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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眼全球歷史的浪漫人文之旅

如何閱讀本書

閱讀導言

歷史對於整個人類，就像記憶對於我們每個人一樣，它說明我們現

在做的是什麼，為什麼我們這樣做，以及我們過去是怎樣做的。因此誰要

想瞭解世界，就必須知道它的歷史。

《圖解世界史》是這樣的一本書，我們希望透過一些通俗的語言和

故事體裁，對世界歷史做一個概述。它只講其中最重要的事件、人物和對

關鍵階段的描述，選擇了一種最易認識整個世界面貌的簡明形式。一本生

動的書，總能多吸引一位讀者，對文化傳承的意義更大。這本書可以作為

歷史專著的補充讀物。你可以用非常休閒的方式去閱讀它，讀讀停停，我

們相信在歷史人文的浪漫風景中，你不會感到乏味。

舒適的版面安排

現代人讀書，比起以往的讀者更能夠享受多樣的人性化空間，這是

時代的進步，也是閱讀革命和讀圖時代給閱讀者的饋贈。充滿美學的版式

設計，使閱讀者毫不疲倦地從每一單元中，輕鬆獲得豐富的資訊。

關於圖片

「讀圖」是我們這個時代的閱讀時尚，因而被冠以「讀圖時代」的

雅名。其實這只是人類視覺元素的進化，文字是符號，圖片也是符號，兩

者相得益彰。本書在詮釋圖片時，盡可能提供一種嶄新的角度，使其和故

事呼應補充。細心的讀者也許會發現，其實在圖片中還隱藏了許多用文字

無法表述清楚的故事，這就是圖片的神奇魅力。我們相信每位讀者都能讀

出自己的故事。

提綱式的閱讀指南

我們在每一篇故事前特別安排了提要的文字，對於急切吸收內容的

讀者，這足以讓他記住這個故事。在每篇故事下還設置了小標題，盡可能

地幫助讀者理清楚內容的脈絡。

關於「人文歷史百科」

這是為故事的背景和關聯知識提供的一個櫥窗。透過「人文歷史百

科」，你不會為自己對某些知識或枯燥的數字，存在模糊的印象而感到不

安。「人文歷史百科」和每個主題故事巧妙地融合在一起，讓你感受到閱

讀的精采。

對表格的利用

有些故事牽涉的項目十分複雜，我們盡可能採用表格的形式，使之

一目了然。這些表格對知識的歸納和記憶，定能發揮相當作用。

排列故事序號，

便於索引資料。

故事小標題，提

示故事內容。
6



故事名稱。
提綱式導讀：概括故事內

容，提示故事精華。

表格形式：幫助讀者對

知識的歸納和記憶。

圖片文字說明：提供一

種嶄新的角度，使圖片

和文字故事呼應補充。

圖片：補充表現故

事的形象，展現圖

片中隱藏的故事。

人文歷史百科：為故事

的背景和關聯知識提供

的精采櫥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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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 讀

西元476年至西元1500年的世界故事

黎明前的黑暗

羅馬帝國的解體

＞＞匈奴是中國古代的少數民族，曾對秦、漢王朝產生過嚴重威脅；西元91年，匈奴在

和漢民族的長年戰爭中失敗，展開了史無前例的民族大遷徙……

＞＞羅馬人稱之為「蠻族」的日耳曼諸民族，在匈奴人的驅趕下進入歐洲農耕文明區

域，不斷衝擊著搖搖欲墜的羅馬帝國，開創了歐洲歷史新頁。

＞＞西元375年，日耳曼人的一支東哥德人欲阻擊匈奴，結果一敗塗地，國王愛爾曼那

利赫自殺身亡；另一支西哥德人連抵抗之心都沒有，於次年在首領菲列德根率領

下逃到羅馬邊境的多瑙河畔，請求羅馬皇帝瓦倫斯允許他們進入羅馬境內避難。

瓦倫斯同意了菲列德根的請求，但要求西哥德人交出未達服役年齡的所有男孩和

全部武器。就這樣，二十萬西哥德人渡過多瑙河，進入羅馬境內。羅馬官員的腐

敗，導致他們不得不出賣子女以換取食物，仇恨的種子因此在西哥德人心中滋

長。

＞＞在匈奴的追殺下，又有一部分東哥德人來到羅馬避難。由於羅馬未向他們要索人

質，東哥德人便有些肆無忌憚。他們與西哥德人聯合起來，在羅馬境內建起了國

中之國，與羅馬軍隊展開無數次激烈的廝殺。瓦倫斯皇帝也在阿德里亞堡戰役中

命喪沙場。

＞＞西元395年，羅馬皇帝狄奧多西去世，羅馬帝國正式分為東、西兩部。西羅馬在哥

德等日耳曼部落的蹂躪下苟延殘喘。

＞＞西元410年，西哥德人的首領阿拉里克率大軍攻入羅馬城，經過三天三夜的燒殺搶

掠，羅馬城幾乎成為一片廢墟。然而阿拉里克並不因此滿足，準備南下渡海，征

戰西西里，奪取北非羅馬帝國的糧倉。只是他剛到義大利半島便不幸染病去世。

＞＞西元419年，阿拉里克之孫狄奧多里克出任領袖，他以土魯為都，建立起日耳曼人

在西羅馬境內的第一個蠻族王國─西哥德王國。

＞＞匈奴人從亞洲蒙古高原西遷到歐洲後，建立了一個龐大帝國。西元436年，阿提拉

成為匈奴帝國國王，他相繼征服了斯拉夫人和日耳曼人的許多部落，迫使東羅馬

皇帝稱臣納貢，匈奴帝國進入空前強盛時期。

＞＞西元476年，日耳曼人雇傭軍首領奧多亞克廢黜了羅馬末代皇帝，西羅馬帝國就此

滅亡。此後，日耳曼人在羅馬的廢墟上建立起許多新國家。其中有高盧西北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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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蘭克王國、義大利半島的東哥德王國、義大利中北部的倫巴底王國等。從此，古

老的奴隸制時代結束，歐洲進入了封建時期。

法蘭克王國的興衰

＞＞西元481年，法蘭克人首領克洛維在巴黎建立了法蘭克王國。其落後原始的生存方

式，使此地區看起來跟一個原始部落無甚差別，可說是名副其實的「蠻族」王國。

然由於法蘭克人的勇猛善戰，他們幾乎征服了整個高盧地區。

＞＞西元741年，矮子丕平為墨洛溫王朝的宮相。他於西元751年廢掉墨洛溫皇帝而自

立，稍後又以義大利中部的土地，換取教皇為他舉行加冕禮，奪得了「神授」王

權，建立加洛林王朝。

＞＞西元768年，丕平去世後，其子查理繼承父業，他就是著名的查理曼大帝。經過連

年的征戰，查理曼打下的帝國疆域幾乎占盡整個西歐大陸。西元800年，教皇利奧

三世趁查理曼跪下做耶誕節祈禱儀禮時，突然將一頂金冠戴在他頭上，加冕查理曼

為承繼西羅馬正統的「羅馬皇帝」。

＞＞查理曼去世後，他的孫子們爭奪帝國的領地，在西元843年8月達成共識，簽訂了

《凡爾登條約》，將帝國劃分成東法蘭克（後為德國）、西法蘭克（後為法國）、

中部王國（後來的義大利部分地區）三國。

西歐封建化進程

＞＞儘管隔著一條海峽，歐洲大陸的風吹草動仍時時影響著英倫三島。盎格魯．撒克遜

人的湧入、征戰不休的七國時代、丹麥人的入侵，書寫著英國鐵與火的歷史。

＞＞從西元410年起，日耳曼族中的盎格魯人、撒克遜人、朱特人等不斷侵入不列顛，

後來法蘭克人征服高盧北部，迫使羅馬軍團撤出了不列顛。

＞＞日耳曼人征服不列顛後，建立了許多小國。內部的不斷爭戰下，這些小國逐漸合

併，最後形成了七個王國，包括肯特、薩塞克斯（南撒克遜）、威塞克斯（西撒克

遜）、埃塞克斯（東撒克遜）、諾森伯里亞、東盎格里亞和麥西亞。因此從五世紀

中葉到九世紀初的這段時間，英國歷史上稱為「七國時代」。而八世紀末丹麥人的

入侵，更加速了動盪的不列顛島走向統一的步伐。

＞＞西元829年，埃格伯特統一了七國，並將這個統一的國家命名為「英格蘭」。

＞＞西元865年，丹麥人捲土重來，西撒克遜人在國王伊塞爾雷德的號召下擊退了丹麥

人，但伊塞爾雷德卻突然暴斃。

＞＞西元871年，伊塞爾雷德之弟阿爾弗雷德扛起了保衛國土的重任。十五年後，他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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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大敗丹麥軍，把邊疆推進到根茲倫王國境內，還奪取了半個東撒克遜王國的舊

地。

＞＞十世紀末，丹麥人再次侵入英格蘭，國王克努特建立起一個囊括丹麥、挪威、瑞典

和英格蘭的大帝國。1042年，帝國崩潰，英格蘭恢復獨立。

＞＞1066年的耶誕節，威廉在西敏寺舉行加冕典禮，諾曼第公爵威廉成為英王威廉一

世，英國從此開始了諾曼王朝的統治。此事在英國歷史上稱為「諾曼征服」。

＞＞1154年，亨利被擁立為英國國王，是為亨利二世。因亨利二世的父親傑弗瑞伯爵經

常在帽子上飾以金雀花枝，因此這個新王朝又稱為「金雀花王朝」。此後，雄才大

略的亨利二世、具有騎士風格的獅心王、昏庸無能的無地王約翰、好大喜功的亨利

三世、長腿的愛德華一世，一步步把英國帶向議會制，成為民主國家的「楷模」。

＞＞西元843年《凡爾登條約》和870年《墨爾森條約》簽訂以後，主要講羅曼語的西法

蘭克，包括紐斯特里亞、阿奎丹、加斯科尼、普洛旺斯、勃艮第等地，逐漸形成中

世紀的法蘭西王國。

＞＞西元987年，加洛林王朝的末代國王路易五世死後，羅伯特家族的休．卡佩由蘭斯

主教等大領主擁立為王，開啟了法國卡佩王朝的統治。卡佩王朝建立初期，王權仍

未得到加強，國王因生活困窘竟然攔路搶劫。

＞＞十一世紀末，由於城市的興起，在市民階層的支持下，封建割據勢力日趨衰弱，法

國走向統一的前景越來越明朗。後來，經過腓力二世、亨利六世和腓力四世等幾代

國王的努力，法蘭西終於日漸強大起來。

＞＞在十四世紀時，英、法兩國因為貿易利益的關係，爭奪佛蘭德爾，衝突日漸加深。

佛蘭德爾表面上屬於法國，但實際上卻行政獨立，並經常與英國進行羊毛貿易。這

場衝突引發兩國之間的長期戰爭。戰爭的導火線是英王愛德華三世趁法國卡佩王朝

絕嗣之際，欲以近親的關係繼承法國王位，最後卻由腓力二世獲得，愛德華三世因

而對法國宣戰。英法百年戰爭於焉爆發。當時神聖羅馬帝國的諸侯和佛蘭德爾站在

英國一方，而蘇格蘭和羅馬教皇則支持法國。「百年戰爭」規模之大、持續時間之

長、給交戰雙方帶來的災難之深，都是事發當初所始料未及的。

＞＞1492年，西班牙人取得「收復失地運動」的勝利，統一了西班牙，但這一過程卻花

費了七個世紀。

＞＞十一世紀末至十三世紀末，歐洲大陸刮起了一陣東征之風。這是一場「十字」對

「新月」、《聖經》對《古蘭經》、基督徒對穆斯林的「聖戰」。1291年，十字軍

的最後一個據點阿卡遭埃及軍隊攻占。至此，十字軍占領的穆斯林土地悉數被收

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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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籠罩下的歐洲

＞＞基督教在羅馬帝國時期曾受到壓制，耶穌被釘死在十字架上。到了中世紀，基督教

的勢力越來越茁壯，教皇的權力甚至高於皇帝和國王之上。

＞＞西元496年，法蘭克國王克洛維率三千名士兵來到蘭斯大教堂，在那裡接受了羅馬

基督教的洗禮，成為征服羅馬帝國的蠻族人中最早的正統基督教徒。接著，羅馬基

督教會開始借助其王室的影響力，在中歐和西歐推行基督教。

＞＞由於社會環境的不同，自四世紀以後，東歐與西歐的基督教在宗教語言、教義、儀

式等方面出現了明顯的分歧。東部教會受希臘文化的影響較大，而西部教會受拉丁

文化影響較大。1054年，東、西方教會正式分裂。東方教會自稱為「正教」，亦稱

「東正教」或「希臘正教」；西方教會則自稱為「公教」，或稱「羅馬公教」。

＞＞自十一世紀中期開始，隨著羅馬教皇權威的加強與教、俗權之爭的展開，傳統的基

督教神權發生了裂變。羅馬教廷提出了「新神權主義」的政治學說，鼓吹王權是由

教皇所授的政治理念；而一些依附於王權的教士則極力批駁，並對「王權高於教權

並有權統治教會」進行論證，提出了新的「神命君權至上論」。

＞＞中世紀時期，基督教的教義得到了充分的貫徹，建立起一套完整的宗教體系及行為

準則。到了十三世紀以後，基督教聖禮由原來的洗禮和聖餐禮發展成了七種：洗

禮、聖餐禮、堅信禮、告解禮、婚配禮、終敷禮和授聖職禮。這些禮制加強了教會

對教徒的控制，鞏固了教俗封建領主的統治。

＞＞隨著教會的蓬勃發展，異端、宗教裁判所這兩個充滿血腥的名字，漸成為中世紀歐

洲人心目中的夢魘。教會壟斷了教育，而火刑柱上不知毀滅了多少真理。

拜占庭帝國

＞＞西元330年，君士坦丁大帝在東方的拜占庭建立起新都城，稱為「君士坦丁堡」。

直到西元395年，羅馬帝國一分為二：以君士坦丁堡為首都的一邊，稱為「東羅馬

帝國」，又稱「拜占庭帝國」；以羅馬城為首都的一邊，稱「西羅馬帝國」。

＞＞西元527年，繼承皇位的查士丁尼對內加強貴族統治，對外積極擴張。查士丁尼統

治時期拜占庭國力空前強盛，他因此得到「查士丁尼大帝」的稱號。查士丁尼對外

擴張之役捷報頻傳，他趁勢大興土木，建造宮殿、教堂，極盡奢侈之能事。僅僅建

造聖索菲亞大教堂就用了五年的時間，徵用民工一萬多人，全部費用折合成黃金約

十八噸。

＞＞十三世紀末，鄂圖曼土耳其帝國開始向外擴張。當鄂圖曼土耳其崛起之時，拜占庭

帝國已到了窮途末路。君士坦丁堡的陷落，標誌著這個古老帝國的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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諾曼人狂飆掃歐洲

＞＞早在西元前六千年左右，斯堪地那維亞半島和日德蘭地區就有人定居了，當時叫諾

曼人，意為北方人。多數學者認為他們是古代日耳曼人的後裔，主要包括丹麥人、

瑞典人和挪威人。

＞＞諾曼人的英勇不是表現在馬背上，一切充滿戰鬥行動的事業都是在船上進行的。他

們在攻擊別族時，不把敵人徹底消滅絕不甘休。

＞＞對於是誰發現了美洲這個問題，今日人們多會不假思索地脫口而出：「哥倫布！」

然而卻有一些學者認為，在哥倫布之前，最先發現美洲的是北歐海盜。

＞＞西元九世紀末，哈拉爾德統一挪威後當上國王，實行專制的獨裁統治。挪威、丹麥

和瑞典各民族中湧現的一批冒險家們為了擺脫哈拉爾德的統治，追求無拘無束的生

活，開始瘋狂地向外拓殖，成為令人聞風喪膽的海盜。

＞＞自西元793年6月8日北歐人首次在英格蘭登陸侵擾之後，他們便年復一年地在夏天

來到英倫三島或歐洲大陸進行搶掠。疾駛如飛的龍頭船，高高飄揚的海盜旗，鋒利

的戰斧和長劍，歐洲人在此般威脅下顫慄了三百餘年。

＞＞西元885年11月，海盜首領羅洛在法蘭克福稱帝。911年，西法蘭克國王查理三世被

迫承認羅洛為其封臣，並把紐斯特里亞的部分地區劃歸給羅洛，授予他諾曼第公爵

的稱號，於是他成為諾曼第公國的大公。在接下來的幾百年裡，這些丹麥諾曼人後

裔仍不斷派出遠征軍征戰，相繼征服了許多地方，並向這些地區移民拓殖。

東南歐及東歐封建諸國

＞＞上古時期生活在羅馬尼亞的主要是達契亞人。在四世紀末葉開始的民族大遷徙中，

哥德人、匈奴人、阿瓦爾人都曾在達契亞留下足跡。六至七世紀，斯拉夫人和達契

亞─羅馬人雜處，逐漸為達契亞─羅馬人所同化，大約到十一世紀時融合成了

今天羅馬尼亞人的祖先，同時誕生了羅馬尼亞語。羅馬尼亞是個多災多難的民族，

曾多次受到異族的統治。雖然有過短暫的統一，但也僅是曇花一現。

＞＞在民族大遷徙中，斯拉夫人的一支遷到巴爾幹地區，稱為南斯拉夫。他們在這裡建

立起自己的國家，在斯蒂芬．杜尚統治時期曾強盛一時。

＞＞中世紀的保加利亞時衰時興，曾打敗過拜占庭帝國的軍隊，也曾被西征的蒙古風暴

所吞沒。不過，保加利亞確是對東南歐的歷史產生過重大的影響。

＞＞斯坎德培，是阿爾巴尼亞人心目中的英雄，他曾領導阿爾巴尼亞人民建立自己的國

家，並多次打敗強大的鄂圖曼土耳其軍隊。

＞＞捷克多次受到異族的入侵，也受到羅馬天主教會的壓迫。胡斯戰爭用劍來維護上帝

的正義，在歐洲史上寫下了光輝的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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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捷克人屬西斯拉夫人的一支，他們的祖先原先居住在易北河上游、波希米亞和摩拉

維亞一帶。第一個載入史冊的捷克國家是薩莫公國，西元623年由薩莫大公創建。

九世紀初為了抵抗日耳曼領主的入侵，又出現了一個大摩拉維亞國家（830至906

年），捷克、摩拉維亞、斯洛伐克等地都被含括在內。西元906年，匈牙利人入

侵，終結了該王朝。此後，捷克人以波希米亞為中心，建立起獨立的捷克王國。

＞＞1086年，神聖羅馬帝國皇帝亨利四世授予捷克公爵─弗拉提斯拉夫二世國王稱

號，從此捷克成為神聖羅馬帝國的一部分。

＞＞波蘭人是西斯拉夫人的一支。他們原居住於西起奧得河、東至布格河和維普什河、

北濱波羅的海、南到喀爾巴阡山的遼闊區域內。波蘭是斯拉夫人建立的國家，中世

紀時期贏得了獨立，因抵禦日耳曼人而與立陶宛時分時合。

＞＞阿提拉之後的匈奴帝國衰落下去了，匈奴人和其他民族融合而形成了匈牙利民族，

仍在歐洲腹地演繹著新的民族歷史。

俄羅斯帝國的崛起

＞＞東斯拉夫人主要包括現在的俄羅斯、烏克蘭和白俄羅斯三個民族。九世紀時，北歐

的諾曼人在留里克的率領下入侵東斯拉夫，開啟了基輔羅斯時代。基輔城公認是俄

羅斯諸城之母。

＞＞西元945年，基輔羅斯大公伊戈爾率兵進攻拜占庭帝國，為拜占庭人所敗，被迫簽

訂和約，割讓克里米亞給拜占庭，並允許基督教在俄羅斯傳播。

＞＞西元980年，弗拉基米爾成為基輔羅斯的大公，他深知宗教有加強思想控制的作

用。西元987年，他要求拜占庭皇帝將其妹安娜公主下嫁給自己，並為他施以洗

禮，自此改信基督教。翌年，接受洗禮後的大公帶著新婚妻子和一批拜占庭神父返

回基輔，下令廢除多神教，命全體臣民跳入第聶伯河中，讓神父為他們舉行集體施

洗，並在俄羅斯境內建立大主教區，興修教堂，還捐贈大片土地給教會。

＞＞之後，莫斯科公國逐漸強大起來，1326年都主教駐地遷至莫斯科。1439年，為解決

東西方教會的分歧，羅馬教皇在佛羅倫斯召開宗教會議，莫斯科都主教伊西多爾代

表俄羅斯參加，擅自以莫斯科教會的名義簽署了兩教合併的協定，承認羅馬教皇為

「基督在世的全權代表」。得知此消息後，莫斯科大公極為憤慨，斥責都主教是

「拉丁教的魔鬼」，和西方教會交好是對東正統教義的叛離，下令將伊西多爾撤職

查辦，並派俄羅斯人約納擔任都主教。從此莫斯科教會正式脫離君士坦丁堡。

＞＞中世紀的俄羅斯可說是個多災多難的國家，波蘭人和條頓騎士團的入侵，加上蒙古

大軍的征服，為俄羅斯人帶來了極大的災難。

＞＞1547年1月，伊凡四世舉行加冕禮，稱為「沙皇」。沙皇是莫斯科大公的稱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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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紀時，在俄羅斯平原這片廣闊的土地上，沙皇乃指最高統治者，特別是拜占庭皇

帝；1240年以後蒙古強盛時也指蒙古大汗。1547年，伊凡四世為了顯示自己的偉

大，於是延用這個稱號。

＞＞伊凡四世上臺後，野心勃勃地積極對外擴張。歷代沙皇都是狂熱的征服者，對外擴

張是他們的天性。從莫斯科公國到龐大的俄羅斯帝國，正是歷代沙皇累積的「戰

果」。

西亞穆斯林帝國

＞＞阿拉伯半島位於亞洲西南部，半島大部分地區都被沙漠和草原所覆蓋，到六世紀

時，多數阿拉伯人仍然過著游牧的生活，人稱貝都因人（草原牧民）。

＞＞半島西部有一塊叫做漢志的狹長地帶，中國絲綢、印度香料等特產大多通過漢志的

商路轉運到歐洲。隨著商業的發展，漢志商路兩旁興起了許多城鎮，其中以麥加最

為有名。到六世紀前後，生活在麥加的阿拉伯人約有一萬五千餘人。

＞＞西元610年，一位隱居者走出山洞，自稱是真主阿拉派到人間來拯救世人的使者，

宣揚順從阿拉的人死後可以進入天堂。這位隱者便是伊斯蘭教的創始人─穆罕默

德。

＞＞在眾多教徒的支持下，穆罕默德在雅特里布建立了第一個伊斯蘭教國家，並擁有了

自己的軍隊。他將這裡改名為「麥地那」，意為「先知之城」。

＞＞幾年後，穆罕默德的信徒遍布阿拉伯半島，到西元632年穆罕默德病逝時，半島在

共同的宗教信仰之下，完成了實質上的統一。從此，這個國家一步步邁向繁榮的帝

國之路。

＞＞從十一世紀起，蒙古人展開西征之旅，生活在中亞的突厥部落深受其苦，大量遷往

西亞地區，鄂圖曼土耳其就是其中的一支。

＞＞羅姆國蘇丹阿拉丁為了讓鄂圖曼人為自己守衛邊境，將與拜占庭帝國相接的卡拉賈

達賜予鄂圖曼人。幾年之後，卡拉賈達的首領埃爾托格魯爾大量吸收西遷過來的突

厥人，使一個只有四百來個營帳的小部落發展為一股強大的力量。

＞＞埃爾托格魯爾死後，其子鄂斯曼即位，他不斷擴張領土，建立了鄂圖曼帝國。

＞＞1451年，穆罕默德二世即位，滅掉了東羅馬帝國。長期征戰中，橫跨歐亞大陸的鄂

圖曼土耳其帝國開始成形，歷史上將穆罕默德二世稱為「征服者」。

＞＞到十六世紀時，鄂圖曼土耳其帝國的疆域已經相當遼闊，一個橫跨歐、亞、非三大

洲的大帝國最終形成。



15

中世紀的南亞和東亞

＞＞四世紀初，印度北部小國林立，西北部的貴霜帝國和南部的安度羅帝國國勢衰微，

輝煌不再。西元320年，恆河下游的摩揭陀國境內，旃陀羅．笈多一世（月護王）

即位，使用「摩訶羅」稱號，建立了笈多王朝，但後來陷入分崩離析狀態。西元

570年，笈多王朝的統治宣告結束。

＞＞中世紀初期的日本受中國和朝鮮半島先進文明的影響，生產力有了顯著提昇。六世

紀末期，日本貴族蘇我氏與物部氏兩大政治集團為了控制皇位，積怨甚深。西元

587年，兩派就是否接受佛教問題發生了嚴重的分歧。

＞＞西元592年，蘇我馬子消滅了物部氏一族，擁戴推古天皇即位；聖德太子於次年攝

政，期間致力於建立以天皇為中心的中央集權統治，進行了一系列改革。

＞＞到了十六世紀，日本諸邦林立，陷入「戰國時代」，由織田信長率兵逐漸統一了大

半個日本。他死後，其部將豐臣秀吉繼承了大業，最終統一了日本六十六「國」。

後來，織田信長的另一名部下德川家康掌握了實權，開始了閉關鎖國的封建統治。

＞＞中世紀初期，新羅、百濟、高句麗之間相互征伐不斷，勢力此消彼長。直到十世紀

末，王建自立為王，建立了高麗國，才逐漸統一朝鮮半島。

中世紀的非洲

＞＞羅馬帝國分裂後，埃及成為拜占庭帝國的一部分。

＞＞七世紀中期以後的一百多年中，埃及名義上仍由阿巴斯王朝的總督統治，但實質上

已經獨立。此後的五百多年裡，埃及逐漸成為一個獨立的阿拉伯國家，以開羅為首

都。

＞＞十六世紀初，土耳其大舉進攻埃及，於西元1516年大敗馬木路克軍，占領敘利亞，

後來攻下開羅，滅了馬木路克王朝，埃及遂變成鄂圖曼帝國的一個行省。

＞＞馬格里布在阿拉伯語裡是「日落的地方」或「西方」之意，原指埃及以西的整個北

非地區，後來專指突尼西亞、阿爾及利亞和摩洛哥三國。該地區最早的居民是摩爾

人。西元前814年至西元439年間，腓尼基人和羅馬人先後占領了這裡，將摩爾人變

為奴隸。

＞＞西元788年，阿拉伯貴族伊德里斯．本．阿卜杜拉依靠摩爾部落的支持，在摩洛哥

北部建立了獨立的封建國家─伊德里斯。

＞＞西元1516年，土耳其開始入侵馬格里布，東馬格里布後來淪為鄂圖曼帝國的行省。

＞＞蘇丹和衣索比亞是歷史悠久的東非古國，曾建立過強大的奴隸國，創造了較高的文

明。從七世紀起，兩個國家開始過渡到封建社會。



16

＞＞位於塞內加爾河和尼日河流域的桑海、迦納和馬利，是中世紀西非的著名古國，和

北非地區有著頻繁的貿易往來，是西非重要的文化中心。

＞＞十七世紀中葉，除南非的柯伊薩族還處於原始社會階段外，中南非地區已建立了一

系列國家，其中最著名的是剛果和辛巴威。

十六世紀以前的美洲

＞＞美洲的古代文明中，最輝煌的當屬馬雅文明。馬雅文明全盛時期在西元300年至900

年，其影響範圍西達墨西哥高原，東達巴拿馬，對這些地區文明的崛起產生了深遠

的影響。

＞＞阿茲特克人最早居住在墨西哥西北方的阿斯特蘭小島上，十二世紀中葉移居到墨西

哥盆地，1248年開始定居在特斯科湖西岸，1325年建立了著名的村落「特諾奇蒂特

蘭」。

＞＞「印加」在印第安語中是「太陽之子」的意思，印加人起初在的的喀喀湖附近過著

狩獵生活，後來向北遷徙到祕魯中部，十二世紀時以庫斯科為中心建立起了印加帝

國，印加文化就是從這個時候開始的。

探險家的新航路

＞＞1497年7月8日，葡萄牙人達．伽馬沿著狄亞士等人的足跡，於11月左右到達非洲最

南端的好望角。隨後，達．伽馬帶領船隊繼續航行，在1498年5月20日左右到達了

印度西海岸的卡利庫特城，就這樣開闢了第一條繞過非洲大陸到達東方的新航線。

不久，麥哲倫又進行了環球航行，證明了地圓學說的正確性。

＞＞新航線與新大陸的發現，加速了歐洲殖民者的擴張行為，他們為了得到更多的利益

而開始爭奪海上霸權。

宗教改革和日耳曼
※
農民戰爭

＞＞中世紀後期的日耳曼地區四分五裂，大大小小的邦國都處於羅馬教廷的控制之下，

名目繁多的稅收使大量的財富流向羅馬，日耳曼因而被稱為「羅馬教皇的乳牛」。

＞＞荒唐的「贖罪券」，是基督教會對日耳曼人民另一種剝削的方式。馬丁．路德張貼

〈九十五條論綱〉，公開反抗教會，揭開了宗教改革的序幕。

＞＞湯瑪斯．閔采爾本是農民之子，一躍成為傑出的農民領袖。在他的大力宣傳、鼓動

和組織下，西歐歷史上最大的一場農民戰爭在日耳曼地區爆發。

※此處為狹義的日耳曼，指日耳曼地區（Germany，同德意志Deutschland），即未統一前的德國。廣義的日

耳曼為整個日耳曼民族，包括古代的東哥德、西哥德、法蘭克等王國，近代則以德、奧兩國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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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墨洛溫王朝時的青銅帶扣

西元1500年西元476年     

十五世紀的歐洲



➔
羅馬帝國的解體

匈奴西遷

匈奴興起於中國北方河套、陰山

以北，在秦朝時便不斷南侵，至漢朝時

勢力達到鼎盛。漢文帝時，匈奴軍曾直

逼京畿，使漢都長安陷入一片混亂。漢

武帝時，中原軍事力量空前強盛，匈奴

由強轉弱，漢武帝於是起意消除來自匈

奴的威脅。西元前133年至前119年，衛

青、霍去病率軍屢敗匈奴，深入匈奴境

內兩千餘里，收復大片失地，鞏固

了邊防。在漢朝的軍事打擊以及漢

廷策動西域各國予以孤立的情況

下，匈奴內部矛盾日深，政治

重心漸漸西傾，顯露出了

西遷的態勢。

王莽當政時，匈

奴內部發生了一次大

分裂，形成了南、北兩

大陣營。後來南匈奴逐漸與漢族融合，

而北匈奴力量仍十分強大，牢牢控制著

河套、河西以及西域諸國。於是到了東

漢，漢軍又開始對匈奴進行連串反擊。

從西元88年起，竇憲和耿秉率漢軍大敗

匈奴軍隊，迫使北匈奴部眾於西元91年

離開漠北，向西方遷徙。

北匈奴在烏孫地區艱難生活了約

七十年之後，在二世紀中葉遷往位於中

亞錫爾河流域的康居。西元三世紀中葉

時，或有可能受到貴霜帝國和康

居的聯合夾擊，北匈奴又被

迫遷往粟特地區；約西元350

年左右，再度西遷至頓河

流域，且擊敗了當地的

阿蘭人，征服黑海北岸

和西亞一帶。

匈奴是中國古代的少數民族，曾嚴重威脅秦、漢王朝邊防。西元91年，匈奴在和漢民族的長年戰爭中失

敗，開啟了一場史無前例的民族大遷徙……

001.民族大遷徙

←漠北之戰

漠北之戰是漢代衛

青、霍去病北擊匈奴

最關鍵的戰役，此戰

之後匈奴人在中國北

方的勢力逐漸衰微。

←匈奴騎兵想像圖

匈奴是個游牧民族，

軍隊以騎兵為主，成

年男子入則為民，出

則為兵，能騎善射。

他們對整個歐亞大陸

的農耕文明造成巨大

衝擊，並改寫了歐洲

的歷史。

1�



直到四世紀中葉之後，歐洲歷史學

家才留下關於「匈人」活動的記載，他

們所稱的「匈人」正是北匈奴的後代。

匈奴西遷最後也觸發了歐洲的民族大遷

徙，尤其是日耳曼人的南遷對歷史影響

深遠。

慓悍的日耳曼人

早期歐洲的文明發展呈現了不均衡

的狀態。興起於斯堪地那維亞半島的日

耳曼人，於西元前南遷至波羅的海南岸

的維斯瓦河口附近。後來，他們逐漸移

居到多瑙河、萊因河、維斯瓦河和北海

之間的廣大地區，並不斷向南推進，令

盤踞在地中海地區的羅馬人十分不安。

日耳曼人身材高大，性格凶猛強

悍，雖未有發達的文明，但英勇好戰。

他們的農耕技術落後，主要依靠著乳

類和肉食過生活。在羅馬人眼裡，日耳

曼人是茹毛飲血的野蠻民族。他們慷慨

大度、殷勤好客，在嚴冬時節喜歡成群

結隊，挨家逐戶串門逗留，直到吃光

主人家所有的食物。日耳曼人知道織

︻
人
文
歷
史
百
科
︼

和親

乃指古代中原漢族封建王朝的皇室與邊疆

少數民族上層之間，為保持友好而聯成的

姻親關係。這種作法約始於西漢，漢高祖

劉邦曾以宗室女嫁匈奴單于，緩和了匈奴

的襲擾；元帝竟寧元年（西元前33年）以

宮人王昭君嫁予匈奴呼韓邪單于，對結束

漢、匈百年爭戰進而交好，發揮了一定作

用。

布，會製造金屬器具和帶輪子的車，但

卻不會書寫，故而被視為文化水平甚低

的民族。

日耳曼人雖然知識淺薄，但打起仗

來卻毫不含糊，手握自製的短矛勇往直

前。近距離交戰時，短矛可發揮「一寸

短一寸險」的優勢；若敵方逃跑，日耳

曼人用力投擲，短矛又可當箭來使用。

日耳曼人打仗時往往一擁而上，跑

在最前面的永遠是他們的首領。其實，

日耳曼的首領並沒有太大的權力，既不

能坐鎮後方指揮，也不能專斷獨行。首

領乃是倚其勇敢而被推選出來的，只有

最勇猛的人才有資格當選首領，而那些

跟隨首領的士兵往往把不能與首領同生

共死看作是最大的恥辱。因此，當日耳

曼人跨上戰馬、拿起兵器怒吼前衝的那

刻起，也許只有死神才能止住他們的腳

步。

↑四世紀的哥德武士

哥德人是日耳曼人的一支，後分為東哥德和西哥德兩大

部。原生活在東歐地區，因受到匈奴人的驅逐而進入羅馬

帝國境內，最後導致了羅馬帝國的滅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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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德人避難羅馬

四世紀以前，日耳曼人雖然偶爾策

馬南下，騷擾羅馬帝國邊境，但未發生

大規模戰事。而靠近羅馬帝國的日耳曼

人早就和羅馬人往來貿易，甚至漸漸為

羅馬人同化。羅馬人對日耳曼人並無太

大的敵意，甚至還招募了不少慓悍的日

耳曼人來充實軍隊，以至於有人驚呼：

羅馬軍隊已經「蠻族化」了！

就在日耳曼人和羅馬人和平相處之

時，匈奴人長途跋涉來到了歐洲。儘管

這趟千里旅程十分勞頓，身經百戰的匈

奴人仍保持強大的戰鬥力。他們在日耳

曼人的居住地縱橫馳騁，成了這個地方

的新主人。日耳曼部落則被迫離開祖居

之地，相繼退向南方的羅馬帝國境內，

於是歐洲出現了大規模的民族遷徙浪

潮。

西元375年，日耳曼人的一支東哥德

人冀圖阻擊匈奴，結果一敗塗地，國王

愛爾曼那利赫自殺身亡。另一支西哥德

人連抵抗的勇氣都沒有，於次年逃到羅

馬邊境的多瑙河畔。前有大河，後有追

兵，西哥德人走投無路，最後在首領菲

列德根率領下向羅馬人求救，請求羅馬

皇帝瓦倫斯允許西哥德人渡河進入羅馬

境內避難。

瓦倫斯十年前曾與哥德人交手過。

當時有一萬多哥德人幫助羅馬邊防長官

發動叛亂，被瓦倫斯鎮壓下去，因而瓦

倫斯認為哥德人好對付，於是決定讓西

哥德人入境避難。但他要求將所有未達

服役年齡的男孩交出作為人質，並把所

有兵器上繳羅馬軍官魯皮西拉斯和馬克

西烏斯。瓦倫斯這樣做，無非是想在解

除西哥德人武裝的同時，壯大羅馬的軍

力。

面對這般苛刻的條件，西哥德人最

後還是答應了。二十萬西哥德人渡過多

瑙河，進入羅馬帝國境內。但羅馬帝國

政府處理此事的官員卻腐敗無能，導致

西哥德人得出賣子女才能換取生活必需

的糧食，因而埋下了他們仇恨的種子。

被羅馬人稱為「蠻族」的日耳曼諸民族，在匈奴人的驅趕下進入歐洲農耕文明區域，不斷衝擊著搖搖

欲墜的羅馬帝國，從而開創了新的歐洲歷史。

002.蠻族進入羅馬帝國

→日耳曼武士像

日耳曼武士善於使用長

劍，多用於砍殺。青年人

經過某種儀式，便獲得佩

劍的權力，中世紀由扈從

晉升為騎士的儀式正起源

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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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哥德人的反叛

西哥德人避入羅馬境內後，日子過

得十分艱難。然而這時又有部分走投無

路的東哥德人避入羅馬，他們的待遇比

西哥德人好一些，因為羅馬沒有向他們

要索人質。強悍的東哥德人，在羅馬境

內漸漸變得有點肆無忌憚，與之血脈相

連的西哥德人立即與他們結成了同盟，

準備懲治一下羅馬官吏。

收繳西哥德人武器的羅馬官吏魯皮

西拉斯感到了危機：如果西哥德人和東

哥德人聯手，勢必在羅馬掀起一場腥風

血雨。於是他決定先下手，除去西哥德

人的首領。他設宴邀請菲列德根和另一

位西哥德人的首領阿拉費法斯前去。席

間魯皮西拉斯發出信號，埋伏的羅馬士

兵一擁而上，將阿拉費法斯砍成了肉

泥，但菲列德根拚死逃掉了。菲列

德根逃回營地後，立即召集部

下，正式向羅馬宣戰。

西哥德人的強悍在對付

羅馬人時又顯現出來了，

魯皮西拉斯與馬克西烏斯

相繼遭到殺害，前來鎮壓

的羅馬軍團也被擊潰，西

哥德人獲得了大批武器，

戰鬥力頓時提升不少，

勢力範圍也逐漸加大，在

羅馬境內建立了「國中之

國」。

隨後西哥德人四處出擊，搶奪了大

批財物，屠殺了大批無辜的羅馬人。

正與波斯人作戰的瓦倫斯聽說西哥

德人造反，大為惱怒，與波斯人草草簽

下停戰協議，立即回國進行鎮壓。但西

哥德人已非十年前那般落後的狀態，他

們從羅馬人那裡學到了許多東西，而部

分羅馬逃兵也提供了西哥德

人實質協助。因此瓦倫斯這

場仗打得格外艱難，西哥德

人僅用「車城」這一戰

術，就教瓦倫斯的幾

員大將一籌莫展。羅

馬士兵士氣低落，

抱怨聲日益高漲，

瓦倫斯急需一場大

戰以振奮軍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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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城

「車城」即是把輜重車輛首尾相連，串結

成一道壁壘，就像一座可以移動的堡壘一

樣。行進或打仗時，將士們躲在「車城」

後面，讓輜重車掩護自己，騎兵小分隊從

「車城」裡倏然出擊，對敵兵發動攻擊後

再迅速退回。這種作戰方法在平原和高地

上皆很奏效；但也有缺陷，如果對手迂迴

到後方進行攻擊，「車城」反而會成為一

種障礙。

←哥德騎兵和其僕人，想像圖

在進入羅馬帝國之前，哥德人還處於原始社

會轉化時期，但已存在私有制。騎兵即是後

來騎士的雛形，每人皆有數量不等的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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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馬的內亂

其實在西哥德人和瓦

倫斯作戰以前，羅馬帝國

就極不穩定了。西元306

年，君士坦丁成為羅馬帝

國的獨裁者，他沿用了戴

克里先的改革，但並未壯

大羅馬帝國的基礎，反而

建立起一個臃腫的官僚機

構，加重人民的負擔。歷

經戰亂後，帝國中心逐漸

向東偏移。西元330年，君

士坦丁大帝將首都遷到經

濟、文化相對較發達的拜占庭城，改名

「君士坦丁堡」。

西元364年，瓦連第安統治西部帝

國，他的兄弟瓦倫斯統治東部帝國。兩

兄弟當政期間，羅馬帝

國北方的東哥德人、西

哥德人、汪達爾人、法

蘭克人、阿勒曼尼人、

盎格魯人、撒克遜人、

倫巴底人等日耳曼部落

結成同盟，經常騷擾羅

馬邊境。而羅馬帝國境

內深受壓迫的奴隸、農

奴和下層人民，也早有

反抗之心。日耳曼人的入侵，點燃了羅

馬帝國境內的反抗之火。瓦連第安在交

戰中被殺，而西哥德人在羅馬境內的暴

動也讓瓦倫斯疲於應付。

瓦倫斯返回君士坦丁堡對西哥德人

進行鎮壓時，命令在亞美尼亞境內作戰

的部隊迅速前往色雷斯，又派人請求他

的侄兒、西羅馬的格拉提安出兵相助。

從亞美尼亞撤入色雷斯的東羅馬軍

隊，對當地的地形不甚瞭解，甚至對西

哥德人以騎兵為主的作戰方式也無所認

識，仍堅持以正規軍團進行正面作戰，

因而受到西哥德人的阻擊和奇襲，屢遭

失敗。

哥德人為日耳曼人游牧部落的一支，進入羅馬境內的哥德人在阿德里亞堡打敗羅馬軍隊，羅馬帝國從

此一蹶不振。

003.阿德里亞堡戰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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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克里先的改革

戴克里先擴大羅馬皇帝的權力，採用「多

米那斯」稱號，仿效東方專制君主的宮廷

禮儀。戴克里先改革後，行省被劃小，

由四十多個增到一百個；行省中的軍權和

行政權分開，軍隊中「蠻族」成員不斷增

加；統一稅制，確定了新鑄幣含金、銀的

標準；對基督教採取高壓政策，禁止舉行

禮拜，清除軍隊和官員中的教徒，沒收教

會財產，拆毀教堂，焚燒經書，逮捕神職

人員，處死一些教徒。戴克里先的改革，

使面臨嚴重危機的羅馬帝國獲得了暫時的

穩定。

←君士坦丁大帝的夢想，皮耶羅．弗

朗切斯卡作品

君士坦丁一世是羅馬帝國後期最傑

出的君主，即使在夢中也考慮著對

衰落的帝國進行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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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哥德人的「車城」戰術屢試

不爽，但對於積極的攻城作戰卻無計可

施。因此，羅馬軍隊倚靠堅固城牆抵擋

了哥德人的攻擊，而自己又不敢貿然出

城，兩軍出現了對峙的局面。

游牧民族的聯盟

西元378年，東哥德人開始支援西哥

德人，甚至連匈奴人也援助西哥德人，

共同對付羅馬人，西哥德人與羅馬軍隊

對峙的僵持眼看就要破局。克利提吉爾

恩成了游牧民族聯盟的總指揮，他準備

和東羅馬的軍隊決一勝負。

瓦倫斯看到前線的局面難以突破，

於是撤掉了原步兵統帥，任命西羅馬來

援的塞巴斯西安為步兵統帥。西羅馬的

格拉提安也正火速趕來。

塞巴斯西安接任步兵統帥後，立即

鼓舞士氣、安撫軍心。他深知羅馬士兵

急需一場勝利來振奮軍心，但羅馬士兵

惰性成風，是一群烏合之眾。於是，塞

巴斯西安挑選出兩千餘名英勇士兵，組

成一支精銳部隊，率領他們占領了阿德

里亞堡。第二天，塞巴斯西安發現一支

哥德部隊正在希伯勒斯河附近劫掠，又

率部隊前去圍剿。但他沒有正面攻擊，

而是趁哥德人休息時發動夜襲，殲滅了

這支西哥德部隊。

這一勝利大大鼓舞了

軍心，瓦倫斯認為反擊

的機會來了，決定親自

出征，但格拉提安的大

部隊還沒有到達。

偵察兵向瓦倫斯報

告：有一支約萬人左右

的哥德軍隊正準備通過阿

德里亞堡附近，向西進軍。

瓦倫斯未加思索，就立即率

大軍出發進擊。隊伍雖然龐大，但混亂

且缺少訓練，戰鬥力不強。

當部隊行進到阿德里亞堡城邊時，

塞巴斯西安請求瓦倫斯不要再前進，因

為這支隊伍的作戰能力太弱，若一旦戰

敗將使整個軍心動搖。格拉提安也送來

書信，建議瓦倫斯小心行事，等援助部

隊前來會合後再一起出戰。但瓦倫斯身

邊的一些奸佞之徒卻極力慫恿他開戰，

以免讓格拉提安搶了戰功。瓦倫斯最後

決定單獨行動，隨即就在敵人必經之路

修築工事，準備開戰。

←羅馬軍隊與「蠻族」混戰的浮雕

在「蠻族」入侵的打擊下，原已陷於危機中的羅馬帝國最後

徹底崩潰。

↑羅馬騎兵

23

→ 西哥德人的金幣



失敗的和解

西元 3 7 8年

8月9日清晨，瓦

倫斯將眾大臣、

金銀服飾留在阿德里

亞堡城內後，便率大軍向哥德人進行決

戰。但這一天天氣炎熱，道路又崎嶇不

平，羅馬士兵一路走來十分疲憊。這時

偵察兵報告說，距離阿德里亞堡十二哩

處，發現了哥德人圓形的「車城」。瓦

倫斯急令士兵展開陣勢迎敵，但疲憊不

堪的羅馬士兵擠擠攘攘，排了半天也沒

有到達指定位置。

克利提吉爾恩這時查探到了瓦倫斯

的行動，儘管自己也想盡早決戰，但騎

兵主力出去搜擄還未回來。因此他一面

派人火速通報騎兵主力，一面派使者假

意求和，拖延時間。

使者見到瓦倫斯後，提出了避免戰

爭的條件：將色雷斯地區劃給哥德人。

瓦倫斯雖然不同意這項條件，但自己在

狹窄的地形上還未部署好，因此也想爭

取一些時間。於是瓦倫斯告訴使者，如

果真有誠意簽訂停戰協約，應由主帥克

利提吉爾恩親自前來才行。克利提吉爾

恩也乘機向瓦倫斯提出條件，要求他們

派出貴族作為人質。瓦倫斯同意了這些

提議。

談判進行時，哥德騎兵主力回來

了，而瓦倫斯龐雜的大軍仍在擾鬧不

休。瓦倫斯的使臣帶著一些隨從前往

哥德大營，但一行人剛到對方的「車

城」，跟隨使臣的弓弩手卻突然放箭，

向哥德人發動了進攻。使臣事先不知

道這回事，見情勢不妙隨後就逃回了

本營。克利提吉爾恩馬上率兵進攻瓦倫

斯的大軍。羅馬軍右翼騎兵立即應戰，

但很快就被擊潰。左翼騎兵一下成了孤

軍，也難逃被哥德騎兵殲滅的命運。         

↓羅馬貨幣上的格拉提安形象

↑羅馬帝國傭軍

羅馬帝國後期，招募了許多日耳曼傭軍，他們只為金錢而

戰，背棄主人是常有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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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色雷斯

色雷斯在巴爾幹半島東南部。古代的色雷

斯東臨黑海，北接多瑙河，南至愛琴海，

西與伊利里亞和馬其頓為鄰。古代色雷斯

人居住在這個地方，西元一世紀被羅馬人

征服，劃為兩個行省：巴爾幹山以南稱色

雷斯省（即今保加利亞南部，通稱上色雷

斯），以北稱莫埃西亞省。西元1018年為

拜占庭侵占。十四到十九世紀屬鄂圖曼帝

國，統稱「魯米利亞」。1878年俄土戰爭

後，上色雷斯稱東魯米利亞，1885年與保

加利亞公國合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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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瓦倫斯夢斷阿德里亞堡

羅馬部隊的騎兵一潰千里，戰

馬從士兵身上躍過拚命逃竄。羅馬

步兵被自己的騎兵衝散，一部分士

兵倒在馬蹄之下，一部分士兵跟著

馬逃命。剩下的步兵失去了騎兵的

保護，劣勢盡顯。但他們仍想集結

起來，進行最後的搏擊。

擁擠雜亂的羅馬步兵慌亂地調整

著陣形，但哥德騎兵眨眼之間又衝過來

了，羅馬步兵再一次被衝垮，潰不成

軍。戰場上塵土飛揚，羅馬士兵擠在一

塊，甚至連刀都拔不出來，遭到哥德人

大肆屠殺。

這時，想盡快結束戰鬥的克利提吉

爾恩又把「車城」中的步兵投入戰場。

羅馬士兵此時已無路可逃，唯有背水一

戰才能生還，往日的惰性頓時消失無

蹤，每個人都為爭取生存的機會而奮

戰。兩方的士兵都殺紅了眼，無人投

降，也沒有人後退，戰爭的慘烈程度到

了難以想像的地步。長矛刺斷了，士兵

拔出短劍攻擊；劍刃砍彎了，士兵隨

手抓個東西繼續拚殺。

羅馬士兵最後沒能擋住哥德人

的攻擊，開始四下逃竄。羅馬預備

隊準備營救瓦倫斯，但一看到哥德

人的勇猛攻勢，立即丟下瓦倫斯和他

率領的士兵全速潰逃。

夜幕降臨時，一個羅馬人再熟悉不

過的身影在死屍間爬行。他看起來受了

重傷，因為爬得很吃力。終於他爬不動

了，靜靜地趴在那裡停止了呼吸。他就

是羅馬皇帝瓦倫斯，與他一起同死在戰

場上的，還有羅馬帝國眾多的騎兵司令

和顯要大臣。羅馬此戰損失了三分之二

的兵力，約有四萬餘

人。

在阿德里亞堡

戰役中，騎兵成了

戰場上的主角，古

老的方陣和軍團戰術

已失去了優勢，羅

馬帝國從此走

向衰落。

↑哥德人渡過多瑙河

哥德人英勇善戰，渡過多瑙河進入羅馬帝國境內後，對羅馬

帝國產生了重大威脅。

←瓦倫斯雕像，羅馬帝國

後期作品

瓦倫斯是羅馬分治時

東羅馬的皇帝，在阿

德 里 亞 堡 戰 役 中 戰

死。
25

→ 西哥德人的長劍



阿拉里克的野心

阿 德 里 亞 堡 一 戰 ，

使西哥德人的野心無限膨

脹。他們在巴爾幹半島所

向披靡，甚至兵臨東羅馬

帝國首都君士坦丁堡城

下。從黑海之濱到阿爾卑

斯山麓，到處都充斥哥德

人戰馬的嘶鳴。

西元380年，西哥德人

的首領菲列德根去世，一時群龍無首，

降低了羅馬帝國外防的壓力。西哥德人

雖然圍攻君士坦丁堡，但因「車城」的

作用無法發出威力，且又不懂攻城戰

術，故而並未對君士坦丁堡構成太大威

脅。西元386年，足智多謀的羅馬皇帝狄

奧多西，利用西哥德人發生內訌的機會

重創西哥德軍，解了君士坦丁堡之圍。

內亂不止的西哥德人對羅馬帝國難

以形成有效的攻勢，後

來遂與狄奧多西達成停

戰協定：狄奧多西在多

瑙河畔劃出一塊區域供

西哥德人居住，西哥德

人則向羅馬帝國提供兵

源。

西元390年，西哥德人中出現了一

位年輕有為的新首領，他就是阿拉里

克。他認為停戰協議並不足以讓西哥德

擺脫寄人籬下的境地，提供兵源是對西

哥德人的侮辱，首要之務乃應重振西哥

德人的雄風。

西元395年，狄奧多西去世，羅馬

帝國正式分為東、西兩部。此時常常抗

拒羅馬命令的阿拉里克乘機起義，反羅

馬的運動在帝國境內開始蔓延。從小亞

細亞到馬其頓，從希臘半島到義大利半

島，西哥德人在阿拉里克的率領下取得

了無數次勝利。那些受羅馬帝國壓迫的

農奴和農民，也踴躍加入阿拉里克的部

隊，不斷壯大的隊伍為羅馬帝國帶來了

逐日加劇的威脅。

西元395年，羅馬皇帝狄奧多西去世，羅馬帝國正式分為東、西兩部。西羅馬在哥德等日耳曼部落的

蹂躪下苟延殘喘。

004.羅馬帝國的危機

←阿拉里克進攻羅馬，美國《國家地理雜誌》插圖

←狄奧多西一世受洗，1745年皮爾作

品，義大利佩魯賈國立藝術館藏

狄奧多西一世在位時，將基督教定

為羅馬帝國國教。畫面中坐著的是

當時的教宗聖安布羅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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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蘭之圍

西元401年，阿拉里克

視征服羅馬城為新目標。

他曾對妻子說：「妳安心

等待吧，不久我就會把羅

馬的貴婦帶來作妳的奴

婢！」之後就率軍翻越阿

爾卑斯山，攻克威尼斯，

圍困米蘭城。羅馬貴族個

個驚恐萬狀，紛紛逃出義大利。

在米蘭告急之時，具有汪達爾血統

的日耳曼將領斯提利哥站了出來，決定

拯救羅馬，他對羅馬十分忠心。斯提利

哥從帝國各地糾集武裝士兵，於西元402

年初，解了米蘭之圍。4月6日，斯提利

哥又誘使阿拉里克到波侖提亞會戰，大

敗西哥德軍。哥德俘虜被綁縛雙手，集

體遊街示眾，阿拉里克的雕像也被戴上

枷鎖放在戰車裡遊行，羅馬競技場為此

舉行了大型表演，但這已是巍巍帝國最

後的歡呼。

↓西哥德人洗劫羅馬

阿拉里克率領的西哥德人轉戰於整個羅馬帝國的東部，對羅

馬文明造成了巨大的破壞。

斯 提 利 哥 解 米

蘭之圍後，並未得到

應有的榮譽，反而

受到羅馬貴族的詆

毀。貴族們開始攻擊

斯提利哥，誣陷他私

下與阿拉里克勾結，

並準備立自己的兒子

為皇帝。甚至斯提利

哥籌備軍餉時，也被誣陷為擴充自己的

勢力，意圖取代羅馬政府。西元408年8

月23日，斯提利哥以莫須有的罪名被處

死，並株連九族。斯提利哥死後，那些

誓死保衛羅馬的「蠻族」也紛紛出城投

靠阿拉里克。保衛羅馬的最後一絲力量

讓羅馬人自己給消滅了。

此時的阿拉里克已從戰敗的陰影中

走出，並且恢復了戰鬥力。而對他最具

威脅的斯提利哥一死，阿拉里克毫無壓

力。於是他率領自己的軍隊，和不斷前

來結盟的「蠻族」渡過波河，直逼羅馬

城下。

︻
人
文
歷
史
百
科
︼

羅馬的逃兵

解米蘭之圍的斯提利哥被羅馬人殺害後，

那些誓死保衛羅馬城的「蠻族」士兵感到

十分失望，紛紛離開羅馬。短短的幾天

內，就有三萬餘人逃出羅馬。更為可怕的

是，這些「蠻族」軍人投靠了哥德人，成

了阿拉里克的將士，他們攻打羅馬的決心

甚至比阿拉里克還要堅決。阿拉里克第二

次圍攻羅馬時，就有四萬多個羅馬奴隸和

三萬多名前羅馬士兵參加。

↑斯提利哥和他的妻兒，羅馬時期黃金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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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劫羅馬城

羅馬城牆高大結實，固若金湯，

阿拉里克知道強攻難以奏效，決定圍而

不攻。他切斷羅馬與外界的一切聯繫，

逼迫羅馬在食物枯竭時投降。來自北非

的糧食供應管道被切斷後，城內的饑荒

危機隨之降臨。不久，人們每日的糧食

配給由兩磅降到了四分之一磅，直至取

消。

恐懼籠罩著整個羅馬城，又有不祥

的傳聞四處散布：有十二隻老鷹在羅馬

城創立者羅慕洛雕像前飛上飛下，意味

著羅馬城僅有十二個世紀的壽命，而現

在羅馬城已經期滿，就要滅亡了。

不斷餓死的老人和嬰兒迫使羅馬

元老院決定求和。他們派出使者求見阿

拉里克，最後答應了對方的要求，交出

了五千磅黃金、三萬磅白銀、三千磅胡

椒、四千件絲質衣料和三千張牛皮；並

同意讓阿拉里克與住在拉文納的西羅馬

皇帝霍挪里阿進行會談，不過元老院對

此要求一直推託。當君士坦丁堡的四千

精銳援兵到來、北非的糧食運來後，羅

馬人又有了元氣，大罵阿拉里克是土

匪，與皇帝會談是癡心妄想。

阿拉里克盛怒之下，決心攻克羅

馬。西元410年，阿拉里克大軍開至羅

馬城下，把羅馬城圍個水洩不通。8月24

日夜晚，一名奴隸乘守軍不備，偷偷打

開了羅馬城門。阿拉里克率大軍殺入城

內，三天三夜的燒殺搶掠使羅馬城幾乎

成為一片廢墟。

在羅馬城內橫行無忌

的阿拉里克未得到滿足，他

準備渡海南下征戰西西里，

奪取北非─羅馬帝國的糧

倉。

←阿拉里克對羅馬的洗劫

該圖生動地描繪了西哥德人進入羅馬城之

後燒殺搶掠的情景。畫面中最可憐的是那

些羅馬女人，在阿拉里克及西哥德士兵面

前如同羔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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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盧

西元前二世紀，羅馬人侵入高盧，征服高

盧南部，建立了納爾博南西斯行省。西元

前58至前51年，高盧的其餘部分又被凱撒

率領的羅馬軍隊征服。三世紀時，羅馬奴

隸制度危機波及高盧，導致高盧商業和手

工業衰落，城市凋敝，並不斷遭到日耳曼

部落的襲擊，曾經一度脫離羅馬帝國而獨

立。五世紀初，高盧形勢急劇惡化，勃艮

第人侵入萊因河西岸。西元418年，西哥德

人以帝國同盟者身分獲得高盧西南部的阿

奎丹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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躊躇滿志的阿拉里克剛

到義大利半島便不幸染病，

一命嗚呼了。西哥德人隨即

強迫羅馬俘虜排乾附近布辛

特河的河水，把阿拉里克

的遺體和大量殉葬品埋在河

床下，最後又將河水放回河

床。那些參與工程的羅馬俘

虜事後全部遭滅，因此阿拉

里克屍骨的具體位置至今仍

是個謎。

西哥德王國的建立

阿拉里克的繼任者魯道夫認為阿拉

里克的死是個凶兆，而渡海的大船被掀

翻更加強了他的想法。於是，魯道夫決

定停止南進的計畫，轉而揮師北上，準

備征服羅馬帝國最大的省分─高盧。

魯道夫北上途中，竟然拐走了皇帝

霍挪里阿的妹妹普拉西蒂亞，這讓羅馬

大將君士坦提亞斯惱羞成怒，因為他很

早就暗戀普拉西蒂亞。因霍挪里阿皇帝

沒有子嗣，君士坦提亞斯還想借助與普

拉西蒂亞的婚姻獲得皇位繼承權。魯道

夫此舉讓他咬牙切齒，於是立即率軍追

擊。

魯道夫心知肚明，於是故意刺激君

士坦提亞斯，選個黃道吉日與普拉西蒂

亞在軍旅中成婚了。君士坦提亞斯立即

派艦隊封鎖高盧港口，切斷魯道夫的糧

食供應。魯道夫無奈只好

退走西班牙，但不幸接踵

而來。西元415年，他與

普拉西蒂亞所生之子夭折

了，而他本人隨後也遇刺

身亡。

繼任西哥德首領的

華里亞，在君士坦提亞

斯大軍的壓迫下準備渡

海進入非洲，但受風暴

所阻，被逼入絕境的華里亞決定與君士

坦提亞斯講和。最後，君士坦提亞斯用

六十萬袋穀物換回了普拉西蒂亞，同意

西哥德人以羅馬同盟者的身分擁有土地

和建立國家的權利。華里亞答應了君士

坦提亞斯的條件，幫助羅馬肅清西班牙

境內其他蠻族部落。419年，阿拉里克之

孫提奧德里克出任領袖，以土魯為都，

建立起日耳曼人在西羅馬境內的第一個

蠻族王國─西哥德王國。

西元417年，普拉西蒂亞嫁給了自己

並不喜歡的君士坦提亞斯，並生了兩個

孩子。421年，君士坦提亞斯染病而亡。

他雖未取得帝位，但他的兒子最後當上

了西羅馬皇帝，即法侖提尼安三世。

↑普拉西蒂亞肖像，壁畫（局部）

↑法侖提尼安三世時期的貨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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