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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禁果，才诱人》

内容概要

这一本《是禁果，才诱人》不再收入前两集中的任何文章。但为了让读者对《巴黎四季风》、《左岸
收香》有一个大致的了解，在此特编了一篇薄薄的“巴黎扁”。    
本集的文章，分“游走法兰西”、“巴黎文坛人与事”、“法国文学译作评”、“文化、翻译遐想”
等栏目，仍然以法国文学、文化、翻译为谈论对象。我是从事法语文学的介绍、翻译、研究的人，半
辈子没有别的本事，只能做做这方面的事。这一点，从我三个集子分别属于“译人视界”、“编辑随
笔丛书”和“人踪书影文丛”这一事实中，便可见得一斑。我也希望我自己能以这本小集子为新的起
点，努力在下辈子中把这方面的事做得更好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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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禁果，才诱人》

书籍目录

游走法兰西  公园大街上的摄影展  巴黎的地下骷髅场  世纪倒计时秒表  坐等景观  元旦的不眠之夜  书
包丢失之后  从法国的电视游戏谈开来  我的巴黎大学——索尔邦  普鲁斯特爱吃的小玛德莱娜蛋糕巴黎
文坛人与事  OULIPO的文学实验  皮沃告别法国电视读书节目  因为喜爱读书，所以喜爱《读书》  随和
的执著者——法语作家图森印象记  一部名叫《做爱》的小说  埃会诺兹访问记  痛苦的纪德  当代法国
的同性恋文学  永恒的白帆，永恒的爱——永远的《特里斯丹和游瑟》来到中国  置身全球文化村？—
—看法国人对畅销书的不同看法  法国作家怒对经济全球化  有“声”有“色”有“味”的小说——西
蒙的《常识课》和《有轨电车》  “巴尔扎克”对“中国小裁缝”的影响  在巴黎会见昆德拉法国文学
译作评  一个充满象征的神秘世界——简评格兰维尔的小说《永恒的暴君》  流浪艺术家的辉煌与毁灭
——评小说《裸体卧像》⋯⋯文化、翻译遐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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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禁果，才诱人》

精彩短评

1、就是写的蛮浅
2、题目太猛了！其实文笔还是很亲切的那种
3、不太明白怎么取这个名
4、散文还是淡淡的，没有小说那么诱人，却也散发醇香
5、以前在学校找书的时候看到的，当时对书名感到很好奇。翻阅后才发现对书里写的人和故事的角
度很独特，是一本真正不错的书。
6、一年前读的，刚刚翻出以前的读书笔记，感觉真好。
7、一天读完了，很精彩
8、其实他做翻译比写书更好

Page 4



《是禁果，才诱人》

章节试读

1、《是禁果，才诱人》的笔记-第175页

        因为在20世纪，法国的色情文学随风俗的演化而发展，它跟弗洛伊德心理分析理论的传播、跟市
民阶层性观念的变化，尤其是跟宗教道德在整个社会文化中地位的弱化，是密不可分的。

2、《是禁果，才诱人》的笔记-第138页

        我还解释说，中国读者喜欢昆德拉的原因有很多，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中国与捷克国情大致相
似，我们都度过了一段不敢说真话，说真话就要倒霉的岁月。我们在阅读昆德拉的文字时，往往会有
同感，感慨于人类经历的磨难与艰辛竟是那么类似。
我还说，如何看待我们经历过的艰难，这是一个作家体现自己风格的地方。昆德拉的作品在表现主人
公的生活态度时，表现出了一种特别的幽默感。作品中写到精彩之处，人物竟全沉浸于出神入化的幽
默境地，而道德审判和价值判断都被悬置了。用昆德拉借助于帕斯的话来说：幽默是现代精神的伟大
发明。

3、《是禁果，才诱人》的笔记-第108页

        在当今世界上，有两大现象正给公众的文学阅读带来一种危险，即阅读物提供的统一化。
首先，是英语语言和文化的持续扩展的霸权。除个别例外...几乎所有的国际畅销书大腕都是英语作家
，这非纯粹的偶然。当整个世界向着外国文学开放的时候，美国（当然也包括英国）却在把自己封闭
起来，他们的标准正在逐日地成为全世界的标准。

其次，是出版界极端的集中行为。一本书必须给出版商挣钱，甚至要挣许许多多的钱，它还得出口铮
外汇。它已是一个“产品”。

4、《是禁果，才诱人》的笔记-第133页

        说到一个人的知识积累和文化底子，我表达了一个和米兰昆德拉相同的观点，即作为一个在欧洲
中心之外的人，我们应该比法国人知道的更多，才能跟他们对话。昆德拉连声说是，并强调说：“法
国人根本用不着知道太多别人的事，别国的文化，他们生活在这里，这里就是中心。应该由别人去了
解他们，而他们用不着掌握太多的知识。”我说美国人更如此，米兰昆德拉说在这一点上，我们和中
国人靠得更近，而离法国人很远。

5、《是禁果，才诱人》的笔记-第107页

        文学创作的特点是个体化，没有什么集体创作。每个作家都用它自己的语言、以他的想象独自创
作。法国一位女评论家帕斯卡尔.卡撒诺瓦在她最近出版的一部专著《文学共和国》中，与文学世界化
大唱反调。她认为是出版巨头在掌握着文学的生杀大权，尤其在巴黎、伦敦和纽约，是他们迫使人们
接受其意志和法则。按照她的逻辑，看来只有在那里出版并得到承认，才算是获得成功，也就是说，
书出来后，既要有人评论，又要有更多的人来买。如此一来，原先殖民地的许多母语不同的作家，不
得不用英语和法语写作，甚至移居到纽约、巴黎这样的强势语言环境中，才能够维持他们的文学生涯
。
奥里维埃.勒奈尔也认为，如果说存在着一种世界化文学的话，那便是畅销书，是那些在全世界卖出了
几百万甚至上千万的书，是那些将被改变为电影、电视剧和其他文化产品的书。总之，所谓的世界化
文学，首先是一种工业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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