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希波战争，蚂蚁怎样战胜大象

记得2007年，伊朗在因核问
题跟美国闹得不可开交之余，百
忙之中还抗议了一部好莱坞大片

《斯巴达300勇士》。该片讲述的是
约2500年前希腊-波斯战争（简称
希波战争）中的温泉关战役，斯巴
达国王率领300名斯巴达战士，迎
战数十万波斯大军。很多伊朗人
看过后都感愤怒，认为影片刻意
歪曲历史，抹黑波斯(伊朗)文化；
伊朗一家报纸评论直斥“好莱坞
向伊朗人宣战”。

不过，好莱坞似乎早忘了这

一幕，在今年又推出了这部影片
的续集《帝国崛起》，借描述“希波
战争”中另一场战役萨拉米斯湾
海战，再次追忆了一把希腊人当
年是怎样“草割”波斯的。这场战
役发生于公元前480年9月20日，今
天我们来说说西方人为何对这件
2000多年前的旧事如此来劲。

整场希波战争在西方有一个
外号，叫“欧洲诞生时的第一声啼
哭”，因为这场战争刚好爆发于希
腊文明登上巅峰的前夜，如果战
争的最终结果是波斯征服了希
腊，不仅希腊所实行的民主制度
将被践踏，苏格拉底、柏拉图、亚
里士多德、欧几里得等大佬们奠
基西方文化也基本无从谈起，整
个西方世界会是个什么样子还真
很难说。

当时，波斯帝国的国力百倍
于希腊，这一点从地图上就不难

看出，波斯帝国的版图横跨欧亚
非，占据了几乎整个其所知的文
明地带，与之相比，希腊则盘踞在
巴尔干半岛的尖端，由无数个互
不相统属的小城邦组成。毫不夸
张地说，希波战争就像是场一只
巨象对阵一窝蚂蚁的战争。然而，
几次战役打下来，结果却完全一
边倒——— 公元前490年，马拉松战
役，希腊1万重步兵击败人数两倍
于己的波斯人，雅典军只阵亡192

人，而波斯军则损失了6400人；公
元前480年，温泉关战役，斯巴达
以300武士和少量盟军单挑25万波
斯军队，结果虽败犹荣；不久，萨
拉米斯湾海战爆发，希腊海军再
次以少敌多，以300艘战舰迎战波
斯上千艘巨舰，却获得了决定性
胜利。几场战役打下来，貌似强大
的波斯有多大脸现多大眼，最终
灰溜溜地放弃了征服计划，将爱

琴海拱手让给了希腊。
在阴沟里翻了一次船并不

难，难的是次次都在同一条阴沟
里翻船。波斯这艘巨轮为何总也
通过不了爱琴海，这的确是件很令
人上火的事。不过，如果你看看对阵
双方的武器装备，波斯这一仗输得
一点都不冤。希腊重步兵当时装备
的是精良的青铜铠甲和盾牌，而波
斯士兵却大多手持藤条编制的盾
牌，铠甲则更没有。而当时的战争，
无论陆战还是海战，拼的都是白刀
子进红刀子出的肉搏，当波斯人的
血肉之躯撞上希腊人的青铜长城
时，结果如何，你懂的。

小邦希腊比大国波斯还要装
备精良，这看似殊不可解，实则事
出有因。波斯数十万大军中的大
部分是从帝国各地征召而来的异
族部民，这帮人战时虽然是波斯
国王的炮灰，平时却是他防范的

对象，国王薛西斯不屑也不敢将
这帮他眼中说翻脸就翻脸的乱民
装备得太好，万一反了咋办？因此
波斯人虽然有比希腊更为先进的
青铜冶炼技术，其最高精尖的那
一部分却始终只装备了国王的嫡
系，以保证出现兵变时能对造反
的炮灰们完成碾轧。

与之相反，希腊人则不存在
这个疑虑，上战场的多数人都是
拥有政治权利的公民，他们是站
在自己的土地上，用自制的武器，
保卫自己的自由，那当然要把枪
磨得越快越好。而让这一切成为
可能的，是希腊的那套特殊的传
统，这个传统在当时的波斯国王
眼中也许只是偏僻小邦的怪异风
俗，然而之后的数千年里，它却如
一颗种子般生根发芽，最终长成
了参天大树——— 希腊人管这套制
度叫做“民主”。

魁魁北北克克，，苏苏格格兰兰的的一一面面镜镜子子
19年前的魁北克独立公投带来的启示

□撰稿 本报记者 王昱

“民族”真的很重要吗

1995年10月29日，魁北克全
民公投决定是否独立的前一天，
一名独派年轻妇女对着电视摄
像镜头把自己的加拿大护照撕
成碎片。这一幕随着加拿大广播
公司电视网的转播传遍全国，使
3000万加拿大人目瞪口呆。正如
今天许多英国人曾自信地认为
苏格兰不会真的离开英国一样，
当时的许多加拿大人也远远低
估了魁北克人“分家单过”的决
心，他们很难想象魁北克人真的
会为了陈年旧账而离开。

表面上看，魁北克的独立心结
的确应从200多年前美洲大陆的殖
民时代说起。16世纪，法国探险家
发现了魁北克，此后法国一直在此
殖民。但是，1763年，法国在与英国
的全球争霸战争中失败，将魁北克
地区割让给了英国，英国把沿圣劳
伦斯河的区域命名为魁北克省。生
活在魁北克的法裔居民，说的是法
语、信的是天主教，样样都跟统治
者英国人不是一条路上的，其心境
真叫一个“遗民泪尽胡尘里”。

由于事先预料到了魁北克
难管，英国从一开始就对法裔居
民保持了适当的尊重，允许魁北
克人按照他们的信仰、法律生
活。这种相对宽松的政策一定程
度上减轻了魁北克人的抗拒心
理，甚至在美国两次独立战争
中，出身法裔的魁北克人都坚定
地站在了英国一边。

在之后的日子里，魁北克表
现得十分争气，经济上依靠丰富
的自然资源（水电，林业，后来还
加上核电）成为全加拿大福利最
好的省份。在政治方面，贡献了
加拿大数位优秀的总理，加拿大
历史上任期长、声誉高的总理几
乎都是来自魁北克的法裔。更
有意思的是，这些法裔总理都
为加强联邦、反对独立作出了
巨大贡献。表面上看，魁北克跟
今天的苏格兰一样生活富足、
牛人辈出，还为保卫国家流过
血，独立的动机应该很不足才
对。加拿大人与现在的英国人一
样，对魁北克的独立倾向一度放
松了警惕。

实际上，过于出色可能正是
诱发魁北克独立思潮的最大心
结，由于经济贡献巨大，法裔魁
北克人对来自“英国佬”的剥削
一直心怀怨气。尤其是“福利社
会”的概念开始在西方流行后，
自认经济发达的魁北克越发不
愿意一边贡献可观的经济产
值，一边做“二等公民”了。1960
年代的寂静革命，使得法裔族
群的政治、经济、社会意识觉
醒。在一系列社会变革的过程
中，魁北克人的心理认同也发
生了变化，逐渐从“法裔加拿大
人”转变到“魁北克人”。在魁北
克的独立运动中，可以说历史
恩怨只是个导火索，现实的利益
冲突才是差点将加拿大轰得粉
碎的炸药包。

独派“逆袭”怎样完成

1968年，主张“魁独”的魁北
克人党成立，并于1976年赢得省
议会选举，得以执政。1977年，

“101法案”得以通过，英语在魁
北克的官方地位被废除，法语成
为魁北克的唯一官方语言。

在准备工作完成后，魁北克
人党在1980年推动了第一次“独
立公投”，然而，独派在此次公投
中最终只获得了40%的赞成票，
闹独立以失败告终。

1995年，魁北克的独立公投
运动随着魁北克人党的重新上
台卷土重来。然而，由于1980年
的公投事件极大地拖累了经济，
很多魁北克人开始放弃简单的
独立冲动，转而思考独立是否真
的对自身有利。在此次公投前3
个月左右的调查显示，大约有
28%的被调查者支持独立，42%
左右的反对独立，剩下的30%“还
没有决定”。这个结果似乎昭示
了魁北克独立已经没戏了。然
而，形势在最后的三个月发生了

惊人反转。在公投前两个星期，
赞成独立的民意神奇地完成“逆
袭”，从28%猛增到了54%，此情
此景，几乎与今天发生在苏格兰
的情况如出一辙。

民意为何会在最后关头突
然反转？今天，很多主张加拿大
统一的人士指责魁北克人党在
最后时刻玩花招。为了争取犹豫
不决的中间选民，魁北克人党将
选票上的问题刻意造得十分冗
长（长达42个单词，且不加任何
标点），让普通人根本搞不懂到
底是在问什么。与之相反，其拉
票口号则是一句简单的“相信
我，投是”。这个伎俩忽悠了很多
人。好在，很多中间派的魁北克
人在最后投票时选择了谨慎。
公投最后以赞成票49 . 4%，反
对票50 . 6%结束，加拿大平安
躲过一劫。

怎样公投才靠谱

公投风波虽然过去，但留给加
拿大的教训却是极深的。事后的统
计证明，魁北克独立运动的出发点

虽然是“单干更滋润”，但折腾下
来，受损最严重的恰恰是魁北克本
身的经济。

据英国《金融时报》披露的材
料显示：1971年，魁北克省在加拿
大国民生产总值中占据的份额从
25%跌到了20%以下。同期，该省人
口占全国的比重也从28%缩减到
23%。独立运动的高涨，撕裂了本
来已经融合的法裔和英裔人群，尤
其是“101法案”颁布后，大量讲英
语的人群搬出，导致魁北克原本欣
欣向荣的经济遭到了破坏。据加拿
大统计局的公开数据，自1971年之
后，魁北克净外迁人口高达55万之
多。

而魁北克人党在公投中模
糊公投意义的伎俩，则更值得警
惕。公投结束后的调查表明，在
魁北克人党的这一措施下，超过
5%的投票人理解错了公投的意
思，以为投“是”只是意味着魁北
克将寻求加拿大联邦政府给予
的一个重要地位而不是独立，并
因此投了赞成票。这个数字让加
拿大十分后怕，如果“拎不清”的
人哪怕再多出一个百分点，加拿

大就要稀里糊涂地解体了。
2000年，痛定思痛的加拿大联

邦国会通过《清晰法案》。该法案规
定，一个省要独立公投，首先，必须
要在字面上清晰表明独立意图，不
能用含糊文字表述，降低人民对其
独立后果的认识；“独立公投”的通
过，赞成票简单多数是不够的，必
须要绝对多数。文字是否清晰、赞
成票是否占绝对多数，也就是涉及
法律解释的问题，只有国会有权决
定。即使上述两个条件都具备，还
必须在由联邦政府和所有省份都
参加的谈判中取得三分之二多数
同意，方可独立。这一法案公布之
后，曾经红极一时的魁北克人党雄
风不再，再也没有掀起更大的波
澜。

力主推动《清晰法案》的加
拿大总理让·克雷蒂安就是个正
牌魁北克人。他曾反驳魁北克公
投说：“多数绝不是50%+1。”的
确，依靠简单多数去决定一个国
家命运的举动真的靠谱么？至少
在魁北克出身的总理看来，它把
自己的故乡和整个加拿大都伤
得够呛。

随着9月18日苏格兰公投日期的日益临近，苏格兰是否真会从英国分离成为一个越来越真实的问题。目前看
来，此次苏格兰公投的局势与发生于1995年加拿大魁北克省的“独立公投运动”有着几分神似。在苏格兰公投尚未
尘埃落定的当下，我们不妨来回顾一番这个并不算太远的前车之鉴。也许魁北克的故事，将为我们解答眼下“苏格
兰独立运动”中许多看不懂的问题。

一周史记
下周史上那点儿事

（9月14日—9月20日）

本报记者 王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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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反对魁北克独立的加拿大民众举行集会。(资料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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