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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紫禁城遇上凡爾賽宮下月亮相香港故宮

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將於12
月18日至明年5月4日推出特別展
覽 「當紫禁城遇上凡爾賽宮──
十七、十八世紀中法文化交
流」 。展覽由香港故宮、故宮博
物院與法國凡爾賽宮聯合主辦，
展出來自兩大世界遺產──故宮
及凡爾賽宮近150件珍品，呈現
17世紀下半葉至18世紀百多年
間，中法宮廷在文化、藝術、科
技等領域互相仰慕、啟發及交流
的歷史，以及兩國之間源遠流長
的珍貴友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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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有華人處，皆讀金
庸，然而金庸的功夫世人只識
得一半。」 日前， 「金庸譯文
系列作品新書發布會」 在其母
校浙江省嘉興市第一中學舉
行，《金庸譯文：達蒙．魯尼
恩短篇小說選》和《金庸譯
文：幸福婚姻講座》兩本新書
也同步在第九屆浙江書展上與
讀者見面。這是金庸文學翻譯
作品在內地的首次出版發行，
為內地讀者認識大師的 「另一
支筆」 打開了窗口。

大公報記者 王 莉

【大公報訊】展覽共有四個單元，
分別聚焦於紫禁城和凡爾賽宮的關鍵人
物及空間、科學與外交、工藝互鑒與創
新，以及藝術與思想交流。

是次展覽精選近150件瑰麗珍寶，
亦是香港首度在同一展覽中呈獻故宮及
凡爾賽宮兩個世界遺產的重要文物，展
品包括9件中國國家一級文物，以及法
國凡爾賽宮珍貴館藏和一些近年來的新
收藏。

是次展覽文物種類多元，不僅有大

型宮廷肖像以及精美絕倫的瓷器、玻璃
器、琺瑯器與紡織品等工藝精品，還涵
蓋書籍、科技儀器及醫藥品等種類展
品，彰顯兩個宮廷之間鮮為人知的故
事。

展品中的亮點之一是故宮博物院館
藏的乾隆款畫琺瑯菊花紋壺（1783
年），此壺的花紋因極具中式風格，過
去一直被以為是廣東進貢清宮的器物，
最新研究發現壺底有法國知名工匠
「coteau」 署名，證實原為法國製作，

顯示中法工藝交流之盛。
另一件重點展品是凡爾賽宮近年收

藏的花鳥紋銀壺（約1680年）。此珍品
為廣東為海外市場製作，後為暹羅（現
為泰國）使節進獻給路易十四的外交禮
物，這件珍貴而保存完好的外銷銀器，

體現了中法兩國當時相互引進及收藏來
自對方文化珍品的事跡。

此外，展覽將以多媒體裝置重現
1688年路易十四致康熙帝的珍稀親筆
信。展覽將於12月18日在香港故宮展廳
9正式開放參觀。

日期：12月18日至2025年5月4日 地點：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展廳9
票價：成人門票港幣150元，特惠門票港幣75元

展訊 「當紫禁城遇上凡爾賽宮 ── 十七、十八世紀中法文化交流」特展

「金庸曾經說過，小說是寫給人看
的，小說的內容是人。從這次新出版的兩

本書中就可以看到，他對於優秀的故事和吸睛的人物那種
敏銳觸覺。」 「射鵰三部曲」 英譯者、香港青年翻譯家張
菁認為，此次出版的兩本譯文作品都是以人和人際關係為
中心，通過對話與互動去表達人物的感情，營造戲劇性。

「以人為本」 這一點與張菁在翻譯金庸小說時的做法
不謀而合。她表示： 「人性是遠超過小說裏附加的文化、
歷史內容的。人的情感是相通的，所以我就抓住這一點來
翻譯《射鵰英雄傳》劇情故事，無論是喜歡這個故事，還
是恨哪一個人物，都能引起讀者的共鳴。」

在《射鵰英雄傳》英文版中，還特別增加了反面人物
梅超風的心理獨白。張菁認為，用三四頁紙的篇幅讓梅超
風講自己的故事，讀者能感受到她是一個有血有肉形象豐
滿的人物，也就有了張力和衝突感。此外，周伯通貪玩、
洪七公愛吃等這些金庸筆下性格鮮明的人物也頗受外國讀
者的喜愛。

同為翻譯工作者，張菁更是被金庸的翻譯功底和高效
產出所折服。 「由於當時他的譯作是刊登在香港的報紙
上，所以他就用了很多在今天看來很有時代感的廣東話，
諸如 『水皮』 『乜乜東東』 『孤寒』 『瓜直』 『鬆人』 之
類的，風趣、幽默，十分接地氣。這些都是非常地道的廣

東話俚語。使得文章變得更幽
默、風趣，把原文中的文字遊戲
有效地傳遞給了中文讀者。這不
單是傳統的字面翻譯，更是一種
文化上的、心靈上的溝通和文
學、文字的再創造。」

在那個沒有互聯網、搜索引
擎的時代，金庸能在身兼數職的
情況下高質量、高效率地完成翻
譯，也讓張菁敬佩不已。 「一篇
一兩千字的短篇，我最少也要三
天才能翻譯完成。翻譯 『射鵰』
『神雕』 就更加費時了，一卷10
回左右，我大約需要用兩年的時
間。金庸武俠小說一本40回、100
多萬字的創作，他用2年時間就完
成了。我的速度都趕不上他的四
分之一。」

金庸一生可以說與英
文結下不解之緣。1946年

秋他的第一份工作就是擔任杭州《東南日
報》的國際電訊翻譯編譯。第二年，他以優
異的中英文筆試和口試成績被《大公報》錄
用為電訊翻譯，後被派至香港，在國際部擔
任編輯，與著名翻譯家蕭乾、楊剛共事。
2010年，86歲高齡的他用英文撰寫論文
《唐代盛世繼承皇位制度》，獲得英國劍橋
大學哲學博士學位。

李以建介紹，金庸的英文水準，絲毫不
亞於他的中文，不僅能讀、能說，還能寫，
且略通古英文。他畢生翻譯了大量的英文作
品，從早期供報紙發表的即時性新聞報道、
國際問題專論，到新聞紀實性的長篇報道，
再擴展到電影理論和技巧、舞蹈藝術，以及
小說、政論。

「金庸作為武俠小說家家喻戶曉，也有
不少人知道他是新聞家，但金庸在西方學方
面的造詣卻鮮有人知。」 浙江大學文科學術

諮詢委副主任、中國法國史研究會會長沈堅
在金庸擔任浙江大學人文學院院長時，曾與
其有過深入交流。

「我被金庸在西學方面的學識所折服。
他與我聊法國史，脫口就是法語。談到法國
歷史上的經濟發展，他希望我注意法國宗教
戰爭後，胡格諾派受迫害的情況，可見他對
法國史的了解程度。」

沈堅表示，此次兩本譯文新書的發布，
進一步展現了金庸的西學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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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悉，此次出版發行的兩部作品都是上世紀
金庸在《大公報》工作時的譯作。《金庸譯文：
達蒙．魯尼恩短篇小說選》收錄了12篇金庸翻譯
的美國短篇小說怪才達蒙．魯尼恩描寫百老匯的
江湖故事，最早以連載小說的形式發表於《大公
報》；《金庸譯文：幸福婚姻講座》則演繹了法
蘭西學院院士莫洛亞筆下關於幸福婚姻的思辨大
戲。1954年10月25日到1955年1月10日，金庸
以筆名 「子暢」 在《大公報》上發表譯文，共分
74則。此次，在該書正文前還附有最初於《大公
報》連載原貌的珍貴圖片，讓讀者可以暢想譯文
初次問世時的歷史時刻。

譯文最早連載於《大公報》
「我們在編輯出版這兩部譯文的過程中，深

切感受到金庸的譯作東西圓融、通達無礙，遣詞
用句無不精琢細磨、恰到好處，處處顯現出他非
凡的翻譯功力。」 出版方代表、廣州市朗聲圖書
有限公司總編輯何嫻介紹，此次圖書在編輯過程
中，秉持尊重其寫作習慣和遣詞風格，尊重語言
文字自身發展流變規律的原則，力求完整的、最
大限度的保留原貌，為讀者提供一個可靠的版
本。她表示，今年正值金庸百年誕辰之際，金庸
譯文系列既是金庸於文學翻譯領域筆耕成果在內
地的首次出版發行，也是安德烈．莫洛亞和達蒙
．魯尼恩兩位名家原作在內地的首次出版。

金庸原秘書、金庸譯文系列主編李以建表
示，除了武俠小說，金庸作為一位學貫中西、博
古通今的文化巨匠，他的 「另一支筆」 在劇本、
影評、評論、翻譯等領域都留下了大量優秀作
品，尤其翻譯工作對金庸的創作影響非常大。他
認為，金庸並不為翻譯而翻譯，通過諸多翻譯不
斷汲取西方文化豐富的營養，將其與深邃博大的
東方文化共冶一爐，為自己的小說創作提供了圓
融鮮活的泉源。

譯文作品跨越不同文化
「由於當時的電影基本都是外文，所以需要

真正懂得外文，才能看得懂，寫得了評論。所以
金庸的翻譯功底有益於寫電影評論，甚至對他的
小說寫作影響也特別深。」 李以建與讀者分享時
介紹， 「比如《幸福婚姻講座》這種劇本形式結
構的，看金庸15部小說就會發現，每一部不僅是
人物不同，武功不同，甚至連整體結構也都是不
同的。金庸為什麼寫完這15部就封筆不寫了，因
為他覺得他寫完了自己的材料，他不想再重複自
己。」

他表示： 「此次出版的兩本譯文作品跨越不
同文化，不僅是文學的交流與融合，更是他多面
才華的體現。金庸譯文作品系列就是想把金庸每
一個領域的代表作都集中起來進行發表。將來還
會有更多部分的內容陸續與讀者見面。」

▲1954年10月25日，金庸以筆名
「子暢」 在《大公報》上發表譯文
《幸福婚姻講座》第一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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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鵰英雄傳》四卷英譯
本，由張菁翻譯完成。

•硬瓷、木鍍金 •凡爾賽宮藏

乾隆帝瓷板像•布面油畫
•凡爾賽宮藏

穿着加冕禮服的
國王路易十四

•凡爾賽宮藏

花鳥紋銀壺

金庸譯文新書家鄉首發
武俠之外的另一支筆

西學才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