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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摒除一些西方人文史观长期以来
强加于大众的错误观念，还海权学说以本来的真是面目。

内容简介

该书系统梳理了自希腊古典时期希波战争以来至第二次世界大战，2500年间围绕海权所
发生的历次重大战争及传统海权国家的崛起历程，包括希波战争、伯罗奔尼撒战争、布
匿战争、露粱海战役（中日朝鲜战争）、拿破仑战争、19世纪欧洲海权争霸战、甲午战
争及一战和二战中等有关海权争夺的重大战争战役，并深入剖析了这些战争背后交战双
方在文化、经济、外交等层面的传承与表现对战争本身所起到的决定性影响，勾勒一条
人类海洋争霸的历史脉络，在历史的范畴内力图为读者廓清大海权的概念：船坚炮利，
只是海权思想的外在粗浅表现，一个民或一个国家的海权能否得到维护，关键在于文化
思想外交经济等领域中的表现。同时摒除一些西方人文史观长期以来强加于大众的错误
观念，还海权学说以本来的真实面目。

作者简介

中央电视台中国电视报社主任编辑，中央电视台纪录频道、科教频道《探索
发现》栏目特约撰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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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试读部分章节

第一章希波战争：海匪欢歌集
时至今日，当人们提起希腊时，脑海中涌现出的是面庞秀美的维纳斯，古朴典雅的卫城
神庙遗迹，非常类似现代议会制度的城邦民主制度，浩如星海的哲学家、艺术家、科学
家和不朽名著，亦庄亦偕、喜怒哀乐皆有人间气象的古希腊神话传说。一言以蔽之，希
腊文明是包括中国人在内全球人类共同仰望的美轮美焕的文明之源。
但事实果真如此吗？
1、希腊探秘
长久以来，深受两河流域文明和古埃及文明影响而发展起来的古希腊文明，不仅被西方
文明视为自身文明流变的源头，而且更在好莱坞等文化机构的声光电技术包装下，和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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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了自身文明成果并发扬光大的罗马文明一道，成为人类古文明的象征。作为人类历史
上最早发端的海洋文明，希腊所濒临的爱琴海却不只是海天一色的风景画那么简单，剥
开文明的假相，人们会发现，其实，希腊文明似乎处处躲不开海盗的影子，古希腊诸城
邦组成的古希腊社会，则是一个隐藏在文明外衣下的海盗渊籔。
位于地中海东北部的希腊半岛，北接巴尔干半岛，东临爱琴海，与小亚西亚隔海相望，
而穿越了并不险峻的安纳托利亚高原，则是当时富庶繁华、文明叠出不穷的的两河流域
。西边的爱奥尼亚海，成为希腊半岛的西部屏障，从直布罗陀海峡往西，则是古希腊人
常识中的天海尽头。向南，则是埃及人和腓尼基人赖以开展贸易的地中海。特殊的地理
位置，注定了当地文化发展的与众不同。
希腊半岛从地理上可以看作是巴尔干半岛在地中海的延伸，希腊唯一的陆地通道，正是
近现代历史上以麻烦不断著称的巴尔干半岛。有神人曾说，这片由无数山地和盆地组成
的地区，如果用一把超级熨斗将其熨平，其面积相当于整个欧洲，但对不起，上帝创造
这里时显然抓了狂，把好端端一片土地像烂纸一样揉成了一团，变成了我们今天从三维
地图上所看到的模样。开门见山、交通不便，又没有愚公这样的移山大户，巴尔干只能
在小国寡民、民族林立的状态下徘徊，徘徊，再徘徊。
四大文明古国均诞生在水土肥美、平原广袤的地区，这并非偶然，肥沃的土地、丰美的
出产，自然可以养活更多的人口，在平原地区所进行的扩张战争也要容易得多。但在科
技尚不发达的先民时代，纵横的山地、天险固然成了小小部落们割据自治的天然屏障，
可本身贫瘠的物产注定无法养活更多的人口，进而创生出更发达的文明。但希腊显然是
个例外，因为虽然同样是上帝揉皱了的废纸，但他们有一项得天独厚的资源——海洋。
马克斯曾经说过，对于地域性扩张体制来说，陆地就足够了，而对于一种世界性侵略体
系来说，水域就成为不可缺少的要素。
地中海，正是当时生活在巴尔干半岛南部的希腊人所需要的那片水域。

时至今日，当人们提起希腊时，脑海中涌现出的是面庞秀美的维纳斯，古朴典雅的卫城
神庙遗迹，非常类似现代议会制度的城邦民主制度，浩如星海的哲学家、艺术家、科学
家和不朽名著，亦庄亦偕、喜怒哀乐皆有人间气象的古希腊神话传说。一言以蔽之，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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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中海，正是当时生活在巴尔干半岛南部的希腊人所需要的那片水域。

希腊本土多山地，山间的小块平原土地贫瘠，物产匮乏，甚至无法养活当地人口。今天
的考古证明，希腊当时任何一处适合居住的平原，离海岸线都不超过50千米。在这种情
况下诞生出来的希腊文明要想灿烂夺目、泽被后世，就不可避免地要带有浓厚的海洋印
记。

在亚里士多德的笔下，希腊人被形象地称为“青蛙”，因为他们在海上和在陆地上一样
来去自如。据说，当时人们出门相遇打招呼时，最常用的问候语是“你今天当海盗了吗
？”而如果询问未来女婿的职业，老丈人们如同今天的中国社会视公务员与垄断国企为
荣一样，会惯用一句“你是经商还是做海盗”来涵盖社会意识中最有出息的职业。

但考古发现的结果，却和这两种植物所营造的田园牧歌式的浪漫截然不同。

英国历史学家约翰?基根在《战争史》中描写，根据考古发现，在早期的希腊文明遗址中
，古希腊人的生活区域都曾遭遇过不止一次的浩劫，入侵者多为其邻里部落，除了破坏
房屋村镇外，农田也无一例外地遭到入侵者有计划的破坏，以至于早期的农人必须要给
农田修建罕见的围墙来阻挡外敌的入侵。

说到底，强盗家的篱笆总是扎得最牢的，而这就是希腊文明的奥妙之处。

另外，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迄今为止所发现的古希腊早期雕像、艺术品、壁画及考古
成果表明，古希腊战士的标准装备，仅包括青铜质地的头盔和长及上腹腔的胸甲，更为
致命的小腹及下身或是裸露在外，或是仅由胫甲提供有限的防护。如此装备并不是完全
出于近代史学家津津乐道的陆地方阵战的需要，因为当时的陆地冲突中，希腊人更多都
是通过首领个人之间的决斗，双方随行的士兵只是充当围观者的角色，用得着全副武装
吗？

从这个角度去解读今天已被奉为文化经典的《荷马史诗》，则不难看出其中深刻的海盗
印记。在距今3000年以前的世界里，《荷马史诗》为我们描绘了这样一幅图景：

而故事的另一个主角、希腊小国国王奥德修斯，是阿基里斯过从甚密的生死之交，这种
“战斗中结下的友谊”显然只能以两人一起从事过海盗职业来诠释了。到了《奥德赛》
中，奥德修斯的海盗面目尽显，远征队沿途攻城略地的种种历险，抛开本身的神话色彩
，读者也不难寻觅到古时海盗们为了生存罔顾一切法理和道德的痕迹。

我的是我的；

虽然你不是野蛮人，但是我需要，那么你的仍是我的。

海权论的初生，可以说就是古希腊文明在现代文明背景下的投射，而当时以海上军力著
称的列强，除同样物产贫瘠靠近海洋的日本外，英国、俄罗斯、美国、德国等等，均或



多或少地继承了古希腊-罗马文明的衣钵。世界近代格局正是在这样文化大背景下由希腊
文化的主要传承者们共同发力形成的，而宣扬海上丛林理论的海权论在当时在列国间得
到共识也就是意料之中的事了。

古希腊人的危机源于公元前6世纪的小亚细亚，庞大的奴隶制帝国波斯兴起了。

此时的波斯帝国初登历史舞台，还算称得上是风华正茂。

一支向北，直抵蒙古大沙漠，与当地居民共同建立起北亚一带延绵数千年的强弓怒马的
游牧文明形态。

而向西挺进的一支，大部队一路西进，成为今天日耳曼人、斯拉夫人的祖先，一部分人
中途南下，灭亡了希腊最早的克里特文明，建立起军事色彩浓厚的迈锡尼文明，这些初
来者被后人称之为亚该亚人。可几百年后，另一支诞生于黑海的印欧语系民族多里安人
也旋踵而至，征服了刚刚安定下来的亚该亚人，两支人马共同形成了今天我们所熟知的
古希腊诸城邦。

作为一个内陆国家，波斯实际上是一个由无数民族部落或国家组成的超级联盟，联盟内
部，各部落和国家的王公贵族们分享着除战争权和收税权之外的全部权力，各个被征服
地区的人民之间，不仅语言文化习俗不同，而且经济文化发展水平也严重不均衡，帝国
辖区内既有全人类的文化老师两河流域的先民后代，仰望着金字塔、傲视着所有征服者
的古埃及人，也有逐水草而居的闪米特民族，更不乏仍处在刀耕火种阶段的原始部落。

波斯帝国赖以扩张的利器，首推骑兵和弓箭兵。弓箭兵是波斯步兵的主力，任何部队在
多达数万人发射的箭雨下，生还的可能性都几乎为零，而波斯的骑兵则是一种复合兵种
，由于马蹬尚未问世，他们在战场上更多的时候是以机动能力超强的弓箭手形象出现的
。无论是希腊人的方阵，还是亚述人的散兵线，在四面八方如影随行的箭雨下都难逃失
败的命运，而一旦敌人溃败，波斯的弓骑兵们就会收起弓箭、抽出短刀和长矛进行追杀
，无数曾经叱诧风云的军队都在这种又远又快的攻击下烟消云散了。

本来，物产贫瘠却民风尚武的希腊并不在波斯人的征服计划中，但是，来自于希腊沿海
的官方或半官方背景的海盗行为严重干扰了这个帝国西部的海上交通及贸易。因为爱琴
海东岸小亚细亚地区的希腊城邦逐个被波斯征服，希腊本土的城邦或明或暗地支持了当
地同胞们的自由解放运动，于是，擦枪走火也就再所难免了。

尽管波斯军队很快就教训了这些不知天高地厚的海盗，但萨狄斯城神庙的被毁、当地波
斯驻军一开始的反应迟钝，却让小亚细亚希腊人看到了波斯的外强中干，起义的风潮顿
时像星火燎原般席卷了波斯人统治下的大半个小亚细亚西部。这些叛乱让波斯人怒火中
烧。当然，吃水不忘挖井人，在竭尽全力扫平叛乱的同时，波斯人也不会忘了挑起这场
叛乱的始作俑者——爱琴海对岸的希腊诸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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