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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直至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历史教育才成为法国初等学校的必修课程，其中，对历史教育所具有

的公民政治教育功能的高度肯定与期待，以及相对稳定的社会政治环境起到了关键作用。与此同时，初等学

校历史教育也在思想上为共和制国家在法兰西的稳固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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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国开展初等学校历史教育的要求始于大

革命，散见于其后近一个世纪中有关初等教育改革

的计划、法案和法令中。然而，直至第三共和国成立

后，历史教育才真正进入初等学校并成为其必修课

程。学校历史教育的政治倾向问题自 19 世纪后期

起就已经引起一些法国史学家的关注①。部分当代

史学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19 世纪至 20 世纪

上半叶，法国学校历史教育的发展与政治社会的

变迁之间存在密切关系②。这些研究无疑都从一个

侧面揭示了历史在此期间开始逐步被视为国民所

必需的知识，但却未对法兰西共和制国家为何特别

重视初等学校历史教育问题展开探讨。笔者认为，

鉴于在法国，直至 20 世纪上半叶，初等教育仍为绝

大多数普通民众子弟所接受的全部教育，考察历史

教育进入法国初等学校的曲折历程、历史教育的内

容及其引发的社会反响，有助于我们深入了解历史

教育在法兰西建立、反复与巩固过程中所发挥的重

要作用。

直至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初期，法国初等学校

基本未开设历史课③。1871 年 10 月 16 日，塞纳省

初等教育分部部长格雷阿规定在全省使用统一的

初等学校课程表，在该课程表中，历史与地理合并

为一门史地课，各年级每日均安排了半小时至一

小时的史地课。塞纳省实施统一课程表的做法得

到时任公共教育临时委员会主席汝尔·西蒙的赞

赏。同年 11 月 18 日，西蒙致书各学区督学，要求

各学区均制定本学区统一执行的初等学校课程

表。自 1872 年起，初等学校统一课程表制度开始

在全国范围内执行，各学区制定的统一课程表中

无一例外地设置了一门史地课，历史因而在事实

上成为初等学校的必修课程。1882 年 3 月 28 日，

法国义务初等教育法颁布，第一条明确规定，初等

教育内容包括“历史，以法国史为主”[1] (p.274)。同年 7
月 27 日，初等教育教学大纲出台，其中规定各年

级每日安排一个小时左右的史地课，同时，对各年

级历史教育的范畴也作出如下规定：“初级班：用

通俗语言叙述法国历史从起源至百年战争时期的

重要人物和事件。中级班：法国历史基础知识，重

点讲述百年战争迄今的历史。高级班：世界历史基

础知识，系统复习法国历史，深入学习法国现代历

一、初等学校历史教育的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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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2] (p.92)该大纲一直沿用至第三共和国末期，其

间仅对各年级学习的历史时段做过调整，加大了

现代历史的学习比重。
然而，普及国民历史知识教育的要求和尝试

并非始自第三共和国。1789 年大革命爆发后，法国

部分有识之士就敏锐意识到历史教育具有重要的

政治宣传功能，开始要求在初等学校讲授历史知

识以培养新时代的公民。1791 年，塔列朗在向制宪

议会提交的“关于公共教育的报告”中指出，“历史

是树立典范以激励民众的有效方式”，初等学校应

讲授“历史基础知识”，尤其是“自由民族的历史、
法国历史即法兰西民族的历史”。1793 年，勒佩勒

提埃也在其教育改革计划中要求在初等学校开设

历史课程，强调儿童应当学习“自由民族以及法国

革命历史上最动人的英雄事迹”。[3] (pp.129,377)1794 年

11 月 17 日，国民公会颁布“初等学校组织法令”，
规定在初等学校讲授“自由民族的历史”[4] (p.52)。这

是法国首部规定历史教育为初等学校教育内容的

教育法令。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报告、计划和法令

均强调，初等学校历史教育的中心内容是“自由民

族的历史”，以法兰西民族史为中心内容的共和派

历史观显然已经取代了以君王史传为主线的传统

历史观，这对学校历史教育的内容与主旨产生重

大影响，历史教育的公民政治教育功能也因此得

到前所未有的放大。然而，大革命时期政局动荡，

政府实际上无暇顾及教育问题，相继颁布的各项

教育法令无一得到贯彻执行，革命者通过学校历

史教育培养一代新人的美好愿望也化为泡影。第

二共和国时期，1848 年 6 月，卡尔诺在向制宪议会

提交的初等教育法案中，也要求在初等学校开展

历史教育。然而，第二共和国在短暂的“人民的春

天”后迅速走向反动，卡尔诺法案被搁置。虽然

1850 年颁布的初等教育法规定，初等教育“可以包

含”历史基础知识，但“可以包含”这一并非强制性

的措词，使得本来即非初等学校传统教育内容的

历史教育备受忽视。而在大革命后相继建立的王

朝和帝国的统治者关心的则是在初等学校强化宗

教教育，以巩固建立在君权神授理论基础上的政

体。第一帝国和复辟王朝时期颁布的初等教育法

只字未提历史教育；七月王朝颁布的初等教育法

虽然规定在初等教育的高级阶段即高级小学讲授

法国历史基础知识，但当时的高级小学附设在中

学内，实际上是初等教育的“贵族学校”，罕有普通

民众子弟入读；第二帝国于 1867 年颁布的初等教

育法虽然也规定历史和地理基础知识为初等学校

的必修内容并于次年制定了初等学校历史教育大

纲。但正如 1871 年西蒙主持的调查显示，1867 年

的初等教育法实际上并未得到执行。而历史教育之

所以能够在第三共和时期真正成为初等学校的必

修课程，除了得益于第三共和政府对初等教育改革

的倾力支持与落实外，还有深层次的政治原因。
首先，第三共和国的共和派深刻认识到共和

国的成立并不意味着共和制度获得了法国大多数

民众的支持。法兰西第一和第二共和国先后被占

法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用手中的选票葬送，而

且，就在第三共和国诞生前几个月，帝国秩序依然

得到绝大多数选民的支持。第三共和国初年，来自

农村的选票又将大量君主派送入国民议会，选举

出一届“地主议会”。麦克马洪当选总统后，组织的

清一色君主派内阁提出重建以王权和教权为基础

的道德秩序，复辟势力甚嚣尘上。虽然共和派自

1879 年起全面掌握了国家政权，但君主派和帝制

派仍时刻伺机制造各种政治和社会危机，向共和

政府发起反扑。其中，布朗热运动席卷全国，险些

令共和国再度蒙受被颠覆的厄运；德雷福斯案件

也让一度收敛和隐藏起来的顽固的君主主义者、
保守的天主教徒与民族主义者等反动势力再度纠

集起来挑衅共和国。可以说，自诞生之日起，第三

共和国就笼罩在君主制或帝制的复辟威胁之中。
其次，广大乡村民众对国家与民族的观念十

分淡薄，在很大程度上仍游离于法兰西民族共同

体之外。普法战争期间，巴黎人“群情激昂”，外省

却弥漫着沮丧和恐惧的情绪，农民厌战、反战甚至

里通外国的行为在各地普遍存在。据记载，阿尔代

斯和利摹日的乡民反对战争，甚至敌视途经该地

的法军；中部地区的民众只盼望结束战争，愿意

“为了和平而不惜一切代价”；索瓦松、博维、维赞

等地的村民拒绝加入国民自卫队。厌恶战争的农

民甚至高喊：“打倒共和国！皇帝万岁！普鲁士万

岁！”他们拒绝向法军将士提供粮食，反而将粮食

供给他们畏惧的普鲁士军队，还泄露法国游击队

员的行踪，甚至将其捕送普军[5] (pp.155~156)。
因此，如何争取农民对共和制度的支持，如何

强化农民的国家和民族情感，使得共和国真正成

为“农民的共和国”①，是共和派亟待解决的关键问

① 1884 年 4 月 15 日，汝尔·费里在演讲中肯定农民是共和

体制的基础，强调：“共和国若非农民的共和国则必将灭

亡。”参见 Barral P. Les agrariens fran觭ais de Méline à
Pisani[M]. Paris : Colin, 1968, 第 3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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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在面向广大民众子弟的初等学校传播共和思

想，培养支持共和制度的未来公民和选民，从而为

共和国打下坚实的思想基础，因而成为共和派领

导的初等教育改革的中心内容。历史教育因其独

特的学科特点而被共和派视为激发学童的爱国情

感、树立法兰西民族观念和共和思想的重要思想

宣传工具。第三共和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埃尔内斯·
拉维斯对小学历史教师的一席话，充分反映出共和

派对历史教育的殷切期望：“历史教育负有让学童热

爱和了解祖国的责任……如果学童不在头脑中铭

刻下我们光荣的民族史；如果他们不知道先辈们为

了崇高的事业在无数战场上战斗过；如果他们不知

道祖国的统一是用无数的鲜血和努力换来的；如果

他们没有成长为具有强烈责任感的公民和热爱军

旗的士兵，历史教师就白白浪费了时间。”[6] (pp.208~210)

时任公共教育部长布尔汝瓦也强调：“历史教师是

捍卫民族统一的律师……历史能够而且必须协助

强化民族情感。”[7] (p.19)肩负历史教育重任的历史教

师也深刻认识到历史教育所承载的政治和社会宣

传功能，他们明确表示：“教师应通过历史教育传播

爱国主义思想，将其铭刻在学生的头脑里。”[8] (p.77)

“我们讲授法国历史的目的就是培养真诚的爱国

者。”[9] (p.114)“历史是让法国人自幼就形成爱国、义务

和牺牲观念的最有效的方式，历史教育尤其能让我

们为法国培养出勇敢的士兵和无畏的公民。”[10] (p.54)

历史课程被设置为初等学校的必修课程，以

及上至政府下至教师对历史教育的热切期待，使

得历史教育的公民政治教育功能在第三共和国时

期得到充分发挥，历史教育的载体———初等学校

历史教科书则是这一功能的最佳体现。

在第三共和国时期，初等学校历史教科书迎

来了一个编写与出版的高峰。很多法国人满腔热

情地投入到初等学校历史教科书的编写工作，其

中不乏学界、政界知名人士，如著名历史学家、法
兰西学院院士、巴黎高等师范学院院长拉维斯、巴
黎大学历史学教授奥拉尔、公共教育部总督学卡

兹和德比杜、公共教育部高等理事会理事戴维纳、
初等教育督学穆斯梯尔等。历史教科书编者们纷

纷在教科书前言中宣布，自己编写的教科书“以人

民解放史取代了国王传记”[11]，“歌颂法国大革命开

辟的理性和正义事业，以历史事实证明我国政体

所依据的各项原则的合理性……摒弃一切分裂因

素，突出一切利于团结的因素、突出自由民主原则

以及忠于大革命精神的法国人民所共有的各项原

则”[12]，殷切希望学童牢记今日的“幸福”和“自由”
是先辈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得来的，明白自己的

“首要任务是热爱祖国”[13]，深切体会到“共和国的

优越性”，成长为“追求进步的人、真诚高尚的共和

派、优秀的法国人，对法国大革命所开辟的、第三

共和国继续进行的伟大事业充满信心”[14]。为此，编

者们围绕祖国、共和国和法兰西民族这三个核心

概念，层层深入地构建起一个全新的历史教育模

式。
首先，法国历史上三位顽强抵御外族侵略者，

但却最终落败的英雄，即维尔森吉托克里斯、贞德

和甘必大成为编者们浓墨重彩赞誉的爱国民族英

雄。率领部落英勇抗击罗马侵略军的维尔森吉托

克里斯被誉为法国历史上的“第一位英雄，最伟大

的英雄”，“为了国家的独立与统一，甘愿牺牲自

我”[11] (p.3)，“保全了高卢的荣誉”[15] (p.15)，使得“高卢

虽然向罗马俯首称臣，但却输得光彩”[16] (p.14)。百年

战争的爱国英雄首推农家女贞德，这位“祖国的圣

女”“热爱法国，希望拯救法国”[12] (p.57)。拉维斯甚至

要求教师在讲完贞德的英雄事迹后，必须带领全

体学童高呼“法国万岁”[15] (p.116)。甘必大则代表了普

法战争时期的抗战英雄，“震撼于他那铿锵有力的

言语，法国重新站起来了；崇高的英雄行为在各地

涌现。爱国激情洋溢在维尔森吉托克里斯和贞德

的故土上！高涨的士气虽未令我们免于失败，但法

国的荣誉得以保全！”[11] (p.113)

应该说，这种爱国主义教育与第三共和国惨

痛的开国史不无关系，回应了当时法兰西民族亟

待尽快摆脱战败的负面影响，提升民族士气的需

要。另外，编者们重点记叙高卢、百年战争和普法

战争三个时期的爱国英雄也绝非偶然之举。法兰

西民族视高卢人为祖先，几乎所有历史教科书均

以“我们的祖先高卢人”开篇。百年战争则第一次

激发起高昂的法兰西民族感情，被视为“法兰西民

族史的开端”[17] (p.24)。歌颂维尔森吉托克里斯和贞德

虽然战败但令强敌钦佩，就是在为法兰西民族不

畏强暴的爱国主义精神奠定历史的基础。而普法

战争时期的法国与高卢和百年战争时期的法国遭

外族强敌入侵的历史何其相似，法兰西民族的苦

难史将历史长河中涌现的这些英雄串联在一起。
教科书编者们用英雄的事迹鼓舞学童：“擦干眼

二、初等学校历史教育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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泪，孩子们……抬起头，记住自己是一个伟大的、
勇敢的民族的孩子。”[11] (p.93)“孩子们，你们了解了昨

天的法国，明天的法国将由你们来创造。你们要让

她永远伟大，永远受到敬仰。”[18] (p.265)显然，正面诠

释民族苦难，激发法兰西年青一代的爱国热情，正

是这种爱国主义教育的目的所在。
第二，编者们进一步宣扬共和制是法国的最

佳政治体制，热爱共和制即热爱法国。编者们或强

调：“一百年前，法国由一个国王统治，今天，它已

经是一个共和国了，法国人自己统治自己”[13] (p.1)；

或要求学童论述“人民主权的共和国优于王权无

任何限制的专制王朝”，并为学童列出如下提纲：

“1.专制王朝：缺乏监督；国王专横（路易十四及其

错误）、自私（路易十五及其错误）。2.共和国：人民

拥有选举权；人民有义务正确投票；人民淘汰不合

格的当选人；人民行使监督权。结论：共和国优于

专制王朝”[14] (p.141)；或以图表的形式让学童对大革

命前后法国的巨变一目了然[11] (p.106)：

同时，编者们还引导学童通过对比大革命前

后法国两种政治制度的优劣来思考大革命必然爆

发的原因：“专制王朝将法国迅速推向深渊，一场

规模宏大的革命是必然的。”[14] (p.251)“国王和人民的

利益相互对立：革命爆发了。”[12] (p.105)“请解释路易

十四的统治如何酝酿了大革命。”[13] (p.140)“我们能否

预见一场革命即将发生？”[18] (p.134)这样的对比与思考

显然是希望学童深刻认识到“惟有共和政府才能保

障自由，才能保障人民主权真正得到行使”[19] (p.220)，

认识到“自 1870 年起，共和政府就是法国合法且

永久的政府”[14] (p.251)，认识到“未来是属于共和国的

……共和政府是卓越的民主政府”[11] (p.140)，从而成

长为坚定的共和主义者。
这些政治立场鲜明的教科书编者们在宣传共

和思想，抨击君主制和帝制的同时，不可避免地会

对曾经是王朝和帝国的支持者，当前仍对共和体

制存在抵触情绪的天主教会作出负面评述。部分

编者斥责天主教会禁止信仰自由，残害异见分子，

发动宗教战争等，但却闭口不提教会在法国历史

上曾起过的积极作用。部分编者对贞德等历史人

物进行去宗教化的处理，他们强调贞德被宗教裁

判所处以火刑，但对于贞德听从神谕而肩负起拯

救法国重任的传说，则要么使用贞德“以为”或“似

乎”听见圣徒指示之类的含糊字眼，要么避而不

谈，要么予以否认。同时，在涉及大革命时期的恐

怖和血腥事件时，编者们要么保持沉默，要么措词

温和，强调实施恐怖政策的目的在于抗敌救国。天

主教会对此极为不满。1909 年 9 月 4 日，天主教会

公开宣布十四部初等教育教科书为禁书，其中历

史教科书就占了八部，包括卡尔维、戴维纳、布罗

索莱特编著的三部《法国史》，纪约和马纳、高蒂耶

和德尚、奥拉尔和德比杜合著的三部《法国史》以

及罗日耶和德皮凯合著的《法国史》与《法国文化

史简易读物》。天主教会指责这些历史教科书歪曲

历史事实，是“带有偏见的政治论著”[21] (p.52)，要求家

长谨慎择校，避免送子女入读坚持使用禁书的学

校。各地先后发生神甫亲自或指使学生及其家长

焚烧被禁教科书、煽动家长抵制公立世俗学校的

事件，引发了一场波及全国的“教科书战争”，成为

法国初等教育史上尤为瞩目的事件①。
第三，在爱国主义思想和共和思想教育的基

础上，编者们力图树立起法兰西民族大家庭的观

念。编者们高度评价象征团结的结盟节：“这一天，

来自各地的民众产生了兄弟般的情感，他们组成

一个家庭，一个民族。”[12] (p.152)“这一天，所有法国人

都忘记了旧日的仇恨，结成联盟，怀着对祖国、对
自由的爱，团结在一起。”[19] (p.154)他们告诉学童：“法

国所有居民都是同一个家庭的成员，应当像兄弟

般友爱。”[20] (p.418)同时，他们严厉斥责民族分裂和内

战对国家的危害，以高卢因分裂而战败为例警示

学童：“高卢人和罗马人一样勇敢；然而，罗马人团

结为一个民族，高卢人却分裂成许多小部落，相互

争战，不懂得团结起来抵御外敌。”[15] (p.10)“高卢人忘

不了彼此的分裂，无法团结起来一致对敌，恺撒则

乘机接连得胜。”[19] (p.3)“恺撒曾说过，倘若高卢团结

起来，建立起统一的国家，齐心协力，就完全可以

抵抗整个世界”[16] (p.3)百年战争期间，法国两大封建

派别勃艮第派和阿曼涅克派内讧，使得英军以少

胜多大败法军的事件，也成为历史教科书编者经

常援引的反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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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关于这场教科书战争，详见曾晓阳：《试析法国近代两次

“教科书战争”》，世界历史，2010 年第 5 期，第 64 至 7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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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初等教育分部部长费尔蒂南·比松在 1883 年 10 月 15 日

出版的《教育杂志》上撰文道：“共和国修建了学校，学校

必将成就共和国”。参见 Capéran L. Histoire de la la?
cité républicaine Paris : Nouvelles Editions Latines, 1961,
第 2 页。

19 世纪法国著名历史学家汝尔·米什莱曾

敏锐地指出：“政治的首要部分是什么？是教育。
第二部分是什么？是教育。第三部分呢？还是教

育。”[22] (p.269)致力于普及民众教育的法国教育联盟

更是坦言：“谁掌握了法国的学校，谁就掌握了法

国。”[1] (p.279)的确，大革命后，法国政体历经嬗变，政

体基础异常脆弱，通过初等学校教育来培养支持

政体的民众，便成为法国相继建立各政体的一个

共识。然而，不同的政体采取的具体教育措施则大

相径庭，帝制和君主制注重的是强化宗教教育以

培养驯良的臣民，而共和制国家则在初等学校中

大力开展爱国主义、共和思想和民族统一思想教

育以培养共和国明智的公民和选民。历史教育于

是被共和派赋予公民政治教育的重任。法兰西三

种共和制国家都力图在初等学校开展历史教育，

而这一愿望最终由第三共和国的教育改革者付诸

实现。第三共和国时期，历史教科书编者对传统历

史观的革新，以及新编历史教科书所引发的激烈

纷争，既凸显了时人对学校历史教育的关注，又反

映了历史教育所蕴含的重要的政治和社会宣传功

能。历史也证明，第三共和国初等学校的教育是成

功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法国民众积极响应政

府发布的总动员令，在“保卫祖国”、“保卫法兰西”
的口号下踊跃应征入伍，“成千上万的热血青年毫

不犹豫、毫不畏惧地离开家人，应征入伍，将生命

奉献给危难中的祖国。”[23] (p.761)教士也不例外。据教

会在战后出版的《朝圣者年鉴》统计，有 32,699 位

教士参军，其中 4618 人战死沙场[24] (p.322)。妇女儿童

也积极响应内阁总理于 1914 年 8 月 6 日发布的

《告法国女公民书》：“如常进行农活，完成本年的

夏收并为来年的收成做好准备。”[25] (p.54)勒尔—卢瓦

省圣卢村的一个 17 岁的农村少年格拉度写下了

一段这样的文字：“所有女人、孩子、老人，所有人

都去收割小麦，收完了自家麦子就去帮别人收，我

们把所有的麦子都收完了。”[26] (p.401)可以说，第一次

世界大战时期，全体法国人民都投入到“保卫祖

国”的战斗中，与普法战争时期消极抗战甚至通敌

的民众形成鲜明的对比。这也从一个侧面表明，在

19 世纪七八十年代共和派领导的初等教育改革后

的三四十年间，第三共和国的初等学校教育，尤其

是历史等带有公民政治教育性质的课程，在很大

程度上将一代代的学童培养成为捍卫祖国、支持

共和、维护民族统一的公民和战士，回应了共和派

教育改革者通过“共和国的学校”奠定共和国①的

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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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苑撷英·

应科学界定“辛亥革命”这个概论

“辛亥革命”这个概念从诞生之日起，其涵义就在不断演变，仅从中国内地关于辛亥革

命的主流话语中，就可列举出以下三种界定“辛亥革命”的不同版本———“武昌起义说”
“1911 年革命风暴说”“广义狭义说”（狭义是指 1911 年的武昌首义和各省响应，这与权威

党史中界定基本是一致的；广义上的辛亥革命经历了一个漫长过程，即包括从 1894 年兴中

会成立到 1913 年“二次”革命失败共 19 年的革命）。作者在《探索与争鸣》撰文指出，“辛亥

革命”与孙中山领导的“国民革命”有关不同的历史内涵。“辛亥革命”作为一次重大政治事

件和历史性变革，应该是指狭义上的“1911 年的武昌首义和各省响应”，只是孙中山遗嘱中

所说的“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中的一个阶段；其结果是胜利了，其历史功绩是推翻

了清王朝的统治，结束了封建君主专制，建立了中华民国。而孙中山领导的“国民革命”，则

是经历了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大致时间范围是从 1894 年兴中会成立到 1925 年孙中山逝

世。期间，孙中山领导革命派发动了多次武装起义，仅在 1911 年武昌起义爆发前就有广州

起义等十次之多，而辛亥革命则是孙中山领导的“国民革命”过程中最成功的一次，此外还

包括后来的“二次革命”、“护法运动”等等。但是，孙中山领导的几十年“国民革命”，未能实

现“求中国之自由平等”之目的，因此，他遗憾地留下了“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的
政治遗嘱。

（摘自《探索与争鸣》2011 年第 11 期 作者 李庆英）

6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