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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三國同盟（Triple Alliance），顧名思義，就是三個國家，為共同的目的和行動而

締訂條約，結成聯合關係，來捍衛自己的利益、消滅異己或對抗外來的威脅。自古到

今，西方歷史上出現過為數不少的「三國同盟」關係【１】，而這些「三國同盟」對歷

史所造成的影響，也許沒有一個像西元 1865 年拉丁美洲的巴西、阿根廷和烏拉圭所祕

密簽署的「三國對抗巴拉圭祕密條約」（The Secret Treaty of the Triple Alliance against 

Paraguay）一樣，那麼血腥殘酷，幾乎造成一個國家的滅亡和種族的滅絕。歷史上稱

這一個恐佈的戰爭為「三國同盟戰爭」（War of the Triple Alliance），或稱為「滅絕戰

爭」（The Extermination War 或 The Ruinous War）。

截至目前為止（西元 2004 年 5 月），台灣的廿六個邦交國當中有十三個屬於拉丁

美洲國家【３】，這一塊區域對台灣的重要性而言可見一般。然而，我們對這個區域的

研究與認識，相對來說，卻不是十分充足的，研究該區域戰史者更是少數；而對我們

在南美洲唯一的友邦－巴拉圭的研究，則是更形匱乏。有鑑於此，由於筆者曾在巴拉

圭「索拉諾．羅培斯元帥三軍軍官學校」接受四年的正規軍事教育，對巴拉圭的歷史

及民族思想有一些粗淺的認識，願在此對歷史上影響巴拉圭建國最重大的事件－「三

國同盟戰爭」做一簡單的介紹，希望能因此喚起讀者對拉丁美洲的興趣。

由於顧及大部份的讀者並不是研究歷史或戰史的學者專家，因此筆者不以學術研

究的觀點和筆法撰寫本文，而是以敘述史實的方式，循序為讀者介紹這一個戰爭，並

從而概略分析巴拉圭的民族精神。由於這是一場由巴西、阿根廷和烏拉圭三個國家聯

合對抗巴拉圭的戰爭，而這場戰爭又是由巴拉圭首先發難，故而筆者以巴拉圭的觀點

為探討的中心。

貳、台灣在南美洲唯一的友邦－巴拉圭

巴拉圭（Paraguay），介於阿根廷和巴西兩大國之間，和北邊的鄰國玻利維亞同

為南美洲的內陸國家。Paraguay 在瓜拉尼語（Guaraní，巴拉圭的第二官方語言）中

，"Para"（巴拉）是「多種多樣」之意，"gua"（圭）是「被裝飾起來的」，而"y"是「

水」的意思。所以說，巴拉圭是指一條被奇花異草裝飾起來的河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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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拉圭的土著為瓜拉尼（Guaraní）印第安人，源自於加勒比海，大約有兩百五十

個部落，散居在巴拉納河（Pananá River）以北一直到整個大廈谷（Great Chaco）。西

元 1524 年葡萄牙人阿雷索．加西亞（Aleixo Gacía）和幾個同伴，橫跨大西洋，抵達巴

拉圭河（Paraguay River）河口，並與瓜拉尼印第安人締結聯盟。西元 1525 年葡萄牙人

塞瓦斯提安．卡波特（Sebastián Cabot, 1476-1557）順著巴拉圭河，曾經一度抵達今日

的巴拉圭首都亞松森（Asunción）。西元 1537 年 8 月 15 日西班牙的「征服者」

（Conquistador）為了尋找黃金抵達巴拉圭，在今日的亞松森建立了一座堡壘。因為 8

月 15日為天主教紀念聖母瑪利亞升天的節慶，因而西班牙人把這座堡壘命名為「聖母

升天之城」（Nuestra Señora de la Asunción，英譯為 Our Lady of the Assumption）。由是

可知，西班牙人從印第安人之手，把巴拉圭改造為一個天主教國家，開始了為期 274

年的殖民統治。西班牙人以亞松森為基地，向布拉達河（Río de la Plata，意為 Silver 

River，也做 River Plate）拓展，建立了許多城市，如今日的阿根廷首都布宜諾斯艾利

斯（Buenos Aires），因此亞松森市又被稱為「母城」（Mother Town）。

西 元 1588 年 ， 天 主 教 耶 穌 會

（Jesuits）的傳教士來到巴拉圭，經過艱

辛萬苦，深入印第安人的部落，積極地

擴張勢力。十七世紀初，耶穌會在今天

的 巴 拉 圭 南部建立了許多傳教團

（ Missions ） ， 稱 做 「 歸 化 區 」

（Reducciones），這一帶逐漸為耶穌會

所控制，而且勢力日益強大，足以與西

班牙統治者相抗衡。西元 1750 年西班牙

國王費迪南六世（Ferdinand VI ）與葡萄牙簽署「馬德里條約」（Treaty of Madrid），

把巴拉圭，包含其中的七個「歸化區」割讓給葡萄牙。耶穌會傳教士便策動瓜拉尼印

第安人興兵造反，阻止葡萄牙人接管。直到西元 1767年，西班牙國王查理三世

（Charles III, 1716-1788）下令趨逐拉丁美洲西班牙殖民地境內所有的耶穌會傳教團，

巴拉圭境內的「歸化區」才完全消聲匿跡。從此，耶穌會始終沒有再回到巴拉圭，而

這個所謂的「人間樂土」也就完全沒落了。【４】

西元 1620 年，巴拉圭和阿根廷歸屬於西班牙祕魯總督府（The Viceroyalty of 

Perú）管轄。隨後在西元 1776 年納入西班牙布拉達總督府（The viceroyalty of La 

Plata）的統領。【５】十九世紀初期，整個拉丁美洲掀起了一陣獨立革命的浪潮，巴拉

圭也與其他鄰近地區一樣，醞釀著一股反西班牙殖民統治的獨立運動。西元 1810 年 5

月 25日，阿根廷宣布脫離西班牙獨立，布宜諾斯艾利斯當局要求原屬布拉達總督管轄

的各個西班牙殖民省加入。但是，巴拉圭堅絕反對，並於西元 1811 年 5 月 14日宣佈

獨立，同年 6 月議會正式宣佈脫離西班牙統治，成立巴拉圭共和國（ Republic of 

Paraguay）。西元 1813年 10 月通過憲法。西元 1814 年 5 月羅德里格斯．佛朗西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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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sé Gaspar Rodriguez Francia, 1776-1840）成為巴拉圭的獨裁統治者，自命為「至高無

上者」（The Supreme），並以確保國家主權獨立為由，對內實施極權統治，對外採取

閉關自守的鎖國政策，直到西元 1840 年他去世為止。羅德里格斯．佛朗西亞死後，政

權交給了他的姪子卡羅斯．羅培斯（Carlos Antonio López, 1792-1862）。羅培斯對內崇

尚改革，厲精圖治，致力於鐵路、工業等基礎建設，對外實行開放政策，追求物資、

經濟及文化的交流與發展。巴拉圭在他的領導之下，人口增加到八十多萬，並且成為

當時南美洲最進步的國家之一，巴拉圭人為此感到驕傲【６】。

西元 1862 年，卡羅斯．羅培斯去逝，由其子索拉諾．羅培斯（Francisco Solano 

López, 1826-1870）繼任總統職。西元 1864 年索拉諾．羅培斯領導的巴拉圭與巴西、阿

根廷、烏拉圭三國同盟聯軍發生大戰，持續五年，及至西元 1870 年巴拉圭敗北，割地

16餘萬平方公里，國力大傷。西元 1932 巴拉圭復與北方的鄰國玻利維亞發生廈谷戰

爭（Chaco War, 1932-1935）。戰事持續四年，巴拉圭雖然僥倖獲勝，然國力因而更加

疲弱，政治上開始了近半個世紀的軍人獨裁專政。西元 1989年 2 月，一場軍事政變推

翻了統治巴拉圭長達35 年的獨裁者史托斯納爾將軍（Gral. Alfredo Stroessner, 1912-），

巴拉圭的民主政治才漸露曙光。西元 1993年巴拉圭舉行總統大選，由執政紅黨

（Colorado Party）所推舉之候選人瓦斯莫西（Juan Carlos Wasmosy, 1938-）當選總統，

為第一任民選之平民總統。西元 1998 年執政紅黨所推舉之候選人顧巴斯（Raul Cubas 

Grau）當選總統。西元 1999年 3月底，巴拉圭副總統阿爾甘尼亞（Luis Maria Argaña）

遇刺身亡，顧巴斯總統為平復國內政爭及民怨，遂宣布辭去總統職務，由國會議長鞏

薩雷斯（Luis Angel Gonzalez Macchi）依憲法繼任為總統。副總統遺缺的補選在西元

2000 年 8 月進行，由反對黨藍黨（Authentic Liberal Radical Party）的候選人凱薩．佛蘭

哥（Julio Cesar Franco）獲勝。西元 2003年 4 月的總統大選，由執政紅黨所推舉的候選

人杜華德（Nicanor Duarte Frutos）及賈司迪優尼（Luis Alberto Castiglioni）當選總統及

副總統，於同年 8 月就任至今。

參、「美洲的拿破侖」索拉諾．羅培斯

巴拉圭從西元 1811 年獨立建國以來，無論是領土、人口、軍事或是政經實力，都

不如鄰國；換句話說，巴拉圭一直是處在巴西和阿根廷兩個大國陰影下的小國，不論

在外交或是經濟上都依賴這兩個大國的羽翼庇蔭，甚至國內的政治也深受其影響。略

通拉丁美洲歷史的讀者一定會問，這個處於彈丸之地的莞爾小國，為何會、又為何敢

與強大的鄰國巴西和阿根廷對抗，甚至使戰事持續了五年，造成了將近百分之八十的

人民在戰爭中喪生？要深入瞭解這一場戰爭，就必需要先瞭解這一場戰爭的始作俑者

索拉諾．羅培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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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 拉 諾 ． 羅 培 斯 元 師 （Marshal 

Francisco Solano López）是拉丁美洲歷史

上頗具爭議性的人物，有「美洲的拿破

侖」 之 美譽， 是 巴 拉 圭 西 元 1862 至

1870 年的總統，也是帶領巴拉圭八十多

萬人口走上滅絕之路的軍事獨裁者。歷

史學家對其一生的功過有兩極化的看法

，有的把他當做爭取主權獨立、為平等

與自由而奮鬥的民族英雄，把他與拉丁

美洲的解放者（Liberator）約瑟．德．

聖馬爾丁 （ José  de  San  Martín,  1778-

1850）和西蒙．玻利瓦爾（Simón Bolívar, 1783-1830）相提並論。也有學者批評他為殘

暴、跋扈、獨裁、自私，為滿足虛榮，不惜帶領國家和人民走向毀滅之路的喪心病狂

者。實際上，巴拉圭將索拉諾．羅培斯奉為國家最偉大的民族英雄，他不朽的精神至

今仍為巴拉圭人民所信仰。他的後裔至今在巴國政壇上仍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巴拉

圭前特命全權駐華大使米格爾．索拉諾．羅培斯（Miguel Antonio Solano López）就是

他的玄孫。巴拉圭唯一的一所軍官學校也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即「索拉諾．羅培斯

元帥三軍軍官學校」（Military Academy "Marshal Francisco Solano López"），為筆者的

母校。該校成立於西元 1915 年，現址為首都亞松森近郊之卡比亞大（Capiatá）。

索拉諾．羅培斯，精通西班牙語、法語、英語和瓜拉尼語，是巴拉圭總統卡羅斯

．羅培斯與璜娜．卡麗攸（Juana Carrillo）所生的五個子女中的長子，西元 1826 年 7

月 24日出生在亞松森的瑪諾娜（Manorá），斯時巴拉圭在他父親的領導之下，正值歷

史上最興盛繁榮的時期。他十五歲時，獨裁者羅德里格斯．佛朗西亞逝世，其父繼任

為總統。在他十九歲的那年，他的父親任命他為巴拉圭陸軍總司令，成為父親鞏固政

權，建設國家的重要助手。

西元 1845 年，阿根廷的統治者胡安．德．羅薩斯（Juan Manuel de Rosas, 1793-

1877）態度強硬，欲兼併巴拉圭，進而封鎖巴拉圭河游通往大西洋的河道。對一個內

陸國而言，此舉切斷了巴拉圭整個經濟命脈，巴拉圭只能被迫對阿根廷宣戰。索拉諾

．羅培斯雖然初出茅蘆，首次參與國際性的糾紛，但憑藉著巴拉圭軍隊嚴格的紀律和

精良的訓練，加上羅培斯穩重的折衝斡旋，牛刀初試，便順利化解了邊境的爭端，因

此一炮而紅，獲得不少國際聲望。

西元 1853年，索拉諾．羅培斯銜命赴歐洲，任特命全權大使，以兩年的時間率團

訪問法國、西班牙、德國、義大利等歐洲先進國家，學習歐洲的軍事、科技、工業、

人文、藝術等，並購買先進的船艦軍械，研究歐洲最新的戰術戰法，同時聘用了大批

的科學家、文學家、工程師、醫生等技術人員返回巴拉圭，準備大舉推行「歐化運動

」。索拉諾．羅培斯訪問法國時結識了法國女子艾麗莎．琳琪（Elisa Alicia Lyn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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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帶她回到了南美，跟她結婚。日後，這位第一夫人在巴拉圭的歐化運動中扮演了重

要的角色。

索拉諾．羅培斯在巴黎訪問期間，曾受法國國王拿破侖三世（Napoleon III, 1808-

1873）的邀請，檢閱法國軍隊。但是，他在檢閱過法國的士兵以後，並沒有驚服於法

國部隊的先進武器和壯盛軍容，反而對故鄉的瓜拉尼士兵更加充滿自信與驕傲。他信

心滿滿的說：「憑我的瓜拉尼部隊足以對付巴西、阿根廷和烏拉圭的來犯，就是玻利

維亞想來攙一腳也無妨」。他紿終認為自己的士兵是攻無不克、百戰百勝的無敵部隊

。

索拉諾．羅培斯從歐洲返國後，積極推動巴拉圭軍隊的現代化。他仿照普魯士的

模式，建立輪流徵兵制度，並以新式的戰術戰法加以訓練，使全國男丁人人驍勇善戰

。常備部隊維持在一萬八千人，非常時期可以迅速擴充到四萬五千人，還不含各省的

武裝民兵。

西元 1859年，阿根廷共和國（Argentine Republic）中央政府與布宜諾斯艾利斯省

（Buenos Aires Province）發生了激烈的衝突。索拉諾．羅培斯自告奮勇居中調解，使

雙方順利簽署了著名的「聖荷西德佛雷斯條約」（Pact of San José de Flores），布宜諾

斯艾利斯省同意加入阿根廷共和國，順利地化解了爭端。巴拉圭因而也被認為是雙方

履行「聖荷西德佛雷斯條約」，確保阿根廷統一的屏障。索拉諾．羅培斯也因此獲得

阿根廷人民的熱烈的推崇與頌揚。諷剌的是，不到五年的光景，同樣的阿根廷人民卻

唾棄了他，甚至在布宜諾斯艾利斯舉行抗議遊行，焚燒他的肖像。

西元 1862，卡羅斯．羅培斯逝世，索拉諾．羅培斯繼任總統【７】。此時巴拉圭已

擁有南美洲最精良的陸軍和海軍之一。在多次的外交斡旋無效之後，以武力來解決與

巴西及阿根廷之間懸而未決的邊界問題，似乎已是無可避免。由於當時布拉達河（Río 

de la Plata）周邊國家的局勢十分複雜，巴西和阿根廷都不願意使情況惡化，所以在處

理國際間的問題上都採取比較沈穩與折衷的態度。然而索拉諾．羅培斯卻把這些善意

的「退讓」當做「退縮」，把國際上對他的「尊敬」當做「畏懼」，而更加驕傲自縱

，並以布拉達河地區當然的仲裁者自居。這樣一個妄自尊大的心態，加上日漸惡化的

邊界問題，終於導致索拉諾．羅培斯把巴拉圭人民帶往了滅絕的悲劇。

肆、戰爭的遠因與近因

巴拉圭是個內陸國，自西班牙殖民時代開始，河流就是巴拉圭經濟的主要命脈。

而阿根廷的布宜諾斯艾利斯位居布拉達河流域【８】出海口的要衝，也直接宰制了巴拉

圭對外的貿易活動。巴西的重要經濟省份瑪多克羅索省（Matto Grosso）也要靠河流與

當時的首都里約熱內盧（Río de Janeiro）聯絡，而這個整個河流系統（即布拉達河流

域）的出海口就在阿根廷，所以布拉達河流域所屬之巴拉納河（Paraná River）、烏拉

圭河（Uruguay River）以及巴拉圭河（Paraguay River）匯聚的巴拉圭南部就成了當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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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美洲的火藥庫。

巴拉圭南以畢爾格瑪佑河（Pilcomayo River）【９】與阿根廷為界，連同上述三條河

流，是南美洲南錐四國（巴西、阿根廷、烏拉圭、巴拉圭）即三國同盟戰爭的四個交

戰國的國界。由於這四條河流都很蜿蜒漫長，豐水期與枯水期的河道並不十分吻合，

所以疆界的認定就引發了各國長期的爭端。

誠如前述，三國同盟戰爭發生的原因是懸而未決的邊界問題與內河的航行權；然

而，戰爭的導火線則是烏拉圭的政爭。烏拉圭自西元 1830 年獨立以來，國內政治飽受

紅黨（Colorado Party）與白黨（Blanco Party）政爭之苦。紅黨為自由派，代表城市工

商業者和自由職業者的利益，它的力量主要在瀕河村鎮和沿海城市。白黨為保守派，

代表天主教和畜牧業大地主的利益，其基礎是內地保守地主寡頭勢力。西元 1863年，

烏拉圭發生執政的白黨及在野的紅黨激烈的政爭，引發內亂。紅黨企圖借助阿根廷的

力量奪取政權，執政白黨則請求巴西援助，鎮壓紅黨的動亂。紅、白兩黨的爭端已然

成為巴西和阿根廷這兩個世仇之間的角力戰。烏拉圭政府面對此一局面，咸信唯有求

助於巴拉圭的調停才是解決之道，因而派遣特使請索拉諾．羅培斯居中斡旋。索拉諾

．羅培斯一方面急欲在國際政治舞台上有所展露，另一方面認為巴西和阿根廷在烏拉

圭的較勁，將嚴重威脅巴拉圭的獨立與主權，所以立刻答應了烏拉圭的要求，擔任政

爭的調解人。

但是，整個布拉達河流域瀰漫著一片互不信任的氣氛。阿根廷懷疑烏拉圭與巴拉

圭簽署祕密盟約，以對抗阿根廷；而這兩國對阿根廷的示好，只是為了掩飾其中的陰

謀。巴拉圭則擔憂西班牙總督的勢力復辟。烏拉圭則懼怕成為巴西和阿根廷的俎上肉

，威脅國家的獨立與完整。

巴西直接介入烏拉圭的政爭是開啟戰端的關鍵。巴西以保護僑民為由調兵進駐烏

拉圭邊境，阿根廷則認為巴西企圖兼併烏拉圭。為避免相互猜疑，惡化雙方對立的局

勢，阿根廷接受了巴西的提議，簽署了一個祕密協議，共同處理烏拉圭的問題。此舉

，使得巴拉圭在這個國際問題上被邊緣化。同時，烏拉圭一方面請索拉諾．羅培斯出

面調解，另一方面卻又委請巴西的彼德二世皇帝（Pedro II, 1825-1891）擔任仲裁者。

索拉諾．羅培斯聞訊後大為光火，認為被烏拉圭設計利用，以解決自己的內政問題。

隨後，巴西向烏拉圭提出最後通牒，

要求烏拉圭在六天之內接受巴西的訴

求解決，否則將訴諸武力。索拉諾．

羅培斯得知這個消息之後，發覺阿根

廷居然對巴西的最後通牒沒有反應，

便猜測巴西與阿根廷兩國簽有祕密協

議，先併吞烏拉圭，再瓜分巴拉圭。

面對這一個威脅，索拉諾．羅培

斯警告巴西，若敢以武力進犯烏拉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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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巴拉圭擄獲歐林達候爵號蒸汽船



，將不惜以兵戎相向。巴西陸軍無視於索拉諾．羅培斯的警告，長趨直入烏拉圭的領

土。索拉諾．羅培斯便立刻宣佈與巴西斷絕外交關係。時值西元 1864 年 11 月 12日。

同一天，巴西歐林達候爵號（Marqués de Olinda）蒸汽船搭載著瑪多克羅索省（Matto 

Grosso）的新任省長費德里克．坎普士（Federico Carneiro Campos）赴任，卻被巴拉圭

戰艦捕獲。這一個劫船的行動，正式揭開了三國同盟戰爭的序幕。

同年 12 月 27日，索拉諾．羅培斯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雷霆之勢，攻佔了巴西的瑪

多克羅索省，擄獲了大批的軍火、糧食與各式軍需補給。索拉諾．羅培斯的想法是，

巴西必然會因為國土被佔領而暫時停止對烏拉圭的侵略，先解瑪多克羅索省燃眉之急

，而且瑪多克羅索省富饒的物質，可以供應巴拉圭部隊作戰之所需。怎知，出人意表

，巴西非但沒有急著解危，反而加緊對烏拉圭的攻勢，一舉戰勝所有的反抗勢力，扶

植貝南西奧．佛洛雷斯（Venancio Flores）建立親巴西的政府。烏拉圭新政府旋即加入

巴西陣營，反過來向巴拉圭宣戰。

西元 1865 年 1 月，索拉諾．羅培斯向阿根廷借道哥林德斯省（Corrientes）以攻打

巴西，被阿根廷政府以各種理由拒絕。索拉諾．羅培斯遂於 3月 19日向阿根廷宣戰，

並於 4 月 14日入侵阿根廷哥林德斯省，做為進攻巴西的軍事要點，期間並擄獲兩艘阿

根廷戰艦。

伍、三國對抗巴拉圭祕密條約

面對巴拉圭的挑釁，巴西、阿根廷和烏拉圭於西元 1865 年 5 月 1日在布宜諾斯艾

利斯簽署「三國對抗巴拉圭祕密條約」（The Secret Treaty of the Triple Alliance against 

Paraguay）。三個盟國想要藉由此條約一舉解決與巴拉圭的所有問題。條約中訂定了

聯 軍部隊的指揮體系 、 戰後的邊界劃分 、解散巴 拉 圭 軍隊、摧毀烏梅達堡壘

（Humaitá）以及巴拉圭戰敗賠償等問題。條約第十八條並且明文規定為免喚起巴拉圭

人民對索拉諾．羅培斯同仇敵慨之心，在達到主要軍事目的之前，本條約必須保持機

密。

條約第七條表明，三國聯軍對抗的不是巴拉圭人民，而是巴拉圭總統索拉諾．羅

培斯元帥。但在條約第十四條中卻又規定所有的戰爭支出應該由巴拉圭人民償付。條

約第八條同意確保巴拉圭的獨立，並保證其主權與領土的完整。但第九條卻明訂上述

保證只有五年的效期。第十七條規定，若戰後巴拉圭新政府拒絕接受此條約的內容，

三國同盟有義務憑藉任何手段，甚至長期駐軍，逼其就範，以確保條約內容之施行。

條約第十九條訂定，這個密約不需要經同盟國國會的批准，一經簽署立即生效施行。

依本條來看，本密約的簽署，可能並沒有得到各同盟國人民的支持。

這個密約一直到了西元 1886 年才由英國駐烏拉圭代表公布，歐美各國均表訝異並

大加撻伐，國際輿論一致支持巴拉圭，同聲譴責同盟國。但是，這些都僅止於形式上

的聲明，國際社會並沒有對戰後的巴拉圭提供實質的援助。大戰期間，除了與巴拉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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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存有邊界問題的玻利維亞以外，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對巴拉圭伸出援手。

陸、戰爭的經過

下表是各交戰國的基本國力比較，開戰初期雙方的兵力，聯軍部隊有十九萬兩千

人，而巴拉圭只有八萬人，差距超過一倍。國土面積更是超過廿一倍。

「三國同盟戰爭」交戰國國力比較表

面積（平方公里） 人口 軍隊（人）

巴西 8,450,000 8,500,000

192,000阿根廷 2,735,000 1,500,000

烏拉圭 176,000 200,000

巴拉圭 526,000 800,000 80,000

這一場南美洲的大戰若以巴拉圭為主軸，可以區分為兩個階段：攻擊階段及防禦

階段，略述如后：

一、攻擊階段

索拉諾．羅培斯在西元 1964 年 12 月 27日攻佔巴西瑪多克羅索省以及西元 1865 年

4 月 14日攻佔阿根廷哥林德斯省以後，繼續積極地準備一連串對抗三國聯軍的攻擊行

動。同時，索拉諾．羅培斯並沒有放棄外交的折衝，因而遲至同年 6 月才發動下一波

的攻勢。如此一來，巴拉圭軍隊喪失了原來保有的奇襲優勢，給予聯軍部隊一個好整

以暇的機會。

由於掌控巴拉納河（巴拉圭的軍事

與經濟命脈）的需要，索拉諾．羅培斯

於西元 1865 年 6 月 11日率先在利亞闕樓

（Riachuelo）發動海戰，攻擊巴西的艦

艇，史稱「利亞闕樓海戰」（Naval Battle 

of Riachuelo ）。因兩艘巴拉圭戰艦臨陣

故障，擋住河道，使得奇襲戰術難以奏

效，失去先機，造成巴拉圭艦隊嚴重挫

敗。由於巴拉圭的造船廠沒有修理歐洲

戰艦的技術，又因為出海口為敵國阿根

廷所掌控，無法購入新艦；因此，利亞

闕樓海戰之後巴拉圭艦隊便一蹶不振，

形同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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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元 1865 年 9月 19日，巴拉圭遠征軍被三國聯軍包圍，大敗於烏魯瓜亞納

（Uruguayana）。此役改變了索拉諾．羅培斯的戰略，他下令從阿根廷哥林德斯省撤

軍，結束了巴國部隊的攻擊階段，開始全面採取守勢作戰。

二、防禦階段

西元 1865 年 10 月至 1866 年 4 月，索拉諾．羅培斯除了少數襲擾外，並沒有什麼

重大的軍事行動，這讓巴拉圭部隊得以休養生息，從事整備。在此交戰雙方戰事停滯

期間，索拉諾．羅培斯以為可以藉此調兵遣將，訓練新手，汱換傷兵。他完全沒有料

到，傷殘的將士已無經法如數撤換，因為老人與孩童圴已開始應召入伍。

在此兵殘將弱之際，西元 1866 年 5

月 2 日發生了艾斯特羅貝亞格戰役

（Battle of Estero Bellaco）。緊接著，5 月

24 日又發生了杜猶地戰役（ Battle of 

Tuyutí），參與戰役的聯軍的數目是巴拉

圭的兩倍。聯軍雖然履獲勝利，但因各

國部隊之將領意見不合，加上巴拉圭瓜

拉尼士兵的驍勇善戰，仍然造成了重大

的傷亡。西元 1866 年 9月 22日的古魯百

宜都戰役（Battle of Curupaity）是巴拉圭

部隊最後一次的勝利，從此之後就一路

兵敗如山倒。但是此役造成聯軍元氣大傷，短時間之內無法遂行大型會戰。

戰事越長，對巴拉圭越為不利。軍事封鎖與經濟孤立，讓索拉諾．羅培斯漸漸感

覺到後繼無力。西元 1867年 7月 17 日，巴西收復瑪多克羅索省，切斷了巴拉圭陸路

的補給線。而海路的補給早在戰爭開打之初，就因出海口被阿根廷控制而無法運作。

加上軍隊中發生了傳染病，使巴拉圭士兵的傷亡愈來愈嚴重。

巴拉圭南方的烏梅達（Humaitá）

軍事重鎮，建有堅強的堡壘，是保衛首

都亞松森的屏障。所以，當索拉諾．羅

培斯在古魯百宜都大捷之後，便把部隊

集結到烏梅達。聯軍於西元 1867年 8 月

15開始對烏梅達進行大包圍作戰。西元

1868 年 7月 24日索拉諾．羅培斯在聯

軍長期的封鎖下，不得不放棄烏梅達堡

壘的防務，往內陸撤退。此時，巴拉圭

全國上下已無人相信會有戰勝聯軍的機會，但人民依然效忠領袖索拉諾．羅培斯的領

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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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古魯百宜都戰役圖

圖六：休息中的阿根廷士兵



巴拉圭軍隊向後退卻的過程中與聯

軍發生了幾場可歌可泣的戰役，如西元

1868 年 12 月 21 日的峨多羅 羅 戰役

（Battle of Ytororo）和 12 月 27日的阿瓦

夷戰役（Battle of Avay）。西元 1869年

1 月 5日巴西部隊攻入首都亞松森，索

拉 諾 ． 羅 培 斯奇蹟似地組織了一隻

13,000人的部隊，其中大部份是兒童、

老人、婦女、逃兵和傷兵。這隻狀似幽

靈的部隊，陸續在杜比屋（Tupihú）、

山布垓（ Sanpucai ） 、哥斯 大布縠

（Costa Pucú） 、依比提米（Ybytimí） 、德比瓜里（ Tebicuary ） 和比利貝布依

（Piribebuy）吃了敗仗，不斷地向後退卻。西元 1869年 12 月 28日，索拉諾．羅培斯

跨越阿瑪百依山脈（Amambay Mountain Chain）進入巴西的領土，西元 1870 年 1 月初

，又回到巴拉圭境內的柯納山（Hill Corá）紮營。同年 3月 1日，盟軍包圍巴拉圭軍營

，索拉諾．羅培斯腹部中彈落馬，留下一句名言：「我與國家共存亡」（I die with my 

country!），慷慨赴義。

柒、戰爭的結果與影響

大戰結束後，巴拉圭的人口滅少了四分之三

，由原來的八十萬剩下不到二十萬，其中男人佔

不到百分之十，而且大多數是小孩、老人和傷患

。由於男人大多死在戰場，巴拉圭社會因而變成

了一夫多妻制，一個男人必須負責十幾個女人的

生育。戰後五十年，有百分之八十的小孩是同父

異母的私生子。

在領土方面， 戰 爭使巴 拉 圭損失了大 約

160,000平方公里的土地。巴拉圭河以北割讓給巴

西，畢爾格瑪佑河以南則割讓給阿根廷。巴拉圭

中部的維亞歐西典達省（Villa Occidental 則由當時

的 美 國總統拉瑟福德．海斯 （ Rutheford Hayes, 

1822-1893）調解，歸還給巴拉圭【１０】。

巴拉圭戰後國家基礎建設幾乎全被摧毀，經濟活動也完全停頓，女人必需負起戰

後重建的工作，還要賠償九億匹索給巴西，四億匹索給阿根廷和九千萬匹索給烏拉圭

（總額高達十三億九千萬匹索）。英國的銀行趁此機會提供了三十萬英磅的貸款給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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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七：阿瓦夷戰役圖

圖八：巴西士兵



拉圭，大賺利息，巴拉圭還必須拿三十萬公頃的土地抵押。到了西元 1907年，連本帶

利，巴拉圭對英國的外債高達七百五十萬英磅。

巴拉圭戰後遭到巴西軍隊佔領六年，巴拉圭軍隊則完全解編，軍事設施亦遭摧毀

。政治陷入一片混亂，從西元 1870 年戰爭結束到 1912 年的四十二年間有二十任總統

，但是其中沒有任何一位能夠做完總統法定的任期。

戰後，履行三國祕密條約成為巴西與阿根廷的頭痛問題。巴拉圭變成兩強折衝的

平衡點，直到西元 1876 年阿根廷與巴拉圭簽定邊界協定，才解決了這個問題。這個協

議也使得巴西的駐軍徹出巴拉圭。

巴西並沒得到多少好處，戰後的巴西對英國的外債增加了。而巴西陸軍也因戰功

和作戰經驗有了自己的傳統與體系，逐漸脫離了帝國的控制，最後加速了巴西帝國的

衰亡。巴西的社會菁英份子，則藉著戰爭發了一筆不小的戰爭財。

對阿根廷而言，這場戰爭解決了經濟的困難，麥子和玉米的產量大增。但戰爭也

使得內陸與沿海再度分裂。阿根廷人民並不十分支持這場戰爭，因為此舉鞏固了中央

集權，強化了軍隊，也使少數寡頭獲利，與自由派的觀念相左。而且人民普遍認為這

場戰爭是花阿根廷人的錢，留阿根廷人的血，卻為巴西人打戰。

捌、結語

索拉諾．羅培斯到底是民族英雄還是民族罪人？後人有不同的意見與看法。但是

，不論後人的評價如何，說他是怪獸也好，是暴君也好，是英雄也好，是聖人也好，

都不影響他一生堅持的信念，那就是捍衛巴拉圭的主權獨立與領土完整。不管他的軍

事領導是否正確，也不管他在戰爭末期如何兵敗如山倒，但是他不屈不撓、寧死不屈

的精神，正是巴拉圭瓜拉尼民族性的象徵。雖然他幾乎把國家送上滅絕之路，但他終

究保全了國家民族的尊嚴，雖敗猶榮。所以，巴拉圭人民把他奉為最偉大的民族英雄

。

這場戰爭告訴我們，雖然條條大路通羅馬，但羅馬不是一天造成的，國家的建設

發展是沒有捷徑可循的。不能按照索拉諾．羅培斯的做法，以為從歐洲買進一些武器

裝備就可以擠身於強國之林。這場英雄史詩般的戰爭，並沒有讓巴拉圭滅亡，巴拉圭

終究從戰爭的陰影中走了出來。戰爭是結束了，但結束的恐怕只是巴拉圭悲劇英雄式

的氣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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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釋

1 西方歷史上較著名的「三國同盟」略述如后。西元 1596 年英國、法國和荷蘭（當時

的國名為 Dutch Republic of the United Provinces）簽署了一個條約，以共同防禦西班牙

的侵略，史稱 The Triple Alliance of 1596。這個盟約有一個特別的意義，那就是脫離

西班牙的統治，荷蘭的獨立戰爭正如火如荼地展開，而英、法國透過這個條約，首

次承認荷蘭為一主權獨立的國家。一直到西元 1609年，在英、法的調停下，荷蘭與

西班牙簽署了為期十二年的停戰協議（1609-1621），這個由英、法、荷三個國家的

組成的同盟關係才告終結。西元 1668 年，英國、荷蘭與瑞典簽署了另一個三國同盟

協定，史稱 Triple Alliance of 1668。這個協定的主要目的在於阻止法國國王路易十四

（Louis XIV）的擴張侵略。路易十四在西元 1667年佔領了當時屬於荷蘭的一部份由

西班牙統治的比利時。西元 1670 年英國國王查理二世（Charles II）與路易十四簽署

祕密條約，英國同意幫助法國攻佔荷蘭，此三國同盟關係因而瓦解。西元 1697年丹

麥、俄羅斯和波蘭結成「三國同盟」，以對抗瑞典國王查理十二世（Charles XII）。

西元 1717年英國、法國和荷蘭這三個原是十七世紀時的宿敵簽署了一個共同條約，

史稱 Triple Alliance of 1717。這個條約致力於維持烏列支和平（Peace of Utrecht）（請

參見註二），以確保當時歐洲各皇室的皇權，以及對其領土的永續統治。西元 1718

年，奧地利亦簽署加入該條約，「三國同盟」因而變成了「四國同盟」（Quadruple 

Alliance）。歐洲歷史上最著名的「三國同盟」是在西元 1882 年由德國、奧匈帝國

（Austria-Hungary）和義大利簽署而成的。西元 1879年德國總理鐵血宰相俾斯麥

（Prince Otto von Bismarck）與奧匈帝國達成祕密協議，建立一個共同防禦協定。這

個同盟的主要目的在於加強德國對抗法國的實力（1871 年德法戰爭後，兩國的敵意

已達顛峰），同時也強化奧匈帝國抵抗俄羅斯迅速擴張的能力。西元 1882 年法國佔

領義大利在非洲北部的屬地突尼西亞（Tunisia），義大利因此憤而加入德國－奧匈

同盟，形成為「三國同盟」。從此，歐洲在未來的三十年中一直處於緊張的狀態。

基於「三國同盟」的實力不可小覷，英國、法國與俄羅斯遂於西元 1907年組成「三

國協約」（Triple Entente）。「三國同盟」與「三國協約」的對立終於挑起了第一次

世界大戰（1914-1918）。義大利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以前，就與其他兩個盟國的

關係緊張。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以後，義大利並沒有依據協定中共同防禦內容向「

協約國」宣戰，反而與英、法簽署祕密協定，從中得到了些許利益，擴張了小部份

領土，轉而向「同盟國」宣戰，歷史上最著名，維持了三十多年的「1882 三國同盟

」因而宣告瓦解。無獨偶有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也與三國同盟有關，只是這一次

由德國、義大利和日本三個國家所組成的集團不再叫做「同盟國」，而是「軸心國

」（Axis Powers），對抗以美、英為首的「同盟國」（Allied Powers）。

2 西元 1713年，歐洲幾個國家聚集荷蘭的烏德勒支（Utrecht），共同簽署了一個條約，

以平息「西班牙王位繼承戰爭」（War of the Spanish Succession, 1701-1714），重建歐

洲的權力平衡，史稱「烏德勒支和平」（Peace of Utrecht）。西元 1714 年歐洲數國

12



簽署了拉施塔特和巴登條約（Treaties of Rastatt and Baden ）成為「烏德勒支和平」新

的盟國。「烏德勒支和平」條約中承認法王路易十四的孫子安和公爵腓力普（Philip, 

duke of Anjou）為西班牙「腓力普五世王國」（Philip V, king of Spain），條件是法國

和西班牙不能合併。法國與英國、荷蘭、普魯士、薩伏瓦公國（Savoy）、葡萄牙等

盟國和平相處。當時，英國與法國的衝突已漫延到兩國在北美洲的殖民地，在西元

1702 年挑起了「安妮女王戰爭」（Queen Anne's War）。法王路易十四也承認喬治一

世（George I）為英國國王，同意割讓法國在北美洲的殖民地新斯科細亞（Nova 

Scotia，今加拿大的一省）、紐芬蘭（Newfoundland，加拿大東海岸的島嶼）和哈得

遜灣（Hudson Bay，位於加拿大中東部）給英國。路易十四也同意把西班牙屬地荷

蘭（ Spanish Netherlands ）轉移給奧地利 ，並授與英國 與荷蘭共 和 國 （Dutch 

Republic）最惠國待遇。西元 1713年 7月 13日，西班牙割讓直布羅陀（Gibraltar）給

英國，並授予英國在西班牙美洲殖民地的獨家奴隸交易權。「烏德勒支和平」雖然

使法國和西班牙的利益受到損害，而使英國殖民帝國的國力大增，但它也結束了長

達十四年的「西班牙王位繼承戰爭」，緩和了造成當時歐洲局勢緊張的英法關係。

3 這八個仍然與台灣仍維持正式外交關係的拉丁美洲國家分別是：哥斯大黎加共和國

（Republic of Costa Rica）、瓜地馬拉共和國（Republic of Guatemala）、巴拉圭共和國

（Republic of Paraguay）、聖文森及格瑞那丁（St. Vincent and the Grenadines）、貝里

斯（Belize）、薩爾瓦多共和國（Republic of El Salvador）、海地共和國（Republic of 

Haiti）、尼加拉瓜共和國（Republic of Nicaragua）、多明尼加共和國（Dominican 

Republic）、格瑞那達（Grenada ）、宏都拉斯共和國（Republic of Honduras）、巴拿

馬共和國（ Republic of Panama ）、聖克里斯多福及尼維斯（ Saint Christopher and 

Nevis）等十三國。

4 西元 1986 年導演羅蘭．喬飛（Roland Joffe）拍了一部獲得奧斯卡等多項大獎的經典

名片「教會」（The Mission），對當時南美的「歸化區」有頗為寫實的描寫。該片

由勞勃狄尼洛（Robert De Niro）和傑瑞米艾朗（Jeremy Irons）主演。根據影評人的

評價，這是一部視覺上令人驚嘆目眩的史詩電影，根據真人實事改編而成。劇中兩

位男主角都是耶穌會的傳教士，卻是截然不同類型的人。曼多薩原本是一位人口販

子，個性衝動，崇尚武力。某次因狂怒，誤殺了自己的兄長。在悔恨之餘，留在蓋

柏利神父在巴西叢林裏的教會，成為傳教士，以求贖罪並尋找心靈的告解。蓋柏利

神父是位虔誠又富理想主義的西班牙耶穌教會傳教士，奉命來到此南美山區傳教。

他極力主張殖民主義者和印第安人間應該維持和平的的互動關係，而非暴力的。但

是當西班牙、葡萄牙以及天主教會等強權正討論著如何在此原屬於印第安人的土地

上劃分領域。這部電影描寫的就是兩位主角團結合作保護教會和印第安人的團的故

事。對這一段耶穌會的歸人區歷史有興趣的讀者可以看看本片。

5 西班牙殖民地時期的祕魯總督府包含今日的哥倫比亞、厄瓜多爾、祕魯和智利。布

拉達總督府則包含今日的阿根廷、巴拉圭、烏拉圭和玻利維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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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巴拉圭在卡羅斯．羅培斯的建設下，成為全南美文盲比例最低的國家，在鐵路、電

報、兵工廠、造船廠等基礎建設及重工業方面也超越了當時其他的南美洲許多國家。

7 據說，卡羅斯．羅培斯在臨死前一度曾因顧慮他的長子索拉諾．羅培斯的個性傲慢

自大又跋扈專斷，而想要把政權移交給他的另一個被公認為崇尚自由、善長溝通、

個性溫和的兒子貝尼格諾．羅培斯（Benigno López）。歷史學家們認為，若是如此，

巴拉圭應該可以避免這一場戰爭浩劫。

8 布拉達河流域是南美洲僅次

於亞馬遜河（The Amazon）

的第二大流域。布拉達河由

烏拉圭河（Uruguay River）與

巴拉納河（Paraná River）交

會而成。布拉達河在布宜諾

斯艾利斯的出海口約有 230

公里寬，向內陸延伸約 274

公里長。烏拉圭河發源於巴

西南部，長 1,600公里，其中

一段河道為烏拉圭、巴西與

阿根廷的國界。巴拉納河發源於巴西中南部，北由克蘭德雷河（Grande River）與

帕拉納依巴河（Paranaíba River）匯流而成。全長 3,940公里，為巴西與巴拉圭的國

界。巴拉納河南與巴拉圭河（Paraguay River）交會，為阿根廷與巴拉圭之國界。

9 畢爾格瑪佑河（Pilcomayo River）發源於玻利維亞南部，全長 1,125公里，在亞松森

匯流入巴拉圭河。其枯水期的河道為巴拉圭南部與阿根廷的國界。

10 為了感謝與紀念美國總統拉瑟福德．海斯的調解，把維亞歐西典達省歸還給巴拉

圭，巴拉圭政府便將該省改名為海斯總統省（Presidente Hayes）。

14

圖九：布拉達河（ Río de la Plata）流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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