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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据瑞典、印度学者统计，从公元前3200年到公元1964年这5164年间，世界上共发生战争14513次，竟
只有329年是和平的。
在残酷的战争中，几千年来约有364亿人丧生，约为当今全球总人口的一半。
所损失的财富若折合成黄金，可以铺一条宽150千米、厚10米、环绕地球一周的金带。
　  一切战争，无论其性质如何，都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和痛苦，吞噬了许多人的生命，摧毁了
人类自己创造的财富。
从这个意义上说，战争是对文明的摧毁。
　  然而，若真如和平爱好者所愿&mdash;&mdash;这个世界从无战争发生过，那么毫无疑问，我们的
文明史可能刚刚走到数百年或上千年前的阶段，甚至还很难脱离蒙昧的时代。
因为战争给各民族带去的，除了死亡外，还有先进的科技&mdash;&mdash;战争本身就是科技提升的主
要动力。
可以说，从文明诞生的那一天起，战争就与文明形影不离，互相左右&mdash;&mdash;文明差异导致了
战争，而战争推进了文明。
　  没有东方中原王朝对匈奴的打击，就不会有匈奴西迁事件，西罗马可能就不会被蛮族所瓜分，西
欧的格局乃至文明进程可能就不会是现在这样；没有工业革命后的西方国家敲开中国清朝的大门，可
能东方&ldquo;天朝上国&rdquo;还处于闭关锁国的自满之中；没有欧洲人的海外殖民战争，可能澳洲
、美洲的文明史还得推后几百年。
一些学者认为，工业革命以前，是东方在用战争和血来影响西方，而工业革命之后，则是西方用殖民
、革命来引领全球&hellip;&hellip;　  战争总是充满着前因后果&hellip;&hellip;如果俄罗斯人没有在西伯
利亚向东扩张，直达太平洋，就不会有日俄战争，苏联红军可能就不会进入东北打击关东军；如果二
战前英国、美国没有在亚洲建立自己的殖民地，就不会与日本的大东亚共荣圈产生冲突，也就不会有
太平洋战争；如果一战后英国、美国不阻止法国极度限制德国的做法，德国可能不会东山再起，可能
就不会发生二战&hellip;&hellip;然而，历史没有如果。
　  在战乱频繁的中国，人们早早懂得了&ldquo;生于忧患，死于安乐&rdquo;的道理，这句话用于形容
世界战争史，再合适不过。
无论战争的起源是仇、情，是宗教矛盾，还是纯粹的利益，其结果都是民族陷于战火，人受到压迫。
而从安乐中惊醒过来的人们，会呼唤人类求生存、求稳定的共性，进而探索出一种新的、先进的模式
，将乱局推翻重建。
　  新格局的组建，亦是新文明萌芽和发展的过程。
后世所景仰崇拜的雄才大略者，多于此时横空出世，如马其顿之亚历山大、古罗马之恺撒，又如东方
之秦皇、汉武，皆时代之英杰。
他们用沾满鲜血的双手，打通一条条文明通道，推动了世界发展进程。
亚历山大十年血战万里行，他的辉煌胜利促进了东西方经济和文化的交流，&ldquo;为西方人打开了东
方的大门，也为东方人敞开了西方的大门&rdquo;；十字军东征是一场浩劫，但同时刺激了西方商业发
展和文艺复兴的进程；一代&ldquo;军事艺术巨匠&rdquo;拿破仑通过战争，使欧洲大陆发生了巨大变
化&hellip;&hellip;　  几千年前，战争仅存在于部落之间，在古老的战争中，人们一对一地格斗。
那时，部落之间的仇杀、械斗可谓频繁。
后来战争的范围发展到城邦之间、邻国之间，接着出现几个国家结盟&ldquo;打群架&rdquo;，国境亦
在这种结盟之下演化、扩大。
在公元前，从两河流域打到地中海东岸便可算远征；公元后，从中原地区发兵攻西域很有难度。
到了中世纪，有了蒙古铁骑，有了纵马欧洲大陆的探索，随之有了新航路的发现和远洋作战。
时至今日，机械化兵团可一日千里，超级战斗机可随时随地出击，核武器更是可以顷刻间让整个城市
乃至整个国家灰飞烟灭。
因而大型战争也从几千年前的频繁发生变为很少发生。
　  法国与英国自中世纪划清界限后，便展开了数百年的纠缠，从百年战争中的纠结对抗，到七年战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世界是部战争史>>

争的水火不容。
一旦法国强大起来，英国就感到紧张，想扶持欧洲大陆的其他大国以制衡法国。
而一旦法国衰微，英国人又担心唇亡齿寒。
一战后英国反对过度制裁德国，欲留之以平衡法国，以及二战时接纳法国戴高乐流亡英国，两国变得
亲如兄弟，便是活生生的例子。
此外，日本在一战时反对德国，二战时却又为了共同利益，结成同盟以牵制苏联，亦是实
例&hellip;&hellip;在战争中，只有永恒的利益，没有永恒的敌意。
　  新势力、新文明崛起了，这样那样的因素就会产生，以致将战火强加于落后的一方。
正所谓&ldquo;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rdquo;，也应了中国那句流行语&mdash;&mdash;&ldquo;出来
混，总是要还的&rdquo;，成就了霸业的帝国总是容易忘乎忧患，导致形势逆转。
如此的循环往复，我们称之为历史的螺旋式行进。
在纵横万里的亚非欧大陆上，或是南北美和独成一隅的澳洲大陆上，数千年的帝国王朝争雄更迭，无
不遵从此律。
　  一个民族，一种文明，要么在战争中消亡，要么在血泪中成长。
　  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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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世界史上的著名战争（如雅典与斯巴达的战争、波希战争、炎黄之战、成吉思汗西征、美
国南北战争、两次世界大战）为线索，说明了战争贯穿人类史，战争决定人类史。
行文通俗生动而又广博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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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腾讯博客点击量6000余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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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雄跨欧亚非　  在世界范围内，人们公认的最早文明出现在亚洲西南部，即现今伊拉克南部
地区&mdash;&mdash;约在公元前3500年，由苏美尔人主导的文明。
从这时起，在欧、亚、非三洲相接的这块广袤土地上，长达数千年的文明冲突战开始了，群雄代起，
称霸一时。
正是在战争的推动下，西方文明从这里起源，东方文明在这里传播交融&mdash;&mdash;这里是现代文
明的摇篮。
　  地中海争霸　  第一个跨三洲的帝国&mdash;&mdash;波斯　  在巴比伦、亚述等西亚强国之后，东方
的波斯人登场了。
　  公元前6世纪以前，波斯人居住于波斯湾东岸的伊朗高原上，属于印欧语系的一支，在公元前20世
纪末由中亚一带迁入，有10个部落。
东面高山阻隔，南面汪洋，海岸线缺少港湾。
早期的波斯，一度处于米索不达米亚东部的米底王国的统治下。
　  公元前585年，强国米底立国已经有百余年，最后的王阿斯提阿格斯继位，并把女儿下嫁给波斯贵
族冈比西斯一世，后来生下了居鲁士。
　  公元前559年，居鲁士成为波斯人的首领，统一了波斯的10个部落。
公元前553年，居鲁士起兵对抗宗主国米底王国。
征服米底王国的战争持续了3年，公元前550年，波斯人攻入米底国都，正式建立波斯帝国。
　  曾与米底王国争霸一时但后来签订和平协议的吕底亚王国担心波斯进一步坐大，于公元前547年先
下手攻打波斯，并且焚毁了攻占的第一座城市。
随后，居鲁士前来与之交战，双方互有胜负。
　  为了防止吕底亚方面增援，不久居鲁士出乎意料地主动出击，攻入吕底亚本土，与仓促应战的吕
底亚人决战于国都郊外平原。
吕底亚军队战败，被围困于城内。
两周之后，波斯军队攀爬绝壁，攻入萨迪斯，吕底亚王国灭亡，国土被划分为两个行省。
　  至此，从高加索到波斯湾、东至地中海的地图上，只剩下新巴比伦王朝的国土没有出现在波斯帝
国的版图上。
此时的波斯帝国已然是西亚历史上领土最广阔的帝国。
不过，居鲁士并没有急于吃掉嘴边的这块肉，而是转身回到伊朗高原，开始征服东伊朗和中亚地区。
　  公元前539年，新巴比伦王国正忙于出兵镇压叙利亚地区的叛乱，无暇东顾。
而这正是波斯最好的出手时机。
　  居鲁士当然不会放过这样的机会。
　  世界是部战争史巴比伦城以异常坚固而闻名，但因为内部政治势力分歧由来已久，与国王不睦的
教会，竟然为居鲁士洞开城门，并在其进入巴比伦的道路上铺满了象征和平的绿枝&mdash;&mdash;数
千年之久的两河文明就这样为居鲁士献上了丰富的营养。
　  虽然久经祸乱，但巴比伦依然远比其他国家富足，以至其一地就可供应居鲁士大军4个月的粮食，
而帝国其他地方加在一起才够供应一年中其余的8个月之用。
　  居鲁士的成功在于，他执行的是宗教宽容政策，允许被征服者供奉自己本族的神祇。
这和新巴比伦的尼甲布尼撒相比，要更得人心，并且，这一政策被后继者们贯彻下去。
　  这个政策对犹太人来说意义重大&mdash;&mdash;半个世纪之前，愤怒的巴比伦人两次进攻耶路撒
冷，焚毁犹太圣殿，将犹太权贵和工匠掳回巴比伦，史称&ldquo;巴比伦之囚&rdquo;。
而当犹太人哀叹何时才能结束流亡生活的时候，却得到居鲁士的诏令，允许流亡埃及的他们回到耶路
撒冷并重建圣殿。
　  特殊的地理位置，让波斯的威胁总是来自东、西两边。
在西线战局稳定下来后，公元前530年，居鲁士亲率大军攻打里海东岸草原的马萨格泰人部落。
开始进展顺利，擒杀了马萨格泰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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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随后与马萨格泰主力军的决战进行得异常惨烈，有东道主优势的马萨格泰人赢得了最后的胜利，波
斯几乎全军覆没。
居鲁士阵亡，他的头颅被马萨格泰女王割下来，放在盛满血的革囊里。
　  后来，居鲁士的儿子冈比西斯二世打败了马萨格泰女王，运回了其父的尸首。
居鲁士的遗体归葬故都帕萨尔加迪（位于今伊朗法尔斯省）。
他赢得了永久的尊敬。
　  200年后，灭亡波斯帝国的亚历山大大帝从希腊东征到此，不仅没有毁坏居鲁士的陵墓，相反还下
令加以修葺。
居鲁士陵2500年来屹立不倒，在陵墓旁的一根柱子上，一段铭文至今仍清晰可见：&ldquo;我是居鲁士
王，阿契美尼德宗室。
&rdquo;　  居鲁士显然是一位有军事天才的将领。
但这只是他一个方面，也许更显著的方面是他的宽厚传递的统治特征。
他击败了企图谋害他的外祖父，但却让外祖父和自己住在一起，颐养天年。
他打败了和波斯有世仇的米底帝国，但仍把米底国王当做一个帝王对待，对国王的忠告言听计从。
他还把历代巴比伦国王掳掠来做奴隶的各民族的人释放，并派军队护送他们回故乡，并以人力物力支
援他们重建家乡和文明。
居鲁士大帝是那个时代的奇迹，是一位绝对令人佩服的君主。
　  居鲁士之子冈比西斯（公元前529年&mdash;公元前522年在位）在腓尼基舰队的支持下，于公元
前525年征服埃及，希腊在北非的殖民地昔兰尼以及利比亚自愿称臣，帝国疆土继续扩大。
意犹未尽的冈比西斯派出两支军队远征埃塞俄比亚和西瓦绿洲，均遭到惨败。
后来，残暴的冈比西斯在归国途中暴卒。
　  虽然居鲁士时期订立了一系列的好政策以促进被征服各民族的融合，但毕竟时间过于短促，很难
起到深入的作用。
而一旦军事强人消失，类似波斯帝国初期这种建立在军事征服之上的松散行政联合，必然发生危机。
　  而当冈比西斯还在埃及进行一系列战争时，国内的帝国宰相高墨塔发动政变，巴比伦、埃兰、亚
述、埃及乘机独立，脱离波斯。
中亚和其他地区也不断爆发反波斯人起义。
　  不过，历史似乎注定要赐给波斯一个英雄以促成跨三洲帝国的延续&mdash;&mdash;伟大军事强人
大流士在这时候出现，于公元前522年9月杀死高墨塔，推翻伪政权，登上王座，成为大流士大帝，统
治帝国达37年之久（公元前522年&mdash;前485年）。
　  大流士上台头两年，迅速平定帝国各邦暴动，同时改革政策，划帝国为23个行省，每省设总督，掌
管行政、司法和税收大权；另设军事长官专管军事，军政长官互不从属。
他还规定各省年贡税额，统一货币与度量衡制度，完成了从尼罗河到红海的运河修建工程，确定琐罗
亚斯德教为帝国国教，等等。
　  大流士恢复了居鲁士对隶属民族实行宽待与保护的政策。
他不仅重建古时的庙宇，赞助地方的一些教派，而且命令他的埃及总督同当地僧侣共同商讨制定埃及
法律，这在很大程度上缓和了被征服地区的民族矛盾。
　  不过，这并不代表大流士会停止军事扩张&mdash;&mdash;公元前514年到公元前513年，大流士远征
黑海北岸的西徐亚人。
西徐亚人实行坚壁清野，诱敌深入，在一望无际的大草原中，打败了波斯人。
但大流士的军队在归途中仍占领了爱琴海与黑海交界的色雷斯部分地区。
后又进而向爱琴海扩张，控制了希腊文化范围内的若干岛屿。
　  而在东面，大流士于公元前517年扩张到了印度河流域，中亚细亚也列入版图。
从此，波斯帝国成为地跨欧、亚、非三洲的大帝国。
帝国的版图包括伊朗高原、中亚的大部分、印度西北的一部分、整个西亚（包括小亚细亚濒海的希腊
城邦）、埃及第一瀑布以北，以及欧洲色雷斯部分地区和爱琴海上的一些岛屿。
　  而从大流士一世起，波斯帝国形成了一个特有的制度&mdash;&mdash;帝国的首都共有四个：苏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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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埃兰国都）、埃克巴塔那、巴比伦、波斯波利斯，波斯国王及其宫廷一年四季轮驻于每个都城。
　  大流士时代还有一个重要的贡献，那便是修建了贯通全国主要地区的交通网络，称为&ldquo;御
道&rdquo;。
它从萨第斯的西边（今土耳其伊兹密尔东约60英里）出发，向东穿过今土耳其的中北部，直到古亚述
国的首都尼尼微（位于今伊拉克摩苏尔），再折向南方抵达巴比伦（今伊拉克巴格达）。
正因为如此，考古学家认为西段御道是亚述王时期修建的，而大流士在此基础上进行了改良。
　  在巴比伦附近，波斯御道分走两条路线。
第一条向西北再向西经过埃克巴塔那走上丝绸之路。
另一条路线继续往东，经过波斯首都苏萨（在今伊朗境内），然后往东南到达波斯波利斯。
　  沿途设置许多驿站和旅店，据说这最初是大流士为满足其尽快吃到爱琴海鲜鱼的愿望而设立的，
但对于全国经济却是意义重大。
在御道上，波斯信差可以在七天内走过2699公里。
古希腊的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写道：&ldquo;这个世界上再没有什么东西比这些波斯信差还要走得快了。
&rdquo;　  大流士所改进的这一道路系统质量非常高，一直沿用到罗马时代。
土耳其迪亚巴克尔有一座当时波斯御道使用的桥梁，到今天仍然存在。
　  由于交通发达，沿途又有驿站接济和士兵保护，全国的贸易迅速发展起来。
从小亚细亚海岸到首都只需要三天时间，在张骞通西域之后，这条大道便成了丝绸之路的西段。
　  大流士还执行了促进海上贸易的政策，开辟海上航路，派舰队探索印度洋，打通从印度河口到埃
及的海上航线，还开通了从尼罗河到苏伊士的运河。
他是第一个将印度洋和大西洋两大水系连为一体的君主。
　  但大流士末年对希腊的入侵，从后世看来可算是一次失策。
　  公元前492年夏天，大流士派兵远征希腊，挑起战端，波希战争爆发。
这次入侵受到了以雅典为首的希腊城邦的拼死抵抗，使波斯帝国不得不卷入一场旷日持久的对希腊的
战争。
　  到大流士死时（公元前485年），这场战争仍在激烈进行着。
继任者薛西斯继续往希腊发兵，却同样成效不大。
公元前449年，波斯海军战败，双方签订和约，规定波斯承认小亚细亚希腊各邦独立，放弃对爱琴海和
黑海一带的统治。
　  历时43年的波希战争使波斯国势日趋衰弱，使希腊，特别是雅典的势力日趋强盛。
希腊击退了波斯的西进，重新打开了通往黑海的航路，确立了希腊在东地中海的霸权。
　  公元前4世纪中期，位于希腊北部的马其顿逐渐强盛，而伴随着希腊旷日持久的城邦联盟内耗（以
雅典为首的势力与以斯巴达为首的势力之战），整个希腊的实力大大下滑。
马其顿伺机南下，于公元前338年征服了整个希腊，建立永久同盟，强大的马其顿自然成为同盟领袖。
　  同盟会议还决定开始向波斯人反击。
可是正当马其顿腓力二世踌躇满志地准备东征时，突然在女儿的婚礼上遇刺身亡。
其子亚历山大（公元前336年&mdash;公元前322年在位）即位，于公元前334年率军远征波斯。
　  而此时的波斯帝国国内矛盾重重，小亚细亚、腓尼基、埃及等地苦于波斯的压力，准备依附希腊
人，以便争取独立。
　  如此境况下，亚历山大的东征之旅来得十分顺利。
公元前330年，亚历山大军队攻入波斯帝国旧都波斯波利斯，大流士三世仓皇出逃，死于非命，波斯帝
国灭亡。
　  波斯文化是由两河流域文明衍生而来，波斯文最初来源于巴比伦楔形文字。
崛起于落后部落的波斯帝国最爱做的便是吸收外来文化，无论是政治、典章制度，还是文学、艺术、
神话、建筑，皆是如此。
　  希罗多德有言道：&ldquo;波斯人比任何其他民族都更喜欢仿效外国人的习惯。
&rdquo;　  古波斯是历史上第一个地跨亚、非、欧三大洲的帝国，在世界五大文明发源地中，已征服
了其中三个，逼近了第四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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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格各异的众多文明第一次在同一个国家、同一个君主的统治之下，借由居鲁士时期所订立的宽松民
族政策，发生了剧烈的化学反应，既为西亚、北非的古文明作了总结，又为希腊、罗马文明提供了铺
垫，其承上启下的作用不可忽视。
　  波斯人的进攻　  四大文明中的古希腊文明（又称爱琴海文明），是最被欧美学者所推崇
的&mdash;&mdash;因为它是整个西方文明的摇篮，在地缘方面显然比东方文明要更加亲近。
而罗马文明，以及欧洲中世纪文艺复兴，甚至于工业革命早期，与古希腊文明都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其对现代社会的影响，远大于其他几大古文明。
　  希腊地区最早的民族被学者统称为地中海民族。
约6000到5500年前，一批说希腊语的人从多瑙河来到希腊北方，经过1000多年后，约在公元前2000年，
他们进入巴尔干半岛南端。
从公元前16世纪上半叶起，逐渐建立了一大批的城邦国家。
较强的有梯林斯、皮罗斯、迈锡尼、格拉斯、雅典等，迈锡尼发展最快最猛，成为当时希腊诸邦的老
大。
　  古希腊一直是城邦制，直到被罗马人统一，直接原因是它的地理特点&mdash;&mdash;地小山多，
多岛屿，各城邦之间虽有盟主存在，但实力不足以一统天下&mdash;&mdash;从迈锡尼到千年后的雅典
，都没能绝对统一过。
不过各城邦之间的文化基本相同，这也是不同时期各种同盟存在的必要条件。
　  强大起来的迈锡尼，在公元前13世纪到公元前12世纪之间，联合希腊诸城邦发动了特洛伊战争。
特洛伊的地理位置极为重要，处于欧亚之交的小亚细亚尖角上。
这是一个海峡城邦，往北，通向黑海，南面是爱琴海和地中海，如果希腊城邦想在陆地上向亚洲扩张
，那么特洛伊是跨过海峡后的第一站。
　  希腊诸城邦当时还处在铜器时代，其武器装备水平不足以攻破坚城。
特洛伊战争打了10年，其结果是特洛伊城破，但这场战争也消耗了迈锡尼的国力。
随着北方希腊人（多利亚人）的入侵，以及天灾等原因，迈锡尼灭亡了。
　  在战争的作用下，炼铁技术从小亚细亚传入希腊，使得希腊诸邦的农业水平得到提升。
公元前800年到公元前500年间，希腊文化圈里，建立了几百个城邦国家。
　  但由于岛国居多，耕地资源极为有限，以至希腊开始探索最古老的殖民方式&mdash;&mdash;在地
中海沿岸发展了数量可观的殖民地，建立殖民子邦。
这些子邦采用母邦的制度，政治上是独立的。
有记载的子邦有139个。
　  从实力上讲，当时希腊世界较牛的城邦依次是雅典、斯巴达、科林斯。
而殖民子邦中实力较强的则有意大利半岛南部的叙拉古、马赛，黑海南岸的西诺普，以及黑海到爱琴
海之间的咽喉要地拜占廷&mdash;&mdash;翻开地图，你会发现当时整个希腊世界可以称为岛国，而其
势力范围大大超过如今的希腊&mdash;&mdash;包括现今的黑海沿岸、小亚细亚西岸一大块地盘、西西
里、保加利亚、罗马尼亚，甚至意大利南部，皆在古希腊人的控制范围之内。
　  说古希腊是公元前4世纪之前的地中海霸主，毫不为过。
　  斯巴达位于伯罗奔尼撒半岛东南部，在公元前6世纪中叶之前的200多年里，一直保持着军事和体育
方面的优势地位。
纯正的斯巴达人只有9000多人，但他们统治着将近4万的自由民和20万的希洛族奴隶。
　  但斯巴达人的成功仅止于此&mdash;&mdash;由于实行全民军事化管理，对文化教育不予重视，所
以在长达百余年的战争中，斯巴达于文化上对希腊文明并无太多建树。
　  斯巴达的儿童属于国家财产，体格有缺陷的婴儿在出生时就会被处死，而那些被视为身体强壮的
男孩，满七岁就会被送到公育机构，由青年指导员带领，集体进行军事训练。
苏格拉底的学生塞诺封曾说过：&ldquo;斯巴达人是所有希腊人中最健康的，他们中间有希腊最美的男
子、最美的女子。
&rdquo;　  希腊诸城邦之间从没停止过纠纷，而从公元前776年，希腊各邦齐聚奥林匹斯山，开办第一
次奥运会，希腊人有了共同的活动和纪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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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运会举行了500多年，直到罗马征服希腊后才终止。
奥运会是　  希腊人的一个重大活动，活动期间禁止战争。
　  就在希腊诸城邦于不停的纠纷中发展成以斯巴达和雅典为首的辉煌海上霸主时，西亚的两河流域
文明发生了重大格局变化：先是伊朗高原上的米底人联合复兴的新巴比伦，灭掉了亚述人；几十年后
，崛起于米底人老窝的波斯人只用了三年，便将米底灭亡在居鲁士的铁腕下。
　  居鲁士几乎是不费吹灰之力，便于公元前546年，灭亡了赫梯王朝被海上民族灭亡的同时建立起来
的吕底亚王国。
　  这让波斯看到了走向地中海的广大前景&mdash;&mdash;跨过狭窄的海峡，他们可以在欧洲大陆上
自由奔腾。
　  但是在居鲁士时期，波斯并没有向地中海的霸主动手，而是把枪口对准了新巴比伦以及东部的中
亚地区。
直到大流士上台后，波斯人才向希腊砍出第一刀。
　  公元前513年，波斯第三代国王大流士带领大军跨过海峡进入欧洲，北征黑海，但战事不利，归途
上，顺手拿下了色雷斯人。
　  色雷斯的位置极为重要&mdash;&mdash;扼守亚洲进入东欧的要道。
加上已经在手上的小亚细亚，波斯人控制了爱琴海往黑海的唯一海上商路&mdash;&mdash;这让地中海
霸主感到十分紧张。
　  00波斯人对希腊下手的理由是&mdash;&mdash;希腊人支援了波斯人的占领地米利都。
　  按居鲁士时代的习惯，这种行为绝对要打杀威棒。
　  上台20多年的大流士依然没有发动全面的波希战争，而是在公元前492年派其女婿越过海峡，先找
希腊北面的马其顿打了一架，使其成为波斯盟友。
如此，波斯的陆军军事力量可以直接从陆地上打到希腊门口。
　  接下来的一步是瓦解&mdash;&mdash;公元前491年，大流士充分利用希腊各城邦之间既对立又合作
的矛盾关系，派出使者至各城邦游说，致使整个希腊对东方波斯充满了恐惧。
　  但有两个城邦&mdash;&mdash;雅典和斯巴达，对这种赤裸裸的恐吓给予了强烈的回应。
　　雅典召开公民大会，随后处死了使者。
　　到斯巴达的使者，则直接被国王克里奥墨涅斯推入井中&mdash;&mdash;是的，《斯巴达300勇士
》里上演的是里奥尼达将他推入井中，但事实上不是这样，为了情节能简单化，导演直接把国王改成
了里奥尼达，而这两个人实际上是亲兄弟。
　  克里奥墨涅斯贿赂了神庙祭司，但丑闻很快被公开。
里奥尼达将他的这位兄长关起来，随后宣布克里奥墨涅斯自杀。
　  面对雅典和斯巴达的挑衅，大流士采取了第三步行动&mdash;&mdash;公元前490年，人数多达5万的
大军乘600艘舰船，开往希腊。
　  穿过地中海东边的罗德岛，波斯海军并没有直击雅典，而是攻击雅典北部的厄勒特里亚，六天而
下。
随后，波斯海军越过海峡，在马拉松登陆&mdash;&mdash;这里是雅典的门口。
　  显然这时候在海上决战已经不可能，雅典只能在陆上与波斯的海军对阵。
　  倾其所有的雅典人集结了1万人的部队，在波斯军队到来之前，抢占了马拉松平原的高地，封锁了
通往雅典的陆路。
随后又得到两个好消息：一是北方的盟邦普拉提尼派出1000名重装步兵来援&mdash;&mdash;距离雅典
很近；二是斯巴达援军将在节后赶来&mdash;&mdash;10天之内。
　  1万余人对阵5万，兵力相差太多。
　  不过，明明占据优势的波斯人却没有急于进攻&mdash;&mdash;波斯军明知数天后斯巴达援兵将至
，为何不趁其到来之前一举灭了雅典军？
　  事实上，波斯军在打的是另一个算盘&mdash;&mdash;打算用部分兵力在马拉松拖住雅典人，另一
部分部队在后方登船，从海上直击城内空虚的雅典。
　  如果此时雅典军后撤，波斯军必然从后掩杀，不但救不得雅典，连小命都不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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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有正面一拼，才是出路。
　  不过，尽管波斯军队人多，但他们留在马拉松的部队缺少骑兵，主要是轻型步兵。
而希腊方面虽然兵力悬殊，但主要是由重型步兵组成，并且有小山作为天然侧翼掩护。
　  当重型步兵的侧翼得到保护时，他们简直就是轻型步兵的天敌。
　  拼死一搏，雅典人取得了马拉松战役的胜利&mdash;&mdash;追击到海岸的雅典人俘获7只战船，波
斯军队死亡6400人，希腊方面重装步兵仅损失192人。
而波斯人分兵海路直捣雅典的计划，也随着雅典军队的迅速回防而告终结。
　  马拉松之战对希腊方面而言是非常有鼓舞作用的，但这一次失利在波斯王眼中却根本算不上惨败
，也就是挠挠痒的级别，卷土重来只是时间问题。
但重新组织战争的大流士还没出兵，公元前486年，臣属国埃及发生叛乱，大流士决定亲征，可身体已
经撑不住了。
这位铁血大帝共计在位36年，死于公元前486年。
　  继位的薛西斯很快便搞定了埃及叛乱，然后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对希腊的征服计划中。
可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这一场战争，间接导致了波斯帝国走向衰弱。
　  整个帝国被动员起来，一条在马其顿的运河的开凿，还有跨海峡的浮桥，把希腊人看傻眼
了&mdash;&mdash;这两个工程之庞大，完全超出了希腊人的理解范围。
　  这一次会是什么样规格的战争，只有薛西斯明白。
　  雅典方面预感到，面对人力物力强大的波斯，只有最大限度地扩编自己的海军，才有可能应战。
泰米斯托克利强烈要求建造200艘战船，但这个要求对于当时的雅典而言，简直太不可思议
了&mdash;&mdash;供给是个大问题。
直到公元前483年，民众方同意建造100只战船。
但在最后关头，面临着波斯大军压境的情况下，200只战船的目标终于达成。
　  然而，这时希腊许多城邦在面对波斯人时，态度是摇摆不定的&mdash;&mdash;反正从居鲁士开始
，对征服地的政策就比较宽松。
　  但雅典人和斯巴达人却不能摇摆不定&mdash;&mdash;当初带头和波斯叫阵的正是他们。
而仅凭雅典人和斯巴达人，显然不足以和信心满满的薛西斯对抗&mdash;&mdash;必然把希腊诸城邦联
合起来，才有希望。
　  希腊城邦此时分散成700多个，在斯巴达或逼或诱的行动下，只有不到30个城邦到斯巴达参与同盟
会议&mdash;&mdash;会议决定海军、陆军都由斯巴达人指挥，斯巴达国王里奥尼达是联军总指挥。
　  公元前480年春，薛西斯浩浩荡荡领兵出发，作战部队的士兵在30万左右，作战船只1207艘，运输
船只3000艘左右。
于某种程度上，薛西斯似乎是希望借一种庞大的压倒性气势来征服希腊&mdash;&mdash;这次出征，整
个像一次帝王出巡。
　  为了征服希腊，薛西斯赌上了整个帝国的命运&mdash;&mdash;只是，他可能没有意识到这点。
当然，薛西斯的这种想法并不是没有道理，因为直到这个时候，希腊的一大部分城邦还在摇摆不定。
　  薛西斯的大军一路作秀，直到错过最佳进攻季节，最后的大败，在此时已经埋下伏笔。
希腊联军共有271艘战船，其中雅典方面是127艘。
　  斯巴达方面又开始纠结&mdash;&mdash;这时候正是奥运会期间，而数百年来，奥运会期间是不能
打仗的，这是祖训，也是&ldquo;神的旨意&rdquo;。
但是斯巴达人背负着联军总指挥的名头，如果盟主都不出战，那么众盟邦谁还肯出力？
　  代兄继位的里奥尼达决定，带领自己的300名精锐亲兵前往温泉关。
不管后世对这300名勇士如何溢美，但此时斯巴达国内的战斗意志明显是不坚定的&mdash;&mdash;只
有300人，而且国王都上了。
　  开奥运会时不能打仗？
大敌当前时，这个理由太牵强了。
　  里奥尼达带着300名精锐以及300名奴隶，一路上有5000名盟邦兵力加入。
出了伯罗奔尼撒半岛后，倾向于投降的底比斯派出400名主战派士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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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里奥尼达带着约7000人到达温泉关。
　  初次交手，希腊死士勇猛异常，波斯军很难啃下这块骨头。
后来波斯军找人带路，迂回绕行至温泉关后面，使希腊守军腹背受敌，难以坚守。
　  而似乎在出征前，里奥尼达就已经作了最坏的打算，根本就没想过回头&mdash;&mdash;他是国王
，又是联军总司令，一旦回头，整个希腊将兵败如山倒。
　  但温泉关摆明了是守不住的&mdash;&mdash;所以保存力量是有必要的。
里奥尼达命令其他城邦的士兵全部撤退，只留他的300名亲兵还有300名奴隶留守。
铁司佩亚的700名志愿兵在里奥尼达的魅力光环下，决定陪伴英雄追求光荣；底比斯的400人因为是反
对派，回去没有出路，也决定留下。
最后只有来自伯罗奔尼撒联盟城邦的士兵撤退。
　  里奥尼达这个拼死一搏的决定令薛西斯震怒，以至在人海战术灭亡这些拼死之士后，违背波斯人
一贯的传统，把战死的希腊人的头颅割下，挂在路边的木棍上，包括国王里奥尼达。
　  虽然里奥尼达战死，但温泉关一役，从战略上看是有意义的&mdash;&mdash;它成功拖住了波斯大
军，为联军主力的集结和驻防赢得了时间。
　  当然，还有更宝贵的战争精神财富&mdash;&mdash;整个希腊世界受到鼓舞。
　  进入希腊半岛的波斯军队进展十分顺利，横扫希腊半岛各邦，大有一统半岛之势。
公元前480年秋，双方海军在雅典西南的萨拉米湾展开决战。
灵活机动的希腊海军充分利用地形优势，将波斯600多只巨型战船诱入狭窄的海湾，重创300余只，而
己方仅损失40余只。
波斯海军无心再战，匆匆撤回，薛西斯亦归国。
　  从此，波希战争局势反转，虽然希腊半岛上仍有波斯军队驻守，但进攻方却转成了希腊
人&mdash;&mdash;波斯人还要同时面对国内的民族起义。
希腊人乘胜追击，进一步解放爱琴海上和小亚细亚沿岸的希腊城邦，使整个希腊世界摆脱波斯统治，
免除波斯的威胁。
公元前449年，波斯同意缔结和约，承认小亚细亚各希腊城邦的独立，不再派军舰进入爱琴海，波希战
争遂正式结束。
　  希腊波斯战争以希腊的胜利告终，不仅使希腊各邦得以继续发展，尤其使雅典达到空前的繁荣，
遂为日后的西方文明奠定基础。
而波斯人绕过爱琴海沿岸进入欧洲的进军路线，其过程是人类历史文明的一次前所未有的大融合，其
影响远远超出波斯、希腊的范围&mdash;&mdash;而这是此前的古文明国家都没有尝试过的。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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