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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王亨利四世宽严相济的安邦方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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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１６０１－１６０６年间，法国波旁王朝多次出现传统封建贵族密谋分裂活动，严重威胁王权。亨利四世以信
任与宽大处理为名，要求主谋者赴巴黎最高法院申辩认罪，同时彻底追查镇压密谋活动参与者，强调忠顺意识，最

终取得成功。在当时传统封建贵族势力依旧强大、宗教矛盾突出的背景下，宽严相济是亨利四世采取的一种安邦

方略，有效解除了王国可能再度分裂的威胁且强化王权，巩固了新建波旁王朝的统治，对于近代法兰西民族国家形

成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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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代早期，法国传统封建贵族仍是威胁王
权、阻碍中央集权的主要力量。作为新建波旁王

朝的奠基者，亨利四世在树立宽厚仁慈君主形象

的同时，不断推进绝对统治，强化王权，力图保证

王国和平统一、重振国威。１６０１－１６０６年接连出
现三起显要贵族密谋活动，威胁国王统治与王朝

发展，且牵涉面较广，处置不慎会引发国内胡格

诺教徒等造反及外国武装干涉。亨利四世对密

谋活动严加追查，辅以有条件宽大处理，实质性

控制了主要显贵，稳定了江山，为日后法兰西王

国强大与复兴打下基础。“欧洲的民族国家是

在王权的领导下形成的，王权统一了国家，因此

它在欧洲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①研究这一宽

严相济的安邦方略，对于探讨亨利四世统治中

期强化王权、巩固统治，进而促进近代法兰西民

族国家初步形成有积极意义。

一、统治中期遭遇显贵密谋

１５８９年亨利四世以异端国王身份即位，备
受质疑，王位难保。随后十年，通过改信天主教

及一系列政治军事活动，他不断争取各方力量，

王位渐稳。１５９８年，最后一位天主教同盟首领
归顺，亨利四世颁布南特敕令，推行宗教宽容，

与西班牙国王菲力浦二世在韦尔万议和，历经

三十多年的法国宗教战争结束②，国内和平初

步实现。战后的法国满目疮痍，亟待复兴发展。

然而，长期混战使国王权威严重受损，王国

内部矛盾重重，新王朝与和平局面强化了贵族

的政治权利欲望，和平的维持重要且艰难。首

先，宗教矛盾导致胡格诺教派与天主教派彼此

敌视，亨利四世改宗后，一些胡格诺教派重要人

物与他保持警惕与距离，胡格诺教徒对于教派

领袖的信任拥护也让国王有些担忧。其次，随

着和平来临，出于维护统治的需要，亨利四世在

非军事事务方面越来越不重视传统封建显贵，

他们深感被忽视并抱怨酬劳不足，对于司法财

政新贵的政治经济等获益极为不满，而王室债

务问题、经济改革如征收新税等措施又损害到

部分封建贵族的经济利益③。再次，国王渐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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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多、男王族与私生子的存在也使王位继承问

题成为一些贵族密谋的动机，１６００年１０月已
４７岁的亨利四世与玛丽再婚，次年未来的路易
十三出世，之前他与玛格丽特长期有名无实的

婚姻未留下任何合法继承人。国内显要贵族不

满情绪与野心滋长的同时，法国与西班牙等地

区也在明和暗斗，西班牙国王、萨伏依公爵力图

拉拢支持显贵挑战亨利四世的王权，宗教问题

仍持续影响着国际关系。因此，当时法国王权

尚弱，各贵族集团对经济与政治权力等利益的

追求，加上西班牙、萨伏依等地区与法国的敌对

情绪，这些是促使贵族密谋活动的主要原因。

这一期间的密谋活动同时卷入数名显要贵

族，他们为各自利益暗通西班牙等外国势力威

胁国王人身安全与统治。

最先被捕的是比龙公爵（ＣｈａｒｌｅｓｄｅＢｉ
ｒｏｎ）。他出身于军事贵族家庭，擅长作战，然而
自负且有权力欲望①。亨利四世曾不断给他加

官进爵，授其法国元帅之职，但在重要非军事问

题方面并不信任他②。受萨伏依公爵等的挑唆

利诱③，加之居功自傲、不满政治经济待遇等，

比龙渐生反叛之心。早期他曾向亨利四世承认

过反叛念头，获得国王口头原谅，然而其密谋活

动却没有停止。１６０１年深秋，亨利四世与其顾
问察觉他参与通敌（西班牙、萨伏依）密谋，曾

有弑君企图，暗中调查并获得证据，于是写信将

其诱至巴黎进行审问。被捕后比龙面对亲笔书

信等证据拒不认罪，且未供出任何参与密谋的

其他显贵，惹怒亨利四世。尽管有众多贵族亲

属为之求情，亨利四世还是决定维持巴黎最高

法院的死刑判决。比龙于１６０２年７月末以叛

国罪被处死。

几乎同时被捕的同谋者奥维涅伯爵

（Ｃｈａｒｌｅｓｄ’Ａｕｖｅｒｇｎｅ，曾跟随比龙作战，私交甚
好）在供出一些同谋显贵后于１６０２年１０月份
被释放④。此人背景深厚，是前朝国王查理九

世的私生子，与亨利四世情妇安丽雅特同母异

父，也是蒙莫朗西元帅的女婿。１６０４年，他再
次被查出参与新的密谋活动：在国王亨利四世

一度患病有生命危险时，奥维涅等谋划借西班

牙之力待其死后扶持安丽雅特与国王的私生子

登上王位。１６０５年初巴黎最高法院判处他与
安丽雅特之父死刑、安丽雅特监禁，最后亨利四

世修改了判决，释放安丽雅特，但将他长期关押

于巴士底狱（在路易十三统治时期获释），将安

丽雅特之父软禁于其领地⑤。

涉嫌参与上述两次密谋的还有布永公爵

（Ｂｏｕｉｌｌｏｎ）。他是胡格诺教派重要人物，曾在宗
教军事方面为亨利四世提供帮助，但亨利四世

改信天主教后两人关系逐渐恶化，布永对自己

的经济与政治利益均有不满⑥。他涉嫌依靠德

意志新教诸侯力量，拉拢并领导国内胡格诺教

徒叛乱。面对国王的质问与诱捕，他于１６０２年
末逃离法国。外逃期间，他将事件与宗教问题

联系在一起，多次向外国新教势力寻求宗教庇

护，并涉嫌制造新的破坏活动⑦。亨利四世采

取多种政治外交活动将之孤立，阻止其联合国

际新教势力的企图。１６０６年亨利四世出兵欲
以武力攻取色当（其避难堡垒与封地），同时依

旧重申有条件宽恕，攻占前布永投降表示服从

并交出色当。国王取得最终胜利，“两年后才

将色当还给他”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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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宽严相济的表现

虽然亨利四世多次宣称自己仁慈宽厚，发

表宽恕声明，但实际上他采取的是宽严相济的

做法。正如法国历史学家菲利普·德洛姆指出

的那样，“好国王亨利”传奇形象的背后有着需

要探求的真相①。面对威胁王位与王朝延续的

密谋活动，亨利四世坚决予以追查镇压，对于密

谋者的惩处根据情况给予有条件宽大处理，并

以宽大处理作为平息密谋活动的辅助手段。

反复声明的宽恕是有条件的，即认罪与服

从巴黎最高法院的司法权威。“对亨利而言，

‘忠诚’与‘服从’是至理名言”②，他对可信任

的忠臣给予要职，对拒不认罪者毫不手软，严惩

不贷。审讯中，亨利四世感到比龙的傲慢态度

与“敌意”③，故打消宽恕念头，强大的亲属求情

团与比龙临死前的求情信都没能使他减轻判

决；而奥维涅初次被捕后，正是在指出蒙莫朗

西、布永等人知晓比龙密谋后被国王释放；布永

最后也是交出封地色当、表示臣服才得以获得

宽恕。对于案件的审理，亨利四世强调只有巴

黎最高法院有权审理叛国罪，要求他们到此申

辩，向其本人及家属等表示王家司法的公正及

突出地位，同时告诫最高法院法官不必顾虑、依

法审理，最后根据忠顺、社会关系等因素在巴黎

最高法院判决的基础上考虑宽大处理。他对求

情的比龙亲属说：“我让司法运行，你们会看到

对此事的判决”④；对于涉案的情妇安丽雅特，

他曾收到其多封求情信，但依旧是在最高法院

判决基础上做改判决定；对于布永公爵，亨利四

世明确表示“我的司法与宽恕之门都向他敞

开”⑤。

宽大处理为诱捕与控制服务。当时显贵在

军事与地方事务方面保有实力，不服从国王调

遣，对于国王传唤有条件拒绝或逃避。比龙即

是在他信任保证之下被诱捕的，后来他还试图

诱捕布永，处死比龙后释放一些参与密谋的贵

族以示诚意，但未能成功。比龙死后，他写信给

其贵族亲属Ｍ．ｄｅＬａＦｏｒｃｅ表示一如既往的关
爱与照顾，希望后者送其长子陪在自己身边⑥，

名义上不做深究，实则不失为一种增加人质的

策略。给予安丽雅特之父等的宽大除了考虑情

妇的情面，更是一种交换条件。他再婚前曾被

迫写下承诺，说明情妇若及时生子就娶她为妻，

因第一子产出即死亡，亨利四世不必守诺却留

下把柄，承诺书一直无法要回。１６０１年末安丽
雅特生下第二子（比玛丽王后晚产６周），声称
其子是唯一真正的王太子⑦，严重威胁到王后

的合法地位与日后路易十三的王位继承权。

１６０４年７月安丽雅特之父为求宽大处理交出
这份承诺⑧。

口头声明信任与宽恕，暗中严查谋划。这

点在降服布永方面表现得尤其明显。布永社会

关系广，国外有德国新教诸侯支持，国内有胡格

诺教徒的信任。１６０２年，亨利四世要求布永赴
巴黎申辩的信中满是信任之词：“我感觉并坚

持你是无辜的”，“身为你的好主人与朋友，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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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你保证我将非常愿意助你自证清白”。① 布

永出逃期间，他以宽恕承诺要求布永回国认罪

申辩，并密切监视布永的活动，搜集相关证据。

应对布永挑起的宗教问题与信任危机，亨利四

世成功孤立布永。他一方面安抚国内胡格诺教

徒，提拔重用胡格诺教派大臣苏利，给胡格诺教

徒更多优惠政策等等；一方面劝说外国新教诸

侯放弃对布永的支持，强调布永的不忠与拒绝

请求宽恕，多次致信神圣罗马帝国的黑森伯爵

以表明自己的正义性②。孤立无援的布永最终

被困色当，只得投降。

亨利四世虽减免奥维涅与布永的刑事责

任，却控制削弱其势力与影响力。奥维涅伯爵

被长期关押，失去爵位与伯爵领地，其富有心计

的姑姑玛格丽特（亨利四世的前妻，查理九世

的妹妹）将领地收回，欲当作礼物送给王太子

路易，以讨好国王换取返回政治权力中心巴

黎③。布永虽免除牢狱之灾，但颜面尽失，事件

结果表明胡格诺教徒更加信任国王，德意志国

新教诸侯也更在乎保持与亨利四世的关系。此

后他处于退隐状态，再未能构成威胁，玛丽摄政

期间他虽又煽动新教徒，滋生不轨企图，终因影

响力不再而自行放弃④。

三、宽严相济服务于安邦兴国

１５９８年国内混战局面结束以后，摆在亨利
四世面前的主要任务是复兴王国，维护新王朝

统治与延续。他时刻警惕宗教矛盾，密切监视

具有威胁性影响力的军事贵族及其集团，这也

是三十多年宗教战争与前王朝灭亡的警示。面

对不安定因素，他力图尽快平息，有意通过宽严

相济加速追查进程。比龙轻信宽恕承诺而自投

罗网，而借助处死比龙，亨利四世表现出安邦的

强硬立场，以儆效尤；对布永公爵等许诺信任与

宽恕，从公众舆论上对其施压，力图使之尽快认

罪回国，发现并阻止更多密谋活动。

同时有必要向贵族灌输忠顺意识。１６世
纪后半期起，由于经济利益、政治需求等多方面

原因，传统封建贵族与君主之间的矛盾与日俱

增。宗教内战以来，他们逐渐失去国王恩宠，负

债增加，因信仰导致同族对抗等，这些使中世纪

以来宣扬的贵族忠诚美德不断被削弱⑤。亨利

四世上台后极力强调忠诚意识，用丰厚补贴与

贵族重建忠诚纽带，宽严相济也是重要手段之

一。例如严惩比龙的同时，他让下跪求情的亲

属站起，指出“你们作为比龙的亲属将不必因

此感到羞耻，只要你们继续保持忠诚”⑥。同时

由于其他贵族的不满，亨利四世最后改变了巴

黎最高法院的充公判决。他给比龙的亲属 Ｍ．
ｄｅＬａＦｏｒｃｅ写信提到：“我允许他（注：指比龙）
立遗嘱及处置他的财产，因为你知道的，我绝不

愿意依靠他人财产致富，我仅满足于他因所犯

的罪行受到应有的惩罚”⑦。不过事实上比龙

的财产主要由与苏利（亨利四世的心腹大臣）

亲属联姻的兄弟所继承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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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激化矛盾，稳定大局也在亨利四世的

考虑之中。从国内角度讲，当时王权尚处于恢

复阶段，贵族问题、宗教团结都关系到王权巩

固。惩罚过严一方面可能会导致显贵造反，他

们身后有强大的家族力量与社会关系。从前朝

王室角度来说，亨利四世自身就是成功即位的

男王族，因此他对于可能威胁王权的男王族密

切监视①，惩处奥维涅对他来说是解除一大心

患，但此人在显贵中关系众多，不乏求情者；布

永当时在胡格诺教派极具影响力，教徒起初大

多相信他的清白声明。另一方面可能会激化宗

教矛盾，被人利用。如比龙死前指出自己是因

虔诚的天主教信仰而遭毒手，而布永则谴责亨

利四世亲天主教派，对他进行宗教迫害。从国

外角度看，西班牙国王期望法国内乱并涉嫌参

与了显贵密谋活动，暗中提供支持；同时亨利四

世改宗后一直处于信任危机中，天主教派怀疑

其改宗的真诚，原新教同盟国也怀疑他会镇压

国内胡格诺教徒，因此对布永从轻发落也是为

了拉拢国内外新教势力，防止外国干涉。

内忧外患之下，亨利四世需要塑造明君形

象以赢民心、强统治。法国源自中世纪的附庸

制传统要求附庸效忠于国王或领主，而国王或

领主应为效忠的附庸提供保护与公正的裁

判②。他惩办不忠者，对无罪亲属等继续保证

予以关照与保护，以显示自己司法公正。伴随

着宗教战争的血雨腥风，前王室在宗教问题上

摇摆不定，出尔反尔，亨利三世等缺乏统治才

能，国王威严受到严重挑战。面对布永在王国

内外以宗教为由给他制造的负面形象，亨利四

世承诺并履行有条件宽大处理也是一种给自己

正名的手段，增强国内外新教势力对于其推行

宗教宽容与特敕令决心的信任。

四、安邦方略得以强化王权、巩固统治

首先，一定程度上驯服贵族。１６世纪末，
法国经济社会的发展需要统一的社会政治司法

等政策保障，王权强化是大势所趋，符合近代民

族国家发展的需要。亨利四世处死有弑君企图

的比龙公爵，关押有野心的男王族奥维涅伯爵，

制服挑起宗教事端的布永公爵，给不甘心从属

于王权统治的传统封建显贵予以重击，铺平路

易十三继承王位的道路。同时安抚显贵家属，

淡化宗教问题，使相关贵族缺乏公开造反的借

口，意识到忠顺于国王的必要性，如奥维涅伯爵

的姑姑识时务地称其为“坏侄子”③，向王权靠

拢。在他统治后期，未出现有威胁的贵族叛乱，

他遇刺身亡后，有合法继承权的幼子顺利称王，

外逃的男王族孔代也宣布服从摄政统治。

其次，彰显王家司法威严。这一加强王权

的手段早在之前几个世纪就已流行。弗朗索瓦

一世、亨利二世等国王一直致力于完善统一王

家司法体系，并且要求具有绝对的裁决权，弗朗

索瓦一世为此曾经与高等法院发生激烈冲

突④。亨利四世对此亦十分重视，他拒绝布永

公爵等选择地方法庭进行申辩的要求，坚持只

有巴黎最高法院有权审理叛国罪，宣称那里设

立的一个法庭司法公正，臣民对之不曾抱怨

过⑤。同时，强调国王的立法最高权威，掌握修

改巴黎最高法院判决的权利，死刑或者减刑最

终由国王本人决定。通过坚持以王家司法途径

惩治参与策划密谋的显贵，并取得很大成功，亨

利四世彰显了王家司法威严，强化了王权。

最后，制衡传统封建显贵与司法财政新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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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派势力。尽管亨利四世倾向于依靠新职能贵

族进行政府管理，但他仍会考虑传统贵族集团

整体的利益，其重臣苏利身上反映出新旧显贵

的联系①。当时巴黎最高法院成员的社会地位

与影响逐步上升，但并未获得传统显贵的真正

认同与尊重；比龙等军事贵族对于新贵族的政

治受宠与经济受益十分不满。与此同时，最高

法院对于传统封建贵族的审判也趋于苛严，苏

利在回忆录中痛斥布永不顾国王厚待做出许多

忤逆之事，任何一项都足以给他判刑②。对于

以上两股势力，亨利四世宽严相济的方略发挥

了制衡作用。１６０２年２月，苏利被任命为巴黎
最高法院的荣誉顾问，掌管巴士底狱，积极推动

对比龙的逮捕与定罪。比龙赴巴黎申辩前发誓

要“刺死苏利”③，临刑前致信国王称其受了他

人蒙蔽④；布永也表示不接受巴黎最高法院法

官的审理，拒绝信任王家司法。亨利四世减轻

巴黎最高法院过严的判决，越过最高法院未再

追究布永的刑事责任，给传统显贵一定颜面，在

赋予巴黎最高法院叛国罪审理权的同时又对其

权威加以控制。这样对于传统封建贵族与司法

财政新贵两派势力，亨利四世加强了自身威望

与统治，成为仲裁者。

“谁先克服分裂状态，谁就走在了时代的

前列”，“专制国家标志着近代国家的起点”⑤。

对于刚刚获得和平的法国来说，王权强化有历

史进步意义，它有助于克服分裂与混乱，促进法

兰西王国政治统一与经济发展，使之跻身于强

国之列。从实际结果来看，在随后较长一段时

间法国未出现大规模内乱，进入难得的和平发

展时期，并逐步追求它在欧洲大陆的主导地位。

五、结语

宽严相济顺应时代要求，是王权尚弱情况

下稳定大局、巩固统治的安邦方略。在当时暂

时有效地保证了法国来之不易的和平局面，证

明且促进了亨利四世统治时期王权的加强，因

此最终服务于不断强化的王权。同时暂时驯服

传统封建贵族，既打击他们的势头又拉拢其心，

加速了该群体政治与军事影响力的衰落，从而

降低了日后出现类似宗教战争那种显贵发动大

规模叛乱、威胁王权的可能性。此外，其量刑不

以宗教派别为标准，摆脱宗教羁绊，从王国大局

层面考虑，强调忠诚美德，反映出他王国利益至

上的统治思想，在当时有进步意义。

宽严相济的有效性表明亨利四世逐渐掌握

统治实权。瓦卢瓦王朝末年，对于参与宗教战

争并向王室挑战的各方显贵，王室无计可施，孤

军奋战。君主与显贵双方充满不信任与对峙，

终于导致圣·巴特罗缪大屠杀、亨利三世刺杀

吉斯公爵等等以暴制暴事件，而形势却不断恶

化。面对显贵的密谋活动，亨利四世大力培植

由司法财政新贵与忠诚封建贵族组成的政治统

治集团，如重用大臣苏利、扶植操控巴黎最高法

院、扩充自己的庇护网⑥，逐渐掌握统治王国的

实权。自亨利四世开始，国王拥有一位掌握重

权的辅政大臣：苏利、黎塞留、马扎然。路易十

三时期，首相黎塞留对于叛乱贵族毫不手软，采

取严厉政策，并强力攻陷胡格诺派堡垒，遏制

“异端和叛乱源泉”⑦，他是王权的忠诚捍卫者。

因此，亨利四世不再仅是名义国王，也逐渐拥有

服务于国王的日趋统一高效的政治统治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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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苏利父亲家族为没落旧贵族，母亲家族属新职能贵族，他虽以显贵自居看不起新兴贵族，却因家族没落与当朝显贵无法融

合，他是亨利四世重要的财政大臣，监管司法，可视为有传统显贵血统的新职能贵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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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冬梅：法王亨利四世宽严相济的安邦方略

当然宽大处理承诺本身也说明这种实权的运用

尚需臣民与外界的认同。

这一安邦方略有利于近代法兰西民族国家

的初步形成。“专制主义对国家最大的贡献是

用强制的手段消除分裂，把国家带上近代民族

国家发展的道路。”①１６世纪末，宗教问题、君主
与传统显贵的矛盾、传统封建贵族与新兴司法

财政贵族的矛盾等，是摆在法国君主强化政治

统治道路上的几大障碍。瓦卢瓦末年，法兰西

国王与纳瓦尔国王并存，天主教徒才是臣民，胡

格诺教徒都是异端，不受国王保护，王室对于封

建贵族的不忠与挑战无法有效控制。亨利四世

上台后，自视为王国唯一的统治者，加强集权统

治，不允许任何人以宗教为借口挑起内乱，颁布

推行宗教宽容敕令，降低一切导致王国动荡的

可能性，尽其所能扩大统治基础，他是法国绝对

君主制发展道路的重要推进者。根据现代化进

程理论，在波旁王朝绝对统治时期，法国迈进民

族国家的第一个阶段，虽然这并不是真正意义

的“民族的”国家②，但法国因而具备了现代化

载体的雏形。从这一角度讲，亨利四世宽严相

济的安邦方略展现出他灵活的统治艺术，保证

了王国统一发展，增强法兰西民族意识，一定程

度上促进了近代法兰西民族国家的初步形成，

具有历史进步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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