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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现代社会政治生活中，结社活动是一个带有核心意义的大问题。
某种意义上甚至都可以这样说：一部现代政治民主化的历史，其实就是一个争取和合理实践公民结社
权的过程。
用托克维尔的话来说，就是：“在民主国家，结社的学问是一门主要的学问。
其余一切学问的进展，都取决于这门学问的进展。
”（语出《论美国的民主》）　　所以，当乐启良提出他要围绕近代法国结社自由确立的问题来做他
的博士论文时，作为他的导师我是满心欢喜的。
当然同时也有些担心：政治上的事情，在法国一向都比在其他西方国家要复杂许多，而结社自由之确
立这个关乎法国现代政治民主化成败的核心问题，更是错综迷离，牵涉面极广，其中不仅有法兰西民
族的历史文化传统，有无数相关的历史事件和人物，而且还涉及大量历史学、政治学、政治哲学、经
济学和法学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尤其是这个课题在国内还从来没人做过，在国外也属于学术前沿，而
且基本上只是法国学者的特殊关注领域，作者必须从一部部法文学术专著啃起，接着还要阅读许多有
关的原始史料，这工作对于第一外语为英语、法文作为二外才修了两三年的小乐来说，委实是太难了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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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西方思想文化新视野丛书》之一的《近代法国结社观念》，书中具体包括了：社会契约
理论与政治个人主义、“看不见的手”与市场个人主义、启蒙哲学家对团体主义的批判、大革命批判
和结社自由的观念等内容。
     本书适合从事相关研究工作的人员参考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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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不过，事与愿违。
世俗化运动的兴起与蓬勃高涨，又加剧了天主教保守派与共和派之间的矛盾，双方在宗教修会
（congregations religieux）是否可以被视为社团，是否应当适用“普通法”（loi commune）的问题上僵
持不下，结社法案因此也成为其政治斗争的牺牲品。
仅就第三共和国参众两院提出的结社提案、草案以及相关报告的数量而言，我们便可以管窥世俗化对
法国结社合法化进程的重大影响。
1901年7月1日结社法颁布之前，人们曾经向议会提交了33个结社法提案。
除了1899年瓦尔德克-卢梭的提案经过议会的修改与讨论，最终出台1901年结社法，以及1871年贝尔都
德的报告和1882年茹尔·西蒙的报告得到简短讨论外，其他提案皆因为世俗化斗争或修会问题而被搁
置。
所以，努里松和罗桑瓦龙皆认为，反教权斗争和修会问题是结社法案屡屡流产的主要原因。
　　以上四种解释模式虽各有所长，但也有各自的缺陷。
尽管它们分别可以阐明某个阶段或某个政权的反结社现象，但都不能为法国从禁止结社、宽容结社、
肯定结社到鼓励结社的过程提供一种系统的解说。
　　笔者以为，无论是历史环境论、阶级对立论、公意政治文化论，还是世俗化论，都没有触及问题
的实质。
从根本上说，近代法国在结社合法化的道路上所遇到的困难和挫折皆肇始于个人主义或现代民主的内
在紧张。
现代民主的核心是个人权利原则，即人们通常所说的个人主义。
这是不可否认也无庸置疑的基本原则。
但是，个人权利是什么？
它与家庭、地方、风俗、历史、宗教、社会和国家有什么关系？
由纯粹的个人或原子化的个人所构成的社会是否可能？
对于这些问题，由于种族、出身、宗教信仰、语言文化以及性别的不同，人们会产生分歧、矛盾甚至
冲突。
所以，近代法国在法国大革命、世俗化等重大问题上的争论及其对结社合法化的影响，主要来源于民
主原则本身的这种内在的矛盾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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