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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中国国际政治与对外政策研究也呈蓬勃发展之势。
国际关系学界组织译介的一批在世界上有影响的专著，进一步打开了人们的视野与思路。
随着研究的深入，国际政治学界的一些专家呼吁对世界主要国家（地区）的内政与外交进行精细的调
研，以期客观、准确、全面地了解世界主要国家（地区）的内政与外交发展的轨迹，研究21世纪的世
界可能面临的合作与冲突，未雨绸缪，因势利导。
①《世界主要国家（地区）政治发展与对外政策丛书》正是适应这一需要，组织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
一批长期从事国际关系和相近专业的教学研究人员合作攻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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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法国是欧洲极具特色的国家。
从国内政治发展方面看，其国体变化之剧，政体更迭之快在西方发达国家中堪称独一无二：中世纪时
法国王权旁落；近代早期的路易十四时代却又发展成为绝对君主制的典范；1789年大革命曾一度使法
国成为欧洲最民主的国家；1875年瓦隆修正案虽然最终确立了共和制度，但法国的政治斗争依然激烈
，政局严重动荡，直到1958年第五共和国的建立才将法国政局稳定下来。
从对外政治方面看，近代以降的法国国际地位起落不定，既有路易十四时代的光辉，拿破仑帝国的武
功，也有外敌数次兵临巴黎城下之辱。
与英国胜不骄败不馁的稳健外交政策相比，法国的对外政策像过山车一样让人惊心动魄。
在国家地位鼎盛之时，法国的决策者往往铸下大错；当国家面临外部困境甚至绝境之时，法国人又总
能想出奇招，转危为安，表现出拉丁民族无与伦比的智慧。
本书研究和分析了近代以来法国政治的发展过程、第五共和国的现行政治体制及近代以来法国外交政
策的演变历程等，试图为读者全面了解和理解法国上述政治发展及对外政策演变提供一些有益的线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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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从封建制度向近代政治体制的转换自公元481年克洛维一世建立墨洛温王朝至法国大革命，法
国政治制度的演化经历了封建制度、等级君主制和绝对君主制三个阶段，表现为王权不断加强，到波
旁王朝的路易十四（1643-1715年在位）执政时，法国王权的专制程度达到顶峰。
专制必然带来反抗，且专制愈强，反抗越烈。
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是人类历史上最为震撼的一页。
关于这次革命的彻底性，恩格斯指出：“这是第一次完全抛开了宗教外衣，并在毫不掩饰的政治战线
上作战；它也是第一次真正把斗争进行到底，直到交战的一方即贵族被消灭而另一方即资产阶级获得
完全胜利。
在英国，革命以前和革命以后的制度之间的继承关系、地主和资本家之间的妥协，表现在诉讼程序被
继续应用和封建法律形式被虔诚地保存下来。
在法国，革命同过去的传统完全决裂；它扫清了封建制度的最后遗迹，并且在民法典中把古代罗马法
⋯⋯巧妙地运用于现代的资本主义条件；它运用得如此巧妙，以致这部法国的革命的法典，直到现在
还是包括英国在内的所有其他国家在财产方面实行改革时所依据的范本”。
这次革命打碎了法国的绝对君主制度，使法国的政治形态由封建制度转变为近代资本主义体制。
一、大革命之前的法国政治嬗变1.法国封建制的形成法国位于欧洲大陆西部，它的本土面积达55.4万平
方公里（包括科西嘉岛和沿海岛屿，但不包括海外省和海外领地），占欧洲大陆面积的5％，居世界
第40位，法国的领土形状大致呈六边形，所以又称“六边形国家”。
从地理位置看，西北临拉芒什海峡（英国称英吉利海峡）和多佛尔海峡，西濒大西洋，东南是地中海
。
三面环水的法国有着漫长的海岸线，全长2700公里。
由于地理位置优越，早在远古时代法国的土地上就有人类活动。
公元前600年，希腊人开始向法国移民，在罗纳河河口的马西里亚（即现今的马赛）建立城市。
在希腊人殖民马赛的同时，凯尔特人也开始向法国移民。
凯尔特人来自中欧山区，操印欧语。
凯尔特的名称来自希腊人对它的称呼，罗马人则称之为高卢人。
公元前2世纪末，罗马人开始入侵高卢。
公元前58年，罗马元老院派遣恺撒率军远征高卢，驱逐占领高卢东半部的日耳曼人。
公元前56年，恺撒控制了整个高卢，高卢沦为罗马的行省。
罗马衰落后，日耳曼人开始大举入侵高卢。
从公元406-409年，居住在莱茵河地区的汪达尔人、苏维汇人和阿兰人轮番劫掠高卢。
公元410年，西哥特人首领阿拉里克攻陷罗马，把罗马洗劫一空后，西哥特人挥师南下，计划占领西西
里和北非。
但由于途中遭遇大风，被迫北撤至高卢西南部的阿基坦。
公元418年，西哥特人以图卢兹为首都建立了西哥特王国。
继西哥特人之后，勃艮第人也在高卢建立了王国。
西哥特人和勃艮第人人侵高卢后，他们在高卢建立了封建体制，形成早期的封建国家。
这种封建关系是在罗马奴隶制度解体和日耳曼原始公社瓦解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但是，西哥特王国和勃艮第王国很快受到法兰克人的挑战。
克洛维一世（公元481-511年）成为海滨法兰克人的部落酋长后，开始大举入侵北部高卢。
在征服高卢的过程中，克洛维把部落军事领袖的权力转变为世袭的王权。
克洛维建立的法兰克王国首都设在巴黎，统治区域主要在莱茵河和默兹河之间。
（1）法兰克王国实行的封建制克洛维征服高卢后把大批土地分封给亲兵、官吏和教会，形成封建大
地产。
法兰克王国的官吏阶层主要有两部分人组成，其一是为国王作战的亲兵，另一部分是王室的家臣。
王国的最高行政机构是宫廷，此外还有司法机构和由教士组成的秘书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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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王国的行政机构中，宫相的地位日益重要。
宫相最早只是管理王室庄园的财产和账册的一个管家。
但在克洛维死后，由于他的四个儿子争权夺利，内战不断，宫相的权力逐渐扩大。
到克洛塔尔：二世统治时期（公元613-629年），奥斯特拉西亚和勃艮第宫相取得了终身职位，国王不
能随便撤换。
克洛塔尔二世之子达戈贝尔特一世（公元629-639年在位）对奥斯特拉西亚地区宫相的势力极为不满，
但也无可奈何。
达戈贝尔特一世死后，法兰克王国彻底衰落。
在公元639-751年的长达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国王们不理政事，大权完全旁落到宫相的手里。
据艾因哈德的描述，国王除了“空洞的称号以外，什么都没有了，因为国家的财富和权力都入于宫廷
长官——宫相——之手，由他们操纵全权。
国王也满足于他的空洞的称号。
他披着长发，垂着长须，惯于坐在宝座上面，扮演着统治者的角色，他倾听来自任何地方的使节的陈
词，在他们离去的时候，向他们说一说别人教给他或者命令他回答的辞句，好像是出于自己的意旨似
的。
这就是他所执行的惟一职务，因为除了空洞的称号，除了宫相自己的高兴许给他的不可靠的生活费以
外，他自己只有一处收入微薄的庄园，此外一无所有。
”无节制的分封导致地方诸侯势力坐大，中央权威旁落。
当时法国的政治形势也犹如中国西汉著名政治家纵论时事的文章中所说：“大抵强者先反。
淮阴王楚最强，则最先反；韩信倚胡，则又反；贯高因赵资，则又反；陈欷兵精，则又反⋯⋯卢绾最
弱，最后反。
长沙乃在二万五千户耳，功少而最完，势疏而最忠，非独性异人也，亦形势然也。
”为了巩固中央权威，宫相查理·马特（公元714-741年任宫相）对土地分封制度进行改革。
他把土地无条件分封给贵族和亲兵的办法改为采邑制度。
采邑是有条件占有土地的制度，受封者必须对分封者尽一定的义务。
此外，采邑只限于终身享用，不能世袭，封主或受封者死后，采邑需重新分封。
查理·马特在临死时把法兰克王国的疆域分给他的两个儿子卡洛曼和矮子丕平。
公元747年，斗争失败的卡洛曼弃政，归隐于修道院，丕平成为法兰克王国惟一宫相。
丕平主政后，帮助教皇斯蒂芬二世击败伦巴底王国，迫使伦巴底国王把侵占的罗马地区的一些城市和
拉文纳总督区交给教皇，史称“丕平献土”。
教皇也投桃报李，支持丕平夺取王位。
公元751年，丕平在苏瓦松召开法兰克王国贵族会议，当选为国王，墨洛温王朝的末代国王西尔德里克
被囚禁在一个修道院内。
公元754年，教皇埃蒂恩纳二世为丕平加冕，并宣布以后的法兰克王国国王，“禁止从其他家族选立国
王，凡违反者将取消其神职，并革出教门。
”这就是著名的“王权神授”。
丕平临终时按照法兰克王国的传统，把国家交给他的两个儿子查理和卡洛曼。
查理（公元768—814年）是法兰克王国历史上最杰出的人物，一生东征西讨，光是对萨克森就进行了
长达30年之久的战争。
由于查理长期致力于开疆拓土，法兰克王国的版图迅速膨胀，几乎可与西罗马帝国相媲美。
查理的赫赫战功也令教皇心惊。
教皇利奥三世为保住职位向查理献媚，邀请查理派遣使臣到罗马接受罗马居民的效忠。
利奥三世的行为激起罗马贵族的反感。
公元799年，罗马贵族以利奥三世生活放荡为由将其逮捕，并欲弄瞎他的双眼。
利奥三世越狱成功，请求查理保护。
在查理的帮助下，利奥三世重登宝座。
为感谢查理的帮助，公元800年12月25日，利奥三世为查理加冕，查理成为大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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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帝国是在征服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缺乏统一的经济基础，只是一种不牢固的军事政治联合。
再加上帝国境内语言、生活习惯上的差异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查理大帝死后，帝国开始土崩瓦解。
公元814年，查理大帝去世。
其子路易一世继承帝位。
路易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号称虔诚者路易，深受教廷喜爱。
但他生性软弱，极度迷信，不是治国经世之材。
公元817年，路易及其随从经过连接阿享皇宫和大教堂的走廊时，这条木质走廊突然倒塌，并砸伤路易
。
这个偶然事件让极度迷信的路易心惊肉跳，以为自己将不久于人世。
于是把帝国分封为三部分，分别由长子洛泰尔、次子秃头查理和幼子日耳曼路易继承。
此次分封立即引起内乱，战火形成燎原之势。
（2） 从《凡尔登条约》到1302年三级会仪召开时的封建制公元843年，路易的三个儿子在凡尔登达成
妥协，缔结了《凡尔登条约》。
条约把帝国分成三个部分：莱菌河以东归日耳曼路易，称东法兰克王国；马斯河和斯海尔德河以西归
秃头查理，称西法兰克王国；洛泰尔承袭帝位，但元权管辖日耳曼路易和秃头查理，只拥有意大利中
部到北海的东西法兰克之间一条狭长地带。
西法兰克王国就是现今法国的源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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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本书写写停停达数年之久。
这既有客观方面的原因，也有主观方面的原因。
从客观方面说，国内图书馆有关法国政治发展与对外政策方面的图书收藏不够丰富。
笔者费了不少周折才从国家图书馆和总参某部资料局复印了一些相关资料。
图书资料的欠缺，加之笔者受法语水平所限，难以直接阅读相关法文研究成果，从一定程度上影响了
本书的写作。
从主观方面说，由于笔者忙于博士论文的写作，难于集中精力研究法国的政治发展与外交政策。
所以，若不是丛书常务副主编钮汉章研究员的严格督促和大力支持，本书可能还要延宕不少时日。
在这里我要特别感谢中国国际战略学会高级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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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法国政治发展与对外政策》研究和分析了近代以来法国政治的发展过程、第五共和国的现行政治体
制及近代以来法国外交政策的演变历程等，试图为读者全面了解和理解法国上述政治发展及对外政策
演变提供一些有益的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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