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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环境对古希腊文明的影响 

 

岳洋 

（郑州大学，河南省郑州市，450000） 

 

摘要：地理环境是人类生存的物质基础，也是文明发展的必要条件。人类文明在形成的过程中，其所处的

地理环境会对当时的政治生活、经济生活以及文化生活产生或多或少的影响。而在古希腊地区，地理环境

对文明发展的影响尤为显著，也更为直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正是由于古希腊独特的地理环境才造就了

个性鲜明的古希腊文明。古希腊文明是西方文明的源头之一，在世界文明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探讨

古希腊的地理环境与其文明的关系，具有深远的参考意义。本文试从地理环境角度来阐述其对古希腊政治、

经济及文化方面的不同影响，以此证明地理环境条件对古希腊文明的发展具有重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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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任何一种文明的诞生、发展和衰亡，都会不可避免的受到多方因素的影响，其中就包括

地理环境因素。所谓地理环境，就是指一定社会所处的地理位置以及与此相联系的各种自然

条件的总和，包括气候、河流、山脉、湖泊、土地、矿藏以及动植物资源等。而地理环境对

整个人类社会来说也的确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它不仅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更是人

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必要条件。德国的哲学家黑格尔认为，地理环境是“历史的地理基础”，

是孕育人类文明的摇篮，世界历史的发展离不开它的地理环境
[1]
。古希腊作为西方历史的开

端，既成功的创造出了璀璨夺目的古希腊文明，为人类留下了宝贵的财富；又对后世产生了

深远的影响，稳固了古希腊文明在世界文明史上的地位。而在探究古希腊文明为什么如此辉

煌的原因时，我们发现，除去当时有利的政治经济因素外，自然也离不开古希腊独特地理环

境的帮扶。 

一、古希腊的地理环境概况 

由于古希腊地区的大陆部分三面临海，所以也可以说古希腊文明，是起源于海洋的。古

希腊地处巴尔干半岛的南部，其地理范围不仅仅只是希腊半岛，还包括爱琴海及南部海中诸

岛、爱奥尼亚群岛、小亚细亚半岛的西部沿海地区以及北面的马其顿和色雷斯，其殖民地和

海外移民更甚，南可至北非的部分地区，西可至意大利半岛南部、西西里岛和地中海西北部

沿岸，东则可至西亚和黑海沿岸地区
[2]
。其中克里特文明是古希腊最早的文明，而爱琴海文

明则是古希腊最杰出的文明，但整个古希腊文明的波及地域除爱琴海以外，还有马尔马拉海、

黑海和地中海沿岸。 

与地大物博、地形丰富的中国完全不同，古希腊地域狭小、山地众多，其地理环境有三

个显著的特点：第一，地少山多。古希腊的地势崎岖不平，境内多山，大约有四分之山的国

土面积都是山地，只有极少量的低地平原分布在沿海地区。所以，古希腊境内明显耕地不足、

土壤贫瘠，加之仅有的一些耕地被无数的山脉分割成了不同的小块，而有的耕地甚至小到几

乎无法进行耕种，自然也就导致了古希腊地区的粮食供给严重不足，迫使古希腊人民不得不

从事海外贸易行业。尤其是位于阿提卡半岛的古希腊首都——雅典，那里的土地在经过战争

的摧残后，变得更为贫瘠和薄弱，土壤里充满砂砾和石块，所以雅典公民的粮食供应主要依

赖于国外进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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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海岸曲折。古希腊半岛被爱琴海、地中海和爱奥尼亚海包围，形成了得天独厚的

三面环海优势。其海岸线曲折悠长，可达一万多公里；周边零星岛屿遍布，大概有将近五百

个小岛；港湾众多，拥有很多天然良港。这些优势均为古希腊人民的海外贸易行业提供了极

为有利的条件。另外，地中海是陆间海，海面风平浪静，波浪和潮汐较小，出海风险系数低。

因此，可以说古希腊拥有着最佳的航海条件，这也便于海港建设和航海事业的发展。 

第三，气候温和。古希腊多数地区属于典型的地中海气候，冬季温暖多雨，夏季炎热干

燥。冬季受西风带控制，雨水丰沛，湿润温和；夏季在副热带高压控制下，云量较少，阳光

充足。虽然土地资源条件不足，但温暖湿润的地中海气候给古希腊创造了优异的农业条件，

其谷物、橄榄和葡萄三大作物长势良好，经过加工后，为古希腊人民的海外贸易行业提供了

葡萄酒和橄榄油等交易商品。 

显然，古希腊的地理环境与当时世界上其他文明古国的地理环境并不相同，但也正是因

为其特殊又优良的地理环境条件，对古希腊文明发展中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多个方面产生

了有益影响，塑造了不同凡响的古希腊文明。 

二、地理环境对古希腊政治的影响 

(一)小国寡民的城邦 

地少山多是古希腊地理环境的一大特点，也正是由于群山环绕、纵横交错的原因，使其

整个半岛被分为了北希腊、中希腊和南希腊三个部分。北希腊因奥林匹斯山、品都斯山的阻

隔,又分为马其顿、色萨利、伊庇鲁斯三个地区；中希腊因客泰隆山、厄特山等山脉的阻隔,

又分为阿提卡、彼奥提亚、弗西斯、洛克里斯、阿卡那尼亚、弗提奥提斯、埃陀利亚等八个

地区；南希腊即整个伯罗奔尼撒半岛,因泰革托斯山、厄里曼托斯山等山脉的阻隔,又分为阿

哥利斯、拉哥尼亚、美塞尼亚、阿卡地亚、伊利斯、阿卡亚、科林斯七个地区
[3]
。众多的山

脉将整个古希腊半岛分为了大小不等、面积不均的 18 个地区，据说，古希腊是全欧洲山岭

最多、地面割裂最破碎的国家。 

无数的山地将古希腊半岛分割成了面积狭小、交流不便的不同地区，而周边的爱琴海诸

岛和爱奥尼亚海诸岛同样面积不大、分布分散，这种地理环境条件恰恰促使古希腊诞生了长

久以来始终占据主导地位的政权组织形式——小国寡民的城邦。 

城邦，是古希腊一种主要的国家形态，它是指以一个独立的城市为中心，与周边的若干

乡镇和村落组合在一起，构成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所以城邦也被称为“城市国家”。古希

腊其实并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国家概念，而是一个所有城邦的联合体。自公元前 8世纪起，古

希腊的各个地区开始建立自己的城邦。到公元前 6世纪左右，古希腊的城邦国家已经达到了

两百多个。在北希腊、中希腊西部、南希腊北部以及小亚细亚西岸的北部，伊奥利亚人建立

了很多城邦，其中重要的有底比斯、达尔斐等。在中希腊东部的阿提卡半岛、优卑亚岛、爱

琴海中部的岛屿直到小亚细亚西岸的中部，爱奥尼亚人也建立了很多城邦，著名的有雅典、

米利都、爱非斯等。在南希腊的南部和东部、克里特岛以及小亚细亚西岸的南部，多利亚人

建立了斯巴达、亚哥斯、科林斯和麦加拉等城邦
[3]
。由于地理环境条件的原因，这些城邦的

共同特点是占地面积小、拥有人口少，就连当时最大的城邦斯巴达和雅典，其面积也不过

8400平方千米和 2550 平方千米，人口约 40万和 25万。古希腊的山脉纵横致使各个城邦交

通不便、交流受阻，有助于它们形成小国寡民、独立自治的政治政体。古希腊的每个城邦国

家都是独立的政治个体，互不干涉彼此的政治事务，各邦之间一般会采用结盟的方式维持必

要的交流和平等的邻邦关系。 

至于古希腊为什么最终并没有成为一个完整统一的国家，也是由于地理环境条件的影

响。山脉不仅影响了古希腊半岛上各个城邦之间的交流沟通，更是阻隔了内陆城邦与海域城

邦之间的联系往来。地理环境所造成的天然屏障使古希腊不具备合并城邦、建立国家的条件，

无法形成统一的政治中心，也没有唯一的掌权领导者。因此，无论古希腊人为此付出多少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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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希腊始终没有成为“城邦一统”的独立国家。但这也凸显出古希腊文明的独特性：古希

腊历史即城邦历史，古希腊文明即城邦文明。 

（二）民主自治 

崇山峻岭、峰峦叠嶂导致城邦国家独立自治，而领地狭小、海岸曲折则促使城邦居民民

主自治。其实古希腊城邦的民主自治并非诞生在建立之初，而是后期才逐步发展起来的。古

希腊城邦最初是由氏族贵族占据统治地位，但随着贵族特权不断增加，引起多数平民不满；

加上城邦面积狭窄，公民之间熟悉度较高，贵族难以服众；以及公民借助丰富的良港条件进

行海外贸易，产生了自由、解放、平等的思想。越来越多的平民不满贵族专权的政治制度，

通过反抗、起义等手段推翻了贵族统治，建立了“主权在民”的政治体制，其中最典型的例

子就是雅典的直接民主体制，其不仅是古希腊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也为其他城邦政治体制

的建立提供了新的思路。 

另外，古希腊的地中海气候也在一定程度上为民主自治创造了条件。若身处天寒地冻或

风沙漫天的环境中，人类的出门欲望会大大降低。但正是由于古希腊温暖适宜的气候，公民

多数愿意参加户外活动，如公民大会、节日祭祀、体育运动等。例如，雅典每年多次召开的

公民大会，由于参会人数众多，依据当时的条件，并没有合适的室内环境。但恰恰因为天气

适宜，所以多半在户外召开。因此，不可否认地理环境条件的确有益于古希腊民主政治的诞

生。 

（三）总结 

城邦不是一种地域概念，而是古希腊公民依仗的生存环境；民主自治也不是一句助兴口

号，而是古希腊公民生存的必备条件。作为古希腊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政治制度的诞

生和发展与古希腊的地理环境条件息息相关。 

三、地理环境对古希腊经济的影响 

（一）农业 

尽管古希腊具有山地多、平原少、土地贫瘠、水源匮乏等不利于农业发展的地理环境条

件，但也并非完全不能发展农业，至少地中海气候的优势还是为农业发展提供了有力条件的，

古希腊地区也依然存在适宜种植的土地和能够成活的作物。况且，古希腊公民大多数为农民，

在工商业和海外贸易不发达之前，农业是唯一的支撑条件和生活来源。 

根据不同区域的地理环境条件，的确存在一些适合发展农业的地域，如北希腊的色萨利、

中希腊的阿提卡和南希腊的拉哥尼亚等。其中位于阿提卡平原上的雅典城邦，在平原地区种

植大麦、豆类等，在山地丘陵地区则种植葡萄、橄榄等作物。还有位于拉哥尼亚平原上的斯

巴达土壤肥沃，气候适宜，有利于农作物的种植，是古希腊当时最大的农业城邦国家错误!

未找到引用源。。 

古希腊主要的粮食作物为大麦和小麦，并且由于土壤里石块过多、小麦不好扎根生长的

原因，古希腊人民在考虑成效的前提下，选择多种植大麦；主要的经济作物是橄榄和葡萄，

橄榄耐旱能抵挡烈日炎炎的夏日，葡萄顽强能够在坚硬的砂石中存活
[4]
。 

古希腊地区的农业虽然不发达，但在公民的经济生活中始终占据着重要地位。据《荷马

史诗》记载，农业在当时的古希腊已被看做文明的标志。 

（二）工商业 

仅仅依靠农业种植不仅无法使古希腊的经济得到快速发展，甚至都不能满足古希腊人民

的基本生活需求，于是古希腊人民开始将目光转向工商业。古希腊的工商业发达主要体现在

海外贸易和航海事业上。三面环海、海岸曲折、岛屿众多、海面温和、天然良港和矿藏资源

丰富，这些均是地理环境为古希腊经济发展所提供的优渥条件。 

首先，古希腊半岛被爱琴海、地中海和爱奥尼亚海包围，三面环海，其海岸线漫长曲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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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良的海湾和港口比比皆是。这一条件极大的便利了古希腊人民从事海外贸易，发展商品经

济。古希腊从最初的向世界各国进口粮食、原料和农产品，逐步发展到向周边地区出口葡萄

酒、橄榄油等农业加工品，再后来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海外殖民的扩张，陶器、金属制品、

矿藏资源和奴隶等都成为了海外贸易的货物。同时，海外贸易的兴盛让古希腊人民觉得有利

可图，并获得了远高于农业种植的收益，这也促成了更多优质港口的建设。沿海地区的大部

分城邦均投身于海港建设，其中最著名的是雅典的比雷埃夫斯港，是当时最繁华的国际商港。

后来，雅典还修建了著名的法勒伦港。 

其次，因为拥有长达一万多公里的海岸线，所以古希腊地区周边的岛屿不计其数，甚至

可以说是比肩而立。这些数量庞大且距离较近的岛屿将分散的古希腊连接起来，不仅便利了

各个城邦之间的交易往来和文化交流，对古希腊航海事业的发展也起到了不小的作用。第一，

岛屿众多且分布较密集有利于港口的建设，自然也就为出海的人民提供了大量的休息区和船

只修理处，还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航海过程中因疲劳驾驶或船只故障而导致的风险。第二，

悠长的海岸线和繁多的岛屿几乎出现在航行的全过程，可以帮助水手克服对大海的恐惧心

理，并增加航海安全感，有效的减少思乡情绪。 

最后，温暖相宜的地中海气候为海上贸易和航海事业提供了绝佳的气象条件，气候温和、

阳光充足、冬季雨水多、极端天气少都是适宜出海的好天气。另外，地中海是世界上最大的

陆间海，其海流不容易受到风向的影响，因此整个海域在多数情况下碧波浩渺、风平浪静，

极大地保证了古希腊人民的出海安全。 

（三）总结 

海上贸易事业的发展，不仅保障了古希腊人民的基本生活，还使他们通过商品出口赚取

了丰厚的利润；航海事业的发展，不仅弥补了各城邦之间陆路交通不便的不足，还加强了各

城邦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甚至为欧、亚、非三洲的联系交往搭建了桥梁。 

除此之外，地理环境条件对古希腊的手工业、纺织业、金属冶炼制造业等行业也产生了

有利影响。作为人类最基本的生存条件之一，地理环境对古希腊的经济发展起到了不可或缺

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当时古希腊的社会经济发展模式。 

四、地理环境对古希腊文化的影响 

（一）古希腊文学 

古希腊文学是整个西方文学的源头，也是欧洲文学的第一个高峰。其优秀的文学作品不

仅为西方文学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也为后世研究古希腊文明提供了丰富的参考文献。 

首先，千峰万仞的地形特点将古希腊分成了多个面积狭小的城邦国家，群山连绵的地形

特点又阻碍了各个城邦国家之间的文化交流。因此，各个城邦国家的政治制度不同、经济发

展水平有差异、历史渊源相异，加之整个古希腊处于长期的分裂割据中，各个城邦自然孕育

出了不同于外邦的、属于自身的独特文化。这些文化以不同的姿态和方式参与到古希腊统一

的事务管理中，构成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古希腊文明。而古希腊文学作为古希腊文

明的一部分，自然也有着与其相似的成因和特点。 

其次，海岸曲折和港湾众多有利于航海事业的发展，航海事业不仅能够使经济上进行海

外贸易，也能使文化上进行交流借鉴。其实，早在古希腊文明诞生之前，西亚的两河流域就

已经存在着巴比伦文明和苏美尔文明，这些地区的艺术水平在当时已经称得上高深。正是由

于航海事业和海上贸易的兴旺发达，才使得古希腊能够和这些地区进行文化交流，也对古希

腊文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古希腊人民从古老的东方文明中汲取到了营养，而古希腊文学作

为其文明的记录者，是展现影响的最佳表演者，所以我们才可以从古希腊的文学作品中感受

到熟悉的东方色彩。其中，在我们熟知的古希腊神话中，人物形象丰满、性格鲜明；故事叙

述完整、生动有趣；饱含着古希腊人民对神的敬仰和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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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古希腊体育 

古希腊人民认为：人既要有肉体，也要有思想，提倡人应该让自己的身体和精神受到双

重锻炼。古希腊人民的审美观念，是身体有力量与思想上健康相统一。而体育运动则恰好是

最适宜的训练方式，这也是奥林匹克运动会发源于古希腊的原因之一。 

首先，由于平原稀少、无法耕种的地形环境条件导致古希腊的农业行业几乎属于欠收状

态，古希腊人民的粮食来源不得不依赖商品进口。而海岸曲折、良港丰富的海域环境条件又

恰好有利于进口商品。在这种商业交往中，平等交换是最基本的贸易原则。公平公正、平等

互利是古希腊海外贸易的理念，也是保证商业贸易能够长期维持和稳定的条件之一。久而久

之，这一理念不仅适用于海外贸易，还成为了古希腊人民推崇信奉的观点。加之古希腊人民

热爱体育竞技运动，这一理念自然也成为了体育运动的基本原则和体育文化的核心内容。古

希腊人民虽然追求荣誉，但更尊重规则，无论何时都要做到公平竞争。在古希腊，不论是哪

项体育竞技运动，都需要秉持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进行，参赛者仅凭个人实力取胜，不得依

靠任何的外部条件。作弊犯规者不仅会受到处罚，还会受到其他人的鄙视。古希腊人民赋予

体育竞技运动的原则，不仅在当时流行，在当今社会也依然被奉为圭臬，并且被大力弘扬和

推广。 

其次，地少山多、山脉众多的地理环境条件将古希腊分为不同的地区，交通不便、沟通

不畅又促成了不同城邦国家的建立。但这些小国寡民的城邦本就土地面积狭小，一旦出现人

口的大量增长就容易负荷过重，导致生存拥挤，这时古希腊人民就需要通过开拓海外殖民地

或者发动抢夺资源的战争来维持生计。但是在当时那个武器匮乏、主靠人力的时代，无论选

择哪种方式，都需要耗费掉人民大量的劳力和体力
[5]
。因此，这也是古希腊十分提倡体育竞

技运动的原因之一，既能进行军事训练，培养作战技巧；又能锻炼人的体力，塑造强健身躯。

也可以说，古希腊体育运动的产生和发展与战争和殖民扩张有一定的关系。 

最后，古希腊地处亚热带地区，是典型的地中海气候。阳光充足、气候宜人，既没有北

欧冬季的极寒，也没有非洲夏季的酷热，自然也就为体育竞技运动提供了最天然的场地。奥

林匹克运动会每四年举办一次，各个城邦国家都要派代表报名参加不同的比赛项目，除运动

员外，观赛观众的数量也极为庞大。若天气条件恶劣，又没有容纳性强的室内场馆，那运动

会必然难以进行。但古希腊的天气完全可以满足运动会的召开，因此，气候环境也为古希腊

体育竞技运动的繁荣创造了机遇。 

（三）总结 

古希腊文学是古希腊文明的记录者和传承人，不仅体现了古希腊人民对人生的思考和理

解，也蕴含着古希腊人民崇尚自由、勇于探索的民族精神；古希腊体育是古希腊文明的体现

者和代表作，不仅展现了古希腊人民对力与美的追求，也为现代体育运动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除文学和体育外，古希腊文化的种类多种多样，其中建筑和绘画的艺术成就突出，而雕

塑更是以其典雅精致的特点闻名于世，例如我们所熟知的《断臂的维纳斯》、《掷铁饼者》、

《雅典娜神像》等。这些成就均离不开地理环境的作用。大自然赠与了古希腊人民独特的地

理条件，而古希腊人民又凭借自己的聪明才智，创造出了独特的古希腊文化。 

结    论 

通过以上的论述，不难看出，地理环境从政治领域、经济领域到文化领域，无时无刻不

在影响着古希腊文明的形成和发展。但是，我们也要明确，地理环境对古希腊文明的影响，

必然是通过一定的中间环节来实现的。如果没有中间环节的辅助，单凭自然条件的存在，是

无法对文明发展起到有效作用的。而所谓的中间环节，就是人类活动。古希腊文明是一种开

放性的海洋文明。由于缺乏足够的土地供以生存和发展，海外贸易和殖民扩张便成为了获取

资源的主要途径，而这些途径的主要参与者正是人类。所以，古希腊文明在信奉宗教和神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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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同时，更加崇拜人的力量。与古代中国尊重自然、顺应自然的观念不同，在对待人与自然

的关系上，古希腊人民更加肯定人的作用和价值。一旦离开了人类活动的操作，再有价值的

自然条件也无法对任何领域产生影响。因此，无论在何时，我们都不能忽视人的作用，要充

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助力地理环境对文明发展产生积极影响。 

美国的人类学家罗伯特·路威在《文明与野蛮》一书中写道，“地理并不创造技艺和习

俗：它只是给你机会或不给你机会”
[6]
。那么，古希腊是足够幸运的，获得并抓住了这样优

良的机会，天然的地理环境条件始终在为古希腊文明的建设保驾护航。地少山多阻碍农业发

展，但又促进了工商业的进步，使古希腊的商品经济繁荣；海岸港湾众多不便于集中管理，

但又促进了航海事业的进步，使古希腊人民的思想开放；地中海气候影响部分地区的作物种

植，但又促进了户外活动的发展，使古希腊的节日庆祝、宗教祭祀、体育运动等文化活动频

繁兴盛。除此之外，古希腊地区的地理环境条件也为古希腊的军事战争、海外殖民扩张以及

人民自由洒脱思想的形成等创造了条件。正是由于这些独特巧妙的地理环境，才造就了个性

鲜明的古希腊文明。综上所述，地理环境虽然不是文明产生和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但其对古

希腊文明的影响也的确是不容小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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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Geographical environment is the material basis for human survival and a necessary 

condition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ivilization. In the process of the formation of human civilization, the 

geographical environment in which it is located will have a greater or lesser impact on the political, 

economic and cultural life at that time. In ancient Greece, the influence of geography on the 

development of civilization was particularly significant and more direct. In a sense, it is precisely 

because of the unique geographical environment of ancient Greece that the ancient Greek civilization 

with a distinctive personality was created. Ancient Greek civilization is one of the sources of Western 

civilization and plays a pivotal role in the history of world civilization. It is of far-reaching reference 

significance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geographical environment of ancient Greece and its 

civilization. This paper attempts to explain the different influences on the politics, economy, and culture 

of ancient Gree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eographical environment, so as to prove that geographical 

environment conditions played a significant role in the development of ancient Greek civi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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