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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出版序 为什么大家都在读一本历史书2012年11月，王岐山主持某会议，结束时对与会专家说：“希望
大家看一下《旧制度与大革命》。
”其实在这之前很久，本书就在政府上层热读，只是当时没有引起社会太大的关注，而是在《新华日
报》报道了之后，才被广为转载，于是所有人都在争相购买，但各处都已脱销，有时求告无门。
但是，王岐山不是第一个喜欢这本书的人，它也不是在被推荐之后才成为一本很有用的书，它一直都
是一本好书。
其实，它早就被翻译成十几种语言，被引入美国、德国、意大利等国，任志强也有收藏，北京大学历
史系教授推荐学生仔细阅读，而且，它还是牛津大学校方在上个世纪初就指定的基础教程，这一百多
年来的牛津人无不读过；1979年纽约专门成立了托克维尔学会以纪念他和他的著作⋯⋯它还有很多值
得称道的地方，不过那都不是重点，重点还是这本书到底有什么特别，值得大家这么追捧？
为什么一个法国人写的18世纪的法国历史会如此吸引全世界尤其是中国的读者的眼球和思想？
这才是我努力去发掘的重点。
托克维尔出身贵族，但自由倾向比较严重，他著述的《论美国的民主》，曾让他30岁即名扬天下，一
举成名欧美各国，无论政界奉为上宾，思想界称为奇才；托克维尔是法国思想家，曾经历五个法国“
朝代”，可谓看多了世间沧桑；托克维尔是法国外交部长，和皇帝吵过架，和同僚动过武，最后淡出
政界，专心著书，可谓看透了。
这是个了不得的人。
但这不可能是重点。
托克维尔眼光犀利，文风尖刻，在评述之前，会把世界先倒过来看一遍，再把它正过来，于是对读者
来说，它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提供了一副全新的画面，于是，它就成了一块思想的磨刀石，一块上
好的磨刀石。
读它，实在是一种享受，我从来都没有想过，读一本历史书，能让人沉醉其中，真是咄咄怪事。
但是，文风也不是重点。
托克威尔看到，旧制度崩溃了，法兰西民族仿佛在动荡中寻求新生，但社会动荡之后发生了什么呢？
根本没有带来革命党人预期的结果，原有的旧制度中的一部分，被原封不动地移植到了新制度中，而
人们还举杯相庆，法国终于脱胎换骨了！
不，大革命驱逐了法皇，但是法国人还是那帮法国人，所以，法国没有改变！
原来，席卷欧洲的大革命，把整个欧洲史一分为二，创造出来的新世界竟然和旧世界有诸多遗传关系
。
这好像有点儿意思了，不过，这也不应该是它传播广泛、影响如此深远的重点。
翻开这本书，我突然惊奇地发现：18世纪的法国和今天的中国竟然有如此多的共鸣之处。
比如，大革命后保留了旧制度的官员免责制；大承包商和官员一样享有同样的待遇；法国人为什么热
爱做公务员，几乎到了痴狂的地步；所有农村人都涌向巴黎，于是地价飞涨；枢密院发布通稿，劝解
农民不要千里迢迢来巴黎“上访”⋯⋯看到这里就有点儿意思了，我想，这大概可以解释为什么他要
被政府高层热读，被大地产商热读，被台湾人、香港人阅读，甚至被几十个个其他国家比如美国、法
国、德国的无论政商文化界推崇了。
托克维尔讲述的故事，简直就是当代中国的翻版，这就有点儿说到重点了。
但是，当我翻遍各个汉译版本，觉得有点儿小恼火（我认识的各个朋友也都有这样的感觉）：竟然文
字堆砌，读不太懂！
于是我不得不一次次翻阅原文，去看看托克维尔到底想说个啥。
我开始想，托克维尔不能就这么被浪费了吧，于是，我就开始计划一个新译本了，也就是中国友谊出
版社的这个新版。
我相信，我对它的热爱会注入其中，让它不再晦涩，而是让人清晰明了地读懂托克维尔，而不用去一
遍遍翻阅原文了。
我有这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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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旧制度与大革命》内容简介：一、大革命前的法国和当代中国有些地方很相似。
大革命摧毁了旧制度，但法国人还是原来的法国人，所以大革命后建立的新制度和旧制度如出一辙；
大革命摧毁了旧制度下的行政体系却保留了官员免责制；穷人免税、富人缴税的政策从根本上毁坏了
旧制度；大承包商和官吏享有同样的待遇；公文风格千篇一律；政府的办事效率低到修缮某教堂神父
的住所都需要两三年的时间审批；法国人热爱做公务员，几乎到了痴狂的地步；所有农村人都涌向巴
黎，于是地价飞涨；⋯⋯
二、内容充实，文风犀利，是良好的思想磨刀石。
《旧制度与大革命》探讨的是法国大革命，原有的封建制度由于腐败和不得人心而崩溃，但社会动荡
却并未带来革命党预期的结果，无论是统治者还是民众，最后都被相互间的怒火所吞噬。
《旧制度与大革命》写于1851年到1856年之间，当时的法国正处在拿破仑三世（拿破仑一世的侄子）
统治的第二帝国的时代。
信奉自由主义的托克维尔对拿破仑三世非常失望和悲观，《旧制度与大革命》就是在这段政治大变动
时期酝酿成熟的，其中浸透着对法国命运的深沉思考，和对拿破仑三世的强烈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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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作者：（法国）托克维尔 译者：于振海托克维尔，法国外交部长、思想家。
出身贵族，但思想有自由倾向，曾著《论美国的民主》，一举成名；经历法国五个朝代，后为法国外
交大臣；晚年淡出政界，逐渐认识到自己“擅长思想胜于行动”。
作者多犀利之词，多攻击当权政府要害，故多部作品都曾被列为禁书。
所著本书被翻译成等十余种语言，深刻影响美国、英国、德国、法国等国，在中国则早有台湾版、香
港版、以及中央编译出版社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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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出版序为什么大家都在读一本历史书 前言这不是历史 第一篇 第1章大革命爆发：上帝之手还是撒旦显
灵 第2章法国大革命的最终目的 第3章宗教革命的形式和政治革命的本质 第4章欧洲制度如出一辙，陷
于全面崩溃 第5章法国大革命的特有成果 第二篇 第1章为什么法国人最难忍受封建特权 第2章中央集权
制来源于旧制度而不是大革命和帝国 第3章监管国家是旧制度的体制 第4章旧制度：官员免责制与行政
司法合一 第5章权力集中为什么扎根于但没有摧毁旧制度 第6章旧制度的行政方式和习惯 第7章巴黎之
于法国，大于伦敦之于英国 第8章千人一面的法国 第9章分裂与冷漠的法国 第10章旧制度灭亡的根源
：穷人纳税，富人免税 第11章旧制度下的自由 第12章18世纪的法国农民比13世纪时更悲惨 第13章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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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的到来 第17章努力减轻民众负担，反而激起了人民的反叛 第18章旧政府完成对民众的革命教育 
第19章行政革命成了政治革命的先导 第20章大革命在旧制度中自发形成 作者原注 附录本书的影响
：150年在英法德美等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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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第10章旧制度灭亡的根源：穷人纳税，富人免税 侵蚀旧制度机体的弊病很多，并最终导致
了它的灭亡。
这些弊病中，最致命的一个已经说过了，现在我们继续向前追溯，去寻找大革命的根源。
看看到底那种奇怪而可怕的狂热，到底源自哪里。
找到了根源，就能知道它还会导致哪些其他弊病，丛生的一窝弊病。
 在中世纪的诸多危机中，英国人不像法国人，他们有政治自由和由此派生出的地方独立。
如果不是这样，英国的掌权阶级的诸阶层可能早就脱离民众了，就像法国的掌权阶级一样。
只有自由精神可以使掌权阶级和民众站在同一阵线，不离不弃，而当互相理解的需要出现时，他们就
能立刻达成一致。
 看看英国贵族的这个特点，你可能会觉得非常有趣。
英国贵族在野心的驱使下，经常和低等阶级打成一片，只要有必要，他们还能把底层阶级当成同辈。
前面提到的亚瑟·杨格写的《法兰西游记》，是现存的关于旧法国的最有指导意义的著作之一。
其中讲了一个故事：有一天他在利昂古尔公爵的乡村宅邸逗留，说自己想和附近最聪明最能干的农民
聊上两句。
公爵便让管家去叫几个来。
这个英国人评论道：“英国贵族，就像这个例子里展示的一样，可以叫三四个庄稼汉和自己的家人一
起用餐，并让他们坐在最高贵的夫人旁边。
这种事我在英格兰岛见过成百上千次，但是，即使你游遍整个法国，从加莱到巴约讷，都不可能看到
类似的事情。
” 无疑，英国贵族的天性比法国贵族要傲慢得多，更讨厌和地位低下的人打成一片，但是他们的处境
迫使他们必须收敛这种骄傲。
为了维持权力，他们愿意牺牲任何事情。
几个世纪来的英格兰，所有税法调整都是有利于贫苦阶级的。
我请你注意到：英法本为近邻，但统治原则不同，于是，他们走向了多么不同的方向啊！
18世纪，英格兰的所有免税者都是穷人，法国都是富人。
在英格兰，贵族承担所有重负，以换取统治权，在法国，贵族一直拒绝缴税，作为失去的政治权力的
补偿。
 14世纪，“不经纳税人同意不得征税”这句格言确立了自己的牢固地位，无论是在法国还是在英格兰
，当然，最起码看起来是这个样子。
人们经常援引它，违反它就等于暴政，恪守它才是合法合理的。
那个时代，我们的政府和英格兰政府在很多方面都有诸多类似，但是后来，两个民族的命运开始朝不
同的方向走去，一个世纪一个世纪过去了，越分越远。
它们可以被比作两条直线，出发点相互靠近，方向略有不同，结果越往后就离得越远。
 约翰国王被俘、查理六世疯掉之后，整个国家经历了长期的混乱，国家开始疲惫不堪。
我敢断言，从那时起，国王便可不经国民同意便新增捐税了。
而卑劣的贵族因为自己有免税权，所以和国王的意见一致。
从此，所有滥权和祸害的种子被种下，而祸害和滥权不仅给旧制度的所有朝代都带来了麻烦，而且还
导致了它最后的猝死。
我很欣赏科米内这句非凡的话：“查理七世通过了法案，有权不经各阶级同意便可随意征收农业税。
从那天起，他就大大改变了整个王朝的精神，他变了，后来的历任国王的精神都变了。
这就像在王国身上捅了一刀，伤口一直会流血很多年。
” 而且这道伤口会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扩大。
要看透这个事实，就得追溯这个法案在每个阶段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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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旧制度与大革命》编辑推荐：1.官员免责制盛行、人民痴迷做公务员、富人免税穷人纳税、审批文
件通常要等两三年才能完成、农民进城导致地价飞涨等。
大革命前的法国和当今的中国惊人相似。
2.王岐山在中纪委反腐工作会议中推荐，任志强、许小年等推荐。
3.牛津大学必读教程，传统已持续一百多年；自艾森豪威尔以来，历届美国总统都会引用他的话。
4.可读性最高汉译本。
由著名翻译家于振海翻译。
5.附赠的英文版为托克维尔生前好友亨利&bull;里弗尔亲自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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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推荐

王岐山在反腐座谈会上说：希望大家看一下《旧制度与大革命》11月30日的座谈会大概进行了100分钟
。
行政法学者马怀德、廉政制度建设专家任建明、反腐败研究者何增科、以哲学视角的制度创新为研究
特色的辛鸣、比较政治专家周淑真、行政法学者姜明安、党建杂志《求是》的研究员黄苇町、政府管
理专家程文浩见到了新任中纪委书记王岐山。
这位现年64岁的官员着西装但没打领带，提前10分钟到会场，并打破以往由副书记主持会议的惯例，
在脱稿发言和互动交流中，听取了专家学者对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意见和建议。
王某人周淑真11月25日接到中纪委通知开会的电话。
她对此并不陌生，2009年她第一次接到类似邀请。
据《新京报》报道，“自2000年以来，几乎每年，数十位专家受邀参加中纪委的座谈会。
”赴会前一天，有朋友特意提醒：“嘿，周老师，王岐山的会可要认真准备，是不准念发言稿的。
”果然，笑呵呵的王岐山，一进门就声明“新文风新会风”。
据《新京报》报道，首位发言专家开口就是“尊敬的王书记”，话没说完，就被王岐山打断，他请大
家少说客套话，并借用丘吉尔的话“如果给我5分钟，我提前一周准备；如果是20分钟，我提前两天；
如果是1小时，我随时可以讲”，提醒大家“说长话容易，说短话不容易”，提高会议效率。
黄苇町感觉，“一股新风扑面而来”。
王岐山点评他的发言：“你念了稿子，没有展开。
”对王岐山的干练作风，姜明安也印象深刻，他记得为鼓励专家们放开讲，王岐山一开始就说，“网
络上骂我们的，我都看得听得，何况我们都是朋友，你们放开讲，不用有顾虑。
”周淑真准备了12分钟的发言。
她有些紧张，因为自己就坐在王岐山对面，发言时书记一直看着她，不过这样她也更有了讲话的冲动
，“他真的挺认真，目不转睛，那眼光是要求我们必须把所思所想讲出来”。
“参加我王某人的会，不能念稿，要深刻思考。
”散会时王岐山又强调了一遍。
观点争鸣会议的开放作风使得专家学者可以畅所欲言，由于观点不一，还形成热烈讨论。
马怀德记得，争论主要集中在两方面。
 “第一是反腐败是不是一个长期性的工作，有的专家认为要打持久战，要长期地反腐；有的认为持久
战跟现下公众的期待不一致，要搞攻坚战，快速遏制腐败势头。
这个是一个争鸣。
”马怀德回忆说。
姜明安就是提出“持久战”的学者，他提出应该制定一个反腐的5到10年规划。
对此，马怀德觉得，不论是短期还是长期，最根本的还是制度建设，要在法治轨道上反腐败，“不能
靠运动式的反腐。
”马怀德记得，听到这里，王岐山还专门插了一句，“地方好像还挺适应这种运动式的解决问题的思
路和方法。
”“我是建议不要搞运动，不要搞风暴，要制度。
”马怀德反复强调了这一点。
第二个争论是在财产申报制度上，对于要建立财产申报制度，已达成共识，问题在如何操作。
“是新任领导公开、提拔的公开，还是全都公开，是只公开房产、工资收入，还是要公开配偶子女、
移民情况、就业就学情况。
”马怀德说专家们各有看法。
周淑真和姜明安觉得“一刀切”有困难。
周建议“新人新办法，旧人旧办法”，“要升职、从政，就要申报一下。
做几年之后，财产增加的情况就有了一个对比。
”她觉得这样操作阻力更小，更容易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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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同样认为财产申报推行目前还有难度，全面申报“技术上不成熟。
贪官的财产可以东藏西藏”。
黄苇町同意他们两人的观点，他进一步提出，财产申报可以从房产申报试点，“一套房价值多少钱，
也跑不了”，黄苇町说可以从省级、副省级官员开始试点。
马怀德有不同看法，“我觉得财产公开，应该是全方位公开，不是仅公开房产、工资收入，对他个人
申报的重大事项，组织掌握的，我觉得都需要公开，这有利于社会监督、公众媒体的监督。
第二，我觉得这个公开不应区分，新提拔的干部要公开，过去的不公开，这种差别的安排不符合法律
的平等性质，要公开大家都公开，不分新老，不管是提拔的还是不提拔的。
”马怀德同样考虑到了具体实施中的问题，但他觉得，可以先试点，试点后立法，“通过政府公开法
，将官员财产公开纳入到里面。
”无论是反腐还是财产申报，对于制度设计，黄苇町觉得还是要谨慎，“差的制度比没有制度还要糟
糕。
”他记得王岐山也认同了这一点。
周淑真说，对于学者们的发言和讨论，王岐山听得很认真。
“三把火”与“润物无声”能够争鸣，是学者们的核心祈盼。
早在今年7月份，周淑真就应人民论坛杂志社之约写了关于讨论新政治观的稿子，其中大部分是对于
反腐败的看法，可是直到9月份，稿子也没发。
她暗自嘀咕，“不会是写得太尖锐了吧？
”终于到十八大前后，周的两篇文章都得以发表。
《人民论坛》10月1日发表了《新政治观的核心——政党政治理念的变革》，11月1日发表《亟待研究
政党变革的深层逻辑》。
紧接着，十八大召开，提出三清政治：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
十八大一结束，周淑真就被邀请参加反腐座谈会，“我觉得，这是新班子要开工干活啦！
”北京大学宪法和行政法研究中心主任姜明安发言，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面对老百姓切齿痛恨的腐败
，不仅应烧“三把火”，而且应烧多把火。
王岐山总结，“你们说新官上任三把火，我们更希望的是润物细无声，不大搞动静，但是也不能有困
难就不做。
”周淑真记得，在讨论结束后，王岐山还向与会专家推荐了一本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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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旧制度与大革命》，是法国历史学家托克维尔的著作，探讨的是法国大革命，原有的封建制度由
于腐败和不得人心而崩溃，但社会动荡却并未带来革命党预期的结果，无论是统治者还是民众，最后
都被相互间的怒火所吞噬。
对于这次座谈会，姜明安觉得挺振奋，他记得在会议结束时，王岐山说，“今后我们就是一家人，你
们是我们的智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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