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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百 日政权
”
是拿破仑伟大一生的重要组成部分 ,它 能在短期 内建立 ,原 因很 多。拿破仑的个性、心态及

其爱国精神 ,拿 破仑的政策、法规及其成就、影响 ,复 辟王朝的倒行逆施和特定的历史环境等 ,都 对百 日政权的建立

产生了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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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5年 3月 18日 ,拿破仑 ·波拿巴奇迹般地

从流放地厄尔巴岛(Elba)返 回巴黎 ,再登帝位 ,重 掌

政权 ,直到 6月 22日 第二次宣告退位 ,历时 97天 ,

史称
“
百日政权

”(The Hundred Days)。 “
百日政权

”

为什么能在短期内建立 ,这是中外
“
拿破仑史学

”
研

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虽有学者对此做出了一些解

释 ,认为拿破仑
“
百 日政权

”
的建立原因是多方面

的,如
“
具有广泛的社会基础 ;王朝复辟的反动性及

复辟后倒行逆施 ,使拿破仑成为众望所归的人物 ;拿

破仑非凡的军事才干和清醒的政治头脑及其威望
”

等等[1](12-16页 )。 笔者认为这个问题还值得做

进一步探讨。唯物辩证法认为 :事物的发展是内外

因共同作用的结果 ,内 因是事物发展的依据 ,外因是

事物发展的条件 ,外 因通过内因起作用 ,而人又是历

史活动的主体。因此 ,我们在探讨
“
百 日政权

”
建立

的原因时 ,既要强调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方面的

影响 ,又要重视人的作用 ,还要考察当时特定的历史

环境。

- 拿破仑的个性、心态及其爱国精神的作用

作为
“
百日政权

”
的建立者 ,拿破仑是这一历史

活动的主角 ,他能够突然从厄尔巴岛重返法国,并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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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血来潮、一时冲动的结果 ,而是有深层原因的。拿

破仑的个性、心态及其爱国精神 ,就是一个非常重要

的内因或必然因素。

所谓个性 (Individuality)是 指
“
个人特征 (倾 向

性 )和 他的社会角色的统一 ,它 通过心理过程、心理

特征、心理状况反映个人的社会特点 ,是兴趣、性格、

能力、气质等心理要素的总和
”
[2](41页 )。 但是 ,

人的个性不是一成不变的 ,它会随各种条件的变化

而改变。拿破仑 自然也不例外。少年时期的波拿巴

沉默寡言 ,性情孤僻 ,不合群 ,且易激怒好斗。青年

的波拿 巴
“J跬 格 阴沉 ,落 落寡欢 ,而 内心却热情奔

放 ,善于思索
”
[3](17页 )。 人物的性格不仅体现于

他做什么 ,而且体现于他怎么做。众所周知 ,拿破仑

脾气暴躁 ,喜怒无常 ,但他精力充沛 ,反应敏捷 ,对人

十分谦和宽容 ,这就使得他能够坚毅果断地办事 ,能

够深得民心。

拿破仑在 180s年去布里埃纳时 ,曾 特意拜访了

一位名叫玛格丽特的老妇人。这位老妇人对拿破仑

高度赞扬 ,称 :“ 他(指拿破仑)不但聪明、老成 ,有 时

有点忧伤的样子 ,而且对穷人
一

直很好。别看我是

乡下人 ,我早就看 出来 ,他 日后一定会大有 出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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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Bs-1BT页 )老妇人的言论虽不乏夸大、溢美的

成份 ,但是却反映了普通民众对拿破仑的恭敬、爱戴

以及拿破仑本人的谦逊、随和。

拿破仑对±兵非常关心 ,与士兵们同甘共苦 ,时

常到部队里去检阅,和 士兵们亲切交谈。在他的部

队里 ,不仅有法国战士 ,还有不少慕名投奔到拿破仑

麾下、为之效劳的外国斗士[5](58-59页 )。

不仅如此 ,拿破仑还胸襟开阔。他明明知道富

歇(Fouche)阴 险狡诈、善搞阴谋 ,在
“
雾月政变

”
以

后 ,仍留用了富歇。尽管当时很多人对此持反对态

度 ,但是拿破仑却认为富歇在警务方面有突出才能 ,

既了解保王党人的活动 ,又熟悉雅各宾派(Jac。bins)

的情况 ,因而予以留用。他说 :“ 我们正在建立一个

新的时代 ,对于过去 ,我 们应当记住好的方面 ,忘 却

坏的方面。
”
[6](210页 )这些都为拿破仑建立

“
百 日

政权
”
打下了群众基础。

拿破仑本人权力欲极强。早在离开埃及之时 ,

他
“
就有一个坚定不移的念头 ,就是推翻督政府 ,掌

握国家的最高权力
”
[7](29页 )。 他曾说过 :“ 权力

是我的情妇 ,我 象一位艺术家那样热爱权力。我爱

它就象一位艺术家爱他的小提琴一样。
”
[8](415

页)然而 ,莱 比锡
“
民族之战

”
失败 ,拿破仑因失去昔

日的大权而深受打击 ,心灰意冷 ,以致于企图自杀解

脱。但在自杀未遂后 ,拿破仑萌发了寻找时机、东山

再起、报仇雪耻的念头。于是 ,他怀着一线希望去了

厄尔巴岛。在岛上 ,他 密切关注时局 ,相 机而动。
“
拿破仑是以对于那些条约的信任呆在厄尔巴岛

的。他获悉在维也纳会议(Congre$。 f Ⅴienna)上 提

到要把他流放到欧洲以外的地方去。人们并不遵守

枫丹白露条约的条款来对待他 ,报纸把法国人民的

心情告诉了他 ,他 就打定了主意。可是他对于这一

点 ,直到最后都严守秘密 ,在这个或那个借口下做好

了准备
”
[9](498页 )。

1815年 2月 ,坚决拥护拿破仑返归执政的政治

家马雷等人派夏布隆乔装成水手到厄尔巴岛谒见拿

破仑 ,并 向他汇报了国内的情况。他告诉拿破仑重

返祖国的时机已到 ,全 国上下都会拥护他的统治 ,并

请拿破仑当机立断 ,采取行动。这大大增强了拿破

仑的信心 ,使他最终下定决心回国。行动前夕 ,拿破

仑对他母亲说 :“ 我不能死在这个小岛上 ,也 不能把

自己的事业结束在安宁中,这是我所不应受的。军

队在期待我。一切都促使我产生这样的希望 :军 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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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看见我 ,就赶快投奔到我这里来。当然 ,我会碰见

忠于波旁王朝的军官 ,他们会制止军队的发动 ,那 时

我在几个钟头之内就会死去。这种结果比住在这个

小岛上好得多。
”
[10](“5页 )拿破仑在儒安港登陆

后 ,受到了人民的热烈欢迎 ,他
“
当时非常后悔没有

把在厄尔巴岛(准备 )的 文告印出来 ;不过 ,他也曾

担心印出来会泄露他的秘密
”
[9](5Os页 )。 这些都

表明 ,拿破仑不甘心失去权力 ,不愿屈辱地活下去 ,

他的行动不是轻率、鲁莽的,而是早有准各的。

除此以外 ,拿破仑还具有强烈的爱国精神和民

族情结、民族意识。早在巴黎军校学习期间 ,在社会

思想方面 ,拿破仑就深受启蒙思想家卢梭、孟德斯鸠

等人思想的熏陶,卢梭的《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

基础》、《社会契约论》中所阐述的人民主权和革命

权利思想 ,对他的影响尤为深远。同时 ,拿破仑在青

年时代就悉心研究过法国的历史文明和民族传统 ,

那时的他就痛恨腐朽的封建制度和社会的不平等 ,

形成了非常强烈的民族情结、民族意识。在外国干

涉法国革命、侵犯法国主权时 ,他提出
“
举起武器 ,

保卫祖国,反对国内外敌人 ,宁死不屈
”
[9](695页 )

的口号 ,表现了高昂的爱国精神。

, 拿破仑还曾多次表示 :“ 我是属于国家的
”

,“ 除

了祖国以外 ,我没有挂心的事
”
[9](12页 ),“ 不管作

为第一执政或作为皇帝 ,我一直是人民的君主 ;我一

直为民族及其利益进行统治⋯⋯为了法国的利益 ,

我准备作出任何牺牲 ,甚至我的生命
”
[9](491页 ),

“
它(指法兰西 )的 幸福是我唯一的希望 ,也始终是

我的心愿
”
[3](230页 )。 甚至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

他还念念不忘 自己的民族和国家 ,坚信
“
民族 自尊

心必将获胜
”
[11](414页 )。 拿破仑

“
象珍爱自己的

光荣一样深深地珍爱法国的光荣
”
[9](59B页 )。 波

旁王朝复辟后推行反动政策 ,加 上反法联军进驻法

国,法 国面临着严重的内忧外患 ,具有强烈爱国精神

的拿破仑又怎能坐视不理 ,不采取行动呢?

正因为拿破仑有勇有谋、顽强果断 ,善于深谋远

虑、周全计划 ,能够审时度势、把握时机 ,因 而在权力

欲和不服输心理的支配下 ,靠着坚强的意志、非凡的

勇气、不屈不挠的爱国精神和强烈的民族情结、民族

意识 ,使他能够赢得民心 ,并 成功地重返首都 ,再掌

政权。

二 拿破仑的政策、法规及其成就、影响的作用

拿破仑统治时期 ,推 行了一系列政策 ,颁 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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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典》,使法国经济有了明显的发展 ,人 民的生活

水平有所提高。这使拿破仑在民众中有了颇好的形

象和巨大的影响 ,从而使他在
“
百 日政权

”
建立时得

到人民的支持。

法国议院于 1804年 通过《法国民法典》,主要

目的是保护资产阶级的私人财产 ,“ 关于这方面的

规定 ,约 占条文的三分之一 ,其 中最重要的一条 ,就

是确认在革命时期购得的财产一律归新 占有者所

有
”
[12](∞9页 )。 《法典》的颁布 ,彻底消灭了封建

土地制度 ,把土地和农民从封建束缚中解放出来。

直到大革命时,法 国依然是农业占主导地位的国家 ,

土地对农民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农民对地产的热

爱今昔一致 ,对土地的占有欲在农民身上点燃了全

部激情。当时一位出色的观察者说道 :“ 土地总是

以超出其价值的价格售出,原因在于所有居民都热

衷于成为地产主。在法国,下层阶级的所有积蓄 ,不

论是放给个人或投人公租金 ,都是为了购置土地。
”

[13](“ 页)然 而 ,农 民又
“
不能代表 自己,一定要别

人来代表他们 ,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

宰 ,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 ,是不受限制的政府

权力 ,这种权力保护他们不受其他阶级的侵犯 ,并从

上面赐给他们雨水和阳光
”
[14](⒆ 3页 )。 《法典》

承认了土地私有制度 ,因 而对农民产生了巨大影响。

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 :“ 当拿破仑推翻了督政府的

资产阶级统治 ,恢复了秩序 ,巩 固了农民土地占有的

新条件并在 自己的 Code civil[民 法典]中 加以肯

定 ,把外国军队越来越多地驱逐出法国国境的时候 ,

农民就欣喜若狂地归附于他 ,成 了他的主要支柱。
”

[15](561页 )由 于《法典》充分肯定了农民对贵族和

教会土地所有权的剥夺 ,保证了农民有权 自由地利

用他们所分得的小块土地 ,满足了农民强烈的土地

私有欲望 ,因 而 ,“ 农民阶级把他的名字写在共和国

的门面上 ,就是宣布要对外国进行战争 ,在 国内要为

自己的阶级利益进行斗争。拿破仑在农民眼中已不

是一个人物 ,而是一个纲领
”
[14](辊9页 )。 从这个

角度说 ,拿破仑统治是大革命的继续。正如他的敌

人所不断指出的 ,“ 他是大革命的卫士
”
[16](sT7

页)。

《法国民法典》和随后颁布的几部《法典》,对维

护私有财产,提倡自由贸易,强调法律面前人人平

等,稳定社会秩序,促进资本主义发展,都起着积极

作用。在拿破仑统治时期,国 民经济有了相当大的

发展 ,生铁产量从 1790年 的 4万 吨增至 1814年 的

11万 吨 ,煤产量从 1789年 的 ⒛ 万吨增至 1807年

的 500万吨 ,粮食产量从 1790年 至 1812年 增加 了

10%,法 国对内对外贸易总额从 1799年 至 1804年

增加了 3s%,即 从 55300万 法 郎增 至 gz100万 法

郎。在工业 中出现 了机器化大生产 的近代工厂 ,

1805年发明了提花机 ,蒸 汽机也得到了推广使用。

在棉纺织业 中 ,1790年 法 国只有
“
珍妮机

”900架
,

180s年增加到 1。 乃 万架 ;1811年 机器纺纱厂已达

200多家。随着经济的发展 ,全 国人 口也有所增长 ,

从 1801年 的 ”50万人增至 1814年 的 ⒛34万人。

拿破仑曾骄傲地说 :“ 我的真正的光荣并非打了四

十次胜仗 ,滑铁卢之战抹去了关于这一切胜利的回

忆。但有一样东西是不会被人忘却的 ,它将永垂不

朽 ,那就是我的法典。
”
[9](715页 )

不仅拿破仑的法典永传后世 ,而且他的宗教政

策也深得民心。宗教问题在法国历史发展中占有相

当重要的地位。中世纪以来的宗教战争、宗教纠纷、

宗教矛盾一直不利于法国国内的稳定。法国大革命

以前 ,天主教是国教 ,但新教、犹太教等也有相当大

的影响。大革命爆发后 ,1793年 10月 ,国 民公会
(Conventi。 n)通过了

“
反基督教法案

”
,由 此开始了

一场声势浩大的
“
非基督教化运动

”
(Dechristianisa~

tion)。 虽然这场运动有不可否认的革命进步性 ,但

是也极大地破坏了人们的宗教信仰 ,造成了社会的

恐慌、混乱。为了维系人心 ,“ 人民需要有一种宗

教
”
,只不过

“
这个宗教必须掌握在政府手中

”
[8]

(202页 )。

拿破仑上台后 ,特别重视同天主教会的关系 ,这

是维护资产阶级统治的需要。但是 ,必须迫使法国

教士放弃他们在旧秩序下享有的特权 ,承认 国家世

俗化所取得的不可抗拒的进步。拿破仑深感利用宗

教来维护道德和巩 固社会秩序 的重要性。他说 :

“
宗教对于政府是有用 的 ,应 当利用宗教来感化人

民
”
[12](∞ 8页 );“ 我从宗教那里看到的不是化身

的奥妙 ,而是维护社会秩序的奥秘
”

;“ 没有宗教的

社会就象一艘没有指南针的船
”
[6](211页 )。 为

此 ,他与教皇签定了
“
政教协定

”(Concordats),规 定

天主教是
“
大多数法国人所信奉的宗教

”
,但又不是

国教。这既以法律的形式维护了法国人民的宗教信

仰自由,又使天主教从属于国家政权。同时,拿破仑

还与新教组织签订协议 ,承认新教与天主教拥有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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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的地位 ,享有同等的权力 ,新教牧师的薪给也由政

府支付。法国政府还颁布了保护犹太教的法律 ,宣

布犹太教与天主教、新教享有平等的地位 ,犹太教祭

司同样受到政府的照顾。他的宗教政策不仅有力地

消除了国内的宗教纠纷 ,促进了人民的和睦相处 ,增

强了民族的凝聚力 ,而且在国际上缓和了天主教国

家的敌对情绪 ,提高了法国的国际地位。

正因为拿破仑具有雄才大略 ,他推行的政策、法

规有利于经济发展、社会稳定、民族团结 ,所 以产生

了巨大的社会影响。数十年后 ,他 的侄儿路易 ·波

拿巴还能够借助他的威名登上总统宝座 ,“ 他 (指路

易 ·波拿巴)是依靠同他的名字相联系的传统才得

以在一个短时期内保持住法国社会中相互斗争的阶

级之间的均势
”
[15](⒛8页 )。 走马上任之后 ,路易

·波拿巴又借助他伯父的大名在制宪会议上发表演

说 ,发表他的施政纲领 ,“ 拿破仑 ,仅仅这个名字本

身就是一整套纲领。对内是秩序、权威、宗教和人民

福利 ,对外是民族尊严
”
[17](z32页 )。 在路易 ·波

拿巴竞选过程中,农 民还喊出了
“
有拿破仑名字的

就投票
”
的口号。可见 ,历 经数十载 ,拿 破仑的影响

力仍不减当年。非但如此 ,拿破仑在国外也是尽人

皆知的。对德国来说 ,拿破仑并不像他的敌人所说

的那样是一个专横跋扈的暴君。他在德国是
“
革命

的代表 ,是革命原理的传播者 ,是 旧的封建社会的摧

毁人
”
[18](“ 6页 )。 意大利也从不敌视拿破仑 ,因

为
“
拿破仑只给它带来了好处。单就意大利能够作

为一个国家存在这件事来说 ,就 得感谢拿破仑
”

[18](640页 )。 甚至 ,拿破仑对许多作家也产生了深

远的影响。法国作家斯汤达 (stendhal)评论拿破仑

为 :“ 从恺撒以来世界上曾出现过的最伟大的人物
⋯⋯是从亚历山大以来最令人震惊的人物的一

生。
”
[19](130页 )他的名著《红与黑》体现了深刻的

时代意义 ,反映出法国革命和拿破仑帝国时期是充

满革命的英雄主义
“
红

”
的年代 ,而复辟时期则是反

动势力猖獗、到处充满了
“
黑暗

”
的年代 [20](404一

405页 )。 德国作家歌德(Goethe)对 拿破仑也推崇备

至[2r](17-18页 )。

因此 ,我们不难理解 ,当 复辟的波旁王朝不顾法

国人民不想恢复旧制度的愿望而倒行逆施 ,以 致于

民怨沸腾时 ,人们自然期望拿破仑从厄尔巴岛归来 ,

重新执政 ,给他们带来幸福。这正如马克思所指出

的 :“ 为什么人们从复辟时期起就那样怀念不久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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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他们禁锢在地中海孤岛上的拿破仑呢?因 为智者

的专制要比愚者的专制好受些。
”
[” ](177页 )所

以,当 1815年拿破仑率领一支 1000多 人的队伍在

法国登陆时 ,成千上万的农民欢呼着、簇拥着他 ,一

直把他送到巴黎 ;拿破仑所到之处 ,士 兵们 (大 多是

农民)高 呼
“
皇帝万岁

”
的口号 ,整 队地投向了他。

三 复辟王朝倒行逆施与特定历史环境的促成

复辟王朝推行的反动政策加速了拿破仑
“
百 日

政权
”
的建立。1814年 4月 6日 ,拿破仑宣告退位 ,

元老院召路易十八归国即位。1814年 7月 ,即路易

十八复辟以后 ,王党思想家约瑟夫 ·德 ·迈斯特尔

就曾写道 :“ 如果认为法国国王重新登上了他祖先

的宝座 ,那就错了。他不过是重新登上了拿破仑的

宝座。
”
[” ](以2页 )因 为大革命已把封建的法国变

为资本主义的法国,只 是在政治形式上留下了一个
“
宝座

”
。可惜 ,在大革命的 zS年 中,波旁王朝

“
什

么也没忘掉
”
。虽然路易十八在归国途中,曾 在圣

多昂发表了宣言 ,许诺要尊重民主宪政。他即位为

国王后 ,也颁布了宪章 ,确 立君主立宪制度 ,答应尊

重人身自由、言论自由等。但是 ,宪章赋予国王极大

的权力。它规定 :国 王有权任命国家机关和陆海军

的一切高级官员 ;掌握外交大权 ;召 集和解散两院 ;

有权在议院休会期间不经议会同意颁布敕令等。国

王任命王室成员、大地主、高级僧侣、将军和元帅为

上院议员 ,可 以终身任职或世袭。下院议员由选举

产生 ,但须年满 30岁 ,至少纳 300法 郎直接税的人

始得为选举人。因此 ,选举人只限于少数地主和缴

纳营业税的商人和实业家 ,他们的人数不超过 8.7

万人。全国大多数人民都被排斥于国家大事之外

[24](441页 )。 因为大臣不对两院负责 ,而 国王又拥

有立法动议权和否决议院法案的权力 ,所 以两院的

权力极为有限。起初 ,“ 大资产阶级相当满意地接

受了这个宪章 ,因 为一方面它阻挡了反革命 ,另 一方

面又剥夺了普通人民的一切政治影响
”
[乃 ](51

页)。 但是 ,路易十八是不会把政府交给他们的。路

易十八无意按照议会多数的愿望选用大臣,只 是把

旧制度下的
“
高级国务会议

”
和

“
争议处理会议

”
加

以改头换面 ,大 臣也不过是同他个别联系的高级雇

员 ,他们并不能构成一个政见一致、集体负责的内

阁。于是 ,资产阶级深感失望 ,也希望拿破仑归来。

波旁王朝在普通民众眼里 ,早就一文不值 ,倘若

复辟政权
“
不恢复种种特权 ,也 不再征收什一税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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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封建租税
”
[犭 ](Ss1页 ),或许民众暂且会对它

听之任之。然而 ,路易十八政府却不顾现实地恢复

封建旧制度 ,恢复旧贵族的头衔 ,夺走农民的土地归

还给旧贵族和教会 ,并增加赋税和什一税 ,加重对工

人的剥削和压迫 ,镇压资产阶级民主派。短期内,路

易十八就把 1万多名军官免职 ,把无能的贵族安置

在宫廷、王室近卫军、政府部门和军队中充任高官显

职,领取丰厚薪俸 ,并恢复了 1751年的法令 ,规定高

级军职只能授予贵族 ;取消了圣西尔、圣日耳曼和拉

弗莱什军校 ,代之以巴黎军校。此外 ,国 王又把天主

教定为国教 ,免除了教会学校的一切租税 ,还使教会

不受政府的任何管制 ,继续向人民课征
“
综合消费

税
”
(Dr。its reunis);并 为基贝隆半岛登陆死亡的王

党分子树立纪念碑 ,追 封卡杜达尔 (Cad。ual)为 贵

族。尤为甚者 ,军队遭受了灾难性变革 :“ 它被路易

十八任命的元帅杜邦(Dupont)削 减了一半兵员 ,因

而 ,它便拥有一大批多余军官 ,人们仅发给他们一半

军饷
”
[26](332页 ),以 致于有 2万多名军官生活降

低甚至穷困潦倒。士兵们也处境悲惨 ,深受不幸。

在拿破仑时代 ,“ 人们在村庄里度过的那些岁月 ,他

们都能有面包和酒
”
[” ](铌 页)。 加上 ,经 过 ⒛ 余

年的革命洗礼 ,“ 自由、平等、博爱
”
的资产阶级民主

观念得到了广泛传播。在法兰西第一共和国成立之

后 ,国 民公会就曾逐渐把博爱与共和国,博爱与 自

由、平等联系起来。这个口号不仅体现了资产阶级

的要求 ,而且反映了劳动人民的愿望 ,法 国人民毕竟

摆脱了封建枷锁的桎梏 ,取得了一些民主权利。然

而 ,复辟王朝置现实于不顾 ,“ 冒天下之大不韪
”
,恢

复旧制度 ,“ 人们顷刻间便又感到了一种难以名状

的愤怒
”
[⒛ ](314页 )。

复辟王朝的确
“
什么也没有忘掉 ,什 么也没有

学会
”
[12](躬4页 )。 它一意孤行 ,推行反动政策 ,

结果把人民和军队推向了拿破仑一边 ,加 速了拿破

仑百日政权的建立。难怪拿破仑曾说 :“ 人民和军

队把我送到巴黎 !”
“
在各个方面我都应感谢人民和

军队。
”
[3](238-239页 )

不仅如此 ,复辟王朝的种种做法还伤害了法兰

西人民的民族情感。
“
作为意识形态 ,民 族主义具

有极强的倾向性、情绪性 ,常 常表现为热爱祖国,维

护民族利益 ,捍卫民族生存
”
[z9](笱 页)。 这在法

国大革命期间表现得尤为明显。1793年 ,反法联军

侵犯法国,法 国青年参加了战斗 ;已 婚的人锻造武

器 ,提供给养 ;妇女们为士兵制作衣服 ,去 医院照料

伤员 ;孩子们用旧亚麻布制作绷带用的软麻布 ;老人

们到广场上去激励青年战士的勇气。

民族主义在拿破仑时代有了更加长足的发展。

所有法国公 民都讲法语 ,即 用
“
中央的或 国家的语

言
”
来代替各地方言 ;建立了公立小学网 ,教 授法语

和灌输对国家的热爱 ;出 版了不少报纸、小册子和期

刊 ,这些浅显、通俗的读物给全国人民留下了深刻的

印象。此外 ,还创立了国旗、国歌和国家节 日,以 作

为法兰西民族的仪式和象征。三色旗被看作是革命

的象征。波旁王朝复辟 以后 ,“ 以白旗代替 了三色

旗 ,白 旗被看作是从前 国王的旗帜
”
[以 ](辊7页 ),

这就极大地刺伤了佩戴三色徽的法兰西人民的民族

情感 ,人 们终于忍无可忍 ,厌 弃 了波旁王朝 的
“
白

旗
”
及

“
百合花

”
徽标。

“
稳定 的疆土往往是一个 国家长期 发展 的结

果 ,是 国家、民族正当利益的地理表现。一旦企图夺

取界外的他国领土 ,便是侵略扩张的开端
”
[sO](sz2

页)。
“
第一次巴黎和约

”
规定法国退 回到 17” 年 1

月前的疆界 ,却 并没有让法国赔款、交还掠 自各国的

艺术品。这个条约使法 国受到损失 ,却 并不十分苛

刻 ,法 国人尚能接受 ,而这只不过是同盟各国的权宜

之计。当拿破仑流放厄尔巴岛后 ,同 盟各国与法国

在维也纳召开会议 ,这次会议力图消除大革命 的积

极影响 ,削 弱和限制法 国。法 国北部领土被外 国军

队占领 ,“ 自然疆界
”
也遭到破坏 ,殖 民地被 同盟各

国瓜分 ,军舰和大炮也被收缴。外 国军队直接地进

驻法国 ,给当地造成了巨大的破坏和损失 ,如
“
奥地

利军队曾在 里 昂地 区大肆 掠夺。1814年 3月 18

日,当地一户殷实人家被掠走牛、羊、鸡、车辆、车轭、

斧头、家俱、衣服、被褥等 109s件 (头 、只),肥 肉们o

公斤 ,奶油与油脂约 狃 公斤 ,干草 1万公斤 ,葡萄酒

5850升 等等
”
[30](524页 )。 但是 ,波旁王朝为了取

得政权 ,不惜向同盟各国摇尾乞怜 ,奴颜媚骨地出卖

国家、民族利益 ,这 自然要招致热爱祖 国、维护民族

利益、捍卫民族生存的法兰西人民的强烈反对。

复辟王朝在国内的倒行逆施帮了拿破仑一个大

忙 ,而 国际形势骤然间的微妙变化也为拿破仑提供

了契机。拿破仑政权跨 台后 ,获 胜的同盟各 国因在

维也纳会议 中分赃不均而矛盾重重 ,昔 日强大的
“
反法联盟

”
出现了分裂。在维也纳会议上 ,战胜拿

破仑的欧洲四大强国——俄国、英国、普鲁士和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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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 ,为各自攫取更多的利益而明争暗斗、争论不休 ,

甚至达到剑拔弩张的地步。俄国想占领整个波兰 ,

它要求将原拿破仑控制下的华沙大公国和俄属波兰

合并建立一个由俄国沙皇直接统治的王国。普鲁士

支持俄国,但要求合并萨克森的全部领土以补偿它

让给俄国原属它的波兰领土。英国和奥地利对此坚

决反对。因为英国不愿俄国通过向西扩张变得更加

强大 ,进而打破欧洲大陆的均势 ;奥地利也不愿把它

侵占的波兰加里西亚、克拉科夫和维斯杜拉河一线

的领土白白让给俄国,更 不愿看到自己的近邻普鲁

士吞并萨克森变得更加强大 ,进而威胁自己。于是 ,

英奥秘密缔结了反俄普协定。由于双方相持不下 ,

在维也纳会议上出现了两个对立的集团。

此外 ,在对待拿破仑的态度上 ,同 盟各国之间也

存在着分歧。正如俄国学者指出的 :“ 在英国看来 ,

拿破仑是英国所有的敌人中最不能和解的、最危险

的敌人 ,是英国一千五百年历史中仅遇的敌人。只

要一有他在 ,法 国与英国之间就不能有比较长期的

和平。在亚历山大看来 ,拿破仑是一个侮辱过他的

人 ,但是除此以外 ,他又是唯一能够在最近适当的时

期复兴波兰的君主。⋯⋯普鲁士国王在更大(更 大

得多)的程度上持着这同一个理由。可以说弗里德

里希 ·威廉三世是被一种力量强迫在 1813年 3月

对拿破仑作战的,威廉三世从作出这个决定的时候

起 ,直 到莱比锡的战斗止 ,一 直被吓得 目瞪 口呆。
⋯⋯梅特涅根本不希望俄国在西方没有一个应有的

对抗力量。他希望在欧洲仍然能有拿破仑 ,他对奥

地利已经不可怕了,但是对于俄国却很不愉快 ,因 为

他可能成为奥国的盟国。
”
[10](312页 )

这样 ,同盟各国之间为各自的利益互不相让 ,并

在对待拿破仑的态度上意见不一 ,客 观上为拿破仑

重掌政权提供了一个外部条件 ,而
“
反对执行拿破

仑退位时同他缔结条约的那些人犯了大错的罪行 ,

因为他们给了他离开厄尔巴岛最充足的借口
”
[31]

(5O0页 )。

除此之外 ,时代造就的特殊机遇也为拿破仑的

成功提供了客观条件。厄尔巴岛是地中海的一个小

岛 ,位于拿破仑的出生地科西嘉岛东北 ,邻 近意大

利 ,面积约为”0平方公里。这个小岛上的人早就

闻听大名鼎鼎的拿破仑 ,并十分崇敬他。同盟各国

囚禁拿破仑于厄尔巴岛,为拿破仑逃跑提供了便利

条件。当时 ,跟随拿破仑到达这个小岛的还有 1100

名士兵 ,他们负责在岛上保护拿破仑 ,这也有利于拿

破仑经营厄尔巴岛 ,使之成为反攻基地。

按理说 ,拿破仑是不容易逃跑的 ,因 为同盟国做

了一些防范 ,在环岛海域有英法舰船的巡逻、监视 ,

并且有一名英国军官专门负责在岛上监视拿破仑的

行动。尽管有障碍 ,拿破仑还是暗地里为逃跑做好

了准备 ,港湾里早已准备好了7艘船只,并且漆成了

英国式样的
“
无常号

”
双桅船。行动前夕 ,负 责监视

拿破仑的英国军官贝尔正好前往托斯坎纳度假去

了,这无异于解除了对拿破仑的监视。拿破仑瞅准

这一天赐良机 ,下令士兵们快速行动起来 ,三位将军
——康布罗纳、德鲁奥及斯维杰尼耶和军队跟着拿

破仑登上了船。尽管一路上充满了危险 ,但是他们

躲过了监视、巡察 ,顺利地在法国登陆。一个个偶然

因素、外部条件、特殊机遇 ,都为拿破仑成功地重返

政坛提供了条件。

1815年 3月 ,拿破仑重新执掌了法国政权。他

之所以能够奇迹般地轻易地重返巴黎 ,绝非
“
主要

是由于军事上的因素
”
[8](448页 ),其 中有必然原

因,也有偶然条件。正因为拿破仑权力欲很强 ,不甘

心失败 ,有东山再起的强烈欲望 ,而复辟王朝又倒行

逆施、大失民心 ,加上时代造就的特殊机遇等多种因

素的共同作用 ,最 终导致 了拿破仑的重新上台。
“
百日政权

”
的建立 ,揭 开了法国人民推翻复辟王

朝 ,重建资产阶级政权的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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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be Into(Causes of“ the1Eundred】 Days”

CHEN Tao
(History Depanment,Be刂 ing Normal University,Bojing100875)

Abstract:There are many causes of‘‘
the Hundred Days” , one of the i【nportant parts constituting

Napoleon’ s great life。  Its establishment is affected by his individuality, psychology and patriotism, his

policies, laws and regulations as well as their achievement and innuence, the perverse acts of the re-

stored court, and specinc hist。 rical environments。

Key words:Napoleon; the Hundred Days; cause of estabhsh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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