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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革命至19世纪末

法国小农经济对法国历史的影响再探

李益彬

(内江师范学院管理与资源环境系，四川内江641002)

摘 要：小农经济对大革命至19世纪末法国经济的制约并非我们想象的那么严重，它对近代法国

经济发展的影响毕竟有限，因而我们不能将19世纪法国经济发展中出现的问题都归罪于小农经济的存

在。但小农经济作为近代法国农村土地所有制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对近代法国政治的影响却不容忽

视，在近代法国。可以说谁赢得了农民的支持，谁就赢得了参政的主动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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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大革命解决了农民的土地问题。建立了小土地所

有制．这种观点在史学界几已成定论。但纵观大革命前后

法国农村社会，小农并非大革命的产物，大革命亦未削弱

大土地所有制的势力，大土地所有制和小土地所有制并存

是法国农村社会的显著特点。至于小农经济对法国历史的

影响，史学界或褒或贬，莫衷一是。[11因此，从政治和经

济两方面来论述大革命至19世纪末法国小农经济对法国

历史的影响，对于更好地了解法国现代化演变的轨迹。仍

有重要意义。

一、大革命前法国农村土地所有制的演变

法国是一个农业源远流长的国家．旧制度末农村经济

结构的演变决定了大革命土地问题的解决方式。进而决定

了农业近代化的道路。12世纪法国农奴制度开始瓦解，

13世纪农奴大规模消失，到17世纪时绝大部分农民通过

赎买获得了人身自由。旧制度末期，法国人口有2700万。

其中农业人口占80％至84％。即2300万左右，而在农业

人口中自由的小农占89％．但他们只占有全部耕地的35％

左右，而且主要集中在山川地带。回(p∞)这些贫困的小农，

他们的经营状况和要求决定了法国农业近代化的特征。

在法国封建社会．封建领主的大土地所有是土地占有

的基本形式。农奴制度的崩溃虽使农民获得了自由，但农

民并没有完全获得土地的所有权。名目繁多的封建义务严

重束缚和奴役着他们，使他们生活陷入困境，不得不向贵

族和资产阶级以分成制和租佃制的形式租种土地。并承担

惊人的高额地租。分成制要纳收成的1／3作为地租，租佃

制要纳1／2以上。至大革命前， “估计赤贫的农民共有

15旺200万。大部分赤贫破产的农民不是变成雇农，就
是沦为乞丐．只有很少的人能在城里找到工作。”[Jl(p·l(]12)／]h农

经济的发展是单向的。在大批小农破产的同时，却几乎没

有自由小农上升为农业资本家。土地的流向是贵族土地的

扩大。然而，法国小农获得土地的强烈愿望却从来没有改

变过，他们迫切要求解除束缚在自己身上的封建枷锁，更

加独立自由地进行农业生产。旧制度末期，随着领主对农

民人身依附权力的削弱，法国农民的一部分成为小商品生

产者，他们一方面享有相当程度的土地所有权，另一方面

又享有一定的耕作和贸易自由，他们在分化过程中产生了

法国类型的农业资本家——富农经济。富农包括大佃农、

中等的耕地者(一部分有自己的财产，一部分靠租种土

地)和独立的所有者，他们的土地数量是中等的，一般不

超过40公顷．嗍昏·163)他们虽然是纳贡地的实际所有者。但还

要对领主负担贡赋等封建义务。在1789年革命中，他们

要求完全的土地所有权和独立发展的自由，要求彻底消灭

封建制度。这些都推动了土地制度向资本主义的转变。

在17、18世纪向资本主义过渡的过程中，法国虽然

没有发生像英国那样大规模的圈地运动，没有通过强制的

暴力把农民从土地上赶走．然而在18世纪，农业革命也

同样不可避免地到来了。圈地运动作为这场农业革命的内

容之一。是以局部和零星的方式进行的，这种圈围的结果

自然是使土地在一定程度上流向了贵族，他们成为大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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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法国另一种类型的农业资本主义经济——大农业的重要

组成部分。经营大农业的除贵族和资产阶级外，还有源于

贵族的包税人、高利贷者和粮食批发商。他们把商业资本

运用于农业，建立起一种资本主义性质的生产关系。但法

国没有出现英国那样彻底的圈地运动，从而未能走上资本

主义大农业的发展道路。

二、大革命至19世纪末小农经济与法国资本

主义经济的发展

大革命是法国现代化的里程碑。大革命的目的就是要

废除一切封建特权和对资本主义经济结构起阻碍作用的法

律制度．从而为方兴未艾的资本主义经济的腾飞创造条

件。就土地制度而言，就是要解放小农，为小农经济的充

分发展提供物质和法律保障。

法国大革命摧毁了封建制度，取消了封建权力，许多

农民重新获得土地，这使得在革命前就已大量存在的自由

的小农经济得到了迅猛发展。大革命时期土地问题的解决

主要经历了君主立宪派、吉伦特派和雅各宾派三个统治时

期。这三个时期的土地政策在完成资本主义取代封建主义

这个资产阶级革命任务上。都起着不同程度的积极作用。

不过。无论是君主立宪派还是吉伦特派的土地政策在实际

执行中都大打折扣，农民真正摆脱封建束缚。平等地获得

土地的愿望是在雅各宾派专政时期得到实现的。

1793年5月31日和6月2日巴黎人民起义．建立了

雅各宾派的革命民主专政政权。为了解决土地问题，雅各

宾派先后于6月3日、6月10日和7月17日颁布了三个

法令， “用真正的革命的手段摧毁过时的封建制度，使全

国过渡到更高的生产方式．过渡到自由的农民土地占有

制。”圈如，鲫6月3日法令规定废除现金支付制度，改用年租

偿还地价，国家保留一部分国有土地不予拍卖，租与无地

或占有土地不足一阿尔潘(约0．3公顷)的农户户主，每

人一阿尔潘，国家每年收取5％的地租，十年内付清地价

本金，土地归该农户户主支配。6月10日法令规定：凡

公社的一切闲置地和最近200年内从公社夺走的一切公

地，如果公社中有三分之一的人赞成，就按人口平均分

配，不分性别、年龄、老户和新户。凡住满一年者均获得

相当部分土地，其地十年内不得因债务而没收。7月17

日法令是全部无偿废除封建义务的法令。它规定： “一切

从前的领主赋税⋯⋯均应无偿废除。”同(p·44)雅各宾派对土地

问题的解决无论是在手段上还是在内容的深度和广度上都

比君主立宪派和吉伦特派更为激进，更为彻底。这一时

期，农民确实获得了更多的土地，小农的数量得以壮大，

小农经济得到进一步发展。这时的小农拥有一小块土地，

自由地经营，逐渐被纳入市场体系中，为市场而生产，它

已不同于旧制度下封建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它是法国

农业资本主义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但是应该注意到，根据当时的具体情况，农民特别是

贫苦农民并没有像人们想象中的那样平等地获得了土地。

资产阶级才是这些土地政策尤其是国有财产拍卖过程中的

实际收益者。大革命时期出售了教士的全部土地以及贵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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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大部分土地。“大部分是由已经拥有其他土地的人买走

的”。 “地产所有者数目的增加比人们想象的还是少得

多。”【】】呻崩讯’据统计，在三十四个省中，资产阶级是最大的

地产获得者，商人、公证人、财政家和工场主由于购买大

量国产成了大地主。进入全省最大的12个纳税人名单中。

瓦兹省十二人名单中，有六个是最大的国产获得者。问(p172)

城市周围的土地多落入资产阶级的手里。列卡尔潘切对十

六个省中的十六个郡的教产土地出售情况研究表明，在购

买教产人数上，资产阶级占48．98％，农民占51．02％；按

土地面积计算，62．2％的土地被资产阶级买去，农民只买

到37．8％．前者个人购买土地面积为12．55公顷，后者为

5．2公顷；按出售的教产土地总价值计算，资产阶级占

59．5％。农民占40．5％。翻吉伦特派统治时期关于分配公

地的法令也停留在法律上并没有真正实行，甚至于国民公

会于1792年10月11日推说立法议会的法令含混不清，

令其停止执行，即使在雅各宾派时期，贫苦农民的地位也

没有改变．他们并未获得所需要的土地。

诚然法国大革命使农民获得了土地，拿破仑又在民法

典中把农民占有的土地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使自由的农

民土地所有制获得很大发展。然而在波旁王朝复辟时期

(1815--1830年)，小农经济受到沉重打击，复辟王朝将

尚未被拍卖掉的贵族土地归还了原主，使大贵族土地所有

制得到了恢复。在萨尔特省的二十八个公社中，1777年，

贵族共占有一万三千二百三十七公顷土地。而到1830年。

贵族仍占有一万三千零二十四公顷土地。Eal(p．172q825年4月

27日，复辟王朝又实施了《赔偿亡命者10亿法郎》的法

令，用以赔偿逃亡贵族在大革命中的损失。 “其数目比

1790年没收他们的收益大19倍”。翻呻·251-252)

而当复辟王朝垮台，三色旗再度飘扬的时候，农民的

小土地和由小土地所决定的小农经济所面临的危险已不再

是封建制的卷土重来。而是新的不可抵御的资本主义的威

胁，随着资本主义侵蚀的日益加剧和人口的不断增加，个

人占有的土地面积不断缩小。小农生产条件不断恶化，农

民所欠债务增加，因借债而抵押的土地日益增多，农民更

加贫困化了。而此时，随着农业社会向资本主义方向转化

的加速。一些富有的按资本主义方式生产的大土地所有者

侵占公有土地的现象时有发生，小农土地急剧减少，大土

地迅速增加。农民满足于做土地虚假的主人。为了拼命抓

住自己的一小块土地。保持形式上独立的小所有者的地

位，不得不四处告贷，以自己的土地作抵押忍受残酷的高

利贷剥削。1830年以后，高利贷者按现代资本主义方式

进行的越来越普遍、越来越沉重的榨取已经取代了封建领

主的封建压迫。而成为小农所承受的最主要的经济剥削。

到19世纪中期，由于灾荒、战乱和农村中的两极分化，

不少农民已失去了大革命中得到的土地。据有关统计表明

到1876年．农民用土地作为抵押物取得的借款已高达

43310万法郎，当时每公顷土地价格为1863法郎，也就

意味着农民已失去近一半的土地。【lq直到第二帝国时

期，拿破仑三世保护小农不受贵族土地所有制及其他方面

剥削的努力。才使小农能较为正常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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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小农经济虽然是法国近代农村所有制中不

可或缺的一部分，但在法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影响却不是我

们想象的那么重大。制约一国家经济发展的因素是多方面

的。小农经济对近代法国经济发展的影响毕竟有限。

三、小农经济与法国政治

小农经济的发展演变离不开农民这一特殊的群体。在

以往漫长的苦难岁月中。农民一直是传统社会里逆来顺受

的保守力量，他们向现代化社会的转变是与法国政治思想

文化的现代化演变亦步亦趋的。大革命的爆发为农民提供

了表现的舞台， “对土地的占有欲在农民身上点燃了全部

的激情”，i'81(pp·66．-67)他们在争取自身的解放中体现了高度的革

命性和强大的生命力，赢得了资产阶级对他们的关注，从

而在法国历史上深深地打上了小农的烙印。

1788年农业歉收。使在各种重压下的农民又面临饥

饿的威胁。于是农民武装起来进行斗争，1789年的“大

恐慌”浪潮无疑又对农民革命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农

民对于大革命的热情可与处在创始时期的宗教运动相比

拟，三级会议的召开被当作预示着人的命运将发生奇迹般

变化的“好消息”在农民中传开。激起了人们既鲜明又模

糊的希望。

小农的愿望和要求在一定的程度上推动了革命的走

向。农民要求的核心目标是对生产资料——土地的所有权

和控制权。土地是他们生存的唯一依靠，因此农民的一切

好恶取舍都以土地的得失与否为判断准绳。这直接影响和

决定了他们的社会要求和政治取向。谁满足了农民对土地

的要求。谁就赢得了他们的支持。大革命时期，不论是君

主立宪派还是吉伦特派都不能对农民这一强大的群体视若

无睹．不能不对他们的经济要求以适当的满足。当吉伦特

派由于战争要向农民索取更多的东西，农民的处境再次受

到威胁时．吉伦特派政权也在1793年3月开始的西部乡

村暴动中崩塌了。取而代之的是以罗伯斯比尔为首的雅各

宾派政权。为了安抚和争取农民，雅各宾派一执掌政权就

出台了三个著名的土地法令，让农民获得了真正意义上的

解放．从而赢得了农民的支持。而当拿破仑在民法典中把

农民占有的土地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的时候，整个农民

阶级更是欣喜若狂。农民阶级的一切能量都被最大限度地

释放出来，他们为拿破仑，为革命的法国，更准确地说为

与自己血肉相连的那块小土地而赴汤蹈火，在所不惜。在

拿破仑帝国时期， “法国农民的民族感达到了狂热地步。

自从他们根据财产继承权占有一块法国土地以来。b

france对他们就有了重大意义。”tall(p堋)拿破仑给农民以秩序

和土地的保证。农民便向拿破仑献上自己的全部忠诚。农

民对拿破仑的崇拜如此狂热。以至于若干年后，当普选在

法国第一次实现时。法国农民几乎是毫不犹豫地把选票投

给了头上戴有拿破仑的光环。又许诺给农民以秩序和繁荣

的路易·波拿巴。就这样。法国农民用手中握有的三分之

二以上的选票．扼杀了无数进步人士为之流血奋斗多年，

似乎希望在即。唾手可得的民主共和国。但如果说第二帝

国的出现是农民的保守性造成的。那也有些失之偏颇，对

于专制政权的要求，又何尝不是当时资产阶级的要求呢?

到了第三共和国时期。农民在选举的政治实践中逐渐

成熟，在1871年7月的选举中，他们选举了主张共和制

度的共和派。这一时期，广大的小农是共和国的基础，是

社会和政府稳定的重要因素。他们要求不高，只希冀有一

份自己的财产和稳定的生活，当他们感到自己这种固有的

个人主义与共和制度的意识形态很协调以后．他们开始慢

慢地把共和国的前途和个人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农民

在选举中的地位也越来越受到政治家们的重视，正如

1885年茹尔费里所说： “农民的普选权对于我们社会是

一个牢固的基础，对于共和国则是花岗岩的基础”阎(P籍’可见

农民的政治取向对于整个共和国大厦的稳定作用!

总之。在法国漫长而曲折的现代化演变中，小农经济

作为农村土地所有制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它对法国经济

发展的制约远不如我们想象的那样严重，它对法国政治的

影响却是不可忽视的。大革命爆发为农民这种特殊的群体

提供了由传统向现代嬗变的契机。他们向现代化转型过程

中所表现出来的革命性根源于他们对土地的占有欲，他们

的愿望和要求推动着革命和社会的走向。无论是大革命时

期的立宪派、吉伦特派、雅各宾派。还是拿破仑帝国、七

月王朝以及共和国的统治者们都无法对农民这一群体的存

在视若无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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