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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章认为贵族“沙龙”文化对近代法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产生了不良的影响。贵族“沙龙”文化使

得资产阶级贯旗化；使得法国资本主义工业发展缓慢；使得法国科技教育制度僵化，缺乏大量的科技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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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族“沙龙”文化是指17、18世纪法国贵族

谈论文学、艺术等社会问题，进而在法国社会形成

的一种特有的文化现象。几个世纪以来，人们一直

在探讨这种“沙龙”文化对法国文学、艺术、哲学

和启蒙思想的积极影响和作用。但是，贵族“沙

龙”文化对近代法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似乎不

为人们所关注，笔者拟就此作一探讨。

(一)

众所周知，中世纪西欧贵族的生活是糜烂奢

侈，荒淫颓废的。然而，随着地理大发现和资本主

义在西欧各国的兴起，贵族阶层发生了明显的分

化。法国的贵族阶层由于享有免税权和国家俸禄，

没有什么经济负担，对于资产阶级的投资、经商、

海外贸易不感兴趣，仍把主要精力用于贵族的“沙

龙”文化，进行玄而又玄的清谈。与此相反，在英

固，由于玫瑰战争，宗教改革对封建势力的削弱和

资产阶级革命的影响．英国贵族不享有免税特权，

在巨大的经济压力下，他们纷纷投身于资本主义的

经济活动．走上了资产阶级化的道路。

在法国，由于受贵族“沙龙”文化的影响，国

内』二下掀起了一股强大的贵族热。“商业欧洲的见

证人发现，这个迄今如此热情的民族陷入了所谓的

‘西班牙懒病’——也就是‘蔑视商业活动’，整个

民族都厌恶有关生产和交换的一切活动，尚只热衷

于宗教、朝廷和骑侠的活动。有一个观察家写道：

‘他们全都成了贵族迷，”’因此，贵族精神腐蚀着

整个法国社会，使得资产阶级热衷于取得贵族称

号，侧身于贵族的行列。

法国贵族“沙龙”文化活动的中心内容无非是

空谈哲理、巧言诡辩等等。由于受到这种文化传统

的强烈影响，法国人有一种重视理性、逻辑思维、

推理、能言善辩的传统。这种传统不仅使那些善于

言辩的政治家们能够口若悬河、滔滔不绝，而且法

国社会各个阶层也都爱好这种游戏。于是，在法国

社会“出现一种道德等级。经济、生产劳动、企业

精神、技术、革新都受到轻视，甚至受到压制，而

其它的活动则评价过高，蓬勃发展起来。这些活动

是非生产的：荣誉、文采、玄谈、安分守己、清高

等。”贵族“沙龙”文化这种重视清谈的精神，使

大批优秀的人才致力于文学、哲学、宗教、数学、

艺术等领域，而他们对于经济领域的生产、利润、

竞争都一窍不通。法国“沙龙”文化重视理性的传

统对法国人的影响是巨大的。笔者无意贬低崇尚理

性对法国乃至人类所产生的积极作用。但是，法国

贵族“沙龙”文化这种过分强凋理性，就同近代化

的大生产在一定程度上发生了矛盾。近代资本主义

是社会化的大生产，而大生产也就意味着用机器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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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替人力。“法国人非常崇拜理性，因为在世界上

只有人是最有理性的。理性的统治意味着人的统

治，因而法国人对机器代替人力非常害怕，他们怀

疑大生产的机器时代会把人变成机器的奴隶，认为

人自己创造出非理性的机器统治人。”在法国人看

来，“最幸福，最健康的人是保持旧的生活方式，

不变成机器的奴隶。”从这种唯理性主义的观念出

发．法国人产生了一种发自内心的厌恶大生产，机

器代替手工的本能，导致了近代法国工业结构中手

工工场的大量存在，著名经济史学家克拉潘认为，

直到19世纪末，法国工业企业的年均人数只有

5，5人，兰德斯的统计数字也表明，大约到1882

年，法国雇主与雇工的比例大约是1：2．5人。统

计数字虽有差别，但整个近代，法国工业结构中大

量的手工式的家庭企业的大量存在却是毋庸怀疑的

事实。这种家庭式的小企业由于规模小、资金少、

生产技术与设备落后，限制了劳动力就业范围的扩

大，很难与拥有雄厚资金、生产技术先进，吸引更

多劳动力的近代化大企业相竞争。不仅导致了工业

发展缓慢，而且造成了劳动力长期束缚在土地上，

使得小农生产始终在法国经济中占主导地位。

世界上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传统和相应的

价值观念。法国贵族“沙龙”文化及相应的价值观

念和生活方式，对近代法国人的影响很大，贵族的

社会行为、价值观念、生活方式成为法国人追求仿

效的日标。在西方各国，法国人浓厚的乡土观念是

首屈一指的。大多数法国人不愿意离开自己的住地

或工作岗位，他们渴望拥有自己的小块土地或花

园。“众多肥沃的土地，迷人的乡村景色，温和的

气候．这些都使法国人对土地产生了一种特殊的感

情，人们渴望有自己的小土地，不管它有多小。”

这种对土地的过分依恋，削弱了人们经商、办厂、

海外贸易的兴趣和动机，减少了人们的社会流动，

使大量的劳动力长期束缚在小土地上，土地的划分

愈来愈小，农业劳动生产力低下，工业缺乏大批的

自由劳动力和国内销售市场，致使经济停滞不前。

法国直到19世纪后期，“财富的主要形式是土地，

拥有财富的阶级——不管是贵族还是资产阶级——

的富有主要是因为它拥有土地。”因此，在法国一

个人一旦拥有丁资本，不去经商、开办企业、扩大

再生产，而千方百计通过购买或抵押来得到一块土

地，近代法国工业资本缺乏的一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大

量的资本用于购置土地。

法国人对于高档奢侈品的追求也是欧洲其他国

家望尘莫及的。从中世纪以来，巴黎就是欧洲各国

奢侈品的消费中心，法国的时装、手工产品在国际

场上久负盛名，由于受贵族追求奢侈的价值观念和

生活方式的影响，法国人对奢侈品、手工艺品的奇

装异服有着强烈的追求欲望，他们对于一般大众消

费品不屑一顾，对产品要求式样新颖、做工精细、

价值连城。法国人追求高档消费品的观念不仅造成

了奢侈品工业在近代法国工业结构中的比重很大．

而且由于这种高档奢侈品本身对工人的熟练程度和

手工技艺有很高、很严格的要求．这就使大量的非

熟练工人无法进入工厂的大门，企业的规模受到限

制，子承父业式的家庭手工工场在工业结构中始终

占主导地位。这种不合理的消费观念，也导致了法

国工业产品的市场非常狭小，使得海内外贸易始终

增长缓慢，制约着整个经济的发展。

贵族“沙龙”文化对法国人价值观的第三个影

响就是法国人具有浓厚的家庭观念。法国人认为生

产的目的首先是为了维护家族的荣誉、地位和权

力，其次是为了利润。近代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证

明，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固然离不开资本、劳动

力、机器、技术、资源等因素，但是“如果人的天

性不喜欢碰运气，或对建设工厂、铁路，或对开矿

本身(即除了利润以外)不感兴趣，那么纯粹由于

冷静盘算而进行的投资就不会有很多的。”资本家

同过去一切为了利润的奴隶主、地主的最大不同就

是他们特有的“创新精神”。这种创新精神要求企

业家敢于冒险、目光远大、善于投资，勇于引进新

的技术和产品。如果我们用这种“创新精神”来衡

量法国的企业家，大多数法国的企业家不具备这种

素质。由于贵族在法国的特殊地位，对于金钱非常

忌讳，贵族的这种观念对法国人产生了潜移默化的

影响。金钱对于法国人来说是不容夸耀的，他们对

于百万富翁不羡慕，却对享受一大笔遗产很感兴

趣，在法国，追求利润总是和奸诈、投机取巧、敲

诈勒索等词联系在一起；他们对中彩、交易所的股

票恨之入骨，简直要置于死地而后快；他们对于地

位、名誉非常看重，认为利润同这些比较简直是微

不足道的。

自从文艺复兴以来，法国的科学技术一直处于

欧洲的领先地位，甚至直到19世纪中期．在化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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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机械工程等领域，始终独占鳌头。但令人费

解的是，近代法国科学技术是如此发达，社会经济

却停滞不前，其中的主要原因就在于贵族“沙龙”

文化重视珊论思维、逻辑推理，轻视生产应用，使

法国科技教育制度僵化、落后于时代的发展。

酋‘先，科学研究与生产实际相脱离，是科技教

育制度的一个主要弊病。历史表明，一个国家科学

技术和社会经挤发展的速度有时并非同步。一个国

家社会经济迅速发展，并不仅仅是要拥有众多的科

学家、发明家，更重要的是要把这种科学的发明善

于转换成生产力，与生产实际相结合。最早的蒸汽

机是由法国人发明的，但真正利用蒸汽机来为工业

服务却首先出现在英国；19世纪法国也曾经发生

过划时代的“化学革命”，拉瓦锡被称为近代化学

之父，但真正应用化学来发展自己工业的却是德

尉。造成这种怪现象的原因就在于法国利学家本

身。法国的科学技术人员把“科学用于创造优美，

为r科学而研究科学，科学是为了荣誉，科学用于

好奇，用于军事等等。所有这些都是贵族的价值观

念而并非资产阶级的价值观。”法国的科学家对经

济缺乏足够的认识，认为市场没有强烈的竞争，金

钱并不重要。阿兰·佩雷菲特指出：“我们(指法国

人)的研究人员有忽视经济生活的倾向，也就是看

不起他们的研究工作为何应用于实际的问题。他们

热衷于研究——这是很自然的——物质的奥秘、大

F1然不可捉摸的变化、数字的秘诀等。但是为何利

用他们自己的研究成果，或者，即使让其他人去利

用，在他们看来，似乎都太辱没了科学和他们自
，1”

其次，法国科学家重视理论科学的研究，轻视

应用科学的建设。法国科学家重视理论科学研究在

欧洲是绝无仅有的，他们对数学有着超乎寻常的研

究，重视逻辑思维能力的训练。擅长于推理、雄

辩，却对机械工程、电力、应用化学不屑一顾。结

果，一方面使法国在国际上拥有很高的科学声望，

另一方面，由于过分重视理论科学，蔑视应用科学

和实践科学，使得法国缺乏大量的应用科学人才。

这样就出现了一种反常的现象：“许多工艺创造往

往都是法国人发明的，而一些多为德国人把法国产

品设’f拿来使之标准化时，却又表现r比法国人更

人的成功。”Ⅱ!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有很多科学成

果是法国人发明的，英国人却首先利用。

第三，近代法国的教育重视理论知识、社会科

学知识的传播，轻视应用科学、实验技术的教育。

法国的教育制度非常注重对高级理论人才的培养，

强调少数具有高级理论修养的“精英”人物的巨大

作用，忽视了对一般专业技术人员的培养。教育制

度的这种弊端使得法国近代缺乏大量的有实际经验

的技术人员，学校培养出来的学生大都是能言善辩

的外交家、哲学家、法学家和传教士。金德尔伯格

曾对1913年法国高等学校的毕业生统计结果表明．

在38000名毕业生中，医学方面占21．7％，法律

和社会学占44．1％，艺术占16．8％，而科技方面

仅占17．5％。这种教育体制，使得法国的人才结

构比例严重失调，文学、艺术、数学、哲学、法律

方面的人才济济，而社会经济发展急需的、具有专

门知识的普通人才却青黄不接。

法国教育注意对政府部门培养高级人才，却忽

视了对工业发展提供了大量的管理人员、中层干

部、技术人员。法国的学生对于政府部门的工作抱

有极大的兴趣，大部分毕业生不愿意进入工厂企

业，而是进入国家行政机关，他们的主要职业是律

师、记者和政府职员。有人也曾作过统汁，就连巴

黎矿业学院的毕业学生，电都大多喜欢从事记者和

政府职员工作。而不愿意迈进工厂的大门。巴黎大

学的毕业生中，有58％的学生获得了法学学位，

而获得工学学位的仅有17％。法国的教育制度造

就了很多的律师、记者和政府职员，而工程师、机

械师却寥若晨星。

综上所述，贵族“沙龙”文化对法国社会的影

响是巨大的，这种消极的影响曾经使法国近代社会

经济发展缓慢，不仅落后于英国，而且到了19世

纪末，被美国和德国所赶超，沦为资本主义世界的

“三流”国家。当然，造成这种落后的原因很多，

但贵族“沙龙”文化的滞缓作用不能不说是一个主

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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