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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２１世纪是教育的世纪。教育兴则国兴，教育强则国强。

２１世纪是知识经济时代。知识的增长，离不开文学与历

史的锤炼。

文学，能够增强民族凝聚力，丰富人的精神文化生活，提

高人的综合素质能力；历史，能够传播历史文化，提高人的历

史素养，培养新时期下的人文精神，塑造人的健康人格，铸就

新时代的民族灵魂。

２１世纪的文学与历史教育，应该互相渗透，有机结合，使

历史与文学完美统一。

正是基于这一点，在新课程改革的形势下，为了贯彻素质

教育，充分体现国家的“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

来”的思想，培养学生成为社会合格人才，我们组织了一些历

史与文学方面的专家、学者共同编写了这套丛书———《文史风



景线》。它主要介绍了历史与文学方面的知识，包括我国历代

帝王的风云一生、中外历史人物的介绍、外国文学精粹、中外

文学发展史话与理论漫谈以及部分文学大师的作品介绍。内

容翔实，涵盖了古今文化、历史的各个方面；知识性、趣味性、

学术性兼备；语言准确、生动、深入浅出、雅俗共赏，适合广大

学生阅读。

在编写过程中，难免在细节方面有不足之处，在此只希望

尽我们微薄之力，给广大青少年朋友的学习与生活提供必要

的帮助。

编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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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随父征战

亚历山大大帝生于公元前３５６年，２０年后他成为希腊北

部的马其顿国王，随即筹划征服波斯大帝国。他死于公元前

３２３年，年纪不到３３岁。

据公元１００年的希腊著名传记作家普鲁塔克说，亚历山

大的双亲———菲力浦王和奥林匹阿斯是在某宗教入教仪式上

邂逅相遇的。奥林匹阿斯是一位埃皮鲁斯公主，她性烈如火，

感情外露。埃皮鲁斯在菲力浦王的马其顿王国以西，是希腊

的一个城邦。在入教仪式上，她带领着身着蛮装的妇女，让她

们把养驯的蛇藏在花冠里，然后使蛇突然窜出来吓唬男人们。

据说，菲力浦跟奥林匹阿斯一见钟情，不久便结为伉俪。

第二年夏天，亚历山大在马其顿首府派拉降生了。亚历山大

成名后，有关他本人与他双亲的各种传闻也就随之而来，这些

故事的文字记载大多失实，但在说明当时的人相信那些传闻，

或者说打心眼儿里愿意哪些传闻是真。

亚历山大的双亲就是这样的人：母亲性如烈火、富于幻
—１—

军事天才亚历山大



想；父亲身居王位，同时又是头脑冷静、讲求实际的军事统帅。

亚历山大自然会从他父母身上继承下很多禀性。他从父亲身

上继承了军事才能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从母亲身上继承

了丰富的想象力，神秘色彩或许还有他自身的顽敌———坏脾

气。这个小男孩很可能正是从母亲身上继承了日益严重的狂

妄自大禀性。这一性格在他以后的岁月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根据流行的传说，亚历山大的家世中，富于传奇色彩的列

祖列宗大有人在。这些祖先身上具有一种本性，即只要遇到

机缘，他们能够鼓励一个年轻人去建立英雄的伟业。

亚历山大身材适中，相貌英俊，有着竞技者的体型。据

说，颇得亚历山大赏识的雕刻家里西普斯，曾惟妙惟肖地把这

个年轻人温柔明澈的眼神和脖颈稍向左倾的歪头姿态表现在

塑像中。据说亚历山大的头发像狮子鬣般地竖在前额，而且

与大多数同代人不同的是他颏下不留胡须。因此，几百年来

男人们都按照他的习惯把脸刮得干干净净。

自孩提时代起亚历山大就野心勃勃，甚至近乎目空一切。

菲力浦王非常重视对儿子的教育。他替儿子请来最好的

老师，就是那位人人推崇的博学之士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

亚历山大从１３岁起连续三年有幸得与这位历史上最伟大的

贤哲朝夕相处。他同亚里士多德讨论哲学、政治、伦理等方面

的学问。在讨论过程中，亚历山大肯定被亚里士多德灌输了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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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个信念，那就是一切外族人或野蛮人生来就都是奴隶，

尤其是亚细亚的野蛮人。把这个观念灌输给一个企图统治整

个野蛮人世界的青年人，的确异乎寻常。这将启发我们去观

察亚历山大对此做出怎样的反应。

无论如何，亚历山大日后对亚细亚的广泛兴趣，最早是由

于受到亚里士多德的熏陶。他的广泛兴趣包括医学、自然现

象、地理学以及珍稀植物等方面。

这个孩子长期受亚里士多德教诲而产生的另一影响，则

在他远征东方期间表现出来。在长途行军与激烈战斗之中，

亚历山大还命人返回希腊为他运来很多书籍。其中包括幼里

庇底斯、索福克利斯和爱斯奇里斯的悲剧作品。据说亚里士

多德曾为他的这个弟子编纂过一部特版的《伊利亚特》，这部

荷马史诗乃是为传说中亚历山大的远祖阿基里斯歌功颂德而

作；并说亚历山大夜间常把此书连同短剑一起放在枕头下面。

亚历山大常说，他最尊崇的是亚里士多德，他爱亚里士多

德甚于爱他的父亲，因为后者仅仅生育了他，而前者却教会他

如何做高贵的人。然而，随着岁月的推移，师生二人逐渐疏

远，长远来看，彼此间谁都没有多么持久不变地影响对方。

如果把勇敢、骄傲和机智作为亚历山大得以称王的唯一

条件的话，那么，他完全可以成为一个伟大的君主。但亚历山

大自孩提时起还具备第四种品质，即智力上的好奇心，这更使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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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超凡出众。

亚历山大是他那个时代的产物，因此也只能按照当时的

历史特点去评价他。他所生活成长的马其顿与古希腊大不相

同，古希腊曾对人类文明做出许多重大贡献。希腊的地理环

境不像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那样有着平坦的河谷，而是山峦

起伏，运输困难，交通不便。最初，希腊的每个山谷中都有其

自己的政治实体———城邦。这些城邦，不仅在理论上和事实

上都拥有独立处理内政和外交事务的最高权力。古希腊南部

发展成为一个城邦众多的区域，每个城邦都想独立，但又都随

时准备侵犯其他城邦。

亚历山大生前的１００年，也就是同伯利克里这个名字相

联系的光辉灿烂的公元前５世纪，雅典人曾在此建立起一个

王国，但经过和斯巴达人长期的残酷战争之后，那个王国衰亡

了。到了公元前４世纪，先是斯巴达，随后是底比斯都曾试图

把希腊统一起来，但相继以失败告终。战乱、某些城邦内部的

政治斗争、肆无忌惮的利己主义、经济萧条以及波斯对希腊内

政的干涉———这些事使得人们对以往的价值产生了怀疑。人

们不但怀疑民主的价值，也怀疑城邦本身能否使其居民过好

的生活。人民对自己的一些体制丧失了信心，那可是一件令

人不安的事。也正是由于希腊人失去了信心，他们才相对地

乐于接受菲力浦和亚历山大的专横统治。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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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当一个朝气蓬勃的新势力雄踞在北部马其顿之时，希

腊政治恰好出现了真空状态。马其顿并不是一个城邦的集合

体，而是欧洲历史上的第一个国家。它的幸运是连续出了好

几位有所作为的君主，他们用修筑良好的道路网联通了全境，

由一支常备军护路。这支军队使希腊诸城邦的民兵相形

见绌。

马其顿人是希腊人的一个分支，但在历史上他们却是后

来者。古城邦的居民看不起马其顿人，甚至说他们不过是讲

希腊方言的真正野蛮人。菲力浦在位时也未能改变希腊人的

这种普遍看法，因为在他的北部山区王国的人民生活，相对来

说是原始而粗陋的。菲力浦酗酒成性，经常同奥林匹阿斯吵

架，这位王后也非常难缠，而菲力浦也少不了在外面拈花

惹草。

但是菲力浦二世是一个很有才华的人。青年时期他曾作

为人质在底比斯度过了若干岁月。在那里受到当时最伟大的

将军伊巴密浓达的教诲，教他新颖的统兵布阵之法。菲力浦

在这古老的领土上也看到了光辉灿烂的希腊文明，决心使马

其顿无愧于名为马其顿。这就是他终于选定亚里士多德给他

儿子当老师的一个原因。

很多希腊人，其中包括雅典雄辩家埃基那斯，都很赞赏菲

力浦。他们发现了君主政体的好处，在于它比起民主政治来，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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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大事可以一个人说了就算数。在这种状况下的联合，可

以给希腊带来繁荣昌盛。此外，菲力浦的一些崇拜者还争辩

说：希腊人为什么不去掠夺其世仇波斯，而不停地自相残杀

呢？他们说：马其顿的君主政体恰恰是统一希腊并击败波斯

的保证。

然而大多数希腊人却继续拥护各城邦的自由和主权。希

腊最伟大的雄辩家、雅典的狄摩西尼劝说希腊人联合起来对

付北方的威胁，他用极其恶毒的言词抨击菲力浦，指出菲力浦

日益扩张的军事力量，以及他怎样欺骗和收买对手，指出他最

后想把马其顿变成欧洲最强国。这时，菲力浦已经攻下了潘

盖翁山，并把那里宝贵的金矿和银矿都抓到了手。他控制了

斯特鲁马河渡口和通向拜占庭的道路。他的王国疆域已扩展

到了马其顿群岛和北爱琴海的狭长沿海地带。这时，马其顿

王国正威胁着整个希腊。

就在希腊中部的凯洛尼亚，希腊城邦的未来命运已经无

可挽回地注定了。主要由雅典人和底比斯人组成的３万希腊

联军，同菲力浦的军队人数大致相等。菲力浦从底比斯将军

伊巴密农达那里学到一种战术。事实上，这种独特的战术，一

直到波斯的腓特烈大帝在位期间还为将军们所采用。这种战

术的实质就是在坚守一翼的同时，从另一翼发起猛攻。

按照以往惯例，军队指挥官都习惯于把自己最强的兵力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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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在敌军战线最薄弱的地方。这种战术在布阵时至少很可

能产生胜利的幻觉。但菲力浦认为最好是迅速击溃敌军的最

精锐部队。待敌军最强大的一翼全军覆没后，再击溃敌方剩

余兵力就易如反掌了。和以往经验不同的另一点是，菲力浦

不把他的军事行动限制在战场上，而是常常尽可能远地追赶

敌人，务求予以全歼。现代德国的一些军事家把这种战术称

之为“挫败战术”。

公元前３２８年的一个夏天，在凯洛尼亚，菲力浦派年方

１８岁的亚历山大率马其顿军驻扎在左翼，以便迎战著名的底

比斯神圣兵团。菲力浦本可固守住马其顿军右翼，不料与他

交锋的雅典人陈兵高地，使他失去地利，他于是佯装退却。此

时恰好亚历山大在追歼底比斯军，于是菲力浦便趁机回师，把

雅典军击溃。

马其顿军大获全胜，但这并不说明城邦已经消亡。

菲力浦在战争中已显示出他的将才，现在他又证明自己

还是个政治家。他将大部分城邦的代表召集到科林斯，组成

了大希腊联盟，被命名为科林斯同盟。同盟大会由希腊各城

邦的代表组成，每个城邦可按其大小选派相应人数作为代表

参加，一切决议均由马其顿国王、同盟的军事指挥官或盟主去

执行。

科林斯同盟的周密计划是要实现希腊的统一，而不是使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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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得到和平。菲力浦另有打算。他采纳伊索、格拉底和其

他希腊雄辩家早已提出过的建议，以上世纪初波斯入侵希腊

为借口，主张应给波斯以惩罚。大希腊主义复仇战争就此成

为战斗口号。或许是因为未经过深思熟虑，该同盟经过投票

决定希腊和马其顿应联合出兵远征波斯，并由菲力浦统帅全

军。菲力浦本人看来是一心要想在此次战争中获胜，以便取

得更大的个人统治权。

即将遭到希腊进攻的波斯帝国是历史上最令人瞩目的国

家之一。它继承了亚述人优越的行政管理制度，保证了边远

各省与临近国都的各省均在同一政府管辖之下。因此，从欧

洲的色雷斯直到印度这块幅员辽阔的土地上，出现了当时绝

无仅有的安定和繁荣局面，这个政府是专制政府，它的统治者

是被尊为“万王之王”的世袭君主，这一点也毋庸讳言。

在希腊人眼中，波斯帝国简直就是文明世界的同义语，因

为在国际舞台上，当时的意大利和西方尚未取得很大的发展，

在人们心目中唯有东方才堪称是文明世界。波斯帝国的疆

域，包括小亚细亚爱琴海沿岸的古希腊城邦如以弗所和米勒

图斯；而在小亚细亚的腹地则分布着处于文明发展不同阶段

的众多民族。腓尼基、叙利亚、巴勒斯坦、埃及和美索不达米

亚构成波斯帝国的西翼。美索不达米亚的正东南部是帝国的

本土，其首都设在波斯波利斯。帝国向东延伸，穿过现在的阿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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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汗，然后向北越过兴都库什山脉，进入东伊朗———巴克特里

亚（阿富汗北部）和索格狄亚那。帝国东部疆域究竟深入到印

度哪些地方我们不得而知，但肯定包括印度河及远处一些

平原。

波斯于公元前５世纪初入侵希腊的事件，菲力浦曾在科

林斯同盟会议上提及。此次战争是以侵略者的惨败告终的。

有关马拉松、塞尔莫皮莱和萨拉米斯等战役所取得的辉煌战

绩，希腊人永志不忘。波斯的失败使得小亚细亚的一些希腊

城邦摆脱了波斯的控制而并入了雅典帝国。但是到了该世纪

末，雅典在同斯巴达的长期战争中败北后，波斯再度称雄，重

新把小亚细亚的希腊城邦并入波斯帝国的版图。此后，希腊

诸国同波斯之间便开始了相互干预内政的角逐，也就在此时

菲力浦提出了复仇战争的口号。我们无从确知他的野心究竟

有多么大，估计再远也不会超出小亚细亚的范围。

但菲力浦似乎并不急于把他进攻波斯的计划付诸实施。

他确实派久经沙场的帕米尼欧将军率雄壮之师夺取了赫勒斯

滂的桥头堡，而与此同时，他本人却在马其顿坐镇。在凯洛尼

亚之战的后两年当中，他不是酗酒，就是同奥林匹阿斯和亚历

山大龃龉抵牾，以致浪费了大部分大好时光。后来，又为了将

女儿聘给埃皮鲁斯国王为妻，把时间用于大肆铺张的婚礼

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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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儿大婚之日，全希腊王室贵族的代表们云集于马其顿

古都埃加的大剧院里。典礼于清晨开始，长长的仪仗队吹着

号角前往大剧院。接着进来的是高擎着１２个奥林匹斯山神

像的男人，而菲力浦的雕像也作为第１３名神祇被抬了起来。

正当身着白装的菲力浦二世趾高气扬地大步向前走时，一个

与他有宿怨的马其顿贵族突然冲出人群，一剑将菲力浦刺死。

这位已经改变了希腊的政治面貌，并断言要进一步改变世界

的人，就这样死于非命。

奥林匹阿斯趁菲力浦被刺身亡的时机，叫人把他的第二

个妻子克里奥帕特腊和她的婴儿投进燃着火的铜镬里烧死。

对２０岁的亚历山大来说，此刻是他一生中最困难、最关键的

时刻。菲力浦又一度怀疑过他的合法性。此时聚集在剧院里

的人们当中，就有一些可能继承王位的人，还有一些名将。亚

历山大明白，这事要靠军队来决定，但即使军队拥他为王，希

腊的诸城邦又岂能罢休？他不敢肯定，至少眼下不能断定这

些城邦是否会继续留在科林斯同盟内并去执行同波斯开战的

计划。这就是当时摆在亚历山大面前的问题。

而文明世界所面临的大问题则是“如果亚历山大当了马

其顿国王，他将如何行使权力？假若他真的去攻打波斯，其真

实意图是什么？除了步其父的后尘，用希腊的专制政治代替

东方的政治体系以外，他脑子里还会转些什么念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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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亚历山大执政

据记载，菲力浦死时，在雅典正值皮索德马斯执政。菲力

浦的儿子、当时约２０的亚历山大继位。亚历山大即位后，随

即来到伯罗奔尼撒地区，把当地希腊首要人物召集起来，要他

们在出征波斯时服从他的领导。大家都同意。只有拉斯地蒙

人说，他们国家的习惯不允许他们服从别人，他们的习惯是领

导别人。雅典也有些搞叛乱的迹象。但亚历山大带兵一到，

他们就都垮台了，还答应给他更加崇高的地位。然后亚历山

大就回到马其顿，开始了远征亚洲的准备工作。

春天，他朝色雷斯方向进军，要去特利巴利人和伊利瑞亚

人那里，因为听说他们有些搞叛乱的迹象。他认为，当他离开

本国进行远征时，把他们留在背后很不妥当，只有先把他们彻

底征服才行。他从安菲坡利斯出发侵入色雷斯（即独立的色

雷斯人的国土）。进军中，菲利比和欧布拉斯山在他的左边。

随后就渡过尼萨斯河，１０天之后到达希马斯山。部队到达进

山的隘路时，发现很多武装的商人和独立的色雷斯人占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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