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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版译者导读

翁嘉卢

波里比阿历史的"考古"

波里比阿的历史有两个回向，它是普世史①，它是实用史

( pragmatike historia) 。关于实用的而向.史家已经多所着墨;

至于普世史则是关于罗马所雄霸之西地中海与马其顿人及希腊

人所控制之希腊化世界.在公元前三1世纪末时的交会以及混融，

以及之后罗马发展为全地中海唯一的主宰国家。因为这两个文

明构成波里比阿所知之全世界的主要部分，所以他认为他所写

的是已知世界的历史，亦即世界史。波里比阿因为顾虑到他潜

在的希腊读者不熟悉中期罗马共和的历史，所以将其史书的第

一及第二书用来阐述二六四至二二0年(本书以下年代皆为公

元前，除非另有标示)之间罗马在第一次布匿战争(二六四至

二四-年)击败迦太基，进而崛起、征服意大利波河平原高卢

人，以及同时期东方希腊化世界所历经的变动，作为读者所需

的背景知识，以协助他们了解他整个巨著的主旨·何以罗马能

在二二0至一六七年的五十三年间统一当时所知的世界。这种

用心非常类似修昔底德在他的历史著作《伯罗奔尼撒战争史》

的第一章之中讨论波斯战争结束到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时(四

① 例如，世且比阿一书 6 章 "命运女神将世界里儿于所有的事物( hllpnnta 

la tes oikoumell~5 pragmata) 都引导到相同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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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九至四三一年) .这约略五十年间①他称之为"考古" (ap 

chaeology )的历史，来为四兰~年爆发的战争预作历史背景的

陈述。但对现代读者而言，波里比阿历史所预设的更广泛古典

及希腊化世界历史以及早期和中期罗马共和历史，都非现代人

熟悉的领域，所以本导读将会对波里比阿的历史提供另外一个

"考古"，对其所提及之事尽盘述及，给予适当的历史框架. f串

供读者理解史家波里比阿所提到之人事物，也尽量避免重复沃

尔班克的导论中已经提及的事项。

希腊人与罗马人早在八世纪末便已发生接触。当时整个地中

海世界出现广泛殖民活动:希腊人在意大利最先于坎帕尼亚

( Campania) 地区殖民，影响到伊达拉里亚人 (Etruscan) 文化的

发展，使希腊文化间接传递给罗马人;七世纪希腊人在后来被称

为"大希腊.. (M咱la Graecia) 的南意大利及两西里岛殖民，建

立城邦，这又构成另←个影响的来源。罗马人有关自己祖先是特

洛伊落难王子埃涅阿斯( Aeneas) 的故事.便可能是在四世纪时

从南意大利传来。当罗马人在四世纪末及三世纪初逐渐统一意大

利半岛时，南方希腊城邦他林敦 (Tarentum) 倍感威胁，于是从

希腊化世界邀请一位亚历山大大帝的亲戚，伊庇鲁斯国王皮洛士

(Pyrrhus 0 1' Epirus) 嘈前来助阵(二八0至二七五年)。他是当时

希腊人认为最有才气的将军，总共和罗马进行了三场战役，最后

以没有明确结果的惨胜 (Pyrrhic Victo町)及战和告终，而F有意大

利的希脐城邦也随即落入罗马势力范固。当时这种希腊及罗马激

烈的接触在希腊化东方引起一些涟满·埃及的托勒密二世在昕闻

罗马与皮洛士②战争的结果时，大为惊讶，在二七三年以自居希

① 这段纠正才年时间的历史林为 Pentacon阳扭。

臼直播士曾在托勒密桂且做过λ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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脂化世界的领导身份遣使致意。但随后希腊化世界又恢复到苏格

拉底所形容的希腊人的状况.环绕在爱琴海盆地的池塘旁，一群

彼此争论的井底之蛙，对罗马统一意大利以及第一次布隘战争并

无多大的兴趣。这解释了何以波里比阿认为他需要他自己版本的

"考古"，来替他的历史主题先做铺陈。但是波里比阿所捕写的罗

马在二六四年之前的发展究竟为何，以及当时希腊化世界如何产

生以及发展，并没有系统性的交代，但他在历史著作中却又常指

涉到一些影响三世纪希腊化及罗马世界形成的事件。所以以下的

叙述将分别对希腊化世界如何形成及发展的大致过程，以及罗马

在第一次布匿战争前的政治淡化以及在意大利的扩张进行说明。

希望提供一个更广阔的图像来协助了解波里比阿的历史，作为波

里比阿整部历史整体的另一个"考古"。

在希腊化世界部分因为希腊政治形态高度多样化，而目各自

独豆，彼此又密切互动，再加上复杂的古典传统，不似意大利本

身是由罗马来主导发展，而西地中海是由罗马及北非迦太基之间

的关系来架构，@所以在希腊化历史部分会有较长及较复杂的叙

述以及细节.而且相同事件销会涉及不只一个国家，常可以从不

同观点来了解，故部分不免有重复叙述的情形。另外，因为波旦

比阿作品的对象主要是希腊人，所以对希腊部分常略而不论，但

对罗马则较详细叙述，这些因素造成以下之"考古"有篇幅及密

度的差异。这种情形反映在在以下的章节的布置。相对地，在罗

马部分则以数个重点主题为主.特别是罗马政治演化、"意大利

联盟"的建立以及中期罗马共和扩张是否为帝国主义的行为;在

最后的部分则是对波里比阿历史所涵盖时代的几个重要罗马人

① 或许再加上以担忧判断为主的西四里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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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交代简短的传记，协助读者在阅读时，对相关人物能在心中

先有个大致的概念，因为这时代充满了这类型的传奇性人物。

希腊化世界简介

章 古典希腊城邦世界

一斯巴达及雅典刺猾与狐狸

二斯巴达政体

三 斯巴达的没活及底比斯的霸权

四佣兵问题

成 古典时期之马其顿王国

一菲利普二世

二亚历山大大帝

参 "继承者的时代"·希腊化三大王国的建立

一埃及五国

二叙利亚王国

三马其顿王国

四联邦:城邦的出路

五斯巴达革命

六 罗德岛与帕加马王国

七尊荣、合法性及"希腊性"

肆古代西西里的历史

罗马共和简介

宣 罗马阶层斗争与内部政治整合

戒 意大利联盟的建立与对外扩张

参 中期罗马共和l的"帝国主义"

肆 中期罗马共和的重要人物

一雷古鲁斯( Marcus At山us Regulus) 



' 

一汉尼拔 (Hannibal Barca) 

三弗拉米宁( Ga田1阳 Flam町ml】l! n川】

四 "延迟者"费边( Qu山】川E

Cunctator) 

五马谢勒斯 (Marcus Claudius l\tarcell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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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非洲征服者"四庇阿 (Publius Cornelius Scipio Afri-

canus) 

七 福拉明尼纳斯 (Titus Quinctius Flamininus) 

八加图 (Mareus Porcius Catn) 

九宝路斯 (Lucius Aemilius Paullus) 

+ 西庇阿·峡米里亚纳斯 (Publius Cornelius Seipio Ae-

milianus) 

希腊化世界简介

希腊化时代 (Hellenistic Aqe) 始于亚历 IJJ 大大帝(三五六

至三二三)过世那年，至于何时结束，莫衷一是 或是一四六年

(迦太基、科林斯被罗马摧毁) ，或是一三三年[罗马人民继承阿

塔罗斯三世 (AUalus II1)的帕加马王国 L 或是三十一年[埃及

最后 任君王克丽欧佩特拉七世 (Cleopatra VJJ) 被罗马执政官

屋大维 (Octavian) 打败后自杀]。根据传统的编年，这希腊化时

代是继希腊前古典 (Archai c: Agc ，七七六至四七九年)以及古典

时代(巳lassìcal Age. 四七九至三二三年)之后。这整段希腊史

经常被看做像是登 III 、攻顶以及下山的过程。希腊化时代于是被

看待为一个下山或"堕落"的时代.背离古典时期的典范，因为

希腊化时代的人不再说典雅的雅典( AUiean) 希腊文，而是简化

的普通希腊文 (Koine) ;希腊人不再生活于自由自主的城邦之

中，而是受独裁君王的宰制。希腊人在如此的状况下不再能够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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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第一流的文学以及成就如波斯战争时成就的事功。这是发明

"希腊化"这名词的f 丸世纪德国学者的观点:所谓"希腊化"

者其实并非真正"希腊"。这种贬抑希腊化时代的成就或许与当

时学者所处的德国民族建国热潮有关，认为政治自由是优秀文化

不可或缺的前提，而既然希腊人在希腊化时代失去他们在古典时

期所曾享有的政治自由，所以不再能够创造出如古典时期的杰出

作品。这当然是偏见，而且断非实情，因为希腊化时代一样具有

创意， 样能够产生一流的作品。在过去五十年，对希腊化时代

的研究兴趣也重新被点燃，并且以稳定的步伐成长进步。

章 古典希腊城邦世界

前古典时期始于以尊崇宙斯神之奥林匹亚运动竞赛，这一

竞赛每隔四年①举行一次，所以"奥林匹亚年" (Olympiad) 成

为希腊人最主要的纪年根据之一。前古典时期是个充满创意的

时代，但对希腊文明整体来说，没有一项会比"城邦"<21体制

的出现更具意义。城邦体制并不独屑希腊人，因为在八 IU-纪时，

整个地中海盆地星罗棋布着由希腊人、迦太基人、伊达拉里亚

人及意大利民族(包括罗马人)所建立的类似社区。据估计就

希腊人所散居的希腊、爱琴海及J黑海沿岸、利比亚、南意大利、

西西里以及远及法国南部的马赛有超过一千个希腊城邦。城邦

是由一群平等公民所组成的小型社区，它有两大诉求 对外自

由以及对内平等;所有的政治及经济资源由所有公民分卒，政

府治理是由公民轮流担任职务来执行，所以城邦在这意义上来

说基本上是以"民主政治"③的方式来运作，而所谓的"寡头

。 但假据暗暗人算法合特共尾那两年皆纳入;1 算 l 故是五年。

@ Polis ，且数 1叫础。

Q) Democratia = dcmofl + crntÎa = people in co川，，1 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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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①其实只是对参与政治之公民身份做出更严格的限制。

但是城邦经常因为种种困难陷入纷争，进而爆发内战( SI.asis) ~ 

一旦元法再由这种以取得集体公民共识的政治形态来解决时，

常会促成有野心的个人以非法方式独自揽权，进行激进的政治

社会改革，来解决问题，这便会出现所谓"情主，. (tyrant) 的

人物;他独揽权力，违背城邦为平等公民社区的理念，实行所

谓的"借主政治" (tyranny) 。这里的偌主或 tyrant 并不一定会

指涉到"暴君"的意涵，而是专门针对希腊城邦体制而言的一

种违宪政体.其所执行的功能常像是革命者或是激进的改革者

之所为。这种借主的现象在希腊化时代变得相当常见，在屡受

迦太基人威胁的西西里城邦特别容易发生。

城邦不仅是一个强调公民自由及平等的政治社区。它也提

供一种希腊人理解这世界的方式:城邦是文明的空间，而且只

有过城邦生活的希腊人才是文明人。在城邦之外的是野性自然，

充满非理性的危险，居住着人类之下的野兽以及人类之上的神

明，所以希腊人以衍猎及祭祀行为米与之区隔。城邦是文明的

空间，也是希腊文明最杰出的贡献，如l文学或艺术，所必须预

设的创造脉络。因为，例如说，戏剧便是由城邦赞助，在公民

之前演出以及在剧中以神话故事作为媒介来讨论公民所关切之

议题(例如妇女、战争、政治等)。因此希腊剧场常被称为

"第二市民f 场" (sceond agora) 。城邦更提供希腊人自我认同

的方式。除了面对"野蛮人"时，希腊人( H ellcnes )的集体

认同才会被强调外.在希腊人之中，一个人所属的城邦是他自

我认同最重要的根据。所以亚里士多德(三八四至三二工)曾

( Olignrchia = oligoi + aTehia = (n) few p阳、pl t! ìu po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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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提过，一个没居住在城邦的人，就像一个落单的棋子:他若

不是野兽.便是神明。①城邦因此也是 套希腊人理解周遭世

界的知识论根据，它清楚简易，使得希腊的文化创造具有清晰

表达、明确逻辑以及完整结构的特色。

一 町巴达及雅典:剌猜与狐

第二次波斯战争之后的古典世界由两大强权主宰:斯巴达

与雅典。斯巴达自前古典时期以来，一直都是领导希腊的陆权

国家，而雅典则是在特密斯托克里斯 (Themisloeles) (2) (约五二

九至四五九年)领导下，在第二次波斯战争 '1' 领导海军击败波

斯，崛起为最强的海权国家。这造成古典时期以希腊大陆及爱

琴海盆地为地缘政治主轴、分率伯罗奔尼撒联盟及提洛联盟的

两个集团，分庭抗礼。斯巴达与雅典这两个国家不仅是政治军

事强权，它们也同时具现两种希腊城邦社区的愿景一一"优良

① 币2里士多德〈政治学) 1 , 1252 u24-1253a7 是论述城邦起源非常Jft耍的

一段文字。他认为唯有希腊人具有理性( 10事时，而具有理性的人斗会居

住在城邦之中.所以从这里可U推论城邦可以抽草地形容为一个"理性论

述空间"，是←个有理性主希腊人进行民论决策，谋求共同桶扯的社区。

城邦时生活于其中的人于是不仅止于自保，而是追求安婷的生活。 f~ï相反

地那些主法居住在城邦的人是没有理性的野蛮人，所以亚里士多德引用一

位叫赫希如德 (H的od) 的诗人说 ..希腊人理当统治野蛮人。"亚里上事

德卫说 所以从所有这些，很明显地市民城押是因自然之过理而存在

t;jll. 个人很自然地存活在城邦之中。任何人若非偶然之故，而是由于其
本性使然 以致不属于城邦 必然是眈人类或#是超人类。他正如荷马所

责骂之人是 fi'f. .没有亲属、法律或灶业 1 主人。任何如此之人血、然是好战

者.他正{靠在←盘棋戏中孤立的棋子。"

@ 何以披里比阿，，)雅典政拍革中，时持密斯托克 !11斯情有独钟，并未详细说

明.但一个可能的原因是因为他最悻荷马史诗中的奥德悻斯 jM迫正是虫

草4、中最理想的政治家(丸书 16 市)。另外，正如所引用"狐狸H 与 和j

~l" 的比咱 特密斯托克里斯正是典型的"孤狸'型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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秩序"①以及"相同法律权力"，@或是强调稳定社会结构以及

强调个人权利和发挥。前古典时期的诗人阿奇罗赫斯( AI巾ilo

CllUS of Thasos ，约七世纪上半 n叫叶n 曾经说过一句谚语"狐狸知

道许多， 而E荆刺H削l猾只知知I i道直 {件牛

社会的不同性质以J及是所各具有的意识形态魅力，因为斯巴达社

会似乎是为了完美社会的单→愿景而设计，将所有精力投注其

中.因此所有斯巴达公民被训练、调教以及要求朝向共同目标

前进，有如刺猾在与狐狸冲突时，所有的方法只是蜷住身体，

将尖刺往外张开;雅典则是如狐狸般地多才多艺，可以想出许

多方法来对付刺猫，能够提供一个自由的论述空间，鼓励公民

种种创造行为.结果成就希腊文明的许多成就。至于在古希腊

这场刺猾和狐狸的冲突是谁获胜9 刺猾。

因为雅典在披斯战后急速地扩张，引起斯巴达盟邦的恐惧，

最后爆发了希腊人的"内战"，亦即伯罗奔尼撒战争(四三一

至四0四年)。雅典在进行战争时，因为制定一连串错误的决

策，以及斯巴达得到波斯军援，最后落败。雅典所留下的海上

"帝国"却让斯巴达陷入进退维谷的情状。因为在囚七丸年i波

斯战争结束时，在小亚细亚的希腊人曾经要求斯巴达出面领导

他们对抗议斯，来保全自由，但被婉拒。雅典自告奋勇，最后

成就霸业。所以这次斯巴达决定要接受领导全希腊人的角色，

但最后它不仅无能胜任.甚至落入衰败的田地。何以如此?波

里比阿在提及罗马成功的崛起时，于第六书将其归功于特殊的

混合政休，也在同处经常提及类似的斯巴达莱克格斯( Lycur

gus) 系统。相同的理由或许也可以用来解释斯巴达帝国的崛起

( Eunomia , gnod law alld order. 

( Isonomia , ùquaJ町 in 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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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衰败。

二斯巴达政体

斯巴达在八世纪末及七世纪上半叶曾经对邻国美塞尼亚

( Messenia) 发动过两次战争，占领大片土地，降服大量人员，

一跃而为希腊世界最大最强的国家，但在政治上却陷入空前的

混乱及失l芋，所以所谓的"莱克格斯改革"应该发生在七世纪

下半叶。莱克格斯改革的内容出现在一件叫"宣言" (Rhetra) 

的文件中，改革的目的是要使人数相对极少的斯巴达人能控制

广大领土及人民。这改革将所有人分为斯巳达公民( Spar

tiates) 、边居民 (Perioîkoi ，没有参政权的二等公民)以及农奴

( helo's) ，并将征服的土地分割为均等的份量P 分配给斯巴达

公民，并由依附在土地上的农奴来耕种，免除公民在经济上的

负担.可以全心从事公民职责:政治及军事。所有公民从小便

都需经过 agoge 的教育系统，强调体力训练以及服从命令，以

备成为希腊世界最早的全职军人;成年后他们过着集体的军营

生活，强调同侨竞争。@整个系统的目的是要保证斯巴达持续

拥有所征服的土地及人员。所有斯巴达公民由两位分属不同王

朝的罔王 (basileus) 率领，并由包括国王在内的元老院( ger

ousÎa) 提供建议咨询。这便是莱克格斯系统所强调的士兵人

民、贵族元老以及国王彼此之间的制衡以及因之所形成的"说

。〉 普鲁塔克{莱克恪斯传) 8-9 0 

(Î) 有关喃喃原意为"引导"，类似雅典的 paidein "敬育"，都是为那曲点来

去民进行教育训练以且"社会化"的措施 作为公民养成的预备.在成为

公民后 仍然会有类似措施(如斯巳洁公民轮流做豆噩幢 辑:为 syssilia)

来继续强化公民团体的认闷。情盎考色诺开《斯巳达宪政) (LucedαlIn(l 

儿ωn CQnslilUciQn) \", 2-5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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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政体"，①这一点波里比阿着墨甚多。正如罗马的政体一样，

元老机构其实扮演最关键的角色。这三种成分被认为彼此制衡，

促成斯巴达高度稳定及保守的政治局势，成就所谓的"优良秩

序"。后来虽然出现五名权势极大的监政官( cphors) ，②但被认

为并非莱克格斯原先"宣言"的一部分，也是三世纪克里奥米

尼斯三世认为要恢复莱克格斯系统时，亟欲除去的对象。

斯巴达为了保有"优良秩序"，因此固定驱逐外国访客，

以免外来思想的污染:它甚至禁止钱币的使用，以免造成经济

上的过度变化，使财商不均，而造成公民之间有不平等的现象

出现。@对莱克格斯而言，不平等是所有邪恶的来源，所以这

整个系统规定所有斯巳达公民要过相同的生活，执行相同的志

业;这系统强调集体性以及稳定性，所以古代政治评论家赞美

莱克格斯系统为斯巴达带来了"优良秩序"。

所以美塞尼亚的土地及人民为斯巴达公民进行其独特生活

方式提供经济基础，而这种由莱克格斯系统所创造出的独特生

活方式及所造就出来的元敌军队.却是用来保有美塞尼亚。这

形成一种恶性循环。这也意味着无敌的斯巴达军队是用来对内

镇压的警察部队.而非用来对外扩张;即使它所领导的联盟也

斗|其扩张之臂膀.而是另 环的保障，所以斯巴达最重要的盟

Q) 迫肺))求所有公民皆有相同经讲基础、教育训练、壮会化过自以且从事相

同的政治且l斗事14、业 使得斯U达公民有另一个称呼 hOUl Uioi , "相同之

人HO

② 普冉塔克《辈克楠斯fP》 ?i-2，盎考色诺芬〈斯巴达宪政》、 2 - 6 0 监

政1吉布些惶3JI马的护民百 代表人民的利蓝 但在斯巴达却也是负有幢大

实权的行政官员。

@ 斯巴达这种恐惧外人、排f予外人{ xt!nopholú叶，请见普鲁塔克〈某克格斯

传)27 ， 3-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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邦一科林斯一一时常批评斯巴达缺乏主动以及怯战。①另外，

这由莱克格斯为斯巴达所设立的系统所创造出的是一种极为静

态的政治秩序，无法在而对世变时进行向我调整，特别是在公

民人数变少( oliganthropia) 的问题七尤其如此，因为斯巴达没

有体制来面对战胜以及出国领导希腊城邦后，财富流入以及分

配不均的问题，造成公民因为经济资格不符，无法维持其独特

生活，而丧失公民权的窘境。所以当斯巳达正规军队在三七一

年于留克特拉 (Leuctra) 被底比斯以"神圣兵团" (Hieroi 10-

choi , "Sacred Band") 带头的军队打败时，才发现全国具有公

民资格的人仅余七百人。亚里士多德在评论斯巴达的衰落时，

便提及全国有五分之二的土地是掌握在女人手中。@即使斯巴

达人理解问题所在，却也因为保守个性，未曾设法解决，直到

二四0年代时才有艾吉士四世 (Agi8 lV ，二四五至二四→年在

位)以及更重要的克里奥米尼斯三世(二三五至二二二年在

位)着手解决。但即使如此克里奥米尼斯三世还是以恢复莱克

格斯系统为名，进行改革，而其目的是为了要恢复斯巴达的

军力。

三 斯巴边的没落及底比斯的雷权

所以当斯巴达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击败雅典，接受领导希

腊人的责任时，斯巴达在政治传统上是元法胜任的。它只能诉

诸安插驻军，扶植愧倔政权，进行高压统治。这造成怨声四起，

① 科林斯在((jjl'奔尼撒战争爆发前 分析丁斯巴达那种希腊文称之均 apmg

mosu i\e ( ..不进取'或"革奸事)的特性(悻昔底德1. 69.4-5) ，与雅

典的 polypragmosune ( "积伍进取"或"il'管闲嘟" )形成对比(悻昔底德
n.68.5~8: 普鲁塔克《伯里克利传} 20-21) 。

②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 n , 1270a15 -1270 h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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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f恨难平。最恶名昭彰的是雅典的"三十倍主" (Thirty Ty

rants) 政权。斯巴达的官员在海外以蛮横及贪污著称，而这些

战胜之后所流人国内的巨大财富，更使莱克格斯系统所预设的

平等的经济基础、教育训练及军事生涯，都倍受挑战。所以国

王阿格西劳斯( Agesilaus ，四 00 至三六0年在位)二世的妹

妹菊妮丝卡( Cynisea) 花费巨资，在奥林匹亚四马马车竞赛巾

两次夺冠，这以前常是希腊懵主才会有的殊荣;但相反地，因

贫富不均所造成的叛变，如基拿东 (Kinado川阴谋，最后是靠

斯巴达无所不在的秘密警察才镇压住。

"优良秩序"的斯巴达已经变成→个政治压力锅，逐渐沸

腾。在国际上，斯巴达的高压政策迫使雅典、科林斯、阿哥斯

以及底比斯联手发ï;JJ ..科林斯战争" (三九五至三八七年)。斯

巴达勉强战胜。之后斯巴达决定以牺牲小亚细亚希腊人的自由

为代价，援引波斯作为保证人，在二八六年强加在希腊世界身

上"共同和平"①条约，来维持斯巴达霸权的地位。但阿丰岛西

劳M所领导的斯巴达其至元法遵守自己所立下的规定·他在三

八二年以诈术占领底比斯，引起希腊公愤，所以雅典立即宣布

恢复第二雅典海军联盟 (Second Alhenian Lcague) ，与其他城邦

积极协助底比斯人复国，最后在三七八年成功。

从这时刻起，底比斯在战略大师艾帕米农达斯( Epaminon 

das) 以及创造向性恋"神圣兵团"的沛洛皮达斯( PeJopidas ) 

领导下，进行全面改革，一举在三七一年于留克特拉击败斯巴

达，粉碎斯巴达不败的神话，进而入侵伯罗奔尼撒半岛.解放

美塞尼亚，结束长达三世纪之久的奴隶状态，并且在政治上整

① KoÎ l1c Ein:ne. Common PI~ace 或以斯巴达特使为名的置塔西达斯( Al1 talci
das) 和平条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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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斯巴达北方的阿卡狄亚( Arcadia) 人，建立迈加洛波利斯

(Megalopolis) ，①将斯巴达困在半岛南端，而伯罗奔尼撤联盟也

随之瓦解，斯巴达遂沦为希腊的二流国家。战败的斯巴达充满

愤怒怨怒，元心忏悔，但也无计可施，被边缘化，逐渐成为主

要佣兵输出国，而其南端台那伦 (Taenarum) 海川成为最著名

的佣兵招募中心。打败入侵迦太基雷古鲁斯( Regulus) 的佣兵

队长赞提帕斯 (Xanthippus) 便是斯巳达人产当克里奥米尼斯

三世流亡埃及时，对埃及康刑的佣兵极具影响力，但反而也引

起其埃及主人极大的戒心。@

恢复海军联盟的雅典已经无复五世纪黄金时期的实力，而

将重点集中在保护来自黑海谷物供应的航线以及在色雷斯海岸

的利益上。对其北邻底比斯的迅速崛起，雅典大为不安，这迫

使它与斯巴达重新建立关系。而在文帕米农达斯主政下的底比

斯雄心万丈，将势力延伸至伯罗奔尼撤外，更往北到色萨利

( The臼aly) 平原，甚至往马其顿延伸;菲利普二世可能因此一

度在底比斯担任人质。但是底比斯的成就几乎是艾帕米农达斯

一人之功，而且纯梓建立在军事武力的强大 t ，毫无穷I 巴达或

雅典所具有的意识形态魅力。所以当三六二年艾帕米农达斯战

役于曼提尼亚 (Mantinca) 时，底比斯顿失方向感，甚至因为

要控制附近的弗西斯( Phocis) 人，而卷入护卫阿波罗特尔斐

神殿的"神圣战争" (Sacred W ar )之中。弗西斯人因为被指控

邪恶，蒙受严厉处罚，所以干脆借用特尔斐神殿数百年来累积

① 披果尼阿斯(l'nusanîns) (希腊描述}田 27.2; Todd no. 132。这单共将四
十企个村庄台井而戚，现段相当太 所以称为 ι 大城"Hf·-阳lopolîs = M吨

'‘10 + polÎs , great cily) ，这是史事由.'Il l"吁的~乡。

(2) ~草里比阿}书 31 - 39 章。

@ 放lH 比阿五书 36 章。



中立版母者导读 /015

的财富，雇用一支完全由佣兵组成的军队，击败底比斯:这是

佣兵在希腊世界第一次的大规模使用，在希腊化时代则更屡见

不鲜。整个希腊陷入束手元策的状况，转而求助一个到目前为

止相当边缘的国家 菲利普二世所领导的马其顿王国。

囚佣兵问

在进入马其顿王同之前，略对佣兵先做些极为简单的观察.

因为这是罗马的对手最常使用的武力。希腊城邦是个民兵和l

( miJitia) 的国家.公民不仅是国家的主人，也是执干戈护卫家

园的执行者，斯巴达亦然，只不过特妹的莱克格斯系统使其公

民可以全心投入军事训练。希腊是个资源不丰的国家，自古以

来男人常以佣兵为业，在海外服役。早在七世纪时，埃及便有

希腊佣兵的身影。六世纪希腊倍主经常雇用佣兵作为贴身待 ]1.

以及镇压部队。在四八0年时.阿卡狄亚是佣兵最重要的来源

之一，甚至有些人为第二次波斯战争入侵的波斯大王效命;五

世纪末，则转而效劳小亚细亚的波斯总督。希腊佣兵之所以珍

贵是因为他们所构成的重装方阵兵团 (hoplite phaJanx) 是当时

最精锐、儿乎无法抵挡的部队，能对战局扭转乾坤，特别是在

没有使用类似战术的地区。后来五1世纪末，色雷斯佣兵在伯罗

奔尼撒战争(四三一至四0 四)中也开始崛起，但是以轻装及

机动为主，称为 peltasts。最知名佣兵事件是波斯王子小居流士

(Cyrus the Younger) 在四 0 年为争夺波斯王位，透过斯巴达

招募万名佣兵 (Ten Thollsand) ，前去巴比伦争夺王位。在小月号;

流士被杀后，这一万名佣兵自行组织，在波斯流窜，如入无人

之境，直到黑海南岸后逐渐解散。这一万名佣兵的领导人色诺

芬多年后将整件事纪录在他的{长征记> (A nabasis )。之后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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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佣兵并未完全解甲归田，有很大比例继续从事这行业，例如

色诺芬本人甚至在科林斯战争中为斯巴达效劳，与自己祖国作

战，并因此而遭受流放。

在四世纪希腊佣兵似乎充斥在地中海各处，所以出现一些

知名的佣兵队长，如雅典的伊费克拉底司( Iphicrates) 、凯瑞司

( Chares) 或凯瑞德漠斯( Charidemus )。但是佣兵的涌现，也

时常意味着古典城邦民兵制以及城邦体制的衰落，而这正是

阿世纪时的普遍现象。佣兵从此逐渐成为战场上常见的成分:

波斯在四世纪用他们来取镇压埃及的叛变，中希腊的弗西斯

人摘用特尔斐神殿的财富，雇用数量极大的佣兵，击败四世

纪中最强的希腊国家底比斯，迫使希腊人要求马其顿南下，

发动护卫阿波罗神殿的"神圣战争\让菲利普二世名正言顺

地扩张势力。 fEl_菲利普自己刚即位，重整马其顿武力前，亦

是利用佣兵，也曾被弗西斯人的佣兵击败。亚历山大东征时，

所面临最难以对付的波斯军队亦是由希腊佣兵组成，所以这

些人一旦落败，常遭受最严厉的处分。希腊化时代，佣兵无

役不与。

迦太基传统皆以佣兵为武力，但由国内传统武将家族来统

领(如l汉尼拔所属的巳卡家族， Barcids) ，是当时地中海世界

最重要的雇用者。但在第一次布院战争结束后，因为迦太基无

法履行原先承诺的奖赏，佣兵发动叛乱(二四一至二三七) , 

对迦太基造成极大伤害。斯巴达国王在被围堵于伯罗奔尼撒半

岛南方时，常常以国王为首，带领国民以佣兵为业，在海外服

务。如之前所提，斯巴达南端的台那伦海师即是佣兵雇用及交

易的据点，所以波里比阿提及斯巴达国王克里奥米尼斯三世流

亡在埃及时，因其身份，可以轻易在埃及镇压当地的佣兵兵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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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反而引起埃及当权者的警惕。①佣兵最恶名昭彰的不外是所

谓的坎帕尼亚"战神之，子" (Mamaertines) ~因为他们的问题造

成第一次布匿战争的爆发。所以佣兵固然方便，但经济代价极

大，政治代价更难以预估。相形之下，罗马军团一向依赖自己

以及意大利盟邦和外国友好部队的协助，较不需担心这些风险。

~ 古典时期之马其顿王国

马其顿王国位居希腊大陆北端，与希腊的历史关系有些复

杂。希腊城邦是小规模的自主社区，但马其顿王国却是由数个

以地方诸侯为首之地区( car山ms) 构成。以阿克希亚斯河

( Axiu5) 所灌溉、特迈克(门The盯en口rm丁la副lCυ) 海湾周围平原为根掂地

的马其顿国王在这些诸侯中是"问{侨齐中的第 人" (ωpn口川川Iml

par，曰 )λ. 必须要以军事武力及威彗塑1来建立自己的地位.所以传

统的马其顿国王通常都会领军亲赴战场。古代的马其顿历史是

一段领土扩张的历史，不只要面对来自四、北、东三方蛮族的

入侵，还要镇压绽莺不驯的豪强贵族，这些因素加起来使得马

其顿从前古典时期起，在地理及政治上都处于边缘的地带。但

是它的存在却提供了一个缓冲地带，确保更南方的希腊城邦不

受蛮族侵扰，可以安全发展，创造了所谓的"希腊奇迹"。但

希腊人不一定是很知道感恩的民族，他们始终视马其顿人为半

野蛮人。

依据希罗多德对希腊人所做之定义的判准，马其顿人应该

算是希腊人:根据碑铭以及马其顿人的命名.古代的马其顿语

确实是希腊语的西北系方言;在神话上，马其顿人崇拜宙斯及

① 植里比阿五书 36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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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耳;武弥斯 (Artemis) 等典型的希腊神明嘈但他们也崇拜如班

迪斯( Bcnd叫或恩诺狄亚 (Enodia) 等当地及色雷斯信仰的

神明，而这些后来也被一般希腊人所接受严更重要的是马其

顿人认为自己祖先系来自伯罗奔尼撒的名城阿哥斯，透过这层

关系，马其顿很早就受邀参加泛希腊的庆典竞赛，如奥林匹亚

的宙斯神祭典，而成为希腊文明社会的成员:他们也征询泛希

腊神殿特尔斐的神谕。但像雅典人这种视马其顿人为半野蛮人

的意见，在四世纪更因为马其顿王国崛起所带来的政治冲突，

而更形恶化。

一菲利普二世

马其顿在菲利普二世 (Philip Il of Macedon ，三八二至三三

六年.三五九至三三六年在位)主政之下脱胎换骨。菲利普在

年少时曾经到底比斯当人质，目脐艾帕米农达斯领导下的底比

斯的全盛时期，特别是军事改革。后来其国王兄长过世，菲利

普担任其幼子摄政，:ìlt而取代之。他首先着手军事改革，建立

一支新的马其顿贡装武兵，使用双手握持的加长型长矛(叫 sa

rissa) 及较轻便的小型困盾，成为后来马其顿童装方阵兵团

( hopl归 pl叫anx) 的标准配备;他强化骑兵武力，成为重要打

击部队，后来在亚历山大的部队中成为最有效的打击武器;另

外还有轻装部队或特殊功能的作战部队，让战斗团具有整合性

及弹性，能应付不同的战局。其基本战术是铁钟及铁陆 以童

装兵团为铁时，来牵制敌军，而哨兵为铁钟，以高度机动性的

移位，由左右或后侧来进行打击。这种战术构想不像有如一块

① 例如〈理想国》第一书开始时，即是革格拉底刚参加完在雅典外港据瑞亚

斯举行的班迪斯庆典，回到雅典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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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板、相当缺乏弹性以及只与敌人进行正而推挤的传统希腊重

装方阵兵团战术。

但是菲利普更是战略专家，他结合武力及外交，①往北、

西与东扩张，特别是东边的色雷斯及其关键城市安菲波里斯

( Arnphipol凶。这引起雅典不满，因为雅典 直认为安菲波里

斯及周围地带为其势力范围以及利益所在。三五二年时.他获

邀协助特尔斐神殿，发动"神圣战争"，并得到色萨利( Thes 

saly) 人支持，成为他们的领导，@一起对付邪恶神殿、滥用宝

藏、雇用佣兵的弗西斯人，并打败他们(三五二年) ，于是拥

有往希腊南方扩张的窗口。

但是他仍致力于巩固马其顿，所以在三四八年并吞马其顿

旁边最强的奥林特斯( Olynthus )城邦及整个卡尔希迪司

(Chalcidicc) 半岛，这又再度引起雅典的不满。但是当时雅典

国内分裂为鹰派及鸽派，彼此拉锯，应对危机进退失据。鹰派

代表人物是雅典最伟大的演说家德漠斯特尼斯( Demosthenes) ; 

他仍然怀抱四世纪雅典仍是希腊世界超级强权的幻想，无视马

其顿崛起的事实，鸽派则是攸布勒斯 (Eubulus) 及埃斯基涅斯

(Aeschines) ，认为雅典不可回避马其顿的崛起，必须与其协

商出共同利益。菲利普在三四六年完成"神圣战争"的使命，

成为神明之拯救者及最能影响特尔斐神殿的人物，逐渐改变

希腊人对马其顿的看法，所以雅典鸽派成功地与马其顿签订

和约。@

① 包括至少七段的联姻，包括伊庇鲁斯的公主、亚历山大的母亲奥林庄雅丝

( Olympias) 。

串叫"塔格斯" (Tagos) 。

@ 根据雅典的主要协商人之名而称为"费吊克拉底斯和平条约，. (PC IlCt> of 

PhÎlocra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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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马其顿控制"温泉关" (Thermopylae) ，可随时出人中希

腊，让底比斯及雅典倍感威胁，最后反马其顿的鹰派德漠斯特

尼斯胜出，并与底比斯联手力阻菲利普扩张，并导致三三八年

菲利普南下与雅典及底比斯联军在凯洛尼亚( Chaeronea) 的决

战，结果马其顿大胜。这场战争的失败常被认为是决定希腊城

邦从此丧失自由自主的主因。菲利普严惩底比斯，但宽容对待

雅典，他建立科林斯联盟，成为联盟的将军;他以报复在第二

次波斯战争中，波斯亵渎希腊神明为名，准备进攻波斯。三三

六年，他指派前锋一万人在达达尼尔海峡待命，但在庆祝典礼

时被人暗杀。他后来埋葬之处宙都佩拉( Pella ，今日

Vergi n.ia) 陵墓-←的发现，是公元二十世纪考古学最重要的成

就之一。

马其顿王位顺利由其十八岁的儿子亚历山大接任，继续完

成其东征波斯的遗志。菲利普是位极有政治智慧聪明及在战场

上勇敢的君王，能屈能伸，通权达变。若非菲利普二世励精图

治，转化马其顿为强大富有的国家，而且能以希腊作为后盾，

亚历山大东征或是无法如愿，或至少是会被严重耽搁，甚至元

法有相同的成就。

二亚历山大大帝

亚历山大三世( Alexander 111 The Greal，三五六至三二三

年，三三六至三二三年在位)身为王位继承人，很早就率领菲

利普军队中最精英的骑兵部队。他在三三八年的凯洛尼亚战役

中，扮演攻击角色，初试啼声，并且受命送回雅典战士的骨骸。

后来他与菲利普争执，与一些朋友被放逐(二三七年)。菲利

普遭暗杀时，他回来继承王位，他是否涉及暗杀不得而知，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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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位后开始整肃可能的竞争者，迅速镇压底比斯的叛变.摧毁

全城，贩卖人民为奴，杀鸡傲猴。他巩固希腊之后.继承父亲

遗忘.开始人侵波斯帝国。在三年内他连续在三场主要战役

[三三四年的小亚细、lE将蓝尼克斯( Granicus) 河战役、三三三

年的叙利亚伊色斯(I臼u，)战役以及三三一年美索布达米亚高

嘎抉拉( Gaugan时a) 战役]打败波斯帝国末代大王大流士

( Dariu5) 三世，成为波斯帝国的新主人。

在完成伊色斯战役后，亚历山大前往埃及，建立亚历山大

城( Alexandcia) ，造访西洼( Siwa) 绿洲的宙斯·阿蒙( Zeus 

Amrnon) 神殿.被以神之子之名欢迎。虽然在打败大流士后，

他已经是波斯帝国实际的统治者，但是他仍然持续远征。他模

仿荷马史诗英雄阿喀琉斯 (Achilles)①.在作战时永远身先士

卒，而史学传统也常将他描述为荷马史诗中的单打独斗的英

雄。希腊化时代历史作家，还认为他有股称做 pothos (aspi

rattot" 企望" )的冲动，想去探索不可知的世界;史学传

统时常提及他要超越神话中赫拉克勒斯( Hecacles) 以及酒

神锹俄尼索斯 (D】 onysus) ，到达比他们所到过更远的地方，

特别是印度。有关亚历山大的雕像或钱币-m.将他这种追求超

越的 pOlhos 呈现为稍微抬头~j上看，眺望远处，双唇稍微张

开的图像。但这种 pothos 的冲动，也常被认为是种自大狂的

表现。

亚历山大远征到印度时(三二七年) ，他的军队兵变，拒

绝继续往前到遥远的恒河流域。亚历山大因此决定海陆并进回

到巴比伦。普鲁塔克及一些传统认为这次故意绕行远路班师回

① 亚历山大认为这是他祖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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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是场大灾难，损失惨重，是他自大狂的结果。这可能是误解。

回到巴比伦，他开始以波斯帝国的典章制度来统治这多元民族

文化的庞大领域，并推动一些波斯的朝廷礼仪，如朝草翻E时的跪

拜礼(忡pro叫》

至训练}波彼其斯f哥1子弟使用马其顿装配以及战术，同时遣散马其顿老

兵。这些引起马其顿人的不安及不满，因为马其顿传统认为国

王不过是贵族"同侨中的第一人\而非高高在上的波斯大王，

这再加上之前的摩擦或甚至阴谋，使得-些人因此丧命。这使

学者巳迫恩 (E. Bad山J) 认为亚历山大的统治类似秘密警察的

恐怖统治，但这太言过其实。另外，亚历LlJ大常被认为是文明的

推动者，将古典希腊文明散播在广大的东方，使这些地方"希脑

化"，特别是以他建立许多命名为亚历山大的城市为代表。所以

唐恩 (W. W. rarn) 认为他不仅将文明带到这些野蛮地方，还强

调四海一家、人类皆兄弟的世界理想。这同样也是太过理想化，

不符史实，例如这些称做亚历山大的城市当初多是以边防要塞或

是战略据点而建立的，而非希腊文化前自由站，而且被迫移居该地

的希腊人，在亚历山大过世后，不惜叛变，亟欲返回希腊世界。

如果有任何"希腊化"，那或许更应该归诸叙利亚塞琉西王朝以

及埃及托勒密王朝历代君王的努力。

亚历山大生前有多次婚姻，特别重要的是他与一位中亚公

主罗克珊( Roxane) 的婚姻。他生前强迫马其顿将领婚娶波斯

贵族仕女为妻，但除少数之外，①其他在亚历山大过世后，立

即被遣走。他在三二三年六月十日死于不明的热病，只留下一

① 特别是叙利亚王国建国始租事现西-世与阿帕玛的结合，他的儿子去矗克

~ttt (Anlioehus 1 )是混血儿，而这种身份相当适合他来统治地域广阔以

且民族事元的事就西王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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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遗腹子亚历山大四世，他获得骑兵的支持，但步兵另推→位

菲利普二世的失能儿子菲利普三世①来作为共同的名义统治者，

但实权由摄政来操纵。接 F来的历史变成保存帝国完整的统一

论者( ur川arans) 和坚持分裂的分离主义者 (separatists) 之间

的斗争，称为"继承者的时代"。@要历经几乎半世纪才逐渐稳

定.形成以三大王因为首的希腊化时代。

参 "继承者的时代".希腊化三大王国的建立

"继承者的时代.' (三二三至二七二年)十分混乱，充满戏

剧性发展及比真实人生还要夸大的人事物。亚历山大在三二三

年过世后，首先由统一论者采取主动。波帝卡斯( Peridccas) 

担任类似宰相的角色，@声称握有亚历山大的印鉴，并控制两

位名义上的继承人，自封摄政。他的副手卡迪亚之欧迈尼斯

(Eumencs of Cardia) 于小亚细亚内陆的卡帕多西亚( Cappado 

口a) 取得胜利后， i波帝卡斯出兵埃及，但发生兵变，被托勒密

一世(三0五至二八三年在位)杀死;之前，送回马其顿安葬

的亚历山大选骸也被托勒密劫持到埃及亚历 LIJ 大安葬。披帝卡

斯之死促成亚历山大将领于三二一年在北叙利亚举行会议，决

定由欧洲将军安提帕特 (Antipaler) 将婴儿及失能人这两位名

义元首带回马其顿，成为新的摄政，而安提帕特也利用他多位

女儿及孙女来与最重要的"继承者"结亲，巩固自己的地位，

① 原来叫阿瑞代菇、斯( AIThida~us) ‘改名为菲利普三世。

② ^ge of the Diadochi ( = SUCCeSSOTS) 。有些学者会将 diadoehi -词但陌限在与

亚历山大同时代的人.而另外称他们的后 j ， (如安提柯二世或安条克一

世)为创刊伊111 ，亦为 后代 之章。

@ 原头衔:hk chiliart!h (Ieader of a thousann) 在体制J 悔是宰相的位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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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某种意义上成为新的统一者。①

但安提帕特在三一九年过世，亚洲将军"独眼"安提柯→

世 (Antigonus 1 Monophth.lrn肘，三0六至三 O→在位)与儿子

"攻城者"德米特里一世 (Demetrius 1 Poliorcetes) (二0六至二

八二年在位)成为统-论的代表人物。他们历经一些激战之

后.成为小亚细亚到伊朗这广阔土地的主人.并将未来叙利亚

王国的建立者塞琉西一世 (Scleucus 1 ，三 0五至二八二年)驱

逐到埃及。安提柯父子在三 0六年于塞浦路斯( Cyprus) 击败

托勒密，在"继承者"之中首先称王，将势力延伸到爱琴海盆

地，怂恿希腊人反对马其顿，追求自由。他利用地缘政治的中

心优势以及对庞大人力物力资源的掌控，显示大一统的野心。

这种态势强迫其他"继承者"合作 马其顿的卡山德( Cas 

sander，安提帕特之子)、色雷斯的莱茵-马克斯( Lysimachus , 

三O六至二八一年在位)、埃及托勒密一世以及从东方印度带

回五百头战象的塞琉西一起联手，在三0一年于小亚细亚伊普

色斯 (Ipsus) 击败安提柯父子。安提柯本人阵亡，德米特里逃

到他的舰队，在二九七年卡山德过世后，人主马其顿。战后参

加者分配战利品，大部分小亚细亚归莱茵马克斯，而塞琉西分

到叙利亚、美索布达米亚以及伊朗，但是没依约参战的托勒密

却在战争期间偷偷占据"空叙利亚" (Coele Syria) (即巴勒斯

坦及脐尼基)。当时塞琉西感念当时托勒密收留之恩，所以暂

时不予计较，但这地方却成为希腊化时代埃及及叙利亚两王国

发生六次叙利亚战争 (Syri.n Wars) 的主因，徒劳无功地耗费

① 他大慨有十三位子女，其中女儿(且孙女)所婚嫁的"继革者"包括了托

勒由-世(一女孙)、最贵深且最有希望(但被欧迈尼斯最死}的"继革

者 克拉图勒斯( Cr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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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方的人力物力资源。

所以在三0一年时.希腊化世界共有马其顿、色雷斯、叙

利亚及埃及四个王国存在。但后来入主马其顿的"攻城者"德

米特里是个想模仿亚历山大却不及其才气十一的人，想统一帝

国，结果一出兵，立即遭遇其他继承者的杯葛·莱西马克斯及

皮洛士立即瓜分马其顿， "攻城者"自己的部众逐渐散去，最

后在小!w细亚被塞琉西所擒。①他留下一位有耐心且能干的儿

子安提柯二世( Antigon旧 n) ，为他留守希腊仅余的儿个据点，

但经过十年的惨淡经营后，终于反败为胜，掌控马其顿。这稍

后会交代。

莱í!9马克斯在占领马其顿后.立即成为舞台上的大人物嘈

因为他逐走皮洛上，控制马其顿噜加上色雷斯及小亚细亚，势

力极为庞大。但他一直被认为与托勒密 样.仅有偏安的想法;

但无论他是否有统一的野心，他自己的家庭悲剧却先发生。在

四强并立时，埃及惮于塞琉西对其不利，所以与莱西马克斯结

盟.并将两次婚姻的两个女儿婚嫁给国王及王储，莱珊德拉

( Lyssandra) 嫁给王储，而阿尔西诺伊( Arsinoe) 二世则嫁给

国王莱西马克斯.之前莱茵马克斯自己的女儿阿尔西诺伊一世

已经婚嫁给埃及王储托勒密二世。托勒密二世的同父异母兄长

"富霆"托勒密 (Ptolemy K盯aunos) 因为被剥夺继承埃及王位

的机会，所以也与莱珊德拉一起前往色雷斯发展。但是阿尔回

诺伊二世为莱茵马克斯生下儿子，设计使莱西马克斯杀死自己

① 因如德米特且将女儿史特拉托妮凯 (Slratonicf! )叶配给年纪足为其祖父的

罪li!i西作为辈子 所以德米特且受到非Li阻，但 f哥大饮酒洗愁。在二八三年

喝死自己。因为lUi西之予呈上继母史忏拉托捉凯，后来父亲让出 i 1. 他
们结合。这种"继7]'.者"之间联娟的情形卜什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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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王储，而这迫使莱珊德拉及"霄霆"逃往塞琉西，寻求庇

护。莱西马克斯杀死王储一事，在囡内引起极大不满，而"雷

霆"又积极鼓吹塞琉西兴兵征讨。结果双方在二八一年于柯罗

派迪温( Corupedium) 发生大战，莱西马克斯战死。塞琉西现

在控制除了埃及之外的亚历山大帝国。实现统一的梦想从未如

此可能。

当塞琉西前往色雷斯王都莱西马奇亚 (Lysimacheia) 时，

"霞'霆"托勒密出城欢迎，但在致意时，突然刺死塞琉西，逃

向莱西马奇亚，声称他已经为他们原来死去的国王复仇。之后

继续急驰马其顿，成为新的国王。莱西马克斯的遗孀阿尔西诺

伊二世，顿失依靠，据说投奔到自己的同父异母兄"雷霆"那

里，并与之结婚。但是"雷霆"身为马其顿国王，有戍守边

界、阻挡蛮族的责任。二七九年高卢人人侵， "雷霆"轻忽应

战， 战败死，高卢人长驱直入，直到特尔斐神殿附近才被伊

托利亚联邦 (Aelolian League) 与其他希腊人联手打败。阿尔西

诺伊二世旋即回到埃及，与当时已经即位、自己的亲生兄长托勒

密二世结婚。至于被暗杀的塞琉西一世的儿子安条克一世( Anli

ochus I)从东方赶来，终其余生来收拾那一刺之后所留下的残

局。塞琉西的尸首则由当时看守帕加马的一位阉人费乐泰勒斯

( Philelairus) 重金赎回，予以安葬。安条克一世感激他。这城市

后来逐渐发展成为重要的帕加马王国 (Kingdom of Pergamum) 。

陷入空前混乱的马其顿终于给耐心等待的安提柯二世一个人

主的机会。他在二七七年于莱西马奇亚击败入侵的高卢人，名声

大振.所以人主马其顿时，十分顺利。虽然二七五年从意大利冒

险回国的皮洛士，立即将安提柯二世逐离马其顿，但皮洛士是另

一位"攻城者"，不安一室，旋即到伯罗奔尼撒半岛进行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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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安提柯尾随在后。在二七二年时，皮洛士在阿哥斯巷战时，被

一位老妇从屋顶投下一块屋瓦击昏.旋即被安提柯的人马割下头

颅。京一提柯因为声称击败了这位当代最杰出的希腊将领，更添增

威望，!JI没人敢挑战他对马其顿王位的主张。马其顿人民在经过

!II':历山大东征起所造成的人口流失以及贫穷战乱的浩劫后，终于

有幸地找到一位稳重用心的君主，愿意让人民休养生息，恢复元

气。希腊化也界的托勒密王朝的埃及王国 (Ptolcmaic Egypt) 、塞

琉西王朝的叙利亚王国 (Selcucid Syria) 以及安提柯王朝的马其

顿王国( A I1tìgonid Macedon) .三回到l立局面终于确定。

一埃及

托勒密埃及是最早稳定下来的王国，资源十分丰富，而托

勒密王朝l前三位君王都相当干练，所以在希腊化时代前一百年

(三二三至二二一年)左右整个东地中海的发展。托勒密王朝

这种分离主义的决心显现在他们的国防投资 i二。"空叙利亚"

控制西亚进入埃及的管道，一旦突破，埃及除丁尼罗河及沙漠

外，便元险可守，所以自埃及新五国时期 (New Kingdom ，约一

五五 0至约一五 0 九年) ，法老王→直将防线推进到脚尼基北

方，所以托勒密王朝在此是依循古埃及的传统。但这种将防线

推到叙利亚王国的核心一一"四都城"('leuapolu) ①←→←当然

让叙利亚王国难以忍受。另一方面，在西侧则是昔兰尼

( Cyre肘，今日利比亚) ，一直是埃及属地，由玉室人员掌管，

虽与迦太基势力范围接壤，但迦太基的利益是在北方以及西方，

双方大致相安元事。至于大海则为托勒密埃及提供更大的保护，

① 这阳都城出胃部安提阿、 Jt港口 :a流基亚( Sd~ucia) ，军事大本1\阿'自米

亚 (Apam国)以及其港口宦奥迪凯亚( Luurlicca) 组成。



028 /雪马帝国的崛起

并由其强大舰队来保证。最初的三位托勒密君王将防线推进到

塞浦路斯、小亚细亚西岸及南岸、克里特岛以及爱琴海列岛。

这些前哨站都设有驻军，不仅提供防卫，更是他们探知希腊其

他两个王国的政治触须，提供早期警报及政治风向，以及采取

主动攻势的管道。所以透过资金协助、政治支持(女11鼓吹希腊

城邦的"自由" ) ，甚至直接武装干预，他们促成克里孟尼迪斯

战争 (Chremonidean War，二六七至二六二年)以及克里奥米

尼斯战争 (Cleomenean W町，二二九至二二二年)的发生，对

马其顿造成极大的困扰。但这种投入并非要取得实质占领，而

是要削弱对方，以强化自保，所以当雅典及斯巴达露出败相，

托勒密的支持立即撤出。

所以虽然托勒密王朝在一些威望性质的计划(如图书馆、

博物馆、盛大游行及豪华宫廷生活)上耗费甚多，但在维持驻

军及舰队，支助叛乱以及发动战争方面，更是所费不货，甚至

在托勒密三世的末年让极为富庶的埃及儿乎破产。当波里比阿

批评托勒密四世懒散愚蠢，纵欲享乐，无心国事，放弃其先祖

所设计的层层防护网时，①可能并不了解如此的军事投入已经超

过埃及财政所能负11:1者。所以安条克三世在二一九至二一七年发

动第四次叙利亚战争时，托勒密王朝必须求助于埃及土著."101冒

极大政治风险武装训练他们。果然埃及在这-战争中胜出后，本

土的叛乱变得十分频繁。第一次便是在二0七年发生之上埃及分

裂退出埃及王国:类似情形屡次出现。所谓的罗塞塔石碑(-丸

六年)便是记录埃及国王托勒密五世感谢孟斐斯 (Memphis) 埃

及祭司协助平乱的。但二世纪起的托勒密王朝一向都是幼主即

① 波里比阿五书 34 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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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受到权臣操弄，甚至发生托勒密六世与托勒密八世兄弟阅

墙，而被叙利亚王国人侵或是遭受罗马元老利用及勒索。①

悠吕迪丝 MI 托制辑一世 2M !Q臂尼丝一世
救主

(305-2&3 ) 
色霄斯莱茵马克斯

托勒密阿靠商诺伊一世 MI托勒E二世 2M2 阿尔西南rtJt二世 1M2色宙斯某西
霄篮 |量姐妹 马克斯

(死于27<>'1' ) I (2盯 246 ) 

贝臂尼丝三世M 托勒密三世
追捕者

(246-221 ) 

托勒密四世 M 阿京西诺伊三世
蛊父亲

(221-204 ) 

_!J!啻尼丝二世 M 叙利亚安是克二世

叙利亚圭果克三世

托勒密五世
神血员

(203-1&1 ) 

M 克丽欧佩特拉一世

托勒密六世 MI 克丽~j(佩特拉二世 2MI 托勒密人1址
量母亲 | 造捕者

(181-145 ) 

亚历山大巴拉斯 MI 亮丽欧佩协和 托勒密 克丽欧佩特拉三世 M2 托勒密〈世
女神 新爱宜亲 造福斗目

埃及托勒密王朝@

① 提供船只协助德米特且追回报利亚的虽尼拉斯 即是代表共山到罗马反驳

托勒密八世的指控 详情谓且被JIl比阿三十一书 12 章。

@ 革谱里的时间皆为在位时间。其 lf~ M 代表结婚，而其弄之数字代表与其邻

近主人第几眈结怖。此体例在剧下旱情中皆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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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叙利亚王

当二七二年三大王国确立之后，叙利亚的安条克→世仍然

还在收拾塞疏囚一世在二八一年遭到"宫廷"托勒密刺杀之后

所留下的残局。安条克首先要面对核心地带叙利亚的叛变.而

托勒密二世(二八五至二四六年在位)趁机发动第一次叙利亚

战争(二七四至二七-年) ，迫使当时在小亚细亚的安条克必

须迅速横越分隔小亚细亚与叙利亚的陶鲁斯 (Tallrus) 山脉，

镇压叛变，打败埃及.然后立即又回到小亚细亚对付四处施虑

的加拉太人( Galatians )①并在一场名之为"大象之战"的战

役将其击败，赢得"救主" ( Soter) 名号。但是托勒密二世随

即扶植其妻子阿尔西诺伊二世与色雷斯莱茵马克斯所生之子.

在小亚细亚兴风作乱。安条克除了疲于奔命外，也使出类似计

谋，鼓动托勒密二世之弟马斯( Magas) 在埃及属地背兰尼宣

布独立。所有这些除徒增对方困扰之外.浪费资源，并无其他

正面结果。

在安条克二世(二六一至二四六年在位)时期，叙利亚与

马其顿联手开始反击，发动战场不在叙利亚的第二次叙利亚战

争(二六0至二五三年)。托勒密埃及海军失利，丧失小亚细

亚一些领土，但在希腊则成功颠覆马其顿的控制，后来埃及与

叙利亚谈和，安条克二世罢础皇后雷奥迪凯( Laodice) ，与托

勒密二世女儿贝蕾妮丝二世"叙拉" (Ilerenice II Syra) 结婚，

当"叙拉"怀孕生子后，安条克二世与托勒密二批已陆续过

① UP二七0年代流窜到小亚细亚内陆的高卢人，在希腊士林为"加拉太人，

其在小亚细亚内陆历iii店主扯.位于今日安卡拉附近，称为加拉太( Gllla-

ti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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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寨琉西二世虽然已经可以接位，但却必须与"叙拉"所生

之子争夺名分。此时托勒密王世(二四六至二二一年在位)出

兵征讨叙利亚王国，保护其妹的权益。这便是第二次叙利亚战

争(二四六至二四一年)。①虽然"叙拉"及幼子旋即被暗杀，

但托勒密三世隐藏消息，仍以王位继承人保护者自居，长驱

直入叙利亚及美索布达米亚，望风披靡，叙利亚王国的存亡

似乎在风雨飘渺之间。但后来母子已死消息走漏，塞瑞L西二

世也从小 _illi_ 细亚回到]叙利亚，获得民众支持，所以托耳目J密三

世匆匆撤军，只占领王都安提阿的外港，其余回复到战前

状况。

这其中的故事细节甚为复杂，而且经常不易厘清，但应该

让人可以感觉到希腊化王国之间的冲突常毫元意义，只是彼此

互耗对方，来提升君王自己空洞的尊荣。这种悬而未决的结果

究竟是能力不足还是意志不坚，甚难回答，因为这其中端赖所

涉及之君王的能力 J生意志，还有国家所能动员的人力及资源。

但这却给我们一个重要的观察:所谓希腊化三大王国的均势或

制衡，似乎是没有一方足够强大到并吞另一方，或是能够独力

打!世其他两个国家，所以这种均势其实是一种力有未逮的"弱

势均势" (balance of w~akness) ，但却又常为了君玉的荣耀，徒

然发动战争，结果民穷财尽。至少就埃及而言，似乎发动这些

叙利亚战争以及其他阵线的外交及军事投资后，在托勒密三世

后，因力已经耗竭，所以之后的第四到第六次的叙利亚战争，

① 因为攸关即、罪皇后名升，所以亦悻为"如奥迪凯战争~ (LaQùicp.an W IIf) {I 

雷奥迪凯后升是因为主持另 位儿子"鹰牢。安 4捷克 (Antiochu5 Hiern;<) , 

与!II!疏西二世争位，造成小亚细亚-Il!弛卫干叙利亚王同之外，后来才逐

渐桂收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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皆由叙利亚玉国启动。因为波里比阿的历史会触及这三场由叙

利亚发动的战争，所以在以下仅大致带过。

另一个观察是叙利亚王国的巅峰似乎在建国者塞琉西一

世即已达到。在生前他已经放弃印度的领土，来换取五百头

战象。而自从他在二八一年被刺杀后，叙利亚王国的历史是

一波波由埃及或其他人一-如中亚的希腊王国、帕提亚

( Parthia) 王国以及后来的罗马人F→一制造危机，而叙利亚王

国只能处于被动回应的态势。而治理这如此庞大的王国原本

便是极耗资源的事业，所以遭逢每次危机时，塞琉西王朝的

君王便被迫放弃次耍的领域，来保全较为核心的地带;如此

不断重复的结果，便是见到叙利亚王国不断地缩小，最后仅

余叙利亚-地。号称中兴的安条克三世之所以被称为"大

帝"，是因为其"东征"复兴，但是这作为只是暂时停止这整

个"危机出现一放弃次要地带-凝聚资源回应-克服危机"

过程的重演。 f旦当罗马在二世纪初出现在希腊东方，没有任

何一位叙利亚君王可以阻挡这样的结构再度发生，即使中兴

之主安条克三世iil 元由为之。

安条克三世(二二三至→八七年在位)在二二三年十八岁

登基其实是临危受命。他的冗长塞琉两三世(二二六至二二三

年在位)在率军前往小亚细亚时，兵变被杀。幸亏其亲威阿凯

乌斯( Achae，叫平定叛变，在小亚细亚收复失土。安条克在叙

利亚国临美索布达米亚及波斯行省的叛变，结果因昕信候臣，

出师不利。最后亲iîE才平定叛变。他在任内发动第四次叙利亚

战争(二 九年)人佼挨及，但被托tJJ 密四世在拉非亚

( Raphia) 一地击败(二一七年)。之后叙利亚王国发生内战，

原因是阿凯乌斯盘据小亚细亚为玉，安条克在帕加马国王阿塔



中立版毒者导读 1033

罗斯一世 (Attalus I)协助下捻平叛乱。随后他进行"东征"

( Anabasis ~二一二至二0六年七重新取回亚美尼亚( Armeni

a) 以及帕提SIJi. (Parthia); 但久攻巴克垂亚( Bactria) ①不下，

承认其独立。这件事开启了希腊人在中亚及今日阿富汗及巳基

斯坦一带建立一个希腊 巴克垂亚王国( Greco - Bactrian Kîng

dom) 及稍后一群较小规模的印度←希腊王国( lndo - Greek 

Kingdoms) 的传奇历史。安条克二世远达印度，回程时途经阿

拉伯。他的东征成果常被夸大，但是却大大提 71 了叙利亚王国

的地位，也为他赢得"大帝"的别号。

他最先引起罗马人的注意，可能源自他与菲利普五↑住在托

勒密五世(二0 四至一八0年在1!L) 幼年即位时，有所谓瓜分

埃及领土的密约。果不其然，他在二0二至一九五年发动第五

次叙利亚战争，在帕尼翁打败埃及.夺回"空叙利亚.，。随后

他开始往小亚细亚及色1雷斯进军，借口是这些远及马其顿的

领土都是建国始祖塞琉西一世于二八一年打败莱西马克斯而

如有的，所以这次进军不过是恢复其原本主权。当第二次马

其顿战争于一九七年结束，罗马人已经将注意力转向这来自

东方的威胁，所以决定以较宽容的方式对待战败的马其顿，

并从希腊撤军，来拉拢希腊人，并以解放希腊城邦为借口，

挑战安条克，要求他退出欧洲，允许亚洲的希腊城邦自由

自主。

在希腊本土一直对罗马不满的伊托里业联邦决定将安条克

三胜的势力引人希腊世界，但并没有太多希腊人响应.最后安

条克于一丸一年在涌泉关被罗马人击败。罗马人决定要除去这

① 帕提亚且巴Yl垂亚，可能分别是是古代的"安且"且"大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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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化世界仅存的威胁，所以在-丸0年由"非洲征服者"西

庇阿兄弟领:卒，联合帕加马王国及罗德岛等盟邦，在小亚细亚

麦格尼西亚( Magnesia ad Sipylum) 一地击败安条克，在一八八

年双方签订阿帕米亚①和约，将叙利亚王国的势力全面逐离陶

鲁斯山脉以北的小亚细亚，由帕加马王国及罗德岛瓜分。@安

条克为应付庞大的赔款，常以掠夺神庙经年累聚的财富为手段，

最后在一八七年掠夺波斯一座神庙时被杀死。

安条31三世过世后，由其子寨琉西囚世(一八七至一七五

年在位)继位，其if 内或是无所建树，或是资料过少，无由得

知。他死后由在 丸0年麦格尼西亚战败后，被送往罗马当人

质，并于一七五年返国的弟弟安条克四t1t(一七五至一六四年

在位)继位。这显然受到罗马的首肯，闵为塞琉西四世有 子

德米特里(一世)继续羁留在罗马，而这位德米特里正是波里

比阿详细叙述在安条克五世(一六四至一六二年在位)幼年且p

位，政权不稳时，如何潜逃回叙利亚，谋取王位的人。@塞琉

西四世及安条克囚世两脉的后代，彼此争夺叙利亚玉位，使得

叙利亚王国更陷分裂。

安条克四世表面对罗马恭顺，但私底下重整武装，巩固联

盟。在第六次叙利亚战争(一七0至一六八年)中，他入侵埃

及三次，利用罗马忙于第三次马其顿战争(一七一至一六八

年)的机会，兼并埃及。合并起来的新王国，在资源上相当可

观，而安条克的野心将对罗马带来极大的威胁。但就在兼并前，

却传来马其顿已经在皮得纳 (Pydna) 战役中被击败，而罗马

① 迫在小亚细亚，而非四都城之-。

@ 但不再坚持希腊城邦需要自由自主，所以这些理想屉然是政治宣传。

@ 波里比阿三 1一一书 11-15t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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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使也适时抵达埃及边防重地培留希温( Peleusium) 。罗马特

使在国王周围以权杖画出困圈，坚持他在没回答是否撤军前不

得踏出;安条克慑于罗马势力，羞辱地撤军。这事件将在之后

讨论中期罗马共和的帝国主义时，引用及论及。

但是他在历史上更重要的留名原因是他所谓的宗教政策

据说他想在国内施行"希腊化"的措施，禁止犹太人执行传统

宗教礼仪，遭到保守犹太人的激烈反对，结果酿成叛变.甚至

导致犹太人独立建国。犹太人开始与罗马人接触，寻求协助，

而罗马人对任何可以削弱希腊化王国的事，皆乐观其成。这个

由"执槌者"犹大·玛加伯(.Iudas Maccahacus 1 the Hammer) 

在 六七年主导的叛变以及部分犹太人对"希腊化"的普遍敌

意，在希伯来圣经相关诸书中有详细记载，也解释了安条克四

世后来名声不佳的原囚。

在他死后两年，波里比阿所描写的德米特里-jjj 成功争得

王位。德米特里支持一位僧夺者来推翻卡帕多西亚( Cappado

cia) 国王.因为他拒绝与他结成姻亲。这件事显示出叙利亚王

同已经沦为与其他二流国家相同的地位。卡帕多西亚国王于是

与盟友帕如I马国王阿塔罗斯二世一起去支持叫亚历山大·巳拉

斯 (AleXilllder Balas) 的僧夺者来争夺叙利亚王位。结果德米

特旦旦在一五0年战争中失利被杀，这使得叙利亚王国陷入万劫

不复的混乱之中。接下来的故事极为混乱。"危机出现 放弃

次~地带 凝聚资源囚应←克服危机"的形态不断重演外，之

前所提之两支王系开始斗争，最后甚至沦为街头巷战、帮派群

斗。经过一连串"无限切割"后，叙利亚王国泊失在六 0年代

罗马将军庞培整顿东方、设省治理中，在历史上元声无息地

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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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其顿德米特里一世
攻城者

阿帕玛 Ml 赛琉西一世 2Ml 史特拉托妮自l
胜利者

(305-280 ) 

安!i\克}世 M2 史特拉托妮凯
4世主

(280-261 ) 

贝附尼丝二世 M2 报持世 1阿血迪凯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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宵奥迪凯 M 
(黑悔王国国王女儿)

安是直三世
大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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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
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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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勒\'lj五世 M 克Ell欧现t_\'[ 世

托勒密六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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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矗克囚世
神显灵

( 1750 164) 

安;r，克五世
( 164-162) 

亚历山大巴拉斯 Ml 克里欧现拉 21-1 德米特里克里欧现拉 3M安最克七世
女神 | 二世 女神

安矗克六世 'PI琉西五世 置条克八柑
( 145-142) 125 (125-96) 

去是克丸I!t
( ll5-95 ) 

叙利亚塞琉西王朝

马其顿王国

安提柯二世(约三二0至二三九年，二七七至二三九年在

位)何以有"勾那塔斯" ( Gonat屿， "膝盖颤抖"， "knee 

trembling" )的别号并不清楚。他是"独 H臣"安提柯一世之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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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城者"德米特里一由之子，菲利普五世即为其孙。这位豪

情壮志的大开大阎人物，怡好与谨慎自持、稳扎稳打的安提柯

二世相反。在德米特里人主马其顿后，他负责掌管希腊一些据

点。在他父亲败死后.他陆续与莱西马克斯、皮洛士及"雷

霆"托勒密争夺马其顿王位，但都屈居下风。他在二七七年时

于色雷斯王都莱茵马奇亚拦截击败高卢人，声望大为提升。在

二七二年，他幸运杀死皮洛士，成为唯一掌控马其顿的人。他

在王国草创初期，必须应付托勒密唆使希腊人起义的"克里孟

尼迪斯战争"， -1 分忙碌。但是他沉着稳重的个性以及深谋远

虑的规划，让马其顿休养生息，恢复亚历山大及其继承者所带

走的极大数量人口，甚至在托勒密二世最鼎盛时期，协助叙利

.'lI'王国打败埃及，让自己称雄爱琴海。但是他最重要的战略目

标还是希腊本土，而其主要对手为希腊的亚该亚联邦及伊托里

亚联邦。安提柯二世的做法是控制所谓"希腊伽锁"的三处战

略要地一一迪米特利亚斯( Demetrias) ，卡其斯( Chalcis) 以

及科林斯一一来籍制希腊。这些地方方便他控制北希脂的色萨

利、中希腊彼奥提亚平原以及南部伯罗奔尼撒的出人;他也在

在位期间控制雅典外港派瑞亚斯。

德米特里二世(二三九至二二九年在位)是安提柯二世之

子，菲利普五1世之父。他在二三九年继位， ~Ir娶皮洛士孙女，

将马其顿与伊!比鲁斯结合成一王国.但他在希腊西边的扩张，

引起!IF.该亚联邦及伊托里亚联邦的干预，而发生所iZ 的"德米

特里之战"。他虽然略有进展，但后来因为马其顿边踊遭受蛮

族人侵，而必须抽身，结果"希腊伽锁 因为丧失科林斯，不

复以前的强势。他在二二丸年过世，留下稚龄的菲利普五世

所以马其顿大臣及将军决定推举己故国王的堂弟"多森" (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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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n) 安提柯三世 (Antigonus m Doson ，二二九至二二一年在
位)为摄政，然后再成为国王，以挽救陷入重重危机的王国。

他之所以有 Doson①这别名，可能是因为其兄长德米特里二世过

世后，应由其子菲利普继任，但因他年幼，所以由安提柯三世

担任摄政，并婚娶其母，但未曾将王位如安条克四世一样只留

给自己后代而引发王朝的分裂，而是很有智慧地还给原来继承

人菲利普，故有此名。

"多森"掌权后，首先恢复德米特里二世任内所失去的势

力范围，他在二二八年打败伊托里亚人及色萨利人，再度将马

其顿势力往北、中希腊延伸。他并且往小亚细亚西南的卡里ill'.

( Caria) 地区远征，延续安提柯二世在海上击败托勒密二世后，

在小亚细亚发展的扩张政策。在二二五年时.亚该亚联邦迫于

斯巴达压力，以交还马其顿科林斯为代价，主动邀请"多森"

南下援助。二二四年"多森"进入伯罗奔尼撒半岛，重新建立

四世纪底比斯在半岛所建立的联盟，将斯巴达围困在半岛南部，

二二二年马其顿重装武兵在塞拉西亚( Sella5ia) ~地击败斯巴

达罔王克里奥米尼斯三世，迫使其流亡埃及。但在胜利后不久，

马其顿遭受伊利里亚( lllyria) 人入侵， "多森"必须立即北

返，但在指挥作战时，用力过猛，血管破裂，死于二二一年。

"多森"与其伯父安提柯二世一样，是个稳健果决的人，他恢

复马其顿在希腊世界的影响力，也使得十七岁的菲利普五世得

以顺利即位，向且有好的开始。

菲利普五世(二二一至一七九年在位)大概是被里比阿作

品中.希脐世界里最主要的角色，而他如何 1"1 J占罗马的崛起以

① .. jJ自给予的人"， "h f! wll() give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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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罗马往东的扩张.决定了后来罗马与希腊的关系。"多森"

在位时积极培养菲利普，派他去认识5W. ì京SIY.联邦的领导人阿拉

特斯( A ratl时，并促成马其顿与亚该亚联邦更密切的合作町在

希腊化的" I司盟战争" (Social War，二二0至二一七年)中共

同对抗伊托里亚联邦。菲利普在即位初期，相当在意希腊人对

他的风评.也茧视阿拉特斯的意见.但是根据以里比阿的说法.

他在法洛斯的德米特里( Dernetrius of Pharos) 影响下，开始改

变施政风格，对希腊城邦采取较高压及投机的手段，并且往亚

得里亚海方向扩张咱干预罗马在伊利里亚沿岸的盟友。菲利

普后来更与在意大利连战皆捷的汉尼拔签订密约，引起罗马

人的恐慌，因此发动第一次马其顿战争(二 五至二 0 五

年) ，将菲利普牵制在希腊，而战争的执行由马其顿世仇伊托

里亚联邦代劳，罗马则提供海军协助。在二 0五年的脆尼企

和约 (Peacc of Phoenice) 中，马其顿大致维持在伊利里亚的

可见度。

之后他转而与叙利亚王国的安条克三世合作，瓜分埃及幼

年即位的托勒密五世在爱琴海及小亚细SIY.的领土。此事引起波

里比阿极大的愤慨，因为如果检视一下希腊化王国的系谱，不

难察觉三大王国间常有联姻现象，即使双方长久以来一直处于

敌对状态。所以三大王国，甚至包括那些如卡帕多西亚、比提

尼亚以及木都等二级的王园，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生命共同

体"，维持着稳定的国际秩序，所以这种利用埃及幼主即位.

其他两国趁机瓜分，大概被波里比阿认为已经超过可以接受的

程度。当然这种现象更无助于抵挡罗马的进犯.也给罗马干预

提供了借口。

果不其然，菲利普这次投机行为即使收获有限、但仍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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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加马王国及罗德岛的恐慌，联手求助罗马干预。罗马在结束

第二次布院战争后，也想报复菲利普与汉尼拔的密约，所以尽

管人民极为疲惫，还是发动第二次马其顿战争(二00至一九

七年)。结果菲利普在色萨利"狗头 IJJ" ( Cynoscephalae) 战

败，认输求和，保持实力，全心重新建设马其顿，而罗马人也

担心被迫急的马其顿会和叙利亚王国合作，所以在一九六年双

方签订条件相当宽松的和约。在第二次马其顿战争后，菲利普

虽然在许多方面愿意配合罗马，但他积极重建的企图常被罗马

人以最负面的观点来看待。所以菲利普在色雷斯的发展虽不在

条约限制内，却屡屡遭受帕加马投诉，未曾得到有利的判决。

他在罗马做人质的二子德米特里，依恃罗马支持而有意与王储

佩尔修斯争位，被他以叛逆罪在一八0年处诀，更加深罗马对

他的猜忌。他在次年病故。他生前是位精力充沛的国王，在前

任国王所遗留下来大臣的辅助下，谨慎节制，深获希腊人肯定，

一度被认为是"希腊人宠儿"。但是他后来自己主政，越来越

具侵略性，越来越像"攻城者"的祖先，而且政策时常具有投

机性，而引起不必要的罗马干预。

马其顿最后一任国王佩尔修斯 (Pcrseus. 一七丸至一六八

年在位)在一七JL年继承菲利普五世，与罗马人续签和约，虽

然罗马一直希望曾为罗马人质的弟弟接任，但显然没有为难他。

他继续菲利普巩固、稳定扩张的政策。他与叙利亚王国公主结

婚，由罗德岛派送巨舰护航;他也将自己妹妹嫁给小亚细亚西

北的比提尼亚( Bithynia) 国玉，在希腊世界r 结善缘，赢得许

多支持，特别是他被认为倾向于类似斯巴达国主克里奥米尼斯

三世的政策，动摇罗马人以及罗马代理人帕加马国王在希腊支

持温和寡头的希腊城邦政权。欧迈尼斯二世向罗马抱怨佩尔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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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不断增强的势力，配合其他人编造出佩尔修斯主使谋杀他以

及意图毒杀罗马元老院等谣言，促成第三次马其顿战争(一七

一至一六八年)爆发。罗马战事并不顺利，后来逃出当代最杰

出将军宝路斯 (Lucius Acmilius Paulllls) 领军，一六八年在皮

得纳击败佩尔修斯。佩尔修J\1i逃亡至包雷斯海外的萨英色雷斯

岛，但被俘.与家人在次年的胜利大游行中亮相游街示众。他

不久之后死于狱中，而马其顿王国也一起同时被罗马解散而

消失。

但是-位叫安得列词克斯( Andriscus. 活跃于一五三至一

四八年)或"假菲利普"的情夺者，在色雷斯人协助下，于一

四九年反攻马其顿。罗马征战不顺嘈惊觉事情危险，最后派出

"马其顿征服者"迈帖勒斯 (Metellus Mace也niCllS) ，并获得帕

力11马王国海军协助，才打败、处决他。波里比阿在著作中，对

安得列司克斯叛变能成功到如:是的程度大惑不解.只能认为当

时的马其顿人不知感恩，被鬼神蛊惑，自取其祸。波里比阿对

希腊民心思变及对罗马不满的可能性.好像觉得不可思议，所

以只能归诸神鬼蛊惑。①

虽然亚历山大东征成为历史传奇，但马其顿从他离境的}J~

一刻，以及接下来的六十几年时间(三三四至二七二年) ，其

实-直处于战乱频仍、民不聊生的状态。这一直要等到安提柯

二世在二七二年完全掌控之后，才有机会休养生息，而他稳扎

稳打的政策，正是马其顿所需要的。但在罗马往东方希腊化世

界发展时，马其顿首当其冲，结果经过三次马其顿战争后，被

罗马击败、解散.划分为四个薄弱、不能往来的共和国，完全

① i庄里比阿三 1 六书 17 j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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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法抵挡来自北方蛮族的攻击，也无法抑制倍夺者安得列司克

斯的叛变( 四九至一四六年) ，最后在一四六年被设为罗马

行省。

量提帕特
段于319

卡山德
(319-297) 

马冥顿王国

安提问世
础眼

(306-301 .从未统治过马其顿，此为迫溯)

德米特1I!-W'
攻城者

( 306-283 只在294-287年之间统治)

德米特里
盖男于

安握柯三世
事森

( 229-221 ) 

拜特尼亚闰王普普席亚斯二世 M

安提问二世
勾那塔斯

( 283-239. 实际统治从276年起)

阿帕玛

安提柯王朝

德米特El二世
(239-229 ) 

菲利昔五世
(221-179 ) 

佩~J、修斯 德米特且
( 179-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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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联邦·城邦的出路

希腊化世界的三大王国局势，在二七二年终于稳定下来。

在这种格局下，除非如海军强国的罗德岛，没有城邦可以在人

力及物质资源上，能和王国匹敌。以雅典为例。在希腊化时代

初期，马其顿卡山德任命一位亚里士多德学派学者法勒隆的德

米特里( Demetrius of Phalerum) 来治理雅典。若在古代世界有

所谓柏拉 l蛮的"哲学家国王.. ( Philo叫，her - King) ，那大概是

他。德米特里以财产资格来限定公民权，①而这正是马其顿王

朝所偏好的政体，@他让人民富足，生活元忧，但也降低人民

政治上的参与，引起如鹰派及狭隘民族主义者德漠斯特尼斯外

甥德漠卡瑞斯( Dcmochares咽约三六 0至二七五年)的不满，

而这成为其他有意于马其顿王位或是欲制造麻烦的其他君王可

以切人之点。在三0七年"攻城者"德米特里入侵雅典后，法

勒隆的德米特旦被迫流亡埃及，在亚历山大协助成立阁书馆及

博物馆，勤力著述。

"攻城者"德米特里失败后.托勒密王朝的势力介入希腊，

榄仿波斯战争，鼓吹一场出雅典及斯巴达联手反抗马其顿"新

野蛮人"的"克里孟尼迪斯战争"，@但在逐渐失利后，立 lllJ 柑l

腿， ìJ::雅典再度沦陷。斯巴达的"克里奥米尼斯战争"亦是如

此，城邦在此不过是三大王国可以牺牲掉的筹码。从马其顿角

度来看，直接介入城邦事务.徒增困扰，所以安提柯王朝以控

① ALh~nacu~ Dei l' noso~llislue VI. 2721: = FGrH 245 FI 

② 迫也是亚里士呈彭德在{政治学》且最偏好的政体 但亚里 l$悟仅称之为

"政体" (f!olitc[a) 。

@ 此战争(二大七至二六二年)是1/i.据当时在雅典提案向马其顿宜战之人而

命布。相提诀 iSJ.碑铭，见 M. Austiu ßo.61 且 BU rl' lein 56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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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希腊伽锁"来控制希腊。至于雅典，在"克里孟尼迪斯战

争"之后逐渐成为大学城，而且因为过去的荣耀及学术成就，

备受国王及权贵的偏好及礼遇，留下不少当时捐献的建筑物。

但史家波里比阿对雅典无意加入亚该亚联邦一事，始终不能谅

解，所以似乎刻意藐视雅典过去的成就及运作相当成功的政体，

认为雅典不过是一群极会阿诀奉承，自以为是的人聚集之处，

充满民主政治的种种缺点。@

若个别城邦无法在希腊化世界的政治舞台扮演突出的角色，

那么将多个城邦重组为一联邦，则是新选项。一方面它可以聚

集多个城邦的人力及物力资源，方便在一个王国并立的时代竞

争，但另一方面会员城邦却仍享有高度的自主自治。所以联邦

组织似乎是城邦体制的出路。联邦其实在希腊世界其来有白，

多是基于地域、族群( ethnos) 或是宗教的理由而存在。这希

腊化时代最重要的两个联邦分别是位居科林斯湾北岸及南岸的

伊托利亚联邦 (Aetolian League) 及亚该亚联邦( Achaean 

League) 。希腊化时代的联邦不同于古典时期著名的"霸权式"

( hegemonic) 联盟，如由雅典主宰的提洛联盟以及斯巴达的伯

罗奔尼撤联盟，而是更为平等、更重视个别加入城邦之自主性

的组织。另外，希腊化时代这两个最成功的联邦都发生在古典

时期城邦体制较不成熟、文化较落后的地带，所以当地的社区

似乎比较没有传统包袱，较能自行调整来面对新局。

伊托里亚联邦位居科林斯湾北岸，在四世纪时已经组成联

邦国家，取代之前伊托里亚人较原始的部落组织。它在组织上

有全体男性公民所组成之大会、代表议会、常设议会及年度选

① 眩!Jl.比阿六斗544 ì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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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的联邦将军。特蒙 (Thermon) 是伊托里亚人古老的宗教祭

祀中心，也成为联邦行政中心及聚会地点。在二七九年伊托里

亚联邦与其他希腊人联手击败入侵到特尔斐神殿附近的高卢人，

成为这希腊祭祀中心的拯救者，名声大为提高，也使伊托里亚

人进而控制管理特尔斐神殿的安费克提安尼联盟( Amphict)'o 

ny) ，①进而开始往中希腊扩张.甚至控制温泉关这南北陆路交

通要塞。但尽管是神殿之拯救者，伊托里亚联邦却允许其国人

进行类似强盗或海盗的行为(称为 syla ， "掠夺" ) ，迫使受害

国家为求保全，而与伊托里亚联邦签订有关 a叮lia(哥的条约，承

认联邦，行径如同古代世界的流氓国家。

因为地缘政治之故，伊托里亚联邦始终与马其顿王国为敌，

彼此竞争控制色萨利一地。所以当马其顿投机地与汉尼拔合作

时，伊托利亚立即成为罗马最先拉拢的对象，在第一次(二一

五至二 0五年)及第二次马其顿战争(二00至一九七年)中

扮演重要角色。但伊托里亚联邦始终不满与罗马合作收获有限，

所以在 7丸L工 j勾年r邀请叙利亚王因安条克三世来"解放希腊

但在失败后遭受罗马严厉的惩罚'成为臣属盟邦，在希腊政治

的重要性逐渐消失。因为伊托里亚联邦和亚该亚，联邦的竞争关

系.所以身为亚该亚联邦国民的波里比 ~ñJ特别不喜欢伊托利亚

人，在作品中常有诋毁之词。

亚该亚联邦则原来是由伯罗奔尼撒半岛北边、科林斯湾南

岸的!Æ该亚族群城邦国家所组成，在五世纪曾活跃于半岛，但

旋即没落，直到二八0年再度重组，后来甚至包括非亚该亚族

群的国家，女n ï理息温( Sicyon) 、科林斯及阿哥斯等多利安

① 原意为‘邻居之联盟。

面 Asylia , "兔于 syla" ，今 S "nsylum" "避难所"一词的囱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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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rian) 族群的城邦，使原来是地区及族群性的组织，一跃为

半岛里最重要的政治组织。它与科林斯湾北岸的伊托里亚联邦

齐名，但立场时常相左。联邦事务由每年选出两位将军来主持

(但二五五年后只有一位) .另设有联邦官员、议会以及全员大

会。联邦有固定或特别召开之会议，作出重大决议。将军不得

年年连任。阿拉特斯(二七一至二一三年)首先在二五一年引

进自己的城邦西息温进入联邦，并在三世纪中领导联邦，在希

腊政治扮演一席之地;他在二四三年突袭攻占科林斯后，公开

反对马其顿王国干预南部希腊。反马其顿是亚该亚联邦的主要

政策，所以在此时与伊托里亚联邦常有合作的关系。

但在莱狄亚迪斯( Lydiades) 自愿放弃倍主位置，带领迈

加洛波利斯加入联邦后，联邦政策面临变化;这是因为迈加泊

波利斯在四世纪之所以建立，是为了围堵斯巴达，而为达此目

的，常依赖半岛外势力(如最初的底比斯及后来的马其顿)协

助。所以迈加洛波利斯加入联邦让亚该亚联邦的政策开始友生

分裂。当斯巴达于二二0年代在克里奥米尼斯三t!t领导下，经

历革命，再度崛起为强权，让亚诙亚联邦倍感压力。阿拉托斯

决定改弦易辙，以交出科林斯为代价，与马其顿联手，主动邀

请马其顿势力深入希腊南部，一起对付斯已达;马其顿及其盟

友在二二二年于寨拉西亚将之击溃。这让马其顿势力再度深入

希腊，完全违背联邦的初衷。在希腊的"同盟战争.. ( 5oc;al 

War，二二0至二一七年)之中，阿拉托斯率领联邦加入马其

顿，对付伊托里亚联邦，但是还是没办法阻挡年轻的菲利普五

世直接染指伯罗奔尼撤，摧毁迈瑟纳 (Messene) 城。在二 00

年后罗马人决定直接干预希腊事务，与马其顿为敌，亚该亚再

度改变政策，背弃马其顿，转为与罗马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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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托斯过世后，菲洛被义曼( Phil叩oemen of Megalopolis , 

约二五三至一八二年)成为联邦最重要的领导人。他与罗马人

联手击败斯巴达国王的纳比斯 (Nabis) ，并将斯巴达2是迈瑟纳

( Messene) 并入亚该亚联邦之中.进入联邦最兴盛的时期;这

些成就却儿乎全拜罗马所赐。这期间亚该亚联盟已经感受到罗

马是新的且如排山倒海的威胁，再也不得不正视这问题。他见

到罗马人在面对希腊时，那越来越明显的高压政策，试图据理

力争，认为这是原则问题.同时代之人亚历士泰纳斯( Aristae

nus) 则认为去忡逆罗马意图，绝非明智之举，甚至有时必须主

动 1111 意迎合，以求自利自保，而这确实是罗马乐见的。这种辩

论想必在当时许多希腊国家发生，但是任何希望维持独立的意

图，越来越像是幻想。

马其顿王国在第三次马其顿战争(一七一至一六八年)后

被解体，亚该亚联邦在战争期间对罗马有所保留的支持，被元

老院质疑为不忠，因此有一千个!I[该亚人在一六七年被送到罗

马审判，开始漫长的羁留生涯.其中包括史学家波里比阿。马

其顿被消灭后，亚该亚的地缘政治重要性消失，加上联邦一向

寡头温和、亲罗马的政治结构，因为社经失序，被激进民主政

治反反罗马分子取代，后来在一四丸至一囚六年因为史料设提

及的原因，而与罗马发生冲突，结果科林斯被夷为平地.联邦

解饿。披星比阿所能做的似乎只是善后工作，让罗马的直接统

治比较令人可以忍受。

亚1京亚联邦或伊托利亚联邦在分盘上都不及三大王国，但

凭着微妙均势以及罗马势力的东渐，随时见风转舵。例如，伊

托利亚联邦借罗马之力来对付菲利普五世的马其顿王国.借安

条克三世的叙利亚王国来对付罗马，但最后国破人亡;亚该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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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邦则是借托勒密王朝以及罗马之力来对抗马其顿，借马其顿

来对付克里奥米尼斯三世的斯巴达，但是当罗马认为联邦的利

用价值不复存在，便狡兔死、走狗烹;在得到-些短期性利益

后，最后还是免不了出卖自己的灵魂。但他们真的有其他选项

吗?另外两个类似处境的国家分别是罗德岛( Rhodes) 及帕加

马王国，它们更擅长利用三大王国之间的矛盾以及引人崛起的

罗马势力来从巾取利，但最后还是面临类似的命运。

五斯巴达革命

如何对付马其顿是上述这两个联邦最大的议题，但在伯罗

奔尼撒半岛的亚该亚联邦却还需面对从二四 0年代末起斯巴达

企图进行改革，恢复过去光荣的挑战。斯巳达是个骄傲、不服

输的国家，在三七一年留克特拉战败后，始终给人愤怒、不忏

侮但却又极度疲惫的感觉。"人口稀少"的问题始终困扰它，

但解决却需要进行激进的社会、经济及政治改革.而这是保守

的斯巴达人难以接受的。艾吉士四世在二四四至三四一年曾企

图进行，但仅完成"取消债务"，便受到监政官的掣肘，以失

败被处决告终。

这改革或革命的主动权落在另一王朝的国王克里奥米尼斯

三世手中。其父曾被艾古士四世以改革之名罢黝.但在自己即

位后，婚娶文盲士囚世富有且美丽的遗孀，受到她的影响，继

续进行未完成的改革。克里奥米尼斯是位能力极强，具有领袖

魅力的国王。他发动政变，废除他认为并非莱克格斯宪政的监

政官制度( ephorate) .并以说服或强迫方式让大家捐出财产土

地充公，重新分配，解放农奴，且将分割后的田地分配给边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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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佣兵，甚至是解放后的农奴.①彻底改变斯巴达自三七一

年在留克特拉战役被底比斯打败后，所暴露出的公民稀少、兵

浙江不足的问题。他同时也恢复斯巴达独特的 agoge 教育训练以

及种种莱克格斯系统所要求的项目，结果这种社经革命立即将

原来积弱的斯巴达一变为强大的国家，并在伯罗奔尼撤吹起一

股革命风潮，蔓延各地。这对在意识形态上偏好富人及寡头政

权的亚该亚联邦造成威胁。他因为这种激进的改革.被不满他

的人 l二冠J~: "懵主"的称号。

在军事七克里奥米尼斯开始入侵北邻阿卡狄亚，占领迈加

洛波利斯，造成亚该亚联邦几乎解体。阿拉特斯于是被迫在政

策 t转弯，重新接受马其顿势力进入伯罗奔尼撤。"多森"安

提柯三世于是带兵南下，最后在二二二年时于塞拉西亚击败斯

巴达。克里奥米尼斯逃亡至到之前一直支持他的埃及。但是埃

及新玉托勒密四世不愿继续原来的政策，也不愿放克里奥米尼

斯离境。克里奥米尼斯最后在设法逃离时被杀。

之后斯巴达陷入一段混乱、记载不全的时代。其ír巴达纳比

斯(二0七至一九二年在位)在二 0七年谋杀幼王配罗普斯

(Pclops) ，自己掌权，重新引进克里奥米尼斯三世的改革.但

更为激进，因为原来的改革较像是将时钟往回拨，恢复之前的

制度，但纳比斯则是创造全新的斯巳达。他改革后再度启动斯

巴达对外扩张的政策，而且蓄意"输出革命"，撼动亚该亚联

邦，但是在二00年时被亚该亚的菲洛波义曼击败。纳比斯在

第二次马其顿战争时， a音助菲利普五世，交换取得阿哥斯，但

① 克里奥米尼斯将公民校的限制大为松拂 所以用JJU许多只源 但这种主运际

的做法在希腊世界芷届少见。相反地，这种作法反而与罗马的较为相似。

请见j)马部分之相关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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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战后被罗马将领福拉明尼纳斯('1'此U5 Quinctiu5 Flamininus) 

以及帕加马国王阿塔罗斯一世击败，被迫放弃问哥其可以及斯巴

达的海港。在伊托里亚联邦协助下，他恢复失地，但又再度被

福拉明尼纳斯及菲洛波义曼击败。最后他引狼入室，被进驻的

伊托里亚人在一丸二年杀死。之后的斯巴达被纳入亚该亚联邦

之中，但是这只会引起联邦更多的问题，时常引来罗马元老院

的干预。

六 罗德岛与帕加马王国

罗德岛是位于小亚细亚西南的岛屿。①亚历山大曾经在此

驻军(三三二年)。他过世后，因为它有强大的海军，罗德岛

开始扮演重要角色。罗德岛在外交上一向广结善缘，与海军强

大以及贸易兴隆的托勒密埃及关系尤其密切。当三 0 六年，

"攻城者"德米特里一世与托勒密一世于塞浦路斯岛外海作战

时，罗德岛婉拒德米特里的协助要求，所以三0五年遭受德米

特里围攻，但反抗成功，并且利用"攻城者"所留下的巨盘器

械及材料，兴筑一座横跨罗德岛港湾出口的太阳神( Helios) 

巨型塑像，与亚历山大的法洛斯( Pharos) 灯塔，并列为古代

七大奇观之一。罗德岛从二五0年代托勒密王朝逐渐淡出海洋

后，主动巡逻东地中海，消灭海盗，保障航行安全，成为东地

中海的海上警察。它的商业贸易兴隆，民主政治成熟，是当时

的模范国家。希腊城邦在希腊化时代不像之前的古典城邦，彼

此间动辄兵戎相见，而是常诉诸国际仲裁，因为罗德岛人民以

① 岛上有三个城邦，分别为林德斯( Linclus) 、伊亚辈色斯 (Ialysus) 和卡密

勒斯 (Camirus) ，在四O八年或四 O七年耳其告形成一个同事，首都称芷/!Jl'

德( Hhodcs , 玫瑰"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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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道正义闯名。而罗德岛的公民常被邀请到其他城邦担任鲁仲

连.化解纠纷，所以当罗德岛在二二七年遭遇地震的摧残时，

希腊化世界王国及各地踊跃捐输，援助重建。

它后来与帕加马王国一起对抗菲利普五1世在三世纪、二世

纪之交于爱琴海及小亚细亚的扩张，并且一起加入罗马所发动

的第二次马其顿战争。这两个国家亦不满叙利亚王国在小亚细

亚的#张，所以又如l法炮制，在一九0年一起与罗马击败安条

fL三 1址。罗德岛在和约中分配到对岸大陆的土地，变得更为繁

荣。但在一六八年第三次马其顿战争中，罗德岛在战争悬而未

决之际，主动出面仲裁;罗德岛特使在会见元老，想、提出仲裁

建议时，传来罗马击败马其顿的消息，他们尴尬万分，只得立

即改口祝贺，但还是遭受罗马人惩罚，幸亏得到老加图( Calo 

111" Elde..) 的支持，才未灭因。罗德岛从此七诉罗马，请求仲

裁，屡屡不利，最后被完全剥夺所有岛外的土地，罗马人更宣

布提洛岛( Delos) 成为免税的自由港，立即使罗德岛的商业贸

易一落千丈，①之后再也无法维持舰队的巡逻，海盗因此再度

猖獗。罗马在此时可以仅凭一道命令，便严重惩罚一个王要海

军国家，改变它的命运。

帕加马在小亚细亚西北的麦希亚( Mysia) 地区.位居凯克

斯( Caicus) 河畔的城市。帕加马成为阿塔罗斯( Allalid) 王

朝在三世纪上半叶所建立王国的首都。这个城市在希腊古典时

期并不重要，神话中仅有不很知名的特列福司 (Telephus) 这

位英雄。帕加马王国王朝始于费尔泰勒斯 (Philelairus) ，一位

曾为"独眼"安提柯一世及色雷斯国王莱西马克斯看管这地方

① 波里比阿三十书 31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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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罪泰勒斯
( 282-263 ) 

? 

阿塔罗斯三世
(138-133 ) 

阿塔罗斯

欧迈尼斯

欧迈尼斯一世
( 263-241 ) 

欧迈尼斯二1世
( 197-160) 

帕加马阿塔罗斯王朝

, 

? 

阿塔罗斯一世
教主

(241-197 ) 

阿踏罗斯二世
盟兄弟

(160-138 ) 

, 
欧迈尼斯三世
(费於129 ) 

财库的阉人;他之后转而效忠叙利亚王国塞琉西一世，并在他

被"霄霆"托勒密杀死后，为其收尸安葬。他过世后由娃子欧

迈尼斯一世(二六三至二囚一年主政)①继任，以这笔财富及

凯克斯河谷丰富的农业生产，开始对外扩张以及建筑计划。这

些都继续由其继任者进行。整座城市以其高耸的卫城为中心，

以梯田方式往山坡下延仲，是希腊化时代城市规划的典范。卫

城包括宫殿及防御工事、神殿、剧场以及堪号亚历山大城匹敌

① 因为尚未称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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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图书馆，外加在后来阿塔罗斯 世战胜加拉太人的纪念建筑

(包括宙斯大祭坛及雅典娜神殿)。卫城以下的梯田式城镇则有

市民广场、其他神殿以及希腊世界最大的体育场( gymnasium) , 

附近也有以梦疗知名的医神( Asclepius) 神庙。①罗马公元二

世纪名医盖伦 (Galen) 即出身此城。帕加马王国历任君王皆以

在小亚细亚建立一个新雅典为目标，赞助文化及宗教活动，造

就出 个美丽、精致、富裕以及文化气息浓厚的希腊化城市。

今日在雅典卫城旁的欧迈尼斯回廊以及市民广场旁修复完成的

工层楼阿塔罗斯回廊，即是著名例证。

阿塔罗斯一世(二四一至 丸七年在位)继承养父欧迈尼

斯一世，是这玉朝中第 位采用国王头衔的统治者，另rJ号"救

主"，因为他在二三 0年代时打败囚处流窜、打家劫舍的加拉

太人。他在二三八年打败叙利亚王国玉弟、在小亚细亚发动叛

乱的"鹰牢"安条克，赢得许多土地。当马其顿菲利普五世开

始在爱琴海大肆扩张，入侵小亚细亚，这让阿塔罗斯十分警惕，

加上他怀疑叙利亚与马其顿签有密约瓜分埃及，所以阿塔罗斯

决定积极引进罗马势力到希腊世界，同时也对抗菲利普盟友比

提尼亚国王普鲁席亚斯 世 (Prusias 1 of Bithynia ，二二八至一

八五年在位)。他与罗德岛联手将马其顿势力逐出爱琴海后，

也加入第三次马其顿战争，但在胜利不久后，旋即因病过世。

欧迈尼斯二世(一丸七至 五八年在位)继续其亲罗马的

政策。他在-九五年时协助福拉明尼纳斯攻打斯巴达的纳比斯;

一九二至 丸一年协助抵抗安条克三世入侵希腊。他积极参加

九0年罗马对安条克三世在麦格尼西亚 (Magnesia ad Sipy-

① 在罗马帝国时代尤其重要，可妻考公元二世纪的亚IJi士奉迎斯( Aelius 
A rislid田)的《梓圣论述) (Jl ieroi Logoi) 六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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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ur时的战役，表现最为优异，所以罗马给予他大部分安条克三

世所割让之小亚细亚领土，使帕加马成为希腊化世界最强的国

家之一，与其他王国分庭抗礼，但这也引起比提尼亚及本都

( Pontus) 两邻同的嫉妒及怨恨，而导致-连串冲突。他也积极

对付内陆的加拉太人。之后欧迈尼斯二jl士目光瞥告罗马有关马

其顿在国王佩尔修斯 (PerseU5，一七九至一六八年在位)领导

下，已经迅速恢复，逐渐在希腊世界成为新领袖，威胁罗马地

位，所以积极促成第三次马其顿战争。但是因为他与罗德岛在

战争悬而不决之际，企图说项，引起罗马不悦，对其忠诚开始

怀疑，使得罗马宣布不欢迎任何希腊化世界的国玉，在没有邀

请下，不得踏人意大利。加上能够威胁罗马的希腊化玉国皆已

一一消失，使得罗吗不再认为帕加马以及罗德岛等的协助是那

么必要。所以有一六七年，罗马一度有意以其弟阿塔罗斯二世

(一五八至一三八年在{(j_)取而代之，但阿塔罗斯并不愿意。

帕加马王室是典珊的布尔乔、w.。皇后阿波罗妮司 (Apollo

nis) 谨慎持家，乐善好施，深得民众尊敬，①而 l钦迈尼斯二世

及阿塔罗斯二世等兄弟，敬爱父母，兄友弟恭，分工合作治国。

当阿塔罗斯二世即位时，他婚娶其凡的遗孀史特拉托妮凯.保

护其兄之子的继承权，非常像"多森"安提柯三世;想必其中

理由与他相同。当时叙利亚玉国已经分裂为两系，造成极大动

乱，而托勒密六世及八世兄弟阅墙还在进行中，殷鉴不远。在

外交上他谨守罗马至上的原则。他过监后，帕加马由阿塔罗斯

三世(一三八至一三三年在位)继位;他且然是位杰出的植物

学及药物学专家，但被认为与之前的帕加马君王大不相同，个

① 波JI! It阿二1 工书 20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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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残酷，不喜国政。当时他似乎模仿埃及托勒密八世的遗嘱，①

以罗马人民为王国继承者。他如此做可能是要防止其他人篡位，

消弥因为继承可能引起的政治动乱。但当他在一三三年过世时，

遗嘱生效，帕加马王国于是不再存在。一三三年时常也被认定

是希腊化时代结束的时间之一。

七 尊荣、合法性及"希腊性"

希腊化时代的君王会尽其所能地展现及提升自己的尊荣。

托勒密王朝的频繁军事活动主要为的是要彰显王戚国势，但这

并非唯一的方式。其他如建设希腊化第一大城亚历山大(包括

最高的法洛斯灯塔)、修筑唯一亚历山大陵墓( Sema) 以及成

立最大的博物馆及图书馆等文化投资，加上元与伦比的定期壮

观精彩游行②以及宗教庆典，亦是如此。这么做也要在这原本

不属于希腊人的世界里，凸显他们的"希腊性" ( Greekness) 。

这种彰显荣耀亦可延伸至对特定地方的捐输或免税，或如在二

二七年罗德岛地震灾难时提供协助。这些行为统称为"施恩行

为" (euergctisrn )。埃及托勒密王朝是这个中高手，但其他王

国，特别是帕加马王国，亦不逞多让;事实上，帕加马王国更

需要在这方面下功夫，因为其建立国家的人物不像其他王国曾

是ill'历山大庭下的元帅，而是一位阉人，所以合法性明显不足;

阿塔罗斯一世必须在扪败四处施虐的加拉太人才能称王，得到

"救主" (Soter )的称呼，然后历代君王必须以种种丰功伟业或

"施恩行为"来证明自己值得为王。之前提及在雅典捐献囚廊

① Mi~hel Austin nos. 248 -251 关于阿塔罗斯三世; no. 289 关于托勒密八世。

。!) Alhcnacu5 Dcipnosophistac V.201b - f , 203f - 203e ( = Michcl Austin 

no. 258). -*关于二七九/八年之游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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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为一例，但是在各地所留下的碑铭，特别是在泛希腊的宗教

祭祀中心，女11 特尔斐神殿，都见证到帕加马王室的慷慨大方。

在罗德岛地震时，帕加马的援助自然不落人后，甚至互相竞争;

希腊时常发生的饥荒.!iJ、会见到帕加马谷物运输舰适时来到.

帕加马国王建茫图书馆时，也是要和托勒密王朝一较长短;到

如是程度，所以托勒密王朝干脆禁止埃及草纸输出，因此帕加

马人被迫改以小羊皮书写。帕加马国王在宫廷里赞助、象养诗

人、哲学家、音乐家及艺术家等，努力将自己原来蛮荒偏远的

小亚细亚西北角小城，转化为"新雅典";而艺术家则以歌功

颂德，荣耀君玉的作品来加以回报。

阿塔罗斯一世在击败加拉太人后，赞助"垂死的高卢人"

塑像;欧迈尼斯二tIl:再度击败加拉太人时.更花费巨资来完成

具有纪念及标志性的帕加马宙斯大祭坛(现存于柏林帕加马博

物馆)。在上面的浮雕复制雅典帕德农神殿的主题.将帕加马

击败野蛮的加拉太人.呈现为与雅典击败波斯手11 奥林iJ1<亚诸神

击败泰坦族并列，象征文明战胜野蛮.主IJ ilITi帕加马在小亚细亚

这地方是希腊文明的守护者。另外祭坛后方则是将默默无闻的

帕加马英雄特列福司，强调他是赫拉克勒斯与伯罗奔尼撒半岛

提基亚 (Tegea) 城的公主所生，再加上其种种事功，让特列福

司进入希腊神话的主流之中，而帕加马也不再是希腊文化的边

陆地带。帕加马就这点而言十分成功，因为它在罗马帝国继续

是重要的学术研究及宗教祭祀中心。

在这些显示君主尊荣的行为巾，最常见的方式之一是对君

王(元论生1îíJ或死后)所进行的祭祀 (cull u[ rul"r) 。亚历 I.IJ大

生前曾经发令要希腊城邦对他死去好友以"英雄"祭祀，对自

己则是以"神明"敬拜。雅典的德诙斯特尼斯回应说，要拜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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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随意他，因为这并非希腊传统，所以没必要严肃看待。但

在希腊化时代则不然，特别是在受到来自东方传统的影响之后。

以前学术界对君王祭祀所具有的认知是将这种敬拜视为统治者

的政治工具，君主借此来提升尊荣、威望及合法性。但我们应

该理解的是.这种对君王的祭祀让君主权力"具体化"，以及

在某种意义上可以感知到.而非抽象虚拟、不可捉摸。许多希

腊化时代君王的子民会毫不迟疑地向能控制他们生活的权贵之

人，进行如向神明一样的祭祀。这其实是一种在受统治者及统

治者之间协商出一种沟通方式。所以当"攻城者"德米特里在

二丸 年航行驶入雅典时，雅典人民齐声以歌曲及舞蹈来欢

迎他·

最强大海神及爱神之子，向您致敬欢迎!因为其

他神明或远在天边，或装聋作哑，或是不存在，或是忽略

我们。但是您我们可以看见。您不是用石头或木材做成。

12;是真的。所以我们向您祈祷 首先，带给我们和平，我

们最亲切的，因为您有力量? ① 

这样的回应其实并没有与德读斯特尼斯在回应亚历山大命

令所说出的话有所矛盾。当时骄傲的德读斯特尼斯并不接受亚

历 riJ大宰制雅典这看法，但二九0年代的雅典人V!lJ 了解"攻城

者"就是他们的宰制者。这歌颂其实透露出双重意识 他们知

道"攻城者"不是真的神，但他们愿意将他视为如此，因为他

① 背景且酒呻阳具领 (ithyphalli<'! hymI1)圭士!请!\!. A th.~ I1 aell~ D叫川础。[J h i s 

tac Vl. 253b 斗; BUfsteiJ汀; M. Auslill 110.43 0 'JI 丈巾的"悔神 'EAL午指其

在三0六年于塞浦路斯击败托勒辑，而呈神则影射德米特里的 i午多风Mt韵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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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拥有的权势以及亲临雅典，比神明还真;另外，雅典人借此

与统治者建立关系。所以对君王的祭祀不能用单纯的宗教信仰

来看待，对君王的祭祀是让希腊人能够以双边互惠的方式来形

塑希腊化时代君王的权力:荣耀归于君王，但恩惠或是宽容归

于敬拜的社区或个人;反过来说，当君王施恩时，为何人们还

要吝啬回应呢?这是一种有效的沟通方式，协商出彼此双方接

受的关系。所以以雅典为例，每当雅典接受埃及或帕加马的恩

惠，便会以类似新创宗教祭祀，或以国王名号创造新部落，以

提升君王的荣耀;相反地，若是双方关系恶化，相反的行为

(如取消祭祀、将部落改名或每道命令法律必须附上阻咒之言)

便会发生，而这种事便发生在后来不受雅典人欢迎的安提柯二

世时。难怪波里比阿嘲讽这些是三世纪雅典唯一能使用而且运

用最好的武器。

但反过来说，希腊化的君王其实相当在意这些公共意见，

而这也稍稍钝化连年不停的竞争，甚至如战争的暴力程度。所

以尽管希腊化三大王国宰制了大部分包括希腊传统城邦的生活，

但是国王也会在意子民的公共意见，并以"施恩行为"来笼络

子民对他的支持及拥护。这也呈现在他们在回应其国土里或外

之城邦所做的要求或陈俏，因为他们会以尊重城邦自主的语言

来回应，仿佛是两个独立政权在来往。所以尽管希腊城邦在希

腊化时代已经不像在古典时期一样地可以自行进行外交、 EZ战

及娟和，但却仍然可以维持原来一些自主自由的表象尊严。

肆古代西西里的历史

因为波里比阿的《历史》中有论及西西里之处，所以在此

亦对这区域做简单的介绍. j串能够协助理解他的陈述。西西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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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希腊前古典时期在西地中海殖民的重镇。希腊人盘踞东半部

的地方.西半部则多属迦太基势力范围，在双方之间则夹着

些西西里的原住民。叙拉古( Syracuse) 是古代团团里最大的

城邦，是科林斯人所建立的殖民地(约七三三年)。叙拉古在

兄弟档盖洛 (Celo，四八五至四七八年以懵主身份在位)以及

希洛一世 (HieroI ，四七八至四六七年以懵主身份在位)统治

下，以武力征服及强制人口迁徙的方式.成为西西里主要的军

事强权，接连在希美拉( Himera) i可打败迦太基，在12、大利的

阵迈 (Curnae) 打败伊达拉里亚人(四七四年)。在希洛一四

后，馆主政治被民主政治取代。民主的叙J'j[古打败当时兴起的

西西盟本土民族主义运动，并在四二七至四二四年伯罗奔尼撤

战争期间，阻挡雅典干预西西里，进而在囚一五至四一三年打

败雅典的大规模入侵.使雅典元气大伤，是雅典在伯罗奔尼撤

战争中落败的主因之一。

但是叙tîI市在胜利后，立即遭遇迦太基的攻击以及内部政

治动乱;民主政权无能为力，导致戴奥尼素 世( Dionysius 1) 

的崛起，进而成为借主(凶。五至三六七年在位)。戴奥尼索

一世打败迦太基，将叙拉古的势力以及繁荣带到难得-见的程

度，但之后其不甚成材的继承人戴奥尼素二世与亲戚的争执.

削弱了叙拉市，连带整个原来的西西里和平跟着崩溃。①叙拉

古人民要求母城科林斯协助.结果提莫立昂 (Timoleoll ，活跃

于约三六五至三三四年)前来平乱.建立一个温和的寡头政

权，也恢复了叙拉古在西西里的势力。他是位坚决反对僧主的

①革{斗峨奥尼章二世正是有l拉图兰度前往阴雨里 希望调教为 哲学事国

王 的人;但哲学家显然识人不明，结果自己酷软禁。柏拉罔在他人协助

下，仓且逃回雅典，回去主持他的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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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积极改革，也驱逐走其他西西里城邦的倍主。最后在三三

九年击败迦太基。他解决借主统治以及迦太基侵略之后，鼓励

希腊人移民到西西里，解决此地人口锐减的问题，为西西里带

来短暂和平以及繁荣。他在面对所有这些问题时，都是利用独

裁者的权力来完成。他功成身退后.荣耀加身，回到科林斯退

休。史家泰密乌斯对提莫立昂极为推崇，除了因为他确实解救

了当时急迫的局势，还因为自己的家族也可能附他而受益。波

里比阿则对泰密乌斯推崇提英立昂多所批评。这除了基于同行

相忌外，还基于西西里是小地为，无法与自己所描写的巨大主

题相比，所以不能苟同他对提莫立昂的溢美之词。

提莫立昂的安排在他返回科林斯后开始崩解，旋即被阿加

索克利斯( Agathocles) 的民粹主义及傍主政治所推翻。阿加索

克利斯①是位出身低微但具雄才大略的人物，他得到中下阶级

人民之助，推翻提莫立昂协助建立的元能寡头政权。他设法将

势力扩张到西西里西半部时，被迦太基所阻，最后决定直接带

兵攻打非洲，并得到来自北非昔兰尼的军事协助，给迦太基造

成极大的威胁。在经过一番波折后，他放弃军队，逃回叙拉亩。

在三0四年时，他仿效希腊化世界的"继承者"称王。希腊史

学家泰密乌斯的家庭，是他在叙拉古当政所造成之动乱的受害

者，最后被迫流亡雅典，因此泰密乌斯十分厌恶阿加l索克利斯，

在作品中大肆诋毁他。但是他入侵非洲及威胁迦太基，却得到

一些罗马将军的欣赏及效法。只是他的死亡又是叙拉古及西西

里动荡不安的开始。

这情形一直要等到希洛二世成为叙tiÏ.古国王(二七 0至二

① 他在三-四至_0四年以懵主身份在位，在三0四至二八九年则以同二E身

份在 f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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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五年在位) ，才告一段落。他与"战神之子"的冲突，让罗

马人介入西西里，进而引爆第一次布匿战争。但他立即与罗马

结盟，保障叙tSi古接下来将近五十年的和平繁荣。可是在他过

世以及儿子短暂的统治后.他的孙子希罗尼穆斯 (Hieronymus)

继位，在第二次布世战争期间改变政策，与迦太基结盟，结果

引来罗马人的攻击，最后叙拉古在二一二年沦陷，并遭到大规

模的劫掠。叙拉古后来成为罗马西西里行省的首府。

罗马共和简介

罗马建国是在七五三句.是当时城邦体制在整个地中海四

处发展的一个例子。罗慕胳斯( Romu山1u川1屿叫s) 在杀死自己亲弟之

后建立2罗;yl 马城 o 当时罗马是 群以打家劫舍为生的"罗汉脚

没有女人想与之为伍，所以他们设计去抢夺、强暴附近撒宾族

的妇女。在五0丸年开始的共和则是肇始于罗马贵族仕女禄克

里席雅( Lucrctia) 被最后一任伊达拉里亚国王的儿子强暴而引

发，结束"王政时期" (七五三至五0丸年)。有这样刹弟、强

暴"起源"的国家的确令人好奇。另外，开创罗马帝国的人是

奥古斯都 (Augustus) ，而在公元四七六年罗马最后一任皇帝叫

罗慕路斯·小奥吉斯都 (Romulus A ugustulus) ，结束罗马悠久

历史的人，恰好结合了两位最重要的罗马历史开创人物之名。

这不知是否巧合。

波里比阿的历史就罗马部分而言，所涵盖的时代是二六四

至一四六年，常被编年归为中期罗马共和(二六四至一三三

年)。之前是早期共和1 (1L 0 JL至二六四年) ，而之后是晚期共

和(一三三至一二七年)。当波里比阿开始他第一书的故事时

(二六四年) .罗马已经完成两项发展，使他能自信满满地跨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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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面对世界。这两件发展是透过所谓的阶层斗争( strug 

glc of orders) 所完成的内部政治整合，以及在对外扩张时，建

立意大利联盟 (confederacy of Italy) 的外部整合。前者让罗马

能产生高度的政治共识，有强大的政治领导，而这是波里比阿

在第六书何以会探讨罗马宪政之故;后者则是使得罗马及罗马

盟友携手进行一场对彼此有利及成功的扩张冒险。罗马在中期

共和之前的这些成功，完全是政治智慧累积的结果。波恩比阿

的《历史》时常影射这些罗马人的成就，但并没有系统性的陈

述。以下将先就此网点做些补充。

莹 罗马阶层斗争与内部政治整合

有关罗马共和早期的政治史集中在所谓的阶层( or巾，复

数 ordines) 斗争上。当罗马共和肇始之初，公民分为称为 patn

Clan 的出:家贵族以及 plebeian 的 般平民两个阶层。 patnCIan 的

世家贵族代表一个因出身而有权力去进行占卡吉凶、确知神意

的宗教行为(这称为 taking auspices) ，而因为他们有权进行占

卡古 IX]，这让他们能够占有"统帅权.. (imperium) 的职位。而

这有"统帅权"之执政官 (consuls) ，其权力由在执政官前导、

拿"法西斯"①的仪杖队(Iictors) 来象征其权力。这是一种社

会及法律的身份，而非经济阶级。执政官是世家贵族的囊中之

物，平民阶层则被排除在外。但在最初时， 11士家贵族似乎容许

少数平民家族加入，这可由罗马人树立在卫城神庙之前，所编

辑历年来执政官名字的"榜啦" (fasti) 得知，但不久之后则封

闭这渠道。

ω 这 fnl'óces 是由障棍E弄饿捆绑一起而成 章征执政官具有惩罚且处决之大

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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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四九四年，平民阶层的人要求进行社会及经济改革，包

括取消债务及因债务所造成的奴役，还有法律上的不公行为，

但这些要求没有得到回应，于是集体退出罗马到附近的甲奴库

伦 (Janiculum) 山丘，形成自己的"平民会议 "t ( concilium 

plebis)①选举保障自己权益的护民官( tribunes plebis) o@ 平民

会议可以通过"决议"，@但只对平民出身的公民有约束力，因

为它不是法律( Icx )。因为当时流行在地中海世界的以民兵为

主的步兵也已经在罗马发展一段时间，所以平民阶层的人力对

当时刚成形的罗马共和极为重要，因此世家贵族被迫让步。让

步内容我们并不清楚，但平民所形成的会议及逃出的护民官被

承认，虽然他们的功能仅局限在平民阶层而己。护民官有所谓

的"护民官权力" (trihunicia potestas) ，可以干预纷争( Înter 

eessio) ，保护平民免于世家贵族的欺凌，平民也宣誓维护护民

宫的人身神圣( sanclitas) 不被侵犯。在国家政务上，护民官有

否决权，但这经常运用在否决军事动员，迫使 Ilt家贵族的阶层

让步上。

类似的危机又发生在四五 至囚四九年，主题则是法律及

其明文化( codification) 。当时罗马遗使到希腊考察法律的发

展，在回国后克雷苏斯 (Appius Claudius Crassus) 领导一个十

人小组( Dccemviri) ，暂停正常体制，对法律进行编修，后来

发表‘|二木表法" (Twelve Tables) 0 类似立法行为在希腊则

① i喜仅由平 l~m成。所以不同于由全体公民所组成立各种"公民生鼠" (co 
milia) 。 公民会议"可以根据平1jf负担、部搭或居住区域来组成，各有其

权限。

面这常与军团里的 trÎuunÎ .'I rnilitum (可译为"甜长")相氓。
@ PlcbiscÎIUIIl，直数 plcbiscÎla 这单词充分反映出是 plcbcian 阶层所通过的决

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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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所谓"立法者" (nomothetes) 的责任，往往发生是在国家出

现危机时."立法者"被授权进行广泛、深刻的改革;立法行

为本身则是牢控这项资源的贵族对平民的让步。但在罗马，这

十人小组中的部分成员趁机揽权，不愿退让，最后被推翻。在

接 F来的数十年陆续发生创造可由平民阶Ji:参与的官职，虫11市

政官 (aediles) ，出现取消债务以及重新分自己土地的要求，而世

家贵族阶层愿意部分退让，平民阶层也愿意接受妥协。

另一个重要的阶段是三六七年。ω 因为阶层斗争所关系的

是权力，而言职，特别是执政官一职，是权力的具体化。在这

一点上，平民阶层获得让步:两位执政官至少必须有一位平民

出身。但)走世家贵族阶层则另外创造出一个专司法律事务的官

员职位叫"国rJ 执政" (praclor，亦享有"统帅权" ) ，同时开放

给两个阶层，来弥补他们所丧失的权力，因为贵族在竞争官职

上仍然占有优势。这种双方妥协让步、求取两边都能接受的中

间点，足到当时为止改革的特色。在三00年罗马通过"欧居

尔尼、lE斯法" (Ogulnian Law) ，将世家贵族阶层所垄断的占卡

吉凶、探询神意的特权完全废除，宗教团体的位置也完全开放

给平民。哩在二八七年时，罗马又再度发生平民集体离开罗马

的情形.最后由独裁官侯田希亚斯( Ho巾nsius) 通过称为侯旧

希亚斯法 (Lex H ortensia )的法律，规定由平民会议所通过的

决议对"所有"罗马公民皆具约束力;白另外平民对任何判决

都有上诉平民会议的权力，以防官员滥权。这→法律的出现时

① 这是Li(~inn - sexlian law ，见半维(~马史》式书 35 章，以旦被里比阿六

书 38 -42 章。

:;; 事维(~ i~史) 1- 书 6 且 91段。

@ N. Lewis & M. Rh创nhold \'01. 1 11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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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被认为象征阶层斗争的结束。

被波里比阿指责为群众煽动家、在特雷西米尼 (Trasimene)

湖败给汉尼拔的执政官弗拉米宁 (Gaiu$ .Flaminius) ，便曾在二

三0年代以护民百身份主持平民会议，通过法律，将阿尔卑

斯山这边的高卢( Cisapline Gaul) 的 些公地分配给没有土

地的公民;在二监纪所谓的格拉古兄弟( Graeeh i) 改革.所

利用的宪政武器便是护民官召开平民会议.通过对所有罗马人

都具约束力的法案，来对抗以元老院主导的政治集团，最后逐

渐衍生出所谓的"群众派" (Populare. s) 及"贵族派" ( O[让1-

mates. "最好的人.. )。这些是未来的发展.在通过侯田希亚斯

法时，这未来的发展是否在侯田希亚斯的心中.自然不得

而知。

所以阶层斗争主要环绕在对官职及其所代表之权力的争取，

特 JJIJ是具有"统帅权"的职务，因为担任这职务会让持有者成

为贵族，甚至致富，名留"榜单\名垂千亩。而整个家族最

先得到这官职的人会成为政治上的"新人" (novus homo) .使

整个家族名列贵族之中。随着扩张的区域越来越大，一些官职

的数量不断增加，但执政官在共和l时期l 始终保持两位。有些时

候，卸任官员会被元老院要求继续为国效力.而将其原来的

"统帅权"继续延民，这称为 prorogaho o 在波里比阿《历史》

旦时常会出现如 pm - consul 或 pro - praetor 的官衔，其意为

"行执政官"或"行刚执政"之统帅权的延任官员。

liiJ Iißl整个罗马早期共和l最重要力量的阶层斗争演化，其过

程大致平和.没有内战或流血，这让身陷晚期共和l惊涛骇浪政

争的西塞罗( Cicero) 十分羡慕，因为晚期共和便是以格拉古

兄弟的流Jfll丧命开始。但是更重要的是双方高度的妥协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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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意求取双方都能接受的变化，力求社会共识，平民阶层的人

虽然因此有机会分享权力，但世家贵族的阶层在这些让步过程

中，也吸收平民阶层中最具才干的人员进人，最后在三世纪初

逐渐浮现出"新贵族" ( nobiles )。所以在侯田希亚斯法通过

时，新的精英阶层也恰好形成。这些新旧贵族往往会建立联姻

或收养的社会关系，因此元老院是个"寡头"且相对封闭的机

构。但正是这新的领导阶层领导二六四年之后中期共和的海外

扩张。

这种寡头的情形可以由数字来证明。在三六七年到四六年

之间罗马有六百四十多位执政官，其中只有二十一次是由十一

位"新人"所担任。何以如此?或许与罗马的社会结构有关，

因为罗马上层与下层之间常以 种"保护主一随从"(patron -

client) 的社会关系所架构，而这关系定义上下彼此的权利义

务，例如在选举中随从要为其保护主出钱出力，在保护主婚嫁

中，贡献一部分嫁妆，保护主则必须照顾随从的利益，在困难

时提供协助。波里比阿与西庇阿·埃米里亚纳斯即是这样的关

系，虽然被里比阿是外国人。但是史家也提到其同时代之罗马

年轻人会争相向豪强贵族致意( salutatio) ，即是这种关系的表

达方式之-P 而这种关系可以继承，会被所谓的 rnos maIO 

rum②所强化，其深度可以由所留下的碑铭来证明。这种关系后

来甚至延伸至海外，所以那些到罗马元老院求悄的人(经常是

之前被其征服的) ，时常会先去拜会他们的保护主，争取他的

支持及保护。这种"保护主一随从"之间的社会关系时常使外

人不容易打进贵族团之中。

① 披里比阿三十一书 29 章。

I)() "大多数人的作法"成"祖宗成怯。



中立版译者导慎 /067

但正因为罗马实际统治的权力集中在这些数量极为有限的

贵族保护主手中，所以一般公民权虽然包括参政权.但其真正

效果其实有限，因此罗马人较愿施舍公民权给外人，因为公民

权的行使并不会那么直接影响政治权力分配。这与希腊城邦民

主政治的公民权可以进行决策，分享城邦里的所有资源相当不

同，所以希腊人十分吝于将自己的公民权扩大来与其他人分享。

对公民权的不同看法以及实际运作，部分解释了希腊城邦何以

一直维持小规模的社区形式，而罗马虽最初j为一城邦，但却发

展成近乎百万人的城市，并控制相当大的帝国。另外，罗马正

是凭借这样性质的公民权，得以建立以下要提的意大利联盟的

体制。

lilt 意大利联盟的建立与对外扩张

与罗马内部政治演化同时进行的是对意大利的扩张及巩固，

这是因为扩张需要以平民阶层为主之重装步兵的协助，而这为

平民阶层提供了向世家贵族阶层要求权力下放的机会。而在这

一阶层斗争过程中，双方愿意彼此协商出两边都可以接受的条

件，所以平民的权力逐渐扩大，终于有侠阳希亚斯法的通过，

使平民的决议可以等同法律，对所有罗马公民皆共约束力，但

世家贵族却也同时吸纳最杰出的平民到他们之中，形成所谓的

新贵族，领导罗马对外扩张。以下的扩张过程，其实一直与国

内政治的发展息息相关。

罗马位居拉丁姆( Latium) 平原一隅，与其他拉丁社区因

为同时受到北方艾适 (Aequi) 人及南方福斯基( V olsci )人入

侵所迫(约五00至四四 0 年) .所以双方缔盟抗敌。之后罗

马率领拉丁联盟往北方伊达拉里亚人的地区扩张时，与台伯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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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北的费伊( V eii )人进行一连串的战役.最后在三九六年攻

占费伊城，瓦解伊达拉里亚人的势力。但战后战利品分配不均

引起双方冲突，造成罗马与拉丁盟邦之间的不和，而就在三九

0年，高卢部落入侵，打败罗马人，占领除了卫城的整个罗马。

高卢人之所以突然人侵，让罗马及其盟友措手不及，是因为伊

达拉里亚人除了殖民罗马北方的伊特拉里亚 (Etruria) 地区，

也在波河平原殖民。伊达拉里亚人势力瓦解，意味着罗马北方

出现政治真空，所以高卢人长驱直入。最后罗马以付出赎金方

式送走高卢人。这次占领罗马对罗马人是 次极大的心理打击，

因为在公元四 0年哥特人人侵时，这件事仍然被很逼真地回

想到。但这次入侵可能迫使罗马在军事上作了重大的变革，决

定将目前为止以类似希腊童装方阵兵团的作战方式，转变为业Il

波里比阿在第六书所提及之较具弹性的编组以及近身交战的战

术，另外，与盟邦因为在对费伊胜利后，分配战利品所发生的

冲失也得到重视，所以后来"意大利联盟"的建立便特别着眼

于合作及分享。最后，罗马也第一次慎重地修筑"瑟比亚斯

墙" (5ervian W all) 来防卫罗马。每当高卢人进犯时，罗马便

进入"动乱" (Lulrnu ItuJII) 的紧急状态，全员备战;被里比阿

的历史作品中对高卢人着墨甚多，正是因为高卢人所带来的恐

惧是很真实的，而且是如此逼近罗马及意大利半岛。

罗马持续与不1hl顺服之拉丁人及伊达拉里亚人作战，直到

三三八年将其联军们败，并重新改变与他们的关系:罗马现在

与被其击败之城邦签订个别条约，规定双方权利义务。随后罗

马跨过亚平宁山脉，与强悍的萨莫奈何aminite) 人进行三次战

役。这是罗马统-意大利过程中最艰巨的战役。萨莫奈人是说

奥斯肯( Oscan) 语的意大利部落联盟，居住于哑平宁山中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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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主要以放牧为生，只有少数的城镇。但萨莫奈地区( Sam

nium) 人口相当稠密。他们山中设有许多山头据点，见证f他们

也常从事掠夺以及战争。罗马人与萨莫奈人进行过三次"萨莫

奈战争"。第 次(三四二至三四一年)是为争夺坎帕尼亚平

原的控制权，因为当时这地区的第一大城卡普亚( Capua) 无

法抵抗，向罗马求援。在经过几次胜利后，罗马控制了坎帕尼

亚地区。第二次战争(三二六至 ~-o 四年)则是罗马征服整个

意大利最关键性的一战.罗马在三二一年在一个叫考丁叉路

( Caud>ne Forks) 的山间窄道里，被萨莫奈人团回国困.罗马人

弃械投降，从敌人以枪矛架起的"牛辄"下低头走过.以示屈

服。但罗马人之后持续采取攻势，不断地消耗萨莫奈人的战力，

迫使他们屈服。第二次(二九八至二丸0年)则是萨莫奈入联

合伊达拉里亚人、高卢人、翁布里亚( Umbria) 人等联合与罗

马作战。但罗马在二九五年山提农( Sentinum) 以及二丸三年

在阿按隆尼亚( Aquilonia) 的胜利，终于让萨莫奈人及其他意

大利民族俯首称旺。尽管如此，萨莫奈人仍是不屈不挠，在九

一至八八年的意大利"同盟战争" (Social IV ar )中.扮演主导

角色，仍是一样强悍，也是罗马独裁官苏拉 (5ull.) 秋后算帐

的最主要对象。

击败萨莫奈人后，罗马人的势力进入意大利南方，与当地

居领导地位的希胁城邦他林敦( Tarentum) 发生冲突。他林敦

在二八一年要求伊庇鲁斯国王皮洛士援助;接下来两年皮洛士

率领{ 支两万五千名以马其顿装配及战术训练的重装方阵兵团

士兵以及二十头战象，与罗马人交战两次，皆得胜利，但自己

也损失惨重，后来这惨胜被称为"皮洛士式的胜利" (Pynl1147 

Vict。可)。所有这些胜利对皮洛士而言都是徒劳无功的，因为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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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率领的军队无法面对源源不绝的罗马军罚，而他的个性就像

"攻械者"德米特里-样，需要不断地冒险。所以当意大利战

事没有进展时，罗马不愿谈判，恰巧西西里邀请他去对抗迦太

基，他欣然接受，但除了自封为西西里王之外，亦徒劳无功。

所以再返回意大利与罗马人交战;在贝尼温敦( ßeneventum) 

打平后(二七五年) ，回到希腊继续冒险，直到他闹剧般地在

阿哥斯结束生命(二七二年)。罗马人与皮洛士的交战，是罗

马军团以波里比阿所描绘的战术编组及装配和当时希腊化世界

最杰出将军所率领的马其顿军装方阵兵团，直接对阵。虽然罗

马并未战胜，但这可能是因为罗马完全依照最有利于希腊方阵

兵团的方式来应战。

元老院在这一连串的扩张中扮演领导的角色，所以它的威

望大为提升，逐渐由原来的咨议机构转变为最具主导性的政治

体制。因为罗马经常发生的战争使得国家必须特别器重有经验

的将~ßi， 而这只有在元老院方能觅得，而若有院外人士表现杰

出，亦会被提拔进人院内。当皮洛τ1:派遣特使到罗马谈判议和，

将使的印象是元老院成员优秀杰出，每位都堪为国玉。另外，

这群元老贵族必须以战争来争取荣誉，所以会积极寻求战争的

机会，而这些战争也是"新贵族"崛起的背景之一。从这里我

们似乎可以见到这样的事实 罗马内部政治整合的成功与对外

扩张的顺利，似乎携手并进，相互加强，内部共识的建立是扩

张的基础，而扩张成功促使新共识必须建立，处于领导地位的

贵族及提供作战兵力的平民之间的沟通及谈判具有耐心及愿意

妥协.之后产生的新共识又成为新扩张的基础。

但更重要的是这种整合不仅发生在罗马城邦内，也发生在

罗马及盟邦之间。这便是所谓的"意大利联盟"的形成。当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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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人并未使用"意大利联盟"来指称某种制度;这名词是方

便用来论述罗马人如何组织他们的盟友成为 个相当合理及具

有实用功能的系统噜让他们与罗马合作，进行扩张.而且可以

动员前所未见的人力及物力资源，而且罗马与盟友在扩张中经

历共同的历史经验，将意大利各民族融合凝聚在一起。

首先，罗马定义公民权为一束政治及法律的权力，所以拥

有公民权并非由于出身血统(如希腊大部分城邦) ，也非文化

因素而来。罗马人所关注的是将人类历史七最宝贵的资源

人.引进到罗马政体之内，因为他们需要军事武力来扩张。这

与希腊对公民权相当限缩、不愿与他人分享的观念 -1 分不同，

这使得希腊城邦永远都是小组社区，而且往往越来越小。①

在二六四年时，罗马大约控制意大利半岛百分之六十五的

土地。所有这些与罗马结盟或因战败而臣 JJOC于罗马的人民，会

因为历史因素而分为四个类别。

( 1 )没有参政权的公民 (civitas sine sufflτagio) 。这是"潜

在"公民权。这些人通常被并入罗马政体中，享有罗马法律的

保护，但因为居住在偏远之处(如坎帕尼亚) ，无法实践他们

的参政权。

(2) 拉丁权( ius Latini) 人民。这是拉丁人社区以及拉丁

人所形成殖民地的居民，他们享有部分公民的地位，但只要他

们满足条约所规定的军事义务，可以在移居罗马时，享受完整

的公民权。这些社区或殖民地都必须与罗马各自签约，但它们

之间则不可以。

① 马其顿菲利普五 111. 丁解这种观点，所以在他二--tiÆ二一百年写信给包萨

刺的官且时提且 F 马人在这点的开监所能带来的好扯。#考 M. Austin 
no.7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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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罗马人为在拉丁殖民地之下设置一个叫"城镇"

(minueipiurn )的等级，其权利义务不甚清楚，但其社区之领导

人物常被赐予罗马公民权，方便罗马吸纳这些地方精英。

(4) 条约同盟( 50C川，包括意大利及希腊民族的不同社

区、部落或城邦。他们依据与罗马签订的个别条约来规定权利

及义务，特别是对罗马提供军事服务，但仍可保有自己的法律

及体制。

这些等级的人民都有提供罗马军事服役的义务。罗马将这

些缔盟及臣属的人民归类分等，让罗马可以分而治之。与罗马

关系越密切的，享有越多的权力，反之则不然。在这样的架构

下.罗马人可以依据表现来升降他们的地位，重新定义他们与

罗马的关系以及权利义务内容。这使得所有意大利人民都仰望

罗马，追求他们自己的福祉，而这进-步使得罗马对外扩张的

事业成为意大利联盟的共同事业，因为罗马成功扩张所获得的

利益将由罗马及盟邦所共享。这些盟邦为罗马提供至少一半甚

55三分之二的战力，所以能够承受汉尼拔战争所带来的毁灭及

耗损。二一八至二一六年的特雷比亚 (Trebbia) 、特雷西米尼

湖 (Trasimcne) 以及坎奈 (Callllae) 三场战役，任何-场战役

的损失都足让希腊化王国立即停止运作，元气大伤，但罗马却

越挫越勇，兵源也仍源源4、绝。所以意大利联盟是罗吗与其盟

友之间通过-种臣服 联盟一参与的过程，之后一起携手进行

权益及风险分担的战争冒险创业行为，这个联盟以共同利益将

罗马及其曾击败的盟友结合-起。另外，这些加入意大利联盟

的城邦或社区.在政治上往往会像罗马由兀老院来领导一样，

是由当地少数精英阶级来领导，甚至复制罗马的政治结构，它

们认同罗马，而罗马保障它们的利益，这点也使罗马与盟邦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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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戚与共。

罗马这种将其目服社区列入伙伴关系.与希腊世界一旦战

胜，常将战败国男人全部处死，小孩妇女贩卖为奴，大不相同。

罗马固然是意大利联盟扩张时最大的获益者.而盟邦以其贡献

兵力而成为"小股东"，分享较小的利润。但罗马更多的成功，

意昧着有更多盟邦的jJn人.这就像滚雪球一样，动能越来越大，

甚至发展到意大利之外，仍然继续运作。之前所提及之帕加马

王国及罗德岛分割战败之叙利亚王国的小亚细亚领土， &11 为一

例。⑦这种以罗马为首的意大利联盟与现在现代上市公司不同

之处，主要在于它是专门从事政治军事征服，以获取利润的事

业。而这样共同奋斗的历史经验，更将罗马与盟邦更紧密结合

在 起。所以即使罗马在二一八至二一六年连续战败，盟友大

多仍然忠诚，不被汉尼拔离间;但刚征服的高卢部藩及南部希

腊人.则尚未被整合成功，所以容易脱离.屡屡叛变。罗马政

治的成功固然使它获得军事的成功，但在进行这些活动时的共

同绞验，也在塑造新的罗马历史。

所以这一系统提供给罗马足够的人力及物力资源去进行海

外征服，而且经常不只另启一个战线，并且可以连年征战，例

如第二次布匿战争(二一八至二0二年)与第一次马其顿战争

(二一五至二0五年)同时发生，然后接着又发生第二次马其

顿战争(二00至一丸七年)。罗马盟邦也将罗马的战争视为

自己的战争。而这种关系只有在罗马要求盟邦贡献越来越多.

但罗马却越来越垄断所有的利益时，才逐渐崩溃。发生在丸。

① 但反例则是伊托利亚联珉，它垂加第一和第二EK I 』 11;顿战争，自认贡献甚

iI'却没分配到所耍的战和l 品，愤愤不平 所山引进查是直三世进入非，

腊，转而时付!l>'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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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前后的意大利"同盟战争"即是这样的结果。另外，迦太基

能够与罗马进行三次大战，自j两次都为期甚久，或许证明迦太

基的海上帝国所能创造的财富以及政治统治也名不虚传。相反

地，马其顿王国与叙利亚王国，一战 RP败，投降议和，也显示

出其政治整合及组织动员能力的不足。

会 申期罗马共和的"帝国主义"

罗马虽然是个善于政治组织以及讨伐征战的民族，但并不

是很会反省自己对别人做了何事以及别人如何感受。这一连串

的征战以及胜利对他们而言，仿佛是自然界的秩序:神明的力

盘以及他们的虔诚( pietas) 保证他们的成功，而成功又证明眷

顾罗马的神意。在这时期虽然他们扩张征服的对象包括商卢人，

但其他的常都是在文明上更为先进的民族，所以类似公元十丸

世纪"白种人负担"的"使命感"，大概还不存在。但对罗马

人而言，征服高卢人仍是为自保、掠夺以及致富，因为高卢人

近在咫尺。但整体而言，我们可以问一下:波里比阿所描绘之

中期罗马共和的扩张(特别是针对希腊化世界)是否为帝国主

义的行为?

公元十九世纪德国罗马史学家蒙森 (Theodorc M ommsen ) 

提出"防御性之帝国主义" (defensive imperial>sm) ，认为罗马

的扩张行为其实是一连串的预先防范的自保行为，而这是源自

于三八六年高卢占领罗马以及后来 ìJl尼拨蹂躏意大利。这听起

来像是在为某些行为找借口辩护，就像他为当代殖民主义者所

做的说辞之一。至于罗马人会派遣叫 fetinlcs (单数 fetial) 的祭

司到边界去，以规定格式宣告罗马的冤屈及补偿，然后在未得

到适当回应时.会将一支矛丢掷到敌人ml!域，诸神明见证的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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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为自己的战争行为争取神意的词可。①这绝不能解释说罗

马的行径不是帝国主义般的:反而是将神明找来背书。

格吕恩 (Erich S. Gruen) 从法理及军事占领来讨论"帝国

主义"。他认为即使在二世纪第三次马其顿战争结束后，罗马

也都还称不上"帝国主义\而后来马其顿设省，是不得不为。

在光谱的另一端则是哈吕斯( W. V. I-!arris) :他基本上是根据

古典史家，如修昔底德，认为如雅典这样的帝国主义国家，永

远不满意现状，总要求更多的现象，在希腊文叫 pleonaxia。罗

马就他而言，其扩张就是 pleonaxia 使然，而这是因为罗马社会

原本就是极为好战.精英阶级之中的激烈竞争是以战功来衡量

成就。奥古斯都在他的《神圣奥，!ï JiIi都的司功伟绩} (Re., Ges 

lac Di1Ji A昭115 ti ) 提及罗马两面之神耳1I奴斯(Janu5 )神府在罗

马战争期间会打开庙门，关门则代表罗马世界普世太平，而耶

奴斯神庙在罗马历史中第二次关门是在他任内。换言之，罗马

的整个历史终究是不断地战争，和平反而是异常。另外，之前

已经提及之‘意大利联盟"本质 t就是以战争来获利的军事动

员机制，而罗马 11 "超级大股东"所形成的"企业"，必须以

战争及胜利来证明自己的领导地位。很多人甚至怀疑-罗马的

扩张行为在古代世界恐怕不是单独现象或是异数;其不同之处

或许在它是如此迅速、如此有效、如此大规模以及如此成功。

{且讨论这样的问题在其盲点:执行帝国主义行为的人不太

常承认自己如此，而这又常涉及如何定义"帝国主义"这名

词。格吕恩及哈吕斯的不同见解，部分正是根源于此。但就那

些非罗马的国家，无论是曾经被其击败者(叙利亚王国)或是

① 咕和l 卡纳革斯的赋奥尼嚣(I)ÎonysÎUl; <)f Halicamn~~II;;) (罗马古文物}二书

72 最.李维{罗马史}一书 32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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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盟邦(帕加马王国) ，或是没有太直接关系者(如比提尼亚

王国) ，它们又如何看待罗马?因为没有"受害者"，又何来

"帝国主义"?他们的资料都是集中在一六0及一五0年代，所

以态势应该相对明显。罗马即使在那时候实质占有的地方仍多

局限在意大利波河平原、西西盟及撤丁，所以军事占领不一定

是罗马成为"帝国主义"的要件。这些资料有两则是出自波里

比阿，①但不在译文之中，另一则是碑铭。@

如果我们有更多更早的资料，或许对所谓罗马"帝国主

义"发展的过程便会理解更多。但我们其实已经可以从罗马如

何仲裁亚该亚联邦与并入联邦后之斯巴达的冲突，还有菲利普

五世在色雷斯扩充时，@屡屡遭受投诉，屡屡仲裁失利中，感

受希腊人(元论是盟友或战败者)对罗马的行为敢怒不敢言。

但以下三份年代稍晚的资料应该更清楚地透露出希腊人对罗马

帝国主义的看法，特别是这三份资料都在被里比阿第三书四章

中被提及，他想把原来《历史》从二二0到一六七年的范在|延

伸到一四六年，而 六七至 四六年对波里比阿而言的意义是:

"因此本书之最后成就将会是去确认每个民族在被征服，进入

罗马统治之下，直到之后所发生之普遍动乱及剧变那段时间，

他们的处境究竟如何。"波里比阿所谓的统治在法理上并未发

生，因为这些国家仍有自己的君王及军队，但这三份资料所透

露出的处境，则似乎有雷同之处。以下讨论顺序是依这三份资

料的年代先后。

安条克四世发动第六次叙利亚战争(一七0至一六八年)

① 有关叙利亚王同为二十九书 27 章，有关比提尼亚王因为三十书 18 章。

<ID OGIS 315 VI ( = M. Austill no. 244) 

@ 一丸大年和l约井禾禁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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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在之前论及。这战争的发生时间恰好与第三次马其顿战争

(一七-至一六八年)部分重叠，而罗马在一六八年由宝路斯

(Lucius Aemijius Paullus. 工二八至一六0年)接任统帅前.战

事十分不顺.所以当安条克囚世攻到埃及边防耍地培留西温

( Pe怡ele阳u川JSlum

舅的身份接管埃及时，恰好传来马其顿战败，罗马特使莱纳斯

( Gaius Popilius Laenas) 等人己到达培国西温的消息。安条克四

1世年轻时曾经在罗马当人质，与莱纳斯是旧识，在见到时趋前

致意.但莱纳斯没有回应，只交给他一份元老院命令的蜡版，

要他先读完再说。国王读完，回答说他必须询问他的国政顾问

有关这些新的发展。莱纳斯并没说话，而是以一根葡萄藤茧的

枝干在国王周围画一个圈子。接着波里比阿又说·

(某纳斯)告诉他在踏出这圈于之前要先回应这个信

息。国王对这样的傲慢深感震惊，但在迟疑些许时间后，

说他愿意做任何元老院要求他做的。在那时候莱纳斯及其

同事才和他扳手，并且有礼地欢迎他0 元老院命令他立即

结束与托勒密的战争。所以在指定的数日之内，安条克将

军队撤回叙利亚，对所发生之事大为 J且在，但却必须向现

况低头。莱纳斯及其同僚在亚历山大进行调解，敦促国王

们要保持和谐。①以这种方式罗马人在埃及濒临毁灭之际，

拯救了托勒密王国。

接下来波里比阿引进命运女神来说这时间的巧合，因为这

是史家常提及的议题，所以在此顺便引用:

① 指托勒密六世且托勒密八世之间的冲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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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运如此安排有关佩中修斯及马其顿人的事情，所以

在亚历山大及整个埃及被逼迫到绝境时，因为佩尔修斯的

命运先被决定这事实而得到解救。假如这没发生或是尚未

确定，我不相信安条克必然会遵守这样的禁令。

这些文字十分出名，他显示出罗马仅凭三位特使，便可以

外交方式来执行元老院的意志，不费一兵一卒，不仅逼迫叙利

亚国王撤军，而且也可以调解托勒密兄弟的争执。虽然史家也

怀疑若非时间巧合，安条克恐怕不会撤军，但这不是很有说服

力的假设。之后安条克四世或许为了在国人或邻国面前扳回一

城，恢复颜面.所以在一六六年于首都安提阿近郊达福奈

(Daphnc) 举行盛大阅兵游行，展示国力，①但立即引来罗马元

老院派委员会的调查，最后虽然无事，徊罗马在犹太人叛变时

却给予外交上的支持，刻意削弱叙利亚王国。之后德米特里欲

返回叙利亚接任王位，元老院不愿ìJ:成年、充满活力的德米特

里回国，宁可见到叙利亚由幼主当政，让国务陷入混乱，最后

德米特里只好被迫逃离罗马返国。

第二份资料则是在第三次马其顿战争结束后一年。小亚细

亚西北的比提尼亚国王普鲁席亚斯二世 (Prusias IT) ，虽然是佩

尔修斯的妹婿，但在战争期间骑晴等待战事结果。但是从罗德

岛被如何对待的经验，可显示出罗马已经将任何不积极表态以

及全力贡献的国家视为不忠及敌对，所以普鲁席亚斯不得不亲

自前往元老院致意。波里比阿如此形容他在罗马的行为.

大约在相同的时间，因王普鲁席亚斯到达罗马向元老

① 世里比阿三十书 25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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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及将军们恭贺他们的胜利。他的行为完全不配他国王的

身份地位，如我们可从以下之事来判断。首先当罗马使者

来吁，他将自己剃头来迎接他们，戴上白色瓜皮帽，穿上

罗马公民服( toga )以及鞋子，简言之，就是将自己装扮

成最近刚获公民权的解放奴隶(罗马的词语叫 liberti) 。在

欢迎使者时，他高声宣布说 "我是你们的解放奴隶，我

要做任何事来讨好你们，要模仿你们的习俗。"实在难以

找到比这史没尊严的说话方式。①当在进入拜见元老院的

场合时，他停在面向会场的门槛，垂下双手，对地板及就

坐的元老致敬，说出，"万岁?我的救主神明， .，几乎无法

能够有更没志气以及史像女人的薄弱以及卑屈。他在会见

时与元老所说的话在语调上也相似，所以转过甚是不妥当。

在以一种完全令人都视的方式行为后，他正因为那种理由

而得到同情的回立。

这是一个极为夸张的例子，或许跟当事人的人格特质有关，

但是那种恐惧，以及不惜卑躬屈膝，以求保全 切，令人印象

深刻。

对极为讲求体面，而自也曾在第三次马其顿战争中出兵协

助的帕加马王国，些许的独立政策，即使是有限的规模以及在

自己后院发生，都还必须考量到罗马的因素。接下来这资料是

封私人书信.内容显然不宜公开，不像其他还是会预设公共观

众的希腊化时代的一般私人书倍。它大约订年在→五六年， ZJ)~ 

~p [íiiJ塔罗斯=ttt在位初年。这是，~自加马国王与佩西奴斯( Pessi-

① i草里i庄里比阿的皿立有缺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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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5)①"神殿国" (Iemple 51.le) 祭司阿提斯( Alli5) 的来往书

信嘈讨论要如何一起遏止经过百年还在肆虐、几乎是所有人公

敌的加拉太人。帕加马国王首先向阿提斯致意，并且说明他之

前与大臣在另外一地所得到的结论。回国后他再将此事交付议

论，结果大臣及顾问皆同意之前的决议，唯有一个叫克罗鲁斯

( Chlorus) 的人独排众议，坚持要先征询罗马人。当时没有什

么人附议，但是当一再琢磨时，他们越来越觉得这才是正确的

做法。国王的逻辑是·

假如成功，结果必然是嫉妒、不悦及怀有敌意的怀疑，

正如他们(指罗马人)之前对我凡长所表现的。

这里所提及的是因为欧迈尼斯二世在第三次马其顿战争没

有表现出彻底的积极.所以当加拉太人在 六八年对帕如l马王

国发动攻击后，罗马在次年开始间接鼓励加拉太人继续作乱，

即使欧迈尼斯打败他们.罗马人还是在一六六年给予这群行径

如盗匪或恐怖分子的人自主的地位c 阿j菩罗斯继续说·

但假如我们失败，那 J主定毁灭。因为他们必然不会动

一根指头协助，而是满意地旁观，因为我们进行如此大的

计划时，却没征询过他们。但假如我们适逢任何挫折(但

愿老天不让它发生) ，我们会因为得到他们的应允之后才

行动，而得到协助，而且也可以在神明善意的庇佑下，进

行反击。我因此决定要在每个场合都派遣特使持续地去报

告不确定的案于，而我们自己妥做谨慎的准备，以备需要

① 此处菇，)、E细亚最重要的大地主母届比力( Cybclc) 祭祀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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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时，能够自保。

从一九六年福拉明尼纳斯在科林斯地峡运动会宣布希腊自

由解放，以及在一九四年他在与希腊人讨论从希腊榈锁撤军时，

罗马驻军在众目睽睽之下从科林斯卫城，行军返回意大利，那

是段希腊人及罗马人的"蜜月期"。但三四十年后，则令人觉

得沧海桑田。在上述这些地方都没有罗马驻军. 1!l.现在罗马仅

凭特使或命令或只是当事人臆测罗马可能会如何反应，罗马意

志便被遵守，另一方雨，罗马人甚至会做出一些刘当地人不利

的决应，只是为了显示自己的威权.所以当罗马宣布提洛岛为

自由港，罗德岛贸易立即一落千丈，无法再维持海军。所以要

评论中期罗马共和l的扩张是否为帝国主义.或许从这些接收端

来看，可能比较具体.因为帝国主义加害者总必须要有受害人 1

肆 中期罗马共和的重要人物

研究罗马史有许多方法，其中之 是阅读相关人物的传记，

以他们的生平反事功为根据来了解相关的时代。波里比阿的历

史也充满传奇性的人物，也对其中一些人物有所着墨，但都只

是与其历史叙述相关时的事迹及作为，而无法窥得全貌，甚至

有些时候会流于碎裂。以下仅以数位在中期罗马共和中最杰出、

最值得一提的人物，给予简略的传记，使读者在进入波里比阿

《历史》时.有个方便的引导.可以将波旦比阿所提到的部分

给予适当定位。以下人物，系依据时间发展的顺序来讨论。

一雷古鲁斯 (Marcus Atilius Regulus) (三 0七至约

二五四年)

他在二六七年第一次担任执政宫时，攻占意大利前往希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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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重要港口布伦迪希温(日rundisium) 。在第二次担任时，他领

军进攻迦太基。他首先在西西里南岸埃克诺穆斯( Ecnomus) 

海师赢得海战，然后登陆非洲，占领突尼斯 (Tunis) 。当时迦

太基愿意求和，但是雷古鲁斯的条件严苛，元异于要迦太基无

条件向罗马投降.所以被拒。但是次年自己反被打败并被俘虏。

迦太基人释放他回罗马协商，但他在元老院之前坚决反对和l谈，

自愿回到迦太基，之后受酷刑而死。

二 汉尼拔( Hannibal Barca) (约二四六至一八三年)

汉尼拔·巴卡出身于迦太基武将世家，并在jL岁时与其父

哈密尔卡·巴卡( Hamilcar Barca) 这位第一次布匿战争的英

雄，一起前往西班牙征战。在二三二年时，姊夫哈斯德鲁巴过

世，他在迦太基得到西班牙军队的拥戴，接任统帅一权，时年

二十五。他继续讨伐西班牙部落，但也透过外交(如婚娶囚班

牙女子为妥)来巩固对西班牙的控制。他在二一丸年时围攻罗

马盟邦萨贡托 (Saguntum) ，八个月之后攻下;这是促成第二次

布匿战争(或称"汉尼拔战争.. )爆发的近因。罗马人原先决

定要决战境外，所以指派二一八年的两位执政官分别前往回西

里(然后再前进非洲)及西班牙，但汉尼拔Ò)"采取相同战略，

但行动更迅速，让罗马人措手不及。他在冬天横越阿尔卑斯山，

到达北意大利。他的战略或许是希望离间罗马盟友，在战场上

打败罗马，强迫求和，谈判条件;实质占领或许未曾在他的计

划之内。

但在二一八至二一六年的提契诺 ìoJ (Ti(;inus) 、特雷比亚

( Trebbia) 、特富西米尼湖 (Trasimene) 以及坎奈 (Cannae) 四

场战役的胜利，都还是无法逼迫罗马人坐上谈判桌。这其实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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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了当初J皮洛士在意大利两次击败罗马之后，要求谈判的行为，

但ill:罗马拒绝，因为罗马人不会和敌人在意大利境内议和。汉

尼拔虽然成功离问许多高卢人和南部希腊城邦(如他林敦)及

坎帕尼亚A平原的一些城邦(如卡普亚) ，但也造成额外负担，

必须分派原来有限的兵力去协助驻军，但更重要的是罗马的意

大利联盟十分牢固。因为第一次布匿战争后，迦太基不敢再挑

战罗马海军，所以汉尼拔只能利用自己以及在意大利所争取来

的有限人力及物力资源，继续奋斗。他在战略上，力求决战.

却遇见"延迟者"费边以坚壁清野的焦土 (scorched earlh) 政

策来回应，以罗马源源不绝的兵力及物力来耗损汉尼拔有限的

战力;费边认为除非有绝对把握，否则不大规模交战，并以小规

模接战来训练士兵。经过十余年，汉尼拔逐渐被圈!到在南意大利

布鲁提恩(I3ruuium) 地区一角，难有作为。但是他以领袖魅力、

战略智慧以及身先士卒，将一支来自多种民族的佣兵给结合起

来，未曾遭逢兵变，难能可贵。

他在二0三年因为国内危机，被迫返国，面对战术上与他一

样优秀的 ι非洲征服者"四庇阿，结果因为自己一向最倚赖的努

米底亚 (N川凶a) 骑兵被削弱 大部分在马西尼tJ.' (Masinis 

sa) 的带领下，转投罗马一←最后汉尼拔在查马( Zama) 战役失

败;西庇阿提出极为宽容的条件，所以他极力推荐迦太基元老院

接受。之后他致力于改革政府，在一九六年虽然被选为迦太基

的执政官( suffete) ，但巳 1"武将家族出身的汉尼拔始终与传统

迦太基贵族不和1 ，最后被迫流亡到叙利亚王国，成为安条克三

世的座上宾，他的出现引起罗马人的紧张。一九0年叙利亚王

国在麦格尼西亚战败后.他又被迫流亡，结果逃到比提尼亚玉

国，但元法逃避罗马人所派出之专员福拉明尼纳斯的追缉，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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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在一八三年服毒自杀。

三弗拉米宁( Gaius Flaminius) (?l1:于二-七年)

他是位罗马政治上的"新人"，是他家族第→位担任有

"统帅权"官职的人。他在担任护民官时，是位知名的改革者，

算是格拉古兄弟改革的前驱.在二三二年时，他以护民官在平

民会议中通过立法，将国家"公地" (ager publicus)①分给穷

人。在二二三年，他违反元老院指示，向英苏布里 (Insubres)

人作战胜利，并赢得胜利大游行( lriumph) 。在二二0年他以

监察官身份，修筑道路 (Via Flaminia) 以及罗马城内的赛马场

(CÏrcus Flaminius) 。他被波里比阿形容成一位好大喜功的群众

煽动家( demagogue) , "让人民开始堕落"，并且因此导致二一

七年特雷西米尼湖战役的失败，他死于该战役中。这反映出的

是波里比阿在意识形态上的偏好，因为没有证据证明他所提及

事件之间的逻辑关系。

四 "延迟者"费边( Quintus Fabius Maximus Verru

cosus , Cunctator) (约二八0至二0三年)

他在二三三年第-次担任执政官，战胜利古里亚人( Ligu 

n盯叫，后来陆续在二二八年、二一五年、二一四年以及二0丸

年担任执政宵，并且是二二一年及二一七年的独裁宵。他是第

二次布匿战争中罗马最主要的战略家。在二一七年罗马败于特

霄西米尼湖后，他第二次担任独裁官，出面克服危机，决定不

与汉尼拔正丽交锋，改采坚壁清野的焦土政策，以罗马庞大人

① 在此娃指叫阿尔卑斯山这边的高卢"的公地 (Ager GaIlicus)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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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及物力资源来耗损汉尼拔在意大利有限的部队。但因为这意

味着任由汉尼拔蹂躏罗马及盟邦领土，所以极不受欢迎.所以

人民为他取了"延迟者" ( "Cωun阳ctat阳o旧)1'

号，原来因脸上有统他已得到别号 Verrucosus 0 在他卸任独裁官

后，二一六年的罗马元老院改变策略，以加倍军力的八个军团

及相同数量盟军在坎奈与汉尼拔决战，结果又是大败。这是罗

马将近一千多年历史中最严重的战败。所以费边的消耗战略又

再度被罗马采用十余年。但是当"非洲征服者"西庇阿在西班

牙击败迦太基，二0五年决定迸攻非洲时，费边极力反对，但

是不果;他逐渐因为"非洲征服者"西j庇阿的胜利而在政治上

被边缘化。他的姓氏"费边，. (Fahius) ，被用于英国的"费边

学材，. (Fahian Society) ，意为社会改革必须"谨慎、渐进

五马谢勒斯 (Marcus Claudius Marcellus) (二七一

至二0八年)

他是第二次布匿战争中主要的罗马将领之一。在参加第一

次布匿战争后，他于二二二'ft坦任执政官.打败英苏布里人，

赢得单打独斗，杀死敌军指挥官的最高荣誉 (spolia opima) 以

及胜利大游行。在第二次布匿战争时，他最先在意大利服役

(二一六至二一四) ，后来转进到西西里(二一四至二一一) , 

攻占阿基米得( Arehimedes) 协助防御的叙拉古，运|到许多艺

术品作为战利品 开始罗马人掠夺文物的传统。然后他又回到

意大利(二-0至二 0八年)服役。他与"延迟者·费边齐

名，被称为"罗马之刀

在维努西亚 (Ven川1U S旧l陆a) 附近被袭丧命'成为波里比阿认为将军

有更大职责，不应随意浪费性命的反面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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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非洲征服者"西庇阿 (Publius Cornelius Scipio 

Africanus) (二三六至一八三年)

他是第二次布匠战争爆发那年(二一八年)同名执政官西

庇阿 (Publius Cornelius Seipio) 的儿子。他是罗马最杰出的将

军，堪与亚历山大相比。他在提契诺河战役(二一八年)中解

救自己的父亲，也在坎奈战役(二一六年)中，重组败逃的罗

马士兵。在二一一年他在西班牙远征的父亲及伯父，被汉尼拔

之弟哈斯德鲁巳各个击破，双双阵亡，所以他在二一 0年时，

虽然资历不足，年纪甚轻(工 -1 在岁) .但却因为自愿远征以

及其父、伯在西班牙的经营，被元老院赋予"行执政官之统帅

权" (pronconsular imperium) ，史无前例。他前往西班牙继续其

父亲的任务，首先他在西班牙攻占新迦太基城 (New Carlhage. 

二o JL); 接着他在倍库拉 (ßaccula) 打败哈斯德鲁巴(二0八

年) .但却使他流窜到高卢，去招募士兵，前往意大利，增援汉

尼拔。他在二 0六年以外交及武力平定西班牙，结束那边的

战事。

在二O五年他又破格获选为执政官，计划攻打迦太基，尽管

汉尼拔仍然在意大利流窜，而罗马主导战略的"延迟者"费边也

极力反对。但西庇阿赢得辩论，在西西里训练军队，在二 0 四年

横渡非洲。他在非洲的成功，迫使迦太基在二0三年召回汉尼

拔。在二0二年他在查马打败汉尼拔，结束第二次布匿战争。他

因为战功，所以有"非洲征服者"的别号。因庇阿在一九丸年担

任监察官，在一九四年再度担任执政官，反对福拉明尼纳斯从希

腊撤军。在一丸0年，他陪同其弟前往业洲，攻打叙利亚国王安

条克二世，但因为牛病，没有亲自在麦格尼西亚领军指挥。

他是位才气洋溢的人物，在许多事情皆有规范及前例的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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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政体中，常有"破格"情形发生，引起传统心态较强烈之罗

马人的疑心，所以老加图 (Cato ,hc Elder) 便曾以帐目不清质

疑他弟弟。他挺身辩护，当场撕毁帐簿，认为一位替国家击败

安条克三世这极大威胁、为国家带回无比财富的人(阿帕米亚

条约的赔款是第二次马其顿战争的十五倍，共计一万五千泰伦

的银钱) ，无需拘泥小节，无需对这些指控做出回应，然后立

即离开去进行祭祀，很多人也跟着离开，结果起诉不了了之。

他虽然反对从希腊撤军，但在文化上是著名的亲希腊者;他的

女儿考奈莉雅( Cornelia) 便主持 个欢迎希腊文化的沙龙。晚

年逐渐淡出政治，退休到罗马外，于一八三年过世。

七福拉明尼纳斯( Titus Quinctius Flamininus) (约

二二八至一七四年)

他是罗马征服希腊东方的开创人物。他在一九八年破格获

选执政官，年仅三十，受命到希腊进行第二次马其顿战争;在

一九七年于"狗头山" (Cynosccpl叫ae) 击败菲利普五世，并庆

祝胜利大游行。在胜利后，他主导接下来的议和，并在一九六年

于科林斯地峡运动会 (Is'hmian Games) 时，宣布希腊自由独立，

也说服罗马元老院从"希腊的糊锁"撤军，赢得希腊人热烈的正

面回应。罗马之所以给予菲利普相对宽容的和约.并讨好希腊

人，除了祸拉明尼纳斯本身一向对希腊较为亲善，更因为叙利亚

国王安条克三世已经将势力延伸到小亚细亚.甚至跨海到欧洲.

因此罗马必须争取希腊人及马其顿人的支持，以备即将发生的冲

突。一九四年他正式从"希腊的咖锁"撤军，反驳伊托里亚联邦

认为罗马之干预希腊.不过是让希腊从马其顿的主人换成罗马的

主人，虽然这在后来确是实惰，但当时的氛围是相当肯定罗马的



088 I 罗马帝国的崛起

作为。在一九五至一九二年他强迫斯巴达的纳比斯放弃阿哥斯，

同时强化亚该亚联邦。当安条克三1世接受伊托里亚联邦之邀人侵

希腊.罗马元老院派他去巩固希腊人对罗马的支持。

他在 八九年担任监察官后，影响力已大不如前;在一八

四年，老加图担任监察官.重拟元老院名单时，以德行不佳解

除其弟的元老资格，更是对他的重大打击。在一八三年他受命

到东方，要比提尼亚国王交出从叙利亚流亡到该国的汉尼拔，

最后迫使汉尼拔自杀。他本身是罗马入中欣赏希腊文化的代表

人物之一，但这不该与他身为罗马政治家的基本立场相混淆。

对这些亲希腊的罗马政治家来说.名义上独立的希腊城邦都还

是罗马的臣属，在政治上必须昕从罗马指挥。

八加图( Marcus Porcius Cato) {二三四至一四八年)

常被称为"监察官加图" (Cato the Cen ，or) 或"老加图"

(Cato the Elder) ，有别于在凯撒与庞培内战时，在非洲乌提卡

( Utica) 自杀的死在u派共和分子的同名后代(称为"乌提卡的

加图"， Cato Uticensis) 。老加图生于罗马附近塔斯卡伦( Tus

culun】)富裕家庭，是其家族第一位担任有统帅权官职的政治

"新人"。他之迅速崛起，除了个人能力杰出外，也受到某位邻

近贵族的提t窍。他曾经担任过"非洲征服者"西庇阿在非洲征

战时的财务官( quaestor) ，但因为对帐目斤斤计较，引起其不

满，不过表现仍十分出色;之前他参加于二0七年在梅陶罗河

( Metaurus) ，截击汉尼拔之弟晗斯德鲁巳( H asdrubal) 的战役。

加图在第二次布应战争之后.依循"荣誉进阶.. (cursus hono

rum) .依序担任市政官(一九九年)以及副执政(一丸八年) , 

最后在 九五年时担任执政官，并于一八四年被选为专事人口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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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普查、发包公共工程以及以"道德查核"来重拟元老院名单的

监察官( censor) ，这是一个极具威望的职务。对一位"新人"

来说.能在一代之内完成所有这些荣耀.着实不易，因为罗马元

老院一向轻蔑这些"新人".视之为政治暴发户。

在其政治生涯中，加 l到-向采取保守立场，不喜欢那些以超

人才气而且年纪轻轻便取得功勋的"破格者'\如l打败汉尼拔的

"非洲征服者"四!庇阿或打败马其顿斗1，利普五 Ilt:的福拉明尼纳斯。

他也不赞成他们对希腊文化的支持。他致力斗揭发;政治丑闻及弊

端，起诉任何在道德行为上他认为不如他的人。所以他起诉"非

洲征服者"西庇阿，刻意阻碍他在政治上的发展，最后使他抑郁

而终;他推动反奢侈法.来压抑因为大量财富流入后所引起的奢

华行为。这些努力使他被选为 八四年的监察宵。

在三世纪，因为与希腊世界的接触，希腊文化所向披靡，

而加图似乎成为拒绝这潮流的代表性人物。其实加图熟悉希腊

文化，他所反对的是那毫无选择、盲目的崇拜，并视之为当日

罗马道德沦丧的征象。他自己是位十分出色的文人，是拉丁散

文之父，甚至是以拉丁文写作罗马史学的第一人(写给自己幼

儿的大字版罗马简史)。他所留下的演说词，透露出他对希腊

修辞学以及雅典演说家的熟悉。他亦著有医学、农业经营以及

战争等的论文。他晚年鸭经出使迦太基，调查迦太基与马西尼

èÞ之间的冲突.但却1 分惊呀迦太基的复原状况，认为罗马必

须提早动手。当他凹罗马到元老院报告时噜他刻意让 些很大

的新鲜元花果从衣袍落下，然后捡起来说这些是来自迦太基，

而且只有三天旅行之遥。从此.他每次在元老院演讲.无论主

题为何，总是以"迦太基必须被灭亡" (De衍eI~

结结-束。有人认为第三次布匿战争爆发与他的坚持有关。元论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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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与否，他并没见到迦太基最后被灭亡。

九 宝路斯( Lucius Aemilius PauJlus) (二二八至一六

0年)

宝路斯是一位成功的罗马将领，是二一六年坎奈战役身亡

之同名罗马执政官的儿子。人格正直廉洁，喜爱希腊文化。他

在一九一年担任副执政，服役于西班牙，在一八丸年击败卢西

塔尼亚( Lusitania) 人。他被元老院派往小亚细亚担任专门委

员，反对当时名义上攻打加拉太人， {旦四处搜刮的福尔索

(Gnaeus Manlius Vulso) 。在一八二年他担任执政官，一八一年

庆祝击败利古里亚人的胜利大游行。但是他政治生涯的高潮是

一六八年担任执政官，在皮得纳( Pydna) 打败马其顿国王佩

尔修斯，结束第三次马其顿战争。据说他受命要严厉处分希腊，

并全面搜刮掠夺唯一公开支持马其顿的伊庇鲁斯。他所带回来

的财富如此之多，所以从那年起罗马公民不再缴税，但是宝路

斯对此一介不取，唯一例外是佩尔修斯的图书馆。在罗马元老

之中，他算相对贫穷，所以在死后必须归还妻子嫁妆时，并无

足够现款支付，必须变卖其他家产。

他生前有两段婚姻。第一段婚姻产有二子，分别过继给第

二次布匿战争中最荒要两位人物的家族一一"延迟者"费边与

"非洲征服者"西庇阿，他们是史学家波里比阿在罗马的保护

人;第二段婚姻则又有二子，但是在他庆祝一六七年胜利大游

行前后数日内相继身故。

十西庇阿·埃米里亚纳斯 (Publius Cornelius Scipio 

Aemilianus) (约一八五至一二九年)

他是-六八年第三次马其顿战役英雄宝路斯之子，过继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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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征服者"西庇阿的儿子，延续西庇阿家族香火。他在

lï.一年自愿在西班牙服役，并在一四丸年以军团营长( tribunus 

militum) 身份表现突出。虽然他不及龄，资历也不够，但仍在

一四七年被选为执政官.并受命结束第三次布匿战争(一四九

至一四六年) ，摧毁迦太基城。这也为他赢得与其养祖父相同

的别号 "非洲征服者" ( Afri叫nus) 。他在-四二年担任监察

官，怨、以较高道德标准来履行职责， {I旦受同事所阻。他在一三

四年再度担任执政官，受命到让许多罗马将领及军队遭到歼灭

及羞辱的西班牙，进行战争。他仍以如在迦太基所采取的步步

为营的系统性围攻，在一三三年强迫努受西亚( Numantia) 的

西班牙人投降，结束罗马中期共和最不光彩的一页。在回到罗

马后，他反对大格拉古 (Tibf!f，ius Sempronius Gracchus) 一三三

年的土地改革，使他失去许多人心。他之后在不知情的状况下

过世，被认为~遭到谋杀，甚至有人怀疑凶手便是他的妻子，

而她正是柏拉古的姊妹。

西iJ应阿·埃米里亚纳斯是史学家波里比阿的密友，是他在

罗马当人质时的主要保护主，同时也为他提供许多机会去进行

历史及地理的探索。他熟悉希腊文化，是文艺的赞助人，所以

他常出现在西塞罗许多对话录中。{旦另一方而他在人格及个性

上却也非常罗马及传统.这使他成为这时候能够优游于这两个

传统的罗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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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尔班克 (F. W. Walbank) 

1.背景

征服多数为希腊人之东地中海地区，是罗马人崛起为世界

强权的主要一步。工 00 J\1J一六七年是决定性的年代，而我们

对这些年的知识要归诸希腊史学家波里比阿( Polybius) 。他的

一生与这时代的一部分相重叠.而且时运让他有机会近距离接

触一些最具影响力的罗马人。对当代希腊人来说，罗马所带来

的冲击是个既惊心动魄，但也沮丧心寒的经验，充满许多问题。

即使在罗马主宰已经成为不容置疑的事实之后，也并非 1rj个人

都能了解这新关系的严峻现实。为了向自己国人同胞阐释那种

将人力资源、军事技能及强大战力和在逆境中反而令人倍感威

胁的坚毅不挠，以及道德上的谨慎自持(有时候这和自欺混在

一起) ，加总起来的元比结合，形成罗马统治世界的基础.所

以波里比阿才写作他的《历史》。如今在一个他们必须学习与

罗马主人共同生存的世界里，他希望如此的知识能够协助希腊

人去面对会发生的政治问题。

本书最终的篇幅涵盖了二六四到一四六年。在这段时代刚

⑦ 在准备本书翻埠时!我深深哥哥益于沃 ~F班克敏捷时《历史}的评论以且他

个人的协助，对文本且注释提供了件事有用以且建世性的批评且建

议. 英译者注

英文版导读主中出现的最节与页码，是一丸七丸年 PENGUIN 出版社( The 

Rue QJ the Roman Empik) 的版本。一一捕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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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时，希腊化主权国家的系统仍然稳固，而这大致是马其顿

亚历山大大帝征服从希腊到印度的东方，然后在三二三年过世

引发的争夺下，所逐渐浮现出的形态。在马其顿、叙利亚及埃

及总共有三个主要王国出现。马其顿是由本土的安提柯( An

tψnid) 王朝所统治。与其他地方相比，马其顿王权比较不那

么专制独裁，而且还保留一些原始的特征。马其顿贵族对于自

己能够坦率地和他们国玉对话及做事的传统相当自豪。但在其

他地方，马其顿出身的国王则统治着被征服的不同族群。在埃

及.亚历山大的将军托勒密( Ptolem)') ，占据法老的领土及王

位。他的后代借着希腊及马其顿统治阶级及高度发展官僚制度

的协助，榨取并利JIj埃及财富。叙利亚则是由亚历山大另一位

将军塞琉西( SeJeucus) 的后代统治。这是一个绵延辽阔噜但

组成松散的城邦、小国、世袭藩属、神殿邦国等的混合体，许

多不同民族的人居住其间。最初寨琉西 (Seleueid) 王国由小5IE

细亚延伸到印度，但在公元二六四年时，许多的东方行省已经

分裂离去。同样在西方，小亚细亚中有几个独立的王国，如比

提尼亚( Bithynia) 、卡帕多西亚( Cappadocia) 以及帕加马

(Pergamum) 。帕加马在三1世纪期间崛起成为一个主要强权。它

的统治者阿塔罗斯( A ttalid) 王朝，随着他们战胜四处掠夺以

及恐吓安那多利亚希腊城邦的加拉太( Galatia) 部落，因而

获得财富、领土及威望。后来他们以罗马忠诚合作者之姿出

现在波里比阿的史书中。他们的首都帕加马城以及托勒密埃

及的亚历山大城，成为希腊化时代世界的两大文化中心，在

赞助艺术、文学、科学和学术研究上，先后与雅典一较长短，

进而超越。

希腊本土仍然分裂成许多独立的城邦国家，但一直生活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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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其顿主国主宰的威胁，甚至有时候是实质的支配下。雅典、

底比斯以及斯巴达这些在稍早世纪知名的城邦国家，仍然设法

追求独立的政策(虽然底比斯已经衰败，而雅典在三世纪大部

分时间中受到马其顿驻军的占领)。跨过爱'2，f:海，罗德岛

(Rhodes) 这个海洋共和国，则相当安稳地在岛屿上继续生存，

与诸位国王维持友谊关系，并凭借商业贸易以及国王恩惠而致

富。然而在政治上，现在最贾耍的希腊国家组织是同盟。在希

腊西北部落后的伊托利亚(Aetolia) 民族，在三世纪期间扩张，

控制特尔斐神殿及其著名神谕和节庆所具有的威望，往东兼并

远达温泉关 (Thermopylae) 的领土。自从二七九年以来，伊托

利亚人，这些( Thucydid阳)在五世纪时几乎不被修昔底德视

为希腊人的人，却因为击败凯尔特( Celt) 盗匪的入侵，保存

特尔斐神殿，享有极大以及被四处宣传的盛名，这些盗匪与

那些被帕加马阿塔罗斯王朝l在小亚细亚击败的蛮放，两者有

亲属关系。

伊托利亚联邦在希腊南方有亚该ï]]i. (Achaea) 联邦与之分

庭抗礼。沿着科林斯湾南岸原有个古老但名存实亡的亚该亚地

区城邦同盟，从三世纪上半叶开始复苏。在二五)年阿拉托斯

(Aratus) 将他自己多利安族裔的城邦西息混( Sicyon) 并入亚

该亚联邦里，之后开始主导联邦的扩张，直到它涵盖伯罗奔尼

撤半岛( Peloponnesus) 许多地方。

这简单的轮廓便是希腊化时代世界的形态，而其瓦解正是

波里比阿的主题。但是开始他史书的导论性前两书，所描写的

事件却是发生在远离希腊之处。在二六四年，罗马及迦太基之

间为了两西里海峡旁的迈萨拿 (Messana) 城发生战争。强大的

商业城市迦太基位居北非海岸，靠近突尼斯，在这时候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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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组织松散的帝国，涵盖的黎波里( Tripolis )、努米底亚( Nu

midia) 及毛里塔尼亚( Mauretania) 的海岸，远达西班牙，还

有西西里讷多地方。就罗马人而言，他们最近刚征服整个意大

利半岛，包括南方希腊城邦，现在借着联结良好的殖民地及盟

邦网络之助，控制l位意大利。两大势力范围间只有一片狭窄的

海道分隔，因此只需迈萨拿的一场冲突，加上其中敌对双方分

别求助罗马及迦太基政府，便点燃了第一次布匿战争(二六四

至二四一年)。

波里比阿认为布匿战争是罗马踏上征服世界之途的主要

步。二六四到二四一年的战争只是序曲，因为这仅局限在

西方。但随着汉尼拔战争(二一八至二0二年) ，意大利东方

的希腊亦一起卷入。汉尼拔和马其顿菲利普五世的结盟(二

一五年) ，很快便被罗马与伊托利亚联邦联手反制。从那时开

始，一连串因果相循的事件引导罗马人向前迈进，去主宰几

乎整个希腊化监界。因此二二 0至二一六年，或依希腊人算

法的第一四 0个奥林匹亚年( Olympiad) ，见到罗马与汉尼拔

战争的开始.所以波里比阿选择这时候作为《历史》主体的

开始。它的主体叙述始于第二书。在之前两书里，他简短叙

述第一次布世战争，迦太基与叛变佣兵接着发生的战争，在

西班到建立迦太基帝国等事件，然后再转回到希腊本身.论

及亚i主亚的崛起和亚该亚同盟及斯巴达克里奥米尼斯( Cle 

omenes) 之间的战争，而这导致马其顿又再度于希腊南方取

得一席之地。这导论的意图是要为读者提供必要的资讯，协

助他们进入第三书的主体叙述里。

波里比阿是以希腊人身份来写.主要(虽非全然)是为了

希腊人而写。作为战败国家的一员，他分析在霸权所加诸的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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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下，希腊政治家所会面临的问题。除此之外，他在生涯中经

历一段长达十六年( 六七至一五0年)的关键时期，主要是

羁留在罗马城中，这羁留的经验中有其利及其不利之处， fHJE

因为此事，他得以与不同的罗马领袖政治家有密切交往一一特

别是西庇阿·埃米里亚纳斯 (Scipio AemiJ四】U5) 。他闲此处于

非常好的位置来写作一部当代史。

2.i皮里比阿的生平

波里比阿出生于三世纪要结束之际，确切日期不明。他的

出生地是迈加洛波利斯( Megalopoli5) ，坐落在阿卡狄亚( Ar

cadia) 荒山之r!' ，该城在当时是亚该亚同盟的一部分。他的父

亲莱可塔斯 (Lycorta5)活跃于亚该亚联邦政治圈，波里比阿从

年轻时就希望能够出人头地，参与政治事务。关于迈加洛波利

斯有一些古老的特色，包含强调音乐教育的重要，这被认为是

针对相对严厉山区气候的文明教化处方，这锁市对四世纪问一

些重大事件有鲜明的历史记忆，并对马其顿王室有些微感情的

依附。波里比阿自己所受到的训练是实用性，而非学院派的。

身为富有地主之子，波里比阿很自然地会骑马及狞猪，这些是

他后来推荐给他罗马贵族朋友的休闲活动，甚至直到临终前，

他始终都还是喜爱这样的活动。有关他所学习的其他丽向，有

些时以从他的作品中推断出。他设法以批判性眼光来研读他自

己所处时代及早些世代的历史学家作品。他对经典的文学及哲

学作家也奋 些认知，但这些仅是肤浅的粗略阅读，甚至有些

可能只是二子而已。他对政治理论特别有兴趣，而无论是在他

年少或是后来，对当时一些流行的争执议题，如赤道地区是否

适合人居，或荷马对奥德赛旅行的陈述能否被调整成与地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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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相符.他郁积极地注意着。

一八二年，在他仍是位年轻人时，被赋予一项殊荣。他被

挑选出来恭捧那时代最杰出的亚该亚人物 菲洛波义曼

( Philopoemen )的骨灰坛。后来波里比阿以三书的篇幅写下一

本关于他的《菲洛波义曼生平} (十书二十 章六节)。此作品

现已侠失，但或许曾被普鲁塔克 (Plutarch) 作为他自己《菲洛

被义曼传} (Life of Phil叩oemen) 的史料来源之一。 J皮里比阿

在一八 年入选为赴埃及的使节团，但因为埃及国王突然驾崩?

因此取消行程。在接下来的十年，我们对其所作所为儿平一元

所知.但在一七01一六九年，他已经足够重要到被选为亚该亚

联邦的骑兵司令( hipparch) ，这位置通常是为了竞选一年 任

的统帅( strategia) 或将军职务铺路，而将军-~只是联邦的最高

职务。这时候对所有希腊国家来说都是关键时刻。因为从一七

二年开始，W;马人已经和菲利普之子及继承人佩尔修斯( Pcr

seus) 作战，但战事一直拖延，悬而未决，令各方情绪紧绷。

罗马人已经对希腊人的行为变得十分敏感。现在只有对罗马做

出完全的认同奉献，才会被认可接受.然而在这方面亚该可E 同

盟及一些其他国家似乎被认定有所不足。在一六八年时嘈佩尔

修斯在皮得纳( Pydna )战败，接着被废。罗马人现在觉得可

以放手行动，所以立即在所有希腊城邦中进行政治整肃。波里

比阿名列亲罗马政客卡利克拉t'l\斯( Callicrates) 所指控的一千

名亚该亚人士之一，被传唤到罗马接受调查，到那边却被腐留

十六年.既没起诉，也没审判。

这些人质大多数被安贤在伊特拉里亚( Etruria )南部.

但是波里比阿比较幸运。或许因为他在希腊已经开始被人熟

知.加上一一直H他自己所记录(页 528 )←一在他到达 27 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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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他 -1 分幸运地与在皮得纳统帅罗马大军的宝路斯( Ae 

miJius Paullus) 年轻儿子西庇阿 (Publius Scipio) 在一次有关

于书的谈话后，便建立起|卢分密切的友谊。透过这位与当时

两大领导家族( Aemilii Paulli 和l 收养他的 Cornelii Scipioncs) 

皆有关系之年轻贵族的影响力，波里比阿不同于其他的羁留

者，他被允许留在罗马。在那里他成为两庇阿的导师及密友，

甚至我们确实可以说，是两庇阿的政治经理人。他透过西庇

阿能接触罗马领导家族的成员，但他也遇见许多希腊同胞，他

们之中有许多人或是居住在罗马，或是恰好造访罗马。除此之

外，他或许也与其他羁留者保持联系，因为他似乎没有被严格

限制行动。我们昕问他到拉丁姆( LatiuJll)南部的狞猎之旅，

而且或许是发生在羁留岁月的最后几年，他造访意大利南部的

罗克里城( Locri) ，并且还进行他提及的许多旅行，"穿越非

洲、西班牙以及高卢，还有在连接这三个地区之大海上，贴

近它们西侧海岸航行" (页 231 )。当同五一年西庇阿 埃米

里亚纳斯志愿在西班牙服役，波里比阿随行。必然是在那时

候他陪同西庇阿进入非洲，在那里和年迈的努米底亚国王马

西尼沙( Masin阳a) 相见，谈论有关汉尼拔及其他事情(页

402) 。在他回程到意大利时，他绕路越过阿尔卑斯山，以取

得关于将近七十年前汉尼拔那著名横越山脉的"第一手资讯

及证据" (页 222 )。

在一五0年，被偶留的亚该亚人获释回家。在原先的千人

中，只剩三百人还健在;其中包括波里比阿。但在他回家不久

后，他立即收到朋友召唤前去当时正被困攻的迦太基与西庇阿

会合。罗马人现在正陷入与他们宿敌的第三次及最后一次战争

中。波里比阿以其好友及军事专家的身份而受到器重。究竟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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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是否已经出版现已供失的论文《论战术> (Tactics) ，不得

而知，但是普鲁塔克提及在最后攻城时，他给予西庇阿军事建

议。他留下来见证迦太基被占领与焚毁;不久之后.他开始探

索之旅.横渡]宣布~陀海峡，深入非洲海岸，后人虽然设法去

重建这次旅行的细节以及规模.大致而言都没成功。为了这次

远征，他用i!!i J庇阿让他使用的船只航行着。

与此同时，罗马及亚该亚联邦突然在希腊爆发战争。事件

在那里快速进行，当波里比阿回家时，一切都己经结束。亚该

亚联邦已经一败涂地，罗马元老院刻意下令摧毁科林斯。波里

比阿与那些将亚该亚引人这场灾难的激进领导分子之间.并无

共ìm之处;他确实以最严厉的方式来攻谙他们。接下来两年

(一四六至一四四年)他担任罗马人与亚该亚人的中问人。联

邦被解散，但是当罗马人撤出军队时，他们留给i皮里比阿一项

任务.去规范城邦之间的关系以及解决新宪法地位所衍生的诸

多问题。他对亚该亚的贡献被广泛认可及赞词。在迈加 1洛咨 U汲主利

斯、提基亚(口l1hI

(L句yc∞o】su盯Jf阳a)λ、克菜托( CI"i川Itor旧r) 以及曼堤厄亚( Manti口r旧a叫)等许

多城市都有1竖手立他的塑像噜表示敬意。地理志专家波桑尼阿斯

( Pausanias) [ {希腊描述> (De"criptio l1 o{ Greece) VIll三七

二]引用在莱可苏拉的碑文声明， "希腊若在所有之事都听从

他，必然不会迎逢灾难，而在蒙难后.只能透过他来得到拯

救"。在迈加l洛波利斯的碑铭则记录道，"他云游大地沧海，是

罗马人之友.浇熄熄、他们对希腊的怒火

关于i波皮里比阿后来的生涯，记载甚少。他拜访亚历山大城

(假如l这没在更早时发生) ，和l他的罗马朋友仍然保持联络。四

塞罗[ Cicero嘈《论国家> (De Republica) 1 三四]形容西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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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波里比阿及斯多葛哲学家罗德岛之潘乃提亚斯( Panaetius 

of Rhodes) ，经常进行有关罗马宪政的讨论;这必然是在一四六

年之后。在-三三年时，当西庇阿受命为讨伐西班牙努曼西亚

( Numafltia) 的统帅时，召唤他许多朋友协助，而波里比阿可能

名列其中。他后来写作一篇有关战争的论文[国塞罗， <致朋

友书信} (Ad Fam邸rres) V. 一二 二]。他何时过世并没有确

切的日期。他书中提及在南部高卢丈量多米提亚大道( Via 

Domilia) (页 212) .这必然晚于~一八年，虽然这有篡改添补

之嫌，但或许是由波里比阿死后的编者从手稿取出的资料。根

据一本讨论长寿之人作品的供名作者[伪卢西安( Ps. -Lu

cian) {长寿之人} (Mαcrobioi) 二三]，波里比阿是在八 l 二岁

时，从马上掉下而死。

3. 历史的写作

当波.!Il比阿在→六七年到达罗马时，他很可能己经不只写

过一本书。{菲洛波义虽生平》或许在早年时写作; {论战略》

同样或许已经完成.但也可能属于羁留在罗马的时期。同样也

有理由认为波里比阿已经写作或是准备写作亚该亚联邦崛起的

历史，这部分他未曾发表过，但是其中有部分在预备以及修订

《历史》时，被并入到导论性质的第 1书之中，构成现在有关

亚该亚的章节。但是很清楚地，剌激他要去写作这→巨著

( magnum opus) 是在罗马发生的，当时他与西庇阿的友谊开启

了他对统治权力的新视野。

这巨作的主要议题是简单的，并且不断被重复陈述. "诚

然没有人在其性情上会如此狭隘或漠然，所以会没有任何心思

想去发觉究竟罗马人是利用何种方法以及在何种政府体制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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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到五十三年的时间.将几乎整个人类所居的地方纳入他们

的统治之下，这是人类历史无与伦比的成就" (页 1 至 2) 。这

五十三年期间涵盖从二二0年 汉尼拔战争开始的那一个奥

林匹亚年一一到皮得纳战役余波荡漾的一六七年。但是隐藏在

波里比阿心灵背后的是:马其顿人从默默元名，最后变成波其矿斯f哥I 

寺帝国的征服者 ;i这主一事件启发哲学家兼政治家法勒隆的德米1特

里 (D阮)cm(

遭受类似波斯的命运 o 波里比阿相信(而且在二十九书二十

章告诉我们) .在自己有生之年，他已经见ìlE到罗马人实现那

…一阴口。

原先《历史》是要解释罗马成就的理由，并且被规划要占

去三十书的篇幅。后来披里 tt阿决定要另外增加十书，所以将

故事延伸到一四五年。在第三书他对何以必须如此做出解释。

他说以实际上的奋斗为根据来对国家以及个人进行论断，是不

恰当的。一个人必须能够看到他们对之后的成功或灾难究竟如

何进退应对;因此只有在考虑罗马如何行使其霸权时，我们才

能决定究竟它是否值得赞美或谴责。然而选定一四六/一四五

年①为新的结束年份时，这些并非披里比阿心中仅有的考量。

紧邻那年之前的时期似乎充满极大的混乱，而他若仍急于将有

关这段时间的叙述加入他的《历史》之中，那是因为他自己在

那些年里扮演过重要的角色.他是见证人，是位积极的参与者，

或在某些个案中，是事件主导人。他告诉我们说，这部分几乎

。〉 希腊人 句的开始与现在不间，除丁使用阴历外?眼据不同历怯 1 全部在

不同月份 所以事件监生时间的月份若不能确定守在以公元纪勾 HJ.常去

有不知落于相璋的哪一年.故常以 某年/次年"的方式 gi 现 如此扯。

囚此披且比阿的历且:前世认为延伸王-阳六年 但导&作者在上面却提到

一四五年， {日刊者井未说明{.耳目如此。一一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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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异于→部新的作品(页 18 至 182 )。

波里比阿对何以要用这种方式来延伸原来计划所提出的解

释，不尽令人满意。他声称所关切的是要去论断罗马帝国主义

的实际作为;但是他自己对罗马的态度却模棱两可。在他处理

他被迫羁留罗马的事件时，他通常对罗马元老院的动机相当具

有批判性。他的言论经常反映出亚该亚流亡之人所具有的尖殷

锐利及犬儒心理。但是当他触及对迦太基、马其顿和亚该亚的

战争，以及他自己在里边所扮演重要角色的事件时，他的问衍

心却很自然地落在罗马那方。这后面几书的细节及重点显示出，

他将 r-I 划延伸的一个重要理由(这很可能是在西庇阿·埃米里

亚纳斯死于一二九年之后才计划及完成的)是 要传诸后世

个有关自己个人成就的陈述，并赞美西庇阿·埃米里亚纳斯他

这位朋友及庇护人的丰功伟绩。他从一六八年到一五二年所搜

集的资料提供-个方便的桥梁过渡到一五一至一四六年的战争，

并且让他对罗马统治霸权加以论断时，有某种可行性。但是这

样的声明却相对地不具重要性。这一点或许可以从他的全部作

品结语之处见到(页 540 至 541 ) ，波里比阿在完结他整部《历

史》的结1吾时，干脆再次重申他原来的规划:要解释罗马如何

在几乎只有五十三年的时间中，崛起为世界强权。

最后以囚十书结束的版本(第四十书是目录，现已供失) , 

在他过世后才出版。其中有两书.至少就其最后的形态而言，

是附加在原来的计划上的。第十二书其实是一长篇的离题叙述

( digression) ，专门针对波里比阿三世纪的前辈、来自西西里陶

诺曼尼温的泰密乌斯 (Timaeus of Tauromenium) 进行全面性的

批评。这是有份盐的论战作品，但并非波里比间最擅长做的事;

这部分地显示出他在指责泰密乌斯时，流于挑三拣四及吹毛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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疵的毛病。他许多的不满元疑是有道理，泰密乌斯当然喜欢挑

剔毛病及找人麻烦，而他的一些故事也似平显示出其幼稚可笑

以及轻信受骗，尽管我们在评估这些事时.有点受限于这位批

评泰密乌斯的人。或词这两人之间在气质上以及方法上有根本

的对立.其中之一是典型的摇椅史家，在雅典图书馆研究五十

年，另一位则是ijIj跃的政治家、将军以及探险家。但此外，波

里比阿怨恨泰密乌j斩身为西地中海史学家，甚至是第一位写作

罗马的名声;而泰密乌斯在他自己的《历史》中对西西里所赋

予的重要性.对这位亚该亚作家来说也是难以接受的。泰密乌

斯对波里比阿所写时代没有任何着墨，的确凭着波里比阿的第

一书是始于二六四年时.他已经宣告自己是泰密乌斯的延续者。

因此第十二书虽然阻断了全部历史的叙述嘈然而它却对希腊史

学家之间的争议.也同样对波里比 ~'J的人格，给了我们宝贵的

理解。

另一个扪断历史叙述的是第三十四书，它完全投入到有关

地理的事务。自是在后来作家，例如斯特拉博( Strabo) 和老

普林尼( Pl川， ) ，讨论波里比阿观点的方式下存留，而它的一

般结构必须从他们所说的话来加以重建。它或民包括了波里比

阿对自己所知1世界的一般物理性描写，对欧洲距离以及面积的

详细陈述，和|对陆地的形容，而最后则是对非洲的概述，这必

然包括波里比阿在一囚六年沿海岸航行的结架。这种地理的补

充说明不仅显示出波里比阿在航行后.对地理的兴趣逐渐增加，

而且它也提供种分界线.分隔开第三十到第三十三书(波里

比阿在这些书叙述一六八到一五二年间的事件)以及第三十五

到第三十九书(这就其尚完整部分来说，包含一五一年到一四

六年战争的叙述，以及波里比阿自己涉入其中的事件)。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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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书恰当地出现在这点，它使用了波里比阿自己的发现.并

批评早期地理学家，如马赛的派提亚斯 (Pythcas of Marseilles) 

和伟大的亚历山大城学者埃拉托斯特尼( Eratosthenes of Alexan 

dria) 。即使就它目前的形态，三寸囚二1，告诉我们许多希腊化时

代的地理知识以及臆测。它也触及许多让亚历山大城批评家费

尽心思的主题，例如荷马对奥德修斯流浪所做之描述的可信性，

或是狄凯尔卡斯 (Dicaearchus) 及埃拉托斯特尼所建构之世界

地阁的-致性及可靠性。这部分作品原文的供失是 大损失，

而这必须归诸在波里比阿作品被节录的时代，对这类事务是如

此地兴趣缺缺。

4. 作品的性质

波里比阿或 ìq 因为对德米特里"预 fI" 的实现感到诧异，

而受启发写作他的《历史》。但是他写作历史的目的却更实际。

波里比阿最早的英译者华生 (Christopher Watson ，一五六八)

形容他的作品是"包含有益的建议和l极佳的技巧，来应付变化

多端命运所带来的不确定"。这相当适当地反映出其目的。因

为除了提供活跃政客实用以及感问身受的经验外(政治并没有

因为罗马霸权的建立而从希腊消失) ，它也力图教导读者要如

何承受命运的浮沉。这教训是借出描绘游在别人身上的灾难来

进行传授(页 41) 。因此对尚卢人入侵意大利的详细陈述，展

现给希腊政治家要去如何面对如此的军事入侵(页 146 至

147 ) ;在更个人的层次上.雷古鲁斯 (Regulus) 在非洲罪有应

得的灾祸.以及他的对手佣兵队长赞提帕斯( Xanthippus) 的

胜利，则是说明那无法预期的成分在《历史》中所扮演的角

色，以及单纯的决心有些时候会带来成功的结果。这些事件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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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被描述是"希望这《历史》的读者或许能从中获益" (页

80) 。

谁是这些读者呢?他们主要是希腊人，但罗马人亦被预期

到，因为在二世纪中叶时罗马上层社会大致上已经使用双语.

最早的罗马史学家还选择以希腊文写下他们自己的历史。除了

那点，波里比阿还希望去满足怀有不同期望的读者，因为并非

每个人都只是想学习研究而己。四世纪史学家埃福罗斯( Epho

rus) 坚持过，史家的首要职责是要提供有用的行为榜样，但其

他人则认为历史是种娱乐，在这过程中读者的兴趣会因为其所

描写可悲以及精彩的事件而被挑动，情绪受到影响。波里比阿

承认这两种观点皆具效力，但很明显这天平是明确地落在"实

月于'这边.而非"娱乐" (比较页 45 、 357 、 387 、 493 、 534) , 

而且他甚少错失任何机会将可以汲取到的经验，努力灌输到读

者身上。在这处是地理，另 处则是理解事情因果的重要性.

或是在伟人生平中所隐含的道德教训11 ;他对平凡的问题也不回

避，例如在战争期间如何以烟火作为信号(议里比阿自己改良

一种新技术) ，或是在对城镇进行突袭时，所携带的缪墙云梯

不可太短。

在实用以及娱乐这两种普遍性的目的之外，尚有许多不同

方法来写作历史.以满足不同的品味(页 386 )。休闲阅读的读

者喜欢家系年谱;那些爱好古文物之人则喜欢阅读殖民故事及

城邦建立。但是学习政治的学生(这恩然是波里比阿所偏好的

读者)将会想知道关于民族、城邦以及统治者的事情，所以从

这里他可以学到最多。以里比阿称呼这种历史为"实用史'

(pragrnalike historia) ，这是一个经常被误解的词语。它的意思

是"政治及军事史"，而在实际上即为当代史(虽然这意义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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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隐含在这词语中) ;最后，至少在波里比阿的手中，它似乎

带有某种教化的目的。所以"实用史" (pragmatic histo叮)在

这意义上是严谨的以及事实性的。虽然它可以包摇提及当代文

艺以及科学发展，还有如哲学家所形容的政体转变循环的议题.

但主要还是集中在战争及政治，而这是为了要直接回应在希腊

化时代广泛流行的充满耸动及情绪的历史。

在波里比阿的看法里，将历史写成那样子其实是将历史与

悲剧混为一谈。许多所谓的历史家都犯了这个错误，包括那些

对汉尼拔横越阿尔卑斯山所说的怪异故事(页 221 ) ，或是陈述

太阳神之子费顿 (Phaethon) 战车的神话故事.及他的姊妹变

形为伦巴底地区 (Lombard) 的白杨树(页 127 )。在这些作家

中， j庄里比阿最讨厌的人物是费拉克词 (Phylarchus) ;波里比

阿不喜欢他.无疑是因为他支持亚该亚联邦的劲敌及斯巴达国

王克里奥米尼斯所坚持的目的，但是波里比阿以论战的热情来

攻i吉他，则是因为他对曼堤尼亚城叛离亚该亚联邦.被再度征

服，并严加惩罚后，对其人民受苦受难所做的充满华丽辞藻、

情绪的陈述。"他透过故事急于想激起他读者的悲悯，并引起

他们的同情时"，波里比阿写道(页 168) ，"他逼真如画的景象

描绘女性彼此紧抱一起、撕扯头发、袒胸露乳，以及男男女女

与相伴随行之稚龄幼童和年迈双亲，被强行俘虏的泪水悲鸣"。

这类写作的极大缺失是它像悲剧一样.设法借着剌激观众，来

制造立即的效呆。但是历史真正的工作是要借着陈述真正发生

之事.以及记录实际所友表的演说，设法为学习政治的严肃学

生带来永久的福祉(页 168) 。

波里比阿相信将历史戏剧化，尤其是历史专题论文( mono. 

graph) 作家特别会犯的错误。这是因为在有限的题材下，他们



英立版导读 1107

被迫要以修辞夸张的方式，来补足材料不足及其受限的性质。

他们因此会包括极其详细的地形描绘，将围攻加以铺张陈述

(这常是让写作栩栩如生的好题材，正如陆战及海战一般:十

四书 12 章四节)。所以这其中错误至少部分是在于他们的主题。

但是波里比阿本人则是在写作 部不同的历史.极大篇幅的历

史，涵盖当时整个人类居住世界的历史。普世史 (universal hi~ 

lory) 在这意义上是新颖的，或几乎是新颖的。除了埃福罗斯

外，没有J 、尝试过。然而在波里比阿的眼巾，只有透过对普世

史、肚界史的了解，一个人才能对原因及后果有适当的理解与

欣赏，也才能了解命运女神在人间事务中所扮演的角色，而假

如他想从历史中学得教训，这是根本的。

波里比阿认为普世史在本质上优于个别的专题论文。但他

对普世史还有更高的要求。因为他所关切之时代.亦即罗马崛

起为世界强权的时代.普1芷5t是唯一可行的历史.因为没有其

他种类的历史能够适当地形容所有已知l世界不同的部分，正逐

渐结合成一个有机的格体。"在早先的时候，有关世界的历史

可以说是由-连串不相干的事件组合而成，其发生的缘由以及

结果之不相关联，有如它们散落四处之地点的相隔。但是从这

时开始，历史变成有机的强体。在意大利及非洲的事情与在亚

洲及希腊所发生者相系，其中所有事件发生关联，并导致单一

之结果。" (页 43 )一件艺术或文学作品构成一个整体的概念，

是在柏拉图学派中所形成，在亚里士多德的学派里9!有详细发

展，而这成为希腊化时代文学批评的共通概念，现在也被使用

在历史作品上。基本上这概念原来所隐含的是一部有限定范围

的历史，实际上就是历史专题论文。因此吾人不得不佩服波里

比阿大胆地将这概念转移到他的普世史和他成就此事的方法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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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捉住有机体这原来属于书写历史的概念，将之加诸在所形容

的实际事件上。在完成此事后，他不仅辩护验明所使用的办法，

也对历史学家传统上常自夸自己的主题，在本质上都比任何前

辈都还更伟大及更重要性，提出了一个相当复杂与成熟的说法。

5. 史学家的技巧

波里比阿在古代史家中的特殊之处在于他对自己行业里所

使用的技巧较乐于进行讨论。整体而言，他对→个人能够开始

写作"实用史"之前必须要做什么准备，给了读者一个非常完

整的陈述。好的史学家必须研读及比较回忆录及其他作品;他

也必须普遍地熟悉城市、地区、河流、港口以及地涅特征，尤

其是必须对政治生活有亲身经验(页 442 至 443 )。正是对最后

这两项，亦即知道国家以及从事政治(这在古代包括战争) , 

波里比阿评为最高。真正的历史是元法在图书馆里适当地写出

的。历史学家必须四处巡走:他必须选访事发之处，在战争现

场测试不同的说法，并反复访问那些曾参与其中的人。波里比

阿说这是历史中最重要的一部分。作为史学技巧，如此对见证

人进行反复语问当然只能施用于那些仍然在世者记忆所及的时

代内;对一世纪以前的事件，则没什么用处。但波里比阿《历

史》的主要部分(除掉导论的前两书)是落在他自己或是在自

己之前那世代的记忆之中，所以像之前的修背底德、色诺芬以

及迪奥庞普斯 (Theopompus) 一样，波里比阿选择要写当代以

及近来的历史。

个人的经验，个人的探索，构成了史学家工作的根本基础。

波里比阿将柏拉图有关理想园里回王成为哲学家或是哲学家成

为国王的著名说法.加以调整以为己用:波里比阿(页 448 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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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9) 写道.历史"这工作应是由行动派之人来进行. .. ..或者

是那些有志写作历史之人必须了解到，对他们来说，对事务的

亲身经验是根本的资格"。很明显地波里比阿认为自己符合这

两种条件，因为他就是由行动派转变成史学家，而身为史学家.

他不遗余力地进行发现之旅以及质问可以找到的见证人。

这个充满活力计划的目的相当简单以及直接.那就是为了

要发现究竟发生何事的真相。因为唯有借由真相，历史才能满

足波里比阿所赋予它的那雄心壮志的实际目的及道德目标。真

相是全然重要的。他坚持说:"作为生命体，一旦被剥夺视觉，

就会变得完全无助，所以假如历史被剥夺真相，我们所剩元他，

只有空洞及无益的故事而己。.， (页 55 、 432 )真相当然可以以

种种方式来加以曲解。但因为历史是要提供道德教训，更重要

的是，必须正确地将赞美和责各施加在它们应得之处。赞颂词

那种美化的色调则相当不适合历史。在一处可被允许的.在另

一处则可能完全不适当，即使是当相同之人来写作这两样，iF.

如l波里比阿在自己对菲洛波义曼的两次陈述中所言·他在《历

史》盟会对他客观描述，但在已经供失的传记中，他则会"多

少有些夸张"。

iJJi里比阿不喜欢费拉克斯的一个理由是，他那种以耸动方

式写作的冲动，与诚实写作是不相容的(页 168 )。同样地，专

题论文的作家在一个小题目 t写作时，会脱离适当角度。他们

对所处理之事件无法采取较宽f 的视野，所以即使是他们没有

刻意去渲染自己所选主题的重要性时，他们还是会模糊一件事

与另一件之间的因果关系(页 208 、 257 )。的确，普世史的史

学家必须涵盖如此庞大的领域，所以偶尔会对事实多少有些疏

略或做出错误声明;但假如如此，他的错误应该被宽宏大量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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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待。波里比阿如是说。

不幸的是波里比阿是一个随时会要求别人对他宽宏大量，

却比较不愿对其他人也如此的人。他指控泰密乌斯会对自己前

辈做出吹毛求疵以及不公道的批评(十二书四章 a、七章六节、

八章一节、十一章四节，页 432) ，这些经常是一一尽管并非全

然一-有根据的。但泰密乌斯的恶意，却常与波里比阿自己偶

然间所表现出的恶意，几乎不相上下。例如他批评泰密乌斯是

位摇椅史学家，但同时也是碑铭研究的前驱(十二书十二

二) ，这让他陷入某种程度的前后不一。泰密乌斯在攻击埃福

罗斯、迪奥庞普斯以及亚里土多德时，当然是严厉及恶毒的;

但当波里比阿写信给他同时代的罗德岛史学家赞诺( Zeno) , 

指出他一些比较粗疏的错误时，我们或许有理由怀疑，究竟他

口在一的目的是否只是单纯对真理的追寻。

然而我们必须承认，就大体而言，波里比阿符合诚实以及

坦白的严格标准。他只有在两个状况中会稍稍偏离那标准。第

一个是关系到宗教。波里比阿对宗教的态度不容易去定义。他

被认为不敬神;虽然他对神明的态度是前后不→以及内容无法

协调，但许多其他史家亦然，例如说，希罗多德。当然， j皮里

比阿对那较粗糙的迷信方式会采取一种批判，甚至近乎理性的

态度。有些史学家说过霜雪或雨水未曾降临在巴吉利亚( ßarg- 、

)'lia) 一地的阿耳式弥斯·辛迪亚斯 (Artemis Cindyas) 神像

上，而四世纪史学家迪奥庞普斯曾说过，任何人进入阿卡狄iÆ

地区莱凯泪( Lycaeum) Ú I 的宙斯神庙里，会失去自己的影子。

波里比阿对此评论为，"会去相信那超过可能性之极限的事情，

透露出其如孩童般的幼稚单纯，或者是智力有限的征象\然

而，就诸如类似的故事要是来维持一般人对神明虔诚的状况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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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应该原谅那些提供这类故事的人，只要他们不要过火，并

知道该在何处画下底线(卡六书十二章三至十-节)。其中最

困难的当然是知道该在哪里画线。事实上，波里比阿赞成罗马

使用宗教场面来震慑人民，并且形容迷信(出isidaimonia) 正是

使罗马国家结合起来的强大力量(页 349 )。这种赞成宗教是种

有效的政治工具，元论真实与否，在希腊由来已久。其中一位

主要的阔扬者是，雅典三十倍主寡头政治派系的领导人→一克

利替阿斯( Critias) ;他在五世纪末坚持宗教是种刻意为之的诈

术.被 些聪明人设计来达成政治目的。实际 t. 这种承认宗

教是政治上的权宜之计，对身为史学家的波里比阴影响甚小，

或许除了他对"非洲征服者"西庇阿 (Scipio Africanus) 的陈

述，此事波里比阿曲解为是在很犬儒地操弃他部队轻信宗教的

弱点，以巩固他们的忠诚，并鼓励他们有信心去攻击迦太基在

西班牙的大本营新迦太基(页 406-4(5) 。

波里比阿会对爱国主义的要求做出让步，这对他身为一位

说真话作家的地位影响更大。但即使如此，也还是有适当的保

留。他写道，"我愿意承认作家会对他们自己的国家有所偏好，

但是他们不该对它做出错误的陈述.. (十六书十四章六节)。诚

然，爱国心似乎扭曲了他在某些状况下的判断。他当然对亚该

亚联邦十分宽容，虽然并非毫无批判，但对亚该亚联邦的永恒

敌人 伊托利亚联邦，就没那么厚道。他对于斯巴达革命领

导者克里奥米尼斯三世的陈述，主要是依据对斯巴达怀有敌意

的史料。他对当代彼奥提亚( Boeotia )社会状况的批评(二十

书五章七节) ，似乎在某种程度 t被源自亚该亚联邦所怀之敌

视扭曲。同样地，他在其他地方对局势的评估或是对个人的论

断，似乎都受到相关对象对亚该亚联邦的态度，或者(在他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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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几书中)对罗马的态度影响。但他没有任何一个地方是刻意

不诚实，因此大致来说，他的历史可以很公平地得到读者的

信赖。

波里比阿在一个领域中的公正性及诚实经常被攻击，这便

是他的演说词。在希腊史学家之中，将演说包含在历史中是其

来有自的传统[这-直到史学家克拉伦登侯爵( Clarendon )① 

的时代都还被其后继所遵循].所以被里比阿在整部作品之中

每隔一些时候便会插入此种演说。修昔底德使用这种设计，是

为了对某局势做出历史性的评论，而他的"演说同"在何种程

度上真正呼应到发表演说之人的用词及感情，仍是有争议的话

题。他希腊化时代的后继者呈现出较少的问题，因为大家都同

意如泰密乌斯等作家，并会利用这样的传统成规来书写纯粹修

辞性的作品(见页 440) 。波里比阿对那类的书写深为鄙视。他

责备他两位前辈，凯瑞亚斯( Chaereas) 及索赛勒斯( 50町

lus) ，因为他们记录所谓罗马元老院在汉尼拔战争前夕所发表

的演说，"被定调在美容院里八卦的层次上.. (页 197 )。他确认

历史学家的任务是"首先而且最重要的是忠实纪录下实际所发

生以及所说之事，无论这有多陈腔滥调";在其他地方他又说，

"历史学家的职责不是要去对读者炫耀他的能力，而应是投注

全部精力去发现并记录什么是真正发生过，以及真实地被说过

的事情，而且这是这份工作之中，最重要以及最有效的事"

(三|六书一章六至七节)。在他的《历史》中有三 f七篇演说

词存留，我们还可以从李维 (Titus Livius ，五十九至公元才七

年.是古罗马著名的历史学家)的章节中，推论出还有其他文

0) 晦德 {Erlward Hyde , L~I Earl ()f ClarcfHlllll , 1609-1674 C町，英国虫学家.

玛丽二世且安女王的外祖父。一一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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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的存在，这些地方都是李维追随波里比阿之处，包括李维的

演说词，都能够明J扭地看出其与原文在相对应之处，所应出现

的演说。并非所有波里比阿的演说词，都能达成他所预期的历

史真实性那种标准。例如，有些是双方将军在开战前个别发表

的演说词。但是我们没有理由认为史家在此是即兴创作。相反

地，若它们存在的话，他会费尽心思去取得真正的版本。其中

最出名的例证是他对一丸八年在希腊洛克里斯( Locris) 一地，

雷拉明尼纳斯( Flaminim时与马其顿菲利普五世之间在会议上

的陈述，对此他显然可以取得逐字稿(页 493 至 503) ，或是伊

托利亚联邦将军阿格拉俄斯( Agelaus) 在公元前二一七年诺帕

克都( Naupactus) 会议中所发表的演说(页 299 至 300 )。但是

在他缺乏此类资讯时，他偶尔会退回到文字史料，这包括修辞

性的作品，他就会砚状况加以接受。大体来说咱特别是在希腊

所发表的演说版本.他会让他的读者能听到希腊政治家相互争

执时真正的声音，和l读者分享他们进退维谷的窘挠，还有他们

在政策冲突时的激烈辩论。他以这种方式将历史的一个传统成

分加以调整，用以强化自己作品作为政治以及道德教育手册的

目的。

6. 命运的问

波里比阿如何处理命运女神( rortune , Tyche) ，则是另一

个议题。那是在人类事务上无法预见或是元法估算的成分.希

腊化时代的希腊人喜欢将其拟人化为女神。城里比阿的主题是.

已知世界统一在罗马的领导及控制之下，几乎无法避免要去阳

对命运女神的问题。要处理那问题，只有一种历史是适合的←→

普世史，因为只有在普世史中，史学家所采取的全雨观点才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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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事件本身所具有的有机性质。波里比阿写道."我的历史作

品所具有的特质与我们所生活时代的特殊精神相关，而正是这

点:正如命运女神将世界里几乎所有的事物都引导至相同方向，

强迫它们汇聚至相同一致的目标，所以史学家的任务是将女神

在完成这整体规划所历经的过程，置于一综合的观点之下，呈

现给他的读者。而尤其是这现象最先吸引我的注意，鼓舞我进

行我的工作" (页 44) 。

这一段之所以重要，在于它所分配给命运女神的角色，以

及因为波里比阿在里头强调是归为透过思索命运女神在罗马崛

起里所扮演的角色，他才被引领去从事他《历史》的写作。如

我们已经见到(页 19) ，以华生的话来说，这些话是意图保护

读者来面对"元常命运女神所带来的不确定"。但是否就是这

相同的"无常命运女神"设计了罗马的崛起?或是命运对史学

家所指不只一意?这问题很重要，因为因果之正常运作其实是

被一个无法测知及反复无常的力量支配，历史作为范例的仓库

及实用教训来源的价值便会缩减。然而生活在希腊化时代的多

数人眼中，这些便是以命运女神 (Tyche) 之名而被人崇拜的神

圣力量。

到底波里比阿会在何种程度上分享这流行的信仰，并不是

一个容易回答的问题，因为很清楚地，他在使用 Tyche "命运"

这个字时，并不常是同一个意思。一个词句如"命运使其发

生"，经常是不很严谨地说某事"恰巧发生"。但在其他段落

里， Tyche 似乎是种积极的力量，或是对历史过程能施展某种

客观影响的力量。波里比阿就其个人气质来说是位理性主义者

(见以上页 xvii-xviii) ，了解这个中的危险，并在稍后一书中

(页 537 至 539) 他详细讨论在人类事务上能够适当归诸 Tyc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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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命运的部分。他的结论是，例如因洪水、干旱或是霜窑的

情形，而导致的饥荒以及瘟疫，一个人或许会很自然地认为是

命运女神的安排，相当像我们在形容某些事件为"上帝所为"

一样.但这其实是没有原因可被察觉到的。除此之外，当人们

出现一种无法解释的方式行为时，例如当马其顿人被一位以

"假菲利普" (Pseudo-Philip) 为名的懵位者虽惑时，因为元法

以理性方式来解释他们的行为，或WPJ归诸 Tyche。但当我们在

处理有可被认定出原因的事件时.如"非洲征服者"西庇阿的

成就(十书五章八节)、亚 i京亚联邦的崛起(页 149 至 150) 以

及罗马人在战场上的胜利(页 508 至 509) ，这时呼唤出 Tychc

作为解释，则是低劣及毫元价值的做法。

然而波里比阿在实践上并没经常遵守这样的区分。 Tyche

在他的篇章中时常出现，而且并不常是在所有解释努力都被穷

尽之后才出现。特别是他在遇有两系列事情同时发展时一一其

中每一系列都可以理性方式来解释，但交织之后会产生新的、

相当元法预料到的状况 他便会在这些状况中召唤 Tyche 的

协助。一个例证发生在叙述西庇阿早期在西班牙的生涯:当时

一位西班牙的领袖阿比莱克斯( Abilyx) 说服迦太基人波司塔

( Boslar) 释放一些西班牙的人质，然后立即将他们交给西庇阿

(三书丸十七章五节至九十九章九节)。阿比莱克斯是根据利己

的计算来理性行事。但在商庇阿的计划中完全没预料到这突然

而来的利益，所以从西庇阿的观点来看，这是命运女神的干预。

Ty(~he 也经常被呼唤出来作为那些反复无常或耸人听闻事件的

原因，或是事情结果是由极小差距来决定;例如克里奥米尼斯

被击败.他若是再多等几天.必然会因为伊利里亚(Il1yria) 人

入侵马其顿而得到拯救(页 175 至 176)。另外，有些是不可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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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且经常是反讽性的角色反转，如发生在正在攻击梅迪昂

(Mcd 

卸任的将军名字要刻写在将会赢得的战利品上'但是 Tyche 介

入，导致他们失败，反而是胜利的梅迪昂人献祭了战利品，他

们记载着这是赢自这"两位"将军(页 114) !命运女神反复元

常，让人元法一直顺遥下去，所以波里比阿特别谆谆教诲，在

繁荣顺利时要多所节制的道理，因为元法预知l那后面即将要到

临的状况。节制元法避免吾人遭受命运打击.但比较适合人类，

或词有天被回想起来，会对其有利。

Tyche 并非经常反复无常。偶尔它会干预，惩罚为非作歹

(页 482 至 483) .而在如此例证中，它似乎带有某种人格，与

现代对命运 (Fate) 或天意( Providence) 的看法相距不远。让

罗马在不到五十三年崛起为世界强权以及在《历史》里占有一

个核心地位的 Tyche. 似乎是落在这样的定义下。这却带来了解

释上的困难，因为《历史》这部作品是基于被里比阿的假设，

即认为罗马的成功可以用理性的方式来加以解释。他说， "罗

马人的霸权并非如某些希脐作家所以为的是出于偶然，或是胜

利者不知自己的所作所为。相反地，因为罗马人刻意地在如此

伟大的事业中锻练自己，所以很自然地，他们不仅应该大胆地

踏上追求世界主宰之途，而且他们应该达成他们的日的.. (页

109) 。这里确实有自相矛盾之处，但却不能如一些学者所辩称，

可以假设这是在波里比阿的哲学信仰过程中发生变化以及发展

来加以解决。这个中事实更应在于波里比阿作品核心中的矛盾，

这矛盾并未在他自己的思想中获得解决。这是由于他并未将

Tyche 所汹盖之不同层次的意义 jJO 以分辨清楚，这个字词由于

它的历史以及日常使用，已经无法传递准确的意义。面临罗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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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种元与伦比地崛起为世界主宰，波里比阿似乎己经模糊何事

发生以及何事"应该"发生，模糊 Tyche 究竟偶发或者 Tyche

是命运。所以罗马的成功是因为 Tyche 安排的表达，然而同时

也是罗马人自己冲劲与纪律特质使然的结果。事实上这中间的

矛盾并未像乍看之下来的如此根本。神明相助以及实践品德会

有回报这两种的概念，并不必然会是相互矛盾或有我无他。俗

话所说的"自助者天助"正为波里比阿的两难提出解释。罗马

的成功是罗马优秀之处的适当奖励以及结果。

7. 罗马宪政

罗马的优点，部分在于高尚的原则，部分在于组织优越及

纪律精良的军队，但在波里比阿眼中，尤其更在于平衡稳定的

政体。第六书中特别强调罗马这三个优点的面向，形成一个长

篇的离题叙述，安排在《历史》中罗马在对抗汉尼拔的战争

里，正历经命运的最低潮，因为它接连输掉特雷比亚( Treb 

bia) 、特雷西米尼湖( Trasimcne) 以及坎尼( Cannae) 三场战

役。第六书对于波里比阿的核心主题是根本的，因为如我们已

见(页 viii-ix) 这主题是要形容"是以何种方式以及何种政府

系统"让罗马人取得到他们在整个文明世界的至高地位。第六

书最后是以取自第二次布匿战争坎尼战役后，在那时传闯的故

事作为结束，用来阎明罗马政府的诚实正11以及高昂才气(页

351 至 352 )。此外.本书的核心部分(页 318 至 338 )投注在

对罗马军队、动员方式、构成单位、武器装备、制服、扎营方

法以及纪律系统的详细描述。但是本书最令人惊讶之特色是对

罗马混和政体的叙述。

希腊人普遍相信政体形态对任何国家的成功或失败是全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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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波里比阿是以希腊混和政体的理论来分析罗马宪政:

这是一个王权政治 (kingship) 、贵族政治以及民主政治的混合，

这白从五世纪以来即被认为是所有政体形态中最佳以及最稳定

的，而且以斯巴达的莱克格斯( Lycurgus) 政体作为典范。在

他第六书中，波里比阿所做的不只是定义罗马在汉尼拔战争时

所存在的政体。他也阐释-种政治循环，在这循环中三种简单

的宪政形态一-王权政治、贵族政治以及民主政治，以及与它

们相对应的堕落形态:倍主政治、寡头政治以及群众政治

( ocholcracy) (或暴民政治) ，以一种循环的顺序相随而来，他

称这样的状况为"循环.. (anacydosis )。在波里比阿认为是政

治发展自然形态的政治循环中，强人政权 (monarchy) 是在原

始社会中首先出现的形态，并发展成国王政治，当时国王以其

力量来支撑道德理想以及正义。但随着时间流逝，国王政治会

恶化而沦落为借主政治，结果最好之人将懵主驱逐，并建立起

贵族政治，但这又很快腐化，成为寡头政治。当这发生时，人

民将寡头分子驱逐，建立民主政治，然而这又依序沦为暴民政

治，段后陷入完全混乱之中。这时要解救局面，只能以一位新

强人的形态来出现。整个过程又再度开始。

在第六书中一个铁失的部分，波里比阿形容罗马人如何因

为一连串幸运的选择，成功地避免寡头政治转变为民主政治

(如"循环"所要求的) ，而是成为棍和政体，他认为这种从循

环摆脱出来的时机，是在四五 01四九年"十人执政团" ( De

cemvirate) 被推翻之后。他接着又指出在国家里的三个构成部

分中，执政官或是国王的成分、代表贵族政治的兀老院.以及

人民或者是民主的成分，会是如何的稳定平衡，所以对局外之

人而言很难定义这种政体为何。第六书也包括一个将罗马"混



英立版导读 I 119 

和政体"与雅典、底比斯、克里特、斯巴达以及最后，迦太基

等政体互相比较，并解释何以它优于其他所有的政体。但因为

所有事物依其本性都会腐化，所以相同情形有朝一日也将发生

在罗马的混和政体上

作为对公元三世纪及公元二世纪罗马的分析，波里比阿的

理论就会显得太形式化，太抽象。而鉴于波里比阿在罗马的个

人经验，他的分析无助于理解那巩固罗马名门贵族垄断之复杂

政治生态的性质.反而代之以这精心发展以及理论化的模式，

着实令人惊讶。但这模式强调罗马有能力去成长及创新，并且

在逆境下从经验中学习，并配合局势变化进行调整。此一敏锐

的分析相当贴近罗马成功的核心， ~j 为波里比阿自认是希腊 l业

界里的罗马诠释者，提供了一些证明。

8.i皮里比阿的史料来源

我们已经解释过波里比阿认为个人亲自探索，是史学家工

作最重要的一部分(页 xv) ，而他选择二二0年来作为他主要

历史的开始日期是因为: "我应该能以自己是某些事件的见证

人和根据对其他事件所做之见证的资讯.来进行发言。" (四书

三章二节)明显影射涌盖二六四至二三0年的导论性工书(一

书及二书)里的资讯来源是无法亲自取得的.事实上他为《历

史》的主体部分，谨慎及适当地使用了书写的史料。就导论性

质的两书，他提及四位三世纪的作家，这些他当然都有所使用:

希腊事件而言，有亚该亚阿拉托斯的《回忆录} (Memoirs) 以

及费拉克司的《历史}，这是从斯巴达国王克里奥米尼斯的观

点来写作。还有费边·匹克拖 (Fabius Pictor) 以及亲迦太基、

来自阿格里根特的菲利纳斯 (Philinus of Agrigentum) ，波里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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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用这两位的作品作为他写作第二次布f!l'战争的参考资料。他

对这些作家所进行的批判性讨论(页 54 至 56 、 167 、 203 至

2日的，作为他在而对前辈时维持的那种独立及批判态度的证据，

是相当有趣的，即使是当他使用到它们;同时也提出警告，警

告我们在面对明显利用这些史料所完成的详尽叙述中，对是否

能够指认出背后史料，切不可过分乐观。希腊史学家除偶尔之

外，并没有习惯去将他们的史料来源指名道姓，向即使点名出

来，在那时候也是为了要表达异议。因此有可能即使在一书及

二书中，甚至在主体部分更是如此，波里比阿使用了他没有明

言的史料，而且这些已经无法被指认出来。例如，他在陈述导

致第一次布匿战争的事件时或许使用了泰密乌斯一一他在第十

二书时加以攻击的西的理史学家一-的有关记载;有些他对早

期事件的离题叙述，则可能是依据四世纪史学家埃福罗斯及凯

利斯尼兹( Callislhenes) 。

汉尼拔战争在整个地中海区域引起人们极大兴趣;希腊或

罗马都有许多作者写作它。除了费边·匹克拖外，波里比阿只

提及凯瑞可E斯及索赛勒斯，但那时他是以最轻蔑的方式提及

(见页 26) 。有关希腊东方之事务，他 1月显是使用书写史料，但

这些已经无法指认。赞诺及安替斯提尼 (An1islhenes of RI叫田)

是波里比阿同时代之人，而赞诺或许适用于除了罗德岛之外的

其他国家历史;但大体来说，我们还是只能臆测，而仅在极少

数地方我们可能有些信心去分析波里比阿所依据的史料，例如

有关对克里奥米尼斯之死的陈述(页 292 至 297) .闲为对此普

鲁塔克的{克里奥米尼斯传>> (Life of Cleomcnes. 33 章及以下)

有另一种说法;还有在一些地方，w.典史料似乎是出自费拉克

司及迈加洛波利斯的托勒密( PtoJemy of MegaJopoJis) ，后者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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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一部充满丑闻的托勒密四世的历史;从这些当中浮现出的复

杂图像.阻碍任何试图指出 J皮里比阿《历史》更大部分中.他

所使用之史料来源的作者名字的努力。然而，己出版作品并非

唯一可得的史料。尚有其他资料.如l西庇阿写给马其顿菲利普

五1仕的书信.信中描述他在新迦太基的战役(页 409) ;这些书

信具有该文类的典型特征:名义 t写给国王，但意图或许是用

来广泛流通。波里比阿也有可能使用公开的演说词以及官方档

案，例如亚该亚人在埃基提翁( Aegiuffi) 的档案，波里比阿当

然可以接触到这些;他或许也可以参考在罗马的文件资料，如l

元老院对菲利普议和l的决议文(页 5日至 514 )。他或许也能在

"市政宫的国库，. (tr四SU町 of Aediles) 参考与迦太基签订的条

约(页 203) 。但大体而言.他更可能可以接触到在私人之间流

传的说法。就像大多数的古代史家一样，波里比阿没有系统性

地使用硝铭;唯一的例外是汉尼拔竖立在拉齐尼亚( Lucinia) 

海师赫拉神庙的铜碑，波里比阿在那里发现(页 210 、 228 至

229) , _t面记载了汉尼拔部队的数量以及部署情形。

事实 t波里比阿相信历史研究真正的工作在于对见证人进

行质问。有一个或两个名字臼存下来:赖里亚司( C. Laelius) 

提及他的旧友"非洲征服者可西庇阿(页 405 至 406) ，而努米

底亚国王马西尼tY在年事已高时回忆汉尼拔的特征以及他的贪

婪(页 402) 0 ;庄里比阿被羁留十六年之久的罗马，那时已经成

为所谓的文明世界之郁，迟早会有有分聋的人物去造访。在那

里或是附近，他不仅可以遇见希腊其他被精阔的人.这些人多

数在他们自己国家是重要人物，另外还有来自世界各地川流不

息的使节。我们可以很持平地假设，在尽可能多的这些人之中电

他们会被积极询问到与校里比阿作品有关系的事情.以及波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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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阿最后发展出很技巧性的方法，来引导出资讯来。提供资讯

之人的名字大部分只能猜测，但波里比阿叙述的主题以及其叙

述是如此广泛和可靠，主要还是归诸这些人。

9. 波里比阿的流传

波里比阿的长篇《历史》多达四十书，只有部分流传下

来.第→书到第五书是完整的，第六书的许多篇幅，以及其余

三十四书的断简残篇(才七书、十九书以及三十七书几乎完全

不存，这些早在公元九世纪就已完全铁失，我们也完全没有第

四十书，那是全书索引)。之所以如此，有几个理由。就那些

对优美的雅典 (AUic) 文体比对整本书的内容更感到兴趣的人

来况， {历史》只有极小的吸引力。的确哈利卡纳苏斯的戴奥

尼素 (Dionysius of Halicarnassus) 将它列在没有人会想读完的

作品之-。同样地，这主题也随着罗马地位渐形巩固，变得j跑

来越无关紧要。狄奥多罗斯( Diodorus) 及李维两人都广泛地

追随波里比阿，但他们以不同视角来看待罗马。在公元二世纪

时普鲁塔克数篇的传记从波里比阿中取材.但将之调整来符合

他传记的目的。西塞罗对第六书的政治讨论多感兴趣，并在他

自己的《论国家) (De Republicα) 第二书中，相当程度地依循

波里比阿，但是帝国的建立使得波里比阿的政治理论变得过时。

塔西伦( Tacitus) 嘲笑混和政体是件说比做容易的事情[ {年

纪) (Annals) 囚 三三 1 ;晚期帝国的作家除了佐西默斯( Zo 

simus) 外，几乎对波里比阿毫无兴趣;佐西默斯在公元五世纪

写作时，先将罗马之衰亡编年纪事，所以很自然会有兴趣回顾

那书写罗马之崛起的史学家。

波里比阿在拜占庭持续流传，他的《历史》在当时被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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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而这并不利于整部作品本身。在公元十世纪时皇帝"生于

紫房"君士坦丁七世( Constantine VIl Porphyrngenitus) 根据词

多希腊史学家的著作做出一本节录的合辑，包括波里比阿，将

其节录安书|在女11此项目之下: <论使节》、{论格言》、《论品德

与罪恶》、《论阴谋》、《论战略》。大约同一时间，另外一本波

里比阿的节录合辑也从第一书到 1-六书以及第 1-八书中节录文

章，而现在这个版本是以《古代节录本} (E川!rpta antiqua) 之

标题流传到我们手上。

一直要等到公元十五世纪初时，破里比阿的文本才在西方

出现，首先是在佛罗伦斯 布鲁尼 (Leonardo Bruni Arentino) 

在约公元一山一八至一凶一九年时使用披里比阿，作为他第一

次布医战争以及一些稍后事件叙述的根据。在公元一四五0 年

时，在教宗尼古拉五世 (Nieholll' V) 的敦促下，裴洛提(川Nic

巳01扣1) Pero州)

文。假如我们不考虑第六书的军事部分.那除了出拉斯卡瑞司

( Jan川 Lascaris) 在公元一五二九年以拉丁文编辑，附带希腊文

"以资比较\其实一直都没有希腊文的版本出现。一直等到公

元 五三 0 年时才由欧布索佩斯( y , Opsopaells) 在哈根淄

( Hague Il aU) 完成第一书到第五书的版本。不久之后.有f发吉

尔斯( Herv叩us) 在公元一五四九年于巴赛尔( ßasd) 出版

《古代节录本》。这些晚近的出版， i月不意味着在之前不知有希

腊文的版本。在马基雅维辛IJ (Machiavelli) 于公元 五一七年

开始写他的《君主论} (Discorsi) 之前(这本书透露了波里比

阿的影响) .很清楚地已经有人在佛罗伦斯讨论第六书一段时

间，而且最近有人指出告切菜 (Bernardo Hucellai) 大约在公元

一五0五年之前写作的小册子《论罗马城} (De lJrbe Ro/lt{}) 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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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他是熟悉第六书的。尚有证据显示《古代节录本》从公元

一四八二年起，已经在乌尔比诺 (Urbino) 为人所知。

公元 1-六世纪见证了波里比阿研究的百花齐放.被翻译为

法文、意大利文、英文以及德文。我已经(页 xi ，i) 提及最早的

英文翻译是由华生在公元一五六八年完成。在靠近该世纪末，

乌尔西诺斯 (flavius Ursinus) 于公元一五八二年出版君士坦丁

七世的节录本《论使节}，扩大了我们所知之波里比阿的分量，

这新增加的材料被归并到卡稍邦( Casaubon) 于公元…六O丸

年的版本之中。

波里比阿此时不仅因为其历史叙述，也因为其政治智慧以

及身为战争理论家及实践者而被研读。在许多受到他第六书罗

马军队之叙述所启发的作品中，最著名的是利普席亚斯( Justus 

Lipsills) 于公元一五九四年出版的《罗马军事系统五书} (De 

militia RQmαna libri quinque) 。利普fft; 可E斯被形容为"奥伦治之

摩利斯 (Maurice of Orange) 军事改革背后的精神及技术导帅"，

而摩利斯是利普席亚斯在莱登( Leiden) 的学生。尽管枪炮火

药的使用给战争带来新视野，但波里比阿仍然以能够协助组织

军队的作家地位，而被阅读、被珍怡，并护卫基督教世界来对

抗土耳其人。除此之外，在公元t 七世纪时，他作为政治上的

老师，持续吸引更多人的注意，特别是在英格兰，在那里他影

响了伊莉莎白-t壁的史家坎顿 (W】lliam Camde时(公元ι六一

五)。棍和政体已经出现在马基雅维利同时代之人谷贾迪尼

( Guicciardini) 以及约翰·喀尔文的宪政理论中。但是它对布莱

斯 (ß可ce) 称之为公元十八世纪政治哲学的圣经一一孟德斯坞

的《论法的精神} (Esprit des lois) (公元一七五 0) ，尤其具

有最大的冲击。波里比阿透过孟德斯坞，在那股创造出公元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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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八七年美国宪法，及大约同时的几个美洲国家宪法的政治思

潮爆发中，间接扮演某种角色，或至少协助提供需要的背景。

从那时起波里比阿-直有人阅读，但比较常被那些有兴趣

于希腊化时代以及罗马崛起为世界帝国历史的人，而不再是作

为政治改革或是军事胜利的引导。有关他后来命运的较近-1言.

则有关对希腊文本的广泛研究工作以及，更近日的，对他的历

史方法及写作技巧进行详细探索。

10. 近来有关波里比阿的作晶

这部分必须始于公元十八世纪末，当时史威格豪瑟( Jo. 

hannes Schwei草haeuser of Statrashourg) 出版他那具纪念性的波里

比阿版本(公元-七八九至一七九五) ，其中有文本、 ìì解以

及字典。我们今日所使用之文本中有一些部分当时尚未出版

《论格言》节录( Mai. 1827) 、 《论叛逆》节录( Mueller , 

1848) 、《论战略》节录 (W附cher.1867) 。除此外，史戚格豪

瑟的版本几乎已经包括所有现在被我们所知的波里比阿文本.

他还从这些残篇节录之中重新发现原来的架构;他并加入许多

从后来作家、字典编撰者、文法学家以及相类似作品中可以相

当合理地指认出波里比阿的残篇。从那时之后，有几个重要的

版本出现 llekker (公元八四四)、川叫orf (公元八六六至

一八八)、 Hultsch (公元一八六七至一八九二)以及 Bttner

Wobst (公元一八八二至一九0五) 0 W. R. Paton 的 Loeb 的版本

在公元一九二二至一九三七年出现，以及 P. Pdech. J. de Fou 

uault , R. Weil , C. Ni r:olet 的 llud 版本，外加法文翻译，仍然在

出版过程中(公元一丸六一至今) 0 J. de Foueault 也出版了一本

对波里比阿之文体及语言有用的研究， {有关波里比阿语言及



1261 罗马帝国的崛起

文体的研究> (Recherch.es Sllr la l.an.gue el le sηle de Polybe , Paris , 

1972 )。在手稿的传统上，现在有J. M.Moore <波里比阿手稿传

统的研究~) (The Manuscript Tradilion 01 Pol)仙IS ， Cambridge , 

1965 )的充分研究:一套新的{波里比阿字典) (Polybios一

Lexicon ) .由 A. Mauersberger 编辑 (Berlin ， 1956 - ) ，现在已经

到达字母 Oo (Í)

近年来钊对波里比阿作品之不同面向的专门研究，出现了

大量作品，虽然对英语的读者而言一一很不萃的是一一大多数

作品仍以其他欧洲语言书写。对史学家最方便的介绍(当然除

了阅读波里比阿作品外)是 F. W. Walbank 的 PoJ}'bius (Berkeley 

and London 1972) ;这是在加州大学所发表之沙瑟 (5ather) 系

列演讲的文稿，包括对最近主要研究的充分书目。在这书目中，

对能够阅读法文或德文的读者或许特别能参考 P. Pdech 的《波

里比阿的史学方法} (Lα Mtlwde historiqw: de PolJ的 j Paris , 

] 964) 及 C. A. Lehmann 的《波里比阿历史可信度的研究》

(Unlersu.chungen znr hist.οr旧hen Glanhwdigkeit des Polybios , Mun-

sl"r. ] 967 ) ;在这些外，加上 K.Me川er 的《波里比阿的历史批

i于} (Histor;sche Krit.ik hei Polyhios ~ Wiesbaden. 1975) 。

K. Ziegler 对波恩比阿有份杰出的研究(德文)发表在 Pauly

W旧owa 的《古代研究百科全书} (Real-Encyclopdie de门lαssw

shen Alt，ertu阴阳川enschafi. 嘈 vol. XX I. 2 , 1953) , cols. 1440 - 578; 

这作品亦包括到公元一丸五0年为止非常丰富的书目。自公元

一九五0年以来书写的作品，布份持平的批判性介绍(意大利

① 根据导读作者在他的 Polybius ， Rome (lI!d Ihe I/,.llm i.s ric World. Essays Q l1 d Re
jlecrùms (Cnmbridgtl. 2002) 里第二页所缸。宇典已经编辑到 pmeo。一一

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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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过去二十年的波里比阿研究} [ "Políbio negli studi dell' 

ultimo ventcnnio (1950-1970)" 1 ，作者为 D. MusLi ，出版于

《罗马世界的崛起及衰落} (Auj.ltieg und Niederga昭 der rmischen 

lf'elt , ed. Tempol'ini (Bcrlin-New York) , 11. i (1972)) , 

1114旺。最后，就详细研究，请见 F. W_ Walbank 的《波里比阿

的历史注释} (A His /.on:cal CommentαrJ on PolJbius) 三册( Ox

ford 1957 , 1967 , 1979) 。

公元一}L七三年在日内瓦附近的旺德夫莱( Vandoeuvre) 

的哈德特基金会 UO叫ation Hardt) 举行了一场关于波里比阿的

会议。议程及文稿出版为《古典古代世界会谈第二十卷 波里

比如ú)) [vo l. XX of the Entretiens Sur /' antiquit classique: Polybe 

(阳1. E. Gabba: Vandoeuvres-Geneva , 1974) 1 .包括十位波里比
阿专家所做的演讲。这之中最后一位摩明格利亚诺

( A. M omingliano )的文章名为《波里 l也阿于西欧之再现》

( "Polyhius' Reappearance in \Xr estern Europe") ，而这篇以及摩

明格利1[谐的 J. L. Myers 纪念演讲《英国与土耳其人之间的波

里比阿} (., Polybius benveen the English and the Turks ," Oxfonl , 

1974) ，构成了对这位史学家在后来际遇的最佳介绍。

11.目前之选文

已经有一些波里比阿的英文翻译，包括华生·徐尔斯爵士

的( Sir H. Shears) 翻译及德莱登 (M r. D叩len )的介绍(一六

九三) ，最近则有舒克博( E. Shuckburgh , 1889) 及巳通

(W. R. Patoll , 1922-1927) 。但是语言流行的风潮即使在半个

世纪内亦是变化甚巨，本册系司高特·基尔福特 (Ian Scott -

Kilvert) 的新译，以当代英文之节奏及词汇来呈现波里比如I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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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的文本版本是 ßttner - Wobst 的。所选择的章节涵盖:整个

从第一书取来的第一次布庭战争:第二书全部，叙述高卢人入

侵意大利，第一次伊利里亚战争嘈直到与斯巴达克里奥米尼斯

作战的亚该亚联邦历史，克里奥米尼斯在塞拉希亚 (Sellasia)

战败.以及马其顿势力在科林斯重建势力为止，儿乎所有的第

三书.陈述汉尼拔战争中的事件，直到罗马在坎尼的灾难;儿

乎所有的第六书，形容罗马军队以及军营，还有波里比阿对罗

马政体的讨论。从后来诸书之中，有围攻叙拉古( Syracuse) 

以及阿基米德的反制措施，汉尼拔著名但功亏一赞的进军罗马，

年轻的"非洲征服者"西庇阿占领新迦太基:从第十二书对泰

密乌斯之批评的选文，随着幼王托勒密五世即位后，在亚历山

大城发生的暴力事件，罗马军团与马其顿方阵兵团的比较，罗

马在→)L六年宣布希腊自由，叙利亚的德米特里 (Demetrius of 

SyriH) 如何(得到波里比阿之助)逃离步'马， liiJ去争取塞琉西

(Selcucid) 王朝王位的奇怪故事，希腊人对迦太基在一四六年

毁灭的辩论，以及最后，波里比阿对全书的结语。

为了让选文保持在一册的篇幅内，有些段落不免被排除，

但还是尽可能完整收录了所流传下来的原本《历史》里所有最

有趣以及最经典的部分。

沃尔班克 (F. W. Walb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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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论

l 假如纪录较早时代人类事迹的人未曾赞颂过历史.那

或许我有必要敦促读者去找出并去关注这类的作品 因为就

行为来说，人类当然无法找到比对过去之知识更好的引导。

而且我们可以这么说，实际上所有史学家都毫无例外地声称

这样的主张正是他们作品所有而且仅有的目的.亦即，研读

历史既是最真正意义的教育和i从政生涯的训练.而且也是教

导人们在遭遇灾难时，要能有尊严地承担命运所带来之浮沉.

其最可靠以及唯 的方法是被提醒到其他人所曾蒙受过的灾

难。所以我们可以同意.没有人在这时候有必要去重复其他

作家经常提到且已适当论及之事。尤其就我的情形更是如此，

因为正是我选择陈述之事情中所具有的不可预期成分，①使所

有的读者，无论老少.在研读我系统性的历史时，都将会受

到挑战与剌激。诚然没有人会在见识上如此偏狭或漠然以至

于会不想去思考并发觉究竟罗马人是利用何利'方法和何种政

0) 迫不可预期成分在被m比阿处理历史的方法中 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这

髓?吉:i晦白希腊化时代的史学幸 而他们]丑是从希腊悲剧 !t! 借用出来，亚咀

士事德定义它的功能是要引起恐惧且特恫。在罗 马帝国翩起这样的脉络

中!这是指那无法预见以且非理性的成分 是由偏量罗马的命远立非l'

Tychc 所草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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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体制，在不到五十三年的时间，①将几乎全世界所有人居住

的地方纳入他们的统治之下。这是人类历史 k无与伦比的成

就，但却被忽略。或是从相反的角度来看，难道会有人全然

沉溺于其他思辩或研究议题，所以他会发现其他的任务会比

获得这知识来得更重要?

2 假如我们思考其他史家以过去知名帝国为主要议题的

记录，并将之与罗马统治并置观察，那么我所研究主题的吸

引力以及所呈现之宏伟景象，便可以得到最佳的阐明。那些

堪称与此一较高低者，虫11下。波斯人曾有段时间称雄庞大姐

土，但是每次冒险跨越出亚洲的界线时，@他们不仅危及帝国

安全，甚至祸延自己的存亡。 llír 巳达人在历经多年争取希腊

霸权后，终于如愿，但却仅仅维持十二年未遭受挑战。@马其

顿人在欧洲的统治仅及于亚得里亚海沿岸到多瑞河，这似乎

仅是欧陆的片段:稍后他们推翻波斯帝国而成为亚洲主宰。@

虽然当时他们被认为较之前的任何民族，掌控了更多数量的

国家以及程域，但他们还是让更多人居世界的部分落在他人

• 

① 从二二0年(1)(1"拔战争开始)到-六七年"

@ 埃斯库jl')昕( Aeschylw;) 以且希F辛德同时将迫种迎越界线的行为、视为

hnbris (凡人的情越傲慢)。这会带来 nt:mcsi~ (报缸)。这里所涉且之事是

大商士 (Dsri\ls) .in;旺内徐亚( S(:y!hia) ，以及薛且斯( Xerxes) 入侵唱

腊。

@ 波里比阿M雅典并不友誓，所以没提且稚典在五世纪时的称霸。斯巴达的

黯业从四0五年算坦[赖山德( Lysenrln) 在向哥斯撞墙米 (A哺币potami.

原意J句"羊河) 11; 败雅典 1 ，到三九四年[雅典人间在( COllon )得世斯

舰队主I曲，在克尼辜!所( Cuitlos) 击败斯巳达]。

④ 在大流士三世死于王三0年后，亚历山大成为大王 (Crent Kîng) 井统治

J~& 、叙利亚、小亚细亚且波斯帝国的东部行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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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中。他们甚至未曾去企图争夺西西里、撒丁或是非洲①的所

有权，而且说实在话，他们也未曾见识过西欧最挠勇善战的

部落。但另一方面，罗马人不仅将部分世界，甚至可以说是几

乎将全世界都纳入他们的统治之 1 而且远远超越任何现今存

在，或(可能)是继承前人所臼下的帝国。在我的作品陈述之

中，我将会更清楚地解挥它如何取得霸业，而且那些好学之人

也将可以从研究严肃历史中，得到莫大的益处。

3 我的《历史》始于第二百四十个奥林匹亚年。@这奥林

匹亚年开始即发生了一些事件。在希腊有所谓的同盟战争( 50-

cial\Var) ，最先由马其顿菲利普五世.德米特里二世之子及佩

尔修斯之父，联合亚该íIJ'人对抗伊托利亚人，在亚洲则是为争

夺空叙利亚所发动的战争.③发生在安条克( Ant川hus) 三世

以及"爱父亲嘈托带J密四世 (Ptolemy Philopator) 之间.而在

意大利、非洲以及邻近国家则有罗马和迦太基的战事，大多数

① 班里比间就{~，Hl其他的虫草 样守在使用到U Africa 这个夺时 其实是有

些弹性!端赖活境来快走。若是提及世界由欧、亚、1>三酬，那这里的

Africa 所指的便是非酬大陆。但也有不少的时候， AfrÎcil 一词所指的是迦太

基最直接统治的本部 包括今日的大部分突尼西亚，J& 部分利比亚{古

代也叫"古兰尼亚卡， C，'renuico.)和小部分阿华且利亚(古代 H叫"努米

庇亚) ，且便是罗马的非酬行省租用。当然植里比阿所提的非酬地区尚有

属及 毛ljJ_塔尼亚两旺，还有他后辈航行探险的大西洋非削悔岸。但埃且

是主要且，古代史料似乎甚少以非嗣来指称在丑。另外 植且比阿有时候会

用 l\fri ， :a 米泛指血l太基在北非的协力也罔 JJ~ 自由梢阳模糊 些。所以利比

亚人&挥米底亚人的军队守会草草为迦太基的非酬车队，相对于西班牙平队

或凯 ~J、特军队。虽然陈呼迦太罩在今天斗1 酬的势力范阳为"非酬，窑且

有以偏随金的印盘， (日希望此扯的~酣 r，t 让 i主再从i者境来决定这词(本

书皆译为" 11' lI!I" )的范围。一一译者注
@ 二二二 0 3':二二 七句。

③ 第四次缸利亚战争 斗二一九至二一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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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家称之为汉尼拔战争 (Hannihalic War) 。①这些事件是紧随

西息温之阿拉托斯 (Aralus of Sicyon)@ 的历史所记录事件之后

发生的。在早先的时候，有关世界的历史可以说是由一连串不

相干的事件组合而成，其发生的缘由以及结果之不相关联，有

如它们散落四处之地点的相隔。但是从这时开始唱历史变成有

机的整体。在意大利及非洲的事情与在亚洲及希腊所发生者相

系，其中所有事件发生关联.并导致单→结果。这便是我何以

选定这个特定时间作为我作品的起点，因为那正是罗马人在汉

尼拔战争击败迦太基人之后，开始相信在他们取得世界主宰地

位过程中，踏出最关键及最重要的一步，并且因此受到鼓舞，

首度将双手伸出去掌握其余的部分，跨海挥军希腊以及亚洲

大陆。

假如我们希腊人熟悉这两个争夺世界霸权的国家，那或许

我便没必要交代他们之前的历史，或是解释何种目的促使他们

或是他们依赖何种资源去进行如此巨大的事业。但实情是我们

希脐人对无论是罗马或是迦太基之前的国力或历史知之甚少，

所以我相信有必要以此书以及接下来一书作为我整部作品的前

导。我殷切希望没有人在开始投入到叙述本身之后，便陷入困

顿，不知罗马人在冒险进行那最后让他们成为我们这世界主宰

的伟业时，心中是如何思考以及他们究竟掌握哪些武力。但另

一方雨，我意图以这两书及其中所含的导论，来让我的读者明

确了解.罗马人从开始便有足够的理由去怀抱创造jti:界帝国的

①亦即大多黠的希腊史学靠 他们从革迦太基的观点写作，将他们的叙述罪

住在汉尼拔这人物 j" W'~ 人提且这忡费时，串串之为第二lX布匿战争

(Sccollil Puni r: War) 。

@ 这位希腊政治事写作-*列的回忆录，篇幅起过三十册。



第-书/ 133 

意图，而且有足够的资源去实现他们的目标。

4_ 我历史作品所具有的特质与我们所生活时代的特殊精神

相关。正如命运女神将世界里几乎所有的事物都引导到相同方

向，强迫它们汇聚至相同的目标，所以史学家的任务是将女神

在完成这整体规划所历经的过程，置于-综合的观点之下，呈

现给他的读者。而尤其正是这现象原先吸引我的注意.鼓舞我

进行工作。第二个理由是.在我同时代之人中没有人着手去书

写普世史;诚然，假如他们己经着手进行，那对我来说必然会

比较没有诱因去尝试此事。但如1我所观察到的町虽然有些不同

的史学家去处理个别孤立的战争以及相关议题，但就我所知晓

者.尚未有人曾经尝试去检讨所有这些事件的整体及普遍架构

何时发生、从何发生以及何以导致最终结果。因此我认为有必

要不去忽视这种现象，或让它隐而不彰，因为这种命运所造就

的一切，正是最精彩，以及最值得去多加思考的。虽然命运不

断创造出新的事情.并且不停地在人生之中进行新的剧目，但

它从未在1'(1一例证之中造就出如此的布局，①或曾经展现过我

们在自己时代里所见证到的奇观。

我们无法在那些只记录个另IJ孤立事件的历史作品中.得到

如此全面性的观点。正如l一个人连续去亲访部座最著名的城邦，

或去检视个别的城市蓝图，就能对整个世界的形状、布置以及

秩序有所印象，因为这样的方法不太可能带来正确的结果。我

一直认为那些相信可以借由研读个别及专门的事件报告.而能

对历史整体取得公正以及适当见解的人.其行为就像一个人在

① 世里比阿在此时命玉石( For1une) 概念是认为它是一种在于市间的力量 乐

'f见到变化只因为宫是变化!阳同时也是以戏剧创造者来行为叮 b人人类命

运之中创边出某种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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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视曾经活过的俊美身体在解剖之后的不同部位，却幻想他已

经目睹这生物在生前所拥有的优雅举措以及行动。但我们若能

在彼时彼地去重建整个生命体，恢复其在拥有生命时所具有的

形体以及优雅俊美，并展现给那些人，我相信他们必然会立即

承认自己之前的想法远离真实，像在梦中所见。这其中的真相

是，我们从-部分事实所能得到的不过是对整体的大致印象，

而这绝非透彻的知识或是准确的理解。所以我们必须对此下

结论.单一事件的专门研究对整体知识的掌握以及理解，贡献

甚少。相反的，唯有结合整体的不同部分，彼此相互比较，注

意相似及相异之处.我们方能获得全貌的观点，因此能挟得研

读历史所能带来的实际利益以及喜悦。

5 在本书中我将以 271 马人第一次跨海离开意大利作为我的

起点。这事件发生在泰密乌斯历史作品结束之时，亦即第一百

二「九个奥林匹亚年。①因此我的任务首先是要描述罗马人如

何及何时立足意大利，以及是何种考量迫使他们跨海到西西

里一一他们首次在意大利海外苍陆之地。他们何以跨海的真正

理由，我必须述而不论.因为若我去追究其中缘由，我必将无

法建立我《历史》的起点或基本原则。所以真正的起点确定在

一个众所公认、可经由事件来清楚确定的时刻，即使这么做会

需要我回溯-小段时间，并且概括介绍其间所发生的事情。因

为假如历史之起点所赖以为据的事件不为人所知或是受人质疑，

那接下来所发生的事情，将会元法得到首肯或信赖。这二点如

能得到读者的同意，那叙述的其余部分则将会容易被接受。

6 我选定标记罗马在意大利建立势力的时刻是落在阿哥斯

① 二六四王二二大 年(原为工汽四至二式。-一译者注)。有关硝罗明厄昂

的泰晤乌斯(约三五0至约三五五年 ) ，见导论]1î9-11 、 16 、 19 、 25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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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塔米( Aegospolami) 河口的海战后第十九年，①留克特拉

( Leuclra) 战役前第「六年。@该年斯巴达人与波斯大王批准所

谓的安塔西达斯( Anlalcida，)平11 约;@叙拉古借主老戴奥尼素

(Dionysius the Elder) 在伊'i-波路斯 (Ell叩orus) 河畔击败意大

利来的希腊人，之后围攻利吉姆( Rhegium) ;高卢人突袭占据

罗马，占领除了卫城( Capilol) 外的城市其他区域。然而，罗

马人协商出一个商卢人愿意接受的和约。然后罗马在众人意料

之外.再度掌握自己的祖国.并从那一刻起开始扩张领土，并

在接下来的岁月中，与邻国进行一连串的战争。他们因为在战

场上的勇武善战以及连战皆捷，因此让所有的拉丁部落俯首称

臣。从此之后.他们攻击伊达拉里亚人 (Elruscans) .接着是凯

尔特人，然后则是与拉丁人领土东方及北方接壤的萨莫奈人

( Samnites) 。数年后.他林敦 (Tarentum) 人污辱罗马使节，接

着他们因为害怕这种行为的后果.便向伊庇鲁斯 (Epiru5 )国

王皮洛士 (Pyrrhus) 求援。这件事发生在高卢人入侵希腊那年

之前，这些人佼希腊的高卢人有些在特尔斐( Delphi) 被歼灭，

但其他则跨海转进到小亚细亚。如我所述.罗马人己经降伏伊

达拉~Il亚人以及萨莫奈人，并在许多战役中击败在意大利的凯

尔特人。他们现在首度对意大利其余的民族宣战.并非因为这

些人是外国人，而是因为意大利这国家宛如已经完全属于罗马

① 在这场战事巾，斯巴达人突袭并且完全歼灭雅典舰队，并 -LI 气结束伯罗

奔厄t散战争(四0五年)。眶里 It阿所选择的那年是三ktl芝八六句。

@ 这盐}阳巳达军队被芷啊，*在达斯所'1<铀的底比斯人 (Thcbulls) 所由渍，而

希腊1日仪b人那刻l起转略到盹比斯(三七 年)手上。

@且项安排结束了斯巳边一边 以及'"雅典 版比斯 阿哥斯且科林斯组成

的同国联盟 Jt获得披斯平齿的出一边，所在生的战争。这相约也恢草了

植斯大王对小亚细亚的统治(五八七/三八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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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他们和萨莫奈人以及凯尔特人已经历经武力的较劲，结

;在罗马人胜出，并成为战争技艺中真正的优胜者;他们在抵挡

皮洛士入侵时Jæ现出极大勇气，最后将他及他的军队驱逐离境，

但罗马人为了降伏那些站在皮洛士那方的人，仍继续战斗。他

们出人意料地成功克服所有劲敌，当他们最后征服除了凯尔特

人外的其他意大利民族后，他们开始围攻瑞吉温，而这城邦当

时是掌握在-些罗马公民的手中。

7 我必须解释何以横过西西里海峡、彼此对望的两个城

邦一一迈萨拿以及瑞吉温.会遭受到怪异但却相似的命运。→

群受雇于阿加索克利斯( Agathocles)①的坎帕尼亚( Campa

nia) 佣兵，对迈萨拿城的富庶及优美垂涎已久，而就在我所描

述之事不久之前，他们捉住机会，以诈术占领该地。他们以友

谊之名海人城邦.然后立即占为己有。在这之后，他们驱逐一

些公民，并屠杀了部分公民，!f将这些被抄家受害者的妻子及

家庭据为己有.这些人在当时保有犯下这些恶行时所占有的一

切。最后他们瓜分了所有土地以及所剩的财富。-旦他们如此

迅速及轻易地占据如此美好的城邦以及邻近领土后，其他人立

即起而效尤。当|虱王皮洛士随后立即从意大利跨海进入西西里

岛，瑞吉泪人民认为自己受到双重的威胁。他们不仅害怕皮洛

士的攻击，也畏惧控制大海之迦太基人的入侵，因此他们请求

罗马支援，派追→支驻军协助。罗马所派遣人员为数阴千，由

一位坎帕尼亚出身之德西乌斯( Deciu5) 率领.有一段时间由

①间加幸克利斯从三一七至二八九年期间 以假位古悟主( tyrollt) 的身份进

行统治.井在三一五年时占领迈萨余。他之前将佣兵圭朝在叙拉古.他们

同意在他过世后离开西西里。但在二八八E二八三年期间，他们占领迈萨

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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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军队执行保卫该城的任务。但是最后他们还是无法抵挡诱

惑，最后终于效法战神之子( Mamertines) 。①他们艳羡瑞吉温

地理之美以及居民的繁荣富有，便勾结佣兵成为共犯，他们违

背对瑞吉泪人民的誓言，开始驱逐或屠杀公民，占据该地，正

如战神之子在迈萨拿之所作所为。人民在罗马对自己同胞的行

为大感愤怒时.但却元能去加以禁止，因为他们深陷我所提及

之战争中。一旦他们得以自由行动，他们便包围该城，进行攻

击，如我之前所述。在瑞吉泪被攻陷时.@大多数驻军在攻击

行动中尽力一搏之后丧命，因为他们了解等待他们的命运为何;

最后仍有超过三百人被俘。这些俘虏被送往罗马，执政官命令

他们前进广场，根据罗马人习俗.他们在那里先被鞭笛，然后

斩首。执行这种惩罚的目的，是要尽其可能地恢复罗马人在盟

友中美好的名声。罗马立即归还瑞吉温的城邦及领土给当地

居民。

自同时，战神之子只要能依靠罗马人和与占领瑞古温之坎

帕尼亚人的联盟，不仅可以安稳占有迈萨拿城邦及领土，而且

也能骚扰邻近区域的迦太基人以及叙fjì:古A ，③并且从西西里的

许多地方征收贡赋。但是当在瑞吉温为非作歹的罗马驻军被自己

罗马同胞紧紧围攻后，战神之子顿失这方面的支持，很快轮到他

们被迫躲入自己城市中避难，逃离叙拉古人。事情发生经过如

① 这是坎帕尼亚佣兵在占领迈萨拿之后吁所使用的码:号。这版自于 Mamer哩，

这是奥斯肯 ilt (Osl;un) 中的战神( Mars) 。

② 在二七0年。

③在三 ι0年时迦I基人拥有西西lJ~西部且中部 战神之于盘曙东北角，

而缸1i1古则 r:从塔且Y 明尼 ff'r (Tauron\t川.m) 到帕奇纳斯( .l-'achynus) 悔衅

的京部梅序， U且 ~Ji占阿古 lil置( Agyrium) 的内地。战神之子比较常与

叙拉古人而非迦太~人 监量冲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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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当时不久前，叙拉古的军队与国内当局发生冲突，当时军队

驻扎在莫干( Mergane) 附近，并从军队中自行选出两位司令:

其中之一为阿蒂米德鲁斯 (A由midorus) ，另一则为希洛 (H阳

ro) 此人后来成为叙拉古的统治者。JJP〈0ω\) 那时希洛仍然年轻，

但天生的纱领:导性格让他显得极适合承担那种崇高地位及政治权

威。在接管军队的指挥权后，他利用家族人脉.进入城邦。-旦

人主城邦，他在面对敌人时，尽管占有七风，但却仍慷慨宽容地

治理政事，因此所有叙拉古人一致拥戴他为将军，尽管他们对军

队所选举出来之领导人物一点都不怀善意。然而从他最初施政

起，所有有智之士立即察觉到他的野心将不只是将军的职位。

9 希洛已经观察到派遣叙拉古军队出国，在最高官员指挥

下进行战争，将无可避免地会导致领导阶层内的争执，并爆发

某种形态的革命活动。他也了解到在所有的叙拉古公民中，有

位叫莱普廷斯 (Leptines) 的人深孚众望，得到最多支持，特别

在平民阶层中受到欢迎。他因此婚娶莱普延斯的女儿来缔结家

族联盟，所以每次他必须离国征战时，他便可以倚赖莱普廷斯

留在国内.看守他的利益。同时他也得到结论.认为经验老到

的佣兵是军队里不可靠以及潜在作乱的分子。因此希洛率领他

们去对付边萨拿城，佯装对付危据该地的坎帕尼亚人。他靠近

鲜i吐律帕 (Centu r.ipa) 一地，面对敌人扎营，并在靠近赛尔摩

苏鲁斯( Cyamosorus) 河附近部署军队。他如此布置战局. j1rj 

由他个人统帅的叙拉古公民所组成之步兵及骑兵，作为预备部

队，仿佛他打算从另一个方向来进行攻击。另一方面，创l兵则

接受命令前进攻击，被坎帕尼亚人杀得片甲不留。当他们溃散

。〉 布盖骨由掌极日期的证据缸此冲费 2 选项是大约二七五/:七四年或二七

。/二占 1L年。单一点的日期比较可能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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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希洛立即撤军，与叙拉古人安全地撤退到l叙拉古城中。①

那时他很有效率地达成目的，将军队中这些难以驾驭的叛乱分

子给清除掉后，他开始亲自挑选征募相当数量的佣兵，从此之

后安稳地掌握全局。不久后，他注意到战神之子因为此次的成

功，行径变得肆无忌惮、低傲不恭。于是他开始武装他的公民军

队，在迈莱 (Mylae) (2)平原的隧卡奴斯( Longanus )河旁与敌

人交战，并将他们彻底击败，俘虏他们的领袖。这行动终止了

战神之子的侵略行为，所以当希洛回到叙拉古时，所有盟友便

拥戴礼敬他为国王。

10 所以如上所述.战神之子失去来自瑞吉温的支持，接

着又因为我刚提及的，在自己领土里遭受到压倒性的挫败。这

时候，他们其中有些人便转而求助迦太基人，将自己的安危及

二I!.城交到他们手中，但另外一派人马贝lJl量使到罗马，以坎帕尼

亚人与罗马人有同族关系的身份，请求援助，同样也提议交出

城邦。罗马人有很长一段时间元法决定.因为若给予要求的援

助.很显然会前后不一敛。因为不久之前罗马人才因为自己同

胞违背与瑞吉温该有的诚信.而处死一些人。若要现在去协助

犯下相同恶行的战神之子，那必将是一件难以辩解的不公不义

行为。罗马人在这一点上看得很清楚，但他们也同样看到迦太

;Jjli人不仅将非洲嘈而目将很大部分的西班牙纳入统治，并且他

们是撒丁海以及提监尼亚( T yrrheniatl) 海所有岛屿的主人。假

若迦太基人进而掌控西西里岛，必将成为最麻烦以及最危险的

邻居，因为他们将会从每个方向来包围意大利.威胁这国家的

每个地区，而这正是罗马人所畏惧的发展。很显然这将会是西

〈。 这战事或叶发生在二七四年e

② 在西西里北HI. 迈萨章以由散里之夕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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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里的命运，除非他们对战神之子伸出援手:因为迦太基已经

征服这岛的大部分区域，而一旦迈萨拿落入他们手中，叙拉古

成为禁育指日可待。罗马人预见所有这些可能性，于是认为绝

对不能放弃迈萨拿，以免允讷迦太基取得桥头堡，入侵意大利，

所以他们进行彻底的辩论。①

第一次布医战争

1 1 即使在经过深思熟虑后，元老院仍无法同意增援迈萨

拿:他们的观点是任何能从解围这地方所得到的利益，必将会

被如此前后不一的行为所抵消。但另一方丽，深受战争之害的

人民虽然才因为刚结束→连串战事，急需种种复原，但反而倾

向昕从执政官的建议。官员除了强调那些罗马若进行干预，可

取得的国家利益之外，也强调每位公民必将从战利品中得到极

大利益，所以人民通过援助的决议。当决议通过时，执政官之

一阿匹乌斯·克劳迪乌斯 (Appius Claudius) 被任命为远征军

统帅.并获授权跨海到迈萨拿。在这之后，战神之子半透过威

胁，半透过假消息，设法说服已经驻防卫城的迦太基指挥官移

出夕然后准备邀请阿匹乌斯进驻，将城市移交给他。迦太基

以指挥官擅离卫城时，表现怯懦以及缺乏判断为由电用十字绞

刑将他处死。迦太基人接着将舰队停泊在佩洛里亚司海山甲

(Cape Pelorias) 附近，@利用他们的陆战部队从苏尼斯( Su 

① 究克迦太萃的势力在这时是否会时p马造成严茧的威胁，很可捉。比较TlJ

能的是与皮洛i的交战，让F马人警觉到件敌干预商章大丑闻的危险，而战

神之于刻意挑起这再理惧，正捆在第二次布匪战争之前守马希利亚( Mlls 

silill) 人之所为。

@ 其名为双诺 (Hunuù) 。

@ 该城山北敏且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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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is) 方向积极围攻。希洛认为这时候是一口气将占领迈萨拿

之野蛮人逐出西西里岛的好时机，于是和迦太基人缔盟，从叙

拉古出兵，进军迈萨拿。他在迦太基军队防线的对雨，靠近卡

基迪克斯 (Chalcidicus) IlJ附近扎营，因此也切断从迈萨拿脱

逃的路线。与此同时，罗马执政官阿匹乌斯开始进行在黑夜渡

海的危险行动.前往迈萨拿。他发现敌军从各个角度积极围攻，

认为若在敌人同时控制海陆时.会让自己身陷自|因之势，不仅

危险，而且羞辱，所以他设法和叙 t!l古及迦太基人达成协议，

希望将战神之子带离战用。然而两方对于阿匹乌斯的提议同时

不予理会，所以单纯迫于情势，他必须冒险一战，首先攻击叙

拉古人。他率领部队.摆开交战阵势;那时希洛积极应战，两

军交锋。双方交战甚久，至为激烈，但阿匹乌斯最后胜出，将

敌军逐回到他们的阵地，之后开始掠夺敌军死者遗物，然后回

到迈萨拿。对希洛而言.这次军事行动让他预感到这整个战局

将会如何落幕，所以他借黑夜掩护，抽离军队，全速撤退到叙

拉古。

12. 第二天阿匹乌斯得知战事结果后，信心大增，不再耽

谈，直接攻打迦太基人。他下令部队要在很早时候就已预备待

命，然后在破晓时刻立即出击。他与敌人交战，杀敌许多，强

迫敌军在混乱中撤回到附近的城镇。这些成功足以解围迈萨拿，

进而反攻.摧毁叙N古人及其盟友的领土，控制乡间，没有任

何抵抗。最后他扭转局势，反而在叙fj'j古之前布军，开始围攻。

这是罗马人第一次领军跨海，而且是因为这些理由及在如

此脉络之中，他们有如此作为。我认为这是整个叙述最适合的

起点噜因此我的主题便以这些事件为根据，而我在综合事件过

程时，也会因溯到更过去.这样在阐述事情发生原因时，才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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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有所缺漏。对那些有心想理解罗马现今独霸的发展有详尽及

全面陈述的人来说，我认为追溯罗马这段早期历史.至为重要。

换言之，他们必须熟悉这段罗马人在自已囡土遭受挫败后，①

渐入佳境的时期及过程.以及熟悉他们在成为意大利主宰后，

如何和又在何时致力于去征服更遥远土地的诸多细节。假如l我

在这作品的叙述中，有时会离题去解释一些最知名国家的早期

历史，读者不应该感到惊讶。我做这事是为了给读者一个起点，

让他们能够了解这每个国家到达现今状况的缘起以及背景。换

句话说，我将会用我已经为罗马人所采取的相同方法来说明。

13 在做完这些解释之后，现在该是呈现我主题的时候了。

伺我首先要对在这导论性质的前两书中，所处理的事件做一个

简洁的整体说明。在依序论及这些事时.首先要提的是为争夺

回西里而发生在罗马及迦太基之间的战争事件。 接着是在非洲

发生的战争，其后则是迦太基人在西班牙的成就，最先由哈密

尔卡( Hamilcar) ，然后由哈斯德f;}巴( Ha,dmbal )主导;哈斯

德鲁巴在西班牙的征讨，与罗马人首次入侵伊利里亚及那部分欧

洲，这两件事件同时发生，然后不久之后便是罗马人在意大利对

抗凯尔特人。在此同时，以斯巴达 l司王克里奥米尼斯命名的战争

在希腊爆发。至此我将结束我这部历史的导论以及第二书。

我无须巨细靡遗地陈述所有这些发展，这对读者想必亦无

多用处，我的计划并不需要将这些完整照录，而仅是引领进入

构成全书主题事件的导论，在经过时提及。因此我所做的不过

是依序简洁地重述这些事件，来让我导论一书的结尾，使其密

合到我的历史作品本体的起源。依照这种方法，我的叙述将依

⑦ 四1贵妃韧 r.:;卢人之入侵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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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一个没有间断的顺序，而读者也将会见到我有很好的理由去

触及其中一些事件，即使这些已经被其他人记录过;同时，对

学生而言，这样的安排会让处理后来之事变得可以被理解，容

易跟进。然后我会设法对这场为了争夺西西里岛.而在罗马及

迦太基问爆发的第一次战争， 1，故较为详尽的陈述。这是因为甚

难找到有任何其他战争，比它爆发的时间经过更久.交战双

方准备更为积极.或-旦开打，更奋战不懈.或是找到有其

他战争会涉及更多战役或更是多决定性的命运转折。在那时

这两个国家在习俗以及体制方丽仍保持原貌，两边从命运女

神那里都只得到适度的协助，而且在国力上旗鼓相当。于是

我们可以借着比较他们在这次而非之后的战争表现，对双方

的民族特质以及国力资源，形成一个较为准确的图像。

14 尚有一个在影响力上不亚于上述原因的理由，说服我

要对这场战争多听着翠的事实:费利纳斯及费边①这些号称对

此事最为专桔的权威史家，在我的评价中却认为他们没有尽责

地去报道事实。假如我以这些人的生平及原则来作为判咐，我

不认为他们是刻意误导读者。但另一方面，就我看来，这两人

的行为却像一般人陷入情网时-样。因为由于党派之私以及全

心支持一方，所以费利纳斯坚持迦太基人在每个场合中都是以

智慧、品德及勇敢行事，而罗马人皆反其道而行。而费边则给

我们截然相反的版本。或讷我们在人生其他领域之中，无法排

(1) 费 J!1 匹直拖 (Quintus Fabius j' Í(:lor) 过佳的古老的百 ~!J 虫学监 生平经

历过坦尼拔战争。他的历史将P 马的故事制及至j成邦也立之初j 直到他当

代:迫是以希腊文书写电目的是为了向希腊人用解罗马的政策。问棉里根

特的费利纳斯仆)hilillll~ of Agrigf:n tlt t1l)则是 rJj结束 眈布世战争 队一-个

亲且太挫的观也来 ~g写他的历史。一般人皆认其J 脚边且费利纳斯是 i庄里比

阿期一次有J南战争所盎照的仅有的史科来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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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如是的偏颇，一位好人应该爱他的朋友、他的国家，也应该

分享他们的仇恨及忠诚。但一个人一旦扮演史学家的角色时，

他就必须扬弃所有这样的考虑。他将会经常说他敌人的好话，

若他们的行为有任何值得称许之处时，甚至愿意给予他们最高

的赞誉:但另一方面在自己朋友行为上出现错误时，无论他们

是如何亲近，也必须要能够批评斥责，这是他的职责。正如一

个生命体若是被剥夺视力，就会陷于完全元助，若是史学被剥

夺其相，所剩者不过是无聊元用的故事。所以我们不该怯于去

指责我们的朋友或是赞美我们的敌人，我们也没必要畏惧在不

同时机去赞美或指责相同之人，因为从事公共事务之人不可能

永远正确.也不可能一直做错。为了提出他们行为所值得的陈

述以及论断，我们因此必须要与故事中的角色保持距离。①

15 我刚才所说之事的真实性，可由这些历史作品所取出

的一例来验证。费利纳斯在他的第二书开始之处告诉我们，迦

太基人和叙拉古人一起对迈萨拿作战，围攻该城;然后罗马人

渡海而来，进入城市，立即突时攻击叙拉古人，但是在遭受重

大伤亡之后，退回迈萨拿。接着他们出城攻击迦太基人，但是

不仅被击退，而且许多士兵被俘，损失惨重。这便是费利纳斯

的陈述。但是他又说，在战后嘈叙拉古的统治者希洛完全丧失

理智，不仅焚毁自己的营区及帐篷，当夜匆忙赶回叙拉古.同

时放弃所有用来威胁迈萨拿领土的确堡工事。同样地，他报道

说迦太基人在战后，立即撤出自己阵地，囚散到邻近个别城镇

之中，不再企图去争取城外开阔的乡间地带。他又告诉我们，

迦太基指挥官认知到自己部队土气已经瓦解，决定不让他们接

① 亦RP事实的陈述以且在有关意见 1:的论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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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战争的考验;他还说罗马人紧迫在后，侵犯迦太基人及叙拉

古人的领土，进而围攻叙拉古。在我看来，这样的陈述是一团

矛盾，无须仔细进行检验。对这相同的军队，费利纳斯在开头

说正在围攻迈萨拿，而日连战皆捷，却在稍后仓皇败逃，放弃

开阔乡间，最后士气衰竭，反遭围困。另一方面，那些他形容

为挫败受因之人却突然被说成已经突围，追杀敌人，控制乡间，

最后围攻叙拉吉。这两种说法无法自圆其说.所以他之前或是

之后的军事行动，其一必然有误。前者的说法不正确。真相是

叙拉古人与迦太基人放弃乡间地带，而罗马人立即l针对叙拉市

进行攻击，也正如他说.同时对依克特拉( Echella) 作战，这

是介于叙拉古及迦太基领土之间的城镇。我们因此必须认知1

费利纳斯报道的第一部分是错误的.而且这位史学家叙述罗

马人在迈萨拿城前战败.但其实他们是胜利的。我们会发现

这样的错误在资利纳斯的叙述中不断重复。类似的情形亦发

生在费边的作品中;当时饥出现时，我会加以指出。无论如

何.就这次的离题叙述而言嘈我已经说出我的要点，现在将

再回到原先进行的事情.尽我可能地呈现出这战争的真实图

像.很弯取直.将我的叙述严格地限制在事件发生的顺序。

16 当阿匹乌斯及军网胜利的消息传回罗马，人民推ìl!;欧

f塔蔷西里亚斯( Ma盯n川川1川】ius 0仇18配C川i I i u山us叶)及瓦勒里乌斯 (Manius Vale盯mn 1 

us) 为新任执政官.派追这两位将军以及所有武力①到西西里。

罗马的四个军团皆是由公民所组成的，而这与M邦军队的组成

有所不同。每个军网皆是每年进行征召，由四千位w兵以及二

百位骑兵组成。当这些军队到达西西里时，大多数的城邦皆己

① 这是二六三/二六二年。将两位执政官京领!2.军 jJ 同时括 :11. 显示出局势

J'" !f( 总 j.1 来说守约有四万人世，.出 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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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义反抗迦太基人及叙拉古人，并投靠到罗马人那边。希洛注

意到，慌张及恐惧的气息已经笼罩在西西里岛人身上，在罗马

军队数量及强大战力与眼前的恐慌相对照之下，他的结论是罗

马人的前景比迦太基人更为明亮。他的理性敦促他站在罗马人

那边，所以他传送消息给执政宫，希望缔结和平和建立友谊。

罗马人欣然回应他的提议，特别是他们正在考虑要如何补给的

问题。因为迦太基人控制l 海洋，他们担心基本物资的供应.不

管从各方向运送，都会被切断。他们记取之前跨海到西西盟的

罗马部队，就曾因为这样的短缺，受害甚巨的教训，:Jj判断希

洛在这方面可以提供很好的协助噜所以他们欢迎这友好的提议。

于是他们草拟条约，其中的条件是国王同意交还战俘给罗

马人.不要求赎金;此外，支付给罗马人一百泰伦①的银钱。

罗马人民同意这样的条刊，从此看待叙拉古人为朋友及盟邦。

就希洛而言，一旦将自己觉于罗马人的保护之下，持续为他们

提供基本补给咱终其余生，他就能够安稳地统治着叙拉古人，

并以如此体恤的方式来对待其他希腊人，而从他们那里赢得冠

冕以及其他荣耀。平心而论，他或许可以被认为是一位最杰出

的统治者，就他长期从政所练就的智慧及其结果来看，不仅就

个别事情，一般政策也足如此。

17 协议条款交付到罗马，经过人民批准、确认与希洛的

条约，罗马人决定不在西西里岛上维持全部的军队，而是wn

两个军团。他们估算，有国五站在他们这边，他们投入的规模

就可以降低，军队也会得到比以前更好的补给。另外，当迦太

基人了解希洛已经变成敌人，而日罗马人越来越涉入西西里岛，

① 二五八六千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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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结论是 假如要强大到足以与敌人抗衡，持续控制西西

旦事务，那他们的军队数量一定要补强。于是他们跨海招募仙l

兵，其中许多是利古里亚人( Ligurians )及凯尔特人，甚至还

有更多是西班牙人，这些都被派遣到西西里。他们注意到，就

他们目前的准备来说，阿格里根特拥有最好的自然优势.而且

这也是他们行有里最重要的城市.所以在那里集中所有的军队

及补给品，决定作为战争基地。

在罗马方面.原先与希洛协商条约的执政官已经离开，而

继{饪干的官员议 j 丢米亚斯 (υLu旧cius PO回sl阳u!川I

( Qu川1川r

J慕E计划以及在阿格旦里l根特所做的?准f住t备，他们决定先发削人，大

胆一击。他们停止所有军事行动，集中全力攻击阿格里根特.

并在离城约一盟的距离驻扎，将迦太基人困在城里。当时正是

收获季节咽而这次围城预料将会更为冗长.罗马士兵于是开始

收割粮草.表现比平常更为鲁莽不智。迦太基人发现敌人分散

乡间地'!|1. 因此突围而出，攻击这些正在聚集粮草的人。迦太

王ili人轻易地驱散他们，其中一些人进逼并掠夺罗马筑有防御工

事的营区，另一些人则攻击卫哨。但就像过去经常发生的状况

一样，正是罗马人优良的体制拯救了他们。根据他们的规定，

个人以任何方式擅离职守，或值勤时撤退，皆是极大罪行。

所以这次，正如|其他许多次一样.他们英勇地坚守岗位，对付

数盘上远超过他们的敌人.虽然他们失去许多战友.但杀死更

多的敌人。最后栅栏正被拆除时，他们成功地围住迦太基人。

他们当场杀死许多敌人，并将其他人以边追边将其砍倒的方式.

① 在二六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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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他们追赶回城市。

18 在这次行动之后，迦太基人比较不愿贸然突击，而罗

马人搜集粮袜也比较严格谨慎。当罗马将军发现迦太基人不再

愿意做出超过小型攻击规模的战事，便将军队分为两部分。一

部分留在原地，靠近城外的医神( A，cl叩ius) 庙旁，另一部分

则扎营在面对赫拉克里亚 (H盯acleia) 方向的城外。罗马人加

强分居城市两侧营区间的阵地防御·他们在靠城那边挖 r一条

内壤沟，以防城内军队进行突隅，外壤i旬则是排除任何来自外

方的攻击，也避免人员或物资渗透进入到城内，在围攻时，常

会有人尝试这么做。连接两营区的内外壤沟之间的空地则有卫

哨巡逻，这些卫哨彼此间又相隔 段距离并在适当地点设立强

化工事来给予保护。食物供给以及备用物资则由罗马的西西里盟

邦提供，集中在赫别色斯( Herbesus) 。因为这城镇邻近方{型，

他们可以经常往来，运送牲畜及其他补给到营区，因此物资充

足。接着，双方陷入长达五个月的创局，没有-方占有明显优

势，除了小规模攻击所导致的成功外，几乎毫无进展。在这时

候，迦太基人开始遭逢到因为饥饿所带来的困境，当时至少有

五万人被围困在城内。受命统率这些受困军队的汉尼拔，①对

这种处境感到忧心，因此送出→个又一个特使到迦太基去，解

释他的困境，恳求增援。迦太基政府当时命令他们新募集到的

军队以及战象登船，航向西西虫，与岛上另一{位立将军汉诺

( Hann川n阳】t吵@会合o 汉诺将人员及物资集中在赫拉克里亚，③而

① 这位将军接受战掉之于的提议，安捕军队驻扎迈萨愈，井派遣之后被才字

绞刑的回诺击统帅(见页 140 )囚

@ 他曾与希陆结盟。

@ 这港口位用阿格里根特四北约二十里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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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第一个行动则是对赫别色斯进行突袭，这次行动成功地攻下

这座城，切断罗马人的基本物资供应。罗马人因此发现自己既

是包围者也是被围者，受迫到如此严重短缺贫乏，他们不只一

次考虑是否要停止固攻。事实上，若不是希洛利用种种可能的

资源，想出种种计i旱，成功提供足够分量的基本补给品，罗马

人最后必然会选择停止围城。

19 这时候汉诺又再度采取主动。他知道罗马军中发生疫

情 罗马人因为饥饿及疾病而由强转弱。他自信自己的部队强

大到足以一战，于是他动员所有的军力.包括为数五十头左右

的战象，迅速从赫拉克里j[Ii出发。他派出他的努米底亚骑兵作

为先锋，下令在靠近罗马人强化防御工事的营区时，将罗马骑

兵引出交战;一旦成功做到这一点，他们立即撤回到王力军队

中。努米底亚人执行这项命令，骑到其中 个营区，那时罗马

骑兵立即出击.勇敢交战。这些努米底j[Ii人根据计划撤退，直

到汉谐的部队;那时他们回转过来.包围敌军，向他们冲刺，

杀死词多人.将其余逐回营区。在这行动之后，汉i者占领叫托

鲁斯 (TOfU !:i )的 111 匠，在该处扎营，该处距离罗马敌人约|个

弗隆 (furlong)①的距离。双方有两个月时间处于相同态势，

每天都不愿尝试任何超过小规模行动层级的更具决定性的攻势。

但在这期间，汉尼拔以烽火为信，提醒他的同事，城内人民再

也无法忍受饥荒，越来越多的人因为缺粮已经逃向敌军。最后

迦太基指挥官决定冒险一战，而罗马人 因为我已提及之理

由 也一样积极备战，所以两军前进到营区之间的空地，开

始交锋。战斗儒持不下，但最后罗马人逐退迦太基前线的佣兵，

① 约稍超过l间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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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他们撤退到部署在他们后方的战象及其他单位时，整个军队

陷入混乱。全面放败开始发生，大部分迦太基军队在战场上被

杀死，虽然有些人逃到赫拉克里亚。罗马人则掳获了大多数的

战象以及随军行李。但在天黑后，罗马人既高兴又疲累，没有

像平常一样谨慎。那时汉尼拔一直对自身处境感到绝望，突然

看到挽回局势的契机，所以与 Ðll 兵在夜半时分一起突阁离城。

他用紧紧装满麦杆的笼子填满壤沟，设法让部队在不被查觉下

安全离去。当臼天来临时，罗马人发现发生之事:罗马人与汉

尼拔的殿后部队进行短暂零星交战后，全军前进到城门。那里

没有人抵抗他们.所以他们冲入城内，开始烧杀掳掠，奴役大

:fil居民，①并且Jjj)获大常形形色色的战利品。

20 当阿格里根特事件的消息传到罗马，元老院喜不自胜。

在这种兴高采烈的情绪下，他们的期望远超过预先的计划，不

再只满足于解救战神之子，也不满足于战争所获得的利益。他

们现在怀抱希望，要将迦太基人完全逐出西西里.而一旦达成

这目标，他们的势力将大为增加。于是他们将这设定为首要目

标，全力计划.付诸实现。

就陆战而言，他们认为自己的军队已经取得所有可能的

战果，因为在围攻阿格里根特之后逃出的执政官，弗拉库斯

(Lucius Valerius Flaccus) 以及克雷苏斯 (T山s Otacilius Cras-

sus) ，很干练地处理西西里的军事行动。但只要迦太基人持

续控制海洋，为所欲为，战争结局就仍属未定之天。在接下

来的数月中，@因为罗马既然已经占有阿格里根特，许多内陆

的城邦害怕他们的军队，换边投靠，但同时也有很多沿海城

① 四阿里的扯奥$!l'斯 (Oioaorus Siculus) 估计量量为二万五千人。

由二六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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邦因为畏惧迦太基舰队.而背弃罗马。所以当罗马人见到优

势的天平，因为这理由在双方之间摇摆不定，以及意大利海

岸屡次遭袭破坏，非洲则安然元恙.他们心中极想往海上发

展，与迦太基人在那领域一决雌雄。①因为这个以及其他许多

因素促使我对这场战争做出比原先更多篇阳的叙述。我心中

盼望我的读者不该对这类重要的创新举动有所不知，也就是

罗马人如何、何时以及为何首度往海上冒险。

因为他们看到战争不断拖延，于是便开始致力建造船只

一百艘五层舰@与二十艘三层1悦。他们的造船师傅完全没有制

作五层舰的经验，加上这些船只未曾在意大利被使用过，所以

。〉 其他证据且 jJ' .'1\ 虽拙罗马人的动机无疑相当复如 但防卫意大利海岸的

需求是Ji1优先的考 :@:Q

⑦ 这里 qUI叫ucrC IlI C 翻译为 ω 五日舰" 值得商榷。一殷认虫双层舰 (bir!:! lIIe)

或三层舰( lrirellw) 的 ßll舰韭位，从上到下共有主层以及阿层，每人一辈.

其作战1f :rt常是以迅速的运功、转向血冲刺.*钊对敌人如身li'<脆弱的眼侧

拍击!以取得战果。迦太基基本 I 延续这种梅战的战在 因为这种战术需要

浑厚的海军传统以且长时间的拣习。但希腊他时代 开始有特船而作为作

战平台的趋势 所以需要更宽阔的船身以及E大的i;)J)j ，所以超过三m以

I:!肝胆变得植米越平常。所以"政城者 德米帕里 世以悔军JX打F德

岛的蜡池 I 便常功用且类船舰，!!"马在自战中{血 HI "乌鸦，也需要n 战

平古 所以一段而言船身会较大 所以常用超过三层舰以上的船舰设叶

在人书中玛谢勒斯甚至将同艘船告井起束 形成亚大的平台‘装载攻城闸

的"散布十一\来攻击叙 f~'[古。当然这样的船只也能运就较多的梅军陆战

人员。相形之下 迦茧 n9!U仍较多地使用三层舰设计。但'fí.居舰是否"五

层叼虽然不能排除。但现在直流行的看法是过些超过三层以上的多层舰.

常灶从三g舰以及班后舰变化而来，所以可能靠性的层眈没有附加或没大

幅附加 1 甚至只剩 层(如以下原著注释所认为的)。 每一直船坚常不再

只 )ú rll 一人来划 iJJ 所以所m的五层舰可能 lf是三层或其他层数而已 但

是间为每立辈可能已经有超过一个人来主'1 动 这一垂直单位的船辈共有

丑 人而，1'_人辈划提 所以咄 j]亚太 1 边匮直快!船身也能加大一些。

这种说法也可运用在 !E$层'的船舰iQ汁中 c 网此 qu l l1qu t'rell1'的"五

昕怕的是 ~'I韭乎人数的动力大小，非英辈忱的层性"但网 JJ 尚未为中1J1l

qurcme 寻得妥捋翻再.故暂以"五层舰"代之。 1号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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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面临很大的困难。但正是这样的事实最能彰显罗马人在决

策上的坚持精神以及冒险奋进。欠缺进行这种冒险事业所需资

源对他们来说并不成问题，因为在这方面他们确实一无所有，

而且在之前也未曾想过有关海洋之事。但一旦他们有这构想，

他们就会大胆奋进地进行.所以不待在海战中学得任何经验.

他们就立即与迦太基人交战，而这些迦太基人世世代代都一直

在大海上称雄。他们这种特别的勇敢奋进，以及足以证明我所

言不虚的例证是:当他们首次冒险运输军队到迈萨拿，他们没

有任何装设甲饭的船只，不仅没有长ll'i战舰，甚至也没有轻型

战舰。他们只不过向他林敦、洛克里以及厄勒亚 (Elea) 和尼

亚坡里( Ne叩01剖人借用五!桨船以及三层舰，冒险运送军队

渡海。就是在这个情况下，迦太基人出海攻击正在渡海的罗马

人，但一艘有 Ijl 板的迦太基船舰操之过急，为了赶上这些运兵

船，冒险靠近海岸，结果搁浅，落入罗马人手中。罗马人就是

用这艘船作为原型样本，并根据其中的规格制造出整只舰队。

从这里可知，若非这个意外，他们或许就会因为纯粹欠缺必市

的知识，而元法执行计划。

21.那些被指派造jIJ工作的人，全心进行造舰工程，而其

他人则招募水手集训，教导他们在岸边划船。方法如 F 0 0) 他

们将人员安排在陆地上的划桨板凳上，依序坐定，正如在实际

的船舰上，然后将下令划桨节拍的水手长( keleustes ) <Þ安排在

中间，训练水手将c!J j丰→致往后移动时，将双手移近身体，而

在身体 致前倾时，双手推到身前，在下节拍者的命令下开始、

① 这练习是街必要的，囚虫划功n:居舰(五人-架)的方法与三层舰习卜间，

后者是罗马人到那时为止所曾经经验过的最大明船舰。

~ Keleust回负责打拍于.所以可U控制划利帕拉船的速度且节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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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这些动作。当水手学会这些动作.在船舰建造完成后，立

即下海川之后他们其实在海上只有短暂练习.就在执政官命

令下开始在意大利海岸巡飞。执政官商庇阿 (Gnaeus Cornelius 

Scipio) 受命统领舰队，在几天前已经下令船长，在船只装配完

毕后，立即航向迈萨拿海峡。同时.他亲率十七艘船舰提前航

向迈萨拿，因为他亟须取得舰队所需要的物资及备料。当他抵

达时，使听说了利帕拉( Lipara) (Î)因为被出卖.有被攻占的机

会而可能叛变的消息。西庇阿在过度仓促、不够il t真的状况下，

趁着这机会，率领我己提及的舰队山海，在城外下锚。这行动

消息传到驻扎在帕诺穆斯( Panormt时的迦太基将领汉尼拔处，

他于是派遣一位迦太基元老布得斯( Boodes) 率领二十艘船舰

前往。布得斯夜航到利帕拉，将西庇阿困在港中。当白天来临，

罗马水手弃船逃到岸上，而西庇阿因为事态发展如此，陷入恐

慌.而且无论如何都无法行动，因此向敌人投降。这些迦太基

人立即航向 ìJl尼拔，带走掳获的船只以及执政官。但是仅仅儿

天之后，即使西庇阿的重大失误殷鉴不远，汉尼拔l眼睁静地看

着自己犯下与西庇阿几乎相同的错误。他听到罗马舰队沿着意

大利海岸往前逼近，心中极想知道敌军数量及部署，于是带领

五十艘船顺着他们前进的方向航行。当他在绕过意大利海角

(Cape of Jtaly) @时，突然遇见井然有序、部署完成的敌军。交

战后，他失去大多数船只，仅能以残余的船只脱身逃命。这结

果完全超出他原先所预期的。

①根据存在老普林尼的传统 这些在六 1 天内完成。

@位榕在同名之岛屿 1: ，该岛为伊典里安群岛 (A~ulian group) 中最大轩，

当时是在迦太基λ于中。

@或许是现在的梵蒂冈晦呻 (Capo Vatic3ilu) ，靠近意大利半岛的"脚拇

趾"。



154/ 雪马帝国的崛起

22. 很快地，在罗马人靠近西阿堕海岸时，他们得知发生

在西庇阿身上的灾难。他们立即传话给驻西西里的罗马陆军指

挥官杜以里亚斯 (Gaius Duilius) ，并等待他来 11备。他们也得知

敌人舰队就在附近，于是开始备战。因为他们的舰队装配不良，

难以活动，于是有人建议他们可以使用后来被称为"乌鸦"

( .raven )的装置在悔上作战，以取得上风。其构造虫u下。一根

长约二十四尺、自径十寸的圆木竖立在船首。因柱顶端有滑轮

装置，底部则是由木板交错tJ 牢所组成的四尺宽、三十六尺长

的舷梯。舷梯被安装在船尾底处一个宽十二尺的长方型沟槽，

圆柱的底端可以在这边卡住，通道的两侧长边有高及膝盖的护

栏。在舷梯远端一侧，固定一个形状如样的长铁锥，形状尖锐，

看起来像是用来捣谷的器具，另一但l则有 111环可以让绳子穿过。

绳子穿过铁环扣，然后再通过圆柱顶上的滑轮操控舷梯。当船

只往敌人冲刺过去时， "乌鸦"会借着滑轮而Jl i骂，然后下降

到敌舰甲板上;当两船相撞时，就可借由拖拉滑轮将舷梯转向

放下。一旦"乌鸦"插入甲板.便可将两船抓牢固定，士兵就

可以经此跳入敌船。假如两船平行时，他们甚至可以跳下自己

舰队的船体直接登上对方的船只;但假如是船的首尾冲撞，人

们则两两并行借着通道穿过。前锋的两人手持盾牌在前方保护，

后边跟随的队伍则靠在栏杆边缘用盾牌保护侧边。在采用这样

的装置后，他们等待机会在海上交战。

23. 在听到四庇阿所遭遇的灾难时，杜以里亚斯将西西里

罗马军团交给军团的营长指挥，自己加入舰队。他接获情报敌

人正掠夺迈莱地区，①所以他率领全军航向前去。迦太基人在

① 迈果 (Mylnl~) ，现今之米拉左( Milu7,zo) ，位撂在西西里东北角约二十 li

里处的海衅，悔战盎生在二六0年夏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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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击之后，立即积极下海，全军共一百三十艘船1悦。罗马人缺

乏经验，迦太基人因此士气高昂，他们心中充满轻蔑之心。他

们直接航行.正面切人敌军，认为自己无需保持队形，便可冒

险攻击，仿佛认为罗马舰队不过是瓮中之鳖。他们此次同样是

由汉尼拔率领.他之前便是借着夜幕掩饰将军队撤离阿格里根

特的将军，而现在他的旗舰是七人一排划一巨桨的船舰，这船

舰曾经属于国王皮洛士所有。当迦太基人靠近敌人，看到在儿

艘船上船首举高的"乌鸦"时，迦太基人刚开始时并不清楚这

装置有何用途.因为他们对于这个装置完全陌生。然而他们还

是鄙视敌人?并目毫不迟疑立即展开攻击。当双方船只开始冲

撞，迦太基人发现他们的船只全都被"乌鸦"固定位，罗马人

则经由舷梯蜂拥而上.将他们阴阳围住，并开始在甲板上近身

交战。整个海 t作战似乎已经转变为陆七战斗，有些迦太基人

被砍倒，其他人则对这样的战术不知所措，因此弃械投降。结

果是迦太基人最先参与交战的那三十艘船全军覆没，并损失了

水手和其他所有东西，其中包括旗舰。汉尼拔本人则以其果敢

的行动加上过人的好运，设法利用舰上小艇逃离。迦太基其他

船舰靠上前来.好准备攻击，但当他们靠近，发现了前导船只

所遭受的事，立即转向航离，以避免碰到"乌鸦"。取而代之

的是利用自己的速度，.I'f、行敌军.伺机安全地从船恤11 或是舰尾

撞击。但是罗马人随时将舷梯转向，用以应付来自任何方向的

攻击，并伺机放下"乌鸦"，任何靠近的船只都会被钉位，发

现自己元处可逃。最后迦太基人掉头逃离，因为他们完全被这

新的战术弄得信心大失。迦太王军人最后总共损失五十艘船舰。

24 罗马人竟然用这种方法达成他们控制海洋的心愿，让

众人大为意外，他们要继续奋战的决心也因此更加坚定。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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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接陆西西里海岸，缓解赛格斯塔( Segesta) 的围城之急，

当地居民当时儿乎已经可以说是奄奄一息。罗马人在回程时一

鼓作气急攻，拿下马切拉( Macella) 。

在海战后，驻扎在帕诺穆斯指挥的迦太基陆军将军哈密尔

卡接到报告·罗马人及其战友因为分配战利品以及颁授功勋之

事而开始内杠，以及那些罗马盟友远离罗马人扎宫，驻扎在帕

格普斯( Paropus) 城和希美拉伊·特迈( H ìmerae Thermae) ① 

两地之间。他趁他们仍在于L营之际，以全军发动突袭，约杀敌

四千。在这行动之后，汉尼拔带领那些逃离迈菜的军舰航恒|迦

太基，之后很快带领一只得到充实的舰队航向撤丁，其中包括

了迦太基最好的海军军官。但却在没多久后，被罗马人围堵在

岛上的一个港口里，并日失去许多船只，他更被存活下来的迦

太基人当场逮捕之后，加以绞刑处决。我应该要在这边解释:

罗马人在对海洋发生兴趣后，便设法去掌控撒丁。

次年，@罗马军队在西西里无重大进展，但在年末时，下

-年接任执政官的阿提里亚斯 (Aulus Atilius) 以及苏尔皮吉斯

( Gaius Sulpicius) 抵达后，开始进攻帕诺穆斯一一这是迦太基

人过冬之处。执政官在城市附近布阵，率领全军叫战，但因为

敌人没有应战，他们便行军离去，改为进攻希帕纳 (Hippana) , 

他们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攻下此处。他们也占领地形险恶、久

攻不下的米提斯特拉图姆( Myttistratum) 以及最近背弃罗马的

加马里纳( Camarina) ;他们在加马里纳前布置攻城机，打破城

墙。他们接着占领恩纳 (Enna) 以及一些迦太基的要塞。在完

成这些军事行动之后，他们包围利帕拉。

① 在西西里北岸，帕诺穆斯以直约三 1- IJl_主处。

@ 二五丸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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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接下来一年，执政官雷古鲁斯( Gaius Atilius Regulus) 

统帅舰队，在丁达里斯(仆'1ηI

舰队航行经过'没有保持队形。他下令主力部队跟随领先的船

只，并且身先士卒，亲自领航可以以同速前行的十艘船作为前

锋。迦太基人见到有些敌人还在登船，其他船只虽已航行，但

先锋船只却远远超前，于是立即转向，与他们交战。他们将罗

马人包围嘈击沉其中九艘，几乎就要逮捕执政官跟他的水手。

但这艘船不仅快速且装配精良，最后逃离险境，迦太基人无法

如愿以偿。在此之际，罗马其他舰队也已抵达，并立即采取密

集队形。当舰队列阵完成，向敌军发动攻击，击沉八艘，并掳

获十艘及水手。迦太基其他舰队撤退到利帕拉岛。

这场海战的结果是，双方现在认为彼此实力旗鼓相当，于

是双方加倍努力建造舰队，来争夺制海权。与此同时，陆军没

有重大进展，而是将时间花在偶然出现的次要或零星战役。于

是乎，如我已提，一且罗马人在次年度夏季完成海军备战，罗

马人发动三百三 -1 艘@设有甲板的船舰，停泊迈萨拿。从那里

他们继续航程，保持西西里在他们右侧，绕过帕奇纳斯

(Pachynu5 )海师，航向埃克诺穆斯 (Ecnomus) ，@因为他们的

陆军当时驻扎该地。迦太基人派出三百五卡艘设有甲板的船舰

在利利贝乌姆 (Lilyhaeum) 停泊，从那里往东南方航行，在赫

拉克里、Jf..米诺亚 (Heracleia Minoa) 下锚。@

26 罗马此时的作战计划是航向非洲.将整个军事行动场

① 在近莱以西十五里之处.日期是二五七年。

面 现代的估计是罗马的战力为二百三十艘.迦太视为四百艘。

@ 在四百里岛南岸中间.约阿格里根特以草工卜里。

@ 阿脑里根特以西约二，-五里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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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转移到迦太基去;他们希望让迦太基人感觉到战争不再只是

威胁西西里，而是他们自己的领土。迦太基人则力求此事不要

发生。他们了解非洲极易遭受攻击，人民对成功登岸的敌人势

必难以反抗。他们不能容许这局势发生，所以积极在海上冒险

二战。既然一方决心强迫登陆，另一方力求阻止，那么双方在

白的土势不可免地发生冲突，产生如下的对抗。

罗马为两种结果都预做准备，亦即，在大海交战和登陷入

侵敌国。为了第二项目的，他们精选陆战人员，并将入侵部队

编组为四个单位。每个单位都有替代性番号，如第一单位又被

称为第一军团或第一纵队，其余如是;但第四单位多了第三个

名称 后线部队( t阳r口a阳a盯an川，这是原来军团部分部队的名称。P① 

船舰运送的所有作战人员多达-才i 四万，每艘运载三百名水手以

及一百二十名陆战队。另外，迦太基几乎将所有准备投入到海

上决战这种企图;从船只数量估算，他们的人力必然超过十五

万人。@若从人员及船只数量来估算，这些数字想必会让当场

见证之人震惊，甚至是读者都会对这次决战的巨大规模以及敌

对双方的开销及资源感到惊讶。但现场亲眼见ìiE两军队战的人，

必然会更加震慑。

罗马人必须考量两种困难.首先，他们的航道横跨歼阔的

大海，第二，敌人船速较快。他们因此苦心积虑地设计出一种

① F马军队传统上集合成四个等盟的单位=前战部队为进行前哨战的部队，

前线部队为青年精英部队 中线部队为壮年部队 而后线部队则是经验丰

宵的老兵部队。在此后钱部队或许是对那勘世经历过两栖作战部队的别

号 挟言之是所谓的"老鸟"。

@ 波里 tl阿的估算是根据所出现的船只数费。这将告得出将近十万名划桨手

且四万名陆战队。但是因为在西西里只有四个军团 所以其中的精兵数贵

必然更少，据现在估计约一万八千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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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形，既可让舰队不致凌乱断裂，又难以受到攻击。两艘由执

政官雷古%斯 (Marcus Atilius Regulus) 及 52里亚斯( Lucius 

Manlius) 指挥的旗舰，是每支桨需要六人划动的大船，在护航

舰队的前方领航，彼此并捕。在每艘船之后则是一列的船舰，

以梯形编队展开.所以每接 F来的船舰会逐渐地与其相应的另

im~船舰越来越远，但船首指向大海。其舰后的第一纵队及第

二纵队依序成为模形的两侧，第二纵队的两侧与前面两群舰队

形成的两侧对齐唱其余船只与之对齐.并排一列。全部舰队看

起来像是以三角形形式布阵。在三角形底边之后则是载有马匹

的运输舰，得艘以两条绳索'与之前第三纵队的船只 l商定。最后在

这些船后方则是第四纵队一一后线部队。这些船只以直线排列.

并往两侧延仰到甚至超过之前船队的行列。当每艘船以我所描

述的方式布EE妥当，整个战斗队形看起来宛如一个棋子。前端

开放.后方则相当紧密扎实.整个队形有效率，容易维持，难

以突破。

27. 约莫同一时间，迦太基指挥官对他们的人员发表了简

短的演讲。他向他们解释，假如他们在这场战争中胜利，他们

之后将会为控制西西里而奋斗，但假如他们被打败，他们将被

迫为自己家乡以及自己的财产百n 战。说完这些，他下令登船。

将军的话让他们清楚了解到他们面临的状况，所有水手立即昕

令，幸lJì在上船.士气高昂地出海，充满战斗意志。指挥官一看

到敌军的战斗队形时，立即进行调整应付。四分之二的船只以

直线摆开，所有船只皆而对罗马人，但右翼则延伸到大诲，

越过敌军侧边来进行包围。其余舰队则是排列在左侧，指|句岸

边，与主力部队形成 个角度，并延伸超过。迦太基的右翼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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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汉诺率领.这位将军曾在阿格里根特外的战争受挫。①他的

战斗群包括有特殊船首设计的军舰，可以用来撞击敌军，而且

最快速的五层舰，拥有攻击船只腹侧所需的速度。统领左翼的

军官是在丁达里斯海战中统帅迦太基舰队的哈密尔卡，dE 他同

时也占有中间位置;我稍后将会描述他在这场战役中使用的一

种战术。当罗马人见到迦太慕的阵线因为战线过长，相当单薄

地维持队形，于是针对中间发动攻势，战争于是开始。@在这

部分的迦太基船舰所接受到的命令.是遇敌时要让敌人通过，

希望借此打散罗马的编队嘈所以他们以轻快的速度撤退，让罗

马人在后面紧迫。结果是第 纵队及第二纵队的罗马船舰追击

撤退的敌军，第三纵队及第四纵队的船队则与他们分离:第三

纵队缓慢是因为它们必须拖曳马匹运输舰，而后线部队必须与

它们留在一起，作为预备。当迦太基人判断他们已经将第一及

第二纵队与其他罗马船舰引得够远.哈密尔卡的旗舰立即升起

旗号，所有迦太基船舰立即回转，与追击它们的敌船交战。接

下来的战斗十分激烈。迦太基人优越的速度使得他们可以绕到

敌人的腹侧，也可以轻易地接战或迅速脱离。但罗马舰队本身，

充满着必胜的自信，只要敌舰一靠近，战斗便成为纯然的力气

之争，因为他们的"乌鸦"会在敌舰进入固定范围内时，将其

紧紧扣住。除此之外，他们是在亲自参与战斗的执政宵监视下

进行激战。至少这是在战线中心的状态。@

28 在此同时，在罗马最初攻击阵线中心时，率领右翼的

① 且页 149 。

@ 见页 157 。

@ 埃克诺穰斯的悔战号在形在是"结果相反的政厄战役'。在这情况中，迦太

n-的'和fE"IJ太过脆弱，无法抵挡罗马的冲击。

④ 这战斗变成是设计来撞击的船舰与哇船的船舰之间的竟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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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诺先是保持距离，往大海航行.现在则开始攻击后线部队的

船队，造成罗马人极大的困难及焦虑。在另一方，迦太基的左

翼离开之前在岸边附近停泊的地点嘈改变原来队形，部署成直

线队形，船首面对罗马人，攻击拖曳马匹运输舰的船只，在那

当刻，罗马人丢弃缆绳，与敌人交战。战争现在变成在三个地

方分别进行，每一处战斗都与其他两处分离甚远。因为双方舰

队在开始时布署如此.所以每处的军力旗鼓相当，战斗皆势均

力敌。这些交战的结果也大致可以预期，既然彼此对峙的舰队

在战力上相当。那最先交战的也是最先分开.因为哈密尔卡的

战斗群终于被逐退.开始逃离。曼里亚斯于是开始准备拖走他

的战利品，但雷古鲁斯见到后线部队以及马匹运输舰:JE陷入挣

扎，使匆忙带着第二纵队中仍堪战斗的船舰前往救援。→旦他

'í'lJ达汉谐的自iJ舰时咽便立即交战，后线部队虽然当时已经受创

甚深，却因此大受鼓舞，重新鼓起精神，投入战斗。这次换成

迦太基人发现自己受到压迫。他们受到前后包夹，并惊讶地发

现自己正被敌方援军包围住，于是最后撤退，航向大海。同时

间，曼里亚斯重新返回战场.见到第三纵队被迦太基人进逼困

在靠近海岸之处。①他和已经让后线部队及马匹运输舰安全脱

困的窗古鲁斯，一起全速前往解救深陷险境的战友。这些战友

被迦太基人闭团包围住，宛如陷入围城，且将在不久之后即将

被歼灭，若非迦太基人畏惧"乌鸦"，所以只能将它们 l回国在

靠近陆地的区域。因为担心会被"乌鸦"勾住.所以他们没尝

试撞击。所以当这两位执政官全速前来，反而包围了迦太基人，

① 因为在习惯上若是-~J能的话 思 Ii\祖岸边压迫，所以决定性的胜利意悻昔

将敌人遇上岸边。执政宵舰队的到临扭转帖个迦太狂人的局势，所以在掳

获的古十四艘船只中 有 li才艘拉束自这无法监向大海的迦太基左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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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成功掳获五十艘军舰和水手。只有少数成功逃离，而且是以

紧贴陆地航行逃离。这是各处战斗如何结束的情形。整体战斗

的结果对罗马人有利。他们有二十四艘船舰被击沉，但迦太基

舰队方面则超过三十艘。没有任何罗马船舰与水手被掳获，但

迦太基却有六十四艘遭受如此的命运。

29. 战后，罗马人重新补给舰队，修复掳获的敌舰，并细

心去照顾在战场 t为罗马建功的自家船员。然后再度上船，继

续航向非洲。一支比主力部队先行的先遣舰队在称为荷密翁

( Hcrmaeum) 的海脚下方登陆，这海山甲构成迦太基湾的东端，

往:大海突出，遥指西西里。①他们在那里等待其他舰队来到;

当舰队加入，他们沿着海岸-起航行到阿斯匹斯 (Aspis) ，在

此登陆上岸.将船只拖上沙滩，挖攘沟及筑栅栏来保护它们。

城里的驻军拒绝投降，罗马人开始围攻。在这时候，逃离战场

的剩余迦太基舰队返回迦太基。他们确信敌人因为最近的胜利，

必然充满信心，将会立即从海 t攻击迦太基，所以他们聚集海

军以及陆军人员，组织前进的防御系统，护J:1.通往首都的不同

通路。可是当罗马人己经安全登陆，并且正在围攻阿斯匹斯的

消息传来，他们便放弃原先以为从舰队攻击首都那方向的戒备。

取而代之的是将所有武力集中投入到首都及周围陆路方而的

防卫。

在这时候.罗马人已经攻下阿斯匹斯，并安排驻军占领该

城以及邻近地带。之后他们送出使节回国报告战役进展.并寻

求要如何进行后续行动以及处理迦太基事务的指示。接着他们

全军迅速进击，掠夺乡间地带。没有遭遇任何抵抗，他们摧毁

① 现代的被恩( ßon) 海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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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装饰豪华的屋舍，掳获讲多牲畜。他们也带回船上约二万

名的奴隶。在这时，罗马来使指示-位执政官留下，率领足够

强大的军队，而另一位则率舰返国。结果雷宙鲁斯留下带兵，

掌控四十艘军舰以及→万五千名步兵和五百名骑兵。曼里亚某rr

带领所有水手及俘虏登船.平安地沿着西西盟海岸.顺利返回

罗马。

30 迦太基人此时发现罗马人正准备长期占领他们的国家，

因此从公民中选出两位将军，汉诺之子哈斯德鲁巴以及波斯塔，

并且派信3!lJ在西西里赫拉克里亚的哈密尔卡，训11 令他立即返国。

他被任命为第三名将军，并率领五千名步兵以及五百名骑兵返

回迦太基。他和哈斯德鲁巴开会讨论要如何应付目前的危机，

决议要去帮助那些在乡间的人.不任凭他们遭受任意掠夺而丝

毫无招架之力。几天之后噜雷古鲁斯出兵进行掠夺的军事行动，

他们对那些有防御工事的地点展开围攻.并在攻下没有城墙保

护的城镇后进行洗劫。当他到达阿迪斯( Adys) 这个赂具规模

的城镇，他在附近扎营.并积极以攻城机包围它。迦太基人出

z;JJ军队努力援救 他们决定要挑战罗马人争夺乡间的控制权。

他们占领某处芮地，该处具有厨高临下、观察敌人的优势.但

并不适合自己的部队。他们主要的优势在于骑兵以及战象，一

旦放弃平坦乡间，将自己局促在多石以及元法接近的地面，他

们就等于是暴露出弱点，让敌人知道要如何最有效地攻击他们，

而结果也正是如此。罗马指挥官的作战经验让他知道，敌军因

为地形选择错误?其最有效率以及最可怕的武力已经变得无效。

所以他们不待迦太基人下Ll I ，在平原交战.就先发制人，在刚

破晓时，从两但~登 L I. LI 丘。在接下来的战争中，战象及骑兵皆

元法发挥任何作用，但是他们的 1!1l兵却英勇积极地冲锋陷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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迫使第-军团败退。但那时佣兵太过前进，反而被从另一侧仰

攻的军团包围击溃，于是整个迦太基军队很快就被赶离营区。

骑兵及战象则全身而退，抵达平原。罗马人在追赶步兵一段距

离后停止行动，返回报i毁迦太基军营。这场战役后，罗马人Æ:;

J意攻击乡间，毫元顾忌地掠夺城镇，其中，他们占领了叫突尼

斯 (Tuni，)的城镇。此地地理位置极为优越，极适宜作为远征

或是突击的根据地，作为对付首都迦太基及邻近地带的根据地

也极其合适，所以罗马人在此处设立司令部。

31.迦太基人发现自己正面临存亡之秋。他们已历经两次

重大挫败，一次在海洋，另一次在陆地，而挫败之所以发生并

非其作战人员欠缺勇气，而是因为统帅无能。除了我已经描述

的灾难外，迦太基人也必须对抗努米底亚人的人侵。这族群与

罗马人同时攻击他们，对迦太基乡间地区带来极大的损害。居

民在恐慌中逃到首都，但在那里他们却只发现饥饿与绝望，饥

饿导因于过度拥挤，绝望则是因可能被围攻的前景。但另一方

面，雷古鲁斯却有另一隐忧。他知道迦太基在海上及陆路都已

经蒙受压倒性的挫败，而且他自忖在短时间内便能攻占迦太基

城;但是他也担心继任的执政官或词会在城市沦陷前，便已从

罗马来到，并剥夺他攻占迦太基的荣耀，所以他邀请敌人开启

协商。迦太基人极愿随时聆听提议，并派遣他们最杰出公民的

代表团与他会面。然而进入协商之后，代表团非常不愿去接受

雷古鲁斯所提的条件;这些条件实在太过严苛，他们根本元法

昕下去。①雷古鲁斯的态度俨然已经是迦太基城的主人，因此

① 根据戴奥 (Dio ， Frag. 43. 22 - 3) 的记述，罗马人要求支付赔偿，交还罗

马战俘，赎回迦太基战俘.撤出西西里且撒丁，交出所有海军.除了一艘

船之外，并承诺在任何需要的时候 要提供五十艘船舰给罗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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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任何让步，都被他自视为对迦太基人施恩及慈悲的行为。

迦太基人的结论是，即使他们成为罗马人的臣属，，也不会比接

受雷古鲁斯所提出的要求来得更差，所以他们回去时，不仅不

满所提出来的条件，也对他那元可妥协的姿态深感愤怒。所以

虽然迦太基元老院儿乎已经放弃任何拯救的希望，但当他们听

到罗马指挥官所开出的条件时，他们以英勇的尊严采取行动，

决定寸可承受任何极端状况，尝试各种方法，也不愿屈就如此

卑微、不配他们过去成就的协议。

32 约在这时，他们之前派遣到希腊招募佣兵的军官回到

迦太基。随行带回 大群士兵.其中一位是斯巴达的赞提帕斯。

这个人历经斯巴达系统的训练调教，拥有广泛作战经验。当他

得知迦太基最近遭受的挫败以及发生的状况，便针对全国剩余

的资源以及他们在骑兵及战象方面的优势战力进行检讨。他很

快得到结论，并私底下告诉朋友，认为这些挫败不必归诸罗马

人的优秀.而是迦太基人的将领缺乏经验。因为当时逐渐蔓延

的危机局势.赞提帕斯言论的要旨很快就在人民中散播开来，

亦为将军得知。那时政府决定召他前来进行质问。他在他们面

前出席，报告他对局势的见解，解释他们现在何以遭遇如此多

挫折。他接着辩论说，假如他们愿意信赖他的建议，利用平坦

地形行军、扎营与敌人交战，他们必将发现不仅可以确保己身

安全.亦可以击败罗马人。将军接受他的批评.决定遵循他的

建议，并立刻移交军队给他指挥。

即使当赞提帕斯对这议题的言论只是刚刚传播出去，其充

满希望的言论就已经引起骚动，也激发了人民的信心，而这些

印象就在他开始指挥军队时，立即得到印证。他来决地率领军

队，在城市前以正规方式布阵.进行不同单位演习，并以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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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军事术语下达命令，和l他前任指挥官笨拙的表现，有天壤之

别。士兵用雄壮的欢呼表达他们的感受，并且迫不急待想与敌

人交锋，因为他们相信只要赞提帕斯领军，他们就不会受到伤

害。将军注意到这种令人意外的高昂士气，立即捉住时机向他

们说出适合该场合的话。几天后.他们向战场前进。军队由一

万二千名步兵、四千名骑兵以及将近-百头战象组成。

33，当罗马人注意到迦太基军队现在经常在平原行军，平

地i'L营，对此他们深感诧异，并对这种策略上的改变有点警惕，

但他们的心愿仍是与敌人交战。所以当两支军队接触时，罗马

人在离敌人超过 里之外的地方扎营。第二天，迦太基领导人

举行军事会议，决定目前局势该有何作为。在这时候，积极地

想冒险一战的士兵，集合成群，开始高喊赞挺帕斯之名，毫不

迟疑地表明希望他立即率领攻打罗马人。当将军们了解军队士

气高昂，充满斗志，而同时赞提帕斯敦促他们切不可让机会流

失，将军下令备战，移交权力给赞提帕斯，以他认为最妥当的

方式指挥作战。赞提帕斯立即发号施令。他下令战象往前移动

到全军之前，形成一列，随后是迦太基公民①组成的童装方阵

兵团，保持适当距离。他将一些佣兵布置在右翼，而那些他认

为最机动的人则与骑兵组合，在两翼之前前进。罗马人见到敌

人已经布阵求战，并积极往前移动交锋。他们对战象的冲刺有

所警惕.所以他们将前战部队 (veliLes) (í)摆在前线，之后则是

布置军团，有儿个连队 (m旧liple)哩的纵深，而骑兵则分居两

⑦ 只有电迦K!if领土被人侵时，迦太基公民是才会被动员证刊。

② 轻辑部队，他们的武器是投掷标枪。

由原先 ma叫IUluf;注个词是括" 把气然后在早期时是插一根忏子， Ui一

把圭抨缠绕34上.而成;与-主旗帜.所以 m<lnipulus 开始指这样物件 4 成为

屑 F间一面旗帜底下的 连部队 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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翼。这些布局意味着罗马的阵线较短，但较深。这种阵势是设

计来抵挡战象，但是却没充分考量到迦太基的骑兵在数量上远

超过罗马人。最后两边的布局皆已完成:包括双方的全阳性部

署以及针对特别作战计划的战术组合，而他们也同时等待有利

时机来进行攻击。

34 赞提帕斯下令控制战象的人员前进，突破敌人阵线，

也下令两翼的骑兵进行包抄的动作，开始冲刺，罗马军队亦同

时前进，并依照习惯，盾牌与标枪互击，发出战吼。罗马骑兵

数量过少，很快就被从两翼包夹的敌军击溃。至于步兵，在左

侧的部队部分为了避开战象，部分则是因为鄙视面对他们的佣

兵，所以向迦太基右侧冲刺，将其逐离战场，追杀到敌人军营。

而对战象部队的其余罗马阵线中，前面的连队在战象冲刺压力

下退却，在战象脚下惨死，在战斗中成群死亡，可是军团的主

体因为纵深.所以得以挡住一时，保持队形不破。但是最后，

后方的连队在各方都被敌方骑兵包围.被迫转向来面对交战。

但另一方面那些企图穿越战象往前冲出，并且在战象之后重组

的人.却要面对迦太基的EE装方|碎兵团，而这些新敌人却是体

力完全充沛，队形完整.因此他们被杀得七零八荡。从这个时

候起，罗马人从各方受到极大的压力。多数，、是被战象极大的

重量踩死，其余则是在行歹IJ 之中.被迦太基占有绝对优势数量

的骑兵射死。只有小群人设法逃跑，自力救济，而这些人唯一

撤退的路线是经过平扭地面。其中一些人被战象及骑兵解决.

需古鲁斯一行 li百人进行撤退时.很快被迦太基军队逮捕。

迦太基人在这场战事中约损失八百名佣兵，清一色是迎击

罗马左翼部队的人，丽另一方面，罗马的两千名生还富则都是

左翼部队中的人。如我前述，他们将创兵 路追杀到营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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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离开主要战事范围。其他人，除了雷古鲁斯及与他一起逃

跑的人外，其余皆阵亡;而幸存的连队相当幸运地逃到阿司皮

斯。迦太基人剥除死者身上的装配，行军返回首都，对他们命

运的转折大为兴奋，并随军带回宵古鲁斯和其余的战俘。

35 这些事对那些可以正确解读，并希望在为人处事上得

到引导的人来说，是极为宝贵的一课。ω 雷古鲁斯所遭逢的灾

难，清楚地为我们说明了这个原则.我们切不可依赖命运的恩

宠，特别是当我们站在成功的高峰期时。在此我们看见这个在

不久之前拒绝给被征服者任何怜悯或慈悲的人，最后却让自己

成为阶下之囚，在不久前还是他的受害人面前求情饶命。长久

以来被认为公道的欧盟庇得斯 (Euripides) 名言目

一个拥有智慧的头脑可以胜过数十支手臂。

在这个例证巾再度确认此一事实。一个能人以其智慧征服

了之前者似元敌、无所不能的军队，挽救~个几乎已经溶入万

劫不复的国家，使之回归正轨，并提振起已经坠入绝望深渊的

军队士气。我之所以记录这些事情，是希望阅读这本《历史》

的读者能从中获益，因为有两种方法能让所有人借之来改善自

己:其一是从自己所犯的错误中学习，另一是从他人曾犯下的

错误中学习;前者会做出比较醒目的证明，后者则是则是较不

痛苦的证明。因此，若我们可以避免的话，我们绝不要选择前

项，因为它会涉及很大的危险和痛苦，而是要经常选择后者，

因为它经常会为我们指出最佳的途径，但却不会带来伤害。我

在此下-结论·真实人生中的最佳教育，是经由阅读严肃历史

① 这是波里比阿在页 129 所提且之道德敏训的主要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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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得到的经验。因为唯有历史会在不给我们造成伤害的情况下，

让我们有能力在任何状况或处境里，去判断出最佳的途径。这

部分在此告一段落。

36 重振迦太萃的希望达成.让迦太基人欣喜若狂.不仅

对神明祭献感恩，也为自己庆祝胜利，尽情享乐。这当然归功

于赞提帕斯对迦太基命运所带来意想，不到的扭转以及复原;在

战争之后，他立即返国，因此证明他是智慧卓绝以及深明道理

的人物。这个中的道理是 最杰出及最不寻常的事功，往往会

引起最强烈的妒忌以放最恶毒的毁谤。一个本土公民若能享有

亲友的支持，拥有许多朋友，或讷能抗拒这些恶果一段时间，

但是一个外国人很快就会屈服在这些恶意之下，立即发现自己

地位不保。然而赞提帕斯之所以离去，有时候尚有其他说法，

关于这一点，我会在我历史作品中较适当之处设法解释。

当这个预料之外的大灾难传回罗马人耳中，他们立即装配

一支舰队去援救他们在非洲的残余部队。迦太基人在成功后，

扎营阿司皮斯外，因为他们极想逮捕战争的幸存者，但是幸存

的罗马人以十足的勇气防卫城市，所以迦太基人无法攻下，最

后放弃围攻。那时他们听到罗马人正准备舰队，再度航向非洲，

迦太基人开始修复他们还拥有的船舰，并且制造新舰.不久后

便装配出 支规模达两百艘船的舰队。他们运用这些船舰巡逻

海岸，以防敌人来袭。

在夏天来临之际，罗马人出动三百五才艘船舰，①由埃米

① 这，~，数与植且比阿在页 158 所给主数字相符.这是辈自他有关按 y，诺穆斯

战役的资料但现代的估算将其降至两百艘。因此r-i允许有的 百鲤的高

估，力1U 留在阿斯匹斯的四十艘.遣回救的舰队必然为数在二百五十艘左

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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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马斯 (Marcus Aem山us) 以及弗尔维阿斯 (Servius Fulvius) 

率领，沿西西盟海岸航行，前进非洲。他们在荷密翁附近遭遇

迦太基舰队，发动攻击，并轻易击溃他们，掳获一百一 1- 四艘

船舰以及水手。他们接着从阿斯匹斯接走所有仍滞留在非洲的

罗马部队，再航回西西里。

37 他们平安横渡海峡，但却在加马里纳外的西西里海岸，

进入暴风圈，遭受几乎无法用任何字眼形容的大灾难。在三百

六十四艘船只中，只有八十艘幸存，其余或是进水沉没.或是

被大浪抛掷，撞击上大石以及海山I jI ，船身解体.在岸上留下了

成堆尸首以及船只残骸。在所有历史中.没有任何记录记载过

海上有发生过任何比这更惨的海难。关于这一点与其要责怪命

运.倒不如责怪指f军官本身。他们的舵手→再地告诫他们不要

沿西西里南岸，商对利比亚海的方向航行.①冈为这是布满岩

石的海岸，只有极少处可以安全停错。他们也同时警告，这趟

航行是在猎户座及天狼星座升起之间发生的，但那两个预测恶

劣天气的星宿，其中之一尚未过去，另一则即将到来。@尽管

如此，指挥官完全忽略他们的建议 他们选择了一条会受到大

海威力威胁的航道，因为他们希望借着他们所赢得的可观胜利，

沿途威吓一些城邦，让他们归顺。无论如何，这些指挥官只iJ;1

为如此微不足道的利益，让他们自己承受如此铺天盖地的大灾

难 最后被迫承认他们行动的恩蠢。

① 放里 lt阿这在说的意思是逆时钟为向航行，所以事绕过位届四间里东南端

的帕奇纳斯梅脚，事实上，阿西里岛叫部的酷口都在迦太在λ手里，!j)马

司令百因为古代贴岸航行的做法 所以别尤选择。

(2, "升起"是指星宿在东方海平线上可以看见之时.之后升起的太阳会使其

消失不见。猎户座( Orion )升起的时间据估计是在七月四 11. 而王m旦座

( Siriu叶是在七H 工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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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体而言，罗马人依赖他们的武力去执行所有任务，认为

一旦为自己设定一件任务，他们便一定要全力完成，而且同样

地，-且他们决定尝试，便没有不可能之事。这种精神会感召

他们成功，而确实也经常发生，但有时候则会让他们完全陷入

灾难之中，尤其是在海上。其中理由是.在陆七他们是和其他

人以及人类努力的成果相对抗，因此他们经常成功，因为他们

是使用力量来对抗在基本 t相同性质的力量;即使如此，他们

的努力也还是会在少数状态下失灵。但是当他们与大海及天气

对抗，设法以武力来征服它们，他们便要遭遇压倒性的挫败。

这就是这次事件的结果，而这种过程也将会继续发生，除非他

们能够改变他们对于胆识及气力的成见，因为正是这些让他们

相信他们无论年内的任 个季节，都可以航海旅行。

38 当迦太基人得知罗马舰队的毁灭，他们认为根据最近

的成J}J ， 现在可以在陆路以及一一因为这场灾难一一在海上与

罗马分庭抗礼。于是在深受鼓舞下，迦太基人开始进行更具野

心的军事以及海事预备活动。他们立即训令哈斯德告巴前往两

西!阜嘈命令他指阵不仅之前已经经动员的部队，以及从赫拉克

里亚前来加入他们的部队之外，另外再加上一百四十头战象。

在派遣他 111 去后，他们开始装配二百艘船舰，为海军远征进行

准备。哈掬iiE鲁巴安全渡海到利利贝乌姆后，立即训练战象以

及其他部队，明臼表示他打算和罗马人争夺广阔乡间地带的校

制权。

当罗马人从二;生存者处得知灾难的全部程度，他们将这消息

牢记心中，但他们决心元论在任何状况下.绝不言降，并决议

再造另外两百二十艘船。这工作在三个月内完成，这儿乎可说

是一件不可思议的成就;新执政官阿提里亚斯 (Aulll' Alilil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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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福内里亚斯( Gnae田 Vornelius) 在完成船只装配后便再度出

海。①当他们通过海峡时，逃过海难的舰队船只在迈萨拿加入。

然后以总共三百艘的舰队，抵达迦太基西西里省最强大的城市

帕诺穆斯，开始进攻。他们在两个不同地点架设攻城机，并在

做完必要准备后，推出破城大槌。竖立在海岸旁的高培被轻易

摧毁，然后士兵利用突破缺口，强行进入，因此现在称做"新

城"的区域被急攻取下。很快地，因为罗马人这场胜利威胁到

所谓的旧城，居民迅速投降。执政官占领整座城市，在布署驻

军后，航回罗马。

39 次年@初夏，新任执政宫塞尔维利乌斯( Gna町eus， Se凹m】 1 i

us) 及森普罗尼 (GωaI阳阳u旧s S缸e阳3丑川m叩l甲P严ron川l

并在停1泊白西西里后，跨海到非洲。他们沿着海岸航行，在许多

地点登陆，并无斩获，然后抵达传说中的 "1在忘忧果之人"

(Lotus - Eatcr) 的岛屿，其名为曼宁克斯( Meninx) ，与小赛尔

提斯(Lesser Syrtes) 相距不远。在此因为对当地岸边水文知识

不足，结果撞上暗礁;海水退潮后，船只搁浅，整支舰队陷于

极大危险中。然而不久之后，潮水突然流回，在将船上所有重

物丢弃后，他们好不容易在减轻船重后脱险。幸运地解决了这

场危机之后，他们的回航比较像是从灾区逃回。他们到达西西

里，在绕过利利贝乌姆海仰后，在帕诺穆斯下锚。但在那时，

当他们已经将航向定为罗马时，却又鲁莽地冒险横渡大海，再

度遇见大风暴，损失一百五十艘船。

在这个时候，罗马政府尽管一向有为了达成完成所有任务

百折不挠的决心，却也因为他们历经巨大规模以及极高频率的

① 在二五四年夏天。

@ 二五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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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难，被迫放弃重建另一支舰队。他们决定完全依赖他们的陆

军。他们派遣出一支由执政官凯启里亚斯( Lucius Caecilius) 

和弗里乌斯 (Gaius Furius) 率领的陆军，装配不超过六十艘的

船只，来作为补给军团的运输舰。这些罗马人所遭遇到的挫败，

大大改善了迦太基人的前景。因为罗马人儿乎已从海洋完全撤

离.他们现在对海洋的控制无人可以挑战，对自己的陆军也满

怀信心。这些期望并非毫无根据，因为赞挺帕斯在非洲的胜利

适时传到罗马，那时他们也知道是战象突破他们的战线.并杀

死大部分的士兵。这消息引起罗马人对这动物极大的恐惧，接

下来两年，罗马人虽然在利利贝乌姆或栖来那斯 (Selinus) 附

近，离敌人不到五或六弗院①距离远的地方布阵，却从来都不

敢发动攻击。事实上，他们甚至不敢到平地来而对敌人的步兵。

他们如此畏惧战象的冲锋攻击。这段期间，他们唯一成功的军

事行动是以围攻降伏特马 (Therma) 和利帕拉，而在这些行动

中，他们紧靠着多山的乡间地带以及难以横越的地形行动。但

罗马并不是没注意到弥漫在军中的怯战以及低迷士气，所以最

后他们改变心意，决心再度重国海上试试运气。于是在阿提里

亚斯( Gai山 Atiliu民)及曼里亚斯 (Lueius Manlius) 担任执政官

的时期，他们建造五十艘船，全力招募水手.组成舰队。

40 迦太基总指挥官哈斯德鲁巴这时候也注意到，罗马人

在和l敌人遭遇时缺乏斗志。他发现两位执政官之一在回到罗马

时，带走西西里一半的罗马驻军.而由凯启里亚斯留在帕诺穆

斯，并与其他部队去保护盟邦收割谷物，因为现在正是收获的

旺季。③哈斯德鲁巴于是从利利贝乌姆出兵，在帕诺穆斯领土

①约公里或千二归去尺。

@ 接下来监生战争的时间是二五0年六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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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边界驻扎。凯启里亚斯发现哈斯德鲁巳自信满满，于是让自

己部队留在城内，希望借此引诱他发动攻击。哈J哥德鲁巳见此，

大受鼓舞，他的结论是凯启里亚斯因为害怕，所以不出来。于

是他大胆全军压境，从隘口进入帕诺穆斯的领土。凯启里亚斯

继续坚持自己的计划，允许哈斯德鲁巳大肆破坏收成，近逼城

墙，直到他诱敌深入，越过流经城市的河流。一旦迦太基人让

战象及其他部队过河后，凯启里亚斯便开始利用轻装武兵去骚

扰他们，直到他强迫他们将所有的部队部署出来。当他见到自

己的策略奏效，便安排 些轻装武兵在城墙以及城外壤沟之前。

命令他们将标枪瞅向进入投射距离的战象，接着在它们被驱散

后，跳入域沟避难，之后当战象冲向他们时，再迅速跳出，射

击它们。他也安排那些依赖军营为生的市民从市场将可以投射

的任何东西聚集起来，堆在城墙墙角下。同时，他亲自率领编

队的罗马士兵，在面对敌人左翼的城门就位，并经常派出支援

人手.协助那些突袭的人。

当迦太基人和轻装武兵之间的冲突越来越扩散，战象的驾

驭者极为冲动地想向 11古斯德鲁巴炫耀自己的男武。他们急于在

胜利中扮演主导角色，所以在冲向轻装武兵的前列 H才，轻易地

将其驱离击退，追击到壤沟去。但当战象攻击这些障碍时，官

们立即被弓箭手的利箭所伤，同时在嗦沟前新加入的部队也集

中火力，向它们投射标枪。这些动物身上被标枪插满，遍体麟

伤，不久之后便开始失控乱跑。它们转向自己的部队，践踏蹂

躏，打乱队形，让全军陷入完全混乱之中。当凯启里亚斯见到

这状况，立即率领军队积极从侧面攻击敌人。他的部队精神百

倍，纪律精良，但迦太基人在此时却已完全失控。结果他 lE溃

对手，杀敌甚多，并垣迫其他人匆忙逃难。他掳~K十头战象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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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它们印度裔的驾驭者，并在战后顺利围住其他没有驾驭者的

战象，加以掳获。在取得这样的胜利后，众人认为正是他恢复

了罗马人战斗的意志，并且重新车拉开阔的乡间地带。

41 当胜利消息传到罗马，人民喜出望外，并非因为敌人

损失战象所受到的挫折，而是他们自己的部队在征服它们后.

重新恢复信心。罗马人因此再次受到鼓舞，依照原定计划派遣

执政官率领舰队及海军兵力前往远tile· 因为他们急于利用倾全

力的方式来结束战争。当所有必须的预备都完成后，执政宫带

领两百艘船①的舰队前往西西里。 !JII 年是战争发生的第十四

年。串他们在利利贝乌姆下锚，与前去阻攻的陆军会合，因为

他们认为若将此港口拿下.将战争带到非洲将是弹指之间的事。

迦太基与罗马领导人对利利贝乌姆的重要性，倒是英雄所见略

同。迦太基人因此放弃所有其他军事活动，将所有努力集中在

解围，为了达成凹的.他们随时准备接受任何风险或牺牲;他

们知道它若沦陷，他们在西西里将没有任何军事基地，因为全

岛除了得雷帕纳( Drepana) 外，其他已经完全落入罗马人

手中。

我对这战役所将傲的陈述需要读者对该岛地形有些知识，

所以我现在将对地理位置以及我们所关切J之地的特别优点， f，故

简短的解释。

42 西西里对意大利及其最南端之处的关系.类似伯罗奔

尼撒与希腊其他地方的关系。其差别是前者为岛屿，后者为半

岛，所以与前者的交通是经过海路，后者则是陆路。西西旦形

状为三角形，三个角的每 点皆为海仰。向南望去，突出到西

① 现在的估计是一百二+艘S

~)二JLO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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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里海的海川，称为帕奇纳斯。北边的梅州形成迈萨拿海峡的

两侧界限，它与意大利海岸的距离为一里半，称为佩洛里亚司。

第三个海仰面向非洲本身，地理位置适于作为攻击那些保护迦

太基之海间的基地，其间宽度为一百-十五里。这海仰面向西

南，将利比亚海与撒丁海分隔，称做利利贝乌姆:在这海川上

建有同名的城市。罗马此时正围攻此城。和j利贝乌姆不仅有环

城的高耸城墙以及护城河保护.①而且在朝向大海方向有满湖;

要找到适当航道穿过洞湖，进入港口，需要极大技巧以及经常

练习。

罗马人建立两个营区，各在城之两侧，然后以嚎沟、栅栏

以及高墙来加强防卫两营之间的地带。他们接着将攻城机移向

在利比亚海方向最靠近大海的一座塔楼。他们每前进一些，就会

在结构上增强一些，用这方式设法将攻城机往前及往侧边扩大，

直到他们摧毁连接海边塔楼的其他六个塔。同时，他们立即以撞

墙大槌来攻击其他塔楼。围攻此时正积极地以惊人的速度进行。

每天都可以见到一些培楼受到撼动，或是化为乱石，而罗马攻城

机仍一再地往城中心移动。结果是尽管在城里有约一万名的佣

兵，@慌乱恐惧的情绪却笼罩着受囚的居民。他们的将军希米

尔科 (Himilco) 尽其所能，以各种方式来抵抗罗马人，并在被

摧毁的塔楼之后，再盖一座新的城墙，并且针对造成他们如此

大麻烦的攻城机，挖松其下方的地基。他每天必然会发动突袭，

攻击攻城机，设法放火烧毁。这些反制措施日夜进行，激烈战

斗，有时候这些损伤会比在一般的激战中所遭受到的还更为

① 根据扯奥多罗斯( Oiodmus) {历史}之十四书1. 2 章，迫有九+尺宽且六

十尺深。

@ 佣兵由凯尔特人且希腊人所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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惨烈。

43 大约此时，佣兵里的 些资深军官彼此议论，计划要

将城市移交给罗马人。他们相信他们的磨下必然会服从命令，

所以在晚上偷偷出城，到达罗马营区，向执政官提出投降的提

议。在早先，叙拉古的佣兵曾经预 ì!t背叛阿格里根特的居民，

但是一位日~阿列克松( Alexon) 的亚该亚人解救了他们。现在

这位业该亚人又再度最先发现这项阴谋，他于是向迦太基将领

通报。当希米尔科知道此事.他立即召集其他军官嘈尽其所能

地恳求他们:假如他们能够坚守原来与他的约定，不倒向那些

已经离城的人，他承诺丰厚的奖赏及恩惠。军官们热烈响应。

那时他下令他们立即回到自己的部队。与这些人谈判的同时，

他也派遣汉尼拔去加入凯尔特人的分队;此汉尼拔是在撤丁被

处决之汉尼拔的儿子;之所以选择这军官，是因为凯尔特人在

他底下服务过，甚为熟悉此人。阿列克松则被派遣到其他的佣

兵处，因为他们喜欢他、信赖他。军官们于是召集所有佣兵，

向他们呼吁。他们承诺每个人将会得到迦太基指挥官所承诺过

的奖赏;最后他们轻易地说服部队保持忠诚。结果那些倒向敌

人的军官在公开接近城墙，设法和城内的人们说明他们对罗马

J 、所提供之承诺时，不仅没有效果，城内人们不仪不想昕他们

说话，甚至还从城墙用连发的石头及其他投掷物来驱离他们。

因为这样，原本迦太基人差点因为他们佣兵的叛逆，而失去在

利利贝乌姆所有的东西，正是这同一位的阿列克松一一之前他

的忠诚不仅拯救了阿格里根特人的领土及城市.还有他们的政

体及自由 挽救迦太基人免于彻底的灾难。

44 迦太基政府当时对这些事件纯然不知。但他们还是思

考-，*受因之城的需求，所以他们装配五 1- 艘船，装满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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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交待配合该军事行动的指示之后，立即在哈密尔卡之子汉尼

拔的率领下出航，此人同时是三层舰船民以及阿德巴尔( Ad

herbal)①信赖的闹事。汉尼拔收到的命令是不可耽误，要捉住

第一时机，勇敢出击，解救受闲之城。于是他率领→万士兵出

诲，在利利贝乌姆及迦太基之间的艾基尔特斯( Aegeates) 群

岛下销;他在当地等待有利天气。一旦从船后吹来顺风时，他

便扬起所有风帆，乘风御浪，直接前往港湾人口，而军队在甲

板上全副武装，准备行动。罗马人对他舰队的突然出现大感惊

讶，而且也害怕被风的力量扫进敌人港口，深陷敌阵之中，所

以没有设法阻挡这支驰援舰队的进入。相反的噜罗马人停泊外

海，仍对迦太基人的大胆行径感到惊讶。

这时候利利贝乌姆所有人都挤在城墙。他们深陷不知结果

将会如何的焦虑之 t卡，对同时出现的毫无预期的救援，感到j喜

出望外。当舰队驶入港口时，他们高声欢呼、双手鼓掌，表示

欢迎。汉尼拔在完成这大胆以及危险进港的奇技之后，放下船

锚，部队安全登陆。对市民而言，他们所欢欣的不仪是援 lliJilJ

来，大大提升他们的希望以及战力，更是因为罗马人不敢阻挡

迦太基人航行人港。

45. 驻军司令希米尔科看见他所有的部队充满信心，积极

求战:对原先驻军这是因为援军来到，而对新到的军队则是因

为他们仍然不知正在威胁他们的危险。他急于利用这两股部队

来鼓动气势，再度尝试去烧毁敌军的攻城机器。于是他检阅全

军，用符合当时气氛的演说向他们呼吁;他对那些表现出英勇

行为的个别士兵，承诺丰厚的奖赏，向他们保证迦太基政府将

① 似乎有 "1能边位 Adh~rhal 是远征军的统帅 1M他自己前往得宙帕纳，自下

汉尼拢在芷耻缸牛'"斯群岛.来解围利利贝乌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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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优待全军，给予慷慨奖励，士气因此被激发到最高点。部队

给他一致的掌声，有人甚至高声呐喊他不该再耽误，而是立即

'it领他们直接作战。希米尔科对这样的回应，深感满意，赞美

他们的精神，然后解散军队，命令提早休息噜等待他们军官的

指示。稍后他召集各队司令，分配给每人在攻击中的任务，并

交代H古语以及详细攻击时刻。{也命令所有军官要他们的单位以

全部战力预备，并在明天点名时处于战斗位置。

他的命令被准确执行。在天亮时，他率领部队，同时从几

个地点攻击攻城机。罗马人预期到他的意图，所以并非没有预

备，毫不迟疑地进行回应。他们立即跑去防卫遭受攻击的各点，

进行强力抵挡。战斗→发不可收拾，殊死战斗沿着整道城情发

展，因为虽然受困一方投入两万人①进行攻击，但罗马人数量

更多。双方以非正规的方式交战，没有采用严格编队，而是每

个人依据自己判断来使用武器。这使得战斗更加激烈，其中的

理由是:即使有如此数量的人交战，但是战斗还是在一对一、

单位对单位地展开，就像是某种个人战斗的精神充斥在整个战

场。特别在攻城机附近，战斗的噪音特别响亮，行动最为激烈。

这是战争的核心，因为攻击者首要的任务正是去将敌人逐离这

些攻城的机具，而防御者则力求死守，两边都是以最激烈的情

绪及决心来对抗，前者是用上所有利器将敌人赶走，而后者则

是不屈不挠地坚守岗位。最后双方陷入僵局，众多人马死在他

们最先站立的位置。与此同时，其他战斗人员加入战局，带来

火把、火种及拖拉工具，而这些协助的人从各方攻击攻城机，

大胆投掷燃烧物，罗马人无法抵挡这种攻击，陷入极危险的处

① 这数字显示迦太基金军出动，亦即原先的一万驻军(见贾 176) ，加」扭尼

拔带来相同盟班的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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镜中。但在这时候，迦太基统帅知道自己这边正蒙受惨重损失，

但却还没得到以急攻来摧毁攻城机的目标，所以下令鸣号撤军。

罗马人差点完全失去他们全部的攻城机，但最后他们还是守住

阵地，掌握他们的机具。

46 至于汉尼拔，他在战后带着舰队航离，当时仍是黑夜，

因此没被敌人观察到;他航向得雷帕纳，与海军指挥官阿德巴

尔会合。得笛帕纳离利利贝乌姆约十五里，而且因为它方便的

位置以及港口的优越，迦太基人对它的防卫常多所注意。

迦太基政府急于知道在利和l贝乌姆状况究竟如何，但因为

他们自己的部队被围困在城里，而罗马人又执行严格的围堵，

无法得知消息。 位具有领袖地位的公民一某位叫汉尼拔，

别名"罗德岛人"-一此时自愿航行进入利利贝乌姆，提出第

一手的报告。当局非常愿意聆听他的计划，但怀疑他究竟能否

成功，因为罗马人的船只停泊在港湾人口处。可是汉尼拔还是

去装配自己的船只，航行到利利贝乌姆外海的一个岛屿。第二

天他发现风向正确，约早上十点钟时，他在敌人众目睽睽下直

接航行入港，令人对他的胆识惊讶到元以复加。次日，汉尼拨

不浪费时间，预备返航。但罗马将领在此同时，决心耍更加严

格地看守港湾人口，他在夜间装配十艘最快速的船舰来巡逻，

而本人则从全军列队的陆上观察，进行戒备。十艘船舰排成一

列，尽可能地靠近浅水之处，必要时可以从两侧登船。它们在

那里浮动，船桨伸开如翼，准备打水，随时要冲出去逮捕即将

航出的船只。"罗德岛人"在敌人环伺下，准备船只，在速度

以及大胆灵活的操作上更是技压罗马人，他不仅全身而退，带

走自己的船及水手，让敌人呆若木鸡，甚至在航行超前一些距

离后，拉起风帆等待，完全不操作船桨，好似在挑衅罗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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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他划桨的速度，没有人敢冒险前行去攻击他，所以他在成

功地以一条船挑衅所有罗马人之后离去。之后，他又重复几次

相同行为，成功地对政府以及受困城市作出很有用的贡献。他

ì.t迦太基政府持续知晓最紧急的消息，提高防卫者的士气，而

他的勇敢也让罗马人感到气馁。

47. 让汉尼拔有信心尝试的最大因素，是他从经验中知道

如何准确规划在浅滩行经的路线.并且为航线找好地标。在他

横跨大海见到港口时，他会驾驶得就好像是从意大利那边来的

一样，让他的船首对准海边的塔楼，所以可以在往非洲方向上，

以直线横越珑市的所有塔楼。唯有行驶这条路线，以尾风航行

的船只才可以抵达港湾出口。"罗德岛人"的胆识，鼓舞许多

对当地海岸水文熟悉的人以他为榜样进行模仿。这些行为对罗

马人格外刺痛，他们设法用填满港湾出口进行反制。但这方面

的努力全都徒劳无功 海洋在此处的深度实在太深，他们所投

下的物体不是元法固定，就是元法聚集成堆。他们倾倒碎石，

在还没到海底时就会被海浪以及海流冲走打散。然而在他们经

过极大努力之后，在一个海床较浅处，他们终于堆积出小丘，

有→艘五层舰在夜晚离去此处时搁浅，落入罗马人手中。这船

只建造地格外精良，罗马人在拥有它之后，即命令精英水手登

船操作，特别注意突围的逃跑者，尤其是"罗德岛人"。他恰

好在那晚进人港湾，并依照他惯有的刻意公开方式离去。那时

他发现那艘五层舰与他同时行动，开始感到害怕。开始时他立

即冲刺.努力拉开距离，但当他发现他正在被动力较大的船尾

随，最后他被迫转向，开始交战。当对方开始登船时，他的水

手根本不是对方陆战队的对子，罗马这一方不仅数量上有优势，

而且都是精英，于是他被俘虏。罗马人在掳获他的船只时，发



182/ ~马帝国的崛起

现它的制作也十分精良。他们将它装配好，来进行特殊任务，

因此也结束那些胆敢设法突破所有封锁利利贝乌姆的行动。

48. 在这时候，受困的驻军仍然努力建造反制的防御工事，

虽然那时他们已经放弃去破坏或摧毁敌人攻城机的希望。当这

些努力仍然还在进行时，一阵腿风刮起，激烈强大地扑向那些

推动攻城机的装置上，它将防护屋∞从基础吹离，将竖立起来

遮蔽它的木塔给扫走。当赂风继续吹袭，一些希腊佣兵突然灵

。L一动，认为这是摧毁攻城机的绝佳时机，并将计划告诉驻军

指挥官。迦太基人接受这想法，顷刻之间完成所有必要准备。

驻军里较年轻的士兵集合在三个不同地点，然后将点燃的火把

丢向攻城机。这些机具如此老旧，极易点燃，而且随着风势将

大火直接吹向高塔及攻城机，火势迅速蔓延，效果立现，而罗

马人控制火势及拯救机具的努力就显得相对困难，或者说对此

几乎无能为力。突然出现的火灾铺天盖地侵袭那些想来救援的

人，他们既无法掌握，也无法知道究竟发生何事。他们必须面

对火焰、火星以及浓烟，直接吹向他们的脸，让他们目盲;讷

多人被烟雾呛倒，窒息而死，也无法靠近灭火。所有不利于罗

马人控制火场的因素，都结合起来助长火势。所有能够模糊罗

马人视线或伤害罗马人的东西都吹向或是丢到他们面前;但是

防守者却有很清楚的视线，充分掌握眼前的空间，并准确丢掷

武器，瞄准那些跑来援助的人，或投掷火把去摧毁机具，无论

他们瞄准的目标是什么，都因为后两风势助长而更具破坏力。

最后，这些破坏如此彻底，所有木塔的基础以及撞城大槌的木

柱都肉为大火，而不堪使用。历经这样的灾难后，罗马人放弃

① 这些是具有斜犀顶的犀棚，保护网:\1[者免于自上往下投出的投掷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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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攻城机去攻打城市的策略，取而代之的是用挖壤沟及筑栅栏

的方式来回城。同时他们也用环绕军营的高墙来加强营区的防

卫，至于进→步的发展， i)lÜ 留待时间决定。在迦太基这方丽，

利利贝乌姆的驻军则重建已经被悄毁的城墙，心情轻松地安顿

下来，等待围攻的进一步发展。

49 这个消息及时传到罗马，然后又从其他方面得到确认，

讷多舰队水手因为大火或在阻攻的军事活动中丧命。政府赶忙

再招募更多水手，招募到约一万名时，便派送他们到西西里。

这些人以船运送过迈萨拿海峡，然后从那里行军到营区。在他

们到来后，执政官普尔凯尔 (P山lius Claudius Pulchcr) 召开军

闭营长的军事会议，告诉部属说，以全部舰队来攻击迎太基人

在得雷帕纳军事基地的时机已经成熟。他解释说那边的统帅阿

德巴尔完全不知新近抵达的水手.而且以为罗马舰队因为围攻

利利贝乌姆时的人员损失.元1去出诲。营长们热烈支持这项计

划.他下令已在舰队服役的人与新进水手一起登船。陆战队则

从军队里挑选出最佳人员.他们随时都准备好志愿参加征战.

尤其因为这航程较短，而且战争结束后有极佳的机会去抢夺战

利品。

在完成这些准备后嘈他在夜半敌人不注意时出海，并在航

程的第一阶段时，以密集队形前进，西四里在船队的右侧。在

破晓时，罗马舰队的领航船只已经被发现正朝得雷帕纳前进。

最初阿德巴尔极为忧虑不安，因为他们的出现完全出乎意料。

但是他很快恢复镇静，掌握敌人策略的意义.立即决定将尽其

所能，甘冒各种风险，不让自己的部队受到包围受囚的威胁。

他立即在海滩聚集水子，派人宣布要从城里召集佣兵部队。当

他的武力齐聚时.他向他们演说，努力利用 些话语来影响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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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说若是他们现在冒险一战，会有良机得到胜利，但若畏怯

避战，让自己受闲包围，结果将会何其艰辛。他的人马立即清

楚表明，他们有雄心壮志要在海上一搏，并以呐喊表示赞成，

敦促他不要耽误.立即领军作战。阿德巳尔感谢他们的回应，

赞美他们的勇气，然后命令立即登船，注意跟紧他的船只，尾

随在后。他清楚下完指令后，使全速进行，领导舰队出海，航

行紧靠港湾对向的礁石，因为罗马人正往港口的方向前进。

50 罗马统帅普尔凯尔假设敌人会因为他的出现而灰心丧

气，因此会避免任何行动。但当他看到迦太基人反其道而行，

决心应战，而那时他的一些船舰已经航人港湾，其他的仍在人

口处，并有其他船舰正准备进入，他下令全军摊头，航向大海。

但是因为突然转向，整个运作造成在港内某些船舰和那些正在

进入的船只相挤碰撞，这命令在水手间造成很大的混乱，有些

船只的船桨和其他船碰撞时折断。当船只全部脱离港湾，船长

总算能够将船只重新编队，靠近岸边，船首面向敌人。普尔凯

尔本人原先航行在舰队之后，但当军舰仍在移动时，他驶向大

海，占据最左侧的位置。但同时阿德巴尔已经有五艘船成功地

绕过罗马人左侧，这些都装配撞船的设施，并移动自己的船舰

去丽对敌人.朝向岸边。当其他四艘的每一艘都加入他时，他

透过自己助手下令他们要在其船侧，直到五舶成行，同时面对

敌人。当他们阵线一致时，他发出预先约定的信号前进，一起

撞向罗马船只，而这些罗马船只仍然相当靠近岸边，等待他们

的同志从港弯折回。他们靠近岸边的位置，在接下来的军事行

动中有很大的不利结果。

51.当两边舰队越来越靠近时，两边海军将领的旗舰上到

起战斗信号，于是船只交战。起先战事不分轩程，因为两边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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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精选的陆军来组任7)(兵。但是逐渐地，迦太基人在开始行动

时所累积的许多优势渐渐对他们有利。他们创造精良的船身以

及训练有素的划桨手，使他们比罗马人快速灵活，而且因为他

们是在大海中摆开阵线，所选择的位置也相对有利。这意味着

要是他们的任何船只受敌人压迫时，他们可以用较快的速度安

全撤离到开阔的水域。在那里他们可以前去攻击追击他们的领

头者，元论是从船尾绕过，或是往船侧攻击。但罗马人则被迫

必须转向，但立即会出现困难，因为他们船身吃水较深，加上

划桨子的经验不足.而迦太基人在那时通常都就会进行冲刺撞

击，并予以撞沉。假如有任何迦太基船只处于危险，他们可以

没有风险地彼此驰援，因为他们可以在自己阵线后而的开阔海

域航行，不受干扰。但是就罗马人来说，局势恰好相反。太靠

近陆地让他们陷入困境，也没有余地撤退，假如他们的船只被

敌人从前面压迫.或是往前撞人浅滩，或是航向岸边，结果导

致搁浅。在海战中最有效的移动方式是从敌人阵线中间穿过，

然后在交战之敌船后方出现.但对罗马人而言，这些都是不可

能做到的，因为他们的船身较重以及水手训练也较差。不像迦

太基人，他们元法航行绕过自己阵线的后方来协助自己的同志;

他们被挤到过于靠近岸边，没有留下任何空间可以作为支援其

他船只的航道。罗马舰队发觉自己在这次战争所陷入的因圾，

有些船在浅滩搁浅，牢牢卡住，其他则撞上陆地。当罗马执政

官看见这个状况.便带着最靠近他的三十艘船舰紧贴海岸线开

始逃跑。舰队其余的船只共计九十三艘，都连同水手被迦太基

人掳获，但这不包括那些将船只往岸七撞去，设法逃跑的人。

52 因为这次军事行动的关系，阿德巳尔为自己在迦太基

赢得极高的名声，因为此战成功归功于他的先见之明以及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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胆识。相形之下，普尔凯尔使罗马蒙羞;他因为主导战争的行

为，而遭受各方指责。众人认为他在行动时，没有审慎思考与

判断，反而就其一人能力所及之处，为罗马带来极大的灾难。

他因此被审判，被严厉地罚款，甚至差点被处死刑。

尽管遭遇这样的灾难性转折，罗马人赢得战争的决心仍旧

坚决，他们丝毫没有松懈，反而着手所有必要的措施，继续作

战。此时适逢选举时期，当新任执政官被任命时，他们立即派

遣普鲁斯 (Lucius Junius Pullus)①负责运送谷物给利利贝乌姆

的包围者，补给组织军队所需之物资.并装配六卡艘船舰去护

送这运输船队。在抵达迈萨拿时，他又在舰队里加入一些来自

利利贝乌姆以及西西里其他地方的船舰，并从那里沿岸全速航

行到叙拉古。他现在拥有一百二十艘军舰，护卫八百艘运送补

给品的运输船。在那里他移交给他的财务官( quaestor) 一半的

运输船以及一部分的军舰，然后先送他们出航，因为他极希望

补给品可以毫无延迟地交给驻军。他自己则留在叙拉古，等待

从迈萨拿来的船只，并从罗马在内陆的盟友那里获得更多的补

给品。

53 阿德巴尔在这时候已经将海战中的战俘及掳获船只送

到迦太基。他接着任命他的同僚加泰罗 (Carthalo) 率领一支三

才艘船的舰队，以及他带到得雷帕纳的七十艘船舰的舰队，下

令突袭停泊在利利贝乌姆外海的罗马舰队，尽可能地拖走所有

船只，否则放火烧掉。加泰罗遵循命令，在清晨时执行任务;

他放火烧一些船，并开始拖曳其他船只，但在那时他的行为已

经在罗马军营造成极大的骚动。当罗马士兵冲出去营救船舰时，

① 波里比阿的订年不正确。普鲁斯是tr草凯缸在二四丸年的同睛，而非其二

四八年的接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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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米尔科正在利利贝乌姆里值更戒备.并被噪音吸引。随着天

色逐渐转亮，他看见正发生之事，于是派遣佣兵，从陆路方向

攻击罗马Ao 罗马人此时四面楚歌，发现自己陷入不小的麻烦。

可是海军将领加泰罗在拖走及破坏一些船之后，很快便航离利

利贝乌姆，他往赫拉克里亚方向沿岸航行一段距离，然后停驻

下来警戒，他真正的意图是要拦截那些正在途中要去补给军队

的运输船。他的侦察人员回报说，有一大群形形色色的船只组

成的运输船队正在接近，而且距离已经相当靠近，他立即出海，

前往交战，他刚得到的胜利使他骄傲，瞧不起罗马人，他现在

很想积极攻击。同样地，迦太基舰队接近的信息也被报告给罗

马的财务官，他先行乘坐轻型的巡逻舰，出航离开叙拉古，它

们通常都是在舰队之前巡吃。他们认为自己还没有强大到可以

在海上冒险一搏，所以他们在附近一个归顺罗马并设有防御工

事的小城镇附近下锚;这地方没有适宜的港口，但是有突出陆

地所环抱的海外停泊处，可以提供一些保护。他们在这里下船，

从调堡中取得儿个投掷器及巨弩.竖立起来应战，等待敌人靠

近。当迦太基人靠近这城镇，最先计划围困敌人，因为他们假

设罗马人会惊吓到撤退到防御工事之后，届时他们便可以在没

有反抗情形下，掳获并拖走船只。然而他们大失所望，因为罗

马人积极抵抗，加上该地方的形势为他们带来-些问题，所以

迦太基人只拖走一些满载物资的船只，航行到附近河流，在那

里下锚，等待敌人重新启航。

54 留在叙拉古的执政官普鲁斯完成他的任务后，航行出

梅，绕过帕奇纳斯海坷，航向利利贝乌姆。在这段期间，他完

全不知他的先遣船队发生何事。迦太基的侦察部队又再度回报

敌人进入视线范围之内。在这个时候，迦太基海军将领加泰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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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出海，全速航向敌人主力，因为他急于在罗马人离自己同

志尽可能远的地方.与他们交战。在此同时，普鲁斯已经从相

当远的距离看到迦太基舰队，并注意到它的实力;他不敢迎战，

但那时双方已经太靠近，无法逃避。他因此改变航向 ， lìií 向一

个布满暗礁、极为危险的海岸，停泊在那里，因为他甘胃夭气

所带来的风险，也不愿他全部的武力以及船只藩入敌人手中。

迦太基将领见到他所做的事，决定不要冒险靠近如此危险的岸

边。相反地，他找到附近一个可以遮蔽风雨的海师下铺，在两

支罗马舰队之间保持警戒，同时监督两边。天气突然变坏，一

阵腮风很明显地从大海吹来，在这时候，迦太基的舵手因为熟

悉当地的状态以及天气的征象.并预测可能发生之状况，建议

加泰罗绕过帕奇纳斯海dl甲来避开狂风。他很有智慧地昕从他们，

费尽力气，千辛万苦绕过海衅，终于能够安然下错。然而，这

两只罗马舰队就没那么幸运了，他们在一段没有任何可安全避

风的海岸，被狂风袭击，遭受摧毁。舰队彻底遭到摧毁，连船

只残骸都无法搜救。在这种完全元法预期的状况下.罗马两支

舰队完全失去功能。

55 罗马舰队的毁灭让迦太基人重获信心噜再度点燃希望。

另外，罗马人虽然之前遇见过不同局部性的灾难，但却未曾遭

受过如此全面性的灾难。结果是他们放弃任何海上军事行动的

努力，将自己局限在控制岸上的据点，而迦太基人不仅享有完

全的制海权，①也未放弃赢因在陆地上的据点。 尽管在利利贝

乌姆的罗马人民与军队对这些挫折深深感到沮丧，但他们坚决

要持续包围，政府毫不迟疑地持续由陆路送来补给，部队也尽

① 然而迦太基人没有利用这样的优静，或许是因为他们的资源囱于在非酬的

内战而削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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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所能进行紧密围堵。在舰队遭受船难后，执政官普鲁斯回到

军队;他虽然深受这场灾难折磨，但立即着手规划新的并且有

效的冒险计划，尽可能赢回失掉的优势。他捉住眼前的契机，

去突袭并占据艾瑞克斯 (lèryx) ，同时占有城镇本身以及维纳斯

神庙。

艾瑞克斯是一座西西里面向意大利海岸的山，①它介乎帕

诺穆斯和得雷帕纳之间，但比较靠近后者，事实上，它邻接该

城的边界，是仅次于伊塔纳(埃特纳)山之外的西西里第二大

山。在它平坦的顶端矗立着维纳斯·艾瑞克斯 (VenU5 E四川na)

神庙，由这无疑是西西里所有神庙中最富裕也最为金碧辉煌的。

城镇依循顶峰之下的斜坡展开，而从各方向通往这城镇的路既

长且陡。普鲁斯在顶端以及往得霄帕纳方向下山之路的山脚，

安排驻军。他在这两个据点同时设下严密的防护，特别是在后

者，因为他相信借此可以同时控制文瑞克斯城和艾瑞克斯山。

56 在这之后嘈迦太基人任命哈密尔卡·巴卡( HamilcaJ 

ßarca) 为指挥官，安排他负责海军行动。他在战争之第十八年

开始侵犯意大利海岸。在侵犯意大利南部的洛克里人@以及布

鲁提恩( Bruui) 人的领土之后，他渡海到西西里，率领全部舰

队压境帕诺穆斯的领土。在此他占据靠近赫克特 (HerCIC)@ 的

要塞·山丘以及要塞皆是同名。它坐落在帕诺穆斯及文瑞克斯

① 现今的立力切 (ETice) ，由在近特拉帕尼 (Tmpani) 。它约有二二五0尺高，

但在西西且l除伊塔纳(埃特纳) 111外，它仍既非最高也非最大的'" " 

@迫神段非常古老，而且维持在神殿卖淫的传统，应显示其束自东方的起

源。排尼在1人将其与阿惭塔帖( ASlm1c) 相认同，罗马人则将维纳斯神殿

的建立归请提涅阿斯( Acneas) 。

@ 在布鲁提翻( Bruttillm) 现今卡拉布里亚( CalabTin) 的东南沿岸。

④ 披里比阿将面克特形在为位居帕诺穰斯E芷瑞克斯之间是不准确的;现代

学者指认这山丘是 M(I!l I~ Castlelu<:cio，约帕谛穰斯西北方七盟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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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海岸之间，被认为是在这整个地区中，可以作为建立保护周

全以及永久性军营的最佳地点。此处有一个从周围平原中隆起

甚高的山丘，各边皆有陡峭斜坡。山丘顶端周围超过十二里;

高耸平台的土壤提供良好的放牧地，也适合农业;它与凄厉的

海风隔绝，而且免于危险动物的侵扰。而向海洋及内陆两侧的

山坡都极为险峻，无法轻易接近，高原其他方面则仅需稍做防

御工事来ill行防护;在高原中间还有鼓起的困丘，可作为;ll城

以及观测站噜提供对邻近地区极佳的视野。赫克特亦控制一个

港口，位置良好，可以接纳从得雷帕纳或利利贝乌姆航向意大

利的船只，而且有充分水源。到达山丘仅有三条路，两条从陆

路方向，一条从海路，但皆难行。所以哈密尔卡在此建立基地。

但是选择此地，却需冒一个极大的风险:①这附近没有一个可

以依赖为友的城邦，亦无从他处获得奥摄的机会，而是独自立

足在敌阵之中。另一方面，他的出现对罗马人构成严重威胁，

最后将把他们卷入一连串的困难以及武力较劲。不久之后，他

与他的舰队出航侵略远及库迈 (C\lmae) 的意大利海岸。罗马

人在离他阵地约超过一里半处前方的帕诺穆斯，建立一个对付

他的营区后，哈密尔卡则持续以不同的攻击以及侵略性的巡逻

来骚扰他们，为期几近三年之久。然而我元法在此详细描述这

些军事行动。

57 哈密尔卡在西西里针对罗马人的战争，或词可以比喻

成拳击比赛，在比赛中两位拳手都有完美训练，都以勇敢著称，

彼此交手争夺奖品。当竞赛开始，两方铁拳互击，毫无休止，

战斗双方或是观众都无法预期或计算每次攻击;但是从两位的

① 咕密!J; -rz抵达标志着战争一个新的监较积植的阶段，他占领赫克特是回

应罗马人占领芷瑞克斯的~t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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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以及他们所展示的决心，我们可以对他们的技术、力气以

及勇气得到足够清楚的印象。所以对这两位指挥官亦然。促使

他们进行日常军事行动的不同原因，以及这些行动的战略细节，

多至超过任何作者能力去加以描绘，而且将会在阅段时令人觉

得无聊以及元益，因为每天一边都会对另一边进行埋伏、突袭

以及反击。但是对这两位指挥官的领导统御以及他们敌对行为

的结果做一般性的综合，或许能够针对事实提供一个较清楚的

图像。他们当然没遗漏掉、没不去尝试任何可能的策略，无论

是正规的战术，是因地方或环境所迫而引起的临机应变，还是

因为大无畏的主动冒险精神所启发的军事行动类型等。但是有

几项原因解释战争何以无法有决定性之结果。

首先，双方武力彼此均等;其次，他们各自的防御固若金

汤，近乎牢不可破，最后，这两个军营彼此只相隔一小段的距

离。这就是何以这两支军队虽然在某些地方经常发生冲突，但

未曾发生一场决定性的战争。在这些军事行动中的损失仅局限

在那些面对面冲突交战的人员。那些被迫退让的部队则习惯借

着退避到防线之后来摆脱麻烦嘈并在稍后再度冲出，恢复攻击。

58 但是命运女神就像比赛里一位好的裁判，①突然会在竞

赛中带来不可预期的变化:军事行动的场所，从我刚才形容的

地点移开，而局限在一个更为狭窄的地带，使得征战更为激烈。

如我已提，罗马人占据艾瑞克斯山，并在高处以及山脚安置驻

军，但哈密尔卡设法占领在这两边阵地之间的城镇。占领顶端

之罗马人发现自己被围住，却仍以极大的勇气忍受围攻所带来

的痛苦以及危险。同时，迦太基人发现自己也是夹在两支罗马

① 亦即事在两位旗鼓相当的时手中做出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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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队之间，亦以几乎难以置信的决心坚持住;他们的补给是在

极大困难中取得的，因为他们只有一个出海口以及一条连接出

海口和他们阵地的路。双方再度施展所有能耐、策略以及围攻

所需的努力，忍受种种痛苦，并且诉诸激战以及其他每种战斗

方式。最后这竞争结果是和局。然而这并非如i费边·匹克拖所

呈现的双方已经筋疲力竭或士气尽失，而应该是他们在离开竞

赛场时，就像两个没有被击败打倒过的胜利者一般。真正发生

的是在这其中一方征服另一方之前(而这战场上所进行的竞争

延续两年之久) .整个战事结果是以其他方式以及在其他地点

决定的。

就陆军而言.这是在艾瑞克斯的状态。但大体而言，这两

个国家之间的斗争或许可以比喻为两只斗鸡，战斗至死方休。

当两只斗鸡虽然因为单纯的疲惫而无法摆动它们的翅膀.但它

们的勇气在死前始终高昂，所以仍是不断相五啄击，直到因为

没有外来干预，它们陷入致命的格斗中，一旦进入此种情境，

双方必将持续缠斗至死方休，最后其中之一将会当场毙命。①

如此便是罗马人与迦太基人的处境。他们被未曾间断过的

辛苦激战所带来的压力，弄得疲乏不堪，逼到绝望。他们的力

气开始消失，他们的资源因为年复 年的征税以及军事开销而

日渐枯竭。

59 所以就像战胜的斗鸡一样，罗马人用尽全力，准备进

行非生即死的最后一搏。因为过去五年他们已经完全远离海军

活动，部分是因为他们所遭受到的天然灾难，部分是因为他们

① 这比喻准确地写 H1. l 肉之现翅生击使用功能，所指的是在陆路上的五年
民战，而最后同 rtrJ圣罗马人在战略上的改变.这是以立基尔特斯群岛海军

战投为最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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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信可以只借由军团来赢得战争o 但他们现在能认知到，主要

是因为哈密尔卡具有胆识的领导，另一方商他们也无法完全依

赖陆路来得到应得的战果，他们决定第三次将自己的命运抑注

在大悔。他们相信，假如他们能够对敌人做出致命一击，这个

策略会提供唯一成功结束战争的机会。事实上，他们最后做到

了。在第一次尝试时，他们单纯因为恶运而被迫放弃海洋。第

二次，他们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在得雷帕纳战役的挫败。现在

他们第三次的努力终于开花结果。

在艾基尔特斯( Acgeates) 群岛的埃古萨( AeglJ sa) 海战

中取得胜利，使他们可以切断对艾瑞克斯迦太基军队的补给供

应，最后结束战争。然而这结果是出自罗马人纯粹的决心，而

斗|物质资源。罗马国库里己经没有任何资金来支付战事支出.

但尽管如此，由于一些位居领导地位公民的爱国心及慷慨捐输，

财源终于有着落。他们根据财富多寡，由个人或者是两三人一

组，去承担建造装配一艘五层舰，假如征战顺利的话，国家将

会支付他们建造这些船舰的开支。月1这种方法，一支依照从

"罗德岛人"汉尼拔掳获来的船舰作为 Jj)(型所 11 造出的规模达

两百艘的舰队很快就准备好。罗马人接着任命卢塔提亚斯

(Gaius Lulatius) 为将领，命令他在夏天开始时出海。①他在西

西里海岸外突然出现，令敌人完全措手不及。所有迦太基舰队

已经航回祖国.因此他立即占领得霄帕纳的港口以及靠近利利

贝乌蝇外海的停泊处。他竖立起攻城机具，围绕得需帕纳，并

做其他准各进行围攻。当他尽其所能以各式方法进行军事行动

时，他预见迦太基舰队必然会返回.而且他并没有忘记他远征

① 二四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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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首要目标·唯有海上胜利才能决定整个战争。他不允许时间

白白浪费，或是他的人马无所事事。他妥所有人员每天演练战

争中所需要的技能。他特别注意水手的训练及纪律，借此在很

短时间内将他们提升到有如训练有素的选手，要参加即将来临

的竞赛。

60 罗马人派遣舰队，准备再度一争海上霸权，大大震惊

了迦太基人，他们立即装配自己的船舰，装载谷物及其他补给

品，派遣到西西里，因为他们十分关切在艾瑞克斯的部队应该

有充分的物资供应。舰队由汉诺率领。他立即从迦太基起航，

到达所谓的赫利岛 (Holy Isle) 。他的计划是要在罗马人不知情

的状况下，尽快航行到艾瑞克斯;在那里卸下物资，减轻船体

重量，装载那些最适合海上陆战的佣兵，以及哈密尔卡·巴卡

本人，然后再与敌人交战。可是卢塔提亚斯已经接获汉诺前来

的情报，并预料到他的意图。他同时~令罗马军队里最好的士

兵登船，作为陆战部队，并且航行到利利贝乌姆外海的埃古萨

岛。在那里他向部队做适合该场合的演讲，并警告船长说战争

可能在第二天发生。次日破晓时，海相已经转为恶劣凶猛，他

见到正吹起的强风有利于敌军，而他的军舰则将难以逆风而行。

最有J他无法决定在这状况下，什么会是最好的途径。但之后他

反省，若他在这暴风雨天气中，立刻冒险一战，那么他至少能

在对方支援来到前，只要和汉诺及其水手交战就好。但是他若

等待天气平静下来，让迦太基人横渡到艾瑞克斯，与当地陆上

军队会合，他就必将要对付船身减轻、行动更自如，载有迦太

基精锐部队，特别是那最可怕的哈密尔卡(罗马人对他比对其

他人更加畏惧)在场的舰船。因为这些理由，他决定不能失去

现在的机会。当他看到敌人脱脱满帆前来，他立即出海。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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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状况极佳，他的人员轻易掌控波涛汹涌的大海咽在很短

时间内就将舰队移动成为一直线，船首向着敌人。

61.当迦太基人见到罗马人意图阻止他们航行，他们降下

榄杆，每一条船彼此间互相打气，与敌人接近。这一次.两边

的预备情形恰好与之前的得霄帕纳战役相反，因为条件相反，

所以战争结果也相反。罗马人已经改良了他们的造舰方式，也

将所有童装备从他们的船只移走，只留下战斗所擂耍的装备。

他们的划桨手动作整齐划一，表现极佳，而他们的陆战人员更

是由他们从军团中拣选出来拥有无比斗志以及身经百战的精英。

但就迦太基来说，恰好相反。他们的船舰负载沉重，在行进中

难以驾驭，他们的人员是在紧急状况下招募的，因此相当生涩，

而他们的海军陆战人员更是刚征召来的生手，这是他们第一次

经历艰苦以及危险的任务。迦太基人以为罗马人必将不会再挑

战他们的海军优势，所以轻视敌人，忽略自己的海军。结果一

且双方交战，他们立即一点又一点地溃败，很快就被驱离逃跑:

有五十艘船被直接击沉，七十艘船及水手被俘。其余则升起梳

杆，肿、风航离.很幸运地，风在关键时刻转向，协助他们逃走

回赫利岛。罗马执政官航向利利贝乌姆，和当地的部队会师，

努力处理年已经掳获的船只及人员。这是很大的成就，因为罗马

人在战争中掳获将近一万人。

62 迦太基人得知这出乎意料的挫败，但就他们征服的决

心及意志而言，他们仍然要准备作战.然而当他们估算自己的

资源时，却发现已经陷入偌局。首先，敌人已经控制海洋，这

使得他们无法供应他们在西西里的军队;第二，假如他们要放

弃或是背叛这些军队，他们必将没法留下任何人或是任何领导

者来继续战争。于是他们立即送信息给哈密尔卡·巳卡，授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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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全权处理当地状况，而哈密尔卡则坚持他身为一位优秀及谨

慎的将领的一贯行动。只要有任何合理的成功机会，他会尝试

任何-种策略，元论这看起来是如何大øll.或危险;假如曾有任

何将军会彻底尝试任何可能胜利的机会 • iJ~ f!E会是他。但是当

命运女神与他作对，不给他任何可能的机会去拯救他领导下的

部队时，他便展现出智慧以及现实感，屈服于那元法避免的结

果，送出特使求和。因为知道何时已经败下的重要性，并不亚

于知道何时已经胜出，这是一位指挥官的职责。就卢塔提亚斯

而言，当然乐于同意协商，因为他知道罗马这时已经因为战争

而筋疲力竭，耗尽资财，所以他很成功地以协约来结束彼此的

敌意。协约其中-部分条款如下

依据以下条件，如能获得罗马人民批准，迦太基人与

罗马人将会建王起友谊。迦太基人将撤离整个西西里，不

得对希洛作战，不得对叙拉古及其盟友作战。迦太基人必

须交还给罗马人所有战俘，不得要求赎金。迦太基人必须

支付给罗马人两千两百优卑亚单位 (Euboea) 泰伦①的银

钱，为期共二十年。

63 然而，当这些条件送抵罗马时，罗马人民不愿接受，

而是派遣十人委员会去调查整个问题。在抵达后，他们对条款

没有做出任何重要变动，但加入一些小变更，对于迦太基人来

说则是更严厉的条件。例如，他们缩短支付赔偿的年限为十年，

总数则再加一千泰伦，@并另外要求迦太基人必须从西西里及

① 约五六八九二千克。

② 约二五八六0千克。←一埠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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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之间的岛屿撤离。

如此结束了罗马人及迦太基人之间的战争，而这些便是获

得和平的条件。战争不间断地延续二十四年之久，这是我们所

知最长久、最连续以及最大规模的战争。除了在我历史作品之

前章节己提及的所有其他战争以及备战外，在两次海战中.其

中一方有超过五百艘船舰参与，另一方则几近七百。①假如我

们把这过程中因而;难而摧毁的那些船只也给算进来，罗马人损

失约七百艘，迦太基人则是五百。对如"独眼"安提柯 世、

"救主"托勒密-1芷或"攻城者"德米特里一世@之屑的海战感

到印象深刻的人来说，假如他们阅读这战争的叙述，无疑地会

诧异于其中所涉及的巨大军事规模。再者.假如l我们考虑这些

五层舰的大小，和波斯人对付希腊人，以及雅典人对付斯巴达

人，所使用过的三层舰相比，我们将会发现在世界史中未曾有

如此强大的武力在海上对峙过。这些事实肯定了我在本《历

史》之初所提的主题，亦 alJ罗马人的霸权并非如l某些希腊作家

所以为的是出于偶然，或是胜利者不知自己的所作所为。相反

地，因为罗马人刻意地在如此伟大的事业中锻炼自己，所以他

们不仅自然地大胆踏上追求世界主宰之途.而且他们在实际上

也应该达成他们的目的。

64. -些读者或许会怀疑:既然罗马人现在是世界主宰，

比过去掌握更多的权力，何以他们在我们的时代不再能够装配

如此多的船舰或是派遣如此大的舰队出海。那些被这种表面矛

盾所困惑的人，在我们形容罗马政治体制时，将能清楚了解个

① 分别是在荷啻翁商町且埃克诺穆斯梅阔的战役。

@ 这些是继iR亚历山大帝国之中最杰出的将领 到且进行战争来为自己分割

出王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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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理由。这主题构成我作品中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它不仅不能

被作者轻描淡写地处理，而且需要读者全神贯注。它提供了一

个高贵的图像，但直到今天却仍然不为人熟悉。这是因为过去

尝试这主题作家的无能，其中有些是因为缺乏知识，其他则做

出含糊以及相当元用的陈述。至于我们正在陈述的战争，我相

信人们将会发觉，就其行动的规模及广度，在追求实现时的崇

高精神以及特别是在他们想胜过对方的野心上，这两个国家几

乎平分秋色。在个人勇气上，罗马人的确较为优秀，但双方公

认在胆识以及天分上最伟大的将军则是哈密尔卡，姓氏为巴卡。

也就是那后来对罗马人作战之汉尼拔的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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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班牙之事务

1 ，在前书中我已经解释过罗马人征服意大利后，从那一刻

起便开始干预意大利外其他国家的事务，然后我形容他们如何

跨海进入西西里，以及以何种理由向迦太基宣战，以便占有那

岛屿。接着，我陈述了他们如何以及何时最先建立海军，我报

道双方从开战到停战间的主要事件，何时迦太基完全撤离西西

里，由罗马人接管除由希洛统治区域外的所有地区。在这之后，

我叙述迦太基佣兵的兵变，点燃所谓的利比亚战争( Libyan 

Wör) ，在那场战争中所犯下恐怖的残忍行为，以及过程中所发

生种种没预料到的事件及命运的转折，直到迦太基最后胜出占

得优势，打败佣兵。根据我原来的计划，①我现在将要简洁概

述这冲突之后所接续发生的事件。

在迦太基人再度控制非洲的局势后，他们立即聚集一支足

够强大的远征军，派遣到西班牙，任命哈密尔卡·巳卡去统帅

它。@当哈密尔卡就任这军队的指挥官时，他当时只有丸岁大

的儿子汉尼拔陪同前往。哈密尔卡立即在赫拉克勒斯之柱( Pil

lars of H crc u les )旁渡过海峡，建立迦太基的势力，主宰伊比利

① 如在页 133 所陈述。

@ 在本书巾被且比向以三章触及西班牙里迦太基帝国的重建 1 为晴密如

卡.13 为咕斯德鲁巴; 36 为汉尼拔。这提供了一个编年的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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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上的各民族。他在那国家几乎待了丸年，①在那期间降伏许

多部落，令其归顺l迦太基.有些是使用武力，有些则是透过外

交。他生涯的结束方式符合他过去→生的成就，以名符其实的

高潮作终。当时他在-场对付最强大、最好战部落的战斗中英

勇应敌，完全不顾个人安危，结束生命。迦太基人任命他女婿

哈斯德鲁巴继任，其人之前已经统领过哈密尔卡的舰队。

罗马人在伊利里亚

2，大约在此同时，@罗马人首次人侵伊利里亚( Illyria) 以

及那部分的欧洲。这是件很有意义的事，值得那些希望掌握我

所写《历史》之目的，以及理解罗马帝国形成及成长的人进行

详细研究。它的国王阿格隆( Agro lJ )一一普列桶拉图斯

( PJevrato") 之子一-拥有较之前所有伊利里亚国王更为强大的

陆军及海军。@马其顿菲利普五世之父，德米特里二世，曾经

雇用过阿格隆去协助梅迪昂 (Medion) :曲梅迪昂是当时正被伊

托利亚人围攻的城镇，因为伊托利亚人元法说服梅迪昂人加入

联邦，所以决心强迫他们加入。伊托利亚人于是动员所有军队，

环绕该城扎营，并立即发动攻击，同时也带来攻城机加入行动，

并用尽一切手段使其就范。这些军事行动恰好与年度选举同时，

伊托利亚人必须在那时为下一年选出另一位将军。西因为这受

① 二三人至二二九年。

哇)~马 F预伊利!I~~ι在生在二二丸年春天。咕密~r-卡是在二二JLI二二人句

的冬天被益。

⑤ 他统前一群在斯寇得拉( Scodra) 且瑞在( Rhizlln) 湾(今日之寇塔， Ko 

tor) 附近的部落，他们以轻艇进行海盗行为谋生。

④ 一个在中阿卡那尼亚边界的城镇。

@ 可能是在二三一年的歌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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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城市处于极端危急状况下，沦陷指日可待，所以负责围攻军

队的将军向伊托利亚人求情，辩称说他在任期时历经所有围攻

时的危险艰辛，因此当这地方被攻打下来的时候，他应该享有

特权来负责分配战利品， ')1 将自己名字刻写在祭献神明、纪念

胜利的盾牌上，这才算公平。有人反对他的主张，特别是那些

以候选身份竞选的人。这些人敦促人民不要预先论断这事件，

而是将它交给命运女神来决定究竟神明要给谁荣耀。在那时候

伊托利亚人通过决议，决定在城市沦陷时，无论谁是将军，将

必须与之前这职务的担任者一起分享战利品分配，以及将名字

刻写在盾牌上的荣耀。

3 这项决议是在选举那天通过，而伊托利亚人的习惯是新

任将军必须立即执行指挥权。但就在那晚，一百艘载着五千名

伊利里亚人的船只抵达离梅迫昂最近的岸边。他们在那里下锚.

趁没人注意到的时候，天一亮立即将人卸下。这些人以他们国

家所习惯的方式组队，①以小组人马方式潜入伊托利亚人营区。

当伊托利亚人知道敌人出现时，首先对这突如其来的登陆以及

他们的大胆戚到诧异，因为多年来他们对自己的军事素质相当

重视，并且对现有的武力深具信心，因此当时感到相当受挫。

他们把骑兵及童装武兵的主体在营区之前的平地排列成阵;接

下来他们迅速占领位居更前方之处、容易防守的一些小丘，然

后将自己部分的轻装武兵及骑兵安排在该处待命。伊利里亚人

向这些武装简陋的步兵冲刺过去，并以其人数优势以及队形所

形成的冲击力，成功地将他们从小丘赶走，并强迫骑兵退居到

童装武兵之处。这样-来，他们就可以用较高的地点来发动第

① 这些或许是以亲属关系为根据的组合，这样的悄晴在荷马时代的希腊人，

或更晚近地在阿}1\巴尼亚人之中，事可见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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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波的冲刺，对付在平原展开阵势的伊托利亚人主力部队。伊

利里亚人很快地便将敌人驱散赶走。而在这次攻击中他们有梅

迪昂人的支持，因为梅迫昂人同时从城内往外突击。他们杀死

许多伊托利亚人，掳获~多的战俘，抢夺他们所有的武器及行

李车队。伊利里亚人在完成国王命令后，将行李以及其他战利

品带回船上，立即返航。

4 在这个意料之外的救援行动后，梅迪昂人举行公民大

会，除了耍讨论许多事之外，还辩论要在盾牌上如何刻写适当

字句的问题。他们通过决议，决定戏谑伊托利亚人，将铭文表

达成:这盾牌是"从"而非"被"伊托利亚统帅l与接任下年将

军的候选人所夺。当然降临在梅迪昂人身上之事情转折，或许

正是由命运女神设计，向吾等凡人证明她的神力;①因为在隔

夜之间，她使梅迪昂人加诸伊托利亚人身上，那些梅迪昂人相

信敌人即将加诸他们身上的命运。至于对伊托利亚人而言，他

们遭受到那些预料之外的灾难后，应该可引以为戒，切不可在

对未来做出规划时，好像它已经是既成事实，而且切不可对那

或许会有完全不同结果之事，自信满满。我们不过是会死的凡

人，因此我们应该随时对不可预期之事多留余地，特别是在发

生战争的时候。

国王阿格隆在船只回国及昕完军官简报后，对能打败伊托

利亚人感到喜出望外，因为这一群人一向自视超高，目中元人。

于是因王立即沉溺在酒宴以及其他快乐的庆祝中，结果感染肋

膜炎几天后死去。@由寡妇提幽塔( Teuta) 继位，她则将政事

① 这里的瞥喃用语持续世里比阿在页 133 所用的比睛，认为命运女神是在创

造剧情。

@ 在二三一年秋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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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节交给由亲信朋友组成的国政顾问团。①她受制于女人典型

的弱点，对所有事情都采取短线看法，无法看见比她人民最近

所得之胜利更加长远的事，对其他领域的事务都没有见解。首

先，她允许在伊利里亚海岸横行的海盗去掠夺任何他们遇见的

船只:接下来，她聚集一支舰队以及如之前远征相同规模的军

队给派送出去，下令指挥官要视所有国家如同仇敌。

5 远征军于是出航，选择伊利斯( Eli5 )和美塞尼亚

( MessenÎa) 为最先目标，从不知多久以前开始，伊利里亚人就

已经习惯来这些地方掠夺。这是因为两个地方都有很长的海岸

线，它们的主要城市却都深居内陆，任何派去保护沿海地区的

武力都必须旅行一段距离，所以总是姗姗来迟;因此伊利里亚

人经常都可以在这些地区四处流窜，怠意抢劫，无所忌悼。然

而这一次，当伊利里亚的船队到达伊庇鲁斯的陈尼企( Phoe

nice) (þ入港进行补给时，他们在那里发现一群数量约八百的高

卢人，受雇于伊庇鲁斯人;他们接触这些人，建议他们应该背

叛这城市。高卢人同意这个阴谋。那时伊利里亚人登陆，攻击

城市，高卢人从城内接应，协助占领城市，掳获居民。当消息

传到伊庇鲁斯人那里去时，他们很快地聚集所有军队，前往救

援。当他们靠近时，他们在河旁扎营，这条河流经肺尼企，分

隔他们及敌人，而且为了保护他们的前方，所以伊庇鲁斯人拆

毁横跨河流的桥梁。那时他们接获报告，史可第来达斯( Scer

dilaida自)@已经率领五千名伊利里亚人，通过安蒂冈尼亚( An 

① 提幽塔适过亲信朋友所组成之议会来运作，是依循希腊化时代王国中很常

罪用的主卢式。

@ 在凯奥尼.lIE (Chaonia) 的城镇，靠近今日之莎兰达( Sllrnnda) 。

@ 或许是因王阿桔靡之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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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goneia)①附近的关口，循着陆路靠近他们，于是伊庇鲁斯人

分派一部分军队来保护城市。他们轻松前进，尽情地享受乡间

的资源，并疏于去布置卫兵以及安排夜哨。伊利里亚人发现他

们的敌人已经将军力分散，旦戒备十分松懈，于是在入夜后，

借黑暗的遮蔽来发动突袭。他们修复桥面的木板，让人员安全

过河，占据有利地点，在剩余的夜晚时间巾适当休息。破晓时，

两军在城镇前摆开阵势.进行交锋。在接下来的战争中，伊庇

鲁斯人落败，许多人被杀死，更多人被俘。其余的人则向阿丁

坦尼人 (Atintanes) 的乡间逃去。

6. 因为这些不幸，伊庇鲁斯人对自己完全失去信心.于是

派遣代表到伊托利亚联邦以及亚该亚联邦要求协助。这些国家

同情他们的遭遇，回应他们的诉求，并派遣部队救援，稍后便

抵达贺利克拉农 (Hdicranum) 。在这段时间中，伊利里亚人已

经占领肺尼企，首先和史可第来达斯的部队会合，然后前进贺

利克拉农。他们在那里扎营，面对驰援的军队，他们很想交战。

然而却发现地形对他们非常不利，就在那时皇后提幽塔的一位

特使抵达，传令他们尽可能快速返国，因为有些伊利里亚人已

经分裂.加入到达达尼亚( Dardarnia )人那边。@他们因此侵

犯接嚷的伊庇鲁斯领土，之后和伊庇鲁斯人签订停战协定。依

据协定，他们要归还胁尼企以及释放自由的市民以换取赎金，

但是他们已经先以船载走奴隶及其他动产。所以在原先那批伊

利里亚人航离回国后，史可第来达斯及他的部队也经由陆路，

借道安蒂冈尼亚返国。这次伊利里亚人的远征，让居住亚得里

亚海沿海的希腊人深感沮丧及恐惧。他们见到在伊庇鲁斯中最

① 离现在如J如巳尼亚主持普列尼 (Tcplenì) 南方约二十里处。

@ 部近的部畴，其领土在阿克希亚斯( Axios) 河(即今日之 Vardar 河) J: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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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大以及最受自然天险保护的城市咽却令人意想不到地被劫掠，

他们开始感到焦虑，但己经不像过去是为作物担心，而是为了

自己城镇以及身家性命的安全而焦虑。

当伊!庇鲁斯人在没有料想到的状况中得到解救后，他们非

但没有企阁对侵略者进行报复以及对拯救者表示感恩嘈他们接

下来的动作竟是派遣代表到皇后提幽塔那里，与伊利里亚人及

阿卡那尼亚( Acarnania) 人签订共同协议。根据这协议，他们

将在未来与伊利里亚人结盟，反对亚该亚及伊托利亚联邦。在

整个过程中，他们不仅表现得对施恩者极度缺乏判断力，①而

且从一开始就对自身利益表现出明显愚蠢的忽略。

7 人性经常会犯错，但若遭受不可预料的灾祸，就不能真

算是受害者的过错，而是噩运，或是那些将灾祸加诸其身之人

的过错。但是当我们纯粹因为缺乏判断力.眼睁睁地看着自己

因为自己所犯下的错而卷入到灾祸中，这时每个人都会同意除

了自己外，没人该受责难。因此假如:有人失败是出自于噩运，

他们会被同情、宽恕以及协助，但假如是由于自己的愚蠢，那

么所有有识之士都该指责怪罪犯错的人。当然在这例子中，希

腊人有各种理由去批评伊庇鲁斯人。首先，任何知道高卢人凤

评的人，必然都会相当迟疑是否要将繁荣城镇的安危托付给他

们，因为只要有机会又有诱因时，高卢人极有可能会选择背叛。

其次，任何人都应该对这群人的名声及行为多加戒备:他们原

先是因为背叛自己朋友及亲人，被部分同胞在盛怒之 F逐离自

己的祖国;后来当迦太基人因为战事急迫，需要并接纳他们，

并让其驻扎防守阿格里根特;他们在那里的人数多达三千人。

① 波里比阿时这种行为特别地且愤填膺，因为他是亚该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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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利用将军和士兵间的薪资争议作为借口，并且开始掠夺。

之后，迦太基人再度于艾瑞克斯雇用他们担任驻军任务:这地

方当时正被罗马人圆圆，他们企图出卖该地以及和他们一起受

困的人。当这阴谋失败后，他们集体投靠敌人。罗马人接着雇

用他们去看守维纳斯·艾瑞克斯神庙时，他们又再度抢劫。因

为他们邪恶的证据如此昭然若揭，所以罗马人在与迦太基的战

争结束之后，首要的关切便是将其解除武装;然后让高卢人登

船离去，禁止他们再度踏上意大利任何土地。可是伊庇鲁斯人

竟让这些人成为他们共和国①的护卫者以及他们法律的保障者，

并将繁荣城镇托付给他们来守护。所以他们几乎元法避免被指

责是自己惹祸上身。我认为有必要详细地处理这一议题，不仅

是要证明伊庇鲁斯人的愚蠢，更是要指出:真的聪明的话，是

不会有人允许一支比自己武力更强的驻军进驻，尤其是当这支

军队是由野蛮人组成的时候。

日现在再回到伊利里亚人。这民族之前有段时间习惯去掠

夺从意大利航行来的船只;当他们占据雕尼企时，一些脱离伊

利里亚舰队自行独立运作的人，跑去攻击意大利的商人;或抢

劫，或加以谋杀，还有许多人沦为阶下囚。在过去，罗马政府

通常会忽略这些对伊利里亚人的抱怨。但越来越多人开始联络

元老院，申诉有关的议题，于是元老院任命两位专员盖亚斯·

科伦康尼亚斯及路希亚斯·科伦康尼亚斯 (Gaius and Lucius 

Coruncanius) ，前去伊利里亚调查究竟发生何事。

在这时候，皇后提幽塔对她的舰队从伊庇鲁斯带回来战利

品的数量以及精美程度(因为肺尼企在那时候是该地最繁荣的

① 这是指伊庇鲁斯的民主联邦，类似亚该亚及伊托利亚的联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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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感到满意，所以她决心加码，掠夺希腊人。 {ê 当时她必

须停止类似的冒险活动，因为国内发生了动乱。她很迅速地镇

压下伊利里亚人的反叛，但在围攻唯一还在抗拒的城镇伊萨

( Issa) 时，①罗马专员由海路抵达。他们得到普见允许，随即

抱怨罗马人民所受到的侵犯。提幽塔以傲慢及蔑视的态度来聆

听整个访谈。当他们说完，她说她会注意罗马人不会受到伊利

里亚人"官方上"的伤害，但就私人恩怨而言，去阻止她子民

在海仁进行掠夺，则非伊利里亚国王的习惯。罗马使节中较年

轻的一位对如是回答感到愤怒，所以直言不讳，虽然其言词有

充分证据支持，但仍是不合时宜。他说. "提幽塔皇后，罗马

人一直有项优良传统，亦即国家应该关切去惩罚那些犯下属于

私人之罪行者，并且协助那些受害的人。借神明之助，我们将

会尽己之能，迅速地让您改革伊利里亚国王对待子民的方式。"

在如此直言不讳之后，皇后陷入一阵暴怒，对使者言论的愤怒，

让她抛弃对待使节的文明规范，在使节正在登船离开时，她派

出杀手暗杀那在言语上冒犯她的人。当消息传到罗马，皇后的

罪行引起激烈的公愤，所以权威当局立即征召军阂，聚集舰队，

准备远征。

9 当征战季节来临时，提幽塔皇后装配一支比去年更庞大

的舰队，派遣它到希腊海岸;@部分船只直接跨海航行到科西

拉岛 (Corcyra) ，其他则在耶皮潭纳斯( Epi巾mnus) 登岸。表

面上，他们在耶皮潭纳斯停泊的理由是要取水，但其实是要偷

袭并占领该城。耶皮潭纳斯人在没有戒心下接待他们，没有事

先防范。伊利里亚人登陆之后，穿上短上衣，没有武装，仿佛

① 今日之撞斯 (V间，在南边如马提亚( Dalmatia) 由岸州的一座岛屿。

@ 在二二九年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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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要去取水，但其实是他们将刀剑放在取水瓶之内;然后他

们突然砍倒城门守卫，占据城门塔楼。更多的人在安排好的计

划下，迅速下船;以这些增援的人手，他们轻易地占领大部分

的城墙。耶皮潭纳斯人措手不及，尽管完全没有准备，但是他

们却快速聚集.勇敢应战，结果是伊利里亚人在坚持一段时间

后，最后被逐出城外。耶皮潭纳斯人因为这疏忽，差点失去自

己的城市;但因为勇气，所以最后安然无恙，也被上了有用的

一课，以各未来。在这之后，伊利里亚将领匆忙出海，再度和l

之前已经早先他们出航的其他舰队会合，然后航向科西拉岛。

他们登陆后，在居民大为惊慌的状况下，开始围攻该城。这让

科赛拉人陷入绝招深渊，他们和阿波罗尼亚 (Apollonia) 人及

耶皮潭纳斯人一起派特使到亚该亚人及伊托利亚人那里。他们

恳求这些国家迅速救援，不要袖手旁观，让他们被伊利里亚人

逐出家园。这两个联邦接见特使.决定回应他们的诉求，两边

同时联手装配十艘属于亚该5IJi人的甲板船舰。这支舰队在数日

内装配完毕，然后航向科西拉岛，希望能解围城之急。

10 这时候伊利里亚人也得到阿卡那尼亚人依据协约所派

遣出的七艘有甲板船舰的支援。他们以这些船舰出诲，在帕克

希 (Paxi) 岛①外海和亚该亚舰队相遇。阿卡那尼亚人在那里和

被派来去对付他们的亚该亚舰队进行一场不具决定性的战争，

阿卡那尼亚人除了几位水手受伤之外，没有任何损害。然而伊

利里亚人将他们的轻型船只四艘一组固定在一起，并以这种编

组队形和敌人交战。但他们忽略了船只会遭到损害的风险，而

将他们的侧面对向敌人，提供给敌人清楚目标去加以撞击。一

① 在科四拉岛东南方数里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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旦撞击发生，船首便会纠缠在一起，让他们立刻陷入险境，因

为撞击部位深深卡人，固定在一起的四艘轻艇则会被俯首举起。

那时伊利里亚的水兵会立即跳上敌人船舰，以人数优势打败船

上水子。他们用这种方式掳获了四艘囚层舰，并赤手空拳弄沉

一艘五层舰，这艘船载有卡瑞尼亚城的马古斯 (Margus of Ca叮

neia) ，一位终其一生以完全的忠诚来服务亚该亚同盟的人。当

与阿卡那尼亚人交战的亚该亚舰队船只见到伊利里亚人胜利，

他们决定依靠自己的速度，利用顺风升起风帆，平安返国。在

这之后，伊利里亚人欢庆他们的胜利，他们可以不受干扰，以

更大的信心继续围攻科西拉岛。{ê.另一方面，科赛拉人在盟友

被击败后完全陷入绝望;在坚持-段时间后，他们决定和伊利

里亚人和谈，允许法洛斯的德米特里 (Demetrius of Pharos) 驻

军城镇之中。在做完这些安排后，伊利里亚的海军统帅航行离

去，在耶皮潭纳斯外下锚，准备再度包围这城市。

11 大约同时，①执政官弗尔维阿斯 (Gna(~us Fulvius) 带

领两百艘船从罗马航行而来;而另一位披士丢米亚斯( Aulus 

Postumius)@ 则带领陆军出发。弗尔维阿斯原来的计划是要航

向科西柏岛，因为他预期那里的阁攻会持续进行。然而在他得

知一切已经太迟时，他还是决定要航行该地。首先，他要确切

知道那里究竟发生何事:以及，其次，要查核德米特里送给他

的信息究竟是否正确。伊利里亚人其实已经怀疑德米特里这位

军官，而他因为害怕提幽塔皇后可能对他不利，所以开始和罗

马人接触，提议将他所控制的城市及其他地方交给他们。科赛

拉人民对罗马人的到来感到很高兴，立即依据德米特里的协议，

① 二二九年春天。

<ID 这是 Lucius Postumius 之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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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伊利里亚的驻军交出。他们也一致通过接受罗马人保护，因

为他们确信这是面对伊利里亚人那无法无天的劫掠时，唯一可

以确保未来安全的方法。罗马人在接纳科赛拉为友好城邦后，

航行前往阿波罗尼亚，而德米特里则充当他们接下来征战的向

导。同一时间，另一位执政官波士丢米亚斯则从布伦迪希温

(Brundisium) 运送陆军，人数大约有两万名步兵及两千名骑

兵。两!支军队在阿波罗尼亚会师，那里的人民同意接受罗马人

的保护，但就在这时候，耶皮潭纳斯受阔的消息传到，陆军于

是立即前往。伊利里亚人一听到罗马人靠近时，立即混乱地放

弃围攻，然后撤退。罗马人亦将耶皮漂纳斯置于他们的保护下。

他们从那里挥军伊利里亚内陆，在途中臣服阿尔迪安( Ar-

diaea) 部落。

许多代表现在来和罗马人接洽，包括来自帕提尼( Parthi

ni) 部落的无条件投降。这部落被纳人罗马人的友邦;同样地

还有阿丁坦尼部落。然后军队前往伊萨岛，伊利里亚人从稍早

之前一直围攻它。罗马人强迫敌人停止包围;并将伊萨人纳入

保护。舰队在巡行伊利里亚沿岸时，罗马人急攻强取一些城镇，

但是在努翠亚 (Nulria) 时，他们遇到挫折，不仅损失许多士

兵，还包括几位军团营长和财物官。但他们同时也掳获装载着

伊利里亚从乡间地区抢来的战利品的二十艘船舰。在过去曾围

攻伊萨的伊利里亚人中，那些现在属于法洛岛的人被允许留下，

不受伤害，作为对德米特里的示惠♂没被逮捕的其他人则落

荒而逃，避居在阿波 (Arbo) 。提幽塔皇后仅由几名侍从陪同，

逃到离海有些距离的小城镇一一瑞衷 (Rhizon) ，它坐落在同名

① 这是德米特里的事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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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河流之上.防御坚强。执政官在完成这些种种不同任务，并

将大部分伊利里亚纳进德米特里管辖权威下，让他成为一大片

领土的主宰之后， {I出率领海军及陆军返回耶皮潭纳斯。

12 弗尔维阿斯接着带领大部分的海陆军返回罗马，①而被

士丢米亚斯则带领i四 1-艘船的舰队留下。他从邻近地区城市招

募一支军队，在1111皮潭纳斯过冬，护卫着那些将自己托付给罗

马人来保护的阿尔迪安及其他部落。然后在早春时，提幽塔派

遣使节给罗马人，缔结和约。根据条款，她同意支付罗马人所

规定数额的贡赋，@放弃除了少数地方外的整个伊利里亚，以

及(这条件对希腊人最为重要)她承诺不会拥有超过两镀船

舰，不会航行越过利 j萨斯( LissU5) .而且不会有武装。当签订

和约时，波士丢米亚斯派迫使节到伊托利亚联邦及亚该亚联邦

去。官员抵达时解释何以导致战争，以及何以罗马要跨越亚得

里!I[海参战，接着报告在征战中所获得的战果，最后则是宣读

他们和伊利里亚人签订的条约。两个联邦亲切有礼地接待使节，

之后使者经由海路回到科西拉岛。此条约解除了希腊人的心腹

大患.因为伊利里亚人不仅是这一民族或那一民族的敌人，而

且是所有人的共同敌人。这便是罗马人第一次武装干预伊利里

亚以及那部分的欧洲，也是第一次为了干预希腊之后如何发展

所进行的外交任务。在走出第一步后，他们稍后立即派出其他

的使节到雅典及科林斯;科林斯人也是在这场合中，第一次邀

请罗马人参加地峡(Isthmia) 运动竞赛。

① 他在=二八年在罗马庆视向军的胜利大游行。

@ 这可能是四分期付款1r式支付的赔偿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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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班牙的事务

13 在上述这段期间，我们暂时离开西班牙的事务，现在

回归正题。经过这些年，哈斯德鲁巳以他的智慧以及实事求是

的态度来对待这行省，表现杰出。他在提倡迦太基整体利益方

面，贡献极大，特别是借由建立所谓的迦太基城一一或被其他

人称之为"新城" (New Town) 巩固了迦太基的利益。因

为这城的地点相当适合作为非洲或是伊比利亚的运作基地，我

将会在更适合的场合来描绘它的地理状态，并解释它能够对这

两个国家提供何种利益。但罗马人突然发现，哈斯德鲁巴已经

建立一个远比迦太基所曾拥有的更庞大及更令人畏惧的帝国，

所以他们决心插手西班牙事务。他们现在了解到，自己在这几

年当中都在熟睡，竞允许迦太基建立并装配一支更强大的军队，

所以他们要弥补失去的势力。他们不敢冒险直接对迦太基提出

要求或是宣战，因为在这时候罗马人正值凯尔特人入侵的威胁，

几乎每天都必须防范攻击。因此他们首先要设法缓和并安抚哈

斯德鲁巴，并去攻打凯尔特人，以战争将事情解决，因为他们

相信只要有像是凯尔特人这样的人在威胁边界，他们不仅无法

控制意大利事务，甚至也元法在罗马安身立命。所以他们先派

遣使者到哈斯德鲁巴那里签订条约。根据条款，迦太基人承诺

不在武装状况下越过埃布罗 (Ebro) 洞，但并未述及西班牙其

他地区。那时之后，罗马人便立即全心投入去对抗意大利的凯

尔特人。

罗马与高卢人

14 假如l我依照在序文中所解释的这作品的原先计划，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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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不同民族做一些|陈述，但不超过简洁的综合，我想对读者

来说是有帮助的。要描述他们的状况，必须回到他们最先占领

这些地区的时代。为了让我们丁解人的天性以及后来汉尼拔依

赖那些地区来摧毁罗马帝国，我想这故事不只值得 说，也值

得记住，不仅是因为故事本身有趣，更因为它对我更大的计划

也是必要的。首先，我必须处理凯尔特人所居住国家的性质，

以及它与意大利其他地方的关系，若我们对它不同的部分以及

整个地区有清楚的图像，我们将更能掌握战争中的主要事件。

整体来看.意大利状若三角形，东侧首先以爱奥尼亚海峡

( lonian Straits) 为界，然后是亚得里亚海，而南但IJ及西侧则分

别是西西里海以及提蓝尼亚海。这三侧汇聚在最南端顶点的意

大利海 tll甲，①叫科}伏特司 (Cocynthus) ，将爱奥尼亚海与西西里

海分开。;lt余的一侧则由阿尔卑斯山脉构成意大利本身与北方

的界线电它连续横过整个国家;这 UJ 脉始于马赛@以及撒 f海

北岸，不间断地延续到亚得里亚海湾湾头不远之处。这山脉的

山脚我们可将其视为三角形的底部，在山脉南方则是意大利半

岛北方最肥沃的平原。这便是我们要处理的地区。这个平原就

而积及肥沃程度而言，超过我所熟悉欧洲的其他任何地区。就

这区域而言，平liil周边的界线形状大致是三角形。构成三角形

顶端的是阿尔卑斯山脉与亚平宁山脉在马赛上方交会之处.离

撒丁海北方不远。平原北边，直11 我已提及，则是由阿尔卑斯山

脉本身构成，在长度上绵延二百五十里; r有侧则是以亚平宁山

脉为界，约四百里.而其三角形底部则是亚得里亚海岸，其长

① 这是一个牵强、不自然的描述。三十四书血示出植里比阿时这半岛的真正

形状其实知道更多。

@ 波且比阿且然认为波河平原延伸直马赛上万那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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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从先纳( Seno) 城到海湾头超过二百八十里。平原三边加起

来的总和l将近九百二十五里。

15 这区域的肥沃甚难以笔墨形容。它生产极为丰盛的谷

物，所以在我成长的时代，一西西里迈迪温诺斯①单位的小麦，

价值四欧宝，@相同分量之大麦则是两欧宝，而→迈垂特斯@单

位的葡萄酒，价钱与一迈迪温诺斯的大麦相|司。粟@及靡@亦有

丰富的产盐，整个区域橡树森林的橡果数量，可以由这个事实

来评估 意大利每年屠宰非常大量的猪，作为家庭食用或军队

消耗，有很大比例是在这平原养的。所有种类食物如何物美价

廉，或许可以从这事来加以说明.在这区域的旅行者在停驻旅

店时，不会去计较每项食物的价钱，而只会问住宿每个人常要

多少钱。旅店主人，一般而言，都会以一天半个阿斯 (08)为

总价，包吃包住;换言之，亦即一个欧宝的四分之-，而且甚

少会超过。至于本地居民数量、身高以及饺好面容，和他们战

斗时的勇敢，在历史中都有证据足资证明。

部分阿尔卑斯山地区没有太多岩石，而是拥有肥沃的土壤，

山的两侧都有人居住.在北侧，山脉斜坡眺望隆 i可( thc 

Rhne) .在南侧则是我已经形容的意大利平原。前者区域系由

"阿尔卑斯山脉那边的高卢人" (Transalpine Gauls) 居住，而后

者则有塔乌里斯契( Taurisci) 、阿格尼斯( Agones) 及其他野

① 一迈i血温诺斯( mcclim nos) 约一点五浦式尔或.'Ii一点五公丑。

@ 欧宝( obol) 为希腊钱币且重量单位，钱币革以银币 J均主，其平同单位主

间的关军为 -罪伦 (Inl t! lll) (二五八ff千克) =六0米纳 (mina) = 

六千德拉克马( drnc:hma) =三万六千欧宝。在瑞腊古典时期，一位工匠

一日所得的一德拉克鸟，即大欧宝，可#活一家四口。

<:ìl -j1j垂特斯( melretes) 约八.五加仑或三十八公升。

@ 所使用之希腊士为 clymos，这是指章大利小米。

@ 所使用Z希腊文为 kenchro飞这是指一般小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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蛮部落定居。但是"阿尔卑斯山脉那边的高卢人"当然不是指

称单一族群，而是源自于拉丁文的介系词 trans. 意谓"越过"，

施用在居于阿尔卑斯山脉那边的族群。阿尔卑斯山的顶峰因为

它们崎岖l瞬响的性质，以及终年覆盖的深厚冰雪，完全没人

居住。

16. 亚平宁山脉从马赛上方和阿尔卑斯山脉交会的斜坡，

宜于人居，从亚平宁山脉的两侧斜坡可以分别眺望提蓝尼亚海

以及内陆平原。第一个区域是利古里亚人( Ligures) 的家乡，

他们的领土在靠海那边延伸远达匹赛 (Pisae) ，是西伊特拉里

亚( Etruria) 的第一个城镇，①在内陆那侧则远至阿雷提乌姆

(ArretÌum) 。在他们旁边的是伊达拉里亚人，伊达拉里亚人南

边的两侧山坡都居住着翁布里亚 (Umbria) 人。大部分的亚平

宁山脉离亚得里亚海岸约六十里，但在翁布里亚人所周之南，

则是突然转向右边，然后穿过意大利中部，远及西西望海。三

角形其他较低洼之处，继续面向亚得里亚海海岸的平原，延伸

远至先纳·盖利卡 (5ena Gallica) 。②波河 (The Poe) , Ç!}这条

被诗人赞誉为伊庇丹努( E l'idanus )者，源起于阿尔卑斯山，

靠近三角形顶点之处，在开始时往南流到平隙。然后它在这里

一转，往东奔流.穿过平原.将河水经由两个河道分别注入亚

得里亚海。因此将平原分割为两个部分，其中较大者介于河流

及阿尔卑斯山脉间，延伸至亚得里亚海海湾。波河的水量超过

① 是指第一个到达、而非肯耍的城镇。

@ 今日之 Sinignglia 安科纳( Ancona) 以北数里。

@接下米之描述是址早对波洞的准确描述。伊庇丹野之名股先在希lW ,$ VI" 

{历史) IlI.115 茧盘，在那里这是指北欧地区 Jli 产就琦的押奇河流。实际

上 这平原里的几矗问流各有个别的出口，但是世里比阿是要给对此地区

相当不熟悉的希腊人呈现 '旧简化的国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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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其他河流，因为它是由阿尔卑斯 l.u脉及亚平宁山脉许多

山间河流汇聚而成，顺流而下到平原地区，又有河流从两侧l灌

注流人。波河在天狼星升起时①水位最高，看起来最美，因为

那时它被两道山脉的溶霄灌注而成，波涛汹涌。它从称为欧拉

纳 (Olana)@ 的河口，可溯流而上约达二百五十里，并且可以

行船，而原来啦一河道的河流在称为在加波里( Trigaboli )@之

处分隔为两个水道;其中一个出口叫帕多瓦( Padua) ，另一个

则是欧拉纳，后者则提供一个与5w.得里亚海任何其他地方一样

安全的港口。这条河的当地名称是波登克斯( Bodencus) 。希腊

人记录了许多关于波河的不同神话，我现在所想到的是那些涉

及费顿 (Phaeton)④和他从天空摔下的故事，以及据说当地居

民直到今天仍穿黑衣，以示对费顿的悼念。所有具有悲剧性格

及类似这样的传奇故事，我暂日略而不谈，因为我导论的性质

不适合对所谓的"悲剧史学家"进行详细的批判。但我会在更

合适的脉络回到这议题，尤其是泰密乌斯@对这些区域显示出

的无知。

17 在古代这北方平原先由伊达拉里亚人定居，进驻时间

同于他们占有在卡普亚( Capua) 及谛拉( Nola) 附近的费需

格里恩( Phlegrea川平原。后者平原区域自古拥有肥沃美名，

其位居许多民族的通道，也为众人皆知。但是那些有志于理解

① 在七月末。

② 北柯口.

@ 直到约公兀一-1i O年，植树经由两个7):.盟榄入亚得Jß!Ií梅，向梳是在费

拉拉( Ferrara) 附近分疏。

@ 太阳神黑利欧斯 (Hclios) 立于电因无法驾驭其茸的太阳马车，几乎要摧

毁地璋?所以擅宙斯神以雷电击毙，以避免危机。

⑤ 蠕罗明尼昂的罪雷鸟斯曾写作一部西方希腊人、罗马且迦太基的历史:旦

然算是一位谨慎的史学事，但他显得过寻轻倍以且埠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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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达拉里亚享有2曲'权那段时间 些东西的人，不应该去研究他

们现在定居之处，而应该将注意力放置在北方平原以及他们从

中取得的资源。凯尔特人因为是伊达拉里亚人的邻居，与他们

多所关联，逐渐将他们嫉妒的眼睛投注在他们的乡村之美，于

是突然间以细枝末节的借口，发动大军攻击，将他们从波河河

谷赶走，占据这个区域。那些最先定居在靠近被河源头的人是

莱费人(Laevi) 及列别企人( Lebecii ) ;在他们之后则来了英

苏布里人( Insubres) ，其中最大部落塞诺马尼人( Cenomani) 

沿河岸定居。邻近亚得里亚海那部分的平JJ]i一直都属于一个非

常古老的部落，威尼提人( V eneti) ;在习俗及衣着上，他们儿

乎与凯尔特人甚少有异，但是他们却是操持另一种语言，而悲

剧诗人有很多关于他们的精彩故事可说。在 ìi主河南岸，较靠近

亚平宁 JJJ脉的一边，最先的定居者来自西方，他们是阿那瑞斯

人 (Anares) ，后来是波伊人( Boii) 。在他们往东边方向.朝

向亚得里亚海居住着林贡斯人( 1川gon四) ，再过去更靠海的是

塞农人 (Senones) 。

这些是占有这区域的主要部落的名称。他们居住在没城墙

的村落中，不知任何精致文明。他们睡在稻草、树叫上并且食

肉，除了战争与农业外，不知其他事业，他们的生活非常俭朴，

不识任何文艺或科学。他们的财产是由牲畜币1黄余构成，因为

无论处境为何，只有这些物件是他们可以轻易随身携带，并运

送到任何他们所想去的地方。对他们而言.最重要的事是拥有

随息，一个人若被认为在周围有最大数量的依附者以及追随者，

他便是部落里最受人敬畏以及最强大的一员。

18 凯尔特人最初J抵达意大利时，他们不仅占领北方区域.

而且以其胆大妄为或威吓的手段来降服许多邻近民族。他们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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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后在一场激战中击败罗马人和他们的盟友，追杀溃逃的敢人，

并曾有三天占领除了卫城之外的整个罗马城。①但在那时候，

威尼提人入侵他们的领土，转移他们的注意力，于是他们和罗

马签订和约，归还罗马城后回国。后来他们卷入自己挠内的战

争，因为一些邻近阿尔卑斯山的部落看到他们和自己的处境相

比，在波河的凯尔特人显得繁荣，于是经常团结起来以武力对

付他们，掠夺他们的领土。在这期间，罗马人得以恢复自己的

实力，重新建立他们在拉丁姆区域的权威。在凯尔特人占据罗

马三十年后，他们又再度以大军压境，远达阿尔巴 (Alba) o é<> 

罗马人在这时仍不敢在战场上与他们对战，而且这次入侵又让

他们措手不及，他们没有时间去聚集盟友的武力，组织与其对

抗的力量。然而十二年后，当凯尔特人再度全力入侵，@这次

罗马人事先获得他们发动攻击的情报，因此他们聚集盟友，充

满信心地应战，因为他们急于进行决定性的-役。高卢人对敌

人的进攻感到惊恐，与此同时在他们自己的行伍之间发生了内

证;最后当夜幕低垂那刻，他们撤军回国，行运与溃败几乎无

异。在经过这种惊吓之后，他们有十三年按兵不动，而当他们

见到罗马势力迅速增强，他们与罗马签订正式条约，并且有三

十年忠实地遵守其中的条款。

19. 在那段时期结束之后，阿尔卑斯山脉那边的高卢人之

中出现了新的人口移动，④因此凯尔特人担心一场危险的战争

正在威胁他们。于是他们借着贿赂以及他们与高卢人是亲属关

① 在三八大年。

@ 在三五六年.

@ 在三四四年。

④ 在二九九年。



草二书 /219

系，将入侵的部落从他们的领土导离，并怂恿这些同民族之人

去攻占罗马人，甚至自己也参加这些征战。当他们行军穿过伊

特拉里亚.伊达拉里亚人跟着加入，并在掠夺大量的战利品后，

安全撤离罗马人的领土。但是一旦回到家，他们便因为谁该分

得较多的战利品而陷入争执，结果反而摧毁了他们大部分的军

队，甚至是摧毁掠夺来的战利品。这是高卢人在侵占邻居财产

时，常会发生的现象，而这通常源自于他们元节制的酬酒以及

暴食的习惯。

四年之后，①高卢人与萨莫奈人结盟，在卡美里诺( Came

rinum) 与罗马激战，大败罗马.@造成极大损失。罗马人毫无

所惧，在面临挫折时，反而展现出胜利的精神;几天之后，他

们全军出动，@在山提农 (Sentinum) 附近攻击高卢人及萨莫奈

人。他们歼灭大部分的敌人，逼迫其余落荒而逃，于是这两族

群的部队避居回到自己的领土。十年后，高卢人再度尝试入侵，

并包围阿雷提乌姆。@罗马人前去协助解围，并在城前攻击敌

人，但被击败。在这战争中，他们的副执政凯启里亚斯( LucÎ 

us Caec i1ius) 被杀，所以他们任命库吕亚斯 (Manius Curius) 

代替。但是当库吕亚斯派遣使节去协商遣返战俘时，高卢人狡

诈地破坏停战协定，屠杀使节，罗马人被此行为激怒，所以他

们立即采取攻势，入侵敌人领土，在那里他们面对叫塞农人的

高卢部落。@罗马人在激战中大败敌军，大多数的高卢人被杀，

其余则被驱离他们的家乡，所有土地由罗马人占领。这是他们

在二)L五年。

w马人分割自己的武力， îflï ïE是前悻部队酷击败。
这意味精两支执政官军队 JJ盘扭过三万人。

在二人四年。

正是这部洛阳攻"J雷挺乌姆。

①
②
③
④
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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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高卢第一个设立的殖民地，依据之前居住此处之高卢部落，

名之为先纳。这是我以上所提之城镇，靠近亚得里亚海，北部

平原的东南角。①

20 当以波伊之名为人所知的部落，见到塞农人被从自己

的家园逐走，他们担心自己也会面临相同的命运，所以动员所

有作战人员，要求伊达拉里亚人协助.然后出兵作战。@这支

联合部队在靠近瓦迪蒙 (Vadimon) 湖@附近与罗马人交战，结

果大部分的伊达拉里亚人被消灭殆尽，只有少数的波伊人逃掉。

尽管遇到这样的灾难，这两个民族却又于次年再度合作;他们

甚至武装一些未成年的人，然后再次于激战中挑战罗马人。他

们遭受全面挫败，直到在他们的精神经过彻底洗练而改变后，

才促使他们送出特使到罗马求和，订立条约。这些事件发生在

伊庇鲁斯国王皮洛士跨海进入意大利三年之前，以及高卢人在

特尔斐被歼灭五年之前，而这次儿乎看起来命运女神以 种像

是侵略性的瘟疫，来折磨整个高卢的族群。@但无论为何，罗

马人从这些争斗之中学得两大优势。首先，一旦他们在芮卢人

手中逐渐习惯蒙受严重损失，从此他们再也不必预期去经验或

畏惧任何比这更恐怖的经验。其次，在他们遇见皮洛士之前，

他们在这些战斗中已经被训练成身经百战、训练有素的竞赛选

手。他们在时间仍有余裕之时，先学会去压制高卢人挑衅的精

@ 今日之 Sinigaglia. 圭科纳( Ancona) 以北数里。

cil 在二人三年。
而 F马北方的四十二里处，今日之 Lago di Bns回刑。

@ 波里比阿经常提出如此的同时性来支持其所得的广泛结论.皮描士在二人

0年五月跨梅到意大利，在特如辈的挫败宜生在二七丸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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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①然后在解决那危机之后，他们能将完全专注的心思首先

投注在与皮洛士争夺意大利的霸权，后来是与迦太基作战争夺

对西西里的控制。

21.在遭受这些挫败后，商卢人保持沉寂，与罗马维持四

十五年的和平。但随时间推移.那些见证过可怕战争的高卢人

逐渐凋零，由年轻一辈取而代之，他们充满着无可救药的好战

欲望，完全没有历经民族苦难，更没有在风雨飘摇存亡之间的

经验，他们的冲动无疑会摧毁条约所带来的稳定平衡。高卢人

视罗马最微细的动作为挑衅，他们也邀请阿尔卑斯山的高卢人

加入联盟。最先这些接触是由部落领袖秘密进行，完全不让部

落人民知晓;因此当一支阿尔卑斯山那边的高卢人抵达阿里米

努姆 (Ariminum) 时，@波伊人对他们起疑，并与他们领导者

及这些陌生人争吵，杀死他们的国王阿提斯 (Atis) 及卡拉土

斯( Galatu") ，并且与在阿尔卑斯山那边的同胞在激战中彼此

相残，结果双方蒙受惨重伤亡。罗马人已经对高卢人的进展感

到紧张院l扰，所以派遣一个军团到北方，但是当他们听到他们

自相残杀，他们于是返国。在这种紧张状况后五年，@罗马人

在雷比达 (Marcus Aemilius Lepidus) 的执政官任期，将以皮切

i者 (Picenum) 为名的高卢领土分配给他们自己的公民;皮切诺

是他们在征服塞农人后，将他们逐离的地方。@

这个殖民政策是弗拉米宁( Gaius Flaminil叫提议立法，用

来讨好、煽动群众的手段，这或许可以说是罗马人民道德败坏

曲 迫m.提且压制高卢人的说哇，呼应井反转波里比阿在页 21' 时，用束描绘

早期高卢λ入侵时的吁'眼。

② 今日的日米尼( Rimini) 。

@ 在二三七年.

④ 见页 22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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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第一步，①并促成后来与高卢人的战争一触，即发。个中真相

是许多高卢人(特别是波伊人)的领土与罗马接壤;他们之所

以参加战争，是因为深信罗马人不再只是因为要建立对高卢人

的主宰权而进行战斗，而是要将他们驱逐，最后要将他们完全

灭绝。

22. 因此波伊人及英苏布里人这两个最大的部落立即团结

起来，派遣特使到住在阿尔卑斯山和靠近隆河的高卢部落。这

些民族因为担任佣兵，所以通常被称为盖沙泰( Gaesatae ) 0 <ll 

这些特使敦促盖沙泰的领袖一一康可利塔纳斯( Concolitanus) 

和阿内罗斯特斯( Aneroestes) 一一一起加入攻击罗马人的队

伍。特使立即支付他们大量黄金，他们强调罗马人现在所享有

的蓬勃繁荣以及假如他们未来取得胜利的话，将会落入他们手

中的财富。他们元须费太多心思便赢得这些国王加入，而且除

了这些诱因之外，特使们也承诺自己将会是忠诚的盟友，并提

醒昕众他们祖先过去的丰功伟业。这些英雄不仅在战场 t打败

罗马人，并且成功攻下罗马城，掳获城中所有财富.并因此曾

经担任该城七个月的主人，若非他们自愿放弃，作为恩典赏赐，

他们最后满载战利品回家，保持不败，安然而退。这些辩论引

起国王们极为热烈的反应，他们派遣出该地区史无前例的大批

① 鼻拉米宁是平民 (plebian) 出身以及政治上的"新人" (no\'us homo) 。他

的规划设计是要提供F马无产阶级的人民去升草土地，元老院H此扭力反

对，因为其成且从占有lîE服夺来的土地中在利叫事 所以鼻拉米宁最后娃

以护民官的身曲，在平民会议通过这项措施 b 世里比阿对道德败坏这种

丰于打倒一船人的说法，所指的是在这特定阶段的民主坚持，与弗拉米宁

的政治生涯恰好同时。在世里比阿的元老朋左眼中，国内的民主改革与这

些群众煽动家的候选人，如弹拉*宁和1米费基乌斯(J\.Iinucius) .被选出担

任军事指扣'星职无法切割，而迫最后导致特雷西米尼湖且J，j(尼的灾难。

@ 错误的陈述.店名字源自于 gaesum ，投挪用的标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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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马，其中包括了较以往更多的领导人物以及知名战士。

此时罗马人已经风|可这些备战的消息，并且臆测可能将会

发生何事，因此处于持续警戒以及悬疑状态。有时我们发现他

们正在招募军团，罔积粮食以及其他物资，在其他时刻则是移

动部队到边想，宛如敌人已经进入他们的领土，但事实上凯尔

特人尚未踏出他们自己的砸域。大体上也是因为这些高卢人所

造成的骚动，所以迦太基人才得以在不受干扰状况下，在西班

牙建立自己的势力。如上所述，罗马人认为来自北方边境的威

胁是所有问题中最迫切的，因为它将威胁自己的腹侧，于是被

迫忽略西班牙正在发展的局势，转而全力对付凯尔特人。他们

因此借由与哈斯德鲁巴订立条约的方式，与迦太基建立关系一一

其条款我已经交代①一一然后集中所有资源准备对付在意大利的

敌人，因为他们认为对此事做出一个决定性的结果是攸关生死

之事。

23 盖沙泰人在动员强大、装配完备的军队后，跨过阿尔

卑斯山，并在皮切诺土地分自己后的第八年，@降临波河河谷。

英苏布里人及波伊人始终坚持他们原来给盟友的承诺，但是罗

马特使却成功地说服威尼提人以及切诺曼尼人站在罗马那边。

所以凯尔特的领袖必须派遣部分军队来防卫自己的领土，以防

这些部落的攻击。他们之后拔营.带领由约五万名步兵、两万

名骑兵及战车所构成的主力部队，士气高昂地前进伊特拉里亚。

罗马人一旦得知高卢人已经跨越阿尔卑斯山，立即派遣一位执

政官宝路斯 (LuciU !:ì Acmilius Paulh叫到阿里米努姆，阻挡敌

人的路线，另一位副执政则是到伊特拉里亚。另一位执政官阿

① 见页 212 0

@ 在二二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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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里亚斯 (Gaius Atilius)①已经率领他的军团前往撒丁。此时

罗马城内人心惶惶;他们相信威胁他们的危险既巨大且逼近，

会有这些感受十分自然，因为高卢人所激起的长期恐惧，@未

曾完全驱散。他们的想法经常会绕回到这种可能性，政府当局

则是持续忙于招募军团和征召必须服役的盟友来随时应战。所

有被罗马臣服的地区通常都要提供服役年龄男子的名册，因为

政府当局必须知道他们可用之兵的全部战力，同时进行谷物粮

食的收集囤积，矛枪投掷武器和其他作战物资的库存，比记忆

所及之任何类似准备，在规模上都更胜以往。意大利其他居民

也一样恐惧高卢人的进攻，所有盟邦随时提供协助，他们不再

将自己看成是罗马盟邦而已，也不会将这次战争认为只是为了

支持罗马霸业而战。相反地，所有人都认为这危险是对他们自

己人身、城市及领土的共同威胁。因为这个理由，所以他们在

回应罗马人的命令时，没有迟疑过任何-刻。

24 在此我应该从这局势的实际状况，来证明汉尼拔后来

冒险进攻的这个强权究竟是如何庞大，以及当他差点成功达成

目的时，对罗马所施加的极大灾难，他所胆敢面对的帝国是何

其强盛。为了让我的重点更加明确，我必须解释罗马的资源，

以及在这时候他所能支配的战力究竟有哪些。罗马的每位执政

官各会带领两个公民组成的军团，每个军团系由五千两百名步

兵以及三百名骑兵构成。除此之外，这两位执政官军团的盟友

共计三万名步兵和两千名骑兵。立即靠拢来支持罗马的撒宾

(Sabine) 人和伊达拉里亚人骑兵共计四千名，步兵五万名。罗

① 他便是第一段布匿战争闻名的雷古鲁斯之于(见页 163 至 169 )。这防卫帽

丁的举动有可能是为了阻挡可能的迦太罩在击。

@ 即在三八七年的入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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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人将这些征召的兵力组成一支军队，并在一位副执政率领下，

部署在伊特拉里亚边界。住在亚平宁 111 区的部落，翁布里亚人

和沙欣纳提 (Sarsinali) 人，募集一支约两万人的军队，而威尼

提人和切诺曼尼人另外提供两万人。这些部队部署在高卢人领

土的边界，借着入侵ti主伊人的领土.分散敌军注意力。这些是

防卫罗马领土疆界的军力。

罗马城本身则驻扎一支预备部队，应付随时可能发生的任

何紧急状态，数量是两万名步兵及-千五百名骑兵，都从罗马

公民团体征召，外加盟邦所提供之三万名步兵和两千名骑兵。

盟友提供给权威当局之足以担当军事任务的男子名单，其内容

如下。拉丁人，八万步兵及五千骑兵;萨莫奈人，七万步兵及

七干骑兵，雅庇吉亚(I叩ygia) 人和1美沙皮亚( Messapia) 人，

五万步兵及一万六千骑兵，卢坎尼亚( Lucania) 人，三万步兵

及三千骑兵.马四人( Marsi) 、马禄奇尼人 (M盯rucini) 、福连

塔那人 (Frentani) 丰jl~士提尼( Vestini )人，二万步兵及四千

骑兵;在西西里及他林敦，有两个预备军团，每个军团各有约

四千两百名步兵及两百名骑兵。罗马人及坎帕尼亚人中，所有

出现在登陆名册的共有二十五万名步兵及两万三千名骑兵。所

以罗马人及其盟友中可以服役的人，共计超过七十万名步兵和

七万名骑兵，然而汉尼拔在侵略意大利时，所带领的军队不足

两万人。我将会在稍后之处，更详尽地处理这个议题。

25 那时凯尔特人兵临伊特拉里亚，跺躏整个区域，随心

所欲地烧杀掳掠，然后在没人抵抗下，进军罗马城本身。当他

们到达离罗马三天路程的克鲁修姆( Clusiulll )城时，他们接到

消息，罗马驻扎在伊特拉里亚的军队已经从后追赶上来，并逐

渐迫近，那时凯尔特人将部队掉头迎战，士气高昂地与敌人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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锋。日落时，两军几乎已经相接，他们营区之间仅隔一小段距

离。天黑时.凯尔特人点燃营火。他们将骑兵留在该处，命令

他们等到日出之时，在可以看见敌人时，他们再循着步兵已经

行进的路线移动。在这期间，凯尔特人将他们的主力部队在黑

夜中撤离到一个叫费æ:莱 (Faesulae) 的城镇去，仍在那里布置

阵地。他们的计划是在那里等待骑兵，并同时用出奇不意的方

式来扰乱并攻击敌人。罗马人在日出之时见到骑兵，并发现他

们没人支援，他们下结论认为凯尔特人已经逃走，于是依照敌

人被认为逃走的路线来追杀骑兵。当他们在接近时，凯尔特的

主力部队突然从阵地跳出，向他们冲锋。一场激烈的战斗于是

爆发，双方顽强战斗，但是最后凯尔特人因为勇敢及占据优势

的人数，占有上风。罗马人损失六千人，其余逃跑，其中大多

数都撤退到一个有自然天险可以保护的 JJI 丘。凯尔特人最初想

进攻取下山丘，但是他们因为昨夜的行军而筋疲力竭，加之因

为战斗所承受到的辛劳痛苦，所以他们立即撤退，休养生息。

但他们留下一队骑兵来防守山丘，决定假如他们没有投降，便

要攻击任何逃跑的人。

26 在这时候，另一位执政官宝路斯率领靠近亚得里亚海

附近的军团，得知凯尔特人已经入侵伊特拉里亚，并且逼近罗

马。他匆忙南行驰援，并且很幸运地在关键时刻抵达战场。他

在敌人附近驻扎;在山丘上的罗马人看到他的营火时，了解所

发生之事，大受鼓舞，于是在黑夜掩饰下，送出没有武装的使

者找路穿过森林，向执政官报告。宝路斯在接到消息时，决定

除了一战，别无他法，便下令军团营长在破晓时，率领步兵出

① 费草草( F.昭ulae ，今日之 Fiesoli) 离克鲁悻姆 (Clusium. 今日之 Chiw;i)

约八才tI! 显然离卢人井设在夜间行挂到该地，而只是往那方向而已。



草二书 I 227 

击，他自己则带骑兵前进到战友正在避难的山丘。高卢指挥官

也看到营火，推论敌人已经来到，所以召开军事会议。在这时

候国王阿内罗斯特斯辩论说，既然他们已经掠夺到如此大量的

战利品(因为战俘及牲畜的数目，以及掠夺品的数量真的极

大) ，他们不应该再继续交战，将所有获得到的物质置于险境，

现在就应该以安全地回家为耍。在处理完所有掠夺物，摆脱这

些阻碍行动的东西后，他们应该行军返回，在未来发展看好的

状况下.再与罗马人一决雌雄。军事会议决定，在目前状况下

依照阿内罗斯特斯的建议行事。他们在夜间同意此事，所以在

天亮前便己拔营，沿着海岸，穿过伊特拉里亚行军离去。宝路

斯那时从山丘援救出剩余的罗马士兵，并与自己部队结合。他

决定此时并非激战的时刻，而是要尾随敌人后面，注意任何有

利地点或时机来骚扰他们，或是取回一些战利品。

27 同时，另一位执政官阿提里亚斯已经率领他的军团从

撤丁渡海回国，在前往罗马途中抵达匹赛，从相反方向与敌人

而对面而来。当凯尔特人在伊特拉里亚的特拉蒙 (Telamon) 附

近时，他们收集粮草的部队遇见阿挺里亚斯的前锋，因而被俘。

执政官质问他们后，得知在战争中发生何事;他们也透露两支

敌对军队的出现，解释说高卢人正在附近，但宝路斯尾随而来。

这消息让阿提里亚斯大惊，但也给他很大希望，因为他相信已

经让高卢人落入两支军队前后夹击的陷阱中。他下令军团营长

准备行动，并在地形允许下，列队以行军速度前进。在幸运的

机缘下，他注意到有某个高地可以控制高卢人必经的路线，所

以带领骑兵奔驰前去，因为他极希望在高卢人上来前，先占领

山丘顶。这样的举动将能使他发动战争，而以这方式他可确定

会在战争结果中有比较大的功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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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尔特人最初并不知道阿提里亚斯的到来，并以为宝路斯

的骑兵必然会在夜间包抄过来，在他们行军路线之前占领阵地。

他们因此立即送出一些骑兵以及轻装部队，去阻挡任何占领 11J

丘的动作。但是他们很快便从 位战俘的口中知道阿提里亚斯

已经来到。在这时候他们匆忙部署步兵，所以军队同时朝前及

朝后两个方向，因为根据已经收到的肉边的情报，以及他们亲

眼见到的军事行动，很清楚地显示一支军队已经在后，而且他

们将必然会在前方面临另-支军队。

28 这时候宝路斯已经收到消息 ， ~"I提里亚斯的军队已经

费陆匹赛，但他未曾想过会与他如此接近。然而当他见到战争

已经在山丘进行时，这很消楚地指出另一支罗马军队就在附近。

他立即派出骑兵去协助阿提里亚斯夺得高地，然后将步兵以常

用的阵势部署，对付挡住他去路的敌人。四L尔特人用阿尔卑斯

山的盖沙泰部落来对付后方，这是他们预期宝路斯将攻打来的

方向，而程沙泰之后的是英苏布里人。他们在前方部署来自波

河北岸的塔乌里斯契人及波伊人，面对阿提里亚斯军团展开攻

击。他们在两冀的末端部署马车与战车，而掠夺来的战利品则

是被聚集看守在一个邻近的山丘上。这种同时丽对两方所摆下

的阵势，不仅看起来令人畏惧，也同时适合当时局势的需求。

英药、布里人及波伊人穿着长裤①以及轻披风，但是站在整

个军队最前位置的荒沙泰人则因为渴求荣耀及无畏的精神，完

全脱掉这些衣物，赤身裸体，身上除了武器，别无他物。他们

相信在这状况下他们的装配比较恰当，因为这地形在有些地方

生长有刺的灌木，这或许会钩住他们的衣服，阻碍他们使用武

① 阁拉真 (TrajulI )在2罗马的胜利圆柱上的浮雕 野蛮人的服捕。挥于是宽

松的，但在脚踩处柬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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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最先冲突局限在 llJ 丘周围地带，而因为大量骑兵纠缠在战

斗中.所以三支军队只得旁观。在这次遭遇中，执政官阿提里

亚斯殉职，在最激烈的战斗中豁出全力，他的人头被带到凯尔

特国王面前。但是罗马骑兵顽强奋战，最后克服他们的敌人，

占领高地。在这时候，步兵几乎已经接战.而整个战场显示出

一个怪异、惊奇的景象一一不仅对在现场的人，也对那些之后

根据报道，在自己想像中画出图像的人。

29 首先，因为这战争是在三支军队之中进行，所以彼此

对峙军队的外观以及行动必然极端奇怪及异常。其次， 位观

看者必然会问一←正如我们在今天也会，究竟凯尔特人是处于

比较危险的状况←一因为敌人正从两侧向他们攻击， i玉是处于

比较有利的处境一一-因为他们同时面对两支军队作战，所以他

们的后边可以同时受到保护，尤其是当他们被打败时，他们已

经没有撤退或逃避的可能.因为这正是在同时面临两面作战时

所要采取阵式的怪异之处。

就罗马人而言，他们因设计让敌，、因人两军之间的局面，

感到鼓舞，但是对凯尔特军队的精彩布阵以及制造出来的 ~ilJ耳

噪音，觉得沮丧气馁。在凯尔特的行伍之间有无数的号角和喇

叭同时吹出，而且当全军发出战吼，从中响起混杂的音响，昕

起来不像是来自号角和l士兵，而是同时发自周圆的乡间地带。

除此之外，在阵前棵体战士的样子及动作形成令人害怕的景象。

他们都体格极佳，处于英年之时，而那些在引导队伍中的人也

大肆地以黄金项链和黄金手锡装饰。光这些人的景象都已足够

在罗马人之中引起恐惧，但光想到掠夺这么多战利品的可能性，

也让他们加倍好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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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但是当罗马标枪手依据罗马人在战事中的正规战术，①

站在军团之前开始密集投掷他们的武器，在后排凯尔特人的披

风及长裤给他们一些保护，但是对在前方的裸体战士来说，这

情形却非常不同。他们没有预料到这种战术，发觉自己陷于困

难且无助的状态。高卢人所使用的盾牌并未遮蔽全身，所以这

些裸体军队中较高的人便容易成为这些标枪的目标。在一阵子

之后，当他们发现自己没有办法驱散这些不在他们攻击距离内，

但却持续发射武器的投掷手，他们的士气在元可忍受的煎熬下

终于崩溃。有些人在愤怒下盲目地往前冲，在和敌人接战前，

已经将自己性命丢掉，而其他人则撤退，-步步地退回到他们

战友那边，但因为他们是从敌人那边退回来的反而给自己的军

队制造了混乱。因为这俯形，所以盖沙泰在军事上的勇武，就

被投掷手的攻击给击溃。然而当投掷手退到步兵的行列间，而

罗马整军向敌人前进时，英苏布里人、波伊人以及塔乌里斯契

人直接面对他们的冲锋，在激烈的个人对个人的战斗中守住阵

地。虽然这些部落的人被杀的七零八落，然而始终坚守岗位，

证明他们就勇气而言，是与敌人不相 t下，只在武器装配上屈

居下风，但罗马人在这点上拥有的优势，不仅是个人，也在整

体上。我应该解释，罗马盾牌对防卫而言，设计的远为周全，

同样他们用来攻击用的刀剑亦是如此，因为高卢刀只能用来劈

①罗马军团包括三干名童装步兵，以三种主要等绥的行列庇战 在前方的是

前线部队(-千两百人) .接下辈是中线部队(一千两百人)以且最后的

后线部队{六百人) .作为预备部队。这些不同等级的是以十个相隔开的

单位(称为连队. mnnipl叶，一个连队一百二十人{但后线部队则为六 -1

人) .每个连队中间的空地，由后方的埠队来占有掩护。前战部队的标抢

手( \'t~IÎtes) 经常前迸到1[[盖在步兵之前，投射出他们的武器来开启战争，

投掷完后，撤退到各级连队间的空地。



第二书/ 231 

砍，而非击和l。最后的结果是罗马骑兵从高处往敌人腹侧激烈

冲刺，攻击凯尔特人;凯尔特骑兵转向逃跑，步兵在他们所站

的地方被砍倒阵亡。

31 约有四万名凯尔特人被杀;至少一万人被俘，其中包

括他们的国王康可利塔纳斯。另一位国王阿内罗斯特斯与一些

随息从战场上逃走，后来发现他和l所有随息在避难所集体自杀。

生还的执政官宝路斯收集凯尔特人的战利品及掠夺物，送到罗

马，同时归还给当地居民那些高卢人从他们那边掠夺来的东西。

之后他率领所有军团，沿着利古里亚( Liguria )边界前进，入

侵波伊人的领土。在那里他允许士兵大肆掠夺.在几天后带领

他们回罗马。①他用高卢人的军旗以及自己戴的金项链来装饰卫

城P 其余的战利品及战俘则保留下来，用来为他进入罗马之

后的胜利大游行，添加光辉。

这是最可怕的凯尔特人入侵，并使得所有意大利人，特别

是罗马人，陷于生死攸关的危险，所幸危机在最后被消灭掉。

这剧利鼓励罗马人希望见到凯尔特人从整个波河河谷中被驱走，

所以在次年③他们同时派追执政官弗尔维阿斯 (Quintus Fulvius) 

以及曼里亚斯 (Titus Manlius) 率领一支强大、装配良好的军

队。他们的攻击让被伊人措手不及，使他们惊吓到臣服于罗马

之下。这战争其余的部分则没带来实际的结果;部分是因为豪

①辑米利马斯宝路斯的证战费时较这所言ll'久 他直到二二五年秋天才回

罗马。

@ 根据戴且， frag.50-4 ，高卢入监誓直到他们攻占卫城之前(他们在三八

七年井未完成) .绝革取下他们身上的配刀带或是胸甲。但这誓言却由于

那些出现在埃米利马斯胜利大游行之中的两卢战俘(因为游行到卫揣一一

译者在) .反而以就剧性反讽的方式实践诺言。

@ 二二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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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的侵袭，部分是因为军队里爆发了疫情。

3η2. 次年①执政官弗里乌斯(川PIl山』

( Ga剧1川us F盯lami川"川飞u屿叫s) 入侵由凯l尔特领土，这次进军通过了阿那瑞斯

人的国家，这些人住在离马希利亚不远之处。@罗马人在同意

这部落与罗马建立友好关系后，从靠近波河与阿达( Adda) 河

汇流之处，进入到英苏布里人的领土。罗马人在越过.ill!l界以及

扎营时都受到-些损失。他们占据这地方一段时间，但后来订

定和约;根据条款他们必须离开英苏布里人的领土。从那里他

们往东北方迂回前进几天，渡过克鲁希亚斯 (Clusius) 河，进

入到切诺曼尼人的领土。这民族是罗马人的盟友，所以联手入

侵英苏布里人的领土，但这次是从阿尔卑斯山山脚进入。他们

从那里降临平原，开始破坏乡间，掠夺 些英苏布里人的聚落。

部落的领袖们见到罗马人决心攻击他们，决定将所有东西都押

注下去，与敌人进行决战。他们聚集所有兵力，将那被称为

"不可动摇者"的数面黄金军旗，从密纳瓦( Minerva)@ 的神

庙中取下，并且进行所有必须的备战，然后五万人在士气高昂

中出发，面对敌人，扎营在-个具有威胁性的地点。罗马人见

到自己在人数 t大大不如敌人，很紧急地向他们的凯尔特盟邦

求助。但与此同时他们也记得高卢人惯常有的背叛行为以及这

项事实:他们的盟友与他们的敌人是属于同民族之人，所以他

① 二三三年。

@ 这地理上的错误可以由世里比阿相信同舟'卑斯山是在马赛稍稍北 )j之处开

始:因此他才将~J那瑞斯人的领土认定在那城Tfj附近。其实它是在靠近普

拉仙提51E (rJllcentia) ，今日之且亚仙资( Piacenza) 。

@ 凯尔特λ崇拜一位战争且胜利的女押，相当于罗马人的密纳瓦( Mincrv叶，

这座神殿或许在英苏布里人的甘府阜迪奥拉努姆( Mediolanum ，今日之米

兰)。英蓝布里人拿下军艘，以作为掉明庇佑的来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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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迟疑是否要诉请忠诚上如此不可捉摸的人来与他们并肩作战，

但这战争又如此关键。最后他们还是克服疑虑。他们自己留在

河流右侧，派遣其凯尔特盟友到河的另)边，并且摧毁桥梁。

他们这么做部分是要提防自己盟友，部分是要破釜沉舟，除非

胜利，否则没有安全的机会，因为现在无法横波位于他们后方

的河流。他们在完成这些部署后，待命行动。

33 罗马人被认为在这场战争中展现了极大的技巧 不

仅在个人对个人的战斗，还有整体的战术上，这是因为军团背

长给士兵所下达的指示。他们已经从之前的战斗中得知，高卢

人最危险的是他们第 次的攻击:当时他们的激情正是高昂，

而且如己提及，他们刀剑铸造的方式是只有第一劈才会产生效

果。①在这之后，刀锋立即变饨，而刀身在直向及横向都变弯，

所以这些人除非有时间以脚对着地，将其弄]苦，否则第二劈实

际上没有效果。于是军团营长发放给在前列的士兵通常由殿后

之后线部队所持的刺击长枪，⑨并命令他们不可使用他们自己

的刀剑，除非这些长枪已经做了该做的事。 旦敌人做出第一

道对刺击长枪枪身的劈击，使他们的武器无法使用，那时罗马

人便近身攻击，让他们没有空间举起双臂来全刀劈击，@这会

使得他们陷入无助，这是高卢人独树一帜的劈击，而且是他们

唯一能做的 击，因为他们的刀没有刀尖。另一方面，罗马人

并不进行劈击，而只使用刺击，让他们的刀身保持笔直，依赖

① 相同盖于商卢刀刀悻质软的细节也见诸骨鲁塔克有关卡啻勒斯( Cnm iIJus) 

在三七七年战胜芮卢的陈述中 或许这已经是传统的恤事。

@ 且 230 柱，有关罗马军团之战争人员都骋。前线部队且中续部队通常配在

pilum , 种短的标抢-以及一把刀:后线部队则是配梧 hastn ，一再较长刺

击用的枪。

@ W马人如此贴近，所以敌人没有空间来挥动他们的刀具。



234/ 暨马帝国的崛起

锐利的刀尖造成伤害，这非常有效果。他们在敌人的胸膛或脸

部留下一道又→道的伤痕，因此使用这方法杀死更多的敌人。

这种成功必须完全归功于军团营长的远见，因为执政官弗拉米

宁被认为在作战部署时犯下严重的错误。将军队部属在河边时，

他无法进行特别属于罗马人战术的移动方式，亦即他无法留下

空间让连队能在一定范围内撤退。假如他的部队在战斗过程中

被迫退让，即使这退让是在最小的程度 t. 他们必将因为他们

的指挥官缺乏远见，而被迫退到河流那边去。但如事情发展的

结果，他们由于自身勇敢赢得精彩的胜利，并在回罗马时，满

载大量掠夺物以及战利品。

34. 次年，凯尔特人派遣代表团求和，他们愿意在任何条

件下接受和平，但新任执政宫马谢勒斯( Ma盯r阳cuωs Cαla四ud刮lU山s Mar

cellus) 以及科尔内利马斯( Gn阳a盹eu旧s Cωon口rn叫1

持不给予和平。在努力失败后，他们决定孤注一掷:他们再

度接触住在隆河的高卢部落盖沙泰，向他们雇用约三万人的

部队;然后在雇用后，使其处于待命状况，等待罗马人攻击。

当征战季节来到，执政官率领部队，进军英苏布里人的领土。

他们在一个叫阿克莱( Acerr.e) 的城镇附近扎营，此地介于

波河和阿尔卑斯山之间，开始围攻。因为罗马人已经预先占

领周围所有居高临下的地点，所以英苏布里人无法协助自己

的同胞，但是因为他们决心要让敌人停止围攻，所以他们分

派部分军队，横越波河。他们从那里进入阿那ll>l斯人的领土，

包围一个叫克拉司提迪姆( C 1.51凶um) 的城镇。当罗马将

军得知此一行动，马谢勒斯与骑兵及小群的步兵一起出发.

急行军去拯救被围攻的城镇。当凯尔特人被警告他已经前

来，他们停止围攻，将军队排成战斗队形，准备交战。罗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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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开始只以骑兵进行积极的冲锋来开启战局:凯尔特人稳守

阵地.但不久之后他们发现自己侧翼以及后方都受包围，最

后他们被打退，在整个战事中，步兵没有参与。许多凯尔特

人投入河中，被水流卷走，但大多数人站在原地 ， JJ 战而

死。罗马人接着占领阿克菜，这地方储存大量的谷物粮食;

另 方面高卢人则撤退到米迪奥拉努姆( Mediolanum) ，这

是英苏布里人领土中最重要的聚落。科尔内利马斯紧迫不

舍，突然出现在米迪奥拉努姆之前。最先商卢人停在他们的

阵地，但当执政官开始行军到阿克莱时，他们发动突袭，大

胆攻击他的后卫部队;行动中，他们杀死他的许多人马，甚

至击溃部分部队，直到科尔内利马斯将前锋部队调凹，号召

军队坚守阵地，与敌人交战。罗马人回应他的命令，重新整

顿，激烈反击敌人，在那时凯尔特人虽然为短暂的顺利而雀

跃，一时间士气饱满地坚守阵地，但很快便被驱离，四散在

山中。科尔内利马斯干扰他们的撤退，一边前进，一边破坏

乡间，接着便在急攻之下，占领米迫奥拉努姆。在这之后，

英苏布里人的领袖们放弃所有透过自身努力来赢得平安的希

望，对罗马完全归顺。

35 与凯尔特人之间的战争终于结束。假如我们以那些参

与者所展现的大胆无畏和必死决心，以及参与战争及死者的人

数来考量，这冲突在历史上元出其右;但是从种种攻击行动的

规划以及执行时所显示出的判断看，将军领导能力的水准则令

人不齿。因为不仅在大多数的行动中，甚至是在个别的例子里，

商卢人都是受冲动情绪而非计划思考所左右。不久之后，除了

在阿尔卑斯山脚下的一些地区，这些部落将被完全从波河河谷

驱离，所以我认为对他们原来的入侵、之后的行为或是最后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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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驱离，若略而不提，必将是错误的。①因为我相信历史的

真正功能是传递给后代那些命运女神戏剧中安排的插曲段炼，

所以我们的后代不应该因为单纯对事实元知.而被这些野蛮人

突然及不可预期入侵所带来的恐怖而慑服，而是应该了解如此

的行动是何其短暂以及容易消灭。假如有这样知识的加持，他

们在而对入侵者时，才能在做出即使是一丝丝重要利益的退让

之前，还能尽其所能地去努力获得任何安全的机会。

我的确认为那些记录并传递波斯人入侵希腊以及高卢人攻

击特尔斐的作家，对希腊民族奋战.保存自己的共同自由，贡

献良多。只要他能坚定地怀有如此知识:不可政期在这些征战

之中经常扮演何其重要角色;并且记得:无论如何有不可胜数

的部队，如何庞大的武器装配和不可一世的脾院自信，经常会

被以智慧面对及冷静算计去对付危险的人类决心及能力所击

溃。那便没有理由因为敌人在数量、武器、补给上的优势，

将一个人惊吓到放弃他最终的希望，放弃为自己的祖国奋战

到最后←刻。而这不仅在那遥远过去的时日，甚至在我一生

中有超过一次以上，希腊人曾因为高卢人入侵而惊恐。特别

是因为这理由，所以我叙述高卢人的事迹，虽然不过是简洁

的综合，但却将其历史追溯到开始之初。

在西班牙的事务

36. 在探讨高卢人这主题时，我已经偏离了西班牙事务。

在那里迦太基统帅哈斯德鲁巴已经统治该省八年，但却于某晚

在自己住处，被某位凯尔特人因为私人恩怨暗杀。他对强化迦

① 阿!i<卑斯山这边的高卢 (Cisapline Gaul) 是在二00 3\-AO年世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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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基在这地区的势力，贡献良多;多半不是借由军事征服，而

是透过他与地方领袖所建立的友谊关系。迦太基人任命汉尼拔

继任为西班牙最高统帅，尽管年轻，①选择汉尼拔是因为他已

经显露出他有勇有谋的大将之风。-旦接任统ylll ，从他所要执

行的措施可以很清楚看到，西他的目的是要对罗马宣战.而他

也确实是这么做的，一点都不迟疑。从就任开始.罗马与迦太

基之间的摩擦与猜疑元间断地相随而来。迦太基人不停地设计

对付罗马，因为他们期望能为西西里的挫败复仇，而罗马人在

发现到这些计划时，越来越不信任他们。对所有长眼睛的人来

看，这两个民族之间的战争为期不远。

在希腊的事件:亚该亚联邦

37 大约同时，亚该亚人和1马其顿国王菲利普，加上他们

的盟友，开始对伊托利亚人作战，这被称为"同盟战争" (50 

cial War) o@ 我们已经追查了在西西里及非洲事务的轮廓以及

之后的发展，于是根据我在导论里所描绘之事件顺序，接下来

便是"同盟战争"的开始以及罗马人与迦太基人的第二次战

争，这后者通常被称为汉尼拔战争。如我在之前开头的意节里

所云，@正是在这一点，我计划要开始我的普世史的叙述。我

因此暂时离开罗马及迦太基事务，回到希腊世界里的事件，所

以才能够把我导论中所有的段落都带到同一个时间点，从那之

①他当时二十五岁(二二年)。

② 迫种主张井没有瞌坦尼拔接下来直接果取的行动所证实，但是在分析战争

的因果时，披且比阿强间仅尼拨所属之巳卡家族的愤怒!以且他们决心要

洗刷第一段布匿战争后之结果的羞辱。

曲在二二0年春束。

@ 子页 13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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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开启我详细的历史。①我不会像之前的史学家一样，只将自

己局限在单一国家的历史上，例如希腊或波斯，而是让自己努

力同时去形容发生在所有已知世界的事情。在我们时代的性质

中，确实有某种东西对我目前的目的特别有利，@而我将会在

我历史作品的其他地方更加明白地发展开来。所以着眼于我所

审视之广度，我应该在进入主题之前，去处理一下这世界里最

重要及最知名的民族和国家。至于就亚洲及埃及而言，我没有

必要回溯到超过我央书起点之外的事件。已经有许多作家对他

们较早期的事件做过描述，并为众人知晓，但是在我们的时代

里，命运女神并未给他们的处境带来任何戏剧性的变化，使得

我们必须要去回顾他们的过去。

但是就ill'.该亚民族以及马其顿王室而言，@对他们的事件

进行简单的重点叙述却相当符合我的计划，因为在我们的时日

里，马其顿王朝已经灭绝，而亚该亚人，如我以上所述，势力

多所增长，而且内部政治和谐，两者皆是可观。在过去曾有许

多人尝试去说服伯罗奔尼撒人为共同利益来采取相同的政策，

但没有一次成功，其理由是每个这种联合的提倡者，所努力奋

斗的通常不是共同的自由，而是自己的霸业。然而在我们今日，

这些理想已经大有进展，完成到如此的程度，所以不仅亚该亚

人创造出一个联邦以及友善的共同社区，他们也分享相同的法

① 亦即包括证据且论证的历史，不同于只是事件单坷的主张或综告，如在他

导论两书之中所包含的。

@ 见页 133-134 在那里鼓里比阿辩论要以综观辈论历史，以旦真相存在于

时事件之圭丽性而非局部性 这些观点的露要性.换言之，"只要将其关

联起来， " 

@ 植m比阿正在将缸利亚且埃及统治王朝的幸存与马其顿安提柯王朝的消失

做比较。



第二书 1239

律、度量衡以及货币，除此之外，还有相同的官员、议会以及

法庭。儿乎涵盖整个伯罗奔尼撤半岛的联邦，与单一城邦国家

处境之间的差异，仅在于.其居民并非由单独一道的城墙围绕

着;但在其他方面，无论是以这区域为一个整体来看，或是就

单一个别城邦来考量，其体制儿乎完全相同。

38 首先，"亚该iW人"这名称最先如何使用在伯罗奔尼撤

人，并且后来被所有人采用，值得调查。最先拥有这古老名称

的族群在所有人之中，并不以其土地广袤、城邦数量众多、财

富雄厚或战场英勇，而显得特别突出。阿|三狄亚人及拉空尼亚

(Laconia) 人的民族在土地面积及人口数量上远超过他们，而

且他们当然无法同意有任何其他希腊民族在战场上的英勇会在

他们之上。那我们要如何解释这两个族群①以及其他伯罗奔尼

撒人，不仅愿意把他们的政治体制，甚至是他们的名称交换为

亚该亚人的呢?很明显地，我们不该说这纯粹是偶然的结果，

因为那必将是极不恰当的解释。我们更应该去寻找出一个原因，

因为没有一连串的事件@一一无论是可预期与否一一会发展到

如此结果.不可能没有原因。而这原因在我意见中大概如此:

要在任何其他地方发现一个比iW该亚联邦政治体制或指导方针

更能够允许有更多平等以及言论自由，或是更能真实地代表真

正民主政治，那必定是不可能的。

一些伯罗奔尼撤人根据自由意志准备选择这样的政体，许

① 阿卡扯亚人在二三五年加入}l[该亚联邦。斯巴达人在一九二年被菲南波立

业强迫加入、之后退出 在一八二至一八一年卫再度加入。

面 世且比阿时亚该~F.同盟那神充满蛊因心的自负. 1f此瞌证明超过了他对历

史哲学所要串的一致性。在{历史》一书咛E有词$段落，在那里偶然或是

机运的效力瞌认可，如以上之页 236 在那里他详细论述运气在打败野蛮

人入使中所扮演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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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其他人是经过说服及辩论而被引导去接受:那些当时机来 l恼，

经由武力而被迫接受者，很快便能欣赏其益处。因为这社区并

没有为最先的成员保留特殊权益，而是所有国家在加入后，都

被赋予相同的权力，而且因为这方式，它很快便取得为自己设

定的目标，因为它有两个最强大盟友的支持·人性以及平等。

我们必须认为，正是这个系统形成现在伯罗奔尼撒普遍和谐和

繁荣的基础及主因。

这些原则及这个政体，从早期便已经以其独特的地方形态

存在于亚该亚)地。这点有许多证据，但为了目前的目的，寻|

用一两个例证就已足够。

39. 当属于毕达哥拉斯派系的集会结社被消灭焚毁的时候，

接着又发生普遍革命带来的动荡。因为每个市民城邦里最杰出

的成员在没预期下被屠杀殆尽，所以这种动乱现象是很自然的。

当时南意大利地区①的希腊社区充满谋杀、革命战争和种种内

乱的情景。希腊许多地区派遣出代表，纷纷提供仲裁调解的服

务，但这些国家还是最信赖亚该亚人，因此也将解决纷乱之道

的任务托付给他们。他们在这时候不仅对亚该亚政治体制有所

偏好，在几年之后，他们也决定采用亚该亚的宪法，作为他们

自己宪法的模范。@最先主动采用的是克罗敦( Crolon) 、赛巴

利斯 (Syharis) 以及高隆尼亚( Caulonia) 。他们召集会议，形

①毕达哥拉斯在南意大利地区的Ø!响力始于哲学罩在约五三 0年从萨摩斯

( Samos) 岛移居到克罗敦时;他的门生逐渐在许多城邦取得具有罪响力的

地位。有关他们政治Ø!响力的性质 其实甚少任何积极的证据，但是在披

里比阿所提及之牵动起义之时，这大约在五世纪中叶宜生，这些人已被认

为是且动势 }J 0 

@ 戴奥尼靠一世入侵意大利 ι 在伊雷植路斯洞的胜利(三八九年)结束了克

!!:I敦的黠响力以及以亚诙亚如模范所组成的联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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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联邦，开始建立供奉"团结者"宙斯 (Zeus Homarios)①的

共同神庙及祭祀中心，他们在此处举行会议，进行辩论:之后

他们采行亚该亚人的法律，决议要根据这些原则来经营政府。

这情形一直要等到他们落入叙拉古懵主戴奥尼索( Dior>ysius)

一世的主宰之下，②并受迫于邻近野蛮人的攻击时，他们的目

的才遭受挫折，被迫放弃这种体制，但那时他们也是在违反自

己意志之下才如此做。后来当斯巴达在众人意料之外，受挫于

留克特拉，@而底比斯人，同样也在预期外，声称握有希腊霸

权，所有其他国家都陷入不确定的状态中，特别是直接涉入这

争箱的两个族群，因为斯巳达人拒绝承认他们已经输掉，而底

比斯人仍未完全确信他们己经胜出。亚该亚人再度成为希腊世

界中唯 的这两方希望邀请出面仲裁争议的国家。这不可能是

因为亚该亚人的强大一←因为当时他们在希腊是最弱小的国

家 而是基于普遍认可他们是值得信赖以及坚持崇高原则，

而这种对亚该亚人的看法，无疑地被普遍接受。

然而直到那时，这些政治原则充其量只不过存在于亚该亚

人之中而已，尚未能实际运用这些原则，亦无明显的企图想去

增加罔家的实力，这是因为亚该亚迄今都尚未出现过值得与这

系统相配的政治家，无论何时有任何人显示出迹象能够担任这

角色时，他或是被斯巳达政府，或更有效率地，被马其顿政府

推到幕后，加以阻挠。

40 但在适当时候，这国家的确出现具有足够分量的领导

者，这些政治原则所能带来的潜力.立即由那最光荣的目标，

① 在三七~年。宙斯柿的别号意为"那联合起来的"。

@ 三人丸年。

@ 三七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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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即伯罗奔尼撒之联合，来加以彰显。这计划的原创者及创造

者是西息温的阿拉托斯 (Aralus of S叫on) 。①迈加洛波和i斯的

菲洛波义曼 (Philopoemen) 支持它，最后完成它;而莱可塔斯

及其派系之人维持它很长一段时间。我将会设法形容每位政治

家如何以及何时对这结果作出贡献，偶尔会以如此方式引介他

们，所以不会和这作品的架构相互冲突。至于阿拉托斯所执行

的措施，我将只会在此以及之后略微触及，因为他自己有发表

一本诚恳请晰的回忆录，但我将会以比较多的篇幅和更详尽的

细节来处理另外两位政治家的成就。我认为对我而言最易采用

以及读者最易了解的方法，是从亚该亚联邦被马其顿国王强迫

解散后，联邦中的各个城邦为了恢复宫，开始彼此接触。从那

刻之后，联邦持续成长，一直到我所生活的时代，它已经到达

我刚刚才形容的完美状态。

41.第一步是由帕特莱( Patrae) 及戴商 (Dyme) 两个城

邦踏出，它们在第一百二十四个奥林匹亚年形成联邦，②期间

见证了拉哥斯 (Largus) 之子托勒密一世、@莱茵马克斯( Lysi

machus) 、塞琉西一世以及"雷霆"托勒密 (Ptolemy Ceraunus) 

① 西且温的阿拉托斯(二七一直二一三年)建立了亚该亚联邦在三世纪且二

世纪扮演重要角色的联邦形态。菲洛波且曼(二五二!E-A二)改革亚该

亚的军队，在二。大年打败斯巴达.成为二世纪最知名的亚该亚政治家。

迈加浩波利斯的菜可塔斯( LycOTt田 of Megulopolie) 是波里比阿的父辈，主

持对罗马保持中立以且与埃及托勒密王朝和帕加马之阿塔罗斯王朝结盟的

政置。

② 二八四至二人一年。

@ 托勒密-1贵(他成为族旦国王)、嚣琉西一世以及来西马克斯都是马其顿

王国的将领，在亚历山大属下服务.井成为他帝国直接的继承人。事琉西

一世在二人一年击败井杀死罪西马克斯，但自己也在向年被"霄症"托勒

密暗晕。"霄霆"托勒密死亡之年井不确定.如此将事情同时化( synchro• 

nism) .经常出现在希腊化时代的虫学革中，用辈阐明市矗立神的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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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人之死。亚该亚民族在此之前的状态，可以简述如下。他们

第一位国王是奥瑞斯提斯( Or旧时)之子提沙迈纳斯( Tôsa

menus) ，他在赫拉克勒斯子孙( Heraclidae) 回归时，被逐出斯

巴达，后来占据_\J]i该亚。亚该亚人持续由他的子孙统治，直到

欧居格司( Ogyg lJ s) 的时代，他的儿子们因为以借越以及违宪

的方式统治，在人民中引起敌意，所以革命爆发，建立民主政

治。①在这之后.直到马其顿菲利普二世及亚历山大三世建立

他们的霸业，亚i直亚的命运根据局势不断变化，但他们经常在

联邦中努力维持民主政治。②

他们的联邦由十二个城邦组成，除了欧勒奴斯( Olenus) 

和海利切 (He]ôce) 在国克特拉战役不久前被大海吞食，其他

城邦直到今天仍然存在。这些城邦其名为·帕特莱、戴商、法

瑞( Pharae) 、粹泰亚( Trôtaea) 、莱昂提乌姆 (Leontium) 、埃

基提翁、埃基拉( Aegira) 、培林尼( Pellene) 、布拉( Bura) 

以及卡瑞尼亚 (Caryneia) 。在亚历山大三世结束统治以及第一

百二十四个的奥林匹亚年间.主要因为马其顿国王的作梗，彼

此互不相容，甚至敌视，所以他们脱离联邦，彼此开始公开作

对。结果是有些城邦先被"攻城者"德米特里一世③Oftl 卡iJ l 德

( Cassander) ，后来被"句那塔斯"安提柯二世( Antigo川s Go-

① 在希腊始终甚少有民主政治舍不经过贵族统怡，直接接续王权政治而来。

欧厨恪司的年代平详。

②在五1世纪时亚诙亚的城邦是实行民主政情 但是由据显示在四世纪期间，

它们的政治体制是由斯巳达或底比斯政府所控制。

③ 攻城者'迪垂亚斯一 IU.在四世纪末时断断续续入主希腊且马其相!井且

Jl、二九四至二八七年统治马其顿。卡山德是亚历 111 大首相茸挺帕特( Anti

pat町)之于从三-七年起统治马其顿，直到死于二丸七年。"勾那塔斯"

量提和iI=世 (Antjg(lnu~ GOllatll叶，德米特里 世之子，二八三至二四 0为

马其顿国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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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as) 派设驻军，而其他甚至接受他扶植的懵主，因为没有人

比安提柯二世在希腊培植了更多的极权统治者。然而如我之前

所提，在约第一百二十四个奥林匹亚年时，城邦回心转意，自

己又开始重组联邦。这发生在伊庇鲁斯国王皮洛士入侵意大利

之时。①首先行动的城邦是戴商、帕特莱、粹泰亚以及法瑞，

而且因为它们并非由外面加入联邦，而是最先组成联邦的国家，

所以我们并没有发现任何碑铭记录有个联邦已经形成。约五年

之后，埃基提翁人民驱走马其顿驻军，加入联邦，而布拉人民在

杀死其懵主后，亦追随邻居的榜样;下一个几乎同时加入联邦的

是卡瑞尼亚。它的僧主伊希亚斯 (lseas) 见到埃基提翁驱逐驻

军，以及布拉的情主被马吉斯和亚该亚人所杀，而且认知到所有

邻近的城邦即将对他宣战，所以他放弃权位。他从亚该亚人那里

得到他人身安全的保证，所以正式同意卡瑞尼亚加入联邦。

42 现在读者或讷会问，我何以要重述这段历史?第一，

我的目的是要解释是哪些亚该亚城邦主动来重新建立联邦，以

及是在何时;第二，是为显示出我对于联邦政治原则所做的主

张，是可由事实来加以验证。其中的关键点是亚该亚人经常遵

守一致的原则:邀请其他城邦来分享他们的平等以及言论自由，

并且对抗且战胜所有那些一或是以自己之力，或是借国王协

助@一一去奴役任何它们邻囡的人。接着，他们用这种方式，追

求这样的理想，最后达成目的，部分是因为自身的努力.部分是

盟邦的协助，但是重要的是我们首先还是要将所有的成果归诸这

① 二八0年。

@ 从四世纪中开始，希腊以民主政治统治的国事经常合圭到威胁，最先是辈

白马其顿王国，后辈则或是辈白地jj性的懵主，或娃"同王" (亦即如在

且托勒密王朝，或其他亚历山大帝国之继敢者)所任命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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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该亚人决意采行的政治原则，后来他们的盟友对这些成果继续

有所贡献。虽然亚i在亚人在其他人的事业中扮演突出的角色，特

别是那些许多由罗马人所进行而特别成功者，然而他们却未曾有

任何欲望要去利用任何这些成功来为任何单一国家谋利;他们在

给予盟邦所有热情的支持后，所要求回报者，不过是所有国家都

能自由，以及伯罗奔尼撒人能团结一致。当我们检视联邦在行动

时的努力，所有这些将会被更清楚了解。

43 我所提及之城邦再度组成联邦后的二十五年，①每个城

邦依序选出一位秘书长及两位将军。但之后，他们决定只选出

一位将军，@并把经营所有联邦业务的大权托付给他只第一位

接受到这样荣誉的人是卡瑞尼亚城的马古斯。然后在马古斯将

军任期l后的第四年，当时年仅二十的西息混阿拉托斯，透过他

过人的勇敢以及胆识，将他的城邦从懵主手中解放出来。他一

直热情崇拜亚该亚政治系统，现在则引进自己的城邦加入，成

为联邦成员。八年后，在他第二次担任联邦将军时，阿拉托斯

成功规划了 次军事行动，占领科林斯卫城阿克罗科林斯( Ac

rocorinth) 当时是由马其顿国王安提柯二世派人镇守。借此

大功，阿拉托斯不仅让所有伯罗奔尼撒的居民免于极大的恐惧，

而且也说服刚刚被解放的科林斯加入联邦。接着在同一任期内，

他设法以相似的方法将麦加拉( Megara) 引进联邦。这些事情

发生在迦太基人在艾基尔特斯群岛附近遭受挫败之前;迦太基

人因为该战役而撤出西西里，并且首度向罗马人称臣缴交

① 从工人。到二五五年。

@ 每年轮流选出，或许每一位从一个城邦选 mo

③ 这变化章暗ff葛书任重要性的降低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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贡赋。①

阿拉托斯在短期内即在目标上取得极为可观的进展，之后

他继续领导联邦事务。他的蓝图与计划都是关切同一个目的:

将马其顿人逐出伯罗奔尼撤，扫除倍主政治，重建联邦自由，

这是每个城邦成员之社区集体的权利，以及祖先所传下的权

利。@只要"句那塔斯"安提柯二世在梢，阿拉托斯便反对马

其顿对希腊事务的干预，并且强力抗拒伊托利亚人那永不休止

的掠夺欲望;他坚寇地坚持这两项政策，尽管这两个强权肆无

忌协，且又挑衅好战，他们彼此甚至达成协议，公然要瓦解亚

该亚联邦。@

44 然而安提柯二世过世时，亚该亚人已经和伊托利亚人

缔结联盟，毫无保留地对抗马其顿国王德米特里二世。@所以

一时之间，他们彼此的疏远及敌意暂时缓解，因此在这两个族

群之间产生一种多少较有来往及较为亲善的感情。德米特里二

I!!:仅统治十年。他过世时是罗马人首度远征伊利里亚。@在这

之后，发展态势似乎有一阵子是倾向于亚该亚人一直所致力的

政策。伯罗奔尼撒各地傍主对一直扮演他们保护主及金主的德

米特里二世之死，普遍感到绝望，也对阿拉托斯现在加诸他们

① 二四二年。

@ 这些代古阿拉托斯在"同盟战争"盎生之前的政审目标。在那之后他瞌迫

改弦昂辙，而当因为受克里奥米尼斯之迫 1M必须一战时，他开始重新将马

其顿λ找回伯罗奔尼撒 1 井交出阿克罗科林斯以为矗件。

@ 在二四五年，安提刺二世重新占领科林斯.而伊托利亚λ入侵伯F卉尼

辙。

④ 德米特里二世是去提和I二世的儿于且继草人。伊托利亚人正设法兼井属于

伊庇鲁斯人的那部分阿卡加尼瓶，在那时德米特里兵握他的岳母伊庇醉斯

皇后奥林应雅丝( O(ympill~) 。

⑤ 二三丸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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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上的压力感觉沉重。阿拉托斯要求懵主们必须放弃他们的权

势，但提供给那些同意放弃偌主位置的人丰厚的奖励及荣耀，

而对那些仍然拒绝的，他则施以其必将遭受亚该亚人伤害的恐

惧。所以他们之中普遍有同意阿拉托斯要求的趋势，放弃自己

的权位，因此解放了不同城市，并加入联邦。德米特里二世在

世时，迈加洛波利斯的借主莱狄亚迪斯( Lydiades) 展现难得

的远见及现实感，预期到何事将会发生，因此自愿放下权势，

向联邦输诚。后来阿哥斯(川Ar鸣go盹s) 倍主阿里斯托马科斯( Aris阻s

toma缸chus吵)、赫迈俄尼( He盯r口m盯m山ne叫)懵主谢浓 (Xenon) 和夫利

阿斯( Phl让liu时18吟)偌主克里奥尼马斯(刊Cleon】y川I盯ml川1l旧川u时』脂叫S吵)都同样放下权

力'加入联邦。

45 这些发展大大地增加了联邦的规模及实力，但也引起

伊托利亚人的怨恨。这个民族天生工于算计，对占有他人财物

有不知节制的欲望，或许是出自对邻居的嫉妒，但是更可能的

是想去分化联邦里的城邦，①因为他们曾经和亚历山大@瓜分阿

卡那尼亚的城邦，而且当时正ii 划要和"勾那塔斯"安提柯二

世针对亚该亚进行相同的事。他们厚颜地同时与马其顿摄政兼

幼王菲利普监护人， "多森"安提柯三世 (Antigonus Doson) , 

以及斯巴达国王克里奥米尼斯@协商联手。伊托利亚人见到安

提柯三世己经在马其顿建立稳定的政权，而且也是亚该亚人公

开及宣誓的敌人，因为后者曾经突击占领科林斯卫城阿克罗科

林斯。伊托利亚人计算:假如他们可以先诱使斯巴达人对亚该

。这些主张井设事实来证明 a 波且比阿所给的是阿拉托斯对战争起碑的说

晤。

@ 迫所提Z人是指伊庇鲁斯的亚的山大二世，他在二人二年继承伊庇鲁斯为

国王，开非指亚历山大大帝。

@ 他在二三五年耻草其父.'1奥尼达二世( Lconida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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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同盟采取敌意行动，取得他们对伊托利亚人计划的支持，他

们可以借着选定一个有利时机并从各方向同时发动攻击，就可

以轻易征服亚该亚人。他们其实非常有可能成功地完成计划，

若不是 个他们没列入考虑的最重要因素。他们没有计算到他

们的对手将是阿拉托斯，而且他们将会发现此人能够掌握任何

局势状况。所以尽管他们精心策划的计谋，以及不择手段的侵

略，最终结果是他们不仅无法取得任何一个目标，反而在实际

上增强了联邦的实力以及阿拉托斯的权威，当时阿拉托斯是联

邦的将军，巧妙地躲开并阻挠他们所有的企图。以下的陈述将

会显示出他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

46 阿拉托斯已经注意到伊托利亚人愧于公开宣战，因为

亚该亚人直到最近还曾支持他们进行对德米特里二世的战争。

但阿拉托斯也注意到伊托利亚人和斯巴达人勾结如此之探，对

亚该亚人嫉妒如此恶毒.所以当克里奥米尼斯对提基亚、曼提

尼亚及欧可曼奴斯 (Orchomenus) 进行突击时，他们没表现出

任何愤慨，甚至承认他占领这些地方，而这些地方不仅是伊托

利亚人的盟友，甚至是他们自己联邦的成员。在过去，因为他

们对掠夺的欲望，伊托利亚人认为任何借口都是好借口，用来

辩护他们攻击那些没有触犯他们的国家。但现在他们甚至允讷

条约被破坏，自身受到攻击，他们联邦中一些最强大的城邦从

他们手中被夺走，所有这些只不过是因为要见到克里奥米尼斯

变成亚该亚人危险的对手。阿拉托斯和联邦官员观察所有发展，

决定不要跟任何强权主动发生冲突，而是要保卫自己，以防斯

巴达人的攻击。至少那是他们最初的决定，但是之后很快克里

奥米尼斯便做出更挑衅的动作，在迈加洛波利斯领土内的雅典

娜 (Athenaeum) 加强要塞，专门对付亚该亚人，开始对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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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现出尖锐、毫不掩饰的敌意。在那时阿拉托斯与同僚召集亚

该亚人的特别大会，通过决议公开对斯巳达宣战。这便是所谓

"克里奥米尼斯战争" (Cleomenean War) 的缘起，而这天便是

战争开始的日期。①

47 最初亚该5J)i人决心要完全由自己来面对斯巴达人。首

先，他们认为不去求助他人来关心己身安全，较为荣耀;他们

应该用自己的双手来保卫城邦及领土:其次.他们急于维持和

埃及国王托勒密三世的友谊;他们已经在之前得到某些协助，

而有所亏欠，所以他们不希望制造出他们现在求助他人的印象。

当斯巴达国王突然对自己国家政治体制进行革命，将立宪

王政转变为借主政治时，这两国已经处于战争状况一段时间。

进行革命的同时，克里奥米尼斯显示自己在战场上也是位大胆

积极的统帅。此时阿拉托斯预见何事可能发生，因为畏惧伊托

利亚人不择手段的胆大妄为，于是决心要先发制人，阻挠其计

划。他个人肯定马其顿摄政安提柯三世是位有活力及有智慧的

人，而且看起来也是位信守承诺、有荣誉感的人。但他也深深

知晓国王不会因其个人因素，而看待任何人为盟友或是敌人。

于是他决定要和安提柯三世进行对话，与他建立信赖的关系，

并且用这种方法向他解释目前事态的进程，所可能带来的结果。

① 在二二七年，克里奥米尼斯完成其前任芷吉土四世 (A伊 IV) 没有血功启

动的反贵族革命，芷吉士四世在二四-年被处死。在他所监功的政变中.

克里奥米尼斯立即处死四位监政官( ephor叶，取消监政官制度，并流1IJ. J\ 

十位他主要的政敌。-7j; 莱克格斯式" (Lyl:urgan) 的杜古改革叶划融通

过执行，这包括取消债卦叼将私人资产尊转到共同国库，恢茸传统严格的

青年教育方式.以及重新组织公民团体为许辜的"罪餐闭体\ι 懵主政

治 (Iyranny) 公平来说，只能施用在废除双王制以及使用暴力进行改革

这些事，大伴而古，克里奥米尼斯的改革ii' Ji!J一点都不悻帘主所为。普鲁

瑞克在他的{克里奥米尼斯传》中时改革血示出出披里 lt阿豆豆害的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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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因为种种不同理由，他认为若公开进行此事，属不智之举。

第一，他必将引起克里奥米尼斯和伊托利亚人对其所要从事之

事的不满;第二，假如l他给别人的印象是他现在要转向要求敌

人协助，必将动摇亚该亚绝大多数人的勇气，从而完全放弃他

对亚该亚人所加诸的希望，这是他所最不想要他们浮现的想法。

于是他在构想整个计划后，他决定要秘密协商。他于是经常被

迫在公开情形下说出及做出不符合他真正意图的话或事;换言

之，他只能借由造成相反的印象来维持他的秘密计划。因为这

理由，他并没在他的回忆录中记录这时期的一些细节。

48. 阿拉托斯知道迈加洛波利斯的人民受害于战争甚多。

他们国家邻近斯巳达的事实，使他们比其他国家更易暴露在攻

击之下，而亚该亚人则是受迫于自己要面对的困难以及危险，

所以元法提供给盟友所有应该的协助。他也理解迈加洛波利斯

人自从从亚历山大父亲菲利普二世那里得到益处之后，①一直

对马其顿王室怀有好感，所以他的结论是:他们必将随时求助

于安提柯三世，把保全自己的希望交到马其顿人手中。所以他

开始接触迈加洛波利斯的尼可法奈司 (Nicophanes) 和科吉达

斯 (Cercidas) 。他要他们发誓保守秘密后，向他们透露计划。

这些人是自己家族的友人，有资格去进行如此任务，并且在他

们协助之下，他将会没有困难地去说服迈加洛波利斯人民送出

代表团到联邦来，目标是要邀请安提柯三世前来协助。迈加洛

波利斯人选择尼可法奈司和他的同事，立即去晋见马其顿国王。

对有关迈加洛波和j斯的问题，他们不过加以略述，但是对希腊

的一般局势，却是长篇大论，而他们这正是根据阿拉托斯的指

① 这是在凯洛尼'"战役( ChacroneÎII) (三三八年)以及之后马其顿人λ慢伯
罗抨尼撒扩大他们的领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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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来进行。

"这些 l是篇大论是要强调伊托利亚人和克里奥米尼斯共

同行动的范围和重要性，并且强调亚该亚人，特别是安提柯三

世，必须警觉提防。所有人应该都很清楚 亚该亚人无法同时

抵抗来自两方的攻击。但对任何有识之人而言应该更清楚的是:

假如伊托利亚人和克里奥米尼斯胜利的话.他们将不会仅局限

于这次的收获。伊托利亚人的贪婪并不受限于伯罗奔尼撒的界

线，或甚至是希腊的界线;至于克里奥米尼斯的个人野心，他

目前所有的努力都是集中在使自自己成为伯罗奔尼撒的霸主，

但一旦他达到目标，他下一个目标便是希腊本身的霸业，但若

他没有首先提毁马其顿的优势，他无法取得这奖品。①所以特

使们敦促国王要看向未来，考虑最有利的途径·和亚该亚人及

彼奥提亚人在伯罗奔尼撒联手，反对克里奥米尼斯，角逐希腊

世界的主宰地位，或是放弃希腊最伟大的国家，②来让命运摆

布，然后在色萨利 (Thessaly) 的战斗中，同时而对斯巴达人、

伊托利亚人、彼奥提亚人和亚该亚人，因而撼摇马其顿的主宰。

假如伊托利亚人做出维持和平的假象，正如他们因为亚该亚人

在他们与德米特里二世作战时曾表达过的善意，所以现在也正

对其表达出善意，@那么亚该亚人必然可以独自去与克里奥米

尼斯战斗，而且假如l命运女神在他们那方，他们将不需进一步

的援助。但假如l运气对他们不利，而且假如他们受到伊托利亚

人的攻击，那他们恳求国王要谨慎关注事件的发展，不要让事

① 似乎这种说法是对这眈谈话事后(四川sl fado) 的说法。在实际上 斯巴

达主宰{白F抨尼撒的可能性不应该会时马其顿造成任何严宜的威胁。

@ 所提的自然是亚诙亚联邦。

③ 在此被里比阿透露出实际状况，事即伊托利亚人在此时仍然维持中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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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过度恶化，而是在伯罗奔尼撒仍可拯救之际，加以援助。至

于亚该亚人值得信赖以及他们对他所提供之协助的回报，他可

以多加放心，一旦111主亚人的需求得到满足，他们承诺阿拉托

斯将保证会令双方满意，而且他也将清楚表示何时有协助之

必要。

50 在聆昕这些辩论后，安提柯三世的结论是阿拉托斯已

经对局势提供准确以及现实的观点。他仔细考虑该采取何种行

动。他的第一个动作便是修书一封给迈加洛波利斯的人民;信

中承诺他将会协助他们，假如这也是亚该亚人所希望的。①当

尼可法奈司和科吉达斯回国后，将国王书信交出，同时报告他

的善意及乐于协助，人民大受鼓舞，他们宣布要接洽亚该亚人

的大会，要求安提柯三世前来协助，并且将战争的指挥权托付

给他，不要延误。与此同时，阿拉托斯已经私下被尼可法奈司

告知，国王对联邦及他本人都有善意，他自己则大为放松，见

到自己的计划被正面看待，而且国王对他没有敌意，因为伊托

利亚人原本希望安提柯三世必然会继续怀有敌意。阿拉托斯认

为迈加洛波利斯人准各透过亚该亚人来和l安提柯三世打交道，

正是有利于他计划的重点。如我所说，他认为最好是不要去要

求任何协助，但若出于单纯的必要而使他必须做出诉求的话，

他急切希望这种呼町是来自整个联邦，而非他本人。他担心假

如l安提柯三世真的来到伯罗奔厄撤嘈然后在战场上打败克里奥

米尼斯及斯巴达人后，若采取任何违背联邦意愿的措施，那时

他自己将会因为这结果而成为众矢之的;那时必有人辩称说，

国王这边有理，错在阿拉托斯，因为当他占领科林斯卫城时，

① 很置耍的是这邀请必理由自整个联邦，而非仅来自于迈加描波利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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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已经冒犯了马其顿王室。

来自迈加洛波利斯的特使适时地在联邦议会厅现身，呈递

国王书信，确定他的善意，接着诉请亚该亚人邀请国王立即干

预。当阿拉托斯见到议会的气氛有利于这路线，他起立发言，

首先表达他对国王愿意协助感到高兴，以及他同意议会里合作

的氛围。接着他进行长篇大论，敦促亚该亚人若可能的话，要

以 己之力，使用种种方式来解救城邦以及自己的领土，因为

这是最有荣誉以及结实际的方法。但是假如l命运女神对他们不

利的话，那只有在竭尽已力及所有可能之后，他们才能诉诸朋

友的协助。

51.人们对他的发言鼓掌.通过决议，他们应该坚持目前

的任务，继续在没有援助下进行战争。 fS之后他们遭受一连串

不幸。首先国王托勒密三世放弃联邦，反而开始提供克里奥米

尼斯财政协助，目标是鼓励他攻击安提柯三世。托勒密三世估

计，斯巴达人较之亚该亚人更能约束马其顿国王的野心，所以

会是更有效率的盟友。接下来亚该亚人在克里奥米尼斯手中连

吃三次败仗:第一次是他们在某凯温山附近前进时;第二次是

在一个叫拉多凯亚(Ladocea) 的地方①附近的激战，而最后一

次则是在戴商境内的赫卡通迈温( Hecatomaeum) ，@整个亚该

亚的军队蒙受决定性的挫败。这局而让亚该亚人无法有喘息的

机会.所以他们被迫同声一致向安提柯三世求援。阿拉托斯在

危机之中，派遣自己儿子作为特使去背见国王，确认援助的详

细内容。然而有个特别棘手的问题造成他们很大的困难，也带

来不确定。一般相信安提柯三世不会出兵协助，除非有这样的

① 皆于二二七年。

@ 子工二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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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阿克罗科林斯必须归还给他，而这将使他可以利用科林

斯城作为战争的基地。但另一方面，亚该亚人却元法同意在违

反科林斯人意志下，将其交给马其顿。 1[该亚人最先因为这理

由被迫延迟讨论，所以他们可以先讨论他们究竟可以提供给国

王哪些保证。

52. 我所形容克里奥米尼斯在战事的成功，已经让整个伯

罗奔尼撒充满沮丧气馁，因此国王持续在城邦问如入无人之境

地前进，有些以说服赢得，其他则以胁迫。他以这些方式占领

丁卡费耶( Caphyae) 、培林尼、福尼亚斯( Pheneus) 、阿哥斯、

夫利阿斯、克列欧奈 (Cleonae) 、艾匹达罗斯( Epidaurus) 、赫

迈俄尼、特罗曾 (Troezen) 以及最后的科林:Jtrr /ù 接下来他又

包围西息温，@亲自指挥军事活动，但是在这征战中，他却也

为亚该亚人解决了他们最大的问题。科林斯人命令亚该亚驻军

及其指挥官阿拉托斯@离开城邦，然后送信给克里奥米尼斯，

邀请他前来:这反而给阿拉托斯提供了一个机会去交出阿克罗

科林斯给安提柯，以及一个充分的理由去如此做。阿拉托斯把

握良机，他以这方法不仅弥补之前对马其顿王室的冒犯行为，

也为他们未来的合作提出一个足够的担保，并给安提柯三世提

供了对斯巴达人作战的根据地。

当克里奥米尼斯发现安提柯三世与亚该亚人之间已经达成

协议，他离开西息温，在科林斯地峡附近扎营。他挖Jj沟、筑

栅栏，将阿克罗科林斯与)个称做驴背( Ass' s Back) 的防御

① 在二二五年的直去。

@ 或许在二二四年}月。

@ 这显然是阿拉托斯的特别任命。联邦正式的将车是提摩赞诺斯(见1'255

E下注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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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事连接起来，充满自信地认为从这时开始，整个伯罗奔尼撒

已经臣服在他的统治下。对安提柯三世而言，他已经如阿拉托

斯所建议，一直准备等待适当时机出击。他从事件的进展做出

结论:克里奥米尼斯iE准备进入色萨利，安提柯三世因此派遣

特使到阿拉托斯及亚该亚人处，提出联手的条件。接着他带领

部队经由优卑SIJi_ (E uboea )岛①到达地峡。他之所以依循此路，

是因为伊托利亚人除了企图阻挡他协助亚该亚人，禁止他率军

越过温泉关，而且还威胁说，假如他前进，他们必将阻挡。于

是安提柯三世和克里奥米尼斯的军队现在是而对面，其中之一

决心要进入伯罗奔尼撤嘈另一则极力阻挡。

53 在这期间，亚该亚人尽管已经承受严重的挫败，却不

放弃他们的目的，也没有背离他们自助人助的原则。所以当阿

哥斯的亚里士多德( Aristoteles) 反叛，对抗克里奥米尼斯的支

持者，亚该亚人还是送出一支由将军提l革赞诺斯( Tirnoxenus) ① 

所率领的联邦军队去协助，而这些部队进行突袭，成功占领城

市。这项成功的努力应该被视为亚该亚接下来运气由坏转好的

主要原因，因为后来的事件明确显示.正是在阿哥斯的失败，

顿挫了克里奥米尼斯的锐气，震撼了他部队的土气。虽然他较

之安提柯三世有更强势的地理位置，及更优良的补给供应，而

且就个性而言，有更强烈勇气及野心的驱使，然而就在阿哥斯

已经被亚该亚人攻下的消息传来时，他立即停止与敌人接战，

放弃原有的优势，仓皇从地峡撤出.担心被敌人从各方向包围。

他攻击阿哥斯，占据部分城市，但是亚该亚人激烈反抗，并得

① 这路径遭到了色萨利。这时在伊托利亚人的控制中。

@ 提晦赞诺斯是二二五/二二四年或是二二四/二二三年的将军。阿枕托斯仍

然是最高指挥官，但或许所关注的是战略而非战术的指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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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阿哥斯人坚定的协助;阿哥斯人尽管换边，却仍以相同的勇

气作战。所以当克里奥米尼斯夺回阿哥斯的企图也失败时，他

们借道曼提尼亚，行军返回斯巳达。

54 这时，安提柯三世元人阻挡地进入伯罗奔尼撤，占领

阿克罗科林斯，没有耽误地推进到阿哥斯。在那里他赞美阿哥

斯人所给予的协助，然后在安排好城市的安全之后，立即出发

到阿卡狄亚。他驱离一些防御据点上的斯巴达驻军，这些据点

是克里奥米尼斯在埃吉斯 (Aegys) 及倍尔比那( Belbina) 两

地所设立的，①并将这些据点交还迈加洛波利斯人，然后回到

埃基提翁，亚该亚人在此召开大会。安提柯三世向议会报告他

所进行的军事活动，并且与他们协商，安排战争行动。议会任

命他为所有盟军的总指挥官，然后他前进到西息温及科林斯附

近的营区过冬。

次年阜春，@安提柯率军 I有移，三天抵达提基亚;在那里

他与_\][该亚人会师、扎营，并且开始围攻该城。马其顿人积极

进行围城，特别是挖地道，因此提基亚人很快对继续死守感到

绝望，决定投降。在做完城市必要的安全安排后，安提柯继续

前进到他作战计划的下一个目标，全速前往拉空尼亚。安提柯

发现克里奥米尼斯的军队在边界展开布局，防御领土;他利用

一些小!l'!攻击战术来测试克里奥米尼斯的兵力。但当他的侦察

人员报告说，欧可曼奴斯的驻军已经前去加入克里奥米尼斯;

他立即拔营，急行军前往该城。他的行动让该城措手不及。他

以强攻将之占领。在那之后，他包围并攻击曼提尼亚。这城市

① 在迈加吊桂利斯以商报近拉圭尼亚且量lW尼亚的边界之处，在这些据点中

有雅典回要罄。

@ 二二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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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因惊恐而迅速屈服。那时他又再度拔营，前进赫里亚

(Heraea) 和泰尔富沙 (Telphusa) ，当地居民自愿投降。这时.

冬天迫近，安提柯行进到埃基提翁，参加亚该亚联邦全员大会。

他解散马其顿部队，允许他们回家过冬，但自己留在伯罗奔尼

撤，与ill'该ill'人讨论目前局势，并且为未来协调计划。

55 这时克里奥米尼斯注意到安提柯已经解散他的马其顿

军队，安提柯停留在埃基提翁时.只保留佣兵武装备战，这地

方离迈加洛波利斯有三天的路程。他知道因为迈加洛彼利斯的

规模以及它的市民散居在很大的空间，所以该城难以防守，而

且因为安提柯三世出现在伯罗奔尼撤，所以当时防守也非常松

懈，而且更特别的是，他大多数的役龄公民都已经在莱凯温及

拉多凯亚战役中丧生。克里奥米尼斯与一些当时恰好住在边加

洛波利斯的美塞尼亚流亡者接触，希望凭借他们的协助，他可

以在夜间入城，不被发现。然而，当破晓天明时，迈加洛波利

斯人勇敢回击.克里奥米尼斯不仅身陷被逐出城的危险，甚至

他所有部队儿乎被全部歼灭。事实上三个月前，城市里的人在

他强行进入一个叫科来温( Colaeum) 的区域时，他们将他击

败，并驱走他。但在目前状况下，他拥有数量上的优势，以及

事先占领居高临下的位置，所以他的计划成功，最后赶走迈加

洛波利斯人，占领城市。一旦这城落入他手中，他以野蛮以及

报复的方式将其摧毁，不想留下它未来再度被定居的可能性。

我相信他这么做是因为迈1m洛波利斯和史门发莱亚( Stymphala 

ia) 在它们所经历的命运浮沉中.克里奥米尼斯从未成功地收

买过其中任何一位公民，或是找到支持者或伙伴来参与他的阴

谋。在克来拖人民的例子中，他们追求自由的热情只被一个人

需染过一一狄尔色斯 (Thearces) 一一而如可预期的一样，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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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拖人拒绝承认他是城邦里的成员，坚持他是偷抱来的，是一

位当时在欧可曼奴斯外国驻军的儿子。

56. 有一位生活在阿拉托斯时代叫费拉克司( Phylarchus) 

的作家。他对事件的陈述经常自相矛盾，他的意见也与那些亚

该亚的政治家不同，但是他仍被 些读者认为是可靠的见证。

于是乎，既然我已经选择依据阿拉托斯的叙述作为根据，来陈

述克里奥米尼斯战争的历史，所以我想将这两位作家相对的可

信度作一检讨，将会有用，而且确实是必须的;我们用这种方

法将可确保在他们的个别作品中，错误不至于和真相拥有相同

的权威。普遍而言，散落在费拉克司作品中的许多言论未经慎

思明辨，是r&;意妄为。在目前状况下，我无馆批评他在作品其

他部分所发生的错误，或是仔细追究，但有必要去详细检验那

些与我现在正在形容的时代，亦即克里奥米尼斯战争相关的部

分。事实上，如此之检验将相当足以让我们去论断他作品的一

般目的和性质。

例如，因为他的目的是要强调安提柯三世与马其顿人，以

及阿拉托斯与亚该亚人的残酷，他告诉我们说，曼提尼亚人在

落入敌人之手时，蒙受恐怖的苦难，以及降临在阿卡狄亚最古

老及人口最多城市的灾难是如此地骇人，以致惊吓了所有希腊

人，使他们痛哭流涕。他透过故事急于想激起读者的悲悯之心

并引起他们同情时，他用逼真如画的手法描绘女性彼此紧抱一

起、撕扯头发、袒胸露乳，以及男男女女与相伴随行之稚龄幼

童和年迈双亲，被强行俘虏的泪水悲鸣，在每个场合中，设法

在我们眼前重现这些恐怖情景。让我们姑且暂时忽略他处理这

主题的卑劣和怯懦的方式，而来考虑一下历史本身的性质及用

途。历史学家的任务不是要用耸人听闻的描绘来惊吓读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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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该如悲剧诗人一样，去呈现那些或许曾经被说过的演讲，或

是一一罗列正在考量之事件的所有可能结果。他首先及最重要

的任务是去忠实地记录实际上所发生过的以及被说出来的，元

论那些是如何的平常。悲剧与历史的目的绝不相|司，恰好相反。

悲剧诗人透过他的角色将最可能说得通的话语说出，借此来惊

悚或是迷惑他的读者，但是历史学家的任务是要借由他所呈现

之话语及行动的真实性，来教化和说服严肃的学生，但这效果

并非短暂即兴，而是永恒。因此在悲剧这第一种情形下，最高

目标是"可能性" (probabiJ句) ;即使所说的并非真实，其目的

是要欺骗观众;但在第二种情形一一历史一--F则是真相，其

目的是要有利于读者。除了这些考量之外，费拉克司只不过是

叙述他历史里出现的大多数的灾难，却没说出事情何以被做或

是因何而做，所以在没见到如是之分析下，不可能感受到符合

实际状况的悲悯或是愤怒。例如，每个人都认为自由之人受到

殴打令人气愤，但假如有人是因为他先诉诸暴力，因而引起行

动，那他被认为是受到正确的处罚。再者，假如处罚之实施是

为了矫正或纪律的目的，那些殴打所谓自由之人的人，则被认

为是值得赞美以及感激。又或，杀死一位公民被认为是恶中之

恶，因此是种会带来最高25罚的罪行，但是这也是众人所知:
一位杀死窃贼或是通奸者的人，是不用去处罚他，而且杀死叛

徒或懵主之人，在每个国家都会以各种赏赐及殊荣来奖励。所

以我们对于正确或错误的论断，在每种情形中并非在于行动本

身而已，而是由那些执行之人的不同动机及目的来决定。

64 在克里奥米尼斯占领迈加洛波利斯之后的早春时，①他

① 二三二年。迈拥吊波利斯有前一年的秋天时沦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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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聚集部队，但安提柯仍在阿哥斯的冬营过冬。克里奥米尼

斯对部队发表适合当时场合的演讲，然后率领人马入侵阿哥斯

人的领土 o T-I 多人认为这是没必要的冒险，甚至是愚蠢冲动的

一步，因为进入阿哥斯的通道都被坚强地防守着，但对有资格

的观察者而言，这是既安全又明智的举动。克里奥米尼斯发现

对于已将部队送回国，①所以对他而言，很明显将不会有反击

的危险，而且假如他把乡村摧残到靠近城墙时，阿哥斯人必然

对这种景象感到愤怒，怪罪安提柯。假如马其顿国王无法忍受

平民责怪，然后轻易出击，与克里奥米尼斯所率领的部队冒险

一战，当然克里奥米尼斯比较会轻易得胜。另 为面，假如安

提柯持续执行他的计划，按兵不动，那克里奥米尼斯不仅将成

功地恫吓敌人，也鼓舞他自己的部队，在那之后，他如是估算，

他仍可以安全撤退到拉空尼亚。结果这正是所发生之事。当阿

哥斯的乡间地区被破坏摧毁，难民涌入城内.辱骂安提柯。但

是安提柯同时扮演将军以及国王的角色，所以不让任何考量干

扰他，偏离进行战争的理性途径，于是继续采取守势。克里奥

米尼斯则执行破坏乡村的计划，让敌人心生恐惧，提高自己军

队士气，以备即将来临的战斗。最后，他在不受骚扰下回国。

65 早夏之时，回家过冬的马其顿人及5lE该亚人再度回到

岗位，强化安提柯的军队。他率领他们以及盟友前进拉空尼亚。

他的马其顿军队由一万名用于方阵战术的步兵、三千名轻装部

队( peltasts)@ 以及三百名的骑兵组成。除此之外，他尚有→

① 马其顿的部队在冬天时要回国去耕作田地，这是希腊军事生活的正常特

征，恃别是在马其顿。

@ 马其顿机动步兵的精锐部队嘈装配较小型的盾牌，但仍有足够的重型嚣配

章相方阵兵团协同作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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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名的阿古里亚尼亚( Agriania) 人、①一千名高卢人，@人数

共计三千名步兵和三百名骑兵的佣兵分遣队.一支有三千名精

选步兵及三百名骑兵的亚该亚分追队，以及来自迈加洛lJJi利斯

的一千名马其顿装配的步兵，@由科吉达斯率领。盟友的部队

包括彼奥提亚二千名步兵和1二百名骑兵、一千名伊庇鲁斯步兵

及五十名骑兵，相同数量的阿卡那尼亚人和由法洛斯的德米特

里所率领的一干六百名的伊利里亚人。安提柯的部队加起来共

H 二万八干名步兵以及一千两百名骑兵。

克里奥米尼斯预料到了这次入侵，所以以安jjl 驻军、挖壤

沟以及修筑树木做成的栅栏，来堵住通往拉空尼亚的其他通道。

他自己率领由两万人组成的部队，在一个叫塞拉希亚

( Sellasia) 的地点布起阵势，因为他估算这是入侵者最可能选

择的路径，而这正是发生的结果。有两个山丘眺望这条通道，

一名为伊发斯( Ev"，)山丘，另一为奥林匹斯 (Olympu5 )山

丘，而在它们之间是前往斯巴达之路，沿着欧易诺斯 (Oenous)

河而行。克里奥米尼斯同时以壤沟及栅栏加强这两个山丘的防

御。在伊发斯山丘他布置"边居民" (PerkM3CE) ④以及联萃，

① 这部蓓居住在罗多 tt; (Rhodopt:)山且史垂京( Strymon) 河源头附近因他

们的武器是标枪、投石器以且弓箭，所以他们是立多种能力的部队，经常

用于特蜂作战任卦，

@ 或许是束自欧制的芮卢步兵.而非小亚细亚的加拉太( Ga1atia) 地区。

@ 去提柯三世装备了迈加描波利斯人 因为他们失去了所有贤产。他们的武

器~，然生包括 snnssl!. ，二十一尺长的步兵长牙。

④ Pl!rioeci ( "边居民" )原先是拉:;~尼亚山丘且悔岸地带的斯巴ìZ;殖民者，
拥有自由身曲，井J~威斯巴达阶层中第二级市民.在斯巴达公民( Spar

tint t:s) 之下。在所巴达国内只有后者才享有公民权 但是在对外关系上，

边居民亦被视为斯巴达人，也负有持武器捍卫罔辜的责任。在他二二七年

的政变后，克里奥米尼斯创造出一直四千名边居民组血的特别部队，井以

马其顿配备来加以武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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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他的弟弟攸克霄达斯( Eucleidas) 来率领，①而他亲自率领

斯巴达人以及佣兵来控制奥林匹斯山丘。@在河岸平坦处、道

路两侧，他部署骑兵及部分佣兵。当安提柯到达时，他立即了

解阵地的强大以及克里奥米尼斯将不同部队单位安置在地形上

最有利的位置，所以整个布局的外观看起来像是-位训练有素

之战士随时应战之姿。无论就进攻或防守，在准备上皆已不遗

余力，所以斯巴达的布局在同一时间既是准备行动之战线，也

是难以接近之强化背区。

66 安提柯因此反对仓促与敌人交战，强攻阵地。取而代

之的是，他自己在离敌人一小段距离处扎营，前方有苟核勒斯

(Gorgylus) 河保护。他在那里等待数日，利用时间来勘查乡间

地区的特征，以及与自己对峙之敌军部队的性质，他也进行几

次佯攻，来引诱敌人露出底细。但是他未曾发现有弱点或是没

防守之处，因为每一次克里奥米尼斯总是以反击来阻挡他的突

击。所以安提柯放弃这些战术。最后这两位国王同意事情的结

局将以战争来决定。@命运女神捉对厮杀的这两名军事统帅，

确实都极具天赋，并且旗鼓相当。而对部署在伊发斯山丘的敌

人左侧，安提柯安排装配铜盾的马其顿步兵和伊利里亚人，这

两个军队里的单位交互排列，@这一翼是由阿克迈吐斯( Acme

tus) 之子亚历山大以及法洛斯之德米特里领军。在这些人之后

是阿卡那尼亚人和伊庇鲁斯人，以及两千名亚该亚人作为殿后

① 克里奥米尼斯政变的另一项特色是他任命自己兄弟为共同统治的同王。到

目前为止，来曾有两位斯巴达国王是出自同一王室。

(2) 这些斯巴达人构成六千人的方阵兵团;佣兵队伍或许人数的五千名。

③ 比较茧 266。克里奥米尼斯决定一战无疑地是受到消息.，响 十天前他得

知埃旦的军援已经停止。

④ 这比方阵兵团是]I具弹性的组合，可以与罗马的连队( maniplc) 相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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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预备部队。①他的骑兵则面对敌人，由亚历山大率领，由一

千名亚该![人以及相同数量之迈加洛波利斯人支援。安提柯决

定自己亲率佣兵以及其他马其顿军队，来对付克里奥米尼斯在

奥林匹斯 11J 丘的阵地。佣兵部署在前，之后则是排成两倍厚度

方阵的马其顿步兵，两个单位之间没有间隙; <ll f'也被迫采取这

种布局，是因为他前方通道狭窄。大家约定好，伊利里亚人一

且看到l从奥林匹斯山丘方向有亚麻布旗挥动时，立即仰攻伊发

斯山丘，开启战事。他们已经在前夜晚于苟核勒斯河的伊发斯

山坡脚下，攻下一席之地。@迈加洛波利斯人以及骑兵的开战

信号是红旗，将由国王高举。

67 当攻击时刻来 l临，伊利里亚人接到信号，军官将话传

下.交代各尽其职，那时所有的伊利里亚人立即在敌人眼前出

现，在山丘发动攻击。在这时候，部署在山谷里支持斯巴达骑

兵的轻装佣兵，注意到亚该亚人的后面没有任何其他部队掩护，

于是他们立即从后方进行冲铸。行动威胁整个安提柯的右翼，

这一翼的人马正面对上方的攸克雷达斯部队，准备仰攻伊发斯

山丘，但是却有佣兵从他们后方和下方攻击。就在这紧急时刻，

迈加洛波利斯的菲洛波义曼看清正发生何事以及将可能发生之

事。刚开始时，他设法向资深军官指出危险，但因为当时他仍

① 亚该亚人在阿卡那尼亚人之后串成第二条战线!显然盐用辈在左翼仰在山

E 时，填补右翼E巾问部队间的空隙。

⑨ 这如数一万人的方阵兵团通由厚度是十六排深:在此方阵兵团的宽匪耻

半，而厚度加厚到三才二排。

@ 植m比阿根一致地扭略阿卡那尼亚人在行动中所骨荫的角色，但是根据#

鲁塔克的陈述。他们必然合刊伊利里亚人一起组告，参与仰攻山丘的行

动。这些部队躲藏在向床.而且数jft Ji!.悟到从侧边包操斯巴达的左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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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当年轻，①未曾有指挥的经验，所以没人理会他。最后他号

召同胞聚集身边，勇敢向斯巴达骑兵冲刺。他的行动立即转移

了注意力。原来在攻击向伊发斯山斤-仰攻的部队的后方佣兵，

在听到混乱的声音时，见到他们的骑兵已经交战，所以立即中

断原来的行动，跑回原先的位置去支援骑兵。在同一时间伊利

里亚人、马其顿人以及其他的攻击部队，发现已经摆脱来自后

方的攻击，无后顾之忧.所以重新鼓起勇气，再度冲向敌人。

之后我们很清楚看出，正是菲洛波义曼的行动成为成功攻下攸

克雷达斯阵地的主因。

68 故事这么说 在战争后，一向喜欢开骑兵指挥官亚历

山大玩笑的安提柯问他说:何以他在信号发出前，下令攻击。

亚历山大否认这指控，回说这攻击是由一位来自迈加洛波利斯

的男孩下达的，这违反他的命令。因王的回应是这男孩掌握局

势，行动像个优秀的将军;反倒是亚历山大所谓的将军，却是
• 

行动如男孩。

无论如何，攸克雷达斯的部队在看到敌人向他们逼进时，

放弃他们强大阵地的优点。他们所该做的是，在敌人仍在山坡

下方时，立即发动冲刺。用这方式必然可以打破他们的队形，

让他们陷入混乱，在那时之后他们可以再逐步缓慢撤退，安全

地重回到较高处的阵地。假如他们从一开始便先声夺人，从敌

人处夺走伊利里亚人因为武装及密集队形所拥有的优势，他们

必然可以因为在山丘所占有的优势地形，轻易驱走他们。然而，

实际上是他们的行为就像是已经胜券在握，所以做出恰恰相反

之事，亦即，攸克雷达斯的部队停留在原先丘顶的阵地，目标

① 菲恪披且量将成为亚该亚同盟中最为杰出的将领主 。在这时候他年三 1-

-，在亚历山大屠下的亚该亚骑兵服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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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成敌人在山丘尽可能高的地方时，才和敌人交战，当敌人被

击退时，敌人要逃跑的路途必将更长，必会经过陡峭及险峻的

地形。但如可能被预料到的 相反的情形恰好发生。斯巳达人

没留给自己后退的空间.而在他们而临精神相对饱满以及秩序

良好的马其顿人冲刺时，他们发现自己落入不利状况中，但必

须局限在沿着山脊而战。从此时开始，斯巳达人每次都由于敌

军武装以及紧密队形所具有的冲力，而被迫退让，伊利里亚人

则立即占领他们之前曾据有的地方。攸克雷达斯的人马每退一

步，他们就会往更低的地方挤去，因为他们没有预留可供撤退

的空间，重组队型。结局并没有耽搁许久，他们便被迫转向，

开始撤军。因为撤退距离相当长，而且要经过困难以及崎岖的

地形，导致灾难式的结局。①

69 同时，骑兵的军事行动也刚好有了结局，在此菲洛波

义曼以及亚该亚的骑兵贡献杰出。菲洛波义曼的马匹在他骑乘

时被杀，那时他继续徒步战斗.并被锐利地一刺，两腿同时贯

穿，伤势严重。同时，两位国王的军队在奥林匹斯山丘附近交

战， f(rï这里的战争是以他们的轻装步兵与佣兵的冲突开始，双

方各有五千人。有些战斗发生在单位与单位之间，其他则是沿

着战线发展，双方都英勇奋战，而且因为战斗发生在两位国王

以及对战的军队眼前，因此单位及个别敌对者相互竞赛来表现

勇气.战斗益加激烈。最后克里奥米尼斯看见他兄弟的部队溃

败，而且他在低地的骑兵也即将后退。他担心自己会同时遭受

多方攻击，所以被迫取下部分保护栅栏，率领自己的全部军队

在他防御工事的一侧排成→列。在这时，两军统帅命令吹起号

① 如经常所见，披里比阿在此引进一个戏剧性反讽的住脚 这是当初J攸克雷

达斯为敌人所设计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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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下令轻装部队撤离两军之间，那时童装方阵兵团叫起战吼，

将长矛往前对齐平举，正面对撞。激烈一战接踵而来。在某点

马其顿方阵被迫让步，在斯巴达人坚决的攻击之下后退相当的

距离，但在另一点马其顿方阵的极大冲力强迫他们的敌手后退。

最后安提柯命令长枪手以密集队形聚集，利用加倍厚度的特殊

阵式所具有的优点，进行冲刺，最后将斯巴达人从他们的阵地

驱离。整个斯巴达的军队溃败，部队在逃跑时被砍倒，克里奥

米尼斯则在一小队骑兵周围保护之下，安全抵达斯巴达。①后

来在夜晚来临时，他南下盖提姆( Gylhium) .之前在那里已准

备多时，假如有必要时，让他借海路逃离，与他的朋友一起航

向亚历山大。

70. 安提柯三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成为斯巴达的主人后，

即以慷慨及人性的方式对待斯巴达人。他恢复传统政体，@几天

之后率军离去，因为他接到消息，伊利里亚人已经入侵马其顿，

正在蹂躏国家。命运女神经常以一种武断的方式来决定人间最大

的事件。在这例子中，假如克里奥米尼斯将战争拖延几天，或甚

至在回到斯巴达时，再等待几天，利用局势变化，他必然可以挽

闭他的王位。

但事实是安提柯三世前进到提基亚时，他同样在那里恢复

传统的政体，两天之后，他抵达阿哥斯，当时正值庆祝尼米亚

① 当最后突破到束时.呈现一边倒的现章，因为安提柯三世的重装武兵密组

到相当不寻常的程度。双重方阵 (double plullanx) 将一万人集中在只有三

百码的正面。根据普鲁塔克的陈述，除了两百人主抖，组成方阵的所有斯

巴达公民.皆战政沙场。这种斯巴达部队遭量居革与国王逃离战场的反差

对比，与斯巴达传统如此描楠不入.这是波里比阿故盘为主的。

@ 圭提桐三世恢复监政官且废除克里奥米尼斯的"某克格斯式"改革计划。

就这意义而言，他是将时悻住后拨回到贵族政治，而非鼓励民主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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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emea) 庆典竞赛。在那里他获得亚该亚联邦以及个别国家各

式各样的荣耀以及勋功，让他名声永垂不朽。之后他匆忙回到

马其顿，在那里发现伊利里亚人入侵。他强迫双方进行激战.

并且得到胜利，但当他在鼓励战争中的部队时，用力过度，口

吐鲜恤，陷入垂死致命的昏迷之中，而吐血正是其征兆之一。

之后很快死去。他为所有希腊人激发希望，不仅因为他在战场

上为他们所作的贡献，更是因为他崇高的原则以及行事的标准。

他在马其顿王位的继任者是菲利普五世，德米特里二世之子。①

71 何以我会如此详尽地书写克里奥米尼斯战争，我欠读

者一个解释。这段历史时期是紧邻我主要历史主题之前.我因

此认为对马其顿人及希腊人那时候的关系进行描述，将会是有

用的，而的确我作品的原先计划也需要我如此去做。我现在所

正提及之时代的同时， ZJj，见 ìîE ..造福者"托勒密三世( Ptolemy 

Euergetes) 生病过|盐，由绰号"爱父亲" ( Philopalor )的托制J

密四世继任。@绰号"美好胜利者.， ( Callinicus) 或"蓄胡"

(Pogon) 的塞琉西二世之子，塞琉西三世，亦在此时过|址，@

由他的弟弟安条克三世@继任叙利亚王位。相同情形发生在安

提柯三世、托勒密三世以及塞琉西三世身上。正如三位亚历iJl

大大帝的最初继任者，亦即他们的过世都落在同一个奥林匹亚

年之中，在前者是第一百二十四，后者则为第一百三卡九。

① 菲利菁五世，德米特l11二世之于，出生于二三八年，十七岁时 ~IJ 1û. 0 

② 托勒密三世，以"造榈者一 l址" (EuerJ!;etes 1) 为人所知，在二四六亘二二

年时统治，"蛊父亲"托勒曹四世.iÁ二二一到二0 四年在位。

@ 墓琉西三世，·拯救者 ( Soter) ，在二二七至二二三年统治，他在军营 !H

被暗杀身亡。

@ 安岳克三世，以"大帝'之名为人所知，在二二三至一八七年统治，后束

在这部《历史}里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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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已经完成我历史作品的介绍或引论。在其中我首先显示

罗马人在何时、如何以及为何首度涉足国外事务.挑战迦太基

对海洋的控制。其次，我已经描绘希腊、马其顿以及迦太基在

那时的状况。我已经根据我的目的抵达那一点:希腊人在"同

盟战争"，罗马人在汉尼拔战争，以及亚洲国王在争夺空叙利

亚 (CoeJe Syria) 的战争的前夕。我以上所描写事件的结束，

正是紧邻这些战争的开始，所以直到此时，主导事件的三位国

王陆续死亡，可以算是本书适当的终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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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论

l 我在第二书中解释，将以在希腊发生的同盟战争、汉尼

拔战争以及为争夺空叙利亚的战争.作为起点。∞在同书中我

也陈述理由，解释我何以会将前二书用来审视这些事件之前的

时代。现在我要对这些战争、它们的缘由以及何以会以如此宏

大规模来进行的理由，做出完整的陈述，但是首先对于整部作

品，我必须说一些话。

我现在所处理的题目，亦即所有已知l世界的各部分如何、

何时以及何以会落入罗马的主宰之下，应该被视为有单一行动

和单一场景，有可被指认出之起点、可确定之过程以及公认之

终点。@我提议在此对这过程做个序言，简短地审视其中臼始

至终的主要阶段，因为我相信用此方式最能传达给历史研究者

我对计划的明确概念。对整体有初步掌握会对我们了解细节大

有助益，而同时，对于细节有预先的认识，能协助我们去了解

整体。基于如此信念一一将这两种取向相结合的初步审视是最

① "空叙利亚"这名同所指的是起于事巳撒且相x.t的草草巴撒( AntÎ-Lcba 

non) 同道山脉间.经由利塔尼( l.i tall i ) Lll菁、约旦、死酶，直到今日的

阿克巴( Aqaba) 且红海的挟长凹陷之地，过后辈与膊尼革的土地相关联，

所以包括了介于西里西亚( Cilicîa) 与埃且之间的整个区墟。

'" (历史〉在此使用EE里士""德对一部"戏剧。作品所何具有之完整性的学

说巾曾使用过的关键术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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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预备一一所以我将以这原则来安排本作品的简洁导论。我已

经解释了主题的大致范围以及限制。至于其中所涉的个别事件，

将以上述之战争开始.以马其顿王国被消灭为止。我所选定之

时代自始至终，共计五十三年之久，这比过去历史中大致相同

长度的年代里，包括了更多数量的战争。在叙述这些时，我将

始于第一百四十个奥林匹亚年，并以如下顺序来安排我的叙述。

2. 首先，我将指出上面所提，罗马与迦太基之间战争的源

由，也就是众人皆知的汉尼拔战争，并叙述迦太基人如何进攻

意大利，打破罗马对整个国家的主宰，导致罗马为图自己的存

亡安危，以及保布祖国领土，而陷落到极大恐慌之中，及汉尼

拨出人意表地胸怀攻占罗马的雄心壮志。

接下来我要设法解释，在同时期马其顿的菲利普五世在结

束与伊托利亚人的战争，安顿希腊事务之后，何以会构想出与

迦太基结盟的讨划。①然后我会描绘安条克三世和"爱父亲"

托利J密四世如何发生争执，敌后诉诸战争来争夺空叙利亚，还

有罗德岛人民与比提尼亚统治者普鲁席亚斯一世 (Prusias) 联

手向拜占庭人宣战，强迫他们停止对航行前往黑海之船只征收

通行费。

在此处，我将会中断叙述，来介绍罗马政体。然后延续这

研究，我会叙述此一宪政的特殊性质不仅使罗马恢复统治意大

利及西西里，也对占领囚班牙、光复阿尔卑斯山这边的高卢，

最后成功结束与迦太基人的战争，和达成称霸全世界，皆贡献

极大。

再接下来，我将再引进一个离题的叙述，叙述叙拉古之希

①见页 389 至 390 。



第三书 I 271 

洛二世权力的瓦解，从这里我将会过渡到发生于埃及的动乱。

此处我会报道在托勒密三世过世后，安条克与马其顿的菲利普

决定瓜分托勒密幼龄继任者领土的协议，而且我将会叙述在这

过程中菲利普着手兼并埃及、萨摩斯及卡里亚( Caria) 地区，

而安条克要占领空叙利亚及陈尼基，这些不公不义的行为。

3 我计划的下个阶段将完整交代罗马人与迦太基人在西班

牙、非洲以及西西里的交战，然后依据那时候事情发生的形态，

转移我叙述的场景，全心集中到希腊及邻近地区。在那里我会

报道帕加马阿塔罗斯王朝和罗德岛人对马其顿菲利普发动的海

战，然后处理菲利普与罗马人的战争，①叙述这何以发生以及

结果为何。从这点我将转到伊托利亚人所怀之怨恨冤屈，以及

因这缘故他们从亚洲召唤安条克的协助，因此点燃亚洲与亚该

亚人及罗马人的战争。然后在解释这战争的原因以及安条克如

何渡海进入欧洲后的发展时.我首先会叙述他如何被驱离希腊，

接着是他在战争中失败后，被迫放弃整个陶鲁斯 (Taurus) 山

脉以外的所有亚洲领土，然后是，罗马人在压制加拉太( Gala 

tia) 高卢部落的侵略后，罗马人如何在亚洲建立无人质疑的统

治.以及让所有在陶鲁斯山以西的居民免于野蛮人略侵的恐惧.

压制高卢人无法无天的行为。

在这之后.我将引领读者去注意伊托利亚和克法利尼亚

( Cephalennia) 人所遭遇之不幸，并触及 l砍迈尼斯( Eumenes) 

二世针对普鲁席亚斯→世和高卢人，以及阿里亚拉提斯四世

(Ariarathes) 和帕尔那凯斯一世( Pharnaces )彼此间所发动的

战争，我也要描述伯罗奔尼撒半岛的统一以及安定，叙述罗德

① 第二吹马其顿战争.公元前二003\一九七年。



2721 雪岛帝国的崛起

岛这岛国的成长。最后我将会以"神显灵"安条克四世( Anti

ochus Epiphanes) 出兵埃及，罗马人和佩尔修斯之间的战争，

以及马其顿之灭亡，作为我整个叙事的结论。所有这些事件是

要用来说明，罗马人在危机出现时如何处理，因此建立他们对

全世界的统治。

4. 如果只以成败为依据，来适当判断究竟哪些国家及个人

值得赞美或责难，我应该就此打住，对我的叙述以及所有的历

史研究，以对这些刚提及之事件做一陈述，下定结论，而这其

实正是我原先的意图。这五十三年的时段是以此告终，而罗马

势力的成长及崛起在那时已经完成。①在那时已经众所公认，

整个世界必须接受罗马的权威，服从它的命令。但是若只根据

战争结果来对胜利者及失败者所下论断，可能不会是最后的论

断.因为看起来像是最惊人的胜利，假如没有适当使用的话，

铺天盖地的灾难也会接踵而来，但反过来说，假如能勇敢地承

受最可怕的灾祸，实际上会转而有利于那原先受害的人。我因

此深感有必要在我刚提及的陈述之外，再加上征服者在肥|利后

所进行的政策，他们如何执行世界新权，以及其他人对他们的

主宰者有何x!\l感和评断。除此之外，我也必须形容相关之不同

民族里，于公于私，所具有的驱动力量以及最主要关切之事。

以这种方式我们同时代之人可以看清:罗马的统治究竟是否受

欢迎，抑或要不计代价来加以避免，以及未来世代会如何判断，

究竟是要赞美崇拜它或是定罪谴责它。我的作品特别是在这方

面，对现在以及对未来皆会被认为是有用的书。因为无论是统

治者，或是论断他们的史学家，皆不可视征服行为本身，或使

① 这其实一点都非实情，但是班里比阿完全接受!Il'马势力在一六七年后已经

完全停止扩张这样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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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人屈服于自己权威下，是政策的唯一目的，正如有识之人不

会只为了要打倒他的对手而进行战争，抑或不会只为了跨海而

行，因此飘洋过海。事实上，不会有人致力于工匠技艺只不过

为了学习，而是每个人进行这些活动时，是为了从中获得愉悦、

荣耀或是利益。

因此本书最后的成就将会是去确认每个民族在被征服，进

人罗马统治之下，直到之后所发生之普遍动乱及剧变那段时间，

他们的处境究竟如何。因为这些后来事件的重要性以及不可预

测的性质，以及特别是因为我不仅亲身见ìiE大多数这些事件，

并且参与其中一些，甚至还主导另一些其他事件，我因此说服

自己将它们写下，让这些陈述成为几乎是另一部新历史作品的

起点。①

5 这时期的动乱包括了罗马人对凯尔特-伊比利亚人

(Celtiherians) 人以及瓦凯伊 (Vaccaei) 人的战争，@迦太基人

对利比亚国王马西尼沙的战争，以及帕加马阿塔罗斯( Attalus) 

二世对比提尼亚之普鲁席亚斯一世在亚洲的战争。与此同时，

① 披里比阿原先计划他的历史告涵盟五十三年(二二0 至 六七年) .但他

在之前的章节中碎论说，时征服者以且桂征服者要做出适当的由断，只有

在时他们之后的虫草及行为加以研究才能做成。因此他决定将他的历史延

伸到至少一四六年。这引起一些问题 关于世 m 比阿何时做出这一决定，

他幢改后计划的范围为何，以且在何种程度上这舍渺且对之前完成立诸书

的情改。我们所拥有的证据显示出 植里比间是在一四大年之后才构想出

他的新计划，而这部分是由于他希望记最下来他自己在其中曾扮演过相当

分盟角色的事件。这些包括，例如，他在第三在布阳战争出现在迦太基城

(三 1-一且三十六两书) ，还有他#与亚该亚事件业生后的安排。

@ 这些战争并没有如植且比阿所提及之顺序芷生。凯如特-伊比利亚战争是

一五三至五 年.第三k布睦战争始于一五一年.阿里亚拉提斯五世

( Arillmthes) 在一五八年融驱离，在一五六年E位 阿塔罗斯刺骨鲁席亚

斯的战争且 五六年延续到一直四勾，德米特里从 六二年到-110年统

治叙利亚，希腊流jj(者囚归祖国是在一五一年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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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洛福尼斯( Orophernes) 借由叙利亚国王德米特里一世之助，

将卡帕多西亚国王阿里亚拉提斯四世( Ariarathes) 逐离国家，

但后者因阿塔罗斯王朝协助而复国，取回王位;之后塞琉西四

世之子德米特里一世，在叙利亚掌权十二年，当时其他国王联

手对付他，他不仅因此失去王位，也失去性命。①在这最后一

件事不久前，罗马人澄清那些在对佩尔修斯战争中，被指控涉

及阴谋而蒙受毁谤之人，允许这些流亡者返回家乡。@

在不久之后，@罗马人将武力指向迦太慕。原先他们的意

图是要将这城市移往他处，但后来决心要将其彻底摧毁。我会

在适当时候交代个中缘由。与此同时，马其顿人放弃他们与罗

马人的友好协定，斯巴达人则退出亚该亚同盟，而这些事件导

致那最后笼罩全希腊之灾难的开始与结束。

这便是我作品的大致计划。它的完成必须依赖究竟命运女

神能否恩赐我足够的寿命。但是即使共同于人类的命运降临我

身，我相信我的主题不会因为缺乏有能力延续的人而凋零萎缩;

将会有许多人承诺来延续这个工作，完成预定的结论。

所以我既然已经对最重要之事件提供摘要，给予读者对整

个作品的印象以及内容细节，现在该是我重新恢复原先计划，

并回到作品要开始的那个时候。

第二次布匿战争

6 一些记录汉尼拔及他时代的历史，以及设法指认出罗马

① 他与一位囱阿塔罗斯且托勒带所支持之情位者亚历山大·巴拉斯( Alexan 
r1er Balas) 交战后阵t:.

@ 这些是一千名自从皮得纳 (Py<lna) 战桂(-大八年)后，幢拘罔在意大

利，没有萤到任何审判的亚该亚牢存者。

@ 第三位布匪战争是且 四JL年延续到一四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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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布院战争发生原因的史学家，提及其发生的第一原因，是因

为迦太2基幸人包囤萨贡托(何5a吨gun山tu川1

过埃布罗河，违反他们与罗马人的条约。我可以认可这些事件

或许可以被形容为战争之"起始"，但是决无法同意这些事件

构成其"原因"。若依据相同类比，我们会有理由说亚历山大

大帝渡海进入亚洲是他对波斯作战的原因，以及"大帝"安条

克三世 (Anliochus the Great) 在迪米特利亚斯( Demetrias )港

一地登陆是他对罗马作战的原因，但这两个说法不正确，甚至

不合道理。{可以有人会认为这些行动是相关战争之原因?因为

就远征波斯的战争而言，有许多计划以及准备都是由亚历山大

进行咽甚至有一些是在他父亲菲利普二世生前时就已进行;而

且对罗马人来说，战争在安条克三111:来临之前，伊托利亚人已

经进行。如此理论是由那些无法掌握"起始" "原因"以及

"借口"之间区隔(逞论其重要性)的人所提出，因此忽略这

事实:原因是在一连串事件中最为优先的，而起始则是最后的。

我将会使用"起始"这个词来指涉最先将已经决定之计划付诸

实现的动作;而"原因"是指涉那些事先影响我们目的及决定

的事件，亦即我们对事情的概念、我们的心态、我们对它们的

评估，以及整个我们赖以做出决定和承诺的整个思虑推理过程。

这些因素的性质可以由上面所引用的例证消楚地看出。任

何人对波斯战争的真正原因以及起源都可以轻易辨识。这些原

因中最先发生的是希腊人佣兵在包讶:芬 (Xenophon) 领导下①

安全撤离波斯帝国亚洲内陆的行省( U pper Satrapies) ，在这支

军队行进中，他们横越整个亚洲，经常穿过敌人领土，但没有

① 这是著名的从植斯撤退的"万名战士.， (T p. n Thous lIlIJ) 在色诺耳的( i" 
征记) (Anaba.s is) 中有所描述。这件事发生在四0-3':四 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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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蛮人敢去挡下他们的路线。其次，斯巴达国王阿格西劳斯

( Agesilaus) 入侵亚洲，他在整个过程的任何战役中，都没遇到

侃得一挺的反对力量，而只因为希腊本土发生困难，他才被迫

返国，因此没有达成他原来的目的。①这些事件使菲利普二世

相信，波斯人在与他自己及马其顿军队的军事效率相较，是懦

弱以及懒散的:这些事件也打开了他的眼界，看到从战争中所

能够获得奖赏的规模如此精彩。于是在他得到希腊人对他远征

计划的公开支持后，他立即找了一个适当的借口 他迫切希望

报复波斯人曾经加诸希腊的伤害行径，之后他随即决定发动战

争，并为这目的进行所有需要的准备。我们因此必须认为第一

组的因素为对波斯战争的"原因"，第二组为"借口"，而亚历

山大之渡海进入亚洲为"起始"。

7 依相同之法，很明显地，安条克三世与罗马人之间的战

争是因为伊托利亚人感受到的愤怒·他们认为在对付菲利普五

世的战争中，在许多方面被罗马人轻视。所以他们不仅邀请安

条克前来希腊，而且因为当时这事件在心中所引起的愤恨，随

时愿意做出并忍受任何事情。而战争的借口是所谓的解放希腊，

这是伊托利亚人在与安条克逐~造访各城邦时，所声明的主张，

但其实这完全违背理性与真相。最后，战争的起始则是安条克

登陆迪米特利亚斯。

我对这议题多所着墨的目的，不只是为了批评之前的作家，

而更是为了让有志历史的学生走上正途。医生若不知道身体某

些状况的原因，便无法协助病患，政客若无法掌握每件事是如

① 在三丸太年，阿植面劳斯入侵小亚细亚，在长达两年时间中与拉斯帝国西

部行省的且骨交战。他在一个囱底比斯、雅典、科林斯且阿哥斯所组成的

联盟向斯巴达宣战时，被征召返国应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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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何以和依据何种过程发展，便无法协助其公民同胞。前者

儿乎不可能为身体设想出适当的治疗，而后者则无法应付突发

的状况，除非他拥有如我对每件发生之事所描述的知识。因此

没有其他事情更需要我们关注或更需要小心去搜寻出每件事情

的原因，因为最重大的结果经常源自细微之处，而正是这最初

之念头和决定最容易去进行修正。

8. 罗马史学家费边·匹克拖认为，除了加诸萨贡托人的伤

害外，战争的原因之一是哈斯德鲁巴野心勃勃以及爱好权力。

他陈述说，哈斯德鲁巳在西班牙取得重要的统帅权后，返抵非

洲，设法解散迦太基政体，将政府改为王政。然而其他政治领

袖预料到他的计划，团结起来反对他，哈斯德鲁巴那时怀疑他

们的意图，所以离开非洲。从那时起，他便依一己之意来统领

西班牙，不理会迦太基的元老院。汉尼拔从小时候，就接受并

且崇拜哈斯德鲁巴的原则及政策，所以在他继任哈斯德鲁巳的

西班牙统帅权时，他也以相同方式来处理事务。于是根据费边

的说法，汉尼拔是自己违背迦太基的意见，主动向罗马发动战

争;迦太基领导阶层中元人支持他对萨贡托的行动。'1N边又接

着说，在城市沦陷之后，罗马提出要求，迦太基人或者交出汉

尼拔，或者接受战争。现在假设这位作家被问到如下的问题

迦太基人能否有更好的机会去得到他们所想要的?或是，除了

答应罗马人要求外，他们如何能做出既符合正义，且同时又符

合自身利益的决定?根据费边自己的证据，他们从一开始便不

认同汉尼拔的行为。迦太基人只要交出犯下这行为的人，不仅

是以合理的借口除掉国家共同的敌人，而且无需背负亲自动手

的恶名，还能够确保他们领土的安全，停止即将发生的战争，

并让罗马人满意:所有这些都可以仅凭通过一个决议就可达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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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11是的问题当然是无法回答的。因为迦太基人非但没有做这任

何其中一件，他们还根据汉尼拔的政策，持续进行战争达十七

年，而且他们从没有放弃这次的斗争， ldI到最后在可能成功的

希望都试过，但都失败后，使他们自己的城邦以及人员陷入立

即毁灭的危险之中。

9. 或许有人会问，我何以提及费边以及他的理论?这当然

并非出于担心有读者或许会认为这理论说得过去，所以接受:

这理论内在的不可能性，对任何研究它的人都昭然若揭，无须

由我来评论。我真正的关切是要提醒那些或许去阅读该书的人，

不可被作者姓名所具有的权威性所误导，而是要去关注事实。

因为有些人老是停留在作者人格上打转，而非其所写作品。他

们会顾及费边乃汉尼拔同时代之人，且为元老院一员这事实，

于是立即相信他所写每件事是必然可信。我个人的意见是我们

固然不可对其权威等闲视之，但同样地也不可视为定论，以及

在大多数的情形下，读者应该以参照事实，来测试他的主张是

、否正确。

但我必须回到罗马及迦太基之间的战争，这次的离题叙述

已经将我远远带离。战争的第一个原因，我们必须认知到，是

汉尼拔父亲哈密尔卡(姓氏巴卡)的愤怒。①他的气慨未曾被

西西里战辜的结局所打倒:他似乎一直维持在他驻扎于艾瑞克

斯的部队时，洋溢在全身的那股勇武气慨;在迦太基舰队于艾

基尔特斯群岛被歼灭后，@他迫于局势才同意和平，所以未曾

① 这理论变成世接受为F马的传统说法，但是井不能解悻咕哥姐卡在这相关

一段期间嘈井没有任何时罗马歇靠行为的记最，也没有他允许迦太基舰队

在这两位战争中退化到危险的状态。

@ 见页 19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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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决心上有任何削弱，反而随时等待时机反击。若非战后的佣

兵叛乱，他就其能力之所及，必然会很快地去寻找其他场合，

创造资源，重启战争。但如l事件后来发展，他完全忙碌于镇压

那时的佣兵动乱，必须将全力投注在那些事情上。

10 迦太基人镇压住叛乱后，罗马人宣布要对他们宣战的

意图。刚开始迦太基愿意在所有点上协商，相信道理是在他们

那边，他们国家的利益仅凭目的的正当性，便会胜出。这题目

已经在本作品稍早的书中提及.读者必须加以参考来了解我现

在所说，以及接下来要发生之事。①

然而因为罗马人拒绝讨论，所以迦太基人别无选择，只能

屈于情势，他们对这种不公不义深恶痛绝，却又元能为力，所

以他们撤离撒丁，并且同意在原来要求赔偿的金额外，再另外

支付一千两百泰伦，@以免当时就要而 If前战争。我们在此得到

了这次战争第二个及最重要的原因。对哈密尔卡而言，最近这

次不公不义所激起的愤怒，让所有国人亦同感愤慨，再加上原

来的积怨。所以就在他镇压 Ðtl 兵之乱，确保国家安全后，他立

即将所有的精力投注到征服西班牙，目的是要利用这些新的资

源，来准备对罗马的战争。迦太基人在西班牙的开发成功，必

须被认为是第三个原因，因为正是他们在实力七增长所带来的

保证，促使他们有信心进行新的战争。

要提出哈密尔卡在导致第二次布医战争中，扮演重要角色

的相关证据，相当容易，尽管他在战事爆发前卡年已经过世，

① 实际上只有在贾 296 时有简短触旦。

② 约三一0三二千克。 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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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以下故事将足以来确定这些辩论。①

11 汉尼拔最后败于罗马人之手后，离开祖国，停留在国

王安条克三世的宫廷里。在那时候，罗马人已经知晓伊托利亚

人的计划，派遣使节到安条克那里，耍弄清楚国王可能采取的

政策。罗马人见到国王礼遇伊托利亚人，似乎倾向于和罗马人

作战，于是他们刻意表现出对汉尼拔的友好及关照，希望借此

在国王心中留下对他的疑心，而这其实正是他们所得到的结果。

时间越久，国王益发不信赖汉尼拔，然后两人相见，坦白讨论

彼此间越来越不信任的时刻来临。在对话中，汉尼拨彻底地为

自己辩护，然后当最后再也无法再提出更多辩论时，他说了如

下的故事。

当他父亲准备率领军队远征西班牙时，汉尼拔约九岁，站

在他父亲准备向宙斯神献祭的祭坛旁。占卡的征兆呈现吉祥，

哈密尔卡倾倒祭酒献神，执行一贯的礼仪，之后他下令所有出

现在祭祀场合的人，往后退离祭坛。他叫汉尼拔靠近，很亲切

地问他是否希望随军远征。汉尼拔喜出望外，然后像个小孩子

一样，恳求前去。他父亲握着他的手，引领他到祭坛，命令他

将手放在牲品上，发誓他绝不会成为罗马人的朋友。

他那时让安条克印象十分深刻，而既然国王知道这些事实，

所以只要国玉的政策是要与罗马人为敌时，便可以毫无疑问地

信赖汉尼拔，认定他是最全心全意的支持者。但假如国王和罗

马人妥协或订立和约的话，那国玉不需等待风闻任何对这迦太

基人的诋毁，而应该立即不要再信赖他，反而要提防他，因为

汉尼拔会倾其所有来伤害罗马人。

① 这故事井没有提供任何证据来证明暗暗 ~F卡的作战计划，而只不过是汉尼

拔对)jl1马λ仇恨的这一事实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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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当安条克听了这故事，他相信汉尼拔是真诚地在表达

真正感受，所以完全搁置之前的怀疑。就我们而言，我们应该

认为这是哈密尔卡对罗马向来所具有的敌意以及态度，而这一

点确实也被这些事实所肯定:他成功地给自己女婿哈斯德鲁巴

以及儿子汉尼拔灌输了对罗马那种元人可比的仇恨。哈斯德鲁

巳这些意图在可以得到明百l 之前，便己去世，但事件的发展给

汉尼拨机会去清楚地证明这种他从父亲那里继承而来的仇恨。

因为这缘故，政治家要确认他们了解何以宿敌会和解，或新友

谊会形成的真正理由，至为重要。他们必须观察当人们愿意妥

协和解释是因为迫于情势，还是因为士气土崩瓦解之故。就前

者的例子而言，他们必须思考，如此之人不过是在等待有利时

机，于是要对他们多加警戒:然而对于后者的情形，他们必须

视其为真正的朋友以及臣服之子民，在情势有记i35时，无须迟

疑地去要求他们提供服务。所以我们现在或许可以宽布汉尼拔

战争发生的"原因"是那些我已经陈述的。至于其"起始"则

如下。

13_ 如l我所述，迦太基人对在争夺西西里所遭受到的挫败

感到深恶痛绝，更进一步被撤丁事件，以及最后被迫要支付增

额的赔偿所激怒。于是在他们征服大部分的西班牙后，他们急

于抓住出现在眼前的机会，来对罗马进行报复。哈斯德鲁巴，

这位继承哈密尔卡、被全军托付西班牙最高统帅权的人过世后，

最初迦太基本土在等待在西班牙的军队会如何囚应。稍后当军

队同心拥戴汉尼拔为统帅的消息传来，他们便匆忙召开人民大

会，一致同意军队的决定。汉尼拔在接收统帅权后，立即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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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服被称为欧凯兹( Olcades) 的部落。①他抵达这部落最重要

的城镇阿帖以亚( Althaea) ，就地扎营，并且在一连串让敌人

深为惊吓的积极攻击下，迅速占领该地，结果部落其他人都饱

受威胁，所以向迦太基人臣服。汉尼拔对各城镇征收贡赋，取

得一大笔钱后，他撤退到新迦太基 (New Carthage) 过冬。他

很慷慨地对待他的部队，立即给予丰厚的稿赏，并承诺之后会

有更多的奖励;用这方法他建立大家对他极大的善意，也鼓舞

他们对未来有很高的期望。

14，在接下来的夏天，@他再度出发，对瓦凯伊部落③进行

攻击，在第一次行动中占领荷曼迪卡 (Hermandica) 。然而阿伯

卡拉( Arbocala) 是座大城，且因为规模以及人民的勇敢，他

被迫采取围攻。在经过许多困难之后，他才得以急攻取下。后

来在返程中，他突然身陷很大的危机。卡佩塔尼人( Carpet

ani)④是邻近地区最强大的部落，他们团结起来攻击他，并有

邻近其他部落加入。这是在欧凯兹之流亡者煽动，加上逃离荷

曼迪卡之人推波助澜下促成。@假如迦太基人被迫要面对这些

联合的军队，在战场上一决雌雄，那他们必定失败。但事实是

汉尼拔结合技巧与谨慎，调头撤军，直到他使自己与敌人沿着

塔古斯 (ragus) 河，隔河对峙。在那里他停下来阻止敌人渡

河，同时利用河川障碍以及为数约四十头的战象部队优势，进

① 这是居住在现在称为拉-曼查(La Mancha) 地区的部菇。

曲二二0年。

@ 居住在址w (Oouro) 河中游，且1萌( Leon) 且旧卡司提尔( Cnstile) 王

国同边界的部辖。

@他们居住在增古斯洞以北山区之中，现今的西耶拉·迪·杜达拉玛 (5‘，r"

di DuardalTllml'l)。

⑤ 现今之撒拉曼加( Salamanc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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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布阵噜结果整个军事行动如他所算计地发展。当野蛮人设法

在不同点强渡河} I[ ，大多数离开河流的挣扎登岸者，立即被沿

着河岸攻击的战象所歼灭。许多人也在河流中被骑兵队砍倒，

因为马匹在水流中比较能保持立足点的平衡，而且骑兵对他们

所攻击之步兵有高度上的优势。最后汉尼拔转守为攻，渡过河

流，攻击野蛮人，驱离 支约十万人的大军。在这次挫败后，

在埃布罗河以南的其他部落，除了萨贡托人外，不再敢贸然挑

战迦太基。就他自己而言，汉尼拔尽其可能地不去染指这城市。

他谨慎行事，不给罗马人任何明显借口来进行战争，除非等到

他已经确切控制这国家的其他地区。在这一点上他是依循父亲

哈密尔卡的告诫及建议来行事的。

15 在这期间萨贡托派出一个又一个使节团到罗马，部分

是因为他们预见将发生之事，部分是因为他们很希望告知罗马

人，迦太基人在西班牙逐渐发展出的势力。罗马人有很长一段

时间忽视他们的诉求，但这次他们派遣一些专员来调查萨贡托

人的报告。在同一时间，当汉尼拔已经完成当季应该完成的征

战，率领部队回到新迦太基过冬，①这座城市在某种意义上算

是在西班牙的迦太基帝国中，最光彩的城市以及政治中枢。他

在那里发现来自罗马的代表团，接见并聆昕他们要传达的信息。

罗马人要求汉尼拔不要插手萨贡托，他们主张这是在他们的势

力范围内，并且根据与哈斯德鲁巴所订立协议中的承诺，不可

渡过埃布罗河。②对此汉尼拔回应的方式正如一位年轻有为、③

① 在二二0年至二一九年冬天。

@ 仅尼拔仍远远地在埃布罗?可以商，植里比阿在此或许是在此引用罗马人的

警告.而非抗议。

③ 他现在年二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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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满勇武精神、对事业深具信心，并长久以来受到仇恨罗马剌

激的人。在回应代表团时，他声称是在保护萨贡托人的利益。

不久之前萨贡托城发生党派之争，罗马人被召唤来仲裁，但汉

尼拔现在指控他们不公平地处死一些领导公民。他警告他们，

迦太基人绝不会漠视这种任意滥杀滥捕的叛逆行为，因为迦太

基人自古以来的传统是要支持因不公不义而受害者的立场。与

此同时，他也遗人回迦太基去征询要如何行动的指示，其理由

是因为萨贡托人依赖与罗马人的结盟，要伤害那些臣服于迦太

基的人。

在与罗马人打交道时，他处于不理性以及激烈愤怒情绪中，

所以并没有说出所发生之事的真正理由，而是诉诸一些没根据

的借口，而这经常发生在一些因受激情迷惑，忽略正常行事方

式的人身上。假如他要求罗马人应该归还撒丁，同时取消罗马

人趁着迦太基落入不幸内战之际，被强迫接受最后通牒，否则

以战争胁迫，因而勒索来的赔偿金，就会显得合理。但事实是

他没说任何这些自己国家含冤的理由，反而捏造一个关于萨贡托

的假理由，给人印象是他违背理性，甚至在违背正义下进行战

争。罗马代表团做出结论，认为战争显然势不可免，所以航向迦

太基，向该地权威当局传达相同的抗议。他们假设必然会在两班

牙作战，并以萨贡托为军事根据地，然而，他们万万没想到战争

竟然发生在意大利。

第二次伊利里亚战争

16. 罗马元老院根据如此的假设来拟定计划，决定他们首

先必须巩固他们在伊利里亚的地位，因为他们认为与迦太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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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将是一场艰困的持久战。碰巧在这时候烈法洛斯的德米

特里正在掠夺及相t毁伊利里亚地区臣服于罗马的峨镇，并且有

五十艘船航行越过利苏斯以南，劫掠在爱琴海赛克拉迪斯群岛

(Cyclades) 中的许多岛屿，明显违反与罗马共和国的条约。他

已经将罗马人曾经为他所做过的种种事.忘得一干二净，甚至

在见到罗马最先受高卢，然后受迦太基威胁后，开始轻视它的

实力。他将所有的希望放在马其顿王朝，因为他在对克里奥米

尼斯的战役中，携手并肩站在安提柯三世那边。因为这些事以

及马其顿王国国势蒸蒸日上，罗马人急于巩固意大利以东的地

位。他们深具信心会有时间来遏止伊利里亚人那种冲动的思菇，

并日惩罚德米特里的胆大妄为以及忘恩负义。然而在这些算讨

中，他们被蒙骗，因为汉尼拔攻占萨贡托的速度快过他们的计

划，结果是战争不在西班牙打，而是在罗马门前以及整个意大

利开打。但正是因为有这些考量在心中，所以罗马人就在第一

百四十个奥林匹亚年的第一年夏天前，@派出宝路斯( Lucius 

Acmilius PauUus)@ 领军，攻打伊利里亚。

第二次布匿战争

17. 在同一时间汉尼拔已经与军队从新迦太基出发，行军

前往萨贡托。这城市坐落在连接伊比利亚及凯尔特-伊比利亚

山脉向海的一侧，@离海约不到一里处。居民所垦殖的土地，

① 这部分的蝙年有些不确定之处。因为使 \l h人迦太基回来所促成立元老院决

议不合在二二0年主二-1，年冬天之前完成。哇吊斯的德米特里在二二0

年夏天驶入茸茸悔赛克拉迪斯群岛。

@ 二一九年夏天。

@ 原为 Luciu6 Aemilius o 一一译者注
@ 连接新卡斯提~~ (New Caslile) 且阿拉贯 (Aragon) 的山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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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各式各样的作物，是整个西班牙lti肥沃的地方。汉尼拔在

城市之前扎营，积极地进行围攻，因为他预见到在攻占该城后

所能获得的许多利益。第一，他相信用这方式他将剥夺罗马人

任何在西班牙作战的机会;第二，以此军事行动他必将在伊比

利亚整个地区引起恐惧，所以已经臣服者，将会更加顺l肢，其

他仍然独立者，势必更加谨慎;但最为重要的是，他将能够安

全地进军意大利，无后顾之忧。除这些利益外，他认为攻占这

城市会对即将预定之远征，提供充足的资金以及物资补给，以

分配到军队中的奖赏，来提升军队的士气，并且以运送战利品

回国，博得迦太基人的善意。①在这些考虑下，他倾全力围攻。

有时候他会亲自冒险加入操作攻城机.为下属立下榜样，其他

时候则是为自己的人马加油打气，毫无顾忌地将自己暴露在战

争的危险中。最后在忍受过种种的艰辛及焦虑后，在围攻的第

八个月，他成功占领该处。钱币、奴隶及财富等不同形式的大

量战利品落入他手中。他将钱财留置用于远征，如之前已经决

定的，奴隶则根据战功分配到他的部队，其他种种财富则立即

完全运送回迦太基。这次军事行动一点都没出乎他的期望;相

反地，原先计划已经充分达成。他已经顺利地使他的人马对未

来的行动更加热忱，迦太基人也更愿意答应他的请求，而他现

在自己掌握如此丰富的资源，所以他能够采取许多步骤，来促

成他的远征。

第二次伊利里亚战争

18 当这些事件依序发生时，法洛斯的德米特里已经得知

① 这些战利品由各种物资构成;给军队的斐贯辈辈自眶卖奴隶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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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人出兵计划的情报，他立即派遣一支强大的驻军到迪马莱

( Dimale) 城，①并准备必需的军需品来维持这样的军队。在其

他伊利里亚的城镇中，他处死那些反对他政策的人，并且安排

支持者当权。与此同时，他亲自精选最勇敢的六千名士兵，驻

扎在法洛斯岛 (Pharos) orID当罗马执政官率军到这伊利里亚时，

发现敌军士气高昂，对迪马莱的自然天险以及为防御所做的安

排自信满满。他所得到的印象是此地一向被认为牢不可破，于

是决定排除其他事情，优先攻击此地，借此 ì.l:敌人心生恐惧。

接着他对军官下达必要指示，将攻械机竖立在不同地点，包围

城镇。七天之后，他强攻取下该城，仅凭一击便彻底瓦解所有

敌人的士气，结果是使者从所有邻近城镇前来，愿意无条件地

将自己交给罗马人保护。执政官在接受他们的投降，加诸适合

个另IJ状况的条件后，航行去攻击德米特里本人。在那里他得知

法洛斯岛首都的防御坚强，有一支庞大的精选部队聚集其中，

而且军需武器弹药充足。所以当他开始担心这次围攻将会冗长

以及困难时，他构想出如下策略。他在晚上率全军航向该岛，

并在一处茂密森林卸下大部分部队，然后在日出时，以为数二

十艘的舰队公开航向最靠近城镇的港口。当德米特里看见海军

部队时，轻视他们明显薄弱的武力，所以从城中往港口率军突

袭，避免敌人登陆。

19 两军开始交战便陷入激战，所以有越来越多的军队从

城中抽调出来，直到所有的驻军都倾巢而出，参加战斗。那时

在晚上登陆的罗马军队，已经沿着一条有遮掩的路径，在关键

① 这座城现在已经被指认是克罗提纳 (KrOLina) .在贝拉特( ßfmlL)西北的

山丘。

@ 现今的史达瑞植拉得( Starigrad) 城镇，在赫监 (Hvar) 岛上。



288 I '!l'马帝国的崛起

时刻参加战斗，他们占据城镇与港口间的一道斜坡，砍倒冲出

的部队。当德米特里发现这件事，他立即停止攻击正在登陆的

部队;然后聚集人马，向他们说话，领导向前，并与已经占领

斜坡的敌军进行激战。罗马人看到伊利里亚人坚定、秩序井然

地向他们前进，攻击他们的队形，但在同一时间，他们刚下船

登陆的饲志，看到战事的发展，立即从敌人后方向前冲刺。伊

利里亚人于是各方受敌，完全陷入失控及混乱中。最后当德米

特里的部队发现自己前后同时受到压力，他们转身逃走，其中

有些人逃回城镇，但大多数人则散落在岛屿的乡间地带。德米

特里本人已经在海岸一个偏僻地点准备一些船只，作为紧急应

变之用，所以前往该处登船，在黑夜掩护下航行，不其然地出

现在马其顿国王菲利普的宫廷中，并在那儿度过余生。他是位

有大胆冒险精神的人，但完全缺乏理性思索以及判断能力，而

这些弱点所带给他的结果，完全符合其余剩的生涯。他在菲利

普的首肯下，进行一个构想不周、大胆冒进的计划，要去攻占

麦瑟纳 (Mcssene) ，结果在战争中被杀死。当我们到达这时期

时，将会详细叙述。罗马执政官宝路斯紧接他的胜利后，以强

攻取下法洛斯城，将其夷为平地。他继续征服伊利里亚其他地

区，而且在以他认为最佳的方式妥善安顿这一行省的事务，在

夏天结束时返回罗马。他在众人欢呼下庆祝胜利大游行，因为

他被认为极有技巧甚至是更有勇气地处理这次战争。

第二次布匿战争

20. 当萨贡托沦陷的消息传到罗马，对是否宣布战争，并

无辩论。有些史学家主张辩论的确发生过，甚至大费周章地将

两方可能表达的演说给写下来。罗马人已经在一年前给过警告，



草三书 /289

假如迦太基人进入到萨贡托领土，将被视为战争行为。现在城

市已经被攻占，他们怎有可能聚会辩论，究竟是否要宣布战争?

但何以这些作家会对元老院那低抑的气氛描绘出如此戏剧化的

图像，而同时也以同样的口吻告诉我们，这些元老将他们十二

岁以上的儿子带到元老院会议厅去，以及这些孩童参加辩论，

但却没透露任何支言片话给最亲近的亲属9 这些是不可能的，

正如其不会是真的，除非我们要去相信命运女神在她所颁赐的

福祉之外，还恩赐给罗马人自摇篮起便有智慧的大礼。我无须

再花费任何口舌，在如凯瑞亚斯 (Chaereas) 或索赛勒斯( So

sylus of Lacedaemon) 等那些人的作品 t ①他们毫不具有历史

所应有的规矩或权威成分，而是将自己定调在美容院里闲言闲

话的八卦层次上。

在听闻降临萨贡托的灾难时，罗马人所傲的是任命使节，

火速派遣到迦太基。@他们受到指示要给迦太基人两个选项，

其中之一是，假如接受的话，会羞辱以及伤害迦太基这国家，

而另一个则是会成为一次大规模对抗以及极大危险的开端。简

言之，他们必须交出汉尼拔及其顾问，或者宣布战争。当罗马

使节到达，现身元老院之前，传达他们的信息，迦太基人在愤

慨中聆听这两种选项，要从中择一，但是他们还是选出他们能

力最强的演说家来发言反驳，以如下方式来护卫他们的行为。

21 他们拒绝讨论哈斯德鲁巴及罗马人之间的协议，理由

是这未曾被签订，或即或如此，这协议对他们没有约束力，因

① 时这位凯瑞亚斯，我们一无所知。斯巴达的置费勒斯陪同;'J(!E拔远征!并

教他希腊文。

② 在得知汉尼拔已经醒过埃布罗河时，这一代表团在二一八年三月之前可能

无击离开F马，而且有可能要一直等到六月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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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这是在没有得到他们允许之下签订的。他们声称此点是依循

罗马人自己所立下的前例，因为在卢塔提亚斯领军时，在争夺

回雨里战争期间所签订下的条约，已经为卢塔提亚斯所接受，

后来却被罗马人所否认，理由是条约是在没得到他们同意下络

订的。迦太基人在陈述他们的立场时，自头至尾都将他们的辩

论立基于，甚至坚持在西西里战争结束后所签订的最后条约。

他们指出条约中没有任何条款与西班牙相关，但却有一条明白

指出每个交战强权的盟友，都必须免于另一方的攻击。他们辩

称在条约完成时，萨贡托人并非罗马盟友，而且为了证明他们

的重点，他们有几次高声朗诵出条约内的条款。

罗马人这边断然拒绝讨论迦太基人对在萨贡托行为的辩护。

他们辩称，只要萨贡托人没有受到伤害，整个局势仍然允许进

行辩解，并可经由讨论来摆平争执，但现在条约已经因为攻占

这城市而被破坏元遗，迦太基人或是交出罪人，这么做会让所

有人了解迦太基人并没参与这次犯罪.以及这犯罪并没有得到

他们的首肯;或者是，假如他们拒绝如此做，便是承认他们自

己涉及阴谋，那他们必须接受战争。

在辩论中，罗马与迦太基之间条约的问题，多少仅以一般

性的方式处理，但是对我而言，却有必要以深入细节的方式来

研究。对实际参政的政治家，其责任及利益是要对这些事情拥

有准确的信息，可以在关键性的辩论中避免错误，①而对研究

历史的学生，则可避免被历史学家的元知或偏见所误导，所以

这样深入的研究都是有用的，因此要对罗马及迦太基之间，从

① 这里提及的。关键性的排论"或许是在第三次布陋战争之 1iU儿年，在元老

院里所进行的辩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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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到今天，①所缔结的各个条约进行一般认为是正确的审视。

22. 罗马与迦太基的第一个条约是在布鲁图斯@ (Lucius 

Junius Brutus) 与豪拉提乌斯 (Marcus Horalius) 担任执政'眉之

时签订。他们是在伊达拉里亚国王被驱离后，所选出的第一任

执政官，并且奉献了朱庇特·卫城 (Jupiter Capitolinus) 的神

殿，而这些事情发生在波斯大王醉息斯( Xerxe，)入侵希腊之

前二十八年。我在以下会尽我所能准确地翻译这条约，但现代

语言已经和l古代语言之间发展出如此多的差异，所以罗马最杰

出的学者在诠释某些点上，即使经过许多研究，仍感到极大的

困难。这条约其文句大致如下.

罗马人和其盟友以及迦太基人和其盟友，将根据这些

条件而建立友谊:

罗马人及其盟友不得超越波恩海崎( Fair Promonto

η)@ 航行，除非他们受制于暴风雨或敌对行为，而被迫如

此。假如他们其中任何人因为受制于外力，而超过该线，

他不可买下或带走任何超过需要用来修船或祭祀的东西，

而且必须在五日内离境。@

那些前来进行贸品的人，除非在传令官或城镇公务人

①事实上是直到二 八年。

@ 这是共和国的第一年，五O九年至五 0)\年。被里比阿记最第一次布匿战

争之前的三个条约。第二个矗立:~ (页 293 )井元日期.第三个则是与应措

士入侵意大利时同时(公元前二人0年) (原为二一八年 译者注)。

@ 植里比阿认为这是现今的波恩悔自叩 (C.Ron) ，或许.11:确.但也可能M法玲

纳海阔 (c. Farina) ，在那怕J~下.!!?马人被排除的区域必然是在那晦叫主

西 φ 而非直11波里比阿所相信主费宜、握斯( S}'rtes) 。

@ !"':J在同时的埃且瑞克拉提司 (Nnucratis) ，亦有类似限制。一般来说 迦太

基在这时候所提切的是他们商业上的利益以且规范贸品行为，罗马人则是

欲姐立他人时其控制拉丁姆平原的认可。



2921 ~马帝国的崛起

员前，否则不得进行交易。假如交易发生在非洲或撒T ，

在这些官员前所贩卖之价钱，必须由政府保证支付给贩

卖人。①

假如有任何罗马人到西西里岛的迦太基行省，他将与

其他人一样享有平等权利。边太基人不得伤害在阿狄亚

(Arùca) 、昂提马何( Antium) 、劳伦特斯( Laurentes) 之

人以及舌切易( Circeii) 和特腊契纳( Tarracina) 民族，

或是那些且服于罗马之任何其他拉T人城市。

关于那些并未臣服于罗马人之拉丁民族，迦太基人不

得干预任何这些城邦，而假如他们攻占任何之一，他们必

须无损害地交出。他们不得在拉丁人领土，建立防御工事。

假如他们携带武器进入该地区，他们不得在那里过夜。"

23 条约中所提及之波恩海川是迦太基面海正北方最靠近

的海川。迦太基人禁止罗马人的战舰 "lyJ行越过此线.②对我来

说其理由是他们不希望罗马人熟悉拜占庭( Byzancium) 或小赛

尔提斯( Lesser Sy巾s) 附近的海湾，这地区迦太基人称为恩波

利亚( Emporia. "货钱，. ) ，因为该地区相当富庶。⑤假如有任

何人被赠风，或因为敌对行为而带至此处，或是因为必须祭神

或修船而需要任何东西，他可以取得所需物质，但不得更多，

而那些到达此地者，必须在五日内离境。罗马人被允许因贸易

① 这并不章悻辑回事告扭下债舟，而只是它舍强迫没付默Z人去支付，假如

它有能力如此做的话。

@ 波里比阿将这限制在战舰似乎是错误的。

@ 迦太基以南约两百里的海岸线.包括了今日的 Gulf of Hammamet 以>>.. Gulf 
。f Gabes (小赛尔提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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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而来到迦太基本身、波恩海山甲这侧之非洲所有地区、①撒

丁以及西西里岛里迦太基行省的所有地方.而迦太基政府将会

担保支付他们的合法债务。

这条约的措辞显示出迦太基人认为撤丁及非洲完全属于他

们，就西西里而言，他们使用不同的语言来定义他们的利益，

并在条约中仅提及那些在他们统治下的部分。以相同方法，罗

马人做出关于拉丁姆的规范，而不提及意大利其他地方，因为

它们并非在其权威之下。

24. 后来双方又签订第二个条约，迦太基人在其中包括了

泰尔 (Tyre) 及乌提卡 (Utica) .而日除了波恩海山甲外，还提

及马其rr提亚( Mastia) 和l 塔西恩( Tarsium) 的地点，罗马人不

得越界去进行掠夺的征战或建立城市。这条约其文大致如下·

罗马人与其个别盟友，以及边太基人、泰华人、乌提

卡人民及其个别盟友之闯，根据以下之条件，将会友好相

处。罗马人不得在波恩海坤、马斯提亚和塔西恩@那倒进

行掠夺或贸易或建立城市。

假如迦太基人掳获拉丁姆上任何不臣服于罗马的城市，

它们将可保留财务及人员，但要支出城市。

假如有任何迦太基人掳获任何与罗马有签订和约，但

并非臣服于罗马之民族的人，①它们不得将其带豆罗马的

① 过是模糊的词语。假如披里比阿"虫好梅师" (Fllir Pf<)ullmtor'/) 是波恩由

邮 (C. ßon) 的话，那必然是蓝昨珩以西的地方!但若是法畸纳由押

(C. Farina) ，则是直睹者"以革"。战里比阿认为劫前者。

@ 这些地点不详。虽然植里比阿似乎认为它们是惊近植思梅町.它们或许在

西班牙。

⑤ 特别是提布如( Tibur) 且普辈涅斯特( Praen俨~~te)的城镇，罗马与这些城

镇有个别的条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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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口，但假如有人被带进，而有罗马人主张拥有此人，则

他将被释放自由。①罗马人同样不可如此做。

假如罗马人从迦太基人所统治之任何地方，取得水和

物资，他将不可用这些补给来伤害任何与迦太基人享有和

平及友谊的人民。同样迦太基人亦不可如此做。假如任何

一万如此做，受害一方不得采取私人报复，而假如他如此

做，他的错误将成为公共罪行。

罗马人不得在撤T或非洲建立城市，或是停留在撒丁

或非洲超过他必须取得补给或修船的时间。假如他被咫风

吹来，他必须在五天内离洗。

在西西里的迦太基行省副及在迦太基域，他可以进行交

易，贩卖任何九许公民贩卖之物。迦太基人在罗马亦是如此。

在条约中迦太基人再度强调拥有非洲以及撤丁;他们严肃

地坚持这主张，禁止任何罗马人接近。然而他们以不同词语来

提及西西里，仅提及臣服于他们的部分。罗马人在提及拉丁姆

时，亦以相同方式禁止迦太基人侵犯阿狄亚、舌切易以及特腊

契纳人民。这些是拉丁人领土中濒临海岸的城邦，这些是条约

所涉及者。

25. 罗马人与迦太基所签订的第三个以及最后一个条约，

是在皮洛士人侵意大利时，迦太基发动战争占有西西里之前。@

这条约保留之前所有的协定，但加上下列条款:

① 这一最放血ffi o'l.\类似于罗马解放妞章的仪式，在仪式中奴隶瞌主人碰触，

然后悟到解放。

②这-;r.约的历史脉络最有可能的解释是，迦太甚λ扭心这样的可能性 自

马人在二人0年于阿斯库伦( Asculum) 击败应洛士后，会签订合约，而

迦太墨人宁可战争继续在意大利进行。庄描士指闻怀有人侵非酬的野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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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罗马人与迦太基人签订一个写下的联盟协约.来

对付皮洛士，他们必须以如是方式签字T. 所以他们能在他

当时进行战争所在之领土那方，给予彼此协助。

无论何方需要协助，边太基人必须提供船只来进行运

输及军事行动，但各方必需支付己方之人。

迦太基人在有必要时，必须协助罗马人，但没人可以

强迫水手下船，违反其意志。

在这些不同条约中所宣誓之誓言如下。在第一个条约中，

迦太基人以其先祖之神明起誓，而罗马人根据古老习俗，以朱

庇特·圣石 (Jupiter Lapis) 起誓，而在第二个条约则以战神

(Mars) 和逮律纳斯神( Qurinus) 起誓。以朱庇特·圣石起誓

之誓词如下。对条约进行宣誓之人在手中拿一块石头，然后以

他自己国家之名发誓。他说·

假如我遵守誓言，愿所有关好之事皆为我有.但假如

我在思想或行动上并非如此时，且让所有其他人在他们土

地上安居乐业.受自己法律管理，拥有自己的资产财富、

神殿庙宇以及祖宗坟莹，但唯独我有如此石，被抛弃不顾。

说完这些话，他从手中将石头丢弃。

26. 因为如此条约确实存在，直到今日保存于钢碑之上，

典藏于朱庇特. J.l.城神庙旁市政宫的国库里，所以我们在阅读

史学家费利纳斯关于这议题的作品时，心中只有惊讶。另非其

元知l令人惊讶，因为即使在今日.那些在年龄 t与有关时代最

为接近之罗马人和I迦太基人，且对公共事务最为娴熟，也不知

晓这些记录。令人惊讶的是，他如何以及根据何种权威来坚持

相反之事，亦即，罗马和迦太基有条约，根据条约罗马人必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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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开整个西西里，而迦太基人则远离整个意大利，接着罗马在他

们首次波海到西西里时，破坏条约及誓言，但其实在当时或在之

后，并没有如是文件存在过。但是费利纳斯在他的第二书之中花

费篇幅谈论。我在本书导论处曾提及这议题，但是保留较详细的

讨论到这地方;①我的理由是因为许多读者依赖费利纳斯对此议

题的处理，因此恐被误导。至于罗马人渡海进入西西里一事，

假如有人打算因为他们结交、之后协助那些奸诈地占有迈萨拿及

瑞吉温的战神之子，而去责备他们，那他的确有道理去谴责罗马

人的行为;但假如他认为他们在前往该处时，就已经违背誓言或

协定，那显然他不清楚其中的真相。

27. 在争夺西西里的战争结束后，又签订一条约，其条款

如下:

迦太基人必须撤离西西里以及意大利与西西里之间所

有的岛屿。@

双方盟友都必须免于另一方的攻击。

任何一方皆不可在另一方之领我内强加贯赋，或建立

公共建物，或是招募士兵，亦不得和另一方的盟友结盟。

迦太基人必须在十年之内支付两千二百秦伦@银钱给

罗马人，其中一千泰伦须立即支付。@

迦太基人必须交还给罗马人所有的战俘，不得要求

赎金。

① 2l'马λ到边远萨靠在页 141 之处提且，而费利晌斯之不可靠在页 143-144

提及。但井没有提且任何迫所谓的条约。

② 亦即立基尔特斯及利帕拉岛。

③ 的五六八九二千克。一一译者注

@ 约二E八六0千克。 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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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非洲内战结束，罗马人大张旗鼓通过决议，对迦太基

宣战后，以下条款又加入已经提及的条约中· "迦太基人必须

撤离撒丁，并缴纳另一笔一千两百泰伦①的数额。"

在上述所有条约后的最后一次协议，是由西班牙的哈斯德

鲁巴所订，其规定如下: "迦太基人不得武装跨越挨布罗河。"

这些是从最早到汉尼拔时代为止，罗马人与迦太基人之间曾存

在的双边责任条约。

28 根据以上资料，虽然我们或讷可以说罗马人跨海进入

西西里，没有违反任何条约，但关于后来强加撒丁条款，最后

导致第二次战争.则无法为罗马的行为找到任何合理的根据或

借口。我们必须承认在这事件上，在违反所有正义下，迦太基

人迫于自己处境的必要性，因此撤离撒丁，如我已说，并支付

增额的赔偿金。

罗马人为了辩护他们自己的要求，声称说在非洲的内战过

程中，迦太基人伤害来自罗马船只的船员，但是他们在接回所

有被带到迦太基的罗马船员时，其实已经开脱对迦太基人这样

的指控，而且他们也以不要求赎金，释放所有迦太基的战俘，

作为表示恩惠的回报。在之前的 书中我已经叙述过这些事。

在确认这些事实后，我们仍须彻底调查，究竟这两个国家

的哪 个要被视为汉尼拔战争的始作俑者。

29 我已经记录下迦太基人在辩护时应该要说的话，现在

则要陈述罗马人的答复。当时萨贡托的沦陷激起普遍愤慨，而

他们确实在当时并未使用这些辩论，但是这些辩论后来在罗马

的内多场合中，被许多不同的人提出，作为诉求。首先，迦太

① 约三-0三二千克。一一译者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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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人胆敢提出其中没有包括如当时卢塔提亚斯所提出条约旦的

"本条约若被罗马人民所接受，将会生效"的但书，但罗马人

仍坚持与哈斯德鲁巴的协议不能被视为不存在。相反地，哈斯

德鲁巳已经断然元条件地承诺 "迦太基人不得武装越过埃布

罗河"。再者，有关西西里的条约包括这条款-一一如迦太基人

自己承认的一一"每方的盟邦免于另一方的攻击"，而这不仅

只适用于一-如迦太基人所诠释一一那些在当时为盟邦者。假

如这是实情，那进一步的条款应该再加人，或是排除双方与当

时既存之盟友外的其他结盟，或是规定那些之后被接纳为盟邦

者，不该享有该条约之益处。然而，既然没有加上这样的条款，

很明显地每方皆保证另一方所有的盟友，元论是当时己存在的，

以及之后被接纳的，都应该免于受到攻击。这昕起来十分合理，

因为双方当机会发生时，当然不会签订条约来限制他们去接纳

任何似乎对其有利的盟邦;同样地，假如他们已经接纳任何民

族在他们的保护之下，也当然不会去忽视任何其他国家对盟邦

造成的伤害。相反地，当双方在订定条约时，心中的耍点是去

避免攻击另一方既有的盟友，以及绝不接纳其为盟友。至于后

来的结盟，对此这条款特别适合，他们承诺不会在彼此的行省，

或是与其结盟的领土内，招募士兵或征收贡赋，以及双方所有

盟友都必须免于受到另-方的攻击。

30 既然事实如此，萨贡托人在汉厄拔之前许多年，已经

将自己置于罗马人的保护之下，则是不容争议的事实。①这点

① 这日期不确定，但或许是在《块布j)'晶约}之前(二二五年) 或许是在

二三0年至二二八年之间。然而萨贡托是在埃布罗向以商，因此其与罗马

结盟(假如这结盟嚣咔带在最后会提供武力协助) ，便与《埃布 F矗约}

互相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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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重要的证明，而且也被迦太基人接受，是当萨贡托发生政治

动乱时，人民并非求助迦太基人来出面仲裁，即使他们近在咫

尺，也在西班牙扮演积极角色，反而是转往求助罗马人，并在

他们协助下，恢复政治局势的秩序。于是乎，若我们认为萨贡

托的毁灭是汉尼拔战争发生的原因，型15迦太基人应该被论断在

发动这冲突时，是错误的一方，这不仅是卢塔提亚斯条约的观

点:规定每一强权的的盟友都免于另一方的攻击，也是哈斯德

鲁巴协议的观点.迦太基人承诺不会武装渡过埃布罗河。但另

一方面，假如我们认定战争原因是罗马人兼并撒丁以及向迦太

基人勒索增额的赔偿，那我们必须同意后者有好的理由来进行

战争。正如之前他们受制于环境，所以他们现在善用局势，来

反击报复那些曾经伤害他们的人。

31 有些缺乏批判能力之人或许会认为我元须以如此细节

来考量这些。我的答复是 如果有任何人自认如此自给自足，

足以应付任何事件，那我必须接受有关过去的知识虽然美好，

但对他并非必要。但假如l我们没有发现任何人在进行私事或公

事时，可以自认能如此全知全能(因为没有有识之士，即使现

在一切都在掌控之中，可以完全确定未来之事) ，我仍将坚持

对过去事件的知识，如我现在所描述者，不仅只是美好之事，

而是绝对根本必E哥的。

且让我们思考三种想必经常发生的状况。让我们想像一位

政治家，因为个人处境或是因为国家蒙受不公不义而被伤害，

或是一位急于去获得某些财产，或是等待敌人攻击.或是最后

一位，对现状满足之人。在这每一种情形中，都可从过去的历

史收到j指示:在第一个状况下，要如何寻找支持者及盟友，在

第二个则是要如何激发他希望合作之人采取行动;而最后一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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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是给予其他人适当的剌激，来确保自己原则的成功，以维持

现状。因为所有人都倾向于将自己调整来适合眼前的状况，并

且采用当时环境所必须之任何特性，所以甚难辨识出每个人真

正的原则为何，因此真相经常就被模糊。但是人类过去的行为，

可以被实际发生的事实加以测试，透露出他们政策及意图的真

正性质，因此我们可以发现从何处去寻求感激、友善以及希望，

但在什么地方却只有相反的东西。依这方法我们会有很多机会

学习到谁可能在我们沮丧时来安慰我们，与我们同仇敌慨，与

我们并肩作战对付敌人。在我们一生中，所有这些都是大有助

益，元论于公或于私皆然。因此可从这里引伸得知，历史的作

者或读者皆不该将注意力只集中在事件的叙述上，而是必须思

虑之前、现在以及之后的事件。因为假如我们从历史中移除掉

何以、如何以及为何每件事会被进行，以及这结果是否我们可

以合理期待.那我们所剩下的不过是描写技巧的单纯展现，而

非道德教训I ;这些技巧虽然可以暂时讨好读者，但对未来却没

有永恒的价值。

32 因为这理由我希望去更正那些因为本书所包括之书数，

认为我的作品难以取得，以及难以阅读的误解。去阅读四十册，

册册相连贯，宛如在一块完整的布匹中，针针线线紧密缝织一

起， fi苦由从斯巴达克里奥米尼斯流亡埃及，到罗马人利亚该亚

人在科林斯地峡发生战争的连续性陈述，呈现出-幅清晰图像，

清楚描绘发生在意大利、西西里、非洲等地，从皮洛士到迦太

基沦陷，以及发生在世界其他地方的事件，这比起去阅读或收

购那些处理个别事件之作品，是件远远更为简单之事。除了将

它们加起来，会是我作品的许多倍外，读者也元法从那些作品

中确知任何事实。这其中的理由是·第一，因为它们大多数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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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相同之事，提供不同的叙述.第二，它们省略了那些"同时

发生"的事件。因为我们可以借由比较，来评估这些事件.这

比将每件事孤立看待，更能得到一个远远更为可靠的普遍图像;

以及最后，因为许多最重要的因素明显地超出它们所能掌握的。

这是我的论点:历史作品最重要之处在于考量事件之结果，伴

随它们的环境以及特别是它们所有原因。于是我认为罗马与安

条克三世的战争源自罗马与菲利普五世的战争，而与菲利i"f的

战争 ， mi 自汉尼拔的战争，而汉尼拔的战争源自为争夺西西里

的战争，而其他之间的事，无论其如何繁多与不同，皆可回溯

汇聚到相同的基础上。①所有这些倾向皆可以从全面的历史来

加以辨识与理解，但对处理个别战争的历史，如只针对佩尔修

斯或菲利普的战争，则元法如此，除非有人认为仅借阅读包含

在那些书中的战事报告，便可以清楚了解整个战争之规划以及

执行。但这绝非如此;我认为我的作品远远优于这些个另IJ 事件

的历史，正如学问之优于纯然的道听途说。

33 我是在罗马特使在迦太基被接待这一点，从原来的叙

述开始离题。当他们昕完迦太基人对自己立场的陈述后，特使

回应时不发一语，但代表团中的资深成员指向他身为罗马公民

所穿长袍 (toga) 的怀中，向元老院宣布说:在他的怀里，他

同时带来了和平与战争，而他们究竟要他留下哪项，他便会让

那项落下。迦太基执政官 (Suffete) 回应说，他应该拿出来任

何他认为最好的，而当特使回答说这将是战争时，许多迦太基

① 植里比阿认如 Ii"~菲利菁五世与世最克三世所监荫的战争 是F马在汉尼

拔战争之后的扩张。而仅尼拔战争有些时候酷扭为是F马进行主宰世界计

划的第一步(页 132) .有些时候则桂认为是iJ: 'llI马人开始有如此构想的事

件(页 13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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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老立即喊出"我们接受它!"在这样的言词交锋下，迦太基

元老院和罗马特使分道扬镶。

这时，汉尼拔正在新迦太基过冬。他首先解散西班牙部队，

让他们回到自己的城镇，希望借此让他们随时准备以及乐意接

受下一次的征战。他接着指示他的弟弟哈斯德鲁巳.万一他怡

巧不在国内时，要如何治理西班牙以及需做何准备来对付罗马

人，防卫行省。除此之外，他也为非洲安全预作安排。在这点

上他采取有效且具有远见的措施:他将西班牙军队驻扎在非洲，

也以非洲军队驻扎在西班牙，以这种方式来巩固两边对彼此的

信赖及忠诚。前往非洲之军队系来自特西台人( Thersilae )、①

马斯提亚尼人( Masliani )、@伊比利亚种的奥瑞特斯人

( OreleS)@ 和欧凯兹人，@人数共汁一千两百名骑兵以及一万三

千八百五十名步兵。除了这些外，尚有八百名巴利阿里( Bale 

ria) 人。他们以意味"投掷手" (slingers) 的字眼来称呼他们，

而根据他们的这种技巧，他们也用来称呼这民族以及他们世居

的岛屿。大多数这些部队被安排驻扎在北非海岸迈塔冈尼亚

(Metagonium) 地区，一些则是在迦太基城。

四千名步兵从迈塔冈尼亚被派送到迦太基，加强首都防御，

同时作为人质。在梅军部队，他留给他的弟弟哈斯德鲁巳五十

艘五层舰、两艘四层舰及五艘三层舰，其中三十二艘五层舰及

所有的三层舰皆有足编的人员配置。他也提供给他一支骑兵队，

系由四百五十名利比亚以及利比亚-肺尼基人、三百名伊勒盖

① 这个民族的罪历井习、清楚。

@ 个来自萤达卢西亚( Andalusia) 的部落。

@ 他们的领土在瓜达南、基维~ (Guadalqu川，)河旁，靠近告司吐!9 (Castu-

10 )。

@ 且页 28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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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斯( I1crgetes) 人和l一千八百名努米底亚人组成，后者是由居

住非洲沿海地区之马赛利人 (Massyli) 、马色赛利人( Masaesy

li) 、马凯伊人( Maccaei) 以及摩如希人( Maurusii) 所构成。

哈斯德鲁巴的步兵武力由一万一千八百五 1-名利比亚人、三百

名利古里亚人和五百名巳利阿里人所构成，外加二十一头战象。

关于汉尼拔有关战争布局之细节的准确性，读者不应诧异，

虽然任何实际负责动员部队之人必然也会觉得难以提出准确数

字。但同时，若我看起来好像在模仿那些设法让他们欠缺准确

的数字看起来可信的史学家，我也不应该被责怪。这个中事实

是，我自己在拉辛尼安 (Cape Lacinium)①发现一个铜碑，这

是汉尼拔在意大利时，自己将这些细节刻写下来，而因为我认

为这是件绝对可信之证据，我因此毫不迟疑地采用它。

34 在汉尼拔准备好所有确保非洲及西班牙安全的必要措

施后，他仍然焦虑地等待从凯尔特民族回来的使者。他充分理

解在阿尔卑斯山脚下以及靠近波河等地区的物产富饶、人口稠

密、人民作战时的勇武，以及特别是他们对罗马的仇恨，这仇

恨自从稍早的战争后一直持续下来，而我在上一书中已经形容

过这些战争.以便让我的读者可以掌握我现在即将要叙述的。

因此汉尼拔对这些部落怀抱极大希望，费尽心思，派遣特使，

给凯尔特部落领导人慷慨的承诺，不仅是对那些居住在阿尔卑

斯山以南之地，也包括那些住在 llJ中的。他相信假如在克服长

征路途的艰辛后，他能抵达凯尔特人的领土，与他们成为征战

的盟友及伙伴，他才能够将与罗马人的战争带进意大利。

最后他的使者回报:凯尔特人愿意合作，并热切等待他的

① 萄盘大利最东南之悔 i~ ，靠近克罗敦，现今之克罗纳悔 d~P (Cape CO\OI1-

n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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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来;他们也报告说阿尔卑斯山的路途极为辛苦艰难，但并非

无法通过。于是在春天来临时，他从各地过冬地区号召部队。

同时，他也听闯罗马使节在迦太基之事，这结果提振了他的士

气，并且相信他已经得到国内群众热情的支持后，他公开呼吁

人们要加人对罗马的战争。①他提醒他们罗马人是如何要求迦

太基将他及所有军队里的资深军官都交给罗马，但同时他也告

诉他们，他们即将要入侵之国的富布繁荣，以及高卢人的善意

和积极支持。当他见到士兵如他一样急于出动，他赞美他们的

精神，命令他们准备在指定之日出发，然后说完后解散集会。

35. 他已经在冬天完成我形容的准备工作，也安排好非洲

及西班牙的安全，他在指定之日，开始率领约丸万步兵及一万

两千骑兵的军队出发。在横渡埃布罗河后，他开始降服远至比

利牛斯 (Pyrenees) 的伊勒盖特斯、巴股希( Bar伊sii) 、艾瑞诺

希 (Acrenosij) 和安多西尼 (Andosini) 部落。他成为所有这些

领土的主人，以强攻取下数城，并以极惊人的速度完成征战;

但他也涉入几场激烈战斗，蒙受一些严重损失。他留下汉诺来

统领埃布罗河以北的领土，并将巴股希人置于他弟弟全面的统

治之 F; 因为他们对罗马人友善的态度，是汉尼拔最不能信赖

的部落。他从自己的部队中，分出一万名步兵及一千名骑兵交

由汉诺统领，并托付他远征军所有的重型稍重补给。这么做他

有两个目的:首先是留在后方一些对他怀有善意的人以及，其

次，向其他西班牙人显示他们有很好的机会回家，不仅是那些

与他一起服役的人，还有那些留守后方的人，所以假如他需要

增撮，他们所有人必将热烈响应。他率领已经摆脱重型装配的

① 罗马的最后通牒一直要等到最早二一八年三月才会递交到迦太基，但或许

迟至六月，所以i辜个演说或许是想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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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部队，人数约五万步兵及九千骑兵，强行通过比利牛斯 IÜ , 

前往横渡隆i可。他所率领的部队令人敬畏，并非其数量上之强

大，而是其高度的效率，因为这军队在西班牙部落的连续战役

中，已经获得相当多的训练及锻炼。

39 在我们现在所提及的时代，迦太基人所统治的非洲系

从大赛尔提斯( Greatcr Syrtes) 的费莱纳斯( A Itar of Philaenus) 

祭坛①起，到达赫拉克勒斯之柱。这海岸线的长度超过一万六

千史台德( stade ，约等于三0七二公里)长。他们也跨过赫拉

克勒斯之柱旁的海峡，成为远及地中海海岸线中被称为恩波利

亚 (Emporiac) 那地区海仰的西班牙主宰者，分隔凯尔特人与

西班牙人的比利牛斯山在那地方与地巾海相遇。这地点与地中

海出口的赫拉克勒斯之桂距离约八千史台德(约一五三六公

里)。构成这海岸线的各段距离分别为 从赫拉克勒斯之柱到

汉尼拔出发远征意大利的新迦太基有三千史台德(五七六公

里) ;从那里到埃布罗河，二千六百史台德 (-0八九公里) ; 

从埃布罗河到恩波利亚约一千六百史台德(三 0七公里) .以

及从恩波利亚到隆河渡口，约一干六百史台德(三 0 七公

里)。这整条路的最后一段现在已经由罗马人详细测量过，每

隔八个史台德(一点五二三六公里)即有里程碑作为标记。

从隆河渡仁I ，假如我们沿河il'!IJ 流而上，远达阿尔卑斯山进入

意大利之通道关口的山脚下.距离是一千四百史台德(二六

九公里)。汉尼拔即将穿越之通道会带到波河平原，全长约一

千二百史台德(二三 0公里)。因此从新迦太基出发，他总计

① 这原先标记迦太基且昔兰尼( Cyrene) 的疆界;它们靠近今日之芷iJ;.阿

吉拉 (El Agheila). 班加西( Rengha:t.i)主西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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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行军约JL千史台德(一七二八公里)的距离。①当他到达

比利牛斯山时， J就里程数来说，他已将近完成一半的行程，但

是就困难度而言，他任务的更大一部分，仍然横阻在面前。

40 汉尼拔设法越过比利牛斯山，凯尔特人因为在那里占

据通道的自然天险，让他十分担忧。与此同时，罗马人从他们

派遣到迦太基的特使口中，得知双方在那里表达的言论以及做

出的决定。而汉尼拔及他的军队已经横渡埃布罗河的消息，②

比他们预想的来得更快;那时他们决定要派出执政官及军回到

战场上，决定西庇阿 (Publius Comelius Scipio) 到西班牙，而

隆古斯 (Tiberius Sempronius Lo吨us) 则到非洲。@

当他们正招募军网以及进行其他准备时，他们也计划在公

民大会提案通过要在阿尔卑斯山这侧的高卢建立两个殖民地。

他们采取积极的措施来强化城镇的防御，命令殖民者要在三

十天内报到，每个殖民城市各分派六千人人驻。其中之一建

立在波河以南，名为普拉仙提亚( Placentia) ;另一则在河的

北侧，叫克里孟纳( Cremona) 。这两个殖民地在高卢波伊部落

反叛时，几乎尚未成立。波伊人一直在等待机会来摆脱对罗马

的效忠，但都未发现有适当的时机。现在受到他们所接到的信

息的鼓励，因为这等于告诉他们迦太基人已经近在眼前，所以

他们可以脱离罗马，决定要放弃他们在战争结束时(这我在上

① 这是一个整数的且敏:实际所提及之距离拥起来是八千四百史吉德，大约

达一千 31 马里。

@ 革甚确定这消且是在特使逅回F马前就已经先到罗马-甚至这硝且还早于

他们出使迦太基。

③ 西庇阿率领一直八千名军团士兵，一万四千名盟军步兵，共百名罗马骑兵

E一千六百名盟军骑兵，前往马希利亚( M(lssilia 今日马Jl' ). })..那里入

侵西班牙。隆古斯则率领目 主八千六百名牢固士兵.一万六千名盟军步

兵以且一千人百名骑兵，在西西且建立根据地.准岳最终入侵非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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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已经描述)所交出的人质。他们向英苏布里部落呼吁;后者

对罗马人的怨恨亦是其来有白，所以欣然答应;然后这两个部

落入侵划分给这两个殖民城市的土地，而当殖民者落荒而逃，

他们追杀他们到另一个罗马殖民城市穆提纳 (Mutina) ，并且围

攻它。

在那些被包围之人中，有三位高阶官员，他们以专员身份

被派遣来监督土地分配:前任执政官卢塔提亚斯 (Gaius Lutati 

us) 以及两位前任副执政。这三人要求和l谈，波伊人答应，但

当这三位官员离开城镇前来谈判，部落的人却奸诈地逮捕他们，

希望利用他们来换回自己的人质。副执政曼里亚斯( Lucius 

Manlius) 率领一队人马，占有防卫这地区的前进基地，在听到

所发生之事时，前来救援。然而波伊人已经风闻他的接近，便

在他行军路线会经过的森林安排埋伏;在他一进入树林时，立

即从各方起而攻之，杀死许多罗马人。幸存者最先是逃亡，但

当他们抵达较高地形时，他们重组队伍，足够到使他们可以有

秩序地进行撤退。但波伊人紧随而来，也在一个叫塔尼司

( Tann回)的村落，将这支军队困住。当消息抵达罗马，第四军

团已经被波伊人紧紧包围攻击，人民立即通过派出已经分配给

西庇阿的军团，前往解圈，由一位副执政负责统领，并命令执

政官从盟友中再招募另一个军团。

41 我已经在第二及第三书，从最早时候到汉尼拔来临之

间的事务以及结果审视过凯尔特人。

罗马执政官在这时候已经完成他们个别任务的必要准备工

作，在夏天时①启航，执行已经规划好的军事行动。因庇阿率

① 实际 t是在二一八年秋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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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六十艘船前往西班牙，而隆古斯则率一百六十艘五层舰前往

非洲。后者看起来似乎准备一支规模宏伟的大舰队:他从各处

聚集兵力，在利利贝乌姆进行如此有野心的准备工作，所以给

人印象是他将航向迦太基，立即展开围攻。在同一时间，西庇

阿则在五天内，沿着海岸航行到利古里亚，从匹赛( Pisae) 横

渡到马希利亚 (Ma臼山a) 附近地带，在隆河第一个出海口处下

锚，这被称为马希利亚河口，然后卸下部队。他得知汉尼拔正

在通过比利牛斯山，但因为路途所经国家的地形困难和之间凯

尔特部落的数量，所以他确定迦太基人仍然有许多里路要走。

可是汉尼拔已经贿赂一些凯尔特人让他通过，并以武力强

行通过其他人的领土。然后他持续行军，保持撒丁海在其右侧，

突然他与他的军队出现在隆河的渡口，远远在任何人可以预期

到的时间之前。当他抵达的消息通报给西庇阿，这位将军儿子

元法置信敌人前进的速度竟然如此快，但他急于发现真相。他

因此派出由最勇敢之三百名骑兵组成的侦察队，与一些凯尔特

人同行，这些凯尔特人曾以佣兵身份和与罗马友好的马赛人并

肩作战，现在则作为向导以及辅助部队。他自己留在后方，让

他的部队在旅途困顿后，得以喘息，并和军团营长商议最佳地

形来与敌人交战。

42 与此同时汉尼拔已经抵达隆河附近，他立即设法在隆

河仍是单流、距离大海有四天行军路程的地点渡河。他使用各

种资源来和当地居住于河边的居民结交友好，并且买下他们所

有的独木舟及术役，数量极多，因为隆河河谷许多居民从事海

上交易。他也从他们那里取得许多圆木，适合制作独木舟，所

以在两天之内他已经聚集了数不胜数的小型波船，因为在这种

状况下，每个士兵都急于不去拖累旁边的人，以一己之力来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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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锁渡的机会。但同时也有一大群野蛮人聚集在河对岸，阻止

迦太基人渡河。汉尼拔注意到这一点，认为他无法在如此庞大

数茧的敌人之前强行渡河，但也不能停留原处，因为担心各商

受敌。于是在第三夜，他分派出部分军队，给他们当地向导，

由迦太基执政官波密卡 (ßomilcar) 之子汉诺率领出发。

这支分遗部队沿着河岸溯流上行约两百史台德(约三点八

四公里) ，在那里隆i可分流，形成小岛。他们在那里停留。他

们发现四处有许多木材可用，于是将这些木头捆绑或是钉在一

起，很快就制造出许多木役，这些对现在的目的而言算是足够

坚固;他们借着这些木德安然渡河，没有阻碍。他们占据一处

地形险要的阵地，休息一天，部分是在消耗如此多体力后，需

要恢复气力，但部分是要准备他们受命要执行的任务。汉尼拔

夜间一时间也全心为主力军队投入类似准备;如何让三十七头

战象可以过河，是他最大的问题。

43. 在第五夜，①汉诺的部队在日出稍早前已先行出发，在

河的另一岸顺着河流流向，往野蛮人的军队方向前进。这时候

汉尼拔已经准备好部队，等待渡河的时机。他的船只装满轻骑

兵，独木舟则是载着他最轻装的步兵。大型船只被安置在比较

上游的地方，直接面对水流，较轻型的则在其下游的地方，这

些较重的船只可以减缓水流的力量，而使得独木舟在横渡时比

较不容易暴露于危险中。关于马匹的讨划则是它们应该在船后

方游泳，在船后两侧各有一人，每人握住槌绳，引导三或四匹

马前进;以此方法，有许多动物与第一波部队被带过河。当野

蛮人看到敌人正企图要做的事，倾巢而出，散乱元章，因为他

① 亦即在军队处于Yl抵达隆河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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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确信可以轻易地阻止迦太基人苦苦陆。

当汉尼拔看见预先安排的一缕缕烟雾信号，这代表汉诺的

部队就在附近，他命令所有控制渡船的人登船，面对水流推进。

这立即完成，结果一个非常戏剧以及惊悚的场面接着发生。在

船上的人彼此打气吆喝，设法胜过彼此，全力对抗水流的力量。

在这时候，两军在岸边对峙·迦太基人随着船只的进展，大声

呐喊，同样陷入他们同伴那种与水流对抗、悬疑不决的痛苦，

而野蛮人则发出战吼，挑战敌人一决雌雄。在这时候野蛮人已

经完全离开他们的营区，汉诺在对岸的部队突然发动攻击。有

些人放火烧营，主力部队则攻击那些阻碍渡河的人。野蛮人完

全措手不及;有些人冲回营区去抢救他们的帐篷，其他人则抵

抗来自后方的攻击。 l汉厄拔见到战争完全依照他的意图进行，

立即在部队登陆后，组成第 部分，向他们说几句话，然后立

刻与野蛮人交战。凯尔特人没有时间去整顿队伍，再度被这阵

式弄得不知所措，于是开始转头逃命。

梢，迦太基统帅因此控制桥头堡，击败敌人，并立即着手

将还留在对岸的人马运送过来。在很短时间内，他运送全军过

河，当晚在河边扎营。次日早晨他得知罗马舰队在隆河口外停

泊。那时他挑选五百名努米底亚的骑兵，命令他们侦察地形以

及敌军数量，并观察他们的活动。他同时下令那些负责要将战

象渡河的人开始工作。接着，他检阅士兵，将从波河平原来访

的马吉勒斯 (M.gilus) 及其他凯尔特部落的人介绍给军队;他

们依据他们领导人所说，借着翻译向迦太基部队解释凯尔特部

落的决定为何。对汉尼拨人马鼓励最大的是，第一，特使真正

地现身，邀请他们前往，并承诺他们会并肩作战来对付罗马人;

第二，迦太基人对高卢人承诺要引导他们行走一条路径，不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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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丰富补给品，而且会迅速及安全地到达意大利。此外，商卢

特使对他们即将前去之国家的规模及财富，以及并肩作战对抗

罗马人的积极精神，着墨甚多。

在他们向军队说出像是这样的话之后，凯尔特人退出，汉

尼拔向前对他的人马说话。他以回忆他们过去的成就开始，提

醒他们说，虽然他们已经参加过讷多危险军事行动，参加过许

多战争，当他们依照他的计划以及建议时，他们从未输过。接

着他敦促他们要充满土气.因为他们已经强渡大河，他们已经

完成了任务中最困难的部分，并且亲眼见到、亲耳昕到旦旦军的

善意及随时的协助。他呼吁他们要有信心，将细节留给他，因

为这是他的职责，并且要服从命令，表现出自己是有勇气的人，

配得上他们过去的纪录。军队以高度热情及热烈掌声来接受他

的演说。那时汉尼拔称赞他的人马，为所有人向神明祷告，然

后解散。他下令他们要充分休息，以全速做好准备，因为次日

便要行军出发。

45. 在散会后，前往侦察的努米底亚骑兵回到营区;大多

数人已经被杀，其他则仓皇逃回。在相当靠近罗马营区时，他

们遇见西庇阿所派遣出来进行相同任务的罗马骑兵。他们以如

此勇气以及愤怒交战，所以罗马人及凯尔特人约损失一百四十

名，但努米底亚人则超过两百名。在这行动后，罗马人骑马紧

迫，直到迦太基营区;他们做番观察后，扬长而去，警告他们

的将军，敌人已经到达。他们平安抵达罗马营区，进行报告，

在那时西庇阿立即将军队的辅重金数上船，然后率领全年沿河

而上，希望遇见迦太基人。

在举行集会之次日凌晨，汉尼拔派出他所有的骑兵往大海

方向前进，作为掩护部队，并且命令步兵离营，开始行军，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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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他自己则等待战象以及看守它们的人过河。战象被运送过河

的方式如下。

46. 他们制作一些坚固的木役，然后将其中两个捆绑在一

起，牢固地固定在木.ffi下水之处，①这两个木彼加起来的宽度

约为五十尺。其他本徒则在河面上固定，所以形成一座突向河

心的浮桥。浮桥面向河流上游的那端固定在岸边的树木上，所

以整个结构在定位上应该牢靠，不会因水流而移位。当整座浮

桥延伸至约二百尺的长度时，他们以两座构造坚固的木夜来联

接浮桥远端，它们之间牢固地捆绑在一起，但却以如此方式联

接，所以绳索'固定之处可轻易砍断。它们以数条缆绳将中间的

木役固定;这些缆绳是由拖动木役的拖船所牵动，避免它们被

带往下游，所以要面对水流将它们固定，然后将在上面的战象

运送过河。接着他们在串连在一起的木役所形成的堤道上堆积

许多土，直到表面与河岸等商，让它看起来像是道路，可用来

过河。战象习惯昕从印度驯象师，但是在它们到达岸边则绝不

肯冒险下水。这次他们引导战象走上这覆土堤道，前有两头 /.f]:

象引路，其他则服从地随后。在它们站在最后的几个木彼时，

固定它们的绳索突然被砍断，船只立即接受拖曳缆绳的拉力，

立即从堤道拉离战象所占的水役。在这时，这些动物变得惊恐，

最先是转身，开始往各方向移动，但是在那时它们已经在各方

向被水包围，恐惧最后强迫它们保持安静。用这方式以及不断

地在浮桥末端加上新的木役，他们设法让大多数的动物走过这

些木缆，但一些动物是如此窑怕，所以在过河到一半时，跳入

河流。这些动物的驯兽师都淹死，但是战象却得救，这是因为

① 亦即最先的两个木Il!完全靠在岸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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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过象鼻的力量及长度，它们可以使象鼻保持在水面上，透过

它呼吸，并且将由口进入的水给吐出来。因为这方式，所以它

们大多数都存活下来，以步行tEi可。

47 在战象被以如是的方法运送过河后，汉尼拔将战象与

骑兵组成押阵的部队，沿着河流往上移动，往东离开海岸而行.

宛如他在向欧洲中心内陆前进。降河源头是在越过亚得里亚海

湾，①在阿尔卑斯山北坡向西之处.然后往西南流，注:人惊丁

海。在它的流经过程中，它穿过一座深谷，在其北侧住有阿戴』

耳1I斯( A ，dyes) 的凯尔特部落，而其南侧完全被阿尔卑斯山北

坡围住。我在之前段落中详细1描绘的波河平原，被一系列始于

马赛、延伸至亚得里亚海这山脉的高峰所阻绝，而与隆河河谷

隔离。汉尼拔现在要经由隆河河谷，横越这山脉，进入意大利。

有些作家在报道这次攀越阿尔卑斯山时.因为希望要以对

这些高山奇景的描述取胜，来让读者印象深刻，于是落入两种

最违反历史精神的罪恶，我的意思是这些是扭曲事实以及自我

矛盾的陈述。例如，他们呈现汉尼拔为 位有无比勇气及远见

的统帅.但同时又显示他完全欠缺判断力。然后在其他地方，

他们发现自己无法由他们所陷入错误迷宫之中脱身，他们于是

引进冲明以及神明儿子进入到那被认为属于事实的历史。他们

向我们显示阿尔卑斯山是如何地崎岖难行以及元法接近，所以

最灵活的步兵亦难以通过:与此同时，他们又将这国家呈现地

如此荒凉，所以若没有某神明或英雄遇见汉尼拔，向他指路.

全军必然覆灭，没人幸存。这类的报道是我所提及两项罪恶中

的典型:它们是既错误又自我矛盾。

① 这是披且比阿最惊人的地理错误之一。因为他相信阿!F卑斯山山脉横旦东

西.而隆问源起于其北侧，所山河配必然被认为全是往西的方向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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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首先，有任何人可以想像出比汉尼拔更欠缺先见之明

或更笨拙的将军?发现自己统领一支庞大军队，并将所有远征

成功的希望全部寄托在此，但却如这些作家所认为的，完全不

熟悉这|明家的道路及形貌，丝毫不知他现在行军何处或对付何

敌，或甚至是究竟整个远征究竟是否可行?换言之，这些作家

所认为的是:汉尼拔因为未曾经历过败战，来顿挫他追求胜利

的高远希望，必然会投入到一位曾经遭受全面挫败、元计可施

的将军绝对不会采取的计划，亦即将军队带到完全陌生的国度

去。以相同的方法，他们描述这国家的荒凉萧条以及路途的陡

峭和元法出入，但这些都是明显地不正确。他们没有说明住在

隆河的凯尔特人在汉尼拔到达之前，不止一次或两次，而是在

许多次的情形下，而且不是在遥远的过去，而是相当近来之事，

出动大牢，横越阿尔卑斯山，与波河的凯尔特人并肩作战，对

抗罗马人，这些我在之前一书已有提及。这些作家甚至没发觉

到，其实有相当多人居住在阿尔卑斯山，但因为昧于所有这些

事实，所以他们报道说有某位英雄显灵现身，向汉尼拔指点迷

津。这种说法的自然结果是他们陷人与悲剧作家相同的困境，

他们所有人都要用"从剧场道其出现的神明" (dCllS ex machi

na) 来化解因为他们是基于错误或不可能的假设，而造成的故

事情节。阿样地，这些史学家必须诉诸神明或英雄显灵，因为

他们叙述的基础是不正确或没说服力的。因为耍将理性的结尾

建立在非理性的开始，那如何可能呢?

当然，汉尼拔并不是以这些作家所影射的方式来行动，而

是以健全的常识来进行计划。他费尽心力了解他所计划要进入

地区的天然财富，以及当地人民对罗马人所怀的仇恨;而且为

了克服路途困难，他雇用即将加入他欲讨伐国家的凯尔特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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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他的向导以及斥候。我有信心地说出这些事，是因为我曾

质问过实际现身在这些场合的人，有关环境的问题:而且为了

取得~手资讯及证据，我也曾亲身探索这国度，横越阿尔卑

斯山。

的汉尼拔波河后.再度行军前进三天之后，执政官西庇

阿抵达迦太某人横渡隆i可之处。他对于敌人已经往前推进深感

惊讶，因为他过去相当确定他们永远不会经由这条路冒险进入

意大利;部分是因为他们的，、数，部分是因为居住这地区的野

蛮人反复元常的天性。然而当他得知，他们已经甘冒这个风险，

于是他匆忙折回到他的船舰，立即登上他的部队。接着派遣他

的兄长到西班牙继续进行战争，自己折返航回意大利。他的计

划是以全速通过伊特拉里亚，首先抵达迦太基人从阿尔卑斯山

下来时所经过通道的 [IJ脚，来阻止敌人。

在这时候，汉尼拔在波过隆河后前进的第四天，到达一个

叫"岛屿" (The JsJand) 的地方。这是一个人口稠密、盛产谷

物，以其自然孤立而得其名的地区。它形状呈三角:隆河及以

色部( Isre) 河形成这形状的两边，汇聚在其顶点。这三角形

地带的面积与形状，与尼罗河三角洲类似，除了后者的底部是

由大海形成，而尼罗河支流灌注其中;然而在此底部是由一系

列难以到达或穿过(甚至，或许可说，确实无法接近)之高山

群所组成。当汉尼拔到达时，他发现有两位兄弟争执王位，双

方军队待命对峙。两位中之较长者接触汉尼拔，恳求他协助取

得王位，汉尼拔答应请求.因为在目前的局势中.他很清楚如

此行动会对自己有利。的确在与这位主子联手，驱走他的敌手

后，汉尼拔从胜利者那里得到一些宝贵的协助。新统治者不仅

提供军队、大量谷物及其他补给，而且也以新的米替换老旧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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磨损的武器，因此就在正确的时机，全部军队重新武装。他也

为汉尼拔大多数的军队提供新衣及新鞋，这对他们横越阿尔卑

斯山，带来极大助益。但他更提供-项比这更重要的协助·因

为迦太基人对通过阿洛布罗克斯( A lI obroges) 人的领土充满顾

虑，国王利用他的部队来守护他们的后方，因此以这方式使他

们得以安全地抵达通道的山脚。

50 沿着河流①行军十天，这段路程大约一百里，汉尼拨开

始登上阿尔卑斯山，而且很快地发现自己四周充满危机。只要

迦太基人在平原时，阿洛布罗克斯不同的领导人让他们自行其

是，因为他们畏惧迦太基的骑兵以及陪问他们的野蛮人。但就

在后者返家离去，而汉尼拔的部队开始进入崎岖难行的地形，

阿洛布罗克斯的领导人便聚集一支大军.沿着迦太基人必须攀

行的路径，占领居高 l临下的地点。@假如他们对计划保密，必

会完全消灭迦太基的军队，但结果他们的计划被知道，虽然他

们对汉尼拔的军队造成严重伤害，但是他们自己一样伤亡惨重。

汉尼拔得到情报，野蛮人已经占领那些有利地点，于是他在通

道的 111脚扎营。在那边停留时，他派遣一些高卢的向导去侦察

地形，并且报告敌人布置以及一般状况。他们执行命令，发现

敌人习惯日间在阵地值勤时武装待命，小心看守，但在夜间则

撤退到附近城镇。所以汉尼拔根据这样的报告，修改计划，规

划出如下的策略。他相当公开地与全军前进，并且当靠近那再

往前一步，便会受到威胁的道路时，他就在仅离敌人一小段距

① 丈本仅提血肉疏叼但是行进路线强烈且m是以色草( Iscrc) 河。

@ 波里比阿对榄越阿华即斯山的陈述在的事重Jt细节上与李维的不同，因为

这间位作家使用平同的史料。李维的描述最能合理地佳释为是军队经囱较

南的路径，通过 Mont Gencvre 的通道越过山脉. I町披里比阿则Ji\较 jt. 妇

过 Mont Cen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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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扎营。当夜晚来到，他立即下令点燃营火，并让大部分的部

队留在营区。接着率领精选的轻装部队，通过隘口，根据敌人

撤回到城镇时的习惯，去占领他们弃守的阵地。

51 在破晓时，野蛮人发现已经发生的事，最初并没做任

何行动来进逼攻击。但后来他们看到长串的负重驮总及马匹队

伍，缓慢且困难地沿着羊肠小径往上行走，他们被这样的机会

诱惑，于是决定要去骚扰他们的前进。由i尔特人开始行动，从

不同点立即进行攻击，迦太基人蒙受惨重损失，特别是马匹与

背负行李的骤子.而这并非出自敌人之手，而是地形所致。前

往山间通道的路径不仅狭窄崎岖，而且两侧有断崖绝壁，所以

行进中最小的动作或失序.便会造成许多驮兽被迫与它们身上

的负重一起掉落山谷。主要是马匹，因为当它们受伤时，便会

带来这样的混乱:其中一些因为疼痛发狂，便会打转，与背负

行李的骤子书l撞，而其他则往前冲刺，将所有挡在窄路|二的任

何东西扫到旁边.让整队陷入混乱。当汉尼拔见到这状况，他

了解即使那些可以从埋伏中幸存下来的人，假如在行李补给被

摧毁殆尽后，也必将没有安全的机会，所以他率领一队前夜已

经占据敌人阵地的人马，匆忙去拯救在队伍前头的那些人。他

杀死许多阿洛布罗克斯人，因为他占有从较高地势攻击的优势，

但是他自己部队的损失，仍是一样惨重，因为他主力部队的混

乱失泞，已大大增加.而现在这些是同时来自于敌我两边人马，

因为那些在较高斜坡 t战斗的人制造出呐喊以及挣扎。附独在

他杀死大部分的阿洛布罗克斯人，并将其击溃，仓皇逃离回到

自己领土后.残存的马匹及螺子队伍才得以在这段危险路途上.

继续缓慢以及相当困难地前进。在这军事行动后，汉尼拔尽可

能地聚集词多部队.去攻打进行突袭的敌人城镇。他发觉这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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锁几乎空无一人，因为所有居民都被可以轻松掠夺的机会吸引，

倾巢而出，于是他立即占据城镇。占领这地方带给他一些立即

以及未来的好处:他找回一些背负行李的rm子及马匹，而且还有

一起与驮兽被逮捕的许多人;他也发现可让他们食用两或三天的

谷物以及牲畜。但一个更重要的收获是，这个胜利在附近部落中

引起极大恐惧，所以那些住在靠近上被路段的人，不敢再攻击

他们。

52. 他在当地于L营，休息一天，然后继续行程。接下来三

天，他平安地率领军队继续下一阶段的路程;但在第四天，他

又再度发现身陷险境。住在通路旁的部落联起手来.针对他设

计出狡诈的阴谋。他们携带树枝、花罔来迎接他，这些是在所

有野蛮民族巾，被认为友谊的象征，正如l希腊人是用使者的权

杖。然而汉尼拔一向怀疑这些人的信用，特别花费心思去发现

他们的意图，以及这次接触的意义究竟为何。高卢人告诉他，

他们都知道城镇被攻占，以及那些设法攻击他的人被歼灭之事。

他们解释这正是何以他们前来会见他，因为他们不希望伤害他，

也不想自己受到任何伤害，而且承诺从自己的族群中交出人质。

汉尼拔不愿相信这些人的保证，迟疑很长 段时间;最后他决

定，假如他接受交涉，那或许可以让他们和平一些，比较不会攻

击他;但假如他拒绝，必将只会剌激他们公开为敌。那时野蛮人

交出人质，提供给他大量牲畜，而且甚至毫元保留地任由他来处

置，在那时汉尼拔相信他们，鹿用他们为向导，来进行下一阶段

困难的旅程。他们带路两天，但那时同一个部落已经聚集他们的

武力，从迦太基人背后尾随而来，在他们通过一个险峻陡峭的隘

口时，开始攻击他们。

53 若非他的顾虑未曾平息过，而且对可能发生之事有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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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感，这次汉尼拔的军队必然会被全部消灭;他已经先将他的

骤子以及骑兵安置在队伍前头，而重装武兵则在后书jl阵。押后

的步兵掩护他的主力部队，并能压制野蛮人的攻击，所以损失

没有比可能发生的还严重。但即使如此，还是有许多人员、驮

兽及马匹在攻击中死亡。敌人占领较高地形，可以沿斜坡移动，

而有些人从那里推滚巨石，而其他人则近距离地以石块击倒他

们的敌人。迦太基人陷入混乱，被这些战术弄得倍感威胁，所

以汉尼拔与他 半的军队被迫在一块裸露的巨岩旁过夜，这提

供了些许的保护。他在这里与自己的骑兵及强队分开.等待去

掩护他们前进的时机;在经过整夜的挣扎后，他们在极大困难

下缓慢地脱离隘口。次日早晨，敌人已经消失，没有接触，所

以汉尼拔得以再加入骑兵以及负重的驮兽队伍，前往通道的顶

端。他不再受任何野蛮人集中的威胁，但在路途中的一些点，

他还是受到零散团体的骚扰，他们利用地形来对他的前方以及

后方发动攻击，并日抢走一些驮兽。他在这状况中，最好用的

资源是战象，因为敌人被它们怪异的样子弄得十分惊恐，从未

敢接近它们所在的那部分队伍。 在行军第九天，汉尼拔到达通

道顶端，在那里扎营，停韶两天来让他存活下来的部队休养生

息，并等待落后脱队的人。当他在那里时，许多惊吓逃走的马

且以及甩下负重的骤子.意外地再加入队伍:它们跟着行军队

伍的痕迹，在四处游荡后，回到营区。

54 这时是靠近昂宿星团( Pleiades) 落下的时候，①而且

冰雪已经开始在山峰凝聚。汉尼拔见到他的人马因为经历过的

① 如按照表面意思，这必然章睹者十一月初叮但汉尼拨在这通道上有可能是

在九月第三周.所以旦宿的这个阶段一般使用的意义是指天候不良季节的

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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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难及相信横阻在未来的艰辛，士气委靡不振。他召集部队，

设法提振他们的精神，而为了这目的.他特别依赖实际上就在

他们眼前展开的意大利;因为这国家在这些山脉下是如此靠近，

所以当同时对这山脉两侧以全景观看时，阿尔卑斯山似乎在其

他地表景观中，突然高耸崛起.就像座城墙环绕的堡垒，在城

市中突出一般。汉尼拔因此将他人马的视线转向波河平原，提

醒他们将会有居住在那里的高卢人欢迎他们。同时，他也指向

罗马城本身，以这方法用心去恢复他们的士气。次日他开始拔

营下山。在这部分的行军中，除了一些伺机而动的强盗外，他

没遇见敌人，但因为冰雪以及路径的危险，他丧失了几乎与上

111 时一样多的人马。往山下的路径既窄且陡，而人员及动物都

因为冰雪，无法确定是否踏稳脚步，任何人只要偏离路径，或

是失去平衡跌倒.便会从绝壁悬崖滚落下去。他们可以忍受这

些危险，因为到这时候，他们已经习惯了如此的不幸，但是最

后他们抵达一个地方，那里的路径对战象，甚至对驮兽都实在

太窄，无法过去。之前的山崩又已经流失约三百码的坡面，而

最近的一次山崩，则让状况更糟。士兵在这时候又再度灰心丧

志，变得近乎绝望。汉尼拔第一个想法是做出一条绕过的便道，

避开断蹄，但一场新雪让任何进展都不可行，他被迫放弃这

想法。

55. 这些状况如此不寻常，几近怪异。新雪覆盖在原先就

已积存的旧雪之上，所以极易地松垮下来，一方面是因为它刚

降下，所以松软，也因为它仍不够深，所以当人及驼兽踩过去

时，穿透到底下冰冻的雪时，他们不再陷下去，但却发现双腿

在泥雪上滑动，就像人走在覆盖一层泥浆的平地。接下来的事

让情况更加危殆。就人而言，他们发觉无法在较下层的冻雪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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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到稳定的立足点，他们于是滑倒，而在他们用于及膝挣扎站

起时，无论他们在沿途捉住什么，因为斜坡的角度是如此地陡

峭，他们甚至更快滑倒。

至于动物，当它们跌下并设法站起来时，它们会打破下层

的冰雪，然后它们和负重便会卡住.教在地上.好像结冻，这

是因为它们的重业以及旧雪的凝结状态。汉尼拔被迫放弃另辟

绕行{il!道的想法，而是从山脊清除冰雪后，在那里扎营。接着

他下令部队开始进行沿着峭壁开辟路径的繁重工作。然而在一

天内，他已经开辟出宽度足以让骤队及马匹可以通行的道路;

他立即将这些带过，在雪线之下扎音，并让动物觅食。接着他

带领努米底亚人开始轮流修筑路径的工作。经过三天令人疲惫

不堪的努力后，他成功让战象通过，但这些动物因为饥饿，所

以状况相当可怜。阿尔卑斯 IIJ 脉的山顶，以及靠近通道顶端的

区域，完全没有树木，也没有植栽，这是因为从冬天到夏天终

年不溶的冰雪，但是面向意大利的斜坡半途中，则是花草茂盛，

密林覆盖，普遍相当适合人居。

56. 在重新聚集所有军队后，汉尼拔再度下山，在离开我

已经形容过的峭壁三天后嘈到达平原。他已经在敌人手中、在

横渡不同河流以及行军过程中，损失许多人员，然而阿尔卑斯

山的悬崖绝壁，以及难以通行的通道，不仅让部队损失￥1 多人

命，甚至更多的马匹以及骤子。从新迦太基出发的行军已经耗

时五个月，而实际跨越阿尔卑斯山则是 -1 五天，现在他则大胆

地降临在波河河谷的平原，以及英苏布里部落的领土上。他所

剩余的军队有一万两千名非洲步兵及八千名西班牙步兵.总共

不超过六千名的骑兵;他自己在拉辛尼安记录他兵力的碑铭上，

提及这些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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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11我已提.大约同时，执政官西庇阿已经将大部分的部队

交由其兄 l~葛耐尔斯( Gnacus) .西庇阿，前去进行西班牙的

征战，攻击哈斯德鲁巴，而他自己则带一小群人返航回匹赛。

他接着通过伊特拉里亚，从副执政手中接收驻扎边界、正与被

伊人作战的军团。从那里他前进波河平原，于L营，等待敌军，

迫不及待地希望进行一战。

57ι 既然我已经将我的叙述、两方将军以及战争本身带到

意大利，我希望在开始形容军事行动之前，说一些我相信适合

我所写之历史的原始史料。

有些读者或许会问，既然我所叙述之事多关于非洲及西班

牙，何以我没多说一些在赫拉克勒斯之柱附近的地中海出口，

或关于外海 (Ouler 5ea) 及其特色，或关于不列颠诸岛以及那

里采锡的过程，或是有关西班牙本身的金矿及银矿，因为其他

作家都对所有这些议题提供了长篇但彼此抵触的报道。我略过

这些议题，并非我认为它们在我的历史中毫无一席之地，而是

首先因为我希望避免经常打断我的叙述，将我的读者岔离全书

的主题，其次，是因为我决定不要以任意的方式来提及它们，

或仅是顺便一提，而是在我的规划中分配给它们适当的位置，

因此提供我能力之内尽可能为真的形容。于是假如当我在我历

史中到达如此位置时，我因为已经给的理由，却不去形容它们，

那需要惊讶。但那些坚持要在每一点都要有有关地形的离题叙

述，是无法了解他们其实像在晚宴中出席的美食家.浅尝桌面

七的每样菜色，所以既没在品尝的时刻，享受到任何一道菜，

也没有完全消化，从中得到任何好处。那些以如此方式来对待

他们的历史研究的人，也不会在阅读时感受到真正的喜悦，或

有关未来的道德教训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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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历史写作中没有一个领域会比这一点更霞要研究或修

正。①有许多证据支持这样的结论，但我或许特别能引用如下

证据。儿平每位作家，或至少绝大多数的，会设法去形容位于

已知世界里最极端的国家，它们的状况以及特征，但大多数都

在泊多地方犯下明显的错误。我们当然不可忽略他们的错误，

而且我们要以适当的系统及方法来进行评论，而非任意为之或

轻易带过;同时我们不该吹毛求疵，或是责怪他们，而是去认

知他们的成就，但同时修正其不完美之处，我们要经常牢记在

心，假如他们活在我们的时代，他们也必然会修正反调整许多

他们自己的陈述及声明。的确，在遥远的过去，甚难发现希腑

人会去调查这些偏远的地区;这是因为在实际上无法做到。海

洋具有如此多难以预测的危险咽而陆路上则就更多。即或有人

因为规划详细或是因为环境力量，而到达世界最遥远的界限，

并不必然意味着他将能够达成其目的。这些区域中有些是如此

野蛮，其他则如此荒凉，因此经常难以直接去观察现象，甚至

因为语言差异 更难以取得实际上所观察到现象的资讯。再者，

即或一个人能亲自目睹，做出见证，但他也难以做出节制有皮

的陈述，更难轻视旅行者所喜欢的奇人奇事，也更难因真相之

故而选择真相，以及告诉我们不超过真相的东西。

59 在古代这些问题让人不仅难以，甚至不可能对我提

及之区域做出可靠的描述，所以我们不应该因为有所缺漏以及

不准确，而疵议这些作家，及虑及他们写作的时代，而要因为

关于这些议题，他们至少发现某样东西，对人类知识有所增长，

来赞美敬佩他们。但在我们的时代，部分是因为亚历山大在亚

① 而言即地现贤讯且其在历史写作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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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以及罗马人在世界其他地方建立帝国，几乎所有区域都已

经可由海洋或陆路到达。与此同时，在希腊富于行动能力的人.

在摆脱政治及军事野心的压力后有许多机会去进行探索或研究;

从这旦得知，我们应该能够获取关于之前不为人所知地区，一

个更为真实及准确的图像。当在我作品中适当之处，引进议题

时，这至少是我将会为读者建立，而对那些对如此之属感到好

奇的人，详细地给予教诲，亦将是我的目标。事实上，正是怀

着这明确的目的，我历经千辛万苦，穿越非洲、西班牙以及商

卢，并在连接这三个地区之大海上，贴近它们西侧海岸航行;

换言之，这是为了要修正之前作家不完整的知识，并使得这些

地区亦为希腊人所知。①

在做完这离题叙述之后，我将返回罗马人和迦太基人即将

在意大利进行的激烈战斗。

60 关于汉尼拔在进入意大利后的兵力规模我己描述。在

抵达后，他立即在阿尔卑斯山脚下扎营，@因为他的首要关切

是让部队休养生息。全军不仅从攀爬、下山以及行走 111 区崎岖

路径的疲累中，受苦fiï:多，也因为缺乏物质供应及最基本的身

体需求，而历经极大的困难，在持续的肉体负荷及欠缺食物的

压力下，许多土兵已经陷入完全的绝望。因为要携带数以千计

土兵足够食用的粮袜，是不可能的，而当失去驮兽时，大部分

的补给也随之失去。结果是汉尼拔以三万八千名步兵及超过八

千名骑兵波过隆河后，他在通过山顶通道时，失去近半的兵力，

如我所描述，而幸存者因为承受无止境的匮乏，最后从他们的

① 这一段落很显然是在眶里比向旅行过高卢、西班牙且非洲后所写的。其时

大约在 五一年到一四六年间。

@ 或许是现今之都呈 (Tur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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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表以及一般状况来看，比较像是野兽而非人类。

汉尼拔于是把所有注意力投注在照料士兵以及他们的马匹

上，直到他们在肉体及精神上都彻底恢复。稍后当他的军队已

经复原，他得知居住阿尔卑斯山脚的陶律尼 (Taurini) 部落平11

英苏布里部落有争执，所以倾向于怀疑迦太基人。汉尼拔首先

去接触他们，争取他们的友谊及联盟，但当他们拒绝交涉，他

便在他们主要城镇之前扎营，并在三天内攻占它。他接着将所

有抵抗的人全部杀死.而这动作在邻近部落引起极大恐惧.于

是他们立即蜂拥向他输诚。其他住在这些平原的凯尔特部落已

经从一开始时，便积极加入迦太基人噜但是罗马军阴己经前进

越过他们大多数人的领土，现在处在他们以及自称为罗马盟友

的人之间，他们因此保得沉默，而有些人甚至必须与罗马人一

起服役。这因素说服汉尼拔不可再耽误，而是往前进军.采取

行动来鼓励那些愿意与他冒险的人。

61 当他得知西j应阿已经与他的军队渡过波河，而且近在

咫尺，这是汉尼拔心中所想到的计谋。首先他不愿相信这报告，

因为他记得他在隆河渡河处才离开罗马统帅儿天，但从马希和l

j!HiJ伊特拉里亚的航程既难且长;此外，他也被告知意大利内

从提蓝尼亚海到阿尔卑斯山的陆路同样相当[_(，需要辛苦的行

军。但是当越来越多的信差到来，都越来越详细地确认这项情

报，他因此对西庇阿进兵的计划以及执行的方式，既惊恐又折

服。西j际阿的感觉也非常类似，①因为他最初未曾预料到汉尼

拔竟然会率领一支外国军队横越阿尔卑斯山，而且还假设汉尼

拔若冒险进行的话，这远征注定失败。但在做完这些假设后，

① 这些论断是T阴阳的臆测。西庇阿或许对汉尼拔到来的直度感到j诧异.但若

双尼拔在敌人北方疆界之处"尚未 遇见敌军叼那盛然更是惊人。



326 I !11马帝国的崛起

他发现汉尼拔平安，并且已经在围攻意大利的城镇。他对敌人

的 JJ!l.识及勇气至为震惊折服。

这些消息在罗马也造成相同的放果。他们最后知道迦太基

人的消息是他们在攻占萨贡托，而这事件所引起的震撼才刚刚

淡化。那时对付这局势所采取的步骤是派遣一位执政官到非洲，

围攻迦太基城本身，并派遣另一位到西班牙，在那里对付汉尼

拔。现在传来的消息却是汉尼拔和l他的军队已经就在附近，而

且实际上已经在包围意大利的城镇。事情的转变完全让权威当

局不知所措，而在警觉之下，他们立即训令给利利贝乌娜的隆

古斯，告知敌人已经抵达意大利，立即终止正进行的军事行动，

全速返回，参加保护国家的防卫工作。隆古斯立即召集他舰队

的所有船员，下令返航意大利。至于陆军，军团营长被训令要

士兵进行宣示，规定他们要在某约足之日入眠前，①亲自到阿

里米努姆报~J。这是在亚得里亚海岸旁，波河平原南边的城镇。

因此大家在各方面都相当紧张.充满骚动，因为这状况是罗马

人及迦太基人都没预料到的，使得双方对未来都感到极大焦虑。

[西庇阿在横波波河后，决定要前进越过捉契诺河( Tici 

nus) ，而现方军队在河的北但l 彼此靠近。 l

65 次日，双方统帅都沿着最靠近阿尔卑斯山的那段波河，

将他们的军队往前推进;河流在罗马人左侧，迦太基人右侧。

又次日，他们从收集粮草的人那里得知两军几乎已经接触;在

那时双方开始扎营，停留在阵地中。在接下来的一天，两位将

军率领出所有骑兵，然而西庇阿也另外带领标枪手，然后双方

① 在四十天之后(见页 33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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迅速横越平原前进，观察对方军力。每次一方前进.看到另一

方因为移动所激起的烟尘，便立即形成作战队形。西庇阳将他

的标枪手及辅助的高卢骑兵安置在前锋，并将其余部队列成阵

式，以缓慢步伐向前移动。汉尼拔将有上银的骑兵以及所有重

装骑兵单位布置在前方，直接率领他们往前到敌人处，在他两

侧安排努米底亚骑兵，随时要做从侧边包夹的动作。

两位将军及两边骑兵因为如此急于交战咽所以当双方阵线

交锋时，标枪手竟然完全没时间投射出第一击:他们立即I转头

并从人缝中撤退到骑兵后的位置，害怕被往他们这边冲刺的骑

兵践踏在铁蹄之下。骑兵队伍直接碰撞，有一阵子两边势均力

敌;因为在战斗过程中，下马的人数甚多，所以变成骑兵与步

兵的混合作战。但最后努米底亚骑兵成功从侧边包抄罗马人，

并从后方攻击他们，而步行的标枪手.虽然最初逃离骑兵的冲

刺，现在却被努米底亚人的数量优势，以及激烈进攻压制践踏。

在这时候，从一开始就和l迦太基中央交战的罗马骑兵，损失许

多人，但却也能对敌方造成更大的伤害，不过现在却发现被努

米底亚人从后方攻击。在这时候他们的队形瓦解四散，许多人

往不同方向离去:只有一些人重新组队，留在他们执政官身旁。

66 在这行动之后，四 l克阿撤军拔音，行军越过平原，到

达一座横跨波河的桥梁，尽可能快速移动，好让他的军团在迦

太基人到达前，先行过词。他观察到整个乡间地势平坦，而因

为敌人在骑兵上占有优势，自己本人又受伤严重.他决定要将

部队撤退到 个安全之所。就汉尼拔而言，他最先预计罗马人

会以步兵来冒险一战，但当他看见他们已经放弃营区，{'1!尾随

在后，直到在提契诺河上的桥梁。他发现桥梁上的木板多己被

拆除，但那些被留下来防守的人仍在他河流这侧的岗位上。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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逮捕这支分队，约有六百人强。当他得知罗马的主力部队在那

时已经远远在前，他立即掉头，以相反方向前进到波河，寻找

出一个最容易在河上搭桥之处。在行军两天之后，他停下来，

建造一条由船只组成的浮桥。他命令哈斯德鲁巴监督部队过河，

但他自己立即先行过河，前去会见从附近地区前来的佼者。在

赢得骑兵的交战后，所有附近的凯尔特部落风闻结果，如汉尼

拔从一开始便希望的，急忙宣布他们支持迦太基人，提供补给，

并送出部队与他'们一起并肩作战。汉尼拔热情地接受所有这些

依附的人，而在他的部队从河另一边过来与他会合后，他率领

人马，沿着被河，但以与之前相反方向的路线前进:这次是顺

流而下，刻意要找出敌人。

在这期间，西庇阿已经渡过波河，于L营在罗马殖民地普拉

仙提亚:在此他努力照顾受伤的士兵，并调养自己的伤势。因

为他相信已经将军队安置在一个安全的地方，所以不做任何移

动。但在西庇阿过河两天后，汉尼拔在近处出现，次日则在罗

马人清楚视线下摆出作战队形。那时没人出来攻击他，所以汉

尼拨就在距离约六里处扎营。

67. 在这时候，在罗马军队中服役的凯尔特部队，认为迦

太基人的前景的确比较看好，于是在他们自己之中协调出一个

计谋， {fl.暂时在他们在营区内保持沉默，等待时机攻击罗马人。

在这设有防御工事营区之内的所有阶层都用完晚餐后，他们退

出休息。在夜晚大部分时间里凯尔特人等待着，但约在清晨哨

兵值勤时，拿起武器攻击驻守在附近的罗马人。他们直接杀掉

许多人，也伤害不少人，然后再砍掉他们杀死之人的头颅，投

靠迦太基人。汉尼拔热情地欢迎他们:他向他们说了鼓励的话，

然后在承诺他们适当的奖赏后，他派遣他们回到自己的城镇去，

, 

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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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诉同胞他们做了何事，敦促其他人加入，因为在这时候，他

觉得一旦其他高卢人若得知他们自己国人对罗马人所犯下的叛

逆行为，他们必然都会站在他们那边。与此同时，有个波伊人

的代表团来拜访他，交出三位被派遣来分部l他们土地的罗马专

员，而如前所述，这些人是他们以诈术捉来的。汉尼拔感激他

们的善意，对这些特使正式承诺他的友谊以及联盟。然而他则

交还给他们这三位罗马人，建议他们小心看守，与罗马协商，

换回自己的人质，正如他们原来的意图。

西庇阿深深关切这次叛逆性的攻击。他看得出其中危险，

因为凯尔特人已经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都很不满，这新的举动

或许会影响这邻近地带所有高卢部落去投靠迦太基人，所以他

决定要防范于未然。接下来的夜晚，他在清晨值更前拔营，行

军前往特雷比亚j可以及附近的高地，在那里他觉得可以依赖地

形的天险以及邻近盟友的忠诚。

68 就在汉尼拔发现西庇阿已经离开，他先派遣努米底亚

骑兵前去追杀.然后很快地也派出其他的骑兵，而他自己及其

他主力部队，紧随在后。努米底亚人发现罗马军营空无一物，

停下来将之焚毁，但这次耽误却对罗马人大有益处，因为假如

努米底亚人立即跟上，并追上行李队伍，许多随行之人必定会

被杀害，因为他们所行经之地形十分平坦。但事实是，虽然较

多人成功地棋波特雷比亚河，但那些被安排在队伍后端的人，

不是被迦太基人砍倒，就是被逮捕。

西庇阿带领他的人马渡过特雷比亚河后，非L营在第一个发

现的 JJJ 丘，用琼沟以及栅栏来强化阵地，在那里等待降古斯和

他的军队;同时，他特别注意自己伤口的治疗，因为他急于参

加即将发生的战争。汉尼拔这一方在距离四、五里之处扎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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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附近的凯尔特人认为迦太基人的未来看好，提供给他们

丰富的补给，并且随时准备在任何汉尼拔的军事行动或战役中，

扮演他们的角包。

当骑兵军事行动的消息传到罗马，人民得知事情发展不如

他们预期时，变得惊慌失措，但是不乏借口来说服自己这并非

真正挫败。有些人责怪执政官操之过急，但其他人怪罪凯尔特

人的恶意，这可由他们之后的弃逃证明。但一般而言，只要他

们的步兵仍然完整无缺，人民对罗马军队最后胜利的信心，丝

毫不会动搭。因此当降古斯及其军团到达罗马，并行军穿过城

市时，人民仍然相信只要这些部队在战场上现身，便可决定战

事的成功。

隆古斯的人马完成他们的誓言，依约集合在阿里米努姆，

而将军率领他们全速前去与西庇阿会师。这两支军队适时接触;

隆古斯在西庇阿附近扎营，但在这之后，他必须让部队休息，

因为他们已经从利利贝乌姆到阿里米努姆连续行军四十夭。在

同一时间，他准备部队应战，与西庇阿举行多次军事会议.在

那期间也让自己熟悉近来的事件，并与同事讨论在目前局势下

应该采取的措施。

69 大约在这时候，汉尼拔占领克拉司提迪姆，同时掳获

驻军以及储存的谷物，因为罗马把此城的防卫交给了一位原籍

为布伦迪希温的人负责，但他却选择背叛，将城交给汉尼拔。

汉尼拔为眼前的目的，立即使用这些谷物，但却大费周章地不

去伤害战俘，而是元论到达何处，都展示这个行为。他的目的

是要提供他的政策范例，让那些自认是因为战争所迫的人，不

要惊慌或放弃希望，因为汉尼拔会宽恕他们。他重重地奖赏那

背叛罗马，将城交出的人，因为他希望去吸引那些位居高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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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到迦太基这边。

但是，他发现有些居住在特笛比亚河南l与波河河谷之间的

凯尔特部落，虽已经和l他签订和l约，却同时与罗马打交道，因

为他们相信这样 来.他们必将同时从罗马人及迦太基人那里

得到安全。所以他派遣一支两千名步兵及一千名凯尔特和努米

底jll'骑兵组成的部队，去掠夺这地区。他们执行命令，搜刮大

茧战利品，那时凯尔特人立即出现在罗马人营区，要求协助。

除古斯长久以来一直想找机会来采取攻势，所以他立即捉住这

机会，派出一支包括他的大部分骑兵以及 千名步行的标枪手

在内的部队。他们迅速行军，为的是要在特雷比亚 j可到11端赶上

这些掠夺者:他在那里与敌人交手，争夺战利品，并强迫凯尔

特及努米底亚人迟到他们加强防御的营区。那些正在迦太基营

区之前占据前面位置的人，理解何事发生，便召唤预备部队来

支援他们受到压迫的同志，那时罗马人接着就被击溃.撤退到

他们自己的营区。当隆古斯见此，便聚集所有剩下的骑兵以及

标枪手，以这些部队增援，这次轮到凯尔特人被击败，并退回

到安全的地带。迦太基统帅不打算进行全面的战争，而且立下

一个原则.除非是经过刻意的选择.绝不被卷入到一场决定性

的战役，当然也不可以出于冲动而任意发动。在这场合，汉尼

拔的行动犹如一位优秀将军所该为的，他制止撤退的部队.强

迫他们停下，在靠近营区时转身稳住，然后才逐步撤退。他不

允许他们追逐敌人以及交战，而是派遣军官以及号子去召回他

们。罗马人暂时停留.然后撤军;他们损失一些人马咽但对迦

太基人造成更严重的伤害。

70. 院古斯在这次成功的喜悦中，被一股要尽快强迫敌人

决战的野心所淹没。因为西庇阿受伤，所以他有权根据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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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断来处理局势，但由于他希望知道同事的意见，所以就这议

题向他征询。然而西庇阿却对局势采取截然不同的看法。他相

信军团将会从冬训中获益训多，而且凯尔特人反复无常、叛逆

成性，只要迦太基人一旦不再赢得战争，被迫按兵不动，就不

会继续保持忠诚，而是再次与他们最近的盟友决裂。他也希望

在伤势治愈后，可以与同事携手，真正效劳。因为这些理由，

他因此敦促隆古斯让局势保持原样。隆古斯深知这些辩论的每

一项都是真实的，旦元可避免。但却又立即被自己的野心，以

及对好运有盲目的信心所驱使，盼望自己在战事中施予敌人致

命一击。他急切希望战争可以在西庇阿能够现身战场之前，或

是在新任执政官接任指挥权之前，便能发生，而这时机几乎已

经来到。既然他所选择的交战时间不是由局势之事实来指定，

而是出自个人动机，所以他的判断必然会出现问题。

汉尼拔对事态的看法非常类似于西庇阿，但却基于完全相

反的理由:他急于引诱敌人进入战场，首先是为了利用凯尔特

人的好战精神仍然旺盛;其次，则是要在罗马军团仍是生涩新

兵，没有作战经验时，来和军团交战;再次，是要在西庇阿康

复前，便已经解决这问题。然而最急迫之考量是他希望维持主

动，不要让时间消逝，却没得到成功，因为当一位将军领军进

入陌生国度，进行一场充满危险的战争时，他唯一安全的机会

在于借着持续进行一连串新的攻击，来保持盟友的希望。这是

汉尼拔的目的，而他会有这样的目的是因为他知道隆古斯性情

冲动，即将要采取攻势。

71 汉尼拔在之前一段时间便己知道两边军营间有块平地，

虽然平坦元树，却相当适合理伏;此处被一条水道划过，高悬

的两侧岸边，绵密地长满荆棘与和j藤，而在此处他要为敌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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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陷阱。他有很好的机会出其不意，让罗马人不知所措;罗马

人会怀疑有树林的地点，因为凯尔特人惯于选择如此地形来进

行突袭，但对无树的空间则元所畏惧。但他们忽略了以下事实:

后者或许能较之森林更能有效地提供隐蔽及安全，来进行突袭，

因为隐藏等待的人能有良好的远距离视线，而且在大多数的情

形下能有足够的掩护。一条有高悬岸边的水道，中间长有 定

数量的芒草、族类，或某种荆棘植物，不仅能够遮掩步兵，假

如能够有简单的谨慎安排，让有队徽的盾牌平放地上，并将头

盔隐藏其下，甚至骑兵亦可得到遮掩。

汉尼拔将他对即将发生战争的计划，透露给他的弟弟马哥

( Mago) 以及幕僚中的其他军官。他们都同意这计划。所以汉尼

拔在部队用完晚餐后，召来马哥;其人相当年轻，充满勇武好

战精神，而且从孩童时期便开始锻炼士兵的战技，汉尼拔命令

这年轻人率领一百名步兵及一百名骑兵的分队。在稍早之时，

他自己已经亲自从军队中挑出这些最勇敢的士兵，并告诉他们

在晚餐后到他帐篷报到。在那里他向他们说话，激发他们这场

合所有宫的精神，并命令每个人再从他们的连队中挑选出十个最

勇敢的人，并到营区-个他们知道的特定地点报到集合。他们

执行他的命令，汉尼拔在夜里派出整支队伍，人数达一千名骑

兵以及相同数量的步兵，在选定的地点埋伏。他提供这支分遣

队向导，并指示他弟弟攻击的时机。在破晓时，汉尼拔亲自检

阅努米底亚骑兵，队中所有的人都具有非比寻常的忍耐力;他

向他们说话，承诺奖赏那些表现突出的人，然后命令他们前进

到敌人的壤沟附近。他们要奔驰越过河道，设法丢掷枪矛引出

罗马人，目的是要在罗马人吃早餐或任何战斗准备之前，即已

经受到引诱而开始行动。他那时召集其他军官，激发他们的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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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来迎接即将来临的冲突，并且下令全军吃早餐，并为军事行

动准备好武器以及马匹。

72 当|坠古斯见到努米底亚骑兵接近，他首先派出他自己

的骑兵团应，在没有支援的情况下，下令要与敌人接战。接着

他派出一队约六千名的标枪手，然后继续从营区出动全军。他

在数量上的优势，以及前天在骑兵行动中的成功，让他充满信

心，他想像只要他的军队一出现，便能决定战局。但是时序已

经进入十二月，气候变得自古冷，偶尔会有风雪，而且儿乎所有

人马在离营时都没吃早餐。最先他们有天生的高昂士气以及作

战勇气来支撑，但他们必须渡过特宙比亚河，而这条河才因

为昨夜在营区上方向地所下的雨，成为洪流，因为水深及胸，

步兵难以横渡。结果是当这天持续下去时，整支军队就因为

寒冷以及缺乏食物而开始深受其害。中H形之下，迦太基人在

帐篷里吃喝，为马匹梳毛整理，并围绕着营火，并为武器进

行涂汹以及武装。汉尼拔已经在注意他的机会，所以当他看

到~马人在横波特雷比亚河时，他将长枪部队以及投掷部队，

人数约八千，往前移动作为掩护，然后带出自己的军队。他

前进约一里，然后将步兵以一列散开，有两万人强，由西班

牙人、凯尔特人及非洲人所组成1 至于骑兵，再加上凯尔特

盟友所提供的，共超过一万人，分为两翼。他也将战象的武

力分组，将它们安置在步兵方阵之两侧前，所以他的侧翼可

以有双层的保护。在这时候隆古斯见到他们无法有效对付敌

人时，召回他的骑兵，因为努米底亚骑兵以归散及撤退的方

式轻易地避开他们的攻击，但之后他们又突然立即转身，以

极大冲力来冲刺，这是他们特别摘长的独特战术。降古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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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兵是以正规的罗马阵势来布阵，①数w:约为 万六千名罗马

人及两万盟军，这是只有在重要战役时，当状况需要两位执政

官同时将部队结合在 起动员，所组成的一支完整罗马军队的

寺'力。他接着将总数四千名的骑兵安排在两翼，以节制有度的

决心，缓步、有秩序地前进。

73 当这两军到达交战距离之内，行动由前方位置的轻装

部队开始。@在此阶段，罗马人已受制于许多不利之处，迦太

基人则证明他们是更有效率的部队 罗马标枪手从日出之时，

已经和不利的环境斗争，在对付努米底!Il'的突袭中，几乎用尽

大多数的标枪，币1 其余的则己因暴露在湿气及水中太久，变得

无效。骑兵及其他步兵也同样处于不利状态，但迦太基人的状

况恰恰相反。他们在行伍之间等待，精神饱满、蓄势待发，在

句:要时随时都可去援助。所以当进行小规模战斗的人从队伍间

空隙退回时，换成童装步兵上场，迦太基的骑兵立即攻击敌人

两侧;他们在数量上占有优势，加上人员及马匹完全清新饱

满 如我已经解释。罗马骑兵在迦太器人的冲击下后退，让

步兵的侧边完全暴露出来。在那时迦太基的长枪手以及努米底

亚的主力部队跑过他们之前的部队，从罗马人两侧攻击，造成

严重损失，并目暂时阻止他们与前方部队交战。之后构成两军

的前锋及中锋的重装步兵进行激烈的战斗。双方有很长一段时

间并没显示出任何明显优势。

74. 在这时候，马哥所率领的努米底jJ]i步兵和骑兵从躲藏

之处冒出，突然从后方攻击敌人中心，这举动让所有罗马人陷

①亦即以三列的前线部队、中线部队以及前线部队来布局。见页 412 至页

413 。

@ 且是罗马的怀抢手 1 他们时时目尼拔的'"枪手以且投掷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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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混乱失序中。最后隆古斯步兵的两侧在遭受到来自前方战象

以及来自侧边轻装部队的攻击后，使开始退让，被攻击者挤回

到在他们身后的河边。在这之后，虽然罗马中心的后方被埋伏

的努米底亚人所攻击，而承受极大损伤，那些在前方的童装部

队仍继续往前推进，克服凯尔特人以及一队的非洲人，杀死许

多人，并突破迦太基阵线。但当他们见到他们的两翼同时都已

经被驱离战场，他们放弃恢复局面或是回到营区的想法:他们

被迫禁止如此行动，部分是因为他们惧怕敌人的骑兵，部分是

因为暴雨继续狂泻，增加了重渡特雷比亚河的困难。这支军队，

人数不少于一万人，因此重组队型，安全退到普拉仙提亚。其

余大多数罗马军队不是被战象踩死，就是被骑兵杀死，步兵中

的残存者以及大多数骑兵，设法加入我所提及之重组部队，与

他们一起到达普拉仙提亚。迦太基人追杀他们到j特雷比亚河，

但受制于风雨，无法再前进，随后返营。他们对战争结果欢欣

鼓舞，认为这是决定性的胜利，西班牙及非洲部队的损伤极轻，

大多数的伤亡多落在凯尔特人身上。然而全军被倾泻而下的暴

雨以及随之而来的降雪所影响，结果是除了一头战象外，其余

皆死去，也有大耸人员及马匹因受冻而死。

75. 隆古斯对真正发生何事，非常清楚，但急于尽可能地

不让罗马权威当局知道其中细节，因此他派遣佼者报告，说战

事爆发，但风雨夺去军队的胜利。罗马人最先接受这种说法，

但之后很快地便知道迦太基人仍然占据自己的营区，以及所有

凯尔特人都加入那边，但他们自己的部队却放弃营区，从战场

撤离，现在在邻近城镇避难，并且从海上及波河取得补给。这

些事实为人知晓后，他们心知肚明战争的结果。这消息让他们

大吃一惊，迫使他们着手更多战争的准备，特别是去保护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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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进路线会经过的据点。他们派遣军团到撒丁及西西里，驻军

他林敦以及其他重要战略要地，而且除了这些措施外，他们装

配了一支六十艘五层舰的舰队。执政官当选人塞尔维利乌斯

(Gnaeus Servilius) 和弗拉米宁 (Gaius Flaminius) 开始动员盟

军，从罗马公民中征召军团，并在阿里米努姆及伊特拉里亚内

建立仓储据点。他们亦向西西里统治者希洛二世请求协助;希

洛送去五百名克里特岛人及一干名轻装步兵。简言之，他们在

各方面都进行准备。正是当罗马人陷于危险之秋时，最令敌人

恐惧，而这原则同时适用于他们的公共事务以及私人生活。

77 在接下来的初春，①弗拉米宁行军进入伊特拉里亚，在

阿富提乌姆 (Arretium) 之前扎营，而塞尔维利乌斯在东海岸，

沿海岸北行，直到阿里米努姆，以阻挡敌人从那方向前进。这

时，汉尼拔在阿尔卑斯 I]J这边的高卢过冬，将在战争中所掳获

的罗马人加以看管监禁，只给他们足够维生的口粮，但从罗马

盟友逮捕来的俘虏，他则相当亲切地对待，并召集他们说话，

指出他并非来与他们作战，而是为了他们才与罗马人为敌;假

如他们知道自己利益所在，他们必然会回应他所提出的友谊，

因为他特别是要交还给意大利人自由，来协助他们收复罗马人

从他们手中抢走的城镇及领土。说完这些话，他送他们所有人

回家，不要求任何赎金;其目的是要赢得意大利居民到他的旗

帜之下，让他们从对罗马的依附中脱离出来，并让那些相信他

们港口或城镇是因为罗马统治而败落的人，引发叛乱。

78 在这年冬天，汉尼拔也尝试 个典型的胖尼基骗局。

他深知凯尔特人的反复无常，而且因为只在最近的时候才和他

① 工一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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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建立友好的关系，所以他要提防任何谋取他性命的企图。他

因此订做许多假发，每一顶都会产生不同年龄的印象，而他经

常进行更换，同时配合假发有不同的穿着形态。以这方法他让

别人难以认出他，不仅是那些不过只有惊鸿一瞥的人，甚至刘

他熟识的人，亦是如此。

在这时候他注意到凯尔特人对战争仍然发生在他们的疆界

之内，变得有些焦躁，迫不急待地想人侵敌人领土。他们声称

这是因为对罗马人的仇恨使然，但是真正的理由是他们对战利

品的贪婪。无论如何，汉尼拔决定要尽快重新继续前进，来满

足他部队的期望。于是在天气变得较暖和时，他开始质问那些

最了解这国家的人，发现其他入侵罗马领土的道路不仅漫长，

而且敌人彻底熟悉，然而通过沼泽到伊特拉里亚的道路不仅短，

而且可让弗拉米宁出其不意。汉尼拔在个怕上一向偏好:1:\其不

意的解决方式，于是他便选择这个行军路线。但是当消息在部

队中流传，说他们的将军将要率领他们通过沼泽地带时，刚开

始时大家兴趣寥寥，因为每个人都想像到即将要穿过深深的沼

泽及泥坑。

79 然而汉尼拔花费心血去探索地形特色，确定他们要通

过的地面积水是浅的，地是坚实的。当他拔营，开始行军时，

他安排非洲人、西班牙人以及所有最好的部队在队伍前方位置，

之中穿插行李箱重队伍，借此确定保有所有军队短期内的未来

所需。他更往未来看，他决定不再维持驮兽，因为他估算，一

旦在敌人疆域内，他若被击败，它们对他没有用处，但假如他

控制开放的乡间，那他将没有补给的问题。凯尔特人被安排在

我所提及之队伍的后方，而骑兵则负责殿后抑阵，后卫的指挥

则交给他的弟弟马哥。他做这些布置有一些道理，但主要是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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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特人欠缺忍耐力，以及不喜欢辛苦的体力操劳。他的想法是，

因为行军辛苦，所以假如凯尔特人要掉头|回去，马哥可以用骑

兵拦截，禁止任何此种企图发生。西班牙人及非洲人在土地仍

是坚实时，通过沼泽，因为他们已经习于如此操劳的磨练，他

们并没有受到太严重的任何伤害。另 方面，凯尔特人只能在

费尽全力之后通过，因为不仅沼泽土地已经被之前行走过的人

踏松，而且走路之人自己也发现这整个行军的努力实在令人疲

惫及折磨士气，他们并不习惯如此艰苦。但他们被后方的骑兵

防止掉头离去。整支军队尤其受到缺乏睡眠的影响，因为他们

必须连续行军四天三夜，在那段时间他们不断涉水而行。但是

凯尔特人比其他人受到的伤害更大，损失更多人。大多数的驮兽

都已经倒下，在泥巴中死去，而它们在死后所能提供的唯一的服

务是倒下之后，人们将行李堆到它们的尸体上，用这方法可以暂

时离开水面，在夜间捉住片刻休息。同样因为在泥中的长途跋

涉，许多马区也瘸脚。/5<尼拔自己坐在唯一幸存的战象上，相当

难行·他因为Hlll疾的侵袭而感到强烈痛苦，但情势无法使他停下

接受治疗。

80 在完全出人意料之外地完成横越沼泽后，汉尼拔发现

弗拉米宁在伊特拉里亚的阿富提乌姆之前驻扎。汉尼拔第一个

动作是在沼泽旁扎营，目的是先让部队休息，也重新侦察在他

之前的这稽个区域，并且搜集有关敌人情报。首先，他知道周

围乡间地带提供了获取大量战利品的机会，而其次.弗拉米宁

拥有煽动群众之演说技术以及讨好观众的特有才艺，对实际如

何进行战争则知之甚少，但对自己的才能智慧又有荒谬的自信

心。汉尼拔估算，若他行军越过敌人军队，进入到敌人前方地

区，弗拉米宁必然会对行伍士兵的嘲笑极为敏感咽绝不袖手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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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让乡间地带任人摧残，同时，他必然会被这景象剌激，所

以会跟随到任何他被引领的地方去，也会被自己独力赢得战争

的机会所诱惑，而不等待同事来到。所有这些因素导致汉尼拔

得到这结论，弗拉米宁必然会给迦太基人许多攻击的机会。

81.汉尼拔这些推理既有远见，而且策略正确。对一位将

军来说，没有一项资产比了解敌手之指导方告|及人格特质更加

宝贵;任何不以为然的人，都是既盲且蠢。当个人或行列士兵

彼此对峙时，希望征服之人必须不计代价地寻找出如何达成目

标，特别是他的敌人最为脆弱或缺没保护之处。依相同之理，

指挥官必须训练自己的眼睛去看到他敌人防卫的弱点，不仅只

是身体，也包括心灵。有许多人因为自己懒散以及缺乏精力.

不仅让自己国家的福祉，甚至个人的财宵，皆毁于一且。有些

人如此沉溺于洞，除非将自己弄得眩目T大醉，否则元法入睡.

而其他人则耽溺于性爱，因此削弱他们的判断力，不仅摧毁他

们的国家以及个人生涯，还让自己的一生以耻辱结束。当一个

人显示自己是个懦夫或是蠢人，这羞辱至少只是个人或私人.

但是当一个将军显示出这样的特质时，其影响却是普遍的，并

且产生最严重的公共结果，因为不仅他让那些在其手下的人变

得无能，而且经常将那些信赖他的人，也卷入最大的危险之中。

另一方面，轻率躁进、过度鲁莽、盲目冲动、自矜自夸或

是无知的野心，都容易被敌人利用，对任何盟友皆最是危险.

一位有这些人格特质弱点的人，自然会成为所有类型谋略、埋

伏以及诡计的受害人。最能够迅速取得决定性胜利的领导人，

是那些能够辨识出敌人错误.并且准确选择，充分利用敌对统

帅的弱点，来攻击那致命之点的人。正如一艘船，一旦被剥夺

其掌舵者，将会~:j全加水手落人敌人于中，所以将军能够以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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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胜过或谋略赢过他的对手，便容易掳获对手全部的军队。在

这次场合，因为汉尼拔已经正确地理解并预测了弗拉米宁的行

动，他的计划于是乎取得他想要的结果。

82 汉尼拔几乎还没离开费苏莱地区，只越过罗马营区一

小段距离，并且对邻近区域只做一次掠夺，弗拉米宁立即暴跳

如1霄，开始想像敌人已经在蔑视践踏他。又稍后，当迦太基人

开始掠夺乡村，四处缕缕刑起的火烟成了这些破坏的证据，执

政官因此变得更加愤慨，认为这是无法再加以容忍的羞辱。有

些军官劝告他不要冒险，冲动追逐他的敌人，企图上战场一决

雌雄，认为他应该采取守势，并注意敌人在骑兵上的优势;尤

其是，他们敦促他要等待他同事的到来.不要交战，直到两军

结合起来后，他们才能开战。但弗拉米宁不仅忽视这规劝，甚

至无法忍受提出如此辩论的军官;他问他们在罗马的人们会如

何说?假如军队在敌人后方，却倒在军营内，然而整个意大利

的乡间地带却被蹂躏到几乎抵达首都的城墙。这是当他拔营，

开始移动军队时，所持有的观点。他并没注意行军的方向以及

时机，只是盲目往前推进，唯独想要要遇见敌军，好像胜利毫

无疑问地已经属于他。的确，他甚至在人民之中创造出如此的

自信心，所以士兵甚至那些数量远远多过战士的随营非战斗人

员，随身手持铁链、镣铐以及其他道具.希望找到掠夺的战

利品。

与此同时，汉尼拔持续进军罗马，穿过伊特拉里亚，保持

科托纳( Cortona) 及山丘在其左侧，特宙西米尼湖在右侧。他

一边前进，一边放火，破坏乡间，心中经常想到要引诱敌人采

取行动。当他见到弗拉米宁儿平安与他接触，这迦太基人已经

选好最适合他目的的地形，布好阵势，准备作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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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道路在此处通过一个既平且窄的山谷，两侧有绵延不

断的高丘环顾。隘口的东端一个陡峭高耸地形崛起，其坡地几

近垂直，难以攀爬;在西侧则是湖泊，在那里唯一可以进入 111

谷的是一条沿着山丘脚下的小径。汉尼拔率领部队经过湖泊边

缘，然后穿过山谷。他自己以非洲及四班牙军队占据东端的山

丘。投掷手及长枪队则被命令要绕路，从隘口前面绕过，以山

丘作为掩护，然后以延伸的阵势布置在山谷右侧。①凯尔特人

及骑兵移动绕过到左侧，同样地也在山丘之下以延伸的阵势待

命，其余的人被安排在山丘及湖泊之间，进入隘道的开口处。

所有这些布置都是在夜间完成，他的部队环绕整个山谷，

待命偷袭，汉尼拔不再做进←步的行动。在这同时弗拉米宁紧

迫在后，迫不及待要赶上敌人。他在极晚的时候，在靠近湖泊

的前方扎营，在第二天，他因为急于交战，于是天一亮，便带

领他的前锋部队，活着湖泊进入隘道的人口处。这我已经描

述过。

84 那早晨湖边浓雾笼罩。然后在罗马大部分军队已经进入

隘口，并开始接触迦太基人后，汉尼拔发出信号开战，告知埋伏

的人，立即从各方向攻击罗马人。敌人突然出现，完全让弗拉米

宁措手不及。雾气遮蔽所有的能见度，攻击同时从高处与四面八

方多点出现，百夫长及营长不仅元法发出必要的命令，甚至也元

① 这血的右侧且左侧是以扭尼拔行进时的观点来舌。因此投掷手且长枪队被布

置在罗马纵队的南方且由南方，凯尔特人且骑兵则在北方，除 r罗马世进入

的最后部队。弹拉米宁的处埋在越深入山湖之间的随道时，越显得困难。他

的军队以纵队前进，绵延大、七 .II!.z长，很在昂苗在Ji时酷切成数段，而他

的人马与湖泊间的挟隘地形提供甚小空间来进行撤退或重组部队，而突品的

地形阻碍在北亮破的机舍。这场战役提供历史里少见的例证 ~位将军以←

整直庞大的军队来进行埋伏，同时而对几乎敌对的全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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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掌握发生何事。他们发现自己同时被从前方、侧边以及后方攻

击。结果是他们虽然还保持行进队形，但大多数的部队已经被砍

死，毫无机会防卫自己，可以说是在他们统帅缺乏判断力下，送

出去就死;简言之，在他们仍怀疑究竟要如何做时，已经在不知

不觉中被取走生命。弗拉米宁本人对所发生之事，感到士气崩

溃，陷入彻底绝望.被一群凯尔特人攻击杀死。约有一万五千名

罗马人命丧山谷之中。在这局面下，他们无法做任何事来协助自

己，然而也不愿向环境投降，他们认为至高元上的职责，如l他们

在所有训练所教导的，是绝不逃走或离开岗位。至于那些在后

方，受因于山丘及湖泊者，他们遭受甚至更羞辱或更可悲的命

运。他们发现自己被赶入湖泊，而在那里一些人丧命，一些设法

身着装备游泳，却溺水毙命，而其他人则涉水，尽可能地走远;

他们站在那里，只有头部因出水面。

那时骑兵骑马追赶而来，死亡瞪着他们的脸，他们举起双

手，口念最可怜的求情，恳求慈悲，饶恕一命。结果不是被骑

兵杀死，便是自己勇敢面对毁灭。在山谷中有六千人成功击败

直接面对的敌人，但虽然他们或许会提供很大的协助，但却无

法前去解救他们的同志，或是绕到敌人后方，因为他们完全无

法看到所发生之事。他们持续往前推进，相信他们迟早会遇见

敌人，直到他们发现.但却没注意到.他们其实已经突破到较

高的地形。当他们到达山脊时，雾气消散，并且可以看清完整

的灾难程度，但那时去提供任何协助已经太迟，因为敌人已经

在所有方向得到胜利，完全掌握战场。他们因此重组队伍，撤

退到某个伊达拉里亚村落去。在战争后，汉尼拔派遣马哈巴

(Maharbal) 带领西班牙人和长枪队去包围。在那时罗马人见到

在每边都有威胁，放下武器投降，条件是他们的性命能被饶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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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便是在罗马人与迦太基人在伊特拉里亚进行战斗的最

后结果。

85 当投降的士兵被带到汉尼拔及其他人面前时，他命令

所有犯人被集合起来，总数超过一万五千人。他开始时告诉他

们，说马哈巴并没征询他授权去饶恕他们的性命，然后他接着

攻i击罗马人。最后.他将罗马人分布在他的军队中来加以看守，

但释放罗马盟邦的俘虏，送所有人返家，如在之前场合一样，

提醒他们:他来此不是要和意大利人作战，而是为了意大利人

而和罗马人作战。然后他让自己的部队休息，埋葬那些最高阶

的战死者，共计三十人，而他整体的损失为一千五百人，多数

是凯尔特人。在这之后，他和l 自己的弟弟及朋友开始讨论在何

处以及如何进行下一场攻击，因为在这时候，他对自己最后将

会成功，深具信心。

当战败消息抵达罗马，单单灾难的规模就已经无法让国家

领导人去掩盖或淡化事实，他们必须召开人民大会，加以公布。

所以当副执政从市民广场的发言台 (Rostra) 宣布"我们在一

场大战中战败"，这几个字让他的听众如此震惊，所以对那些

在这之前两次战败场合出现的人来说，这次灾难在那时比在战

斗的时候似乎还要更严重，但这不令人惊讶。因为许多年来，

人民一直没有经历过任何公开承认战败的报道或事实，所以他

们现在无法以平常心，或有尊严地去接受如此的失败。然而对

元老院，情形则不然，它持续做出适当的判断，为未来设想，

思考所有阶层的人该做什么，以及要如何去进行此事。

86 在战争进行时，另位执政官塞尔维利乌斯在阿里米努

姆地区的岗位上，此地位于亚得里亚海海岸，阿尔卑斯山这边

高卢的平原与意大利其他部分在此地相会，靠近波河河口。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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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知道汉尼拔已经入侵伊特拉里亚，在弗拉米宁附近扎营，他

的意图是耍和他的同事会师，将两军结合。但肉为他军队的规

模使他无法办到，所以他立即派出 111 塔尼乌斯 (Gaius Cente 

nius) 率领四千名骑兵，这些部队在主力部队之前先行，并在

局势危急时支援弗拉米宁。但在战争结束后，汉尼拔接到报告

说这援军正在接近，他派遣马哈巴率领长枪队和一队骑兵去迎

战。马哈巴发现 lU塔尼乌斯，在第一波攻击时，消灭他一半的

武力:然后追杀其他人到附近一个山丘:第二天他成功地逮捕

所有人。

特宙西米尼沛l之战的噩耗不过三天.所以在整个罗马城所

造成的动荡情绪尚在高点，但新的灾难消息又接着传来.这次

不仅人民，某至元老院，都相当沮丧失志。决议于是通过.耍

搁置透过年度选出官员的正常政府程序，同时采取较激进的措

施来应付危机;当时一般人的感觉是，罗马现在的局势以及正

威胁/、民的处境是俗耍任命 位拥有绝对权力的统帅。

在与此同时，汉尼拔这时对成功有充分自信，决定暂时不

进军罗马，而开始边走边根毁乡间地带。他通过翁布里jfE及皮

-I)J ì茬，在行军第 I 天到达亚得里亚海海岸。①在他前进过程中，

他搜集如此多的战利品，结果他的部队既推不动，也带不走，

而目他也在沿途中杀死一些居民。他已经下令，而且这成为惯

例，当急攻取下城锁时，部队发现到的所有成年男子都必须被

杀，而他如何做这事，是因为他与生俱来对罗马人根深蒂间的

仇恨。

87 他于是在靠近~E1导里亚海 个地区扎舌，该地物产极

① 特咀i西米尼湖之战宜生在λ月二 l 一日 汉尼披在大约两周之后抵达梅岸边。



346/ 3y马帝国的崛起

为丰富，种类繁多，而他的第 要务是让部队休息，加上恢复

人员及马匹的健康。因为在阿尔卑斯山这边的高卢历经过冬时

所暴露的风寒，缺乏他们习惯的涂袖按摩，以及之后通过沼泽

行军的艰辛，所有人员以及马匹都苦于坏血病以及其后遗症。

所以现在他既然拥有一片丰腆乡间，他逐渐让马匹回到良好的

状况，让他的人员在肉体及心灵上都恢复健康。他以罗马的装

配来重新武装他的非洲部队，为了这目的他挑选最好的武器，

因为他现在拥有大最掳获的军械。同时他也送出佼者，航海送

信给国内迦太基人，详细报告发生之事，因为自从入侵意大利

后，这是他第一次到达海洋。迦太基听闯这消息，举国欢腾，而

政府当局不浪费任何时间，立即采取步骤，提供每种可能的支

持，来协助意大利及西班牙战争的进行。

罗马人民任命费边 (Quintu5 Fabiu5) 为他们的独裁官( dic 

tator) ，此人天赋极高，以极判断稳健著称，即使在我所生的时

代，这家族后代成员因为他的功积成就，而仍以"最伟大"

( Maxin<

E即P .每位执政官有十二位仪仗队( licto时伴随，但独裁官有二

十四位;执政官在许多场合必须征询元老院来执行他们的计划，

但独裁官是拥有绝对权力的将军。因此当他被任命时，罗马其

他官员停止执行权力，唯一除外的是人民的护民宫。①我将会

在稍后的一书，更详细地回到这主题。@在同时间，人民任命

米努启亚斯( Marcus Minucius) 为骑兵长( master of 1he horse) 。

骑兵长是独裁官的下屑，若独裁官忙于其他事务时，他便成为

①这一陈述是错误的 就任的官员，包括执政官，是在独裁官的命令下行

事。

@ 这些井投回存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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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权威的继承人。

88. 现在汉尼拔经常移动营区.但始终靠近亚得里亚海。

在这段期间他借若他可以大量取得的老酒来浸洗他的马匹，成

功地让它们的皮肤恢复到良好的状况。同时他也确定要让伤者

得到治疗，部队其他人恢复健康及精神，以应付未来的任务。

他行军经过普来吐提亚 (Praetuttía) 、哈德里安纳( Hadríana) 、

马鲁启纳( M arrueina) 及扶列他纳( Fretana) ，并且摧毁这些

地区，然后前进到雅庇吉亚。这个行省有三支民族居住，分别

给予其区域名字，亦即道尼亚人 (Dauníí) 、皮攸切替人( Peu 

edii) 以及美沙皮亚人( Mes自 apij) ，而汉尼拔所最先入侵的

是道尼人①的区域。他首要目标是罗马殖民地卢切利亚( Lucer

ia) ，他在那里摧毁周围区域，接着在菲比农( Víbínum) 附近

扎营，侵略阿匹人( Arpí) 的区域，然后掠夺道尼亚( Daunía) 

全区，没遭遇任何抵抗。

在此同时，费边被任命，向神明进行献祭.也率领他的副

手以及四个军园，领军上战场，这些士兵都是在紧急状态下招

募。他在靠近纳尼亚( Narnía) 的地方，与原来从阿里米努姆

前去支援弗拉米宁的军队会师，在那里他解除现任将军塞尔维

利乌斯在陆上的兵权，然后派人陪同他到罗马，命令假如l迦太

基人企图想从海上进行军事活动时，他必要时要随时提供支援

来对付。他与骑兵长接管全军统帅权，在离面对迦太基人约六

里处扎营。这地方称为阿耶凯 (A时ac) 。

89 当汉尼拔听闻费边来临时，他决定立即采取攻击.来

① 迫尼亚是且:buH、干诺山 (MOUlll Gargsnus) 往南延伸的地区。直攸 tlJ.替人

居住在巳律( Bari) 往内陆延伸的地旺，妻性皮亚人则是居住在布伦迪希

混血他林敦后 1i 的内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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顿挫敌人锐气，他立刻领军接近罗马营区，将人马以作战阵势

摆开。他在那里等待一些时候电但没人回应，他最后又退回自

己营区。就费边而言，他决定不冒任何风险，更不愿涉险激战，

决雌雄.而是以人员安全为他第一及首要原则，而既然逃走

这策略，他坚决地遵守它。最初J他因此而被鄙视，而他的行动

让人民有借口说这完全出自于懦弱胆小，以及他害怕进行交战。

但当时间继续往前推移时，他迫使每个人都不得不承认，没有

人可以在目前既有的状况中行动地更为谨慎。不久之后，事件

发展见证他所采取政策的智慧，而这是很自然的。

这个中的事实是，敌人武力已经在战争中持续磨炼，而这

磨炼其实是从他们最早的青年时期即已开始，他们有位一起与

他们接受养成敬育的将军，而且从孩提时期便已经习惯在战场

上的活动，他们已经在西班牙赢得许多战争，而且连续两次击

溃罗马人与他们的盟友;特别是他们已经放弃其他军事选项的

活动，所以他们唯一存活的希塑就是胜利。在罗马这方，情形

恰好相反·他的军队普遍欠缺经验。这使费边无法在激战中面

对敌人，所以在考量后，他决定退而求其次，诉诸罗马人占优

势的地方 他们拥有无法耗竭的补给及人员，而他则紧紧抓牢

这些优势，并且据之来设计他的策略。

90 在接下来的数月，他持续与敌人保持平行线来进行移

动，但他会根据他对乡区的经验，事先去占领最有利的地点。

因为他可以依靠后方丰富的补给，所以他未曾在任何借口下，

允许他的士兵离开营区去收集粮袜。相反的，他的军力始终集

中一起，然而会仔细注意任何时间或地点可能提供的时机。他

用这些方法设法去杀死或俘虏任何脱离营区，去进行收集粮袜

的许多敌人团体。在依循这种战略时.他有两个目的·第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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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持续降低敌人有限的人力资源，第二，借着这些次耍的胜利，

来重建他自己部队的士气，因为他们的信心已经被之前的连桥

挫败严重撼动。至于他敌人所想要的激战，绝对没有任何事情

会诱惑他去接受如此挑战。但是他的政策一点都不能让他的副

手命米努启亚斯满意，而后者的看法却是众人的意见。命米努

启亚斯经常数落费边主导战争时的示弱，以及他拖延的行为.

这与他自己积极勇于采取攻势以及甘冒一战，形成对比。

在迦太基人蹂躏我已提及之地区后，他们横跨亚平宁山.

下降到萨莫奈人的领土。这些土地|卢分肥沃，而且在过去多年

没有战事波及，他们在此处发现可以坐拥用之不尽的补给.也

就不去摧毁它。他们也侵略罗马殖民地贝尼温敦( Beneven

Lum) .并占领极为富裕的威奴希亚( Venusia) 。罗马人在这所

有时候，都尾随迦太基人的后卫，保持一或两天的行军距离，

但从来都不愿更靠近些.来与敌人交战。汉尼拔从这些军事活

动，丁解到费边虽然有明显的决心避战，但却一点都不打算放

弃开阔的乡间，他大胆地前进到卡普亚平原一个叫法乐农

( Fal旧num) 的地方。他相信这举动会带来两个结果.或者强迫

敌人应战，或是他将证明自己是乡间的主宰.而罗马人选择放

弃该地。他希望这样的证明会在罗马盟友问带来警惕，说服他

们摆脱对罗马的忠诚。因为直到那时刻，即使罗马已经在两次

战役中大败，但没有一个意大利城邦投靠到迦太基人这边，它

们都维持与罗马的信诺，虽然它们其中有 些已经严重受害。

盟邦是以如此敬畏与尊重来看待罗马这国家。

91 尽管如此.汉尼拔有很好的理由进行算计。环绕卡普

亚的平原，在整个意大利是以其肥沃、美丽、近海、有许多港

口提供交通，并且是来自世界各地之游客造访意大利时的出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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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而广为人知。这区域亦包括意大利内最美好及最出名的城

市。在沿海有锡纽萨( Sinuessa) 、库迈及迪凯阿启亚( Dicae

archia) ，①在往南有尼尔波利斯最后则有努切男亚( Nuωria) 。

在内陆以及其北有卡雷( Cales) 和提亚农( Tea川m) ，在东方

及南方是道尼.ill'及诺拉的领土。在平原中心有卡普亚，这曾是

这区域最"'}J富庶的城市。在所有神话中没有比关于这地方的神

话来得更有可信度，而这地方就像其他因美丽而著称的其他平

)ffi一样，都称为费雷格里恩平原，而在所有这些之中，这里是

最有道理被如此称呼的，因为她以其美丽及肥沃，而成为众神

争夺的特别例子。这看起来似乎是完全自然。

除了这些优点外，这平原也受自然保护，难以接近。一侧为大

海，其余则被高耸且绵延不断之山峦所阻绝，那里只有三条路可以

出人，所有通路皆既窄又难行:其中之一是由萨莫奈人地区

(Sam阻n川11川1

人的乡间。所以迦太基人将营区建立在这平原上，将其转化为

战争的舞台.他们因没被预料的出现在那里，而让所有居民惊

吓，但也让罗马这敌人的怯儒变成大家都看到的景象，证明了

迦太基人不容置疑是乡间的主宰。

92 汉尼拔心中正是以这些作为考量，离开萨莫奈入地区，

越过靠近叫艾瑞毕安努斯( Eribianus) 山丘附近的通道，然后

在福吞纳斯 (Volturnu5 )河旁H营，这条河将坎中自尼亚平原正

好→切为二。他的营区在较靠近罗马的一方，但他却能够以收

集粮栋的队伍来侵略整个平原，没遇见任何阻挡。虽然费边极

为惊讶这种大胆的举动，他却更加严格地遵守已经选定的作战

① 班以普提欧里( Puteoli) J.Jλ所知，现今Z普左且( PU1.:1'.\1f)1 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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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可是他的同僚命米努启亚斯以及所有军队里的百夫长和

营!王都坚信敌人已经真正地、完全地被困住，敦促他尽快到达

平原，不要让国家里最精华的部分被摧残。费边的确倾其全力

赶到那里，假装与那些比较挑衅及冒险精神的人一样积极。但

当他靠近法乐农时，他却l将军事行动局限于现身山丘，保持与

敌人平行移动。他的用意，是为了避免给意大利盟友他已经放

弃开阔乡间的印象，但是他并没有将军队带下山丘，而是继续

避免公开交战，其理由直11我已经提及的，另外，还因为迦太基

人在骑兵上具有优势。

汉尼拔极为用力，蹂躏整个平原来引诱罗马人采取行动，

但他也已经聚集极大数盘的战利品。他因此决定撤退，因为他

不愿意浪费战利品，而是将其储存在一个地方，方便他设立冬

营H才使用，他的军队不仅现在过得好，而且可以确保在整个冬

天都不虞匮乏。费边猜测他的对于打算依照他进入平原时的路

线折回。他知道通道狭窄，这一出口提供了一个埋伏攻击的绝

佳机会，因此他在通道布置四千人，交代他们要充分利用地形

优势，在适当时机来 l临时，积极地加以攻击。他自己与主力部

队扎营在一个山丘上，面对通道，可以居高临下。

93 当迦太基人抵达，并在这些高处之下的平地扎营，费

边希望他至少可以不费力气地将战利品带回，他甚至能够利用

他现在所占有的居高临下的位置，来结束整个战争。结果他把

全部的心思集中去思索要在何处、如何善用地貌轮廓，以及利

用何种部队来攻击敌人。当罗马人致力于这些准备，汉尼拔之

前或许已经预料到他们可能如何行动，所以决定不给他们时间

和咐息的机会来让他们协调计划。他请负责军队前锋的哈斯德

鲁巴过来，命令他尽可能收集尽可能多的干柴，并从掠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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牲畜中，逃出约两千头最强壮的耕牛，将它们聚集在营区之前。

当准备完成，汉尼拔聚集前锋部队.向他们指向 座位于军营

后方的山丘的丘脊，然后再指向他意阁经过的通道。当他们接

到命令时，他们要尽量快速及用力地将牛赶往商处，直到丘顶。

接籽他下令全军食用晚餐，及早休息。在夜里第三更时.他率

领前锋离营.命令他们将干柴绑在牛角上。因为人手充足，所

以任务迅速完成，之后他下令点燃所有干柴，将牛赶往山脊。

紧接着他在后方部署轻装的长枪队，命令他们要协助驱牛者走

~段上坡路。一旦动物开始移动时，士兵必须在后陪跑，让它

们在往较高处去时，仍然聚集一起。那时他们要占据山脊，所

以假如罗马人要前进到山脊任何一部分，他们要接战，并且攻

击。与此同时，汉尼拔自己与他的王力部队往通道的狭隘处前

进;他的行进队伍是童装步兵在前，接若是骑兵.最后是西班

牙人及凯尔特人。

94 防守隘口的罗马人看到燃烧火炬往芮处移动时，结论

是汉尼拔正在快速往那个方向前进，所以他们放弃通道口，行

军到山丘去攻击敌人。但当他们靠近牛群时，他们完全被移动

的火光所困惑，想象他们即将要面对某种比真实情形更可怕的

东西。当长枪队抵达现场时，两军交锋-小段时间，而当牛群

在他们之中冲过，他们停止交战，停阳在高地，等待日出。费

边本人因为也对局势感到网惑，而日，依据荷马诗句， "怀疑

有某种更高深的 ri 谋"，① 1]0之他坚决依照普遍拒绝交战的原订

计划，所以留在营中，没有任何举动，同样也在等待日出。在

这时候，汉尼拔的计划已经在每个细节'都执行成功，将他的军

。1) (奥德赛}十书二三气行。

..... 



第三书/ 353 

队以及战和~ ffilt安全带过隘口，因为原来驻扎留守该处的罗马武

力已经离开岗位。当白天来临时.汉尼拔看见罗马人已经摆开

阵势，与他的轻装 i主枪队对峙.所以派出 队西班牙人去增援。

这些部队攻击罗马人，杀死约一千人，轻易地将自己的轻装部

队救出.与主力部队会合。

在成功完成从法乐农撤出后，汉尼拔安全地扎营，开始思

考在何处以及如何建立冬营，①因为他在这时候已经在意大利

所有城市及民族激起极大的恐惧以及不确定性。费边在此期间

被群众责怪软弱，允词敌人从一个显然无解的受困状态中逃走，

但费边仍然拒绝在任何方面背离他原先的政策。然而儿天之后，

他必须前往罗马去执行某些祭祀.而将指挥权交给他的骑兵长。

当他道别时 他严格指示米努启亚斯不要想去伤害敌人，而是

要自己避免灾祸。然而米努启亚斯设在意这些警告.即使当费

边在耳提面命时，他心中已经完全投入到要进行一场决定性战

争的计划。

100. 这是在西班牙的状态。在意大利，我们留下汉尼拔从

法乐农平原撤出，要寻找冬营过冬。他这时候已经从侦察人员

那里得知，卢切利亚以及杰如尼温( Gcrunium) 附近地区拥有

丰富作物，而且杰如尼温是收集及储存的最好地方。他决定JH

它来作为冬营.于是向该地区前进.经由里本奴斯( Uburnus) 

山行进。当他抵达杰如|尼泊一一此地与卢切利亚约有二十四旦

远 时，他首先向居民呼吁与他结盟.并对他能够给的利益

提出保证:当他们拒绝交涉，他罔攻该城并很快攻占它，接着

将全城居民杀死，但小心不去破坏城墙或绝大多数房舍，因为

① 这日期可能是iL月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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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打算使用它们来做冬天时的谷仓。他接着将军队安排在城前

扎齿，以壤沟及栅栏来防卫这一地点。当工作完成时，他派遣

两部分的军队去取回谷物，每-部分要遵守负责补给的官员所

指定每日所需带囚的数量。其余的第三部分军队则受令防卫营

区，掩护收集粮称人员所进行的区域性征战。因为大部分周围

乡村平坦以及容易到达，而收集粮栋人员不可胜数，气候又适

合收获谷物。结果是每天都收集到极大的数量。

101.当米努启亚斯从费边手中接管过指挥权，他最先沿着

山丘形成的路线来尾随迦太基人，因为他相信在他们企图横跨

时，他们必定会相遇。但当他得知汉尼拔已经占领杰如尼泊，

正在该地收集粮袜，并且已经在城市之前驻扎在→个加强防御

工事的营区时，他于是改变行进路线，经由一个斜向杰如尼温

的山脊，从山丘上下来。他下定决心，无论任何条件下，都要

和敌人交战，而当他到达一座在拉瑞农 (Larinum) 地区的卡林

( Calene) 山时，他在那里扎营。汉尼拔现在注意到了敌人的接

近。他留下三分之二的部队去收集粮袜，带领其他两部分军队

在高地扎营，他的目的是同时要保护收集粮草的人和威吓罗马

人。在这两方军队中间有一座 IIJ 丘;汉尼拔观察到这山丘不仅

较靠近罗马营区，而且居高临下，所以在天黑后，他派遣两千

人的长枪队去占领。当天亮时.米努启亚斯见到敌军这支武装

后，带出自己的轻装部队，攻击这阵地。他们有短暂的冲突，

罗马人得胜，所以后来他们将整个营区迁到这个山丘。有一段

时间汉尼拔将大部分的部队维持在他们原来的界限内，因为敌

人如此靠近;但在几天后，他被迫送出一些人，去给掳获来的

牲畜寻找放牧的地方，而其他人则带回粮袜。根据他原先的计

划，他急于让他掳获的牛群存活下来，去收获尽可能多的谷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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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以确保有足够补给来支持整个冬天，这不仅要喂食他的人员.

还有他的马匹及驮兽，因为骑兵是他最依赖的武装。

102. 米努启亚斯注意到有许多迦太基人四散在乡间各地.

执行这些任务，所以他选择太阳在头顶的时候出动军队。当他

靠近敌人营区时，他将重装步兵排成战斗队 Jti ，将骑兵及轻装

步兵分为数队，派遣他们去攻击收集粮株的人，井下令不留活

口。这个举动让汉尼拔陷入困境.因为他部署在营 IK外的主力

部队并不足够强大到去接受挑战，但他也不能出发去拯救散落

在乡间的人。罗马送出去猎杀收集粮株的人，成功杀死许多敌

人，因此在汉尼拔防御工事之前布 l碎的罗马部队.开始变得轻

敌，他们甚至开始拆下栅栏，儿乎冲向汉尼拔的营区。这是汉

尼拔危急的时刻，但尽管这重重麻烦降临在他身上，他还是设

法击退攻击者，并且经过很大努力稳住营区。最后因为哈斯德

鲁巴所带来的约四千人，他的局面才解围·这四千人是从收集

粮草之乡间地带逃囚的人，并在杰女11尼温附近防线避难。这一

增援恢复了汉尼拔一些信心，于是汉厄拔突围，将部队带离营

区，往前一段距离来重组，并发动攻击;在历经困难的战斗后，

终于缓解了防线的压力。米努启亚斯攻击城IFJ营区，但更是要

攻击收集粮萃的人，这对迦太基人造成了严重的损伤，所以米

努启亚斯在离开战场时，对未来怀着极大希望。次日，迦太基

人撤出杰如尼温周围的防线，而米努启亚斯则立即占领。这之

所以发生，是因为汉尼拔警觉到罗马人或许会利用夜晚来接近

在杰如尼温的营区，发现它没人防守，而掳获行李以及储藏品.

所以他决定撤退回来，重新建立。在这之后，迦太基人显得更

远为小心，对收集粮草的征战采取更严格的防备，然而罗马人

却越来越有信心，并敢冒更大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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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米努启亚斯的成功被传回罗马，所用的语言远远超过

实际事实，所以让人民雀跃不已，他们的信心回升，首先是因

为终于有转机，口I以好解他们之前对战争的悲观;其次则是他

们现在可以相信，之前在军中盛行的缺乏行动及士气低迷，其

实并非出自士兵在勇气上有任何不足，而是他们统帅的过度谨

慎。于是乎每个人都联合起来责怪费边，指责他怠情地让敌人

溜走。另一方面，米努启亚斯的名气因为这次成就变得如此之

高，以至于人民作出一个史无前例的决定.他们同时将绝对权

力颁赠给骑兵长以及独裁官.相信前者必然可以快速结束战争。

于是实际上有两位独裁官被任命去进行相同的战争，这在罗马

史里前所未见。当米努启亚斯『被告知l他在人民中如何受欢迎，

以及因为这命令所颁赠给他的权威，他于是想对敌人进行冒险

行动，大胆先发制人的欲望更是加倍。

另一方雨，费边回到军中， 点都不因近来状况而有丝毫

改变，反而更加相信他原先判断的正确侣。然而这一点也没逃

过他的眼睛 米努启亚斯现在充满傲气，嫉妒地处处反对他，

全心全意只想冒险 战。费边因此提供他的同事两种选项:或

是附日指挥全萃，或是一分为二，并且以认为最好的方式来使

用军团。米努启亚斯乐于答应将军队分割为二，这样的安排立

即执行，所以军队的两半.在相距约一旦半之处分开礼营。

104 在这期间汉尼拔已经取得这两位将军彼此不利，以及

米努启亚斯野心勃勃和l 冲动行事的情报，这部分是透过战俘所

提供的资讯，部分则是透过自己观察正在发生之事。他的结论

是这些因素会有利于他，他因此将注意力转移到米努启亚斯，

因为他急于去压制后者挑衅的倾向，预期他的攻击。在他的营

区与米努启亚斯之间有座小丘，可被用来对付对方.于是他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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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占领这优势之点。他充分了解.米努启亚斯因为之前的成功，

将立即冲出来反制这一行动，所以他设计了以下策略。环绕 LI.J

丘的乡间地带空无一树，但有许多碎裂地形以放各种凹洞。他

因此在天黑之后，送出一支五百人的骑兵以及约五千人的轻装

和其他种类的步兵。部队分为每组两百人或三百人，命令他们

占据最有利于埋伏突袭的地点，然后为了确保这些部队在早晨

不会被罗马人收集粮栋的部队所见.i叉尼拔在破晓时亲自派出

轻装部队占领山丘。一且米努后!SIE斯见到这一举动，必定会认

为这是进行反攻的绝佳机会.所以立即送出他的轻装步兵.下

令要与敌人交战，力图占领山丘。在这之后.他又派出骑兵.

后面接着是军团，这由他亲自率领，以密集队形前进，意图重

复之前相同的策略。

105 日同IJ破晓，罗马人的眼睛及注意力集中在山丘上的战

斗'·毫不怀疑那里已经有埋伏等待的迦太基部队。汉尼拔不断

增援 LIJ 丘上的人马咽很快他与骑兵出现.之后随着其余军队，

两方的骑兵随即进入行动。这一冲突的结果是罗马轻装部队因

为迦太基骑兵的人数优势而撤退.退回到军团.造成他们队形

陷入混乱。同时汉尼拔也发出信号给埋伏的待命部队，他们立

即从各方向一起出现，进行攻击，结果是不仅轻装部队，甚至

整个米努启亚斯的部队都发现自己陷入危急状态。就在此时，

一直观察战事进展的费边.严重担忧罗马人或i!1 会遭受全雨战

败， f!l!匆忙将他的部队前移.来拯救他的同事。 ~l马人在他靠

近时，重拾信心.虽然整个战斗的布阵已经被打乱，但他们聚

集在军旗周围，并在费边的掩护下撤退.成功抵达到安全地带。

然而在此期间.许多轻装部队人员已经被杀，而牢固损失甚至

更重.包括许多他们最勇敢的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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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救部队的精神焕发以及完美纪律，使得汉尼拔心生警惕。

他立即放弃追杀，结束战斗。对那些从事于军事行动的人而言，

毫无疑问，米努启亚斯的冲动几乎导致全面性的战败，而且正

如之前，整个局面只有在费边的现身后才得以挽回。另一方面，

这给了那些在罗马的人 个清楚的证明·一位将军所具有的前

瞻之见、逻辑思考及冷静计算，与一位单纯士兵的冲动鲁莽及

虚张声势，两者是何其不同。无论如何，罗马士兵习得了→次

实用的教训，于是他们现在开始去强化单一的军营.将军力在

里面团结起来。从此他们对费边马首是瞻。迦太基人则修筑栅

栏环绕山丘，此处现在已经在他们手上，并且在山丘及自己的

军营间挖 r一道壤沟。他们驻扎山丘，然后在不受侵扰之下准

备过冬。

106 执政官选举的季节逼近。罗马人选择宝路斯( Lucius 

Acmilius Paullus) 及瓦罗( Gaius Terentius V aTro) 为执政官。当

他们就任时，独裁官放下权力，而之前的执政官塞尔维利乌斯

(Gnaeus Senri )i us) 及雷古鲁斯( Marcus Alilius Regulus) 被宝

路斯授予行执政官 (proconsular) 之权的权威。这些官员在战

场 t依据他们认为最好的方式来指挥军队的行动。在征询元老

院之后，宝路斯立即开始征召士兵;这些人是要让军团回到足

额编制及所必须具有的战斗水准，然后才再将他们送往战场。

他严格命令塞尔维利乌斯，绝不可被吸引去参加大规模激战，

而必须去寻找经常发生以及有战斗机会的小型军事活动，借以

训练新兵，增强他们参加主要战役的信心，因为元老院相信他

们最近战败的主要原因之一在于他们使用新征召没经过训练的

士兵。执政官亦将一支军队置于刷执政波士丢米亚斯( Lucius 

Postumius) 的统领之下，并派遣他到阿尔卑斯山这边的高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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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转移注意力。

同时，他们召回正在利利贝乌姆过冬的舰队，并且运送必

要物资到西班牙将军那里，以供应那个战区的征战。这些以及

其他备战的工作是执政官全心投入的职责，而塞尔维利乌斯在

接到命令后，开始执行他们所要求的小规模军事活动。因为没

有决定性或值得一提的结果发生.就不再赘述了，部分是因为

当时的状况，部分是因为这些命令的性质。其间所发生的是数

量很多的小规模接战或冲突。罗马指挥官在这方面表现优异，

常常被认为是以有勇气及有见识的方式来进行战争。

107. 经过整个冬天以及春天，两军仍然彼此对望地扎蓄，

而只有在季节已经进展到允许将去年作物收割，来收集补给

品，@汉尼拔才开始移动，离开在杰如尼温的营区。在那时候，

他认为要倾所有之力来强迫敌人作战，才会对他有利，所以他

占领坎尼的JI城，当时罗马人已经在那儿堆积从卡奴西( Canu田

sium) 地区周围所收集到的谷物及其他补给。这个城镇虽然之

前已经化为废墟，但是其JI城以及仓储被占领，仍造成罗马车

队的恐慌。它的沦陷是个打击，不仅只是丧失仓储，而且因其

位置掌控周围地区。将军因此不断送信息回到罗马要求指示嘈

指出假如他们靠近敌人，那将元法避免激战，因为这乡间地区

已经被掠夺过，而盟军的态度已经开始动摇。

元老院决定军队应该一战，但他们下令塞尔维利乌斯等待，

并同时派遣执政官到前线。所有人都仰望宝路斯，所有最具信

心的希望都奠基在他的能力及经验之上，因为他在早期生涯中

所获得的崇高名声，以及在几年之前他在伊利里亚战役中展现

① 日期是六月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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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勇气，对国家贡献良多。①现在元老院决定派出八个军团到

战场上，这是罗马人未曾采取的步骤，每个军团人数五干，不

计盟友。如我之前所解释，@罗马人通常使用四个军团，每个

军团约四千名步兵及两百名骑兵，但在例外需求下，他们会将

每个军团战力提升到五千名步兵及三百名骑兵。他们会让盟军

步兵数量等于在军团里的罗马公民步兵， j同骑兵在惯例上则是

罗马人的三倍之多。当他们将军队派到战场时，他们分配每位

执政官两个军团以及盟军总数的一半。他们大多数的战争是由

一位执政官来指挥一支两个军团及一般配额的盟军，只有在极

少的场合他们才会使用所有的兵力。但这次他们如此担心警惕，

所以他们决定不仅要派四个.而且要派八个军团来行动。

110 次日，执政官拔营，率领部队前往他们昕闯敌人已经

建立的地点。在第二天，他们到达迦太基人视线范围内，在约

五里处扎营。4rR各斯注意到周围乡间地形平坦元树，他的观点

是因为迦太基人在骑兵上的优势，不宜在此处攻击敌人，而是

要引诱他们到一个战争结果可由步兵来决定的地形去。瓦罗却

因为回于有限的军事经验，不以为然，结果是向位统帅的争执

及不同观点公开化，这是时能发生的最危险状况。当有两位执

政官在场时.惯例是每位执政官轮流统兵，而因为瓦罗恰好是

第二天要统领，所以他拔营，命令前进，目的是要去接近敌人;

尽管宝路斯激烈抗议、积极反对，瓦罗执意要做。汉尼拔出动

他的轻装部队以及骑兵来对付他，在他行军时出其不意地突袭，

让罗马队形陷入混乱。然而他们成功地挡住迦太基人的第一被

冲击。稍后，当瓦罗出动标枪子以及%兵时.他们在战斗上开

① 见到 285 、 287 至 288 。

② 见页 145 0



第三书 /361

始占有 t风。这是因为迦太基人没有充足的后备部队，而在罗

马人这边，有些轻装部队得到来自军团单位的补强，与他们一

起参加战斗。

黑夜来临强迫他们停止战斗，迦太基人在这次冲突中没有

如原先希望的成功。第二天，宝路斯仍然不认为局势有利于战

斗，但却不能安全撤出他的军队，所以与他三分之二的部队扎

营在奥菲狄亚斯 (Aufidius) 河边。这是唯一穿过亚平宁山的河

流，这座绵延不绝的LlJ脉形成所有意大利河流的分水岭，那些

在西侧的河流流进提Jll，'尼亚海，在东侧则注入亚得里亚海。但

是奥菲狄亚斯河其源头来自提蓝尼亚海那边，句1穿过山脉，流

入亚得里亚海。宝路斯以其余三分之一部队来防御津渡以东、①

河流远侧的一个阵地。离其主要营区几乎 又四分之一里远，

但又更远离敌人的营区;他的目的是要保护来自河流以西，主

要营区所派出之收集粮利己的部队.同时也可以骚扰迦太基人。

112 次日，汉尼拔命令所有部队装配准备妥当，以和j行

动;又次日，他将军队沿河摆开阵势，清楚表明要立即作战。

然而，宝路斯仍然不满他所在的地形，他见到迦太基人必将移

动军官，来取得补给，所以除了以增加守卫来强化军营外，没

有任何动静。汉尼拔等待一些时间，发现罗马方而没有回应，

他带部队回到原来防御的地方，但他送出他努米底亚的骑兵去

攻击敌人的取水队，禁止他们取水。这动作对瓦罗来说不仅是

一项侮辱，而且士兵也积极想战，对任何J耽误变得越来越没耐

心。 般而言.没有事会比不断延君的悬疑更难以忍受，但一

且下达决定.人们就会想办法去忍受即使是所能发生者中最糟

① 亦即在奥菲扯.ill::斯坷的布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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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事。

当消息传到罗马，说两军扎苦相望及前口自冲突日日发生，

整城的情绪变得极度激动及恐惧。大多数人窑怕结果，因为他

们已经不止一次遭受挫败，他们在自己心中，开始绘出完全战

败的结果。所有曾经向他们发布过的神渝，都挂在人们嘴上，

每问庙宇及每间家舍都被征兆及异象所包围;城市出现祈愿游

行以及祷告的盛大场景。罗马人在危险时刻会无所不用其极地

去安抚神明以及人类，这类的典礼没有一项他们会认为不恰当

或是配不上他们的尊贵。

113. 次日，瓦罗接管指挥权，在日出后立即同时从两个营

区出动他的军队。他带领从主军营出发的军队跨河，①立即摆

出作战队形，另一个营区的部队则随之而来，布置在旁边，形

成一线，全军朝南。罗马骑兵位居右翼，在河流旁，接过来维

持同一阵线的则是步兵。在此军目1连队以较平常更为密集的队

形编组，每连队单位的深度为其宽度的几倍长。@盟军的骑兵

则置于左侧，而轻装部队则是在全军稍前之处。罗马军队的全

部战斗力量，包括盟军，多达八万名步兵以及超过六千名骑兵。

与此同时， i汉尼拔将标枪手以及长枪队带过ii可来，将他们安置

在前进位置。然后他将全军由营区带出，在两个地点过河，直

接面对敌人。在左侧靠河之处，他安排西班牙及凯尔特骑兵来

对付罗马骑兵。较靠近中央则布置一半非洲重装步兵，然后是

因班牙以及凯尔特的步兵，在他们右边则是另一半非洲重装步

① 瓦F横撞到右岸，在坎尼之下，而是在那 R 战争爆置，罗马人是背挥应

战。

@ 这种组队的目的是要突破敌人中央 l 井在迦太基骑兵可以决克战局之前，

便先赢得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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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最右侧是他的努米底亚骑兵。在这-阶段他的全军是以一

直线排开，但他接着将中间的西班牙籍凯尔特人往前移动，但

让他们与两翼维持联系，以符合他的讨划，这一队形产生突出

的弯月，随着它往两侧延伸的队伍则逐渐单薄。这-安排的目

的是要以西班牙及凯尔特部队开始接战。利用非洲部队作为预

备部队来支婷他们。

114 非洲部队配有罗马武装以及武器，因为汉尼拔用之前

掳获装备中最佳者来装配他们。西班牙人及凯尔特人所使用的

盾牌十分相似.但刀剑则相当不，同。西班牙刀的刀尖与刀锋在

杀伤威力上不相上下，然而高卢刀却只有用来劈扫时才有用，

而目需要大动作的劈扫才能达到目的。部队是以交替队形方式

安排，所以自l尔特人的赤身裸体加上西班牙人的亚麻短衣(配

紫色边，他们的传统服饰)呈现一个怪异骇，、的景象。

迦太基的骑兵约二万人强，而他们的步兵，包括凯尔特人，

刚刚超过四万人。罗马右翼由宝路斯统帅，左翼则是瓦罗，而

中间则由以前的执政官指挥，亦即霄市鲁斯 (MarC 1l 5 Atilîus 

Hegulus) 平11寨尔维利乌斯 (Gnaeus Servilius) 。哈斯德鲁巳统领

迦太基左翼，汉诺右翼，而汉尼拔及其弟马哥则在巾间。罗马

人，如我已述， jj;}J南。迦太基人朝北，所以没有一方会因为升

起太阳的逆光而处于劣势。

115 战斗始于双方前锋的冲突。最先只有轻装步兵涉人.

战斗平分秋色。但 旦 Zi"冀的西班牙及凯尔特骑兵与罗马骑兵

接触，行动就变得如火如茶，战斗变得野蛮。关于这次遭遇没

有通常见到的正式前进或后退.一旦两军相遇，他们立即下马，

人对人步行战斗。在此迦太基人最后得胜，虽然罗马人以豁出

去的勇气抗拒，但他们多数人还是在对战中死去。罗马的敌人



3641 罗马帝国的崛起

毫不留情地沿着河岸推去，罗马人边退、迦太基人边杀，而就

在这时重装步兵取代轻装步兵的位置，开始近身接战。有一阵

子西班牙人及凯尔特人稳住队形，极为勇敢地战斗，但接若他

们落败，被军团单纯的重大推力往后推去，所以迦太基战线弯

月的中心开始凹陷。罗马军团的连队胜利地往前推进，轻易地

穿过敌人前线，因为凯尔特人是以厚度有限的阵线展开.而罗

马人是由两翼向中央挤去，而那里是作战最激烈之处。迦太基

部队中央与两翼并没同时行动，而是中间部分先行接战，因为

凯尔特人是以往外凸出的弯月形状队形布阵，所以突出于两翼

之前，因此弯月突出的弧线最靠近敌人。然而因为罗马人追杀

凯尔特人，针对敌军前锋已经退让的部分往前推进，穿透敌人

阵线如此之深，所以那时他们腹侧同时面临非洲童装步兵的威

胁。在这时候，右翼的非洲重装步兵向内转身，所以现在丽左，

然后从右翼冲刺敌人的腹侧，而在左翼的，亦同样往内，以相

同方式攻击，每个情形的行动都符合当时的需求。但这结果正

是汉尼拔所计划的:罗马人因为追逐凯尔特人推进过前，所以

陷入两边的非洲人之间。他们再也无法维持连队队形，而被迫

单独或一行列一行列地转身来防卫自己，对付正攻击他们腹侧

的敌人。

J J 6 这时候的宝路斯虽然自战争开始就已经在右翼，而且

参加骑兵军事行动，但仍然平安元伤。但他希望能将他在战前

对士兵所说的话，转化为行动，所以参与战斗。他见到战斗结

果可能由军团来决定，所以他驹行到阵线中央，将自己投身到

最激烈的地方，和敌人对打，并给自己的人马鼓舞打气。汉尼

拔自从战斗开始一直在战场的这个位置，在这时候也做相同

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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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这些都在进行时，在迦太基右翼的努米底亚人攻击罗马

左翼骑兵部队.然而他们并未给敌人造成许多伤亡，自己也没

受到严重损失.这是因为他们所采取的独特作战方式。但是他

们借着将罗马骑兵吸引走，先从一个方向攻击他们，接着又从

另→个方向攻击，实际上让罗马骑兵完全脱离战局。在这时候

口吉斯德鲁巳已经几乎在河旁消灭所有敌军的骑兵，于是回过来

协助努米底亚人。意大利盟邦的骑兵见到他即将向他们冲刺，

溃散逃走。在这一点七哈斯德鲁巳似乎以少见的技巧及判断

力来运用他的武力。他知道努米底哑人有数量上的优势，而且

知道他们最有效率的时候是当他们追击敌人时。他因此应给他

们去对付撤退的罗马人，而自己率领部队前去步兵正在酣战的

地方，奔驰去支援迦太基人。他从后方攻击罗马人，借着从词

多方向反复冲刺.他立即为非洲人添增了士气，也对罗马人消

沉的士气做出另一次重击。在此宝路斯于激战中承受了几个致

命的伤害后阵亡。这个人终其一生，为他的国家尽忠尽职，在

其人生终点更是如此。

只要罗马人能够维持没有崩溃的前线，并且转身对付一波

波来自环绕囚方之敌人的攻击，他们便能够坚持下去。但随着

他们外围的士兵被一一砍倒.而幸存者被迫后退.挤在→起，

他们最后在所站立的地方一起战死。在他们之中有雷古鲁斯和

塞尔维利乌斯，前任的执政官:两人在战争中行为勇敢，无愧

于罗马公民的身份。

当这种人和人近身接战及杀戮仍在进行时，努米底亚人追

杀逃跑的罗马骑兵，杀死许多人，并将他们从马上扯下。-小

群人逃到威奴希亚，其中包括执政官瓦罗，他因此用一样令人

不耻的逃亡.来搭配他在任时为国家所制造的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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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 罗马人和迦太基人在坎尼的战争结束了。在这场斗争

中胜利者与被征服者皆以不屈不挠、绝不认输的勇气战斗。这

一情形的证明，是在罗马一方六千名的骑兵中，只有七十名与

瓦罗逃到威奴希亚，而有三百名盟邦骑兵四散地避难于不同城

镇。在步兵中，约有一万人被俘，虽然这些人并不是在真正的

战斗里被俘，而只有三千名逃到邻近的城镇去。其他人，多达

约七万名，则是英勇战死。在坎尼，如同之前的遭遇，正是优势

的迦太基骑兵对胜利贡献最多，而这场战争为后代证明一事 宁

可只有对手~半的步兵，但在骑兵上要有压倒性的优势，也比与

对手在各方面皆为相同数量，来彼此较劲，更为有效。汉尼拔那

方约有四千凯尔特人与一千五百名西班牙人和非洲人被杀，另外

还有约两百名骑兵丧生。

这一万名罗马战俘没有参加战争，其理由如下。宝路斯留

下一万名预备部队在营区，意图是假如i汉尼拔忘了保护自己的

营区，而将所有部队投入战场，这些人或许可以在战争期间强

行进入，掳获敌军行李。另一方面，假如汉尼拔已经预见这危

险咽留下足够的部队防守，那时他的战斗力使会相形减弱。这

些罗马人是在以下状况中被俘。汉尼拔留下一支足够强大的分

队来防守营区，而且在主要战斗发生时，这些罗马人也执行他

们的命令，并攻击这支迦太基留守的武力。最初防守者挡住，

但当他们开始感受到压力，汉尼拔却在此时在战场上各处都占

上风，前来支援，将罗马人打跑，把他们关在自己营区。他杀

死约两千人，俘虏其余人。努米底亚人同样地猛攻这一地区里

庇护逃跑敌人的不同据点，回捕逃跑者，共计掳获两千名骑兵。

118 在战争如我所述地被决定后，双方预期的结果很快便

发生。迦太基人因为他们的胜利，几乎成为海岸其余部分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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宰。他林敦人立即向他们投降，阿匹人( Arpi) 以及一些坎帕

尼亚的城镇.邀请汉尼拔到他们那里，所以现在所有目光都在

迦太基人身上。他们自己也怀抱极大希望·他们终将攻占罗马。

至于罗马人，在这次战败后，放弃所有维持他们对意大利人霸

权的希望，开始为自己祖国担心，甚至为自己的生存害怕，因

为他们预期汉尼拔随时会出现。事实 t ，因为接下来发生之事，

使得命运女神在他们的挣扎中，好像已经选边来对付他们，1i/1

E于;他们的复仇之杯，满溢而流。就在几天之后，当罗马城仍对

坎尼的消息诧异不止，他们派往阿尔卑斯山这边高卢的将车波

士丢米亚斯 (L川"λ"U儿.UCIU山s POS血tu旧A汀ml

一扫而空。尽管有这些打击，元老院还是尽其所能去做其能力

所及之事。它鼓励人民士气，强化城市防御，以勇敢负责的精

神及男性气慨，来考虑局势的各种事实;接着而来的事件见证

它的坚定沉稳。虽然毫无疑问地，罗马人最后是在战场上被击

败，军事上的声望完全幻灭，然而因为他们宪法的独特优点以

及他们能够继续抬起头来，不仅为他们脱困他们在意大利的霸

权，后来也打败迦太基，甚至在几年内使自己成为己知世界的

主宰。

因为我已经描述丁在第二百四十个奥林匹亚年发生在意大

利及西班牙的事务，我现在要将此书做一结束。然后在我陈述

同 奥林匹亚年相同时间里希腊的事务后，我会对罗马宪法做

一番个别的介绍，之后才会继续进行我其余的故事。我相信对

这 议题的描述，不仅对我作品整个规划有重要的关系，也将

对学习历史的学生，以及对进行改革或草拟其他宪法之实际参

政政治家，都会带来极大的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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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希腊之事务:谷奈培( Cynaetha) 的内战

[这段落所描述之事件发生在第一百四十个奥林匹亚年

(二二0年至二一六年)。谷奈塔是阿卡狄亚地区的一个城市，

在今日卡拉福列塔( Kalavryta) 之地点。在约二四 0年，这城

市被当时阿拉托斯担任将军的亚该亚人占领，之后由一亲亚该

亚旅革的人王政。后来那里爆发的阶级冲突，与克里奥米尼斯

三世在二二七年斯已达夺权，引发的社会改革有关;事实上，

在斯巴达所实施的土地充公、重新分配，对整个伯罗奔尼撒的

群众有相当大的吸引力。伊托利亚人当时正与亚该亚人作战，

他们捉住机会，鼓励亚饭亚联邦中这些爆发的革命情绪。 1

17 谷奈塔的人民是阿卡狄亚人，多年来他们的城市被未

曾停歇、毫不妥协的政治派系斗争所撕裂。这两个派系一再以

屠杀、放逐、没收充公财产及重新分配土地来彼此报复;而在

我现在写作这部分所提的时期中，一个亲亚该亚的派系占有上

风，占据城市，而亚该亚人派出军事总督以及驻军，来防守城

池。这是当时的状态。但就在伊托利亚人入侵不久前，被放逐

的派系诉诸同人.要求应该有普遍和解，所以他们应该被允许

回家。当权的派系答应如此要求，派出代表去亚该亚联邦，因

为他们希望联邦同意他们达成的任何协议。亚该亚人乐于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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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提议，相信双方必然会以善意看待他们.因为当时那些当

权者将所有希望寄托在亚该亚人，而那些即将回国的人电则会

将他们得以平安回国.归诸联邦的同意。谷奈踏人于是解散、IE

该亚总督及驻军.人数共计约三百，这是当权者首先得到对方

做Lll通常所有人绝不可反怖的承诺之后才解散的。[<j]归之流放

人士在被允许返国后.应该没有理由或借口让他们认为会有进

一步的斗争要发生;但就他们而言，从他们回归的那一刻起.

他们便开始阴谋对付城邦以及他们的造福者。我认为甚至有可

能，当他们在祭祀中彼此交换誓言以及承诺时，他们的思想已经

集中在那邪恶神明的阴谋，去破坏对神的信赖以及那些相信他们

的人。因为→旦他们与政府重新建立关系后，他们便开始秘密接

触伊托利亚人，便提议将城市出卖给他们，并迫不及待地去榷毁

那些曾经拯救他们的人，或曾经养育他们的城邦。

18 他们计划去进行的大阻 击是这样的。 些流放之人

被任命去担任"普列马" (polernarch )的职务。这些官员的职

责是关闭城门，在城门仍是关闭时.看守钥匙.以及臼天时则

在城门守卫室警戒。伊托利亚人已经为自己准各攀爬的 i~梯.

隐身起来，等待预定时刻发动攻击。属于流放之人 )Jß派系的

"~普列马"在城门守卫室中杀死同事，然后开启城门，一些伊

托利亚人在那时 t5: 白人口冲进来，其他人则将长梯靠放城墙，

攻占防御工事。全城的人对事情的变化深感恐慌以及混乱，不

知所措。他们无法完全将注意力放在从城门蜂拥而人的攻击者

上.因为攻击行动同时也发生在城墙上，但 l河为那些从城门强

行进入的人 他们也元法有效对付在城墙上的攻击。在这状况

下.伊托利亚人迅速占领城市，然后在犯下其他犯罪行为后，

开始进行 lW审 ftp判，旋即处决。他们首先杀死那些让他们进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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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人，掠夺他们的财产，然后以相同方式屠杀其他所有公民。

最后他们占据、人位受害人家室，系统性地掠夺所有财富，酷

刑虐待许多他们怀疑有隐藏金钱、贵重器Dll或其他珍宝的谷奈

珞人。

在对谷奈塔人犯下这些罪行后，伊托利亚人移出他们的部

队，留下驻军看守城墙，然后前往卢西 (Lusi) 城。当他们抵

达位居克来拖及谷奈塔之间、希腊人视为神圣的狞猎女神阿带

米斯神庙时，他们威胁要驱走在神庙范围内蓄养的圣曾以及掠

夺庙产。但是卢西人民以极具见识的方式行动。他们给予伊托

利亚人一些神庙的家具，说服他们亵渎神明的行为，避免任何

犯罪。伊托利亚人接受这些礼物后，立即离开，并在克来拖前

扎营。

19. 在这时候亚该亚联邦将军阿拉托斯送信给马其顿菲利

普，要求协助。他也采取措施来动员那些服役的亚该亚人，要

求与亚该亚订有协议的美塞尼亚及斯巴达这两个国家派出军队。

伊托利亚人最先敦促克来拖人民放弃他们与亚该亚人的联

盟，转而与他们缔盟。当克来拖人断然拒绝这提议时，他们开

始攻击城市，设法以攻击城墙来直接占领。然而居民勇敢以及

激烈地抗拒，伊托利亚人迫于局势压力，拔背离开，再度前往

谷奈塔。在途中他们掠夺并且带走在卢西的圣兽，尽管他们之

前承诺要尊重它们。最初他们提议要将谷奈塔交给伊利斯人，

但当伊利斯人民拒绝接受时，伊托利亚人决定要自己占有，并

任命欧里庇得斯( Euripidas )为军事总督。后来他们惊恐地得

知情报，一支马其顿的援军正在途中，所以他们将城焚毁后放

弃。他们接若前往位居科林斯湾的港口流温 (R灿hü川t

那里航行到对岸大陆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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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谷奈tE人民在伊托利亚人于中历经这些残盼的灾难后，

却仍然被认为罪有应得。然而这也是事实.阿卡狄亚民族整体

而言，在希腊人之中享有美好品德的名声，这不仅是因为这个

民族在个性及习俗上，展现 lji 好客及人性，而且特别是他们对

神明的虔诚。因此这里似乎值得暂时先离题一下，来探讨谷奈

塔人野蛮的个性.并问我们自己:虽然他们无疑的是属于阿卡

狄亚人，何以他们却在残酷以及无法无天的行为上，远超过那

个时代所有的希脐人。

我个人的意见是，谷奈塔人是在所有阿卡狄亚人之中最先，

甚至是唯-放弃他们先祖高贵构想 tii 二一而且就阿卡狄亚居民

与自然环境的关系来说，都会加以深究一一的一种体制。我所

指的是对一般音乐教育的特别重视，而且我这里所要指出的是

真正的音乐。①音乐对其他所有人是种祝福，但对阿卡狄亚人

来说却是必要的。我们切不可以接受埃福罗斯面的建议:他在

他历史的序言中，说出 句颇不得宜的话，亦即音乐被介绍到

人类之中，其目的是为了彼此欺瞒诈骗。我们也不可误认，以

为克里特人及斯巴达人没有理由用笛子以及韵律性的运动，来

取代在军事行动中的号角。③依据相同道理，早期阿卡狄亚人

当他们给予音乐在公共生活中如此重要地位时，是知道他们在

做什么的。所以不仅男孩，而且直到三十岁的年轻男性，都必

① 这包括配乐演唱的诗歌‘但不是指帕拉 l副所谓那种:!l!J"泛的教育脉络的青

乐。

@ 在伊奥利斯 (Aωli.s)地区库默( Cyme) 城邦出身的桂福罗斯( ErholUS ) 

是四世纪有领导地位的史学事。他内吉三卡书的!Ji虫结束于三大五年。在

所提旦的引句 '1' 挨桶罗斯'"词是在将音乐与历史做时比，声称其中之一

是提供剌激，另 则Ji\要挺快教导。

@ 号角主要是要月B在传递信息 I 所以不适用于在行进中调整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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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经常练习，即使他们在其他方面都是在最节衣缩食的状态下

生活。这是一个许多人都可以作证以及众所周知的事实:阿卡

狄亚人儿乎是唯一会要求小孩从最稚龄时候起，便开始以富于

节奏的方式来咏唱纪念(根据他们的传统)特定地点神明和英

雄的赞美诗歌的民族。后来他们学习菲罗玄( Philoxenus)①以

及提摩泰乌斯( Timotheus)@ 的旋律，而每年在剧场都有配合

专业筒手伴奏的合唱激烈竞赛，男孩参加适合他们年纪的赛事，

而男人则在所谓的男人庆典中参加。除了这些场合外，他们终

其一生的习惯是在宴会中自娱娱人:他们不会去聆昕扉用来的

歌手，而是创造出自己的音乐，每个人都会被要求轮流唱一首

歌。他们一点都不会羞于承认，他们对其他学问完全无知，但

是在歌唱方面，没有人可以声称没被教过，因为每个人都必须

学习;也没人可以说知道如何唱歌，但却婉拒表演，因为这在

他们之中会被认为是耻辱。除此之外，年轻人在游行时，会以

笛子演奏进行闹，会让自己精于舞蹈，会在剧场中进行年度表

演。所有这些活动都是在罔家赞助以及在公家支付下进行。

21 在引进这些作为时，我不相信阿卡狄亚人的祖先会认

为它们是奢侈或多余的。相反的，他们了解身体操劳是普遍命

运;人类生命生而辛勤艰苦，以及因为这地区寒冷阴沉的天气，

以至于居民个性普遍相对粗鲁不文。这个中事实是我们身为凡

人，纯粹出于自然需要，必须自我调适来配合天气影响，而只

因为这理由而非其他，造成彼此相隔遥远之个别国家及民族在

① 基西拉的菲F古( PhiLoxcn时 uf Cy吨h~ru，四=五年五三λ0年) ，是精神蝴

诗歌( dithyramh) 的作草，厨但在戴奥尼章 世{原为 Dionysìus th~ youn 

.'←一译者往)统治下的叙拉古。

@ 米利部的提库券乌斯 (Timothcus of M i1 ctus，四五0年豆豆六0年)以在原

来的七弦茸之J:，再加上新的阴弦而著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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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环挠、体态和外观以及大多数习惯上，有如此明显不同。

所以为了缓和及调节自然所导致的顽固粗鲁，最早的阿卡狄亚

人引进我已经描述的行为。除此之外，他们也同样灌输男性以

及女性要经常举行社交聚会、祭祀牺牲以及由少男少女所表演

的舞蹈，还有以各种方式透过如此体制所带来的缓和l及文明教

化，来努力让民族个性中的粗鲁不文变得人性化。

但另一方面，谷奈塔人却完全忽略这些努力.虽然他们比

其同民族之人更需要这些，因为他们的国土较之阿卡狄亚其他

部分更加崎岖不平，气候更加严峻。所以他们将所有注意力集

中在他们的内部问题及政治斗争，最后变成如此野蛮，在希腊

没有一个城邦会常犯下如此残酷或是如此频繁的罪行。我提以

下之事件来说明谷奈塔人在这方面已经沉沦的深度，以及其他

阿卡狄亚人对他们行为的深恶痛绝。在他们人民遭受大屠杀之

后噜谷奈塔人送 lii代表团到斯巴达，但在前往途中，凡特使所

经过之阿卡狄亚城市，都立即公开下令他们离境，而曼提尼亚

人在访客离开后嘈还进行正式仪式、献祭牲品，以及高抬祭品

游行城市和国内诸多祭坛，来净化这次他们带来的污染。

拜占庭与黑海

38 海洋对于拜占庭而言，为它的安全及繁荣提供比我们

这部分世界所有其他城市，都还要更多的优势，但是就陆路而

言.局面恰恰相反。有向海一方.他如此彻底地控制黑海出人，

所以没人可以在没得到拜占庭同意下，自由航人航出。结果是

他们对世界其他地区日常所窍， fH黑梅特别盛产的物品.施展

绝对的控制权。有关生活所需，没有人会去争议环绕黑海周围

的土地提供最大数量以及最高品质的牲畜及奴隶;至于奢侈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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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相同的区域不仅提供我们很大数量的蜜糖、蜜蜡、脆鱼，这

地区的人也阪收我们国家所生产的多余物质， y), e[J橄榄前11 及各

种类的酒品。就谷物来说，这是双向交易，因此当我们需要时，

他们提供，但有时从我们这里进口。假如拜占庭人对希腊人采

取刻意敌对的态度，或假如他们在过去与高卢人结盟，或特别

是现在，和色雷斯人结盟，或干脆放弃与希腊城市的合作，希

腊人必然会完全无法进行贸易，或是贸易变得十分没利润。这

其中理由是因为海峡航道狭窄，以及沿着海岸居住的野蛮人数

量特别多，希腊船只将必然无法航入黑海。无疑地，拜占庭人

本身从他们城市的位置而获利最多，因为他们可以轻易以有利

于自己的利润，输出所有多余物品以及进口任何他们所需的，

而且如我所说，对其他人做出许多的服务。所以，既然他们是

整个希腊的共同造福者，他们不仅应该得到感恩，也在无论何

时受野蛮人威胁时，应该得到希腊人民普遍的支持。但绝大

多数的希腊人并不十分了解拜占庭位置独特的自然优势，因

为它远离那些人们最常造访的那部分世界。但是我们却又都

对类似事情亟欲知晓，并且亟欲亲访特殊或非寻常可见的有

趣之地，或是假如它们并非在我们能力可及之处，就尽我们

可能地去对它们有准确的印象或想法。既然如此，我应该在

此记录这案例的事实，解释究竟什么使这城市如此非凡地

繁荣。

39 我们所知之黑海 (Pontus) 其周围约超过两千五百里，

而且有两个开口，彼此遥相对立。其中之一是开向前普罗沸提

斯海峡( Propontis) ，另一则是向迈奥提克湖 (Maeotic Lake) ，① 

① 现在拍地到U:等于;艳梅( Punlus) 、马尔马拉梅或前照海 (Sca of Mannarn , 

Propontis) 以且亚速悔或迈奥提直湖( A7.0 Y Sca , Maeotic Lak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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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湖周围约九百二十里。从亚洲方丽许多大河灌注其中这两个

盆地，但那些在欧洲方面则是更大的河流;因此，当河流注满

迈奥提克湖，贝IJ溢流到黑海，而由黑海又注入前黑诲。迈奥提

克湖的开口称为希摩利亚的悴J矿斯F听I 普鲁斯( CiI川川11阳li川un町n】 erian Bo惦sp严o阳s叫) • 

约有兰旦半宽，七里长，而这片水面从头到尾都是浅的。黑诲

的开口称为色雷斯的博斯普鲁斯 (Thracian Bosporus) ，约有 1-

五里辰，但是其宽度则不 致。在其末端导人前黑海，亦即所

谓南端，是拜占庭与卡希~司( Chalcedon) 之间的海峡，约 又

四分之三里宽。黑海之口是始于所谓的"神圣之地" ( Holy 

Place) 川根据传奇故事，杰孙(Jason) 在从考曲斯 (Colchis)

回航时，由最先在那里向奥林匹!Æ-卡二神献祭。这"神圣之地"

位居亚洲那侧，与对岸色雷斯的相对点有约一里半的距离，对

岸那点以撒拉匹斯( Sarap剖神庙为人所知。

造成迈奥提克湖及黑海之间经常的水流有两个原因。第→

个原因是，对众人来说，较为明显的是有许多河流都将水灌汪

到这有限的范围内，水量持续增加，而假如没有出口，那必将

不断升高，在盆地中填满一个较大的区域。而出口确实存在.

多余的水便会流出，并且经常是由那些接受这些水的水道承接

流走。第二个原因是，在大雨之后，河流冲刷到这些盆地里各

种类的大量冲积物;海中的水因此被沉积物所造成的堤岸所取

代，因此水位被迫更为升高，最后以相同方法透过既存之出口

流出。正如从河流流出之水会挟带冲积物是个持续的过程，所

以透过出口进行外流，也必然会持续进行。

① 一座奉献给宙斯神的庙宇。

@ 这是指杰孙王子到黑海东岸取金羊毛回色萨利的故事，所谓的 H 阿克号航

向记" (Argonaulit:n) 。一-i季者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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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这是何以水流会流经黑海的两个理由，而它们的可信

度并非奠基在旅行者的故事，而是自然科学的原则:不容易发

现会有比这更正确的方法。

40 然而，既然我已经将这议题进行到如此的程度，我不

可以如许多作家的习惯，留下任何一点没被加以解释，或只是

做单纯的声明而已，而是要去呈现一个可以适当提出有凭有据

的描述，所以不会让读者心中留下疑问。这是我们现在世界的

特殊之处，因为旅行者已经可以去造访每个海洋及每处陆地.

所以我们不再能够待我们不知的议题时，还是只提出诗人或神

话编撰者的liE词而己，如我们前辈对大多数的议题所曾做过的

一样，或像赫拉克利特( Heracl阳s) 如是说， "对争执的事实

做出不值得信赖的证词"。相反的，我必须尽我所能，摊开在

读者之前，一个仅凭其优点便能够取倍于读者的陈述。

我的论点是黑海的淤塞从远古以来便一直进行着，至今仍

在进行，并且在这一过程中，假设地方因素维持不变，而产生

冲积物的因素持续运作，黑海以及迈奥提克湖将会完全填满。①

因为时间是无限的，而这些盆地的容积无疑是有限的，所以即

使流人的数量是相当微不足道，这两个海迟早还是会填满的。

根据自然法则，假如有限的量在无限的时间中不断增加或减少，

那即使增加或减少是极小(因为这是我现在所预设的) ，那这

假设必然需要这过程最终会完成。但是如目前情形，这流入Itt

绝非极小.而是有大量的泥沙被冲积下来，很明 l思地.我所预

测的转变不会是在遥远的时日发生，而是在不久的将来。事实

上.这现在已经可见到其正在发生中。迈奥捷克湖已经是如此

① 这个预言并没实现的实情，无疑是因为世里比阿低估水流经常性地从黑海

迅速流出的边度 因如这强大到且以将冲刷下来的黯积给带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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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淤塞.所以其大多数的部分都没超过五碍或七碍( fathom. 

约九点六公尺或十二点四四公尺)深，所以较大船只若元寻|水

人引航，不再能够航人。且如古代权威人士都同意的，这曾经

一度是延续到黑海的海洋.但现在则成为淡水湖。①原因是戚

水已经被底部的淤积所挤走， ïilï从河流流人的水取代它的位置。

相同之事亦发生在黑海，这转变确实已经发生。因为这个盆地

的规模虽然对大多数观察者而言并不明显.但对那些比较小心

求证的人，很明显这已经正在发生中。

41 例如，在多南河流离欧洲.经由多处河口流人黑海之

处，已经有一个由多个河流释放之冲积物所堆积的堤岸.已经

在面对河流之处形成;这有将近一百二十里之伏，而距离需约

航行一日嘈所以远离海岸而在黑海航行的船只，航行稍有不慎，

很容易在这浅水处搁浅，这些地方水手称之为"胸部.. ( the 

BreaSL<; )。这些冲积物并非在靠近岸边处形成，而是被推向远离

陆路之处的事实咱必须以如下方式解释.河流的水流较海洋水

流更为强劲，并且从中推出一条路，将河流所冲下之泥土及其

他物质持续往前推，而且不允许停下或沉淀。但是当水流的冲

力已经在海水逐渐加l深以及海水盘增 "1'耗尽，泥土会因其自然

重量而下沉集结。这是何以在流量大以及流 )iß 急的河流，而且

附近海域深，沉积物会在一段距离的地方累积，但对流量小E

流速悦的河流，沙岸则是在河 Ll 处形成。这事实容易证明·每

当豪雨发生，因为在这时候即使是相当小的河流.在克服河口

的波浪后，根据当时它们流量的强度.会强将泥土往海 tit 去一

段距离。我们不该不相信由多瑞 i可所形成的沙岸的范围.或从

① 这说法是不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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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河流所冲刷下来的石头、树木及泥土的庞大数量，的确，

拒绝相信是必然的愚蠢，因为我们经常亲眼看到某些不起眼的

冬天洪流，强行经过高地，夹杂各类木头、泥土和石头冲刷而

下，并形成具有规模的冲积物，在短时间内会如此改变地形外

观，以至于无法辨识出原来的地貌。

42. 所以我们不该惊讶，假如如此庞大之河流的持续流动

会产生我所形容的效果，最后终于将黑海填满，事实上，逻辑

似乎也会使这一过程不仅只是可能，而且是必然。以下是这可

能发生之一个征兆。迈奥提克湖之水现在较之黑海更为甜美，

而黑海又比地中海明显甜美。从这里很清楚得知，用来填满迈

奥提克湖所需的时间，将会随着黑海盆地规模之超过迈奥提克

湖的比例而延民，以来填满黑海，届时黑海同样地会变成浅水

的淡水湖。①事实上，我们或许有理由去期待这一过程将会发

生的更快一些，因为注入黑海的河流，既更大也更多。

我以上所说的是针对那些倾向于不信黑海正在淤积，而且

会持续淤积，或者如此广大之海将会变成湖泊或沼泽的人士。

除此之外，我心中还想到一些阳来的商人向我传述的异象以及

谣言。我的目的是，我们不应该只因为受限于单纯无知，而被

迫以小孩易f言之心去聆听我们所被告知之任何事，但是在拥有

几分真相后，我们或许可以用它们来测试凡是所有告诉我们的

东西是否可信或相反。

。 我现在回去形容拜占庭处境的特殊过人之处。如我已

述，连接黑海及前黑悔之通道共计约十五里长。所谓的"神圣

① 这可用来阐明波里比阿直挠的论点 假如黑悔盆地是迈奥提直糊的主倍

大 而填满肝者需要一千年时间，那蛙过三千年时间，黑海亦必然成为淡

水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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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地"标记着北端，而拜占庭海峡则是南端.在这两点之中，

欧洲那边是荷密翁( Hermaellrn) ①它坐落在一个突出到海峡

中的海仰上，标记tH其最狭窄之点，离亚洲几乎不到半里。大

流士( Darius) 当初要过海攻击西徐亚( Scythia) 人时，便是

在此处下令建造他的船桥。在此处，来自黑海的水流强度一致，

囚 JJ海峡两制l岸边状况差异不大。但当它到达欧洲那侧的荷密

翁时，即我所说最窄之处，水量因此受到局限，强力地往海由Ip

冲刷.宛如在 击之后回弹，将自己往对面亚洲岸边撞去。在

那里它又回弹，击中欧洲海岸的海衅，这里以是"炉灶" (the 

Hearths) 为人所知，而从这里它的力i主义被引导到亚洲那边称

为"母牛" (the Cow) 之处，因为根据传说伊欧(10)在游泳

过海峡之后.最先脚踏于此。最后，水流迅速从"母牛"流到

拜占庭本身.在城市之前，它分为两股水流，较小的进入称为

"号角" (the Horn) 的海湾人口，@而后者又再度被转向。到这

时候它已经没有足够的力量到达对岸，那里便是卡希洞。水流

现在已经多次跨越及折返海峡，而在此处海峡明显较宽，所以

水流变缓，不再以锐利角度从一岸弹回另一岸，而是以饨的角

度回弹，没i击中卡希洞，而从海峡中间流走。

44 正是这个事实，使拜占庭有如此有利的状况，而卡希

i同恰好相反。初看之下，我们或许会认为两边都有 样方便的

位置，但事实上，假如您想要的话，航行到卡希洞不容易;水

流会将您带到拜占庭，元论您要或不耍，如我已经解释。这件

① 现在是巾穰罕默德二世{川Mol川

城堡的地点。

白这是所谓的"黄金角" (Golden Hom) ，这桂聋的河置在今天分隔了伊斯坦
布如以且甲拉t拧( Galata) 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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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之证明是要从卡希洞航向拜占庭，是无法以直线航道航行，

因为水流将这两地隔开。相反的，他们得要斜角地航向亚洲那

侧"母牛"以及称做克利索波利斯( Ch叮sopoJis) 的地方。①雅

典人当他们企图要向航入黑海的船只征收关税，在亚西比得

( Akibiades) 建议下所占领的正是这个城镇。从这地方乘客将

自己随波逐流，无论是要或不耍，水流都会将他们带往拜占庭。

从海峡另一端前进到拜占庭，从两方都一样便利。无论一艘船

来自赫勒斯涝海峡( HeJJespont) 借南风而北行，或借北风( E

tesian wind) 从黑海到赫勒斯谤海峡，从拜占庭沿着欧洲海岸到

黑海峡窄开始之处，赛斯拖斯( 5es!o, )及阿比多斯

( Abydo,) ，是条直接以及容易之通道，同样回程到拜占庭，亦

复如此。但从卡希洞沿着亚洲海岸的路线却恰好相反，因为海

岸线被几个深邃的港湾所打断，而赛济克斯( Cyz川s) 领土所

形成的海师又深入海洋。再者，一艘从赫勒斯涝海峡前往卡希

洞的船只，会沿着欧洲海岸先到拜占庭附近，然后再利用风向

来航向卡希洞，因为水流以及其他因素，使离开卡希洞直接航

行到色雷斯是不可能之事，因为不仅其中干扰的水流，而且北

风及南风都会阻碍这种往返的努力:南风会将船带往黑海，北

风则是带离，而这些风是在行离卡希洞前往赫勒斯谤海峡以及

折返时，皆必须利用的。这些是拜占庭有关大海所享有的优势.

我现在将描绘它在陆路的不利之处。

45 这些不利之点源自陆路方面，拜占庭被色雷斯领土从

海到海围住，以及拜占庭一直以来和色雷斯人进行永久而且无

法解决的战争。因为色雷斯的部落领导人以及其随从人数众多，

① 现今主斯库塔里 (S盯ulur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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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拜占庭无法做任何周全准备的攻击，来赢得决定性的胜利，

终结战斗。假如拜占庭人征服一位领导人，会有另外三个更可

怕的(领导人)入侵它的领土。而假如l他们让步，同意谈和及

缴交贡赋，对事情亦毫无改善，因为如果他们向 位部落领导

人让步，这会带来五倍的敌人来攻击他们。结果，如我所解释

的，他们发现自己卷入 场格外困难以及无限延长的战争，因

为有付么会比与厨住在你边界的野蛮人作战，是更危险及更令

人惊恐之事?

广泛来说.这些是拜占庭人必须在陆路去对抗的考验以及

承受的风险，但除了与战争相随的其他恶事之外，他们注定要

承受类似如荷马史诗所形容折磨坦塔罗斯( Tantalus) 的命

运。①他们发现自己是 块最富庶沃土的主人，投注劳力在他

们的土地七也有极优厚丰收的奖赏，但野蛮人在收获时却扑

扫过来，将一些谷物焚毁.带走其他，所以除了白费的操劳和

开销外，他们在见到这些在他们眼前被毫无异议地摧毁时，收

获时的美好却反而加强了他们感受到的辛酸悲哀。

① 址1 j菩罗斯酷惩罚要永远站在水Ijl ，口渴却不能喝't;， V); 且在 )t头顶处， ~， 

lli 无法触且的果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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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埃及之事务:克里奥米尼斯之死

[年轻的"爱父亲"托勒密四世在二二一年牢控埃及王

位。叙利亚国王塞琉西三世在二二三年过世，而安提柯三世

在二二一年夏天亦身故，他们的继任者安条龙三世及菲利普

五世分别为十九岁及十七岁。斯巴达国王克里奥米尼斯三世

被马其顿人于二二二年夏季，在塞拉希亚战役中击败(见页

170 至 175) 01 

34 在他父亲"造福者"托勒密三世过世后，托勒密四

世一一另IJ号"爱父亲"一一将他的王弟马斯( Magas) 及支持

他的人给处决，亲自掌控埃及王位。他认为借着这方法将其对

手除去，他因此已经除掉园内的危险，而且命运之神也解除了

他国外的危机，因为这时安提柯三世及塞琉西三世也都恰好过

世，而他们的继任者菲利普五世及安条克三世都相当年轻，甚

至还只是男孩。无论如何，这些考量让他对局势感到安心，而

他也刚开始进行自己的统治，但这统治好像这是一场永不止息

的庆典。他忽略国家大事，并拉高自己的姿态，几乎不愿纤尊

屈就来接见宫廷大臣或负责国内事务的官员，并且以轻蔑、漠

不关心的态度看待那些在海外处理国家利益的人员，但其他前

任国王对这些都会给予甚至比治理埃及本土更多的关切。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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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控制了空叙利亚 (Coel" Syria)①以及塞浦路斯，前任诸位

托勒密国王经常能够在大海及陆路对叙利亚国王施加压力。他

们控制的范围包括所有沿东地中海海岸，从潘费里亚( Pam 

phylia) 到赫勒斯涝海峡( Hellespont) 和莱茵马奇亚( Lysima 

c: heia) 周围附近的主要城市、要塞以及港口，这给托勒密王朝

对小亚细亚岛屿及较小王国一种主宰性的影响力;他们占据伊

纳斯 (Aenus) 、马洛尼亚( Maroneia) 以及其他更深入色需斯

的城镇.使他们可以对色雷斯及马其顿事务进行有效的注

意。因为他们已经将势力延伸到如此遥远的区域，并在很早

之前就已建立广泛的藩国系统来保护自己，加上埃及国王又

未曾担忧过国内的统治，反而很自然地会对处理国外事务极

为看重。然而‘爱父亲"忽略他王权所辖的所有领域，反

而全心全意进行令人鄙视的爱情追求，耗费在无谓浪费以及

终年不晰的宴饮上。所以不出所料，不久后便逐渐发生针对

国王性命及王位的阴谋。第一桩是来自克里奥米尼斯三世，

流亡该地的斯巴达国王。

35. "造福者"托勒密三世在世时，克里奥米尼斯保持沉

默;他已经将自己的命运托付给国玉，对埃及国王宣示效忠，

而且始终活在这想法中 他终将被给予必要的协助，去收复斯

巴达祖国。但在"造福者"过世后，@随着时间流逝，希腊的

局势似乎在呼唤着克里奥米尼斯回国。安提柯三世己死，亚该

亚联邦陷入战争，而斯巴达人在这时候一一如l克里奥米尼斯从

① "空叙利亚 H 这名词所指的是起于黎巴帽且相对的草草巴撒 (Anti - LeLI且

1l()1l)同道山脉间.经闹革j 塔尼( Litulli) 山菁、约臣、It梅.直到今日的

阿克巳( Aqaba) 且红海的狭丘凹陷之地，迫后来与肺尼基的土地才桐相斗啊1关联

J所H以包括了介平西里西亚(巳Ci山licia叫)与埃且主间的堕个旺域@

② 新王在二二一年即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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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开始所规划以及所图 与伊托利亚人一样唱抱持着对亚该

亚和马其顿人的仇视。因为这些理由.克里奥米尼斯觉得时机

到了，需要立即行动，于是尽其所能来离开亚历山大。他首先

晋见国王，在不止一次场合中要求提供给他足够的部队以及补

给，去征战斯巴达。但因为托勒密四 1吐不想听到这些，他于是

做出殷切的恳求，希塑能够被允许与他自己的家属离开埃及，

囚为局势提供丁够良好的前景，让他恢复祖先的王位。但托勒

密因为我 t述的理由，显示出他完全无心于此，对未来也未曾

思索，而且持续以出人意料的元知及愚蠢，对克里奥米尼斯充

耳不闻。

这时，当时对同事握有主要影响力的索西比乌斯( Sosibi 

us) 及朋友一起商议，针对克里奥米尼斯得到如下的结论。他

们的决定是反对派他率领舰队及补给出去，这是因为在"多

森"安提柯三世过世后，外交事务对埃及不再重要，进行如此

冒险的开销.元疑是浪费钱财。此外，既然安提柯已经不在.

他们认为现存的固外君王没有一位是克盟奥米尼斯的对手，他

们因此担心他必将不宿费太多力气，便使自己成为希腊主宰.

反而成为一个极为可怕的对手。这看起来似乎更为可能，因为

克里奥米尼斯现正处于可以仔细观察埃及事务的位置，已经开

始轻视国玉，而且发现这王国内有许多地方控制松散，远离政

府核心的区域因此可以提供许多进行革命 Igl 讯的空间。例如，

有许多军舰以萨摩斯为基地.以及有相当数量军队驻扎在以弗

所 (Ephesus) 。这些理由使托勒密的顾问拒绝给克思奥米尼斯

远征军及补给品。然而与此同时，他们也知道羞辱如此杰出之

人，然后让他离去，绝非他们的利益所在 如此做法确定会使

他为敌。另一选项则是违反克里奥米尼斯的意志，强行将他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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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埃及，但是他们没经讨论，立即排除这一点.其原则是将狮

子与绵羊关在相同牢笼里，绝不安全。正是索回比乌斯本人特

别反对这样的可能性。其理由如下。

36 当权臣索酋i 比乌斯及其支持者正计划耍谋杀马佳斯

( Magas) 和员蕾妮丝 (Berenice) 时，①他们对计划可能会以失

败告终，心生恐惧，倍感煎熬，主要理由是贝膏妮丝有过人的

勇气。在这局势下.他们必须要讨好所有的廷陋，假如阴谋成

功，那大家将都会有好处的前景，便会引诱他们。就在那时，

索回比乌斯因为知道壳里奥米尼斯需要国王的协助，加上他是

位有判断力的人，对局势能有真正掌握，于是将整个阴谋向这

个斯巴达人吐露，并提出克里奥米尼斯或许能从中获益的极大

希望。克里奥米尼斯见到索西比乌斯陷于极大焦虑，而且特别

担心外籍佣兵的态度，所以他敦促索西比乌斯鼓起勇气，承诺

说他们不仅不会伤害他.甚至将会支持他。当索西比乌斯对这

些保证倍感惊讶时，克里奥米尼斯回应说: "难道您没见到这

些人之中，有三千名是来自伯罗奔尼撤，@以及一千名来自克

里特岛。我只需向他们点头示意，他们便会 起向您靠拢。有

这些部队团结一致，您何需恐惧?不太可能会是那些叙利亚人

或卡里亚人让您担心吧。"在那时候索西比乌 j听听到这些话大

喜过望，的心加倍地回来重新进行对贝背妮丝的阴谋。但后来，

当索西比乌斯观察到国玉所展现出来的彻底被动及堕落，克里

奥米尼斯的话反而在他心中回响着，而且回忆到这位斯巴达人

① 归于~昵丝是"造雨者 托勒笔字;41世的遗端. ~)且马佳斯且 盟咒亲 的母

景。

② 这个词句"来自伯罗奔尼撒" 或许是指在半岛栖商制台那伦 (TaenanHl\ ) 

的例兵招幕中心，而斯巴达无疑控制着这一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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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勇气及在佣兵中受到的欢迎，都一再地折磨他。所以这次他

带头敦促国王及其朋友要囚禁克里奥米尼斯，以免太迟。那时

为了让他的建议看起来更为紧急，他利JH了以下的情势。

勿 在美塞尼亚有位公民叫尼卡哥拉斯( Nicagoras) .他是

斯巳达罔王阿启达马斯( Archidamas) 的世交。在阿启达马斯

生前稍早之时，他们甚少相遇，但是当国王因为害怕克里奥米

尼斯，被迫逃离斯巴达，来到美塞尼亚时，尼卡哥拉斯不仅立

即接受他到家里，提供所有需求，而且在他们后来的密切往来

中，他们之间发生了温暖的感情以及善意。所以当克里奥米尼

斯在后来对阿启达马斯提出他可以回同，以及两人之间的歧见

可以化解时，尼卡哥拉斯在两人之间奔波，进行协商及达成协

议。当事情确定后，相信透过尼卡哥拉斯协调出的条件，阿启

达马斯于是前往斯巴达，但克里奥米尼斯出来见他们时，却将

阿启达马斯处死，①虽然他饶恕尼忙哥拉斯及其他的伙伴。尼

卡哥拉斯对外面的世界假装他感恩性命被饶恕，但在心中却由

于所发生之事，对克里奥米尼斯怀着很尖锐的恨意，因为所有

的迹象都显示是克里奥米尼斯要为罔王之死负责。

在我所形容之事件不久前，这位尼卡哥拉斯带着一船的马

匹抵达亚历山大，当他下船时，他遇见克里奥米尼斯以及他的

朋友潘提亚斯 (Panleus) 和希皮塔斯( Hipplas) ，他们正在码

头散步。当克里奥米尼斯看见尼卡哥拉斯时，他上前亲切致意，

询问他为何事前来。当尼卡哥拉斯回答说他带来一船的马匹要

卖，克里奥米尼斯说: "您如果带来妓另和妓女，那就更好，

因为这才是讨好国王的货品尸那时尼卡哥拉斯微笑，不发一

① 普鲁塔克在他的 f芷吉士租直里奥米尼斯传) (l.ifc of Agi.! and Clcomencs) 

将克里奥米尼斯呈现为对阿Jfj达马斯的谋牙、知惰，但耳之需为此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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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几天之后，当他因为马匹生意.而和索西比乌斯见了几次

面，他引用克里奥米尼斯所说的话，希望对克里奥米尼斯造成

不利。他发现索西比乌斯很满意地昕他正在:说的，所以在那时

候，他告知l怨恨克里奥米尼斯的所有故事。

38 当索西比乌斯了解到这个人对克里奥米尼斯心怀恨意，

他当场贿赂并承诺未来给他一笔钱.说服他写信指控克里奥米

尼斯. ;1才将其缄封:几天之后尼!寻哥拉斯离开，他的仆人带给

索西比乌斯这封信，好像是由他主人亲自送达的。尼卡哥拉斯

在这计划中扮演他该扮的角色，所以当他离去，这封信如期送

到，索西比乌斯立即将信及仆人带到国王那里。仆人说尼卡哥

拉斯留下这封信.指示他要交给索西比乌斯，而写信的人在信

中坚称说.假如克里奥米尼斯没被槌供一支装配完整的远征军，

他意图叛变国王。索西比乌斯立自11利用这机会，敦促国王及他

的朋友.切不可再耽误，而是采取将克里奥米尼斯软禁的预防

措施。这措施于是被执行。于是克里奥米尼斯被发配到一间很

大的房子，在受监视中度过时间，他的情势与其他犯人的不

同之处，在于他有比较大的监牢居住。这种情况下，他除了

对未来的前景感到黯淡，别无其他，所以克里奥米尼斯决心

孤注一掷.争取自由;他并非真正相信他能够重新获得自

由，因为他手上完全没有成功的机会去进行如此企|刻，但他

决心要死得有尊严，不屈服于任何不值得他过去表现出的男

性勇敢气概。或许那些赫克妥( Hector) 在跟阿略琉斯( A

cnilles) 最后决战之前所说的. IllÏ那些有大元畏精神的人时

常会想到的这些话.在此时进入他心中，协助鼓励他:

且让我至少是珍贵地牺牲生命，而非卑屈地毁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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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勇敢的奋斗中死去，所以未生之人将会传颂纪念。①

39 克里奥米尼斯因此等待托勒密四世前往卡诺普司( Ca

nopus) 那天。那时他在看管他的守卫中散布谣言，说国王即将

要释放他，并利用这为借口来宴请自己的随从，并赠送肉、酒

以及花圈给他的守卫。士兵没有怀疑，慷慨地享用他的招待，

然后不久后醉酒。克思奥米尼斯那时聚集自己的朋友及仆人，

在大约日中时分，在守卫没注意下，身上佩带匕酋，溜出房子。

前进到街上时，他们遇见总督托勒密，他是国王指定来管理整

个亚历山大城的人，他们开始攻击时，那纯然的勇气如此震慑

总督的奴仆.所以他们轻易把他从马车上拖下来，将其囚禁。

那时他们外出，开始鼓动人们起义，要掌握自己的自由。但是

出乎意料的是，全城没人响应他们的呼吁，或显示出要加入叛

变的迹象。那时他们转身，往卫城冲去，希望突破城门，说服

囚犯加入他们。但这次的企图又失败，因为1监狱里的狱卒已经

被警告他们的意图，所以将门锁住。最后这些人将武器指向自

己，就像有勇气之人以及像斯巳达人 样地死去。这是克里奥

米尼斯生命的结束，一位在进行社会改革以及成就大事上有杰

出天赋之人;换言之，二位天生具有领导统治能力之人。

在希腊之事务:菲利普及希腊人

[这一段落描述二一七年夏天在希腊之事件。波里比阿强

调罗马人在当年六月于特霄西米尼湖遭受压倒性挫败的消息传

开后，所产生的影响。 1

① {伊里亚特〉二十二书芒。四至气。五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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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在菲利普五世围攻底比斯时，①罗马人被汉尼拔在特

雷西米尼湖打败，但这战争的消息尚未传来希腊。菲利普抵达

太晚，来不及攻击在马里亚( Malea) 海川曲的伊利里亚船只.

所以他在坎克里埃( Ceneh reae )港口③下锚，派出他有币板的

船只咽命令它们航行绕过伯罗奔尼撤，前往埃基提翁和帕特莱。

同时，他下令将其他船只拖过科林斯地峡，命令船只停泊在科

林斯湾的勒卡埃乌姆(Lechaeum) 港口，而他自己则与朋友勿

促前往阿哥斯，去参加尼米亚( Nemea) 庆典竞赛的开幕。就

在他坐下来观赏典礼时，一{主使者从马其顿带来消息，说罗马

人在一场大战中大败，而汉尼拔已经控制丁广阔的乡间。唯一

让他告知l这一信息的人是法洛斯的德米特里，并命令他不可外

传。德米特里捉住这机会，敦促菲利普要尽快摆脱伊托利亚战

争:首先噜全力集中征服。1 利里业，然后入侵意大利。他告

诉菲利普."整个希腊现在正等待您的盼咐，它将在未来服从

您。亚该亚人无论如何都已经倾向去支持马其顿，而伊托利

亚人因为最近战争失利，已经灰心丧志。但超越希腊以及人

侵罗马，是朝向征服全世界的第 步，而没有人比您更有资

格去进行。当罗马人遭受到灾难性的挫败时，这正是出马

击的时刻"。

102 德米特里以诸如此类的辩论，很容易就激起菲利苦的

野心.而这在一位如此年轻的国玉是相当自然之事，因为到目

前为止他的事业都是一帆风顺.已经享有大胆ilJ:取的名气.而

① 这是指在巴萨利的否捉舟、提斯 脏比斯( Phthî"tît; Thcbcs) 。井非指在监奥

挺亚( Boeolia) 平原的眼比斯城。

面 这是在伯罗奔尼耻半岛东南端的海剧。

③ 科林斯在萨罗尼加西 (Saronic Gu1f)的准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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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除这些品德之外，还声称是出自一个比其他都更容易有拥抱

统治世界之雄心壮志的家族。

首先，如我所说，菲利普除了德米特里外，没将信息内容

告诉他人，而接下来他召开由他朋友所组成的国政顾问咨议会，

来讨论与伊托利亚人和平的问题。阿拉托斯倾向支持开启协商

的想法:他认为这是讨论协定的良机，因为马其顿己经在战争

中占有上风。菲利普因此等不及去接待已经在讨论和平协议的

联合代表团，立即派遣诺帕克郁的克里欧尼可斯 (Cleonicus of 

Naupactus) 到伊托利亚去;但菲利普发现这位政治家在被亚该

亚海军将领逮捕后，还在等待亚该亚联邦大会的决定。于是菲

利普从科林斯率领船舰及陆军出发，远至埃基提翁。从那里他

往北行军到拉西翁( Lasion) ，攻占佩律皮亚 (Perippia) 要塞，

而且为了要让自己不被发现太想要结束战争，所以他放出风声，

计划要入侵伊利斯。在那个时候克里欧尼可斯已经造访伊托利

亚两三次，而伊托利亚人也恳求国王亲自在会议中接见他们。

菲利普同意此事，然后下令停止所有敌意行为，并派遣廷应到

所有联邦的国家去，邀请他们送出代表参与协商。他本人则率

军前往，在位居伯罗奔尼撒北岸的港口帕诺穆斯( Panormus) 

孔营，与诺帕克都( N aupactus )正好遥遥相望，在那里他等

待伊托利亚联邦代表到来。当他们正在聚集时，他航行到札

欣特斯( Zacynthus) ，主动安顿该岛事务，然后再回到帕诺

穆斯。

103 当代表团完全聚集时，菲利普派出阿拉托斯、陶律翁

(Taurion) 以及一些人陪伴去造访伊托利亚人。他们发现后者

正在诺帕克都召开联邦大会，在进行一次简短的讨论后，他们

不怀疑伊托利亚人是希望和平，于是他们回航报告菲利普。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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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托利亚人自己而言.非常急于结束战争，送出特使到菲利

普，敦促他航行横越科林斯湾，率领!军队与他们会面;他们

可以安排私人会议，使争执之点得到满意的解决。国主同意

所请，率军渡湾.在所谓的"诺帕克都凹地" (Hollows ûf 

N aupactus) 之处一一这是在城镇以西约两里半之处登陆。他

在那里扎营，以栅栏环绕船舰和军队，等待会议开始。伊托

利亚人全军到达，但没有武装，在离菲利普营区约四分之一

旦处停止，然后送出消息.开启讨论。国王第一个动作是将

所有联邦的代表送出，他指示这些人向伊托利亚人提出和l

平，条件是双方保有他们在那时所占有的。伊托利亚人乐于

接受这些条件。之后双方对于种种事务细节持续讨论。我将

会略过大部分这些事，但我打算报道阿格拉俄斯( Agelaus 

of Naupactus) 在第一次会议时，对国王及盟军之前所做的

演说。他所说如下。

104. "假如希腊人从未彼此开战，假如他们认为神明最大

之恩赐是所有人以同一信念嘈能够像人过河时手牵手一样，这

将是最好的。用这方法他们能够团结起来，去抵抗野蛮人入侵，

保全自己人身以及城邦。但假如我们没有希望在整个国家有如

此程度的团结，那我必须让你们了解，我们至少要能够彼此协

商，维持警戒，这在现今会是如何地重要，因为西方动员了庞

大的军队，正进行着浩大的战争。对即使那些对现在事态最不

关注的人，这都已经很明显:无论迦太基人击败罗马人，或罗

马人击败迦太基人，胜利者绝不会只满足于意大利及西西里的

航权而己，而是将会波及这里，会越过公理正义的ilIl!界，把武

力及野心都推到这里。我因此恳求你们所有人都要提高警觉来

应付这危险。但我要特别呼吁国王菲利普，因为对fg而言，最



392 I '!l'骂帝国的崛起

安全之政策并非让希腊人疲累困顿，成为人侵者的轻松猎物，

而是要照顾他们，正如您照顾自己的身体一样，来保护希腊每

一个地区，宛如他是您自己领域的-部分。如果您依循这样的

政策，在有人攻击时，希腊人将会是您的朋友及盟军，外国人

将比较不会去规制谋夺您的王位，因为他们会被希腊人对您的

效忠所阻挠。但假如您期盼-个让您行动的空间，那请将您的

注意力转向西方噜锁住在意大利的战争，并等待时机，所以当

时刻来临时，您能够进入竞赛，争夺世界霸权。现今时刻绝非

不利于如此之希望。但我请求您.请务必搁置您和l希腊人的歧

见以及您对他们的战争，直到tl:I:局变得更为稳定;所以，最优

先的是您要关切我刚才所提及肚她的那个而向，保持实力，根

据您认为最好的情形米宣战或娟和。因为假如您一直等到现在

已经聚集在西方的乌云飘到希腊时，我非常担心这些我们现在

所进行的休战、开战以及这样的游戏，将会从我们手中应声完

全被夺走;所以我们必须向神明祷告，仍然赐予我们力量，随

我们所喜来彼此战斗以及缔和.换言之，阁给我们摆平自己纷

争的能力。"

105 阿格拉俄斯这场演说强烈地撼动所有联盟去赞成和

平.而菲利普更是如此，因为演讲者的辩论强化了他之前因为

德米特里建议，已经成形的倾向。于是双方在所有细节都达成

反批准协议后，解散会议。每位代表带回家的是和平，而非

战争。

所有这些是发生在第一百四十个奥林匹亚年的第三年，亦

即是在伊达拉里亚的特宙西米尼湖战役，以及安条克三世在空

叙利亚的战役，以及菲利普和伊托利亚人以及亚该亚人签订条

约的那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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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在这个会议的同时，①希腊、意大利及非洲的事务第

→次彼此纠结在 起。从此刻起，菲利普利|希腊主要的政治家，

单就希腊事务.彼此停止交战、签订休战协定和条约，将他们

的注意力集中在意大利正在发生的事件上。但很快之后，相同

的过程亦在爱琴海岛民及小亚细亚的居民中发生影响。那些

不满菲利普以及其他对帕加马阿塔罗斯国王不满的对手，不

再往南或向东，亦即向托勒密或安条克求助，而是向西求JlIJ ; 

其中有些派出外交人员到迦太基，另一些则到罗马。罗马人

如法炮制，派遣使节到希腊.因为他们对菲利普大胆冒进的

性格，感到困扰，而现在既然自己身陷麻烦，所以希望采取

预防措施，来应付他的攻击。

如我所承诺，我相信我已经做出清晰的叙述，说明希腊事

务如何、何时及为何会和意大利与非洲事务彼此纠结在一起。

我将继续我的希腊历史，直到罗马人在坎尼战役被迦太基人击

败之日为止。这场灾难标记着我对意大利战争叙述所达之处，

而我将在此处结束本书。

① 特需两米尼湖战役以且空叙利亚的拉非亚 (Rnphin) 战役发生在二-七年

六月 而诺帕克都会议是在八月。然而在将这些事件同时发生来诠辑为地

中悔历史的转植点 波里比间是在强行扭曲证据.蛊罪悔岛屿居民或是小

亚细亚希腊人尚恃词多年才会有向罗马请求的记量，世有任何阿塔罗斯的

敌人酷报道曾向迦太基进行接触，也没有罗马特使用曾在二00年横跨爱

琴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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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序文

2 我知道有些读者会怀疑，何以我拖延到这时才谈对罗马

宪政的研究，因此打断原来叙述的流畅性。然而我已经在许多

地方清楚表达，我始终认为这宪政分析是整个规划中的一个根

本部分。我在开头以及本书初步导论中特别触及这点。我在那

里说，历史最好及最有用的目标是能够向我的读者解释:究竟

是以何种方法和凭借何种政体，让儿平整个世界都落人一个强

权，亦即罗马的统治之下，这绝对史无前例。以这作为目的后，

我无法找到比现在这时候更适合的场合，来将注意力引导到我

即将要说的，并且测试其真实性。在私生活里，假如您想对好

人或坏人的人格做出论断，而且假设您的意见会被真正检验，

您不会只在无风无雨的宁静时期去检查他们的言行，而是在大

起大落的时候。一个人真正品德的考验.在于他可以以勇气及

尊严的方式去承受最彻底的命运转折。因此依照相同原则，这

亦适用于我们对国家的论断。所以既然在我们的时代里，我无

法发现比降临在罗马人身上规模更宏大或状况更惨烈的命运转

折，那么在本书中，我就保留这地方来研究他们的宪政。

历史中对原因的追查，以及因之而来在每种情形下做出最

好政策的能力，是同时能够吸引及有利于读者的特别面向，这

是这种研究所带来的奖赏。我们必须理解，对于所有政治局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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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成功或失败的主要因素是这个国家宪政的形式。正是来自

这一源头，就如水来自水源一样，所有行动的设计及计划不仅

由之而起，也在其中完成。

论国家之形态

3 在那些能够再度崛起，变得伟大，然后历经命运完全转

折的希腊国家中，将它们的过去写出编年记录，并且对其未来

做出论断，是件相当简单之事。要报道己知事实并无困难，而

且从之前发生何事的知识来推翻~未来将会如何，亦非难事。然

而就罗马人之情形，因为他们政体的复杂性质，要解释现在状

况，则绝不容易，而因为我们对其在过去之私人以及公共生活

典型特色相当元知，所以要去预测未来，更非易事。假如我们

要对他们的政体有清楚掌握，这议题需要非比寻常的谨慎以及

研究探索。

大多数那些设法对政治体制做出权威性描述的作家，①会

分辨出他们分别称之为"国王政治，. ( kingsl叩)、"贵族政治"

以及"民主政治"这三种类型。我想我们有权去质问他们，究

竟他们所呈现给我们的这三种是唯有，还是最好的三种政体类

型，因为无论哪种，我相信他们都是错的。很明显的，我们要

认为"最好"的政体是包括所有这三种类型中的成分;这不仅

在理论上，甚至在实践上都已经由莱克格斯( Lycurgus) 加以

证明，因为他是第一位以这种原则来建立政体一-斯巴达政

体一→-的人。但是我们也不能承认这是独有的三种政体类型，

① 世里比阿在此所指这主题的古典作家!井不必然是如希罗 5彭德、柏拉罔以

且亚里士多德之属，而更可能是比较..近披里"阿时代进行写作的二流作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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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我们已经见过强人( monarchical) 政府及懵主( tyrannical ) 

政府的例证，仍与国王政治大有不同.①即使它们与它有相似

之点，所以这是何以一人独强的统治，就其能力所及.会懵越

使用"国王"头衔。有一些寡头政体和贵族政治具有表而上类

同之点，虽然再次地，此间的差异是可能的大;相同之愤括说

法Zil;适用于民主政治。

4 我刚才所说之事的真实性，或许可由如下辩论来说明。

我们不能说每个一人统治的例证都必然是王政，而是只有那些

子民自愿接受他来统治他们，而这自愿是诉诸理性而非恐惧或

暴力。同样我们也不能说每个寡头统治都是贵族政治.而是只

有那些权力由最正直及最有智慧的人来施行的，而这些人是依

照其优点而被选出。依相同道理，在一个国家内公民团体可以

自由去做其所喜或是所想之事，但这并非一定是民主政治。但

凡是其传统及习惯是去崇拜神明、照料双亲、尊敬长者、遵守

法律以及在如此之社区中确保大多数人的意志能被普遍接受时，

形容这种情形为民主政治，则是恰当的。

我们于是可以列出六种政体 三种是我们已经提及，以及

那些与它们有某些共通之处的政体，而我在这里所说的是指一

人统治、少数人统治以及暴民统治。这些里面最先存在的是一

人统治:这是无需外力，而是在自然中自己发生的。在一人统

治后，由之发展而出.并日得到技艺协助以及修正缺失后，出

现了国王政治。后者会恶化成其堕落但仍有关的形态，也就是

我所谓的懵主政治.在废除这两者之后，产生了贵族政治。贵

族政治因其性质而堕落为寡头政治，而当群众在愤怒中崛起.

① 例如波里比阿提且斯巴达的克里奥米尼斯时，指称他为倍主以且独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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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要报复其统治者所犯下的不公不义行为后，民主政治于焉

发生，在适当之时，由于这类政权会滋生出的放纵以及为非作

歹，暴民统治于是开始出现，因此完成整个循环。任何对这每

种政府形态所应有之开始、起源以及变化做过研究的人，将会

十分明了我方才说话的真实性。因为唯独透过观察这每种政体

如何出现，我们才可以知道这些政体会在何时、如何及往何处

来成长、完美、变化和结束。我相信罗马政体较之于其他政体

更适合这种分析方法，因为其起源及成长从一开始时，便是依

照自然的原因而来。

5 不同政体形态如何在彼此之间自然演化为另一种政体的

过程.已经有柏拉图及其他哲学家详细讨论过。但是因为这些

复杂的分析以及论证的精细，超过一般人的理解一一除了一些

人外。我因此会就我认为可以施用在严肃的历史研究以及可诉

诸人类共同智慧之处，来对理论作一简洁的综合。因为我是以

概论方式来讨论，所以假如在阐释中有遗漏某些因素，接着下

来的详细讨论，应该足够弥补读者那些我留下来没解决的难题。

所以.什么是政治社会的起源以及它最先如何出现呢?有

些时候，因为洪水、瘟疫、农作物歉收以及其他缘故.灾难性

的毁灭会降临人类.所有有关技艺及丰j 会体制的知识都会丧失。

传统告诉我们，如此灾难经常发生在人类中，因此必须合理预

期这还会再发生。然后在一段时间后，人类由措劫后幸存下来

之人，再度重新繁殖，有如植物种子，人类在数母上再度增加，

而且如兽群一样，开始形成团体。因为人类先天上的脆弱，所

以可以想见他们会与同类相聚成群，而在这种状况下，免不了

那在身体气力以及勇气见识上高人一等的，会出来领导及统治

其他人。这种现象可以在那些没有理性的动物上见到运作，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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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群、猪群、鸡群以及其他类似者，其中最强大者无可争议地

便成为其领袖。我们必须认为这是在最真正之意义上，自然所

给予我们的教诲。人类在原先之时可能以这种方式生存，如野

兽群聚，追随其最强壮及最勇敢者为其领袖;在这种状况下，

领导者之统治是由其气力来加以定义，而我们应该施用于这种

系统的名称便是强人政权 (monarchy) 。但是随时间流逝，家庭

及社会关系开始在这社区里发展，亲属关系的概念于是出现，

然后人类首度会去构思美善、正义以及其他与之相反的概念。

6 这些概念之起源及演化的方式如下。两性之交合是自然

界普遍的本能，生育孩子为其结果。假如其中之一被养育成人，

可是非但没有对那抚养他为成人者表达感恩或加以协助，反而

刻意用言语或行动去伤害他们，他必会让所有那些与其双亲交

往、见证养育时耗尽心力去照料及喂食孩子的人，对这个人心

生不满，感到冒犯。人与其他野兽不同之处在于他们是唯一具

有理性能力的动物，所以这种行为上的差异，当然不会像其他

动物，会不受众人的注意;他们会记下做了什么，并对此感到

不悦，因为我们会看向未来，反思他们自己有朝一日或许会得

到相同的待遇。再者，一个人若受人帮忙，或因受助而从嗣难

中脱身，没有对其施恩之人表达感激，反而竟然去伤害他，那

些听闯此事之人自然会对这种行为感到不喜以及愤怒，会和邻

居同仇敌伐，并日会设身处地去想。以这种方式每个人会开始

形成有关责任的理论和l意义，这是正义的开始以及目的。

相同道理，当一个人在所有同伴中，会挺身而出，去保护

他们免于危险，以及有勇气去面对最强大野兽的攻击，很自然

他理当从人民那里得到敬爱，并视其为人巾之杰，而一个人若

是做出相反之事，将会遭遇非议及蔑视。在此，可以很合理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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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假设，在人群之中会对有关何者高贵和l何者鄙贱，以及 fi 么

构成它们之间的差异，发展出一些理论，结果是有些类型的行

为会因为其有利之处而被赞美效法，但另一种则会被避免。所

以当人民中最杰出及最强大之人，在我 t述提及之事上，经常

会使用他权威的力量去支持大多数人的观点，并且依据他子民

的意见以及根据行为优劣，去奖赏或惩罚每个人，那他们会因

为支持他而遵照他的命令，而非因为对暴力的恐惧。无论他有

多老，他们将会1111人来支持他的统治，并且会团结→致拥戴他，

抗拒所有对他的统治进行阴谋篡夺的人。在理性比暴力或残酷

更为强大时，这强人 (monareh) 会以这种方式，几乎不着痕迹

地发展为国王( king) 。

7 于是最初的美善和正义概念以及相反的概念，就以这样

的方式就在人们之中自然形成，这便是真正同王政治的起源及

诞生。人民确保至高无上的权力会阳在不仅是最初的领导者手

中，而且在其后代手中.因为人们相信那些出自他们、由他们

所教育抚养的人，将会珍惜与他们类似的原则。但假如人们不

满这些后代，人们便不再因为他们身强体壮来选择他们的国王

及统治者，而是根据他们判断力的优点及他们理性的能力，因

为他们已经从实际经验了解到这一套特征与另一套有何不同。

在古代，那些因为国王般的权威而被拣选出来的人，会持

续执行他们的功能，直到老迈为止;他们建造壮观的要塞，并

以高墙强化;并且取得领土来提供给他们的子民安居乐业， ìt 

生活供应无缺。当他们在追求这些目标时，他们未曾是嫉妒或

是被指控榄权的对象，因为他们并不牺牲他人，来使自己沉溺

于异于他人的衣着、食物或宴饮，而是和其他子民以相同方式

过生活，并且在日常生活中与人民密切接触。但当统治者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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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承而取得权力.发现他们的安全元虞，而食物超出一般所需，

他们的余裕会诱惑他们去沉溺于一己私欲。他们以为统治者要

以特殊服饰与子民区隔，他们必须享受食物烹调及进餐时.那

额外的奢侈与多样，以及他们不该被否认任何在爱情上的追求，

无论那些追求是否非法。这些罪恶首先会引起嫉妒及愤慨，接

着是怒气及恨意的爆发，结果是国王政治变成懵主政治。因为

这样，开始了瓦解的第一步。于是阴谋颠覆开始成形。这些并

非始于国家里最邪恶之人，反而来自最高贵、心志高尚以及最

勇敢之人，因为如此之人发觉自己最难以忍受他们统治者的

傲慢。

8 一旦人民发现新的领导者后，人民会支持他们，来对付

原来的主宰者，其理由如我已述。结果是强人政权及国王政治

皆被扫除，取而代之的是贵族政治体制的出现及发展。人民仿

佛对那些推翻王政之人有所亏欠，所以为了表达感激，经常接

受那些有功之人占有权威的位置，把自己的命运托付给他们。

最初贵族乐意接受这种托付，视服务大众利益为他们最高的关

怀，并以最谨慎及最贴心的态度来同时处理人民的私人事务及

公共事务。但当下一代继承他们父亲的权位，他们没经历过不

幸的遭遇和市民平等及言论自由的传统，因为从褂根起.他们

已经沉浸在权威及特权的氛围巾，所以他们放弃崇高的责任，

有些人偏向贪婪、肆无忌惮地捞钱，其他则沉浸于饮酒以及相

关的纵欲行为.而其他人则专门侵犯女人及强暴男孩。他们以

这种方式将贵族政治转变为寡头政治，所以很快人民怨恨沸腾，

达到高点一一类似于我已经形容过的一一结果是他们的政权同

样遭受到降临在馆主身上的灾难，一切又再度重演。

9. 这其中的真相是.无论何时，任何人观察到公民对懵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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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恨意及嫉妒，能够鼓起勇气针对权威当局以言语或行动反

对，他会发现所有人民随时会支持他。但在他们杀死或是罢黝

寡头政治人物后，人民不再冒险设立一位国王，因为他们对之

前国王所施行的不公不义噜仍然心有畏惧，他们也不会将政府

托付给有限范罔的阶级，因为他们最近的错误仍然历历在目。

在这一点上仍然未受污染的唯 希望是他们自己，于是他们就

转往这方向:将国家转变为民主政治，而非寡头政治，由他们

自己来掌握对事务的监督及管理。只要那些从寡头邪恶统治下

存活的人还在世，他们会认为他们现在的政府形式是种祝福，

并且珍惜平等及言论自由的特权。但一旦新世代继承以及民主

政治落入其建立者的子孙辈时，他们此时己如此习惯于平等以

及言论自由，所以不再珍惜，开始设法将自己抬举超过公民同

侨之上，而且很明显的是噜其巾的富人最容易受到这种诱惑。

所以当他们升始追求官职，发现他们透过自己的努力或依据自

己的优点无法取得时，他们开始以各种可能的方式来利诱并腐

化人民，弄得自己倾家荡产。整个结果是由于他们非理性的追

求高人 等，刺激、增大群众去索求、收受贿赂的胃口，民主

政治的统治便转变为由暴力及强制统治的政府。在这时候，人

民已经习惯慷他人之慨，他谋求生计的方法是去凯舰邻居的财

富:一且他们发现 位领导者有足够的野心以及胆识，但却因

为贫穷而被排除在权位之外，他们将会引进一个以暴力为基础

的政权。在这之后他们会凝聚武装力量，对他们的敌人进行屠

杀、放逐以及掠夺，最后沦落到野兽般的状况。①之后他们会

重新再度找到 位主宰及主人。

Q) 这过程由各奈塔的例子得到明证(见页 368 至 37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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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便是政治革命的循环，如此便是政体演变、转化以及

最后回归到原先形态的自然法则。任何对这一过程有清晰掌握

的人，在提及国家未来时，他在预测需要多少时间来让变化过

程发生，或许会出些差错，但只要他的判断没有被敌意或是嫉

妒所扭，HI，对于一个社区已经到这之成长或衰落阶段.或是它

将会演变成何种形态，他甚少会发生错误。尤其是在罗马国家这

个例子上，这种检视的方法将会给我们最清楚的洞见，去洞察它

赖以形成、成长、到达最高成就之点，以及继之而来由盛转衰的

过程。因为这个国家(假如还有任何其他国家也曾如此的话，如

我已经指出)是因为自然因素而起源及成氏，而且将会透过自然

演化而步入衰退。无论如何，读者将最能从以下的叙述中，去判

断这句声明的真实性。

10. 在这一点上我打算对莱克格斯的立法做一番简单的陈

述，因为它与我目前的议题有重要关联。莱克格斯充分了解我

所形容的变化是根据不可动摇的自然法则来发展的，而且他接

受这种观点， ~Il认为任何一种政体，只要是单纯且只奠基在一

个原则上，会是不稳定的，因为它会迅速恶化到独特于它，而

且内在于它的腐化形式。正如铁锈会腐蚀铁，姓虫或凿船虫会

吃掉木头，而这些材质即使逃掉外来的伤害，也会被在其内部

所产生的过程摧毁，每种政体具有自己内在、不可分离的缺失。

在国王政治 t ，其内在缺失便是独裁，在贵族政治是寡头，而

在民主政治则为暴力的残酷统治，而且如我己经说过，这每一

种政体都无法不堕入其本身会堕落的形态。莱克格斯预见到这

一点，于是没有将他的政体设计为单纯或单一.而是结合所有

最好政府形态中的优点以及特征，所以没有一种原则会独占，

并转变成它相关的缺失，反而是它们之中的每一成分都会被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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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成分来相互平衡.所以它们之中没有一项政体的形态会不

恰当地倾向或沦落到与其对应的另一方。换言之，政体由于互

惠或制衡原则，在长期来说应该处于平衡的状态。所以国王政

治要因为畏惧在政府运作时有-J月2 重要之地的人民，以免沦为

傲慢，而人民依次又因为他们对元老院的敬畏，所以也能克制

自己.不去蔑视国王。元老院这一团体的成员，贝ù因为其优点

而被选任，而且可以在所有时候皆可被信赖能一致站在正义那

一方。因为这方法，所以国家中的一部分人会因为对传统习惯

之尊重，而处于不利之地位，但却经巾元老院之支持及影响.

终于能够取得权力以及分量。因为那样的理由，所以根据这些

原则所草拟之宪政的实施结果，便是斯巴达人比其他我们有记

录记载之其他人，保有更为长期的自由。

莱克格斯凭借他理性的能力，可以预见事件自然发展的方

向以及使它们何以如此的因素，于是得以建构他的宪法，而无

需去学习不幸遭遇所带来的教训。另一方面，罗马人虽然就其

政府形态也得到相同的结果，但并非以抽象理怕而得到结果，

反而是从许多斗争以及困难中所习得之经验及教训而来。最后，

借助从灾祸中所学习到的经验，他们经常选择较好的路径，他

们与莱克格斯一样到达相同之终点，亦即所有现存之政体中最

优良的。

论成熟的罗马宪政

1 J 从薛息斯跨海到希腊，特别是那件事之后的三十二年，

罗马政治系统历经越来越令人满意的修正，并且在汉尼拔战争

时，到达其最优良及最完美的状态。

我有理由相信，对那些生活在罗马共和l下的人，我的陈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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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因为省略了细节，看起来多少会不完整。

主导罗马宪政的成分有三，这些我在之前都已提过;而在

执行上面如果分开来看，是极为公平以及恰当地透过这三个成

分的运作而分配及规范，以至于对罗马人来说，要他们清楚宣

布转个系统究竟是贵族政治，或是民主政治，或是王权政治，

甚至是不可能的。事实上，这是很自然的，因为我们假如只将

注意力放在执政官的权力上，这政体或许给人一种完全是国王

政治及王权的印象，又假如我们将注意力集中在元老院，这似

乎看起来是贵族政治，但假如我们集中在人民的权利，这似乎

是民主政治的一个明显范例。对于国家所拥有不同权力，这三

个成分过去是 而且在经过一些调整后一一现在仍然是如下

所述。

12. 执政官，除非他们必须率领军团出征，①否则会留在

罗马，对所有公共事务拥有最高权威。所有官员，除了护民官

外，也都是他们的下属，必须服从他们.而且是由他们引进外

国使节，介绍给元老院。@除了这些职责外，他们会将紧急事

件提交元老院进行讨论，而且必须完全负责执行它的决定。监

督所有由人民所执行之国家事务，亦是他们的职责;在如此情

况下，他们会召开公民大会，提出议案，执行人民议决。在有

关战争准备以及战场上军事活动的一般执行上，他们的权力近

① 在披 rn 比阿所写的时代，执政官就任他们←年一任的职务时 通常不丸便

会离开:ll'鸟，执行军事任务。

③ 护民官Z制度是特别设计来限制执政官的权力.所以自护民官在元老院里

提Jli 的动议.执政官不1哥哥曲。护民官的权力理渐扩大到可以在司法上控

制所有节且，所以他们成如同事迫究行政机关的刑事责任时所拥有的主要

t具。换言之，护民宫 "1 以起诉犯错皂白且。

① 他们Jú在执政宵任WI初，在执政官前往他们被指派之行柑前，世接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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乎绝对性。他们有权对盟友提出任何合理的要求，①任命军团

里的营长，②征召士兵以及选任那些适合服役之人。他们在执

行勤务时，可以对任何在他们统领之下的人进行惩罚，并且有

权从公J草动用任何他们认为适合的金额;在财政事务上，他们

有位财务官( quaestor) 作为助手，完全配合执政宫的指示行

事。所以假如有任何人只思考宪政里的这个成分，他可以合理

地说这是一个国王政治或王权的纯粹范例。在此我或许可以附

加 点:在我所描述或即将描述的功能中咽在现在或未来若有

任何变化，并不会变更我所做之分析的真实性。

13. 现在且让我们思考元老院。这一机构控制国家财政，

规范所有收支出人，财务官需要得到元老院命令的授权，来进

行任何计划的开销，唯一例外是已经拨给执政官的款项。元老

院亦控制所有开销中最巨额及最重要的项目，亦即监察官

( censors )每五年对公共建筑物所提供之维修及新建计划，但这

是由元老院拨款来完成的。同样的，任何在意大利所犯 F罪刑，

需要公开调查者.如1叛国、阴谋、下毒及暗杀，亦落入元老院

之司法审判权限内。@再者，如果意大利内有任何私人或社区

需要仲裁纠纷，或是宿要加以正式谴责，或是寻求协助或保护，

正是元老院处理所有此类案件。它亦负责派遣使节回或委员会

到意大利以外的国家，或是去拜平纷争、提供建议、提出要求、

① 手每个盟在的贵任义务是在它们个别的联盟条约中规定下来，每个盟邦都槛

要求记录它有晴的兵力。在暨急状况下.特别的要求或许会被提出。

@ 每年所征付的前四个712 凶的甜长( tribunes) 是由部落告议 (tribl\ l asse l)l

hly) 选出.共计二十四名。其他军园的肯长则是由执政官任命。

@ 章大利盟邦在名义上以及原先都是独立的国事，而元老院之所以有权干

预，是出自它在外虫I)J务上的角色，特别是巩罔联盟的世任。 l午;t摄逆且

阴谋的案件芷生在第二位布匿战争期间，因为叹尼拔鼓励罗鸟盟邦退出或

旦旦照 例如.在坎帕尼亚地区以且他林敦和布鲁提恩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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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投降，或是宣布战争;依相同之理，无论何时有外国使节

到达罗马，它决定他们要被如何接待，以及要回复他们什么答

案。所有这些事务都在元老院手中，而人民无法与闻其事。

因此对任何恰巧居住在罗马的人士，当执政官离城时，罗

马宪政或许有道理被认为是完全的贵族政治;而在许多希腊城

邦以及其他隅家的阎王那里，正是这种印象流行籽，因为元老

院几乎处理所有与罗马人相关的国家大事。

14 所以当我们考量元老院执行我形容之所有详细功能的

权威，而且最重要的，对开销以及收支有完全的掌控，并且也

考量过执政官在有关军事准备以及战场上的绝对行动权力，我

们很自然会想去问:在宪法中还有什么空间留给人民?毫无疑

问，答案是:仍然有角色让人民扮演，而且是一个很重要的角

色。因为唯有人民才有权利奖赏以及惩罚，①而这些是唯一可

以凝聚王国、国家以及→般人类社会的力盘。个中事实是.在

赏罚不明，或只在理论上如此，但在实际上却执行失误的国家

中，没有任何事务可以被恰当执行，因为假如优秀者和邪恶者

都被相同看待，那这该如何进行呢?所以人民被授权去审判那

些可以罚刑的案件，刑犯行者施加严厉的惩罚，特别是被指控

之人若享有国家最崇高职位时;他们亦是唯一有权审判生死重

罪的法庭。关于后一项，他们有一个特别值得赞美、值得一提

的习俗。只要宣布判决结果的部落中，尚有任何 个仍未投票，

这习俗允许那些性命正在受审之人，在审判定罪过程中可以公

开离国，因此加诸己身自愿流放之刑。如此流放之人可以在尼

尔波利斯、普莱涅斯特、提布尔以及其他有条约协定之城镇的

① 换言之，人民控制法庭以且公职人员的选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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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土避难。

依据相同原则，正是人民授予官职给那些值得之人，而这

是国家对品德所能提供的最高奖赏。此外，人民亦有权通过或

拒绝法律，而且最重要的，他们考虑及决定有关宣战及娟和之

事。更进一步，在结束敌对状态以及订定条约上，人民有权批

准或拒绝。所以从这一点来看，我们可以合理地做结论，人民

在政府里拥有最大的一份权力，所以这种政体是民主政治。

15 我已绞叙述了在国家之中，政治权力要如何分割为三

个成分，而我现在将要解释它们三个其中之一 假如耍的

话一一将会如何与另外一个合作或牵制。当执政官与军队出国

时，他被赋予直11我所描述的权力，似乎为了执行他的目的，而

拥有绝对之权，但在实际上他市要人民与元老院的支持，而且

没有他们，执政官便无法让军事活动有完美的结果。例如，很

清楚地，军闭需要经常性的补给供应，但若无元老院同意，则

没有食物、衣服或是薪资的提供.所以若是与元老院格格不入

或元老院刻意阻挠，封15统帅的讨划便会遭遇完全的挫折。而且

元老院亦有权利决定究竟一位将军能否完全执行他的设讨及规

划，因为它有权在执政官任职期满后，派遣另一位将军取代他.

或是继续留任他。再者，元老院有权决定是否让一位将军以盛

大排场来庆祝胜利或大胜利，借此抬举他，或是藐视他。他们

称之为胜利大游行者，是将他们在战场上所成就的场景，搬到

公民同侨之前，而除非元老院同意提拨必要的经费，否则并无

法适当地呈现，甚至在一些情形下无法进行。至于人民，执政

官无论离开国家有多远，要考虑到人民的利益始终是首要之事，

因为如我以上解释，正是这最高主权所在之人民批准或拒绝停

止敌意行为以及订定条约。但最重要的是，当执政官卸任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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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必须向人民报告任内作为;所以忽略运作元老院及人民的

善意，在任何状况下对执政官都是不安全的。

16 接着.元老院虽然拥有如此庞大权力，但首先必须在

公共事务上注意到人民的观点以及尊重他们的心愿。除这之外，

它无法调查危害国家最严重及最广泛的罪行嘈如那些涉及死罪

者，并采取步骤来加以控制.除非它的命令被人民所确认。对

那些直接关切到元老院本身之事务，亦如此。假如有任何人提

案，目的是要剥夺元老院一些传统性的权威或是要取消元老的

一些特权或其他的尊严，或甚至减少他们)些财产，①所有这

些情形中，唯独人民才有权去通过或是拒绝提案。这亦是事实:

假如有一位护民官介人，加以否决，元老院不仅无法对任何议

题达成最后决定，甚至无法聚会及开会。护民官经常必须执行

人民的议决，尤其是要注意他们的心愿。因为这些理由，元老

院敬畏人民，而且重视人民的意志。

17 然而依相同的道理，人民对元老院亦有义务，必须将

其意愿列入考虑，无论这是个人的还是集体的。在整个意大利，

有相当庞大数茧的契约，多到不可胜数，是由1监察官发包出去，

以进行公共建筑之修建及维护，除此之外，尚有河流通航、港

口、花园、矿区、土地之收人的征收，换言之，每一项在罗马

政府控制下之交易，都发包给承包商承揽。所有这些活动都是

由人民执行.而我们或许可以说，几乎没有一个人不从这些契

约以及利润中获得 些利益。一些人事实上向监察官买下契约，

另一些人则成为他们的投资伙伴，又有其他人则为承揽契约的

人提供担保， i真是有人为契约而将他们的财产抵押给国库。所

。 这或许是捎带由如拉米于( Gaju~ Flaminîus) 葫议，有盖在南卢之世地的

问题(见页 22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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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这些交易都列入元老院的权力之下。它有权在一些元可预见

的意外下，允许将契约时间延长，减少承包商损失.或是在无

法履行契约时，让其完全解套，安然脱身。因为在实际上，元

老院有许多方法来对那些承揽经营公共建设之人，或是施加极

大网:llt.或是减轻负担，因为所有案件都需上诉元老院。更为

重要的是，在大多数的民事审判中，凡是其中涉及庞大利益者，

承审法官是从元老院选出。①结果是所有公民.因为可以得到

保护而与元老关系密切，以及因为不确定以及担心他们是否需

要它的协助，所以在阻挠或抗拒元老院的意志时，都非常谨慎。

依相同道理，人民在反对执政官的计划时，都会一再三息，因

为他们就个人以及就整体而言.都会有征战时落在他们的权威

之下。

18. 这些是系统里三个成分中每一项所享有的权利，能够

彼此协助或互相伤害，其结果是联手时，其强大足以抵挡所有

的紧急状况嘈所以不可能发现比这一系统更佳的宪政体制。因

为无论何时有共同外敌威胁时，都会强迫这三者团结起来，同

心合作，那时国家所发展出的力量变得格外强大。没有任何要

求会被忽略掉，因为所有各派系的人都争相去发现符合当时需

求的方式，而且每个决定一旦被采用，会立即实施，因为所有

的人于公于私都会互相合作，来完成手七的任务。

其结果是这独特的宪政体制具有无可抗拒的力茧，来完成

为自己所设定的目标。当人们从外来威胁中得到解脱后，开始

收获胜利为他们所赢得的好运及繁荣，但在他们享受这种富足

时.他们会被阿诀奉承及懒散怠惰所腐化，变得倔傲无理.目

。 比较小型的诉讼草件!或许纯由双方协议，忻击寻求元老院加入裁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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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无人。这经常发生，但尤其是在这时刻，宪政会展现能力，

修正如此的滥权。无论何时这三种成分中任何之一，膨胀自己

的重要性，变成野心过度，容易侵犯其他;因为上述理由，这

情形将会变得很明显.没有成分能完全独立，而是任何一个的

计划都有可能会被其他的妨碍或阻止，结果是没人可以主宰或

以轻蔑态度来对待其他。于是整个局势又恢复并维持平衡，因

为侵略挑衅的冲动被克制约束，每个成分会因为其他两个成分

开始谴责时，便会深自警惕。

罗马的军事系统

19. 在他们逃出执政官后，人民继续任命军团营长;十四

位是从那些已经服役五年之人中选出，而十位是从那些服役十

年之人中选出。至于其他人，骑兵被要求服役卡年，步兵在四 1-

六岁之前要服役十六年;但这些是排除那些财产价值被估算少于

四百德拉克马 (drachma) 的人，而这些人会被分配到海军服役。

在国家紧急状况期间，步兵会被要求服役二十年。除非他已经完

成十年的役期，否则没有人会被允许去担任任何政治职务。①

当执政官准备要征召士兵时，他们会在公民大会中宣布何

时所有役龄的罗马公民必须报到服役，而这每年都做。在指定

之日，那些有兵役责任的人抵达罗马，聚集在卫城山丘( Capi

toline Hill) 上，十四位资浅的军团营长会将自己分为四群，所

根据之顺序是依照人民拣选或执政官任命他们时的顺序;这是

罗马兵力最主要、也是最初的分法。最先四位被任命的营长被

分派到第一个军闭，接下来三个到第二，接下来四个到第三，

① 年轻贵族通常会服役的军种是骑兵，这章悻骨无人可以竞选任何政治职

务，直到他过完二十七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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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最后三个到第四。十位资深营长巾，前两位被分配到第一

个军团，接下来三位到第二，在接下来两位到第三，以及最后

三位到第四。

20 营长被以如此方式分派后，每个军 I~j 会拥有相同数量

的军官，每一军团的军官则各据一个位置，彼此分开，一一抽

签挑选部落，依照抽签结果呼叫出每一部落之名。从这部落他

们首先挑选出四名青年，在年龄及体格上尽量相似。当这四位

被带向前，第一个军团的军官优先挑选，第二军团第二顺位，

第三则次之，第四则殿后。当下一群四位青年被带向前，第二

军团的军官有权优先挑选，第一军团则殿后。再下来四人，则

是第三军团之军官优先挑选，第二军团则殿后，以及如此等等。

用这方法每个军团依序都有优先顺位挑选，所以所有军团接收

大约相同水准的人。在他们选择所需要的数盐，亦即当每个军

团的战斗力到达四千两百人，或在特别危急的时刻，达到五千

人时， l'{以前的习惯是开始选择骑兵，但在我们的时代，骑兵

会先被征召。监察官根据财产的基础来选择骑兵，每一军团分

配三百名。

21.当以这种方式进行征召工作时，被分配到这一职责的

营长于是检阅这些征召的士兵，而每位营 I~都会从所有人之中

挑出他们认为最适合之人;这些人被命令要宣誓服从民宫，并

尽其所能来执行命令。然后其他征召的士兵一起向前，每个人

宣替他会如那第一人所宣誓的去做。

与此同时，执政官会发布命令给意大利盟邦城市的官员，

希望从那些地方征召部队;他们会表示所帘的部队放量，以及

这些被选来服役的人必须在何时及何地出现报到。相关之权威

当局会以类似程序来选择人员，执行宣誓.任命一位指挥官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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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人员.并将部队送到罗马。

在征甜的士兵宣誓后，在罗马的营长会向各个军团宣布在

哪一天以及哪一地点他们不需携带武装报到，然后解散他们。

当他们在指定之日报到时，最年轻及在财产等级上最低者，被

分派到前战部队( vel归功，第二群为前线部队( hastati) ，那些

在壮年的则是到中线部队( principes) ，最年 l圭则是到后线部队

( triar川。这些是罗马人给他们军团中四个战术群的名称，他们

彼此以年纪及装配来加以区隔。他们如此划分，所以资深的后

线部队有六百人.中线部队有 千两百人，前线部队有一千两

百人，其余则构成前战部队。假如军团的战斗力量超过四千人，

这每一群人的数量依比例增加，但后线部队除外，它的战力仍

维持在六百人。

22 最年轻的前战部队士兵被命令要佩戴刀剑、标枪以及

小盾牌。最后→项是圆形，直径三尺，制作坚固，大到足以保

护人身。他们戴上一般的头盔，①有时 t商披有一片狼皮或类

似之物， J刮来保护以及辨识该名士兵;这使得军官可以认出这

个人，并观察他在面对危险时是否勇敢。他们所携带的标枪木

柄身长三尺，直径一指宽。其头部约一指幅之长，@被敲薄，

而且如此锐利.所以在经过第一击之后，必定弯曲，使敌人无

法回掷;否则这武器对双方都会有用。

23 下一个以前线部队为人所知的年龄群，则受令要全副

武装。罗马全副武装之组成，首先是一面长盾 (scutum) 。其外

表为凸面状;它宽度为二尺半，长度四尺，其厚度在边缘处为

一手掌厚。它有两层木板嘈由牛皮胶勃ft网定，其外层首先由布

① 亦即没有头盔 1--的装饰。

母约九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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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疆，然后是小牛皮。上缘及下缘又有铁加以包覆，来保护盾牌

免于刀具劈击所带来的破坏，当茹在地面时，可免于磨损，在中

间则是铁制的突出物，可以转移石头、长枪以及一般大重ß:投掷

物所带来的重大冲击。除了盾牌外.他们亦携带一把长刀，毁于

右侧，被称为西班牙刀。①这刀有锐利的刀尖，而且刀刃两边都

可以带来有效的打击，因为每边刀锋都很坚固，不会弯曲。

除此之外，前线部队携带两支投掷用的标枪 (piJa) ，一顶

铜盔以及护腔。标枪有两种，较细及较粗。其中较粗的一种，

有些是阔的，在直径上有手掌宽，其他则是方的。@他们所携

带之较细及较粗的标枪都像是巾型大小的狞猎用标枪，木制柄

身长约四尺半。其铁制头部有弯勾，与枪身长度一样。他们借

着将铁制头部牢牢附在柄身上.尽心尽力去确保武器的用处。

铁布1)头部插入柄身固定，深达柄身一半的 i王度，并以一连串环

扣来加以同定，所以在战斗时.它击中目标时，会裂开而非仅

松掉;铁制头部插入木柄身时，其厚度只有一只半手指的宽

度。@最后，前线部队佩戴以三根紫色或黑色羽毛作为头饰，

直立约有一尺半的高度。这些被捕在头盔上，其一般效果，加

上其他武装，是要使人看起来像是实际高度的两倍，让他有个

可让敌人心生恐惧的外表。除了这些装配外，士兵还会娃一块

胸牌，约手掌张开的幅宽，放在心脏部位，称做护心片( pecto 

raJe) 。这些项目构成他们全副的武装.但那些财产被估算有一

万德拉克马的人，则是穿锁子 rp 的外套( Jorica )。中线部队与

① 波里 l北阿提及它是在第二1x布世战争中槛植用，但有可能是在第一战战争

'1 ' 且为迦太基人作战之西班牙战士那里引进果用的。
⑦ 亦即有些是圆形的、有些是方陋的切耐。

@ 木柄的直度约三寸 iìlï插入木柄的缺制生部宽匮则约一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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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线部队有相同武器配备.除了投掷用的标枪外，后线部队是

携带长型的刺枪 (hastae) 。

24. 4证种前线部队、中线部队以及后线部队战术群，根据

个人优点各选出十位百夫长( centuriOll) ，然后又再逃出十位。①

所有这些人都有百夫长的官衔，而且第一位被选出的亦是军事

会议的成员。这些百夫 l主义依序任命相|司数量的低阶补给官

( optio时s) 0 q)除了前战部队外，这些百夫 l王将与另外三种战术

群的人，各分为十个连队( rnaniples) ，每个连队分配到两个百

夫长及两位补给宫。前战部队亦分为1日同数量之连队，每连队

一百二十人。所有这些连队可称为"团队" (orders , ordines) 、

"连队" (maniples , manipuli)@ 或是"旗帜" ( standards. sig

na) ，而他们里边的军官则是百夫长 (ordinum ùuctores) 。这些

军官又从行伍之间选出两位最勇敢及最具男性气概的人，成为

每一个连队的掌旗人( signiferi )。每一个连队任命两位百夫长

并无不合理之处，因为无法确定这个连队的指挥官会被要求做

什么，或什么事会发生在他身上。因为战争的紧急状况并不允

许任何借口，所以他们极不希望远队没有领导人及指挥官。当

两位百夫长都在时，资深的率领连队的右半部，资浅的为左半

部;有则由在场的那一人来指挥全部。在选择他们的百夫长时，

罗马人看中的不是冲锋陷阵或是火爆霹雳那样类型的人，而是

那些天生的领导者，具有稳定沉着的个性，非只会开启战端、

① 先选出的十位军官称做"前百去任 "(hce凹nluri口mι""'

则是"后百夫t桂￡γ.. (忡p"，白t，阳e盯盯no【"'，阳P町，) .. 。

æ Oplio (单数，主数为 Optioncs) 可以分拥百jç 怯种种行政上的职责.或许

可以被形睿为某种补给官'"军需官( quartcmlaSler) 0 

@ 所以每个青队( cohort. corhors , l!.数 cohort t'J s) (原为 manÎple. 连队-一译

者注)平均由四百 τ十λ所树成，罪团的 l'分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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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动攻击，而是那些即使陷入颓势或受压迫时，仍然能够稳住

阵脚以及能死守岗位的人。

2万5 他们以相同原则将骑兵分为十骑队( lu盯rma】咀ae叫) ，他们从

这每 队选出三位骑兵官(忖de回cu盯Ufl口I川es)讥，又依序任命三位补给

官。第一位被选上者，率领这)骑兵队，其他两名则带有骑兵

官的官衔，事实上这三位都有相同的官衔。假如第一位不在职，

第二位接任骑兵队指挥权。骑兵之武装非常类似现在希腊所使

用的。在早期他们没有胸甲，而是身着短衣作战，这在上下马

时，极为容易及灵活，但在近身交战时却暴露在极大危段中，

因为身体几乎没有保护。除此之外，他们的长枪亦在两处不合

使用 第一，他们将武器制作的如此细长柔软，所以元法做出

稳定的瞄准，而且马匹运动时所带来武器的震动，造成许多武

器在铁端固定位任何东西前，便已经断裂。第二，尾端并未附

上尖刺，所以只能以尖端做出第一击，而假如l武器断裂，长枪

则变得元用。骑兵盾牌是由牛皮制成，在形状上有些类似JU于

祭祀之圆形糕饼，中间有突出物，这些盾牌在作战时实无甚用

处，因为它们不够坚实，而且暴露雨中时，牛皮外层会脱落以

及腐蚀，它们不仅看起来怪异，如同之前一样，而且现在则已

完全不用。既然这装配证明在使用上如此不理想，罗马人立即

变更去使用希腊人用的类型。希腊类型的优点是·在长枪上，

骑兵可以稳定以及准确地做出第 击，因为这武器在设计上力

求稳定，不在手中震动，而且也可以将其转向，以尖锐尾端做

出用力的一击。希腊盾牌情形7fJ同，因为它们是坚固扎实地制

作，在做投掷进攻①及冲锋陷阵时都能提供良好的保护。当罗

① "进Z虫"或许是指从远距离投掷出标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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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人发现这些优点，立即模仿希腊武器，而这正是他们的强项

之一:没有民族比他们更愿意去采用新的习惯，以及效法别人

做更好的东西。

26 军团首长将征召的士兵组成这些单位，命令他们以这

种方式武装，然后将他们解散回家。当他们宣誓过要在执政官

所宣布之地点以及报到的日期到来时，所有那些登录在册的人

都无一失误地捉到，因为除了恶兆或是某种意外使得报到完全

不可能外，没有任何其他理由可被接受。有这些场合，执政官

们通常会指定不同地点让他所指挥之部队报到，因为每位执政

官都将分配到两个罗马军团以及他应有之数量的盟军。

在同一时间，盟友亦与罗马公民一起集合，他们单位的组

织及统帅都由执政官所指定之军官来监督;这些军官共计十二

位.称为盟军长官 (prefects) 。这些人为执政官所动员的盟军

中，挑选出那些最适合服役的步兵及骑兵，而这些人以"特

逃" (f:xtraordinarii) 为人所知，亦即精选之部队。盟军步兵之

数量通常等于罗马人的步兵， fH骑兵则多达三倍。从这些人之

中，他们大约拣逃出二分之一的骑兵及五分之一的步兵来担任

"特选"。其他的他们则分为两闭，其中之一为右翼，另一则为

左翼。

在做完这些安排之后，军团营长会带领罗马人及盟军前去

扎营。无论是在何地进行扎营，他们都使用有关军帘的-个简

单公式，而这适用于所有时间及地点。我认为这正是恰当的时

机来让我来向读者解释一一至少就文字|二可以做到的一←罗马

人在行军、扎营以及行动时.是如何地部署他们的部队。当然

不会有人会对这些能完美执行，漠不关心，因此拒绝忍受一些

额外的麻烦来了解这类的事情;一且他读过这些技术性的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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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将会对一个当然值得他注意的题目有许多知识。

27 罗马人布置军营的方法如下。一旦选定基地后，能够

对整个地区提供最佳视野，而且最方便发号施令的位置.保留

给将军的公署( praetorium) 。他们在打算竖起帐篷之处，插下

军旗.以这点为中心量出一块正方形的土地，这方形每边离军

旗一百尺远，所以整个区域有四个普列特拉大。①沿着这方形

的一侧 而那是能提供最佳取水及收集粮袜设施的一侧

罗马军团会以如下方式来被安顿。如我已经解释过的，在每个

军团中有六位营长，而因为每位执政官通'南 2丰" 4ÝÎ两个军团，所

以在一支执政官的军队中会有十二位音氏。他们将这些军官的

帐篷沿着直线搭建起来，与方形地区所选定之 侧相互平行.

相距五十尺，所以预留空间给营长的马匹、骄{子以及行李。这

些帐篷在搭建时是背对执政官公者所在之区域，所以面对营区

外面，这个面对的方向我自此将以前方提及之。官民之帐篷以

彼此等距安置，所以他们沿着军团所占有之空间的全部宽度，

一字排列开。

28. 他们接着又在这些帐篷前方丈蓝而一百尺的距离。在

那样的距离，他们又画出一条与帐篷平行的线，而在此处他们

开始标记出军团的不同区域，这些安排如下。他们将最后提及

之线对分，从那点又拉出与之垂直的线。沿着这条线，在其两

侧，并且彼此相对望，他们驻扎每个军闭的骑兵。在两制 l 之中

有五十尺的空间，怡好被最后提及之线对分。驻中L步兵的方式

类似于用于骑兵的。分配的空间形成 个完整的方形，对连队

或骑兵队皆然。这个方形面对主要道路( v山，)中的一条嘈它

① 一个普列特拉 (plethrn )是一万平方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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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过营区;商对路的那一方是固定的一百尺长度，而且他们通

常会设法让宽度也一样，但盟军不同的状况除外。当他们必须

容纳兵力较强之军团，他们依比例增加方形的长度及宽度。

29 骑兵营区布置则是好像占据始自背长帐篷中间一条道

路的两侧，并与之成直角，而且沿着道路搭建起这些帐篷，而

且也跟他们之前的通道成直角。这些道路及通道的整个设计，

事实上类似个十字路的系统，道路在帐篷所形成的区域的两

侧通过，骑兵营区的是一侧，步兵的则是另一侧。每一军团中

分配给骑兵以及后线部队的空间是背对背，部队相连，但却丽

朝相反方向.而且中间没有空间。给予每一连队厉线部队之深

度为其正面的一半，因为就一般而言， 后线部队连队的兵力

是其他群体的一半。可是，连队或许会有不同的兵力，但是分

配给他们的正面长度都是一样，这是因为他们的营区会有缩减

的深度。接着而来，并和分配给后线部队空间相平行的是中线

部队.与他们相对望，中间有五十尺的距离。因为这两个群体

皆而对中间的空间，所以有两条道路与一百尺宽之通道成为直

角，通道是从营长帐篷前通过，两条道路都道向与营长营区相

反方向的军营另一方，而这我们之前同意称为前方。在中线部

队之后一一与之背对背，中间没有空间一-他们驻扎前线部队。

根据军队原先的建制，每一种战术群都是由十个连队所构成，

道路在长度上皆相等，而且都在军营之前方以直线结束，所以

线上的最后一个连队，便是直接面对军营前方。

30 在前线部队之外，且又再度被五十尺距离所隔，他们

驻扎盟邦的骑兵，而这始于相同之线，亦即辈子:过营长帐篷之前

的通道，结束于相同之线，但在军营的前方。如我以上所述，

盟邦步兵单位的兵力与罗马人的相同，但盟邦骑兵单位的兵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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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减去送到"特选"的骑兵后，是罗马骑兵的两倍。因此在规

划营区时，他们也依比例增加分配给盟邦骑兵空间的深度，所

以让他们每个人占有与罗马军团相等的空间。在这时，已经有

五条道路完成，所以接着它们安置盟军的步兵，依据他们较大

的数量来增加他们位置的深度。①他们与骑兵背对背，中间没

有多余空间，所以步兵会面对环绕军营外部的栅栏。在每个连

队里，每 列两端的第 个帐篷是由百夫长居住。在以这方式

布置军营时，他们通常在第五及第六单位间会留下五十尺的空

间，因此这形成贯穿整个营区的另一通道。这通道和l营长的营

区互相平行，并与其他道路形成直角，这称为"第五道路"

( via Quintana) .因为他紧邻第五骑兵队和第五连队。

31 在营长营区之后的空间使用方法如下。在执政官公岩

( praetorium )之右侧是广场，左侧则是财务官之办公室以及其

所负责之补给品。在营长营区之最两侧，而且或多或少与其成

为直角的是特选的骑兵以及那些因为与执政宫之情谊而参军的

自愿军，@这些人的扎营之处与环绕整个营区的栅栏相平行，

其中一个营区面对财务宫之营区，而另一个则面对广场。在大

多数时候，这些部队不仅在扎营时靠近执政官，而且在行军及

其他场合，他们都与执政官及财务官常相左右。与他们背对背，

往外朝向栅栏驻扎着特选的步兵，他们执行与我刚形容之特选

骑兵相|司的任务。在这些区域之外，尚留有另一空间，有一百

尺宽，与营长之帐篷相平行，越过执政官公署、「场以及财物

官办公室，从一侧栅栏延伸到另一侧栅栏。在这通道之远方，

① 这是因为扣掉占有五分之一步兵的精选部队后，盟军有两千四百人要挤进

去十个单位的空间!而不是罗马军团二十个单位的主闻。

② 这些是老兵，他们以特别是件重新接受征召.形成执政官的贴身卫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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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置其他特选骑兵，所以会而对执政官公署、广场以及财物官

办公室 (quaestorium) 。在这些骑兵营区之间，而且恰好面对执

政官办公室的是 条约五十尺的通道，通到7:i区后丽的栅栏.

并与执政官办公室之后一百尺宽的通道形成直角。与这些骑兵

营区背对背， ;jj 且面向栅栏，以及处于营区之后端的是其他特

选之步兵。最后这些营区之左或之右的空间，紧邻营 IK之栅栏，

则是分配给外国部队以及任何被允许进入营区之联盟部队。

这些布置的结果是整个营区以一个方形展开，而街道及营

区政图给军营 种城镇的样貌。四周之栅栏是在离营区两百尺

的脱离挖掘固定，而这空无一物的空间有一些重要用途。首先.

它提供适当以及必须的设施来领军出营或人告:它确保所有人

都可以经由通过他们营区之路进入这空间，因此不会}堆人挤

进同一条道路，彼此催促推挤。还有，所有带进营区之牲畜以

及从敌人掠夺米之战利品都收集在这区域，在夜间被安全地看

守着。但这空间最重要的用途是，假如营 l亘在夜间遭受攻击，

他可以避免古怪被纵火，而且可以使士兵在敌人投掷武器的距

离外 • 9XJI假如其中一些确实飞得够远，但因为帐篷之前所留

下的距离以及空地，它们儿乎已经变得无害。

32 既然已知骑兵及步兵的数量，而且假设句个军团的兵

力为四千或五千人.而且同样已知的是连队及骑兵队的深度、

长度及数量，此外还有道路及通道和其他细节，所以任何想要

去计算的人，都可以估算出营区的面积及周长。假如有不太常

见的大数量盟军.这或是那些依照原来之兵力部署，或是因为

特别场合而依附之部队。对于后者可以借由将执政官公署两侧

的f 场和财务官之仓储面积降到最小，仍然可以应付紧急需求;

而对前者，假如超过正常数量太多，他们在罗马军团区域之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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侧加上两条道路，面对营区栅栏。

偶尔当两位执政官以及他们四个军阴联合驻扎在一个营区

之内，我们必只要去想象这两个营区会类似我方才所描述的，

但是背对背，两营区交接之处是在特选部队步兵驻扎的地区，

这些部队我们形容过是面对整个营区后方之栅栏。在这情形下.

营区的形状会成为长方形.它的面积加倍，整个新营区的周长

再增加半倍。任何两位执政官恰好一起联合扎营时，这是他们

所采取的形态.当他们分开扎营时，唯一的差别是广场、财务

官区域以及执政官办公室会安置在这两个军|到中间之处。

33 在营区被布置好后，军团营长会检阅所有在场者，要

求个人，无论是自由或奴隶.要执行宣誓。每个人都要发誓他

将不会在营区偷窃，假如他发现任何东西.他都会带给营长。

接下来他们发布命令给每个军团的前线部队以及中线部队的各

个连队，交代这些连队要负责营长帐篷前的空地。这些营区在

日间是许多事务进行的地方，所以要确定这地方经常用心扫扫

洒水。其他十八个连队，每三个抽签分配给每位营长， lIij每军

团有六位.而这三个连队每个依序轮流待命.服务营长。以下

是他们提供的-些服务。当军队扎宫时噜他们为他搭建帐篷.

将周围地面铲平，而且假如有必要采取特别预防捎施来隔离他

的行李时，他们会照办。他们也提供两班的卫哨.每日肖四人.

一人在他的帐篷前.另一在后，马 rc之旁。每位营 l圭分配到三

个连队，而每个连队超过一百人.这不包括后线部队及前战部

队.这些人没有这种勤务负担;这些勤务是轻松的.因为每个

连队三天才轮一次。这些安排为营长提供必要的桐利.而且维

护他职务上的严正及尊贵。后线部队的连队可以免除对音伏的

这种个人服务，但每个连队每天都要提供一位卫兵给与其营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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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连的骑兵队。这卫兵除了维持一般警戒外，特别注意马匹，

以免它们因为纠缠的程绳.伤害自己或是变成失能，或是松脱

走散，在营区里和其他马匹横冲直撞，造成混乱骚动。最后，

每个连队要依序在执政官帐篷之前每日站卫兵，要保护他免于

阴谋伤害以及提31 他职务上的严正及尊贵。

34 关于环绕营区之壤沟及栅栏的建造，①这工作是由盟

邦来建造他们两翼所驻扎之两侧的全部长度;其他两端则交由

罗马人，一个军闭一侧。营阪每侧依据连队的数量来分割为段

落，而百夫长在旁监督每个连队的工作;同时有两位营长监督

整侧的全部工程，确保工作实在，而且也是这些军官要监督与

营区有关之所有其他工程。他们两人一组，每组轮流值勤六个

月中的两个月。他们以抽签决定顺序，中签另Il组要负责监督所

有战场军事活动。盟军的 l主官以相同系统来划分职责。每天在

破晓时，罗马骑兵要在营长营区前阅兵，然后由首长向执政官

报告。他会对营长下达必要命令，而他们又对骑兵官以及百夫

i主下达，而这些人在适当时机又将命令传达给行伍的士兵。

确保在夜间可以安全地交代暗号的程序如nc。从每一战术

群步兵及骑兵的第十连队中逃出一位，这个连队位原帐篷间的

道路末端，最靠近营区前端。这个主兵可以免除卫哨之责，但

必须每天在日落之时，到值勤的营长帐篷报到;在那里他会被

给予暗号，亦即一块木板上面刻有写字板，然后离开。在回到

他的营区后，他在证人面前将暗号及写字板交给下一个连队的

指挥官，他又依序交给下一个连队等。所有连队都重复这程序，

直到这写字板到达靠近营长的帐篷的第一个连队，这些人必须

① 在F马的军事术语中 ， agger 是指栅栏，而ì vallum 则为栅栏上的护栏。波里

比向经常使用的宇眼是 charnx 且 charakoma 束代表整个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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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写字板在黑夜来临前交还给营长。假如l所有发出之写字板都

交囚，值勤的营长知道暗号已经在写字板交回过程中，交代给

所有的连队。假如有任何写字板遗失，他立即调查此事，因为

从写字板仁的标记，他可以得知是在哪一部分的营区，遗失的

写字板没交囚，以及谁要为这遗失负责任，并因为遗失会被适

当地惩罚。

35 夜间卫哨安排如下。执政官帐篷是由值勤之连队负责

看守，那些营长及骑兵队的帐篷，则由我已经形容过的系统所

轮流连队的指定士兵来守卫。每个单位，无论是连队或骑兵队，

亦会从自己人之中安排守卫，保障自身安全。其他卫哨则由执

政官来指派。 般而言，财物官公署有三个卫哨，每位军团司

令(legate) 以及军事会议成员的帐篷则各有两个。营区外困地

带是由前战部队防守，他们在沿着栅栏的地方每日驻守。这是

他们特别的职责，而且他们也看守营区出人，每处十人。那些

要值勤卫哨的人之中，每个连队的第一班会在夜间时，由补给

毡'从单位带到营长那里。营长会交代一个书写板给每个人，一

个人一处 11自站;这板子甚小，上而书写符号，在接收到这板子

后，每个人回到指派给他的哨站。

巡逻的责任则交付给骑兵。每军团第一骑兵队的第一位骑

兵宫必须在早上发布命令给他的补给宫，在早餐之前通知骑兵

队里四位年轻人，他们已经被选派去巡逻。相同之人亦必须在

夜晚时通知下一队之骑兵官，要在接下来一天安排巡逻的职责。

在接到这种指示时，骑兵官必须在次日执行相同的程序。在所

有骑兵中，依此类推。第一骑兵队中由补给官所选出的四个人，

抽签选择他们要进行的夜间巡逻。那时他们向营长报告，从他

那里接受到书面命令，规定哪些哨站他们要去查访以及在何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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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所有四个人必须进驻夜间值勤的位置，这在后线部队

第一个连队旁边，因为这个连队百夫长的职责是要在每一夜哨

开始时，吹响号角。

36. 当指定时间到时.抽签到第一夜哨的人要开始巡逻，

并带一些同伴同行咱作为见证。他会去查访他命令中所指定的

哨站.不仅有沿着栅栏以及出人门禁的哨站，而且包括所有步

兵连队以及骑兵队的哨站。假如他发现第一哨班的卫兵是清醒

的，他拿走他的小书写板，但假如l他发现有任何一位睡着或是

摘离卫哨，他会叫那些同行之人做见证，然后持续巡逻。那些

在不同哨班时段进行巡逻的人要重复相同的程序。在每班夜哨

之前吹响号角，那些要去巡逻的人则会在正确时间去查访不同

哨站，这职责，如我已提，是属于每军团第一个后线部队的连

队百夫长的职责，每个人轮{同一天负责。

f4个巡逻的人会有日出之时，将小书写板交还给营长。假

如所有都交还.贝u全部都解散，没有问题。但假如其中之一交

还比他所查访之哨均数量少的小书写板，书写板的符号会被查

对，并查出这板子是属于哪个哨站。当这被确定之后，背长会

请来j辜队的百夫长，他会带来那些值勤的人，而他们与巡逻的

人对质 u 假如错误是在哨站.巡逻者可以请来陪伴的证人作证，

设清事件，其实他必须如此做。但是假如没有这样的事发生唱

那罪责则落在巡逻的人身 L

37 由营长组成的军事法庭立即成立来进行审判.假如发

现有罪，他会被以杖ifiJ (fustuarium) 处罚。其执行如 F。营长

会拿出一根桦棍，以它轻触被定罪之人，那时所有士兵开始以

棒棍及石头攻击他，通常会在营区之内杀死他。但那些设法逃

避的咱也没有更好的下场。闲为他们又能如何?他们不被允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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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家中，没有家人敢接纳如此之人回家。那些人一旦落入如

此这种不幸噜会注定毁灭。如果补给官及骑兵官没有在适当时

候传递适当命令给下一个骑兵队巡逻的人以及其骑兵宫，他们

亦会遭受相同处罚。这种极端严厉以及绝无法逃避的惩罚，所

带来的结果是罗马军队的夜哨完美无缺地被执行。

普通士兵要向营长负责，百夫长向执政官负责。营长以及

在盟军中的长宫，有权施加刑罚、扣押物品以及下令鞭打。鞭

打致死的惩罚亦加诸那些在营区偷窃、作伪证、已成年时却犯

下同性恋罪行，以及那些已经因为相同罪行被处罚三次者。以

下行为被认为在士兵中是缺乏男性气概以及不荣誉的:为赢得

奖励， iii 人头地，对营长做出在战场上英勇的假报告:被命令

到进行掩护的部队中.因为害怕而擅离被指派的位置;以及相

类似的.因为害怕而将武器丢弃在战场。巾于这理由，那被指

派到掩护部队的人经常都会注定等死。这是因为虽然有排山倒

海般数盘上的悬殊，但因为害怕等待他们的死刑惩罚，所以他

们将会留在岗位，坚持到底。再者，那些在战场上遗失盾牌或

刀剑或任何武器的人，经常会奋不顾身冲向敌人，希望或是因

此取回他们失去的武器，或是以死亡来逃避他们在国内无可避

免的羞耻及屈辱。

38 假如l曾经发生大量人员以这种方式弃职逃跑，以及整

个连队在极大压力下离开岗位，军官会拒绝将所有罪人全数打

死或处决.但是他们所采取的解决方法之有效.正如其之可怕。

营长会检阅军团，将那些擅离职守犯罪的人叫到前面。他严厉

责备他们.最后以抽签方式选择五位、八位或二十位的犯错之

人，这数字是经过计算，所以它代表的是所有那些证明自己胆

小怯懦之人数量的十分之一左右。那些抽到的.便会被以我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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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描述过之方式来加以毒打致死。其余之人则关禁闭，只能食

用大麦而非小麦的配给，并被命令要驻扎在营区外没有防御的

地方。抽到这致命之签的危险及恐惧同样威胁每个人，因为没

有办法确定会落到谁身 1二，而关禁闭，被配给大麦的公共羞辱，

同样都是大家会面对的，所以罗马人采用了最好的可能方式米

激起恐惧，并且修复任何骏勇善战精神遭到削弱后所带来的

伤害。

39 罗马人亦拥有极佳办法来鼓励年轻士兵面对危险。无

论何时有任何人在战场上特别出色，将军会召集所有部队，叫

那些他认为非常勇敢之人出列。他赞美他们在行动中的英勇，

以及表现中任何特别值得一提之事，然后颁发如下的奖赏·杀

伤一位敌人士兵，一支枪矛，杀死并掠夺一位敌人，假如他是

步兵，一个杯子.或如果是骑兵，则是马匹装饰(原先的奖品

是一支刺击的长枪)。这些颁奖并非颁给那些在激战或是攻下

城池之中杀伤或掠夺敌人的士兵，而是给那些在小型遭遇战或

类似情形 F ，在那时并无与敌人进行近身交战之必要，而是向

愿以及刻意地将自己暴露在危险之中的士兵。

在攻占城池时，第一位登上城墙的人会被奖赏一顶金冠。

依相同之理，那些护卫以及拯救一位公民同胞或是盟友的人，

会得到执政官颁奖赏识，而那些其性命因他们\fJîðJi救的人，会

自愿呈献给他们金冠，如果没有，他们会被对此事进行论断的

营长强迫去做。此外，一位因这方式而获救之人，终其余生会

尊敬其拯救者有如自己父亲，视他如再造父母。借由如此鼓励

的诱因，甚至那些停留家中的人，也会有冲动在战场上模仿如

此成就，就如那些在场亲眼目睹发生之事的人一样。那些接受

奖励的人，不仅在军队中享有极大声望，而且很快地在家乡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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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当他们回家时，他们会被推举出来带头领导宗教游行。除

了那些因为勇敢被执政官奖励之人外，在这些场合没有人可以

佩戴奖章，而且他们习惯于将 AìH导的奖赏安置在家中最显眼之

处，视它们为勇敢的证明及象征。所以当我们思考这民族几乎

着迷般地关切军事奖励和惩罚，以及他们赋予它们极大的重要

性时，他们会在每 场进行的战争中都光辉得胜，也就不足

为奇。

步兵每天有两个欧宝的薪资，百夫 i主两倍于此，而骑兵则

是一个德拉克马。步兵每个月接受到小麦配给，约等于一个雅

典迈迪插在诺斯的三分之二，骑兵则是七个迈迪温诺斯的大麦及

两个迈迪温诺斯的小麦。①在'Mî军中，步兵接受相同的配给，

骑兵则是一又三分之一迈迪混诺斯的小麦以及五个迈迪温诺斯

的大麦。这些配给免费提供给盟军，但在罗马部队中，财务官

会从他们的薪资中扣掉小麦、衣服以及任何他们所有言要之额外

武器的价钱。

40. 罗马人无论何时拔宫，其所采取程序如l下。一旦信号

发出后，人们开始收下帐篷以及打包背包，但是没有士兵可以

先行取下或搭建帐篷，除非已经先为营长及执政官做完。在第

二道信号时，他们将背包放在驮兽上，而第三个信号发出时，

带队的连队必须出发，让整个营区开始移动。一般而言，特选

部队会排在队伍前面;在他们之后则是盟邦的右翼，之后是他

们的驮兽。接下来的顺序是罗马的第一个军团.其随行行李在

后，肩接着是第二个军团，后面跟着驮兽以及盟邦的行李车队，

① 步兵每月领到约半个蒲式耳(一个精式n约二卡大多公开一一译者注)的

小t<. jlI马晴兵则是一丑二分之一的商式耳小麦且大个部式耳大盖，而盟

军骑兵则是四个蒲式耳的大韭且一个谛式耳的小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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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在队伍后段，盟军左翼则为后卫，提供保护。骑兵有时候

会在他们所属个别单位的后面，有时与驮兽共行，将它们聚集

一起，保护它们。当攻击被认为会从后方米时，会维持相同的

大致部署，但是盟军的特选部队会后退，形成后卫，而非前锋。

这两个军团及盟军两翼，每部分在不同天会依序占领前方或后

方的位置;变化队形的目的，是要让所有的士兵都有相同机会

去发现干净的水源以及新的收集粮袜地区。

假如有不寻常的危险局势威胁时，他们会采取不同的行军

秩序，但前提是有足够开放的地形来进行。在这情形下，军队

是以三种战术群纵队平行前进，由前线部队、中线部队以及后

线部队组成。带队之连队的行李车队被安置在前面，第二的紧

接其后以及诸如此类，行李车队被安插在战斗队伍之间。以这

种队形，假如有一列受到威胁，军队会面向右边或左边，端赖

攻击所来自的方向.所以那时可以很快地摆脱行李.面对敌人。

因此步兵可以很快地及以-次动作采取这种战斗队J~ .除了它

或许需要将前线部队回转穿过其他战术群，①而驮兽及其驾驭

人在战斗中会在适当位宦，由一排部队来加以掩护。

41 当军队行军到靠近扎营地点时，一位营长以及被依序

选定担任这职责的数位百夫长，会先行前往助王需要安置营区的

地形。他们以决定执政官公署帐篷需要在何处搭建来开始(所

根据的考娃我已经在上面提及) .以及以此为据要往哪个方向

来布置军团营区。在决定这一点后，他们首先丈量出执政官公

署的区域，接下来他们拉出一条直线，沿着它搭建营长的帐篷，

①假如前线是在右边纵队前进，但攻击是来 n ~.;边 那作战部队全转向左

边，形成主列 那时前线将全是在后刑，所以必然需要绕过其他部队，来

占有前方的位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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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再找出与此线平行的一条线，这标记军队主要背区的开始。

依照相同方式，他们在执政官办公室另一侧拉出其他的线.这

是根据如我已经详细描述的蓝因进行。所有这些在极短时间内

完成，而做标线是件容易的差事，因为所有的距离都有规定.

并且熟悉。他们接着去插旗 首先是在执政官公署所立之点，

第二是在那已经选定为营区之处，第三是在营长帐篷所在之线

的中心点，而第四则是在军团于L营所沿着的平行线。这后者的

旗帜是红色电但执政官是臼色。在执政官办公室另一侧的线，

有些时候是以其他颜色旗帜来标记，有些则是单纯以标枪来标

iè。在这之后，他们会去将不同区域之间的道路及通道规划出，

判用标枪来标记出每一条路。结果是在军阴行军到足够靠近时，

可以对基地有清楚视野时，每个人都已经对整个规划了然于心，

因为他们可以从执政官旗帜的位置来计算，从那里得到方位的

概念。每个人都准确地知道他的帐篷在哪一条街道以及街道哪

一块，因为每位士兵都一成不变地占有军营中的相同位置，所

以搭建帐篷的过程相当类似士兵回到自己的城镇。当那发生时.

士兵在城门口离开他们的队伍，每个人从那里径自回家，毫元

困难地抵达，因为他知道他的家所在的区域及确切地点。所以

相同之事亦发生在罗马军营中。

42. 因为罗马人在规划营区时.特别重视行动方便，所以

他们对这个问题的处理方式，在我来看恰好与希腊人相反。后

者在选择营区时，特别会考虑到借着利用自然地形之优势，以

求安全。首先，这是因为他们懒于劳动去挖掘壤沟，其次，因

为他们认为人为的防御工事劣于地形自然持有|所能提供的。所

以整体而言，他们在军营规划上会被迫去采用所有形状，为的

是要迁就地貌.于是会把军队的不|司部分移到l不适当的地点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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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是每个人都不太确定军官的细节以及他在之中的位置。但

罗马人宁可历经挖掘以及准备其他防御工事的操劳.为的是要

有一个一致及统一，而且每个人都熟悉的军营规划。这些是关

于罗马军事理论最重要的事实，特别是关于他们如何驻军扎营

的方法。

罗马共和与其他共和的比较

43 几乎所有史学家都向我们推荐斯巴达、克里特、曼提

尼亚以及迦太基政体的优秀，而有些人则提及雅典和底比斯。

我可以同意对前一类的赞美，但我想对于雅典及底比斯的系统，

没有什么特别值得一挺的。这两个国家的崛起都是异常的，两

者在权力极盛时期，都没维持长久，而它们所经历的衰落却非

同小可。它们是借由命运之突然转折而取得壮观之极盛，但接

若在它们显然仍在蓬勃发展，而且可能维持下去时，却又遭受

到命运完全的逆转。当他们在攻击斯巴达人时， Jii:比斯人利用

的是对手犯下毫无道理的错误，以及斯巴达在自己盟友中所引

起的仇恨意识;除此之外，底比斯人在希腊人之中所得到的优

越名声，是基于一人或最多两人的胆识，而他们已经观察到敌

人这些弱点。命运女神的确很快证明底比斯人在当时所得到的

成功，是基于宫的领导人所具有之英雄气概，而非由于宪政形

态。众所皆知，底比斯在政治上之领导的起源、极盛以及终止，

皆与沛洛皮达斯( PC lopidas )和1艾帕米农达斯( Epaminondas) 

之生命同期，所以我们必须下结论说，它在那时所享有之霸权

是其公民的成果，而非其政府系统的成就。

44. 极为相同之判决亦适用于雅典的宪政上。雅典人享有

较多的成功，这确为实惰，但所有之中最光荣者，则是与地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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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了彻底的命运转折，这归之于其不稳定的民族个性，因为

雅典人民经常或多或少像是搭乘一艘大船，却没有船长。当对

海洋的状态或是暴风雨的出现感到恐惧时，水手行为合理，遵

守船长命令，完美地执行他们的职责.但不久之后，他们变得

过度自信，开始以鄙视的态度来对待他们的长官，并且彼此闹

开。有些人急于继续航行，其他人则催促船长将船只下锚停泊，

有些人张开船帆，其他人则阻止他们，并命令要将船帆收起:

他们分裂、争吵的整个景象不仅令旁观者感到羞耻，而且对所

有参与相同航行的人，是件绝对危险之事。常发生之结果是，

在逃离最凶恶大海及最猛烈暴风的危险后.他们在船舰人港以

及在海岸可及之处，却成功地将船给搁战触礁，给破坏掉。

这正是不止一次降临在雅典政府系统的命运。因为人民及

其领导人的英勇行为，抵挡住最浩大及最恐怖的危险后，国家

进入无风无浪的宁静时代，然后却相当无端无故o及毫元理性

地经历全面崩溃。因为这理由，我没必要再对这政体@或是底

比斯的政体多做发言.因为这两个国家是由群众根据他们随意

而来的冲动做出所有决定。在雅典的情形是人民莽撞冲动以及

① 特密斯拉克里斯的领导J!l1是从四人丸年到四八0年. Tití t:J.在报拉米斯( Sa 

lamis) 岛附近战胜植斯舰队为最高潮。

②在与罗马政体相比之下，说里比阿啤贸雅典政体的两个理由是 首先，它

井非 混合"政体，所以世包括道当的约束且平面 其眈守它世有成功地

维持帝罔。但是由恃密斯托克里斯所立下基础的雅典势力，无论如何在现

代人眼中.是由伯里克军IJ (Periclcs) 继续且同。因此世盟比阿似乎时现代

璋者会认为是黄金时代的那段时间 E而认为雅典击落，亦即.在第二次

波斯战争及伯罗奔尼撒战争之间的那段时间(四八0年至四三一年) (原

为四人0年至四三四一一讳者在)。他对民主政前的批评所指的主要是五

世纪末且四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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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怀怨恨，而在底比斯的情形，则是人民被训练以暴力及残酸

的习惯来成长。

45. 当我们讨论克里特的宪政时，有两点特别值得注意。

何以之前时代作家中最博学者，亦即埃桶罗斯、包诺芬、凯利

斯尼兹及柏拉图等.首先会声称它与斯巴达的政体类似?以及.

第二，它真的值得尊崇赞许?我并不认为这两个声明有任何一

个是对的，而我的意见是基于以下之事实。且让我以它与斯巴

达政体不同之处来作为开始。我们或许可以说出后者的气个明

报特征。首先，它有相关土地的法律 据此法律，没有公民可

以拥有较之其他公民更多的土地，而是所有人都对公地拥有均

等的持份。其次则是关于金钱之取得:因为钱币在斯巴达人之

中是相当不受信赖之通货，结果是任何可能因为拥有较多或较

少金钱所导致的纠纷，都完全从宪法中移除。再次是:整个行

政工作必须赖以执行或是需要其合作的官员巾，同王一职是永

久性的职务，而元老院成员则在任命后，成为终身职务。

46 但这些事俏的实践在克里特人中恰好相反。他们的法

律允许公民可以无限制地取得土地 如俗语所说:天空是唯

一界限一一而且金钱在他们之中被如此高尚看待，所以拥有它

不仅只是必要而己，而几乎也是件最荣誉的事。的确.贪婪及

欲念在克里特人性格上如此根深蒂固，所以他们是世界上唯一

会认为没有任何形态的利润是值得羞耻之事的民族。再者，他

们的公共职务是年度性的，而且透过民主选举产生。着眼所有

这些，我常百思不得其解，何以上述作家会声称这两个呈现出

如此截然对立属性的政体.去il会拥有共同的外观，彼此关系密

切。除了忽略如此的差异外，这些作家还另外对莱克格斯的作

品做出冗长的评论.声称他是唯一的立法者，掌握到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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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本。

现在，每个国家在自我保存」会依赖两项根本的特质.在

面对敌人时的勇敢.以及公民之间的和谐。莱克格斯在除去对

财富的欲望时，也同时除去城邦的不和及斗争。所以斯巴达人

在从这些邪恶中得到解放后，在国内事务的作为以及阴结精神

上，都胜过所有其他希腊人。在做出这样声明后.这些作家同

时也观察到克里!特人因为个性上对财富的追求，所以无论公开

及私下.都涉及频繁的叛逆、谋杀、屠杀以及内战;然而他们

对这些事实却视若无睹，仍还胆敢辩称说这两个政治系统有凶

多共通之处。的确，除了两者名称不同之外，埃福罗斯是使用

相同的词语来解释这两个国家的政治面貌，所以假如一个人没

有注意到这两个国家专有的称呼，必然没办法知道他究竟在形

容哪→个。

以 l二是我认为这两个政治系统不同之点，我现在将解释何

以我认为克里特的宪政并不值得赞美或模仿。

47 我个人认为，在每个政治系统中有两个基本成分，而

根据它们，政治系统的真正形态及品质因此才会是值得欲求，

或是恰好相反。我意思所指的是习俗及法律。值得欲求的是那

些让人民的私生活有品德及有纪律.而国家之公共性质是文明

的以及正义的;不可欲的是那些具有相反之影响者。所以当我

们见到任何民族之习俗及法律时，我们可以有信心地下结论说，

这些公民及他们的政体是同样优秀的;依据相同原则.当我们

见到一个村区.其中私人生活充满贪婪及欲念，公共行为便会

是不公不义， IJII我们有很好的理由去宣布他们的法律、独特的

习俗以及 般政体是不良的。所以除了→些少数例外.几乎不

可能会有比克里特岛中盛行的私人行为更加虚伪，公共政策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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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正义的了。于是乎，既然我无法认为克里特的宪法或是与斯

巴达的相似，或是本身有值得任何赞美或模仿，所以我将它从

我所提议要进行的比较中移除。

至于柏拉图著名的共和国，有一些哲学家相当赞赏，但我

不认为应该将它带进有关宪政的讨论之中。因为正如我们不允

许没有适当注册①的艺术家或运动选手参加庆典或竞赛，所以

我们不该允许柏拉图的政体进人这竞赛之中嘈来竞争奖品，除

非有例证可以证明它在实际七运行过。但无论如何，直到现在，

将它与斯巴达、罗马及迦太基宪政相比，就像拿出某件雕像来

和l活生生的真人相比。因为即使雕像的雕工再完美，但是这没

有生命的物件和有生命的人相比，必然会让旁观者感觉相当不

恰当以及不协调。

48 我因此将省略这一类政体，并且继续我对斯巴达政体

的陈述。对我而言，若从确保公民间的和谐、保存斯巴达领土

完整和国家自由这些观点来看，莱克格斯的立法以及其中所展

现出的远见，是如此令人敬佩，我们可以认为他的智慧有如神

明，非凡人能有。他所设置的土地财产平均分配、简单饮食以

及阴体聚餐，规划如此之好，所以创造出一个节制及有纪律的

私人生活.并且保护整个社区免于纷争及内战，正如其训练人

民忍受艰辛及危险，来产生高贵及勇敢的人民。当勇敢及自律

这两种品德结合在一个灵魂或国家之中，邪恶将不容易在如此

土地中滋生，同样，如此之人亦不容易被邻居征服。以这种精

神以及从这些成分来建构他的政体，莱克格斯确保斯巴达整个

领土的安全，留给斯巴达人他们的自由，作为永恒的财产。至

① 这里所指的是盎加如节庆场合的表前者行会或革如特( guild ) ，特别是演

且以且歌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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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兼并邻国领土.或是坚持在希腊拥有霸权，或是追求更广泛

的扩张政策.莱克格斯无论是就个别的法律或是国家的整体宪

法，似乎没有做出任何规定。他仍然需要做的是加诸国人某种

必要的或是既定的原则，据此他使他们在私生活上俭朴以及满

足，城邦精神能够在公共政策上同样地变成节制以及满足。但

如其所然的是，他在使斯巴达人在个人活动及国内体制上，变

得不自私自利和明辨事理时，却也使斯巴达人在对其他希腊人

的态度上，变得最富有野心、积极争权以及侵略占有。

49 例如，斯巴达人是希腊人中最早凯倒邻国领土，并且

是因为贪婪而向美塞尼亚人宜战，目的是要奴役他们，这是恶

名昭彰的事实。除此之外，所有史学家都一致记录到他们纯悴

由于顽闭，让自己受到自己誓言的束缚，绝不停止围攻麦瑟纳.

直到他们占领 i草地。①最后这成为人尽皆知的事实:J1Ii巴达人

因为渴求霸权，所以被迫从他们在战争中所征服之人那里接受

命令。当波斯人入侵希腊，斯巴达人以希腊自由的领导者征服

他们，然而在入侵者撤退逃跑之后，斯巴达人由于安塔西达斯

和平条约之故，背弃小亚细亚希腊城邦，以换取金钱，使他们

可以建立起对其他希腊人的霸权。@在那时，他们的宪法显露

出→个重要的缺失。

只要他们的野心只扩及统治邻国以及伯罗奔尼撒的居民，

他们发现自己国家所提供的补给及资源是足够的，因为所有他

① "件是在报近八时纪束的时候。

(Í) rtl 于斯巴达挥军将领帕山德与世斯王子4 居 i证士 (Cyrus) 在四0七年的协

议，披1昕提供金钱给斯巴达，协助它在伯罗拜尼撒战争中来对付雅典。 1与

培西边斯租平矗约是在三八七年协商 jiií原来由斯巴达国王阿棉西劳斯在

入侵波斯领土时，所如放的小亚细亚希腊城邦，再1);回归到波斯的统?由之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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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征战所需之供应都在手边，所以他们可以很快回家，再度补

给或是送出补给给出征的军队。

f旦一旦他们开始跨海远征，或是在伯罗奔尼搬之外进行征

战，很显然，只要他们还是受制于莱克格斯的经济立法，以他

们的铁币或以农作物来交换缺乏的商品时，都还是无法提供他

们所需，因为这些活动需要普遍流通的通货，以及来自国外的

物品供应。结果是斯巴达人被迫向波斯人求惰，向希腊岛屿居

民征收贡赋，并且向其他希腊人勒索捐献。他们被迫承认，假

如他们仍保留莱克格斯的系统，他们无法对局势施加任何影响，

更逗论取得希腊霸权。

50 那么我们这离题叙述的目的为何?我希望在历史事实

的观照下，去显示出就稳固护卫国家领土.并维持自由而言，

莱克格斯的宪法对这样的任务是充分足够的。肉此从那些认为

这便是宪法最终目的的观点来看咱我们必须承认没有，也未曾

有更值得选择的政体或政治系统。假如一位政治家有超越这些

成就的更大野心，以及追求更崇高的威望及名声，想将自己置

于众人之首，成为浩瀚地区与众多人口的领袖，成为全世界众

所注目的焦点，那我们必须承认斯巴达的政体确实有所不足;

罗马的政体则是更加优越、设计更适合用来获取权力。这点的

证明是当斯巴达人企图在希腊赢得霸权时，不久自己便落入失

去自由的危险中，然而罗马人他们首先仅以在意大利建立霸权

为目标，但在极短时间内将整个世界纳入他们的统治扎在这

成就中，他们所能掌控的丰富资源扮演了不小的角色。

51.迦太基的宪法对我而言，在最重要的特征 t刚开始时，

设计良好。迦太基人有国王，元老所组成之会议有贵族的权力，

而人民在那些适合他们的事情上，则是至高无上，所以整个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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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一般架构与罗马及斯巴达相似。但在汉尼拔战争开始时，迦

太基的政治状况陷入衰退，罗马则日渐增强。每个有机体、每

个国家以及每种活动，都会经历自然的循环.首先是成长，然

后是成熟，最后则是衰落，因为当它到达顶峰时，每个组成成

分是在最强的时候，正因为这个理由，这两个国家之间的差别

在这时显示出来。迦太基的势力及繁荣，比罗马发展的远远为

早，至少就其政府系统而言，因此与这一点相称的便是在它国

势已经衰颓时，罗马正处于其高点。于是在迦太基，人民的影

响力已经可以主导国事会议，而在罗马元老院则仍具有决定性

的发言权。这意味着在其中之一，国家大事之思虑议决是由群

众来进行.而在另 则是由最杰 Hi 之人来定夺，结果是罗马人

对公共政策的决定显得较为优秀。换言之，虽然他们在战场上

遭受几场一面倒的灾难性挫败，他们决策的智慧最后使他们能

在战争中胜出.征服迦太基人。

52. 且让我们现在思考其中细节上的差异。例如.首先在

战争的进行。在此我们发现就海上军事活动而言，正如可以预

期的，迦太基人是有比较好的训练和装配，因为航海技术长久

以来就是他们国家的专长，而且他们较之于其他人都更专注海

洋发展;但在军事jiE战 t. 罗马人则是把自己训练到更高的水

准。事实上，他们将所有精力都投注在战争这方面，而迦太基

大体而言，则忽略了他们的步兵，虽然他们对骑兵表现出某种

程度的兴趣。这其中的理由是他们雇用外国军队及雇佣军，然

而罗马则是使用他们自己的市民及本国人;所以在这方面我们

同样必须判断说.罗马的政治系统较迦太基人更为优越。迦太

基人在所有时候都是依赖佣兵的勇敢来护卫他们自由的机会，

但是罗马人则是仰仗自己市民以及盟邦的协助。结果是假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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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人在开始时恰好被打败，他们仍然可以运用所有的资源来继

续战争，但这对迦太基人则不可能。就罗马人来说，知道自己

是为自己国家以及子孙来奋战时，在激烈的战斗中是不会松懈，

反而全心全意坚持奋战，直到敌人被征服为止。结果是如我已

经提及，虽然罗马人不善于使用他们的海军力盘，他们却在最

后取得成功，这是因为他们人员的英勇;肉为虽然航海的技术

在海军作战中极为重要，但水兵们的勇气却是最后赢得胜利的

决定性因素。一般而育，意大利人在身体力气以及个人勇敢方

面先天地优于陈尼基人及非洲人，这诚为事实，但同时罗马人

的体制在培养年轻人勇武的精神方面，也作出很大的页献。我

仅需引用一例来说明罗马国家如何花费心思及气力，来培育能

够忍受任何考验的国民，为的是让自己在国内赢得男武的美名。

53 无论何时他们有知名人士过世，在丧礼游行过程中，

他的尸体会被以各种尊荣的方式抬进市民广场 (Forum) ，到所

谓发言台的地方，有时候是以直立的方式呈现，所以可以变得

显著，或是比较少见地以平躺的方式呈现给大家。所有民众会

围绕观礼;而他若有留下成年儿子可以在场出席，那便是他的

儿子，如果没有，则是某位亲戚，会登台进行演说，细述死者

生前成就的品德及事功o 以这些方法，所有群众一一不仅是那

些在这些丰功伟绩中扮演某些角色的人，还有那些没参与其中

的人 都参加这典礼，当死者生平事迹在他们心中重新被迫

忆思念，再度呈现眼前，他们的同情心是如此深刻地投入，所

以损失不只局限在悲伤之人，而是成为公共的损失，影响所有

的人。然后在埋葬尸体以及执行习俗的礼仪之后，他们将死者

的遗容放在家中最显著之处，安放在木制的小神鑫内。这遗容

是一副面具，在脸形及五官上皆以分外忠实逼真的程度来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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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呈献死者的生前特征。偶尔在进行公共祭祀后，这些面具会

被以极为谨慎的方式来装饰及展示。当任何家族里之显赫成员

过世时，这些面具会被带到丧丰L场合，由那些被认为与原来本

人最相似(身高以及一般外表及姿态)的人佩戴。①这些替代

之人根据死者之阶级来穿着:绣有紫色宽边的公民长袍，代表

执政官或副执政，完全紫色之公民长袍代表监察官，镶有金边

则代表曾庆祝过胜利大游行.或是执行过类似丰功伟绩的人。

他们所有人皆乘坐马车，在他们之前有手执法西斯( fa5-

ces) 、斧镣以及其他配章印绞的仪仗队先行，这是依据死者生

前所享有的国家职务尊荣，而且当他们抵达发言台时，他们所

有人皆端坐在一排象牙坐椅上。甚难想象对一位盼望赢得名声

以及力行品德的年轻人，会有更令人印象深刻的场景。有谁在

目睹所有这些在生前享有功名，现在死后齐聚一堂，仿佛再度

复活、重新拥有气息的面具时.竟然会无动于衷?有什么景象

会比这更为荣耀。

54. 除此之外，在针对即将下葬之人发表演说的讲者，会

继续陈述面具所代表之人，他们生前所有的丰功伟业。借由经

常重复这些勇敢人物的美好传闻，那些已经成就高贵行为之人

的名气，因此永垂不朽，那些曾尽心尽力服侍国家之人的声望，

众所皆知，成为后人永远的法绪。但是典礼的最重要的效果是，

它会鼓舞年轻人为了国家共同利益，去忍受极端的艰苦，希望

能够赢取那伴随勇者而来的荣耀。而我方才所说的都被事实验

证。许多罗马人自愿从事单打独斗，借此决定一场战事，而且

不少人选择必然的死亡，有些人在战争中，为了去拯救他们同

① 被选定主人通常是家庭成!J1. 但是有些例于则是死者由演员来代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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胞的性命而牺牲.其他则在承平时代要确保共和国的安全。除

此之外，有些例子则是在位之人，愿意将自己儿子处死，闲为

他们违反法律及习俗，@因为他们认为国家的利益比血肉之亲

的关系还要珍贵。罗马历史中有许多人有许多这类的故事可说.

尤其有一个可作为我所提之议论的范例及明证。

55，这故事是如此。当豪N.提乌斯·寇可勒斯( Horatius 

Cocles) (j)在台伯河桥的远端与两位敌人交战，这桥可以从西方

进城，他那时见到一群敌军增援部队前来。他担心他们会强行

过桥，进入城市，于是转身，向后面的人呐喊立即撤退.迅速

将桥拆毁。他的同志遵命，而在他们拆桥的过程中，亲拉提乌

斯·寇可勒斯坚守岗位。他身受许多创伤，但挡住敌人的攻击，

让他们深感惊讶，这并非由于他的体力，而是他的勇气及坚忍。

一旦桥被砍断，敌人的前进也被阻挡，在那时候豪拉提乌斯·

寇可勒斯跳进河中，身上仍然武装、手持武器。他刻意牺牲自

己，因为他认为国家安全，以及之后将会依附在他姓名的荣耀.

比他目前的存在以及仍然留给他的人生岁月，还要来得更加珍

贵。对我而言，这是要效法及有野心执行英勇行为之精神的典

型范例，这正是罗马人灌输到他们年轻人心中的东西。

56 , ，1'}者，罗马有关金钱交易的法律及习俗优于迦太基。

在后者之中，没有任何导致利润的行为会被视为朵值得谴责的

① 例如布鲁罔斯(Junills Julius Brotlls) 因为阴谋(乖维(3.')马早期历史}二

书 5 :i';ï )1旦旦托夸恃斯 (T;IlI~ Manlills 1、叫uatull )因 J均不守纪悼(李蛙

('l"\早期历史》八书 7 章) 0 

(j) 世旦比阿将这Iii 祠的w奇融事舰为历史事件 井且可能将其足位在与拉斯

·放事纳 (Larl! POrl:'cnna) 以且塔克文革旅( the 1'a叫lI ins) 的脉格之中.

根据李维的说法( ('l'马早期历史) =书 10 章) 而这是英国史事查考

粟( Macaulay) 诗歌的来说-←牵tiL提鸟断后来游泳安然登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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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但对罗马人而言.没有事情会比以不正当手法去接受贝fj

赂或追求利益.来得更加可耻。正如他们会全心赞成取得金钱.

若方法是光明磊落;所以若其来源是要被禁止的，他们也会断

然谴责。这样的事实可以说明·在迦太基人中.官职候选人是

可以公然贿赂的.但在~马这是重罪。因为在这两个同家对优

良表现给予的奖赏是恰好相反.很自然地去取得奖赏的方法，

也就应该一样地不同。

但是罗马共和国在一个领域里彻底地展现出其优越 宗教

信仰。在这里我们会发现一种现象:在其他民族①会被视为值

得谴责的对象 迷信一一其实是将罗马国家团结在一起的要

素。这些事件被如此严肃地对待，并且如此频繁地引进到公共

及私人生活中，所以没有事情会比它们来得更为重要。 ì_iF;多人

或许会觉得这着实令人惊讶.但我的观点是罗马人采取这些作

为，是为了普通的民众。假如有去建立一个国家完全由有智慧

之人所组成的.这种处理方法或许没有必要，但因为群众随时

反复无常、充满不法的欲望、不讲理的愤怒以及猛烈的激情，

所以他们只能借由神秘力茧的恐怖，或将这主题做出其他戏剧

性的表现，来加以约束。因为这个理 Ih ，所以我相信古人绝非

愚蠢行事或Jt;意妄为，引进到人民之中种种关于神明的概念以

及对地狱( Hades) 惩罚的信仰.反而是现代人愚蠢.甘冒极

大风险来拒绝这些。无论如何，其结果是在希腊人之中.在其

他事之外，担任官职的人无法被信赖去保管甚至仪仅只是一泰

伦的银钱，即!î'Z他们有十位审核会计、同样数量的核章以及二

十位见证人，然而在罗马人之中，他们的官员经手大量钱财，

① 特别是在希腊人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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谨慎执行公务，因为他们已经发誓，做出承诺。在其他国家中，

甚少发现有人能不擅动公款，而日在这方面的记录是清臼无瑕

的;然而在罗马人之中，发现一个人犯下如此行为，那是相当

例外。

结论

57 所有既存的东西都会历经衰落，这是个几乎无须证明

的命题，因为自然界无法违逆的过程，便足以让我们接受这原

则。我们或词可以说，每类国家会从两个来源而而临衰落，其

一是外来的，另一则是国家内部演化。对于第一项我们不能列

出任何固定的原则，但是第二项，则是会依循规则的顺序。我

已经指出哪一种国家政体是最先演化出，何者会继之而来，以

及每一种会如何转化到下一个，所以那些可以将我论证开头及

结论联结在一起的人，便能够对于未来做出他们自己的预测。

在我看来这是很清楚的。当一个国家在抵挡如此多的大灾难，

获得绝对优势，以及元可争议的宰制，很明显地在长久以来的

繁荣影响下，生活将变得越来越奢侈，而公民对官职的竞逐以

及其他领域的活动，会比应有的情形还要越来越激烈。当这些

征象变得益加明显时，对毡'职的欲求争取，以及因为默默无名

所带来的羞辱，加上炫耀及铺张的流行，将会导致普遍衰落时

期的来临。这变化主要的始作俑者将会是群众，他们有些时候

会认为，因为社会其他成员的贪婪，使他们感到委屈，但在其

他时候却被那些期盼官职的人阿诀奉承，而感到自负。在这阶

段时，他们会被刺激而愤怒，他们的思虑会经常受到激情的左

右，所以他们将不会同意去服从他们的领导人，甚至拒绝与他

们平起平坐，而是会去要求所有事情，或是将最大的一份留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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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自己。当这发生时.这宪体已经改变其名称，而成为那听

起来最壮观的 自由与民主，但其性质却是所有政体之中最

恶劣者，亦即暴民统治。

我既然已经形容过罗马国家的形成、崛起、巅峰以及目前

的处境，而且我也同样描述它和其他政体之间的差异，无论是

较好或较坏，我现在要将这研究做一结束。

58 我要回归到我开始这离题叙述的日期之后，立即接下

来的时代，但首先我要提议挑出一个事件来稍做陈述。我做此

事的原因，是要给一个不是理论上而是实践上的说明，说明罗

马政体如l其所真正存在的完美及长处，仿佛我正在展示的作品

是件范本，会透露出来一位工艺优良匠师的精致技术。

汉尼拔在坎尼胜利后，掳获八千名罗马士兵，这些都是当

初被罗马执政官留下来守卫营区的人，但汉尼拔允许他们派出

代表到罗马，去商讨赎身及释放事宜。部队选出卡位领导人，

这些人在汉尼拔要求他们宣誓一定会再回来后，被送到罗马。

这其中一人在刚离开军营的栅栏时，说他忘记某物，所以在拿

到他留在后面的东西后，再度出发，心想既然他已经回到营区，

所以他已经信守承诺，从誓言的束缚中解除。当他们到达罗马

时.代表团恳求拜托元老院不要吝于给这些战俘释放的机会，

而是允许每人缴纳三个米纳( minae)①后，再回到自己的人民

当中，因为他们说汉尼拔已经给予这种让步。他们进一步求惰，

说他们这些人值得释放，因为他们并未在战斗中犯下怯懦的行

为，也没做出任何不配罗马的事情。他们被留下来看守营区，

而在所有其他军队都已经牺牲后，他们受迫于环境，才向敌人

① 约一点二九公斤的银钱。一一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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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降。虽然罗马人在战争中遭遇到一面倒的挫败，儿乎丧失所

有的盟军，而且每日担心他们城市本身将受威胁，但他们在灾

难的压力下，仍然没有忘记自尊，也不允许自己忽视什么是该

做的事。他们认识到汉尼拔的目标是要掌握-些钱财，同时也

要削弱凡是与他为敌之军队的作战精神，要告诉他们即使在被

打败之后，他们仍然有平安获救的机会。因此元老院非但没有

准许这要求，更拒绝因为~q 同胞的伶俐，或是考量这些人在未

来或许会作出贡献，来说服自己。所以他们拒绝赎回战俘，阻

挠汉尼拔的算计，以及他建立在这些算计之上的所有希望。同

时，他们为自己人民建立规范:他们或是征服，或是死在战场，

因为假如他们被打败，他们便没留有任何安全的希望。在他们

通过决议后，他们将九位代表解散，他们因为受誓言束缚，自

愿回到汉尼拔那里去。至于那位设法以欺骗来给自己自由的人，

他们则另外加上锁链送回给敌人。当汉尼拔见到罗马人在决议

中展现出不可动摇的决心和崇高的精神时，他大为惊讶;因为

这样子，他在胜利中经验到的喜悦，反而不如l他感受到的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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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西里之事务

2 在针对叙拉市国王希罗尼穆斯 (H阳。nymus) Q)所进行

的阴谋，以及在特拉索 (Thraso) 离开后，年轻国王的叔舅左

伊帕斯 (Zoippus) 及阿德拉诺多路斯( Adrallodorus) 说服国玉

立即派特使到汉尼拔那里。他于是选择昔兰尼的破利克里托斯

(Polyclcitus of Cyrene) 和阿哥斯的菲洛德读( Philodemlls of Ar

gos) ，派送他们到意大利，带着训令和迦太基人商讨联合行动

计划。与此同时，他派遣他的弟弟到亚历 IlJ大。汉尼拔热情地

接待以利克里托斯和菲洛德说.向年轻国王提出令人鼓舞的前

景，并且立即由同名的汉尼拔一一在意大利的迦太基三层舰舰

队的指挥官一一陪同特使回去，陪同之人尚有叙抗古人希波克

拉底( H ippocrates) 及其兄弟埃皮库代斯( Ep川des) 。这两个

人恰好都在汉尼拔庵下服务过一段时间;自从其祖父被认为暗

杀阿j)O索克利斯的一位儿子阿加塔库斯 (Agalharchlls) ，被判放

逐海外后，他们已经接受迦太基为自己的祖国。这些特使如期

返回叙拉古;波利克里托斯提出报告，而迦太基代表则传达汉

尼拔托付他的信息，国王在那时候立即表达他有意和l迦太基人

订立协议。他敦促这位叫汉尼拔的特 íiJ!应该立即前往迦太基，

① 希罗尼穆斯在二六-年继罩其祖父希泊二世 此人与 F马订有结盟的提

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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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承诺会派出自己的代表去和l迦太基人协商。

3. 同时，驻扎在利利贝乌姆的罗马副执政已经收到这→事

件的进展报告，并且派遣特使到希罗尼穆斯，希望重新恢复曾

和国王祖先所订立过的条约。在迦太基代表之前，希罗尼穆斯

宣布说，他为罗马人在意大利战争中，惨败在迦太基人孚上之

事，感到惋惜。罗马特使对他如此不识大体，震惊地无言以对，

但仍然去询问他的资讯从何而来，国王那时指向在场的迦太基

人，并邀请罗马人去反驳这报道，假如它不是真的话。罗马人

反唇回应说，他们没习惯去接受敌人的说辞，并且劝告他不要

做出任何违反目前协议之事，如此的政策不仅本身正确，而且

最有利于他。希罗尼穆斯回应说，他会考虑此事，并通知代表

团;但他也询问·何以在他祖父过世之前，有一支五十艘的罗

马船队航行远至帕奇纳斯海仰，然后又再度回去。当时的状

况是:在不久之前，罗马人接到报告说希洛已经过世。他们

担心有些人在叙拉古会利用他继任者的年幼无知，来推翻政

府，所以下令这次巡航，但当他们听到希洛仍然活着，舰队

便回航到j利利贝乌姆。罗马人承认的确有船舰出航，他们的

目的是因为国王的年轻，所以要保护他，协助他保住权势，

但在收到他的祖父仍然健在的消息时，立即返航。在讲到这

点时，这年轻人喊出说: "那么也允许我，我的罗马朋友

们，Jjj‘返航'来维持我的权威，看我可以从迦太基得到

什么 I "罗马人清楚看出他的立场是偏向何方，所以没有再

延长讨论;他们回到利利贝乌姆，在那里向派遣他们出便的

副执政报告会谈结果。从那时开始，罗马便盯着国王，视他

为敌人。

4. 希罗尼穆斯接着挑选阿加培库斯、欧内希坚尼斯( 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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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gencs) 以及希波斯特涅斯( Hipposthenes) 为特f虫，一起与汉

尼拔到迦太基，甘1[令他们要以如下条件为基础，订立条约 迦

太基人将以海军及陆军，协助他将罗马人逐出西西里，之后他

们将瓜分这岛，他们各自领域的租界是在希美拉 (Himera)河，

恰好将这岛对分。在抵达迦太基后，代表团开始协商，进行讨

论，在会中他们发现迦太基人愿意在每一点上对他们让步。但

同时希波克拉底及其兄弟也让希罗尼穆斯落入他们的影响之下。

他们开始使用汉尼拔在意大利的行军、战略以及激战，来激发

他的想象力，然后持续告诉他说，没有人比他更有权力去统治

整个西西里。首先，他是因王皮洛士之女奈瑞丝 (Nerei， )的

儿子，这皮洛士是所有西西里人 H1 由于自由选择以及因为对他

的敬爱，唯一愿意接受为领袖及国王的人;其次，他是其祖父

希济所握有之主权的继承人。结果这两位借着言词，迅速说服

这年轻人，所以他不再去注意其他人的意见;这部分是出自于

他天生不稳定的性格，但更因为他们已经将他的野心抬高到令

人晕头的高度。所以当阿jJU~苔库县rr及其同事仍然还在迦太基依

据原来训11令进行协商时，希罗尼穆斯已经又派送出另一个代表

团，声称在权力上，整个西西里的主权是属于他的，要求迦太

基人应该协助他收复整个岛屿，但承诺会在迦太基人的意大利

征战中协助他们。迦太基人现在了解到这年轻人欠缺持重稳定，

以及反复无常的彻底程度，但他们仍然认为放弃西四里事务，

将在许多方面会对他们有所不利。因此他们还是同意希罗尼穆

斯的所有要求，而且在之前已经准备了一些船只和部队.着手

安排运送他们的军队到西西里。

5. 当罗马人得知此点，他们派遣特使到希罗尼穆斯，去抗

议他违反他祖先所订定的条约。国王于是召开国政顾问会议，



448 I 罗马帝国的崛起

询问他们的意见，究竟应该采取何种行动。西西里人的成员

保持缄默，因为他们担心统治者欠缺判断力，但是阿里斯托

马科斯( Aristomachus of Corinth) 、达米帕斯( Damippus of 

Lacedaemon) 以及奥阁诺斯( A utonous of Thessaly) 都建议

他要遵守与罗马人的条约。唯有阿德拉诺多路斯独排众议，

敦促他不可让机会流失，理由是这是他建立西西里全岛主权

的唯一机会。在他说完后，国王询问希波克拉底以及其兄弟

的意见，当他们回答说与阿德拉诺多路斯意见一致，顾问会

议于是结束。

这是叙拉古如何决定对罗马宣战的绞过。希罗尼穆斯急于

留给人他很有技巧地对付罗马特使的印象，但结果是他处理这

次会面如此拙劣，他不仅没有安抚，反而大大地触怒了他们。

他宣布说，他将会遵守条约，但有→些条件 首先，罗马人归

还所有从他祖父希洛所收取到的黄金;其次.他们归还希洛统

治期间内，所收到的谷物及其他物品，再次，他们承认所有在

希美拉河以东的城镇及乡村都属于叙拉古。正是在提出这些条

件后，罗马特使与叙拉市的国政顾问会议分道扬镰，而且从那

时刻开始，希罗尼穆斯开始积极备战.动员以及武装部队，准

备其他的补给物资。

7 一些史学家在叙述希罗尼穆斯如何垮台时，写得长篇累牍，

并且引进超自然的成分到故事之中，报道在他就任之前的种种异

象，以及降临在叙拉古人身上的厄运。他们以戏剧性的色彩来描绘

他个性上的残酷以及他行为冲动的特质，最后则是伴随他死亡时的

怪异及恐怖情状，从他们的叙述来判断，法拉吕斯( Phalaris) ① 

①法拉目斯是阿帕里根特五七 年至丑五五年的情主，以其残酣而思名昭

事，据说将其敌人芷在恫制牛电头，活活姥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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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阿波罗多洛斯( Apollodoflls)①或是其他僧主看起来都没有他

来得更加残暴。然而实情是，他上台掌权时，仍然只是男孩，

而他继位后活着的时间也没超过十三个月。在这样的时间范院|

内咱可能会有一两位会遭受酷刑，以及 些他的朋友或是其他

叙拉古人被处决.但是他的统治几乎不可能会如此夸张的邪恶

或是他的邪恶会触怒众生。我们必须承认他的人格十分古怪不

定、充满暴庚，但还是无法与我已经提到的其他借主相提并论。

这事情的真相，对我而言.是那些专门写作特定事件历史的人.

无论何时，他们需要去处理一个在意趣上相当有限的主题时.

因为纯粹地欠缺主题素材 被迫去夸张微不足道事件的重要性.

对那些儿乎不值得一提的事情.反而写得十分冗长。也有一些

其他人因为纯粹是欠缺判断力，而犯下相同的错误。假如将那

些由如是作家浪费在这些主题的空间 这些只是用来充填以

及拉长故事而已一一转而投入到他祖父希洛二世以及父亲盖浴

( Gelo) 的统治期内，甚至根本无需提及希罗尼穆斯，那更将中

肯及得你!这同时会对好奇的读者来说变得更有趣，对研究历

史的人会更有用。

8 首先.希洛二t址是更有趣的主题.因为他自立为叙拍古

及其盟友的统治者.完全是透过一己能力做到的，并未亏欠命

运女神财富、名声或是任何东西。最可观者是，他完全凭借自

己奋斗来取得他的地位，却没有杀戮、放逐或伤害任何一位市

民.而且不仅取得.甚至还以相同方式维持他的权力。在五 -1

① ~.r植罗多前斯是希腊北方卡 !I、暗迪叫半岛( Chalcidice) 上卡山德里亚

( Cassllndreill) 城，p (在悻甘 jl(德时代这地方名为植提达以亚. Potidaea) 

的民主派m领导人。他借白宫卢佣兵之助控制政权嘈约在二七 JL年五二七

六年进行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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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年统治期间，他保持国家和平，自己的权威未曾受阴谋动摇，

甚至成功地没引起他人嫉妒，而这一点经常属于那些有高超能

力之人;的确，他在不止-个场合中，想放下自己的权力，但

却被市民联合起来的行动阻止。他不仅恩赐极大的福祉给希腊

人，而且全力地去赢得他们的好评，这在最后为他阁下一个极

美好的名声，以及大家普遍对叙拉古人怀有善意的遗绪。虽然

在整个统治期间内，他在富裕、豪奢以及铺张浪费中生活，然

而他却活到超过九十岁，仍是耳聪目明，机能健全，身体无恙，

对我而言这是他一生均衡及节制生活的最佳见证。

他的儿子盖洛活到超过五十岁，他人生最高的目标是要服

从父亲，不认为财富或是王权或任何其他东西，会比对他自己

双亲的感情与忠诚来得重要。

在希腊之事务:汉尼拔与马其顿菲利普之闹的条约

9 一方是将军汉尼拔、马哥、迈尔干( Myrcan) 、巴莫卡

(Barmocar) 与其在场之迦太基元老院其他成员，以及所有他庭

下的迦太基人，另一方是马其顿国王德米特!黑二世之子菲利普

五世的代表，雅典人色诺芬尼斯，克里欧马克斯之子( Xe

nophanes , son of Cleomachus) .被派到我们这里来代表他、所有

马其顿人以及他们的盟友，彼此之间宣誓的条约。

这誓言是在宙斯、赫拉以及阿波罗之前，在迦太基神明、

赫拉克勒斯以及伊奥雷乌斯( IoIaus) 之前，在战神( Arcs) 、

特莱顿( Triton) 以及海神 (Poseidon) 之前;在那些站在我方

这边作战之众神以及太阳、月亮以及大地之前;在河流、港湾

以及水域之前，在所有统治迦太基众神之前;在所有统治马其

顿以及其他希腊众神之前;在管辖这誓言的所有战争之神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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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誓。

将军汉尼拔，那些与他一起之人噜与他一起之所有迦太基

元老院元老，以及所有在他军中服役之迦太基人提议.就那对

你们及我们看起来是好的事，我们应该缔结这宣誓的友好及善

意条约，根据以下之条件成为朋友、亲属以及弟兄。

第 ，国王菲利普、马其顿人以及其他希腊盟友，应该保

护迦太基人这有主权的人民、他们将军汉尼拔以及生活在迦太

基统治下和I遵守相同法律的所有民族;同样的，所有乌提卡及

所有臣服于迦太基之所有城邦及部落，还有我们的士兵及盟友;

以及所有在意大利及阿尔卑斯山这侧的高卢和利古里亚地区，

与我们有联盟的所有城邦及部洛，以及与任何在这国家之内，

稍后我们会将之列入联盟关系者。

第二，国王菲利普、马其顿人以及其他希腊的盟友，必须

被下列这些人保护:为我们服役的迦太基人;乌提卡人民以及

所有臣服于迦太基之城邦及部落，在意大利及阿尔卑斯山这侧

的高卢和利古里亚地区，与我们有联盟的所有城邦及部落;以

及被任何在意大利及邻近地区内，稍后我们将会列入联盟关

系者。

第三，我们绝不设下阴谋，也不安排埋伏来对付彼此，而

是以所有诚心及善意，也没有遁词或秘密计划，我们必将是那

些与迦太某人作战者的敌人，但通常会排除那些我们有已经共

同宣誓过之条约及友好关系的国王、城邦以及国家。

第四，我们必将是那些与国王菲利普作战者的敌人.但通

常会排除那些我们已经共同宣誓过之条约及友好关系的国王、

城邦以及国家。

第五.你们将是我们现在辛|对罗马人所进行之战争的盟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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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神明恩赐给我们及你们胜利为止.而你们将提供给我们所

需要的协助，或如我们双方所预定的。

第六，当神明恩赐给我们对罗马及其盟友战争胜利之时，

假如罗马人要求迦太基人谈和，我们必将做出包括你们的协议，

而且根据以下之条件:

罗马人将不被允许对你们作战，

罗马人将不得统治科赛拉、阿波罗尼亚、耶皮潭纳斯、法

洛斯、迪马莱、帕提尼人或阿丁坦尼人，①而且他们必须归还

给法洛斯的德米特里那些在罗马统治领域里他朋友的领土。

第七，假如罗马人竟会对你们或我们作战，我们将在这冲

突中，如每一方所需要.给予彼此协助。

第八.假如有任何其他国家对你们或我们作战，也同样给

予彼此协助但排除那些我们已经有宣誓过条约的国王、城邦或

民族。

第丸，假如我们决定要对这替约做任何移除或是添加，我

们必将只会移除或添加我们彼此决定要移除或添加的条款。

菲菲IJ普的个性

1 1 我打算在此中Jtii我的叙述，说儿句有关菲利普五世的

事，因为这时正是在他生涯中.出现个性上的变化以及堕落的

开始。这对我而言似乎是最令人惊讶的例证，值得任何希望从

研读历史中获益的实际政治家所注意，无论获益多么的小。他

地位崇高及才华洋溢.促使这位国王的良普及邪恶的冲动都同

样显著.而且在希腊广为人知:同样的.当这些冲动在互相对

① 所有迫些在亚得 rn亚海岸旁的城镇且岛屿 在法描斯主德米特里抽3"马人

逼出前 曾是由他来统治。见页 287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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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下，它们所带来的现实结果亦是人尽皆知。在他继任王位时.

色萨利和马其顿行省，以及他王国所有其他部分，的研l对他都

比对任何前任国王还要来得更为忠城以及更具善意，即使他是

在如此年轻时继承王位。而íi主事实可以轻易由以下证据来证明。

虽然他经常囚为斯巳达人及伊托和lSlI人之间的战争.而必须到

其他地方，但不仅这些民族没有人叛变.甚至居住在边疆地区

的野蛮部落，也没有人胆敢冒险进犯马其顿。

再者.甚难恰当地去说明亚历山大、克吕梭勾纳斯( Chry

sogo川同)以及其他的朋友是如何地对他表示喜爱以及忠诚奉

献.而且毫无疑问在很短的时间之内.伯罗奔尼撒人、彼奥提

亚人、伊!应鲁斯人以及阿卡纳尼亚人，都从他的行动中获益良

多。的确.用一个多少有些夸张的词语来说，我们捉到菲利普

时 可以很恰当地说他那些有益众生的宽大为怀政策.使他成

为希腊的宠儿。例如.在这事实中有一个非常显著及惊人的明

证，诅明其崇高原则及良好信用的价值·克里特岛人在彼此之

间达成理解，并且形成r 泛联盟后，接着决定选择菲利普作为

全岛的保护人.而这样的安排并没有诉诸战争或暴力便已达成，

这在整个希腊史中.甚难找到前例。然而.在他攻击美塞尼亚

人后.所有这些良苦的倾向却i直到完全的逆转，而这转变其实

是相当合乎逻辑的:因为当他彻底改变自己的原则 11才.免不了

他也应该会改变人们对他的意见.所以他会在种种不同的行动

中.遇见截然不|司的结果。无论如何.这些是发生的事.而我

即将陈述的事件会让那些谨愤跟着我叙述的人，相当清楚这样

的转变。

12 当菲利普打算占领麦瑟纳的卫城 H才.他告诉该城的官

员说，他希望拜访该地.向宙斯I神进行献祭。他与随从登上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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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如往昔一样，当他被提供辛杀后牲品的内脏时，他将内脏

接过来，站在一旁展示给阿拉托斯以及那些与他 起的人，然

后问·"这祭祀意谓为何?我应该从卫城撤出，或是留下占有

它俨法洛斯的德米特旦在当时立即回应: "从解 i卖征兆的观

点，这信息是要立即撤出;从→位实际统治者的观点，是要占

有它，所以您不要让这机会流失，之后却徒劳无功地去寻找更

好的机会。记得，唯有将公牛的两只椅角捉住，您才能制服

它。"所谓的精角是指在美塞尼亚的伊托美(Ithome) 山和科林

斯卫城阿克罗科林斯，而公牛是指伯罗奔尼撤。菲利普接着转

向阿拉托斯，问他:"您的建议是否相同?"当时阿拉托斯没有

回答，菲利普问他真正在想什么;这人迟疑一下，然后回答.

"假如您在不破坏对美皇军尼亚人的承诺下，而占领此地，那我

建议您去占有它。但是假如l 因为攻占及驻扎宫，您将使自己丧

失您从安提柯三世手中继承您的王国 H才，所有随之继承而来的

其他卫城以及驻扎卫城的驻军一二阿拉托斯的意思是希腊人对

马其顿罔王信用的信心一一那请好好想一下，究竟此时将您的

部队送走是否较好，并留给人民对您的信心，来为您守护美塞

尼亚人以及其他人。"但此时菲利普个人的倾向是想违背诺言，

如他之后的行为所清楚显示者，但在不久之前，他才被小阿拉

托斯严厉责怪元端造成如此多性命的损失，所以现在当老阿拉

托斯坦白且权威性地说出，敦促国玉不要忽略他的意见时，国

王深觉羞愧，握住他的手，说: "且让我们从我们所来之路走

回去。"

13. 当阿拉托斯见到菲利普现在刻意与罗马人进行战争，

而且完全改变他对盟友的政策，他甚难说服困王不如此做，而

只能让国王知道他将要面对莹莹的困难，另外做出一些恳求。



第七书 1455

在这里我希望提醒读者一个我在第五书时所做的声明，这

在那时无甚根据，但现在则被事实所确定，我这样做是为了不

让我任何的提议没被证明或是被别人质疑。在我陈述伊托利亚

战争时，我说菲利普在摧毁特蒙 (Thermum) 的柱廊，以及其

他圣物时，行为过度野蛮，但我同时说着眼于当时同玉在那时

的年轻，我们不应过度苛求国王，而是要指责那些他当时所交

往的朋友。①我又接着说，若是就阿拉托斯终其一生的行为，

实在令人难以想象他会做出如菲利普这样的建议，所以这种建

议比较属于法洛斯之德米特里那类型。我当时承诺将在后续补

足这样的声明，所以我在叙述中将这证明保留到现在的时刻。

如我在形容菲利普如何对待美塞尼亚人时所做的解释。国王正

是在美塞尼亚这一点，第一次犯下他严重的罪行;而所有这些

都是发生在某日当天德米特里恰巧在场，但阿拉托斯却迟来的

偶发事件中。从那时刻起，菲利普仿佛首度尝到人血，以及经

验过屠杀和背叛盟友，他并没如柏拉图所寻|用之阿卡狄亚故事

所言，@从人变成狼，而是从一位国王变成残酷的悟主。德、米

特里及阿拉托斯彼此相对立态度的另一个更惊人证明，是由他

们每人对麦瑟纳卫城所提出的建议.这我已经刚引用过·所以

对有关他在伊托利亚所做之犯行，亦即报毁特蒙，德米特里应

负责一事，这并没留下任何质疑的空间。

14. 一且承认这一点，我们便很容易去判断他们在原则上

的差异是到如何的程度。正如菲利普在之前有关卫城命运的场

① 这所提之处是第五书五章丸节之处 井世包括在本节景之中。这事件监生

在二一八年?当时马其顿λ捐It殷伊托利亚特蒙一地的蹄柱、雕悻以且奉献

神明的果品，这是为了报复伊托利耻λ邪恶植毁迪翻( Dium) 且事事那

( DodrHla) 的行为。

② 《理想罔}第八书 565d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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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会采取阿拉托斯的建议.遵守他自己对美塞尼亚人的承诺，

因此如谚语所说，为可怕的伤口带来一些香膏，但这伤口是他

原先的屠杀所造成;所以在伊托利亚时，他接受德米特里的建

议.他不仅因为破坏奉献给神的物品，而邪恶神明，并且也因

为显示出对所有反对他的人来说，他是位暴烈且无法安抚的敌

人。相同情形亦可用来说明他在克里特之行为:他在那里只要

是使用阿拉托斯为他主要顾问，他不仅公平对待所有克里特人，

而且不曾对任何-人做出不义之事;他以这种方式让所有克里

特人皆接受其领导，并因为他统治正直，所以赢得所有希腊人

的善意。但相反的，在他接受德米特里给他的引导时，加诸美

塞尼亚人我以上所形容的痛苦，他同时失去盟友的善意以及其

他希腊人对他的信赖。年轻统治者必须善选环绕他四周的朋友，

有如此大的重要性，因为这或许会导致灾难，或是导致他稳固

的统治，然而这却是一件大多数人都没有加以注意的事，反而

以不可思议的漠然来看待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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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西里之事务:围攻叙拉古

[在二一四年夏天，希罗尼穆斯在列安捉尼( Leontini) 中

伏被暗杀。杀死因王的人是亲罗马的派系，他们也同时菲死希

罗尼穆斯之叔舅阿德拉诺 ß 路斯，但在接下来的选举中，亲迦

太基的领导者埃皮库代斯和希波克拉底被选为将军。之后罗马

人占领并掠夺邻近城市列安提尼，这使得埃皮库代斯及希波克

拉底可以凝聚群众力量来支持迦太基的目的。]

1 埃皮库代斯及希波克拉底在叙拉古掌权后，他们设法将

之前国人对罗马人保有的友谊及忠诚，转移到迦太基这边。与

此同时，罗马人已经得知l叙投古僧主希罗尼穆斯所遭遇到的命

运.所以任命普尔凯尔 (Appius CJaudius Pulcher) 行副执政

( propraelor) 之职，率领陆军，而马 i的勒斯( Marcl屿 Claudius

Marcelh叫则负责舰队。这些官员在离城不远之处占领阵地.

决定以陆军攻击名为"六门" (Hexapyli) 的区域，①舰队则攻

击在阿克拉丁那 (Achradina) 地区所谓的史凯提斯门( Portico 

of Scytice) ，在那里城墙延伸至堤岸处。罗马人都已事先备妥以

柳条编织的遮蔽、投掷武器以及其他攻城机具，而且他们有信

⑦ 艾庄植来(町.ibolae) 白地北侧上所隆筑主坡墙的 Hi蜡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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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能以他们掌握的人数，在五天之内将攻城计划准备到他们在

面对敌军时，可以占有优势。但此处他们没有算进阿基米德

( A rchimedes) 的天才，或是预见到在某些情形中，一个人的天

分，会比数量上的优势更远为有效。他们现在将从经验中学到

这教训。

叙拉市防御强处在于这个事实.城墙沿着高地建筑，围成一

阁，具有悬空断崖，除了在某些特定点外，是难以攀爬的峭壁，

即使没有人干涉其出入。于是阿基米德以如是之方法来设计城市

的防御:不仅在陆路方面，而且也同时抵抗来自海上的攻击，所

以防守者没必要去忙于临时应变;相反的，他们必然万事俱备，

可以反击，来回应敌人的任何攻势。而在普尔凯尔那边，他配备

了高耸塔楼及登墙云梯，运作这些来攻击联结"六门"城门之东

的那部分城墙。

4 与此同时马谢勒斯正以六十艘五层舰从海上攻击阿克拉

丁那，每艘船配有弓箭手、武器投掷手及标枪手，他们的任务

是要将防守者从城垛赶走。除此之外，他让八艘船两两结合成

对。每对移除一半的船桨，一艘是右舷，另一艘为左舷，而两

艘船在这两侧则捆扎固定在一起。它们现在则由在外侧的划桨

手来划动，并将称为"散布卡" ( sambuca)①的攻城机移到城

墙来。这些攻城机制作如下。云梯宽四尺，高度从其立足之处

足以抵达城精上端。每侧以有高度的保护性胸墙围起，而且这

器具在上方还有柳条编织之头部防护。它被平放在船只结合起

来处的两侧，其-端突出船首相当的距离。在船舰上檐杆的顶

部固定有滑轮以及绳索，当准备使用"散布卡"时，绳索会捆

① "散布卡"，咀mbucae (单数 sambuca) 是肺乐器名称，一种事弦且主角形

状的竖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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绑在云梯一端，人们则在船之尾端一起以滑轮将这攻城机拍起，

而其他人则是站在船首以长杆支撑，确保它会被安全竖立起来。

在这之后，两侧之划桨手会将船划近靠岸，那时水手会设法将

"散布卡"靠在城墙上。在云梯顶端有一个木制的平台，三舰j

具有柳条编织的防护;四个人会被安置此处来对付城墙防卫者，

而防守者反而在同一时间要努力避免"散布卡"卡向城垛。一

旦攻击者让它就位之后，因此站在比城墙更高的地方，它们会

取下两侧柳条编织的防护，冲向城垛或是塔楼。他们的同志会

随后登上"散布卡"，而云梯则以固定在两侧船上的绳索紧紧

捉住。这设计命名适当，因为在它被高举时，船只与云梯之结

合看起来相当像所提及名为"散布卡"的乐器。

5. 这是罗马人计划用来攻击城墙塔楼的攻城机具。但阿基

米德已经设计好大炮，可以涵盖所有不同距离，所以当攻击的

船舰仍然在一段距离时，他以投射器以及投石机打到敌方多次，

足够造成它们极大的损害，干扰它们前进。然后在距离变短时，

这些武器的投射开始越过敌人头部，他于是诉诸越来越小的武

器.让罗马人士气大挫，于是他们停止攻击前进。最后马i射勒

斯陷入绝望，于是在夜晚的遮蔽下偷偷将船驶近。当他们儿乎

要到达岸边时，因为太近，所以不再会被投掷器击中，阿基米

德于是设计另→种武器来打退这些从甲板作战的水兵。他在城

墙上穿过许多长洞，在外墙上有←人高，一掌幅宽，在每个洞

之后，以及城墙内侧，站着弓箭手，配备 排排所谓的"毒

蜗'·.一种小型的投掷器，可以发射飞镖，经过这些射击孔，

他们让许多水兵无法行动。因为这些战略，他不仅避开所有敌

人的攻击，包括那些长距离以及近身交战，而且也造成他们许

多损失。



460 /雪鸟帝国的崛起

无论何时敌人设法运作他们的"散布卡"时，他立即会有

其他机具沿着城墙随时备用。在正常的时候，这些会移开视线

之外，但一且要被使用时，它们会立即升高到城墙之上，横杆

伸出城垛之外许多，有一些会装载石块，重量多达十泰伦，①

其他则是大型的铅块。一旦"散布卡"靠近时，这些横杆会以

←个共用的支点回转，然后借由一个发射机具或是扳机，将重

物砸到"散布卡"上，这不仅砸碎登墙的云梯，而且会危及船

只及水手的安危。

6 其他由阿基米德所发明的机具，则是针对攻击部队。当

他们在防护遮蔽下.免于从城缝所射飞镖的攻击，可以安然前

进。针对这些攻击者.他设计的机具可以释放石头，重 fit重到

足以将水手从船肯赶走，同时，一支挂在铁链上，可以抓住东

西的铁爪，会从城墙垂放下来，控制横杆的人可以用它抓紧船

只。一旦船首被牢牢网定.城墙内机具的横杆会被下庄。当操

作者将船首以这种方式举高，让它以船尾站立，他将机具的底

部固定.所以船只不会移动，最后以绳索及滑轮，立即将铁制

抓手以及铁链松开。结果是一些船只倾斜，以侧边落水，其他

则翻覆，然而绝大部分是当船首被从高处放开时，会插入水中，

进水沉i咳，然后陷入混乱。马谢勒斯的军事行动因此完全被阿

基米德的发明阻挠。而当他见到守军不仅打退他的攻击，造成

严重损失，而且还嘲笑他的努力，他对这些失败深深在意。同

时他也没办法不对自己开玩笑: "阿基米德使用我的船只来芮

取海水，灌入我的酒杯，但我的‘散布卡'乐队却被鞭打赶

走，像是不请自来、参加宴会的人!"所以就这样结束了企阁

① 约二百直十八点六千直。-一讳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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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海上占领叙拉古的尝试。

7 在同一时间，普尔凯尔发现自己在从陆路攻击时.也陷

入相同的困难，最后也放弃尝试。当他的部队离城墙一段距离

的时候，他们已经从敌军投石器及投掷机的攻击中，遭受许多

伤亡。这炮火在火力上的数量上及强度上.都特别有效.这是

希洛慷慨提供资金，而阿基米德精心设计种种机具时，就已经

可以预料到的。那时即使在士兵都已经靠近城墙时，它们仍是

受到由城墙缝隙中倾泻而出的袭击，如上所述，所以他们的前

进也很有效地被阻止。另→种方式是，假如l他们在移动塔楼的

掩护下进行攻击，他们会被掉落在头顶上的石头及横木压到。

防守者会以起重机垂下的铁制抓钩杀死古!多人，这我在之前已

述:这些被用来将人、武器以及其他器具举起.然后再丢下它

们。最后普尔凯尔退回省区.召集营长，召开军事会议，在那

里大家一致决定，无论使用任何其他方法，也不要再坚持以急

攻方式咱来取下叙拉古。而这决议未曾被改变过，因为在接下

来阁城的八个月中.虽然他们没有放弃去尝试任何一样策略或

是大胆的实验胃险，但他们再也没有进行全面性的攻击。所以

这是非常真实:假如l被适当地运用在某些问题上， 个人的天

才会成为→项极大，甚至是奇迹般的资产。无论如何.在这例

子上.罗马人带来如此多的军力.包括陆军及海军，原来希望

会立即占领这城市电只要可以除掠叙 til古的这位老人就好;可

是只要他仍然在场.他们甚至不敢用任何阿基米德可能反制的

方法去进行攻击。相反的，他们的结论是，着眼于这城市庞大

的人口，最好降服它的方式是利用饥荒。他们寻是以舰队切断

来自海上的补给 并以陆军切断陆路的供应.而且将希望放在

这样的解决方式上。但因为他们急于在外边取得某些有效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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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而不是把所有的时间浪费在罔困叙拉古上，这两位统帅于

是分散他们的军力。普尔凯尔率领三分之二，继续围困城市.

而马谢勒斯则以其余三分之一，去攻略那些西西里内支持迦太

基的区域。

在希腊之事务:马其顿之菲利普

8 当他抵达麦瑟纳城时，菲利普开始恶意蹂躏这个地方，

这显示他是在发泄愤怒，百lI非理性行事，因为他似乎已经期待，

无论他造成多少伤害，他的受害者必然不会对他感到怨恨或仇

视。现在，我除了之前所提及理由，亦即，我前辈在处理这议

题的不恰当外，我还因为另一个理由，而被迫在此书及之前的

书中，对这些事件给予更加详尽的叙述。我们史学家中，有一

些完全没提及这时候在美塞尼亚的事件;其他人，或许受到他

们对这罔王较好的评价，或是出于对他的恐惧，辩称说:菲利

普在违反神圣及人类的法律下，对美塞尼亚人犯下的恶行，非

仅没有被视为是错误的，而且相反竟然被赞美及辩护为配得上

他的行为。的确，菲利普的编年史家不仅只就美塞尼亚人以这

种方式书写，他们在其他的例子上也做相同之事，结果是他们

的作品与历史甚少有相像之处，反而更像是赞颂辞。我个人的

意见是在没有对真相有适当的重视之前 这常发生一一我

们不该赞美或是责怪国王，而是应该根据我们之前的声明以及

根据他们的行为及政策，前后一致地来书写他们。或许有人会

辩称说，这谈起来容易，却是极难实践，因为人生的处境及状

况是如此多样及多变，人们有些时候必须对这些让步，因此被

迫元法诉说出或书写出他们所真正相信的。在考量所有这些后，

我们或许可以在一些情形下谅解某些作者，但这谅解并不及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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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其他人。

9 在这方丽，我认为最应该被责怪的人是迪奥庞普斯。①

在他有关阿明塔斯( Amynlas) 之子菲利普二世@的历史中，他

说会促使他去从事这项工作的主要考量是以下事实:欧洲从来

没有出现过如这菲利普二世一般的人物。然而，在此之后的序

言以及整本书中，他首先描写菲利普与女人的关系是如此混乱，

他因为在这方面冲动及夸张的欲求.所以尽其所能地毁灭自己

的家室，其次，他描写菲利普以最不正义及最毫元顾忌的行为，

来建立友谊以及联盟，再次，他以欺骗以及暴力的方式，叛逆

地占有并奴役许多城邦;最后，他沉溺于烈酒，常被朋友见到

即使在臼天时，也公开宴饮酬i酒。任何决定去读他的第四十九

书开始的人，将会惊讶这作家的夸大其词。他除了其他声明外，

也大胆地以如 F的方式来表达自己。我引用他自己写下的相关

章节

任何人在希腊或在野蛮人中，其人格若是彻底淫乱或

恬不知耻，都会被吸引到菲利普在马其顿的宫殿去，在那

里他会赢得"国王朋友'的头衔。菲利普习惯将有美好名

声、善加管理家产的人给踢走，反而去荣耀、提拔那些挥

霍无度.将人生浪费在宴饮牵赌中的人，结果是他不仅使

他们在弱点上更为冥顽不足，甚至使他们成为每一种邪恶

及罪过的个中高手。的确，他们会欠缺任何羞愧或不名誉

的特色，或者他们会拥有任何是好或诚实的品行吗?他们

① 希俄斯岛t町的♂白J迪血庞曾斯( The叫o何叩P'灿om

巴达的仰事者 封井二且书写了一部以斯巴边霸扭时{代t为巾4心、 f甜的F附J希腊史。这历

虫草按修昔底德所记景的事件'持续到三九四年。

@ 这是亚历山大大帝的父亲。



464 I 罗马帝国的崛起

虽然是男人，但有些人却在身体上剃毛除毛，而其他人

则是向其伴侣求爱，虽然他们都是长胡须的。他们习惯

随身带着满足性欲的两三位喽哆，而且自己也会为别人

提供相同的服务，所>:<称呼他们为艺妓而非延臣，或称

为男性娼妓而不是配刀配剑的男人，应该相当公丸，所

以以这种方式，本性嗜血的男人，现在则因习惯，而成

为淫荡的男性。

迪奥庞普斯继续写道·"换言之 而且我不想将这话题

拖出来说，特别是因为我有一大堆其他题目要处理一我认为

那些自诩为菲利普朋友及伴侣的人.就其本性以及人格，比居

住在琐隆( PeJion) 山的人头马( CentaUTS) 或是比居住在列安

提尼平原的雷斯特利哥尼斯食人兽( Lacst呵rgones) ，或是其他

任何怪物，都还要野蛮、更像野兽。"

10. 每个人当然都会加入去谴责这位作家，竟以如此尖锐

刻薄的感情以及毫无节制的语言书写。他之所以值得谴责，不

仅是因为他完全抵触他史书所明言的目的，也因为错误地指控

国王及其朋友，特别是以如此粗俗及厌恶的语言来陈述他的指

控。即使他是在写撤达那帕鲁斯 (SardanapaJu5)①或是他的延

臣，他必然也不敢写下如此淫秽不堪的东两。但我们仍然保有

刻写在他坟墓上的碑铭，来证验那位统治者好色的个性以及荒

诞的生活。其内容如下.

所有我餐桌的快辱，床第的喜悦

我仍然享受·…

① 被认为是亚述帝国最后一位君王，以荒诞淫乱晋甜e 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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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当我们谈到菲利普及其朋友时，这问题不仅是在我们指

控他们儒弱、阴柔以及无耻之不道德时，理应迟疑.而更应是，

我们要给予自己任务去荣耀他们的成就;我们或附会无法找到

适当字眼来形容他们的勇敢、坚毅.以及简言之.他们人格中

男性化的英勇品德。因为毫无疑问地，正是凭借他们不屈不挠

的活力以及勇武，他们将马其顿从l[尔小国的地位，高举到世

界 t最伟大及最荣耀的王国。而且除了菲利普生前所成就的之

外，亚历山大在他父亲逝世后所得到的成功，也为他们赢取勇

敢的美名，这已经被后世普遍认可。尽管亚历山大极为年轻，

我们应该给予身为远征统帅的他大部分的功绩，但我们也应该

给予他的朋友及同志一样多的认可，这些人在许多战役中出

人意表地征服敌人，并且忍受讷多辛苦、危险及艰难。后

来，即使他们拥有庞大财富，并享有无止尽的机会来满足每

种欲望，却没有一个人因为上述那些理由，而经历体能上的

衰退，也没有人做出任何不公不义或是好色淫荡的行为，来

满足激情的需求。相反的.所有那些与菲利背，以及稍后与

亚历山大交往的人，都以他们的宽宏大度、他们的勇敢以及

他们的自我纪律，来显示自己是真正的罔玉。我们无需以点

名方式来提及这些人。但是在亚历山大过世后，当他们为了

拥有涵盖世界大部分地区的帝国，因此成为对手.但他们成

就的光荣如此之高.在一部接一部的编年史中.充满了他们

的成就。

在此作一总结。我们或许可以允训史学家泰密乌斯对西西

里借主阿加索克利斯提出尖锐的攻击，无论这看起来是如何过

度，但却拥有某种根据，因为这些是钊对一位他个人的敌人、

一位恶人以及一位倍主.但迫奥庞普斯的攻击却不值得任何严



466 /曹马帝国的崛起

肃的考虑。

11 后者在开始时宣布说意图去写作一位最具天赋，拥有

各种能成为美德之特质的国王后，却进而指控他犯下每件令人

羞耻以及鄙视之事。结果是作者以开头所说的话，来证明自己

其实是位说谎及阿波奉承的人，或是在整个作品中所做声明，

证明自己是位愚蠢以及头脑简单之人。若是他想象他可以借着

沉浸在那些毫无道理以及夸张不实的滥骂，以提升自己的声望，

但同时信守他对菲利普热情、积极的评价，我们又能如何去猜

想?再者，我们甚难对迪奥庞普斯所采取的全面架构表示苟同。

因为在写作一部从修昔底德所停笔之处开始的希腊史后，但就

在靠近留克特拉战役日期以及希腊史最精彩的一段时期时，他

却突然在作品之中放弃希腊以及它种种不同的大业，径自改变

主题，而决定要写一部菲利普的历史。显然将菲利普的成就包

括在一部希腊通史之内，会比将希腊史置于菲利普历史之内，

来得更有尊严及更为中肯。对一位完全将自己投入到王朝历

史之中的人，假如他有能力及被给予机会的话，似乎完全难

以想象他会有任何迟疑去将作品中主要角色及头衔转移到希

腊，或是任何有理性之人，已经在写作希腊史，并有所进展

时，竟会将这换成充满炫耀排场的国王传记。是什么能诱使

迪奥庞普斯去忽略如此刺目的前后矛盾?其中的解释显然是

在写作第一部分的历史时，他的动机是纯粹追求理想，但在

第二部分则是追求利益。假如有人质疑他关于变动历史架构

一事，他有可能会提出某种辩护，但是关于他对国王朋友所

使用的那些令人羞愧的语言，我不认为他可以为自己找到借

口开脱，而是必须承认他自己已经严草地违反适度节制的

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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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虽然菲利普五世现在公开视美寒尼亚人为敌人，①而

且尽管他企图去抢夺他们的土地，他并未成功地对他们造成任

何严重伤害.但是他却反而以最令人憎恨的残酷，来对待一些

曾经是他最亲近的朋友。例如，当西息温的阿拉托斯对菲利普

如何对待美塞尼亚人一事，表达无法赞成时，国王在不久之后

设法透过他在伯罗奔尼撒的代表陶律翁来毒杀他。这件事在当

时并不广为人知，因为所施用之药物并非那种会立即杀死受害

者，而是一种慢性毒药，让身体产生一种生病的状态。但是阿

拉托斯本人知晓国王的罪责噜如以下状况所显示。虽然他会掩

饰他的情形，不让外界知道，但是他无法不透露给他一位仆人

克法龙( Cephalon) 知道，因为此人甚了解他。这个人在阿拉

托斯生病时，十分照顾他，而在一个场合中向他主人指出留在

墙上一些染有血迹的痰液。在这时候阿拉托斯告诉他， "克法

龙，那是我从与菲利普友谊所得到的奖赏。"这种自我节制是

如此伟大高贵的特质，这罪行的受害者实际上却比施害者更觉

得羞愧，在参与如此多对菲利普有利的伟业后，他竟然会从对

他的忠诚得到如此邪恶的回报。

在过世后.阿拉托斯因为如此频繁地担任总指挥官一职.@

以及因为他为民族成就了如此伟大功业，所以他从自己的祖国

以及亚该亚联邦整体得到他应得的荣耀。他们投票给他那些对

英雄才会给的祭祀及荣耀，简言之，任何可以让其名声永垂不

朽者。假如死者可以体会到任何感受，那我们有道理相信阿拉

托斯一定会深深满意亚该亚人的感激，以及满意地回想起他一

生所承受过的危险及艰苦。

① 二一三年。

② 这是亚该亚联邦的首席自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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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意大利之事务:围攻他林敦

I 这章开头的段落是对政治所做的一般反右，而在这段落

以及接下来的叙述之间有个缺口。皮洛士原先是由当时(二八

一年)在他林敦城邦主政的民主政权召唤前幸。但在第二次布

匿战争时的局势如l 相当不同。罗马人已经从他林敦带走一些人

质，但他们在二一二年设法逃离罗马，这些人被逮捕，立即处

决。这个行为剌激他们国内的一些朋友及亲属，共计十三位高

贵出身的年轻人，决定进行以下幸节所形容的阴谋。 1

纠 正是因为繁荣所带来的傲慢，说服他林敦人召唤伊庇

鲁斯国王皮洛士前来协助。因为每个民主政权在享受权利一段

时间之后，首先会因为其性质会发展出对既存秩序不满的态度，

然后四处观望，寻找一位主人。当它发现时，很快就会厌恶他，

所以再度很清楚地显示这系统是往越来越差的方向变化。这正

是他林敦人在这场合中所经历的. . . . . . 

决定要去接触汉尼拔的他林敦人离开城市，仿佛他们要去

进行一场收集粮栋的征战.并在黑夜掩护下到达汉尼拔营区附

近。这群人大部分都躲在路旁的树林中，但费勒迈纳斯( Phile

menus) 及尼孔( Nicon) 前去营区。他们在那里被守卫捉住，

带到汉尼拔面前，因为他们没有说自己是谁或从何而来，而只

是很单纯地宣布希望见到将军。他们很快就被带到汉尼拔面前.

在那时表达希望和他私下会谈。汉尼拔立即给他们机会，而这

两人解释他们是谁以及他林敦的局势如何;同时，他们也倾泻

出一连串对罗马的指控，因为他们不希望给人在没有好理由之

下来执行任务的印象。汉尼拔感谢他们，有礼地聆昕提议，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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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解散他们.并同时安排要在不久的未来，再度造访他。就目

前而言，他告诉他们，一旦他们离开营区一段距离，他们最先

会看到放牧的牛群，然后加以幽围带走，也将牧者一起带离。

他们那时无需感到恐惧，可径自回家，因为他会确保他们的安

全。汉尼拔这样做，首先是为了争取时间，可以测试这些年轻

人所说之事是否可靠;其次，他要在这些他林敦人中营造信心，

让这些阴谋者看起来确实是离城去进行集粮的征战。尼孔及其

同伴准确依照指示去执行他们收受到的命令。紧随而来的结果

是汉尼拔非常高兴地想到方法，要去执行占领城市的计划，另

外，费勒迈纳斯及其他人就他们 )J~方来说，当他们反省第一次

的会面已经囚满完成，见到汉尼拔从善如流，以及带回去掠夺

牲畜的数量，变得益发积极去进行他们的企图，确实地建立他

们在他林敦市民中的信用。他们贩售一些掳获的牲畜，有些则

自行宰杀，用来邀宴，所以以这方式他们不仅赢得他林敦人的

信赖，也鼓励更多人来追随他们的榜样…

25 在这之后，他们又进行第二次出征，到达汉尼拔的地

盘.这也以相同的方式安捕。这次他们向他宣誓，也得到汉尼

拔承诺.迦太基人既不会向他们索求任何贡赋，也不会强加任

何负担;迦太基人则被允许在攻占城市后，去掠夺罗马人的房

舍及住处作为回报。他们也安排好暗号，让迦太基的卫哨在他

们到达H才，不必耽误地进入营区。他们以这种方法得以和汉尼

拔有更多次的会面。有些时候他们是假装要去收集粮株，有时

候则是进行狞猎的活动。

一旦他们开始为未来安排这些计划，绝大多数的阴谋者都

愿意静待时机，直到行动时刻到来，让费勒迈纳斯继续扮演猎

人的角色。这运动是他最主要的嗜好，而且他也以认为狞猜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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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里最重要活动而变为全城所知。于是他被告知要利用他所

猎杀到的猎物来广结善缘，首先是城市里的军事指挥官李维

(Gaius Livius) ，还有塔楼的守卫，这些塔楼被称为泰曼诺斯城

门。@费勒迈纳斯进行这样任务时，设法以固定的周期带进猎

物，这些或是他亲自猎杀，或是从汉尼拔之处取来。这些有的

他呈上给李维，有的则送给塔楼的卫兵，让他们习惯在任何时

段随时为他开门。他习惯在夜晚后进行狞猎活动以及返回:这

被认为是因为害怕敌人，但实际上是要为他所准备的企图铺路。

他以这种方式逐渐形成一种安排的方式，根据这安排.城门上

的卫兵.无论何时在他靠近城墙吹出口哨时，会在夜晚时分立

即为他打开侧门，不去质问他。最后，阴谋者得知罗马指挥官

在某天会在一场大型的欢宴中出席，这是在一座靠近市民广场

叫演艺厅( Museum) 的建筑中，在白天早些时候举行;他们和

汉尼拔达成协议，阴谋将在那天进行。

26 汉尼拔在这段时间放出风声说他生病，所以当他们得

知他在相同地方耽误如此之久，罗马人的好奇心才不会被激起，

而现在他假装病况变得更加严重。他的营区离他林敦有三天行

军距离，而在预定之日靠近时，他准备好一支精选士兵的军队，

约一万人。这些人是从他的步兵及骑兵中，以其奋战精神而挑

选出，而且也因为他们能够快速行军。他们被命令要携带四天

军粮，在凌晨出发，以最快速度前进。一群约八十名的努米底

亚骑兵在四里之前领先前行，而且沿着道路两旁散开。这行动

的目的是要避免敌人瞧见主力军队。汉尼拔估算任何他们遇见

之人，或是会被逮捕为俘虏，或是假如逃走 将会向城市回报

① 费勒迈纳斯所使用的城门在罪曼诺斯 (Tcmenid) 门稍南的地方 1 但扭尼

拔是经由罪曼诺斯门而进入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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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有群努米底亚人正在掠夺这一地区。当努米底亚人约离他

林敦十五里，汉尼拔停止部队前进，在河旁食用晚餐，这条河

流过山谷，在这地点提供极佳的掩护，所以在那里他召开军官

军事会议。他并没向他们解释他计划的细节，而只是强调三点。

首先，他呼吁他们要英勇作战，因为成功的奖励未曾比这次来

得更大;其次噜他们每个人要保持其所率领之人，是以密集队

形前进，并且严厉惩罚元论以何借口，任何离开河岸之人，最

后.他们必须彻底执行命令，绝不可依个人王动，来尝试任何

其他事。在说完这些话后.他解散军官，在天黑后恢复行军，

他的目标是要在半夜时分到达城墙。他有费勒迈纳斯带路，而

且也为他取得一只野猪来训他继续扮演猎人的角色。

27 这些年轻的阴谋者消息灵通.李维从早晨就与他的朋

友在 起公开庆祝。约太阳下I1J时，宴会正酒酣耳热，有人报

告说努米底亚的骑兵正在附近搜索。李维采取行动去应付这次

入侵，但除此外，不及其他。他召集 些军官，命令他们率领

一半的骑兵，出城去防止敌军掠夺乡间;在做完这决定后.他

对任何其他更严重之事，更放下戒心。在此期间尼孔、特拉吉

斯克斯 (Tragiscus) 和其他盟友，在夜晚时聚集于城内，躲避

起来，等待回家的李维。参加酒宴的人在夜晚稍早时已离开会

场，因为宴饮是从下午就开始。大多数阴谋者都撤退到一个选

定的地点等候咽但有些年轻人则外出去找李维及他的朋友.而

且以喧闹的行进和彼此间高声的玩笑，给人印象他们也正从酒

宴回来。当李维及其朋友因继续饮酒而更加酷即大醉时，他们

两边很快就打成一片，大声分享笑闹以及恶作剧。最后他们转

身回家，陪同李维入屋，他在那里躺下休息，完全不省人事，

这对如此之早就开始的酒宴，是可预料之事。他不知道任何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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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常或令人担心之事正在靠近，反而完全放松躺下歇息.满心

惬意。

在这时候，、电尼孔及特拉吉斯克斯再度和朋友会合，他们

分为三组，在街道上占据让他们最容易接近市民广场的位置。

他们在那里保持警戒，可以最先知道任何来自城外发生的消息

或是城内任何的动静。有人停驻在李维家附近，因为他们知道

要是有任何人怀疑有事发生，他必将是第一个收到消息的人，

而且无论有任何措施要进行的话，必然由他下令。最后，这些

返家客人所制造的喧嚣逐渐散去，所有其他类似的噪音也消失

无踪，大多数的城市居民已回家就寝。与此同时，夜晚逐渐深

沉，所以没有任何发生的事会去摧毁阴谋者成功的希望。所以

年轻人再度聚集，开始执行他们那部分的计划。

28 他林敦年轻人和汉尼拔的安排如下。汉尼拔将从东边

的方向接近城市，亦即抵达面向内陆的区域。他将前进到泰曼

诺斯门，在一些人称为海尔金特斯( H yacinthus )墓地，而其

他人称为阿波罗基地的地方，点燃火焰。特拉吉斯克斯一旦看

到这信号，会从城墙内点火回应。在交换信息后，汉尼拔会扑

灭火焰，缓慢接近城门。执行这计划后，年轻人会越过城内人

居之处，到达墓地。我应该在此解释整个他林敦东部地区其实

满布坟墓，因为直到今天居民还是将死者葬在城内.遵守一则

古代神谕所下的命令。这传奇如是说。神明给他林敦人这样的

回复:假如他们将居住地与大多数人分亭，他们将更为发达繁

荣。他们诠将这神谕的意思是假如他们同时让已逝之人和自己

同时居住城墙之内。他们将会过得更好，所以他林敦人直到今

天还是在城门内埋葬他们的死者。

年轻人抵达排提翁尼可斯( Pythìonicus) 的某地，在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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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等待，静观其变。汉尼拔军队立即接近.发出期待的信号。

在他们看见火焰的那刻，尼孔、特拉吉斯克斯以及他们的伙伴

都感觉到勇气涌t，所以他们也点火回应。-旦汉尼拔的信号

扑灭后，他们全速跑到城门的塔楼.他们必须及时到达那里，

突袭封杀害守卫，因为之前已经达成协议~迦太基人缓慢前进。

所有 切皆依计划行事。守卫完全 lij 乎意料，有些阴谋者将他

们砍死，另一些则以弩箭击杀。城门迅速打开.ITIï汉尼拔军队

在约定时候到达;他以极为ìiIi确的速度前进.没有在前往城市

的路上有任何耽误。

29 汉尼拔根据预先安排的计划将军队送进城里.不仪无

需目险.连一点声音也都没发出，他觉得已经完成他计划中最

重要的一部分，因此充满信心地沿着街道往市民广场前去唱这

条街道从那时起被称之为"巴帖亚 ( Batheia) 街或是"深街"

( De叩 Street) 。他在城外留下为数两千的骑兵部队，作为预备，

来保护他免于敌人从城外发动的攻击，并且预防任何未曾预见

的突发事件，诸如那些在这类军事行动中经常发生的。当靠近

市民广场时噜他让部队以行军队形停下.等待费勒迈纳斯出现，

因为他也极想知道他那部分计划是否成功。当他最先点燃火炬

信号，并即将前往泰虽诺斯门时，他已经先行派遣费勒迈纳斯，

挑起担架上的野猪，后随一千名非洲人到下-个城门，因为他

急切希望，根据他原先计划，他军事行动的成功不仅依赖 个，

而是数个机会。

费勒迈纳斯走到城墙，以习惯方式吹口哨，那时守卫立即

出现，走到侧门。费制j迈纳斯从外边向他呼叫赶快开门，因为

他们正抬着野猪，相当疲倦。守卫听到后很高兴，立即开门，

希望费勒迈纳斯的袋子中会有东西给他，因为他常会得到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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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带进来的猎物。费勒迈纳斯于是首先进入，抬着担架的前

方，与他一起的是位衣着像是来自乡间的牧者，之后又有两位

在后面带着死去猎物的人。当这四个人都通过侧门时，他们首

先杀死没有戒心、正检查野猪的守卫，然后很安静、不疾不徐

地让下 批的三十位非洲人进入，这些人是随着那四人之后，

但在其他部队之前。接着，他们破坏门问，其他人则是去杀死

其他守卫，还有人则是发出预先安排的信号，召唤其他等在城

辅外的非洲人。当这些人通过城门时，全部的军队依序进入市

民广场。他们与汉尼拔在此会师;他高兴整个行动完全依照他

所预期的来进行，所以继续下一阶段。

30. 他派遣一支两千名凯尔特人的部队，将他们分做三群，

并各指派两名 }Jß入阴谋的他林教人，去指挥每一群。他自己也

送出一些军官与这些部队随行，并下令他们占据最能通往市民

广场的所有街道。当这事完成时，他告诉年轻的他林敦人去找

出，并拯救任何他们或许会遇到的公民同胞，并从远处呐喊他

林敦的公民应该留在原处，因为他们不会有危险。同时，迦太

基及凯尔特的军官收到命令，去杀死所有他们遇见的罗马人。

这三群士兵于是敞开去执行这些任务。

一旦他林敦人知道敌军已经在城内，各式不同的叫声爆发

出来，到处充满混乱。至于李维当他知道迦太基人已经突破人

内时，他理解到在目前酣醉的状况下，他无法处E里这种局势，

所以从家中冲出，与随从一起前往港口的城门。守卫在那里替

他们开了但tl 门，逃过危险，他与仆人立即登上下锚该处的一艘

船.沿着岸边，到达卫城。与此同时，费勒迈纳斯以及他的伙

伴找来一些罗马号角以及一些知道如何吹响的人，站在剧场中，

吹响号角要大家武装。罗马人听到召唤，携带武器集合，而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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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以往习惯跑向卫坡.而这正是迦太基人意图要他们傲的。

他们一组组地到达街道，零零散散，人数过少，无法组成战线。

他们在那里遇见迦太基人及凯尔特人，结果有很多人遇害。

当天空开始破晓时，他林敦人安静停留在家，因为他们对

究竟正发生何事没有明确的资讯。因为号角的声音以及在城内

并没抢夺或暴力行为发生，他们想象这些骚动是由罗马人自己

造成的。但当他们见到讲多罗马人死在街道上，以及高卢人正

在掠夺他们的尸身，他们开始怀疑迦太基人已经进城了。

31 汉尼拔此时已经将军队驻扎在市民广场，而罗马人则

撤退到卫城去，他们在那里一直维持着驻军。因为当时已经天

亮，他于是借由司仪将所有他林敦人在没有武装下，聚集在市

民广场。这些阴谋者也四处巡回城内，要求人民呼应并支持自

由的目的，并且要有信心，因为正是为了他们，迦太基人才前

来此地。支持罗马人的他林教人在知道何事发生时，立即撤退

到卫域，但是其他人则遵从这样的召唤，在没有武装下抵达市

民广场，在那里汉尼拔善意地向他们说话。他林敦人对每句话

都大大鼓掌，因为他们很高兴这未预料到的转折，在那之后汉

尼拔解散大家，命令每个人迅速回家，并在门口上写着"这是

他林敦人的家"。然而他警告，任何人将这些字写在罗马人的

家门时，会被处死。他接着挑选出最适合的军官，下令他们去

掳掠那些属于罗马人的房子。所有没书写这些字的房子都将被

视为敌人财产。而在同一时间，他将其他人马作为预备部队，

在必要时来支持这些掠夺者。

32 他们以这种方式搜刮种类繁多、数量极大的财产，而

这些掠夺品不少于迦太基人原先所预期的。他们当晚武装过夜，

汉尼拔在次日召开公民大会，参加的人包括所有的他林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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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场合他决定要建筑一道城墙，把卫城与城市其他部分给隔

离开来，所以他林敦人元第再害怕占据卫城的罗马驻军。他第

一个措施是建筑一道栅栏，与卫城的城墙及之前的嚎沟相互平

行。他当然清楚敌人不会被动地静观这些活动，必然会做出某

种抗拒。所以为了对抗这情形，他安排一些最好的部队随时待

命，因为他认为激起罗马人的恐惧以及他林敦人的信心，对未

来是最为重要的。

而的确，一旦建筑栅栏的工程一开始，罗马人立即对它发

动大胆、激烈的攻击。在抵抗一段时间之后，汉尼拔下令自己

的人马撤退，以引诱敌军前进，然后在他们越过壤沟时，下令

调动预备部队反攻，全面反击敌人。一场悔命之战接着发生，

因为战斗发生在两座城墙间有限的空间里，但最后罗马人被击

退溃散。许多人在战斗处阵亡，但也有很大数茧的人在被击退

时，被迫坠入嚎沟时身亡。

33 在他们安全完成栅栏后，汉尼拔有段时间接兵不动，

因为他的计划已经达到预期效果。他已经将敌人关闭起来，限

制他们留在城墙内，让他们担心性命以及卫城的安全，然而在

另一方面，他使市民如此自信，所以他们现在认为即使没有迦

太基人的协助，自己也是罗马人的对手。他接下来的计划是要

修筑一条与栅栏以及卫城城墙平行的壤沟，但这壤沟挖得有些

远离栅栏之后，而比较靠近城市。在这状况下，所有从攘沟挖

出来的土方，被堆积在靠近城市这边，然后在上面又竖立第二

道栅栏.因此创造出一个和城墙一样有效的防御工事。在这之

后他开始修建一座城墙，与第二道栅栏有适当距离，但是仍比

较靠近城市，从名为"拯救者"的街道延伸到"深街"，这些

防御工事因为足够强大，所以即使没有人去防卫它们，也足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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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当地保护他林敦人。他那时留下一支驻军，足够用来防御城

市及城墙，并且还有一队骑兵支援他们。他自己在他林敦城外

约五里处，在一条有人称为莱色斯( Galaesus) ，但更被普遍称

为欧罗塔斯( Eurût剧)的河流旁扎营，这名字取自于流经斯巴

达的河流。他林敦人有许多源自于斯巴达的名字，包括城内以

及邻近周围乡间，因为他们自认是由斯巴达人所建立的殖民地，

与他们有血缘关系。因为他林敦人的活力及热心，加上迦太基

人所给予的协助，这城墙很快就完工，而汉尼拔接下来则将心

思转到如何攻占]!.城的问题上o

34 在这些工程的准备完成之后.罗马人经由海路，从麦

达蓬坦( Metaj】ontum) 得到一些援助。这缓解的措施的确对恢

复士气有所贡献;他们对围城的]程做了夜间突击，成功地摧

毁所有汉尼拔的机具及装置。在这挫败后，汉尼拔放弃以急攻

方式攻占卫城，但在新城墙结束时.他召开所有他林敦人的会

议，指出目前状况下，最重要的措施是控制海洋。如l我已经提

及，卫城控制 iH入海港，而这意味着他林敦人无法再而L人港内

或驶出港外，然而罗马人却可以安全地从海上接受到他们所有J

的供应;因此只要这情形维持如此，这城市无法让新近取得的

自由能够稳固安定。

汉尼拔很清楚这一点，并向他林敦人解释说，假如罗马驻

军被剥夺海上运补的便利，他们必然很快就会自动妥协，放弃

防卫.交出卫城。他u敦人聆昕并见到他辩论的力道，但无法

想到将其付诸实现的方法，除非从迦太基来支舰队.但这在那

时是不可能的。他们因此回答说.他{n不了解汉尼拔在提出这

问题时，究竟是要说什么。当他继续说，很明显地他们即使在

没有迦太基人协助时，那时都几乎掌握海洋，这使他们更加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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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相当不解他的意思。但汉尼拔已经注意到一条恰好与阻隔

之城墙相平行的街道，从港湾延伸到外海;他了解这条通道可

以轻易地来达成他的目的，这便是将船只沿着这条街道，从港

湾拖行到城市的南端。一旦他将这计划透露给他林敦人.他们

不仅完全同意他所说的，而且立即对汉尼拔这个人感到一种无

限的敬意，因为他们相信他的勇气及智慧已经超过每一道的神

谕。他们于是很快地建造有轮的拖车，所以整个行动在提出来

时，立即付诸实现，因为这里有无限的劳力以及热忱来进行这

项工作。一旦他们将船只运送到大海，他林敦人便力足以在没

危险 F回堵罗马人，并切断他们来自外界的补给。汉尼拔那时

撤出他的军队，在城里留下驻军，在三天后回到旧的营区，在

那里他停留了整个冬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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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论

l 在撰写本书时，我刻意遵守前后一致的计划，而这点我

知道会给整个作品某种严正性，但结果却是只会有一种类型的

读者会给予好评.并发现这正适合他的品位。大多数其他的作

家←一虽非每一位一一会在他们作品中包括所有不同形态的历

史写作，以诉求一个宽广以及多样的公众。因此那些喜欢狭义

历史的人会被以系谱方式来处理历史所吸引，好奇及好古者则

钟情于殖民地建立、城邦奠基以及之间亲属关系的陈述;政治

家则对国家、城邦及统治者的行动感兴趣。我现在因为集中在

最后一类别，使其成为我整部历史编写的独一无二目标，所以

如l我所解释，这作品之形态是为了诉诸某一类的读者，因此对

绝大多数的读者将不会是具有吸引力的阅读。我在其他地方已

经陈列出促使我排除其他类型的历史论述，以及将自己限制在

将行动完整记录的各项因素，但是没有理由我不该在此再略述

一次，所以将这其中的原则印焰在我读者的心目中。

2 系t普及神活、殖民地建立、城邦奠基和城邦之间的亲属

关系，这些类型的主题已经有许多作家以许多不同的形态处理

过。所以如果 位作家在今日要写作这样题材，必然会犯下冒

称别人作品为自己作品那种不名誉的行为，否则便是在白白浪

费自己力气，因为我们不能否认他所研究写作的素材，已经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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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人适当地记录，并传递下来。因为这些及其他理由，我决定

要对如此主题略而不论;而要去写作一部实际发生的历史。我

之所以如此做，首先是因为经常发生新的事情，需要新的处理

方法，因为古人很显然无法描述在自己时间之后的事件;其次，

因为如此的历史最具实用价值。这在过去一直如此，而当今日

文艺及科学进展如此迅速.所以研究历史之人已经配备着-一

我们或许可以说 科学方式，来处理任何可能出现的偶发事

件时，费11在今天则更是明显如此。因此我的目的不是要给我的

读者愉悦，而是要对那些将注意力投注在历史的人带来利益，

因此我略过其他议题，而被引导去编写这种类型的历史。我的

读者在阅读时全心全意地投入，将能提供我所言为真的最佐

证明。

在意大利之事务:围攻卡普亚

I 其年为二一一。他林敦已经在二一三年及二一二年之交

的冬天，沦陷在迦太基人之手，并且随着囹里伊( Thurii )、走

达蓬坦以及赫拉克里亚的占领，汉尼拔已经控制除了利吉姆外，

所有南部的希腊城市。在二一二年，普尔凯尔( Appius Claucli

us Pulcher) 和弗拉科斯 (Quintus Fulvius Flaccus) 计划围攻卡

普亚，而在那年夏天汉诺在企图解卡普亚之固时，被弗拉科斯

重重地击败。 1

3 汉尼拨现在包围普尔凯尔修筑在卡普亚外阔的栅栏，开

始进行一系列骚扰性的小规模攻击，希望借此剌激他的对于出

来进行战斗。当罗马人没有回应这些动作时，汉尼拔的攻击逐

渐加强，像是要攻占整个据点。骑兵以分队出击，在大声呐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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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将标枪投到罗马的防御工事中去，步兵则是以正规队形，

设法拆卸栅栏。但即使以这些方法.他还是元法让罗马人改

变战略。他们利用轻装部队来击退迦太基人对栅栏的攻击，

将童装步兵聚集在他们的军旗附近，在那里他们以盾牌来保

护自己.抵挡多如雪花的标枪。

汉尼拔的努力因此受挫，因为他既无法突破进入卡普亚.

也无法引诱罗马人出营 战.所以他开始想.在这状况下什么

是最好的行动方式。而的确，就我个人看法而言，那时的局势

发展如此，所以不仅让迦太基陷入困惑中，也 ìJ:其他听闻此事

的人不得其解。这看起来儿乎有些不可思议:罗马人在之前如

此多的激战中被迦太基人打败，而且即使现在也不敢贸然在战

场上与他们交子;但同时，罗马人却也拒绝撤军或放弃对开放

的乡间地区的控制权。在此之前.罗马人所做的不过是沿着山

丘.尾随敌人行动，但现在却在意大利最窝I!!:地区的平原有立

足之地，而且还正在围攻其中最强大的城市;然而与此同时，

他们却也被他们连想都不敢去面对的敌人所包围攻击，但另一

方面，迦太基人尽管已经赢得未曾中断的胜利，有时候却发现

自己处于比他们所击败之部队更为艰难的境地。对我而言.双

方现在都采取这种行动.是因为各方都了解汉尼拔的骑兵是迦

太基胜利以及罗马败仗的原因。因此早期罗马军队在遭遇连续

挫败后.所采用与敌人平行前进的策略.是完全合乎逻辑的，

因为那时当他们在乡间前进时.敌人毫无机会去伤害他们.因

此现在同样的 双方在卡普亚城之前的行动，正是可以预料

到的。

4 所以这状况是:罗马军队不敢离开营区，进行交战.因

为他们畏惧敌人的骑兵.但是他们若留在防御 E事之后， JîW 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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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信心，觉得安稳，知道这些之前击败他们的骑兵元法在那里

碰触到他们。另外，迦太基人无法在那种状况下与他们的骑兵

停驻扎营，因为周围乡间地带的所有粮草，都已经被罗马人因

为同样目的而系统地摧毁，而且要行军如此遥远距离，运送足

够的粮草、大麦来喂食如此多的马民及骤子，是做不到的事。

迦太基因为相同理由，若没有骑兵协助，也不敢去攻击-个受

到攘沟及栅栏保护的敌人，因为如果他们缺乏这支决定性的武

装力盘，而以相同条件来与罗马人交战，结果势必难以预料，

而且是危险的冒险举动。此外，他们也同样担心新任执政官①

或许会突然到达，在他们后方建立基地，切断补给线，这会带

来极大的麻烦。因为这些理由，汉尼拔的结论是无法发动直接

进攻来解围城之急，因此他改变计划。他突然想到，假如他可

以秘密行军，突然出现在罗马之前，他或许能够因为突袭以及

引起的恐慌，而得到某些有价值的利益，即使达不到这个目的，

他至少可以对普尔凯尔施压，强迫他放弃卡普亚，匆忙前来解

救自己祖国的首都.或是分割出部分的兵力。在这种形势下，

分派去解围罗马的军队以及所留下的兵力，对他而言都比较容

易击败。

5 他怀着这样的目的，派人带信到卡普亚。他说服自己军

中的一位利比亚人，让他假装成逃兵，逃到罗马阵营，而从那

里再继续潜逃进入城内，来安排此事。他特别费心来确保书信

的安全，因为他十分担心卡普亚人在见到汉尼拔离开时，或许

会以为他正放弃他们，所以绝望之余.或许会向罗马人投降。

他因此写信解释他拔营的真正目的，并且送出这位利比亚人告

①二一年的执政官是在图马鲁斯 (Gnaìus Fulvius Cenlllmalus) 以且如巳

(Publius Sulpicius Galbl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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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他们，所以他们在得知他离去时，应该如往常般地坚决.忍

受围攻。

当罗马城得知汉尼拔已经沿着罗马人包围卡普亚的防线扎

营，反过来包围攻击罗马人，市民心中充满惊奇以及警惕，因

为他们意识到这即将来临的决定，对整个战局将是个关键。于

是平人民所有的注意力集中在备战以及将资源运送到那地区。

至于卡普亚人，一旦他们收到自利比亚人所带来的书信，理解

迦太基人的计划，他们持续抗拒罗马人的包围.决心将得救的

希望付之一试。所以汉尼拔在他抵达卡普亚城外的第五天，安

排他的人马进用晚餐.让营火继续燃烧.设法在敌人毫不知情

下将军队撤离。他做了一连串的急行军，穿过萨莫奈人的领土，

每日派遣先锋先行，进行侦察，占领路旁的阵地;他让罗马人

脑中还是只有发生在卡普亚的事件，所以利用这些方法，在没

被察觉到的情形下横渡阿尼奥( Anio )河，最后到达距离罗马

城墙不到五里的地点。在那里他建立自己的营区。

6 当汉尼拔军队抵达罗马的消息传开，一股恐惧及惊慌的

浪潮袭遍整个城市，这发展何其突然以及意外，因为汉尼拔之

前未曾如此靠近过首都。除此之外 .29 马人心中亦开始怀疑，

敌人到目前无法如此接近，也未曾展示过如此 IIB 识，除非在卡

普亚的军队已经被歼灭掉。人们于是立即登城守卫，占据城外

居高临下的阵地，而女人则巡回各个庙宇，祈求神明保佑，用

她们的民发来清扫神殿路面.这是当极端危险威胁她们国家时.

她们所采用的习俗。但就在汉尼拔已经扎营，正准备在次日攻

城时，好运干预，解救了罗马。

执政官森图马鲁斯 (Gnaeus Fulvius Ccntumalus) 以及尔巴

(Publius Sulpicius Calba) 已经完成征召 个军团，并且以誓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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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约束他们要携带武器，在汉尼拔决定攻城之日到罗马捉到，

此外，他们也正挑选及招募第二个军团的士兵。结果是有-大

群人恰巧在那他们被需要的时刻聚集在一起。①执政官于是大

胆地率领这些部队，以战斗队形在城前部署，因此制止了汉尼

拔原来进行攻击的意图。迦太基人原先积极向前进攻，怀着诱

人的希望:他们或许会攻打下罗马。但当他们见到敌人已经以

战斗队形摆好阵势.而且很快从一位俘虏那里得知发生何事，

他们于是放弃要进行直接攻击的计划，转而去掠夺周围乡村，

放火烧房。在这些最初的掠夺中，他们围起并带回营区极大数

量的牲畜，因为他们现在在一个没人预料过敌人会入侵的地区。

但后来当执政官冒险在离开他不到一里半的地方扎营后，汉尼

拔决定撤军。

7 他这么做有三个理由。首先，他现在已经聚集极大数量

的战利品，其次，他已经完全放弃攻占罗马的希望;最后也是

最重要的，他根据原先的计划，估算在这时候普尔凯尔必然已

经风闯他对罗马的威胁，所以那时便会放弃原|攻卡普亚，或是

留下 部分部队，而自己率领主力部队赶来救援。无论哪→种

发展，他认为他都已经达到他的目的，所以他立即拔营，在天

亮前离去。

在这期间尔巴已经摧毁阿尼奥河的桥梁，迫使汉尼拔利用

津渡将部队运送过i可;他于是在迦太基人企图过河时来攻击他

们，造成他们极大的麻烦。他这攻击无法有决定性的影响.因

① 根据李维《汉尼拔之战》二十六书，仅尼拔接近的消息已经传到罗马。费

边 (Fabi\l fò Maximus) 认为在罗马的牢 j) 以足酣城'!ji 防嗣使用，而从告辞

唱f 召问部什的军队.必将落入咀1己拔的阳套中。根据李维的说法 l 元老院

将盹定南始在 HI'亚的将领裁夺.而在哪拉况下.千四马&斯率领 4月五

千轩步兵且 万名骑兵回到F 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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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敌军有庞大数i茸的骑兵，而努米底亚人能轻而易举地驰骋在

战地的每个地方。但他成功地从敌军那里抢回很大比例的战利

品，然后在杀死约三百人后，撤回军官。后来他开始有这种想

法 认为迦太基人是因为恐惧而匆忙撒离，所以他尾随在后，

沿着山丘路线而行。汉尼拔刚开始时以极快速度行军，因为他

急于抵达他的目的地。①但在第五天结束H才.他收到情报说普尔

凯尔仍然在进行罔攻卡普亚。在这时他停止下来.等待尾随的敌

军赶上，然后他对罗马人发动一场夜袭，杀死许多人，并将其他

人逐离营区。然而当天亮后，他见到l罗马人撤退，并在一座陡峭

的山丘占据强大的阵地，他决定不再继续进行攻击。取而代之的

是他行军转向，穿过道尼亚以及;{tí鲁提恩( ßrult川川，然后出 J且

不意地降临利吉姆.几乎攻占该城。结果是他拦截了所有那些要

离开城市、前往乡间避难的居民，虏获大盐的人。

8. 我想应该在这场合指出罗马人及迦太基人在这场战役中

所表现出的勇敢及果决.并且加以称赞。在这里有件类似底比

斯之艾帕米农达斯因之而赢得普世赞美的事情。

当艾帕米农达斯与盟军到提慕亚 H才，@他发现斯巴达人已

经全军抵达曼提尼亚，并已经聚集他们所有的联军.准备和l底比

斯人一战。他那时命令军队提早进用晚餐、然后在天黑不久后，

率军出营.借口是他急于在战争即将来临之前，占领一些有利的

据点。他让军队的士兵行伍中有这样的印象，但是接着去fJ继续前

进.直接前往斯巴达.约在第二天白天的第三时到达。@他做到

① 亦即抵达卡带>!Ji. 他#姐:大多数的F马军队已经且这里撤走。

⑨ 在三六二年。

① 迫其中盹离的?毛|八里。据估计立帕米农达斯在靠近 F ~l~七点时离开，而

在第二天上午八到)L 点之间到达斯巴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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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的奇袭，发觉没人守城，直接强行进入市民f 场，占领所

有面向河流的区域。但在此处他就没那么幸运。有名逃兵在夜

里逃向曼提尼亚，告知国王阿格西劳斯发生何事，所以一支斯

巴达的援军恰好在斯巴达即将全被占领之际到达，阻挠艾帕米

农达斯的希望。然而艾帕米农达斯在让他的人马于欧罗塔斯河

畔吃早餐，并允许其在历经强行军后，做些休息后，他立即循

原路回去.因为他估算既然斯巴达人及其盟友匆匆前来救援斯

巴达，曼提尼亚必然是无人防守，而这证明确为实情。所以他

要求底比斯人再度努力，以彻夜强行军方式前进，在日中时抵

达曼提尼亚，发现它几乎无人防守。但是就在那时，当时正积

极支持斯巳达人对抗底比斯人的雅典军队，根据条约旦的协议，

抵达来协助前者。所以就在底比斯军队的前锋到达海神庙

时一一这离城市不到一里处 事情发生了.雅典军队好像在

刻意安排 F. 突然出现在俯瞰曼提尼亚的山丘上。当他们见到

这些部队，那极少数被留下来的曼提尼亚人，鼓起足够的勇气，

登墙防卫，逐走底比斯人的攻击。

所以在论断这些军事活动失败的责任时，那些史学家是对

的，他们认为统帅已经做到一位好将军所应该做的，以及艾帕

米农达斯战胜他的对手，但自己却被命运女神所击败，这是正

确的分析。

9. 在这情形下来论断汉尼拔，或许也可以做出相当一样的

判决，因为我们几乎元法对-位做到所有他所能做到的将军，

不去加以赞美或是尊崇。他以对敌人采取攻击开始，设法以一

连串骚扰性的攻击，来缓解卡普亚围城之危。当他的企阁失败

后，他直接前往罗马本身，当他攻占城市的计划被人类计算之

外的转折所阻挠，终告失败后，他转向并吸引追击的敌军，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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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同时保持警戒，所以在围攻卡普亚的罗马军队采取行动的可

能下，他能够趁机取利。最后，在仍然还在进行他原先的计划

时，他仍致力于摧毁敌人，而且儿乎让利吉姆人口牺牲殆尽。①

至于罗马人，我们必须下结论说他们比斯巴达人在而临危

机时，处理得更好。后者在风闻消息后，立即蜂拥去拯救自己

的城市.但就他们所能做到的，却是将曼提尼亚弃之不顾。另

外，罗马人不仅拯救他们自己的城市，而且非但没有放松对卡

普亚人施压，他们仍始终坚定不移地坚守自己的目的，并且在

之后以比之前更大的决心来进行围城。

我的这些言论，;Jí非要对罗马人或迦太基人歌功颂德;我

已经在许多其他场合中赞誉过他们的素质。这么做是为了这些

民族的领导者，以及为了所有那些未来的工作是要指导国事发

展的人，@所以当他们为自己回想起或勾画出这些辜件时，他

们或许能够得到启发，加以效法。我希望他们以这种方式将能

够拥有勇气去进行那些或许看起来充满危机及风险的计划，而

那些计划虽是十分大胆，但却不冲动跺进，在构想上令人钦佩，

并且无论成功或失败，都将值得保存在人类的记忆中。但这根

本的条件还是:元论所从事为何，都应该以健全的理性为基础。

论将军之领导统御

l 这讨论所出现之脉络并不清楚，但通常被认为是波里比

阿已侠失之书《论战术) (On Tactics) 的补充。 1

① 披里比阿关于卡曹亚沦陷的陈述，并世回存下来。抽事的结局记录在学维

《汉尼拔之战}二「大书卡二至十大草之中。同年(二一一)卡普亚沦陷，

iX尼拔失去迦太基在当地的耻军以E领萃的汉诺且植士惜。支持卡普亚脱

离罗马的卡普亚元老巾，有二-1 七位自杀，的七f 位世F鸟人扯决。

@ 这句子的措辞显示出，这书是在迦太基于一四六年最理槛灭之前写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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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对那些与军事行动无法分割的风险，我们需要极大的

警觉，但在这样任何一个状况中，假如执行既定计划时，所采

取的措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仍然可以获得成功。从之前战争

的历史中很容易推论出，在进行军事活动时，公开运用和直接

使用武力，其实是远远少于利用策略以及普用时机。另外，经

验也显示出那些需要依赖选择正确时机的行动中，失败会较成

功更为频繁。但毫无疑问，这些失败中的绝大多数是因为统帅

所犯的错误或是疏失。我们或许可以考虑一下我在上面所提及

之能力要如何取得。

凶-先，我相信所有那些发生在战争中，但落在人类i-I 算范

罔之外的所有事件，不应该被形容为"行动"，而应该是"意

外"或"巧合"。于是乎，既然它们没有同定法则，也没形成

系统，我建议将它们搁置一旁。我的主题是根据既定i-I 划来执

行一场战役，下面我将开始描绘。

每场战役窝要固定时间来开始，以及一段时间和一个地点

来执行。它也需要秘密性、事先预定的信号和是由谁负责及透

过谁来加以执行，以及→个详细的计划。很清楚地，一位正确

提供所有这些因素的人，最后不会失败;但另一方面.忽略任

何其中一项，可能会毁坏整个计划。自然会让单一微不足道的

失误毁坏了整个规划大局，这诚然为其咱但即使在每项细节上

绝对准确，亦几乎不能够保证一定成功。

J 3 这也就是说在任何类似的努力中.统帅不能忽略任何

项目。最优先以及最根本的要求是司口如瓶。一个人绝不能在

任何情况下，透露他的汁划给任何不相 F的人，也不能在有未

曾预期的希望，竟然获得实现.而得意忘形，透露机密;亦不

可由于恐惧.或与某人关系熟检，或对某人亲爱而l透露出，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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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只能将相关知识透露给那些若没有他们协助，则无法进行

计划的人，而且即使如此，也不能比必要的时刻更早，而是只

有在需要其中之人的贡献时，才能如此。此外，我们有必要记

得，不仅要能约束我们的口舌，甚至更重要的是约束我们的心

思，因为的多人没有打开他们的嘴，却因为其脸部表情或是因

为其行径，仍然还是透íil}出他们的心思。

第二个必需之要求是对日夜行动之可能性的广泛经验。换

言之.行军或旅行要花多少时间，包括陆路及海上，皆需有准

确知识。第三以及最重要的是，能够从仰观天时星 I;;i:而知道时

间，并为了自己的计划来善加使用。

再者，为行动选择地形是件极为紧要之事，因为这经常使

得那显然不可能之事变为可能，或是相反情形。最后，我们亦

必须附意有关预先已经同意的信号以及回应的信号，并且慎择

人选，因为要靠他们或是在其陪同下来执行计划。

在这些基本项目中，有些是因为重复练习，有些则是借自

探索，又有些是以科学方法所获得的经验而得知。理想上，统

帅应该对他即将行进路线、前往地点、地形特色以及他打算借

之来执行并合付之民族，都能有第一手的知识。当无法如此时，

次佳的方法是他应该做仔细调查，而才|二依赖随机提供资讯的人;

同样根本的是向导所提供的诚信担保，必须一直掌握在那些他

所引导的人手巾。

14. 军队统帅在之前担任士兵的一般经验过程中，或许就

能得到这些或是类似事务的必要知识，部分是借由练习.部分

是进行探索。但是涉及科学原则问题的种种类型，贝~需要科学

的教育，特别是在天文学及几何学方面.而虽然涉及的作品难

称广泛，但至少就军事目的而言.这些研究是重要的，而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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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正讨论的军事活动，有潜在的用途。从我们的观点来看，

天文学最重要的面向是有关规范日夜长短的原则。明显地，若

日夜都一直一样长，就不会对我们造成任何麻烦，所涉及之知

识亦将为大家所共有。但是日夜彼此不仅长短不一，而且就个

别日夜而言，也是长短不一，所以很清楚地我们必须要让自己

熟悉日夜如何增减，因为若不知道日与夜的不同长短，则不可

能准确估算每日之行军距离。事实上，若无此知识，亦不可能

在时间上准确安排军事行动.它将无可避免地发生过早或过晚。

而在此且让我加上:唯独在战争性质的事情上，过早比过晚是

更大的错误。因为一名统帅抵达地比预定时间晚，只不过错失

机会，因为在他抵达前，他已经知晓这事实，可以安全脱身;

但是过阜来到.接近敌人，被发现踪迹，不仅在行动上失败，

而且冒着被完全歼灭的风险。

15. 正确时机的选择控制所有人类活动，尤其是所有战争

的运作。这意味着-名将军必须要有对夏至、冬至以及春分、

秋分之日期，以及之间日夜如何消长的准确知识，因为唯有这

种方法，他才能够依照比例来估算他能够在海上或陆路前进的

距离。他亦必须熟悉白天与夜晚下的细分，所以能够知道何时

要叫醒集合军队或何时行军前进，因为除非一个人知道如何正

确地开始战役，才能够将军事活动成功地结束。白天时间可借

由对物件阴影、太阳行进或在空中位置的观察而得知。然而在

夜间则其难确定时间，除非熟悉黄道带的十二个星座，以及它

们在可见天空中的系统以及秩序;这知识可借由研究星宿而轻

易学到。夜间自然长短不一，但每次黑夜过程中，无论是长是

短，黄道带十二个星座中，有六个都必须升到水平商上 结果

是每个夜晚的时辰，会相应于十二星座中的相同比例出现的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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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因为我们可以知道太阳在每日于黄道带所占据的位置，

所以很清楚地在日落西山后，与之对立的那部分黄道带必然

在东方地平线升起。于是乎将夜间所做之细分，会跟随与太

阳相反之星宿的升起，呼应不同星座依序之升起以及横越天

空。①然而在多云的夜晚，我们必须依赖对月亮的观察，因

为一般而言.因为月亮的大面积，所以无论它在天空哪一部

分，都是经常可见的。所以假如我们有足够知识去了解它的

起落.每天所历经的变化，我们借由记录它升起或落下的时

间，可以猜测时辰。在这情形下，观察的方法还是同样地简

单，因为月亮周期的范围是一个月 而所有月份在观察上都

是-样的。

16 我们因此可以赞美荷马所傲的判断，因为他呈现奥德

修斯( Ody臼cus) 这位超越群伦、最适合担任领导的人，在仰

观星座，不仅用来引导大海的航行，而且也引导陆路的冒险。

这里的事实是 那些在预期之外发生、而且无法准确预测的意

外，例如突然降雨及洪水、异常寒霜及降雪、多雾或阴f!ìi天

气.以及诸如此类等等嘈都足以为我们带来极大及常见的困

难。但是我们假如略而不谈那些可以被预见到的，那我们注

定会在绝大多数的事业中失败，而且只能责怪自己。所以假

如我们要避免许多其他将军被认为曾犯下的错误，并且避免

我即将引述的几个个别范例，那这些因素中没有-项能够被

忽略。由

① 这公式的重要主点是不同黄道面的星座古以不同理应升起，因此在豆季短

的在晚，古恨迅速的升起，而在冬季长的夜晓!可见到六个较缓 l二升的垦

座。

(Î) 接下来是由阿拉托斯、克里奥米尼斯、尼西亚斯 (Nicias) 且其他人所m

下这类错院的例证。这些已经从这本选立中省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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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尼拔的人格特质

22. 所有降临在罗马及迦太基这两个民族的大事，都源自

同一个有效的原因:一个人及-颗心。我所指的是汉尼拔。毫

无疑问地，正是他在主导意大利的战争，也在西班牙主导，最

先是透过他年纪较长的弟弟晗斯德鲁巴，后来是透过马哥;这

些人在那国家杀死两位罗马将军普布里亚斯·西庇阿及格尼亚

斯·四庇阿。除此之外，他亦掌控西西里事务，最先是透过希

波克拉底，@后来则是非洲人迈拖尼斯。@他同时也活跃于希腊

及伊利里亚.透过与马其顿菲利普签订的协约，他成功地在那

里掀起骚动，造成罗马人紧张，制造出具有威胁性的注意力转

移。这个人是如此伟大及超凡的自然产物，拥有一颗在天生的

构成上，便足以执行任何人类能力所及之计划的心灵。@

然而因为事件的过程会引导我们去思考汉尼拔的人格，所

以我想应该表达一下有关那些引起如此争议之特质的看法。在

此，我特别想提的是针对他过皮残醋及极端贪婪的指控。然而

要陈述有关汉尼拔这个人或一般参与公共事务之人的真相，并

非简单之事。有些人认为环境的力量会测试人的天性，肉此有

些人在当他们拥有权力时即使到目前为止他们一直设法加

以隐藏一一或是当他们遭受不幸时，他们才透露出真正的人格。

我个人并不认为这样的论断有合理根据，对我来说，人们常发

现自己被迫在所说所做上，抵触自己真正的原则，而这或许是

(L) 见 9i 445 至 447 。

② 迈拖尼斯 (M归lones) 是扭尼拔在叙拉古陆陷盯撞到西西里去的。以睛兵

统曲在早期获得一些胜利盯，他和罗马人最后达成协议。

@ 与使用在阿基米德之词语相比较. ]i.[461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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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局势复杂或朋友建议而加诸其身，但这些其实并lIô例外.

而是常态。

23 过去的历史提供了我现在所说之事许多的例证。首先

考虑西西里之阿加索克利斯的例子。所有史学家都同意他以极

残赔的手段来执行他早期事业.因而建立权力，但是后来就在

他认为他对西西里人的权威已经稳同后，他被认为是所有人之

中最温和及最具人性者。难道斯巴达之克里奥米尼斯不同时是

一位最杰出国王、最严厉的借主，以及-一在私人交往中一一

最体贴有礼的人?然而认为如此完全互相抵触之气质.可以在

相同天性中同时并存，并非合理之事。这应该是有些统治者有

必要调整自己的行为，来适合环境的需求，并对他人展现出一

种与他们自己天性相反的倾向，所以非但人们的人格特质会在

如此处镜中透露出，它们反而更常因此而被掩饰。相同印象也

经常出于朋友所做建议而产生，而这不仅适用于将军、统治者

和国玉，也适用于国家。所以.例如说，我们发现亚里斯泰德

及伯里克利在雅典掌权时，国家甚少涉及残酷的行为，然而当

克里昂和查瑞斯握有影响力时，局面恰好相反。①再者，当斯

巳达成为希腊最强大的国家时，国王克莱奥姆波洛图斯②始终

以友好结盟政策的精神来行动.但他同期的国王阿格西劳斯.

行为恰好相反。从这里我们必须注意到国家本身的性质容易与

① 亚 lH斯泰德( A ristiJe叶罪响的时代是四九 0年五四七九年之间，虽然他

庄四八三/四八二年呈阳八0年遭到放逐。伯里克和J (P，:riclcs) 从四七

年至四二九年在职。他的敌人克里昂( Cleon) 于囚二)L年至四二二年在~jJ

到达两点。查瑞斯( CllllreS) 的政治生涯始可三大古年， l~达二十年，当

时他积缸反对马其顿的持力。

@ 在迫期间斯巴达的两位问王，直菜奥姆波由因斯( Clemnhrolull) 代表阿丑

直飞得( Agiulj) 玉朝 M.三人 0年开始统拮 直到他战疲于三七一勾的国

克特拉战役。另一王朝的国王阿棉四劳斯则在三丸九年王三六0年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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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统治者的人格特质一起变化。所以马其顿同王菲利普五世①

亦然，他在陶律翁及德米特里为其执行者时，行为最为乖张及

邪恶，但是在与阿拉托斯和克吕梭勾纳斯交往时，则是以远较

为人性的方式来进行。

24 对我而言，汉尼拨面临极为类似的处境。他所要处理

的环绕既非比寻常，义瞬息万变，此外，他最亲近的朋友在个

性上又如此殊异，以他在意大利所执行之行动作为证据，极难

用来判断他真正的人格。至于他在环境压力下的作为，从我已

经写作的以及即将继续写作的，则是甚易进行追踪，但是我们

绝不可忽略他朋友的影响，特别是我们有一道资料可以给我们

在这方面足够的证据。当汉尼拔正在思考从西班牙挥军入侵意

大利时，人们预料到他必将在军队粮称的同定补给上，面临特

别的困难。事实上，因为行军距离以及两国之间野蛮民族的数

量及凶残天性，行军的困难看起来几乎无法克服。这些问题似

乎在汉尼拔战争会议的多次场合中被讨论过。而他一位叫汉尼

拔的朋友，绰号"竞技斗士" (Monomarchus) 一一提到说，就

他个人所能见到的，他们只有一条通往意大利的路。当汉尼拔

请他解释他所指为何时， "竞技斗士"回答说.他们必须训练

军队去吃人肉，并且习惯此事。汉尼拔无法反驳这种大胆以及

怪异的想法，但是他也无法说服自己或他的朋友去接受它。据

说在这些归诸汉尼拔在意大利所犯下的残酷行为，其实是此人

之作为，但当时环境的压力当然扮演相同重要的角色。@

① 且页 454 (阿拉托斯}且页 467 (陶律措)。

@ 波里比阿将在意大利所犯下的残酷行为归诸"竞技斗士"汉尼拔的行

~z一一难道汉尼拔投搜但他们。一一或是归诸环境的力量，而对这.'.1.仅尼

拔认可默许。被里比阿井幸讨论这些行为全否是宣传上所虚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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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但汉尼拔确实似乎特别喜爱金钱，正如他在布鲁提恩

担任指挥官的朋友马哥。我首先是从迦太基人自己那边取得这

样的说法咽因为当地居民不仅最清楚风往哪边吹，如俗话所言，

也知道自己国人同胞的性质。我亦从马西尼 ìY、①处听到更详细

的故事·他长篇大论地谈爱好金钱，认为这是迦太基人的通性，

但在汉尼拔及其朋友马哥(亦以"萨莫奈人"为人所知)的情

形上，则是特别显著。其他事情之外，他向我透露这两个人从

他们最年轻时，彼此便从所有的军事活动中慷慨分享。他们每

个人都攻占过在西班牙及意大利的许多城镇，有些是以武力攻

取，有些则是以诈术获得，但他们实际上未曾参加过相同的活

动。的确.他们花费更多的心血要胜过对方，而非胜过敌人。

这使得在一个人攻占城镇时，另一个人不该在场，避免掉在如

此场合中 他们彼此间的任何利益冲突，或是分享战利品所

引起的问题一一因为他们是属于相同等级的。

26. 然而不仅仅只是朋友的建议改变并且破坏汉尼拔天生

的个性。环境的压力扮演-个甚至更重要的角色，如我的叙述

将清楚显示者一-不仅在之前的章节，也包括之后的。当卡普

亚城落入罗马人手中.不令人意外地，所有其他城市对迦太基

的忠诚也开始发生动摇，所以开始四处寻找机会以及借口，来

回归到对罗马的效忠。在这危机中，汉尼拔很跟然地落入最进

退维谷的困难巾。假如他自己集中全力，立足一个地点，他或

F| 会被想拦截他行动的数支敌军一起威胁，而且他势将无法照

① 在世，JI!比阿时代费米底亚的统治者。他属于努米底亚的马辑和IJ (Massyli) 

部落 在二 二年至二O六年在西班牙指挥努米底亚的崎兵队。后束他加

入西庇阿 与他在非洲井肩作战。j;I马λ革认{也是位同王，井以牺牲迦太

基来扩大他的领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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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到所有这些彼此相距遥远的城市;另一方面，他也无法分割

他的军队，因为在那种状况下，他必将成为敌人的囊中物，因

为他无法同时在许多地方亲自指挥，而他每一支分遣部队在人

数上都必定被敌军超过。他因此被迫相当公开地放弃一些城市.

并将驻军撤离其他地方，担心假如这些城市转而反对他，他亦

必将失去这些军队。在一些情形下，他自己破坏了缔结的条约，

将居民迁移到其他城镇，没收他们的财产，加以掠夺，而因为

这点他引起极大的气愤.所以一些人指责他邪恶，另一些则控

诉他残酷。这些措施不可避免地都会伴随着窃取钱财、谋杀以

及借口使用暴力，这是离开以及进驻的部队都会犯下的事，囚

为每个人都是依据留下的居民将会投靠敌军这种假设来行动。

所有这些因素导致特别难以对汉尼拔的真正性格做出论断，因

为我们必须允评他朋友的影响力以及环境的力量。无论如何，

对他所流行的印象是:对迦太基人来说.他以喜好金钱而恶名

昭彰，对罗马人则是因为他残酷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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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庇阿的人格

2 既然我即将要描述"非洲征服者"西庇阿在西班习的

成就，以及甚至是他整个生涯作为的完整记录，我想我首先必

须将读者的注意力，吸引到他的人格及特质上。他赢得的名声

超过几乎所有前人，这样的事实让全世界都很好奇，想知道他

究竟是什么样的人物，他的自然天赋以及后天调教为何，使他

能够在如此多的伟业中.功成圆满。然而大部分人几乎无法避

免被误导，去对这些事情形成错误的意见，因为那些写他的人

所提供的描述是如此偏离事实。对所有能够透过我的叙述去欣

赏他最灿烂及最冒险事功的人，我所做主张的正确性，将会

最为清晰明确。现在所有其他作家都将他呈现为是位受命运

女神恩宠眷爱的人，经常在面对所有不利状况下，却因为纯

然机遇的协助.终于成就正在着手的事业.他们显然认为比

那些经常依据理性计算来行动的人，如此之人更像神明，更

值得我们的崇拜。他们似乎没有认知到这其实是两种相当不

同的成就类型，其中之二只不过令人羡慕嫉妒，而另←则是

值得最高程度的赞美。前者通常在普通之入中即可遇到，而

后者却只能由那些有正确判断力及心智才能的人，方可完

成.而正是这些我们应该认为更具神性.所以更受神明所

钟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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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个人认为西庇阿的人格及原则，与斯巴达立法者莱克格

斯相当类似。在这样的类比上，我并没假设莱克格斯不当地受

到迷信影响，同样也不假设他在草拟斯巴达的宪法时，①是不

断受到特尔斐神殿女祭司催促而去做的。在两庇阿的例子上，

他并非遵循梦境以及征兆的引导，而为他的国家赢得如此庞大

的帝国。两个人无疑都清楚看到，绝大多数的人类不会被任何

他们觉得奇怪的东西所说服，也不会在没有某种神明协助的希

望之下，去承受大规模的风险。因此莱克格斯其实是为了他自

己的理念，经常祭起特尔斐神谕的协助，使他的计划让整个社

会看起来比较可信以及能够接受，而西庇阴同样也灌输他们这

样的信仰，说他的计划是受到神明启示，来增强他所统帅之人

的信心，以及愿意随时去面对危险行动的准备。然而个中事实

还是他的行动→直是由评估计算及先知远见来主导，而这从我

即将要说的话中，便可见分晓。

3. 众所承认，西庇阿具有高尚以及慷慨的性格，但有关他

的精明、谨慎以及拥有一颗能专注在眼前目标的心灵，这些证

据却只能来自那些与他亲密交往的人，对他们来说，他的人格

宛如朗朗白天，昭然若揭。这些朋友之一是莱伊利乌斯( Gaius 

Laelius) .@他几乎是西庇阿从孩提以来，直到生命终点时，所

有言行的见证人，而他以证据说服我他所说之事的真实性，因

为他所说的不仅本身可能，而且符合西庇阿成就的记录。他告

诉我说.西庇阿在战场上的第一件功绩，是在他父亲的骑兵与

① 对某克格斯所设立的体制源自特如望神殿.'"'至少得到神殿主尤惜这样的

说法，色诺开且柏拉回皆贡献良事。波里比阿赞量3在克格斯有嗣且认知出

"政t.'l循环，井世叶:11 他的混合政体来阻止宫的芷生(见页 395 )。

@ 他是一九0年的执政官，而且必然还比西庇阿事活的二十年，所以能提供

贤讯给放型比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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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尼拔的骑兵在波河附近交锋时发生的。①他那时只有|七

岁，@而且是他第一次参加征战。执政官西庇阿命令他儿子指

挥一支精选的骑兵，确保孩子的安全，但是当后者见到他父亲

在酣战中被敌军包阁，危险负伤，只有两三名骑兵在旁，他最

先敦促他其他部队驰往救援。那时他见到他们怯战不前，因为

在他们周围有压倒性的敌军人数，据说他自己毫无畏惧地往包

围的骑兵冲去。在这之后，他的同志觉得必须去协助攻击，所

以在那时敌军陷入混乱，队形破碎;将军发现自己意外获救，

首先向他的儿子致意，在全军之前向他的拯救者敬礼。这件功

绩为他赢得勇敢的名声后，这所有人都必须承认，但后来当同

家的全部希望都维系在他的安全时，他会小心避免让自己暴露

在危险中。如此的行径不是一位凭借运气，而是富于智慧之将

军的特色。

在西班牙之事务:攻占新迦太基

[这些事件发生在二 0 九年春天。西屁阿的父亲普布里亚

斯·西庇阿及伯父格尼亚斯·西庇阿在二一二年皆战败身亡。

在接下来一年，西屁阿虽然只有二十四声，但在罗马自愿到西

班牙参军，并且立即被任命为指挥官。 l

6 我在此恢复原来的叙述。在我现在即将描述的场合中，

"非洲征服者"西庇阿在横渡埃布罗河前，召集他的人马，向

他们演说。他敦促他们切不可因为近来的挫败而灰心丧志。他

告诉他们."罗马人未曾在以勇敢较劲的战争中被迦太基人击

① 这是提契诺向战役，在第三斗164 章形容。

@ 李维说十八岁，而他可能是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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败过。我们这最近一次的失败是因为凯尔特·伊比利亚人的背

叛以及我们将军的冲动行事，因为他们过度信赖与这些部落之

入的联盟，让向己的军队彼此分散。①但现在我们的敌人正陷

于这相同的不利之处:他们军队的背区彼此远离，而且因为他

们对待盟友的俯傲态度，所以已经彼此疏离，即将变成敌人。

结果是，他们之中有些人已经和我们协商，而其他的只要鼓起

勇气，并且见到我们已经渡河，将乐于站在我们这边，而这些并

非出自于对我们的喜好，而是因为他们长久以来想对所受到的欺

凌侮辱，来报复迦太基人。但最重要的是敌人的指挥官们自己彼

此争吵.不愿团结成一支军队来作战，而假如他们个别来攻击我

们，我们将更轻易地将其打败。"

他要求他的士兵要记住所有这些事实，然后充满自信渡河。

在那之后，决定下一步为何便是他以及其他指挥官的任务。当

他结束演说后，他留下同僚希拉奴斯( Marcus Silanus) 率领三

千步兵及五百骑兵防守津渡，保护在河流北方的盟友，而他自

己则率领主力部队过河。与此同时，他并未将计划透露给任何

人;这其中真相是他决定不做任何他在公开场合所说出的事，

而是要突然去围攻敌人名之为"新迦太基"的城市。

我想这次的行动是我稍早所表达之意见最早以及最强的证

据。西庇阿在那时年仅二十七，然而他不只先去掌握{t因为最

近大规模的挫败，所以已经被认为元盟的局势，而且是既然已

经为自己设定这任务，他拒绝那些简单及 对众人而言一一

明显的解决方式，反而去设计出一个让他的朋友及敌人都同样

诧异的计划。没有任何完成之事不是经过最深思熟虑的汁算。

① 迦太基人贿赂担任罗马辅助部队的凯尔特 伊比利亚人逃离战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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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这事实是西庇阿在最初以及还在罗马时.其实已经详细

探索有关凯尔特·伊比利亚人的叛逆行为，以及有关两支罗马

军队的异地分离，他得到结论，认为这些正是他父亲败战的原

因。结果是他并没有像其他同胞那样因对迦太基人的恐惧或是

被普遍的沮丧感所重压而感觉沉重。所以当他得知罗马在埃布

罗河以北的联盟仍然忠诚，而迦太基的将领彼此争执，以压榨

的方式对待西班牙人，他于是对他远征的前景逐渐有信心，这

并非因为他信赖命运女神，而是山自于精心计算。元论如何，

在他抵达西班牙时，他开始询问每个人，探索所有资讯的来源，

所以他得知敌军分为三群。他听闰马哥正占领赫拉克勒斯之柱

以东的地带，在被那称为康尼( Conii )部落的国家.①基斯哥

之子哈斯德鲁巴 (Haedrubal 50n of Gisco) 在卢西塔尼亚( Lusi

tanÌa) ，靠近珞古斯( Targus) 河口之处;@另一位晗斯德鲁

巴③正在卡佩塔尼的领土围攻城市;最重要的是，他们每个人

都离新迦太基十天行车路程之外。于是西庇阿的理解是 假如

他决定与敌人交战，若与兰者同时进行 场战争，必将极度危

险.因为他心中想到他们已经击败过他的前任，而且在总人数

上大大超过他自己的军队。另一方面，假如他以强行军方式前

去攻击三者之一，而敌人拒战，或假如其他军队前来帮忙，他

或许会发现自己反被包围，在iJ~情形下，他也担心降临在他父

亲及伯父身上的灾难，将再度重演。

8 他因此排除这些选项。当他接到情报说，新迦太基是敌

军补给最重要的基地，以及在目前战争中构成对他最大危险的

σ〉 在葡萄牙南部。

@ 亦即在葡萄牙的大西洋陆岸。

@ 汉尼拔的弟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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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他于是在冬天时.向最熟悉该城之人搜集情报。他首先

发现，它儿乎是所有西班牙城市中唯一拥有港口，可容纳舰队

及海军武装力量，且又位置方便，让迦太基人可以直接渡海到

非洲。他还得知迦太基人保存在该地大部分的钱财嘈军队及佣

兵的所有行李和箱重补给，以及他们从整个西班牙所得到的人

质。还有最为关键的.驻守卫城的战斗部队仅有一千人强。这

其中理由是因为只要迦太基人几乎控制整个西班牙，那任何人

会想围攻该城的可能性便不会在意料之中。新迦太基的其余人

口虽然数iit庞大，但多由工匠、商人以及水手组成，他们没有

任何作战经验。西庇阿考虑假如他突然出现在该城之前，所有

这些因素必然会不利于这城市的安全。除此之外，他已经熟悉

新迦太基的地形环境、城市整体规划以及环城漓湖的水文资料。

特别是他从一些在当地交易的渔夫处得知，整个漓湖水浅，可

以在许多地点渡过，而且覆盖的海潮在每晚会退得够远，这使

横渡成为可能。在衡量所有这些因素后，他得到的结论是:假

如他可以完成计划，那{也会给敌人带来相当大的打击，为罗马

夺得决定性的优势。除此之外，即使他的计划失败，一旦他巩

同营区，他仍然可以确保他人员的安全，因为他掌控了海洋;

这计划本身不会构成问题，因为所有敌人的军力都仍在遥远之

处。因此西庇阿搁置所有其他计划，在冬营休息期间，将所有

时间投入去准备这军事行动。

9 虽然他已经构想出如此有野心的计划，而且如我已提，

当时他只有二十八岁;但除了莱伊利乌斯外，他隐瞒所有计划

细节，直到他认为适合将其计划公开的时刻来 l恼。虽然其他作

家都同意西庇阿确实做了这些算计，但当他们在描述整个计划

如何执行时，他们却没将其中功绩归诸这个人以及他的远见，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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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归诸神明以及命运女神。尽管所有的可能性，尽管所有那些

与西庇阿生活在一起的人所做的见证.以及尽管他曾写信给马其

顿国主菲利普解释说，只有在经过我所提及之讨算后，他才开始

一般性的西班牙征战，特别是这次新迦太基的军事行动，这些作

家仍始终坚持如此。

无论如何，他接着发布秘密命令给统帅海军的莱伊利乌

斯 我已经解释是唯一知道计划细节的人 要他航向新迦

太基，而西庇阿本人自己则带着二万五千名步兵以及两千五百

名骑兵强行军前进。他在行军第七天抵达新迦太基，①并在城

市北方扎营;这城市由从海洋延伸到满湖的一条壤沟，以及双

层栅栏保护着。西庇阿自己并没在而对城市的方向修筑任何防

御工事，因为他的地点受到地形轮廊的充分保护。但既然我即

将要形容围攻及占领这城市.所以我必须先给我的读者有关此

城地理及周遭环绕的概要介绍。

10 新迦太基在西班牙东海岸大约中间之处，位居面向西

南，约长二里半、宽 里的海湾。这海湾因为如l下理由可以作

为港口。在它出口处有个岛屿，在两边都只有狭窄的通道，这

有防波的效果，所以整个港湾内十分平静，除了西南风有时会

吹过通道，激起波浪，这也是唯一会骚动海面的海风，因为从

其他方向，这海湾完全被陆地封锁。在它最内部的角落有一半

岛突出，一座山丘覆盖其上，城市屹立在山丘顶端。城市在东

侧及南侧被海洋所包围，在西侧则是满1坝。后者延伸如此之远，

直到北侧，所以半岛的其余部分除了被海洋环绕外.与大陆相

连部分的宽度只有四分之一里。这城市本身在中央有一凹陷，

① 因为从展布罗调到新迦太基的距离几T 有五百里之遇，所以这时他行进速

匪的估 ìl几乎是平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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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南端前往海洋的陆地与海平面向高。另外一侧则是山丘环绕，

其中有两座高耸并崎岖，其他三座虽然较低.却是麟响多石，

难以攀爬。这两座中最高大的往城东耸起，突入海洋，上面建

有医神庙。另一座山丘则在西侧占据相呼应的位置，在上面有

座豪华宫殿，这据说是哈斯德鲁巴意图建立其国王般威权时所

起造的。

其他三座较小的山丘则位用城市北方，其中最东的称为火

神 (Vulcan) 之丘，过来的是阿列帖斯 (Aletes ，根据传说，他

因为发现银矿，所以被给予神圣的荣耀)之丘，而第三座则称

做农神 (Saturn )之丘。涓湖与周围海洋之间有一条运河，方

便船运，在运河上建有一桥，所以驮兽及货车可以从乡间运来

补给。

11 这是城市及其周围环境的概况。罗马营区在其内侧受

到满湖以及海洋的保护，所以在这一点无需建筑防御工事。连

接城市及大陆的半岛这中间的段落亦没有防护，即使这部分突

入到营区中央。他如此做或许是为了要威胁敌人，或是调整骆

个营区的规划，来适合他自己的目的，例如说，在军队通行时

没有障碍，无论是要出击或是撤退人营。新迦太基城周围全长

在那时候不到二里半。我知道有些权威人士形容它为五里左右，

但这并不正确，因为这是就我个人亲自观察而知的，非仅道昕

途说而已，而且现在它又进-步地缩小。

当舰队在约定之日到达位置，两庇阿决定要聚集陆军，向

他们说话;他意图以那些他说服自己的相同辩论一一我这已经

描述一一来鼓励他们。他开始先证明这军事行动是完全有道理

的。简洁综合说:它若成功，会带给敌人何种伤害，以及罗马

人将会获得何种利益。接着又承诺会颁赠金冠给最先按城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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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般奖品给那些表现出特殊勇敢的人。最后他告诉他们.

是海神最先向他建议这样的计划.他在梦中对他显灵，承诺要

在行动时机来 Ilúi时，给罗马人如此壮观的协助.所以他的协助

会毫无疑问地让全军见到。他这种精明地结合准确w算、承诺

金冠和上天保证协助，在年轻士兵中激发出极大的热忱，提高

丁他们的士气。

次日.莱伊利乌斯的加舰装配许多不同种类的投掷武器.

从面海的方向包围城市.西庇阿在附路方面派出他最强的两干

名人员与携带攀城云梯的队伍。迦太基指抖'宦马哥将一千名驻

军分为两群，一群驻守卫城，另一群则在东丘。至于其他的居

民，他以城里能找到的武器武装两千名最身强体健的人，将他

们驻扎在靠近面对地峡以及敌军军营的城门;他下令其他人要

尽其全力，防守城墙。一旦回j庇阿军队的号角发出攻击的信号，

马哥打开城门，以武装民兵进行冲锋，他相信以这种方式，他

可以在敌人中制造慌乱.扰乱他们的攻击计划。这些市民充满

斗志地攻击布置在地峡省区外的罗马军队，于是一场激烈的战

斗开始发展，在城里其他人和军营的人 起呐喊打气，鼓励他

们的同志，但是两边的战力一点都不平衡。迦太基人从单一城

门出现.必须要涵盖将近四分之一里的宽度，而罗马人有预备

部队随时待命.能够从不同角度加入战局，所以这差距对罗马

人是大为有利。

就回庇阿而言，他刻意在靠近营区处部署人马.为的是要

尽量吸引敌人出来，因为他很了解，假如他摧毁这些代表市民

人口中的精锐分子，必然会打击其他人的士气.所以没有人会

有勇气冒险跨出城门。然而在目前，这战斗仍然顽强地进行着，

因为双方都挑选出精锐之士加入战局。但最后因为罗马增援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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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持续从营区源源而来，迦太基被单纯的人数压力逼迫后退，

最后瓦解逃逸。他们有许多人在战斗以及溃逃中被杀，但更多

的人是被挤回城门，在慌乱中彼此践踏而死。在这时候，城中

居民陷入如此沮丧，所以即使城培守卫也弃职潜逃。罗马人几

乎与逃难者一起强行挤人城门，但同时，他们也已经将攀域的

云梯固定就位，没有遇见任何阻碍。

13 在这时候，西庇阿本身绝没远离战局，但也采取了所

有可能的预防措施来保护己身的安全。他有三位手持大盾的人

随侍在侧，他们在南向城墙那边举起这些盾牌，保护西庇阿免

于投掷武器的攻击。他以这种方式得以在阵线中来回穿梭，或

是从较高处观察战斗，所以对时时刻刻所需要的措施，都能作

出极大贡献，因为他不仅能看到战争如何发展，而且他完全在

他人马的视线之内，而这鼓舞他们以加倍的精神战斗。结果是

任何能为罗马军力带来成功的事.没有不去做的，而且一旦局

势显示出必须有某种新的措施，这样的需求会立即有效达成。

当罗马前锋队伍大胆往前登上云梯，他们发现行动的危险

并非来自于守卫的数量，而是城墙的高度。那时防守者开始鼓

起勇气，因为他们见到威胁敌人的困难为何。有些云梯因为城

墙高度，在如此多人同时攀爬的宽量下折断，而其他则是因为

领导攻击的人感到晕眩，而且已经攀爬如此之高，所以受包围

的守卫只需极小力气，就将他们推下云梯。再者，无论何时守

卫从城垛丢掷木柱或其他投掷物来进行反击，所有攀附在云梯

的人都必然会被扫下，坠落地面。尽管有这些挫败，没有东西

可以制止罗马人攻击的热忱，而且领导的攻击者无论何时倒下，

他们的位置会立即由后丽的人补上。但在这时候，白天已经经

过许久，士兵过度疲劳，所以西庇阿下令召回攻击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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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驻军认为自己已经打退攻击，所以士气高扬。另一方

面西庇阿现在则等待海潮退去。他已经聚集五百名携带云梯的

人在调湖岸边.同时又再度带来新的预备军到地峡东门之前。

在向军队发展演说后，他发给他们比以前更多的云梯，城墙全

段会覆盖着攀i甫的人。当攻击信号再度响起.攻击者竖立云梯

靠在城墙.以无畏的勇气蜂拥登墙，城墙守卫心中有股沮丧的

感觉.士气下沉。他们原来想象自己已经从严峻考验中获得解

脱.但现在却正又遭遇新一波攻击。除此外.他们手边开始没

有投掷武器，而且因为自己已经损失的人手，弄得灰心丧志。

虽然他们竭尽所能，鼓起勇气，坚持到底，但他们是在极大困

难下而对攻击。

正当沿着城墙上的争斗进入最白热的状况，海水开始退潮。

海水开始离开满糊的边缘，外流的海水通过水道，迅速流向附

近大海，对那些不熟悉这景象的人，这看起来不可思议。在这

同时，西庇阿准备好向导，命令所有他为这行动而挑选的人，

不要畏惧踏入水中.而无论何时他需要他们的时候，他的确拥

有特殊天赋来灌输信心、传送热忱到他的手下。在这时刻，他

们遵守命令，跑过浅水滩，全军心中充满着这行动必然是某位

神明所造成的想法。他们记得西庇阿有关海神的话，以及他在

演说时所做的承诺，他们热情加倍。他们将盾牌连扣起来，举

在头上，强行前进城门，设法以战斧及手斧砍出一条通路来。

在这期间.横跨满湖的军队已经到达城墙。他们发现城墙

已经弃守，所以他们竖立云梯，不费吹灰之力攻占城墙，因为

守卫已经被召唤到其他地方，特别是到地峡及东门。没人想到

有敌人可能从揭湖那侧f~达城墙，但最令人觉得混乱的还是到

处嘈杂各种语言叫声及如此i昆乱场景，所以新迦太基里的人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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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真正听到或者到1-1 么。

15_ 一旦他们占据城墙，罗马人开始沿着顶端缓慢前进，

将所有途中遇见的敌人抛下，他们的武器特别适合在这类战斗

中使用。当他们到达城门，有些人爬下来，将门问破坏，那时

他们外面的同志开始强行进入。同时，那些在地峡攻击城墙的

人已经克服守卫，在城垛占有一席之地。最后当他们以这种方

式占据城锚后，部队向城门方向打过去，将东丘防守者驱离，

并且攻占它。

西庇阿判断进入城内的部队已经够多，便根据罗马传统，

放纵他们绝大多数人去对付居民;他们的命令是要消灭他们所

遇见的每一种形态的生命，毫不留惰，但是不可开始掠夺，除

非下令如此傲。这做法是用来激起战败者的恐惧，所以当城市

被罗马人攻占的时候，您或许不仅会见到人类尸首而已，还有

狗被砍成两段，以及其他动物被肢解的肢体，但在这场合的屠

杀特别惊悚.因为这电原来有众多的人口。

西j庇阿自己带领}千人压迫到卫城。马哥在此最初有些抵

抗，但一旦得知城市已经沦陷，他送出信息为自己的安全求情，

并交山卫城。在这发生时，信号立即发出，杀戮停止，军队开

始掠夺。当黑夜降临时.那些被指示去守卫营区的人留在原处，

而西庇阿以他的一千人扎营卫城。他那时也将他其余部队从城

市里的民房召凹，命令他们经由营长指示，将所有的战利品聚

集在市民广场，每个连队都带进来属于它的那一份，然后安排

卫哨看守它，并在旁边休息睡觉。他也从营区召唤前战部队，

部署他们去防守东丘。

16 这是罗马人占领西班牙的新迦太基城的经过。次日，

那些与迦太基人一起服役军队所拥有的行李，以及城镇居民及



草+书 /509

3 匠所拥有的家产，都被集巾在市民广场，在那里军团营长根

据罗马习惯，将其分配给他们个别的军团。在一个城镇被攻占

后，罗马人对战利品采取如下的处理程序。有些时候每个连队

中一定比例的士兵或甚至整个连队(正确人数端赖城市大小来

决定) .会被下令去收集战利品。他们从未用超过一半以上的

兵力去进行此事;而其他人则留在队伍中，这些人或在城内或

在城外搜刮，如状况所需。军队通常会被分为两个罗马公民的

军团及两个盟军的军团，而只有在极少状况下.会有四个军团

被聚集在一起。所有那些被下令去搜集的人会带回战利品，每

个人再回到自己所属的军团，在这些战利品被贩卖后，背长将

所得平均分配给所有人，不仅是那些被留下来保护的部队，也

有那些守卫帐篷或照料伤病的人，或是因为任何特殊任务而不

在场的人。

西庇阿及西班牙人

[现在是二一 0年冬，是西庇阿攻占南「迦太基的那年。他

已经因为慷慨地对待他发现在该地的人质，而让西班牙人印象

深刻，而他现在将以这些为基础，继续发展。]

在西班牙，罗马统帅西庇阿在塔拉寇 (Tarraco) 过冬，他

在那里的第一个成就是归还人质给他们不同的家庭，借此赢得

西班牙人的信赖及友谊。在从事这项工作时，他因为机缘而得

到埃德塔尼( Edelall' )部落领导人艾得科( Edeco )的协助。

这位君王在得知新迦太基已经被攻占，他妻子儿女落在西庇阿

子中.他立即预见西班牙人即将换边，所以急于在任何类似行

动之中捷足先登。他相信如此行事不仅会有最好的机会取回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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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儿女，而他也必然看起来是自己主动，而非迫于情势来投靠

罗马人。所以就在军队被解散回冬营休息时，他与亲戚朋友出

现在塔拉寇。他在那里得到与西庇阿会丽的机会。他说他虔诚

地感谢神明，因为他是去拜见罗马统帅的第 位西班牙部落领

导人。他解释说，其他人仍然派逍特使去迦太基求取援助，即

使他们也同时向罗马人伸出触角，但他来此不仅要将自己，也

将朋友亲戚托付给罗马人。假如他被视为一位朋友及盟友，他

必能为罗马人-一-在现在及未来 提供最大的服务。但一旦

西班牙人看见他已经被接纳到罗马将军的友谊之中，而且他的

请求被允许，他们必将心怀相同目标，齐聚到西庇阿处.让他

们的亲戚归还给他们，并与罗马人联盟。假如他们能有如此光

荣及体贴的对待，他们的忠诚必然会更加巩固，他们会在整个

军事行动中，给予西庇阿完全的支持。他要求妻子儿女归还给

他.以及在回到自己国度之前，他被宣布为罗马盟友。他要求

这两项让步来给他机会，所以他将以其所能来表现出他及朋友

们对罗马人所争取之目标的诚意。

35 这些是艾得科要求的重点。当他结束谈话后，西庇阿

一直沿着类似路线思考，倾向于应允他的请求，决定归还艾得

科的姿子儿女，并宣布他为朋友。的确，他做得比这些还多，

所以在谈话过程中，他以许多方式让这西班牙人深为着迷:他

让所有那些与文得科交好之人，对未来所能享有的利益，有很

高的希望，西庇阿最后送他们回家。这会晤的结果很快传得既

远且广，而所有在埃布罗河以北的西班牙部落，在此之前未曾

与罗马人处于友好关系，现在好像同心一志，完全投靠过来

这边。

西庇阿的事务现在发展的如他所能希望地一样好，在西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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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使节回去后，他解散海军，因为现在没有任何人能挑战他对

海洋的控制。他挑选出水手中最精锐的.将他们分配到连队中，

以这方式他加强他陆军的战力。在这时，两位西班牙最强大的

部落领导人安多贝勒斯( Andohalcs) 及曼多尼亚斯( Mando

nius) ，一向被认为是迦太基人最忠诚的支持者。但实情是他们

有很长时间一直处于不满，只是在等待适当时机反叛。如我以

上市节所述，之所以如此，是自从哈斯德鲁巴要求他们必须支

付一大笔金额，交山妻子女儿为人质，而所有这些做法的借口

是因为他不能信赖他们。他们觉得现在正是良机，所以聚集所

有部队，在夜里离开迦太基营区，撤退到某处高地，这里有坚

强的地J!i来保护他们的安全。其他大部分西班牙人在那时候也

抛弃晗斯德鲁巴。他们长久以来就怨恨迦太基人的傲慢行为.

所以他们捉住第一次出现的机会，来表达他们的感受。

36 相同的事情过去也发生在许多其他人民身上。如我之

前已有机会谈及，主导一项政策让它成功或是在战役中征服敌

人，都是伟大的功绩，但是要如何善月3却需要更多技巧以及谨

慎。因此我们发现那些赢得成功的人，远比那些善用他们的人

来得更多，而这正是那时发生在迦太基人身上的情况。他们打

败罗马军队，并杀死两位统帅普布旦亚斯·西庇阿及格尼亚斯

·西庇阿后，想象他们在西班牙的地位已经毫无疑问地巩固。

他们接着以傲慢的态度来对待当地原住民，结果他们的臣服者，

非但不是他们的盟友及朋友，反而成为他们的敌人。这过程非

常自然，因为迦太基人认为以权力取得，与维持所取得的方式，

是相当不同;还有他们没有认识到那些保存霸权最佳的人，正

是那些坚挎原先赢得霸权之原则的人。然而这点非常清楚，而

且一再地被观察到.人们以合乎人性的方式去对待邻居，去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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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未来会有更佳生活之希望的人，会赢得权力。但假如在他们

已经取得所耍的霸权之后，却接着虐待臣服的子民，以暴政统

治他们，很自然当统治者的政策改变之后，他们子民的态度也

随之改变。这正是现在发生在迦太慕大身上的情况。

37 在这状况 F ，晗斯德鲁巴面对威胁他的危险，陷入重

重焦虑。他首先很震惊、很苦恼安多贝勒斯的叛变，其次则是

其他将领的反对及敌意，而再次则是西庇阿正在附近，因为他

预计这罗马人与其军队会迅速来到。所以当他发现自己被西班

牙人抛弃，并有志一间投靠到罗马，他决定了如下的计划。他

将准备齐全，然后与敌人进行一战。假如l命运女神愿给他胜利，

他才能够去思考下一步为何，但假如被打败，他将与残部撤退

进入高卢，在那里他将征召尽可能多的当地原住民，然后再进

军:意大利，与他的兄长汉尼拔同舟共济。

在决定这行动方式后，哈斯德鲁巴继续准备。与此同时，

西庇阿与莱伊利乌斯会合;@莱伊利乌斯向他报告元老院的指

示。西!庇阿聚集他的部队，从冬营出发;沿途两班月人热烈欢

迎他，并且在两军会面时加人他。安多贝勒斯已经平11囚庇阿保

持联系一段时间，所以当后者接近他正在扎营的地区时，他聚

集朋友，前去拜访罗马统帅。当两人相见，安多贝勒斯解释他

何以一度与迦太基人交好，并且针对他为迦太基人所作的贡献

以及他对于迦太基人所追求的目标的忠诚，多所若愚;然后继

续形容在他们手中所遭受到的诸种不正义对待。他因此向西庇

阿诉求，由西庇阿自己来判断所说的话是否属实。若他不公平

地指控迦太基人，那西庇阿很清楚，他便不会对罗马信守约定。

① 在二0八年三月。辈伊利鸟斯刚从罗马同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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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假如所有他经历过的冤屈，证明他别无选择.除了放弃与迦

太基人的友谊，那西庇阿可以放心，一旦他选择站在罗马人这

边，他必定会对他们贯彻始终。

38 安多贝勒斯对这议题还有更多要说的事。当他结束时，

西庇阿回答说，他完全接受所有这西班牙人告说他的。他本人

对迦太基行为的傲慢有非常清楚的证据，特别是他们非礼、淫

乱地对待部落领导人的妻子与女儿和他们的朋友;他发现这些

人比较像是俘虏和奴束，而非人质。他又说咱他谨慎遵守对待

他们的责任，其严格连他们自己的父亲都儿乎无法相比。安多

贝勒斯及朋友承认他们知道此事.所以所有人向西庇阿表达敬

意，并如国王一般看待他.对他顶礼膜拜。在场之人都对他们

所说的话鼓掌，此时西庇阿受到感动，告诉他们要有信心，因

为他们在罗马人手中只会遇到和善的对待。西庇阿那时立即归

还西班牙人的女儿，次日与他们缔结条约;协议的主要条件是

他们必须追随罗马指挥官，服从他们的命令。在这些安排结束

后，西班牙人回到自己营区，聚集部队，再回到西庇阿处。在

那里他们被安置在罗马营区中，①加入对付哈斯德鲁L 巴的进攻

行动。

迦太基指挥官那时驻扎在卡斯塔隆 (Castalon) 的地区，靠

近倍j草拉( Baecula) 的城镇，离银矿不远。当他得知罗马人来

到，他将营区移到新地点.在那里背后有条河流保护，前而则

是一片平坦地形:这片地大到足够让他部署部队.但是周边却

仍有足够陡峭的山脊.可做有效防卫。他在此停驻，将掩护部

队安揣在山脊，在主力部队之前。当ïI.!i庇阿上来时，原先急于

① 且邦通常不会驻扎在:!)'马由旺。但mR牙之前 V4庇阿父亲被西班牙部部击 • 

败守这正许代表 种特别具有信ι、的坚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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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战，但看到敌人所选择地形的强大及优势时，对要如何进行，

感到不甚确定。在等待两天之后，他对马哥以及基斯哥之子晗

斯德鲁巴或许会前来的可能性，心生警惕，在那时他会发现自

己被敌人从所有方向包围，因此他还是决心先冒险}战，测试

敌人的实力。

" 在准备好军队作战后，他将主力部队留在背反.派遣

出前战部队以及特选盟军的一支步兵，下令他们爬上山脊，攻

击敌人的掩护部队。他们以极大的勇气去执行命令，而最初迦

太基指挥官并无动静，只是等待行动的结果;然而当晗斯德鲁

巳见到自己的人马备受压迫，在罗马人猛攻下，损失惨重，所

以他领出军队，沿着山脊的边缘部署，仰顿地形的自然优势。

西庇阿则派遣轻装部队作为回应，命令他们增援已经开始战斗

的前战部队:①那时西庇阿已经准备好其他部队进行攻击，他

带领一半的主力部队，逐步前进到山脊，从左侧攻击迦太基人。

另外一半由莱伊利乌斯率领，则被命令以相同方式前进，从右

侧攻击。当行动仍然进行时，晗斯德鲁巴仍然还在率领军队出

营。他在那里等待这个时刻，信赖地形的自然优势，有信心敌

人不会来攻击他，所以这最后的攻击反而让他措手不及，来不

及去部署部队迎战。罗马人现在正在攻击迦太基阵地的两侧，

而他们的敌人尚未站稳队形，占据阵地。罗马人不仅没有人员

伤亡，成功攀登山脊，反而在敌人逐渐就位过程中，开始冲锋，

攻击暴露出来的翼侧，杀死一些人，强迫其他人转向逃跑，而

那时敌人还正在设法形成战线 u

当晗斯德鲁巴见到自己部队溃逃，陷入混乱，他回归原来

① 这些战术的显著特色是由轻装部队在中央来牵制敌人的政击，而利用重装

部队来攻击敌人的侧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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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计划，决定不要战斗到死。取而代之的计划是聚集战象及作

战基金，网罗尽可能多的逃亡之人，沿着塔谷斯 (Tagus) 河谷

撤退，转进到jJ~越过比利牛斯山的通道，前往居住该处的高卢

部落。西庇阿认为尾随哈斯德鲁巴并非良策，因为担心被迦太

基其他将领攻击;所以他让士兵去掠夺敌人军营。

40. 次日他聚集战俘 这些战俘包括→万步兵及超过两

千骑兵__ól他忙于对他们做必要的安排。所有居住在我已形

容之区域的西班牙人.②之前是迦太基盟友者，但现在向罗马

人称自;当他们遇见四庇阿，他们以国王之礼向他礼敬。文得

科是第一位向他行礼服从的，后来安多JI!勒斯亦如法炮制。在

过去场合中西庇阿忽略这些礼敬，没特封IJ注意，但在这次战争

之后，所有部落都拥戴他为玉，他开始对此事关切。他因此召

集西班牙人聚会，告诉他们他愿意被他们以"如国王般"来提

及，而且他的确也如国王般地行事 但{他也不希望是位"国王

或是从任何人手中接受这梓样-的头衔。@在他解释这点之后，他

告诉他们称呼他为"胜利大将军" (imperator) 。

换育之，即使在他生涯的早期阶段，我们应该去注意西庇

阿高尚的伟大心灵(阳渭alopsychia) 。关于这一点的证据是，虽

然他当时还相当年轻，而且明显地受命运女神祝福，所有那些

在他权威之下的人，都是自动自发向他致意，称他为王，但他

却仍然保持自 íli~ ，节fIi~这种群众的冲动，以及相随而展现山的

① 这些数字似于夸大，因为咕斯德鲁巴的军队A且败约二万五千人左右。

"" 亦即靠近卡斯吐罗( Castulo). 1E现在利那宙斯( Linnre.o;;)城镇周围附近。

@ 西庇阿当然习、会忘记"国王 一词在罗马是以如何的恨;Ll*被提及。波里

比阿显然是以希腊化时代的章且来使用这头衔，这是指一个人具有如国王

般的品德.以及拥有军事、道德且知识的特质。这里同时也许是将军被其

部队以 Lrnp~rator 来拭目厅的最阜记录下米的例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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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贵。这种心灵之超凡伟大，在他人生结尾的场景中更是令人

钦佩，当时他除了西班牙的功绩外，他还击败迦太基人，为罗

马绥靖从赫拉克勒斯之柱到费莱纳斯祭坛这非洲区域巾最广大

富庶的地区，征服亚洲，并推翻叙利亚国王，将巳知世界最广

大及最丰饶的区域带入罗马统治之下，并且在任何地方，只要

他伸手去要的话，使享有执行国王权威的机会。如此成就确实

不仅会诱惑世俗凡人，甚至一一假如如此表达被允许的话一一

诱惑神明去脾脱世人;然而西庇阿在慷慨大方上超越所有其他

人，所以虽然王权这奖品，这凡人胆敢向神明祈求的最大祝福，

经常被命运女神置于他掌握之中，但他拒绝它，他珍惜他的国

家，并对它奉献效忠.认为这比普世所尊崇及嫉妒的王权，有

更崇高的价值。

西庇阿接着从他的战俘中挑出所有西班牙人，释放他们回

到家乡，无市赎金。他亦下令安多贝勒斯可以为自己挑选三百

匹掳获的马限;其他的他则分送给那些没马的人。在这之后，

他将军队迁移到迦太基营区，因其状况甚佳。他自己停倒在该

处，静待观察其他迦太基将领将如何动作，但他也派遣一些人

去那前往越过比利牛斯山的通道，所以可以监督晗斯德鲁巴的

行动。最后，因为季节已晚，他与军队撒到培拉寇，在那地区

过冬。



十一书

在意大利之事务:迈托如斯河之役

[哈斯德鲁巴于二 O八年至二 O七年在高卢过冬，在二 O

七年春横跨阿尔卑斯山，或许在五月时抵达波河河谷。罗马为

防止他的军队与汉尼拔的会师，一位执政官尼禄( Caiu的 Claudi

us Nero) 被派遣去南方监视后者，另一位塞林纳托尔( Marcus 

Liv :i us Salinator) 在北方对付哈斯德鲁巴。哈斯德鲁巴给他几长

的信息被拦截，并透露出两支军队预计在彷布里亚( Umbria) 

会师。塞林纳托尔已经靠近哈斯捷鲁巴的札营地点，而尼禄留

下一主掩护部队，继续监视汉尼拔后，派出六千名步兵及一千

名骑兵的分遣队，成功地和塞林纳托尔会师。当哈斯德鲁巴得

知与他对峙的执政官军队得到增援.他设法往北撤退，但是错

过道路，被罗马人在远托如斯 (Metaurus) 河赶上。 l

l 晗斯德鲁巴抵达意大利比预期来得简单许多，而且更为

快速。

在人民正等待着战争的结果期 I"J ，罗马未曾如此充满紧张、

激动以及恐惧。

这些因素没有一项让晗斯德鲁巳满意，但局势已经无法让

他继续耽误，因为他可以看到罗马人已经组成战斗队形，正往

他这里前进;他因此被迫开始部署一起服役的西班牙人及高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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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他接着将十头战象安排在他阵线前方，并且增加队伍的厚

度，整支军队只涌盖一个狭窄的正面。然后他自己坐镇在战象

后的中央位置，攻击敌人左翼，他已经决定在这场战役中，不

是征服就是阵亡。与此同时，塞林纳托尔及部队以自信、有节

奏的步伐往敌人方向前进，而当两军交锋，他的部队十分勇敢

地战斗。另一位执政官尼禄位居右翼，因为前面地形回难，无

法前进包抄敌军，所以晗斯德鲁巴会攻击罗马左翼。正是因为

这个缘故，最开始执政官因为动弹不得，大为困扰，但突然之

间，状况向他透露了付么是必须做的事。他重组自己人马，将

一些人从右翼后侧调出，越过罗马战线到达左翼，在迦太基人

右侧进行攻击，在那里迦太基人部署了战象。直到那时，双方

战况势均力敌，两边士兵都搏命战斗，因为罗马人要是败战，

便要少了安全的希望，这对西班牙人及高卢人亦然。战象同样

证明对任何一方都无甚助益，因为它们夹在两支军队之中，暴

露在如i 白雪纷巳的标枪下，它们同时让罗马人及西班牙人的队

伍陷入混乱。但一旦尼禄的部队绕过来，从敌人后方冲锋，整

个平衡发生变化，因为西班牙人现在发现自己被前后夹攻，而

它们大多数都在战场上被砍杀死亡。有六头战象与理iI象师一起

被杀，囚头强行突出战线，后来被单独捕捉，因为它们的驾驭

者放弃了它们。

2 哈斯德鲁巳终其整个人生，都显示出自己是位勇敢的

人;在人生最后一刻，他是死于酣战之中，而我在还没对他表

达他应得的敬意前，我不应该离开他。我已经提及他是汉尼拔

的弟弟，在他离开西班牙时，被安排统领该省。我已经形容过

在他与罗马人的许多战争，以及因为由迦太基派来与他一起统

治的将军，彼此个性不合，所以他必须面对种种困难，他以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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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上作为伟大巴卡之子的坚强及高贵心灵，忍受所有这些挫折

以及命运的变化。我现在将解释在他最后一役中，他如何树立

榜样，这在我个人意见中，同时值得关注以及效法。特别值得

注意的是，大多数将军及国王在进行一场决定性的战役时，在

所有时间都在心中怀着假如他们成功，他们会赢得的光荣及利

益。他们所有注意力会集中在假如每件事都以有利于自己的方

式进展，他们将如何处理，但是从没预料到失败的可能性，或

在结果是失败时，他们并没计划。;做什么或如何傲。事实是，

第→个途径甚少问题，而第二个途径则需要极大远见。结果是

他们多数人，因为在如此结果下，欠缺勇气或资源，使得他们

的挫败变成确切的羞辱。如此的指挥宫，虽然他们的人马为他

们英勇奋战，却站污了他们之前功绩的纪录，使他们在余生成

为责难的对象。因为历史提供给我们许多这类事实的例证嘈所

以很容易看出有许多指挥官都落人这种错误，在这里便是一名

指挥官与另一名在素质上最重大的差异。 ttl形之下，哈斯德鲁

巴只要在仍有合理希望，仍可以完成某些值得他过去成就的事

情嘈会在战场上置个人死生于l宜外。但当命运女神剥夺他所有

对未来的希望.将他推到最后边缘时，那时虽然他会在准备战

争及在战场上如何利用种种资源来取得胜利，他也一样思考若

在完全失败下，他该如何面对那最终结果，他绝计不愿遭受任

何配不上他过去生涯之事。

这些话语或许可作为警告给那些主导公共事务之人，既不

可肆无忌仰地将自己暴露于险地.背叛那些信赖他们之人的希

望，也不可当责任向他们指出另一条路时，还留恋生命，为已

经降临在他们身上的灾难，再添加羞耻及侮辱。

3 罗马人在赢得战争后，继续掠夺敌人营区。他们发现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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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凯尔特人自在商大醉.睡在他们茅草堆出的床上，于是像对待

许多祭祀用的牲品一样，将他们屠杀。他们接着圈固其他的战

俘，而这部分的战利品为他们赚到超过三百泰伦①的钱给国库。

有不止一万名的迦太基人及高卢人在战场上被杀夕罗马人损

失达两千。有些高阶的迦太基人被逮捕，其他则被杀死。当胜

利的消息传回罗马，人们最初不敢相信，其中理由是因为他们

一直如此急于希望它这样发生。但当越来越多使者到达，不仅

宜布这事实，而且还在细节 l二加油添醋，那时整个城市陷入热

烈的狂欢。每个神鑫都被装饰，每座寺庙都盛载着祭祀供品或

牲畜。罗马人怀有如此充满希望及信心的情绪，就好像汉尼

拔一一这位他们直到现在如此惧怕之人一一已经完全不在意大

利了。

汉尼拔的人格

19. 当我们考虑对汉尼拔作战时间的长度，包含关注大大

小小不同战役、围攻城市、从一方变节投靠-方、在不同时间

所遇到的困难，以及简而言之，他计划及执行的规模，对他的

领导.对他在战场上的勇敢及能力，实在难以不表示钦佩。他

对罗马人在意大利作战长达十六年，在那整段时间，他从未让

他的部队在战场上除役噜像是位优秀的舵手，让那在他领导下

。〉 约七七五八千直。-一译者注

在j 植 'H 比阿的数字比窄堆的更为可靠，李维拾的数字是迦太基死亡五万六干

人守 F 马 J\千人。现代学者估计晗斯德鲁巳的战力的为芒万王三三万五千嘈

约与察林纳托尔的部队相当。这些人Z r1~有些逃兵，或从来上战场.战俘

仙计的一万人。李维在〈坦尼拔之战》工 l 七 .11 51 章结束之处说这故事

叹尼拔垣先知道这芷难的消且是他弟弟的 5元颅桂丢在他卫咱前方的空

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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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庞大数量人物，对他自己或其他人没有任何不满。尽管他所

使用的部队不仅来自不同国家，甚至是不同民族，但他成功做

到了这一点。他随行有非洲人、西班牙人、和IJ tî里亚人、凯尔

特人、JJ1~尼基人、意大利人以及希腊人，这些人在天生上没有

共同之处，不管在法律、习俗语言或是在任何其他方面都没有。

然而他们统帅的技巧是如此高超噜所以他自由以一己声音及一己

意志的权威， Jm诸如此不同起源之人。所有这些他都在无法始

终如一，反而是瞬息万变.有时命运之风对他有力地吹拂，但

另一些时候他却在逆风而行的状况下达成。因此这些都是极佳

的理由，让我们钦佩汉尼拔在这些方面的能力，所以我们可以

有信心地说，只要假如他先征服世界的其他部分后，然后接着

再来与罗马一较长短，他的计-划没有一项会落空。但事实是，

因为他将注意力最先转向他应该最后处理的，所以他的生涯始

于罗马人，但也终于罗马人。



第十二书

对泰密乌斯及其历史方法的批评:非洲及科西嘉

动物志的错误

3 没有人会对非洲土庭之肥沃不留下深刻的印象，因此我

们想批评泰密乌斯所做的陈述是:他既不熟悉非洲，而且极为

幼稚，判断力不足，拘泥于古代传统。传统认为整个非洲都是

沙地、干燥和贫磨。对其中的动物，情形亦同，因为居住该地

之马匹牛只、羊群以及山羊是如此众多，所以我怀疑究竟相同

的数量，是否能在世界其他地方找到。这其中的理由是非洲部

落不食用谷物，而是生活在牛群羊群之中，并食用它们的肉。

再者，有谁没读过非洲庞大数量的大象、狮子以及野豹，还有

它们的威力，或是势羊的美丽或是驼鸟的身形?这些动物在欧

洲完全不存，然而非洲却充满它们。泰密乌斯没有探究这事实，

反而像是刻意去记录与其实状况相反的事。

就科西嘉的情形，他给我们与对非洲一样不负责任的陈述。

在他包括在第二书的形容中，他说这岛屿包含许多野生山羊、

羊群以及牛群，还有野鹿、野兔、野狼及一些其他动物，以及

居民花费时间在捕猎这些动物，而且这是他们唯一的行业。但

事实是，非但岛上没有一只野山羊或是野牛，而且也没野兔、

野狼、野鹿和野羊。这里的挖洞兔子若从一段距离来看，像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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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只小野兔，但当您捕捉到它，却跟野兔大不相同.不仅在外

观，还有在味道上，它们大部分生活在地底下。

4. 所有岛上的动物都是野生的这种印象，源自于以 F的原

因。这岛屿森林茂密，乡间十分崎岖及险峻，在让他们的牲畜

及牧群吃草觅食时，牧人无法囚处追寻。所以无论何时他们希

望去召回牧群时，他们会在显著突出的地形上，占好位置;在

那地方他们以号角来吁唤召集它们，而所有动物都会元误地回

应这它们所熟悉的乐声。现在假如有旅行者登陆该岛，看见山

羊和牛梆 l在草，却没人照料看管，而去设法捕捉它们，动物不

会靠近他们，因为它们不习惯这些人，所以会奔逃。因为这理

由，所以动物给人像是野生的样子.但泰密乌斯在做完一些不

严谨以及草率随意的调查后，~意妄为写下这些说法。

动物会辨识、昕从号角的声音.并没令人惊讶之处，因为

在意大利那些在从事牧猪的人，正是运用相同的方法。牧猪i人

并未如在希腊般地跟着动物走，而是在之前引导，隔段时间发

出声音.动物持续在后，回应这声音。的确，猪如此习惯于回

应属于它牧群的特定乐器，所以那些首次见证这种做法的人唱

者1\大感惊讶，无法相信自己的耳朵。因为猪群众多以及食物丰

盛，所以在意大利的精群都是非常庞大，特别是在塔斯坎尼

(Tuscany) 的居民及在高卢人之中，因为一只母猪可以生产多达

千只或更多的小猪。农夫因此将它们从晚上睡觉的猪舍赶出，依

照年纪及猪舍来喂养它们。假如有许多群被带往相同之地，他们

会无法让这些不同群分开，在外出时、喂食时候或是回家时候，

会混淆一起。所以牧猪人发明号角的声音作为最简怡的工具，在

不同猪舍的猪混在一起时，不费力气和1麻烦地将它们分开。实际

上，每当一位牧猪人吹响号角，往一个方向引导，另一位则往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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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向，动物会自动分开，急切地追随个别号角的声音，这它们

都知道，所以那时会无法制止它们离开或让它们转向。

另外，在希腊，假如不同牧者的不同牧群于橡树林相遇，

寻找橡子食用，无论哪位牧者带有最多助手随行，以及有最好

的机会，容易将自己的牧群带离时，也会将他邻居的猪带走。

另外，小偷会躲藏等待机会，在牧猪人不知情下，将一些动物

偷走，这是因为猪在橡子开始掉落时，急于寻找橡子，很容易

四处长途游荡，远离主人。

有关西西里的错误

4c 从我引用的这些证据来看，很清楚地，泰密乌斯对非

洲、撒丁，以及特别是，意大利做了许多不可信的描述，而且

就一般而言，相当忽略去做第一手的调查，但这正是史学家最

重要的工作。既然有许多事同时发生在不同地方，同一个人不可

能同时在许多不同地点出现，同样他不可能去以自己眼睛去看到

世界上所有不同地方以及观察它们不同的特色.那史学家唯一剩

余的途径便是要去询问尽可能多的人，去相信那些可信的见证，

并且证明自己对那些他手中的报告有优秀判断的判断力。

4d 虽然泰密乌斯花上许多口舌来强调准确的必要性，但

对我而言，他似乎离真相有段非常远的距离。他非但没有询问

他人，来对事实彻底调查，他甚至对亲眼所见之事物，或是亲

自造访之地，也无法给我们可靠的资讯。假如我们能够证明在

他有关西西里所傲的卢明中，他对一些事实无知的错误，便足

以消楚证明这点。假如我们发现在即使是他所诞生及成长的国

家中，有关最知名之地，他甚至无知或资讯错误，那当然无需

更多有关他作品不正确的证据。他告诉我们说，叙拉古的阿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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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 îJ' (Arethusa) 泉水，其源头是伯罗奔尼撒半岛的阿尔菲奥

斯 (Alpheus) 河水，这流经阿卡狄亚和流过奥林匹亚，然后

他说这条河流潜入地下，在西西里海下流动将近五百里。〉.然

后在叙拉古再度浮现。他坚持说这可由如l下事实证明·在奥林

匹亚庆典中，曾经有次下过豪雨，河流淹没当地神庙，后来阿

瑞突莎的泉水抛出许多在节庆中被祭祀牺牲之牲品的排泄物，

甚至有金碗.而叙拉古人辨认出是在奥林匹亚所使用的器皿之

一，因此为自己留下.善加保存。

蓄意及非蓄意的错误

11 a 泰密乌斯说历史写作中最大的罪行是由解造假;他因

此认为他所指控的那些人做出错误陈述，耍为他们的书另取一

些其他名字，可以称呼它们为任何东西，就是不要称为历史。

12. 他以木匠之结尺的例子来作为类比，辩称说就一个人

的目的，这支尺或许过短或过窄，但是只要应保有尺的基本属

性，亦即笔直，它仍然可以称做尺。另一方面，假如他不够笔

直，或是一点都无法符合那性质，它就不能是被称为尺的东西。

相同原则亦适用于历史作品:那些在文体上，或在处理上，或

在其他个别之处有缺失，但是仍然设法捕捉住真相的，有资格

被称为历史，但是那些不及其相者，则不可再以该名来称呼之。

我必须同意他，真相在这类作品中扮演主宰性的角色，我在这

作品中也做过类似的声明，@其大旨是生命体-旦被剥夺视觉.

就会变得完全无助，所以假如历史被剥夺真相，我们所剩无他，

只有空洞及无益的故事而已。

① 事实上的三三口旦。

@见页 14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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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我亦提及有两类错误，其中之一是::t知而为，另一则

是蓄意为之，以及我们应该宽恕那因为无知而远离真相的人，

但毫无保留地谴责那些刻意说谎者。我们双方所同意就如此之

多，但是我认为那源自元知的错误类型，以及那源自蓄意的，

是有很大差异。其中之一可以原谅，值得加以善意改正，其他

则值得断然的谴责，而我们将见到泰密乌斯本身是属于后者的

主要犯行者，我将会证明此点。

泰密乌斯论凯利斯尼兹、雅典之德漠卡瑞斯、西西里之

阿加索克利斯

12b. 我们当然有权去批评及嘲笑那些做梦、写的像是神鬼

附体的作家。但那些自己出产如此多胡说八道的人，不仅不该

攻击他人，而且如果能躲开责备，就应该认为自己很幸运。这

确实是泰密乌斯自己的立场。他谴责凯利斯尼兹写作的风格，

因为他是位阿诀奉承之人，并且辩论说他一点都不像哲学家，

因为他如此注意乌鸦①以及口吐吃语的女人，所以泰密乌斯的

结论是亚历山大有充分的道理去惩罚他，因为他尽己所能去腐

① 三二一年凯利斯尼蓝陪同亚历山大横越利比亚甘漠去造访在西洼( Siwa) 

绿酬的衍斯·阿穰 (Zeus Ammon) 神庙。闵此此处提且乌鸦 这些鸟据说

在横越沙模的路线完全髓风沙覆盖之后，出现辈引导整个行逝。根据凯利

斯尼盘，"所有之中最值得一挺的是.假如迫队伍之中有任何人在夜里走

偏走吾，这些鸟生在他们上万呱咀地叫， IZ到他们监现回到行i茸的路线"。

罪雷乌斯芦称，凯利斯尼茵在吸历山大造访神谕之后.将他呈现为神之

子，来奉;j\讨好他。见骨鲁培克 f亚历山大传) (Life 0/ Alexand.俨叶， 27 0 
后米凯利斯尼蓝失置，因为他批评班历山大果取一些披斯的习俗，特别是

!jil;R马其顿人行跪拜之礼的做法。他因为是希由雷乌斯( Herolaus) 的教

师，所以牵涉皇家侍从的阴谋叼而且据说是在三二七年瞌处决或是死于狱

中。见《亚历山大传).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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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这年轻国王的心灵。他赞美德摩斯梯尼斯( Demosthenes) 以

及当时活跃的其他政论演说家，并说他们是配得上希腊的人，

因为他们发言反对颁发神圣荣誉给亚历山大;另 方丽，他辩

称凯利斯尼兹这哲学家值得降临到他身上的命运，因为他赋予

一介凡人街斯神的神盾及雷电，所以很应该地受到天谴。

13 泰密乌斯在其他地方声称德读卡瑞斯( Demochares) ① 

犯下不自然性欲之罪，他因此不配去吹熄圣火.以及就性爱行

为而言.德诞卡瑞斯远超过玻吹斯( Rolrys )、费来尼斯( Phi

laenìs) 及其他情包春宫作家的作品。的确泰密乌斯曾经口吐粗

鄙下流的指责及i里骂，一些人们甚至很少从常出人妓院的人口

中昕闯到，更不用说是有文化教养之人。而泰密乌斯为了让自

己所提出的恶劣指控以及完全缺乏格调的习惯更有可信度，他

进一步毁谤德漠卡瑞斯，柑进来一位默默无名喜剧作家的证据。

你们将会问，我是以何为根据嘈来下结论说这指控是错的?首

先是因为德说卡瑞斯是一个出身良好及教养优秀的人，因为他

是德摩斯梯尼斯的外甥，其次，因为雅典人认为他不仅值得被

选为将军夕而且还担任其他官职:若是他要面对如此羞耻的

行为的话，那他不会拥有其中任何一项。所以泰密乌斯对我来

说，所指控的不是德读卡瑞斯这个人，而是雅典人民，因为他

们晋月1如此之人，将自己生命及国家托付给他。所以这其中没

① 德读卡瑞j~ (n~mochar曰(lf Leuωnue 约三五0年至二七五年) 德摩斯梯

尼斯之蝉的儿子 是雅典的昆主政泊革 以他直言敢言性质的演说词而 jll

名。卡山德所扶植的法审J院主德米特m (n~melfius of Plta!t~fU m) 最马其顿政
权于三0七年垮台后，他置得活跃。雅典从马其顿的占领者手巾极得解曲是

因为自独眼"去提何一世的儿子"在城者 德米特里-1It突然人但所致。

@ 或许是11_0大年期间且之后，当他在服典对抗马其顿同王卡山德扮演帜

缸角色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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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项为真。假如是，那不仅是喜剧诗人阿盖迪可斯( Archedi

cus) 必然在提及德诙卡瑞斯时会说到此事，如泰密乌斯自己所

声称;他也必然会被安提帕特的许多朋友所重复，因为德漠卡

瑞斯甘冒直言不讳，肆无忌惮地反对他，说了许多话，不仅惹

恼马其顿将军，①而且还有他的继承人及朋友，其中之一是法

勒隆的德米特里。<zl相同的指控亦必定会被德漠卡瑞斯的政敌

所利用，这又再度包括法相J降的德米特望。在他的历史里，但

读卡瑞斯对德米特里做了一些有分量的指控，辩称说德米特里

作为国家领导人以及其所引以为豪的成就，不过是一名小小税

吏或许该自夸的;根据德漠卡瑞斯，他的自矜自是充其量不过

就是这事实。城市有很丰盛供应，生活花费很低，以及每个人

都可低价取得民生必需品。他亦在回亿德米特里时，提及一只

机器蜗牛，在游行队伍之前爬行时，同时会释放出教液，随后

有一长列的驴子会随行到剧场。@这些仿佛是要显示出雅典已

经将那希腊所有的荣耀退让给其他国家，而只知服从卡山德的

命令。但是根据德读卡瑞斯，德米特里元须为此感到羞愧。尽

管如此的挑衅，德米特里或是任何其他人都没有提出像是泰密

乌斯的指控，来对付德漠卡瑞斯。

14 于是乎，因为我认为德漠卡瑞斯自己国家所提供的证

据，会比泰密乌斯的恶毒更值得信赖，所以我宣布德读卡瑞斯

① 萤提帕特强于三一九年。当亚历山大前往植斯，他回下 1i:提帕特来管理马

其顿及~.阳。

@ 这位哲学家巾卡山德指定为雅典的且营。他从三一七年到三0 七年担任此

职好，后来因为"政城轩"德米特里一世的入侵而被推翻。

@ 这经济情势且游行庆典幢拿出辈缸枉德米特.'1!.的行政=一个面包>>. .1古戏的

此缸。这游行是在公元前三01V八年捕神祭( Dionysin) 的戏剧庆典中举

行。但德漠卡瑞斯将驴子山且其他细节诠释为代表雅典的堕落，它们只革

过是这些表演的部分 就本身来说没有特别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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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生从这些泰密乌斯的指控中无罪开释。 但即使假设他犯下

任何如此的羞耻行为， lJß到底是哪种场合或是什么事件迫使泰

密乌斯在其历史里将其记录起来?有识之人有决定反击他们的

对手时，首先考虑的不是另一方值得受到付么，而是他们自己

要如何做，才算是行事得宜。依相同之法，当我们使用责难的

语言时，最先的考虑应该不是我们的敌人是否值得被如此称呼，

而是我们说付么才适合。假如作家根据他们臼己的愤怒和I嫉妒

来形成他们所有的判断，我们不免会怀疑他们的陈述，所以我

们要提防、对扰他们的夸大其词。在目前的例子里，我可以声

称说，我有很好的理由去拒绝泰密乌斯对德读卡瑞斯的毁谤，

另一方而泰密乌斯不能从任何人那里要求原谅或要求赞誉，因

为在他充分发挥自己天生的恶毒，谩骂他的目标时，他已经让

自己越过了体面的尺度。

15 他对西囚里之阿加索克利斯的诋毁，我也一样不能苟

同.①即使我承认这统治者是人类中最邪恶的。我在此所提的

是指泰密乌斯在历史结尾之处的章节。在那里他声称阿加索克

和l斯年轻时是位一般的男妓，愿意与最淫乱人物交往，是位小

偷、贪婪卑郡的小人，随时见风转舵。除此之外，泰密乌j听说

当阿加索克利斯死去时.他的妻子为他Zli 悼哭喊出 "啊!有

什么我没为您做的!有什么您没对我做过的!"在这例子中，

我们或许可以重复在德漠卡瑞斯例子中已经说过的，但是仍然

→样惊讶地发现泰密乌斯会以如此异常的愤恨说出。然而泰密

乌斯对阿1m:素克利斯的描述很清楚显示出，这个人必然具有某

些相当可观的自然天赋。且思考--)'"此人的生涯 他如何在十

① 阿JJU章克利斯是泰晤乌斯特别厌嚣的时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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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岁时逃离陶匠的辘铲、烧窑以及数土，自行前往叙拉Ttf ，如

何在短暂时间内从卑微的开始，使自己成为西西里的主宰，成

为迦太基人的恐惧，最后在王位上终老，以国王头衔过世。所

有这些事实都确实证明此人身上有伟大及惊人的特质，以及他

对公共事务的天赋异票，才气过人。着眼于所有这些，史学家

的职责是不仅要为后代记录那些往往用来去确认毁i旁的细节，

还有所有那些协助阿加索克利斯获得荣誉之事，因为那才是历

史的功能。既然泰密乌斯被自己的恶意所蒙蔽，他给我们一个

针对所有阿加索克利斯缺失的充满敌意及夸张的报道，但却没

有提及任何优点 ω 他显然在历史写作上没了解到这一点:一位

作者在掩饰实际上所发生的，正如去报道那些没发生的事，都

是一样的误导。我个人已经设法避免那些会让泰密乌斯为人厌

恶的过度批评，但没有省略掉任何与我目的有关的任何东西。

泰密鸟斯对其他作家的批评

23 泰密乌斯猛烈批评埃福罗斯.但自己却犯 F两个严重

的错误:首先，他尖锐地批评他人那些他自己也犯下的相同错

误，其次，他在作品中发表这些指控以及设法将这些想法深植

在他读者心中，显示出他完全缺乏道德意识。因为假如我们承

认凯利斯尼兹该死，正如他实际是受酷刑而死，那泰密乌斯该

受什么惩罚，肉为神明愤怒降临在他身上，远比降在凯利斯尼

兹 t更来得符合正义?后者希望让亚历山大为神，但泰密乌斯

推崇提莫立昂 (Timoleon) 到超过最显赫的神明之上。凯利斯

尼兹赞美一个人，而根据共识，此人的精神具有某种超凡性质。

相形之下，泰密乌斯尊崇提莫立昂，但此人似平不仅没有完成

过任何伟大的事业，而且也未曾尝试过。在他整个生涯中，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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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完成一个举动，①而且在考量过那世界的大小，亦即从科林

斯到叙拉古的航程，②那也并非极为重要的。就我个人意见，

这真相是泰密乌斯所相信的·假如提英立昂在 个如西西里的

浅碟 (a mere S8UCer) 地方，求取名声，证明可与世界英雄史

上最知名英雄相提并论，那他自己虽然只写作意大利及西西里

事务，便可以和那些处理世界级事件及世界史的作家，平起平

坐。这些说法应足以来护卫亚里士多德、提奥弗拉斯托( Theo

phrastllS) 、凯利斯尼兹、埃福罗斯以及德漠告瑞斯等人.来对

抗泰密乌斯的攻击。这些说法也是要针对那些相信泰密乌斯是

忠于历史事实、没有偏见的人。

24. 且让我们根据泰密乌斯自己的原则，来思索一下他的

人格。他告诉我们说诗人及散文作家借着不断地重复某些主题，

在他们的作品中透露出他们真正的性质。例如，他说荷马一直

经常在形容宴会的场景，这显示诗人是位老骆。相同之理，亚

里士多德因为时常形容丰富的食物，必然也是位美食家，热爱

佳肴。依照相同类比，他认为借主戴奥尼素爱好奢侈.因为他

有兴趣去装饰他进餐剧的卧床，并且经常注意到不同布料的种

类及特殊性质。因此我们免不了要在泰密乌斯身上使用相|司的

原则，并对他的人格做出不利的判决。因为在他显示出极大的

机巧以及胆识来攻击他人时，他自己的陈述却一直使用梦境、异

① 直i幸为 -#，钱，这童盘所指的是叫"五条线"的游戏、在古代希腊是

在一个台面上进行的游戏，以愤于且筹码进行 有J剖'双陆的植在现( hack 

gllrnmo叫。

@ 提挠、f 昂 tl 芒四四年时从科林斯航行到西西且，时年六 1 七，他将叙拉古

从献血尼章二世的情主统由之下解脏。在三四 年，他决定性地击败迦太

基?并且解放一大部分的西西里。见普鲁塔克的《提翼立即传) ( Life 0/ 
Tim()le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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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及不可能的故事;简言之，他容易掉入低俗迷信及老太婆的故

事巾。无论如何，根据我刚刚所说的，现在可以很明显地浮现

出:有许多人虽然自己会出现在某件事情中，但也一样可能等于

不在现场，而且也可能会是见证者，但却视若无睛。这种事实是

来自他们的元知以及有缺陷的判断，而泰密乌斯正是如此一例。

泰密鸟斯论法拉昌斯之铜牛

25 且让我述说出名的铜牛故事，其内容如下。这铜牛是

由法拉吕斯在阿格里根特所做，他是该地之愣主;他的习惯是

将人关在里面，并在下面点火，来惩罚他的子民。当铜变成红

热时，在里丽的人被烫伤、烤熟，因为这器具的结构如此，所

以哀嚎的声音传到那些在场者的耳朵时，像是吼叫的牛。在迦

太基征服阿格里根特时，①这铜牛被带到迦太基。活动门是在

肩H甲骨的关节处，受害者从这地方被放入到铜牛中，这活动门

仍然留着.何以如此之牛竟会在迦太基被制造出.不可能会有

任何其他理由去解释。然而泰密乌斯着手去摧毁大家所熟悉的

故事，反驳诗人及史学家所做的陈述。他坚持说这只在迦太基

的铜牛并非来自阿格里根特，而且没有任何如此装置曾经存在

于该地，而且他在这议题上已经投入冗长时间去探索。@

① 迦太基将领希米如科( Himilco) 在同0六/四 0五年攻占阿格里很特。

@ 根据品边( Pindar) :t. (派提圭颂第一篇) (Pylhifl1l Ode J) 的一个注释，

事密乌斯说阿恪 _!n，根特人在~拉吕斯过世后，将铜牛投入大酶，而城邦在

他时代所}段时的牛 所代我的是盖~ (G;!la) 洞。西西里之世血事w斯

(Diudorus SicuJu;;) 的 f历史》十三节丸十章四中，报道说 在四0大年迫城

市伦阳时，而只铜牛幢运送到迦太基去。在一四六年迦太基伦陷时 有只

铜牛被监现.小西庇阿将他适用阿棉里根特.这想必是波里比向自己在迦

太且亲自见证 看到有活动门的铜牛。就我们阔前所拥有的阳识，罪密乌

斯或披 f(1比阿郁无法幢证明是精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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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提及泰密乌斯时，要使用哪种语言9 我们该用什么

名字来说他呢?我个人的意见是，他为自己博得那些他用在别

人身上的严厉批评。根据我已经说的话，已经很清楚地证明他

是位爱争执、误导以及不负责的作家，而且从我即将要再加上

的，也很清楚地证明他缺乏哲学的知识，而且，说得直截了当

些，他相当没学养。例如在第二十一书靠近结束的地方时，他

让提莫立昂在对部队演讲的过程说: "在天空以下的大地分为

三部分，称为亚洲、非洲及欧洲…"。①即使是由出名的马核

提斯( Margites) 说出，②更逞论提英立昂，如此词语在这类场

合中说iij 会是可倍的吗?

泰密乌斯编写演说词的方法

25. 有道谚语告诉我们说，单单一滴液体，即使是从最大

的容器中取来，都足够透露给我们整个内容的性质;这相同的

原则或许可以施用在我们现在正要讨论的议题。于是当我们在

一本二11 中发现 句或两句错误的陈述，而他们被证明是刻意为

之时，我们再也不能看待如此作家所说的任何事是可靠或值得

信赖。然而假如我要说服那些一向比较挑剔的人.我则必须要

说一些泰密乌斯运用在编写政客演说、将军演讲以及使节陈述

所会用主IJ的原则，简言之，即那些所有类似的公共论述。这些

综合事件.将整部历史胶合起来。有任何泰密乌斯的读者会没

观察到，他在做这些声明时会忽略实惰，而且这是刻意为之的?

① i事Ji\相当熟悉的地理学陈述。世里比阿批汗的重点是.在一场战前的演说

中，提及如此培学的说法 是完全不合时宜的。

面俗谚中傻瓜的名字，同时也是同名之耳剧性史诗的英雄 迫虫诗传统上归

诸荷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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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其中真相是，他既没将所真正说过的内容，也没将真正的意

思①给记录下来。相反的，在他心中做出应该要说什么的最初决

定之后，他将所有这些想象中的演说以及伴随而来的细节给分门

别类，好像他是在学校里针对特定一套议题在做练习，换言之，

他设法展示他的修辞功力，但却没提供实际上所说的内容。

25 1, 历史的特别功能，尤其是有关演说时，首先是要去发

现实际所说的话语，元论这些为何;然后接下来是要建立何以

特定行动或辩论会失败或成功的理由。单纯将一件事实做出陈

述，虽然可能引起兴趣，但对我们并无助益，但是当有关原因

的知识再加上去时，历史研究便会丰富。因为正是在对过去及

我们现在相似的状况，进行类比，使得我们可以预言即将发生

之事:于是在某些情形下，一旦某项既定的行动已经失败，我

们被迫要谨慎预防.以免重蹈覆辙;在其他状况下，我们则可

再次使用之前成功的解决方式，比较有信心地处理我们所面对

的问题。但另 方面，一位作家若略而不谈实际发生之事，以

及实际发生之事的因果，反而引进虚构的修辞演练和演说论述

采取代，那会摧毁历史的独特优点。这方面泰密乌斯是位累犯，

而我们都知道他的书籍中充满这类的错误。

25c 我或许现在会被问到说，假如l他是我现在所证明的那

种作家，那他为何已经被一些读者如此乐意接受以及信赖。这

个中理由是他的作品充满如此多对他的竞争者的批评以及谩骂，

所以读者并非以泰密乌斯自己所处理的历史，或是以他自己所

做的陈述来论断他，而是以他攻击别人的能耐;就这点而言，

我觉得他似乎显示出一种非凡的勤快以及特殊的天分。的确，

① 亦即既非逐字记录。亦非摘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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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方面，他非常像 位叫蓝帕斯克斯的斯特拉波 (Strabo of 

Lampsacus) 的自然科学作家。他同样在进行阐释以及批驳他人

理论H才，最是光彩四射，但当自己提出任何原创的提议，或解

释自己的想法时，在研究科学之人看起来，远比他们所预期的

还要愚蠢以及鲁钝。就我个人，我认为相同原则适用于文学及

一般人类生活，因为去挑剔别人都是一样容易，但自己却难以

毫无瑕疵。当然.我们经常见识到那些最想随时挑出别人错误

的人，正是在自己的生活中最该被责难之人。

历史与医学的比较

25d 除了以上我所处理的问题外，关于泰密乌斯尚有一点

要提。因为他在雅典居住将近五十年之久，①在那里他可以去

参考之前的作家，所以可以假设他已经掌握历史写作的最重要

资源。但就我的意见而言，他在此处亦是大错特错。历史与医

疗科学在这方面相似，亦即每一项广泛来鼠，或许可以被再分

为三个部门，这呼应那些从事这项行业之人所具有的不同倾向。

首先是医学的三个部门.其一是关乎疾病的理论，其二为摄食

养生，而其三则是手术及药学。研究疾病理论起源于亚历 IJJ 大

之希洛费勒斯( Herophilus)@ 及卡利马克斯( Callirn叫lUS) 所

① 黎密乌斯在雅典停目的期间耳、甚确定，或是的王三九年至二八九年或是工

一五年至二六五年。

@ 原来自卡希恫立希将费勒斯( Herophilus nf Chll lc:cdon电话跃于三世纪韧)

发现脉蝉的节费，井特别时鸭病芷生原因有具趣，他且之后的且随者后米

酷认为比较关心疾病的发生学，而非挟病的治疗。他们倾向于与斯多葛哲

学联手。但另 A方面E学里的‘经验学据 ( ernpiricists) 则更关切在病之

沽盒，往往倾向于怀疑主义的哲学。波里比阿相信我们就治串在病所必须

的程度. 定要研究疾病的原肉，但井非只娃为丁要展现炫耀自己的理论

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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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的学派，这当然是医药科学里应该有的部门，但是随之而

来的是某种卖弄炫耀的习气;其操作者常装腔作势，给自己如

此优越感的气势.以至于认为没有其他人可以成为这学科的大

师。但是当您带位病人去见他们，来测试实际状况，您将发现

他们没有能力处理这状况的得求，其表现得完全如那些未曾读

过任何医学论文的人。的确，有一些病人本身并没有严重疾病，

但却因为单单只是他们的夸饰语言，而印象深刻，受到影响.

之后反而在将自己交付给如此的医生的照顾时，危及性命，因

为这些人就像依赖书本来导航的舵手一样。可是他们却拥有高

知名度，从一城旅行到另一喊，而当他们吸引一群观众聚集时，

他们常将当地医生弄得混淆，让观众嘲笑鄙视他们，虽然当地

医生在实际行医时，已经证明过他们的医术。但尽管如此，这

些人口若，息河的说服力量还是胜过了实际经验所能做出的见证。

医学的第三部门所关切的是要在对不同病例进行专业治疗

时，产生真正的能力，这不仅本身稀有，而且经常因为一般大

众欠缺判断力，而在单纯口音以及厚颜无耻相比之下，黯然失

色，落居下风。

泰密乌斯欠缺政治及军事经验以及不愿旅行

25ι 政治史亦以相同方式，由=气个部分所组成。其一是由

辛勤研究以及文献搜集所构成，其二是地形上的，包括对城市、

地点、河流、港湾，以及一般而言.陆海特征等的审视，还有

任何两地的距离，其三则是关乎政治活动。正如医学的情形一

样，许多人期盼去写作历史，因为政治史被赋予很高的评价;

但是他们大多数进行这任务时，除了不负责任、肆无忌惮以

及作恶欺骗外嘈却没有东西来证验他们可以写作历史的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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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像卖药自1I 巾，设法讨人欢心，经常会说 lji 场面所需要的

话，为的是以这方式来求得糊口。对这样的作者我元需再说

更多。

然而有另一类的作者，他们看起来似乎有道理去进行历史

写作，但其实他们正像专讲理论的医生。他们徘徊于图书馆.

彻底专精回忆录及各种记录，然后说服自己已经配备妥当来从

事这项任务，①虽然对外人而言，他们似乎已经备妥所有政治

史写作所需要的东西，然而在我个人意见中，这些准备只不过

是一部分而已。当然，研读过去的回忆录.对发现古人所信为

何，人们而对状况、地方、民族、国家及事件所具有的想法，

以及了解每个民族在早期必须面对的处境和I可能发生之事，都

有所价值。而且假如作家在每个案子中.对实际所发生的事实

进行探索，那过去事件当然能使我们去注意未来，这亦有所关

联。但要如l泰密乌斯一样去说服人说，单独文卡HIò料资源 1'1!足

够让人准备去适当地书写最近事件的历史叮那就无可言喻地幼

稚。这宛如一个人去想象自己仅凭看过过去的作品，便是{立足

以胜利的耐家，或甚至是位艺术大师。②

25f 透过我提议要讨论的篇章，特别是那些取自埃福罗斯

历史中的某些部分，我能更清楚地说明这一点。当这位史学家

写作有关战争之事时.对我而言他似乎了解一些海军行动，但

是对陆路战争则纯然无知。因此假如我们细细地阅读他对塞浦

路斯以及克尼多斯( Cnidos) 岛附近海战的捎述，波斯大王的

统帅在战争中先钊对伊伐哥拉斯( Evagoras 0 1' Sal 

① 世里比阿正是将泰晤乌斯归于此类 与江湖郎中术士不同。

@ 波m比阿的贯点是关于最近发生之历史，特别幡要某种时公共事务的经

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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钊对斯巴达人作战，①我们必须要佩服这位作家的描绘能力以

及他对战略的知识，而且我们可以从这些战争中得到许多类似

状况的有用资讯。但当他报道底比斯人和l斯巴达人之间的留克

特拉战役，或是相同对手对峙的曼提尼亚战役(艾帕米农达斯

在这战役中阵亡) ，@显然不是如此。假如我们检查这些交战细

节，作战队形以及实际战争中的变化，埃福罗斯只不过会激起

吾人的嘲笑，因为他给人的印象是对这些事物完全没有经验，

没有观看过-场战争。诚然，留克特拉战役是个简单的军事行

动，而且只有双方敌对力量中的一部分交锋，所以作者的元知

没有昭然若揭地被完全暴露出来。但是另一方面，他对曼提尼

亚作战的说法给人一种幻觉，这战争是场全由丰富的精湛战术

技能所组成，但是这形容其实是相当想象性的，而且作者完全

没了解到战场所发生之事。假如我们能对地形建立一个精确的

图像，然后对比他对战场地表上所进行之军事行动的形容，这

将变得十分清楚。相同的批评亦适用于迪奥庞普斯以及一一特

别是一一泰密乌斯，此人正是现在辩论的议题。当这些作家对

如此事件，仅提供结论性的说法，他们的错误避开了注意，但

无论何时他们提供详尽以及细节性的形容，则暴露出他们与埃

柄罗斯是同属一个等级。

25g. 一个没有战场行动经验的人要将协争行动写好，一样

是不可能的.正如一位未曾经验或从事政治事务以及伴随而来

① 波斯人于三八一年在且提昂姆( Citium) 外部打败w!捕路斯国王伊伐哥拉

斯。斯巴达在伯F奔尼撒战申击败雅典所建立的海上霸权，在三九四年的

克厄$JUi战投巾被费结掉 在那战役中斯巴运人被雅典人柯在所率领披斯

拥有但囱希腊人操作的舰队击棚。

② 留克特拉战役宜生在三七一年七月，结束斯巴达在希腊大陆的霸板。量提

尼亚战役是在三大二年早夏时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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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状况的人，不可能写好这些议题。因为单纯书虫的作品缺乏

第一手经验和1任何逼真的呈现，他们的作品对读者完全没有价

值。假如您将实际教诲的成分从历史中移除，所剩余者对读者

是没有意义及帮助的。再者，作者若设法提供城市及地点的细

节，但却缺乏这类的一手经验，其结果注定会非常类似，因为

他们会遗漏讲多该被提及之事，而且会过度冗长地处理不值得

费心的细节。泰密乌斯经常落入这样的错误中，因为他并没有

依靠他自己眼睛所观察到的证据。

25h. 泰密乌斯在第三十四书里说到，他五十年来一直以外

国侨民的身份定居雅典，自承没有作战经验.也没有造访他地.

更没做第一手观察。于是当他必须在历史里处理如此事情时，

他犯下许多错误及不实陈述，而且假如他曾接近事实，他比较

像是那些根据填充动物来写生，画出轮廓的动物回家。在这情

形中，画家有时会捕捉到正确轮廓，但还是没有任何真正活生

动物所具有的逼真及动感，而这正是绘画要捕捉到的特殊功能。

这就是泰密乌斯的状况，而且一般而言，也就是那些以这种学究

方法为出发点之所有人的处境。这里所缺乏的是对真实对象的逼

真显现，因为这成分只能从作家之亲身经验中才能创造出来，于

是那些未曾亲自参与公共生活的人，无法引起读者的兴趣。

因为这llI!由，过去作家相信历史回忆录应该保有如此的逼

真，所以无论何时这些叙述在处理政治事件时，它们能够让读

者呐喊出:这作者必然参与过政治，有公共事务的经验，而当

处理战争时，作者已经历经积极参与服役，山生人死，或当他

回到居家事务，他与妻子一起生活，抚养孩子;相同情形也发

生在生活其他不同的商向。现在，这样的特质只能存在于那些

亲自参与事件并让历史的这一面向成为自己的一部分的人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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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要亲自投入，并且在每种事件中都扮演积极角色，实属

不易，但是当然有必要对最荒要及最常发生之事有所经验。

25i 荷马提供我所说之事判非不可能达成的证明，因为我

们在他的史诗中发现许多这类逼真的描述。无论如何，我认为

根据之前的辩论我们可以同意:研究文献只是对历史有所贡献

之=个成分之一，而且在重要性上只位居第三。这命题的真实

性可以从泰密乌 wi所介绍之不同种类的公共论述来看:亦即，

政客的辩论演说、统帅的鼓舞军心的演说和使节所做的陈述。

在历史中甚少出现让每种可能辩论都充分发挥的场合，而大多

数都只留有空间给那些极少自然出现的简短声明。但即使在这

些之中，也只有一些是适合现在，而其他适合过去，一些适合

伊托利亚人，一些适合伯罗奔尼撒人，另一些则适合雅典人。

但除了充满矫揉造作以及炫耀博学外，对事实都相当不忠实，

并且没重点或没缘由地将演说辞拉长，强将每种可能的辩论都

包括进去，这些正是泰密乌wi 以他发明辩论的机巧，会针对每

个议题都去做的。这种作为的确曾让许多政客身败名裂，受人

轻视，然而相反的，这其中根本的原则是要选出那些攸关宏旨

以及适合场合的辩论。但因为钊对某一特定状况下，必须使用

哪几种或是多少样的可能辩论，从未有固定的规则去规范，所

以假如史学家的意图是要造雨而非误导读者，那就必须需要相

当高程度的专注力以及清晰的原则，要准确规定出何种场合需

要1i 么，这从未是容易之事，但并非不可能透过个人经验及实

践所得到的信条来作为引导。①就目前而言，以下是传达我所

言为何的最好方法。假如史学家最先清楚地描述那些正进行讨

① 亦即虫学家提供给那些阅读茸作品之政治革的信品，这些怕是是墨子史学

蜜之个人经验以及实践而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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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之人的状况、目标以及环境，然后报道实际所说的，接着最

后解释何以演说人会成功或失败的理由，我们将可以对所发生

的事有真正的图像。我们也将借着分辨出成功及与其相反者，

从中找出可资类比的，所以我们以后在处理任何或许会面对到

的处境时，会有成功的希望。然而在我的看法中，要追踪出真

正因果是困难之事，但是要将词句串联起来则非常简单。依相

同之法.只需给书中一些人简短演说.符合要旨，且发现出规

范这技巧的规则即可，相反的，毫无重点及目的，拉杂冗长地

写作，的确是常见的成果。

泰密乌斯作品缺失的原因以及优秀史家的特质

27a. 泰密乌斯历史作品中政治的部分结合了他写作的所有

缺点。我现在来解释他缺失的主要原因.这很多人会发现应该

不可能出现，然而它将最能真正解释我们钊对他所提出的指责。

对我而言.他似乎发展出详细研究的才能，加上以探讨资料为

根据的能力，简而言之，他以一种吃苦耐劳的精神去从事历史

写作.然而在某些方而我却没办法想到有任何史学家会更没经

验，或是更不愿而对麻烦。以下考量会解释我所说的要点。自

然提供给我们所谓的两项工具，依据它们的协助我们可以进行

探索.取得我们所耍的资讯。我所指的是昕的能力以及看的能

力，而在这两项之"i" .根据赫拉克利特，视觉能力更远为可靠。

他告诉我们说"眼睛较耳朵是更准确的见证"。现在泰密乌斯

进行他的探索是透过那完全较为宜人但却较低劣的媒介，也就

是他完全避免去使用他的眼睛.而是偏好使用他的耳朵。①除

① 亦即借带阅读 在此阅 l竟是种耳朵的功能.而非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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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之外，耳朵或许会以两种方式来接收它的资讯，或是借由阅

读，或是检验证词，而对这里的第二项，如我以上所指出的，

泰密乌斯甚少花费力气。

他偏好的理由很容易理解。您可以在书堆中忙碌，完全没

有风险或辛苦;只要您花些心血去接近一个资料记录充足的城

市，①或是附近有座图书馆。在那之后，您只要斜躺在卧榻上

进行研究，而且您可以比较之前史学家的错误，元需历经任何

辛苦。另→方面，个人进行调查需要较多的努力及花费，但这

却有最大的重要性，对所有历史研究能作出最大贡献。这一点

可以从史学家自己所使用的表达中，清楚见到。例如，埃桶罗

斯宣布说，假如作家本人可以出现在所有事件发生的时候，这

必然会是各种经验中最佳的。迪奥庞普斯说最好的军事史家是

在最多数战场上出现过，而最好的演说词作家是曾经参与过最

多辩论的人，因此相同原则亦适用于医疗及航海的学问。而荷

马较之其他人更是强调这样的主题。当他希望呈现在我们面前

那行动之人该拥有的特质时，他以这些文字来呈现奥德修斯的

形象:

缪忠、神，且让我吟唱足智~谋之人，远及各地海陆的

流浪者·

以及在稍后一些

他观察过许多人的城市，他，主念风俗民情，

① 泰晤乌斯研究的地点，雅典，对有关西地中晦国家所能解提供的贵料甚是

稀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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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漂泊浪迹大海，历经千辛万苦。①

再者，

一位历经战场及风暴冲击的人。@

2日 在我来看，那属于历史科学所享有的尊荣正是需要这

类型之人。柏拉图辩称说，若哲学家能成为罔王或国王成为哲

学家，人类事务将会-帆风顺，但对我而言，我们应该说:假

如这两条件中任何一项能达成的话，对历史会是好的，那这工

作应该是由行动派的人来进行。在那种情形下.他们断不可以

以现在这时代的方式来处理历史，因为现在仍然视历史为次耍

的东西;反而是必须怀着信念，认为这是他们最必要及最荣耀

的志业.终其一生专心一致地投入其中。或者那些要有志写作

历史的人必须了解到，对他们来说，对事务的亲身经验是根本

的资格。除非那天来到，否则历史学家所犯下的错误不会歇止。

泰密乌斯从未思索任何这些考量。他终其一生混在同一个

地方，他甚至不是该地的公民，而且几乎刻意将自己隔绝于任

何积极的战争或政治参与，或是从旅游或观察得到的个人经验;

然而因为某些不知的原因，他却得到杰出史家的名声。这样说

泰密乌斯是给他做了公平的描述，而所需的证据可以从他自己

所说的话中找到，因为他在其第六书的序言中说，有些人认为

要写作修辞性的演说会比写作历史更需天分、勤劳以及训练。

他指出埃福罗斯在他自己的时代曾对这观点无法苟同，但因为

他无法对持有这样观点的人做出适当回应，所以泰密乌斯自己

① {奥德费〉 书一至三行。

<ID (奥锦赛》八书-A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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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历史与修辞作品进行比较。但这其实是相当不恰当，因为首

先他对埃福罗斯的说法便不正确。埃福罗斯从头到尾在他的作

品中.就辩论的育i们修辞、处理及发展，值得赞美钦佩:他在

离题进行穿插叙述以及表达个人反ff沉思，简而白之，无论何

时他也l耍一扩大任何议题时，他最是流畅.除此之外，他对史学

家以及演说词作家之间的差异，所做的评论，特别具有说服力

以及可信度。然而泰密乌斯急于去避免给人以他自己其实正是

呼应埃福罗斯的印象，所以除了对他做出不正确的陈述外，他

还谴责所有其他史学家。所以当他在以长篇巨牍以及混乱方式

讨论其他人处理相当正确的议题时，他想象没有任何在世的人

会去注意他所做的事。

28a 他在这段落的目的是要去荣耀历史，所以他说历史与

演讲式作品之间的差异，大的如真正建筑物与家具，如实际地

表景观，与我们所绘之风景 ~IIÎ构图之间的差异。

第二，他说，写作历史时所需要的资料搜集，较之演讲术

整个学问而言是更辛苦的工作。他说，他本人从泰尔搜集资

料①以及对凯尔特人、和l古里亚人和伊比利亚人的习俗进行研

究，所经历的辛苦和所花费的开销如此巨大.所以他几乎无法

期望他或其他人所做的见证会被人相信。我们很想问这位作家，

究竟哪种研究计划他认为比较辛苦.安静呆坐在城市之中，搜

集笔记以及询问利古里亚人和凯尔特人之风尚习俗.或是去大

多数地方及人民中取得亲身田野经验，并且做出第一手见证?

或再者，哪一项需要更多努力 去质问那些在不同战役出现之

人有关战争布局、海战和围攻的形态，或是出现在实际现场，

① 用于他对迦太基之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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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经真正发生危险和l命运转折的军事行动?我个人的观点是，

真正建筑物和那些舞台布景上所绘画的，或是编写历史和l编写

演说词，在所有历史作品中的差异，都没有比根据亲自参与或

第一手经验为基础的叙述.以及源自道昕途说及他人故事所完

成的叙述.彼此之间的差异来得更大。

然而泰密乌斯因为没有前一类写作的经验，自然会以为这

工作是真正不重要以及最容易进行.亦即，搜集记录及质问那

些对不同事件有知识之人乃是最重要及最困难的事。但即使在

这领域里，没有第一手经验之人还是注定会犯下严茧错误.因

为若一个人没有对这议题有清楚的概念，要如何对战争、罔攻

或海军行动.或是有效掌握见证者叙述的细节来进行检验?这

其中事实是请问者对叙述之贡献.正如资肌链供者一样的重要，

因为对有关细节的回忆会将叙述者从一点带到另二点。另一方

面，一位缺乏行动经验之人，没有资格去质问那些参与其中之

人，或即使他自己亲自在现场出现，也无法了解正在发生何事:

因此即使他在现场，他或许就正如l不在场-样。



第十四书

在非洲之事务:西庇阿的征战

I 本幸开始的日期为二O 四年五二 O三年冬。西庇阿在二

0'-;τ年从西班牙返回罗马，二 O五年被选为执政官，二O 四年

以行执政官( proconsu 1 )之职. #"渡到非洲。在二O 三年开始

时，他的统帅权被延长.直到他结束整个战争。在意大利执政

官塞尔维利乌斯·凯皮欧( Gnaeus Servilius Cacpio) 和塞尔维

利乌斯·基未努斯 (Gaius Servi1ius Geminus) ，分别在伊达拉里

亚以及布鲁提恩的战区。 1

1.当两位执政官在意大利从事军事活动时，当时在非洲冬

营中过冬的西庇阿①得到情报说，迦太基人正在装配一支舰队。

他也因此着手准备自己的海军，但与此同时围攻乌提卡。他仍

然怀抱说服西法克斯 (Syphax) 来投靠的些许希望，@J沂以捎

给他一连串的信息，因为这两支军队相隔不远，而且西庇阿相

信他可以离问这位君王，放弃与迦太基的联盟。他怀疑西法克

斯是否已经厌倦他当初之所以选择站在迦太基这边的那位女人，

他与迦太基人热络的友谊是否已经逐渐失温，因为西庇阿深切J

① 他在乌提告( lhica) 外驻扎，大约迦太基城西北三十五里处。

② 咕斯德鲁巴之女暨凤尼斯芭( Sophonìsba) 已经由其父亲婚配给西捷克斯

(Syph皿) .辈赢得他支持迦太基(见李时1: (汉尼拔主战}二十九书 23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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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努米底亚人天性上容易满足任何取悦他们的东西，而因

为这理由，对神明及对人类都一样反复无常。在这一时刻噜

西庇阿的因为对未来有词多焦虑而心烦意乱。由于敌人在数

量七的优势，他担心在开阔的战场冒险一战，所以他立即捉

住以 F恰好出现在眼前的机会。有一些他送到西法克斯的使

者回报说，迦太基人已经在他们的冬营里建造白不同种类木

头及枝干，但没有使用泥土的小屋;在努米底亚人的情形则

是，最初到达的部队是用茅草建屋，但从各械镇后续不断来

增援的部队，在目前则只是用树干搭建。后者有些是在壤沟

及栅栏内扎营，但大多数是在营外。西庇阿因此得出结论.

最能让敌人彻底措手不及的攻击营区方式将是纵火烧笛，所

以他开始实施这样的计划。现在西法克斯在刑1西庇阿进行沟

通时，不断高谈阔论迦太基人应该撤离意大利，罗马人则相

应离开非洲，以及每方持续占有两地之间原来所占有的领土。

西庇阿到目前为止一直断然拒绝聆听这种建议，但他现在开

始丢给这位努米底亚君王一些暗示.认为他所希望见到采用

的方式并非完全不可能。西法克斯的心情大为喜悦.结果是

他与西庇阿的交通来往比之前都更为大胆。这意味着双方来

往的使者越来越多，造 iJj越来越频繁，所以在一些场合，每

方都会在他们对手的营区巾待上数日，对使者的行动没有预

先提防。为了这些使命.四庇阿派出到对方营区的人中包括

-些见过场面的历练之人，另一些则是有军事能力之人，他

们必然衣着卑微简陋，事实上是以奴隶装扮来伪装，但他们

的任务是在不受干扰下，调查摸索出入敌人营区的方式。这

里有两个军营，其中之→是由哈斯德鲁巴占据，包括三万名

步兵及三千名骑兵，另-个营区则在一里半之遥，属于努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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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亚人，容纳五万步兵及一万名骑兵。①后者较易接近，而且

它的营舍也特别易燃，因为努米底亚人一一如我所述.不是

用木头或泥土为建材，而是只用茅草及草席。

2. 在春天开始时，两庇阿已经进行所有需要的侦察工作，

来实施对付敌人的计划。他也出动船只，建造在船上使用的攻

城机，好像他即将从海上围攻乌提卡。他再度以步兵占领乌提

卡城之上的一处高地唱人数约两千，不遗余力去加强防御这阵

地.并在周围挖出一条护城河。他希望给敌人印象，所有这些

准备是为了阁城，但其实他真王的意图是要在他实施火攻的行

动时，可以保护自己，以应付当时突然冒出的风险。他担心一

旦军团离开营区，在乌提卡的驻军或许会鼓起勇气来进行突隅.

攻击靠近城镇的栅栏，并包阁他留下来防卫营区的部队。

当他正做这些准备时.他也送一道信息给西法克斯，问他

说假设西庇阿同意:君主的提议，那迦太基人究竟会否接受人们，

而不只是重复说他们必须要有时间去思考这些条件。他也训令

使节 除非他们在这点上得到答复，否则不可回来。当代表到

达时，西法克斯聆听他们的信息，他确信两庇阿已经准备要签

订条约，部分是因为罗马使节己经说过他们若没有取得答案，

不会离开，而部分是冈为他们想要得到迦太基人同意的明显焦

虑。他立即送话给晗斯德鲁巴，解释发生何事，并敦促他接受

和平提议。同时，他让时间溜过，没制定进一步的防卫措施，

允许不断加入他的努米底亚人在阵线之外驻扎。四庇阿就所有

外表上来看，都一切如常，但在实际上却是进行各种准备来发

动攻击。一旦西法克斯从迦太基人那里收到确认，他应该缔结

① 这且数字骨起来不可能地大。一个较可能的估计是部队加起辈单数多达三

万步兵且五千喃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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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条约，那时他至为欢苔，将消息传给罗马使节代表.他们

则立即回去自己营区，告知西!庇阿阴法克斯的行动。在这时候

罗马统帅立即再派出 网人马，向西法克斯解释说.西庇阿|

分满意，会尽其所能来取得和平，但是他军事会议里有些人有

不同观点，辩#1\说事情应该保持原状。特使适时到达， ，句凹'法

克斯传达这→信息。西庇归I之所以派遣他们是为了假如他采取

任何作战行为.但和平的协商却仍然进行时，他看起来不会像

是在破坏停战协议。他考虑到 且他做出这样声明后，他可以

如他所选择地自由行动噜不让自己迦到责难。

3 西法克斯在昕到这消息时，大失所望，因为他之前已经

相信和平已经确定.但他仍和哈斯德鲁巳安排 场会议，在旦

边告诉他来自罗马人的消息。他们充分讨论，辩论如何面对局

势，但在他们所有思考以及从中所生出的讨划里.他们都未曾

怀疑到即将要发生的事。他们对任何关系他们安全，或是预感

有任何灾难也许会威胁他们的可能性.都没先见之明;另一方

丽，他们都急于采取攻击行动，要在平坦的战场上挑战敌人，

一决生死。在这整段时间中，因庇阿持续准备以及发布命令，

给自己部队他即将要攻占乌提卡的印象。然后突然问他在中午

的军事会议中，召见所有军团里最能干及最可靠的背 K。在会

议里他透露计划，命令他们提早进用晚餐，然后在每天固定时

间号角手吹出撤退的信号后，带领军团离开营区;在消夜时间.

号角手习惯在将军帐篷外发出信号，让大家知道夜间卫哨要开

始就位。接下来他召唤不同时间派到敌人阵营的间谍，质问他

们唱并将有关方向和出人的细节相互比较。他又召见马西尼沙

( Masinissa) 来评估他们的报告，并依照他的建议.因为他对当

地具有亲身经验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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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当所有战争准备都已经完成，西庇阿留下足够强大的军

队看守营区，然后在夜晚第一更结束时，引领部队出营;敌人

在约七里之远的地方。他在靠近第二更结束前到达敌人附近，

然后开始分派部队，将一半的军团及所有努米底亚的部队交由

莱伊利乌斯以及马西尼沙来统领。他们的命令是要攻击西法克

斯的营区，而西庇阿则向自己所率领的部队呼吁，要表现勇敢，

但不可冲动行事;他们非常清楚，因为夜袭会让士兵无法使用

正常的视觉，所以需要结合胆识及冷静头脑来取代视力。西j克

阿所率领的其余部队是针对哈斯德鲁巳的营区。他已经决定在

莱伊利乌斯对另一个营区纵火前，不发动攻击，心中怀着这样

的计划，他缓慢前进。

莱伊利乌斯及马西尼沙在这期间已经将他们的部队再分为

两群.但都是同时攻击西法克斯营区。敌人的茅屋，如我已经

提及，好像是特别为了纵火而建的。所以一旦罗马前排军队开

始纵火后，火焰立即沿着第一列扩散，因为茅屋彼此紧密捕列，

又包括极多易燃材料，所以火势很快就完全失控。莱伊利乌斯

留在后方掩护整个行动，而马西尼沙则明确知道人们在设法逃

难时，会在哪些点离开军营，于是派驻军队看守那些出口。没

有一位努米底亚人一一甚至是西法克斯一一对究竟真正发生何

事有任何概念。相反的，每个人都假设营区是因为意外着火，

所以在没有怀疑下，有些人从睡梦中惊醒，其他人则仍在饮酒

作乐时，措手不及，手持洞杯，冲出帐篷。许多人被同志在营

区出口处踩死，又有许多人被火焰围阂，焚烧致死，而所有那

些成功逃离火窟者，直接落入敌人手中，在还不知道自己正在

做什么，或是什么命运落在他们身上前，便已被屠杀。

5. 当所有这些正在发生时，迦太基人观看这火灾的程度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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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冲上天空的火焰，认为努米底亚营区是意外着火。他们有些

人匆忙赶去协助，而其他人则在没武装下冲出营区.站在营区

前恐惧地观看这奇观。那时西庇阿发现整个行动已经准确地依

计划进行，所以开始攻击四处流窜的部队。他杀死一些.追杀

其他，然后放火去烧他们的木屋，因为我已经在努米底亚营区

所捎述的大火，现在则是在迦太基营区里发生。哈斯德鲁巴立

即放弃灭火，因为他从刚发生的事，知道降临在努米底亚的灾

难不是偶然，而是敌人的行动及胆量。他现在除了救自己的命

外，不及其他，而的确即使要做到此事，也希望甚小，因为火

焰散播迅速，很快就吞没营 18: 0 贯穿营区的通道挤满马匹、驴

子以及人员，有些已经半死.被火1F3吞没，其他人则陷入疯狂

般的慌张及恐惧中。即使那些决心去重组队伍来保护自己的人，

都被这些障碍阻挠，而在四处弥漫的喧闹及混乱

的希望消失元踪。

西法克斯及其他指挥官的情形非常类似。这两位将军设法

与一小群骑兵逃走; {EL其他所有人，数以千计又数以千汁的人

员、马匹以及驴子都在火焰之中悲惨可怜地毁灭。其他同志则

在努力逃出大火愤怒之余.卑微且毫无尊严地死于敌人之手.

因为他们不仅没有武器，甚至没有衣服遮蔽、赤身裸体，毫元

防卫地被砍倒。整个地区充满绝望的哀嗦、混乱的呐喊以及恐

惧的哭声，这些混合起来成为一种元可名状的噪音.但尤其是

愤怒火焰及火花所发出的吼叫，压过一切的抗拒。正是这些成

分的不可预期以及结合.使它们如此恐怖，因为它们单咆任何

一项就已足够令人心惊胆战。的确，任何活着的人都不可能对

这可怕的景象做出真实的描绘咽无论他如何夸张，因为它在恐

怖的程度上远远超过任何至今被记载下来之事。由于这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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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在所有西庇阿所执行许多精彩的军事行动中咽这个对我而

言似乎是最壮观以及最大胆的。

6 当天空破晓之时.四庇阿发现敌人不是被杀，便是四处

流窜逃亡，但他仍然命令营长立即追杀。刚开始时，哈斯德鲁

巴停留在他避难的城镇中， 1刘为尽管已经收到西庇阿已经靠近

的警告咱他仍然对这地点的强大感到自信。但后来当他发现当

地居民民心思变.他放弃抵抗西庇阿的希望，所以与幸存者继

续撤退，而这些人加起来有超过五百名骑兵及约两千名步兵。

在这之后，城镇的居民向罗马人无条件投降。西庇阿饶恕他们，

但一他允许士兵掠夺两个邻近的城镇，然后再回到他出发的营区。

既然迦太基人原先所倚赖的战争的希望及计划者11 已经彻底

破灭受挫，他们深感沮丧。他们原先仰仗的是将罗马人围困在

靠近乌提卡的海川一一罗马入选择为冬营之地一一而且己经做

了所有准备，要以陆路方面的军队以及海上的舰队将他们团团

埔位。但现在他们发现因为一个突然、没预见的灾难，他们被

迫将整个开放乡间的控制权退让给敌人。更糟的是，他们觉得

自己以及首都现在或是在任何时刻都会被攻击，所以他们的情

绪濒临绝望的恐慌。然而局势让他们觉得有必要去思考未来，

决定要采取何种措施。可是当元老院聚会时，却充满困惑，所

以最令人惊奇以及最混淆的建议都被提出。有些元老敦促他们

应该传话给汉尼拔，将他从意大利召回，因为他们相信迦太基

现在唯一的希望是那位将军及其率领的军队。其他人则赞成派

遣特使团去见两庇阿.要求停战，开始与他协商议和。还有其

他人则辩称说他们必须鼓起勇气，与已经撤退到阿巴( Abba) 

城镇附近的西法克斯取得联系，聚集他逃离灾难的残存军

队一事实上这是最后得胜的意见。于是迦太基政府开始重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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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集部队。他们指定晗斯德鲁巴监督这项任务，而且也传话给

西法克斯，呼吁他来协助迦太基人，履行他原先的承诺，并向

他保证，晗斯德鲁巴必将带领军队与他的军队立即会合。

7. 在这期间西庇阿先忙于罔攻鸟提卡的准备。然后当他听

到西法克斯仍然忠诚于迦太基，而迦太基人又再度出动一支部

队，他于是率领自己的军队.在乌提卡前驻扎。同时，他将最

近战役中所收集到的战利品分发给士兵，然后在商人手上赚了

一笔之后，送商人离开。①西庇阿的胜利激起士兵对战役其他

部分极大的希望，于是他们对现在所具有的战利品不甚珍惜，

所以愿意以极低价钱交给那些商人来处理掉。

西法克斯及他的朋友原来计划要继续撤退，然后返家，但

恰巧在阿巴城镇附近遇见一群超过四干名由迦太基人雇用的凯

尔特·伊比利亚人;见到这群增援部队来到，激起他们的士气，

足以说服他们停止撤退。与此同时，年轻少女姿凤尼斯芭( So

phonisl叫，这位之前我提及之哈斯德鲁巴的女儿.己嫁给西法

克斯，恳求她的丈夫阳下，不要在事件进入如此关键时刻时，

遗弃他们。结果这位努米底亚君王被说服，应允她的请求。这

群凯尔特·伊比利亚人的来到，也让迦太基人增添了士气。他

们的人数在首都被报道为一万人，而非四千人，而且传说他们

的勇敢及武器的精良，让他们在战场上所向披靡。以这些谣言

和在群众间流传的琐事，迦太基人的战斗精神突然升高，他们

能够再度勇赴战场、对抗敌人的信心倍增。最后在三十天里，

迦太基部队和努米j民亚人及自L尔特·伊比利亚人在一个叫"大

平原.. (Great Plaills) 的地方一起扎营以及强化阵地，他们结

① 在一个城镇桂掠夺 1 晴和l 品在土兵中分配后，士兵会将他们吏囱随军前行

的主思商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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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起来的战斗力量不少于三万人。

8 当这些事件的消息传到罗马军营时，因庇阿立即决定要

以行动来对付敌军，并且下令正以海路|菊攻乌提卡的军队要如

何进行后，他开始征战。他下令全军要以携带最少行李的轻装

行军。在第五天时，他到达大平原，而一旦他到达敌人附近时，

他第一天扎营在约四里外的山丘上。次日，他往下移动，将军

队布置在离敌人不到-里之处，他的骑兵在前保护步兵。在接

下来的两天，双方军队停留在原地，以一些小规模的遭遇战行

动，测试彼此的战斗力盘。然后在第四天，双方将军率领军队，

布置成作战队形。西庇阿采用正规的罗马队形，将前线部队的

连队布置在 lîu ?tl .在他们之后是中线部队，最后是后线部队。

就他的骑兵而言，他将意大利人安排在右，马西尼沙率领的努

米底亚人在左。在另外一方，西法克斯及哈斯德鲁巳将凯尔

特 伊比利亚人布置在中间，面对罗马的连队，其余努米底亚

人在左，迦太基人在右。

在第一次冲锋时，西法克斯的努米底亚人被意大利骑兵击

退，而迦太基人被马西尼沙打败，因为他们的作战精神已经因

为之前的挫败而动摇。但是凯尔特·伊比利亚人精彩奋战，对

付罗马中央，坚守阵地，他们对这同家欠缺了解，所以排除任

何逃跑活命的希望，而假如他们成为战俘的话，他们对西庇阿

的背叛，也排除了他们被宽恕的机会。西庇阿在他同班牙远征

的任何一役中，未曾对他们做出敌意的行为，所以他们在加入

迦太基这边战斗时，被认为已经破坏了与他的诚信。无论如何，

当两翼溃败后，整支军队立即被中线部队及后线部队包围，并

且在他们所站立之处被砍倒，除了-些幸存者外。于是凯尔

特·伊比利亚人就这样被毁灭，但他们仍然对迦太基人在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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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以及溃逃中提供极大的协助，因为假如罗马人没有遇到他们

的顽抗.而是立即追杀，甚少放人可以苟活。但正如所发生的，

由于他们坚持到底.西法克斯平安完成撤退到自己的领域去，

而晗斯德鲁巴亦能够与他残余的部队回到达迦太基。

9. 商庇阿在对战利品及战俘做出必要的安捕后，召集军事

会议.思考下一步行动应该为何。会议决定他应该与一部分军

队留在大平原区域.寻访这区域的不同聚珞;同时，莱伊利乌

斯和马西尼tJ、应该率领努米底IIE人及部分的罗马步兵去追击西

法克斯，不给他时间停下来去组织反抗势力。在做好这些安排

后.这两支军队分别开来，莱伊利乌斯及马四尼沙追击西法克

斯.而西庇阿则巡回附近城镇。有些城镇被吓得|句罗马献降，

其他则被围攻占领。整个非洲国家已经时机成熟到要经历政权

的转变.因为人民由于西班牙拖延多年的战事，已经蒙受连续

一段艰苦及苛捐杂税的时期。

在迦太基本身.普遍不安的情绪在之前l 已经很严重，但现

在在市民中动荡的状况更令人担忧，在经过第二次如此压倒性

的战败之后，所流行的印象是迦太基人已经对自己完全丧失信

心，对自己的目的完全绝望。尽管如此，那些在元老院里被认

为最有勇气的人，仍敦促迦太基人应该立即出动舰队，对付在

乌提卡的围攻者，设法解围城之危，与对这次攻击没做准备的

敌人船舰交战。他们也要求召回汉尼拔，而且要立即实施这救

亡图存的唯 希望，不得耽误。就可以估量的程度|二，他们对

这些行动能拯救国家仍抱有极大的希望。然而其他人辩称说，

如此权宜做法的时机已过，他们现在必须做的是强化城市防御，

准备对付回攻。假如他们愿意同心一志，命运仍然提供许多机

会唱来对敌人做致命一击。提出相同意见的人也建议他们应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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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求和的可能性，并且心里要有定数，究竟在何种条件下及

以何种方法，可以从现在的苦难中求得逃脱之路。在做完-些

演说后，他们一起采取所有这些提议。①

10 一旦决定所有这些事情之后，那些即将航向意大利的

元老，立即离开议会厅前往港口，而海军统帅立即接船。其余

人则忙于巩间城市的防卫，并且经常聚会讨论细节。

西庇阿的营区现在满溢着掠夺来的战利品，因为他没有遇

见反抗，每个人都对他的入侵称臣投降。他因此决定要将大部

分战利品移转到原来的营区，然后摆脱这些负担后，计划带军

去占据在突尼斯前的壤 r41阵地，所以能够在可以将迦太基尽收

眼底的地方扎营。他认为如此举动将会胜过任何方式，令迦太

基军心恐慌，沮丧绝望。与此同时，敌人在儿天内已经配置人

员以及装配船舰，即将出海执行他们的计划;但在那时候西庇

阿抵达突尼斯，驻守的军队问风而逃，所以他立即占据该地。

突尼斯距离迦太基只有十五里之远，从首都几乎每一点都能见

到。如我之前已述，这是 个自然地形极为坚固的城市，更因

人工防御而进-步加强。

11 这时罗马人已经在那里扎营，而迦太基舰队也已经在

前往乌提卡途中。当西庇阿看见敌人舰队接近时，他对自己船

舰的危险感到紧张，因为在船上没有人预料到会受攻击，所以

对这样的发展相当缺乏准备。他因此立即拔营，匆忙赶去保护

他的海军力量。在那里他发现他设有甲板的船只配备精良，携

带攻城机，而且已经移向城墙，随时支援攻城行动，这完全不

是要进行海战的准备状况，但是迦太基舰队已经在整个冬天为

① 即如何时抗的提议，而非投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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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目的进行预备。于是他放弃任何出海和敌人交战的想法。相

反，他下令所有战斗船舰下锚，排成一列，将运输舰停泊成一

个圆圈，有三艘或四艘船厚。他下令将船梳及帆和取下，而运

输舰牢固地固定在一起，在船和船之间只留小空间让轻型船只

可以通过出人。①

① 李维《四尼拔之战》三十二~ 10 ]世形容迦太基Jj(击这主舰队，在卫生击结束

后!有特近六十艘船被拖往迦太站去。



第十五书

在非洲之事务:最后决战

[在二O三年科塔 (Ci ，..a) 之役以及西法克斯被逮捕后，

迦太基请求1圭和。西庇阿获得授权提出条件，迦太基人接受这

些，并派特使到罗马去。接着在二O二年初，一队罗马运输舰

被大风吹到进入迦太基湾出口的阿基姆鲁斯岛( Aegimurus) 海

岸去。在罗马的协商完成前，这队运输舰遇到船难，遭受攻击，

然后被掳获。]

l 因为在非洲海岸外的一场咫风，迦太基人掳获一队罗马

运输舰以及随舰的庞大物资。西庇阿对事情会如此转折深感困

扰，因为他不仅丧失他自己军队的补给，反而敌人现在获得大

班的必需品供应;然而更激怒他的是，迦太基人违背最近才宣

誓的停战协定，因此出现另一个重起战端的理由。他因此立即

挑选舌基亚斯 (Luciu5 Sergiu5) 、拜比亚斯 (Lucius Baebius) 

以及费边 (Lucius Fabil叫去向迦太基人抗议所发生之事，同

时知会他们一一-因为一道来自罗马的通知，告知罗马人已经批

准所提出的和平协议。在他们抵达迦太基后，特使最先在迦太

基元老院被接待聆听，后来介绍给公民大会。罗马特使对公民

大会就目前局势坦白、自由地发表演说。罗马人开始时先提醒

听众，当迦太基代表到达突尼斯，受到西庇阿顾问会议接待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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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不仅对神明表达虔诚，对大地进行礼敬，而且他们以俯卧

地1:.表示卑屈，并亲吻与会官员的脚;在起身时，他们指责

自己破坏罗马人及迦太基人之间原先的条约。因为这理由

他们如是说一一所以2y马人有好理由加诸任何选择的惩罚，但

他们恳求罗马人要记得人类命运之起起伏伏，不可走上极端;

以这种方式，迦太基人的愚蠢可以见证他们敌人的慷慨。罗马

特使继续说，当西庇阿与在场同事回想起那场景，他们只能惊

讶地问自己·何以迦太基人现在竟然可以忽略他们曾经所说过

的话.冒险破坏已经宣誓过的协议条款。这毫无疑问地清楚:

他们胆敢如此行为，唯一的原因是他们将信心放在汉尼拔及他

的武力上。但假如l是如此，那他们的行动真是彻底地轻率;因

为众所皆知，汉尼拔及其最精锐的部队在过去两年，被逐 i11 意

大利其他地方后，已经撤退到拉奇尼亚海衅。他们在那里被严

密限制，不，更应算是被紧紧包围，而只有在历经千辛万难后.

才设法脱身逃命回到非洲。罗马人又继续说· "然而，即使他

们胜利地离开意大利，企图与我们的军队交锋，而这支军队刚

刚在两场接连而来的战役中击败你们，你们对未来的希望充其

量不过是打平，但你们应该严肃考量到再遭遇另一场败战是何

场景，就像你们考量胜战一样。假如那事发生，有哪些神明你

们可以召晚来协助?有什么辩论你们可以用来向胜利者求情.

怜悯你们的不幸?因为你们自己的背信及愚蠢，你们当然已经

自绝于任何神明或是人类的慈悲之外。"

2. 在发表完演说后，罗马使节离开。至于迦太基人，其中

只有一些人认为他们必须受到条约约束。但是大多数的政客及

元老院成员都被条约所加I i者的条件所激怒，并且难以忍受使节

的出言不逊。除此之外.他们也平愿意将他们所捕获的罗马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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舰及补给交出。尤其是他们相信以汉尼拔军力的协助，他们可

以征服敌人，这不仅只是渺茫的机会，而且是具有很大的可能

性。于是公民大会议决将罗马使节遣返，没给他们答案，而那

些决心使JH任何方法来引起战争的政客，又再度举行聚会，设

计出如下的策略。他们宣布要采取每种预防的措施，来确保罗

马使节安全[ñJ背.并立即干令两艘三层舰待命护航。他们也送

出信息给海军将领哈斯德鲁巴，要求他在离罗马营区不远之处，

准备好一些船舰;一旦随行船舰与罗马人分子，其他船舰立即

压迫下来，击沉他们，因为迦太基的舰队在这时候停泊于乌提

卡。在与哈斯德鲁巴做完这些安排后，他们送走罗马人。

在这期间，他们已经下令三层舰的船长在他们经过马卡

( Macar) 河口后，将使节留在海峡中间，然后航行离开，因为

在这一点罗马营区已经在视线范围内。随行船舰遵照这些指示，

而就在通过河口后，迦太基护航舰立即转向返航。拜比亚斯以

及他的同事多少感到被臼犯，因为他们认为随行之人竟然如此

快地停止陪伴，是-种不礼貌的行为，但并没有怀疑任何危险。

然后当他们单独航行时，三艘迦太基的三层舰突然从隐藏的地

方出现，往他们的方向压迫。当它们靠近罗马的五层舰时，它

们无法撞击它，因为它闪躲过它们所有的企图，它们也元法登

船，因为船上陆战人员奋力一搏，多加抗拒。相反，它们随着

移动，持续在周悻l绕行.向水手射击，杀死许多人。最后罗马

人见到士兵从自己营区奔向海滩来协助他们，所以设法将船往

海滩行驶。大多数的陆战人员都被杀死，但是使节们令人惊讶

地安全下船。

3 这行动的结果是重新启动战事。但这次重后的理由更加

严重，双方争执比以往更为激烈。罗马人认为他们受到狡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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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击，所以决心要征服迦太基人，而后者非常清楚他们所做之

事，准备付出任何代价，也不要落入敌人手中。因为双方的情

绪如此高涨.所以很明显的.事情结果必须以战争来决定，因

此不仅所有意大利及非洲的民众，还有西班牙、西西里以及撤

F的所有民族，都陷入悬右及桶苦的紧张中，等待最后结果。

汉尼拔的武力这时候在骑兵方面已经变弱，所以他派人到

西法克斯的亲戚，一名叫泰启亚斯( Tychaeus) 的努米底亚人

那里，他享有学揽了二110洲最佳骑兵的感名。汉尼拔呼吁此人给

予协助，拯救迦太基;汉尼拔相信泰吉亚斯必然知道，假如迦

太基人得胜，他必将能维持自己的统治，但若罗马人得肘. !lI1 

他的性命以及财产将因为马西尼沙对权力的欲求，而落入危险

中。泰吉亚斯被这样的呼叫说服，以两千名骑兵加入汉尼拔。

4 在这期间.西庇阿安排好他舰队的安全，将指挥权指派

给拜比亚斯后，出发去对迦太基的城镇进行一连串的军事行动。

他因为迦太基人狡诈叛逆的行为，不再接受到15些献降之人的臣

服，而是攻下每个地方，将居民贩卖为奴，显示出他对敌人的

愤怒。他也一个信息接着 个信息地通知马阿尼沙，解释迦太

基人是如何破坏协议.所以敦促他动员一支越强越好的部队，

尽快与他会师。马西尼沙.如我以 t所解释.①率领他自己的

部队出发.得到十营( coho叫罗马步兵及骑兵.外加西庇阿

所提供之军官的增援。@他的目的不仅是要恢复他自己祖先的

国家，而且要借着罗马人协助去兼;)j 西法克斯，而在这样的目

标上，他最后终于成功。

① 这挺直那已经供虫的部分历史。~西尼抄在页 558 所挝且主体战协议时，

便立即行动.四且西法克斯手上赢1日他的王罔。

② 亦即马，_" J[! tJ;的征战在得!II马人的充分立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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恰好大约就在这时候，来自罗马的使节要到迦太基完成和

平协商，抵达罗马营区。拜比亚斯立即将这些罗马官员送到西

庇阿那里去，但拘留迦太基代表。后者在得知迦太基人对罗马

使者所做的不敬对待后，情绪相当沮丧，认为他们的生命陷于

极大危险，罗马人当然会因为如此犯行来报复他们。但是当西

庇阿从罗马专员那里得知，元老院及人民已经接受他与迦太基

人所达成的协定，而且愿意答应所有他的要求，他对这消息感

到高兴，训|令拜比亚斯要以各种礼节来善待迦太基代表，并送

他们回去。在我来看，他在这件事上的行为既慷慨又明智。他

知道国人对使节守信的行为相当看重，所以在决定自己行动时，

他首先考量的是罗马人的义务.而非迦太基人之优劣 1JJ过。所

以他强调要克制自己对近来事件所感受到的愤怒，坚持"我们

祖先高贵的传统"一一如谚语所说。结果是他以自己的慷慨赢

过他们的卑鄙，在面对整个迦太基民族以及ìJ尼拔时，占有道

德 t的优势。

5 当迦太基人见到他们各地城镇被攻占掠夺，送话给汉尼

拔，要求他不要耽误来与敌人一蹲，以战争试出个结局。他聆

昕使者，然后回答说，他们应该将注意力放在其他事情上，而

对一决雌雄 事，暂且放心，因为他会选择适当时机来战斗。

几天之后，他将营区移离哈德鲁曼敦( Hadrumentum) 附近，①

出发前进，然后在查马( Zama) 附近驻扎，这是位于迦太基因

行在日的地方。

汉尼拔从那里派出三个间谍去调查罗马人下落，以及他们

军营的性质及部署情形。当这些人被逮捕，带到西庇何面前，

① 现在以苏斯( 5ous;;叶为人所知，大约在突尼斯南方 k十五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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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非但没有依照一贯的处罚处理，反而指派一位营长陪伴他们，

向他们展示营区如何布置。当这事结束后，他问他们，究竟这

位军官有否向他们解释清楚。当他们确认他已经做到.他提供

他们补给以及伴随人员，告诉他们要向汉尼拨仔细报告他们所

见的每何事。在他们回去后.汉尼拔对西庇阿所表现出的勇气

及崇高精神.印象极为深刻，以至于他开始构想一个惊人的想

法.他们应该见面附谈。在做出这样的决定后.他送出佼者去

宣布，他希望和西庇阿讨论全盘局势，而在收到这消息后，罗

马统帅回应说.他会传话给汉尼拔约定时间及地点来会谈。次

日.马西尼沙的部队抵达，有六千名步兵及四千名骑兵。西庇

阿亲切接待他，恭喜他已经将所有四法克斯之前的子民纳入他

的统治之下。四庇阿那时立即拔营. l'lJ 达一个叫纳拉加拉

( Naragara) 的城镇后，在该地扎营，他选择一个在其他方面都

适合的地 l且，可以在 只标枪投射到的距离内取得饮水。

6 从那里西庇阿送话给迦太基的统帅，说他已经准备好和

他见面，商讨事情。在听到这点时，汉尼拔立即拔营，前进到

离罗马人不到j四里之处。在那里他扎营在一座山丘上，这山丘

似乎在大部分方面都适合他目前的意图，但是离水源有些太远，

所以他的人马因为这不利之处，受害甚多。次日，两位将军骑

马离开各自营区，仪由一些骑兵陪同.然后也将这些人留在后

面。他们自己在中间的地方相见.每人各有一位翻译人员陪同。

汉尼拔首先向西庇阿致意，然后开始说话。如下。①

他告诉西庇阿，他只希望罗马人不去扭曲目在意大利之外的

① i庄1:>:全面 (E李维的《坦尼拉之战》三十书 30 至 3 1 "]_世中有 JR逝，而且在本

质上井非不可能。仅尼拔或许希望避免战争，或是寻求机去辈舍见 l 或评

估他的时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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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土财衍，同样迦太基人也不要贪图非洲之外的。两个民族都

建立雄伟的帝国，而或许可以简单言之，大自然已经标记Hi 它

们各自的界线。他继续说道·"但首先，我们为了拥有西西盟，

之后为了西班牙，而进行战争，而且我们两边都忽略命运女神

给我们的教训。最后我们到达那在过去是我们其中一方遭遇到

的，而现在则是另一方遇到的一个关键时刻，即祖国领土处于

危险之中。除了去考量我们究竟用哪种方法可以避免神明愤怒，

让我们现在争执得到和解，我们所余为何?我本人随时愿意做

如此尝试，因为我已经从实际经验中得知，命运是如何地变幻

无常，如何在命运天平上做个小偏移，便能对任一方带来最重

大的变化，以及它如何玩弄人类，好像它的受害者不过是小

孩子。"

7. "但我担心.您西庇阿，部分是因为您非常年轻，部分

是因为整个在西班牙及非洲的发展有利于您的计划，所以您尚

未尝试过运势上的衰弱，不会被任何我的话语影响，无论我之

所言含有多少真理。但是，且以一个例证的观照来考虑事实，

这例证并非取自过往，而是从我们的时代。我便是那汉尼拔，

在坎尼战役之后成为几乎整个意大利的主宰，后来进军罗马城，

在城外五里扎 fi·. 在那里思考我该如何处理你们及您的国家。

今日我在此地非洲，正与您这位罗马人进行协商，讨论我的国

家及我自己能否存在。请记得这命运的转折，我恳求您，切不

可过度骄傲，而是在这时刻 以人类规模的角度来将思绪集中

在事情上，换言之，追求那将能够产生最多美善结果及最少邪

恶的途径。因为有哪些有识之士会选择冲向那您正面临的危险

之中?假如您胜利，对您已有的声望以及您国家的荣耀增添甚

少，但假如您被击败，您将肉为您的举动而抹除您所有已经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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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的名誉及荣耀的记忆。我告诉您这些事，我的目的为何?我

提议我们过去所有争执的领土，亦即西西里、撒丁以及西班牙

都将属于罗马，而迦太基将不会因为它们的缘故而与罗马作战。

所有在意大利及非洲间的其他岛屿，必须同样属于罗马。我确

信，如此的和平条约在未来对迦太基人是最安全的，对您及所

有罗马人是最荣耀的。"①

8 在汉尼拔说完之后.西庇阿回答如下。他指出在争夺西

四里及西班牙的战争中，罗马人没有在任何一场战争曾是挑衅

者 迦太基人毫无争议地都是开启战端的人.没有人比汉尼拔

知道得更清楚。神明已经不把胜利给予那些做出不正义之第一

flt的人，而是给予那些拿起武器自卫的人，来为这事做出见证。

他本人也时常将命运女神的反复无常置之眼前，所以其能力范

围之内，他也将人类事务之不确定性列入考虑。

"但关于那些您所提及之条件 J' 他接着又说，"假如您自

己撤离意大利，然后在罗马人跨海到非洲前，提出如此建议，

我不认为您的希望会破灭。@但既然您是因为环境所迫而离开

意大利，而我们在这期间已经渡海到非洲，掌握开阔的乡间，

局势现在已经很清楚地是在一个很不一样的基础上。事实上这

是一个所有问题中最重要的:我们现在已经到达何处?在您的

国人被打败后求和1 .我们写下一个条约，上面除了你们的提议

判，还规定迦太基人应该归还战俘，不得要求赎金，应该交出

战舰，赔偿我们一千五百泰伦，③最后要提供人质来担保这些

① 这里所提出的矗何比在迦太基破坏停战协议之前的压要少很辜.所山西庇

阿几乎无挂期旦有任何制l舍去国D~公民大会去接受它们。

②甚难理解何以迦太基政府在所有那几年中 未曾提出要撤出意大利，那时

{步如此提议可能可 ~J用作讨价还价的筹码。

③ 的三八七}L0千克。-一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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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的履行。这些是他们和我彼此同意的条件。我们双方派遣

特使到罗马去，将这些提议提交元老院及人民审议，我们罗马

人确认这些条件，而你们迦太基人恳求它们被通过。元老院同

意，而人民也批准条约。但一旦迦太基人取得他们所要求的之

后，他们却背信地违反条约。有什么途径还可让我采用?将您

自己置于我的立场，请告诉我?要我们现在将条约中最严厉的

条款给废除?在那状况下，我们将会因你们国人的不法行为而

奖励他们.教他们在另一个场合要背叛他们的施恩者。或我们

应该应允他们现在的请求，寄望于未来他们的感激。记住，他

们才刚刚首先取得以求情者身份恳求来的，然后在您回国时，

带给他们些微的成功希望，他们立即以敌人来对待我们。着眼

于这一点，假如我们要再加上一些更为严厉的条款，到11还有理

由将条约再度提交给公民大会;但假如我们撤销任何条件，然

后将我们的讨论提交到那里，则根本没用。那我们的会丽还有

进一步的目的吗?这事实是 您必须将您自己及您的国家无条

件交到我们手中，或是以战斗来征服我们。"

9 在交换这些意见，没有提供妥协的希望后，汉尼拔及西

庇阿分手。次日早晨，双方将军率领他们的军队，进行交战。

迦太基人为自己的生存及拥有非洲而战，罗马人则是为了帝国

及主宰世界而战。①难道会有任何人在掌握这局势后，在读这场战

争的故事时，仍然会无动于衷?不可能会再发现更骑勇善战的士

兵，或是更加成功或更娴熟兵法的将军，命运女神也未曾提供给对

峙两军一个比现在更大的奖品，因为胜者注定会成为不仅是非洲及

欧洲的主宰，而且是历史所知之所有地方的主宰。而这的确证明正

① 且特别是页 132 以E页 391 至 392 有关波里比阿时l'f.马战役如何塑造世界

业进程!所具有之重要性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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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最后结果。

西庇阿以如下方式来部署军队。在前排阵线他在连队之间

以固定间隔安排前线部队，他们之后则是中线部队。然而中线

部队并非以常见的罗马方式来部署，亦即掩护前线连队之间的

缝隙，而是位居连队本身"正后方"一些距离;他采取这对形

式是因为敌军为数颇众的战象。①最后后线部队则在后方阵线

部署。在他左侧他安排莱伊利乌斯及意大利骑兵，在右侧则是

马西尼沙和他所有的努米底亚部队。前排连队之间的间隔布满

了前战部队。这些部队被下令要发动攻势，而假如他们被战象

的冲刺进逼而被迫撤退，那些人可以足够迅速地在队形中所留

下的直线通道来逃避，而那些被追赶上的，则可往左右侧的队

伍缝隙中移动。

10. 在做完这些部署后，西庇阿骑马在行伍间移动，向部

队发表演说，这虽然简短，但 i 分契合当时状况。"日得你们

在过去打过的战争，"他告诉他们，"让自己表现得就像个英勇

的士兵，值得你们的名声以及你们的国家。将这事实摆在你们

的眼前:假如你们克服敌人，你们不仅将成为非洲完全的主人，

你们也会将为自己及为罗马赢得无可挑战的领导地位以及其余

世界的主宰权。但假如战争结果不然，那些殉难的人，会因为

你们为国家所做的牺牲，而接受一个更加光荣的死亡，那些以

逃跑来苟活的，将会留下一个除了痛苦及羞辱外，别无其他的

人生。在非洲没有一个地方会给您安全，而假如1您落入迦太基

人手中，没有人会肯面对那种现实，没人怀疑会有何种对待正

等着你们。我祈求你们没有人会活着去面对那种命运。现在命

① 亦即让战卑没有障碍地通过队伍。通常这间隔等于连队本身的宽度，所以

传统的布阵看起来去曲是西洋棋的损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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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女神已经给我们根据战争来决定的结果，给我们选择最荣耀

的奖品，假如我们拒绝了那最光辉灿烂的奖品，我们必将会是

最为懦弱!但怯，或换言之，所有人类中最不智的人，只冈为要

苟活，而去选择命运中最恶劣者。所以当你们而对敌人时，将

两个目标保持在你们面前.去征服或去战死。当人们受到那精

神所鼓舞，他们通常将会胜过他们的敌人，因为在他们进入战

场时，他们已经决定要选择牺牲生命。"

1 1.这是西庇阿如何呼吁他的人马。在这期间汉尼拔也已

经部署好他的军队。在全军之前，他安置战象，他所拥有的数

量超过八十头，之后则是佣兵.①其战斗力量约为一万两千名，

由利古里亚、凯尔特、巴利阿里及毛里塔尼亚( M auretania) 人

组成。在他们之后则安排本土的利比亚人和l迦太基人，而在他

的最后一线，约在其余部队后两百码之处，是随他从意大利回

来的军队。他的两翼由骑兵保护，在左侧为努米!民亚的盟友，

在右侧则是迦太基骑兵。他下令每一回队的指挥官要向他们自

己人演说打气，告诉他们在他及他从意大利带回部队的参战下，

他们拥有胜利的坚定基础。至于迦太基人，他要求军官向他们

的军队描述战败的后果将会如何，让他们对自己的妻儿子女会

有何命运毫无疑问。指挥官们执行汉尼拔的命令，然后他在自

己部队的行伍中移动。他向他们说了一段时间的话，要求他们

记得这十七年期间，他们是战斗的同志，以及他们与罗马人打

过多少战役。他告诉他们说， "在所有这些行动中，你们证明

① 有可能所布这些佣兵都是Ji\近司捕事的。不太能确定巴利阿，IJl人且毛 IJO茜

尼亚人是投掷 H)Jl.轻骑兵，或是匆促地酷训练为步兵.捆在页 570 时战

斗之描述所III射。仅 Jè拔的战术且示出他认为前线部队是可以牺牲的，希

盟在迦太基老兵土阵之前，借此来悄括磨损F马人，将他们的武器开钝

(见页 57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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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所向无敌，从没给罗马人任何可以打败你们的最小机会。

且让我们忘记那些小型战争，我要求你们特别要记得特需比亚

i可战役，这是你们对付的这位现今罗马人统帅西庇阿的父亲，

记得特雷西米尼湖战役，当时你们的敌人是弗拉米宁，还有坎

尼战役，当时我们打败宝路斯。今天等待我们的战斗无法与那

些战争相提并论，元论你们所考虑的是我们敌军的数盐，或是

他们的勇气。"在说完这些后，他告诉他们仔细打茧，注意对

付他们的敌人的部署行列。这不仅是一支较小的军队，而且甚

至不到之前与他们作战之军队的一部分;至于勇气.罗马人不

再像他们之前一样。因为在较早的战斗中 .27马人的战斗力量

未曾被击溃，而且也不知道战败为何，而今日罗马士兵在某些

情形下是那些军团的孩子.另一些则是军网的残余，这些军团

他们都一再在意大利予以击败，讨他们溃逃。所以他现在要求

他们不可让之前成就的光荣及名声溜走，而是要勇敢奋战，坚

持他们骄傲的名声，这是他们作为一支未曾败过之军队所赢

来的。

12 这是两位统帅所做的演说。在两边部署完成时，两支

对峙的努米底亚骑兵已经初步交战一些时候.而在那时候汉尼

拔命令他战象部队的驾驭者向敌人冲刺。但当号角与喇叭的声

音 jfílJ破它们周围的空气时， -些动物开始慌张，掉头就跑，开

始往后践踏，与前来支援迦太基人的努米底亚的骑兵队相撞，

而那时马西尼沙正同H才攻击，所以迦太基的左翼立即暴úli 出来。

其他战象往两军之间地带的罗马前战部队冲去.杀死卡l 多人，

但自身亦损失惨重。最后所有这些猛兽都受到惊吓.有些从连

队之间的空隙逃去，而罗马人愿意让它们通行过去，其他则逃

向右翼，在那里它们遇见来自骑兵一批又一批投掷过来的标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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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仓皇逃离战场。就在这一时刻，莱伊利乌斯利用战象所制

造出来的混乱，向迦太基骑兵进行冲锋攻击，将他们击溃，逐

离战场，然后进行追杀，正如马西尼沙在右翼一样。与此同时.

除了汉尼拔从意大利带回的士兵仍留在原处外，对峙的重装步

兵仍以缓慢但坚决的步伐互相攻往对方。当这两边到达打击的

距离时，罗马部队发出战吼，习惯地以刀剑敲击盾牌，冲向敌

人，而来自迦太基一方的佣兵则刑起一般各式叫呐呼喊的声音。

因为他们并非都以相同的语言说话，如荷马在谈及特洛伊军队

时所言:①

此处没有共远的语言;

这支军队的语言有许多及怪异

他们来自的家乡既$又远。

正如同汉尼拔军队的组成一样。这我已经刚刚描述。

J3 整个战争变成人对人之间的搏斗。@在这场战斗中，

佣兵的勇气及技巧给他们最初的优势，成功地伤害了讲多罗马

人。但即使如此，罗马人行伍的坚定以及武器的优越，使西庇

阿的人马强迫敌人让步。这时候，罗马人后排部队紧贴在他们

前面的同志，鼓励他们向前，相反，迦太基人却是儒弱地退却，

没有支持他们的佣兵。结果是最后这些野蛮人自己退下来;对

他们来说.他们觉得被自己的一方所放弃，所以当他们后退时，

他们开始攻击后方的士兵，将他们击倒。这行动强迫迦太基人

勇敢死去，尽管自己如何不愿，因为当他们发现自己被佣兵屠

① 〈伊里亚特》四书四三七行。

@ 亦即现在战斗是以罗马人的方式进行，有别于:jþ.nn童装方阵兵团的集体冲

。
r 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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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时，他们被迫违反自己的意志来同时攻击罗马人及野蛮人:

当他们被逼到墙角时，他们以拂命的勇气来保卫自己，杀死许

多敌人及佣兵。迦太基人的反攻甚至让一些前线部队的连队陷

入混乱，但一旦中线部队的军'自看见所发生之事，他们稳住自

己队伍的阵脚，所以大多数的佣兵及迦太基人都在他们所站立

之处被砍倒，无论是被自己一方或是被前线部队。汉尼拔那时

禁止逃跑的幸存者逃人到他自己老兵的行列中;他命令他后排

的行列将标枪瞄准，在他们靠近过来时，将他们吓阻，所以他

们被迫往两翼或是往开放乡问逃命。

14 这两边剩余军队的中间地带现在布满了血腥、尸体以

及伤息，币1敌人溃败之后所形成的实体障碍，造成罗马将军的

问题。每件事结合起来都让他无法在前进时仍保持队形·地表

上因血迹而湿滑，尸体躺在血液浸透的尸堆里，之间的地带则

满布随意丢弃的断肢。然而西庇阿首先安排他自己的伤患被运

送到后方，接着以号角召回那些追杀敌人的前线部队。然后他

在之前战斗已经发生之地的前面，面对敌人中央，重组前线部

队，命令中线部队和后线部队部署完成，经过尸首，以密集队

形在两翼站好位置，与前线部队对齐。①当他们越过这些障碍，

将战线部署整齐，两军皆以最大的奋战精神及愤怒冲向对方。

因为他们不仅在人数，而且在勇气、战斗精神以及武器上都势

均力敌，战争结果在很久一段时间内一直悬疑不定。双方在他

们所站立之处以最大决心应战，都有许多人战死倒下，但最后

马西尼沙以及莱伊利乌斯的骑兵队，在追击迦太基骑兵之后回

来，并且因为运气之故，恰好于关键时刻抵达。当他们从后面

①这并非以减少个别士兵之间的距离辈达成 而是将连队与连队之间的间隔

填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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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向汉尼拔的部队，有更多人在行伍间被砍倒，而那些逃走之

人只有一些成功逃命，因为骑兵紧迫在后，而地形十分平坦。

罗马人损失超过一千五百人，但在迦太基一方则超过两万人被

杀死。几乎有一样多的人被俘虏。

15. 这是两位统帅最后战役的结果。这场战役决定了整个

战争。当战斗结束，同庇阿往前移动追逐敌人，掠夺迦太基营

区，然后回到自己营l豆。汉尼拔在一些骑兵陪同下，不停奔驰，

直到他安全抵达哈德鲁曼敦。在这战役中他运用一位经验丰富

之优秀将军所会运用的方法。首先，在他与西庇阿会面时，他

尽其所能地凭借一己之力，在战前取得解决方案;以这方法他

显示出，即使他作为一位期望得到胜利之人，但却仍然不能信

赖命运女神，十分清楚不可预期的成分在战争中所扮演的角色。

然后一旦他投入战争之中，他以如此方法去处理军事行动，所

以不可能有任何统帅在具有如汉尼拔军队之装备的情况下，可

以做出更佳的部署来对付罗马人。罗马军队所采用的部署十分

难以突破，因为它允许每个人以单兵或是集体合作来作战;其

效果是要提供 种队形，能够在任何一个方向呈现出一个阵线，

因为最靠近危险威胁之处的连队，可以回转过来以而对危险。

他们所持的武器既能提供保护，也灌输给他们极大的信心，因

为盾牌的丽积以及刀剑的强度都可承受屡次的劈击。所有这些

因素都让罗马人在战斗中成为可怕的对手，非常难以克服。

而 在应付罗马方面的每一个优势，以及在关键时刻使用

每种可以合理被期待会成功的资源上，汉尼拔展现出一种几乎

难以超越的技能。他聚集大址的象群，将它们安排在军队之前，

其明显的目的是要令敌人陷入混乱之中，打乱他们的队形。他

亦部署佣兵在前，迦太基人在后，希望敌人在最后决战之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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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单纯的大量杀戮，而在肉体上感到疲乏，刀剑失去锋芒。

除此之外，借着将迦太基人从两边围住，他强迫他们坚定站稳，

并且奋战，所以用荷马的话说①"即使那些厌恶战斗的人，也

将被迫参与战争。"

同时，他将作战部队中最挠勇善战及最坚定不移的人安排

在后方一些距离外。他的意图是他们应该在一段距离外观察战

斗，让他们的力气以及精神保持完整，直到他可以在关键时刻

使用到他们善战的素质。在采取他能力所及之每种措施来取得

胜利后，假如这位统帅在此之前未曾尝过败仗，但在最后却

失败了，我们必须原谅他。有些时候命运女神会阻碍勇者的

计划.而其他时候，如谚语所言，"一位勇敢之人遇到比他更

强的人"。正是在这场合巾，我们或许可说是发生在汉尼拔

身上。

17 有些时候人们会以一种超出他们民族平常习惯的方式

来发泄他们的感受，而假如这情绪的表达看起来是真诚的，那

是源自他们所蒙受到之不幸的巨大规模，激起那些看到或听到

者的怜悯。另一方面，当如此表现只是一种演戏及惺惺作态而

已时，它不会引起怜悯，反而是愤怒及敌意。这正是迦太基代

表在这场合所发生之事。

西庇阿对迦太基代表团先做 个初步的简短声明。②他说

罗马人没有义务为了他们的缘故去善意对待他们，因为他们自

己承认违反条约，占领萨贡托，奴役其人民，开启对罗马人的

① 《伊里亚特》四书~_OO行。

@ 李维《汉尼拔之战》三十大书lO ~llj章说，厚管在罗马人之中有普遍的

愤串以且希望摧毁迦太基的冲动，但西庇阿决定在这时候提出和平是件。

他所提出的理由是在国政迦太基时 町能必须做出极大的牺牲，还有他担

心他的蜡任者或许古揽走。J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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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而比较近来的是，他们违反他们已经签署，并且宜誓要

遵守的停战协议，犯下背信之罪。①"但是为了我们自己，"他

继续说， "以及考量到命运之浮沉不定，还有对人性的要求，

我们决定要展现宽恕，要慷慨对待你们，而假如你们认识到真

正事实为何，这对你们将会十分清楚。当然假如我们强迫你们

去遭受一些惩罚，或是遵照某种形式方法，或是要放弃这个或

那个财富，你们应该不会觉得奇怪，而恰恰相反的是，假如我

们给予你们任何恩惠的话，你们应该认为这是未预料到的让步，

因为正是因为你们所犯下的过错，所以命运女神才剥夺你们有

任何权力去要求怜悯或宽恕，使你们受制于敌人所有的摆布之

下。"在说完这前言之后，他解释将要对他们所做的让步，以

及他们要接受的惩罚。

18 以下是罗马人所提出条款的内容。迦太基将保留它

最近对罗马开战前所拥有的非洲城市，所有之前的领土以及

牛群、羊群、奴隶以及其他财产。迦太基人从那天开始不再

遭受进一步的伤害，@他们应该以自己的法律及习俗来统治，

而且不会有罗马驻军进驻其间。这些是罗马所做的让步。相

反性质的条款则如下。

迦太基人将因为在停战期间所做的所有不义行为，赔偿罗

马人;在任何时候落入他们手中的战俘及逃兵必须要追返:除

了十艘三层舰外，所有战象③以及战舰都必须交出;他们不得

对任何非洲之外的民族作战，而且除非得到罗马同意，亦不得

① 亦即因为攻击罗马入特使(见页 560 至 561 )。

② 亦即时他们领土的侵犯。生效日期或诗是西庇阿将这些条件提吏给迦太基

特使的那天。

③ 辛维报道说他们植禁止去训鲸任何战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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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非洲内的民族作战严他们要归还马西尼沙后来被分配到之

疆土内，所有属于他或他先祖的屋舍、领土、城镇以及任何其

他财产;他们要提供给罗马人足够三个月的谷物以及薪资，直

到他们从罗马收到关于条约的囚应，他们必须在五十年期间支

付一万泰伦@的银钱，以优卑亚制为单位，每个月五十泰伦@的

分期付款卢他们要交出一百名人质作为诚信的保证。这些人

将由罗马指挥官从这国家里十四岁到三十岁之间的年轻人中

选出。

第二次布匿战争的结束

19 这些是西庇阿对迦太基特使所宣布的条件，他们在接

受通知后，立即回去向他们在迦太基的国人解释。在这场合中.

据说一位元老决定要发言反对接受这些条约，而事实上他也已

经实际开始如此做时，汉尼拔走向前，用力地从讲台上拉他下

来。当其他成员对这种破坏元老院传统感到愤怒时，汉尼拔起

身，坦承他犯错·假如他的行为违反他们的习惯，他们必须原

谅他，因为他们知道他在九岁时离开，而只有在他现在四十五

岁时才返回迦太基。他因此向他们呼吁不要将注意力局限在他

是否违反院规这问题上;他们反而应该去思考，他究竟是否真

正关切他的国家，因为正是因为这:f1I!由他才犯下这不良的行为。

①这 条:在特别是针对在迦太基领域之外所进行的在击性战争:亦即.这假

世迦太基如果在非嗣之外作战，官必然是挑衅者。李维的陈述则禁止在非

嗣境内针对罗马的盟友作战。这 最撞，例如说，便会涵盖迦"，1i1;时马西

尼沙所罪取的行动，而这反而导致马由尼抄时迦太提匮队:的侵略， i在最后

导致第三眈布团战争的主生。

② 约二五八六 00千克。←一译者在

@ 约一二九三千克。 译者在

@ 这五十年的还款期限是童图来延长臣胆的时间，井避免提前缴清赔偿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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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告诉他们说，"我很惊讶，而且确实超过我的理解之外，任

何人若是迦太基公民，并且充分了解我们在对付罗马时所采取

的个别及集体政策，竟然有人不知感谢他现在的运气，因为当

我们在他们的摆布之下，我们竟然能得到如此宽容的条件。假

如你们在儿天前被问到，"他继续说道， "假如结果是罗马胜

利，你们期待你们的国家会遭受什么。这威胁我们的灾难那时

是显得如此排山倒海，所以您甚至无法表达出你们的恐惧。所

以我现在恳求你们甚至不要辩论这问题，而是直接宣布你们无

异议接受这些提议.向神明进行献祭，并以一致的声音祈祷罗

马人民会批准条约。"

所有元老认为这建议构思良好，因为极为适时，所以他们

决议要以上面所列之条件来订定和约。迦太基元老院接着立即

派出使节，甘11令他们接受条件。①

在马其顿、叙利亚及埃及之事务

20 难道这不令人惊奇吗?当"爱父亲"托勒密四世还在

世，无需来自马其顿及叙利亚同王的协助时，他们非常乐意提

供;但一旦他过世，只阳下-个小孩作为继承人，他们原来的

天生职责是要协助保存他领土的完整，他们却反而立即冲去分

割他的王国.彼此怂恿对方去毁灭这无助的孤儿。他们甚至不

像在懵主中所常见的，会去为自己捏造出任何琐碎的借口，而

像是立刻以一种如此野蛮猎食的方式去进行，所以我们只能将

① 特使白先回到商店阿 p 然 K7迦太搞人植给予三个月的停战协定，而在这期

间他们要派遣特使到罗马。在罗马时特使团进行听证，以且决定以西庇阿

所推荐之条件来订草和平条约，在李雄{叹尼拔Z战》三十书四二至四三

章有所形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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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行为比喻成像鱼群一样。因为据说在鱼群中，尽管它们

属于同类，但大鱼却是以吃小鱼为生。这两位因王彼此签订的

协约好像一面镜子.反映出对神明邪恶以及对他人残酷的真实

形象，逗论这两人毫无止挠的贪婪。虽然人们或许会认为在这

例子上，他们有道理去责怪命运女神如此处理人间事务，但应

该也可以原谅女神，当他们知道女神在之后如何使他们为自己

的行为付出公平的代价，以及女神如何以这些国王为镜鉴.为

后代竖立起一个无法忘记的教训。因为就在他们正在彼此背信，

瓜分这小孩的 I到家时，女神将罗马人带来，以符合正义以及适

当方式，以他们想恶毒地加诸在对方身上的侮辱，反而加诸在

他们两者身上。因为两位国王很快就在战争中被征服，所以不

仅被禁止去贪阁他人财产，甚至被迫要去缴交贡赋，臣服于罗

马的命令之下。最后.在短时间之内，命运女神又再度抬举托

勒密的王国，而对其敌对的王国，女神则在其中 例中，施加

完全的毁灭，另一例则是带来一连串的不幸，所以几乎导致相

同的毁灭。

在埃及之事务:一场宫廷革命

[ "爱父亲"托勒密四世是位软弱的统治者，生活形态懒散

放荡，把从二二0年到二O四年的统治，当作"宛如一场永远

的庆典" (页 291 )。这国家由他机巧、不择手段的国政顾问幸

西比乌斯来管理，他却仍然无法阻止这王国在国外及国内严重

的衰退。托勒密在二一 0年获得一子，立即被宣布为共同的统

治者。大约在二O七年， "爱父亲"与他能干贤惠的皇后阿尔

西诺伊 (Arsinoe) 忱离，落入国王新宠的情妇阿加托元勒亚

( Agathocleia，阿加幸克利斯之妹)以及欧南特( Oenanth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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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两人的母亲)的影响。与此同时二角洲以及上埃及发生

叛变和分裂运动，严重动摇国家安全。在二 O 四年"爱父亲"

过世，在那时候幸西比乌斯及阿加索尤利斯掌握权力，谋杀阿

非西诺伊，假追遗嘱，任命他们为这七岁继承者"神显灵"托

勒密五世的监护人。根据波里比阿的记载，幸西比乌斯在世时，

曾经主谍，导致莱西马克斯( "爱父亲"之长于)、马佳斯

( "爱父亲"之弟)、贝蕾妮丝( "爱父亲"之母)、斯巴达的克

里奥米尼斯以及阿尔西诺伊( "爱父亲"之妾)的死亡。他自

己在二O三年过世，将被政大权留给意志薄弱的阿加索克利斯。

针对后者而发的群众暴动在二O二年爆发。培琉喜阿姆( Pelu-

sium) 地区的军事统帅特勒;在勒摩斯( Tlepolemus) 接替阿加

索克利斯为级政，掌权到一九六年。在这期间，马其顿之菲利

普以及叙利亚之"大帝"安条克三世，协商出无所顾忌的条

约，决定瓜分托勒密一些埃及的海外领土。菲利普在二。一年

占据萨摩斯，而安条元 ~'J 在二 0 一年入侵空叙利亚，深入到西

奈何inai) 沙漠。]

26. 阿加索克利斯第一个行动便是召开马其顿卫队①的会

议，并且在阿加索克利斯及男孩同王"神显灵"托勒密五世陪

同下，在他们之前出现。最初他假装泪水让他呛到，所以无法

言语，然后装模作样地控制住自己的情绪，他将男孩国王在手

t举起，高呼 "接受这男孩，他的父亲‘爱父亲'在临终时

委托到这女人手中，"讲到这里他指向他的妹妹阿加索克利斯，

"并且信赖你们的忠诚，马其顿的士兵们。可惜，她的爱心无

① 马其顿后裔拥有阁旦地，构成埃且军队里最重要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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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成为命令，来确保这男孩的安全，所以他的命运只有依赖你

们及你们的力量。对你们所有有眼睛的人，这一直都十分清楚，

特勒波勒摩斯①一直阴谋计划，要夺取远高于他的权位，现在

他甚至指出在哪日哪时，意图登上王座。你们元须只依赖我所

说的话来判断这事的真实性，你们可以询问那些知道事实，而

且刚从这些事件之地点回来的人。"当他在说此事时，他将克

里图劳斯( Critolaus) 带向前去，证实说自己亲眼见到祭坛已

经摆出，祭祀牲品在人们面前准备，准备进行加冕典礼。

当马其顿卫队昕闯此事，非但没有被阿加索克利斯所说的话

而感动怜悯，反而置之不理，以嘘声及窃窃私语来显示对他的鄙

视，所以他几乎不知道自己要如何逃离聚会。非常类似的场景发

生在其他军队单位的集会中。在此期间，一些人陆续从上埃及的

驻军地点搭船过来，而所有人都向他们的朋友及亲戚呼吁，要在

目前状况中出来协助，不要袖手旁观，让他们落入如此毫无价值

之人手中，忍受野蛮的暴政。但是最剌激士兵去对政府进行报复

的因素是，因为特勒波勒摩斯已经控制所有进口补给品到亚历山

大的渠道，所以潜在的任何耽误对他们都是危险的。

27 此外，阿加索克利斯及支持者有项动作特别激怒群众

以及特勒波勒摩斯。特勒波勒摩斯的岳母达那厄( Danae) 被

从谷神i出米特 (Dcmeter) 的神庙带出来，在没戴面罩的状况

下，被拖行通过市中心，然后投入监狱。之所以如此，是因为

阿加索克利斯要清楚表达对这位将军的敌意。这种冒犯行为如

此激怒群众，所以他们不只在私底下或秘密中来谈它;有些人

在夜晚时，在所有城墙上涂鸦，表达对当权者的厌恶，其他人

① 位能干的军人， :t\身于 个移民到埃及的血赫波斯家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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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甚至因为相同的目的，相当公开地聚会。

当他看见这些逐渐升高的敌意，阿加索克和j斯开始为自己

的安全担心，曾有一时考虑逃离国家，但因为他甚至在准备逃

亡时，都缺乏先见之明，于是很快就放弃了这想法。他接下来

的一步是列出一张加人阴谋的人名清单，将立即处决他的一些

敌人，逮捕其他人，并且为自己夺得绝对的权力。当他仍忙于

这项阴谋时，国王的一位私人幕僚莫拉坚尼斯( Moeragenes) • 

被指控将所有宫廷里进行的事，通风报信给特勒波勒摩斯，并

为他工作;据说他之所以为他工作，是因为他与邻近布巴士提

斯 (Bubastis) 行省总督阿迪右斯 (Adaeus) 的友谊。阿加索

克利斯于是立即命令他的国务秘书尼可斯特拉托斯( Nicoslra

tus) 逮捕莫拉坚尼斯，以各种酷刑来威胁，进行彻底的质问。

真抗坚尼斯立即就速，被带到宫廷的-个偏远地方;他最初被

直接以一般方法来针对相关指控讯问;当他拒绝承认任何一项，

于是被脱光衣服。一些逮捕他的人开始准备刑具，其他人则鞭

子在手，自己脱下衣服。但在那一刻，一位奴隶跑向尼可斯特

拉托斯，向他耳语，立即又跑出去。尼可斯特拉托斯立即跟随

他，没发一语，只是重复地以手拍打大腿。

28 莫拉坚尼斯现在发现自己的处境是如此异常，几乎无

法形容。有些逮捕者紧站旁边，正将鞭子举起准备要打下去，

其他人则在他眼前准备刑具。当尼可斯特拉托斯匆忙冲出时，

所有人都彼此相望，呆若木鸡，停止动作，期盼他随时返回。

接着时间一拖，他们一个接一个溜走，只剩莫拉竖尼斯独自留

下。在这之后，他自己都非常惊讶，竟然可以自行穿过宫廷，

直到他半裸地搬进附近一个由马其顿卫队占用的帐篷。当他遇

见他们，他们恰好部正坐在一起食用早餐，所以他告诉他们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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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故事，以及他逃跑的怪异方式。有些人一升始根本不相信他

的故事，但当他们见到他没穿衣服，又不得不相信。英拉坚尼

斯趁机利用这悄势的完全转变，眼中带泪地向马其顿人提出诉

求.不仅要协助救他，也要考虑国王安危，但特别是他们自己

的身家性命。他让他们深自认为，他们若没有捉住现在正当民

怨正沸，每个人都想惩罚阿加索克利斯的机会，他们自己会面

临必定的毁灭。他提醒他们，人民的情绪正在沸腾.所以现在

正是行动的时刻，而这只需要有人首先发难。

29 这些话最后终于激起马其顿人采取行动，他们同意莫

tíi坚尼斯的建议.开始行动。他们立即从巡回马其顿卫队的帐

篷开始，之后去探访其他部队.这些彼此接近，都在面向城市

里相同的区域。人民长久以来 直处于即将叛变的情绪中，而

这只需一人有勇气登高一呼，接着，一旦这企图开始，叛变便

像野火燎原般地扩散c 在仅仅四小时内.城市内所有民族的人

民、市民及士兵，都同意发动叛乱.反对政府。

在这一时刻，连机运也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来协助他们

达到目的。有一封信恰好落人阿加索克利斯的手中，而一些间

谍被带到他而前。这封信是特勒j波勒摩斯向军队宣告，他立即

会在亚历山大现身，而间谍报告说其实他已经现身。这让阿加

索 3lt利斯陷入如此恐慌之中，变得无法采取任何行动，甚至无

法去思索环绕他身边的危险。所以他反而像平常一样，在固定

时间去喝酒，以在宴席间习惯的方式，咨意放纵。他的母亲欧南

特也陷入泪丧，前往两位女神的神庙 (Tbesmophorium) ，①因为

⑦ 这神庙坐蓓 1 城外东边一小段距离之处。阿拉女神果典( T!lt'sJnnphoria ) 
亘有关丰饶.为尊崇谷柿迪米特以且其女儿波挥凤妮( l'crscphone) 而举

行，时间血叶是在 1 月、十一月描种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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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祭祀之故，所以神庙是开放的。在那里她双膝落地，以表

情丰富的姿势祈求女神协助，然后自己坐在祭坛附近，沉默不

语。大多数出现的女人都乐于见到她如此颓丧消沉;她们也不

发一话，但是波吕克拉特斯 (Polycrates) 的一些亲戚及一些贵

族仕女尚不知即将来临的危险.前去安慰她。但欧南特对她们

尖叫 "不要靠近我，你们这些怪物 1 我太清楚你们的心思，

想如何对我不利，我清楚你们如何向神明祈祷，希望最坏的事

会降临我们。但尽管如此，假如这是天意，我相信你们有一天

会吃下自己孩子的骨及肉。"说完这些话，她要求随从将女人

驱走，而假如她们拒绝离去，便以木棍赶她们。但就她们来说，

她们趁机利用这机会，集体离开神庙;她们也同时向神明举手

祈祷，祈求欧南特自己会遭受她威胁别人的命运。

30. 城市的男性居民已经决定要起而反叛，现在女性的愤

怒又在每个家庭里火上加油，所以群众针对阿加索克利斯的怒

火加倍猛烈燃烧。在夜晚降临时，整个城市充斥着喧闹的声音、

火炬的火光以及急行的脚步声。有些人聚集在竞赛场里呐喊，

有些人彼此打气，还有一些人四处奔跑，设法将自己躲藏在不

太会被怀疑的地方。竞赛场、环绕宫殿的宽敞大道、城市主要

街道以及酒神剧场之前的区域，都挤满了所有国籍的群众。在

这时候，阿加索克利斯风闻正在发生之事，从酒醉昏睡中挣扎

起身，因为他才刚刚解散酒宴，并且带着除了费罗( Philo )外

的全家人去晋见国王。他向男孩国王说一些话，在话中他悲悼

自己的不幸，然后握着他的手，走向以米安德( Maeander) 为

名的亲水花园和摔跤场之间的遮覆长廊，这会导向剧场的出人

处。在那里他锁住前两道门，并且只与一些卫士、国王及他自

己家庭的成员，通过第三道门。每道门都有两道横栓，但门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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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格子细工的构造，所以可以看穿它们。

在这时候.暴民已经从城市各处群集，不仅开阔的空间，

甚至屋顶及阶梯都站满人，而从那里发出一道持续但混乱的院

闹及叫喊，正如我们从妇女及小孩也混杂在男性群众中所能期

待的;因为在迦太基，以及同样的，在亚历山大，孩童在这些

骚动中，扮演和成人一样显著的角色。

31 当天破晓时，在这种普遍混乱里难以分辨出个别的叫

声，但一个词句在其中却特别显著:"带出国王， "马其顿卫队

最先采取积极行动，前进占据宫廷渴见大门。很快咽一旦他们

发现国王在何处，他们绕过去，将长廊的第一道门从门枢移去，

接近第二道门，然后大声叫喊，要求见到国王。阿加索克利斯

现在关心的是自己的安全.要求卫士为他带信给马其顿卫队，

告诉他们他现在要辞掉摄政以及种种权力和|头衔，还有他所有

的侮禄.只要求保有性命及足够的维生水平，别无其他:所有

他欲求的是退回到他原先在生活里的位置，而在那位置即使他

愿意，也无法去伤害任何人。所有卫士都拒绝，但是阿里斯托

米尼兹 (Arislomenes) 这位后来成为首席大臣的人，同意携带

这信息。此人出身为阿卡纳尼亚人，而虽然他是在上了年纪后

才取得国家的主要权位，但他能证明自己是位最值得尊敬、最

谨慎看守国王以及埃及王国利益的人。当阿加索克利斯正位极

人臣之时，他同样也是以奉承阿加索克利斯而著称.因此他后

来在那职务上杰出的表现，显得更加可观。他是第一位邀请阿

力n索克利斯到宴会时，将他从所有客人中挑出，献给他一顶金

冠的人，这是项专属国王的荣耀。他同样也是第一位胆敢佩

戴刻有阿加索克利斯肖像在戒指上的人，而当自己有位女儿初

生时，他命名她为阿加托马勒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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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人之个性我已经说的够多，且回到我的故事。在答应

为阿加索克利斯递话后，他从边门去见马其顿卫队。他还没说

几个字来解释阿加索克利斯的提议时，马其顿卫队便想将他杀

死。但一些士兵插手，向其他人请求饶恕他。阿里斯托米尼兹

于是义返回宫廷，告知他必须带着国王一起出来，否则就不要

再出来。在让他带|司信息时，马其顿卫队已经到第二道门，将

它打破。阿加索克利斯和l那些与他一起的人从马其顿卫队的行

为以及他们的语词中，知道他们现在的心情是会无所不用其极。

他们因此向士兵恳求慈悲，说出所有能够激起他们怜悯的话，

至少到饶恕他们生命的程度;阿加索克利斯甚至做到将手伸过

格子窗，而阿加托马勒亚则是挺出她创胸部，说她Hl它们哺乳

了同王。

32 但最后.他们发现对他们命运做再多的悲悼都无济于

事，他们于是将年轻国王及保镖一起送出。马其顿卫队将男孩

接到他们那里，应接将他安放在马匹土，陪同他到竞赛场。他

出现在那里，受到高声欢呼以及鼓掌欢迎，在那时他们停下马

匹，将男孩抬下，引他向前，让他端坐王位。至于群众，他们

的感觉现在是在欢欣及愤怒之间分裂·他们欢欣，因为国王已

经被带到他们面前;但是愤怒，因为犯罪之人尚未就逮，受到

应有的惩罚。所以他们持续喧嚣，要求那些让人民蒙受邪恶的

负责人被带出来.要杀鸡做猴。在这时候，白天已经过了许久，

但是人民还是没发现任何人可以作为发肖峰怒气的代罪羔羊。在

这时候索西比乌斯一一他是同名政客的儿子-一一身为保镖中的

一贝.特别关切 IfiI王及国家安全，他得出结论，认为没有其他

希望可以安抚暴民的愤怒。他也见到年轻国王沮丧，部分是因

为那些闺绕在他 py周的不熟悉面孔.部分是网为群众骚动.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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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他询问国王是否同意交给人民那些曾以任何方式伤害他或他

母亲的人。男孩点头，在那时索西比乌斯告诉保镖去宣布国玉

的决定;接着他将国王从王座举起，将他带离，在附近自己家

里照顾他。当|司王的意旨公开后，极大欢呼的吼声以及鼓掌在

整个竞赛场中爆发出来。在这期间阿加索克利斯及阿加托马勒

亚已经分手.回到各自家中。一群士兵一一有些是自愿的，而

其他士兵则是在群众敦促下一一立即出发去寻找他们。

33. 接着所发生的谋杀及流血则导因于一件意外事件。一

位阿加索克利斯的随从以及奉承者叫费罗，离开宫殿，并在酒

醉状况下走入竞赛场;当他观察到士兵骚动的情绪时，他向站

在旁边的人说，假如阿加索克利斯出来的话，他们就会有理由

忏悔他们现在的行为，正如在之前曾发生过的。当旁观的人昕

到这些话，有些人开始责骂他，其他人则将他推来推去。当他

设法自卫时，有些人立即将他的外衣给撕开，而其他人则以枪

矛对准刺 10J他。他很狼狈地被拖入竞赛场正中央，仍然还有气

息.而人民一旦尝过鲜血，变得开始热切等待更多其他牺牲者

的到来。不久之后阿加索克利斯便在手镣脚铐加身之下被引领

进来:一旦他出现，群众奔跑过来，立即刺杀他。这在实际上

是种同情而非敌意的行为，因为其结果是使他免于遭受他所值

得的恐怖来受死。接下来尼孔被带进，然后是阿加托马勒亚;

她以及两位姊妹被脱光衣服，她们之后则是所有其他的亲戚。

最后一位是欧南特，他们将其从两位女神的节庆( Thesmophori

u日】)中拖出来，放在马匹上，让她裸体骑马进入竞赛场。那时

他们所有人都被交给愤怒的群众:他们有人用牙齿撕裂他们，

有人用锐器刺击，其他人则挖出他们的眼睛。一且有人倒下，

他立即会被扯裂成身首异处、肢体四散，直到被完全肢解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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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一旦他们的激情被惹起的时候，埃及人的野蛮天性确实惊

人。与此同时，有群少女曾是皇后阿尔西诺伊的随从，得知费

拉蒙 (Philammon) 是造成她被谋杀的元凶，在三天前从昔兰尼

抵达。她们那时冲到他家，破门而人，以棒棍石头杀死费拉蒙，

将他不过是小孩的儿子绞死，然后她们报复的最高潮是将费拉

蒙的妻子裸体拖到街上，当场杀死她。如此便是阿加索克利斯、

阿加托马勒亚以及他们家族的结束。

34 我十分清楚有些作者在编年记录这些事件时，会求助

曲折以及耸动的描绘，只不过是为了让读者有强烈印象，所以

往往超过适当地叙述实际发生之事的必要程度，擅自加油添醋。

有些人将整个事件过程归诸命运女神，强调她反复无常的性质，

以及人类无能去对抗她所带来的起伏变化，而其他人则致力于

对不可预期之事给予理性的陈述，设法让每件事都有道理或可

能原因。然而以那样的方式处理议题，从来都不是我的目的。

我的理由是阿加索克利斯身为军人，无论就其能力或勇气，毫

无可观之处;作为政客，他没受命运女神青睐，而且在处理事

情的方法上，绝非可做模范:身为廷臣，他既不精明老练，也

没有阴谋算计的功夫。但这些能力却使得索西比乌斯及其他许

多人，在处理一位国王接着一位国玉的事务时，能始终如此成

功。事实上，在这角色上，阿加索克利斯恰好与我刚提及之人

相反，但因为"爱父亲"托勒密四世是位软弱的统治者，所以

他才能在没人预料之下，取得如此崇高的地位。在到达那位置

后，虽然历经国王之死，他因为位居有利位置，得以维持权势，

但却因为自己的胆怯A怠惰，同时丧失地位及性命，并且在很

短时间内被众人唾弃。

35. 如我已经解择，对于如1是议题，以妄加评论及分析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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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大叙述，并无益于目的。但就西西里人阿加索克利斯、戴奥

尼索一世和 些其他杰出统治者而言，则是另一种故事。在这

两个人之中.第二位始于微寒卑贱的地位，而阿加索克利

1昕一一直11泰密乌斯以贬抑的影射所告诉我们的一一原先是位陶

匠，离开他的制陶辘铲、陶土以及乌烟那气.在年轻时来到叙

拉古。首先，他们都在自己的时代最后成为叙拉古儒主，这城

市在当代就其尊贵及繁荣，都是首屈一指，后来他们都被认可

为整个西西里之王，①甚至统治意大利的一部分。除此之外，

阿加索克利斯不仅企图征服非洲，而且在他过世时，仍然握有

他之前所拥有的领土。因为这个理由，所以当因庇阿这个最先

击败迦太基的人，一度被问到他认为哪一位是最成功的政治家，

一位同时结合勇气及智慧之品德的人时，他回答说"西商里人

阿加索克利斯及戴奥尼素"。@挑选出如此之人的生涯来引起读

者注意.提及一些命运女神之无常以及人类事务之不确定，还

有指出其中历史教训.这是正确的，但是就埃及阿加索克利斯

的情形，所有这些必然是不适当的。

36 因为这理由，我拒绝扩大发挥埃及阿加索克利斯的故

事。不如此做的一个理由是这一事实:所有命运女神如此惊人

的转折，只会在第 次被呈现给我们的时候，吸引我们的注意

力。之后不仅在读到它们或是在心中记得它们，都会变得无益，

而且事实上，对如此事件做出逼真的描绘，甚至会产生某种

反感。

① 谊严格来说井不正确。戴奥尼幸未曾使用同王的生衔，也批以自己的形卑

来铸造钱币。

@ 波里比阿在此并不 致。没有理由认出西庙阿会才分欣赏如此独裁统泊者

的类型，他更可能认为这些人是迦太华λ成功的时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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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那些想利用他们的眼睛及耳朵来研究任何议题的人，有

两个主要的目标，亦即他们自身的改善以及他们获得的愉悦，

这些都应该在他们心思中占有优先的位置:这原则特别适用于

历史研究，在那里假如l耸人昕闻的事件被不成比例地强调，那

这两个目标将不会达成。首先，命运的异常转折不会让读者激

起想模仿它们的欲望;其次，没有人会从见证或阅读那些与自

然及常人经验相违背的事件中，得到任何持久的愉悦。诚然，

我们的确会有兴趣见到或听到仅发生一次及第一次发生的事，

但只不过是为了发现那显然不可能之事却实际上发生 s 但在那

点好奇心得到满足后，没人会对不断沉溺于不自然之事感到喜

悦，甚至的确除了不得不外，宁可不要遇到这类事。于是我们

所被告知之事，或许能给我们愉悦，或许能引起我们模仿的欲

望，所以对那无法产生这些效果的事件去做复杂扩大的处理，

比较适合悲剧的艺术，而非历史。

但或许我们应该原说:那些对依循世界自然法则或一般经验

过程的议题，不去加以发挥的作家。因为他们习惯认为过去历

史中最重要及最可观的事，是那些他们恰好在自己经验中遇见

的，或是他们从他人之处昕|哥并留下特别印象的故事。结果是

他们投入比应该有的更多篇幅在那些既非原创一一因为其他人

已经陈述过 也无法给人教诲或愉悦的事情上。我对这主题

已经说得够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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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希腊之事务:弗拉米宁与菲利普

[菲利普五世在二 00 年到一九八年对罗马人进行战争，

但遭遇诸多不顺，要求会面进行协商。弗拉米宁自己未来任命

的问题，仍然在元老院中讨论，也发现这是一个争取时间的有

效办法。这会议于一九八年十一月举行。 1

l 在为这会议所预定的时间到来时.菲利普从马利亚

(Malia) 湾的迪米特利亚斯港出发。他搭乘舰首突出的旗船与

五艘设有甲板的船舰一起航行，由他的马其Jlliíi秘书阿波罗多洛

斯( Apollodorus) 和德摩斯梯尼斯，还有来自彼奥提亚的布 J拉丘

纠利斯( Br阳achy抖lles )①以及亚该亚人塞克利亚达斯( C句y严clia旧a

d巾as叫)②(此人因为我已经挺及的理由而被驱离伯罗奔尼撒)陪

同。与弗拉米宁⑤一起的有阿塔曼尼亚 (A州tha】18man阳l且a) 的国王阿

密南德 (Am盯】Y"叫and巾er)④和 l帕帕加马国王阿t塔再 2岁~l J斯昕( At阳talu】 s叫)一 1世芷

⑦ 这位是率领拥入马真顿军队主植奥提亚人的统帅。

<2l f也在亚该亚领导亲马其顿的据系，在二00年桂选为联邦的将军，但是一

直抗拒菲利曹企罔特亚眩亚告人对F马的战争之中。有:ER 眩亚人离开马其

相i 转而向罗马拉且时，他被放置。

@ 捆拉明尼纳斯 (TitU8 Qllinctill~ Flaminin山)是一九八年的执政宫。

④ 在希腊西北.介乎阿拉克嚣斯( Arachtho叶阿以且品都斯( Pi l1Jus) [1. 1 脉

西撞Z间的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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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代表戴奥尼索多禄斯( Dionysodorus) ，而其他不同希腊民族

及城邦则由亚该亚之阿里斯泰纳斯( Aristaenus) 布l 色诺芬，罗

德岛海军将领阿克欣布鲁因斯( Acesimbrotus) ，以及伊托利亚

将军费尼亚司( Phaeneas) ，还有其他数位来自伊托利亚的政

客。弗拉米宁与陪同他的人抵达尼西亚 (Nicaea) 的海岸，①聚

集在沙滩上，站着等待。然而菲利普在将船只靠近陆地时，却

仍留在船上;当弗拉米宁要他上岸时，他从船上位置起身，拒

绝下船。弗拉米宁再度跟他说话，但这次是问他担心什么，对

此菲利普回应.他除了神明外，什么都不害怕，但他不信顿那

些在场的大多数人，特别是伊托利亚人。当罗马将军显示出惊

讶，说相同的危I啼都会发生在在场所有人，所以儿率是一样的，

菲利普回答说他错了，因为假如有任何事发生在费尼亚司身上，

有相当多人可以领导伊托利亚人，但假如菲利普失掉性命，目

前没有人可以继承马其顿的王位。

所有在场的人认为，因王以这种方式开始会议，明显欠缺

灵活手腕，有失大体，但弗拉米宁敦促他应该对任何说服他们

来此会而的议题发表看法。菲利普说他不应该是第一位说话的

人，而是应该由弗拉米宁先说，然后继续请他解释菲利普本人

要做什么，才能得到和平。罗马将军回答说，他的职责指出了

一个既简单又清楚的答案:菲利普必须撤离整个希脯，归还每

个国家他现在掌握的战俘和逃兵，交还罗马在伊庇鲁斯签订条

约后，他在伊利里亚里所掠夺来的区域，@而且根据相同原则，

也要归还在"爱父亲"托勒密四世死后，他从托勒密王罔抢来

0) 在马利亚湾( Malian Gulf) 岸边的 4个港口，靠近温泉主 (Thennopylae) 。

<2> 且是指在气。五年集订的《昨尼企租约) (Pcacc of Phoenic叶，这结束了第
一次马其顿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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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所有城镇。①

2 在说完这话后，弗拉米宁不再做更多评论，而是转向其

他代表，要求他们根据那些派遣他们前来会议的训令，进行发

言。帕加马国王阿塔罗斯的代表戴奥尼索多禄斯首先起身发言。

他宣布菲利普必须交还他在希俄斯岛 (Chios) 战役中，所掳获

的船只以及一起被俘虏的水手，而且必须将靠近帕加马附近两

个他摧毁的爱神庙以及"带来胜利者"雅典娜 (Athena Nice

phorus) 神庙，恢复原状。之后是罗德岛海军将领阿克欣布鲁

图斯要求菲利普撤离他从罗德岛人抢来的培拉以亚( Peraea) , 

将驻军从伊阿索斯( !asus )、巴吉利亚 (Bargylia) 及攸若摩斯

( Euromus) 撤走，@允许培林特斯 (Perinthus) 人恢复他们与

拜占庭人的政治结盟，撤出赛斯拖斯、阿比多斯和所有小亚细

亚的海港及港湾。当罗德岛的代表结束时，亚该亚联邦要求科

林斯及阿哥斯应该完整地归还他们。在他们之后，伊托利亚人

开始时如罗马人一样坚持，菲利普必须撤离整个希腊，然后继

续要求他必须没有损坏地归还他们那些之前属于伊托利亚联邦

的城市。

3 在伊托利亚人费尼亚司提出这些要求后，一位同时兼具

丰富政治家经验及能干演说家名声、来自伊索斯的亚历山大

(Alexander of !sus)③起身发言。他攻击菲利普，理由是他在目

前这时刻提出和平协议既不诚恳，而且在有必要进行战争时，

他的方式也不勇敢。当他参加集会及会议时，经常在设计陷阱，

注意机会，而且经常行动得像是在进行战争，但在战争时，他

① 这是菲利苦在二00年时所攻占的巴吉斯城镇。

② 这些是小亚细亚大陆卡里且t省的城镇 I 在罗德岛之北。

@ 这城镇在伊托利亚南部 1 谐帕克都峨之革北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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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又追求)个既不正义也不光明磊落的政策:他不会与敌人而

对面作战，他的行为是在他们之前撒退，但边走边对城镇烧杀

掳掠，而借着这方法，虽然自己被打败，但却也破坏了敌人胜

利的奖品。早期马其顿国王却是以相反的方式行事，因为他们

经常在开阔战场上彼此战斗，但甚少会去夷平或是蹂躏城镇。

亚历山大在小亚细亚与大流士大王对战的战争中，他的行为对

所有人来说，都是坦坦荡荡，而且在亚历山大继承者民期的争

斗中亦然:在这些战争中，所有人都是在战场上对抗安提柯一

世，以争取亚洲霸权。而这些统治者的后人，直到皮洛士的时

代，都遵守相间原则;他们经常乐于在公开战场上作战，并在

能力所及范围内以武力征服对方，但他们放过城镇，所以无论

任何人成为胜利者，必将能够统治它们唱受其子民爱戴尊敬。

但一个人放弃战争，却又同时拆毁战争之所以进行的目标，就

不仅是疯狂，而是疯狂到极点，但这正是菲利普所做之事。因

为当他从伊庇鲁斯的隘口①强行军返回时，却比任何实际上对

色萨利作战的人，还摧毁更多的城镇，尽管他是那国家的朋友

及盟友。然后他以更多的例证来铺陈他的立场，最后亚历山大

使用了这个论证。他问菲利普: "为什么当莱茵马奇亚城是伊

托利亚联邦成员，并受伊托利亚人指派之军事总督统治时，他

却将这军官驱逐，安插自己的驻军?他为何要将赛厄斯( Cius) 

人民贩卖为奴，这亦是伊托利亚联邦一员，但当时他自己本人

却与伊托利亚人处于友谊状况中?最后，他现在有何借口去占

据艾奇奴斯( Echinus )、否提尔提斯·底比斯( Phthiotic 

Thebes) 、法萨卢( Pharsalus) 以及拉瑞萨( l.arsissa) (. (þ 

① 这是菲利曹被弹拉米宁驱逐走时，所经过的通迫。

@ 这四个城镇之前属于伊托利亚人 1 但瞌马其顿人在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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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当亚历山大说出这几点后，他结束激昂的演说，那时候

菲利普将他的船舰更靠近岸边，在甲板 t起身|自应。他告诉观

众说，亚历山大发表了-~古典型的戏剧性、具有伊托利亚风格

的演说。"我们都知道，"他说."没有人愿意去摧毁自己的联

邦，但是因为环境变化，统帅经常被迫要做许多违背他们决定

要做的事。"当国王仍在演说.视力欠佳的费尼亚司打断他，

说他胡悦八道，"这其中真相:是您必须或先是战斗，然后征服，

或者是服从那些比您强大的人。'在说到这一点时，菲利普虽

然处于弱势，但却无法避免他性喜挖苦别人的格调，所以他转

向货尼亚司说，"是的，即使一个盲人都可以见到这一点，"因

为菲利普对这种回话相当擅长.特别善于视敌人则渺之。他接

着又向亚历山大说. "您问我何以要兼并菜西马奇亚。 理由是

要避免它因为你们的疏忽，被色需斯人攻击，因而人口减少，

而这确实是已发生之事，因为根据您的说法.现在进行的战争

是要强迫我撤离驻军士兵咽但事实上他们在那边正是要保护这

地方。至于赛厄斯的人民，并非是我对他们宣战，而是当普鲁

席亚斯一世如此做时，我协助他攻占这城市，而这也是你们的

过错。我及其他希腊国家一再派遣特使，要求你们将那允许你

们‘掠夺回那掠夺的战利品'的法条从法律中移除，你们却老

是回答说，宁可将伊托利亚从伊托利亚移除，也不愿废除这

法条。"①

5 弗拉米宁说他不晓得同玉所指为何。菲利普设法向他解

释说，伊托利亚人的习惯是不仅掠夺那些与他们正在交战国家

的人员及领土，而且假如有任何其他民族彼此交战，并且双方

① 正如十八世纪时平同欧酬国家允许晦监横行，伊托利亚人允许他们的市民

"1 时那些在官方 1:井未敌对的国家，进行独立的敌靠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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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他们的朋友及联邦，伊托利亚人是被允许给双方协助，所

以同样地可以去掠夺两边的领土，而无需任何公共的议决来决

定此事。换言之，在伊托利亚人眼中，对友好或敌意并没有适

当定义的界限，而是他们随时可视任何陷于争议的国家为敌国，

并对其进行战争。

菲利普继续说，"所以他们现在有何权力来谴责我，假如

当我和伊托利亚人处于友好状况，并且和普鲁席亚斯一世结盟

时，我去对付赛厄斯的人民，为的是要帮助我自己的盟友?但

在所有之中，最令人气绝的是.他们竟然胆敢将自己放在与罗

马人一样的地位，要求马其顿人从整个希腊撤军。首先，使用

如此语言已经是够傲慢;我们或许可以容忍罗马人如此做，但

要是来自伊托利亚人，则是可忍，孰不可忍?"他继续说，"无

论如何，你们要求我应该撤出的是什么希腊，你们如何去定义

它?当然，大多数的伊托利亚人本身就不是希腊人!阿格拉艾

( Agraae) 人、阿波多泰 (Apodotae) 人以及安菲洛奇亚( Am

philochia) 人的国家不能被视为希腊人。①所以你们允许我留在

那些领域吗?"

6. 听到这点，弗拉米宁无法遮掩他的微笑，在那时菲利普

又说道，"这些是我所有能对伊托利亚人说的话。就罗德岛人

及国王阿塔罗斯来说，我相信一位心态公正的仲裁者，会认为

他们放弃那些船舰及其水手，会比将他们归还来得公平。并非

我先对阿塔罗斯及罗德岛人进行战争，而是如众人所承认，是

他们先对马其顿人开战。然而既然您要求这点，弗拉米宁，我

同意将培拉以亚归还给罗德岛人，并将船只及仍然尚存的船员

① 姑且尤剖某种程度的马其顿幢辞，但睡昔底德确实认为居住在安布腊基亚

( Ambrucìll) 简直端的安菲梅奇亚人是野蛮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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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还给阿塔罗斯。至于对‘带来胜利者'雅典娜庙以及爱神庙

所造成的破坏，要去复原它们并非我能力所及，但我将送去植

物以及一些园丁去照顾这地方，注意那些被砍断树木的生长。"

弗拉米宁又再度对国王话语中的反讽发出微笑，然后菲利普又

再度转向亚该亚人。他开始时，先细数所有他们从"多森"安

提柯三世及之后从他本人那里获得的恩惠，他接着引用亚该亚

人颁赠给马其顿统治者的特殊荣耀，最后他i卖出一道决议案.

根据案文他们放弃了他菲利普，转而I投靠罗马，然后他利用这

场合来铺陈亚该亚人一般表现出来的反复元常及忘恩负义。但

尽管他们有这样的行动，他答应将阿哥斯归还他们，但是关于

科林斯嘈他说他要征询弗拉米宁。

7 当他结束对其他使节的演说时，菲利普转向弗拉米宁

说，现在要讨论的是端赖于他自己与罗马人之间的事，并问罗

马将军的心愿究竟是他应该退出那些他自己过去在希腊征服的

城镇及地方，或是这撤退也要包括那些他从先祖们继承来的才

地。弗拉米宁此时保持沉默，但是阿里斯泰纳斯准备好要为)]E

该亚人发言，而费尼亚司为伊托利亚人发言，但时主rJ 已晚，天

色渐暗，所以无法进行。那时菲利普要求他们应该给他书而声

明，写出他们和平协议的条件，他指出他只有-个人，没有顾

问可以征询，所以希望能有时间思考他们不同的要求。弗拉米

宁对菲利普语调中明显的嘲讽并没感到不悦，但他不希望其他

人看到这一点，所以轮到他来开菲利普的玩笑.说· "当然这

次您是独自一人，菲利普， fE 已经杀掉所有能给您最好建议的

朋友。"对这一点马其顿国王冷冷微笑，不发一语。那时所有

使节都将他们的要求以书面交给菲利普，其中的条款都与我刚

才形容的一致，并安排好次日在尼西亚恢复会谈后，他们分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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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去。第二天早晨，弗拉米宁以及所有其他人在约定时间准时

出席，但菲利普并未现身。

8 白天将尽之时，弗拉米宁那时几乎已经完全放弃希望，

但菲利普在靠近落日之刻抵达，如昨日由相同随从相伴。他解

释他花费时间细读使者们的要求，但陷于极大的困惑，以及不

确定要如何去满足他们。然而其他代表都相信，他的目的是要

借着压缩可进行讨论的时间，来避免亚该亚及伊托利亚人发言

指控;因为在前一日.当他要离去时，他注意到这两位代表正

箭在弦上，要攻击他，申述他们的冤屈。所以这次他来到这会

面地点，要求罗马将军应该在私底下与他讨论局势。这会丽的

目的是他们双方应该停止只是言词上的攻防战，而是对争议事

项达成确定的解决方案。

当他重复数次这样要求，极力推动这想法，弗拉米宁询问

在场其他代表他该如何做。他们敦促他去与菲利普见面，聆昕

他要说什么。那时弗拉米宁召唤当时的军团营长阿匹乌斯

( A ppius Claudius) 加入他;然后他告诉会议其他成员离开海岸

一些距离，然后留在原地，而由他邀请菲利普上岸。国王那时

下船，由阿波罗多洛斯和德摩斯梯尼斯陪同会见弗拉米宁，并

与他举行一段时间的私人会谈。甚难说两人在这场合交换什么

意见，但他们分子后，弗拉米宁向其他代表解释国玉的提议。

他告诉他们说菲利普打算归还给伊托利亚人法萨卢以及拉瑞萨，

但不包括否提尔提斯·底比斯，他将归还科林斯及阿哥斯给亚

该亚人，以及培技以亚给罗德岛人，但是不会从卡里亚地区的

城镇伊阿索斯和巴吉利jJ]i撤军。对罗马人他交出所街他在伊利

里亚的财富以及所有战俘，而对阿塔罗斯他将交还船只以及所

有在海战被俘虏而尚存活下来的船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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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所有在场的人立即宣布他们不满所提出的和平条件，菲

利普必须答应他们共同的要求，亦即从整个希腊撤出;没有这

行动，所有其他让步既无价值，也元意义。在这期间，菲利普

可以见到一场激烈的讨论正进行肴，而因为他担心针对他所傲

的指控，所以他询问弗拉米宁是否将会议再延期到次日，因为

天色已晚:他说他在下次会面或是说服其他人接受他的观点，

或者是接受他们正义的要求。弗拉米宁同意这项要求，在安排

特洛尼昂 (ThTonium) 的海滩会丽后分手。

次日.接个会议在指定地点Ifj;时开始。这次菲利普做简短

演讲.呼町所有使节代表，特别是弗拉米宁，既然大家都处于

平n解的气氛中，不要中断和平协商，而假如可能的话，他们彼

此之间要对仍受争议之点达成协议。假如这不可能，他会派遣

使节团到元老院，或是说服那团体接受种种不同的争议事项，

或是执行它的议决。①所有希腊代表的回应是，他们应该继续

作战，不管菲利普的提议。然而罗马将军的观点是:虽然他很

了解菲利普不可能同意他们任一项要求，可是因为菲利普的要

求绝不会斗预到他们采取行动的自由，所以他们应该答应这一

点。其实没有 项提议可以在没提交给元老院的情况下.在会

议中得到批准，所以除了要确定元老院的意见外，此刻在许多

方面也正是时候。冬天使得军队无法上战场，所以利用这段时

间来征询元老院.不会有任何时间的损失，而且如此做法对所

有相关各方都是有利的。

10 当希腊人注意到弗拉米宁无意反对将事件提交元老院

① 这是没有前例可循的提议，因为到目前为止，征询元老院是提拌与现场之

罗马将军已经达成和J步协议而来。如1.\1.米宁希臼在希腊的统帅权能够延

长也无法做到那在.则胜托付接订和约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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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他们很快同意他的计划。决议结果是允许菲利普派遣特使

到罗马，而其他国家也同样要派遣使节在元老院前说明，提出

对他不利的说法。

这会议于是产生一个弗拉米宁可以接受的结果，而这相当

符合他原先的预测，①所以他立即将他计划的架构给组织起来，

小心稳定自己的立场，不允许菲利普有不当的利益。因为虽然

他给两个月的停战协定，他坚持马其顿国王必须在那段期间完

成他派人到元老院的任务，而且必须立即从服吉斯( Phocis) 

及洛克里斯 (Locris) 撤军。他为盟邦积极行事，要让菲利普清

楚 马其顿人在这段期间不得对他们进行任何敌意的行动。他

将这些要求付诸文字，然后根据自己的权威来执行政策。首先，

他派遣阿密两德到罗马去;他之所以选他，部分是因为他是位

随和的人，可以轻易被弗拉米宁的朋友说服去遵照任何他们可

能提出的方法，②其次，他同王的头衔会让场合增添光彩，激

起人们与他会见的兴趣。@接下来，他派遣他妻子之甥侄费边

(Quintus F.bius) 和l 服拉费亚斯 (Quintus Flavius) 以及尼禄

( Appius Claudius Nero) 作为他个人的代表。来自伊托利亚的代

表为伊索斯的亚历山大、德瑛克和l特 (Damocritus of Calydon) 、

迪凯尔卡斯 (Dicaearchus of Trichonium) 、玻胡J 马霍斯( Po

lemarchus of Arsinoe) 、拉米乌斯( Lamius of Ambracia) 尼可马

克斯( Nicomachus) 一一他之前被从泰瑞温( Thyrrheum) 放

逐，现定居在安布腊基亚 (Ambracia) 以及一位从色萨利

流亡、居住于史特拉托 (5Irato) 的迪奥多突斯 (Theodotus of 

① 这显示出报遣特使的提i且可能是弗拉米宁自己设计出的。

ø 亦即或是推前一个协议或是排续战争。
由〉 他是第 位去造访F马的国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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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erae) 。亚该亚人代表是埃基提翁之色诺芬 (Xenophon of Ae

gium) ，而阿塔罗斯送出亚历山大，雅典人选择凯菲索多禄斯

( Cephisodorus)①作为他们个别的代表。

11 当这些使节抵达罗马时，元老院尚未决定是否必须指

派当年两位执政官都到高卢，还是其中之一去对付菲利普。然

而当弗拉米宁的朋友确定因为来自凯尔特人攻击的威胁，两位

执政官于是都将留在意大利时，所有希腊的使节都出现在元老

院之前，以直言不讳的方式陈述不利于菲利普的冤屈。大体而

言，他们所做的指控与之前会面对国王所提出的雷同，但是有

一点他们是为了元老院的利益而特别强调:只要卡其斯( Chal

cis) 、科林斯以及边米特利亚斯仍然在马其顿人手里，希腊人

便不可能享有任何自由。当菲利普自己形容这些地方为"希腊

的榈锁" (Fctters of Greece) 时，希腊人声称他的用词实在太真

确了。当国王的驻军驻扎在科林斯，伯罗奔尼撒人元法自由呼

吸，当菲利普控制卡其斯以及优卑亚岛其他部分，洛克里斯人、

彼奥提亚人以及服吉斯人无法有任何信心;同样，只要马其顿

人还掌控迪米特利亚斯，那色萨利人或是迈格尼希亚( Magne

sia) 人不会享有任何自由。菲利普提议从其他地方撤离，不过

是让步的姿态，来让自己从当时的危险中脱困，但只要他仍然

掌握这些战略要地，他可以轻易地在任何他指定的那天，将希

腊人降为臣属之民。特使因此敦促元老院，或是去强迫菲利普

从这些城市撤离，或是坚守他们属于共同 方的协定，全力继

续对他作战。事实上，整个斗争最艰苦的部分已经过去，因为

马其顿人已被击败两次，已经耗费掉他们绝大部分的陆上资源。

① 这是那时候领导雅典的政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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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以呼吁元老院站在他们的立场做一结尾，呼吁他们不

要让希腊人被欺骗掉他们自由的希望，不要剥夺罗马人自己所

应拥有的最高名声。①这些或是一些与此类似的话是希腊特使

演说的大耍。菲利普的代表已经准备冗长的演说作为回应，但

在开始之时，他们被禁止去发表它;因为当元老院对他们提问，

究竟是杏要从科林斯、卡其斯以及迪米特利亚斯撤离肘，他们

|可答说他们对此议题并没有得到任何训令。

12. 当菲利普的代表被以这种方式打断，他们没做进一步

陈述。 那时元老院，如我以上所提，继续派遣两位执政官到高

卢，并投票继续对菲利普作战。同时他们亦安排弗拉米宁掌管

希腊事务。这些决定很迅速地被传到那里，所以整个事件发展

地非常像是弗拉米宁所想要的;运气在这样的结果中只扮演非

常小的角色·这种结果大多是归诸他自己在处理这问题时的技

巧以及远见。假如有任何罗马人曾经证明过自己是充分地机灵

敏锐，那便是他弗拉米宁，因为在经营公共事务以及他个人关

切之事上，@他都展现某种程度的判断力及执行力，这些都无

法被超越，而所有这些都还是在他还是位年轻人时所做到的，

因为他仍然不到三十岁。他是第一位指挥军队跨海到希腊的罗

马人。

论背叛

[对这离题叙述在波里比阿全书整体~述中的脉络，因为

在任何残篇中都没有很，青楚的标示，有许多讨论。最有可能的

理论是他提及阿哥斯领导者的行为，这些人在一九八年时从亚

① 亦即为希腊主解放者。

@ 亦即这派遣使者到罗马背后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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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亚同盟撤出 .ft许马其顿军队进驻阿哥斯。当菲利普将他们

交给斯巴达的借主纳比斯( 1可 abis) 时，他们遭受到立即的

报复。 1

13 我经常发现自己会对人们在人生中所犯下的许多错误，

感到十分惊奇，特别是在叛徒的例子上。因此就与我所讨论之

时代相关者，我希望对这议题说一些话。然而我非常清楚仅仅

去调查或是甚至只是去定义，都非简单之事.因为要认为哪种

人可以恰当地被认定为叛徒，断非易事。例如，我们不能认为

那些出于自由意志，而与某些国玉和君主从事联合活动的人是

叛徒;①也不能认为那些在危急时候，促成他们国家改变既有

的来往对象，转向其他友好国家或联邦的人是叛徒。一点都不。

因为在实际上如此之人经常成为他们国家杰出的造福者。我无

需回溯到遥远的过去来找寻明证咽因为我所能说的可以在我正

写作的H才间里轻易寻得。因此，例如说，阿里斯泰纳斯若没有

及时说服亚该亚人放弃与菲利普的结盟，并代之以与罗马人友

好， 1~明显地整个国家必然已经被彻底榷毁。如其所然.他这

行为不仅在眼前的危机中确保了联邦每个国家的安全，而且很

快就被认知到，阿里斯泰纳斯和l他的政策无疑为联邦在后来势

力上的增长，贡献良多。结果是他不仅没被视为叛徒，而且普

遍被尊敬为自己国家的选祸者及拯救者。相同的原则亦适用于

以相类似方式来执行政策，并且根据时局形势来塑造政策的其

他人。

14 从这观点来看，虽然雅典政治家德摩斯梯尼斯在讷多

①这所指是伯F奔尼撒入与菲利普二 1吐合作 而他们桂德摩斯梯尼斯指责为

叛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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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值得我们赞美，但我们必须在一个方面来指责他:我在此

要说的是当阿卡狄亚加入菲利普二世，他激烈攻击希腊世界最

杰出之人科吉达斯( Cercidas) 、希罗尼穆斯( H icronymus) 以

及攸康皮达斯( Eucampidas) 背叛了希阶人的目的时，他那时

的行动其实是冲动鲁莽及欠缺思虑;他也批评麦瑟纳城的费利

亚达斯( PhiJiudas) 的两位儿子尼翁 (Ncon) 及特拉修洛赫斯

(Thrusylochus) ，在色萨利的道可斯( Daochus) 及奇涅阿司

( Cineas) ，在彼奥提亚的帖奥盖顿( Theoge山11) 及提摩列乌斯

( Timolaus) ，他还一个接一个城市指名道姓，批评不同的公共

人物。但是所有这些人都有很好及明显的理由要以这种方式去

坚持自己国家的利益，特别是阿卡狄亚以及麦瑟纳的居民。正

是这些人凭借自己的行动，鼓励菲利普二世人侵伯罗奔尼撤，

打破斯巴达人的权势.才使得所有居民再度呼吸自由的空气以

及怀抱自由的理想，他们无疑赢回丁斯巴达人在他们强盛繁荣

时期从美塞尼亚人、迈加洛波利斯人、提基亚人及阿哥斯人所

兼并的领土及城镇，所以重新增加自己国家的势力。

为了回报这一点，如果向菲利普二世及马其顿人宣战便非

其该做之事，反而要在其能力之内，尽力提升他的荣耀及威望。

假如在采取如此途径时，他们同意菲利普进驻他们的城镇，或

者是为了私人利益而废除宪法，或剥夺公民同胞行动或言论自

由，只是为了一己之私，以赢得权力，那他们的确值得被烙印

为叛徒。但如果他们持续坚信自己城邦的利益，而认为雅典利

益并不符合自己国家利益，因此对局势判断有不同见解，那就

我个人来看，德摩斯梯尼斯便没有权力去称呼他们为叛徒。因

此就他所有考量来看，德摩斯梯尼斯其实只顾虑到自己国家利

益，却也同时假设整个希腊必须将注意力集中在雅典，并将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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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不如此做的人烙印为叛徒，这对我而言，德摩斯梯尼斯似乎

是错得相当离谱，而且远离真相。实际上在希腊所发生的事，

证明不是德摩斯梯尼斯展现出真正的远见，而是攸康皮达斯、

希罗尼穆斯、科吉达斯以及费利亚达斯的儿子们。的确，所有

雅典反对菲利普的结果，带来的只是在凯洛尼亚( Chaeronea ) 

战役中最终的失败。而若非菲利普的慷慨大度以及关切自己名

声，雅典人必然会遭受更严重的灾难;所有这些都是德摩斯梯

尼斯所带来的后果。相形之下，阿卡狄亚及麦瑟纳的国家却立

即让自己安全巩固，免除来自斯巴达人的攻击，更不用提对他

们自己公民所带来的福祉利益，而这些优点都是那些名字我已

提及之人的成就。

15 因此对那些能够适当贴上叛徒标签的人来进行定义，

甚是困难。或卡|与此事最相像的状况是当人们处于公共危险之

中，或者为了个人安全或利益，或者因为与反对者之间的歧见，

而将整个城邦交到敌人手上，或者接受外来驻军或是召唤外来

协助，来促成他们个人的目标及政策，将国家置于外来势力的

主宰下。所有那些做出这类行为的人，或词可以公平地被认定

是叛徒。然而如每个人所同意的，由如此之人所进行的叛逆行

为，并没为他们带来任何真正的利益或好处-一事实上，恰恰

相反一一以至于我们会惊讶地问自己:他们最初的动机为何，

或是何种计算促成他们冲往如此的致命处境。因为从来没有人

背叛城邦或军队或要塞，均不被发觉出来·假如这在行动的时

刻没有发生，但在一段时间中，整个事情还是会曝光。这些人

一旦被发现，没有 位会在之后过好日子，反而在大多数情形

F ，他们会从那些他们如此努力去赢取恩惠的人手中，遭遇到

适当惩罚。因为将军和统治者经常会利用叛徒来促成他们的利



604 /雪马帝国的崛起

益，一旦他们不再有用，便会如德摩斯梯尼斯所言，将他们视

为叛徒。他们自然会得到这样的结论:一位背叛自己国家和之

前朋友的人，无法证明会对他们保持忠诚或信守承诺。而即使

这些人没有在他们新主人手中遭到惩罚，他们仍难躲过那些受

他们背叛之人的报复。或假如l他们曾设法逃过两方的捕捉，他

们的恶名在其他人之中仍然会终其余生，追杀他们。这会对他

们带来许多真实的或是想象的恐怖，继以日夜，它会助长及鼓

励那些想对他们设局的人，让他们即使在睡觉时，都无法忘记

他们自己的罪恶，①而使他们梦到种种阴谋诡计以及灾难不幸，

因为他们经常会被提醒到他们与其他人类的疏离，以及思想到

他们所引起的普遍怨恨。然而尽管这些事实难以否认，但是除

了极稀罕的例外，在需要叛徒时，还没证明过无法找到人去当

叛徒。所有这些或许会导致我们得出结论 人类被认为是最机

巧的动物，或许也有理由被认为是最愚蠢的动物。因为其他动

物是它们生理需求的奴隶，只会因为这些方面的误导而招致灾

难不幸，但人类虽然有理性来引导他，却会因为缺乏思考以及

因为生理上的欲望而误入歧途。对这议题我所言已经足够。

论方阵兵团

28 在我第六书之处，我曾提及在适当机会，我会尝试对

罗马及马其顿之军事装备以及战术队形做一比较，显示无论是

好或坏，它们究竟如何相异。现在我们已经见过这两个系统在战

场上彼此对峙过，所以我将履行我的承诺。在过去，马其顿的队

形在运作绕盼的方丽证明，比其他在亚洲及希腊所使用的队形都

① 比较莎士比亚《理查二气世》第一幕第四景-一直宙伦斯( Clarcncc) 的萝

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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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优越，而罗马的系统则征服了那些运用在非洲以及在西欧所有

民族的系统。在我们的时代，我们见过这两种队形以及这两个国

家的士兵在多次场合中不止一次的对抗。这应该是有用及值得花

费心血的演练，来发掘何以罗马人在战场上经常得胜，带走奖

品。假如我们以这种方法调查此事，我们将不会像人类中元知的

多数一样，只以运气来说明，并在恭喜胜利者之余，却不愿给个

道理，但我们将会给他们应得的赞美及钦佩，因为我们已经了解

到他们成功的原因。

我无需在此铺陈那些罗马人与汉尼拔战斗所输掉的战役，

因为他们所遭受到的挫败与武器或队形元关，而是汉尼拔的巧

妙及军事天才所导致。我已经在对相关战役描述时，说得够清

楚，而日还有两件证据支持我的结论。第一是战役结束的方式:

因为→旦一位才能足堪与汉尼拔相比的将军出现在罗马)方，

胜利在不久之后便会属于罗马人;第二，是由汉尼拔本人所提

供的:他在赢得第一场战役后，立即抛弃掉原先出发时的装配，

而以罗马武器来武装他的部队，持续使用这些，直到战争结束

为止。至于伊庇鲁斯国王皮洛士则不仅使用意大利武器，还有

意大利部队，而且在对付罗马人时，交替使用连队以及方阵军

团里的单位，来布置战斗队形，但即使有这些方法协助，他并

没赢得胜利，而且所有他所进行的战役都是多少没决定性的。①

在开始比较前，我有必要先处理这几点，所以没有任何可

能会抵触我说法的东西会被遗漏。我现在将继续比较。

29. 有许多因素让人容易了解到，只要方阵兵团维持它的

① 这样的论断刘庄吊士不甚公平，他在赫拉克里亚 (HeJacleia) (二/\0 年)

以E阿斯库伦 (AscuJum) (二七九年)打1&罗马人，虽然他自己当然也蒙

受惨重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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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队形以及强度，没有任何东西能抵挡它的冲刺或是面对面

来对抗它。当方阵兵团密集起来，进行活动，每个人及他的武

器会占据三尺的空间。①他所持的长枪在早期被设计为二十囚

尺长，但现在用法则已调整缩短为二十一尺，从这里我们要扣

掉持枪之人的手部及长枪后方用来平衡及夹住枪身以进行攻击

的部分。这握个长达六尺，根据这些很清楚地长枪会在每位童

装武兵之前伸出十五尺，当他向敌人前进时，他以双手紧握长

枪。这意味着:虽然第二、第三、第四列人的长枪自然会较第

五列的更为伸出，即使后者仍然在第一列之人前面伸出三尺。

我现在当然假设方阵兵团维持它典型的秩序，而且从后方及两

侧紧紧靠拢，如荷马在这些诗句里所说:@

盾牌紧才。若盾牌，每个人的肩膀紧靠着肩膀;

在他们问亮的头盔上，马背的警毛在他们点头时会

触及，

行伍队形是如此紧凑·

无论如何，假如我的描述是真实及准确的话，那在头排的

每个人将会有五支长枪的尖端在他之前伸出，每一尖端都是那

之后的三尺前。

30. 从这些事实我们可以轻易地去描绘整个方阵兵团，当

它以十六列的厚度，向前伸出水平的长枪，往前冲锋时的性质

及强大威力。在1111十六列里，那些位置在第五列之后的人，元

ω 这种队形不仅假设幽向!即从有府到右肩，而且直向队前到后.即从胸到

胸 ι 都有三尺的空间。

@ (伊里亚特》十主书一芝一至一三三行。荷马当然不知有方阵兵团，所山
这几行井不盐指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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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使用长枪在战场上扮演积极的角色。他们因此没有将长枪放

平来针对敌人，而是将枪头往上指天，将枪身架在前丽之人的

肩上。以这方式他们从上方来保护整个方阵军团.因为这些长

枪如此密集，所以他们可以挡下任何会掉在前排士兵头上的投

掷武器，而击在那些紧接在他们之后的人。一旦冲刺开始发动.

后排的人仅凭着身体的重量来强大地增加动能.使得前列的士

兵无法回头。

我已经以大致方式描写这两种系统，并以细节来形容方阵

兵阔的构成。我现在为了要进行比较的目的.要解释罗马装备

以及战略队形的特征，以及区分这两个系统的差异。当罗马士

兵完全武装时， !iJ~占有三尺宽的空间。然而，根据罗马人战斗

的方式，每个人都可以个别地进行移动 他不仅用长盾牌来护

卫自己的身体，并经常通过移动来对付打击的威胁，他也用刀

剑来同时进行劈砍以及刺击。显然.这样的战略必须有比较开

放的队形秩序以及人与人的问隔，而在实际上，每位士兵需要

与同列左右士兵以及与同行前后士兵，至少相隔三尺.假如他

要有效地执行他的功能。这些布置的结果是.每个士兵必须要

而对方阵兵团前列的两个人，所以必须要遭遇以及攻击十个枪

头。一且双方开始交战，一个人无法自己冲过超越所有人，也

无法将这些枪头挡回;除此之外，在罗马的队形中.后方并不

支援前方，无论是将枪头铛掉，或是使用他们的刀剑。所以如

我在开始时所言，很容易去了解到，只要方阵兵团维持特有的

队形以及冲力，何以会没有东西可以抵挡住它的正面攻击。

31 那究竟是何种因素使得罗马人赢得战争，造成使用方

阵兵团的人落败?这答案存在在战争之中，行动的时间及地点

的选择是无止境的，然而方阵兵团却只能用于一次时间以及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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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地形，来产生其独特的效果。无论何时有重要战争逼近，假

如敌人被迫要根据方阵兵团所要求之时间及地点来站好位置，

那无疑使用方阵兵团的人必定会因为我己给的理由而取得战果。

但假如要躲避其无可抵挡的冲刺是可能甚至容易的话，那方阵

兵团何以能够再被认为是可怕的呢?再者，通常我们都承认嘈

它必须在平坦元码的地面使用，没有任何障碍，如攘沟、冲沟、

巴1地、山脊以及水道所打断，所有这些都足够去妨碍以及打乱

如此的队形。一般的看法是:几乎没办法或至少难得去发现一

片乡间，例如，有两芒里之长，上面没有任何这类的障碍物。

即使假设可以找到如此的战场，但也得假设敌人拒绝应战，而

宁可横越乡!可.掠夺城镇，蹂躏对手盟军的领土，那方阵兵团

有何用途。假如它留在最适合它的地形，不仅他无法去协助其

盟军，而且也无法确保其安全，因为当敌人毫无疑问地掌握开

阔的乡间地带，它的补给运输会被敌人轻易拦截。另一方而，

若方阵兵团离开有利于它的地形，尝试在其他地方活动，它将

轻易地被击败。再者，假如敌军真的决定要走下到平原，在那

里作战，但当方阵兵团仅有 次机会冲刺，在主要行动发生后，

敌军却没有将其所有兵力投入战局，甚至只保持一小部分的军

力作为后备，从罗马人现在正实施的战略，很容易预测什么事

会发生。

32 这结果的确不需要辩论来加以证明·我们只需提及已

经发生的事实。罗马人并不打算他们的阵线在数字上要和敌人

一样多，他们也不会将军团的全部战斗力量暴露在方阵兵剧的

正面攻击上。相反的，他们将部分的武力作为预备，而由其他

的部队来和敌军交锋。稍后在战争中，无论冲刺的方阵兵团将

面对它的敌人部队击退或是自己被人击退，他都会失去原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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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形。因为追击撤退的敌人，或是在攻击过来的敌人之前撤退，

方阵兵团都会留在后而它自己部队的其他单位;在这时候，敌

人的预备部队会占据方阵军团所空下来的地方，而没必要再从

正面来攻击咽而是从侧面及后方来进攻。当拒绝给方阵兵团它

所需的机会，降低它享有的优势，是如此容易.而且它无法避

免敌人来攻击它.难道从这里不会见到这两系统之间的差异是

何其大吗?

|馀这一点之外.那些依赖方阵兵团的人必须要行经、扎背

于各式的地形;他们必须预先占据有利的地点，阁攻他人和自

己被人围攻，并面对敌人出其不意的出现。所有这些都是战争

的一部分.对最后胜利或许会有重大或是决定性的影响。在所

有这些状况中，马其顿的队形有些时候甚少有用，有些时候是

完全无用，因为方阵军团无法以较小单位或是个别单独来运作，

但是罗马队形却极具弹性。每位罗马士兵一旦武装并开始行动

后，能够自行调整到任何地点或时间，并面对任何方向来应付

攻击。元论是要与主力部队一起或是与分遗队一起，在连队里

或是单兵作战，他同样都有一样好的准备，无需任何变更。于

是乎，因为在有效使用部分罗马军队是如此具有优势，所以他

们的计划比其他人的更可能取得成果。我觉得有必要以相当篇

幅来处理这议题.因为仍有如此多的希腊人在马其顿遭受挫败

时，认为如此事件几乎不可置信电而且仍有许多人难以理解在

武装他们的士兵上，方阵兵 lilì相较于罗马军因为何和如何会处

于劣势。

在希腊之事务:弗拉米宁以及和平协议

[这段落形容在一九七年罗马对菲利普赢得决定性胜利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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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草拟之和平协议。 1

44. 在这时候，罗马所指定的十位希腊事务的专员已经抵

达，他们带来元老院有关与菲利普之和平协议的议决。主要特

色如下。在亚洲及欧洲的所有其他希腊人都是自由人，享受自

己的法律。菲利普要在地峡运动会 (lsthmian Games)①开始

前，要交给罗马人那些臣服于他的希腊人以及驻军占领的城镇。

他要从攸若摩斯、佩达撤( Pedasa) 、巴吉利亚以及伊阿索斯，

还有阿比多斯、塔索llJi (Thasos) 、穆利纳( Myri盯 a) 和l培林特

斯等城镇撤出驻军，让居民自由。弗拉米宁要根据元老院有关

赛厄斯城镇之解放的议决，写信给比提尼亚的普鲁席亚斯-1址。

菲利普要在相同期限内归还给罗马人所有战俘及逃兵，并将他

所有战舰交出，除了五艘轻艇以及八名水手划一只桨的巨型旗

舰一般。他要支付一千泰伦②的赔偿，一半立即交出，其他分

期付款，为期十年。

45. 当这决议的内容在希腊广为周知时，唯一例外的是，

所有城邦及民族都深受鼓舞?极度喜悦。伊托利亚人对这决议

并不符合他们的期望感到失望，并且激烈地抱怨说这决议不过

是言词游戏，忽略实际问题。他们从这决议的实际条文演绎 H1

可能的诠释，但这些是刻意用来混淆那些愿意聆听他们这种预

言之人的心思。伊托利亚人芦称决议中有关菲利普所驻军的城

市，其实里边有两种不同的声明.其 是命令他将驻军撤回，

白 地艘运动合在泛希腊的大型运动告中.他居第三[在奥林匹收以及特加韭

(Pythinn) 之后].在每隔一年的大、七月时举行电在目前的情形是 九六

年的六月。

@ 约二五八六0千克。 译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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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城镇移交罗马人.另一是要撤离驻军，并ì.l:城镇自由。这明

确指出被解放的城镇都是位居亚洲，因此很明显地，那些要被

移交给罗马人的都是位居欧洲，;f]即欧瑞温 (Oreum) 、伊瑞垂

亚 (Eretria) ，卡其斯、迪米特利亚斯以及科林斯。①这当然是

很清楚的指示 罗马人要从菲利普之处接收所谓的"希腊的伽

锁"，所以希腊人并非被给予自由，而只是换个主人而已。

这些伊托利亚人的辩论令人厌烦地不断重复。但弗拉米宁

在这期间已经与十位专员离开在服吉斯的伊拉帖亚 (Elateia) , 

往南旅行到安提居拉 (Anticyra) ，立即横渡海湾到科林斯。在

那里他继续与专员讨论及考虑整体希腊的安排。在这整个时候

fJf托利亚人那种中伤毁谤的评论逐渐散出，开始变得有人相信，

所以弗拉米宁觉得有必要向他的同事陈述，详细讨论安排的条

件。他辩论的要点是，假如他们要在希腊人之中有完整的名声，

说服整个希腊国家说罗马人最初跨过亚得里亚海时，并非为了

提倡自己利益，而是要争取希腊人的自由，他们必须撤离每个

地方，解放所有现在由菲利普驻扎的城镇。而如其所真正发生

的，这点正是在专员之中仍悬而未决的议题。罗马关于其他事

项都已经有所决定，而专员也从元老院得到关于这些事项的训

令.但是因为对安条克三世的意阁仍有所疑虑，所以有关卡其

斯、科林斯及迪米特利亚斯地位的问题，元老院则交由他们斟

酌，端赖现场局势决定:因为过去这一段时间以来，他们知道

安条克三世正密切观察及等待干预希腊事务的机会。尽管如此，

弗拉米宁成功地说服他的同事.立即解放科林斯，将它交给亚

该亚人，但他继续占领阿克罗科林斯以及卡其斯和|迪米特和l

① 有关这最后三者的m要性，请盎见页 599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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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斯。

46 在这些决定达成时，庆祝地峡运动会的时机也来临。

对那场合会发生何事的预期，吸引来自文明世界各角落的最上

层人士，而关于结果的所有种类报道及臆测咽也在整个庆典礼

中流传着。有些人辩称罗马人不可能从某些地方及城市撤离，

其他人则认为他们会放弃被那些被认为出名的地点，但会保留

那些 样有用但恰巧没有相同光彩的地方。的确，这些人甚至

凭空杜撰出那些相关的地名，并且彼此竞争猜测的机灵。在这

种不确定的氛围中，而且群众正集合在竞赛场，要观赏比赛的

时刻时，有位号角手要求大家保持肃静。司仪走向前，做出如

下的宣布:

F马元老院及行执政官之职，弗拉米宁，在战场上击

败国王菲利普及马其顿人，让以下国家及城市自由，没有

驻军，不缴贡赋，充分享受他们祖先的法律:科林斯、服

吉斯、洛克里斯、优卑亚、否提尔提斯·亚该亚、迈格尼

希亚、色萨利以及柏希比亚( Perrhaebia) 等人民。

在这宣布开始之初时，有道震耳欲聋的吼声响起，所以有

些人完全没听到宣言，而其他人则是急于再昕一次。绝大多数

的群众无法相信他们的耳朵，因为所发生的结果是如此不可预

期，所以他们仿佛是在梦境中听到这些话语。每个人或许都因

为不同冲动而受感动，他们喧lMl地呐喊要司仪及号手向前靠近

到竞赛场中央，重新宣告;他们无疑希望不仅听到说话的人，

也要看到他，因为他们似乎如此难以相信他所正在说的。但当

司仪走到竞赛场中央时，再度{昔号角之助来平息喧闹，再度i卖

出完全相同的文字后，有极度欢呼的爆发，甚难让那些今天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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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以书面阅读这事件的人去想象声响是如何发出。当最后这叫

喊声逐渐消退后，没有人对体育竞赛有任何注意，群众的欢呼

现在被喋喋不休的吵闹声所取代，人们与旁边的人讨论消息，

或是喃喃自语，所有人都像发狂似的在说话。的确，在竞赛结

束时.他们以毫无节制的激情兴奋和l感激.几乎杀死了弗拉米

宁:有些人盼望看到他的脸，欢呼他为救主，其他人则往前推

挤要去触摸他的手，而绝大多数人则将花冠及发带投向他，在

他们之中，弗拉米宁几乎被撕成碎片。但他们的感激元论看起

来是如何过度，我们还是可以有信心地说.这些仍然远不及此

事本身的重要性。这是件完全值得钦佩的行动，首先，因为罗

马人民及其将军竟然会做出选择，甘冒无限的风险以及花费来

确保希腊人的自由。但更值得一提的是，他们会投注足够的武

力嘈来实现这理想，但所布之中最可观者还是没有任何厄运来

横阻，让他们的意阁遭受挫折。相反的，当仅凭二次声明，所

有居住在亚洲及欧洲的希腊人都变成自由人，没有驻军，也没

有贡赋的负担，而是享受他们自己的法律时，每个因素都结合

起来造就这最高潮的时刻。



二十四书

在希腊之事务:菲洛波义曼及阿里斯泰纳斯

1 1.无论是在人格上或是在政治性格上，菲洛波义曼与阿

里斯泰纳斯之间甚少有共通之处。天生在心理上及身体上，菲

洛波义曼都被赋予行动以及战争的生活，但阿里斯泰纳斯则是

政治与辩论的生活。在政策选择上，两人之间的差别或许可综

合如下。在罗马与菲利普以及与安条克发生战争的期间，罗

马霸权已经成为与希腊事务无法切割的因素。于是阿里斯泰

纳斯在政治活动中，随时愿意去做罗马人所要求的任何事

情，有些时候甚至到事先预料到他们要求的地步，但同时，

他也费尽心力去保持遵守法律的表象，甚至大肆张扬地如此

傲，然而无论何时，任何希腊法令若明显与罗马之指示有所

冲突之处，他会以牺牲法律来做出让步。另一方而.菲洛披

义曼随时接受、毫不迟疑地达成与国家法律以及联盟条约相

和谐的所有要求，然而，若是有罗马的要求超过这些界限，

他无法自愿地去配合它。他说他们首先应该汁较合法性，而

在那之后，才继续将罗马人的意见视为请求。最后，假如这

处理方式无法说服罗马人，他们应该在抗议下让步，而只有

在那时才执行命令。

12 阿里斯泰纳斯习惯以一些如下的辩论，来向亚该亚

人辩护他的政策。他说:"我们无法同时一面握剑，一面拿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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橄榄枝①来维持与罗马人的友谊。"假如我们决心要面对罗马

人，而且强大到足够去如此做，那非常好。但即使假如菲洛波

义曼都不愿冒险去坚持这一点，我们为何要牺牲那可能的，而

去争取不可能的呢?每道政策都包括两个目标:荣誉以及利益。

在荣誉可以取得的状况下，那正确的政策是要针对这个;然而

那些没具备足够力茧的，必须避难于他们的利益之中。若在这

两项目标都失败，则是处理不当的最明显证明:这是由那些没

有清楚表明反对别人对他们的要求，反而心不甘情不愿地附和

的人导致的结果。结果是我们必须显示出我们够强大去拒绝，

或是 假如没人敢这样说 我们必须愿意去做我们被告知

去做的事。

13 菲洛波义曼的回答是:人们不该认为他如此不懂事理，

所以无法了解罗马及亚该亚国家之间的差异，或是罗马武力的

优越性。他说:"那些占上风的人，很自然会对较弱势的人进

行更大的压迫，然而事情即使如此，难道在每一点上附和我们

主宰者的突发奇想，真的符合我们的利益吗?假如我们现在对

他们的行事不提出任何阻碍，难道我们就不会在最可能短的时

间内，发现有最严厉的命令加诸我们身上吗?尽我们能力之极

限与他们一撼嘈挡住压力，直到我们精疲力渴，难道这不是较

好一些吗?接着，假如他们发布不合法的命令，我们提醒他们

这一点，并且做些事去制止他们独裁的行为，我们至少在某种

程度上将会软化他们严厉的统治.特别是如您阿里斯泰纳斯自

己也承认，罗马人相当看重誓言、条约以及对盟友的承诺。但

假如l我们自己忽略我们的权利，立即毫无疑问地屈服于任何给

① 直译为"他矛与使者的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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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命令，就像战俘一样，那亚该亚联邦和l西西里岛及卡普

亚的人民有何差别?如每个人都知道，他们多年来已经形同罗

马人的奴隶。所以或是让我们承认事情的正义性对罗马人不算

-回事，或是假如我们不走到如此之远，我1门必须坚持我们的

权利，不放弃我们的立场，特别是因为在罗马人眼中，我们能

对他们做出很强大及有荣誉的要求。"他又说:"我非常丁解希

腊人必须完全服从罗马人的时候将会来 l恼。 f且难道我们希望这

尽快发生吗?当然是越晚越好。所以在这意义上，我的政策与

阿里斯泰纳斯的相异。他急于见到那不可避免的结局尽快早到，

然而我却竭尽所能，努力去避免它。"

我认为，从这些演说可以很清楚地了解到，虽然菲洛波义

曼的政策是荣耀的，但阿里斯泰纳斯的则具有说服力，但两者

都基于安全考量。结果是虽然在对抗菲利普及安条克的战争中，

曾有极大的危险威胁罗马人及希腊人，但这两个人都在面对罗

马人时，力保亚该亚人的权利，维持其完整性。但阿里斯泰纳

斯比菲洛波义曼对罗马较为亲善的印象，仍然还是普遍流传。



书十一
二

第

在罗马及叙利亚的事务:德米特里的逃走

[当叙利亚的统治者"神显灵" (Antiochus Epipahnes) 安

条克四世在一六四年过世，他留下一个年轻的儿于及女儿。这

位儿子以"好父亲" (Antiochus Eupator) 安条克五世为人所

知，并在某席亚斯( Lysias )的监护之下，继承王位。他的堂

兄德未特里一世，安条龙大帝的孙于，被他的父亲塞疏西四世，

安条克三世的继任者，在一七五年交给罗马人作为人质，作为

该信的保证，当时德米特里只有十岁。十三年之后，这年轻人

看不出有任何好理由，何以要继续被当作人质羁留，来保证安

条Ji._四世之继任者的良好行为，所以设法说服元老院让他成为

叙利亚的国王，而不是让那位男孩担任国玉。然而元老院偏好

去支持一个愧俑，而非一位积极的统治者，并且派出一个由屋

大维 (Gnaeus Oetavi旧) *领的委员会，下令去削弱叙利亚的

军力。这些措施激起强烈的怨恨，导致屋大维的谋杀。 1

11 在这时候，①对屋大维犯下的罪行，以及他如何被暗

杀的报道传到罗马，同时由摄政莱l品亚斯为安条克五1业所派遣

的代表亦抵达罗马，做出最严正的保证，保证这年轻国玉的朋

① 在一六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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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绝没有牵涉其中。然而元老院对特使不甚在意，也不希望对

这些事件宣布任何决定，或甚至公开表达它的意见。

另一方面德米特里一世却对这消息大感兴奋，立即邀请波

里比阿.并向他吐露他的疑虑，究竟他是否该再度向元老院提

出有关他将留的问题。波里比阿建议他说"不要在相同的石头

上跌跤两次"，而是依赖自己的努力，将他的运气赌注在某件

大胆行动中，这或许会为他赢得王冠;他暗示说，就目前态势，

有许多机会去行动。德米特里掌握这些话的要旨，在那时候没

再多说;不久之后，他征询他最亲密的朋友之一阿波罗多洛斯

有关相同的议题。这个人不仅年纪轻，而且本质纯良，建议德

米特里再度向元老院求情，他有信心，认为既然他已经被不公

不义地剥夺他的王国，元老ff1至少可以解除他目前的羁留，因

为一旦年轻的安条克五世继承叙利亚的 7lt位，但德米特里却仍

为他做人质，继续羁阁，是很荒谬的。德米特里对这些辩论印

象深刻，所以他再度现身元老院之前，向他们求情，至少从现

在起能解除人质的义务.因为他们已经决定要将王位保证给年

轻的安条克五世。虽然他详细陈情，但元老院决定继续坚持原

来的判决。而的确这是完全可以预见的，因为在前次场合中，

他们决定要让年轻国王继续留任，并非德米特里没有提出好的

理由，而只不过如此做符合他们的利益。原先影响他们决定的

环境仍然存在，元老院的决定是可以预期的，仍会依据相同的

政策。

12. 因此德米特里已经徒劳无功地1I1~完他的天鹅挽歌(换

言之，已经对元老院做过最后的求情) ;他认识到波里比阿警

告过他，不要在相同石头上摔跤两次的好建议。因为德米特里

后悔他之前先行之事，但他性情奋发有为，而既然他拥有天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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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勇气将计划付诸实现，所以邀请一位最近从叙利亚来的狄奥

多罗斯( Diodorus) ，并视他为密友。狄奥多罗斯过去曾是德米

特里的养父，是位聪明人，花费许多心血去了解叙利亚政局的

发展。他向德米特里指出，随着屋大维被谋杀所造成的动乱，

摄政莱席亚斯与人民两边彼此不信任的情形逐渐蔓延开来.而

且元老院坚信国玉的顾问朋友必须对罗马使者所遭受的负责。

这诸多事情同时发生，假如德米特里现在能在现场现身，必然

对他最为有利。这里的机会是即使他在到达时，只有一位奴隶

陪伴，叙利亚人民必然会立即将王位转赠给他，而因为莱席亚

斯最近的行为，元老院必将不愿冒险给予任何进一步的协助或

支持。剩下的问题是如何秘密逃离罗马，所以没人会发现他的

意图为何。当他做出这样结论时，德米特里邀请波里比阿，向

他透露计出rJ .要求协助他来计划最好的逃脱方式。

在那时候有位叫曼尼拉斯( Menyllus of Alabanda) 的人在

罗马，他受大托柑J密六世之命出差，来和小托帮J密八世对抗，

并在元老院之前回应后者的指控。波里比阿已经和l曼尼拉斯交

好一段时间，对他甚有信心。他认为他正是适当的人选来从事

目前之事，所以将他引介给德米特里，对他深表敬意，极力推

荐。曼尼拉斯同意加入这计划，承诺会备妥一艘船，提供航行

一切所需。他那时在台伯河口发现一艘迦太基船停泊，这船是

被用来运载神圣祭品，于是将它预订下来。这些船都是在迦太

基特别精选的，来运送传统初果祭品到他们位于肺尼基泰尔

(Tyre) 的祖先神明处。曼尼拉斯相当公开地包船下来，供自己

回程使用;他以这种方式得以将一个月的补给先送上船去，而

不引起任何怀疑，自己也可以相当自在地和水手聊天，与他们

一起安排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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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当船长备妥所有之事，只剩下德米特里来完成自己那

部分的准备;他首先送他的养父狄奥多罗斯回到叙利亚观察局

势，打昕人民正在说什么，借此衡量民情。他自己的义凡阿波

罗多洛斯从一开始就是参与这计划的伙伴，所以他也接受阿波

罗多洛斯另外两位兄弟墨勒阿格尔( Meleager) 及迈尼斯丢士

( Menestheus) 进入这关系中，但他并没有让他自己的随从成员

加入，且然他们人数众多。这三位兄弟是在寨琉西四世宫廷据

有高位的阿波罗尼乌斯 (Apollonius) 之子，但是当"神显灵"

安条克四世继承王位时，①移居到米利都城 (Miletus) 。

与水手预定之日已近，所以必须有一名德米特里的朋友出

面安排酒宴，作为他自己要远行的借口。他无法在家宴饮，因

为他一直谨慎且准时地保持与他随从成员一起进餐的习惯。于

是所有那些加入这阴谋的人，先在家进餐，然后再抖出。每个

人只能有一位奴隶陪同;其他则被送到阿那梅尼亚 (Anagneia)

去，被告知他们的主人将在第二天与他们在该地会合。波里比

阿恰好那时卧病在床，但因为曼尼拉斯固定与他保持联络，

他知道在进行中的每件事。波里比阿担心假如酒宴持续过

久，德米特里或许会喝得过多，难以脱身，因为他不仅年

轻，而且贪杯。波里比阿因此写下简笼，加以弥封，而且因

天色已暗，所以由一位仆人送去。这个人被告知要将德米特

里的执杯人叫出，将简笼交给他;他不可说自己是谁，也不

可说简笼来自何处，但必须告诉他要立即交给德米特里。这

很快完成，德米特里收到简笼，拆开阅读。它包含了以下的

警句格言:

① 一七五年。



平鸟捉到虫①

夜晚对谁都一视同仁，但最喜勇者值}

要勇敢，面对危险，现在行动-输或赢，

做任何事，也不要将自己交出。@

保持冷静，有智慧去怀疑:

这些是心灵的筋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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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当德米特里读过简笼，立即知道这些引句所言为何以

及是谁捎信;他接着表示感到不迢，立即由朋友陪同告别。他

回到住所，安排送到阿那格尼亚所有他不希望随行的奴隶。他

命令他们拿着捕兽网、带着猎犬，与他在舌切易会面，他习惯

在那里狞猎野猪，丽的确也是因为这方式，他才和波里比阿开

始建立友谊。那时他将计划细节透露给尼卡诺( Nicanor) 以及

其他朋友，向他们求惰，共享他的命运。他们所有人都热情地

答应，在那时候他要求他们立即返家，告诉他们的奴隶在第二

天早晨到阿那格尼亚去，然后在舌切易加入持猎者及团体里的

其他人。他们自己穿上旅行的衣着，然后回来找他;在这期间

他们要放出风声给他们的奴隶.说他们要去找德米特里，在第

二天和他们在舌切易会合。

所有这些安排都适时执行，在那之后他们在夜晚走下到台

伯河口的港口奥斯提亚( Ostia )。曼尼拉斯已经在那里和水手

说话。他告诉他们他收到国王托勒密的信息，这包括指示他要

暂时留在罗马，但派遣给国王一些他年轻士兵中最值得信赖的

① 直译是 他那做事的人全靠走周于那只有意图去做的人\这是不知辈源

的谚语。

@ 欧里脏得斯《昨尼~I女人}行七二六。

@ 这是不回来源的悻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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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他们会向他报告所有有关他弟弟的消息。曼尼拉斯已经告

诉他们说他自己不会登船，但要航行的年轻人大约在半夜抵达。

船员的管理人员对此没找他们麻烦，因为包船的钱已付清，而

且他们也在德米特里及其人马在第兰更结束前抵达时，已经完

成出航的所有准备。他们除了五位成年奴隶及三位少年奴隶外，

共计八位。曼尼拉斯向他们致意，向他们展示为航行所准备的

补给，并热情地向船长及船员们推荐他们。在这之后，他们登

船，船长起锚，在破晓时，正式起航。船长不知乘客真正身份

为何，但想象他不过是从曼尼拉斯那里载送 些士兵给国王托

勒密。

J 5. 在此期间，在罗马不可能有任何人会在第二天去寻找

德米特里或是他旅行的伙伴。他家庭里那些被留下的人认为他

前往舌切易。而那些在阿那格尼亚的人，准备与他会面，想象

他们会在那里见到他。结果是完全没人注意到他的逃脱，直到

有位奴隶恰好在阿那格尼亚被殴打，跑到舌切易去。他也认为

会在那里找到德米特里，而当他不在时，他跑向罗马，预料会

在路上遇见他。那时因为在任何地方都找不到他的踪跻，所以

告知德米特里在罗马的朋友以及他家庭里那些留下的成员。在

他离开四天之后，人们开始寻找德米特里，而直到那时候，他

们才开始起了疑心。最后在第五天，那 H才他已经航行经过迈萨

拿海峡，元老院匆促召开会议来考虑此事。首先他们假设德米

特里已经甲A就在航程中，因为风向有利。其次，他们认知到即

使他们想做.也元法去阻止他。 几天后，他们任命三位专门委

员，将拉古 (Tiberius Gracchus) 、连图勒斯 (Lucius Lentulus) 

以及格劳启亚 (Servilius Glaucia) 去调查希腊的状况，然后再

到亚洲，观察德米特里企图的结果。他们也要调查其他国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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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度，以及在这些统治者与加拉太人之间的争执中，扮演仲裁

者的角色。格拉古被任命是因为他对这些问题有特殊的知识。

如此便是在意大利所发生之事的状态。①

在意大利之事务:宝路斯、西庇阿以及波里比阿

22 对宝路斯 (Lucius Aemilius Paullus) 之正直廉洁最具

说服力以及最令人敬重的见证，是在他过世之后才被透露出来

的。他终其一生享有相同崇高的声誉，而在他与世长辞之后，

仍始终维持不坠，而这当然是所有能够被发现的最强明证。宝

路斯从西班牙带回罗马的黄金比当代的任何人都还多，整个马

其顿庞大的财富也落入他手中，他对如何使用这些钱有完全的

控制权。但尽管如此.他死去时如此贫困，以至于他的儿子无

法从动产中付给他的守寡母亲所应分配到的财产，而必须去贩

卖部分的不动产来筹钱。这事情的细节我将会在他处处理。(Î)

但此处我们必须承认，在有关正直廉洁上，宝路斯的范例超越

即使是希腊人之中因为这品德而最被推崇的人。拒绝贿赂者为

自身利益而给的钱，网然值得赞美，如雅典之亚里斯泰德

( Aristides) 和底比斯之艾帕米农达斯便据说曾如此傲，但这更

值得赞美:当一个人已经成为整个王国的主宰，拥有如他所喜

去使用的权威，但却仍然一介不取。

假如此事对任何读者似乎不可思议，且让他记得现在本书

作者心中特别在意这一事实:特别是那些可能会阅读此书的罗

① 德米特里一世的赌注成功。他在银利亚被热悄地接壶，掌握权力 将年轻

的击J捷克五世且摄政草席亚斯址" 井』人一汽二勾-统治到l一五0年。但他

接'Il'旦被一位俏夺者 ~IV.历山大 巳拉斯 (AI~"nnder ßalas) 击盹封杀死。

② 毡十八书 35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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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人，因为此书所描绘的所有成就中，绝大多数以及最为光辉

灿烂的，都是属于他们，所以他们不可能会对这些事实无知，

或去宽恕任何做出不实陈述的作者。所以很清楚地，没有人愿

意让自己不被相信或甚至遭受轻蔑。无论何时我若或词看起来

像是对罗马人做出惊人的陈述时，在我整个故事中，这事实必

须始终被牢记在心。

23 现在既然我叙述的进度以及我正提及的时代，已经将

埃米利乌斯家族( Aemilii) 带进到我们眼界中，为了研究历史

的人们，我打算去实现一个在前书之中所做的承诺。我那时说，

我必将述说西庇阿·埃米里亚纳斯何以能在十分年轻时，便取

得如此光辉灿烂的名声.他何以和本书作者熟识及友谊是如此

亲密，所以这两人关系的传闯不仅限于意大利及希腊，他们彼

此尊重和友朋关系甚至在之外的国度也为人所知。我已经提及

他们之间的关系始于借阅一些书籍以及因之而来的谈话。但随

着他们彼此认识益发密切，而被召唤到意大利的亚该亚人陆续

被送往不同偏远城镇去，那时宝路斯 (Lucius Aemilius Paul 

lus)①的儿子费边与西庇阿，向副执政求情，同意波里比阿留

在罗马。有一天三人从费边的房子出来，费边恰好往广场的方

向离去，而波里比阿则与西庇阿·埃米里亚纳斯往另-方向同

行。当他们在散步闲逛时，西庇阿低声温和以及些微脸红地询

问波里比阿 "波里比阿，虽然我的兄长和我一起阿桌共餐，

何以您经常与他说话，面向那方陈述您所有的问题以及表达您

的意见，却将我从中遗忘?看起来您对我的意见，与我所知城

。〉 宝路斯的这两位儿子中，年忙的被过继给费边·马克希姆斯 (Quintus fn

bìus Mllximu时，而年均的过继给两庇阿 (Publius Cornelius Scipio) 查马战

役胜利者的儿子。



草三+一书 /625

市中其他人对我的意见一样。每个人都认为我是个文静以及相

当懒散的人，以及我没有任何典型罗马人去行动的冲劲，因为

我没选择在法庭里发言。而且他们说，我所属于的家庭无市有

我这样的代表，而是帘耍恰恰相反的，而这正是让我最困扰

之事。"

24. 波里比阿对这年轻人开始对话的方式有些讶异，因为

他只有十八岁而已。"以上天之名，西庇阿，"他回答说，"您

切不可如此说，或是有任何如此的念头进入脑中。我没有以这

种方式与您说话不是因为我对您评价不佳或是要忽略您，一点

都不。这只不过是您的兄长比您年纪大，所以我以他来开始和

结束谈话，而假如我将我的话语和意见向他陈述.那是因为我

想象您必然与他分享相同的意见。但我很高兴听到您对被众人

认为您的个性比您家族成员所应有的还更温和或柔软这点感

到困扰，因为这当然证明您拥有高贵的精神。我必将十分乐

意将自己奉献给您.来协助您以值得您祖先的方式来言谈、

行动。对我而言，那些已经开始在您的兄长及您心中激起野

心及热情的学问中，您将会发现有许多人会协助你们兄弟，

因为我可以看到 群博学之士在这时候正蜂拥进入意大利。

但是有关您刚说让您如此困扰之事，我不认为您可以发现有

比我更适合之人来协助您，来鼓励您的努力。"

即使在波里比阿结束发言之前，西庇阿已经捉住他的右手，

放在他双手中，亲切地握紧说. "我只希望我能见到那天，当

您将会给我第一次的机会，得到您的关注.将您的生命加入我

的生命之中.如此 来我将会立即感觉我是对得起我的家族以

及我的先祖。"当波里比阿记起西庇阿家族的崇高地位以及其

成员的财富，他对这年轻人感情的表达既感到喜出望外，但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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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到尴尬。无论如何，从谈话的那时刻起，这年轻人与波里比

阿便形影不离，喜欢他的陪伴胜过其他人。

25 从那时候开始，他们经常给予对方他们彼此契合的实

际证明，并且开始感觉到有种只能被比喻为父子关系或是相同

血缘之亲人的那种相互感情。

西庇阿要过高贵生活的心愿，最先表现在他赢得自律自制

的美名，而他在这方面超过当代之人所恪避的标准。这是一个

高尚但通常困难的愿望，但在那时候却是相当容易，因为绝大

多数人在道德上堕落。有些年轻人将他们的经历，应掷在追求

男孩的爱情，其他人则消磨在艺妓身上，又有其他人则是在靡

靡之音及欢宴上度过，还有随之而来的大肆挥霍，因为在对付

佩尔修斯及马其叨人的战争过程中，他们很快学习到希腊人在

这方向的淫奢习惯。挥霍及放纵的嗜好在年轻男性中散布如此

之广，所以他们有很多人随时愿意为一名男妓付出一泰伦①银

钱，为一罐黑海的胳鱼付出三百德拉克马@银钱的代价。正是

在如是的脉络中，老加图 (Cato) 有次公开演讲宣布说，当一

位美男子比一块良田、一饰JjIj;鱼比种回人，都还更昂贵时.任

何人都能看到共和国正在走下坡路。这种奢侈铺张在我所描绘

的这段期间里，已经变成无耻的炫耀，其中理由首先是在摧毁

马其顿王国后，罗马普世霸权已经毫无争议地建立起来;其次，

马其顿财富被运送到罗马，紧随在后的是在公开及私人场合中

大肆炫富以及排场。

相形之下，西庇阿决定让自己走相反的路径。他节制所有

欲望胃口，并且借着为自己规定稳寇一致以及不偏不倚的行为

① 的二五点八六千克。 译者注

② 约}二}L三千克。一一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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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他五年内在众人眼中已经建立了自制自律的名声。

他接下来所关切的是要为自己设计一套原则以及诚实规范，

来处理有关财物事务，这些又再次远超过当时的一般标准。在

这领域巾，他与生父一起生活过的那部分人生.为他打下二个

极佳的基础，他天生的倾向也被引导到正确的方向，而除此之

外，机运也协助他成就这特殊的理想。

26 他在这方面的第一个机会始于其养父的母亲埃米里雅

( Aemilia) 之死。①她是其生父的姊妹，以及其养祖父"非洲征

服者"西庇阿、查马之战胜利者的妻子。她留给其外甥一笔庞

大财富，而他处理这份遗产的方式，首度证明他高尚的原则。

埃米里雅元论何时离家去参加妇女游行，她总习惯以极大排场

现身，适合一位分享正处于成功人生巅峰之伟大"非洲征服

者"生活的人。除了个人衣着及车乘富丽堂皇外，所有篮子、

祭杯以及祭祀器 nll道具都由金银打造，并且在如此仪式场合中，

随队伍里抬出，而伴随她的侍女及另仆队伍行列，亦是依比例

地庞大。

在埃米里稚的丧礼后，西!配阿将她所有富丽堂皇的衣着交给

他亲生母亲。她已经与其丈夫仕离多年，而她现有的资产远不足

以维持适合她阶级的场面。前几年她在类似仪式场合，停留在

家，没有参与。但现在有个庄严的祭典必须举行，她以那以前属

于埃米里雅的排场以及光辉，驱车出门。所有见证到这场景的妇

女都被感动，深深崇拜西庇阿的良普及慷慨，并且举手望天，祈

。如此行径在任何地方都会被视为荣耀，但在罗

马则是奇迹，因为在那里要是可以的话，绝对没有人会将任何私

①她死于六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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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财富馈赠他人。这是西庇阿高贵人格名声的开始，而且很快就

众所皆知，因为女性喜欢道听途说，而一旦她们开始启动一个话

题，她们就不会嫌话太多。

27 在这之后出现了西庇阿对伟大"非洲征服者"女儿们

的责任问题，这些是西庇阿养父的姊妹。当西庇阿继承财产时，

他的职责是要负担每位女儿她们该有嫁妆的一半。她们的父亲

曾经安排要为她们每人支付五十泰伦银钱。其中一半数量已经

由她们母亲在婚礼时支付给每个人的丈夫，但当埃米里雅过世

时，尚有二半还没支付，所以便由西庇阿来承担这债务。罗马

法律规定她们的嫁妆中仍未支付的这一部分，通常应该在三年

期间支付完成，第一次支付系由个人财产所构成，根据一般习

俗要在十个月内支付。①然而西庇阿指示他理财的人，要在十

个月内支付给每位女儿二十五泰伦。在十个月过去之后，这些

仕女个别的丈夫格拉古( Tibe剧nu皿5 S臼empror川n川1

纳西卡(怡Sc叫1刊甲pJ训川}阳o N阳aSléa叫)询问理财的人，究竟他是否已经从西庇

阿处收到任何关于钱财的指示。在这时候，理财之人要求他们

立即一次接受，并且完成转移给每人二十五泰伦的手续。然而

这些丈夫告诉他说，他必然弄错，因为根据法律，他们没有资

格收到总数，而是其中的二分之一。当他向他们保证这些正是

西庇网的指示，他们仍然无法相信自己的耳朵，所以接着去拜

会这年轻人，想象他是否弄错。而确实这是很自然的假设，因

为在罗马非但没人会在三年内预先缴出五十泰伦银钱，甚至没

① 这是由衣服、珠宝、奴隶以且其他个人财产组成。

③ 这两位女儿中较年轻的.成为白伯里哑斯( Tiherius) 且盖亚斯( Gl\ius) , 

格扫一 $4I兄弟 (GracclLi brothcr叶的母亲，他们是民主领袖，在接下班那世

代的政拍动乱中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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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会在比预定之日的早一天缴出一泰伦的钱，因为每个人对

金钱的数额是如此严格地准确，而且因为急于获利，所以对时

间相当有意识。无论如何，在他们拜访西庇阿以及询问他给理

财之人何种命令时，他回答说"支付给两位姊妹属于她们的全

部金额"，他们告诉他说他犯了错，同时也坚持他们是考提到

他的利益，因为根据法律，他仍有权力使用这笔钱相当 l王一段

时间。西庇阿告诉他们说，他相当了解这一点，但在陌生人的

情形下，他会遵守法律条文，但就其能力之内，他会以非正式

及宽松的方式来对待自己的亲戚朋友，所以他要求他们从理财

之人那里收下整笔金额。当格拉古及纳西卡昕到后，他们惊讶

无言地离去，对商!庇阿的慷慨感到震惊，正如对自己的吝啬感

到尴尬，虽然他们和罗马里的任何人-样都拥有崇高的人格。

28 两年之后当他的生父宝路斯过世，由他及其兄长费边

联合继承遗产，西!陀阿又再度以值得被称道的原则信念来行事。

宝路斯在法律上来说已经没有子嗣 他之fIú让他两个儿子被过

继到其他家庭去，而其他两位被抚养来继承他的人也都过世，①

因此他将财产赠送给四庇阿及费边。困l庇阿知道他的兄长状

况不如他，所以放弃他所继承到的那一份，虽然这被估计有

超过六「泰伦之多，所以费边的财产可以与他一样多。这成

为众所皆知之事，而他之后又立即做出一个他慷慨大方的另

一次更出色证明。在他父亲的丧礼中，费边希望安排一个竞

技斗士的表演，但是因为这样的娱乐开销庞大，他无法负担

其中费用，而在那时西庇阿从自己的财产中提供一半的金

额。如此表演的全部开销，假如是在如此铺张的程度上演

① 这两位较年轻的儿子，其巾一位在宝路斯于一六七年的马其顿胜利游行的

前五天过柑 而另一子则在三天之后过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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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不会少于三十泰伦。

当这行为仍然被人讨论的时候，西庇阿的生 J非商琵丽雅

( Papiria) 过世，他非但没有取回任何他送给她的礼物，反而还

将所有礼物以及他母亲的财产转移给他的两位姊妹，即使她们

在法律上无权要求。以这种方式，他的姊妹又依序拥有那原来

属于埃米里雅的典礼配饰以及随从，而西庇阿的慷慨大度以及

对家庭的奉献，再度被展现出来。

因此西庇阿在早年为他所选定之理想打下基础，在他前

往自制自律以及高贵人格的道路中，不再往回看。他慷慨的

名声是以他花费六十泰伦的开销建立起来的，因为这是他从

他自己的资产中拿出的。但这些并非他所贡献金额的大小，

而是礼物的适时以及他馈赠时的乐意，那才重要。至于他自

制自律的名声，没花费他任何金钱，而是借着避免其他许多

样的娱乐开销，他获得终其一生所能拥有的健康身体以及幸

福。也为他带来另一种满足，以及因为他牺牲眼前快乐，而

大大得到补偿的奖赏。

29 他仍待去取得勇敢的名声。这在任何国家或许都可被

说是最重要的品德，但没有哪个国家比罗马克为看重，而他为

此必须经历特别辛苦的训练。但幸运女神在此亦是站在他这边。

马其顿王室成员一向特别热衷于1守猎，所以马其顿人将罔内最

适合的部分给圈圈起来，用于培育兽群。在对抗罗马的战争中，

这些区域跟以往二样被小心维护，但因为一连串的国家危机，

它们未曾被猎杀，结果是每→种类的大型动物都数量众多。当

战争胜利，宝路斯相信猝猎能提供给年轻人最佳的训练以及休

闲，于是将王室的猎人安排在西庇阿的指挥下，并授权他完全

控制与狞猜相关的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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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庇阿接受了这任务，因为他实际上可以祝自己处于一个

国王的位置上，所以只要军队在皮得纳战役后，仍然停留在马

其顿期间时，他都将所有时间投注在这项活动上。在那时候他

恰好处于最适当的年纪，在体能上处于最成熟的状态.而因为

他就像一只成长良好的猎犬一样，在天生性格上适合此事，他

对这项运动发展 l11 很大的热情，这种嗜好终其一生始终存在。

所以当他回到罗马，发现波里比阿拥有与他栩合的追逐狗猎乐

趣，所以不像大多数其他年轻人将时间耗费在法庭或是正式拜

访，①在广场徘徊，讨好群众，西庇阿将时间花费在狞猎上。

他在战场上成就许多精彩的事功，而且在那里他赢得比同时代

之人更高的声望。那些投身于法庭之人，只能以伤害自己公民

同饼的这人或那人来赢得赞美.因为这通常是法庭程序的结果.

然而西庇阿没有伤害任何一人，却赢得勇敢的普世之名，以行

动来对抗口才。结果是在很短时间之内他已经超越同时代群伦，

其杰出在罗马记录中.元人能比，即使他追寻名声的路径与其

他依据罗马传统及习俗而做选择的人，也相当不同。

" 我已经花费相当篇幅在西庇阿的原则以及人格上.始

于他最年轻之时。部分是因为我认为这故事对我较老及较少的

读者比较有趣，但尤其是因为我将会在后书之中提及他而将此

写下，这看起来会较令人信服。我急切希望我的读者没有人会

觉得难以接受西庇阿晚年生活中，任何那些听起来非比寻常的事

情，而且也没有人能因为对某些事件的真正缘由无所知晓，认为

这些该归诸运气.而让西庇阿被剥夺他成就中所应有的功劳。除

了几个场合外，没有太多我们可以该归诸好的机遇或是运势。

① 在早上先去贵族军庭拜ifj且致章，嘀肝则1~}}"事法庭审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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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罗马及迦太基之事务:第三次布匿战争

9 在希腊世界流传许多有关迦太基人最终被罗马人击败的

报道，①而这些彼此对立的说法反映出很大的歧见。有些人赞

美罗马人采取有智慧及政治家的政策，来护卫他们的帝闷，将

经常悬挂在他们头顶上的恐惧给摘除掉，摧毁屡次与他们争夺

世界统治权的城邦，一旦机会出现，它又可能再度如此竞争，

因此为了确保他们自己国家的主宰权，有人认为这些是有智慧

及有远见之人所采取的行动。

但其他人则有相反的看法，辩称说罗马人斗|但没有坚持他

们赖以获得主宰权的原则，反而逐渐放弃这些，转向那曾伤害

雅典人及斯巴达人的权力欲求:虽然他们比这两个国家起步较

晚，所有征象显示他们必将抵达相同目的地。在过去，罗马人

对所有的民族进行作战，但是只作战到他们敌人被击败，然后敌

人承认将服从罗马人，执行他们的命令为止。但现在他们在对待

佩尔修斯的态度上，预告他们未来的意图，这将涉及对马其顿进

行从根拔起的毁灭，而新政策在有关迦太基的决定上到达最高

点。迦太基人对他们的敌人并没犯下任何无可挽回的罪行，然而

尽管敌人已经向意他们的所有条件，并且愿意遵守他们的命令，

① 这所指的是第三次且最后一眈布匮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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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人却加诸惩罚，这惩罚不仅严厉，而且是最极端的。

然而其他人主张，一般而言罗马人是有文明的民族，他们

引以为傲的民族独特性是他们以直接以及英勇的方式来进行他

们的战争:他们不诉诸夜间突击或是埋伏偷袭，他们厌恶借由

欺蹒或诈骗而可能取得的优势，所以他们认为公开及面对面的

战争是唯一配得上他们特色的战斗形式。①但后来在整个他们

与迦太基人交手的过程中，他们进行欺瞒或是诈骗，在一个时

刻提出一套提议，但在下一直IJ却隐瞒它们，直到它们剥夺这城

邦所有能从其盟友处取得协助的希望。有人认为，这些方法比

较像是独裁者才会进行的阴谋览计，而不是一个立宪国家如罗

马所应执行的政策，而从任何诚实的观点来看，只能被形容为

与邪恶或背叛几乎难以区分。

再者，尚有他人以不同方式诠释这些动作。他们主张假如

罗马在迎太基人提出投降之前，以这种方式行事 在一个时刻

提供某些让步，然后逐渐在其他方面露出底牌，那么罗马人必

然看起来已经犯 F他们被指控的欺诈罪。但假如迦太基自己先

交出自己，令敌人宰割，罗马人则可以以任何他们认为最佳的

方式来行动;而罗马人之后下令，强加在迦太基人身上已经决

定的条件，那么其所作所为不像是邪恶的行为，而且也甚少与

背叛行为有所相似。因为每件罪行据其本质必须落入三种类型

之 ，而罗马人之所作所为不属于其中任何一项。邪恶行为是

冒犯神明，或是父母i~-'二，或是己逝之人;背叛行为则是由对

宣誓或写定之誓词加以违背而构成;不正义之行为，则是对法

律及习俗所做之犯行。然而罗马人在任何一项上都没犯错。他

① 商庇间纵业攻击西怯克斯(页 550) 一点都平符合这样的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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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既没冒犯神明、父母长上或是死者，他们也没破坏任何宣誓

过之誓言或条约;相反的，他们指控迦太基人是犯错的一方。

再者，他们也没有破坏法律或习俗或他们自己的诚信。他们是

从一个交出权力，任由他们宰割的民族那里，接受他们自愿的

投降，而当这民族的人民拒绝服从他们的命令时，他们才对其

施加武力。

论命运及机遇

17. 既然我批评那些作家将公共事件以及私人生活中所遇

见之灾难归诸命运及机遇的运作，我就一个严格的历史作品所

能允许的范围内，希望对此议题陈述我的观点。有关那些凡人

无法或难以理解的现象，将它们归诸神明或机遇之运作，来逃

避这种进退维谷的困难，是相当合理的。明显的例证是例外的

极大或连续降雨及降雪，或是相反，干旱或霜害造成植物枯萎

死去，或是持续爆发的瘟疫，或是其他这类事件，这些都难以

发现其发生原因。在如此情形下，因为欠缺更好的解释，我们

很自然地去跟随公共意见，企图以祈祷和祭祀来平息神明的威

力;然后我们派人去询问神明，我们应该说什么以及做什么来

产生更好的转变，从现在压迫我们的邪恶中得到喘息的机会。

但关于那些其缘由我们可以发现的事件，并解释它们何以会发

生，在我看来，我们则不应该认为它们是神明的作为。且让我

提出一例，来说明我所指为何。在我们的时代，整个希腊为缺

乏孩子的现象所苦，因此有普遍人口减少的趋势，于是有些城

镇开始被放弃而荒废，而且农业生产减少，虽然并没有持续发

生的战事或传染病发生。现在假如有人提出说，我们应该征询

神明去发现出我们该说或该做什么，来增加我们人口数量，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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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补足城镇人口.他的建议必然会被认为徒劳无益.因为这情

况的原因是相当自明.而其解决方案操之在我。这邪恶在我们

有意识之前，迅速发生在我们身上，追上我们，这其中简单的

道理是人们堕落到浮夸野心、爱好钱财以及好逸恶劳里，结果

是我们不愿结婚，或是假如结婚，不愿养育生下的孩子，或是

他们只愿从一大群之中抚养一位或两位，所以让他们能够过舒

适的日子，然后得以继续挥霍遗产。因为在那只有一位或两位

孩子的情形中，其中一位在战争中被杀，而另一位则因疾病身

故，很明显家庭便会无人居住，最后整个城镇，正如发生在蜂

群中的现象，逐渐地失去其资源，不再繁荣。

在这些状况下，去向神明拜求是完全无月1的，因为任何普

通人必将告诉您，其中解药是在人们自己的意志力，而这是改

变他们野心目标.或是通过法律来确保他们所生的孩子必须要被

抚养。在此处预言家或是超自然能力都无法提供解决方案，而相

同的原则亦适用于类似的问题。但在那些仍无法或难以确定原因

者.那答案仍会有疑问·近来马其顿的历史即是有关之一例。

马其顿人从罗马人那里接受到相当多的福利。这整个国家

已经从专制统治者独断的索求以及征税中得到豁免，而且如普

遍所承认，享受到自由.而非压迫，而其他不同城镇也因罗马

人，而摆脱内战流血以及内部派系斗争。然而在几年时间之内，

马其顿人见到自己国人在倍位者菲利普的手中 .i直受到放逐、

酷刑及谋杀，人数超过之前合法的统治者之所为。另外，当他

们在合法统治者如菲利普五世及佩尔修斯①领导下，他们被罗

① 佩南飞幢斯在 大八年子应得纳战役中描罗马人彻底打败。借位者菲利曾打

败由刷执政视士特斯( JUYf:ntus) 所率领的一个!l'I马军m 但他自己后来

在 四八年世打败，并且被俘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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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人击败，然而现在当他们正为一个令人厌恶之人作战，他们

却展现出最高的勇气来护卫他的王位，而且实际上还打败一支

罗马军队。如此的结果只会让我们的智慧深感困惑，因为甚难

发现此事有任何理性的原因。所以在尝试解释如此的发展时，

我们倾向于称它为从上天降下来的蛊惑，以及神明的愤怒降临

在马其顿人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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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自结语

最后，在完成我的任务之后，我从罗马返家。或许可以说，

我被赋予机会去从我过去的政治活动中进行收获，这是我凭借

对罗马的忠诚所赢来的恩典。所以我向诸位神明献上我的祈祷.

愿我能在余生中以相同条件继续行走相同的路，牢记一一如我

现在 命运女神是嫉妒凡人的电而且最会在凡人认为他在人

生最受祝福以及最成功的那一刻，展示出她的神力。

这结果确是如此。但既然我已经到达我工作的终点，我希

望提醒我的读者我的起始点以及我初步的规划，这我列在读者

之前作为我整个历史的基础蓝图，并同时将我的主题加以综合

简述，而且以一般观念及以细节深入起始与结束之间的关联。

我在开始之初即已解释，我将从泰密乌斯所留下之处开始我导

论性的章节，然后对在意大利、西西里以及非洲之事务进行简

洁的回顾，因为泰密乌斯在他的历史中，将注意力集中在那些

国家。我接着到这汉尼拔统帅迦太基军队、德米特里二世之子

菲利普五世成为马其顿国王、斯巴达之克里奥米尼斯被逐出希

腊、安条克三世继任叙利亚王位以及"爱父亲"托勒密四世继

任埃及王位。在那里我开始 个新的起点，亦即第一三九个奥

林匹亚年，并从那点来叙述整个世界的普世历史，以奥林匹亚

年标记时间，再细分为年，然后借着对这每个国家进行同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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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述，直到迦太基被攻占、亚该亚人与罗马人在科林斯地峡交

战和因为那事件所导致对希腊政治事务之安排为止。

正是透过这样的方法，如我在开始时所说，历史的学生将

会从他们的研读中得到最佳以及最有利的结果:亦即，去发现

究竟是何种过程以及在何种政治制度之下，整个世界臣服于罗

马的统治之下，一件在过去完全没有前例的事件。现在我既然

已经完成我全部的目的，我所剩下的工作是将那些包含在我历

史之中的时代加以详细说明，并且细数罗列整个作品的内容以

及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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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纪 简表

以下年表列出本波里比阿《历史》选文中所形容或提及之

事件。

西 方 11< 方

776 第一届奥林匹克运动会

509 废除主政，建立共和

'1'-民与贵族主争。设护民
494 

宫、形成 6 平民会议

480-479 第一J;;希被战争

469 -399 苏格拉底

449 芷布"十二木表法"

427 - 347 柏拉图

390 芮卢人占领罗马

385 柏拉罔创学院

384 - 322 亚里士多德

李锡尼法-执政官至少要有
367 

一位出身平民

343 -341 第一次萨真奋战争 336 亚历山大即位

335 亚!且土辛德创立书院

326 -304 第二次萨真事战争

323 亚历山大去世

298 -290 第三拉萨草事战争

候回希S1F.斯陆 平民会议通

287 过的决议对所有罗马公民皆

有约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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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西 方 在 方

280 直洛士跨海道意大利 280 亚该亚联邦重新组构

继jji.者时代结束 一大正同

272 将局确立 马其顿、事琉

西叙利亚、托勒啻埃且

264 第-次布匿战争开始

262 迈某海战

257 口达睡斯菌战

256 埃克诺穆斯梅战

251/250 阿拉托斯解放西自温

247 咕曹南飞卡 巳卡在西西亚

2431242 阿拉托斯在占科林斯

芷基~]\特斯群岛晦战第
241 

在布 III战争结束

240 - 237 迦太茹佣兵之战

238 罗马占领撒丁

咕由如卡在西班牙
克里奥米尼斯-世在斯巳边

237 -230 235 
即位

"事靠"置提柯一世在马其顿

230 -221 咕斯德鲁巴在西班牙 229 继jj\德米特里二世。!fI直靠斯

岛 (PO)(OS) 悔占2

229 - 228 第一眈伊利且亚战争

克里奥米尼斯盎动政变。

罗马与咕斯德鲁巳程订岐布 227 
226 罗德岛地震

!F!吁条约

225 高卢人在特拉窜幢打胜 225 在班西一世继量事琉西二世

安提柯士1世在希腊，建立希
224 

D~联盟

量提尼ll' l在夷为平地，克里

真米尼斯占领迈加洛苗和I斯。
223 

去』挺直二 i吐继革塞琉西一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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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西 方 东 lJ 

222 克拉司提迪姆之战 222 噩拉希亚战役

仅甩拔继jj\暗斯德鲁巴在西 "多森"去提柯二1li:过1li:，菲
221 221 

班牙地位 利带五世在马其咽继位。 ，矗"

221 拖挡梅四世在埃且继位

希腊爆芷同盟主战

220 波里比阿《历史3 主要部分

开始

219 围攻井占领萨贾托 克里奥米尼斯死于埃及

• 
219 

第二次伊利里亚战争

法罗斯之德米特里投靠菲利

普五世

219 -217 第四次叙利亚战争

第二性布匿战争爆盘。 218 菲刺骨胜利。特章被攻占掠夺

218 
叹尼拔离开西班牙，横跨阿

如卑斯山 1 抵达章大利。特

雷比亚河之战

特霄西米尼湖之战
诺帕克都会阻3 同盟战争

217 
结束

217 

罗马在块布罗河的海军胜利
拉非亚战役。换旦和叙利亚

告在订相平协议

216 政事战役 216 菲利普在伊利里亚。

叙拉古加入迦太基
草草j 普与仅尼拔结盟。第一

215 215 
次马其顿战争开始

215 草 214 菲利普干预美盘尼亚

214 -212 罗马围攻叙拉古

213/212 汉尼拔攻占他林敦

212 叙技古陆陆

仅尼拔进军:!JI马 211 !l'i马与伊托利亚结盟

211 
卡普亚论陷

事事布里亚斯 西庇阿且棉尼

亚斯，西庇阿战毅弓西班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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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西 方 京 方

"司在制 liE服者 曾布里亚
210 

j昕‘四庇阿昼陆西班牙

209 西庇阿Jj(占新迦太基

209 - 206 西庇阿征服/]班牙

伊托利亚人独自与菲利普靠
206 

订和约

肺且企和约。第一眈马其顿
205 

战争结束

西庇阿在非酬
拖描梅四世过世 I 拖南梅 3i:

204 - 202 204 
世继ú1

阿加章:克利斯在亚历山大
203 

垮台

菲利普五世与安条直二世订
203/202 

定晤的来时付埃且

202 费马战役

和平协定结束第二眈布眶
菲利普五世活跃于量茸搏，

与阿塔罗斯一世 A :ll'德岛201 201 
战争

作战

200 第二IX马其顿战争爆监

199 伊托利亚人加入罗马

亚该亚人阳人罗马
198 

南克里斯舍议

拍头山( Cynosceph且lac) 曲技
197 

第二IX马其相战争结束

196 9卡拉米宁宣布希腊自由

置茹直二世前进小亚细亚及
196-193 

色雷斯

F 马且呈E4梅克 世主生组利
192-189 

亚之战

扭扭章 (Gnaeus Mnnlius Vu\-
189 

国)政击小亚细亚的加拉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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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西 方 * 方

188 阿帕米亚串的。亚制之安排

186 - 183 
f'r- j哥席亚斯一世与欧迈尼斯

二世左生战争

帕姐那凯斯一世与欧迈尼斯

183-179 二世(和阿里亚拘提斯四世

联手)监生战争

佩如幢斯在马其顿继承菲利
179 

普五世

171 -168 第二次马其顿战争

萤11<克四世人侵在且以且
169 

撤军

应得那战髓。马其额被分割

为四个共和国

置条克再度人侵埃及，接到
168 

罗马要撤军的最后通牒

根据原先计划l波里比阿{历

史》结束之处

167 植里比阿以人质身份到2罗马

波里比阿协助德米特里一世
162 

逃离罗马 1 回到假利亚

间里亚拉提斯王世植E离卡
158 

帕辜百亚

阿里亚拉提斯五世得阿塔 '!IJ
157 

斯二世之助进行直位

156 - 154 
阿培F斯二世与普鲁席亚斯

二世发生战争

153 - 151 
西班牙的凯如特·伊比利亚

战争

波里比阿随同西庇阿·埃米
151 

里亚纳斯到商班牙且非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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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四 -;; 蓝、 -;1 

迦太基向马西尼抄宣战

罗马决定 rú] 迦1 玉tfî:战
夜里比阿及其他，质回到

150 150 
希腊

149 罗马人入侵非榈 149 萤得列f-iJ克斯IE马其顿起义

149/148 斯巴达退出亚该亚联邦

148 置得列司克斯战败

罗马特使批 1ft数个城邦埠 lIi
147 

亚该亚联邦

西庇阿政占并摧毁迦太基 亚该亚战争

146 波里比阿在大西悻航行 146 科林斯酷占领洗劫

世里比阿在希腊

145 波里比阿造出罗马



名词对照

二划

丁达里斯 Tvndaris

三划

三层舰 trireme

大平原之役 GreaL Plains j batl.l e of the 

大流士一世，波斯国王 Darius 1. King of Persla 

大流士三世 Darius III 

山塔尼乌斯 Ccntenius ， G 

山提农 Sentinum

意大利，意大利人Italy ， Italians 

小亚细亚 Asia MinOJ 

小阿波罗尼乌斯 Apollonius ， the younger 

小莱伊利乌斯 Laeli肘. G. the younger 

四却j

马切拉 Macella

马卡河 Macar ， river 

马尔马拉海，见前黑海 Mannara Sea 

马吉勒斯 Magilus

马西人 Marsi

马西尼沙，努米底亚国王 Masinis钮， King of Numidia 

马包赛利人 Masaesyli



名词时照 /655

马克西穆斯.菲路寇苏斯.费边(二三兰年任执政官)七
' 

坎奈战役后担任独裁官 Fabi阳u盹 Q. Ma旧x】川r盯m ，

马克斯.希拉奴斯 Silanus. Marcus 

马里亚海师 Malea ， Cape 

马利亚湾 Malian Gulf 

马希利亚(今马赛) ，马希利亚人 Massilia ， Massíliots 

马其顿，马其顿人 Macedonia ， Macedonians 

"马其顿征服者"埃米利乌斯·宝路斯(一六八年任执政

官) Aen山时， L. Paullus ‘ M acedonicus ' 

马凯伊人 Maccaei

马核提斯 Margites

马哈巴 Maharbal

马洛尼亚 Maroneia

马哥，汉尼拔之友 Mago ， fricnd of Hannibal 

马哥.汉尼拔之弟 Mago ， brother of Hanr山al

马吾I. 新迦太基指挥官 Mago ， commander at New Carthage 

马斯，托勒密四世之儿弟 Magas ， brother of Ptolemy IV 

马斯提亚 Mastia

马斯提亚尼人 Mastiani

马鲁启纳 Marrucina

马禄奇尼人 Marrucini

马赛利人 Massyli

马赛的彼提亚斯 Pvthcas of Marscilles 

王权政治 kingship

夫利阿斯 Phlius

夫利阿斯的克里奥尼马斯 Cleonymus of Phli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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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狼星靡之到起 Sirius ， I' ising of 

五层舰 Quinquremes

历史与悲剧相比 History ， compared with tragedy 

历史的真实 Truth in h时ory

尤尼乌斯·布鲁图斯 Junius ， L. Brutus 

尤尼乌斯·普鲁斯 Junius , L. Pullus 

匹赛 Pisae

比利牛斯山 Pyrene田

比提尼亚 Bithynia

瓦尔达尔 illJ V ardar , 

瓦迫蒙飞Va怡ad仙lI!盯川Y

瓦凯伊 Vac囚ca阳el t 

nver 

瓦勒里乌斯·马克西穆斯·梅萨拉 Valerius ， M. 

Maximus Messalla 

瓦勒里乌斯·弗拉库斯 Valerius ， L. Flaccus 

贝尼温敦l3eneventum

贝臂妮丝，托勒密三世的皇后 Bcrenice ， Queen of 

Plolemy 1I1 

毛里塔尼亚 Mauretani

乌鸦.. raven" , IIH~ 

乌提卡 Utica

"勾那塔斯"安提柯二世 Anti吕onus Il 

六门 Hexapyli

巴吉利亚 Bargylia

巴利阿里群岛，巴利阿里岛民 Baleria lslands I islanders 

巴帖亚 Batheia



巳股希 Bargusii

巴莫卡 Barmocar

以弗所 Ephesus

以色志河 Isre ， river 

双重方阵cJouble phalanx 

五划

艾基尔特斯群岛战役 Aegeates Islands , hattle 01 

文得科 Edeco

艾瑞毕安努斯 Eribianus

名词时照 1657

艾瑞克斯山，第一次布匿战争的征战 E叮x ， Mount 

文瑞诺希 Aerenosii

本都(黑海) Pontus 

札欣特斯 Zacynthus

左伊帕斯 Zoippus

布伦迪希温 Brundisium

布拉 Bura

布拉纠利斯 Brachylles

布得斯 Bodes

布鲁提恩，布鲁提恩人 Bruttium ， Br川llans

平民 plebian

卡山德，马其顿国王 Cassan山r ， King of Macedon 

卡山德里亚的阿波罗多洛斯 Apollodorus of Cassandreia 

卡占东的德漠克利特 Damocritus of Calydon 

卡奴西 Canus山n

卡里亚，-卡告里亚人 Cωan旧a. C归a盯n山】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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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林 C.lene

卡奇洞 Calchedon

卡拉土斯，波伊人国王 Galatus ， King of the Boii 

卡迪亚的希罗尼穆斯 Hieronymus of Cardia 

卡帕多西亚 Cappadocia

卡佩塔尼人 Carpetani

卡美里诺 Camerinum

卡基迪克斯山 Cαωh.lc巾:

卡斯吐罗 C.盹st阳u叫10o 

卡斯塔隆 Castalon

卡普亚 Capua 围攻

卡瑞尼亚 Caryneia

卡瑞尼亚之马吉斯 Margus of Caryneia 

卡雷 Cales

北风 Et忧es

卢切利亚 Luce回ed由a 

卢西 Lu阳2血皿s田' 
卢西安 Lucian

卢西塔尼亚 Lusitania

卢坎尼亚，卢坎尼亚人 Lucania ， Lucanians 

卢塔提亚斯·克吐勒斯(二二0年任执政官) Lutatius , 

G. Catulus 

卢塔提亚斯·克吐勒斯(二四二年任执政官)

G. Catulus 

史可第来达斯 Scerdilaidas

史汀发莱亚 Stymphalaia

Lutatius , 



他林敦，他林敦人 Tarentum t TarentÎnes 

他林敦的尼孔 Nicon of Tarentum 

瓜达尔基维尔 Guadalquivir. river 

印度，印度人 lndia ， lndians 

外海 Outer Sea. the 

市民广场的发言台 Rostra ， The 

市政宫的国库 Aediles. treasu可 of

汉尼拔 Hannibal

名词时隔 1659

汉尼拔，在利利贝乌姆之海军指挥官 Hannibal ， naval com-

mander at Lilybaeum 

汉尼拔，在利利贝乌姆指挥凯尔特人的军官 Hannibal ， com M 

mander of Celts at Lilybaeum 

汉尼拔，"罗德岛人" Hannibal , The Rhodian 

汉尼拔战争，见第二次布匿战争 Hannibalic War 

汉尼拔，基斯哥之子，阿格里根特的指挥官 Hannibal ， son 

of Gisco , commander at Agrigentum 

哈密尔卡·巳卡，汉尼拔父亲 Hamilcar Barca 

汉诺，汉尼拔的军官 Hanno ， officer of Hannibal 

汉诺，汉尼拔的将军 Hanno ， general of Hannibal 

议诺，迦太基在迈萨拿的指挥官 Hanno ， Carthaginian com-

mander at Messana 

汉诺，基斯哥之孙 Hanno. grandson of Gisco 

尼可马克斯 Nichomachus

尼可法奈司 Nicophanes

尼可斯特拉托斯，阿加索克利斯的国务秘书 Nicostratus.

secretalγof state to Agathoc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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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卡哥拉斯 Nicagoras

尼卡诺 Nicanor

尼亚坡里 Ne叩olis

尼西亚 Nicaea

尼西亚斯 Nicias

尼米亚竞赛 Nemean Games 

尼罗河 Nile ， river 

尼翁 Neon

尼勒亚 Elea

尼禄·克劳迪乌斯(二 0 七年任执政官)

G. Nero 

民主政治 Democracy

弗尔维阿斯 Fulvius ， Q 

弗尔维阿斯·弗拉科斯(二二四年任执政官)

Q. Flaecu5 

Claudius 

Fulvius , 

弗尔维阿斯·森图马鲁斯(二二丸及二一一年任执政官)

Fulvius , G. Centumalus 

弗西斯，弗西斯人 Phocis ， Phocians 

弗里乌斯·卡米鲁斯(三丸0年任独裁官)

Camillus. 

弗里乌斯·帕西鲁斯(二五一年任执政官)

Pacil>us

出自赫拉克利特的引句 Heraclitus ， quotation from 

加马里纳 Camarina

加贝斯湾 Gabes ， Gulf of 

加尔干诺山 Garganus ， Mount 

Furius , M 

Furius , G 



lius 

加拉太人 Galatians

加泰罗 Carlhalo

皮切诺 Piccnum

皮攸切替人 Peucetii

皮洛士，伊庇鲁斯国王 Pyrr}n叽 King of Epirus 

皮得纳 Pydna

边居民 Perio阳3

台丑那ß f'伦'i?: Tacn阳1旧arumn 

台伯河 Tiber ， river 

各回到照 1661

弗里乌斯·菲鲁斯(二二三年任执政官) Furius. P. Ph 

六如l

lus 1 

老赖里亚司 Lacli肘， G. the elder 

老索西比乌斯 Sosibius ， the elder 

地峡运动会 Isthmian Games 

亚历山大大帝 Alexander The Great 

亚历山大之阿加索克利斯 Agathocles of Alexandria 

j[历山大·巴拉斯 Alexander Balas 

亚历 JIJ 大，阿塔罗斯一由的代表 Alexander ， delegate of Atta-

亚历山大的尼孔 Nicon of Alexandria 

亚历山大的托勒密 Ptolemy of A lexandrin 

亚历山大的埃拉托斯特尼 Eratosthenes of AJexandria 

亚历山大城 Alexandria

亚历山大，塞拉西亚之战的骑兵指挥官 Alexander ， caval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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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ander al Sellasia 

亚平宁山 Apennine Mountains 

亚西比得 Alcibiades

亚该亚 Achaea

亚该亚之色诺芬 Xenophon of Achaea 

亚该亚联邦 Achaean League 

亚洲 Asia

亚速海，见 Maeotic Lake 迈奥捷克湖 Azov , Sea of 

亚得里亚海 Adriatic Sea 

西庇阿，见科尔内利乌剪r Scipio 

茵茵里之狄奥多罗斯 Diodorus Siculus 

西西里，西西里人 Sic句. Sicilians 

西四里塔罗明尼昂的泰密乌斯 Timaeus of Tauromenium 

西里西亚，西里西亚人 Cilicia Cilicians 

西法克斯 Syphax

西班牙，西班牙人 Spain ， Spauiards 

西班牙-的摩洛哥 Morocco ， Spanish 

西息温 Sicvon

西息温的阿拉托斯 Aratus of Sicyon 

西徐亚，西徐亚人 Scythia ， Scythians 

西塞罗 Cicero

在 Mctaurus 梅陶罗河之役

百夫长 centunon

达达尼亚人 Dardarnians

达米帕斯 Damippus of Laccdaemon 

达那厄 Danae



。lis

名词时照 1663

列别企人 Lebecii

列奥尼达二世，斯巴达国王 Leonidas 1I, King of Sparta 

迈尔干 Myrcan

迈尼斯丢士 Menestheus

迈托如斯河 Metaurus ， river 

迈拖尼斯 Myttones

迈莱之役 Mylae ， hattle of 

迈格尼希亚 Magnesia

迈萨拿 Me. ssa阳

边塔冈尼亚 Metagonium

迈奥提克湖 Maeotic Lake 

托勒密，迈加洛波利斯的总督 Ptolemy ， govemoT of Megalop-

托鲁斯 Torus

毕达哥拉斯在南意大利的影响 Pythagoras. influence in south-

em Italy 

同盟战争 50cial W盯

朱庇特·圣石 Jupil盯 Lapis

先纳·盖和i卡 5ena Gall川

舌切易 Cerceii

优卑亚 Euhoea

伊比利亚，伊比利亚人 Ibnia ， Iber山18

{Jf发斯 ilJ 丘 Eva8 ， Hill of 

伊达拉里m'，伊达拉里亚人 E tru ri êI, E truscans 

伊托利亚人.伊托利亚联邦 Aetolians ， Aetloian League 

1Jf托美山Ithome ， Mou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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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利里亚，伊利里亚人Illyria. Illrians 

伊利斯，伊利斯人 E1i s ， Eleans 

伊庇丹努 Eridanus

伊阿索斯 Iasus

伊纳斯 Aenus

伊欧 10

伊菊j莎白一世 Elizabeth 1 

伊索斯的亚历山大 Alexander of lsus 

伊勒盖特斯Ilergeles

伊萨，伊萨人 Issa ， Issaeans 

伊塔纳山 Mouot

伊奥利亚群岛 Aeolian group 

伊奥利斯 Aeolis

伊奥雷乌斯 1018u5

伊需波路斯河 E]]cporus ，时er

多多那 Dodona

多利安 Dorian

多瑞河 Danube ， nver 

色萨利，色萨利人 Thcssaly. Thessalians 

色雷斯，包雷斯人 Thrace ， Thracians 

色雷斯的1尊斯普鲁斯 Bosporus ， Thracian 

色雷斯的博斯普鲁斯 Thracian Bosporus 

色诺芬尼斯 XI~nophanes

米利都 Miletus

米利都的提摩泰乌斯 T盯l川川n阳I

米努基乌斯. {鲁穿夫斯 M肌in川uc川川山l队sι. M. Rufus 



米挺斯特拉回姆 Mytt.1stratum

安布腊基亚的拉米乌斯Lamius of Ambra(丁 la

安达卢西亚 Andalusia

安多西尼 Andosini

安多贝勒斯，西班牙部落领导人 Andobales

安条克三世.叙利亚 l司王 Anl'iocbus III the Great 

安科纳 A rH..:ona 

安菲洛奇亚人 Amphilochians

安塔因达斯和l平条约 Anlalcidas ， peace of 

安挝帕特，马其顿酋相 Antipater

安提柯-世，马其顿国王 Antigonus 1 

"好父亲"安条克五世 A nti()d llJ s V Eupator 

安条克三世.叙利亚国王 Antiochus 111 the Great 

"多森"安提柯三世 Antigonus III Dos州

米迪奥拉努姆 Mediolanum

七划

麦加拉 Megara

名词时照 /665

迈加洛波利斯，迈加lð波利斯人 Megalopolis ， Megalopolitans 

迈加洛波利斯的科吉达斯 Cercidas ， of Mealopolis 

迈1Jn洛波利斯的莱狄亚迪斯 Lydiades of Megalopolis 

迈加洛波和j斯的菲洛波义曼 Philopoemen of Megalopolis 

麦达蓬坦 Metapontum

"攻城者"德米特里一世 Demetrius 1 Poliorcetes 

坎克里埃 Cenchreae

坎奈之战 Cannae ， baUle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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坎帕尼亚，坎帕尼亚人 Campania ， Campanians 

坎帕尼亚的德西乌斯 Decius ， of Campania 

劳伦特斯 Laurentes

克尼多斯之役 Cnidos ， battle of 

克列欧奈 Cleonae

克劳迪乌斯 马尔塞鲁斯(二二二年任执政官) Claudi-

us G. Marcellus 围攻叙拉古

克劳迪乌斯·普尔凯尔(二四九年任执政官) Claudius , 

P. Pulcher 

克来拖 Cleitor

克里欧尼可斯 Cleonicus

克里昂 Cleon

克里图劳斯 Critolaus

克里索古努斯 Chrysogonus

克里特岛，克里特人 Crete ， Cretans 

克里奥米尼斯，斯巴达国王 Cleomenes JJJ , King of Spar坦

克利索波利斯 Chrysopolis

克利替阿斯 Critias

克拉司提迪姆 Clastidium

克罗纳海仰 Colonna ， Cape 

克罗敦 Crotoo

克法龙 Cephalon

克法利尼亚，克法利尼亚人 Cephalennia l Cephalennians 

克莱奥姆波洛因斯，斯巳达国王 Cleombrotus. King of Sparta 

克鲁希亚斯河 Clusius 1 river 

克鲁修姆 Clusium



在词时照 /667

克雷莫纳 Cremona

苏尔皮吉斯·尔巴 Sulpicius. p , Galha 

苏尔皮吉斯·帕特库鲁斯 Sulpicius ， G. Paterculus 

杜罗河 Douro ， river 

李维 Livius ， Titus 

李维·塞林纳托尔(公元前二一九、二0七年任执政官) • 

在梅陶罗河击败哈斯德鲁巴 Livius , M. Salinator 

列安提尼 Leontini

slan f; 

否提尔提斯·底比斯 Phthiotic Thcbe5 

利比亚，和l 比亚人 Libya. Libyan5 

利比亚海 Libyan Sea 

利比亚·昨尼基人 Libyo - Phoenicians 

利古里亚，利古里亚人 I鸣uria ， Ligurians 

利吉姆 Rhegium

利那雷斯 Linares

利苏斯，伊利里亚Lissus ， Illyria 

利利贝乌姆 L均baeum 座|攻

利帕拉 Lipara

利帕拉群岛 Liparean Islands 

佐西默斯 Zμ05旧m盯llil

攸克雷达斯，斯巴达国王 Eucleidas ， King of Sparta 

攸若摩斯 Euromus

攸康皮达斯 Eucampidas

伯罗奔尼撒半岛，伯罗奔尼撒人民loponneses ， Pcloponnc-

伯罗奔尼撒的懵主政治 Tyrannies of the Pelopon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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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罗奔尼撒战争 Peloponnesian War 

佛罗伦斯 Florence

希皮塔斯 Hipptas

希米尔科，迦太基在利利贝乌姆的指挥官 Himilco ， Cartl四"

ginian commander at Li lybaeum 

希罗多德 Herodotus

希帕纳 Hippana

希波斯特涅斯 Hipposthenes

希俄斯岛之役 Chios. baule of 

希美拉河 Himera ， rivcr 

希洛雷乌斯 Herolaus

希腊.希腊人 Greece. Grecks 

谷奈塔 Cynaetha

条约，罗马与迦太基之间 Treaties. Rome and Carthage 

岛屿 "Island" • The 

库迈 Cumae

库吕 !JIi.斯·登塔因斯 Curius ， M. Dentatus 

库默 Cyme

沙欣纳提 Sarsinati

阿丁坦尼，阿丁坦尼人 Atintania ， Atintanes 

阿匹人 A甲

阿匹乌斯·考得克斯·克劳迪乌斯(二六四年任执政官)

Claudius. Appius Caudex 

阿匹乌斯·克劳迪乌斯，在希阶任军团营长 Claudius C 

Appius 

阿匹乌斯·普尔凯尔·克劳迪乌斯(行副执政官) Claudi-



us , AppillS Pulcher 围攻叙拉古 在卡普亚

阿比多斯 Abydos

阿比莱克斯 Abilyx

阿内罗斯特斯，盖沙泰国王 Aneroesles

阿巴 Abba

阿卡纳尼亚 Acarnania

阿卡狄亚 ArcafJia

阿尔巴 Alba

阿尔巴尼亚人 Albanians

名词时照 1669

阿尔西诺伊，托勒密四世之皇后 Arsinoe ， Queen of 

Ptolemy IV 

阿尔西诺伊的玻勒马霍斯 Polemarcbus of Arsinoe 

阿尔迪安人 Ardiaeans

阿尔卑斯山 Alps 汉尼拔横越阿尔卑斯山

阿尔菲奥斯河 Alpheus. river 

阿尼奥河 Anio ， river 

阿加托克勒]l' Agathoclea 

阿加塔库斯 Agatharchus

阿吉里亚尼亚人 A吕F伊rdia朋nJ a盹阳a旧y川t

阿吉里安 A吕韧yrll川川1

阿耳;成武弥斯.辛迪亚斯的塑像 Artemis Cindyas , statU f! of 

阿耳;武弥斯的神庙 A巾m】日， lemple of 

阿达河 Ad巾， nver 

阿列克松 Alexon

阿那格尼亚 Anagneia

阿那瑞斯人 Ana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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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克拉丁那(在叙拉古) Achradina 

阿克罗科林斯，科林斯卫城，见科林斯( Corinth ) Acro-

corinth 

阿克欣布鲁图斯 Acesimbrotus

阿克莱 Acerrae

间里亚拉提斯四世，卡帕多西亚国王 Arjarathes IV 

阿里米努姆 Ariminum

阿里斯托米尼兹 Aristomenes

阿里斯泰纳斯 Aristaenus

阿狄亚 Ardea

阿启达马斯五世，斯巴达国王 Archidamas V 

阿耶凯 Aecae

阿拉贡 Aragon

阿拉克索斯河 Arachthos ， river 

阿拉班达的曼尼拉斯 Menyllu6 of Alabanda 

阿明塔斯 Amyntas

阿迪右斯，布巴士提斯总督 Adaeus

阿迪斯 Adys

阿帖米亚 Althaea

阿波 Arbo

阿波多泰 Apodotae

阿波罗尼鸟斯 Apollonius. the elder 

阿波罗尼亚 Apollonia

阿波罗;在他林敦的坟墓 Apollo

阿波罗多洛斯，菲利普五世之秘书 Apollodorus ， secreta可 to

Philip V 



阿洛布罗克斯人 Allobroge8

阿格尼斯 Agones

在词对照 /671

阿格西劳斯，斯巴达国王 Agesilaus ， King of Sparta 

阿格里根特之法拉吕斯 Phalaris of Agrigentum 

阿格里根特，阿格里根特人 Agrigcntum. Agrigen l.in明

阿格里根特的费利纳斯 Philinus of Agrigentum 

阿格拉艾 Agraae

阿格拉俄斯 Agelaus

阿格隆，伊利里亚国王 Agron

阿哥斯，阿哥斯人，阿哥斯地区 Argos ， Argives , Argolid 

阿哥斯的亚里士多德 Aristoteles of A咆08

阿哥斯的阿里斯托马科斯 Aristomachus of Argos 

阿哥斯的菲洛德漠 PhiloclemllS of Argos 

阿哥斯被塔米战役 Aegospotamic ， baule of 

阿基米德 Archimedes 叙拉古被围攻

阿基姆鲁斯岛 Aegimurus ， Island of 

阿盖迪可斯 Archedìcus

阿密南德，阿塔曼尼亚国王 Amynander ， kîng of Athamania 

阿塔罗斯一世，帕加马国王 Attalus 1 , King of Pergamum 

阿塔罗斯二世，帕加马国王 Allalus 11 , K阳III鸣】咆g of Pe田rg伊a口mu旧m1 

阿塔罗斯王朝 A灿IIωa址l】id

阿塔曼尼亚 A阳thama盯anJ】

阿斯匹斯 As叩pl咀s 

阿蒂米德鲁斯 Artemidorus

阿提里亚斯 Aulus Al山U8

阿提略·凯亚提努斯(二六0 、二五八及二五四年任执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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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 Atilius A. Caìatinus 

阿提略·霄古鲁斯(二二七年任执政官) Atilius , M 

Rcgulus 

阿提略·窗古鲁Jtlí (二五六年任执政官) Alilius , 

M. Hegulus 

阿挺略·窗古鲁斯(二五七及二五0年任执政官) Atili-

us , G. Regulus 

阿提斯，波伊人之国王 At毗 king of the Boii 

阿喀琉斯 Achilles

阿雷提乌姆 Arre阳'etn山E

阿德巴尔，迦太基海军将领 Adherbal

阿德拉诸多路斯 Adranodorus

F可戴耶斯 Ardyes

努切里亚 Nuccria

努米!贞亚，努米底亚人 Numidia. Numidians 

努曼西亚 Numantia

纳比斯 Nabis

纳尼亚 Narnia

纳拉加拉 Naragara

J I..如l

坦塔罗斯的折磨 Tantalus ， the torment of 

耶皮部纳斯 Epidamnus

昔兰尼 Cyrene

昔兰尼的波利克里托斯 Polycleitus of Cyrene 

英苏布里人 Insubres



~词时照 /673

苟核勒斯河 Gorgylus. river 

直布罗陀海峡 Gibraltar

林贡斯人 Lingones

杰如尼温 Gerunium

杰孙，阿戈号航海者 jason ， Argonaut 

奈瑞丝，伊庶鲁斯国王皮洛士的女儿 Nereis

奇涅阿司 Cineas

欧内希坚尼斯 Onesigenes

欧可曼奴斯 Orchomenus

欧布索佩斯 OpsopaeU8. V 

欧迈尼斯二世 Eumenes JI 

欧里庇得斯 Euripides

欧里庇得斯 Euripidas

欧拉纳 Olana

欧易诺斯河 Oenous. nver 

欧罗塔斯河(在斯巴达) Eurotas , river (Sparta) 

欧凯兹 Olcadcs

欧洛福尼斯 Orophemes

欧洲 Europe

欧勒奴斯 Olcnus

欧塔希里亚斯·克雷苏斯(二六一年任执政官)

us. T. Crassus 

欧塔希望亚斯·克雷苏斯(二六三年任执政官)

us 嘈 M. Crassus 

欧瑞温 OreUill

拉]姆平原，拉丁人 Latium ， Latin 

Otacili 

Otacilî. 



674 /罗鸟帝国的崛起

拉西翁Lasion

拉多凯亚 Ladocea

拉辛尼安海仰，赫拉神殿 Lacinium ， Promotor}' , Temple 

of Hera 

拉非jfE之战 Raphia ， hattle of 

‘拉瑞农 Larinum

拉瑞萨 Larsissa

非洲，非洲人 Africa ， Africans 

"非洲征服者"科尔内和j 乌斯 西庇阿 Cornelius ， p_ 

Scipio Africanus 

昂提乌姆 Antil山t

迪马莱 D肌IIn阳n】lalee 

迪米特利亚斯 Demetrias

迪击IL阿启亚 Dicacarchia

迪奥庞普斯 Theopompus

迫温 Dium

帖奥盖顿 Theogeiton

罗马卫城 Capitol ， Roman 

罗马元老院 Senate ， Roman 

罗马，罗马人，崛起为世界强权 Rome ， Romans 

罗克里Locri Epizephyrian 

罗德岛之安替斯提尼 Antisthenes of Rhodes 

罗德岛之潘乃提jfE斯 Pannetiu3 of Rhodes 

罗德岛，罗德岛人 Rhodes ， Rhodians 

帕尔那出l斯 Pharnaces

帕多瓦 Padua



帕克希群岛 Paxi lslands 

帕奇纳斯海川 Pachynus ， Cape 

帕拉蒂尼 llJ Pa lJantium 

帕洛普斯 Parop严》引川u

帕特莱 Patrae

帕诺穆斯(伯罗奔尼撒) Panormus 

帕提尼 Parthîni

凯尔特人，见 Gauls 高卢人 Celts 

名词时回/ 675 

凯尔特·伊比利亚.凯尔特·伊比利亚人 Celtiberia ， Celt 

iherians 

凯利斯尼兹 Call】 stlu'!nes

凯启里亚斯·迈帖勒斯(二五一年任执政官) Caecilius. 

L. Metellus 

凯启里亚斯·迈帖勒斯·登特(二八四年任执政官)

Caec'il'ius , L. MetelluR Denter 

凯洛尼亚之役 Chaeronea ， battle of 

凯菲索多禄骂Ii Cephisodorus 

由l奥尼亚 Chaonia

凯瑞亚斯 Chaereas

圈里伊 Thurii

佩尔修斯，马其顿国王 Persp-us.

佩达撤 Pedasa

佩律皮亚 Perippia

佩洛里亚司海曲甲 Pelorias ， Cape 

依克特拉 Echetla

的黎波里 Tripol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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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奥提亚，彼奥提sw.人，见 Thebes 底比斯 Boeotia , Boeo-

t1 ans 

命运 Forlu ne (Tyche) 

狗头山(辛诺!Æ法幸1) I.!J) Cynoscephalae 

底比斯(在色萨利) Thebes (Thessaly) 

j底比斯的艾帕米农达斯 Epaminondas of Thebes 

底比斯的剖i洛皮达斯 Pelopidas of Thebes 

底比斯，底比斯人 Thehes ， Thehans 

法乐农 Falernum

法玲纳海师 Farina ， Cape 

法洛斯 Pharos

法洛斯的德米特里 Demetrius of Pharos 

法勒隆的德米特里 Demetrius of Phalerum 

法萨卢 Pharsalus

法瑞 Pharae

波尔齐乌斯·加图 Porcius ， M. Cato 

波吕克拉特斯的亲戚 Polycrates ， relatives of 

波伊人 Boii

波里比阿 Polyhius

波河 Po ， river 

波恩海师 Bon ， Cape 

波桑尼阿斯 Pausanias

波密卡，迦太基执政官 Bomilcar the Suffele 

波士丢米亚斯·比奴斯(二二九年任执政官)

mius , L. Alhinus 

披士丢米亚斯 梅格鲁斯(二六二年任执政官)

Postu-

Postu-



mius. L. Mcgillus 

波斯，波斯人 Persia. Persians 

波斯塔，第一次布匿战争的迦太基将领 Boslar

波登克斯河 Bodencus ， rivcr 

宙斯·团结者 Zeus Homarios 

宙斯·阿蒙神殿 Zeus Ammon 

宙斯神 Zeus

!草默的埃桶罗斯 Ephoms of Cyme 

迦太基元老院 Se. nate ， Carthaginian 

迦太基，迦太基人 Carthage. Cal1hagin ,ians 

经验学派 Cml))flClStS

九划

E自降 I .I.J Pelion. Mounl 

玻吹其rr Bot叮S

毒蜗 Scωo叫)汀叫r叮巾I

名词对照 1677

"带来胜利者"雅典娜在帕加马的神庙 Athena Niùephorus , 

sanctuary at Pergamum 

和j农 Conon

查马 Zama

查瑞斯 Chares

柏希比亚 Perrhaebia

柏拉图 Plato

栅栏 Agger

威士提尼 Vestini

威尼提人 Vene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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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奴希亚(在阿普里亚) Venusia (Apulia) 

轻装部队 peltasts

战神 Mars

战神 Ares

战神之子 Mamertines

战象 Elephants

员宿星团 的下沉 Pleiades ， setting of 

贵族政治 Aristocracy

品达 Pindar

哈利卡纳苏斯的戴奥尼素 Dionysius of Halicarnassus 

哈斯德鲁巴，汉尼拔之弟 Hasdrubal ， brother of Hannibal 

哈斯德鲁巴，汉诺之子 Hasdruhal son of Hanno 

哈斯德鲁巴，哈密尔卡之女婿 Hasdr山al ， 50n - in - Iaw 

of Hamilcar 

哈斯德鲁巴，基斯普之子 Hasdrubal 50n of Gisco 

哈德里安纳 Hadríana

哈德鲁曼敦 Hadrumentum

拜占庭 Byzancium

科尔内利乌斯·西庇阿(二一八年任执政宫)

P. Scipio 

Cornelius , 

科尔内利乌斯·西庇阿·艾辛纳(二六0 、二五八、二五

四年任执政官) Corneli时， G. Scipio Asina 

科尔内利乌斯·西庇阿·卡尔乌斯(二二二年任执政官)

Cornelius , G. Scipio Calvus 

科尔内利乌斯·西庇阿·纳西卡 Cornelius ， P. Scipio Nasica 

科尔内利乌斯·西庇阿·埃米利安努斯 ComeliU5 ， P 



Scipio Aemilianus 

科商投岛 Corcyra

科西嘉 Corsica

科托纳 Cortona

空叙利亚 Coele - Syria 

名词时回 1679

科来温(在迈加洛波利斯) Col3oum (Megalopolis) 

科林斯的阿里斯托马科斯 Aristoß1achus of Corinth 

科林斯，科林斯人，阿克罗科林斯 CorÎnth ，

Corinthiall8 , Aerocorinth 

修昔底德 Thucy仙ìes

叙利亚的狄奥多罗斯 Diodorus of Syria 

叙利亚，叙利亚人 Syria ， Syrians 

叙拉古之阿加索克利斯 Agathocles of Syracuse 

叙拉古的希波克拉底 Hippocral.es of Syracuse 

叙拉古的希洛二世 H iero n of Syracuse 

叙抗古的希罗尼穆斯 H町onVIY111s of Syracuse 

叙拉古的戴奥尼泰一世 Dionysit屿， of Syracuse 1 

叙拉古的戴奥尼泰二世 Dionysil盹 of Syracuse n 
叙拉亩，叙拉古人 Syracuse ， Syracusans 

独裁官的定义 D川ator. defini此凶tion of 

美好海邮 Fai盯r PrOJ臼I川Y

美t沙沙L如、皮亚人 M白s抽a叩p归1山an川日

美塞尼亚，美塞尼亚人 M cssenia , Messenians 

将军领导术 Generalship

洛克里斯，洛克里斯人 Locris ， Locrians 

宣言 Rhet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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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尼斯 Tunis

神圣之地 Holy Place 

"神显灵"托勒密五世 Ptolemy V , Epiphan怕

"神显灵"安条克四世 Antìochus IV Epipahnes 

屋大维 Octavius ， G 

费边 Fabius ， Q 

费尼亚司 Phaeneas

费边·匹克拖，史学家 Fabius. Q. Pictor 

费苏莱 Faesulae

费来尼斯 Philaellis

费利亚达斯 Philiadas

费拉克司 Phylarchus

费拉拉 Ferrara

费拉蒙 Philammon

费罗 Philo

费菜的迪奥多突斯 Theodotus of Phcrae 

费顿 Phaeton

费勒迈纳斯 Philemenus

费雷格里恩平原 Phlcgrean plains 

贺利克拉农 Helicranum

十划

泰尔富沙 Telphusa

泰吉亚斯 Tychaeus

泰伦提乌斯·瓦罗 Terentius ， G. Varro 在坎奈战败

泰瑞温 Thyπheum



班加西 Be吨hazi

都灵 Turin

埃及的瑞克拉提司 Naucratis of Egypt 

埃及，埃及人 Egy]珑， Egyptians 

埃古萨 Aegusa

埃布罗河 Ebro. river 

埃皮库代斯 Epicydes

伊庇鲁斯的~历山大二世 Alexander 11 of Ep归】JrU

伊庇鲁斯，伊庇鲁斯人 Epirus. Epirotes 

埃皮道鲁斯 Epidaurus

埃吉斯 Aegys

埃米里雅，"非洲征服者"西庇阿之妻 Aemilia

名词时照/ 681 

埃米利乌斯·宝路斯(二二五、二一九年任执政官) Ae-

milius , L. Paullus 

埃米和j 乌斯·宝路斯(二五五年任执政官) Aemilius 

M. Paulus 

埃米利乌斯·雷比达(二三二年任执政官) Aemiliu 

M. Lepidus 

埃克诺穆斯之役 Ecnom时， hattle of 

埃涅阿斯岛、neas

埃基拉 Aegira

埃基提翁 Aegium

埃基提翁之色诺芬 Xenophon of Aegium 

埃斯库罗斯 Aeschylus

埃斯基涅斯 Aeschir川

埃德塔尼 Edetani



682 /罗马帝国的崛起

莱可苏拉 Lyco5ura

莱可塔斯，波里比阿之父 Lycortas. father of Polybius 

莱西马克斯，马其顿将军 Lysimachus ， Macedonian general 

莱西马克斯，托勒密四世之子 Lysimachus ， son of Ptolemy IV 

莱西马奇亚 Lysimachia

莱克格斯 Lycurgus

莱昂提乌姆 Leontium

莱凯温 ÚJ Lycaeum , Mounl 

莱费人 Laevi

莱席亚斯，叙利亚王国摄政 Lysias ， regent of Syria 

莱普廷斯 Leptines

莫干 Mergane

莫拉坚尼斯 Moeragenes

莫诺马克斯 Monomarchus

莫提斯 Myrtis

荷马 Homer

荷曼迪卡 Hermand】ca

荷密翁(在迦太基) Hermaeum (Carthage) 

荷密翁(在博斯普鲁斯海峡) Herπlaeum (Bosponls) 

莎兰达 Saranda

栖来那斯 Selinus

恩纳 Enna

特马 Therma

特尔斐 Delphi

特尔斐的彼提亚，女祭司 Pythia of Delphi 

特西台人 Thersitae



特拉吉斯克斯 Tragiscus

特拉帕尼 Trapani

特拉修洛赫斯 Thrasylochus

特拉索 Thraso

特拉蒙 Telamon

特罗曾 Troe 7.en

特洛尼昂 Thronium

特莱顿 Triton

特勒波事J摩斯，亚历山大摄政 Tlepolemus

特腊契纳 Tarracina

特蒙 TI阳mon

特富比亚河之役 Trebbia rìver. battle of 

特需西米尼湖之役 Trasimene Lake. battle of 

"造福者"托勒密三世 Ptolemy IIJ , Euergetes 

倍尔比那 Belbina

倍库拉 Baecula

息提昂姆 Citium

爱父亲 Philopator

"爱父亲"托勒密四世 Ptolemy lV , Philopator 

"爱母亲"托勒密六世 Ptolemy VI , Philometor 

爱琴海岛民 Aegean Island盯S

爱奥尼亚海 lonian Sea 

爱奥尼亚海峡 Jonian Straits 

翁布里亚 Umbria

留克特拉战役 Leuctra ， battle of 

留寇诺的德漠卡瑞斯 Dernochares of Leuconoe 

名词对照 /683



684 I !!l'马帝国的帽起

高卢刀 Swords ， Gallic 

高卢，高卢人 GauJ ， Gauls 

高隆尼亚 Caulonia

婆凤尼斯芭，基斯哥之子汉尼拔的女儿 Sophonisha

海尔金特斯之坟墓 Hyacinthu5 ， tomb of 

海神 Poseidon

诺拉 Nola

诺帕克都 Na刷u叮叩p阳，咀阳18C缸配c时;tu盯IS S 

陶律尼 Taurin

陶律翁，菲利普五世的特派专员 Taurion

陶鲁斯山 Taurus Mountains 

十一划

遥律纳斯神 Qurinus

培林尼 PeJlene

培林特斯，培林特斯人 Perinthus ， Perinthians 

培拉以亚(罗德岛) Peraea (Rhodes) 

培琉喜阿姆 Pelusium

基因拉的菲罗玄 Philoxenus of Cythera 

黄金角 Golden Horn 

勒卡埃乌姆 Lecl】 aeum

菲比农 Vibinum

菲利普二世 Philip 11 of Macedon 

菲利普五世 Philip V of Macedon 

菲利普懵位者 Philip the Pretender 

菊妮丝卡 Cynisca



taln 

萨贡托，萨贡托人 Saguntum ， Sagutines 

萨莫奈地区，萨莫奈人 Samnium ， Samnites 

萨摩斯 Samos

梵蒂冈海师 Vaticuno ， Cape 

梅迪昂，梅迪昂人 Medion ， Medîonans 

排提翁尼可斯之坟墓 Pylhioll四时， tomb of 

推翻|人政闭 Decemvira t.e ， overthrow of 

"救主"托勒密一世 Ptolemy 1 , Soter 

"救主"塞疏西三世 SeJeueu5 1日， Sot f!r 

名词时照 /685

"救主"德米特里-世，叙利亚国王 Demetrius 1 , Soter 

曼宁克斯 M旧llnx

曼多尼亚斯，西班牙部落领导人 Manclonius ， Span讪 chief-

曼里亚斯·托夸特斯(二二四年任执政官) Manlius , 

T. Torguatus 

曼里亚斯·福尔索·隆古斯(二五六年任执政官) ，在埃

克诺穆斯 Manlius ， L. Vuls fI Longus 重建舰队

之战

曼提尼亚，曼提尼亚人 Mantinea. Munt>neans 曼提尼亚

崔寇尼亚温的迪凯尔卡斯 Dicaearchu5 of Trichonium 

第)次布匿战争 Punic War. First 

第二次布匿战争 Punic War , Seeond 

第二次伊利里亚战争Illyrian Wars 咽 Second

第三次布匿战争 Punic War , Third 

得霄帕纳之役 Drepana ， battle of 

猎户座升起 Orion ， rising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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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可利塔纳斯，盖沙泰人国王 Concolitanus ， King of the Gae-

satae 

康尼 Conii

盖亚斯及路希亚斯·科伦康尼亚斯兄弟 Coruncanii ， G 

and L 

盖沙泰 Gaesatae

盖洛 Gelo

盖聂福列山通道 Mont Genvrc Pass 

盖提姆 Gythium

密纳瓦神庙 Mine:rva ， templc of 

隆卡奴斯 Longanus

骑兵官 decuriones

维努西亚(在萨莫奈地区) Venusia (Samnium) 

维纳斯·艾瑞克斯神庙 Venus E叮cina ， shrine of 

十二划

塔乌里斯契 Tau盯un口"阳E c白

塔古斯河 T口ag伊us ， r巾i忖ve盯r 

塔西{倍'i; T口aCI山l'

塔拉寇 Tarr8CO

塔罗明尼昂 Tauromenium

塔索斯 Thasos

博那多·鲁切菜 Rucellai ， Bernardo 

斯巴达之索赛勒斯 50叮lus of Lacedaemon 

斯巴达，斯巴达人 Sparta ， Spartans 

斯库塔里 Scutari



斯特拉波 Sl旧raho)0 o 

斯寇得拉 Sco叫d

斯塔基拉的亚里士多德 Ari旧1阻stoll阳es of S臼la咱glrar阻a 

散布卡 sam盯mbucωa 

名词时照 1687

商琵丽雅， L 埃米利乌斯·雷必达 Papiria. wife of Lucius 

Acmilius Paullus 

森普罗尼·布列苏斯(二五三年任执政官) Sempronius , 

G. BJaesus 

森普罗尼·隆古斯(二一八年任执政官)

T. Longus 

提布尔 Tibur

提亚农 Teanum

Scmpronius. 

提沙迈纳斯，可E该亚国王 Tisamenus ， King of Achaca 

提阁斯·昆克西阿·福投明尼纳斯( -)L八年任执政官)

Quincti旧， T阳s Flamin ,inus 

提契诺i可 Ticinus. 口V旧

提幽塔，伊利里亚皇后 Teuta ， Queen of Illyria 

提莫立昂 Tîmoleon

提基亚，提基亚人 Tegea ， Tegeans 

挺奥弗拉斯托 Theophrastus

提摩列乌斯 T川1m

提摩赞诺斯 T盯口川IInηno归x归enu旧s 

雅庇吉亚 Jap阿y陀m自p阴l且a 

雅典 Athens

雅典之色诸芬 Xcnophon of Athens 

雅典之伯里克利 Peric1es of Athe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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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书

• 

雅典的地米斯托克利 Themistocles of Athens 

雅典的亚里斯泰德 Aristîdes of Athens 

雅典的德摩斯梯尼斯 Demosthenes of Athens 菲利普五世之

雅典娜，在倍尔比那的堡垒 A thenaeum (Belhina) 

奥林匹亚Olympia

奥林匹亚年Olympiads

奥林匹亚竞赛 Olympian Games 

奥林匹斯山丘 OJympu5 ， hills of 

奥林匹雅丝，伊庇鲁斯皇后 OIympi85

奥菲狄亚斯河 Aufidius ， rivcr 

奥斯提亚 Ostia

奥瑞特斯人 Oretes

奥瑞斯提斯 Orestes

奥德修斯 Odysseus

循环 anacyclosis

陈尼企 Phoenice

脚尼基 Phoencia

普列福拉图斯 Plevratus

普来时提亚 Praetuuia

普林尼 Pliny 

普拉仙提亚 Placentia

普罗涝提斯海峡 Pfopontis

普莱涅斯特 Praeneste

普提欧里 Puteoli

普鲁席亚斯，比提尼亚同王 Prusias ， king of Bithynia 



普鲁塔克 Plutarch

道可斯 Daochus

道尼亚，道尼亚人 Daunia. Daunii 

强人政权，见王权政治-款 monarchy

十三划

瑞衷 Rhizon

需斯特利哥尼斯食人兽 Lae削s时tr叮yg伊011阳e亏

"雷霆" 托审勒J密 Plolerny Cc‘c盯::r阻rat川U川1刀川IIU田l罔s 

路西亚斯·拜比亚斯 8aebius. Lucius 

路西亚斯·资边 Fabius. Lucius 

路希亚斯·舌基亚斯 Sergius ， Lucius 

锡纽萨 Sinuessa

新卡斯捷尔 New Caslile 

新迦太基 New Carthage 攻占新迦太基

名词时照 /689

塞尔维利乌斯·凯皮欧(二 0 四年任执政官) Servilius , 

G. Caepio 

塞尔维利乌斯·凯皮欧(二五三年任执政官) Servilius , 

G. Caepio 

塞尔维利乌斯·基米努斯(二0 四年任执政官) 5erv山US ，

G. Geminus 

塞尔维利乌斯 基米努斯(二一七年任执政官) Servilius. 

G. Geminus 

塞尼山通道 Mont Cenis Pass 

塞尼加利亚 Sinigaglia

塞农人 Seno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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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克利亚达斯 Cycliadas

塞拉西亚之战 SelJ asia. hattle of 

塞诺马尼人 Cenomani

塞硫西一世，叙利亚国王 Seleucus 1, King of Syria 

塞疏西四世 Scleucus IV 

塞浦路斯 Cyprus

弗尔维阿:Wr.派提那斯 -i者毕里尔(二二五年任执政官)

Fulviu5 , S. Paetinus Nobil>or

福尼亚斯 F阳hcn

福吞纳斯 Voltu阳u盯Ir盯1mπmus:阻s 

福连塔那，福连塔那人 Frentana. Frentani 

弗拉米宁(二二三年任执政官) Flaminius. G 

群众政治 ochlocracy

十四划

赫卡迪迈温 Hecatomaeum

赫迈俄尼 Hermione

赫迈俄尼之谢浓 Xenon of Hcrmione 

赫克妥在《伊里亚特》所说的话 Hector ， words of in Iliad 

赫克特 Hcrcte

赫里亚 Heraea

赫别色斯 Herbesus

赫利岛 Holy [51e 

赫拉女神 Hera

赫拉克里亚I-1eracleia

赫拉克里亚·米诺亚 Heracleia Minoa 



名词时照 /691

赫拉克勒斯之柱 Pillars of H e盯r阳Cl川CS

赫拉克勒斯子孙，斯巴达国王 Heraclidae ， Spartan Kings 

赫拉克勒斯，在其之前所发的誓言 Hercules ， oath in pres 

ence of 

赫彼奈 Hirpini

赫勒斯涝海峡 Hcllespont

赫摩雷乌斯 Hemrolaus

馆主政治 Tyranny

鲜图里伊帕 Cenluripa

豪拉提乌斯·巴博特斯 Horatius. M. Barbatus 

豪拉提乌斯·寇可勒斯 Horatius ， Cocles 

粹泰亚 Tritaea

赛厄斯 Cius

赛巴利斯 Syharis

赛尔提斯 Syrtes

赛尔摩苏鲁斯河 Cyamosorus. river 

赛格斯塔 Segesta

赛斯拖斯 Sestos

十五划

寡头政权 Oligarchy

撒丁 Sardinia

撒丁海 Sardinian Sea 

撤达那帕鲁斯 Sardanapalus

撒拉匹斯神庙 Sarapis ， ternple of 

撒拉米斯 Salami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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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拉米斯的伊伐哥拉斯F.vagoras of Salamis 

撤宾人 Sahines

墨勒阿格尔 Meleagcr

黎巴嫩 Lebanon

德米特里二世 Demetrius 11 

摩如希人 Maurusii

糯费里亚 Pamphylia

潘提亚斯 Panteus

十六划

薛息斯 Xerxes

赞诺 Zeno

赞提帕斯 Vohurnus

穆利纳 Myrina

穆提纳 Mutina

十七划

戴奥尼索多禄斯 Dionysodor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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