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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共和国的衰亡》

内容概要

本书是以房龙有关荷兰共和国历史的博士论文为基础写成的，描述的是18世纪。读完本书，读者不禁
要感叹一声：原来历史书还有这么一种写法！您感觉自己是在细细地品味历史，你仿佛嗅到了距今久
远的岁月特有的气息，甚至沉浸其中，为异国他乡的古人动情伤怀。你好像正面对一个巨型舞台，不
仅有那个时代的大人物登场——他们正要作出影响局势的决策，而且还有庸庸碌碌的一般小人物，他
们也在表达各自怀有的心思；你会看到各形各色的人在局势的变迁中如何反应、如何消遣⋯⋯这一幕
幕场景并不是作者虚构的，从原书所附的大量标明资料出处的注释中可以看到，书中的世态万象都有
根有据，都是从留存下来的历史文献中提取出来的。此外，房龙笔法明快、简洁的自绘插画也给其作
品增色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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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共和国的衰亡》

作者简介

威廉·亨德里克·房龙（1882—1944）荷兰裔美国作家和历史学家。1882年1月14日生于荷兰鹿特丹
，1903年就读于美国康奈尔大学。1911 年获德国慕尼黑大学博士学位。曾先后在美国几所大学任教，
后来又从事记者、编辑和播音员等工作。1913年，出版第一部专著《荷兰共和国衰亡史》。 1921年，
《人类的故事》一书出版，使他一举成名，他的著作主要是历史和传记，包括《宽容》、《美国史纲
》、《文明的开端》、《奇迹与人》、《圣经的故事》、《发明的故事》、《人类的家园》、《伦勃
朗的人生苦旅》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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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共和国的衰亡》

书籍目录

前言
1 政坛风云变幻
2 经济和社会的盛衰
3 威廉四世
4 安妮公主
5 布伦瑞克公爵
6 美国独立战争
7 最后一次英国战争
8 爱国者党
9 最后的岁月
尾声
荷兰共和国与欧美政局（1579―1795）大事年表
译后记

Page 4



《荷兰共和国的衰亡》

精彩短评

1、看过以后才发现自己以前的无知。
2、好多年前读过⋯⋯
3、凌乱不堪的原因
4、当心
5、夹在英法当中，左右为难。论阴，怎样都敌不过这对老冤家呀。
6、沉默者威廉！！！房龙对我人格形成影响很大。
7、事实证明任何一个国家的兴盛与衰亡的缘由总是相似的，房龙的笔触依稀有点卢梭的影子
8、当统治阶级虽然反复强调要振兴实业，其实开始沉迷于投机倒把时，这个国家就开始衰弱了，而
后便是民众的一拥而上，再然后是金融泡沫的破灭，而挽救的措施不是弥补金融漏洞，而是抛出替罪
羊供乌合之众发泄，发泄完毕后，再周而复始
9、科普必备
10、内因
11、历史比虚构的真实还像虚构出来的，那些细节，那些人物，那些慷慨激昂，那些乌合扰嚷，那些
见利忘义，读来不由让人感叹：荷兰真是一个奇妙的国度，竟因富有而衰亡！
12、故事寫的不錯，房龍另兩本航海時代的書沒找到中文電子版
13、房龙的史书还是可以读读的 ~
14、看看，房龙怎么叙述自己的祖国的
15、传统的政治史写作，房龙特质——故事性重于学术性，基本入门型，对殖民和商贸着墨甚少，可
结合赫伊津哈的17世纪的荷兰文明阅读。
16、历史往往惊人地相似，发人深省。作为一部通俗作品，房龙在许多地方写的有点罗嗦。
17、后面比较无趣，但前面对于荷兰过于商业化以至于目光短浅、不能长线投资、投机失信的描述很
有力，让我们看到了政府毕竟还是有些作用的，奇怪好读书的副总理为何不推荐本书？
18、一般
19、房龙的西方历史很精通，不过涉及东方的可以忽略。很平易近人的一本书。虽然我还是没弄明白
西班牙法国奥地利这个家族那个家族的关系。。。
20、有条件还是看原版吧。。。中文翻译真心XXX。。。
21、看过之后就明白为什么荷兰足球队那么多天才都不能赢得世界杯了。
22、关于政府和市场二者关系的另一个极端:政府和市场像两个毫不相干的事物,彼此独立,没有造就持
久的繁荣

Page 5



《荷兰共和国的衰亡》

精彩书评

1、每本房龙的书前作者一栏都印着他的国籍——“美”， 没错，他是美国人，但很多人往往忽略了
一点：他是“荷兰裔”美国人，20岁始移民美国，终其一生都保持着对荷兰的关注。他的第一部著作
就是以18世纪的荷兰为主题的《荷兰共和国衰亡史》，以后又写过《伦勃朗的人生苦旅》、《荷兰航
海家宝典》等。《荷兰共和国衰亡史》在房龙的博士论文基础上写成，原书完备的注释可以使读者相
信这是一本有根有据的严肃的著作。提到荷兰，中国人首先想到的就是风车、木鞋、郁金香和拦海大
坝，至于荷兰的历史，文科学生大概都记得“海上马车夫”这个名词，这是荷兰这个茸尔小国在17世
纪称雄海上的写照。记得高中历史课本上对荷兰的介绍只是一小段作为选修内容的楷体字，讲的当然
是荷兰17世纪意气风发的殖民史。美国的莫特利曾写过一本《荷兰共和国的兴起》，介绍的也是17世
纪的荷兰。但荷兰毕竟是个小国（面积只是湖南省的1/5），在其海上霸权为不列颠所取代以后就很少
为史家撰述所提及了。对很多人来说，荷兰最后一次出现在视野中大概就是奥伦治家族那位威廉三世
在“光荣革命”中身登大宝，以荷兰执政而身兼英国国王。之后，称雄一时的荷兰共和国在人们的印
象中就莫之所终了，房龙这本《荷兰共和国的衰亡》则正是要“填补他们知识系统中缺少的一环”。
“亡”是瞬间发生的，但“衰”却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它是一个为期几十年的非常缓慢的过程，让
人难以察觉。只有在一个特定的事例中，我们才能看到突如其来的变化”。18世纪的荷兰仍然富甲一
方，但令人沮丧的是这对荷兰人来说个平庸的世纪，无论是执政家族还是摄政者，多是平庸之辈。威
廉四世、威廉五世虽然仍然保有奥伦治家族的骄傲，却全无祖上的文治武功，不能像莫里斯、德里利
·亨利那样驰骋疆场、御敌于外。摄政者中也再没有如约翰·德·维特那样有非凡政治才能之士。最
令人感慨的还是整个民族的精神风貌，一个世纪以前，倔强的荷兰人并不屈服于当时西方第一强国西
班牙，与之浴血奋战并最终求得独立。一个世纪后的荷兰人是什么样子呢：“他们已心安理得地成了
一大帮富裕和自我满足的吃利息者，其充沛活力和进取精神都已丧尽。他们的钱用于投资，他们期望
所得股息能使他们过舒服的生活。17世纪是财富积累的世纪，而18世纪则是他们享乐的世纪。”18世
纪的荷兰成为了世界的大借贷国，相当比例的人口以割取股息为生，享有“有尊严的和平生活”，认
为平淡度日是最美好的生活时尚。房龙描绘的荷兰不能不让人想起吉本笔下那个民风大敝、穷奢堕落
的罗马帝国。“18世纪的荷兰人怀着感激的心情接受降临到他们头上的一切，只要今天还过着舒舒服
服的日子，就不会去为明天而担忧。”还有那个要命的三级会议制度。七省之间各怀心事，联省三级
会议对要讨论的事情往往莫衷一是，于是议案要被送会省三级会议，省三级会议又把它送回各个城市
的市议事会，市议事会提出他们的意见后再层层报回三级议会总会，三级议会总会在经过50个不同城
市的大约两千位不同人士的讨论之后再试着达成一致的意见。即使有令欧洲其他诸国艳羡不已的运河
船运系统，这个过程也经常冗长到半年之久。这也往往使荷兰在欧洲复杂的国际局势中，对外交、战
争事宜上表现为犹疑不决、拖拖拉拉、首鼠两端，当这种贻误战机屡屡上演之后，荷兰也被认为是可
有可无、无信用可言的反复小人，最终失去别国的尊重。各省之间的各自为政也使荷兰的海军衰落得
一塌糊涂。从1713年到1770年，在57年的时间里，荷兰之外的其他6个省份没有为维持舰队开支付过钱
。17世纪末，共和国保留的120艘舰船的舰队，其中90艘是装有74门炮的主力舰。50年后，这支舰队只
剩下不到50艘，其中只有十几艘能用。由于要以股息享有“有尊严的和平生活”，荷兰必须要和他的
债务国保持和平，这在小国如林，仇恨和夙怨盘根错节的欧洲几乎是不可能的。于是，欧洲每次王室
继位战争中，荷兰都要在英国和法国之前犹疑不定，总痴想能够取悦双方，再加上那架出名的奇特的
三级会议机器，在瞬息万变的国际局势中，它总是一成不变地按照自己的节奏缓缓吐出一个苟全折衷
的方案，最终是两面不讨好。这种对荷兰的不满逐渐累积，到美国独立战争时，荷兰因为与美国签下
的密约落入英国人的手中，最终导致1780年第四次英荷战争的爆发。武备久已驰废的荷兰一败涂地。
战争的失败导致民众对执政的不满，爱国者党乘势而起，政局动荡。到1795年，面对法军的铁蹄，荷
兰共和国束手投降，末代执政威廉五世逃亡英国。1579年起，荷兰人苦心建立的荷兰共和国至此结束
，享祚216年。房龙的笔触绵密得如一枚绣花针，一个世纪中的各色人物、政坛风云的桩桩件件娓娓道
来，尚有闲笔谈及18世纪荷兰的交通、邮政、货币、宗教、科学艺术、建筑、公共设施、衣着、饮食
、居室装潢、娱乐、教育、新闻报刊，在这个房龙悉心勾绘的历史舞台上，威廉四世、安妮公主、布
伦瑞克公爵、威廉五世和爱国者党人渐次登台，上演好戏。确如曹聚仁先生所言，“历史之于他是一
种活生生的东西”。荷兰在17世纪的异军突起有其外部条件，欧洲诸强内乱不断，自顾不暇；而18世
纪世纪衰落的原因也是多方面的，如英国的殖民扩张，必然与之前的西、葡、荷诸国产生矛盾，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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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共和国的衰亡》

尼德兰衰亡的原因也应在这个大的历史背景下去看。
2、房龙的作品以通俗但蕴含深刻人文内涵而著称。他的作品以历史人物为主，很多取名叫某某的故
事，以致他的这种风格和取名方式都流行起来。仿佛只要书名为某某的故事，就通俗而深刻。房龙所
宣扬的精神的核心即宽容精神，同名作品是他的代表作。序言还曾进入中学课本。的确是一篇优美而
深刻的寓言式散文。他要以他的作品将这宽容精神散布到每个读者的心中，传播这种浅显而重要的理
念，当然，要用通俗的方式，这也是他成功的密诀。通俗往往也要付出代价。荷兰共和国的衰亡是房
龙的著作中并不出名的一部。房龙是荷兰人，二十多岁才到美国。他写的祖国历史不得不令人期待。
但阅读本书不到三十页，就不能不让人将宽容精神甩到一边。我们不可能仅仅阅读一本书的十分之一
就了解书的内容，但我们完全可以了解文章的行文风格。如果所有的书都看完才评论，我们得浪费多
少时间。荷兰共和国的衰亡行文风格完全是新闻评论式的文体风格，倒是符合美国人的阅读习惯，但
作为一部严肃的著作，这是令人绝望的风格，感觉一直是罗里罗嗦、耍嘴皮、脱口秀。只是一味的卖
弄口才，经过翻译，这种卖弄口才都会变成不知所云的呓语。如作者所言，荷兰共和国的衰亡期在人
们的记忆中几如空白。那作者应该客观的展示该发生的历史事件，而不是以评论代替叙述。这只能增
加读者的困惑。对历史事件细节的基本了解是评论和阅读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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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共和国的衰亡》

章节试读

1、《荷兰共和国的衰亡》的笔记-第86页

        除了后来荷兰王国的威廉一世国王外，他们都缺乏性格魅力；既不很好也不很坏，既不很愚蠢也
不很聪明；既没有什么亲近的朋友，也没有什么怀恨的敌人；他们都是千寻的平凡之辈。

威廉五世无疑是这个家族中最糟糕类型的人。⋯⋯她从来不能摆正在有关事情中的位置。

2、《荷兰共和国的衰亡》的笔记-第80页

        像她丈夫一样，女统治者勤于政事但没有条理。她把精力都浪费在完全没有结果的事情上。

3、《荷兰共和国的衰亡》的笔记-第85页

        伟大的政治家之所以能够完成许多事业，是因为他们知道如何选择他们的助手，并且聪明地把一
些不重要的事情留给这些助手去做。威廉恰好相反，他从来不让顾问不对任何事情做出决定，除非国
家大事。
⋯⋯
执政一生的大多数时间都耗费在做那些由周薪10盾的年轻小吏也能有效完成的事情上。

4、《荷兰共和国的衰亡》的笔记-第66页

        就日常生活、思想和感觉的方式而言，共和国本质上是一个商业国家，在这里，全能的金钱是成
功的标准，在这里，“善”的含义就是能还得起债，“恶”的意思就是无力还债。古往今来恐怕没有
哪个国家从骨子里透出一股如此生意人的气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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