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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旧制度与大革命（政务版）》看上去是一本学术著作，但并不枯燥，文采斐然，富有哲理。
全书的 研究方法和政治洞见至今令人钦佩。
他提出了一个个引发后人深思与体悟的“托克维尔之问”：何以封建特权对法国人民比在其他地方变
得更为可憎？
何以法国人宁愿先要改革，后要自由？
何以繁荣反而加速了大革命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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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宏观卷 法国大革命之本质、使命与功绩 第一章大革命爆发之际，法国国内外如何看待它 第二章大革
命并非以推翻宗教权力和削弱政治权力 为最终目的 第三章大革命是一场以宗教革命形式进行的政治
革命 第四章全欧洲有着完全相同的制度，并处处濒临崩溃 第五章法国大革命特有的功绩与意义何在 
中观卷大革命缘起之政治体制性诱因 第一章法国人为何比其他国家人民都要更憎恶封建权利 第二章
中央集权制是旧制度的产物，而不是大革命的业绩 第三章今天所谓的政府监督管理只是旧制度的一种
遗存体制 第四章行政法院与官员保护制是旧制度的体制 第五章在旧制度的框架上建立新制度，而不
是推翻重来 第六章旧制度下的种种行政风尚 第七章巴黎为什么能压倒外省，成为法国的全部 第八章
人们彼此之间变得如此相似，近乎千人一面 第九章如此相似的人却相互孤立，彼此漠不关心 第十章 
自由的消逝与各阶级的分离注定了旧制度的灭亡 第十一章旧制度下畸形发展的自由及其对革命的影响
第十二章社会进步了，18世纪的法国农民却过得比13世纪还糟 微观卷大革命缘起之社会民情风尚诱因 
第一章18世纪中期，文人变为国家首要政治家的原因及其后果 第二章在18世纪的法国人身上，非宗教
倾向占上风的原因及其对大革命特点的影响 第三章法国人为什么先要改革，后要自由 第四章路易十
六统治时期是旧君主制最繁荣的时期，何以繁荣反而加速了大革命的到来 第五章何以减轻人民负担反
而激怒了人民 第六章政府完成人民的革命教育的几种做法 第七章何以一次巨大的行政改革成为政治
革命的先导，其结果如何 第八章大革命如何从以往事物中自动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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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在英国，也曾有过拥有地产的农民，但数目非常之少。
在德国，历来也有一小部分拥有完整土地所有权的自由农民，追溯到日耳曼民族最古老的习俗中，就
有一些关于农民与土地的特殊又古怪的法律，但是，这样的自由农民只是一个例外，他们的人数微乎
其微。
 18世纪末，在德意志的少数几个地区，农民成为土地所有者，而且几乎跟法国农民享有一样的自由。
从地理区域上看，这些地区多位于莱茵河畔，这里正是法国革命的热潮最早波及并且始终最富生气的
区域。
反观德意志那些长时期难以被革命热潮所渗透的区域，就没有发生类似的“土地革命”。
这一点是很值得注意的。
 总的来说，通常人们所认为的法国土地的划分始自大革命的说法，是一种错误的观点。
土地的划分要远远早于大革命。
在大革命的过程中，的确出售了教士的全部土地，以及贵族的大部分土地，但是如果查看当时的土地
拍卖记录就会看到，这些出售的土地大都是被那些已经拥有其他土地的人买走的。
所以说，土地虽然易手，但土地所有者数目的增加比人们想象的要少得多。
按内克一贯浮夸但这一次相当准确的话来说——法国在大革命之前就已经存在大量的土地所有者。
 应该这么说，大革命并不是划分土地，而是暂时地解放土地。
为什么说是“解放”呢？
这是因为当时几乎所有的小地产主虽然有了土地，但仍然承受着许多劳役，这让他们痛苦不堪，难以
解脱。
 他们肩上的负担是相当沉重的，而最让他们觉得无法忍受的是，这些负担本身是可以减轻的。
这些农民，与欧洲其他地方的农民完全不同，他们已经摆脱了农奴的身份，摆脱了领主的管辖，他们
期盼的是另一场革命，这场革命与将农奴变为土地所有者的那场革命比起来，是同样的伟大。
 尽管旧制度看起来离我们很近，因为我们身边还有很多在旧制度下出生、成长起来的人，但是，旧制
度从某种程度上而言，似乎早已离我们远去了。
大革命在我们与旧制度之间划了一道鸿沟，将旧制度彻底隔离出去，这种隔离仿佛经历了好几个世纪
，以至于很多事情都变得模糊不清。
 现在，很少有人可以准确而全面地回答这样一个本来很简单的问题——1789年大革命之前，农村是如
何治理的？
如果不从书本之外去进一步深入研究那个时代的政府档案，这个问题就很难被精确翔实地论述清楚。
 我们常能听到这样的说法——贵族早就不再参与国家治理，但他们始终保持在农村的全部行政权力，
农民受领主的统治。
这样的一种说法是有悖事实的，是错误的。
 18世纪的时候，教区的所有事务都是由官吏主持的，他们中的一些人是由本省的总督任命，另一些人
则是由农民自己推举，他们并不是领地的代理人，也不再由领主来选定。
正是这些官吏组成的权力机构，主导着分摊捐税、维护教堂、修建学校、召集教区大会、监管公社财
产并决定如何使用、以公共团体名义提起公诉等或大或小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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