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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文 1

国际比较文学研究的动向

杨周翰

国际比较文学协会（ICLA）第十一届大会由于法国和英国都愿 

意主办而分为两部分：法国会议于1985年8月20日至24日在巴黎 
第士大学举行;英国会议于1985年8月27日至28日在色塞克斯大 

学举行。.这次大会与前两次不同，1979年的奥地利大会讨论的是接 

受问题；1982年在纽约大会讨论的是评价问题。第十一届大会对比 

较文学研究作了详细的分类；重视了欧洲以外的文学；进行了文学理 

论的探讨。

巴黎会议共分为十二个专题：（一）比较文学和世界文学；（？）文 

学理论；（三）叙述学、“互文性”（intertexualit©）符号学；（四）文山对话 

（dialogues des cultures）和欧洲文学中的巴罗克（Baroque）；（五）接受 

美学；（六）翻译；（七）口头的和书面的（oral et ecrit）；小说中的口语 

与叙事文体、口头文学的诗学、美国通俗歌曲与诗歌、民间口头文学 

与书面文学之比较；（八）文学的移植（acculturation）,地域性，第三世 

界所受的影响；（九）新文学的出现；（十）专题讨论（ateliers）；文学批 

评实践，文学分析中的可变因素和不变因素；（十一）讨论会 

（symposium）：新教徒的流徙（diaspora protentante）和艺术与文学；（十 

二）讨论会：雨果逝世一百周年。英国的讨论会只有一个主题：文学 

与价值。

参加这次大会的有五十多国国家的500名代表，共提交了论文 

500篇。20日上午举行了开幕式，从下午开始用了八个半天进行讨 

论，24日下午举行了闭幕式和选举国际比较文学协会会长、副会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