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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萨拉米司海战胜利的原因

萨拉米司海战一举消除了波斯对希腊的威胁 ,史学界公认它是
“
世界上第丁次由于海上作战

而影响了历史进程呃。但是 ,世界总是充满矛盾 :那些最为人所熟知的事物常常令人对它不加思

索 ,使一些貌似天经地义的错误说法得以流传下来。例如国内乃至国外一般书籍在提到希腊人胜

利的关键原因时 ,总是称由于他们
“
船小而灵活 ,而波斯舰队则船身庞大

”
等。本文试图通过对历

史事实的分析 ,纠 正错误 ,还历史以本来面目。

(-)双方的实力和战前的态势

波斯对希腊的侵略 ,是历史上建立世界大帝国的第一次尝试。公元前 犭92年摩多牛斯的远征

是一次很好的机会 ,因 为当其
“
逍军到马其顿的时候 ,他们(希腊人)还不想作战岣。但由于时间

太晚 ,已 入深秋③,舰 队在阿陀斯角被风暴摧毁大半。著名的马拉松之战 ,则 只是一次对敢于公然

冒犯帝国者的惩罚性远征。规模最大 ,最关键的是公元前 亻80年薜西斯的亲征。

面对波斯威胁 ,希腊人组成了以斯巴达为首的同盟 ,但并没有如我们想象的那种同仇敌忾、

精诚团结 :北部希腊早已打定投降主意 ;中希腊仅有雅典等少数城邦决心抵抗 ;而联军主力——

以斯巴达为首的伯罗奔尼撒诸国,只把 目光放在扼守科林斯地峡 ,保卫自己的半岛上。于是 ,北

部门户腾波谷不战而弃 ;中部天险温泉关也因观望犹豫(斯 巴达只派国王李奥尼达和其卫队 300

人),守军不满一万 ,无力保护侧翼 ,而被迂回 占领。波斯于是乘势下雅典 ,进抵科林斯地峡。陆

军的失败 ,使希腊得救的希望转到海上。

海军的重要 ,还在波斯庞大的军队补给只能依靠海上。关于波斯人的兵力 ,希 罗多德的说法

近于天文数字 :陆 军 170余 万 ,加海军、后勤共达 528万多 ,无疑偏高。但现代史家的趋势却是越

估越少(最少者仅有 10余万 )。 我认为总不至于少到与它的海军规模不相称。

必须承认 ,希 罗多德生长在航海发达的海滨城市哈利卡尔那索斯。,对他熟悉的海军记载是

比较准确的 :首先 ,他记载波斯方面有三层战舰 l?07艘 ,这个数字也被海战的亲身参加者埃斯库

罗斯所采用(虽然细节不同,后者认为除 100只战船外还有 ⒛7只快船 )。 值得注意的是 ,希 罗多

德在分别列举帝国各地区所出船只数目后(共 ]2″ 艘),又说总数是 1207艘 ,说 明这应是一条有

权威的材料 ,以 至于作者宁肯让自己作品出现明显的矛盾 ;其次 ,后面将可以看到 ,他提供的希腊

船只数量也基本可以得到证实。远在荷 马史诗《伊利亚特》中就有参战船舶一览表 ,可见希腊人

有编制这种文件的传统 ,看来在希波战争后 ,有类似的记载 ,以 垂千古。

由波斯的海军力量(每只三层舰上有兵员大约 ⒛0人 ,另有运输和辅助船只 30OO,整 个舰队

当在 ⒛ 万人以上),可以推知海陆全军应在 50万 以上 ,真是空前规模的军事行动。除了内 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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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种矛盾外 ,波斯人面临的两大敌人是
“
风暴和饥馑

”
ρ大军经过的色雷斯

`马

其顿地区入烟稀少 ,

.粮食缺乏1,“ 饿得死千军万马⒆∶希腊本土也以多山、贫瘠,陆上交通塞闭著称。所以补给全靠海
∶上 ,钢淹枚成为成败的关铤。          

∷                ∶

∴ 在温泉关陆战的同时,希腊海军扼守埃乌里波斯海峡,掩护温泉关后路,这是双方第一次海

上较量,也是萨拉米司海战的前奏,从中各自取得的经验深刻影响到萨拉米司海战。

风暴是波斯海
:军

的大敌,却是希腊人〃极为有力的联盟者⑩。当时船舶需时时拖上海岸,冲

洗
`晒

干 ,否则易于腐烂:风暴袭来时更需 将其拖上岸来,垒石头加固。而当时的主层舰,为改进

机动力和速度被牺牲了适海性⑦,这种狭长的军舰比圆形的普通商船更容易被风暴摧毁:但波斯

人因舰只太多,没有港口能要善停泊,一连三天的盛夏狂风暴雨,使其损失战舰不下 们0只 ,辅助

和运输船
“
不计其数

”
。海上风暴带来的灾难提醒波斯入应尽快结束战争,于是他们派出腓尼基舰

∴只 ⒛0·艘迂回斯库亚斯岛,企图对希腊舰队前后夹击 ,一网打尽,但又遇风暴 ,几乎全军覆灭。希
i腊人士气大振,一连挑战三天,终于使波斯人出战。阿尔铁米西昂海战的结果,虽然波斯人损失更
∷大1但希腊人也代价沉重,尤其雅典损失过半。这样的消耗战无疑对力量弱小的希腊不利 ,所以在

战略上实际是=个失败。
∶瘟泉关失守消息传来 ,海峡的扼守巳无意义,希腊舰队于是南下,雅典人则留在萨拉米司岛

从事撤退工作:波斯海军进到 10来公里外的法勒隆港。
 ̄ ∷ (二 )双芳的战略计划和战术原则

这日寸,波斯海军无论在数或质上都大不如前了。两次风暴的袭击(共损失 600艘以上的舰

只)和海战的损失(应在 100只以上的舰只,即超过希腊人),使其大大削弱。希罗多德虽曾提到由

于征集了新征服地区的海军,波斯舰只并没有减少占但看来新补充的不会在 700只 以上,希罗多

德列举的也只有色雷斯的 120艘 。因此我同意波斯舰队尚有⒛0余艘战舰的说法⑧。具有决定意

义的,是波斯海军质量的下降。腓尼基人作为主力,风暴巳使它的战斗力大大打了个折扣。地米

司托克利在摩崖题辞 ,文离|闾 了波斯人对爱奥尼亚人的信任,使这些同胞的民族意识暗暗萌动1

∶ ∶
波斯入的战略思想,是尽快决战,全歼希腊海军。波斯方面也有人提出占领斯巴达南边的库

铁拉岛(在修昔底德书中,可以看到半岛上还有很多便于占领的海岬),配合地峡上陆军的
‘
压力 ,

迫敌各个屈服。而且半岛上亚歌斯人已暗中投降:可为之提供据点,这计划不能不说是毒辣的;后

又有人提出陆军猛攻科林斯地峡 ,放希腊海军回援,造成同盟瓦解 .这 又正是雅典人最担心的。

但这些韬略的实施都需要充裕的时间,雨这是波斯人最缺乏的。

Ⅱ 希腊的主要航海季节是春季,在盛夏的狂风暴雨之后 ,又 有一段很短暂的风平浪静的时

候⑨。所以连特尔斐神谕也不忘给希腊人指明反攻的时间 :“在播种(深秋前)或是收获谷物的时

候(春季)。
”廷。波斯军队占领雅典是在 9月 (摩多牛斯次年 7月 重占雅典,这时离第一次占领雅典

“
相隔 ⑷个月

”您公
)。 根椐希罗多德描写的厄琉息斯密仪祭神队伍的幻象 ,暗示萨拉米司开战应在

10月 初。。在即将到来的整个冬季,海军无法作战,海运也无法进行 ,陆军将失去补给,而贫瘠的

希腊山地,又使这支庞大的军队无法以战养战。所以爱琴海
“
狂暴的西南风

”
和

“
秋季大风

”
已时时

在掀动波斯皇帝薜西斯的心,使他迫切需要一次海上决战。      ∷

∶希腊∴工方在萨拉米司战前有军舰 300多艘(希罗多德列举了366艘 ,埃斯库罗斯说 310艘 ,

在 300艘 以上当不成问题),力量对比仍处于劣势。
′

地米斯托克利的战略思想,就建立在希腊海军这种力量状况的基础之上:长期以来,人们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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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希腊船小、灵活 ,所 以选择萨拉米司为战场 ,对此 ,我们也必须作一番考察。

∷ 首先 ,是否波斯人船大而希腊人船小?希罗多德在计算双方实力时明确指出,他排除了五十

桨和三十桨(即 单层)战舰 ,只计三层桨战舰。这是一种大约长 42米 ,中部宽 6米 ,吃水 1.2米 ,排

水 mO余吨的战舰 ,首部坚固,吃水线下装有金属撞角 (“ 山羊
”

)。 三层桨战舰始出现于公元前八

世纪末 ,到公元前四世纪开始让位于更大的五层战舰。公元前五世纪正处在它的黄金时代 ,成 为

希波战争中双方的海军主力。修昔底德虽然曾提到
“
似乎在薜西斯远征前希腊⋯⋯的海军主要由

五十桨舰组成
”
,我 以为这位求实的学者这

“
似乎

”
用得很好 ,它不足以否定希罗多德的记载 :萨拉

米司海战中提供三层舰最多的分别是稚典(180艘 )、 科林斯 (亻 0艘 )和 埃吉纳(30艘 ),其余各邦

都不超过 zO艘 ,这数字没有大的出入。地米斯托克利的造船计划 ,使雅典在战前新造了⒛0艘三

层舰 ,这 时他们已敢于在叙拉古人面前自称是
“
拥有最大海军力量的希腊人。琊而叙拉古 ,是希

腊
“
最早使用三层桨战舰较多

”
的国家。据希罗多德记载 ,在萨拉米司海战的当天 ,几乎独立击败

了迦太基舰队。至于后者 ,更
“
自公元前六世纪以来

”
在

“(地中海)西方建立了商业上的垄断
”
,其

力量足以
“
在整个西方保护腓尼基人 ,以 对抗敌手希腊人

’’ctl。 科林斯是希腊最早建造三层桨舰的

国家 ,还出口船只到航海发达的小亚萨摩斯 !⑩ 。埃吉纳更是老牌海军强国,在雅典兴起前是希腊

的海上霸王。总之 ,与想象的相反 ,希腊人的船不仅不小 ,而且为了装载更多的重装步兵 ,要更重

些 ;为 了冲撞敌人 ,造得也更加坚固Θ。所以希罗多德明白地指出 :希腊人的
“
船只比较重

”
。Θ

第二 ,是否希腊海军的航海技术超过波斯人 (“更灵活
”)?这种说法同样出于想当然。波斯海

军主力是腓尼基和小亚希腊城邦 ,前者号称
“
海上王

”
,航海和海战技术非常丰富 ,后者航海贸易

的繁荣也早于希腊本土。而希腊海军的主力雅典人 ,如修昔底德指出的,本来是
“
陆地上的人

”
,

“
只是为波斯人所迫而从事航海事业

”
,这时尚新习不久Q,而这门技术在当时是

“
很难学得的一

课
”
。我们可以看到小亚希腊人曾在暴动后操练突入敌阵的战术 ,几天后大家都累病了,拒绝上

船。所以伯 里苋利指出海上技术
“
不是什么只是偶尔作为闲暇的职业驷 ,即 只有专门从事海上活

动的入才可以精通。至于腓尼基船的航行迅速更多次受到希罗多德的夸奖 ,他 们曾捕获三艘
“
放

哨了望
”
自勺希腊船 (一般担任侦察任务的是速度最快的船 ),所 以波斯海军很藐视希腊人的航

术Q,这种观念一直到萨拉米司战后才改变。

当然 ,无论在阿尔铁米西昂还是在萨拉米司的海战中,波斯舰队都因秩序混乱而召致损失。

但这并非由于航术不精 ,而是这支构成庞杂的军队的正常表现。

由此可见 ,希腊人船少 ,舰体稍重而坚固,航行、海战技术较差 ,根据当时战术原则 ,只有在狭

小的水域中才能发挥威力。希罗多德不是一个军事家 ,所 以对萨拉米司海战叙述甚略 ,尤其忽视

了对当时海军战术的分析 ,给我们带来一定困难。但相去未远且曾亲自统兵作战的修昔底德却为

我们弥补了这个缺憾。

综观《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全书可以看到 ,当 时海战技术不外这两种基本方式 :一是巧妙地从

敌舰旁边擦过 ,碰坏敌人的桡片 ,使之丧失机动力 ,然后回头撞击敌舰薄弱的尾部或侧部(迂回撞

击 )。 这是
“
航海技术比较优越的舰队所要采取的正当技术

”(、

,它要求有熟练的指挥者和划手。一

是直接向敌舰前半部撞击 ,同 时甲板上的重装步兵用各种武器打击敌人。在这种
“
原始的作战方

式
”
中,决定的因素是

“
勇气和气力

”
,海上技术生疏者使用它相当奏效。它需要使用的船只比敌人

更坚固。因为实施迂回撞击战法需要相当长的距离来观察、加速和调头机动 ,同 时为了保证整个

舰队的战术动作 ,所 以前一种作战方式利于在广阔水面上进行。而后一种战法 ,则适合在狭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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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域内采用 ,排成密集的队形 ,使敌人无法穿越自己的阵线 ,迁 回到侧、后方。在修昔底德书中,雅

典将领福密俄和海战技术未精的伯罗奔尼撒人斗计 ,一个想把 敌人引往大海,-个要把对手逼

进海湾 ,就是这条战术原则的注脚②。当迫不得已在大海上作战时 ,航术生疏者尾靠尾列成圆形

阵线 ,而航行高明的一方则环绕其 周围,等待敌人的混乱。修昔底德描写的这种作战方式在阿尔

铁米西昂海战中可以清楚看见。昏

阿尔铁米西昂海战的结果恰恰证明,开阔的海面对数量多、技术熟的波斯海军有利 ,希腊人

虽英勇力战 ,但并未获胜 ,只是因为波斯入
“
军容庞大

”
,发生混乱 ,才稍占上风 ,

地米斯托克利选择萨拉米司海峡作为决战战场正是遵循了这个战术原则 :在这里不仅可以

取消敌人的技术优势 ,而且使数量占上风的波斯人无法包抄后路。此外 ,雅典的老弱妇孺大都在

萨拉米司和埃吉∷纳岛上 ,很难撤退 ;同 时南撤后 ,海军势必完全落入斯巴达控制之中,这都是雅典

无法接受的 ,但这个计划要得以实施却遇到很大困难。

对伯罗奔尼撒半岛上的盟国来说 ,前一段在中希腊作战只是为防御科林斯地峡赢得更多的

时间。随着防御体系的修造 ,波斯军进抵关下 ,这使命已经完成 ,所 以他们主张海军回撤地峡 ,配

合陆军守关。同时他们认为,在地峡附近作战 ,失败后易于逃生 ,在萨拉米司却是被围困于死地。

地米斯托克利首先以雅典退出战争为威胁 ,逼迫联军海军统帅、斯巴达的优利比亚戴斯同意

了他的计划。但次日夜晚 ,波斯陆军开始进攻科林斯地峡 ,伯罗奔尼撒诸邦又一次骚动起来 ,地米

斯托苋利于是派人到波斯营中 ,诡称雅典人决定投降 ,并报告希腊人准备夜逃 ,苴到波斯人把萨

拉米司围成铁桶一般 ,希腊海军才被逼上梁山,决心在这里背水一战。     ∶ ∴

(三 )海战的胜利

希腊能在萨拉米司以少胜多 ,以 弱胜强 ,除战争的正义性这一根本因素外 ,有 以下原因 :

首先 ,波 斯人骄傲轻敌 ,计划完全建立在错误的情况估计上 ,一旦计划落空,就陷入ˉ片混

舌1。                 ;       ,
其次 ,正确的战场选择 ,使希腊人如虎添翼 ,波斯人优势顿失。

同时波斯军内部的民族矛盾也加速了他们的失败。

∷ 地米斯托克利的假情报 ,对急于结束战争的薜西斯正中下怀 ,命令封锁海峡西口;同 时占领

海峡东口的普叙列阿岛,以 便在战斗时接应己方船只和人员。更重要的是
“
等败覆的希腊人从船

上下来逃命时 ,好截击他们叼 ;而主力则排成三列横队,摆在小岛对面的大陆边 ,同 时逡巡往复 ,

以防希腊人逸出。可见波斯人的计划是乘希腊人夜晚逃跑时半路邀击 ,主要战场在海峡出口之

外。但出乎意料的是一夜中希腊入并不曾驶出,直到黎明,希腊舰队才在右翼斯巴达的率领下冲
来。那高昂的呐喊声并不象溃逃 ,使波斯人感到

“
中了计

”
,“ 害怕起来

”
。同时彻夜的行动 ,使他们

疲惫不堪 ,而希腊人却精神饱满。但意外发生了,可能由于畏敌也可能因阵线中有人故意拖后 ,为

了调整队形 ,希腊人这时却向后倒划起来 。这个情节 ,被充满爱国情感的埃斯库萝斯忽略了。这
恰恰证明不是有计划的撤退 ,而是阵线中出现了不光采的懦怯 ,但客观上它却起了诱敌深入的作
用。按连的始料未及 ,使波斯人章法大乱 ,也再一次使他们相信希腊人不堪一击。为了在薜西斯
面前建立头功 ,右翼的腓尼基人(位于西北方 ,离希腊舰队最近)一马当先冲入海峡 ;其余的舰只
也一涌而入 ,很快陷入混乱 ,互相碰撞起来。与波斯人

“
行动毫无任何确定计划叮目对白勺,是希腊人

始终
“
秩序井然

”
,退到萨拉米司城附近海峡最狭窄处⑧,波斯人的混乱已达到极点 ,希腊舰队于

是回头向敌人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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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狭窄的海亩:使波斯人陷入困境。修昔底簦对类似的叙古拉港内覆灭雅典海军∵役的记载 ,

∷
使莪llbl亩 苡想见鱼年漉战的荡击 :Ⅱ 从来没有这幺多舰船在这么狭窄的

'本
面上作战|因 哔冖船首 ·

∴
冲击船身幽

:迸
玫方式比较少 ,因 为⋯⋯没有冲破敌人阵战向周围转动的机会···⋯船碰撞船的时

候比例多得多⋯⋯甲板上的士兵总是把标枪、箭相石头不停地向对方舰上射去;当船舰相遇的时

候,士兵们马上肉搏,两方面的士兵都想跑到敌舰上去⋯⋯往往一条船舰撞击敌舰∫同时又被敌

航潼击∴Ⅱ∶·发由钠芭矢声普 ,⋯ ∴·使永
:兵

长的斋令完全听不凡 :”
⑧
逑里每⊥个细节部可以在希

罗多德和埃斯库罗斯的作品中得到证实。需要补充的是,萨拉米司海峡比叙拉古
:港

更狭窄,容纳

的舰只却要多儿倍。
∶ ∷

菠姘
∷
军的乌合状况j也加剧了混乱 :这支舰队的统帅是波斯人,船只却来自亚洲和非洲广大

∷
她区;兢莲⊥条船上:步兵也主要是波斯人,与水手良族不同,所以自然语言不通 ,号令不齐,战斗

中的表现可想而知,无怪它给希腊人留下的最深刻印象是
“一片嘈杂

”
ρ更严重的是军中充满各种

苠族茅盾 ,除波斯人的良族庄迫外,值得注意的是HI尼基和爱奥尼亚这△对世仇〈长期以来 ,他们

皂赍房柚殖良事业上的对革;腓尼基人还是镇压小亚暴动的主要刽子手),他们同为波斯海军的

支柱,在漉战中狭路相逢。希罗多德给找们记载了这类内讧 ,以 至手腓尼基入认为失败在子爰奥

尼亚人的背叛。很怏 ,波斯海军统帅被击毙,前锋开始调头逃跑 ,后续舰只却还在纷纷前行 ,挤成

ˉ团:希陪舰只乘机围上去攻打。午后西风大起 ,使逆风而且船身较轻的波斯人局势更加恶化:希

腊人凭借风力越战越猛 ,海峡内
“
一刹时看不到波涛,只见破舰的碎片和尸体。”一直战到黄昏时

分,直到无力再战的波斯人乘西风退回法勒隆港。

这一仗 ,据带奥多拉斯记载,波 斯人损失舰只⒛0艘 ,希腊人自损 犭0艘ρ;所 以诛不上
“
全

歼
”·
,但在战略上却是⊥次巨大的胜利 :

∫
 (l)使薜西斯当年结束战争的打算落了空,地中海的雨季迫使他尽快撤退。

(2)希腊人夺得了制海权 ,波斯在失去海军的支持后,只能在希腊保持一支较小的陆军,决定

了次年布拉底会战的结局。

(8)“ 全亚的人民不再尊重波斯的王法⋯⋯波妍的主权崩溃了
’’a,埃妍库罗斯的话虽有理想

化成
∷
分 .但从此小亚希腊人纷纷倒戈,使波斯在腓尼基人被削弱后 ,又增加了一个对头。从此波斯

帝国不复染指地中海 ,使东地中海成为△片希腊世界,直到雅典海牢被波斯扶持的斯巴达消灭为

止。∷

总之 ,“波斯的一切都埋葬在萨拉米司岛上血红的泥沙里呷。海上
“
木城

”
不仅拯救了濒于危

亡的希腊民族 ,同 时宣告了波斯帝国的中衰和希腊世界全盛的到来 ,这样的历史地位使海战的军

事成就相形见拙 ,促使人们给它增添了一些神话内容,以 至于直到今天对其具体赶程的探究还不

是完全无意义的。

注释
∷①《海战吏》【4页 ,(德 )米姆塞尔著;(美 )史密斯英译,由 美国海军研究院 lθ82年出版。

∵∷②⑥⑩①@⑧⑩⑩希罗多德《历史》中译本635页 ,703页 ,685页 ,788页 ,7sO页 ,695页 ,748页 ,731页。

∷③同②585页 ,落水者Ⅱ又有些人绐冻死了”。

④该城所:出 的船|“是仅次于西烦的最出色的好船”
,同 ②608页 。              ∵

∷  ⑤埃斯库罗斯∷《波斯人》中译本32页 。                 `          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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