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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我国外国文学研究已经过４０余年的探索和发展，随着全球化和社会更迭的加快，研究热点和趋势

也处于快速更迭变化之中，因此每隔五年一次的研究趋势分析尤为重要。２０１６—２０２０年是我国外国文学

研究异彩纷呈的五年，此期间，我国外国文学研究呈现出跨学科的研究态势，从更微观的文化单元透视

历史、政治和社会事件的研究趋势，以及人类世时代特征研究新动向，体现了国内学者关注现实问题、

全球议题和人类生存的学术伦理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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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中国的外国文学研究起步于１９７８年，截至今
日，已经走过了４４个年头。随着中国越来越多地
参与到全球的经济、政治、文化一体化进程中，国

内著名长江学者乔国强教授认为，中国的外国文学

研究也顺势经历了八九十年代的引进探索期、世纪

之交的前进勃发期以及新时代的蓬勃繁荣期［１］。

尤其是进入 ２１世纪以来，国内大批高校及研究所

的外国语言文学学科蓬勃发展，加之国家对高质量

科研人才培养的支持，涌现出一大批优秀的外国文

学研究者，大大推进了外国文学研究的发展。２１
世纪，信息爆炸式增长、新思想不断涌现、研究热

点快速更迭，因此，对研究热点和趋势进行每隔五

年的专门梳理和研究就显得尤为重要。我国外国文

学研究立足于对国外文学的研究，旨在通过引进国

外经典，汲取人文思想精华，以促进国内文化事业

的发展和国民对艺术的鉴赏能力和思辨能力。基于



语言和国际交流优势，我国的外国文学研究长期处

在与国际文学文化互动交流的对话之中，在国际思

想、文化、学术交流方面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国

内目前关于外国文学研究的权威学术期刊主要集中

于 《外国文学评论》 《外国文学研究》 《国外文

学》《外国文学》《当代外国文学》五大南大核心

期刊 （ＣＳＳＣＩ）。上述五大权威期刊一直以来都被
认为是外国文学研究领域的风向标，能够较好地反

馈国内外国文学研究状况和态势，故本文拟对

２０１６—２０２０年上述期刊的发文情况进行统计和分
析，同时结合国际和国内政治、经济、文化、思想

和学界背景，综合考量刊发文章，以期梳理出近几

年的研究热点，并对未来的研究方向做出有效的预

测和推断，为国内外国研究学者提供参考。同时，

本文也将指出笔者在整理文献过程中所勘测到的国

内研究的不足，以期引起国内学者的注意。

我国外国文学研究的发展经过了４０余年的探
索和实践，大批学者在实践中不断地钻研、摸索我

国外国文学研究之路，同时通过对国外优秀研究成

果和研究方法的借鉴与引进，２１世纪以来的研究
方法日益成熟、研究视野日益开阔、研究内容也变

得日益新颖。随着中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的提

升，中国学者也更多地参与到国际对话中去，发展

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外国文学研究之路和研究范式。

经过梳理和总结，笔者发现，２０１６—２０２０年我国
外国文学研究呈现出如下趋势：首先，外国文学研

究中的研究视野越来越多地试图超越其学科限制，

转而尝试与其他学科进行融合，跨学科的研究态势

明显；其次，外国文学研究关注于从微型文化单元

更细致微观地审视历史、政治和社会事件，具有回

溯过去，审视当下的趋势；最后，外国文学研究关

注人类世时代语境之下的人类生存状况，考察网

络、科技、信息所引发的伦理和生态问题。

二、跨学科研究态势

“跨学科”的概念起源于 １９２６年，用于指涉
超越一个已知学科的边界而从事的涉及两个或多个

学科的研究。［２］然而，该概念却一直到２０世纪８０
年代初期才在国内被首次明确提起，并于１９８５年
在北京召开首届跨学科学术讨论会，然而由于国内

外国文学研究于彼时刚刚起步，国内外国文学研究

面临的首要任务仍为外国文学的引进、译介和梳理

工作。可以说，跨学科的概念踏至国土已久，但是

却一直 “只闻其声，不见真身”，真正意义上的跨

学科或者交叉学科研究虽有过少量尝试便偃旗息

鼓，气数式微。近些年来，随着国内外国文学研究

日益成熟，并深受国外研究方法的浸染，尤其是随

着 “新文科”的提出，国内外国文学研究的跨学

科尝试重新抬头。这一点在近五年外国文学研究的

重要学术会议和五大期刊的刊文状况中可窥一斑。

相对而言，社会科学领域的跨学科研究较为活

跃，比如我们所熟知的政治经济学、文化历史学、

政治文化学等等。文学是一种与政治、经济、文化

及心理学联系紧密的艺术形式。２０世纪以来，伴
随着西方跨学科文艺批评理论的发展，文学研究也

踏上了跨学科的研究之路。一些广为学者熟知的跨

学科文艺批评理论被广泛运用到文学批评之中，例

如将文学与心理学知识融合的精神分析法、从历史

视角研究的历史主义和新历史主义、与生态学结合

的生态批评、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结合的西方

马克思主义批评，以及与性别、种族结合的性别研

究、族裔研究，等等。然而，长期以来，多数国内

的跨学科文学研究只是单纯的依托在西方业已成熟

的跨学科文艺批评理论，并未主动寻找文学与其他

学科之间的 “契合点”与 “共振点”，缺乏主动进

行跨学科研究的自觉性和创造性。直到２１世纪第
一个十年以后，这种现状才开始有所改善。国内学

者杨亦鸣自２０１０年便开始尝试将脑神经科学与语
言关联，试图在脑科学中寻找到人类语言的思维路

径，并开创了 “语言神经学”这一交叉学科。

２０２０年杨亦鸣将语言学、医学、临床医学、神经
科学进行交叉，提出 “临床语言学”的交叉学科

建构思路［３］。无独有偶，２０１３年国内著名学者聂
珍钊首次在 《外国文学研究》中刊登 《文学伦理

学批评：口头文学与脑文本》一文，将文学语言

与大脑记忆形式进行结合，讨论文学中的脑文本现

象。聂教授认为，脑文本作为一种文学传播的基本

形态，在文学研究中应该引起学者们的重视，此举

为文学与语言学、脑神经学融合的典范。［４］据笔者

统计，２０１６—２０２０年，仅仅 《外国文学研究》杂

志便刊登了７篇有关脑文本的文章，加上 《国外

文学》《外国文学》《中国社会科学》等重要 ＣＳ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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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Ｉ学术刊物的发文量，脑文本相关研究达十余篇，
足可见其科研的前沿性和引领性。主要的研究者们

也大多从伦理学与脑文本的维度展开讨论，但是上

海交通大学学者尚必武教授着重于讨论脑文本在文

学叙事中的演绎过程，并结合英国当代著名作家伊

恩·麦克尤恩 （ＩａｎＭｃＥｗａｎ）的作品展开脑文本
视域下的叙事研究，推进了脑文本的文学叙事功

能，具有较大指导意义。［５］

福柯对权力与空间的阐释，可以说是当今外国

文学研究老生常谈但历久弥新的话题。从空间的角

度对文学作品进行阐释，并不新颖，但是将地理学

与文学进行结合，却较为新潮，为近些年来我国外

国文学研究的另一前沿话题。２０１３年，国内学者
郭方云教授将文学与地理学中的地图学进行交叉，

提出文学地图学的概念［６］。文学地图的概念在西

方由来已久，譬如哈罗德·布鲁姆 （ＨａｒｏｌｄＢｌｏｏｄ）
有别于以往按照时间线或国别分类的文学史编撰方

式，于２００５年通过对罗马、都柏林、伦敦、巴黎、
纽约、圣彼得堡等文学重地地图景观的考察，以地

图的形式梳理了世界文学。郭方云的文学地图学则

以更加微观和细致的角度从地图学的基本原理出

发，探究英美文学中隐秘的叙事、主题和权力关

系，具有极大的实用型和学术指导意义。据笔者统

计发现，近５年来，郭方云教授关于文学地图学的
相关研究在 《外国文学评论》《国外文学》《外国

文学》等重要 ＣＳＳＣＩ期刊的发文量高达 ６篇，并
且可发现国内对文学地图的研究呈现逐渐火热状

态，以 “文学地图”为主题在ＣＮＫＩ检索①，ＣＳＳＣＩ
发文量在２０１６—２０２０年间为２９篇，２０１１—２０１５年
间为２３篇，２００７—２０１１年间为 ２１篇，而 ２００３—
２００７年间仅为１２篇，２００３年以前为０篇。由此可
发现，文学地图相关研究在国内从２０１３年开始呈
现出进军之态，并保持了逐年火热之势。

疾病是文学中一个亘古久远的话题，不论是对

人类历史上疫病历史的还原，还是对文化的疾病隐

喻，文学中的疾病意象层出不穷。自然，作为一种

将医学、病理学与文学交叉研究的研究方式，疾病

书写也成了一种较为小众却新潮的研究视角。据统

计，五大外国文学研究期刊仅２０２０年一年就刊发

疾病相关文章６篇，多以文学中的疾病书写来探讨
国家政治、文化病理、殖民话语和叙事伦理等话

题。值得一提的是，２０２０年国内举办的多次学术
会议均提到侧重疫病书写，或直接冠以疫情文学的

标题。如２０２０年１１月由杭州师范大学组织的世界
文学云论坛，以 “在疫情时代阅读世界文学”为

主题；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２６日由北京大学组织的第二
十七届中外传记文学研究会年会直接以 “疫情文

学与叙事医学：传记文学的新潮流”为题，探求

疫情困境之下新的文学研究之路；２０２１年中美比
较文化研究会的预备通知里，也明确提出侧重疫病

和疾病书写；同时，２０２１年国家社科基金申报指
南也把疫病书写作为其中的一个条目。

由此可见，近些年来，我国外国文学研究的跨

学科的意识渐强，学者们结合国内国际历史文化语

境，既有从语言、神经科学和文学的交叉研究，又

有从空间研究发端日益钻研而创新提出的文学地图

学，更有结合当前全球卫生健康环境和人类普遍关

注点并结合医学、病理学的疫病书写。这些尝试为

国内外国文学研究的跨学科提供了参考和前进方向。

三、从小的文化单元勘探历史、

政治和社会事件的研究趋势

　　艾布拉姆斯在其著作 《镜与灯》中指出文学

四要素，并且还指出文学具有对现实模仿的功

能。［７］诚然，文学对社会、历史和世界的表征作用

毋庸置疑，而优秀的作品则更能 “以其深刻的思

想内涵和开阔的视角，在观照历史中透视现实，在

文学创作中映射社会，在刻画当代生活的变迁时具

有普遍的指涉。”［８］国内知名学者杨金才认为，２１

世纪世界文坛发展趋势中仍然具有后现代主义文学

的烙印，但是后现代主义思潮却已经不再占据主导

地位，而后现代现实主义文学却成为一股勃发力量

参与着２１世纪的世界文学流变［９］，具体表现就是

对历史、政治和社会事件的关注变得尤为关切和细

致。笔者经过对２０１６—２０２０年五大外国文学期刊

以 “政治”和 “历史”为主题的发文量统计研究

发现，五大期刊总刊文量 ２２３８篇，其中以 “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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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为检索主题，共刊文 １９０篇，占据总发文量
的８５％；以 “历史”为检索主题，共刊文 ２５７
篇，占据总发文量的１１５％．可见，《外国文学评

论》对 “政治”和 “历史”主题尤为关注，不管

是以 “政治”还是 “历史”为主题进行检索，均

占据了总发文量的１４％以上 （见表１）。

表１　以 “政治”“历史”为主题的发文量统计

期刊名称 总发文量／篇
　　　　　　以 “政治”为主题　　　　 　　　　　以 “历史”为主题　　　　

发文量／篇 所占比例／％ 发文量／篇 所占比例／％

外国文学评论 ２６４ ３８ １４４ ４２ １５９

当代外国文学 ５８４ ３６ ６２ ７０ １２０

外国文学 ５３４ ４９ ９２ ６１ １１４

国外文学 ２９０ ３８ １３１ ３０ １０３

外国文学研究 ５６６ ２９ ５１ ５４ ９５

总计 ２２３８ １９０ ８５ ２５７ １１５

　　　注：数据来源于２０１６—２０２０年我国外国文学研究五大期刊。

　　作为国内外国文学研究的领头羊和权威，《外
国文学评论》的刊文倾向具有较强的说服力。同

时，王守仁教授在２０２０年６月举办的 “新世纪外

国文学趋势发展研究高层论坛”中指出，２１世纪
的外国文学研究出现了 “现实主义转向”，但更具

有兼容并蓄的态势，究其根源，其实源于对现实的

关注和对真实的追求［１０］。由此可见，国内学者的

文学研究对人类历史、政治和社会事件的持久关

注，恰恰说明了其现实主义的研究转向。

细究来看，近些年来学者们倾向于从更微观的

文化机理去勘测政治话语，还原历史真相，并指导

当下现实。可以说，外国文学研究的文化研究转向

依旧是热浪期，但是却趋向于从一种更微观细致的

文化载体透视大的国家想象和政治诉求。如我们可

以在２０１６—２０２０年的发文中找到诸如身体政治、园
林政治、巫术与政治、美食与政治、头发与政治、

服饰与政治、文化政治，等等。例如，国内学者肖

明文透过德意志民族主义者的饮食习俗，阐释了饮

食话语背后隐含的国家身份政治诉求，彰显了具有

德意志特性的饮食符号体系在其群体内部隐性的

“集体无意识”及饮食实践中映射的德国政治意

识［１１］。华中师范大学王辰晨认为美国非裔的发型演

变体现了非裔群体在身体受到种族主义和性别主义

双重规训中的政治觉悟与政治抗争之路［１２］。饮食、

发型、服饰、家庭等微型文化单元作为一个透视镜，

映射的是国家想象、政治诉求、群体身份构建等。

随着新历史主义的发展，学者们越来越认识到

大的官方历史中淹没的小的个人或群体的历史与记

忆，尤其对大的历史事件、社会事件和政治事件的

真实性持有怀疑态度。因此，记忆研究作为一种反

历史的研究策略变得火热。记忆作为一种有温度的

历史，具有建构性、当下性和再现性等特征。特定

群体诸如族裔群体、战争受创群体、灾难见证者群

体等基于被遗忘的历史和记忆，致力于建构其群体

内部的集体记忆和身份认同，并疗愈其群体历史创

伤，寻求历史正义。国内学者的记忆研究着眼于对

小的群体记忆碎片，用以还原真实有温度的历史记

忆。据笔者统计，２０１６—２０２０年间，以 “记忆”为

主题进行检索，《当代外国文学》发文３５篇，占总

发文量的６０％； 《国外文学》发文１１篇，占总发
文量的３８％；《外国文学评论》发文７篇，占总发

文量的２６％；《外国文学研究》发文２６篇，占总

发文量的４６％； 《外国文学》发文１９篇，占总发

文量的３６％从上述数据可看出，记忆研究的发文

量大概维持在４４％左右。记忆与历史紧密相关，根

据表１已知，五大期刊以 “历史”为主题检索的发

文量，占比达１１５％综合以上两种统计，可发现以

“记忆”与 “历史”为主题的发文量占比在４４％～

１１５％之间，仍然具有较高的刊文比例。具体来看，

其发文内容多与创伤、身份、历史等话题相关联。其

中，种族创伤记忆、大屠杀创伤记忆、战争创伤记忆

和后 “９·１１”创伤记忆为其中的热点话题。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首先，

２０１６—２０２０年我国外国文学研究视角仍然关注在

文化研究方面，体现出对历史题材，尤其是人类历

史上的灾难创伤事件的关注，如战争、屠杀、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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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性属、种族等社会问题，呈现出对现实主义的

研究转向。其次，在历史文化语境中的文化研究则

倾向于透过微观细致的文化机理来窥见群体身份认

同和国家政治想象等宏观伟大的社会话题。再次，

研究者们普遍关注于大的官方历史书写中被遗忘和

掩埋的个体的或群体的记忆，以期还原历史真相，

寻求历史正义，并探求创伤记忆的疗愈之路。最

后，研究者们在关照历史和记忆的时候，具有明显

的政治意识，并注重回归现实，考察历史和记忆给

予当下的指导和借鉴意义，呈现出近些年来国内外

国文学研究的良好趋势。

四、人类世时代特征研究新动向

人类世的概念起初并不是一个文学领域的术

语，它由荷兰大气化学家保罗·克鲁岑 （ＰａｕｌＪ
Ｃｒｕｔｚｅｎ）于２０００年首次提出，用以指涉人类在地
球系统和地球生态中的核心作用。他认为人类活动

对地球系统造成的地质变化等各种影响，并将持续

对地球系统产生巨大的、不容忽视的影响［１３］。

２０１５年英国著名学者蒂莫西·克拉克 （Ｔｉｍｏｔｈｙ
Ｃｌａｒｋ）教授在其专著 《生态批评前沿：以人类世

概念切入》（ＥｃｏｃｒｉｔｉｃｉｓｍｏｎｔｈｅＥｄｇｅ：ＴｈｅＡｎｔｈｒｏｐｏ
ｃｅｎｅａｓａＴｈｒｅｓｈｏｌｄＣｏｎｃｅｐｔ）中首次正式将人类世的
概念引入生态批评，从而扩宽了生态批评的时空维

度，建构了一种更全球化、更贴近当下世界关注话

题的文学研究视角。［１４］国内关于人类世时代特征的

研究始于２０１５年，彼时，国内学者夏永红在其文
章 《环境人文学：一个正在浮现的跨学科领域》

中首次将人类世的环境地质学概念引入到人文学科

中，并梳理了环境人文学的跨学科动态［１５］３７。而国

内对人类世相关生态研究的领军人物为南京航空航

天大学的姜礼福教授。姜教授从２０１７年开始在国
内ＣＳＳＣＩ刊物共刊发了４篇文章，对人类世的文学
批评角度有了一个较为全面的介绍。姜教授在其文

《人类世生态批评述略》一文中梳理了人类世生态

批评的核心要义，并对此批评视角的发展空间展开

了讨论，具有较大的指导意义［１６］。２０２０年，杨金
才界定了人类世在文学中表征的时代特征，即毒物

书写、危机书写、技术叙事、新自然写作与动物文

学等，展现了人类对科技文明的反思及其人类在全

球一体化语境中的生态意识［９］。结合姜礼福对人

类世生态批评的界定，可以发现人类世的阐释视角

包括：非自然叙事或动物叙事、灾难书写；文学中

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表征、更为广泛的世界主义

意识、科技与机械叙事伦理、后人类主义思想等。

人类世的视角聚焦于人类与地球、人类与自然

之间的关系，弱化人类之间的差别、人类与物的差

别，倡导反人类中心主义，强调人与自然、地球系

统的友好相处模式。于是，作家们在叙事中的物化

倾向便是其特征之一。国内关于动物叙事研究较为

突出的学者为上海交通大学的尚必武教授，自

２０１５年以来，其在 ＣＳＳＣＩ期刊中发表非自然叙事
相关文章共９篇，其中五大外国文学研究核心期刊
共４篇。他认为，非自然叙事是反人类中心主义
的，包含了非人类叙事 （ｎｏｎｈｕｍａｎ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１７］。
统计发现，２０１６—２０２０年，国内外国文学研究五
大核心期刊对非自然叙事相关文章的刊文量为 ８
篇。由于２０１５年非自然叙事的概念刚刚从国外引
入，故国内相关研究仍然处于起步阶段。纵观国内

其他ＣＳＳＣＩ期刊，可以发现江西师范大学的唐伟胜
教授也关注非自然叙事，并提出 “物叙事”的概

念，用以指涉文学作品中叙述者的拟物状态。

随着全球化的加速发展，国家、区域之间的距

离变得更近，联系更紧密、界限也变得越发模糊，

故人类世视角主张弱化区域、国家、大陆之间的界

限和区分，试图将人类作为一个整体、以更为广阔

的眼界去透析人类与地球的关系，强调一种研究中

的全球视野。例如山东大学教授曾繁森和程相占教

授从中国哲学中的 “杀生”弊病观点入手，提出

“生生美学”的哲学观，并结合当下人类世的语境

和新冠肺炎全球大流行的公共卫生语境，将人类视

作以地球为宿主的病毒，反思了人类与地球的共生

关系［１８］。２０１４年起，国内学者殷企平教授开始在
外国文学领域讨论共同体的思想，并于２０１６年编
写了西方文论关键词：共同体，为国内共同体概念

理解的加深和理解误区的矫正提供了重要参考［１９］。

随后，国内外国文学研究的共同体思想研究便纷至

沓来。笔者以 “共同体”为主题进行检索，发现

国内外国文学研究五大期刊的发文量自２０００年以
来呈现出上升的趋势，但其真正的研究热潮自

２０１１年以后才开始，并保持着成倍增长的研究热
浪 （见表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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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以 “共同体”为主题的发文量统计

单位：篇

期刊名称
　　２０００—２００４年　　 　　２００４—２０１０年　　 　　２０１１—２０１５年　　 　　２０１６—２０２０年　　

发文量 发文量 发文量 发文量

外国文学评论 ０ ０ ４ ９

当代外国文学 ０ ０ ５ ８

外国文学 １ ２ ２ ９

国外文学 １ １ ３ ４

外国文学研究 ０ ３ ５ ８

总计 ２ ６ １９ ３８

　　　注：以２０００年以来每５年作为一个时间节点进行统计。

　　人类世时代除了关注人类物种与自然、动物、
和地球的关系之外，也格外关注对科技、机械、网

络、新媒体和都市生活的反思。２１世纪科技与信
息日新月异，爆炸式地发展改变着人类的日常生

活，可以说人类世时代是人类迅速腾飞的时期。科

技、机械、网络、媒体的高速发展以及都市的快速

扩张，造就了全球人类新的议题，如科技对人类安

全的威胁、网络媒体对人类精神生态的摧残、都市

生活对人类伦理和原初人性的挑战等等。由此，国

内学者们在文学研究中也格外关注科技、媒体和都

市在文学作品中的隐喻表征和深切关怀，表现出对

人类世时代下人类与科技文明、人类与新的媒体形

式、人类与都市生活的重新反思。与此同时，学者

们也普遍倾向于关注人类与疾病、病毒、自然灾难

以及全球公共安全事件等。如２０２１年１０月由 《当

代外国文学》编辑部主办、山东工商大学外国语

学院承办的 “当代外国文学年会”的主要议题就

包括了 “当代外国灾难文学研究” “人工智能”

“当代外国文学研究”等。２０２１年１２月由中国比
较文学学会中美比较文化研究分会主办、安徽师范

大学外国语学院承办的 “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中美

比较文化研究会专题研讨会”的主要议题也包含

了 “中美城市文学书写研究” “数字人文研究”

“灾难文学研究”（侧重疾病、疫病书写）和 “跨

媒介研究”等。从两个会议的议题可以发现，后

人类时代的科技反思、新媒介反思、灾难书写、疾

病书写等研究为当前的研究新动向，预测接下来五

年内将会有较好的发展态势。

总之，在人类世的时代语境下，其关键词为：

人类命运共同体、人类与自然、人类与物、人类与

疾病、人类与灾难、人类与人类的衍生物，如科

技、新媒体、都市等。研究视野更加开阔，跳脱了

以地区和国家为界限的历史文化语境，强调人类作

为地球系统中的核心元素与地球生态之间的关系。

作为新型的研究视角，人类世的研究角度因其与当

下的全球化语境紧密相关、符合当代国际关系的全

球关系治理导向，在文学作品中具有较大的阐释空

间，在文艺理论中也有较为灵活的结合度，因此发

展前景广阔。

五、展望与反思

总体来说，２０１６—２０２０年是我国外国文学研究
异彩纷呈的五年。国内外国文学研究的发展离不开

国内学者对国际学术动态、国际全球化语境和当下

历史文化语境的持续关注。首先，在全球一体化的

语境下，社会、环境、卫生与科技问题变得越发复

杂，单纯的学科内部研究的局限性凸显，于是跨学

科研究的尝试在国内迅速拥有了生根发芽的土壤，

加之国际间学术信息交流的便利，近些年来，跨学

科的研究尝试在国内呈现出蓬勃之势。通过整理可

以发现，国内学者在将文学研究与脑科学、神经学、

病理学、医学、地理学和环境学结合的跨学科研究

做出了很多有益的尝试，为国内外国文学研究的跨

学科研究提出了可借鉴的经验，具有指导意义。其

次，随着国际交流和跨界旅行的普及和日常化，群

体文化意识凸显，文化间性问题成为人们茶余饭后

的话题。人们倾向于从个体或群体的眼光来审视文

化和政治，参与到政治话语和文化建构中来。加之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学术界对社会边缘群体的持续关
注，促发了学者们对新型历史叙事策略的思考。因

此，国内学者倾向于从更加微观的文化单元来透视

历史、政治和社会事件，更为细致地审视历史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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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中以服饰、饮食、发型等微型文化机理的表征形

式，以期汲取历史养分，指导沉重的现实，呈现出

后现代现实主义转向。最后，在人类世的时代背景

下，人类作为一个整体与地球系统的关系、人类与

其衍生物的关系成为人们普遍关注的另一话题。于

是学者们进行了人类世视角的外国文学研究新尝试，

将之与生态批评进行结合，拓宽了其研究视野。同

时，人类与科技、新媒介和都市的关系都成为国内学

者竞相反思的话题。可以说，人类世的时代特征为当

代外国文学研究提供了充足的研究养分，而人类世的

研究视角也为当代外国文学研究提供了新的与文艺理

论融合的条件，具有较大研究空间和研究意义。

然而，在梳理文献的过程中笔者也发现，首

先，虽然国内的外国文学研究紧跟国际学术脉搏，

但国内的学术敏锐度较国外仍处于滞后状态。较为

新潮的研究视角和研究理论大多由国际学者提出并

讨论数年以后，才被国内学者引进，在国内加以探

讨。其次，虽然研究视角起步于国际，但是部分国

内学者的讨论明显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甚至超出

国际学者，但是却多在国内期刊发表相关文章，缺

乏与国际学者的对话性。国内外国文学研究的学者

大多为外国语言方面的专家，语言水平较高，应该

积极参与国际学术对话，实现国内外国文学研究的

国际影响力。可以发现，国内学者诸如浙江大学的

聂珍钊教授和上海交通大学的尚必武教授等学者已

经尝试在国际上发表相关学术文章，与国际学者对

话，为国内学者做出了较好的模范。最后，研究中

的理论和文本西化倾向明显，即用西方的研究视角

来研究西方的文本，得出的也是基于西方传统的阐

释。故笔者认为，外国文学研究中的中国立场需要

得到进一步强化。虽然我们可喜地发现，国内学者

更加关注历史和记忆对沉重的当下具有的现实指导

意义，但是真正的国内外国文学研究如果能凸显中

国立场，更加明确对中国当下的指导效用，文学的

教诲功能便能得到更大的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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