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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馥蕊执教于巴黎大学和
法国高级研究院的近 30 年间，
还将很大精力放在了中华历史
文化的研究和弘扬传播上。即使
1984 年他以 70 岁高龄退休之
后，依然没有停歇，还与友人合
编中国文学家大辞典，翻译《庄
子》《老子》《韩非子》等。在法国
汉学界，张馥蕊可谓声誉卓著。
但由于资料阙如，我们对张馥葵
在 20 世纪 90 年代之后的信息
知之甚少，但就目前所掌握的提
纲条目式资料来看，他对中华文
化的研究成果斐然：

1962年，出版了《中国名家
诗选》，将李白、杜甫、王维、白居
易等 10 人的代表作译为法文；
1962年，出版了《宋代职官》，将
4400 余名宋代官名译为法文；
1964 年，出版了《夷坚志论》；
1968 年，出版了《宋代社会》；
1969 年，出版了《中日战史》；
1969年，出版了《中国历代情诗
选译》；1971年，出版了《中外历
史年表》；1975年，出版了《夷坚
志通检》；1976 年，他与友人合

编了《宋代五百名人传》；1977
年，出版了《五四运动史》；1978
年，出版了《宋代书录》；1987
年，将《韩非子》译为法文，在法
国出版……

从古代小说的翻译，到中华
历史文化的研究，一部部凝结着
张馥蕊心血和汗水的著作，是他
融会贯通中西方文化的成功印
记，也是他对世界文明的贡献。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历史悠
久，底蕴深厚。张馥蕊自觉地充
当中西文化交流的使者，竭尽全
力，将灿烂绚丽的中华文化呈现
在世人面前，让更多西方各界人
士，接触了解到中华文化的魅
力，为世界文化宝库增添了无价
瑰宝。

如果张馥蕊老先生健在，也
已经 107 岁了，遗憾的是，笔者
经过多方打听、搜集资料，并没
有了解到张馥蕊老先生的近况。
也希望，老先生的家人或后人看
到这篇文章后，能与笔者联系，
共同补上老先生精彩人生中的
一笔。

张馥蕊：

□梁宁

长期以来，不少身居海外的华人华侨，
为传播和弘扬中华文化作出了重要贡献，出
生于运城安邑、旅居法国的张馥蕊就是其中
的一员。他翻译了大量中国古代小说，致力
中华历史文化的研究和弘扬，令人称赞。

□梁燕芬

距离北京冬奥会不足一个月，冬奥
题材电视剧《超越》已于9日晚登陆央视
一套。该剧抒写了几代中国短道速滑人
的理想飞扬、传承与超越。

电视剧《超越》聚焦冬奥重点项目
“短道速滑”，讲述了短道速滑小将陈冕
凭借热爱和意志，从初创青岛队的队员
成长为国家队运动员，最终站上了北京
冬奥会赛场的励志故事。

该剧采用双时空叙事，写人、写群
像、写时代，故事围绕山东与黑龙江两代
运动员的命运，讲述他们从地方队到国
家队、从“野冰场”到最终争夺奥运入场
券的一路拼搏、一路超越。这部剧的主演
阵容也十分强大，除了李庚希、胡军、沙
溢、涂松岩领衔主演，马丽、梅婷、童瑶、
张国强、王自健等演员也加盟其中。

据 悉 ，《超 越》的 剧 本 创 作 始 于
2020 年夏天。3 个多月，创作团队走访
40多位冰雪人，形成60余万字素材。最
打动总编剧李嘉的，不是冠军的荣耀时
刻，而是功勋教练员把自己的手放进烈
性胶水里固定冰刀，再拿起时满手的
泡；是20世纪90年代没有防切割服，冰
上发生冲撞摔倒，冰刀可能切到动脉的
触目惊心；是无数普通运动员在奋斗路
上的遗憾、两难，最终甘愿作出牺牲成
全他人的故事。

《超越》导演张晓波表示，该剧冰面
总使用面积约19600平方米，服装制作
总量达 8347 套，演员及运动员训练天
数达68天。所有年轻演员进组之前先上
训练场，体能、基本功、陆地训练、上冰
演练，高强度训练只为了塑造的人物真
些、再真些。两个多月几乎每天都有伤
情，但演员轻伤不下火线。最终，800余
位演职人员历经4个多月，辗转青岛、烟
台、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地，真实还原三
代中国短道速滑运动员的冰上逐梦之
路。

据悉，《超越》聚焦的还有国家级选
手、世界级赛场。剧中先后表现12场大
小赛事，奥运积分赛等赫然在列。面对
每秒可达15米的高速运动，剧组设计了
一系列拍摄方案，“土法子”“新点子”一
起上，还把运动员培训成摄影师，在人
群的相互竞逐中穿梭跟拍。（《新快报》）

央视开年大剧
《超越》开播

1915年，张馥蕊出生于安邑东王村一户
农民家庭。他的祖父和父亲虽然都是农民，但
都有着高远的教育意识，花费了大量的精力
和金钱供孩子们读书，让孩子们接受良好的
教育。

在祖辈、父辈和自己的共同努力下，张馥
蕊兄弟几人先后走出柴门，走进校门，甚至跨
出国门，均在自己擅长的领域取得了杰出成
绩，成为闻名遐迩的专家学者。

张馥蕊留学法国，成为著名的文学家和史
学家。弟弟张馥葵留学美国，成为国际著名的
桥梁设计大师。弟弟张馥蓉留学日本，回国后
曾在山西、云南和贵州工作，是无线电电讯专
家。

张馥蕊自幼喜欢文学，特别是对民间文
学诸如神话故事、民间传说等情有独钟。在文
学的熏陶下，他逐步对外界产生了向往和憧
憬，家里对教育的重视和浓厚的学习氛围，更
增进了他求学的欲望。在山西省省立二师附
小、省立第二中学完成学业后，他报考了位于
北平的中法大学，并如愿以偿进入该校文学
院学习深造。

中法大学成立于 1920 年，是在李石曾、
蔡元培等组织发起的“留法俭学会”与“法文
预备学校”“孔德学校”的基础上组建而成。根
据有关资料推测，张馥蕊应该是在1933年至
1937年“卢沟桥事件”爆发之间，完成了三年
的学业。

学习之余，张馥蕊发挥自己的文学所长，
曾在《北平晨报》《世界日报》《益世报》等报刊
发表了不少散文作品，还担任过《益世报》文
艺周刊的主编。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日寇入
侵，时局动荡。此时的西南边陲由于地处偏
远，尚算安宁。1938年到1943年间，年轻的张
馥蕊来到大西南，曾在贵州省政府担任科员，
在贵州邮局担任过邮务员。

他还利用工作之余，在贵阳俄语专修学
校读了三年，打下了俄语基础，随后在大夏大
学历史社会系借读一年。1944年到1945年，
他继续就读于中央干部学校研究部第一期。
中央干校毕业后，他先后任该校俄文助教，青
年中学及干校附中的国文、历史教员。

战乱、工作、学习、生活的艰辛，并未磨灭
张馥蕊对文学的兴趣。他常在当时以青年作
家为主的《每周文艺》上发表小说和散文，还
在其他报刊上发表了一些评论和杂文。

1947 年，已过而立之年的张馥蕊，与许
多有志向、有抱负的知识分子一样，踏上了留
学之路，为自己的人生打开了一扇更广阔的
门。1947年冬，他先到英国伦敦，1948年年初
到达法国，随即进入巴黎大学攻读文学。

在大学期间，张馥蕊发奋学习、刻苦钻
研，1949年毕业，1951年获文学博士学位，后
又获法国国立高级研究院社会经济学博士学
位。随后的几年里，他先后担任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的特约翻译，以及法国国立历史研究所
的编译。1958 年开始，他在巴黎大学东方语
文系任教。1981年9月，他到法国高级研究院
担任研究员、教授、博士生论文导师，直至
1984年退休。

张馥蕊是文学博士兼社会
经济学博士，精通中国历史、哲
学和古典文学，对其有着深入研
究和精辟见解。他还通晓多国语
言，对东西方文化兼收并蓄。在
数十年的学者生涯中，张馥蕊孜
孜不倦地从事中国文学、历史、
哲学等方面的研究，硕果累累，
望重士林，特别是在中国古代小
说方面，推出了大量的著述与译
作，誉满国际，堪称权威，对中国
古代小说在国际上的传播作出
了卓越贡献。

从古代神话传说、寓言故事
到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从唐传
奇、宋话本到明清章回体小说，
中国古代小说是中华文化和中
国古典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
成为外国人了解中国的一个重
要窗口。张馥蕊凭借自己深厚的
文学功底和语言优势，将大量古
代小说进行翻译，让外国人领略
到丰富多彩的中华文化。

张馥蕊对清代小说的研究
比较早。1969 年，他便将《聊斋
志异》翻译成法文，并在法国出
版。蒲松龄用心血写成的短篇小
说集《聊斋志异》，是中国文学史
上的重要篇章，法国读者有幸阅
读到如此辉煌的杰作，首先得归
功于张馥蕊的精彩译述。1976
年，身处法国的张馥蕊又出版了
另一部译著《儒林外史》。

中国古典小说在唐代获得
了重大发展，白行简创作的爱情
小说《李娃传》，就是代表作之
一。1976年，张馥蕊将《李娃传》
译成法文出版，李娃美丽动人的
形象被法国人熟知。

1976 年，张馥蕊出版了自
己编著的《宋代小说》，系统地向
海外读者介绍了中国文学史第
一次出现的白话小说——“话
本”。散见于《京本通俗小说》《清
平山堂话本》《警世通言》《喻世
明言》《醒世恒言》等书的宋代话
本，《碾玉观音》《闹樊楼多情周
胜仙》《错斩崔宁》《宋四公大闹
禁魂张》等话本故事和人物，也
逐渐走入法国人的生活。

1986 年，张馥蕊出版了法
文译作《剪灯新话》和《剪灯余
话》。这两部传奇小说对当时和
后世，都产生了较大影响。这两
部传奇小说，是唐宋传奇到清代

《聊斋志异》之间的桥梁，在中国
小说发展史上起着承先启后的
作用。张馥蕊将其译为法文，正
是看到了它的重要价值。这两部
译 作 于 1988 年 在 法 国 再 版 。
1991 年，他又与友人合作编著
了《话本提要》，由法兰西学院汉
学研究所出版。

对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小说，
张馥蕊也有深入研究。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和 90 年代初期，他
经过艰辛努力，将张华的《博物
志》和干宝的《搜神记》译成法文
出版。张华是晋代著名文学家，
所著的《博物志》记述异境奇闻
和古代琐闻杂事，为后人研究古
代文化和古典文学提供了宝贵
资料。干宝是东晋时期的文史学
家，《搜神记》是志怪小说的代表
作，对后代文学创作影响很大。

张馥蕊翻译这两部志怪小
说，对中外文化交流产生了积极
影响。

在海外弘扬中华文化的河东赤子

中国古代小说译著丰富

中华文化研究成果斐然

从学生到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