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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制度与大革命》

内容概要

一本全国都在争相阅读的书
一本高层和精英人士都爱不释手的书
它是历史，更是思考
它是回顾，也是前瞻
1、中央政治局常委王岐山多次推荐，专家和读者广泛认可。
2、读者群体广泛，通俗易懂，是不可多得的畅销常销的史学著作。
3、精装工艺，平装价格，译文传神，忠实原著，更适合读者阅读典藏。
《旧制度与大革命》出版时，作者对此书的命运忧心忡忡，他写信给妻子说：“我这本书的思想不会
讨好任何人：正统保皇派会在这里看到一幅旧制度和王室的糟糕画像，虔诚的教徒⋯⋯会看到一幅不
利于教会的画像，革命家会看到一幅对革命的华丽外衣不感兴趣的画像；只有自由的朋友们爱读这本
书，但其人数屈指可数。”
本书写于1851 年到1856 年之间。当时的法国正处在拿破仑三世发动政变建立和巩固第二帝国的时代，
信奉自由主义的托克维尔对此悲观失望，成为“国内流亡者”。这本书就是在这个政治大变动时期酝
酿成熟的，其中浸透着对法国制度和命运的深沉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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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托克维尔，法国著名政治思想家、历史学家、社会学家。1838年托克维尔出任众议院议员，1848年二
月革命后参与制定第二共和国宪法，1849年出任立宪大会副主席和外交部长。
托克维尔对政治日益失望，逐渐从政治舞台淡出，主要从事历史研究和著述。其代表性作品有：《旧
制度与大革命》《论美国的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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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自由主义立场，其所描述的旧制度与大革命确实与中国晚清至今的革命背景极其地相似！虽然不
少地方存在可辩驳之处，但还是很值得一读！翻译不错~
2、连老王都推荐读的书
3、就像头脑风暴一样，在我一点都不了解法国大革命的情况下读的，作者的一个又一个隐喻让我觉
得生涩。有很多是值得学习的。
4、码另一个翻译。
5、四个字简述：仅供参考。作者作为反对大革命的代表人物，从大革命的极左思潮过渡到极右思潮
，举例和观点偏颇，时代特征过于明显，不适合用于引用
6、你愿意为自由付出什么代价？
7、知识不足，对一些部分尚存疑点和不解，但总体很精彩，一些思想即使是对个人而言也很有意义
，然而阅读的前提是作者以及不少研究这段革命的人对大革命的态度都是批判性的。
8、有一点我是读懂了的。作者憎恨大革命，对社会的改善寄希望于旧政府的渐进式改良。这点，也
是当下的政府希望的吧。其实，中国人就没有几个人对参政有兴趣，参政议政这么些民主的思想还没
能吸引普通老百姓的兴趣，对于起哄式的集会、游行倒是积极得很。民主与政治、自由与独立的精神
，还需要几代人的进化，才能根植进每个人心里，变成社会大众的普世素质吧。不过想想看历史上一
切的革命或者变革，除非是民众被逼迫得没有活路，哪一次不是由小众引领，其余人只是革命的工具
，或者是自觉或不自觉的跟风罢了。历史和世界是人民众创造的，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谎言。历史从来
就是少数几个大人物创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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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制度与大革命》

精彩书评

1、单位居然发了这么本书，而且不是仅限于领导，是人手一本。看到这书名，就感觉上层是有深意
在里面的，所以怀着一丝好奇，立即就开始看这本书了。阅读时间上是断断续续，可是不应该成为理
解书中内容也断断续续的理由。书的编排结构是好的，每一章的标题就是一个问题，比如“法国革命
既是政治革命，又是过程相同的宗教革命，原因何在？”、“法国大革命的成就究竟何在？”这是我
最喜欢的阅读方式，带着问题去阅读，去寻求答案。可是很不幸，这本书居然没有一章能让我完全看
懂。往往是看到感觉有那么一丝理解了，有那么一丝兴趣了，接下来的段落就能让我继续迷失。不知
道是因为对法国大革命的背景以及当时法国的历史、人文、政治完全不熟悉的原因导致的，还是因为
翻译过程中生搬硬套导致的，也许两者原因都有。坚持着读完了，对自己的耐性多了几分信心，对自
己的智商多了几分疑惑，是自己太蠢了吧？这样一本每个公务员都可以读应该读的书，居然让自己读
不懂。领导有些急功近利了，发下这么一本小众的书，更多地是想表明自己的政治态度吧。有一点我
是读懂了的。作者憎恨大革命，对社会的改善寄希望于旧政府的渐进式改良。这点，也是当下的政府
希望的吧。其实，中国人就没有几个人对参政有兴趣，参政议政这么些民主的思想还没能吸引普通老
百姓的兴趣，对于起哄式的集会、游行倒是积极得很。民主与政治、自由与独立的精神，还需要几代
人的进化，才能根植进每个人心里，变成社会大众的普世素质吧。不过想想看历史上一切的革命或者
变革，除非是民众被逼迫得没有活路，哪一次不是由小众引领，其余人只是革命的工具，或者是自觉
或不自觉的跟风罢了。历史和世界是人民众创造的，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谎言。历史从来就是少数几个
大人物创造的。这种翻译自国外的书，小说倒是看过不少，《飘》认为是看过的最好看的小说之一，
对国外的小说其实是没有太多文化抵触的。翻译家傅雷说翻译外文要做到信达雅，就是忠实于原著，
内容要通达通畅，行文要优雅。这是第一次阅读翻译过来的严肃的偏学术的专著。其实对于翻译，自
己倒是觉得应该有两种翻译的风格。第一种是完全忠实于原著，将外文的行文风格照搬过来，让读者
感受原汁原味的异域文化，感受原有西方思维模式；第二种是将原文吸收之后，以中国人的思维方式
进行翻译，让读者更容易了解到原文的内容与核心思想，不必注重文学形式，神似比形似更重要。这
样两种翻译形式其实更照顾到了不同欣赏要求和品位的读者，更利于文化的传播。到此为止。还是多
给自己一点适应的时间，找机会再看看其他的版本。这个版本是范一亭译的，建议大家不要阅读这个
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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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制度与大革命》

章节试读

1、《旧制度与大革命》的笔记-第94页

        无论政府多么秉性温和，只要它的权力不受遏制，既不畏惧公共监督，也不担心革命——革命可
以捍卫人民的自由，那么财政的亏空必将逼迫一个政府陷入何等艰苦的困境并做出何等虚伪的对策。

2、《旧制度与大革命》的笔记-第27页

            法国农民远在大革命之前就已获得了土地的所有权，这比欧洲的其他国家都进步，民众所受到
的压迫最轻，缘何在法国首先爆发了大革命？
   原因在于法国的经济制度和社会管理方式并未随着农民对土地所有权的拥有而改变，具有滞后性，
阻碍了法国农民在自己的土地上获取幸福生活的追求。
  当土地属于庄园主，而农民依旧是农奴，他便只关心自己的肚子，因为他没有财产权；一旦他拥有
了土地，就同时产生了对土地出产物及其价值的占有欲望。在这一点上，法国的旧制度未能予以满足
，于是激起了比其他国家更为激烈的反对浪潮。

3、《旧制度与大革命》的笔记-第96页

        一切中世纪的旧制度历经时代的变化却日益堕落，根源可能都在财政的短缺上，后来出现的种种
有害的制度创新皆是如此。为解决一时的债务急需所确立的各种权力经过制度化之后，竟然持续了几
百年。 

4、《旧制度与大革命》的笔记-第103页

        众多偏见，特权与谬论阻碍了建立有意义的自由，却也在众多臣民的思想当中激发起独立甚至反
叛的精神。

5、《旧制度与大革命》的笔记-第83页

        如今，在所有设计出来的将国家分化为阶级的方法中，不平等的税收最为有害，也最为有效。⋯
⋯因为只要税收不平等，那么每一年必须缴税的人和受到豁免的人之间必定界限分明，而且界线永不
消失。特权阶级的每个成员都对保留住这个特权有着天然而又强烈的兴趣，进而始终和必须缴税的民
众保持距离。

6、《旧制度与大革命》的笔记-第59页

        中央集权制是一个国家废除贵族制度之后的必然结果。

7、《旧制度与大革命》的笔记-第105页

        倘若一个人最重要的素质受到外界的控制，而且在其生活的国度不可以组成家庭，那么希望他爱
国只能有一个真实的动机——拥有不动产。去除掉这一动机，他便不属于任何一个地方。世俗社会与
他毫不相干，只是碰巧生活在那里，周遭的一切与他无关。

8、《旧制度与大革命》的笔记-第78页

        无论封建制度在欧洲何处生根，都导致了世袭等级制度的建立，唯独在英国诞生了贵族的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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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旧制度与大革命》的笔记-第65页

        ⋯⋯法国人又何曾真正尊重过法律呢？公正地说，旧制度下的人脑海里从未容留过本该有的法律
意识。申请人常常请求在处理他们自己的案件时违反已经设立的法规，态度如此认真和严肃，仿佛他
们是在要求诚实地执行法规。中央政府也不会关注该法律条款问题，除非要驳回他们的请求。民众听
命于政府出自习惯思维而非理性选择，无论何时他们揭竿而起，规模最小的骚乱也会引发暴力行为，
而这些暴力行为最终并非以法制的方式平息，而是通过暴力和专制的压迫来加以镇压。 

10、《旧制度与大革命》的笔记-第70页

        1705年⋯⋯米拉波侯爵虽未直呼首都的名字，但却这样评论它：“首都当然重要，但如果头颅过
大，身体便宛如患上中风，萎缩下去。如果王国所有英才尽归首都这座大城市，而使得雄心壮志的外
省人无法获得任何报偿和动力，只能处于完全依附的地位，成了二等的公民。长此以往，结果会是怎
样？”

11、《旧制度与大革命》的笔记-第55页

        然而，许可政府要比许可司法部门超越自己的职权范围更加危险，因为后者干预行政权只会破坏
公共事务的处理效率，而政府干预司法则会腐蚀民众的思想，使得他们既热情地参加革命，又甘心被
人奴役。

12、《旧制度与大革命》的笔记-第103页

        

13、《旧制度与大革命》的笔记-第92页

        在18世纪的英国，一切税收的减免均由穷人受惠，而法国则都给了富人。英国的贵族承担了所有
的负担，结果换来了管理民众的权力；法国的贵族则坚决拒绝承担税收，以作为丧失政治权力后唯一
的安慰。

14、《旧制度与大革命》的笔记-第16页

        点燃了18世纪整个欧洲的火炬在15世纪可以轻而易举地被熄灭。

15、《旧制度与大革命》的笔记-第79页

        倘若你想要确认一个国家是否真正地废弃了世袭等级制度及其衍生的观念、喜好和缺点，只需要
观察那里的婚姻制度，这个测试必定管用。

16、《旧制度与大革命》的笔记-第77页

        而从长期角度看，暴政必定能使民众沦为相似的复制品，个个关注着自身利益。 

17、《旧制度与大革命》的笔记-第10页

        人们所犯的最大的错误莫过于以为民主必然对宗教持有敌意。

18、《旧制度与大革命》的笔记-第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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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某种程度上，基督宗教的成功源于它不同寻常地同一切民族特色、政权形式、社会制度以及本
土或当时的种种考虑分离开来。

19、《旧制度与大革命》的笔记-第9页

        这些哲学家憎恨基督宗教，与其说由于基督宗教的宗教教义，不如说将基督宗教视作一个应该毁
灭的政治制度；⋯⋯他们是地主、封建领主、什一税得住以及现世的统治者；⋯⋯它(教会)在即将被
推翻的旧社会中占据着拥有荣誉、特权和权力的地位。

20、《旧制度与大革命》的笔记-第87页

        那个时代和这个时代相比，唯一的实质差别在于获得官职的买卖手段之不同：那时由政府出售，
现今由政府颁授。如今不必花钱购买，但要想达到目标就得出卖灵魂。 

21、《旧制度与大革命》的笔记-第84页

        

22、《旧制度与大革命》的笔记-第47页

        自由选举照旧实施，但不过是披着丧失了的自治权外衣的骗人的遗迹⋯⋯历史上不乏有着同样景
象的时刻：从古罗马的奥古斯都大帝到当今时代，君主们无不善于一面假装维护自由的门面，一面又
毁掉自由的本质，以期将民主的道德力量同专制的独特优势结合为一体。然而最终常常机关算尽，他
们不久就发现，自由的实质消亡之后，也就无法长久地维持骗人的表象了。

23、《旧制度与大革命》的笔记-第84页

        英国人之所以容忍贵族统治，不是源于他们能获得进入该阶级的许可，而是因为他们从不知道什
么时候竟身处其间，能视自身为该阶层的核心成员，分享它的权威，以及借助它的权力获得荣光和收
益。

24、《旧制度与大革命》的笔记-第100页

        旧制度下王权犯下的首要罪恶就是让民众分化为各个阶层，随后的政策也就成了一种惯例。因此
当一个民族之中富有而且受过教化的那部分人难以聚集在一起共商国事，那么就不可能以民主的方式
来治理国家，而暴政也就成了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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