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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巴黎，有一本古老的法文典籍见证着中法文
化数百年交流史。

这本书叫做《论语导读》。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经典，《论语》早在17世纪就

传入欧洲。1688年，法国学者贝尼耶在拉丁文的基
础上进行法语编译，完成《论语导读》一书，第一次
用法文系统表达孔子的思想。

不过，这本书因贝尼耶突然离世而中断出版，只
留下为数不多的手抄本传世。自 1750年以来，贝
尼耶《论语导读》的一部手抄本，始终存放在法国国
家图书馆下属军火库图书馆。这座图书馆坐落在巴
黎最古老的街区之一玛黑区，行走在斑驳的石板街
道上，这里随处可见旧时光的痕迹。

军火库图书馆建筑外形庄严敦厚，原为法国16
世纪的武器库，后改为图书馆，收藏着手稿、雕版、
地图等古籍 100多万件。在充满历史感的图书馆
内，棕黄色的木质书架林立，周末的下午不少市民在
阅读，神情专注。

记者在图书馆电脑上检索“贝尼耶”，第一条显
示便是《论语导读》原著手稿的信息：编号 MS—
2331，页数 168张。经过多番沟通和争取，图书馆
的助理主管凯鲁将平时并不对外展示的手稿原件拿
了出来。牛皮封面、飘口烫金、书口刷红，这是一本
富有法国启蒙时期书籍装帧特征的古老典籍。

凯鲁一页一页仔细翻动，不断提醒记录时要使
用铅笔，避免墨水不小心溅到纸张上。泛黄的纸张、
潇洒的花体字、与今略有不同的古法语、章句间偶尔
涂改的痕迹，都成为往昔中法两国文明交往的见证。

翻开棕色封面，扉页上有淡淡的字迹，贝尼耶在
开篇“致读者”中写道，该书是“作为阅读孔子的钥

匙和入门”。贝尼耶希望法国读者，特别是当时的君主和贵族阅读
此书后，能以孔子道德哲学思想为借鉴，“培养仁爱、温和、诚信和人
道的精神”。

首次用法文传达孔子思想，这本书如同打开一扇思想大门，在
欧洲大陆激荡久远，引发伏尔泰和卢梭等法国启蒙思想家的关注。
马克龙在将《论语导读》送给习近平时评价说：“孔子的思想深刻影
响了伏尔泰等人，为法国的启蒙运动提供了宝贵的思想启迪。”

的确如此。长眠先贤祠的伏尔泰生前对《论语》推崇备至，认为
《论语》所倡导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应成为每个人的座右铭。
因其对儒家思想的赞美，伏尔泰还获得“欧洲孔子”的雅号，这位启
蒙运动思想家对东方思想始终抱有凝望和探寻。

傍晚时分，记者离开军火库图书馆，不远处就是一家名为“伏尔
泰”的咖啡馆。店员告知，伏尔泰就是在这幢塞纳河畔的建筑里，度
过了生命中最后的时光。在咖啡馆转角的砖墙上方，紧挨着一个精
美石框窗户，一块简朴的法文铭牌被钉在墙上：伏尔泰，1778年 5
月30日在此逝世。

从军火库图书馆到伏尔泰咖啡馆，相邻近的两个地方不禁令人
遐想：伏尔泰当时有否读过这本《论语导读》或许很难回答，但时隔
数百年，行走在巴黎街头重新遇见论语，不同文明相遇时的瞬间，依
然迷人。 （黄钰钦 来源：中新社）

刚过不久的农历三月廿八相传是仓颉的生日。
对于仓颉这位中国神话人物，闽籍台湾作家蒋勋有

一番分说——

汉字的发明者常常追溯到仓颉。现在年轻人在网络
上搜寻“仓颉”两个字，会找到一大堆有关“仓颉输入法”
的资讯，却没有几条是与汉字发明的老祖宗仓颉有关的
资料了。

《淮南子·本经训》有关仓颉造字非常动人的句子：
“仓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

“天雨粟，鬼夜哭”不容易翻成白话，或者说，我更迷
恋这六个字传达出的洪荒混沌中人类文字刚刚萌芽时天
地震动、悲欣交集的心情吧！

“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结绳到书
契，文字出现了，人类可以用更精确的方法记录事件，可
以用更细微深入的方式述说复杂的情感。可以记录形
象，也可以记录声音。可以比喻，也可以假借。天地为之
震动，神鬼夜哭，竟是因为人类开始懂得学习书写记录自
己的心事了。

先秦诸子的书里，如《荀子》（解蔽篇）、《韩非子》（五
蠹篇）、《吕氏春秋》（君守篇）都有提到仓颉“作书”的事，
先秦典籍也大多认为仓颉是黄帝时代的史官。

或许创造文字这样的大事在人类文明的进程上太重
要了，西汉以后书籍中出现的仓颉，逐渐被夸大尊奉为古

代具有神秘力量的帝王。东汉人的《春秋纬·元命苞》里
有了仓颉神话最完整的描述：“仓颉生而能书，及受河图
录字，于是穷天地之变，仰观奎星圆曲之势，俯察龟文鸟
羽，山川指掌，而创文字，天为雨粟，鬼为夜哭，龙乃潜
藏。”（清 马骕《绎史》所引）

这样一位仰观天象，俯察地理，具有视觉上超能力的
神秘人物，当然不应该是普通的凡人。仓颉因此在以后
的画像里，一般都被渲染出更神秘的异样长相——脸上
有四只眼睛。

“颉有四目”，因为有四只眼睛，可以仰观天象，看天
空浩渺苍穹千万颗星辰与时推移的流转。因为有四只眼
睛，可以俯察地理，理清大地上山峦连绵起伏长河蜿蜒回
溯的脉络。可以一一追踪最细微隐秘的鸟兽虫鱼龟鳖留
下的足印爪痕踪迹，可以细看一片羽毛的纹理，可以端详
凝视一张手掌、一枚指纹。

仓颉的时代也太久远了，我们无从印证那使得“天雨
粟，鬼夜哭”的文字究竟是什么样子。

教科书上习惯说：“商代的甲骨文是最早的文字。”
从近五十年来新出土的考古资料来看，新石器时代

的许多陶器表面，都有用“毛笔”“化妆土”画下来（或写下
来）的非常近似于初期文字的符号。有些像“S”，有些像

“X”，像字母，又像数字。这些介于“书”与“画”之间的符
号，常被称为“记号陶文”，有别于装饰图案，是最初的文
字，也极有可能是仓颉时代（如果真有这个人）的文字吧！

二十世纪末，大汶口文化遗址出土了一件黑陶罐，陶
罐器表用硬物刻了一个“旦”字图像。“旦”是日出，是太阳
从地面升起。我幻想着仓颉用四只眼睛遥望日出东方的
神情，画下了文字上最初的黎明曙光。

（蒋勋《汉字是谁发明的？》）

蒋勋：我幻想着仓颉用四只眼睛遥望日出东方的神情

背景知识

仓颉（约公元前2667年—约公元前2596年），
是中国神话人物。相传为黄帝的右史官、以及汉字
的创造者，俗称仓颉先师 、仓颉圣人、制字先师、制
字先圣或右史仓圣人。传说生有“双瞳四目”。

“仓颉造字”的传说在战国时期已经广泛流
传。为了纪念仓颉造字之功，后人把河南新郑县城
南仓颉造字的地方称作“凤凰衔书台”，宋朝时还在
这里建了一座庙，取名“凤台寺”。旧时，中国许多
学校都奉有“文字圣人仓颉先师”的神位，并常与文
昌帝君一同奉祀。其诞辰为农历三月二十八日。

我国台湾地区多将仓颉作为寺庙同祀神或奉
祀于敬字亭。现今在香港常用的中文输入法仓颉
输入法，也是用仓颉命名。联合国为纪念仓颉的贡

献，将4月20日（谷雨）定为联合国中文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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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华侨大学境外大学
生第四届海丝泉州寻根之旅
研学考察活动在丰泽区开展。

活动以“寻根·铸魂·圆
梦”为主题，来自中国香港、
台湾、澳门，以及朝鲜、马来
西亚、印度尼西亚、缅甸等国
家和地区近40名境外学生及
新疆、西藏、内蒙古等边疆地
区大学生参加研学考察，深
入了解海丝文化。

同学们走进文武坊，观南
音梨园戏，感受古乐遗韵之
深沉；品茗闻香话传承，领悟
茶艺功夫之精髓；亲手制作
福船，探寻千年海丝文化之
厚重。

欣赏完南音表演，来自朝
鲜 的 留 学 生 刘 振 宏 深 受 触
动。他赞叹道：“中华文化博
大精深，宛如一幅宏伟瑰丽
的长卷，每一处都蕴含着深
厚的底蕴，其传播的力量强
大而深远，足以跨越国界，触
动人心。”

在泉州海外交通史馆，序
厅中占据一面墙的油画再现
了 宋 元 时 期 泉 州 的 繁 华 热
闹 。 讲 解 员 以 一 幅 生 动 的

《刺桐梦华图》为引导，辅以
一件件独特的海交文物，带领同学们穿越时
空，感受宋元时期刺桐港的繁华盛景。

台湾学生李佳陵谈到，通过参观泉州海
外交通史馆，她深刻感受到了闽台文化的同
根同源，泉州的历史遗迹、风土人情，都让她
倍感亲切，对两岸之间的深厚渊源也有了更
为直观和深刻的理解。

同学们来到历史悠久的南少林寺。在
高亢的鼓乐声中，武僧团献上一场震撼人心
的少林功夫表演，一套套动作行云流水，刚
柔并济，同学们惊叹连连，掌声雷动。

来自内蒙古的刘博宇，在体验武术基本
功“马步冲拳”的运功方法后，对南少林的禅

武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深刻体会到，
每一项功夫都需要经过千锤百炼才能有所
收获，这与学习的道理是相通的。

活动中，研学团举行了“泉州之旅，我的
海丝情缘”成果展示分享会。来自不同国
家、地区的境外生从各自的视角分享了自己
的研学心得和体会。

来自印尼的留学生何小芬分享道：“研
学活动行程紧凑、内容丰富，受益匪浅，尤其
是沉浸式体验宋点茶功夫茶艺和福船模型
手工制作环节，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的
不易和艺人的匠心有了更深刻感悟。”

（华大 文/图）

华侨大学境外生踏上海丝文化之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