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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優秀的作品。對我來說知道了「君堡」原來在此時已經萎縮成了一個 「村落」的聚合體
2、翻译没有1453:君士坦丁堡之战语言风格妥帖，间歇夹杂着中文古文风格的词句，不够西方史诗风
格。
3、1453年5月，拜占庭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被奥斯曼土耳其攻陷，不仅代表着拜占庭千年帝国的落幕
，东正教中心的北移莫斯科，也标志着伊斯兰势力的强势崛起。自十字军东征以来，十字剑和星月弯
刀的对抗又到新的高峰，从此欧洲和近东的政治、经济、文化开始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4、被人遗忘的史诗，只是这里没有英雄，只有利益。
5、长度适中
6、只陳述必要的史實，只在最後表達一點自己的觀點，很喜歡這樣的書。作為一個到過君士坦丁堡
的人，書中的地點幾乎都到過，這真是一個偉大的城市啊，不愧為世界的首都。
7、有了完整的拜占庭陷落史，但是还需要补全更多的知识，像关于十字军东征的历史，玫瑰战争.....
8、一座老城的终点与起点.
9、对这一块历史了解不多，但是书读起来还是很顺畅，译者也相当用心。背景及当时国际形式分析
全面，无论此战细节如何变化，拜占庭也顶多是拖延数年灭亡。而且拜占庭的灭亡对整个欧洲的影响
并不如以往分析的那么大。
10、一个英明的君主丧失自己的国家，殒命敌中，让人感到悲凉
11、像这样清清楚楚公公允允的写史书多好。年底了，要加紧读书了。（集其碎片一角）
12、平心而论，要说叙事的画面感和戏剧性，还是罗杰·克劳利的版本更胜一筹。但朗西曼的版本时
间跨度更长，视野也更宽泛一些。而且译注极其丰富，可见译者用心之深。
13、朗西曼的作品第一次看，优雅的文字行文和宏大的历史观，详尽扎实的史料考究，海战、陆战的
过程也描写得极为细致，间或穿插人物的描述，精准到位，却还是难免觉得啰嗦，当然，除了史实以
外，也不缺乏情怀，这次拜占庭作为东西方冲突的前哨和衣钵象征，面对崛起的奥斯曼人，及其强大
的穆罕默德二世。不禁让人遥想当年罗马帝国唯一的继承人，拜占庭的君士坦丁皇帝站在城头和身边
仅剩的两个战友望着在城垛处被坑杀的时候，心中必定充满了悲凉，但也绝不后退一步，头也不回地
再次冲锋陷阵，直到被异教徒的大军吞没，以身殉国，以血卫尊严，罗马帝国的皇帝和他的帝国，一
并被历史淹没，而那以后，君士坦丁堡,这座伟大的城市，也从人们记忆中慢慢变成了“伊斯坦布尔”
。 
14、好久没看欧洲史，需要看地图才可以看这本书...
15、看完之后对去土耳其又向往了几分
16、看的有点累，特别是自己这种什么都不知道的⋯⋯这就是历史研究，去伪存真，像是一场推理的
游戏。
17、好书，值得一读
18、感觉比罗杰克劳利的深入了那么一点点
19、一段悲壮的历史
20、学者写书就是忍不住要各种抖包袱卖弄学识啊啊啊啊啊
21、很好的入门读物，对战争背景写的比较详细
22、和罗杰版相比，简单了点，也不如罗杰版的生动。但作者花了很大的篇幅来告诉读者1453年前后
数百年各种国王之间的关系以及奥斯曼的崛起（虽然那么多人名我也记不住）。
23、烽火汇诸侯，神似大坂冬之战。宗教：西军纠纷、东军合。二倍速。
24、伊斯兰与基督的撞击，奥斯曼帝国的兴起，这本书让我知道了土耳其的大国梦，知道了博斯普鲁
斯海峡，马尔马拉海，达达尼尔海峡的重要性。
25、这书做得值六星，作者译者都很棒
26、是一本好书，看不懂是因为对这段历史历史背景基础为零
27、写得很科普，翻译译注得很认真的一本书。读来很扫我的盲。苏丹破城后对基督教还是留了一定
空间的。但在178页还是有个前后矛盾处——1453年5月29日是周四？应该是周二吧。
28、国之将倾危局下，人的选择才是历史的大魅力
29、每当提及末代皇帝生命的最后时刻，他们（希腊人）依然不免心潮起伏：君士坦丁被西方盟友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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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弃，可他屹立在城墙缺口，决不后退一步，直至被异教徒的大军所吞没——罗马最后的皇帝，连同
他殉葬的帝国，永远消失了。
30、文风严谨，也不失浪漫主义和英雄气概
31、读起来有些费劲。外国人名不太好记，很艰难的啃完了。译者很用心。
32、地名人名是真难记
33、准备有空二刷！
34、有点难懂，对于不熟悉历史的来说人物地名难记，不过故事还是相当精彩的。
35、不需要惋惜什么
36、注释的部分占了1/3强⋯⋯
37、比较详实地记录君士坦丁堡的灭亡，这也意味着拜占庭文明的陷落，伊斯兰强权的崛起。令人意
外的是，惊喜地发现“第三罗马”的来源。正因为拜占庭灭亡，俄国帝国驱逐了鞑靼人的统治，俄国
牧首便认为，既然西罗马和东罗马都灭亡了，第三帝国还在崛起，东正教帝国的统治应转移到俄国。
俄国是在拜占庭灭亡后唯一一个受益的东正教国家。而拜占庭辉煌灿烂的文明，则逐渐没落⋯⋯幸亏
后来被人发现
38、还要再读一遍
39、王朝崩塌非朝夕之祸，古今中外无一例外，作者视角不错，来回交替。不过我记不住人名的老毛
病又犯了。。。
40、嗯，应该晚上看书。
41、本书对于理解拜占庭与奥斯曼关系帮助很大，关于君士坦丁堡的陷落描写细致，行文也很不错，
是一本好书。不过由于细节太丰富，很多地方都是一扫而过，毕竟我的需求是了解个大概，它们都有
出处，对于研究这一段历史的人应该有帮助。除此之外，索引与人名、地名原文等方面都能体现这部
书的严谨之处，不像刚刚读完的《战争史》。
42、土耳其和拜占庭的地缘关系决定了，土耳其意欲崛起，必须打开欧洲的东大门。教廷和欧洲各国
的救援不力，导致了1453年君士坦丁堡落入土耳其之手。试想若教廷早日征集了新的十字军，若威尼
斯的舰队提前到达，也许只能些微延续了罗马帝国的生命，无法改变伊斯兰世界崛起和罗马帝国衰落
的大势。
43、这是无法避免的一场历史必然，但当年伊斯兰世界好厉害
44、波澜壮阔，大气磅礴
45、原著深细，译笔尤佳。
46、对拜占庭历史还是蛮感兴趣的，一个帝国能延续千年，确实不易
47、挺好看的书，特别是从准备攻城到沦陷这一部分，译者翻译也很用心，总体流畅，不过也挑挑不
足吧。1，注释和考究太多了，感觉译者有些卖弄，那些东西可以写成论文发表，没必要放书里，这
本书完全可以精简三分之一。2，地图为何不重新翻译成中文的？
48、1453年确是历史上重要的分水岭，欧洲的政治版图与宗教、文化与历史进程，都在这一年里有了
很大的改变。朗西曼功力确实了得，简洁的笔触，将君士坦丁堡战役写得非常清晰，让人宛如看到了
当时的现场。译者也够认真，竟然做了那么多的注释。
49、谋篇宏大，作者有细腻的人文主义笔法，自己还活在历史中，往事如在目前。翻译也很好的。
50、这本书的好不仅在于原著和原著作者，更在于译者的翻译质量。翻译真的是目前少有的佳作，特
别是译者对地名人名事件等等的考究，而且译者并非专业人士，仅凭爱好，啊啊啊，实在太不容易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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