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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法国农民在现代化进程中的进步性与保守性

刘 书 增
!南开大学 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中心#天津市!###$@"

摘!要!农民问题是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中的关键问题$法国农民在现代化进程中既表现出经济

改革上的进步性和保守性#也表现出政治革命中的革命性和保守性$从@A世纪下半叶开始#法国农民在物质

生产能力和商品交换能力提高的基础上#生产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逐渐向现代人转变$

这对于我国正在进行的农业现代化建设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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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化是指传统的以农业为基础的社会向以

工业为基础的现代社会的转变过程$在传统的农

业社会中#农民是最基本的社会群体#因此#农民问

题也就成为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时需要解决

的重要问题之一$在建设现代社会的过程中#任何

经济变革和政治革命#如果没有农民群体的参与和

支持#都不可能取得成功$所以#农民是进步的还

是保守的#对现代化是抵制的还是支持的#成为现

代化能否实现的关键$法国素有&欧洲的中国’之

称#研究法国现代化进程中农民的转变#对于我国

目前党和政府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具有重

要的借鉴意义$
笔者认为#在法国现代化的进程中#法 国 农 民

在经济改革和政治革命中既表现出革命的进步性#
也暴露出法国农民的保守性$在@A世纪下半叶法

国社会总体环境的进步与发展过程中#法国的农民

也有了转变#逐渐成为现代法国农民#对法国的现

代化进程表现出积极的推动作用$

!!一、法国农民在经济改革中的进步性与

保守性

!!传统农业社会的经济改革主要表现在农业生

产制度领域和技术领域的变革上$农业生产制度

性的变革主要是废除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度#建立资

本主义的土地所有制度#确立私有产权$农业生产

技术的变革主要包括新的土地经营方式的采用#改
变旧的轮作方法#新的农作物品种的引进#农作物

品种的改良以及新式农具的使用等等$农民在经

济改革方面的进步性主要表现在用革命的行动迫

使政府取消封建地租和封建特权#废除封建的土地

所有制度#建立资本主义的土地所有制度$法国农

民在经济改革中的保守性主要表现在对通过圈地

建立资本主义农场的抵制和对传统的公共地役制

及旧的生产方式的坚持上$

@D世纪以后#法 国 土 地 所 有 制 演 化 的 总 趋 势

是农民逐渐取得了对土地的所有权#@$G@H世纪#
形成了农民小土地所有者的有力阶层$卢切斯基

证实#农民在法国北部占有三分之一的土地#而在

法国中部与南部农民拥有的小块土地约占全部土

地的一半#许多地方甚至占一半以上(@)$$$但是土

地的最高所有权仍然属于领主#农民耕种的土地是

作为世袭租佃地保有的#因此要交纳贡租和地租$
还要向教会缴纳什一税#受到诸多条件的限制$为

了废除封建权利#获得独立的土地所有权#在大革

命前夕#法国农民在三级会议选举时提出了自己的

陈情书#一致要求废除封建捐税和什一税#取消领

主特权#要求特权等级同他们一样纳税#获得更多

的土地或租用更多的土地$三级会议选举后#农民

就等待着政府对他们的要求进行答复$当三级会

议召开后#他们的要求没有得到满足#使他们的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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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变成了一触即发的愤怒!当攻陷巴士底狱的消

息传来时"这愤怒就变成了遍及各省乡村的骚乱和

暴乱"一场农民革命开始了！#在诺曼底西部$艾诺

和上阿尔卑斯"农民袭击贵族的乡墅和修道院"焚

毁文契档案"强行取消领主特权!在佛朗什G孔代

和马孔 内"农 民 烧 毁 和 洗 劫 贵 族 乡 墅!%&"’@@!农 民

#涌向领主的城堡"用威胁手段让他们交出那些登

记着令人痛恨的封建权利的古老证书"以及那些很

久以前使征收捐税合法化的契约"并把这些文件在

乡村的广场上付之一炬!有的领主拒绝交出文件"
农民们便焚毁城堡"把城堡的主人绞死!比较常见

的做法是让当地的公证人出面"以证明封建权利是

按照规定的手续放弃的%&!’@#D!法国农民用暴力把

压榨$剥削自己的封建权力和封建制度打翻在地"
摧毁了封建等级制度的经济基础!正是在农民起

义的压力下"在著名的H月I日之夜"聚集于国民

制宪会议上的自由派贵族和僧侣们举手通过了关

于废除什一税$废除封建特权等级的免税特权和其

他封建权利和封建义务的决议"使他们获得了独立

的土地所有权!为了获得农民的支持来保卫革命

的成果"雅各宾派在@$A!年通过了彻底的土地法

令"把 土 地 分 成 小 块 卖 给 农 民"地 价 分 十 年 付 清!
法国农民终于用自己的行动推翻了封建的土地所

有制和封建制度"体现出法国农民的进步性!
法国的农民由于处境非常困难"他们没有土地

或只有极少 土 地"习 惯 于 日 复 一 日 地 耕 种 小 块 土

地"他们受的教育太少不能适应新的耕作法"太穷

无法进行亟需相当资金的土壤改良"享受不到改革

的好处"因而对改革没有丝毫兴趣!相反"对改革

什么都害怕!他们一致组织起来到处组成突击队"
反对由孤立的产业主试行的改革措施"反对圈地法

令"到 处 拆 除 围 墙 篱 笆"以 表 达 不 满 的 集 体 意 识!
如@$H$年有人劝阿尔萨斯一个土地所有者进行农

业革新"以求获得更高的产量时"他说(#篱笆圈地

毫无意义"因为总会被人拆除!%&I’II

按照传统的公共地役制的规定"有地农民必须

依照公社惯例实行轮作"而公社内的每个农民都可

以在公社公有土地上"在为私人所有的收割后的田

地上"以及第一次割草后的草场上拾捡落穗"割取

麦秸"放牧畜群!这种规定使大量少地$无地的农

民凭借公社的公有土地和公共放牧等集体权利"可
以勉强度日!但无疑是对有地农民土地权利的一

种限制"使得有地农民不能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愿经

营土地"限制了农民个体经济的发展"不利于资本

主义的分化!所以"要实现农业技术的革新"必须

废除残余的公社权利"废除公共放牧权!但是"法

国的农民"特别是那些无地或少地的农民"担心取

消了集体放牧权会使他们落入无产者的队伍"使他

们的处境更加艰难"因此顽固地坚持这种公共地役

制和旧的生产方式"阻碍了农业的生产革新!在大

革命初期"许多受到圈地法令触动的地区)如普罗

旺斯*"农民们在农业混乱过程中企图以武力恢复

集体地役权!许多堂区的议会"然后是农村的市镇

当局"乡村的人民协会等等"在他们的备忘录中提

出了这种倒退的要求!由于农民的反对"公共放牧

权在敞型地 区 长 期 存 在!@AHA年"众 议 院 彻 底 取

消了它"次年"面对农民的反抗意识"不得不重新准

许实行它!在洛林$香槟$皮卡第$佛朗什G孔泰"
以及其他一些地区"许多村镇在法律的准许下"保

留了耕地上或草场上的公共放牧权!英国的历史

学家西伯姆习惯于从故纸堆中寻找长期来在其祖

国土地上被抹却的共同放牧权"但在@HHC年他十

分惊奇地看到现实生活中畜群在博斯的留茬地上

游荡&I’"!CG"!D!强制 轮 作 的 耕 作 方 式 也 长 期 存 在"
一直到@A世纪下半叶"不止一个农村"仍然将他们

的初翻地弃置搁荒"任牧人与猎户光顾!这种制度

甚至一直延续至今天!
从上可见"农民在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

过程中"既扮演了革命者的角色"但有时又充当了

经济改革的绊脚石!正是由于法国农业和农民在

经济上的这种保守性"使法国的经济发展长期落后

于英国"后来又被美国和德国赶超!

!!二、法国农民在政治革命中的进步性与

保守性

!!在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过程中"政
治革命的主要任务是推翻旧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
建立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并使之向民主化方向演

进!法国农民在这个过程中"积极地参加革命"充

当了革命的主力军"对于推翻封建制度发挥了积极

的作用"但同时也表现出他们一定的保守性!
在大革命开始的时候"农民便向三级会议提交

了自己的请愿书"表达了农民要求废除封建制度"
取消封建权力的愿望!当革命爆发后"农民更是在

各地组织了风起云涌的农民起义!这种强大的农

民运动动摇了封建专制统治的基础"巩固了巴黎人

民在$月@I日取得的革命胜利"从而为大资产阶

级在全国范围内取得政权创造了条件!当革命面

临着国内王党的叛乱"国外面临着欧洲列强的干预

的危险的时候"成千上万的农民怀着对保卫自己新



得到的土地面受敌人侵犯的信念而投身军队!奋战

沙场"保卫了革命的成果#拿破仑帝国建立之后"
通过了著名的$民法典%"把农民获得的土地以法令

的形式固定下来"极大地鼓舞了法国农民的革命积

极性"他们踊跃参加拿破仑的军队"抵抗外国干涉

军"在战争中"英勇善战"保证了法国军队打败外国

干涉军#可见"没有法国农民的积极参与就没有法

国革命的胜利#大部分法国农民在法国向现代社

会转型的关键时刻充当了革命性的角色#
在农业社会中"土地是农民生存的唯 一 依 靠"

因此"农民的一切好恶取舍都以土地的得失与否作

为判断标准#当大革命使农民获得了土地以后"他
们便想方设 法 保 卫 他 们 已 获 得 的 土 地#@$A!年"
在西部各省"特别是旺代!普瓦图等地区"农民对政

府征召!#万大军不满"担心这次征兵会使他们离

乡背井去国外打仗"丧失他们已经获得的土地"他

们从自身的经济利益出发"与反对革命的贵族和教

士一起发动了一场声势浩大!旷日持久的反革命叛

乱"给革命事业造成了很大的被动#在大革命以后

的几十年里"法国政局动荡不安"封建保守势力和

资产阶级革命力量的斗争一直在继续"共和制和君

主制的较量也一直在进行#但是法国的农民不理

解它"对于在巴黎和其他城市发生的政治事件很少

关心"只是偶尔被卷入其中#在农民看来"只要他

们拥有土地 能 够 维 持 温 饱"君 主 与 共 和 都 无 关 紧

要#当@HIH年成年男子的普选权第一次在法国实

现的时候"法国农民还游离于现代政治之外"不仅

对选举权利没有基本的理解"而且连自己的选举准

则和选举意向都不明确#由于受封闭隔绝的经济

生活和社会生活的限制"以及由于千百年来卑微的

社会地位和传统的文化教养所造成的委琐!胆怯的

人格特征的影响"他们只希望有一个高高在上的权

威给他们以保护"所以"当头上带有拿破仑光环的

路易&波拿巴许诺给他们以秩序和繁荣的时候"他
们毫不犹豫地把选票投给了路易&波拿巴"用手中

三分之二以上的选票扼杀了无数进步人士奋斗多

年的法 兰 西 第 二 共 和 国#正 如 马 克 思 所 分 析 的"
’波拿巴王朝所代表的不是革命的农民"而是保守

的农民"不是力求摆脱小块土地所决定的社会生存

条件的农民"而是想巩固这些条件和这种小块土地

的农民"不是力求联合城市并以自己的力量去推翻

旧制度的农民"而是愚蠢地拘守着个旧制度并期待

帝国的幽灵来拯救他们和他们的小块土地并赐给

他们以特权的农村居民#()C*"@H

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在从传统农业社会

向现代社会 转 型 的 历 史 进 程 中"农 民 由 其 生 产 方

式!经济利益和社会历史地位所决定"’极端保守的

农民形象和作为革命力量的较为现代化的农民形

象是同时 并 存 的()D*"HD#因 此"要 成 功 地 实 现 由 传

统农业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传统农民向现代农

民的转变是至关重要的#

!!三、法国农民向现代人的转变

法国农民向现代人的转变首先表现在广大农

民进行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能力的普遍提高上"极
大地改变 了 过 去 那 种 自 给 自 足 的 生 产 生 活 方 式#
法国大革命废除了土地贵族的封建权力"消除了农

民与市场间 的 障 碍"使 得 农 民 占 有 的 土 地 有 所 增

加"为农民进入市场扫清了道路#但是"由于大革

命期间以及拿破仑时代的战乱"使得’大革命对农

民经济 的 改 造 很 少"直 到@A世 纪 中 叶"土 地 的 结

构!生产 技 术 和 生 产 率 都 没 有 明 显 的 变 化()$*@@$#
不过"法国农民通过自己的辛勤劳动"使生产率有

所提高"为@A世纪下半叶的显著变化创造了条件#
法国经济学家佛朗索瓦&卡隆指出"如果比较历年

的产量"收获量的增长趋势便很显然"如@H"D年每

公顷小麦@"(@H公担"@H!C年为@!(I!公担"而在

这一时期"布律纳引用的巴黎盆地每公顷正常产量

为@D($公担)H*@#C#这说明法国的农业生产率和法

国农民的物质生产能力有了提高"农民的产品超过

其个人生活消费和在生产资金的生产结余越来越

多"在日益增强的市场需求的刺激下"走进市场的

机会越来越 大#许 多 书 籍 记 载"@A世 纪 中 叶 以 后

’农民普遍地越来越多地卷入为市场而生产()A*@C"#
农民与市场发生了广泛而密切的联系"’农妇们不

再是每年只有五六次跑市场了"而是开始每周一次

去市场上出卖家禽或牛奶制品#新的现金收入逐

渐使她们成为市场上的消费者"购买曾经是家里制

作的 或 者 根 本 不 曾 有 过 的 奢 侈 品+鞋 子!围 巾!雨

伞!衬衣!咸鱼 和 鲜 肉()$*I#$"许 多 中 小 农 在 附 近 市

场出卖为数有限!但日益增多的农产品#农民频繁

的!普遍的!日益增多的商品交换活动"改变了生产

者与市场不发生直接联系的自然经济的市场流通

方式和封闭的自给自足的经济体系"农民本身的社

会生活和思想面貌也在发生深刻的变化#
随着物质生产能力的加强和商品交换能力的

提高"法国农民独立的精神力量得到了普遍发展#

@A世纪下半 叶"农 民 闭 塞 的 僵 滞 的 社 会 关 系 发 生

了不可逆转的松动#由于工商业的发展"城市生活

的刺激"许多土地所有者离开农村定居城市"这就



使土地所有者对佃农!雇工的个人控制减少"租佃

人只需按约缴纳租金就可以了"从而在土地承租人

与佃农或雇工之间"土地所有者与佃农和雇工之间

发展起一种纯粹现代的#现金交换$关系"传统的人

身依附!人身控制不再存在%而工业化的进行和移

民运动的发展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乡村人口离开乡

村社会前往城市%从@A世纪C#年代以后"法国农

村每年失去@"(C万人&据莱维G勒博耶估计为@#
万人’"在@HD@年和@A@@年间"法国农村人口下降

!H#万人"根据 法 国 统 计 局 的 数 字"在 这 个 时 间 内

农村大 批 外 流 人 口 总 数 达C$#万 人"而 根 据 莱

维G勒博 耶 估 计 为IA#万 人(H)@#H%移 民 运 动 减 少

了农村的人口压力"这是展开农业革命的必要先决

条件%频繁的商品交换的经济实践"使农民懂得了

其自身劳动的价值"也懂得了实现其劳动价值的途

径"促使他们把对传统社会的个人依附意识转变为

对非个人市场力量的自觉服从"使农民愈益成为参

与市场的独立的商品生产者"从而成为介入市场经

济的现代农民%
经济交往的增多也促进了社会流动"法国农民

不再局限于狭窄的地域范围"他们的社会活动范围

大大扩大"形成了新的经济联系和新的社会关系网

络%位于普瓦迪埃至南特铁路线上的马齐雷乡村

小车站"在铁路建成后的第一年仅售出IC##张火

车票"几年以后"每逢星期三在离这个小车站@C公

里远的小城镇有集市的时候和每逢一个月的第一

个星期四在附近的一个较大的城市里有大集市的

时候"火车就人满为患"有时不得不增开临时列车%

@HHC年"这 个 火 车 站 售 出@!#ID张 火 车 票"@HA#
年有@A#HA名 旅 客 乘 车"@A##年 增 至!!$"I人

次"@A#A年达I"!D#人次(@#)@!!%这从一个侧面反

映出农民与市场之间的联系增多与扩大%法国农

村社会交往方式也发生了变化%以往"法国农村的

大部分地区都有夜间聊天的习惯"或一周几次"或

每天晚上"几户乡邻或朋友"或共守一烛灯光"或同

围一堆薪火"妇女们做女红"男人们侃大山"古老的

口头文化在 这 里 传 播"传 统 的 风 俗 习 惯 在 这 里 继

续"无论是其形式还是内容"夜间聊天都在发挥着

维持传统社会的消极的社会作用%随着农民的经

济重心转向市场"社会交往的中心也发生了变化"

@A世纪$#!H#年 代"夜 间 聊 天 的 习 惯 在 各 地 普 遍

减少"取而代之的是市场越来越成为农村社会经济

和社会活动 的 中 心"农 民 通 过 市 场 与 外 界 发 生 联

系"他 们 经 常 来 这 里 买 卖 商 品"交 换 信 息"听 取 新

闻"议论时事%法国农民就是在日益增多的经济活

动和社会交往中实现了自身的解放%
法国农民向现代人转变的另一表现是接受教

育水平的提 高%@H!!年"法 国 议 会 通 过 了 教 育 法

案"规 定 学 校 必 须 教 授 阅 读!写 作!计 算 的 基 本 技

能"必须教授法语以增强民族意识"同时进行道德

教育"满足社会和人们精神生活的需要"此后"政府

不断增加教育投资"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入伍新兵

中识字 人 数 的 比 例 由@H"A年 的@I(!J增 加 到

@HCC年 的!@(AJ"@HD#年 的!I(HJ"@HDC年 的

I@J"@HDH年 的C#J和@H$C年 的D"J($)!#H%@A
世纪年代初"法国政府取消了公立学校的学费"并

规定每个有"#名以上学龄儿童的村庄必须开办一

所公立学校"以实现初级教育的普及%国家公共教

育的经费预算由@H$H年的C!DI#$@I法郎激增到

@HHC年@!!D$@D$@法郎"增长了一倍还多%农村

小学如雨后春笋般地建立起来%农民及其子女接

受教育的水平普遍提高%@HD$年全国平均儿童就

学率为DA(@J"@H$D年 达 到$!(DJ(@#)@!A%@A世

纪D#年代起"一些廉价的报纸杂志和书籍进入农

村"读书看报的人越来越多%学校的教育和报纸杂

志上的宣传影响着农民的精神世界"使农民的思想

观念发生了变化"导致他们开始关心政治生活"参

与到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去%
法国农民在政治上向现代社会转变突出表现

在农民对待选举的认识逐渐深化上%当@HIH年成

年男子的普选权在法国实现的时候"法国农民对于

选举没有基本的理解"他们在投票的时候容易受到

别人的影响和控制"对自己的选举原则和选举意向

不明确%但是随着他们越来越多地卷入社会经济

生活"随着他们的文化水平的提高"农民的参选意

识和政治觉 悟 有 了 明 显 的 提 高%@H$#年 代 以 后"
农民在选举期间谈论政治"谈论共和派"谈论征税

和农业贸易保护等问题"他们已经学会把自己的要

求与投票选举结合起来%他们不再像普选刚刚实

行的时候追随镇长投票"选举当地的贵族绅士或者

王朝的继承者"而是选择能够代表自己利益的农村

中产阶级!公证人!医生!教师等新的社会精英做自

己的代言人%这表明农民的政治意识和政治觉悟

正在提高"他们开始关心国家的制度!政策和法令"
他们正在逐渐融入现代政治生活%

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法国农民在物质生

产能力和商品交换能力的提高的基础上"改变了过

去那种自给自足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他们的社会交

往能力逐渐提高"在国家加大教育投入的基础上"
他们的科学文化素质有了提高"思想观念发生了深



刻变化!逐渐融入现代的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逐

渐从传统农民向现代人转化"这对于我国农村的

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四、几点思考

目前!我国正在经历由农业社会向现代社会的

转型过程中!由于我国的农业人口占全国人口的多

数!因此!农业#农民和农村问题成为我国现代化进

程中的重要问题"党和政府在农村的改革已经取

得了良好的 成 果!我 国 的 农 业 正 在 向 现 代 农 业 转

变!我国的农民也正走在向现代人转变的大道上"
我来自于农村!见证了党和政府的农业经济体

制改革政策给农民带来的物质生产能力和商品交

换能力的 提 高"生产工具由原来的用耕畜作动力

到现在使用拖拉机#播种机#联合收割机!实现了耕#
播#收#打的机械化!提高了农业的生产率!小麦由原

来的亩产"##多斤到现在的D##GH##斤!农民由主

要满足自己食物需要而生产粮食作物到现在经营为

市场而生产的棉花#水果#蔬菜等经济作物!农民越

来越多地和市场联系在一起"我国决定从"##D年@
月@日起取消在我国实行了"###多年的农业税!必
将大大减轻农民的经济负担!增加农民的收入!从而

加大对农业的投入!进一步提高农民的物质生产能

力和商品交换能力的提高!使农民的生产生活方式

和思想观念发生巨大的变化"
农民物质生产能力的提高保证了部分农民脱

离农业劳动向第二和第三产业转移!从农村迁往城

市!为农业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提供劳动力!同时

也促使农民的生产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发生变化"
如果说法国的马齐雷小火车站的变化反映了法国

农民与市场联系的扩大!我国每年春节交通运输出

现的民工潮和学生潮则反映了我国农民生产生活

所发生的巨大变化$民工潮反映了农业劳动力向城

市的转移!而他们每年回家过年不仅带回了资金加

大对农业的投入!更重要的是带回城市里的现代生

活方式和思想观念%学生潮反映了农民在经济生活

的冲击下越来越认识到教育的重要性!重视对子女

的教育!农村的教育水平得到了提高"这些人群的

迁移也带来了农民生活方式的变化!现在电视#电

话#电脑已经逐渐地深入到农村!农民接触外界的

渠道增多了!接收到的信息增多了!开阔了农民的

视野!使他们开始关注国家的政策!关注国家的政

治生活!逐渐融入现代政治生活中去"
因此!农业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关 键 的 核

心问题是农民向现代人的转变问题"而要实现农

民向现代人的转变!必须提高农民的物质生产能力

和商品交换能力!还要努力创造一个新的更广阔的

就业领域!解决由于生产力提高而富余出来的农业

劳动力!加大对农业#农民教育的投入!努力提高农

民的科学文化素质!改变农民的生产生活方式和思

想观念!使他们逐渐向现代人转变"在我国党和政

府的领导下!我国的农业社会一定会早日实现向现

代社会的转变!我国的农民也会早日过上小康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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