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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学者罗伯特·达恩顿的法
国启蒙运动研究，不以孟德斯鸠、伏
尔泰等哲人为研究主体，不关注启
蒙思想本身，而是围绕法国启蒙运
动及旧制度末年的社会、文化状况，
构筑了一个由文人、书商、“禁书”组
成的世界，从而拉近了启蒙运动与
普通大众的距离。《法国大革命前夕
的图书世界》是达恩顿时隔八年推
出的最新英文作品，也是中文世界
时隔八年再次推出达恩顿的新作，
以一位图书销售代表1778年的环法
之旅为主线，用浸入式写作引领读
者亲历图书贸易的各个环节，感受
出版业的激烈竞争和大众高涨的阅
读热情。书商们把满足读者的需求
当作生意努力经营，谁也没有想到
自己正在为一场革命做准备。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曲鹏

推销员眼里的书籍世界

1778年7月5日，卢梭去世三天
后，29岁的销售员法瓦尔热受瑞士
的纳沙泰尔出版社派遣，孤身一人
出差法国，一边推销书籍、催收欠
款、安排货运、调查市场需求，一边
考察书商，评估沿途遇到的各家书
商的品质和生意情况，若是还能顺
便打听到卢梭手稿的下落，那便是
再好不过了。

这家出版社在瑞士境内，与法
国东部边境距离很近，许多可能冒
犯天主教会、政府以及传统道德的
书籍，虽然无法通过法国书报检查，
却都可以在这里出版，然后通过各
种渠道进入法国境内。这家出版社
还印制利润可观的盗版书，在法国
有大量的图书批发业务。

纳沙泰尔毗邻法国东部边境，
法瓦尔热需要翻越边境的高山深
谷，而他的交通工具只有一匹马。为
了防御路上打劫的强盗，他还随身
带了一把猎刀和两把手枪。

除了通往巴黎的几条大道，其
他道路都坑坑洼洼，尘土飞扬，遇到
下雨便泥泞不堪，马匹一天要滑倒
好几次，他只得牵着马徒步行走，靴
子都被磨破了，浑身上下更是脏兮
兮的。

旅行的艰苦算不了什么，法瓦
尔热更在意如何完成出版社交给
的任务。纳沙泰尔出版社刚刚扩建
了印刷厂，市场对图书的需求也在
增加，特别是游记、小说、历史、自
然学科以及被书商称为“哲学书
籍”的非法书籍。尽管纳沙泰尔出
版社与法国所有大城市的书商都
建立了联系，但它还想增加市场份
额，扩大发行网络。法瓦尔热的这
趟法国之行，是出版社销售代表有
史以来最具雄心的一次差旅活动，
被寄予了深切的期望。

每到一处旅店，法瓦尔热都要
整理一番，因为要去拜访城市大街
上的书店时，他必须打扮得光鲜体
面才能引起书店老板的重视。他和
书商们艰难地谈判，有书商威逼他
降低图书定价，或者发脾气撕毁订
单，他依然坚定立场，丝毫不被动
摇；遇到欠债不还的书商，他就毫
不犹豫地把对方起诉到法院。

法瓦尔热每到一处目的地，先
查阅《出版年鉴》——— 一本列出了
法国所有城镇的书商和印刷商的
贸易手册，安排访问的顺序，接着
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捕捉有关书商
的人品和财富状况的传闻，随后进
行信息筛选，对书商做出“佳”“一
般”“可疑”“差”之类的评价，最后把
所遇到的每个书商的情况写成报
告，寄信给出版社的老板。这些评价
报告没有冷嘲热讽，显得实事求是：
家庭负担重的书商，“他得养一大家
子人，赚的又不多，这样是很难成功
的”；没结婚的年轻书商则看起来更
有前途，“他是个单身汉，图书也选
得不错，我觉得他是个诚实的人”。

18世纪的欧洲，没有哪一家大
出版社不靠销售代表就能做成生
意。法瓦尔热的这趟法国之行也存
在着竞争。另一家出版社的销售代
表的行程与法瓦尔热的路线相似，
却领先他几个城镇，而且他们推销
的书有很多雷同，法瓦尔热因此失
去了很多订单。直到对方病倒了，法
瓦尔热才抢到前面去。

此外，作为销售代表的法瓦尔
热还要了解哪些书商濒临破产、哪

些客户会承兑汇票、哪些审查官对
盗版盯得最紧、哪些理事控制着书
商行会、哪些货运代理商有最安全
的运输途径甚至是哪些车夫驾车不
会陷入泥沼。这都是凭借着一趟趟
出差，销售代表才逐渐积累起来的
经验和知识。

法瓦尔热还有一个重要的使
命，那便是从书商那里打探到印什
么书更有赚头。有人鼓动纳沙泰尔
出版社翻印在巴黎刚刚问世的《宾
夕法尼亚法律和宪法》，对两年前
爆发的美国革命感兴趣的人或许
会喜欢；而书商一致看好的是卢梭
的《忏悔录》，法尔瓦热写信给出版
社汇报：“人们坚信有这本书，不在
巴黎，但是可能在荷兰。那书可以
印上3000册。我们如果能很快搞到
它并通知我们所有的最佳客户，他
们肯定全都会要，甚至会用现金支
付”。

遵循着出版社规划的出差路
线，法瓦尔热先后到访蓬塔利耶、隆
勒索涅、布尔格、里昂、阿维尼翁、尼
姆、蒙彼利埃、马赛、图卢兹、波尔

多、拉罗谢尔、普瓦捷、卢丹、布卢
瓦、奥尔良、第戎和贝桑松等主要城
市，贯穿法国东部、南部、中部，五个
月后返回纳沙泰尔。出版社的董事
们，则根据他的工作汇报，打着无限
扩张生意的算盘。

挖不尽的资料宝库

法瓦尔热这趟环法之旅的所有
通信记录，被作为历史资料，收藏在
瑞士纳沙泰尔市立图书馆，无人关
注，直到被美国学者罗伯特·达恩顿
意外发现。

1939年出生于美国纽约的达恩
顿，曾在《纽瓦克明星纪事报》《纽约
时报》从事过短暂的记者工作，主要
报道犯罪案件，学会了“尊重读者，
不使用术语并尽力以生动直接的方
式来写作”，也为其随后学术生涯中
的故事性写作打下了基础。

1963年为了完成博士论文，一
个偶然的机会，达恩顿在某篇论文
的一个注释中发现，瑞士的纳沙泰
尔市立图书馆里保存着数量丰富的
历史资料，他欣喜万分，想去一探究
竟。两年后，他在纳沙泰尔研读着那
些档案资料时，犹如“进入历史学家
的梦境”。

这些资料主要是纳沙泰尔出
版社1769年至1789年的档案文件，
有出版社与图书行业联系人的各
种信件，也有出版社的账本、货运
记录等。凭着对档案材料的敏锐嗅
觉，达恩顿意识到，通过这些宝贵
的资料，也许会找到法国大革命前
夕图书市场的运作状况。

花费了十四个暑假和一个寒
假，达恩顿查阅了五万封信件和纳
沙泰尔出版社账本中的补充资料。
他的研究著作《启蒙运动的生意》

《旧制度时期的地下文学》《法国大
革命前的畅销禁书》《屠猫记》《拉
莫莱特之吻》等，都是在纳沙泰尔
出版社资料研究基础上完成的精
细的文本分析，探讨法国大革命前
夕的书籍的传播模式，那就是“传
播线路系统里的所有环节都会打
上一定的社会、经济、政治和思想
观念的烙印”。新近推出中文版的

《法国大革命前夕的图书世界》，则
是他关于纳沙泰尔出版社档案系
列研究的又一块拼图。

尽管达恩顿在国际史学界具有
较高的声誉，被学界公认为当代研
究启蒙运动的学者，他也同时在不
断遭受同行的质疑。

有评论者对达恩顿使用的档案
材料的权威性提出质疑，认为相对
于整个法语图书市场而言，纳沙泰
尔出版社所售非法书籍所占比重太
小。有人则指出，尽管资料丰富，但
档案记录始自1769年，孟德斯鸠、伏
尔泰、卢梭等伟大哲学家的主要作
品都已出版，档案中必然没有记录，
所以很难反映出启蒙运动期间思想
生活的全貌。对此，达恩顿在《屠猫
记》中也表示：“我无法解决证据和
代表性这两方面的难题。”

《法国大革命前夕的图书世
界》中，达恩顿也并不急于做出关
于图书与大革命、启蒙运动关系的
论断，而是跟随着出版社销售员的
足迹，描绘出一幅大革命前夕的书
业景象，让读者感受到“图书贸易
好像已深深嵌入旧制度时期的社
会秩序”。

如今的达恩顿，投身于推动图
书数字化，他把大量精心挑选的纳
沙泰尔的文献资料上传到一个公开
的网站上，如果读者感兴趣，可以通
过数字化的资源，找到自己的研究
途径。

卖书是生意还是启蒙？

曾有学者提出，法国大革命发
生的前期，十八世纪的欧洲也发生

了一场“阅读革命”，是读者不同阅
读习惯的转折点。他们认为从文艺
复兴到十八世纪中叶，欧洲人讲究

“精读”——— 因为能读到的书有限，
如《圣经》、宗教书籍等，他们把手
中的书反复阅读并与人分享；十八
世纪后半叶欧洲出现了很多阅读
俱乐部，受过教育的人开始“博
读”，浏览的更多的是数量比较大
的小说、报刊等印刷品，阅读目的
纯粹是为了消遣。

但在达恩顿看来，尽管读者的
阅读品质发生了一些变化，但所谓
的“阅读革命”未曾发生过。他承认
在旧制度统治末期，民众阅读的范
围广、数量多，这种变化更多是受
了卢梭的影响，卢梭就教导他的读
者不但要彻底“消化”书本，还要使
文学“融入人生”。因而这种阅读现
象只能视为“一个显著的历史现
象”——— 旧制度的读者住在一个当
今读者想象不到的心灵世界里。

启蒙思想书籍的传播，是图书
贸易研究的一个重要主题。法瓦尔
热遇到过一位书商，因反对新教和
启蒙运动而拒绝销售这类著作。但
书商的观点、品味或意识形态，真
的会影响他们的订货书单吗？

21岁就获得“国王印刷匠”头
衔的库雷，是当地书商首领，其家
族与印刷业和图书销售业有着深
远的渊源。他一边经营着图书生
意，一边做着文学梦。他发表的一
些作品表明了对启蒙运动理想的
热爱，但他在纳沙泰尔出版社的订
单里却鲜有这些启蒙哲人的著作。

兼职卖书的莱尔，是一名小学
校长，对伏尔泰表示钦佩，他下的
图书订单之所以包含了大多数著
名哲学家的著作，是因为它们“有
实实在在的销路，能赚到钱”。

书商里戈是纳沙泰尔出版社
一个重要的大客户，对梅西耶、孔
多塞和伏尔泰等人启蒙运动论著
有很大需求，也只是因为他们的书
具有销售潜力。同时他也抱怨卢梭
的著作某些单行本“卖得并不太
好，而且1782年卢梭的著作出得太
多，市场已经饱和”，抱怨伏尔泰为
了扩大影响力盗印自己出版过的
书，“临到生涯完结时，还不能丢掉
欺骗书商的习惯”。

无论是出版商还是书商，在达
恩顿看来，在大革命前夕，他们最
关心的事情是满足顾客的需求，做
图书生意的首要目标就是赚钱，如
同他们在信中说的那样，钱是“万
事之动力”。

在研究《百科全书》出版历史
时，达恩顿认为商业利益是《百科
全书》广泛传播的重要推动力，因
而得出了“生意就是生意，即使它
关乎启蒙”的论断。有批评者则认
为他夸大了经济在启蒙中的作用。
达恩顿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解释道：

“我没有把出版业和图书贸易等同
于启蒙运动。在我看来，启蒙运动
是一场由哲学家们所开启的思想
运动，我从来没有假装要写一部启
蒙运动史。那些书是如何到达读者
手中的？它们不是像变魔术一样自
动送到读者手里的，而要依靠文化
中间商的努力。当然，文化中间商
的动机是为了赚钱。”

1777年和1783年法国政府为
摧毁非法图书贸易颁布的法令，对
法国各地图书产业形成了毁灭性
的打击。马赛大书商莫西承认法国
政府的图书关税有可能掐断法国
书商与国外供应商之间的所有贸
易，“对此我能怎么办呢？我只有叹
气而已……患了重病，就要用猛
药，虽然会伤身体，但是能救命
啊。”美国的独立战争，也让人们失
去了阅读的兴趣，“除了政治，什么
都不关心”，转而去读信息量大、时
效性强、价格便宜的报纸和小册
子。1786年莫西断言：“十年后所有
的零售书商毫无疑问都会破产。”

环法出差五年后，1783年，法
瓦尔热离开濒临破产的纳沙泰尔
出版社，与兄弟一同经营食品杂货
生意去了。

当年他出差拜访的书商，仅有
几家维持经营到革命之后，图书贸
易在法国大革命爆发前夕已经陷
入严重的衰退。1787年7月27日，大
书商里戈给出版社写了最后一封
信：“我没有经常给你们下订单，这
不是我的错，是读者的错，他们好
像都不积极买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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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大革命前夕的图书世界》
[美]罗伯特·达恩顿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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