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 者 访 谈 录

关 于 中 西 诗 学 的 对话

—弗朗索瓦
·

于连访谈录

秦海鹰

弗朗索瓦
·

于连 是法国新一代汉学家
,

现为

巴黎第七大学东亚语言文化系教授
、

系主任
,

出版过多部关于中国

诗学
、

儒家思想
、

易经研究的著作
,

如《过程或创造 》 。、 。

、

《含 蓄性 》
、

《赞平 淡 》
、

物之势 》 等
,

他还创办了比较

诗学杂志《远东
、

远西 》
。

在中西诗学比较研究方面
,

于连一向主张
“

差异性 比较
” 。

他认

为
,

由于中西历史上的长期隔绝
,

以事实联系为依据的
“

影响比较 ”

有着明显的局限性
,

又 由于中西思想背景和语言体系截然不同
,

不

存在可比的现成对应概念
,

以同类相 比为原则的
“

平行 比较
”
有时

也就难免显得盲 目和牵强
。

用中国诗学的某个概念附会西方某个

貌似相同的概念
,

或者干脆用西方的模式筛选中国的传统
,

这只会

使中国诗学面 目全非
。

因此
,

中西诗学研究的当务之急不是 比较
,

甚至不是翻译
,

而是阐释
,

即按照中国思想本来的逻辑深入细致地

剖析中国古典文论的基本范畴
,

理出它们特有的内涵
、

意义网络和



运行机制
,

然后再将阐释的结果同西方的诗学体系相对照
,

作出差

异性的比较
。

于连还认为
,

强调异国文化的差异性和特殊性
,

主要

是出于方法上的考虑
,

这种方法有助于重新审视本国文化
。

他从研

究希腊哲学转而研究中国思想
,

正是为了寻找一个反思西方传统

的全新角度
。

汉学不仅是
“

学问
” ,

而且也是
“

解构
”

西方文化的有效

途径
。

本文作者在 巴黎曾同于连有过一次长谈
,

以下 内容根据录音

和法文稿翻译整理
,

有删节
。

秦 于连先生
,

从您发表的各种论著来看
,

您特别注重准确地把握

中国思想固有的理论范畴和思维方式
,

强调
“

差异性比较
”

的原则
。

我想请您就中西诗学 比较的方法和某些理论问题谈谈您的观点
。

首先
,

在中西诗学 比较的领域里
,

您认为您采用的方法与艾 田蒲
、

刘若愚和钱钟书等人的有何不同

于连 比较研究的方法多种多样
,

而中西诗学 比较的前提条件又

有其特殊性
。

比较文学最初使用的是历史方法
,

着重事实联系和影

响
。

然而在比较中西传统时
,

历史提供的线索极其有限
。

在这种情

况下
,

比较研究者应该采取什么策略呢 当然
,

大家都熟悉艾田蒲

的方法
,

但我的方法与此不同
。

秦 您似乎更侧重思想体系的研究
,

而不侧重学问的考证
。

于连 是这样
,

我越来越多地选择哲学题 目
。

不过您也看到了
,

我

最近有关
“

淡 ”的研究仍属于诗学
。

我从不把哲学和诗学对立起来
,

我认为
,

只有哲学的建构才能为中国诗学提供基本的研究框架
。

秦 其实
,

在中国
,

这两个领域是不可分的
。

而且从来没有分开过
。

于连 是的
。

如果没有一个哲学的
、

思辩的框架来支持比较
,

比较

就会成为一种个人的直觉和随想
,

成为一种近似
,

或者一种难以掩

盖的经验主义
。

我认为这样的比较不大有效
。



秦 比如在研究法国 世纪文学时
,

不少学者都发现象征派诗歌

和中国古典诗歌有某些相似之处
,

于是希望通过事实联系来证 明

中国诗歌对法国诗人的影响
,

这方面的研究 已经取得 了相当可观

的成果
。

但要进行真正的诗学 比较
,

不论这种 比较偏重于
“

同
”
还是

“

不同
” ,

只寻找事实联系显然是不够的
。

于连 确实如此
。

比较文学是从影响研究起步的
。

但当我们转而

研究中国时
,

比较的前提条件发生了变化
,

因为这方面的事实联系

非常有限
,

或者不存在
,

或者很晚才出现
。

所以
,

与中国的比较具有

另一种旨趣
,

基于另一种原则
,

它不以事实联系为保障
,

它的价值

不是历史的
,

而是哲学的
、

思辩的
。

认为一切都相通
,

大家说的最终

都一样
,

这种比较原则很难让我信服
。

您刚才提到钱钟书
,

我认识他
,

我在北京见过他几次
。

我很敬

佩他
,

他学识渊博
,

对中国传统了如指掌
,

而且具有高尚的人格
。

但

他的比较方法是一种近似法
,

一种不断接近的方法 一句话的意思

和另一句话的意思最终是相同的
。

我觉得这种 比较收效不大
。

在这个问题上我提到过刘若愚
。

我在我的博士论文的前言里

与他拉开了距离
,

我认为他的出发点错了
,

他试图用一种典型的西

方模式考察中国诗学
,

这种方法得出的结果没有什么价值
。

秦 他先有一个框架
,

然后再建筑可以放入这个框架的因素
。

于连 但他用的是艾布拉姆斯 、 的框架
,

这个框架

对中国不适用
。

秦 他至少向西方读者普及了中国诗学
。

于连 那不是普及
,

而是贫乏化
。

他采用的模式 由作者
、

作品
、

世

界
、

读者四部分组成
,

但这个模式不符合中国传统
。

在中国传统中
,

“

读者
”
和

“

作者
”的概念与西方完全不同

。

秦 我理解您的态度
。

但您在转述中国思想时不是也感到困难吗

怎样用法语表述 中国特有的概念
,

同时又不失去中国特有的内涵



呢

于连 当然有困难
。

我没有现成的工具和现成的解决办法
,

只能慢

慢摸索
。

西方汉学家的任务首先是在中国的阐释背景中阅读中国

文化
,

就是说我们要以文学为基础
。

然后才能阐释
。

秦 您总归要用西方的概念来表述中国思想吧
。

于连 是的
,

最后结果是这样
。

我不以 比较开始
,

但以比较结束
。

我

认为我探讨的问题是一些普遍性的问题
,

但这些问题的根基是特

殊的
。

所以我不是泛泛地谈中国
,

而是谈某个概念
,

某个具体的文

本
,

某种特殊的传统
。

我的工作就是解释这种特殊的传统
,

使它向

外开放
,

使它承受一种更具普遍性的阐释
。

中国的概念体系是封闭

的
,

但我们可以对这些概念进行梳理
,

使它们进入问题状态
,

而这

些问题是开放的
。

举例来说吧
,

中国的
“ 己 ”概念是特殊的 ⋯⋯

秦 对了
,

您在论著中经常用这个词来界定中国的宇宙观
,

以区别

于西方的
“

创世说
” 。

这个
“ 姚 ”

指的是中文里的哪个词

于连 在现代汉语里
,

当然就是
“

过程
” ,

在古代汉语里
,

很多词都

有这个含义
“

道 ” 、“

神化
” 、 “

变 ” ,

尤其是
“

神化 ” 。

中国古文里并没

有
“

过程
”

这个词
,

但这种思想无处不在
。

在不同的层面上
, “

天
” 、

“

神化
” 、 “

道
”

等很多词都指向这个含义
。

另一个例子
“

自然
”

的概

念
。

西方人很早就有这个概念
,

中国人没有
。

为什么 因为这个概

念在中国思想中是模糊的
。

西方人把这个概念规范化
、

特殊化
,

因

为在希腊思想中
,

在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 》中
, “

自然
”

与
“

技艺
”

的相对立
,

与人的行为相对立
。

而在中国
, “

自然
”
和

“

人为
”
的对立不明显

,

所以中国没有建构这个概念的特别需要
。

秦 说到概念
,

中国诗学的很多概念都很难在西方词汇中找到对

应
,

比如
“

兴
” 。

这个词 已有不少译法
“ ‘ ”

寓意
, “

”

激发
, “ ”

兴起
, “ 乏 ”

隐喻 等
,

其实这

不是一个简单的翻译问题
,

每一个概念都应该先得到阐释
。



于连 需要先有一个框架
。

只把个别概念翻译出来
,

什么间题也不

能说明
。

例如
,

汉语把
“ ‘ ”

译成
“

形上学 ” 。

秦 古代汉语里恰巧有一个对应的词 —
“

形而上
” 。

于连 但在我看来
, “

形上学 ”既是
“ 亡 ”的对应词

,

又是

一个完全相反的词
。

首先
,

在中国传统中
, “

形而上 ”是与
“
形而下

”

相联系的
,

是相互的 其次
,

这里有一个
“

形 ”
字

, “

形
”

就是当前化
,

是一个正在进行
、

正在显示的形式 另外
,

中文说的是
“

形
‘

而
’

上
” ,

这个
“

而
”

是有活力的
、

能动的
,

如果认为它不具有概念意义而去掉

它
,

那就失去了中国思想的内涵
。

秦 同样
,

中文里的
“

神
” ,

这是我们判断一切艺术作品的最高标

准
,

如
“

有神
” 、 “

入神
” 、 “

神品
” 、 “

神韵
”

等
,

您以为是 否可以把它译

成
“

超 自然的
” 、 “

精神的
” 、 “

超验的
”
或

“

形而上的
”

于连
“

神
”

有时可能有
“

超 自然
”

的意思
,

但在我研究的哲学和诗

学 思考以及儒家思想中
, “

神
”同许多其他概念一起运作

,

相互关

联
,

没有任何形而上学的断裂
。

其实我很少翻译
。

我认为概念的翻译 只是结果
,

在此之前要作

各种各样的调整和阐释
。

在《过程或创造 》一书中
,

我试图先理出一

个理论框架
,

然后才谈得上翻译
。

否则
,

像
“

阴
”

和
“

阳
”

这样的词
,

我

怎么译呢 总之
,

翻译不是解决问题的简便办法
。

秦 那么如何用西方语言表达中文里的
“

神
”

这个概念呢

于 连 我 一 般 把 这 个 词 译 成
“

不 可 见 的 维 度
”

’ ,

而不译成
“
不可见的精神

” 。

因为
“

神
”
是实在之物的一

部分
。

在中国
,

实在的世界是独一的
,

同一的
。 “

神
”

不具有形而上

的特征
,

它是一种不可见的东西
,

但它无处不在
,

无处不实在
,

它是

实在之物的功效
。

我觉得
,

在中国思想中有两个阶段的实在
,

一个

阶段是显现的
、

现象的
、

可触的
,

另一个阶段是显现之外的阶段
,

它

是实在过程的有效性
,

这个阶段就是
“

神
” 。



秦 即中文说的
“

言外
” 、 “

韵外
” 、 “

景外
” 、 “

象外
” ⋯⋯

于连 所以中国人说
“

神化 ” “

化
”

是可感的那部分
, “

神 ”是不可感

的那部分
,

但
“

神
”和

“

化
”

是一个整体
。

秦 这有时让人想到象征派诗人马拉美或兰波
。

于连 这不一样
。

西方思想是一种二元的框架
,

分此岸和彼岸
、

现

象和本质
。

中国思想没有这种二分法
。

在
“

神
”和

‘

化
”
之间没有西

方的那种割裂
, “

化 ”是事物显在的阶段
,

是经验的世界
,

而
“

神
”则

是对
“

化 ”
的深化

。

秦 在中国思想中确实很难找到与西方的
“

本质
”
一词相对应的概

念
。

于连 对
“

本质
”
的思考意味着要隔离出一个超时间的

、

知性的状

态
,

将这种状态与所有变化的事物相对立
。

中国思想从未有过这样

的划分
。

我不是说中国思想更高级或更低级 西方思想把
“

本质
”

隔

离出来
,

这具有理论上的丰富性
,

但中国思想不把
“

本质
”

隔离出

来
,

不把一种超时间的
、

固定不变的性质隔离出来
,

这也是一种丰

富性
,

是另一种丰富性
。

秦 但也要承认
,

在现代汉语中
,

我们完全可以翻译和思考西方的

所有概念
,

从笛卡儿
、

康德到黑格尔 ⋯ ⋯以致于现代人似乎不能再

像古代人那样思维了
。

这里出现了一个根本的断层
。

有个青年学

者叫申小龙
,

他就是从汉语演变的角度提出了文化断层的问题
。

于连 这是一个要害问题
。

我们正处在一个西方概念模式标准化

的时代
。

这使得中国人无法读懂中国文化旧 本人无法读懂 日本文

化
,

因为一切都被重新结构了
。

中国古代思想正在逐渐变成各种西

方概念
,

其实中国思想有它 自身的逻辑
。

在中国古文中
,

引发思考

的往往是词与词之 间的相关性
、

对称性
、

网络性
,

是它们相互作用

的方式
。

如果忽略了这些
,

中国思想的精华就丢掉了
。

秦 您曾提到
,

中国思想的概念都是成对的
,

西方思想不也是这样



吗

于连 但方式不同
。

在中国思想中
,

成对的概念处在同一层面
,

一

个也是 另一个
,

一个说明另一个
,

我提到其中一个必须经过另一

个
。

例如
“

阴 ”和
“ 阳 ”、 “

动
”和

“

静
” ,

我只有通过
“

动
”

才能理解
“

静
” 。

而在西方思想中
,

成对的概念 ⋯ ⋯

秦 一个在上
,

一个在下

于连 是的
,

而且它们是相互隔离的
、

对立 的
,

没有关联性
。 “

绝

对
”
和

“

相对 ” , “

存在 ”和“ 现象
”
之间没有相互作用

,

只有降级和贬

值
。 “

实在
”
不能揭示

“

存在
” , “

现象
”
不能说明

“

真理
” 。

秦 您还提到过 中国没有
“

存在
”
的概念

,

也没有其他一些与之相

连的概念
,

如
“

创造 ” 、 “

作品 ” 、 “

作者
” 。

但一个世纪以来我们一直

在用这些概念
。

即使古代中国人没有用过
“

创造
”

这个词
,

您认为中

国古代文论中难道没有
“

创造
”

这个概念吗

于连 这个概念在中国很模糊
。

《文心雕龙 》
、

《二十四诗品 》都只讲

相互作用
,

讲
“

功
” ,

讲
“

化
” ,

从不讨论一种作为本原的存在
,

一个处

在创世之初的创造主体
。 “

创造
”

只是现代汉语的概念
。

秦 您主要研究儒家思想
,

您对道家思想怎样看
,

道家是一种形而

上学吗

于连 我认为不是
。

中国人对形而上学的认识是从印度佛教的传

入开始的
,

也就是从西方来的
,

因为佛教产生在印欧文化背景中
。

我觉得道家和儒家都与形而上学无关
。

中国人只是 由于接受了佛

教才开始有形上的思考
,

新儒家 理学 就是这种思考的反映
。

秦 在道家对
“

母
”

的探索中
,

即对
“

本原
”

的探索中
,

没有一种形上

的追求吗

于连 我说的
“

形上 ” ,

是指把实在分割成两面
,

一面是经验的
、

变

化的
,

一面是超时间的
、

本质的
、

永恒的
。

秦
“

道
”不是一个形上概念吗



于 连 不 是
。 “

形 而 上
、

形 而 下
”

中 的
“

形 而 上
”

不 等 于
“ 亡 ” ,

只是处于
“

实在
, ,

之外
。

秦 是
“

不可见
” 。

于连 对
,

是
“

不可见 ” 。

中国人和西方人都讲
“

不可见
” ,

但在西方

哲学传统中
, “

不可见 ”
属于“ 知性

”

的领域
,

即希腊的
“ ‘ ” , “

可

见
”
属于

“

感性
”

的领域
。

在中国传统中
, “

不可见
”

似乎意味着
“

功

效
” ,

并且中国的
“

可见
”
和

“

不可见
”
不像西方的

“

感性
”
和

“

知性 ”那

样被割裂开来
。

因此中国的
“ 不可见

”

与西方的
“

不可见 ”有双重不

同 它不是一种纯知性的东西
,

不指向本质世界
,

同时它与
“

可见 ”

是不可分的
。

中国的
“

精
” 、 “

味
”

等概念就是介于
“

可见
”
和

“

不可见
”

之间的

概念
, “

精
”
与

“

粗
”

相对
, “

精 ”是
“

可见 ”
向

“
不可见 ”

的过渡
。

秦 您的一部论著题为《 》
。

您指的是什么
,

用汉

语怎么说

于连
“

兴 ” 、 “

言外
” 、 “

含蓄
” ⋯ ⋯但也不完全是中文的

“

含蓄
” 。

秦 您是否想强调中国诗学是一种
“

曲言
”

的诗学

于连 是的
,

一切都不是直接说出的
。

这种曲言与西方所说的
“

象

征
”
不尽相同

。

秦
“ 亡 , ’

亡 亡亡 ”
不直接写出一个

字
,

世界的内在活力却全部被揭示出来 —您曾这样翻译司空图

的
“

不著一字
,

尽得风流
” 。

这种
“

不直接写出
”

的诗学 自然会导 向
“

虚
”

和
“

沉默
” 。

您认为
“

沉默
”

的问题在中国诗人那里和在西方诗

人那里是一回事吗

于连 我在论述
“

淡
”
的 问题时涉及到

“

虚
”

和
“

沉默
” 。 “

淡
” “

平

淡
” 、 “

冲淡
” 、 “

淡泊
”
是对

“

可见物
”

的超越
,

但不是分裂
,

是对感性

的深 化
,

但不是抛弃
, “

淡
”

不是西方象征诗人追求的那个彼岸
。



秦 法国批评家夏尔
·

莫隆 盯 写过一篇题为《马

拉美与道 》的文章
。

很多评论家也都认为马拉美是法国诗人中最有

中国味的诗人
。

于连 我不喜欢作这类 比较
。

您可以说
,

哦
,

马拉美也讲
“

沉默
” ,

也

追求
“

不著一字
” ,

所以他有中国味
,

但这什么都不能证明
。

马拉美

诗论与中国诗论的背景不同
。

秦 马拉美的
“

沉默 ”总伴随着对语言无能为力的绝望感
,

而在 中

国诗学中
, “

无言
”

是一种必不可少的积极因素
。 “

虚实
”
之

“

虚
”
不意

味着虚无和死亡
,

相反是一切生命力的源泉
。

于连 是的
, “

虚
”

是功效
,

是实在之物的中心
“

超 以象外
,

得其环

中
” 。

我之所以对中国美学中
“

淡 ”的问题感兴趣
,

就是因为
“

淡
”

是

回归空 白和无声之前的最后一点色彩
,

最后一点声音
。

评论家说王

维 的诗很
“

淡
” ,

因为它刚到岸就离开 了
,

刚出现就隐退 了
“

遇之匪深
,

即之愈稀 ” 。

秦 法国诗人米硕在《一个野蛮人在中国 》中谈到
,

中国诗没有
“

欧

洲诗那种厚重
、

浓烈的肉感 ” ,

您理解的
“

淡
”
也是这个意思吧

于连 是的
。

秦 对待
“
沉默

”

的不同态度实际上掩盖着两种不同的语言观
。

我

觉得
,

正如
“

沉默
”
的问题那样

,

语言的问题在中国也是以不同的方

式提出的
。

也许可以围绕
“

文 ”和
“

象
”

的概念梳理 出一种中国特有

的语言哲学
。

其特殊性在于
,

中国人似乎并不以语言为真理或意义

的归宿
, “

道
”
的领悟不一定要通过语言

,

更不等同于语言
,

而
“

逻格

斯
”

却首先被理解为上帝的或理性的
“

言说
” 。

于连 您提出语言问题
,

因为您还处在西方人文科学结构 的视野

中
。

在这个视野中
,

语言可以作为一个独立的问题提出来
。

我认为

中国人没有把语言问题孤立出来思考
,

语言问题与一个很复杂的

思想网络纠缠在一起
。

比如
, “
文

”

的概念是与文化
、

伦理
、 “

道
”

分不



开的
。

在《文心雕龙 》中
,

刘瓣在
“

文
”

的各种语义上作文章
,

把
“
人

文
”

纳入
“

天文
” ⋯ ⋯

一种思想的存在
,

只有当其中的各种概念共同运作
、

相互作用

时才有可能
。

如果把中国的概念体系割裂开来
,

植入到一个西方的

问题中
,

那就等于切断了这种思想内部各种有效的关系
,

中国诗学

的概念只有在这些有效的关系中才能成立
。

秦 庄子对语言问题作过特殊的思考
,

他说语言只是用来捞鱼的
“

签
” ,

得鱼可以忘
“

荃
” 。

于连 但我认为
,

把语言作为独立的命题
,

使它成为语言哲学的对

象
,

这在中国传统中是不存在的
。

世纪的魏晋时期
,

在佛教的影

响下
,

中国人有过语言思考
。

那时的玄学家
,

如王弼
,

确实把语言作

为特殊的考察对象
,

从整体上来讲
,

这是一种发展
。

秦 与您的观点和方法相似的汉学家还有谁

于连 我有志同道合的朋友
。

我本来不是汉学家
,

是搞希腊哲学

的
,

我在研究希腊哲学的过程中开始关注中国思想
。

因为我想找一

个能
一

与希腊哲学拉开距离的观察点
,

这个点就是中国
。

中国处在印

欧文化框架之外
,

同时又与希腊思想一样古老
。

对我来说 这种选

择是方法的选择
。

这是一种迂回的方法
,

它能激发更新的思考
。

秦 是这样
,

当您从外部审视一种文化体系时
,

这种文化的所有观

念都会成为问题
,

都不再天经地义
,

您就不得不对一切进行再思

考
。

于连 这没有什么可悲观的
,

这也不是怀疑主义
。

拿西方来讲
,

虽

然西方思想不断地 自我批评和 自我更新
,

但它仍然摆脱不了它固

有的封闭体系
。

研究外国文化
,

用当今的话说
,

是一种从外部
“

解

构
”

西方哲学的方法
,

它促使我们思考那些一直支配着我们思考
、

但至今没人思考过的问题
。

秦 您把这叫作
“ ‘”

未思考
。



于连 是的
,

也可以说是
“

文化潜意识
” 。

我的目的就是思考西方文

化中那些从未受到质疑的东西
。

我把研究中国作为启发这种思考

的途径
。

例如我想借助中国对我的启示写一本关于西方
“

理性
”

的

论著
,

我将从外部解剖西方的
“

理性
”

概念
。

秦 希望不久能读到您的新作
。

梦去去去去 去去去去去去去 架
睦军佳下咬即比下止下生万生下比下生下应下生下生下比万监下睦下此下凌下止下睦下生下应军生下

《中英比较诗艺 》出版

四 川大 学外文 系副教授朱徽编著的《中英比较诗艺 》

日前由 四 川大 学出版社 出版
。

全书分为上下 两编
,

共三 十

章
,

四 十 万 字
,

由 李赋宁教授作序
。

上编
“

诗艺与诗语
”
对

中国古典诗歌和 英语诗歌在艺米技巧 和语 言特 色方面进

行较 为系统 的比较研究
。

下编
“

诗人与诗作
”
对 中国和 英

美国 家的一些著名诗人和诗作进行探 索性 的比较研 究
,

其中包括 《诗经
·

国风 》与《圣经
·

稚歌 》
,

汉 乐府民歌与

英国民谣
,

李贺与济慈
,

李清照 与白朗宁夫人
,

艾略

特
、

庞德与中国古 典诗学
,

中美女性 自白诗歌
,

等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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