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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这是本新闻评论集，由《人民日报》驻法国记者郑园园所作。
书本以社会、政治及外交为主要内容，收录了60篇反映世纪之交法国政治人物浮沉、平民百姓的生态
状态，以及法国在欧洲和世界大变局中的地位等的文章。
    本书适合从事新闻工作或教学的读者以及广大普通读者阅读。
    本书是《人民日报》驻法国记者郑园园对法国社会生活各个方面予以深入的观察和思考，对众多新
闻人物的采访之后撰写出的新闻作品集。
本书所收文章多侧面、多角度地评论法国的左翼和右翼政治力量、法国及其民众对全球化的态度、中
法之间的文化交流、法国在欧洲大陆的地位和影响、法美间的渊源和关系等。
本书文章多是新闻评论，叙议结合、材料翔实、观点鲜明。
让普通读者能够对法国有代表性的政治生活、经济活动、宗教问题、移民困境等有所了解；从事新闻
工作或教学的读者可在专业知识上得以提升；学者们可以获得一手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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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郑园园，高级记者，中国法国研究会理事。

　　1970年，北京大学西语系法语专业本科毕业。
 
　　1982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新闻系国际新闻专业研究生毕业，获硕士学位。
同年到人民日报国际部工作。
 
　　1991－1994、2000－2002年期间两次常驻法国，任人民日报驻法国首席记者。
 
　　长期从事法国、西欧及中欧关系研究与报道，发表新闻报道等各类作品约400篇，曾获中国国际新
闻奖、文化部文化新闻奖及中国经济新闻奖等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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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自序风云人物　“我表达，我行动”——法国新总统萨科齐印象　罗雅尔挑战党内“大象”　勒庞
的眼睛及其他　密特朗：交待一个真实的自我　天生的叛逆者理念的坚守者一一记法国前内政部长舍
韦内芒　希拉克夫人谈家庭生活　若斯潘的托派问题和法式揭丑　一位登高远望者——访法国前总统
德斯坦　另类市长人文巴黎巴黎悲喜剧　布洛涅森林的悲哀　巴黎：扒手偷走了飞机票　巴黎街头沦
落人　孤独的雅各布太太　法国摧毁邪教教主雕像　法兰西告别迷你电脑　布尔日航展印象　卡丹“
帝国”出现裂缝　农民博韦和法国的全球化观　冷酷的杀手，孤独的心灵——一个法国青年的毁灭之
路　西利·科拉之死　法国人的经济爱国主义　巨大的失望笼罩着巴黎——法国申奥失利　市长竞选
与狗屎污染　法国警察起诉痞子歌手　《楼厢故事》风波　沟通心灵的美丽约会法兰西的市井人生　
狗狗在巴黎究竟怎么样　自行车运动在法国　独具创意的未来园　法国总统的中文翻译：吴法儿　布
洛涅森林里的脚步　古堡里的“西红柿王子”——卢瓦尔河谷见闻　法国百年水务　法式快餐击败麦
当劳　法国出版商很苦恼　法国的卡通英雄阿斯泰里斯　给学生一个聪明脑袋　“精英大学”走向平
民　米老鼠冲击波法国·欧洲·美国　法国以国家名义认罪　欧元：是男孩，还是女孩？
　大欧洲的梦想与现实　法国的“梅里震荡”　口袋里的欧洲　法国遭遇一次民主危机——极右翼惊
醒法国人　《马赛曲》不容玷污　法国社会党“夏季大学”见闻　狂热的五月——法国年“五月风暴
”始末　欧洲面临移民问题挑战　盟友的“美国观”　老欧洲，有见识　法国和美国　变“怨恨酵素
”为“团结凝固剂”　法国捍卫文化多样性　把欧洲防务进行到底　法国的郊区危机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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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导语　　本书是《人民日报》驻法国记者郑园园对法国社会生活各个方面予以深入的观察和思考
，对众多新闻人物的采访之后撰写出的新闻作品集。
本书所收文章多侧面、多角度地评论法国的左翼和右翼政治力量、法国及其民众对全球化的态度、中
法之间的文化交流、法国在欧洲大陆的地位和影响、法美间的渊源和关系等。
本书文章多是新闻评论，叙议结合、材料翔实、观点鲜明。
让普通读者能够对法国有代表性的政治生活、经济活动、宗教问题、移民困境等有所了解；从事新闻
工作或教学的读者可在专业知识上得以提升；学者们可以获得一手的资料。
　　前言　　《巴黎时间》以社会、政治及外交为主要内容，所收60篇文章反映了世纪之交法国政治
人物浮沉、平民百姓的生态状态，以及法国在欧洲和世界大变局中的地位等。
　　我跟法国打交道，主要是在希拉克时代。
从1995年至2007年，希拉克当了12年总统，这一时期的法国政治深深地打上了希拉克的印记。
2007年5 月，法国选出新总统萨科齐，希拉克时代宣告结束。
本书大部分文章是我在希拉克任总统时期写成的，记录了我对希拉克时代的感受。
　　相比密特朗，中国人肯定更加喜欢希拉克。
密特朗当了14年（1981— 1995）总统，他任内发生法国向台湾出售军备事件，中法关系跌到冰点，他
本人也对中国缺乏兴趣。
希拉克任内4次访华，同中法建立了战略伙伴关系，把中法关系推向高潮，而且，他本人钟情于东方
文化。
　　希拉克中青年时代作风“生猛”，有“掘土机”的绰号，个中隐含着 “没文化”的意思。
这样的评价其实有欠公允。
我在采写华裔学者程抱一的文章时，了解到希拉克外出旅行时总带着小说或诗歌集，他曾在旅途中读
完程抱一的著作《中国诗歌语言》和《虚与实》，并亲笔写信向他致意。
我采写《沟通心灵的美丽约会》一文时，文化部长孙家正告诉我，希拉克曾亲口对他说：“我不知道
我是不是西方国家领导人中最了解中国历史的人，但我可以肯定地说，我是在宋代仕女微笑的注视下
、在商代青铜器旁工作的唯一的西方领导人，而这恰是我智慧的源泉。
”在希拉克倡导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经过4年工作，于2005年批准《文化多样性公约》（见本书“法
国捍卫文化多样性”一文）。
2006年，希拉克的“总统工程”—— 盖布·朗利博物馆落成。
修建此馆的初衷是介绍欧洲以外各大洲的古老文化与文明，开拓欧洲人的视野，有利于树立尊重其他
文化的观念。
在我看来，希拉克有两个贡献将载入史册。
一个是倡导文化多样性，另一个就是顶住了美国的压力，反对美国发动入侵伊拉克的战争。
　　我们在电视屏幕上看到希拉克说话时姿态和语调都颇带夸张，接触他本人，感到他亲切随和。
巴黎的华人都喜欢希拉克。
我曾同法国驻华使馆商务参赞伯努瓦说起对希拉克的感觉，他说，法国人都认为希拉克有亲和力，反
对他的人也不否认这一点。
他何以具有这样的魅力？
希拉克的父亲是银行家，家境富裕，他又是独生子，却善于同老百姓打交道。
伯努瓦认为，这可能与他的生长环境有关。
希拉克的家乡在中部科雷兹省，那里保持着浓郁的乡村风情，邻里和睦。
希拉克的传记作家吉尔斯贝尔写道，在希拉克家中，“老家科雷兹的生活习惯和传统依然保持”，“
希拉克家人像农村人一样推崇友谊、重视乡情”。
伯努瓦也认为，“家乡使他具有与人亲和的特质”。
　　2002年，希拉克成了选举的大赢家。
因为担心极右翼候选人勒庞占上风，选民都把票投给了希拉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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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票蝉联总统的当晚，希拉克对着选民激动地说：“我听到了你们的声音。
”他听到了什么声音呢，是改革的声音还是守成的声音？
他会听从哪一种声音的召唤？
在法国，要不要改革战后建立起来的一整套以民族国家为载体的社会结构和政策体系（包含以高税收
为基础的社会保障体系），不同意见激烈交锋。
法国在全球化时代所遇到的困惑和矛盾，演化为社会冲突与动荡。
希拉克虽有改革的意愿，但下不了决心，他害怕失去平衡，不敢撬动固有的社会结构板块。
希拉克的第二个总统任期并不漂亮，法国先后出现巴黎郊区移民青年骚乱、法国公投否决欧盟宪法等
重大危机，成为改革滞后的国家、对经济全球化有抵触和畏惧情绪国家。
　　希拉克谢幕了，不少中国人怀着一丝伤感。
雄心勃勃的萨科齐挟持着超强人气走来了，他的政府成员年富力强，他宣称要搞自由主义的改革，要
一个“不一样的法国”，要为法国找回在欧洲、在世界应有的地位。
中国人对萨科齐有一个疑问：他能像希拉克那样重视对华关系吗？
法国驻华使馆公使郁白最近在北京举行的一个国际研讨会上说，他从外交部获得了明确无误的信息：
萨科齐不仅会继承希拉克的对华政策，而且将会有所创新，有所发展。
他的总统任期是值得期待的。
　　法国是一个政治多元的民主国家。
从极左到极右，政治光谱图色彩缤纷，令人眼花缭乱。
但是，经过2002年和2005年两次总统选举的淘汰，小党目益边缘化，法国正走向两党政治，而另一个
大党就是如今在野的社会党。
社会党有悠久的历史，汇聚着一批英才，有过值得自豪的密特朗时代。
这次总统大选，社会党推出了一个女性候选人罗雅尔，她初次参选，便获得47％的得票率，战绩不俗
，虽败犹荣。
她有没有能力整合社会党，成为该党重新崛起的希望？
值得人们拭目以待。
　　恩格斯曾说过，在巴黎这个城市，“欧洲的文明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在这里汇集了整个欧洲
的神经纤维，每隔一段时间，从这里发出震动世界的电击”。
本书收入篇幅较长的《狂热的五月》一文，介绍法国1968 年五月学生运动的始末。
我认为，这个事件就是“震动世界的电击”，它对法国乃至欧洲的社会进程产生了影响，影响了那一
代以及以后几代的生活方式与思维方式，了解这个事件的由来有助于我们了解今天的法国。
　　当今世界的信息传播极不均衡，美国的新闻瞬间传向世界，无远弗届，欧洲国家信息的覆盖面就
小得多。
如果这本小书，能加深读者对法国的了解，有益于信息的传播平衡，我将感到欣慰。
　　郑园园 2007年6月30日于北京　　后记　　《哦，香榭丽舍》、《巴黎时间》两本小书终于面世
了。
我是一个能力十分有限的人，两书所收120多篇，从写作到结集，得到诸多帮助，我从来没有把它们视
为个人成果。
在两本书面世之际，我要在这里向支持我、帮助我、鼓励我的领导同事、至爱亲朋表示感激之心。
　　《人民日报》原总编范敬宜百忙中为小书作序。
他在序文中对我的表扬，我更将它看成是一个新闻界前辈对后来者的勉励和鞭策。
蔡方柏、吴建民两位驻法大使是我驻法期间的直接领导，他们关心我的工作，对我做过及时、具体的
指导。
《人民日报》副总编于宁、江绍高对国际部的工作提出过许多建设性意见，鼓励我多出好文章。
国际部原主任黄晴，现主任吴长生，副主任刘水明、温宪等鼓励记者发现题目，对写作不预设条条框
框，在宽松的气氛中，我写出一些耐看的文章。
还要感谢《环球时报》文化版原编辑周晓萍，她锲而不舍地向我约稿，促使我加班加点完成了收入本
书一些文化题材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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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亲人一直毫无保留地支持我的工作，希望我有所作为。
我的父亲郑心永是老报人。
年轻时因家境贫寒，到泰国谋生，走上新闻工作之路。
　　抗战爆发，爱国之心驱使他回国，最终加入了革命队伍。
解放后他一直在编报，虽环境窘迫，却孜孜以求，力图把报纸编得更好看些，直到“文革 ”靠边站。
“文革”结束后，他创办了《民主与法制》、《中国老年》等广受欢迎的杂志。
在他的影响和鼓励下，我从小就喜好美文，对读书、写作充满热情。
他在88岁的高龄因病截肢，如今住院躺在病床上还看了这两本小书的清样，对我勉励有加，并谆谆告
诫说，要好好校对，消灭错别字。
还有我的大哥郑伯怀，“文革”中在父亲工资被扣发的艰难岁月，是他承担起我上大学的生活费。
如今，也是他在沪代替弟妹承担着照顾老父亲的责任。
我的丈夫胡平生是中国文物研究所研究员，长期从事古文字和古文献的整理研究。
他兴趣广泛，博识多闻。
我第一次常驻法国期间，他带着所承担的出土简牍的整理研究项目，到巴黎当了两年家属，帮助我渡
过驻外生活中的难关。
他对文字有着十分严苛的要求，常常是我的文章的第一读者和评审人。
《哦，香榭丽舍》一书中，有4篇文章是我们俩合作完成的。
　　在各国驻华使馆的新闻处中，法国驻华使馆新闻处工作之出色有口皆碑。
我接触过的两任新闻参赞张泰年、贵永华都有很深的中国情结，他们汉语讲得很流利，乐于为我提供
采访便利。
新闻处的工作人员朱祥英、陈宇非常敬业，工作效率很高。
本书中一些文章的线索、图片都是新闻处提供的。
　　我与大学同班同学何三雅、叶葳葳、杨本儒、冀良、武小立等人的友谊保持至今。
我们经常聚会交流，青春时代建立的友谊，使我们保持年轻的心态和进取的精神。
他们都十分关心我的工作，并以不同的方式对我提供过帮助。
　　我与上海辞书出版社第一次合作，但他们的好名声却早如雷贯耳。
社长兼总编张晓敏，是一位具有很强的事业心、非常专业的出版人，慨允将我的作品结集出版。
总编室主任秦志华、责任编辑金柯在本书编辑过程中做了大量的工作，仅为小书配图一事，就花费了
很大的功夫。
　　没有亲人和友人的关爱和支持，我不可能在国际报道领域坚持将近三十年的“长跑”，写出见诸
报端的数百篇文章，也不会有这两本小书。
谨向所有帮助过我的人说一声：“谢谢！
” 郑园园 2007年7月2日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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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希拉克谢幕了，不少中国人怀着一丝伤感。
雄心勃勃的萨科齐挟持着超强人气走来了，他的政府成员年富力强，他宣称要搞自由主义的改革，要
一个“不一样的法国”，要为法国找回在欧洲、在世界应有的地位。
中国人对萨科齐有一个疑问：他能像希拉克那样重视对华关系吗？
法国驻华使馆公使郁白最近在北京举行的一个国际研讨会上说，他从外交部获得了明确无误的信息：
萨科齐不仅会继承希拉克的对华政策，而且将会有所创新，有所发展。
他的总统任期是值得期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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