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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结合南京大学与加拿大滑铁卢大学孔子学院合作开发双语教材的具体实

践，考察了欧美中国文学教材的历史及现状，并以编著《中国文学选读》为例，探讨了国外中国文

学教材编写的一些重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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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experiences of Nanjing University and the Confucius Institute at 

Waterloo University of Canada to compile bilingual textbooks, this article reviews the past history 

and current state of Chinese Literature textbooks used in Western countries. Taking the 

compiling of Chinese Literature :A Reader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discusses several important 

issues in preparing Chinese Literature textbook for foreign read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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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当前海外中文教学的教材现状

2007年南京大学和加拿大滑铁卢大学合作建立了孔子学院。 作为两校合作和课程建

设的一个部分，我们想在基本的汉语语言课程的基础上，开设中国文化的系列课程，如中国

文学、电影等。 但正要实施这些设想，却遇到了意想不到的困难：缺乏合适的教材。 为什么

说”意想不到“ ？因为近十多年来，随着对外汉语教学的不断升温，尤其是全球孔子学院的大

量设立，对外汉语教材呈现出欣欣向荣的热闹景象。 然而，只要深入考察和遴选 一 番，就会

发现要找到一 种合适的教材还真不易。

当下对外汉语教材的现状是：语言类教材多，文化类教材少；中国学者编写的教材多，中

外合作编写、适合国外本土教学的教材少；单一语言（中文或英文）教材多，双语（如中、英文）

教材少。 因而找一本适合实际教学的中国文学教材就成了当务之急。

对外教学中能作为中国文学教材的不是没有，但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 在英美大学，

无论是新开办的孔子学院，还是历史悠久的中文系和东亚系，一 般而言，作为通史或概述性

质的中国文学课程所用教材主要有这么两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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