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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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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人的故事 14》

内容概要

《罗马人的故事14:基督的胜利》内容简介：君士坦丁大帝逝后，留下他亲手改造的罗马帝国。此时，
东方波斯的威胁与蛮族的不时南下入侵已成为常态。这对于庞大的罗马帝国仍非最沉重的打击，更厉
害的对手来自内部──急速壮大的基督教。君士坦提乌斯追寻父亲的脚步，一手继续提振基督教会的
地位，一手开始排挤罗马传统宗教。传统神祇宙斯、奥古斯都，都成了被禁止的偶像，诸神的神殿也
被封闭。罗马即将变天之际，叛教者尤里斯豋场，为众神力挽狂澜。尤里斯的幼年在王位争夺的风暴
中渡过，如同幽禁的生活使他可以徜徉在希腊罗马的哲学世界中，然而，他最后还是被推上了政治的
最高舞台。对蛮族出乎意料的战功和推动政策大刀阔斧的态度，为他赢得军民爱戴。他做的不仅于此
，他下定决心要反抗五十年来强力来袭的基督教潮流。试图扭转乾坤的他，身殉波斯战役，好不容易
重启的神殿大门，再度紧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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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人的故事 14》

作者简介

盐野七生，日本最受男性欢迎的女作家。1937年生于日本，26岁游学意大利两年，深感日本是个没有
英雄的国度，回日后不久毅然出走，再赴意大利，定居罗马，一住至今，终生研究罗马史。也许，每
个人的心中都埋藏着一个英雄梦，而唯有昔日罗马能让人一圆夙梦。
提起写罗马的作家，首推盐野七生。盐野七生自1992年开始，以古罗马帝国为题材，编织她的英雄梦
，她以每年一册的速度，历时十五年，至2006年完成这部时空纵深长达一千多年的罗马史。《罗马人
的故事》系列丛书的出版后，斩获意大利国家勋章及日本国内的各项大奖。引起日本、韩国商界、政
、学界巨大震荡，日韩企业界领袖及政府高层都曾与她有过多次高端对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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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推荐序1　为什么是罗马？（王石　万科集团董事长）
推荐序2　向往古罗马文明的精神特质（王巍　中国金融博物馆理事长）
给中国读者的序
致读者
目录
银币故事
金币的故事
致读者
第一部  皇帝君士坦提乌斯（公元337年~361年 在位）
铲除异己
帝国三分
一人退场
第二人的退场
副帝加卢斯
叛将马格嫩提乌斯
兄与弟
处死副帝
尤里安成为副帝
君士坦提乌斯和基督教
瞄准目标
高卢的尤里安
积极作战
日耳曼民族
斯特拉斯堡大捷
罗马最后的凯旋式
高卢的复兴
图片版权
第二部  皇帝尤里安（公元361年~363年 在位）
古代的东方
波斯萨珊王朝
阿米达攻防战
尤里安奋起
准备内战
裁员作战
“背教者”尤里安
向基督教宣战的诏书
安提阿
波斯战役大事年表
参考文献
图片版权

Page 5



《罗马人的故事 14》

章节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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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人的故事 14》

媒体关注与评论

在古罗马从共和制进入到帝制的阶段里，恺撒没能亲眼看到自己理想中的社会成为现实。而我们后人
则从罗马之后多民族、多文化融合并伴随着法律而创造的一段和平、安定历史中，目睹了恺撒理想的
实现。——《读卖新闻》罗马“宽容”的治世基本方针，并不仅仅表现在对对手的无条件“大赦”或
者“接受”，而是包含以下几个方面：当处理和对手的“差异”时，认真考虑这种“差异”究竟是什
么。通过与对方的不断沟通、对话来了解为什么自己会和对手产生这样的差异。自己不仅从对方的“
差异”中学习到新的东西，还试图为超越这种“差异”找到双方的共同点。——《日本经济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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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人的故事 14》

编辑推荐

《罗马人的故事14:基督的胜利》编辑推荐：1、一个不朽帝国行将末路，帝政时期即将走向尾声。罗
马帝国进入一个关键时刻，复苏罗马，却需要将其转换成另一个帝国，才能继续走下去。2、罗马帝
国的最后一搏延续国运，但一切逆时代的作为都是徒劳，生活在时代变迁的管理者，会顺势而为，逆
流而上，还是全身而退？ 3、基督教如何在一个多神教国家获胜，成为罗马人的全部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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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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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人的故事 14》

精彩短评

1、至今基督教还是西方的主流....当年的极端组织取得了最终的胜利
2、这一卷长达60年，主角却是只活跃了7年的叛教者尤里安。第一次看到狄奥多西的大名是在希腊史
中，正是丫大搞文革废除了奥运会和摧毁众多希腊雕像（包括恺撒），对丫一直没好感，但在盐野笔
下狄奥多西并不是什么扶植基督的大帝，而只是基督教养的一条狗而已，想来也挺可怜的。
3、看着罗马帝国的大厦一点点地倒下，心情越来越沉重
4、一套书，还行，就是啰嗦！
5、叛教者尤里安，多么希望你能再多活20年 30年啊！为罗马不可避免的走远扼腕！基督胜利了！从1
世纪出现到最终成为罗马国教，觉得不可思议。看来以后要看看基督的相关的历史了。虽然不喜欢他
们，但却想更深入地了解吧！
6、了解基督教
7、“叛教者”尤里安试图扭转罗马颓势，可惜他的奋起时间太短、以身殉职，希腊罗马哲学越来越
远离罗马帝国，最后的希望被紧闭门内。#kindle#
8、“如果尤里安在位不是19个月，而是19年的话，之后的罗马帝国会变成怎样的一个国家。历史的走
向或许会因此而改变。罗马人或许不再认为做基督徒可以从中得益，而宗教也可能脱离现世的利益，
重新回到拯救人类灵魂的至高无上的存在”“罗马帝国溶解了，罗马人不是输给了基督徒，而是变成
了基督徒。”
9、叛教者尤里安还是不够懂人心。
10、很有用，长知识。很有用，长知识，15本买齐了
11、这是一段黑历史。但是评论中一群自称自己是“无神论”者的人在心心念念古希腊和古罗马的辉
煌仿佛就是他们的同道似的。然而超级了解那段时期的盐野肯定知道斯多亚信徒和新柏拉图们心中的
“神”大致是什么。甚至可以说罗马的体系就建立在这种“神所肯定的方式”上。“无神论者”们还
是找错了邻居敲错了门
12、2000年的时候看过小蚂蚁的《罗马人的故事》，是以本系列为基础改写的，不过只写到迦太基灭
亡，而我一直期望有后续。这些年中间也看过英国人写的罗马史，但不论是描述还是翻译都很晦涩，
缺乏故事性，所以很难读下去，十几年后，终于有了盐野七生的原版被翻译成中文，她的作品真正面
对大众，故事性强，很吸引人，所以我这个系列是每出一本就跟着买一本。买了14之后，就还有一本
就结束了，自己对古罗马历史的认识，也随着盐野七生的笔触而延伸。感谢盐野七生女士，也感谢中
信的翻译工作！同时期待罗马人的故事之后能有人去写拜占庭的故事。
13、排他性的一神教太令人恶心了，基督教尤甚，果断路人转黑
14、告别了史诗，只是几声残喘，伟大只存在于历史中的历史。
15、委托与受托，如何厘定权力的来源？
16、才看到第二册，已经着迷了。
17、命运弄人，势不可挡也
18、从罗马的奴隶制到封建和罗马到基督教一样，与其说是进步，不如说是倒退，但是没有中世纪的
黑暗，又怎么知道文艺复兴的璀璨。
19、文革式的狂热
20、罗马的气质衰落了，罗马的帝国也就要消亡了。
21、叛教者尤里安对君士坦提乌斯的反抗没能抵挡住残酷的现实，斯特拉斯堡大捷与高卢复兴都只能
是昙花一现，深藏不露的安布罗希乌斯主教操纵着形同傀儡的格拉提安与狄奥多西皇帝，基督教三位
一体派的光芒湮灭了阿里乌斯派的挣扎和异教徒的坚守，而西马库斯为胜利女神像的大声疾呼则消失
在元老院的高墙之内。
22、本册时间段，罗马作为统一帝国已全面衰败，苟延残喘。而基督教，天主教，借这根残桩全面崛
起，占到了舞台中心。时也命也？作者分析较弱，慢慢觉得读起来不过瘾不解渴。
23、叛教者尤里安从囚徒到皇帝的一生。没有底线的元老院，没有道义的军队，礼乐崩坏，国将不国
。
24、丧钟已然敲响
25、2016年 第一季度书单

Page 10



《罗马人的故事 14》

26、罗马皇帝变成了绝对君主，政策也已变成了独尊基督，有一种莫名的熟悉感..
27、为尤里安惋惜
28、当罗马众神像被摧毁时，我看到的只是一个伟大帝国的落幕，和一个黑暗愚昧时代的开始
29、君士坦丁乌斯 尤里安 狄奥西多 安布罗西乌斯主教 万圣节 守护圣人 公元393年
30、罗马的诸神神采黯淡，取而代之的是基督的潮流。多神时期神祗之间的和谐存在不再，主耶和华
以外，没有他神。最欣赏的是叛教者尤里安皇帝，不合时宜，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总是令人动容。
31、这是一套非常好的书，罗马文明的高度发达可以促使国人对我国的千年文明进行反思。
32、对尤里安皇帝印象深刻。
33、这套书真的非常精彩，不错的作品
34、罗马已经不是罗马了，罗马人选择了一神教的基督，放弃了辉煌的希腊罗马文化。作者说被溶解
，真的是再好不过的一个词语。叛教者尤里安是个逆时代逆潮流的坚定者，波澜壮阔跌宕起伏悲剧结
尾的一生。狄奥多西对希腊罗马文化的破坏也不过是当了替罪羊而已。
35、非常好的一套书,把枯燥的历史写得栩栩如生,可读性强.没想到两千多年前的古罗马的民主程度那
么高.
36、坦白的讲，这一卷读起来除了偶尔冒出一些宗教野心家以外，已经跟中国古代史没什么区别了。
37、当一切的荣光都远去之后，就只有宗教聊以慰藉了。
38、值得推荐
39、一句话，这15本共420万字我通读了，值！
40、一神教的弊端，当时谁能看到？
41、哲学皇帝尤里安，随着他的死亡，罗马人的传奇结束。只余尾声~
42、尤里安如果统治了19年，而不是19个月，那会怎样？他看见了一神教的弊端，但是没有足够的智
慧和时间去实施他的想法。当诸多罗马希腊众神、以及神君恺撒和神君奥古斯都也不再被罗马人所祭
祀的时候，罗马帝国已经步入了坟墓的边缘。
43、罗马的历史，作家用心写作。很好。
44、罗马人抛弃了自己的传统与信仰，接受了基督教。罗马虽然苟活，但是帝国已亡。基督教胜利了
，黑暗的中世纪开始了。
45、Julian the Apostate⋯⋯黃袍加身（×
46、宗教的发展离不开政治的支持。安布罗斯乌斯是真的自己信基督教吗？ 只有非常聪明的人才能创
立一个比较完备的体系，适应形势的发展。人要进步：首先要安全，然后能够开放的心态去接受一些
东西才能成功。
47、无可奈何花落去
48、君士坦丁引基督为权利游戏新玩家，借以稳固帝位，但是否想到后世的主教们终将摈弃圣保罗的
劝诫，以上帝之名，趁皇帝虚弱之时，篡逆帝王之权？既然主教是人，位居高位之人若是不争权夺势
，岂不奇怪？以信仰为工具者，要时刻保持强力才能保证不被信仰所反噬。大时代下个人终将失败的
抗争，是千百年来悲剧故事的一大母题，皇帝尤里安也不例外。
49、法古还是革新？这是帝国中晚期交缠不休的两大议题，具体则体现在政治制度、基督教、蛮族关
系上。盐野女士在这些问题上或多或少地挟带上了结果论的想当然。另外，匈人与匈奴是否同源学界
存在着广泛争议，而书中将此混为一谈实属不可原谅，不知是翻译问题还是原文如此。
50、看完了，心塞。 。基督你赢了，世界成为你操纵的玩偶和待宰的羔羊。随你的胜利而来的千年黑
暗盛世，如你所愿。
51、第十四部要义：基督临，诸神灭。教堂起，神庙隳。古典之灵，泯于上帝之旨。尤利安以孤臣孽
子之身，力挽危局，期振国运百年之衰；托古改制，力复先贤千载文治。然则流星华华，难破长夜漫
漫，地火灼灼，岂焚大海汤汤。拳拳之心，终为泡影；赤子英魂，遗恨大漠。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
英雄泪满襟。
52、稳定真是一个国家持续下去的最重要的因素吗？看到君士坦丁之后的时代会有此疑问
53、我挺喜欢尤里安的⋯⋯
54、想来在基督教席卷天下大势已难逆的时代，“叛教者”尤里安的骂名实则是多么高的赞誉。
55、基督成了国教，主教凌驾于皇帝之上，帝国分裂成东西罗马帝国，这可能是特定历史发展的最好
选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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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人的故事 14》

56、体现作者强烈情感倾向的地方：对于基督教对罗马帝国的侵害，深恶痛绝
57、老眼昏花了，头好晕。叹着气看完，和《汉尼拔战绩》时期朝气蓬勃的寡头制罗马共和国相比，
罗马帝国太不争气了，垂垂老朽眼看就要咽气了。有个疑问：罗马帝国的统治模式相比于东方帝国真
的那么落后吗？
58、当基督教的大发展成为大势的时候，敢逆流而上对这一大势进行抗争的，就是悲壮的勇士。因而
，尤里安大帝以及人称“异教罗马古老荣耀的最后一把火”的男子馨马库斯就成为了最后的勇士。
基督教胜利了。连在元老院门口矗立近千年的胜利女神像也拆除了。把一切罗马希腊神话中的神封为
异教，除三位一体的天主教之外的所有基督教的其他解释封为异端，罗马帝国的皇帝也在大庭广众之
下跪在了米兰大主教的面前——再没有比这更大的胜利了。
但为什么这种胜利没有让我感到振奋？相反，读到那么多古罗马时期留下来的神殿神像被拆除打烂的
时候，我心里还有点淡淡的悲伤呢？
59、基督教在乱世获得复兴与胜利，并不正义。还是喜欢多神共存的古罗马，任何唯一都难免让人怀
疑其所宣称的正义与诚意。看到四世界末，古罗马正式分裂成为东西两大帝国，就有一种不复伟大的
悲伤与遗憾。这种由盛到衰的规律，是必然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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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人的故事 14》

精彩书评

1、迪奥多西经过洗礼后大病痊愈也算历史的转折点之一吧。对宗教坚信不疑的人大多源于重病康复
的经历。医疗无法解决病痛的时候，人们便寄希望于神明，而此时若是恰好病情得到了好转，病人便
会对神的作用坚信不疑。如果没有这件事的刺激，迪奥多西也不会坚定的执行排除异教徒的政策，更
不会受米兰主教的摆布，去下跪认罪，让君士坦丁当初引以维系独裁的基督教，反过来压制自己的世
俗权威。可谓人算不如天算。。。。。
2、看完罗马人的故事14 发觉作者其实很不喜欢基督教，或许是因为她喜欢的罗马文化就这样给基督
教毁了。同时今天看来一期《锵锵三人行》2013-8-5，发觉一个国家的兴衰是必然的，但过程和分支
却是偶然的，节目里面讲过朝鲜战争（抗美援朝）以后中国选择的分支。详细自己看节目。再比较罗
马帝国的兴衰，按照发展规律来看，凯撒是上升时期，奥古斯都算是巅峰，五贤帝之后慢慢走下坡。
而基督教则是加速下坡进程。。。。罗马的多元文化一直不喜欢基督那种极端，所以基督一直备受打
压。但偶然因素下，由于君士坦丁他妈信基督，而君士坦丁做了皇帝，所以基督有了登上舞台的机会
（而君士坦丁又足够长命，在位20年）。之后继位的尤里安，深知基督那种极端排外的弊端之后，开
始恢复罗马以往的多元文化，取消基督的特权。本来以为罗马文化还有机会延续下去。。。谁知道尤
里安短命。。。继位仅有19个月。死后，基督教又再次猖狂，之后继位的狄奥西多更是将基督定为国
教。看到基督掌权之后，罗马的塑像被毁和图书馆的被关，真是欲哭无泪～当信仰转变为宗教之后就
沦落为政治游戏，连内部所谓的三位一体派和阿里乌斯派也争起来由诸多因素导致基督的兴起，发展
至今。却由于时代的变化（所谓发展规律中的兴衰），当时曾经权威高于皇帝，但到21世纪也没以前
风光了。不知道，以后生物科技、科学的发展。对于基督这个所谓上帝造物的神话会产生什么影响呢
～还是不要宗教～寻找回最原始的信仰吧，宗教都不是什么好东西
3、很有西方人写史的风格：作者试图通过分析和阐述人的性格、环境对人的影响、历史背景来说明
一些问题。读起来不再是干巴巴的史实，而变得能看到其中活生生的人，有意思了。觉得罗马历史与
中国历史有共同的地方：曾经的辉煌、早期的勇敢、后期的奢侈、北方蛮族的入侵、上层人物的退化
、宫廷内斗、造反、虚伪、对自己灿烂文明的无情抛弃和破坏。基督教和儒家思想有的一拼，都是打
着冠冕堂皇的正义的旗帜、无情地把其他思想指为异端并予以无情打击，摧折了无数优秀的文明精华
，但自己反而成为令人发指的虚伪、贪婪、残忍的温床，又同时是思想控制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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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罗马人的故事 14》的笔记-第165页

        尤里安改革···得不到支持···当年年轻的耶稣对那些身处耶路撒冷大神殿之中，仍然一心
只想着做生意的同胞深感愤怒，一气之下将神殿中的摊位砸个精光。被犹太商人激怒的耶稣，与激烈
抨击安条克市民的尤里安，正好是差不多的年龄。

2、《罗马人的故事 14》的笔记-第157页

        哲学的精髓并不在于知识，而是思索。如同体操活络筋骨一般，思索锻炼人的头脑。换言之，哲
学就是让人们习惯于思考。只要习惯于思考，不管对象是哲学还是投机买卖，都能获得成功。也就是
说，哲学是个多面手。

3、《罗马人的故事 14》的笔记-第193页

        如果尤里安在位不是19个月，而是19年的话，之后的罗马帝国会变成怎样的一个国家。历史的走
向或许会因此而改变。罗马人或许不再认为做基督徒可以从中得益，而宗教也可能脱离现世的利益，
重新回到拯救人类灵魂的至高无上的存在。

4、《罗马人的故事 14》的笔记-第2页

                        

5、《罗马人的故事 14》的笔记-第222页

        罗马帝国溶解了。因为罗马人不是输给了基督徒，而是变成了基督徒。

6、《罗马人的故事 14》的笔记-第136页

        如果放任自流，官僚机构就会变得越来越臃肿。对官僚而言，没有比保住自己的地位更重要的事
情。与其他领域不同，官僚并不是通过提升自己的能力来巩固地位，而是采用了拉帮结派，换言之，
就是通过增加“寄生虫”的方式，来壮大自身的势力。因此，期待官僚主动进行内部改革完全是一种
妄想。官僚机构的改革，只有能够实施“强制服从”的人才能办到。

7、《罗马人的故事 14》的笔记-第75页

        ⋯⋯一神教的本质就是排他，基督教势力不断壮大的罗马帝国也因此逐渐走向排他化。

8、《罗马人的故事 14》的笔记-第224页

        以行动来证明自己思想的人，大多情况下是不会吐露心声的。

9、《罗马人的故事 14》的笔记-第104页

        如果把税制的认知看作是一种哲学的话，那么元首制时代的罗马人的税收哲学就是，“国家”根
据税收金额，办力所能及的事情，“地方自治体”尽地方政府之责，这两个“公家机关”不曾涉及的
领域，则交由私人打理。这个制度最好的例子，就是遍布帝国各地的罗马道路网。国家建设的道路
有8万公里，地方自治体建设了15万公里，由私人铺设的对外开放的道路则达7万公里，它们共同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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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罗马道路网。⋯⋯
正因为施行了“国家”、“地方”、“私人”三足鼎立的制度，罗马国家才能长期保持直接税10%、
关税5%、消费税或者说营业税1%的稳定税率。奥古斯都的税收哲学是制度简单明了、征收范围广，
但税赋轻，因此才能贯彻落实。
然而，从历史学家们称为“罗马帝国后期”的戴克里先皇帝时代开始，罗马帝国的税收制度发生了显
著的变化。所有的税种都由国家统管，税额也作了相关规定。地方自治体的功能只是按照中央的指示
向纳税人征税，再将所征收到的税金上缴国家机关而已。不仅如此，如果税金没有达到规定的金额，
地方议会的议员们还必须承担自掏腰包填补缺口的义务。因为完成中央下达的任务是地方官员的职责
所在。
⋯⋯官员们在皇帝要求弥补税收不足的压力下，自然地就会巧立名目，以特别税、附加税等名义另外
征税。
所以，罗马帝国后期的税收制度非但不是简单明了，反而日趋复杂，从广泛的薄赋变成了狭隘的重敛
。在这种税制下，个人还怎么可能积极地去参与公益事业？公益事业昔日之所以是国家经济三大支柱
之一，那是因为那些个人认为他们的成功源自社会所提供的机会，所以才会以捐赠的方式来作为报答
。用现代语言讲，就是回馈社会。无论是凯旋将军还是皇帝，甚至解放奴隶，曾经都有着同样的回馈
社会的理念。

10、《罗马人的故事 14》的笔记-第27页

        ⋯⋯这股宦官势力，较之其它的小圈子更具有强烈的排他性。虽然喜怒不言于表，但他们的内心
都充满了对健全男人的仇恨。这种情绪发展的结果，自然就会在组织内形成一种与憎恨互为表里的嫉
妒情绪。嫉妒容易演变为阴谋，为了自保而建立起的排他性组织，最终往往会变成间谍组织。

11、《罗马人的故事 14》的笔记-君士坦提乌斯

        君士坦丁大帝有三个儿子、四个侄子，儿子分别叫君士坦丁二世、君士坦提乌斯和君士坦斯。大
帝死后，将国土分成了五份，有三个儿子和两个大侄子分别统治。

在大帝的葬礼之后，君士坦提乌斯杀死了两个堂弟和两个叔叔，国土一分为三，由大帝的三个亲生儿
子统治。

君士坦丁二世觉得分配不公，向三弟君士坦斯宣战，结果战死，国土变为一分为二，有君士坦提乌斯
和君士坦斯统治。

十年后，蛮族将领叛乱，杀死了君士坦斯，君士坦提乌斯平定叛乱，再次一统罗马。

12、《罗马人的故事 14》的笔记-第165页

        其实，最高权力者应该很清楚，他从来都是批判的对象。对于无权者而言，批判是他们能够反击
的唯一手段。

13、《罗马人的故事 14》的笔记-第86页

        任何人都难免失败，但不是每个人都能够尽早地挽回失败。

14、《罗马人的故事 14》的笔记-尤里安

        基督教在罗马的兴起，是源于皇帝的个人喜好，还是整个社会的需要？从卡拉卡拉皇帝取消罗马
的户口限制开始，从将军政分离之后，罗马其实已经走向末路了。尤里安即使在位19年，灭的了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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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也救不了罗马的。

15、《罗马人的故事 14》的笔记-第48页

        追溯罗马的历史，可以发现统治者们在使用协助者时，通常会有以下两种不同方法：
一、如果第一次失败，还会再给第二次机会，并且发现对方的所长，给予发挥的机会。
二、只许成功不能失败，没有下一次。做不好即刻换人。尤其是罗马帝国后期的皇帝，统治手段趋向
东方君主专制国家，失败者通常都会遭处死。

16、《罗马人的故事 14》的笔记-第134页

        针对这些被统治者，新上任的统治者的应对策略大抵分为以下两种：
第一，在不刺激既得利益者的情况下，加强和巩固自己刚到手的权力。这种做法，换句话说就是妥协
。因此，之后也较难开展大规模的改革。
第二，获得权力后即刻实施改革，趁着既得利益者以及无利益者都还没搞清状况的时候，推出各种政
策并立即付诸行动。

17、《罗马人的故事 14》的笔记-第157页

        思索人生的真理是哲学，而思索赚钱的真谛，则是投机。

18、《罗马人的故事 14》的笔记-第89页

        尤里安的行动证明，想从阴谋的漩涡中脱身而出，选择堂堂正正地正面突破，大多要比察言观色
、步步为营来得更有效。

19、《罗马人的故事 14》的笔记-第47页

        像君士坦提乌斯这种生性怯弱的人，反而会有比常人更暴虐的一面。

20、《罗马人的故事 14》的笔记-第134页

        他们往往被简单地当作是一群“被通知者”，殊不知，这些人也有其高明的求生之道。

21、《罗马人的故事 14》的笔记-第92页

        绝对专制的弊害之一，就是臣子需要去猜测主子的心思。

22、《罗马人的故事 14》的笔记-第53页

        只有对自己充满信心的人，才能对他人保持公平。

23、《罗马人的故事 14》的笔记-第100页

        于是这位波斯的贵族说了下面这段话：当我想到创造出如此宏伟大业的人们，最终也不免一死，
心情总算平静了一些。

24、《罗马人的故事 14》的笔记-第9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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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战场上的输赢，往往不是哪一方人多，而是看谁能掌控主导权。

25、《罗马人的故事 14》的笔记-第51页

        要在严酷的现实中生存又能保持精神上的安定，关键在于是否能够创造一个远离现实、属于自己
的世界。

26、《罗马人的故事 14》的笔记-第136页

        与其他领域不同，官僚不是通过提升自己的能力来巩固地位，而是采用了拉帮结派、增加寄生虫
的方式来壮大自身的势力。因此，期待官僚主动进行内部改革完全是一种妄想。官僚机构的改革，只
有能够实施“强制服从”的人才能办到。

27、《罗马人的故事 14》的笔记-第25页

        不知道这是不是帝国末期的一个特征：对神灵的关注度不断提升，而对人的兴趣却日益消退。

28、《罗马人的故事 14》的笔记-第222页

        一个没有形成中产阶级层的人类社会，不但不健全，而且不能维持正常运作。

29、《罗马人的故事 14》的笔记-第114页

        罗马人在计划领土扩张时，始终将是否能够固守防线作为重要的判断标准。

30、《罗马人的故事 14》的笔记-第85页

        年轻人也最容易动摇，上一课还信心十足，下一刻就可能变得忐忑不安。

31、《罗马人的故事 14》的笔记-第51页

        要在严酷的现实中生存又能保持精神上的安定，关键在于能否创造一个远离现实、属于自己的世
界。

32、《罗马人的故事 14》的笔记-第208页

        所谓蛮族精神，就是相对于吃苦耐劳、辛勤劳作的生活方式，宁愿选择抢夺他人的财产，占为己
有。

33、《罗马人的故事 14》的笔记-第25页

        将军的战绩通常取决于他在率兵打仗前建立起的人际关系。而探究一个人青少年时期的生活，往
往有助于其成年后的人际关系。

34、《罗马人的故事 14》的笔记-第89页

        尤里安的行动证明，想从阴谋的漩涡中脱身而出，选择堂堂正正地从正面突破，大多要比察言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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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步步为营来得更有效。

35、《罗马人的故事 14》的笔记-第163页

        各种类型的仇恨中，近亲之间的仇恨最容易激化。

36、《罗马人的故事 14》的笔记-第47页

        像君士坦提乌斯这种生性怯懦的人，反而会有比常人更暴虐的一面。

37、《罗马人的故事 14》的笔记-第52页

        要在严酷的现实中生存又能保持精神上的安定，关键在于是否能创造一个远离现实、属于自己的
世界。

38、《罗马人的故事 14》的笔记-第136页

        对官僚而言，没有比抱住自己地位更重要的事情了。与其他领域不同，官僚并不是通过提升自己
的能力来巩固地位，而是采用了拉帮结派，换言之，就是通过增加“寄生虫”的方式，来壮大自身的
势力。因此，期待官僚主动进行内部改革完全是一种妄想。

39、《罗马人的故事 14》的笔记-第109页

        尤里安对责任的自觉性以及在履行职责的过程中所感受到的亢奋，可能是他取得成功的原因之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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