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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帝国如何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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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剑桥大学纽汉
姆学院古典学教授$ 英国当代
最富成就和知名度的古典学者
之一% 她的履历上有这样辉煌
的一条& 其本人曾经是剑桥大
学古典学专业唯一的女性讲
师% 在这个男权中心主义最根
深蒂固的学科$ 她凭借一己之
力冲破性别藩篱取得一席之
地' 且成为这个领域最具代表
性的人物$ 无疑是一项了不起
的成就%在迄今

()

年的学术生
涯里$她笔耕不辍$畅游在古罗
马历史文化的汪洋大海中 $出
版的著作从 (罗马宗教)"剑桥

大学出版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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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古典艺
术 )"牛津大学出版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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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罗马凯旋式)"哈佛大学出

版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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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到 (罗马人的玩
笑 )"加州大学出版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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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值得一提的是$ 比尔德一直
不遗余力地推广古罗马文化的
普及教育$ 使得其影响力大大
超越了学术圈% 她推出了有关
罗马斗兽场和庞贝古城的通俗
读物%近年来$她的身影更是频
繁地出现在各种介绍古罗马的
广播和电视节目当中% 她又是
一位公众知识分子和女权活动
家$不仅担任了(泰晤士文学增
刊)的古典学编辑$还在网上开
设了专栏博客 (一个教授的生
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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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笔锋肆
意游走 $思接千载 $贯通古今 $

仿佛化身库迈的西比尔女先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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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现代人源
源不断地传递着古罗马人的智
慧%她所关心的问题无所不包$

针砭时事$ 月旦人物$ 亦庄亦
谐$妙趣横生%最令人击节赞赏
之处在于$她极擅长以古观今$

古今相互发明$将时隔数千载'

看似不相关的事件用一条意义
隐线联系起来% 她可以从凯撒
的难言之隐谈到现今英国政客
的性丑闻$ 从为古罗马的贩夫
走卒发声到为当下的妇女和移
民劳工权益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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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她
因+对古典学术的杰出贡献,而
获得了+大英帝国勋章,%

街巷$公寓$酒馆$妓院$下
水道 $坟墓 $这是玛丽!比尔德
罗马史研究的兴趣点$ 也是她
观察和重现普通罗马人生活最

重要的切入口%自下而上$见微
知著 $另辟蹊径 $不落窠臼 $这
些成了概括她学术路径的关键
词% 她的新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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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
秉承了其一贯的学术风格和研
究旨趣%

书 名 醒 目 的 大 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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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罗马从共和到帝国名义上
的国家最高主权 +元老院与罗
马 人 民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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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拉丁文首字母缩
写% 这一响亮的标语几千年来
都是罗马人最引以为傲的身份
和政治遗产$ 至今仍随处可见
于罗马市内的灯柱'铺路石'垃
圾箱和下水道井盖上% 以它作
为书名$ 显然与本书想要传达
的主旨和作者的史观密不可
分% 正如比尔德自己在+结语,

中所说的&+我希望本书不仅是
一部 -有关古罗马的历史*$而
且是我们与罗马元老院和人民
对话的一部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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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元老
院与罗马人民的合作共识与对
峙抗衡构成了罗马第一个千年
的主线$ 也是理解罗马从共和
国到帝国历史演进轨迹和荣辱
兴衰历程的钥匙% 这一标题还
告诉我们$ 它不光是一部有关
元老 '统帅 '皇帝及其家族 '那
些大人物以及他们宏图伟业的
历史$ 也是一部抒写罗马人民
以及他们在罗马大屋檐下喜怒
哀乐的历史%

正因为此$ 比尔德选取了
公元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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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 +反喀提林阴
谋,作为全书的引子和第一章$

这一事件揭示了古罗马政治生
活的一些核心特征%不唯如此$

有关它的长久争议和讨论对今
天仍有启示意义$也说明了+元
老院和罗马人民, 的历史为何
如此重要% 这一年不但是西塞
罗这位共和国标志性人物 +最
辉煌的时刻,"第一章标题#$也
是元老院与罗马人民这对共和
双驾马车的内在矛盾凸显和激
化之时%因为粉碎了喀提林+企
图颠覆共和国,的阴谋$西塞罗
被与罗慕路斯 ' 卡米鲁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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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尊为对罗马
国家有再造之功的+国父,% 然
而$ 其对喀提林同党的残酷镇
压$ 也很快被政敌攻击为侵犯
了 +罗马公民不经民众大会审
判不得被判处死刑, 的基本权
利$西塞罗因此而遭到流放%元
老院与罗马人民$孰先孰后$孰
轻孰重.从共和建立之初的+平
民与贵族冲突,开始$这对矛盾
就像阴云一样始终笼罩着罗
马% 早在+喀提林阴谋,发生的
六七十年前$ 格拉古兄弟就因
为推行了一系列有利于平民的
立法改革' 触犯了元老贵族的
特权利益而遭到同袍的杀戮 %

所谓的+显贵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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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民众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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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矛盾贯
穿了共和国末年$ 导致暴力循
环和血腥内战$ 直至伴随共和
制土崩瓦解% 这一漫长的冲突
最终终结于奥古斯都所创立的
元首个人统治$ 只不过其手段
并不是形式上的消灭$ 而是精
神上的绞杀 % 随着 +自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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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覆灭 $无论是元老

院抑或者罗马人民在主权的意
义上都已名存实亡%

本书兼顾学术性和趣味
性%尽管厚达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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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历史跨
度近一千年///起始自公元前
LF<

年传说中的罗马建城 $跨
越王政'共和与帝国时期$截至
公元

-,-

年卡拉卡拉皇帝颁布
普及公民权的 (安东尼谕令 )

///然而它给人带来的畅快淋
漓的阅读感受是专业书籍中所
少有的% 这自然与其丰富详实
的材料以及比尔德非同一般
的+讲故事,能力有关% 为了不
影响阅读的连贯性以及避免学
究气和论文体$ 正文不加一笔
注释$ 有时甚至连被引用古典
作家的名字也不出现$ 这些全
部被归到书后每章的注释中做
统一说明$ 行文中也尽量避免
使用专业术语%然而$可读性丝
毫不减损本书的学术分量 &罗
马史中涉及这段时期的所有重
大问题几乎无一遗漏 $在史料
运用及说理论证上也是毫不
含糊 % 由此看来 $比尔德在对
目标读者的定位上是想将业
余爱好者和专业研究者一网
打尽%

全书正文共十二章$ 除了
第一章引子之外$ 基本是按照
时间顺序叙述的% 对从公元前
LF<

年至公元
-,-

年间罗马的
每个发展时期及其核心特征都
提出了若干极富针对性的问
题%更为特别的是$伴随着对这
些问题的剖析$ 是对一些流传
已久的有关罗马人的迷思和误
解的 +祛魅 ,$这使得该书有别
于以往的任何一本古罗马通史
著作$ 不断地挑战着我们既有
的思维定式%

自 ,M

世纪末爱德华!吉本
提出+罗马帝国的衰亡,

命题以来$ 大多数古罗马通史
都将公元

<<L

年君士坦丁皈依
基督教$ 或者

(,)

年罗马城被
西哥特人攻占$ 再或者

(LI

年
西罗马帝国的末代皇帝被废作
为古罗马帝国历史的结点% 比
尔德则坦言$ 她更感兴趣的是
+罗马如何从意大利中部一个
毫不起眼的小邦成长为一个横
跨欧亚非的大帝国并统治如此

之长时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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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 这也符
合近年来罗马史研究的一个大
势$ 从克利福德!安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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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罗马帝国的意识形态
与行省忠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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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克里斯
托弗!凯利 "

6N#42B0GN&# O&;;$

#

的 (罗马帝国简史)"

-++I

#$探
讨的大体都是罗马的成功之
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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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本书也围绕着这一
问题而展开$ 将上下一千年左
右的历史串成一线%

二' 三章涉及的是罗马的
早期历史% 罗马在公元前

<

世
纪下半叶才发展出了真正意义
上的历史编纂% 所谓建城与王
政时代的历史$ 大部分出自公
元前

,

世纪以后罗马史家的附
会和杜撰$ 历史与神话传说杂
糅在一起难以分辨% 现代考古
发掘虽然部分地证实了王政的
存在$ 但更多揭示的则是文献
记载与历史真相之间的巨大鸿
沟% 罗马广场地下的早期墓葬
群表明 $ 至少在公元前

,+++

年$罗马的山头已有人类定居$

远远早于传说中的建城时间 %

帕拉丁山上现存最早的茅屋和
墓葬遗址在年代上可推定至公
元前

M

世纪初$ 然而没有证据
表明其与罗慕路斯之间存在任
何联系%罗马城邦的建立$无论
在定居模式'社会组织'政治制
度抑或身份认同的形成上 $都
是一个缓慢渐进的过程$ 既不
存在一个确切的建城时刻 $也
绝没有西塞罗和他同时代作家
所追溯得那么古老久远%

如果说后世的记载无法作
为复原罗马早期历史的可靠依
据$然而对于这样的历史建构$

比尔德并没有简单地斥为荒诞
不经$ 而是提出了一系列有意
思的问题& 罗马人为什么要将
建城溯源至一场罗慕路斯和雷
慕斯兄弟阋墙自相残杀的悲
剧. 罗慕路斯将帕拉丁山头的
弹丸之地作为容留附近逃犯 '

奴隶和流民的避难所以吸引招
徕人口$ 这样的传说构建与日
后具有鲜明罗马特色的公民权
政策 "其对非拉丁人 '行省人 '

外邦人和奴隶的开放程度与古
典希腊城邦尤其是雅典封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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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较于!罗马帝国的衰亡"#比尔德更感兴趣的是!罗马如何从意大利中部一个毫不起眼的小邦成长为一个横
跨欧亚非的大帝国并统治如此之长时间的"$ 这也符合近年来罗马史研究的一个大势$ 如比尔德自己所说#自
吉本以来的将近两个半世纪的罗马史研究#新发现更多地来自看待问题的新视角而非新材料$ 不同时代的学
者带着不同的优先关注和着眼点#使得遥远的过去以一种不同的方式向我们言说$

玛丽$比尔德和她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