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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法两国之间的文学翻译交流可以追溯到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自1964年中法建交以来，两国的文学文

化交流更加密切，越来越多的法国文学作品被介绍到中国。本文拟从小说，诗歌和影视翻译三个角度出

发，探讨法国文学在中国的翻译发展情况。探讨法国文学在中国的翻译发展对了解中法两国文学文化交

流史以及推动两国人民精神与心灵交流有着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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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Literary translation exchanges between China and France can be traced back to the revolutionary 
period of the old democratic revolution. Since the establishment of diplomatic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France in 1964, the literary and cultural exchanges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have be-
come closer, and more and more French literary works have been introduced to China.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development of French literature translation in China from three perspectives: n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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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s, poems and movie and television translations. Exploring the development of French literature 
in translation in China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understanding the history of literary and cultur-
al exchanges between China and France, as well as in promoting spiritual and spiritual exchanges 
between the two peop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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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文学是用语言文字塑造人物形象，反映社会生活的艺术[1]。“文学翻译”，即指对文学作品的翻译。

而“文学翻译”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文学翻译指一切口述，或者文字著作。狭义的文学翻译指诗

歌、散文、小说、戏剧等的翻译，也包括文学性较强的杂文传记，儿童文学等。在我国的翻译文学中，

对法国文学的翻译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无论是中世纪还是现代的文学作品，无论是浪漫主义还是存在

主义的作品，无论是小说，诗歌还是戏剧散文，几乎都有被介绍到中国。中法两国在新中国成立前就已

有文化上的交流和碰撞，自 1964 年建交以来两国文化交流更加频繁，法国文学与中国文学的互动也不断

加强。本篇意从小说，诗歌和影视翻译出发，探讨法国文学在中国的翻译发展过程。 

2. 法国小说在中国的翻译发展 

在世界小说之林中，法国小说的地位不容小觑。而在漫长的中法两国文明对话的过程中，被译成汉

语的法国小说数量不可计数。文学作为一门心灵语言，是最容易被理解并广泛接受的，法国文学名著在

中法两国文化交流方面功不可没[2]。文学翻译和文学创作一样，都在一定程度上为一定的政治目的服务。

在我国近百年来的革命斗争中，许多翻译者积极拿起手中的笔，投身于斗争中，翻译了大量的优秀作品，

在当时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本章将从旧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新中国成立后三个时期回顾法

国小说在中国的翻译历程。 

2.1. 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1840 鸦片战争后~1919 五四运动前夕) 

鸦片战争以后，在“开眼看世界第一人”林则徐的影响下，中国闭关锁国的大门打开了，中国与外

邦的交流逐渐增多。在此影响下，中国对外国作品的译介也进入到了一个新时期。1848 年法国小说家小

仲马的《茶花女》一经问世，就受到许多人的追捧。1899 年 2 月林纾与王寿昌合译的《巴黎茶花女遗事》

以“素隐书屋”名义刻板印行。林纾本人并不通晓法语，《巴黎茶花女遗事》一书是由王寿昌口述，林

纾再译而来。林纾翻译的《巴黎茶花女遗事》一书，打开了法国小说输入我国的大门，为我国文学界开

辟了新天地。林纾本人在译这本书时，采用的是桐城古文的方法，而他自己也固守此语，以至于后来在

新文化运动和新文学运动的发展过程中，作为“守旧派”的代表，成为一种阻力。但是他在这个时期翻

译《巴黎茶花女遗事》，却为中国新文学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中国的小说家们在此影响下也

写出了不少缠绵悱恻，具有新意的爱情小说。而《茶花女》这本小说在中国也存在其他译本。据不完全

统计，自 1980 年《茶花女》新译本问世以来，累计印刷数量达到百万余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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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巴黎茶花女遗事》之前，1882 年卢籍东就翻译并出版了凡尔纳的科幻小说《海底旅行》。而爱

米尔.嘉坡留的《毒药樽》被认为是介绍到中国的第一部侦探小说。五四运动前翻译最多且对中国影响最

大的要数法国浪漫派作家大仲马和雨果。如前者的《三个火枪手》《二十年后》《基督山伯爵》以及后

者的《悲惨世界》(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被陈独秀和苏曼殊合译为《惨世界》)《巴黎圣母院》《九三年》

等，都是脍炙人口的作品。这些作品里表达的内容不仅与 19 世纪末中国的社会情况相映照，而且也与当

时文坛改革，提倡白话文相呼应。而周桂笙被认为是最早用白话文翻译小说的译者，1904 年他用白话文

翻译了鲍福的《毒蛇圈》。 
除此之外，卢梭，孟德斯鸠的著作中表现的民主意识也给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的中国启蒙先驱们产

生了巨大的影响。尤其是卢梭，其《社会契约论》(或《民约论》)对辛亥革命时期的革命者们，对摇摆于

新旧时期的中国都有着影响。因此，文学作品的翻译和社情政运之间存在着一定的联系。 

2.2.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1919~1949) 

“五四”时期的中国文学是开放的文学，呼唤个性的文学[3]。而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们，在倡导

“文学革命”，主张“文学改良”的同时都曾对法国文学表现出极大的热情，率先译介法国文学作品。

除了上文提到的陈独秀与苏曼殊合译雨果的《悲惨世界》外，莫泊桑、左拉、罗曼罗兰、福楼拜等人的

作品也源源不断地传入到中国。 
在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法国文学作品的翻译依然有增无减，巴尔扎克的作品从 1947 年至

1949 年这三年期间，大致就有二十多种小说相继翻译出版。如《幻灭》三部曲(《外省人在巴黎》《高老

头》《欧也妮·葛朗台》等)。在许许多多的译作中，影响最大的便是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朵夫》。

这本书通过主人公约翰·克里斯多夫一生的经历与遭遇，展现了一个不怕牺牲，勇敢无畏的人物形象，

同时也揭露了帝国主义时期政治，文化以及道德思想的腐败与堕落，深刻批判了资产阶级的丑恶嘴脸，

反映了人们对自由和光明的渴望。因此这部巨著的译作一经问世，便产生了巨大反响。这是因为当时身

处黑暗统治下的许多知识分子在遭受社会阴暗和精神压抑的同时，渴望一种能冲破黑暗，打破精神阴郁

的力量，而主人翁克里斯朵夫身上体现的不畏强暴，敢于抗争的精神，恰好给予他们某种力量。抗日战

争时期，都德的《最后一课》因其体现受普鲁士军队文化与政治压迫的法国阿尔萨斯地区的境况与当时

风雨飘摇的中国处境相似，且小说传达的不畏霸权，反抗压迫的思想与当时中国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拯

救国家于危难的爱国主义相契合，故受到极大的欢迎。 
从五四运动运动时期到解放前夕的几十年间，经过老一辈翻译家的不懈努力，许多法国著名作家的

作品被介绍到我国，极大加深了国人对法国的理解。 

2.3. 新中国成立后 

新中国成立后，文学翻译事业蓬勃发展，党对翻译工作十分重视。1951 年与 1954 年召开的两次翻

译会议对于促进我国翻译事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2.3.1. 新中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前 
这一时期法国小说译介出现了欣欣向荣的局面。法国文学被系统地介绍到中国。被介绍到中国的法

国文学作品不仅数量增多，而且质量也有很大的提高。从 16 世纪人文主义作家拉伯雷到 17 世纪古典主

义作家高乃依、莫里哀、拉辛；从 18 世纪启蒙作家孟德斯鸠、伏尔泰、狄德罗到 19 世纪各个流派的代

表作家雨果、乔治桑、司汤达；以 20 世纪的名家罗曼罗兰、艾吕雅、阿拉贡等。他们的作品都被译成中

文，在中国广为传播([3], p. 147)。 
法国“新小说派”作品也有零星的译作，如萨洛特的《行星仪》。这一时期的法国文学作品翻译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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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都比较严格，而且每种译品出版时，大多附有译者的序言或者后记，译者持着严谨的态度对原作的写

作背景，艺术特点进行分析，加深了读者对原作的理解。 
1966 至 1976 的文革十年期间，外国文学翻译活动基本停止了，因此法国小说译介在这一时期自然

也中断了。 

2.3.2. 改革开放后 
1977 年以后，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法国小说译介进入到一个崭新时期。被介绍到国内

的法国小说不仅有“新小说”派罗伯·格里耶、萨洛特、布托尔等人的作品，如《窥视者》《嫉妒》《变》、

《曾几何时》以及《童年》(宋学智)；也有加缪的《鼠疫》，莫里亚克的《蛇结》，圣艾克絮佩利的《夜

航》等等。而于 2003~2004 年间举办的中法文化年活动，更是在中国掀起了法国小说出版的热潮。除了

耳熟能详的人民文学，上海译文和意林出版社之外，其他出版社如中信出版社，东华大学社，重庆社，

中国水利水电社等也借助中法文化年这一东风，加大了对法国小说的出版[4]。 

3. 法国诗歌在中国的翻译发展 

诗歌不仅孕育滋养文明，也是文学的最高表现形式。人和动物最大的区别是人可以使用文字进行能

动性创作，而诗歌又是文学的最高表现形式。如果说文字是一座金字塔，那么诗歌就位于这座金字塔的

顶端。法国诗歌在中国的翻译源远流长。吉狄马加在 1573 国际诗歌颁奖典礼时曾提到“在世界诗歌的版

图上，法国诗歌无可争议地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5]。晚清政论学家王韬 1871 年翻译的法国国歌《马赛

曲》，被认为是最早出现的汉译法诗歌[6]。该译诗的第一节如下： 
法国荣光自民著，爱举义旗宏建树。 
母号妻啼家不完，泪尽词穷何处诉？ 
吁王虐政猛于虎，乌合爪牙广招募。 
岂能复睹太平年，四出搜罗困奸蠢。 
奋勇兴师一世豪，报仇宝剑已离鞘。 
进兵须结同心誓，不胜捐躯义并高。(来源：1873 年中华印务总局活字本《普法战纪》) 
这首译诗诞生于风雨飘摇的痛苦时代，应当被认为中国文学家从法国诗歌汲取近代意识的先声([3], p. 

139)。 
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法国诗歌对中国的影响更甚。在此影响下爆发了以郭沫若，胡适等人为首的

新诗革命，致力引进法国诗歌文化，而这一愿景表现为对法国诗坛诗歌运动以及流派的介绍。这一时期

译介最多，影响最大的当属法国象征主义诗歌派，其中波德莱尔的名作《恶之花》受到许多译者的翻译，

最早的有戴望舒、施蛰存、沈宝基，随后有王了一、钱春绮、郭宏安三人的译本，其中王和钱都出版了

157 首译本，郭译本共出版 100 本。三人的译本都各有千秋：王了一的译本出版于 1980 年，但大多采用

旧体诗的形式，而钱春绮的译本，由于中法两国之间的文化差异，再加上原诗结构严谨精炼，很难做到

对原诗做到形神兼具的翻译，因此不免会有改动。郭宏安本人强调译诗要保持“洋味洋相”，反对“译

诗要民族化”，反对“得意忘言”的创作。因此，他的译诗相对来说更贴近原诗([6], p. 46)。 
受到法国象征主义影响的中国诗人和翻译者也有戴望舒，梁宗岱和范希衡。这三人都在 30 年代译过

不少魏尔伦的诗歌。除了魏尔伦，瓦莱里也对中国象征主义诗歌派的诗人们起了重要的影响。梁宗岱曾

译过瓦莱里的著作《水仙辞》，卞之琳曾译瓦莱里的十四行诗歌《失去的美酒》《海滨墓园》等。他的

作品从形式到内容都深深受到瓦莱里的影响，《鱼化石》会让人联想到瓦莱里的《浴》([3], p. 144)。 
而李思纯，戴望舒，沈宝基三人对法国诗歌在中国的译介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李思纯曾将著名的《恶

之花》译成中国古体诗形式，这使其成为中国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译介法国诗歌最多最有影响的译者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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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译诗观和译诗方法也具有创新色彩。而在 1925 年学成归国后，他将其法兰西译诗结成《仙河集》，

该集收录了共 69 首法国诗歌的译本，包括 24 位法国诗人。但是关于李思纯的《仙河集》，翻译界众说

纷纭：一些不懂法文者对其译诗鼓掌称赞，但是却遭到某些懂法文译者的批评([6], p. 41)。戴望舒曾于 1932
年至 1934 年在法国里昂大学学习过，而他本人从 19 世纪 30 年代就开始翻译法国诗歌，经其译介的法国

诗人有雨果、魏尔伦、阿波利奈尔、艾吕雅等人，译作包括《恶之花》24 首诗，《瓦上长天》等。沈宝

基是我国翻译界德高望重的老前辈，他毕其一生从事法语文学翻译工作，对法国象征主义诗歌，法国革

命诗歌，以及雨果诗歌的译介都有涉猎[7]。早在青年时期，沈宝基就开始了对法国文学的翻译，他和戴

望舒，李健吾，戴望舒，罗大冈等人，是我国最早系统深入地翻译、研究、和介绍法国文学的先驱。建

国后到文革前，他翻译的诗歌有《巴黎公社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 年)，《鲍迪埃革命歌选》(1957
年)，《贝朗瑞歌曲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年)；新时期以来，他翻译了《雨果抒情诗选》等大量法

国诗歌以及其他法国文学作品([6] p. 42)。 
除此之外，在中国建交 50 周年的影响下，2014 年举办的中法诗歌节对推动法国诗歌在中国的译介

以及中法诗坛的对话与交流产生了重要影响[8]。 

4. 法国影视在中国的翻译发展 

影视艺术属于大众传播媒体的一种，受众大，范围广，与日常生活接触最近。影视翻译属于文学翻

译的一个分支，但它不同于单纯以文字出现的小说，诗歌，散文等文学体裁[9]，仍处于一个发展的阶段。

本章将从电影翻译角度出发，概括分析法国电影在中国的翻译发展。 

4.1. 新中国成立之初到 90 年代中期 

新中国成立后，基于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在政治环境和时代背景的影响下，我国影片译制以苏联

影片为主。而对法国影片的译介受社会意识形态的影响，以革命和文学著作改编的作品为主。如 20 世纪

50 年代译介司汤达小说改编而成的《红与黑》，大仲马小说改编而成的《三剑客》以及译介英法合拍的

战争喜剧电影《虎口脱险》。而《虎口脱险》这部影片的译制也可视为我国译电影中的巅峰之作[10]。 
新中国成立后法国“新浪潮电影运动”还方兴未艾，1963 年《电影艺术》第一期刊登的习耐马的《外

国电影中的“新浪潮”》已经对法国新浪潮做出了较为详尽的介绍[11]。在新浪潮运动中诞生的电影作品

《四百击》，《喘息》(又译《筋疲力尽》)也被介绍到中国。与此同时被译介到中国的法国影片还有《广

岛之恋》《表兄弟》等。 
但由于当时我国大多数人还未受过系统的教育，所以当时的大多数电影观众没有学习过，甚至是未

接触过外语。由此而来，配音电影则成为当时我国大部分民众了解法语影片的方式。配音电影顾名思义

就是将原语电影译成目的语，再由目的语配音而成。虽然配音电影是当时推广外国电影的主流方式，但

对法语影片的汉译仍然存在挑战，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1) 音画同步：也可理解为时限问题，法语语速较快，中文语速较为缓慢，有时候屏幕里主人公话语

表达完后，配音仍未结束，因此音画是否同步也是配音电影需要面临的挑战之一。 
2) 法语属于形合语言，语法范畴中有明显的形式标记：名词的性数、动词的人称时态等。汉语属于

意合语言，借助词语的组合和前后次序来表达语法概念[12]。有时简单几个法语词汇就能表达出来的意思，

用中文却需要花费许多词汇表达出来。 

4.2. 90 年代以后 

随着科技网络和多媒体的发展，再加上民众受教育程度大大提高，对法语的热情也有所上涨，使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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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语电影在中国进入繁荣时期。《天使爱美丽》这部电影，正是打破十多年电影法国电影在中国沉寂的

里程碑[13]。进入 21 世纪以来，特别是 1999 年和 2000 年江泽民主席和希拉克总统互访时共同确定举办

中法文化年，被介绍到中国的法语电影也大大增多，如《放牛班的春天》《这个杀手有点冷》《蝴蝶》

喜剧动作系列电影《的士速递》以及改编普鲁斯特小说的电影《追忆似水年华》。继 2003 年至 2004 年

在中国举办法国文化年之后，被译介到中国的法语电影数量更甚，如动画电影《画之国》(2011)，怪兽在

巴黎(2011)，机械心(2014)，大坏狐狸的故事(2017 年在法国上映，2018 在中国上映)；以及以友情和亲情

为主题，打动无数中法观众的《触不可及》(2011)，《贝利叶一家》(2014)，《普罗旺斯的夏天》(2014)
等众多优秀电影。 

随着时代进步，人们甚至不用去电影院就能在家观看到原汁原味的法国电影，因此“字幕电影”(原
语音频与目的语字幕结合)应运而生。相较于配音电影，字幕电影对译制速度的追求大于其质量，便有可

能导致信息表达失误，给观众带来不良观感。 

5. 结论 

本篇从小说，诗歌，影视(主要以电影为主)，简单介绍并分析了法国文学翻译在中国的发展历程。综

观法国文学与中国文学相互碰撞交流的历程，我们可以发现随着时代进步和全球化的加速，中法两国的

文学文化交流将有增无减，中法两国文明将会在未来碰撞出更加绚丽多彩的火花，为世界文学宝库增添

源源不断的宝贵财富。诚然本篇在对法国文学翻译在中国的翻译发展介绍方面还存在着一些不足，对其

他文学类型如戏剧，散文等文学体裁的介绍并未提及。因此本文章仅供参考，希望能给一些热爱法国文

学以及关心中法两国文化交流的朋友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参考文献 
[1] 马彦华, 罗顺江. 法汉翻译新教程[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  

[2] 徐健, 康春华, 宋晗. 以更多优秀的文学译作推动文明交流互鉴[N]. 文艺报, 2024-05-22(001).  

[3] 钱林森. 法国文学与中国[J]. 文艺研究, 1990(2): 138-149.  

[4] 种晓明. 中法文化年: 好风凭借力[N]. 中国图书商报, 2004-11-05(011).  

[5] 吉狄马加. 诗歌, 给生命赋予意义的容器[J]. 世界文学, 2022(2): 314-316.  

[6] 佘协斌. 法国诗歌翻译在中国[J]. 外语教学与研究, 1996(2): 40-48.  

[7] 梁海军. 沈宝基与法国文学翻译[J]. 三峡论坛, 2019(2): 40-42.  

[8] 张越. 中国与法国的诗歌对话——记“2014∙中法诗歌节” [J]. 中关村, 2014(6): 112-114.  

[9] 徐文文. 文化翻译观与影视字幕翻译[J]. 考试周刊, 2012(4): 26-27.  

[10] 刘澍. 舶来盛宴: 百年电影中的译制经典[M]. 北京: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10.  

[11] 徐辉, 王昕. 中国大陆的法国电影研究(1949 年至今) [J]. 当代电影, 2014(6): 130-133.  

[12] 罗顺江, 马彦华. 汉法翻译教程[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10.  

[13] 潘园园. 法国电影汉译史浅析[J]. 长江丛刊, 2016(24): 23-25.   
 

https://doi.org/10.12677/ml.2024.128703

	法国文学在中国的翻译发展
	——以小说，诗歌和影视翻译为例
	摘  要
	关键词
	Translation Development of French Literature in China
	—Taking Translation of Novels, Poems and Movies as an Example
	Abstract
	Keywords
	1. 引言
	2. 法国小说在中国的翻译发展
	2.1. 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1840鸦片战争后~1919五四运动前夕)
	2.2.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1919~1949)
	2.3. 新中国成立后
	2.3.1. 新中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前
	2.3.2. 改革开放后


	3. 法国诗歌在中国的翻译发展
	4. 法国影视在中国的翻译发展
	4.1. 新中国成立之初到90年代中期
	4.2. 90年代以后

	5. 结论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