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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的“文化大革命”》

内容概要

五月已被泛滥了，因此作者重视事件的口述形式。第一章写了5月3日这一天，一个意外的事件如同晴
空霹雳开启了危机，使读者一头扎进学生政治和行动之中。第二章是叙述这次学生危机的双重原因，
同时解释学生的赌注的性质和重要角色的个性及一些小派别的由来。
该书以古老的方式和写作工具再现历史，启蒙更年轻的一代人。它十分重视事件的月、日、时，循日
安排章节线索，配有鲜明的小标题。读者可以从中发现，该书是建立在现有文献资料和事实的基础上
的，没有虚妄，并力求完整详尽和苛求两倍或三倍的容量，后附事件年月表和完整的资料提要，这将
为寻找研究基准点，进行深入广泛的研究提供了方便。
通过对五月现实的严峻而曲折的情节概括，事件随着便自然系列起来，即经历了学生危机--社会危
机--政治危机，直到最终的结局。第二阶段的开篇，关于法国社会近代史基础知识的概述是为了使读
者理解大罢工和随后达到顶点的历史原因。对法国人认为的那可能改变政权的那令人晕眩的两天，叙
述得尤为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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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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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10年，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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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译文实在不怎么样
2、看不下去 但得看下去
3、翻译不是一般的次
4、没有重点
5、这翻译，如果不是文盲，那就是煞笔。如果丫不是煞笔，那就是巨煞笔。
6、书其实很不错的，不过译者写的序挺恐怖的
7、。。。没觉得像网上评论的写得很差啊。。。我觉得还是有收获的。。。
8、特殊而具有影响的年代发生的特殊而有影响的“事件”。读这本书，很有现场感。
9、本就不该相信什么长江文艺出版社的，只是可惜了Editions du Seuil的书，这本书简直是神一样的翻
译啊~
10、译者水平极不过关。但是书后附了一些参考书籍目录，貌似有一些参考价值。
11、大二 世界史论文。讨论为什么学生要起来闹革命......我有病
12、文学性较差，翻译不佳，但是对那段历史的记录比较详细，可作为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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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本来看扉页上译者的介绍觉得很厉害，87年就赴巴黎一大留学，并“获得D·E·A（博士资格）
文凭”，呵呵，其实D.E.A.就是深入学习文凭，也就是拿到后才拥有攻读博士学位的资格，在中国同
样可以理解为硕士文凭，而译者非得要标出个“博士资格”估计也是为了好看。鉴于法国学制非常地
奇葩，这么说也不能算错，所以也就不去细究了⋯⋯但是，无论如何，拿到D.E.A之后还是回到了孝
感学院任教，这让我无法理解，毕竟那可是八十年代啊，算两年也89年就拿到了，不至于沦落到此吧
。但是，从这本译著来看，恐怕也该沦落到此，我原本想对译者水平毒舌一番，但是鉴于译者年纪大
了，我还是呵呵吧~】P17，埃尔维斯（译者并不认识 猫王）鲍勃·迪伦、琼·贝兹（译者译为“让娜
·贝兹”）被认为是“著名的家族摇摆音乐团体”，我完全不知道法文原文说得啥，但知道译者很牛
。【后来猜测“摇摆音乐”大概是“摇滚乐”，“家族”大概是“乐队”或者&quot;团体”?】P17，
阿尔蒂赛是阿尔都塞（后面多处均如此），呵呵，商务出的阿尔都塞的《保卫马克思》1984年就有第
一版了，为啥要瞎译呢？P17不过最牛的还是约翰·伦农（自然是John Lennon，原谅译者按法语读音
翻吧），译者说他是“美国著名的摇摆舞歌唱家和喜剧丑角”。P20吉恩·文森特，詹姆士·迪安同
样被认为是：“五六十年代美国和西欧的摇摆舞明星和喜剧丑角。”真心笑翻了~P21“约翰·伦农、
米克·贾格尔，鲍勃·迪伦，让娜·贝兹先等有超级天赋的思维型喜剧丑角名家却不想走正道。”【
单看这翻译，额滴个神啊~】先后在P17和P23出现的“罗琳斯通斯家族”因为没有注明原文，实在猜
不出来，后来看见了Mick Jagger就按照发音去拼读，难道是：The Rolling Stones，滚石乐队？先后
在P17和P22-3等等地方出现的“比斯莱家族”，我实在是想不到是谁，后经某爱好哥特的基友提醒，
不就是“披头士”吗？⋯⋯额⋯⋯这个确实很难猜，至今未能参透其中的发音规则，不明觉厉！P24
，“在舞星埃尔维斯·普雷莉之下⋯⋯”，我可怜的猫王哦，哇哈哈哈~P30，“马居斯（Macuse）”
，应该是马尔库塞（Marcuse），对他就是连括号内的都错了，而且P71再次错了。同样是八十年代末
就有了马尔库塞的译著和研究著作问世，没有理由翻译错⋯⋯P33，“波尔迪厄和帕斯龙”，Bourdieu
和Passeron这么翻译倒不是问题，问题是译者说这二位都是“法国当代哲学家”，⋯⋯额⋯⋯书里提
到的《继承人》也在02年就有了中译，那么这本出版于04年的书的译者有没有可能检阅到此书呢？还
是有的吧⋯⋯P40,译者注中写道：“拉·加罗迪（La Garaudy），法共的新闻检察官。”因为文中提到
了阿尔都塞对此人的攻击，因此可以断定此人就是Roger Garaudy（《人的远景》的作者），可这个
“La”是哪里来的？难道是middle name？还是定冠词？而且译者从哪里查到这个“法共的新闻检察官
”的职务的？我所能查到的只有法共中央委员会委员，政治局委员（据《来日方长》后附录的“考订
性索引”），以及维基百科法文版显示的则是当过法共的党代表和巴黎的议员。一般的提法是：加罗
蒂系法共的修正主义哲学家、曾经的理论喉舌。P44“格拉姆齐（Gramsci）”好吧，是葛兰西，八十
年代就有葛兰西的译著问世了，这不能说孤陋寡闻也可以说没有查阅文献了吧。⋯⋯再加上译者蹩脚
的汉语，实在看不下去了，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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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法国的“文化大革命”》的笔记-第125页

        代总理若克斯几乎是冒火地辩论：“我们不能像对待叛乱分子那样对待学生。”
1.这几乎是全本书我记得最清楚的一句话，在另一些音像文档中我看到过类似的关键词“叛乱”“学
生”

2.法国人热爱辩论，啥事都要辩论辩论。总统政党，邻里百姓，皆如此

2、《法国的“文化大革命”》的笔记-第2页

        自“红五月”后，法国人关心的并不是权力归谁所有，而是社会的实际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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