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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有一位与辜鸿铭、林语堂齐名的人物，他用法文所写的介绍中国文化
的著作，可以说在西方风靡一时。
他与辜鸿铭、林语堂一起，被称作“福建三杰”。
陈季同是近代史上第一位用法文写作的中国人。
如今这位为中法文化交流做出过突出贡献的人物已经被历史所淹没，然而回顾中法文化交流所走过的
历史道路，不得不重新追述陈季同和他的法文著作。
本书作者结合法国的文化对中国的居家、宗教节日、民众节日、公共娱乐等进行了介绍。
本书对西方人认识中国的文化具有很高的历史意义！
　　19世纪末，在欧洲的文化舞台上，活跃着一位留着长辫子的中国人。
他频繁出入于欧洲外交界和文化界的沙龙，成为政治杂志的封面人物；他还用法文创作了多部作品，
是第一个在西方获得巨大成功的中国作家。
在中学西传的历史上，即使辜鸿铭、林语堂也只能瞠乎其后。
他就是晚清的外交官、曾朴的法文导师——陈季同。
本书是《陈季同法文著作译丛》中的一册，这套《译丛》包括五本小册子，按照当年在法国初版时间
的先后编排，分别是《中国人自画像》（1884）、《中国人的戏剧》（1886）、《中国人的快乐》
（1890）、《巴黎印象记》（1891）、《吾国》（18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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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陈季同，（1852-1907）字敬如，号三槎乘客，福建侯官(今福州)人。
青年时期就读于福州船政学堂，后在欧洲学习和工作了十八年，曾任清朝驻法国使馆参赞。
归国后，他又在晚清的政治、外交、文化活动中发挥过独特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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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一序二序言婚姻狂热万国博览会七十二天环游地球首场演出死者中国影子如果？
决斗度假参观卢浮宫博物馆热气球在交易所火车上百货公司大奖新闻界乡村国家图书馆马戏阅览室巴
黎的咖啡馆家庭参观法院拉丁区中国的政治司法中国的“蓝袜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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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如果说现代文明使人们之间的交往更加容易，为人们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舒适和福利等，它也造成
了一种在我这样的守旧之辈看来十分奇怪的后果，那就是今天的人们生活在无休止的骚动之中。
    持不同见解的欧洲人视对方为疯子，更不用说他们每天还用其他名称相互攻击。
参观过夏朗东医院之后，我才相信人们竟然如此夸张地相互辱骂。
这种情形就算不是疯狂，起码也是一种病态。
如何定义这种病态，自有医生们作主；而本人则仅限于观察一种症状，即狂热，人们身受其苦，这一
点无可争议。
    要确定这一现象并非难事，甚至用不着为患者把脉!只需睁开眼睛，随便看看周围的人，就可以看到
这一病症的表现：    我漫无目的地在街上闲逛，我注意到的第一样东西，就是大量的印刷品，人们将
这些白色或黄色的纸张称为报纸，疯狂转动的机器每小时将四万份报纸倾倒在街上。
    进入一个以百万计生产这些报纸的厂房，一个巨大的锅炉带动成百上千个滚筒以疯狂的速度在运动
；一个巨大的纸卷转动得令你头晕目眩，它像蛇一样在印版之间扭动，出来时已经奇妙地印上黑字并
裁剪开了。
一些铁臂抓起这些纸张，将它们举起来，然后在桌面上一下子折叠十六张，这一切动作都快得令人难
以置信。
    举国上下以同样的狂热来消费这些产品就没有什么好奇怪的了。
在街上，行色匆匆的人们抓起他们热切盼望的报纸，无论是吃闲饭者、工人还是职员，每个人都急不
可耐地浏览。
钱包鼓鼓的，车夫坐在座位上看得津津有味；门房坐在门口，沉浸在他的报纸带来的真真假假的新闻
浪潮里；就连农民也受到这种普遍的感染，只消看看最畅销的报纸，仅售一个铜板的《小报》已经侵
入了在此之前保持宁静的农村，令外省平静的老百姓也变得狂热起来。
    所有人都在阅读、寻找、探究，他们放下自己的事情，却是为了管别人的闲事。
而且，他们如此关心的不仅仅是自己的国家以及本国政府的所作所为。
人们宣称认识全世界，并且通过这四页纸了解地球上发生的全部事情。
无论是在城市的大街小巷，还是在最偏僻的乡村，每个欧洲人都想知道上自君王下至黎民百姓的一切
事情和举动，想知道部长大臣们在干什么，也想知道最默默无闻的农夫犯下的最微不足道的过失。
    外交官的会晤、一位国王无关紧要的一句话、某次宴会上最无聊的讲话，都可以引起人们滔滔不绝
的议论。
人们寻找、探究，在假设之上假设。
这项脑力劳动从来没有以任何确凿的事实为依据，因此是毫无用处和没有结果的，然而，人们却在上
面花费宝贵的时间。
    这种好奇心至少限于某一特别领域吧?不!正如它扩展到整个空间，它也企图涵盖最广泛的人类行为
。
这种好奇心在政治上——在我国只是专家们的事——得不到满足。
它涵盖科学、文学、艺术、商业、工业、犯罪、忠诚、婚姻以及生老病死。
从大清早起，欧洲人就开始了解政治家的演说以及化学上的新发现；了解关于最新一出戏的报道以及
最近一桩案件的详情；人们幸福地呼吸火山爆发带来的酸味的芳香，兴致勃勃地打听上流社会以及市
井之间每天发生的不法行为。
    似乎这种狂热还不够厉害，疾病的传播者们还利用种种可能的途径来加以扩散：招贴、广告和沿街
叫卖的小贩刺激着公众的想像力，向人们兜售着新鲜出炉的丑闻，如果什么事也没有发生，那就不妨
编造一些。
P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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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书评在索邦大学的阶梯教室里，在法语联盟的课堂上，一位中国将军——陈季同在讲演。
他身着紫袍，高雅地端坐椅上，年轻饱满的面庞充溢着幸福⋯⋯他的演讲妙趣横生，非常之法国化，
却更具中国味，这是一个高等人和高级种族在讲演。
透过那些微笑和恭维话，我感受到的却是一颗轻蔑之心：他自觉高于我们，将法国公众视作孩童⋯⋯
着迷的听众，被他的花言巧语所蛊惑，报之以疯狂的掌声。
    ——罗曼·罗兰    摘自1889年2月18日的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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