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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近二十年来，法国革命史研究者日益关注大革命中个体的体验与情感。这一新趋势具

有学术史的深层动力: 大革命史学的正统派与修正派曾分别将阶级对抗与话语冲突视为革命的根本

动力，忽视了革命进程中人性与情势的互动。受情感史等当代史学潮流的推动，法国革命史研究转

向对个体能动性的关注，以体验与情感为切入点，从个体的生命经历出发重新审视革命。研究者们

认为，那些生活在革命年代的个体，固然有其理性的考量，但也常常受制于具体情境所激发的情感;

个人的体验以及由此衍生的情感甚至创伤，可以促成政治决策，推动革命进程。这一潮流有助于更

新革命史研究的范式，深化人们对于革命进程内在逻辑的理解。但与此同时也应注意，一些研究具

有过度共情的倾向，它们以体验与情感为借口不加区分地为革命造成的后果辩护，持论有失公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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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大革命自爆发起就具有内在的复杂性质: 重塑社会的乐观和激情始终与暴力和恐慌相伴而

行。这种复杂性也映射在 19 世纪以降不同政治立场的史家对大革命的阐释中。到 20 世纪，革命史

学正统派史家将法国大革命塑造为国家重生的标志，认为它是一种不可抗拒的进步。以孚雷为代表

的修正派则力求消解这种线性进步论的神话，将大革命呈现为以意识形态与话语为工具的政治

斗争。①

这场学术史上的论争构成了此后革命史研究重新整合的学术史背景。世纪之交以来，旧有范式

走向僵化，历史学家力图突破这种困境，为这一领域注入新的活力。在这一过程中，一些学者的研究

旨趣重新回归革命中的个体，重视他们的体验与情感，强调个体能动性在革命中的作用。对于这一

新趋向，国内学界已经注意到了情感史视野下的革命史研究，②但是对于新趋向的来龙去脉尚缺乏整

体性的爬梳。本文力求回到学术史的长期脉络之中，分析 21 世纪革命史研究遭遇的困境与变革的

方向，为革命体验研究的兴起勾勒一条相对完整的脉络，并揭示其学术价值及其在西方史学变迁中

的角色。

一、超越“政治文化”: 革命史研究的困境与转型

正统派与修正派之争的背后，是两派对于 20 世纪史学潮流的呼应: 正统派对应 20 世纪中叶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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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一时的社会史研究，修正派则受益于后现代主义对话语的强调，进一步演化成政治文化研究的路

径，在 20 世纪末的革命史领域取得支配地位。① 两种理路看似大相径庭，却又殊途同归: 前者强调社

会框架决定乃至支配人的行动，后者则认为人是话语的奴隶。在两种解释中，我们要么看到社会在

革命的浪潮中产生必然的变革，要么发现话语的竞逐取代了人的行动，成为历史学家眼中革命的核

心动力。它们都消解了个人，尤其是普通人，在革命实践中的位置。个人的能动性在革命进程中似

乎无足轻重，难以掀起影响局势的波澜。
这段大革命学术史引人深思。② 蕾贝卡·斯邦发表于 2003 年的评论文章显示出大革命史领域

普遍的迷茫感: 修正派对正统派梦寐以求的胜利实现了，然而却陷入因拿不出新的解释模式填补空

缺而产生的空虚感。事实上，学界意识到将革命塞进单一动力作用下的简单的叙事模式已经不合时

宜。斯邦指出:“由于聚焦于极大地塑造了现代政治文化的‘革命话语’上，我们明显忽视了革命时

期个人的体验如何改变了人们的生活这一问题。”③所以应当思考个体能动性( individual agency) 在

革命中的角色，而这一点也的确成为了新的学术增长点。苏珊娜·德桑指出，政治文化范式之后美

国的大革命史研究发生了三点重要的变化: 攻击孚雷与基斯·贝克的革命意识形态论———认为 1789
年的意识形态导致了恐怖统治; 选择女性主义和多元文化主义作为新的研究切入点; 以及最具拓展

性的一点: 对政治话语与表象的关注被“政治策略与结构、法律与制度以及社会实践”所取代。在法

国本土这一主张也获得了回响。④ 总之，人作为政治实践的行动主体回归研究者的视野。
这一转向的领衔人物当属蒂莫西·塔克特，在 1996 年出版的《成为革命者》一书中，他指出文化

不仅产生自思想层面的体验，它还源于生活与政治经验。因此，理解个体“释读”( read) 世界的方式

不能离开对其生活经历的检视。⑤ 他重点关注三级会议代表与国民议会的议员，并找到了与前述两

派观点均冲突的论据: 从社会与文化背景看，第二与第三等级的议员之间的差异显著，没有形成认同

与社会力量。此外，两类人都未显示出信奉启蒙思想的政治信条的迹象。因此，他得出结论: 所谓

“革命意识形态”或政治文化并非来源于书本上抽象的思想观念，而是源于革命者现实可感的政治与

社会经历; 革命动力也应当是一系列政治事件和人的选择的逐步推进。⑥ 在塔克特的带动下，一批关

注革命群体、事件和政治策略的研究涌现出来，他本人也沿着这一路径继续前行: 2000 年他发表文

章，关注革命中的“阴谋癖”如何影响革命政治进程并导向恐怖统治。⑦ 三年后，他出版了《当国王逃

跑之时》，结束了事件史在这一领域被忽视的状态，将视线聚焦于瓦伦事件。⑧ 1791 年 6 月 21 日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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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密逃亡的国王一家在边陲小镇瓦伦被人截获并押回巴黎，这引起轩然大波。塔克特意识到这一事

件的转折意义: 革命并没有从一开始就激进到要废除君主制，但国王出逃的丑闻让法国人民感受到

背叛，群情激奋下国王丧失了神圣性和主动权，这让本不明朗的革命局势急转直下，促使处死国王、
恐怖统治等后续事件发生。所以，单一的事件也可因给人造成冲击体验而使革命的进程发生偏离。

从事件入手考察革命的政治实践，强调个体选择与感受的重要性，无疑提供了迥异于政治文化

研究的新路径。此外，情感史潮流的兴起也为大革命史研究开拓了新方向。① 威廉·雷迪的思路尤

具代表性，他不仅提供了一套完整的情感史理论，还将情感视为革命最核心的动力。② 在这些背景之

下，革命史学者继续追问: 要如何才能更好地凸显革命中行动主体的角色? 以英美学界为主的历史

学家给出了两种可能的进路，即“体验”与“情感”。
法国大革命 220 周年之际，《法国历史研究》杂志发表专刊探讨近年革命史研究的问题与前景。

大卫·安德列斯指出，1989 年后革命史学唯一的进展可能就在于历史学家“停止争议革命在本质上

是何种世界历史性的事件，而是决心更关注革命的伟大篇章如何被体验”。③ 林·亨特和索菲亚·
罗森菲尔德的论文则呼应了这一论点。两人均反思了正统派与修正派之争，进一步重审个体与社会

的关系，并分别以“体验”和“感受”为落脚点，呼吁革命史研究的转型。
亨特认为，两个新趋势能够解救陷入停顿的革命史研究，即宏大的全球视角与微观的个人“体

验”视角。既往的革命史研究暗含个体与社会的对立，否认个体的能动性并导致研究的僵化，这促使

她反思个体与社会的复杂关系。在她看来，人的理性与情感不可分离，自我具有与他人共情的能力，

这使人具有与外界互动的可能，因此不可简单地将个人淹没在社会框架之中。她指出: “革命、现代

性、资产阶级社会，以及我们身处的全球化时代———这些并不能由一种经济体系、一套政治框架或者

一张由无论是文本的还是视觉的表象织成的话语之网所施加。它们必须被个体化的自我所学习、经
历、具象化或感受。”④罗森菲尔德提出了类似的设想: 革命史长期以来将人置于社会框架的制约之

下，或者将人视为只具有工具理性、为了政治利益而谋划的人。它们都消解了个体的能动性。解决

问题的关键在于抛弃对革命因果论的追求，并将处于革命之中的人的体验———他们的喜怒哀乐，恐

惧或自豪、热情或厌恶———视为理解个体能动性和革命进程的基点。⑤

亨特和罗森菲尔德延伸了塔克特关注的政治实践问题，进一步拓宽个体能动性的内涵，思考个

体在革命中真切的生命经历。在她们影响下，关照“体验”与“情感”的两类研究逐渐涌现出来，与她

们的号召相呼应。在笔者看来，这两种思路密切相关，可以说由革命情势引发的种种“情感”也内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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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革命“体验”之中。相关研究的共同点在于强调以往被忽视的情感要素，指出革命年代情感与社会

变迁存在双向互动; 解释视角从宏大的社会变迁转向日常的、个人层面的变化; 同时拒斥革命意识形

态的决定论，尝试与历史人物共情，力求说明是个体在革命中的具体体验与经历导致了革命的行动，

而不是某种既定的政治信条或意识形态在指引着革命一步步发展。探讨革命中个体切身体验的研

究是要纠正以往以论代史的研究倾向造成的错觉，并从个体视角追问革命对于时人而言究竟是什

么; 情感史介入大革命，则着力于在革命政治运作的机理中深化人的因素。

二、“体验”转向: 探寻时人对革命的感知

修正派为了针锋相对地攻击正统派的观点，力求破除大革命形象中的崇高性。尽管其思路的确

有合理性，但也有矫枉过正的问题。他们对恐怖统治大加鞭挞，以致于在某种程度上遮蔽了大革命

的进步意义。近来革命的“体验”研究则试图为革命辩护。通过将视角转换至革命中个体的生存状

态与经历，这些学者意识到，当我们设身处地从革命参与者的角度来思考，一些决定与行动对于身处

其中的人而言就具有意义。这些研究强调评价革命现象时，应当考虑到情势与人性的复杂性，避免

一种简化的、非此即彼的道德判断。
早在 2006 年，彼得·麦克菲的《经历法国大革命》就已经着手揭示个体体验。他要思考“革命”

对于当时法国的普罗大众而言到底意味着什么。他着眼于乡村和小城镇的底层法国人，使用了大量

个案和地区材料。尽管以往研究聚焦的巴黎政坛引领着革命，但外省村镇的人口才是大多数，他们

的感受代表着革命的普遍体验。他们眼中的革命并非是颠覆体制或启蒙理想等抽象的概念，而是一

些关乎生计、具体可感的变化。他们对革命中层出不穷的新事物的判断基于切身利益和旧制度延续

的世界观。不同的情境下人们的体验不尽相同: 革命初期，他们因饥荒和秩序坍塌而焦虑并导致大

恐慌，也因自救的渴望和美好时代来临的希望而振奋不已。随着革命的推进，不同地区人们的体验

就更加分化，有的地区因土地所有制改革的保守而厌恶革命并拒绝缴税; 有的地区则因《教士法》蛮

横干预宗教生活而愤怒。国王出逃则导致普遍的义愤，但王室的垮台却也使人感到权力空缺的不

安。1791—1792 年，大众进一步承受着革命的压力，强制征兵与旺代叛乱导致了屠杀和严重的集体

创伤。革命没有带来生存状况的改善，甚至继续向百姓索取资源，饥荒与死亡的恐惧如影随形。麦

克菲想要强调的是，革命对于普通人的生命体验而言确实是颠覆性的，不仅共同体和日常家庭生活

被影响，自我认同和世界观同样经历了蜕变。尽管革命浪潮源自巴黎政坛的驱动，但外省小城和乡

村的人们亦曾真实地在其中生活过。①

在 2009 年系统反思的推动下，2013 年大卫·安德列斯主编的论文集《体验法国大革命》问世，

呼应了林·亨特早先的主张:“法国大革命无疑是一场体验。”②这本论文集容纳了选题各异的研究，

但论证的基点一致: 革命者不但具有体验、思考、选择与洞察的能力，而且在某些时刻也会犯错误，是

理性与感性交织的普通人。他们的思考与行动发生在一个激情澎湃的极端情境之中，并不符合常态

的思维方式。因此，无论是过于赞誉还是过度抨击，若基于后见之明为革命盖棺定论，无疑失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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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erience”，in David Andress，ed. ，Experiencing the French Revolution，Voltaire Foundation，2013，p.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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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
具体研究中，查尔斯·华尔顿力图纠正埃德蒙·伯克等人对于革命初期爱国捐献的强烈批判。

伯克极度排斥这一行动，认为它“有害而无效”，但华尔顿认为这种批判过于简单。一方面，革命者们

提出这一号召时确实有一定投机性，但它同时也是革命初期对希望的渴求导致的结果。理解这一现

象不能离开具体环境以及人的体验; 另一方面，不能因其没有破解当时的经济困局就否定其意义。
在一个危机四伏的恐慌年代，爱国奉献强化了社会信任，如果没有了希望，整个社会就只剩下恐怖

了。① 麦克菲和迈特·哈德分别对罗伯斯庇尔和热月党人塔里安进行研究，其结论更新了对革命者

的认识，即后人的许多误解来源于对他们的经历与愿望的忽视。麦克菲指出，罗伯斯庇尔之所以被

历史学家指认天性中含有暴力因子，并为血腥的恐怖统治背上罪责，是因为他们都忽视了其革命经

历。1789 年时他是一个 24 岁的年轻人，面临着未来的不确定性，也因许多可能性而激动不已。但

是，革命爆发后，他不断目睹屠杀事件，是情势的急转直下和对共和理念清教式的坚持造就了他此后

的政治选择。此外，各类材料佐证他始终对杀人有着本能的恐惧。② 相比之下，塔里安就是一位在旧

制度与大革命间灵活游走的政治家。以往的史家讽刺他是投机分子，在保王党与雅各宾派之间周

旋，陷入困境时能充分调用旧制度的人脉，必要时也能当机立断划清界限，以求自保。凡此种种让他

背负了伪君子的名声。在哈德看来，此类评价过于苛责，塔里安与激进雅各宾派确实不同，但这可能

是因为他始终不认为旧制度贵族与革命者就是水火不容的。革命对他而言并非终身奋斗的目标，而

是自己竞逐人生目标的机遇。③ 二人的研究表明，与其苛责历史人物，不如理解其在复杂历史情势中

的行为逻辑。
恐怖统治也成为重新审视的对象。费尔法克斯 － 乔姆利对恐怖时期印刷文本( 如辩护词) 的研

究表明，许多受害者具有与体制抗衡的能力。他们可以通过旧制度积累下的人脉帮助自己发行政治

辩护词，从而向体制申诉。所以，恐怖统治不是一个具有绝对压制力的体制，它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容

纳异见与争论，个体也具备一定的行动力。④ 史密斯则针对最高主宰节提出新见解。他认为莫娜·
奥祖夫和伏维尔低估了最高主宰节的意义，尤其是后者将生造的理性神祇视为一种没有意义的幻

象。但史密斯通过分析节日期间外省与巴黎的通信发现，各地需要根据自身情况组织本地的庆祝活

动，民众的高度参与带来了沉浸式体验，人们此时不再只是单纯的观众，而是切身参与进来。许多民

众主动向巴黎寄信，主动写作歌颂节日。所以，如果从民众体验的角度来看，最高主宰节绝不是某种

没有意义的革命实践，全民的广泛参与的确使人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团结和革命将止的希望。⑤ 最

后，林顿聚焦于雅各宾派的精神体验，揭示了作为恐怖统治直接推手的雅各宾派，在这种环境下也无

法避免极度焦虑的精神状态。恐怖统治以来，他们始终要面对确实存在的暗杀风险，罗伯斯庇尔本

人甚至经历过数次暗杀。文本中很少反映他们的焦虑不安，这是因为根据美德的要求，雅各宾派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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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设计的形象中不应存在“恐惧”，他们理应为革命献身。但是，时人对他们的许多身体描写则反

映了革命者无法控制的小动作，这背后是难掩的焦虑感。对暗杀的恐慌进一步导致了革命阴谋论的

出现，许多人相信暗杀是保王党人精密策划的阴谋。这种心态又促使了恐怖统治的恶化。① 《体验

法国大革命》这本论文集代表着审视革命的全新视角，通过揭示人所身处的复杂历史情境纠正对革

命现象的认识，抛弃简单的道德判断，将革命从那个时代的舆论漩涡中拯救出来。一些新研究也围

绕“体验”展开，比如有研究指出，革命中的宣誓仪式通过强化人们的公民宗教体验促成了暴力的

发生。②

三、情感与创伤: 重构大革命的政治逻辑

与革命的体验视角相辅相成，一系列革命情感史的相关研究都服务于一个核心的学术目的，即

要重新思考革命政治运作的逻辑。传统研究将各种外在因素视作革命的动力，无视人的因素。革命

情感史的有关研究则表明，情感在大革命中极为充沛，许多革命节点均由情感的因素推动，此外革命

的政治实践中也不乏情感的考量。可以说，情感是革命的一大动力。
( 一) 大革命情感史的成就

冠以革命情感史标签的研究，在建构解释模式时不尽相同。威廉·雷迪和蒂莫西·塔克特作为

两个重要的代表人物，呈现出一种鲜明的比照: 雷迪强调情感表达与社会变迁的互动，而塔克特则意

在指出情感体验对革命局势的影响。
雷迪将大革命视为使“情感体制”( emotional regime) ③变迁的社会变革。④ 18 世纪的法国社会具

有稳固的“情感体制”，这一体制由贵族的荣誉法则及绝对主义政治与礼仪体系来支撑。它不允许自

由表达情感，强调情感表达的阶级区分，因为对情绪施加控制有利于集权统治。⑤ 然而，在启蒙运动

的影响之下，新的“情感体制”逐渐形成。启蒙时代的沙龙、共济会和“文人共和国”等社交机制承担

了“情感避难所”的功能，在这些场所中人们可以相对自由地纾解情感的压力。此外，在启蒙思想家

的影响之下，一股“感情主义”( sentimentalism) ⑥的浪潮逐渐兴起。卢梭强调人要以一种自然原始的

状态面对世界，因为最真挚的道德就来源于自然状态。相应地，旧制度下礼仪与情感的压制只会招

来政治与社会的腐化。真正的美德就体现于不隐藏且充分体验这种情感，并依这种自然的情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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惊惶) 。真正的美德隐藏于真诚的表达之中。参见 Emmet Kennedy，A Cultural History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Yale University
Press，1989，pp. 105 － 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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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① 这种主张真挚地感受并表达情感的“感情主义”浪潮便成为新式的情感规范。大革命爆发后，

感情主义逐渐转变成一种政治原则。比如“8 月 4 日之夜”就是一个典型的感情主义引导的场景，参

与者受到慷慨之情的感召，主动放弃了封建特权。革命者试图解放被旧制度压抑的情感，将人们从

旧制度情感体制的困境中解放出来。但感情主义又面临着内在的困境，并导致恐怖统治这一严重的

后果。雅各宾派试图将感情主义信条，包括慷慨、爱、热忱的义愤、沸腾的勇气等，内化于政治制度之

中，将真诚的情感作为政治合法性的判断标准。情感的疑惑和不坚定都意味着在政治上受到怀疑。
但是，面对革命不断涌现的政治清洗、暴力和死亡，人们不可能一直维持情绪的高涨，很难抵抗自发

的疑惑和焦虑，却又为了避免被质疑而不得不维持表面上的坚定。此时，真挚、自然地感受情感的主

张一经政治化，就不再能维系其本来的功能。它开始制造新的情感折磨，并将革命继续推向非善即

恶、二元对立的恐怖统治逻辑。这便是感情主义政治化后革命面对的根本困境。②

塔克特则另辟蹊径，在《法国大革命中恐怖的降临》一书中，更侧重于情感体验如何影响政治决

策。他要解答“恐怖统治究竟如何生成”这一经典论题，并回应正统派与修正派之争: 恐怖统治的发

生不能以应对内忧外困之形势的理由而得到开脱，也并非由意识形态预先计划妥当。恐怖统治的发

生不是单一因素作用的结果，且应当从革命进程本身的一系列事件中寻找原因。③ 那么，革命进程究

竟由什么驱动? 显然，革命者的政治决策扮演了重要角色，而做出决策的人曾真切地处于革命的激

情与恐慌的分裂体验中，深受情绪影响。可以说，情绪是大革命中不可忽视的要素，它因事件而起，

又诱使新的事件发生。在塔克特看来，革命是谣言和阴谋癖引发的恐惧与怀疑、派系斗争与政治诽

谤以及暴力和屠杀三组要素之间的恶性循环带来的连锁反应。瓦伦事件不仅使王权信誉全失，还导

致人民怀疑国王与外国势力阴谋勾结，地方军事准备因此迅速普遍化，进一步加重了战争恐慌。法

军每遭失利，革命领袖很少会质疑决策的失误，而是怀疑叛国行为，这种阴谋论进一步加剧了社会的

恐慌。所谓的叛国者从国王到吉伦特派，他们分别倒台却均未能终止这种恶性循环。塔克特以革命

参与者的视角，以尝试共情的姿态，追溯大革命发展的线索。革命中的政治决策绝不是完全由理性

驱使的。他引入情感对人的影响，就是要说明非理性因素引发的社会动荡: “革命年代毕竟不同往

常，革命事件所触发的激情，及其通常所带来的威胁和不确定性，都对人们的行为产生了显而易见的

影响”。④ 革命情感应当成为一种理解革命进程的线索。
雷迪和塔克特的研究分别从情感表达与情感体验切入，赋予了情感不同的角色，但两者之间具有

内在的张力。此后，波丽娜·瓦拉德的相关研究指出，革命初期的愉悦情感具有政治功能。1790 年前

后政治精英力图通过庆典等公共仪式制造集体愉悦，借情感既表达人们内心的希望，同时也创造社会

团结与新的主权。政治化的愉悦甚至转化为权力，人若不在特定时刻表达欢乐情感就会受到处罚。但

是，看似愉悦的情感一直伴随着深层的怀疑、焦虑与恐惧，不断有人质疑庆典的盛况是否带来了真切的

愉悦感。瓦伦事件之后，维持集体欢愉的努力一度延续，却再也不能掩盖社会的创伤。⑤ 表达快乐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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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支配一个时代的情感标准，但是这并不影响每个人内心潜藏着的多元而复杂的情感体验，也没

能避免自身的崩溃并阻止恐怖的降临。可以说，同一时期的情感体验与表达可能以相互抗衡的形式

并存。
法国史学界很早就关注历史中的情感，如吕西安·费弗尔主张研究“恨、恐惧、残忍以及可能导

向欲望与血腥的爱的历史”。① 在革命史领域，乔治·勒费弗尔的《1789 年大恐慌》则探讨了一场席

卷整个法国的群体性恐慌。是年七八月间，法国各地在剧烈的恐惧情绪和大规模的武装戒备下，试

图应对某种莫名的武力威胁，但最终不了了之。勒费弗尔将之作为政治事件来解读，并通过文本指

出恐慌发生的诱因与传播的路径。② 这一研究启发了许多当代革命史家。然而，21 世纪以来，法国

学界对于本文所述的新潮流的参与相对有限，其中苏菲·瓦尼什对恐怖统治形成的研究能与这一潮

流相呼应，其撰写的《论恐怖统治的情感布局》一文也是革命情感史的代表作。她的研究基点与英美

同行有一致之处，但在解释恐怖统治时有独到的见解: 恐怖统治并不由“叙事的布局”( économie
narrative) ( 即话语的激进化) 提供动力，而是由一种以神圣性和复仇作为机制基础的“情感的布局”
( économie émotive) 来推动。③ 此外，政治行动应当成为研究关注的重点。该文以 1793 年夏天马拉之

死开篇。这一事件使巴黎人感受到了深刻的恐惧( effroi) ，但面对马拉等革命者遗体的恐惧、悲伤能

够激发崇高的热情并激起拯救公众的意愿。如果要赋予拯救公众的观念以神圣性，就不能只停留在

话语层面，而是需要人民的参与和身体的牺牲。革命者不仅要为拯救革命计划而死，还要处死那些

玷污了神圣性的敌人，这便是“复仇”和“惩罚”的由来。因此，在瓦尼什看来，为了理解恐怖统治的

情感布局，重点不在于判断革命者的阴谋论是否合法，而是应当思考革命神圣性受到威胁时产生了

什么后果。此外，这种热枕的复仇行动并非意在造成大屠杀等毁灭性后果，恰恰相反，它的目的在于

实现国家的和平。
革命者显然意识到了大众情感的激发，他们必须面对的问题是不让人民崇高的情感具备破坏

性，并将之转化成爱国的热忱与力量。在他们看来，利用法律表达并规训人民的情感力量正是立法

议会的职责，但它没能阻止“九月屠杀”的发生。瓦尼什认为其根源在于议会未能成功回应人民的恐

惧感，所以这种情感布局失效了，议会不再具备革命与大众之间的中介作用，人民选择自行伸张正

义。“九月屠杀”这一“例外”实际上建立了人民主权。因此，即使屠杀本身没有体现任何怜悯，但是

民众的行为也并非纯粹的野蛮或非理性，它应得到正确的理解。④ 革命法庭的成立一方面是为了在

复仇机制中确定人民的最高权力; 另一方面则要承担一种中和、调停与抚慰人心的机制以避免革命

倾覆，恢复失效的体制。所以，恐怖统治并不一定符合我们的刻板印象，它其实要阻止人民情感变得

腐化而嗜血，并将复仇限制在体制之内。依瓦尼什之见，归根结底，恐怖统治是一套具备自身规则和

后果的情感布局。但是，在这种“以人的死亡为价值基础、需要身体和灵魂全面参与、人人都面临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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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恐惧的威胁，抑或变得令人憎恶”①的体制中，没有人能够从所谓神圣性中获得保护。这就是恐怖

统治的代价。
2012 年瓦尼什出版了《不自由毋宁死》一书。此书探讨恐怖统治的论调不变: 所谓“恐怖”是那

些革命者面对着若隐若现的反革命势力以求自救的努力，不仅为了抵抗自身的恐惧感，而且要抵抗

革命热情的日益消逝。恐慌、厌恶与热情构成了此时的政治体验。恐怖的后果也不应由某些个体承

担，而是应由集体承担责任。② 以上这些研究均提醒我们，无论是作为表达的形式还是体验的实质，

情感这一因素都在革命历程中扮演重要角色，它应得到更详细的审视。
( 二) 创伤与革命

大革命创伤研究借用了“创伤后应激障碍”( PTSD) 这一概念，成为一个独立的研究类型，反映了

现代心理学的概念工具介入史学的尝试。大革命中充斥着激烈的情感起落、血腥屠杀以及阴谋论，

它们理应带来类似于创伤( trauma) 的精神反应，所以这一概念自然进入到历史学家的视野。就笔者

所见，这类研究可追溯到帕特里斯·伊格内运用创伤概念解释恐怖统治的爆发。为了调和此前各种

解释之间的龃龉，伊格内借助了青年马克思的思想观念。青年马克思认为，恐怖统治之所以发生，是

因为资产阶级的两种文化目的发生了混淆与矛盾，这两种文化目的分别是追求个人的自由、权利与

追求一个“整齐划一”的法国。前者是现代的、面向未来的，后者则是古典政治典范的延续。但是，资

产阶级的恐怖统治只是马克思眼中通向无产阶级胜利的必由之路，因而不是其考察的重点。所以，

伊格内试图引入创伤概念完善这一解释。雅各宾派形塑统一的“新法国”的努力被证明无法实现，并

导致了恐怖，但这两者之间并非直接的因果关系。“重塑法国”的乐观与激情在各类血腥事件之后受

挫，社会陷入恐慌，这种情感的落差导致了创伤体验，从而进一步引发恐怖统治。此时伊格内开始反

思革命中个体的存在，他意在调和“意识形态与个体经验之间的对立”，并拒斥以往各类决定论的

解释。③

2009 年，巴里·夏皮罗的《创伤政治》出版，系统地利用创伤概念解释大革命早期国民议会的政

治决策与王权的颠覆。夏皮罗针对孚雷的观点提出反驳，后者认为从三级会议到国民议会再到制宪

议会，温和改革派之所以最终未能通过与王室合作走向君主立宪道路，是因为从一开始意识形态就

决定了革命者没有进行合作的意愿; 在建设“立宪君主国”的表面文章背后，国民议会已为共和政治

打下了基础。但是，夏皮罗认为这种合作是有可能的，因为革命初期路易十六仍存有威望，是此后几

场突发事件带来的创伤反应导致合作不再可能。此外，夏皮罗借用亨特的分析，指出革命者认可一

个好君主作为人民之父的“政治家庭”的想象，对自己形象的定位是国王的“好子民”，并且想象国王

同样认同他们是政治家庭中的“好兄长”“好孩子”。在这种氛围下，革命初期的法国始终对君主抱

有一种乐观主义精神: 出于对子民的热爱，君主会同意他们改革法国的要求，也不可能运用暴力手段

将他们置于险境。
可是，路易十六采取暴力的军事手段干预议会后，创伤体验就支配了革命者的心理。从封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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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会议大厅，到动用军队维持首都秩序，再到下令军队包围议会，革命早期的政治事件使议员们的内

心蒙上深深的恐惧。君主的背叛和忠诚的信条产生了矛盾:“议员们在对国王的愤怒与热爱、恐惧与

忠诚、怀疑与信任的强烈愿望之间饱受分裂之苦，这种情感上的矛盾使得国民议会针对君主制的决

定暧昧难明，其作用不亚于意识形态原则的冲突或者适应现实政治的需要对此的影响。”①夏皮罗对

文本的分析表明，此时革命者已经具有创伤后应激障碍的某些症状。在这种状态之下，人的理智会

让位于创伤状态，无法审慎地运用政治智慧作出明智的政治决策。议会决策的摇摆、政治局势的恶

化乃至路易十六之死都可以通过类似创伤反应的革命经历得到解释。
探讨创伤反应对革命造成何种影响，多少有几分时代误植的风险。斯坦伯格指出了这种缺陷，

并进一步细化了创伤与革命的关系。通过分析革命中的医学与政治哲学文本，他指出革命中的人们

反而认为恐怖统治具有疗愈身心和重建社会的作用。② 但是，在 19 世纪二三十年代，对于恐怖统治

的判断发生了微妙变化。早在 1819 年就有人指出，革命导致法国疯癫症状的发病率居高不下，影响

了一代法国人的精神状况。③ 所以，他认为相比于将创伤概念应用于大革命，毋宁说大革命等历史中

的极端情境促成了现代创伤概念的诞生。④

文学研究也指出革命后创伤感的长期存续: 在革命之初，牧歌( pastoral) 题材复兴，作家在文学

中渗透古典美学与道德，希望以此教化民众、再造法国，这反映了革命初期再造社会的乐观态度。但

是，国王之死和恐怖统治等造成的文学萧条和集体创伤，给热月后复兴的法国文学打下深刻的烙印。
许多小说呈现出灰暗低沉的笔调、无助低落的反常情感、世界被颠覆的情节，以及对恐怖记忆的谴责

或无意识的逃避。与革命迫害相关的流亡小说( émigré novel) 在热月后的兴盛，呼应着这一时期文学

的主调，代表着浪漫主义的先声。⑤ 运用创伤理论对看似没有直接叙述革命历程的小说文本进行分

析，会发现字里行间有意或无意地影射了作家对革命的态度和对集体创伤体验的回应。
大革命的创伤研究虽不属于典型的情感史范畴，但创伤反应与情感均是人的精神状态。此外，

尽管创伤概念本身不属于 18 世纪的历史范畴，但将创伤体验引入革命仍有助于呼应革命情感史的

学术诉求，即人的精神状态与政治局势紧密相连，不仅在于激烈的政治事件会对人的精神健康造成

影响，还在于人的精神状态能够通过影响决策与行动带来局势的变化。
( 三) 综合路径的尝试

革命的体验与情感研究已经充分说明革命中个体的意义与作用，弥合了传统研究中逻辑的缺

损。沿着这条路径，一种试图整合这些要素的整体性解释已经浮现出来。2013 年，林顿出版了《选

择恐怖: 大革命中的美德、友谊和真实性》一书，探讨雅各宾政治中的个人体验与行动力。其核心主

张在于讨论雅各宾政治时，应当意识到它是一种生动的政治体验。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注意意识

形态、政治策略与个体因素三个维度的协同性。个体因素又包含两个层面: 处境( circumstances) 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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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感和心理状态。① 恐怖体制是在三个维度作用下渐进发生的集体选择。② 在意识形态维度，她回

应了孚雷: 雅各宾俱乐部的数次分裂并不是因为意识形态上有根本分歧，恰恰相反，所谓“革命意识

形态”统一于对美德政治的追求。美德政治是旧制度下腐朽政治的对立面，它主张政治运作要公开

透明，政治家应具有献身公益的美德，反对密谋政治。美德政治并不为山岳派独有，而是被革命政坛

广泛接受。③ 但是，意识形态并不决定政治实践的形态，政治策略与意识形态之间具有深刻的鸿沟。
一方面，革命实践与美德政治的理想相去甚远，个人私交与裙带关系仍能决定政坛席位的分配，私人

场合也仍能作出影响革命局势的决定。另一方面，许多政治家只将美德作为一种政治策略，制造公

共形象以维持政治生命。所以，革命者的崇高形象与政治实践、言与行之间存在着内在的张力。革

命美德既是革命者立身之本，也是他们互相抹黑的武器。
在林顿笔下，个人层面的因素同样重要。人际关系网络始终左右着革命派系的分化。斐扬派、

吉伦特派和山岳派都分别凝聚于人脉而非意识形态的统一性。此外，昔日挚友反目成仇的戏码不断

上演，虽然能暂时营造自己忠于美德的形象，却使政坛的气氛变得疑惑、焦虑和互不信任。伴随着爱

国热忱和恐惧的情感，革命者在多种因素的聚合下做出选择。这一研究尽管看似只是以往学术史各

种取向和概念的聚合，但仍然以全面且平衡的论证展现了革命政治的状态，具有相当的启发性。

四、从大革命研究看当代史学中的个人与社会之辨

体验与情感的革命史书写为我们带来了理解革命的新模式: 它不具有天生的善恶倾向( 即便有，

革命者起初也是怀着对美德的追求和美好的愿景展开革命，是好的意图导致了恶的结果) ，也不由外

在于人的力量推动。革命伊始，政治家怀着乐观与激情试图重新塑造法国社会，但由于改造路线的

乌托邦色彩使之不可能完全实现。来自各个阶层与不同地域的个体，在情境导致的情感刺激下做出

反应与选择，行动造成的合力使革命局势的复杂性不受任何人控制。遭遇困境的革命实践带来普遍

的落差感与焦虑。阴谋论、革命暴力、恐怖统治就是在个人与社会复杂的互动中诞生，并进而成为一

代人的创伤体验，影响深远。所以无论如何，抛弃革命中的“人”就无法认识革命。
大革命史学深刻参与了西方现代史学整体的发展进程，这是理解革命史研究范式更迭不可或缺

的学术背景。从体验与情感的角度书写革命史，呼应了 20 世纪西方史学的一个核心问题，即个人与

社会的关系问题。以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和法国年鉴学派第二代为代表的经典社会史，倾向于从外

在于人的社会框架出发认识历史，个体相对于宏大的社会框架而言无足轻重，不具备推动历史进程

的能力。因此，经典社会史偏好集体、阶级、社会和长时段等概念，倾向通过计量方法得出科学的结

论。大革命史正统派的革命叙事正是经典社会史的展现。20 世纪后期兴起的新文化史正是要冲破

经典社会史的桎梏，试图证明个体具有能动性与行动的空间，其实践可以回应社会框架的限制，并在

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历史进程。
经典社会史向新文化史的过渡提出了个体与社会关系的重要问题。究竟是倾向于社会对个体

的制约作用，还是倾向于个体实践的特殊性及其对社会的应答，参与其中的历史学家都必须在两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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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是个人和社会的光谱上选定一个位置，并以此作为历史书写布局的基点。诚如林·亨特所言，

个体视角与社会框架视角为革命史研究带来了迥异的解释，强调社会集体性的研究倾向于为革命寻

找“元叙事”，一旦从革命中个人的角度来思考问题，我们就能领悟到个体体验的价值。“发现自我

与社会关系在发展过程中的历史差异是史学家的重要职责之一。但是，如果史学家想要承担这项职

责，他们就必须加入这种对话当中，去认真思考自我”。①

大革命史研究对个体体验、创伤与情感的关注尤其呼应了经典社会史与新文化史的对抗焦点，

即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无论是正统派还是修正派，他们对于革命中的个体及其体验漠不关心，

失之于未能、也不愿把握历史中复杂的人性和情势，在善与恶的问题上倾向一种简单而武断的判断，

并因此让研究逐渐丧失了对革命本身的解释力。这类研究因此导向视角上的转换: 关注个体能动性

的革命史研究意在指明，离开了内在于人的因素，仅以外在于人的力量为基础对革命的分析是破碎

的、偏狭的。单凭意识形态不能预先规定革命的结局，只有聚焦于体验着革命的人及其行动，方有可

能尽力恢复革命的本来面目。这样就顺理成章地赋予了个体能动性在革命中的必要位置。另外，强

调个体能动性并不是要恢复精英决定论，恰恰相反，革命绝对不是少数几个精英就能推动的，而是依

赖于许多个体根据自身意图选择行动的合力。关注个体能动性回应的是正统派和修正派那种脱离

个体解读革命的方式，强调个体回应社会限制、寻求行动空间的能力，以及评价革命现象时更加审慎

的态度。
值得一提的是，这种主张其实可以从学术史的长期脉络中溯源。早在 1959 年，英国学者理查

德·科布就指出，所谓革命者并不是天生的革命专家，而是一些被推向极端情境的普通人。② 情境的

特殊性构成了恐怖统治的合法性。革命中的人轻信亦真亦假的阴谋论，面对公开的反革命言论容易

受到恐慌情绪的影响，一些血腥行为是情境的力量激发出的自保努力。③ 科布的观点是否合理姑且

不论，至少在正统派与修正派对立格局初现之时，我们就能找到相似的关注点: 革命情境的激发性、
情感的因素，以及个体在理性与非理性驱使下做出行动的能力。

结 语

从塔克特等人开始关注政治实践的动机与后果开始，到学界强调人的能动性的呼声、个体体验

视角的产生，再到与情感转向浪潮相汇流，这些看似突如其来的新路径必须结合史学史的历程和社

会变迁的宏大背景才能得到完整的理解。革命史研究中对于个体能动性的强调，旨在揭示革命中人

性与情势的角色，试图回归历史语境以纠正对革命的不公正判断，并重建革命政治的逻辑。大革命

的形象因而得以逐渐从正统派和修正派之争带来的撕裂性伤痕中修复。这一潮流同样是史学重拾

人文关怀的标志，从对于历史人物简单的道德判断转向一种更具温情的理解“人”的尝试。
不过，这一学术潮流并非没有问题。它首先要面对不恰当地“翻案”的风险: 减轻道德判断的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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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恩·亨特:《全球时代的史学写作》，赵辉兵译，大象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95—96 页。
Richard Cobb，“Some Aspects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ary Mentality，April 1793 － Thermidor，Year II”，in Jeffry Kaplow，ed. ，New
Perspectives on the French Revolution: Readings in Historical Sociology，John Wiley ＆ Sons，1965，p. 337. 此文最初以法文发表于1959
年，参见 Richard Cobb，“Quelques aspects de la mentalité révolutionnaire ( avril 1793 － thermidor an II) ”，Revue d'histoire moderne et
contemporaine，T. 6e，No. 2 ( Apr. -Jun. ，1959) ，pp. 81 － 120。
Richard Cobb，“Some Aspects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ary Mentality，April 1793 － Thermidor，Year II”，p. 324．



体验革命: 反思法国大革命的新路径

力固然有助于引导我们重新公正地认识部分历史现象，但体验与情感是否能够成为原谅革命所有后

果的借口? 如果旺代屠杀、恐怖统治的直接推手都因为他们曾身处极端情境之中而得到开脱，这无

疑等于剥夺了对这些事件受害者的共情，造成新的不公。上文提及对罗伯斯庇尔的新判断已经显示

出这种论调，但实际上我们应当领会: 无论罗伯斯庇尔有多么不愿意屠杀无辜，他所推动建立的体制

终究造成了许多人的死亡，以体验与情感的角度尝试理解他的行动逻辑并不意味着为后果辩解就是

合理的。近年来，西方学界试图解构大革命，是为了应对学术史遗留下来的那些彻底否定革命的论

断，但也埋下了过度辩护的隐患。① 这引申出另一个缺陷: 对时人生命经历的关注仍更多集中于政治

精英身上。尽管同样面临特殊的环境，精英们终究掌握权力，能够影响局势，改变更多人的命运，他

们也理应承担道德判断上的复杂性。但更重要的是，新思潮应当引导历史学家更关注那些乱世之中

缺乏社会资源、无力改变自身命运的普通人。他们不仅承担了革命导致的绝大多数后果，而且别无

选择，甚至无法在历史中留下声音，因而理应得到历史学家共情的倾斜，并成为真正的“体验”图景的

基础。最后，对个体能动性的强调容易走入过分夸大其作用的另一重极端。相对合理的做法应当是

追求个体与社会之间的平衡，不轻易否定任何一方的作用，在认识到两者不可分割、互相影响的前提

下再进入历史情境之中。行文至此，法国大革命究竟带给现代社会什么启示? 现在回答这个问题，

既需要明了回归大革命历史情境本身的重要意义，也不妨考察法国大革命研究的坎坷与起伏。法国

大革命的历史与史学，跨越两个多世纪的历程，共同向我们揭示了人性的教益。

( 作者庞冠群，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査少琛，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硕士研究生; 邮编: 100875)

( 责任编辑: 李桂芝)

( 责任校对: 张旭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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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法国学者让 － 克雷蒙·马丹关于恐怖统治的新作《恐怖的回声》认为，所谓恐怖统治是经过以塔里安为代表的热月政治家的叙

事塑造才进入当代历史叙事之中。此外，对当代极权主义和恐怖主义的批判也影响了对历史的理解。马丹并非要否认恐怖统

治中的暴力，而是强调这种暴力是散在的，是实现政治理想、维持秩序的需要，且不存在所谓的“体制”系统地操纵暴力。这一解

构恐怖统治的观点为本文其他研究所呼应，但仍面临为暴力“正名”的道德困境。参见 Jean-Clément Martin，Les échos de la
Terreur. Vérités d'un mensonge d'état，1794 － 2001，Belin，2018; 以 及 林 顿 的 书 评: Marisa Linton，“Comptes Rendus”，Annales
historique de la Révolution franaise，T. 4e，No. 4 ( Oct. -Déc. ，2019) ，pp. 217 － 219。



SUMMARY OF ARTICLES

research perspectives． Meanwhile， they have promoted the diversified development of Chinese
historiography． In reviewing and summarizing the research approaches of social and cultural history over the
past 30 years，the goal of this paper is to understand the problems of where social and cultural history came
from and where to go，and to further facilitate breakthroughs and nurture innovations for future studies．

“Mediterranean Koine”: A New Interactive Paradigm for the Study of Ancient Civilizations / /
Li Yongbin

The study of the interaction among ancient civilizations with a special focus on the archaic period has
developed three paradigms， including a comparative approach，a regional approach that regards the
Mediterranean as a koine， and a historical approach based on network theory． Among them， the
“Mediterranean Koine”approach might be theoretically the best． Despite the fact that various historians
have adopted this paradigm，their shared views on the main features of such a civilizational community
include: the cultural exchanges based on commercial activities，the integrated“region”formed through the
connection，the balanced relationship between individuality and commonality，and the high level of
economic and cultural connections determined by the uniqu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Cultural exchanges
based on trade activities are the fundamental character of the“Mediterranean Koine”from the eighth to
sixth century BC． To adopt the“Mediterranean Koine”as a paradigm in research，we should also pay
attention to differences and similarities among civilizations such as their various scopes of time and space
and social structures as well as their unique natures and levels of differences．

Approaches to Studying the Employment System in Medieval England in the West / / Xu Hao

In the past，scholars regarded the production of employment as a major indicator in the study of the
germination of capitalism． Yet the germination of capitalism is merely one of the many perspectives through
which to study the employment system． J． E． T． Rogers published the first and second volumes of A History
of Agriculture and Prices in England in 1866． Since then，the study of employment in medieval England
has been undertaking over the course of one and half a century，giving rise to three paradigms，including
the one focused on the purchasing power of laborer's wages from the Middle Ages to early modern by
Rogers，the one that argued for the rise of capitalist employment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by Karl Marx，and
the one that was focused on wage labor in the Middle Ages． The study of medieval wage labor also includes
three research approaches including a manor perspective of constitutional history and economic history，a
social structure perspective of social history，and a history of the below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A survey of the above-mentioned approaches will help us to identify their value as well
as limitations． It is also useful to examine their legacy dialectically and to reflect upon the nature of the
employment system in medieval England and its relationship with capitalism or modern employment system
in order to construct our own research paradigm on this issue．

“Experience”and“Emotion” in the Recent Historiography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 / Pang
Guanqun，Zha Shaochen

In the past two decades，historians have increasingly paid attention to the individual experiences and
emotions in the French Revolution． This new tendency has been long nurtured in the historiography of the
field． The orthodoxy theory once regarded class confrontation as the root cause of the revolution，while the
revisionist theory replaced it with discursive conflict． Both theories，however，overlooked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humanity and the atmosphere of the Revolution． Influenced by emotional history and other
contemporary historiographical trends， some researchers of the Revolution now take account of the
individual agency， in attempt to reevaluate the Revolu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dividual lives，
emotions，and experiences． Historians conclude that even if people living in the French Revolution were in
exercise of reasoning，they were also making decisions while being affected by emotions，particularly at
some radical situations． Personal experience，in relation with emotions and traumas，could have contributed
to political decisions and pushed the Revolution forward． This trend of scholarship could complement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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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isting schema in this field and deepen our comprehension of revolutionary politics． But we also need to be
aware of the danger of over-empathy，as it is unfair to defend the negative consequences of the Revolution
with personal experiences and emotions．

Rethinking the Study of “Satoyama” in Japan through the Lens of Environmental History / /
Chen Xiang

Since the middle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Japanese academic community has undergone several stages
in the study of “Satoyam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nvironmental history，including “Satoyama”as
resource，“Satoyama” as landscape and space，“Satoyama” as symbol of biological diversity，and
“Satoyama” as symbol of cultural diversity． In this context of academic development，Shoji Mizuno
represents a leading figure in the study of medie val Japanese environmental history． Although his research
method resembles that of Yoshihiko Amino，who also had a great impact on the study of Japanese medieval
history，Mizuno has filled the gap in Amino's scholarship that overlooked the topics such as the space，
livelihood，and common ownership of Satoyama． With the deepening of the research of environmental
history in Japan，scholars have attempted with two academic paradigms in the study of“Satoyama”: one is
the problem of deforestation of Satoyama's ecological system; the other is the gradual promotion of a cultural
approach to the environmental historical studies of Satoyama． To this day，there is an obvious cultural turn
in the study of medie val Japanese environmental history，which will have a great impact on the field of
Japanese environmental history and environmental policy．

Through the Lens of Landscape: On English Historian William Hoskins' Devotion to the Local and
His Engagement with Public History / / Mei Xueqin

As“a very English Historian of England”，William Hoskins grew up in this country's colorful
landscape culture． He focused on England and its landscape in his historical research，which was highly
regarded not only in academia but also among the public． He started with researching his hometown Devon
and its history． He then gradually expanded and strengthened his interest in the history of local landscape，
and accumulated rich knowledge about the history of Landscape in England． Through the lens of
landscape，he revisited the past through critically examining the reality． By delivering public speeches and
writing books，he dug into the deep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roots of landscape，striving to promote its public
value． He also actively participated in public history primarily by publicizing the stories about the local
landscape and making efforts to protect it． His work is an embodiment of the significance when a public
historian acted upon his local feelings． It provides a useful reference for us to think about how to further
promote public history both in its content and format，and how historiography can help to nurture local
cultures as well as to offer education on national citizenry．

On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Zhang Xuecheng's View on Historiography / / Cui Zhuang

In Zhang Xuecheng's mind，historiography，with its compiling methods of collecting facts and phrasing
arguments，has a mission to serve the world． The essence of his historical theory can be summed up
according to the following four principles: historical justice has to be grasped free of external influences;
such justice shall be judged solely based on facts; historical events need to be written according to the
standard literary style; and the style is not subject to historical events． These rules are woven into different
layers yet follow a strict logic． That is，justice is the core that is determined by historians' insight;
historical events are the content that comes from the historians' learning; literary style has an impact on the
scope of historical works' influence，which primarily depends on historians' talent;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tyle and the events，such as whether historical writing can become free of the interference of
the facts，has a decisive impact on the expression of justice in the writing，which depends on historians'
mor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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