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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法国文学源远流长，光辉灿烂，它不仅是法国人民宝贵文化遗产，也是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部文学史难以把这个璀璨的瑰宝完整地介绍给读者，必须有所取舍，取什么，舍什么，仁者见仁
，智者见智。
但不论怎样细致周到，都不易满足不同阶层读者的要求。
专业工作者可能嫌其内容过于简单，一般读者又可能对书中罗列的作者和著作感到头绪纷繁，无所适
从。
我们写这本《法国文学史》的目的在于向我国外语院校法语系师生、法语工作者和一般读者介绍法国
历代文学的梗概。
本书内容力求简明，条理力求清晰，以便读者能以较短的时间一窥全貌。
     文学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属于上层建筑范畴。
要深入了解法国文学发展的脉络，离不开对法国历史、政治、经济、宗教、哲学、文化、思想、艺术
的研究和探索，只有这样才能揭示法国文学产生、发展及其各阶段的特征。
但是，文学本身又有其发展规律，有影响的流派、各派的艺术风格、作家和作品在文学发展的历史长
河中仍起决定性的作用。
由于篇幅所限，只好将重点放在对文学本身的论述方面。
     在处理论点和史实的关系时，我们屏弃了以论带史的作法，而力求在文学现象的阐述过程中体现我
们的观点，做到史中有论，论在史中，史论结合。
当然，本书也反映法国学者多年研究的成果，如有偏颇不当之处，应由编者负责。
     法国文学史的分期问题十分复杂，各家各派，所论不一。
我们根据法国文学发展过程中各个比较完整的阶段来确定分期原则。
在同一阶段中，不严格按时间先后顺序来安排章节，而按文学发展的实际情况和特点，把有关作家的
创作活动纳入不同的范畴。
根据论述法国文学史的惯例，本书还提到一些比利时籍和瑞士籍作家用法文创作的文学作品。
此外，我们也介绍一些与文学有密切关系的史学、哲学、宗教等方面的重要著作。
     限于篇幅，全书在介绍各流派的作家时多只提主要作品的名称和简要内容或故事梗概，很少引用作
品的片段。
 自本世纪初起，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法国文学光彩夺目，有些欧美重要文学流派起源于法国
，有些流派虽萌芽于其他国家，但移植到法国后始发扬光大。
此外，用论述19世纪以前文学流派的格局来介绍当代法国文学有一定困难，深感脉络不清，难下结论
，有不少问题还有赖有关方面专家、学者作专题研究，深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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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陈振尧教授1933年生，1954年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学院法语系，1955年毕业于该系主任、《语法学习》
主编、世界法语教师联合会亚太委员会主席、中国法语教学研究会会长，主要著述：《大学法语》第
三、四册、《法语语法》、《法语语法讲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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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  第五节 小说  第六节 诗歌  第七节 戏剧  第八节 史学著作第二章  16世纪文学  第一节 意大利文艺复
兴对法国的影响  第二节 法国人文主义  第三节 法国王室的影响  第四节 16世纪文学的分期  第五节 小说
 第六节 诗歌  第七节 戏剧  第八节 散文第三章 17世纪文学（上）  第一节 文化概括  第二节 古典主义  
第三节 17世纪文学的分期  第四节 沙龙与雅风  第五节 法兰西学院  第六节 诗歌  第七节 书简和回忆录  
第八节 寓言-拉·封丹第四章 17世纪文学（下）  第一节 戏剧  第二节 宗教著作及其他论著  第三节 讽
刺小说  第四节 17世纪末叶法国思想界的情况  第五节 现代派与古典派之争第五章 18世纪文学（上）  
第一节 时代特征  第二节 文化概况  第三节 18世纪文学的分期  第四节 哲学、史学等著作  第五节 《百
科全书》  第六节 浪漫主义先驱——卢梭第六章 18世纪文学（下）第七章 19世纪文学（上）第八章 19
世纪文学（中）第九章 19世纪文学（下）第十章 20世纪文学（上）第十一章 20世纪文学（下）附录：
重要人名法汉对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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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    在16世纪，中篇和长篇叙事小说屈指可数。
当时，翻译出版了一些外国叙事文学作品，对法国小说的发展有一定影响，如1545年出版了用意大利
佛罗伦萨说唱艺人波卡萨(1313—1375)等人的说唱话本汇编的法文本，1548年出版了西班牙的骑士爱情
故事《高卢的阿玛提斯》法文本等。
这些外国小说和法国中世纪小说相近：纯属虚构的故事，情节生动，节奏明快，引人入胜，但缺乏思
想深度，在人物塑造方面也毫无特色；有些作品的主人公庸庸碌碌、随波逐流、意志薄弱、听凭命运
摆布，不能干出一番事业。
有些故事中的人物则性格多变，滑稽可笑，不负责任，想愚弄别人，反被别人愚弄。
这样的故事很受文化水平不高的市民欢迎，读得津津有味。
不少作家也阅读这类翻译小说，但他们是想从中得到有益的启示。
    从16世纪起，“中世纪”这种说法便开始流行了。
此语出于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意指古典希腊、罗马文化与古典文化“复兴”期之间的时代，约相当于
公元5—15世纪。
但在当时，这种说法含有贬义，指处于拉丁文化和文艺复兴两座“高峰”之间的那个平淡的而无特色
的文化“谷底”。
从历史学的角度来看，指介于古代奴隶制与近代资本主义之间的时代，即欧洲封建制时代，共约11个
世纪。
一般以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灭亡至1640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为欧洲中世纪之时限，但是，从法国文学
史的角度看，则是另一回事，因为最早的法文文献是842年2月14日的《斯特拉斯堡盟书》。
从那时算起，“中世纪”只有8个世纪。
对中世纪文学要作具体分析、不能笼统地肯定或否定。
那时法国还不是一个统一的国家，封建割据、交通闭塞、语言不通等状况使文学发展的程度在各地区
有很大差异。
    中世纪文学可分三个时期。
    (1)公元842～1200年为中世纪文学前期。
此时封建割据制占主导地位。
各地封建领主有很大的权势。
他们全面控制所有领地的政治、经济、文化。
封建领主及其家族既是文学作品的描写对象(作品的主人公)，又是文学创作活动的领导者和资助者。
当时，主要的文学体裁是英雄史诗和颂诗。
艺人们应召在封建领主和他们的臣属面前吟诵史诗。
    (2)公元1200～1350年为中世纪文学中期，其特点是：封建割据势力已日趋没落，中央王权有所加强
。
城市资产阶级逐渐发展并富裕起来。
为了满足这一部分读者的需要，新的诗歌和戏剧应运而生。
1200年，巴黎大学成立，知识分子形成相对独立的社会阶层。
他们不把文学著作当作消闲、娱乐的工具，而想从中汲取知识，丰富精神生活。
因此，散文作品蓬勃发展起来。
此时，中世纪文学前期的主要文学形式——英雄史诗和颂诗——并未绝迹，但内容逐渐为适应新的历
史条件而有所变化。
    (3)从英法百年战争(1337～1453)开始后不久到中世纪末为中世纪文学后期。
这是文学没落的黑暗时代。
出类拔萃的诗歌、散文、戏剧很少。
抒情诗人、编年史作者和戏班班主虽为文学队伍的核心，但墨守成规，故步自封，未能掌握创作的规
律，推陈出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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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认为，在14世纪，法国已具备文艺复兴的一切条件，国王查理五世本人曾试图发起这个运动，但
一系列政治事件使他的意图未能实现。
    16世纪初期的法国作家对古代作家和意大利作家佩服得五体投地，但他们并未亦步亦趋、机械地照
搬，却能按照自己的理解加以改造，使法国文学有所发展，取得成就。
法国16世纪新文学可根据当时的政治背景和社会思潮分为三个阶段。
    (1)第一阶段是法兰西斯一世统治时期。
这位国君在位期间，建立了专制制度，集国家大权于国王和御前会议，控制教会，迫害“异端”。
此时，人文主义思潮出现不久，得到他的鼓励，得以顺利传播，没有什么阻力。
文学界普遍存在乐观主义气氛。
在法国作家、人文主义者拉伯雷1483—1553)和其他一些作者的作品中对此均有所反映。
在文学领域内，人们已经就宗教改革问题设计了初步方案。
    (2)第二阶段是法兰西斯一世次子亨利二世(1547～1559)统治时期。
亨利二世是一个顽固的天主教徒，曾经严厉镇压新教徒。
1547年在巴黎高等法院设立审判异教徒的火焰法庭。
这一阶段在神学领域已经酝酿多年的冲突激化了。
    在风景如画的卢瓦尔河两岸，王室建立了许多意大利式的城堡。
从意大利传来的雅风(见98页)已经在法国社会生根发芽。
亨利二世的王后弗罗朗蒂娜是意大利佛罗伦萨人。
这位杰出的女性在嫁到法国时带了一批医生、星象家和其他技术专家来，为法国技术的进步作出了贡
献。
    人文主义者埋头于钻研古代文化遗产。
七星诗社的成员们追求纯艺术和专为一小部分人服务的阳春白雪式的艺术形式。
    (3)第三阶段是亨利二世死后，由他三个儿子法兰西斯二世、查理九世和亨利三世统治的时期(1559
～1589)。
在这30年间，法国爆发了天主教徒和胡格诺派之间的宗教战争。
宗教冲突使法国分崩离析。
诗人们不得不用更加直截了当的语言向读者倾吐自己的感受。
哲学家也在重新思索。
法国波旁王朝第一代国王亨利四世(1553—1610)于1589年登上王位后，恢复和平，竭力医治内战留下的
创伤，使法国复兴。
他改革财政，稳定经济，国内一片欣欣向荣。
但文学界的新一代所关心的问题和早期人文主义者已经完全不同了。
    古典主义这种文艺思潮以17世纪的法国发展得最为完备。
法国作家们虽以古代希腊、罗马的文学为典范，努力攀附古老的传统艺术，但他们终究要受到文艺复
兴后的历史条件的制约。
因此，17世纪文学史的分期与其历史背景是一致的。
    (1)第一阶段是路易十三统治时期。
路易十三(1601～1643)是亨利第四的长子，1610～1643年在位。
在他统治期间，虽然在国内仍有南部新教胡格诺派发动的叛乱(1622～1628)以及与意大利(1629)和西班
牙(1635～1642)之间的战争，但社会秩序比较安定。
上流社会追求宁静、安乐和高雅的情趣。
象马莱伯那样的诗人和文艺理论家(见104页)和1624～1642年任法国首相的枢机主教黎塞留那样的有势
力的政治家都主张文学应当循规蹈矩、温良恭顺，以便在各方面都使统治阶级放心。
但是社会上却有一种向往沸腾生活、追求个人业绩的风气和潮流，这些情况不会不在文化界得到反映
。
在思想方面，有些作家笃信宗教，有些作家则是无神论者；有些作家维护封建王权，有些作家却是自
由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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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诗人接受马莱伯的理论，也有些作家对它置之不理。
有些剧作家藐视繁文缛节而崇尚朴素，另一些剧作家则追求典雅华贵、瑰丽多姿，但他们都想在戏剧
形式上有所突破。
    (2)第二阶段是路易十四统治前期。
路易十四(1638—1715)是路易十三的儿子，1661年亲政后，加强专制统治，强化中央集权。
当时法国人才辈出，路易十四知人善任，如在文学方面，他是大作家莫里哀和拉辛的保护人。
他推行重商和扩张政策。
在他统治前期，法国的生活方式、社会面貌都有很大变化。
经济欣欣向荣，国内歌舞升平，路易十四把王位看作一项工作，并乐此不疲，政绩斐然，治国有方。
市民们日益富裕起来，对文化生活提出越来越高的要求。
在宫廷和封建贵族、资产阶级的沙龙里形成的一股“雅风”，对市民阶级和知识界都有影响。
但“独创”的尝试仍常被扼杀。
倡导“雅风”的人士中间有许多饱学之士，一般地说，当时作品较少，质量却有所提高，有些作品保
留了作家的独特风格，也符合读者的口味。
       (3)第三阶段的上限和下限各家说法不一，难以明确划分，约相当于路易十四统治的后期。
在这一阶段，绝对君权主义已逐渐失去民心，经济开始衰退，豪华的宫廷生活黯然失色，贵族和资产
阶级沙龙中风行一时的趣味也失去了吸引力。
作家们比较关心人民大众的生活疾苦。
在作品中也有所反映。
法国人民对外国政体、社会、文学和风土人情有了较多的了解后，发现了一些国家的人民不信天主教
也不迷信绝对君权，更不把古人奉为神圣不可侵犯的偶像。
这些现象使他们对现实社会和政治生活产生怀疑。
传统的文学形式虽进一步固定下来，而新的文学形式也在不断涌现。
    在文学艺术领域，一般以路易十四的逝世(1715)为18世纪文学开始的标志。
1715年以后到世纪末的85年，又以1751年为界，分为前期和后期。
这两个时期的文学情况大不相同。
    (1)前期(1715～1750)的特点是：与文学有密切关系的哲学蓬勃发展，取得明显成就。
哲学家不再热衷于建立哲学思想体系，而联系实际，相信科学，实事求是，虚心接受外来进步思想；
同时针砭时弊，猛烈抨击传统的封建专制政体和专横武断的天主教教权主义。
他们寄希望于理智和本性(即人、事物和宇宙的本来面目)，以启发读者的本性为己任，为他们提供解
决问题的方法，然而批评多，建议少，虽被人类进步的远景所吸引，却未能明确指出前进的道路。
在文学方面，18世纪前期的作家们依然崇尚传统文学形式(戏剧、史诗，抒情诗等)，继续颂扬古人并
力图超过17世纪作家的写作水平。
    (2)后期(1751～1800)的特点是：哲学家们开始倡导在自然神论或无神论的基础上建立新的哲学体系
，甚至对君主政体的应否存在也产生疑问。
在自然科学和类书编纂方面，有进步倾向的宏篇巨著(如布丰编写的《自然史》，狄德罗主编的《百科
全书》等)陆续问世。
文学创作方面，也展现出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法国作家创作的文学作品仍然充满感情因素，常发思
古之幽情。
古典主义文艺思潮延续到18世纪后期。
传统文学形式也不断演变。
在外国文学作品及其译本的影响下，作家们颇为向往异国情调。
18世纪末叶，考古学进一步发现，古代希腊、罗马的真实面貌与古典主义者所想象的“古代”有很大
差异。
在1789年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前后，法国文学仍继续发展，并未中断。
除原有文学形式外，通俗文学也有所前进。
至19世纪浪漫主义的新文艺思潮兴起后，古典主义的历史时期方告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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