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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绘奥德修斯出海情景的陶罐。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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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航志是一种盛行于古代西方世界的文学体裁，隶属于西方古典地理学的著作范畴。这类文体主要记录船只近岸的航海活动，涉及沿岸港

口、海角、河口三角洲以及岛屿等自然标示物，偶有夹杂一些历史事件和奇闻轶事的讨论。一般来说，该体裁作品的行文格式固定鲜明，其突出

特征是以环行某具体海域为主要脉络，兼有较为清晰的航行里程或天数。目前流传于世的周航志大约有二十余部，它们因其较为忠实地记述当时

滨海人文自然状况，受到学界关注。令人遗憾的是，学者们对周航志的起源鲜有讨论，从传世文献的角度厘清这种体裁产生的驱动机制，对解读

研究周航志具有重要作用。

　　早期希腊作品中的涉海记述或环海行纪对周航志的起源产生了直接影响，后世周航志多脱胎于此。荷马史诗是古代希腊人的心灵家园和精神

寄托。《奥德赛》的主人公奥德修斯因故在外漂泊数十年，其间记述了当时地中海东岸的一些港口、海角以及近岸岛屿的传闻趣事，这类滨海描

写集中体现在奥德修斯被放逐的欧古吉亚岛。当时的奥德修斯在欧古吉亚岛附近发生海难，被掌管于此的女神卡吕普索所救，然而卡吕普索已经

爱慕上奥德修斯，并不打算放他离去，为此将奥德修斯囚禁在岛上七年之久。在身陷囹圄期间，奥德修斯对岛屿周遭的地形地貌和动植物进行了

较为详细的记述。奥德修斯始终没有放弃离开欧古吉亚，在主神宙斯的干预下，卡吕普索只好放他归去。奥德修斯建造完船只之后，听取卡吕普

索的建议，利用夜空中星座的相对位置，例如昴星团和大熊座，去寻找故乡伊萨卡的准确位置。上述涉海描写在《奥德赛》中还有许多情景，奥

德修斯富有流浪色彩的海洋叙事包含沿岸风物介绍和航海术运用两大方面，这类文本书写为后世的周航志起源提供了文本框架和叙述模式。

　　早期希腊文明的活动范围主要停留在爱琴海沿岸，后来随着地中海东部地区联系日益密切，不同古代文明之间的互动交流促进希腊地区的经

济繁荣和人口增长，同时也带来了社会阶层的急剧分化和较为明显的人多地少等社会问题。面对这些区域内部无法调和的矛盾，诸多城邦开始游

历海外去寻求新的土地。大批希腊人远离故土，除了在较为熟悉的小亚西部、地中海东部和埃及等地建立据点之外，还奔赴之前几乎从未去过的

地中海西部、环黑海地带，甚至远抵北大西洋沿岸安营扎寨。希腊人在追寻未知前方的同时，有意识地记录途经海岸的自然风貌、风向洋流以及

航距里程。这种撰述活动的出发点有可能是官方授意，也有可能是自发性创作。不过，这段群体迁徙经历出现在距今久远的古风时代，相比于后

来的古典时代和希腊化时代，这一时段流传于世的文献甚少，回溯还原当时不同城邦的拓殖航海记述无疑难上加难，一些被后世作家所辑录的环

海行纪残篇为我们研究分析海上航行著作体裁提供了辅助。

　　古希腊史家希罗多德曾对古风时代诗人阿里斯泰阿斯的生平经历进行过简要分析，他认为这位诗人来自普洛克恩内索斯，该地点可能位于今

马尔马拉海的马尔马拉岛，并推断其活跃于大约公元前7世纪。上述信息可以为我们提供一种推断：阿里斯泰阿斯正值希腊拓殖活动的鼎盛期，而

这位诗人所生活的海域处于爱琴海与黑海的连接通道上，很有可能目睹了城邦对外移民运动的状况。冠以阿里斯泰阿斯名下的《阿里马斯派亚》

中的某些族群记述再现了当时的涉海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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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拜占庭的古代百科全书《苏达辞书》记载，六步格史诗《阿里马斯派亚》原有三卷，但已散佚不全，仅存残篇大多数被希腊学者（伪）

隆齐努斯和拜占庭学者策策斯所收录。通过流传下来的残篇可知，该书籍是一部黑海环游记，涉及当时黑海北岸的族群分布及其神话传说，主要

包括伊塞多伊人的体态形貌和生活习性。这一族群希罗多德也曾提及。此外，阿里斯泰阿斯在游历黑海时通过伊塞多伊人得知，在黑海极北岸边

的荒蛮之地还生活着阿里马斯波伊人以及叙派尔波派奥伊人。根据学者目前的相关研究，这些族群皆属于古代斯基泰人，尽管记述荒诞不经，诸

多事迹也只是无从考证的异域想象，但《阿里马斯派亚》所呈现的涉海描写与荷马史诗的海岸景观书写颇为相似，甚至可以说是一脉相承。这说

明早期希腊环海行纪著作在流布过程中，其族群分布和传说轶事为中心的叙事模式很有可能为后世周航志的产生提供了重要参考。

　　活动于公元前6世纪到前5世纪之间的米利都人赫卡泰奥斯，在其著作《寰宇游记》中较为连贯完整地记述了当时的海洋环游事迹。尽管该著

流传过程只留下少量残篇，但值得庆幸的是，公元6世纪的拜占庭学者斯特法努斯在其所著的《族名略》中对该著作进行整理分析。《寰宇游记》

一书以直布罗陀海峡为起点，沿顺时针方向依次记述地中海和黑海沿岸的重要地点和分布族群，游记终点落笔于今非洲西北部的北大西洋滨海一

带。残篇中大量的地名索引是展示早期西方古典世界游记的惯常用法，即以某点至某点为基本叙述方式，将这些途经之地所形成的多种线段勾连

为近岸较为闭环的航行网络，这种描述与后来的周航志书写方式颇为相似。不过，该著并没有出现具体的里程数和航海术运用。

　　上述古代诗歌和散文所呈现的海岸叙事为周航志所吸收借鉴，成为周航志诞生的文本起源。随着拓殖活动的深入推进，不同城邦在黑海、西

地中海和北大西洋沿岸陆续建立了规模不一的子邦，这表明人们在寻求异域宝地时更为灵活地运用风向洋流和夜空星象，船只建造方面也大为改

进，这样一来远洋航海技术整体得以提升。在上述诸因素的合力作用下，以长距离航行海域为代表的周航志体裁作品应运而生。在希腊古风时代

后期，大概公元前6世纪至前5世纪之间产生若干部周航志，例如迦太基人的《汉诺周航志》和《希米尔克周航志》，以及希腊人的《斯库拉克斯

周航志》。这些周航志以古希腊语的文本形式流传至今，所涉及的海域也颇为广泛，涵盖了当时希腊人不甚熟稔的北大西洋以及古代厄立特里亚

海（今红海、阿拉伯海、波斯湾以及孟加拉湾等海域）沿岸的自然概况和风土人情。虽然西方古典世界的周航志在5世纪以后渐趋衰落，但是其海

洋叙事范式和古代地理知识的传承为近现代兴起的航海图鉴提供了颇为关键的动因。

（作者：庞纬，系福建师范大学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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