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法國第三共司正主體直立及其共和思想的許究 曰 : 

法國第二共和政體成立及其共和思想的研究

王英男

一、緒自

一七八九年大草命至今，法國已歷五居其t::J&置，其各共和之歷史背景，揣譚古t音

區政治情書而互異，世追京完美之共和當是一置之理想。第一共和圍以當代歐區位音畫

存在的皇權思想，大革命所引噩之破壞與鞋囂，搭扭在拿破崙一世( ~apo 1 earl 1) ，的

獨裁聲中結束。第三共和時期法國共和體制之直立，品史竄所去認追無提蓄，則第四、

第五共和之塵揖改革，實己令法國共和體制走向了制度化之運行。五論第三共和政體，

雖僅只垣暫的四年齡(184日， 2月 ----1852 , 12月) ，它的重要性卻絕非等間，蓋其在法團共

和制度史中之地位，實噩擇了承先啟聾的絕大作用，它不止闡述且實體導引注圍人民了

解共和之且諦，促使第一共和體制在經歷第二共和的體正說錯哇，才進入了第三共和的

實詮唱段 D 第三共和體制確立之史的觀早過程(註 1) ，眾所囑臣，而共和混得臥在全

接四故的情蟄下戰勝君主扭力量，其i原自第二共和之啟示性質不遑多輩。品剖，君王挂

在軍二共和時期之內部爭執、分裂及其對共古董割的排斥，政治上的事胃行事盎士書法軍

人互之早已章，卻也直接造就了共和混得利之草書(註 2 )。由是觀之，第三共;fJj?):室主

日過:度，挂日無能，又間接草生勵7拿破崙III芷音吉野心稱帝，但也是它才使法圍多數λ互

認清了帝制的不可行，與共和的前晴性。就主詣，主日稱第二共和的垣暫現身，竟象撞了

共和火炬之初燃，實亦不露沮喪。今試以第二芸和創立之歷史背景入芋，作一深入E之

揖討，俾得全盤7解其對法國共和制度史之影誓旦垃位:

二、第二共和體制之創建與共和思想之引伸

拿破崙一世的第一帝國在在借生敗，消失去監洲政治揖台之佳，歐陸各國皇權主、方

似乎文版復了舊觀，法富的法菁王室亦得宜昌童車。然而歷大革命之衝串與社禮，只甜

苦E立的呼喚己在法國人民心中，樹立了深對之印象。而在六革命時期受害的貴展階層苦口

普通抱持著堅定的王權思想和復仇心理，故與技穿主室之徨辟以但來者， 竟非社會的安

註 1 .王芙男苦，法軍第三共和世制之史的研究，中國歷史學會史學集刊第甘三期，民國八十年七月，台立，頁

IO~J5 。

註 2. G. Dujy , lI isto ire de la France , Larousse , Paris , 1 日7日，帥 .4 日3~40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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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與和平，而是一技波的動盪 o

先是，一八一四年三月下甸，當歐陸聯盟部隊進入巴黎之際，即公告宣示將尊重法

國主權及領土的完整性，如同法國在過去正統王朝時代一位，強烈地暗示了法國渡旁王

室之復辟。並使現存的長老院 (Le Sénat) 當指派籌組一個臨時政府，以制定憲法安定政

情。四月初就由長老院通過了新憲法綱領，該憲法綱領在開宗明聾的第一，第二款中，

明白昭示法國為一君主立憲制，並以控旁主室成員為國主的君主立憲圈。前王路易十六

之弟，普萬斯伯爵 (Comte de Province) 改稱路~十八 (Louis XVIII) ，乃抬五月上旬入

主巴黎正式繼承王位(註 3 ) 

路屆十八在大革命時期流亡海外，甘餘載的異鄉生懂，使他深刻體認到欲完全恢徨

波旁王室舊觀近乎緣木求魚，且又不切實際的念頭，務實的作法是認同並妥協於新憲法

體制之下。於是在他五月二日返巴黎的前夕，發表了著名的聖杜安宣言 (La déclaration 

de Saint-Ouen) (註4.) ，贊間新憲法綱領之內舍，並宣告除承認人民信仰、出版之自

由，及大革命時期的土地轉讓、出售為不可侵犯外，政治制度揖行英國的責任內閣制，

國會設兩院，上院由國主任命之貴族組成，下院由國民投票選舉產生，但兩臨均不得行

創制及立法權，僅能m准或拒絕國主所提出之議案，惟法律則非經兩院同意不得頒佈。

在當一原則下，路易十八下令組成了一個由舊貴旗和臨時政府某些成員混合主導的

內閣。同年六月四日，他頒佈7器會通過的新憲法條文，定名由一八一四年憲章( La 

Charte Constitutionelle du Juin 1814) 。乍看此憲法內容似乎已削弱了技旁王室自路

易十四以來所即握有的絕對專制王權(註 5) ，並對大革命時期所樹立的某些原則，表

現出尊重與讓步，實則，另在新憲法總章七十四慷款中，明定君權神授論及規定大革命

所極力排斥的天主教為國教。准此，雖日君主立憲，然仍以王權為至高無上，不受任何

約束，又握有立法權，解散國會權，任命世費及終身制的上議院議員之權，另文以限制﹒

選民投票資格的多重法律障礙，不難發現新憲章已隱約地透露了皇朝的芷就意識和恢徨

舊制度的個向了。(主 5 ) 

憲章初頓，護之有拿石主崙一世的復出所謂的盲目政蟹，路易十八的不得人心也由是

顯露無遣。惟在清單亟需役後 ，他乃不次宣告秉持初衷尊重新憲章之精神及體叩民情之

朕意，又兼程是巨皇室住景下的巴黎，而有了第二次復辟。一八一五年七月九日，他下

令組成新內閣，皇室去豆毫不再入閣，更以首相罵名作整體性之頡導，重新召集語會，放

寬選民資格，擴大干草琵代表席次等籠絡人心的手段(註 7 )。一八γ五年八月十四日

註 3 . G. De Be rtier de Sauv'gny , La Restauration. Charops Flammari 凹， Par 峙， 1982 ，間 .44~45 。

註 4 . Ibid , pp .58--59 。

註 5 . Les Cons titutions 臼 la France depuis 1789 , CF. Flammarion Paris , 1979 , pp 213--214 。
J 

註 6 . Malet et Isaac , Les rérolutlon 1789--1848 , Librairie Hachette Paris 1960 , pp.229--230 。

註 7 . WI I I lam Fortescu 巴， Revolution and Counter-revolution in France 1815-1 日52 . Basil 8lackwell. 

New york ， 閃閃 ， 凹 . 1 8~ ì9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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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行下謹臨讀席童車，在盟軍部隊的監守瞳磨下，四百零二席中，君主VR(Royal :st)竟

一舉取得7三百五十席，路暑十八在E害之聲高呼此乃無與倫比的天下難宜之盡會

(Chambre introuvable) (註 8 )。依多數原則，出身貴脹的利希留 (Richel ieu)奉命組閣，

主持闇囂的君主醒審員多數出身爵草命時期æ亡海外之曹貴聾，他們對種辟王室有著墨

足輕重的影響力。

同年+月，盟會胡開幕JlP出現了立場鮮明的 r;極端君主wx. J '他們在王弟阿圖耳伯

爵 (Comte d'Artoirs)的種導下，高喊性種大革命以前之舊制度，嚴懲大革命與拿破崙帝

制之同情者，並重新賦予歡會特權等口號且即付諸行動。情蟄之窗暨寶華端於誼菁王室

在第一:;x與第三:;x1i辟之間，對於一八一四年憲章的解釋與認知而有極六之差距，蓋晶

晶+八雖得再次復辟，然在恐懼民費興得意â')歐隍諾皇室成員的奧握所接舍的清措心理

下，極端揖讀員的組古典報種是有甜可晴的，一時之間「白色恐佈 J (註 9 )之名，畢

國主下員之風聲雷喔，告p也種下7普遍敵視主朝前惡固，而直接造居7內陸觀泊之困壞。

時內閣總理利希留，是路品十四時期位置法圍起對專制主權之紅衣主教拉布宙之1ijç

苗，大革命期間他亦逃亡海外並失去了所有前財富、地位，他個人對六革命的直在現態度

與深惡拿破崙一世的帝制是可以理解的。佳品一角度看，他也揮量大草命草草之影響，

成認革命脅力的在，他雖亦害怕自由思想之堇足，唯不贊成極端君主泣的過章rr~這昆主

社會的動盪'主張以溫和手控解說「歷史」問題 2 因之內閣形成了與直指君主立對立的

局面，使控制議會的君主派與內閣時起摩蟬，在許多重要問題上互相爭持，搭韋思主話

而種不相容(註血)。此暉，白色思怖的陰影持讀讀六，路島十八也認話到了它古盡量

世，一八一六年九月五日，國玉在利希官及多方莒的說服、壓力下，宣佈解散了這J吉他

所稱許的天下難覓誼會。問年+月，選舉產生7軒謹宮，在二百卅八名新選議員中，君

主派僅剩下7九十二席不再有控制議會的力量，盤一吉且十六席是一批受知識分子影害

並被稱嵩支持內閣行事的立憲派人士當選(註11)

隨哇，能一八一七年起的歷次國會更新選畢芋，聶曹文產生了 ítt r 共和控」謹員，

主要是由一群新興中產階扭及少許拿破崙一芷之主持者所結合者，他們反對極端主權，

主張主權在民的自由思想，更反對教會墊力的正右政屑，他們實際就是大革命創立之第

一共和時期，共和i虛思想人士之化身，只是他們的力量尚不足以提眾政治與力，只得在

立憲i匠的大鴦下盟謹，位置「穩定 J J3z:情-Tê~讀到一九三0年(註12) 。

註昌. A. Jard 巾， La France àes notables-L'évolution generale 1815-184 日， Editioo du Seu i 1, Parj 旱， 1 
973 , pp.35~呵。

註 9. lbid , pp.33--24 . 
草10. Op. cit , La Res t auratioH 間 .135~1詣，

芷江. Ibid , pp.139~140. 

註12. Rene Remond , La vie politique en France , Tome premier 178日~闊的，. Armand Colin , ?ar~丸 1965 ，

間 .285~2日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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緯於歷三數載之況j霄，共和派之信念已普獲人民之認間，政治費力大興，便君主派

深為恐懼，而立憲派亦覺難安的情沮下，原在內閣措任警聲大臣的德卡滋 (D，\ Decazes) 

於一八一九年底糧為首相，內閣與極端君主派間之對立也趨躍和。不期，又發生7阿瓦

圖伯爵次于遇刺事件，德卡竄磕迫辭職，再由利希留組閣。爵了安定政局利希留要求議

會在一八三0年六月通過新選舉法。且於同年十一月依新選舉法舉行大選，共四百卅席

中，極端君主派得一百六十席，立憲派九十席，共和派八十席(註13) 。極端君主派的

再度撞勝，從而導至立憲派的震撼與分裂，甚且，極端君主派議員之入閣也使利希留於

一八二一年十二月，再度辭職內閣完全改由君主派掌握，維華爾 (Villèle)續第首相(註

14 ) 

維氏上任當即對共和派及立憲扭展開攻擊，在地方上行大現模鎮壓行動以創弱上述

二派人士之勢力。主一八二四年六月，極端君主派已然捏得在國會中的優勢地位。又正

逢該年九月路易十八崩姐，由王弟阿圖克伯爵繼位稱查理十世 (Char 1 es X) ，他原就是

極端君主派之領袖，一心想恢復渡旁王朝昔日之榮耀。此際，國會中極端君主派掌握了

下議院主分之三以上的議席，內閣復為其支配，查理十世得放手一試，透過內閣與國會

通過有利於貴族和教會的諸多特權法案(註15 )。

查理寸世的強迫手段及不當法車，更加深了黨派政策路驅間的對立，而當時唯一尚

能皮制內閣輿下議院聯合著力的，當是向不為人所看重的上語臨了。依憲法規定，與下

議院共同保有對法案行使同意權之上議院，仍掌握在立憲派與共和派手中，上議院乃行

使 「 職權 J '一再杯葛下議院所審查通過的內閣決議，這使後者放棄所謂補缺選舉等法

案(註16 )。查理+世一怒而於一八二七年十一月，宣佈解散兩院，任命三百七十六名

新的上議院議員企圖一舉攻下兩院。面對此一變局，反對政府各派不得不共同一致以揭

露政府欲把持南隨之當謀馬競選訴求，籲請選民明擇。投票結果，共和派與立憲派竟各

得一百八十餘膺，首相維萊爾被迫於1世年元月去職。但查理+世佰執迷任命國會居少數

地位的極端派人土豆豆題，內閣典語宮之街?Æ一度激化而終至不堪了(註17 )。

政爭激烈之詩經習全按部文直至，危機是整個歐洲性的而法國受害最深，在金融、

工業衰退的情況下，工人實際的工資誠少，又逢連年穀物欠收，農產品價格暴漲，多重

打擊法國人民怨聲載遣，乃完全歸罪於行高壓統治的復辟主朝之政事錯誤，終於頤成了

一八三0年的七月革兮。七月廿九日查理十世倉惶出亡，結束了一八一四年以來的復辟

主朝。

註13. Op. c i t , La Restauratio 口， pp.171~172 民

註 14. Ibid ，凹 . 178~79 0 

註15. Op. Clt , La France des ~otabl e , pp.83~制。

註16. Malet et Isaac , Les révolution 1789~184日， Marabout Librairie Hachette , Par is , 196仔 I pp.232--

233 。

註17 . Op Cit , Revolution anò Counter-revo lution in France 1815-- 1852 , pp. 25--3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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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革命的主要推動力量是謂自下層民君主的不滿，其性質與一七八九年的大革命迴

異，董撞著所代表的意義是反專制，爭自由平等槽的中產階扭覺醒行動(註盟) ，以致

七月革命並未白攝共和之意識與信念，僅在國盟問題上形哇J;&.;'合事囂。由加華克( G. 

Cavaignac) 所體導的共和派企圖以重建一七九三年的共和政體之訴求，軍車帕爾

(Thiers) 和單行車拉飛車( La ff e i t t e)所積導之立憲派議員以，顧見君主立憲而非神權

之王敢的重臨露號召所排斥，雙方衛~揖見兵撞，最終在共和單未能撞車共識的當蟄下

先權盡失。奧爾良企爵 (Duc dorléan) 於七月卅一自己無歪謹會主才島「攝政主 ..1 ' 同年

八月七日，南囂院通過史稱一八三0年的憲章，王式主佈奧爾公爵登基露法國國主稱路

品，菲利?甫 (LouisPhillips) (註19 ) 

路島，菲利蒲在六革命時放棄貴族聶衛，單身賽加大革命E則，並出入7漫主烈的雅

各賓黨 (Jacobin) 爵挂眾，往又吾吾軍抵抗外置之λ懂，隨即使亡海外直到一八一四年才

又隨徨辟主朝回到注圈。如今一且壺基，在古書壇力的哇哇挂其青趕時需(生扭一七七

三年)加入革命之熱情，又適時轉換成專制霄三的封建患譜，向與共t控對立長(註

泊)

路品，菲利藩的七月主朝在立憲派的故持T ，的揖君主立憲玉立壺，但在憲章捏刪去

了若干一九一四年憲章出吉有強烈暗示僅辟主室與舊制度運繫之惶士(註21) ，並在新

憲章中增列了不能廢止法律和不可中止執行法撞之現定，主.E!~~早早大荳脅時期的三色揖

捐活園王室旗幟，特予提高對七月王朝矗立有"，/_1 台上謹院之地位， J革時主議院讀員的世

襲制，挂上議院以立法、創制權，而形成7圍三、主謹院與了謹直Z分撞出的穢語局面，

藉以消障法圈人民對新憲章之疑慮，冀以宜現其主的君主立憲主置。

只是路耳﹒菲利蒲君臨時期，法國巴斯謹ff7 中產階扭主導~):情的時代，上華區由

於極端君主VR已經失書而無所使力，中產階扭雪多數之下蠶曉再躍攝政壇要角。然直至

理十世主朝以置，下議酷的情蟄1m起南端，一方宣叮有所謂波旁王朝主持者的正統泣

(Legislative)囂員故推翻路品﹒菲利蒲，擁立前主之孫向誰德伯爵 (Comte de Chamboreà) 

再度耳朝。另一方面共和派議員亦故燭勤工人主己黎民軍以革命行動推翻帝制。主持$:

立七月主朝的立憲極主要積導人之一位青撞出君主立憲，但內閣僅對下議臨負責不對軍

王負責，使路易﹒菲利有注君芸而不說:古之虛字~t5T車路線*平息上述二方面要力之爭

(註22) 。

站買了的東時未能抑制下議院的亂源，就在也吉一八三六年二月租闇徨 七月，即同年

註18. Louis Girard , Les Libéraux français lS14~1875 ， AUJier , Paris 1985 , DP.1叩 ~l03 。

註19. Op C i t. La Res tauratior1 , pp. 458~459 。

註20. David 11. pinkney , La Révolution de 183日 en France , PUF Paris 19間， pp.72~75 。

註缸. Op Cit , L臼 Co nstitutions de la rrance depuis 17凹，帥 .245.......252 。

註22. Op Cit , La Fr且nce d臼 Sotables-té\'olution gé~érale 1815.......) 日48 帥 .188------ 1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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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掛冠求去。一八四0年春，下讀臨情醫每下愈況，路耳﹒菲利蒲不得已再次起用帖

爾組閣(一八四0年三月~十月) ，期間他大力揖制由共和極提出，把行政官員排除在

議員之外的改軍法草，又拒絕給親共和恆的國民衛隊以選舉權的另一提案，深受共和派

之所怨。在國王行政權方面他一本初衷堅持一八三六年初次組閣時所提出國王虛位的理

念，削減國主影響政事的力量。內閣會罷不再邀請國王蘊會，重大政事由他個人與國主

共同討論t英語，在保守的立憲派眼中，帕爾竟fîtT í 革命者」。再以他個人的RX長時代

背景，讓他對幸瞳崙一世一統歐陸的光榮歷史有糧草草刻的印象，甚且拿氏的強硬作風也

是他仿效的對象，一八四0年中期，壞及反就土耳其皇帝的說爭，他急欲予以握酌，皇島

陷法圍扭戰爭而驚動全國(註站)。至此，國王適時以外交政策的歧見晶由迫帕爾辭職，

改涯基佐 (Guizot) 爵首相，從此基佐成揖七月主朝的主要聲令者，直到主權攝亡。

基佐(一七八七~一八七四) ，他既是歷史教授又兼政治竄，在他教學及著述中就

一再揭示其個人的政治信念:是即資產階級社會形態絡將取代封建制度，是歷史的必然

佳，他的想法和堅持自由經濟策略，與技持工，農民生計之大軍命時期延伸而來的共和

思想大相逕庭，抨格自然產生(註24) 。在他曾擔任的七月王朝歷項職聲中，內政大臣、

教育大臣、外交大臣時，就不斷地宣揖其政治理論，及至組閣拜相在經濟政策上，即施

行有利於金融權貴的方針，對營利事業行單勵、貼槽，把國軍金融資本也投注於信託貨

款上，而不顧資助生產事業，又對六質品商行保謹關稅，使金融權貴迅速累積了六筆財

富。一時之間竟形成了全國投機之風，使中下層的工人、農民甚至共和跟大本營的中產

階層( Bourgeoisie)都遭到了嚴重的打擊和損失(註站)

表面的繁榮只維持了一時的安定，及至一八四五年農工業受不景氣的影響目陷低潮

之酷的經濟工商困攪，使法國整個超濟景況謹迅惡化，國家財政赤字年年大增，適宜膨

脹，官場腐敗現象也盎矗嚴重，諸多不利因素糧店動搖7七月主朝的統治基礎，將至一

聖不可收措。罷工、去有厲風;有不斷出現，議會中要求就政治現祖改草之聲亦不時傳出口

共和VR議員則?星點垃主出社會、經濟各層面的自由化，推翻主權建立共和(註站)

反對派系為7單化力量，盡漸謹展出一套以聚餐方式的政治結合，史稱「宴會運動」

(La Cam.pag ne d es 可O ê. nç 1口 e ts )以宴會名義而行政治主傳之實。每回聾宴吾吾3日的各界人

士總在千人以上。捏一八四七年七月的首次聚會至該年年底，全國各地己舉行了七十次

以上的宴罪活動，現模愈趨宏大影響也愈形深遠。路易﹒菲利蒲企聞抨擊誼活動是一項

「極端錯誤的盲目熱情 J '基佐也在下聾院會單上大肆嘲諷宴會運動 。這種數烈的對立

註23. Ibid , pp.1 84~187. 

誼24 日 p c i t , Le s Libéraux fra r.çais 1814~1875 ，仰 .152~ 1日。

註25. Op C 此， La France des nobles pp. 15日~160 。

註26. Op cit , Re vo l"utlon and Counter-revolution in france 1815~1852 pp . 46~5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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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應，竟讓使反對人士益發欲以此宴會運動之推廣，來形成朝政改革之揖媒(註'ln

如是隱晦的情醫下，基佐的統治權威受到了車巨大之挑戰，逼使他在一八四八年初斷然採

取鎮壓手陵，更犬的風暴也由是形成了。

一八四八年二月廿二白，大拉巴黎的小藺草店主、學生、工人走上街頭行示，故抗議，

要求政府賦予人民集會、結社的自由權，鎮壓的國民軍袖手一旁未採取制止行動，事態

立即擴大。路易﹒菲利蒲見局勢危殆難以轉圈，乃在次日將基佐免囂，一日之內先後以

莫萊爾、帖爾等組閣，惟群京的反對聲蟄並未曾稿歇。二月廿四日，路易﹒菲利薄弱t

宣佈退位流亡英國，七月王朝終被推翻(註28)

三、第二共和體制之成立及其憲政缺失

路易﹒菲利蒲出亡當日，共和派中產階較真勞工階級人士立即宣佈成立共和，並組

成一由該二階級推派之代表十一人(勞工階級二人)之臨時政府。自認在反三種流血抗

爭上出力最多的是巴黎工人，他們冀望二月革命之苦利能解決諸多有關營工的丑會問題:

諸如，保證工人基本生活，保障工作權，提吉豆豆1-:'信蓄存款利息> U~肯望在三文革酒稅。

擴大選民基監規定凡年滿廿一歲的成年男于，在 地居住滿六個月五有選車撞，年滿廿

五歲就有被選舉權，使勞工階級得由參政權而主丑，有中有更大的諱言垃位等是(註29) 。

附帶請求組織勞工部，但臨時政府成員多數持反對立場，最後室主主立7一信直經濟學家

和企業家組成的常設勞動委員會(Commissiori d~ gouvernement pour les travaillecrs ) ' 

第一調節勞資問題的仲裁機構(詮血)

臨時政府一再強調，該委員會在保障各方富的利益，並幾度呼種工人們要忍市、冷

靜地去解決那些既荐的權雜問題。但該調節要員會與政府之說辭.，絕不能滿足工人前要

求，臨時政府乃以居立國家工廠，容納失業二人;且安撫一度失控的工人情緒(註31) 0 

臨時政府為了應付工人的需求，又為了維持富家工廠的運行，在一切改革皆以營工譜法

之利益為重心的前題下，賦稅改革結果令政府設投入滅，擴大選民基數的推行令不少宇

產措級選使人面臨困境，常設勞動委員會無異結初起步之資方以莫六之威脅。尤j，~~家

工廠之設立，聲稱為了籌措維持費而不得不左隻旻所納由賦中增加四角五分的附加炭，

註?:T. Ed.-ard Berenson , Popul ist rei igicn and Left- 冒 i~~ ~oritics in france 1830--1852 , ?rinceto :1 U 三

press , 1984 ，帥 .76.-...-77 。

詮28. Op cit , La Franc e des n 日 tables pp.24日~249.

註29. '.!aurice Agulhon-, 1848 ou rápprendissage de la républ ique 1848.-...-1852 , Edition èu Seu:1 Paris 

1983 , pp.16-18 。

迂30. Ibid ，凹的~鉤。

註31. Op cit , Histoire de la France , p.39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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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舉引起了廣六農民群眾的不滿之聲(註32 ) 

工人階級的種種得利要求，逐漸優蝕了其它行業的利益，竟也使得工入央去了法國

人民的支持，在同年四月廿三白為成立E式政府組織的制憲會講代表的選舉中，有7 明

確的實證。這次投票結果，中產階級共和派代表在八百八十個席位中取得7五百五十席

的絕對多數，工人代表只獲得7區區十八席，重要工人領袖皆級紛落選。五月四日制憲

會議成立，臨時政府宣佈解敵，五月十日制憲會議選出一五人小姐的執行委員會為領導

中心，工人代表被排擠出局，六月廿一目主人委員會訣定撤銷虧損累累的國家工廠，工

人情緒大憤於六月廿四日發動暴動，在巴黎進行之殘酷巷戰達三日之久，史謂恐怖的「六

月血腥事件 J (註33)

從二月革命到六月血盟暴動事件，只不過歷經7短鍾的四月個月餘，中產階級與土

人共和派的決裂雖致工人政治團體因而消失，但在這般動盪的政治情勢下，也給7繼之

而來的共和國總統選舉，憑添了絕大之變數。

「六月血腥事件」鎮壓工人有功的陸軍部長卡推尼雅克 (Cavaiganc) ，隨即破推舉

為法蘭西共和國政府領袖並主持制憲工作。卡稚尼雅克雖是堅定的共和主義分子，但是

他亦考慮到時政的困難局面，深感歷年來議會對行政權力之壓制，是政事不彰的主要根

源。他估計自己一定會當選未來共和國之總統，如果能在新共和憲法中擴大總統的實權，

則藉助總統個人的行政權力，即足以與議會抗衡(註34) 一一遺個構想完全以他本人得

先當選總統所作的假設。

基於此一考慮，他把共和憲法制定的角度修正趨向於美國式的憲法解釋。設一總統，

任期四年由普選產生不得連任，內閣由總統任命。而國會則以一院制為主，但以國會組

成份子的特殊性，卡維尼雅克亦未敢全然壓制國會之權力，乃有規定國會享有無上權力，

不受共和國總統牽制，總統亦不得解散國會的條文。國會又享有立法、宣戰和拉准條約

之權，國會通過之法案注議總統不得苦決。實際上構成7總統與國會兩個權力平行，互

不相膚的機構(註55)

此乃成為法國一八E八乞第二共和憲法的一大「特點 J '深入研究其實總統與國會

間，晴伏著不可克服的對立異矛盾也帶給7共和體制絕大的危機。同年十一月四日，制

憲會議投票表決結果，以f::;百卅九票比卅票的懸殊差距通過了言支部史稱一八四八年之共

和憲法(註36 )

註32. Jenn ~I()thi ex ， 1listoire de France , lIachette Paris , 19肘，帥 .72~73.

Op cit , Re volution and Counter-revolutlon ln Fr 己 nce 1815-1852 , p 口. 74~75 。

註33. Peter II. Amann , rlevolutio口且口丘 Yass Democracy (The Paris Club ~ovement in 1 84日) Princeton uni 

press 1975 , pp296~298 。
‘/ 

註34 . Op Clt , 1848 ou Ihpprentissege de la r~publ ique 1848- 1852 , pp 74~7G 。

註3.5. Op c 此， Les Constitutions dt la Frnnce de puis 1789 , pp.264~268 

註36. Op cit , 1848 QU I'appreudissage de la républ ique IS4S~1852 ， pp.54~5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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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八四八年+一月廿一目憲法正式頡怖，位憲法現直在同年十二月十目壘行總統選

舉。當時出馬競選者有一八四八年六月由英圍逗法的路品﹒拿破崙 (Louis :'{apoléan)悍

拿破崙一世之佳，胡典之社會黨名律師樂韌 (Lebru Rolen)雷厲臨時政府之內政部長，歡

會技系之拉馬T(L. .\iartin) 及卡推尼雅克等六人之多。投票結果大出意外，路息，拿

破崙竟以估禪票數百分之七十五以上的五百日÷三萬齡票當選總說，選前扭各方一致看

好且充滿自信的卡推尼雅克，僅只得7一百四÷耳萬館票(註37 ) 

分析盡情害人可得一明確之結論，蓋起互惠﹒拿破崙的致勝實有其主客觀因素之存在;

六月血腥事件使廣大持工階層對主導鎮壓者拉卡推尼雅克產生7極深的仇恆，尤其他在

制重新共和憲法之際，以露工人力量己逝而去多留意工人之福利。文前言四角五分的巨

賦附加稅，使農民對臨時政府及其代表人哲É~卡誰后雅克深惡痛絕，自熬不把票投措他。

君主派人士，無詰是正祝活草車胃且泣，他干f完了擁謹君主政體在本能上就反對共和垠

的卡雄尼雅克。而卡誰尼雅克本人在亞得共社菌種袖地位之暉，露了胃挂得厲利當選爵

總統，曾向君主涯B:.教權投入士行妥售武章':Z棄了共和揖素來罣持的起濟主單調韻，

使種七月王朝舊財政制度一事，令共和法人士對他衛底失望，這郡王于畫票自然也喪長7

(註站)。

l豆觀路晶﹒拿破崙，按其叔咒章程幫 主首當戚，竟向每一階層民眾都許T7諾言;

他向工人保置消揖失業，特設挂揖均六月 iÈ.:::~事件肇事份子。向農民提出單草現居並保

誼大革命以來，小地主之士垃持有榷。害直告芳:貨款來買通城市小資產晴扭，芷完他們

保詮;反復社會秩序。對監言人士草草括以信fZ 圭直，保障權益之呼聲。而賄選更是拿哇

崙氏的重要手陸(註39j'zs之一夕之吉他喜名鵲起，青有不勝之罩。但就主盲車票，

這事選舉實睡上已無違反，莘莘了前說是28行討憲法章程，在新共和憲法第四十E缸中

明文規定，凡喪失法圖公旻資格莘莘權富室主喜法盟總統(註4日)。幸破崙氏首要失古草

公民資格並入籍瑞士也，憲法之適法性何在?氧守憲法文當以何苦島草草?在在害人是

賀。更令人驚愕者，無非是卡緝尼雅克馬一己之在布在制憲時加重於總統之權方，去竟

成7爾在路品﹒拿去主崙稱帝政治運作之權刀至立法 D 路耳拿眩崙披挂上最高王ti台望台，注

意味著卡雄居雅克及其價導前主T:~再度失贅， ~信↑亡中建立的共和國己聞站里聾晃一:歪

風暴7 0

四、第二共和的失敗
註01 日 P cit , 1listoi re de 12. ;r 2. nce , pp. 4 日 1-402 。

註33 日 p c: t , 1848 日 u I益 pprentissage de la r 巨 pub I i Que 1848-1852 , p.85. 

註芯. Op c i t , Revolu tion anà c 口 unter-revolutlon in France 1 日 15~1 日52 ，帥. 75~77. 

主40. Le pr~sident doit ~tre n; fran~als ， age dc 3 日 ans QU mOlns et navair Jamais per jë;8 叫己 ]l ti 

de Fran5a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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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易﹒拿破崙以最高票當選總統自是趾高氣昂，亦潔自以為是全國景從的領袖而急

欲號令一切，惟時中產階級共和派佰控制著國會和政府，得與其抗衡者只有品一股政治

勢力的君主涯。衡哥政情，路易﹒拿破崙自付不除此三派其個人故事空間幾無以發揮，

是以決心以離間手段來各個擊破之。有了這一層打算，在他於一八四八年十三月廿一日

就任總統之後，任命在國會中居少數席次之君主波中的奧爾良派之巴羅 (Odilon Barnot) 

組閣，藉他的派系力量與身份來大學清除內閣中的共和派人士，組成7三月革命以來頭

一個完全末會共和派成員的內閣(註41)

緊接著由君主派控制了警察和郵政總局，總積察署等重要機構，又將軍權移轉於其

指揮之下。有了上述的權力基礎君主派另也在國會中展開了奪權行動，迫使國會停止各

項尚未完成的法律制訂工作。隔年，一八四九年又突然以武裝警察封鎖國會，迫使共和

派控制的國會自行解散，並宣佈將於問年五月舉行新的立法會議選舉(註42) 。在遺種

氣氛下投票結果，七百五十庸的立法會議代表中，共和派僅得了八十席，由社會黨和部

分共和派人士組成的新山岳黨(:I1ontagne)得一百八十席，君主派以四百五十席的絕對多

數成了立法會議的新權威者。

一八四九年五月廿八日立法會議閉幕，新山岳黨在議會中成為君主派的最大反對勢

力。樂雨 (Ledru-Roll in)為首的新山岳黨立即對內閣之國家綱種提出巖厲之ilt評;認為

綱領之重點當強調尊重它國人民之自由，國內應實行普選，改革兵役與司法結構問題恐

品成為主政者之工具，又要求取消附加稅，修改土地營業稅，征收累進稅等措施(註

43) 
上述問題使兩黨在議會中發生7激烈的爭擇。及至意六利革命事件發生，一八四九

年六月十一日樂雨堅持提出第二共和憲法中之第五款及五十四款之規定;前者禁止使用

共和國的軍隊侵犯它國人民自由，後者禁止行政當局在未得議會同意下，逕行宣佈戰爭

揖由，反對路易，拿破崙派兵赴羅馬干涉意圍內政，他文嚴正表示將不惜一切手段來保

衛憲法，次日，議會否決7樂雨之提案。此舉令山岳黨及其支持者已無退路，而於六月

十三自在巴黎展開7大規模tt議活動。

示威的重點在譴責共和茵總統蔑視憲法，控訴內閣及君主派議員的違憲意識，結果

受到內閣強力鎮壓，大肆逮捕反對派議員，樂南等 行逃亡英國，新山岳黨亦告瓦解﹒

君主派取得了議會的完全控制而行議會專制(註44 ) 

共和派既失勢，君主派在無敵對勢力而無需再聯合的情況下 J 其內部的分裂，鬥爭

註祉， Malet et Isaac , La :\aissance òu )Ionde l!oderne 1848~1914 ， Libralrie Høchtt e Paris , 1961 , pp. 

13~ 14. 

註42. Ibid ppI4 ~15. 

註43. Idld , pp1 5~16. 

註44. Ibid , pp. 1 6~ 1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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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立刻顯現。君主握一向由支持渡旁王朝的正統~與支持奧爾良公爵的奧胃良派所組合，

其結合之目的在打倒共和涯，今目標已達分道揖鑼也費所難免。觀乎第二共和憲法規定

總統任期四年並不得連任的條文，二派皆芙真地積極在為下任總統競選的偎選人爭取上

作全力地佈置。君主派內部之矛盾，實賦予7路易﹒拿破崙建立其個人政治派系，主失措

羽翼為打擊君主派的絕佳時蟻。

路耳﹒拿破崙於一八四九年秋曾至外省巡行，沿途安排群眾甚且高呼“皇帝萬歲"，

他一面攝叢書力，一面已在為登基作皇帝而預作準備矣。同年+一月他任命其韓信奧普

爾 (Hautpoul)組閣，君主派一夕之間失去了行攻讀導地位。十二月路易﹒拿敲崙又下令

將於隔年元旦重新幌復二月草命亞等單所唾險之農民種收的葡萄酒說，數學則致命地打擊

了廣逆支持鄉村貴族君主派，而靠釀酒最生前小農。到了一八主0年三月，又頒佈國家

教育法即「注盧法案_j (La Loi Falloux) .競走凡屬教士及教友均可揖任教育職藩，
而地區初等學校也均歸教區教士管理，把國支教育的領導監督全權授予了教會，一時之

間大批世俗教師接免職，支持想提古教權法主釘了全國整個教育行政(芒45) 。

路易﹒拿破崙在這一連串的仿昂之後，也把重光轉移到了軍隊身上，他深知未能得

到軍隊的支持，則一切均屬空訣，雖則丈人出身的他假其叔父的聲名已在法國軍隊中建

立7若干聲望，但如依據共和園憲法第五十載的規定，總統對軍障僅有名義上的統頓地

位，而不能親自指揮調動軍隊，有名無賞的主望他自是有如芒刺在背的主受。也由是之
故，總統只有在獲得軍骨、中最高指揮官個人對需罰的「敢忠 J '才得以發揮其「軍權 J 。

然此睦君主黨正統派之尚加爾捏(Changan i er) .自 八四八年藍三月一直擔任軍旻軍司

令兼巴聲戌守引令的職務，露軍中發號施令對莒號人物，他對路嘉﹒拿哇崙也告:1話語汙

感。為了拉除此一「障華夏 J ·路易﹒拿破崙 J:~言，更總統府的毒品害人員連續發恬不質古文

稿對向加爾涅作人身攻宰。並於一八五一年元月在未封會任何霉事人封情況下，主竺f設

銷尚力商i望上述兩項職務，逼此向加爾涅只有告或一途(註4ü; 0 

此舉引起社會大嘩，但路易﹒拿破崙克互文吏，又使速地安置了高名親信芸草該三

軍韻。君主派在此事件中尚未有所反應而先按三矢，許多黨眾在這惡的:青撞~再有投向

了路易﹒拿破崙的陣營，其中君主派議員說達二百七十七名之眾(芝47) 0 是嘉﹒拿這

崙一舉拿下了軍事指揮系統撞，又乘勢單潰7君主黨，芒一八五一年招就在宮會、內閣、

軍偉、教會中建立了獨為一尊之地位，至是完寺宮對台景搭一這耳卡謹只謠說'5:完早年

不得連任的憲法「具丈 J T D 飲攜續當共和富括主主乃至室主言皇帝， 主主有走向當憲一
u.. 
干
，也主主

註45. Rene Remond , La Yie pol itique en France , Tome Se~~凹， lE必---:879 ， 廿三口d :0; iJ Paris , :S6且，
pp.100-10 1. 

註46. Pierre :tI iquel , H istoire de la France , Fayard Paris :983 ，月 367-368.

ff4Î. Op cit , La Yie pol itiqne en France 1848-1879 , ;J p.105~ì 日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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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八五一年譽，晶晶﹒拿破崙聽其黨眾在全園鞋起f會聾的大姐模謂廟活動，五月下

旬他所控制的國會也正式提單，討論偕憲問題。研單當以四分之三的多數通過芳得悔改

革三共和憲法。同年七月十九回國會投票袁說結果以四百四十六票贊成二百七十八票反

對，未達四分之三多數之標準否映了話皓正果(註48) 。就此一比側，令路島﹒拿破崙

深感不快興，臨惱，他發覺在國會中佰有部分反對蟄力存在，爵諱言表解臨之道，乃思另謀

對策而以武力藉構發動政聖以還其目的。

前言，在一八四九年由新山岳黨於六月十三日所聲動的反政府示戚遭鎮壓之聾，其

主要積導人物(議員)非逃亡即下獄。一八主0年三四月間，為揖捕前述講員之空缺進

行了兩次補選，結果在卅一個補選輯席中，新山岳肅立奪τ了廿席，就中巴黎的三席皆

馬其囊括，選民的意向表露無遣，當時很引起了君主黨與路昂﹒拿破崙的焦慮。經樟討

得失研議爵致此之困乃在憲法中規定攝大選民基數之普選，放寬投票黃梅所形成者，取

消普選的呼聲一時之間甚囂塵上。當下快定由帖蘭等十七人組成睡正選舉法草委員會肩

負該任。

五月八日草委員會撞出悔正草草，祖定僅有在一地居住連續滿三年，並提出在當地

納稅證明者才得享有投票權。此草草並經路島﹒幸瞌崙認可提交國會討會。雖有共和派

及山岳黨的強烈反對，但在主月卅一目的議會中軍說中以四百卅三軍比二百四十←票通

過悟芷栗。致使城市選民達三百盤萬人因而失去投票資格。(註49 ) 

路耳﹒拿破崙技巧地在一八五)年九月下旬，對話一大失民心的悔正法案提出嚴厲

抨擊，將產主法案之過長責任完全歸咎扭議會君主黨的私心自用，又以吾土名義要求廢除

該法案， i扭捏普選制。路眉﹒拿破崙的皮覆f乍爵實有其個人之打算，他認定議會必堅持

反對i扭捏普選之捏捏，屆時他的策略就已達成矣。蓋其一，如此盎過加深7閣會中共和

派與君主派之分裂，使它們其中部分囂員無由再聯合反對峰寄:。其二，如是他將贏得廣

大群眾之支持，誼會嵐信掃地，政鐘之盟動亦合乎情乏了(主5日)

一八五←年十一月十三日，議會公開討論怯復誓星電訶梧扭捏案， ~~里衷:失以三百五

十三軍比三百四十七票否接了言草案，正如路昂﹒拿旦去崙荒千古至苦。在董事f布置完成之後

十三月三日，斷然發動了政變。隨即發佈命令宣告暫穿軍設:語言立「可惡」的閣會，解

世行政法院，巴黎進入戒嚴時期，恢復普選制，並得幸去搭配持倍26z:憲法的建議案支付

公眾表決。他更揖言其一己之責任是誰謹共和之精話，室主立法國於動盪混亂的危殆中(註

51 ) 
聶會請黨派睡亦發起對政壁的抵制，但在軍瞳古豆豆;;~草屋，輿論的遭受封鎖情書潭

註48. Op c i t , 1848 ou I'appr~ntlssage de la républ ique ì84S~:852 ， 口口 158~ 15日，

註49. Ibid , pp. 94~間，

註50. Ibid , pp. 161~164 

註51. 1 b Id , 口口 . 1 日 1~ 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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沌下十二月廿一日公民公接投票的即時實施，措果品耳﹒拿破崙在以七吉五十萬事實潰，

六十目萬富含票反對的一面倒情書下，撞得捏權起草第二共和新憲法，至是第二共和政體

已名存實亡堯(註52 ) 

法團第二共粒i?l:盟成立及其共和思想的研究

新憲法於一八五三年一月正式公佈，規定設立一由二百五+人詛潰的民盡立法攝揖

(Gorp Lêgislatif) ，其權力卻備受限制;才有得創制法律，無權悔改玉立府之撞車，不得

主配內閣措請政府政罩之缺失，才可能干預國家預算之編列祖目，不得公佈謹會記錯，甚

且不能自選聶長，所謂立法實同兒戲。總統任期延長爵十年，總統指派內閣人還無需對

罷官貴責。另置上講蹺，其代表由總前挂佳，君主得倍改法律，提出新建華章，解單憲

法，議員由總統薪拾。總統且有說草湛藍罩之全權，有自行對外捕和槽，任命地古司法

及行政人員之權，有下令出版品之積主權不一台是，一言以蔽之總統之權已與皇帝無分

軒鞋吳(註53)

路耳﹒拿破崙的野心當然不止於此，就在高字( 八五二年)+二月一日 X@ r 餌

用」上蓋臨同意昂名，以注定團體問題再舉行 次全民企快投票。結果又以七百八十三

萬九千軍之贊同(甘五萬三千軍反對) ，改共但買馬帝制自稱法蘭西皇帝拿破崙第三

( Xa po 1 éan III) (註54) ，行之四年餘的法區第二共和體制也於胃告路。

Em 
五、結

紹、觀第二共和之建立及其共和思想讀聖古董頁皇宮，使吾人深切壟諒到!創建共和之

不品，而守成尤觀。法國史家皆以馬第二共粒之先是，穗芳件];Á~台車經濟二大軍素之互

爵影響所致書。就前者言，源自第二共和之前立 '~~G有77于裂之前車，中奎清耘其

聲工階級共和派份于，二者對解釋共和體制、三幸之各有不同古里則，已然暴罩了它們

之所以站台的一種暫時妥協性與矛盾性，終三JL;主力把向，最重折讀了共司泣主富言之

賞力。

就尪潛因素觀察 J 共和派的情形亦反應了岩畫當代社會封建草。2s; :'SÊ 十九三生花三

0年代起，士業發展已有了長足的進步，主監示立土人盡漸至于佈在法直各重要按市，高

時產主了一拉新興中產階級單稱小資產階扭\. j己 :.:rgeoìsie)與普工階鼠，他們多數是共

和思想的擁謹者，但就他們的實刃而言伯不足半主淳說貴單祖主賢，主立~~尋主主:古量言主主

位。就在這種平民資產階扭與貴族經濟實力語芽之爭封情書主中，亨 i 丟了主角主?古建皂白

致命懂，使路島﹒ 拿破崙取得了投機之地位，克拉了整倡言耗盡割。

主52. Op cit , H istoir e de la Franc e pp ← 374~376. 

註53. Op cit , LesConstituti 口 ns de la France depuis 178日， pp_293~296. 

言54. Op Clt , l! istoir e de la Franc 巴 ， pp _ 378~ 3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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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共和思想並未就此消說，反而激勵了共和派的企圖心與寬容態度，從而產生7-

i!:t深具謀略、遠見的政治家如活躍扭第三共和的龔倍達 (Gambetta) ，他們在第二共和

失敗的教訓中撞得了啟示，培養出第三共和建立艱辛過程中一些不可磨誠與忽視的高貴

政治氣質。拿破崙第三所建立的第二帝國也在一八七0年的普法戰爭中灰飛煙誠，然其

所創之帝制費力卻意外地在爾後第三共和的建立過程中扮演7 I 正面」的角色，它牽制

住了傳統君主黨兩派的力量，竟使共和派乘勢而興，而在與君主派抗爭的險惡情勢下異

軍突起，建立了共和政體(註55 )。這諸種歷史肇囡也誠然是第二共和失敗，而為第三

共和奠基從而回歸歷史自然法則之一明誼吧。

在55. Thomas P. Forstenzer , Frenc~ proy i nc i a 1 po 1 i ce and the Fa 11 of the Second Repub 1 i C, Prlnceton 

Uni. Press , Xe w york , 1980 , pp . 24 5~247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