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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下半叶法国农民迁移的状况初探

潘玉虹 　陈建华

【摘 　要】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型的重要一环是 : 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城市人口占

有较大优势。世界上各发达国家在实现现代工业化时 , 都经历了这样的一个过程。近代欧洲农业

大国 ———法国在 19世纪下半叶出现了大量的农民迁移运动。受历史条件的限制 , 法国这一段时

期的人口迁移有着自己特殊的历程。我国也是一个农业大国 , 研究法国这一转型历程对我们这个

农业大国向工业化的转型有一定的反思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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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是传统的农业大国 , 它以农业和手工业相结合的小农经济为基础。19世纪上半叶的法国农业社会经历了大

革命的冲击 , 封建土地制度发生彻底改变。有相当一部分的土地掌握在农民手里。他们对拥有所有权的土地可以自由

支配 , 世代相传 , 不受干预。 “1882年 , 直接耕种者占土地经营者总数的 80% , 其耕种的土地面积占总面积的

60%。”[ 1 ]这种典型的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是法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一道巨大障碍。

一是农村人口密集 , 致使有些地区的劳动力过剩。从总体上看 , 19世纪中叶起 , 农村人口的密度增加 , 这主要

是由于出生率提高、死亡率下降。随着大革命风暴的过去 , 法国农民所处的境遇相对优越 , 小农经济获得迅速发展 ,

农民的出生率得到一定提高 , 科学与教育的发展使死亡率也显著下降。到第二帝国时期 , 农村人口自然增长率平均约

为 0. 4% , 农村居民平均密度每平方公里 73人。小土地所有者的耕地本来就很有限 , 随着人口的增加 , 一些多子女

小农家庭的子弟就成为家庭的多余劳动力。他们不得不流向需要劳力的地区。同时 , 这个时期劳动力的过剩更主要的

是这个时期技术推广、农学应用、工业化的结果。随着工业革命的进行 , 科学技术得以在农村推广。当时许多热衷于

农业改良的人结成了农业团体 , 研究农业改造 , 推广新型农具、新的耕种方法。特别是收割机、割草机、脱粒机等最

常用农业机器得到推广。1862年统计 , 在全国已有 9000部收割机和 10万部脱粒机。[ 2 ]这些初步的机械化减轻了农业

劳动的负担 , 农活所需要的劳力减少 , 致使一些短工失去了生计 , 被迫向需要劳力的地方迁移。

二是农村中传统的手工业受到工业化、自由贸易的冲击迅速衰落。19世纪中叶前 , 在法国农村 , 家庭手工业十

分盛行。大部分的农民家庭在农忙时在地里干活 , 农闲时 , 就从事一些如织布钩花、制作工具等手工业生产 , 以补贴

家庭日常开支。一些工艺精湛的农民甚至脱离农业生产专门从事小作坊生产。到了第二帝国时期 , 道路网络的开通 ,

工业生产的发展 , 城乡经济联系的加强 , 这些传统的手工业迅速衰落。1840年 , 在洛泽尔省的一个村庄的手工匠的

人数减少了一半 , 1896年整个布列塔尼仅剩下 1. 5万名纺工了。同时 , 农村中传统的冶铁业、木炭烧制业、采石业、

砖瓦业等也在减少。到 19世纪最后 20年 , 以地方原材料和地方市场为基础的农村传统小手工业在国民经济中已失去

了决定意义。这样 , 乡村小手工业的衰落推动着那些因土地不足而必须到乡村工场做工的人向城市迁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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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城市的发展、道路的修建吸引着大量的年轻人。第二帝国为发展经济而实行了一系列有利于法国工业革命进

行的措施 , 因此法国在 19世纪下半叶的工业得到了较快发展。从 19世纪 50、60年代起。法国的交通运输有了可以

称之为 “革命 ”的突破性的发展。1860年 , 通车的铁路线长约 9000公里 , 1882年铁路总长跃至 26327公里。同时公

路建设也逐渐完善 , 1862 - 1881年间 , 维修好的乡村公路由 265, 504公里增至 362, 200公里。[ 1 ]这使封闭的乡村逐

渐被打开。交通运输的发展加强了城乡联系 , 开阔了农民的眼界 , 同时也为农民提供了大量的工作机会。

四是根瘤蚜虫病使葡萄大大减产 , 当地的一些农民被迫迁移。法国的葡萄闻名于世 , 葡萄生产在 19世纪下半叶

达到了最兴盛的时期。但在此时一些地方却发生了几次严重的根瘤蚜虫病 , 严重地影响了葡萄的生产。1863年到

1869年从美国传来的根瘤蚜虫病 , 让人们苦干了近 20年才得以控制其蔓延。夏兰特大区内的干邑地区在 1875年到

1893年的根瘤蚜虫病期 , 葡萄种植面积 28万公顷下降到了 4万公顷。[ 3 ]这些种植葡萄的农民和以在葡萄园里作短雇工

为生计的人由此无以谋生 , 被迫迁移。

在以上条件下的影响下 , 法国农民在 19世纪下半叶出现了显著的农民迁移运动。这些农民迁移运动显然已不同

于 19世纪中前期的季节性移民 , 它是在工业化的进行、农村传统小工业的衰落等社会变化的影响下的迁移。移民的

方向除流向城市外 , 还有少量的流向了国外 , 或从山区流向平原地区 , 从人口过剩地区流向需要劳动力的地区。有些

移民离开本土并不是为了脱离农业生产 , 贫苦无土地的日短工在这个群体中占有了很大的比例 , 他们大多数帮人做农

活、收割葡萄等 , 同时还希望在攒足了钱后回到家乡购买土地。这就和英国、美国等的移民存在着较大的区别。与其

他国家相比 , 法国的农民迁移运动有着自己鲜明的特点。短距离移民 , 速度慢 , 延续时间长 , 远远落后于英国、美国

及德国 1871年以后的移民状况。具体说来 , 19世纪下半叶法国农民的迁移运动具有如下特点。

一、短距离移民

农民迁移中大多数是被生活所迫的贫苦农民和靠租田耕种的日工、短雇工。他们迫于生计 , 流入城市或其他地区

挣钱 , 以解决暂时的生计问题。很多人都希望挣到钱后 , 回乡购买土地 , 成为拥有自己土地的小农。这样的小农在

1862 - 1882年的调查中有 34万人。这样的移民一般都是在省内和行政区内迁移。1861年 80%的法国人居住在其诞生

地区 , 加莱海峡马莱矿的工人大多来自附近 15 - 20公里的农村。[ 1 ]由于历史传统的原因 , 法国各地的居民持有不同的

语言。除巴黎地区的一些省外 , 很多地区的人不懂法语。1863年 , 37, 510个公社中 , 有 8381个公社的人根本不懂

法语 , 约占乡村人口的四分之一。[ 4 ]语言的不同很自然地就会产生一种强烈的地方主义认同感 , 因此这些地方的法国

人为了便于沟通、不被视为异己 , 往往都迁移到临近地区。

二、速度慢

(一 ) 在法国人的思想观念中 , 根深蒂固地眷恋着土地

法国工业革命发生时 , 全国人口的 75%为小土地所有者 , 他们眷恋着土地 , 固守着旧的生产方式 , 思想相当保

守 , 长期对工厂制和农业机械化持怀疑态度。“我的杯子很小 , 但我是用我自己的杯子 ”, 这是法国当时的农民所一

向信奉的原则。这就造成法国农民在国内流动不大 , 各行业的流动很有限。在 1851 - 1872年间 , 法国农村流失人口

平均为 13万人 , 到 1872 - 1911年间则减少至约 11万人。[ 5 ]这同大工业生产所需的大量自由劳动力相比显然相距甚

远。这就使得工业发展缺少劳动力 , 也严重地影响了法国的工业化进程。同时 , 法国社会自古以来就崇尚 “自由 ”,

“平等 ”的思想 , 对自由的推崇和广泛的社会平等 , 使得反对固定模式下的机器生产的思想在法国农民中有着广大的

市场。他们憎恨机器生产的快节奏和在监工监视下的无自由的劳动。因此 , 大企业、大工厂成了他们仇视的对象。相

比之下 , 他们更愿意满足于自己的小农式生活 , “日出而作 , 日落而息 ”的自由的农民生活。

(二 ) 农村经济在 19世纪下半叶的相对较快发展 , 增强了农村对农民的吸附力

在第二帝国的有利农业政策下 , 一些有文化的大土地所有者、上层富裕的农民有更多的条件和可能与步重农学派

的后尘的农学家们接触。他们勇敢地接受和推动现代科学生产经营方式 , 着手改变传统社会。此时推出了一系列关于

农学的著作 , 如 《农艺教程 》、《农艺旅行 》和 《葡萄生产的地理 》以及 《1789年以来法国的农村经济 》等。在这些

农业著作的指导下 , 农民不断地改变着传统的生产方式 , 懂得了维持土壤肥力的重要性 , 逐渐重视改良土质 , 学会了

使用天然的或化学的肥料。1850年起从智利进口鸟粪肥 , 1857年在政府鼓励下 , 农学家们帮助农民开始使用磷肥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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钾盐。同时许多热衷于农业改良的人结成农业团体 , 研究农业改造 , 推广新农具 , 新耕种方法。这样农业生产迅速提

高 , 很多农民由此改善了他们的处境 , 这些农民富裕起来以后 , 就满足于现状 , 更不想到外面去挣钱了。这在 1850 -

1870年较明显 , 到 19世纪 70年代末 , 由于各种原因 , 农产品价格下降后 , 情况有所改变。

三、移民受到的阻力较大 , 致使移民延续的时间长

首先 , 作为农业社会封建统治阶级支柱的法国土地贵族 , 为了保持自己的永久的统治 , 顽固地抵制工业化。由于

贵族固守着从其祖上那里继承的传统观念 , 在他们的观念中占有土地和统治人们是同一件事务。他们存在的条件就是

特权和土地 , 贵族阶级的经济收益和社会政治地位的高低要由所在土地的多少来决定。由于大革命和工业化的发展 ,

19世纪下半叶的法国贵族已处于衰落状态 , 但他们在社会经济生活中仍然占据优势地位 , 在远离城市的偏远地区 ,

贵族的影响更加强烈。如在旧代省的肖泽地区的一位贵族 , 到 19世纪末还要求其佃农在星期天做弥撒前在他庄园中

汇集 , 跟在他的马车后面走向教堂。[ 1 ]这可看出 , 由于传统的影响和长期以来人们的心理因素 , 贵族对广大佃农的人

身和精神的控制。

19世纪下半叶 , 由于工业化的影响 , 贵族为保持逐渐衰落的经济优势 , 强烈反对自己领地上的农民迁移 , 希望

把农民永久的固定在自己的庄园里 , 继续传统的社会统治秩序。他们担心广大的农民涌进城市后 , 成为无产阶级 , 法

国大革命以来的城市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 , 使贵族阶级惶惶不可终日。他们在农村自己的庄园里开设作坊 , 以满足他

们的生产生活需要 , 尽力把农民固定的土地上。

其次 , 法国的城市吸收能力不强。农村人口短距离移民 , 必然使得大城市、大矿山及铁路干线附近地区与偏远地

区分化极不同步。在 50、60年代靠近主要城市的乡村移民运动就已经充分发展起来了。而贫困的高原地区远离竞争

压力 , 又缺少现代经济吸引的边远地区 , 则还是基本上未接触的真空地带。随着工业化的进行 , 法国的工业在 19世

纪下半叶较此前有了明显的发展 , 一些人逐渐投资于工商业中 , 但很少直接投资经营工业 , 而是选择保险的投资方

式 , 购买股票、国债、投资银行等。因此在法国的工矿业发展较慢 , 没有象英国、美国工业革命时大量的工厂出现。

他们对城市工人的骚动记忆犹新 , 因此他们更愿意投资国外或以包买商的形式在乡村开办作坊。19世纪 , 乡村作坊

成倍增加 , 当地的廉价劳动力足以满足发展棉织和纺织工业的里昂资本家以及罗阿纳的小企业的需要。[ 3 ]这样由于城

市对农村人口的吸引力不强 , 致使大量人口滞留在农村 , 并附着在有限的土地上。

19世纪中叶到 20世纪初法国农村社会的一系列变迁 , 与英国、美国相比 , 虽然缓慢 , 但仍然有大量农村人口向

城市迁移 , 对法国社会发展 , 特别是对法国农村社会的转型具有重要影响。法国的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距离短、规模

小、速度慢、持续时间长 , 这严重地影响了工业化的进程 , 影响了法国农村社会的分化程度和分化速度。19世纪的

法国农村与当今的中国农村社会有许多相似之处 , 我们可从法国农民现代化的进程中 , 找到一些对中国农村的现代化

有借鉴意义的地方和吸取教训之处 , 以有助于我国目前的对农村的进一步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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