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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波兰在大欧洲范围内是一个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国家。
公允的说，波兰不能算一个小国和穷国，因为它有着近四千万人口和三十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经济
处于中等发达地位，国内生产总值四千多亿美元，近年来的世界排名进入了前二十。
但是波兰又绝对不能算一个大国和富国，作为新加入欧盟的国家，波兰在政治与经济诸多方面都必须
仰仗欧盟的大力支持，缺乏真正的自主性。
波兰的这种不上不下的综合实力决定了其不尴不尬的外交地位，而且波兰在国际关系中不安于位，动
辄得咎，因此在欧盟建设与欧俄谅解的大趋势中，总是显得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今日的波兰在外交上与俄国经常性地交恶，在俄国与乌克兰和格鲁吉亚的争端中屡次支持乌克兰与格
鲁吉亚而挑衅俄国；波兰虽然加入了法德主导的欧盟，但是却并不在欧盟内对法德两国感恩戴德，时
常在欧洲联盟的建设中提出不合理的要求甚至大翻德国在二战中罪行的旧帐；最为要紧的是，波兰越
过法德，无视“魏玛三角”机制的有效，直接充当了美国在东欧战略的政策支柱，不管是在伊拉克战
争还是美国在东欧部署导弹防御系统，波兰总是一马当先，不考虑周边国家的反应，不尊重法德两国
的意见，一心一意挑衅俄国的利益，大有为美国身先士卒，火中取栗的劲头。
在国际关系研究领域中，要了解一个国家今日的行为模式来源于何处，就必须深入了解这个国家的历
史。
苏东剧变后，波兰在当今国际舞台上一系列令人啼笑皆非的表演，其行为模式、情感取向和价值驱动
无不根源于波兰数百年来辉煌与苦难交织的历史。
有幸成为《波兰！
波兰！
》一书的第一位读者，不由得被两位青年才俊折服。
在语言通俗，文笔优美，史料扎实，关键性的历史事件取舍精当的背后，这本书最大的成功之处在于
，读者可以轻松对波兰历史上的辉煌、曾经遭受的苦难和某些争议甚多的国家行为有了一个鸟瞰式的
了解，对波兰产生同情、惋惜和鄙夷兼而有之的复杂感受。
本书虽然不是一本纯粹的学术著作，但是由于作者具备全景式的历史眼光与开放平衡的战略思维，因
此读者能够自然而然地在通读本书后引发对国际关系一般原理的深入思考。
不才通览全书，以四条微末之见作序，徒作献芹之举，候高明哂之。
外交政策必须处理好种族情感与政治文化归属的复杂关系波兰在欧洲历史上一直被视为一个矛盾体。
在种族上，他们属于斯拉夫人中的西斯拉夫人，波兰人与属于东斯拉夫人的俄罗斯人、乌克兰和白俄
罗斯人可以互相对话而不需要翻译。
但是波兰与东斯拉夫人在宗教和文字字母上差异极大，在民族情感上更是多有龃龉。
波兰人由于长期与西欧各国尤其是法国有着密切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交流，他们皈依了天主教，使用
了拉丁字母，而俄罗斯、乌克兰与白俄罗斯则使用了由拜占庭的传教士发明的西里尔字母（又称斯拉
夫字母）和接受了在拜占庭帝国占优势的东正教，由于这一层关系，俄罗斯从此也自视为拜占庭帝国
在政治和宗教上的合法继承者。
正因为这些因素，波兰人与他们的近邻俄罗斯人在种族与文化情感上并不亲密，波兰人自视为西欧文
明在东欧的前哨，是抗击蒙古野蛮人和土耳其异教徒的坚强堡垒。
因此波兰人对被蒙古人统治了三百年的俄罗斯人总是怀有文化上的优越感和政治上的歧视，所谓“抓
破一个俄罗斯人，就会发现一个鞑靼人”。
虽然这种优越感实际上没有多少事实根据，但这种文化歧视与情感疏远让波兰人看不清自身的利益而
多次深受其害。
俄罗斯人民是一个心灵敏感和感情深沉的民族，以俄罗斯人为首的东斯拉夫人对波兰人亲近西方国家
而不念斯拉夫兄弟的手足之情多有怨言，这种怨恨的存在进一步恶化了双方的感情而使双方的利益受
损。
实际上，波兰人虽然自视甚高，但德意志人却依旧把波兰人看作是野蛮的斯拉夫人。
虽然波兰当时最为倾心欧洲文明的核心法兰西，但是法兰西的支持每每远水不解近渴，而且法兰西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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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性的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
欧洲各国在近代史上的政治文化分化与演进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并非一片短序所能说清，也并不是波
兰以外的其他国家就能处理好政治文化归属与种族情感的复杂矛盾。
但是从波兰被信仰东正教的同属斯拉夫人的俄罗斯、信仰信教的普鲁士王国，同信仰天主教的奥地利
帝国三次瓜分的过程来看，波兰人从没有利用任何种族的、宗教的和政治的因素对这三个国家分而治
之，扭转对本国不利的趋势。
波兰如果能与一家以任何理由达成妥协都不至于下场如此之惨。
一战复国后，波兰得势不饶人，因领土纠纷和社会制度问题，既反苏又反德，还想联德反苏；因为当
年的波兰-立陶宛联合王国的记忆，波兰对立陶宛大打出手争夺故都维尔纽斯，造成两国关系长期恶化
，立陶宛倒向苏联，波兰所设计的波罗的海各国中立同盟因此功亏一篑；因为看不起同为斯拉夫国家
的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威胁法国要在法德之争中保持中立；二战前波兰死到临头还乘人之危抢夺与捷
克有争议的特申地区，在两次大战间的二十年里，不种族情感，不顾历史渊源，不顾盟友义务，波兰
当权者持之以恒地把本地区的全部外交矛盾都集中到本国头上，这样的政治与外交才能也算是古今罕
有了。
外交政策必须处理好自身实力与外交理想的矛盾波兰在历史上是一个从波罗的海到黑海的地区性大国
，在波兰最强盛的时候，俄罗斯还是一个蕞尔小邦，条顿骑士团还要向它称臣，奥地利还在忙于抵抗
奥斯曼土耳其的侵略。
波兰当时在东部欧洲可谓是首屈一指，威风八面。
可是这样的好景不长，当俄罗斯崛起成为东方一霸，普鲁士成为欧洲强国的时候，波兰的悲剧性命运
就来临了。
波兰在遭受俄普奥三次瓜分并最终亡国后，波兰人耿耿于怀的就是复国和重新强盛起来。
一战后，由于法国的帮助，波兰终于恢复独立，但波兰人根本不顾波兰与周边国家的力量对比已经发
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刻舟求剑般的要恢复过去的一切荣光，看不出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和战败了的德
国依旧蕴含着重新强盛起来的潜力。
因此在外交上有恃无恐，四面出击，最终导致了被苏德瓜分的悲剧性命运。
虽然亡国了，但波兰流亡政府似乎一直生活在历史上的辉煌中，东欧地区不管发生了什么变化，他们
认为都是本国的外交机遇。
在二战即将结束，两极世界的前景已经极其清晰的时候，他们还认为由于苏联和德国都被战争严重削
弱，波兰可以依靠美国的支持成为本地区最重要的国家。
事实证明，这种判断错得离谱。
波兰流亡政府最终一无所获，战后的波兰从领土到社会制度全部由斯大林一手包办。
苏东剧变后，波兰的行为变本加厉，由于德国被美国驯服，俄罗斯再次陷入衰退。
情势仿佛又回到了一战后。
波兰的使命似乎成了在美国的支持下全力阻遏俄罗斯的复兴。
由于念念不忘当年波兰曾经统治过大部分乌克兰，因此波兰对于掺乎乌克兰与俄国的矛盾极其有兴趣
。
而且波兰还相当具备世界眼光，对欧洲以外的事物如伊拉克战局和中国内政问题都相当感兴趣。
波兰一贯具有大国意识和大国视野，但是波兰缺乏的是大国的经验与手腕，归根结底是缺乏大国的实
力。
对于波兰来说，惨痛的历史教训似乎从来没有成为教训，相反倒成了今日在外交上翻身复仇，文攻武
卫的动力。
波兰人从来不认为本国是个小国，总希望在其他大国的支持下在本地区发挥决定性的作用。
今日波兰在欧盟中扮演了“新欧洲”领头国家的角色，成为了美国在东欧战略的政策支柱。
波兰的这些举动无疑将本国置身于大国争斗的风口浪尖，看来要使波兰摆正国家心态，使自身的外交
理想与政策与本国的综合实力相配套是极其困难的事情。
外交政策中意识形态考量不得代替对国家利益的评估波兰外交史的一个特点就是意识形态至上，以意
识形态考量代替对国家利益的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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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兰人很早就皈依了天主教，一贯自认为本国是欧洲基督教文明在东方的前哨，具有一种大欧洲情节
，慷慨以天下为己任。
在捍卫基督教文明抵抗异教势力侵略方面，波兰一贯是当仁不让的，因此波兰从古至今的全部外交政
策中，以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来决定敌友亲疏划线的传统极其强烈。
但是，近代欧洲外交传统是国家利益至上，民族国家为了本国的国家利益最大化，一贯不惜出卖同一
宗教信仰甚至同一种族民族的其他国家的利益，波兰的牺牲常常被忽视，波兰的善意常常得不到报答
。
在其他国家都奉行国家利益至上的氛围中，波兰以意识形态决定外交政策的做法更显得特立独行，既
愚且迂。
在地缘政治环境极其恶劣，种族文明纠葛极其复杂的东欧平原上，一个中等国家只有中立与平衡才能
保证本国的长期安定与繁荣。
欧洲各国中，曾经的强国在看清力量对比和地缘政治环境后安心做一个中立国，收住门户的例子也不
少。
瑞典也曾经是一个北欧的地区性大国，在其强盛的时候，几乎把整个波罗的海变成瑞典湖。
瑞典当年也曾经以支持新教事业为号召，积极干涉德国的宗教内战，瑞典与俄国争夺波罗的海霸权的
斗争事实上既具备种族冲突的特点也具备宗教冲突的特点。
当瑞典失败于俄国之后，便默认了俄国的霸权而甘心退居北欧一隅。
在拿破仑战争中，瑞典与俄国后来达成妥协以芬兰换取挪威，之后便长期在北欧保持中立状态。
挪威当年属于丹麦统治，三国都是信仰新教的维京人国家。
瑞典牺牲同祖同教国家的利益与异族异教国家搞妥协，不考虑意识形态与种族情感，不妄想搞什么维
京帝国对俄国报仇雪恨，纯粹以本国的利益为核心。
而且瑞典在追求本国利益的时候，有失有得，得失平衡，自我克制，不诛求无已，所以持盈保泰，国
家保持长期和平。
这样的外交心态恰恰是当今的波兰外交决策者们缺乏的，实际上也是他们最需要的。
在今日的欧洲，各国和解与联合是大势所趋。
波兰现在加入了欧盟大家庭，更应该汲取历史教训，淡化历史恩怨，看清利害关系，明确自身定位，
不得以意识形态划线来代替国家利益评估。
在外交领域中，坚持意识形态至上的真正毛病在于，越是坚持意识形态就会发现越需要坚持意识形态
，这在心态上属于正反馈的“自激”过程，极难扭转这个趋势。
因此外交决策者们摆正心态，淡化而不是强化意识形态争议才能清醒地评估本国的国家利益。
外交政策必须处理好地缘政治与国际利害关系的矛盾地缘政治环境是外交政策的基础，一个国家的社
会制度可以改变，盟友关系可以更迭，但是地缘政治环境基本上没有发生重大变动的可能。
波兰民族定居和立国的东欧大平原的西部地带，在历史上是斯拉夫人与德意志人长期种族斗争的中心
，也是东正教和天主教反复争夺的地带。
这样的双重属性，最适宜充当两大文明宗教集团的桥梁和缓冲国，而最不宜幻想在两大集团之间独树
一帜，左右开弓，与其他势力勾勾搭搭。
在这种极其恶劣的地缘政治环境制约下，波兰最为明智的选择就是立足中立，面向全欧。
这个世界上似乎什么都事在人为，可是大地山河是由上帝安排的，由不得人们自作主张。
上帝已经把外交牌局摆好，等着全世界各民族国家体察天意，按理出牌。
外交战略的决策者必须坚持政治现实主义的态度，深刻领会本国地缘政治处境来判定本国的国家利益
，不得根据某些想入非非的梦幻和不切实际的承诺而轻举妄动。
必须从人性、利害关系与权力结构的角度出发并且借鉴历史经验，而不是以任性胡为的方式来制定本
国的外交政策。
只有奉行正确的地缘政治战略，波兰才能够做到见利而不惑，行险而不惧，处危而不亡。
波兰作为地处欧州大陆地缘政治中心的一个中等国家，受到大国的包围不能发挥与本国的国力和抱负
相应的影响，就应该明智现实地按照客观条件，因势利导，在势力平衡中保证本国的独立与安全。
作为前苏东共产主义国家集团的成员，波兰不能够以变革后的意识形态来决定外交政策，奉行一边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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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亲西方尤其是亲美的外交政策，而应该利用历史、文化与地理纽带继续与这个集团的其他前成员国
保持良好关系。
波兰最为明智的生存策略就是：波兰应该向东开放，以斯拉夫人的一支自居，与其他斯拉夫国家保持
密切联系，支持以俄国为首的斯拉夫-东正教诸民族国家联合体的复兴。
波兰不要指望与乌克兰形成某种反对俄国的地缘政治轴心，一是力不从心，二是没有法德两国的参与
和支持，任何反俄统一战线都将是纸上谈兵。
波兰应该向西开放，积极参与法德两国主导的西欧联合自强和对美独立。
作为天主教国家与传统盟友法国保持密切联系，同时与德国这个强大富裕的邻国实现友好睦邻关系。
波兰应该向北开放，联合波罗的海周边国家——瑞典、芬兰、波罗的海三国甚至白俄罗斯形成东北欧
国家地区中立集团，以获得缓冲地带来使波兰免于单独应付俄国复兴与俄德联合的压力；波兰应该向
南开放，联合东南欧其他弱小国家争取在大欧洲联盟的框架内公平发展的政治经济权利。
只有这样全方位地开放与合作，而不是仅仅是对美国依赖性地一边倒，尤其是自不量力地单独挑战俄
国的权威，波兰才能够承前启后，左右逢源，才不至于成为引发战争的导火索或者成为大国争霸战争
的牺牲品。
包括波兰、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捷克等十几个民族在内的斯拉夫人民虽然在欧洲文明大家庭
中崭露头角的年代并不久远，但是却显示了他们在科学、文学、艺术与政治领域中均有不凡的想象力
和创造力。
因此斯拉夫各支的文明作为欧洲文明的后起之秀在东欧与西欧各国的文明交相辉映，其中波兰人又在
东欧各国中成就非凡。
波兰人就其民族性格和文化传统来说，很类似于法兰西人，他们都虔信天主教，他们都沉溺于世俗化
的享乐文化中，他们在文学艺术领域都富于幻想和创造力。
波兰自古以来与法国有着友好的联盟关系，波兰上下各阶层都相当热爱法国文化，把自己的命运与法
国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
求仁得仁，又何怨哉，波兰们在近现代史上果然与法兰西的命运同步与共振。
波兰人就是东欧的法兰西人，可是他们的成就没有法兰西人大，波兰地缘政治环境则更加恶劣于法兰
西，因此他们比法兰西更加命运多舛，道路坎坷。
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唯愿波兰人民汲取历史教训，清醒地分析外交利害关系与国际权力结构，
一方面珍惜自身的斯拉夫血统的归属，一方面坚持西方文化的价值取向，在大欧洲各国人民的友谊与
团结中寻找自己更加光明的未来。
李寒秋湖南省社会科学院国际政治研究室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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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卡钦斯基总统的空难发生后，人们再次将目光投向了波兰这个多灾多难的国家。
不管是不是阴谋论，这一事件只是波兰数百年来倒霉历史中的新的一页——一方面经常被外国当作棋
子，另一方面波兰自己的当权者缺乏智慧。
加上强敌环伺，因而波兰的历史显得颇为悲情。

事实上早年间波兰曾经是东欧地区的一大强国，数次欺负俄罗斯，甚至占领了莫斯科。
然而自1700年，俄国沙皇彼得一世发起“北方战争”战胜北欧强国瑞典之后，波兰彻底沦为俄国的附
庸；继彼得大帝后，俄罗斯的又一个“大帝”——出生于德国的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再次大规模进行
对外扩张，随后在沙俄、奥匈帝国和普鲁士这三个波兰的强大邻国密谋下，波兰先后在1772、1793
和1795年被瓜分。
在三个强大邻国的密谋下，波兰从此开始了一百多年的亡国史。

　　即将进入19世纪的欧洲迎来一个大人物——拿破仑，这个法国的皇帝矮小的身躯之内蕴藏惊人的
能量，这让波兰芳心暗许，期待用他的力量实现复国的愿望。
燃而，拿破仑失败了，所谓的“华沙公国”第四次被瓜分，此后的波兰再次沦为沙皇的波兰王国。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欺负波兰的俄、德、奥全部倒台，巴黎和会上波兰“被独立”。
信心爆棚的波兰毅然进攻红色苏维埃，结果被红军一举打到华沙城下。
既反德又反苏的波兰，在某种程度上促成了苏联和德国签署《苏德互不侵犯条约》。
随着二战的爆发，波兰成为苏德眼中钉肉中刺，迅速被两强瓜分。
被瓜分已经成为波兰的习惯。

　　冷战时期，波兰成为苏联阵营下的一员，1980年代，工人大罢工又一次使波兰成为世界的焦点，
并最终成为东欧剧变的第一张多米诺骨牌。
如今，波兰继续奉行“远交近攻”的外交策略，唯美国马首是瞻，先后加入北约和欧盟，成为美国安
插在欧洲和北约内部的一颗钉子，不惮与俄国和中国发生摩擦，继续作为大国的一个棋子，还是真正
找到自己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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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郭大成，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研究生，爱好历史，常埋头于政治军事宗教民族的研究中，不能自拔
。
闲暇时间喜欢舞文弄墨码码字，时常在西西河论坛里发些感慨，是西西河论坛“欧洲史三剑客”之一
。

　　金孜虞，自小喜欢看书，犹好闲书，杂书，于许多知识不过是蜻蜓点水，唯有历史尚可称道，对
于欧洲史更是研究多年，是西西河论坛“欧洲史三剑客”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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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被亡国——三次瓜分，从此百年无波兰公元1721年，在波兰大地上自1648年开始的不间断地战
争终于告一段落了。
自1648年乌克兰民族起义始，到大北方战争终，波兰在战场上获胜的次数越来越少。
欧洲谁都看得出，当年风光无限的波兰王国已经开始衰落了——虽然就国土而论你它仍旧是除俄罗斯
之外的欧洲第2大国。
过去的那个17世纪是决定欧洲国家未来走向的一个重要的世纪。
在那波澜壮阔的100年里，一个又一个欧洲国家脱去了中世纪的蚕茧，变成了一只又一只美丽的蝴蝶。
在战争的腥风血雨中，法兰西，英格兰，尼德兰，俄罗斯那一个又一个响亮的名字开始成为了世界大
棋局上的主角。
而波兰呢，1721年的波兰和1572年全盛时期的波兰又有什么不同呢？
很简单，当西欧已经以一种舍我其谁的态度和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的精神大踏步向前进
的时候，波兰仍旧活在以前的传说与辉煌中。
对于欧洲各国来说，波兰的政治文化传统太妙了，你只要花一点小钱，就能让你的代言人成为一个大
国的国王。
而更妙的是，那个国家真正的主人，一群大贵族，非常欢迎外国人来当国王。
毕竟嘛，强龙不压地头蛇，那些来应聘国王的家伙是最清楚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
他们想干什么随他们去。
我家的一亩三分地反正是没事了。
至于波兰，那是什么？
在选择一位波兰国王上，欧洲各国都非常有兴趣。
话说1733年，德意志萨克森公国萨克森选帝侯，上一章的主角猎艳强人奥古斯特国王蒙主召唤，去了
天国。
波兰的传统好戏——选战又开始了。
这次选战的双方中一是代表了法国，瑞典利益的斯坦尼斯瓦夫·列什琴斯基，我们的老熟人，做过一
次国王的斯坦尼斯瓦夫一世，现在已经是法国国丈了。
一是代表了俄罗斯，奥地利的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
也是那位强力王的儿子。
一开始，波兰贵族们对于奥古斯特的当选毫无兴趣，支持奥古斯特的人数一直很可怜。
这倒不是奥古斯特的人品有什么问题，主要是他爸强力王犯了波兰的祖宗之法，想让波兰国王由他们
奥古斯特家包办，那忌讳就犯大了——别忘了当年伟大的杨·索别斯基想让他的儿子继承王位都没成
功呢。
不过话又说回来，这也怪他两个日子自己争起来了。
而那位斯坦尼斯瓦夫就可爱多了，当年在任波兰国王时号称是贤明无双。
两位候选人一新，一旧。
一劣迹斑斑，一根正苗红，这样一来，选谁就不是一个问题了。
可是打赢选战经常靠的不是多数支持。
小布什靠的是体制缺陷，希特勒靠的是巧舌如簧+集中营，陈水扁靠的是在肚子上用红墨水花几个圈
，而这次奥古斯特靠的是军队。
没人支持没关系，枪杆子底下出政权嘛。
同年，在波兰国会选出列什琴斯基为国王，在华沙登基时。
在俄罗斯军队的保护下，一群立陶宛贵族在波兰古都克拉科夫扶持奥古斯特登基。
天无二日，地无二主。
这个问题除了用战争解决还有什么办法呢？
这场战争被后人称之为波兰王位继承战争。
交战双方的主角是法国+西班牙对奥地利+俄罗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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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还有2个波兰。
战争一开始，法国想要用大部队通过南德打通去波兰的大道，被奥地利名将欧根亲王挡住——法国其
实心里也清楚，跑那么远去死磕很好很强大的俄国人，基本上就是去找打，所以不如多打打奥地利，
在莱茵和意大利换些好处。
俄军则如同砍瓜切菜般地打跑了列什琴斯基，重占波兰。
1735年，双方在维也纳签订了和约，列什琴斯基宣布退位。
至此奥古斯特三世终于坐稳了王位——当然他也是有代价的。
为了酬谢俄国人的帮忙，他把库尔兰公国送给了俄国女皇安娜的宠臣比隆。
波兰王位继承战争对于主要的几个参战国来说几乎就是玩了一场游戏，而对于波兰，丧钟已经微微敲
响。
当波兰相对衰落而波兰周围的邻居们都团结一致，靠吞噬波兰来获取利益时，波兰的命运就不掌握在
他自己的手中了。
无论他的盟友看起来是多强大，无论他的盟友许下多少甜蜜的坚决的誓言波兰也必将遭受灭顶之灾。
而这个魔咒，盘踞在波兰头顶至今。
值得一提的是，当欧根亲王指挥波兰王位继承战的最后一段日子，军中来了一位年轻的德意志王子，
他的父亲派他前来向欧根学习军事指挥艺术，并且请求欧根象平常人一样对待他。
这，就是普鲁士王太子，未来的腓特烈大帝，我们接下来的主角之一。
而就在波兰王位继承战争发生的前4年，也就是1729年，一位名叫索非亚·奥古斯塔·弗雷德里卡的小
公主出生了，他后来有个威震欧亚的名字叶卡捷琳娜·阿列克谢耶芙娜瓜分波兰这场大戏的男女主人
公都到齐了。
1763年，被俄罗斯，奥地利大军选为波兰国王的奥古斯特三世驾崩了。
奥古斯特三世治下的波兰，仍旧是一个浑浑噩噩的国家。
国王陛下无为而治，只对风花雪月感兴趣，大贵族们继续守着自己的一亩三分地过小日子。
在欧洲各国看来，当年那个以骑兵立国的强大国度似乎——实施上也确实已成了俄罗斯的保护国。
这个国家的主人——贵族们对于正在进行的波澜壮阔的7年战争不关心，对于欧洲的大势不关心，而
他们只对于自己的庄园和风度在意。
于是，法国抛弃了他们的传统盟友，转而寻求俄罗斯来填补波兰在其国家战略上的位置，来对德意志
诸国进行战略包围。
波兰曾经的属国普鲁士则在和勃兰登堡结成勃兰登堡-普鲁士的联合，并在1701年升级为普鲁士王国后
，也开始鄙视波兰，准备通过自己强大的军事实力来吞并波兰，壮大自己。
俄罗斯，则早已成为了波兰真正的仲裁者。
任何事情往往不能看表面。
奥古斯特三世死后，奉行亲俄政策的大贵族恰尔托雷斯基试图将他的儿子亚当推上波兰王位，但他没
想到，通过一系列阴谋阳谋的运作，他的侄子斯坦尼斯瓦夫·波尼亚托夫斯基却顶了自己表兄弟的班
。
更奇怪的是，这个运作者正是当年的德国小公主、现在的俄国女沙皇——叶卡捷琳娜二世。
叶卡捷琳娜这样做当然是有原因的——这个波尼亚托夫斯基是自己的情夫。
最初波尼亚托夫斯基是为了落实他的舅舅的波俄亲善政策而来到了俄罗斯，当时叶卡特琳娜还不是女
皇，只是一个被自己老公冷落的小媳妇。
当一位年轻的，多方面修养完备的贵族来到一位寂寞的公主面前，会发生什么事大家可想而知——所
以毫不奇怪，为了将自己的亲密爱人波尼亚托夫斯基推上波兰国王的宝座，叶卡捷琳娜甚至派兵包围
了波兰议会。
在俄罗斯大军兵锋的压力下，这时的波兰议会再也没有抵抗的动力了。
1764年9月6日，波尼亚托夫斯基黄袍加身，号斯坦尼斯亚夫二世。
——叶卡特琳娜绝对是18世纪欧洲第一流的政治家，她在毫无人脉的俄罗斯从受冷落的皇后爬上沙皇
的位子，足见其政治手腕。
他把波尼亚托夫斯基扶上波兰王位仅仅是出于对于情人的爱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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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不是。
他需要的是一个能对她言听计从的波兰国王和一个四分五裂的波兰。
而波尼亚托夫斯基的表现却恰恰让她大跌眼镜。
——事实上波尼亚托夫斯基是位很有趣的人，他泡过俄国女皇，搞过改革，在作为反俄罗斯派的代表
屹立在政治舞台时，他却一边对俄罗斯抱有一种奇怪的幻想。
最后则平静地死在圣彼得堡。
可以说，他的一生都和俄罗斯纠缠不清。
而这或许是18世纪波兰的一个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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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在欧洲民族中，波兰是唯一的一个过去和现在都一直以全世界的革命战士身份进行战斗的民族。
　　——卡尔马克思波兰民族具有英雄的品质，但我们不能因此就忽视他们的错误；几世纪以来，这
种错误曾使他们遭受无法估计的痛苦。
　　——温斯顿丘吉尔波兰历史因素的影响非常强大，比如民族保守主义、天主教的观念以及波兰知
识界对波兰民族及其历史的过分理想化想象等。
这一特点决定了波兰具有强烈的自主性、民族主义和自认为完美的倾向、反对一切外来干涉，甚至到
了不顾国家利益的程度。
　　——波兰诗人哈卜·维克托读波兰历史给我最深刻的启示是：一个国家必须独立自主，互相学习
借鉴是必要的，外来帮助也是需要的，但前提必须是独立自主。
有了独立自主，外来的东西可能会起到锦上添花的作用；失去独立自主，外来的东西就将是雪上加霜
。
　　——中国驻波兰大使孙玉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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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波兰!波兰!》：文化产业薄弱、教育制度僵化、经济处于全球产业链低端，第一本全面探讨中国软
实力缘何尽失的书。
深解中国精英移民大潮的切肤之痛——这是一个热点话题。
精英移民折射的是什么？
仅仅是有钱？
仅仅是压力大？
仅仅是没有安全感？
恐怕不是。
作者的考量是经济制度、自由度以及财富分配问题引起如文化、民族情结和凝聚力等软实力的涣散，
直言中国崛起任重道远。
十二五规划将软实力正式提高到国家战略高度，软实力危机重重，已经被当政者和有识之士深刻认识
到，对热点的政治话题进行深入和通俗化的解读。
直击中国社会弊端，如腐败问题、食品安全问题、贫富分化问题等等，探究中国吸引力丧失的根源。
作者从事宏观经济研究多年，对中国可持续发展曾提出过许多可行性建议。
被美国经济观察家称为本论金融危机的第一预言者。
肖邦，居里夫人的祖国，为何竟成了“欧洲垫脚布”？
强邻环伺，冷血的政治斗争中，谁都可以踩一脚！
两次拯救欧洲，两次灭国，马克思跟中“欧洲不死的勇士”，四百年的抗争与悲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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