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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欧洲》

前言

　　这个对话的两位学者一位是陈乐民，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所前所长，另一位是法国巴黎第八大学
的欧洲历史教授史傅德（Fred E．Schrader）。一个是中国人，一个是德国人。他们不曾大红大紫，没
有身兼要职，也不自诩是任何新潮思想流派的信奉者或“专家”。他们只是老老实实的学者，认真读
书、写书，以挖掘史料、独立思考为乐，总在自觉或不自觉地审视、批判自己所属的文化与社会。史
先生难以想象中国百万人点击博客如火如荼的壮观景象，陈先生还在用小楷毛笔抗拒电脑。他们这样
远离了闹市倒可以钻进故书堆，冷静地远眺好几百年前的社会。他们是翁婿关系，对话语言是法语。
闲聊时就谈历史上的欧洲或中国。没有目的性，没有功利性，经常没有结论，常常一谈两三个小时。
他们想把一个问题搞清楚，尽管越聊疑问越多。　　于奇女士得知此情此景，说他们这么聊不记录下
来还是太可惜。于是2005年夏天，每次他们聊天时，编者就在两人当中放上个小录音机。编者请他们
也别扯得太远了，好歹有个框架，于是就有了这篇对话。　　晨枫2006年5月翻译并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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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欧洲》

内容概要

《对话欧洲》主要内容：两位学者在平时的读书、写作生活中，向以挖掘史料、独立思考为乐事，常
常在自觉或不自觉地审视、批判自己所属的文化与社会。在此，他们带着各自的观点、问题与疑惑，
闲聊历史上的欧洲或中国。闲聊跨越时空，远眺17到19世纪的欧洲社会，围绕着启蒙精神和公民社会
两大主题，聊及政治理念、哲学思想、市民文化、宗教、民族、市场经济、革命、政党、全球化等等
诸多方面，也涉及了众多的历史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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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欧洲》

作者简介

　　陈乐民，国际政治与欧洲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欧洲研究所研究员，前所长。前
欧洲学会会长。退休后继续研究、著述。主要著作有《战后西欧国际关系，1945-1984》、《欧洲观念
的历史哲学》、《东欧剧变和欧洲重建》、《战后英国外交史》（主编并主要撰稿）、《西方外交思
想史》（主编并主要撰稿）、《欧洲文明的进程》、《十六世纪葡萄牙通华系年》、《冷眼向洋——
百年沉浮启示录》（主编并作者之一）、《欧洲文明十五讲》、《从一滴水看宇宙——莱布尼茨读本
》、《文心文事》、《徜徉集》，以及译作并序：《有关神的存在和性质的对话》（马勒布朗士著）
等等。　　史傅德（FredE．Schrader），原籍德国，法国巴黎第八大学欧洲近代史教授，清华大学人
文学院历史系客座教授。主要著作有《复辟与革命：1850-1858马克思的手稿》、《奥古斯特·戈山与
法国大革命》、《莫斯科审讯的社会史》、《欧洲市民社会史（1550一1850）》、《民族国家以前的
德意志（1648-1806）》、《法国大革命的语义史》等。曾获斯宾诺莎奖和法兰西学院政治与道德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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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欧洲》

书籍目录

前言第一部分 公民社会一 概念二 神圣罗马帝国：公民社会初露端倪三 公民社会：欧洲内战的产物四 
宗教改革、农民起义：什么对于公民社会更有意义？五 17-19世纪的欧洲：一艘行驶在大海上却要重
建的大船六 民族主义与公民社会七 20世纪后现代思想家、因特网八 中西对比自我批判：教育和培训
第二部分 启蒙精神一 苏格兰活跃的经济对启蒙的推动二 启蒙的概念三 思想多元化四 法国大革命与启
蒙的关系五 对理性的理解六 19世纪的欧洲七 欧陆和英美传统八 政党九 欧盟建设—公民社会—启蒙精
神小结后记人名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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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欧洲》

章节摘录

　　第一部分 公民社会　　一 概念　　陈：公民这个概念很重要。这个词是从哪里来的？　　史傅
德（以下简称史）：这个词来自拉丁文的civis，是指罗马公民，也就是说不是所有的人都是罗马公民
。最早指的是特殊的社会身份。是指那些参与市场、参与政治的人。他们不但有权，也有义务，比如
交税的义务。　　现在我们所说的公民社会，英文是Civil Society，法文是La societe civile，德
文bflrgerHche Gesellschaft，是指一个需要政治体制、互相联系、自我组织的社会。动力应当来自社会
本身而非政治力量。政治家总在试图更正，却总在亡羊补牢。我们从今天欧盟的情况看得很清楚。　
　欧洲的历史学家们也经常讨论欧洲为什么发达起来，是如何发达起来的。两年前美国《历史学家杂
志》上还有这方面的辩论，但是他们各自的结论常常过于简单化，这是个极其复杂的问题。这对欧洲
历史学家们自己来说也是个谜。13、14世纪欧洲非常落后，为什么欧洲在其物质文明非常落后的条件
下得以发展起来，您刚才谈到中国自13世纪开始进入停滞不前的状况，可这只是相对而言，就物质文
明而言，中国那时仍走在欧洲前面。另外，我们通常只喜欢提及当今欧洲的几个大国，比如法国、英
国，其实当时一些小国对于推动欧洲的发展起了很大作用，比如荷兰。17世纪的荷兰不仅在物质文明
而且在精神文明方面已经很发达，一些启蒙时期的思想元素已经在17世纪的荷兰出现，而这些因素
在19世纪中叶慢慢消失了。欧洲，还有后来的美国，发展不是均衡的，有些思想在某处产生，消失后
又在其他地区浮现。　　您为什么关注公民社会呢？ 　　陈：开始我以为这是一种人们自发的组织，
大家组织起来为公益做些事情，比如英国的一种团体，有自己的组织方式，共同做些公共事业，这个
团体像个小国家，但是没有首领，居民自己组织。这是最初我脑子里的公民社会的样子。中国没有这
种形式，中国以家庭为单位，是个小王国，然后进入学校、进入某机构工作。不是个社会的概念，因
此个人、家庭、机构是中国人的组织机制。有个美国学者说，中国人的社会结构如同一个大三明治，
上面是高官，底层是老百姓，中间夹着厚厚的一层，一般的官吏。我后来读了黑格尔著作中关于公民
社会的章节，但是很抽象。 　　史：黑格尔关于公民社会的理论的资料来源于苏格兰，咱们后面再谈
这一点。即使对一个欧洲人来说，我们今天保持一定距离来看，也感到惊奇：极少规章制度限制、权
力非常分散的社会形式竟能自治，这些公民社会和启蒙为什么得以存在？这种社会组织是如何运作的
？不但与中国相比，我们自己也要提出问题：欧洲何以成为今天的欧洲？我们的社会是如何组织的？
又为什么能生存和运转下去？作为欧洲人，我们生活在其中，但这仍然是令我们困惑的问题。自治只
是一方面。今天公民社会的概念被美国政治学家占据了。　　陈：我也注意到了，可是为什么？　　
史：这有其历史原因。当波兰团结工会方兴未艾时，美国政治家与政治学家们马上做出了反应：既然
共产主义体制行不通了，现在出现了一个自治的社会团体，于是美国政治学家们就称之为“公民社会
”。根据美国政治家的概念，公民社会是一种反政府、反国家的自治的社会团体，这种自治的社会团
体必然是一种民主的组织。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这么说。但是，欧洲自中世纪末就有了公民社会的观
念，这是个远比美国政治学家们理解的公民社会要丰富得多的概念。欧洲一些当代政治家和哲学家又
接受了美国政治学家对公民社会的认识，比如哈贝马斯，还有伯林的政治学，他们根据这个概念搞了
很大的研究项目来讨论如何在东欧建立一个与政府对立的公民社会。我觉得有点失望，因为这样把欧
洲传统意义上的公民社会的观念给缩小了。我认为还是应该回到黑格尔关于公民社会的定义上来讨论
问题。这个定义很复杂，很完整，尽管要费点劲才能理解。　　陈：我想有一点不一定在实际生活中
，但至少在理论上是清楚的：在一个公民社会中，个人的作用很大。这个观念在中国是缺少的，个人
主义与自私经常被等同起来，个人不是社会的动力，而是社会的结果。　　史：在这点上，黑格尔谈
了很多。他认为人类社会始于中国，他所说的中国就是平等，在什么面前平等呢？在权威面前。然后
黑格尔的历史围着欧洲大陆转了一圈，在古代希腊罗马那里，不再仅仅是平等，更重要的是自由的概
念。而这个自由的概念，正如卢梭后来强调的，是建立在奴隶制基础上的。最后他绕到北欧，在那里
衍生出个人的自由和财产自由。在黑格尔那里，这还不是终结。最后，人的平等、人的自由以及个人
财产的自由将融为一体。这不是他自己想象出的理念，其理论源泉是大量阅读，特别是苏格兰和英格
兰的书籍。可惜他从不给出处。　　陈：英国我们知道为什么，但是为什么是苏格兰的材料？　　史
：我们要探讨启蒙运动，这是很重要的材料。如果我们看看18世纪的苏格兰，我们会发现那里已经有
一个完善的工业社会，比如18世纪初苏格兰已经拥有一个相当先进的金融、银行体系。在这种气氛或
者说压力下，大学开始发展，形成了一个知识分子圈子，这对欧洲来说非常重要。这一点经常被忽视
。现在提起启蒙运动，人们自然想到狄德罗、伏尔泰、卢梭等，可是别忘记还有苏格兰的启蒙思想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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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欧洲》

，比如让?米勒、亚当?斯密等等。他们已经开始对公民社会进行思考。他们发表了关于公民社会史的
著作，对法国、德国思想家，比如对黑格尔产生了很大影响。 　　陈：那么，公民社会作为一个词汇
出现在18世纪吗？　　史：不，更早。但是苏格兰的知识分子圈子对公民社会及其历史进行了深入的
思考。欧洲确实有许多没有被认识的地方。弗格森的《公民社会史》是一本非常杰出的著作。如今法
国几乎没人再提及这本书。而公民社会这个词汇本身出现在中世纪末宗教改革时期。根据历史学家的
考证，其实中世纪末，许多新观念已经开始酝酿。　　陈：您刚才提到美国政治学家对公民社会的理
解。美国人非常意识形态化，比如他们把波兰团结工会作为公民社会的典型，一个反政府的组织，这
是非常典型的美国人的思想方式。可是您也提到德国后来承继了美国人的概念。　　史：对，特别是
哈贝马斯。　　二 神圣罗马帝国：公民社会初露端倪　　陈：那么，您认为公民社会是不是与日耳曼
神圣罗马帝国的历史紧密联系在一起呢？因为帝国开始时实际上权力非常分散。其中的每个国家都是
相对独立的，有时有很大的自主权。我感觉是一个文化整体把一切包容在一起。　　史：对。如果我
们把日耳曼帝国与法兰克王国相比较，能看出许多非常矛盾的地方。法兰克王国总是要权力高度集中
，而在日耳曼帝国权力相当分散。可是由于日耳曼帝国这个大圈子的存在，帝国之内的相互协调又十
分紧密，比如，整个日耳曼帝国内有统一的货币，有统一的海关和税务制度。而在同时期的法国，至
少存在三个经济制度完全不同的地区。整个日耳曼帝国有一个军队，而法国直到17世纪末，有好几个
军队。日耳曼神圣罗马帝国的权力很分散，却有着协调一致的制度，这在当时看来也是不可思议的。
特别引起法国思考的是，帝国是一个法制的帝国，比如一个农民反对封建主，他不用反抗，而是找法
庭。也就是说，自从1648年日耳曼帝国法庭成立后，竟然没有农民起义了。因为他们自己可以起诉。
这正是法国总督们所梦想的。　　陈：我总在想，一个日耳曼帝国内的国家很像一个公民社会。您不
这么认为吗？ 　　史：应该说有些因素。我还是举这个在当时不可思议的事情为例：一个农民竟然可
以信任法律制度，而不是自己起义，互相残杀。这是很令人惊讶的。歌德曾在这样的法庭里工作过。
公民社会的基础是市民相信法制国家，而不是自己起来反抗。从这个意思上来看，可以说是日耳曼帝
国内有公民社会的因素。　　陈：我读了些莱布尼兹关于这个问题的文章，我想，他很忠于他的美因
茨王朝的王储，同时也忠于帝国。他努力保留美因茨王朝的自治，同时他提出一个基督教共和国，即
帝国本身。因此，我想欧洲存在着许多不同的自主、自立的公民社会，组成了一个帝国。　　史：黑
格尔也注意到这点。日耳曼帝国是靠原则，而不是靠一个集中的、物质化的等级制度来统治的，帝国
的各个组成部分都是以同样的方式建立起来的，即建立在原则之上的，因此它们之间完全可以相互沟
通。　　陈：作为一个中国人，我觉得这样的制度很有意思。我过去去法国的时候，法国朋友问我想
看什么，我说我想看巴黎以外的东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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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欧洲》

编辑推荐

　　《对话欧洲：公民社会与启蒙精神》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所前所长陈乐民与巴黎第八大学欧洲
近现代史教授史傅德的对话录。“对话”分启蒙精神和公民社会两大部分，是一种自由的聊天式的讨
论，涉及政治理念、哲学思想、市民文化、宗教、民族、市场经济、革命、政党、全球化等诸多问题
，也谈及大量历史人物。“对话”以中世纪以后的欧洲历史为主线，不时地插入对中国的历史和现状
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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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欧洲》

精彩短评

1、这个概念很重要：公民社会
比民主更重要，更基础
2、看了，但是没看懂
3、薄薄的小册子里的微言大义，让人不忍释卷。值得反复翻阅的好书。启蒙运动还未完成，现在从
知识界再复兴启蒙运动估计不大可能了，也许要靠市场经济的力量。
4、对欧洲史过于缺乏，看到我不知所以然，不过仍不失为一本有启蒙作用之书
5、虽然只是一本普及常识的小书。
6、公民社会，对于我们真的是一个遥远的梦想吗？
7、公民社会与理性是一种永远变动的、无目的的社会，但它有其自身的特点。公民社会通过不断的
自我监控、自我批判而发展，它不以任何个人、集团的意志所设计。独立思考要求，训练自己阅读、
思想、参与、与人交流的能力。应该从理性上认识到并且承认，没有任何人能够了解经济和社会的全
部，所以，就是要从理性上承认，我们应该服从于社会形成的基础，即“不能详细领会其运作机制的
力量”。这时的社会，就是自发形成的公民社会。欧洲的联邦制，还很难讲。万圣书园。
8、一本谈话录，没事儿翻翻还是可以
9、陈先生晚年一直推广普及欧洲尤其是法国启蒙时代的人和事，并开办相关会议、讲座。陈先生不
愧是有良知的知识分子。现在陈先生已经作古，资先生继续他们的事业。作为智者，他们深刻感受到
了中国社会积弊之深，他们开出的良方是重回启蒙，并身体力行。他们是与时间赛跑的人。
10、春蚕到死丝未尽
11、人的生活
12、虽然很薄，但我太愚钝，还是不能很好的理解。对于什么是市民社会，什么是理性自治，都还很
模糊。望各位朋友赐教。
13、对我来说真的是很散很散的对话，虽然分了章节又从头到尾的主题，由于是对话就转为文字，看
了之后会有一种看了后面忘了前面的感觉，学者式得平和，换言之就是不够鲜明的感觉
14、陈先生真诚的思考，让我们也一点一点开始了解为什么是欧洲
15、读起来有点难
16、⋯⋯也不大记得了⋯⋯感觉不错，读的时候觉得颇有收获
17、“公民社会是自然的、有机的社会组织形式，是一个极其复杂、艰难甚至血腥的发展过程，历史
为此付出了代价，而不是人们拍拍脑袋想象出来的。”
18、因为是一次对话的记录，所以本书不厚，一百五十页。由于欧洲政治以及历史知识的缺乏，我对
书中诸多历史上著名的帝国、法律和战役只能望洋兴叹，看来得快点补充相关知识了，马上研三要毕
业了我居然连最基本的《全球通史》之类的书都没看过，以前学过的历史知识更是还给了老师。况且
我们在义务教育阶段接受的东西本身就吸附了太多的意识形态说教和对重大史实的省约与误读，所以
选取一本客观而全面的书十分重要。两位先生畅谈公民社会与启蒙精神在欧洲的发展、受阻以及前景
，令我很是受益匪浅，比如公民社会的形成离不开市场经济的建立、而非依靠政府去妄加干涉，比如
欧洲教育事业是怎样一点一滴的将人民纳入社会体系当中、潜移默化的使他们自然而然的达到自律自
治，比如欧洲社会与启蒙发展延续至今、并未中断，而中国总是尾随其后的只求结果、不问所由~
19、很散 很有读书人的风采 
20、不错，对欧洲有所了解。
21、@季风书园 公民社会的发展永不停息
22、很有意思的小书~
23、陈乐民与史傅德翁婿对话，从欧洲发展历史梳理公民社会与启蒙精神观念的丰富内在及其变迁，
深入浅出。卢梭所谓“我们将被迫自由”发人深省。我也愈发认同，一个社会或文明如同个人一般，
有其自身发生发展的自然与连贯，他人文明于我们，可参照但不可照搬。补一句，可以在自己的书上
随便乱标注感觉真爽嚯嚯 
24、对话体。最大的问题是你必须有强大的背景知识做支撑，否则你可能不知道他们在聊什么。
25、简单清楚有启发意义的小册子
26、帮助我重新反思何为公民社会⋯⋯启蒙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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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
K504.07/7277
28、愤青者的一剂良药。书中印象最深的一句话：大量阅读、独立思考、理性思维。
29、凑合，陈乐民前辈对西方有种迷恋。。。
30、挺有意思的。
31、还行吧
32、10年春天在复旦蹭的某节历史课上老师推荐的书。我依然还是历史苦手。。。。
33、感觉陈乐民不时沦为配角，几乎从对话变成采访
34、这本书对“公民社会”的定义较为狭窄；陈先生对中国的现状、历史、文化下很多过于武断的判
定；史博德先生对北欧模式的探索不够深入；即便如此，这也是一本相当好的书，引爆了我很多思考
，择时记之。
35、很钦佩陈先生资先生这一对，而更惊喜的这本书由陈先生与他的法国女婿对谈而来，一家博学通
达。“大革命在某种程度上参照启蒙，没有系统地接受启蒙”，很在理。市场经济的发展开始有了对
私有财产保护的渴求，社会精英带动平民阶层，走向启蒙。理性、批判、质疑，公民社会由此建立。
启蒙远未结束，全球化真如作者所言是其未来吗？唯有拭目以待。
36、看不懂==
37、陈乐民先生给过我很多方面的启蒙性指导。这样的大师级对话在国内一直是不多见的，很值得一
读。
38、就“公民社会”和“启蒙精神”两个话题在陈乐民和他的女婿来回讨论着，书中强调这两个元素
的长期发展特征，欧洲国别上的英、法、德差异较大，陈老怀着学习请教的心态来和女婿讨论宏观上
的中西差异，总感觉两人的话语和思维不仅不算一国造成的，更是不算一辈人造成的，书后的人名索
引基本就是本书来回讨论的西方思想家。
39、对欧洲历史不熟悉，看的不是很明白。
40、闲翻几页 有点琐碎 主要看了中西方理性差异
41、公民精神。
42、启蒙会带来两个产物：一个是理性的思考与乌托邦，另外就是理性思考背后的痛楚与无力感。
43、作为理科生看的很痛苦== 纯粹冲着三联和欧洲去的
44、历史的沉淀和教训，人类的演化与进步
45、公民社会部分阅毕
46、啊哈，老先生至今不用网路~这个只能膜拜，我做不到⋯⋯
47、此中观点自行参考。公民社会到底是怎么样的，何谓公民？需要理解
48、了解欧洲文明的启蒙读物
49、谈话基于广泛的阅读
50、值得一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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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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