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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为国内第一部波兰史专著，共19章。
它自10世纪初波兰国家的建立，一直叙述至21世纪初(2001年)。
内容丰富，论述精当，填补了国内学术研究的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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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封建副据局面的形成1039年，卡齐米日一世从匈牙利回到波兰。
鉴于格涅兹诺遭到严重破坏，他把首都和大主教区迁到克拉科夫（在卡齐米日一世死后，大主教区又
迁回格涅兹诺）。
当时，他只占有小波兰和大波兰。
卡齐米日一世求助于基辅大公雅罗斯拉夫，娶他的妹妹为妻，在他的帮助下，于1047年打败了自称为
玛佐夫舍王公的马斯瓦夫，使玛佐夫舍回归波兰。
接着，又收复了波莫瑞。
1054年。
在亨利三世的干预下，卡齐米日一世用重金从捷克人手里收回了西里西亚。
这样，波兰重新获得统一。
卡齐米日一世因此获得中兴者的称号。
　　卡齐米日一世死于1058年，他的儿子鲍莱斯瓦夫二世（10581079）继位。
他面临着两个重大政治问题：摆脱德意志皇帝的控制，维护波兰的独立和镇压国内大封建主的叛乱，
制止分裂局面的发展。
他在罗马教皇格里哥里七世和德意志皇帝亨利四世的斗争中，始终站在教皇一边，向教皇进贡什一税
和所谓圣彼得银币，并且联合匈牙利和罗斯以及维雅莱特人共同反抗德意志封建主的侵略。
1076年.鲍莱斯瓦夫二世经教皇的同意，在格涅兹诺加冕为国王。
鲍莱斯瓦夫二世在国内遇到强大的反对派。
他严厉地镇压了克拉科夫主教斯塔尼斯瓦夫为首的密谋集团，处死了这个主教。
　　他遇事大胆机智，被称为大胆的鲍莱斯瓦夫。
但是，鲍莱斯瓦夫二世未能制止分裂局面的发展。
大封建主公开发动叛乱反对国王。
1079年，鲍莱斯瓦夫二世被迫逃亡到匈牙利。
1081年，他死于匈牙利。
大封建主拥戴国王的弟弟瓦迪斯瓦夫为君主，称瓦迪斯瓦夫一世（1079-1102）。
瓦迪斯瓦夫一世统治时期，封建割据局面进一步发展。
1098年，全国分裂为三部分：长子兹比格涅夫占有大波兰、库雅维；幼子绰号歪嘴的鲍莱斯瓦夫，占
有小波兰、西里西亚；瓦迪斯瓦夫一世本人占有玛佐夫舍、克拉科夫、散多梅希、弗罗茨瓦夫等几个
城市。
这种状况保持到1102年瓦迪斯瓦夫一世去世。
这一年，玛佐夫舍为兹比格涅夫所占，克拉科夫等城市归鲍莱斯瓦夫所有。
鲍莱斯瓦夫依靠广大骑士，在封建分裂局面日益严重的情况下，为统一波兰作了最后一次努力。
1106年，鲍莱斯瓦夫同反对统一、坚持分裂的兹比格涅夫发生冲突，占领了大波兰，迫使兹比格涅夫
逃到玛佐夫舍。
　　1107年，兹比格涅夫被赶出玛佐夫舍，投奔德意志皇帝亨利五世。
1109年，亨利五世率兵侵入西里西亚，包围了比托姆和格沃古夫。
鲍莱斯瓦夫在匈牙利国王科尔曼的帮助下，率波兰军民奋勇抵抗，迫使亨利五世从西里西亚撤退，从
而捍卫了波兰的独立。
歪嘴的鲍莱斯瓦夫从1102年起称鲍莱斯瓦夫三世（1102～1138）。
自从勇敢的鲍莱斯瓦夫一世死后，波莫瑞逐渐脱离波兰而独立。
为了统一波兰，歪嘴的鲍莱斯瓦夫在1119年派兵占领了东波莫瑞。
1124年，又迫使西波莫瑞王公瓦尔齐斯瓦夫承认波兰对西波莫瑞的最高权力。
这样，波兰又暂时统一在鲍莱斯瓦夫三世的统治之下。
但是，鲍莱斯瓦夫三世没有能使波兰恢复到像鲍莱斯瓦夫一世和鲍莱斯瓦夫二世时候那样强大，也没
有能使自己加冕为波兰国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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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公鲍莱斯瓦夫三世在临终前还不得不承认封建割据局面的存在。
他立下遗嘱，把国家分给自己的四个儿子；为了避免国家的彻底分裂，他确定了长子继承制的原则，
让长子享有对全国的最高统治权并拥有大公的称号。
根据1138年鲍莱斯瓦夫三世的遗嘱，长子瓦迪斯瓦夫二世（1138～1146）继承大公称号，拥有克拉科
夫地区、温奇察谢拉兹地区、部分库雅维和以卡利什、格涅兹诺为中心的东部大波兰以及西里西亚·
还享有对波莫瑞的宗主权；次子卷发的鲍莱斯瓦夫分到玛佐夫舍和一小部分库雅维；三子年老的梅什
科分到以波兹南为中心的西部大波兰和部分库雅维；四子亨里克分到散多梅希地区。
鲍莱斯瓦夫三世死于1138年，在他死后，又生下五子卡什米日，后来被称为正义的卡什米日。
他没有分到封地。
这样，历时近二个世纪的封建割据局面终于形成。
这是各地区封建关系进一步发展的结果。
由于各地区间缺乏经济联系，城市还不发达，保证早期封建君主制稳固性的经济基础极为薄弱。
原来由大公政权扶植起来的封建主对中央政权不感兴趣而热衷于加强地方政权。
封建割据是当时欧洲普遍的现象。
在波兰的邻国也不断发生这种现象。
1054年，基辅大公雅罗斯拉夫在临终前不得不把罗斯领土分封给五个儿子。
1055年，布热蒂斯拉夫一世死后，捷克也发生了封建分裂。
　　鲍莱斯瓦夫三世死后，他的儿子们没有执行他的遗嘱。
1146年，兄弟之间爆发了内战，长兄瓦迪斯瓦夫二世被赶出波兰。
二兄鲍莱斯瓦夫四世在克拉科夫继任大公（1146-1173）。
1157年，德意志皇帝红胡子腓特烈利用波兰内战，侵人大波兰。
波兰的王公们不战而降，被迫承认皇帝的最高权力。
鲍莱斯瓦夫四世宣誓效忠皇帝并缴纳大量贡金。
1173年，鲍莱斯瓦夫四世病故，梅什科三世继任大公（1173-1177）。
1177年，克拉科夫的封建主赶走了梅什科三世，推他的幼弟卡什米日二世（1177-1194）为大公。
到12世纪末13世纪初，鲍莱斯瓦夫三世遗嘱中关于由彼雅斯特家族中年长者担任大公的原则被彻底破
坏。
争夺克拉科夫王位的战争频繁发生。
由于彼雅斯特家族各支系的繁衍，在原来各个公国的基础上又分成更小的许多公国。
封建割据的局面愈演愈烈，一直延续到14世纪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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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波兰地处德意志和俄罗斯中间，特定的地缘政治环境决定了其疆界变迁频繁。
无论是在二战中还是在战后，波兰都遭受了不平等的待遇。
然而，无论是在怎样的恶劣环境下，波兰人民依然用自己的勤劳、智慧、毅力、勇气为自己的民族、
自己的国家而努力、战斗⋯⋯本书是在1988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波兰通史简编》的基础上修改、补
充而成的，增加了第十九章波兰第三共和国(1989—2001)，可谓与时俱进，给读者客观描述了一个真
实的波兰⋯⋯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波兰通史>>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