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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148 年前的法国正统派

刘 文 立

法兰西第二共和国期间
,

右派有三个组成部分
:

传统 的正统派
、

倒台的奥尔良派和专制的波拿 巴派
。

正

统 派和奥 尔 良派联 合而为
“

秩序党
” ,

是对抗法国 1 8 4 8年革命的主要反动势力
。

本文试对正统派的历史 渊源作
`

初步探讨
。

作为一个政治概念
, “
右派

”
的 出现

,

可以上溯至 17 世 纪中期的
“

投石党
”
之乱

,

甚至追寻到 1 6世 纪下半叶

的宗教战争
。

但是史学界普遍认为
,

法国制宪议会 1 7 8 9年 9 月 n 日会议 上两个特权等级的代表和资产 阶 级

革命 民主派的代 表阵线分明
,

以近乎集 团的形式分别坐在右边和左边的议员席位上
,

如此一种有象征性的历

史场面可 以当作政治词汇
“

右派
” `或

“
右翼

” )和
“

左派
” (或

“
左翼

” 少出现的标志
。

1 7 8 9年大革命是近代法 国 社

会所经历的不断急剧 动荡的开始
,

也是后来称为正统 派的这个右翼派系形成的时期
。

1 7 8 9年夏
,

在路易十六之弟
、

阿尔图瓦伯 爵的煽动下
,

便有首批贵族和教士出逃国外
。

巴斯底狱 的 攻

占
、 “

大恐慌
”
以及十月事件加剧 了这股 浪潮

。

路 易十六本人早在 1 7 9 0年 10 月就决定离开法国
,

不惜通过奥地

利和瑞典使节秘密策划
,

酿成了次年 6 月 的发棱事件
。

1 7 9 1年冬
,

随着部分军队首领的叛逃
,

流亡者在法德

边境的科不棱茨 (这里有普罗旺斯伯爵 即后来的路易十八和阿尔图瓦伯爵即后来的查理十世 )
、

伦敦
、

布鲁塞

尔
、

瑞士
、

卡塔 卢尼亚和皮埃蒙等地糜集
,

他们投效外国宫庭
,

与留在国内的王党分子尤其是西部旺 岱 郡

的舒安党人勾结
,

向革命反扑
。

波旁家族的支 系
,

孔岱亲王在沃尔姆建立了
“
孔岱军

” ,

阿尔图瓦伯爵在都灵

一度安置过 自己的
“
宫廷

” 。

流亡者以及国内的王党分子成为正 统派的先驱
。

国民公会
、

督政府
、

执政府和帝国时期
,

流亡和 留在国 内的王党分子 的复辟图谋从未停止
,

他们 在 1 7 9 3

年
、
1 7 9 5年秋

、
1 7 9 7年春和 1 7 9 9年初迭次策动叛乱

,

与拿破仑军 队作战的反法同盟军中
,

就有不少知名的王

党分子
。

1 7 9 3年 1 月 21 日路易十六被处以死刑
,

王党分子将其 8 岁 的次子
“
圣堂 的遗孤

”
尊作

“
路易十七

, ,

以

示波旁家族的王统并未中断
。

1 7 9 5年
“
路易十七

刀
死于狱中

,

其叔父普罗旺斯伯爵继承
“
王位

甲 ,

自封为
“
路易

十八
” ,

并且致函第一执政要求准许他回国登基
。

为 了挽救倾覆中的旧制度
,

拥戴
“
正 统

”

王位的右派理论 家在思想战线也与革命的学说和舆论激烈交锋
,

如蒙特洛西埃伯爵
、

波纳尔子 爵
、

昂特雷格伯爵
、

夏多布里 昂子爵
、

制宪议会议员卡扎雷斯和政论家 里 瓦

罗 尔等人
。

他们不同程度地低毁正在发生的带
“
颠覆性

军
的巨大社会变革

,

或鼓吹全盘恢复 1了8 9年前的 社 会

状态
,

或宣扬在保 留三个等级的前提下实行开 明君主专制
;
有的人如修道院 院长 巴吕埃 尔还杜撰神话来解释

这场大革命
。

约瑟夫
·

德
·

梅斯特则在所著《 论教皇》 中为教权主义和专制政体竭力辨护
。

反革命舆论 的 一

个共性是谴责革命原则
,

强调
“
历史延续性

”
即维护

“
合法王统

”
的重要性

。

应 当指出
,

这一 时期法国的 反 动

思潮受英国政论家伯克的影响很深
。

此人早在 1 7 9。年就写成 《法国革命思考》
,

该书刚一问世即有法译 本 出

现
,

被右派理论家视为反对大革命的
“
圣经

” 。

18 刊年夏波旁王朝 (长支 ) 首次复辟
,

为 了维护
“

正统
”
原则

,

路易十八拒受帝国元老院为复辟王朝 制 定

的宪法
,

而坚持 由他
“
钦赐

”
法国一部体现旧制度王统的

“
宪章

, 。 “
宪章

, 6 月 4 日在两院宣读
,

它的某些提法

相当明确地体现出波旁王朝君主制的
“
历史连贯性

, :

如颁布日期注明为
“

联在位第十九年
” ; 序言里不厌其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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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追述自胖子路易 以来王室对臣民的一切让步
,

从而显示
,

宪章部分地确认大革命的成果和它造成的 社 会

变革乃是历代君主
“
思 泽

,
的延续

。

宪章第 14 条赋予国王发布
“
为 了执行法律和维护国家安全所必需的规定和

放令
”
的专断权力

;
不难看出

,

这 与路易十四
“

法律出白我
”
的专制格言一脉相承

。

1 8 1 5年 了月
,

拿破仑
“

百 日
冲
政变后波旁王朝再度复辟

,

这次事变成为法国近代史上左
、

右两派的政治分

野骤然明显化的里程碑
。

由于经济
、

政治和宗教等方面利益冲突
,

观点歧异
,

左 派和右派迅速具备了各自的

集团心态
, “
两个法国

”
一` 经历了大革命和拿破仑时代的

`
左派的法国

,
和力图恢复旧制度 的

“

右派的 法 国
,

—
之间斗争异常激烈

。

不言而喻
,

从国外回归
,

自 1 7 8 9年以来
“
一切都没忘记

、

什 么也没学会
”
的流 亡 者

是
“
右派的法国

,
的代表和核心

。

以他们为主的保王党人从现在起被称为
“
极端保王派

” ,

是政坛的极右派
,

其

首领为凯藏着王位的阿尔图瓦伯爵
;
对于较有现实感的路易十八而言

,

这 些人是
“ 比国王本人还要保王的保

工派
” 。

拿破仑战败于滑铁卢成 了举着白旗的极端保王派报复和倒算的信号
,

此种情形不以巴黎而尤 以外省

为甚
,

朗格多克
、

尼姆
、

旺岱和诺曼底等地接连发生拿破仑分子和革命派惨遭屠杀的事件
。

这一方面反映出

大革命触及社会的深广度因地域不 同而大有差异
,

另一方面也表 明在曾经强烈实施革命暴力的地方反革命进

行了最疯狂的反扑
。

在这种政治气氛中
,

1 8 1 5年 8 月选出的法兰西 王国众议院
,

右派集团拥有压倒多数
,
392 名 〔一说 40 2名 )

众议员中极端保王派 即极右派为 350 名 (路易十八把它叫作
“
无双议院

” )
。 “
无双议院

”
里的极端保王派

,

大部 分

原是 20 多年中长期被排斥在政坛之外的外省中
、

小贵族
。

如右派在众议院里的头 目维雷尔伯 爵生于图卢兹
;

有
“
白色国民公会议员

冲
之称的拉布尔多 内伯爵来自安茹 ; 维特洛尔男爵的故乡是上阿尔卑斯

。

有的极端保工

派连宪章也不愿承认
,

阿尔图瓦伯爵的亲信波里尼雅克亲 王就拒绝宣誓忠于宪章
,

他认为承认信仰自由的第

5 条裹读了天主教
。

1 81 5年至 1 8 1 6年间
,

王国的立法机构由极端保王派所控制
,

行政部门却掌握在
“
中右

冲
的立宪派手中

,

议

会与内阁因而也有矛盾
。

众议院要求
“
在停止宽恕的地方行使司法

” ,

叫嚷
“
行政部门只交予纯洁之手

冲 ,

大规

模审讯和清洗帝国官员
,

内阁却又来取某些折中措施来缓和
“
两个法国

”
的冲突

,

这 招致 了极端保王派 尤 其

是他们的喉舌《 自旗报》的抨击
。

夏多布里昂 1 8 1 6年撰写出《论宪章确立的君主制 》
,

维特洛尔针对立宪派关于

让国王而不由议会遴选大臣的主张刊行了《论代议制政府的内阁》一书
,

宣称
“
否认众议院 (任命 大 臣 ) 的 特

权
,

就是否认代议制政府本身
”

。

人们注意到
,

这是极端保王派在他们充塞着两院议员席位时的论调
;
宪章

建立的政体是不完备的畸形的半君主立宪制
,

使得政坛各派能够依据自己的政治需要而援引宪章的有 关 条

款

—
它们有些含混不清甚至相互矛盾之处

—
以作出有利于 己方的解释

。

极端保王派的倒行逆施连
“

中右
,
的立宪派也不予 以支持

,

路 易十八对前者亦颇感气恼
,

他对俄国 大 使

说
: 书
如果这些先生有足够的自由

,

到头来会把我也清洗掉
” 。

1 8 1 6年 9 月 5 日
,

国王宣布解散
“
无双议院

”
。

此后 3
、
4年间

,

这个极右派别的嚣张气焰有所收敛
,

他们在与立宪派和资产 阶级自由派继续角逐时
,

着眼于

“
路易十八之后

” 。
1 8 2 0年 2 月 13 日夜

,

阿尔图瓦伯爵之子
、

王位继承人贝利公爵被刺
,

极端保王派 以此为契

机
,

再度煽动反动浪潮
。

他们立即迫使立宪派重臣德卡兹公爵去职而让维雷尔伯爵等人入阁
。

6 月 29 日
,

他

们强迫通过宪政史上臭名昭彰 的
“
双重投票法

, ,

使得 同年 n 月选出的众议院里这个极右 派又获多数
:

22 。名

当选议员中以极右派为主的右派集团 占了 19 8人
。

极端保王派操纵 了行政和立法机构
,

其首领阿尔图瓦伯 爵

于 1 82 4年 9月 还取代死去的路易十八而登上 王位 (在兰斯大教堂依照旧制度的礼仪隆重加冕 )
。

数年里这些土

地贵族的封建复辟遂又嚣张一时
:
他们 残酷镇压烧炭党人 ( 20 年代初 ) , 法军在阿尔图瓦伯 爵之子

、

昂古列姆

公爵率领下用神圣同盟的名义远征西班牙 以恢复斐迪南七世的专制统治 ( 1 8 2 3年 ) , 通过
“
赔偿流亡者 10 亿法

郎法
, ( 1 8 2 5年 ) ,

力图通过保护世袭产权而违背《民法 》原则的
“
长子继承法

”
和 旨在取缔资产阶级 自由派的

“
出

版法
, ( 1 8 2 7年 )

。

这些反动行径是波旁王朝封建复辟的重要标志
。

极端保王派在 1 8 2 4年选举的众议 院中再获

压倒多数
,

资产阶级自由派议员仅 15 人
,

从而使这届众议院有
“
重获的无双议院

”
之称

。

为了让极右派 长 期

独霸立法机构
,

维雷尔内阁迫使通过一项法律将众议院任期 5 年改为任期 7 年
。

作为极端保王派的一冀
,

天主教会的反动也不逊色
。

由于反动教士的压力和蛊惑宣传
,

1 8 2 5年
“
袭读圣

物治罪法
”
得 以通过

。

教会尤为 注重从思想根源上消除大革命的影响
。

出任教育和宗教事务大臣的弗雷西努

斯大主教写 了《捍卫基督教和法国教会的自由》一书
,

他直接组织 了对文化教育界的镇压
。

传播资产阶级 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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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的重镇高等师范学校遭到讨 闭
;

自由派学者基佐的历史课 程被明令停授 ;法学院处于严密监视之下
,

辞退

了一些受革命思想影响的教授
;
连 自然科学也难幸免

,

11 名 医学 教授被革除职务
。

在大量创建教会学 校 的

同时
,

派遣不少教士担任公
、

私立中学的校长
,

教员必须具备由本堂神甫签署的
“
行为良好证书

’ 。

早在 1 8 1 4

年以前反动教士就成立 了一个秘密社团 《修道会 》 ,

复辟后它更肆无忌惮
。

《修道会》谋求恢复自革命 以来大部

分人不再奉行的宗教仪规
,

向全国各地派出神甫
“
布道团

”
宣讲教义

,

举行宗教游行
,

竖立
“
布道十字架

, ,

活

动相 当猖撅
,

史称继
“

白色恐怖
”
之后 的

“

黑色恐怖
” 。

就这样
,

20 年代初
、

中期
,

极端保王派的僧俗两 翼
,

凭藉
“
王位和祭坛

,
的结合

,

为使旧制 度复辟 作 了

疯狂的尝试
。

然而
,

这 种尝试是绝望的
。

法国经历 了大革命和拿破仑时代 以后
,

经济
、

政治
、

思想和宗教诸方面产 生了巨大而深刻 的社会变革
。

19 世纪 20 年代
,

包括小生产者在内的 日益壮大的工人 阶级正准备作为
“
第三位战士

,
投入夺权斗争

,

广大农 民

与土地贵族的矛盾非常尖锐
,

他们是
“
左派的法国

”
的社会中坚

。

主要代表金融资产阶级利益的自由派 在 社

会上层
,

以全民代 表的身 份 自居
,

在政界特别是舆论界很有能量
。

他们依靠宪章确认 的某些 民主权利持久地

投入
“
合法的

冲
选举 斗争

,

逐步排挤极端保王派而扩大 自己在众议院里的势力
,

终于 以 1 8。名议员当选而成为

1 8 2 7年 1 1月产生的众议院里的多数 派
。

这标志着复辟时期极右派在王 国主要立法机构中政治优势的结束
,

从

而导致主宰行政部 门达 6 年之久的维雷尔内阁倒台
。

查理十世被迫暂时起用
“
中右

,

的立宪派人士
、

波尔多的

律师马提尼雅克予 以取代
,

这 是极 端保 王派最后反扑前的喘息
。

马提尼稚克内阁既使资产阶级自由派 感 到

失望
,

又 比极端保王派存有疑虑
,

无法维持政治平衡
,

很快就被查理十世 以内阁再也不能获得众议院 多数

派的支持为借 口而罢免
。

1 8 2 8年 8 月 8 日
,

查理十世无视除极右派外的所有政治派别的反对
,

弧行任命 了几

个臭名远杨的极端保王派分子组阁
: 《修道会 》成员波里尼雅克亲王任首相兼外交大 臣

,

此人 9 岁时流 亡 国

外
,

曾密 谋反对拿 破仑 ; 拉布尔多 内为 内务大臣
,

波旁王朝再度复辟后
,

他叫嚷要用
“

镣铐和刽子手
”
来 对

付
“
百 日

”
期间拿破 仑的拥护者

;
布尔蒙伯爵当陆军大 臣

,

这位前舒安党人一度 归附拿破仑
,

于 1 8 1 5年 6 月林

尼之战前 夕投敌
,

而为千夫所指
。

极端保王派为查理十世这一专断行径辩 护时
,

在对宪章的解释上引人注 目地采取了与 1 8 1 5一 1 8 1 6 年他

们掌握
“

无双议院
”
时期相反的观点

,

即援引宪章第 14 条强调 由国王而不是 由议会遴选大臣的权利
,

这 一 点

在他们 的法学家科杜的言论中反映得十 分突出
。

资产阶级自由派则 以 2 21 名众议员签名的一份致国王的著名
“

清愿书
”
作为 回答

,

称
“
宪章 … …视全国参与关于公共利益之商议为一种神圣 的权利

。

宪章使 陛下的政府之

政治观 点与陛 下的人民之观点持续地协 同一致成为确保公共事务正常进行所必需的条件
,

陛下
,

我们的真挚

和忠诚 迫使我们向您直言
,

此种一致性并不存在
,

。

查理十世旋即宣布解 散众议院
,

不料在新选的众议院中

自由派仍居多数
,

而且增至 270 名 (一说 2 74 名 )
。

极端保王派除密谋政 变
,

已别无他途
。

为此
,

内阁首相波里

尼雅克率各部大臣联名上书
,

启奏查理十世根据宪章第 14 条采取行动
。

7 月 25 日
,

查理十世签署关于取消新

闻 自由
、

解放新选 的众议院和修改选举 法等 4 项救令
,

引爆了 巴黎 民众 7 月 27 日
、

28 日和 29 日的革命行动
,

复辟王朝在
“

三个光荣 日
”
中倾覆

。

8 月 2 日
,

退至 巴黎近郊朗布依埃 的查理十世宣布
“
让位

,

给他的孙子 波尔多公爵 (即尚博尔 伯 爵 )
,

称
“
亨利五 世

” ,

以维系和延续
“

正 统的
”

波旁家族长支的王朝
。

但是
,

众议院拒不承认
“
亨利五世

” ,

而拥戴 属于

波旁家 族幼支 的奥尔 良公爵登上了王位
。

从此
,

仍 然效忠被度黝的波旁家族长支王室的极端保王 派自命 为
“

正统派
” ,

他们在西部和南方一些地区仍有不可 忽视 的势力
。

8 月 7 日
,

夏多布里 昂在议会发表不愿抛弃长

支王 室
、

拒绝与 7 月王朝合作的演说可 以视为正统派下野的政治宣言
。

奥尔 良派上台后 立即在立法和行政部门大规模清洗正统 派
。

他们被夺了68 名正 统派众议员的资格
,

宣布

1 75 名正 统派贵族院议员的资格无效 (其中包括所有由查理十 世册封的贵族院议 员)
,

一举将正统派全部逐 出

议会
。

至于正 统派 的文武官员
,

有 76 名省长
、

19 6名专区区 长以及大约 4 00 名市
、

镇长被撤换
,

65 名将 军 被

取消军衔
,

大批外交官和法官被免去公职
。

奥尔 良派新政权规定
,

参加竞选的人必须宣誓忠于 1 8 3。 年 8 月

14 日众议 院通过的修改后的宪章
。

大部分正统派拒绝归附
“

街垒中产生的国王
”
路易一菲力普

,

他们只得重返

外省
,

身为 土地贵族而 回到 自己原有的封地
。

在古老的城堡里
,

这些人维持着旧制度时代的生活方式和社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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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仪
,

遵循从前的规范进行宗教活动
,

纪念对于波旁家族有特殊意义的 日子
,

如 1 月 21 日 (路易十六上断头台)

和 2 月 14 日 (贝利公爵遇刺 )
,

阅读自己的派报 《法兰西报》
、 《 日报》

、

《时风报》和《 民众报》
,

就复辟 王朝倒 台

的原因争吵不休
。

他们远离了政坛
,

远离了时代
,

而在
“
国内流亡

” 。

也有少数正统派不甘寂寞
,

贝利耶和法

卢等是此类人物的代表
。

贝利耶律师进入 7 月王朝众议院
,

成为正统派反对派的主要发言人
,

对奥尔 良派的

政府时而猛烈抨击
,

时而以局外人的身份
“

客观地
”
评头品足

。

1 8 3 9年莫莱内阁时期
,

以他为首的小小的正 统

派议员集团还 曾参与反对派同盟的倒阁运动
。

一些与波旁家族长支王室关系最深的死硬正统派追随废王第三次流亡
,

先去英 国的爱丁堡
,

再赴 布 拉

格
,

最后定居意大利的哥里茨
。

几位亲王不承认查理十世 已
“

让位
”
于波尔多公爵

,

依旧 尊他为王
。
1 8 3 6年 10 月

查理 十世死去
,

其子 昂古列姆公爵承袭 了
“
正统

,
王位

,

自封为
“
路易十九

” 。

但是
, “
亨利五世

”
在国内外的正

统派中有较多的拥护者
。

1 8 3 2年 4 月
,

其母贝利公爵夫人秘密地离开流亡地在马赛登岸
,

经过普罗旺斯 到达

旺岱
,

煽动那里的正统派再度叛乱
,

以确立
“
亨利五世

”
的统治

,

但她在 同年 6 月被捕
,

.

叛乱因而失败
。
1 8 4 2

年路易一菲力普的长子奥尔 良公爵死 去
,

消沉了几年 的正 统派复辟图谋又有 所抬头
,
1 8理3年 12 月包括一些众

议员在内的约千名正统派公然前往国外拜渴
“
亨利五世

” ,

成为轰动一时的政治事件
。

但是
,

随着工业革命的蓬勃发展
,

从19 世 纪 30 年代起法 国的阶级关系产生 了重大变化
。

工人阶级 以 1 8 3 1

年和 1 8 3 4年两 次里 昂起义为标志而参与夺取政权的斗争
。

面对着最大的敌人和共同的威胁
,

土地贵族 和 金

融
、

工商业资产阶级的矛盾 日趋缓和
,

它们的对立 已远不如复辟 王朝末期那么尖锐
。

此外
,

年代的推移使得

旧人纷纷故去
,

在 19 世纪上半叶左右法国政坛的这 两个达官显贵阶层中
,

新的政界人物不断涌现 ( 比如 1 8 3 9

年选出的众议院里
,

58 % 的议员是 1 7 8 9年以后出生的)
,

他们之 间不象各自的前辈那样积怨深重
。

上述这些

因素促使正统派和奥尔 良派逐渐相互靠拢
,

因为共同利益故关而终于在第二共和国期 间勾结成了
“
秩序党

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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