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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目前出版的这本书，并非一部法国大革命史。
那段历史，已有人写得很精彩，我根本不会考虑重写。
本书仅研究那场大革命。
可以说，从来没有哪个民族，像1789年的法国人那样，企图决绝地把自身历史一刀两断、在过去与未
来之间挖下一道鸿沟。
为防止把过去的任何东西带进新社会，他们高度警惕；为迥异于先辈，他们给自己设立了种种限制；
为让自身面貌焕然一新，他们不遗余力。
我一直认为，他们在那独特事业中取得的成就，远较外界普遍认为的，甚至远较他们自己当初预想的
，要小得多。
我确信：他们不知不觉地继承了旧制度的大部分思想、观念与习惯，甚至凭借它们引导了那场摧毁旧
制度的大革命；他们利用旧制度的残垣断壁建造了新社会的高楼大厦，尽管他们并非有意如此。
因此，要真正理解大革命及其功绩，就必须暂时忘记眼前的法国，而去考察那已逝去的、坟墓中的法
国。
我在此处努力完成的，就是这一工作，但其难度超乎意料。
早期君主制、中世纪以及文艺复兴的历史，已有大量著述进行全面透彻的研究。
那些研究，让我们不仅了解到当时发生的种种历史事件，而且了解到当时的那些国家与民族的法律、
习俗以及精神状态。
但是，迄今无人甚至想过以同样认真仔细的态度，去研究十八世纪的历史。
我们清楚地看见那熠熠生辉的光鲜表面，熟悉那些呼风唤雨人物的生平细节，读过生花妙笔的书评而
知道十八世纪赫赫有名的大作家们的著作，就自以为十分了解十八世纪的法国社会。
但是，对于公共事务的处理模式、各种制度的实施情形、社会各阶层的真实关系、受漠视底层的境况
与感受，乃至当时的风俗舆情，我们只有模糊的认识，而且往往是错误的认识。
我竭力摸索进入旧制度的心脏地带。
它，在时间上离我们很近，只是被大革命遮盖了。
为此，我不仅重读了十八世纪出版的名著，而且还研究了许多不太有名也不该有名的著作，因为它们
无甚文采，但也许更能真实地记录那个时代的实情。
我尤其注意查阅在大革命前夕法国人发表其意见与观点的一切公共文告。
我从全国三级会议1以及稍后出现的各省三级会议的会议记录中获得了诸多研究启示。
对于三个等级阶层在1789年提交的陈情书2，我尤其注意加以充分利用。
这些长达数卷的陈情书手稿，是法国旧社会的绝笔书，是其愿望的最高体现，是其最终意志的真实反
映。
它们是独一无二的历史文献。
当然，我的研究绝不会局限于此。
在这个政府权力强大的国家中，几乎没有什么思想、希望、痛苦、利益与感情，不会迟早暴露于政府
面前。
因此，浏览其档案，不但可以准确了解其运转情况，而且可以了解整个国家的状况。
外国人倘若有权自由查阅内政部以及各辖区的密件，很快就会比我们自己更了解法国。
读者阅读本书就会知道，在十八世纪，政府权力已经高度集中、非常强大、极其活跃。
它不停地资助、批准、禁止这个或者那个项目；它做出了诸多承诺，给予了诸多东西；它的巨大影响
涉及方方面面，大至公共事务，小至家家户户的命运以及个人的私生活。
由于其政务不公开，因此，人们不忌惮在它面前坦陈最隐秘的不足。
有鉴于此，我花了很长时间研究政府在巴黎以及若干省份遗留的档案资料。
果不其然，在那里，我找到了活生生的旧制度：其观念，其情感、其偏见，其实践；感觉人人都畅所
欲言而坦露心底想法；收集了当代人甚至闻所未闻的有关旧制度的诸多信息，因为我看到的材料他们
从未见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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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研究进程的推进，我惊讶地发现，在昔日法国看到了今日法国的诸多突出特点。
在那里，我发现原以为只来自大革命的思想、原以为只产生于大革命的习惯、原一直以为源于大革命
的诸多情感；我发现，当今社会的一切都深深扎根于那片古老土壤之中。
我的研究越逼近1789年，我就越清晰地注意到大革命精神是如何产生、发展和壮大的。
就这样，大革命的全貌逐渐展露在我眼前。
它的气质，它的特点，已然显现；它，就在那里。
我从中不仅找到了大革命爆发初期的原因，而且更多的是发现了大革命最终结局的预兆。
大革命是分为两个截然不同阶段的：在第一阶段，法国人似乎想摧毁旧社会的一切东西；在第二阶段
，似乎想恢复某些已被他们抛弃的东西。
旧制度中于1789年突然消失的诸多法律与政治习惯，若干年后又重现，犹如某些河流，沉入地下后又
在某处冒出地面，形成旧河之水流淌于新的两岸之间的情形。
我将本书公之于众，目的就是想阐明：几乎在整个欧洲同时酝酿的伟大革命，为什么只在法国而不在
别处爆发，为什么会在即将摧毁的那个社会中自发产生；古老的君主制度，为什么会如此突然而彻底
地崩溃。
我的设想是，这项已着手的研究工作不局限于前述内容。
倘若时间与精力允许，我计划透过那场漫长而起起伏伏的大革命，追踪研究曾与我同在旧制度下生活
的如此熟悉的法国人，看看他们是如何抛弃旧制度塑造的自身、如何改造自身顺应历史发展，而又万
变不离其宗的，就是说，看看他们是如何不断以不同面貌示人，却仍然可以让人一眼看出就是谁的。
我首先要研究的就是1789年初的他们。
那时，他们心中所想的，就是热爱自由与平等；他们心中渴望的，不仅是要建立自由制度而且是要建
立民主制度，不仅是要摧毁种种特权而且是要确认种种权利并使之神圣化。
那个时代，洋溢着青春、激情、自豪、慷慨与真诚。
尽管那个时代也犯下了种种错误，但是，人们会永远怀念它，而且在今后的岁月里，它还将让企图腐
蚀或者奴役别人的那类人无法安眠。
在草草追溯大革命的过程中，我将尽力阐明：是哪些事件、哪些错误、哪些失策，导致法国人抛弃了
原定目标，忘却了自由，而只想成为世界霸主的平等奴仆；那比大革命所推翻的政府更为强悍、更为
专制的政府，是如何摄取并垄断所有政治权力的，是如何取消付出如此高昂代价换来的所有自由而代
之以徒具其表的自由的；它是如何剥夺选民的知情权、集会权和决定权而又标榜人民主权的；它在决
定征税时，是如何把议会的屈从和沉默吹嘘成是议员自主投票决定的；它是如何取消国民自治权以及
思想、言论、出版自由——此乃1789年争取的最珍贵、最伟大的成果——的主要法律保障，而又盗用
大革命之名的。
这本书一直研究到大革命似乎大功告成而新社会建立之时为止。
此后，我会接着考察新社会，尽力分析新旧社会有何异同，探究在那场翻天覆地的变化中我们有何得
失。
最后，我将预测未来。
第二本书已草写部分章节，但尚不成熟而不宜公之于众。
不知能否把它写完？
谁能说得准呢？
与国家相比，个人命运更加叵测。
我确信是不带偏见地但不会佯称是不带激情地撰写本书的。
一个法国人，谈到其祖国，回想其时代，竟然会无动于衷，怎么可能呢？
我承认，从各个角度研究旧社会时，我从未忘记当下的新社会。
我不仅想弄明白人病逝之因，而且想看看当初可以如何救他一命。
我像医生一样，试图解剖每个坏死的器官而寻找生命规律。
我的目的，就是要创作一幅极其精确而具有指导意义的画卷。
因此，每当在先辈身上发现我们如今几乎丧失而又极为需要的真正独立之精神、远大之抱负、对自身
与事业之忠诚的崇高品德时，我均用画笔突出它们；与此类似，每当在那旧时代的法律、思想或者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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惯之中发现摧毁旧制度并在如今蚕食着我们的任何弊病迹象时，我都会不遗余力地揭露它们，让人们
明白，那些东西在我们身上产生的恶果，要以史为鉴、面向未来。
我不讳言，为了上述目的，我不怕冒犯任何人、任何阶层，也不怕冒犯任何舆论、任何回忆，无论那
是多么令人敬畏的。
如此行事，我常常感到内疚，但从不后悔。
但愿那些也许被我冒犯之人，看在我乃出于正直无私之目的而宽恕我吧。
也许有一些人会指责我，本书中所表露的对自由的酷爱，完全不合时宜。
他们要我确信的是，在当下法国，再也不会有人关心自由。
我只有恳求那些可能指责我的人们不妨想想，我酷爱自由之情早已有之。
二十多年前，撰述另一社会4时，我就几乎写下了人们今天所看到的内容。
在未来黑暗的岁月里，有三条真理人们会看得很清楚：第一条是，有一股无名力量时缓时急地推动着
当今所有人去摧毁贵族制度。
这股力量，也许可以控制或者抑制，但无法战胜。
第二条是，在一切人类社会中，长期以来一直最难摆脱专制制度的，恰恰是那些从未存在以及无法存
在贵族制度的社会。
第三条是，无论在哪个地方，专制比上述任何制度可能导致的危害都更大，这是因为，较之其他制度
，专制更易于助长上述社会可能产生的种种弊端，并必然朝着其固有的不良方向发展。
倘若不再通过阶层等级、家族行会等纽带而凝聚在一起，人们就会只考虑自己，就会只关心个人私利
，就会只蜷缩于无视公共美德的狭隘个人主义之中。
专制制度，不但不同这种倾向作斗争，而且还任其畅行无阻，其原因在于：专制制度取消了人类的一
切共同情感、一切共识基础、一切互补需求、一切和谐共处机会，就是说，它把人们禁锢于个人生活
之中。
 人们原本就具有彼此各不相干的倾向，专制则使人们彼此孤立；人们原本就具有彼此漠不关心的倾向
，专制则使人们彼此冷若冰霜。
在这种专制社会，无所谓安居乐业之说，人人都焦虑不已，都渴望挤为人上人，都唯恐沦为人下人；
金钱，成为尊卑贵贱的主要标志，具有独特的流动性，不断转手，改变个人的社会地位，提升或者降
低家庭的社会地位。
因此，几乎人人都想拼命积聚财富，渴望不惜代价发财致富，热衷经商，贪图钱财，追求物质享受和
安逸，就会成为专制社会最普遍的情绪。
这种情绪，会很容易弥漫于社会各阶层，甚至弥漫于素来与此无缘的阶层。
倘若不遏制这种情绪，不久就会使整个民族萎靡堕落。
可是，在本质上，专制是助长这种情绪的，而这种削弱斗志的情绪，也有助于专制统治：它促使人们
的注意力远离公共事务，让人们一想到革命就会不寒而栗。
因此，唯有专制，能够为这种情绪提供荫护，任由人们贪婪无忌，任由人们不顾廉耻攫取不义之财。
此种情绪，没有专制，也许会更强烈；有了专制，就会占据统治地位。
自由却截然不同：唯有自由，才能与上述社会固有的种种罪恶作斗争，才能阻止社会堕落；事实上，
除了自由，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促使人们摆脱因自主自立而必然导致的孤立，促使彼此亲近，以便讨论
公共事务并达成妥协而形成共识；唯有自由，才能促使人们摆脱金钱崇拜，摆脱日常琐事的烦扰，从
而让人们时时刻刻都感受到，祖国就在身边，祖国高于自身；唯有自由，能够在关键时刻以更强烈、
更高尚的情感取代追求安逸的念头，能够让人们具有比发家致富更伟大的雄心壮志，能够点亮明灯让
人们清晰辨别善恶。
 没有自由的民主社会，也许是富裕、文明、华丽的社会，倘若考虑到平民百姓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甚至是壮丽而强大的社会；也许存在私人美德、家庭好男人、诚实商人和令人尊敬的地主，甚至有教
养的基督徒——其祖国不在尘世，其信仰的荣耀就是在最坏政府统治下的最腐败社会中，培养有教养
的基督徒——罗马帝国的没落时期，就充斥着如此这般的基督徒。
但是，我胆敢断言，如此社会，绝对不可能产生伟大的公民，更不用说产生伟大的民族；我还胆敢断
言，只要平等与专制结合在一起，人们的心智水准就会永远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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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年多前，我就是如此思考并呼吁的。
我认为，从那时起到现在，并未发生足以让我另想另说一套的任何事件。
自由受欢迎时，我公开称颂自由；自由被抛弃时，我仍然称颂自由，因此，我无可指责。
此外，请诸位想想，即使在自由上，我与多数反对者的分歧，比他们自己所认为的，也许要小。
是否存在这么一种人，他不遵守其亲自参与制定的法律，而奴颜婢膝地主动迎合某一国人的肆意妄为
，却认为其国家拥有充分享受自由所必需的条件？
我认为，不存在这种人。
专制者并不否认自由是美好的，只不过他们自己想独享自由，并妄称其他人不配享有自由。
故对于自由，是无所分歧的；有所分歧的，是对于人的评价。
因此，严格而言，爱戴专制，就是蔑视祖国。
要让我拥抱此种情感，恐怕遥遥无期。
窃以为，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写作本书耗费了我诸多心血，甚至有的短短章节竟耗费了我一年多的时
间。
原本可以采取脚注形式，不过我还是选择把数量不多的注释置于书末，并一一标注所注正文页码，读
者可以从中找到有关资料与例证。
倘若读者向我提出希望得到更多资料，我愿意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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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编辑推荐
《旧制度与大革命》（托克维尔著，钟书峰译）看点：
①首次法语全译本
——法语直接完整翻译，比旧译多出4万多字；不是英文转译，更非胡乱改写编撰，最大程度还原作
者本意。

②钟书峰：新一代翻译人中的佼佼者
——法学博士与法律工作者专业背景，成功新译《论法的精神》《社会契约论》的新生代翻译家，译
笔极为顺畅，学术界翻译界大为赞誉。
《旧制度与大革命》半年磨一书，再次挑战旧译本。

③插图精装版
——配有约60幅左右的插图，装帧精美素雅，充分展现大历史场景，值得收藏。

④多种附表，增值阅读
——特别附有法国大革命年表、法国历史年表、托克维尔年表等，让读者更深刻理解本书。

⑤王岐山公开推荐，高层风行、政商学媒全国热读
——折射中国现状、预示中国未来的神秘奇书。

改革，到底是消除革命，还是引爆革命？

繁荣开明，反而加速大革命的到来？

内容推荐
■改革与革命的赛跑
托克维尔所著《旧制度与大革命》是一部关于法国大革命的经典著述。
这不是一部法国大革命史，而是一部研究大革命背后政治制度变化与影响的著作。

通过深入研究法国大革命相关的文献、档案和事件，托克维尔开创性地回答了以下几个问题：为什么
在旧制度最繁荣、最开明的时期，革命却加速发生；大革命为什么在压迫最轻的地方首先爆发；为什
么革命者要愤怒地摧毁一切现行的政治制度；中央集权和言论自由，是否导致人民对政府百般苛求；
为了实现酷爱的平等，人们为何宁愿不要自由，等等。
通过对这些问题的深入探讨，托克维尔在普遍意义上，厘清了民主、专制、自由、平等这四个重要政
治概念之间的关系。

中国社会处于一个大转型时期，当下的社会现实与法国大革命时期虽然不同，但托克维尔揭示的道理
却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重视与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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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第一编 第一章大革命爆发之际，人们对它的评论歧异 第二章大革命的根本与最终目的并非像人
们过去认为的那样，是要摧毁宗教权力和削弱政治权力 第三章大革命如何是一场以宗教革命形式展开
的政治革命，其原因何在 第四章何以几乎全欧洲都有完全相同的制度，它们如何到处陷于崩溃 第五
章法国革命特有的功绩是什么 第二编 第一章为什么封建权利在法国比在其他任何国家更使人民憎恶 
第二章中央集权制是旧制度的一种体制而不是像人们所说是大革命和帝国的业绩 第三章今天所谓的政
府管理监督乃是旧制度的一种体制。
 第四章行政法院与官员保证制是旧制度的体制 第五章中央集权制怎样进入旧政治权力并取而代之，
而不予以摧毁 第六章旧制度下的行政风尚 第七章在欧洲各国中，法国如何成为这样的国家，其首都
已取得压倒外省的重要地位，并吸取全帝国的精华 第八章在法国这个国家，人们变得彼此最为相似 
第九章这些如此相似的人如何比以往更加分割成一个个陌生的小团体，彼此漠不关心 第十章政治自由
的毁灭与各阶级的分离如何导致了几乎所有使旧制度灭亡的弊病 第十一章旧制度下自由的种类及其对
大革命的影响 第十二章尽管文明取得各方面进步，何以18世纪法国农民的处境有时竟比13世纪还糟 第
三编 第一章到18世纪中叶，文人何以变为国家的首要政治家，其后果如何 第二章非宗教倾向在18世纪
的法国人身上如何成为普遍占上风的激情，对大革命的特点有何影响 第三章法国人何以先要改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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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的行政革命成为政治革命的先导，其结果如何 第八章大革命如何从已往事物中自动产生 注释 附录 
一论三级会议各省，尤其朗格多克 二1789年前后法国社会政治状况 译名对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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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页：   插图：   这些不幸的人们，不时遭到残暴对待。
1767年，舒瓦瑟尔公爵曾采取措施，企图一劳永逸地清除法国的行乞现象。
从省督们的信件中就可以看出，所采取的手段是何等残酷。
骑警队受命在全国范围内同时行动抓捕一切乞丐。
据说，被抓捕的乞丐高达五万多人；身强体壮的被押去服苦役，剩余的则送往四十多家乞丐收容所。
其实，让有钱人发发善心救助他们，或许会更好。
 如同我曾所说，旧王朝政府，在面对上层社会的高官贵族时，是如此温文尔雅，宽容大度；而在面对
下层社会尤其是农民时，往往却变得冷酷无情，让人难于接受。
我从未看到有哪份档案记载省督下令逮捕资产阶层人员。
但是，不断有农民被抓去服徭役、军役，或者因乞讨、扰乱社会秩序等等而被抓捕。
前者接受的是独立法庭耗时很长的公开审判，后者接受的是快速审判而且对判决结果不准上诉。
 1785年，内克写道：“平民百姓与其他阶层之间存在极大的距离，这容易转移视线而让人不注意政府
权力如何被滥用来欺压老百姓。
难道仁慈与人道不是法国人的本性与时代精神吗？
对于那些自己免受苦难，但对苦难抱有同情心的人们而言，一定会感到无穷无尽的忧愁。
” 可是，压迫之深重，体现更明显的，不是在已遭受的苦难上，而是在不让他们改善自身的处境上。
当时的农民，虽然是土地自由保有人，但是，他们几乎如其祖先农奴一样愚昧无知，而且其境况常常
比其作为农奴的祖先更为悲惨。
 此外，许多教士具有贵族血统，他们把贵族阶层所具有的那种自豪与桀骜不驯带入教会，而且他们都
属于社会上流阶层并享有种种特权。
这种封建特权，虽然对教会的道德权威危害极大，但是，却让教士面对世俗政权时保持独立精神。
 不过，最让教士怀有公民的思想观念、情感需求以及澎湃激情的，是土地所有权。
我曾耐心翻阅很早以前的省三级会议留存的大部分会议记录与辩论记录，尤其是朗格多克行省三级会
议的相关档案，因为与其他行省相比，该行省教士参与公共管理事务更多；我还曾耐心翻阅1779年
与1787年的省三级会议记录。

Page 9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旧制度与大革命>>

编辑推荐

Page 10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旧制度与大革命>>

名人推荐

Page 1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旧制度与大革命>>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