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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史》

内容概要

米盖尔这部原文六百页的法国通史，上起商卢人，下迄戴高乐将军去世，上下两千年，一气呵成。作
者采用叙述体，在有限的篇幅里简要地介绍法国历史发展的基本事实，突出重大历史事件(不像瑟诺博
斯只注重各种制度的演变)。他强调法国地理、气候、人种、经济生活的多样性，特别注意巴黎以外的
地方历史、文化的特征，努力反映局部与整体的对抗与对话，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以纠正只从
首都看全国的传统偏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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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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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法兰克诸王的进展：476—715年　　法兰克人各部族逐步占领了高卢北部，夺取了土地和城市。
然而，要达到威慑天下，他们还必须组成一个统一的集团，某种形式的国家。这个任务就落到西尔代
里克的儿子，一个名叫克罗维斯的年轻法兰克领袖的肩上。他聚集了所有的部族，率领他们开到高卢
夺取权力。　　在法兰克进军初期，与其说他们征服高卢，倒不如说他们逐步占领高卢。正如吕西安
·米塞所写道的：　　“由于移民的定居⋯⋯加上他们自己建立的乡村，法兰克诸王在直到卢瓦尔河
为止的各个地区可能都有广泛的内应。”　　就这样，来自莱茵河的各部族领袖夺得了高卢的一些村
庄，他们在那里往往受到欢迎。　　关于住在索姆河畔的法兰克人的最杰出领袖克罗维斯，除了事变
后七十多年，图尔主教格里哥利讲述到有关他的传说外，我们所知太少。他大概生于公元465年左右，
从481年起当了国王。他的声望就在于他是一个大胆、残忍的军事领袖，为了制服法兰克各部族，他表
现得特别粗暴。但是，他也善于应付高卢—罗马的精英人物，为了掌权，他还需要他们。克罗维斯不
是个一般领袖，他也要按着他自己的方式去做个“罗马人”。　　首先，他在康布雷附近进攻一个名
叫西阿格里乌斯的高卢的“罗马人”。在这混乱时期，旧罗马的头衔和官职还是很有威望的，所以，
每个军事领袖都希望成为“罗马的”执政官和知名人士。为了打败西阿格里乌斯，克罗维斯和另一个
法兰克人——康布雷的国王拉尼亚卡里乌斯结成同盟。克罗维斯在苏瓦松附近获胜。西阿格里乌斯逃
到图卢兹附近的西哥特人那里，西哥特人背信弃义，把他交给了克罗维斯。克罗维斯叫人把他暗害了
。高卢从“罗马人”手中被解放了出来。　　著名故事“苏瓦松金杯”就是在这个时期发生的，不真
实，但很说明问题。主教要求法兰克国王不要亵渎一只圣杯，但兵士们想的只是战利品。克罗维斯作
为军事领袖，不能反对分发战利品的惯例。他不能惩罚一个贪婪的兵士，但是，为了教会的最大利益
，他可以惩办一个粗心大意的兵士。克罗维斯正在成为高卢—罗马显要人物的君主。　　一年之后，
他才劈开这个苏瓦松战士的头盖骨，以儆效尤。而原先在胜利的热烈气氛中，他不可能这样做。他和
兵士们的关系非常密切，因此他们拥立他为国王。　　克罗维斯拥有多少战士呢？萨利安法兰克人
是10万或15万人。在当时，1万人的军队就是了不起的了。西哥特人是10万人，法兰克的战士人数最多
，并且也最善战。从高卢最后一位拉丁文诗人，著名的西杜瓦纳·阿波利内尔的描写中，我们可以看
到他们的轮廓。他写道：　　“散开的棕红色头发，从头顶垂到额头，而后颈却裸露着。海蓝色的眼
睛里闪烁着晶莹的目光，剃光的脸上有几绺能梳理的稀薄汗毛，就算是胡须了。缝得紧窄的衣服贴着
战士瘦长的大腿，一条宽腰带紧束着腰身。为了防止逃跑或把自己裸露的后颈暴露给敌人，法兰克人
的头发只用来保护头骨的前部。他们用华而不实的帽子当头盔⋯⋯他们的爱好就是打仗⋯⋯万一遇到
寡不敌众时，只有死亡才能使他们倒下去，要他们恐惧是办不到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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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史》

编辑推荐

《法国史》编辑推荐：首先这是一部通史，共有四十余万字，从古代的高卢，一直写到一九六九年的
现代法国。其次这又是一部文化史，他不但用大量笔墨去写法国文化，而且，显然在有意把法国文化
与欧洲文化的历史联系起来——与意大利，与俄国，他在寻找法国文化的渊源及流向。此外，《法国
史》还是一部社会史，他注意观察不同时期的社会风俗、心态和民情。在写作的文风和技巧上，《法
国史》也很有特色。因为有电视台制片人的经验，读者读着他写的法国史，有如在欣赏一部色彩斑斓
的电视记录片，随着摄像机镜头的移动，作者在向我们诉说那古老和动荡的法国历史。这的确是一部
写得很美的法国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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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史》

精彩短评

1、质量好，价格宜，快递速
2、只寫到1970年。很好的書，但為什麼知名度不高?
3、太左了太左了太左了。
4、不说书内容怎么样，整本书收到上面全是灰尘，很脏，关键还擦不掉。这肯定跟物流没关系，配
送的时候，这种货也能出仓？
5、这是一本你拿起来就不想放下的书，跟一般的历史书最大的不同是，写的生动，语言鲜活，还有
镜头感，非常好的史书，我准备再买一本，一本自己读，一本给我在法国上学的儿子。还有个优点，
纸张很好，虽然书很厚，但不沉，手感好，拿在手里一点也不累。
6、书挺厚的 ，内容很好。
7、该书是一本了解法国历史的入门读物，作者的写作手法乏善可陈（不知是否因翻译之故），读来
让人觉得杂芜、枯燥。由于是一大帮人翻译的，因此水平参差，很多人名及术语的乱译充分暴露了译
者在语言及专业知识上的固执或无知。事实证明，不是懂点法语就能当好翻译的。当代法语专业无数
，生活学术条件也日益优厚，却再也出不了一个傅雷先生那样的真正译家，惜哉！
8、了解法国历史的入门书吧，写得很生动，结尾思考赞！
9、这本书介绍的细节很多，各种政治力量的此消彼长，政治人物对于时势的把握和利用，而不仅仅
是介绍史实。但是有时细节过多，跳入背景的过于复杂，对于不了解法国历史著名人物事件的读者产
生了理解上的困难。
10、首先这次评分，我是带有感情色彩的，主要是对于法国历史的喜爱。
11、挺厚不错
12、字体太小。也许是为了省读者的钱吧！
13、有点枯燥。不如中国的上下五千年好看
14、杂乱无章，我咬着牙读了大半，终于受不了了。
15、法国的历史著作，值得一读。了解了法国的历史，文学和政治，也就差不多了解了这个国家。
16、一本写给法国人看的法国史，对中国读者来说不那么亲切
17、老子为了在巴黎装逼，已经丧心病狂地读完这么厚一本2逼书了！还有40多页笔记啊啊啊啊啊！
18、美国佬的书，，，怎么说，不好说，我是来写评价赚积分的
19、叙述了很多重要事件，但是过于笼统。这恐怕是所有通史都存在的问题。
20、法国史研究
21、对法国的历史介绍比较全面完整，是了解法国历史的比较好的书
22、法国人自己写的一本历史书,,不错  挺好的 纸质不错 ,挺厚的~
23、女儿学法语，想让她了解一点法国历史，这本书很实用，非常符合她这个年龄段阅读。
24、个人感觉比杜比的版本强很多
25、当资料留者慢慢翻的,还行吧?有没有人看过更好的?给推荐推荐啊
26、对这本极有兴趣~慢慢看吧⋯⋯
27、很学术的作品哦，写得很详尽，但是没有图画什么的，对于想初步了解法国历史的孩纸们来说可
能有些枯燥。
28、算是现在看到的比较全面的可以让人泛泛了解法国史的书了，然则名字的翻译不能采用通译法么
，看的实在不顺
29、内容很丰富，也很真实客观。
30、好厚一本，值得好好研究
31、非常厚的一本书，
32、“政府违反了法制，我们可以不服从！”什么时候中国的资产阶级能发出如此震耳欲聋的呐喊？
33、欧洲人的史观就是这样，庞杂且纷乱，未必要整理出一套所谓的“历史的逻辑”。但从杂乱无章
的历史中，仍能看出法国有着皇室逐渐掌握权力—中央集权的特征。另外不得不吐槽欧洲的战争是真
乱，眼看就要亡国了忽然一个大胜可以把本翻过来还有赚，反之亦然。胡格诺战争的法国乃前者，三
十年战争的神罗是后者
34、没读完，读不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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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书写的很好，看着很舒服，条理性清晰。
36、还行。就是比较混乱，人名地名直接出来，都不带解释的。
37、只能满足入门要求。其余还好。
38、翻译不行，大学毕业了好想重新翻译这本书。多少本好书败在了翻译上.......
39、关于封建制论述纰漏不绝，极度吹捧拿破仑之可怜荣光：身为左派史家，在无产阶级学术工专业
技能考试中未能通过。
40、休闲读物，挺有意思的
41、80年代译本重版
42、收到马上就看，真不错。
43、嗯，一本正规严肃的历史教科书
44、这本书是为专业学习需要购买的，对于了解法国历史具有较好的资料价值。收到时外观品相也都
不错，挺厚的一本。
45、记者眼中的法国历史
46、读这样的史书简直就是一种时间上的折磨，错误百出不说，很多史事人物交代都过于单薄浅显，
作者力图在整体上大做文章以彰显其全面丰富性，可是这样更使得此书瞻前顾后失败到底。
47、找不到杜比的中卷，就这样吧= =
48、能读得下的不多的几个大部头
49、米盖尔法国史
50、一直很喜欢研究各个国家的历史。本书篇幅比较紧凑，可以对法国历史有一个大致的了解。
51、我喜欢这一类的书 看起来很过瘾 里面字很多 密密麻麻的 书也很厚 像砖头一样 不过没什么趣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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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用一本书写一个国家2000多年的历史，这是非常困难的。最大的瓶颈在于将本来丰富的世界写简单
、写单薄了，因为历史学家总有一种偏执，喜欢找到历史的“逻辑脉络”，用它来贯穿历史现象，表
面上看，这样很容易满足读者的阅读快感，但问题是，历史真有所谓的“逻辑脉络”吗？而那些不符
合“逻辑脉络”的现象，怎样处理？人类对于历史的认知，有太多的空白点，因为我们本身就生活在
历史中，依照海德格尔所说的“在者永远不可能把握此在”的原理，我们是不可能找到历史的“逻辑
脉络”的，这与“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是同样的意思。当然，“逻辑脉络”也许是存在的，也
许随着人类理性的发展，确实会取得某种突破。但毫无疑问，当下的历史解释大多存有某种缺陷，然
而，史料无限丰富，不论哪种解释都不愁找到证据，只要说你所要说的，忽略那些对你不利的材料。
于是，整理“逻辑脉络”往往成了为兜售一己之私，大量抛弃反面证据的过程，从这个意义上看，许
多历史学家具有阴谋家的潜质。本书的优点在于作者不认同所谓“逻辑脉络”，他用尽可能用全面的
笔触去记录历史，虽略感芜杂，却异常丰富。只有阅读本书，你才会明白，原来所谓的“高卢人”并
不是一体的，他们彼此之间也有差异，也有不同的文化传统，不同的风俗，他们绝非一个形象，他们
自身是丰富而多元的。单调的历史只能让心灵单调，它固然有秩序，却没有生命力，仿佛沙漠。本书
开启了我们对历史不同的阅读方法，即同情、热爱、感动，这种有触觉的历史写作传统，自司马迁之
后，我们已太久没有体验了。或者，本书可算是对我们记忆的一种唤醒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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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史》

章节试读

1、《法国史》的笔记-第503页

        克雷孟梭认为俄国的布尔什维克客观上就是德国人的盟友。德国如果布尔什维克化了，对他也无
关紧要，这将使他有种种理由最终发动一次西方对布尔什维主义的大讨伐，这正是他梦寐以求的。普
林基波岛会议的失败给他带来莫大安慰，威尔逊未能和列宁达成协议。于是克雷孟梭便能使人接受自
己在德国问题上的强硬观点。如果德国也染上了革命，那就更有理由在莱茵河上采取“安全措施”，
即针对德国，也针对布尔什维主义。

2、《法国史》的笔记-第449页

        整个法国对普鲁士感到一种莫名其妙的自卑感。从前普鲁士在耶拿战败之后学习法国，现在法国
也处处模仿普鲁士。共和派人士指责传统社会产生的一切恶习和弊病。他们胡须满面，憎恶神父的无
须面容和上流人士的精细八字胡。他们蓄起粗野的颊髯，表明他们承担一种道德义务，即在人民之中
重新寻找力量、对事实的直言不讳、勇气和希望，同时使国家的所有力量发展壮大和联合起来，为的
是复仇而不是复辟可恶的过去。只有科学和道德的进步才能使法国和普鲁士势均力敌。

3、《法国史》的笔记-第215页

        "在瓦格拉姆，战争久久不分胜负，拉纳阵亡 。"――这样的错误太多，本书的专业性值得怀疑。

4、《法国史》的笔记-第218页

        "拿破仑在法兰西之战中动用了80万军队。"――类似错误不计其数。

5、《法国史》的笔记-第150页

        印刷和冶金的技术来自德国，新纺织业，如丝织业的技术来自意大利。战争是发展这些新兴工业
的不容置疑的因素。况且，国王还给制造商以特权，使他们能够建立生产武器弹药和制造船舶所必需
的工场。“技师”越来越多，但名声很糟。这些新财主无权在城市中任职，他们被排除在以传统手工
业为主的“行会”的权力机构之外。如果没有国王的保护，这些新兴工业是不可能诞生的。
此为各类秘密会社（如共济会）扩大影响与规模之基础；新教发轫之宣传，亦有赖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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