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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制度和文化的较量 

——第二次布匿战争中的罗马与迦太基 

时殷弘 惠黎文 

【内容提要】 作者认为需要以战略、制度和文化三方面综合较量的视野看待第二次布匿战争——决定西方文明未来方向

的一场持久大战，并在它们互相能动的关系中探究和展示罗马最终战胜迦太基的基本缘由。在制度领域和首先体现于民族

精神特质的文化领域，较量的主体是作为两个国家或社会实体的罗马与迦太基，而在战略领域，它们却大致只是汉尼拔个

人与元老院主宰的罗马国家。罗马赢得了所有三方面的较量，其中真正艰难并且确实曲折跌宕的是在战略方面，包含重要

的战略机理，而费边和小西庇阿是罗马统治集体内战略贡献特大的两位军事统帅，罗马的制度优势和文化优势则构成战略

优越的终极条件。比较而言，作为民族精神和政治文化竞争的文化较量最深刻、最广泛，制度较量次之，战略较量又次

之。然而，由于军事天才汉尼拔，对人类事务影响非同小可的偶然性在这场战争中大大有利于迦太基而非罗马，体现了人

世间偶然对“结构性”必然的一幕精彩反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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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方历史上有一些重大的决定性较量，其结局决定了西方文明的方向。公元前218-202年罗马与迦太基之间的第二次

布匿战争就是这样的一场较量。罗马人的胜利使之成为“世界性政治力量”，西方将由雅利安人而非闪族主宰，其未来面

貌将主要由希腊罗马文化而非闪族文化塑造。 

    在这最根本的意义之外，第二次布匿战争之所以引起古往今来格外的兴趣和关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其最著名的主角

人物——迦太基将领汉尼拔。他径直侵入意大利半岛，战无不胜达15年之久，致命地威胁了罗马的生存。然而，最后汉尼

拔彻底输掉了这场战争，强大的迦太基帝国最终沦为一个对外丧失自主权和被迫不设防的城市。 

    为什么汉尼拔这位军事史上的罕见奇才和伟大统帅彻底失败？是什么令罗马经受住他的一次次巨大的打击，长达十几

年之久而不屈服并反败为胜？在相关历史著述中，希腊大史家波利比阿首次就此论及了罗马和迦太基的政治制度，而自19

世纪末以后，尝试从类似的甚至更广的层次解答这些问题往往成为古典史、军事史和战略史界的兴趣所在。 与前人的这

些论述相比，本文试图以更集中也更深刻的方式进行考察和分析，或者说以战略、制度和文化三方面的综合较量的视野看

待第二次布匿战争，在大战略、基本制度和文化本质互相间复杂和能动的关系中探究和展示罗马最终战胜迦太基的根本缘

由。 

    ......



五  结  论 

    在第二次布匿战争中，罗马与迦太基的较量是决定西方文明未来方向的较量。作为两个国家或社会实体，严格地说，

它们之间的较量大致只发生在制度领域和首先体现于民族精神特质的文化领域。在战略领域，较量实际上可说仅仅发生在

汉尼拔个人与罗马国家之间，而罗马国家的战略决策和战略实施始终由元老院主宰，费边和小西庇阿则是罗马统治集体内

战略性贡献特别重大的两位军事统帅。显然，罗马要战胜迦太基，就必须赢得战略、制度和文化这三方面的较量。其中每

一方面的较量都有独立的重大意义，其根本成功不能由另外一两个方面的优势去代替；与此同时，它们互相间有着深刻的

内在联系，特别是制度优势和文化优势，说到底乃是战略优越的终极条件。 

    从历史理解和因果解释的角度看，罗马与迦太基之间的战略、制度和文化三类较量在深刻程度和意义根本性上各有不

同。文化较量（它首先是民族精神特质和政治文化的竞争）最为深刻，效应也最根本、最广泛，或者说它无所不在。制度

较量次之，战略较量又次之。正因为如此，从古典时代的主要史家到近代的马基雅维里和孟德斯鸠，无不将罗马胜利的主

因归于罗马的精神和政制，而同样如前所述，开拓了第二次布匿战争之战略研究的军事史大师德尔布吕克也多少是如此认

为。 

    从第二次布匿战争史中可以发现一种有广泛和深刻的辩证意义的反差，那就是“结构性”必然对人世间偶然。事后来

看，罗马人在“结构性”必然方面对迦太基占有压倒优势，那由所有有关的历史叙述和本文的论说显示出来，致使罗马在

制度较量和文化较量方面始终决然胜过迦太基。然而，为什么在这些方面占那么大优势的罗马居然尽全力战斗了16年才艰

难获胜，并且经过了坎尼惨败那样真正的国家生存危难？答案很清楚，甚至也很简单：对罗马作战的是非常杰出的军事天

才汉尼拔。或者说，在这次战争中，对人世间事物的影响往往非同小可、有时甚至殊为关键的偶然性大大有利于迦太基而

非罗马。在此，必然性最终战胜了偶然性，但其过程曲折跌宕，构成了一篇精彩的人类剧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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