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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罗奔尼撒战争》

内容概要

在公元前5世纪末的近三十年里，古典世界被一场冲突撕扯得四分五裂，那就是伯罗奔尼撒战争。在
其历史背景之下，这场战争的戏剧性、决定性和毁灭性可以与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相提并论。在伯
罗奔尼撒战争中，希腊人同室操戈：一方是雅典人，他们拥有辉煌的殖民帝国、民主制与政治权利的
丰富传统，以及光辉璀璨的文化成就；一方是军国主义、寡头统治的斯巴达。这场战争带来了一个史
无前例的残暴时代，一度管束着希腊战争行为的粗糙法则也遭到悍然违背，致使生命和财产受到极大
损失，派系斗争和阶级矛盾大大激化，希腊政治向民主制发展的趋势遭到逆转。曾经奠定了希腊文明
基础的习惯、体制、信仰和约束无不土崩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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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整一个月时间啃完，非常高质量的一本大部头。对民主制与寡头制保持了中立态度，暴民的民主
甚恶于温和的寡头。另，地名太多，有必要找幅古希腊详图对比再读一遍。
2、把《伯罗奔尼撒战争》与《凯撒：巨人的一生》《奥古斯都》一起看，古希腊的城邦民主制与罗
马的共和制的衰亡，与其说是制度的失败，还不如说是人性的失败。千百年过去，唯有人性的变化微
乎其微，历史的循环历历可见。
3、以前和基友说你要是觉得自己是斯巴达，但很明显的不左不右做人不奸诈喜欢乱花钱沉迷男
色videogame political science（可笑的是还特别精神洁癖）还自认是军事天才，那你很可能是底比斯基
佬。虽然底比斯的角色见诸于书的部分都非常之面目模糊，但他却能代表有最早产生国家民族社会意
识的群体。半岛为鉴，观自己是哪块集体气质的一部分。
4、必须与修昔底德配合欣赏才是，对于阅读希腊文化、哲学相关的书大有裨益，很多典故都可以由
此轻松掌握。以及，颠覆了对尼西阿斯的好印象，这也是叙述的魔力
5、闲暇再读，毕竟还是不很理解他们的文化
6、国际关系
7、作者确实是以普罗大众阅读群体写成此书的，文字简练平实，内容通俗易懂，让人对这场战争的
前因后果有了全面的认识，也充分展示了两大霸主的政治军事，和古典希腊世界的社会生活。
8、Once again the historian who wishes to understand this difficult period must try to read between the lines.
9、希腊的民主真是有趣。。。
10、没有地图的历史书不是好历史书~
11、民主并不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相反民主本身具有很大程度的局限性。但这些都不应该成
为专制制度的理由。
12、第一次读历史这么有趣，如同亲历了那一场耗时二十几年的战争，恢宏、酣畅，而我们，终究只
是站在历史河流的岸边，冷眼旁观。
13、读了2/5，并没觉得乏味，但内容对于我来说还是太细太专业了，au-delà de mon niveau pour
l'instant
14、可以作为阅读修昔德底的预备
15、每天听本书 / 未读
16、人心似水，民动如烟。民主体制下尤其如此。
17、荡气回肠！
18、民主初期的幼稚雏形 民主的条件 战争决策的胁迫感
19、2500年前的历史，由卡根教授的笔端娓娓道来，仿佛就在看当代史一样详实有趣。什么是历史学
功力，这就是！
20、缺乏细节没有中心人物，以至于边读边忘，只留下个大概印象。不过，3000年前的事，本来也就
留了个大概而已。
21、花了一个月的时间才读完，效率低的一大半因素非书中众多复杂的地名和拗口的人名莫属
22、原来伯罗奔尼撒战争是这样子的。从战争的角度看雅典暴民是愚蠢的，一次次被有私心的政治家
们愚弄，作出无数错误的选择，导致了雅典的陷落；从人类社会发展角度来看，雅典的民主制正是西
方民主制的启蒙和开端。
23、非常精彩 原来这场战争如此曲折 必读
24、论民主的劣根性～～
25、作为一部希腊两个城邦联盟的战争史，卡根似乎采取了从雅典出发的视角，解释了希腊世界作为
商人和战舰的雅典是如何堕落，在与斯巴达的战争过程中，如何从成功走向失败，最终被斯巴达占领
和统治。从历史角度上，这场伯罗奔尼撒战争，其实相当于中国的战国时代，南北两个城邦联盟，类
似于齐楚秦等大国，而小国游离于期间谋得生存。在这点上，我们必须称赞卡根能够通过流畅的文笔
向我们叙述了这样一场复杂而且多变的历史。但是，我个人读后，觉得有两个问题比较值得思考，第
一卡根并没有花太多力气讨论斯巴达和雅典两个城邦制度，对其加以分析和讨论，只是就两国之间的
战争加以叙述和讨论，而并没有政治问题的介入。另外，作者站在雅典角度，道理可以理解，毕竟关
于斯巴达的记述还是比不上雅典，在叙述上，雅典自然更占优势，不过这对于理解战争未必是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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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时间上上接《波斯战火》，二者分别整理讲述了古希腊最著名的两部史书中的两场战争，而此书
在通俗的文体下，更具专业水准，对国际关系和政体的分析探讨都十分具有启发性，对一些历史细节
的评论也十分精彩，作为同类著作，此书对历史的阐述还是比地中海史诗三部曲深入得多～古希腊当
年真是人才辈出，以致修昔底德和苏格拉底这样的人物，在这场战争的宏大格局中，也不过是被一笔
带过不值得深究的角色～然而，多年以后，他们在其他英雄褪色的光荣中脱颖而出，成为古希腊精神
的象征。这对时人而言，大约始料未及～
27、历时27年的战争，最后以雅典陷落告终。雅典人从来不把斯巴达人放在眼内，海战占尽优势，出
色的军事谋略家许胜不许败同时承受雅典公民大会的压力和问责。无论是雅典的民主政制或是斯巴达
的寡头政权，在人类历史上，任何形式的政权都犯下过暴行。伯罗奔尼撒之战是历史上最宏大的一场
战争，也是最可怕的一场悲剧。
28、印象最深刻的是小强亚西比德，
另，希望能看到类似关于日本战国时代的书
29、作者似乎陷入历史的细节中了（尽管这种细节是可疑的）
30、正在看！很有意思！
31、雅典失败就是告诉你不作死就不会死
32、民主只针对理性群众，非理性群众里谈民主是流氓行为。
33、想起了黑森林法则
34、最满意的地方是有地图。对照着地图看就可以很直观的了解各城邦之间的地理位置，以及战争走
向等等。文字也很平实，确实很适合非专业人士了解这场战争的始末。
35、我看的是商务印书馆的版本，文章即便是翻译的，但真的充满雄辩色彩，而且逻辑性超强，特别
锻炼个人的独立思考能力；此外，展现了冷兵器时代人们的智慧，不容错过~
36、把雅典和斯巴达的对抗从政治 经济 军事方面进行了分析 逻辑很清晰有地图引证 关于战争描写算
不上精彩⋯⋯⋯
37、本来应该是五星 但是觉得翻译的有点奇怪 作者把这十年的战争清楚的描绘出来了 为雅典感到很
可惜 很多时候只要抓住机会就赢了啊 结果战略失误 印象最深的还是修昔底德说的 战争是最残酷的教
师
38、民主制在和平时让雅典富强，战时却左右掣肘最终失败。这段历史很有趣。
39、一场团战的熬制过程⋯蛮霸子、老炮儿、玻璃心、老实人、天使粉、巴拉巴拉、逛吃逛吃⋯！
40、对于业余爱好者这本书略专业，地名太多，历史地理不分家啊
41、很厚很厚的一本大部头。讲述以民主制雅典为首的希腊城邦与寡头制斯巴达为首的伯罗奔尼撒城
邦进行长达75年的撕逼大战。耗尽了人力，物力，财力。最后以雅典的瓦解告一段落。
42、斯巴达和雅典之间这场持续了75年的战争客观上终结了古典希腊的荣耀，导致他们不久后就被马
其顿征服。书中对战时雅典民主政府运行模式的详细描述，让人震惊，不愧是人类文明的起源。
43、人类一次次掉进同一个坑里，又一次次爬出来。伟大者如伯里克利，亦无法预料到战乱的恶果：
屠城、杀俘、篡政、处决，野心家粉墨登场，庸碌将领如过江之鲫。希腊悲剧随历史车轮周而复始。
44、该是，有点难啊
45、好书。春节六天里看完。对参战各方所受的制约，有了全面清晰的了解。一边实在是穷，另一边
开始有钱，也禁不起折腾。更有人类总体战争技术水平的局限。遗憾的是，在这场战争中，并没有发
生军事技术的飞跃性进步，文明在内耗而非发展。正因这一切限定，那些战争中上演的戏剧性的我们
只能称之为命运的一幕幕，才显得格外迷人。
46、虽然城邦名字繁多，人物名字也多，但却较为真实地反映了那个时代的情景！有时间了一定要看
看修昔底德的记载是什么样子的！也许是书是以雅典为视角去写的，总感觉全书透着一种悲剧、宿命
的情怀！
47、写得不错，译得也很好。
48、电视上正在直播巴西奥运会的马拉松比赛，想起普拉蒂亚的结局，只有叹息。
49、后面历史会有无数次“伯罗奔尼撒战争型”战争
供养发展army和navy完全需要不同的社会经济结构，对前者而言最好是公社制，后者则最好商港共和
国，官僚型土地税收国家必须要人口体量远大于公社制，或者税收体量远大于商港共和国才能建立与
之相当的army，或者nav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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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有paladine公社和aventine商港的二元性。美国既有新英格兰商港也有南方红脖公社
50、值得反复阅读，思考。
虽然这场跨度二十七年的西方世界大战，距今已经二千四百多年了，但我们好像并没有什么改变和进
步。战争是一位凶残的教师，更像是一面镜子。那怪克罗齐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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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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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笔记-第205页

        对比英译本，中译本有部分翻译地不明确，可能是译者未能理解Kagan的意思，还有把部分英译本
内容在括号当中直接挪到了正文，需要说明。
首先是中译本没翻译确切的一处伯拉西达的计划能够让斯巴达摆脱（“摆脱”，怎么理解，笔者加
）700名勇敢而身体健壮的黑劳士，因为此时在皮洛斯的雅典人和美塞尼亚人正在鼓励黑劳士叛逃原文
的“摆脱”不是中文的用法，因为这700名黑劳士根本没有困住斯巴达人，既然没有困住何来摆脱？这
里是直译git rid of的问题 ，实际上这一句话必须建立在Kagan对 伯拉西达的政治军事智慧的夸赞才能理
解，实际上 Kagan说伯拉西达带来700名黑劳士和1000名雇佣兵北上是“一箭双雕”，其一就是最直接
的北上色雷斯，攻陷安菲波利斯直接威胁到雅典的北部势力范围，其二其实就是此处的get rid of seven
hundred bold and able-bodied helots ，就是能够避免这700个黑劳士在皮洛斯的雅典人的鼓动下反叛，征
集他们北上色雷斯反而能够为己所用。

然后是本来应该在括号当中的内容，应该在本页如下部分全为括号里面注释内容他的这支军队包括700
名按照重装步兵标准武装起来的黑劳士和1000名来自伯罗奔尼撒半岛的雇佣军重步兵。雅典人攻击墨
伽拉的时候，伯拉西达的这支军队正好在科林斯附近集结，于是他挽救了墨伽拉。

2、《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笔记-第348页

        Donald Kagan对尼西亚斯（尼基阿斯）在西西里作战当中一系列的战略战术失误枚举了一番，其实
还有包括后来的大港海战的战术不当，以及因为日食的缘故浪费了最后一次撤退的机会。尼基阿斯的
信将形势描绘地比实际情况更糟糕。雅典人实际上仍然掌握海上优势，也没有充分的证据表明他们很
快就会缺乏补给。他将雅典人的挫败解释为命运作祟，这更不准确。形势恶劣的主要原因是尼基阿斯
自己的懒散、自负和粗心。他竟放纵叙拉古从投降的边缘迅速恢复了斗志、抢夺了主动权并且看到胜
利前景。他未能拦截古里普斯小的可怜的船队，让他们溜过了封锁线。他没有保护好通往爱皮波莱的
道路，而且在北段壁垒尚未完工时，浪费了大量时间去建造高地以南通往海边的双道壁垒和普利姆西
利昂的三座要塞。他没有保护好拉布达隆的补给站和金库，导致被敌人占领。他未能阻止科林斯舰队
抵达叙拉古，还将自己的舰队转移到了普里米利昂无险可守的位置。雅典海军的状态不佳不是不可避
免的，是尼基阿斯的疏忽造成的：他完全可以在古里普斯抵达之前的几个月里将船只轮流拖上岸干燥
保养。即便真的有雅典水手死亡和逃离，也是因为他们的船只被部署在普利木米昂这个糟糕的地点。

3、《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笔记-第547页

        这让执行委员会成员们大为惊恐，赶紧撤回了自己的异议，同意用投票表决来决定。巧合的是，
苏格拉底被抽签选为这一年的议事会成员之一，这也是他一生中担任过的唯一一个公职。另外，他所
在的部落凑巧是这个月的公民大会执行委员会。更巧的是，在这一天，苏格拉底担任公民大会的主席
。在执行委员会成员当中，他是唯一一个坚持己见、拒绝投票表决所有将军生死的人。一些年后，柏
拉图记述他的老师苏格拉底对自己这些行为的解释，当时苏格拉底正在雅典法庭上为自己辩护：“那
时候，我是公民大会执行委员会中唯一反对此种违法行为的人，我也投票反对你们（雅典人民）了：
演说家们威胁要指控和逮捕我的时候，你们也坚持这样做并大声呼喊。我决定我必须冒险，站在法律
和正义那边，而不是因为害怕坐牢或者死亡，就站在你们那边，去损害正义。”即便面对这样有原则
、正义性的反对，公民大会还是十分狂热，于是会议继续进行。（关于阿吉纽西丑闻）

4、《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笔记-第575页

        尽管战争似乎有了决定性结局，但其实并没有建立一种稳定的力量平衡，以来取代希波战争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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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的那种紧张不安的均势。战争没有创建一种新秩序，为一代人或几代人带来普遍和平。斯巴达对雅
典的胜利只是让斯巴达的影响力暂时超过了它的一般实力。斯巴达缺乏人力、物质和政治资源去维持
帝国，也没有力量长时间地控制伯罗奔尼撒半岛之外的事务。他们努力去这么做，却只能给他们自己
的国家和希腊的其他国家带来纷争和弱势。
说到底，前404年的解决方案既不是永久性摧毁雅典势力的“布匿式和平”，也不是旨在平息敌意的经
谈判产生的和平。另外，雅典虽然暂时失败了，但它的真实力量和潜能超过它的表象，假以时日注定
会重新崛起。雅典人在获得自由之后立刻开始计划恢复帝国基业、权利和荣耀，并反抗斯巴达对希腊
各城邦的主宰。

5、《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笔记-第240页

        两个小问题，一个是中译本漏译一小句，然后是后面的代词指代两个“它们”不明确。首先是谈
及曼丁尼亚人为何害怕遭到斯巴达攻击的原因，原文说曼丁尼亚人侵犯了多个邻国的土地，并在拉科
尼亚边境建造了一座要塞。阿尔戈斯似乎是有能力保护曼丁尼亚的“老大”，于是⋯⋯对应英文版原
文
they had expanded their territory at the expense of their neighbors ,fought the Tegeans ,and built a fort on the
Laconian border. Argos seemed a source of protection ,so ...

漏掉了fought the Tegeans  ，也就是曼丁尼亚人攻击了泰吉亚人（Tegeans），同时原文翻译的曼丁尼亚
视阿尔戈斯为“老大”略有夸张，只是说 是一种可能的保护来源a source of protection。

后面“它们”指代不明确，这是翻译英文最常见的痛点。
曼丁尼亚从斯巴达联盟叛逃到阿尔戈斯联盟阵营，这在斯巴达的伯罗奔尼撒联盟中引起了极大震动，
它们得出的结论是曼丁尼亚人“知道的比它们多”（5.29.2），所以才会这么着急地投奔阿尔戈斯联盟
按照中文用法“它们”应为“他们”，指代的是斯巴达人。

6、《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笔记-第4页

        战争“是一个凶暴的老师，让大多数人的品格都堕落到当前的这种状态  （修昔底德说）
       对这个战争的了解的主要信息来源自修昔底德的史书，他参加过这场战争。

7、《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笔记-摘要

        第一部：通往战争的道路

第一章：激烈的竞争

斯巴达的政治制度和雅典的政治制度
1、斯巴达是军事化国家，包含了君主制、寡头统治和民主制的元素；君主制表现在斯巴达有两个国
王，分别来自不同的王族。元老院是寡头统治元素，包含了28名年龄超过60岁以上的男子，全部从少
数特权家族中产生。公民大会和五个监察官（由公民选举产生的行政长官）。
国王是军队的指挥者。元老和国王一起组成法庭。监察官负责外交。
2、雅典则更加是民主化，所有政策无论内政还是军事，都由公民大会投票决定。每次开会有6000人之
多。雅典选举10位将军。将军指挥军队，但是军队的所有举措将会被公民大会审核。将军一年一选，
但是可以连任。声望高的将军可以一直连任数十年。以至于成为真正的最高领导人，但权力还是受很
大的制约。

斯巴达和雅典的对抗
斯巴达和雅典各自控制一些城邦和国家，当斯巴达和雅典开始有矛盾的时候，这些小的国家开始骑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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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自己宗主国不满，对寻求对方的支持，从而引发了更大的矛盾。其中墨伽拉就是如此。先是从斯
巴达投向雅典，后又转向斯巴达。最后引发的是斯巴达和雅典更深的对抗。

第二章：发生在一个遥远国度的争吵
1、一个遥远的过度叫 艾比达姆诺斯，爆发了内战。求助了科林斯。而科林斯的出兵遭到了克基拉的
反对，于是双方开始准备战争，并都开始找雅典结盟。

第三章 雅典登场
在公民大会上，科林斯和克基拉都阐述自己的观点，克基拉的主要观点是如果雅典不找克基拉结盟，
一旦克基拉被打败，克基拉的舰队将被科林斯吞并，科林斯将成为可以威胁到雅典的主要海上力量，
这将进一步威胁到雅典的全球贸易。 而科林斯的观点则比较苍白，就是科林斯是雅典友好的朋友，不
应该把朋友变成敌人。
虽然克基拉的观点更有说服力，但雅典还是不愿意和克基拉结盟引发战争。最终雅典人聪明的想出了
一个计划：就是不与克基拉缔结完整的攻守同盟，而只是和克基拉缔结 “防御性同盟”，防御性同盟
是一个精心设计的外交手段，通过“最低限度威慑”，表现出雅典的一种姿态，希望科林斯能恢复理
智。但如果真的爆发战争，雅典希望通过最小的投入来参与战争，并且希望科林斯和克基拉的互相消
耗，雅典获得渔翁之利。
2、最终克基拉和科林斯的战争爆发，很快克基拉就顶不住了，而雅典派去的10艘战舰根本顶不上用处
，巧的是，增援前面10艘的20艘战舰被科林斯误认为是雅典舰队的先头部队，科林斯撤退了。雅典放
任科林斯撤退，希望能保持和平。

第四章 战争的抉择
科林斯及其他城邦希望复仇，于是找斯巴达寻求帮助，而斯巴达并不想开战。并且多次派使团去雅典
谈判。只提出一个要求，解除墨伽拉禁运，但雅典拒绝了。雅典认为斯巴达不能通过武力威胁要求雅
典让步，如果通过仲裁，怎么样都可以。如果现在雅典让步，斯巴达未来会得寸进尺。

第二部：伯里克利战争
第五章 战争的目标和资源
斯巴达很穷，但是他们的公民大会认为依靠斯巴达的步兵优势，可以取得胜利。而斯巴达的国王认为
，雅典不会依赖陆地战争，会依靠舰队作战。
而雅典希望通过消耗战打败斯巴达，准备了3年的作战经费。但是他们也没有想到战争会持续如此之
久。
第六章 底比斯人进攻普拉蒂亚
底比斯人趁着斯巴达和雅典之间的矛盾，想去收复普拉蒂亚，采用偷袭的方案，结果偷袭失败，俘虏
被杀。双方不理智的行为，导致斯巴达被卷入战争。
斯巴达在犹豫中开始进攻雅典，最终还是攻到城下，损害了雅典大批庄稼。而雅典的伯利克里坚持采
用防御策略，不正面进攻，采用海上舰队绕道斯巴达后方进行骚扰。
最终以斯巴达撤军结束第一次交锋。斯巴达损失不大，而雅典经济受到极大影响。
第七章  瘟疫
第二次交锋，斯巴达采用原策略。而雅典则打算更加深入的进攻。但是瘟疫阻止了雅典的进攻。伯利
克里 遭到了内部的反对，还被攻击贪腐。伯利克里暂时下台。而雅典派去斯巴达的求和遭到斯巴达的
拒绝。斯巴达开始启动海上攻势，雅典的财政进一步受到挑战。
第八章 伯里克利 的最后时光
斯巴达的海战由于经验不足，屡战屡败。延缓了斯巴达胜利的号角。
这个时候，伯里克利去世了，雅典失去了一个伟大的政治家。
第九章 雅典内部的叛乱
雅典的一个自治城市 米蒂利尼开始反叛，虽然米蒂利尼说服了斯巴达参与，但斯巴达未能有效增援，
最后米蒂利尼被破城。雅典 民众的情绪激烈，起初决定屠杀全部的米蒂利尼成年男子，后来改为 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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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有罪的1000人。
第十章 恐怖和冒险
普拉缔亚 是雅典的盟友，但是雅典并没有保护他，结果惨遭斯巴达屠杀。
而克基拉则由于斯巴达和雅典各自支持的寡头派和民主派反复得势，内部互相报复和屠杀。造成一系
列的残酷暴行。

第三部

第十一章 德摩斯梯尼和新战略
德摩斯梯尼起初在埃托利亚的战斗很不顺利，损失了120个海军步兵，由于害怕惩罚，德摩斯梯尼留在
了纳夫帕克托斯。
斯巴达人打算攻打纳夫帕克托斯，这个时候德摩斯梯尼吸取了教训，将重步兵埋伏起来采用突袭战术
，取得了成功。并且利用心理战彻底击溃斯巴达人。
获得了荣耀的德摩斯梯尼回到了雅典。
第十二章 皮洛斯 和 斯法克特里亚岛
雅典人派出军队去增援克基拉岛，途中，德摩斯梯尼希望在皮洛斯建立一个永久性的据点，因为皮洛
斯的地理优势特别有利。但是没有得到其他将军的同意，在天时的帮助下，德摩斯梯尼终于得到了一
些士兵的帮助，建起了要塞。没有想到这个要塞改变了整个战局。
斯巴达人意识到皮洛斯的严重性，于是决定攻打。结果惨遭失败。大量斯巴达精英被困斯法克特里亚
岛。斯巴达迫于无奈向雅典求和并抵押了他们所有的船舰，然而遭到了雅典克里昂的拒绝。
然而皮洛斯的境况也不是那么好，补给一直没有到位，于是克里昂决定派援军攻打斯法克特里亚岛。
战斗非常顺利，德摩斯梯尼因地制宜的战术将斯巴达打的晕头转向，最后德摩斯梯尼给出斯巴达投降
的机会。斯巴达经国家批准，决定投降。
斯巴达的投降震惊了雅典，克里昂威望大震，雅典借这个时机加强了对联盟的征税，同时攻打克基拉
岛，打败了寡头派。
战争格局已经全面对雅典有利。但是为了永久的和平，雅典还是希望取得进一步的优势，占领墨伽拉
才能全面巩固局势。
第十三章 雅典的攻势：墨伽拉与德里昂
然后墨伽拉遇到了困难，墨伽拉的民主派本来打算偷偷与雅典结盟，打开城门献出墨伽拉。但是被泄
密，加上斯巴达的增援，进攻失败。
德里昂遭遇了优秀的指挥官帕冈达斯，损失惨重。ps：苏格拉底都作为重步兵参与了这次战役。
第十四章  伯拉西达的色雷斯战役
由于双方僵持不下，雅典和斯巴达协商停战。虽然停战协议初步达成，但斯巴达并未有太大的诚意。
双方各种摩擦不断。
第十五章 和平降临
由于双方主战派在安菲波利斯战役中双双阵亡。谈判得以顺利的进行。签署了为期五十年的《尼基阿
斯和约》。
但合约中包含着大量不安定的因素。并未实现伯利克里当年的设想。战争的隐患仍旧存在。

8、《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笔记-第1页

        伯罗奔尼撒战争的残暴也是史无前例的，一度管束着希腊战争行为的粗糙法则遭到悍然违背，文
明与野蛮之间的脆弱的分界线被突破了。随着战事延续，愤怒、挫败和对复仇的渴望变得愈加强烈，
导致残忍暴行一再升级：战俘遭到摧残和屠戮，或被扔进深坑里饥渴而死，或因日晒雨淋、严寒酷暑
而死，或被扔进大海溺死。成群结对的袭掠者杀害无辜婴孩，整座城市被踏平，男人遭到杀戮，妇女
和儿童被变卖为奴。在克拉基岛（今称科孚岛）上，伯罗奔尼撒战争引发了内战，胜利者屠杀其同胞
竟达一周之久：“儿子被父亲杀死。苦苦哀求饶命的人被从祭坛拖走或杀死在祭坛上”。
随着暴力冲突的扩散，作为文明生活基础的习惯、体制、信仰和约束都土崩瓦解。人们变得凶残好斗
，词语的含义也相应发生了变化：“鲁莽的蛮勇现在被认为是忠诚盟友的勇敢；审慎的犹豫被当作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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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而非的怯懦；克制被看作缺乏男性气概。”宗教丧失了约束人的力量，“但用冠冕堂皇的花言巧语
来达成罪恶目标的做法，却得到颂扬”。真理和荣誉灰飞烟灭，“社会分裂成若干阵营，任何人都不
敢信任自己的伙伴”。就是这样一场战争，让修昔底德尖刻地评论道，战争“是一个凶暴的教师，让
大多数人的品格都堕落到当前的这种状态”。

9、《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笔记-第3页

        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影响：
       对人类生命和财产造成极大损失，
       激化了派系斗争和阶级矛盾，
       使希腊各城邦内部四分五裂，各城邦之间关系极度不稳定，
       最终削弱抵御外敌的能力。
       战争还逆转了希腊政治向民主制发展的趋势。。。将希腊推向寡头政治。

       随着暴力的冲突的扩散，作为文明生活基础的习惯、体制、信仰和约束都土崩瓦解。

10、《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笔记-第1页

             上周六（10月24日）收到在罗辑思维微商城买的这本《伯罗奔尼撒战争》，今天（10月26日）中
午开始读。
     
       雅典年轻的民主制度逐渐成熟，哪怕是最低微的公民也参与政治，获取机遇和政治权力。

11、《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笔记-第214页

        怀疑译者错译的一处，或者是勘误。雅典人已经知道斯基奥涅叛乱发生在停战协定之前，于是拒
绝将它交付仲裁对应Kagan书的原文The Athenians ,however ,already knew the truth about the chronology of
the events in Scione and consequently refused to arbitrate its status.直译过来：
【但是，雅典人已经知道斯基奥涅事件的年表之真相，故而拒绝交付仲裁】

另外从上下文和态势看，这里是 雅典人知道这个叛乱发生在停战协定之后，而非“之前”。所谓的“
之前”是伯拉西达故意撒谎（为了保护他的战国）向斯巴达人说的，而且这一处的上文卡根也说了，
伯拉西达的谎言会被揭穿，因此标注的这一句文本应该就是雅典人揭穿了伯拉西达的谎言。

贴一下推荐的矫正为了保护斯基奥涅免遭雅典的报复，伯拉西达故意撒谎，坚持说反叛实在停战协定
签署之前发生的。斯巴达人相信了他的话，宣示了对斯基奥涅的控制。但伯拉西达的谎言被揭穿后，
等待他的只有倒霉。
雅典人已经知道斯基奥涅叛乱发生在停战协定之前[应为“之后”，笔者矫正]，于是拒绝将它交付仲
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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