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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爱德华·吉本(Edward Gibbon 1737年5月8日 - 1794年1月16日) 是英国著名历史学家，《罗马帝国衰亡史
》的作者。
吉本出生于伦敦附近的普特尼，父亲是国会议员，他是家中独子。1763年，他前往欧洲大陆旅游，在
巴黎结识了狄德罗，也去了罗马，1764年他在罗马废墟上，开始有写作罗马帝国史的念头。1772年，
他开始写作《罗马帝国衰亡史》。1776年，第一卷出版。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其受欢迎程度用洛阳纸
贵形容不为过，他的书出现每张桌子上，乃至于上流社会仕女的妆台。吉本也一夜成名，受到英国艺
文界的追捧。1788年，他完成了《罗马帝国衰亡史》的全部书稿，盛誉满天下。1794年，他在伦敦去
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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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罗马帝国在安东尼时代的军事和疆域（98 A．D．-180 A．D．，）　　基督纪元2世纪罗
马帝国据有世上最富饶美好的区域，掌握人类最进步发达的文明。自古以来声名不坠而且纪律严明的
勇士，防卫疆域辽阔的边界。法律和习俗虽然温和，却能发挥巨大的影响力，逐渐将各行省融合成为
整体。享受太平岁月的居民尽情挥霍先人遗留的财富和荣光，共和体制的形象，从外表看来受到尊敬
和推崇，国家主权似乎仍旧掌握在元老院手中，实际上执政治国大权则已全部授给皇帝。这段大约八
十年的太平盛世，有涅尔瓦（Nerva）、图拉真（Trajan）、哈德良（Hadrian）和先后两位安东尼
（Antoninus）皇帝，他们均能以才治国，以德抚人。在本章及以下两章中叙述帝国的声威，从而可知
自马可&middot;安东尼（Marcus Antoninus）崩殂后，国势如江河之日下，陵夷满目以至于万劫不复，
此一重大变革于当前世界各国记忆犹新。　　一、奥古斯都在位时的罗马帝国　　罗马对外重大的征
讨作战，均在共和时期完成。后继各朝皇帝一般而论都能秉持元老院的政策，对于历代执政官发挥旺
盛的企图心，领导尚武精神的人民赢得的领土，大致都能感到满足。罗马建国最初的七百年中，傲世
的战功获致应接不暇的胜利，到了奥古斯都（Augustus）当政，才放弃吞并世界的雄心，用稳健作风
主导政策，并且将这种精神在公众会议中表露无遗。因为禀赋和环境的影响，奥古斯都养成爱好和平
的习性，同时也不难发觉罗马已处于巅峰状态，虽然毋须畏惧战争，也不必把一切军国大事全部诉诸
武力解决。此外，远地作战的艰苦情势与日俱增，使得胜败未能预料，战争所导致的后果，是愈来愈
多的动乱与愈来愈少的利益。奥古斯都有丰富的征战经验，更能印证他的看法，在经过深思熟虑的评
估以后，确信以他审慎的作风，对于无法制服的蛮族只要稍做让步，仍能保持罗马的安全和尊严，所
以不必让他的臣民和军队，冒着帕提亚人（Parthians）*①的矢石再度交战，宁愿签订保持颜面的条约
，让对方归还克拉苏（CrasSus）所失去的鹰帜和被俘的官兵②。　　奥古斯都当政初期，有将领主张
要把埃塞俄比亚（Aethiopia）和阿拉伯&middot;费利克斯（Arabia Felix）*③纳入版图，他们千里行军
到达南部热带地区④，炎酷的天候击败入侵的罗马军队，使得僻远地区不请战争的土著免于刀兵的灾
祸。欧洲北部的国家并不值得劳师动众去征服，曰耳曼的森林和沼泽地带，居住着孔武有力的蛮族，
他们为了自由宁愿舍弃生命*⑤，在和罗马人初次接触，似乎是屈服在军团的优势武力之下，等到背
水一战，却又能奋勇求胜，重获独立自主。这使得奥古斯都感到气数态势的变化难以预料，一直耿耿
于怀⑥。奥古斯都崩殂后，遗嘱在元老院公开宣读，给继位者留下极珍贵的指示。　　&hellip;&hellip;

Page 6



《罗马帝国衰亡史（全6册）》

编辑推荐

　　英国十八世纪史家爱德华&middot;吉本，于游历罗马城废墟时发思古幽情，遂穷毕生之力，勾勒
罗马帝国衰亡的历史。其著作上起罗马帝国早期两安东尼朝的黄金时期，直迄东罗马帝国毁于异族之
手，举凡此1000多年的变幻风云，无不尽收笔下，精彩生动，充满洞见，堪称如椽巨笔。六卷本《罗
马帝国衰亡史》自著竣至今已经200余年，吉本时代的典雅文风和宏阔精神为现代的拘谨和功利所横绝
，西方史学界再无能望其项背的著作问世，使这部煌然巨著终成声遏行云的绝响，如同莎士比亚戏剧
一样再难复制，后人引为一叹之余，备加珍惜和推崇。而今，举观西学经典，虽繁如沙粒，能与《罗
马帝国衰亡史》比肩而立的，寥然无几。西方人每言及昔日荣光，必称罗马；每言及罗马，必称此书
。可想见其在西方的地位。　　《罗马帝国衰亡史》是最早进入中国学界视野的西方经典著作之一，
然则因为其篇幅庞大，迻译困难，大陆一直没有全译本问世，只有商务印书馆出过两卷节译本，仅相
当于全书三分之一。二十年来，大陆学界译事繁荣，乃至惠及西学二三流的著作，而如《罗马帝国衰
亡史》这样超一流的巨著，竟付之阙如，通行仅为节译本，大陆学者和藏书家一直引为遗珠之憾。今
吉林出版集团推出的全译本，译文为台湾翻译家席代岳先生所作，席代岳先生国文西文兼长，以迻译
《罗马帝国衰亡史》为平生大愿，并费十数年之功力，终遂此愿。席代岳译笔优雅朴素，颇有古风，
足以传神吉本之风骨。同时本书业经大陆学者进行了严谨校勘，臻于完善。合海峡两岸之力，一代伟
大史著的中译本终成完璧，大陆学者和藏书家终于等来迟到二十年的喜讯。　　没有《罗马帝国衰亡
史》，西方史学界将光华黯淡；没有《罗马帝国衰亡史》的完整中译本，中国大陆翻译界将引憾含羞
；而作为一个有文化的人，藏书中没有一套完整版的《罗马帝国衰亡史》，书柜又怎能向他人展示和
夸耀？　　本书看点：1.本书是真正堪称经典的屈指可数的著作之一：如果开列出必须收藏阅读20部
西学经典，必有《罗马帝国衰亡史》；如果开列出必须收藏阅读的10部中外史学名著，也必有《罗马
帝国衰亡史》。2.本书文字高妙，语言优美，可读性强。是罕见的可以作为文学作品阅读的学术经典
。3.本书是中国大陆通行的《罗马帝国衰亡史》诸汉译本的唯一全译本。4.本书揭示了历史盛衰兴替之
规律，可做齐身、持家、治国之镜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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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对作者好崇拜
2、了解西方的钥匙
3、重点在于此版本语言的韵味，优美于商务版
4、虽然翻译水平还有待加强，但作为第一全译本，值得收藏
5、这是又一个不务正业的前国军军官 而且翻译水平不怎么的 比前上尉黄仁宇差多了 
6、不如商务版老实，这个造作浮躁，甚至将自己的想法，添进原文！简直不可理喻。
7、虽然吉本先后指出了几十种导致罗马衰亡的因素，但是主要因素有三种：第一种是罗马作家信奉
的自由丧失导致衰亡，即自由催生德行、专制带来奴役，从而使得德行丧失、国家衰亡；第二种和第
三种则主要来自当时盛行的启蒙运动观念，即理性与文明。以伏尔泰为代表的启蒙思想家相信人类历
史是理性战胜迷信，文明战胜野蛮的双重变奏。而吉本则反其道而用之，将基督教的胜利视为迷信战
胜理性，蛮族入侵则意味着野蛮战胜文明，基督教和蛮族的胜利导致了罗马帝国的衰亡。总而言之，
罗马帝国的衰亡其实就是自由丧失、理性湮灭和野蛮肆虐的结果。
8、从读大学就想读的一本书，现在终于读完了！
9、读了一半，太学术了，太政治了，读不下去了。
10、翻译略差，书很棒，必须一读。
11、不知道是吉本的问题还是翻译的问题，很多句子前言不搭后语⋯⋯⋯⋯反正是京东特价买的，总
不算亏OJZ
12、我能说读过么，我只读了一本半
13、罗马史学巨著 无与伦比
14、历时四个月，终于读完了这套巨著，吉本的书写简洁全面，逻辑清晰，并无华丽辞藻，甚至没有
太多对话，但是古罗马帝国的衰亡过程依然栩栩如生，史诗感跃然卷上。
15、图书馆翻了一下，知道不可能读下去了
16、翻译不错诶！十一你怎么说这套书翻译很烂？
17、其文则史，其事则齐桓晋文
18、读了第一卷，实在没勇气读完.. = =
19、完全不愧为欧洲史学界的《史记》
20、了解欧洲历史的必读书
21、非常全面，只有了解了希腊罗马，才能理解人类现代文明的源流和西方文化的基石。
22、巨著，如果没耐心确实没办法读。如果英文好还可看下原著，吉本的因为很好
23、整体还是给四星吧。翻译也不容易
24、优秀的故事书，吉本能窝在小楼里编出这样一部故事书倒也是很厉害的
25、在这个 富帅啪啪啪 屌丝打dota的节日里  深夜啃书党 终于把这本书扫完了 溢美之词再多都是肤浅 
此书作为通识 装逼 炫耀 都是不二之选 可怕的篇幅是个挑战 作为一个非科班 历史读物读者 读完之后 
只能说 读一遍完全不够留下什么印象 最深刻的 应该是基督教那一段的
26、伟大的史书要著成，既要丰富的史料，也要有伟大的史家以天才的笔法才能完成，吉本是古典史
学的集大成者，又开现代史学之先河，一己之力成就这部皇皇巨著，非天才不可胜任，虽然这部史书
有多处纰漏，但要论述罗马帝国一千多年来的风云变幻谈何容易，正因为吉本的努力，我们才能站在
巨人的肩膀上对罗马的研究更深入更详尽。这部史书视角开阔，不拘于罗马一个议题，可以说是世界
史的模板，当然罗马是世界之国，谈及罗马难免要提及地中海诸国乃至三大洲地区，可见这部史书之
宏大，纵观古今研究罗马史的史家，唯有波里比阿可与媲美，吉本此书笔调典雅，结构严谨，不愧是
古典史学的典范
27、虽然看不懂，但是好厉害的样子.........
28、罗马的衰亡，乃是其达到巅峰之后一个自然而然无可避免的过程和结果。
29、如果我再老50岁的话，这真是个不错的消遣时间的读物。
30、终于看完了。我读的版本翻译得不好~
31、力荐。作为史学和文学著作都可达顶峰。
32、当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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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有删节的版本- -但还是看得很过瘾
34、内心一万只草泥马呼啸而过= =
35、精装六册已购入。
36、对罗马政治历史有较深的评论
37、不看到这套书我都差点忘记了，我也曾迷恋历史
38、叙事宏大且不失幽默，其中吉本对早期基督教的批驳很有意思，引人深思。
39、已经读完3册，席代岳翻译的文风典雅，内容宏大精炼
40、不是很耐读
41、看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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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我在图书馆看了一册，的确有些译名有问题，有些地方相同名字有不同译法，不过这可能是由于
编辑分工不同的缘故，并不影响阅读，至少比商务译丛里面乱七八糟的译名和繁体字要好得多。据我
所知这可是大陆第一本全译本，席代岳并非是专业人士，但译作一点也不比专业的差，这样厚而且名
声在外的一套书，一直没人敢翻译全版，现在终于等到了，打算等高考结束就去拜读席老翻译的《罗
马帝国衰亡史》和《希腊罗马名人列传》。
2、得民心的皇帝掉脑袋，行共和的贵族被独裁，最前线的勇士往往最先叛乱，最伟大的“人民”总
是暴徒的最大来源。这就是历史，没那多高贵的道德法则不可逾越，没那多天真的善意假设不可推翻
，甚至没那么多无情绝对的“阶级”发展律例不可背叛。历史充满着讽刺、矛盾和混乱，一切仿佛只
是一束光芒奔突于无数面镜子之间，回头固然见到从何而来，望前又怎知往何处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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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罗马帝国衰亡史（全6册）》的笔记-第1页

        刚做完检视阅读，真是一部复杂的编年体史书。

2、《罗马帝国衰亡史（全6册）》的笔记-第六十四章

        皇帝乐于采用一种政治制度，君王拥有实际利益的专制政体，臣民保有哲理、自由和孝顺的虚名
。

3、《罗马帝国衰亡史（全6册）》的笔记-第5页

        然而，即使二十五年后的今天，我仍难以忘怀、也无法表达，我首次接近、踏进这座永恒之城时
，内心的强烈悸动（明年一定要去罗马！

4、《罗马帝国衰亡史（全6册）》的笔记-第五十章

        奴性深重的人处于暴君淫威之下，只能吹嘘国家的独立自主，但是阿拉伯人具备个体的自由，可
以享受若干程度的社会福利，毋须放弃天赋的特权。真正的福音和那些伪经里记载的奇迹全都加在耶
稣的头上，有关他的处女母亲借圣灵怀孕的说法，拉丁教会并不排斥借用《古兰经》。然而耶稣仅是
一个凡人，等到最后审判的那天，他的证词会使犹太人和基督徒获得定罪，因为犹太人不承认他是先
知，基督徒把他当做神的儿子那样崇拜。

5、《罗马帝国衰亡史（全6册）》的笔记-第20页

        古代的地理学家对于要把埃及算成地球的哪一部分，感到非常为难。这个历史上灿烂无比的王国
位于巨大的阿非利加半岛，但是进入的通道是在亚细亚，历史上不论任何时期，亚细亚若发生重大变
革，埃及只有谦卑承受所产生的后果。

6、《罗马帝国衰亡史（全6册）》的笔记-第四十三章

        哥特人决心全力一搏，他们列阵下山，舍弃马匹实施步战，为了获得自由宁愿死于刀刃之下。国
王亲自领队出战，他的右手拿着长矛，左手执巨大的圆盾，用长矛杀死前列的敌人，左手的圆盾抵挡
那些想取他性命的武器。在几个钟头的战斗以后，圆盾上插着十二支标枪，使得他的左手疲惫不堪。
可是这位英雄人物没有后退一步，也没有停止攻击，只是大声叫唤他的随从给他换一面新的圆盾，就
在这一刻侧面没有掩护，被致命的投矢所贯穿。他的阵亡是死得其所，同时也宣告哥特亡国随之绝灭
。他的询难激励战友效死的决心，他们奋战到黑夜降临大地，双方才收兵休息。等到天亮又开始战斗
，维持绝不示弱的勇气直到第二天的黄昏，夜晚在休息时不仅缺乏饮水，最勇敢的战友也多已丧身。
这皇帝表明自己是一位音乐家和建筑师，一位诗人和哲学家，还是一位律师和神学家；而如果在使基
督教各派和解的工作上他失败了，对罗马司法制度的回顾却是他的精神和勤奋的一座高尚的纪念碑。
在帝国政府中他显然不是那么明智、那么成功：那个时代是个不幸的时代；人民受到压迫，心怀不满
；提奥多拉滥用了她手中的权利；一连串不称职的大臣使他显得无知人之明；而且查士丁尼生不为人
所爱戴，死亦无人惋惜。爱名欲望深深扎根于他的心中，但他却屈辱追求空洞的头衔、荣誉和当代人
的赞扬；而当他致力于获得罗马人的赞美的时候，他却牺牲掉了他们对他的尊重和爱戴。他大胆地确
定了阿非利加和意大利战争的计划并将它付诸实行；他的敏锐的调察力使他于行伍之中发现贝利萨留
，于宫廷之中发现纳尔塞斯的才能。但是皇帝的名声却被两位胜利的将军的声名所淹没；而且贝利萨
留还仍然活着，使得君王被斥为嫉贤嫉才和忘恩负义。人类的偏爱总趋向于赞美一位领导并指挥他的
臣民使用武力的征服者的天才。腓力二世和查士丁尼的最突出的性格特点是他们都具有一种以战争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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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但又回避亲冒矢石的危险的冷酷的野心。然而，一座巨大的铜像却把这皇帝表现为身着阿喀琉斯
服装和铠甲，骑着一匹烈马，正准备向波斯冲击的姿态。这座纪念物安置在圣索菲亚教堂前的广场上
的一个有七级台阶的石座和铜柱上；原来这里的用7400磅纯银铸成的提奥多西乌斯的纪念柱被贪心而
好虚荣的查士丁尼弄走。后来的几代皇帝对待他的美名更为公正，或更为宽容一些；在14世纪初，大
安德洛索卡重新装修了他骑马的铜像：自帝国败亡以后，它便被胜利的土耳其人熔作了炮弹。

7、《罗马帝国衰亡史（全6册）》的笔记-第5页

        首先征讨的是好战成性的达契亚人，他们的居地越出多瑙河，在图密善当政时曾毫无顾忌地侮辱
过罗马帝国的尊严。这是一支孔武有力、凶狠残暴的蛮族，深信灵魂不灭和轮回往生，所以作战时奋
不顾身、视死如归。

8、《罗马帝国衰亡史（全6册）》的笔记-西罗马帝国衰亡的一般评述

        贵族和平民之间的斗争已趋向温和，最后终于建立坚定而能保持平衡的制度，能把市民会议的自
由权利、元老院的权势智慧以及有帝王身份的官员所具有的执行力，全部结合起来。
繁荣使腐败的条件趋于成熟；毁灭的原因随着权力的扩张而不断增加；一旦时机成熟，或由于偶然事
件抽去了人为的支撑，那无比庞大的机构便会由于无法承受自身的重量而倒塌。这种毁败的过程非常
简单而明显，让我们感到奇怪的现象，并非罗马帝国为何会灭亡，而是帝国怎么能维持这样长久。

9、《罗马帝国衰亡史（全6册）》的笔记-第六十六章

        天才人物会在成熟季节之前来临，一个民族接受的教导，如同个人的教育并没有多大差别，在扩
展理解力与想象力之前必须尽量运用记忆力，艺术家没有学会模仿前辈的作品，休想达到或超越他们
的水平。

10、《罗马帝国衰亡史（全6册）》的笔记-第十三章

        
那位浮躁不安的老人，请求戴克里先再度穿上皇帝的紫袍，重新握住驾驭政府的缰绳。他只是展现出
同情的笑容，丝毫不为诱惑所动，很冷静的回答说，要是马克西米安看到他在萨洛那（Salona）亲手
种植的包心菜，就不会要他为追求权力，做出这么大的牺牲了。他在和朋友的谈话中经常提到，人类
最难精通之事莫过于治国之道。凡是谈及他最喜爱的这个主题的时候，因为亲身经历的关系未免产生
激动的心情。他常说：

“不知有多少次，四五个大臣为了本身的利益，情愿抛弃相互的心结，联合起来欺骗他们的君主。皇
帝具有崇高的地位，却与臣民形成隔绝，无法了解事物的真相。他能看得到的东西有限，只能听他们
歪曲事实的报告。结果他把最重要的职位交给罪孽深重和软弱无能的庸才，罢黜臣民中操守最佳，才
能最好的部属。”

戴克里先接着说，“这些下流无耻的伎俩防不胜防，就是最英明的皇帝也会被朝臣出卖，以至于身败
名裂。”

11、《罗马帝国衰亡史（全6册）》的笔记-第十五章

            人类高尚和开明的天性中，可以区分出两种非常自然的倾向，爱“知”和爱“行”。前一种爱
好如果受到学业和艺术的熏陶，社会交游和友情的切磋，经由节俭、健康和名誉的关注以纠正可能的
偏差，可以成为个人生活中幸福和快乐的源头。爱“行”是具有更强烈、更难预测性质的基本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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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常导致愤怒、野心和报复的行动，但是如能用公正和仁爱之心加以指导，可以成为一切高尚品德的
根基，再配合以相应的才能，则一家、一地或者一个帝国，因他一人无所畏的勇武精神而获得安全和
繁盛。因而我们把大多数可喜的特性都归于爱知，大多数有用和令人起敬的特性都归于爱“行”，“
知”“行”兼备而且彼此和谐相互结合的性格，似乎就是最理想的完美人性。表现出冷漠无情和无所
作为的态度，可以说是二者皆不具备的性格，便应该遭到全人类一致的唾弃，因为既不能使个人获得
幸福，也不能为世人谋得公共的福利。原创基督徒完全无意使自己在这个世界上成为可爱或有用的人
，所以他们既不爱“知”也不爱“行”。

    思想开明的人士，把闲暇时间用以增进知识，训练自己的理性和想象，毫无保留与别人进行快意的
交谈。严肃的神职人员，把有趣的消遣当成无益灵魂获救的知识，愉悦的交谈成为滥用语言才能的罪
过，不是表示厌恶加以拒绝，要不就极其小心勉强接受。在我们所处的生存状态，肉体与灵魂的关系
是那样密不可分，因此我们似乎全都有兴趣，用清白和温和的方式与忠实的伴侣分享两性的喜悦。然
而虔敬的前辈对这个问题抱着另外的看法，他们妄图模仿天使的完美，竟然装出厌恶一切尘世和肉体
的欢乐。实在说，我们的某种感官乃为生命的绵延所必需，另一些需要赖以维持生命，更有一些能够
获得信息，在此种状况下，拒绝使用感官，根本是不可能的事。第一次的欢乐引起的激动，被指为对
感官的滥用。那些没有感觉，等待进入天堂的人，他们所接受的教导，不仅要抗拒味觉和嗅觉最普通
的诱惑，还应闭耳不听世俗的乐声，用冷漠的态度看待人类艺术最完美的成就。鲜艳的服饰、豪华的
住宅、优美的陈设，都看成具有骄奢和荒淫双重罪恶的象征。就基督徒只能肯定自己的罪过，却不能
肯定可以得救来说，俭朴和愁苦的外观对他们更为适合。

12、《罗马帝国衰亡史（全6册）》的笔记-第65页

        Such a sentiment, which had rendered the legions of the republic almost invincible, could make but a very
feeble impression on the mercenary servants of a despotic prince; and it became necessary to supply that defect by
other motives, of a different, but not less forcible nature -- honor and religion.

13、《罗马帝国衰亡史（全6册）》的笔记-第4页

        那是在罗马，1764年10月15日，我正坐在卡皮托山的废墟上沉思，忽然传来神殿里赤脚僧的晚祷声
，我的心中首度浮现出写作这座城市的衰亡的想法

14、《罗马帝国衰亡史（全6册）》的笔记-第六十章

        冲动的希腊群众拒绝权威和智慧，他们的错误在于把愤怒当作勇气，把数量当作实力，把狂热当
作上天的保佑和启示。架起云梯攻占四个塔楼，三个城门被攻城锤撞开，那些害怕波涛险恶的法兰西
骑士，等到踏上坚实的地面便觉得自己无敌天下。数千个保卫皇帝安全的人员，看到单枪匹马的骑士
过来便一哄而散，这种作战的景象难道还需要我描述？摧毁这座中世纪歌德式建筑物的主要原因，十
字军东征占有极其显著的位置。在这些花费巨大和危险万分的远征途中，贵族耗尽家产，整个家族经
常随之颓废。贫穷使他们无法保持自负与傲慢，签署自由契约打开奴隶的枷锁，保证农民能有田地，
工匠能有作坊，社会中人数最多和用处最大的部分，能够逐渐恢复物质上和精神上应享的权利。森林
大火烧毁高大和枯干的树木，为地面上形体较小而用处更大的植物，提供日照充分的生长空间。

15、《罗马帝国衰亡史（全6册）》的笔记-第62页

        and as long as mankind shall continue to bestow more liberal applause on their destroyers than on their
benefactors, the thirst of military glory will ever be the vice of the most exalted characters. he gratified his curiosity
in the discharge of his du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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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罗马帝国衰亡史（全6册）》的笔记-第5页

        杨肃献在导读中指出，“卡托山的沉思”一幕可能并非吉本虚构：在夕阳斜照中，教堂的“晚祷
”（Verspers）声突然传来，浪漫的景致引起他的历史遐想，这是极有可能的事。
另，今天看到的一个段子，也颇引人沉思：
“Edward Gibbon在写完《罗马帝国衰亡史》后，一个人很惆怅的坐在户外，感觉一个老朋友，从此离
他而去。”

17、《罗马帝国衰亡史（全6册）》的笔记-第四十二章

        我们评估一个人的功勋，要与当代人士的才具做比较。天才或德行激起的努力，行为或思辨的人
生所能到达的程度，依据的不是本身的成就，要看是否超越那个时代和民族的水准。雄伟的身材处在
巨人之中分不出高下，与侏儒在一起一定能鹤立鸡群。列奥尼达斯(Leonidas)率领三百名战友在温泉
关(Thermopylae)壮烈成仁，但他们的儿童、少年和成人教育已经有的准备或甚至提出保证，要为国家
牺牲，每个斯巴达人都会认可这种负责的行为，而且不会产生英雄崇拜的心理，因为其他八千市民同
胞都有这份能力希罗多德的著作是一种乐事，而不是责任。薛西斯和德马拉图斯(Demaratus)在温泉关
的谈话，是历史上让人感到兴趣盎然而又极富启发的一幕。伟大的庞培可以在胜利纪念碑上铭刻不朽
的功绩，在战场上击败两百万敌军，从梅奥蒂斯(Maeotis)湖到红海征服一千五百个城市。罗马的运道
在他的鹰帜前面飞扬跋扈，胆怯畏战的民族被自己的恐惧所压迫，征服的习惯和经年累月的纪律要求
，使得他所指挥的军团成为战无不胜的劲旅。从这方面来看，贝利萨留在历史的地位，要在古代这几
位英雄人物之上。他的缺失来自那个时代的弊病，他的德性为他所独有，出于天赋或自我反省的珍贵
产物，使他超越当代的人物，就连他的君王和对手也都瞠乎其后。鄙吝成性的主子交给他的军队，根
本无法让他达成任务，他唯一的优势来自于对手的狂妄和侮慢。只有在他指挥之下的查士丁尼臣民，
才够资格称为罗马人。处于这样一个时代，贝利萨留和以后的纳尔塞斯能够赢得胜利，发射出灿烂无
比的光辉，然而他们的四周却被羞辱和灾祸的阴影所笼罩。查士丁尼的部将正在征服哥特人和汪达尔
人的王国，生性怯懦而又野心勃勃的皇帝为使蛮族的部队能够势均力敌，用奉承和欺骗煽起互不信任
的心态，他的退让和慷慨招惹一再的伤害。就在迦太基、罗马和拉文纳的城钥交到征服者手中之时，
安条克被波斯人摧毁，查士丁尼龟缩在君士坦丁堡，不敢出兵。

18、《罗马帝国衰亡史（全6册）》的笔记-第10页

        记

19、《罗马帝国衰亡史（全6册）》的笔记-第160页

        大陸版：阿爾塔薛西斯推翻帕提亞人建立薩珊王朝（165A.D-226A.D)

這裡譯名音譯疑似把Ardashir I 與Artaxerxes I弄混了，前後相差好幾百年

與羅馬人打仗的是前者不是後者

http://en.wikipedia.org/wiki/Ardashir_I

http://en.wikipedia.org/wiki/Artaxerxes_I_of_Per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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