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厓山之戰於西元 1279年 3月 10日至 20日在中國南部厓山島附近海上進行，

是元代張弘範的戰船與宋代張世傑的戰艦隊交戰的大規模海戰。宋朝因為戰船數

以及海上打仗的經驗比元海軍豐富得多，本來不應該輸了這場海戰，但是宋海軍

的總司令是疲於奔命的張世傑，他採取的戰術是完全守護性的，這種失策的戰

術，決定了這一戰是宋與蒙古交戰的最後一役。其結果大家都知道：陸秀夫揹著

幼年的帝昺跳海自殺了，宋朝於此徹底覆亡。 

  
厓山海戰是中國有史以來規模最大的海戰。一般來說，它的重要性以及它  

的規模是古今中外史學家所忽略而被低估的。參戰的人數最起碼有二十萬人，船

數至少有一千五百多艘。光是憑著這兩個數字，我們可以說它也是世界級的海

戰，很可能是全世界海軍歷史上最大規模的海戰之一。厓山海戰是一般西方歷史

學家根本不知道的一場海戰。在他們的眼中，全世界歷史規模最大的海戰不是公

元前 480 年古代希臘與波斯帝國的 Salamis 海戰，就是公元前 256 年古代羅馬

與迦太基（Carthage）的 Cape Ecnomus 海戰。（前者參戰人數為 20 萬人，船

隻數為 1642 艘；後者參戰人數為 20 萬人，船隻數為 680 艘。）如果光是講船

隻的噸數或海上面積，那麼世界歷史上最大的海戰是 1916 年一次世界大戰期間

英國的 Jutland 海戰或 1944 年二次大戰時美國與日本的 Leyte Gulf 海戰。 
  
  就像 Leyte Gulf 海戰一樣，厓山海戰是規模很大，但是它的決定性不是非  

常大。那就是說，正如在 1944 年大家都知道日本遲早要被美國打敗那樣，在

1278 年和 1279 年，宋和元都知道蒙古遲早要打敗宋朝來統一中國。厓山之戰

這一場海戰，宋本來可以不必輸，可以再苟延殘喘下去幾年，但是最後的結果，

大家已經心裡有數了：元會是最後的勝利者。  
  
張弘範在厓山海戰確實是比張世傑能幹的多，有才氣的多。但是我們必須  

留意一點：當時張世傑在心理上是疲倦的，其精神已趨崩潰。張弘範不見得想要

馬上打一次決定性的大戰爭，但是這個正好是張世傑想要的東西，所以張弘範就

只好應付了。不過張弘範不慌不忙地打這場仗；他先觀察了全面的戰略情形，徹

底地分析了地方的自然條件，然後才理性地開戰。 
  

剛開始打厓山海戰的時候，張弘範的戰術很可能使得宋的海軍傲慢起來，  

而一時鬆懈。在西曆 1279 年三月二十日中午的時候，宋的海軍好像認為它已經

打勝仗了，因為元的船隊退出了戰爭一陣子。但是張弘範之所以退出，不是因為

他認為他已經打了敗仗，而是因為他想要重新整理他的戰術。他的戰術視野比張

世傑的遠得多。張世傑在這一場海戰的戰術是固定的，是死守的，缺乏彈性及理

性。他的守護戰術正好反射了他那個時候的心理狀況。歸根結底張世傑這個時候

的作戰態度是太主觀，太情緒化了，使得宋的海軍完全缺乏主動的機會。因為張

世傑，站在絕對多數優勢的宋戰艦隊就只好坐以待斃了。宋如果在這個時候有了

另一位總司令的話，它也許可以再維持下去幾年。至於全面地復興宋朝的政權，

那卻是不太可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