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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巴黎 1
月 28 日电 新 华 社 记 者
梁霓霓 陈杉 牛皮封面、
飘 口 烫 金 、书 口 刷 红 ……
2019 年 3 月 ，正 在 法 国 进
行国事访问的国家主席习
近平从法国总统马克龙手
中接过作为国礼的《论语
导读》，细细翻看。这部首
次以法语向欧洲系统介绍
中国儒家思想的著作，因
此再次走到聚光灯下，引
发人们的广泛关注。

据 介 绍 ，记 录 孔 子 及
其弟子思想言行的语录集
《论语》作为中国传统文化
经典著作，早在 17 世纪就
已传入欧洲。1687 年巴黎
出版的《中国哲学家孔子》
是《论语》在西方的第一个
拉丁文译本。法国东方学
家贝尼耶在这本拉丁文书
籍 的 基 础 上 进 行 法 语 编
译 ，完 成《论 语 导 读》一
书 。 贝 尼 耶 希 望 法 国 读
者，特别是当时的君主和
贵族阅读此书后，能以孔
子道德哲学思想为借鉴，

“培养仁爱、温和、诚信和
人道的精神”。

这本书的出版工作因
作者突然离世而中断，只
留下几份手抄本传世。近
年来，在中法人文交往不
断深化的背景下，两国学
界对《论语导读》研究不断
深入，不仅为了解数百年
前欧洲学者眼中的中国提
供新视角，也揭开了一段
东西方文明交流互鉴、相
得益彰的历史佳话。
“提供一面哲学思想的镜子”

作 为 法 国 国 礼 的《论

语导读》如今典藏于中国
国家图书馆。作者贝尼耶
曾 旅 居 东 方 十 多 年 。 彼
时，拉丁文《中庸》和法文
《孔子传》等书籍的出版，
一定程度上满足了法国知
识分子对东方哲学思想的
渴求。

中山大学哲学系法籍
教授蒂埃里·梅纳尔（中文
名梅谦立）认为，贝尼耶崇
尚儒家著作中呈现的崇高
道德和政治理想，所以希
望能以儒家思想原则，作
为 构 建 现 代 政 治 学 的 基
础。

梅 谦 立 曾 主 持 编 译
《中 国 哲 学 家 孔 子》中 文
版 ，2015 年 协 助《论 语 导
读 》现 代 版 在 法 出 版 工
作。“贝尼耶的翻译非常细
致，比如他保留了《论语》
对话的叙事方式，同时参
考 中 国 古 代 士 大 夫 的 注
释。”梅谦立说。

梅 谦 立 说 ，贝 尼 耶 希
望在法国更广泛地传播儒
家思想，重建国家政治的
哲学、道德基础。“他写这
本书并非是简单的译作，
而是希望为当时的法国君
主提供一面哲学思想的镜
子，更好地照鉴自己。”

那 么 ，当 时 的 法 国 需
要对照了解什么呢？

自 1750 年 以 来 ，贝 尼
耶《论语导读》其中一部手
抄本，一直被珍藏在法国
国家图书馆下属军火库图
书馆。馆长奥利维耶·博
斯 克 认 为 ，“ 最 有 可 能 的
是，贝尼耶注意到儒家著
作中有能够启迪君主改善

国家治理的内容”。
博 斯 克 说 ，贝 尼 耶 这

部书旨在向君主阐明“基
于道德、尊重、平衡的东方
价值观”，“让国王成为更
好的治理者”。
“为法国现代化提供启迪”

2024 年 ，中 法 建 交 60
周年之际，300 多年前贝尼
耶的著作即将同中国读者
见面。《论语导读》中译本
将以《孔子与君王之学》为
书名出版。肇庆学院政法
学院副教授汪聂才是该书
的主要译者。

“这本书因其作为‘国
礼’而备受关注。我们将
其译成中文以飨读者，希
望学界还有普通读者能够
有机会一睹其真容，从而
得以了解 300 多年前儒家
经典在欧洲的影响力，体
会到文化交流、文明互鉴
的意涵。”汪聂才说。

18 世 纪 ，欧 洲 出 现 持
续百年的“中国热”。欧洲
人发现，源自东方的儒家

文化揭示了可以不依靠宗
教力量，而以伦理道德支
撑一个社会和平、有序发
展，人们遵循孔子的教导
诚意正心、认识自然、设立
制度、和平生活。这些思
想深深启发了欧洲启蒙运
动 思 想 家 ，如 伏 尔 泰 、魁
奈、莱布尼茨等人。

正 如 托 克 维 尔 在《旧
制度与大革命》书中所说，
对 于 法 国 启 蒙 思 想 家 而
言，古代中国统治者“一年
一度举行亲耕礼，以奖掖
有用之术”“中国的官职均
经科举获得”“把哲学作为
宗 教 ，把 文 人 奉 为 贵 族 ”

“看到这样的国家，他们叹
为观止，心驰神往”。

“ 每 个 民 族 文 化 都 需
要建立在自身社会实践的
基 础 上 。”法 国 汉 学 家 雷
米·马修说，“中国的科举
制度对法国精英的选拔产
生重大影响，并延续到今
天。”

梅 谦 立 说 ，通 过 同 中

国的交流，欧洲人了解到
一种“更公平、更有效”的
官员选拔理念和模式。当
时很多在华法国人都著述
介绍中国的科举制，对这
种通过考试来选拔国家人
才的机制给予高度赞扬，
推动法国摆脱封建传统、
走向现代官员选录制度。

谈及中华传统文化对
法国社会的影响，梅谦立
认为，最重要的是帮助法
国 走 向 文 化 和 理 性 的 觉
醒。自文艺复兴以来，像
伏尔泰这样的思想家从中
华 传 统 文 化 和 政 治 实 践
中，意识到建立现代国家
的可行性，进而主张将政
治 建 立 在 理 性 与 美 德 之
上，“这一思想过程启迪了
法国的现代化”。
“交流互鉴有助于自身文明”

回 顾 17 至 18 世 纪 的
中法文化交流史，北京语
言大学特聘教授、北京外
国 语 大 学 教 授 张 西 平 认
为，这是大航海时代以来，
全球史中少有的东西方文
明和平交流的一段历史。

“17 至 18 世 纪 ，来 华
传教士把西方文化和技术
传到中国，‘西学东渐’对
中国文化的发展、科技进
步起到积极作用。”张西平
说，与此同时，通过传教士
和贝尼耶这样的学者，中
国的思想、文化和技术“东
学西传”，促成欧洲不断认
识中国、改进自身，感受中
华文明的深厚积淀。

“ 欧 洲 文 明 曾 学 习 过
中华文明、阿拉伯文明。”
张西平说，一种文明需要

向其他文明学习才能成长
起来，“中欧交流的历史证
明，不同文明可以包容共
济，同时也表明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中包含着现代性
的思想种子。”

汪 聂 才 深 有 同 感 ，他
在 翻 译 过 程 中 不 断 查 阅
《四书》原文以及拉丁文译
本，感受到“包括儒家经典
在内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有着深厚的生命力”，在当
代思想体系中可以得到共
鸣、呼应和新生，产生新的
火花和力量，进一步推动
社会发展。

“ 同 其 他 文 明 开 展 交
流互鉴，有助于更准确定
位自身的文明坐标。”马修
说，“法中两国间的文化交
往源远流长。今天双方交
流意愿更加强烈，内容也
更为丰富。”

在中法建交 60 周年之
际，两国将举办中法文化
旅游年。包括庆祝中法建
交 60 周 年 暨 中 法 文 化 旅
游年开幕音乐会、“你好！
中国”旅游推介会、“凡尔
赛宫与紫禁城”展览等在
内的数百项活动，令人期
待。

“ 如 今 中 国 非 常 了 解
欧 洲 ，尤 其 是 了 解 法 国 。
而法国对中国的了解拓展
到 人 文 、科 学 等 多 个 领
域。”马修说，期待类似的
交流活动越来越多，双方
增进交流和文明互鉴的势
头更加强劲。

（参 与 记 者 ：张 百 慧 、
乔 本 孝 、王 娅 楠 、杨 骏 、刘
佑民）

穿越时空的文明对话
——法国国礼《论语导读》背后的故事

典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中的法国国礼《论语导读》
（资料照片）。 新华社记者张爽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