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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成富：

最早被譯介的是中國古代戲劇
劉成富說，法國堪稱「文學的故
鄉」，巴黎的先賢祠裏供奉了數十位偉
人，其中有不少文學家，如伏爾泰、盧
梭、巴爾扎克、雨果等。中法兩國地處
歐亞大陸兩端，相距遙遠，但彼此文化
交流歷史悠久、成果豐碩。 「在促進交
流方面，文學翻譯的力量是巨大的，譯
者和他們翻譯的作品，對中法文學界的
交流起到橋樑紐帶的作用，增進了兩國
文化交流，讓兩國民眾更好地理解、尊
重彼此文化。」
追溯中法間的文學翻譯史，劉成富介

紹道，最早被譯介到法國的文學形式之
一是中國古代戲劇。「最早譯介中國戲
劇的漢學家，是法國耶穌會傳教士馬若
瑟。19世紀初，法國漢學從傳教士漢學
發展成為專業漢學，法蘭西公學院教授
儒蓮在重譯《趙氏孤兒》時，彌補了馬
若瑟譯本中唱詞和唱腔翻譯的不足。而
19世紀末，隨着中文版《茶花女》的問
世，大量法國名著被翻譯到中國，對中
國讀者產生了影響。」

中國文學成功「出海」
近年來，中國文學作品不斷成功「出

海」，這一現象在法國亦有體現。「法
國有歷史悠久的漢學傳統。法國有很多
家對東方文化感興趣的出版機構，對中
國文學的發展動向把握得也十分精
準。」劉成富說，「2010年的相關統計
數據顯示，法國每年出版中國當代小說
的數量要比英語國家多兩至三倍。1988
年，法國文化部邀請了陸文夫等多位作
家赴法國訪問。法國出版界也開始將目
光從魯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
等人轉向活躍於上世紀七八十年代的作
家，同年出版的《中國短篇小說集》以
1978年為起點，聚焦中國當代文學。」
他又介紹道，莫言是法國讀者最為熟
悉、關注的中國當代作家之一。「從2012
年10月公布諾貝爾文學獎獲獎者名單，
到當年12月莫言赴斯德哥爾摩領獎，法
國媒體圍繞莫言發表了100多篇報道。余
華、閻連科也是法國讀者頗感興趣的作
家。早在1994年，余華就憑藉《活着》
引起法國讀者的高度關注。2006年，閻連
科進入法國讀者的視野，尤其是2014年

獲得卡夫卡文學獎之後，法國媒體給予了
他更多關注。畢飛宇、池莉、韓少功、賈
平凹、劉震雲、蘇童等中國作家在法國文
壇也佔有一席之位。 」中國當代小說亦
逐漸虜獲法國普通讀者的心，「法國圖書
銷售網Fnac總結了最暢銷的193部中國小
說，前20部中有13部是當代小說。不少
知名作家擁有了固定的粉絲群，譬如余華
的《兄弟》纍計銷量達5萬多冊。這些都
是中國文學『出海』的成功案例。」

法國作家珍視東方智慧
當前的世界，文明衝突和融合並存，文
學翻譯能夠發揮何種關鍵作用？「文學翻
譯將一種語言轉換為另一種語言，有助於
促進不同國家和民族之間的相互理解、溝
通，增進國際友誼和民間交往。當今世界
正值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國正走向世界
舞台的中央。我們可以從文學和翻譯的角
度，向世人展示一個客觀真實、可親可
愛、可知可感的中國形象。」
劉成富說，中國書法、繪畫、道家和儒
家思想，一直被法國作家視為東方智慧。
「我曾在南京接待過法國哲學家雅克．德
里達。在這位解構主義批評家的身上，我
看到了『他者文化的情結』，看到了他為
文化多元化所做出的巨大努力。20世紀
初，法國詩人聖-瓊．佩斯第一次來中國
時，總感到自己是『異鄉人』，但他慢慢
適應了中國環境。在《阿納巴斯》中，詩
人在中國西部的戈壁灘牽駱駝人的眼裏看
到了他自己。法國作家馬爾羅是中國共產
黨的同路人，他通過《人的命運》《征服
者》等小說，熱情地歌頌了中國共產黨人
積極的樂觀主義精神。前幾年，我與我的
研究生合譯菲利普．索萊爾斯的《無限
頌》，發現索萊爾斯對《易經》、宋徽宗
的繪畫給予了充分肯定。亨利．米蕭的
《一個野蠻人在亞洲》更是顛覆了西方人

對東方人的認知，尤其是對『文明人』與
『野蠻人』關係的認知。可以看出，中國
文化在這些法國作家的心目中具有崇高地
位。他們在中國智慧中獲得了啟迪，汲取
了力量，同時為中國形象在西方的正面宣
傳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而法國文化亦有着豐富的內涵，其浪

漫的情調滲透在文學、繪畫、雕塑、音
樂、建築裏。「比如，在《紅色巴西》
中，讓-克利斯托夫．呂芬站到了拉丁美
洲印第安人那一邊。我曾經給這部作品
寫過序，在文化觀方面，我與作者的視
野融合到了一起。我想通過對這些作家
的研究來告訴人們，文化沒有所謂的
『先進』與『落後』，文化是平等、多
樣性的，世界是多元化的。文學翻譯就
是一面鏡子，可以觀照法國社會，同時
也能讓我們從中觀照自己。」

今年是中法建交60周年。中國和

法國是東西方文明的重要代表之一，

文化交流歷來繁盛。其中，文學翻

譯如何跨越語言藩籬，為中法文化

架起溝通橋樑？南京大學外國語學

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劉成富認為，

文化是平等多樣的，文學翻譯如同

一面鏡子，可以照見不同文化，也

能照見我們自身。而身處當下的大

變局中，透過文學翻譯，我們可以向

世界展示一個更加客觀真實、可親可

愛、可知可感的中國形象。

◆文：草草 綜合中新社報道

◆圖：網上圖片

書名：王家衛 執導首部電
視影集《繁花》原著小說影劇
紀念版。《繁花》緣起於向一
座城市致敬，金宇澄想寫下兩
代人的上海故事，包括可說的
與「不響」的。敘事時間涵跨
了上海的二十世紀六○年代至
九○年代，以三名童年好友的

際遇，勾勒出上海市井生活的真實樣貌，如流水席
般如實描摹個中悲歡。文字密緻，細節精巧，說故
事技巧卓越的《繁花》被譽為繼承了張愛玲的上海
敘事，不僅重現了專屬上海的當代清明上河圖，更
像是集上海男男女女命運的當代《紅樓夢》。

繁花（王家衛執導影劇紀念版）
作者：金宇澄
繪者：金宇澄
出版：東美出版

最後的雪
作者：史蒂娜．傑克森
譯者：蘇雅薇
出版：蓋亞文化

簡介：北歐犯罪文學新星史
蒂娜．傑克森暢銷之作。早春
的寒冷籠罩着歐德斯馬克，她
與兒子賽門，以及年邁的父親
威達住在破舊的房子裏，組成
了一個奇特的家庭。小說以人
口所剩無幾的瑞典北部村落為
背景，描述在這荒涼聚落裏的

人際關係，以及存在其中的秘密與猜疑。兇案之
後，村裏每個人對受害者的觀點都不相同，他們
否能導出真正的真相，並修復破裂的人與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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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評

談笑風生，辭鋒敏銳
《當代文學自由談》
作者：黃維樑
出版社：中華書局(香港)

◆文：黃坤堯
黃維樑教授的新書《當代文學自由談》，其

〈自序〉以「懷着憂患意識，呼喚文化自信」為
題，開宗明義揭示本書撰作的旨趣，也就是當代
文學所面對的挑戰，以及七十多年所積累的問
題，林林總總，地老天荒，當然也不是三言兩語
就能解決的。黃維樑長時期致力於開拓現當代的
文學事業，閱歷廣泛，交遊廣闊，在兩岸四地從
事教研工作，著述繁多，甚至更成了現當代文學
的大師級人物。本書討論不同的文學課題，談笑
風生，辭鋒敏銳，暢所欲言，剖析當前所見的文
壇現象，描寫生動，風趣多姿。
本書分為「憂患意識」、「文化自信」、「中華
當代文學自由談」三輯。首輯中作者論述錢鍾書、
夏志清、余光中的憂患意識，並討論當前的文化路
向，這些都是老生常談的課題。此外，黃維樑論
「過度西化」，指出中華的「後學」只取西經：
有理無理，西經是尚；西經難唸，仍愛西經。取
經者對西經在半懂不懂之間，所寫的東西則以
「艱深文飾淺陋」，這確是問題的癥結所在。在
〈中國逆差、歐美順差的「文化貿易」〉一文
中，黃維樑指出中華學者批量輸入女性主義、後
殖民主義等西方文論；而錢鍾書《管錐編》的英文
節譯本（名為Limited Views）卻只有limited view-

ers。英譯本只印了1,500冊，只是《詩學》和艾略
特文集印刷量的一個零頭。現當代中國的文學理論
對西方幾乎全無影響，中西之間的「文化貿易」完
全不成比例。黃維樑建議「高妙推銷，消弭文化
貿易赤字」。本書提出的這些問題，確實值得我
們深思，可能也真的是當前的憂患所在，比他對
錢、夏、余諸位先生的討論要深刻多了。
第二輯「文化自信」六篇，作者肯定《文心雕
龍》的龍頭地位：「它體大慮周，理論高明而中
庸，具有貫通中外的普遍性，涵蓋古今的恒久
性；1,500年前劉勰雕出來的這條龍，到今天仍
然精美耐看，靈動多姿。」黃維樑運用六觀法評
論白先勇的小說<骨灰>，包括位體、事義、置
辭、宮商、奇正、通變等，古為今用，作出分析
示範，富有指導意義。《文心雕龍》的影響大抵
只限於中國，仍是難以向西方輸出的文藝理論。
〈在後現代用古典理論看新詩〉一文指出現代詩
的通病：顛覆傳統、難懂、怪誕。此文是用心良
苦之作。這一輯中有文章，不客氣地批評瑞典學
院的馬悅然，認為他未能「膺此華文作家諾獎評
選的重任」。黃維樑籲請中華作家不要盲目崇奉
這個西方的諾貝爾文學獎，應該對中華文學的成
就有自信。

第三輯「中華當代文學自由談」包括十三篇作
品，主要討論劉以鬯、西西、張曉風、陳之藩、
金耀基、黃國彬等不同的作家。作者認為劉以鬯
「年輕時懷有文學理想的這個『爬格子動物』，
向自己『問責』，決心要撥出時間為娛樂自己而
創作；《酒徒》是其宏願的一個體現。」《酒
徒》傾情迎接西方，中華作家應轉益多師，學習
『富強』之道；劉以鬯大力推介西方現代小說，
列出十七部必讀之書：各有各的意識流，年輕，
充滿活力，作者追求創新的滿足感。
西西「童筆寫《我城》，凡物見生趣」，她

「離群索居」而充滿關愛，呼喚溝通與快樂，童
話筆調別開生面。作家特立獨行有其重要性，西
西的成功正在於此。黃維樑指出：「作家不宜叫
空洞的口號，更不應作違心的宣傳，但作家多少
總應該對人類有信心。艾略特在《荒原》裏力陳
現代人的迷惘空虛，但最後還是表達了一些正面
的意念：『奉獻。同情。克己。／了解後的和
平』。艾略特呼籲世人要如此，才能得救。西西
比艾略特樂觀，她認為人類有希望。」可見黃維
樑確具慧眼、卓識，道出文學的精義所在。
〈陳之藩有兩個頭腦？——評其《釣勝於魚》

等散文作品〉一文旁徵博引，老實不客氣地指出
陳之藩散文的缺失。「接受過科學訓練的陳之
藩，知道且應該具備科學態度，即講事實、講邏
輯、講精確的態度；我們相信身為理工教授的陳
之藩，有這樣的一個頭腦。作為散文家的陳之
藩，難道就變出另一個頭腦，用這個頭腦來寫
作？寫〈哲學家皇帝〉之類散文時（〈哲〉是一篇

說理性散文），就不必講事實、不必講邏輯、不
必講精確的態度了，不必講《文心雕龍．論說》
所要求的『鋒穎精密』了」？確能把握充分的理
據，對陳之藩的散文作出致命的一擊，筆掃千
軍，十分凌厲。黃維樑甚至認為語文科教材所選
的範文，「而這些人文食品卻含有瘦肉精，有塑
化劑；心所謂危，口不能不提出警告，希望教育
當局或教科書出版社，把這些反面教材『下
架』，以保莘莘學子思維的健康。」語重心長，
表現黃維樑強烈的「憂患意識」。
至於黃國彬的散文，黃維樑形容為「藻耀而高
翔」，是華山夏水的現代「賦」；把余光中「『白
以為常，文以應變，俚以見真，西以求新』的四元
素文體發揮至自己獨有的高峰，是他特有的『四合
語文體』，是一種『語言交響』、一種『語言嘉年
華』。由於他的文言與西語分量頗大，引經據典之
處甚多，論者或會嫌其炫耀。經濟學者有『炫耀性
消費』的概念，我們或可稱黃國彬的四合語散文為
『炫耀性書寫』。」所說深中肯綮，筆路縱橫，成
就黃維樑獨有的評論風格。

——評黃維樑的《當代文學自由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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貓的世界史

簡介：究竟在貓咪統治人類
之前，貓和人類的淵源是從何
開始？野貓最初被古埃及人馴
化後，數個世紀以來都被看作
實用的捕鼠工具。中世紀卻是
貓咪的黑暗時代，因其敏銳的
感官和超然的習性被視為魔鬼
的僕人。十七世紀，貓咪的地

位轉變成優雅如貴族的象徵。十九世紀開始，貓
咪開始被描繪為女性的象徵與強調為女性的氣
質。四千年後，貓咪仍舊令人着迷。作者凱薩琳
透過繪畫呈現貓的歷史定位與文化意涵，並深入
挖掘貓的迷人之處，何以承載人類對其各種迥異
的投射與象徵。

作者：凱薩琳．羅傑斯
譯者：陳丰宜
出版：堡壘文化

吃着吃着就老了

簡介：《風味人間》總導演陳
曉卿的舌尖尋味故事，這是一部
吃透人生的隨筆集，一本掏心掏
肺掏胎記的誠意之作。從十七歲
出門遠行，進京上學，到誤打誤
撞成為一個美食紀錄片導演，再
到後來成為全國聞名的吃貨，陳
曉卿的漫漫人生路，每個階段都

有與食物相關的記憶。食物，連接着故鄉與世界。
每個人都可以在「吃」裏找到歸屬。美食並不小
眾，它藏在大多數人的一日三餐裏。說到底，於勒
叔叔的生蠔和父親病榻前的蘿蔔絲汆丸子並沒有本
質區別——你吃到的，就是最好的。

作者：陳曉卿
出版：文匯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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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爾梅松城堡博物館藏畫：《在若弗蘭夫人沙龍裏誦讀伏爾泰的悲劇〈中國孤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