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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tion langues vivantes étrangères : chinois 
 
 
Exemple de sujet pour l’épreuve écrite disciplinaire  
 
 
 
 
 
 

 

 

À compter de la session 2022, les épreuves du concours externe du Capes et du Cafep-Capes 

sont modifiées. L’arrêté du 25 janvier 2021, publié au journal officiel du 29 janvier 2021, fixe les 

modalités d’organisation du concours et décrit le nouveau schéma des épreu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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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Composition en langue étrangère 

请联系 Espace privé et espace public 这一个文化主题，对下面两篇文章进行

综合分析。 
 

2. Traduction 

Traduisez en français la partie soulignée du document 1. 
 

------------ 
 

Document 1 : 随笔三则 (史铁生) 
 

一、女人 

我在读一位女作家的散文时，曾写下过一段感想：尤其今天，要经

常听听女人的声音，因为，这个世界被男性的思考和命令弄得很有些颠三

倒四不知所归了。 

我从小到大总相信真理在女人一边。不是以为，是相信。这信心，

可能是因为母亲，也可能是因为爱情。无论因为母亲还是因为爱情，终归

都是因为艺术。女人的心绪、情怀、和魂牵梦萦的眺望，本身就是艺术之

所在。比如，一个孩子落生时，一个疲惫的男人回家时，这时候，艺术的

来路和归途尤其见得清楚。 

我想，这不是以男人为坐标来看艺术，这是在雄心勃勃的人类忽然

坠入迷茫的图景中发现了艺术。 

因而与女人相反的倒也不是男人，我说的是男性，是勃勃雄心之中

对自然和家园的淡忘。我有时想起贾宝玉，很赞成他的悲哀，即对女人也

会男性化的悲哀，其实呢，那是实际功利驱逐了美丽梦想时的悲哀，是呆

板的规则泯灭痴心狂想时的悲哀。 
 

二、强人 

常常听人说起“女强人”，而且语气中透露着贬斥。“女人”原是个美好

的字眼（男人和女人都会这样认为），何以中间加一个强字竟变得不受欢

迎呢？难道纤柔的女人更强健些不好么？脆弱的女人更坚强些不好么？慈

爱的女人们（或者女人们的慈爱）更强大些不好么？以及女人们的痴情更

强烈些难道有什么不好么？ 

说真话，我也不喜欢“女强人”，甚至这三个字的形象和发音也让我感

到冰冷与失望。 

因而我想，那个“强”字绝不是指示着强健、坚强、强大或者强烈，而

是暗示着“强”字另一方面的作用——强迫、强暴、强行、强制、强词夺理、

强加于人等等。那是指女性的“强人”，强人者，强盗也，“只听一声唿哨，

林中跳出一伙强人挡住去路”。不过，强盗的行径并非只限于夺人财物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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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命，夺人自由、夺人意志、夺权夺利夺名者也是，或者更是。但这类的

“夺”大多不加一声唿哨，进行得隐蔽，理所当然甚至堂而皇之地便告完成。

所以如此，因为这类的“夺”常扮一副“给”的假象，比如越俎代庖，比如包

办代替，比如以一个大脑的辛劳令所有的思想都放假，貌似替人受累，实

则夺人自由和意志。识别“给”与“夺”的办法，是看有没有一个“强”字在里

头，强给和强夺其实毫无二致。但是被强夺者可以去官府鸣冤，被强给者

却有苦难言。但有苦难言之后，便有“女强人”一词被创造出来，稍泄被夺

之愤。 

那么，为何只有“女强人”一词，却没有“男强人”之说呢？男人们万万

不可窃喜，这决不意味着表彰，这实在是绝大的耻辱。言外之意大约是说：

男人嘛还用说么——都是强人！或者更甚：男人竟与强人同义，这“强”惟

在女人身上才需要特别地指出。可能言重了，但这实在说明了一向占统治

地位的男性文化究竟是怎样一种图景，它是以强治物以强治世以强治人，

说到底是一个以强凌弱的强权文化。 

所以贾宝玉的希望寄托在女人身上。所以贾宝玉的悲哀（如果女人

也要成为“强人”）就更可理解。 
 

三、水、绿色、和平 

女人的形神，让人想到水，想到绿色，想到和平。 

水、绿色、和平，是生命之根本，是地球独一无二的美丽与辉煌之

根本。 

但今天，在我们脚下在我们眼前和四周，水、绿色、和平正日益变

得珍稀。而仇恨、战争却一刻未停，狂妄自大的男性文化借助科学的成功

正越发地狂妄着。[…] 

我们应该听清上帝的警告。就像一个在战场上胜利的或失败的男人

那样想一想我们都干了什么。就像一个从市场上回家去的男人那样，想一

想，我们是不是带回来钱财就够了？我们听清了上帝的警告——很可能女

人会告诉我们：我们不光需要物质财富，我们还需要爱情，需要美的梦想

和家园，需要清澈的水，需要茁壮的绿色，需要和平，需要人与人的和平

需要人与万物的和平……因而我们不光需要科学我们还需要艺术，我们需

要站在男性的雄心遭受挫折的地方回首来路和眺望归途。这是女人传达给

我们的上帝的启示。因为女人的心绪、情怀和魂牵梦萦的眺望，本身就是

艺术之所在。 

一九九三年九月二十日 
 

注：本文节选自《史铁生散文(上)》。史铁生 1951 年生于北京，1969年去延安一带插队，

1972 年因双腿瘫痪回到北京。主要作品有中短篇小说集《命若琴弦》，长篇小说《务虚笔

记》，散文集《病隙碎笔》。2010年于北京逝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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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cument 2 : 更衣记 (张爱玲) 

 

我们不大能够想象过去的世界，这么迂缓、安静、齐整——在满清

三百年的统治下，女人竟没有什么时装可言！一代又一代的人穿着同样的

衣服而不觉得厌烦。开国的时候，因为“男降女不降”，女子的服装还保留

着显著的明代遗风。从十七世纪中叶直到十九世纪末，流行着极度宽大的

衫裤，有一种四平八稳的沉着气象。领圈很低，有等于无。穿在外面的是

“大袄”。在非正式的场合，宽了衣，便露出“中袄”。“中袄”里面有紧窄合

身的“小袄”，上床也不脱去，多半是娇媚的桃红或水红。三件袄子之上又

加着“云肩背心”，黑缎宽镶，盘着大云头。 
 

削肩、细腰、平胸，薄而小的标准美女在这一层层衣衫的重压下失

踪了。她的本身是不存在的，不过是一个衣架子罢了。中国人不赞成太触

目的女人。历史上记载的耸人听闻的美德——譬如说，一只胳膊被陌生男

子拉了一把，便将它砍掉——虽然博得普遍的赞叹，知识阶级对之总隐隐

地觉得有点遗憾，因为一个女人不该吸引过度的注意；任是铁铮铮的名字，

挂在千万人的嘴唇上，也在呼吸的水蒸气里生了锈。女人要想出众一点，

连这样堂而皇之的途径都有人反对，何况奇装异服，自然那更是伤风败俗

了。 
 

出门时裤子上罩的裙子，其规律化更为彻底。通常都是黑色，逢着

喜庆年节，太太穿红的，姨太太穿粉红。寡妇系黑裙，可是丈夫过世多年

之后，如有公婆在堂，她可以穿湖色或雪青。裙上的细褶是女人的仪态最

严格的试验。家教好的姑娘，莲步姗姗，百褶裙虽不至于纹丝不动，也只

限于最轻微的摇颤。不惯穿裙的小家碧玉走起路来便予人以惊风骇浪的印

象。更为苛刻的是新娘的红裙，裙腰垂下一条条半寸来宽的飘带，带端系

着铃。行动时只许有一点隐约的叮当，像远山上宝塔上的风铃。晚至一九

二〇年左右，比较潇洒自由的宽褶裙入时了，这一类的裙子方才完全废除。
[…] 

对于细节的过分的注意，为这一时期的服装的要点。现代西方的时

装，不必要的点缀品未尝不花样多端，但是都有个目的——把眼睛的蓝色

发扬光大起来，补助不发达的胸部，使人看上去高些或矮些，集中注意力

在腰肢上，消灭臀部过度的曲线……古中国衣衫上的点缀品却是完全无意

义的，若说它是纯粹装饰性质的吧，为什么连鞋底上也满布着繁缛的图案

呢？鞋的本身就很少在人前露脸的机会，别说鞋底了，高底的边缘也充塞

着密密的花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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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聚集了无数小小的有趣之点，这样不停地另生枝节、放恣、不

讲理、在不相干的事物上浪费了精力，正是中国有闲阶级一贯的态度。惟

有世上最清闲的国家里最闲的人，方才能够领略到这些细节的妙处。制造

一百种相仿而不犯重的图案，固然需要艺术与时间；欣赏它，也同样地烦

难。 
 

古中国的时装设计家似乎不知道，一个女人到底不是大观园。太多

的堆砌使兴趣不能集中。我们的时装的历史，一言以蔽之，就是这些点缀

品的逐渐减去。 
 

当然事情不是这么简单。[…] 
 

 

注：本文节选自《张爱玲文萃》。张爱玲(1920-1995)，中国现代女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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