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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7 7 5 年法国大众新闻业的
“

投石党运动
”


于艳茹


摘要


传统新闻史认为
,

旧制度时期的法 国新闻业处于严格 的书报审査制度之下
,

因此在 1 7 8 9 年革


命前 没有发起过对旧制度的攻击 。 然而 , 新研究表明 ,
1 7 7 5 年 , 法国大众新闻业曾经在政治上突


然变得激进 化 。 这
一

现象与一批涌人新 闻业的受挫剧作家 有关 , 更与 当时新君 即位 、 莫普改革失


败和髙等法院被恢复等政治事件 密切相关 。 但是
,

激进的新闻业不久便遭到官方镇压 ,
重新被纳


入王权书报 审査制度控制之下 。 到了 1 7 7 9 年 ,

一

切归于沉寂 。 然而 , 这次县花一现的新闻 自 由还


是对岌岌可 危的旧制度造成了沉重打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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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新闻 史认为 , 在 旧制度时期 , 处于严格书报审査制度之下的法国新闻业在政治上是


乏味的 , 只是到了  

1 7 8 9 年革命发生之后 , 新闻业才
“

通告了公共舆论… … 使人民离开了愚昧和奴


役
”

 (
W a l t e r , 1 9 4 6 : 3 6

-

4 0 ) 。 然而 , 关于旧制度报刊的进一步研究表明 , 当 时的书报审査官可


能被欺骗和设法避开了。
1 7 5 0 年之后 , 报人数量迅速增长到 7 0 0 人左右 (G e l b a r t

,
 1 9 8 4

: 4 9 3 ) 。


在 1 7 7 0 年代 , 新报人们从十七世纪的投石党运动
1

中获得灵感 , 将论战伪装在讽喻中或者放进貌


似无冒犯性的短剧本中 , 而读者也学会了如何从含沙射影的评论中提取信息 。 因而 , 新报人巧妙


传播了批判旧制度的颠覆性评论 , 地下时事通讯能够在书报审査制度控制之夕卜流传。


-

、 1 7 7 5 年激进新闻业的爆发


1 7 7 5 年 ,

一个新报 人群体使合法报刊变得激进化 。 他们 自称
“

投石党人
”

或
“

指责政府


者
”

(
f r o n d e u r ) , 主要是 来 自 第三等级的受挫剧作 家 , 包括梅西耶 (

M e r c i e r
) 、 勒弗埃尔


(
L e  F u e l ) 、 杜库德雷 (

d u  C o u d r a y ) 、 兰盖 ( L i n g u e t ) 、 勒 图尔 i rt 尔 (
L e  T o u r n e u r ) 、 拉特里奇


(
R u t l i d g e

)
等人 。 他们的剧本在王权控制的法兰西喜剧院遭到抵制 , 尽管戏剧在某种质量控制


程度上的运作是合理的 , 但他们认为 , 他们的戏剧是因为政治原因被拒绝的 , 因为它们表现了


对资产者甚至大众的同情心。 对他们而言 , 喜剧院是一个固执的 、 有特权的过时制度的象征 。 他


们的抗议很快波及到王权体制内的其他机构 , 如法兰西学院 , 和国家保护的报纸 , 如 《法兰西公


报 》 (G a z e t t e  d e  F r a n c e ) 和 《 法兰西信使 》 (
M e r c u r e  d e  F r a n c e ) , 以及国王的大臣们本身。 实


际上 , 这种产生于受挫自尊心 、 针对喜剧院的孤立而零星的控告, 已经爆发了整个十八世纪 。 但


是现在 , 这个受挫剧作家群体联合在一起 , 带着对相关法律问题的强化意识 , 去集体抗议一种


他们认为不公正的东西 。


他们将政治攻击伪装成戏剧批判 , 给报纸冠以无辜 的 、 冠冕堂皇的刊名 , 比如 《 贵妇报 》


(
J o u r n a l  d e s  d a m e s ) 、 《 戏剧报 》 (J o u r n a l d u  t h e a t r e ) , 《 关于演出的信件 》 (

L e t t r e s  s u r


l e s  s p e c t a c l e s ) 、
《新旁观者 》

(
N o u v e a u  s p e c t a t e u r ) 、 《 英国报 》 ( J o u r n a l a n g l a i s ) 、 《 嚷_ 不


休报 》 ( B a b i l l a r d ) 、 《新外国报 》 (
N o u v e a u  j o u r n a l  S t r a n g e r ) , 《 戏剧通讯 》 ( C o r r e s p o n d a n c e


d r a m a t iq u e ) 等 。 这些报人变成了 自封的发言人 , 对抗法团社会和绝对主义的价值观 。 因为他们


从联合行动中获得了动力和勇气 , 他们忘记了个人的委屈并且作为有公德心的公众仆人而斗争 ,


试图 拯救他们的祖国 。 他们的报纸充满这样的责难口号 , 比如法庭、 国 民 、 共和国 、 权利 、 公民 、


自由 、 爱国主义 、 人民和法律 , 他们互相敬称为
“

罗马人
”

, 这是他们能够授予的最髙形式的赞美


(
G e l b a r t

,  1 9 8 4
: 4 9 5 ) 。 这个新报人群体模糊了被査禁和被允许新闻业的传统界限 , 要求言论


自由 , 成功地在定期被审査的期刊上传播了以往只是秘密流传的猛料 。


二 、 时事政治背聚


1 7 7 5 年激进新闻业的爆发是与当时的政治背景密切相关的 。 太阳 王路易十四驾崩之后的


十八世纪 , 是法国王权衰落而贲族复兴的旧制度晚期 , 其重要表现之一就是穿袍贵族的髙等法


院与国王政府之间 的斗争。
1 7 6 0 年代晚期 , 髙 等法院利用 老国王路易十五的衰弱和懒惰 , 日 益


大胆地使用他们反 对王权的抗辩权 。 因此 , 国王掌玺大臣莫普 (
M a u p e o u

) 担心十七世纪的投石


党运动会重演 。 为了恢复秩序 , 从 1 7 7 0 年底开始 , 他用绝对主 义打击镇压了不听话的巴黎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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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 , 放逐了髙等法院法官 , 史称
“

莫普改革
”

, 这也被视为绝对王权的最后一次挣扎 。 莫普当


时更换了原来的法官 (他们称自 己是爱国者
,
并且声称是王国基本法的守卫者 ) , 代之以不出名的


“

胆 / h 法官
”

(他们是国王 的应声虫 , 主要出 自 传统上温顺的显贵会议 ) 。


对于作家和报人而言 , 莫普主政时期同样是严酷时代 。 在 1 7 7 0 年代早期
, 文人遭受了由莫


普、 泰雷 (T e r r a y ) 和代吉永 ( d
'

 A i g u i l l o n ) 组成的 三驾马车
”

专制内阁的压制 。 他们抱怨新内


阁试图恢复黑暗时代 ( B a c h a u m o n t ,  1 7 7 7
-

1 7 8 9
: 3 2 6

) 。 许多报纸被取消 , 鲜有新特许权被授


予, 国王书报审査官马兰 (
M a r i n )

—跃成为政府官方 《法兰西公报 》 的编辑 。 莫普内 阁支付给马


兰 1 万里弗尔的年金 , 以使报纸充满拥护绝对主义观点的文章 (
A i m 6

- A z a m
,
 1 9 3 8 ) 。 在这些年


里 , 批判观点在煽动性的畅销禁书中 保持活力 , 比如 《 秘密回忆录 》
(
M 6 m o i r e s  s e c r e t s ) 、 《 莫


普轶亊 》 ( M a u p e o u i a n a ) 和 《 故事报 》
(
J o u r n a l  h i s t o r i

c j u e ) 等等 , 湛求新闻的公众转向它们 。


这些著作主要由 皮当萨 (
P i d a n s a t

) 撰写
, 将莫普描写为面黄肌瘦和无精打采的

“

令国民恐怖的


人
”

, 他有着
“

人们可能唾弃的 、 最令人讨厌的面容
”

。 它们也描绘了关于被驱逐的髙等法院成 员


的浪漫化观点 , 将他们描绘为公共福利的保护者, 人民的保民官 , 所有反对专制国王的公 民的守


卫者 。 皮当萨的出版物暗中削弱了莫普的权威
,
也为受挫剧作家提供了

一种论战新闻业模型。


转机出现在 1 7 7 4 年路易十五驾崩之后 。 年轻的路易十六即位 , 缓解了政治气氛 ,
正好向梅


西耶及其群体提供了机会 。 王后玛丽
- 安托瓦奈特喜欢戏剧 , 似乎对它们的爆炸性潜能没有注


意或者漢不关心。 所以 , 作家们对更大的表达自 由怀有髙度期望 。 为了赢得国民的爱戴 , 新国王


立即免除了莫普的职务 , 并且召 回被流放的髙等法院法官 。 他用包括杜尔戈 (
I \ i r g o t ) 和马勒泽


尔布 (
M a l e s h e r b e s ) 在内的自 由改革派内阁代替 了令人僧恨的

“

三驾马车
”

。 沙特尔公爵 (
d u e  d e


C h a r t r e s
)
是国王夫妇的一个密友 ,

一个来 自 习惯上反叛的奥尔 良旁系家族的堂兄弟 , 这个家族


传统上与髙等法院成 员并肩作战对抗王权 (
B r i t s c h

,  1 9 2 6
: 1 1 4

) 。 沙特尔抓住时机在新政府 中


安插他的被保护者 :

一个就是皮当萨 , 他获得了一个王室书报审査官的职位
I
另

一个是克雷毕永


(
C r 6 b i l l o n ) , 他取代了马兰作为警察局书报审査官 。 而皮当 萨和克雷毕永是梅西耶及其豳子的


亲密朋友 , 这样的髙层 盟友鼓励报人在他们渴望创办的报纸上发表他们关于喜剧院的观点 , 也


为他们的其他作品授予特许权 , 并且保护他们免遭任何方式的
“

令人不快的麻烦
”

和
“

几乎严重


的迫害
"

(M e r c i e r ,
1 7 8 2

-

1 7 8 8
: T . X

,  2 5
-

3 0 ) 。 保护者们
一被安置 , 梅西耶就在 1 7 7 5 年 4 月 收购


了 《贵妇报 》 。 其他激进的大众报刊也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 。


三 、 大众新闻业的
“

狂級突进
”


以梅西耶 《 贵妇报 》 为代表的新报人的激进报刊 , 主要有三大主旨 。 首先 , 攻击法兰西喜


剧院 , 赞美髙等法 院 。 出版 、 舞台和法院一致地要使公众脱离愚昧并带来法 国的革新 。 梅西


耶的真正戏剧概念更多是政治的不是文学的 。 他的戏剧用于激发公民楕神和责任感 , 表明意


图的髙贵和品质的伟大不存在于出身名门者那里 , 而是存在于忙碌勤奋的平 民那里 。 梅西耶


主张 , 剧作家是一个
“

立法者
”

,

一个
“

苦痛和屈辱的诠释者
”

,

一 个
“

被压迫者的公共雄辩


家
”

 ( M e r c i e r , 1 7 7 3
: 1 3 7

-

1 3 9 ) 。 梅西耶的 《贵妇报 》) , 赞扬了昂里翁 ? 德 . 庞塞 ( H e n r i o n  d e


P a n s e y ) 的口才 , 后者是一个髙等法院法官 , 刚刚写了几个反对喜剧院及其理亊会的法律陈情书


(
M e r c i e r

,
1 7 7 5

: 2 5 1

-

2 5 5
) 。 梅西耶回忆了投石党运动 , 将其理解为一场髙等法院和人民联合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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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专制的斗争 , 把它作为法国历史的伟大时刻之一

。 对于梅西耶而言 , 不止是最近的国王加冕 ,


而且是髙等法院的召回 恢复了法国的希望 ( M e r c i e r ,
1 7 7 5

 : 6 3
-

7 5 ) 。 《贵妇报 》 》 将法院表述为代


议制团体 ,

“

元老院… …

阐 明了国家构成的主要原则
”

 (
M e r c i e r

,
1 7 7 5 :  2 4 2

-

2 4 3
) 。 梅西耶甚至写


了最卑践公民的不可剥夺的权利 ( M e r c i e r
, 1 7 7 5

:  2 3 3
-

2 3 9 ) 。 当巴黎警察局命令他放弃他的运动


并且颁布一封密札逮捕他时 , 他求助于髙等法院 , 要求在这个国民法庭前的公平审判 。


其次 , 互相宣传彼此的报纸 。 勒弗埃尔在 1 7 7 5 年出版了他的报纸 《 关于演出的信件 》 , 充满


对既存秩序 、 演员 、 大臣甚至哲人的谴责 , 勒弗埃尔嘲弄他们是慊弱和无用的 , 或者厌恶他们是


专制的阴谋集团 , 它阻塞了局外人可能获得文学认可的渠道 。 勒弗埃尔对比了梅西耶 《贵妇报 》


中新鲜有力的思想与体制内报纸的索然无味的平庸措辞 , 后者向权力投降 , 是一种新闻业的耻


辱 。 勒弗埃尔相信 ,

一份报纸一定要将公共亊件通知它的读者 , 并教育他们如何思考, 而不是思


考什么 。 梅西耶的 《贵妇报 》 还以恭维 , 称勒弗埃尔是人民的保护者 , 并且欢迎他的附有喜剧院


派别中丑闻和腐败故亊的报纸 。 梅西耶希望 , 这样的揭露将拯救法国舞台和民族本身 , 通过允


许戏剧变成它想要成为的样子 .

? 强大的道德机器 (M e r c i e r ,
1 7 7 5

:  3 5 9
-

3 6 4 ) 。 另
一份在梅西耶


《贵妇报 》 中热情支持的报纸 , 是匿名的 《 英国报 》 》
, 由包括梅西耶的密友 、 莎士比亚的译者勒


图尔讷尔在内的一个团体编辑 。 作为共和派罗马的赞赏者, 勒图尔讷尔为他的莎士比亚译著写


了
一个富于政治性的序言。 它通过了克雷毕永的仔细审査 , 它的预订名单几乎包括了整个爱批


评的圈子。 梅西耶赞美勒图尔讷尔的独立力量 , 他拒绝原则上的妥协 , 实现了伟大 。


再次 , 某些更激进的报人抨击所有阻碍言论自 由 的人 。 例如拉特里奇 , 他四处树敌 , 不仅抨


击那些抵制他戏剧的人 , 而且还抨击任何阻拦自 由言论的人 。 拉特里奇尤其敌视被他视为诡诈


敌人的启蒙哲人 : 因为哲人们实际上变成了上流社会的一部分 , 完全献身于保留特权 , 他们利用


他们现在支配的法兰西学院 、 报刊做声明 , 从不鼓励读者们得出他们 自 己的结论 。 拉特里奇恨


伏尔泰 , 因为后者对莎士比亚戏剧的敌意和政治保守主义 , 他尤其通过否定公众 自我思考的自


由而滥用了他的名望 。 拉特里奇称路易十五的大臣们是邪恶和腐败的 , 鼓励他们主人的挥霍并


且毫无悔恨地镇压发抖的人民 , 莫普在他的反面人物名单上赫然在目 。 为了使法国免于瓦解和


毁灭 ,

“

我们将被迫不敬地批判许多公认的观 点
…
… 大胆地讲出过去的政治谬误

”

 ( R u t l i d g e
,


1 7 7 7
:  2 4 9 ) 。


另外 , 这些报人们用不同方式相互扶持。 首先 , 他们互相忠诚地宣传。 例如 , 兰盖的 《 政治


报 》 报道 , 梅西耶的戏剧 , 在巴黎被愚蠢地禁演 , 在里昂风行
;
他提供了勒弗埃尔报刊的详细内


容介绍 , 尤其指出了审査官克雷毕永对它的热情赞同 ( L i n g u e t , 1 7 7 6
:

1 3 4 / 5 0 9
) 。 他对其他为出


版自 由而斗争的人提供支持 。 其次 ,

一些互助的报纸制定了同样的地址 。 《英国报 》 在蒙托尔格


耶街和莫法松街拐角的意大利剧院出售 , 这里是另类的竞争舞台 , 上演拉特里奇和梅西耶的戏


剧 , 以打破喜剧院的垄断 。 《英 国报 〉) 也与 《贵妇报 》
一起在卢森堡花园附近的 图尔农街出售 。


有四份报纸在王宫广场 由沙特尔的书商埃斯普利发行 , 他自己曾是一个地下书販 , 在 1 7 6 0 年代


因为走私和出售被禁小册子而与警察发生冲突 (
Z e p h i r

,

1 9 7 4
:
3 1 / 2 7 7

) 。 而王宫广场是沙特尔的


住所 ,

一个警察不能渗入的特权区域 。 再次 , 当图书贸易行会官员和警察制裁千涉它们的传播


时 , 他们印刷和重印彼此的文章。 例如 , 勒弗埃尔的 《 戏剧报 》 从 《贵妇报 》 那里重新收录文章


( D e  M 6 r i c o u r t
,

1 7 7 6
:
5 4 ) 。 当轮到勒弗埃尔的报纸被停刊时 , 两份新报纸被创立 , 带着继续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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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的意图 。 杜库德雷一直赞赏兰盖 、 梅西耶和勒弗埃尔是打击专制暴君的勇敢运动员 。 他创办了


他 自 己的报纸 《 戏剧通讯 》
, 第一个尝试复活勒弗埃尔的报纸 。 杜库德雷宣称 , 他的新报纸将做


下
一

件最好的事 , 给勒弗埃尔以前的付费预订者打三分之一

的折扣 ( D u  C o u d r a y , 1 7 7 7 : 1 4 4
-


1 4 6 ) 。 第二个新报刊是拉特里奇的 《喋喋不休报 》
, 它以投石党运动期 间流传的激进地下报纸命


名 , 那个地下报纸语言如此简单 , 价格如此低廉
, 以致于它似乎定位于平民受众 。


四 、 镇压与沉寂


梅西耶团体一成形 , 就威胁了像弗雷隆 ( F r  6  r o n ) 那样的保守报人以及体制内的启蒙哲人 。


弗雷隆的 《文学年代 》 (
A n n 6 e  l i t W r a i r e ) 称梅西耶是

“

本世纪最精神错乱的疯子
”

, 并且怀


疑他的报人概念是宣传 家 。

“

不仅他明显因为他自 己的精神组织而极端精神错乱 ; 他声称他是


一

个心智极低者世界的唯一

合理存在 。

”

 (
F r e r o n ,

 
1 7 7 4

:
7 3 ) 格里姆 (

G r i m m ) 的 《文学通讯 》


( C o r r e s p o n d a n c e  l i t t 6 r a i r e ) 充满对报人剧作家的
“

傲慢
”

、

“

野蛮
”

、

“

暴力思想
”

和
“

粗俗同


情心
”

的谴责 , 格里姆认为 , 这些人的陈情书应该得到最严厉的惩 罚 , 因为它们激起了不满 、 混


乱和革命 。

“

平民无权起来反抗他们 的主人
! 世上没剩下任何体面吗 ? 勒弗埃尔 的报纸糟粕怎


么敢涉及一个君主 ?  

”

 (
G r i m m

,  1 7 7 7
-

1 7 8 2
: T

.
X I

,  6 0
-

6 2 ) 拉阿尔坡 (
L a  H a r p e ) 则觉得被这


个带着
“

人 民
”

的团体所威胁 。

“

为什么梅西耶认为 , 我们的戏剧必须是为了人 民 , 不停地重 复


人 民这个词 , 谴责我们蔑视和忽视了人民 ?  

”

如果梅西耶严肃地相信 , 大众应该有时间 、 方法和


智力出 席观看戏剧 ,

“

他会让世界天翻地覆
!
 

”

 ( L a  H a r p e ,  1 7 7 8
: 1 7 5

-

1 7 7
) 拉阿尔坡恐惧报


纸落人没文化和粗鲁的人手里 。 他认为 , 梅西耶的 《贵妇报 》 暗中削弱了  

“

有涵养者的整 个秩


序
”

。 而且他这样说 《 戏剧报 》 :

“

天才因 这个报纸而义愤填膺 , 那里大人物被辱骂 。 首要的 , 那


里整个作品有一种卑鄙 、 野蛮 、 粗俗的风格。 它使我厌恶 , 堕落到这种地步 , 去讨论这样无知的


狂妄语言
,
但我们必须箬告读者 , 这种报纸是出 自最低阶级的底层生活 , 他们写了平民习 语并判


断咖啡馆里的名誉… …克雷毕永怎么能帮助和赞同一个攻击天才的作 品 ?  

”

 (
L a  H a r p e ,

1 7 7 6
:


2 6 0 / 3 8 9 )


书报审査官皮当萨是最早预见到将来的整肃和危险的人之一

。 尽管他惫图充分利用新政府


的温和 , 但他感觉到 , 表达的放纵以及文人进入以前的法律和政治禁 区 , 将带来一种莫普时期


的严酷审査 。 皮当萨是正确的 。 到 了 

1 7 7 6 年 , 路易十六的 自 由 内阁垮台了, 警察书报审查官克雷


毕永被解雇 ,

一年后他沮丧地死了。 对梅西耶等报人的迫害也接踵而至 ,
根据 《 秘密回 忆录 》

,


所有人都被谴责
“

写 了有悖于对陛下权威的敬意的东西… …

”

 (
M 6 t r a

,  1 7 7 6 : 5 6 / 1 2 1  ) 。 王室


法令规定 , 梅西耶团体必须将所有涉及戏剧的抱怨说给国王御前会议 , 髙等法院在这个问题上


没有进一步的司法权(

D e s  E s s a r t s
,

1 7 7 7 : 1 6 7 -

1 6 8
)

。


新 闻业整肃运动开始变得严厉起来 。 批判政府的 报人被其 他更加温顺的人代替 : 梅西


耶被
“

和蔼诗人
”

朵拉 (
D o r a t ) 代替 , 勒弗埃 尔被喜剧演员 普勒维尔 ( P r e v i l l e ) 的 女婿沙尔努


瓦 (
C h a m o i s ) 代替 , 兰盖被法兰西学院院士拉阿尔坡代替 。 大臣 的党羽 、 出版业大亨庞库克


(
P a n c k o u c k e

)
, 与他的妹夫 、 书报审査官絮亚尔 (

S u a r d
)  
—起 , 帮助政府根除了这些讨厌的出


版物
,
它们的竞争已经使官方报纸凋萎 。 大臣们让絮亚尔负责审查并坚持检察 1 7 7 7 年创刊的 日 报


《 巴黎日 报 》 以及许多其他报纸 。 他的夫人在回 忆录中写道 ,

“

絮亚尔先生一直是保王派
”

,

“

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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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未支持采纳英国的宪政
”

,

“

让那时的报纸充满他对君主制的感情 , 我们亏欠对国王的尊敬 ,


反对出版和戏剧的放纵 。

”

 (
M m e  S u a r d

,  1 8 2 0
: 1 5 7 - 1 6 0

) 絮亚尔谴责用于激怒人民的煽动


性的 、 诽谤性的和可耻的作品 , 导致意见误入歧途 ,
弓

I 起针对所有他们应该热爱和尊敬之物的


暴动 。 絮亚尔批判这些
“

反常和愚蠢
”

的作家 : 他们称 自 己是
“

爱国者
”

, 但是真的决心毁灭祖国


(M m e  S u a r d
,  1 8 2 0 : 1 6 0 / 1 6 3

) 。 他写了关于 《 戏剧审查制度 》 的透露内情的剧本 , 论证传播媒


介中 自 由言论的危险 : 人群可能轻易地失控 , 这样的大众沸腾必须被不惜代价地避免 , 为了保持


永远不会恢复的秩序 ( S u a r d
,  1 8 0 4

-

1 8 0 6
: 3 1 2 / 3 1 8

) 。


皮当 萨丧失了书报审査官 的职务 , 承担 了记录敢于挑战官方特权的报纸解体的责任 。 髙


等法院被私人利益驱动 , 法官们从他们 1 7 7 4 年勇敢的宪政修辞中退却
, 陷入将持续整个 1 7 8 0 年


代早期的沉寂时期 。 因为髙等法院的背叛而伤心
, 皮当萨在 1 7 7 9 年自 杀 。 不断嘲笑 的格里姆很


快指出 : 皮当萨甚至以罗马风格做这件亊 , 像塞淫卡一样 , 在公共浴室里割脉 (
G r i m m

,
 1 7 7 7

-


1 7 8 2
,
 T . X I I

,  3 3 8
) 。 随着皮当萨的死去 , 新报人网络实际上解体了 。 拉特里奇的 《喋喋不休报 》


是最后消失的报纸 , 他认为 《 巴黎日报 》 和 《 法兰西公报 》 是阻塞思考习惯的阴谋的
一部分, 使


读者呆在黑暗中 (R u t l i d g e
,

1 7 7 7 : 2 7 0 ) 。 最终 , 絮亚尔接管了报纸并消除了它 ,
而拉特里奇后来被


监禁了五年 。 其他人发现 , 从他们的祖国外部寻求庇护并继续他们的抨击是更加谨慎的 , 于是


纷纷逃往瑞士和英国 。 流亡的爱批评者 , 因为他们的报纸被霸占以及合法渠道被关闭而变得进


一步激进化 , 转向写作诽谤作品 。 勒弗埃尔粗制滥造了狂暴的小册子和政治色情作品
,
兰盖邮


寄公开信 , 严厉批判整个法国行政机构 丨 梅西耶则主要致力于禁书 《巴黎图景 》 的创作和出版 。


他认为 , 现在总体上是不可能在法国土地上讲真话了 , 不仅是国王 、 大臣和书报审査官 , 而且还


有曾经的盟友高等法院 , 他们正在阻碍而非保护那些为人类自 由的扩展而斗争的人们 。

“

所有在


巴黎出售的报纸说着同样的享情… …彼此毫无矛盾 ,

一切受制于官方… …一切同样地好好背诵


它们的功课 。

”

 ( M e r c i e r ,  1 7 8 2
-

8 8 : T
.
V I I

,  1 1

-

1 2 )


到了 

1 7 7 9 年 , 所有激进报纸都消失了, 其中大部分被庞库克收购。 在 1 7 7 0 年代中期这个有弹


性的时刻之后 , 严酷的新闻业审查制度申明 , 王室报刊再次变成主导 。


结语


从 1 7 7 5 年法国大众新闻业昙花
一

现的
“

投石党运动
”

中 , 我们可以看出 : 髙等法院的穿袍


贵族尽管与国王充满权力斗争 , 但终究同属于统治阶级 , 所以他们在关键时刻背叛了出身平民


等级的新报人 , 而新老国王虽然有政策上的细微差异 ,
但终究要维护绝对王权的统治 , 不能容


许言论和出版自 由 。 然而 , 这场在革命前新闻业中以戏剧批判为幌子进行的政治批判 , 作为晚


期启蒙运动的一个重要方面 , 尽管只是实现了短暂的新闻 自 由 , 但仍然对本已岌岌可危的旧制度


造成了沉重打击。 另外 , 梅西耶等新报人已经提出了关于新闻监督职能的最初观念 , 他们将报人


视为宣传家 , 试图公开事实 , 揭露阴谋 。 因此 , 关于法国革命前新闻业缺乏政治批判性的传统说


法需要修正 。


注释 [
N o t e s

]


1
. 投石党运动 ( 1 6 4 8

-

丨 6 5 3 ) , 是路易十 四统治初期 , 贵族和平民联合起来反对绝对王权的
一

场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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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 。 官 方报纸 《法兰西公报 》 坚定地捍卫王后奥地利的安鎳和红衣主教马扎然 , 而大众激进主


义 的文学小册子呼旰建立一

种共和国并且辱骂君主和大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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