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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在拉丁区的中文书店1!!!!!!!!!!!!!!!!!!
潘立辉

笸巴黎友丰书店和友丰

出版社创始人

笸法国 “文学艺术骑士
勋章”获得者

人物名片

星星华人之

    从书店的经营到仓库的

管理，40多年来， 潘立辉凭

着对中国文化的热爱和坚

持， 在法国出版了 1000多

本中文图书法语译本， 让很

多中文传统典籍第一次走进

法国人的视野。

如今，“友丰” 编写的中

文教科书和中文工具书，被
诸多法国教育机构采用。 法

国读者每年读到的关于中国

题材的书籍中， 有 40%出自

潘立辉的友丰出版社。

潘立辉的坚持和付出，

得到了中法两国政府的高度

认可。 1997年，他被法国文

化部授予 “文学艺术骑士勋

章”，这是法国政府授予文学

艺术界的最高荣誉， 以表彰
在文学艺术领域作出杰出贡

献的人物。 2005年，潘立辉

获得中国国家新闻出版署颁

发的 “中华图书特殊贡献

奖”。 2012年，中央电视台

授予他 “中华之光———传播

中华文化年度人物”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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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潘立辉的友丰书店，坐落在距离索邦

大学 500米的地方。作为主营中国题材的
书店，友丰没有选址华人聚集的美丽城，也

没有选址亚洲移民集中的 13区，而是开在
了拉丁区———法国的高等学府区和文化中

心，足见潘立辉的勇气、决心和远见。
友丰的门面不大，店里的藏书量却

很惊人。书店两侧是倚墙而立满满当当

的书架，中间一个长条桌，堆着和人等高
的书籍，顺势也把书店隔出两条走道。这

里有古典精粹《论语》《道德经》，也有接
地气的中式菜谱、中医保健；有给小学生

习字用的描红簿，也有低、中、高级的中
文教科书；有介绍中国传统艺术的画册，

也有介绍当代中国经济发展的书籍；有
金庸的《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也有

最近红遍网络的《人民的名义》⋯⋯让人
止不住惊叹，这么多中文书竟然都有了

法语译本！
今年 9月，潘立辉出版了一套三册

《中国电影百科全书》，友丰版的《大学》
和《中庸》也已进入排版阶段，年内即将

上架。
如此规模的书店，不仅在法国，在全

欧洲也颇为罕见。友丰的玻璃门上，贴着
许多媒体对友丰书店和创始人潘立辉的

报道，还有各种和中国文化有关的活动
信息，友丰 40 多年的历史，差不多就写

在这些重重叠叠泛黄的剪报和海报上。
潘立辉祖籍广东潮州，1951年出生

在柬埔寨，是移居海外的第三代华人。
“我小时候不爱读书，爱动，爱玩，爱

打拳。”潘立辉家境殷实，衣食无忧，少年

时期曾在柬埔寨的寺庙里住过一段时
间，习武念经，自幼养成了淡泊、爽快的

个性。他 16岁赴法。因熟读经文，选择了

索邦大学梵文专业。求学期间，有法国同
学主动找他聊唐诗、聊李白、聊杜甫，这

让身为华人的潘立辉非常尴尬，那时的

他中文水平一般，对李杜更是知之甚少。
好在潘立辉是个行动派。他随即四

处搜罗和中国文化有关的书籍，最初只
是一颗争强好胜的心，却在阅读过程中

深深地迷上了中国文化。由此，潘立辉萌
发了开一家书店的念头：有太多的好书，

值得法国人读一读。

1976年，友丰书店开张。那一年，潘
立辉 25岁。

对于中文水平有限的汉语学习者，
甚至是海外华人家庭的孩子，潘立辉认

为，从法语译本起步，反而更能激发他们
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兴趣。中国文化博大

精深，但一上来就抬高门槛，并不是一个
明智的方法。唐诗宋词固然优美，如果读

者中文水平有限，中文的精妙反倒成了
负累。他主张用讲故事的方法，让读者明

白诗词的大意。对内容感兴趣了，自然会
进一步主动地学习。在潘立辉看来，传承

一种精神远比单纯的识字更加重要。
正是本着这样的文化传播理念，友

丰出版了很多中法对照的书籍，并配上
大量注释，有的还备注了拼音。

“眼下是传播中国文化的好时代。”
潘立辉说，上世纪 70 年代，在法国学习

中文的人很少。大学里寥寥几个，也是以
家境优越的女生居多。到了 90年代，越

来越多的法国学校开始开设中文选修
课，如今，中文已经出现在法国中学乃至

小学的课表当中。很多法国孩子，专程来
友丰买练习册、习字帖。

    言谈随和的潘立辉，在出书这个问题

上，有绝不妥协的原则和立场。
“当年出于个人兴趣，因为享受阅读

的乐趣，享受与人分享阅读的乐趣，才选
择开书店。”潘立辉说，“如果想着赚钱，那

一定是开餐馆，而不是开书店。”
潘立辉坦言，要盈利，也可以很容易，

迎合某些潮流、迎合某些意识形态的书

籍，会很好卖，会很赚钱，但他并没有选择
这条道路。

友丰的名声越来越大，找友丰合作的
人也越来越多。潘立辉坚持，书的品质是

衡量出版与否的第一标准。一本好书，即
便预测销量不佳，他也不会犹豫。相反，对

中国、对法国不友好的书籍，都会被友丰

拒之门外。近年来，也有多家法国知名出
版社打算收购友丰，为了保持友丰的独立

性，潘立辉一一婉拒。

虽然还没有退休的打算，但年近古稀
的潘立辉表示，友丰的未来是他必须慎重

考虑的问题。友丰的接班人，要对中国文化
有热情，有见识，更重要的是，必须有自己

的立场。潘立辉说，到目前为止，他还没有
找到一个可以托付书店的人，他表示，跟中

国政府有关部门的接洽正在进行当中。

笔者问及当年创立友丰书店的时候，
有没有想到书店一开就是一辈子？潘立辉

大笑道：“我这人有个特点，一辈子就守
一个妻子，一辈子就守一家书店！”

40年来，友丰书店的经营一直很艰

难。但在采访过程中，潘立辉并没有提及

太多的难处，相反，总是在爽朗的笑声里，
结束一段又一段回忆。他说得稀松平常，

好像很多事情不值一提。
结束采访，笔者站在友丰门口，想象

这家书店 40年的变迁，不由得对潘立辉
肃然起敬。从“家徒四壁”到撑满书店的几

万册图书，每一本书都有一段故事，每一

本书的出版，都有一道难过的坎。这一路
的艰辛，潘立辉一个人默默地扛下来。

中国人游巴黎，都爱去莎士比亚书店
拍照、打卡，殊不知，友丰书店才是全巴黎

最值得中国人尊敬的一家书店。

    “我在法国读书的时

候，学校里的华人很少。有
的同学甚至是第一次见到

华人，他们当中，有些人还
会好奇地摸一摸我的黑头

发。”在这样的环境下传播
中国文化，其中的艰难可想

而知。

“最初的三四年，友丰
书店一直处于亏损状态，每

天收入约 200法郎，销售额
还抵不上房租和水电费

用。”为了补贴书店，潘立辉
不得不再打一份工，他的妻

子也在经济上、精神上给了
他莫大的支持和鼓励。

潘立辉回忆说，早年，
法国人来友丰主要寻找两

类书籍：一是有关中医保

健、气功养生的书；二是带
拼音的工具书。依靠这些实
用性书籍的销售，友丰书店

的经营状况开始好转。
可是，销售这些书籍，

远不能满足潘立辉“在法国
推广中国文化”的初衷。他

发现，法语版的中文书籍非
常有限，若要进一步推广中

国文化，只有自己组织翻

译，出版。
友丰书店 4岁那年，潘

立辉在书店的一角划出一

个 3平方米的空间，创立了自己的友丰

出版社。如今，法国读者每年读到的关于
中国题材的书籍中，有 40%出自潘立辉

这个小小的空间。
自从有了“友丰出版”这个舞台，潘

立辉不遗余力地把时间、精力和资金投
入到他认可的好书上。“友丰”历史上，最

浓墨重彩的无疑是九卷本法文版《史记》
的出版。这是世界上首部《史记》的外文

全译本，为了这套书，潘立辉奔波了 20

年。潘立辉介绍说，翻译《史记》这样的经

典，必须有一支强大的中文、法文团队，
密切合作。翻译、修改、校对、注释，每一

个环节都要经过无数轮的打磨。译者不
仅要透彻理解原著，还要了解法国人的

阅读习惯和需求，了解中法文化的差异，
哪些需要注释，如何注释，才能保持原汁

原味，又不至于晦涩难懂。
潘立辉也是第一个让法国读者认识

金庸的人。为了把“武侠和江湖”带到法
国，他曾专程赴港拜访金庸，金庸也曾到

友丰与潘立辉见面。2004年，金庸的《射
雕英雄传》在法国出版，时任法国总统的

雅克·希拉克对这本书做出很高的评价，
金庸也在 2004年获得法国政府颁发的

“艺术文学高级骑士勋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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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潘立辉在书店里整理书架 顾盈华 摄

? 金庸（右）与潘立辉在友丰书店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