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国独立战争对英法争霸的影响

王晓辉

(湖南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 ,湖南 长沙　410081)

　　摘要:英 、法两国自中世纪以来就冲突不断。17 世纪末, 18 世纪初, 两国又围绕世界殖民霸权展开了斗争。英

国在七年战争中重创法国, 在争霸中占了上风。法国借北美独立战争之机大力援助北美人民抗击英军, 希望能够

重夺霸权。但事与愿违 ,战争的胜利不仅没有使法国得到更多的利益, 反而成为法国大革命爆发的重要原因,法国

因此陷入了内外交困的局势之中。英国虽在短期内受到重创, 但核心利益并没受到多大的损害, 依然保持了世界

殖民霸主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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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英法争霸的早期历程

英法两国都处于欧洲西部, 英国为一岛国, 与法国隔海

相望。英吉利海峡最窄处仅有几十海里,两国可谓是一衣带

水的邻邦。但是这种地缘上的相近,并没有促使两国成为一

对友好的邻邦。相反,两国在政治 、经济 、文化等方面都有很

大的不同。纵观历史,自中世纪以来两国就一直冲突不断,

而冲突的原因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因为争夺欧洲乃至世界霸

权的缘故。

在中世纪,对英法两国影响最大的一次战争当属英法百

年战争。战争始于两国间的领土纠纷。 1337 年英王率军进

攻法国, 法国人民奋起抵抗, 期间几经曲折, 历时百年, 至

1453年,战争终以法国人民把英国军队赶出法国本土而告

终。这次战争影响深远,它不仅直接促使了法国人民民族意

识的觉醒,而且也为两个国家以后延续百年的冲突埋下了种

子。

进入近代以来,随着新航路的开辟和地理大发现, 两国

先后进入殖民扩张时代。初期两国矛盾并不尖锐,这主要有

两方面的原因:首先, 16 世纪葡萄牙和西班牙是他们共同的

最大敌人。在当时,西班牙和葡萄牙是世界上两个最强大的

商业殖民帝国,它们几乎垄断了从欧洲通往东方和新大陆的

所有航线,并且强占了大量的殖民地。 其次, 由于当时法国

国内矛盾众多,地方贵族多有叛乱, 周边强敌环伺也使它自

顾不暇, 这样就使英法两国的利益冲突暂时处于次要地位,

甚至有时候在海上对西葡两国海盗式的袭击, 两国还会联合

起来共同行动。但是随着两国实力的逐渐增强, 以及葡 、西

殖民帝国及它们的后继者荷兰的逐渐衰落, 两国逐渐崛起。

它们在争夺欧洲乃至世界霸权方面的矛盾日益激化, 战争已

不可避免。

1688年光荣革命后, 资产阶级政权刚一建立, 英国就开

始了与法国争夺霸权的长期斗争。英国为了打败法国, 在欧

洲大陆与反对法国的国家组成同盟, 并用金钱和武器资助它

们与法国作战,自己则集中力量在海外打击法国, 蚕食法国

的海外殖民地。由于欧洲当时盛行的重商主义及英国军事 、

经济实力雄厚的客观事实, 使法国认为英国的实力和威望的

增长完全是因为它拥有广大的殖民地, 以及在此基础上的贸

易和海上力量。 这就使法国政府相信, 要与英国政府相匹

敌,首先必须建立一个与英国相等或超过英国的大的殖民帝

国。这—时期,英法争霸一共经历了 4 次重要战争:奥格斯

堡同盟战争 ( 1689—1697) 、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 ( 1702—

1713) 、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 1740—1748)及七年战争( 1756

一 1763) 。通过这几次战争, 特别是七年战争, 法国损失很

大。在印度,法国虽然被允许保留几个贸易站, 但是不能维

持军队,这就排除了法国在印度的威胁;在北美, 法国只剩下

纽芬兰沿岸两个小岛及西印度几个岛屿;在南美, 法国只保

留圭亚那这个据点,英国则夺取了整个圣劳伦斯河流域及密

西西比河以东的广大土地以及格林纳达岛。这样, 在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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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法国在欧洲乃至世界事务中已经沦为二等国的地位, 而

英国则一跃成为世界殖民霸主。

但法国并未就此甘心,它一直在寻找机会重新崛起并挑

战英国。而英国和它的北美殖民地之间愈演愈烈的矛盾似

乎正提供了这么一个机会。

二 、法国对北美人民的支持

英国在北美建立殖民地始于 17 世纪初。1607 年伦敦公

司依据国王的特许在北美大西洋沿岸的詹姆斯河口建立了

詹姆斯城,从此揭开了英国在北美建立殖民地的序幕。至

1733年为止, 英国在北美大西洋沿岸共建立了 13 块殖民地。

在这近一个半世纪的发展历程中,英属北美殖民地已经由一

个荒无人烟 、土地贫瘠的蛮荒地带发展为一个拥有近 200 万

人口,农 、工 、商都得到一定程度发展的生机勃勃的新兴经济

区。而且在此期间,随着经济的发展, 各殖民地经济 、文化交

流日益频繁 ,北美殖民地不仅形成了一个统一的大市场, 并

且在这块广阔的大陆上最终形成了一个新的民族———美利

坚民族。随着统一民族的形成, 民族意识也不断滋长, 他们

渐渐地对母国的高压掠夺政策产生了不满,一部分先进的人

们开始起来进行反抗。

七年战争结束后, 英国开始腾出手来执行过去由于战

争长期未能实行的一系列限制殖民地经济发展的法律政策。

而且从 1765 年以后, 英国为了偿付巨额军费,又向殖民地人

民强行征税,妄图把巨额负担转嫁到殖民地人民身上。“这

引发了双方长达十年的争吵,殖民地的抵制实际上使英国政

府不断让步 。1776 年, 英国政府取消《印花税法》时, 同时通

过了《公告法》 ,强调对殖民地人民象征性的征税权力” , 而殖

民地人民则加以反对,宣称“无代表不纳税” 。[ 1] ( P.281)事态进

—步激化:1773 年 12月的波士顿倾茶事件以及 1774 年英国

政府颁布的《五项不可容忍法令》的出台,终使双方矛盾不可

调和,战争一触即发。

与此同时,等待东山再起的法国政治家们也一直在静观

事态的发展 。他们决心利用大英帝国和其殖民地之间的矛

盾以重整均势,恢复他们国家已经丧失的地位。“路易(路易

十六)因为查塔姆的失败而对英国很反感, 他那时甚至反感

对法国毕恭毕敬的福克斯。他之所以投入战争支持美国独

立,仅仅是为了要一雪七年战争之耻, 而决不是同情美国人

的事业。” [ 2] ( P.45)而早在路易十五时期,他的主要大臣舒瓦瑟

尔就意识到北美人民的不满情绪是可以利用的。为此, 他曾

派遣了一批又一批的秘密观察员到大西洋彼岸了解殖民地

人民的反英动向。舒瓦瑟尔在 1770 年离职后, 韦尔让伯爵

接替了他的位置。韦尔让在新国王路易十六即位后,于 1774

-1787年担任法国的外交大臣, 他继承了前任的政策以及强

烈的复仇意识。在法国第一位驻美公使出发之前, 他暗示

说:“你应当向他们表明, 我们只是为了他们才打仗的, 只是

由于他们,我们才处于战争之中, 因此,我们为他们所承担的

义务是绝对的, 永久的, 我们的事业是共同的事业, 永不分

离。” [ 3] ( P.97)

1774年, 当韦尔让意识到《五项不可容忍法令》彻底激怒

了北美人民后,他迫不急待派出了自己的代表博马舍前往伦

敦。在伦敦,博马舍与马萨诸塞州的殖民代理人阿瑟·李进

行了深入的交谈。李帮助博马舍对美洲开始发动的起义的

严重性质有所认识。他们二人商谈法国如何以贸易为掩护,

运送武器弹药来支持美洲革命。博马舍和阿瑟·李商谈的内

容以及他的建议,很快就被韦尔让引用到官方的备忘录中去

了。备忘录宣称:

“英国尽管为了平定美洲的造反要耗费巨资, 但只要不

丢失它的殖民地, 它就可以保住工业和海军。如果英国保住

了自己的殖民地,那对它总会有巨大的利益;如果它丢掉了

殖民地,那么英帝国将蒙受无法估量的损失。英国是我们的

天然敌人,一个贪得无厌的 、无信义的敌人, 贬低法国是它一

贯的政策。因此,法国的责任就是抓住一切机会来削弱英国

的力量。法国秘密援助造反者,将有以下好处:第一, 它将削

弱英国的力量, 从而相应地加大法国的力量;第二, 它将对英

国的商业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 从而大大扩展我们的商业;

第三,它非常可能导致我们收复英国从我们手里夺去的一部

分美洲产业。”
[ 4] (P.24)

正是在这种精神的指引下, 法王和国务会议最终同意了

对美洲的援助。

1776年, 路易十六指示, 从皇家武器库中拨出一百万里

弗给殖民地人民。这是在这次战争中法国对北美人民的第

一批援助。由于从任何方面来看, 美洲人民都无法在这次实

力悬殊的战争中最终取得胜利, 法国认为当时还没有必要同

英国撕破脸皮。 因此, 法国在战争初期主要采取秘密的经

济 、军事援助给美洲人民以支持, 同时极力拉拢都曾是英国

手下败将的西班牙 、荷兰对抗英国。在 1776-1778 年之间,

法属和荷属岛屿就成为向美洲走私货物的集散地。虽然法

国官方谴责在法国口岸装备美国的私掠船, 拒绝这些船只使

用法国的口岸作为敌对军事行动的基地, 但事实上,它却默

许帮助这些美国船, 使其不致遭到很大的不便。而正是这些

偷运去的物资和军火,使面临强大的英国海军封锁的殖民地

人民不致弹尽援绝。

北美人民对于能够获得像法国这样的强援是求之不得

的。他们深知,以美国这样一个力量薄弱的国家, 要想战胜

世界头号强国英国, 如果没有像法国这样一个大国的援助,

希望是十分渺茫的。独立宣言发布以后, 大陆会议马上就派

富兰克林和阿瑟·李赴法, 目的在于争取法国正式承认美国

并与之订立条约。 1777 年的萨拉托加大捷彻底扭转了法国

的态度。这次大捷表明美国人有力量打败英军, 并迫使其投

降。 1778年, 法国与美国签定了两个条约:一个是《友好通商

航海条约》, 该条约规定法国正式承认美国并约定双方在商

业上互助;另一个便是《美法同盟条约》 , 法国答应给予美国

一切必要的援助,双方还约定不与英国单独讲和, 只有美国

独立得到保证,才能放下武器。在这种情况下, 1778 年 6 月,

法国正式对英宣战。

正如韦尔让所保证的, 法国在战争中对美国的援助确实

是“正直的 、永久的”, 甚至也是不惜血本的。经济方面, 据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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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路易以物质与财政援助美国殖民地的独立战争总额达

2 亿 4000 万美圆”, [ 5] ( P.12)这不仅对美国, 就是对正处于财政

危机中的法国政府也不啻一个天文数字。而且,援美法军的

一切费用, 美国政府始终不用出一分钱,一直都是法国政府

自掏腰包。军事上, 早在 1777 年就有一批法国志愿者加入

到北美人民的战争中去。1778年法国正式参战后, 罗尚伯爵

率领的 6000法军, 德斯坦伯爵率领的法国舰队( 17艘战舰) ,

以及格拉斯率领的另一个法国舰队 ( 28 艘战舰)先后来到北

美参与作战 。[ 6] (P.291)而且同样重要的是, 法国还联合西 、荷

诸国海军在东印度 、西印度及欧洲联合进攻英国海军, 使其

自顾不暇,无法在北美投入全力进行战争。从而使英军在北

美海域附近丧失了海上优势,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战争的

结局。

三 、美国独立战争对英法的影响

战争的结局也确如法国所希望的那样英国最终丧失了

它在北美的宗主国地位。而且看来,英国在短期内也确实遭

到了削弱, 它的殖民霸主地位也似乎重新受到了法国的挑

战。但法国是不是正如先前所希望的那样借此机会挑战英

国并战而胜之呢?

历史的发展是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甚至往往是出

人意料的。在战争结束后不到 10 年的时间里, 法国不但没

有再次崛起并挑战不列颠帝国,反而在此之后国内矛盾冲突

加剧, 并最终爆发了直接促使封建的波旁王朝崩溃的大革

命;而反观英国, 我们则会看到,在北美独立战争结束直至拿

破仑上台之前的近 20年时间里, 尽管丧失了北美,但英国仍

牢牢掌握着世界殖民地和海上霸权。而且更加使人始料未

及的是, 英国虽然在政治上永远失去了北美殖民地, 但是在

经济上,在这一时期内它却似乎对殖民地有了更大的影响。

要把这些问题搞清楚, 我们就必须对当时英 、法两国以

及刚刚诞生的美利坚合众国的具体情况进行深入的了解和

分析。

(一)战争对法国的影响

我们先来看一下战争后法国的国内社会状况。在资本

主义时代, 一个国家的财政状况始终是政府最核心的问题。

大革命前的法国由于路易十四 、路易十五时期连年的对外征

战,以及法国王室和贵族浮华糜烂的生活, 国库一直处于破

产的边缘。1716年政府收入只有 7000 万里弗, 而支出却高

达2.3亿里弗, 还有 2.5 亿里弗的国债。至路易十六时期,

虽然期间历经杜尔阁 、内克及卡隆的一系列改革, 但财政仍

十分吃紧。在因参加北美作战而消耗军费 20 亿里弗之后,

法国政府的国库已油尽灯枯, 而且政府也彻底丧失了信用,

它再也不能指望从任何银行家手里借到一分钱。 在迫不得

已的情况下,路易十六不得不大量举借外债和增加税收。但

这样做的结果却使局势更加恶化。不仅第三等级甚至一些

特权等级也开始反对政府的税收政策。内克重新任职后, 于

1788年 3月起草出政府财政预算报告, 其中列举了以下数

字:财政收入为 5.03亿里弗, 支出为 6.29亿里弗, 赤字是 1.

29 亿里弗,应偿付的国债利息为 3.18 亿里弗。” [ 6] ( P.315)在不

得已的情况下,路易十六被迫召开停开已久的三级会议, 讨

论增加税收及财政问题, 而这正是大革命爆发的导火索。

除了财政方面的原因外, 我们还必须注意到美国独立战

争对法国大革命意识形态方面的影响。众所周知, 16 、17 世

纪的法国是欧洲最为典型的封建王权国家。 但是进入 18 世

纪以后,启蒙思想开始在法国传播。法国涌现出一批杰出的

启蒙思想家, 伏尔泰 、孟德斯鸠和卢梭是他们的杰出代表。

各个等级的人们争先传阅启蒙思想家的著作, 启蒙思想家所

宣传自由和理性成为人们在意识形态领域反对封建专制的

有力武器。只是在当时由于仍然存在着貌似强大的专制统

治,这一暗流仍然只是处于蓄势待发的阶段。一旦旧的体系

有了突破口或者出现了外部的催化剂的作用, 这一暗流马上

就会进发出巨大的力量, 并像火山般爆发出来。而北美独立

战争则正好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北美革命既从思想上也

从行动上向法国人展示了一套完美的革命模式, 它也表明了

在旧世界看来似乎是极端的 、颠覆性的东西,可以用来建立

一个健全的 、明智的政府,可以与对社会秩序的尊重, 与国民

的性格和习俗相容。”
[ 2] ( P.40)

这样,北美人民的胜利, 不仅从

理论上而且从实质上鼓舞和唤醒了处在水深火热中的法国

民众。

S·F·比米斯在其著作中认为:“韦尔让没有认识到美国

战争在财政上的消耗是使这个古老政权名望破灭的最后一

笔浪费。我们不说法国干涉美国是产生法国革命的原因,但

我们可以肯定, 假如年轻的路易十六在 1776 年听从了杜尔

阁的而不是韦尔让的意见, 他不致在 1793 年就丢掉了脑袋。

而美国当然也不能在 1783 年获得独立。” [ 4] ( P.91)由此我们可

以认为,如果说在七年战争之后法国专制王权仍在积累力量

挑战英国的话, 那么,在奋不顾身地帮助北美获得独立后,波

旁王朝也终于耗尽了它最后的一丝元气, 并把自己送上了绝

路。

(二)战争对英国的影响及其原因

我们反观英国看到的则是另一副令人吃惊的画面:在紧

随战后的贸易萧条期间, 作为失败一方的英国似乎日子要比

作为胜利一方的美国和法国好过。虽然北美殖民地的丧失

确实对英国造成了一定的损害, 因为它毕竟象征着英国从那

个曾是它最重要的出口场地的撤退, 而且造成其短期内对外

贸易的中断和贸易总值的下降。但是我们如果换一个角度

或是从更长远来看, 我们就会认识到:“大不列颠除失去殖民

地的土地外一无所失,因为它立刻成为这块土地用益权的拥

有者。现在它从巨大的商业中获取了利益, 却不必像过去那

样花费管理费用。因此,很明显, 英国远非遭到了损失, 反而

从 1774 年的撤退中获益。[ 1] ( P.98)

笔者认为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促使了这种情况的出

现:首先, 英国与北美殖民地之间传统的政治 、经济 、文化联

系十分密切,这就使北美殖民地脱离英帝国后实质上仍与母

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北美殖民地人民大部分来自英国,

他们与母国有着天然的联系。而且, 在持续 100多年的交往

中,北美殖民地与英国有着远比与其他国家更为密切的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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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这原非是一场战争或一次革命能在短期内彻底抹杀掉

的。和平一旦实现,“美国人和英国人就会发现他们自己又

可促膝谈心 ,消除家庭内部的争吵, 以对付那些不请自来的

外国人(拉丁人与天主教徒)了” 。[ 1] ( P.100)而像这样原殖民地

在独立后仍与前宗主国保持密切的政治 、经济联系的例子,

在世界近现代历史上是屡见不鲜的。其次,英国当时仍是世

界上经济最发达的国家,而且它仍掌握着世界殖民霸权并且

拥有世界上最为强大的海军。尽管在独立战争时期英国除

了要与殖民地人民作战以外, 还与法国 、西班牙和荷兰处于

战争状态,但在 1781-1783 年间, 英国军队在西印度群岛的

圣徒岛之战中决定性地击败了法国, 而且法 、西联军对于直

布罗陀海峡的进攻也毫无结果。这样,英国对于它的欧洲敌

人的胜利, 特别是对海上生命线的继续控制, 就使得它在约

克镇的失败显得不太重要。这就意味着, 1783 年后英帝国仍

将控制着世界局势的发展, 尽管丧失了它在北美的 13 个大

陆殖民地。

(二)美国的选择

美国建国之初曾竭力争取在同外国的直接交往中获得

利益, 特别是希望以对法国的贸易来取代对英国商品的依

赖。但是, 对于美国而言, 除却与英国传统的经济联系, 在客

观上英国的货源充足, 价格也相对便宜。而且更为重要的

是,在长达近两个世纪的殖民统治中, 英国与其北美殖民地

之间的经济结构存在着非常有利于经济交往的互补性。英

国所具有的这些优点显然是以奢侈品制造业闻名的法国所

不具备的。除此之外, 1783 年后,英国商人利用各种有利条

件奋力夺回同美国的贸易。战败的英国政府也给商人们提

供他们在殖民地时期能够获得的同样多的退税 、豁免权和补

贴,以此来帮助他们。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 对于法国人

而言,同美国人发展贸易需要开辟新的贸易渠道, 而且大革

命的爆发也彻底打乱了这一进程。

同时,英国所拥有的强大海军在促进英美再次携手中也

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建国初期的美国由于其联邦政权的虚

弱及其海军实力的微不足道, 海上通航对于美国的商船来说

是非常危险的。在殖民地时期, 殖民地船舶只要在船上悬挂

英国旗帜就会在世界各地受到强大的英国海军的保护而畅

通无阻。但是,在摆脱英国统治之后, 殖民地的船只就不再

享有这些特权了。美国独立初期在法国和荷兰的帮助下,曾

同非洲一些伊斯兰教国家签定了有利的条约, 但这并未产生

实际的效果,“大部分船只在中途就被洗劫或扣留了, 美国的

航运完全受到猖獗的海盗的摆布。由于美国商船缺乏海军

的保护,它们成了海盗最容易掠夺的物品。他们肆无忌惮地

洗劫商船并把美国海员虏为奴隶。” [ 4] ( P.91)

结果,美国的商业又重回到了英国人手里。英国仍然左

右着美国的进口事业,而美国出口的产品则仍像战前一样主

要输入英国,甚至双方的贸易额在短期内就远远超过了战前

的规模。

正是在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下, 尽管英国输掉了北美战

争,但是却并未从根本上削弱其作为世界殖民霸主和头号商

业帝国的地位。反而是想要利用北美战争结束英国人辉煌

历史的波旁王朝, 却为此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大革命的爆发

使法国历史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而由此开始, 英法围绕殖

民霸权展开的争夺也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参考文献:
[ 1]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第三卷) [ 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0.

[ 2] 阿克顿.法国大革命讲稿[ M] .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 2004.

[ 3] 亨利·多尼奥尔.法国参与建立美国的历史[ M]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1.

[ 4] S·F·比米斯.美国外交史(第一分册)[ M]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3.

[ 5] 威尔·杜兰.世界文明史( 11) [ M] .东方出版社, 1999.

[ 6] 吴于廑,齐世荣.世界史·近代史编(上卷)[ 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1.

The Influence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on Contending

for Hegemony to Great Britain and France
WANG Xiao-hui

( College of History and Culture,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1, China)

Abstract:Great Britain and France have been conflicting since Middle Ages.At the beginning of 18th century , battles have been launched

struggle around the colony of hegemony.France was defeated in the seven years war, and Great Britain got the upper hand in war of hegemony.

During American Revolution, France helped North American people resist Great Briain army vigorously, hoped that they could seize the hegemo-

ny again.But, the result is contrary to expected.The victory not only enabled France to obtain more benefit, instead became the important reason

why the France Revolution erupted.France fell into the situation of beset of difficulties both at home and abroad.Although Great Britain suffered

huge losses in short-term, its key interest had not received big harm.It still kept the dominant status in the world colonial hegemony.

Key words:American Revolution;French Revolution;war of hegemony between Great Britain and Fr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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