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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岁月悠悠，在那漫漫的世纪中，那些曾在法兰西土地上安养生息的人们，该如何认识其周遭的世
界呢？

　　这个凭借着教育和训诫代代相传的世界，文学曾给予它形形色色的描绘，使之升华；林林总总的
社会准则和价值体系使其规范；娱乐消遣为它乔装打扮；伟大的知识和思想为它规划构建；科学对其
进行解释；技术对其步步掌控；神话传说和各种信仰又赋予它独特的意蕴——对这样一个世界，昔日
栖息于此的人们究竟如何说？
如何思？

　　换言之，在此呈现的是法国文化史的另一种书写，以怀念人们在欧罗巴西端这方土地上的不懈努
力。
我们试图在这部史书中阐释热尔贝和萨特、吕里和塞尚、让?古戎和蒂诺?罗西的故乡所传承、所获取
、所言说、所思索、所想象、所创造出的一切事物。
这便是新一代文化史学的勃勃雄心，也是滋养和支撑着我们这套论著的理念：如保罗?利科所言，我们
要对法国在15个世纪里由“承继与创造的法则”所决定的一切，做出精深而又生动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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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那时，王国的行政管理还比较松散，堂区便是最基层的行政机构，当然也是最基
本的宗教机构，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它还是一个无需王国官吏的参与而自行运转的生活单位。
人们像今天市镇的居民一样管理着自己的事物，却又不受那么多的约束和监督；他们也管理教堂的财
产和几乎所有与H常生活有关的事情：关系大家共同利益的农业问题、开放型农地的收获时间及共同
牧场、森林的合理使用、路面的维护、学校教师的工资，也有税务问题——从直接税的分摊到征收，
还有在必要的时候为保护全堂区的利益与税收员、士兵、庄园主甚至神甫展开的斗争。
堂区的号召能力之强使它在很多情况下，比如在组织反抗时成为名副其实的联合会，如1545年，科曼
日的108个村庄联合起来维护他们的税务利益。
这表明了，如果政治即是指对居住区的管理，那么16世纪的人们已经有了一个坚实的政治文化，同时
，地区不同，传统也迥然不伺。
 史料中一般把代表全体居民的机构称为居民“总代表”，它们在各地的名称不同，阿图瓦称为行政长
官、吉雅恩称行会管事、朗格多克称行政官等，这是世俗机构，同管理教堂物质利益的教堂财产管理
委员会并行。
法国南方的教堂财产管委会的影响力并不像我们一直以为的那样微不足道，尤其在西南部地区，不过
仍不及布列塔尼：在该省，世俗机构已并人教堂财产管委会。
各地的区别或许可以为我们了解它们的世俗和教会传统打开新的思路。
另外，在不少省区，这一教会机构在堂区内部又按不同区、片等设立分机构，其中有些还拥有行政自
主权，比如在利穆赞省。
至少在农村，人们还拥有相当广泛的民主，因为居民间的文化差异尚不明朗，特别是市场经济和它所
带来的利益分歧还不起决定性作用。
的确，很久以后，才出现了类似如何更合理地开发共有财产的问题，也就是这些财产的分割问题。
 使农村堂区保持凝聚力的另一个因素是对本堂区根深蒂固的归属感：任何书面文书都会注明参与方所
属的堂区，出游者即使远在他乡，也不忘向旁人说起他的堂区。
所谓乡土观念，其本意是指人们为赢得最美的土地而展开的竞争，在不愁吃穿的富裕地区，如布列塔
尼，这种竞争达到极致。
各堂区制作自己的旗帜，指定选手参加格斗，或举行野蛮的速勒球赛，有时甚至无需以竞赛作借口就
公开斗殴，就像诺埃尔·迪·法伊描述的万代尔区“呆头呆脑的人”和弗拉莫区“自命不凡的人”的
争斗。
堂区有自己的负责人：有选举产生的、负责教堂财产管理委员会工作的管理委员，有代表堂区的行会
理事、行政长官、行政官或镇长，还有堂区守卫队长——关于这个职务，我们知之不多，只知道在该
世纪末的内战期间存在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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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法国文化史2:从文艺复兴到启蒙前夜》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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