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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联姻外交,指的是在国际关系中，一国的统

治者为了争取盟友，打击敌国，利用与其他国家的

婚姻关系来最大限度地维护和扩大自身利益的一

种外交手段。当然，并非所有时代的国家之间的联

姻都具有外交性质。只有当这种姻亲关系作为一

种外交政策运用时，才可以称之为联姻外交。根据

联姻外交在不同时代的作用和特点，可以将其分为

三个时期：奴隶制社会是其产生和初步发展时期，

中世纪时代是其应用最频繁的时期，近代初期是其

逐步衰落、并最终退出历史舞台的时期[1]。本文着

重介绍中世纪时期，英国伊丽莎白一世时期的联姻

外交政策。笔者认为，先分析一下伊丽莎白继位时

的英国国内外环境是非常有必要的。

一 伊丽莎白即位之初的国内外形势
1568年11月17日，伊丽莎白击败众多对手，成

功登上英国王位，是为伊丽莎白一世。当时，英国

的国内外形势可以用风雨飘摇来形容。在国内方

面，由于之前的统治者女王“血腥的玛丽”和西班牙

国王菲利普二世的联姻，英国卷入了西班牙的对法

战争，从此失去了英国在大陆的最后一个据点——

加莱。不仅如此，早在其父亨利八世时期，国王为

了应付抗日持久的欧洲战争，就不惜出售土地，减

低货币的成分，以致引起国内通货膨胀泛滥。到爱

德华六世在位期间，货币进一步贬值，国家财政到

了捉襟见肘的境地，而玛丽一世时期的对法战争更

使英国的财政困难雪上加霜。呈现在伊丽莎白面

前的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烂摊子，正如当时一位枢密

院书记员对英国经济状况描述的那样：“女王经济

拮据，王国耗尽财源，贵族贫穷没落，军队缺少优秀

官兵；民众混乱，法纪废弛，物价昂贵，酒肉和衣服

滞销”[2]，所以恢复国家经济和军事实力即是伊丽莎

白亟待解决的问题。此外，宗教问题是当时的另一

个不稳定因素。英国的宗教在经过亨利八世、爱德

华六世改革之后，基本上确定了新教为国教的基

调。但是玛丽一世即位之后，意图将其个人信仰强

加于整个不列颠民族之上，不仅恢复与罗马教廷的

联系，还对新教徒加以迫害，意图在国内恢复天主

教。一时间，新教受到沉重的打压，国内宗教派别

林立，人心涣散，如何在西班牙、法国、罗马教廷等

天主教势力之下恢复国内新教，成为伊丽莎白面临

的又一难题。

不仅国内形势严峻，伊丽莎白一世即位之初，

国际环境同样不利于英国。而这其中的主要压力，

来源于当时大陆上强大的西班牙和法国。

1500年前后，新航路开辟由葡萄牙人拉开帷

幕。之后，西班牙成为地理大发现和殖民扩张的主

角。在近乎狂热的宗教信仰和对黄金的热衷追求

下，西班牙政府出面支持新航路的开辟。很快，西

班牙就占领除巴西以外的整个南美洲和太平洋上

的一些重要岛屿，源源不断的黄金和白银流入西班

牙，充盈着国库，给西班牙提供了强大的经济基

础。西班牙拥有当时最强大的海军力量，建立起了

当时世界上第一流的舰队，称雄海上。与此同时，

西班牙也拥有被认为是欧洲最优秀的步兵，如此强

大的军事力量，英国相形见绌。

而另一方面，法国是英国的宿敌。单从地理位

置而言，法国比西班牙对英国更具威胁性，而1558

年加莱据点的失去，使这种威胁瞬间放大。依据地

理学分析，西欧大部属于地中海气候，常年盛行西

南风，而加莱正好是英吉利海峡南侧的上风口岸，

在当时，海上逆风航行是十分困难的。所以，法国

夺取加莱一事，使英国海军处于不利局面。更有甚

者，法国当时还控制着苏格兰，形成法苏同盟，对英

国的威胁不言而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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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58年，伊丽莎白一世的登基引起了法国吉斯

党人一派的注意。他们认为伊丽莎白是私生女，无

权继承王位，而信奉天主教的玛丽——斯图亚特按

照其血统和信仰更具继承权。所以，他们公开支持

玛丽——斯图亚特与伊丽莎白展开了持久的争夺

王位的战争。另一方面，玛丽——斯图亚特与吉斯

党人的联盟，则使苏格兰与法国的关系更加紧密，

由此法国联合苏格兰进攻英国的企图就有可能变

为现实。所以，这时伊丽莎白的处境十分微妙，也

十分危险。

综上所述，伊丽莎白即位初期，如何协调与海

上强国西班牙和大陆宿敌法国间的关系，以获得一

个和平的外部环境来发展本国经济、军事，成为其

主要的外交目标。鉴于此，伊丽莎白采取了明智的

抉择，毅然放弃传统的欧洲外交模式，转向实现均

势的外交政策，其中，伊丽莎白的婚姻成为外交政

策的一个重要的筹码，这也就是伊丽莎白一世时期

的联姻外交。

二 联西抑法
伊丽莎白即位以后，由于她的王位以及英国巨

大的经济利益，吸引着许多国外王公大臣前来求

婚，而伊丽莎白从一开始就给自己的婚姻定了一个

基调：“在任何时候，只要上帝愿意要她结婚，她会

选择一个与她一样兢兢业业献身王国的人”。[3]P83由

此可见，伊丽莎白清醒地认识到她的婚姻是为政治

服务的。

前文已述，在伊丽莎白即位之初，法国夺走加莱，

并控制了苏格兰，正所谓“法国的一只脚站在了加莱，

而另一只脚站在了苏格兰，横跨在英国之上”。[4]这种

局面对英国自然不利，对西班牙也是不利的。因为，

西班牙不愿看到一个强大的法国控制苏格兰，进而占

领英国——这使英西两国在不自觉间形成了一定的

同盟关系。不仅如此，英西在经济利益方面也存在合

作的可能。若法国控制尼德兰，那么英国长期对尼德

兰的呢绒贸易就会受到影响，直接关系到英国的政府

收入；同样，尼德兰是西班牙的属地，它的归属与繁荣

与西班牙密切相关。伊丽莎白敏锐地发现，英西可以

结成联盟，共同对抗法国。所以，联西抑法成为伊丽

莎白统治前十年的外交方针。

伊丽莎白联西抑法的婚姻外交政策，首先表现

在加莱问题的谈判上。伊丽莎白即位后，法、西、英

代表在卡托—康布雷锡开始就加莱归属问题进行

谈判。伊丽莎白希望利用与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

的婚姻作为外交手段，最大限度地维持英西友谊和

英国利益，争取西班牙的支持来收复加莱。[5]P77伊丽

莎白也给过腓力一些幻想——她会与其或其子结婚，

如伊丽莎白曾表示，“她必须和她的议会商量，但腓力

可以相信，如果她要结婚的话，她就愿意挑选他”。[6]

因此，在卡托—康布雷锡谈判中，伊丽莎白利用腓力

二世，在最终签定的卡托—康布雷锡和约中，最大限

度地保全了英国的利益。此外，与腓力二世的联姻关

系也帮助伊丽莎白重建了英国国教，有力对抗了罗马

教廷的打压。然而，策略毕竟只是策略，伊丽莎白自

始至终都没有与腓力结婚的念头，与其缠绵悱恻，只

是为了借助西班牙的力量，打击法国和国内的天主教

势力。所以，当伊丽莎白最终无法再拖延搪塞的时

候，她就借口宗教信仰不同，宣称不能与他结婚，断然

拒绝了腓力二世的联姻要求。

继西班牙求婚之后，神圣罗马帝国也向伊丽莎

白抛出了橄榄枝，而与神圣罗马帝国进行联姻，也

是维持英西关系的一个良策。因为西班牙与神圣

罗马帝国有着源远流长的关系。1519年，西班牙国

王查理一世当选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称查理五

世，同时统治神圣罗马帝国和西班牙。查理死后，

帝国的皇位转归其弟费迪南，而西班牙的王位及在

尼德兰、意大利和南美的领地落入其子腓力二世之

手，叔侄之间关系仍然密切。伊丽莎白认为，与查

理大公的婚姻，将有助于维持英西间的友好关系。

与查理大公的婚姻谈判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1559年至1560年是第一个阶段。1559年5月，在经

过事前关于宗教信仰差异调查之后，而确认宗教信

仰不存在问题之时，费迪南派遣使节向伊丽莎白正

式提出婚姻请求。但由于这一阶段，英国的国内外

环境相对稳定，伊丽莎白并没有认真考虑这一建

议。但同时，伊丽莎白还是将使节留在英国长达7

个月，而每当使节（布鲁纳）显示出焦虑情绪时，伊

丽莎白就会使出一些小伎俩激活布鲁纳的信心，可

想而知，几个月后，这场婚姻谈判以失败而告终，婚

姻谈判的第一阶段也随之告一段落。而在1563年，

婚姻谈判进入第二阶段。从这年起，这一桩婚姻受

到国内大臣的重视和支持，于是两国又继续进行谈

判。而从这一阶段开始，婚姻的主要推动力来自英

国内部，但此时两国就各自的宗教信仰产生分歧，

并各守己见。马克西米连坚持查理及其家眷应被

允许“自由的宗教活动”，而一向对宗教淡漠的伊丽

莎白则坚持“任何人都不允许公开或私下举行与国

家的法律相违背的宗教仪式”。[4]二者就宗教分歧

展开了拉锯战，最后在1565年，马克西米连放弃了

这一婚姻，第二阶段至此结束。至此，神圣罗马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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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对这桩婚姻已经失去了兴趣，但是伊丽莎白却积

极起来。从1566年开始，伊丽莎白开启了了第三阶

段的谈判。这一时期，伊丽莎白派遣特使出使奥地

利，努力促使婚姻谈判，最后双方于1567年10月就

宗教问题达成妥协，似乎这一桩婚姻可以圆满完

成，但是天意弄人，伊丽莎白还是拒绝了。1567年

12月，伊丽莎白写给特使的一封信宣告了婚姻谈判

的彻底结束。

显而易见，伊丽莎白与查理大公的婚姻谈判也

只是一个幌子，她也只是利用这次的婚姻谈判来维

持英西关系，为英国支持苏格兰“公理会”稳定后

方，保证西班牙不会干涉苏格兰事务。而伊丽莎白

与1567年结束谈判，是由于国外形势发生了极具的

变化——尼德兰爆发了资产阶级革命，所以伊丽莎

白不得不转变外交策略。从此，伊丽莎白的联姻外

交就由联西抑法转向了联法制西。

三 联法制西
1567年，西属尼德兰爆发了资产阶级革命，宗

主国自然派兵进行镇压。而此时的英国，却在暗地

里援助尼德兰的领袖奥兰治?威廉，因为对于英国来

说，“一支强大的西班牙军队完全控制尼德兰至少

像一支强大的法国军队控制苏格兰那样可怕”。[3]

P116而同样，西班牙控制尼德兰对法国来说也十分

不利，因为，“尼德兰边界离巴黎不足8英里，并几乎

没有什么天然屏障”，一个如此强大的对手就在自

己的后院附近，法国的担忧并非空穴来风。此外，

由于在过去与法国的战争中，伊丽莎白发布了捕拿

特许状，海盗势力空前增强，在海上横行无阻，不仅

打击了法国实力，也造成了尼德兰货船经常被劫，

损失很大，导致英西间矛盾日益尖锐。自然而然，

对于尼德兰革命爆发后的英国，西班牙由盟友变成

了敌人，而法国则由敌人变成了盟友，历史角色的

转换，或许原本就如此简单。

从此，英法就走上了联姻的道路。伊丽莎白以

个人婚姻问题为筹码来联合法国共同对抗西班牙，

而其第一个联姻对象，就是法国的安茹公爵。

1569年8月，伊丽莎白一改之前对待与安茹公

爵联姻事件的冷淡态度，明确表示，她欢迎与法国

王室的联姻。伊丽莎白这一做法得到了英国王室

诸多大臣的支持。从1570年开始，英法就伊丽莎白

与安茹公爵的婚姻进行谈判，但是，最终由于宗教

信仰方面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谈判陷入僵局

——这是伊丽莎白在联姻外交方面一贯使用的伎

俩，极力强调自身本不重视的宗教信仰，以此来拖

延谈判时间，而其最终目的也会顺利达到。最终的

结果是，虽然英法间的联姻结盟没有达到，但是两

国间的联合，却以布鲁瓦条约的签订而长期地维持

了下来。

从那以后直到1575年，国际形势对英国来说一

直是十分有利的——布鲁瓦条约的签订使英法联

盟的名义得以长期保持；而法国国内的几次内战，

也大大削弱了法国的实力；再加上布里斯托尔条约

恢复了英西关系，至此，只有尼德兰问题依然困扰

着伊丽莎白一世政府。事实上，面对尼德兰问题，

伊丽莎白一贯坚持的就是均衡政策，即“恢复尼德

兰在查理五世时期的半独立地位，西班牙的宗主权

仍然维持；防止法国染指尼德兰”。[7]为了使局势向

自己预期的那样发展，伊丽莎白女王再一次在各国

面前展现了她高超的外交技艺。

尼德兰革命爆发之后，法国的阿朗松公爵开始

逐渐干涉尼德兰事务，这是伊丽莎白不能容忍的。

为了弱化法国势力，伊丽莎白再一次以自己的婚姻

为筹码，企图达到使阿朗松为英国服务的目的。从

1572年至1576年，伊丽莎白主动与阿朗松进行婚姻

谈判，但是结局可想而知。但是到1578年，这一桩

婚姻又被人们提起，原因很简单，双方都想再次利

用这一联姻为各自服务。一方面，阿朗松希望在推

进尼德兰的计划中，能获得伊丽莎白政府的支持；

另一方面，伊丽莎白希望借助阿朗松，成为在尼德

兰对抗西班牙的有效力量。但是，还是由于宗教问

题（当时正值英国天主教势力兴风作浪之时），这一

桩婚姻受到大多数枢密院大臣的反对，而伊丽莎白

又不愿与臣民过度为敌。到1579年11月，这一桩

婚姻又一次不了了之。

1580年是多事之秋，这一年，英国面临着严峻

的国内外形势，特别是欧洲大陆局势的变故给英国

带来了严重的打击。2月，葡萄牙国王亨利去世，西

班牙腓力二世继承葡萄牙的王位。这一事件带来

的影响不仅仅是扩大了西班牙版图，更为重要的

是，随着西班牙合并葡萄牙，西班牙的财政、军事实

力也随之大大地增强，而这极大地威胁着英国。“当

时腓力二世接管了葡萄牙王室海军——12艘战斗

大帆船,包括其船坞和谙熟海洋的水手，加上西班牙

自己的海军力量，就拥有了可以与英国王家海军抗

衡的远洋舰队”。[3]P165与此同时，尼德兰局势也恶化

了，对于英国来说，这无疑是雪上加霜。在如此困

难的局面下，仅仅搁浅了几个月的与阿朗松的联姻

问题第三次被提上日程。这一次，与阿朗松的婚姻

谈判受到英国政界的普遍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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毋庸置疑，这场政治联姻背后，错综复杂的利

益关系，使这桩婚姻夹杂了太多的非情感因素。就

伊丽莎白政府而言，她希望法国支持阿朗松在尼德

兰的事业，从而使法国陷入对西战争之中，这样对

抗西班牙的同时，又可以避免英国自身公开陷入战

争；而法国也希望借此机会，使伊丽莎白政府承担

阿朗松的事业，从而成功摆脱阿朗松这一不稳定分

子。由于各执己见，双方的谈判从一开始就陷入了

僵局。正在此时，由于获悉法国凯瑟琳太后打算与

西班牙结盟的消息，伊丽莎白便将目标直接转向了

阿朗松本人。

1581年8月中旬，阿朗松率兵成功占领了尼德

兰的弗兰德地区。但苦于得不到法王的资助，很难

有任何大的举动。在这紧要关头，伊丽莎白向阿朗

松提供了3万镑贷款，这一雪中送炭的举措轻易地

拉拢了阿朗松，更成功地打破了太后凯瑟琳的法西

联姻计划。当年10月，阿朗松到英国寻求进一步的

帮助。此后阿朗松在英国的3个月，在史学界被认

为是伊丽莎白整个联姻外交的最高峰。因为不管

之前伊丽莎白与多少个国家进行婚姻谈判，但伊丽

莎白一直没有表现出太强烈的感情——与其结婚

的想法，但是这一次，伊丽莎白一反常态的表现令

人讶异。1581年11月22日，“伊丽莎白与阿朗松以

及法国大使等人在白厅的长廊上行走时，伊丽莎白

当众吻了阿朗松，并与他交换了戒指”，[8]并告诉身

边的法国大使，阿朗松将会成为她的丈夫。而这一

举措，使法王亨利三世看到法英联姻的希望，从而

成功地增加了英法谈判的筹码，也向腓力二世显示

了英法之间的团结，使他不敢对英国轻举妄动。

四 结语
近代国际关系，勾心斗角，纵横捭阖间，唯一不

变的，是至高无上的国家利益。伊丽莎白前期的联

姻谈判，完全是为其外交政策——维持欧洲大陆的

法国与西班牙间的势力均衡，以保证英国的安全服

务的。归根结底，伊丽莎白的联姻外交只是一种维

持欧洲大陆均势，避免英国公开对外战争，从而获

得和平坏境来发展、强大自身的均势外交手段。而

伊丽莎白则将这种手段运用得如火纯青，最终使英

国走上了正确发展的轨道。

伊丽莎白一世时期的联姻外交，为英国的发展

赢得了良好的国内外坏境，提升了本国的经济和军

事实力，有助于使英国从一个相对弱小的国家，发

展为一个在不久的将来足以同强大的海上霸主西

班牙相抗衡的国家，为英国在之后资本主义道路上

迅速发展奠定了基础。因此，从历史发展的贡献上

来说，伊丽莎白一世不愧是一位伟大的君主，而她

卓越高超的联姻外交技巧，必将作为浓重的一笔而

永载史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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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acing severely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situation, Elizabeth abandoned the traditional foreign

policy and adopted the diplomacy of balance of power, in which the marriage negotiation was applied as an

instrument of diplomacy policy, in the beginning of Elizabeth I ascending the throne. In the first decade of

Elizabeth's domination, France is the main club to the United Kingdom, so Elizabeth has adopted the policy of

combining Spain to restrain France. When Spain became a British enemy, the British turned to the matrimony

diplomacy of the West of combining France to control Sp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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