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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世纪法国王权与教权对立统一的关系分析

杨　皓
（云南农业大学 外语学院，云南 昆明 ６５０２０１）

摘要：１７世纪的法国在经历了１６世纪连续八次的宗教战争以及在 《南特敕令》的颁布后，法国的宗教冲突

相对缓和，同时王权也得到了加强。不论是在路易十三时期还是在路易十四时期，掌握神权与掌握政权的两

大集团既彼此争夺权势，又相互依赖和利用。通过查阅文献资料，分析发现１７世纪的法国王权与教权呈现出
对立统一的关系，这一关系的形成，推动了当时法国社会的变革，促进了法国社会的发展。通过对此关系的

分析可以更好地了解１７世纪法国的社会意识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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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６世纪欧洲进行了宗教改革，这一改革削弱
了教皇的权威，打击了天主教会的神权统治，剥

夺了教会在各国的政治、经济特权，各国王权得

到加强，有利于民族国家的发展。理论上宗教改

革思想家们否定了教皇和罗马教会的至上权威，

甚至否定了教会存在的必要，在实践上，他们永

久地摧毁了天主教内部的统一，结束了罗马教廷

至高无上的统治。１５６２—１５９８年法国陷入了长达
３６年之久的宗教战争，这一战争使法国君主制和
国家的统一受到严重损害，亨利四世力求重振王

权。１５９８年亨利四世颁布了 《南特敕令》，实行

宗教宽容并且承认天主教为国教从而结束了宗教



战争，然而宗教冲突尚有余波，直至路易十三与

黎塞留①使用了军事与谈判手段后，法国的宗教

纷争才暂时告一段落。路易十三即位之后，开始

不断加强法国的君主专制制度，然而不论是路易

十三还是路易十四在其即位之初都有一个共同的

特征，他们年幼无知需要摄政，因此两位重要的

人物便登场了，分别是路易十三时期的首相红衣

主教黎塞留和路易十四时期的首相主教马扎然②。

一、１７世纪上半叶：路易十三时期 （１６１０—
１６４３）

作为路易十三时期最为重要的人物，身为红衣

主教的黎塞留出任法国首相。路易十三即位初期由

其母亲玛丽·德·美第奇摄政，亲自执政后则主要

依赖于黎塞留。对内，黎塞留依靠军事手段消灭了

胡格诺派③，使其纷纷改宗天主教，巩固了天主教

作为法国国教的地位，很好地履行了作为红衣主教

的职责，同时作为首相的黎塞留也绝对拥护王权，

并帮助路易十三很好地巩固了王权，铲除了叛乱贵

族的斗争，使法国各地的封建割据势力遭受沉重打

击。对外，他主要致力于提高法国的地位，黎塞留

本人虽是天主教的高级僧侣，但他把法国的国家利

益放在首位，首开 “民族国家利益至上”的现代

外交之先河，从不使宗教情绪影响他的外交政策。

路易十三在其即位期间，不论是对内还是对外的政

策都主要依赖于其得力的首相红衣主教黎塞留，尽

管他代表的是至高无上的王权，但实际上，主要的

实权还是掌握在黎塞留的手中。正是由于黎塞留成

功地消灭了胡格诺派以及各反叛贵族集团，路易十

三手中的王权才得以更好地集中。也因此，黎塞留

成为了法国历史上著名的政治外交家，其光芒早已

掩盖了路易十三。

路易十三时期，路易十三虽然是最终下达命令

的人，但其实幕后的主使是黎塞留。从黎塞留的所

作所为中也可以看出宗教组织本身的发展也需要政

权的支持，正是由于黎塞留掌握了政权，因此作为

被教皇任命的红衣主教，他才会发动对胡格诺派的

战争，消灭胡格诺派，有力地打击了新教，很好地

维护了天主教作为国教的地位。反之，对于王权而

言，为了更好地加强巩固王权，使王权更好地集中

在国王的手中，推行王权至上的原则，君主们借宗

教教义和神学理论使其直接服务于政治，最明显的

一点便是 “君权神授”的思想。每当国王即位之

时都需要请教皇来为其加冕，以此来证明国王即位

的合法性，也让民众更好地臣服于君王。在路易十

三时期，王权得到了很好的集中，教权方面，教皇

凌驾于君主之上，教皇对君王进行加冕仪式，承认

其王位在教会中的合法性，并且由君王任命教会中

的高级主教。虽然国家的内政事务教皇都没有进行

过多干涉，但是国王所做出的一些决策决议都必须

符合教会的教义，教会组织的人员特别是一些高级

神职人员都必须由教皇或罗马教廷任命。尽管法国

国内大多数人都是天主教的信徒，但是由于路易十

三与红衣主教黎塞留之间的微妙关系，同时也由于

黎塞留提倡并很好地促进了王权集中制，因此大家

都臣服于路易十三，法国国内的宗教纷争在对胡格

诺派的战争之后也很少出现。在路易十三时期，王

权虽然得到集中，但并不是至高无上的，教皇的权

力仍然高于君主国王的权力，同时，宗教和王权相

互利用，各取所需，并没有呈现出对立的状态。

二、１７世纪下半叶：路易十四时期 （１６４４—
１７１５）

１７世纪的后半叶为 “太阳王”路易十四的时

代，这一时代也是法国历史上君主专制制度的顶峰

时期。这一时期也出现了一位身为红衣主教的首相

马扎然。这位１７世纪下半叶的君主的统治是在一
片混乱中缓缓拉开序幕的。路易十四时代的政治斗

争所有的根源都是１５、１６世纪之后兴起的基督教
新教派与原来的统治世俗社会的天主教集团争夺世

俗统治权的斗争。路易十四即位之后，首先是因为

路易十四的爷爷亨利四世明目张胆地保护新教势力

在法国的发展，引起了天主教统治集团 （主要是贵

族和主教）的不满，所以导致他们发动内乱，这就

是 “投石党”运动。在各种妥协之后，“投石党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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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阿尔芒·让·迪普莱西·德·黎塞留 （ＡｒｍａｎｄＪｅａｎｄｕＰｌｅｓｓｉｓｄｅＲｉｃｈｅｌｉｅｕ，１５８５年９月９日—１６４２年１２月４
日）法王路易十三的宰相，及天主教枢机，波旁王朝第一任黎塞留公爵。

尤勒·马萨林枢机 （出生时姓名 ＧｉｕｌｉｏＲａｉｍｏｎｄｏＭａｚｚａｒｉｎｏ，ＪｕｌｅｓＣａｒｄｉｎａｌＭａｚａｒｉｎ，１６０２—１６６１年），又译儒勒
·马扎然，法国外交家、政治家，法国国王路易十四时期的宰相 （１６４３—１６６１）及枢机。

胡格诺派 （法语：Ｈｕｇｕｅｎｏｔ），又译雨格诺派、休京诺派，１６—１７世纪法国新教徒形成的一个派别。



动”被平息，此时路易十四仍然幼小，于是出现了

太后摄政以及首相马扎然辅政。在马扎然辅政初

期，作为首相以及红衣主教的他，对国内宗教问题

所采取的政策就是进行宗教派系平衡，暗地里不禁

止新教活动，明面上支持天主教集团继续统治世俗

社会。正因为其对解决国内宗教问题这种不彻底的

政策和措施，法国王室遭到了传统贵族集团以及天

主教集团的反对，引起国内的动乱，最终导致王室

成员两次流亡，马扎然也被两次免职。当马扎然再

次被太后召回到巴黎的时候，对捧起他的法国人充

满了鄙夷。这样的朝三暮四实在让这位久经考验的

政治家对这些轻浮易变的民众感到齿冷，于是第二

次回到巴黎之后的马扎然开始了自己的铁腕政策，

决定结束国内这种宗教动乱的情况，但他的政策实

质仍然是黎世留的政策的延续，即专力于树立法国

的国际影响，严厉镇压国内宗教派系斗争，这一政

策贯彻直至１６６１年他在法国去世。马扎然主要致
力于进行外交，参加欧洲大战，这样就进一步转移

了国内宗教矛盾，使得在马扎然主政的八年里

（１６５３—１６６１），法国没有再发生严重的动乱。与黎
世留不同的是：黎世留为了个人名誉无所不用其

极，而马扎然则是为了自己的个人财产无所不用

其极。

在马扎然去世后，２３岁的路易十四开始亲
政，他在这一时期树立专制君主的权威，四处征

战，开拓疆土，确立法国霸主地位。路易十四通

过整肃国内宗教，法国形成了 “一个信仰、一种

法律、一位国王”的一统局面。

首先，路易十四认为，作为一个信奉天主教

的国王，必须尊重罗马教皇。但对宗教虔诚并不

意味着对教皇顺从，这种虔诚要以不影响君主专

制权力为限度。也就是说，对教皇的顺从仅应限

于道德与信仰方面，但是法国教会必须听命于国

王。为表明国王的这一立场，１６６３年，法国索邦
神学院 （后为巴黎大学）发表六项条款，强调法

国国教派的立场。１６７３年，路易十四进一步发布
命令，规定王国所有主教均由国王授职，拒不从

命的主教均受到惩罚。路易十四的态度和行动必

然会引起主张至高无上权力的教皇的不满，由此

开始了王权与教权之争。教皇英诺森十一世公开

反对法国国教派，并将支持国教派的大主教逐出

教会。路易十四则针锋相对召集一个教士会议，

拟定了著名的 “四项条款”，重申国王高于教皇

的主张。教皇不但宣布这项决议无效，并且对所

有赞同此项条款的新任主教拒绝授予教阶，结果

导致１６８８年法国有３５个教区没有正式主教。一
直到１６９３年路易十四准许他提名的主教否认四项
条款，新任教皇英诺森十二世承认国王有权提名

主教，路易十四再度成为一个基督教君主，双方

以妥协方式暂时停止了争端。

其次，路易十四虽然与教皇存在权力之争，

但作为正统天主教徒他不容许天主教异端派别的

存在，并将其视为妨碍王国统一和君主集权的消

极因素，坚决加以镇压。

第三，路易十四着手解决国内信奉新教的胡

格诺教徒。首先，他下令新教的教育机构禁止传

播新教教义；其次，鼓励军队和天主教僧侣毁坏

胡格诺教徒的教堂，强迫新教徒皈依旧教；最后，

路易十四在１６８５年颁布了 《枫丹白露敕令》，撤

销了 《南特敕令》，彻底清除国内的新教徒。

三、１７世纪法国教权与王权对立统一的关系

１７世纪可以被分为两个时期，１７世纪上半叶
属于路易十三时期，下半叶则属于路易十四时期。

由于受到１６世纪宗教改革的影响，１７世纪法国
的宗教冲突虽然没有１６世纪激烈，但仍有余波，
王权与教权之争更是一直都没有停止过。两者的

关系在这一时期由于两位红衣主教被任命为首相

而较为复杂。教权和王权相互利用，呈现出互相

对立但又较为统一的关系。同时，教权和王权这

两种权力的此消彼长、波动起伏，为资本主义自

由经济和社会体制的发展留下了余地。

首先是路易十三时期，在经过了１６世纪宗教
改革和宗教战争之后，新教的出现使得教皇的权

力地位明显被削弱，但是新教毕竟是新兴的教派，

因此其信徒并不是很多，欧洲各国仍然是天主教

教徒占大多数，因此在天主教教徒心中教皇的地

位仍然是至高无上的。路易十三时期的政权实际

上是由作为首相的黎塞留掌握着，黎塞留是被罗

马教皇任命为红衣主教的。在黎塞留上任之后，

首先便对国内的宗教进行了整治，动用谈判和军

事手段消灭了胡格诺派，使其纷纷改宗天主教，

巩固了天主教作为法国国教的地位，并且这无疑

也巩固了教皇的地位，虽然黎塞留一直为加强和

集中王权而努力，但是作为红衣主教的他并不会

让王权高于教权，以至于路易十三并没有明确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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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王权高于教权的任何提案，因此实际上此时教

权仍然高于王权，教皇仍然驾凌与国王之上。

到了１７世纪下半叶也就是路易十四时期，教
权高于王权的情况才有所改变，路易十四在其继

任初期由于尚年幼，时局混乱，因此由太后摄政，

马扎然辅政。一段时间后，马扎然则由辅政变为

亲自执掌大权，他对国内新教的不够坚决的态度

使法国王室遭到了传统贵族集团以及天主教集团

的反对，使法国社会陷入混乱；在经历两次放逐

之后，其态度才变得较为强硬，开始采取措施严

厉镇压国内宗教派系斗争。此时教权仍然高于王

权，这种情况一致持续到路易十四亲自执政之后

才被改变。路易十四在即位之后整肃国内宗教，

使得法国国内呈现出一个信仰、一种法律、一位

国王的一统局面。路易十四在实现了君主专制制

度的同时也使法国成为了国教制的国家。与神权

统治相反，国教制把宗教神权置于国家权力之下，

统治集团把某个特定的宗教设置为国教 （在法国

被设置为国教的宗教是天主教），并使其成为政

治统治的精神力量和官方意识形态，教权受政权

所支配，僧侣集团受制于世俗统治者，甚至宗教

领袖和僧侣也由国家元首或者领导者根据统治集

团的利益来选定。１６７３年，路易十四进一步发布
命令，规定王国所有主教均由国王授职，法国教

会必须听命于国王。路易十四拟定的提案一经提

出便遭到罗马教皇的反对，使得法国在这一时期

有３５个教区没有正式被教皇所承认的主教，但最
终双方和解。我们可以看到正是由于路易十四的

强硬，使王权得到高度集中，从而在法国形成了

王权至上的局面，因此此时在法国，王权高于教

权，教皇并不能完全驾凌于君主之上。

教权与王权之间的纷争同时也对法国社会产

生了影响，宗教与世俗两个权力中心的关系在欧

洲是极为复杂的，基督教与世俗政权的关系是相

互利用、争夺和牵制的关系。天主教会在欧洲政

治发展中的作用也是复杂的，它既有联合民族国

家的功能，把处于多样化变动中的各民族国家联

合起来，同时它与世俗政权的抗衡又阻碍了整个

欧洲的政治统一，抑制了王权的专制程度，让各

个民族国家自身发展出一些相对自由的新思想和

创新，最终促成了资本主义的兴起。在法国，路

易十四执政后期，王权的势力开始减弱，君主专

制制度开始衰落，王权无法继续其至高无上的地

位，教权和王权此时势力相当，教权甚至略高于

王权，王权的专制程度得到了抑制，再加上基督

教教义中自由平等的观念，使得在法国出现了一

些相对自由的新思想和创新，人们对旧制度表现

出强烈不满，因此在后期发生了法国大革命。

宗教问题在１６世纪的宗教改革后在法国仍然
存在纷争，同时王权与教权的关系在１７世纪的纷
争经历了教权至上、教权和王权相互利用、到后

期王权至上共三个阶段。两者间这种不断纷争促

进了法国社会的发展，对法国社会产生了深远的

影响。不仅在法国，在整个欧洲宗教与世俗两个

权力中心的关系都很复杂，两者相互制约，相互

利用，共同促进欧洲社会不断发展和进步。

［参考文献］

［１］米歇尔．卡尔莫纳．黎塞留传 ［Ｍ］．北京：商务印
书馆，１９９６：７６－８８．

［２］伏尔泰著．路易十四时代 ［Ｍ］．王晓东，译．北
京：北京出版社，２００７：２４－６７．

［３］安东尼·列维著．路易十四 ［Ｍ］．陈文海，译．北
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１：５４－１３８．

［４］陈海文著．法国史 ［Ｍ］．北京：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６：９８－１６７．

［５］阿利斯特·麦格拉斯，蔡锦图．宗教改革运动思潮
［Ｍ］．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９．

［６］郭华榕．法国政治思想史 ［Ｍ］．北京：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０：３５．

［７］赖永海．宗教与政治 ［Ｍ］．北京：译林出版社，
２０１０：２４．

［８］李明，沈宏．路易十四时期法国霸权衰落原因探析
［Ｊ］．历史教学问题，２００５（１）：６８．

［９］冯德昕．大革命前 （１６６１—１７８９）法国社会状况的
特点及启示 ［Ｊ］．科技资讯，２０１３（２６）：２１５．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２－３７９１．２０１３．２６．１４３．

［１０］施京吾．“太阳王”时期的法兰西帝国 ［Ｊ］．文史
天地，２０１３（１）：７９．

［１１］陈?．礼仪之争”在法国：１７００年巴黎外方传教会
上教宗书背后的派系斗争 ［Ｊ］．世界历史，２０１６，
（３）：４８．

［１２］刘心怡．黎塞留思想对法国现代国家制度的影响
［Ｊ］．黑河学刊，２０１７（２）：７９．

［１３］王怡静．路易十四时期法国的文化政策 （１６６１—
１７１５）［Ｊ］．法语学习，２０１７（３）：４１．

１２１第４期　　　　　　　　杨　皓：１７世纪法国王权与教权对立统一的关系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