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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典史》

作者简介

本书作者安德生（Ingvar Andersson）是瑞典的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先是隆德大学讲师，1942年出任瑞
典国家档案局局长。他对十四至十八世纪的瑞典史有研究，所著《埃里克十四传记》在瑞典学术界有
一定的地位。《瑞典史》是安德生写的一部通史性质的著作，1943年出版后，曾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
注意，先后被译成多种文字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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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典史》

精彩短评

1、看着挺好玩 不费劲儿
2、幾乎只有對本國的美化。十三世紀前半期「韋斯特耶特蘭法」瑞典人可以承認一個國王，但也可
以把他廢黜。1563與丹麥的七年北方戰爭，這是一幕慘痛的插曲，在國境兩邊都上演野蠻的悲劇，互
相懷著刻骨的仇恨，證實了一百年來不和宣傳所造成的敵對情緒，社會政策的效力有賴於廢止傳統的
地方政府機構。各種改革有許多方面還需要有一個權力更加集中的組織；豆瓣還是不方便做思維導圖
筆記
3、基础读物，被译者前言雷得外焦里嫩。。。
4、言简意赅，路径清晰，不过对于看惯了充斥沧海桑田的宏大变迁的中国读者，也许读来过于平淡
和有些乏味。
5、北欧史の启蒙读物，没想到我这么晚才来评价。
6、译者前言挺雷人的，但愿因此导致的删节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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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典史》

精彩书评

1、说实在不是历史专业，也不需要研究哪门子瑞典历史。不过对北欧国家，那里冬日严寒的气候，
强烈的阳光，童话般多姿多彩的建筑...浅头发、高鼻梁和淡眼睛的人们...的印象吸引了我。这本书笔
触周到公正，条理逻辑清晰，可以感受到作者毫不费力然而是厚重和全面的阐述，读起来很顺畅。过
程中为历史学者对瑞典全神贯注的热情所打动。个人觉得是本好书，不过是通史~没耐心看完，
先mark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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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典史》

章节试读

1、《瑞典史》的笔记-第226页

        埃里克十四世有時被描寫成一個無用的浪漫主義者，有時被描寫成一個悲劇性的天才藝術家，或
者一個見異思遷沒有定見的人物，其實他卻是瑞典歷代國王中最能吸引人的一個國王。他是一個才智
卓越的人，對於歐洲文化具有精深的造詣，當時在瑞典無人可以與之相比。他會作曲，又精通占星學 
—— 提科布勒黑時代特別盛行的科學。他從父親方面承襲了勤奮的精神以及對於行政事務的興趣，加
上他活潑的想像力常常使他對現實問題有不正確的見解，再加上他偏重理論，往往使他認不清政治是
一種相當高的藝術 —— 這個缺點表現在他善於權變但卻不切實際的對外政策上。遺傳性的疑心病在
他身上發展到殺人狂的地步。他的心緒常會發生劇烈變化，從狂歡降落到陰沈憂鬱。

（Erik XIV (13 December 1533 – 26 February 1577) was King of Sweden from 1560 until he was deposed in 1568.
Erik XIV was the eldest son of Gustav I (1496–1560) and Catherine of Saxe-Lauenburg (1513–35). He was also
ruler of Estonia, after its conquest by Sweden in 1561.

While he has been regarded as intelligent and artistically skilled, as well as politically ambitious, early in his reign he
showed signs of mental instability, a condition that eventually led to insa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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