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從基輔羅斯公國到彼得大帝                           陳樹熙編寫 

 

在西元四至九世紀之間，東斯拉夫人逐步移居今日俄羅斯部份的歐洲，十世

紀後半在基輔建立了基輔羅斯公國，Vladimir 頒佈法典，奉基督教為國教，在十

二世紀初分裂成許多的小公國。 

在鐵木真的孫兒拔都（成吉思汗長子朮赤的長子－實際上是次子）的率領

下，蒙古精銳的騎兵在 1236年做了第二次的西征，這次號稱為「長子遠征」的

西征歷時六年之久，先是平定了俄羅斯，攻克了基輔、莫斯科等大城，接著兵分

三路，北路攻打波蘭，大破日耳曼、波蘭聯軍，中路攻打匈牙利，三路軍馬在多

瑙河畔會師，殺得屍骨堆積如山，一直打到維也納城外三十里，在 1242年才因

為大汗窩闊台的去世而告終止。拔都班師回俄羅斯，大汗將這塊廣大的土地分封

給拔都，於是拔都在窩瓦河的下游興建薩萊城，建立了欽察汗國，俄國人稱為金

帳汗國，一直統治著俄羅斯將近四百年之久。 

隨著蒙古帝國的衰落，莫斯科公國（Muscovy）逐漸日趨壯大，伊凡三世

（1462-1505）與瓦斯里三世（1505-33）像西方與北方擴張國土，伊凡四世

（1533.8.25-1584.3.18，1533-84 在位，就是史上著名的「恐怖的伊凡」，或稱為

「伊凡雷帝」）即位時才 3歲，1547年他加冕自己成為沙皇（Tsar，即凱撒），

建立了俄羅斯帝國，並且對東方展開領土擴張，1552年攻下烏拉山邊的Kazan。

由於他年輕的太太突然去世，1564年 12 月 3 日，他突然帶著珠寶與聖像離開莫

斯科，宣稱不再想統治一個背棄他的國家，舉國陷入慌亂之中，全民要求他繼續

統治國家，他提出打破舊有公國制度，唯有沙皇圈選的人才能擁有封地，這種新

型帝國內的封國叫做Oprichnina（來自Oprich－選擇，Oprichniki 為其軍隊的名稱，

有人譯稱為「禁衛軍」，柴可夫斯基在 1870 至 72年間寫了一齣以此時代為背景

的歌劇Oprichnik）。由於新制度遭到反對，伊凡四世展開血腥鎮壓，1566年原

有 374 個舊貴族中有 200 人請願要求廢止Oprichnina 制度，他便殺了這些貴族，

逼表兄Andrei Stariskii 服毒自殺，接著他指控Novogrod 主教打算率眾倒向立陶

宛，於是進兵屠殺 Vali-Novogrod 城的居民，連續六星期，每天在河中淹死一千

多人，死屍堆積如山，河流為之阻塞，所到之處激起陣陣恐慌，故而獲得「恐怖

伊凡」的綽號。 

伊凡四世將在地的貴族放逐到邊疆，然後派親信接管該地，到處激起人民的

反對與憎惡，七年戰爭（1563-70）戰敗，1571年克里米亞塔塔爾人叛變，禁衛

軍兵敗，伊凡便處決禁衛軍，1582年與波蘭的和約，1583年與瑞典的和約，使

他喪失了他多年征戰所得的大片土地，分別封殺了他向波羅的海與東歐發展的企

圖。他的晚年意志消沈、情緒陰晴不定，在暴怒中殺死他的次子伊凡，夜夜無眠

 1



的做著惡夢，最後力竭瘋狂而卒（普羅高菲夫的芭蕾舞劇「恐怖的伊凡」便是以

此為故事背景，只不過將伊凡美化為力圖求新、至在統一俄國的賢君，只是遭到

舊貴族阻擋才殺人如麻，最終發狂而卒）。 

伊凡死後，俄國進入一段所謂的「麻煩時期」，長子費要多一世（Feodor I，

1584-98）繼位，他有點神智異常，1591年 5 月 15 日，他的幼弟狄米崔（Dimitri）

－也就是王位唯一的繼承人被刺殺於莫斯科北邊兩百公里 Uglich 的宮殿院子

裡。另一種說法是他在發作癲癇証時意外刺傷自己身亡，另一種說法則是費要多

一世的大舅子鮑里斯．戈杜諾夫（Boris Godunov）下令謀殺他，宮廷方面派了

Shuisky 王子去調查，但無直接證據顯示鮑里斯．戈杜諾夫涉及此事。1598年，

費要多一世駕崩，在眾人的請求下鮑里斯．戈杜諾夫繼位，但是在任內飢荒瘟疫

不斷，人民起而造反，某位假冒狄米崔的「冒充者」領導了一群人民，在某些見

機有利可圖的波蘭貴族的支持下，從波蘭發兵攻打俄國。1604年 10 月，他帶著

3000 人越過俄國邊境，與沙皇的軍隊展開戰鬥，雖然他多次戰敗，但是俄國人

民紛紛起義響應他的號召，引發了更多的分裂與動亂。 

1605年 4 月鮑里斯．戈杜諾夫中風死亡，兩個月後「冒充者」進入莫斯科，

暴民洗劫莫斯科城，一群貴族密謀殺了鮑里斯 16 歲的兒子費要多二世，「冒充

者」自稱為王，迎娶了支持他的波蘭貴族之女－Maria Mniszech 為妻（這段史實

被俄國大文豪普希金在 1824 至 25年間寫成悲劇「鮑里斯．郭多諾夫」，穆索斯

基則在 1869年將它譜為同名的歌劇）。在「冒充者」的許可下，被放逐的貴族

返回莫斯科，但是由於他的施政荒謬不得人心，次年 Shuisky 王子策動兵變，殺

了他以及他的同夥近 3000 多人，Shuisky 王子繼承帝位，接著又出現了一連串的

冒充者策動叛變向 Shuisky 王子政權挑戰。他雖借用瑞典軍隊平息了叛亂，但貴

族長老決定罷黜他，俄國當場沒了統治沙皇。波蘭與瑞典軍隊聯手入侵，

Nizhnii-Novogrod 一位屠夫號召為Dimitri Pozharskii 王子招集了一支民兵，1612年

收復了莫斯科。在必須有中央政權及沙皇的一致共識下，高薩克人與貴族長老妥

協，次年雙方同意接受 16 歲的Mikhail Fedorovich Romanov（1613-45 在位）成為

新的沙皇，「羅曼諾夫王朝」就此展開。 

Mikhail 與 Aleksei（1645-76 在位）於統治期間，施政主軸集中於謀求與鄰國

的和平與回復國內秩序，Aleksei 於 1649年頒佈了法令，使「農奴制度」確立，

地主可擁有農奴，並且無限期追捕逃跑的農奴，此一法令成為俄羅斯隨後兩百五

十年間最大的社會動亂根源。1667年俄國與波蘭協議瓜分烏克蘭，但隨即雙方

又爆發長達十三年的戰爭，同年國內爆發 Stenka Razin領導的高薩克叛亂（1670

年在 Simbrisk 被敉平，將近十萬叛變者被處死），中央政府以武力證實可以完全

掌控政權，便著手進行近一步的改革。 

為了更正俄文聖經裡諸多的錯誤翻譯，並且將東正教的禮儀改回接近希臘的

規範，希臘人Maxim 被判定為異教徒處死，但是他的影響流及後代，沙皇Aleks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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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好友Nikon 主教也持相同的觀點，著手進行改革，一些反對他觀點的教室及信

徒形成了所謂的「舊教徒」（raskolniki）（人數約佔總教徒人數的五分之一），

在宗教上將俄羅斯一分為二。 

俄羅斯雖然在十七世紀初便與西方有所往來，不少外國的工匠也定居於俄

國，但是在十七世紀末，西歐的科技優勢造成俄羅斯軍事上的失敗，接連受挫於

波蘭、瑞典等國，除非西化否則將無法維持其強權地位，應運而起的君王就是彼

得大帝（1672.6.9-1725.2.8，1682-1721 沙皇，1721－25「全俄羅斯的皇帝」）。彼

得是Alexi 第二任太太 Naryshkin 所生的獨子，前一任的太太是政治勢力強大的

Miloslavskii 家族的一員，為他生下了兩子 Fedor、Ivan 以及一女索菲亞（Sofia，

1657.9.27-1704.7.14）。1676年在Aleksei 去世後，Fedor 依照羅曼諾夫王朝「長子

繼承」的傳統即位，1682年 Fedor 去世未留下任何子嗣，照理來說應該是由 Ivan

即位，但是在先後兩任太太母系家族的政治較力下，當時不到十歲大的彼得被推

舉為沙皇，但是Miloslavskii 家族策動火槍營造反，除掉了一些Naryshkin 家族的

成員，將 Ivan立為資深年長的沙皇，由雙沙皇共同執政，由索菲亞擔任攝政。

除了偶而參加皇家的儀式外，彼得與他的母親被放逐在莫斯科附近的一個小村子

Preobrazhenskoe，該地附近的德國村子成為他的最愛，村中的德國人、荷蘭人、

蘇格蘭人教他數學、彈道學、兵法等學科，並且幫他找了一些村子裡的年輕人組

成一支軍隊，供他操演戰術，這支私人軍隊成為日後現代化俄羅斯陸軍的核心主

幹。 

索菲亞執政期間極力往東西兩方開疆闢土，1689年與滿清簽訂下對俄國極

為有利的尼布楚合約，同年 17 歲的彼得結婚，索菲亞驚覺彼得已經長大成人，

有權力獨立統治，索菲亞擬密謀刺殺彼得傳聞甚囂塵上，索菲亞再次發動政變，

但是火槍營倒戈政變失敗被囚。1696年 Ivan 五世去世（1666.9.6-1696.2.8，1682-96

在位），彼得成為俄國唯一的沙皇，雖然主要的政務仍由母系家族掌控，於是他

以航海及軍事做為他的主要重心，建立俄羅斯的第一支海軍艦隊，親自試駕海

船，決心將俄羅斯變成一等一橫跨歐亞的海陸軍事強國。他首先對土而其發動戰

爭（1695-96）取得了克里米亞半島上的據點Azov。1697年他化名為 Peter Mikhailov

下士，帶著 250 人的使節團旅遊西歐考察，蒐集各國的情報，強化反土耳其聯盟，

親自花了四個月的時間在荷蘭東印度公司做木工學造船，並且在英國國會聽，當

他到達維也納談判反土而其聯盟之事，索菲亞在莫斯科又發動政變，他趕忙回國

敉平政變，將她囚禁於修道院中至死。 

由於瑞典佔據著愛沙尼亞、卡列利亞等國，阻斷了俄國通往波羅的海之路，

彼得與高薩克、丹麥、挪威組成聯盟，從 1700年起發動了長達 21年的戰爭（其

中最著名的一役就是 1709年 7 月 8 日在烏克蘭波塔瓦（Poltava）斬殺將近 22000

瑞典軍隊。這段戰役日後被大導演艾森斯坦（Sergei Mikhailovich Eisenstein, 
1898—1948）拍成電影，作曲家普羅高菲夫寫作配樂，日後改作成為清唱劇《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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歷山大．尼夫斯基》）。1703年他在涅瓦河入海口處，發動四萬民工填平了沼

澤，著手建立他的新首都－聖彼得堡，鼓勵歐洲的專業人員移民定居於該城，1712

年遷都聖彼得堡（他去世時該城是歐洲最大的城市）。此舉不但將俄國從一個受

大陸封鎖的東方國家，轉變成為面對海洋與全世界的北歐強權，同時更進一步的

將俄國分裂為「新－舊」兩個中心，至今仍展現出兩種在文化、藝術、建築、民

風上截然不同的俄羅斯風貌。 

彼得除了在軍事上大有建樹之外，他也在國內推動一連串的改革：除了重整

陸軍之外，1711年他因為對土耳其戰事無法親政，於是指派參議院處理政務，

日後更使之成為最高指導行政的單位，他又動手整頓文官系統，分為十三個部會

（prikazy）（1722年），公務人員分為 14 個職等，八職等以上的視同貴族，貴

族雖可世襲八職等以上的官位，但是也結束了貴族獨霸的局面。1714年頒佈「長

子繼承法」，唯有長子可繼承財產，以防止大型地產被分割成不易管理的細碎農

莊。1721年他頒佈飭令，讓農奴可以成為工廠主人的財產，使得工廠能夠有充

足的人力，加速了俄國的工業化，強化國家生產力，大幅增加稅收。此外他還下

令人民剪掉鬍子，要留鬍子的要繳交特別稅，辦了俄國的第一份報紙《新聞報》，

建立學校（主要是為了軍事訓練），倡導科學，提升俄國的教育水準。在宗教方

面，他削弱教會的勢力，1700年在Hadrian 大主教過世後，他不再指定大主教，

直接由他指派官員掌管由 10 位主教組成的主教團，接受政府的指揮，解除了舊

日神職人員干政的權力。雖然連年的爭戰引發國內的暴動民亂，他開疆闢土的功

勳，在俄國史上留下不可磨滅的一頁，俄國已經也不再是個擴大的莫斯科公國，

而是世界一等一的強權，在往後三百年間一舉一動影響著世界的和平與走向。 

 

★彼得大帝之後的歷任沙皇年表： 

凱薩琳一世（Catherine I，1684-1727.5.17，1725-27年在位） 

安娜．伊凡諾娃（Anna Ivanova，1730-40 在位） 

伊凡六世（Ivan VI，1740.8.23-1764.7.16，1740-41 在位） 

伊莉莎白（1741-62 在位） 

凱薩琳女皇（Catherine the Great，1729.5.2-1796.11.17，1762-96 在位） 

亞歷山大一世（Alexander I，1777.12.23－1825.11.19，1801-1825 在位） 

尼古拉一世（Nicholas I，1796.7.6－1855.3.2，1825-1855 在位） 

亞歷山大二世（Alexander II，1818.4.29－1881.3.13，1855-1881 在位） 

亞歷山大三世（Alexander III，1845.3.10－1894.11.1，1881-1894 在位） 

尼古拉二世（Nicholas II，1868.5.18－1918.7.16/17，1895-1917 在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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