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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帝国衰亡史》

内容概要

那是在羅馬，１７６４年１０月１５日，我坐在卡庇多神殿山的廢墟上沈思，忽然傳來神殿裡赤腳僧
的晚禱聲，我的心中首度浮出寫作這座城市衰亡的想法。──吉朋《羅馬帝國衰亡史》上下縱橫一千
三百年，洋洋灑灑六大冊，在吉朋的心裡，他想做的是一個從理性、批判的角度去建構歷史系統的人
，「運用修辭的力量，只為了把歷史事件間的關係環節講清楚」。
全書涵蓋三大重點：一是羅馬帝國的政經軍事文化與社會生活，帝國的擴張與防衛、內部元老院和皇
帝的權力拔河，二是蠻族入侵與其間之重大戰爭，三是基督教的發展，政教之爭，回教興起和十字軍
東征等。
本書最重要主題之一：文治武功壯盛且又疆域廣袤的羅馬帝國究竟因何由盛而衰亡？從吉朋的眼中看
來，至少有以下諸因：
羅馬帝國擁有紀律嚴明的龐大軍團，但強大的軍事力量也不可避免地帶來了軍人干政，軍人不僅介入
帝位繼承，造成動亂，「幾乎每個朝代的替換，都起於篡奪者之叛逆與謀害」。
經濟和人口也是衰亡的主要原因。戰爭和瘟疫使得人力不足，蠻族於是大量遷入。羅馬帝國既無法同
化日耳曼等蠻族，當這些蠻族構成羅馬帝國官兵，進而成為皇帝時，帝國已名存實亡。
經濟衰退來自於水士流失和奴隸制度致使農業破產，奢侈的生活方式造成貴重金屬流向東方，貨幣貶
值。資本因重稅而公有，生產力下降，無法負擔帝國生活時，羅馬也就隨之崩潰。
《羅馬帝國衰亡史》出版後傳誦兩百年迄今不衰，其文學光采與史學成就同樣為後人稱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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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帝国衰亡史》

精彩书评

1、吉本将自己想象成文明巅峰时期的世故贤哲，因此心智的广度和深度足以涵盖古今和万国。如果
他生活在叔季之世，自己的理解力就会矮化。如果他不够贤能或世故，愚昧或热忱就会扭曲他的视野
。他的认知图景不难概括：世界充满了杂草和灌木，只有两颗参天大树----古典（希腊罗马）和近代
（基督教欧洲）。前者的自由和荣耀已成绝响，伟大的遗迹只有同样伟大的继承者才能理解，奴隶和
蛮族只能自愧形秽。他身为近代欧洲的绅士，当然是罗马元老最适当的知音。从罗马和平的极盛之世
到穷途末路，世界曾经有过更加伟大的戏剧吗？大幕从两安东尼的盛世拉开，回顾奥古斯都有毒的遗
产。独裁者看到凯撒的命运，明白共和国的威灵仍然不可轻犯。他为了权力的实质，甘心放弃权力的
外表，安抚罗马人民的自尊心，却用挖墙脚的方式偷走了他们的遗产。奥古斯都没有忘记用掺沙子的
手段，潜移默化地改变元老院的组成，终于将其变成橡皮图章。他假装像辛辛那提时代的普通公民一
样，为自己的朋友竞选执政官拉选票，可惜这时的执政官已经只剩下主持祭祀和典礼的权力。罗马的
面包与竞技、埃及的财富和资源、日耳曼的大路和辎重都掌握“第一公民的家奴-文官和雇佣军手中。
元首预见到军团专政的可怕，企图用形式上的共和传统束缚他们，然而失去生命的制度只能稍稍拖延
不可避免的结局。随着朱利亚-克劳迪乌斯王朝的灭亡，帝国沦为军团争霸的战利品。自由已经熄灭，
而自由产生的繁荣与强盛如日中天。严冬的信息内在于果实累累的金秋，人类的一切辉煌无不如此！
初期的罗马帝国犹如一棵果核生虫的果子，腐烂还没有到达果肉。京师在接二连三的宫廷政变和无法
无天的屠杀中战栗，外省却享受到久违的和平。军团在罗马是动乱的力量，在外省却是秩序的维护者
。坏皇帝的暴行危害京师，好皇帝的德政造福外省。不知不觉间，京师和外省的实力对比发生变化。
维斯巴芗以后，外省的军团战胜了京师的禁卫军。最初，他们的腐化程度较轻，产生了提图斯和五贤
帝，一度使塔西陀抱有希望，也许秩序和自由能在哲人王的治下协调一致。然而，仅仅基于皇帝个人
修养的德政是靠不住的。康茂德以后，帝国稳步走进下坡路。塞维路饮鸩止渴，依靠扩军来平定乱世
，结果报应落在后裔身上，他们都死在军团手中。共和国的公民曾经征服世界，帝国的残民只能仰食
诸帝剥削外省运来的福利粮。腐化从罗马扩散到意大利，从意大利扩散到外省；把元老院和罗马人民
的政权送给了禁卫军，将禁卫军的政权送给外省军团，最后将全军和全国送给了蛮族雇佣兵。现在，
只有蛮族仍然保存尚武精神。他们问鼎中原，只是时间问题。第一个蛮族皇帝马克西明用抢劫城市和
富人的手段，充实自己和士兵的钱袋。骄傲的罗马人终于发现：共和国的最后阴影消散后，东方顺民
习惯的命运也会落到他们头上。然而为时已晚，元老院能够除掉马克西明，却无法阻止军队的报复。
军队拥立的皇帝哀叹自己朝不保夕的命运，等待下一次事变的来临。在这场游戏中，所有人都是输家
。奥勒良试图利用太阳神的力量恐吓军人，维持一种比较稳定的统治。东方宗教的力量确实大大增加
了，却没能挽救他本人和继承者的命运。戴克里先试图用四帝共治的手段吓阻未来的觊觎者，因为他
们不可能同时除掉四位皇帝；但他自己选择的四位继承人自己火并起来，造成的危害并不更少。在这
个过程中，罗马的官僚体制迅速扩张，吞没了残余的城市自治权。税收日益繁重，经济日益凋敝，人
口日益减少。最后，戴克里先的继承人之一君士坦丁决定依靠新兴的基督教，击败了所有的对手，重
新统一了帝国。基督教在众多东方宗教中脱颖而出，通过君士坦丁及其子孙征服了罗马，击败了尤里
安皇帝的异教复辟，最后又同化了入侵帝国的蛮族，开创了近代欧洲的新文明。在教会看来，这是神
的旨意。在吉本看来，这是一系列偶然和具体的原因造成的。例如：皇帝断断续续，不够彻底。基督
教重视团体组织的建设，比一盘散沙的异教更坚强。他们在历史走向未定的关键窗口期，做出了明智
的选择。诸如此类。这些解释激怒了作者同时代的教会人士，使本书变成了启蒙主义者和教会论战的
中心。他的论证影响了许多后人，例如《金枝》的作者弗雷泽。十八、十九世纪有一种流行观念：基
督教通过强化社会、削弱国家，对古典文明的衰亡负有主要责任。这种观点实际上属于吉本引述的罗
马异教人士，通过《衰亡史》造成了舆论气候，却不属于作者本人。他的意思毋宁是：帝国本身就是
衰亡，早在基督教已经开始。政教联盟是君士坦丁延缓衰亡的手段，也是因为基督教的组织力量确实
有利用价值的缘故。教会捏造的历史不可信，在帝国灭亡前和灭亡后叶做过许多坏事，但基督本人的
伟大德行和淳朴观念没有什么值得攻击的地方。共和国在她质朴刚健的青春时期，曾经蔑视一切华而
不实的炫耀。风烛残年的帝国只有乞灵于铺张的形式和昔日的威名，才能延缓在劫难逃的末日。马克
西明只是开端，到哥特人入侵帝国的时代，罗马军团和入侵者的成分几乎没有什么区别了。瓦伦斯皇
帝听到蛮族兵临城下，且喜且忧。确实，只要条件合适，哥特人本来是愿意加入皇家军队的。他们造
反，只是因为帝国官吏的虐待。迪奥多西大帝完全依靠蛮族将领，包括以后洗劫罗马的阿拉里克。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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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帝国衰亡史》

典时代的政论一向强调：只有自由城邦的公民才有爱国心和尚武精神，波斯、埃及这样的专制帝国注
定软弱无力。帝国取代共和国以来，保守派一再预言灾难不可避免，却无法扭转颓势。直至金鼓重鸣
，北方的巨人践踏永恒之城的侏儒子孙。直至暮色四合，拜占庭的黄昏将阴影投向西方年轻的大地。
最后，年轻民族的子孙吉本来到断壁残垣之下，感慨万千，发愿以毕生精力为撰写帝国没落的历史。
德性解构者的德性和智慧意大利曾经是欧洲的长子。阿尔卑斯山外的各国仍然沉浸在青春的野蛮和蒙
昧中，她已经从希伯莱人和日耳曼人的梦中醒来，踏上希腊人和罗马人曾经走过的道路。他们解构了
传统的枷锁和防火墙，解放了自由的才智和无边的欲望，从信仰到理性，从理性到虚无，从野蛮到文
明，从文明到软弱。高贵的希腊人和罗马人走了上千年的道路，聪明的意大利人只用了五百年。传统
将亡未亡、腐败方兴未艾之际，智慧的烟花升上前无古人的至高点。智者马基雅维利解构了一切童年
的幻想，直面赤裸权力的真相。他像一位坐在树枝上砍树的樵夫，既感到了自己的强大，又预见了自
己的下场。他的真理不是建构的真理，而是解构的真理。他虽然能够认识这种真理，但这种真理只能
使他绝望。他的分析已经清楚地表明：意大利各邦的腐坏已经无药可救，国际体系的演变已经将她们
送给了山外的列强。然而身为佛罗伦萨的爱国者，他不愿放弃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最后努力。他求仁
得仁，将绝望的智慧留给不能理解他的世界。自由与文明的骄子“幸运之轮永不停息，世界没有公正
可言。”《天方夜谭》的作者怀着东方的宿命论，平静地接受自己的命运。相形之下，麦考莱就是幸
运儿当中的幸运儿。他有充分理由断定：自己生活在“自由与文明”的黄金时代，而且幸运之轮还远
没有转到高峰。他的史书要回顾从奴役到自由、愚昧到文明的关键时刻，这样的题材跟他自己的生活
一样令人愉快。绝对主义的洪水已经吞没了旧欧洲的自由，人类的希望系于英格兰的孓遗。上帝如果
在这时赐给英格兰一位圆滑狡诈的君主，或许她将永远无法解脱厄运。然而，得天独厚的岛民得到了
詹姆斯二世。他迟钝、执拗、不识时务。国教派-托利党为他赶走了辉格党，镇压了蒙茅斯公爵。他却
为了复辟天主教和专制统治，将自己最可靠的柱石扫地出门。当内战的死敌托利党国教徒和辉格党清
教徒联合起来迎接奥兰治亲王时，他的王朝就像冰山一样瓦解了。亲王复活了伊丽莎白的新教联盟，
遏制法兰西霸权，挽救了欧洲的自由或多国体系，将罗马元老院失落的权杖奉送给威斯敏斯特的绅士
们。“统治吧，不列颠尼亚。”“英格兰永远不会做奴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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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帝国衰亡史》

章节试读

1、《罗马帝国衰亡史》的笔记-第15章

        The great law of impartiality too often obliges us to reveal the imperfections of the uninspired teachers and
believers of the Gospel ; to a careless observer , their faults may seem to cast a shade on the faith which they
professed. But the scandal of the pious Christian , and the fallacious triumph of the infidel , should cease as soon as
they recollect not only by whom , but likewise to whom , the Divine Revelation was given. The theologian may
indulge the pleasing task of describing Religion as she descended from Heaven , arrayed in her native purity. A
more melancholy duty is imposed on the historian. He must discover the inevitable mixture of error and
corruption which she contracted in a long residence upon earth , among a weak and degenerate race of beings.

第15 章专述基督教的兴起。在起始的两段, 吉本先要申明自己的宗旨。以上三句出自第二段。译文第
一句中的“平庸”译的是uninspired , 有误。这个词在宗教里的意思是“未经神启”, 在这里指的是早期
教会里的一些人虽然信仰和传播福音, 但并未得到耶稣的真传。教会关于自身历史的说法不足征信, 根
本的原因在于利益和愚昧。这是全书力陈史事, 详加说明的一点。而此处并不明言教会的自私和信众
的糊涂, 只称某些人未得神启。吉本对基督教心存不敬, 语多讥讽, 这就是一个例子。第二句中的“他们
”指代不明。核对原文, 知道是信教和不信教的人的合指。同句中的“攻击”, 原文是scandal 。这个词
在宗教里也有特殊的意思, 指的是信徒的言行有违教规, 在同一教门内引起的震惊和动摇。此外, 第三句
中的“宗教”可以径译为“基督教”, 因为此处的religion 根据上下文是特有所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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