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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 谓 的 !罗 马 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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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对罗马人所

特有的一系列政治与文化

观念和实践的归纳% 尽管是

一个拉丁词&但它并不为古

典时期的罗马人自己所用%

作为一个概念&它出现的时

间相当得晚&最早是在公元

)

世纪基督教作家德尔图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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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作品'论托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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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中&且带有贬

义&用来指斥其迦太基同胞

所膜拜的那种罗马!异教"文

化% 后多被现代学者用来指

代罗马人的身份认同与自

我形象% 格里格!伍尔夫认

为&!罗马性" 的要义不在于

共同的语言和种族&而在于

共同的价值观)习俗)德性与

生活方式以及建立在此基

础上的身为一个政治与宗

教共同体的成员身份% 在伊

迪丝!汉密尔顿的名著'罗马

精神(中&她归纳出了!罗马

性"的诸多要素&如坚韧弘

毅)注重实际)对法律和秩序

的追求等等%然而&这种归纳

在今天看来多少有些刻板

和僵化%实际上&!罗马性"是

一个从内涵到外延都相当

宽泛且灵活变动的概念%

学林

不曾设想与实践过的创举 "其
结果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罗马
军事征服的机器一旦开动 "便
可以自我维系" 这使他们在意
大利无往而不胜" 也是为何在
此后的海外扩张中罗马人尽管
遭遇数次重大军事失利 $包括
像坎尼战役那样的惨败% 仍能
笑 到 最 后 的 原 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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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比尔德的这番解释并非溢
美和夸大" 在小亚阿弗罗狄西
亚斯城 $位于今天土耳其的西
南部%'奥古斯都神殿( 遗址的
柱廊内"有一幅著名的浮雕"上
面刻画的是化身为神的克劳狄
皇帝将女性化的)不列颠(踩在
脚下的场景& 作为曾经的被征
服者" 阿弗罗狄西亚斯人自觉
认同为罗马人" 以罗马对世界
的征服为荣" 这难道不就是对
帝国观念内化的最好印证吗*

对罗马公民权与众不同的
分析和解读占据了全书最大篇
幅" 也的确是论述最精彩的一
部分 +除第四 ,第五章以外 "第
十二章)罗马以外的罗马(也与
此问题相关%&熟悉比尔德言论
和作品的人都知道" 她对罗马
帝国公民权与人口流动性的兴
趣和关注是持之以恒的& 用比
尔德自己的话来说")罗马人开
启了一场有关公民权的观念革
命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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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 %-..从罗马人那
里开始" 公民身份和权利可以
不受种族,地域,语言,文化,宗
教,贫富 ,地位和阶层的限制 "

奴隶可以被释放成为公民 "外
族士兵可以在退伍后荣升公
民" 自治市官员乃至整个城邦
可以因有功于罗马而获赠公民
权/从公民身份拾级而上,进入
中央权力机构的行省人大有人
在+截至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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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末"超过一
半的元老来自行省 %/ 从图拉
真,哈德良 ,到塞维鲁 "行省人
甚至可以问鼎皇权 0 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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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由释奴白手
起家的希腊行省精英完全可以
一边夸示自己的罗马公民身
份" 一边心安理得地坐享母邦
的恩主身份和荣誉& 人类历史
上首次出现了1双重国籍(的概
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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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 罗马人将强
大的军事实力同一种包容性与
延展性极强的有关罗马人的定
义结合在了一起" 使得 1罗马
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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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触角伸及遍
布整个地中海世界& 身份的流
动性和开放性激发了罗马社会
的活力" 也促进了帝国的交往
与繁荣& 在1罗马希腊人(,1罗
马犹太人 (, 1罗马高卢人 (和
1罗马不列颠人(这些身份界定
的背后" 是一场史无前例的社
会变革" 也是罗马帝国统治留
给西方世界最宝贵的遗产#1我
们 都 是 罗 马 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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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 句 话

已经成为西方文明牢不可破的
共识源头和基础&身为罗马人"

意味着只需自觉认同有如万花
筒般的 1罗马性 (的其中一面 "

大至皇帝崇拜"小至身穿托袈"

上至精通拉丁文学" 下至在斗
兽场和浴场里享受罗马式生
活/身为罗马人"意味着不必放
弃原有的地方忠诚, 文化属性
和宗教崇拜& 概而言之"1成为
罗马人不止一途& 多样性支撑
起了罗马帝国" 而公民权则赋
予了帝国以统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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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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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1罗马公民
权( 发展到了它的顶点...卡
拉卡拉一纸谕令" 罗马帝国的
所有自由民都自动成为罗马公
民"总数约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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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 它标志
着征服者与被征服者之间身份
壁垒的最终消融" 将近一千年
的罗马公民权大业大功告成 "

这也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
一次授予公民权运动& 它所带
来的一个最富戏剧性的结果就
是"到了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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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哪怕罗马
帝国的中心与首都早已远离罗
马" 乃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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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西罗马帝国灭
亡以后"众多新建立的1蛮族王
国( 以及东部的拜占庭帝国仍
争相以1罗马(真身自居& 这究
竟应被视作罗马的衰亡" 还是
罗马的成功* 这是比尔德留给
我们的一个思考&

围
绕着 1罗马公民权("比
尔德又深入探讨了与之

相关的两个重大且素有争议的
课题"即1罗马帝国主义(与1罗
马化(+详见第十二章 !罗马之

外的罗马"%&

关于前者" 最有影响力的
观 点 当 属 威 廉2哈 里 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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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上世纪
ED

年代所提出的1有意侵略论 (3

罗马帝国的扩张当然不像罗
马人自认为的那样属于 1无心
之得 (...所谓扩张乃是神意
指引和庇佑下的一系列正义
战争的结果 "出兵多出于自我
防御或盟友之请 & 近年来 "也
有学者提出了折中性的 1现实
主义军事干预 (的解释 & 比尔
德则打破了有关罗马 1帝国主
义 (的两种迷思 #首先 "无可否
认 "罗马人在征服过程中的确
杀戮和奴役了大量人口 "罗马
帝国的繁荣建立在对被征服
地区的抢掠以及赋役的征敛
上& 然而"没有证据表明"罗马
人比此前或同时代地中海地
区的其他民族更嗜血好战& 罗
马人征服的并不是一个个安
居乐业 ,彼此之间和睦相处的
城邦部落 "而是一个地区性暴
力频发 ,战争频仍的世界 & 其
次 "罗马人并非从一开始就有
计划地实施征服 "怀抱 1征服
世界 ( 的宏图愿景或所谓的
1帝国大战略 ("尽管他们之后
将帝国事业粉饰成一桩 1天赋

使命 (+尤其在维吉尔的 4埃涅
阿斯纪 5当中 %& 诚然 "对军事
荣耀的渴望 ,对战利品和经济
利益的追逐是扩张背后的重
要原因 "但很多时候 "军事干
预的最初压力的确来自盟友
和外部 & 更为关键的是 "罗马
人起初并没有一套关于领土
兼并或海外统治的现成法律
和机制 "这也部分地解释了他
们的扩张进程为何如此之迅
速 #他们在征服后并不觉得有
必要在当地建立起任何治理
或旨在长久占领的统治机构 &

他们对被征服领土的控制形式
是多种多样, 且因时因地制宜
的 "从 1自由放任式的 (同盟条
约到直接派驻军团与官员& 因
此" 比尔德将处在早期发展阶
段的罗马帝国定性为一种 1服
从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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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 1 强 制 性 帝 国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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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靠强大的武力威
慑确保意志的服从与利益的获
取...而非一种 1兼并帝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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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这一点可以在语言学上找
到佐证&直到公元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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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的1帝国(%这个
词的意思还只是 1发布强制命
令的指挥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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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的
1行省(% 也不是一个地理疆域
上的概念" 而只是分派给官员
的某项任务或1职权范围(& 至
于罗马帝国逐渐演变为 1有边
界的领土帝国("则是后话&

同样地" 在所谓的 1罗马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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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上"1自
上而下( 的陈旧观点早已遭到
了学者们普遍的摒弃& 显而易
见的是" 除了像对待基督教和
德鲁伊教那样的极个别例外 "

罗马人很少有意识地强加自己
的文化习俗或消灭地方传统 "

尤其在城邦历史悠久的希腊化
东部" 文化和宗教上的地方性
和多样性大部分得以保持 "至
多是在当地历法中加入与皇帝
有关的纪念日" 以及在保持传
统神明祭祀的同时新建皇帝崇
拜的庙宇& 即便在城市化基础
较为薄弱的帝国西部" 像塔西
佗的岳父阿古利可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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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样积极在行
省推动1博雅之术(和拉丁语教
育的罗马总督也是凤毛麟角 &

之所以造成这种局面 "与其说
是罗马人无心 " 不如说是无
力& 罗马帝国统治的低行政化
水平 +在帝国的前两个世纪 "

同一时间驻扎行省的罗马官
员人数不会超过两百人 "这
些人再加上几千名看管皇帝
产 业 和 辅 佐 总 督 的 皇 家 奴
隶 " 管理着人口超过五千万
的庞大帝国 %和有限目标 +征
税与治安 % 决定了罗马化的
动力很少来自罗马中央 & 罗
马人无法自行统治 " 必须依
靠地方合作 & 因此 "军队与地
方精英在维持帝国运转中扮
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 " 也正
是他们成了罗马化最积极的
推手 & 前者将罗马的法律 ,习
俗和生活方式带到了他们卫
戍的边境地区 " 后者则是罗
马世界星罗棋布 , 大大小小
的城市实行自治的基础 & 这
些人充当了皇帝 ,总督与行省
居民之间的中介 " 代之守土 ,

征税及治安 & 在这一过程中 "

他们愈发地将自己的身份 ,特
权和利益与罗马人捆绑在一
起&对其而言"接受罗马统治便
是1成为罗马人(的一部分& 尽
管有罗马凌驾于一切的政治和
军事力量在背后" 罗马化绝不
能称之为一种自由的选择 "然
而在实际的日常生活层面 "地
方精英的确成为了自身罗马化
的工具/ 而对于大多数的行省
居民而言" 罗马化则意味着诸
如洗浴,观看角斗表演,参加宴
会, 在广场和柱廊中漫步集会
等各种各样富有罗马特色的生
活方式& 总之 "罗马化很少来
自罗马皇帝或官员自上而下
的灌输 "罗马人更没有像近代
西方殖民帝国所自诩的那种
文明教化的使命意识 " 1它看
上去更像是行省选择融入某
一地方化版本的罗马文化的
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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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
得一提的是" 罗马人自
己对这样的一种 1罗马

化( 也不乏批判& 塔西佗的名
言...1他们 +此处指罗马统

治下的不列颠人 %将此称为文
明 "殊不知这正构成了他们被
奴 役 的 一 部 分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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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指文化与权力之
间的关联 "揭示了不列颠人在
变成罗马人的同时 "不自觉地
代征服者做了后者本该做的
事 "从此沉浸在一种 1腐朽堕
落 (的文化中不可自拔 ,甘心
为奴 & 比尔德认为 "塔西佗的
批判固然勇气可嘉 " 力透纸
背 "然而 " 1罗马性 (与 1地方
性 (并非如他所说的那般简单
对立 "现实中罗马与地方的互
动要复杂得多 "且地方差异性
明显& 1罗马性(并不是一个单
线频谱 "不同的地方只存在罗
马化程度的差异& 在整个罗马
世界 "存在着多个 1罗马化 (版
本 "它们是地方文化在遭遇罗
马文化时通过接受 , 容纳 ,吸
收抑或抵制而产生的千差万
别的混合体 & 更何况 "所谓强
势一方的 1罗马文化 (本身就
没有确定的内涵和边界 "其在
形成中融合了五花八门的地
方因素 "且这一过程随着罗马
与地方的交流互动一直在持
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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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 最显著的一个例
子 "便是现位于英国巴斯的公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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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时的萨利斯2密涅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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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庙遗址 & 该
神庙按照古典样式建造 "供奉
的是一位由原来的凯尔特神
与罗马智慧女神合二为一的
新神& 神庙装饰中包含了大量
的罗马元素 "如橡树叶花环和
胜利女神像柱 "但也有抵制同
化 , 保留地方性的凯尔特元
素 "如神庙大门上方巨型的男
性化戈尔贡头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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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诸问题无一不是罗
马史研究中有着深厚学术传
统的重要问题 " 如何回应成
说, 与古人和前辈学者展开对
话是对学者史识和功力的重大
考验&正如比尔德自己所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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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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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读全书 "给人留下最深
刻印象的便是她敏锐的问题
意识 & 从大处着眼 "从小处切
入 "透过具体的人和事来阐发
时代的核心特征& 正是这种别
具只眼 "使她能够从习以为常
的权威记载和说法中发现抵
牾和漏洞 " 提出质疑和新见
解 "从而成就了这本体大思精
之作&

#作者为上海师范大学人

文与传播学院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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