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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历山大战史》

内容概要

指文人物系列之“战争艺术”丛书首部《亚历山大战史》，为美国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最负盛名的战
史名家西奥多·道奇的著作，由王子午先生执笔翻译，并在书中以附注形式添加大量说明、解析和批
注，力求对这位世界最伟大征服者以及希腊世界的战争历史给出最专业、详尽的解读。全书从战争艺
术诞生之初为起点，以亚历山大病逝于巴比伦为终点，以超过35万字的足量文字以及大量作者手绘图
示、地图，详细解读了古希腊时代西方世界的战争战法和战争艺术。即使在世界范围内，本书也可称
得上是最为详尽的亚历山大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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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历山大战史》

作者简介

西奥多·道奇，1842年生于美国马赛诸塞州匹茨菲尔德。曾在德国接受了军校教育，1861年返回美国
后，参加了南北战争，从下士逐步晋升为名誉中校。1870年退伍后，道奇从波士顿移居巴黎，并开始
写作战史书籍。他编写的《伟大统帅》丛书，囊括了亚历山大、汉尼拔、凯撒、古斯塔夫·阿道夫斯
、腓特烈、拿破仑等名将的战史。其中腓特烈的战史未能在其生前完成，其余著作均于19世纪末至20
世纪初相继出版，并在当时被奉为经典之作，成为了后人研究名将战史的重要参考资料。
王子午，战史学者，指文伙伴骑兵工作室和《海战事典》主编。长期从事战史、战争艺术研究和相关
书籍、文章写作。曾任《战舰》杂志执行主编，出版有《日本武士战争史》、《日本海军重巡洋舰》
、《日本海军轻巡洋舰》、《世界航空母舰全览》等著作。其中《日本武士战争史》在出版后成为各
大平台畅销军事著作，亦曾登上亚马逊军事图书排行榜首位。其本人致力于真正的战争艺术研究，其
著作秉承去除文学色彩的理念，专业解读战争的原理和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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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历山大战史》

书籍目录

译者序
第一章 概论
第二章 早期的战争
第三章 早期东方军队
第四章 希腊早期的军队与战争
第五章 居鲁士与大流士
第六章 公元前5世纪的各国军队
第七章 米太亚德与马拉松会战（公元前490年）
第八章 布拉西达斯（公元前424年至公元前422年）
第九章 从色诺芬到阿格西劳斯（公元前401年至公元前394年）
第十章 伊巴密浓达（公元前371年至公元前362年）
第十一章 腓力与马其顿（公元前359年至公元前336年）
第十二章 腓力的军队
第十三章 工事与围攻的技艺
第十四章 亚历山大的希腊战役（公元前336年）
第十五章 多瑙河战役（公元前335年）
第十六章 佩利乌姆（公元前335年）
第十七章 毁灭底比斯（公元前335年）
第十八章 出征亚洲（公元前334年）
第十九章 格拉尼卡斯会战（公元前334年5月）
第二十章 萨迪斯、米利都、哈利卡纳苏斯（公元前334年秋）
第二十一章 前往托罗斯山（公元前334年至公元前333年冬）
第二十二章 征服西里西亚（公元前333年夏季至秋季）
第二十三章 伊苏斯会战（公元前333年11月）
第二十四章 围攻泰尔（公元前333年11月至公元前332年8月）
第二十五章 从加沙到埃及（公元前332年9月至公元前331年春）
第二十六章 挺进巴比伦（公元前331年春至9月）
第二十七章 阿贝拉会战（公元前331年10月1日）
第二十八章 巴比伦、苏萨、乌克西亚人（公元前331年10月至12月）
第二十九章 迂回波斯门（公元前331年12月至公元前330年3月）
第三十章 追击大流士（公元前330年3月至7月）
第三十一章 讨伐贝苏斯（公元前330年7月至秋季）
第三十二章 “费罗塔斯的阴谋”（公元前330年秋）
第三十三章 翻越高加索（公元前330年秋至公元前329年5月）
第三十四章 查可萨提河（公元前329年夏）
第三十五章 剿灭斯皮塔米尼斯（公元前329年至公元前328年秋）
第三十六章 克雷塔斯（公元前329年至公元前328年冬）
第三十七章 罗克珊娜（公元前328年至公元前327年冬）
第三十八章 进军科芬河（公元前327年5月至冬季）
第三十九章 阿尔诺斯之岩（公元前326年深冬）
第四十章 对敌波鲁斯（公元前326年3月至5月）
第四十一章 海达斯佩河会战（公元前326年5月）
第四十二章 五河之地（公元前326年5月至7月）
第四十三章 折返（公元前326年7月至10月）
第四十四章 马里人的战役（公元前326年11月至公元前325年2月）
第四十五章 格德罗西亚沙漠（公元前325年2月至公元前324年2月）
第四十六章 兵变（公元前32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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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历山大战史》

第四十七章 殒命巴比伦（公元前324年8月至公元前323年7月）
第四十八章 其人其战
第四十九章 继业者战争、欧迈尼斯、安提柯、菲洛皮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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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历山大战史》

精彩短评

1、终于读完了。怅然若失。
不得不说，道奇写的太好了，如此详尽，如此真实！

2、前面部分介绍关于战争的知识，例如战术发展、攻城的方法、军队的编制等，后面就是压力山大
如何厉害地攻下一座又一座城市，即使疏忽了、出错了，也还是很厉害，战术厉害，勇气厉害，手段
厉害，什么都厉害。
3、西奥多·道奇的名著之一，也是他的名将系列中非常好的一本。名为亚历山大战史，其实对希腊
古典时代战术的演进和重大战役的过程都有精彩点评。翻译也很出色。推荐阅读。
4、已经不太习惯手捧这种大厚书读了⋯⋯
5、相当不错，译笔上成，期待这个系列的其他作品。不过没有一定的历史地理知识基础的话，读起
来略吃力
6、这书真该出精装。后悔没买电子版，胶装砖头手拿着累死了⋯
7、就像作者自己讲的，这是部人物战记，不是人物传记，从马其顿到印度河，一路上只有战斗到底
，没有歌舞升平。
这部作品很详细地叙述了亚历山大和他的军团，作者尽量据实地描述大大小小的每一场战役，历史和
军事爱好者绝不可错过。
8、这书对于想了解亚历山大功绩和战史的人来说，确实很赞
9、看完后能让人感到想删掉自己的号重练的人⋯⋯
10、未读此书之前，感觉亚历山大是神一般的存在，战绩彪炳！读后的感觉是原来遇到了猪对手。。
。书讲得很详细，布阵兵力数，作战细节都很清晰。总之此书一般！
11、国内现在能找到的最好的亚历山大战史

壮哉！伊斯坎德尔大帝！壮哉！异人狙葛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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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历山大战史》

章节试读

1、《亚历山大战史》的笔记-第152页

        野蛮人学会了一种聪明的办法来面对令他们所惧怕的方阵。这些野蛮人只有匕首或狩猎用的短矛
做武器，把狐皮或狼皮当作头盔和甲胄，根本无法在近距离抵挡方阵如林的长矛。不过他们却收集了
大量辎重车和战车，将它们列在前方组成一条车阵，如果方阵前进，他们便将这些车辆从山坡上推下
去，以此来打破方阵的行列，从而使他们能够获得在近距离的个人性白刃战中取胜的机会。他们很自
然地认为，对方的方阵队形越是密集，车辆所能带来的威胁便越大。不过亚历山大也同样精明。他深
知此处是唯一能够通行的道路，也认清了野蛮人的意图。因此他向自己的方阵步兵下令，只要地形允
许，当对方推下车辆时，方阵各行就要向左右两旁让出通道，让车辆穿过。至于那些无法让出通道的
方阵步兵，他又命令他们在车辆接近时伏在地面上，举起盾牌互相连接，组成龟甲阵使车辆能从盾牌
组成的坡道上滑过。攻守双方在行动中都将自己奇怪的计划付诸实施，但马其顿人的计划显然更富天
才：他们在向敌军前进时无一人因遭车辆碾压而死。
挑滑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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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历山大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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