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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塞留的海权思想与法国近代
海权的形成

胡德坤１　 李　 想１

（１．武汉大学，湖北 武汉 ４３００７２）

摘要： 同作为陆海复合型国家，法国近代海权形成过程对我国海洋强国建设有重要的参考价

值。 １７ 世纪初，应法国建设强大海洋国家的时代需要，法国首相黎塞留提出并践行了独具特色

的海权思想，其海权思想主要体现为系统的海军战略思想和海军战略理论，内容涵盖对海上力

量的认识、海上力量的建设和海上力量的应用等三个方面。 黎塞留海权思想直接指导了法国

的海洋强国建设实践，推动了法国作为传统大陆国家的传统海洋观念和国防理念的更新，为法

国乃至世界海军战略的发展提供了启示。 黎塞留海权思想是世界范围内第一次由传统陆权国

家所提出的系统的海权思想，其内容不仅对其他“滨海的陆海复合型国家”破解其自身“在海权

发展上面临的两难困境”提供了启示，也为传统海洋强国提供了参考。
关键词：法国；黎塞留；海权；海军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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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２０１７⁃０９⁃２３；修订日期：２０１７⁃１０⁃２５。
基金项目：本文系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世界海洋大国的海洋发展战略研究”（１６ＪＺＤ０２９）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胡德坤（１９４６—），男，湖北随州人，武汉大学中国边界与海洋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领土主权与海洋权益协同创新中心

主任、首席专家，主要研究方向：第二次世界大战史、中日战争史和大国海洋史、中国海疆史；李想（１９８４—），男，湖北仙桃人，武汉大学中

国边界与海洋研究院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法国海洋史及法国海洋战略。
①　 Ｈｅｎｒｉ Ｌｅｇｏｈéｒｅｌ， Ｈｉｓｔｏｉｒｅ ｄｅ ｌａ Ｍａｒｉｎｅ Ｆｒａｎçａｉｓｅ， Ｐｒｅｓｓｅｓ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ａｉｒｅｓ ｄｅ Ｆｒａｎｃｅ， １９９９， ｐ．２０．

在世界近代史上西方国家相继走上海洋强

国之路，大多是通过海权的确立而得到迅速发

展的，法国也不例外。 法国是一个陆海兼备的

国家，它对海洋的认识、对海权的追求不亚于英

国等海洋国家。 法国海权的建立是法国近代历

史演变的产物。 近代法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渴求

海外资源和市场，推动着法国向海洋发展，这种

趋势的发展催生了一位杰出的海权思想家和实

践家黎塞留（Ｒｉｃｈｅｌｉｅｕ）。
黎塞留被称为“法国海军之父”和“法国现

代海洋政策的奠基人”。①他在担任法国首相期

间，通过创建法国历史上第一支常备海军，发展

海外贸易和开拓殖民地，构建近代化的海事和

海军管理体制，指挥海军参与对西班牙的作战，
开启了法国海洋强国建设的历史进程。 在对海

洋问题的长期思考与政策实践中，黎塞留形成

了独具特色的海权思想，在其所著的《政治遗

嘱》（Ｔｅｓｔａｍｅｎｔ Ｐｏｌｉｔｉｑｕｅ）中进行了系统的阐释。
黎塞留是法国历史上第一个系统提出海军

战略的思想家，他论证了法国建设强大海上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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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并指明了其实施路径，更
新了法国人传统的海洋观念和国防理念，不仅

为法国近代海权建设提供了理论指导，也为其

他国家海军战略的发展提供了启示。
本文拟从时代背景、主要内容、历史影响等

角度对黎塞留的海权思想进行阐释和分析。

一、黎塞留海权思想的形成

时势造英雄。 黎塞留所处时代的特殊历史

背景为海权思想的形成与发展创造了条件。
法国海上事业的不断发展对建设强大海军

保护其海上利益提出了要求。 １５ 世纪末的地理

大发现极大地拓展了法国人的海洋视野。 法国

布列塔尼地区的渔民早在 １５００ 年左右便开始

赴北美海域捕鱼。 １５３４ 年，法国人雅克·卡地

亚（Ｊａｃｑｕｅｓ Ｃａｒｔｉｅｒ）奉国王弗朗索瓦一世之命对

北美地区进行了探险并试图建立殖民地。① 随

着欧洲商品经济的不断发展，法国沿海地区的

海上贸易活动日趋活跃。 １５３６ 年以后，马赛等

地中海城市的海外贸易因受益于法国商人在土

耳其获得的贸易特权而日益繁荣。 １６ 世纪中

叶，法国生产的粗呢绒、亚麻布、葡萄酒、谷物、
盐等商品开始经由南特、波尔多、拉罗谢尔等港

口远销世界各地。 亨利四世时期，法国执行重

商主义政策，通过大力发展海外贸易摆脱了胡

格诺战争（１５６２—１５９８ 年）造成的严重财政困

境。 但直至 １７ 世纪初法国也没有建立常备海

军，薄弱的海上力量无法对其范围和规模不断

扩大的海上利益形成有效的保护。
１７ 世纪初，法国沿海同时受到西班牙和英

国两大海上强国的威胁。 统治着西班牙的哈布

斯堡王室的领土遍布法国周边，不仅在陆地上

形成了“地缘政治上对法国安全的威胁”，②而且

在海上凭借其庞大舰队和位于大西洋及地中海

的众多海上基地直接威胁法国沿海。 来自英国

的威胁同样不可小觑。 正如黎塞留在《政治遗

嘱》中所指出的，“英国人凭借其强大的海上力

量，可以毫发不伤的登陆我们的岛屿和沿海地

区，可以趁我们虚弱的时候干预我们”，但由于

自身“特殊的地理位置，英国不担心其他的国家

入侵”。③ 面对来自海上的威胁，法国“必须要拥

有海军，并且是一支强大的海军”。④ 在法国国

内，从 １６２１ 到 １６２８ 年，西部沿海的普瓦杜地区

的新教徒在英国的支持下频繁煽动叛乱，严重

威胁着法国的国家统一和政权稳固，而法国“当
时完全没有属于国家的海军力量，国内唯一拥

有海军力量的是普瓦杜地区的新教徒，他们还

拥有稳固的海军基地。”⑤由于海上力量处于劣

势，法国政府军很难对盘踞在拉罗谢尔港的叛

军实施海上封锁和进攻，围城平叛的战事异常

艰苦。 法国历史学家菲利普·马松认为“拉罗

谢尔的围城事件给黎塞留上了沉重一课，也构

成了其政策的转折点，因为他认识到，即便是处

理国内的问题，一支舰队同样十分重要。”⑥

法国国民海洋意识的觉醒使法国国内要求

建设强大海军保护海洋事业的呼声更加强烈，
也为黎塞留海权思想的形成创造了条件。 在法

国海洋事业不断发展的同时，葡萄牙、西班牙、
荷兰、英国等国先后通过发展海上事业实现了

国家的崛起，这更加使法国国内部分有识之士

认识到海洋在国家发展中的重大意义。 黎塞留

本人就曾在《政治遗嘱》中揭示，“富裕的荷兰就

是一小撮处在陆地边缘的人，……他成功的秘

诀就是———航海”，“热那亚，同样也就两块破石

头，但是靠大宗贸易成为了意大利最富裕的城

邦。”⑦所以“一个国家即便是一贯使用战争的方

式来开疆扩土，也必须要通过贸易的方式在和

平时期致富。”⑧１６２４ 年，著名机械工程师杜·诺

耶·德·圣马尔提（Ｄｕ Ｎｏｙｅｒ Ｄｅ Ｓａｉｎｔ－Ｍａｒｔｉｎ）向

０１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Ｈ．Ｅ． Ｊｅｎｋｉｎｓ， Ｈｉｓｔｏｉｒｅ ｄｅ ｌａ Ｍａｒｉｎｅ Ｆｒａｎçａｉｓｅ ： Ｄｅｓ Ｏｒｉｇｉｎｅｓ
à Ｎｏｓ Ｊｏｕｒｓ， Ｅｄｉｔｉｏｎｓ Ａｌｂｉｎ Ｍｉｃｈｅｌ， １９７７， ｐ．３９．

［美］基辛格著，顾淑馨、林添贵译：《大外交》，海南出版

社，２０１２ 年版，第 ４５ 页。
Ｒｉｃｈｅｌｉｅｕ， Ｔｅｓｔａｍｅｎｔ Ｐｏｌｉｔｉｑｕｅ， Ｈ． Ｃｈａｍｐｉｏｎ， ２０１２， ｐ．２８９．
同①， ｐ．２６。
Ｐｈｉｌｉｐｐｅ Ｍａｓｓｏｎ， Ｈｉｓｔｏｉｒｅ ｄｅ ｌａ Ｍａｒｉｎｅ， Ｌａｖａｕｚｅｌｌｅ， １９９２，

ｐ．３４．
同⑤， ｐ．４０。
同③。
同③， ｐ．２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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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王路易十三建言，“一切财富和伟大都来自于

海洋”。① 黎塞留的密友航海家哈兹利兄弟（Ｒａ⁃
ｚｉｌｌｙ）一直鼓吹法国发展海上贸易和开拓殖民

地，并提出了“谁控制了海洋，谁就会在陆地上

拥有巨大的权力”②的著名论断。 法国历史学家

亨利·勒戈尔荷（Ｈｅｎｒｉ Ｌｅｇｏｈéｒｅｌ）认为，“正是

在对上述这些观念进行系统总结和深入思考的

基础上，黎塞留最终得出了与哈兹利兄弟类似

的结论”，从此“将海上的强大视为打开国家政

治强大和经济繁荣之门的钥匙”。③

在法国历史发展对海权呼唤的背景下，海
权思想家和理论家黎塞留应运而生。

黎塞留全名阿尔芒·让·迪普莱西·德·
黎塞留（Ａｒｍａｎｄ Ｊｅａｎ ｄｕ Ｐｌｅｓｓｉｓ ｄｅ Ｒｉｃｈｅｌｉｅｕ），
１５８５ 年 ９ 月 ９ 日出生于法国巴黎一个与海洋颇

有渊源的穿袍贵族家庭，１６１４ 年以神职人员身

份参加三级会议并正式进入政坛，１６２２ 年当选

法国红衣主教，自 １６２４ 年 ８ 月开始担任法国首

相直至 １６４２ 年底去世，长达 １８ 年。
早在 １６１７ 年参加显贵会议（Ａｓｓｅｍｂｌｅｅ ｄｅｓ

Ｎｏｔａｂｌｅ）期间，黎塞留已表现出了对海军问题的

特别关注。④ １６２４ 年，黎塞留就任首相伊始就购

置了 ６ 艘小型军舰并且选定布拉文作为舰队基

地，从而创建了近代法国海军的雏形。 １６２６ 年，
黎塞留设立了航海与贸易总监（Ｇｒａｎｄ－ｍａîｔｒｅ ｄｅ
ｌａ Ｎａｖｉｇａｔｉｏｎ）⑤一职，全面负责法国的海军、航
运和海上贸易事务，并亲自担任总监，“使得法

国有史以来第一次拥有了中央集权的海事政治

和行政结构，也为未来的国家海务秘书一职创

造了草样。”⑥法国学者普遍认为，“如果说法国

陆军的常备化始于查理七世时期，那么海军的

常备化就始于路易十三时期。”⑦１６２８ 年黎塞留

开始扩建法国海军并着力提升海军的舰船和装

备制造能力及后勤保障水平。 １６３６ 年，法国正

式参加三十年战争（１６１８—１６４８ 年），黎塞留创

建的法国海军在大战中多次击败西班牙舰队，
成为法国赢得战争最终胜利的决定性因素

之一。
在创建、发展和应用法国海军的同时，黎塞

留也重视法国海上贸易和航运业的发展，并支

持法国在美洲开拓殖民地。 至其晚年，黎塞留

“基本划定了法国的殖民地轮廓线，扩大了海员

和贸易商在海上的活动范围”。⑧ 英国学者杰肯

斯（Ｈ．Ｅ． Ｊｅｎｋｉｎｓ）认为，“黎塞留的伟大不仅在

于建立了海军，而且在于未来的法兰西帝国将

诞生于他的成果中。”⑨

黎塞留在晚年撰写了《政治遗嘱》一书，又
名《给法国国王的遗言》（Ｔｅｓｔｅｍｅｎｔ ａ ｌＵｓａｇｅ ｄｕ
Ｒｏｉ ｄｅ Ｆｒａｎｃｅ），他在该书中对自己在政治、经
济、军事、外交等方面的政治理念和战略构想进

行了全面系统的总结和阐释，以供后世政治家

参考。 《政治遗嘱》全书共分八章，在其中的第

六章和第七章，黎塞留分别以“海军”和“海上贸

易”为主题就自身的海权思想进行了系统阐释。
在书中，黎塞留竭力主张法国具备发展海军、海
上贸易及航运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并针对法国

海军的建设和行动问题提出了系统的海军战略

思想和海军战略理论。 这部书集中体现了黎塞

留的海权思想，堪称法国海权思想史上的里

程碑。

二、黎塞留海权思想的主要内容

黎塞留海权思想是经由黎塞留本人所陈述

的或者根据其实践所总结出的，用于指导法国

海上力量的发展和行动，保障法国海洋利益和

国家安全的总体方略与思想原则，具体体现为

系统的海军战略思想和海军战略理论，主要包

１１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Ｈｅｎｒｉ Ｌｅｇｏｈéｒｅｌ， Ｈｉｓｔｏｉｒｅ ｄｅ ｌａ Ｍａｒｉｎｅ Ｆｒａｎçａｉｓｅ， Ｐｒｅｓｓｅｓ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ａｉｒｅｓ ｄｅ Ｆｒａｎｃｅ， １９９９， ｐ．２１．

Ｌｏｕｉｓ Ｎｉｃｏｌａｓ， Ｈｉｓｔｏｉｒｅ ｄｅ ｌａ Ｍａｒｉｎｅ Ｆｒａｎçａｉｓｅ， Ｐｒｅｓｓｅｓ Ｕｎｉ⁃
ｖｅｒｓｉｔａｉｒｅｓ ｄｅ Ｆｒａｎｃｅ， １９７３， ｐ．２０．

同①。
Ｒｉｃｈｅｌｉｅｕ， Ｔｅｓｔａｍｅｎｔ Ｐｏｌｉｔｉｑｕｅ， Ｈ． Ｃｈａｍｐｉｏｎ， ２０１２， ｐ．２８９．
该职务除了负责海军以及航运贸易等事务外，还负责海

上司法，于 １６６９ 年被撤销。
同①， ｐ．２３。
Ｐｉｅｒｒｅ Ｃａｓｔａｇｎｏｓ， Ｒｉｃｈｅｌｉｅｕ Ｆａｃｅ à ｌａ Ｍｅｒ， Ｏｕｅｓｔ⁃Ｆｒａｎｃｅ，

１９８９， ｐ．１００．
Ｐｈｉｌｉｐｐｅ Ｍａｓｓｏｎ， Ｈｉｓｔｏｉｒｅ ｄｅ ｌａ Ｍａｒｉｎｅ， Ｌａｖａｕｚｅｌｌｅ， １９９２，

ｐ．５６．
Ｈ．Ｅ． Ｊｅｎｋｉｎｓ， Ｈｉｓｔｏｉｒｅ ｄｅ ｌａ Ｍａｒｉｎｅ Ｆｒａｎçａｉｓｅ ： Ｄｅｓ Ｏｒｉｇｉｎｅｓ

à Ｎｏｓ Ｊｏｕｒｓ， Ｅｄｉｔｉｏｎｓ Ａｌｂｉｎ Ｍｉｃｈｅｌ， １９７７， ｐ．３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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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对海权的认识、海上力量的建设、海上力量的

应用等三方面内容。

２．１　 对海权的认识

对海权的重要性和法国建设强大海上力量

的可行性的认识是黎塞留建设和发展强大海权

的理论出发点。
作为传统陆权国家，法国国民海洋意识薄

弱，贵族们更是长期鄙视商业，不愿从事具有冒

险性的海洋经济活动，①这导致法国在历史上长

期忽视海上力量的建设。 针对这一现实，黎塞

留首先从安全利益和发展利益的角度论证了法

国建设强大海权的必要性。 如前文所述，黎塞

留认为从安全角度，只有拥有强大海军，法国才

能抵御英国和西班牙的海上威胁，并对其他国

家形成威慑。 同时，黎塞留还将海军视为国家

平时繁荣和强大的重要基石。 正如菲利普·马

松所言，“从黎塞留 １６２８ 年腾出手来建设海军

开始，海军就将担负第一流的角色。 在其设想

中，海军既是战略工具，又是王国经济发展的基

础，……海军在平时不仅可以保护国家的海上

贸易，整合国家分散的领土，还能够作为外交威

慑的重要工具”。② 总而言之，在黎塞留看来，
“大海是留给所有人的遗产”，同时也是一个“权
力不甚明朗的世界” “要想获得大海，只有拥有

力量。”③可见，黎塞留对海权战略价值的认识已

经突破了传统的军事层面，上升至国家大战略

层面。 法国海军学者路易·尼古拉斯 （ Ｌｏｕｉｓ
Ｎｉｃｏｌａｓ）也认为，“黎塞留是根据法国的经济和

政治来规划海军角色的”。④

此外，黎塞留还从自然地理条件、人力和自

然资源禀赋等方面对法国建设强大海上力量的

可行性进行了论证。 他指出，“大自然似乎给了

法国成为海洋帝国的条件，因为法国海岸线漫

长且在地中海和大西洋两片海域都给予了法国

良港”，而且法国以海为生的人员众多，海事人

员“多信奉天主教”，易于管理，且“工匠在法国

的生活成本极低”。 最后，法国不仅自身盛产亚

麻和大麻等造船材料，而且可以通过向北欧出

口产量丰富的红酒、农产品和纺织品来换取木

材、铜、沥青和煤炭等海军战略物资。 所以，“没
有哪个欧洲国家比法国更有条件制造军舰”和

发展海军。⑤

２．２　 海上力量的建设

关于海上力量的建设，黎塞留主要从海军

的战略地位、海军的规模与功能的设定以及商

业在海军建设中的作用等角度出发，探讨了如

何建立一支强大的海军；在具体政策实践中，针
对海军的建设，黎塞留还提出并践行了建立独

立自主的海军工业体系和后勤保障体系以及加

强对海军专业人才的培养等的战略构想。
基于对海上力量重要性的认识，黎塞留不

仅强调“国王要想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就要不

仅在陆上强大，在海上同样要十分强大”，⑥而且

力主提升海军的战略地位，使“海军战略与陆军

战略彼此独立，共同融入到国家整体战略之

中”。⑦ 因此，自 １６２６ 年起，黎塞留逐步完成了

对法国中世纪遗留下来的海事和海军管理体制

的近代化改造，“构成了未来海军部、中央海事

行政管理机构以及总参谋部的雏形”，⑧使得法

国海军从建立之日起就成为一支独立于陆军、
具备独立管理机构和指挥机构、享有独立战略

地位的国防力量。
在要求建立强大常备海军的同时，黎塞留

并不主张盲目扩大舰队规模，而是明确要求根

据国家的经济承受能力和海军的任务需要，将
舰队规模保持在“必须要保证其维持成本小于

其收益”的水平。⑨ 因此，他建议将法国的主力

战舰规模维持在 ８０ 艘左右，一方面这一规模完

全可以满足法国海军的战略需求，因为其足以

２１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郭少琼：“路易十四统治时期法国海军建设及其启示”，
《太平洋学报》，２０１７ 年第 ２ 期，第 ９４ 页。

Ｐｈｉｌｉｐｐｅ Ｍａｓｓｏｎ， Ｈｉｓｔｏｉｒｅ ｄｅ ｌａ Ｍａｒｉｎｅ， Ｌａｖａｕｚｅｌｌｅ， １９９２，
ｐｐ．４０－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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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ｏｕｉｓ Ｎｉｃｏｌａｓ， Ｈｉｓｔｏｉｒｅ ｄｅ ｌａ Ｍａｒｉｎｅ Ｆｒａｎçａｉｓｅ， Ｐｒｅｓｓｅｓ Ｕｎｉ⁃

ｖｅｒｓｉｔａｉｒｅｓ ｄｅ Ｆｒａｎｃｅ， １９７３， ｐ．１９．
同③， ｐ．３０５。
同③。
同②， ｐ．４２。
同④， ｐ．２１。
同③， ｐ．２９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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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衡与西班牙之间的力量对比，并且对其他国

家构成威慑，而且每年仅需从中抽调部分兵力

即可完成护航和打击海盗等战略任务，另一方

面这一规模下的海军支出仅仅为每年 ２５０ 万里

弗尔，该费用远低于法国在黎塞留时期每年 ４００
万里弗尔的海军预算承受能力，所以“比起收

益，他们的花费微乎其微”。①

对于海军的功能建设，黎塞留主张因地制

宜，根据海军的战略任务及其执行任务的环境

来配置海军舰型、装备和人员，以确保其功能适

用。 在具体实践中，黎塞留将法国海军分为地

中海舰队和大西洋舰队两支分舰队，并强调“为
了有法有方的实现对大海的控制，首先有必要

将大西洋和地中海区别对待。”②他选定机动灵

活、能够适应无风环境的桨帆战舰作为地中海

舰队的主力舰型，而将体量庞大、航程较远的圆

形风帆战舰作为大西洋舰队的主力舰型，并为

两支舰队分别配置不同的装备和人员。 在实战

中，黎塞留还多次对两支舰队的舰型、装备、规
模和人员进行调整，以适应舰队不断变化的作

战任务和任务环境。
黎塞留认识到了海军与商业之间的相互依

存关系，并明确指出 “商业是海上力量的支

柱。”③他将商业对海军建设的意义归纳为四点。
一是商业发展能为海军提供资金支持。 二是商

业和航运“养活了很多工匠艺人，同时也储备了

大量水手，一旦开战就能有用”。④ 三是商业能

够带动相关工业，特别是国营工场的发展，“只
要他们常年开工，国家的军舰数量就不会丝毫

减少。”⑤四是可以通过海上贸易和航运从别国

进口法国海军建设中所必需的各类短缺物资，
例如北欧的铁矿和火炮等。 所以他指出：“海上

贸易不仅是有好处，而且是必须的”。⑥ 为充分

发挥商业对海军建设的推动作用，一方面，黎塞

留鼓励和保护海上贸易和航运业的发展。 法国

政府 在 １６２９ 年 颁 布 的 《 米 肖 法 案 》 （ Ｃｏｄｅ
Ｍｉｃｈａｕ）中明文规定：“贵族从事商业和海事无

需丧失其爵位”，并且“平民企业主在造出 ２００
吨以上大船并将之武装用于商业满五年后，可
以被授予贵族爵位”，同时“不允许任何出口商

品用外国船只运输，法国港口间的沿海航运必

须由法国船只负责”。⑦ 另一方面，黎塞留主张

通过国家力量直接扶持商业和航运的发展并推

动其实现与海军之间的良性互动。 黎塞留积极

效仿英国和荷兰成立垄断性大型贸易公司，如
１６２６ 年成立的莫尔比昂百人公司（Ｃｅｎｔ⁃Ａｓｓｏｃｉｅｓ
ｄｕ Ｍｏｒｂｉｈａｎ）不仅享有在加拿大、安地列斯群

岛、斯堪的纳维亚、莫斯科和汉堡的贸易特权，
甚至拥有自己的港口、船队和学校。⑧ 此外，他
还在《政治遗嘱》中建议，“由政府出资建造船

只，然后低价销售给商船主经营，但要求其保证

不将船只转卖给他国，并保证在战时将船只用

于为国家服务。”⑨菲利普·马松认为，“把商业

的发展和海军力量的发展联系到一起是黎塞留

的重大思想贡献。”

黎塞留始终将拥有完善的后勤保障体系和

独立自主的海军工业体系视为确保法国海军长

期稳定发展的基本前提。 早期的法国海军港口

设施陈旧、物资紧缺、后勤管理体制混乱，舰船

和装备的供应主要依赖荷兰、英国和北欧国家。
为改变这一现状，一方面，黎塞留着力为法国海

军建立近代化的后勤管理体系。 他先后开辟土

仑、布雷斯特、勒阿弗尔和布鲁阿格等四个港口

为法国的海军基地，并着手加强各大港口的基

础设施建设和物资储备，同时完善港口的行政

管理体制。 以布鲁阿格港为例，他命著名工程

师皮埃尔·德阿昂古 （ Ｐｉｅｒｒｅ ｄＡｒｇｅｎｃｏｕｒｔ） 从

１６３０ 到 １６４０ 年负责对该港进行改造，修建大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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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制并最终失败，见 Ｐｈｉｌｉｐｐｅ Ｍａｓｓｏｎ， Ｈｉｓｔｏｉｒｅ ｄｅ ｌａ Ｍａｒｉｎｅ， Ｌａ⁃
ｖａｕｚｅｌｌｅ， １９９２， ｐ．５４。

同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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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的城堡防御体系、仓库和工场，至 １６４２ 年，布
鲁阿格已经从一个小渔港变成可以容纳 ６ ０００
军人入驻的大型军港，并成立了以海军专员为

首的完善的行政管理机构对军港进行管理。 另

一方面，黎塞留大力兴建国营的大型造船工场

和铸炮场，并加强对海军舰船和装备技术研发

的支持。 黎塞留时期，南特、土仑、布雷斯特、勒
阿弗尔等地的国营海军工场都得到了巨大的发

展，法国海军舰船和装备的设计及制造水平也

得到了迅速提升，１６３８ 年，位于南特的造船场自

行设计并建造了法国第一艘装备 ７２ 门火炮的

风帆巨舰“皇冠号”（Ｃｏｕｒｏｎｎｅ）。
面对法国海军起步较晚，人才匮乏的困局，

黎塞留主张设立海军学校为法国海军培养专门

人才。 如《米肖法案》中明文规定法国必须建立

一所水文学校。 尽管开办海军学校的计划最终

没有得到落实，但是黎塞留还是成功举办了第

一期 “法国海军上将训练营” （ Ｃｏｍｐａｇｎｉｅ ｄｅｓ
Ｇａｒｄｅｓ ｄｅ ｌＡｍｉｒａｌ ｄｅ Ｆｒａｎｃｅ），让 １８ 个年轻贵族

接受了培训，这期训练营不仅成为路易十四时

期海军军官学校（Ｅｃｏｌｅ ｄｅｓ Ｇａｒｄｅｓ ｄｅ ｌａ Ｍａｒｉｎｅ）
的雏形，也成为日后影响重大的法国海军学校

（Éｃｏｌｅ Ｎａｖａｌｅ）的始祖。① 除军事人才外，黎塞

留也注重对军工技术人才的引进和培养。 在其

执政时期，黎塞留从弗兰德斯和敦克尔刻等地

招募大量造船工匠赴法国船厂指导生产，同时

要求法国国内造船木工均应赴荷兰和意大利

学习。②

２．３　 海上力量的应用

在《政治遗嘱》中，黎塞留分别就海军在战

争、平时护航和外交等三个领域中的应用问题

进行了探讨。
针对海军在战争中的应用，黎塞留主要提

出了争夺制海权、封锁敌方海岸和开展劫掠战

等三个方面的战略设想。 此前，法国临时组建

的海军在战争中主要承担海岸防御任务，其战

略作用实质是将沿岸的要塞防御体系向海平面

延伸，以增加要塞防御的范围、纵深以及机动

性。 黎塞留并不否认这一作战方式的战略价

值，他认为“只要使用得当，海军会是一个保卫

我们陆地或海洋的移动碉堡，其保护效果比封

存在要塞中的静态的防御要好”，③但他同时强

调“没有什么是这支舰队所不能做的”，④“海军

绝不能仅仅只是用于沿岸防御和小航海，而应

该是为国家的大战略服务的工具”。⑤ 三十年战

争中，基于对战略形势的分析，黎塞留发现“西
班牙领土分散多地，且被大海隔绝，一旦被切断

联系，西班牙帝国就会难以为继，自行解体”。
同时，“西班牙的生命线是殖民地，他最害怕这

些地方遭到攻击”，⑥所以只要在海上保持对西

班牙的袭扰，即便无法切断他的海上交通生命

线，也能迫使其将美洲的财力全部用于对海上

交通线和据点的防御，从而无法抽出力量对其

邻国进行陆上干涉。⑦ 此外，由于西班牙陆军在

远离本土的地区作战，对西地中海的补给路线

存在极大依赖，只要能控制西地中海并对其海

岸实施封锁就能迫使其陆军崩溃。 经过权衡，
他选择将争夺西地中海的制海权作为法国海军

的首要战略目标，同时要求舰队根据整体战略

需要伺机执行对敌海岸封锁、劫掠敌方商船以

及袭扰西班牙殖民地等战略任务。 根据其部

署，法国海军在战争中集中力量夺回了被西班

牙攻占的勒兰斯（Ｌｅｒｉｎｓ）群岛，并在格塔里亚

（Ｇｕｔａｒｉａ）等地击败西班牙舰队，一举夺取了西

地中海的制海权，不仅解除了西班牙对法国地

中海沿岸地区的威胁，而且扭转了法国在战争

初期所面临的战略劣势。 拥有地中海制海权

后，法国海军先后多次对意大利海岸和巴塞罗

那外海实施封锁，实现了切断西班牙陆军补给

和支持加泰罗尼亚地区反叛西班牙中央政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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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目标。① 菲利普·马松认为，在三十年战争

中“法国海军在伊比利亚半岛沿海和西地中海

发挥了重要作用，甚至在陆军的配合下发挥了

决定性的作用。”②黎塞留对制海权的追求和应

用，充分体现了其非凡的战略眼光，杰肯斯对此

评价，“毫无疑问，黎塞留理解了制海权的价值，
也考虑到了它在未来的重要性。”③

黎塞留要求法国海军不仅在战争中，而且

在平时也能担负维护法国商船和渔民的海上安

全和法国的海上权益的战略任务。 黎塞留在

《政治遗嘱》中明确指出，“肃清王国海域内的海

盗，保障海上安全”是法国海军的重要职责。④

事实上，１６２４ 年黎塞留为法国海军购置的第一

批军舰即是用于剿灭柏柏尔地区的海盗，他甚

至在《政治遗嘱》中就法国海军执行剿灭海盗和

护航任务的兵力部署和行动计划做出了具体的

安排。 除应对海盗的威胁，黎塞留还要求海军

在平时保障法国商船和渔船的权益免受他国侵

害。 １７ 世纪初，成长中的法国海洋权益频繁受

到他国特别是西班牙和英国的侵害，在 １６２６ 年

提交给显贵会议的报告中，黎塞留指出，“从

１６２２ 年开始，我们已经损失了 ３００ 条船。 很多

马赛的船只被非洲私掠船偷走或被西班牙扣押

或充公”。⑤ 黎塞留还抱怨，“英国人禁止我们的

渔民出海，干扰我们的贸易，并且监视我们的大

河入海口，对我们的商人征收重税。”⑥此外，他
还多次提到英国要求法国船只在英吉利海峡上

对英国船只降旗致敬并因此挑起“萨利事件”的
屈辱历史。⑦ 因此，他明确提出，面对这些侵害

行为，“要想复仇，唯有依靠海军”。⑧

针对海军与外交之间的互动关系，黎塞留

认为海军可以成为外交的工具，外交也能为海

军的建设和行动创造条件。 黎塞留主张充分发

挥海军在外交中的工具性作用，因为海军首先

是外交活动中的威慑性力量，他认为，“法国如

能保持一支规模庞大并且可以随时出海的舰

队”，就可以“使得所有轻视法国力量的国家害

怕。”⑨此外，海军也可以直接充当执行外交政策

的工具，特别是可以通过海军争取和强化与他

国的同盟关系，如“法国可以通过强大的地中海

舰队诱使原本被西班牙奴役的意大利王公们心

向法国”，还可以通过海军“增强与其盟友之间

的联系，并在必要时给予援助，那么不论多么遥

远，都能使之更加忠诚于法国”。 正如亨利·
勒戈尔荷所言，黎塞留将海军视为“一个基本的

政治和外交元素，没有他就没有大国强权”。

黎塞留还强调应充分利用外交为海军的建设和

行动服务。 他认为，外交活动在平时能够为法

国海军的建设营造有利的外部环境。 如在 １６３１
年，黎塞留不顾国内天主教徒的反对推动“法国

和瑞典巧妙地结盟，从而使法国得以获得北欧

的木材、铁矿、铜以及加农炮” 等重要造舰物

资。 他同时相信，在战时成功的外交政策可以

为海军赢得战略优势。 黎塞留举例说，“在战争

中即便西班牙借助其盟友武装 ５０ 艘桨船，我们

也可以借助那些恐惧西班牙集聚的力量的国家

来集聚更多的战舰。”在三十年战争中，他再次

力排众议与信奉新教的荷兰结盟。 美国著名学

者马汉认为，正因为“荷兰当时同法国结盟，荷
兰舰队……将西班牙舰队阻止在英吉利海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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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憾的是，尽管“将利用海军切断西班牙在大西洋的交通

线和袭扰西班牙殖民地作为击败西班牙的重要手段”，但是受实

力和技术的限制，黎塞留开展海上劫掠战的战略构想并未在这次

战争中得到充分的实践，菲利普·马松将之视为法国海军在此次

战争中的最大遗憾。 见 Ｐｈｉｌｉｐｐｅ Ｍａｓｓｏｎ， Ｈｉｓｔｏｉｒｅ ｄｅ ｌａ Ｍａｒｉｎｅ， Ｌａ⁃
ｖａｕｚｅｌｌｅ， １９９２， ｐ．６０。

Ｐｈｉｌｉｐｐｅ Ｍａｓｓｏｎ， Ｈｉｓｔｏｉｒｅ ｄｅ ｌａ Ｍａｒｉｎｅ， Ｌａｖａｕｚｅｌｌｅ， １９９２，
ｐ．６０．

Ｈ．Ｅ． Ｊｅｎｋｉｎｓ， Ｈｉｓｔｏｉｒｅ ｄｅ ｌａ Ｍａｒｉｎｅ Ｆｒａｎçａｉｓｅ： Ｄｅｓ Ｏｒｉｇｉｎｅｓ
à Ｎｏｓ Ｊｏｕｒｓ， Ｅｄｉｔｉｏｎｓ Ａｌｂｉｎ Ｍｉｃｈｅｌ， １９７７， ｐ．２９．

Ｒｉｃｈｅｌｉｅｕ， Ｔｅｓｔａｍｅｎｔ Ｐｏｌｉｔｉｑｕｅ， Ｈ． Ｃｈａｍｐｉｏｎ， ２０１２， ｐ．３０５．
Ｌｏｕｉｓ Ｎｉｃｏｌａｓ， Ｈｉｓｔｏｉｒｅ ｄｅ ｌａ Ｍａｒｉｎｅ Ｆｒａｎçａｉｓｅ， Ｐｒｅｓｓｅｓ Ｕｎｉ⁃

ｖｅｒｓｉｔａｉｒｅｓ ｄｅ Ｆｒａｎｃｅ， １９７３， ｐ．１７．
同④， ｐ．２８９。
１６０３ 年，法国大臣萨利公爵乘船代表亨利四世国王赴英

国参加詹姆斯一世的加冕典礼，在航行途中，前来迎接的英国军舰

要求萨利公爵乘坐的使船降旗，遭到了萨利公爵的拒绝，英舰随即

向法国使船开炮射击，此次事件引发了英法两国之间的外交风波。
同④， ｐ．２９１。
同④， ｐ．２９４。
同④， ｐ．２９７。
同④， ｐ．２９３。
Ｈｅｎｒｉ Ｌｅｇｏｈéｒｅｌ， Ｈｉｓｔｏｉｒｅ ｄｅ ｌａ Ｍａｒｉｎｅ Ｆｒａｎçａｉｓｅ， Ｐｒｅｓｓｅｓ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ａｉｒｅｓ ｄｅ Ｆｒａｎｃｅ， １９９９， ｐ．２２．
Ｍｉｃｈｅｌ Ｖｅｒｇｅ－Ｆｒａｎｃｅｓｃｈｉ， Ｄｉｃｔｉｏｎｎａｉｒｅ ｄ’ Ｈｉｓｔｏｉｒｅ Ｍａｒｉｔｍｅ

（Ｈ－Ｚ）， Ｔａｌｌａｎｄｉｅｒ， ２００７， ｐ．１２２４．
同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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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才得以将全部海军力量投入关键的地中海

战场。①

三、黎塞留海权思想对法国海权

发展的历史影响

　 　 作为法国历史上第一套系统的海军战略思

想和海军战略理论，黎塞留海权思想对法国人

海洋观念和国防理念的演进，法国近代的海权

建设以及法国海军战略思想的发展均产生了重

大而深远的影响。
首先，黎塞留海权思想对法国近代海权建

设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法国著名历史学家米歇尔·维尔吉·弗朗

西斯 （Ｍｉｃｈｅｌ Ｖｅｒｇｅ⁃Ｆｒａｎｃｅｓｃｈｉ） 将黎塞留誉为

“最早为法国规划海洋政策和全球海军政策的

法国政治家之一。”②法国学者 Ｅ·塔伊米特（Ｅ．
Ｔａｉｌｌｅｍｉｔｔｅ）也认为，黎塞留与同时代及后世众多

海洋战略学家有所不同之处就在于“他不仅自

创了海权理论，而且进行了最初的海洋政策实

践。”③黎塞留所提出的海军战略思想和战略理

论不仅直接在其本人所开启的法国最早的海权

建设实践中得到了应用，而且为后世，特别是柯

尔贝（Ｃｏｌｂｅｒｔ）时代的法国海权建设提供了重要

的理论指导。 更为重要的是，黎塞留时代的海

权建设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不仅给后世留下了

一个范本，而且为继承者留下了基础。”④可以

说，近代的法国海权就是根植于遵循黎塞留海

权思想所奠定的基础之上，并延续其所确立的

基本范式继续向前发展，这也使得黎塞留海权

思想对法国近代海权建设的影响更为深远。
其次，黎塞留海权思想推动了法国传统海

洋观念和国防理念的更新。
法国是一个以农业为基础的传统大陆国

家，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形态以及争霸欧陆的

传统战略思维造就了法国人淡漠的海洋观念和

保守的国防理念。 如亨利·勒戈尔荷所言，“在
黎塞留以前，还没有人这么坚定的证明法国需

要强大的海权，也没有人像他在《政治遗嘱》中
那样系统的归纳海洋战略思想”⑤。 黎塞留海权

思想的出现以及法国海军在对西班牙战争中所

取得的一系列胜利，促使法国人进一步认识到

海洋和海上力量的重要性，提振了其发展强大

海权的信心。 路易·尼古拉斯认为，“黎塞留向

法兰西民族清晰地揭示了：有一条道路，如果法

国不愿意接受，那就不可能有进一步的发展，国
王也不能获得伟大和荣耀，这条道路就是———
走向海洋。”⑥此外，黎塞留在开创法国近代海权

的同时，还以其成功的海军战略实践向法国人

证明了海军和海军战略在国防中的巨大价值，
推动法国人逐渐摆脱了沿袭自中世纪的单纯依

赖陆军的陈旧国防观念，为法国人如何在国防

中应用海军和制订海军战略指明了发展方向。
再次，黎塞留海权思想为法国乃至世界海

军战略的发展提供了启示。
黎塞留海军战略思想和海军战略理论的提

出填补了法国在军事战略思想领域的一大空

白，他将海军战略的概念引入法国人的战略视

野中并将其付诸实施，不仅在一定程度上为法

国近代海军战略理论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而且

极大地激发了法国学者对海军问题的关注和研

究热情。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黎塞留海权思想

提出于法国海权建设的起步阶段，其思想的理

论水平远远超越了当时的法国海权发展状况，
具有鲜明的前瞻性和创新性。 而且，黎塞留海

权思想在其本人的海权建设实践中得到了检验

和发展，并最终在《政治遗嘱》中得到系统的总

结和理论升华，这又使得其海权思想具有理论

与实践紧密结合的特点。 这种鲜明的前瞻性和

创新性，以及理论结合实践的特点都在某种程

度上铸就了法国后世学者在海军战略研究中的

６１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美］马汉著，蔡鸿幹译：《海军战略》，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１
年版，第 ４２ 页。

Ｍｉｃｈｅｌ Ｖｅｒｇｅ － Ｆｒａｎｃｅｓｃｈｉ， Ｄｉｃｔｉｏｎｎａｉｒｅ ｄＨｉｓｔｏｉｒｅ Ｍａｒｉｔｍｅ
（Ｈ－Ｚ）， Ｔａｌｌａｎｄｉｅｒ， ２００７， ｐ．１２２４．

Ｈｅｎｒｉ Ｌｅｇｏｈéｒｅｌ， Ｈｉｓｔｏｉｒｅ ｄｅ ｌａ Ｍａｒｉｎｅ Ｆｒａｎçａｉｓｅ， Ｐｒｅｓｓｅｓ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ａｉｒｅｓ ｄｅ Ｆｒａｎｃｅ， １９９９， ｐ．２１．

Ｐｈｉｌｉｐｐｅ Ｍａｓｓｏｎ， Ｈｉｓｔｏｉｒｅ ｄｅ ｌａ Ｍａｒｉｎｅ， Ｌａｖａｕｚｅｌｌｅ， １９９２，
ｐ．３１．

同③， ｐ．２２。
Ｌｏｕｉｓ Ｎｉｃｏｌａｓ， Ｈｉｓｔｏｉｒｅ ｄｅ ｌａ Ｍａｒｉｎｅ Ｆｒａｎçａｉｓｅ， Ｐｒｅｓｓｅｓ Ｕｎｉ⁃

ｖｅｒｓｉｔａｉｒｅｓ ｄｅ Ｆｒａｎｃｅ， １９７３， ｐ．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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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良传统。 加之由黎塞留在法国国内所引发的

巨大研究热情，使得法国海军在发展水平上尽

管与英国相比通常居于劣势，但是“他们在海军

理论的发展上是居于领先的地位。 在世界范围

内，这是第一次由传统陆权国家所提出的系统

的海权思想，其内容不仅对其他“濒海的陆海复

合型国家”破解其自身“在海权发展上面临的两

难困境”提供了启示，也为传统海洋强国提供了

参考。 直至 ２０ 世纪初，黎塞留的海军战略理论

及其实践仍然是马汉、卡斯特和科贝特等著名

海军战略思想家的重要来源。
上述可见，黎塞留海权思想是在 １７ 世纪初

法国海洋事业发展需要、法国国民海洋意识觉

醒的时代背景下诞生的，是黎塞留在继承前人

思想的基础上，对法国海洋问题进行长期思考

和政策实践的结晶。
其对海军战略价值和战略地位的肯定，对

商业与海军发展关系的深刻认识，对海军与外

交之间进行良性互动的强调，对海军承担多样

化战略任务的设想和实践，特别是其对制海权

的追求和应用等内容，直到今天仍然具有重要

的价值。
还需要指出的是，黎塞留海权思想的核心

是建立近代法国海权，而近代法国海权建立的

一个重要目的是为了殖民扩张抢占更多的殖民

地，通过掠夺殖民地为法国资本主义发展服务。
即是说，黎塞留的海权思想是殖民时代的产物，
对法国来说是宝贵财富，对法属殖民地而言则

是灾难。 这种时代局限性是近代历史人物无法

超越的，因此，在肯定黎塞留海权思想对法国历

史和世界历史发展具有积极意义的同时，也要

对其给世界历史带来的负面影响进行如实

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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