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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衫客传奇》

前言

陈季同用法文写的中篇小说《黄衫客传奇》（Le Roman de L'HommeJame）一八九。年出版于巴黎，
迄今已整整一百二十年。这部曾经在法国颇具影响并被译成意大利文出版的作品，现在首次由李华川
博士译成中文，在陈季同的祖国出版面世，我认为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黄衫客传奇》并不属于
大气磅礴的宏大叙事，它只是一部爱情题材的中篇小说，但却在思想上、艺术上都有不少重要的具有
现代意义的开拓。首先，《黄衫客传奇》早在“五四”前约三十年，就已对家长包办儿女婚姻的旧制
度以及“门当户对”等旧观念、旧习俗提出了质疑。小说通过新科状元李益与霍小玉自主而美满的婚
姻受到摧残所导致的悲剧，振聋发聩地进行了控诉，促使读者去思考。虽然《黄衫客传奇》以唐代蒋
防的《霍小玉传》为基础，作者在人物性格与相互关系上却进行了许多改造和变动，完全可以说，这
是陈季同自己的重新创作。《霍小玉传》中的男主人公李益，是个“虚词诡说，日日不同”的负心郎
。《黄衫客传奇》中的李益则有很大的不同。小说借其表兄崔允明之口来这样评点李益的性格：“你
有想压倒天朝男儿的雄心壮志，但你又会为了一个穷人而两手空空。当你想当一个恶棍的时候，你又
忍不住要去行善。”在作者看来，李益虽然有点软弱，也少一点果决，但却是善良而真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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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衫客传奇》

内容概要

《黄衫客传奇》是第一部中同人用西疗语言创作的长篇小说，远早于林语堂的同类著作，被视为是中
国现代文学的发轫之作，书中所体现的超前的观念，或许将改变人们对中国近现代文学史和文化史的
传统认知。作为清末的外交官，作者试图为西力读者建构一个弥漫着浓郁东方情调的“文化中国”的
形象。这个未受工业文明污染的文化乌托邦，激发过西方人对古老中国的文学想象。今天的中国读者
，或许更可以从中体味耶份对于传统中国的文化乡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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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衫客传奇》

作者简介

陈季同(1852-1907)，字敬如，号三乘槎客。福州人。清末外交官。曾在福州船政学堂接受洋务教育，
精通法文。青壮年时期，以外交官身份在欧洲生活十余年，是欧洲外交界和文化沙龙里的活跃人物。
先后出版过法文著作八种，其著作曾被译成欧洲多种文字出版，是19世纪末任法国最有影响的中国作
家。
    李华川，2001年毕业于北京人学中文系比较文学研究所，获博士学位。现任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历
史研究所，研究中两文化关系史。曾出版研究陈季同的著作《晚清一个外交官的文化历程》(北京大学
出版社)，并与盂华教授共同主编“陈季同法文著作译丛”五种(广两师范大学出版社)，翻译其中《吾
国》、《中国人的戏剧》二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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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衫客传奇》

书籍目录

一部真正具有现代意义的晚清小说(中译本序)黄衫客传奇附录一 《黄衫客传奇》有关评论附录二 Le
Roman de l'Homme Jaune(《黄衫客传奇》法文原著)附录三 英勇的爱译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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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衫客传奇》

章节摘录

乌黑的秀发平整地向后梳成发髻，两只银钗把头发牢固地拢在一起。从前额到两鬓，环绕镶嵌珊瑚彩
蝶的碎花发带；彩蝶展开双翅，静静地伏在黑发之中。姑娘素手纤纤，右手食指留长了指甲，指甲约
与手指一样长，戴着镶有宝石的金护指。在护指底部，又戴着一个大大的戒指，像扳指一样环绕着手
指，同时遮挡和保护着脆弱的自然指甲。在门槛上站了片刻，莲花笑容可掬地看着她的访客，这笑容
使她的双目富有神采和聪慧，并且露出世上最美的小巧贝齿。崔生走向他的情人，轻轻将她揽于怀中
，然后引见给李益。此刻，李益略感尴尬，对于女主人表示欢迎的客套话，回答得不免有些腼腆。—
—那么，公子跟我们一起吃饭吧。我先去准备茶水。女主人说道。她走出去，一会又回来，拿着一把
乳白绸面团扇。莲花深施一礼，将团扇呈给崔允明，说道：——公子可否将适才所吟之诗，题于奴家
扇面之上？崔生郑重答道：——看在李贤弟面上，本公子愿从尊命。崔生调好墨汁，用纤细的毛笔，
在团扇上题写刚刚吟诵过的诗句。这时清茶端了上来。莲花在细瓷茶杯中斟满香茶，茶汤碧绿，大家
用中国方式喝茶，也就是不加砂糖。一个小丫环又递上烟来。她站在李益面前，将装满如发丝般纤细
烟草的烟管递上来，又用纸媒点了火。李益吸了一口，递回烟管。丫环清理了烟斗，也吸了一口，吐
出烟雾，使烟草燃烧，并重新装好。当每个人都吸了四五口之后，丫环就拿着烟具走开了。坐在厚厚
的圆垫上，三人边愉快地闲谈，边等待晚宴。谈话很快就变得热烈起来。女主人谈吐可亲，也使李益
放松下来。李益的机敏不俗，崔生的亦庄亦谐，莲花的欢快幽默，使得两刻钟过得飞快。之后，晚宴
开始了。肴馔十分精致。首先上的是干虾，配以保存了二十五年以上的松花蛋，其口味和精美程度深
得美食家青睐。随后上来的是酱油腌制的鸡胗和鸡肝；李益面前还摆了一碟熏火腿，依照习俗，这表
示他的位置最为尊贵。醋拌笋尖(以滚水轻焯过)加上千果、蜜饯组成了一系列冷盘，上了这些头菜，
美餐才算正式开始。不过，这些只是摆在桌上，随客人自己的喜好享用。喝过第一杯米酒后，带着汤
汁的鱼翅被端上来，这可是我们的珍馐美味。接着，女仆又端上一道香菇蒸乳鸽，与之一起食用的是
美味的燕窝汤，现在欧洲人也开始喜欢这道菜了。之后上的是以干蘑浇汁的某种鳊鱼，还有花菜火腿
和用最鲜美的蟹螯肉烹制的香辣蟹。其后上的是双喜。这道菜——在我看来，与被吃的动物相比，还
是食客的欢喜更多些——由一只整鸭和一只整鸡组成，人们把鸡和鸭包了面饼蒸熟，为了避免外皮发
硬，事先需将其浸在汤中。接着又上了几道菜；然后才是水果，要品尝荔枝，还有本省特产的扁平蟠
桃以及切成细条的甘蔗。最后还有传统的四大碗和米饭，但却没人再去碰它们，这仅是用来表示晚宴
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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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衫客传奇》

媒体关注与评论

这部曾经在法国颇具影响，井被译成意人利文出版的小说，现在首次由李华川博士译成中文，在作者
的祖国出版，是很有意义的。  　　——严家炎(北京大学教授)  这是一本既充满想象力，又具有独特
文学色彩的小说。通过阅读这本书，我们会以为自己来到了中国。作者以一种清晰而富于想象力的方
式描绘了他的同胞的生活习俗。  　　——法国《图书年鉴》(Les Livres en 1890)1890年号  在所有国家
的文学中，都不乏这类微不足道的情感故事，尽管这是中国人的故事，此书也并不因而更具新意。马
上会有人问，它为什么叫《黄衫客传奇》？这是因为每当不幸降临郑家之时，人们都会看到一个黄衣
幽灵的出现。这就像传说中，在杜伊勒勒宫，一个红衣小人儿总在关键时刻现身一样。两者之间只是
颜色不同而已。  　　——法国《文学年鉴》(L'Annee Litteraire)1890年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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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衫客传奇》

精彩短评

1、啊 写的很异国风情 可惜法语部分我完全不懂 做个记号吧 过几年 希望我能看懂
2、他期待着 就像那些完全迷路的人  本与希望彻底无缘 却疯狂地幻想发生不可能的偶然变化  借此在
破碎的生活中重生  还要重建他们亲手毁灭的房子  
3、以汉语为母语的人就没必要读了
4、不伦不类的爱情小说
5、改编
6、译回中文读着有点别扭
7、现代文学开端？！学者们的闹剧
8、今天终于看了这部一度被认作是中国现代文学起点的小说：技法谈不上，格调也平平，倒是很有
些向外国人兜卖本土风俗的嫌疑。记得在一次会场间隙，温儒敏跟刘勇老师说，这个所谓的起点像是
“追认”的。太准了。
9、如果你不离，我就不弃；如果你离，我便要你随我而逝。
10、“ 中国现代文学的发轫之作 ”，很让人惊艳！严先生在序中已经非常好地介绍了，没什么可多说
的，就是书中附录三的剧本值得多提一句，很可爱！
11、所附的法国《文学年鉴》1890年号的评论比较恰当，是所有国家的文学中都不乏的微不足道的感
情故事，黄衫客与杜伊勒宫里关键时刻出现的红衣小孩也只是颜色不同。李益的悲剧虽有专制包办婚
姻的影响，但我觉得根源还是他自己的性格。心理描写和分析确实不错，因为变态的我喜欢看逆境下
人心的描写。
12、只有死亡，能够永久治愈人世间所有的苦难。
13、20110611 清人陈季同所作西式小说，可惜原文法语完全看不懂。语言新奇，一边是古典称呼李郎
，一边是一口一个“宝贝儿”乱叫不迭，读来有趣。文末的小喜剧令人想起《塞维利亚的理发师》。
PS： 严家炎先生的序言很棒，此书的装帧也很好。

14、有点意思。
15、霍小玉以项羽之姿毅然赴这场饱和交媾的情爱鸿门宴，女人一饮而尽爱情的毒鸩，死生都置之度
外！
16、按照最新说法（貌似是出自严家炎），中国现代文学的起始作应该是这部书。它的特点是大段的
心理描写，这是和古典文学截然不同的写法。故事改编自唐传奇《霍小玉传》，对男主李益虽有美化
，但还是没让他摆脱意志薄弱的性格特点——总体来说就像一个妈宝男一样。开始对作者陈季同感兴
趣了。
17、古典小说，浩如烟海，此书值得一看。
18、陈季同将军的作品，的确是对《霍小玉传》的突破和改写，虽是名为《黄衫客传奇》，却几乎全
书依旧在讲李益和霍小玉的爱情，不过加入了一些不一样的东西，还是老话老道理，情不知所起，一
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只是李益的爱从一开始是否就是坚定的，我是无法在他的甜言蜜语
中完整看出来。
19、中国人写法文小说，再翻译回来，挺怪异的。但文笔尚可，比之《霍小玉传》丰富许多。
20、受不了
21、很好，是一直想要看的书。
22、
23、现代文学
24、严家炎先生认为这篇小说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起点，但该小说是用法文写就、在法国首发
的，国内译本晚到2010年才出现。所以，这样的追认究竟是史料的发掘？还是牵强？就译本论，且不
说叙述语言，光人物语言就多语杂糅，非常不具有流畅性和整一性。不过说小说具有一定的现代意识
，还是没问题的。
25、外交官们要都有陈季同这水平，哪还用什么国家形象宣传片
26、鉴于其历史背景 这部小说是很超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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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衫客传奇》

27、对法语学习还是有些用处吧，但作为小说阅读情节还是寡淡了些，还是说我自己口味太重了啊。
28、补蕃，老学姐旁听还这么兢兢业业，真是被自己感动。。。（明明是拖延症发作＝＝）法语小说
翻译过来都是这个腔调的。从腔调里读出“现代”，和从个别的思想表述里读出“现代”，一样不靠
谱
29、翻译的痕迹很重
30、作为一个清朝人，陈季同将军居然写出了这么Modern的东西,,,好吧我承认大部分是由于法语翻译
造成的印象，不过肯定有特意夸张的戏剧化语言，虽然我看不懂法语原著。
31、中国人用法文写长篇，作者试图为西方读者建构一个弥漫着浓郁东方情调的“文化中国”形象，
虽然故事是我们都熟知的霍小玉传，但今日再读起来，可以从中体会到那份对于传统中国的文化乡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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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衫客传奇》

精彩书评

1、中译本序。一部真正具有现代意义的晚清小说严家炎———————————————————
—————————————陈季同用法文写的中篇小说《黄衫客传奇》（Le　Roman　de　l
’Homme　Jaune）1890年出版于巴黎，至今已整整一百二十周年。这部曾经在法国颇具影响并被译成
意大利文出版的作品，现在首次由李华川博士译成中文，在陈季同的祖国出版面世，我认为这是一件
很有意义的事。《黄衫客传奇》并不属于大气磅礴的宏大叙事，它只是一部爱情题材的中篇小说，但
却在思想上、艺术上都有不少重要的、具有现代意义的开拓。 　　《黄衫客传奇》早在“五四”前约
三十年，就已对家长包办儿女婚姻的制度以及“门当户对”等旧观念、旧习俗提出了质疑。小说通过
新科状元李益与霍小玉的自主而美满的婚姻受到摧残所导致的悲剧，振聋发聩地进行了控诉，促使读
者去思考。虽然《黄衫客传奇》以唐代蒋防的《霍小玉传》为基础，作者在人物性格与相互关系上却
进行了许多改造和变动，完全可以说，这是陈季同自己的重新创作。《霍小玉传》中的男主人公李益
，是个“虚词诡说，日日不同”的负心郎。《黄衫客传奇》中的李益则有很大的不同。小说借其表兄
崔允明之口来这样评点李益的性格：“你有想压倒天朝男儿的雄心壮志，但你又会为了一个穷人而两
手空空。当你想当一个恶棍的时候，你又忍不住要去行善。”在作者看来，李益虽然有点软弱，也少
一点果决，但却是善良而真诚的。他一再给寡母去信，恳请寡母同意自己与小玉成婚。但冷酷、专横
、严厉的母亲，却因对方郑氏家中社会地位低微而坚决反对。母亲利用李益性格中软弱、犹豫的一面
，处心积虑地采用突然袭击的方式，将自己选定的另一场婚姻强加到他头上。当她得知李益将于某日
回到家乡的消息，便迅速布置了一整套对付自己儿子的密谋，还搬来了甘肃总督大人压阵。李益刚到
家，母亲不许他申诉任何理由，便将他引进点燃着烛光的宗祠，关闭大门，面对着历代祖先的牌位，
怒气冲冲地宣称：“这次让列祖列宗来回答你！”接着是连篇累牍的训斥： 　　看看这些牌位！每一
位先人都有既体面又受人尊敬的头衔：他们都在那里望着你，都在质问你怎么能让他们蒙羞，这是没
有先例的。你看！在他们每人的名字旁边都写有头衔和对他们为官的评语，你还能看到一个妇人的名
字：每个都与我们家门当户对。 　　而你呢？当你有能力继承他们的传统而且可以光宗耀祖的时候，
你做了什么？你要把未来寄托在一个没有父亲的女子身上吗？正是她，在某一晚上，像花船上跑出来
的歌女一样，投入你的怀抱；你竟想让这样一个女子跻身于我们高贵清华的门第吗！ 　　⋯⋯ 　　
她在一种狂怒的状态中，不停地讲着、喊着、威胁着：如果他不放弃原来的计划，她就呼唤神明的报
复和先人无可逃避的仇恨，向他、她自己，还有整座宅院。 　　这是在祖宗灵位面前对李益进行的一
场严厉审判———而且是不许李益说一句话的审判！这是从精神上朝李益打去的一闷棍，打得李益晕
头转向，“他像醉汉一样脚步踉跄，心如死灰，唇上带着苦笑，不知自己身在何处。”接着，母亲又
进行第二步：押送李益离开宗祠，“在惊愕的年轻人还没明白母亲要干什么的时候，她已将新郎的红
色绶带递过来，又飞速给他戴上婚礼时才用的金花冠；然后，不给他恢复正常的机会，她打开大门，
将他推入灯火通明的大厅，她向众人鞠躬致意，高声宣布：‘承蒙总督大人光临寒舍，着实令蓬荜生
辉。今以亡夫的名义宣布，同意爱子李益与卢小姐喜结连理！’”于是，接下来就是中国传统婚姻的
“拜堂”场面。“神智不清的李益”，被妈妈推到一个年轻女子的身边。 　　———跪下！她用坚决
的语气说。看到一旁的卢小姐已经俯身而拜，而他还没有跪倒，妈妈一手放在他肩上，重复道： 　　
———跪下！你没看到你在这儿多丢脸么？ 　　僵硬地，他拜倒又起来⋯⋯成了礼。 　　他好像处
于一场噩梦当中：朦胧中，他看到人们来到身前，笑着向他说些他无法理解的言辞。恍惚中，他意识
到自己走来走去，好像有另一个像自己的人，向宾客施礼，拜谢总督，总督又颔首答礼。 　　他目光
呆滞，觉得心中痛楚万分。他是在哪里？人们对他做了什么？ 　　小玉呢？为什么小玉不在这里？ 
　　———您的儿子怎么了，夫人？他好像不太舒服。 　　———很可能的，他太累了，可怜的孩子
！多年的用功，多次的考试，还有旅途疲倦；刚刚重逢的激动，马上又是婚礼的激动。 　　当他一恢
复知觉，马上明白了上面的问话和对答。可是，他又陷入了麻木的状态。 　　他觉得透过一层面纱，
又看到一张曾经微笑着的面容，现在，面容上凝结着可怕的怨恨：在他对面，云雾之中，黄衫客抖动
他的箭囊，发出令人恐惧的声音，然后，用弓箭瞄向自己。他听到弓弦的颤动，耳边响起羽箭的蜂鸣
。猛然间，一道闪电划过眼前，他头痛欲裂，之后，一切都消失了！⋯⋯他昏了过去。 　　从此，“
三个星期中，李益处在生死一线之间。”他大病一场。也从此，他把妈妈当做“一个怪物，一个追逐
他、啃噬他的心的吸血鬼。一见到她，他就觉得厌烦，生出疯狂的愤怒”。这是写得很有震撼力的一
章。其中李益母亲的形象，她的许多言行，确实令人震惊，也让人颤栗。张爱玲在《金锁记》中写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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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曹七巧，她因为自己没有得到过幸福，就千方百计破坏子女的幸福。作者写得很深，挖到人物心
灵的深处，刻画出了一个典型。陈季同在《黄衫客传奇》中，同样塑造了一个典型人物，那就是李益
的母亲。这个母亲从28岁起就守寡，她当然吃过很多苦，于是，她觉得自己必须获得子女面前的绝对
权威地位来作为补偿。她必须让子女绝对服从自己的一切决定，而不考虑子女本身幸福与否。正像第
十八章中李益谴责母亲时所说的那样：“为了满足你的虚荣心，要以我的生命为代价。”最后，终于
逼得李益在23岁的青春年华就发疯致死。《黄衫客传奇》确实写了一出震撼人心的专制包办婚姻的悲
剧，完成了连后来的“五四”新文学都未能较好完成的任务。这是陈季同的一个突出贡献。 　　其次
，《黄衫客传奇》艺术上的一个贡献，在于相当出色的心理描写和心理分析。中国传统小说并非没有
心理描写，《红楼梦》里就写了不少，但那是作家从生活中撷取原生态素材的自然结果。真正与现代
心理科学相伴随的心理分析与描写，应该说源自近代欧洲。陈季同小说中的心理描写，便是受到欧洲
近代文学的影响。但他又似乎摈弃了欧洲近代小说心理描写有时过于琐细繁腻的倾向。《黄衫客传奇
》中的心理描写，往往简洁，精当，内涵却又比较丰富。以第三章会试发榜时主人公的心理期待为例
，就写得相当精彩： 　　只剩下四个名字待写了。李益面色苍白，看着他的朋友。（已知自己获得第
十五名进士的）崔生握住他的手，用笑容鼓励他。 　　又写了一个，不是。下一个、再下一个，都不
是。 　　现在，只剩下一个空缺了：这是第一名，状元。 　　在这个庄重的时刻，四周一下子变得
非常安静。大家能听到所有年轻而兴奋的心脏在跳动。书吏停了一下。他不慌不忙，将毛笔蘸在墨汁
中，仔细地沥干，又朝身后的人群看了一眼。这一刻，尽管职位卑微，他却是场上的主宰。他写下最
后一个名字： 　　“李益，甘肃省。”“李益”，数千个声音重复着。 　　雷鸣般的欢呼声响起来
，在贡院的天空回荡。 　　此刻的李益十分平静；反而是他的朋友无法抑制喜悦的心情，在欢呼中出
尽风头。 　　只有真正懂得心理学的作家，才能将紧张时刻的心理悬念写得如此扣人心弦。《黄衫客
传奇》中心理活动的描写，涉及方面比较宽广多样：有纯情，有欲望，有期盼，有密谋，有幻觉，有
梦境；心理变化从波峰到波谷，幅度非常之大；写法上也有或含蓄、或直露、或正面描写、或侧面提
示等差别。然而我更为欣赏和重视的，还是那些心理分析性质的笔墨。陈季同的心理分析，常常与事
件的叙述、性格的刻画巧妙地交融在一起：叙述中寄寓着分析，分析中体现着性格，有时简直难以分
辨。我们上面引录的李益在事先全不知情的状况下被母亲强迫与卢氏拜堂成亲的那段文字中，就有不
少笔墨实际上是心理分析，它们折射出母亲的专横与冷酷，也反映了李益的痛苦与愤懑以及精神上受
到的严重伤害。至于第二十四章中李益被朋友引往郑氏家里与霍小玉再次见面的情景，更是大量地运
用了心理分析，这些笔墨收到了特殊的感人效果，也显示了李益性格上的弱点以及悲剧的终于无可避
免。这类笔墨，在全书中非常多，构成了《黄衫客传奇》艺术上的一个重要特色。 　　正是为了要写
好心理分析，增强幻觉与梦境在全书情节发展中的效果，陈季同才毅然改变《霍小玉传》中那个侠士
黄衫客的时代和身份，把他向前推早了两百年，成为一个带有神秘色彩的古人，让他的肖像画悬挂在
郑家墙上，并且使李益对他的眼神留下极为深刻的、简直终生难忘的印象。请看第九章中的这一段描
述： 　　饭后，大家回到客厅喝茶。李益请小玉轻歌一曲。⋯⋯ 　　李益以琴声相和。他偶然抬头
，瞥见墙上一幅写真，心中猛然一动。 　　这是一个在绿荫中的男人肖像，本人一定风神俊逸。这个
人已经上了年纪，在高大的白马衬托下，面容十分端正。同时，他的身形轮廓显示其既十分亲切，又
比一般男人精力充沛。身披一件黄袍，肩背弓箭，眼神傲然射向李益，好像一直要看穿他的心底。 　
　一曲终了，李益很兴奋，走近未婚妻，说自己又发现了她的一个新本事。 　　站起时，他无意间又
注视起那幅写真。 　　此时，他觉得那位老人的目光似乎一直在注视自己。 　　他走近几步，抬头
看着这幅栩栩如生的面孔，身背弓箭的这位总是以一种既柔和又有些悲伤的眼神，盯着自己。 　　“
您看的是黄衫客”，———郑夫人说，“传说是我们的一位先祖。” 　　“我们家族很久以来流传着
一个古老的故事。据说二百年前，一位先祖遭逢大难，是黄衫客将我们解救，并且为我们报了大仇。
所以，您可要小心，”———她抬手指着肖像说，“如果对不起小玉，他会找您算账的。” 　　她又
笑道，“当然，我们从来不相信这种传说。但先人喜欢制造这类神怪故事，他们可以从中获得安慰和
希望。我觉得这只是一幅先祖的写真，他比其他人身份更为显赫，所以人们不愿忘记他。” 　　李益
觉得女主人说的有理，但这番解释给他留下一种可怕的印象，自己也说不清缘由。 　　这是一段为全
书垫底、为后来情节预设伏笔的关键性描写，它是《霍小玉传》所没有而《黄衫客传奇》作者所特意
设计的一段文字。这自然也还是陈季同走的一步险棋，但却已经避开了《霍小玉传》情节上那类中世
纪的“怪异”和“迷信”色彩。从小说艺术描写的实际来看，应该说作者总体上把握得恰到好处，处
理得相当成功。因为，作品中男女主人公几次眼前出现黄衫客的幻影，都处在特定的心理情境之中：

Page 11



《黄衫客传奇》

李益是在深感对小玉负疚，对黄衫客怀着潜在的敬畏之心，又当自己神志不清、产生幻觉，临终前更
精神失常之时；霍小玉则由于从小就将黄衫客视为保护神，自己又进入了梦境，因而更显得十分自然
。作为小说，黄衫客幻影的作用仅限于构成某种神秘氛围。从心理学上说，它们属于合情合理，完全
可能的情节，作者的处理可谓无可挑剔，反而于神秘气氛中增强了悲剧在艺术上的震撼力。在这个意
义上，小说作者将书名定为《黄衫客传奇》，也是很有理由的。 　再次，《黄衫客传奇》艺术上的另
一个特色，在于相当浓郁的风俗画色彩。这既显示了19世纪法国文学对作者的影响，也显示了二者具
体路子上的很不相同。如果说巴尔扎克《人间喜剧》中的风俗画写的是近代法国的社会风尚史，那么
，陈季同《黄衫客传奇》中的风俗画却主要是描绘中国传统的民俗场景与画面。作者将这种民俗描绘
化入小说情节之中，与具体情节紧密结合，因而成为小说内容的有机组成部分。陈季同自觉地向欧洲
读者介绍中国的民俗，目的是希望能增进西方人对中国文化的兴趣；但就今天的中国读者而言，直接
效果却是大大丰富了小说本身的生活意蕴，加深了读者对艺术的理解。例如，写到大家闺秀在彩楼上
抛绣球招亲的习俗，正便于衬托出李益与小玉的婚姻更具自由、自主的性质；写到李母在宗祠中以专
横态度厉声训斥，使读者更能体会宗法制度与礼教具有践踏人性的一面；写到“花朝”游崇敬寺赏牡
丹，李益在佛像前虔诚跪拜，更能突现男主人公心中对小玉的强烈“负罪感”⋯⋯诸如此类，读来都
令人感到真实和亲切，为小说增色不少。 　　还应该说，《黄衫客传奇》在中国小说的叙事体式上也
实现了变革和创新。它最早在中长篇小说领域内突破章回体的框架，改以情节的自然发展为序，组成
二十八个章节。由于法文本《黄衫客传奇》面向法国读者，作者顺理成章地采取欧洲习惯的叙事方式
和艺术结构。但同时，作者并没有采用欧洲小说常用的倒叙之类技法，这也许是因为小说本身只是一
个中篇，故事情节也相对单纯的缘故。 　　总体看来，《黄衫客传奇》是一部艺术上几乎称得上珠圆
玉润、相当纯熟的作品，但却并非不存在某种疏漏。最明显的例子，便是陈季同把《霍小玉传》中的
京都从长安改到了南京，其原因我猜想大概由于他本人对南京比较熟悉而对长安则较为陌生，担心无
法落笔展开描写。作为小说创作，变更地点本来是允许的。问题在于，改了京都地点之后，朝代也必
须随即变更。然而，奇怪的是，小说的行文中仍然口口声声说“我们讲述的这个时代是在大历时期”
（见第三章；第四章中也有“大历皇帝”的说法）。“大历”是唐朝代宗的年号，这就等于将南京说
成是唐朝的首都，岂非闹了大笑话？！即使一般法国读者未必都能发现这类差错，作者也不应该允许
这种粗心大意或疏漏存在。指出这一点，我想，大概不能算是对前人的一种苛求吧！ 作为《黄衫客传
奇》的读者，我还想在这儿说一句心里话：自从知道陈季同用法文写过这样一部小说以来，我一直想
早点读到它的中译本。几年前我曾发信给台湾朋友，请他们留意市场上有没有这本书。后来才知道，
原来研究陈季同的博士就出在北大比较文学研究所，我真是又惊又喜，又懊恼之极的信息闭塞。现在
终于读到李华川先生的中译稿，而且译笔又是这样流畅和成功，我必须向他表示最诚挚的感谢和最热
烈的祝贺！——————————————————————————————（以上一字不漏皆为
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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