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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写给将军与政治家看的!

要论客观" 那他的书当然
是但却不仅仅是客观研究 "而
是研究之后的生动讲述! 不妨
类比说"客观研究的成果"是发
掘出某一段真实历史的 #巨
石$"虽则客观"但浑然莫辨%出
色史家则能在这块巨石之上 "

描画出若干生动影像与重大事
件%但修昔底德则目光锐利"手
持刻刀"乱石纷纷之余"呈现于
世 人 的 是 一 件 巨 幅 历 史 石
雕&&&坚硬而突出的历史事
实" 以及事实所讲述的深刻政
治意味'

现代学界在历史编撰学方
面的争论素来兴盛" 在此简举
三例! 一是约翰(芬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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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淆*"其著作+修昔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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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
种意义上有着承前启后的作
用" 既承接现代早期修昔底德
研究者的主要论题与成就 "同
时又有重要研究推进" 深深启
迪了当代学者' 第二位是法国
学 者 罗 米 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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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论著 +修昔底德的
历史与理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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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受芬利启迪 "在核心
观点上强调" 修昔底德之书既
是一部基于理性研究的历史 "

同时也是一部极具写作艺术的
论著" 它所尝试提供的教益并
非完全直述于文字" 而是隐含
于他对不同事件的详略处理与
精心章节安排" 以及充满修辞
乃至审美的文字书写' 该书一
出"即引领一时风潮"甚至直到
今天' 第三位代表可举霍恩布
勒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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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前文已
举大型评注外" 另有 +修昔底
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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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书"仔
细论辨修昔底德书写中的演讲
辞-证据使用与论证-观点的表
达方式等等"卓然大家之作"不
容错过' 以上三位学者论著可
堪代表'

历史问题研究

修昔底德宣称他的书 "非
为愉悦时人而作 "而是要成为
一项 .永久财富 $"对于探寻这
项财富 "以上文本阅读与历史
编撰学都只是预备 "而实际的
探宝之旅&&&修昔底德所谓
借以确切知晓 #过去之事 $即
所书写的这段战争历史 "并能
清楚判断人类还将一再出现的
类似之事&&&则要进一步依赖

于历史问题研究 -国际政治研
究与政治哲学研究 ' 可以说 "

从历史问题研究开始" 修昔底
德真正激动人心的时刻就一步
步到来'

既有研究可举四例' 一是
前文已提及的法国学者罗米
莉"在此可举她的+修昔底德与
雅典帝国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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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基于深厚
学养"同时在历史编撰学-历史
问题研究" 甚至包括政治哲学
三个层面上" 综合处理了修昔
底德在思想维度上与雅典帝国
的复杂关系' 该书近乎#终结$

式地解决了德国学者自
>8

世纪
以来反复争论的所谓 #修昔底
德 成 书 问 题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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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综合论证
后提出" 修昔底德在前期可能
是在分段写作与整理资料 "但
在战争于公元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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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结束之
后" 他就获得一个明确判断整
场战争的时间基点" 从而能更
清晰更精确表述此前对战争各
个关键问题的理解与判断 "但
他的思想总体上是坚实的 "理
性的"前后一贯的"全书应当被
看作是完整一体的% 基于这一
结论" 作者认为修昔底德对于
雅典帝国主义的看法在全书是
统一的" 并且对于笔下的历史
人物" 修昔底德以底米斯托克
利)

23*C(.D"5)*.

*为政治家的理
想型" 并几乎完全认同伯里克
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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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雅典帝国身上奉
行的理想与政策' 也许我们并
不全部认同作者把修昔底德等
同于伯里克利的雅典帝国主
义"但全书论证详实"无疑非常
有助于我们深入阅读理解修昔
底德' 当然全书通篇大量引用
古希腊文" 读者若有一定语言
基础或者精通" 阅读中就会更
为流畅愉悦'

其 次 可 举 卡 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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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四卷本 #新伯罗奔
尼撒战争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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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论证与史实重述合
二为一"非常值得一读'其中第
一本最为引人注目 )有中译本

%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爆发&#华东

师范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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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书都
在与修昔底德争论" 何为这次
战争的真正原因" 以及这场战
争是否真的不可避免" 他的观
点集中来讲就是" 在修昔底德
所述公元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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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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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这场
伯罗奔尼撒战争之前" 还有更
早的 #第一次伯罗奔尼撒战争
)公元前

9?7

年&

99F

年*$"其终
结就是雅典与斯巴达双方于公
元前

99?

年达成一项三十年和
约"斯巴达据有陆地"而雅典占

取海洋" 双方达至平衡而为和
平奠定基础%其后的公元前

99F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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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雅典并未寻求大规
模扩张" 双方平衡没有实质改
变"和平仍可持续"战争绝非不
可避免% 真正引起纠纷导致最
终打破平衡的" 不是雅典或斯
巴达任何一方" 反倒是那些具
体原因"比如科西拉 -科林斯 -

麦加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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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城邦的相关
系列事件"修昔底德所谓#根本
原因$在此并不存在' 可以说"

卡根与修昔底德的这一场争
论"很值得讨论'

在此对卡根本人不妨加注
一笔 #外史 $"他在这四卷本的
扉页上反复题献给他 #最棒的
儿子$鲍勃"这也就是颇得大名
的"广泛活跃于美国政界-智库
与媒体专栏的罗伯特/卡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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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被题献的
另一位" 亦即这位罗伯特的兄
弟 弗 雷 德 里 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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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是美国西点军校的
军事史教授"现供职于智库.美
国企业研究所$' 在美国"基础
学术与当前政治之关系" 由此
也可见一斑'

第三位要举出的是历史学
家圣科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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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修昔底德研究上也以探讨战
争的原因而著名"代表作+伯罗
奔尼撒战争的起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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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修昔底德为最可靠的史实来
源" 反驳所谓这场战争的挑起
者是雅典的流行看法" 严密论
证认为斯巴达才是这场战争的
挑起者"重要论据之一就是"修
昔底德明确记载" 斯巴达人自
己就认为没有遵守和约" 没有
接受雅典提出的仲裁来处理纠
纷"相反投票决议发起战争"并
最终因为派娄斯)

T+)".

*之祸而
自责不已' 圣科瓦身上左派史
学特征鲜明" 他也以研究希腊
民主与阶级问题而闻名'

最后一位想举出的学者是
卡莱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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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作是
前后篇的 +金钱 -耗费与海军 0

修昔底德历史前五卷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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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修昔底德笔下

的金钱与权力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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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列为第四
位" 与其说是因为作品的突出
学术地位" 不如说是因为论题
与研究方式的稀缺' 现代学者
一直批评修昔底德在战争与政
治之外" 少有关注财政等经济
史实与数据" 而这种缺失对于
现代政治研究来讲难以想象且
不可接受% 同时新近出土辨认
出的铭文上" 载有许多雅典帝
国财政数据" 与修昔底德史书
不合"或为史书所缺"如古代经
济史名家摩西/芬利就批评这
是.惊人的缺失$'卡莱特这两本
书开宗明义"要仔细考辩书中的
数据问题"为修昔底德正名'

当然历史研究类作品远不
止此" 事实上其数量在修昔底
德研究中也最多" 读者不妨借
助书中引注与索引自行前进'

国际政治研究

历史研究中广泛讨论的战
争原因 -雅典帝国 -城邦联盟 -

海军财政等等议题" 这些议题
很容易就为国际政治学者所接
手"可以说"修昔底德这部历史
的核心就是一部国际政治史 "

书中人物的演讲-行动-希望或
者恐惧"都无一不是国际

b

城邦
间政治" 或至少深深受影响于
这一政治' 而且学者也普遍认
为修昔底德率先开创了国际政
治研究" 在此之前我们还找不
到一本书" 能拥有如此丰富而
深刻的国际政治洞见'

但遗憾的是" 当前国际政
治领域称引修昔底德虽最为频
繁"但对其人其书的研究"广博
不如历史"深刻不如政治哲学'

就拿当前国际政治研究最为发
达的美国来讲" 据说借助译本
通读全书而作深入研究的人 "

也远比想象要少得多" 通常专
业课程上选择章节来代替全
貌' 其.灾难性$后果之一就是
李代桃僵" 混淆修昔底德本人
与其笔下的雅典人" 典型例证

如著名的摩根索著 +国家间政
治,"论及现实主义原则与权力
时" 有两处引用指名源于修昔
底德".修昔底德出于古希腊的
经验而声称"2无论是城邦还是
个人之间" 相同的利益才是那
最可靠的联结纽带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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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对于诸神
我们所确切知道的"1&&&在此
引用修昔底德&&&4而对于人
类我们则确信无疑的是" 但凡
能够"他们就会施加统治"这是
出于他们自然本性的必然铁
律'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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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实际查证"

前者出自书中科林斯使节在斯
巴达联盟大会上的讲辞" 后者
则是弥罗斯对话中匿名雅典使
节的妄语'可见"最大多数时候
我们所以为的 .修昔底德现实
主义$"实际不过是书中雅典使
节或其他什么人的论调" 这与
修昔底德本人岂能简单混同5

但无论如何" 国际政治学
者对于修昔底德与现实政治的
关系则往往最为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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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
以来"前有两次世界大战"后有
漫长的冷战" 在这种战争恐惧
之中"人们比以往更多地重读-

讨论修昔底德" 在今天则因为
类似的担心而再次予以热切关
注' 但要列举这一领域对修昔
底德的研究" 却令笔者颇为尴
尬"其一"完全集中研究修昔底
德并呈现为大部头专著的作品
很少 %但 "其二 "修昔底德的影
响力却又遍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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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以来重要
国际政治学者" 尤其现实主义
学者 " 举凡较早的卡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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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则无一不在论著中直接或
间接述及修昔底德" 如果一一
列举" 文献数量势必又过于庞
大%其三"国际政治领域对修昔
底德最为敏感"在我看来"原因
之一是他的阅读与研究者并不
限于学院派" 甚至应该说首先
是实际的从政人物 "比如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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