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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灭亡后的地中海世界（上下册）》

作者简介

盐野七生，1937年出生于日本，26岁游学意大利两年，深感日本是个没有英雄的国度，回日后不久毅
然出走，再赴意大利，定居罗马，一住至今，终生研究罗马史。几十年间，她以罗马为中心，纵横东
西，阅读不辍，笔耕不辍，对欧洲史了然于心。
盐野七生曾出版大量以罗马为题材的作品，斩获意大利国家勋章及日本国内的各项大奖。自1992年开
始，盐野七生以古罗马帝国为题材，编织她的英雄梦，她以每年一册的速度，历时十五年，出版完成
《罗马人的故事》系列图书，引起日本、韩国商界、政、学界巨大震荡，盐野七生因此频频受到日韩
企业界及媒体邀请讲学，日本企业界领袖及政府高层都曾与她有过多次高端对谈。随后，《罗马灭亡
后的地中海世界》，《十字军的故事》相继出版。再次在日本引发震荡。年届八十的盐野七生，只写
她自己想写的历史。
1970年  每日出版文化赏
1981年  三多利学艺赏
1982年  菊池宽赏
1988年  女流文学赏
1993年  新潮学艺赏《罗马人的故事1》
1999年  司马辽太郎赏
2002年  意大利政府颁授国家功劳勋章
2005年  日本政府颁赠紫绶褒章
2006年  书店新风赏，《罗马人的故事》历时15年完结
2007年  文部科学省评选为文化功劳者
2008-2009年《罗马灭亡后的地中海世界》（上下册）出版
2011年《十字军的故事》（全四册）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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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卷首语 海盗
序
第一章内海向界海的演变
间奏曲  某种共存
第二章 两种圣战的时代
第三章 两个无国界团体
第四章 群雄并立的大国时代
第五章 强权游戏的世纪
第六章 反击的时代
第七章 从地中海到大西洋
图版说明
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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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灭亡后的地中海世界（上下册）》

精彩短评

1、只能给三颗星
2、日本人写的挺有意思，翻译也靠谱，喜欢附的大事表。
3、罗马灭亡后的地中海世界比罗马时期还要精彩。主线是基督教势力与伊斯兰势力的海权之争。也
不乏西班牙、法兰西和威尼斯等基督教国家内部的勾心斗角，还有游走于其间的罗马教廷
4、这个书真是让我看的太难受了，不知道是翻译的问题还是盐野七生就是写错了，感觉各种漏洞百
出的错误。时间上前言不搭后语，前面说圣彼得大教堂，后面就变成圣保罗大教堂了。大概了解罗马
灭亡后世界还可以，不能细究了。基本就是讲黑暗的中世纪基督教世界是如何民不聊生，如何被横行
的撒拉森伊斯兰海盗导致基督教世界无法生存，而基督教世界在各个角落造到伊斯兰蹂躏时所有人都
自顾不暇无人援助，最后西西里终于在拜占庭帝国弃之不顾下被全部伊斯兰化，修道院和很多地方宁
愿花钱买平安也不愿团结一心迎战，最后没有军队的教皇只能亲自迎战开始了历史上有名的十字军东
征。

5、明白晓畅，但也过于琐碎，把地中海历史硬生生写成了海盗史。有点犹豫到底要不要败那套《罗
马人的故事》了。
6、守夜人很大一部分的原型应该有马耳他骑士团的影子。这次作者以地中海为中心，从地中海的视
角，讲述罗马帝国之后，一直到大航海时代发生在地中海这个舞台上的故事。海盗和各国不断地攻防
中，就走过了中世纪，一直到西西里开始的文艺复兴，西班牙的崛起衰落。在罗马衰亡之后故地发生
的故事也很精彩
7、仍旧是盐野七生娓娓道来的讲故事风格，可读性很强。但是这两本书感觉没有核心和脊梁，只是
不断重复的海盗故事，没有其他，讲的只是罗马灭亡后的地中海海岛故事。
8、第一遍读，只能给2星，翻译质量真心不好啊中信。第二遍读是克服着语句障碍慢读，内容是好的
，给4星。有人批评作者写得既主观又通俗，我倒觉得，正是因为这块历史大家不知道，首先需要科
普，而不是学术。就像上课一样，作者给你列了史实并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你可以认可，也可以反驳
，甚至作者看这个问题的角度是独特的，值得你学习。只要经过思考得出了自己的分析，你就收获了
，这一方面，作者向亚洲人科普罗马史，很有意义。
9、不太习惯作者这种叙事方法，形散，用词不够严谨，逻辑性差。看完第一本实在是看不下去了。
大致就是中世纪基督教国家与伊斯兰国家对抗背景下的海盗故事。
10、长达一千多年的中世纪地中海史，主旋律就是基督世界的教皇皇帝修士骑士与伊斯兰世界各种族
海盗对砍，没完没了对砍了一千多年，意大利城邦国家的共和制，制度先进，但缺乏战略眼光，另外
，作者在本书中频繁提及自己其他作品，颇有梁羽生风格
11、基督教世界和伊斯兰世界居然在地中海持续斗争了上千年，而且如此惊心动魄，每个片段都比电
影精彩。而如今，当年因为欧洲强盛而中断的斗争又开始了
12、闪族一神教地中海争霸史。
13、萨拉森塔 圣年 马耳他骑士团 拯救修会 海盗 浴场 红胡子哈依尔丁  图尔古特 拉.瓦莱塔 黎凡特海战
14、这本书的主要作用是对古罗马灭亡之后的地中海历史进行一个概述，撒拉森海盗的猖獗，西班牙
和威尼斯等势力与伊斯兰势力如何斗争，此消彼长，太过于简单的只言片语，细节缺失，什么都是讲
了一点点就停下来了，所以不满意这本书
15、事实叙述表达不清，随意且口水啰嗦，整体布局松散，思维逻辑无规律，很讨厌作者不时说“欲
知某段详情，请看我的著作啥啥啥”，从没看过哪个作者是这样自恋的。另外，这个版本字大行稀，
分成上下册徒然提高成本和定价，不经济。
16、小神仙只读完了上册。
17、本以为盐野七生是通俗历史作家，专写口水书，没想到那么有内容，驾驭风起云涌的大历史可谓
轻车就熟。值得再看！比较有意思的：热那亚等地也曾遭到伊斯兰袭击、教廷海军。
18、继《罗马人的故事》之后，读到的盐野七生的又一部好作品，了解了不少地中海的历史。
19、一本中世纪的海盗史
20、真实名字：《西罗马帝国灭亡之后的地中海抗击海盗史》，都是海盗，都是苦难史，其实就没有
那么有意思了。罗马灭亡之后，没有了统一有力的中央政府，拜占庭又不来管，普通民众时刻都有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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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灭亡后的地中海世界（上下册）》

南边的萨拉森海盗掳走当奴隶的危险，真是黑暗的中世纪。意大利只能东南互保，先后繁荣的4个海
洋共和国自力更生，与异教徒媾和中立通商。每次难得组成基督教联军又总伴随着因为内斗，要是因
此输了的话，海盗又愈加猖獗。在伊斯兰这边，海盗已经成了一个产业，后来最大的海盗头子都能当
上奥斯曼帝国的海军司令了。心疼那个时代的老百姓。 ╮(╯_╰)╭ 另外在这本之前还不知道，原来
作者这么喜欢引用自己之前的书，时不时就「去看我之前写的 xxx 吧」..
21、这个就是天天在说海盗海盗海盗，罗马教皇打海盗，地中海人民防海盗。地中海人民被海盗掳去
。想看罗马人的故事。
22、除了不断安利自己其他作品比较讨嫌，还是很好看的，对中世纪地中海基督教和伊斯兰两大势力
的浆糊记忆得以厘清。
23、对中世纪的地中海有了认识，启蒙读物啊
24、很好的故事书，仅此而已。看了开头就看不下去了，对伊斯兰教充满了偏见与误解。
25、在大西洋塑造现代世界前，决定现代世界的就是地中海。作者的此书让我打算阅读她的十几卷的
《罗马人的故事》。不知其在史实上严谨性如何。
26、这本书写的很不好。把罗马后的地中海历史，整个给写成了一部野蛮穆斯林用野蛮手段不断骚扰
迫害欧洲地中海地区的历史。阴沉、不断地重复，没有尽头的绝望。
27、啰嗦 松散   只关注海盗，把勒班陀海战搞成黎凡特海战，还故意弄成2卷本 没意思 不推荐
28、从罗马的地中海和平到大英帝国的地中海之间的波澜壮阔的地中海历史。贯穿其中的是纵横无忌
的海盗，伊斯兰和基督教间的纷争战争，以及海洋城邦／国家的崛起和兴衰。个人来说，可能在那个
时期的伊斯兰世界会有更多的机会。一千多年的乱世舞台，军事，政治，经济，还有各色枭雄粉墨登
场各领风骚。普及介绍性的书籍。
29、我想我不会再看盐野七生的书了，真的太啰嗦了。
30、浅显易懂，配图尤其赞
31、基督教疯狂愚昧，伊斯兰教野蛮残忍；一神教对于教徒以外的人来说，都是恶魔，这本书里基督
教看起来好一点，不过是这段历史里，基督教的世界比较虚弱，无力为恶而已。
32、倾向性太强
33、浴场。营救。
34、比《罗马人的故事》好些，没那么啰嗦了，不过某些方面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就是一些本应该重
点描写的内容，被参照《XXX书》了，真是有些吊胃口啊。
35、黑暗的中世纪--476年西罗马帝国灭亡后，地中海进入了群雄割据的时代、并充斥着肆意横行的海
盗；这些海盗竟然是“左手拿着《古兰经》、右手握着宝剑”，擅长掠夺和绑架的撒拉森海盗。
他们的野蛮行径让地中海人民饱受战争、奴役之苦，随后奥斯曼帝国利用北非的海盗（信奉伊斯兰教
）作为进入地中海的踏板对基督教世界步步紧逼。
与之相对的是基督教世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卡洛斯率领的西班牙、弗朗索瓦一世率领的法兰西和威尼
斯共和国等，不同国家的利益、想法交织在一起，互相抗争。
为了对抗伊斯兰海盗，基督教的军事力量集合起来进行对决；还有“修士会”、“骑士团”用赎金救
下了许多基督教世界的、不肯改信伊斯兰教或为求生而被迫信伊斯兰教的穷人。
直至19世纪前半叶，以法兰西为首的西欧各国殖民北非后，地中海才摆脱了海盗的威胁。
36、主要就是讲海盗啊海盗
37、非常非常不客观 毫无价值
38、8.5分 好书 我读的有点囫囵吐枣。
39、老太太过于唠叨
40、应叫《罗马灭亡后的地中海海盗史》
41、罗马衰落后欧洲碎片化，大小国家林立，关系繁杂。本书读来却是毫无混乱感，足见作者选材之
妙。此外翻译工作也很棒，幽默细节尽可体会，并无故意搞笑之语。大多推论也很严谨，资料丰富，
并无武断之言。

42、远远比不上罗马人的故事。没有武装的先知都灭亡了。
43、罗马灭亡前，罗马就是地中海，罗马灭亡后，地中海是基督世界和伊斯兰世界互撕的主战场，现
在，地中海是旅游胜地。印象比较深刻的是马耳他战役，其余值得写的事情作者说都在别的作品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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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灭亡后的地中海世界（上下册）》

，所以导致流水账过多了一些。
44、1000年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在地中海的争斗
45、作为通俗读物 简单了解一下中世纪欧洲历史还是不错的 我们平时更多的读到希腊罗马史以及文艺
复兴后的近代史 就算是中世纪史更多的也是关心战争史 盐野七生的几本书帮助我们打开了视野
46、读完上册之后放弃了，一整本书都在写海盗，和书的标题给我的期望差别太大
47、非常好看，读到了不少猛料，最后那个海盗政策附录真是笑死我了，威尼斯较之于罗马算是青出
于蓝而胜于蓝，西班牙压根没啥用处不予计算真是够了哈哈哈。
48、热那亚和西班牙真是坑死威尼斯啊，威尼斯本身对西地中海没有欲望的，为什么老是在联合舰队
中捣乱呢？历史上极少见到两个这样的搅屎棍。
49、还不如罗马人的故事
50、《罗马人的故事》有15本之巨，作者于是既可以铺陈细节，又不妨碍大局的呈现和评述，集通俗
与专业、严谨与个性于一体。但这本书却是在两册之内讲述逾千年的历史，即便仅止于地中海一处，
在布局谋篇上还是有些捉襟见肘。大量的笔墨花在了对海盗的攻防上，可读性固然很高，但对理解那
段历史，视野还是窄了，格局也小。不过作为通俗的入门读物还是不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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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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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灭亡后的地中海世界（上下册）》

章节试读

1、《罗马灭亡后的地中海世界（上下册）》的笔记-第1页

        萨拉森人事以前北非的沙漠民族，后来从历史上消失了一段时间，后来在伊斯兰教风行地中海世
界的时候重出江湖，成了伊斯兰教徒。

在6世纪，伊斯兰教已经遍布阿拉伯、北非、西班牙。巴格达就是伊斯兰教所建。

伊斯兰教徒负责传教布道、对异教徒施行圣战。而基督教徒的传教只有祭祀阶级负责。

1453年，穆哈穆德二世攻陷君士坦丁堡。并相继攻陷马尔马拉海和爱琴海边的各岛，建立了奥斯曼土
耳其帝国。罗德岛骑士团所在地罗德岛被攻陷，后罗德岛骑士团转战各地，成为马耳他骑士团；该骑
士团的宗旨就是像海贼对付基督徒一样对付海贼。
受此缘故，地中海再度刮起了海贼风暴，为与之应对，教廷成立了海军。
海盗库尔特格尔成为受人瞩目的海盗，在北非比塞大落户。
利奥十世成为教皇，安德烈多里亚成为著名雇佣兵。
保罗维托里成为教廷海军的总督，追击库尔特格尔。
海盗红胡子成为继库尔特格尔后最强势的海贼，其攻占北非，将其献给奥斯曼皇帝苏莱曼一世。
当时世界上的三位领袖，法国弗朗索瓦一世（达芬奇死前在法国居住，受到此人厚待），西班牙、德
国国王卡洛斯五世以及奥斯曼皇帝苏莱曼一世。
1535年卡洛斯与多里亚进攻突尼斯成功。
1538年，威尼斯、西班牙、罗马为首的海军联队准备于奥斯曼开战，但是由于卡洛斯的算盘（不能让
法国私肥），计划流产，在多里亚的撤退情况下，打了普雷韦扎海战，虽然损失较小，但是是以失利
告终；海贼因此猖獗。
1541年卡洛斯进攻阿尔及尔失败，导致海贼再度猖獗。

1555年，马耳他骑士团在马耳他以少胜多，成功抵御奥斯曼帝国的进攻，此次战役的英雄人物是让.瓦
莱塔。
卡洛斯五世的后继者是腓力二世。苏莱曼的后继者是塞利姆。

1570年，奥斯曼攻打威尼斯所属的塞浦路斯。西班牙、威尼斯组成联合舰队对抗奥斯曼。双方进行了
黎凡特海战，这是地中海世界最大也是最后一次海战。由于塞浦路斯陷落，所有人员被诈降后残忍杀
害，联军士气高昂。基督教方面大获全胜。
战后由于各方主张不同，威尼斯与奥斯曼媾和，受到西方世界排挤。威尼斯大使说：威尼斯不重视其
他国家对自己的看法，我行我素；在与奥斯曼交往过程中，显示了过度的谦卑，不批评对方的缺点，
不称赞自己的优点

1588年西班牙无敌舰队与英格兰海军对阵失败。

塞利姆的继任者的母亲是威尼斯人，所以在此期间（25年），奥斯曼与威尼斯关系良好。而骑士团承
担了抗击海盗的重任，北非海贼受到有效遏制。

2、《罗马灭亡后的地中海世界（上下册）》的笔记-第160页

        人类也许是这样一种动物，对于没有强烈触及自己内心的事物，即使同情也不会积极地付诸行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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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罗马灭亡后的地中海世界（上下册）》的笔记-第38页

        光靠祈求实现不了和平。和平，是要有人明确申明谁敢捣乱决不轻饶，并且说到做到方能实现。
这对人类来说实在是件遗憾的事。和平的确立，靠的不是军事，而是政治意志。

4、《罗马灭亡后的地中海世界（上下册）》的笔记-最后

        海盗永远都不会成为决定国家最后输赢的决定力量

5、《罗马灭亡后的地中海世界（上下册）》的笔记-第96页

        一个不断衰退的国家，特点就是作决定很慢，决定的事情实施起来也很慢。

6、《罗马灭亡后的地中海世界（上下册）》的笔记-摘录与笔记

        读完对进一步理解中世纪欧洲的历史还是很有帮助的。
上册
1、P14 基督教负责传教的是主教、祭司等教会专业人士，而伊斯兰教中，每个教徒都有这个职责。
2、P27 “中世纪”是指始于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灭亡，止于1492年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之间的千年岁
月，以公元1000年为界，分为“中世纪前期”和“中世纪后期”。
3、P1-111 【黑暗的中世纪并非都是由基督教引起，在中世纪前期，原西罗马帝国疆域内的基督教教
众也过得挺凄惨的。西罗马帝国灭亡，罗马被蛮族蹂躏，后来意大利疆土被査士丁尼大帝收复，好不
容易过上稳定生活，等大帝死了（公元565年），不过3年，伦巴第人入侵意大利北部，613年，穆罕穆
德开始传教，7世纪末，北非伊斯兰化，8世纪初，由原伊斯兰教徒（阿拉比伯人）和新伊斯兰教徒（
北非原住民）组成的撒拉森海盗，以“圣战”名义做着海盗生意，开始频繁侵扰西西里，而拜占庭帝
国被东部的伊斯兰势力蚕食，无力保卫意大利，地方各公国争权夺利，而教皇手上无军队，在这种情
况下，公元800年，教皇为法兰克王查理曼加冕创立神圣罗马帝国，与东部的罗马帝国分离，保卫意大
利和法国南部。不过，好景不长，没几年两人都死了，查理曼的儿子搞分裂，海盗在消停10年后再次
兴起。修道院成为主要目标，因为有钱。827年开始征服西西里，830年入侵罗马，虽未破城，但城外
基督教老巢梵蒂冈的圣彼得大教堂前后被光顾了两次。意大利沿海都被海盗侵扰，近海居民很多搬到
易守难攻的悬崖上居住。无人保卫的以经商为业的意大利南部沿海城市拟与北非伊斯兰势力结盟（缔
结协议）换取和平，教皇怕伊斯兰势力从此占据南意大利，花大量赎金换取一年和平，避免上述城市
的分离，这是首次以教廷的名义用赎金换安全。自伊斯兰开始征服西西里51年后，西西里最后一个据
点叙拉古沦陷，被屠城。而欧洲的整个基督教世界在抵抗伊斯兰方面非但不团结，反而一直在为基督
教国家之间的纷争浪费力量，无人理会教皇的号召。公元916年，教皇约翰十世组建十字军，教廷第一
次拥有军队，教皇身先士卒（不得不，可怜啊）率领军队赶走了加利格里阿诺基地上的撒拉森海盗。
与此同时，北非阿拉伯人和原住民内部纷争，暂停海盗业务。约翰十世及之前的好几任教皇很多是被
杀身亡，那个时代当教皇也是很有风险的。】
4、P113【西西里自827年逐渐开始伊斯兰化后，通过采取“伊斯兰的宽容”，基督徒和伊斯兰教徒在
西西里共同生存，在西西里生存的伊斯兰教徒也放弃了海盗的身份，投身生产，而基督徒以二等公民
及缴纳额外的人头税为代价换取生存。在此后的200年和1072-1266之间诺曼-霍亨斯陶芬王朝统治的200
年间，西西里成为地中海的贸易中心。西西里的伊斯兰教徒停止了海盗行业，但北非仍继续作案，意
大利仍深受海盗侵袭之扰，海盗甚至在离罗马咫尺之遥的拉齐奥建立了基地。】
5、P157【直到公元1002年，意大利的海洋城邦国家兴起（阿尔玛菲，比萨，热那亚，威尼斯），海港
城市的海军可抗衡撕拉森海盗。与此同时，撒拉森海盗组织开始转型，由粗散型变成专业集团化，海
战大多以海盗失败告终，海洋城邦国家逐渐告别海盗的侵扰，亦与北非缔结协议确保地中海上的通商
安全。随着意大利本土安全逐渐得到保障，西欧领土争端渐止，教皇地位得到提高，基督教徒宗教狂
热起来，迎来了为期200年的十字军时代（1096-1291），七次十字军东征，英法德出人，意大利海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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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邦国家出运输，大搞圣战。西西里王腓力二世只出力，没杀人，反而成为“基督的敌人”。】
6、P200【虽然西欧的海军力量比伊斯兰更占优势，但海盗仍未绝迹，虽不敢抢有势力有实力的贵族，
但普通老百姓仍深受其害，武被抢，人被抢，哪怕到了文艺复兴时期仍是如此。1197年，拯救修会（
全名以拯救奴隶为目的而设立的神圣的三位一体修会）成立，1218年，拯救基督教徒骑士团成立，历
经五六百年，坚持不懈地从北非赎回被海盗抓去，在“浴场”（强制收容所）干活、当奴隶的西欧百
姓，其中除了一个是名人（塞万提斯）外，都是些无地位无钱财、国家不救援的普通老百姓。海盗现
象一直到1830年阿尔及利亚沦为法兰西殖民地后消除。】
下册
7、P26【地中海世界的海盗行为在中世纪后期随着意大利海洋城邦国际的兴起而逐渐衰落，但在中世
纪快结束时，也就是15世纪末，奥斯曼帝国灭掉东罗马帝国，挥师西进，海上力量薄弱而把海上战力
托付给海盗，此后，海盗再次活跃起来。从事海盗的头目出身多样化，西欧、北非等均有。西班牙在
伊斯兰统治800年间受海盗侵扰较少，而后基督教徒势力肃清伊斯兰教徒，反而从此受海盗侵扰。】

7、《罗马灭亡后的地中海世界（上下册）》的笔记-第49页

        马基雅维利是这个时代的人，他写道：即使被憎恶也不可被轻蔑。他还写道，在政治中应选择使
人害怕，而不是被人爱戴。因为人会被热爱自己的人轻易抛弃，却不能轻易离开可怕的对手。外交处
理的是国家间而非个人间的问题，被轻视、被轻蔑都会导致实际损害，因而绝对避免这种情况便成为
外交中最重要的事。这是亘古不变的道理吧！

8、《罗马灭亡后的地中海世界（上下册）》的笔记-第155页

        心中怀有宿怨，就会总想着过去，从而看不到现在和未来的可能性。

9、《罗马灭亡后的地中海世界（上下册）》的笔记-第116页

        两军都认为这是正确信仰的人与错误信仰的人之间的战斗。两军都是一神教徒，如果自己是正确
的，对方就一定错误。正因为如此，死亡也充满喜悦。

10、《罗马灭亡后的地中海世界（上下册）》的笔记-第32页

        不论制度多么适应时代的要求，要想以后维持下去，就必须拿出成效。上下册要是能延续页码就
更好了。

11、《罗马灭亡后的地中海世界（上下册）》的笔记-第246页

        不管是历史，还是政治、军事、经济，只要在后面加上一个“学”字，对人类精神情感的关怀就
会淡薄下来。精神情感是一种没有形态，也无法用数字表达的东西。是不是成为严密的学问便不适于
关照人类精神情感呢？

12、《罗马灭亡后的地中海世界（上下册）》的笔记-第108页

        权力，只要拥有它的人死去便会终结；艺术，却会拥有永恒的生命。

13、《罗马灭亡后的地中海世界（上下册）》的笔记-第35页

        这场夺回莱夫卡斯的战斗表明，历史已经进入了必须出动正规海军才能打击海盗巢窟的时代。

14、《罗马灭亡后的地中海世界（上下册）》的笔记-第8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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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是他们这样的社会下层百姓，才是伊斯兰海盗最大的受害者。他们没有受过教育，从来不知道
只要改信伊斯兰教，就会被解除奴隶身份，得到解放。他们没有受过教育却信仰笃深，也许认为如果
改变了信仰，等待自己的只有下地狱。记得作者前文似乎说过伊斯兰并未给普通下层百姓改信他教的
机会。但是这是煽情的一段。

15、《罗马灭亡后的地中海世界（上下册）》的笔记-第153页

        要让观望的人站到自己方面，只有用胜利显示力量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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