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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1204年，十字军和威尼斯人转向攻占君士坦丁堡，侵占拜占廷帝国大量领土，建立起拉丁j帝国和众多
封地。这一事件影响到世界历史的进程，长期以来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本书旨在以中国学人的视
角、从西方和拜占廷两方面来分析1 204年君士坦丁堡陷落的必然性和历史影响。书中主要探究了11
、1 2世纪西方对拜占廷的侵略扩张及其影响，1180-1 2 04年拜占廷衰落的原因、性质以及与君士，坦
丁堡陷落的关系，君士坦丁堡陷落的直。接原因，特别是第四次十字军东征转向进攻君士坦丁堡的原
因，以及君士坦丁堡陷落的历史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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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2003年，任教于天津工业大学；2009年至今，任教于中南大学，讲授“世界史专题”和“中国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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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论文十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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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第三，皇权逐渐衰落。例如，君士坦丁九世讨好各种势力，把荣誉、津贴和特权几乎无分
别地授予大家族、教会、修道院，大力晋升行会人员和元老院成员，维护君士坦丁堡民众利益，他统
治期间文职官僚特别是米哈伊尔·普塞罗斯对皇帝和政府取得支配地位。米哈伊尔·普塞罗斯说君士
坦丁九世把所有的秘密与他分享；当时许多蛮族人当上总督，一个蛮族人甚至进入元老院；他还说君
士坦丁九世在统治初期把权力都交给君士坦丁·莱胡泽斯（ConstatineLeichoudes，1059—1063年任大教
长）。米哈伊尔六世则被当权派强迫发誓保护他们的利益。依沙克一世企图加强皇权，结果遭到孤立
，被赶下台。君士坦丁十世讨好政府官员、较小的贵族甚至手工工人，提高手工工人的社会地位，消
除手工工人与元老之间的差别。米哈伊尔七世统治期间，首相尼基福里齐斯成为帝国真正的统治者。
西利兹（Scylitzes）指出，尼基福里齐斯把所有权力都集中到自己手中，米哈伊尔则忙于琐事和孩子般
的游戏；米哈伊尔·普塞罗斯说米哈伊尔七世的侍卫伤害他，有人故意冒犯他、抢劫国库。到了尼基
弗鲁斯三世，他把朝廷行政事务全部交给门客博里尔和耶尔马诺斯处理，帝国军队则交给赏识的将领
依沙克和阿莱克修斯（即后来的阿莱克修斯一世）兄弟俩控制。 第四，教权逐渐膨胀。例如，大教长
阿莱克修斯（Alexius Studite，1025—1043年在位）增强了教会的司法和财政权力；君士坦丁堡民众起
义反米哈伊尔五世时，他支持民众，公开宣布米哈伊尔不称职，最终导致米哈伊尔退位。大教长米哈
伊尔一世在位期间教会成为真正的政治力量，他甚至企图要求皇权服从教权。他开始穿只有皇帝才能
穿的红靴，以表明自己与教皇和皇帝平等；在1054年东西方教会分裂事件中，他依靠君士坦丁堡民众
迫使君士坦丁九世停止对教皇使节的支持，之后他成为君士坦丁堡最强大的人物；他反对塞奥多拉、
米哈伊尔六世的统治，支持依沙克叛乱，派人劝米哈伊尔退位；依沙克上台后将原属于皇帝特权的圣
索非亚教堂的管理权和主要教职人员的任命权转交给了他。大教长约翰八世（1064——1075年在位）
在首次见君士坦丁十世的时候拒绝向皇帝行跪拜礼，甚至拒绝与皇帝谈话，声称拒绝受皇权控制。大
教长科斯马斯一世（1075—1081年在位）在米哈伊尔七世和尼基弗鲁斯三世的退位中都发挥了作用，
使尼基弗鲁斯不得不声称大教长和大教长会议有权监督皇帝，并成功为阿莱克修斯的妻子伊琳尼加冕
，确保了她的皇后地位，等等。

Page 6



《1204年君士坦丁堡的陷落》

编辑推荐

《1204年君士坦丁堡的陷落》中主要探究了11、12世纪西方对拜占廷的侵略扩张及其影响，1180—1204
年拜占廷衰落的原因、性质以及与君士坦丁堡陷落的关系，君士坦丁堡陷落的直接原因，特别是第四
次十字军东征转向进攻君士坦丁堡的原因，以及君士坦丁堡陷落的历史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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