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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民众眼中的中国形象
——从19世纪的巴黎世博会谈起

黄伟
(福建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福建福州350108)

[摘要]19世纪我国参加了在巴黎举办的四次世博会，法国民众有了与中国的近距离接触。至1900年，法国人对

中国的了解，除了马可·波罗“皇家花园”式的传统想象之外，又因中国在世博会上的亮相，增添了美学意义上的理想形

象。2l世纪法国民众眼中的中国形象，比较典型的有三种：其一，古老而遥远；其二，觉醒的雄狮；其三，令人恐惧的东方

巨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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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参加世博会的历史最早可追溯到19世纪中叶，

这个时期的中国在西方列强的软硬兼施下刚刚向世界微启

大门。历史资料显示，我国在清朝参加的世博会有四次是

在巴黎举行。分别是1867、1878、1889和1900年。巴黎世

博会让法国民众不出国门就有了与中国的近距离接触。时

至今日，一个多世纪过去了。本文将通过对19世纪国人参

加巴黎世博会的历史回顾。剖析法国民众眼中的中国形象

的变化过程，从而探讨其在中法文化的交流与建构中的

影响。

1 巴黎世博会上的“中国亭”和中国人

中法两国源远流长的文化交流历史如果从1687年法

国国王路易十四派遣白晋等传教士出使大清帝国算起，已

经有三百多年了。在此期间，法国有许多传教士、外交官、

记者、探险家、学者，商人对中国进行了细致人微的观察记

述，以自己的亲历亲闻，留下了大量具有史料价值的著述游

记。他们的描述激起了法国民众对荒蛮古老却又神秘富庶

的“天朝王土”的东方想象。这种对中国的集体想象，从19

世纪在巴黎举行的世博会中可见一斑。

1867年，清政府首次受邀参加巴黎世博会。关于这次

世博会中国馆的描述，目前我们所能找到的最详细介绍来

源于《1867年巴黎世界博览会画册》和《1867年世界博览

会全史》这两部书。其中对中国参展是这样描述的：“1865

年5月，一封邀请函就已交给北京朝廷。答复并非如大家

所期望的那样：中国政府拒绝追随其他东方国家的榜样，这

些国家以如此高的热情响应了法国的号召。¨IJo经过法

国著名汉学家德理文的努力促成，中华帝国还是在世博会

上初次亮相了。德理文经过多方周旋获得经费之后，按照

展会要求进行中国展馆的设计。为了使这座建筑具有中国

风格，德理文想以圆明园为摹本来精心打造一座中式民居

和园林。设计师沙蓬根据法国侵略者抢劫并存放于法国皇

家图书馆的圆明园画册及设计图，完成了“中国亭”的全部

设计。

根据上述书籍记载，这次世博会“中国没有正式派员

参展”，只有在巴黎的一些中国产品进口商参加，中国参展

展品除了少数由任福州海关税务司的法国人美理登联手恭

亲王从中国国内运去的商品外，还有“戴尔维德圣德尼侯

爵收藏的分属于不同历史时期的青铜器、铜镜、武器、瓷器，

以及某些属于布瓦修男爵、戴尼先生的景泰蓝和属于额德

古尔与拨盖先生源自圆明园藏品的首饰”【lJ柏1。总之，此届

世博会的中国展品真正从中国运去的较少，主要是由当地

华商、从中国获得藏品的游客、军官、学者和法国的中国古

董收藏者提供的，从《1876年国际博览会官方目录》中可以

看到，这些藏品中还有花瓶、香炉、象牙雕刻品、屏风、水彩

画等各式艺术和手工作品BJ64。上述资料还提到了现身展

会的中国人，如在花园里“将辫子盘在头顶上干活”的“两

位来自浙江省的壮汉”，三位来自福建的妙龄少女，称她们

为展会增色不少。据著名作家戈蒂耶参观展览后的描述，

她们“面容端庄、忧伤、温柔，非常有礼貌地承受着人群的

好奇，且常常不得体的目光。他们观察这些女子就像是在

观看稀有动物，而不是看人。三个女子问最年轻的一个

⋯⋯按欧洲人的眼光来看非常漂亮。她的眼睛微微向鬓角

挑起，线条精细娇美，宛如一个孩子，尽管她年龄已是一个

少女”[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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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韬在其访欧著作《漫游随录》中记述了参观此次巴

黎世博会的见闻：“在一千八百六十六年，因将开设博物大

会，特为万国陈设各物公所。二三年来竭资兴造，加意经

营，日役工匠数千人，犹不遐给。经始于甲子，落成于丁卯，

开院之日，通国民人，列邦商贾，遐迩毕集，均许入而游览，

来往无禁。州3J舛文中还记载了一个广东戏班在世博会上演

出的情景：有粤人携优伶一班至，旗帜鲜明，冠服华丽，登台

演剧，观者神移，日赢金钱无数口M。从王韬所述这一幕，

可见世博会上的中国戏曲吸引了欧洲游客的眼球。

1878年巴黎举办世博会期间，清政府官员中有数人亲

临巴黎见证了此次盛会，其中有郭嵩焘、黎庶昌和马建忠。

他们回国后在各自的日记或游记中撰写文章记录观感。其

中反映了清朝国人参与巴黎世博会的情况。第一任驻英公

使郭嵩焘1878年出使法国时正逢世博会，得以亲历此次巴

黎盛会，黎庶昌在其《巴黎大会纪略》对此有详细描述：

一千八百七十八年五月。中历之光绪戊寅年三月

也，法国开赛会堂于巴黎，至冬十月尽而散，名为哀克

斯包息相[expos砸∞的法语译音]。未开会之前一年，

法以书遍腾各国，请以珍物来会。至是，殊方异物，珍

奇瑰玮之观，无不毕至。其堂设于商得妈司[ch锄·ps

de Ma娼的法语译音]，旧时练兵之所，巨厦穹窿梁栋

榱桷悉皆铁铸，而函盖玻璃，下铺地板，东西相望。外

缀园亭池馆，市肆酒楼，’规模壮阔。自西洋赛会以来，

诧为未有。予数数往观，默志压略，盖千百中之十

一耳!【4】111

清末洋务派重要官员马建忠曾撰文《上李伯相言出洋

工课书》，向李鸿章介绍巴黎世博会情况，谓“近日工课稍

宽，闲至炫奇会游览。四方之来巴黎者，毂击肩摩，多于平

日数倍竹【5J鸵。此处炫奇会即巴黎世博会。

曾任驻法使馆参赞，在晚清政治、外交、文化活动中发

挥过独特作用的陈季同为1889年巴黎世博会撰文《万国博

览会的中国馆》，热情地向巴黎民众描述中国馆、介绍中国

展品，宣传中国文化艺术和中国人的聪明才智。他为游客

描绘了一幅美丽的风景：“我们的楼阁耸立在垂柳掩映的

湖边，春莺婉转鸣唱；你们的楼阁建在马尔斯校场，⋯⋯我

的同胞向欧洲的爱好者提供来自遥远东方的艺术

品。”帕J164关于博览会上的“中国亭”，有法国学者证实，设

计“中国亭”的法国建筑师的灵感源自中国屏风、陶瓷与刺

绣一瑙一。这些描述在法国游客心目中激起了怎样的想象

不言而喻。

1900年是法国连续举办4届世博会的最后一届。中

国跻身40个参展国行列。与1889年中国展区仅“获得一

块三百米长的地面”[6]1”相比，此次世博会中国展馆破纪

录地达到3300平方米，共有5座建筑，中国的参与意识明

显增强了，展馆的设计外形分别模拟北京城墙、万里长城、

孔庙等著名建筑以吸引各国游客对古老中华帝国的兴趣。

此届博览会中国有了一个突破：上海耀华照相馆展出的照

片在博览会上获奖，成为晚清在世博会上惟一一次获奖

展品。

2 20世纪之前法国入眼中的理想中国形象

17、18世纪是中法文化交流史上最光辉的一页。随着

中国的丝织品、瓷器、漆器等源源不断的流入，王公贵族争

相购买收藏以致供不应求。精明的法国工匠仿效中国艺术

品以迎合法国人的“中国趣味”。罗可可风格的形成也是

源于这种模仿。自杜赫德1735年出版《中华帝国志》后，

更是形成了一股势不可挡的“中国热”。克里姆在1785年

的通讯中写道：“有一个时期，每家壁炉上陈设着中国的物

品，而许多日用的器具，都是以中国趣味为标准的。“引130中

国的漆器、瓷器、刺绣都是当时最时尚的东西，就连社会地

位的高低都以是否有中国器具装饰为判断标志之一。17

世纪末到达中国的耶稣会士们对中国的美丽动人描写更是

激发着人们的想象：

沿珠江而上，始看出中国真正的面目。两岸都是

稻田，有如草地。在这无边的田问，交织着无数的河

渠。帆船往来穿梭，正像在草地上泛游。更远处，山峦

林立。树木丛生，山腰间有人工开垦的田地，正像是伊

勒里官的花园。这中问有许多村庄，充满了田园风味，

悦目恰情，只追恨所乘的船很快地驶过去了。【s悌

到了19世纪。法国描写中国风俗景物、文化艺术的书

籍和报道充斥着法国民众的视听。然而百闻不如一见，中

国在巴黎世博会上的多次亮相，使得法国民众对中国的认

识从以往的书本到明确而具体的直接触摸。博览会上展出

的藏品，无论是从中国送往巴黎的产品，还是法国王公贵胄

收藏的中国古董，抑或是侵略者从中国掠夺的艺术品，把

“中央王国”带到了欧洲，带到了法国民众的面前，进一步

激发了他们对中国的兴趣和痴迷。

1860年参与圆明园浩劫的法国军官出版了大量日记、

回忆录，炫耀他们的“战绩”，以至于在法国尽管很少有人

亲眼见到圆明园真正模样，但几乎人人都听说过这座举世

闻名的皇家园林。通过人们绘声绘色的描述和劫往巴黎的

圆明园画册及宝藏的展出，法国民众将其想象成一座鸟语

花香的人间天堂，一所广博无垠的同林，一座耸立着无数亭

台楼阁的巨大的城中之城，里面聚集了不可胜数的金银财

宝、艺术珍品、古籍手稿。因此，当1867年巴黎举办世博会

时，以圆明园为摹本精心打造的“中国亭”，吸引了大批观

众。其“产生的效果是惊人的，人们感到被紧紧地抓住了

⋯⋯每一个细节都是新颖独特的，它是如此强烈，使人无法

不喊叫起来：这是真的吗!州lj“马森这样描述巴黎民众对

中国人的兴趣：

造访者更感兴趣的是来到博览会的中国人，他们

会立即奔向一座看台，那里有两位被人特地从中国带

到巴黎展览的中国姑娘，她们住在一问和他们自己国

家一模一样的包房里。当巴黎人围着她们观看时，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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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也许是不知道自己该干些什么好，只得聊天、抽烟、

吃饭、喝酒，装作好像没有被人看见似的。口斟

法国民众这种对东方“天朝帝国”异国情调的想象，在

西方的巴黎通过世博会变成具体而又生动的现实。法国人

兴致勃勃地谈论这个体验：

我们怀着极大的兴趣仔细观看尚董先生的藏品”

(尚董的收藏品包括了中国各个历史时期的陶瓷器

皿)，。我们很高兴地在‘圆明园’里散步，苦涩地想到

人们对那里的所作所为，我们近距离地看到了可爱优

雅的中国女子，卖给我们很好的中国茶，我们相信自己

吃到了燕窝，听到了中国音乐⋯⋯观看了天国的

杂技。【11地‘弼

然而，他们从游记中得到的对中国的另一个“认识”在

中国展位上也得到验证。

法国方面似乎有意让展位现场显得有些凌乱，似

乎只有这样才能凸显中国风情。游客通过这些凌乱堆

积的货物，所能够发现的正是他们希望看见的传统意

义上的异国情调。⋯∞

真是一语中的。这里的“希望看见”折射出这么一个

事实：在西方文化中，中国的形象无论如何变化。始终是他

们想象中的那个样子，这种源于马可·波罗以及后来的旅

行家所描绘的中国形象是那样的根深蒂固，其结果是：去过

中国的人，总是带着家乡的视野看待异域，在旅行中只看到

他想看到的预期中的中国；没有去过中国的人，更可以天马

行空，无所顾忌地驰骋自己对中国的想象旧”算。就好像在

1889年巴黎世博会时，观众看到“中国亭”之后，“总算放心

了，他们终于看到了传说中的中国：这个商亭多么像茶杯上

画的中国小塔啊，法国观众的眼睛所期待看见的就是这种

画在屏风上的中国¨7J盯，就是这些如“圆明园”似的人间天

堂、新颖独特的中国古董、优雅可爱的中国少女，还有那

“耸立在垂柳掩映的湖边”的美丽的亭台楼阁。

在世博会上，中国形象被赋予一种美学意义上的理想

主义色彩，即“殊异的、遥远的、带有某种神秘色彩的”现代

主义浪漫想象，这种寂静平和的乡土中国的形象象征着某

种超越性的、永恒的牧歌田园一】1弘啪。这种“田园牧歌

式”的中国形象，既是几百年来那些深入到中国人生活内

部、被中国深深吸引、认为中国是“一个非常可爱的～伟大

民族州m拉的西方人自觉或不自觉渲染的结果，也是“师夷

长技以自强”的中国士人基于强烈的民族自尊而刻意宣传

的结果。其中最具典型意义的，当属上文提到的陈季同。

自幼接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坚信中华文明并不输于任何

一种西方文明，在陈季同的眼里，“我们的”就是比“你们

的”强，如果这个“楼阁”(展馆)建在中国，那么效果一定比

建在巴黎的马尔斯校场好。而“我的同胞”是那么宽宏大

量通情达理，为了“向欧洲的爱好者提供来自遥远东方的

艺术品”，毫不计较自己的得失。在向法国游客谈到中国

的展品时，陈季同娓娓道来：“我们的‘参展商品，一点不缺

少第一流的质料、艺术家的灵感和工匠的技巧’；完成‘像

油画一样的’精美中国刺绣，需要‘耐心和灵巧’；中国送来

参展的‘美不胜收’的牙雕作品，是‘看起来不可能完成的

绝活儿’；要想逐一‘介绍中国数千种竹器、乐器、漆器、墨

汁、各式折扇、香精’等等，‘那就需要一本书而不是一篇文

章所能讲完的”“6】m。陈季同文章的字里行间都浸染着

他面对西方观众这一“他者”时的自我言说欲望，也如一面

镜子，折射出19世纪之前欧洲人普遍的中国观和理想化的

中国形象。

3 20世纪后法国民众眼中的中国形象

辜鸿铭在《中国人的精神》中说：?世界上似乎只有法

国人最能理解中国和中国文明”。蔡元培在招待法国公使

傅乐猷等的宴会上致演说辞时也说：“西洋各国，在文化上

与中国最有关系的是法国。竹【11 JI钾的确，法国具有优秀的汉

学传统，早在1814年巴黎就创建了西方第一个汉学研究机

构。三百多年来，17世纪的法国传教士和18世纪的法国

启蒙思想家、汉学家，都对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做过深入研

究。那么，今日法国人眼中的中国又是怎样的?比较典型

的有以下三种：

其一，“古老而遥远”。对大多数法国人而言，中国仍

然保持着东方古老文化的象征意义。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在他们的内心深处极具吸引力。现实的中国无论发生了多

么巨大变化，在法国人脑海中的中国永远是那个令人向往

的文化故园，充满了孔子智慧和老庄隐逸的神秘之国。这

个认识仍然源自上文提到的“美学意义”上的中国形象，在

普通法国人中间相当具有代表性。

其二，“觉醒的雄狮”。从法国国家领导层来看，无论

是二战后的第一任总统戴高乐，还是前总统希拉克，无论是

冷战时期还是21世纪的今天，他们均看好中国在国际事务

中的政治作用。希拉克对中国在国际上的作用评价甚高，

认为中国将在新世纪成为世界真正的第一强国。从巴黎上

层社会沙龙的评价来看，法国人由衷敬佩中国在改革开放

之后所取得的成就，赞叹中国人的无限创造力。他们认为

中国代表人类的希望、世界的未来。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

组织、开幕式上的大型表演、礼仪小姐的婀娜身姿、中国人

的微笑⋯⋯这一切都给法国民众留下了深刻印象，得到了

他们的高度赞扬。

其三，“令人恐惧的东方巨龙”。拿破仑有一句话令世

人记忆深刻：“中国是一头睡狮，一旦醒来，全世界都会为

之颤抖”，但其下半句“上帝啊，就一直让它睡下去吧”更能

代表西方的中国形象，典型地折射出法国对于中国想象的

另一面，即在仰慕中国的同时也潜藏着对中国的否定。这

种想象由来已久，在伏尔泰对中国大力褒扬的同时，孟德斯

鸠和布朗杰则对中国的专制制度大加鞭挞。布朗杰在其

<东方专制制度的起源>一书中，认为中国人固步自封，古

老、僵化、衰落、残暴。这两种截然相反的中国形象在法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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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并存，从清末巴黎世博会至今，已经过去了一百多年，

可是法国民众心目中的中国形象依旧在两个极端之间摇摆

不定，随着世界大环境的变化此起彼伏。无知、误解、一厢

情愿，异想天开，依旧是法国文化构筑中国形象的基础。法

国一些所谓的“中国通”带着有色眼镜，仅凭一知半解就对

中国的政治制度、国家政策、社会问题妄加批评，深刻的历

史烙印和复杂的矛盾心态使他们对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现实

产生误读曲解。今天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强，在科学、经济、

军事等各个领域的迅猛发展，西方的中国形象围绕着所谓

的人权问题、西藏问题等逐步发展到“中国威胁论”。无论

是“藏独”还是“法轮功”都在法国社会谋得一席之地。这

些势力虽不足以抵挡世界进步的潮流，但是在民众中间造

成的影响却不可低估。一些法国民众对达赖等的信口雌黄

信以为真，一些西方媒体不甚客观的渲染，更是使法国民众

心目中的中国与现实出现相当大差距。巴黎抢夺奥运火

炬、萨科齐接见达赖喇嘛，其历史的、文化的背景也在于此。

在21世纪的今天，各国都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对

于法国这样一个有着光辉灿烂的历史文化、为人类社会贡

献了如此众多的思想家、文学家的国度来说，思想观念上的

转变却缓慢甚至是滞后了，至今法国人对中国的兴趣仍然

局限在一种文化修养层面，中国人更多的只是作为一种理

念而不是现实而存在。经历了几百年的风霜雨雪之后，停

留在法国人脑海中的中国仍然是拖着长辫、身着丝绸马褂、

裹着三寸金莲的神秘的中国人和有着亭台楼榭的孔孟与老

庄的充溢着古典文化的天朝故土。这一印象是如此深刻，

以至于他们无法接受今天这个变化巨大的中国，这与想象

的异域形象反差太大，令他们失望。异域形象的形成过程，

并不完全是对异域文明的一种真实反映，有时往往参杂着

想象主体根据摆脱自身的传统模式的需求而进行重构的过

程，是渗透着本土情感与主观意念的创造物。因此法国人

对中国的看法，既有真实的一面，亦有变形夸大的一面。

综上所述，我们看到对于中法交流来说，积极和消极因

素并存。长期以来形成的中国形象，并非一朝一夕可以彻

底改变。随着时间的推移，法国对中国的认知和想象也必

然会随着自身的发展及其与中国关系的改变而不断发生变

化。20lO年世博会转瞬即至，以一个更加成熟的大国心态

向世界开放，在向世人展现物质文明的同时，也展示自己博

大的胸怀和时代精神，让世界了解中国，让中国了解世界，

这是中国需要努力去做并且能够做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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