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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盟:公元前“ 年马克 ·安东尼远征
帕提亚的目的

米

乏 茑 理 克 (H∞ drikus van W犭 li次 ,北 京 大 学 ),王 班 班 (北
京 大 学 )译

圮⒘马克 ·安东尼从斐理比(Philippi)战 役 (42° )至亚克兴 (Actium)战 役 (31)

中海的政治和军事决策 ,绝非易事。考虑到安东尼在屋大维 /奥古斯都治下被

况,现代学者长期面对这样的困难 :我们理解这些东方事务所依赖的那些文
~在多大程度上掺杂了反安东尼修辞

②
。由此看来那些呈现安东尼阴暗面的部

疼受到了关注。不过这些现代学者的判断 ,往往基于古代关于奥古斯都宣传的
因而并无说服力。关于安东尼 36年远征帕提亚的史料分析 ,就是一个独特的例

=呈然学者们已经意识到在记述这场远征的古代文本中的反安东尼计划 ,但这一计
夏尚未得以充分展示④

。因对此缺乏理解导致的一些瑕疵 ,似乎仍然在关于这次
:支咯和政治目的的学术讨论中清晰可见。关于这次军事远征的目的 ,更少偏见

逗文经蔡雨眩君审读 ,特此感谢。
云茹说明,所有年份均为公元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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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解释尚未出现 ,本文就旨在填补这一空白。在简要叙述远征的过程和结果 ,并概观前
代学者基于现存史料提出的远征 目的之后 ,我将展现安东尼的军事计划最可能的主要
目标。

帕提亚远征的过程与结果

远征帕提亚发生在一段颇为混乱的时期。罗马共和国被统治精英的政治内斗撕
裂 ,近东地区则正在从持续两年的帕提亚人侵 (40-38)中 逐渐恢复 ,罗 马将军 P文提
迪乌斯 ·巴苏斯 (P Ⅵntidius Basst】 s)刚刚经过苦战击退了这场入侵

°
。36年春 ,安东

尼从叙利亚起兵发动了这次远征。先前克拉苏 (M,Ⅱcinius⒍assus)征伐帕提亚时 ,

于 53年在卡莱 (CaⅡhac)② 附近兵败身亡、安东尼并没有像他一样选择东进 ,取道泽乌
玛 (Zcugma)跨 越幼发拉底河进入美索不达米亚这种直通帕提亚的路线

③
,而是在亚

美尼亚国工阿尔塔瓦斯德斯 (A⒒avasdes J Amcnh)的 坚持下从北部取道亚美尼正
和米底亚一阿特罗帕泰耐 (Mcdia A“opatenc)进 军帕提亚,他做此决定的原因可能是

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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彐的地形会保护他的军团免受帕提亚骑兵的攻击
°
。从叙利亚北上通过美利泰

Ⅱ曲tene)后 ,他在 36年晚春进人亚美尼亚 ,并在那里集结了全部远征军
②
。他掌握

三习十六个军团,还有将近三万辅助军和一万骑兵
③
。集合全部军队后 ,安东尼向

芒军,跨过阿拉科塞斯河 (灯axes)进人米底亚一阿特罗帕泰耐王国,该国国王已
向他的盟友帕提亚增援 ,而帕提亚国王弗拉泰斯四世 (Phraates IV)正在美索不
.为罗马军队可能从西进犯未雨绸缪

④
。安东尼看到了机会 ,并继续南下到达坚

塔 (Phraata),米 底亚一阿特罗帕泰耐国王的妻儿此时正居于此
⑤
。不过 ,为了加

=速度 ,安东尼把攻城武器、一些辎重和两个军团交给奥比乌斯 ·斯塔提阿努斯
nss忱uanus)指挥 ,留在后面

⑥
。这个选择嗣后直接葬送了远征的胜果。没有了围

芒和足够的给养后 ,安东尼在尝试攻城时处于劣势。雪上加霜的是 ,帕提亚和米底
≡特罗帕泰耐敌军从翼侧击溃了斯塔提阿努斯的两个军团,而安东尼却发现自己
:盟友亚美尼亚国王 ,在激战正酣时撤军回国了⑦

。这些后各事务迫使二巨头之一

国土。但迪奥又宣称安东尼

把远征转向针对米底亚 ·阿
这点颇不可靠。安东尼在视
也不意味着迪奥关于安东尼

~芗耋:罂三戆晷霸鞣 Jζ;;;[i:子

’粑 赢砝栖蹴 卺矗屋罹謦三茉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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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 Plut'J,r372-3中
错 误 地 宣 称 ,在安 东 尼 将 克 莱 奥 帕 特 拉 送 往 埃及后 ,“他途径阿拉伯和亚美尼亚前往军队集结地 ,那里还有他的盟友诸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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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f∷

,//854;Jtl“ EJ,FF4253;Flo⒈ 21o1;Liv Pe'13o;strabo l1149
± Dio Cass49,252

。
                      Π Qα砍 σ π α ),Cf strabo l1,I3,3提 到 的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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饧 /v召沁 J,o/zo″ 洳 饣 l1(1舛 4),⒛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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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foJgsc勿

cF/,PJ‘汰孑刀
''s1o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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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安东尼中断远征 9并未进至帕提亚而是撤回了亚美尼亚 ①
。

军事与政治目标

安东尼的计划胎死腹中,这使得现代学者颇想确定他远征的主要军事 目标。学者

们捉出过多种可能选项 ,从彻底征服帕提亚人 ,到只是征服美索不达*亚 .再到控制幛

提亚王国首都之一的埃克巴塔那 (EGb狨alla)°。但上述军事目标中没有任何一个能在史

料中找到支持。

从远征的政治 目的角度考量的观点 ,似乎没有什么前景。当然正如很多学者提毳

的 ,安东尼渴望一场军事或政治成就来巩固他的声望 ,尤其是在 P文提迪乌斯 ·巴∶

斯已经在两年前lkl自 己抗击帕提亚人侵之功已经享受了一次凯旋礼的情况下
③
。同

地一如一些古代作家所指出的 ,不可否丿安东尼有意报复帕提亚人对叙利亚和小亚

亚的侵略 9甚至是清算53年卡莱战役那场降临在罗马人头上的大劫
④
。安东尼重建在

拉苏远征时失落的军事边界、抢回当时被俘士兵的企图,必须在这个背景下理解
⑤

=

过把这次远征主要当作一次对 53年罗马入和刚剐中JL的两年侵略带来损害的惩乒

征伐 ,或者当作安东尼强化白己声望的手段 ,未免有些过头。囚为,如果安东尼的主

目标是获取声望 ,为何不着力迅速征服帕提亚、占领帕提亚城市 ,却反倒着力于长乏

plllt/彳 r 391-ˉ512and Dio Cass 49261-ˉ 314

Kromaycr冫 °P cnJr n8,"(彻 底 征 服 帕 提 亚 );Sllc抑 h-′汕 ⒒c,or,c〃 r6,308(美 索 不 达 辶

Bengtson, gP cjr n 11,21;Reinho1d,p` cjr 1, 4, 56(Ecbatana)c

③ Wolski,r,rc9rn5,144声 称这次远征是受了
“
古代亚历山大大帝

”-—丬刂垮波斯帝国、领土东扩豇

河的马其顿将军—— “
的日标

”
启发 ,这似乎意指他主要目标之一就是征服整个帕提亚帝国;ED

‘
Malc Antoine,lcs Pa⒒ hes ct t’ Amonic’ ,R〃 dJ曰 召 18(2006),341-352,gv345,348更 近 的 BC

‘
lmpclialom and lts Falltllcs`60BC-八 D14’ ,jl△ Dr】 oYOs`Cd),/Cb/,9f9曰 ″

`o彳 `o Ro,99曰

刀 n叩 召

'lt/`心

,,l

Boston[MA]⒛ 13),169-180,孑 ˇ 172给 出 了 相 似 的 看 法 9但 未 对 史 料 加 以 任 何 分 析 。

④  JLl哎 E/,订 辊 53;App BCl15“ 参 考 Plut Ⅱ,,r342和 Dlo Cass翎 212,他 们 称 R文 提 迪 乌 斯
·三 :

39和 38年 的胜利已经给克拉苏之殇报仇雪恨了。关于为克拉苏报仇在安东尼发动远征的决定=已

角 色 ,参 考 D Timpc,· Die Bcdcutung dcr Sch1acht von CaⅡ hac’ 、Mus召 讶/ln ffe`Vc``c饣 饣/i,19(1962),lC一

7v 199-ˉ 126

椐 ⒕lt珈r372和 Do Cass⒆
"5记

载 安东尼在远征前夜曾向帕提亚人提和 ,条件是帕提I

境 ,并释放被拘军人c但两位作者都对这个提和是否诚实提出质疑 ,并认为这个提i`t是 欺骗帕提二彐

谋 的 一 部 分 。 x0/allmaIln,叩 ‘″ n2Ι ⒍ 指 出 提 出 和 议 是 为 了 使 战 争 师 出 有 据 (justiΠ cd)c「 ~久 ∴

最后通牒 (ultimatum)是 罗马人向敌丿
`宣

战前标准程序的一部分。显然 ,这并不意味着安东尼
^≡

界、解放被俘士兵。Pltlt/flr4o4反 mT让我们相信 .在远征期问的某一时间,安东尼叉 -次 以同=≡

和 (参 Dlo Cass49四 ⒈ 5,此处未提及这些先决条件 )c恢复边界、送还被俘军人因此看米是≡于

达成的日标之一 ,虽然这很可能并不是远征帕提亚的主要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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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事目标。学

亚.再到控制

E何一个能在史

|很多学者提彐

迪乌斯 ·巴苏

|况下 ③
。同样

利亚和犭、亚细

东尼重建在克

下理解 ⑤
。不

员害的惩罚性

∶东尼的主要

豪力于长期霆

索不 达 米 亚
'

土 东 扩 到 达 印 度

亘 : E Dabrowa

自9B campbell

9,J/zs勿 (LeIden

菩斯 ·巴苏斯在
,决定中扮演的
92), 104~ 129.

i提亚人撤 1i边

|珀提亚国工计
|=汗 J敌 '六、太 乍
尼不想恢复 二

同样的条件皂

是安东丿己刀f望

寻盟 :公元前 36年马克 安东尼远征帕提亚的目的 53

垒米底亚一阿特罗帕泰耐城市?从战略上看 ,占领弗拉塔并非远征帕提亚成功的

c在身后留下敌对的堡垒并不一定导致灭顶之灾
①:71年鲁库鲁斯 (LuculIus)

壬斯(Pontus)成功征服显示 ,鲁库鲁斯决定当年放弃进攻三座敌对庞托斯城市并

鼓争的不利后果
②
。安东尼对控制弗拉塔的持续努力因此表明,36年 的这场远征

圭均成一次对个人荣誉的完全的追求 (不可能完全是一次追求个人荣誉的举措 ),

·然另有原因。

呈动这次远征更可能是为防止帕提亚再次进攻罗马控制下的小亚细亚、近东 ,可能

埃叉。帕提亚在五十年代末人侵叙利亚 ,曾使当时担任吉里吉亚 (CⅡicia)总督的

歹马政治家西塞罗头痛不已◎
,三十年代初又大举侵略叙利亚和安纳托利亚大部 ,

咱提亚早对这些地区虎视眈眈。36年的远征 ,可能就是通过使帕提亚无害于罗马

之 中海领地 ,来应对这个麻烦。为达成这个 目标 ,安东尼并未计划深人帕提亚 ,考

∶畦提亚广大的领土 ,在一年时间内征服全境几乎是不可能的。反过来 ,他似乎决定

揞施离间弗拉泰斯四世的一个主要盟友——米底亚一阿特罗帕泰耐国工阿尔塔瓦

手c如上所述 ,远征完全着力于米底亚一阿特罗帕泰耐 ,尤其是对弗拉塔的攻击。

乏可能希望通过俘虏住在该城的米底亚—阿特罗帕泰耐国王的妻儿 ,迫使国王投

t口果此时计策成功 ,就不仅能够强化他在幼发拉底河以西的王公各邦的权威 ,而且

珂东岸的重要地区也增强了力量。与此同时 ,这也会大大削弱帕提亚的力量。相比

9≡ .珀提亚帝国以大王或万王之王为君的统治更为间接 ,不仅对帝国边疆而且在近畿

■t都进行羁縻统治
④
。

米底亚一阿特罗帕泰耐对安东尼有特殊意义 ,这点可以从 35年米底亚一阿特罗帕

忄△彐王和帕提亚统治者因分配 36年从罗马人侵者夺来的战利品而生龃龉后 ,安东尼

与天芪亚一阿特罗帕泰耐结盟可以看出
⑤
。另有依据 ,据说安东尼在 3ZI年 ,应许 自己和

shcnvin-Whitc, Dp c氵nn 6, 315

产生问题的庞托斯二城是 Amisus,Hcraciea和 sillopc。 关于鲁库鲁斯在 71年 留下
=个

庞托斯城市不打,

并 在 次 年 再 并 吞 它 们 ,这 一 决 策 的 更 多 细 节 和 参 考 ,见 slle⋯ h~Whtte,oJ’ c″ n6,172-173,315。

C忆 助 叨 5141;1512-6;/rr5164;5206关 于 帕 提 亚 人 51年 短 暂 人 侵 叙 利 亚 的 更 多 细 节 ,见
Dcbevoise,°

P c氵 r n 6,96-ˉ 104c

关 于 帕 提 亚 王 国 的 行 政 结 构 ,包 括 利 用 盟 工 实 现 羁 縻 统 治 ,参 见 RN Fγ e,助 纟 ffIs勿 ,l pF/刀 CJ召刀

`f,·

zJ″
,

Handbuoh der Aheltumswissenschaft I∏ 7(Munich1984),21⒍ -233;J Wicschofer,D夕 s曰″r汝eP召 沧 汩 ″

(Municb/zurlch1994),Ch D;B Jacobs, ‘
Vα waltung’ ,in∶ U Hack1.B Jacobs,D Weber(cds),g切 d肠 刀

z〃
'G绡

c″ c勿 招 歹es尸夕″乃er″ 氵c乃 邰  乃 Ws夕印 ,9z`v″g/9lzr己 马bc^e/z〃 刀g召″ ″″d Ko″ ,,n召刀r曰饣 刀 I(G⒍ tingen2010)8⒋ —

100等 作 品 。

Dio Cass49331



54 断裂与转型:帝国之后的欧亚历史与史学

克莱奥帕特拉尚未成年的儿子亚历山大 ·赫里奥斯 (AlCxandcr Hdi∞ )与米底正

特罗帕泰耐王的女儿约塔佩 (IotapC)成亲 ,以延续与米底亚一阿特罗帕泰耐国王

塔瓦斯德斯的友好关系
①
。政治因素造就了这次门第联姻。看来安东尼已经预见

底亚一阿特罗帕泰耐将最终藉由一位托勒密家族的王 ,安全地归于自己控制之下 :

一迹象在安东尼把亚美尼亚、米底亚一阿特罗帕泰耐、帕提亚 ,可能还有其他一些
=

拉底河以东的土地让渡给亚历山大 ·赫里奥斯的情况下得以加强
②
。这些礼赠作下

年所谓
“
亚历山大里亚赠礼

”(Dollations ofA1cxandrh)的 一部分 ,经常被认为是普僵

克和迪奥 ·卡西乌斯这两位希望把安东尼塑造成一个裂土与人的无能统治者的史家

空洞建构
°
。不过 ,考虑到直到公元 1世纪 ,罗 马在征服东地中海几乎每个外族后春

某些时间使用羁縻统治 ,安东尼应许把幼发拉底河以东领土交给未来会成为托勒密

的 rl己的儿子 ,就是更为合理的了
④
。可惜安东尼 ,他在米底亚一阿特罗帕泰耐 ,以及

功后通过结盟王公的网络在近东的主要地区树宴威信的政策 ,并无任何长远效果 c

后与屋大维的战争迫使安东尼撤退 ,允许帕提亚人重新控制米底亚一阿特罗帕泰⒎

而彐~,当 奥古斯都在近东树立起自己的权威时 ,相 比于利用盟邦更倾向于直接的罗马`

省统治的他 ,摒弃了安东尼的政策。

本文的目标是解释安东尼 36年远征帕提亚的主要目标。如上所述 ,安东尼的举岩

很有可能是为了通过离问帕提亚的主要盟邦米底亚一阿特罗帕泰耐达到削弱帕提亚西

目的。如果米底亚一阿特罗帕泰耐转为罗马的盟邦 ,安东尼就不仅可以控制幼发拉宅

河西岸的近东土地 ,还可掌控河东岸的重要地区,藉此削弱严重依赖盟邦统治者的帕提

① Dlo Ca“ 49硐 2∶ Pltlt/″r536亚历山大 ·赫里奥斯与约塔佩的婚约是在安东尼许 自己儿子娶亚美尼王

婴 F懑 Ⅰ胛 驽 甜 塄 笃 罡 5关 于 时 问 序 的 问 题 参 考 ⒈D岫 ∷ h dotlatl⑾ dA矶 o【 L

C1oopatrc en l’ an34av J-C’ ,in∶ M仓 ′r/″ ges B`d召z;彳″″J`〃 氵

'召

dc’ ′
’
r刀 srjrJlr'eP/● ″r,`og氵 纟 召r丿 IfJsr@氵 lc9@'j召 ″

`口

∫tˉ

2(BrusSels】 934)28⒎ -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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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寂少帕提亚人再一次入侵近东的可能。不幸的是 ,随着 31年安东尼之死
≡≡l扌劲敌在东地中海外务政策的摒弃 ,这个盟邦网络能否保证长期和平与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