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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王们都有长长的手臂”
———法国路易六世时期的王权

黄 春 高

　　提　要:路易六世在其统治期间积极伸张王权 , 不仅改变了此前法国王权孱

弱的境况 , 而且使王权的内容得到充实并使王权的外延扩展 。路易六世在封建制

下平定了王室领地内及周边堡主的离乱势力 , 统一的法兰西意识开始显现;他还

在王室内部事务的管理上进行改革 , 加强了卡佩王朝的中央权威 。路易六世扩张

王权的努力同经济 、社会和宗教领域的发展形成了良性互动 。法国王权向社会 、

经济和宗教领域的渗透改变了王权系于某个具体国王权力的单一维度并同封建制

度发生关联。在封建 、 王权与国家的三度空间里 , 路易六世时期的王权可以得到

更全面的检视 。

关键词:路易六世　王权　封建　国家

路易六世统治时期 (1108—1137)是法国卡佩王朝走向强大的起点。探讨路易六世的统治 ,

对深入理解西欧封建主义王权有重要意义。① 在解读圣德尼修道院院长苏热 (1081—1151)所著

《胖子路易传》 且吸收近年来研究成果的基础上 , ② 本文将对路易六世时期的王权问题展开初步

研究 。讨论分三部分进行:路易六世伸张王权的努力;经济 、 社会与宗教诸领域及路易伸张王

权的互动;路易王权的特性———封建 、 王权与国家之间的关系 。

一　王权扩张:路易六世伸长了手臂

1108年 , 27岁的路易在奥尔良即位为法兰西国王 , 是为路易六世。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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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本文使用王权 (kingship)概念 , 主要是指一种国王统治方式 , 当然亦涵盖了王室权力 (ro yal pow er)

的考量。而本文的封建主义概念都是在严格的政治法律意义上使用。

Suger , Vita Ludovici Grossi Regis , Vie de Louis VI Le Gros , edité e et traduite par Henri Waquet , Paris ,

1929;Li fe of K ing Louis the F at , Jean Dunbabin (trans.), S t.Annes Co lleg e , Oxfo rd OX2 6HS.英文

文本来自互联网 , http:// w ww .fo rdham.edu/ halsall/ sbook.html.《胖子路易传》 (凡 34 章)约成

书于 1140 年代。

路易约生于1081年12月(这是当今学界通行的看法 , 不过 , 也有持1077年或1078年说者)。到 1100 年 ,

路易就已经是“任命的国王” (rex designatus)了。因为越来越胖 , 故菲力普一世 (1060—1108 年在位)

不得不让成年后的路易更多地参与国家事务 。见 OrdericV ita lis , The Ecclesiastical History of Orderic



路易即位之时 , 法国卡佩王朝已历百余年的统治 , 但王室权威一直积弱不振 。① 公元 1000

年左右 , 其 “所控制的只是一个从奥尔良伸展到桑利斯 (Senlis), 南北长约 200 公里 , 宽不足

100公里的地区”。② 学者往往使用 “王领” (the roy al principality)这一术语来指称国王直接控

制的领地 。言下之意 , 法兰西岛 (Ile-de-France)只不过是众多诸侯领地中的一个。与其相当的

尚有诺曼底公爵领 、 弗兰德尔伯爵领 、 阿奎丹公爵领 、勃艮第公爵领 、 安茹伯爵领 、 香槟伯爵

领等大封建领地数十个。贵族是其领地上当然和事实上的统治者。他们篡夺了国王曾经拥有的

司法 、行政 、军事和经济等权力 。他们强调自己血统的高贵 , 从而声称各自的独立性 。尽管卡

佩诸王还被承认为法国公爵和伯爵的国王和宗主 , 但对王室的尊重很多时候像一个笑话 。不仅

遥远而充满文化差异的 “南部诸侯从来就没有朝觐过王廷 , 王室档案中并不称他们为 `忠臣

(fideles)' , 而是称为 `朋友' 或 `我们统治的伙伴' ” , ③ 就是那些法兰西岛周边的诸侯也对国

王缺少尊重 。有一则逸事说 , 国王于格·卡佩质问拉马什的阿尔德贝特(Aldebert of La

Marche):谁让你成为伯爵? 后者则反问:谁让你们成为国王?④ 这样的反问正是卡佩家族最担

心的 。于是他们采取双王共治措施来延续和巩固王朝 , 即老王活着时就任命或者加冕儿子为国

王。⑤ 但这并不能改变王室的弱势地位。不少领地在疆域范围 、 经济实力以及影响上都远比法兰

西岛要强大。直到路易六世统治时期 , 巴黎还不能称为国家的首都 。⑥ 鲁昂 、布鲁日 、兰斯等城

市比巴黎重要和繁荣得多 。甚至小小的弗勒里的阿博院长 (Abbot Abbo of F leury , 988—1004)

都敢宣称 , 在其领地之内 , “我比我们的领主法兰西国王更有权力。”⑦

即使在王室领地内部 , 国王也不能有效地实行管理和统治 。公元 1000年左右的社会变革 ,

形成以城堡为中心的新的地方领主统治。城堡领主权的兴起蚕食和侵吞了高级贵族的权利 。这

就是所谓的 “封建革命” 。⑧ 王室领地也不例外 , 同样兴起了许多控制范围不一的城堡 。⑨ 堡主

成为实际的地方统治者 。国王在领地内的各种权利也渐渐为领主瓜分。领主之间经常为领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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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talis , vol.VI , Marjo rie Chibnall (ed.and t rans.), Oxfo rd:The Clarendon Press , 1978 , pp.154—

155.此书为拉丁文与英文对照本。 Suger , Vita Ludovici Grossi Regis , pp.84—86.

①　Jean-F rancois Lema rignier , “ Po litical and Monastic Structures in F rance a t the End o f the Tenth and the

Beginning of the Eleventh Century ,” in F redric L.Cheyette (ed.), Lordship and Community in Medie-

val Europe , New York:Robert E.Kriege r Publishing Company , 1975 , pp.100—127.尽管晚近有研究

者认为卡佩王朝最初四王还是有所作为的 , 但法国中央权威的弱小却是不能否认的事实 。

Edw ard James , The Origins of F rance:f rom Clovis to the Capetians 500 —1000 , London:The Macmil-

lan Pre ss LTD , 1982 , p.187.

Edw ard James , The Origins of F rance:f rom Clovis to the Capetians 500 —1000 , p.187.

Geoff rey Kozio l , “ Po litical Culture , ” in Ma rcus Bull (ed.), France in the Central Mid dle A ges 900 —

1200 , Ox ford:Ox ford Univ ersity Pr ess , 2002 , pp.45—46.

Andrew W .Lew is , “ Anticipato ry Association of the H eir in Ea rly Capetian F rance , ” The American His-

torical Review , vol.83 , no .4 , Oct.1978 , pp.906—927.

Rober t-Henri Bautier , “ Quand et comment Pa ris devint capitale ,” in Robe rt-H enri Bautier , Recherches

sur lhistoire de la France Médiévale , Des Mé rovingiens aux premiers Capé tiens , Vario rum , 1991 , I.

pp.17—46 , 39.

Marcus Bull , “ Conclusion ,” in M arcus Bull (ed.), France in the Central Mid dle Ages 900 —1200 , p.

198.

T .N.Bisson , “ The `Feudal Revo lution' ,” Past & Present , no.142 , Feb.1994 , pp.6—42.公元

1000 年左右 , 是否真的发生过所谓的封建革命 , 20 世纪 90 年代学界曾经有过激烈的争论。

Philippe Contamine , War in the Midd le Ages , Michael Jones (trans.), Ox ford:Blackwe ll Publishers

L td., paperback 1986 , p.46.



人民和财物而开战。对此情形 , 国王根本无能为力 。到 11世纪中期 , 民众已经不再幻想国王和

诸侯为社会秩序的保护者了。①

路易即位之初 , 王权孱弱 、国家混乱的情形更为糟糕 。路易六世的登基 , 三个主要的公爵

领地 (诺曼底 、 勃艮第和阿奎丹)甚至拒绝向其行臣服礼 。② 确实 , “国王很少能够控制大诸侯;

后者在得意之时更像国王的同盟者 , 而非臣民 。”③ 按照略晚于路易时代的宫廷逸事叙述者麦朴

(Walte r Map)的记载 , 当路易年轻的时候 , 如果没有紧邻诸侯的允许和护卫 , 他外出巴黎都不

能超过第三个界碑。④ 正是在这样的情形下 , 路易开始了振兴王权的努力。

路易六世首先对付的是王室领地内及周边的堡主势力 。终其一生 , 路易都在进行反对法兰

西岛内领主的战争。南部有对蒙勒里 (Montlhé ry)家族的战争。该家族最令卡佩诸王头疼 。路

易的父亲菲力普曾经抱怨他们破坏了国家的和平 , 榨干了他一生的心血。⑤ 蒙勒里城堡距巴黎只

有 24公里 , 占据巴黎通往奥尔良的要津 , 也吸引了大量不法之徒。1105 年 , 王子路易领军讨伐

蒙勒里 。经过几年断断续续的战争 , 路易镇压了反叛 , 摧毁了城堡。⑥ 西南部有对勒皮赛 (Le

Puiset)家族的战争。该家族的城堡位于奥尔良北部 。⑦ 勒皮赛的于格为人狂妄 , 欺压穷人 、教

堂和修道院。被劫掠的夏特勒伯爵夫人及一些教会人士来国王处诉苦。国王乃对于格用武 。经

过 1111年 、 1112年和 1118年前后三次的战争 , 最后擒获了于格 , 摧毁其城堡。⑧ 北部则有对

托马斯·德·马尔勒 (Thomas de Marle)的战争 。此人穷凶极恶 , 甚至抢走修女 。当地主教请

求国王主持公道 。1115年 , 路易开始攻打托马斯。尽管后者负隅顽抗 , 国王还是夺下了托马斯

的克雷西城堡 , 摧毁和焚烧了一些要塞 。托马斯曾向国王支付赎金求和 , ⑨ 但路易随后又攻下努

维庸 (Nouvion)城堡 , 惩罚罪犯 , 解救无辜者 。最后路易废除托马斯及其继承人在亚眠的领主

权。 10

路易六世镇压反叛贵族或者堡主的行为 , 一定程度上可以理解为不得已而为之。当此之时 ,

人民的生命财产甚至教会都成为那些大大小小的 “僭主们” (tirannus)掠夺的对象。国王不能

承担保卫人民生命财产 、 平定动乱 、 保卫领地和平的责任 , 不能维持王室领地上的秩序 , 就意

味着丧失权力 , 也意味着丧失经济基础和财政收入。正如德国历史学家埃利亚斯所说 , “他 (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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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4 ? — c.1125), John F .Benton (ed.), C.C.Swinton Bland (trans.), Harper & Row :Harpe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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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六世———引者)是在现实状况直接的强制之下行动的:他不得不战胜蒙太里 (即蒙勒里 ———

引者)家族 , 如果他不想丧失其本土各部分间的联系的话;他不得不将这一奥尔良地区最强大

的家族打倒 , 如果他不想丧失他本人在那里的权势的话 。卡佩家族在法兰西岛夺取霸权的斗争

中一旦失败了 , 另外的家族很快会起而代之 , 就像在法兰西其他地区一样 。” ① 这样的危险是存

在的 。科尔贝伯爵布沙德曾经说出这样野心勃勃的话:“尊贵的夫人 , 请愉快地授予这把辉煌宝

剑给您高贵的伯爵我吧! 因为 , 以伯爵身份从您手中接过宝剑者 , 今天将作为国王将其归还于

您。”② 苏热评论这是对 “王位的觊觎” 。可见篡位威胁的存在 。“因此 , 即使大多数的战争只发

生在相当狭窄的区域 (约 4万平方公里), 即使大规模的战役远比围城要少 , 即使参战的军队数

量总是很少 , 战役持续时间也短 , 危险和损失极其有限 , 毁坏也有限 , 但对于路易六世及其仆

从 、 忠实的追随者来说 , 战争是一种不间断的急务 , 是一种时刻临近的危险。”③

于是 , 路易六世利用一切可能的条件来镇压肇事领主 。接受当事人的请求出兵 , 是最主要

的方式。无论领主与平民之间 , 还是领主与领主之间的矛盾冲突 , 都会成为路易干预和镇压的

借口 。例如 , 埃博斯劫掠兰斯教堂 , 国王就带军队击败埃博斯 , 归还被掠夺的财产 。④ 默恩

(Meung)领主莱昂 (Léon)与奥尔良的教堂争夺城堡及领主权 , 路易以军队制服了莱昂 , 将它

们归还给教堂。⑤ 当蒙莫朗西 (Montmorency)的领主布沙德掠夺其岳父的城堡 , 国王出来主持

正义 。⑥ 塞纳河畔罗歇-居庸 (Roche-Guyon)城堡的年轻领主居伊 (Gui)为叛乱者纪尧姆暗

杀 , 国王命令严惩阴谋叛乱者 。最后 , 讨伐者杀死纪尧姆 , 并陈尸示众。⑦ 科尔贝伯爵奥多被异

父兄弟克雷西的于格囚禁 。国王乃出兵攻打于格的城堡。经过多次战役 , 路易终于胜利地解救

了奥多和其他被俘人员。⑧ 后来成为路易强劲对手的托马斯 ·德 ·马尔勒 , 当初也请求王子路易

的帮助。因为托马斯残暴不仁 , 为人民所痛恨 , 其父昂盖朗 (Enguerrand)与埃博斯达成同盟

欲废除之 。路易则应托马斯的请求制伏了昂盖朗等人 。⑨ 在这一事件中 , 昂盖朗等人所为带有某

种正义性 , 但路易还是出兵为托马斯解围 。苏热认为王子是因为年轻冲动才有此举动 , 但也可

以看出路易对王室领地内和平与秩序的关注程度。至于对国王公然的反叛 , 则更遭到路易的坚

决打击。路易曾赐给同父异母兄弟菲力普两座城堡 , 但菲力普在舅舅阿墨礼 ·德 ·蒙福尔

(Amauri de Mont fort)的教唆下 , 起来反对路易。 10 路易轻易地解决了菲力普。阿墨礼就将女

儿嫁给了克雷西的于格 , 试图用于格来阻止路易 。经过艰苦的战争 , 国王终于击败于格联军 ,

剥夺了于格的继承权 , 摧毁了城堡 。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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矛盾的产生与路易的继母安茹的贝特达 (Be rtrada)有直接关系。她曾多次设计加害路易未果。路易瘦

弱苍白是她下毒所致。 Orde ricVitalis , The Ecclesiastical H istory of Orderic Vitalis , vol.VI , pp.50—

55.

Suger , Vita Ludov ici Grossi Regis , pp.123—129.



根据苏热的记载 , 以及维塔利斯 (Orde ric Vi talis)的一些记录 , 可以了解到路易六世讨伐

领地内及周边的战斗不下数十次。通过战争 , 路易逐渐建立起领地内的和平 。和平的实现 , 为

王室权威向外扩张提供了基础。因为剥夺了侄子的继承权 , 1110 年 , 波旁领主埃蒙男爵被告到

路易的王廷。路易要求埃蒙来法庭接受审讯 , 后者拒绝到场。于是路易带领大批人马向贝里进

军 , 进攻埃蒙的城堡 。埃蒙最后只能跪倒在路易跟前 , 听凭国王的发落。国王占领了城堡 , 并

带埃蒙到法兰西受审 , 解决了争端 。① 波旁位于远离法兰西岛的南方 , 但是国王以武力讨伐该地

区。这样的讨伐不再在其唯一可以动手的地方——— “法兰西岛” 了 。路易的军事行动 , 引来苏

热有些兴奋的评论:“王室力量绝不应被限制于某些地区的狭窄范围之内。 `众所周知 , 国王们

都有长长的手臂' 。”②

国王的长手就这样伸向了王室领地之外。1112年 , 路易六世领兵前去讨伐强占克莱蒙的奥

弗涅伯爵纪尧姆六世 , 迫使伯爵放弃所占领的主教城市 。③ 诺曼底公爵兼英国国王亨利一世

(1100—1135年在位)是路易一生的敌人 。路易本人的领地法兰西的维克森 (Vexin)与诺曼底

的维克森紧邻 , 极易受到来自诺曼底的攻击。路易利用亨利一世与兄长罗伯特及罗伯特之子威

廉·克里托之间的矛盾 , 干预诺曼底公爵领地事务。④ 他支持威廉成为公爵 , 以对抗亨利。1109

年双方开始了战争 , 持续到 1113 年才以和议结束 。1116年双方又开战 , 战争持续了四年 。其

间 , 1119年布雷穆勒 (Brémule)之战路易经历了惨痛的失败。但 1120年 12月双方再次达成和

议之时 , 路易还是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亨利一世同意因诺曼底公爵身份而向路易行臣服礼 , 王

子威廉则向路易效忠 。⑤ 在处理和应对弗兰德尔伯爵领地事务时 , 路易则充分利用两个家族间的

姻亲关系 , 以 1127年谋杀好人查理事件最为典型 。⑥ 是年 , 因为好人查理的统治触犯了一些权

势家族的利益 , 叛乱者乃谋杀查理于布鲁日的教堂里。路易以替表兄弟复仇为由 , 带兵前去惩

罚 , 取得胜利。首犯布沙德 、 幕后主使贝托德一干人等被处死 。为国王推立的威廉·克里托则

当选为伯爵。后来威廉不能很好地控制该地区 , 导致当地人的反抗 。1128年 , 布鲁日人民选举

自己的伯爵梯埃里·德·阿尔萨斯 (Thie rry dAlsace)。⑦ 尽管如此 , 梯埃里也同意接受路易的

宗主权。⑧ 这样 , 路易六世的长手臂伸到了遥远且富裕的弗兰德尔。

路易六世并不能够保证其对手臂所及地区的控制 。与诺曼底 、阿奎丹 、弗兰德尔等大领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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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ger , Vita Ludov ici Grossi Regis , p.180.

Achille Luchaire , Les P remier s Capé tiens (987—1137), in Ernest Lavisse (ed.), Histoire de France

I llustrée:Dep uis Les Ori gines J usqu La Revolution , Tom II--Deuxiéme Partie , Hachette et C°1911 ,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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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tian France987 —1328 , Har low :Pearson Education , 2001 , 2nd edition , p.218.

关于此事件最为详细的记载 , 来自当时伯爵治下一个公证员的日记。 Galber t of Bruge s , The Murder of

Charles the Good , J.B.Ross (t rans.), To ronto :Unive rsity of To ronto P ress , 1959 , 1982.Suger , Vita

Ludovici Grossi Regis , chapter XXX .

Jacques Flach , Les Ori gines de LAncienne France , Xe et XIe Siecles IV :Les Nationalité s Ré gionales ,

Leurs Rap ports Avec La Couronne de France , New Yo rk:Bur t F ranklin , Originally Published , 1917 , re-

printed , 1969.pp.101 , 106—107.

Malco lm Ba rbe r , The Two Cities:Medieval Europe , 1050 —1320 , London & New York:Routledge ,

Paperback , 1993 , r eprinted , 2003 , p.281.



比较 , 王室领地法兰西岛处于劣势。于是 , 我们看到路易在许多场合的失败 。例如 , 1111年 ,

路易在莫城 (Meaux)攻打布卢瓦伯爵蒂博四世时遭到强大的抵抗 , 国王溃败 。其舅父弗兰德尔

伯爵罗伯特落入陷阱而亡 。1112年在图里 (Toury)附近 , 王室军队又被蒂博四世联军击败 , 溃

逃到奥尔良。① 可见 , 长手臂并非最有力的手臂。但是 , 路易是一个有抱负 、有毅力的国王 。关

于路易与英王亨利一世的斗争 , 苏热引用罗马诗人吕坎 (Lucain)的名句来描述二人的性情与意

志:“恺撒不能容忍只做第二 , 庞培希望能够争当第一 。” 可见路易六世的雄心壮志。面对挫折 ,

他从不轻易放弃 。按麦朴的描述 , 路易在遭受 1119年布雷穆勒失败后的表情 “依然兴高采烈” 。

路易说 , “我并没有丧失信心 , 我已被经常的不幸磨砺得坚硬起来” 。②

或许正是由于如此坚韧 , 路易六世能够取得如 1124 年兰斯事件这样重大的胜利和成功 。③

1124年 8月 , 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亨利五世 (1106 —1125年在位)欲侵犯法国兰斯地区。根据历

史记载 , 皇帝侵犯兰斯的原因有二 , 一是为了报复法国对自己的敌人罗马教皇的支持;二是受

其岳父英国国王亨利一世的教唆和支持。其实 , 完全可以将亨利五世的军事行动理解为英国与

德国共同对付法国的联合战争 。④ 皇帝不仅接受了亨利一世的 “建议” (consilio), 而且 “他的

岳父英国国王亨利无疑提供了帮助 , 努力占领诺曼底省以反对法国国王路易” 。⑤ 早在 1110年亨

利一世将女儿玛蒂尔达嫁给亨利五世之时 , 就意味着北部欧洲两大政治力量的结盟 。⑥ 而当年的

一则记载更透露出某些重要的信息:“1124年 , 亨利国王整年都在诺曼底 , 那是因为他与法王路

易 , 与安茹伯爵 , 而最主要的是与他自己的臣属之间敌意很深 。” ⑦ 亨利一世还征服了诺曼底的

一些反叛领主 , 占领了不少地方。⑧ 但是 , 德国人和英国人的夹攻失算了。当得知皇帝的侵犯计

划后 , 路易征召军队抗敌 。几乎全国的大小贵族都应召前来 , 不仅有法兰西岛及其邻近的领主 ,

而且有王领外的勃艮第公爵 、 阿奎丹公爵 、 弗兰德尔伯爵等大贵族 , 甚至有曾经与国王作对的

于格伯爵 、布卢瓦-夏特勒伯爵蒂博等人。⑨ 路易军队共 8部分 , 根据传记的整理者和法文翻译

者瓦凯的估算 , 总数近 17万人。 10 最终 , 在路易召集的庞大军队面前 , 德国人退却了。“皇帝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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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dericVitalis , The Ecclesiastical History of Orderic Vitalis , vol.VI , pp.158—163.

转引自 Jim Bradbury , Philip Aug ustus:King of France , 1180 —1223 , London and New Yo rk:Long-

man , 1998 , p.14.

苏热的 《胖子路易传》 第 28 章专门叙述此事件。此外 , 艾克哈德·冯·奥纳的 《编年史》 及同时代的

其他几部编年史也提供了一些资料。参见 Ekkehard von Aura, Chronicon , MGH , S cri ptorum , VI , ed.

G .Per tz , 2nd ed., S ta ttgar t , 1980 , p.262;Si geb.Contin.Praemonstratensis , MGH , Scriptorum , VI ,

p.449;Annalista S axo , MGH , S cri ptorum , VI , p.761.

Karl Ferdinand Werner , “ Kingdom and P rincipality in Tw elfth-Century France ,” in T imo thy Reute r

(ed.& trans.), The Medieval Nobility :Studieson the Ruling Classes of F rance and Germany f rom the

Si x th to the Twe lf th Century , Am sterdam:Nor th-H olland Publishing Company , 1978 , p.267.

Ekkehard von Aura , Chronicon , p.262.

《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 , 第 273 页。关于成婚时间 , 在 “德国历史文献” 中有 1110 年和 1114 年两

种说法。MGH , S cri ptorum , VI , pp.247—248 , 375.

《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 , 第 288—289 页。

OrdericVitalis , The Ecclesiastical History of Orderic Vitalis , vol.VI , pp.347—360.

Suger , Vita Ludov ici Grossi Regis , chapter XXVIII.

其中 , 第一 、 第二部分分别为 6万人 , 第三部分为 1 万人 , 第四部分约为 8000 人 , 第五部分为 1万人 ,

第六部分为 7000 人 , 第七部分数字不详 , 第八部分为 1 万人。即使第七部分忽略不计 , 其总数也有

16.5 万人。这还不包括阿奎丹等地提供的军事帮助。这在当时是一个令人吃惊的数字。



领的人数并不多 , 因为德国人并没有准备与外国人作战 。” ① 而作为这次军事退却的注脚更显得

意味深长:英王亨利一世带兵直接进攻路易的领地维克森 , 只不过他被当地的人民所击败 , 失

望而归。②

兰斯事件中 , 路易六世长长的手臂挥舞的方形王旗 (orif lamme)将自己推向了整个法兰西

(tota Francia)。从外交关系上看 , “人们能够将此战争看作卡佩王朝与帝国斗争的第一次示

威。”③ 而更重要的是 , 这是法国北部大贵族第一次并肩站在卡佩国王身边 。④ “无论在现代还是

在古代 , 法兰西从没有取得如此卓越的功绩。在法兰西战胜了德国皇帝和英国国王 (路易不在

场)的同一时刻 , 当王国所有部分的力量团结在一起的时候 , 它荣耀地证明了王国的力量。”⑤

历史学家韦尔内也写道:“这一事件说明了某些道理 , 因为它向世人显示在关键时刻一旦那些富

裕而强势的王公以他们令人印象深刻的骑士军队 (至于事例则不仅有他们在十字军中的成功)

团结起来支持国王 , 则法国是何等的强大 。而且 , 人们能够感受到在这个国家中一种心境的变

化。在 11世纪和 12世纪初统一的情感仍然清晰可见 , 小实体开始让位于大王国的想像 。在此 ,

国王实至名归。”⑥ 总之 , 1124年是一个转折点 。

路易扩张王权的努力 , 同样体现在非战争的层面 。

首先 , 在王室内府事务的管理中 , 逐渐削弱一些世家大族的势力 。内府的重要职务大总管 、

中书令 、 警卫长 、 膳食长 、 内侍长等 , 往往为王领上的大堡主家族所控制 , 如蒙勒里-罗歇福

(Rochefo rt)家族 、贾朗德 (Garlande)家族 、 桑利斯家族。蒙勒里-罗歇福的红居伊 (Gui le

Rouge)曾是菲力普一世的王室大总管。1104 年 , 路易与红居伊的女儿吕西安娜 (Luciana)订

婚。此次联姻有其政治目的 , 但 1107年教皇帕斯卡尔二世宣布此联姻无效 , 原因是他们血缘太

近。⑦ 这对罗歇福家族是很大的打击 , 他们在内府的地位也为贾朗德家族所取代 。该家族的昂梭

(Anseau)、 吉尔贝 (Gilbert “Pagan”)、 艾蒂安 (Etienne)、 纪尧姆 、 吉尔贝兄弟五人先后担任

大总管 、 中书令 、膳食长等职务达数十年之久。其中艾蒂安 1107年担任中书令 , 1120年继昂梭

和纪尧姆之后成为王室大总管 , 一身兼二职 , 权倾一时。⑧ 此外 , 桑利斯家族的居伊 (Gui de

Senlis)曾在 1108—1112年任膳食长。这些家族自然成为王室的极大威胁 。路易与他们展开了

长期的斗争。1127年 , 路易解除了艾蒂安的总管和中书令职务 , 让它们空缺 。在路易的进攻态

势下走向反叛的艾蒂安 , 最终只有接受失败的命运。⑨ 贾朗德家族的艾蒂安被驱逐标志着内府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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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dericVitalis , The Ecclesiastical History of Orderic Vitalis , vo l.VI , pp.156—157;Suger , Vita L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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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ltures of Power , Philadelphia: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 ress , 1995 , p.22.

Lindy G rant , Suger of St-Denis:Church and S tate in Ear ly Twel f th-Century , London:Longman ,

1998 , pp.124—129.



员地位开始衰落 。内府职务不再世袭 , 而只有某种荣誉上的重要性。① 内府职务地位下降的同

时 , 王室顾问地位则在上升。而且从此有意识地空缺职位成为国王抑制那些有野心的官员的重

要手段。一些出自小贵族家庭 、 但接受过一定教育的新人 , 开始逐渐得到起用 , 如来自小骑士

家族的苏热可作为代表。有人评论说 , 与击败托马斯·德·马尔勒等人相比 , 路易挫败蒙勒里 、

罗歇福及贾朗德家族在内府权势的行为毫不逊色 。②

其次 , 路易六世力图在王室领地建立起具有效率的管理体系。“普雷沃” (prévo té s)制度在

路易之前就已经于一些诸侯领地和王室领地内被采用 。③ 路易扩大使用了 “普雷沃” 体制 。④ 在

王室领地的蒙勒里 、夏托诺福 (Chateauneuf)、 莫内 (Moret)、 萨莫瓦 (Samois)、 叶夫里-勒-

夏特尔 (Yev re-le-Cha tel)等地 , 学者都发现了这些代表国王利益的管理者的踪迹。哈勒姆估计

他们总数约 30人。⑤ 他们往往负责国王领地上的司法行政事务 , 主要是为王室代征赋税 , 创收

获利 。为了进行有效的管理 , 路易还颁发各类饬令 , 使其实行于王室领地之内甚至之外 。有学

者估计 , 菲力普一世时期每年颁布饬令为 3.6份 , 路易六世则为 12.1 份 , ⑥ 另有学者估计的数

字分别为 5.7份和 14份 。⑦ 虽然有出入 , 但增加是显然的 。这表明王室参与领地内及领地外各

项事务的意愿和行动的加强。其中 , 城市特许状的颁发有很突出的强化管理特征。除了广开财

源 , 利用城市公社来维持和平 , 加强管理也是其目的之一 。因为 “在不少领主或者国王本人看

来 , 鼓励公社结盟的形成是作为防御贪婪 、 残忍的地方小封建主的有效手段。公社因此成为那

些以权力来维持掠夺习惯的地区能够达成秩序与和平的基本因素” 。⑧ 公社是一个 “和平机制”

(insti tutio pacis), 公社的建立成为维持社会稳定的手段 。从获得特许状的城市所在位置来看 ,

路易颁发的对象既有位于王室领地的 , 也有位于王领之外的主教所在地的 (如拉昂 、亚眠 、兰

斯), 并且后者更为路易六世及其儿子所关注。像奥尔良 、 巴黎这样位于王室中心的城市 , 要获

取自由与权利就特别困难 。因此 , 对城市市民的自由与权利的确认 , “既加强了国王在王领内的

权威 , 又扩大了国王在王领外的影响” 。⑨

战争的胜利不仅带来战利品 , 还能转化为司法成果和经济利益 。“路易六世为城堡要塞所进

行的斗争耗费了他为政的很多时间 , 直至他最终将蒙太里 (即蒙勒里 ———引者)家族的财产一

劳永逸地变为卡佩家族的财产 。在这样的情况下总是同时意味着取胜的家族在军事力量上得到

了加强 , 经济上也更加富有。蒙太里政权的年收入为 200里弗 (又译为锂 ———引者), 这在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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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hn W .Baldw in , “ The Kingdom of the F ranks from Louis V I to Philip II:Crow n and Government , ” p.

515.



时代是一个国家总收入的数目;蒙太里家族有13个直属的采邑 , 另有 20个受直属采邑管辖的间

接采邑 , 而今全归卡佩家族所有 , 从而加强了卡佩家族的军事力量 。” ① 路易鼓励开垦土地 、出

卖新定居点的权利达成经商协议 、 利用森林特权 、 出卖城市自由特许状 、出卖教会职务 , 等等 ,

一定程度上为王室带来了新的财源 。② 1137年 , 为支付王子到阿奎丹迎娶埃琳诺的费用 , 路易

六世开征新税———封建协助税 (feudal aids)。③ 路易典当珠宝和王室徽章逾 10年之久。他的敛

财行为甚至被诺根的吉伯特称为贪婪。④ 据历史学家本顿估计 , 到 1170 年代 , 法国王室领地比

其他封地收益更高 , 达到每年约 6万巴黎锂 (liv res parisis)。⑤ 这一数字是关于路易七世的 , 只

能提供某些参考 。⑥

总之 , 胖子路易成为法国卡佩王朝中央权威加强的第一人 。他逐渐扩大了王室领地 , 增加

了王室财富 , 恢复和加强了作为封建宗主 、 法律制定者和保护者的法国国王的声誉和影响 。⑦ 按

照当时人的记载 , 路易六世时期获得的领土有:“从加蒂奈子爵富尔克处 , 他购买了莫内和勒夏

特雷-昂-布瑞里 (Le-Cha telet-en-Brie)、波伊西斯 (Boesses)、 叶夫里-勒-夏特尔和尚邦 (Cham-

bon)。他还攫取了蒙勒里和夏托富 (Chateaufo rt)。在南方 , 他夺取了舍夫罗斯 (Chev reuse)、

科尔贝 、 卢瓦尔河畔的默恩 , 夏托雷纳尔 (Chateaurenard)和圣-布里松 (Saint-Brisson)。” 他

还将阿拉斯主教领地 (bishopric of Arras)置于自己控制之下 。⑧ 1137年与阿奎丹的联姻 , 使该

公爵领地被纳入王室控制之下 。总之 , 当 1137年 8月路易去世时 , 留给继承人一份相当丰厚的

政治遗产 。正如佩第-杜塔伊说:“一个新时代正是自路易六世开始的。”⑨

二　国王的手臂加长了:王权与经济 、 社会及宗教诸领域的互动

从某种角度来看 , 王权的伸张是路易个人所取得的成就 。他的战争与和平 , 他的饬令与管

理 , 反映的都是路易的个性与能力所在。但是 , 无论人们对路易的个性能力是褒是贬 , 都不能

全面而深刻地解释路易所取得的成功。 10 路易六世时期王室权威的增长 、王权概念的扩大 、 王权

控制领域的扩展均得自其与当时经济 、社会及宗教诸领域的互动 。一方面 , 经济社会发展与教

会的推动促进了王权扩张;另一方面 , 这些领域也日益被王权控制并管理 , 它们扩大了王权的

内容 , 使其概念不再局限于某个国王的具体权力 , 而成为一种扩展了的象征权力。

首先 , 应该关注社会经济的发展与王权伸张的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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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夸他是当时最英勇的武士 , 有人则批评他头脑简单;有人讥讽他肥胖不堪 , 有人则认为尽管路易

六世 “躯体巨大 , 但在行动和思想上并不小于躯体” 。见 Walter Map , De Nugis Curialium , p.211.



11 、 12世纪开始 , 法国社会经济有了较为迅速的发展 。经济史家威廉 ·阿贝尔曾估计此时

法国人口年增长率为 0.39%。① 据此 , 我估计法国 12世纪的人口数量为 1000万左右 。② 人口增

加与土地开垦的增加相伴随。到 12世纪 , 法国塞纳河 、 卢瓦尔河地区已经得到相当的开发 。土

地的开垦主要是农民劳动的成果 , 各地领主的鼓励与支持也起到积极的作用。领主为农民开垦

土地提供了优厚的条件 , 如土地保有权 、个人的自由身份及享有的其他权利等 。③ 圣德尼修道院

院长苏热就是这样一个领主。④ 国王路易也鼓励农民开垦土地 。“巨大的开垦工作进行了三个世

纪 , 给予了法兰西乡村以今日的面貌。”⑤ 农业技术也有较大改进和提高。而 “葡萄种植和酿造

葡萄酒传遍法国的大部分地区这一事实 , 也许就是它经济发展的最明显的证据” 。⑥ 农业产量得

到较大提高。杜比认为 , 西欧农作物的种子收获率由 9世纪加洛林时期的 2∶1提高到12世纪的

3∶1 。这表示利润增加了 100%。⑦ 10 —12世纪 , 在北部法国兴起了一批具有地区和国际意义的

城市 。12世纪的弗兰德尔 , 呢绒业开始出现与意大利竞争的局面。在国王控制的法兰西岛及其

他地区 , 有博韦 、夏特勒 、桑利斯 、圣德尼 、巴黎 、 兰斯 、夏隆 、特鲁瓦等工商业城市兴起 。⑧

奥尔良 、 鲁昂 、 图尔 、拉昂等都是地区社会经济及政治文化的中心 。巴黎只是其中之一 。

这些地区性中心城市为 12世纪所谓的 “商业革命” 兴起奠定了重要基础。⑨ 商品的种类 、

数量 、质量等有较大的提高 , 交通运输能力 、 交流活动能力都有改进 , 商业组织和市场也得到

发展 。布罗代尔认为 11—13世纪是 “欧洲的第一个经济世界” , “正是在那时候 , 出现了相当广

阔的流通区域 , 而城市则是流通的工具 、转运者和受益者。” 10 建立市场成为各地领主发展经济

的重要手段 。从塞纳河盆地到卢瓦尔河的商路 , 必须经过巴黎 —奥尔良这一走廊。 “在埃当普 ,

沿着巴黎 —奥尔良公路 , 路易六世 1123年在王室城堡与一个旧村子之间建起一个市场 。”  11 通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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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瓦兹河和埃纳河地区的商路开通后 , 国王与布卢瓦-香槟伯爵等人的斗争也就具有较强的经

济色彩。甚至路易干预弗兰德尔这一人口和经济增长最快地区的努力 , 也不无其经济目的 。① 正

如布洛赫所说:“国王和诸侯对商业繁荣也感兴趣 , 因为他们以捐税形式从商业中获取了大笔钱

财 , 而且比过去更清楚地意识到 , 自由畅通地传达命令和调动军队具有极端的重要性 。卡佩王

朝各位国王为此所进行的活动 , 以路易六世的执政为具有决定意义的转折点 , 他们的侵略活动 、

国内政策以及在人口聚居运动中所起的组织作用 , 所有这一切大多反映了下列种种考虑:他们

需要控制巴黎和奥尔良两个首府与卢瓦尔河或塞纳河以外地区的交通 , 保持与贝里地区或瓦兹

河谷及埃纳河谷的联系。”② 此外 , 在法国北部更出现了不少非常有影响力的集市 。1109—1112

年 , 路易六世在圣德尼平原上设立集市 , 虽然只持续了三天 , 这就是朗迪 (Lendit)集市 。③

1124年 , 在德国人侵犯兰斯的特殊情形下 , 路易又给予圣德尼修道院以举行朗迪集市的权利 。④

此外 , 北部法国还有夏隆集市 、里昂集市等 。最著名的集市是 12 世纪兴起的香槟集市和弗兰德

尔的伊普斯集市 、布鲁日集市 、 里尔集市等 。来自欧洲各地甚至东方商人的经商活动 , 带来了

商业繁荣 , 也为领主带来了财富。

“经济发展带来了新的绥靖要求 。这些要求更精细了 , 而且主要是技术性的:如何组织市

场 , 如何承兑专门的但重复出现的合同 , 如何在一个一直很少买卖土地的社会安排土地的买卖 ,

如何保障动产 , 如何组织资本的筹措。”⑤ 到处都有此类诉求:维修道路 、 打击盗匪确保贸易安

全 、 制定统一有效的货币体制 、 制止乱收税费的行为等。面对这样的诉求 , 只有大的诸侯领主

才有力量采取有效行动 。⑥ 作为他们中的一员 , 法兰西领地统治者路易也采取了积极的应对策

略:以军队平靖领地 , 以官员加强管理 , 向城市颁发特许状 。路易为城市颁发了许多特许状 ,

现存下来的有 9份。⑦ 这些特许状 , 或赐予城市以经商自由 、人身自由 、土地自由等权利 , 或废

除一些为市民所憎恨的陋习陈规 , 或豁免赋税劳役军役 , 从而为城市的自由发展提供了良好的

法律保障 。国王自己则从特许状的颁发中 , 既赢得了良好的声誉 , 也获得了大量的钱财 。要获

得特许状 , 首先必须向国王交纳一定的钱财。亚眠人曾以 “贿赂” 的方式让国王同意建立公

社。⑧ 拉昂人也向路易交纳了一笔费用。“领主和国王们并不那么严厉 , 城市市民提供的大量金

钱诱惑 , 或者试图与某些教会权力竞争 , 或者其他 , 都可能成为他们采取让步的动机 。”⑨ 从经

济的角度看 , 这是一种权利转让的交易。从政治角度来看 , 城市也是国王政治军事上的有力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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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ibert o f Nogent , Self and Society in Medieval France:the Memoirs of Abbot Guibert of Nogent , p.

200.

Char les Petit-Dutaillis , The F rench Communes in the Midd le Ages , p.51.



持者 。1124年对付德国人的战争中 , 拉昂就派出了一支小分队来帮助国王 。可见 , 国王能够利

用城市公社这一机会唤起人们关注王权 , 且提倡其最高权利 (sovereign rights)。① 因为与城市

之间的密切关系 , 路易跟他的儿子一起得到了 “市民国王” (bourgeois kings)的声誉 。② 这正

是恩格斯所说的王权与市民结盟的写照 。③ 当然 , 我们不应该夸大这样的支持与结盟 。路易六世

时期的城市公社运动只是处于起步阶段 。④ “路易六世和路易七世实行的是一种犹豫不决的政策 ,

它更多地由利益决定而非任何对全局的把握。以系统的方式鼓励城市公社创建的第一位和最后

一位国王是菲力普奥古斯都和路易八世 。” ⑤ 国王与城市之间也存在着矛盾 。“路易对于王家城市

的价值甚少认识 , 当城市要求独立的欲望日渐高涨的时候 , 他总是与它们争吵不休 。” ⑥ 在拉昂

城市公社运动中 , 路易最初是一个接受贿赂包庇罪犯的形象 , 后又成为主教高德里利用的对象 ,

最后则是以一个公社起义镇压者的面目出现 。公社运动开始于 1110年 , 路易却迟至 1128年才颁

发特许状 。⑦

其次 , 我们要关注天主教会与路易扩张王权的互动。

罗马教皇与路易良好关系的形成 , 得益于德国与罗马教皇持续对抗的政治环境 。⑧ 当德国与

罗马交恶之时 , 教皇不得不寻求其他的支持者和合作力量。法国成为首选。1107 年教皇帕斯卡

尔二世来到法国 , 与法国达成了一个关于主教职务任命权的协议 。此后 , 法王放弃以指环和权

杖任命主教的权利 , 只要求当选者应该得到国王的同意 , 并向国王宣誓和行臣服礼 。此外 , 国

王可以对主教区的土地和收入有协商的权利。这一协议的基础是夏特勒的伊沃主教所做的 “精

神” 与 “世俗” 权力的区分。⑨ 该协议解决了双方的矛盾 , 使法国与教皇保持着良好的关系 。

1119年 , 新教皇卡利克斯图斯二世 (1119—1124年在位)来到法国 , 路易隆重迎接。法国不仅

成为教皇的避难之所 , 而且成为教皇口诛笔伐德国的重要阵地 。1119年 10月 , 在兰斯宗教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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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ristopher Brooke , Europe in the Central Midd le Ages 962 —1154 , London:Longman Group Limited ,

1975 , p.205.

Guibert of Nogent , S elf and S ociety in Medieval France:the Memoirs of Abbot Guibert of Nogent , p.

200.

亨利五世 (1106—1125 年在位)继续实行皇帝控制主教任命的政策 , 从而使德国与罗马教皇的关系进

一步恶化。见 Otto of F reising , The Deeds of F rederick Barbarossa , t ranslated by Char les Christophe r

M ier ow , New Yo rk:W.W.Nor ton &Company , I nc., 1966 , pp.44—47.

C.B.Bouchard , “ The K ingdom of the F ranks to 1108 ,” in Dav id Luscombe & Jona than Riley-Smith

(eds.), The New Cambridge History , vo l.IV , c.1024—1198 , Par t II , pp.131—132;Alfred H averka-

mp , Medieval Germany 1056 —1273 , tr anslated by H.Braun &R.Mortimer , Ox ford:Oxfo rd Univ ersi-

ty P ress , 2nd edition 1992 , pp.129—130;Marcus Bull (ed.), France in the Central Midd le Ages 900 —

1200 , p.81.德国皇帝则派使团来到法国 , 反对任何绕过皇帝的关于教会神职人员选举的决议。见

Suger , Vita Ludov ici Grossi Regis , pp.56—59.



上 , 教皇公开谴责德国皇帝 , 并对其处以绝罚。① 给予教皇大力支持的路易 , 就成为罗马教皇眼

中的 “笃信王” 。② 晚年的路易则被教皇英诺森二世看作最值得信任的世俗君主 。③

路易六世统治时期王室控制的主教辖区有 20多个 , 包括图尔大主教区 、 布尔日大主教区 ,

以及夏特勒 、奥尔良 、巴黎 、莫城 、 特鲁瓦 、 桑斯 、 博韦 、 桑利斯 、 苏瓦松 、 拉昂 、兰斯等主

教区 。④ 此外 , 王室还控制着圣德尼 、圣伯努瓦 (St-Benoit-sur-Loire)、 圣埃朗 (S t-Aignan of

O rleans)、 圣马丁 (St-Martin-de s-Champs)等修道院。这些主教区和修道院与国王的关系是复

杂的 。一方面 , 在国王登基之时教会为国王祝圣加冕 , 而国王答应给予教会以保护与和平;另

一方面 , 国王成为教会世俗地产的监护者 , 当主教或者修道院院长职位空缺时 , 由国王代为监

管 , 直到新人就任。这种王室特权 (reg alia)意味着确定继任者人选的权力归国王。尽管距离国

王控制的中心遥远 , 但无论兰斯 、夏隆 , 还是圣马丁 、 圣埃朗 , 都成为国王行使权力的地方 。

此外 , 这些教会领地与法国王室特殊的历史关系也成为它们支持国王的渊源。兰斯和圣德尼可

作为典型 。当初 , 克洛维皈依天主教就是兰斯大主教雷米的功劳。此后几乎所有的法国国王都

在此加冕 。兰斯因此被称为国王加冕之城。⑤ 圣德尼则是王室埋骨之所 , 卡佩诸王多安葬于此 。

圣德尼修道院被看作王国的保护者 。圣徒在那里的遗物是王国的精神支柱。1124年 , 路易曾从

圣德尼取得方形旗帜 , 以号召人民抵抗德国入侵 。圣德尼的富有也使其成为王国的特别资助者 。

1124年在抵抗德国人的特殊情形下 , 路易承认自己是从圣德尼持有维克森伯爵领地 。⑥ 路易因

此宣称 “圣德尼不仅是法兰西的护持圣徒 , 而且是维克森的领主” 。圣德尼甚至成为国家道义上

的首都。⑦

当然 , 国王与教会之间也并非没有矛盾 , 尤其是在高级神职人员的任命上。虽然曾经与教

皇达成一定的妥协 , 但路易仍然力图将其控制在手中。典型的事例是 1122 年苏热被推选为院

长。因为没有事先征求其意见 , 大为恼火的路易监禁了那些擅自选举苏热为院长的修士 。直到

经过协商之后 , 路易才承认苏热为院长 。⑧ 路易甚至有过以武力入侵奥弗涅伯爵领地迫使伯爵重

新设立主教座的行为 。⑨ 但这些矛盾并没有影响法国教会人士对国王的支持 。他们积极参与到法

国王室事务管理中。作为王室顾问 , 苏热的前任亚当以及苏热本人都是国家事务的决策者 。在

一份颁发给修道院的特许状中 , 路易称苏热为 “可尊敬的院长……我们会议中的忠诚依靠者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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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 , 第 281—282 页。 OrdericVitalis , TheEcclesiastica l History of Orderic Vital-

is , vo l.VI , pp.274—275.

Malco lm Barber , The Two Cities:Medieval E urope , 1050 —1320 , p.271.当然 , 这一称呼并非特指路

易六世。

Christopher Brooke , Europe in the Central Midd le Ages 962 —1154 , pp.204—205.

Rober t Faw tier , The Capetian K ings of France:Monarchy &Nation (987 —1328), p.71.

Jacques Le Go ff , “ Reims , City of Co ronation ,” in Pierr e Nora (direction), Realms of Memory:the

Construction of the French Past , vol.II I:S ymbols , Ar thur Go ldhammer (t rans.), Columbia Univ ersity

Pr ess , 1998 , pp.193—251.因为路易六世即位加冕是由桑斯主教主持的 , 这甚至引起兰斯大主教的不

满。可见 , 兰斯城与卡佩王室的特殊关系。

Geroges Duby , F rance in the Midd le Ages , 987 —1460 , p.139.

Rober t-Henri Bautier , “ Quand e t comment Paris devint capitale , ” pp.17—46 , 39.

John Benton , “ Sugers Life and Per sonality ,” in Culture, Power and Personality in Medieval F rance ,

pp.387—408.

Achille Luchaire , S ocial France at the T ime of P hi li p Augustus , tr ansla ted by Edw ard Benjamin K reh-

biel , London , 1912 , p.297.



亲密的顾问” 。① 西妥会的克莱沃修道院院长圣贝尔纳也与路易保持着友谊。路易即位之初欲平

靖王领 , 首先得到的正是主教的支持 。 “因为 , 国王菲力普年老多病 , 只得听任其王室权力衰

落。于是 , 路易不得不请求全王国的主教帮助他镇压那些劫掠和叛乱者。”② 1119年在布雷穆勒

战役失败后 , “路易派出使者把他的敕令送给主教 。他们欣然服从他 , 并威胁说 , 如果各主教辖

区的教士和他们教区的居民不赶快在指定的时间参加国王的远征队 , 如果他们不尽其全力与反

叛的诺曼人斗争 , 就要把这些教士和他们的教区居民逐出各主教辖区。”③ 在很多时候 , 当路易

攻打那些肇事领主时 , 教会常常先对他们处以绝罚。④ 在国王讨伐叛乱的队伍中 , 经常可看到 ,

有 “教士们举着旗帜率领他们教区的居民们” , ⑤ 有 “大胆的教士带领教徒摧毁了勒皮赛城堡的

栅栏 , 打开一个突破口好让国王的军队到达” 。⑥ 可以说 , 在几乎所有国王的战斗中 , 都可以看

到教士的身影。而在几乎所有国家事务的决策 、 法令的颁布中 , 都有教士的印记。

教会为王权神圣性进行鼓吹的学说 , 更成为国王扩张王权的理论资源 。天主教人士关于国

家权威的理论 , 大都带有二元政治理论的色彩 。他们关注的中心是教会的权威和利益 , 但也不

得不提倡国家和国王的权威。在一些教士那里甚至发展出相当激进的王权至上的观点。⑦ 12世

纪神圣王权的观念在知识界得到重申。⑧ 这一点从苏热及其所在的圣德尼修道院可以得到证明 。

与各地编年史家狭窄的地方眼光不同 , 圣德尼的编年史家成了卡佩王室的代言人。在路易六世

时期 , 该修道院开始编纂一部小编年史 《法兰克人民事迹史》 (Gesta gentis F rancorum)。⑨ 苏

热更是为路易写下传记 , 不仅记载作为教会和人民保护者的路易的事迹 , 而且确立了国王路易

的封建宗主地位 。苏热关于国王职务 (of ficium regis)的定义仍然是传统的 。他认为国王必须使

用权力来主持王国的正义 , 保卫秩序与和平 , 保护弱小 , 捍卫教会 。从国王这样的权能出发 ,

苏热着力强调国王所具有的神圣性和独特地位。一方面 , 与中世纪的知识阶层一样 , 苏热认为

国王得到了上帝的恩典 , 拥有涂油加冕典礼的神圣特性;他强调的正是以基督为中心的王权 。 10

另一方面 , 从封建原则出发 , 苏热更是试图为王权建构起一座封建等级金字塔 。他认为 , 国王

位于建立在封土与封臣基础上的金字塔的顶端 。诸侯的封土是自国王处持有 , 国王于是位于土

地等级顶端;与之相伴随的是 , 封建臣服关系的最高等级为国王。但在一个土地交易混乱的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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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hn Benton , “ Sugers Life and Per sonality ,” pp.390—391.

OrdericVitalis , The Ecclesiastical History of Orderic Vitalis , vol.VI , pp.156—157.

基佐:《法国文明史》 第 4 卷 , 第 12页 。

Suger , Vita Ludovici Grossi Regis , chapte r VI , chapter XXIV ;Sidney Painter , The Rise of Feudal Mon-

archies , p.20.

基佐:《法国文明史》 第 4 卷 , 第 12页 。

Rober t Faw tier , The Capetian K ings of France:Monarchy &Nation (987 —1328), p.74.

Thomas Renna , “ Theories o f Kingship ,” in Joseph R.Stray er (edito r in chief), Dictionary of the Mi d-

dle Ages , vol.7 , New Yo rk:Cha rle s Scribners Sons , 1986 , pp.263—264.

Elizabe th M .H allam & Judith Eve rard , Capetian France 987 —1328 , p.239.

John W .Baldw in , “ The Kingdom of the F ranks from Louis V I to Philip II:Crow n and Government , ” p.

511.

Andrew W.Lew is , “Suge rs View s on K ing ship ,” Eric Bournazel , “Suge r and the Capetians ,” Michel

Bur , “ A Note on Sugers Under standing o f Po litical Pow er ,” in Paula Lieber Ger son (ed.), Suger and

Saint-Denis:A Symposium , New Yo rk:The Metropo litan Museum o f A rt , 1986 , pp.49—54 , 55—72 ,

73—76.封建时代王权神圣性观念来自罗马和日耳曼人的 “双重遗产” 并经过基督教的改造。见 Janet

L.Nelson , “ Rule rs and Government ,” in T imo thy Reute r (ed.), The New Cambri dge Medieval Histo-

ry , vol.III , c.900—1024 ,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 sity P ress , 1999 , pp.95—99.



代 , 国王不可避免地会获得他人的封土 。这就使国王时刻面临成为某人封臣的危险 。① 路易就曾

经从圣德尼获取了维克森作为封土 。按理路易应该向修道院行臣服礼 , 但是他没有。苏热认为 ,

涂油的国王不是任何人的封臣 , 国王不臣服于任何人 。② “神圣君主制观念导致他声称法兰西国

王作为教皇保护者的加洛林角色 。对等级制的尊重导致他将国王安置于封建顶端 。最后 , 公共

福利意识刺激他将大诸侯带回到王室会议之中。”③ 苏热的封建金字塔理论为此后几个世纪的

“王权至上” (royalism)奠定了基础。当然 , 我们应该明白 “苏热的目的是给王权套上轭 , 以使

其能够保卫他的修道院” , ④ 其核心在于国王如何使用自己的权威和力量来主持正义 、维护和平 、

保卫教会 。⑤ 正如本顿精到的评论 , “确实 , 对于 12世纪的所有政治领导人来说 , 苏热好像是一

个杰出的和平之士。然而他的和平观念不是感情至上的和平主义;它证明王家镇压叛乱和僭主

是正当的 。他以 `报复的上帝' 表示对国王的认同 , 他深表赞同地书写路易六世的 `充满愉悦

的' 报复行为 , `报复' 一词在他的著作中出现百次以上 。这种试图通过王家武力的必要性而证

明其合理的对和平的热望 , 与对权力现实状况的敏锐感觉结合在一起 。尽管他表达了对像托马

斯·德·马尔勒和于格·勒皮赛之类的小僭主 (事实上 , 他们是苏热个人的敌人)的强烈谴责 ,

但对法国国王们 , 亨利一世 , 亨利的外甥布卢瓦-香槟伯爵蒂博之类权力的复兴 , 他持一种尊重

的态度。”⑥

苏热式的思想和观念只是当时知识界正在复兴的加强国王权威理论的反映 。不仅如此 , 教

会知识分子的理论阐述 , 在民间的记忆传统中也得到回响 。在民间口耳相传的记忆中 , 在大众

流行的文学中 , 在绘画雕刻中 , 国王的神圣性得到发扬。⑦ “在民众的记忆中 , 王权的神圣性质

不仅表现在拥有控制教会权的抽象概念上 , 而且还表现在有关一般意义上的王权和各种个别君

主政权的整套传说和迷信上。”⑧ 例如 , “王权回归加洛林” 的传说 , 反映出卡佩统治者争取合法

性和神圣性的努力 , 也反映出民众的认可。⑨ 著名的 《武功歌》 反映了民间对查理曼的崇拜 , 而

这种崇拜使卡佩诸王受益匪浅 。王室方形旗帜的神话 , 就将伟大的查理曼与路易六世个人的行

为联系在一起。路易六世本人的名字更反映出卡佩王室与法国神圣王权传统的紧密关系 (Louis

=Ludovicus=Clovis)。 10 作为涂油加冕的神圣国王 , 路易六世具有神奇的治疗瘰疬病 (k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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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rman Zacour , An Introduction to Medieval Institutions , London:St.James P ress , 1976 , p.99.

John W .Baldwin , “ The K ingdom of the Franks fr om Louis VI to Philip II:Crown and Government ,”

pp.511 , 517—518;Elizabe th M .Ha llam & Judith Ever ard , Capetian France 987 —1328 , p.214.

Michel Bur , “ A Note on Sugers Under standing o f Political Power ,” in Paula Lieber Ge rson (ed.), Su-

ger and Saint-Denis:A Symposium , p.75.需要指出的是 , 不能夸大苏热建构封建主义等级理论的程

度和效果;该等级理论的真正形成或许应该到博马努阿时期。

R.N .Swanson , The Twel f th-Century Renaissance , Manchester:M ancheste r Univer sity P ress , 1999 ,

pp.94—95.

Elizabe th M .H allam & Judith Eve rard , Capetian France 987 —1328 , p.243.

John Benton , Culture, Power and Personality in Med ieval France , p.397.

Rober t Faw tier , The Capetian K ings of France:Monarchy &Nation (987 —1328), p.75.

马克·布洛赫:《封建社会》 , 第 614 页。

Jim Bradbury , Philip Augustus:King of F rance , 1180 —1223 , p.13;Robe rt Faw tier , The Ca petian

K ings of France:Monarchy &Nation (987 —1328), pp.56—57.

Jean Dunbabin , France in the Mak ing , 843 —1180 , p.256.Louis , 拉丁文作 Ludovicus , 就是Clovis的

变体。取名路易表明卡佩王朝为了统治现实而有意识地虚构历史的开始。参见马克 ·布洛赫:《封建社

会》 , 第 624 页;Be rnd Schneidmǜ lle r , “Constructing the Past by M eans of the Present:Histo rio g raphical



evil)的能力。① 抽象的君权或王位观念也出现了。王权不再限定于实体的国王个人 , 而是抽象

的另一形体的君权。② 正所谓 “查理 、亨利 、 路易都死了 , 但国王不死” 。③

我们并不清楚这种崇拜在社会中产生的实际影响 , 但国王神圣观念的存在是不容置疑的 。

这些观念最终都作用于正在形成中的法兰西民族意识中。④

三　封建 、 王权与国家:路易六世时期王权评论

19世纪法国历史学家基佐认为 , 路易六世惩罚王室领地内肇事 、 反叛领主的行为是在破坏

封建制度 。他引用 《胖子路易传》 中的一个事件为例 。“法兰西公爵的一个封臣 、 蒙莫朗西的领

主 (布沙德)被传唤到他封建主的法庭上受讯;法庭给他定了罪;他不服法庭的判决而平平静

静地退出去了 , 甚至没有一个人想逮捕他;因为这是法国人的习俗所不允许的 。” 然后基佐评论

道:“迄今为止 , 一切都是封建的 , 一切都是完全符合于封建主与封臣的通常关系的 。但现在有

一个新的因素插进来了:`他不久就体验到王上赋有的用以惩罚其臣民的不服从行为的一切不幸

和苦难了 。' 这就不再是封建制度了。”⑤ 在基佐看来 , “封建主义所特有的一般特性 , 正如我刚

才重复说的和大家知道的那样 , 是人民和权力被分裂为许许多多的小国家和小君主;既没有一

个幅员广大的国家 , 也没有一个中央政府。”⑥ 因此 , 当菲力普二世时期幅员广大的国家出现之

时 , 当强大的中央政府出现之时 , 基佐就说:“王权已经成为一个与封建制度不相干的权力 , 与

封建王权截然不同 , 跟领土所有权没有关系的权力 , 是个 sui generis (自己产生的)的权力 , 处

在封建权力的等级制度之外的 、 真正的纯粹政治的 、 除了管理以外没有其他名义和其他任务的

权力 。这个权力同时被看做高于种种封建权力 、 高于封建主的权力的权力。就以这个身份 , 国

王被置于一切封建主之上 。” ⑦

从基佐的论述中 , 不难看出他的封建主义是与王权对立的。将封建与国家对立起来的理论

观点 , 产生于 19世纪特定的历史时期 。在对封建主义政治史的认识上 , 19世纪西欧各国学术界

·129·

“国王们都有长长的手臂”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Founda tions of Medieval Institutions , Dynasties , Peoples , and Communities ,” in Ge rd A ltho ff , Johannes

Fried and Patrick J.Gea ry (eds.), Medieval Concepts of the Past:Ritual , Memory , and H istoriogra-

phy , Cambridge:Cambridge Univ ersity P ress , 2002 , pp.167—192.

①　Guibert of Nogent , Self and Society in Medieval France:the Memoirs of Abbot Guibert of Nogent , p.

259;Marc Bloch , The Royal Touch , J.E.Ande rson (trans.), Dorse t Press:New Yo rk , 1989 , pp.

13—14.布洛赫复述且评论了吉伯特的记载。

Karl Ferdinand Werner , “ Kingdom and Principality in Twelfth-Century F rance ,” p.270;Se rgio Bertel-

li , The K ings Body , translated by R.Burr Litchfield , The Pennsy lvania S ta te Univ ersity P ress , 2001.

埃里希·卡勒尔著 , 罗伯特·金贝尔 、 丽塔·金贝尔编:《德意志人》 , 黄正柏 、 邢来顺译 , 北京:商

务印书馆 , 1999 年 , 第 71 页。

韦尔内认为 , “然而 , 诸侯不仅屈服于其时代的关于君主和封建的观念;如我们所知 , 他们也屈服于第

一次清晰呈现的法国 (最初是北部法国)的民族意识。这一意识冀望于法国国王和他的成功。” 参见

Ferdinand Werner , “ Kingdom and P rincipality in Tw elfth-Century F rance , ” p.275.布洛赫更强调说 ,

“文献表明 , 就法兰西和德意志而言 , 1100年左右民族意识已经高度发展。” 参见马克·布洛赫:《封建

社会》 , 第 693 页。

基佐:《法国文明史》 第 3 卷 , 沅芷 、 伊信译 , 北京:商务印书馆 , 1995 年 , 第 242 页。

基佐:《法国文明史》 第 3 卷 , 第 4—5 页。

基佐:《法国文明史》 第 3 卷 , 第 254—255页。



都表现出鲜明的宪政主义特色 。① 首先 , 各国学者在宪法法律 、 个人权利 、 阶级地位的研究与探

讨中 , 突出乃至放大了这些因素对国王权威的限制。在英国 , 以斯塔布斯为首的历史学家常常

放大残留在中古社会的日耳曼原始民主制的观念和习俗 , 也放大了当时所存在的对国王权力的

限制以及封建制度与国家的对立。② 在法国 , 梯埃里 、 基佐等人的学术探讨都表现出对第三等级

的特别关注。他们认为 , 封建制度产生于蛮族征服 , 第三等级 (资产阶级)与作为征服者的封

建贵族之间存在着天然的冲突与对立。他们更引申出封建贵族与统一国家和中央集权对立 , 也

引申出资产阶级与君主之间持续的联盟。基佐描述国家王权的重建 , 就是描述封建贵族的衰败

和第三等级的兴起。③ 其次 , 随着国家主权观念的确立和发展 , 逐渐滋生出封建无国家的观点 。

让·博丹的 “主权乃是国家绝对的和永恒的权力” 的定义 , 成为整个近代国家主权理论的基石 。

于是 , 从这一概念出发 , 人们探讨中世纪的国家状态时自然产生某些比照。在 19 世纪德国学者

冯·哈勒尔看来 , 中世纪不存在国家。黑格尔虽然从完全不同的前提出发 , 同样认为在封建统

治时期不存在国家。④ 魏茨 、洛特等人则强调中央权威的分散 、 地方权威的加强等具有宪政主义

特点的观点。⑤ 在他们看来 , 因为君主并不拥有不受限制的权力 , 所谓的君主以及君主所统治的

国家就不具有主权 。权力的分割拥有状态决定了权力的受限制特征 , 也就决定了国家的形态 ,

或者国家之有与无。而与主权观念相伴随的是管理的观念 ———高度发达的官僚体制。在他们看

来 , 中世纪缺乏有效率的管理制度 , 也就没有国家 。可见 , 对近代主权国家观念的阐发 , 以及

从绝对君主制度归纳出来的特征 , 成为评估封建国家的重要尺度。但是正如马克垚教授认为的 ,

这样的尺度并非科学的定义 , 也与历史实际不符 。⑥ 总之 , 受现代国家观念及宪政思想的影响与

作用 , 19世纪学术传统往往将中世纪的封建主义原则与国家原则对立 。具体到法国历史中 , 则

表现为一种进步的政治史观。这种史观认为 , 有封建就无国家。国家的成长是克服封建离心倾

向 , 摆脱封建束缚的结果 。从封建的分权到旧制度下的绝对君主制度的形成 , 是一个封建逐步

消解 、王权逐步加强的过程。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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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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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马克垚教授提醒理解这一问题的关键所在。 Alfons Dopsch , The Economic and S ocial Foundations

of European Civi liz ation , London:Routledge &Kegan Paul LTD , first published , 1937 , second im pres-

sion , 1953 , pp.1—29 , 283—302;W .Stubbs , The Constitutional History of Eng land , vol.1 , Oxfo rd ,

1891;F redric L .Cheyette , “I ntroduc tion ,” Otto Brunner , “ Feudalism:The Histo ry of a Concept , ” in

Fredric L.Cheyette (ed.), Lordship and Community in Medieval Europe , pp.1—10 , 32—61;汤普

森:《历史著作史》 下卷第 4 分册 , 孙秉莹 、 谢德风译 , 北京:商务印书馆 , 1992 年 , 第 493—512 页;

马克垚:《西欧封建经济形态研究》 , 北京:人民出版社 , 2001 年 , 第 59 、 64 页;马克垚:《英国封建

社会研究》 ,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 2005年 , 第 58 页。

W.Stubbs , The Constitutional History of England , vol.1 , pp.1—10;孟广林:《英国封建王权论稿

———从诺曼征服到大宪章》 , 北京:人民出版社 , 2002年 , 第 5页。

Fredric L.Cheyette , “ Introduction ,” Otto Brunner , “ Feudalism:The Histo ry of a Concept ,” in F redric

L.Cheyette (ed.), Lordshi p and Community in Medieval Europe , pp.1—10 , 32—61.

Ot to Brunner , “ Feudalism:The History of a Concept ,” in F redric L.Cheye tte (ed.), Lordship and

Community in Medieval Europe , pp.32—61.

Matthew Innes , State and Society in the Early Midd le Ages:The Middle Rhine Valley , 400 —1000 ,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 sity P ress , 2000 , pp.4—12.

马克垚:《英国封建社会研究》 , 第 68—74 页;《西欧封建经济形态研究》 , 第 58—66 页。

基佐:《法国文明史》第3卷;David Parker , The Mak ing of F rench Absolutism , London:Edward A r-

no ld , 1983 , p.3;Adrianna E.Bako s , Images of K ingshi p in Ear ly Modern France:Louis X I in Politi-

cal Thought , 1560 —1789 , London &New York:Routledge , 1997;Geroges Duby , France in the Midd le



然而 , 路易六世伸张王权的举措让我们对这样的对立产生质疑 。回到路易惩罚布沙德这一

事例 。基佐认为 “这就不再是封建制度了” 。果真如此吗 ?仔细分析路易对该事件的处理全过

程 , 就会发现 , 这是从封建原则出发以打击领主权式的封建主义 , 最终确立起路易自己的封建

主义模式的过程 。路易最初是传唤布沙德到法庭接受审讯和裁决 , 这是典型的封建做派 。这一

点 , 基佐也是承认的 。而从对布沙德的打击来看 , 路易的行为违背了 “法国人的习俗” , 即封建

原则 , 从而具有反封建的某些特征 。但 “法国人的习俗” 允许布沙德退出 , 不是封建原则的全

部。路易使用 “王上赋有的用以惩罚其臣民的不服从行为” 的权力 , 同样在封建原则 、 封建制

度中存在 。路易讨伐的结果更是封建的加强 , 布沙德体验到了 “不幸和苦难” , 最后仍臣服于国

王的权威 。可见 , 路易行为的核心仍然是封建的:他申述权力 , 是强调封建制度应该如何运行;

使用武力 , 是对不遵守封建制度 、 封建精神者的惩罚 。①

路易在王室领地上经常采取惩罚布沙德之类的行为 。其方式是 , 先申述封君的权力 , 希望

封臣能够尊重之 。如果这种方式不能达到目的 , 就以武力来解决 。如前所述 , 路易经常接受当

事人的请求出兵 , 无论领主与平民之间 , 还是领主与领主之间的矛盾冲突 , 都会成为路易干预

和镇压的借口。此类行为当然起到破坏封建势力的作用 。正如美国历史学家斯特雷耶所主张的 ,

封建主义在西欧发展为上 、下两个层面。下层封建主义表现为一种事实存在的地方领主权 。而

上层封建主义则表现为国家代表的国王如何建立起与地方大小诸侯的关系 。② 路易的战争所破坏

的正是下层意义上的封建领主权。这里 , 领主权式的封建逐渐被大权力单位所削弱;军事 、暴

力特征的封建地方势力 , 让位于问责制的官僚管理体制。当然 , 对下层封建关系的削弱和破坏 ,

是与上层封建依附关系的加强相伴随的。在王室领地内 , 国王与堡主的关系更为直接 。通过平

叛战争 , 路易摧毁了地方堡主的城堡 , 迫使他们承认国王的领主权 , 从而将许多领地纳入国王

帐下 。③ 最终 , 国王将领地内几乎所有桀骜不驯的堡主甚至普通骑士都变成了自己的直接封

臣。④ 在王室领地之外 , 路易并不能取得同样的成功 , 他只能很偶然地使邻近王领的堡主 (如夏

特勒)成为自己的隶属封臣。

在路易平定王领的同时 , 诺曼底 、 安茹 、 弗兰德尔等领地诸侯也在进行整顿领地秩序发展

领地和平的工作 。弗兰德尔伯爵保护教会和人民 、 镇压强势贵族的举措 , 甚至为自己招来杀身

之祸 。正如历史学家法费尔所说:“在各地 , 曾经是 11世纪主要特征的权力分散逐渐结束 。强

大的诸侯国建立起他们自己的权威 , 而王室也参与到这一重新加强中央权力的普遍运动之中 。

在当时的圣贝尔纳看来 , 它不是诸侯与王室的斗争 , 而是诸侯 ———国王也在其中显示出反对堡

主的斗争 。”⑤ 而他们在各自领地权威的加强 , 显然也得益于日渐加强的封建关系 。前文提及的

阿奎丹公爵与奥弗涅伯爵之间的封建关系就是例证 。布卢瓦伯爵蒂博四世更认定所有向他行臣

服礼者 , 都应该接受其命令出席伯爵法庭。1113 年 , 从蒂博处持有封土的内维斯 (Nevers)伯

爵 , 因为没有及时回答蒂博的传唤 , 被逮捕且监禁达三年之久 。可见蒂博对封建关系的重视 。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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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ges , 987 —1460 , p.298.

①　Suger , Vita Ludov ici Grossi Regis , pp.14—18.

Jo seph R.S ta rye r , Medieval S tatecraft and the Perspectives of History , pp.63—76.

Suger , Vita Ludov ici Grossi Regis , p.80.

John W .Baldwin , “ France:987—1223 ,” in Joseph R.Stray er (editor in chief)Dictionary of the Mi d-

dle Ages , vol.7 , p.160.

Jean Favier , Histoire de France , tome 2 , p.94.

Jean Dunbabin , France in the Making , 843 —1180 , p.359.



诸侯对城堡的修建 、 封土的处置 、 寡妇幼子的权利 、 婚姻选择权利等问题的关注 , 形成了各地

不同的封建习俗 。有学者认为 , 书面文档的保管使香槟伯爵创造出一种新的封建制度形式 , 一

种他们能够有意识和有效地控制的合理性的制度 。① 不仅香槟如此 , 其他权势诸侯的文书也在进

行着同样的保管关于封土 、臣服 、 军事义务 、财政账目等方面文档的工作 。② 这些文档成为一种

成文记忆 , 并最终演变为习惯乃至法律。因此 , 随着封建理论原则的推广和强调 , 封建关系的

实践越发严格起来 , 或者说越发制度化和体系化 。如果封臣没有履行义务 , 或者参与暴力 , 不

管其社会地位如何 , 领主都将给予严厉的处罚 。例如 , 蒂博四世在 1111—1112年全力反对夏托

顿 (Chateaudun)子爵 , 因为后者强占玛姆梯埃 (Marmoutier)修道院的土地。③

路易的封建等级就建立在诸侯领地封建关系的基础上 。1108年 , 勃艮第公爵于格二世曾经

拒绝向路易行臣服礼 , 但第二年他又作为封臣应国王的征召前来攻打英王亨利。在 1119年和

1124年的王室军队中 , 也有勃艮第派来的小分队。④ 1109年路易曾对亨利一世这样说:“经由高

贵的领主法兰西国王的慷慨大方 , 诺曼底公爵领才成为你的封土。” 可见路易对双方的封建关系

是有认识的。1116年 , 路易更进一步强调自己的崇高地位:“由于他荣耀地胜过英国国王兼诺曼

底公爵亨利 , 法兰西国王路易被抬高到亨利之上正如在其封臣之上。”⑤ 1120年 , 当路易与亨利

一世达成和议之后 , 亨利同意向路易行使简单的臣服礼 , 其子威廉则向路易效忠。⑥ 这就是封建

原则的胜利了。1126年路易六世远征奥弗涅伯爵一事中 , 封建原则更发挥了主要作用。当时 ,

阿奎丹公爵纪尧姆十世 (G uillaume X , 1126—1137)带军队前来迎击国王。他对国王说:“因为

奥弗涅伯爵从我这里持有了奥弗涅 , 而我又是从您那里持有该领地 , 假如伯爵犯了任何错误 ,

则按照您的命令保证他出现在您的法庭 , 是我的责任 。”⑦ 最后 , “国王被迫放弃讨伐 , 满足于封

建法律的程序” 。⑧ 国王接受公爵的提议将伯爵带到国王法庭接受审判 。这一事件中 , 国王与阿

奎丹公爵的封建关系得到了清晰的确认 , 路易是公爵的直接封君领主。而且作为封君的国王 ,

也通过公爵拥有了审判次级封臣的权力。从而在国王与公爵 、 伯爵之间建立起某种具有封建等

级特征的关系。1127年 , 路易在弗兰德尔事件中更是谨慎行动 , 力求在每件事情上都使自己的

行为符合封建法律的要求 。⑨ 结果 , 不仅路易支持的伯爵威廉·克力托承认路易为领主 , 就是第

二年取代威廉的梯埃里伯爵也承认路易为上级领主。

虽然一定程度上 , 各领地贵族扩张权力可能与国王伸张王权的行为相冲突 , 但封建原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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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入最终从道义上变得有利于国王而非各领地诸侯。从路易六世开始 , 封建的等级理论开始在

国家政治生活中发挥重要作用。根据这一理论 , 国王与大贵族以封建誓言而连结 , 而大贵族则

与小贵族和堡主连结 , 后者又与普通骑士连结 。国王位于所有大贵族之上 , 享有至高无上的权

威。处于两难境地的诸侯不得不接受国王作为其宗主:如果他们与国王对抗 , 就给其封臣树立

了一个坏榜样。后者会效仿 , 则他们的利益会受到封臣的侵犯。就这样 , “一定程度上 , 法国的

王公承认他为他们的封建宗主” 。① “封建主义的发展变成了专横王权的支柱。”② 例如 , 在前文

提到的蒂博与内维斯伯爵之间的冲突中 , 国王路易六世拒绝蒂博的主张。路易认为 , 内维斯伯

爵是王室封臣 , 他对国王的义务凌驾于其他领主的任何要求之上 。此外 , 12世纪各诸侯越来越

多地参与王室会议。1111年 , 为决定讨伐勒皮赛的于格而在默伦 (Melun)聚集。1128年 , 为

弗兰德尔伯爵的选举而开会讨论 , 1130年为了教皇选举而开会。③ 1137 年 , 征收的新税种名之

曰封建协助税 , 说明封建关系 、 封建制度已经成为社会政治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 。可见 , 路

易六世正力图将一种具有理想特征的封建意义上的金字塔 , 转变为实际的可操作的法律意义上

的金字塔 。④

至此 , 我们从路易六世伸张王权的历史中看到 , 封建理论与封建的历史实践都有利于加强

王权 。王权的发展 、 加强并不与封建相悖 。 “政治秩序并不是以放弃封臣与封土的诸制度而获

得 , 而是以调整它们来适应中央权威的需要而获取。”⑤ 19世纪学者的理论观点自然遭到后来者

的有力批判 。早在 20世纪上半叶 , 就有许多学者反对将王权与封建对立 。著名史学家佩第-杜塔

伊明确指出 “封建制度包括国王” 。⑥ 狭义封建主义论的代表人物冈绍夫则认为:“封建制度并不

必然是国家衰弱的根源。”⑦ 同时代的广义封建主义论集大成者布洛赫也强调封建国王具有权威 。

20世纪中后期至今 , 封建有权威论的观点已然在学界占据主导 。最近更有学者指出 , 如果说 11

世纪的封建关系是政治忠诚解体的代理人 , 那么 12世纪的封建关系则成为围绕国王和大诸侯加

强政治秩序的代理人 。⑧ 因为 , 当下层封建主义渐渐削弱之时 , 上层封建主义却在渐渐加强 。地

方领主仍然能够发挥重要的作用 , 但他也能够被高级权威指导和控制 。斯特雷耶形容其为一系

列控股的公司。⑨ 这就是路易六世伸张王室权威所产生的后果 , 一方面 , 它部分破坏了地方封建

主义组织;另一方面 , 它又部分加强了上层封建主义关系 , 建立起更为系统的封建制度 。如此 ,

在路易六世开始解决上层封建链条之后 , 封建国家或者封建政府就开始逐渐形成了。正如历史

学家扎库尔认为的 , “法国君权的历程显示了领主与封臣间的关系如何被用作一个强大君主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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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建立的基础” 。①

可见 , 为反对封建无权威论而兴起的封建有权威论 , 强调的是封建与君主制度的并立共存 。

故有 “封建君主制” 这样的术语来阐述封建有权威 , 说明君主制度可以借助封建体系而存在和

发展 。“封建君主制” 这一术语 , 我们并不陌生 。国内学界往往将封建统治理解为封建君主制;

于是 , 割据 、分权 、 君主权威弱小等特征就成了封建君主制的特征。但是我们必须明了 , 在当

代西方学术界 , 封建君主制度已然是特定时期具有特别性质的东西。在佩第-杜塔伊那里 , “封建

君主制” 是与君主权威的加强相伴随的。随着君主权威的加强 , 封建制度被纳入到君主权威体

系之中 , 成为强权的手段与工具 , 则君主如久处囊中的利锥刺破贵族体制的外壳脱颖而出 , 于

是形成了新的君主制度:封建君主制度或封建君主国。美国历史学家比森这样定义封建君主国:

“统治者体制化地利用封土的和封臣的权利来增强其力量的王国” 。② 在这一制度下 , 并不是我们

所熟悉的封建权力分散 、 君主权威弱小的现象 。君主的权力加强了 , 但它又不是以废弃封建制

度而获取;相反 , 它以加强封建关系 、重申封建原则而鼓吹君主的权威 。这就是封建君主制 ,

它强调的是封建与君主的结合。③ 路易六世的统治 , 显然具有佩第-杜塔伊所描述的 “封建君主

制” 的特征。

20世纪以来学者对宪政主义史学的猛烈批判 , 提高了封建的地位 , 也给予封建主义政治史

以新的解释途径 。那么 , 是否封建国家王权问题的复杂性随之解决了呢? 我看未必。尽管我们

看到路易六世确实在以封建制度和封建关系来加强其王权 , 但是封建主义并非路易六世时期政

治史的全部。此时的政治生活中 , 仍然可以观察到许多较少封建色彩或者与封建不相干的关系

和现象的存在。一个不容否认的现象就是 , 国家依然存在着 , 国王也统治着。不仅是作为一个

类似领主的地方统治者 , 而是一个王国的国王 。如我们所观察到的 , 路易在许多事务中尤其是

战争中的确行使了他的权力。如 1109年与英国国王的战斗 , 路易的军队中包括弗兰德尔伯爵罗

伯特 、布卢瓦伯爵蒂博四世 、 内维斯伯爵纪尧姆二世 、 勃艮第公爵于格二世以及其他大主教和

主教 。1116年第二次开战之时 , 路易则得到安茹伯爵富尔克五世和弗兰德尔伯爵鲍杜温七世等

贵族的军事支持 。而 1119 年 8 月 20 日在布雷穆勒战役中 , 路易从勃艮第 、 贝里 、 奥伯涅

(Aubergne)、桑斯 、 巴黎 、奥尔良 、维芒多瓦 (Vermandois)、 博韦 、拉昂等地征募了军队 , 佩

龙内 (Peronne)、内斯勒 (Nesle)、 诺瓦庸 (Noyon)、 里尔 、 图尔奈 (Tournai)、 阿拉斯 、古

尔奈 (Gournay)、克莱蒙等地也派出了战士。1124年抵抗德国的战役 , 更有几乎全法国的大小

贵族参与 。可见 , 国王确实能够召唤不少大小领主来为其效命。那么 , 这种效命的根据何在 ?

不可否认 , 他们中的许多人是国王的直接封臣 , 但将这一切都理解为封建关系在起作用 , 显然

不具有足够的说服力 。

大小贵族与国家国王之间的关系 , 不是封建关系能够完全阐释得清楚的 。在路易时期 , 确

实有不少贵族从国王处持有土地 , 向国王行臣服礼 , 从而与国王有直接的封建关系。但晚近的

研究认为封建主义直到 11世纪还是个新的制度 , 其适用的范围非常有限 。④ “在虔诚者罗伯特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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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 仅仅在法兰西岛附近的伯爵是国王的封臣 , 如布卢瓦伯爵或者苏瓦松伯爵等人 。” ① 苏热时

代的封土等级观念更是全新的 , 更多的时候停留在苏热等鼓吹者的思想观念中。该制度发挥其

有力作用的时期是 12世纪晚期。② 封建制度并不具有人们所设想的统治地位和统一性。比森甚

至认为:“诸侯偶尔为国王服军役的史实 , 其本身并不能证明他们是封臣 。因为 , 军事服役仍然

是所有自由人的基本义务 , 包括主教;1100年之后 , 他们几乎从没有行过臣服礼 , 但确实提供

过军事支持。早期国王们继续将王国内的所有较大显贵都看作自己的忠臣 , 应该在必需的时候

服役 (例如 1124年), 但是他们似乎没怎么坚持以忠臣的骑士军役或臣服礼仪作为获取这样军

事服役的条件。”③ 话虽然有些过头 , 但确实点明了问题的关键:不能将一切都理解为封建关系 。

王国和国王的存在 , 确实一定程度上反映出非封建的某些特征来 。例如 , 因为担心受到其兄弟

诺曼底的罗伯特的攻击 , 英王亨利一世与弗兰德尔伯爵罗伯特二世于 1101年签订了军事互助协

议。罗伯特二世在战争中应该为亨利一世提供 1000名骑士 。后来 , 法国国王与亨利一世作战 。

法王是罗伯特二世的主君 , 接受过他的臣服 。这时罗伯特二世该怎么办 ?他首先应该劝说亨利

不要进攻法国;如果劝说无效 , 则他不仅可以免除对亨利的所有义务 , 而且只接受法王的召唤 。

换言之 , 只有当法国国王不被卷入的时候 , 他才能够为亨利服役 。作为他的主君 , 法国国王的

主张是压倒性的 。那么 , 这仅仅是对授予弗兰德尔伯爵领地的那位封建领主的一种回应吗 ?显

然不全是 。正如杜比所认为的:“在 12世纪早期 , 罗伯特感觉必须响应国王的召唤 , 不是因为

国王是他的封建宗主 , 而是因为 ———作为法兰克王国众多诸侯中的一员———他的主要忠诚对象

是公共和平的制度。”④ 封建的私人性质的协议以两个个体之间的私人臣服而建立起来 , “但是 ,

涂油的国王仍然拥有优先的忠诚和服役的主张 , 在长期的习惯中一直得到运用” 。⑤ 国王虽然弱

小 , 但仍然有号召力。在中世纪法国 , 有一条不成文的原则:当国家受到外来入侵威胁之时 ,

各大封建领主应该响应 “国家召唤” , 积极前来帮助国王抵抗。⑥ 有人说这是贵族与国王之间的

相互尊重 。那么 , 诸侯尊重的就是一种国王的公共权威。例如 , 1124年 , 蒂博四世试图说服玛

姆梯埃修道院的修士与他一起反对国王路易六世遭到拒绝。理由就是 , 国王有宣布战争的权

力。⑦

从国家统治的层面看 , 普通民众对国家和国王的臣服未必是我们所理解的封建关系 。他们

对国王的崇拜和臣服 , 已经超越了封建体系而真实存在。百姓尊重的就是一种公共权威 。不少

学者认为直到 12世纪 , 军事服役仍然是所有自由人的义务 。这是日耳曼人的传统 。如果从民众

的角度来看 , 1119年对英国的战争以及 1124年兰斯事件等 , 反映的是臣民响应国王的号召而战

斗的情形 。因为 , 在参战的民众 (包括教会)看来 , 国王是国家利益的代表 。国王作为国家和

平的维护者 、国家利益的保护者而出现 , 从而将全体人民都纳入国家体系之中。布洛赫说:“关

于王权的这些宗教的或巫术的观念 , 在超自然的层面上 , 只是表达了人们认为国王们所特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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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使命:国王是 `民众首脑' , 古日耳曼语称作 thiudans 。” ① 路易本人从好战的骑士向维持国

家和平的国王形象的转变 , 说明了他的行为不只是得到骑士的支持 , 更有 “穷人” (弱者)的支

持。② 这是传统。一个关于公共权威和统治关系的传统 。

因此 , 无论从国王与大小贵族的关系 , 还是从国王与臣民关系来看 , 不少时候国王是作为

国家最高统治者在施展其权力 。国王不仅仅是一个封建宗主 , 而且也是军队的统帅和王国的保

卫者 。苏热在传记中多次予路易以保卫者的头衔 。例如 , “其教会的保卫者” , “其父亲的王国的

英勇保卫者” 。这里体现的是法国国王与其治下臣民的关系。我想 , 不能忽略的是 , 封建主义没

有根除所有的公权关系 , 至少在国家层面上还保留有一定的国家统治关系 。国王在自己的领地

内似乎是一个与其他封建领主没有区别的领主 , 但跳出领地 , 凌驾于所有领地之上 , 他就不只

是一个领主 , 而是一个国王 , 一个为王国和平 , 为王国利益而战斗的国王 。英国历史学家苏

姗·雷诺兹是反封建主义理论的集大成者 。她的批判应该引起我们对封建主义政治史的反思 。

早年她也探讨过封建主义与国家王权之间的复杂关系 。她认为:“12世纪的君主制如何被自己的

靴带所拔出 , 这一理解上的某种困难能够被注意力从国王向王国的转移而减轻。”③ 在她看来 ,

从王国的角度来看国王的统治 , 就是国王与其臣民的关系 。一个王国只有一个国王。当和平受

到威胁 , 当王国处于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 , 民众所期盼 、 所指望的正是这样一个国王 。国王带

领人民镇压叛乱 , 抵御外敌 。此时 , 国王就远非封建的国王了 。人民也远非封建的臣子了 。20

世纪 90年代她更进一步认为在 13世纪之前 , 不存在所谓的封建关系:土地以自主地而非封土为

主;封君封臣式的人身关系只是众多隶属关系中的一种 。国家臣民统治关系在实际生活中发挥

着重要的作用。④

当然 , 正如前文所讨论的 , 封建制度和封建关系是中世纪法国尤其是路易六世时期不容否

认的事实 。因此 , 在封建主义的作用下 , 国家统治关系在许多时候是隐性的而非凸显的 。它是

非权力性 、非暴力性 、非强制性的 , 它并不能够保障国王的权威。当国王试图将一种更为直接

可见的有实际权力的封建联系建立在自己与大小诸侯之上的时候 , 这种封建的关系反而加强了

国王的权威。当封建金字塔建立起来后 , 似乎是作为封建宗主的国王在利用宗主权来召唤其封

臣 , 但其中已然包含有君王的国家统治关系 , 只是它们不凸显罢了 。国家统治关系是封建模板

的背面 , 只不过这一背面极少被翻转过来让我们观察。而一旦有特殊情形 , 国家统治关系就从

封建制度的隐藏之下显现出来 。如果从现代主权国家的角度来看 , 封建制度下当然不存在清晰

的不可分割的主权 , 国王在国家事务中并没有绝对的权威。但是 , 在外部事务中 , 尤其是对外

战争中 , 国王作为国家统治者的形象和权威就得到清楚的体现。这正是黑格尔关于封建对外战

争产生国家权威的理论观点。⑤ 我想补充一点 , 就是对内的战争也能够滋长国家权威 。随着封建

化的加强 , 尤其是国王权力的伸张 , 国家统治关系与封建关系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 。但最终

的结果都是公共政治权威的张扬。孟广林教授的下述看法很有道理:“与此相应 , 国王的封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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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主权' 与国家 `君权' 这两种权力原则 , 虽然也时常有某些抵牾 , 但由于前者已具有某些

`公权' 的属性 , 这两者之间大体处于互通共融状态。因此 , 在封建王权发展的过程中 , 国王既

竭力张扬 `君权' 原则与扩展国家体制 , 以之克服封建习惯的消极影响 , 同时又积极发展封建

的政治资源 , 追求宗主权力的最大化。其结果 , 必然导致国王作为封建国家最高公共政治权威

的 `君权' 更加凸显出来 。” ①

而这正是封建有权威论者忽略了的关键:因过分强调封建对王权的积极促进作用 , 从而一

定程度上忽视了国家之存在。应该承认 , 封建有权威论者对路易六世时期王权性质的封建君主

制式的理解和认识 , 确实具有启发性 。在他们那里 , 君主与封建有了共存的地位。这是他们的

贡献 。我们必须认识到 , 封建有加强权威的作用 , 也有削弱权威的作用 , 何时何地发挥何种作

用 , 依赖历史语境。当封建加强权威之时 , 权威最终可能突破封建制度本身的桎梏 , 而呈现非

封建的特征;反之 , 则权威只能停留在封建框架之内。但是 , 封建有权威论者往往将国家权威

等同于私人性质的封建权威。在他们眼中 , 国王只是一个封建宗主 , 国王的权威就是宗主的权

威。他们并没有看到封建时代国家 (作为公共权力的国家)存在的实际 。为了突出封建之有权

威 , 不少学者在发掘和建构封建制度存在的历史实际之时 , 往往有意识或者无意识地将其体系

化和制度化 , 从而夸大了封建的作用 , 否认了国家的作用 。从这一意义上来看 , 他们继续了 19

世纪学者的封建无国家说 。他们认为在封建与君主结合之前 , 存在所谓的纯粹的封建时代 。此

时 , 君主是不存在的 , 被封建制度所湮没 。② 可见 , 他们还是相信存在一个有封建无君主的时

期。这就给封建主义无权威开了一扇门。更有甚者 , 因为论证和强调封建有权威 , 他们发掘和

臆造了封建主义的存在 , 许多社会关系 、 个人关系以及国家关系被纳入封建关系之中 , 从而造

成封建无处不在的假象。③ 这就与封建无权威论站在一处了 。

至此 , 我们已经看到 , 路易六世时期的法国王权呈现出相当复杂的特性。路易六世伸张王

权的历史证明 , 封建无权威以及封建与国家王权的对立乃是 19世纪宪政主义学者的臆造 。与此

同时 , 路易时期的政治史也证明 , 20世纪以来的封建有权威也在一定程度上夸大了封建主义而

忽视了国家的存在。无论在强调封建无权威还是封建有权威论者那里 , 封建都是与国家对立的 ,

只不过程度和角度有所不同。是否有权威不是一个性质论述 , 而是一个历史事实的认定和表述;

在一个时期是无权威的 , 在另一个时期是有权威的。或者这样说 , 学者只是在历史的不同时期

不同地区搜寻有权威还是无权威的历史事实 , 但并没有从根本上否定封建 , 也没有否认封建与

国家的对立。

〔作者黄春高 , 副教授 。北京大学历史系　100871〕

(责任编辑:舒建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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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王们都有长长的手臂”

①

②

③

孟广林:《英国封建王权论稿———从诺曼征服到大宪章》 , 第 373 页。

佩因特描述了法国从日耳曼君主制到封建君主制转变的过程。见 Sidney Painter , The Rise of Feudal

Monarchies , pp.4—5 , 8—42.

Susan Reynolds , Fiefs and Vassals:The Medieval Evi dence and Reinterpreted , pp.258—322.



The Politics of Filmaking:An Investigation of the Central Film Censorship Committee in the Mid

1930s Wang Chaoguang (62)

The Central Film Censo rship Commit tee w as set up af ter a film censorship sy stem w as estab-

li shed by the Nat ionalist Par ty .It w as also a result of the thriving lef t-w ing film indust ry .The

Nationalist Party felt threatened and became mo re conserv ative .The commit tee , as an important

link in film censorship , made concentrated regulation and control o f fi lms possible fo r the Nation-

alist Party .It w as a substi tute fo r and extension o f the fo rmer Fi lm Censorship Committee under

the Minist ries of Educat ion and the Interior .The commit tee generally achieved i ts original goals ,

but the result of i ts w ork did no t fully confo rm to init ial expect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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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nter w heat w as mainly grow n in late rice fields in the Song Dynasty .The f ields could be

used for late rice in the follow ing year w hen the w inter w heat w as harvested.Thus a rotation

to ok shape .The term wan dao (late rice)bo re both a broad and a narrow meaning in the Song

Dynasty , and “early fields” did no t necessarily mean “ fields for early rice.” The mult i-cropping

of rice and wheat w as already a popular , well-established farming sy stem in the Song Dynasty .

An Elaboration on the Examination of Shu Pan Ba Cui in the Song Dynasty Cao Jiaqi (102)

Shu pan ba cui (书判拔萃)was one of the examinations for selecting of ficials in the Tang

and Song dynasties.In the Song Dynasty , it w as given only in the ea rly No rthern Song , and w as

banned twice , for different reasons.The examination was fi rst given in the third year of Jian-

long , in the Li B u(M inist ry of Personnel).Candidates we re required to come from an inf luential

family and have a po st in g overnment.It w as banned in the fi rst year of Dazhongx iang fu , as it

failed to function as a selection mechanism .In the seventh year o f T iansheng , it w as resumed as

one of the regular examinations , but w as banned again later as it w as not in acco rdance w ith the

principle that the candidates we re to be examined by the emperor himself.S hu pan ba cui was a

st rict mechanism of selection through exam inat ion and w as thoroughly implemented .It s final ban

reflected to some ex tent social changes in the Song Dyansty .

“Sci tur emim longa regibus esse manus” :Royal Power in Louis VIs France

Huang Chungao (114)

Louis VI actively expanded royal pow er in France during his reign.His effor ts put an end to

the w eakness of French royal pow er , and resulted in the grow th o f royal pow er in terms of both

i ts conno tation and denotation .U nder the feudal system , he suppressed sepa rat ist w ars inside the

royal te rri to ry and that of surrounding castle ow ners.The idea of a uni ted France began to e-

merge .He also reformed the management o f royal affairs , and consolidated the centralized au-

tho ri ty of the Capet ian Dynasty .His endeavo rs had a benign interaction w ith the economic , social

and religious t rends of the time .Instead of being a uni-dimensional powe r belonging solely to the

king , roy al pow er penet rated into v arious economic , social and religious f ields , and w as rel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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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feudalism .Royal pow er during the t ime of Louis VI may be exam ined more comprehensively in

a three-dimensional context o f feudalism , royal pow er and the body polit 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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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nd , directly causing the decline of papal supremacy and w eakening the pow er of the Pope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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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w er in bo th the relig ious and the secular w o rld.The king obtained legislat ive pow er through

the principle of “ the king in parliament ,” and w as able to join w ith secular legislat ive agencies to

directly confront and w eaken the convocat ion .Finally , the king , exercising tw o ro les , direct ly

controlled the church .Howeve r , the establishment of roy al supremacy w as not the end of the

story .It w as questioned from the very beg inning .Whats mo re , expanding royal pow er w as

faced w ith a revo lt on the pa rt o f the secular legislative agencies that were alw ay s wait ing for op-

po rtuni ties to thoroughly secularize pow e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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