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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1

2021 年 11 月 26 日至 28 日 2021 年跨学科视域下的外

国文学学术研讨会暨首届国际人文社科跨学科研究高端

论坛在绍兴文理学院隆重召开，因受疫情影响，会议改

为线线上会议，主会场在绍兴文理学院，分会场在腾讯

会议上召开。其中第三分会场跨学科视域下的外国文学

研 究 第 3 组 于 2021 年 11 月 27 日 晚 上 18：30--21：30 在

腾讯会议（腾讯会议号 528855362）上举行。

本人原是带着学习的心态来参加这个会议，接到

绍兴文理学院张彬老师的电话，问我能否给线上分会场

的小组讨论做个点评，实在诚惶诚恐，既然大家都很谦

虚、大家都很忙抽不出时间，我也不好推辞了，只好接

受了这个光荣而艰巨的任务。点评说不上，大家以文会

友，互相学习，说点我的感受吧。白天聆听了专家学者

的讲座，高屋建瓴，语重心长。中外学者们在翻译学、

外国文学国别文学区域文学研究和外语学研究、学者个

人的学术创作经历体验等方面进行了具有创新性、前瞻

性、可借鉴的学术分享、试图引领学者打通学科间的壁

垒，延伸知识的价值链，前辈学者的真知灼见、信息量

大，令参会者收获颇多。晚上分组会议年轻学者各抒己

见，也让我感触良多。

二、与会学者论文议题分析

第一，会议议题

跨学科视域下的外国文学研究、世界文学与名家名

作新释，学者们的文章与时俱进，呼应当今、极具时代

性，体现现实思想与精神诉求，足见会议组织的匠心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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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益求精。本小组呈送上来的论文摘要有 17 篇，宣读的

有 14 人，有些学者进行文本或者一定文学时期的总体研

究，更多的是文本个案分析。文章反映出年轻的学者们

有问题意识、现实情怀、学养素养高，在前辈学者的足

迹上行走，有些文章有种让人眼前一亮的感觉。

第二，疫病叙事主题

今天，刘鸿武老师从区域国别文学跨学科研究及外

语本身需要发展阐述开去，说过学术是时代的产物，读

书人以天下为己任，发挥学术的媒介和工具功能。这个

是比较切合现在的国际疫情的疫病叙事分析，今晚会议

有学者徐仕佳的“《疱疮歌》：琉球群岛瘟疫叙事与近世

东亚海洋空间想象”，从琉球大学的《疱疮歌》进行研

究，疱疮歌表达消除瘟疫的愿望，两种“疱疮神”来源

的叙事杂糅融合，展现琉球民众关于东亚海洋空间想象

的复杂面相；学者苏凤琳的“《他们仰望上苍》中的疾病

书写”，通过对伍兹心理上及生理上的疾病书写，小说家

赫斯顿表达了对其性别平社会平等以及人类与自然和谐

共生的理念。

第三，比较研究或国别文学研究

鲁艳辉老师的《中西文化视角下的《瓦尔登湖》批

评性阅读》、学者曹敏的“中西历史小说主要人物比

较——以宋江和艾凡赫为例”、学者刘梦玲的“《中西比

较视域下的“浪荡子”形象研究——以《仙剑奇侠传》

中的李逍遥和《唐璜》中的唐璜为例》”，通过比较研究

方法和文献综述，探讨出中西比较视角下“浪荡子”形

象的深层内涵与文化意义；学者余尧玉竹的“大足石刻

西欧中世纪文本中的地狱观差异研究”从中西地域观为

切入点，对比分析了中西方地域观差异及作品呈现；还

有中国文学方面的研究有谢凤娇学者的“叶祥添对中国

民间传说的改写”对美国华裔作家叶祥添改写的中国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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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作品白蛇传说、鲤鱼跃龙门、以及牛郎织女等传统故

事的改写的关注，学者王诗婷的禅宗佛学对宋词的影响

综述研究等，值得一提的是，王诗婷以英语进行书写，

也是文化兼容的相处之道。

第四，研究视角涉及广，包括叙事学研究，有学

者杜驰的“收藏家的困境：《蝴蝶收藏家》的潜叙事与

隐性进程”；身份认同视角，学者有苗敕的“非家之家

身份认同：解读陈慧慧的《异物》”从“非家”这个概

念入手，从几个层面分析新加坡华人陈慧慧的小说《异

物》，进行“非家”概念的文本批评实践；陌生化的术语

关键词，比如学者郭洋阳的“陌生化变形下隐藏的罪与

痛——《葛蕾丝 . 琼斯》赏析”；疾病书写研究；接合理

论视域，如学者米尧舸的“接合理论视域下的迪士尼动

画电影《木兰》中的女性主义主体构建”以斯图尔特 . 霍

尔的接合理论视角进行对电影文本的研究，探讨女性主

体的身份建构。

第五，经典新释、经典作品再阐释以及对文学流派

的研究

如学者鲁艳辉的“中西文化视角下的《瓦尔登湖》

批评性阅读”，对于领悟中西文化的精髓，引导树立正确

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以及阅读等；学者宋虎堂

的“观念博弈与话语促变：维多利亚晚期英国关于自然

主义的论争”探讨不同文学观念的对峙与冲突等。

第六，切合大会主题的论作

如学者盛钰的“书写神圣的瞬间”：艾伦 . 金斯堡照

片的跨学科阐释”，探讨金斯堡的“摄影师”身份，分析

其透过“语图胡雯修辞”来建构的“照片 - 文字”艺术

书写范式，以及“快照诗学”所进行的文化叙事，比较

有新意。

第七，主题研究

如学者王丹的“生存之思：论欧茨悲剧小说《人间

乐园》和《奇境》中的超越”，挖掘悲剧文本中的主人公

超越物质主义以及理性主义和自我中心主义等时代精神

为主导的现代美国文化，回归到生存的本真状态，探寻

人性的价值和尊严。

第八，研究的对象材料较丰富

学者们的研究涉及诗歌研究、小说研究、大足石刻

研究、动画电影研究等。

第九，研究文本涉及时间、空间跨度大

文学研究、文学阅读是很美妙的享受，在时间上，

我们第 3 组的学者们把我们带到经典时期、现当代时期；

在地域上，学者们把带到欧洲、美国、英国、琉球群岛、

近世东亚海洋就差一个非洲了，非洲文学国别文学方面

在大会主旨会场上已有前辈学者详细论及，非洲坦桑尼

亚小说家古尔纳今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非洲文学也是

一个关注点。本次外国文学研究会，南非和南部非洲研

究中心在绍兴文理学院成立，非洲文学的研究也是学者

关注点之一。

第十，其他方面，诗歌疗法的新提法

有学者路璐的论文“美国当代诗歌疗法综述”，提

到，诗歌疗法是阅读疗法的一个分支，以当代美国诗歌

疗法的发展为框架，阐释了诗歌疗法的定义、理论基础、

模式、素材选择以及一则诗歌疗法实践案例。

三、结语

总之，学者们运用比较前沿的理论去分析，用较新

的视角去分析，运用新的研究途径，有些文章和展示的

PPT使人眼前一亮。从学者的论文宣读情况来看，学者们

所展开的文学批评有一定的厚度和深度、探寻着文本内容

的温度和亮度，学者们有自己的思路，引用经典理论，对

不同的文本进行不同角度以及新的研究方法等的分析，有

些文章颇具新意和匠心，使人印象深刻，受益匪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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