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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皮封面、飘口烫金、书口刷红……

2019 年 3 月 ，正 在 法 国 进 行 国 事 访 问 的

国 家主席习近平从法国总统马克龙手中

接过作为国礼的《论语导读》，细细翻看。

这部首次以法语向欧洲系统介绍中国儒

家思想的著作，因此再次走到聚光灯下，

引发人们的广泛关注。

据介绍，记录孔子及其弟子思想言行

的语录集《论语》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经典

著作，早在 17 世纪就已传入欧洲。1687 年

巴黎出版的《中国哲学家孔子》是《论语》

在西方的第一个拉丁文译本。法国东方

学家贝尼耶在这本拉丁文书籍的基础上

进行法语编译，完成《论语导读》一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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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本书的出版工作因作者突然离世

而 中 断 ，只 留 下 几 份 手 抄 本 传 世 。 近 年

来，在中法人文交往不断深化的背景下，

两国学界对《论语导读》研究不断深入，不

仅为了解数百年前欧洲学者眼中的中国

提供新视角，也揭开了一段东西方文明交

流互鉴、相得益彰的历史佳话。

“提供一面哲学思想的镜子”

作为法国国礼的《论语导读》如今典

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作者贝尼耶曾旅

居 东 方 十 多 年 。 彼 时 ，拉 丁 文《中 庸》和

法 文《孔 子 传》等 书 籍 的 出 版 ，一 定 程 度

上满足了法国知识分子对东方哲学思想

的渴求。

中山大学哲学系法籍教授蒂埃里·梅

纳尔（中文名梅谦立）认为，贝尼耶崇尚儒

家著作中呈现的崇高道德和政治理想，所

以希望能以儒家思想原则，作为构建现代

政治学的基础。

梅 谦 立 曾 主 持 编 译《中 国 哲 学 家 孔

子》中文版，2015 年协助《论语导读》现代

版在法出版工作。“贝尼耶的翻译非常细

致 ，比 如 他 保 留 了《论 语》对 话 的 叙 事 方

式，同时参考中国古代士大夫的注释。”梅

谦立说。

梅谦立说，贝尼耶希望在法国更广泛

地传播儒家思想，重建国家政治的哲学、

道德基础。“他写这本书并非是简单的译

作，而是希望为当时的法国君主提供一面

哲学思想的镜子，更好地照鉴自己。”

那 么 ，当 时 的 法 国 需 要 对 照 了 解 什

么呢？

自 1750 年以来，贝尼耶《论语导读》其

中一部手抄本，一直被珍藏在法国国家图

书馆下属军火库图书馆。馆长奥利维耶·

博斯克认为，“最有可能的是，贝尼耶注意

到儒家著作中有能够启迪君主改善国家

治理的内容”。

博斯克说，贝尼耶这部书旨在向君主

阐 明“ 基 于 道 德 、尊 重 、平 衡 的 东 方 价 值

观”，“让国王成为更好的治理者”。

“为法国现代化提供启迪”

2024 年，中法建交 60周年之际，300 多

年 前 贝 尼 耶 的 著 作 即 将 同 中 国 读 者 见

面。《论语导读》中译本将以《孔子与君王

之学》为书名出版。肇庆学院政法学院副

教授汪聂才是该书的主要译者。

“ 这 本 书 因 其 作 为‘ 国 礼 ’而 备 受 关

注。我们将其译成中文以飨读者，希望学

界还有普通读者能够有机会一睹其真容，

从而得以了解 300 多年前儒家经典在欧洲

的影响力，体会到文化交流、文明互鉴的

意涵。”汪聂才说。

18 世纪，欧洲出现持续百年的“中国

热”。欧洲人发现，源自东方的儒家文化

揭示了可以不依靠宗教力量，而以伦理道

德支撑一个社会和平、有序发展，人们遵

循孔子的教导诚意正心、认识自然、设立

制度、和平生活。这些思想深深启发了欧

洲启蒙运动思想家，如伏尔泰、魁奈、莱布

尼茨等人。

正如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书

中所说，对于法国启蒙思想家而言，古代

中国统治者“一年一度举行亲耕礼，以奖掖

有用之术”“中国的官职均经科举获得”“把

哲学作为宗教，把文人奉为贵族”“看到这

样的国家，他们叹为观止，心驰神往”。

“每个民族文化都需要建立在自身社

会实践的基础上。”法国汉学家雷米·马修

说，“中国的科举制度对法国精英的选拔

产生重大影响，并延续到今天。”

梅谦立说，通过同中国的交流，欧洲人

了解到一种“更公平、更有效”的官员选拔

理念和模式。当时很多在华法国人都著述

介绍中国的科举制，对这种通过考试来选

拔国家人才的机制给予高度赞扬，推动法

国摆脱封建传统、走向现代官员选录制度。

谈及中华传统文化对法国社会的影

响，梅谦立认为，最重要的是帮助法国走向

文化和理性的觉醒。自文艺复兴以来，像

伏尔泰这样的思想家从中华传统文化和政

治实践中，意识到建立现代国家的可行性，

进而主张将政治建立在理性与美德之上，

“这一思想过程启迪了法国的现代化”。

“交流互鉴有助于自身文明”

回 顾 17 至 18 世 纪 的 中 法 文 化 交 流

史，北京语言大学特聘教授、北京外国语

大学教授张西平认为，这是大航海时代以

来，全球史中少有的东西方文明和平交流

的一段历史。

“17 至 18 世纪，来华传教士把西方文

化和技术传到中国，‘西学东渐’对中国文

化的发展、科技进步起到积极作用。”张西

平说，与此同时，通过传教士和贝尼耶这

样的学者，中国的思想、文化和技术“东学

西 传 ”，促 成 欧 洲 不 断 认 识 中 国 、改 进 自

身，感受中华文明的深厚积淀。

“欧洲文明曾学习过中华文明、阿拉

伯文明。”张西平说，一种文明需要向其他

文明学习才能成长起来，“中欧交流的历

史证明，不同文明可以包容共济，同时也

表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包含着现代性

的思想种子。”

汪聂才深有同感，他在翻译过程中不

断查阅《四书》原文以及拉丁文译本，感受

到“包括儒家经典在内的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有着深厚的生命力”，在当代思想体系

中可以得到共鸣、呼应和新生，产生新的

火花和力量，进一步推动社会发展。

“同其他文明开展交流互鉴，有助于更

准确定位自身的文明坐标。”马修说，“法中

两国间的文化交往源远流长。今天双方交

流意愿更加强烈，内容也更为丰富。”

在中法建交 60 周年之际，两国将举办

中法文化旅游年。包括庆祝中法建交 60周

年 暨 中 法 文 化 旅 游 年 开 幕 音 乐 会 、“ 你

好！中国”旅游推介会、“凡尔赛宫与紫禁

城”展览等在内的数百项活动，令人期待。

“如今中国非常了解欧洲，尤其是了

解法国。而法国对中国的了解拓展到人

文、科学等多个领域。”马修说，期待类似

的交流活动越来越多，双方增进交流和文

明互鉴的势头更加强劲。

新华社记者 梁霓霓、陈杉

参与记者 张百慧、乔本孝、王娅楠、

杨骏、刘佑民

（新华社北京／巴黎1月 28日电）

穿越时空的文明对话
——法国国礼《论语导读》背后的故事

2024 年，文旅市场以持续“沸腾”的

方式开场。

从“尔滨”到“山河四省”，从网友自

发“监工”到文旅部门在线“听劝”，各地

文旅局“花式揽客”、奇招频出，希望用

“泼天的流量”接住“泼天的富贵”。

各地文旅为何这么拼？真正的“流

量密码”究竟是什么？更值得思考的是，

流量“退潮”后，可持续出圈的路径是否

更为清晰？

各地文旅“花式揽客”

“ 冻 梨 摆 盘 ”“ 人 造 月 亮 ”“ 飞 马 踏

冰 ”…… 这 个 冰 雪 季 ，哈 尔 滨 对 游 客 的

“宠爱”令其成为“顶流”旅游目的地。

今年元旦假期，让人陌生的“尔滨”

创纪录实现旅游收入近 60 亿元。携程公

司近日发布的 2024 春节旅游市场预测报

告显示，春节期间哈尔滨旅游预订订单

同比增长超 14倍。

“泼天的富贵”一下让各地文旅部门

“坐不住了”，纷纷开始“抄作业”，效仿哈

尔滨向全国游客抛出橄榄枝。

先是“喊麦”。多地文旅局长跑到哈

尔滨中央大街，带上土特产录制视频邀

约全国游客，有的甚至扮成“白鹿仙子”

给游客发冻梨汁，“不论是北方的游客还

是自家的孩子都要宠”。

山东、河南、甘肃、江苏等地也纷纷创

作“我姓……”的“喊麦”文旅宣传曲，用魔

性音乐和洗脑歌词“刷屏”短视频平台。

再是“听劝”。网友留言“想在洛阳看

飞鱼服帅哥”，洛阳文旅部门迅速组织专业

表演团队在火车站和地铁站与行人互动。

河南文旅部门开展“题海战术”，一

天发数十条短视频，吸引近百万新粉丝，

不少网友自发“监工”。“听劝”的山西文

旅、河北文旅也“疯狂输出”，河北文旅创

下日更视频纪录。

接着，多地文旅部门纷纷邀请各路流

量明星“助力家乡上分”，引发新一轮关注

热度。此外，北京圆明园派出“安陵容”冰

嬉 、河 北 太 行 五 指 山 专 设 可 投 喂“孙 悟

空”、辽宁抚顺展示超长雪道游龙……

各地文旅“实力宠粉”是否
提升了旅游热度？

携程数据显示，多个城市旅游产品

搜索量攀升，春运期间国内航线搜索指

数同比增长超 170%。河南等多地景区也

趁势官宣免票、优惠等活动，进一步刺激

旅游消费。

这 波 热 潮 不 仅 令 旅 游 市 场 更 为 活

跃，也调动了更多人的参与热情。互联

网上，从新媒体运营到公共服务，从挖掘

特色文化到提升消费体验，网友纷纷为

各地文旅发展支招，探求如何接稳“泼天

的富贵”。

重塑哪些市场共识？

从文旅局长到文旅部门，各地文旅

纷纷破圈突围，既能看出各地在塑造文

旅品牌中营销手段的新变化，也反映出

目前旅游消费市场的新趋势。

春节假期即将到来，消费者出游热

情攀升，旅游宣传推广也迎来窗口期。

携程研究院战略研究中心高级研究

员沈佳旎指出，目前国内旅游市场正加

速恢复，如何吸引游客并将本土特色传

递出去尤为重要。既熟悉文旅资源又想

抓 住 机 遇 发 展 产 业 的 文 旅 部 门 一 马 当

先，想方设法推介本土文旅特色。

中国旅游研究院副研究员韩元军认

为，近年来“氛围式”消费悄然增加，不少

人 因 为 一 场 演 唱 会 、一 次 赛 事 、一 个 展

览，就可能来一段说走就走的旅行。

在多位传播领域专家看来，新媒体

平台给文旅部门提供了直接对话游客的

机 会 ，游 客 也 提 出 个 性 化 需 求 ，双 向 交

流、有求必应的互动形式让游客感受到

“尊重”甚至“被宠爱”，无形中激发“前往

一游”的兴致。

文旅领域专家表示，年轻人已成文

旅消费生力军，移动端大量宣传可以有

效提升文旅产品曝光度。相比传统单向

输出的营销方式，线上宣传具有低成本、

大众化的特点，网友互动的不确定性可

能带来高流量的回报。

韩元军认为，文旅发展对提振地方

综合效益作用良多。

旅游形象是城市形象的重要体现，

各地文旅部门卖力吆喝，除了展示本土

旅游资源，也能积极促进产业投资。如

河南柘城是“钻石之都”、黑龙江有蔓越

莓、四川盛产鱼子酱等，都在一波波出圈

中刷新了很多人的认知。

此外，各地文旅“同台竞技”也在不断

重塑市场共识：旅游的本质是对未知的探

索、对生活的热爱、对自然和人文的乡愁；

卖力运营或许是“始于颜值”，但更要“敬

于才华”，靠真心和实力圈粉，为游客提供

真实深刻、文化植根于身心的体验。

让“网红”变“长红”
服务永远是王道

文旅产业是当下恢复和扩大消费的

重要抓手，对促进经济复苏、提振发展信

心作用显著。

此前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积

极培育文娱旅游等新的消费增长点。各

地文旅纷纷发力能否持续刺激旅游市场

尚不可知，但这波“文旅热”无疑为2024年

的消费增长开了一个好头。

然而，随着各地都想“分一杯羹”，线

上跟风模仿又未能凸显本土特色的内容

也层出不穷，同质化严重，易引发审美疲

劳。业内人士认为，基于地方特色、文化

底蕴打造的差异化产品才能形成竞争壁

垒。一些网友更是直言：“没有宰客、提

高服务，才是王道！”

业内人士表示，各地“花式揽客”为

文旅产业链发展带来新的市场机遇，旅

游行业企业应主动与文旅部门、景区、酒

店等合作，共同开发具有地方特色的旅

游产品，实现互利共赢。各旅游目的地

应从细节上提升食、住、行、游、购等服

务，在文旅产品与游客、网友的互动中迭

代升级，促进社会资本和商户服务加大

投入，形成良性循环。

“文旅部门不能因本地短期走红沾沾

自喜，更重要的是要做好后端‘品控’工

作。”江苏省文化艺术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宋长善说。如果“弯道超车”变“翻车”，舆

论风暴反而会影响长期打造的旅游形象。

专家表示，对于普通城市来说，想提

升城市品牌、赢得人才和投资青睐，还需

思考如何从“网红”到“长红”、让“流量”

变“留量”。

宋长善建议，应在完善旅游公共服

务体系基础上，结合自身资源禀赋，以特

色文化赋能景区，打造高品质、多样化、

个性化的“硬核”文旅产品。“线下的旅游

体验取决于整个旅游产业链是否完善、

管理是否到位，这并非仅靠拍短视频宣

传片就能做到。”

（新华社南京1月 28日电）

文旅持续“沸腾”“流量”如何变“留量”
新华社记者 何磊静

典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中的法国国礼《论语导读》（资料照片）。 新华社记者 张 爽摄

1 月 28 日，在哈尔滨太阳岛雪博会园区内，儿童模特在进行表演。

当日，在哈尔滨太阳岛雪博会园区内，演职人员盛装巡游，与游客亲切互动，成为

“雪世界”的一道浪漫风景。 新华社记者 张 涛摄

国际能源署专家：

中国在全球可再生
能源领域树立榜样

新华社北京 1 月 28 日电 国际能源署高级分析师海米·巴

哈尔日前表示，中国已成为可再生能源领域的领导者，其可再

生能源产能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增长，这不仅有利于中国，

也有利于世界，中国取得的成就是“全世界的榜样”。

巴哈尔日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太

阳能光伏组件生产国，生产了全球约 80%的组件。这推动过

去十年太阳能组件价格下降了 80%以上，有助于世界各国扩

大太阳能光伏部署。

巴哈尔表示，世界其他地方的光伏组件制造成本比中国高得

多，2023年在美国制造一个多晶硅光伏组件的成本估计比中国

高30%，印度的制造成本比中国高10%，欧盟比中国高60%。

国际能源署 11日发布的《2023年可再生能源》年度市场报

告显示，2023 年全球可再生能源新增装机容量比上年增长

50%，新 增 装 机 容 量 达 510 吉 瓦 ，太 阳 能 光 伏 占 其 中 四 分 之

三。2023 年中国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增长全球领先，当年中

国风能新增装机容量比上年增长 66%，当年中国太阳能光伏

新增装机容量相当于上年全球太阳能光伏新增装机容量。

世界最大邮轮“海洋标志”号首航
1 月 27 日，在美国迈阿密，“海洋标志”号邮轮启程首航。

世界最大邮轮、皇家加勒比海邮轮公司旗下“海洋标志”

号邮轮 27 日从迈阿密启程首航。据英国《每日邮报》报道，“海

洋标志”号邮轮总吨位 25 万吨，长约 365 米，有 20 层甲板，可容

纳 7600 名乘客和 2350 名邮轮员工。 新华社/美联

德国央行：

德国经济难以承受
对华“脱钩”影响

新华社法兰克福1月27日电 （记者单玮怡）德国央行德意志

联邦银行专家日前表示，德国与中国经贸关系紧密，强行对华“脱

钩”会给德国经济尤其是德国工业造成难以承受的严重影响。

这篇由德意志联邦银行多名专家撰写的文章说，近年来，

许多德国工业企业通过在华生产获得了高销售额和利润，同

时对华出口成为这些德企的重要盈利渠道。因此，从长远看，

离开中国将给德国企业带来显著商业和经济成本。德国企业

将错失中国这个“主要销售市场”，许多供应链只能以牺牲效

率为代价进行重组。

文章指出，德国汽车、机械工程、电子和电气工程等行业对

中国市场需求依赖程度较高。此外，不少德国企业直接或间接

依赖来自中国的原材料和关键中间产品。文章援引德意志联

邦银行一项针对企业的调查表示，德国差不多每两家制造业企

业中，就有一家直接或间接从中国获取关键中间产品。“如果这

些（产品）供应中断，德国可能遭受严重的生产损失。”

文章表示，强行对华“脱钩”的外溢效应还将加剧经济不确定

性，连带影响德国经济其他行业。以金融行业为例，德中两国实

体经济联系紧密，德国银行对与中国经济联系紧密的德国本土

行业和企业风险敞口较大，对德中经贸关系的破坏最终可能增

加这些企业贷款违约的可能性，进而给德国金融系统带来风险。

文章说，德国无法应对与中国“脱钩”，对华“脱钩”对德国

经济造成的损失难以承受，应避免单方面对华“脱钩”。

伊朗成功发射三颗卫星
据新华社德黑兰 1 月 28 日电 （记者沙达提）据伊朗迈赫

尔通讯社报道，伊朗 28 日首次使用“凤凰”运载火箭成功发射

三颗卫星。

报道说，“凤凰”运载火箭当天将“马赫达”“帕亚姆”和“哈

提夫”三颗卫星送入距地表约 1110 公里的轨道。这些卫星将

用于科研测试、研发定位系统等领域。

伊朗通信和信息技术部长伊萨·扎雷普尔当天晚些时候

在伊朗社交平台上发文说，三颗卫星已成功进入轨道，“马赫

达”卫星的信号已被接收到。

俄罗斯纪念列宁格勒保卫战胜利80周年
1 月 27 日，在俄罗斯圣彼得堡，人们参观在冬宫广场举

办的列宁格勒保卫战主题展览。俄罗斯圣彼得堡 27 日举行

一系列活动，纪念苏联卫国战争中的列宁格勒保卫战胜利

80 周年。 新华社/美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