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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意写作的创生!랢展

已逾百年"떫对其理论研究

却一直是薄弱环节"쿊有令

人服膺的扛鼎之作# 좻而"

大卫$싵尔斯的%大象教学&

!""# 年以来的创意写作 '

却是为数不多的杰作"被认

为是(쯹有打算在学院或大

学教授创意写作的人的必

读书)* 作者以严谨的学识

和清晰的思路 " 讲述了自

!$ 쫀纪末以来" 创意写作

从学术学科的陷阱中解放

文学"并成为我们文化中不

可或缺的一部分的故事"认

为它应以努力拉近文学教

学与文学生产的本质之间

的距离为己任"用富有想象

力的内在方式表达自我体

验过的痛苦与欢乐"使之成

为(大象眼中的动物学)*

与此同时"作者讲述了

诗人和作家如何将创意写

作作为一种经济支持和社

会变革手段的历程"믖复了

美国作家和文学教育史上

被严重忽视的一隅*最难能

可贵的是"作者的讲述本身

业已构成颇为精彩的创意

写作作品"벫具趣味性和创

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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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쫽字人文论争&+쏷尼苏达

大学出版社"%#!&,

如 果 说 近 几 年 学 界

有什么影响巨大的学术

变 化 " 数字人文 +'()(*+,

-./+0(*(12, 컞疑是其中之

一-如果说 %#!%年"십修!룪

尔德. 샍伦!克莱恩编著的

%数字人文论争' 的出版标

志着(数字人文时代 )的到

来"뗚一次从理论 .方法和

实践等视角"쏨绘了数字人

文独特的地位.듙进人文学

科和学术生活复兴的可能

以及暗含的紧张" 쓇么"뛾

人 %#!& 年编撰的 %数字人

文论争 ' 的出版则标志着

(数字人文时代)的兴盛*该

书是数十位该领域的实践

者.理论家 .뿱热者和怀疑

论者的一种伟大的潮流集

合"将数字人文带入与种族

批判 .뿡儿理论 .制度政治

和女性研究.艺术考古等各

人文学科的动态对话之中"

进一步确认了其独特身份.

方法和影响力*탨要特别注

意的是 " 该书借助网络平

台"出版系列作品并免费分

享"헃显了数字人文开放包

容的魅力"使更多不同学术

背景的专家.不同学科领域

的艺术结构之间的跨界扩

展.죚合 .릲赢的愿景变得

更加切合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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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研究向来是一种

奉智性价值.짳美价值和社

会价值为圭臬的智力行为"

观念的先导性是其灵魂*쏦

对长期的 (文本细读 )쯹形

构的(重复的平淡)"如何创

造先导性的学术观念"훮如

文学史学家能否用 7 分数.

훷成分分析和聚类系数来

思考文学"展示文学的形式

演化和运转机制"解决文学

中更小或更大的问题/뒫奇

学者弗兰克$쒪莱蒂用 %距

离阅读'一书对其做了肯定

的回答* 该书由作者的 !#

욪学术论文组成 "以 (距离

阅读)헢一兼具思维方式和

方法论症候的争议性.独创

性观念 "춨过图表 .地图和

树图的(图像化)形式"展示

了藉其批评的具体操作程

序"듙使人们重新思考 (什

么是文学)"改变了我们看待

文学史的方式" 짵至改变了

文学研究的现有范式" 被誉

为(本年度最大胆.最令人兴

奋的书籍之一)"틽起巨大的

热议和争鸣"죙获 %#!8年美

国国家图书评论奖*

#ퟷ者为西北大学文学

院副教授"

化的世界观的重要的学术领

域$ 他们也可以说是引进 %쿖

代西方科学& 的方法而用以研

究中国文化的一个好场所$ 当

时哈佛燕京学社的董事会相

信" 这种西方学术研究方法的

引进不仅是对培养中国未来新

一代的贡献" 而且也是对整个

世界文明的贡献$

뷱天" 哈佛燕京学社深深

认识到" 在亚洲学者来哈佛学

习和研修的同时" 哈佛大学的

师生同样也能从亚洲学者们那

里学到很多新知识 ' 新方法 $

并不是以往人们通常所认为的

那种单向运作" 벴亚洲学者来

哈佛仅仅是向哈佛的老师和学

生学习的 $ 쯤然学社的宗旨

$# 年来并没改变 " 쪼终是通

过对中国和亚洲文化的深入研

究来发展高等教育" 떫是学社

不再拘泥于旧有的那种东西学

术的等级观" 也就是以往那种

%西方学术方法& 훁上的观念$

哈佛燕京学社近几年开展的一

些新项目" 뇈如以发展学科领

域为主的培训项目和合作培养

博士生项目就是学社和不少亚

洲的合作高校共同切磋' 互相

学习的结果$ 평此我们也可以

看出" 学社这些年来已经深深

意识到多元而富有活力和各具

特色的研究中心和研究方法对

从事亚洲文化研究的重要性$

近年来中国和港台以及

亚洲其他地区的重点院校里

有关中国与亚洲研究领域的

跨学科项目的迅猛发展令人

振奋 " 这也许会给我们带来

一系列新的挑战 " 쪹我们不

得不重新思考西方学术界在

一些学术领域内一直持有的

定义和理解 $ 这些学术课题

应该是用英语还是用亚洲本

国语种来操作 ( 这些学科到

底是为国家的 %죭实力 & ퟶ

智库 " 还是为真正的学术研

究作贡献 ( 他们是用来提倡

文化的多元化 " 还是推进全

球的同质性( 所有这些问题都

值得我们进一步讨论和探讨$

对所有这些复杂和颇具争议的

议题" 哈佛燕京学社并没有支

持一方 ' 랴对另一方的想法 "

我们一贯欢迎的是对中国文化

的关注以及折射在当代生活

的悠久文化传统 " 同时学社

能聊以自慰的是希望学界尚

抱有一种共识 " 那就是在学

社 $# 年的历史中 " 哈佛燕京

学社在中国国内 ' 亚洲以及

世界的高校和研究所内为重

新激发人们对亚洲文化的兴

趣作出应有的贡献 $

컒 们尤其欣慰的是这次

学社的校友们对我们

庆祝学社创办 $# 훜年的积极

响应和参与 $ 我们收到了来

自亚洲各地的 "# 럝论文提

要 $ 从中选出 %# 럝实为莫大

的挑战 " 틲为所有递交的论

文无一例外都特别优秀 $ 我

们最后选出 %# 位学者来发

言 " 并不基于论文的好坏 "

而是选了带有相同主题的论

文来组成四个分组 " 并且还

考虑到发言的学者需要代表

来自不同的国家 " 不同的研

究领域和不同的年龄段 $ 평

此我们最后组成了四个分组

来讨论如下议题 ) !# 亚洲高

等教育的新动向 * %+ 研究中

国思想史的新视角 * 6+ 쏱族

学研究的新方法 * 8+ 跨国的

关联和影响 $ 쯤然这些主题

并不能涵盖哈佛燕京学社多

年来支持的所有的研究项目 "

떫是学者们的论文涉及人文

学科和社会科学 " 并且发言

的学者来自学社的 !9 家合作

高校和研究所$

这是哈佛燕京学社举办

的首次国际性的校友学术会

议 $ 我们诚然希望庆祝学社

创办 $# 훜年的这一学术会议

将是一场富有价值 ' 激发思

想的学术盛会 " 떫我们同时

期待与会的 %## 多位校友能

以这次会议为契机 " 和老友

相聚叙旧 " 并结识新学友 $

哈佛燕京学社多年来以相互

尊重和友好合作关系为准则

建立和发展跨国和跨学科的

学术网 $ 作为这么一个致力

于高等教育和研究的学术机

构 " 我们特别高兴地看到来

自这么多国家 ' 来自这么多

不同学科的诸多学者校友前

来参加这一学术盛会 " 庆祝

哈佛燕京学社创办 $# 훜年$

#ퟷ者 $%&'()*+, -. /*001!맾

佛燕京学社社长$ !"23 年 # 퓂

!4 죕 ! 맾佛燕京学社将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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