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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年代的中法文学交流

张 泽 乾

七
、

八十年代的这二十年
,

是整个中国文学在法国得到全面研介的中兴阶段
,

它涉及古

典
、

现代和当代文学三大范畴
,

诗歌
、

小说等多项领域以及翻译和研究的不 同层次
,

构成了

一个多元化
、

立体型的有机综合体
。

在古典诗词翻译方面
,

继 50 年代集中国古诗翻译之大成的《 中国古诗选》问世之后
, 1 9 7 7

年
,

法籍华裔学者程抱一发表 《中国诗语言研究》 ,

内收唐代 37 位诗人的122 首诗词
; }司年另

一华裔学人梁佩须也出版了法译《李清照诗词全集》 ,

系法国译介宋词绝无仅有的译作
。

这两

部译著堪称深入介绍中国古典诗歌的代表性译品
。

在诗歌评介与研究方面
,

架溺于 19 7 7年推出了《牧女与蚕娘

—
中国文学的一个主题》这

部专著
,

着力于将考证
、

评析和比较三者结合起来
。

他所采用的从纵轴进行追根溯源的历史

考察和从横 向对比 中法古诗共性的研究手段
,

视野开阔
,

新意盎然
。

程抱一《 中国诗语 言 研

究》一书的评论部分则运用结构主义文学批评的方法
,

通过对被动手段和主动手段的研探
,

分

析中国古诗特殊的语言功能
、

象征手法和价值取向
,

为法国和西方读者进入我国古典诗歌的

艺术殿堂提供 了开启之钥
。

从 70 年代开始
,

法国的中国古典小说翻译进入 了黄金时代
。

继五
、

六十年代出版《西游记》

之后
,

70 年代先后翻译了《唐宋传奇选》
、

《儒林外史》和《水浒传 》 ,

80 年代初《红楼梦》和 80 年

代中《金瓶梅 》全译本相继问世
。

中国古典文学名著的大量译介表明法国长期因袭的重诗轻文

的传统观念有了突破
。

法国与西欧评论界把《水浒传》称为希腊
、

荷马式的
“

史诗
” 、 “

中国的圣

经
” ,

将《红楼梦》推崇为
“

黄河史诗
” , “

集东方诸国艺术之大成
” ,

为
“

中国的仲夏夜之梦
” ,

是
“

世界文学中最富魅力的瑰宝
” 。

当代法 国最享盛名的汉学家艾琼柏在其为《金瓶梅 》所写的序

中指出
, 《金瓶梅 》所描写的不仅是一个

“

死去的世界
” ,

也是一个
“

现实的世界
” , “

是我们生活

在其中并为之苦苦探索的世界
” ,

它
“

展示了我们当今个人或社会生活与习俗的演变过程
” 。

上

述评论清楚地表明
,

中国优秀的古典小说在人类伟大的文学作品中占有独特的地位
,

受到法

国公众的交口 赞誉
。

70 年代以后
,

法国还兴起了中国现代文学热
,

鲁迅作品的译研则是这一势头的先
一

导
。

从

70 年代初开始
,

法国几乎每年都有鲁迅的译品发表
,

其中包括《鲁迅诗歌杂文选》和两卷集的

《鲁迅杂文选》等
, 1 9 7 7年 巴黎成立了

“

鲁迅翻译中心
” ,

定期出版《鲁迅研究年刊 》
。

1 9 8 5年《鲁

迅文集》在法刊行
。

在对鲁迅著作的研探上
,

法国评论界也由以往随感式的评介向着系统性研

究迈进
。

汉学家卢瓦夫人为 1 9 7 7年出版的鲁迅《杂文选译》撰写了长达 21 节的前言
,

对鲁迅的

战斗生涯作了全景式的鸟瞰
。

汉学家于连也在《形象的象征主义和暴露的象征主义 》一文中对

作为鲁迅创作的一个基本点— 象征主义作了深刻剖析
,

指出《野草 》 “

是诗的象征
”

即形象的



东征
, 《华盖集》则

“

是论战的象征
”

即暴露的象征
。

劳兰在《 (狂人 日记 ) 心理分析》中运用弗洛

伊德精神分析法
,

从
“

狂人
”

澹妄的心理特征和社会根源两个层次进行剖析
,

肯定这部伟大作

古{
! “

既向我们展示了潜意识的原始舞台
,

也展现了人类历史的社会舞台
” 。

上述对鲁迅作品多渠
·

道的翻译和多层次的研究构成了一个巨大的网络
,

使法国对鲁迅作为现代中国文学主将的地

位和作用有了更为全面和深刻的了解
。

“

鲁迅热
”

直接推动了法国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热
,

导致了译介 巴金
、

矛盾
、

老舍
、

丁玲
、

沈从文
、

钱锤书等老一辈中国作家势不可挡的潮流
。 _

匕述作家一些代表性著作的翻译和 1 9 8 0

年《中国现代作家短篇小说选 》
、

1 9 8 6年《 中国现代报告文学选》的发表
,

以及 1 9 80 年 巴 黎
“

中
.

国抗战文学国际座
一

谈会
` ,

的召开
,

都反映了法国对我国现代文学更为深入的积极探索
。

新时期文学展现出一幅色彩斑烂的中国当代文学的图景
,

理所当然地引起了法国知识界
、

文化界的注 目
。

法国译介中国当代文学的情况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种形式
,

一是发表专集
,

二

是出版专著
。

最早问世的两部译集是 1 9 8 1年的《蒙面中国》和《父亲的归来》 ,

前一 集 选 译 了

《人妖之间》等三篇小说
,

后一集收入了《社会档案》等十一篇作品
。

1 98 5年
, 《欧罗巴》杂志编

辑了《 中国
:

一种新文学》专号
,

旨在选登当代文学具有代表意义的优秀作品
,

开始了严格意

义上的新时期文学介绍工作
。

一

该专
一

号收有王蒙
、

湛容
、

舒婷
、

顾诚等人的作品
,

刊登了有关

评介短篇小说
、

朦胧诗
、

记实文学
、

当代话剧创作的 沦文
,

对这一时期文学的各种体裁作了
〔

较为全面和客观的论述
,

具有一定的宽度和深度
。

此外
,

1 9 8 3年和 19 8 5年
,

法国还推出了两

部中国女作家短篇小说选
,

19 8 6年和 1 9 8 8年又发表了两部新时期文学作品翻译集《这里 生 活

也在呼吸 》和《重入 白昼》 ,

并于 1 9 8了年出版了《 中国文学资料集 》
。

19 8 8年
,

张贤亮等十余位作

家应邀 访法
,

法国文化交流部等单位编辑 了《当代外国文学精萃
·

中国专号 》 ,

对上述作家及

其作品进行了介绍
。

从作家译著的发表情况看
,

近十年来
,

法国出版 了包括张贤亮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
、

张洁的《沉重的翅膀》
、

古华的《芙蓉镇》和阿城的《孩子王 》
、

《树王 》
、

《棋王 》在内的十余位有

影响的当代作家的代表性作品
。

我国发行的《 熊猫丛书》也用法语译介了近十部中国当代作家

作品的部 分章节
,

其中有王蒙的《蝴蝶》
、

蒋子龙 的《赤橙黄绿青蓝紫》
、

张辛欣的《北京人

—一百个普通人的自述 》等
。

1 9 8 4年和 19 8 6年
,

中国旅法作家周清丽和亚丁分别用法语发表了自

传体小说《花轿泪》和《 高梁红了 》 ,

在法国文坛引起巨大轰动
, 1 9 8 5年中国学者沈大力还和一

位法国汉学家合作
,

用法语写出长篇小说《延安的孩子们》在巴黎出版
,

这是中法文学交流史

上一件十分罕见的事件
。

法国文学界对中国当代文学评价较高
,

在这一方面
,

最近推出的炙当代外国文学精萃
·

中

国专号》上发表的两篇评论文章具有一定代表性
。

文章认为
“

现代化与民族化是 自 1 9 1 9年 五 四

运动以来中国文学所面临的挑战
· · ,

… 今天中国年轻一代的作家们正在从中国传统的文学和思

想中寻找 白己的根
,

同时也在汇入现代潮流
” 。 “

作家们试图创造一种完全具有现代风格
,

即对

其他文学开放的文学
,

同时它又完全具有中国风格
,

并不单纯模仿西方文学
。 ”

另一篇评论文章

在引述 了将新时期中国文学区分为现实主义
、

现代主义和民族文学三大倾向的观点后指出
,

-

“

如果 冒昧地加以概括
,

我们可以把陆文夫
、

张辛欣划入现实主义流派
,

把诗人北岛
、

芒克
、

剧作家高行健和小说家张承志划为现代屯义流派
,

属于民族文学的可以列入阿城
、

韩少功
,

至于张资亮等人的某些作 品则是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兼而有之
。 ”

1 9 8 8年
,

法国还出版 了著名

汉学家艾琼柏全面评述中国文化对欧洲的影响的宏篇巨著《中国之欧洲》 (上下卷 )
,

收 入 《思

恕书库》 ,

引起极大反响
。



1 9 7 6年粉碎
“

四人帮
”

之后
,

尤其是十一届三中全会 以来
,

我国对法国文学的译介与研究

活动也一扫
“

文化大革命
”

中万马齐暗的局面
,

进入了空前繁荣的时期
,

使法国文学在中国的

传播与中国文学在法国的介绍形成了双向交流
、

竞相媲美的全新格局
。

在小说
、

戏剧与诗歌的翻译方面
,

从拉伯雷的《 巨人传 》到当代法国作家的
“

新小说
” ,

从

《拉辛戏剧选》到《萨特戏剧集》 ,

从《罗兰之歌》到《法国现代诗选》 ,

数以千计的法国古典文学
、

近代文学和现代文学作品或重版或新译
,

受到广大读者的青睐
,

其中雨果的诗歌就编写了三

种不同的译本
, 《茶花女》有四个新译本

,

杜拉斯的《情人》更出版了八种版本
,

仅傅雷所译的

巴尔扎克的罗曼
·

罗兰著作的译本在 70 年代末就行销了数百万册
。

多卷集的《 巴尔扎克全集》
、

十五卷的《傅雷译文集 》以及结集出版的《法国短篇小说选》
、

《法国中篇小说选》
、

《法国浪漫派

作品选》等的相继问世都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国法国文学翻译事业的繁荣
。

与
“

文化大革命
”

前形成鲜明对照的是
,

在新时期十年中
,

现当代作 品的翻译占有很大的比

重
。

除袁可嘉等选编的三集四册《外国现代派作品选》等收入了较多的法国现代派作家的译作

外
,

各种类型的大型丛书的编辑出版成为当代法国文学译坛令人瞩 目的新趋势
。

在这一方面

影响最大的首推柳鸣九主编的《法国二十世纪文学丛书》 ,

它第一批出版的书目包括萨特
、

加

缪
、

莫洛亚
、

杜拉斯
、

龙瑟纳尔和罗布
·

葛利叶的译著
,

第二批 己出的有马尔罗
、

塞利纳和

萨冈的作品
,

待出的尚有 巴赞
、

纪德
、

孟戴朗
、

居尔蒂斯等人的译作
。

其他如《获诺 贝尔文学

奖作家丛书》也译介了包括马丹
·

杜伽尔和莫里亚克在内的一些现当代法国文学大师的精品
。

8 0年代我国学者在评介和研究法国文学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
,

其广度与深度均超过了以

往任何时期
。

据不完全统计
,

翻译的重要作家评传有《伏尔泰传 》
、

《斯汤达尔》
、
《 巴尔 扎 克

传》
、

《雨果传 》
、

《乔治
·

桑 自传 》
、

《文学巨匠大仲马 》
、

《左拉》等
,

其中《 巴尔扎克传》和《左

拉》有外国不同评论家撰写的相应译本
。

由我国文学评论家编写的评介著作主要有《斯汤达和

(红与黑 >
、

《雨果创作评论集》
、

《乔治
·

桑 》
、

《福楼拜 》
、

《大仲马》
、

《左拉》
、

《莫泊桑 中 短

篇赏析》等
。

此外
,

研究巴尔扎克的重要文章和著作有《 巴尔扎克在中国》
、

《 巴尔扎克》和《 巴

尔扎克论文学》等
。

罗大冈先生的《论罗曼
·

罗兰》一书更从意识形态和创作技巧等方面 对 作

家及其主要作品进行了剖析
,

充分肯定了这位
“

世界公民
”

在政治上的进步倾向和在文学事业

上的巨大成就
。

作为评介法国文学作品的大型丛刊
,

除了 1 9 8 3年开始出版的《外国文学知识丛书》首批十

部著作中收有 《莫里哀和他的喜剧》
、

《 巴尔扎克和 <人间喜剧 > 》 外
,

柳鸣九和罗新璋主编的

《法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资料丛刊》 是一项规模宏大的工程
。

该丛刊 目前已问世的选集有《萨特

研究》
、

《马尔罗研究》
、

《新小说派研究》
、

《龙瑟纳尔研究》
、

《阿拉贡研究》和《莫洛亚研究》 ,

即将推出的还有 《圣埃克苏佩里研究》
、

《莫里亚克研究》
、

《季洛杜研究》
、

《西蒙娜
·

德
·

波

伏瓦研究》
、

《塞利纳研究》 以及 《普鲁斯特研究》等
。

对法国现代派进行研探的专著还有《萨

特及其存在主义》
、

《评法国现代派小说》等
。

在对法国文学进行总体介绍和评价方面
,

最值得称道的是柳鸣九
、

张英伦
、

郑克鲁主编

的《法国文学史》的出版
,

它是建国以来我国第一部全面
、

系统研介法国文学 的巨著
,

_

上册为

中世纪至 18 世纪
,

中册为 19 世纪上半期
,

下册 自19 世纪后半叶至第一次世界大战
。

此书每一

部分均对社会基础
、

文学发展概况
、

重点作家作品
、

每一时期的文学源流
、

文学思潮
、

文学

流派以及他们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深入论述
。

十年来
,

我国还出版了近十部各类外国文学教材

和教程
,

其中法国文学均占有显著地位
,

它们在普及法国文学知识方面起了巨大的作用
。

除

此而外
,

郑克鲁
、

江伙生等人还分别出版了 自己的法国文学论文集
。

《法国小说史》
、

《法国抒



情诗史》等亦在编篆之中
,

将分别填补我国在这一研究领域的空白
。

然而
,

尤为值得重视的还是在这一时期中
,

我国对包括法国在内的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思

潮的吸收和借鉴
,

这种思潮构成了新时期中国当代文学创作重要的参照系
,

对我国当代文学

的发展具有强大的渗透力
。

在小说领域
,

今 日我国的文坛出现了以反思历史
、

反映现实
、

面向世界
、

探索未来为特

征
,

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的创作方法共存
、

并行 的
“

多元化
”

局面
。

王蒙小说中的意识流描写
、

宗璞小说中的荒诞笔 墨
、

张辛欣小说中的生存竞争和张贤亮小说中的变态心理都在一定程度

上受到了法国和西方现代主义小说的影响
,

而他们的一些代表作如《蝴蝶》
、

《我是谁》
、

《在同

一地平线上》和《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之所 以先后被译为法文
,

受到法国文坛的关注
,

也从另一

侧面体现了两国人 民之间感情的贴近和思想的沟通
。

在诗歌领域
,

以象征手法为主要标志的
“

朦胧诗
”

在 80 年代的中国迅速崛起
,

从他们那喷

捅着呼唤真理的诗情中我们同样可 以感觉到中国诗坛所发生的
“

裂变
” 。

接触到时代脉搏
、

跳

动着现代生活节奏的中国新诗
,

在很大程度上打上了法国与西方象征主义诗歌和现代审美意

识的烙印
。

早期留学法国
、

受到法国 自由诗影响的艾青
, 1 9 8 5年获得了

“

法国文化最高勋章
” ,

舒婷在回顾 自己的创作经历时曾提到波德莱尔作品对她的吸引力
,

而她的新诗译作在波德莱

尔的故乡也找到了知音
,

这在中法诗歌交流中不过是一支小小的插 曲
。

在戏剧领域
,

新时期 的话剧剧坛也向传统话剧发起了挑战
。

我国的话剧结束了长期以来

的自我封闭状态
,

开始了与包括法国戏剧在内的西方戏剧关系的正常化
,

使这一时期话剧舞

台出现了一系列探索性变革
。

从《太平湖》和《一个死者对生者的访 问》等剧作所体现的人物内

心活动的外化与新的时空观念的建立中
,

我们不难发现萨特存在主义戏剧和尤奈斯库荒诞派

戏剧所刻下的痕迹
,

而作为新一代剧作家代表的高行健 1 9 8 8年应邀访问法国
,

同样表明了这

个现代主义戏剧发源地之一的国度对中国新时期话剧事业的重视
。

现代法国文艺思潮对中国新时期文艺批评的影响是人所共知的
。

进入 80 年代后
,

我国文

艺理论界开始将 目光转向研究文学内部规律
,

开掘包括直觉与潜意识在内的心理世界
。

在文

艺研究方法论上
,

发端于法国的比较文学方法
、

接受美学
,

特别是列维
·

施特劳斯
、

罗兰
.

巴特及拉康等的结构主义 (结构主义美学
、

诗学
、

神化研究 )对我国文艺批评与文学创作的影

响尤为深刻
。

综上所述
,

新时期中国文学在不 同领域从包括法国文学在内的西方文学中所汲取的营养

大体上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
,

从思维形势上来说
,

是突出作家的主体意识
; 从语言形式上来说

,

是重视语言文字的功能和价值
; 从艺术形式上来说

,

是创造出丰富多采的作品风格
。

七
、

八十

年代在中国广为传播的各种法国文学译 品基本上满足了中国作家与读者的这种需要
。

新时期

的中国文学通过法国文学和其他外国文学的翻译和研究这条渠道
,

从形式到内容
,

从现象到

实质
,

注重借鉴西方文学的现代意识和艺术手法
,

这是他们在改革
、

开放大潮的推动
一

『
,

在

现代主义冲击波的影响下
,

实现观念与方法更新的结果
,

是两种不同结构的文化碰撞
、

交融

的结晶
。

中国与法国以及西方现代文学的这种交流是顺应中国历史与世界潮流的 发 展 而 动

的
,

二者间有着内在 的契合关系
。

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相结 合
,

中国文学与外国文学相结合
,

一

民族意识与世界意识相结合
,

传统方式与现代方式相结合
,

在这种基础上建 立 起 多 元
、

立

体
、

开放
、

动态的总体结构
,

这就是法国文学与西方文学对新时期中国文学所产生的重大的

影响
。

我们又
_

该怎样看待七
、

八十年代中国文学在法国的传播达到高潮这一现象呢 ? 众所周知
,



法国文学历来具有对外开放
、

博采众长的传统
,

拿来主义是法国文学史上的重要特征之一
。

历史上的法国诗歌曾先后受到浪漫派 (莎士比亚与哥德之于雨果 )
、

象征派 (爱伦玻之于 波 德

莱尔 )和东方派 (中国古典诗歌之于兰波
、

马拉美
、

克洛岱尔
、

圣
·

琼
·

佩斯和米修 等 人 ) 的

影响就是明证
。

进入 20 世纪之后
,

随着法国文学在 自身发展中面临着新 的矛盾和 冲 突 (在一

定意义上我们可以说现当代法国文学是
“

苦恼的文学
” ,

或日存在着
“

文学的苦恼
”

)
,

他们渴望

在内容和形式上实现革新
,

从
“

危机
”

走向
“

转机
” ,

在改变自我
、

重塑自我的同时
,

面向东方
、

面向世界的问题变得更为突出
,

因而对域外充满异国情调 的文学更加向往
。

在法国作家与读者所追求的异国情趣中
,

吸引力最大的莫过于东方和中国了
。

从 20 世纪

初开始
,

法国与西方的哲学界
、

文学界更加重视语言
、

符号的作用
。

在那里
,

人被视为符号

的动物
,

世界被看成是符号的世界
。

在这种语言哲学观念的支配下
,

文学作品也从注重形象

结构的艺术性转向探索语言机制的内在奥秘
。

体现着
“

能指
”

和
“

所指
”

关系的巧妙结合
、

形象

与思维和谐统一的中国语言
、

文字及其哲学思想便成为西方文化界瞩目的对象
,

而译介中国

文学作品便是达到这一 目的的捷径之一
。

一方面
,

七
、

八十年代法国全面译介与深入研究中国文学既反映了法国对有着灿烂悠久传

统文明的中国的向往
,

同时也体现出他们对现代处于急骤变革之中的中国的关注
; 另一方面

,

经过磨砺的新一代法国汉学家在五
、

六十年代已经成长起来
,

实现了新老交替和更迭
,

完成了

坚实的准备和艰辛的探索
,

这就使得他们 从70 年代开始较大规模地译研中国文学具备了成熟

的条件
。

尽管中法两国在传播对方文学
、

介绍对方文化上存在着不 平衡状态
,

但是鸿沟已经

消失
,

距离正在缩短确是不容篡改的事实
。

可 以说
,

中法两国文学从来没有象现在这么接近

过
,

共同的理解和需要是这种 日趋密切的文学与文化交往的基础
。

中法文学的双向传播与互为影响充分反映在
“

予
”

和
“

取
”

之间存在着辩证统一关系
,

说明

在文学乃至文化交流中存在着一种互动和反馈现象
,

这就是当一个民族文学与文化中的某些

优秀成份在为其他民族接受之后
,

他们往往又会将这些成果移植过来
,

用以充实 和 提 高 自

己
。

随着彼此间交往关系的发展和对于对方文学
、

文化了解的深化
,

这种反馈现象必然会变

得更为自觉
,

互动的节奏也会更为频繁
。

中法文学交流的历史与现实又告诉我们
,

上述影响和作用并不具有自发性和必然性
。

它

们既须以彼此需要为前提
,

又要以 自我发展作保证
。

中法文学的互相吸引反映了这两种文学

自身的生命力
,

同时也显示出两种文化内在的溶受力
,

它们之间存在着的实际上更是一种共

振或互补的关系
。

中国文学要真正走向世界
,

离不开从外国文学中摄取养份
,

扬长避短
,

推

陈布新
,

只有从继承和吸收两个方面同时入手
,

不断改造
,

不断创新
,

它才有可能实现真正

的超越
,

在国外产生更大的反响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