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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法籍华人学者、诗人、作家程抱一的法语诗歌为例，分析了跨文化交流中的语言融合

艺术。分析认为：程抱一在深入了解法语的基础上，辨识出汉语与法语间差别及其契合，从而创造

出适合自己的诗歌语言形式，实现了跨文化交流中的语言认同；从文字表意特征、韵律特征和构词

特征３个方面可以看出汉语对程抱一法语诗歌创作的影响，其作品既渗透了中国文化精神，也充满

了对法国文学的热爱，这是他自觉地将两种文学传统和艺术理念进行创造性的对话和融合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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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法文化交流史上，程抱一（ＦｒａｎｏｉｓＣｈｅｎｇ）

无疑是一位值得特写的人物。作为法籍华人学者、

诗人、作家的程抱一在法国获得了崇高的文化地位：

他的诗歌被收入法国最负盛名的伽利马诗丛，已被

视为当代法语诗歌中的经典；他的画论和诗论对法

国当代画家、诗人影响深远；他的法语精确而优美，

被授予了法语文学大奖……２００２年６月，程抱一当

选法兰西学士院院士，成为４０位“不朽者”中的一

员，在中法文化史上书写了浓墨重彩的一笔。程抱

一的法语诗歌虽然并不刻意强调所谓的“东方意

象”，但我们不难发现其以法语为血肉的诗歌文字

里包藏着中国语言文化的骨骼和精髓，是中西语言

艺术的自然融合与交汇。本文试从跨文化交流中的

语言认同谈起；就汉字的表意特征、汉语的韵律特征

和构词特征３个方面，讨论汉语对程抱一法语诗歌

创作的影响；通过分析程抱一和其所代表的作家、艺

术家群体的共同特质，来探讨跨文化交流中的融合

之道。

一、跨文化交流中的语言认同

　　语言不仅是交际的工具，更是思维和文化的载

体。洪堡特曾经说，唯语言才使人能够成为那样一

个作为人而存在的生命体。作为说话者，人才是

人［１］。语言已被提升到本体论的地位，与人的存在

对等起来了。“语言的掌握是一个本质而复杂的过

程，这不足以让人感到惊奇吗？这不光是一件需要

记忆的事情，人们还要动员起他的身体、精神，以及

所有的理解力和想象力，因为人们学习的不是一种

词语和规则的集合，而是一种感受、洞察、推理、拆

解、判断和祈祷的方式，最根本的，是一种存在的方

式。”［２］程抱一在《对话：一种对法语的激情》一书中

的论述告诉我们，选择另外一种语言创作，就是选择

了另外一种人生。因为人一旦掌握了母语，也就获

得了由母语所承载的基本思维方式与核心文化模

式，再学习第二语言及由第二语言所承载的文化时，



就是在试图建立新的思维方式和文化模式。而这一

学习过程无疑会受到来自母语和母文化的干扰与影

响，这种状况甚至终生都无法摆脱。正如美国社会

学家、语言学家沃尔夫所说的：“一个人思维的形式

受制于他没有意识到的固定的模式规律。这些模式

就是他自己语言的复杂的系统，它目前尚未被认识，

但只要将它与其他语言，特别是其他语族的语言做

一公正的比较和对比，就会清楚地展示出来。他的

思维本身就是用某种语言进行的———英语、梵语、或

汉语。”［３］因此，波兰作家沃依采赫·卡尔宾斯基说，

更换另一种语言进行创作的作家无疑是在完成“一

种英勇的背叛，乃是在实行与过去的决裂，在某种程

度上，也是实现与自己的决裂。”［４］

汉语和法语属于两个完全不同的语系，前者是

汉藏语系，后者是印欧语系，二者之间的差异很大。

以汉语为母语的程抱一用了二十多年时间来思考和

铺筑他的诗歌道路，最终他选择了用法语作为创作

语言，所遇到的挑战是可想而知的。但这种痛苦的

“背叛”与“决裂”并不意味着母语的简单退场，正如

他在《对话：一种对法语的激情》中所写的：“我的母

语蜕变为忠实却又隐秘的对话者。它在我耳旁絮

语，营养我的心灵，不断为我提供意象，让我表现，又

为我带来不尽的乡愁，让我疏解；每每此时，它的有

效性便凸现得格外明显。与此同时，我也挚爱上了

法语这第二语言。这是一次奇遇，语言的奇遇。其

中，特别强调的主题便是对话与沟通；这两个宏大主

题照亮了我缓缓前行的道路。我苦苦追寻，每当看

到两种语言奇迹般地结合，相依相赖时，我无数次为

之激奋，为之陶醉。这份相依相赖曾带给我，并仍将

带给我无限多的东西，远远超过了我起航时的

预想。”［２］

汉语和法语这两种语言在程抱一的创作生命中

最终达到了一种和谐状态，而不是简单的决裂。他

在深入地了解了法语，辨识出汉语与法语间奇妙而

细微的差别后，又从两种语言的相互关照中，敏锐地

发现了彼此间契合与互动的方面，从而创造出适合

自己的诗歌语言形式。语言学家洪堡特生动地论述

了语言创造与精神创造这种密不可分的关系。他说

心灵是最有力、最敏感、最深刻亦最富足的内在源

泉。心灵用自己的力量、温暖以及深奥的内蕴浇灌

着语言，而语言则以一些相似的音回应，以便在他人

身上引发相同的情感。个性逐渐变得完善和细腻，

从而使心灵的各个不同方面平衡和一致起来，并且

赋予它们一种高度统一的、一如造型艺术所具备的

形象。“这种形象每一次的表现都发自内心深底，

而且一次比一次轮廓鲜明。语言正适合于表达和促

进这种统一的形象。因为，在语言中存在着一种美

妙的和谐，这种和谐虽在一些具体细节方面往往不

可把握，但就整体而言却是一个出色地织造成的网

络符号。”［１］

二、法语诗歌中的语言融合艺术

　　诗歌是语言中的王冠，诗歌语言是最高层次的

语言运用也是最艰深的语言探索。我们在读程抱一

的法语诗歌时，不难看出汉语和汉语文化对其产生

的深刻影响：从诗歌的意象选择，到诗歌语汇的选

用，都能带给中国读者某种亲近感，同时使法国读者

感到一种“陌生化”的效果，也就是所谓的“东方色

彩”。下面，笔者主要从诗歌语言形式角度，分析程

抱一法语诗歌所体现出的中法融合的艺术特色。

（一）汉字系统的影响

文字是记录语言的书写符号系统。世界上的文

字，根据记录语言的方式不同，基本上可以分为两大

类：表音文字和表意文字。其中，字符与语音联系紧

密的叫表音文字，而联系不紧密的叫表意文字。汉

字就属于表意文字的一种，构成汉字的字符源自最

初的象形符号，因而与语言的意义有一定联系，而不

能通过字形结构直接拼读出语音来。这点与属于表

音文字的拉丁字母有很大的差别。程抱一在《中国

诗语言研究》一书中就注意到中国的语言和文字间

的关系，对书法、汉字结构、汉字的表意特征以及随

之带来的中国诗语言思维方式都做过非常详尽的研

究。“由于他已习惯于表意文字那种能使人联想的

功能及其组合所产生的出人意料的微妙的变化不定

性”［５］。在用法语进行诗歌创作时，他常常用表意文

字的可视化特征来创造性地审视、解读字母文字。

如Ａ表示站立的“人”（ｈｏｍｍｅ），Ｅ表示“梯子”

（éｃｈｅｌｌｅ），Ｈ表示“高度”（ｈａｕｔｅｕｒ），Ｍ表示“房子”

（ｍａｉｓｏｎ），Ｏ表示“眼睛”（ｉ１），Ｓ表示“蛇”（ｓｅｒ

ｐｅｎｔ），Ｔ表示“屋顶”（ｔｏｉｔ），Ｖ表示“山谷”（ｖａｌｌéｅ），

Ｚ表示“闪电”（ｚéｂｒｕｒｅ）等等。法语的书写系统，即

拉丁字母客观上并不具有表意文字的象形性特征，

但是程抱一却赋予法文一种全新的“象形化”的观

察视角，对法语字母形象的体会、发音的体会、字形

变化的体会独特而富于新意，将法语词汇生动地

“表意化”，或者连字母也具有了无穷的象形意味。

这种对文字可塑性的特殊敏感，无疑来自汉字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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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意文字系统带给程抱一的视觉联想习惯，使他创

作的法语诗歌成为中西两种文化的“共生体”

（ｓｙｍｂｉｏｓéｅｓ）。

（二）韵律特征的影响

汉语的语音具有强烈的音乐性色彩，音节以元

音为主体，没有复辅音，却有大量的复元音。声调的

抑扬起伏，加之音节间明晰的分界，使汉语具有强烈

的韵律节奏感。这些语音上的特征给汉语的使用带

来一些独特的现象，如叠音、双声叠韵、谐音等。尤

其在诗歌创作中，汉语音节的乐音性和节奏性更是

形成了汉诗重押韵、重格律的传统。法语属于罗曼

语族，无配对的长短元音系统，使每个音节的音量、

音势平稳，轻重音节间音量差异不大，这与汉语的语

音有很大差别。然而，在程抱一的法语诗歌中，我们

却不难发现汉语式的韵律特征，这主要表现在两个

方面。首先，程抱一在用法语进行诗歌创作时，常常

找到很多含义相近的字，利用双声、叠韵或谐音的方

式进行组合以制造出音乐的美感。例如，为了表示

潺潺流水不绝于耳，诗人用了一连串的谐音、叠韵词

（张彤译）：

Ｓｏｕｒｃｅｓｏｕｒｄｅàｎｏｓｓｏｕｉｌｌｕｒｅｓ　　源不屑泉不染

Ｓｏｕｒｄｅｍêｍｅàｎｏｓｃｏｍｐｌａｉｎｔｓ　 源无诉泉无怨

Ｏｕｒｌａｎｔｌｅｓｏｌｄｅｓｅｓｂｕｌｌｅｓ　 源轻拍

Ｄｅｓｅｓｂｉｌｌｅｓｅｔｆｒｉｓｏｔｉｓ　 泉四溅

以语言的发音引起对事物的联想和通感，从而

激起吟诵者和听者的情感共鸣，这种对语言音乐性

的特殊追求，与程抱一的母语式思维习惯有着直接

的联系。此外，汉语诗歌对押韵的高度自觉，使得程

抱一对近音词格外关注，他总能找到巧妙的音韵。

其实，法语押韵比汉语难得多。汉语的韵母总共有

３８个，韵部只有１８个（解放后整理的《中华新韵》列

１８个韵部，明清以来民间戏曲延用至今的“十三辙”

只有１３个韵部），因此，汉语诗歌中重韵的可能性

极大，押韵比较容易。而法语的字母组合非常多，法

语诗人需要克服比汉语诗人更大的困难来押韵。而

程抱一的押韵意识有时候甚至到了“刻意”的地步。

例如，下面这首关于“夜”的诗，所有的韵律都放在

了“ｕ”、“ｉ”或者“ｕｉ”上（张彤译）：

Ｎｕｉｔｑｕｉｒｅｕｎｉｔｅ　　夜聚

Ｎｕｉｔｑｕｉｄéｓｕｎｉｔ　 夜分

Ｑｕｉｄｉｍｉｎｕｅ　 夜减

Ｑｕｉｄｅｍｕｎｉｔ　 夜去

Ｎｕｉｔｑｕｉｅｓｓｕｉｅ　 夜拭去白昼

Ｎｕｉｔｑｕｉｇｕéｒｉｔ　 夜疗伤心灵

Ｑｕｉｄéｃｏｎｓｅｉｌｌｅ　 夜劝阻鲁莽

Ｑｕｉｄéｓｅｍｐｌｉｔ　 夜腾空满盈

将汉语的韵律特征巧妙地融合在法语诗歌创作

中，使程抱一获得了很多富有创意的启发，他的法语

诗歌由此形成了独特的审美特质。

（三）构词特征的影响

在词汇方面，汉语的构词以词根复合法为主，多

由两个词根语素直接组合成词，一般构词的每个词

根都对整个词的意义提供大致同等的语义贡献。例

如，“美德”一词中“美”和“德”两个词根的语素义

分别为“美好”和“品德”，将二者复合成词后就构成

了“美好的品德”这一整体词义。“美”和“德”的语

义贡献在“美德”一词中是基本相当的。与复合构

词法相对的是派生构词法，即由词根和词缀构词，词

根承担词语的主要词汇意义，而词缀则承担部分附

加意义。汉语中词缀很少，所以较少使用派生构词

法，而法语中有大量词缀，词语也以派生构词为主，

而较少使用复合构词法。从语音形式上来看，汉语

中的词主要以双音节为主，在大多数情况下，词中的

每个音节对应一个汉字，也同时对应一个词根语素。

而法语中的词往往是由一串字母构成的一个或多个

音节共同对应某个语义，其中一般只包含一个词根

语素，其他的部分都是词缀。程抱一在用法语进行

诗歌创作时，注意到汉语在构词特征上与法语的巨

大差异，并创造性地将汉语中双音节复合词的构词

形式嫁接到法语语汇中，用连接符“—”将法语中两

个独立的词连接在一起，在形式上人为地造成一种

复合效果，使整个词语的表达具有双重意义。例如：

ｒｏｕｇｅ—ｏｒ：金红　　 ｓａｎｓ—ｃｏｕｌｅｕｒ：无色

ｂｌｅｕ—ｖｅｒｔ：靛青　 ｓｏｕｆｆｌｅ—ｅｓｐｒｉｔ：神气

ｂｌｅｕ—ｇｒｉｓ：蓝灰　 ｐｉｎｃｅａｕ—ｅｎｃｒｅ：笔墨

ｎｏｉｒ—ｂｌａｎｃ：黑白　 ｓｅｒｐｅｎｔ—ｔｏｒｔｕｅ：龟蛇

Ｙｉｎ—Ｙａｎｇ：阴阳　 ｄｒａｇｏｎ—ｐｈéｎｉｘ：龙凤

ｖｅｎｔ—ｓａｂｌｅ：风沙　 ｏｕｔｒｅ—ｒｅｇａｒｄ：目光之外

ｎｕａｇｅ—Ｐｌｕｉｅ：云雨　Ｐｒｉｎｔｅｍｐｓ—ａｕｔｏｍｎｅｓ：春秋

ｍｏｎｔ—ｆｌｅｕｖｅ：山水　ｉｎｓｔａｎｔ—ｌｉｅｕ：此时此地

这些非常规的词语用法，融合了汉语和法语的

构词特点，使程抱一的法语诗歌语汇表现出独特的

艺术魅力。正如法国比较文学学者艾田伯所说：

“当词受到外来语汇和结构的影响时，比较文学就

应该对词、对词之间的关系感兴趣。语言各有其特

点，然而自从地球上有了人类以来，语言就是相互污

染的，既然如此，比较文学为什么要忽视语言的这种

相互作用，忽视这种相互作用对文学产生的益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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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弊端）呢？”［６］因此，程抱一结合汉语的词汇特

征对法语语汇的融合改造，不仅为文学和语言的创

新作出了贡献，而且对比较文学研究也不无启发。

三、跨文化交流中的融合之道

　　程抱一法语诗歌中表现出高度的融合性，其作

品既渗透了中国文化精神，也充满了对法国文学的

热爱，体现出文化世界性的观点，这是他自觉地将两

种文学传统和艺术理念进行创造性的对话与融合的

直接产物。他早年虽以西方语言学、结构主义、符号

学等为理论框架进行汉学研究，但却以中国诗、中国

画的审美内蕴为最终指向。他的诗歌更是在语言、

艺术上尝试打通中法两个伟大的诗歌传统。对他而

言，《诗经》、屈原、李商隐、李白、杜甫等对他的影响

并不亚于但丁、里尔克、马拉美们。程抱一与中法两

种不同的文化艺术进行对话，在坚持对母文化传统

的反观与对西方文化的吸收过程中，找到了坚定的

文化“立足点”，融会贯通，从而形成自己独特的审

美世界和艺术境界，并最终成为中西文化“摆渡人”

和创造者。

从某种意义上说，程抱一已成为法国一个特殊

的文化现象，也是中西文化交流领域中一个值得关

注的文化现象。然而这一现象并不是孤立的、偶然

的。１９９７年１２月，法籍华人画家朱德群当选为法

兰西艺术学院院士；２００２年１２月，法籍华人画家赵

无极也当选为该院院士。这个群体的创作已经成为

法国文化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已在法国深入人心。

他们的集体成功离不开政治、文化、社会环境：一方

面，法国文化自身所具有的开放性和变革性使得法

国人愿意主动接受异文化因素；另一方面，他们的成

功与中国传统文化、思想、艺术自身的魅力、独特性

密不可分。这些前往“西方”取经的人取到了某些

西方文化的精华，回头又发现了自己的“传统”。他

们都经过了一个反观中国文化传统、与传统对话的

过程，一个类似于禅宗中“见山、不见山、复见山”的

领悟过程。无疑，他们的成功与这种文化“回顾”、

“回归”有着深刻的联系。他们本身的文化视野比

较宽阔，在异文化的对照下，在接受了新的理论和文

化冲击时，回过头来审视自己的传统文化，可能会有

新的发现和更高的领悟。这不应该被狭隘地理解为

是他们的“生存之道”，这是他们真正从内心听到了

传统的回响和召唤，是一种内心深层的需要，是一种

领悟的境界。他们的成功不仅仅是个人的，而是与

一个几千年文化传统的演变密切相关。这种“对

话”与“回归”远未减弱艺术家们自身探索的价值，

反而使其显得更加感人，它回应了一个多世纪以来

中国文化长久的等待，努力实现着一种真正意义上

的文化结合。

以程抱一为代表的这个群体，其文化经历非常

相似，其作品也具有明显的共性：文化对话、融合、超

越的特征。而在他们实现这个艺术的至高境界之

前，都曾有过对自己传统的反思和再认识的经历。

站在两种文化间的艺术家、作家对他者文化知道得

越多，就越不可能满足于一己的文化。他们带着一

种近乎“朝圣”的心情走进西方的艺术殿堂，但是仅

仅靠照搬、模仿西方的文学艺术，难以真正形成气

候，走不出前人的窠臼，就无法形成自己的风格，也

就难以成为真正的艺术家。他们的创作中渗透了他

们所领会和融化的中国艺术精神，因此，他们的作品

在栖居国的“他者”眼中具有无穷的魅力和无可替

代性。

四、结　语

　　程抱一以他双重的文化身份、独特的跨文化背

景、开放的文化视野及其所拥有的中外文化根底，成

为中法文学与文化交流的最佳使者。他对异质文化

的“洞观”与承纳，对母体文化的发掘和阐释及由此

促进中法对话的文化实践与贡献，应该引起我们足

够的重视与反思。以他为代表的群体所探索的正是

一条中西文化交流的融合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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