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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1856年、法兰西第二帝国、亚历克西·德·托克维尔、旧制度、大革命——几个简单的元素，奏响了
一曲通幽探微的历史交响。    201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越过150多年，这曲法兰西交响仍回荡在亚
欧大陆东端的千年古国。    法国大革命200余年来，反省沉思不断，最重要的一位论者，当属托克维尔
。托氏有生之年离大革命不过六十载，他看到革命产生民粹，民粹孕育暴政，暴政又轮回独裁。革命
并非孕育于贫穷时期，却发生在经济繁荣之时。托氏曾警告，如此悲剧，因人性的阴暗和弱点，若不
约制，必定重演。    历史如此奇妙，思想洞穿时空，托克维尔的声音从历史中来，裹挟着法兰西民族
的平等与自由之梦，撞击着今天中国人的头脑。今人读来，托氏之文仍璨然有光，如珠落玉盘，叮咚
一片。    编此小集，不免拾珠遗珍，总归而言，此集不过想融通中西，以托氏之意反观己身，以200余
年前法兰西之情状，看今日中国。看官民目光为何齐聚此书？看一本老书为何突然洛阳纸贵？看今日
中国如何顺利转型？    且看《旧制度与大革命》对今日中国之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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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现在为什么要读 》由名家荟萃，囊括一流史学大家，经典今读，直指当下中国现实。法国历史学家
、政治思想家亚历克西·德·托克维尔（Alexisde Tocqueville，1805—1859）的名著。在书中，托克维
尔解释了几个看似悖论的问题：中央集权制是如何在旧制度中形成的？民众性格颇为相似的法国，人
们却为何彼此漠不关心？为什么在文明程度提高的十八世纪，法国农民的处境有时竟比十三世纪还糟
糕？为何法国人先寻求改革，最后却导致革命？为什么经济繁荣反而加速了大革命的到来？为什么本
想减轻人民负担，却激起了人民的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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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代前言 高毅：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及其现实意义
第1编 文本：解析《旧制度与大革命》
李宏图：封建权利与大革命的爆发——读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之
李宏图：从改革到革命——读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之二
薛理禹：自由意识的失与得——品读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
庞金友：后革命时代的理性反思——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的核心议题
第2编 肖像：托克维尔笔下的法国大革命
崇明：托克维尔的焦虑
刘北成：托克维尔关于法国大革命起因的解释
任玥：托克维尔笔下的旧制度与大革命
连清川：复盘托克维尔的法国经验
谌旭彬：《旧制度与大革命》解读的七个问题
王韬：旧的新制度——读《旧制度与大革命》
第3编 反思：《旧制度与大革命》与中国现实
朱学勤：出家、思凡、大还俗——朱学勤谈《旧制度与大革命》之一
朱学勤：“托克维尔线”——朱学勤谈《旧制度与大革命》之二
张鸣：新政与辛亥革命——改革是否必然引发革命？
刘锋：思想家托克维尔对于中国的意义
黄力之：旧制度的道义之失
刘晨光：旧制度、新制度与大革命
杜蘅：托克维尔与大众政治
附录：1789年前后法国社会政治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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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从改革到革命——读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之二 1774年，路易十六登基执政，此
时，他才20岁。虽然年轻，但他却看到了“旧制度”的种种弊端。在这样的体制中，只有贵族是享有
特权的，他们不仅可以免税，还享有其他种种特权。正是在这样不合理的分配中，整个国家在经济上
虽然繁荣，但却在财政上连年亏空。造成这种困境的主要原因是国家的税收制度弊端百出，征收方法
混乱和纳税不平等。这种不平等就在于贵族特权阶级自私自利，拒绝承担纳税。对此法国历史学家索
布尔说道：税收制度的弊端尤其使王权实力大为削弱，捐税分派不均，征收不当，以至不见收益。税
收负担全落在贫困者身上，使他们更加怨声载道。 同样，18世纪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一种新的力量
正在形成，这种力量开始推出了自己的要求。他们不能再像从前一样承载着整个国家的重负，但却享
受不到任何政治权利。现在，他们开始提出了自己的要求。正如革命前的巴纳夫所说，当工艺和贸易
得以深入到人民之中，并且为劳动阶级创造出新的致富手段时，一场政治法律范围内的革命便开始酝
酿了，新的财富分配导致新的权力分配。如同占有土地使贵族阶级提高了地位一样，工业财产正在使
人民的权力增加。按照法国大革命历史学家索布尔所说，这里的“人民”，应该理解为资产阶级。 这
样，专制体制的暴政和不合理性自然引起了种种不满和反抗，声势浩大的启蒙运动的爆发自然是其典
型的体现。从伏尔泰、孟德斯鸠、狄德罗到卢梭，他们举起了理性的大旗来批判专制统治，用人权来
对抗王权和封建特权，用自由和平等来反抗压迫和不公正，要建立一个符合人的理性和权利的新社会
。这场运动直接动摇了旧制度的合法性，难怪路易十六后来在监狱里读到他们的这些著作时感叹道，
是伏尔泰和卢梭的著作灭亡了法国。 这就是路易十六当上国王之后所面临的局面。面对此种情境，新
的国王该如何治理这样一个庞大而又被旧制度缠绕的国家，他该如何去进行选择。面对这种困境，路
易十六也看到了现存的专制“旧制度”必须要进行改革，但现在，当务之急是要解决国家的财政危机
，因此，在路径的选择上，路易十六决意要借财政问题向贵族开刀，并且对让人生厌，举国怨恨的“
旧制度”进行改革。这种改革，是前所未有的一项举动，是一次事关国家前途的关键性的改革。 路易
十六当政后，首先任用了73岁的重臣莫普，想借他的威望和经验来帮助他理顺现存体制的混乱，但这
样的目标没有实现，国王旋即起用有新思维的杜尔阁。杜氏上任后，制定了一个宏大的计划，准备取
消一切奴役，一切特权。具体来说，他建议免除农民的徭役，取消省界的壁垒，废除贸易的关卡，振
兴工业的发展，最重要的是让贵族和僧侣同第三等级享受一样的税率。在政治上，他想利用现存的省
议会的途径，扩大政治开放，让人民能够获得政治权利，参与国家的政治生活。这项改革，按照路易
十六的说法，杜尔阁和他自己是想要为人民谋求利益。但是，这项改革计划由于受到特权阶级的反对
而无法推进，在特权阶级的一片反对声中，路易十六只好免去了杜尔阁的职位，改由马尔泽布尔来继
任。与杜尔阁一样，马尔泽布尔也是主张要给每一个人以权利。在法律上，取消拷打逼供，给被告人
以辩护的权利；在政治上，取消国王的“密札”和新闻出版检查，让所有人都有人身安全，让人有言
论出版自由；在宗教上，反对宗教迫害，实现宗教自由。由于他的改革与杜尔阁差别不大，依然无法
进行，他也同样落了个下台的结局。随后克吕尼走马上任，但好景不长，仅仅六个月他就下了台。继
任者为大名鼎鼎的瑞士银行家内克，他接受了前任的经验教训，他的改革目标不像前任那样操之过急
，要革除一切弊端，而是仅仅限于财政问题和与财政相关联的一些内容。紧缩开支，量出为人。平时
的国家开支主要靠税收，在紧急情况下，才发行公债；税率由省议会来决定，建立把收支数目公布的
制度以利公债的发行。事实上，聪明的内克把对体制的改革隐含在了财政的改革之中，因为要发行公
债，必须要有信用，这就要求行政公开；同样，税收要人民同意，也就意味着人民要分享政权，参与
政治。于是，财政的问题也就自然关连到国家的政治体制问题。尽管内克在改革方案的设计和措施上
都已经是非常谨慎，但仍然不能为特权阶级所容。1781年，就在他抛出财政改革“报告书”几个月后
，他就被迫辞职，再次成为改革的牺牲者。内克之后，由卡隆接任，上任后，他一反内克所提出的方
案，采用刺激消费的方法来解决财政问题。事实上，这一方法也不为接受。于是，布里埃纳走马上任
。经历了前面这么多任的失败改革，此时的他也无良策，他提出的开征税收的方案也不为接受。现实
的状况表明，小修小补是无济于事的。于是，他觐见国王，说道：“倘使要保持国家的安全，零碎的
办法是无济于事的，必须将整个根基改造才可使之免于倾毁⋯⋯”加税已不可能，老借债只是毁灭，
单注目于经济改革是不够的。唯一可取的途径，唯一真正能够使国家财政走上轨道的方法，就是清除
国家组织中的一切有害的东西，只有这样方能使国家重新恢复生机。为此，布里埃纳提出以纳税平等
，建立省议会为核心的新计划。其主要内容为，统一税收，在经济上，实行谷物贸易自由，取消关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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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国内市场；政治上，建立以财产为基础的各级议会。当这样的改革方案提交给“显贵会议”讨
论时，特权阶级死保他们的权利不受到一点点损失，坚决抗议这一计划。在特权阶级的抗议下，改革
再次失败，1787年4月4日，他被解职。在这样的状况下，1788年8月，国王重新召回内克，希望以他的
理财能力来解决这场财政危机，并重新推进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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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王岐山：我们现在很多的学者看的是后资本主义时期的书，应该看一下前期的东西，希望大家看一下
《旧制度与大革命》。    王沪宁：1994年1月21日凌晨读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过去看
过他另一本重要著作《论美国的民主》。这本书也是他有影响的著作，值得一读。”    张芝联：这部
仅200页左右的小书（《旧制度与大革命》）几经检验，自成一家，已成为研究法国十八世纪，特别是
大革命历史的必读著作，称之为一颗“史学珍珠”亦不为过。

Page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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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现在为什么要读》由王岐山、任志强、易纲、华生⋯⋯政商名人倾力推荐！北京大学高毅、清华大
学刘北成、上海大学朱学勤、复旦大学李宏图、中国人民大学张鸣⋯⋯史学大家联袂解读！ 托克维尔
是法国的政治思想家和历史学家，也曾是大革命的亲历者，他的名作《旧制度与大革命》著于1856年
。在前言中，作者自述，“这部书绝非一部法国大革命史；⋯⋯《现在为什么要读》是一部关于这场
大革命的研究”。这本书，其实是一个有关政治制度现实的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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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非常顺应时代潮流的一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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