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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讲人：徐松岩

主讲人简介

    徐松岩，历史学博士，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古典文明研究所所长，古典学博

士生导师，兼任中国世界古代史研究会副会长。出生于山东省招远沿海小村，招远为全

国第一产金大县，号称“金都”。先后师从李永采教授、王兴运教授、王敦书教授，研究

西方古典文明30余年。主持多项国家级、省部级研究课题，译注出版希罗多德《历

史》、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色诺芬《希腊史》等希腊史学名著，发表学术

论文70余篇。2011年获得希腊驻华使馆嘉奖，并两次前往希腊、土耳其及爱琴海地区实

地考察。近年来应邀在国内20多所高校讲学。



精彩评论

胡继华

徐大侠今日呼唤出古典学名家立言，学术气象大增。波斯支持

斯巴达，也许更看好其贵族共和传统及其政制稳定性。斯巴达

虔诚，谨慎，有老道的秩序，崇尚中道；而雅典开放，张扬，

活力而且贪婪，但过分乱奔。伯罗奔尼撒战争是对特洛伊战

争、希波战争的空前超越，将人性之中的二元，以及人类各个

高度上的全部可能品性裸露出来，展示在悲壮与惨烈之中。希

罗多德说，正义的标准是以同等的强力为基础，强者能够做他

们有权力做的一切，弱者只能接受他们必须接受的一切。这场

伟大的战争，还有一个思想史的后果，那就是催生了政治史

学，与苏格拉底的政治哲学，构成古希腊思想史的双峰。战争

是残酷的教师，他教会人们珍惜和平，共举善业，以深沉制约

活力，以理性驾驭疯狂。然而，西西里远征之后，莱山德进入

雅典之后，爱琴海权力中心转移了。雅典之衰落，为公元前四

世纪的哲学酝酿了深厚的情绪基础，柏拉图思考正义与理想政

制，亚里士多德思考个人美德与城邦幸福的关系。“黄屋非心
天下计，青山如旧帝王宫。”仰赖修昔底德的春秋笔法，我们
知道这场伟大战争让希腊世界之品格普遍陨落了。仰赖松岩教

授的史家才识，我们聆听战史而珍惜和平。受教了，谢谢徐先

生及各位师长，感谢群主和各位学友，大家新年吉祥，万事和

顺。



讲座大纲

    波斯战争之后，雅典趁势不断向外扩张，与老牌霸主斯巴达的矛盾日益尖

锐，最终导致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爆发。这场战争从公元前431年爆发，到公元前

404年4月结束，历时27年，其主要史实是由出生雅典的历史学家修昔底德记载

下来的。这里讲述这场大战始末。



与修昔底德雕像合影

第一部分：引子 

1. “两次“伯罗奔尼撒战争

    在现代国际古典学界，说起伯罗奔尼撒战争，一般都说有两次。就是指公元

前5世纪中后期斯巴达和雅典之间两次大规模的武装冲突，第一次伯罗奔尼撒战

争，指公元前461-公元前446年斯巴达和雅典之间的战争。公元前446年双方签

订三十年优波亚和约。此所谓第一次伯罗奔尼撒战争。

    第二次伯罗奔尼撒战争，也被称为“伟大的伯罗奔尼撒战争”，或译“伯罗奔尼

撒大战”。如果不指名第一次还是第二次，那就是指的第二次即伯罗奔尼撒大

战，公元前431-404年。

2. 纠正一个说法。伯罗奔尼撒战争不是希腊“内战”

    常常有人说，伯战是希腊“内战”，这个说法似是而非。这场战争，是希腊不

同国家之间的战争，波及希腊世界的主要地区，完全称得上是一场“希腊世界大

战”。

第二部分：大战的起因

    这场大战的原因，根本原因就是希腊世界的两大霸主都想争夺希腊的霸权，

双方都想成为总霸主。战争的直接原因我们还可以具体分析。



伯罗奔尼撒战争全图

    战争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即战争的前10年（公元前431-前421年，即所谓“十年战争”又称“阿

奇达姆斯战争”），即自战争爆发至“尼基阿斯和约”的签订；

    第二阶段即西西里远征公元前415-413年；

    第三阶段公元前412-404年，就是西西里远征结束到雅典战败投降。 

    斯巴达与雅典的矛盾由来已久而且错综复杂。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民

族的，等等。

    根据修昔底德的记载，导致这场战争的直接原因有三：

    其一，科基拉（Corcyra）事件。

    其二，波提狄亚（Bottidaea）争端。

    其三，麦加拉事件。

第三部分：大战进程及主要事件

1. “十年战争”（公元前431-前421年）



雅典卫城



雅典城防示意图

1     公元前431年春，底比斯人的一支300人军队袭击雅典盟邦普拉提亚，遭到惨

败。雅典因此而拘押所有在雅典的波奥提亚人。是年5月底，斯巴达国王阿基达姆

斯率伯罗奔尼撒同盟联军入侵阿提卡，战幕正式拉开。

2     公元前431年年底，伯里克利发表阵亡将士葬礼演说。

3     公元前430年麦收时节，阿基达姆斯统率大军再次侵入阿提卡，四处烧杀劫掠。

是年夏，一场意想不到的灾难降落到雅典人的头上。雅典城内突发大瘟疫，并且迅

速传染、蔓延，死亡枕藉。瘟疫肆虐三年之久，在册公民至少有4700人罹疫身亡。

4     公元前429年，伯里克利染上瘟疫，不治身亡。 

5     之后，雅典政坛上出现两位政见不同、风格迥异的人物，一位是尼基阿斯，不反

对与斯巴达人言和；另一位是克里昂，坚决主战，绝不妥协。公元前427年雅典镇

压列斯堡岛起义，派遣三千移民。

6     公元前425年夏，派罗斯之战。地图。雅典人获胜。渡海到斯法克特里亚岛的将

士总共420名，被俘到雅典去的就有292名，其中有不少是斯巴达贵族。这是开战

以来斯巴达人所经历的一次最大失败。



公元前425年派罗斯战役发生地

7     公元前424年，斯巴达名将伯拉西达出兵到爱琴海北岸，与反雅典的马其顿联

合，鼓动当地雅典属邦反叛。公元前424年，伯拉西达亲率1700名精锐重装步兵，

纵贯希腊大陆，顺利穿过色萨利，软硬兼施，挑唆雅典属邦反叛，收效显著。修昔

底德率舰队驰援不及，雅典帝国痛失战略重地安菲波里斯。

8     公元前423年，斯巴达和雅典订立了一年休战和约，双方实际上都在争取喘息之

机。公元前422年，安菲波里斯决战。雅典主将克里昂、斯巴达主将伯拉西达双双

阵亡。

9     公元前421年。尼基阿斯和约。斯巴达国王普雷斯托阿纳克斯和尼基阿斯分别代

表两国订立条约。条约有效期均为50年。公元前421年春订立条约时，双方开战正

好满10年。“十年战争”宣告结束。 菲波里斯。

2. 远征西西里（公元前415-前413年）



雅典帝国

1     经过这“十年战争”，双方金钱、财富消耗极大，生产、生活秩序受到严重破坏。

在这种局势下，想通过一纸和约而恢复到战前状态，恐怕只是一句空话。两强争霸

的局面并无任何改变，双方缔结和约，实际上都想通过休战，稍作喘息，准备再

战。

2     其时雅典主战的代表人物是阿尔基比阿德斯（又译亚基比德）。他才华横溢，仪

表堂堂，但野心勃勃，缺乏政治原则。尼基阿斯才能出众，品性温和，处事稳健，

是主和派的中心人物。

3     斯巴达和雅典缔结和约6年多的时间里虽没有发生正面冲突，但并非就此偃旗息

鼓。因为导致这场战争的深刻的政治和经济原因并未消除。在此期间，各方外交活

动频繁，形势仍处于剑拔弩张的状态。

4     雅典出兵的一个诱因，是公元前416年西西里岛上爱吉斯泰与塞林努斯发生争

执。雅典最初准备派60艘舰船，几天之后又决定增加兵力，公民大会任命三位将军

统领，即阿尔基比阿德斯、尼基阿斯和拉马库斯。

5     雅典远征军出发前夕，一件意外的事情发生了：雅典城内差不多所有的赫尔墨斯

神像的面部，在一夜之间都遭到毁坏。

6     公元前415年5月，三位将军统率战舰136艘，重装步兵5100人，威武雄壮，浩浩

荡荡，向西西里进发。

7     阿尔基比阿德斯叛逃斯巴达。雅典人对他作了缺席审判，判处死刑，财产没收，

变卖充公。公元前415年冬，双方初次交战，雅典人占了上风。随后雅典舰队在那

里过冬，准备明春再战。

8



8     公元前414年，叙拉古人召开公民大会，推举智勇双全的赫摩克拉特斯等三人为

将军，领导抗击雅典人的入侵。同时，派遣使者前往科林斯和斯巴达，请求发兵援

助。

9     阿尔基比阿德斯献计，提出两项具体方案：一是派遣军队到西西里去，帮助处于

困境中的叙拉古；二是在陆上进兵阿提卡，在狄凯里亚建筑一个要塞，给雅典致命

一击。斯巴达将领吉利浦斯率军抵达西西里。

10     公元前413年6月底， 德摩斯提尼筹组远征军，这支拥有73艘战舰、5000重装步

兵的援军抵达西西里。

11     公元前413年8月27日发生了月食。

12     最后的决战，双方投入舰船共约200艘，其中雅典有110艘，武装人员不下4万。

海上突围不成，便想往陆上转移。这场战事随即成了对雅典远征军的一场大屠杀，

结果除战死者外，被俘者共约7000人。远征军主帅尼基阿斯被处死。侥幸得以逃生

的，寥寥无几。雅典此次远征前后共损失战舰200余艘、将士5万余人，成为整个战

争的转折点。

3. 伊奥尼亚之战（公元前413-411）

1     西西里之战后，交战的重心开始东移，阿提卡本土遭到沉重打击。

2     公元前412年初，在斯巴达的支持下，雅典重要属邦，如优波亚岛上各邦，小亚

细亚的伊奥尼亚各邦，还有开俄斯岛等，都叛离了雅典。

3     在雅典人与斯巴达人激战正酣之时，隔岸观火的波斯人，先是坐山观虎斗，并且

不失时机地推波助澜帮助斯巴达，从中渔利。

4     伯里克利在战前提议储存1000塔连特，装备大批舰船，打败了叛变的开俄斯

人，暂时稳住了局势。

5     公元前411年5月，发生了寡头派政变。寡头们内部意见不和，所以只存在4个月

便瓦解，以塞拉麦涅斯为首一派取而代之。



4. 最后的较量（公元前410-404年）

1     阿尔基比阿德斯的回归。斯巴达名将吕山德在波斯王子小居鲁士的大力支持下，

提高海军中雇佣水手的薪饷，实力大增。公元前406年3月，吕山德在诺提昂海角小

胜雅典舰队，导致雅典人怪罪阿尔基比阿德斯，并解除其职务。同年，雅典举全国

之力，组建了有150艘战舰的海军，并且在科浓等将军的指挥下取得阿吉努塞大

捷，胜利后的雅典非但未能乘胜追击，反而深陷内讧，指挥作战的将军们竟然被一

次性判处死刑。

2     公元前405年，斯巴达方面集结约200艘战舰的舰队，停泊在兰普萨库斯，雅典

方面180战舰的舰队，停泊在海峡对面的羊河河口，相距约三千米，相互对峙。吕

山德以逸待劳，趁敌不备，发动突袭，雅典舰队遭到全歼，俘虏中的3 000雅典公

民被悉数处决。羊河之战惨败的噩耗传至雅典，雅典人自知厄运难逃，全城笼罩在

一片悲观失望和极端恐慌气氛之中。

三列桨战舰

3     最后，拉栖代梦人出于自身利益考虑，否决了底比斯等邦所提出的彻底摧毁雅典

的建议，迫使雅典人接受极为苛刻的投降条件。公元前404年4月，吕山德大军开进

比雷埃夫斯港，雅典人同意拆毁长城，允许被放逐者回国，建立三十寡头政府，雅

典实际上已沦为斯巴达人的附属国。至此，历时27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以雅典人的

彻底失败而告终。 



雅典长城遗址

第四部分：大战的影响

一、对雅典的影响

    1. 城邦失去独立，雅典帝国瓦解；

    2. 经济遭到毁灭性打击，农业、手工业、采矿业难以恢复；

    3. 人力丧失，道德沦丧。

二、对于斯巴达影响

    1. 虽然获胜，大量人力丧失；

    2. 商品经济侵蚀斯巴达经济，加剧贫富分化；

    3. 斯巴达帝国拖垮斯巴达城邦，加深其社会危机。

一场大战，两败俱伤，给希腊带来空前的灾难，是希腊文明由极盛走向衰

落的转折点。

三、雅典为何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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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雅典为何失败

    有人认为雅典是非正义的，是侵略者，而斯巴达守方，是正义的，事实并非

如此。雅典失败的原因可以归结为四个方面： 

    1. 首要原因是雅典帝国是以武力维持的，雅典人与属民之间矛盾尖锐，属国

乘机反抗，严重削弱雅典的力量；

    2. 雅典统治集团内部矛盾重重，主战、主和派互相倾轧，削弱了军队的战斗

力，这些矛盾比斯巴达严重得多，复杂得多；

    3. 交战双方的两败俱伤时，波斯给斯巴达的援助对战争的胜负起了关键性作

用；

    4. 领导集团内讧，指挥无方，最终失败。

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PS：扫描右侧二维码加入“希腊万人迷”微信群，加入时请注明“历
史讲座”，并发自我介绍给群主，群主会邀请你进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