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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法國人

立力

人也是五花八門的。由於法國人十分尊重他人的

個性，因此每個人都各自擁有自己的性格，因此

要問法國人究竟是何許人，實在並不容易。勉強

回答的話，她的第一個特點便是多樣性。

相對於日本人，不只是外觀上，在思考、行

動方面，日本人的表現基本上可說比較一致。而

且在一個團體裡，如果有人顯得特別突出或與眾

不同，很可能會遭受同儕排斥，因此對於重要的

事情，即使有好的意見，日本人也都盡量保持低

調。這對法國人來說卻是一件奇怪的事，在他們

看來，全體一致與毫無價值幾乎是同樣的事情。

二、個人主義

法國人為個人主義者，已是眾所周知之事，

然而，一旦到了法國仍然可以發現許多新鮮的事

實。例如無論是政府機構或公司行號，即使工作

人員在同在一處所辦公，每個人幾乎都分開作

業，彼此很少協調、干擾，最明顯的就是辦公室

的構造，每個人有自己獨立的空間，即一件工作

由數人分開辦理，每人各自負責自己的部分。

過去笛卡兒在「方法論」中，即教導人們一

旦遇到問題，應盡量將問題分段切割，之後再一

項一項逐一處理。從辦公室的構造來看，很容易

就令人想起，法國人實在是笛卡兒的子孫。

相對於法國，日本的官廳或企業的狀況便不

一樣。從課長到新進職員，大家都聚在同一個並

「什麼是法國人？」這個問題，回答起來實

在並不容易。就像要回答「什麼是日本人」的問題

一樣，是十分困難的。何況法國有許多不同的人

種，地方的文化又相互各異，真是難以一概而論。

然而，當我們前往法國，在日常生活上與法

國人接觸，從事往來、交涉或議論的時候，時常

會遭遇到與我們經驗不同的事，這是因為雙方想

法、習慣、文化差異的緣故，不足為怪。然而，

在這思辯的過程中一個比較具體的「法國人」形

象或許便會油然而生……以下便簡單的就法國人

的幾個重要特點，加以描述。

一、多樣性

世界上的國家都有某種程度的相似性，法國

也是一樣，內部集合了許多不同的種族，如拉丁

系、日耳曼系、凱爾特系等等。如考慮其來自各

個不同地方的祖先，則每三個法國人當中，便有

一個人其雙親或祖父母是外國人。從頭髮的顏色

看，有金色的、茶褐色的、黑色的等各種顏色。

眼睛也是一樣，從藍色到黑色，無所不有。加以

自二十世紀中葉以後，以北非阿爾及立亞、突尼

西亞、摩洛哥等為首，自東歐、中東湧入了大量

的移民，其子女也成了法國人。而75年以後又有十

萬人以上的中南半島難民定居在法國。因此，如果

以為法國人一定具有白皮膚、藍眼睛那就錯了。

以上僅就外觀而言，而其實在想法上，法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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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的空間辦公，同僚間可以相互支援或即刻向上

司請示。這種辦公室的構造，自江戶時代即已形

成，至今本質上並無太大的改變。

而且，即使在形式上也是一樣，一個文件上

通常會蓋滿了印章，形成了一種連帶責任、集體決

策的體制。法國人則不同，各人的責任與權限劃分

得極為清楚，一旦負責人變更，則前人所定的政

策、方針很可能就會跟著作一百八十度的大翻轉。

三、論理的表現形式

法國人的另一個特點是無論對於什麼事都會

儘量將它予以理論化、客觀化，這應該與法國人

的個人主義與多樣性有關。因為每個人的才能、

性格各不相同，在傳達訊息的過程中，必須有共

同的認知與形式。

法國人認為人類共通的基礎是理性，在此再

度引用笛卡兒的說法，他說：「理性是人世間分

配最公平的東西。」由於每一個人都有理性，因

此，理性便成為多樣性當中溝通的尺度。在此種

狀況下，任何表達便自然朝向合理的、理論的、

客觀的方向發展，個人的情緒也必須受到管制。

這種傾向，表現得最為明顯的便是法國教育

中對論文的重視。在相當於大學入學資格考試當

中，經常會出現下列的問題，例如：「遺忘是人

類必要的條件嗎？」、「平等與相同是同一件事

嗎？」請展開論述。於是，在學校，老師便必須

教導學生撰寫論文的方法，把問題分成三部分，

第一點、第二點、第三點、結論……等等。

在日本，作文教育則多在書寫對身邊事物的

感想。出題也是以情緒性的題目居多。

比較之下，既然對事務的表達必須論理、客

觀，當然便必須避免曖昧不明之處，正確而直接

的把意思表達出來。對於這一點，日本人的表現

方法就與法國人出現很大的不同。

日本人無論在談話或會議中總會儘量避免與

別人意見相左或傷害別人的感情，與其明白說：

「這個不可能」，日本人會說：「這個有點困

難」等等。總之，日本人並不認為理性是人類共

通的東西，重要的毋寧是「情」這一部分。

從這種環境下成長的日本人，在與法國人議論

的時候，面對他們直率的表達方式，特別是當雙方

意見互異時往往會顯得很不自在。常常會覺得法國

人態度強悍，自己遭受攻擊。即使如此，在此情況

下大多數的日本人仍然會盡量放低姿態，避免衝突。

然而，對於日本人的態度，法國人並不會因

此而感到理解，反而可能認為日本人是一個善於

掩飾的民族，文化衝突即可能因而產生。

四、對語言的信仰

一般法國人很重視語言的表達，不像日本人

認為沉默是金，這種想法往往造成日本人不容易

被理解的印象。

面對法國人，所謂謙虛就是美德的說法，可

說一點都不管用。沉默會被認為是頭腦空空或讚

成對方的想法。如果你認為不必多說對方也應該

明白的話，那就大錯特錯了，至少對法國人這是

行不通的。而且對於歪曲事實的說法如果不加以

反撥，久而久之便會形成一種偏見，這樣的事情

在法國也是極少發生。

總之，日本人與法國人之間，各自有不同的想

法與人際關係。法國人有法國人的作法、日本人有

日本人的作法，雙方應該彼此了解，無須將自己的

價值觀強加於對方，這是今後交流應該切記的事。

（本文作者為本會志工，本文取材自日本小林善

彥著「法蘭西學入門」，1991年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