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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民族大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科 

学术学位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 
（学科代码：050108） 

 

所属学科门类：文学 

所属一级学科：中国语言文学 

所属培养单位：文学院 

 

学科简介：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是 19 世纪在欧美国家逐步形成的把各民族文学视为一

个整体的世界文学和对文学进行综合性研究的学科，法国学派首倡文学范围内的

影响研究，美国学派进而主张平行研究并考察文学与其他知识和信仰领域之间的

关系。该学科 20 世纪前期传入我国并于 90 年代后得到迅速发展，要求在对中国

文学以及东西方各主要民族文学研究的基础上进行中外文学比较研究，探讨文学

发展的规律性，深化人们对文学的总体认识，进而向比较文化方向拓展。本学科

对促进各民族学子深刻认识中华优秀文化，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维护国家统一、

社会稳定和民族团结，具有十分重大而深远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本学科为西藏自治区教育培养基础师资和高端人才。我校立足少数民族尤其

藏族文化的优势，在中外文学比较的基础上，侧重多民族文学关系、跨国界、跨

文化的比较与传播研究，逐步形成以世界文学与少数民族文学（藏族文学）研究、

比较文学理论与实践研究、汉藏文化典籍翻译研究为特色的专业。内设比较文学

与世界文学两个方向。现有教学科研团队 6 人，其中教授 2 人，副教授 1 人，具

有博士学位者 6 人。 

一、培养目标 

1.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制度，维护祖国统一、民族团结，

坚决反对分裂。进一步学习和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基

本理论，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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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遵纪守法、诚信公正、学风严谨、追求卓越；具有服务国家服务人民的社

会责任感，身心健康，成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3.能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指导，系统掌握本学科的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具

有较开阔的文学视野、较高的学科理论素养和较丰富的中外文学文化知识；能对

世界文学做出总体性把握，运用比较方法开展国别文学研究和跨民族、跨学科的

文学研究，能够独立发现、提出并解决本专业较重要课题的研究；能掌握学科前

沿知识，关注国内外文坛热点；至少熟练掌握一门外国语，能阅读和翻译专业原

著，具有一定的写作能力和进行国际学术交流的能力。 

4.能够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满足国家民族工作需求，胜任本学科以及

相近学科的教学与科研工作，或在文化、教育、宣传、管理、传媒及企业等部门

工作，成为具有娴熟的语言能力、现代知识结构和实践能力的复合型中国语言文

学专业人才。 

二、研究方向及特色 

1.【比较文学研究方向】：以汉藏文学为核心，从中外文学之融合和疏离现

象着眼，探讨其中相互影响、借鉴、补充、改造等关系，以促进民族文学繁荣和

世界文学发展。 

2.【世界文学与少数民族（藏）文学研究方向】：立足于吸收传统世界文学

研究的成果，打破固有的学科界限，以少数民族（藏族）文学为中心，把藏族文

学纳入世界文学整体格局中，弘扬中华民族文化。 

三、学制与学习年限 

基本学制为 3年，最长学习年限可在基本学制基础上延长 2年。 

申请提前或延期毕业者，依据《西藏民族大学研究生管理规定》的相关规定

执行。 

四、培养方式与主要培养环节 

（一）培养方式 

1．培养方式 

（1）坚持指导教师责任制与指导小组集体培养相结合、课程学习与科学研

究相结合、系统理论知识学习与综合能力提高相结合等原则。 

（2）坚持立德树人，培养良好的学风、严谨的治学态度、严格的学术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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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研究生入学后与指导教师共同制定个人培养计划并按计划完成所列课

程学习任务，积极承担指导老师安排的科研工作。 

（4）导师和导师组要做好硕士日常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及安全稳定工作，帮

助院系、职能部门处理硕士突发事件。 

（二）主要培养环节及进度要求 

学习内容包括专业课的学习、文献阅读与学术交流、专业能力实践、社会调

查和实践、论文撰写和论文答辩等。其中前两年主要进行专业课程的学习，完成

教学实践，通过中期考核和开题报告；第三年集中撰写学位论文，完成论文答辩。 

1.制订培养计划 

第一学期内在导师或导师组指导下，依据培养方案和硕士个人特点，制订

“硕士生个人培养计划”。硕士个人培养计划必需在培养方案范围内制订，一经

确定，要切实实施，不得随意变动。如需修改，必需推行相关手续。 

2.明确时间节点 

依据本学科特点，明确教学实践、论文开题、中期汇报、论文初稿审阅、论

文定稿审阅、答辩等各步骤时间节点，强化各步骤检验，加强二三年级硕士教学

管理，按时完成培养方案要求课程学习和培养步骤。 

4. 在中期考核前，研究生要阅读必读书目所开列书目，累计文献阅读量应

不少于 100万字，读书笔记不少于 10万字。各指导小组将对研究生文学阅读情

况进行统一考核，考核不合格者将予以分流或延长学制。 

5. 依据本院硕士规模和学科点现实状况，根据学校硕士中期考评实施措施

提出本院硕士中期考评工作具体时间和措施，中期考评安排在第四学期中期前完

成（5月底前）。 

6. 经过中期考评硕士，按考评成绩分流： 

进入硕士论文阶段：学习成绩良好，含有一定研究工作能力（以论文为关键参

考），可进入硕士论文阶段，继续完成硕士学业。终止学业：部分成绩较差，显

著表现出缺乏科研能力，或因其它原因不宜继续攻读学位者，要求限期更正，限

期末更正者中止其学业，按学籍管理相关要求，发给对应证书。 

7.开题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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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题汇报是学位论文研究一个关键步骤。本专业硕士生学位论文开题时间应

在第 3学期完成。学位点依据选题情况，成立由 3-5名导师组成审查小组，听取

硕士汇报，对论文选题可行性进行论证，分析难点，明确方向，以确保学位论文

按时完成并达成预期结果。 

8.完成学位论文（或毕业论文）答辩、毕业资格审核、学位申请条件审核。 

定稿付印之前，必需对论文真实性加以检验。通常在第六学期完成。 

9.在读期间，研究生应在指导教师的指导下在本学科领域专业期刊上公开发

表 1篇与本专业相关的学术论文，且西藏民族大学为第一署名单位，研究生本人

为第一作者或导师为为第一作者、研究生为第二作者；参加本专业学术会议不少

于 1次；按时参加本专业读书会等活动；面向本专业学生做学术报告不少于 1次。 

（三）学风建设要求 

重视研究生学风建设，师生均要弘扬求真务实、诚实守信的基本科学精神。

教师要为人师表，以身作则；学生要自觉加强学术规范学习，提升学术道德修养，

脚踏实地、努力专研。 

五、学分要求与课程设置 

（一）学分要求 

学术学位硕士研究生须至少修满 31学分（各学科可在此基础上增加学分要

求）。1学分一般对应 17学时，每门课程的开设周期原则上为一学期。具体要

求如下： 

1.公共必修课：10学分。 

（1）思想政治理论课：《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1学分）（文

科类）、《文学前沿问题研究》（1学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

实践》（2学分）。 

（2）研究生公共外语：6学分。 

说明：符合研究生外语免修条件者，可免修相应外语课程，并计入总学分。 

2.专业必修课：10学分。 

《论文写作指导与学术道德规范》（1学分；17课时）； 

《西方文论选读》（2学分；34课时）； 

《比较文学理论与方法》（3学分；51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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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美文学专题》（2学分；34课时）； 

《少数民族（藏族）文学专题》（2学分；34课时）。 

3.专业选修课：10学分。 

学术学位硕士研究生至少选修 5门专业选修课，计 10学分。专业选修课应

充分体现本学科人才培养特色，尽可能反映国内外的前沿研究状况。 

《文化符号学专题》（2学分）； 

《海外汉学研究》（2学分）； 

《藏族文学跨文化研究》（2学分）； 

《西藏影视文学研究》（2学分） 

《中外文化原典研读》（2学分）。 

4.社会实践和学术活动：1学分。 

在校期间参加学校、全国或国际学术会议、学术讲座（论坛）、学术研讨或

“三助一辅”（助研、助教、助管、兼职辅导员）或进藏调研 7天及以上并撰写

调研报告或参加校外实习满半年者，计 1学分。 

5. 本硕连读学术学位硕士研究生学分可适当降低要求，公共必修课、专业

必修课、专业选修课、社会实践和学术活动可结合本科阶段的培养特点做适当调

整。 

（二）课程设置 

表 1：公共必修课 

课程 
类别 课程名称 总 

学时 
总 

学分 
开课 
学期 开课单位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 17 1 1 马克思主义 
学院 

文学前沿问题研究 17 1 1 文学院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与实践研究 34 2 2 马克思主义 

学院 

公 
共 
必 
修 
课 

研究生公共外语 102 6 1、2 外语学院 



6

 

表 2：专业必修课和专业选修课 

课程 
类别 课程名称 总 

学时 
总 

学分 
开课 
学期 开课单位 

论文写作指导与学术道德规范 17 1 1 文学院 

比较文学理论与方法 51 3 1 文学院 

西方文论选读 34 2 1 文学院 

藏族文学研究 34 2 1 文学院 

专

业 

必

修

课 

本

专

业

所

有

研

究

方

向

必

修

课 欧美文学专题 34 2 2 文学院 

文化符号学研究 34 2 3 文学院 

海外汉学研究 34 2 2 文学院 

西藏影视文学研究 34 2 2 文学院 

藏族文学跨文化研究 34 2 3 文学院 

比

较

文

学

研

究

方

向

选

修

课 中外文化原典研读 34 2 2 文学院 

文化符号学研究 34 2 3 文学院 

西方汉学研究 34 2 2 文学院 

西藏影视文学研究 34 2 2 文学院 

藏族文学跨文化研究 34 2 3 文学院 

 

 

 

 

 

 

 

 

 

 

 

 

 

 

 

 

专

业 

选

修

课 

世

界

文

学

研

究

方

向

选

修

课 中外文化原典研读 34 2 2 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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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带“*”课程为本硕连读研究生必选课程。（本专业学生可依据个人方向及

研究兴趣加选其他专业的相关课程） 

表 3：社会实践与学术活动 

培养环节 总 
学分 具体要求 

社会实践与
学术活动 1 

在校期间参加学校、全国或国际学术会议、学术讲座（论
坛）、学术研讨或“三助一辅”（助研、助教、助管、兼职
辅导员）或进藏调研 7 天及以上并撰写调研报告或参加校外
实习满半年者，计 1 学分。 

 

六、中期考核 

中期考核是研究生正式进入学位论文研究阶段前的一次综合性考核，重点考

查研究生是否掌握较为坚实的基础理论和系统的专业知识；能否综合运用这些知

识分析和解决问题；是否具备一定的创新性研究工作的能力。 

本专业学术学位硕士研究生一般应当在入学后第四学期结束前完成中期考

核。考核要求根据《西藏民族大学研究生中期考核规定》实施。考核内容为政治

思想、组织纪律、课程学习、学术研究等方面。考核结束后填写《西藏民族大学

研究生中期考核表》。通过中期考核者，方可进入开题报告环节。中期考核未通

过者可按规定申请再次考核，第二次考核仍未通过者予以肄业。 

 

七、学位论文开题报告 

开题报告是为论证、审核研究生学位论文选题及内容而举行的专门报告会，

旨在监督和保障学位论文质量，应由各培养单位统一组织。学术学位硕士研究生

一般应当在中期考核结束后两个月内完成学位论文开题报告。 

达到规定的学分，论文选题和开题报告提交导师审阅同意后，方可申请参加

开题报告答辩。开题报告的主要内容应包括选题背景与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

研究方法、研究创新点与不足、参考书目等。 

学术学位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开题报告应当由开题报告审核小组审核，填写

《西藏民族大学研究生开题报告审批表》。 

开题报告通过者，方可开始撰写论文；开题报告未通过者可按规定申请再次

开题。开题报告通过者如因特殊情况提出变更学位论文选题，应重新举行开题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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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会。 

 

八、学位论文撰写 

学位论文是进行学位评定的主要依据。研究生在攻读学位期间，应当在指导

教师指导下独立完成学位论文研究工作，相应形成的创新成果应当以学位论文的

形式完整呈现。学位论文研究的实际工作时间一般不少于一年。 

（一）学位论文使用语言：外语类学科原则上使用所学语言撰写；非外语类

学科须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 

（二）学位论文必须符合学术规范和学术诚信要求，具体要求见《西藏民族

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格式规定》的相关规定。 

（三）学位论文字数：文科类硕士学位论文一般不少于 3 万字（用外文撰写，

一般不少于 1.5 万词），摘要 500-800 字（用外文撰写，一般不少于 300-600

词）；理工医类硕士学位论文一般不少于 1.5 万字，摘要 300-500 字。 

 

九、学位论文答辩 

本专业研究生毕业前须按照学校及研究生院相关规定完成学位论文的撰写

并通过答辩委员会的答辩。学位论文的开题一般安排在第二学年进行，研究生应

于第二学年初，在指导教师指导下，通过大量阅读文献和调查研究，选定学位论

文题目；选题确定后，一般在第四学期完成开题报告，并经指导小组审查通过；

开题报告通过后，方可开始论文写作。学位论文要用不少于 1 年的时间来完成。 

研究生学位论文完成后，由指导小组组织相关专家，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

条例暂行实施办法》及学校、学院的相关规定进行预审、盲审、答辩。 

研究生修习成绩及学分达到毕业要求，并按时提交毕业论文并通过答辩，经学校

学位委员会审定，可授予文学硕士学位。 

学位论文的答辩程序按照《西藏民族大学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答辩管理规定》

《西藏民族大学硕士学位授予工作细则》执行。 

为保障论文质量，严把论文质量关，学术学位硕士学位论文均应参加匿名评

审。具体要求见《西藏民族大学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答辩管理规定》《西藏民族

大学硕士学位授予工作细则》的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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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阅读书目 

（一）必读书目 

1. 柏拉图：《柏拉图文艺对话录》，朱光潜译，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7 年。 

2. 亚里士多德：《诗学》，陈中梅译注，商务印书馆 1996 年。 

3. 莱辛：《拉奥孔》，朱光潜译，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7 年。 

4. 席勒：《审美教育书简》，冯至、范大灿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 年。 

5. 叶维廉：《中国诗学》，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6 年版。  

6. 大卫·丹穆若什：《什么是世界文学？》，査明建、宋明炜等译，北京

大学出版社 2015 年版。  

7. 伊恩·瓦特：《小说的兴起：笛福、理查逊、菲尔丁研究》，高原、董

红钧译，三联书店 1992 年版。 

8. 弗拉基米尔·雅可夫列维奇·普罗普：《故事形态学》，贾放译，中华

书局 2006 年版。  

9. 厄尔·迈纳：比较诗学；王字根，宋伟杰 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

年。 

10. 勒内·韦勒克、奥斯汀·沃伦：《文学理论》，刘象愚等译，江苏教育

出版社 2005 年。 

11. 齐马：《比较文学导论》，范劲、高晓倩译，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9 年。 

12. 袁可嘉：《欧美现代派文学概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3 年。 

13. 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刘虎译，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0

年。 

14. 于乃昌著：《西藏审美文化》，西藏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15.（法）石泰安著，耿昇译：《西藏的文明》，中国藏学出版社，1999年

版。 

（二）选读书目 

16. Auerbach, Erich, Mimesis: The Representation of Reality in Western 

Literature, 张和龙导读，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9 年。 

17.张隆溪：《道与逻各斯：东西方文学阐释学》，冯川译，江苏教育出版

社 2006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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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增

订版）》，吴叡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1 年。 

19.哈罗德·布鲁姆：《西方正典》，江宁康译，译林出版社 2011 年。 

20. 福柯《疯癫与文明》，刘北成、杨远婴译，三联书店，2003 年。 

21. 以赛亚·柏林：《浪漫主义的根源》，吕梁等译，译林出版社，2008 年。 

22. 布鲁姆：《如何读、为什么读？》黄灿然译，译林出版社，2011 年。 

23. 张隆溪：《比较文学研究入门》，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 年。 

24.《藏族笺释》编委会编：《藏族简史》，西藏人民出版社 ，2006 年版。 

25. 马学良等编：《藏族文学史》，四川民族出版社，1994 年版。 

26.季羡林著：《佛教与中印文化交流》，江西人民出版社，1990 年版。 

27.勃兰兑斯：《十九世纪文学主流》，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7年。 

28. 特雷·伊格尔顿著，伍晓明：《 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北京大学

出版社，2007年。 

29.刘象愚等主编：《从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

年。 

30.罗兰•巴尔特著，王东亮等译：《符号学原理》，三联书店，1999年。  

 

十一、课程描述 

【每门课程不超过 300 字，简要介绍教学目的、内容、方式、要求、考核方

式等。】 

（一）专业必修课 

1.课程名称：《西方文论选读》（2学分；34课时） 

课程简介：本课程是主要面向我校文学院世界文学与比较文学专业的研究生

开设的专业基础理论课。课程的主要介绍自古希腊至今各个时期西方文论发展的

概况、主要流派和理论家，阅读有代表性的理论文本，讨论其发展脉络、内在逻

辑、与文学文化研究的关系、对人文思潮发展的影响及其自身矛盾或不足之处。

通过该课程的学习，增强研究生阅读和研究文论的兴趣和能力，提高他们综合运

用西方文论进行科学研究的基本能力；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使专业研究更加

系统和深入。该课程的考核方式是以学生研读、讨论、完成论文等多种形式完成。 

2.课程名称：《比较文学理论与方法》（3 学分；51 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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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简介：课程内容包括比较文学学科发展史、主要研究领域，中西文学比

较等。在课程内容设计上，兼顾了学科前沿性以及课程体系上的系统性，授课过

程中将引入基于“外国文学”、“中国文学”、“文学概论”、“西方文论”等

基础知识，侧重培养学生通过对比较文学研究方法的掌握，综合运用现有知识，

进行实际的论文写作训练。课程侧重于对学生的开放思维、国际视野的培养。课

堂以讲授为主，对某些重点作品进行分许讨论，学生汇报读书感受，辅之以课程

论文，答疑。考核方式为课程论文。 

3.课程名称：《欧美文学专题》（2学分；34课时） 

课程简介：课程内容涵盖欧美文学历史发展阶段，欧美文学思潮、流派和代

表作家作品研究，欧美文学经典重新阐释等，掌握其中各关键文学思潮、流派及

其它文学现象基础特征及发展脉络，分析、评论关键作家作品思想和艺术之独特

魅力，探索欧美文学在整个世界文学中地位和价值，在对欧美文学研究中关键、

焦点话题的探索中，对以往研究结果进行批判性反思，培养学生学术创新思维。

以课程论文方法进行考核，成绩按百分制评定。 

4.课程名称：《藏族文学专题》（2学分；34课时） 

课程简介：本课程以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为学科背景，开设的一门专业必修课。

该课程的主要教学内容是讲述藏族文学的地域特色、文化传统、思潮衍变、代表

作家及代表作品。本课程的教学目的，旨在希望使学生达到三个目标：（1）了

解藏族文学发展的概况，树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2）熟悉藏族文学的代表

作家、作品。（3）具有运用一定的理论方法，评论作家、作品的能力。本课程

采用课堂讲授、课下阅读、课堂报告或讨论相结合的教学方法。为了保证教学效

果、达成课程目标，课前布置、推荐所要阅读的书目和文献，设置问题让同学课

下思考，课堂检查学习情况，必要时要求提交书面作业。课程的考核方式采取平

时成绩和期末课程论文综合评价的考核方式。 

（二）专业选修课 

1.课程名称：《西藏影视文学研究》（2 学分；34课时） 

课程简介：本课程是主要面向我校文学院世界文学与比较文学专业的研究生

开设的专业选修课程，课程目的是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一方面掌握电影文化研究

的基本方法，另一方面在具体的西藏电影案例分析基础上，以影像叙事结构、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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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塑造、美学风格等为切入点，探讨少数民族特别是西藏电影的文化特征、影像

特质、跨文化交流等特征，以培养学生独立评论电影，方法应用能力，是电影史

论与分析评论的混合式课程，是接触、学习、体验少数民族文化特别是藏族文化

的契机和窗口。 

2.课程名称：《藏族文学跨文化研究》（2 学分；34课时） 

课程简介：课程内容包括藏族文学的起源、发展、流派及其在跨文化背景下

的演变，以及藏族文学在当代世界文学中的影响。课程目的首先是通过本课程的

学习，使学生较为全面、系统地了解藏族文学发展历史，掌握藏族民间文学和作

家文学的基本知识，培养学生热爱藏族文学和文化的志趣。其次，本课程通过对

藏族文学学习，学生将掌握跨文化研究方法并深入了解藏族文学的特点，发展历

程及其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变迁。第三，通过分析藏族文学作品中的文化元素，本

课程将帮助学生理解藏族文化的多样性、传统价值观以及与其他文化的交流互动。

课堂以讲授为主，对某些重点作品进行分许讨论，学生汇报读书感受，辅之以课

程论文，答疑。考核方式为课程论文。 

3.课程名称：《文化符号学研究》（2 学分；34课时） 

课程简介：文化符号学是把文化视为一种符号或象征体系的研究。本课程聚

焦于文化的模式化建构，理解文化作为符号系统所具有的一般符号学的概念范畴、

特征与规律；通过对文化符号学理论方法的学习，从意义机制角度分析当代大众

文化、少数民族文化的某些具体现象，为学生从文化意义角度研究文学及艺术提

供新的方法论支撑，开拓学术视野。课堂以讲授为主，学生汇报读书感受，辅之

以课程论文，答疑。考核方式为课程论文。 

4.课程名称：《海外汉学研究》（2 学分；34课时） 

课程简介：课程立足于中国文化及西方汉学家的研究成果，从中华文化复兴

的角度，引导学生掌握几个世纪以来东西交流交往过程中，西方如何发现中国、

解读中国，并以此反思汉学研究成果又如何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中国文化传统的建

构，及可能发生的相互借鉴。课程采用理论讲解和具体实践的方式，引导学生：

一方面通晓海外汉学的几个发展阶段，及代表性汉学家的突出成就；另一方面通

过课堂讨论及课后的研究性学习，获知西方汉学家展开中国研究的切入点及研究

方法，最终以此为契点探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海外传播的广泛途径。课程的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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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为课堂讨论、课后实践及课程论文。 

5.课程名称：《中外文化原典研读》（2 学分；34课时） 

课程简介：课程精选汉、藏、印度和西方有代表性的文化经典（文史哲）著

作，将之纳入思想史范畴中，在细致的文本解读过程中，引导学生深入理解不同

民族文化的致思方式、话语体系和文化特点，为本专业学生夯实文学研究的跨文

化语境基础。课程的特色和亮点是以不同民族的思想史为线索，在跨民族、跨文

化视野观照下，重点突出汉藏文化的独特性，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同时对经典文

本的解读较为细致，深入浅出，有助于学生理解这些较为艰深的著作。课堂以讲

授和讨论为主，辅之以课程论文，答疑。考核方式为课程论文。 

 

总负责人：王君军   负责人：严寅春   执笔人：徐小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