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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大革命 

授課重點大綱： 

1、 法國大革命的背景 

2、 從「三級會議」到「國民會議」 

3、 從共和政治到恐怖政治 

4、 拿破崙帝國的起落 

5、 維也納會議之後的歐洲思潮與世界變革 

6、 從七月革命到二月革命 

※ 法國古老的政權：從中古到近世 

梅羅文加王朝＞加洛林王朝＞西法蘭克王國＞卡佩王朝＞華洛亞王朝＞波旁王朝

（486-751） ＞（751-843） ＞ （843-987）＞（987-1328）＞（1328-1589）＞（1589-1792） 

一、法國大革命以前的背景 

1、舊秩序的危機 

（1）社會階級問題嚴重 法國傳統階級區分為：「第一階級」的        （領導

人民的精神生活）、「第二階級」的貴族（保護人民的

安全與維持社會秩序）與「第三階級」（農民、工匠與

中產人士）。其中農民租稅負擔沉重，而           
也傾向改革。 

（2）財稅制度不建全 法國財政不健全，既無預算制度，也無專門負責的 
機構（            ）稅制不公平，有錢人大都能夠

避稅，稅賦主要由貧窮的農民承擔。 

（3）政治制度混亂缺乏效率 法國理論上是          ，實際上制度混亂。    
    有改革之心，但意志不堅，無力應付變局。 

（4）新思潮對舊秩序造成的衝

擊 
法國是         運動的重心，啟蒙之士崇尚自由、反

對專制，提倡法治、人道主義等理念。動搖了人們對

舊秩序的信心。 
1、 孟德斯鳩： 
2、 廬梭： 
3、 伏爾泰： 

2、17-18 世紀波旁王朝（1589-1792）對外戰爭頻仍，造成財政困難 

路易十四 ＞ 路易十五 ＞ 路易十六 
戰爭頻繁、領土擴張  七年戰爭後失敗割地  參加美國獨立戰爭勝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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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殖民戰爭 參加原因及結果 

1740-1748 奧地利王位繼承戰爭 與普魯士結盟，和歐陸另一集團（奧俄英）抗

衡。簽訂「第二次亞琛和約」。內容並未解決英

法在西印度群島及非洲、印度的貿易糾紛。埋

下七年戰爭的導火線 

1756-1763 七年戰爭 與英國競爭海外殖民地霸權，以失敗告終，英

國確立海上霸權地位 

1778-1783 美國獨立戰爭 協助美國對抗英國，雖然結果是英國戰敗，但

讓法國財政吃緊 

二、從「三級會議」到「國民會議」 

1、1789 年 5 月「三級會議」的召開 

原因 由           以來留下的沉重財政包袱，加上介入七年戰爭與美國獨

立戰爭，政府大量舉債。 

時間           年 5 月 

地點 凡爾賽宮 

參加人數 教士：300 名；貴族：300 名；平民 600 名 

表決方式 第一及第二階級堅持按照傳統分級投票方式，但第三階級要求三個階級

要一起開會，雙方爭執不下引起衝突 

結果 1、 特權階級不願意妥協，三級會議無法進行。 
2、 支持改革的教士代表    撰文聲稱第三階級是人民的主體，可以

決定國家的未來。第三階級得不到特權階級的合作後，於 6 月中旬

決定自行轉型為           
3、6月20日，國王下令關閉議場，第三階級代表乃轉往附近的網 

球場繼續集會，並發表絕不解散的誓言，即為有名的           
       。 

※ 網球場誓言大意：國民會議是為王國制定憲法，恢復公共秩序，並支持真

正的君主制原則。無人有權阻止其所決定集會之處。只要代表在那裡開會。

就是代表國民會議。 

※ 這是第三階級邁向革命的重要第一步 
4、因為王室對國民會議的成立，頻頻調動軍隊，引起巴黎市民的懷疑，

以為國王要武力解散國民會議，因此在7月14日，巴黎群眾攻陷 
              ，法國革命一發不可收拾。 

3、國民會議（包含第一、二、三階級的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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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內        容 

政  體 1、宣布廢除封建制度，宣告舊秩序的結束 

2、1791 年 9 月，通過新憲法，新憲法中規定，法國是君主立憲國家，

國王稱「                     」 

中央政府 1、中央政府採              原則 

2、行政權由國王負責；立法權歸於間接選舉的立法會議；司法權則由

新設的各級法院掌理，但法官民選。 

地方政府 廢除舊有的「郡」制，將全國重劃為八十三個面積、人口與財富大致相

當的「         」。 

思  想 1789 年 8 月，發表「                  」，作為新秩序的原則。 

＊ 核心內容分為－人權：天賦人權、言論、著述、出版、信仰等自由 

                  法治：法律是公共意志的展現 

人民權利 主張人民享有人身、財產、安全的保障，思想與信仰的自由，以及抵抗

壓迫的權利。 

財  政 1、決定沒收教會的財產，作為發行紙幣的擔保 

2、公布一個基於公平原則的新稅制 

經  濟 1、採取自由放任的經濟政策，廢除國內的各種稅關。 

2、取消行會制度，開放穀物貿易。 

3、統一全國的度量衡。 

宗  教 1、確立信仰自由的原則，不再設立國教 

2、頒布「          」規定教士民選，並由國家支薪；取消教廷對法

國教會的管轄權。 

教  育 推動教育的世俗化，國家教育不再由教會控制。 

※ 國民會議的派系 

1、吉隆特派：1789 年 9 月 21 日，國民會議正式開幕。750 個議席中，吉隆特派 
佔了一百六十席。為當時的掌權派。 

2、中間派（又稱平原派或沼澤派）：共佔有 510 席，傾向吉隆特派，因此奠定吉

派的掌權。 

3、山嶽派（又稱          派）：共有 80 席次。在 1792 年成立法蘭西第一共和

國以後，吉派與山嶽派開始出現衝突。後來，吉派退出了雅各賓俱樂部，山

嶽派成為該俱樂部唯一主人，自此改名為雅各賓派。 

三、共和政治與恐怖統治 

時期 主要大事 

立法會議時期 1、1791 年 10 月，法國人選舉立法會議代表，成立新政府，面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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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憂與外患。派立法會議內部派系林立，其中         俱

樂部勢力最大，思想激進。 
2、1792 年 4 月，普奧聯軍入侵，期間「          」（原名萊茵

軍戰歌）流行，成為日後法國的國歌。 
3、1792 年 9 月，立法會議處死兩千多名保王黨人，是為「     

」 
4、路易十六被停止王權。 

國民公會時期 1、1792年夏天，普、奧聯軍入侵，警告法國人不得傷害國王，許

多法國人認為國王通敵。8月10日，巴黎群眾攻入皇宮。9月下

旬，國民公會成立，決議改建共和，即              成立。

2、1793年1月，國民公會以叛國罪名，將路易十六送上斷頭臺。

＊ 反法聯盟與法國政局：因路易十六被處死，1793 年由英、普、荷、西、薩、

俄等國組成聯軍，法軍被逐出巴伐利亞和比利時。也因此影響了日後雅各

賓黨以「革命政府」的獨裁政權取代法國的統治。 

恐怖統治時期 1、 形成背景：反法聯盟意圖進攻法國；國內物價高漲、糧食短缺。 
2、 羅伯斯比爾崛起過程： 
（1）雅各賓在政見上分歧逐漸分裂： 

民主派 羅伯斯比爾 

君主立憲派 拉法葉 

吉倫特派 布里索 

（2）1791年立憲派和吉倫特派先後分裂出去，此時雅各賓黨成為以羅

伯斯比爾為代表的激進中產階級革命民主派 
（3）1792年8月，雅各賓黨成為領導大革命的主要團體之一 
（4）1793年，雅各賓黨推翻吉倫特派的統治，取得政權，開始了「恐

怖統治」的時代 
2、代表人物：            通過公安委員會掌握獨裁權力，設立革命

法庭、發布《最高物價法》、通過《全國皆兵令》。 
＊            ：吉倫特派領導人之一，走民主溫和路線，與羅伯斯比交惡，

最後被送上斷頭台。死前名言：「啊！自由！自由！多少罪

惡假汝之名以行之」 

3、結果：反法聯軍攻勢被瓦解，革命政權轉危為安。羅伯斯比爾在

「              」政變中失勢，最後也被送上斷頭臺，恐怖

統治結束。 

督政府時期 

（執政時期） 

1、 時間：1795-1799年。 
2、 形式：五人執政團（法蘭西第一共和的第二種政治形式）。 
3、 結果：被拿破崙以「執政府」方式，經由政變取而代之。 

四、拿破崙帝國的起落 

1、拿破崙的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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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平 出生於科西嘉島，原是一名青年軍官，參加           俱樂部。自

命為革命之子 

崛起 1、1793 年，從英國手中奪回吐崙港，晉升為准將。 
2、1795 年，他協助國民公會平定保王派的叛亂，開始嶄露頭角。 
3、1796 年，遠征         ，戰功卓越，被法國人視為民族英雄。

4、1798 年，進占埃及但失敗。 
5、1799 年 11 月，發動政變，建立「           」。 

臨時執政

府時期 
時間：1799-1804 
1、拿破崙與以軍功攬權，在 1799 年成為「          」 
2、推行有利於中產階級的改革，擁護菁英主義，協調政教關係。 
3、表面上宣揚民主自由，瓦解列強反法勢力，並開疆闢土，建立強

大的法蘭西帝國，滿足民族自尊 
4、1802 年由第一執政成為終身執政 

稱帝 他策動公民投票，在         年加冕為「法蘭西人的皇帝」，即為 
                       ，又稱法蘭西第一帝國。 

5、拿破崙的施政 

項  目 內           容 

施政口號 推動革新、恢復治安與達到光榮和平。 

內  政 推動行政革新，厲行中央集權。 

財  經 整頓財政，控制預算；設           銀行，以調節金融。 

教  育 成立帝國大學，推廣中等教育，以培養公務員與專業人才。 

宗  教 與教廷和解 

法  律 

○1 改革司法制度，法官不再民選。 

○2 完成《               》：承認法律之前人人平等、禁止任意逮捕人民、

確立信仰自由、保護私有財產、廢除嫡長子繼承制等。雖准許有限度的離

婚，但卻規定婦女在法律上必須屈從於父親或丈夫權威。 

※ 拿破崙法典： 
頒布時間：            
主要內容：除總則外，分為三篇36章，共2281條文 
法典特色：奠基於個人主義思想與           觀念。是近代民法的典範 
影    響：是法國民法的法源中最重要的一部法律。經多次修訂，1870 年「法國民法典」

施行至今。並成為其它歐洲國家制定民法的典範。 

6、拿破崙帝國的版圖 

帝國版圖 1、從1807年到1812年，三度擊潰歐洲國家的大聯盟，進占西班牙與義

大利。 
2、取消                   ，把日耳曼改組為「            」與「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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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里亞王國」，在波蘭成立「華沙大公國」，將義大利北部合併成「義

大利王國」（Kingdom of Italy）。 
3、征服歐洲之初，不少人民視之為解放者。他到處廢除封建制度，建

立法國式政府，推行《           法典》，帶來深遠的影響。 

 

 

 

 

 

 

 

 

 

 

7、拿破崙敗亡之因 

原 因 內             容 

對英國政策失當

籌組              ，對英實施經濟封鎖，卻反受傷害。 

※ 1806 年頒布「            」－禁止歐陸各港口輸入英國貨物

※ 1807 年頒布「            」－禁止中立國船隻與英國貿易 

        戰爭失利

前因：葡萄牙違反大陸系統  英葡聯軍與拿破崙對抗 

後因：拿破崙的哥哥繼任西班牙國王，引起西班牙不滿，拿破崙

率大軍入侵西班牙，西班牙人用游擊戰術對付法軍。 

指揮官：拿破崙 vs 威靈頓公爵 

結果：拖住拿破崙大軍，征西班牙失敗 

入 侵 俄 國 失 敗

原因：俄違反大陸系統，與英國貿易 

策略：俄國採「堅壁清野」+「            」大挫拿破崙軍隊 

結果：1812 年 6 月拿破崙親征俄國，卻全面挫敗。 

下 野

解放戰爭： 

1、1814 年春，聯軍發動          戰役攻法，拿破崙被迫退位並

被囚禁在厄爾巴島，但保留其帝號及小王朝。 

2、百日復辟：拿破崙一度潛回法國，重掌政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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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815 年，聯軍發動第二次解放戰爭，拿破崙隨即敗

於         ，被放逐到南大西洋的聖赫勒拿島，抑鬱而終 

4、法國大革命的影響 

(1) 維也納會議：1815年，維也納會議決定依「       主義」與「        原

則」，讓歐洲各正統王室復辟。 
(2) 新理念：革命建立新社會政治秩序，傳布的        、        、        的

精神，成為世人普遍接受的理念。 
(3) 群眾革命模式的建立。 
(4) 刺激各國民族主義的發展。 

※ 整理與復習：法國大革命的過程 

時間 過   程 國   體 

5 月三級會議召開 君主專制 

6 月國民會議成立 1789 

7.14 攻陷巴士底獄 

1791 立法會議成立 

君主立憲（1789-1792） 

1792 國民公會成立 

1793 雅各賓黨專政，行恐怖統治 

1794 熱月反動 

1795 成立督政府 

1799 拿破崙建立臨時執政府 

第一共和（1792-1804） 

1804 拿破崙稱帝 第一帝國（1804-1814） 

五、維也納會議以後的歐洲 

1、維也納會議 

時間 1814-1815 

地點            美泉宮 

背景 1、 法國大革命與拿破崙戰爭震撼歐洲舊秩序三大支柱 ── 君主、貴族

與           。 

2、奧地利首相        是保守政治的主導者，建構「           」機制。 
代表人物 奧國：梅特涅                   俄：亞歷山大一世 

英國：威靈頓公爵               普：哈登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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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原則 1、維也納會議採取     主義原則，讓原有王室復辟，重建歐洲政治。

2、 補償原則： 

國 家 補 償 所 得 領 土 備     註 

荷 蘭
奧地利所屬的尼德蘭（今日比

利時） 

由於英國趁著反法戰爭，占領荷蘭殖

民地錫蘭、南非等地，拿破崙下臺後

又不願歸還，因此獲得補償 

奧 地 利
義大利北部（倫巴底等地） 
○2 義大利中部增設三小國，由

奧國王室親戚治理 
補償奧國割予荷蘭所造成的損失 

 

會議達成

的協議 

1、 依法統原則恢復原有王室，如法、西班牙、薩丁尼亞的統治權 

2、 將華沙大公國改為              

3、 英佔領原屬荷蘭及法國的殖民度 

4、 瑞士定為永久        的聯邦國家。 

5、 不再恢復神聖羅馬帝國，由境內原 30 幾個邦國組成「日耳曼邦聯」。 

影響 優： 

1、 對法國非常寬大，避免了法國的報復 

2、 使得普奧戰爭延緩了 50 年 

3、 英國維持海上霸權 

4、 西歐約維持了 50 年的和平 

缺：忽視法國大革命所激盪出的民族意識與民主改革 

※ 補充：歐洲協調機制 

時間 名稱 參加國 內容 

1815.8 月 神聖同盟 多數歐洲

國家 
由俄皇亞歷山大一世發起，幾乎所有歐洲國家都有參

與，除了鄂圖曼土耳其帝國及教廷國未參加外。目標

在於維持君主制以及在            上所決定的歐

洲政治和國家體系，這個體系激化了國民內民族和社

會運動的衝突。 

1815.11 月 四國同盟 俄英普奧 由奧地利          組成的軍事同盟。鑑於由神聖同

盟內容流於空泛，以宗教維繫，且神聖同盟也欠缺英

國的參與，因此欲重組一個新的同盟以拉攏英國進入

歐洲協調機制之中。此聯盟的目的是防止法國因不滿

第二次巴黎和約的條款苛刻而反抗，故四大列強加以

聯手及彼此支援，共禦法國。 

1818 年 阿亨會議  是 1818 年四國同盟召開的首次和議，決定法境內聯

軍徹軍問題及路易 18 的復辟。此次會議中鑑於法國

已還清賠款，列強拉攏法國，四國同盟變為五國同盟

1820 年 特拉波會議 俄奧普法 針對西班牙和那不勒斯發生革命，討論如何干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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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1 年 雷巴特會議 俄奧普法 是特拉波會議的延續，因那不勒斯國王被迫立憲，轉

而向奧地利求助，因此會議決定義大利革命由奧地利

出兵干預 

1822 年 凡戎那會議 俄奧普法

英 
是五國同盟召開的最後一次會議。奧普討論恢復西班

牙斐迪南七世的地位，英國不願鎮壓革命，故退出歐

洲協調機制。此會議影響 1823 年的「             」

2、維也納會議以後的歐洲情勢 

1、 革命與保守勢力的對壘 
（1） 十九世紀，中產階級與工人階級為促成歐洲變革的主要力量。 
（2） 延續維也納會議保守主義的原則，持續在歐洲具有一定影響力。 

2、 新舊意識型態的衝突 

保守主義 1、思想要旨：回歸歷史、傳統、社群與宗教的價值 

2、代表人物：             

3、主要見解：反對激烈的變革 

舊 
思 
潮 

浪漫主義 1、思想要旨：是對       時代的反動。 
2、代表人物：（1）英國作家：        

（2）日耳曼作家歌德 

（3）日耳曼音樂家          

3、主要見解：強調人的感情和個性的解放，以感性代替理性。 

自由主義 

 

1、思想要旨：源自啟蒙思想，重視個人自由，反對特權，相信改革與進步。

2、主要見解： 
（1）制訂憲法： 

（2）設立議會： 

（3）經濟放任： 
＊早期的發展： 
1、英國的自由主義：特色在於更關心現實、        方面的權益。代表人

物如：洛克、             、馬爾薩斯、約翰彌爾。

2、歐陸的自由主義：承繼孟德斯鳩、廬梭等人的思想，重視人權、自由、

等天然權利。 
＊晚期的發展：19 世紀以後的自由主義，稱作新自由主義，重點偏向強化

國家功能、建立福利國家。 
※ 補充：自由主義思潮的延伸，使得後來出現了功利主義，以         為代表人

物，他是亞當斯密及李嘉圖的擁護者。主要名言為：「追求最大多數的最

大幸福」 

新 
思 
潮 

社會主義 ＊ 19 世紀前期： 

1、代表人物：聖西門、傅利葉、          。 

2、受 15 世紀北歐文藝復興人文學者        所著的「烏托邦」一書的影

響，期待建立一個非強制性社區，共同生產勞動，以求全民心靈及物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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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理想國，但太過於理想化，故後來被馬克思所批評。 

＊ 19 世紀後期： 

1、代表人物：            與              

2、主要見解：設想一種理想的社會組織，解決弱勢階層困難。1848 年，馬

克思及恩格斯共同完成「                」，主張以暴力建立無產階

級專政、唯物主義及階級鬥爭。 

民族主義 1、受     革命激發，宣揚「主權在民」與「普遍意志」。常與            結

合，成為衝撞正統秩序的力量 

2、代表人物：拿破崙等 

3、主旨：只要是建立具有同種血緣、文化、語言、宗教等的國家，就可以

稱為民族國家。 

六、自由主義在法國的實踐－法國七月革命到二月革命 

革命事件 七月革命 二月革命 

年  代   

背  景 

1、路易十八頒布「            」 

2、          繼位後，政治措施趨

於保守，引發自由派不安。 

1、1836年後，路易腓力企圖專制獨裁 

2、1848年初，反對勢力要求改革選舉制度，

立法禁止政府收買議員 

 

導 火 線 

1830年7月，查理頒布「七月詔令」，引

起反彈，7/28日，巴黎工人及學生暴

動，查理十世退位。是為七月革命 

＊七月詔令內容： 

1、 解散自由派佔多數的國會 

2、 箝制言論 

3、 限制選舉權 

1848年 2月28日群眾在巴黎集會，遭政府禁

止 

結    果 

1、法國群眾擁立            繼位，

稱為「公民國王」，其建立一個議會

政府，稱為「七月王朝」 

2、19世紀中，法國受            影

響，工人階層的勢力與要求日增，

社會主義不斷滋長。發生多次的工

人運動。 

3、引發二月革命 

1、           被迫退位 

2、法國進入第二共和，路易‧拿破崙當選總

統，後又改回帝制，法國進入「第二帝

國」，路易拿破崙稱為「           」 

3、引爆一波歐洲革命浪潮： 

例：梅特涅下臺、奧皇頒布憲法、日耳曼

各邦代表在法蘭克福召開國民會議，欲建

立聯邦、義大利西西里發生革命 

＊ 補充：法國政體的改變 

政  體 第一共和 第一帝國 第二共和 第二帝國 第三共和 

時  間 1792-1804 1804-1814 1848-1852 1852-1870 1870-1940 

關鍵史事 法國大革命 拿破崙帝制 二月革命 路易拿破崙稱帝 普法戰爭 

政  體 維琪政府 第四共和 第五共和 

關鍵史事 二次大戰後貝 二次大戰後 戴高樂-龐畢度-德斯坦-密特朗-席哈克-薩科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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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政府獨裁 軍人叛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