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罗马皇帝尼禄》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罗马皇帝尼禄》

13位ISBN编号：9787538264890

10位ISBN编号：7538264892

出版时间：2003-3

出版社：辽宁教育出版社

作者：[美] 阿瑟·韦戈尔

页数：353

译者：王以铸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Page 1



《罗马皇帝尼禄》

内容概要

《罗马皇帝尼禄》是一部历史人物传记，共分十八幕。记述了尼禄皇帝在西方继承了一个鼎盛的罗马
帝国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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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作者：（美国）韦戈尔（Weigall Arthur）  译者：王以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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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皇帝尼禄》

书籍目录

第一章   历史上对尼禄的品格的两种矛盾的估计——尼禄诞生前的事件——尼禄之母阿格里皮娜在皇
帝提贝里乌斯和卡利古拉当政时期早期的生活第二章   琶碌的降生，公元37年12月——皇帝卡利古拉
统治下他的婴儿时期——公元39年阿格里皮娜之被放逐——公元41年1月卡利古拉之死——克劳狄乌斯
继位和阿格里皮娜之召回第三章   公元41年至48年尼禄的少年时代——他的母亲阿格里皮娜和皇后美
撒利娜之间的斗争——掌握统治大权的皇帝克劳狄乌斯的性格第四章     反对皇后美撤利娜的阴谋——
她同西利乌斯的婚事——她在公元48年的死——尼禄和他母亲来到宫殿第五章    尼禄的母亲嫁给亍皇
帝克劳狄乌斯(公元49年)——尼禄同克劳狄乌斯的女儿屋大维娅订婚——克劳狄乌斯过继尼禄为继子(
公元50年)第六章  任命塞内加和布路斯为尼禄的教师——公元53年尼禄和屋大维娅结婚——尼禄的学
习时期——阿格里皮娜和纳尔奇苏斯之间的斗争——公元54年克劳狄乌斯之死和尼禄继位第七章   公
元54年10月—12月：尼禄统治的开始——纳尔奇苏斯之死——尼禄和他的母亲之间的最早的争吵——
尼禄进入社会——他和塞内加对克劳狄乌斯的嘲笑第八章  公元55年重大的1月和2月——尼禄同阿克提
的恋爱事件——帕拉斯之被斥退——尼禄和他母亲再度争吵——不列塔尼库斯之死。第九章  公元55年
阿格里皮娜移居宫外——假定存在的反皇帝的阴谋——公元58年尼禄开始爱起波培娅来——公元58年
苏拉的放逐第十章  公元59年年初尼禄去巴伊亚——他的母亲来到附近她自己的别墅——公元59年3月
阿格里皮娜之死——同年秋，尼禄返回罗马第十一章  公元59年的“青年节”——皇帝剃须——公元60
年的“涅罗尼亚”竞赛——普劳图斯的放逐——公元61年不列颠的灾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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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皇帝尼禄》

章节摘录

书摘    完全不需要基督教的神话，在罗马上层社会中关于他的一般谈论里便已经有了足够的咒诅他的
材料，而这些谈资终于在塔西佗和其他人的历史作品以及苏埃托尼乌斯的传记中形成了明确的文字记
载。不过这些作家对于其他皇帝——比如说，卡利古拉——的指控则要厉害得多；因此我们几乎不能
认为，如果早期基督教不是把他定为反基督分子的话，尼禄在今天是不会被描绘成罗马历史上这样一
个罪大恶极的人物的。很可能他只不过被看成是那些不好的或愚蠢到犯罪程度的皇帝当中的一员而已
。    不过，在后面的篇幅里，我却要指出，总的说来，尼禄的形象还有另外的一面，而要想把这一面
揭示出来，只有通过如下的办法才能做到，那就是：认清对他产生的偏见的原因；把不同古典作家在
很多地方并非情愿地承认的他的优点缀合起来；并且根据这些作家提供的证据和罗马大多数的民众喜
欢他这样一个不容怀疑的事实，来解释尼禄的品行和他的行动的动机。    在这个以粉饰为务的时代，
在这里把尼禄说得尽可能好并非仅仅是一个时髦的尝试。实际情况则是：公正的历史学家看到，无可
争辩的事实可以证明，广大民众对尼禄是非常爱戴的。而必须回答的问题却是，为什么被历史学家看
成是恶魔的人却又受到民众很大的喜爱。无可置疑，生活在尼禄死后头几个世纪的许多人都认为尼禄
几乎是一位圣人、是穷人的朋友、是顽固的富人的敌人。他是兼有伟大艺术家身分的一位皇帝，他走
遍自己的领土，用永远不会再听到的一种声音为自己的人民歌唱。    为了解释对于皇帝的品行的这种
双重的和矛盾的估计，我们只能公正地既寻求他身上坏的东西，也寻求他身上好的东西。如果经过这
样的探索之后，人们发现这个坏透了的尼禄原来是一个离奇但是可以理解，并且多少还具有同情心的
人物，一个并非常常——不过比我们大多数人要稍稍经常一些——适合于兽类这个角色的人物，那么
我们便不应当认为有任何人事先有意想把魔王的特权给予这个人，这个特权即是他并不是人们像描写
的那样坏。    尼禄生于公元37年，就在伟大的奥古斯都的继承人皇帝提贝里乌斯死后几个月。但是要
理解他所处的错综复杂的地位，要根据他对他一点也不能理解的、狭隘的罗马贵族传统思想作风所做
的斗争来观察他的行为——我认为应当这样观察他的行为——从一开始我们就必须回溯到那位无耻得
出奇的优利乌斯·恺撒的独裁时期，特别是公元前47年去，因为在那一年，独裁官去埃及调处这里的
宫廷纠纷，结果他自己卷到女王克列欧帕特拉的麻烦事里去，乃至女王竟给他生了一个名叫恺撒里昂
的小儿子。    有人把天不怕地不怕的恺撒说成是“每一次协议离婚中必然的共同被告”，但是恺撤这
位非凡人物却有如此巨大的魅力，以致尽管他拥护非罗马的风习，尽管他喜爱非正统的生活——这种
生活在任何时代都会把具有艺术性格的人引入歧途——甚至在保守的罗马，他的权力也是绝对的。他
竟然敢于想到要取消罗马的共和体制，而代之以埃及模式的王国。他还打算迫使人民承认那位光彩照
人的克列欧帕特拉为他的合法妻子。    虽然埃及是克列欧帕特拉的王国，但是她并不是埃及人；她是
一个纯粹的希腊人。她的祖先是长长的一串希腊国王或埃及法老。埃及的首都亚力山大里亚是古代世
界的巴黎，是寻欢作乐、文化和高雅的社交活动的主要场所。而罗马的崇高淳朴的理想同亚力山大里
亚相比，在恺撒心目中就显得太土气了，而且一直得风气之先的亚力山大里亚使尼禄有同样的印象。 
  但是另外一些人却发现巴伊亚是十分迷人的。例如玛尔提亚利斯谈到它时就说：“纵使我用一千首
诗来称赞巴伊亚，仍然不能说巴伊亚就得到了应有的称赞。巴伊亚是大自然恩赐的礼物，大自然为它
感到自豪。”另一些罗马作家则称之为“无与伦比的巴伊亚”、“天净无云的巴伊亚”、“懒散的、
迷人的巴伊亚”。普洛培尔提乌斯在写信给他的情妇库恩提娅时，警告她小心这里的危险，他谈到这
里不道德的生活，说“这里的海岸使许多对恋爱的情人分手了，它们常常表明这里正是毁灭正派女孩
子的所在。”    但是尽管尼禄在宫中过欢乐的生活，却很难说他是幸福的。要知道，他必然因他母亲
以及有关反对他的阴谋的谣传——这些谣传总是以某种方式同她有关系——而感到苦恼。这时常常参
加他的宴会的，有他的一名被释奴隶阿尼凯图斯，此人是尼禄儿童时期他的教师之一，并且是驻在米
塞努姆的海军的司令官。由于已经被忘记的某种理由，这个冷酷的老人讨厌阿格里皮娜，因此，有一
天，当尼禄向他讲心里话的时候；谈到在他母亲的问题上自己的焦虑时，他暗中指示，民众有时在海
上旅行，而作海上旅行的人常常遇难。他告诉皇帝说，可以很容易地修造一艘有如用于模拟战争和其
他水上娱乐的船只的船，这艘船可以人不知鬼不觉地在船上凿些个窟窿从而使这船沉没。后来，他又
说，如果阿格里皮娜因什么事到巴伊亚来看皇帝的话，他阿尼凯图斯很愿意荣幸地要她乘坐特别为她
修造的船只做一次旅行。    尼禄了解他的用意，于是一个重大的念头就出现在他的头脑里。如果阿格
里皮娜在海上遇难溺死，那么他将不致痛苦地下令逮捕她并且提出对她不利的证据。现在的情况是：
她的死亡是不可避免的了，因为，如上所述，她的阴谋是尽人皆知的，而每一个都催促他把她从他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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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皇帝尼禄》

进的道路上除掉，否则她就会杀死自己的儿子而使自己的罪恶勾当得逞。一次事故造成的死亡：是的
，这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她决不会知道是他处决了她的。她到死也不会知道，她自己的儿子竟是促成她
毁灭的人。    尽管她尽一切力量想扼杀青年人身上的固有的精神素质，想反对他愿意过的那种生活，
想摧毁他那日益坚持地想表现出来的艺术冲动，尽管她冷酷地决心想废黜他——不愿服从她的儿子—
—他仍然不能克服他儿时对她的爱并且害怕她的斥责。而现在，当她渴望复仇，当她难以更久地逃脱
对她的罪行的惩罚时，他几乎是像演戏那样地高兴：他可以为她做最后一次服务，并且使她免遭不可
避免的定罪和处刑这种可耻的下场和可怜的痛苦。她应当在巴伊亚沿岸这里的海上遇难，在众目睽睽
之下，如此公开地遭遇意外，以致没有人敢说这次的灾难是有意布置的!死亡将会突然地、出人预料地
、仁慈地降临到她身上；他必须伤害她，然而这是他所害怕的，这种惧怕心理正在像是一片乌云似地
悬在他头上，但是这次他终于可以从这种恐惧下解放出来了。    对于历史视为尼禄最见不得人的勾当
的这一可怕罪行，我就是这样地解释其发端的。我相信，尼禄认为这一罪行乃是一忧郁的和戏剧性的
仁慈行动。我们必须记住这样一个事实，即他的母亲是自愿、盲目地求死的，要知道，在生命不值钱
而皇室的家族关系是一种危险而不是一种保护的时代，她的愚蠢的阴谋诡计正在明显地把她直接地引
向公开的毁灭。因此，尼禄如果是以恨为动力，他完全可以等待，因为他知道法庭和元老院不久便会
使他摆脱把他母亲处死的责任的。从下面可以看出，他对于她的感情的照顾永远是明显的。十分清楚
，他心里有某种东西——爱，怜悯、敬畏和孝心——使得他不敢使她因大逆罪受审而经受精神上的痛
苦。在我看来，她的死这个想法本身并不使他烦恼——只要他能感到她在死时相信他爱她，那么她的
去世就会是一种充分的宽慰了。    在四世纪的后半，埃乌特洛皮乌斯写了一部《罗马历史纲要》。这
时尼禄是个坏蛋的看法已经被充分地承认到如此程度。以致这位历史学家关于他只限于简短地交代几
句，说他杀死了许多人，把罗马用火点着，洗澡时用香水，用登台歌唱来玷污自己，总之，他是一切
好人的敌人。    就在这同时，随着基督救的广泛传播，早期的基督教传统被大众化了，而尼禄则按照
《启示录》把他表现为一个野兽的传统，从每一方面来看都成了一个穷凶极恶的妖怪。人民相信尼禄
终有一天会回来，这一点使他被看成是耶稣基督的最大敌人，因为人们期待的基督的再临同尼禄的重
来发生了冲突。这样，野兽就成了假基督、反基督者，(Antichrist)，同尼禄有关而纪录下来的事实也
只是：他这样就变成了作为世界的希望的耶稣基督的对手。对基督教徒来说，耶稣基督是自我节制和
克制肉欲的生活中美和幸福的神圣理想，是当时信仰的主旨，而尼禄对异教的群众来说，则是自我表
现和人世幸福的欢乐的理想。    三世纪的拉克坦提乌斯，四世纪的圣克律索斯托莫斯、圣吉罗姆和圣
奥古圣丁还有其他人都把尼禄说成是反基督者，上帝的对头。圣奥古斯丁说：“有些人认为尼禄作为
反基督者将重新崛起；还有的人认为他并没有死，而只是被隐匿起来这样人们就会以为他被人杀死了
，他们认为作为一个传说人物他仍旧活着，年纪就和他去世的那个年纪一样，他将会重新取得他的王
国。”    在十一世纪末，教皇帕斯卡尔二世经常要听平奇乌斯山上阿埃诺巴尔布斯家族墓地——人们
认为尼禄的骨灰可能埋在这里——附近一株胡桃树上乌鸦的叫声。这个墓地就是人民之圣玛利亚教堂
今天的地方。有一天夜里他梦见这些鸟成了为尼禄服役的魔鬼，它们就追随在一直在山上游荡的尼禄
灵魂的身边。于是他便把坟墓的遗址摧毁，抖散了骨灰，上面修建了这座教堂。但是那些乌鸦却转到
其他树上去，并且在整个中世纪，它们都被认成是皇帝尼禄的幽灵的黑暗的从仆——皇帝的幽灵仍然
游荡和将会游荡在那里，直到有一天他和耶稣基督都要回来，而反基督者尼禄将被打败并被投入无底
洞。    曾经受到尼禄的嘲弄的维护传统的分子的报复是可怕的，因为他们给他画了一幅正派人类的敌
人的画像。但是他曾严厉对待的一小批基督教徒的报复却是不可抗拒的，因为他们把他说成是上帝的
超人的敌人，甚至今天，即一千九百年之后，那黑暗的报复仍然把他包藏在邪恶偏见的迷雾中。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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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皇帝尼禄》

精彩短评

1、这本书对尼禄褒多于贬，让人对尼禄被后人如此践踏的情况产生同情。看起来尼禄只是不应作皇
帝。他的不好战也不讨当时上层与军队的喜。我打算再买一本，送给朋友。只是王老先生的这个翻译
似乎不如历史和编年史中的。
2、“他并不是留在罗马或罗马附近致力于国家事务，而是愿意到希腊去旅行。他在这里的每一个音
乐节都要歌唱，并且做如此多次的表演，以致在不到十八个月中间，他获奖竟达一千八百多个。他为
此要得到报应就不值得惊讶了。他之终于被废黜，并不是像后来所说的那样，是因为他残酷或不公正
，而干脆就是因为音乐占去了他的心思而排除了几乎所有其他一切。”
3、为真诚而仁慈的艺术家尼禄翻案。
4、还原一个真实的尼禄
5、不知道是否确有依据，因为对于罗马史我只是知道个皮毛，但是这位作者文笔很不错，还是值得
一看的
6、我可以确信，作者同我一样，对尼禄是发自内心的真诚的爱。
7、前阵看《你往何处去》，虽然很爱这本书，但总觉得对尼禄下笔太狠。既然这之后西方变成了基
督教的世界，那么反基督尼禄在死后注定难逃文字上的鞭笞。“直至今天，那黑暗的报复仍然把他包
藏在邪恶偏见的迷雾中”。所以读了这本《罗马皇帝尼禄》，希望能看到另一种可能性。以前提到尼
禄，残暴、愚蠢、奢靡这样的词不绝于耳，维戈尔则让人看到了尼禄的才华、热情、真挚甚至几分仁
慈，翻案之作虽然不好说绝对真实，但至少是另一种声音。
8、1.世袭的悲剧就是不适合的人被拖去霸王硬上弓，进退不得。纯希腊天性的感性青年艺术家尼禄意
图被改造成罗马道德典范而失败的悲剧命运。2.为尼禄翻案成功，总体来说是客观的。3.作者文笔好，
场面感极强，还很照顾对罗马史不熟悉的读者，把人物关系都列得一清二楚。4.So，有小时候看小人
书拿起来就放不下的感觉，没事可以当小说看。
9、对古罗马历史感兴趣的人，应该买一本看看。该书的译者是我国著名的翻译家王以铸先生，曾翻
译过希罗多德的《历史》、塔西陀的《编年史》。他的译文质量是不错的。
10、译注很详细，译者说明里也补充了很多文化背景。书开头有点过于黑提贝里乌斯和克劳狄乌斯了
。之后关于尼禄的记述很好，为尼禄的翻案也可以理解，史料主要来于塔西佗编年史。
11、`
12、翻案也略⋯⋯牵强附会，看下来有种微妙的唐明皇感【喂！作者的标准和立场看起来可像是尼禄
真心粉？不时想到贞妇失节不如老妓从良这话ORZ顺便说翻译非常可爱，有许多老老实实要绕晕人的
长句子（笑）
13、刚读完，给四星。

译者功力深厚，这个没的说；不过，他的不少句子，若从汉语表达的角度，真不能算是「通」的。

但不管如何，书是好书，翻译也好。
14、一部给尼禄洗白的作品，兼具学术价值和故事趣味。作者主要依据塔西佗的《编年史》和苏埃托
尼乌斯的《尼禄传》记录，结合合理的猜想和大量的历史记录，把尼禄专政被推翻归结于他对音乐艺
术和浮夸作风受到罗马上层旧派贵族的不满，把他自古以来的暴君形象归咎于基督教有意的偏见和丑
化。塑造出一个可爱率性的年轻人，他人性中从单纯向多疑的一步步转变，是共和制外衣下专制权力
争夺的阴暗产物。他的母亲是一位我个人很钦佩的女性，足够狠毒强势。而最后尼禄阴差阳错失权被
迫自杀之日与他为迎娶新欢而迫死的原配的忌日竟然是同一天，有点细思极恐。另，译者相当专业，
最后的翻译说明和补充很有普及之用。
15、中国皇帝中可以和尼禄比肩的应是隋炀帝杨广，都是传统意义的昏君、暴君，都具有过人的文艺
天赋，都具有极大的勇气，都具有独特的政治美学，杨广比尼禄更有政治成就些。
16、我的大戏！
17、王以铸的译本
18、有些矫枉过正了，虽然尼禄不必比其他的皇帝凶残却也不更加仁慈，喜好音乐和唱歌若对治国有
损则是皇帝的最大的不仁慈。史料上基本靠着塔西佗编年史和苏埃托尼乌斯的十二帝王传，加以适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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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想象，有时候也过度。
19、此书的有趣之处是翻案只限于传主,吾为Claudius冤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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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在《罗马十二皇帝传》传中，尼禄可笑又残暴，简直就是神兽般的人物。虽然其他的皇帝们基本
上也不是什么高尚人士，但是论知名度，无人能出其右。就像中国的纣王，被当做不齿于人类的恶人
。然而，我们都在无意中故意忘记了他其实文韬武略，年轻有为。在韦戈尔这里，尼禄是诚实的，真
挚的，相对来说更加仁慈的，才华横溢的。固然不能认为这就是真的尼禄，但是，至少在往真实的方
向走。我们的残暴皇帝们也有人在翻案，一部《雍正王朝》足以抹去人们眼中那个杀人如麻的雍正皇
帝身上的暴戾之气，即便是如尼禄般存在的纣王，也有人写书为他鸣冤平反。至于那些热爱诗歌艺术
的皇帝们，赵佶，李煜们，他们似乎从来都没有被人们唾弃过，相反，他们的艺术才华反倒使他们在
众多皇帝中更加凸显出来。韦戈尔此书绝对是引经据典的，严谨的。只是引用戏剧剧本，还有大段的
描绘性心理猜想显的有点一厢情愿，值得商榷。如果站在矫枉过正的角度看，倒也未尝不可。只是，
如是，可信度就降低了。王先生的翻译，总体来说是那一辈人翻译的范儿。大段的长句，语感差一点
的人基本上会读不下去。有些句子的翻译让人感觉是逐字逐句译过来，例如151页有一句：尼禄对之谈
到自己困难的任何人都不曾对波培娅对情况的说明提出责难。但总体上觉得还好。
2、不知道王以铸是何许人也，貌似著名翻译家。无奈他老人家的译作，往往望之高远深长，却不能
近摩细瞻。晚Q遇淮一，论及他老人家在《古代罗马史》中多次提起某“阿尔明尼亚”王国。突然回
忆起他老人家在本书里，也提到“阿尔明尼亚”王国。不禁哑然失笑，著名大翻译家，把“亚美尼亚
”翻译成“阿尔明尼亚”，不知道是他水平太高，还是我水平太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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