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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兰史》

内容概要

《波兰史》主要选收国别史、地区史的通史性著作，以国别史为主体，适当辅以地区史。计划共出
版80种，2年内出齐。文库编辑委员会特邀我国世界史学界著名学者专家担任学术顾问，精心遴选著作
。编选者和学术顾问一致认为，每个国家、地区的历史只选一种著作，因而要求此一种应是在学界已
获得广泛定评的上乘之作，且最好是最新成果，作者应为著名史学专家，原出版者也应是知名的出版
机构。原著使用的语种主要是英语、德语、法语、俄语、日语等，中文译者应基本上是史学专业人士
或是有较高史学修养的翻译家。总之，学术性、权威性、完备性、可资借鉴性以及可读性，是《世界
历史文库》编选出版工作所追求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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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对于成千上万免遭杀戮的起义军而言，结局也并不乐观，等待他们的是长途跋涉前往
西伯利亚服劳役的命运。曾经同情或是支持起义的地主们将面临罚款或是没收财产的处罚。又一代波
兰人为他们英勇但最终无果的挑战瓜分势力的尝试付出了代价。然而起义仍是一项壮举，在这样悬殊
的军事力量差异之下，起义仍成功地持续了18个月。起义者们用行动表明，他们是难以捉摸、顽强不
屈的敌人。在华沙隐匿处的民族政府，就在俄国帝制的鼻子下也能够运转，而在乡村，其秘密据点与
俄国军队玩起了捉迷藏的游戏。在许多地区，地主和农民支付一种“国税”为起义者提供补给。而起
义者们虽然时常被包围和击败，却总能随着新志愿者的不断加入而很快重振旗鼓。1863-1864年间，这
个秘密地下政权得以在俄占波兰大部分地区运转，这在19世纪欧洲的民族主义历史上也是非同寻常的
现象。依照贝尔格总督所说，它已经成为“一个真正穷凶极恶的阴谋”。但是它终究不能与一支在沙
皇的波兰土地上泛滥的将近40万人的军队（俄国全部陆军力量的一半）永久对抗下去，特别是在缺乏
任何外国干涉、士气受挫的状态下。报复越来越残酷，而沙皇最终对农民放低姿态则敲响了起义者的
丧钟。然而，通过其对农民的关注，起义已经促使沙皇当局提供给波兰农民比维洛普斯基设想的更慷
慨，或者说甚至比由沙皇提供给在严格意义上的俄国土地上的农民更慷慨的条件。此时的悬念是，俄
占波兰的农民是否会成为对圣彼得堡的皇帝充满感激和忠诚的臣民，或者是否满足了他们直接的经济
要求后，他们能与他们的同胞找到一种共同的民族认同。在波兰独立斗争的历史上，1864年后形成的
国际秩序代表了一个分水岭。随着俾斯麦模式的德国作为欧洲大陆的主要力量的兴起，法国随之而来
的衰退，波兰从西欧获得帮助的所有幻想都惨遭破灭。浪漫主义起义时期已经划上句号。尽管如此，
对1863-1864年的英雄主义和牺牲奉献的记忆，以及曾遭受极不公正待遇的感觉，都会给波兰人民留下
痛苦但深具能量的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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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波兰史》是世界历史文库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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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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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刚刚读了这个，差不多读完了前两章，个人感觉这本书有几点优点和不足，首先，这本书只有章
，没有分节，第一章作者用30多页的篇幅一口气介绍了波兰400多年的历史，中间毫无停顿，读起来没
有节奏感。第二，其内容只是按极其粗略的年代划分，缺乏线索，容易让人迷惑，读之前，最好对波
兰历史有大概的了解。优点是书中的地图和年表还不错，而且作者在写的时候，融入的个人看法观点
比较少，相对比较客观。
2、大二在图书馆读到的书，当之无愧的通史力作。波兰历史上曾有过辉煌，也曾被德、奥、法等国
多次瓜分，民族和领土纷争至今仍然存在，一千年来与德、奥、立、瑞等邻国的恩怨纠葛也算波澜壮
阔。现将笔记附下。————————————————————————原始社会时期的波兰由斯
拉夫人部族占据。后斯拉夫人部族逐渐形成公国，即早期的波兰公国。公园966年，波兰大公梅什科一
世皈依天主教，其子鲍莱斯瓦夫一世被授予公爵，因此这一年被公认为是波兰史的开端。波兰公国早
期的几位君主致力于开疆拓土，奠定起波兰王国的版图。由于同同时期的西欧封建国家一样，缺乏明
确的王位继承制度，波兰王国后来分裂成诸多小公国，内战不断，直至最后一位君主“伟大的卡齐米
日三世”才重新统一。卡齐米日三世巩固王权并发展经济，建立起波兰史上较为完备的官僚行政体系
。卡齐米日在位时积极向外扩张，吞并罗斯国南部的部分领土，其治下波兰王国版图被称为“波兰王
冠王国”。王国的大规模扩张也培养起了实力强大的地方贵族（什拉赫塔阶层），后来形成了制约王
权、左右国家政局的重要力量。卡齐米日死后，没有留下子嗣继承王位。波兰贵族出于应对条顿骑士
团和北方立陶宛公国的威胁，推举立陶宛大公雅盖洛成为波兰国王，同时雅盖洛迎娶卡齐米日之女雅
德薇嘉，以示法统明确。新的王国被称为波兰—立陶宛联合王国。联合王国成立初期便步入了黄金时
期，成功收复条顿骑士团夺取的领土，并吞并王室普鲁士，使东普鲁士公国称为波兰—立陶宛联合王
国的附属国。1572年卢布林联合后，王国改成“波兰—立陶宛联邦共和国”，甚至一度干涉莫斯科公
国内政，波兰军队曾占据克林姆林宫三年之久。后北方瑞典王国崛起，加之联邦在处理民族关系上的
失误，导致先是于1648年哥萨克民族领袖赫梅尼利茨基领导哥萨克民族起义，（由于联邦军队多用哥
萨克人充当主力，因此哥萨克起义大大削弱了波兰的国防力量）后1655年瑞典王国和莫斯科公国入侵
波兰，史称“洪水”，波兰由此转衰。公元1700年，北方战争爆发，瑞典与萨克森、莫斯科争夺波兰
的控制权，导致波兰内政混乱，终于1764年，沙俄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扶植斯坦尼斯瓦夫.波尼亚托夫
斯基担任波兰—立陶宛联邦国王。1791年，民族意识觉醒后的波兰什拉赫塔阶层改革政体，颁布《五
三宪法》，该宪法是当时欧洲最民主的宪法。1795年，波兰的激进改革引起了沙俄等国不满，俄、普
、奥三国将波兰—立陶宛瓜分，联邦解体。联邦曾是当时欧洲人口最多、领土面积最大的国家，经济
上以农业为主，封建庄园经济不断发展，同时也存在大量城镇经济（犹太人、什拉赫塔阶层），什拉
赫塔阶层逐渐掌控了国家政权，因此波兰政治上采取贵族民主制。核心制度是一票否决制、自由选王
制。联邦后期，为防止强有力的中央集权损害贵族利益，贵族间党争不断，全国议会权威受到削弱，
并且贵族倾向于选举外国君主以防止中央集权，实际上为外国势力干涉联邦内政提供了方便。由于国
家财政无人支持，波兰的常备军力主要依靠哥萨克人等雇佣兵集团组成，贵族的反犹主义传统、对少
数民族的剥削造成了民族矛盾，以上就是导致波兰衰落的主要原因。同时这一时期也是波兰民族特性
形成的时期，文化相对繁荣，本时期著名的人物有杨.扎莫伊斯基（联邦鼎盛时期的首相兼军事领袖）
、杨三世.索别斯基（联邦最后强有力的君主）、康纳斯基（波兰最早的启蒙思想家）。三国瓜分波兰
后，波兰贵族寄希望于俄国能够允许波兰成为一个自治的省邦，代表人物是查尔托雷斯基亲王。拿破
仑东征曾短暂建立华沙公国。三国对波兰的文化控制政策均未能同化波兰民族，相反此时期波兰文化
借地下传播反而更加繁荣。许多波兰文化传统在天主教会中仍然得以合法保存。1830波兰年轻军官于
华沙发动起义，短暂建立自治政权。失败后，大批波兰贵族、知识分子流亡海外。流亡波兰人中分化
出了主张改良、以查尔托雷斯基亲王为代表的温和革命派，以及左翼革命派。同时，在俄占波兰、普
占波兰地区的工业化得以起步。受益于社会主义思潮、浪漫民族主义思潮，波兰革命党不断发展壮大
。一战爆发前，革命派领袖毕苏茨基受德国支持，于意大利建立了一支波兰准军事部队。一战爆发后
，毕苏茨基率军在波兰与俄国对战，基本控制了旧波兰领土，并联合了巴黎和会上受英法承认的波兰
国家民主党，建立起波兰第二共和国。共和国于1918年成立，起初采取议会民主制，结果导致了政府
无序、党争激烈，引起政治动荡，毕苏茨基于是发动政变（1926年），建立起军政府独裁的“萨纳齐
”政权。第二共和国时期，波兰重新发行货币“罗兹”，确立起现代货币主权。通过“波兰走廊”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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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对外贸易。经济经历大萧条后仍有所增长。1927年开始集权式经济体制改革，颁布四年计划，准备
建立中央工业区，共和国时期初步完成了现代国家建构。1939年，二战爆发，德国采用闪电战袭击波
兰，波兰再一次受到德苏瓜分。波兰在二战期间丧失人口五百多万，经济遭到毁灭性打击，国内犹太
人几乎遭到灭绝。流亡政府流亡伦敦后在总理西科尔斯基领导下配合盟军征战。1942年，西科尔斯基
飞机失事成为悬案。1944年，流亡政府领导下的国家军在华沙起义失败，受苏联支持的波兰游击队成
为波兰境内最大武装力量。1945年，美苏确立雅尔塔体系，波兰成为苏联卫星国。波兰统一工党
（PZPR）在成立后于波兰建立起共产主义体制，贝鲁特任党的首任总书记。斯大林体制下，波兰开展
了大清洗。经济上的高度集中使波兰经济复苏乏力，工人起义不断。1956年，为缓和国内矛盾，前领
导人哥穆尔卡上台，实行更宽松的政治政策。但经济改革仍然失败。哥穆尔卡下台后，其继任者实行
更加宽松的政策以稳定局势。PZPR始终未能实现对社会的全面控制，一方面由于其糟糕的经济政策，
一方面由于波兰的自由主义传统（知识分子、天主教的影响）。1978年，波兰红衣主教当选为教皇约
翰.保罗三世，次年访问波兰促使当局开启政治和解。80年代，波兰工人瓦文萨发起波兰团结工会运动
，PZPR政府镇压无果后，于1989年实行改革，抛弃共产主义体制。波兰第三共和国成立，雅鲁泽尔斯
基（PZPR最后一任总书记）建立临时政府。根据与瓦文萨领导的波兰团结工会的“圆桌决议”，1990
年民选政府上台，波兰开启了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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