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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莎家族:“血统不纯”的英国王室 
 

徐德林  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 
 

  温莎家族，1917年以来统治英国及其海外领地的英国王室，毋庸置疑堪称当今世界最著名、
最富有、最传统和最重要的王室家族之一，“除罗马教皇外，温莎家族位于人类社会最古老的君

主制统治的权力之巅”。所以，温莎家族始终能够吸引英国乃至全世界的眼球，要么作为盎格鲁-
撒克逊民族的象征，要么作为各种花边新闻甚至丑闻诞生的温床。但未必人尽皆知的是，温莎家

族很难说是血统纯正的英国王室，或者一如乔治五世更改姓氏所暗示的，温莎家族与德国血统有

着复杂的纠缠。 
  1917年，英王乔洽五世发布枢密院令，宣布把王室名和王室父系子裔姓氏从“萨克森-科堡-
哥达”(Saxe-Couburg and Gotha)改为“温莎”(Windsor)，从此拉开了温莎王朝的大幕。无论是对
作为英国象征的王室还是普通国民、无论是对英国的政治历史还是社会文化，王室更改姓氏都可

谓是非同小可的事件，于是我们不禁要问，其间的原因何在? 
  温莎家族抑或温莎王朝的出现直接关系着英国国民在一战期间的反德情绪。众所周知，第一

次世界大战是一场表兄弟之间的战争；一方的英王乔治五世、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与另一方的德

国皇帝威廉二世，都是维多利亚女王的孙辈后代。在战争开始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英军节节

败退，英国民间反德情绪因此一发不可收拾；所有带德国印记的东西，甚至包括面包，无不成为

英国人痛恨的对象——不再宠爱德国小猎犬、对德国姓氏的人拳脚相加、罢免德国血统的官员、

遣送德国侍女、用德国皇帝威廉的昵称“威利”(Willy)指称男性生殖器。面对这一切，为了体面，
也为了表明与子民共同反对德国、与德国皇帝血战到底的意愿和决心，乔治五世在 1917 年忍辱
负重地宣布放弃家族姓氏“萨克森-科堡-哥达”，代之以听起来非常“英国化”的“温莎”——温
莎一词源自英国最古老的王宫之一温莎城堡，其历史直接联系着征服者威廉。 
  然而，在更深层次上，英国人在一战期间的反德情绪关乎英国王室的德国血统。姑且不论乔

治五世的外祖父阿尔伯特亲王是德国人，尤其引入注目的是，1714年以来的历代英国君王都是德
国人的后裔。众所周知，1714年，英国女王安妮去世，没有留下子嗣；她信奉新教的德国表兄乔
治，路德维希，冯·汉诺威因此受邀继位英国国王，史称乔治一世。这既是英国历史上汉诺威王

朝的开始，也是英国王室的日耳曼血统的开始。乔治二世不但一如他父亲乔治一世，没有掌握英

语，主要生活在汉诺威，而且拥有德国情妇。之后的乔治三世、乔治四世虽然都在英国出生并接

受教育，能说流利的英语，但他们的王后都是来自德国。乔治三世的孙女维多利亚女王开始了新

王朝——萨克森-科堡-哥达王朝，但这并没有切断英国王室与德国的联系。维多利亚女王的母亲、
家庭老师以及监护人都是德国人，都是来自德国的哥达家族，而女王本人也自认为是哥达家族的

成员；更重要的是，1840年，女王嫁给了哥达家族的阿尔伯特王子，而他们的长女又嫁给了德国
皇帝，其子即发动一战的威廉二世。 
  不难发现，乔治五世的更换姓氏旨在从根本上消除英国王室的德国情缘，但同样不难发现的

是，其后代却对此不以为然。比如，据近年来逐渐解密的官方文件显示，乔治五世的长子爱德华

八世放弃王位不但源于他“不爱江山爱美人”，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一方面，他的美人沃利斯·辛

普森支持德国纳粹，另一方面，他于 1937 年作为温莎公爵在慕尼黑会见了希特勒。又如，虽然
乔治五世的次子乔治六世勉力保持了与德国的疏离，他的妻子伊丽莎白太后一生都未改变对德国

的敌意，直到临终也未改变称德国人为“匈奴人”的习惯，但乔治六世的女儿、现任女王伊丽莎

白二世不但嫁给了具有多半德国血统、拥有诸多德国姻亲的菲利普伯爵(爱丁堡公爵)，而且已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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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次踏上其祖先曾经生活过的土地德国，于其间从事国事活动的同时，开展她的寻根之旅，举办

家庭大聚会。 
  所以，温莎家族并非血统纯正的英国王室；近 300年的和亲政策导致了温莎家族成员的血管
里浸淫着日耳曼血统，虽然基于他们对“适者生存”的谙熟、对自己血统的谨言慎行，温莎家族

总是能够抵御罢黜王室的呼声，迄今尚未有退出历史舞台的迹象。从这个意义上讲，温莎家族所

代表的英国君主立宪制“已经成为一种国家政体形式，并且充分适应了社会发展的需要。这一体

制可谓老而弥坚、腐而不朽，虽源远流长，却与时代相背离。然而，它却具有超强的生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