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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文章通过 自建20 03 一 20 12 年国家社科基金外国文学立项课题项 目名称语料库

,

从研究 国家
、

文体和类型三

方面对其立项情况进行实证的 索引统计研究
,

以进一步把握外国文学这一学科的研究热 点及发展趋势
,

为今后的

课题申报提供一定指导价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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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研究背景

国家社科基金是我 国级别最高的社科基金资

助项 目
,

具有高度的权威性
、

导向性和示范性
。

其

基金总量大
,

资助数 目多
,

覆盖面宽
,

宏观上反映了

我国各学科的研究现状和发展趋势
。

笔者从近十

年国家社科基金外国文学的
“

总体分析
”

中发现
,

外

国文学课题年度立项总量呈逐年递增趋势
,

且增幅

渐趋稳定
,

其中青年项目数量增长较快
,

体现了国家

对青年人才的重视和扶持力度
。

在研究力量分布

上
,

呈现一流院校的立项总数高于普通院校
,

东部地

区立项总数高于西部地区的特点
「l] 。

然而为了进一

步把握本学科的研究进展和最新成果
,

提高选题针

对性和申报成功率
,

除了宏观上的总体分析
,

有必要

对外国文学项目研究热点进行深人的实证研究
。

过去外国文学研究的热点分析和数据统计
,

主

要依赖于专家经验和手工统计
,

耗时耗力且缺乏客

观准确性
。

随着科学技术和计算机应用的飞速发

展
,

语料库语言学越来越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广泛重

视
。

它以真实的语料为研究对象
,

以强大的语料库

检索
、

处理软件为研究手段
,

在与语言文字交叉的

各学科领域发挥着巨大的优势
。

因此本文拟自建

20 03 一20 12 年国家社科基金外国文学立项课题项

目名称语料库
,

从研究国家
、

文体和类型三方面对

其立项情况进行索引统计分析
,

以进一步把握外国

文学这一学科的研究热点及发展趋势
,

为今后的课

题申报提供一定指导价值
。

二
、

研究设计

(一 )语料来源

本文所使用的近十年语料均来源于
“

全国哲学

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
”

网站主页 的
“

历史资料
”

栏

目
。

下载的表格信息包括项 目名称
、

负责人
、

工作

单位
、

项 目类别等
。

根据实际研究需要
,

将外国文

学
“

项 目名称
”

信息逐年提取
,

然后保存为 u T F一 8 的

纯文本文档
,

建成
“

项目名称语料库
” 。

(二 )研究方法和工具

本文的研究方法是基于语料库的定量研究和

定性分析相结合的实证研究
。

主要研究工具是语

料库研究中常用的软件 A n[ Con
c ,

它是由 日本早稻

田大学 La
u re n c e A n thon y 设计的一款免费软件

,

可

用于数据索引
、

词表生成和词簇提取
「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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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研究步骤

1
.

语料分词处理 首先观察项 目名称信息
,

制

定大致的分词标准
,

以便在分词的时候不重复切与

所研究分类相关的词
。

由于机器软件切词易造成

重复切词
,

引起提取数据的偏差
,

因此我们以
“

意

义
”

为单位对语料进行逐个手工分词
,

分出的词可

是单个的汉字
,

也可是多词的汉字串
。

分词之后
,

结合外国文学领域常见的术语对分词结果进行逐

一人工校对
,

以确保最终统计数据的准确性
。

2
.

语料检索统计 将分词和校对完毕的语料导

人 A n[ Con
c
软件

,

首先运行
“

w or d Li 扩词表工具
,

自

动生成有效意义的词汇表并按出现的频数由高到低

排列
,

导出至 E xc e l表格并存为
“

单词语料
” 。

然后再

运行
“
C lu s *e r s ”

词簇工具
,

搜索术语选择
“N 一G ra m

” ,

并将词簇大小设置为 2
,

出现频数设置为 1
,

运行软件

自动生成二词词块并按出现的频数由高到低引陌日
,

导

出至 E xc e l表格并存为
“

双同语料
” 。

3
.

关键词处理 对
“

单词语料
”

的统计数据进行

筛选和分类
。

筛选的规则一是删除高频出现但与

研究内容无关的功能词
,

如
“

的
” “

与
” “

中的
”

等
,

二

是删除高频但与实质内容无关的词
,

如
“

研究
” “

视

野
” “

影响
”

等
。

由于语料库总语料量较小
,

因此主

要保留出现频数超过 3 次且跟研究内容相关的高频

关键词
。

然后根据研究国家
、

文体和类型这三方面

的框架对关键词进行分类
。

之后在研究的过程中

对有显著特征的高频词可灵活运用
“

双词语料
”

进

行前置修饰词的深层分析
。

三
、

数据统计和讨论分析

(一 )研究国家相关高频关键词分析

国家关键词统计可 以使我们了解我国学者在

研究中的国别选择热点及趋向性
。

从统计数据可

以看出
,

出现频数在 3次以上的高频词中
,

跟国家相

关的关键词有 14 个
,

总频数为 2 10
。

其中美国文学

是首要的研究热点
,

它虽属世界上最年轻的文学
,

仅有 200 多年的历史
,

但却涌现了像马克
·

吐温
、

海

明威等大批优秀的作家
「3〕,

这些经典作家和作品一

直以来都是我国对外国文学研究的主要内容
。

同

时美国又是一个民族文化的大熔炉
,

因此国内文学

研究也越来越多地关注美国黑人文学
、

少数族裔文

学
、

美国犹太文学和华裔美国文学研究
,

约占美国

文学研究总数的 26 %
。

紧随其后的英 国文学研究

(包括爱尔兰文学 )
,

加上美国文学和排名第七的英

美文学
,

占总频数的 50 %
,

遥遥领先于其它 国别文

学
,

从侧面显示出作为世界通用语的强势语种英语

所具有的广泛影响力
。

中国文学排名第三
,

表明我

国外国文学研究越来越关注本土文学
,

体现民族特

色
。

这些研究主要包括中外文学对比
、

中国文学在

国外的传播
,

以及具有国外背景的中国作家及作品

分析
、

外国文学中的中国形象等等
。

排名第四和第

五的是 日本和俄国
。

日本文学最早是仿效我 国古

代文学
,

因其地理位置和文化交流的亲缘关系一直

受到我 国学者的关注及研究
。

作为社会主义文学

的俄国文学(包括苏联文学 )也是研究热点之一
,

它

的历史地位和影响也都不容忽视
。

近年来对法国
、

德国
、

以色列
、

加拿大等七国的文学研究也在升温
,

说明我国对这些国家的文学都有相应的研究力量
。

总体来看
,

如上 的研究格局体现出
,

国家社科

基金的外 国文学研究在 国家区域分布上不够均

衡
。

研究热点主要集中于以英语语种为主的欧美

国家
、

较发达国家
、

中国及其邻国文学
,

然而非洲文

学和其它欠发达国家的文学研究则被明显冷落
。

(二 )研究文体相关高频词分析

文学体裁是指文学作品的具体样式
。

首先从
“

单词语料
”

的统计数据发现
,

除了与实质内容无关

的词
“

研究
、

文学
”

和功能词
“

的
、

与
”

四词之外
, “

小

说
”

这一关键词在所有有效关键词中频数最高 (频

数为 8 4 )
,

是最具典型性特征的热点
,

且远远超出诗

歌
、

戏剧等文学体裁
,

这表明我 国外国文学研究的

一个重要文体特征是以小说研究为主
。

然后我们

对
“

双词语料
”

中小说的前置修饰词进行索引分析

发现
,

小说研究所涉及的国别
、

作家和环境等较为

广泛
,

主要关注点有英国
、

美 国
、

苏俄
、

神话
、

战争
、

成长和哥特小说等
。

此外
,

近年来儿童
、

黑人
、

现实

主义
、

汉文和航海小说也成为新的关注点
。

诗歌和戏剧的研究也是文学研究的主要方面
,

主要是以传统的英美诗歌和戏剧为主
,

也有涉及到

俄国
、

西班牙
、

法国
、

中国等
。

无论是在作者和作品

范围方面
,

还是研究的角度和方法上都有一定的创

新和开拓
。

相较而言
,

其数 目少于小说研究
,

而且

对于四大文学样式之一的散文研究则完全没有提

及
。

究其原因
,

可能是由于小说的信息容量较大
,

可 以较细致地描写人物性格
,

展现人物命运
,

表现

矛盾冲突
,

更好地反映社会生活环境
,

因此其作品

和研究都易成为热点
。

(三 )研究类型相关高频词分析

国家社科基金外国文学的研究类型较广
,

通过

合并和统计后
,

得出频数较高的 10 个关键词
。

从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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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数据可以看出
,

文化研究是近年来一个重要的研

究热点(频数为 4 9 )
,

如国别文化
、

文化批评
、

宗教文

化以及文化理论等等
。

文化研究是 20 世纪 90 年代

在西方学术与人文思潮影响下兴起的
,

涉及宗教信

仰
、

道德伦理
、

音乐美术
、

传统习俗等诸多方面
,

能

为传统的文学研究提供广阔的视野
[#] 。

因此
,

在文

化的视域下进行文学研究
,

能够拓宽文学研究的广

度和深度
。

文学理论
、

批评
、

文论和文史研究一直是外国

文学研究的重要主题
。

近年来
,

外国文学项目中文

学理论研究主要包括叙事
、

批评
、

美学
、

符号学理论

和一些当代重要理论家的专题研究
,

文学批评和评

论研究重在对文学的现实研究
,

通过对文学作品进

行分析和评论
,

不仅能影响作家对文学的理解以及

文学作品创作的发展
,

也能影响读者对文学的鉴赏

及文学社会功能的发挥
,

这些研究主要包括国别文

学
、

流派文学
、

文化和理论批评等等
。

而文学史的

研究是研究文学的历史现象及其发展规律的科学
,

它和文学批评及理论研究紧密相关
,

侧重于从
“

历

时
”

的角度进行文学研究
,

如
“

批评史
、

文论史
、

理论

史
、

作家作品研究史
”

等等
。

比较文学是对两种或两种以上 民族文学的比

较
,

是外国文学研究近年来一个新的增长点
。

北京

大学严绍教授指出
,

过去单一的国别文学研究已不

能适应当今全球化语境下国际水平的文学对话
,

跨

地域
、

跨语言
、

跨文化的比较文学研究已成为文学

研究的必然趋势
[s] 。

外国文学项目中的比较研究主

要表现在理论
、

文化
、

国别文学
、

文学体裁和作家作

品比较等
,

其中中国文学和西方或其它国家文学的

对比就有 11 项
,

占比较文学总数的 55 %
。

这体现出

我国学者不再一味地人云亦云
,

而是努力从自身出

发
,

以独特的视角来审视外国文学
,

探索突出中国

本土特色的外国文学研究的新思路
。

文学思想是外国文学研究类型 的第五大研究

热点
。

从索引行分析来看
,

文学思想的研究主要是

针对单个作家或学派的思想
。

文学思潮在概念上

比文学思想要宽泛
,

它是由许多有影响力的作家通

过 自觉地实践某种共同的文学纲领而形成的一种

思想趋向
。

然而文学思想的研究有 19 项
,

而文学思

潮的研究却只有 3 项
。

这反映出我国学者对单个作

家文学思想的专注性研究较为成熟
,

却缺乏对有趋

向性的文学思潮的探究
。

在立项信息语料中
,

出现频次较高的高频词还

有作家
、

翻译及作品研究
,

且主要集中在英
、

美
、

中
、

日
、

俄等国
。

由于自 19 9 7 年起
,

单纯的翻译研究已

归人
“

语言学
”

类别
,

因此这里的翻译研究主要是对

文学著作的译介研究
。

四
、

结语

通过对近十年国家社科基金外国文学立项课

题项目名称语料库进行索引分析
,

我们发现外国文

学研究主要呈现以下特点
:
(l) 从研究国家来看

,

以

英语语种为主的英
、

美
、

欧洲 国家文学仍是外国文

学研究的主流
,

其它较发达国家
、

中国及其邻国的

文学研究也较成熟
,

而非洲等边缘地区的文学研究

则被明显冷落 ; (2 )从研究文体来看
,

外国文学研究

仍是以小说研究为主
,

以诗歌和戏剧研究为辅
,

而

散文及其它文体研究则明显缺乏 ; (3 )从研究类型

来看
,

文化研究颇受青睐
,

文学批评
、

理论和文学史

等研究仍然是文学研究的重点
,

而比较文学也已逐

步成为新世纪我国外国文学研究的一个新的发展

趋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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