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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世界文明大系之一。
斯拉夫人是世界上古老的民族之一，属欧罗巴人种东欧类型和巴尔干类型，他们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
传统，并在历史发展中创造了独树一帜的斯拉夫文明，对人类文明进步做出了重要贡献。
    斯拉夫文明的历史，是斯拉夫各民族国家历史的有机组成部分。
斯拉夫文明发生、发展的历史和斯拉夫国家产生和发展的历史有着不可分割的密切联系，这种联系不
仅表现在具体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同时也表现在文化——文明——社会历史发展的某些规律上。
但是，这并不排除我们对文明自身发展过程中的某些规律性问题的研究，这些规律可能是历史发展一
般规律的组成部分，也可能是特殊的规律，对这些规律的研究，有助于我们从理论上更深入地了解斯
拉夫文明，进而从整体上提高斯拉夫历史研究的科学水平。
    本书是中国学者在广泛吸取国内外学者最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努力从理论与实践、历史与现实的
结合上，在广阔的社会历史背景下对斯拉夫文明进行多方位的探讨，完整地勾勒出斯拉夫文明形成与
发展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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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    二、伊凡四世加强沙皇中央集权统治的改革    15世纪末虽然形成了俄罗斯统一国家，但是，这
个统一国家的政治经济基础却是很薄弱的。
这是因为当时远没形成统一的民族市场，国内市场的联系还很脆弱。
伊凡四世加冕为沙皇后，大贵族依然横行于城乡之间；教会的权力不断膨胀，占有越来越多的土地。
广大农民、城市平民与大贵族及教会的矛盾与日俱增。
这一切严重地威胁着俄罗斯统一国家的生存。
    1547年夏季，在莫斯科爆发了反对格林斯基家族的人民起义。
6月25日，莫斯科发生了一场大火。
2．5万所房屋被焚毁，1700多人被烧死，8万余人流离失所，无家可归。
这场大火给莫斯科居民带来了极大的灾难，人民缺衣少食，加上疾病流行，使全城几乎瘫痪。
这时，不知从何处传宋的消息说，这场大火的罪魁祸首是沙皇的外祖母安娜·格林斯卡娅。
愤怒的群众冲进克里姆林宫，他们将沙皇的舅父尤·瓦·格林斯基用乱石砸死。
米·瓦·格林斯基仓皇逃出。
伊凡四世在卫队的保护下，逃往莫斯科城附近的沃罗布约沃村(今列宁山)躲避。
6月29日，群众来到这里，强烈要求将纵火犯安娜·格林斯卡娅交出，同时还要求交出米·瓦·格林斯
基。
伊凡四世向大家保证决不会包庇他们，群众才散去。
这次事件使伊凡四世十分震惊，他为了使这次事件尽快平息，将米·瓦·格林斯基革职后流放，同时
严厉惩治了发动起义的领头人。
    莫斯科起义平息的同时，也结束了俄国历史上短暂的大贵族当政的时期。
这一时期始于1538年伊凡四世生母叶莲娜死后。
在大贵族当政时，经济凋敝，权力分散，内讧不停，使社会生产力发展受到严重影响，阶级矛盾空前
尖锐。
为了巩固沙皇专制制度，强化沙皇的专制统治，伊凡四世决定进行以加强中央集权为主要内容的改革
。
    为了推行改革，伊凡四世在1549年初成立了“重臣会议”，亦称“近臣杜马”，这实际上是沙皇政
府的一个新的核心统治集团，其成员都是拥护改革，并为伊凡四世所器重的人。
重臣会议的主要成员有御前侍从阿列克塞·阿达舍夫、宫廷教士西里维斯特、王公安德烈·库尔布斯
基、大主教马卡里等。
政论家伊·谢·彼列斯维托夫是中小贵族的政治代表，拥护改革。
他猛烈地抨击大贵族，认为俄罗斯要富强，必须要遏制“懒惰的富人”，即大贵族的权力，同时要依
靠新兴的中小贵族，提高他们的政治、经济地位。
他还认为，管理国家不能依靠大贵族及封建主，而应该建立常备军，建立组织完善的法庭，以及严格
的税收制度等等。
彼列斯维托夫强调沙皇要有绝对的权威，认为沙皇应该“威严、独断独行、其聪颖毋庸下问”，他无
须听从大贵族的任何劝谏，必要时，可以采取恐怖手段。
他还认为沙皇专制制度的统治，首先是军事统治。
军队是沙皇政府的支柱。
“沙皇只有了军队，他才能强大有力，才能获得光荣。
”    1549年2月底，在莫斯科召开了俄国历史上第一次缙绅会议，会议的中心议题是政治改革和制定新
的法典。
缙绅会议是沙皇政府为解决国家大事而召开的等级代表大会，是沙皇政府最高统治机构之一。
出席这次会议的有大贵族、僧侣、官吏及中小贵族的代表。
在会上，伊凡四世发表了措辞极其严厉的演说，被认为是伊凡四世改革的宣言。
他痛斥大贵族在他年幼时滥用职权，巧取豪夺，制造混乱，要求他们改弦易辙，否则将受严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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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还表示今后将保护中小贵族和商人，使他们不再受大贵族的欺压。
伊凡四世郑重宣布将颁布新的国家法典，进行政治和经济改革。
伊凡四世号召与会者齐心协力，致力于改革。
这次会议的召开，标志着俄国等级代表君主制的确立。
      在2月27日的会上，伊凡四世正式授命西里维斯特编纂国家法典，由此揭开了伊凡四世改革的序幕
。
次日，伊凡四世宣布了解除大贵族城镇司法权的法令，决定今后所有案件均由沙皇法庭审理。
法令对新兴的中小贵族给予了保护，使他们在政治上、经济上不再受大贵族的压榨，并在法律上享有
同大贵族平等的地位。
这个法令所规定的基本原则，成为即将制定的国家法典的基础。
1550年6月，国家法典编纂完成。
这部法典史称“1550年法典"，亦称“沙皇法典”。
1551年2月，在有宗教和世俗封建主代表出席的会议上，通过了《1550年法典》。
这是俄国第一部统一的法律文献。
法典加强了沙皇中央政府的作用，限制了总督的权力；审判权和行政权高度集中于中央，废除了王公
领地司法特权。
    《1550年法典》，重申了《1497年法典》的规定，农民只有在尤里耶夫节才有权离开主人，并增加
了离开时需交纳的“居住费”的数额，还对卖身拓债、易主赎金等有了更具体的规定。
同15世纪末相比，俄国农奴制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为了扶植中小贵族，伊凡四世于l550年10月下令，将莫斯科及邻近的优质土地，分给在莫斯科附近没
有土地的1078名小贵族，即奖赏“干名优秀人物”，使这些人不仅在经济上，而且在政治上的地位有
了明显的提高。
    新法典对地方管理制度进行了较大的改变。
地方管理机关及由选举产生的地方长官，效忠沙皇中央政府，直接对中央政府负责。
他们维护中小贵族的利益，从根本上限制了大贵族的利益。
1556年，正式宣布废除食邑制，进一步保证了地方机关纳入中央集权的体系。
    伊凡四世的改革是内容广泛的改革。
除制定国家法典外，在中央政府、税务、军事、宗教等方面都进行了改革。
    中央政府机关的改革，主要是通过设立新的政厅，代替伊凡二世时设立的那些庞杂、重复的机构。
这些新设立的政厅主要有军事政厅，负责指挥作战；封地政厅，负责处理地产；外交政厅。
负责执行国家对外政策；财政政厅，负责国家财政，但与国库分离。
以后又根据需要，设立了治安、刑事和受理等政厅。
俄国从伊凡四世起，在对内不断强化农奴制剥削的同时，开始大规模地对外扩张，吞并邻邦的领土。
在那些新占领的地区，则设立作为中央政府代表机构的政厅，对当地居民进行政治、经济、军事统治
。
为了削弱大贵族的势力，伊凡四世提拔中小贵族担任新政厅的领导。
如外交政厅的首脑维斯科瓦提原是助理司书，出身平民，但因才华出众，深受伊凡四世赏识，成为俄
国与外国谈判的首席代表。
        税务制度的改革，同样是从加强中央集权统治这一目标进行的。
首先，废除了以往教会和修道院从不纳税的特权，增加沙皇政府的财政收入；同时重新丈量和登记土
地，在全俄逐渐统一度量衡，制定新的税收标准。
作为沙皇政府统治基础的中小贵族，得到沙皇政府的特殊照顾，他们占地多，却纳税少；而广大农民
占地少，却纳税多。
为了开辟财源，政府在保留原有税种、税额的同时，又开征了一些新的税种，以支付政府不断增加的
财政支出。
    伊凡四世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是军事改革。
为了提高中小贵族在军队中的地位和作用，伊凡四世首先在战时不再实行门第制度，撤换了军队中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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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出身于大贵族、但却腐败无能的高级将领。
军事改革的核心内容是1556年颁布的军役法。
军役法使大贵族和中小贵族在统一标准下服兵役。
军役法规定，无论是大贵族，还是中小贵族，凡有1 50俄亩土地者，必须出一名全副武装的骑兵，超
过这些土地数额者，应带武装仆从。
领地越多，应出的人马也越多。
大贵族必须亲自率领武装人员出征，凡无故不参加者，将受到笞刑，直至剥夺其领地。
中小贵族如提供了多于规定人数的兵员，可以得到现金补偿，若达不到标准，也将受到惩罚。
    1550年，伊凡四世将伊凡三世建立的火枪兵改变成由3000人组成的射击军，这是俄国历史上第一支
常备步兵部队。
部队统一着装，已不再使用大刀、长矛、弓箭等冷兵器，而用滑膛火枪等新式枪炮武装起来。
射击军的主要任务是保卫莫斯科等中心城市的安全，镇压人民对沙皇政权任何形式的反抗。
它同紧急状态时临时召集的民团相比，战斗力明显增强了。
驻守在边陲地区的哥萨克同属常备部队，在发动对外侵略战争时编入野战部队。
     军事改革极大地加强了俄国军队的力量。
伊凡四世统辖的军队，除有步兵和骑兵外，还建立了俄国第一支炮兵部队。
炮兵此时已经成为独立的兵种。
伊凡三世1487年在莫斯科建立的制炮厂i文时已经有了较大的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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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书评汝  信    近一个时期以来，有关“文明”问题的研究越来越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关注。
尤其是冷战结束之后，世界格局和国际形势发生了急剧变化，两大集团军事对峙的局面宣告终结，虽
然世界仍不太平，但和平与发展已成为当前世界发展的主题。
与此同时，尽管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在加速进行，世界政治却日益向多极化的方向发展，社会文化的多
元化发展也呈现出丰富多彩的局面。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不少国家的学者开始更加重视文化战略的研究，他们认为文明和文化的因素将
在21世纪的世界发展进程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学术界也几度掀起“文化热”，特别是各个人文学科的学者都从不同的角度
参与了有关文化问题的讨论。
这说明文化问题及其在我国新时期发展战略中的地位和意义，已被人们所认识并日益受到重视。
然而，总起来看，我们还缺乏对文明和文化问题的总体研究，没有把这种研究与世界格局和国际形势
的变化结合起来，对国外有关文明问题研究状况和发展趋势也缺乏深入的分析。
一般地说，我们对世界文明问题的研究还是比较薄弱的，迄今还没有我们中国人自己系统地、较全面
地研究和论述世界文明的发生和发展的著作。
我们认为，加强这方面的研究，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去探讨世界文明发展的规律和特点，在弘扬中华
文明优秀传统的同时充分吸收和借鉴世界文明的一切积极成果，制定一套既能积极推动我国文明建设
，又能有效地应付外来文明挑战的发展战略，已成为当前一项紧迫的任务。
为此，中国社会科学院专门成立了“世界文明研究”课题组，组织院内外有关专家学者分专题进行研
究，目前出版的这套多卷本著作便是这几年来辛勤劳作的成果。
    这里需要说明一下本书中所使用的“文明”概念的内涵。
“文明”(civilization)一词来源于拉丁文civis，而civis不仅是指罗马的公民身份，而且也含有比当时外国
人或蛮族的原始生活状态优越的意思，所以后来有人用“文明”一词来指与原始社会，即“野蛮”阶
段相区别的较高的人类历史发展阶段。
但这个术语到18世纪才在欧洲被用于正式文献中，直至20世纪方在人文学科各领域中被广泛使用，而
且它不仅用来指历史发展阶段，也被用于一定的空间范围，即用以表明“地域性文明”。
应该指出，人们对“文明”的理论也如同对“文化”的解释一样各不相同，有许多种定义，迄无共识
。
我们的研究课题的主要目的不在于探讨哪一种定义更加合适，而在于具体研究世界文明本身。
在本书中我们基本上采取目前国际上比较通行的看法，即把“文明”理解为广泛意义上的“文化”，
更具体地说，是指占有一定空间的(即地域性的)社会历史组合体，包括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两方面，
即人们有目的的活动方式及其成果的总和。
    我们认为，研究世界文明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
世界上各个文明都是特定的人群在不同的具体历史条件下的活动的产物，部有其自身发生和发展的演
变过程，都有其自身的特点和优缺点，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起着不同的历史作用。
历史上的一切文明成就都是对全人类文明作出的宝贵贡献，都应得到充分承认和尊重。
没有哪一种文明可以自诩为天生优越，高人一等，那种以自我为中心(如所谓“西欧中心论”的观点)
，总是以自己的文明的价值观和标准去衡量别的文明，甚至横加干涉，这显然是文化霸权的表现，而
且也是不可能实现的幻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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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一个时期以来，有关“文明”问题的研究越来越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关注。
尤其是冷战结束之后，世界格局和国际形势发生了急剧变化，两大集团军事对峙的局面宣告终结，虽
然世界仍不太平，但和平与发展已成为当前世界发展的主题。
与此同时，尽管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在加速进行，世界政治却日益向多极化的方向发展，社会文化的多
元化发展也呈现出丰富多彩的局面。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不少国家的学者开始更加重视文化战略的研究，他们认为文明和文化的因素将
在21世纪的世界发展进程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学术界也几度掀起“文化热”，特别是各个人文学科的学者都从不同的角
度参与了有关文化问题的讨论。
这说明文化问题及其在我国新时期发展战略中的地位和意义，已被人们所认识并日益受到重视。
然而，总起来看，我们还缺乏对文明和文化问题的总体研究，没有把这种研究与世界格局和国际形势
的变化结合起来，对国外有关文明问题研究状况和发展趋势也缺乏深入的分析。
一般地说，我们对世界文明问题的研究还是比较薄弱的，迄今还没有我们中国人自己系统地、较全面
地研究和论述世界文明的发生和发展的著作。
我们认为，加强这方面的研究，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去探讨世界文明发展的规律和特点，在弘扬中华
文明优秀传统的同时充分吸收和借鉴世界文明的一切积极成果，制定一套既能积极推动我国文明建设
，又能有效地应付外来文明挑战的发展战略，已成为当前一项紧迫的任务。
为此，中国社会科学院专门成立了“世界文明研究”课题组，组织院内外有关专家学者分专题进行研
究，目前出版的这套多卷本著作便是这几年来辛勤劳作的成果。
　　这里需要说明一下《世界文明大系：斯拉夫文明》中所使用的“文明”概念的内涵。
“文明”（civilization）一词来源于拉丁文civis，而civis不仅是指罗马的公民身份，而且也含有比当时
外国人或蛮族的原始生活状态优越的意思，所以后来有人用“文明”一词来指与原始社会，即“野蛮
”阶段相区别的较高的人类历史发展阶段。
但这个术语到18世纪才在欧洲被用于正式文献中，直至20世纪方在人文学科各领域中被广泛使用，而
且它不仅用来指历史发展阶段，也被用于一定的空间范围，即用以表明“地域性文明”。
应该指出，人们对“文明”的理论也如同对“文化”的解释一样各不相同，有许多种定义，迄无共识
。
我们的研究课题的主要目的不在于探讨哪一种定义更加合适，而在于具体研究世界文明本身。
在《世界文明大系：斯拉夫文明》中我们基本上采取目前国际上比较通行的看法，即把“文明”理解
为广泛意义上的“文化”，更具体地说，是指占有一定空间的（即地域性的）社会历史组合体，包括
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两方面，即人们有目的的活动方式及其成果的总和。
　　我们认为，研究世界文明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
世界上各个文明都是特定的人群在不同的具体历史条件下的活动的产物，部有其自身发生和发展的演
变过程，都有其自身的特点和优缺点，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起着不同的历史作用。
历史上的一切文明成就都是对全人类文明作出的宝贵贡献，都应得到充分承认和尊重。
没有哪一种文明可以自诩为天生优越，高人一等，那种以自我为中心（如所谓“西欧中心论”的观点
），总是以自己的文明的价值观和标准去衡量别的文明，甚至横加干涉，这显然是文化霸权的表现，
而且也是不可能实现的幻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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