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¹都铎宫廷不仅是君主及其家庭成员的居住场所,还是政府管理机构。这一功能决定宫廷消费主体既包括国王及其家庭成员,还

包括参与国家事务的官员、寻求国王庇护的贵族和宫内各类服务人员。都铎宫廷炫耀式消费主要体现在饮食、服式和建筑消费等方面。

因笔者曾撰文探讨都铎宫廷建筑消费,故不在此文赘述,详见拙文5英国都铎王朝宫廷建筑消费的一项实证考察 ) ) ) 兼与 16世纪中国

比较 6, 5历史教学 6 (高教版 ) , 2007年第 12期。

º多数学者将 /宫廷 ( Cou rt) 0等同于 /王室 ( RoyalH ousehold) 0。兰德 ( J1R1Lander)认为 /宫廷或者王室是政治生活的中心 0;劳蒂

斯 ( Dav id Loades)认为 /王室或者宫廷是各种政治生活的焦点 0;布朗 (A1L1B row n1 )在谈到中世纪末期的王室时,也认为 /王室或者宫廷

是用来表示王国不可避免的政治和社会中心的最恰当词语 0。但有些学者将王室视为宫廷内部的一个机构,理查德# 布利纳尔 ( R ichard

Britn ell)和迪兹 ( F1C1D ietz)就持此观点。另外,还有学者认为宫廷是王室进一步发展的结果,二者存在着本质区别。威尔纳# 桑巴特认

为, /英国宫廷直到斯图亚特王朝时才得以建立 0,在他看来,都铎国王的居住地只能被称为王室,而不是宫廷。实质上, 无论王室还是宫

廷都是后来学者对历史上以国王个人为中心的政治机构的一种命名,两者之间的含义没有太大的区别, 因此,本文认为王室等同于宫

廷。参见 J1R1Lander, G overnm en t and C omm unity: E ng land, 1450 - 1509, C amb ridge: H arvard Un iversity Press, 1980, p148; Dav id Loades,

Pow ers in Tudor Eng land, N ew York: Macm ilan Press L td, 1997, p140; A1L1B rown, The G overnance of La ter M ed ieva l Eng land, 1272 - 1461,

S tan ford: S tan ford Un iversity Press, 1989, p128; Richard Britn el,l The Closing of the M idd le Ag es, Oxford: B lackw ell Pub lish ers, 1997, p128;

F1C1D ietz, Eng lishP ublicF inan ce1558 - 1641, London: Frank Cass& Co1L td1, 1964; [德 ]维尔纳# 桑巴特著,王燕平、侯小河译: 5奢侈与

资本主义 6,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年版,第 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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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都铎宫廷炫耀式消费的政治意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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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英国都铎宫廷饮食、服饰消费不仅是维持宫廷人员生存的必要条件, 还是彰显国王权威、加强王

权的一种手段。为此, 国王倾其财力维持炫耀式消费, 饮食、服饰尽显奢华。然而, 由于受国王自理传统的束

缚以及议会的制约, 国王只能依靠其可支配性收入, 不能通过税收的方法来筹集饮食、服饰消费资金。这充分

体现了都铎王权的有限性。

关键词: 都铎宫廷;饮食消费 ;服饰消费; 炫耀式消费

炫耀式消费 ( Consp icuous C onsum ption)是一群体显示其比另一群体高贵的一种策略。近代以前,处

于等级社会顶端的国王,需要通过炫耀式消费彰显其独一无二的高贵地位, 在此意义上讲, 该种消费方

式是加强王权的一种手段。都铎王朝 ( 1485- 1604年 )是英国由传统向近代转型时期, 这时期的国王利

用人民对战争的厌恶与对和平的渴望,加强了王权。为了炫耀国王权威、招抚地方贵族,宫廷的仪式和

宴会增多,使饮食、服饰、建筑
¹
等炫耀式消费增长。但这种消费并没有突破国王财政自理 ( The king

shall live o f h is ow n)的传统,而是被限定在一定范围之内。宫廷消费
º
不仅是王权的外在体现,还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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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王权控制财政的能力,通过对其考察可以全面而深刻地理解都铎王权的特征。

一
  作为生存必要条件的饮食同时也是社会身份的一种标记, 具有一定的社会属性。不同社会

阶层享有不同的饮食结构和消费规模。都铎宫廷炫耀式消费在王室饮食上要达到的目标,就是

使饮食结构、消费规模符合国王的身份。

该时期,贵族享用小麦制作的白面包是其社会上层身份的一种象征。作为全国最大的贵族家庭,王

室所需要的小麦都是通过国王的特权 ) ) ) 伙食征发与劳役权 ( Purveyance) ¹在全国各地征买的上等小

麦。这些小麦在王室的仓库中被清洗干净、在磨房磨成面粉,然后被送到面包房, 由面包师烤成面包。

而且, 国王和王后有自己的御用面包房,雇专人为其特制面包。亨利八世时期, 宫廷上层人员每天食用

700个优质白面包,普通服务人员食用 250条总重量为 725公斤的普通面包和黑面包。º 数量惊人。

肉类是中世纪后期英格兰贵族餐桌上的主要食品, 日常肉食消费量也是判断家庭社会地位的一个

重要标志。为了展示王家气派,宫廷菜肴主要以肉食为主, 并且种类丰富。例如 /王室库长 (M r Treas2
ure)首餐有 10个肉菜,第二餐有六个肉菜,普通保管员 ( cofferer)每餐有 7个肉菜, 他的佣人可以享受每

餐 3个肉菜的待遇。王室储计库书记员每餐 7个肉菜, 下属人员每餐 3个肉菜。主管会计 ( C lerk Com p2
tro ller) ,每餐 7个肉菜,下属人员每餐 3个肉菜。在储计库工作的约曼和未婚侍卫的饮食待遇相同, 每

餐三个肉菜 0。» 因而, 宫廷肉食消费量巨大。1554年,王室每天要消费 80- 100只羊、12头小肥牛、18

头小牛犊,还有大量的禽肉、鹿肉、兔肉和野猪肉。¼½ 即使在对宫廷饮食消费控制比较严格的伊丽莎白

一世时期,王室每年也要消费 1240头牛、8200只绵羊、2330只鹿、760只小牛、1870只猪、53只野猪。¾¿

葡萄酒被认为是贵族饮料。都铎宫廷消耗的所有葡萄酒全部从欧洲大陆进口, 价格昂贵。 /宫廷
每年大约消费 300桶, 一桶葡萄酒大约在 105- 205加仑之间, 消费量很高。仅国王个人享用的葡萄酒

就是一项不小的开支。例如, 1526年,亨利八世自己就消费了价值 700镑的红酒, 1528年消费了价值

844镑的波尔图葡萄酒0。À 即使素称节俭的伊丽莎白一世,其在 1574年的葡萄酒开支竟然也高达 2951

镑。Á 葡萄酒是王室成员和贵族饮品, 宫廷一般服务人员则饮淡啤酒 ( ale)。因宫廷服务人员数量较多,

所以淡啤酒消耗量远远大于葡萄酒。据记载, 都铎王朝每年消费 600 000加仑的淡啤酒。�lu 如此大量的

啤酒消费,自然消耗王室部分钱财。 1574年, 王室啤酒开支为 5596镑。�lv

重大节日、外交会晤、庆典等公共活动是都铎国王向其臣民和他国展示威严的重要时机, 因此在饮

食上, 必求精良, 花费巨大。复活节、升天节、圣诞节以及王室主要成员的婚礼、葬礼和加冕典礼等节庆

日的饮食开支高涨,一般而言, 是日常的 2倍甚至 3倍。

亨利七世加冕时,为了显示国王的恩典,从伦敦塔到威斯敏斯特宫道路两旁都摆满美酒, 供路人免

费饮用。1493年的圣诞节,亨利七世在威斯敏斯特宫宴请伦敦市长及其随从, 宴会上,饮食精美、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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伙食征发与劳役权 ( Purveyance),是指王室以低于市场的价格购买王室的日用品、征用民众的运输工具以及征调民众为王室廉价

服务的一项特权。利用这项特权,王室购买物品的价格一般比市场价格低 1 /3至 1 /2。最初,伙食征发与劳役权是为了满足国王的军事

需要而设,在 14世纪早期演变为满足王室的日常需要,成为国王低价获取生活日用品的一项特权。 / Purveyance0一词国内有不同译法。

马克垚、刘新成将其翻译为 /王室强卖制 0,顾銮斋翻译为 /伙食征发优先权 0,侯建新翻译为 /伙食征发与劳役权 0。由于这种特权不仅

可以使王室低价获得日常供应,国王还可以借此征用劳役,例如,爱德华三世就曾征发数百人修建王宫,所以本文采用 /伙食征发与劳役
权 0的译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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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富。国王和王后所用的餐桌上摆满 60道菜, 伦敦市长和随从的餐桌上也摆放着 24道菜。¹

亨利八世在节日时,经常邀请贵族、高级官员共同用餐。邀请的客人经常超过 700人, 需要同时供

应 240道菜。即使邀请客人数量相对较少时,饭菜供应也很多。一次, 亨利八世在温莎宫招待 30名宾

客,就供应了 14道肉菜, 800个鸡蛋, 90盘黄油, 80个栗子面包和 300个薄饼,还有姜饼, 充足的水果和

大量酒饮料。º

1520年,为了亨利八世与法兰西一世在加莱会晤, 英国王室准备了充足的食物与生活用品, 其中包

括 2200只羊、1300只母鸡、800头小牛、340头菜牛、312只鹭、13只鹅、17头鹿、9000条欧蹀鱼、700条

鳗鱼、7000条鳕鱼、4蒲式耳芥子酱,堆积如山的白糖以及为国王做蛋糕用的奶油, 这些食物总价值为

8839镑;还有价值 7409镑的葡萄酒和啤酒, 440镑的香料和大量的面包以及价值 377镑的炊具。»

都铎宫廷的饮食消费规模还可以通过饮食机构工作服务人员的数量得到体现。兰德斯的研究显

示, / 1540年饮食机构的总人数为 230人, 亨利八世晚期为 245人, 玛丽时期为 270人, 1560年为 270

人, 1600年为 250人 0。¼ 该时期,虽然贵族们也追求炫耀式饮食消费,但无法与宫廷相提并论。第五

代北安波哈德 ( north- um berhard)公爵是追求炫耀式消费的贵族典型。虽然其家每年消费 16 392蒲式

耳小麦, 27 594加仑淡啤酒, 1646加仑葡萄酒, 124头猪, 667只羊, 14 000条鲱鱼, ½但与宫廷比较则相

形见绌。可见无论从结构还是规模上,都铎宫廷饮食消费远远超过贵族,达到了显示国王身份的目的。

尽管每位国王都有维持庞大饮食消费规模的欲望, 但他们受王室可支配性收入的制约,因此都铎时

期宫廷饮食消费数量是动态变化的。亨利七世时期, 饮食消费每年固定在 11 000- 16 000镑之间。例

如, 1497年 - 1498年,每周饭费为 200- 250镑,圣诞节期间的消费最高为 580镑, ¾全年不超过 15 000

镑。亨利八世前期,王室人数增加,饮食开支随之增加。据统计, 1518- 1527年, 王室饮食消费在每年

20 000镑之上。¿ 亨利八世前期饮食消费具体情况如下表所示。

1518- 1527年王室基本食物和饮料消费表

年份
小麦

(夸脱 )

燕麦

(夸脱 )

酒

(吨 )

啤酒

(吨 )

牛肉

(头 )

猪肉

(头 )

总价值

(镑 )

1518- 1519 2640 3749 301 1249 1421 7650 20 378

1520- 1521 2952 2489 342 1393 1470 8323 21 568

1521- 1522 2897 3506 317 1401 1467 7751 21 666

1526- 1527 2928 3482 277 1405 1343 7666 20 254

  亨利八世后期,饮食开支上涨,但由于缺乏详细史料,无法得知精确数据。

玛丽时期,每年餐桌花费为 300 000达克特金币。À 伊丽莎白一世时期,为了减少宫廷饮食开支, 采

取停止供应早餐、改变允许官员将食物带出宫廷的惯例等有损王家形象的政策。这使宫廷饮食消费较

之亨利八世时期大幅下降。1576年的饮食开销为 6000镑, 1583年为 10 000- 12 000镑之间。Á 如果考

虑物价上涨因素,该时期宫廷实际饮食消费支出应该远远低于都铎初期。据统计, 1500- 1550年,物价

89

¹

º

»

¼

½

¾

¿

À

Á

Bryan B evan, H enry VII: th eF irstTudor K ing, London: th e Rub icon Press, 2000, p1461

W eir A lison, H en ry VIII andH is C ourt, p1781

W eir A lison, H en ry VIII andH is C ourt, p12221

David Loades, Tudor C ourt, p1651

M au rice Keen, Eng lish S ociety in L aterM idd le Age 1348 - 1500, London: Pengu in Books, 1990, p11681

David Loades, Tudor C ourt, p1741

R ichard Britnel,l Th e C losing of theM iddle Ages, Oxford: B lackw el,l 1997, p1701

David C1Douglas, E ng lishH istorical Docum en ts, Vol15, London: Eyre& SpottisW oode, 1967, p12071

C hristoph er H aigh, The R eign of E lizabe th I, Georg ia: Georg ia Un ivers ity Press, 1987, p1581



指数由 100涨到 105, 1550- 1600则从 105涨到 199; ¹16世纪末期的物价是亨利八世时期的 2倍,如果

按此比例估算, 1583年的饮食开支只相当于都铎初期的 5000- 6000镑。

由上述可知,亨利七世、亨利八世时期,宫廷饮食消费数量呈现逐渐增长趋势,其后饮食消费开支减

少。伊丽莎白一世统治后期的宫廷饮食消费的实际开支远远低于其祖父亨利七世时期。

二
  服饰也有双重属性:一方面作为物质文化, 它具有防寒、遮羞、美饰等实用功能;另一方面,

它又属于精神文化范畴,是意识形态的外化,反映人的社会地位和等级。由于社会下层群体有

模仿上层群体服饰的倾向, 为维护社会等级秩序, 都铎王朝颁布了一系列抑奢法 ( Sumpture

Law s), º详细规定各阶层服饰的材料质地和款式, 违反者要被处以罚金。由于这些法令实质上强化了

服饰与社会身份的等同关系,不仅未能禁止出身卑微者侵犯高贵者的服饰特权, 富裕平民穿戴贵族服饰

的现象屡禁不止,而且,越发刺激贵族在服饰消费方面的竞相攀比。那么,为凸显国王的至尊地位,宫廷

必然在服饰消费上追求奢华,以超越贵族,这就使服饰消费成为宫廷的一项重要支出。

宫廷的服饰消费,既包括国王及其家庭成员的服饰费用,也包括宫廷服务人员和约曼卫兵的制服费

用。国王及其亲属的服饰开支不菲。据米兰大使记载, /亨利七世穿着华丽的衣服, 衣领上缀满了玉石

和珍珠,帽子上镶嵌着一颗硕大的珍珠0。» 又据威尼斯大使记载, /国王穿着镶着金边的彩色天鹅绒外

罩,衣领上缀满珠宝, 帽子上镶嵌着硕大的钻石和宝石0。¼ 从两位大使的记载来看,亨利七世的穿着给

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亨利八世的服饰花费也很高。他的一双鞋就价值 18便士 (相当于现在的

22150英镑 )、一顶帽子为 15先令 (相当于现在的 225英镑 )。他一年的服装费用可高达 8000镑。½ 伊

丽莎白一世为了提升形象,也用昂贵的服饰来装饰自己。她几乎每天都要换一套衣服, 她死时留下了

2000套服装。¾ 国王及其亲属的服饰及原料一般都从国外进口, 价格昂贵。一码纯天鹅绒的价格就为

4镑 1先令 8便士,一码锦缎为 8先令,每码金织布料高达 2170镑。¿

宫廷还要为工作人员提供服装。一般而言,宫廷每年要为所有服务人员提供两套镶嵌着都铎家族

族徽的红色、绿色或白色的制服,一套用于冬天,另一套用于夏天。约曼卫兵除了担负保护国王的安全,

在重大仪式时,还肩负着展示王家形象的重任,所以约曼卫兵的服饰比一般工作人员花费要高。他们的

制服是镶嵌白色条纹的绿色天鹅绒紧身上衣 ( tunic) ,上衣的前胸印有金色或银色的都铎家族族徽。每

个约曼卫兵每年发放三套服装,一套比较贵重,在重大节日、庆典时穿着;一套价格比较便宜, 为普通穿

着;另外一套制服在晚间穿着。在亨利八世时期, 还有另外一种武装组织 ) ) ) 绅士护卫队 ( Gentlem en

Pensioners), 因其成员都是绅士, 宫廷需为其提供质量更上乘的服装。

举行盛大仪式时,服饰的花费更巨大。为了显示国王的乐施好善, 所有参加者都要被赏赐服饰用

品。亨利八世葬礼上的布料赏赐情况如下: /赏赐每位伯爵 16码布料;赏赐伯爵的 12名佣人, 每人 3

码。赏赐每位子爵 10码;赏赐子爵的 8个佣人,每人 3码。此外每个人的马匹装饰还需要布料。赏赐

伦敦市长和郡长每人 9码, 大法官 10码。上述人员的 8个佣人,每人 3码。王室所有人员,都要穿黑色

的衣服。看门的狗也需要 4码黑布料。国王的丑星和画师,每人 7码。0À据不完全统计, 亨利八世的葬

礼共消耗 / 200码白羊毛布, 200码绿色布, 900码丝布 ( ray cloth) , 641码深红色布料, 2000码红布, 88

码白布, 33 000码黑色布, 8085码黑色棉布, 99码黑色克尔赛呢绒布。总计花费 12 000镑 0。Á 15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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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因爱德华六世的葬礼, 王室共购买 9400码黑布,耗资 4000镑。¹ 赏赐使服饰消费大量增加。

珠宝也是显示身份的必备品,所以国王们都斥巨资购买。 /亨利七世从 1491年 12月 24日至其逝

世,一共花费了 128 441镑购买珠宝0。º 伊丽莎白一世也非常热衷购买珠宝, 据威尼斯密使估计,她的

珠宝和装饰品的价值为 6 000 000克朗 ( crow ns)。» 而且宫廷还设有专门机构 ) ) ) 珠宝房 ( Jewe l

H ouse)来负责保管国王的珠宝。

锦衣库是负责购买宫廷所需服饰的机构, 通过它的账目可以反映都铎宫廷服饰消费规模和趋势。¼

亨利七世时期,根据议会法令, 财务署每年应拨付大锦衣库 2105镑经费。½ 锦衣库的开支每年大约为

1300镑,用来提供男仆的制服费,婚礼、葬礼及宴会的服装费。¾ 1510年,财务署拨款涨到 2015镑, 1513

年为 4015镑, 亨利八世晚期锦衣库开支每年大约为 8000镑。爱德华六世时期降到每年 4000镑。¿ 玛丽

初期, 由于加冕典礼和婚礼服饰等原因, 锦衣库支出增加。其统治的最初两年内, 锦衣库开支总计为

18 000镑,平均每年 9000镑。玛丽晚期,锦衣库开支降为每年 6000镑。À 伊丽莎白一世统治时期,锦衣

库的支出在 10 000- 20 000磅之间,正常年景大约为 13 000磅。在其统治的最后 15年内,锦衣库的开

支基本保持不变。Á 从数字上看,伊丽莎白一世时期锦衣库的支出达到最高值, 超过了其父统治时期,

但如果考虑到物价上涨因素,会得出不同结论。如果按照 16世纪末期的物价是亨利八世时期物价的 2

倍估算,伊丽莎白一世时期锦衣库的开支 ( 13 000磅 )实际相当于亨利八世时期的 6500磅,可见此时锦

衣库的开支实际上降低了。

三
  尽管缺乏都铎宫廷饮食、服饰消费的完整账目, 但通过本文前两部分所述史实,可以勾勒出

这些消费的变化趋势: 亨利七世到亨利八世时期为上升阶段,亨利八世去世后为下降阶段。前

期宫廷消费高于后期, 这与其他王朝初期的宫廷消费比较节俭而到中后期则奢侈无度的发展轨

迹有很大不同。 /统治者的恣意与贪婪是本能的、普遍的 0, �lu英国君主并不比其他国家君主更洁身自

好、更体恤民情。亨利七世在刚刚摆脱 /糊口政府 0 ( hand- to- m ouse)的困境后, 就开始购买珠宝、金

制衣服,并着手修建王宫。当 /节约 0的气氛充斥整个宫廷的时候, �lv伊丽莎白一世个人的菜肴却在增

加,女王宫廷乐师的数目也在增加。那么,是何原因导致都铎宫廷消费与其他王朝呈现不同特征? 这与

国王财政自理传统和强有力的议会有着密切关系。

国王财政自理是中世纪英国的一个传统。它指拥有王室领地的国王应该主要靠自己的领地收入和

作为封君特权收入维持王室和王室政府的正常运行。这些收入传统上无可争议地属于国王所有,国王

对其享有征收和支配权。依照这一原则, 宫廷饮食、服饰消费属于王室正常消费, 应受王室可支配性收

入的限制。国王没有要求臣民为宫廷消费承担费用的权力。

事实上,都铎王室可支配性收入的变化与宫廷消费趋势大致相同。都铎首君亨利七世努力追求财

政独立,避免过度依靠议会,将封建法授予国王的权力发挥得淋漓尽致, 不遗余力地扩展王室可支配性

收入。在其统治期间,这些收入呈增长之势。从 1485年至 1490年, 亨利七世的年均收入为 52 000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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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统治后期的年均收入增加到 113 000镑。¹

亨利八世初期,王室领地等收入虽有所减少,但亨利七世留下的遗产仍可使维持其奢华的消费。当

遗产消耗殆尽后,亨利八世开始通过宗教改革,没收大量宗教界地产的方式增加王室领地。据统计, 从

1538年到 1540年, 亨利八世总计获得了价值大约为 135 000镑的修道院土地, º这些土地为王室带来大

量收益,增加了王室可支配收入。为了筹措战争费用,亨利八世及其以后的国王,大量出售王室领地,王

室可支配收入开始呈下降趋势。

宫廷饮食和服饰消费与王室可支配收入变化的重合,并不是偶然现象, 而是宫廷消费受王室可支配

性收入制约的结果。在近代社会以前,限制国王及王室消费的观念, 在许多国家都出现过, 但均难以实

行。这是因为在传统社会里,由于国王的特殊身份,很难区分以其为核心的王室消费和公共消费。公、

私不分就为国王借公共利益之名,谋求个人私利提供了契机,因而限制国王及王室消费非常困难。对都

铎宫廷消费加以制约,既需要观念约束,更需要强有力的机构进行监督。

议会拥有征税审批权是都铎君主遵守国王自理传统的重要原因。国王征税前,须向议会陈述理由、

并公布王室支出情况,以便议会了解王室财政困难程度,然后议会再讨论是否批准征税、并确定征税数

额,限定税收用途。这一征税程序有利于从制度上约束宫廷消费。

首先,国王征税需要议会授权,从源头上遏制了宫廷的过度消费。英格兰的代议机构享有赋税授予

权由来已久,都铎君主为增加自己的收入,曾多次绕过议会征税,试图摆脱议会的控制,但他们所做的努

力收效甚微,仅仅征收了几次善行捐 ( Benevolence)和强行贷款 ( Fo rced Loan)等变相的税收, »没有建立

起独立于议会的长效征税体制,最终返回依靠议会授权征税的原有体制上。议会不仅享有征税赋予权,

还限定征税数额。即使议会同意国王征税,在数额上也是 /锱铢必较,国王总是难以如意0。¼ 1512年,

国王要求征税 600 000镑,但最后议会只授予了 127 000镑。½ 在 1523年的议会上,国王要求议会授予

800 000镑补助金,但议会只授予了 152 000镑, 只有国王希望得到的 1 /4。¾ 征收税量不多于用税实际,

这样既减少了国王将税款挪作它用的机会,又迫使国王再次征税, 从而便于议会对国王施加进一步的影

响。议会授权征税制约都铎君主,使他们不能任意侵夺社会财富用于宫廷消费。

其次,议会拥有征税权便于议会监督税款的去向,限制国王将税款挪作它用。议会经常要求国王公

开税收开支情况作为批准新税的条件,并限定税收用途。 1489年,王室以支付 10 000名勃艮底弓箭手

的费用为理由, 向议会提出征收 100 000镑请求,但议会只授予了 75 000镑,并且 /坚持要求这笔款项用

于特殊的用途。如果战争的需求低于 100 000镑,授予的数目也相应减少, 相反就增加授予数目。议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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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要求特设一个专门机构保存这笔款项, 只允许国王需要时提取, 现金和账目都不上缴财务署和任何王

室内部机构 0。¹ 议会监督税款用途也是制约宫廷过度消费的有效手段。

综上所述,都铎王朝时期, 议会享有批准国王征收赋税的权力和税收一事一议的征收方式,使宫廷

消费受到客观制度的刚性约束,这种受限的炫耀式消费充分表明了都铎王权的有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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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o liticalM eaning of Conspicuous Consumption in the Tudor Court

ZHANG D ian- qing

( School of H istory, H ebei University, Baoding, H ebei, 071002, China)

Abstract: D iet and cloth ing in Tudor court not on ly preserved the lives of the peop le o f royal court but a lso em2
bod ied them onarchs. pow er. For th is reason, them onarchsm ade great exertion tom ainta in conspicuous con2
sum ption by way of luxurious d iet and clothing. H ow ever, such non- productive consum ption in the courtw as

curbed by them onarchs. lim ited w ealth due to the parliam ent. s restriction of k ing. s levying taxes for persona l

consum pt ion according to the trad ition that the king sha ll live of h is own. The restricted consp icuous consum p2
t ion dem onstrates the lim ited roya l pow 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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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omparison of Thought of Transform ing the Ruling System

between Ch ina and Japan from 16
th

to 19
th
Century

TIAN Yi- peng

( Schoo l of Phy ilosophy Sociology, J ilin Univers ity, Changchun, J ilin, 130012, China )

Abstract: Under the backg round ofW estern coun tries. invasion ofO rient and introduction ofW estern learning

into E astern coun tries from 16th to 19th century, the inte llectuals of both China and Japan d iscussed deeply on

the issues about the ru ling order and ruling system. Japanese elite took the lead in query ing the shogunate-

dom a in system, and d isputed fierce ly around issue of system conversion. A t the sam e tim e there are relatively

few people who advocated reform ing the system o f governm ent in Ch ina. A s far as chang ing the form o f govern2
m ent is concerned, Japan took the form of / Restorat ion0, instead of im itating sim plyW estern / Dem ocracy0,

and estab lished theT enno abso lutist reg im e, w hich m eans transform at ion from pure feudal sty le of governm en t

to the f inal po lit ical fo rm o f feuda lism, nam e ly autocracy. In the sam e period, the m ovem ent fo r reform ing the

ruling system in Ch ina started later and took on radica l deve lopm ent m om entum. The revo lution rose rapidly

after them oderate po litical re form at ion fa iled in late 19th century and caused the overthrow of Q ing Dynasty

and establishm ent of the firstR epublic in Asia. In sho r,t There are differences in thought of reform ing ruling

system betw een China and Japan, wh ich influenced the form ation of m odern nation state of the tw o countr ies

and resu lted in d ifferent road to m odern ization.

Key words: ru ling system; transform at ion; nat ion st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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