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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序

在当今社会，知识分子这一特殊社会群体的地位与作用日渐彰

显，“知识分子”亦成了一个在传媒中出现频率极高的术语。虽然

对知识分子这一社会群体的界定，至今仍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

对知识分子的研究，自20世纪中叶以来，始终是国外人文社会科学

领域的热点之一。其中，不少外国史学家亦纷纷涉足这方面的研

究。尤其是在知识分子曾在本国社会文化与政治舞台上扮演重要角

色的法国，在20世纪晚期社会文化史研究日趋升温与一度备受冷落

的政治史重新焕发生机的大背景下，甚至诞生了一门逐渐成为当今

法国史坛显学的史学新分支——知识分子史。

在20世纪晚期法国知识分子史研究逐渐成为法国史坛显学的过

程中，最有力的推动者当属两位先后执教于法国著名学府巴黎政治

学院的著名历史学家，他们分别是曾任教于里尔第三大学、现任巴

黎政治学院教授和20世纪欧洲史研究中心主任的让-弗朗索瓦·西

里奈利（Jean-François Sirinelli，1949— ），以及曾长期担任

巴黎政治学院历史学教授、现已从该校退休的本书作者米歇尔·维

诺克（Michel Winock，1937— ）。

1986年初，西里奈利在《20世纪》（Vingtième Siècle ）上

发表长篇论文《偶然还是必然？一种正在建构中的史学：知识分子

史》 (1) ，引人瞩目地打出知识分子史的旗号，并初步阐释了这一

史学新分支的研究对象及其研究方法与特征。两年后，他又在法国

当代著名政治史学家勒内·雷蒙（René Rémond）主编的《为了一

种政治史》（一译《捍卫政治史》）中，以《知识分子》一文继续

阐发知识分子史的特征及其研究方法。西里奈利在文中反复强调，

知识分子史的研究领域由政治史、社会史和文化史交叉而成，因而



在其研究过程中，有三种研究路径最值得倚重：其一是对知识分子

发展历程的梳理，其二是对知识分子社交性（sociabilité）结构

的考察，其三是从“代际”角度对知识分子进行审视。 (2) 难能可

贵的是，西里奈利不仅撰文倡导同道研究知识分子史，他本人也始

终身体力行，佳作迭出。如1986年，他与另一位年富力强的史学家

帕斯卡尔·奥里（Pascal Ory）联袂出版《法国知识分子：从德雷

福斯事件至当代》 (3) 。该书出版后好评如潮，并分别在1992、

1996、2002、2004年多次再版。1988年，他在国家博士论文的基础

上整理出版《一代知识分子——两次大战之间的高等师范文科预备

班和巴黎高师的学员》。该书出版后曾荣获法兰西学院奖并在90年

代中期再版。1990年，他又出版《知识分子与法兰西激情：20世纪

的声明和请愿书》。该书一问世，即引起法国文化界的广泛关注，

报刊、电视等传媒更是争相介绍与评论。1995年，西里奈利又推出

力作《20世纪的两位知识分子：萨特与阿隆》。由于该书生动描述

并深刻分析了战后法国左翼知识分子领衔人物萨特与法国自由派知

识分子旗手雷蒙·阿隆之间的关系，尤其是两人在战后“辉煌的三

十年”（1945—1975）期间展开的“三十年战争”，出版后再次受

到传媒与读者的广泛关注。 (4) 凭借这些成果的影响与学术地位的

大幅提高，西里奈利不仅得以从外省的大学来到巴黎名牌大学执掌

教鞭，还担任了法国著名史学刊物《历史评论》（ Revue

historique ）和法国历史科学委员会的负责人。

如果说西里奈利是此一时期法国知识分子史研究勃兴的首功之

臣，那么本书作者米歇尔·维诺克则堪称第二号功臣。维诺克的成

名作是他在1970年33岁时与年龄相仿的让－皮埃尔·阿泽马

（Jean-Pierre Azéma）合著的《法兰西第三共和国》。该书在由

他撰写的部分，尤其是涉及20世纪30年代的篇章中，就已经对两次

大战之间的法国知识分子做了很有见地的分析。1975年，他在



《〈精神〉杂志的政治史（1930—1950）》一书中对以埃马纽埃尔

·穆尼埃为首、以《精神》杂志为阵地的知识分子群体，展开了扎

实的研究和透彻的分析。该书后来被视为法国知识分子史研究的代

表性著作（1996年的最新版本已易名为“《精神》：城市中的知识

分子[1930—1950]”）。此后，他不仅在多家著名杂志上撰文呼吁

加强知识分子史的研究，还在其主编的法国著名史学杂志《历史》

（L'Histoire ）中频频发表涉及法国知识分子史的文章。1997

年，维诺克又出版了全面梳理与审视20世纪法国知识分子史的新作

《法国知识分子的世纪》。 (5) 该书出版后大受欢迎，颇为畅销，

很快就荣获该年度法国图书大奖——美第奇奖。1999年，为便于广

大读者购买阅读，该书又以袖珍本的形式修订再版。

要而言之，正是在西里奈利、维诺克等法国史学家的推动下，

法国知识分子史的研究在20世纪晚期逐渐进入勃兴阶段。具体表现

是：一方面，史学杂志中涉及法国知识分子史研究的专题论文比例

持续升高；另一方面，涉及法国知识分子史的专著不断涌现。与此

同时，一些与此相关的工具书也不时问世。如在1996年，本书作者

与法国另一位著名的现当代史专家雅克·朱利亚尔（Jacques

Julliard）联袂主编了《法国知识分子辞典》。 (6) 此外，在一定

程度上也颇能说明问题的是，1995年两位作者在合著的《20世纪法

国文化与知识史》一书的导论中明确主张，正如文化史并非艺术

史，知识史（l'histoire intellectuelle，我国学者以前大多将

其译为思想史或心智史）亦不是贯穿于某一特定时期的各种政治、

哲学与宗教观念的编年史。知识史应当是知识分子史（l'histoire

des intellectuels），研究对象是知识分子的“介入”、“代

际”现象以及他们在法国占有的独特地位。 (7) 2001年11月，在西

里奈利等人的主持下，一群法国学者在巴黎召开知识分子史研究的

学术讨论会，并在2003年出版了该学术讨论会的论文集《知识分子



史之现状》 (8) ，此会的召开与论文集的出版，无疑进一步推动了

法国知识分子史研究的深入发展。

需要指出的是，鉴于法文中“知识分子”一词“诞生”于19与

20世纪之交的德雷福斯事件期间，而曾让不少法国人感叹不已的法

国知识分子的“终结”亦发生于20世纪晚期，因此，严格地说，一

部法国知识分子史或许也可以浓缩为20世纪的法国知识分子史。也

正因此，在20世纪晚期，研究法国知识分子史的法国史家基本上把

自己研究的人与事限定在20世纪内。换言之，堪称20世纪晚期法国

史坛显学之一的法国知识分子史，实际上一度主要是20世纪法国知

识分子史。 (9) 然而，虽然“知识分子”一词出现得较晚，但实际

上亦可称为知识分子的人，或曰与20世纪的知识分子有诸多相同之

处的人即便在法国亦早已有之。远的暂且不论，在18与19世纪的法

国，就至少有可分别以伏尔泰和雨果为代表的“哲人”和“作家”

群体。显然，一部完整的法国知识分子史，必须包括20世纪之前历

史时期的相关内容，或者说，必须要有“知识分子史”的“史前

史”——此处的“史前”主要针对“知识分子”一词的出现而言。

正是出于这一考虑，本书作者在以20世纪的法国知识分子为研究对

象的《法国知识分子的世纪》之后，非常自然地推出这部篇幅巨大

的著作，以具有社会关怀、勇于“介入”的19世纪法国作家（由书

中的内容可见，此处的作家显然是广义的）为研究对象，系统梳理

相关历史。

大凡对法国当代史坛以及法国历史著作的出版情况有所了解的

人都知道，本书作者是当今法国名列前茅的既高产又高质的历史学

家。维诺克的著作数量之多，取材范围之广，已经让人钦佩之至，

但更让人折服的地方是其作品每每能既叫好又叫座，既能得到行家

的充分好评，又在图书市场上有不俗表现——颇能说明问题的是，

他的绝大多数著作都出过袖珍本。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想必与这



位训练有素的历史学家在任教于巴黎政治学院之前，曾在《世界

报》《星期四事件》等著名报刊从事记者、编辑工作有很大关系

——关于这一点，人们不妨联想到同样有过新闻工作经历的威廉·

夏伊勒的《第三帝国的兴亡》和威廉·曼彻斯特的《光荣与梦想》

取得的巨大成功。维诺克撰写的这本著作在2001年出版后，即在同

年荣获2001年度法兰西学院罗兰·儒弗内尔奖（le prix Roland

Jouvenelle de l'Académie française）。此外，他在2004年出版

的《法国与犹太人：从1789年到当代》、2010年出版的《斯塔尔夫

人》还曾分别在2005年、2010年荣获蒙田奖与龚古尔传记奖。

读者在翻阅本书后将不难发现，诚如作者在导言中所表达的那

样，本书在很大程度上是一部19世纪的自由史。在本书中被“自

由”这条主线串在一起的两类人物，分别是一些比其他人更需要表

达自由，亦比其他人更愿意为表达自由而斗争的作家、政论家与记

者，以及将自己的才华用于颂扬以服从权力和教条为基础的传统秩

序的文人骚客。如果说1815年的“百日”、1848年二月革命以及

1870至1871年间的“凶年”为19世纪的法国作家、文人、艺术家等

提供了非同寻常的集体契机，那么他们之间围绕“自由”之类的重

大主题不时发生的热闹混战，构成了本书的主要内容。笔者以为，

中国读者在阅读本书的过程中似乎至少应当注意以下三点：

其一，在本书当中，相关作家是否入选、“出场”时机乃至篇

幅分配，所依从的主要是政治标准，而不是（纯）文学标准——作

者在书中更关注积极投身于政治的贡斯当或左拉，而不是在法国文

学史上地位或许要高一些的维尼或奈瓦尔，而且作者没有让巴尔扎

克在发表《幻灭》或《高老头》时登台，而是让他在创办虽没甚名

气但直接显示其正统主义倾向的杂志《巴黎评论》时出场，这些都

充分反映了作者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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