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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古代中世纪史研究】

近年来，在希腊历史文化探讨中，有一种广泛流

传的观点，认为古代希腊并不存在一个被称为“希

腊”的国家，也没有一个被称为“希腊”的政治实体，

所以“希腊”在古代是不存在的。有论者由此断定希

腊古史是“伪史”，是文艺复兴以后西方学者“杜撰”

或“发明”出来的。此即所谓“希腊伪史论”。值得注

意的是，倘若有人把“伪史论”挪移到埃及、印度、中

国等其他文明古国的历史上，那这些文明古国历史

的真实性甚至其是否存在都很成问题了。这涉及古

代希腊半岛上族群、文化、语言的来龙去脉，以及如

何认识和评价西方文明的起源和传承等一系列错综

复杂的问题，很有必要认真梳理，正本清源。笔者拟

以希腊为例，从概念史的角度，探讨古代“希腊”的概

念究竟是如何产生的，经历了怎样的演变，“希腊”的

古史是否存在，如何理解其真实性等问题。

一、从Graecia到Greece：罗马人的误解并以讹

传讹

现代世界上希腊以外的国家使用希腊国名时，

通常就是英文的 Greece，法文的 Grèce，德文的

Griechenland，俄文的 Греция等。据考证，该词均源

于拉丁语Graecia，它源自于罗马人对意大利南部沿

海和西西里岛希腊移民的统称。罗马人称这一地区

为 Magna Graecia，可译为“大格里西亚”或“大希

腊”。公元前 7-前 5世纪，在“大希腊”地区，先后出

现近百个希腊移民城邦。据说，这些城邦中有一部

族来自于亚得里亚海对岸的西北希腊，该部族的原

居住地是名叫Graecia(后来英语Greece“格里斯”的

词源)的小地方，具体位置至今难以确定。显然，那

时罗马人所知不多，见识有限，并不清楚Graecia原
本多大，只是由于Graecia的居民移至意大利，居住

地扩大了，罗马人便将错就错，把希腊殖民城邦所在

地笼统地称为“大格里西亚”了。罗马人的国家兴起

于意大利半岛中部第伯河畔，在不断向外征服直至

统治“大格里西亚”后，开始大量吸收希腊文化，拉丁

语中Graecia一词就成为罗马人对意大利半岛的“格

里西亚人”居住地的称呼，也成为对巴尔干半岛南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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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格里西亚人”祖居地的统称。这种称呼就这样

“以讹传讹”①，沿用至今。

然而，我们注意到，现代希腊人并不使用Graecia
(Greece)来称呼本国。他们和古代希腊人一样，用

“ Eλλ ”来称呼自己的领土。“ Eλλ ”拉丁化即为

Hellas，意为“希腊人居住的地方”。Graecia和Hellas
是什么关系?难道历史上真有两个“希腊”吗?答案当

然是否定的。那么，Hellas又是如何产生和演化的?
二、巴尔干半岛上的Hellas：从无到有

Hellas之名源于希腊人的远祖希伦(Hellen)。根

据希腊神话，丢卡利翁(Deucalion)是天神普罗米修斯

的儿子。洪水洗劫了大地之后，只有他和妻子皮拉

幸存下来。希伦是他们的儿子，后被尊为希腊人的

远祖。希腊人(Hellenes)意为“希伦的子孙”。公元前

8世纪作家赫西俄德说，希伦三个儿子分别是多洛斯

(Dorus)、克苏托斯(Xuthus)和埃奥罗斯(Aeolus)②。伊

奥尼亚人的名祖伊翁(Ion)，乃是阿波罗之子。克苏

托斯是其继父。后世希腊诗人炮制这则神话旨在

说明，古典时期操希腊语多利斯方言 (Doric dia⁃
lect)、埃奥利斯方言(Aeolic dialect)和伊奥尼亚方言

(Ionic dialect)的族群，分别被称为多利斯人、埃奥利

斯人和伊奥尼亚人，有着共同的世系，源自于一个共

同的祖先。

其实，希腊人并非巴尔干半岛南部即希腊半岛

的原住民，此地最初当然不应该被称为“希腊”。一

个多世纪以来历史学、考古学、语言学、民族学等学

科的研究成果已经证明，印欧语系希腊语族的居民，

大约自公元前 2500年开始的千余年间，从巴尔干半

岛中北部分批南下，逐步占据一些地区，征服当地居

民或与其和平杂居。其中希腊人大规模移居希腊半

岛(“皮拉斯基亚”)是在公元前 1900年以后③。“希腊

人的到来”是该地区一个重要的历史节点。最早进

入“希腊”地区的是阿凯亚人(Achaeans)，他们自北向

南进入伯罗奔尼撒半岛，很可能就是迈锡尼文明的

创建者，所使用的文字(线性文字 B)被证实是希腊

语；稍晚进入这一地区的有伊奥尼亚人、埃奥利斯

人；最晚进入“希腊”并建立斯巴达城邦的多利斯人，

南下的时间在特洛伊城陷后的第 80 年 (约前

1160)④。古典时代历史学家希罗多德、修昔底德在

追溯希腊民族历史起源时，记载了古希腊人的共同

记忆，也转述了他们的共识。

Hellas经历过从无到有，从小变大的动态演进过

程。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修昔底德都确信，现在

被称为“希腊”的这个地方，最初并非为希腊人所

居。希腊人在此定居，希腊语在此普及，是“希腊”这

个地理概念出现的前提。古风时代初期，上述历史

条件基本具备。因此，“希腊”大致出现于此时。

三、Pelasgia的缩小与Hellas的扩大

考古资料早已确证，自公元前 1.1万年起，希腊

和爱琴诸岛的居民生活和海上交往未曾中断。来自

西亚、北非(古希腊人所称“东方”)的移民，携带着较

为先进的文化成果，自东向西进入爱琴诸岛 (基克

拉底斯群岛)。N·G·L·哈蒙德指出，在这里，“延续

长达 3000至 4000年的新石器时代，几乎完全是以

来自东方的影响为特征的。这是一个和平、安宁、

从事农业、航海并有艺术风雅的社会”⑤。及至古

典时期，希腊作家已很难弄清楚希腊人定居此地

之前的族群成分，一般统称他们为“皮拉斯基人”

(源自 Pelargi，一种被称为“鹳”的水鸟，暗示他们是

海上移民)，称他们的居住地为皮拉斯基亚 (Pelas⁃
gia)。随着希腊人一批批南下，居住在这里的皮拉

斯基人或者被驱逐、屠杀，或者被同化。这是一个

文化、族群上相互融合的过程，一方面是当地居民

的“希腊化”，另一方面也是希腊人的“皮拉斯基化”；

同时并行的历史进程，是“皮拉斯基亚”逐步缩小，而

“希腊”则不断扩大。

在族群和地理意义上，关于皮拉斯基亚和希腊

的消长，古代历史文献都有比较明确的记载。《荷马

史诗》提到皮拉斯基人居住在色雷斯、阿尔戈斯、克

里特等地；希罗多德及以后的作家都将希腊及地中

海地区的前希腊语民族统称为“皮拉斯基人”。希罗

多德《历史》提供了至关重要的史料。他指出：拉栖

代梦人属于多利斯族，雅典人属于伊奥尼亚族。这

两个民族从古老的时代起就在希腊占着极为突出的

地位了。雅典人在从前属于皮拉斯基族，拉栖代梦

人是属于希腊族的；皮拉斯基人从来没有离开过自

己居住的故土，而希腊人却是经常长途迁徙的。在

丢卡利翁统治的时代，希腊人居住在弗提奥提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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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在希伦的儿子多洛斯统治的时代，他们便移居

到一个叫作希斯提埃奥提斯的地方；他们在被卡德

摩斯人驱逐出希斯提埃奥提斯地区以后，就定居在

品都斯，称为马其德尼人，从那里再一次迁移到德里

奥皮斯；而最后又从德里奥皮斯进入伯罗奔尼撒，结

果他们就变成了众所周知的多利斯人⑥。

希罗多德还断言，皮拉斯基人是非希腊语的民

族，属于皮拉斯基族的雅典人，在他们成为希腊人的

同时，必定更改了自己的语言。希腊民族自从出现

以来，就从来没有改变过所使用的语言。希腊人起

初人数不多，势力弱小；然而，他们却逐步扩大和成

长成为一个多民族的集合体，这主要是由于许许多

多的非希腊语部落主动加入到他们行列当中的缘

故⑦。这就是说，在皮拉斯基人所居住的皮拉斯基

亚，随着希腊人迁入、定居、融合，操希腊语的族群居

住地不断扩大，皮拉斯基亚逐步缩小。

近代以来的考古学和语言学研究成果已经证

实，在希腊人来到希腊之前，希腊各地主要是来自亚

洲和非洲的移民。皮拉斯基人留下的遗迹很多。据

修昔底德记载，雅典卫城上有一段皮拉斯基人的城

墙，直到公元前431年还保存着⑧。修氏很可能就是

这段城墙的目击证人。现代研究者指出，皮拉斯基

康(Pelargikon或Pelasgicum)系指雅典卫城的古城墙，

但也有学者认为修昔底德是把它与卫城城墙明确区

分开的。考古资料证明，在希腊人到来之前，雅典卫

城已有城墙建筑。雅典卫城曾是皮拉斯基人的居

住地，他们在此建立设防要塞⑨。古典希腊语中保

存着的大量前希腊语的词汇，可为皮拉斯基人广泛

居住此地的佐证。某些具有社会、政治特色的名字

(如“王”、“奴隶”等)，一些神祇、英雄的名字(如雅典

娜、赫尔墨斯、米诺斯等)，一些动植物、奢侈品、休闲

用品的词汇(如橄榄、葡萄、无花果、杉树、樱桃、水

仙、浴盆等)，都可以看到皮拉斯基人语言的残存。

前希腊语地名的特点是词尾音节多为-ssos或-ttos、
inthos或-indos和-enai。例如，Parnassos、Hymettos、
Corinth、Athenai、Mycenai 和 Halicarnassos 等。具备

这一特点的地名多在小亚细亚。在希腊本土，在阿

提卡和东伯罗奔尼撒较为常见，在色萨利和马其顿

也有，在西部和西北部就很少见了。这说明移民的

分布在东部较稠，西部渐稀，暗示这些居民来自于东

方，自东向西在希腊各地扩散⑩。

修昔底德的记载和考证实际上认定并印证了

“希腊”从无到有的过程。他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

中强调，现在称为希腊的地区，古时候没有定居者；

阿提卡由于土地贫瘠，其居民始终没有发生改变(其
实就是承认他们是皮拉斯基人的后裔)。修氏还指

出，在特洛伊战争之前，这个地区确实没有被统称为

“希腊”；甚至在丢卡利翁的儿子希伦的时代以前，连

“希腊”这个名称都不存在。这个地区以不同部族的

名号，尤其是以“皮拉斯基人”的名号来称呼。随着

希伦和他的儿子们在弗提奥提斯的势力的增长，并

且以同盟者的身份被邀请到其他城邦之后，他们才

因这种关系而一个接一个地取得“希腊人”之名。经

过很长时间，这个名称才通用于这一地区。关于这

一点，荷马提供了最好的证据。荷马虽出生在特洛

伊战争以后很久，但是他从来没有在任何地方用“希

腊人”来称呼全体军队。他只用这个名称来称呼来

自弗提奥提斯的阿喀琉斯的部下，他们就是原始的

希腊人；他们在史诗中被称为“达那安斯人”、“阿尔

戈斯人”和“阿凯亚人”。荷马甚至没有使用“异族

人”一词，大概是由于希腊人那时还没有一个独特的

名称用来与世界上其他民族区别开来。因此，“希腊

人”似乎既包括采用这个名称且互相之间使用共同

语言的各城邦的人们，也包括那些后来把这个名称

当作全体居民的共同称呼的人们。

修昔底德对远古时期希腊各地居民状况的概括

性论述，反映了古典时代雅典人对于希腊历史传说

中所蕴含的历史事实的理解和认识。从中可以得出

如下四点认识：第一，在希腊地区的居民被统称为

“希腊人”之前，他们大都是所谓“皮拉斯基人”，如阿

提卡的原始居民就是皮拉斯基人的一支。第二，由

前希腊时代到古风时代，希腊半岛上的皮拉斯基人

以及外来其他居民经历了漫长的融合过程。直到荷

马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希腊人才成为“遍布”希腊各

地的居民。第三，希腊人的成分相当复杂，主要包括

三种情况：移入该地的希腊人(“希伦的子孙”)；接受

希伦和他的子孙帮助或“保护”的那些居民；只是把

“希腊人”当作共同称呼的人们。第四，从语言上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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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人显然包括那些操希腊语的希腊移民和原不操

希腊语后又改操希腊语的异族人。换言之，古风时

代希腊人是指移入的希腊人和“希腊化”了的非希腊

人(主要是皮拉斯基人)。
当今最权威的古希腊语工具书，由H·G·李德尔

主编的《希腊语-英语辞典》，在“ Eλλ ”一词下搜

罗、梳理了古希腊文献中出现的所有用法，归纳出六

个相关义项。(1)源于多多那(Dodona)神谕所周边地

区；(2)希腊人远祖希伦在色萨利地区创建的一座

城；(3)弗提奥提斯的一部分，居民被称为米尔弥冬

人；(4)北希腊，与伯罗奔尼撒(南希腊)相对；(5)希腊，

从伯罗奔尼撒到伊庇鲁斯、色萨利等地；(6)对所有希

腊人居住之地的统称。最后一个大致相当于后世

所说的“希腊世界”。这六个义项大致反映了“希腊”

这个概念的内涵在古代的衍化。新近出版的《布瑞

尔古希腊语辞典》也有类似的总结。

及至古风时代之初，“希腊”在地理上扩大，直至

完全“覆盖”皮拉斯基亚；很显然，后者并未“消失”，

而是在某种意义上被“希腊化”了。从古风时代到古

典时代，作为文化、族群和地理意义上的“希腊”，其

内涵和范围已经不是问题。

四、从古代“希腊”到近现代“希腊”

古代“希腊”在地理上大致是与皮拉斯基亚相重

合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希腊人居住之地皆可称

为“希腊”。古风时代希腊人在地中海各地广泛建

立的殖民城邦，不同区域沿用各自地名。如西西里

和意大利半岛南部的希腊殖民城邦，就被称为“大

格里西亚”；爱琴海东岸、小亚细亚西部有希腊人居

住的地方，自北向南分别被称为埃奥利斯、伊奥尼

亚和卡里亚；赫勒斯滂和黑海地区希腊人殖民城

邦，也有其各自的地名，并未统称为希腊。那么，古

代“希腊”在族群、地理、文化意义上有没有大致可

以划分的界限呢?
古典作家的记载似乎可以提供一个参考答案。

希罗多德在说到波斯战争中希腊舰队的组成时，强

调当初皮拉斯基人统治着如今称为“希腊”的地方；

“希腊”诸邦就是居住在阿凯隆河以及塞斯普洛提人

居住地以南的区域。据希罗多德记载，波斯战争末

期，处于波斯统治下的小亚细亚及附近海岛上的希

腊人诸邦，强烈要求“希腊”军队前去解放他们。可

是，在“希腊人”看来，地处爱琴海东部的萨摩斯岛，

如同赫拉克勒斯柱(直布罗陀海峡)一样遥远，所以希

腊人认为，爱琴海中部的提洛岛以东海域，波斯人认

为萨摩斯以西的海域，是希腊和波斯冲突双方之间

的一片战略“缓冲区域”。这就是说，在希罗多德看

来，“希腊”在陆地上(北部)和海上(东部)的界限是清

楚的，它主要指希腊大陆及其附近岛屿。

修昔底德在其著作中也多次述及这个问题。他

将希腊人、马其顿人、当地土著异族人并列；还提到

希腊人共同的圣域，意即全希腊范围内如德尔斐、奥

林匹亚、地峡等，修氏所说的“希腊”指希腊大陆及附

近岛屿，“希腊人”显然不包括马其顿人。

自伯罗奔尼撒战争结束之时起，随着标准希腊

语(koine，“希腊普通话”)的形成和推广，希腊人的

“泛希腊”意识日趋增强，希腊人的族群认同观念

逐步形成。马其顿征服希腊以及随后对西亚、埃

及、中亚各地的侵占和袭掠，操希腊语的希腊人广

泛散布于地中海、黑海岛屿及欧亚非大陆上。在

后世作家看来，希腊人居住范围无疑急剧扩大了，

于是出现“希腊世界”的概念，大致包括希腊大陆、

爱琴诸岛、大希腊、小亚细亚西部及黑海沿岸等地

区，但是古代希腊作家似乎从未把“希腊”和“希腊

世界”混为一谈。

罗马时代的希腊人散居欧亚各地，但是其聚居

区依然是希腊故地。出生于各地并用希腊语写作

的历史学家、地理学家、传记家们对于“希腊”依然

有明晰的概念。在波里比阿、阿里安、普鲁塔克等

人的著述中，都可以看到这一点。公元 2世纪地理

学家兼旅行家波桑尼阿斯在其关于“希腊”的专著

《希腊纪行》中，声言要记述“希腊所有的事”，所述

区域包括阿提卡、阿尔戈利斯、拉哥尼亚、美塞尼

亚、奥林匹亚、阿卡迪亚、波奥提亚、德尔斐等地。这

显然是那个时代的流行观点，完全沿袭古典时代希

腊作家的传统看法。

罗马帝国时代直到欧洲中世纪后期，希腊人和

希腊文化的核心区域，依然在希腊半岛及爱琴海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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岸地区。罗马帝国在文化上大致分为两个部分，西

部的拉丁文化区和东部的希腊文化区，后者即历史

上的“东罗马帝国”或“拜占廷帝国”。她虽被称为

罗马帝国，但其统治区域主要是操希腊语的“希腊

人”。希腊语不仅是帝国民众日常用语，也是从事

文学、教育、宗教、法学、贸易活动的官方语言。在

东罗马帝国存续的千余年中，古希腊文献的传抄、

整理和研究未曾中断，官方或民间重要文献均以希

腊语写成。1453年奥斯曼土耳其人攻陷君士坦丁

堡后，大批希腊学者携带古希腊抄本逃往意大利，

成为“文艺复兴”运动的重要诱因。西欧诸国文人

墨客时隔千年，再次看到辉煌灿烂的古希腊文化成

就时，为之惊叹不已。对于近代欧洲人而言，古希腊

文化重见天日，可算作是他们的“发现”，绝不是他们

的“发明”。

以上简略考察“希腊”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古

到今的演化过程，可以看到，在1822年希腊宣布独立

之前，这片土地及其居民长期处于异族统治之下，确

实没有一个被称为“希腊”的国家存在。但是，自“希

腊”概念的出现直到19世纪初，在这两千多年的历史

长河中，以希腊半岛为核心区域的“希腊”历史和文

化，始终是真实存在的。学界传统上把古代“希腊、

罗马”并举，使人们容易误认为古代“希腊”是一个国

家。研究古希腊史的视角可以是区域史、族群史，也

可以是城邦史、文化史，但绝不是什么“伪史”。在语

言、地理、族群、文化意义上研究其历史，正如在同样

意义上研究古代“中国”、“印度”、“一带一路”一样，

都有其各自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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