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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抛开旧的，创造新的 

  

是不是一切旧的都应抛开，一切新的都更有意义？ 

 

为何创新？创新的意义何在？ 

创新是人类求知的需要，是对更加美好的生活的追求。 

学术创新是学术发展的需要：新的研究对象和研究领域，
新的研究方法，新的研究机制 

有利于发展的创新，才是有意义有价值的创新。 

 

 



是不是一切旧的都应抛开，一切新的都更有意义？ 

  

如何创新？/创新与传统 

何为旧？何为新？ 

新与旧相对存在。 

不了解旧，就无法发现和认识新。了解传统又不囿于传
统，才可能创新。 

 

如何创新？/文学研究的创新与对现实问题的关注 

文学是人学。 

关注如何更好地介入（描述、表达）生活。 

 

 



“理论”栏目中的“西方文论关键词” 

 

文论讲座：概念与术语（2002年第1期—2005年第6期） 

阐释/诠释、重复、大众文化、结构主义等 

西方文论关键词（2010年第1期至今） 

暗恐/非家幻觉、媚俗、崇高等 

 

一句话概说/略说 

大背景解说/综述 

结束语/结语 

参考书目/参考文献 



赵一凡、张中载、李德恩主编：《西方文论关键词》。北京：外 

        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6。（收录2002-2005年的专栏文章 

        83篇） 

赵一凡、张中载、李德恩主编：《西方文论关键词》第1卷。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7。 

金莉、李铁主编：《西方文论关键词》第2卷。北京：外语教学与 

        研究出版社，2017。（收录2010-2016年的专栏文章共82篇）  



“文化研究”栏目（2007年第1期至今） 

 

以文化研究方法分析文学作品的评论 

（20世纪80年代以来盛行的研究方法） 

肖明文：《乌托邦与恶托邦：〈蝇王〉中的饮食冲突》（2018年第3期） 

 

以文化现象为主要研究对象的理论文章 

（相对于传统文学研究领域更为宽泛） 

童明：《飞散的文化与文学》（2007年第1期）  



选稿原则 

 

        “我刊采用文章的基本原则有二：第一，对现当代外国文学与文化

诸领域内的作者、作品和理论等方面有原创性的研究成果，或比较而言
有相当新颖的见解。第二，对已成经典的、或为人所熟知的作者、作品
和理论等方面有独特的研究角度和新的学术贡献。此外，如有其他方面
的学术价值和独特贡献，我刊也予以重视。同时，文章的文字水平、风
格及整体结构也在严格的考察范围内。” 

 

•坚持原创性 

•首发 

•强调问题意识 



刊物体例 

 

        参照国际人文学科领域通行的MLA体例 

规范并根据我国学者写作惯例适当调整而成。 

        凡直接或间接引用的文献均需列入文后 

参考文献/引用文献（Works Cited）；凡收入 

文后参考文献的文献都应在正文或正文夹注 

中出现。 

 

参考文献中书籍引用格式： 

作者姓名。《书名》。出版信息。 

 

参考文献中期刊引用格式： 

作者姓名。“文章标题”。出版信息。 

 

文内夹注： 

（作者姓＋页码） 





《外国文学》编辑部年会选题（2001—2019） 

 

自2001年起，本刊编辑部每年与全国各地高校联合举办一届全国
学术研讨会： 

2001    全国外国文学研究现状 

2002    外国文学理论与教学 

2003    21世纪西方文论与外国文学发展趋势 

2004    文化研究中的话语实践 

2005    20世纪外国文学与批评理论的回顾与反思 

2006    空间•政治•文学 

2007    历史•记忆•文学 

2008    自然与文化 

2009    知识秩序中的文学 

 



《外国文学》编辑部年会选题（2001—2019） 

 

2010    媒介转换中的文学 

2011    城市与文化、文学 

2012    文学与机器 

2013    暴力与文学 

2014    文学与交往模式 

2015    文学与疆界 

2016    文学与风景 

2017    仪式与文学 

2018    游戏与文学 

2019    物与文学 

 



 
 

仪式与文学（2017） 
 

        作为人类最古老的文化形式之一，仪式在人类文化的进程中
，对人的学习模仿、社会成长、身份建构起着重要的塑造作用，
深刻影响着人的行为模式、思维模式以及理解世界的方式。基于
其身体在场的述行特点，仪式构成了连接个体与集体的纽带，成
为文化认同的重要枢纽。它不仅为社会记忆传承搭建了平台，同
时也为想象投射提供了场域，甚或构成超验魔力行为的演示场所
。由于集体的参与，仪式不仅具有建构共同体的凝聚功能，同时
也表现为排他的权力关系，它或被用作对应危机、稳定秩序的手
段，或被用作消解差异、建构统一体的途径。有别于其他日常活
动，仪式不仅具有重复性特点，而且也为创造性发挥留下了空间
，从而保障了象征秩序体系与形式的生产与再生产。 

         



        在不同的社会历史时期，文学不仅与仪式有着重要的关

联，同时也对其进行着再现与反思。在后现代的多媒体语境
中，仪式、述行行为更以独特的方式在日常生活、文学艺术
中体现出来。   

        分议题： 

        1、仪式的历史建构与演变 

        2、仪式与身体、模仿、记忆、身份认同的关系 

        3、仪式、表演性与媒介的关系 

        4、仪式与秩序、权力、暴力的关系 



游戏与文学（2018） 

 

        游戏是人的一种基本活动，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存在
于不同的生活领域，涉及不同的年龄阶段。游戏既有对人的能力
挑战的一面，又能使人沉迷；它一方面具有充满偶然性的不确定
特点，又为人提供了角色扮演的可能。如同很多文化现象一样，
游戏在历史进程中，被不同的观察视角理解、界定、阐释。狭义
上理解的游戏或被看作是严肃的对立面，或被理解为有别于劳作
的消遣或教育的手段，而广义上理解的游戏则涉及到戏剧、美学
，乃至人生基础。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游戏或因迎合社会秩序的
运作机制而被推崇，或因基于其非生产性所具有的颠覆性而遭到
排斥。在后现代多媒体语境中，随着生存的符号化、数码化的不
断加剧，游戏波及、占据生活领域的范围更加扩大、力度更加强
劲，对人的意识观念的转变产生着不可忽视的影响。 



        在文学领域，游戏不仅限于文字游戏，同时也被视为生成自由
空间，获得审美经验的可能，随着现代文学艺术的发展，游戏甚至
被看作是颠覆固有观念、提供新的经历空间不可或缺的手段。 

        分议题： 

        1、历史语境中的游戏 

        2、游戏的文化建构作用 

        3、文学中的游戏与历史话语 

        4、文学叙事的游戏特征  

        5、影视及其他媒介中的游戏 

        6、与游戏相关的其它文学研究话题 

         

 



物与文学（2019） 

  

        物构成了人存在的基础。它不仅为人提供了维系生存、建构
世界的材料，同时物的使用也对人起着重要的塑造与建构作用；
它不仅承载着历史与文化记忆，同时也规范、反映、限制着人的
思维与行为方式。 

在经历了形而上的、象征的、符号的研究范式之后，近年来人文
与文化科学将观察的目光转向物本身：文化所创造、使用的物体
承载着怎样的知识秩序？对于社会实践、历史进程、人的社会交
往模式，它们“述说”、传递着怎样的信息？因此，人与物的关
系不再被理解为一种简单的主动行为的人与被动的物体间的关系
，而是一种复杂的交互影响的关系。 



  

        随着城市化的进程，新媒介的发展，数字化生存的加剧，人

与物的关系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这种关系的变化也导致了叙事方
式的改变。文学本身一方面依赖于物质（无论是纸质版还是电子
版）而存在，并以其排版、装帧影响着读者的期待与阅读，另一
方面它也表现着不同历史时期中人与物的关系，述说着人与物互
动的历史。 

        分议题： 

        1、人与物关系的历史变迁 

        2、物的美学 

        3、文学的物质性 

        4、物在文学中的表现 



 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