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版序 
 
当我撰写这本书时，从来未曾想到它有一天会被译成中文。作为一部历史概述，本书是为德国

对中国文化感兴趣的非专业读者，即其他领域出于比较研究的目的，希望对中国丰富的文学理论与

美学传统多一些了解的同仁所写，而非汉学专家。毕竟中国文学与哲学在德国仍是相当陌生的领

域。虽然中国是今年法兰克福书展的特别主宾国，但令人遗憾的是，这并不一定带来人们对主宾国

的进一步认识，看来无知、误解及误会依然占据着主导地位。仅从这个原因出发，为德国读者撰写

此类书籍就显得十分必要了。 
 
现在，这本书真的要以中文出版了，笔者当然甚为欣喜，但同时也心怀惴惴。拙著其实仅只涉

及到问题的皮毛，自然无法与中国同行众多此类著作比肩；另外，书中尚存诸多遗漏和不准确之

处，有的观点或已过时，因为近年来，中国在这一领域的研究又有了迅猛的发展。所以，若有中国

学者对作品提出批评，笔者十分乐于讨教。 
 
有一个问题是无法回避的，那就是在中国出版这样一本书究竟能有什么作用？唯一让人感兴趣

的或许在于，它为中国的某些课题研究提供了一个外部视角。每位试图接近过去或其他文化文本的

作者，都会受其所处时代占统治地位的时代精神以及由其自身文化特质决定的“经验视域”及“期

待视野”（伽达默尔）的制约，从而导致认知上的“盲点”，笔者在这一点上也不例外。但反过来

看，接触并认识这种对本民族文化课题不同的观察方式，也许对中国学者而言又是十分有意思的。

如果本书能够帮助照亮中国在此类研究中的某些“盲点”，并以这种方式推动中国学者与西方同仁

富有成效的交流，那么它在中国的出版也就确实具有了合理性。尽管这可能只是一点微小的贡献，

但如果能通过这样的方式达成交流，作为作者，我仍将感到由衷的欣慰。 
 
在此，特别感谢本书的译者向开先生，他在将全书翻译成文辞优美的中文的同时，还本着严谨

的态度发现了德语版中的一些（印刷及内容方面的）错误。因此从这个意义上看，中文译本实际上

在原版的基础上更上了一层，至少不再有那么多的错误。刘慧儒博士在有关本书内容的诸多问题上

多次给予帮助，并仔细校阅了中文译本，这里也要对他表示感谢。对于书中依然存在的疏漏均由作

者本人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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