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托克维尔悖论的历史解读

史傅德

内容提要　本文从政治语言学角度来研 究 托 克 维 尔 悖 论。１８世 纪，法 国 的 中 央 集 权 官 僚 体 系 的 完 善 和

日益壮大的市民社会之间出现巨大的张力。传统政治体系无力创造出一种政治话语来吸 纳 第 三 等 级 中 新 兴

社会阶层，这不仅无法赋予中央政府改革的合法性，也给新社会阶层带来了严重的 身 份 认 同 危 机。政 治 语 言

与实际操作的背离大大削弱了旧有的意识形态，结果平等自由的新思想大行其道。本文指出尽管在政体研究

上托克维尔极富洞见，但是他对于新生的社会阶层如无产阶级缺乏深入的理论探讨，所以会出现他强调自由，

却担忧平等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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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托克维尔醉心于悖论，似乎 能 从 悖 论 推 理 中

获得某种智力上的愉悦。社会科学研究往往参考

《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将“托克维尔悖论”解读

为符合普遍结论的一种独特性观察。书中常被论

及的这段话是这样写的：

“革命之所以发生，往往并非因为人们的

处境每 况 愈 下。那 些 忍 受 高 压 强 权 毫 无 怨

言、甚至毫不自知的人民，往往在压迫稍有放

松之时奋起反抗，挣 脱 枷 锁。历 史 的 经 验 证

明，毁于革命的政权几乎总 是 优 于 其 前 任 政

权，对于一个坏政府而言，最危险的时候通常

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法国封建制度正

是在其行将灭亡之时激起了法国人心中最为

强烈的仇恨。”

书中更这样概括道：

“法国人的处境 越 好 就 越 无 法 忍 受 其 现

状。人们对于这一 奇 特 现 象 感 到 惊 讶，但 历

史上类似的现象比比皆是。”①

这样一个问题摆于我们面前：托克维尔所提 到 的

这一现象是如何在历史过程中形成的？他对这一

现象的概括是否合理？如果合理，那 又 是 基 于 何

种前提？他为何认为这一现象是一个悖论？换言

之，他在得出这一“历史规律”之时，怀有哪些隐含

的预设？

托克维尔的兴趣在于法 国 大 革 命 的 起 因，而

他得出这一悖论显然是因为他在观察大革命之前

已有这样一种假定：糟糕的时局导致社会关 系 紧

张进而引发革命；反之，改革能够改 善 社 会 状 况，

缓和社会矛盾，进而也就避免了革 命 的 爆 发。然

而，法国的实际情况却是，尽管政府采取了卓有成

效的改革，革命却爆发了。如此，法国有关大革命

起因的疑问就需要进一步扩展开来：法国当 时 是

改革过火还是改革乏力？是改革过速还是改革欠

缺？另外，改革是不是可以有更好的管控，更好的

宣传？政府，特别是知识分子以及公 共 舆 论 能 不

能更好地推广改革，以便防患于未然？再者，大革

１１１

DOI:10.16091/j.cnki.cn32-1308/c.2015.01.009



命有没有什么经验可以总结，尤其是对政治实 践

提供切实的指导？这又让我们回过头 来 思 考：托

克维尔研究１８世纪的法国有何深意呢？

托克维尔并非历史学科班 出 身，但 他 显 然 知

晓基佐在１９世纪２０年代所作的关于欧洲文明史

和法国文明史的讲座。② 托克维尔的贵族出身以

及个人观念都让他与这位学术导师有很多共通的

观点。《论美国的民主》一书既非一部政治学或社

会科学的论文，也非仅仅是在美国特别是新英 格

兰相对短暂而平凡的游历中的体察③。这是一篇

伟大而杰出的论文，或许应该叫做“推理政治学”

更为合适，其中逻辑推理取代了更大篇幅的历 史

学实证研究，而这一逻辑推理又受到汉密尔顿、麦

迪逊和杰伊等人所作《联邦党人文集》的影响，作

者谈及的“自然”趋势往往来自清晰的逻辑推演而

非具体的研究。

不过，这种推演所体现的智 慧 要 比 简 单 的 事

实陈列更加引人入胜。在托克维尔看 来，当 代 社

会将趋向于个体平等，亦即所称之的“民主”。这

一平等首先是一种事实上的平等，因而也是一 种

潜在的、萌芽的政治民主。因此，我们不难理解为

何托克维尔在回到欧陆之后，不仅在王朝复辟 和

七月王朝时期的法国社会、甚至在法国旧制度 中

也发现了这种“天然的”民主，而这三个政权也都

分别 为 革 命 所 更 迭———１７８９年、１８３０年 和１８４８
年的革命。托克维尔目睹并 亲 历 了１８４８年 二 月

革命，他曾担任国民议会副议长，参与起草了新宪

法，还曾任法国外交部长拥护１８４８年６月的血腥

镇压。他支持卡芬雅克将军而不是鼓吹民粹主义

的小拿破仑，正是后者在１８５１年发动的政变给托

克维尔的政治生涯划上了句号。他不仅亲眼目睹

了这一系列事件，同时也积极地参与 其 中。他 情

感丰富，在 他 的《回 忆 录》中 亦 是 如 此④。但 他 还

是需要了解史实究竟如何，而他显然并未做到 这

一点。托克维尔手头有很多故事经历，但 头 脑 里

却没有一部清晰的历史。因此，他一头 扎 进 旧 制

度时期的档案里，回到一个世纪之前，去寻找典型

的先例，探究历史的相似性，追问政治的动机和治

理的逻辑⑤。

二

托克维尔身为一名法律专 家 和 政 治 家，对 官

僚体系的运作了如指掌，并依照自己的政治 经 验

对档案资料进行了筛选。他追溯法国法律政令的

修订及执 行 状 况，上 及 御 前 会 议（ｃｏｎｓｅｉｌ　ｒｏｙａｌ），

下至基层 总 督，并 将 不 同 地 区 的 情 况 进 行 比 较。

他还细致深入地研究了当时的《陈 情 书》（ｃａｈｉｅｒｓ

ｄｅ　ｄｏｌｅａｎｃｅ），比较 了 当 时 人 对 税 负 的 不 同 意 见。

除了比较研究欧陆各国当时的改革状况，他 还 将

法国的社会阶层状况同欧陆其他国家做了 对 比。

托克维尔沿着上述线索进行观察，得出这样 一 个

结论：当时社会整体上存在进步，与之相伴的是政

治治理上 的 进 步，但 对 此 他 并 未 予 以 详 细 阐 述。

不论是从理论还是实践角度，他都未讨论金融、银

行业和工业以及政治经济。但他以专业的角度探

讨了各种赋税，凡尔赛宫如何根据预算制定 了 这

些税收政策；他还探讨了基层城镇尤其是乡 村 的

财政压力、税收减免和政府优惠政 策。对 于 当 时

的法国，他还描绘了这样一幅社会图景：人人都搞

不清楚自己在社会中应当处于一个什么位置。贵

族阶层已失去其特权地位，不再如之前一样 独 享

军事、政治 乃 至 经 济 上 的 权 力 与 影 响 力；与 此 同

时，第三阶级中的一部分人进行地 产、金 融 投 资，

继而通过金钱交易加官进爵、扶摇直上，担任行政

要职，自成一体，成为社会新贵；此外，法国社会还

存在着一个游离的知识分子阶层，与传统贵 族 和

新贵阶层都过从甚密，影响着舆论的走向；佃农阶

层处于最悲惨的境地，尽管各地情 况 有 异。贵 族

阶层既不能站在王室一边去反对人民，也不 能 站

在人民一边去反对王室。社会各阶 层 发 生 割 裂，

在国家中央政权面前，事实上都是相互孤立 的 个

体，并不与传统的自身政治归属发 生 联 系。但 实

际上，由于社会在经济、科技和艺术各方面的总体

进步以及与之相应的政治机构改革，当时社 会 总

体的经济状况乃至每一个社会个体的经济状况都

要比他们自我感觉并表述的状况要好，当然 大 多

数佃农是个例外。然而，恰恰是在行 政 改 革 最 为

成功地扫除了旧障碍、为社会进步和现代化 发 展

铺平道路的时候，革命获得了生存的土壤，并以最

为激烈的形式爆发出来。

托克维尔欣然承认旧制度仍有许多领域需要

改革，但这些改革都已然发生，而且甚至要比其他

国家的改革更为有效、更为显著。所以，他认为革

命犹如脱缰之野马横冲直闯并非由改革事业未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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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导致，至于中央政权已经实现的改革，那就更与

革命的发生毫无关联。换言之，他认为 革 命 诉 求

背后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原因，这些诉求只能被 视

作某种病态，某 种 具 有 传 染 性 的 心 理 疾 病⑥。但

他还是指出了当时行政管理所存在的至少两个弱

点，这两点都位于基层行政体系。一方面，地方省

长虽然能够顺利执行上级的指令，但在面对一 些

无行政规律可循的混乱局面时只能即兴发挥。另

一方面，由上层政治决策自身造成的，例如撇开已

有机构突然增设新部门。这些机构单独运作可能

一帆风顺，但如果放在一起则几乎无法协同合作，

或者摩擦频生，造成损失。

看看托克 维 尔 是 如 何 筛 选 和 组 织 历 史 档 案

的，这十分有趣。他自然是按照自己最 为 擅 长 的

路数来进行这项工作：政治体制。他调阅了１７５０
年前后到１７８７年大革命之前的相关政治档案，如

是评论道：“旧有的行政体制在这段时间里发生了

剧烈变化，法 国 进 入 了 一 个 短 暂 而 平 淡 的 时 期。

这一时期犹如一道分割线，之前是旧制度的行 政

体制，之后是执政府统治时期创立的、现在仍在使

用的那套行 政 体 制。”⑦ 由 此 看 来，他 对 革 命 本 身

显然并无兴趣，而是把视角集中在中央政治体 制

上，关注这一体制是如何不断壮大的。对 于 之 前

的旧制度，他也不去详细探究社会的“总体趋势”

和“总体进步”如何，除非这个社会是一个政治性

的社会，否则他就对之不报研究兴趣。同样，他之

所以关注大革命本身，只是因为革命严重阻碍 了

良好的政治治理下所应有的社会进步。

托克维尔指出，民主乃社会发展潮流，不可避

免。但一如其前辈和后继者，他希望通 过 建 立 一

个能够起到调和作用的中间政治机构来预防民主

暴政，还原“民主”社会的人性特质。他认为，在欧

洲要想做到这一点，只能诉诸原先贵族体制的 一

些资源。这样一来，就要创设减抗衡民 主 社 会 弊

端的社会机制，这在我们看来颇具讽刺意味，但考

虑到托克维尔本人一直以来都惧怕并有意忽略民

主社会的效应，有这个想法也很自然。他 认 为 革

命是过火行为，旧的社会状态更为理性，但他也果

断承认旧制度存在问题，只是他穷尽档案和文 献

也未能明说究竟存在什么问题。旧制度理应如何

运转，他有着自己的设想，但他在文献资料中读到

的旧制度却总是矛盾重重、摩擦不断。总之，他不

明就里，只有政治体制看起来很合理，符合王朝和

整个国家的利益。

在托克维尔看来，以政治 沟 通 是 否 充 分 这 个

标准来看，旧制度实际上应该算是一个理想 的 政

治社会，但自１６１４年以来的 两 百 年 中，这 一 理 想

的状态不复存在。政治社会的理想 状 态 在 于，它

能够自行通过各个政治集团的层层审议汇 总，最

终向国王呈报一个涵盖国家真实状况方方面面的

综合报告，国王继而应当在国家议会和最高 法 院

的监督之下审时度势，通过立法或者颁布政 令 而

有所作为。在随后的漫长岁月里，法 国 人 只 能 在

地方三级会议当中寻到这套政治代议、政治 沟 通

制度的踪影，这与德意志帝国的永久议会很 不 相

同。其间，法国数次尝试开设委员会 或 者 专 家 顾

问会议来代替之前的三级会议，但都未能形 成 一

种新的稳定 的 政 治 代 议 体 制⑧。如 此 一 来，法 国

社会已不再遵循传统的三级会议制度的治理方式

来处理时政，而政府和政治体制却依然用旧 有 的

传统来对待社会，企图以此来抗衡那些瓦解 传 统

三级议会制度的社会变革。换言之，政 治 社 会 本

应与公民社会相一致，这在旧时的法国的确如此。

但之后的 法 国 社 会 显 然 不 再 遵 循 旧 时 的 政 治 话

语，只有政治体制还沿用这套过时的政治话 语 来

阐述国情，甚至还用以推行现代化 变 革。托 克 维

尔认为，如此一来会产生混乱，进而 形 成 悖 论，发

展成为冲突、反抗、叛乱和革命，可他 的 探 讨 就 此

戛然而止。至此，问题的关键在于当 时 法 国 公 民

社会究竟发生了什么，他对此并不知晓。

三

这里我们就要提到另一位历史学家—奥古斯

丁·柯尚（Ａｕｇｕｓｔｉｎ　Ｃｏｃｈｉｎ）。此人并非革命者，

亦非共和派，而是一位天主教徒兼 保 皇 党。柯 尚

他最初从社会学角度分析了大革命，他所关 注 的

内容并不是政治宣言或政治纲领，而是社会 力 量

的自行组织。

虽然托克维尔已经提及 了 知 识 分 子 群 体、舆

论、各种农业协会以及其他社会团体⑨，但他并没

有对其进行深入探讨。比较而言，柯 尚 的 研 究 强

调社会角度，坚持认为在旧制度和大革命时期，甚

至直到第二、第三共和国时期，尽管法国有很多政

治活动家发表了各种政治宣言，但法国社会 团 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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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社以及民主总体发展都乃社会自然趋势，与 个

人意愿和意识无关，这为政治行动奠定了坚实 的

社会基础⑩。这些社会团体并非反对传统秩序的

革命性团 体，但 是 确 实 给 传 统 制 度 带 来 了 改 变。

它们尝试解决法国政治语境中的悖论：用社会 精

英的调和一致来代替原有的政治话语。这些精英

把握社会 决 策 权，为 市 民 社 会 的 改 革 寻 找 方 案。

他们并不要求改变旧有政治话语的特点，只是 一

致同意将其抛在脑后，转而吸纳社会各个等级、阶

层中的精英分子组成一个新的贵族阶层瑏瑡。他们

达成了一项共识：法国社会确已陷于积弊，但改革

定能将 其 医 治，只 不 过 必 须 是 新 形 式 的 改 革 才

行，瑏瑢即不同于路易十六正在推行的改革。

至此，距离托克维 尔５０年 之 后，柯 尚 这 位 年

轻的历史学家和档案学者着手开展一项宏大的研

究计划，决定对托克维尔百思不得其解的这个 特

殊现象进行社会学分析：在当时的特定环境下，在

旧制度的格局里为何会爆发这样一场革命？若把

革命爆发的理由和其预设的目标与当时的实际情

况相比较，会发现革命的爆发完全出乎意料，而且

革命后来的发展远远超越其初衷。托克维尔将之

比作病毒感染，其源头无处可寻。另有 人 如 古 斯

塔夫·勒庞则将其归因于现代社会群体性心理失

常瑏瑣，但这些都仅仅是对法国大革命的描述性研

究罢了。

柯尚反对革命阴谋论的论调瑏瑤：他指出，每当

政权发现，用它的 那 套 逻 辑 体 系———政 治 治 理 逻

辑，无法合理地解释政治机制之外发生的某个 事

件时———哪怕这起事件 并 未 与 政 权 作 对，它 都 会

将其怀疑为一个阴谋，一个诡计，认为一定有人在

国家和社会的传统政治体制掌控之外密谋叛乱政

变，夺取国家的政治军事管理大权。为 了 达 到 目

的，这些阴谋家不仅败坏社会道德，宣扬渎神和放

荡的生活方式，还进行技术破坏。总之，只要与政

权预计有所偏差，那必是背后隐藏着阴谋，企图叛

离甚至破坏政权。另外，无论 何 时、何 事，只 要 不

是政府策划和组织的，而且其结果不明，就会被怀

疑成反政 府、反 当 权 者 的 阴 谋、叛 乱 或 革 命。因

此，政府可以顺理成章地对社会进行 控 制、监 察，

禁毁书籍，任意决定向公众公布什么而又隐瞒 什

么。瑏瑥在当权者看来，所有非政府行为都是反政府

行为，非常可疑。然而，在组成 社 会 组 织、形 成 社

会舆论、哲学、制造知识分子阴谋以及造成社会风

气腐化方面，不乏当权集团中的一些成员，甚至是

精英分子参与其中，他们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甚 至

为其提 供 关 键 支 持。如 此 这 般 加 剧 了 局 势 的 混

乱，社会政治版图上的定位都已错乱不清，一切都

显得混乱、暧昧、自相矛盾，无法做出 任 何 清 晰 的

区分和明确的关联。

在如何 看 待 大 革 命 方 面，柯 尚 与 巴 吕 埃 尔

（Ａｕｇｕｓｔｉｎ　Ｂａｒｒｕｅｌ）神 父 的 阴 谋 论 观 点 截 然 不

同瑏瑦，后者认为革命是由一系列秘密团体阴谋 组

织发动的。的确，柯尚是一名保守的天主教徒、保

皇党人，他明确反对法国大革命，甚至不赞成整个

现当代社会的价值，但他借助迪尔凯姆式的 社 会

学分析，发现并阐明了关于大革命的这样一 个 结

论：大革命并非某些人的阴谋，而是与社会训练和

社会化发 展 有 关，是 社 会 发 展 特 定 阶 段 的 产 物。

这一特定社会体系会自行组织、自我衍生，并影响

产生与之相适应的政治权力。柯尚为我们提供了

一些新方法来理解托克维尔的著 作。他 指 出，当

时法国政府和政治体制取得了显著的进步，这 要

归因于社会经济和人文科学的总体大幅提 升，也

包括经济、工业科技、学术研究方面的提升。但与

此同时，社会所取得的这些新发展却并未为 人 所

知，成为了人们认识的一个盲点，托克维尔能够认

识并准确地描述它，但却未能理解 和 分 析。就 在

这时，我们有了柯尚的方法瑏瑧。这样一来，重点就

落在了社会组织的自主性上。

四

对托克维尔的研究显然存在误解。他认为人

与人之间的平等是一个不断壮大的趋势，首 先 是

社会平等，继而不可避免地发展为 政 治 平 等。平

等并不一定意味着自由，因为舆论的统一很 可 能

导致民主的暴政，催生出一个强大的中央政 府 压

制公民个体。在这种情况下，公民个 体 又 会 回 归

到熟悉的小社会团体（ｐｅｔｉｔ　ｓｏｃｉéｔéｓ）之中。这 些

小社会团体建立在私人关系之上，处于公共 利 益

之外。就比如托克维尔在美国新英格兰地区看到

的地方政府组织和公民自治组织，他对此颇 为 认

可，认为它们能够调节社会与中央政府之间 的 关

系，防止 失 衡瑏瑨。但 问 题 在 于，他 将 法 国 旧 制 度

下、乃至整个欧洲大陆以及英国社会当中基 于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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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关系和相互依赖而形成的社会团体与新兴民主

国家美国的中间社会团体做比，认为二者既然 都

是基于亲私关系而建立的社会团体，必然也应 具

有同样的社会功能。然而，二者处于完 全 不 同 的

时代背景，之间根本不具备可比性。

美国的情况一目 了 然。自１８世 纪 美 国 建 国

初期的宪政辩论之日起，围绕名门显族和宗教 派

别而结成的社会团体就已成为美国社会公民自治

的基本模式，成为对抗中央集权的天 然 力 量。但

在法国，市场社会外加金融体系正在瓦解私人 关

系构筑的社会网络，而绝对王权则通过中央政 府

的权力牢牢把控着金融系统。若论法国社会的个

人小团体，当时共有两大类：一类是不满市场和中

央政权瓦解封建社会关系体系的现状，企图重 建

封建社会关系；另一类则是基于市场关系的社 会

成员的自由结社，这是对于产生个体化的大众 这

一粗鄙社会的本能反应。这些新兴社会团体扮演

着社会精英和先锋派的角色，却仍旧披着老派 贵

族的外衣。但这仅仅是借用老派贵族的形式而进

行的一场杜撰，以便描述，正如马克思 所 说，是 表

演者特意挑选的“古装”。

托克维尔实际上怀疑新时代的人民大众是否

真如所述那般，因为缺乏恰当的社会组织，难以定

义，更难以统治和管理。如果具体情况具体看待，

这些人可能身为人父，是某个家庭的成员；可能身

处某个等级体系，为某位长官领导工作；可能从事

某个行业，或加入某个宗教团体，或服务于某个小

机关或 是 社 会 团 体。他 们 应 该 是 特 点 鲜 明 的 个

体，而不仅仅是一个数量上的概念，一个仅用无名

的数字来总称的大众。鉴于托克维尔的个人背景

和家庭出身，无论是在思想上还是在政治上，他都

能理解并分析前一种个性鲜明、有所归属的人，但

对于后一种仅有数量概念的大众，他就束手无策，

甚至无法描述其特点，这要等到后人发明了社 会

学研究的话语体系之后才能有所改观。但这后一

种意义的大众确实存在，只是托克维尔对其并 无

积极评价。瑏瑩他所受的教育让其对这种“社会关系

空白”表达了内心的恐惧，而这片空白只能由社会

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来填补。在他的晚 年 时 代，是

马克思开始着手填补这项空白。

这样一种向社会经济学转变的思想轨迹并不

是头一次，之前黑格尔就已创造出一套新的社 会

建制来修缮本显粗陋的市民社会，但给这些 新 创

造 冠 以 旧 名 称。比 如，黑 格 尔 所 用“Ｋｏｒｐｏｒａ－

ｔｉｏｎｅｎ”一词，与中 世 纪 时 期 的 社 团（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

一 词 只 是 名 称 上 相 同 罢 了，而 “Ａｌｌｇｅｍｅｉｎｅｒ

Ｓｔａｎｄ”也绝 非 是 传 统 意 义 上 的“社 会 等 级”（Ｅｓ－

ｔａｔｅ）。瑐瑠有趣的是，托克维尔与马克思在观点立场

上看起来 背 道 而 驰，实 则 并 无 大 差，而 且 互 为 补

充。托克维尔为改良派———包括法国国王本人说

话，而马克思则完全支持市民社会。托 克 维 尔 认

为，政治社会并不能独立存在，而必须建立在某种

基础之上，无论是法国旧制度时期还是拿破 仑 时

期，概莫能外。

托克维尔是站在政治体 制 的 角 度，居 高 临 下

地观察法国社会的，因此他无法理解，为何民众不

明白政府而非革命才是为他们好，才符合公 民 社

会的利益。革命是反既有政体而动的剧烈政治行

为，并不受公民社会利益的约束和 引 导。在 这 一

点上，他和马克思的看法完全一致：雅各宾主义打

着抽象政治道德的旗号，采用暴力恐怖主义 的 手

法，粗暴地忽略了社会现实，妄图在当代重建古罗

马的历史形象。之后，当这种集体恐 怖 主 义 劲 头

过去时，拿破仑将其收服，纳入政治 轨 道，并 用 爱

国主义权威加以巩固，对公民社会 实 施 管 制。对

此，托克维尔和马克思看法有别。托克维尔认为，

自此历史重又恢复了常态：由政治体制来管 控 公

民社会，发起有效的改革、推动切实 的 社 会 进 步。

但马克思认为，一个本身性状不明的新晋权 力 阶

级，其政治治理仍是无法满足公民社会的利 益 诉

求的瑐瑡。这就是为何在经历了巴黎公社之后———

巴黎公社实际上是场反对国家集权的社会 革 命，

托克维尔起初预料法国会发生一场社会革命而不

是政治革命，瑐瑢 但历史的发展最终并未符合他 的

预想。

托克维尔 悖 论 用 社 会 学 的 语 言 可 以 阐 述 如

下：国家既有权力机构既然治理有术，就理应得到

民众的积极响应，进而通过改革获得权力的 合 法

性。瑐瑣但事实上，往 往 民 众 虽 然 欣 然 接 受 改 革，却

拒绝承认发起改革的权力机构具有政治合 法 性。

以家长式思维来看，民众的这一做法不合逻辑、忘

恩负义。在托克维尔那里，大革命时 期 的 民 众 和

１８４８－４９年革命时期的民众别无二致，二者实际

上都从蒙昧中出发瑐瑤，行动缺乏明确的政治构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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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形式，与同处一个价值体系的其他社会阶 级

缺乏沟通。这样的民众所能依靠的仅 仅 是 家 庭、

财产和 文 明，这 些 才 是 一 个 社 会 最 为 本 质 的 内

容。瑐瑥在托克维 尔 看 来，由 于 缺 乏 沟 通，这 样 的 民

众无法形成社会。为此，他颇为绝望，转而支持捍

卫已有社会政治秩序的行动，甚至是采取铁腕 军

事镇压 也 在 所 不 惜。托 克 维 尔 是 保 守 派 秩 序 党

（Ｐａｒｔｉ　ｄｅ　ｌ’ｏｒｄｒｅ）成 员，当 时 他 积 极 支 持 卡 芬 雅

克将军所进行的血腥镇压。但他最终还是败走拿

破仑三世的现代人民专政，而将后者推选上权 力

宝座的，恰恰是他并未真正理解的人民大众。

五

无论是托克维尔、柯尚还是马克思，他们都在

努力解决这样一个根本性的大问题：历史上关 于

公民社会 的 政 治 语 义 如 何瑐瑦。所 谓 政 权 合 法 性，

是指政权能够在行动和语言上恰当地应对社会诉

求而自动获得的一种合法性。关键在于这些应对

诉求的要素必须相互协调，以便充分沟通，创造出

相互联系的符号、含义、观念 和 认 识。这 样 一 来，

就必须建 立 一 个 高 度 复 杂 且 极 不 稳 定 的 话 语 体

系。最近的研究清晰而有力地证明，就 在 托 克 维

尔所关注的那个年代，法国旧制度下的人们会 对

日常交流当中使用的话语含义表达不安、焦虑 甚

至恐惧。有些词汇，而且不占少数，意义发生了改

变，同一个词人与人使用方法也不同。由此，法国

社会在政治语言的含义与使用上所达成的默契被

打破，出现“词汇滥用”现象。即使在大革命时期，

词汇滥用也被看作一种政治错误，接二连三地 出

版了很多讨论词汇所谓“正确”含义和使用方法的

书籍和文章。控制舆论尤其要控制社会关键词汇

的定义瑐瑧。

因此，政治语义理应正确表述公民社会，它也

一直自命如此，而公民社会自然也会用基本的 政

治词汇来实现初步的自我表达。例如英语和法语

中的ｐｏｌｉｃｅ以及德语中的ｐｏｌｉｃｅｙ，都表示依照社

会运行逻辑而产生的社会秩序，但也意指政府 管

控下的警察群体及警察制度。这两层含义自始至

终都是紧密贴合的，否则就会出现语义混乱，而语

义混乱则又反映了实质上的社会失 衡。试 想，如

果人们不再把警察看作社会秩序的代表，或者 认

为政治社会和公民社会不是一回事，岂不是社 会

失衡？这个比方过于简单，历史研究 的 情 况 远 比

这复杂，但它能帮助我们来理解托克维尔时 代 无

法理解的东西。他由于自身的历史认识盲点认为

法国大革命是一个令人费解的悖论、一个缺 乏 逻

辑的矛盾，而我们今天隔了这么久再看这段历史，

可以通过新的途径来理解。旧制度 时 期 的 法 国，

中央政府并不信任社会。虽然它实行了切实的改

革，但完全无视政治社会的运作，将改革自上而下

强加于社会，并且因为总是要维护自身特权，只是

不断推出新改革却并未能将这些改革融合 起 来。

正因为这样，法国的悖论演变成为矛盾冲突，并且

最终激烈地爆发出来。

本来，社会的自我组织并非要和政府对着干，

也不是要反对国家政治机构和教会组织，事 实 恰

恰相反，因为参加这些社会组织的人甚至包 括 政

府和教会精英。但问题在于，很难在 国 家 和 教 会

的定义范围内给这些组织找到一个合适的 位 置，

也没有合适的政治语言对其加以描述。这些组织

通过其对社会的理解和阐述，不仅在实践上 也 在

政治语义上构成了一种原始政治单元瑐瑨。

旧制度的法国，政治治理 虽 然 在 改 革 上 卓 有

成效，但用的却是旧的政治社会那一套实践 方 式

和语言表达，而这套体系已分崩离析。如此一来，

改革与过时的指称之间的差别凸显出来，但 又 找

不到合适的语言来代替，结果改革者手足无措，无

法确定别的语义表达方式，也无法解释现状，甚至

没法给自己一个交代。这时，人民开 始 向 国 王 请

愿，其中包括工匠、小店家、农民，他们控诉贵族阶

级，指责现有的动产与不动产所有制、税收制度和

价格制度，而 这 些 恰 恰 是 政 治 威 权 的 表 达 方 式。

至此，人民的思维方式还是传统的，但最终他们决

定推翻政权，自己做主。不过，他们之后仍然按照

旧有的政治传统进行社会治理瑐瑩。

旧制度政权试图通过采 取 新 举 措、进 行 政 府

干预，甚至建立新制度、推行改革来适应这种现代

化发展。但在托克维尔看来，问题的关键在于，这

些新举措仍建立在旧机制之上，其制定仍顺 应 旧

机制的逻辑，结果就造成这些措施逻辑和语 义 上

的冲突，新旧之间也缺乏沟通。这样一来，政权所

采取的措施是无效和令人费解的。即 使 有 效，也

只能放到一个与旧制度时期完全不同的社会结构

的逻辑和语义当中去理解。简言之，旧 制 度 政 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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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意愿其实是好的，想要满足社会各阶层人民 的

利益需求，但它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和表达方式

却都和公民社会的发展进程相抵触。执行者曲解

了政府的举措，其内部在用语和利益上也都存 在

分歧，在利益发生冲突时，他们也都在用不同的说

辞来捍卫自身利益，因此一切陷入一片混乱瑑瑠。

托克维尔 指 出 了 关 于 法 国 旧 制 度 的 数 个 悖

论：中央集权却施政混乱；中央权力发 起 改 革，执

行起来却因循旧法；一方面是国家权力，另一方面

又是个人无政府主义。他也留下了几 个 疑 问：为

何偏偏法国如此？为何大革命之后仍然接二连三

地发生革命？为何意识形态这个东西如此“特 立

独行”？为何法国会发生革命暴力？为 何 法 国 会

流行革命“病毒”？或者该这么问：为何在法国 政

治基础牢固、发展稳定的时期突然爆发大革命 打

破了这 种 连 贯 性？所 有 这 些 问 题 都 亟 待 充 分 讨

论。悖论的 核 心 显 然 不 在 于 改 革 程 度 多 少 的 问

题，而在于大众所感受到、并通过政治语言予以表

达的不满并不符合社会的实际情况，而在于意 识

形态脱离于社会现实，无法反映和理解社会现实，

“自然”退化成一种暴力瑑瑡。

托克维尔考察的对象仅限于政治和行政方面

的措施以及政治人物，但要解释他的 悖 论、矛 盾，

我们必须把社会史、文化史、经济金融史和人类学

史这些被他排除在外的对象重新纳入考察范 围。

一言以蔽之，我们要关注“人类文明发展的总体进

程”这个模糊的概念，它与中央政府机构的发展存

在某种说 不 清 道 不 明 的 关 系。他 想 通 过 与１７８９
年的大革命对比来理解和 阐 释１８４８年 革 命。但

他在研究大革命时一如研究其当代，仍然只限 于

在政治领域进行探索，查阅的档案资料也仅限 于

政治治理方面的内容。在对两场革命 的 探 索 中，

他都忽视了公民社会，只因为公民社会不是政 治

性的社会。所以，他其实是在试图解释 一 件 他 根

本不了解的事情，而且是通过用另一个他同样 也

不了解的事情作参照。因此，我们可以 拿 来 对 比

的不在于 说 旧 制 度 时 期 的 改 革 与 其 他 时 期 的 改

革，而在于他与那些因为个人对政治治理历史 的

偏好而刻意忽略社会历史的学者。简 言 之，就 是

那些试图用一 个 未 知 数 Ｙ来 解 释 另 一 个 未 知 数

Ｘ的人。

所谓托克维尔悖论，绝非一 个 大 众 心 理 现 象

那么简单，不是通过对旧制度的政府改革进 行 更

好的政治宣传就能杜绝的，它其实是一个行 政 改

革悖论：行 政 改 革 仍 然 沿 用“老 古 董 式 的 政 治 话

语”（ｍｕｓｅａｌ　ｗｏｒｄｓ马克思语），采用“早已废弃的

政 治 举 措”（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ｒｅｌｉｃｔｓ 马 克 思

语）瑑瑢，但在日 常 实 践 中，这 些 话 语 和 举 措 的 原 有

含义早已过时。

六

七月王朝为托克维尔和 马 克 思 所 不 齿，他 们

都认为当时的执政者就是一群金融投机分 子，他

们像寄生虫一样榨干法国。瑑瑣但在１８４８年革命的

问题上，二人明显分属两个不同的阵营，代表不同

的阶级利益。当时，托克维尔新当选 为 芒 什 地 区

代表，通过广大男性选民的支持荣升贵族阶级，能

得到这些活力满满而又不乏理性的选民的 支 持，

因而感 到 相 当 自 豪。但 芒 什 地 区 以 农 业 为 主 产

业，没有工业；相应地，托克维尔的那 些 选 民 们 也

都是地主贵 族，没 有 工 业 资 本 家 和 工 人瑑瑤。托 克

维尔曾建 议 将 地 方 自 治 的 元 素 加 入 到 新 宪 法 中

去，但并未成功。这恰恰体现了他对自由的理解：

自由就是要制衡民主的弊端，而民主的弊端 是 不

可避免的历史必然。在表达这一观 点 上，托 克 维

尔毫不讳言。然而他却惧怕城市中 的 无 产 阶 级，

并将他们描述成一群无名无姓、无组织无纪 律 的

乌合之众。这些人是不知从哪儿冒出来的一群暴

民，蒙昧不自知，心理不健全、受到社 会 主 义 理 论

只言片语的蛊惑，攻击传统财产制度和家庭制度，

破坏整个文 明 的 根 基瑑瑥。因 此，他 本 人 自 然 鼓 励

六月镇压，对叛乱者进行审判、处决和放逐。托克

维尔支持秩序党成员卡芬雅克将军，认为他 比 路

易·波拿巴更适合当总统。由此看 来，托 克 维 尔

可算是一个典型的保守反动派，积极地捍卫 着 法

国当时基于土地财产的所谓贵族式民主自 由，这

个民主是非资本主义的，其自由也仅仅是假 象 而

已。相比之下，马克思则对法国仍未 开 化 的 工 业

资本主义进行了批判，指出法国工人阶级仅 能 在

几个像巴黎这样的中心享有政治力量。托克维尔

所担忧和抗拒的，恰恰是马克思所热烈欢迎 和 大

为赞赏的。马克思从１８４８年３月 开 始 就 已 在 公

开筹备６月 这 场“无 产 阶 级 对 抗 资 产 阶 级 的 革

命”瑑瑦，而托克 维 尔 却 正 奔 忙 于 战 壕 的 另 一 端，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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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镇压革命的士兵、农民，为贵族打 气，努 力 论

证军事镇压的必要性。１８４９年８月，马克思被逐

出巴黎。此二人均反对七月王朝和波 拿 巴 主 义，

对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命的评价也有一致的观点，瑑瑧

但显然是出于不同的原因和目的。

最后，如何解释路易·波拿 巴 正 在 推 行 的 帝

国主义？或者更准确来说，鉴于１８５１年波拿巴政

变发生，该如何看待１８４８－４９年革命？如何看待

政变之后第二帝国民主专制集团所进行的寡头统

治？更进一步如何将１８４８年革命与１７８９年大革

命相比，相互借鉴，获得领悟？托克维尔和马克思

在这一问题的答案上又达成了共识，这个共识 虽

然是从相同的观察出发，最后却采用了完全不 同

的历史视角，选择了迥异的政治选项。这 是 因 为

前者是贵族式民主的捍卫者，后者则是正在崛 起

的工人阶级的代言人，而且前者对后者所支持 的

工人阶级充满恐惧和误解。因此，在看 待 大 革 命

的失败和第二共和的演变的时候，他们都很容 易

将各自的观点和参政经历杂糅其中，找到了契 合

点。但在路易·波拿巴的政权那里，两 人 都 无 法

找到各自的认同点，甚至还不得不改变了对起 初

革命的理解和阐释。

不仅是马克思，托克维尔也认为，拿破仑一世

虽然在政治上终结了革命的恐怖状态，并将革 命

原则集于自身瑑瑨，但他还是高估了政治统治对公

民社会的控制力，这最终导致他走上 末 路。接 下

来法国先是王朝复辟，再是自由派贵族统治，社会

平等／民主迎来了一次机遇，要么像托克维尔所期

待的那样，实现平和有序的政治代议制度；要么像

马克思设想的那样，通过政治民主实现社会革命。

但路易·波拿巴的出现则逆转了一切，打破了建

立在传统政治类型之上的和谐图景。他的政权是

一个混乱的结合体，既包括已有的阶级，也包括一

些虚幻的、乌托邦中的阶级，充斥着虚假的政治头

衔和政治流派；既有自由的成分也有专制的色彩，

法律上奉行折中主义，金融制度雾里看花，经济崩

溃时有发生。该政权通过民主程序的支持和民粹

主义的起哄，亦或通过军队警察的铁腕治理，极大

地破坏了社会传统、道德体系和行为规范，让整个

社会陷入迷失和滑稽的状态之中。在这样的政治

环境之下，托克维尔所期盼的从社会民主向贵 族

共和的发展根本无法实现，马克思所设想的政 治

社会溃烂引发社会革命也无从谈起。当时不仅是

工人阶级、农民、商人和小资产者，甚 至 是 工 商 业

资产阶级都热烈拥护路易·波拿巴政权，整个公

民社会上 上 下 下 都 力 挺 这 个 几 乎 不 可 撼 动 的 政

权。尽管在 传 统 意 义 上 来 看，这 个 政 权 荒 谬、虚

伪、唯利是 图，它 不 是 一 个 阶 级 去 统 治 另 一 个 阶

级，而是凌驾于所有阶级之上，统治所有人瑑瑩。

因而，在 托 克 维 尔 悖 论 背 后 另 藏 悖 论：１７８９
年大革命是公民社会对国王政权所倡导和执行的

社会改革的一场反叛，其指导话语既是陈旧的（借

用了“法国 的 自 由”这 一 概 念），甚 至 说 是 古 典 的

（参照了罗马共和帝国），又是极其现代的，使用了

几乎可以被算作是现代社会学的特定话语。对于

１８４５年的马克思而言，１７８９年大革命的政治话语

只不过是一件“历史戏服”，大革命只不过是一场

闹剧，一个闪闪发光迷人眼的时代，遮盖了当时阶

级社会的“实际情况和实际关系”。换言之，是 托

克维尔第一个描述了旧制度下的法国这样一个割

裂而混乱的社会合体。这个社会中，教 会 的 政 治

影响失去了其社会根基，贵族阶级并不具备 政 治

统治权力，其基于土地所有权的经济力量也 有 所

流失，只能努力维持其对佃农阶级的特权，并坚决

捍卫自己与新获土地资产而发展起来第三政治阶

级相比所具有的优越性。而新兴的第三阶级采取

双重策略来反抗传统贵族阶级对其进行的打压行

为，一方面通过金钱收买实现加官进爵，增强自己

的政治势力；另一方面又大力宣扬社会平等，也就

是托克维尔所称之的“民主”。瑒瑠

正如法国历史学家弗雷在重提托克维尔时所

说，大型地产阶级的瓦解和中等资产者实力 的 增

长为平等 奠 定 了 基 础，而 平 等 有 利 于 政 治 民 主。

法国这时出现了政治体制和社会实践上的 分 裂，

其政治体制显然不够平等，但其社会实践却 早 已

达到了“欧洲最先进的民主社会水平”。托克维尔

认为，每一个民主制度都有中央集 权 的 倾 向。政

治上，公民社会会将地方自治的权力从土地 贵 族

手中夺走，通过 他 们 的 领 导 者———所 选 出 来 的 立

法代表将之拱手让给国王瑒瑡。中央政权反过来对

公民社会进行分割和组合，创造出一群群相 互 对

立却又相似、平等的个体。这是法国 王 权 的 一 大

罪过瑒瑢，它让社会的上层阶级失去了旧有的政 治

权力，也无法形成新的权力阶级，这就让官僚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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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行其道，反过来又进一步加强了政府的中央 集

权瑒瑣。

通过反对新旧贵族阶级，政府权力不断壮大。

起先，民主的论调被使用，是新贵族阶级成员为了

争取与传 统 贵 族 平 等 的 法 律 权 力（ｉｓｏｎｏｍｉａ），这

是一种“质”的平等；进而引发政治立法和行政这

个极为严峻的问题。这还是托克维尔所说的“自

然趋势”。后来，西耶斯（Ｓｉｅｙèｓ）提出“量”的平等

的概念———从古老的按等级投票到按人头投票到

双票制，这二者相结合爆发激烈的争论，但这种激

烈的争论又会被战争或内部政治体制的大规模行

动所削 弱 和 疏 导。托 克 维 尔 据 此 推 导 出 了 一 个

“自然趋势”，即民主的暴政沦为个人独裁的趋势。

他得出这一结论的时候，显然脑子里想到的是 拿

破仑三世。

马克思则不同，他解释了１８４８年二月革命成

功的原因，并 着 重 分 析 了 之 后 法 国 社 会 的 聚 合：

１８４８年二月，资产阶级自由派在城市无产阶级的

支持下，意 外 获 得 了 政 治 胜 利，普 选 制 度 得 以 建

立；１８４８年六月，起义爆发，卡芬雅克将军带领军

队进行了血腥镇压，随后是共和独裁统治，大批人

遭到逮捕或驱逐；１８４８年１２月，路易·波拿巴当

选总统。之后的历史，马克思称之为阶 级 之 间 以

及阶级内部辩证的矛盾冲突，其中阶级内部矛 盾

以资产阶级为盛。一如托克维尔所描述的之前贵

族阶级内部不同派别之间的冲突，如新老地主 贵

族之间的冲突、新旧权贵之间的冲突，资产阶级内

部也出现了不同的派别，相互制衡。此外，资产阶

级、工人阶级、小资产者和农民阶级间也是相互制

衡的关系，这 结 果 造 成 了 政 治 上 的 自 我 中 立 化。

其结果是，１７９８年－１７９９年 间，法 国 政 治 当 中 行

政权力被大大加强并明显独立于立法权力，而 政

治力量相对于公民社会也大大增强。

托克维尔和马克思都基本 认 定 这 一 点：市 民

社会最终会在政权统治形式当中找到方法自我表

达，而政权也会对公民社会的结构和利益诉求 作

出合理的 回 应，这 在 一 个 阶 级 社 会 里 尤 为 如 此。

如果某个政治阶级出于某些历史原因一直担任社

会的权力代表，进而妄自尊大，不知天 高 地 厚，将

自己的意愿强加于整个国家，那么它终将遭遇 失

败，轻则受人诟病，重则陷入灾难性的混乱。法国

所经历的这个由混乱的政治语义、革命和飘忽 不

定地的强权统治所构成的复杂历史现象就是托克

维尔悖论的历史真意，但这一悖论并不是不 可 抗

拒的自然法则，更不是理性的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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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瑏瑤这个关键问题在几乎所有有关柯尚的著作中都没有涉及，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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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瑏瑥这同苏联１９３６－１９３８年大清洗期间政治审判的逻辑如出一

辙。参见：Ｆｒｅｄ　Ｅ．Ｓｃｈｒａｄｅｒ，Ｄｅｒ　Ｍｏｓｋａｕｅｒ　Ｐｒｏｚｅ１９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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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７８，ｒｅｐｒｉｎｔ　ｉｎ：Ｌａ　Ｒé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ｆｒａｎａｉｓｅ，Ｐａｒｉｓ，２００７，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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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ｎ　ｔｈｅ　ｄｉａｌｅｃｔｉｃｓ　ｏｆ　ｔｈｅ　１８Ｂｒｕｍａｉｒｅ，ｃｆ．ｂｅｌｏ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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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瑐瑨／ｉｆ　ｌｉｋｅ　Ｉｌｌｕｍｉｎａｔｅｓ　ｏｆ　ｗｅｉｓｈａｕｐｔ，ｉｔ　ｉｓ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ＩＮＳＩＤＥ　ｂｕ－

ｒｅａｕｃｒａｃｙ／ａｎｄ，ｔｈｅｙ　ｄｏ　ｎｏｔ　ｇｌｏｒｉｆｙ　ｔｈｉｓ　ｓｏｃｉｅｔｙ，ｔｈｅｙ　ｃｒｉｔｉ－

ｃｉｚｅ　ｔｈｉｓ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ａｓ　ｉｌｌ，ａｎｄ　ａｒｅ　ｌｏｏｋｉｎｇ　ｆｏｒ　ｍｏｒａｌ　ｒｅｍｅｄｙ　ａｎｄ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ａｓ　ｗｅｌｌ．ｍｅｓｍｅｒｉｓｍ．

　瑐瑩“道德经济学”是Ｅ．Ｐ．Ｔｈｏｍｐｓｏｎ提出的术语，见其Ｔｈｅ　Ｍａｋ－

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Ｃｌａｓｓ，１９６３；ｔｈｉｓ　ａｌｓｏ　ａｐｐｌｉｅｓ　ｔｏ　ｔｈ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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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ｒｎｅｍｅｎｔ　ｒé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ｎａｉｒｅ，Ｐａｒｉｓ，１９２０，１９３５．

　瑑瑠Ｏｎ　ｖｅｕｔ　ｔｏｕｔ　ｌｉｒｅ；＆ｃｅｔｔｅ　ｃｏｎｆｕｓｉｏｎ　ｄｅ　ｌｅｃｔｕｒｅｓ　ｎｅ　ｐｅｕｔ　ｑｕｅ

ｄéｔｒｕｉｒｅ　ｕｎｅ　ｉｄéｅ　ｐａｒ　ｕｎｅ　ａｕｔｒｅ；…ｕｎｅ　ｓｏｕｒｃｅ　ｄ’ｅｒｒｅｕｒｓ；à

ｃｈａｃｕｎ　ｓａ　ｍａｎｉèｒｅ　ｄｅ　ｐｅｎｓｅｒ；Ｃａｒｒａｃｃｉｏｌｉ，Ｌ．Ａ．，Ｌｅｓ

ｐｒéｒｏｇａｔｉｖｅｓ　ｄｕ　Ｔｉｅｒｓ－éｔａｔ，１７８９，ｐ．３３，ｐ．２６．

　瑑瑡ＡＮＭ（ｓｅｍａｎｔｉｃ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ｅｘｈａｕｓｔ－

ｉｎｇ…）ａｎｄ：ｔｈｉｓ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ｄｅｆａｕｌｔ　ｉｓ　ａ　ｄｅｆａｕｌｔ　ｏ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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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ｉｋｅ　ｌａｎｇｕｅｔ，ｗｈｏ　ｈｉｍｓｅｌｆ　ｉｓ　ｖｅｒｙ　ｃｌｅａｒ；ｏｒ　ｔｈｅ　ｉｍｐｏｓ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ｆｏｒ　ｓｉｅｙｅｓ　ｔｏ　ｈａｖｅ　ｔｈｅ　ｄｅｆａｕｌｔ　ｏｆ“ｂｅｉｎｇ　ｔｏｏ　ｌｏｇｉｃａｌ”．

　瑑瑢Ｍａｒｘ　ｍｅａｎｓ　ｔｈｅ　ｃｏｓｔｕｍｅ　ｏｆ　ｔｈｅ　ｐｅｒｍａｎｅｎｔ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ｔｏ　Ｒｏ－

ｍａｎ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ｌａｓｓｉｃｓ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ｔｈｅｏｒｙ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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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ｉｆｅ”．

　瑑瑦Ｎｅｕｅ　Ｒｈｅｉｎｉｓｃｈｅ　Ｚｅｉｔｕｎｇ，２６Ｊｕｎｅ　１８４８．

　瑑瑧Ｔｏｃｑｕｅｖｉｌｌｅ，ｉｎ　ｈｉｓ　ｔｕｒｎ，ｔａｌｋｓ　ａｂｏｕｔ　ａｂｏｕｔ　Ｊｕｎｅ　１８４８ａｓ　ｔｈ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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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瑒瑢ＩＩ１０．

　瑒瑣Ｆｕｒｅｔ，ｐ．１６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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