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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真实的法国

郑若麟
主讲嘉宾

资深法国问题专家!文汇报原驻巴

黎首席记者"现为文汇报国际评论专栏

撰稿人#高级记者"

'(("

年至
'(()

年任文汇报常驻巴

黎和欧洲记者
*

兼任香港文汇报驻巴黎特约

撰稿人
*!+""

年至
!"'%

年为文汇报驻巴黎

首席记者"

!""&

年后!经常在法国主流电视

频道参与访谈和辩论"

!"'!

年!法语著作$平凡的中国人%

在法国出版!赢得好评"

其国际时事评论和报道! 客观#锐

利#深刻!文笔自成一格"尤其是海湾战

争期间的报道和评论在海内外引起极

大反响"

中
法
关
系
的
历
史
!第
一
次
"

中法两国共同开创了大国关系

史上的诸多先河#

!4562

年$ 中国北京电影制片

厂与法国加郎斯艺术制片公司合作

拍摄了电影%风筝&' 这是中国第一

部彩色儿童故事片$ 也是第一部中

外合拍片' 在当时中法尚未正式建

交的背景下$ 加深了两国人民之间

的相互了解'

!4578

年
4

月
92

日$中法发表

建交联合公报' 法国由此成为第一

个同新中国正式建交的西方大国 '

这被誉为 (外交核爆炸 )$对国际格

局产生深远影响'

!4577

年$ 法国在西方国家中

第一个与中国签订航空运输协定 '

同年$法航开辟巴黎至上海航线$这

是我同西方国家开通的第一条航

线$ 使新中国民航打破了西方的封

锁$ 中国与西方国家的联系从此进

入(空中时代)'

!452:

年
5

月
44

日至
42

日 $

法国总统乔治*蓬皮杜应邀访华' 此

访是西方国家第一位元首正式访

华' 访问期间$双方商定的辽阳化工

合作项目合同总金额达
49

亿法郎$

是中法建交来双方最大合作项目'

!4526

年
6

月
49

日至
4;

日$ 中国国务院副总

理邓小平对法国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这是新中国领

导人第一次正式访问西方大国'

!452;

年
4

月
94

日$ 中法签订科技合作协定$

成立科技合作联委会' 这是中国同西方国家签定的

第一个科技合作协定$ 打开了中国与西方国家开展

官方科技合作的大门'

!452;

年
8

月$法国海军(迪居埃*特鲁安)号导

弹驱逐舰访问上海' 这是西方国家现代化军舰首次

访华' 法国是最早与中国开展军事交流的西方国家'

!4552

年
6

月
46

日至
4;

日$ 法国总统希拉克

对中国进行首次国事访问' 中法决定建立面向二十

一世纪的全面伙伴关系' 法国成为第一个与中国建

立全面伙伴关系的西方大国'

!9333

年$ 中法两国元首决定建立中法战略对

话机制$ 开创了中国同外国开展机制性战略对话的

先河'

!9339

年
44

月
95

日$ 巴黎中国文化中心正式

挂牌成立' 这是中国在西方国家建立的第一个文化

中心'

9338

年
43

月
43

日$北京法国文化中心在北京

开幕$这是在中国落户的第一个外国文化中心'

!933:

年
43

月
7

日 $中国文化年在法国拉开

帷幕 '

9338

年
43

月
43

日 $ 法国文化年在华启

动 ' 中法互办文化年共举办各类活动超过
233

场 $观众达
733

多万人次 $被誉为 (中欧文化交流

史上的创举 ) '

!934:

年
8

月
96

日至
97

日$法国总统奥朗德

首次来华进行国事访问' 这是中国新一届政府成立

后接待的首位西方大国领导人' 习近平主席和奥朗

德总统交流时间总计长达
;

个小时$就双边关系+中

欧关系和共同关心的重大国际问题深入交换意见$

达成广泛共识'

!

月
"#

日$对中国和法国都是一个重要的日

子'

!$%&

年的这一天$两国正式建立了大使级外

交关系' 这一在中法关系史乃至世界历史上具有

里程碑意义的重要事件当时引起轰动$被西方媒

体称为(外交核爆)'

中法建交时东西方冷战正酣$中法两国的选择意

义重大!改变了世界格局' 毛泽东主席和戴高乐将军$

中法两位伟人的政治决断直至今日仍广受称赞'

建交遗产#承认中国是双赢

中法建交
63

周年之际$人们思考$中法建交

给两国留下了什么样的精神遗产'

文汇报前驻法记者郑若麟认为$戴高乐将军

(承认中国)$从某意义上来说$确实为中国打破

(光荣孤立)提供了契机' 然而$人们往往淡忘的

是$(承认中国)也同时为法国外交的独立精神提

供了最佳佐证$甚至大大提升了法国在冷战期间

的国际战略地位' 承认中国$是法国向当时的西

方(盟主)美国霸权发出的一个明确信号"法国并

非所有事务都以美国马首是瞻' 戴高乐当时实际

上已经向美国一再表明了这一点' 但只有(承认

中国)$真正使美国对法国从此刮目相看' 法国的

国际地位一举飙升$成为冷战两霸格局中的一个

(异数)' 戴高乐自己也承认$(从此$法国再也不

被视为一个跑龙套国家了)' 因此$(承认中国)是

一个双赢之举' 其中最重要的则是这枚(外交原

子弹)使中法两国的(独立外交)闻名于世'

中欧国际商学院法籍教授!中欧论坛创始人

高大伟则认为$不应把戴高乐的决定完全看作一

种政治手段' 因为戴高乐更把中国视为一种文

明$他考虑到了一个更为本质的现实$超越了人

们习以为常的地缘政治上的算计' 对他而言$法

国政府不仅必须与另一个外国政府共事协作$更

重要的是$他想让古老的法兰西民族与历史更加

悠久的中国文明联系起来' 戴高乐认为$中国不

是一个民族或一个民族国家$中国从根本而言是

一个文明$一个(非常独特而深厚的文明)'

交往历史#法国的$伟大%与
中国$中心性%

回顾历史可以发现$中法的文化交流有着源

远流长的历史' 从康熙皇帝与路易十四国王久远

而庄严关系开始$ 到左宗棠与日意格之间的合

作$或者李石曾与他的支持者赫里欧或奥拉尔之

间在教育领域的活动$亲法的中国人一直与亲中

的法国人彼此呼应'

高大伟认为$中法之间在民族精神上有重要

的共通之处"法国的(伟大)与中国的(中心性)$

中国提出的(中国梦)与法国的(法国影响力)' 除

却一些中法关系的偶然因素!临时政权!暂时性

政经状况之外$巴黎和北京一直高度关注着全人

类的命运$ 中法两国未来也必将明确地表达出

(伟大)$含蓄地体现出(中心性)'

伟大是法国民族品格中的核心概念' 在世界

舞台上$法国的相对国力时有变化$但法国坚持

扮演独特角色的信念却始终不渝'作为法国的国家格

言$自由!平等!博爱的提出是法国对世界的贡献$它既

是法兰西民族追求(伟大)的结果$又是开创(伟大)的

来源' 在中国的语境里$(中)或(中心性)正好对应着法

国式的(伟大)' 如果说对(伟大)的追求激励了法国历

代君王!皇帝与总统$那么(中国)本身就代表了中央之

国处于天下的中心地位'

法国的生命力来自一种自觉向外辐射的努

力$ 法国构想并阐述了一个具有启迪意义宏大事业$

并意欲影响!联合外部世界,中国则与此不同$(中央之

国)凝聚着广大的人口$并以从未中断的文明融合外部

世界$其影响力来自一种向内的引力'

(中心性)与(伟大)之间的协合效应$远远超

过中法对各自政治身份的简单肯定$这种协同效

应更是新人文主义在全球复兴的原动力,是促进

东西沟通!南北对话的推动力'

如今$法国的自我定位与法国国家实力之间

的差距正在加大,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

的中心地位正在逐步加强' 然而$郑若麟和高大

伟都认为$世界各国实力的演变不会抹杀法国丰富的

遗产$ 也不会遗忘在欧洲形成过程中法国所做出的贡

献'在
94

世纪$中法两国必须通力合作$以期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以及法国外交部长洛朗
<

法

比尤斯针对法国所提出的(影响力)'

法国外交以$想象力%著称
值得注意的是$郑若麟指出$近年来在中国

也出现某些(轻视)法国的声音$认为法国国力衰

退$地位下降$已不再值得重视$是一种误解' 法

国外交从来不是以实力著称$而是着眼于某种精

神力量$是一种建筑在(想象力)之上的外交' 从

戴高乐开始$法国人在外交领域确实做出了不少

远超其国力的行动' 西方
=;

峰会的前身(炉边会

谈)

=7

是法国前总统吉斯卡尔*德斯坦首倡的 !

(中法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是希拉克
4552

年对北

京进行国事访问时提出的!国际(反对小布什入

侵伊拉克)的共同阵线是法国率先主导的!金融

危机应运而生的
=93

峰会是萨科齐建议的--

法国的(独立外交精神)及其(想象力)确实让法

国(执二等车票乘坐一等车厢)' 中国应该重视法

国的这种外交能力' 更重要的是$法国仍然拥有

足够的军事!外交和科技实力$在今天的世界上

仍然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郑若麟认为$虽然半个世纪以来中法之间发

生过严重的外交危机$特别是九十年代初的售台

武器风波和
933;

年的奥运.达赖事件$ 但只要

两国继续奉行独立外交精神$中法两国便能够通

过紧密的合作$继续在今天的世界上发挥不寻常

的作用' 包括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在非洲建设+

在对多极世界的追求等诸多重要领域' 五十年的

中法历史亦表明$独立外交精神需要建立在尊重

对方+特别是尊重对方核心利益的基础上'

9333

多年前$儒家的人文主义将华夏文明提

升到新高度,

4;

世纪$狄德罗+达朗贝尔+孔多赛

启迪了整个欧洲' 在当今世界$各国前所未有地

呈现出相互依赖的态势$中法交流已经对全球文

明的形成做出了贡献'

本版整合 吴宇桢

旅法学者!复旦

大学中国发展模式

研究中心研究员#上

海春秋研究院研究

员"

研究领域&制度

对比#国际关系和两

岸关系" 三次应邀观

摩台湾大选" 两度就

中法关系在法国参

议院#众议院演讲"

专著 $中国能

赢%一#二"

宋鲁郑
对话嘉宾

让!中国梦"与!法国影响力"亲密相遇
'''纪念中法建交五十周年

今年
!

月至
,

月文汇讲堂与东方讲坛携手!举

办(哲学与我们的时代)系列演讲季!演讲现场录音

在(喜马拉雅)音频客户端上发布"

!

月
!!

日!吴晓明教授主

讲的第一场 $哲学与我们时代

的当务之急% 现场录音现已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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