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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伏尔加河是俄罗斯的众神之神。
俄罗斯几乎所有的伟人都来自这里，俄罗斯几乎所有的历史事件都发生在这里，俄罗斯所遭遇的几乎
所有的不幸和创造的伟人与辉煌也都集中在这里。
伏尔加河见证了俄罗斯的历史和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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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很久很久以前，在易北河与伏尔加河之间的广阔土地上居住着一些叫做“斯拉夫人”部族。
他们分为西斯拉夫人和东斯拉夫人，到6世纪时，东斯拉夫人中的一些部族就聚居于现在俄罗斯北部
的拉多加湖至伏尔加河源流处的地区。
这里河流众多，湖泊星罗棋布，是渔猎耕牧的好地方。
稠密的森林可供他们采伐，无际的草原凭他们放牧，湖岔港湾可供他们栖息。
密如蛛网的水道又把他们和其他的世界沟通起来。
其中的两条水路为东斯拉夫人的繁衍、生活和发展提供了极其优越的条件，成了他们的生命之路。
    两条水路中的一条是伏尔加河水路。
伏尔加河水路有两支，一支沿着伊尔门湖水系南下，经特维尔的五湖地区；另一支从沃洛格达的奥涅
加湖、白湖流下，最后人里海，再通往亚洲和东方。
到16世纪时，这条水路就发展成了俄罗斯与东西方国家交往的著名的“莫斯科～白湖大道”。
沿着这条水路，荷兰、丹麦、德国、法国、英国，甚至印度的客商云集。
另一条就是著名的“从瓦良格人至希腊人之路”。
它从连通波罗的海和拉多加湖的涅瓦河以及流进拉多加湖的沃尔霍夫河起，在伊尔门湖汇合后，再南
下至洛瓦季河、第聂伯河，出黑海，最后到达拜占廷的首都“沙皇城”——君士坦丁堡。
而位于伊尔门湖沃尔霍夫河口的地方就逐渐商贾云集，出现了一座新的城市一诺夫哥罗德，它成了东
斯拉夫人最繁华的买卖中心。
    居住在诺夫哥罗德的是斯洛温人等东斯拉夫部族，他们之间争斗频繁，相互倾轧，因而常常祸起萧
墙。
这时，在波罗的海的那一岸居住着一个罗斯部族——瓦良格(诺曼)人。
他们那里早就有了部族的领袖，部族的领袖对老百姓进行着有效的治理。
斯洛温等东斯拉夫人的部族先是向瓦良格人进贡，后来决定向瓦良格人求助，要他们来帮助治理自己
的土地。
它的使者对瓦良格人的部族领袖——公说：“我们的土地辽阔和富饶，但是却没有秩序；来当公吧，
对我们进行治理。
”公元862年，瓦良格人，留里克三兄弟当即率兵和大量随员来到诺夫哥罗德，留里克自称为诺夫哥罗
德的“公”，而把两兄弟分封在其他两个地区，由此开始了延续700多年的留里克王朝的统治。
    留里克兄弟对诺夫哥罗德土地的治理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使所有斯拉夫人和睦相处，不再兄
弟相煎；二是全力保护维系这块土地生存和发展的两条水路，尤其是“从瓦良格人至希腊人之路”。
自此，诺夫哥罗德的土地被称为罗斯，这里的东斯拉夫人被称为罗斯人。
至于为什么称为罗斯，后来俄罗斯的正统史学都认为这是由于瓦良格一罗斯人开始了这块土地的统治
，并且将公元862年作为俄罗斯国家的始点。
但也有人说这是由于这块土地上的居民本来就是“罗斯族”人，因为在远古的斯拉夫的语言里，“罗
斯”是“河道”的意思，罗斯人即是“居住于河道两旁的人”。
    留里克和他的兄弟一起统治了两年，他的兄弟死后，他又治理了15年。
他把斯拉夫人的土地、村庄分封给跟随他们到来的瓦良格人，于是在罗斯开始出现新的阶层——拥有
土地的人(波雅尔)。
这时，在“从瓦良格人至希腊人之路”的第聂伯河上出现了基辅城，在那里有着基辅人的统治。
公元879年，留里克死后，其子叶戈尔才两岁，统治大权由奥列格执掌。
奥列格知道水路对国家的极端重要性，时刻担心基辅人会切断“从瓦良格人至希腊人之路”，于是决
定征讨基辅。
奥列格传出话去：“瓦良格的买卖人——基辅人的兄弟和朋友来了，请来和我们见面吧!”基辅的统治
者相信了这样的话，乘船到第聂伯河上来迎接，而奥列格却派兵包抄了他们。
奥列格高举着手中的留里克的儿子叶戈尔说：“你们不是大公，合法的大公在这里，这就是留里克的
儿子叶戈尔!”    奥列格大公十分喜爱基辅，称基辅为“罗斯诸城之母”，他决定留在这里治理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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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罗斯以基辅为中心逐渐征服周围地区，称为基辅罗斯。
而在诺夫哥罗德只派驻了地方官。
    随着基辅罗斯的确立，罗斯国家的统治中心南移了。
这一移动主要是由于执政者意欲通过水路扩大国家疆土的需求，尤其是对君士坦丁堡的觊觎。
奥列格两度征战君士坦丁堡，公元912年，叶戈尔继位后，也两次兵发这个城市。
    基辅罗斯的大公们先后对周边地区进行征讨，沿着各条河流，主要是沿着伏尔加河及其支流扩张了
自己的疆土。
基辅大公在伏尔加河和第聂伯河之间广阔的土地上，沿河的两岸构筑起各种防御设施。
这期间，基辅罗斯和从东方来的游牧民族佩切涅格人在大河流域进行了多次的生死搏斗。
    P1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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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世界文明摇篮丛书”旨在系统揭示河流与人类文明“摇篮”的血脉关系，释解世界大河地理、历史
风貌的变化，解读大河流域的自然胜景，探索大河文化的人文内涵。
主题虽是河流，但不是单纯介绍水利学科和系统，而是围绕河流阐释其丰富的人文学科价值。
“世界文明摇篮丛书”将以通俗、精练的文字，多层面、多视角、多方位且各具特色地表现大河的丰
富内涵。
    本丛书特别注重知识普及性、旅游观赏性和趣味可读性，每个分册以1O多万字的精练文字，随文配
发近百幅图片，让人读起来有兴味、可感视。
每一节都配有文字优美且言简意赅的内容提要，以适应快节奏状态下生活、工作的读者的阅读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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