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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希腊
“

三列桨战船
”

的产生及特征

郭 涛

摘 要 ： 早在公元前 ３０ ００ 年 ， 爱琴海地区 已经 出现 了 带龙骨的桨船
“

长船
”

。 经过米诺文明和迈锡尼文

明在撞 角和 甲板两个方面 的发展 ，
公元前 ８ 世纪产 生 了 最早的战船

“

两列 桨船
”

。 撞 角 的发展和复合式桨手

分布结构的采用 ，推动 了公元前 ７世纪
“

三列 桨战船
”

的产生 。 三列桨战船不仅拥有坚 固轻巧的船体 ，
而且具

有严密 的人 员组织 系统
， 最终凭借优 良的战斗性能在公元前 ５ 世纪迅速推广 ，成 为古典时期希腊世界的主

力战船。 三列 桨战船的使用标志着古典希腊的顶峰 ，
但在公元前 ４ 世纪以后

，
随着希腊城邦文明 的 衰落 ，

三

列桨战船逐步退 出 历史舞 台 。 在很大程度上 ，

三列桨战船发展 、演变是古典希腊兴衰的集 中体现。

关键词 ： 古希腊 ；
战船

；

三列 桨战船

海战在古希腊历史的发展演变中扮演了重要

角色。 无论是希波战争 ，
还是伯罗奔尼撒战争 ，

“

三

列桨战船
”

（ ｔｒｉｅｒｅｓ ） 都是希腊海战的主要作战单元 ，

因而是希腊城邦文明处于巅峰时期的缩影 。 虽然三

列桨战船是古希腊史研究中频繁出现的关键词 ，
但

目前国内学界专门性的研究并不多见。 因此 ，本文

系统梳理三列桨战船的产生和主要特征 ，
尝试从一

个微观的历史细节人手 ，管窥古典希腊兴衰的历史

线索 。

＿

、三列桨战船的前身 ：从长船到两列桨船

从目前我们掌握的文献和考古证据来看 ，古希

腊船只的发展是从
“

长船
”

（ ｌｏｎｇｓｈｉｐ ）开始 的 ，
以树

干为龙骨 ，在其两侧拼接船板 ，构成两舷。

？ 在基克

拉底群岛 （Ｃｙｃ
ｌａｄ ｉｃ

）的赛若斯岛 （ Ｓｙｒｏｓ ）上发现的约

公元前 ３０００ 年的陶制长柄平底盘上 ， 刻画有大量

的长船形象 。 整个船体窄而长 ，船首有鱼形和穗状

的装饰物 ，船尾有
一

个翘起的突出物 ，它的功能仍

不清楚 。 有学者认为它是船的尾舵
，
但也有学者认

为它更像船首的撞角 。
？长船没有桅杆和帆 ， 图像中

大量的线条表明船只是靠划桨来前进的 。
③

公元前 １ ６ 世纪 ， 米诺文明 占据了希腊世界的

海上主导权 。 修昔底德记载 ：

“

米诺斯是我们通过传

闻而知的人当 中最早掌握水师的 ，他统治了现在希

腊海的绝大部分。

”
？ 先进的航海技术为米诺文明的

＊ 本文 系 西南大学 中央 高校基本科研业务 费 专项资金项 目
“

古希腊作 家 的
‘

世界
’

观念研究
”

（ ＳＷＵ１ ５ ０９４０８ ） 、 国 家社会科

学基金项 目 青年项 自
“

斯特拉波 《
地理志 》研究

”

（ １ ６ＣＳ Ｓ００３ ）的价段性成果之一 。

作者简介 ：郭涛 ，
西 南 大学 历 史文化学院 、希腊研究中心讲师 （邮编 ４ ００７ １ 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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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 引 用 的 古希腊文献均根据

“

牛津古典文本
”

（ＯｘｆｏｒｄＣｌ ａｓｓｉ ｃａｌＴｅｘ ｔｓ ）
， 除特

殊说明 外 ，
均 为作者 自译。 对于米诺斯海权这一 问题

，
学界存有争议

，
但均认同米诺文明在早期希腊历 史上的 海上优势地位。 参

Ｒｏｂ ｉ
ｎＨａ

ｇｇ
ａｎｄＮ ａｎｎｏＭａｒｉｎａｔｏｓｅｄｓ ．

，ＴｈｅＭｉｎｏ ａｎＴｈ ａｌａｓｓｏｃｒａｃｙ ：ＭｙｔｈａｎｄＲｅａｌｉ ｔｙ ，Ｓｖ ｅｎ ｓａｋａＩｎ ｓｔ ｉｔｕｔｅｔｉＡｔｈｅｎｓ ， １ ９８４ ．

７ ２



历 史教学问题 ２０ １８ 年第 ３ 期

海上优势地位提供了必要条件 ， 在考古发现的壁

画 、印章中 ， 出现了大量的船只形象 ，最为典型的是

在锡拉岛 （Ｔｈｅｍ ）的阿克罗蒂里 （Ａｃｒｏ ｔｉｒｉ ）西屋遗址

发现的绘有米诺船只的壁画 。
？ 与

“

长船
”

笔直的船

干不同 ，米诺船为船干呈弯月形的
“

圆形船
＂

（ ｒｏｕｎｄ

ｓｈ ｉ

ｐ ） 。 船首和船尾呈对称状弯曲 ，
当进行和平贸易

时 ，饰有花状装饰物的船只右侧为船首 ， 但是在战

斗情况下装饰成猛兽头部的左侧转为船首 ，船只的

左侧下端有类似撞角 的尖状突出物 ，
上方有装备士

兵的塔楼 。
？ 根据壁画的描绘我们可以推断 ，米诺船

至少 已经部分安装了 甲板 ，
舵手站在 甲板上 ， 手持

单舵控制着船的航向 。
？

公元前 １５ 世纪后半期 ，
迈锡尼文明取代 了米

诺文 明在东地中海地区的海上优势地位 ，改变了米

诺文明
“

圆形船
”

的结构 ，重新回到了基克拉底时期

的
“

长船
”

传统 。 龙骨的前端延伸出船首形成
一

个尖

状的突出物 ，船尾向上弯曲 。 船身低而直 ，
船首 、 尾

分别有 由栏杆组成的塔楼 ，船中部安装了新型 的卷

帆 。
？在考古发现的图像资料 中 ，

迈锡尼船只形象的

表现方式独具特色 ：两条粗线条 ， 中 间 由排列规则

的梯状竖线连接 。 底层横线代表船舷 ，
桨手们在船

舷上划桨
；
上层横线代表甲板 ，

甲板和底部的船舷

之间是敞开的 ，没有连接起来 ；
中 间的规则竖线代

表支撑甲板的支柱 ，
两个支柱之间构成了一个桨手

划奖的开放式桨阁 （ ｏａｒ
－

ｂｏｘ ） 。
？ 巴斯 （ＧｅｏｒｇｅＦ．

Ｂａｓｓ ）指出 ， 连接船首 、船尾的 甲板已经覆盖了整个

船长 ， 但并未横向覆盖整个船宽 ， 甲板稍低于船首

和船尾的平台 。

？
甲板通常作为水兵战斗的平台 ， 同

时也为桨手提供了部分屏障 。

迈锡尼文明瓦解之后 ，爱琴海地区的海上活动

受到严重挫折 ，但是残存的海上贸易 以及大量的海

盗行为仍然维系着古希腊不多的航海活动 。 在公元

前 ８ 世纪 ，逐渐恢复的航海活动重新刺激了古希腊

造船技术的发展 ，新型的
“

两列桨船
”

 （ ｄｉｅｒｅｓ
）应运而

生 。 事实上 ，早在迈锡尼时期 已经出现了 向两层桨

船 的 过 渡 ， 在 位 于 希 腊 中 部 的 利 沃那 提 斯

（ Ｌｉｖｏｎａｔｅｓ ）的皮尔戈斯遗址 （ Ｐｙｒｇｏｓ ）发现的约公兀

前 １２ 世纪的 陶片 中 ， 就出现了可 以在 甲板上划桨

的船只形象 。
？ 两列桨船依然是单人单桨 ，

但与长船

不同的是 ，采取了上 、下两层桨手的复合式结构 ，桨

手们可以 同时在船舷和甲板上划桨 。
⑧两列桨船的

甲板纵向覆盖 了整个船长 ，但横向并未覆盖全部船

宽 ，在船舷和甲板之间是开放式的桨阁 。 与此同时 ，

此前由规则竖线代表的 甲板支柱演变为更为结实 、

面积更大的长方形屏障 ，
以便更好地支撑 甲 板 。 随

着船板的增加 、长方形屏障的使用 ，桨手身体的裸

露部分随之大幅缩小 ，因此获得了更大的掩护 。
？迈

锡尼时期船首的尖状突出 物在公元前 ８ 世纪被加

固 ， 足以承受
一

个人的重量 ，从而演变为武器意义

上的
“

撞角
”

。

？

到了公元前 ７ 世纪 ，
两列桨船获得了进

一

步的

发展 。 上层桨手已经不再坐在下层桨手的正上方 ，

而是采取了 品字形分布 ，位于下层桨手的前上方 ；

？

撞角也戴上了不易被水腐蚀的青铜质鞘套 。

？ 在公

元前 ６ 世纪的陶瓶画中 ，
两列桨船的桨阁完全覆盖

上 了只留有桨孔的船板 ，并在齐甲板处形成了
一

层

新的船舷 ，用方格状的栏杆围绕 。
？ 船舷用相对较厚

的木材制成 ，起着横向加固船体的作用 。
？下层桨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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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桨穿过上 、下船舷之间 的桨孔划行 ，
而上层桨手

的船桨则用皮带固定在上船舷 由护栏形成的方形

格中 。
？ 方形的卷帆依然由布条缝制而成 ，表面有横

向 的绳索固定 ，连接帆布的帆椽 （ ｙａｒｄ ） 由索绳 （ ｐａｒ
－

ｒａｌ ） 固定在桅杆顶端 ， 通过系在帆椽上的卷帆索

（ｂｒａｉｌ ）可以调整帆的方向和角度 ，桅杆用绞扎绳索

（ｗｏｏｌｄｉｎｇ ）呈间隔状加固 。
？ 两列桨船产生之后 ，

一

直存在到了公元前 １ 世纪 。
③

与米诺文明 、迈锡尼文明 的船只不同 ， 古风时

期的
“

两列桨船
”

已经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战船。 在公

元前 ８世纪之前 ，希腊的战船和商船之间并无本质

的区别 ，然而 ，
随着古风时代 日益频繁的海上活动 ，

对船只的性能提出 了更高的 、专门化的要求 ， 出 现

了 战船和商船的分化 ，
商船逐渐强调船只的载重

量 ，船体更宽 ，
延续了米诺船的

“

圆形船
”

传统
；
而战

船则着重发展战斗力 ，船体窄而长 ，延续了早期 的
“

长船
”

传统
，
其突出代表便是两列桨船的产生 。

④ 到

公元前 ６ 世纪 ， 古典时期战船的典型特征都已具

备 。

第一 ，撞角的 出现为古典时期 的战船提供了战

术上的准备。 从古希腊早期船只的发展来看 ，
无论

是基克拉底群岛的长船 、米诺文明 的 圆形船 ，还是

几何陶片上的两列桨船 ，撞角都已经成为了一种经

常性的装备 。 撞角 的作用最初不是作为海战的武

器 ，
而是为了减少航行时水的阻力 以提高航速 ，

以

及减少登陆作战时船首承受的压力 。
⑤在古典时期

的撞角战术广泛使用 以前 ，海战的主要方式仍是由

甲板上的士兵投掷带有铜尖的长矛或 弓箭 ，当两船

靠近后转化为接舷战 ，重装步兵们
“

在船只静止的

时候 ，排成队列投人战斗
”

。 在 《荷马史诗》和几何陶

片上 ，

？ 都没有海战中使用撞角的记载或图像 〇 尽管

撞角并未成为主要的战斗武器 ， 但是撞角 出 现本

身 ， 以及青铜套鞘 的出 现都证明船只战斗力 的增

强 ，为古典时期的战船作好了战术上的准备。 第二
，

两列桨船的桨手分布方式为古典时期的三列桨战

船提供了结构上的准备 。 两列桨船通过升起的 甲板

增加了桨手的数量 ，这种新的上下两层的复合式桨

手分布结构 ， 在增加 了船只承载桨手数量的同时 ，

避免了 因船的长度增加而降低船的灵活性和机动

性 。

需要指 出 的是 ，在《荷马史诗》的记载 中 ，
通常

根据桨手的数量将船只分为 ２０ 、 ３０ 、 ５０ 桨船 ，而
“

两

列桨船
”

的命名方式是以船舱横截面每侧船舷桨手

的数 目为依据 ， 与 日后出现的三列桨战船 （ ｔｒｉｅｒｅｓ ） ，

以及四列 （ ｔｅｔｒｅｒｅｓ ） 、五列 （ｐｅｎ ｔｅｒｅ ｓ
） 、 六列 （ ｅｘｅｒｅｓ ）奖

战船的命名方式相 同 。 但是 ，
在公元前 ６ 世纪和公

元前 ５ 世纪 ，古希腊人并没有创造出
“

两列桨船
”

这
一

专门词汇 ，而是继续沿用根据桨手总数的命名方

式 ，这一现象导致部分学者认为两列桨船直到凯撒

生活的罗马共和 国晚期才出 现 ，

？ 斯塔尔 （ Ｃ ｈｅｓｔｅｒ

Ｇ ．Ｓｔａｒｒ ） 也误认为古希腊战船由单层的 ５０ 桨船直

接发展为三列桨战船 。
？ 事实上 ，在

“

两列桨船
”

的发

展基础上 ，古风时期的地 中海世界已经 出现了
“

三

列桨船
”

的雏形 。在森纳克瑞部 （ Ｓｅｎｎａｃｈｅｒｉｂ）遗址发

现的浮雕中 ，描绘了约公元前 ７００ 年的
一条腓尼基

两列桨船。
＠在两列桨船原有 甲板的中 间位置新增

加了一层 甲板 。 尽管新增加的 甲板还没有装备桨

手 ，但正如莫里森 （ Ｊ
．Ｓ ．Ｍｏｒｒｉｓｏｎ ）所认为的那样 ，这

层新增加的 甲板是 向三列桨战船的重要过渡和前

身 。
？我们可以认为 ，

两列桨船的出现距离修昔底德

笔下
“

甲板没有完全覆盖船宽
”

的三列桨战船仅一

步之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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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 １ ４ ． ３ ． 对修普底德原 文 中

“

ｄｉ ａ
ｐ

ａｓｅ 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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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三列桨战船的结构特征

在古风时代两列桨船的基础上 ，
三列桨战船在

公元前 ７ 世纪初产生 。 虽然关于三列桨战船产生的

具体时间存在争议 ，甚至有学者认为三列桨战船起

源于腓尼基 ， 但大多数学者采信了修昔底德的说

法 ，亦即 ：科林斯最早建造了希腊的三列桨战船 ，
科

林斯的造船人阿米恩诺克利 （Ａｍｅ ｉｎｏｃｌｅ ｓ ）在公兀前

７ ０４ 年到了萨摩斯 ， 并为萨摩斯建造了 四条三列桨

战船。
？ 此后 ，

三列桨战船的建造技术逐渐在东地中

海地区扩散开来 。 根据希罗多德的记载 ，公元前 ４９９

年起义的爱奥尼亚人 已经能够组织起一支 由 ３５３

条三列桨战船组成的水师 。
？ 在希波战争之后 ，

三列

桨战船被大规模使用 ，成为古典时期希腊世界的主

力战船 。

在船体结构上 ，

三列桨战船最为 明显的特征是

在两列桨船的基础上增加了第三层桨手 。 新增加的

甲板 由舷外支架支撑 ， 舷外支架依托于由 中船舷

（两列桨船的上船舷 ） 向上延伸的船板 ，
伸出船体约

６０ 厘米 ，

？从船首沿着弯曲的船舷延伸到船尾 。

④最

初 ，
三列桨船的上层 甲板只覆盖了 中 间部分的船

宽 。 据普鲁塔克记载 ，经过客蒙 （Ｃ ｉｍ ｃｍ ）在公兀前

４６７ 年的改装 ，
三列桨战船的上层 甲板才覆盖了整

个船宽 。

？莫里森认为 ，在公元前 ５世纪 ，
三列桨战

船已经装备了覆盖了全部船宽的上层 甲板 ，但甲板

中 间仍然留有供船员穿梭的缝隙 。
？ 通常上层桨手

的身体裸露在外边 ，但卡森认为三列桨战船有时会

配备皮质的屏障保护桨手 。
⑦据此 ，基本完全覆盖船

宽的上层甲板 、侧面突出 的舷外支架 ， 以及皮质的

屏障 ，给桨手充分的安全屏障 。

此外 ，

三列桨战船的船首经常被装饰成动物的

头部 ， 其突出部分用大量结实的木材横向加 固 ，在

吃水线处延长为
一个端点 ，用来安装可以拆卸的被

绘成鼻子形状的撞角 。
⑧ 在公元前 ５ 世纪 ，单齿钝形

撞角演变为两齿 ，在公元前 ４世纪还出现了三齿撞

角 。
？ 在撞角的后上方是经过特别加 固的侧塔 （ｅ

－

ｐ ｏｔ
ｉｄｅ ｓ ） ，在船首遭到撞击时侧塔起着保护舷外支架

的作用 。

？ 船尾延续了几何陶时代向 内弯曲 的扇形

形状 ，通常高于船首 ， 配有登陆用的梯子。 在雅典的

三列桨战船船尾还安装了金色的雅典娜神像 。
＠ 两

只尾航分别安装在船尾的两侧 ，
在每支舵的舵杆上

横向安装 了弓形的舵柄 ，舵手坐在船尾 甲板中 间部

分的艉楼上 ，
通过水平调节舵柄来控制船的航向 。

？

在船的中部 ，
三列桨战船除了拥有方形卷帆外 ，还

增加了
一

个向前倾斜的辅帆 ，
两只桅杆都固定在龙

骨上方的基座上 。 索具与公元前 ６世纪两列桨船的

配置大致相同 ，利用卷帆索可以将帆调整为不同 的

大小和形状 ，

？ 帆通常为 白色 ， 以粉色代表
“

旗舰
”

，

黑色代表哭泣 ，也会采用绿色作为伪装色 。
？ 卡森认

为 ，辅帆的主要作用是协助舵手调整航向 ，而非增

加船的动力 。
？ 主帆主要在巡逻时使用 ，在准备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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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拆卸贮藏到岸上 ， 只使用辅帆 。
？ 在大多数情况

下 ，
三列桨战船依靠风力前进 ，

三层桨手轮流划桨 ，

只有在战斗中或需要高速前进时才同时划桨 。
＠ 在

船帆的辅助下 ，组织有序的三层桨手能够为船只提

供了强大的前进动力 。

在内部构造上 ，
三列桨战船采取了 当时先进的

“

禅接结构
”

（ Ｍｏｒｔ ｉｓｅａｎｄＴｅｎｏｎ ） 。 古代地 中海地区

的船只通常采用两种建造方式 ，早在青铜时代即 出

现了
“

缀合结构
”

的船只 （ ｌａｃｅｄｓｈｉ

ｐ ） ， 首先用手斧将

船板整平 ，然后在两块船板的边缘穿好绳孔 ，用钻

孔器分别在船板的内侧凿好内孔 ， 并插人销子 ，最

后将两块船板对接后用双股绳捆绑固定即可。
＠荷

马描绘了奧德赛就是采用这种方法建造了船只 ＾
？

在公元前 ６ 世纪一公元前 ５ 世纪 ， 随着古希腊世界

航海活动的勃兴 ，特别是三列桨战船的推广 ，对船

只 的 内部结构提出 了更高的要求 ，逐渐采用
“

榫接

结构
”

， 即 ： 首先在两块相邻船板的边缘钻孔 ，接着

用凿子分别在船板的内侧凿好榫眼 ， 并插人榫接 ，

最后将木钉分别插入两块船板已经钻好的孔里 ， 固

定插入船板内部的榫接 。

？

近年来 ， 陆续发现的地中海古代沉船为我们复

原三列桨战船的内部结构提供了可靠依据 。 龙骨一

般 由橡木充当 ，龙骨的上方凿成
“

凸
”

状 ，
上方钉有

起保护作用的
“

护垫
”

（ｋｎｅｅ ） 。
？龙骨尾端榫接翅起

的船尾部分 ，前端嵌接弯 曲的船首部分 。 将龙骨翼

板斜接在龙骨的低边上 ，用两根木钉固定插人龙骨

和龙骨翼板榫接 ， 榫接通常用橡木等硬木材制作 ，

起着船体的内部支架作用 。 用
一

根长木钉穿过连接

在龙骨上 的两层龙骨翼板和中间的护垫 。 接着 ，用

直径较小的长铁钉穿过木钉 ，并将钉尖弯曲 固定。
？

坚固 的龙骨结构保证了船只在经受撞击时所要承

受的压力 。 船体由多条贯穿船首和船尾的列板构

成 ， 而每条列板由 ２
—

３ 块较短的条型船板嵌接而

成 ，
船板之间的嵌接面 ，

以及第
一

块列板和龙骨翼

板 、两条列板之间都采用榫接方式连接 。 船体下方

的榫接稍长 ，
上方的稍短 ， 相邻两层榫接呈

“

品
”

字

形分布 。
一条条列板纵向排列 ，组成了船体的侧面

，

约公元前 ４ 世纪的商船科瑞尼阿 （ Ｋｙｒｅｎ
ｉａ ）沉船每

侧有 ９ 块列板组成 。
？ 在船体的里侧安装了 由橡木

制成的船肋系统 。 船肋系统分为两种 ，

一

种 由地板

肋骨 （ ｆｌｏｏｒｔｉｍｂｅ ｒ
 ）和较短的复肋材 （ ｆｕｔｔｏｃｋ）组成 ，另

一

种 由半肋骨 （ ｈａｌｆｔｉｍｂｅ ｒ ）和较长的复肋材组成 。

两种船肋交替安装 ，并用铁钉固定在船板上
，
铁钉

伸出 的尖部弯曲抓在肋材的表面 。 与此同时 ，用加

厚的列板构成船舷 ，如 同紧箍
一

样起着横向加 固船

体的作用 。
？ 这样 ，

三列桨战船纵向有船肋结构和船

板内部榫接结构的支撑 ，横 向有船舷加 固 ，使得船

体非常坚固 ，足以承受撞击敌船或被撞击时的巨大

冲力 。

三列桨战船的构造在注重坚固性的同时 ，尽可

能地减轻船只的重量 ， 因而具有极强的灵活性 。 船

板主要选用冷杉 、松木等软木材 ，
以冷杉为最佳 。 软

木材重量较轻 ，可以保证船只海上航行的高速度和

灵活性 ，较轻的重量使得三列桨战船在被撞击后仍

能浮在水面上 〇
？ 软木材浸水后体积膨胀填补了船

板之间的缝隙 ，但同时也增加了船体的重量 ，
因此

，

船匠们通常选择在干燥的夏季采伐木材 ，

？ 并在三

列桨战船使用 ２
—

３ 个月 后就将其拖上岸 晒干 ， 以

减轻不必要的重量 。
？ 最为典型的例证是公元前

４８０ 年入侵希腊的波斯水师 ， 将战船全部拖到爱琴

海北部的多利斯克斯 （Ｄｏｒｉｓｃｕ ｓ ）海岸晒干 ，
以此作为

战前的重要准备 ，
而来不及晒干的希腊水师战船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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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就相对更大 。

？在战船重新下水前
，要拍进木楔以

填塞船板间因吸水膨胀或脱水收缩产生的缝隙 。
？

通常 ，
船匠们更青睐于年代较久的木材 ， 因为它们

在水中长期浸泡不易被腐蚀 。
？尽管如此 ，服役时间

的长短仍然成为衡量战船性能的重要指标 。 从考古

发现的公元前 ４ 世纪的雅典水师记录来看 ， 人们往

往根据使用时间的长短来区分战船性能的优劣 ，甚

至将旧战船改装为民用船只 。

？ 在三列桨战船制造

完之后 ， 船匠们会将剩余的松木加热提取松油 ，掺

人盐
，
并和蜡

一起涂在船体表面以弥补船板之间剩

余的空隙 ，并使船体变得更为光滑 。

⑤ 三列桨战船的

建造需要耗费大量的金钱 。 在公元前 ４ 世纪后半

期
，
船体大约需要 ５０００ 德拉克马 ，各类配套装备需

要 ４０００ 德拉克马 ， 甚至青铜撞角也需耗费 ５００ 德

拉克马
，
因此 ，加上其他开支建造

一条全新的三列

桨战船至少需要 ２塔兰特 。
？再加上风暴 、船难和战

斗中 的损失 ，
以及 日常的维修 ，

费用极其昂贵 。

需要指 出 的是 ，
三列桨战船有着共同的结构特

征 ，
但也分为不同 的类型。第

一

，从地区上看 ，
雅典

侧重于撞角战术的使用 ， 因而要求战船具有较高的

的灵活性和高速度 ，船体更窄 、更长 ，选用船板的厚

度较薄
；而科林斯等城邦侧重于 甲板上重装步兵接

舷作战 的战术 ，所以上层甲板较宽 ，选用的船板更

厚 ， 船只整体上也更重 。第二 ，从功能上看 ，
三列桨

战船除了战斗用船外 ，
还发展出运兵船、 运马船等

特殊用途的船型 ，
针对不同的功能作出了相应的改

造 。
？ 总之 ，在古风时代两列桨船发展的基础上 ，公

元前７世纪初产生了最早的三列桨战船 ，
三列桨战船

的船体结构和内部构造继承了公元前８世纪以后两

列桨船的特点
，进而形成了坚固而又轻巧的船体。

三、三列桨战船的人员组织与战斗性能

三列桨战船之所以成为古典时期希腊世界的

主力战船 ，不仅在于坚固而又轻巧的船体 ，
还因为

具有严密的人员组织系统 ，并据此形成 了卓越的战

斗性能 。 当一条三列桨战船建造完毕之后 ，沿着长

约 ３７ 米 ，宽约 ３ 米的斜坡 ，从船坞中滑入海中 ，

？
地

中海的波涛成为三列桨战船优越性能得以发挥的

舞台 。

熟练的桨手Ｕａｕｔａｉ ）是三列桨战船人员组织系

统的首要环节。 在阿里斯托芬《阿卡奈人》５４５
—

５５４

所描绘的嘈杂声中 ，
三列桨战船开始了出航前的准

备
，
桨手们纷纷走 向各 自的 岗位 。 在三列桨战船的

每侧 ，下船舷分布着 ２７ 名下层桨手 （ ｔｈａｌａｍｉｔｅｓ ） ，桨

柄从桨孔中伸出 。 在下层桨手的前上方 ，分布着 ２７

名 中层桨手 （ ｚｕｇｉ ｔｅ ｓ ）
，
中层桨手的桨孔分布在中船

舷和上船舷之间 。
？ 此外 ，

三列桨战船增加了坐在中

层桨手前上方的 ３ １ 名上层桨手 （ ｔｈｒａｎｉｔｅｓ ） ，
上层桨

手因为坐在舷外支架上 ， 可 以看到伸 出船体的桨

片
， 因此担任管理其他两层桨手的任务 ，并得到较

高的薪给 。
》桨手们面向船尾 ，每个桨手持

一

支桨 ，

桨杆用皮带圈 固定在船舷上以防止打滑 ，
桨片 的形

状从下层到上层桨手依次变窄 、变长 。

？

在公元前 ５ 世纪
一前 ４世纪

，
三列桨战船的人

员组织系统除了１ ７０ 名桨手之外 ，还包括 １ 名船长

（ ｔｒｉｅｒａｒｃｈｏｓ ） ，约３０名辅助水手 （ｈｙｐｅｒｅｓ
ｉａ） ，每条战

船载员量共计约为 ２００ 人 。

？
担任三列桨战船船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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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５４ ．

？Ｌｉ ｏｎＣ ａｓｓｏｎ ，Ｓｈｉｐ
ｓａｎｄＳ ｅａｍ ａｎｓｈ ｉ

ｐ
ｉｎｔｈｅＡｎｃｉｅｎｔＷｏｒｌｄ

，ｐ ． １ ８２ ．

（４）Ｌｉ ｏｎＣ ａｓｓｏｎ
，ＳｈｉｐｓａｎｄＳｅａｍ ａｎｓｈｉｐ

ｉｎｔｈｅＡｎｃｉｅｎ ｔＷｏｒｌｄ，ｐ
．９ ２ ．

⑤Ｊ
．Ｓ ．Ｍｏ ｒｒｉ ｓｏｎ

，ＴｈｅＡ ｔｈｅｎｉａｎＴｒｉｒｅｍ ｅ ：ＴｈｅＨｉ
ｓｔｏｒｙａｎｄＲ 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 ｔｉｏｎｏｆ

ａｎＡｎ ｃｉｅｎ ｔＧｒｅｅｋＷａｒｓｈｉｐ ，ｐ ． １ ８ ８．

⑥Ｌｉｏｎｅ
ｌＣａ ｓｓｏｎ

，

“

ＡＴｒｉ ｒｅｍｅｆｏｒＨｉｒｅ（ Ｉ ｓ ．

１ １
．

４８ ）
，

”

ＴｈｅＣｉａ ｓｓｉｃａｉＱｕａｒｔｅｒ／ｙ ，
ＮｅｗＳｅｒｉｅ ｓ

，
Ｖｏｌ ．４５ ，

Ｎｏ ．１ （
１ ９９５

）
， ｐ ｐ

．

２４ １
—

２４ ５ ． 亚里 士 多德记载
，

地米斯托克利 （Ｔｈｅｍｉｓ ｔｏｃ
ｌ
ｅ ｓ ）利 用 １ ００塔 兰特建造 了１ ００ 条三 列 桨战船 ，参见 ：

Ａｒｉｓｔｏ ｔｌ ｅ ，
Ａ ｔｈｅｎｉａｎ

Ｃｏｎｓｉ ｔｕ ｔｉｏｎ
，２２ ． ２９

—

３８ ． 关 于三列 桨战船的造价 ， 参见 ：

“

雅典水师船表
”

ＪＧｉ
３１ ０３ ２ ，

以及ＲｉｃｈａｒｄＦ ．Ｗｅｖｅｒｓ
，

Ｊｓａｅｕｓ：ＣｉｉｒｏｎｃＪｏ
－

ｇｙ，
Ｐｒｏｓｏｐｏｇｒａｐｈｙ，

ａｎｄＳｏｃ ｉａｌＨｉｓｔｏｒｙ，Ｍ ｏｕ ｔｏｎ
， １ ９６９ ，ｐ ｐ ．１ ９

—

２０ 。

⑦Ｊ
．Ｓ ．Ｍｏ ｒｒｉ

ｓｏｎ
，ＴｈｅＡｔｈ ｅｎｉａｎＴｒｉｒｅｍ ｅ：ＴｈｅＨｉｓｔｏｒｙａｎｄＲ ｅｃｏｎ 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ｏｆａｎＡｎｃｉｅｎ ｔＧｒｅｅｋＷａｒｓｈｉｐ，ｐｐ ． ２２７

—

２３ ０ ．

（
８）
ｊ

．Ｍｏｒｒｉ ｓｏｎａｎｄＲ．Ｗｉ
ｌｌ ｉａｍｓ ，ＧｒｅｅｋＯａｒｅｄＳｈｉｐ ｓ９０ ０

￣￣

３２２Ｂ．Ｃ．

ｔＣ ａｍｂｒｉｄ
ｇ
ｅＵｎｉｖ ｅｒｓｉ ｔ

ｙＰｒｅ ｓｓ ，２００ ８，ｐｐ
． １ ８ １
—

１ ８ ６ ．

？Ｌｉ ｏｎＧ ａｓｓｏｎ
，Ｓｈｉｐ

ｓａｎｄＳｅａｍ ａｎｓｈｉｐｉｎｔｈｅＡｎ ｃｉｅｎｔＷｏｒｌｄ，ｐ
．８３ ．

⑩Ｔｈｕｃ
ｙ
ｄｉｄｅ ｓ，Ｔｈ ｅＰｅｌｏｐｏｎｎ ｓｉｏｎＷａｒ

，６ ．３ １ ． ３

？Ｊ
．Ｓ ．Ｍｏ ｒｒｉｓｏｎ

，ＴｈｅＡｔｈｅｎｉａｎＴｒｉｒｅｍｅ ：ＴｈｅＨｉｓ ｔｏｒｙｍｄＲ 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ｏｆ
ａｎＡｎｃ ｉｅｎｔＧｒｅｅｋＷａｒｓｈｉｐ，ｐ ． １ ７２ ．

？对
“

ｈｙｐｅｒｅｓ ｉａ

”

的解释有争议 ，
哈蒙德 （Ｎ ．Ｇ ．Ｌ ．Ｈａｍｍｏｎｄ ）认为是桨手的 泛称 ， 参见 ：Ｎ ．Ｇ．Ｌ．Ｈａｍｍｏｎｄ ，

“

ＴｈｅＮａｒｒａ
－

ｌ
ｉｖｅｏｆＨｅｒｏｄｏ ｔｕ ｓＶＩ ＩａｎｄｔｈｅＤｅｃ ｒｅｅｏｆＴｈｅｍｉ ｓ

ｔ
ｏｃ

ｌ
ｅ ｓａ

ｔ
Ｔｒｏ ｅ ｚｅｎ ，

’ ’

Ｔｈ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ｅｌｌｅｎｉｃＳｔｕｄｉｅｓ ，Ｖｏｌ ． １ ０２（
１ ９８ ２

）
，ｐｐ

．７ ５
—

９３ 。 但是
，
本文认为莫里森的解读最具说服力 ，

即 ： ｉｉｙｐｅｒｅｓｉａ是与 ｎａ ｉｉｔａ ｉ（ 桨手 ）
相对的群体 ，

应理解为协助三列 桨战船船长的辅助

水手 。 参见 ：Ｊ
．Ｓ ．Ｍｏｒｒｉ ｓｏｎ ，

＂

Ｈ
ｙｐ

ｅ ｒｓ ｉａｉｎＮａｖａｌＣ ｏｎ ｔｅｘｔｉｎｔｈｅＦｉ ｆｔｈａｎｄ ＦｏｕｒｔｈＣｅｎｔｕｒｉｅｓ５０ ，

＾

Ｔｈ ｅ
Ｊｏｕｒｎ ａｌｏｆＨｅｌｌｅｎｉｃ

Ｓ ｔｕｄｉｅｓ
，Ｖｏｌ

．１ ０４（
１ ９８４

）
，ｐｐ ．４８

—

５ ９ ．

７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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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雅典被认为是富有者对城邦的捐助义务 ，他不仅

是船只的最高指挥者 ，
还需负责船只的保养和维修

费用 ，并支付桨手们额外的补贴 。 大约在西西里远

征之后 ， 出现了双船长 （ ｓｕｎｓ ｔｒｉｅｒａｒｃｈｏ ｓ ） ，
两名船长各

负责 ６ 个月 。

？ 三列桨战船的辅助水手包括 ： 舵手

（ ｋｙｂｅｍｅｔｅ ｓ ） ，
地位仅次于船长 ， 因为船长的选拔主

要依据是财富而非才能 ，所以多数情况下船长会将

指挥权转让给船尾的舵手 ；桨手长 （ ｋｅ ｌｅｕ ｓｔｅｓ ） ，主要

任务是管理桨手 ，激励士气 ，因为还负责传达舵手

指令的职责 ， 所以
一

般位于舵手附近 ； 五十士官

（ ｐｅｎ
ｔｅｋｏｎｔａｒｃｈｏｓ ） ，协助执行桨手长的指令 ， 同时管

理船只的钱粮事物
；
船首哨官 （ ｐｒｏｒａｔｅｓ

 ） ， 负责瞭望

敌情和风向 ，
协助舵手掌管航向 ；长笛手 （ａｕ ｌｅｔｅｓ／ｔｒｉ

－

ｅｒａｕｌｅｓ ） ，负责协调桨手们划桨的节奏
；修船师 （ｎａｕ

－

ｐｅｇｏｓ ） ，负责维修船只 。 此外 ，辅助水手还包括 １ ０ 名

水兵 （ ｅｐ
ｉｂａｔａｉ ）和 ４ 名 弓箭手 （ ｔｏｘｏｔａｉ ） ，

？ 剩余的 １０

名辅助水手则分为两组 ，分别作为舵手和船首长的

助手 ，也可作为备用桨手 。
？ 在船只高速前进时 ，

７Ｊ
Ｃ

兵坐或趴在上层 甲板上 ， 准备投掷长矛或登上敌

船 ，
但莫里森认为 ，在注重撞角 战术的雅典三列桨

战船上 ，水兵的主要作用是维持桨手们的秩序 。

④ 通

常情况下 ，雅典三列桨战船的人员 由公民 、居住在

雅典的侨民 （ｍｅｔｏｉｋｏｓ ） 和来 自雅典盟邦的外邦人

（ ｘｅｎｏｓ ）构成 ，

？ 但在公元前 ４世纪 ， 出 现了奴隶担

任桨手的现象 。

？

三列桨战船严密的人员组织系统使得坚固而

又轻巧的船体结构转化为实际的战斗力 。 因为三列

桨战船具有快速 、灵活 的特点 ，所以撞角逐渐成为

海战 中的主要武器 ，
并发展出一套精密的撞角战

术 。 撞角战术大致分为两种 ： 第
一

种是环航战术

（ｐｅｒｉｐｌｏｕｓ ） ， 由三列桨战船构成的船队将己方的战

船排成
一

列纵队 ，
然后快速驶向敌方船队的侧翼 ，

用撞角撞击敌船的船舷 ， 或机动到敌船的后方 ，撞

击敌船的船尾 。 第二种是穿插战术 （ ｄｉｅｋｐ ｌｏｕｓ ） ，三歹！
Ｊ

桨战船高速行驶 ， 穿过敌船的防线 ，然后迅速调转

船头 ，撞击敌船船尾 。 公元前 ４９４ 年 ，波凯亚 （Ｐｈｏ
－

ｃａｅａ ）人狄奥尼修斯 （Ｄ ｉｏｎｙｓ ｉｏｓ ）在教授爱奥尼亚人

海战技巧时 ， 第
一

步便是练习 如何穿越敌人的防

线 。
？ 如果船长和水手们的航海技术足够熟练 ，战船

还可以倾斜一定的角度 ，在穿插敌船的过程中使船

身快速擦过敌船的船舷 ，
从而折断敌船的船桨 ，使

其丧失动力 。

事实上
，
撞角战术强大威力的发挥是三列桨战

船上人员组织系统实际功效的集中体现 ， 因而具有

极高的技术要求 。 在两条高速航行的船只相撞的情

况下 ，如果角度过正 ，很容易撞坏 自身的撞角 和船

首 。 不仅如此 ，在撞击敌船时 ，如果力度过轻 ，起不

到破坏敌船的作用 ， 如果相反 ，则会因难以迅速拔

出撞角 ，使 自身陷人危险的境地。 在萨拉米海战中 ，

波斯船队中一支萨摩特拉开的船撞击
一支阿提卡

船 ，
正当那只阿提卡船沉没的时候 ，

一支埃吉那的

船又将这只没有来得及拔出撞角 的萨摩特拉船撞

沉 ，但戏剧性的是 ，这只埃吉那船 自身在撞击之后

也没有迅速拔出撞角 ，希罗多德描述道 ：

“

擅于使长

枪的萨摩色雷斯人 （ Ｓａｍｏｔｈｒａｃｉａｎｓ ）在被击沉的船上

向对方水兵投掷标枪 ，将对方水兵
一

扫而光后 占有

了那条船。

， ’

⑧ 正如哈拉得 （ Ａ ．Ｊ．Ｈｏ ｌｌａｄａ
ｙ ）所说 ，尽

管撞角战术被认为是最有效的战术并被长期使用 ，

但是它只被 自信拥有足够熟练航海技术的水手们

所采用 。
？

①


Ｂｏｒｉｍｉｒ
Ｊ

ｏｒｄａｎ
，ＴｈｅＡ ｔｈｅｎ ｉａｎＮａｖｙ ｉｎｔｈ ｅＣｌａ ｓｓｉｃａｌＰｅｒｉｏｄ ：ＡＳ ｔｕｄｙｏｆ Ａ ｔｈｅｎｉａｎＮａｖａｌＡｄｍｉｎｉｓ ｔ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ｎｔｈ ｅＦｉｆｔｈａｎｄＦｏｕｒ ｔｈＣｅｎｔｕｒｉｅｓＢ ．Ｃ
，ｐ ． ７２ ．

②在 某些情况下
，

ｅｐ ｉｔ＞ａ ｔａｉ （水兵 ）不被看 作是ｈ
ｙｐ

ｅｒｅｓｉａ
，

比如 ：Ｄｅｍｏ ｓｔｈｅｎｅ ｓ
，５０ ． １ ０

，
２ ５

，

３ ２
，

３６ ． 参见 ：

Ｊ
．Ｓ ．Ｍｏｒｒｉ ｓｏｎ

，

“

Ｈ
ｙ

－

ｐ
ｅｒｓｉ ａｉｎＮａｖａｌＣｏｎ ｔｅｘｔｉｎｔｈｅＦｉｆｔｈａｎｄＦｏｕｒｔｈＣｅｎｔｕ ｒｉｅｓＢＣ

，

Ｊ ，

ｅｓ
ｐ

．

ｐ ｐ
．５５
—

５ ６ ．

③Ｊ
．Ｓ ．Ｍｏ ｒｒｉｓｏｎ

，ＴｈｅＡ ｔｈｅｎｉａｎＴｒｉｒｅｍｅ ：ＴｈｅＨｉｓｔｏｒｙａｎｄ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
ｔ
ｉｏｎｏｆ

ａｎＡｎ ｃｉｅｎ ｔＧｒｅｅｋＷａｒｓｈｉｐ ，ｐｐ
． １０８
一

１ １ ４．

④Ｊ
．Ｓ ．Ｍｏ ｒｒｉ ｓｏｎ

，ＴｈｅＡ ｔｈｅｎ ｉａｎＴｒｉｒｅｍ ｅ ：ＴｈｅＨｉｓｔｏｒｙａｎ
ｄＫ 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ｄｏｎｏｆａｎＡｎ ｃｉｅｎｔＧｒｅｅｋＷａｒｓｈｉｐ，ｐ ． １ １ ０ ．

⑤Ｔｈｕｃ
ｙｄ

ｉｄｅ ｓ
，ＴｈｅＰｅｌｏｐ ｏｎｎｓｉａｎＷ ａｒ

，１ ． １ ４３ ． １

—

２

⑥奴隶作为 桨手的情况并不常见 ，
使用奴隶的文献参见 ：

Ｔｈｕｃｙｄｉｄｅ ｓ
，ＴｈｅＰｅｉｏｐｏｎｎｓｉａｎＷａｒ

，７ ． １ ３ ． ２
；Ｘｅｎｏ

ｐｈｏｎ ，Ｈｆｓｔｏｉｙｏｆ
＊

Ｇ ｒｅｅｃｅ
，

１ ．６ ． ２ ４；ＪＧ２２１ ９ ５１ ． １ １ ７ ．修昔底德提到 了 科基拉人 （ Ｃｏ ｒｃｙｒａｅａｎｓ
）和歧奥斯人 （ Ｃｈｉａｎ ）水师 中使用 奴隶 的 情况 ， 参见 ：

Ｔｈｕｃ
ｙ
ｄｉｄｅ ｓ

，ＴｈｅＰｅｌｏｐｏｎｎｓｉａｎ
Ｗａｒ

，
１

． ５５ ． １
，８ ． １５ ．２ 〇ＪＬ


：

Ｊ
．Ｓ ．Ｍｏｒｒｉｓｏｎ

，ＴｈｅＡｔｈｅｎｉａｎＴｒｉｒｅｍｅ ：ＴｈｅＨｉｓｔｏｒｙａｎｄ

Ｒｅｃｏｎ ｓｔｒｕ ｃｔｉｏｎｏｆａｎＡｎｃｉｅｎ ｔＧｒｅｅｋＷａｒｓｈｉ
ｐ ｙｐｐ

． １ １ ７
—

１ １ ８ ．

？Ｈｅｒ ｏｄｏ ｔｕｓ
，Ｈｉｓｔｏｎｅｓ

，６ ． １ ２

⑧Ｈｅｒ ｏｄｏ ｔｕ ｓ
，Ｈｉｓｔｏｒｉｅｓ

，８ ．９０ ．２

⑨Ａ．

Ｊ
．Ｈｏ

ｌｌａｄａｙ ，

“

ＦｕｒｔｈｅｒＴｈｏｕｇｈ ｔｏｎＴｒｉｒｅｍｅＴａｃｔｉｃ ｓ
，

”

Ｇｒｅｅｃｅ＆Ｋｏｍｅ
，Ｖｏ ｌ

．３ ５ ，Ｎｏ ．２（
１９ ９８

）
，

ｐ
． １ ５０ ．

７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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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列桨战船战斗性能的发挥不仅需要高超的

驾驶技术 ，而且在空间和时间上都有着特定的限制

条件 。 在通常情况下 ，为了保持船只的战斗力 、提高

速度和机动性 ，
三列桨战船的设计往往尽可能地节

省空间和重量 ，雅典的三列桨战船尤是如此 。 位于

下层桨手的凳子下面的船只储藏室 ，
只能用来贮藏

船桨 、索具等极端重要的物资 。
①桨手们在航行中需

要消耗大量的水 ，
战船的设计也没有给桨手们预留

睡眠和进食的空间 。 因此 ，每隔一段时间桨手必须

登岸舒展身体 ， 并到沿岸居民提供的市场上购买

水 、食物等补给 。 戈姆 （Ａ ．Ｗ．Ｇｏｍｍｅ ）指出
，
在正常

的航行条件下 ，
三列桨战船

一天在海上最多可 以航

行 １２ 小时
，
每隔 ２４ 小时战船就必须靠岸更新饮水

等补给 。
？ 因为续航能力低 ，战船的航行距离严重依

赖于航线沿岸是否有友好的居民提供可以购买补

给的市场 。 雅典水师在远征西西里期间 ， 因为无法

获得友好城邦供给 的谷物和人力 ，所以只能通过在

陆地劫掠获取补给 。
？ 除此之外 ，天气因素也对三列

桨战船性能的发挥产生重要影响 。 复合式的桨手结

构增加 了驾驶船只 的难度 ，
而轻便的船体使得船只

在风浪中更加难以控制 。 正如卡森所说 ，
三列桨战

船与其说是战船 ，
不如说是

一

艘赛艇 。
？ 因此 ，

三列

桨战船出航时 ，

一般都要选择风平浪静的时候 ，以

尽可能地避免风暴等恶劣天气 。

？ 受季风的影响 ，地

中海地区的航海时段为每年的 ３ 月 １０ 日 到 １ １ 月

１〇 日 ， 其中 ５ 月 ２７ 日 到 ９ 月 １４ 日 为最佳航海时

间 。 在秋、冬季节 ，
古希腊鲜有海战 ，只有

一

些非常

重要的派遣 、急需物资的运输 ，
以及无法延误的水

师行动 。
？公元前 ４３０

—

前 ４２９ 年冬季 ，雅典派遣 ２０

条船环伯罗奔尼撒半岛航行 ，
派遣 ６ 条船到开利

阿 、 吕西亚征收贡款都属于极特殊的情况 。

？

由此可见 ，

一条三列桨战船战斗性能的充分发

挥 ，需要苛刻 的条件 ，包括 ：船只的建造 、战斗环境

的选择 、 天气因素的影响 ，
以及水师将领对战船性

能的熟悉和指挥才华 ，特别是要求水手们掌握熟练

的航海技能 。 只有在熟练掌握驾驶技术的前提下 ，

针对不同的环境运用恰当的战略战术 ，才能最大限

度地发挥三列桨战船的战斗力 。 至此 ，我们才能更

为深入地理解修昔底德为何宣称
“

雅典帝 国
”

不是

雅典人通过强力窃取 ，而是源 自盟邦们的请求 。

？ 在

公元前 ５ 世纪的希腊世界 ，
只有

“

全希腊的学校
”

雅

典有足够的财力和人力 ，长期维持一支由三列桨战

船组成的强大水师 。

四 、余论

在古典时期的地中海世界 ，
三列桨战船凭借卓

越的战斗性能不仅成为希腊水师的主力战船 ，
而且

使用范围遍及希腊半岛 、波斯 、腓尼基 、西西里和埃

及等地区 。 但与此同时 ，传统的单层 ３０ 桨 、５０ 桨船 、

两列桨船等船型作为辅助船只依然长期存在 。

在古代地中海世界的船只发展史上 ，始终存在

着
一种与三列桨战船强调快速 、灵活战术的思路完

全相反的倾向 ，
Ｓ卩 ： 着重发展战船的坚固性优势 ，将

撞角战术为主的
“

技术战
”

转化为接舷战为主的
“

消

耗战
”

。 科林斯等大多数城邦并未像雅典一样将撞

角战术放在首位 ，而是牺牲三列桨战船的高速度和

灵活性 ， 回到传统相对简单和廉价
“

接舷战
”

， 将海

战
“

陆战化
”

，凭借战船的坚固性对抗雅典战船的机

动性 。 科林斯最早对战船进行改装 ，紧接着是大港

海战 中的叙拉古 ，减少船首的长度 ，
增加了支柱加

固船首 ，
在战斗 中凭借采取船首相撞的战术 ，破坏

雅典水师的船首和戚外支架 ，然后进行接艘战 。
？ 乔

丹认为 ， 即使是撞角战术运用最为娴熟的雅典 ，
在

公元前 ５ 世纪 中期依然试图改装战船以适应接舷

战的需要 。
？公元前 ５ 世纪末以后 ，饱经战乱的雅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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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身也无法提供足够数量的熟练桨手 ， 而在西西里

远征船队全军覆没后 ，仓促之间建造起来的新船也

难以像以往一样对木料 、船具等精益求精 ，
三列桨

战船快速 、灵活的战斗性能至此已经失去了熟练水

手和精良建造结构的保证 。

因此 ，在公元前 ４ 世纪 以后 ，
地中海地区的海

战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 战船的坚 固性成为了船只

建造首要考虑的因 素 ，足够的金钱和人力 ，
而不是

技术开始成为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 。
？ 到 了希腊化

时代 ，投石机 、弩炮等远距离重型装备开始安装在

战船上 ，战船逐渐向坚固化 、大型化发展 。 当两军相

遇时 ， 战船首先要经受確石的远距离攻击 ， 紧接着

是弓箭和长矛 ， 最后 当两船靠近时便是接舷战 ，尽

管撞角战术依然作为
一

种常规战术存在 ，但是战斗

的胜利最后取决于甲板上的水兵 。

？
战船依然沿袭

了两层或三层的复合式桨手结构 ，但是采取了
一桨

多人的方式 ， 公元前 ３９９ 年 出现了 四列桨战船 ，
紧

接着是五列 、六列桨战船 ，随着争霸战争的愈演愈

烈 ，尤其是亚历山大死后的
“

继承者战争
”

，东地中

海地区各个文明间展开了一场扩充水师的
“

军备竞

赛
”

，大型化的战船迅速推广 。 在公元前 ３世纪 ， 出

现了三层桨手 、 每 ４ 名桨手划一支桨的十二列桨

船 ，
以及两层桨手 、每 ８ 名桨手划 １ 只桨的十六列

桨船 。 在公元前 ２
—公元前 １ 世纪 ，甚至出现了体积

更大的三十列 、 四十列桨船 ， 可以承载 ４０００ 名桨

手 、 ２８５０ 名士兵的庞然大物 。

？

由此可见 ，
三列桨战船的建造和使用 ，是希腊

城邦文明在古典时期极盛阶段的历史产物 。 随着古

风时代希腊航海活动的勃兴 ， 社会财富的积累 ， 以

及波斯入侵的外部刺激 ，
三列桨战船在公元前 ５ 世

纪迅速推广 ， 成为古典时期希腊世界的主力战船 。

一支以三列桨战船为主体的强大水师构成了 

“

雅典

帝国
”

的统治支柱 。 然而 ，
三列桨战船卓越的战斗性

能是建立在巨大的物质财富 和人力资源之上 ， 因

此 ，修昔底德才在
“

密提林演说
”

中强调盟邦的收人

是
“

雅典帝国
”

统治的基础 。
？ 然而 ，

随着伯罗奔尼撒

战争末期
“

雅典帝国
”

的逐步瓦解 ，雅典再也无力继

续维持
一支由技术先进 、性能优越的三列桨战船组

成的水师 ，希腊城邦文明的衰落最终导致海战方式

的改变 。 很大程度上 ，
三列桨战船的发展、演变是古

典希腊兴衰的集中体现。

（责任编辑 ： 孟钟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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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ｄｅａｓ ．

ＴｂｅＤｉｓｏｒｄｅｒ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Ｗａｒ ：ＡＰｒｅｌｉｍｉｎａｒｙ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
ｔｉｏｎｏｎＣｒｉｍｅｓｉｎＣｈｅｎｇｄｕａｎｄＣｈｏｎｇｑｉｎｇＡｒｅａｓ ｉｎ

ｔｈｅＡｎｔｉ
－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Ｗａｒ（ＺＨＵＨａ ｉ

ｊ

ｉａ ）

ＤｕｒｉｎｇｔｈｅＡｎｔ ｉ
－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Ｗａｒ
，ｖａｒｉｏｕｓｆｏｒｍｓｏｆｃｒｉｍｅｓｃｏｎ ｓｔａｎ ｔｌｙｔｏｏｋｐｌａｃｅｉｎｈｏｍｅｆｒｏｎｔｃｉｔｉｅｓ ．Ｔｈｅ

ｒｅａ ｓｏｎｓｗｅｒｅｎｕｍｅｒｏｕ ｓ
，ｆｏｒｅｘａｍｐｌｅ

，ｔｈｅｓｕｒｇｉｎｇｐ ｏｐｕ
ｌａｔｉｏｎｗｈ ｉｃｈｆａｒｓｕｒｐａｓｓｅｄｔｈｅｃｉｔｉｅｓ

＊

ｒｅ ｓｏｕｒｃｅｃａｒｒｙ
？

ｉｎｇｃａｐａｃ
ｉ ｔ

ｙ ，
ｔｈｅｗａｒｔｉｍｅ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ａｎｄ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ｄｅｇｒａｄａ

ｔ
ｉｏｎ

，ｓｈ ｏｒｔｓｕｐｐ ｌｙ
ｉｎｇｏｏｄｓ ，ａｎｄｍａ ｓｓｓ ｔａｒｖａ

？

ｔｉｏｎ ．Ｔｈｅｒｉ ｓｅｏｆｃｒ ｉｍｅｓｗａｓａ ｌｓｏａｓｓｏｃｉａｔ ｅｄｗｉ ｔｈｔｈｅｓｏｃｉａｌｄｉｓｏｒｄｅｒｉｎａｒｅｌａ ｔｉｖｅｌｙｃ ｌｏｓｅｄｎａｔｕｒａ ｌｅｎｖｉｒｏｎ？

ｍｅｎｔ
，
 ｔｈｅｃｏｒｒｕｐ

ｔｉｏｎｏｆｓｏｃ ｉａ ｌｃｕ ｓｔｏｍｓ
，ａｎｄｔｈｅｍｏｒａｌｄｅｃａｄｅｎｃｅ ．Ｔｈ ｅｕｒｂａｎｐｕｂｌ

ｉｃｃｒｉｍｅｓｗｅｒｅｄｉｖｅｒｓｅ
，

ａｎｄｔｈｅｃｒｉｍ ｉｎａｌｇ
ｒｏｕｐｓｉｎｖｏｌｖｅｄｗｅｒｅｗｉｄｅｓｐｒｅａｄ

．Ｍｏｄ ｅｍｊ
ｕｄｉｃｉａｌｉｄｅａｓｗｅｒｅａｐｐｌｉｅｄｔｏｔｈｅｃｒ ｉｍｉｎａｌ

ｐｅｎａｌｔｙ（ ｐｒｅｖ
ｅｎｔｉｏｎａｎｄｃｏｎｔｒｏｌ ）ｍ ｅｔｈｏｄ

，ｂｕｔｃ ｒｉｍ ｉｎａｌｓｗｅｒｅｍｕｃｈｍｏ ｒｅ ｓｅｖｅｒｅｌｙｐｕｎｉｓｈｅｄ ．Ｔｈｅｃｒｉｍｅ

ｐｒｏｂｌｅｍｉｎｔｈ ｉｓｐｅｒ ｉｏｄｗａｓｖｅｒ
ｙｃｏｍｐｌｉｃａｔｅｄａｎｄｓｐｅｃ ｉａｌ．

ＰｒａｇｍａｔｉｃＬｉｓｔｉｅｓｓｎｅｓ ｓ
：ＴｈｅＢｅｇｉｉｍｍｇｏｆｔｈｅ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ＢｒｉｔｉｓｈＳ ｉｎｏｌｏｇｙ（ＬＩＵＬｉ ）

Ｆｏｒａｌｏｎｇｔｉｍｅ
，Ｂｒｉ ｔｉｓｈｓ ｉｎ ｏｌｏ

ｇ
ｉ ｓｔｓｈａｄｂｅｅｎｃｏｎｆｕ ｓｅｄａｎｄｄｉｓａｐｐｏｉｎｔｅｄｗｉ ｔｈｔｈｅ ｉｎｄｉｆｆｅ ｒｅｎｃｅｏｆｔｈｅ

Ｂｒｉｔｉｓｈａｕｔｈｏ ｒｉｔｉｅｓａｎｄａｃａｄｅｍ ｉａｉｎｔｈｅｓｐｅｃｉ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ｐｒｏｃｅ ｓｓｏｆｓ
ｉｎｏｌｏｇｙ ，ｃａｌｌｉｎｇｉｔｔｈｅ

“

ｓｉｎｇｕｌａｒｌｉｓｔｌｅｓｓ
？

ｎｅ ｓｓ

”

．Ｔｈｅ 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ａｔｔｉｔｕｄｅ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ｄｔｈ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ｎｄｅｘｐａｎｓ ｉｏｎｏ ｆＢｒｉｔｉｓｈｓ ｉｎ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ｌｅｄ ｉｔｔｏ

ｆａｌｌｂｅｈｉｎｄＷｅｓｔｅｒｎ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ｃ 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ｓｕｃｈａｓＦｒａｎｃｅ
，ＧｅｒｍａｎｙａｎｄＲｕｓｓ ｉａ ．Ｔｈｉｓａｒｔｉｃｌ ｅａｔｔｅｍｐ ｔｓｔｏｒｅ？

ｖｉｅｗｔｈ ｅｅａｒｌ
ｙｄｅｖ

ｅ 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ｓｉｎｏｌｏｇｙ
ｉｎＢｒｉ ｔａｉｎａｓｗｅｌ ｌａｓｔｈｅｅｓｔａｂ ｌｉｓｈｍｅｎｔｐｒｏｃｅｓｓｏｆｓ

ｉｎｏｌｏ
ｇ
ｉｃａｌｄｉ ｓｃｉ

？

ｐｌｉｎｅｓｍ ａｒｋｅｄｂ
ｙｔｈｅｅｓｔａｂ ｌｉｓｈｍｅｎｔｏｆ

＾

Ｐｒｏｆｅ ｓｓｏｒｏｆＣｈ ｉｎｅｓｅ

＂

ａｔｕｎｉｖｅｒｓｉ ｔｉｅ ｓ ．Ｉ ｔａｌ ｓｏａｎａ ｌｙｚｅ ｓｔｈｅｆａｃ ｔｏｒｓｂ ｅ？

ｈｉｎｄｔｈｅｐｒｏｍｏｔｉ ｏｎｏｆｓ ｉｎｏｌｏｇｙ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ｉ ｓｐｅｒｉｏｄ ，ａｎｄｇ
ｉｖｅｓａ ｒｅａｓｏｎａｂｌｅｅｘｐｌ ａｎ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ｔｈｅ

＂

ｓｉｎｇｕｌａｒｌｉｓ ｔ
—

ｌｅｓｓｎｅｓｓ
＂

ａｔｔｉ ｔｕｄｅ ．

ＡＳｔｕｄｙｏｎＦａｍｉｌｙ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ｎｇ

ｏｆＷｅｎｇＴｏｎ＾ｉｅ（
ＷＡＮＧＺｈｏｎｇｌｉａｎｇ ）

Ｗｅｎ
ｇＴｏｎｇｈｅｗａｓａＣｈｉｎ ｅｓｅｓｃｈｏ ｌａｒｅｄｉｆｉｅｄｂｙｔｈｅＣｏｎｆｕｃｉａｎｃｕｌ ｔｕｒｅ

．
Ａ ｓａｎｏｒｄｉｎａｒ

ｙｐｅｒｓｏｎ ，Ｗｅｎｇ

ｐｒａｃ ｔ
ｉｃｅｄｓｅ ｌｆ

－

ｃｕｌｔ ｉｖａｔ ｉｏｎｔｏｒｅｇｕ ｌａｔｅ ｔｈｅｆａｍ ｉ ｌｙ ．Ｂｅｉｎｇｆｉ ｌｉａ ｌａｎｄｆｒａ ｔｅｒｎａｌ
，ｈｅｗａｓａｍｏｓｔｌ ｏｖｉｎｇｈｕｓｂａｎｄａｎｄ

ｆａｔｈｅｒ ．Ｓｅｌｆ
－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ｉｏｎｒｏｏｔｅｄｉ
ｎｆａｍ ｉｌ

ｙ
ｔｒａ ｉｔｗｈｉｃｈｈ ａｓ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ｅｎ ｌｉｇｈｔｅｎｍｅｎｔａｎｄ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ｉｇｎｉ ｆｉ ｃａｎｃｅｏｎ

ｔｈｅｃｕｒｒｅｎｔｆａｍ ｉ ｌｙ
ｔｒａｄｉ ｔｉｏｎａｎｄａｄｍ ｉｎｉｓ ｔｒａ ｔｉｖｅｓ ｔｙｌ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 ｉｏｎ ．

Ｔｌ ｉｅＢｉｒｔｈａｎｄＦｅａｔｕｒｅｓｏｆＡｎｃ ｉｅｎｔＣｒｅｅｋＴｒｉｒｅｍｅ（ ＧＵＯＴａｏ ）

Ａｓｅａｒｌｙａｓ ｉｎ３０００Ｂ ．Ｃ ．Ｅ ．
，ａｎｃｉｅｎｔＧｒｅｅｋｈａｄｐｒｏｄｕｃｅｄｔｈｅｌｏｎｇｓｈｉｐｗ

ｉ ｔｈｏａｒｓ ．Ｄｕｒ ｉｎｇｔｈｅＭ ｉｎｏａｎ

１３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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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ｎｄ ｔｈ ｅＭ
ｙ
ｃｅｎａｅａｎｐｅｒ ｉｏｄｓ

，ｔｈｅｄｅｓ ｉｇｎｏｆｒａｍａｎｄｄｅｃｋｈａｄａｃｈｉｅｖｅｄｇｒｅａ ｔ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Ｉｎｔｈｅ８ ｔｈｃｅｎｔｕ ｒ
ｙ
Ｂ ．

Ｃ ．Ｅ ．

，ｔｈｅｂｒｉｒｅｍｅａｐｐｅａｒｅｄ
．Ｔｈｅｄ 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ｔｈｅｒａｍａｎｄｔｈｅｓｕｐｅｒｓ

ｔｒｕｃ ｔｕｒｅｏｆｏａｒｓｒｅｓｕｌｔｅｄｉｎｔｈｅ

ｂ ｉｒ ｔｈｏｆ ｔｈｅ ｔｒｉｒｅｍ ｅ ．Ｂａｓｅｄｏｎｉ ｔｓｆｉｒｍａｎｄｌｉｇｈｔ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ｔｈ ｅｓ ｔｒｉｃ ｔｐｅｒｓｏｎｎｅ ｌｏｒｇａｎ

ｉｚａｔｉｏｎｓｙｓ ｔｅｍ
，ａｎｄｔｈｅ

ｅｘｃｅ ｌｌｅｎｔｃｏｍｂａｔｃａｐａｂ
ｉ ｌｉ ｔ

ｙ ， ｔｈｅｔｒｉｒｅｍｅｗａｓａｄｏｐｔｅｄｒａｐ
ｉｄｌｙｂｙｏ ｔｈｅｒｓ ｔａｔｅｓｉｎｔｈｅ５ｔｈｃｅｎ ｔｕｒ

ｙＢ ．Ｃ ．Ｅ ．ａｎｄ

ｂｅｃａｍ ｅｔｈｅｍ ａｉｎｓｔ
ｙ
ｌｅｏｆｗａｒｓｈｉｐ ｓ ｉｎａｎｃｉｅｎｔＧｒｅｅｃｅ．Ｉｎｔｈｅ４ｔｈｃｅｎ ｔｕ ｒｙ

Ｂ ． Ｃ ． Ｅ．

，ｔｈｅ ｔｒｉ ｒｅｍｅｇｒａｄｕａｌｌｙｄｉ ｓ
？

ａｐｐｅａｒｅｄａｓａｒｅ ｓｕ ｌ
ｔｏｆｔｈｅｄｅｃ ｌｉｎｅｏｆＧｒｅｅｋｃ ｉｔｙ

－

ｓ ｔａｔｅ ｓ ．Ｉｎｃｏｎｃｌｕｓ ｉｏｎ
，
ｔｈｅｅｖｏ ｌｕｔ ｉｏｎｏｆ ｔｒｉｒｅｍｅｒｅｆｌｅｃｔｅｄ

ｔｈｅｆａｔｅｏｆｔｈｅｃｌａｓ ｓｉｃａｌＧｒｅｅｋｃｉｖｉ
ｌ
ｉ
ｚａ ｔｉｏｎ．

Ｔｈｅ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Ｅｘｐｌａｎａｔｉｏｎｏｆ

Ｍ

Ｄｅ
－

Ｃｏｓｓａｃｋｉｚａｔｉｏｎ
＾

 ｉｎＲｕｓｓｉａ（ ＹＡＮＧＳｕｒａｅｉ
）

ＴｈｅＣｏ ｓｓａｃｋｓｗｅｒｅａｓｐｅｃ
ｉａｌｍｉ ｌｉｔａｒ

ｙｓ ｔｒａｔｕｍｉｎＲｕｓｓ ｉａ ． Ｉｎｉ ｔｓ４００ｙｅａｒｓ
’

ｈｉ ｓｔｏｒ
ｙ

，ｔｈｅＣｏｓｓａｃｋｓｅｘ
？

ｐ ｅｒｉｅｎｃｅｄ
“

ｄｉｖｉｓ ｉｏｎ

”

，

“

Ｃｏｓｓａｃｋｉｚａ ｔｉｏｎ

”

，
ａｎｄ

“

ｄｅ—Ｃｏｓｓａｃｋｉｚａｔｉｏｎ

”

．Ｆｒｏｍｔｈｅ１７ｔｈｔｏｔｈｅ１ ９ｔｈｃｅｎｔｕｒｙ ，
ｗｈｅｎ

ｔｈｅＲｕｓ ｓｉａｎ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ｗａｓｉｎｉ ｔｓｈｉｇｈｄａｙｏｆｅｘｐａｎ
ｓｉｏｎａｎｄｃｏ ｌｏｎｉａｌｉｓｍ

，
“

Ｃｏｓｓａｃｋｉｚａｔ ｉｏｎ
”

ｈａｐｐｅｎｅｄ ，

ｗｈｉｃｈ ｌｅｄ ｔｏｔｈｅ ｆａｓ ｔｇｒｏｗ ｔｈｏｆｔｈ ｅＣ ｏｓｓａｃｋｓ ．Ｂｕｔａ ｔｔｈｅｅｎｄｏｆｔｈ ｅ１９ ｔｈｃｅｎｔｕｒｙ ，
“

ｄｅ
＿

Ｃｏｓｓａｃｋ ｉｚａｔｉｏｎ

”

ｂｅ
？

ｃａｍｅｖｉｓ ｉｂｌｅｄｕ ｅ ｔｏｖａｒｉｏｕｓｆａｃ ｔｏｒｓ ．
“

Ｄｅ
－

ｃｏｓｓａｃｋｉｚａｔ ｉｏｎ
”

ｍｅａｎ ｓｔｈａｔｔｈ ｅＣｏｓｓａｃｋｓｖｏｌｕｎｔｅｅｒｅｄｏｒｗｅｒｅｆｏ ｒｃｅｄ

ｔｏｃｈａｎ
ｇ
ｅｔｈｅ ｉｒｍｉ ｌ ｉｔａｒ

ｙ ｌｉｆｅｓｔｙｌｅ．Ｒｉ

ｇｈｔｂｅｆｏｒｅｔｈｅｂ ｅｇ
ｉｎｎｉｎ

ｇｏｆｔｈｅ２０ｔｈｃｅｎ ｔｕｒ
ｙ ，

“

ｄｅ
—

Ｃｏｓｓａｃｋ ｉｚａｔｉｏｎ

”

ｈａｄ

ｂ ｅｃｏｍ ｅｉｎｅｖ ｉｔａｂ ｌｅ ．Ｈｏｗｅｖｅｒ ， ｉｎ１９ １７
， ｉｔｗａｓｔｕｒｎ ｅｄ ｉｎｔｏａｃｏｍｐｕｌｓｏｒ

ｙｃａｍｐａ ｉｇｎ．Ａｆｔｅｒｔｈｅ１ ９１ ７ｒｅｖｏｌｕ
？

ｔｉｏｎ
，

“

ｄｅ
－

Ｃｏ ｓｓａｃｋｉ ｚａ ｔｉｏｎ

”

ｅｘｐｅｒ
ｉｅｎｃｅｄｆｏｕｒｓｔａｇｅｓ

．
“

Ｄｅ
－

Ｃｏｓ ｓａｃｋｉｚａｔ ｉｏｎ

”

ｒｅｓｕｌｔｅｄｉｎｔｈｅｄｅｃ ｌｉｎ ｅａｎｄｔｏｔａｌ

ｄ ｉ ｓａｐｐｅａｒａｎｃｅｏ ｆ ｔｈｅＣｏｓｓａｃｋｓ ｔｒａｔｕｍ．

Ｆｒｏｍ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ＷａｒｆａｒｅｔｏＰｕｂＫｃＤｉｐｌｏｍａｃｙ ：ｔ
ｈｅ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ｏｆ 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

＇

Ｐｒｏｐａｇａｎｄａ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ａｎｄ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 
１ ９４５
—

１９６５（
ＨＵＴｅｎｇｊ

ｉａｏ ）

Ｉｎｔｈｅｅａｒｌｙｐ ｏｓｔｗａｒｐ ｅｒｉｏｄ ，ｔｈｅｂａｓｉｃｐ
ｒｉｎｃ ｉ

ｐ
ｌ ｅｏｆｆｏ ｒｅｉｇ

ｎｐｒ
ｏｐａｇａｎｄａｐｏ ｌｉ ｃ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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