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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文学与绘画艺术：对话与融合

　　文字与图画既是人类文化的两种不同符号，也是人们认识世界、互相交流的重要方

式，两者之间的密切关系贯穿古今。画家常取材于文学的世界，而作家也因绘画而拥有别

样的审美意蕴和创作激情。从中世纪到今天，法国文学与绘画艺术的发展进程交汇融通，

在历史上通常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并在相同的资源里寻求着类似的答案，呈现出相近的特

点和理念。

　　中世纪时期，法国文学与造型艺术汲取着同样的宗教灵感。基督教为建筑和绘画提供

了主要的意识载体，教堂的彩绘装饰画再现了圣经文学故事，而插图同样在宗教书籍中层

出不穷，体现了图文交流的功能。形式多样的文学形态也脱胎于基督教文化。史诗文学和

骑士文学歌颂了忠君爱国的理想和宗教信仰般的爱情；市民文学则体现出对宗教制度的反

叛和改写，例如《玫瑰传奇》批判了宗教的禁欲主义和蒙昧主义，《列那狐传奇》以动物

王国的冲突隐喻了市民阶级与封建贵族、教会的斗争。从辩证法角度来看，在文明有限的

中世纪，虽然宗教符合了统治阶级巩固中央集权和麻痹人民思想的需要，但带有宗教色彩

的文学艺术丰富了审美教育和人格教育的内容，对社会上的不良风气和道德败坏有制约作

用，契合了人们超越世俗的需要和对真善美的诉求。

　　在15世纪末和16世纪时期，欧洲的人文学者和画家们批判了中世纪的神学艺术理想，

复兴了古希腊的艺术摹仿自然的学说，“再现”的理念和人本主义思想为绘画和文学注入

了自由、写实和快乐的空气。为歌颂美好的世俗生活，让·富凯、让·克鲁埃等法国画家

常按照现实生活中的人物形象创作肖像画。在法国枫丹白露画派以及达·芬奇、提香等意

大利画家的作品中，裸露的人体和女性的乳房不再是原罪和腐化的符号，而成为了欣赏的

对象。情色氛围和神话灵感同样在诗歌中有所体现，龙萨、马罗等诗人掀起的“美乳赞”

“玉体赞”热潮体现了人们性观念的开放。此外，玛格丽特的小说《七日谈》表达了反禁

欲和男女平等恋爱的愿望，拉伯雷的小说《巨人传》提出了畅饮知识和幸福的主张，蒙田

的《随笔集》呼吁人们顺从天性去追求幸福快乐。文学与绘画领域的享乐主义和人文主义

在客观上起到了促进个性解放和反封建束缚的作用。

　　17世纪时期，古典主义与巴洛克两大文艺潮流在法国平分秋色、各擅胜场。古典主义

的“理性”指的是合乎常理和忠君爱国，例如戏剧的“三一律”和绘画的“黄金律构图”

等，体现了严谨庄重的审美情趣和崇高的社会道德意识，这同自由不羁的巴洛克文艺形成

鲜明对照。“巴洛克”文艺指称的是16世纪末至18世纪初期的欧洲文艺风潮，内容涵盖绘

画、建筑、文学和音乐等领域，是一种壮丽、激情、繁复的艺术风格，承载着时代的复杂

脉动。巴洛克建筑雍容华丽、庄严宏伟、结构复杂，巴洛克绘画则通过浓烈的色彩、线条

的动势和光线的明暗对比来凸显画面的戏剧效果和加强情感的张力，代表画家有法国的普

桑、荷兰的鲁本斯等。这种夸张、奔放的艺术趣味同样体现在文学领域。在17世纪的法

国，由于战乱频繁、教派纷争不断，加上各种怀疑主义、感性主义、理性主义的影响，人

们陷入了精神的彷徨之中。小说、诗歌和戏剧创作表现为情感张扬、故事离奇、语言浮

夸、人物富于变化，内容涵括了典雅爱情与贵族道德、宗教意识与世俗情感、田园牧歌与

战争灾难、宫廷故事与风俗民情、科学幻想与流浪冒险等题材，实则影射社会现实的晦暗

残酷，起到了疏导人们精神苦闷和激发美好人生理想的作用。

　　18世纪时期，法国的绘画艺术具有多样性的美学表现，融合了古典主义的严肃遗风、

巴洛克的自由气息、洛可可的闲适风雅以及新古典主义的平衡和谐等美学风格。柔媚活泼

的洛可可艺术由法国宫廷形成后在民间流行开来，从室内装饰扩展到建筑、绘画、文学。

狄德罗批评了骄奢轻佻的洛可可绘画，呼吁更符合人民趣味的艺术风格，画家夏尔丹的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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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写实艺术受到了狄德罗的赞誉。18世纪法国文学也呈现出混合与杂糅的美学态势，世纪

初的流浪汉小说具有巴洛克文学的奇崛特色，普雷沃神甫、拉克洛的洛可可文学则展现了

贵族阶层的情爱故事和腐朽风气，启蒙文学与新古典主义绘画都渗透了社会生活和文化哲

学元素。伏尔泰、狄德罗、卢梭等启蒙思想家们的哲理小说将反封建、反教会的理性主义

推向高潮。随着西方传教士将中华文明引入欧洲，法国的工艺美术融合了大量“中国风”

元素，文学中也不乏中国文化信息，例如伏尔泰的戏剧《中国孤儿》改编自中国元杂剧

《赵氏孤儿》，表达了他对中国儒家文化的推崇。

　　19世纪时期，法国蓬勃发展的文化环境促进了各种艺术之间的交汇，当时许多画家从

事写作，文人热衷于艺术评论和实践，文豪雨果便是优秀的水彩画家。沙龙美术展览与报

刊印刷业的发达促进了绘画批评的发展，诗人波德莱尔的沙龙评论涉及了诗歌、小说、戏

剧、绘画、雕塑和音乐。浪漫主义、唯美主义、现实主义、自然主义和象征主义等文学流

派均受到绘画艺术的有力渗透和影响。巴尔扎克、福楼拜、龚古尔兄弟、左拉、莫泊桑、

于斯曼等作家都尝试在文学写作中汇集绘画艺术的视觉特征和审美元素。法国绘画与文学

两者的现代性开始齐头并进。60年代之后，在绘画领域，马奈等印象派画家摈弃了传统绘

画的“文学性”和“故事性”，直接钻研和表达自然，寻求光色的自主性和画面的独立

性，被视为现代艺术的诞生。

　　20世纪上半叶，法国经历了一个荒诞的、充满战争与死亡的复杂时代，传统的文学和

艺术范式已不能真实地表现人与世界关系的复杂变化。法国的现代主义作家们以断续、开

放、变换、想象和讽喻的方式展现人类的荒诞境遇和精神困惑，与现代绘画的审美情趣达

到了高度的契合与呼应。现代艺术为文学家们的创作提供了更多形式的灵感，后印象派绘

画的暗示法，立体派绘画的拼贴法，抽象派绘画的空间分割法，超现实主义绘画的非理

性、潜意识、奇幻组合，也体现在法国作家的作品中。跨艺术的文学作品不胜枚举，保尔

·克洛岱尔的诗歌创作融入了中国道家哲学和东方诗画艺术的元素；阿波利奈尔的图形诗

彰显了文字与视觉符号相遇的创造性爆发力；普鲁斯特小说《追忆似水年华》中的美术视

野、摄影机制与图像隐喻体现了他用永恒的艺术本质和审美体验来回收记忆与时间的伟大

梦想；安德烈·马尔罗缔造了“想象的博物馆”思想体系，通过“艺术的想象”实现了

“写作的想象”，以融合绘画美学与电影美学的小说艺术质询了人类的境遇。20世纪下半

叶，克洛德·西蒙、罗伯-格里耶、米歇尔·布托等新小说作家大量运用拼贴、并置、图

说、电影美学和巴洛克美学来缔造视觉性极强的文学叙述空间，以艺术化的后现代写作展

现了人类的心灵世界和生存际遇。此外，雅克·马利坦、让-皮埃尔·理查、萨特、罗兰

·巴特、热奈特等文论家探讨了文学与视觉艺术的关系、图像艺术的人文意蕴。旅法文学

家程抱一将中国书法和绘画的空间意识引入法国，激起了中法学界的共鸣。

　　如上所述，法国作家们不断开拓着对视觉艺术的理解、思考和实践，文本与图像的对

话一直贯穿法国文化史的各个阶段。可读与可视之间的交流使得作家和画家成为彼此互补

的源泉，他们往往具有共通的创作原型、美学理念、再现技巧和精神内涵，这充分证明了

法国文学建构与绘画艺术之间交汇的广阔性和丰富性，两者的发展和演变密不可分、相辅

相成。近年来，文学与其他艺术的关联研究在我国方兴未艾，柳鸣九、郭宏安、吴岳添、

史忠义、余中先、刘成富、张新木等翻译家和优秀学者对法国作家的文艺思想和艺术手法

进行了大量的译介和探讨，解读了文学语言与艺术媒介的多维融合模式。这不仅为国内学

界的文学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美学依据和方法论，也将更多的跨艺术文学理念引入中国，对

我国文学革新和发展颇具启示意义和借鉴价值。

　　（作者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法国小说建构与绘画美学交汇史”负责人、中国人民大

学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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