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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近代法国具有男士分较的教育传统．同时在士子教育中重视基督徒品德的培养．因此天主教士修

会在士予教育中占据重要的地位。19世纪法国天主教呈现“士性化”特征，教育女修会有惊人的增长，它粗大

地推进了女子教育的发展和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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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7世纪，天主教为对抗新教而推进道德改

革。根据1680年颁布的教皇令，禁止男女合校教

育，禁止男教师担任女学生的教学。这一禁令的直

接结果是在包括法国在内的天主教社会形成了一

种不同于新教社会的男女合校的教育组织形式

——男女分校教育。男女分校教育对法国近代女子

教育的影响是重大的。一是有限的教育资源在配置

过程中首先流向了男子教育．使得女子教育长期落

后于男子教育。二是女教师的发展状况成为直接制

约女子教育的因素。大革命前，天主教女修会是法

国女子教育的主要承担者和师资的主要来源。19

世纪的法国，天主教又呈现出女性化的特征，从事

教育的女修会显著增长，极大地推动了女子教育的

发展和普及。本文就这一时期天主教女性化及其与

女子教育发展的关系，女修会在近代法国女子教育

发展中的地位及其历史影响进行探讨。

一、1 9世纪天主教的女性化

19世纪法国天主教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宗

教情感和习惯呈现出“性别的二态性”，即男性宗教

情感淡漠，对宗教活动映乏兴趣，而女性则保持了

相对稳定的宗教情感和习惯，甚至有所加强。这种

变化使得女性在信徒的数量和宗教活动的参加者

上处于数量上的主导地位。有人把这～现象称为天

主教的“女性化”。

法国天主教的女性化趋势在18世纪后半叶就

巳出现。18世纪初，普罗旺斯地区84％的女遗嘱人

和70％的男遗嘱人要求死后为自己做安魂弥撒。

到1 8世纪80年代，二者分别为67％和

46％。[1_f“”比例的下降是世俗化的反映，而男女比

例差距的拉大则是天主教女性化趋势的表现。这种

趋势在19世纪继续发展。例如，在纳维尔教区，

1844—1 845年14岁以上的男女天主教徒参加复

活节领圣餐礼的比例分别为18％和56．9％，1舳6

年分别为19％和59．4％。[1“’””在宗教感情相对

淡漠的地区，这种“性别的二态性”现象就更为突

出。在1868年的鲁瓦莱特地区，81．9％的女性参加

了复活节领圣餐礼．而男性只有18．4％。uj(“”’

造成1 9世纪法国天主教“性别二态性”这种现

象的原因是复杂的。其中男子与天主教在性道德观

上的冲突是导致宗教行为性别差异的一个重要因

素。前面曾经提及，男女分校是在天主教道德改革

的背景下提出的。这场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约

束和压制性行为，而且教会把矛头主要指向年轻的

男子，谴责他们性行为的放纵和违背伦理道德的性

行为。随着世俗化进程的推进，男子对天主教的性

道德观日益不满．因而对天主教会表现出日益疏远

的倾向。相反．17世纪天主教所倡导的这场道德改

革对女性来说在一定程度上是起保护作用的，宗教

上的性别差异因此产生了。到了19世纪，由于教会

对原始避孕技术的态度而使这种差异更为扩大。18

世纪末，法国已经开始运用人工流产来限制家庭规

模。这种现象在19世纪日益普及。天主教会极力反

对这一做法，并首先责难于男子。而男人们认为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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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属于个人私生活，他们反对教士的干涉，厌恶

教士在讲道中唠叨天主教的那套伦理规范，因而远

离教堂和宗教活动。1867年，亚眠的一位本堂神甫

报告说：“女人们相当普遍地参加告解，但男人们首

先因为这一恶习而远离圣餐。””“““’

在更深的层次上，宗教行为的“性别二态性”是

根植于法国的更为广泛的文化差异的一部分。1 9

世纪的法国文化与同时期其他大多数社会的文化

一样，在各个层面上都表现出明显的性别差异。例

如，将某些活动．特别是情感和精神方面的角色限

定为是女性的．而将实践性的活动和角色限定为是

男性的。宗教因而被认为是属于女性的事务。天主

教会本身也积极地支持这种文化观念，正如贝尤克

斯教规所说，妇女是“家庭宗教事务的代

表”[C1|P1 86>。同时，虽然1 9世纪的法国男性日益转

向世俗道德，但他们仍然认为宗教教育和天主教所

宣扬的伦理品德仍是贤妻良母所必需的。因此，对

于当时一些不信教或宗教感情淡漠的男子送自己

的妻子上教堂，或者送自己的女儿到女修会学校上

学的现象，不应感到奇怪和惊讶。同时，1 9世纪法

国文化也是一种男性主导的文化。在这种文化中，

男子追求独立和自主，维护父权，追求对女子的绝

对控制。但是，现代社会经济生活却削弱了男子的

这种控制能力。相反，与宗教生活的紧密联系使得

女性深受教士的影响。被称为“良心的指导者”的教

士通过对女性的控制而将天主教的影响渗透到各

个家庭。1 9世纪40年代法国的一名作家对此进行

了揭露，他说：“指导者紧紧地跟随妻子和母亲，他

坐在她的炉边，统辖着一切，控制和管理着包括家

庭经济和孩子教育在内的每一件事情。丈夫以为自

己和妻子的生活是隐秘的，但是他错了，指导者作

为第三者就在他的身边。指导者的思想进入了他的

卧室，他的凹室，溜人了他和妻子的床榻，即使是婚

姻生活中最隐秘的权利也无法逃脱指导者的监

视。”[3。因此。法国男子与教士的冲突是必然的，他

们不满于后者对自己的私生活的干涉和自身权威

的挑战．痛恨后者的精神控制，特别是对自己的常

去教堂的女伴、妻子的控制。但身处男性文化中的

女性并不完全这样看待天主教会和教士。她们已经

习惯了等级和权威，甚至愿意借助教士的权威来抵

消或减轻来自丈夫和父亲的压力。更重要的是，“在

一个男性统治的世界，教会实际上提供了一个避难

所，在这里．女人们是平等的，独立于她们的男人

们，组织和参与完全属于女性的慈善和社会团

体。”¨。

当越来越多的男子疏远天主教时，天主教的女

性化趋势便突显出来。这种趋势体现在多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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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活动参加者男女比例差距的拉大是其中的一

个方面。1 9世纪象征母性和圣洁的圣母玛利亚崇

拜在法国的兴起也是适应女性这个信徒主要群体

的要求的一种反映。女修会的急剧增加则是天主教

女性化的突出表现。1808年，法国有修女1 2 300

人，1850年为66 000人，1878年为1 35 000人(不

包括阿尔萨斯一洛林)。在80年的时间里，共新建

了400余个女修会，约有20万名妇女加入了这些

团体。在招募修女的高峰期，即50年代末，12名未

婚女子中就有1人加入宗教团体。到1880年，每千

名妇女中就有7名修女，而在大革命前这一比例是

千分之四。1830年前，修女占全部教士(包括教区

的和修道院)的2／5，到1 9世纪50年代已超过半

数，1878年已接近3／5。⋯”””

=、教育女修会与女子教育

在女修会中，从事教育的修会是在大革命遭受

取缔和镇压后最早允许恢复的，也是最受社会欢迎

的修会之一，因此它发展很快，在全部女修会中占

有很大的比例。1861年，在九万多名修女中，有近

2／3从事教育。1878年，在十三万多名修女中有五

万多名修女从事教育。“H“”’总的来看，在1 9世纪

上半叶，修会女子学校和世俗女子学校同步发展，

但学校数量和在校生人数还落后于后者。但在1 9

世纪下半叶，修会女子学校的发展速度超过了世俗

女子学校。1863年，教育女修会控制了全国近一半

的学校，其中包括8 061所公立学校(世俗公立学

校为5 998所)和5 57l所私立学校(世俗私立学校

为7 627所)。】870年，全国60％的女生在分属于

500个女修会的学校里接受教育。”，””’相对来说，

女修会在中等教育领域的地位比在初等教育领域

更为突出。就初等教育而言，1850年女修会学校学

生占女生总数的44．6％，1875年为56．7％，1 900

—1901年为40．5％。1880一1901年间，在女修会
教育下的学生总数保持在1】O--】30万之

间。“，””2。1 2”80年代．政府颁布法令，禁止宗教人

员在公立学校任教，女修会逐渐退出公立学校，而

更多地转入创办私立学校。

教育女修会的迅速发展与1 9世纪法国女子教

育观以及历届政府的宗教政策、女子教育政策有着

密切的关系。

19世纪法国的女子教育基本上承袭了近代早

期的教育观，而当时的教育垄断者——天主教会就

是这种教育观的主要阐述者。17世纪末1 8世纪初

的天主教教育家费奈龙(1 G51一】71 5)认为，培养具

有基督徒品德的贤妻良母是女子教育的目标，为此

教育内容应该是读写算基本知识、持家之术以及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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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的宗教教育。启蒙思想家虽然承认女子有享受教

育的同等权利，但他们也大多不认为男女教育在教

育内容上应该完全相同。即使是激进的卢梭也和费

奈龙一样，认为男女有别，女子教育的最终目标是

培养能很好地担负起相夫教子之责的贤妻良母，温

顺是女子首要的品质。因此，总的来说，启蒙思想家

在女子教育观上与天主教所宣扬的基本上是相近

的．即性格养成以确保德行，教授持家之术。这种观

念在1 9世纪并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女子教育的

教学内容和培养目标基本上沿袭了以往的传统。而

且．天主教伦理道德仍是规范社会行为的主要思想

体系，尽管随着世俗道德体系的形成和发展，它的

影响逐渐削弱。因此，和上个世纪一样，教育女修会

受到社会各界的普遍欢迎。

】870年，里昂学区的官员向公共教育部长报

告说：“人们、地方当局，首先是神职人员希望修士，

特别是修女担任学校教师。”“]【””女修会往往能够

担负多种社会职能，除了教育外，她们还从事医护、

救济、照看婴幼儿等社会工作，这是地方神职人员

和地方当局欢迎她们的主要原因。对于地方当局来

说．邀请女修会办学还可以节省教育经费的支出，

减轻税收压力。修女教师不仅工资低．而且还可咀

吸引到信徒们的捐助，这无疑让地方教育主办者感

到满意，因此他们纷纷邀请教育女修会前来办学。

18j0一1853年问，有60％的新公立女子初等学校

转交给了女修会，后来尽管由于中央政府的压力而

使这一比例有所下降．但1863—1889年问仍达到

33％。“-。6”社会保守力量也看重修女在道德行为

上的示范作用及宗教教育，视之为道德和社会秩序

的保证。即使是反教权主义的资产阶级也认为宗教

是女子道德最可靠的保证，因而也是家庭安定的可

靠保证。因此，他们和保守的贵族一样，都愿意将自

己的女儿送到女修会主办的寄宿学校接受教育，使

她们在“教会的膝盖上”成长。

从政府的宗教政策和教育政策来看，在80年

代以前的大部分时间里，法国政府都看重宗教对维

护社会秩序的作用，因此宗教政策比较宽松。尽管

拿破仑确立的中央集权的教育管理体制不断强化，

世俗的国民教育不断推进，但限于师资和经费之不

足，不得不为教会办学留下很大的空间。在复辟王

朝时期，政府法令允许宗教团体在市镇要求下为初

等学校提供教师，允许男女修会成员不必领取教学

资格证书就可担任教师。1850年的法卢法案终止

了国家对教育的垄断，允许自由办学。同时，在国家

教育资源配置的过程中，女子教育受到严重忽视。

1881—1 882年．全国只有一所国立和三所公立女

子中学。L-‘。”’当20世纪初决定关闭所有宗教学校

时，许多地方因没有可以替代的世俗学校而引起民

众的不满。宗教政策的宽松，国家教育资源的缺乏，

吼及对女子教育的放任政策，使教育女修会获得了

有利的发展条件。

此外，教育女修会的发展也反映了女子教育的

巨大需求。1847年，仍有110万，占总数40％的学

龄女子没有入学。在一些地区，特别是在中部和西

部，这个比例更高。例如，安德莱地区达79．4％，上

维埃纳省达89％。”。“”造成女童入学率低的一个

重要原因是师资的严重不足。1879年新任教育部

长茹尔·费里着手普及初等教育时，全国87个县

中有67个县没有女子初等师范学校。“o人数众多

且不断增加的女修会因此成为重要的师资来源。在

1840～1 877年间，女修会为卢瓦尔地区提供了近

90％的女教师，为卢奈地区提供了2／3—3／4的女

教师。口”“”而且相比较而言，在宗教热情激励下的

修女教师比世俗女教师更具献身精神和坚韧的毅

力，更能忍受恶劣环境的考验。1850年。一名学监

抱怨道：“里昂的女子师范学校和男子师范学校的

学生没有一人愿将他们在学校学到的知识果实带

到农村去”。c52伊5”

三、天主教女子教育发展的历史影响

单就教育而言，天主教女子教育的发展对于法

国女子教育的普及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1 9世纪

是法国女子教育发展最快的时期。大革命前，只有

30％的女性能在他们的结婚证书上签名，到1．890

年已上升到9j％。[13(P122)还有数据表明，女子教育

的发展速度远远高于男子教育。1837—188i年．女

子入学人数从llo多万增长到2】7万，增加了近1

倍，而同一时期男子入学人数仪增加了

50％。¨-”5。男女识字率的差距因此大大缩小。鉴于

女修会学校所控制的学校数量以及在校学生数量

在学校和学生总数中所占比例，对于它们在普及女

子教育中所发挥的作用绝对不能忽视和否认。她们

刨办了大量的学校，培养了大批的师资，在资金和

师资方面弥补了国家教育资源的严重不足和配置

的不均衡。正如研究法国教育史的学者雷蒙德·格

鲁和帕特里克·J·哈里根在评价19世纪后半叶

天主教会对普及学校教育的贡献时所说的，天主教

学校和世俗公立学校，世俗私立学校之间的相互竞

争推进了初等教育的普及，“天主教修会帮助法国

完成了普及学校教育的最后冲刺+特别是它为女童

提供了和男孩一样的正式教育”。。1

但是，同样不可否认，天主教女子教育具有浓

厚的宗教性和一定的独立性。宗教教育是女子教育

的重要内容．随着世俗化进程的不断推进，这种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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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的弊端逐渐为人们所认识。1879年，卡米莱·

塞在呈递给行政立法院的一份关于女子中等教育

的计划中指出了男女教育不平等的弊端：“母亲讲

着迷信的语言，父亲讲着理性的语言。当这些矛盾

的思想进入变化的、易受影响的大脑时，不知该相

信母亲还是父亲的儿童开始怀疑了。”o。””’因此．

在80年代后．法国政府大力推进世俗女子教育，将

宗教教育排除在教学内容之外。19世纪是民族主

义和国家主义在法国不断传播的时期，但大革命给
法国所造成的分裂却十分严重。当代历史学家泰纳

认为，这种分裂包括资产阶级和贵族、国家和教会、

进步与反动、新与旧之间的对立，此外．还有城市与

农村、男人与女人、老人与年轻人之间的对立。学校

教育原本可以通过培养爱国主义精神．灌输政治忠

诚来弥合这种分裂，可是19世纪法国学校教育本

身也分裂为天主教教育和世俗教育两个体系。两个

{奉系所包含的教育和政治理念、培养目标不尽相

同，甚至是对立的，这样的教育其结果必然是适得

其反。特别是在共和制度下，资产阶级共和派将教
权主义等同于神权政治和君主制，将独立的天主教

教育视为反动阴谋的工具和破坏民族团结的力量。

在他们看来，“我们的妻子和女儿是受我们的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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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Modern France had a tradition exclusive of female education，and appreciated cultivating

Christian character in female education，so Catholic female orders played an important part in female

education．French Catholics were mostly female in 1he nineteenth century，the female educational orders

increased astonishingly。which gave impetus to universal female schoo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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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期刊论文 郑崧.Zheng Song 反教权主义与19世纪下半叶法国的教育世俗化 -世界历史2007,""(1)
    本文从探讨推动19世纪下半叶法国教育制度世俗化的意识形态--反教权主义着手,说明法国教育制度世俗化的独特性.反教权主义并不是一种系统的

、统一的意识形态,而是反对教权过多干预社会和政治生活的思想体系.在19世纪下半叶的法国,以资产阶级共和派为主体的反教权主义者与政治上倾向于

君主派的教权主义者之间的政治斗争推动了法国教育制度的世俗化.这种斗争决定了法国教育制度世俗化的进程及特征.

2.期刊论文 泽拥.旦增遵珠.Tseyong.Tenzin Dundro 从传教士的活动看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初法国对中国藏族地

区的非军事侵略态度 -西藏大学学报2008,23(2)
    文章以19世纪法国的世界殖民网络及法中关系为背景,以法国传教士的活动为线索,探讨了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初法国对中国藏族地区所采取的非军

事侵略态度,并对其采取这一态度的原因进行了分析.

3.学位论文 韩方林 19世纪法国写实主义绘画的画面结构研究 2009
    作为艺术中的一个历史运动，写实主义发源于19世纪的法国。这场运动有三个主要代表人物，他们分别是米勒，库尔贝和杜米埃。他们的支持者、

著名作家、民间艺术研究开创者尚弗勒里将1848年定为写实主义的开端，这一年恰逢法国大革命，也是尚弗勒里初识库尔贝的日子。写实主义夹在浪漫

主义与象征主义之间，是19世纪40年代至70、80年代欧洲的艺术主流，从法国漫延到欧洲各国和亚洲地区，并且其影响一直延续到今天。

    文章第一章主要是对画面形式结构的解读和对19世纪法国写实主义绘画的构成形式分析，第二章从色彩结构方面来分析19世纪法国写实主义绘画的

特征和规律；第三章是结合我国油画发展现状来从侧面阐述法国写实主义绘画的深远影响。写实主义艺术运动的目标是：在对当代生活细致观察的基础

上，对现实世界进行客观、真实、无偏见地描绘与再现。强调历史与经验现实之间的联系，是写实主义的典型世界观。历史画不应以古典古代为题材

，宣扬永恒的价值与理想，而应该把焦距对准现实中的普通人生活，诚如新历史观倡导者丹纳所说，“去抛弃制度及其机制理论，抛弃宗教及其理论体

系，去努力观察人们在工场，在办公室，在农田中的生活状况，连同他们的天空、田野、房屋、服装、耕作和饮食，正如我们到达英国或意大利时会立

刻注意到人们的面容、姿势、道路和旅舍，街头散步的市民、饮酒者。”这种新的历史观念，大大地拓展了画家们表现的题材范围。但写实主义画家们

有意无意间在画面结构方面做出的尝试和努力，却非常值得我们去探究和继承。如米勒在他的《晚钟》里对于画面结构的设计，可谓无懈可击，有人企

图把画面里的独轮车、小篮子、锄头从人物旁稍稍挪动和交换一下位置，结果都达不到原有的画面效果。可见米勒对“多样统一”的形式规律运用的多

么巧妙；库尔贝的《奥尔南的葬礼》突破了前人在画面结构上的循规蹈矩，他保留了“雄伟风格”所传达的气势而没有落入其原则的泥潭，画中没有英

雄的姿势，也没有中心，但人物各有各的视线，沉浸于各自的思绪之中，仿佛整幅作品没有经过刻意的构图，然而结构却依旧微妙、严谨：人物之间的

间隙在饰带般的布局中演绎了缓慢的挽歌般的节奏。

    写实主义具有两层含义：一是指艺术的创作方法；二是指艺术的写实手法。19世纪法国写实主义美术两者兼而有之。目前对19世纪法国写实主义绘

画的研究已经很多，但大都是在研究写实主义的批判性和题材特征领域的，本文主要是从几个具有代表性的画家的画面结构入手，找出该时期作品在画

面形式结构和色彩的表现性方面的独特性。众所周知，19世纪法国写实主义美术家们发展了美术作品的写实技法，特别在风景画中对表现光线和空间感

，做了富有成果的探索，但很少有人去关注他们在画面结构方面取得的成就，并且他们在这方面所作出的尝试和贡献是有目共睹的。

    纵观美术发展史，19世纪法国的写实主义美术运动是法国文艺史上光辉的篇章，它对欧洲各国及我国的文艺运动影响深远，为现当代绘画的发展拓

宽了理念，开创了民主艺术的新阶段。

4.期刊论文 19世纪法国歌剧沿革探微 -西华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2)
    欧洲19世纪浪漫主义音乐时期是一个极具个性化、风格化的时期,法国歌剧带有这一时期音乐的显著特征.本文就这一时期的历史背景、歌剧的沿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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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作曲家等作了简要的介绍,并就浪漫主义音乐中文学与歌剧发展亲密而特殊的关系进行了阐述与分析.

5.期刊论文 闫巧玲 18、19世纪的法国农民与法国政治 -理论界2010,""(6)
    传统农民与现代化关系重大,世界各国的现代化进程都与农民问题紧密联系.本文是以18、19世纪法国农民为例,从其在政治变革中所体现出来的革命

性和保守性双重政治人格这个角度来探讨法国农民对法国政治发展的影响.他们不仅在大革命期间影响了整个革命形势的走向,而且也在很大程度上对法

国现代政治体制的形塑产生了影响.

6.学位论文 谢新刚 重农主义与18～19世纪法国农业市场化 2007
    18～19世纪是法国农业市场化的关键阶段。法国重农主义对法国农业市场化产生了重大而直接的影响。18世纪中期前的法国农业陷于深重危机，其

主要根源在于重商主义政策的管制和挤压；中世纪传统农业制度与自然灾害等使得农业更加萧条。立足法国国情，布阿吉尔贝尔、魁奈、杜尔阁相继提

出和论证了“以农为本”、“以农立国”思想，并依此为据阐明了法国摆脱农业危机的“兴农强国”之路，包括保障土地所有者产权，实行大农经营方

式；以市场为核心，保证农产品高价；确保农产品在国际与国内市场的自由运行；政府加强法律与制度建设，利用税收等市场工具管理和调控市场，实

现资源的合理配置。重农主义者倡导的农业市场化思想，影响和促进了法国18世纪后期～19世纪的农业市场化进程。这对当代发展中国家推进本国农业

市场化和实现农业现代化有重要启示。

7.期刊论文 许静.Xu Jing 19世纪法国农村人口流动考察 -内蒙古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11(6)
    法国农村人口在19世纪之前很多都是过着传统的农村社会生活;19世纪开始较多地流动,19世纪上半期主要是季节性流动,季节性流动有很多的原因

,也有自己的特点;19世纪中后期农村人口的流动主要表现为长期性迁移,长期性迁移对社会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8.期刊论文 泽拥.Tse yung 法国传教士与法国早期藏族文化研究 -中国藏学2009,""(2)
    本文在勾勒19世纪中期至20世纪初法国传教士在中国藏族地区活动情况的基础上,以法国早期关于藏族文化的研究成果为参照,探讨了法国传教士在

进行文化传递过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在法国与中国藏族地区的早期文化交流过程中,法国传教士发挥了重要作用.

9.期刊论文 惠波.王珍 对19世纪法国沙龙展的反思 -新疆艺术学院学报2010,8(3)
    对于19世纪沙龙展研究的忽视与否定往往是基于现代主义观念,因此对沙龙展进行重新审视与反思,以期得以真实、合理的历史还原就显得尤为重要

.事实上,沙龙展在当时的自身影响力以及所扮演的角色也决定了这也是一个无法回避的研究命题.

10.期刊论文 泽拥.旦增遵珠.Tse Yang.Tenzin Tsundrus 从入藏路线的书写看19世纪法国对中国藏族地区的殖民

想象——以法国人旅藏游记为中心 -西藏研究2007,""(1)
    文章以19世纪中后期法国人旅藏游记文本为基点,以各文本均强调的"入藏路线"为引子,在19世纪中后期中法关系的历史背景下,论述了19世纪法国对

藏族地区想象性的殖民意图.在较少的关于法国同中国藏族地区交往史的研究中,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重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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