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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爱尔兰自从 11 世纪后期被诺曼人入侵以来，就不断遭受英国的征服与统治。

随着时间的推移，英国不断强化对爱尔兰社会的控制与压迫。通过建立垦殖殖民

地、贸易限制、宗教惩戒等一系列措施，英国对爱尔兰社会生活的控制日益强化。

这也激起了爱尔兰人民不断增长的不满与敌意,引发了多次反抗与起义。

18 世纪末 19 世纪上半期早期爱尔兰现代民族主义运动产生了，这是爱尔兰

争取民族独立的一个新阶段。在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的影响下，爱尔兰人民的民

族意识觉醒了。在这一时期，爱尔兰民族主义运动的内容主要有；联合爱尔兰人

协会和 1798 年起义、奥康内尔领导的天主教解放和撤销合并运动、青年爱尔兰

和 1848 年革命。这些运动都取得了一定的成功，并且为后来的民族主义运动提

供了宝贵经验和历史传统。

早期现代爱尔兰民族主义运动尤其对 19 世纪后半期的芬尼亚运动和自治运

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前期民族主义运动的组织方式、斗争策略、宣传方式、经

验教训等都被后者所吸取，这将推动后来的爱尔兰民族主义运动不断前进。

本文将考察 18 世纪末 19 世纪上半期早期现代爱尔兰民族主义运动的历史，

对其背景、进程、影响等进行阐述，力图用爱尔兰的视角来观察与分析这一进程。

关键词：爱尔兰 民族主义运动 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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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ce late 11th century Ireland was invaded by the Normans, it continually

suffered the conquest and governance of the Great Britain. With the time flying, the

Great Britain constantly enhanced the control and suppression of the Irish society. The

control reinforced day by day through a series of measures including establishment of

settler colonies, commercial limitation and religion penalties. This also stimulated the

continually dissatisfaction and hostility of Irish people, many rebellions and risings

emerged.

Between late 18th century and the first half of 19th century, The early modern

Ireland nationalism movements appeared, this was a new stage of Ireland struggle for

independence.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he America revolution and the French

revolution, the national consciousness of the Irish people awakened. Among this

period, the content of the Ireland nationalism movement including as following: the

United Irishmen and rising of 1798; the Emancipation and Repeal movement lead by

O'Connell; and the Yong Ireland and the revolution of 1848.All these movements had

achieved a substantial success, and provided valuable experience and historical

tradition.

The nationalism movements of this period especially had far-reaching impact on

the Fenian movement and the self-government movement. The forms of organization,

the struggle tactics, the publicity strategies of the early 19th century nationalism

movement all be absorbed by the latter, it will propel the late Ireland nationalism

movement forward.

This passage will survey the history of early modern Ireland nationalism

movement between late 18th century and the first half of 19th century, explain its

context, process and influence, try to observe and analyze this matter with the

perspectives of Ireland.

Key words: Ireland Nationalism Movement Influ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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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

1

导言

一、选题的意义

爱尔兰地处欧洲西北部，隔海与大不列颠相望。岛上居民以凯尔特人为主，

在后来的历史发展中，融入了部分北欧人和诺曼人的血统。早在 12 世纪后半期，

英国开始入侵爱尔兰地区。17 世纪，英国开始了对爱尔兰土地的大规模掠夺。

爱尔兰总督的横征暴敛，更激起 1641 年爱尔兰天主教民族大起义。这次起义，

与其说是一次反抗英国统治的民族主义运动，倒不如说是当地居民与新移民的利

益冲突。1643 年 9 月，领导起义的天主教联盟大会宣布爱尔兰脱离英国。1649

年 8 月，取得内战胜利的克伦威尔渡海而来，残酷镇压了爱尔兰民族大起义。然

而，爱尔兰人反对英国殖民统治的斗争并未因此而停息。自从克伦威尔征服爱尔

兰以来，爱尔兰人民就以各种方式和手段进行反抗斗争，争取摆脱英国的殖民统

治，实现真正的民族独立。为了自己赢得民族独立，爱尔兰人民始终进行着不懈

的努力与抗争。

爱尔兰真正现代意义上的民族主义运动出现于 18 世纪末 19 世纪上半期。随

着美国革命和法国大革命的相继爆发，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民族主义运动开始在爱

尔兰的出现。

在爱尔兰民族主义运动的初期，有一个特殊的群体值得我们注意，那就是定

居爱尔兰的英国新教徒。这些新教徒在 18 世纪创造了自己的文化，也从中发展

出了自己的政治诉求。在谈论“新教民族”时，爱尔兰新教徒感到更加振奋，因

为他们从美洲的殖民者那里汲取精神独立的素养。18 世纪 70 年代，美洲殖民者

揭竿而起，对爱尔兰产生了重大影响。新教民族利用英国政府的困境，组建了好

几个连的“志愿军”武装。名义上，志愿军的任务是在英军到北美作战时负责保

卫爱尔兰的海岸，但实际上，其作用在于对英国政府发出威胁：如果“民族”关

于立法独立的权利得不到承认，那么就要断然采取行动。在志愿军和爱尔兰“爱

国”党的压力，爱尔兰最终于 1782 年取得议会立法独立。

1789 年欧洲的另一个事件——法国大革命激化和重构了爱尔兰政治思想。

法国大革命对爱尔兰民族主义运动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一个以贝尔法斯特

（Belfast）长老会教徒为主体的公开的激进组织成立，致力于推进两大目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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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

2

实现：议会改革和天主教民族与新教民族的合二为一。这个组织自称为联合爱尔

兰人协会（The United Irishmen）。到 1796 年，协会转入地下，变为一个秘密

会社，提出了更加激进的目标，并要用暴力手段加以实现。在随后的几年里，联

合爱尔兰人协会在法国舰队的帮助下，进行了英勇的斗争，1798 年斗争达到了

高潮。英国镇压了 1798 年起义，随后在 1800 年通过《合并法案》，废除了爱尔

兰议会，1801 年正式将两个王国“永久地”合并在了一起。对 19 世纪上半期爱

尔兰民族主义运动产生重大影响的丹尼尔·奥康内尔，从合并之初就走在其他天

主教徒的前面，以非常规的方式反对英爱合并。不过，在他活跃于民族主义运动

舞台之前，有关 1798 年起义的一个简短后续事件必须有所提及。那就是 1803

年发生在都柏林的罗伯特·埃米特暴动。

在 19 世纪上半叶随后的大部分时间里，奥康内尔在爱尔兰民族主义运动的

舞台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他连续发动了两次大规模的政治运动。第一场是“天

主教解放”运动，即消除自刑惩法
1
时代遗留下来的歧视天主教的法律。通过不

断地努力与斗争，1829 年英国政府通过了《天主教解放法案》。19 世纪 40 年代，

奥康内尔致力于更为雄心勃勃的事业：即废除《合并法案》，恢复爱尔兰议会，

议会由占人口多数的天主教徒主导。奥康内尔死于 1847 年，但在这之前一场巨

大的灾难——历史上著名的“爱尔兰大饥荒”（the Great Famine）——已经降

临到爱尔兰人民头上，诸如废除英爱合并之类的政治问题显得无足轻重。但爱尔

兰人民并未放弃抗争，在 1848 年欧洲革命形势的影响下，爱尔兰发生了“青年

爱尔兰”革命暴动。

现代民族主义是 18 世纪末以来一种重要的思潮，影响巨大且深远。爱尔兰

由于其所处的地理位置和与大英帝国的特殊关系，其早期的民族主义运动自有其

特殊的意义。19 世纪后半期众所周知的“芬尼亚”运动及其后继者“新芬党”

和隶属武装组织“爱尔兰共和军”，其革命传统都可以追溯到 19 世纪上半叶。早

期民族主义运动也为后来的自治运动提供了精神源泉。早期的爱尔兰民族主义运

动，拉开了现代爱尔兰民族追求民族独立与解放的序幕，同时也对触动大英帝国

的统治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正是由于爱尔兰民族主义运动的产生和不断深入

发展，对后来格莱斯顿爱尔兰自治法案的提出和爱尔兰自由邦的建立产生了重要

1 指 17、18世纪英国政府通过的一系列对爱尔兰天主教徒的歧视和迫害性法令，涉及宗教信仰、政治权利、
公民权利等社会生活的各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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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和推动作用。爱尔兰民族主义运动的精神和传统一脉相承，在当代爱尔兰共

和军的斗争中仍依稀可见。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关于爱尔兰早期民族主义运动史，国内学术界对这段历史的认识，往往把它

作为英国的国内问题来处理，在一些历史著作中只是作为英国历史的附属章节，

在英国的历史事件对爱尔兰有所涉及时才会予以论述，这是忽视爱尔兰民族的独

立历史，没有将爱尔兰民族运动史看作爱尔兰民族成长与发展史所造成的。另一

方面，国内史学界的英国殖民地民族主义运动史比较侧重于印度次大陆民族主义

运动史，爱尔兰民族主义运动较少受到重视。此外，国内学术界对于爱尔兰问题

的研究，更多是基于现实需要对爱尔兰热点问题研究，而且多集中在北爱尔兰问

题上，大多着眼于政治、经济、宗教方面的研究，从政治、宗教冲突，民族身份、

国家认同等角度出发。国内对爱尔兰的研究主要是最近几年的一些硕士学位论

文，如苏昕的《格莱斯顿与两次爱尔兰自治法案》
2
主要论述了 19 世纪后半期格

莱斯顿两次爱尔兰自治法案的历史背景、进程，失败原因及影响。谢宏克《立法

独立与合并之争—英国与爱尔兰关系研究（1782-1800）》
3
主要研究了爱尔兰取

得立法独立与合并之间这一段时期的英爱关系。王银红《威廉·小皮特的英爱合

并主张之研究》
4
主要论述了小皮特英爱合并主张的背景、进程及影响等。此外

也有关于天主教问题和大饥荒等的硕士论文，还有一些关于爱尔兰民族运动的概

论性文章。总之，国内学术界对于爱尔兰民族主义运动史的研究相当薄弱。

国外的爱尔兰史研究可以说是相当丰富。通史方面，成果丰富。如埃德蒙·

柯蒂斯的《爱尔兰史：从早期到 1922 年》
5
从远古时代讲起，介绍了爱尔兰历经

挪威人和诺曼人的先后入侵，英格兰的殖民统治以及1800年英爱合并，直到1922

年爱尔兰自由邦成立的历史。作者怀着强烈的民族意识，环绕爱尔兰的悠久历史，

民族特性和光荣传统，叙述了爱尔兰人民所遭受的苦难和所做的各种斗争。书中

2 苏昕：《格莱斯顿与两次爱尔兰自治法案》，首都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4年。
3 谢宏克：《立法独立与合并之争—英国与爱尔兰关系研究（1782-1800）》，陕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08年。
4 王银红：《威廉·小皮特的英爱合并主张之研究》，福建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年。
5 埃德蒙·柯蒂斯：《爱尔兰史》,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 197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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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比较丰富，但是叙事头绪纷繁，史料庞杂，线索不甚清晰。

R.F.福斯特的《现代爱尔兰：1600—1972 年》
6
对现代爱尔兰史的概览开始

于伊丽莎白战争结束和厄尔斯特垦殖区建立的 1600 年，结束于爱尔兰共和国加

入欧洲经济共同体和北爱尔兰的斯托蒙特议会闭会的 1972 年。社会、文化和经

济因素与政治同样突出，并且有专章讨论移民，殖民化和主流文化等话题。作者

汲取了过去 25 年来的争论和结论，并且对近三个世纪以来现代爱尔兰的形成阐

述了自己的观点。

埃尔文·杰克逊的《爱尔兰：战争，和平及超越，1798—1998》
7
是爱尔兰

现代政治史方面最新和公正的概括。保罗·彪的《爱尔兰：敌对的政治，1789

—2006》
8
也是从政治层面来为我们解读爱尔兰历史。罗伯特·基的《爱尔兰史》

9
采用专题的形式，为我们勾画出整个爱尔兰历史发展的脉络，并且对一些重大

事件着墨较多，此书资料详实，并且有大量历史插图。此外，关于爱尔兰通史还

有 T.W.穆迪和 F.X.马丁编辑的《爱尔兰历史进程》
10
、约瑟夫·库希尔的《爱尔

兰简史》
11
、尼尔·哈格蒂的《爱尔兰的故事：爱尔兰人民史》

12
、麦克·克罗宁

的《爱尔兰史》
13
、麦拉奇·麦考特的《麦拉奇麦考特爱尔兰史》

14
和福斯特《牛

津爱尔兰史》
15
等。司各特·布鲁斯特、弗吉尼亚·考斯曼、菲奥娜·贝克特和

大卫·埃尔德森主编的《接近爱尔兰：历史、性别、空间》
16
概括和发展了爱尔

兰研究不断拓宽的领域，回顾了这一学科存在的争议以及提供了新的探索路径。

书中论文包含对爱尔兰历史、文化和身份思考的多样性解释。

在爱尔兰民族主义运动史方面，主要有罗伯特·基的《绿色的旗帜：爱尔兰

民族主义史》
17
，该书涵盖了从开端到 1973 年爱尔兰民族主义的历史，处理的范

围从新教种植园到沃尔夫·托恩，从“大饥荒”到“芬尼亚”运动和爱尔兰自由

邦的建立，作者的权威和综合的历史在于著作的细节和公正的分析。罗伯特·基

6 R. F. Foster, Modern Ireland, 1600-1972. London: Viking Adult, 1989.
7 Alvin Jackson, Ireland，1798-1998，war, peace and beyond. West Sussex: Wiley-Blackwell, 2010.
8 Paul Bew, Ireland,The Politics of Enmity 1789-2006.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9 罗伯特·基：《爱尔兰史》，中国出版集团东方出版中心 2010年版。
10 T.W. Moody and F.X. Martin,The Course of Irish History. Cork: Mercier Press, 2001.
11 Joseph Coohill, Ireland, A Short History. Oxford: One world Publications, 2000.
12 Nell Hegarty,The Story of Ireland, A History of Irish People. London: Thomas Dunne Books.
13 Mike Cronin，A History of Ireland.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03.
14 Malachy McCourt, Malachy McCourt's History of Ireland. Philadelphia: Running Press, 2008.
15 R. F. Foster, Oxford History of Irelan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16 Scott Brewster, Virginia Crossman, Fiona Becket and David Alderson, Ireland in Proximity, History, Gender,
Spac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2.

17 Robert Kee, The Green Flag, A history of Irish nationalism. London: Penguin Books,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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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另一本关于爱尔兰民族主义的重要著作《月桂与常春藤：查尔斯·帕内尔和爱

尔兰民族主义》
18
是一本关于数个世纪以来对民族主义政治模式产生重要影响的

斯图尔特·帕内尔的自传。帕内尔是 19 世纪后期爱尔兰民族主义运动的一面旗

帜。罗伯特·基追溯了帕内尔的早年政治活动，并且强调他的性格如何影响事业。

D.G.波伊斯的《爱尔兰的民族主义》
19
考察了理想与社会和政治现实之间的关系，

新版的最后章节考察了民族主义在爱尔兰各地的发展，并且将民族主义想象放在

当代和欧洲的背景下考察。

关于早期爱尔兰民族主义运动史的专题论著，国外的成果也是极其丰富。对

于联合爱尔兰人时期民族主义运动史的研究主要有南希·J·科廷的《联合爱尔

兰人：1791-1798 年乌尔斯特和都柏林的民粹政治》
20
。联合爱尔兰人运动建立

的革命共和主义传统持续至今。该书探讨了早期爱尔兰共和主义的起源、背景、

性质和实践。主要涉及这一运动从 1791 年开始到 1798 年起义失败的迄今仍被忽

略的内部动力。南希·J·科廷探究了运动的意识形态、宣传、社会构成和组织

动员，并且揭示了这些线索如何与通常和共和主义传统没有联系并且只有在激进

运动消亡后断断续续存在的新兴自由主义交织在一起。此外，玛丽安·埃利奥特

的《革命中的伙伴：联合爱尔兰人和法国》
21
，理查德·罗伯特·马登的《联合

爱尔兰人：他们的生活及时代》
22
等也从各个方面对我们深入了解和探讨联合爱

尔兰人时期的民族主义运动提供了丰富详实的资料。

关于天主教解放运动及废除合并的历史研究，主要有 F·奥费拉尔的《天主

教解放：丹尼尔·奥康内尔和爱尔兰民主的诞生，1820-1830》
23
、尼古拉斯·李

的《1762-1789 年的爱尔兰天主教问题》
24
、劳伦斯·约翰·麦克卡弗里的《丹

尼尔奥康内尔和废除合并年》
25
等等。这些著作从不同角度阐述和探讨了爱尔兰

天主教问题和废除合并等相关主题，为我们深入了解和研究这段历史提供了参

18 Robert Kee,The Laurel and the Ivy: The Story of Charles Stewart Parnell and Irish Nationalism. London: Penguin
Books, 1994.

19 D. George. Boyce, Nationalism in Ireland. Abingdon: Taylor & Francis, 2003.
20 Nancy. J. Curtin,The United Irishmen, Popular Politics in Ulster and Dublin, 1791-1798.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8.
21 Marianne Elliot, Partners in Revolution, The United Irishmen and France. New Haw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0.
22 Richard Robert Madden, The United Irishmen, Their lives and times. London: J. Madden & Company, 1843.
23 F. O’Ferrall, Catholic Emancipation, Daniel O'Connell and the Birth of Irish Democracy 1820-30.Dublin: Gill and
Macmillan, 1985.
24 Nicholas Lee, The Catholic Question in Ireland, 1762-1829,Vol.6,，London and New York: Thoemmes Press，
2000.
25 Laurence John McCaffrey,Daniel O'Connell and the Repeal Year. Lexington: University of Kentucky Press, 1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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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

关于青年爱尔兰及其 1848 年革命，主要著作有丹尼斯·格温的《青年爱尔

兰和 1848 年》
26
，理查德·P·大卫的《青年爱尔兰运动》

27
，劳伦斯·芬顿的《青

年爱尔兰的反叛和利默利克郡》
28
考察了爱尔兰历史上如果说不光彩但也是极其

重要的事件丰富多彩和复杂的地方维度。这些著作从不同角度为我们深入了解和

研究这段历史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和参考。

通过以上的叙述和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国外对于爱尔兰史以及爱尔兰民族主

义史的研究硕果累累，主题丰富多样，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也达到了很高的水平。

相比于国内对于爱尔兰史的研究，我们更有必要去吸收和借鉴国外丰富的研究成

果，使我们对爱尔兰史和爱尔兰民族主义运动史的研究进一步深入和拓宽。

三、本文的思路与结构

本文对早期爱尔兰民族主义运动史的考察与阐述，并不是将其作为英国史的

一部分考察，也不是以传统革命史研究的暴力斗争焦点作考察，而是将早期爱尔

兰民族主义运动作为爱尔兰历史的一个的独特的组成部分加以考察。本文选取

18世纪末到19世纪中叶这段时间的爱尔兰民族主义运动作为一个整体综合性的

论述，这一时期议会斗争和暴力革命交互使用，甚至相辅相成。但是不管采取什

么形式，最终都是为了民族独立的目标。民族主义运动这一主题贯穿全文，议会

斗争和暴力革命是主要表现形式，但不同时期斗争的侧重有所不同，采取的策略

也有差异。本文将紧扣这一主题和线索，综合阐述早期爱尔兰民族主义运动的三

个阶段：联合爱尔兰人和 1798 年起义时期、奥康内尔的天主教解放和废除合并

运动时期、青年爱尔兰及 1848 年革命时期。通过对早期三阶段民族主义运动的

考察，分析和阐述早期民族主义运动对后来的影响和启示。

本文将分三个部分对早期爱尔兰民族主义运动进行考察和阐述。第一部分主

要论述英国对爱尔兰的殖民征服和压迫、爱尔兰人民反抗斗争的传统。第二部分

是本文的重点，主要阐述18世纪末19世纪上半叶的爱尔兰民族主义运动的展开，

包括相关历史背景、联合爱尔兰人及 1798 年起义、1803 年埃米特都柏林暴动、

26 Denis Gwynn, Young Ireland and 1848. Cork: Cork University Press, 1949.
27 Richard P Davis,The Young Ireland Movement. Dublin: Gill and Macmillan, 1988.
28 Laurence Fenton,The Young Ireland Rebellion and Limerick. Dublin: Mercier Press Ltd,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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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康内尔领导的天主教解放和废除合并运动、青年爱尔兰和 1848 年革命等方面。

第三部分将分析早期爱尔兰民族主义运动对后来爱尔兰民族主义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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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18世纪末 19世纪上半期爱尔兰民族主义运动历史背景

英国对爱尔兰的入侵，始于 1170 年。当时爱尔兰社会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

各地邦王混战不断。伦斯特的爱尔兰邦王邀请海峡对岸的诺曼人帮助自己打仗，

盎格鲁-诺曼人就这样踏上了爱尔兰的土地。同时，英国国王亨利二世开始干预

爱尔兰，而且要征服爱尔兰。它开启了英国对爱尔兰长达 8个世纪的统治，从此

英国历代王朝不断加强对爱尔兰的统治。英国也开始在爱尔兰建立移民殖民地，

进一步强化殖民统治。英国的征服和殖民统治损害了爱尔兰的利益，爱尔兰人民

很早就掀起反抗斗争，此后爱尔兰人民的反英斗争此起彼伏，从未停止。

一、英国对爱尔兰的殖民征服与统治

（一）中世纪的爱尔兰与英国早期殖民

传统的盖尔——爱尔兰社会是由大大小小的、独立的部落构成，靠农业为生，

为了牲畜和土地相互袭掠和交战，并为此目的组成不稳定的联盟。虽然存在不同

的部落而且它们相互攻伐，但这里的人们共享同一种语言、法律（古爱尔兰法）、

口头诗歌和音乐传统以及由古代神话传说改编而成的历史。
29
而且，他们用自己

的语言书写时，都会把自己写成“爱尔兰人”。当现代的中央集权国家尚不存在

时，当不列颠社会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受到罗马人的影响时，爱尔兰的确可称得上

拥有个性化的文化统一体，足可称之为一种国家形态。爱尔兰中部塔拉山（Tara

Hill）上巨大深广的环状堡垒，显示了早年盖尔异教的至尊国王（High King）

29 罗伯特·基：《爱尔兰史》，中国出版集团东方出版中心 2010年版，第 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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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王府所在地。这些至尊国王逐渐开始自称是“整个爱尔兰的统治者”，但他们

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中央集权的统治者，并没有制定法律的权力。

随后，爱尔兰社会受到了外部冲击。基督教将盖尔社会的传统异教典仪赶出

塔拉山，最终赶出爱尔兰全境。其中起到辅助作用的是一名自封为罗马-不列颠

传教士、后来被追封为圣帕特里克的教士。今天，一座于 19 世纪建造的粗糙的

圣帕特里克塑像竖立在塔拉山上。这不仅标志着基督教战胜异教，而且还有更为

深刻的含义，特别是对爱尔兰而言：基督教与盖尔社会成功融合。

盖尔社会的显著特征是其适应性。在基督教的框架中，盖尔文化以前所未有

的规模兴盛起来。反过来，基督教像欧洲的灯塔，在罗马帝国崩溃之后的黑暗时

代照亮了盖尔人的爱尔兰。从此，爱尔兰身份与基督教会之间一直保持着尤为紧

密的关系。1979 年 9 月 29 日，教皇约翰·保罗二世在都柏林凤凰公园发表演讲

说：“自本宗教信仰之始，爱尔兰就一直与罗马教会休戚相关。”
30
在同一个地点，

他在稍晚时候说：“在爱尔兰的星期日上午，所有目睹大批参加弥撒的人都不会

怀疑爱尔兰对弥撒的热忱。”
31
无论如何，作为爱尔兰特性主体的罗马天主教，构

成了其民族身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教皇本人显然也认定其不可分割性。

1170 年 5 月 1 日一小股诺曼人从威尔士航行到韦克斯福德郡（Wexford）的

巴金本湾。它将开启长达 8个世纪的冲突，而且这场冲突至今仍未结束。这些诺

曼入侵者不是英国国王手下的军人，但隶属于英王手下被称为“强弩”（strong

bow）的彭布鲁克伯爵（Earl of Pembroke）。他们受到伦斯特的邦王德莫特·麦

克默罗（Dermot MacMarrough）的邀请来帮他打仗，以夺取至尊国王的宝座。

诺曼人具有高超的军事技术——爱尔兰人闻所未闻的装备和兵种，即重甲骑

士、弓箭手（当时爱尔兰只是使用投石器作战）。论及战争艺术和建筑工事的本

领，诺曼人的优势早已在英格兰、意大利南部和巴勒斯坦显示出来了
32
。但是，

诺曼人之所以能成为一个征服民族，主要因素还在于他们的精神方面。在爱尔兰

的国王们看来，打仗只是为了眼前利益，一旦达到目标，他们就班师回朝。然而

诺曼——法兰克人却把战争当作生意经，期望从中捞到好处。他们具有适应环境

的天赋，虽然他们对自己的血统、语言和传统感到自豪，但他们也乐意平等地对

30 罗伯特·基：《爱尔兰史》，中国出版集团东方出版中心 2010年版，第 51页。
31 罗伯特·基：《爱尔兰史》，中国出版集团东方出版中心 2010年版，第 51页。
32 埃德蒙·柯蒂斯：《爱尔兰史》（上册），江苏人民出版社 1974年版，第 9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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