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01 波希戰爭 499-449BC (449BC 波斯與雅典簽訂和平協議) 

馬拉松長跑 希臘的傳令兵 菲迪皮德 跑過馬拉松平原 

溫泉關之戰 (斯巴達三百壯士) 希臘(雅典 斯巴達) 

波斯與希臘之間的文化差距，或許就是東方與西方的距離。  

波希戰爭真的該為東西方的千古仇恨負責嗎？答案或許是，也可能不是；或者

應該說，波希戰爭本身也是這種對立的產物。 

從古到今人們都在對同樣的對象作戰，另一個人、另一個國家、另一個民族，

無關乎距離，只在乎他與自己是相像或相異。 

東西方的距離究竟有多遠？隔閡有多深？追根究柢只有自己與他人的區別。 

在自己之外的都是他人，光是這點就值得一戰，直到今天都是如此。  

波希戰爭結束後不到 20 年，在西元前 431 年，由斯巴達為首的伯羅奔尼撒聯盟

與雅典為首的提洛同盟之間，爆發了「伯羅奔尼撒戰爭」這場極為重要的戰

爭；與此同時，一個北方的新勢力馬其頓帝國也趁勢崛起了。 

§ 02 

西元前 480 年，斯巴達與雅典結盟，阻止波斯國王薛西斯入侵希臘。 

然而不久之後，這兩座城市開始在兩次伯羅奔尼撒戰爭（公元前 460 年至 446

年和公元前 431 年至 404 年）和科林斯戰爭（公元前 396 年至 387 年）中相互

交戰。 

斯巴達和雅典及各自同盟城邦的分歧主要集中在理念和制度上。 

斯巴達地處半島東南角，三面環山、中間平原，海岸線平直、土地肥沃，不適

合發展海運商業，卻很適合發展農業。 

既然是農業國麼，基本都是寡頭政治。 

除了農業國特色，斯巴達還具有濃厚的尚武。 

雅典處在斯巴達北部的另一個小半島上，這裡與斯巴達的地理環境恰好相反，

境內多山、土地貧瘠，幾乎沒什麼適宜耕種的土地，而它的海岸線非常曲折，

又三面環海，這就有了很多的良港。自然條件決定了雅典人多以從事航海業和

商業貿易為主。 



作為古希臘所有城邦的商業中心，雅典有很多外來人口；由於貿易觸及整個地

中海沿岸，被運到這裡中轉的奴隸也非常多；海上貿易又使得雅典商人說不定

誰就會突然有錢有勢了。這一切人多且雜的因素，促使雅典在制度上走向了民

主，當然這裡所說的民主並非現代的概念。 

雅典人崇尚商業、藝術、文學，喜歡探討哲學問。 

§ 03 軍隊 

與鄰近城邦一樣，雅典陸地軍隊的主力是重裝步兵。  

所有重裝步兵都由輕裝的侍從陪同，他們要麼是買不起普通盔甲（panoplia）的

貧窮公民，要麼是值得信賴的奴隸。 

這些扈從攜帶大部分重裝步兵的盾牌（aspis）和輜重去戰鬥。他們通常裝備長

矛，但有時也攜帶長矛、投石機和弓。 

鄉紳被指派在激烈戰鬥前擔任散兵，並在實際戰鬥中負責守衛營地。 

戰鬥結束時，他們試圖掩護主力撤退，或者在重裝步兵獲勝的情況下屠殺逃跑

的敵人。 

 伯羅奔尼撒戰爭期間和之後，隨著武器裝備的引入，輕型部隊的使用和重要性

不斷增加。  

Peltast：輕甲（如果有的話），配備長矛和盾牌。 

雅典將軍伊菲克拉底在對抗訓練有素的重裝步兵時證明了他們在戰鬥中的有效

性，用輕盾兵屠殺了整個斯巴達莫拉。  

海軍   [戰艦] 

 希波戰爭期間，雅典在東地中海發展了一支龐大而強大的海軍，並在薩拉米斯

海戰中擊敗了規模更大的波斯海軍。  

雅典海軍擁有 80,000 名船員和 400 艘船隻。 

海軍的骨幹力量是來自雅典社會下層階級的專業賽艇運動員。這使得雅典艦隊

比其專業性較低的競爭對手艦隊具有訓練優勢。 

  

https://zhuanlan.zhihu.com/p/150339524


艦隊的主力戰艦是三層戰艦。雅典憑藉其艦隊獲得了對其他希臘城邦的霸權，

形成了雅典第一帝國。 

伯羅奔尼撒戰爭期間，艦隊被摧毀，帝國滅亡。 

第二次雅典同盟重建後，雅典重新獲得了部分海軍力量。然而，他始終沒有完

全康復，因為他的對手比以前強大了很多。 

這支艦隊包括兩艘聖船，帕拉拉斯號和薩拉米尼亞號，用於外交和禮儀目的。  

 

§ 04 Peloponesian War 431-404BC 

The first years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 are known as the Archidamian War (431–421 

BC), after Sparta's king 阿希達穆斯 Archidamus II。 

公元前 432 年的秋天，伯羅奔尼撒同盟給雅

典下達最後通牒，要求雅典立即解散提洛同

盟，雅典果斷拒絕。 

第二年，斯巴達的小弟底比斯率先攻擊了雅

典的小弟布拉底，著名的伯羅奔尼撒戰爭爆

發了。 

前期，斯巴達由於陸軍占優勢，很快在推進

到了雅典城邦境內；雅典就利用自己最擅長

的海軍，襲擊斯巴達及其盟邦。 

雅典海軍那時候可沒什麼海軍陸戰隊，也就是在海邊打一打，頂多算是「騷

擾」。 

一直處於下風的雅典開始人心惶惶。 

此時雅典執政官用「保衛自己的制度」這一理念來激勵雅典市民，雖然雅典的

所謂民主並非現代民主概念，占總人口一半的奴隸和占非奴隸總人口五分之一

外來人，都是沒有公民權的，屬於「奴隸制民主」，但雅典市民確實不想放棄

手中的投票權而轉向斯巴達那種寡頭政治。 

演說還是很有效果的，只是接下來由於一場瘟疫使得這一效果無濟於事。 

https://www.pinterest.com/pin/503277327127306255/


開戰第二年人口稠密的雅典城內爆發瘟疫，一次性死了四分一的人口，發表演

說的執政官伯利克里也死於這場瘟疫。 

主戰派領袖克里昂接過了雅典大旗，繼續艱難抵抗著斯巴達的進攻，這種狀態

又持續了七年，克里昂戰死，一年後雅典主和派掌權。 

此時自開戰以來已經打了整整十年，雙方都疲憊不堪，不想再打下去了，於是

簽訂了合約。 

但是雙方又都沒什麼誠意，合約簽訂後是大戰役沒有、小衝突不斷。整個愛琴

海海域，雙方陣營的成員們經常發生摩擦，戰爭衝突最遠波及到了西西里島。 

原來合約僅僅是雙方深深吸了一口氣，伯羅奔尼撒戰爭還在繼續，只是進入了

第二個階段。 

In 427 BCE, Nicias led an Athenian campaign against Minoa(米諾亞島), an island close 

to Megara(麥加拉) opposite Salamis.  

The Megarians had fortified the island and used it as a base from which to harass(騷擾) 

Athenian shipping.  

Nicias conquered the island within a few days and garrisoned(駐守 )it.  

The following year, he led a force of 60 ships and 2,000 hoplites(重裝步兵) against the 

island of Melos(米諾斯島) but failed to capture the island after devastating their land. 

His fleet then raided (襲擊)Theban and Locrian territory before returning to Athens.  

In 425 BCE, Cleon attacked Nicias for his over-cautious approach (過於謹慎的做法)and 

announced that Athens could capture Pylos(皮洛斯) from the Spartans if they only had 

more daring generals.  

Nicias then declined to lead the attack on Pylos and suggested that Cleon go instead.  

The assembly(會議) agreed and Cleon, with the assistance of Demosthenes, defeated and 

captured the Spartan force at Pylos.  

Nicias instead led another large fleet(艦隊), this time containing 80 ships, against the 

territory of Corinth(科林斯).  



The Athenians defeated a Corinthian army on land but then retreated to their ships as 

Corinthian reinforcements(增援部隊)arrived.  

They then landed at and fortified a peninsular close to Epidaurus, before returning to 

Athens. 

In 424 BCE, Nicias led his most significant campaign to date, commanding a fleet of 60 

ships against the island of Cythera(塞西拉島).  

Cythera lies just off the southern Peloponnesian coast and was an important Spartan 

trading post.  

After a brief campaign, Nicias captured Cythera, which then became a useful Athenian 

base for further raids against Spartan territory on the mainland.  

 § 05 peace f Nicias 

In 422 BCE, Cleon was killed by Brasidas, and Nicias argued that it was time to make 

peace with Sparta.  

With Brasidas also killed in the battle, the most influential pro-war voices on both sides 

were no longer a hindrance to the peace-makers.  

According to Thucydides, Nicias' motives were largely selfish.  

尼西亞斯在仍然感到高興和榮幸的同時，他希望確保自己的好運，為自己和他

的同胞獲得暫時的解脫，並將一個永遠成功的政治家的名字傳給後代， 

並認為做到這一點的方法就是排除危險，並儘可能少地把自己交給財富。 (伯

羅奔尼撒戰爭，5.18) 

A peace agreement was reached in the spring of 421 BCE, and it was agreed that each side 

would give back most of its conquests and all of its prisoners. 

However, key Spartan allies (盟友)such as Corinth(科林斯) and Thebes(底比斯) rejected 

the agreement, as did the cities in northern Greece which had recently revolted from the 

Athenian Empire.  

Sparta and Athens then formed an alliance; however, their mutual suspicion (彼此的猜

疑)was not dispelled.  



Although they did not directly attack each other for the next six years, Thucydides reports 

that the "unstable armistice(停戰協議) did not prevent either party doing the other serious 

injury" (The Peloponnesian War, 5.25).  

Alcibiades opposed the Peace of Nicias and attempted to restart the Peloponnesian War in 

the years following its ratification(批准). 

This led to an increasingly bitter rivalry(激烈競爭) with Nicias.  

In an attempt to resolve the political feuding(政治爭端), it was decided to hold a vote of 

ostracism(排斥投票), following which it was expected that either Alcibiades or Nicias 

would be banished(流放) for ten years, during which their opponent would have a chance 

to steer(掌控) Athenian policy.  

However, Alcibiades and Nicias joined forces and ensured instead that the demagogue(搧

動者) Hyperbolus was ostracised (this was the last time that the institution of ostracism 

was used at Athens). 

[後面有關於遠征西西里的爭論 暫略] [World History/Nicias] 

§ 06 

早在希波戰爭的時候，斯巴達是個頑強、悲壯的象徵，正是這個「堅盾」頂住

了波斯人的進攻。 

但徹底擊敗波斯人，甚至像一把「利劍」一樣直插入波斯本土的，是雅典率領

的提洛同盟。 

因此波斯人更恨雅典人，而且波斯在戰敗後，也希望通過希臘諸城邦的這次內

戰，得漁翁之利。 

於是波斯與斯巴達組成同盟，並幫助斯巴達建立起了強大的海軍。 

公元前 405 年，在一次海戰中，雅典海軍全軍覆沒。 

對於一個靠海軍生存的城邦來說，海軍的覆沒就意味著失敗。 

第二年，斯巴達的陸軍和海軍同時抵達並包圍了雅典城，雅典投降。 

持續了長達 27 年的伯羅奔尼撒戰爭至此結束。 

按理說歷史進展到這裡，就該進入斯巴達稱霸的時代了，可是並沒有。 

https://www.worldhistory.org/Nicias/


因為在這次戰爭中，很多的希臘大城邦軍隊成熟了起來，它們都認為自己有能

力成為霸主，因此各城邦又進入了新一輪的爭霸戰爭之中。 

這一次不再是兩大集團，而是「大亂鬥」。混戰讓古希臘所有城邦集體衰落，

再也沒有力氣恢復昔日的繁華景象。 

就在這個時候，北邊的鄰居已然興起，看了幾十年「好戲」的馬其頓大舉南

下。 

馬其頓與古希臘諸城邦是同族人，早年間希臘人就是從那裡向南遷徙並建立起

各個城邦，而留下來沒有南遷的人形成了馬其頓王國。 

此時的國王腓力二世趁機南下，先是占領希臘北部各邦，然後掐斷了黑海出海

口。 

這時候南部的希臘城邦終於停止了內耗，選擇聯合起來對抗馬其頓，可惜它們

早已無力回天。 

公元前 338 年，古希臘所有城邦盡數歸於馬其頓。 

兩年後腓力二世遇刺身亡，他的兒子繼位，正是——亞歷山大大帝。 

亞歷山大如曇花一現般的建立起一個遠達印度、地跨亞歐非的龐大帝國，但僅

僅繼位 13 年後就病逝了，只靠軍事、沒有文明加固的帝國立即解散。 

巴爾幹半島又回到了城邦林立的分裂狀態，當亞平寧半島的羅馬崛起時，將它

們一網打盡，古希臘時代徹底終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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