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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通史》

前言

　　语文到底该怎么学？数学到底该怎么学？英语、物理、化学、历史、地理⋯⋯呢？是呀，这可真
是个难题。　　没关系，难题也是可以攻克的！怎么攻克？方法尽在这套《学考必备》丛书中。相信
有了这套丛书，你再也不用对似乎高不可攀的各科知识心生怯意了，再也不用被一个又一个学习上的
难题缠得苦不堪言了，再也不用对着茫茫无边的学海望洋兴叹了！为什么？因为你一直期待的一套能
够全面指导学法、用法、考法的高品质辅导书就在眼前。它能够带你展翅翱翔、乘风破浪、快乐地应
对学习和考试，它能够成为你学习路途上的航标和开心果，有了它，你就可以全心地感受学习的快乐
，体会技巧的魅力，迈向成功的巅峰！　　本丛书以新课标为向导，以新大纲为依据，以全面提高同
学们的综合素质为目标，全方位满足同学们的学习需求、应用需求、备考需求以及娱乐需求等。它包
括高中语文、数学、英语、物理、化学、历史、地理、生物共8本，是一套地地道道的集学科基础知
识、高考常考考点、学习方法策略、备考应试技巧、课外娱乐休闲等于一体的多功能实用大全，是全
国一百多位经验丰富的一线教师和知名专家学者多年教研经验的结晶。　　具体说来，本套丛书具有
以下四个主要特点：　　A.知识大全——人生行囊的备用库　　“空袋子难以直立。”富兰克林这句
名言告诉我们，如果我们背着空空的人生行囊前行，就难以抵达成功的终点。因此，采撷智慧之果，
以丰富多样的各科知识充实我们的行程就显得非常重要。但是，高中阶段课程多、时间紧，同学们如
何才能在有限的时间内将庞杂的知识去粗取精、化繁为简，从而轻松地抓住重点、准确地捕获考点，
最终采撷到最耀眼的明珠呢？不要急，因为这正是我们在书中着重要解决的问题。本丛书对高中阶段
各个学科应掌握的知识进行了系统梳理和归纳，内容丰富明晰，可以帮助同学们纲举目张，全盘把握
，让你们以最快的速度、最佳的方式将最多的知识收入你们的人生行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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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通史》

内容概要

《大国通史:法国通史》主要讲述了法国历史，主要内容包括：史前与高卢时期、法兰克人国家、法兰
西独立国家的产生、君主专制制度的确立与发展、君主专制制度的没落与启蒙运动的兴起、法国大革
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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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通史》

书籍目录

前言第一章　史前与高卢时期　一、“法兰西空间”——人类在欧洲最早驻足、生活过的地区之一　
二、“我们的祖先高卢人”　三、恺撒征服高卢　四、高卢的罗马化　五、罗马帝国晚期的高卢　作
者评曰第二章　法兰克人国家　一、从“蛮族”在高卢安身立国到克洛维一统高卢　二、盛产“懒王
”的墨洛温王朝　三、卡洛林王朝的建立　四、威震四方的查理曼帝国　五、《凡尔登条约》将帝国
一分为三　六、法兰克国家的文化　作者评曰第三章　法兰西独立国家的产生　一、卡洛林王朝的衰
落与卡佩王朝的建立　二、法兰西岛的小国王　三、王权的逐渐增强和统一的开始　四、瓦洛咂王朝
的建立与百年战争的爆发　五、圣女贞德的壮举与法兰西民族国家的形成　六、11-15世纪的法国文化
　作者评曰第四章　君主专制制度的确立与发展　一、君主专制制度初露端倪　二、4代君主远征意
大利　三、法国的文艺复兴　四、宗教改革与胡格诺战争的爆发　五、波旁王朝的开创者亨利四世君
临法国　六、红衣主教黎塞留的铁腕统治　七、君主专制制度的极盛时期——路易十四时代Ⅰ：内政
外交　八、君主专制制度的极盛时期——路易十四时代Ⅱ：思想文化　　作者评日第五章　君主专制
制度的没落与启蒙运动的兴起　一、路易十五：一个千夫所指的无道昏君　二、启蒙时代的到来　三
、孟德斯鸠与伏尔泰——早期启蒙思想家的两大代表　四、百科全书派与卢梭——更为激进的启蒙思
想家　五、锁匠国王路易十六登基与专制王朝危机的日益加深　作者评曰第六章　法国大革命　一、
第三等级就是一切　二、从网球场宣誓到攻占巴士底狱　三、“人民又重新征服了国王”　四、法国
终于有了有史以来的第一部宪法　五、路易十六被推上了断头台　六、救国的雅各宾专政　七、热月
党的“反动”与督政府的左右摇摆　作者评曰第七章　拿破仑的崛起与第一帝国的兴亡　一、“科西
嘉怪物”的崛起之路　二、第一执政的文治武功　三、终身执政给自己戴上了皇冠　四、威震欧陆的
法兰西大帝国　五、帝国的盛极而衰与覆灭　六、“百日”——拿破仑英雄史诗不可或缺的“后记”
　作者评日第八章　波旁复辟王朝　一、波旁王朝的第一次复辟　二、再度复辟后的“白色恐怖”与
“自由主义尝试”　三、查理十世在兰斯教堂加冕　四、波旁王朝的统治在“光荣的三日”中最终崩
溃　五、复辟时期思想文化领域的三大景观　作者评曰第九章　七月王朝　一、喜欢持伞在街上遛达
的“平民国王”　二、大银行家当政与当权者的左右开弓　三、工业革命在法国步履蹒跚　四、基佐
——七月王朝后期国王最为倚重的人物　五、七月王朝在1848年2月的“政治爆炸”中灰飞烟灭　六、
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思潮的出笼与现实主义文学的勃兴　作者评日第十章　从第二共和国到第二帝国
　一、第二共和国的建立　二、从六月起义到波拿巴登上总统宝座　三、第二共和国变成了第二帝国
　四、帝国政治体制的嬗变：从“专制帝国”走向“自由帝国”　五、工业革命大功告成与城乡生活
水平的提高　六、第二帝国时代的文化　七、战争给帝国带来光荣，也带来毁灭　作者评日第十一章
　在战火中诞生的第三共和国　一、第三共和国——在战火中诞生的“早产儿”　二、从消极抵抗的
“国防政府”到急于求和的国民议会　三、巴黎公社——“19世纪的最后一次革命”　四、扑朔迷离
的政体之争　五、尘埃落定——资产阶级共和制的最终确立　作者评日第十二章　上一个“世纪之交
”的法国　一、温和共和派的统治　二、巴拿马丑闻、德雷福斯事件和激进共和派的上台　三、经济
发展的步调：先“停滞”后“加速”　四、人口问题的凸现与社会生活的变迁　五、上一个“世纪之
交”的思想文化　六、对外政策的二重唱：对德复仇与殖民扩张　作者评曰第十三章　法国与第一次
世界大战、　一、大战爆发时的法国　二、“马恩河的奇迹”　三、西线的对峙局面　四、反战运动
的兴起　五、从“老虎总理”上台到贡比涅停战　六、巴黎和会与凡尔赛和约　作者评曰第十四章
　20年代的法国　一、回到战前去！　二、来自东方的“闪光”与图尔大会上的分裂　三、赔款问题
与鲁尔事件　四、“左翼联盟”登台执政　五、普恩加莱成了“法郎拯救者”　六、巴黎再度成为世
界文化之都　七、超现实主义运动的兴起　作者评日第十五章　危机笼罩下的30年代　一、经济大危
机——虽姗姗来迟，但终难幸免　二、“三十年代精神”　三、法西斯主义分子的骚动　四、从“二
·六”事件到人民阵线成立　五、勃鲁姆——法国历史上的首位社会党人总理　六、人民阵线的瓦解
　七、30年代的法国外交　八、30年代的思想文化　作者评日第十六章　再次经受世界大战的考验　
一、和平主义——二战前夕大多数法国人的“集体选择”　二、大战的爆发与法国的溃败　三、两个
对立的法国：维希法国与抵抗的法国　四、戴高乐成为“法国抵抗运动的惟一领袖”　五、法国的解
放　作者评日第十七章　第四共和国　一、临时政府的内政外交与戴高乐的第一次下野　二、第四共
和国的诞生　三、从三党联合执政到第三力量政府的统治　四、给第四共和国的政坛注入新的活力的
孟戴斯一弗朗斯　五、经济的迅速恢复和发展及其产生的社会影响　六、萨特时代的开始与荒诞派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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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通史》

剧的崛起　七、戴高乐的东山再起敲响了第四共和国的丧钟　作者评日第十八章　“戴高乐的共和国
”——第五共和国的早期史　一、全民投票为第五共和国签发了“准生证”　二、棘手的阿尔及利亚
问题终获解决　三、总统又由选民来直接选举啦！　四、追求“法国的伟大”——戴高乐的对外政策
　五、经济起飞的实现与社会阶级结构的变化　六、来势凶猛的五月风暴与戴高乐的二度引退　七、
开放性与延续性兼而有之的蓬皮杜总统　八、力求使法国进入“先进的自由社会”的德斯坦总统　九
、第五共和国早期的思想文化Ⅰ：思想界的风云变幻　十、第五共和国早期的思想文化Ⅱ：文学、艺
术、科学　作者评日第十九章　从左右对立到左右共治——密特朗时代的第五共和国　一、夙愿得偿
——密特朗终于入主爱丽舍宫　二、“法国式的社会主义”：美好的理想与严峻的现实　三、左派总
统与右派总理：奇特的“共治”局面的出现　四、密特朗蝉联总统竟获成功　五、密特朗时代的终结
与希拉克成为“跨世纪”的总统　六、“持二等车票，却仍想坐头等车厢”——80年代以来的法国外
交与防务　七、处在新的“世纪末”的法国社会与文化主要参考书目后记

Page 5



《法国通史》

编辑推荐

　　《法国通史/大国通史》各章之后的作者话语把历史和现实联系起来，言近旨远，启人心智。

Page 6



《法国通史》

精彩短评

1、值得推荐的一部法国史，相信笔者的行文会给大家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
2、入门书籍
3、法国，在世界历史发展中，起了或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是无法避开的一个重要的历史成员。了
解法国，从这本法国通史开始！这本书写的非常不错，推荐给大家分享！
4、评价不高总的说来，这本书写的并不太详细，比如法国前期日耳曼法兰克人的封土建侯的文化传
统，就没有下多杀笔墨。法国人的祖先是日耳曼其中之一的法兰克人，我很想知道日耳曼人在中世纪
前期和中期的社会文化。想了解西方人的历史，还是应该去看看西方人写的名著，比如罗马史，蒙森
的《罗马史》就非常不错。不过中国关系西方的历史名著的译著，在中世纪以后的就不是很多了，也
没有太多的选择余地。
5、由于法国本有修史之传统，所以整书的面还是够广，（基本断定作者是抄袭的）写此书的作者则
是个典型的二B，21世纪的中国，竟然还在大用阶级分析，在苏魔已跨的事实下，竟无耻地认为那仍
是人间的美景，丧失甄别是非的能力，读史是明智，而不是越读越糊，中国最恶心的就是这帮文革时
所上，不学无术，又无道德人伦底线的犬儒！！！
6、为了抠一些与福利相关的材料，不得不再读一遍，但似乎吕老师这本书实在比较通俗，主要也是
在讲政治史，我用得上的地方不多，但可以找一些背景性的东西。近来发现吕老师也有一些错误的地
方，需要修订，不过我看的是07版的，不知道12版的是否已经有所修改。

7、以区区50W字就让读者纵览欧洲古今，并把原因环境局势详细列举，使人受益匪浅；
鉴于字数限制，还是有许多细节未能作过多介绍，比如法国史，对法国历史各伟人成长及其作品描写
比较少
---
整体上如果你想短时间通览法国史，大国通史法国系列是我推荐的
8、觉得有一点Boring。。但还是坚持看完了。。下次有时间一定要重读一遍
9、只是简史，一般的知识都讲到了吧。
我只是看它跟钱乘旦的书在一起才买的
10、最后阶段串线索用。
11、一直都觉得法国是一个和中国极其相似的国家，都拥有着悠久的历史、国家专制都比较严重，and
额，人都比较喜欢美食。
我觉得《大国通史 法国通史》把漫长的法国中古史、近代史压缩在十章之内，而对一战之后的近现代
史详细描述，似乎有点详略不得当，但总的来说，这是本好书，毕竟想把法国那么久的历史压缩在一
本书里面还是蛮困难的~
12、还好  要看自己 好好利用
13、历史梳理得很清楚，特别是18、19世纪各阶层、党派间的博弈与相互取代，其更替的方向貌似是
自上而下的金字塔状。
14、又继续读了一些，发现作者对宫廷秘闻很有兴趣，开始对政治体制社会文化方面少有精辟的论述
。这本书有庸俗化讨好读者的倾向，却并没有太多的历史学术的感觉，不忍继续读下去了。
15、值得细细品读玩味
16、很文学
17、RT...但在二战后的法国历史就过于简略（可能还需时间的沉淀）...其余的尤其是近代史写得很不
错
18、吕老师的大作，文笔流畅优美！
19、没有英国通史写得那么生动，不过已经算是不错了，毕竟是作者的风格不同。
20、整个系列都不错，能读得下去。
21、一般
22、这是我今年读书最大的收获。
23、古代史有点少,第三共和国讲得到挺多的
24、通史 一条线 缕清一切 可能是浓缩了一切精华 却没有详细的介绍 读的时候反而像很赶的样子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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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通史》

很舒服 
25、要是详细点就好了
26、对古代中世纪近代很感兴趣，现代就没那么感兴趣了，说不定哪天基础知识够了后可能感兴趣
27、不符合个人口味的历史书。。
28、此书不错，可读性强。分析透彻。
29、不好读
30、期待能够凑齐一套，这个系列很不错，推荐!
31、没钱乘旦的英国通史写得好，马克思的痕迹重了些
32、这本书是我读过的写历史尤其是法国历史最好 的一本了，语言生动文字优美，不像其他历史类书
籍竟堆砌大段的数字，

强烈推荐大家！！
33、我知道这本书很菜。但是还是要拜！明天院长的考试要给力啊！！！
34、非常专业的一本通史，内容很详细，从远古时期的法国一直谈到当代的法国在世界中的地位，在
政治革命等历史情节中还不时穿插一些对法国当时的文化概述，读了以后我对法国的历史已经基本了
解透彻了，这本书起着梳理的作用。
35、好书，循序渐进慢慢看，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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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通史》

精彩书评

1、在开始读这本书之前，我在猛啃两个礼拜的《封建社会》，可惜我的牙太钝。连个上都没看下来
，大部分章节，还涉及到词汇的来源，让我这个外文基础暴烂的门外汉，根本吃不消。到底是年鉴派
跟我气场不搭呢还是怎么样，接触到两本年鉴派的东西，怎么都恶心到我了。没办法，我只能换本容
易的书读读了。挑中这本，一口气狂飙了三分之一里地，有种负重登山后，下山健步如飞的感觉。不
过仔细一想，有可能碰到了教科书的缘故。作者完全是一副工人阶级先锋队的姿态嘛，拿着马恩的阶
级理论指点江山。前段时间，跟朋友聊天，对于这样持阶级理论的人，大家都比较鄙夷。我倒是认为
，这马恩的剩余价值和阶级理论，到像极了“吸星大法”，是有那个一股子邪乎劲，再加上发明人和
使用人任我行的亦庄亦谐，使得大家认为那不是好东西，但并不妨碍它成为一种厉害的功夫（方法论
），令狐冲不就是他的受益者嘛！所幸，小的我已经非昔日吴下阿蒙了。一边看，一边用微博记录笔
记。以下为为我5.15~5.22的读书笔记：中世纪法国扎克雷农民起义，口号是＂消灭一切贵族，一个不
留＂，却依旧视国王为人民的保护者。真农民！！查理八世夺下那不勒斯，就掉进女人堆里拔不出来
了，上梁不正下梁也跟着一起歪。颁师回朝，许多人染上了性病，并在法国迅速蔓延。妈妈的，这那
不勒斯应该叫那不毒死。查理八世28岁挂了，膝下子女全挂在他前，没一个继承人。死得也蹊跷，在
看网球比赛被一扇松的门给砸死了。荷兰人拦不路易十四的大军就开闸放水，掘开海堤。这事老蒋好
像也干过。法国大革命前，人民的＂陈情书＂中，大部分对路易十六赞誉有加，什么恶心说什么，而
对＂渎职的大臣＂大肆的攻击。古往令来，皇帝的菊花干净得可以舔。大臣总是那坨要排出的替罪大
便。与特权阶层迟迟达不成合解，拉锯了一个月之后，第三等级坐不住了，单干着手组成国民议会，
他们的理论是，这个议会至少代表全国96%的人口。古有挟天下以令诸侯，现在是挟人民以令诸侯，
话又说回来，没有选票的支撑，有多少无耻的政客在玩这样的把戏。攻占巴士底狱竟是为了抢里面的
弹药，非要带上什么反对专制的标志事件，按我说不过是一次性集体＂处决＂人最多的吧。如果真要
是归于反专制标志事件，纯粹一点，去秦城吧。教科书上说拿破仑阴谋地窍取了法国大革命的果实（
不都这说嘛），可是丫在雾月政变中带500人就搞定了，并坐稳老大的位置十五年。法国人民都怎么了
？！投票拿破仑终身执政 3568885赞成 8374反对 投票拿破仑成为＂法兰西人皇帝＂ 3572329赞成 2569反
对。不到千分之不—。两次巴黎人民造反，均可轻易的从武器商店抢到武器，巴黎人民太幸福了，和
平时期可以靠枪赚钱，动乱了还可以靠枪抢钱。读到现在，法国的革命很值得深思有两点：一、党派
众多，很多党派在初期还是一个派系，时日一久，意见不和，一拍两散，另立山头。二、人民难伺候
，不满意就揭竿而起，反他娘的。从知识精英到人民大众都缺乏妥协退步的能力和气度，所以它有一
个多灾多难的近代史，并永远都在二流强国徘徊。法国二月革命以后开设＂国家工场＂，这当然是造
反的福利，结果天天爆满。铁饭碗谁不要？搞笑的是连饰匠裁缝这种高级技师也加入了挖土刷墙的工
场中。经济结构的破坏不言自明，还不如索性来个社会主义改造什么的。二月革命后900万选民获投票
权，结果工人代表仅获880中的18席，有人作弊？一个月以后，这个自己投票投出来的政府不合心意，
怎么办？上街呗！第二共和国期间，秩序党原为第一大党，却内讧不断，居然会闹到后来有277名议员
转投反对党，这是可以说明政客的无耻呢，还是可以说明法国的党派的分歧本就没有那么大，都是一
家亲，那里吃饭不都是一样。一个民选的皇帝，在位期间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升，文化发达，国力世
界第二。在位时大赦了一批政治异见者，其中有著名的雨果，还极力倡导国内政治改革，逐步放弃专
制，这样一位人物，一直被扣成大资产阶级的代言人，是反动派，他就是路易·波拿巴，拿破仑的侄
子。大陆有三分之一个路易·波拿巴，官方说他是总设计师，人们已经亲切的唤他爷爷，他称自己是
我们的儿子，辈分有点乱。还有一个在对面，算是大半个路易，就是地方太小，拳脚实展不开，惠人
有限。巴黎公社粗看选举是常态，实际上经过一二共和国帝国的熏陶，起码选举投票的规则和制度已
深入人心，这土壤那是民国那些精英们所能见的，那里还是一把旧土，洒上些水看起来新而已。路易
十五时苏格兰人约翰·劳依靠政府创立骗钱银行，把民间资金用高额红利吸纳过来，替十五还清了巨
额外债，至到最后崩盘，认购了骗钱银行股票和纸币的人，只有破产一条道。此后法国人长时间不信
任银行的股票和纸币。巴拿马丑闻发生，贷款修建巴拿马运河的公司也破产了，政府内部贪污一大片
，两者信誉扫地，法国人民经此大劫，着眼于储蓄和购买靠得牢的证券（不投资前推已说），而银行
则宁愿把钱投向国外。这大抵应该是法国之所以会有为一个高利贷国家的原因吧。一战前，政府发出
动员令，95%应征者准时到达征兵站，全国上下群情激昂，他们肯定不会知道是政府设下计谋让德国
人开打，＂防卫＂不过是个假象。那些战死的青年真是死了都不会知道。费里的小学教育世俗、免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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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务真是一箭双雕，小学教师待遇得以大幅提高，他们成为了坚定的传授共和实践共和（乡村中的
市镇秘书大多由他们承担）主义者；教育排除教会影响，加入了爱国主义培养（名作《最后一课》）
使得共和和敌视德国成为一代又一代人的思想根基。这套路真眼熟阿！一战开打之前，浪漫的法国人
多数认为，他们的儿子、丈夫可以在圣诞节之前回家的。很傻很天真阿。一战后＂左翼联盟＂首次联
合执政，但对于财政问题则表现乏力甚至无能。这跟掌控金融的资本家的不信任甚至拆台有关，但更
多的应该是搞运动上台，靠纠别人小辫子，靠忽悠和蛊惑上台的，对于经济是门外汉，对比四九之后
就知道了。＂左翼联盟＂内阁垮台后，法国人组成了右派与中间派联合的内阁，整个经济渐渐好转，
趋于稳定，前后不过三年左右的时间，法国就完成了对自我政策的修正。而我们用了多少三年？才换
来所谓三十年的成就。达拉第签署慕尼黑协议后乘专机回国，着陆前看见机场黑压压的人群，忧心忡
忡，怕被骂成买国贼，谁知一下飞机便来迎来鲜花和掌声，像个英雄凯旋。原因非常讽刺，他为法国
人民带回了和平。想来左派要想取得经济上的成功，无非只有华山一条道——国有化，把丫不听话的
都巧取豪夺到自个名下，这下倒乱的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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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法国通史》的笔记-第1页

        吕老师的这本法国通史，史料丰富，体例仿其北大先师张芝联先生的规格，但是更为精简易懂，
当年一口气看完，将来必会再读，有机会做成EPUB格式上传到touch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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