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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部分 从起源到1348年第一章 国土从南至北约1000公里，从东到西也约1000公里，顶着“法兰西”
名字的这片近乎规整六边形的土地，与当今世界的大国相比，似乎很小。就面积而言，排名第37，人
口位列第13。但在过去的数个世纪里，法国在文明和世界事件的进程中扮演了第一流的角色，今天依
然如此。从法兰西民族植根的这块奇异士地本身来寻求这种优越性的部分原因，如果不是为了表明某
种荒唐的宿命论，还是颇有几分道理的。这片领土地理位置极佳，位居西欧心脏地带，而西欧间隔两
千年二度成为重要文明和世界扩张的摇篮。它地处世界各大陆的十字路口。作为陆地，？与邻近广袤
的欧亚大陆紧密相连;作为滨海地带，四海波涛拍打而至，路通天下。由于这样的双重身份，它向所有
的经营事业和所有的冒险活动敞开了胸怀。这片领土同样由于它多彩的风、貌和充满希冀而让人怦然
心动，在此既有北部围垦地柔和淡定的灰调，也有地中海海角波光鳞鳞的闪亮，既有麦穗沉沉的大平
原，也有欧洲最宏大的冰川。在所有这些累积的天赋之中，也许最终就是由于自然环境的无穷变幻和
居住人群的多种多样才为人类提供了最诱人的前景，才保证了我们的国土不仅具有吸引人的魅力，而
且为我们国家提供了在历史上多次被开？的多重可能性。法国属于温带的国度，但气候却千差万别，
同时包含有海洋型、大陆型和地中海型气候的影响。它位于欧洲的顶端，其地质地貌似乎是整个欧洲
大陆的汇总:其中有广袤连绵的北方平原，有亘古不变的古老高原，还有俯瞰深谷的年轻山脉。这些因
素以特有的方式结合在一起，以致于它们的效应进一步强化，从而赋予我们领土的各个部分以更鲜明
的个性:有些低矮丘陵勉强隆起的宽广平原占据了整个西部，它们为海洋势力的渗透提供了场地;而与
此对应的是，地中海气候特征却由于庇护着东南平原的高山屏障而进一步得到增强。如果笼而统之地
描述整个法国，有可能使这种非常丰富的自然多样性消失殆尽。相反，如果我们依着景致的变化，逐
个地区地来刻画，就可能不会发生这样的危险。一、西北部法国西北部的尖端深深地伸人大海，整个
沉浸在海洋的影响之下。从犬牙交错海岸变幻不定的天空到缓缓掠过长满荆豆类植物荒野的雾气，无
不体现出海洋的气息。雷恩盆地以远，有一块边缘地区，与盆地若即若离。这块地区难以归并到法国
领土其他部分。这就是博卡日地带，这一地区很多特征与东布列塔尼接近。地质学上，它与古地块“
阿摩里卡高原”②处在同一基础之上。但相似之处还并不限于此，它们的丘陵走向也相同。在诺曼底
高地和佩尔什高地，很明显的东西走向，或西北一东南走向，几乎是布列塔尼北部地形的延伸；在旺
代地区，丘陵呈西北一东南走向，它们越过卢瓦尔河与朗沃荒地丘陵走向相接。它们同样也为硕重的
圆形山丘，时而其中也有一些深沟，深沟中的更为险峻的地层保持着凹凸不平（如法莱兹周边的一些
石英岩冠）。山地上升到阿伐卢瓦山，最高点达417米。峡谷被紧紧地夹在群山之中，就如萨尔特河的
上游那样。这一布列塔尼的外圈当然享受不到布列塔尼那样的纯粹的海洋气候，但仍然强烈地受到海
洋的影响。如果说夏天要热一些，冬天却始终不太严酷，雨量充沛，阵风频频，青草常绿，或几乎常
绿，树是大地之王：森林茂密壮丽，如埃库孚森林、帕伊森林、科埃弗隆森林⋯⋯树篱无数，繁茂杂
乱，到处蔓延；道路凹陷，适合游击战；苹果树枝丫弯弯曲曲，除了在收获酿酒的苹果时，不太有人
照看⋯⋯人们对绿地已经熟视无睹，但却看不到辽阔的大海。房屋本身星星点点，分布在小树林周围
，消失于茂密的树篱丛中。村庄在这种蔓延的绿色中被分解了，这就是“博卡日”。

Page 5



《法国史》

编辑推荐

《法国史(套装共3卷)》是世界历史文库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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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　　这是一本皇皇巨作，三大本一千七百页的正文，真难以想像如果不是乔治·杜比，我会去买
它。当然对法国历史感兴趣也是我去购买与阅读的动力之一。真是一段辛苦的历程。　　我喜欢阅读
法国与俄国的书籍。这就存在着如果不了解两者的历史，许多东西是怎么也无法理解的。比如前段的
《亨利四世》就让我迷雾重重，虽然是第二次阅读也有许多不知所云。　　于是我阅读这本书。准确
说来还是可以的。没有想像中那么出色（但也许是我想像过份了）。但对于想了解法国基本历史来说
是足够了。特别是对法国历史的开端部份我有相当的收获。可以这么说，西罗马灭亡之后的欧洲历史
也可以说是法兰西的历史。那克洛维、查理曼、亨利四世他们不仅是法国人的国王，也是欧洲历史的
重要创作者之一，这种延续直到拿破仑才算终结。可以说西欧封建制的创建与扩大是与法兰克人分不
开的。也许这就是法国文明带给人类的。法兰西文明并不亚于中国文明。　　这本书的内容太丰富了
，我实在没办法真正去评价，只有自己读过才能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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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法国史》的笔记-第439页

        突然明白为什么将法语称为世界上最美的语言。这不是关于法语本身。而是法语在12世纪左右，
由虔诚路易统治将教权和王权结合以后，带给法语精神面貌的焕然一新。当时法国的强大促进了法语
对世界的影响力。曾经四分五裂，遭受无数外邦异族蹂躏摧残的法国，因为过去的破碎和分裂，此刻
再度团结起来，其所形成的那个紧密、振奋、相较于其他国家都更加新鲜并且坚不可摧的精神纽带—
—就是基督教。不知道为什么其他国内教科书都倾向于丑化虔诚路易，称之为懦弱、胆小之徒。。。
很明显的，法国人的精神得以重振，很大程度归因于此。而法国文学也因之充满了彼岸高贵的情怀。
。。甚至包括当时风靡法国的哥特建筑，都在体现着一种对光明、飞升、高大壮美而且气度恢宏的宗
教追求。。。难怪其他国家开始迷恋法国的文学，文学就是人类精神追求的体现。一个民族精神追求
愈高远奔放，它的文学也就愈气势宏大令人仰羡，并因此原因，法语博得了世界其他民族对它的热爱
，开始追逐它的韵律⋯⋯

2、《法国史》的笔记-第770页

        第770页原文：1789年，路易十六在饱受教训后才明白，甚至在国王可作为绝招来使用的军队中，
也不存在盲目的忠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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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起了清朝最后两年时，摄政王载沣与张之洞的对话，“怕什么，有兵在”。事情发展到无可救药的
最后关头，有兵也无济于事，最先起事的恰恰就是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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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怕什么，有兵在”能风行天下，应归功于高阳先生的历史小说《瀛台落日》，这是慈禧系列传
记的最后一部。高阳写晚清史的书，不管是小说还是历史随笔，都可作信史来读。然而，小说家言终
究是一种演义，且高阳说史，多刊于媒体，为稻粱谋，故要迎合读者的口味，将一些历史细节世俗化
、八卦化。譬如这一节，话说在1909年，直隶的士绅认为督办津浦铁路大臣吕海寰非去不可，庆王奕
劻有意保举徐世昌兼办，张之洞闻听此事，带病入宫，请摄政王载沣召见，直言相询，有无其事：

　　“有的。庆亲王保他‘才堪继任’。”

　　“虽然才堪继任，无奈舆情不属。”

　　“舆情不属？”载沣笑笑：“是直隶绅士的意思。”

　　绅士跟小民的利害是不同的，张之洞不便细陈，只说：

　　“不然！舆情不属，而且会激出变故。”

　　“怕什么！”载沣淡淡地说：“有兵在！”

　　张之洞像是脑前被捣了一拳，顿觉喉间有什么东西上涌，而且自己微微闻见腥气，口一张，一口
鲜血吐在摄政王载沣面前⋯⋯

　　这段对话并非高阳凭空臆造，而有其详实出处。张之洞的年谱有两本，我未尝见许同莘版，且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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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钧版为例：吕海寰革职一节，恰如高阳所述；然而，高阳说庆亲王荐徐世昌接任此职，胡钧撰《张
文襄公年谱》（台湾文海出版社，第282页）却说是载涛、载洵二贝勒荐唐绍仪（该版作“怡”）。考
二人生平，徐世昌兼办过京浦铁路，唐绍仪曾担任全国铁路总公司督办，应以前者为是。年谱出错了
。

　　接下来，年谱记载了监国即摄政王载沣与张之洞的对话：

　　监国以问公（之洞），公曰：不可，舆情不属。

　　（载沣）曰：中堂，直隶绅士也，绅士以为可，则无不可者。

　　（之洞）曰，岂可以一人之见而反舆情，舆情不属，必激变。

　　（载沣）曰：有兵在。

　　（之洞）公退而叹曰：不意闻此亡国之言。

3、《法国史》的笔记-第十六章 第四小节

        这一小节开头几部分，回答了关于法国为什么会走向绝对君主制这个问题。他说关键点在于法国
总是处于与英国西班牙神圣罗马帝国不断的争霸之中，连年的战争不容许该国发展出像英国那样的宪
政制度。反倒是集权的战时军事体制，更有利于将国家机器高速运转起来，以此打败敌人。敌人因这
个体制被打败了，但同样这个体制也制服了国家内部多元的力量，法国因此而走向绝对。而英国正是
由于受海洋的保护，不易受侵略（英国一直没有常备陆军，但有强大的海军），所以发展出宪政制度
，允许贵族有自己更独立的地位，也不会威胁到国家的安危。类似的，中国汉武帝与匈奴争霸时期，
也加速了汉帝国往中央集权方向发展的步伐。

英国贵族与法国贵族，虽然都有自己的封地，但两者有很大的不同。法国贵族的封地通常连成一片，
自己是自己封地的君主，自己靠从下而上的人身依附导致的效忠。而英国贵族的封地通常会分散在许
多地方，更类似一个大地产所有者，拥有土地的商业利益。法国通常传统的佩剑贵族，就是指的这些
土地贵族，他们的收益来自于土地，自给自足的经济加上封建效忠，使他们更类似一个个地方独立王
国。而英国的贵族通常会参与到海外和国内贸易之中（经商贸易在当时一直被法国佩剑贵族鄙视），
因贸易而将贵族与他人与整个国家的利息连接在一起，因此社会更加扁平化。英国贵族武装割据，并
且对外夺取土地对自己也没好处，主要的利益在商业贸易，而且英国国王拥有绝对的力量来消灭武装
叛乱者。英国多元的力量，但这种力量又不会危害英国整体的利益。相反多元的力量更有利于国家对
内对外的经济贸易，国王也能从此得到好处。

法国的贵族类似于一个个独立王国，所以法国国王为了国家的安危，为了能与他国争霸胜出，所以必
须逐步的消番，建立自己的权威。国王依靠建立自己的官僚体系，将自己的权力伸向法国各地，可以
向各地征税，干预各地的人事任免。而这个官僚体系向工商业富豪开放，出售官职给他们，这又为他
培养出了一个所谓穿袍贵族的阶层，这个新贵族阶层成为国王抗衡配剑贵族的重要力量。法国国王制
服了各个地方的诸侯，建立起了统一和平的法国，这为所有法国人尤其是工商业富豪带来好处，所以
他们自然支持法国国王。而法国国王也喜欢制造教士与佩剑贵族与穿袍贵族之间的各种矛盾，好从中
渔利。

不过这个体系，给法国带来了内部和平，有利于法国人的生产生活。但是同时又阻碍了法国经济的发
展，阻碍了法国向外殖民的力量。因为整个社会的阶层有了多余的财富，就用来购买官职或者土地，
以取得贵族的地位。而不是用来扩大再生产，或者用来扩大海外贸易乃至向外殖民。社会各个阶层全
部围绕着王权打转转，中央集权的巴黎王权控制了这个国家方方面面，使得贵族们完全是内向的，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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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英国的贵族那样外向扩张。所以当法国大革命的时候，革命的巴黎市民控制了中央集权的心脏，于
是几乎就等于控制了整个国家。

当然，我还有疑问，仅仅拿法国受其它国家的威胁作为法国王权发展成绝对君主制，似乎这个原因还
是单薄了一些，应该还有其它的因素。而我上面几段谈到的，只是法国走向绝对君主制的过程以及方
法，但不能算是原因。或许法国那种大陆国家，其自然条件相比英国更有利于发展农业而不是工商业
。而本身的经济基础，又导致法国产生了一个个类似的，依靠人身依附关系而产生的封土诸侯，位于
巴黎的法国国王与别的诸侯内部结构上也一样。所以人身依附的关系，导致由下到上的绝对效忠，巴
黎战胜了法国其他的诸侯，也只是将这种效忠体系换了一种方法，变成更绝对的方式，在全法国体现
出来了。

4、《法国史》的笔记-第851页

        第851页原文：这其中不仅仅是雇佣劳动者——当时他们的人数仍然太少——还有城乡消费者，他
们都从千百年来的本能反应出发，对基本生活品的自由流通感到恐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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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原本也大概了解大革命和大革命前法国的农业以及经济十分落后，经受不起天灾人祸的折腾，不然
就会导致物价腾贵甚至是饥荒。此一条论述，却让我深深怀疑，大革命前的法国农业和经济，到底是
落后到什么样的程度，不仅仅是落后二字所能形容，甚或是原始。最普通老百姓，都反对基本生活品
的自由流通。换句话说是为了在经济动荡与饥荒时，能确保自己能储存足够数量的物品，渡过危机。
法国革命中不断反复的折腾，其中一个很大原因就来自于农业歉收以及政府滥发货币导致的物价飞涨
。虽然政府缺乏足够的财源以及对外战争的需要是滥发货币导致物价飞涨的原因之一，但落后的农业
以及经济肯定是更重要的原因。

法国革命前的经济，虽然经历过一个长期的繁荣过程，使得出现一个所谓新兴的资产阶级。但这种繁
荣，很大程度上是和奢侈品生产与对外贸易有关。而最基础的农业，以及关乎老百姓日常生活的行业
却应该是十分落后。长期的畸形的经济繁荣导致物价不断上涨，普通老百姓并未从经济繁荣上获得好
处（所以才革命）。而一旦天灾人祸出现，老百姓遗传下来对恐慌采取的自保行为，就是最明智的选
择了，比如限制粮食流通以及给粮食制定最高限价等。而这些，正是大革命时法国资产阶级所希望打
破的传统，确立经济和财产自由。而经济和财产自由，在当时是与许多老百姓的利益相矛盾的，他们
需要生存的自由。说到底，还是过于落后的农业以及经济所导致。

5、《法国史》的笔记-第500页

        

历史在中国教育中常常被简化为单线条的历史。一个梗概式的框架，没有对人性的追溯，没有对民族
矛盾的回顾，对过去生活的细节般的层层抽丝拨茧。历史不是这样的。真正的历史是细微的、冗杂而
漫长，残酷而冰冷的。当教科书内沿袭的还只是“苦难早已过去，伟大的党已带领我们步入新生活”
这样的基调时，“党”的形象是僵化的、冰冷的、雕塑一样没有血肉之物。睿智的做法是告诉新成长
的这一代孩子们，“党”虽然推翻了过去，但是苦难没有结束，“党”也是人，它会犯错，它也有极
不合理的地方。所有的孩子的伟岸需要一个平台来供给他，让他们产生一种要扶持现下这种制度的观
念。“党”没有做到这一点。它在极力强化自己的功绩时，充分暴露了一种虚荣和孤独。强悍的父母
生养的孩子往往绵羊一样温顺，而温顺的父母生养的孩子却经常狼一样凶猛，因为他们意识到要去保
护自己的父母，使他们免遭危害。在《法国史》中你看到了一个真实鲜活的国度，它也曾虚弱、伤痕
累累、惨遭蹂躏，它在暗示需要一些强有力的才人来治愈它。这才是一种充满人性发肤之暖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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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不是一项洗脑，教科书也不应该成为洗脑，让所有的过往变成为现有政权奠基的垫脚石。它的真
正目的是培养孩子对祖国的热爱，不只是对它过往成就的傲然，对耻辱的介怀，还有对现在这个政权
充满一种恰到好处的关怀。这个比例的拿捏，是如此关键的一步，但是国家没有做到。国家对自己的
孩子，不仅仅要展示强的一面，更在要紧的时候，要展示自己虚弱的一面。强，乃塑造身为国人的骄
傲；弱，乃塑造国人的自强不息。前者，是肉；后者，是灵。在前者太盛后者太虚的时候，国家看上
去毫无生命力和朝气；反之，则国家空有心而力不足。

6、《法国史》的笔记-第十六章 巴洛克时代的法国

        这一章开头一句：“作为王位的法定继承人，亨利四世在先王死去的次日便发现自己几乎是孤家
寡人，没有臣民，没有高等法院，没有钱”。开头这一句让我十分的疑惑，既然是法定的继承人，为
什么又是孤家寡人无人支持？后来查维基百科，原来他作为开创波旁王朝的首位法国国王，是在法国
瓦卢瓦王朝最后一任国王亨利三世无后，他作为法定的顺位继承人，才继承了法国国王。他并非亨利
三世的亲生儿子，他在巴黎原本并没有自己的根基，他只是法国众多贵族之一。只是因为他的血统关
系，所以在他继承了亨利三世的王位后，才会感觉自己力量薄弱。

这本书，似乎他们写作是面向法国人自己的，不少基本的政治史背景缺乏介绍。也许因为年鉴学派的
人（主编据说就是年鉴学派的）本身忽视这方面，也许也因为他们以为这些是法国人耳熟能详的，所
以就将更多篇幅放在别的地方了。另外，关于错综复杂的法国历史的因果脉络，这本书介绍的也并不
太清晰。但不可否认，这本书是介绍法国历史最详细的一本了，国内还找不到能替代这本的书。

参看：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A%A8%E5%88%A9%E5%9B%9B%E4%B8%96_(%E6%B3%95%E5%85%
B0%E8%A5%BF)

7、《法国史》的笔记-第548页

        关于司法体制这一节，写了好长一大段，但关于司法改革的具体内容，关于巴黎高等法院的具体
职权，依然没有说清楚。只是罗列了一大堆事件和数据，但是依然缺乏具体关键的内容，所以很多疑
问并没有弄清楚。

8、《法国史》的笔记-第六章 墨洛温王朝时代

        国王要召集军队时，就求助于其派往各个居民点的代表，这些代表就是“伯爵”。
伯爵拥有全权：掌握行政权、司法权、财证权和军权。伯爵有可能成为公正的法官，也有可能成为暴
君。他的周围也有“显贵”（boni homines）相助，帮助他主持法庭，根据他的法律作出审判，或者利
用他的绝对权力剥削人民。
伯爵没有薪俸，因此他们有意增加罚款和税收，以致百姓们转而支持居民区的二号人物：主教。
事实上，自从国王皈依基督教之后，主教就已经成为国王权力的另一位代理人。
在日耳曼人入侵的时候，主教承担起保护民众、与侵略者谈判和修复围城后留下之废墟的责任。当征
税人所索要的赋税过重时，主教也会干涉。
主教们不仅干涉与教士有关并按教会法处置的司法案件，他们也介入所有普通公民的案件。
主教们利用世俗世界的困难，将他们的世俗权力进一步扩大，甚至到7世纪末，他们成了居民区唯一
的首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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