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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理宫廷天主教倾向的文化解读

刘淑青
(德州学院 历史系，山东 德州 253023)

提 要：秩序和顺从是查理宫廷文化重要特征之一，符合秩序和顺从这一原则和审美情趣的一切符号经过改造后都被

纳入到宫廷文化中。天主教仪式因其中蕴涵的秩序与和谐的美学观念而被纳入宫廷的主流文化，成为贵族教育不可或缺的一

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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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英国在查理一世统治时期，国内矛盾异常激化，

君主统治遇到了严峻的挑战。在继位后的最初几年中，查理政

府的政策频频遭到议员的指责，他便多次悍然解散议会，直至

1929年开始了为期11年的无议会统治时期。议会作为当时国

王和政治精英沟通的重要渠道，是政治共同体关系和谐与否的

晴雨表，议会中的激烈冲突给君主统治造成了相当大的负面影

响。严酷的政治现实与柏拉图的政治哲学促使查理更加坚定

地建设所谓古典美德的宫廷文化，其中秩序、和谐和顺从是这

种文化的核心。

柏拉图的政治哲学是查理的宫廷文化建立的基础。当时

整个英国父权社会开始动摇，希腊城邦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后出

现的阶级斗争激烈、党争频繁，以及道德信仰的危机和价值标

准的混乱的历史，在英国大有重演之势。柏拉图关于恢复城邦

往日的道德和秩序、防止社会动乱和城邦衰亡的道德规范，实

现社会的均衡、公道的政治哲学、道德伦理、美学观念受到此时

正面临同样问题的英国统治阶级的重视。柏拉图关于理性和

热情、秩序和混乱恒久对立和斗争的哲学观念，成为近代早期

英国政治分析的基础，对查理的政治观念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

响。同样，柏拉图的美学视野呈现出开放性和纵深性特征，他

的美学超越了艺术哲学，进入了人生和社会领域，它对渴望维

护等级制社会、消弭社会冲突的查理政权来说无疑是一付济世

良药。因此，柏拉图的政治哲学和美学思想成为查理政权构建

宫廷文化、倡导新型的骑士价值和理想的基础。

受柏拉图关于人性论的影响，他主张通过道德教化来实现

社会和谐的理想。查理“特别迷恋秩序”⋯(3’，极力维护传统

的社会政治秩序，受柏拉图的影响，查理认为，欲望、狂热、暴力

倾向和冲动的情绪是人性中固有的东西，他与议会下院中乡绅

之间的冲突以及对抗至权的行为都被他解释成一些煽动家成

功利用人性中弱点的例证，“议会被一些煽动叛乱的邪恶议员

所利用”B儿⋯’，这种“恶毒的精神(从国王继位起)就一直试图

破坏国王和人民之间的和谐关系”旧⋯⋯。既然暴力和狂热是

人性中固有的东西，那么叛乱就被查理看作是自然秩序中的一

部分，同自然界中发生的自然灾害一样，是自然秩序中很正常

的现象，但是他又强调，叛乱源自人类自私和非理性的动机，它

“将威胁到社会和谐的基础，因此必须予以压制”【l_(””。查理

对当时的政治形势作了较为悲观的估计，认为当时的英国是一

个充斥着暴力的混乱和堕落的社会，并且他认为，在国际上坚

定地维护上帝的律法和人类的法律、压制大众的狂暴行为以及

挫败阴险的政治家的阴谋的真正具有美德的国王或者虔诚的

国王也是凤毛麟角。因此，他认为，要维护和谐、共识的理想异

常困难，人类的欲望、狂热和私利决定了同破坏公共利益的斗

争将是一项持久和艰巨的任务。鉴于此种形势，查理非常赞同

柏拉图关于德治的思想。柏拉图提出，城邦的兴衰好坏有赖于

全民整体的道德水准，故而国家应对全邦成员进行点滴、系统、

润物无声的道德灌输和教化，直至培养起“融美于心灵”的习

惯。这是查理大力倡导以秩序、顺从为美，复兴骑士自律、谨慎

和文明的道德品质，大肆宣扬和平价值的理论基础。

上述政治哲学决定了查理宫廷文化的倾向，这就是张扬和

平的价值，宫廷文化由伊丽莎白女王统治时期称颂海外战争向

称颂和平转变。和平取代战争和海外扩张成为宫廷文化的主

题，武士精神中好战、尚武的价值倾向遭到了贬抑，战争被看作

是灾难；同时，宫廷文化表现出对古老淳朴的田园生活的无限

向往，田园诗在查理宫廷空前繁荣。这种现象在以前是不可思

议的，伊丽莎白女王统治时期宫廷诗人认为，对田园生活的向

往是一种堕落，它会使人沉湎予安逸生活，从而消磨人的意志。

但在查理宫廷的田园诗中，牧羊人的世界则被抬高到政治家和

武士的世界之上，田园生活的静谧和淳朴比骁勇善战获得的英

雄荣誉更让人快乐。3儿⋯。此时宫廷文学倾向于把查理统治下

的英国描写成在橄榄树下享受太平的快乐土地，查理不仅使英

国走出了战争的阴霾，而且还使英国的武士精英变得温文尔

雅，创造了社会和谐和公民道德的黄金时代。宫廷假面剧作为

传播贵族价值和理想的文化形式及娱乐方式，它展示给人们的

是一幅太平盛世的画卷：用智慧、道德进行统治的国王，以及古

典城市的文明艺术、淳朴的乡村田园，它成为宫廷文学作品写

作的固定模式。

与对王国和平价值的称颂相适应的是，骑士价值得到了重

新塑造，过去简单的骑士文化因不再适应形势的需要，而被一

种新的骑士思潮所取代。骑士理想价值由原来的崇尚武力被

重新定义为维护和平，节制、自律、顺从成为骑士理想和价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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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骑士价值和骑士形象也由原来强调外在的美转向内在

修养、气质和理性同外在美的和谐和统一上来。

柏拉图关于人性中的暴力倾向和理性并存和对立以及德

治思想观念，使查理决心向贵族和乡绅灌输古典道德，维护政

治共同体的和谐和有效的君主统治。因此，在宫廷新的骑士理

想中，骑士价值中的自律、忠诚等的温和的一面得到发扬，而好

战、跋扈的一面则得到抑制。理想的骑士不再是好战的武夫形

象，而是王国和平的卫士"川”’。同时，柏拉图关于集品德与知

识于一身的“哲学王”的道德修养、道德垂范和道德引领的政治

功用，也被查理宫廷付诸实践。查理把自己看作是医治英国社

会问题的医生，他力图通过这种形象，来教化人民，他常常说，

“国王应该是人民的一面镜子”拉川7”，宫廷一直试图树立一个

用理性战胜热情、用自律抑制欲望的古典美德的国王形象，也

就是所谓的哲学王。在宫廷文化的各种形态中，查理被描写成

集骑士道德于一身的温和骑士，而不再是像伊丽莎白女王那样

致力于反西班牙的战争、维护新教事业的斗士旧儿””。高贵在

查理统治时期，不再意味着身体强壮的外在美，而是具有卓越

智慧、理性和知识的心灵状态(灵魂的历练)。宫廷美学基于这

种美学观念之上：感性的美虽然令人愉悦，但美感却不够持久；

而灵魂的美、道德的美、理性的美更有魅力，更能持久地感染人

们。

可见，柏拉图的哲学、精微的德治思想对查理宫廷文化影

响深远，宫廷文化紧紧围绕着理性与狂热、美德与邪恶、秩序和

混乱的对立而展开的，从个人人性中对立的品质延伸到社会中

对立的现象，主张只有通过科学和自律，社会才能进步，否则，

就会陷入因奢侈、自私而产生的混乱中。宫廷的道德形象较前

有了明显改善，宫廷丑闻明显减少。詹姆士来自政治和文化相

对英格兰来说比较落后的苏格兰，不太注重宫廷形象的塑造，

宫廷生活奢侈糜烂，国王与年轻宠臣的同性恋，宫廷形象一落

千丈，在英格兰入看来，詹姆士的宫廷简直就是腐败和堕落的

代名词【4j(15”。查理虽然出生在苏格兰王宫，但是他却成长于

英格兰，因此，同以往的英格兰君王一样，查理非常重视宫廷形

象的建设，尤其是宫廷和国王的道德形象，英格兰绅士价值和

骑士文化对查理的影响非常明显，他决心把自己塑造成英国第

一骑士，把宫廷变成骑士美德的圣殿。特别是柏拉图政治哲学

同激烈的上层政治斗争形势，促使查理决心通过宫廷文化打造

高贵、威严、不可侵犯的宫廷形象，把秩序、和谐、均衡以及谦恭

的品质等作为美学标准，重新树立贵族价值观、新的伦理道德

和评判是非的标准，体现秩序和和谐的巴洛克艺术受到宫廷的

青睐，欧洲大陆的巴洛克艺术被引入英国宫廷，因此宫廷生活

和风格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严格的等级秩序以及表现等级秩序

的宫廷礼仪构成了宫廷生活和风格的基调。

除政治哲学和德治思想之外，柏拉图的审美意识和中世纪美

学观念也对查理的宫廷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宫廷在注重美的外

在形式的同时，也注重境界之美，秩序和和谐成为查理宫廷美学的

重要标准之一，宫廷建筑、绘画、服装和行为举止都表现了古典美

学秩序和均衡的价值和理想。天主教审美意识强烈，且富有创造

性，因此，它符合宫廷的审美隋趣，受到宫廷青睐。

在古希腊美学和中世纪美学的基础上，宫廷倡导一种以秩

序、和谐和均衡为美学标尺的文化。古典美学主张心灵美和身

体美的和谐一致是最高境界的美，中世纪美学贝ij认为，无论楚

自然美、艺术美和理念美，都要讲究比例、和谐和色彩，也就是

说，古典美学和中世纪美学的美的核心都是秩序和和谐。在伊

丽莎自女王统治时期，此种美学观念非常流行，从人们对宇宙

的赞美和崇拜中可见一斑，宇宙之所以在当时受到人们的崇

拜，其魅力就在于它具有使日月星辰和谐共处的秩序性，也就

是所谓的“万物一体”的自然美。艺术的美和理念的美是更高

层次的审美，它的美在于内在的美外化为风度、品德和理念之

美，即内在美和外在美的和谐统一。在综合二者的基础上，宫

廷开始构建审美的理想王国。

宫廷文化力图通过艺术表现出的秩序与和谐等整体主义

原则，倡导整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贬损个人价值和个人利益，

从而把贵族和乡绅身上好战的精神和灵魂中的欲望和激情剔

除，培养理性、节制和道德的贵族阶级。宫廷美学认为，正如美

可以在自然、社会中看到一样，美也可以在一个人身上看得到，

人之美在于美好的外表同时也反映了人的道德、修养、气质等

内在的美，也就是外在美和心灵美的和谐统一。宫廷还主张，

艺术美就在于它在塑造人的心灵方面的重要作用，艺术创作之

美就在于它的内在灵魂和意蕴，以及无声的道德灌输和教化功

效，正如柏拉图所说，当艺术里只有善和美时，我们的青年们人

人耳濡目染于优美的作品，使他们不知不觉地从小培养起对美

的爱好，并培养起融美于心灵的习惯。而所谓美，则是一种教

养的流露，是有形的体态举止和心灵里有的“内在精神状态的

美⋯⋯相应的调和的美””川⋯，一言以蔽之，美学教育应能纯

化心灵、美化神形、训练精神、提升道德境界，从而培养忠于王

权、维护社会秩序的贵族精英，这就是宫廷倡导以秩序、和谐为

核心的美学和文化的真实动机。柏拉图在《文艺对话集》中声

称：“应该寻找一些有本领的艺术家，把自然的优美方面描绘出

来，使我们的青年们像住在风和日暖的地带一样，四围一切都

对健康有益，天天耳濡目染于优美的作品，像从一种清匦境界

呼吸一阵清风，来呼吸它们的好影响，使他们不知不觉地从小

就培养起对于美的爱好，并且培养起融美于心灵的习

惯。”【6J(62’并且指出：“拿美来浸润心灵，使它美化⋯⋯一看到

美的东西，他就会赞赏它们，很快乐地把它们吸收到心灵里，作

为滋养，因此自己性格也变成了高尚优美。”拍J(㈤当时的一位

作者说，看看亚历山大的画像，就能够激起干大事业的雄心。

可见，柏拉图教育于美的熏陶思想在当时的影响。

在基督教占主导地位的中世纪，审美意识非常强烈，基督

教的基本美学观点：美是神性在感性形象中的显现，自然美和

艺术美是神性的象征，美需要在超越现实世界和实际利益的领

域中才能领悟到，这样，就把审美提高到超越现实和实际利益

的高度，也就是美的神圣性。到17世纪初，查理时期的英国国

教继承了中世纪美学观念，不仅注重教堂的感性之美，而且还

十分强调较高层次的美即理念之美，美与崇高价值结合在一

起，即美的神圣性，美之为美就在于美的事物显现了上帝的光

辉。这样，国教同神学家、神父一起，成为宫廷宗教虔诚与君主

崇拜进行糅合、灌输忠君思想的重要形式。天主教尤其是天主

教的礼拜仪式成为宫廷贵族追求的时尚，从美学和文化的角度

看，主要有如下原因：

首先，天主教鼓吹的美的神圣性与查理宫廷文化中美学不

谋而合。宗教改革之后的天主教同新教的重要区别之一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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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者强调举行宗教仪式时的外部环境，富丽堂皇的教堂，教堂

外部呈古典式(罗马式或哥特式)，内部布置得格外华丽和庄

严，台上悬挂有圣母像，墙的两侧挂有耶稣受难像，祈祷仪式繁

琐而隆重，因为它相信尽善尽美的基督精神通过尽善尽美的宗

教礼仪显现出来，宗教艺术不是一种空洞的形式，比起干巴巴

的言词来，它更能触动人们的内在情感，用中国儒家的一句话

来说，“仁言不如仁音入人心之深也”。所以天主教的教堂和宗

教仪式比起新教的教堂和宗教仪式来更富有美学味道。

因此，气势恢弘的教堂、壮观奢华的仪式，作为信仰的物化

形式或者称其为有形形式，在宫廷看来，同欧洲大陆传入的巴

洛克艺术一样，不仅可以宣扬贵族文化，维护贵族文化霸权；更

为重要的是，它以视觉艺术的形式，向各阶层灌输顺从观念，羁

缚、抚慰人类固有的野性。劳德曾断言：奢华的宗教仪式可以

“赋予教士一种驯化人类、拯救灵魂的强大力量，使他们免于为

暴力或者狂想所操纵的危险”[3](“227’。正如上面提到的，柏拉

图的政治哲学连同人性固有弱点的古典观念，是查理宫廷威权

主义统治的理论基础。宫廷坚信，有形的宗教仪式是培养虔诚

的最基本的需要条件"“23”，可以创造崇敬和虔诚的氛围，弥补

宗教改革对人们的宗教虔诚的严重伤害，劳德就曾多次抱怨，

人们进入教堂表现出的虔诚还不如他们下酒馆时对酒精的虔

诚。通过宗教仪式，人类的灵魂在经历感官的刺激后，才能理

解精神上的奥秘，才能深知造物主的伟大，以及深刻领会在上

帝面前自己的渺小。3“”)，这样灵魂就能得到塑造和提升，为宗

教虔诚提供必要条件，查理宫廷提倡天主教的目的并非是要人

们信仰天主教的教义，而是灌输敬畏、崇拜的虔诚感。正是基

于重树上帝权威、灌输虔诚的目的，天主教尤其是其宗教仪式

颇受查理宫廷的青睐。

其次，宗教虔诚是君主崇拜的基础，是顺从教育必不可少

的一个过程。劳德及其追随者倡导天主教的真正目的并不是

要人们接受天主教的教义，而是向人民灌输敬畏和崇拜的观

念，从而为人们接受君主统治创造前提条件。换句话说，查理

宫廷之所以孜孜以求灌输宗教虔诚，是因为宗教虔诚与君主崇

拜之间的重要联系。王权神授观念在17世纪仍有一定的社会

基础，王权被看作是上帝威严在人间的体现，正如路德和加尔

文所主张的，只有信仰上帝和顺从君主相结合才能得到上帝的

豁免和救赎，信仰是最主要的神学美德，顺从是最主要的伦理

美德，王室牧师曾说：“如果一个人说他敬畏上帝，但他却不尊

敬国王，那他就是个骗子⋯⋯对看得见的国王不尊敬，却对看

不见的上帝敬畏，这是不可恩议的⋯⋯因为国王就是人间的上

帝。”_3 J(“’因此，天主教真正吸引宫廷的是它所培育的虔诚感，

这种虔诚因神授王权观念而转变为对君主的敬畏和崇拜。在

查理的宫廷，几乎所有宫廷艺术比如宫廷诗、宫廷绘画、宫廷假

面舞剧，无不赋予国王以神的力量，甚至连凶猛异常的野兽在

国王面前也都无比温顺，以往的野性消失殆尽，在宫廷绘画大

师范戴克的经典宫廷画中，一向桀骜不驯的骏马在查理面前也

低下头，这使人不由得想起，在朱利叶斯的画中，野兽在耶稣面

前也有同样的表现。可见，宗教是代表某种理想的符号，宫廷

的宗教倾向具有深刻的政治意义。

正是由于天主教的宗教仪式符合宫廷文化的美学标准，而被

宫廷推崇，成为宫廷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天主教奢华、壮观的宗

教仪式成为贵族身份和地位的象征而流行开来，宫廷表现出明显

的天主教倾向。来自法国、并接受过系统的天主教神学教育的王

后成为宫廷天主教贵族的首领，她在宫廷举行公开的天主教礼拜

活动，一些宫廷达官贵人也表现出天主教倾向，他们在安息日观看

假面舞剧，宫廷与天主教国家西班牙关系暖昧。这一切同自宗教

改革以来的英国新教传统相违背，宫廷似乎已经抛弃和否定了与

新教改革相关的宗教价值，以及与反对专制势力相关的价值倾向。

虽然劳德并非要颠覆英国国教，但他倡导的宗教仪式却很自然地

让人把它与反动的罗马教会联系在一起。总之，宫廷的宗教政策

和文化倾向在许多方面与颏教传统格格不入。天主教势力在宫廷

气焰日盛，他们控制了大学讲坛和教区教堂，掌握了书刊检查的权

力。1633年，劳德成为坎特博雷大主教，他把围绕祭坛之栏杆和刑

罚引入教区教堂。

17世纪初，英国因社会转型出现的信仰危机、价值标准混

乱的现象继续存在，社会秩序和政治秩序出现一定程度的混

乱，传统的等级社会受到了撼动，追逐世俗利益大有泛滥之倾

向。在这种情况下，查理政权认为，天主教强烈和创造性的审

美意识，尤其是超功利的美能提升人的灵魂，使人得到灵魂上

的安宁和精神上的愉悦，以及“击溃宫廷和君主的精神敌

人”【7](”，从而保证人民尤其是贵族精英对王权的顺从，维护等

级制的社会秩序。正是由于天主教的这一政治功能，它被吸纳

到查理的宫廷文化中，天主教信仰和礼拜仪式成为宫廷众多贵

族的时尚。

这样，到查理统治时期，英国宫廷文化完成了由民族文化

向都市文化的转变，宫廷文化和民族文化之间的裂痕开始出

现，并且二者之间的距离日益加大。伊丽莎白时期的骑士精神

和骑士文化，在查理统治时期让位于宫廷少数贵族精英的都市

文化，查理宫廷的宗教倾向使得宫廷文化更加宫廷化，其民族

化色彩日益淡化。伊丽莎白宫廷的骑士精神和骑士文化得到

整个民族的认可，而查理的宫廷文化的社会基础则要狭隘得

多，只是宫廷贵族才能享受得起并且认同的都市文化。宫廷文

化的都市化引起的都市文化和乡村文化的分裂和对立，加剧了

政治观念上的冲突，对当时上层政治斗争将产生不可忽视的影

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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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期刊论文 刘淑青.Liu Shuqing 英王查理一世政治倾向的文化解读 -理论前沿2007,""(12)
    17世纪初查理一世统治时期,都铎王朝后期维系英国民族情感的共同体意识受到了理性主义、马基亚维里政治伦理的挑战.查理一世威权主义意识浓

厚,鄙视马基亚维里政治伦理,憎恶英国社会的日益世俗化,但是他不擅长著书立说,也不善于当众演讲,而是用缄默与宫廷文化来表达其政治倾向.查理的

宫廷文化遂成为解读其政治观念的一把钥匙.

2.学位论文 朱广花 斗争与妥协——十七世纪英国宪政冲突解决模式初探 2003
    17世纪英国人用了近百年的探索确立了宪政体制,英国因此成为世界宪政的发源地,他们在立宪实践中的经验教训值得我们吸收和借鉴.该文拟以跨学

科的研究方法系统考察17世纪英国宪政冲突解决模式.1603年起斯图亚特王朝不顾英国的政治传统、不顾时代的变化,一意孤行,推行绝对君主专制.专制

统治遭到议会的抵制,国王依靠强大的王权压制议会,动辄就解散议会,查理一世甚至进行无议会统治,宪政冲突爆发了.四十年代初期,蛰伏了十一年的议

会主动向国王进攻,掀起改革浪潮.议会要求建立宪制,国王坚持不放弃专制.双方各持一端,斗争不断激化.议会也屡次试图以妥协的方式解决日益激烈的

宪政冲突,但查理一世始终拒绝任何实质性让步,便宪政冲突步步升级,导致内战爆发.1642—1649年间,英国议会两次在战场上打败国王,最终取得内战的

胜利.在对国王斗争的过程中,议会中独立派和长老派都曾多次与国王谈判,试图以妥协方式建立符合自己利益的宪政模式,可是查理一世顽固不化,总是玩

弄阴谋企图颠覆议会,宁死也不妥协.国王不妥协以及议会的内部斗争使英国走向共和国的实验室. 共和国成立后没有解决英国的宪政问题,而是一步步走

向集权,共和国成为披着共和外衣的独立派专政工具.这一时期在议会的努力下也出现了建立君主立宪制的机会,但是以克伦威尔为首的独立派不愿放权

,一味压制民主力量和议会反对派,依靠军队推行极端统治,不妥协的斗争使英国的宪政革命陷入困境.二十年的血雨腥风没有解决宪政问题,动荡的生活反

而激起人们的怀旧心理.克伦威尔死后,旧王朝在各种社会力量的驱动下复辟了.由于议会内部的分歧以及议会中处于主导地位的长老会派和保王派过度妥

协,没有提出制约王权的具体条件,缺乏一套行之有效的技术规则保持议会与国王之间的权力平衡,因此"复辟解决"模式失败了.80年代中期,詹姆士二世企

图在英国推行天主教,在天主教的威胁下,议会方面反对国王的政治力量最大程度的联合在一起,邀请荷兰执政威廉率军保工英国,逼走詹姆士二世.在威廉

、马丽接受《权利宣言》的前提下,各种政治集团之间紧紧围绕着如何解决宪政冲突这一主题斗争、妥协、博奕,立威廉、马丽为英国的国王和女王,在确

立议会主权原则和法治原则的基础上建立了符合英国国清的君主立宪制.这就是"光荣革命"模式.

3.期刊论文 张佩侠.Zhang Peixia 简评英国革命前期的克伦威尔 -聊城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1,""(6)
    在英国革命前期,克伦威尔积极参加并领导了革命.他参与起草了"大抗议书";在两次内战中,先后率军战胜了王党军队;曾两次清洗议会中的长老会派

势力;在人民群众的推动下,处死了国王查理一世,废除了君主制,成立了共和国,为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做出杰出贡献.

4.学位论文 任超 英国财税法史研究——从诺曼征服到光荣革命 2006
    宪政史一直是英国中世纪史研究的重点和热点领域，这方面的著作成果亦可谓汗牛充栋。虽然这类著作均会涉及中世纪英国的财政及税收问题，但

都是从议会与王权之间宪政斗争的角度论及税收与税法。而将税收和税法作为一个专门的课题，从中分析英国宪政史进路，在目前的学术界，则无人涉

及。作者希望在此方面作出努力。本文的选题是从诺曼征服到光荣革命时期的英国财税法历史。作者期望通过对这一时期英国财税法的梳理和整述，在

廓清英国中世纪财税法脉络和源流的基础上，找出英国宪政发展中的税收法律动因。

    本文依循英国财税法发展的历史进程，分为六个部分对此进行介绍和论述。第一部分，英国财税法史的历史基础。该部分的内容主要围绕盎格鲁

—萨克逊时期财税制度和诺曼征服后建立的封建税制基础而展开。众所周知，英国国家的历史是由盎格鲁—萨克逊时期开始的。该时期的法律是中世纪

英国法律制度的源流，财税制度亦不例外。作者通过对该时期编年史材料及日尔曼习惯法的梳理，总结出英国财税制度的民俗法背景，教会税收、租税

、丹麦金以及财政管理体制，都能在日后的财税制度中找到其踪影。而诺曼征服后所建立的区别于欧洲大陆的封建制度，则为英国财税法的发展奠定了

国家制度基础。尤其是1066年的《末日审判书》，则使国王清楚的掌握了全国臣民的财产状况，为财税制度的制定和完善提供了最为直接的实证材料。

    第二部分，英国封建税制的内容。在本部分中，作者首先对英国封建税制的内容做了详细的考察和介绍。中世纪的英国国王，其收入分为一般和特

殊两个部分。前者是国王依据全国最大封建领主的身份，所征收的封建特权收入。该项收入主要包括王室领地收入、王室法院司法收入、封建协助金和

事件金收入、王室森林收入等；而后者，则是国王依据其全王国总首领的身份，在遇到诸如战争等紧急情况而一般财政收入不足以应付时，向全国臣民

征收的财政收入。该项收入则包括丹麦金、犁头税、免服兵役税、摊派税、动产税等。此外，作者还考察了中世纪英国的财税管理体制。产生于盎格鲁

—萨克逊时期的国库，诺曼征服后从王廷中分离出来，成为重要的中央管理机构，在财税管理体制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更为重要的是，财政署出现了

，并迅速取得中央财政管理机构的地位，在财税管理体制中发挥着主导作用。另外，宫室和地方财政官员也分别在王室收支和税收征收中发挥着自己的

作用。

    第三部分，中世纪英国财税法的价值内涵。本部分的内容主要是围绕中世纪英国财税法的价值内涵——税收契约主义而展开的。诺曼征服后所确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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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封建制度的实质即是在封君和封臣之间建立起一种契约关系，而双方的税收征纳关系则是该契约的重要内容。根据税收契约，国王基于分封土地而获

得取得一般财政收入的权利，而封臣也有义务提供上述税收。但是，超出契约范围的特殊财政收入，则必须得到纳税人的同意。由此，税收契约主义原

则的两方面体现——国王靠自己的收入生活和税收同意——出现了。税收契约主义的原则在约翰统治时期受到其肆意的践踏，其暴行也最终引发贵族领

主们的反抗。这场对抗以《大宪章》的签署而告终结。在贵族的压力下，约翰国王不得不在《大宪章》中对税收契约主义原则做出集中宣示，并由此成

为英国财税制度的传统习惯，世代沿袭。

    第四部分，英国税制的转型和议会课税权的建立。本章的写作对象为13世纪的英国财税法。在这一时期，英国税制由封建税制向国家税制转型。虽

然封建税种在此时得以继续存在，但王室财政收入的绝大部分则是来源于新开征的国家性税种，包括动产税和关税。更为重要的是，税收“共同需要和

共同利益”及“共同同意”原则在此时产生，并在国王和贵族的税收斗争获得发展。由此，税收已不再被视为王室私事，而成为国家公共事务，英国税

制也完成由封建性向国家性的转变。而该时期的财政管理体制，也在财政署和锦衣库的财税管理权争夺中曲折发展，并体现出国王和贵族就财税问题的

权力斗争。这一时期对英国财税法发展至关重要的内容是议会的产生及其课税权的取得。在与国王的斗争中产生的议会，代表着王国的共同利益和共同

同意，因而从其产生之日起，就展开与国王的课税权斗争，并最终在1295年取得胜利，议会课税权建立。

    第五部分，14-16世纪议会控制下的财税制度。在这一较长的历史时期，随着社会形势的变化，英国出现了一些新的税种。动产税经历了较大改革

，并最终被确定为固定税额的征收。世俗协助金在此时出现，成为议会授权国王征收的主要税种。而随着对外贸易的发展，关税制度也进一步发展，成

为国王终身享有的税收。同时，该时期的财政管理体制也发生变化，财政署在最终的财税管理权斗争中取得胜利，成为唯一的中央财政管理机构。更为

重要的是，在议会课税权在此时得到完善。在议会课税权的主导下，国王们大多选择采用内敛型的财税政策，在增加特权收入的同时节约政府开支。这

样做的目的是避免自身陷入财政危机，被迫求助议会而受到议会更大的限制和制约。

    第六部分，17世纪的财税政策和光荣革命。在本部分中，作者重点考察了该时期政府的税收专制统治以及由此带来的与议会的激烈冲突和斗争。虽

然议会课税权早在13世纪末就建立，但詹姆士一世和查理一世为摆脱财政困境，实行财税专制，并最终导致内战的爆发，查理一世还由此被送上断头台

。而共和国时期的克伦威尔政府依然没有摆脱此种命运，并最终导致王朝复辟。当复辟的斯图亚特王朝继续实行财税专制的时候，英国议会不得以发动

光荣革命，并由此建立了君主立宪制的政体。该政体的建立，在确立议会最高主权的同时，也最终确立了议会课税权的权威。

5.期刊论文 刘淑青.LIU Shu-qing 17世纪初英西外交失败原因剖析 -怀化学院学报2007,26(7)
    英国斯图亚特王朝早期的两位君主都主张实行亲西班牙的外交战略.但是查理为了雪洗在西班牙宫廷中受到的羞辱,同时也为了迎合英国人根深蒂固

的反西班牙情绪,以便争取政治精英的信任和支持,遂在白金汉的怂恿下向西班牙宣战,卷入了三十年战争.事与愿违,查理的反西班牙政策非但没有使他赢

得政治精英的信任,却恶化了查理与政治精英之间的关系,原因就在于他的现实主义外交与乡绅理想主义外交、新教价值倾向与天主教价值倾向之间的碰

撞.

6.期刊论文 陈兵 英国法上早期垄断类型研究——对亨利三世到查理一世时期制定法和判例的简略考察 -时代法学

2009,7(6)
    英国法上早期垄断类型可以分为三种,贸易商价格控制、行会垄断以及王室特许全国性垄断.这三种类型在出现时间上有着先后关系,但是三者之间并

未因为后一种类型的出现而取代前一种垄断类型.三种垄断类型的出现和存在现象,反映了英国法上早期垄断从地区性个体垄断,到地区性组织垄断进而发

展到全国性个体或组织垄断的演进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经济发展、技术进步等因素发挥了重要作用.随着时间发展,这三种古老的垄断类型已经退出历史舞

台,但是其中所记录的反垄断基本价值和垄断构成核心要件却得到了保留,并成为我们现在分析英美法上垄断现象所必需考虑的因素.

7.期刊论文 张维 查理一世与税收 -涉外税务1999,""(6)
    对于税收,在收取时注意做到适度,在支用时注意多做有益于老百姓的好事,就能得到人民的拥护和支持.反之,取之于民,用之于己,就难免要出乱子

.英国国王查理一世就是因为征税招致人民的反对,引发了革命而被处死的.

8.学位论文 冷霞 英国早期衡平法研究——以大法官法院为中心 2008
    许多学者对中西法律进行比较研究的时候，往往会作出这样的一个界定，即两者之间差异多于共性，冲突多于一致。这样的一种先见固然有助于在

不同的法律传统之间比较差异，却也往往导致过于强调差异而忽略某些共性之处。就英国法的具体例子而言，英国普通法的司法传统、职业化的法律人

团体、其王在法下的宪政理念对于王权的限制都令学者们津津乐道，并以此与中国古代的传统法律进行对比，从而得出中英古代的法律从细微制度到基

本精神迥然不同这样的结论。也有少数学者注意到了英国法中除普通法外的另一个重要渊源衡平法，并将其与中国古代传统法律进行比照。但是，国内

学界对于衡平法研究的薄弱导致了对衡平法的一些误解，也影响了结论的可靠性。

    本文所作的努力之一，即是通过对英国早期大法官法院衡平法的全面研究，试图指出即使是在英国这样的西方国家，其法律传统中也并非只有我们

所看到的那些导致其最后实现近现代法治的特性。与其并存的，还有那些在中世纪背景下，在封建王权以及中世纪教会力量的支撑下，以行政的和宗教

的力量来实施司法的另一种法律。这种法律与中国行政性、伦理性的传统法律相比固然具有差异，但也不乏类似之处，本文将其总结为英国早期大法官

法院衡平法的行政性与宗教性。虽然由于英国国内的政治与宗教的变革最终导致英国衡平法特性的转化，但是我们应当警惕将后来的英国衡平法的特性

甚至英国普通法的特性套用到早期英国衡平法身上这种“以今推古”的做法，应当坚持对早期英国衡平法的特性进行清楚的界定，从而纠正我们对英国

衡平法的一些错误的看法，还其历史面目的本真。为了完成这一目的，本文分七章予以具体阐释：

    第一章为大法官法院衡平法产生发展的法律背景。该章讨论在大法官法院中的衡平法诞生之前运行于英格兰王国中的其他法律--罗马法、教会法以

及普通法及这些法律中蕴涵着的衡平理念和衡平规则。作者认为，尽管由于种种原因，这些法中的衡平因素没有像大法官法院中的衡平法那样成为独立

的法律体系，但它们成为英国大法官法院衡平法的孕育成长的基础。

    第二章为大法官法院衡平法的产生。该章首先讨论了英国大法官法院衡平管辖权的确立问题的两种理论--“机构分离论”和“诉讼增长论”。作者

认为，尽管它们采用了不同的切入角度和研究方法，但结论并不冲突，而是大致契合：都把大法官法院衡平管辖权的确立时间界定于14世纪中叶至15世

纪中叶这百余年间，可谓殊途同归。而且由于切入角度和研究方法的不同，两派理论彼此能够很好的互补，只有将这两者结合起来，我们才能较为全面

地认识英国大法官法院衡平管辖权的确立问题。该章其次讨论了普通法、罗马法、教会法对英国大法官法院衡平法的影响，认为虽然衡平法的起源可以

追溯至大法官法院的衡平法管辖权确立起之前的普通法，但英国衡平法是从大法官法院的衡平管辖权开始起步的。而大法官法院衡平法由于宗教改革前

的大法官多由神职人员担任，从实体到程序均受到了罗马法和教会法的影响。

    第三章为大法官法院的组织机构。该章包括大法官法院作为中央机构其职权从行政机构向拥有普通法管辖权以及衡平管辖权的法院的历史转变、作

为大法官法院内部构成的大法官及众多文书职位的历史发展、大法官一职的任命选拔、大法官法院的世俗化和司法化转变四个部分的内容。通过该章的

考察，作者认为，相较于普通法法院和普通法法官早在13世纪就实现了职业化和世俗化，大法官法院的职业化和世俗化的过程要漫长得多。中世纪的大

法官法院更多地是表现出其行政特质而非司法特性，此外还带有浓重的宗教色彩。但14世纪以来，尤其是宗教改革之后，大法官法院的组织机构发生了

重大的变化，具有了更多的世俗和司法的色彩：其成员从神职人员逐步向罗马法学家最终向普通法律师过渡，这一变化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国王加强王权

的需求与贵族、教会利益之间的冲突所导致的。

    第四章为大法官发展衡平法的实践：从沃尔西到考文垂。该章在简要介绍中世纪若干重要的旧式大法官之后，以里程碑式的人物亨利八世时期的枢

机主教沃尔西大法官为起点，以斯图亚特王朝的悲剧国王查理一世时期的考文垂大法官为终点，对这一个时间段中的几位至关重要的大法官对衡平法的

发展所作的贡献进行梳理。作者认为，经历了自沃尔西向莫尔的转变之后，大法官的工作中心日渐转移到司法工作上。从莫尔到考文垂，大法官们在推

动发展衡平法方面的工作主要在于完善大法官法院的组织、改进大法官法院的诉讼程序规则以及确定普通法法院与大法官法院之间的管辖权关系等方面

。经过他们的努力，大法官法院的组织日渐庞大，诉讼规则基本定型，普通法法院与大法官法院的管辖权的边界日渐清晰，彼此之间的关系也被确定

，从而为大法官法院衡平法的近代转型奠定了基础。

    第五章为大法官法院衡平诉讼程序，对15－17世纪大法官法院衡平诉讼程序的诉答程序、证据、提交审断、判决、复审和上诉等阶段予以介绍。作

者认为，早期的大法官法院的衡平诉讼程序与普通法诉讼程序形成鲜明的对比，它快捷、灵活、便宜、有效。这些特点源自大法官法院长期作为行政机

构形成的行事风格，源自大法官作为行政长官所享有的巨大的行政权威。总之，从早期大法官法院的衡平诉讼程序中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早期大法官法

院衡平法的行政性特质。

    第六章为大法官法院的衡平管辖权。大法官法院的衡平法管辖权起初包含民事和刑事两个部分，但是随着其刑事管辖权被星室法院接手，大法官法

院的衡平管辖权即以民事管辖权为主，分为专属管辖权、共同管辖权以及辅助管辖权。专属管辖权包括用益和信托、慈善团体、已婚女子的独立地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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婴幼儿和监护人等内容，共同管辖权主要涉及遗产管理、契约、特定履行和禁令等内容。在中世纪，大法官法院衡平管辖权的行使以“良心”原则为基

础，随着时代的变迁，大法官法院在实施其衡平管辖权的时候，基本原则发生了“从良心到衡平”的转变。

    第七章为大法官法院衡平法发展面临的挑战。该章讨论16世纪末17世纪初，大法官法院衡平诉讼业务的迅猛发展使得大法官法院面临的组织机构、

诉讼程序以及管辖权冲突等三大挑战。作者认为，如果说组织机构和诉讼程序面临的挑战还主要是源自大法官法院本身的制度缺陷，那么管辖权的冲突

在更大程度上源自外部大环境变化的压力，具有更多的政治意味。在沃尔西垮台之后，在大法官法院和普通法法院的冲突中，胜负的天平最终操持在国

王的手中。而斯图亚特王朝国王们的政治倾向早已注定了他们的立场。因此，尽管在一个个案件的抗争中，普通法法官们费尽心思，极力抗拒大法官法

院普通法禁令的干预。但是，詹姆斯一世于1616年的裁决最终宣告了普通法法院在这场战争中的失败。尽管1621年普通法法院的同盟军议会以弹劾培根

为契机再度对大法官法院的衡平管辖权发起攻击，但是在威廉姆斯主教的配合下，获得国王支持的大法官法院再度化险为夷、转败为胜。这些无疑告诉

我们，大法官法院与普通法法院之间的管辖权冲突不仅是法律的冲突，更是政治的较量。通过上述七章对英国早期大法官法院进行全面研究并予以定性

的基础上，在本文的结语中，笔者试图从政治斗争的角度对英国早期大法官法院衡平法的特征及其历史发展进行解释。笔者认为，国王基于伸张王权

，巩固王权的诉求而与封建贵族及教会进行斗争与合作是造成英格兰早期大法官法院及其衡平法的特征发展变化的根本政治动因。具体而言，国王在与

贵族等世俗权力的斗争中极力实现王权，由此导致了英格兰大法官法院衡平法的产生并赋予其行政性特征，而国王在17世纪上半叶的资产阶级革命中的

失败则导致英格兰大法官法院衡平法行政性特征的淡化；同样的，基于实现王权的目的，国王与教会的合作赋予英格兰早期大法官法院衡平法宗教性特

征，而国王与教会的冲突则最终导致宗教性的丧失。总之，中世纪国王与贵族、教会的冲突为衡平法的发展提供了充分的政治空间，而中世纪末期教权

与王权的崩塌则导致了衡平法行政性与宗教性特征的变化，将衡平法的发展引入了新纪元。

9.期刊论文 刘淑青.LIU Shu-qing 三十年战争与英国政治 -临沂师范学院学报2007,29(5)
    从中世纪后期起,由于议会的日益崛起,历代英王大多遵循这一原则:对外战争必须有议会的支持,否则战争必然导致政治局势的剧烈动荡.查理一世未

能遵守这一原则,他在三十年战争期间实行的一系列专制措施与英国悠久的民主传统和法治观念发生了激烈的碰撞,最终导致了政治形势的急剧恶化.

10.期刊论文 宫艳丽 另辟蹊径的英国内战史研究——读戴维·昂德唐的《狂欢、暴动与叛乱》 -世界历史

2003,""(3)
    1640—1660年内战是英国近代史上最为重大的历史事件之一。史学界关于英国内战史的研究学派林立，成果众多，早在18世纪上半叶，对英国内战

的研究便形成了相互对立的托利学派与辉格学派。托利学派认为内战是议会违背王国法律的叛乱行为；辉格学派则认为查理一世违背宪政原则，内战是

议会为了维护宪法原则、保障个人自由而与国王展开的一场斗争。进入20世纪后，英国内战史研究出现新的高潮，并在研究对象和方法上有重大突破

，不再将国王与议会的关系作为研究重点，而是从社会经济结构人手，对内战进行新的诠释。以托尼和特鲁弗-罗珀为代表，就乡绅在内战中的地位与盛

衰问题展开论争。托尼认为，乡绅是乡村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代表，在内战的爆发和发展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特鲁弗-罗珀则认为乡绅的势力不是在上

升，而是在下降，内战是衰落的乡绅为挽救自身所做的自救运动。当论战正酣之际，一批“马克思主义学者”卷入其中。以希尔为代表，从阶级理论出

发认为内战是英国从传统封建社会向近代资本主义社会过渡的关键。随后，“修正主义学派”兴起，对传统学派的观点进行修正甚至否定，他们以拉塞

尔为代表，认为内战是偶发事件，是一场误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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