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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左和右，是表示方位的词：面向南时靠东的一边为左，靠西的一边为右。
在各语种的词汇中，就本义而言这两个词并无政治学或社会学的特殊含义。
然而，方位词“左”和“右”具有源自法国大革命的重要转义，并在各国语言中被广泛接受和使用。
　　法国旧制度末期，经过延续千余年的中世纪的社会演进后，谋求改革现状的平民等级与反动的僧
俗特权等级之间的权益冲突越来越尖锐，迅速衰落中的专制君主制面临史无前例的严重挑战。
在欧洲，继17世纪中期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之后，又一场近代意义上的革命在所难免。
1789年5月，以先前已停开达175年之久的法兰西王国三级会议为契机和舞台，剧变骤然发生。
起初旨在议决赋税分摊以弥补国库巨额亏空的三级会议，在第三等级平民代表的强硬坚持下，排除教
士和贵族特权等级代表以及国王路易十六的顽固反对，在这个“太阳王”路易十四曾声称“朕即国家
”、“法律出自我”的国家，要通过一部亘古未有的根本大法即宪法。
由平民代表和少数特权等级代表联合而成的革新派，于6月20日通过了“网球场誓约”，立誓在宪法制
定前绝不解散，三级会议遂被宣布为制宪国民议会。
而首届议会会议的举行方式，由于革新派议员的顽强斗争，也一改旧制沿革，即与会者不再按所属的
等级“分厅议事”，而是三个等级的议员“合厅议事”；法案不再“按等级”分别付诸表决，而是在
议会全体会议上“按人头”予以投票。
于是，可追溯至14世纪的三级会议的召集和议决惯例被彻底颠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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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革新还是守旧？
或者说在革新的前提下守旧，还是在守旧的前提下革新？
法国近代史上左右两大阵营斗争、妥协和合作。
实际上正是围绕着这样不同的政治理念及相应的立法、行政、司法举措而展开的。
作者不拘泥于左右标签所产生的年代而是将自己的探讨追溯至中世纪早期，试图揭示并分析千年间旧
制度下法兰西王权以及僧侣、贵族和平民三个等级各自在社会上所起的作用。
随后，本书详叙从1789年三级会议召开到1848年二月革命爆发(即从“创建共和”到“再建共和”)期
间的动荡和复杂的法国政治史，重在对左右翼各大派别的形成及演变加以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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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查理八世（1483-1498）娶布列塔尼的女继承人安娜为妻，为日后将其纳入版图做了准备。
查理及随后的法兰西几代君主继续向周边扩张，甚至还以那布勒斯的昂儒家族继承人的身份越过“自
然边界”阿尔卑斯山征讨意大利，不过均无功而返；王国转而与奥地利的哈布斯堡家族争雄于中西欧
，双方长年动兵。
为了强化以王权为代表的俗权，削弱教权，弗朗斯瓦一世（1515-1547）通过与教皇签署《波伦亚教务
专约》（1516）重新确定了在法国的政教权益分配，规定主教人选虽仍由教廷提出，但必须得到法国
国王的同意。
1539年，弗朗斯瓦一世颁布《维雷一科特莱敕令》，规定今后官方文件得一律使用法语而不得再使用
拉丁文，本堂神甫也得用法语填写教区的记录本；在法兰西各地，得益于王权的重大立法举措，法语
作为共同的民族语言得以推广和普及。
　　在发展和振兴民族经济上，王权亦发挥着非其莫属的倡导作用和立法行政职能，重商主义国策初
现端倪。
王国政府积极倡导公共信贷和储蓄，在各重要商埠如里昂促进多家银行的设立，推动勒阿弗尔港口的
修建，整修道路桥梁，扶植和保护手工业，给予行业以优惠待遇，鼓励境外商贾，等等。
此时，王国政府开启大规模的海上贸易，鼓励伴随新航路的发现而产生的贵重金属工业的发展。
1523年，王室领地的收入和其他税收统统集中于国库；1542年继而成立16个总税务局以简化税务征收
；全国被分为若干财政区，各区设有“分管专员”。
王权的相关政策，使民族富裕、国库充实起来。
而诸多王族的挥霍无度和骄奢淫逸，也同样引人注目，如历代王室耗费巨资在卢瓦尔河沿岸修筑的那
些豪华城堡，以及存留至今的大量相关油画所展现的那种糜烂的宫廷生活，即为明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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