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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史》

内容概要

本书详尽叙述了自远古至共和国末期将近1000多年的罗马历史，阐述了罗马从偏于一隅的弹丸小国如
何一步步成为地跨欧亚非三洲的国家的过程及其原因，并指出了罗马在日渐强盛中已经蕴含衰亡的种
子。本书视野开阔，论证严密，在涉及这一古代时期的各个领域都达到了百科全书式的广度。作品文
笔洗练，叙事生动，富于戏剧性，人物形象鲜明，达到了历史性和文学性的完美结合。
作者蒙森1902年因这部专著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成为迄今为止第一位获得这一殊荣的历史学家，本书
也成为研究罗马史的权威之作。瑞典学院在颁奖词中评价道：“今世最伟大的纂史巨匠，此点于其巨
著《罗马史》中表露无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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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史》

作者简介

特奥多尔·蒙森（Christian Matthias Theodor Mommsen），德国著名历史学家、法学家。早年在基尔大
学攻读法律和语言学，1842年获哲学博士学位。后长期在大学教授历史，对古代史，特别是罗马史有
精湛的研究。他也是一个突出的政治家，曾是普鲁士和德国的国会议员。他对罗马法的研究对德国民
法典有着重大的影响。撰有《罗马公法》和《罗马史》等多部重要著作。1902年因《罗马史》获得诺
贝尔文学奖，成为世界上迄今第一位，也是唯一一位获此殊荣的历史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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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史》

精彩短评

1、内容翔实，行文较为流畅。但只记述了共和时期的罗马史。
2、我读的是简装版。是直接翻印1994版的，十年前读过，现在相当于复习了一遍。译名不统一，比如
老加图，大卡托。没有什么印刷错误，比后几卷的新版好。
3、精装已购入。
4、蒙森是少数几个真正懂得恺撒的欧洲人，最精华在第五卷的末尾【旧共和与新君政】。这个装潢
酷炫又深沉，简直性感至极。
5、作为一个史学家中的文学家，蒙森的文字张力实在很强，对恺撒，庞培，伽图，西庇阿等等这段
罗马史的人物描写的相当准确，对他们的评价更是超乎史学本身之外的，诺贝尔文学奖的确是名副其
实的，大约就是中国的司马迁。从史学角度讲，这是本很好的从入门了解罗马史乃至欧洲史的书，欧
洲文化脱离不了罗马和希腊。罗马更是其中特异性的存在，民主共和的观念在如此之早就已得到长久
的实施，而且和中国辛亥革命以来却是相反的。去讲述罗马的社会，经典政条，军事体制，寡头政治
，共和立宪，文化风气⋯⋯它所立体展现的东西，丰富的罗马共和国，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
。
6、罗马历史真是充满了绚烂的悲剧美感啊，由于已经知道了最后的结局，所以越是烈火烹油的时候
就越是有“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的宿命感。蒙森虽说是会引用波多里阿“历史学家不
该用恐怖事物震惊读者”的冷静派，但到卷尾还是流露出了一丝感伤：“我们如今已站在罗马共和的
尽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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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史》

精彩书评

1、很多人同我一样，将罗马这一名词往往同凯撒联系在一起，仿佛罗马就是凯撒，凯撒就是罗马。
而对于凯撒，就只有伟大的光环和英伟的雄姿这些如营销术所用的冠冕之词了。至于真正的罗马和凯
撒，却说不出更多的所以然来。知罗马是曾经辉煌的、征服了世界的大帝国，而凯撒则是充满英雄主
义的英雄。读了罗马时代的阿庇安（我不知应称他为史学家、还是文学家、还应是爱好者）所写的《
罗马史》，才对帝国时代之前的罗马有了更多的认识。记得我去罗马时，到达罗马火车站的时间恰是
清晨，走出站台之后，在我面前的除了石砌的旧路和一座座充满古典风格的老式楼宇外，就是混乱的
人群了。据说罗马车站前是同性恋的一处聚会圣地。但从法国入意大利最深的印象就是混乱，相信这
恐是帝国的遗症之一吧！在罗马，我几乎步量了罗马最重要的几个地方——因为我不擅长坐车，况罗
马的公汽车票是按小时计量的，我担心自己因贪小便宜而多用一张票的时刻而令古老的罗马元老嘲笑
我，就背着大包四处闲逛。最主要的好处是逛到一处“农贸市场”，买了一串又大又亮的“牛奶”葡
萄，可吃的口感正如对欧洲人的印象一样，大是大，美也美，只是味道不很深刻。我记得给我印象最
深的是角斗场。当我走过一处街角，远远看到一个高大雄伟却又残落的半圆形建筑时，我的心就涌起
一种激情：一种仿佛是经历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勇武之战，而最终又沉入到血腥的历史中的那种悲剧主
义色彩的画面所激发的感觉；仿佛是看到哈姆雷特终于实现了复仇的愿望、又倒在了血泊之中所引起
的情感动荡；又仿佛是当我终于看到日思夜想的久别情人时恰恰死神骑着马悠然而来的那种夕阳美的
感觉。我觉得那半残的环形壁在远天的太阳中比起曾经的完整更令人震撼。人类的伟大和人类的自我
毁灭在自傲的尊严和自卑的失落间留下多少幅历史的悲剧画呢？当我站在罗马角斗场那圈观台上的石
径时，我俯视角斗场，觉得那种巨大和遥远所带来的感觉恰又是历史的伟大与陌生。我当时是很累了
，就选了一处朝阳的地方——它恰有一小处平台，身后是可倚的石阶，躺在那儿“养神儿”。没想到
竟然睡着了，只遗憾没有梦到身穿红袍、腰带佩剑的骑士们，也没有手持短剑决斗的斯巴达克斯来托
梦。当我醒来时，天空依然是白晃晃的太阳，角斗场仍然是青石砌垒的残断，这证明了再伟大的历史
也不过是过去。给我第二个印象较深的是一幅地图。在一个红砖的墙面上，有三幅黑色大理石制的罗
马地图。第一幅是最早的罗马小城，第三幅是全盛期的大罗马帝国，它们之间的差别正如同那个打鱼
人所看到的瓶子里的所罗门与如乌云般弥漫空中的所罗门的那种变化。我知道，从古罗马到拿破仑（
这种类比似乎不很恰当），它们是欧洲英雄主义的象征，也是欧洲人引以为豪的精神财富。就我的初
浅认识，古罗马似乎比古希腊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在精神上对于欧洲来说都更近些。虽然罗素把罗马之
后的宗教中世纪这个投资算到了柏拉图身上，但我恰以为正是罗马这个权力投机商因为暴利太重才使
欧洲坠入其后的精神黑洞。按阿庇安的追源，罗马人是特洛伊的后代。当阿伽门农攻破特洛伊城门时
，特洛伊王子伊尼阿斯逃了出来，他的后代就成了罗马人的祖先（据说罗马人的直接祖先是犯了“原
罪”的女祭司，或者从另一个含义是处女怀孕。她生了两个儿子，其中一个为母狼养大者为罗马人之
祖。所以罗马人的图腾是母狼。），这种说法我不以为然。记得某个美国总统的血统被推算到远祖时
同伊丽莎白发生了关系，而最新的揣测则认为某个美国著名人物曾是意大利的海盗。这类故事的意图
都很相似。罗马人之所以认希腊人为祖恐与古典希腊的辉煌相关吧！从上帝的人生观来看，所有的人
类都是共祖的，这同达尔文的看法也有一定程度的相似性。不过，不可否认的是，罗马的兴起同希腊
人有非常密切的关系。罗马正是在希腊移民的促进下才发展起来的，当希腊衰落后，这些希腊的移民
国反而发达起来——正如今天的美国一样。但看起来，似乎希腊移民从最初到最后都没有成为罗马的
真正民族——或者掌政人。早期时代（公元前500年前）罗马是帝国时期，这一时期罗马似乎是由传说
的特洛伊人之后伊达拉里亚人统治。王政时代在公元前509年结束，使其终结的原因是罗马的第七任国
王恐同商纣王一样昏庸无道，而被百姓给放逐了——这恐怕是一次内部的贵族革命。贵族们在驱逐国
王后，仿照希腊政体成立了共和国。从这之后，罗马的历史大概就有据可查了。这之后，罗马也曾遭
到萨宾人、服尔细人、拉丁人的入侵，所以，从历史来看，正如英国和美国一样，罗马人也是萨宾人
、拉西人、伊达拉里亚人、甚至希腊人所“杂合”的民族。这似乎又印证了遗传学的一些道理。但毫
无疑问，罗马人的血液中远古罗马本土的野蛮民族的成份是最高的，它促使了罗马人的野心、贪婪、
英勇、征服。罗马人的发迹恐从公元前338年罗马彻底征服拉丁姆开始的，在此之前，罗马是常常为外
族所侵略的。比较重要的是两次高卢人的入侵，高卢人的入侵带去了野蛮的基因和勇武的精神，而对
拉丁姆的征服使罗马人既树立了自信又尝到了战争的好处。公元前265年，罗马统一了意大利，从这时
开始，罗马才进入了正式的征服时代（意大利人补充到罗马公民中使罗马族群人数剧增）。在罗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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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史》

进行西班牙战争和迦太基战争中，罗马在长期战争的磨练下更强盛了。比较重要的是当罗马人终于打
败汉尼拔时，罗马也终于获得了无可争辩的欧洲最强大国家的地位。一直到凯撒时代，罗马对外征战
没有停止过，而且战胜的记录更多些。奠定罗马帝国基石的将军之一是苏拉。在阿庇安看来，苏拉既
是一个将军，在政治上则更是一个“流氓”。对于苏拉，我最深的印象是他的残暴和他的放达。苏拉
是占领雅典和间接促使他的政敌摧毁他的祖先地特洛伊之人——在对特洛伊（当时叫伊利昂）之战中
，苏拉的政治对手费姆布里亚为报复伊利昂人投降苏拉的“意图”，把整个城市焚毁了——大屠杀自
不必说。按阿庇安的语言：“在第一百七十三奥林匹亚纪年的末年，伊利昂就是这样被费姆布里毁灭
了。有人说，这次灾难和它从阿伽门农手中所受到的灾难之间经过了一千零五十年。”这很令我心痛
。自希腊的内部战争到经亚历山大的征服和罗马人的破坏，整个希腊的文明就成了硝烟——或残败后
的梦了。战争对人类和人类文明的毁害有多么大呢？罗马人的贡献又有多么大呢？罗素应该去从罗马
史中重新去认识柏拉图。到了凯撒时代，罗马人已经失去了道德和社会的普遍准则了。正如孔子所言
的春秋时代的“大道废”。从阿庇安的描写来看，凯撒本身就是一个政治恶棍，他最擅长的是利用战
争获掠金钱和利用金钱贿赂而取得权力。那一段历史和凯撒的行为都令人恶心，但凯撒成功了——成
者王候败者寇，正如刘邦和项羽一样。凯撒的结局是很惨的，他成了莎士比亚手下的人物，他其后是
渥大维——或称凯撒第二建立了真正意义的罗马帝国，使罗马从共和制“复辟”到帝制。关于更多的
罗马，希望大家去读一读阿庇安的《罗马史》。那是一本很有趣的“故事书”，不象现今的“史学”
专家或曰学者所写的学术专著。在我看来，阿庇安是在一种理想的指引下以极大的兴趣去写《罗马史
》的，没有任何功利的目的。正如中国最有名的史学大家司马迁一样。因此，在他们的书中，仍然充
满着古典时代的那种理想主义和唯美主义的光辉。这些著作要比所谓“逻辑”、“数量”、“博奕”
等现今美国人所“领先”的“技术史学”强得多。精神的东西是永远不可能成为物化或被量化的，我
们的学者们因为功利的关系将古典的雅致闲美完全唯物成世俗的技量之庸了。至于真实性，就更不可
靠了。
2、您好！不揣冒昧请教一个有关此书的疑问。是这样：前几天在当当上购到一册这个书，拿回来后
与其他人在京东及亚马逊等网站购到的相比较，发现两个小区别，也就是无论装帧、纸张及印刷质量
与其他人所购书相比一般无二，但他人的书套的书脊下方部位都粘贴有一个白色的数字编号标签，与
书里面夹带的藏书票上的那个编号相同，但我这本书的书套却缺少此标签。二个，别人的书套背面下
方印有一个长方形的白色条形码，而我的书套背面却缺少这个条形码。请问我在当当上所购到此书是
否正版？？？另外此书正版与盗版的区别体现在哪些方面？该如何辨别？盼复。如有必要，我可以用
电子邮箱传照片给您看一看。我的QQ：1597905681.

Page 6



《罗马史》

章节试读

1、《罗马史》的笔记-第34页

        That Hellenic character, which sacrificed
the whole to its individual elements, the nation to the township,
and the township to the citizen; which sought its ideal of life in
the beautiful and the good, and, but too often, in the enjoyment of
idleness; which attained its political development by intensifying
the original individuality of the several cantons, and at length
produced the internal dissolution of even local authority; which in
its view of religion first invested the gods with human attributes,
and then denied their existence; which allowed full play to the
limbs in the sports of the naked youth, and gave free scope to
thought in all its grandeur and in all its awfulness;--and that
Roman character, which solemnly bound the son to reverence the
father, the citizen to reverence the ruler, and all to reverence the
gods; which required nothing and honoured nothing but the useful
act, and compelled every citizen to fill up every moment of his
brief life with unceasing work; which made it a duty even in the
boy modestly to cover the body; which deemed every one a bad citizen
who wished to be different from his fellows; which regarded the
state as all in all, and a desire for the state's extension as the
only aspiration not liable to censure,--who can in thought trace
back these sharply-marked contrasts to that original unity which
embraced them both, prepared the way for their development, and at
length produced them? It would be foolish presumption to desire
to lift this veil; The Greeks advocated the individual , the Romans advocated the collective.

2、《罗马史》的笔记-第2页

        And yet this goal will only be temporary: the grandest system of civilization has its orbit,
and may complete its course but not so the human race, to which,just when it seems to have reached its goal, the
old task is ever set anew with a wider range and with a deeper meaning.

3、《罗马史》的笔记-第12页

        Our aim is to exhibit the last act of this great historical drama,我们的课题是，表现这宏大的世界历史剧的
最后一幕，
难道德文原版里有“Welt”？

4、《罗马史》的笔记-第1页

        Ta palaiotera saphos men eurein dia chronou pleithos adunata
ein ek de tekmeirion on epi makrotaton skopounti moi pisteusai
xumbainei ou megala nomizo genesthai oute kata tous polemous oute
es ta al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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