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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富之城》

内容概要

地中海史诗系列三部曲的最后一部《财富之城》则可算是威尼斯共和国简史，不过侧重于其在地中海
上的外交与战争，尤其是与奥斯曼帝国的对抗。数百年间，威尼斯从礁湖渔村崛起为海上贸易强国，
并且开疆拓土，盘踞了爱琴海沿岸许多地区，凭借狡黠的外交手腕、强悍的海军和金钱贿赂，左右逢
源于东西方势力之间，与基督教和穆斯林世界都做生意，在不同时期与双方都发生过武装冲突，此中
故事非常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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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富之城》

作者简介

罗杰·克劳利（Roger Crowley），历史学家。他出生于英格兰，剑桥大学毕业后，曾久居伊斯坦布尔
，并对土耳其的历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花费数年时间广泛游历了地中海世界，这使他拥有对地中
海的渊博的历史和地理知识。著有“地中海史诗三部曲”《1453》《海洋帝国》和《财富之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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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扼住威尼斯的咽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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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富之城》

精彩短评

1、显赫三百余年的威尼斯几乎是一个虚拟的共和国，金融和政治体系领先世界数百年。然而单一化
的依赖商业，自然无法避免衰落。
三部曲是我最后读完的一部，我觉得比较适合放在海洋帝国之后阅读。
2、威尼斯的兴衰
3、成也海洋，败也海洋
4、这套书的确很好看 
5、帝国荣光
6、现代银行业的起源，海上贸易的霸主，艺术、文化、贡多拉、狂欢节之外的另一个威尼斯
7、9分，力荐。威尼斯共和国的历史真可谓传奇。三部曲的第三部可谓三部里最精彩的。
8、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9、2017.3.2两个月读完，了解欧洲地中海历史
10、真的是读过之后停不下来。。。
11、是时候去威尼斯了！（不是
12、故事的开始，威尼斯并不像在第二部中那么委屈求存、夹缝生存，而是拓展者自己的帝国，甚至
耀武扬威。攻占君士坦丁，击跨热亚那，同奥斯曼帝国抗衡，但最终击败他的却是新航线的开辟，历
史如此讽刺，换了一个方向，却让地中海变得一落千丈。
13、读过地中海三部曲，受益匪浅，期待立刻读《征服者》。
14、关于殖民，以及共和国的可能性。这套读下来⋯需要读更多的书。
15、据说威尼斯在意大利统一后 都强烈反对从陆地建桥连接潟湖 甚至后来勉强同意也在桥下埋设炸药
以防入侵 在民族国家建立和民族意识强烈的现代 威尼斯人都对自己小小的国家抱有如此强烈的自我
意识 体现了中世纪他们与热那亚米兰等的巨大区别 这或许是从另一个解读威尼斯何以成为帝国的不
错角度 全书结构清晰 克劳利先生的笔触大可横跨海洋 从地中海到黑海 细有琐碎史料 从契约到书信 一
如《1453》 然而商业本身的润物无声 让全书少了大气磅礴的攻防 不过商人的斤斤计较也是有意思的
角度 最后帝国的没落有点虎头蛇尾 总觉意犹未尽 让人忍不住打开谷歌地图 在那片白海游弋 在内格罗
蓬特 在克里特 在黎凡特寻找所有帝国的遗迹 以及圣马可的足迹
16、雄图霸业，海市蜃楼。
17、一如既往的高水准，令人唏嘘的兴亡史。
18、威尼斯，一个伟大的商业帝国。欧洲的不团结，热那亚、比萨，基督的世界各自为政，奥斯曼土
耳其的伊斯兰帝国终究也敌不过大航海时代的到来。世界在往前进，各个的帝国不过是历史的过眼烟
云，辉煌过后不可避免的要衰败。
19、威尼斯帝国的兴衰荡气回肠，想到帝国时代游戏里的地中海地图，我现在有了更深的体会！在描
述帝国流水线的造船时，想象这是何等壮观的产业！遗憾的是历史总是变幻莫测，最终威尼斯帝国也
没有阻挡穆斯林前进的步伐。作者32个赞，涉及太多地名人名了，只粗略读了一遍，相信以后还会祥
读。
20、三部曲里相对不喜欢的一本，注重细节过多导致脉络不够清晰，给人以琐碎之感。当然瑕不掩瑜
，虽不够精炼，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扎实的史实让人能够直观感受到商业、贸易、航线对塑造西方
海上帝国，再至通过其殖民塑造世界格局的强大力量
21、第三部财富之城，威尼斯的海洋霸权。（1498）
威尼斯共和国简史——以威尼斯为主角的海洋贸易帝国由盛而衰。
前半部分的讲威尼斯的执政长官，丹多洛，通过各种权谋，在东十字军东征的路途中引导他们去攻打
对手，攻占君士坦丁堡，进而为威尼斯获得了大量的财富，以及随之而来，地中海的垄断海洋贸易权
，甚至来到了黑海的西伯利亚东部。后半截遭受崛起的奥斯曼威胁，威尼斯的海洋帝国日渐衰弱。
     唯利是图，烧杀抢掠竟然也和神圣和虔诚的信徒合二为一，无疑是莫大嘲讽。

22、跨度最长，显得叙事稍有点散。
23、“尘世皆云烟”。盛极必衰，更让我起鸡皮疙瘩的倒不是威尼斯领土被奥斯曼蚕食殆尽，而是葡
萄牙人开辟绕过好望角到达印度和东南亚航路的消息传到威尼斯潟湖时的那种绝望感。不是战争，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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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富之城》

给一个国家的未来宣判了死刑，几百年后闭上眼设身处地地想想这事，压抑得透不过气来。
24、写得很好。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经济利益并非规避战争的不二法宝，有时可以招来战争。威尼
斯为赚钱而劫掠拜占庭帝国，与奥斯曼帝国发展贸易，客观上推动了拜占庭的灭亡和奥斯曼的崛起，
并进而导致威尼斯海洋帝国自身的衰弱。第二点则可能是一种错觉，即威尼斯体制相对于当时欧洲乃
是一种“进步”。殊不知历史并非无菌实验室，威尼斯的衰弱之果正孕于其强大之因（以贸易为立国
之本）。前几年有人感叹欧洲搁置争议、步调一致、协同发展，而东亚则深陷民族主义这样的“想象
共同体”不能自拔。我要说，虽然这个共同体是“想象”的，但它毕竟承载了集体历史和活生生的个
体经验。这个是无法抹杀的。看来，英国脱欧、难民涌入的欧洲得回过头来重新面对这些问题。
25、威尼斯人是最了解奥斯曼帝国的欧洲人，他们花费大量时间去学习他们的语言、宗教、风俗，威
尼斯人非常关注每一位苏丹的逝世，因为不知道哪个儿子能继任，他们事先准备了贺信，但是贺信上
姓名空白，谁赢了皇位就写谁的名字
26、刚读完三部曲中的第二本，现在非常想去看看威尼斯的潟湖
27、原来圣马可广场那两根临海的柱子是用来绞死罪犯的⋯⋯
28、三部曲之二
29、丹多洛 一个九十岁的瞎老头 御驾亲征 带队去抢劫 还有什么事干不成，不是自私贪财 是契约精神
逼他走到了这一步。
30、威尼斯，一个没有实体经济支撑的离岸保税仓库，现代化程度令人震惊。它对财政管理的高度关
注领先同时代几百年。它是当时世界上唯一一个政府政策完全配合经济目标的国家。摘抄原文几句，
高度概括了读后的感受，这是一个有着独特体制的国家，宛如一个巨型企业运作的国家。
31、才知道第四次十字军东征这么扯⋯窝里斗直接毁了拜占庭帝国。七八百年过去了呀，谁还记得威
尼斯这个小城曾是盛极一时的东西方贸易中心呢，然而新航路之后⋯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真是
物换星移。 
32、第一部分实在太有趣了
33、@南图。由商路而兴，又因新商路而衰。攻陷君士坦丁堡让威尼斯发家，200余年后，因此衰落的
拜占庭亡于奥斯曼，最终导致后来的威尼斯海洋帝国被奥斯曼毁灭；而这两个对手又都因为葡萄牙航
海家远在非洲、亚洲发现的新航路，同时失去了重要的地位。好像整个世界都跟威尼斯开了一个玩笑
。曾经的海军大国，到现在只能靠贡多拉载着游客，游览这个美丽却已死的城市。
34、三部曲的最后一部，看着威尼斯的由盛及衰，不禁感慨：出来混迟早要还的。下面应该看看葡萄
牙的故事了。甲骨文果然是个坑呀
35、双方争夺得你死我活的，却不知地中海最后被绕过了
36、差点被作者在第二部耗尽了热情，绝赞的第三部威尼斯帝国「编年史」又拉回了对作者的爱。非
常非常好看！帝国繁荣的背后藏着无尽的血泪，想当年行走在伊拉克利翁的碉堡防波堤边，难以想象
这背后无尽的沧桑。但看到最后一章帝国在历史的滚滚浪潮中轰然倒下，又不免一阵唏嘘。
37、这份伟大纯属命中注定。像所有的长期繁荣景象一样，他们坚信此番盛世必将长驻。
38、在葡萄牙人绕过好望角之前，欧洲人在封闭的地中海中尝试着贸易和殖民。威尼斯共和国曾经那
样的富庶强大，他们是精明的商人、骁勇的水手和狡黠的外交家。文字生动，主线清晰、可读性非常
强。
39、欧化翻译有减少
40、2017017五百年的历史波流看威尼斯的起起落落。威尼斯帝国的建立是一个包含了勇气，欺骗，运
气，坚持，机会主义以及周期性灾难的故事，是一部贸易的传奇。这是一个为物质主义所驾驶的共和
国，也是多重新世界，新身份认同以及新思维模式的先驱。地中海史诗三部曲到此读完，历史是螺旋
地向外延伸，重复模式却又是新的轨迹，浩瀚如繁星的历史人物，或闪耀，或晦暗，点缀其中，留以
后世。
41、特写太多，有些拖沓，这套丛书都是
42、三部曲的顺序应该是：财富之城、君士坦丁堡、海洋帝国。里面描写很细致，抒情描写略多，整
体格局逻辑背景叙述清晰一些就更好了
43、偶哟喂真是眼看他起高楼，眼看他楼塌了。中间商贸繁荣一段看闷死，到最后几十年里被奥斯曼
苏丹打得疲于奔命真揪心。1453年威尼斯和教廷终于失去了君士坦丁堡，忍不住想起另一个被反复提
及的年份1492，征服格拉纳达，基督教双王终于赶走了北非阿拉伯人，而同期内陆在文艺复兴，这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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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的能量真是此消彼长。西班牙人已经在路上，葡萄牙人又打开了新航线，斗转星移，波澜壮阔，潮
水离开地中海，涌向了大西洋。迫不及待想去看圣马可，最好还涨个水。
44、地中海三部曲终于看完了。海洋帝国讲海战，财富之城则是讲威尼斯的海上贸易之路。香料、豆
蔻、玻璃、丝绸，看完又想玩大航海了！
45、终于读完了克劳利三部曲，一贯的行文流畅，对重要事件深入细节，让人如临其境，对威尼斯共
和国的发展壮大到最终衰落进行了有侧重点的描述，也让人对600年前威尼斯人的社会制度所惊叹。与
此同时，欧洲基督教世界的内部分歧和利益冲突以及与东方穆斯林的冲突贯穿地中海三部曲始终，这
本书也不例外。
46、甲骨文丛书
47、好看
48、三部曲最后一部，威尼斯的崛起和衰落。
49、万万没想到，威尼斯当年海洋帝国那么牛，深入骨髓的商业头脑，利益与荣耀是两条恒古不变的
主线！
50、克劳利的历史感依旧是非常宽阔，用宏大的视角展现了财富之城的历史变革，让我对它的历史有
了难忘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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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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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富之城》

章节试读

1、《财富之城》的笔记-第50页

        答案在于威尼斯人的性格——这性格里有世俗和宗教因素的奇特融合——以及条约本身。威尼斯
不断从过往历史的先例中获取智慧，以此领导国家。

2、《财富之城》的笔记-第438页

        在这一天结束的时候，主要指挥官手里还拿着无烟火药的时候，已经感到可怕的耻辱。
无烟火药。。。。应该是十九世纪末期发明的。

通过谷歌的提示我猜是绳索。

cordage 绳索 cordite 无烟火药

3、《财富之城》的笔记-第201页

        在隔海向望的特拉布宗，他们可以获得原材料——铜和铝，

铝：维基“相对于其他金属，铝的发现比较晚。1808年汉弗里·戴维爵士首次使用了“Aluminum”这
个词，并开始尝试生产铝。 1825年丹麦化学家汉斯·奥斯特成功用钾从氯化铝中还原出铝：”

我估计是明矾吧。

4、《财富之城》的笔记-第287页

        ......在海峡的对面，威尼斯得到了阿尔巴尼亚的杜拉佐港——它拥有充裕的水资源和大片葱翠的森
林——以及仅10英里之外的布特林托......    下面有译者注：原文如此，杜拉佐和布特林托之间的距离实
际约270公里，即约170英里。    结合上下文语境来看，这个10英里，可能是指科孚岛和布特林托之间
的距离，在地图上看两者也非常接近，而不是杜拉佐和布特林托之间的距离。

5、《财富之城》的笔记-第209页

        

6、《财富之城》的笔记-第211页

        之后，意大利的重商主义思想渐渐衰退。
说的是黑死病之后。

7、《财富之城》的笔记-第171页

        在1492年发现新大陆的是一位热那亚航海家---格力斯托夫·哥伦布。

8、《财富之城》的笔记-第47页

        威尼斯人是经验丰富的商人；他们擅长签订合同，而且他们相信契约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契约是
威尼斯生活的金本位；它的关键参数是数量、价格和交付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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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富之城》

9、《财富之城》的笔记-第413页

        “据说，穆罕默德二世意识到他的计划即将破灭之后，留下的无力而伤心的眼泪。”应为“流下
”

10、《财富之城》的笔记-第279页

        胜利者仔细地将战俘分类；他们以一种特殊的发音习惯，将帕多瓦人、匈牙利人、雇佣军与热那
亚人区分开。他们要求俘虏们读出单词“capra”（山羊），热那亚人只能用自己的方言读作“crapa”
。4000名热那亚人被赶到了临时搭建的战俘营，很多人死在那里；那些可以正确读出“capra”的人则
被释放了。

11、《财富之城》的笔记-第15页

              ⋯⋯
     蒙上帝洪恩，在世界各地，商人通过辛勤劳动在陆地和海上开辟了航道，创造了财富，我们的城市
因此得以茁壮成长。这就是我们和我们子孙的生活，因为没有了商业，我们不知道将如何生存。因此
，我们在思想上必须十分警惕，并且像我们的祖先一样努力，以保证如此多的财富和珍宝不会消失。

12、《财富之城》的笔记-第41页

        共和国的请求从一开始就彰显了信仰与世俗需求之间的冲突。

13、《财富之城》的笔记-第1页

         起航、冒险、利益、荣誉——这些是威尼斯人生活的指南。近一千年里，他们没有别的生活方式
。大海保护他们，为他们提供机遇，决定他们的命运。
人类与大海的关系是漫长的，紧张而充满矛盾的；直到15世纪，威尼斯人蔡开始严肃而认真的考虑，
他们是否应该与陆地而非与大海交好。威尼斯人原先不过是意大利背部流速缓慢的内陆河上捕捉鳗鱼
的渔夫、采盐工人和驳船船夫，后来却崛起成为商业巨子和金币铸造者。
这座脆弱的城市生存于纤弱的橡木桩之上，如同海市蜃楼，而大海给了它难以计量的财富，将之塑造
成无与伦比的海洋帝国。
这个帝国的建立，是一个包含了勇气、欺骗、运气、坚持、机会主义以及周期性灾难的故事。
这是一部关于贸易的传奇。威尼斯是世界上唯一一个为了进行买卖活动而组织起来的国家。威尼斯人
是地地道道的商人；他们以科学的精确性评估风险、计算收益和利润。
这座城市的财富不依赖任何触手可及的实物——它没有大片土地，没有自然资源，没有农产品，也没
有很多人口。威尼斯脚下实际上没有坚固的土壤。威尼斯的生存依赖于脆弱的生态平衡。威尼斯可能
是史上第一个虚拟经济体。它从不收获粮食，而只获取黄金。
威尼斯人始终生活在恐惧中，因为一旦他们的贸易线路被切断，整座宏伟的经济大厦就会瞬间崩塌。
起航的船只总会淡出视野，微缩成一个点，在码头运行的人也终会回归日常生活。水手重拾手头的工
作；码头装卸工人举起大捆货物，或者滚动木桶；刚多拉船夫继续划桨；教士们匆忙赶去下一场礼拜
；穿黑袍的元老们继续处置国家大事；小偷带着赃物匆忙离开。船只乘风破浪，驶入亚得里亚海。
威尼斯生活在两个世界之间--陆地和海洋，东方与西方，但不属于其中任何一个。它在成长的早期臣
服于君士坦丁堡的说希腊语的皇帝，并且它的艺术、礼仪和贸易都是源自拜占庭世界。然而，威尼斯
人同时也是拉丁人和天主教徒，名义上臣服于被拜占庭视为“敌基督”的罗马教皇。
威尼斯努力在两种对立势力之间维持自身的自由。威尼斯人也不断公然藐视教皇的权威。作为回应，
教皇对整个威尼斯施以绝罚。
威尼斯人希望在任何可以获取利润的地方公平地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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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有一个时刻标志着威尼斯海洋帝国的崛起，那一定是这一刻--执政官凯旋潟湖。打败纳伦塔海
盗是一个具有深远意义的事件，它标志着威尼斯人对亚得里亚海实际控制的开端。
意大利的两个航海共和国无情的物质主义及其“对财富的贪得无厌”（彼特拉克的评价）令虔诚的中
世纪世界震惊而反感。两者都因为和伊斯兰世界做生意而常遭教皇谴责；拜占庭人憎恶他们，穆斯林
鄙视他们。教皇庇护二世认为威尼斯人在自然界中的地位比鱼高不了多少；叙利亚阿拉伯人认为“威
尼斯人”和“混蛋”是同义词。但热那亚的声誉还要更差一点。
1291年4月，马木留客王朝的苏丹⋯⋯的雄壮大军兵临阿卡城下，他决心最终消灭在伊斯兰土地的异教
徒。经历了长达几个世纪的艰苦圣战后，穆斯林带着杀光所有异教徒的坚定决心前来。
在这些令人疲惫的战争的间歇，以及在拜占庭垮台的空隙里，奥斯曼土耳其人正不可阻挡地向前推进
。1354年11月，热那亚人运送一支奥斯曼军队渡过达达尼尔海峡，进入欧洲。这是他们，乃至整个基
督教世界做过的最糟糕的一桩买卖。⋯⋯土耳其人在加里波利站位脚跟后，就再也没有办法将他们驱
逐出去。他们将永久性地留在欧洲。
历次热那亚、威尼斯战争阻碍了教皇遏制日渐增长奥斯曼人威胁的计划。
当法布里参观威尼斯人聚居区（埃及亚历山大港）时，他惊讶的发现，有一只猪在院子里。威尼斯人
出于蔑视养了这头猪，但为此他们给了苏丹一大笔钱。
在威尼斯，任何东西都可以成为商品，甚至连从帝王谷出土的磨成粉的木乃伊，也可以作为药材销售
。
连续多位教皇意识到“土耳其人”的威胁，但由于天主教和东正教之间的敌意、威尼斯和热那亚无休
止的战争，只能扼腕叹息，却无计可施。
威尼斯海洋帝国的遗迹四处散落在大海之上；数以百计的哨塔与堡垒摇摇欲坠；令人肃然起敬的干地
亚和法马古斯塔防御工事、布局精巧的堡垒和深壕最终没有敌过奥斯曼帝国的大炮；在勒班陀、凯里
尼亚和干尼亚，整洁的港口紧紧环绕着美丽的海湾。教堂、钟楼、军火库和码头；数不清的威尼斯雄
狮或纤瘦颀长，或敦实矮胖，或有翼或无翼，或粗暴或凶狠，或愤怒或惊诧，守卫者海港的海墙，屹
立在大门之上，从优雅的喷泉中喷出水来。
威尼斯帝国霸业留下的痕迹实在少得可怜。海洋帝国总是飘忽不定，和威尼斯本身相仿，注定变幻无
常。港口得到了又失去，它在海外领地终究扎根不深。克里特岛上，不只一处倒塌的房屋门楣上刻着
一条拉丁文箴言：“尘世皆云烟”。就好像他们在内心深处都已经参透，军号、舰船和枪炮的喧嚣终
究只是一场海市蜃楼。
费利克斯法布里在1480年跟随着一艘香料商船回来了⋯⋯他在圣诞节之后的夜里到达威尼斯。那天夜
空晴朗明亮，从甲板上眺望，白雪皑皑的多洛米蒂山脉的峰峦在巨大的月亮下忽隐忽现。那夜无人入
睡。黎明到来时，乘客可以看到阳光下闪闪发光的钟楼金顶，在屋顶的加百列天使像正在欢迎他们回
家。威尼斯的所有大钟都在为船队的回归敲响。船只被横幅和旗帜装饰着；浆手们开始唱歌，并按照
习俗，把自己被盐和风暴腐蚀的旧衣服扔到船舷外。

14、《财富之城》的笔记-海洋帝国

        威尼斯被潟湖内漫长而艰苦的战争几乎拖得精疲力竭。两年里，所有的贸易都停止了。舰队被毁
，果库空虚，连亚得里亚海的制海权也在1381年条约中正式转交给了匈牙利。与热那亚的战争、瘟疫
、克里特的叛乱和教皇的贸易禁令让威尼斯人再14世纪举步维艰。但是，共和国还是挺了过来。在基
奥贾战争之后，这座城市飞速地恢复了而元气，令人瞩目。

15、《财富之城》的笔记-第109页

        纯粹是摘除的一些书里的关于那段威尼斯的一些有意思的句子

“威尼斯生活在两个世界之间——陆地和海洋，东方与西方，但不属于其中任何一个。它在成长的早
期臣服于君士坦丁堡的说希腊语的皇帝，并且它的艺术、礼仪和贸易都源自拜占庭世界。然而，威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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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人同时也是拉丁人和天主教徒，名义上臣服于被拜占庭视为“敌基督”的罗马教皇。威尼斯努力在
两种对立势力之间维持自身的自由。威尼斯人也不断公然藐视教皇的权威。作为回应，教皇对整个威
尼斯施以绝罚。”

感觉威尼斯人纯粹就是商人，对哪个宗教或者语言都没有特别的情结，某种意义上很像是现代人=_=

“为这样一支庞大舰队提供补给同样需要极其艰巨的努力。威尼斯人精细地计算了每个人一年的口粮
：377千克面包与面粉，2000千克谷物和豆类，300升葡萄酒。为十字军提供的给养累计起来数额庞大
。威尼斯人在自己的农业腹地搜罗粮食；并从各地区中心——博洛尼亚、克雷莫纳、伊莫拉、法恩扎
搜集小麦，在威尼斯的烤炉里经过两次烘焙，制成耐久的航海饼干，这是航行时水手的主食。威尼斯
并不是食物的唯一来源地。”

威尼斯是靠着发十字军东征的战争财发展起来的，不止是军粮生意，威尼斯还利用了十字军为它打下
了君士坦丁堡。另外欧洲人打仗也太搞了，每人每天一升酒。。。

“大约在12月中旬，希腊人夜袭了威尼斯舰队。他们准备了一些火船，满载干木材和油。劲风吹过金
角湾，希腊人点燃了火船，切断系船的绳索，于是“风驱使着火船快速冲向舰队”。多亏威尼斯人脑
筋灵光，才避免了一场灾难：他们迅速登上自己的船只，操纵它们远离那些忽明忽暗的火船。1204年1
月1日夜，天气又一次有利于火攻，希腊人故技重施。大风再次吹向威尼斯舰队；希腊人总共动用了
十七艘装满木材、麻、桶和沥青的大船。深夜，他们将各艘船用铁链系住，点燃了船只，看着它们熊
熊燃烧着冲过港口。”

这是攻打君士坦丁堡的一个细节，地中海版的火烧赤壁，不过希腊人的连环计是连了自己的船，比起
来还是这个更靠谱些，毕竟自己的船想连就连，要把敌人的船连起来给你来烧听起来实在是不靠谱。

“屠杀奸淫的场面令人震惊：

无论是在宽阔的大道，还是拥挤的巷子，没有人能够逃脱这场劫难；教堂里到处是哭喊声、泪水、哀
哭和乞求声；男人痛苦的呻吟，女人们的尖叫，受害者被砍成肉泥，淫亵的行为，平民被卖为奴隶，
家庭骨肉分离，贵族和德高望重的老人遭到可耻的虐待，人们哭成一团，富人被洗劫一空。

“暴行就这样继续着”，科尼阿特斯愤怒地咆哮道，“广场上、角落里、寺庙里、地窖中，到处都是
惨象。”他说：“我整个头都痛苦不堪。”他最后讥讽地将十字军对君士坦丁堡的洗劫与十七年前萨
拉丁收复耶路撒冷时对平民的仁慈作了对比：“他们（萨拉丁军队）允许所有人带着自己的财物离开
，只要求每人交几个金币的赎金⋯⋯基督的敌人就是这样宽宏大量地对待拉丁异教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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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士坦丁堡陷落后的屠城，很惨烈，都是基督徒，杀气来却一点儿不留情，这样的场面比起后来1453
年土耳其人攻占君士坦丁堡可能还要惨烈。所谓的十字军，大多也只是一帮挂着骑士和贵族名号的强
盗。

“1204年10月对拜占庭的瓜分使得威尼斯一夜之间成为一个海洋帝国的继承者。一下子，这座城市从
一个商业国家一跃成为强大的殖民帝国。威尼斯号令天下，从亚得里亚海顶端到黑海，横穿爱琴海和
克里特岛周边海域，无人不从。在此过程中，威尼斯的自称从“公社”（潟湖本土居民的共同体）逐
渐演变为“共和国”、“最尊贵的共和国”、“宗主国”。它是一个势力强大的主权国家，用威尼斯
人引以为豪的说法，“凡水流经之地”皆为威尼斯的疆域。”

威尼斯人成了十字军东征的最大受益者，威尼斯海上帝国也自此开始。

“佛罗伦萨人佛朗哥·萨凯蒂做了一个对两个民族都大加贬抑的比喻，把热那亚人比作驴：
驴的天性是：当许多头驴在一起时，其中一头被打了，所有驴都会散开，到处逃窜，他们就是这么卑
劣⋯⋯威尼斯人类似猪，被称为“威尼斯猪”，他们真的有猪的天性，因为当众多的猪被关在一起时
，其中一只被打，所有的猪都会聚拢，并冲向殴打它的人；这就是威尼斯人的天性。”

据我小时候在农村看到的，猪也是和驴一样都会四散逃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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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财富之城》的笔记-第455页

        在某种意义上说，它是第一座虚拟城市：没有实体经济支撑的离岸保税仓库---现代化程度令人震
惊。名为杜卡特的小小金币相当于今天的美元，杜卡特金币上的图案是历任执政官在圣马可面前跪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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