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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一本罗马帝国的怀古手册：罗马帝国倾颓现实的亲历者、拜占庭帝国帝王私库度支官和应诉官——佐
西莫斯，流传至今的惟一作品；
硕果仅存的非“正统”罗马史记：经过后世基督教史学家的正统化过滤，作为一名非基督徒，佐西莫
斯笔下的罗马史记具有毋庸置疑的史料价值。

本书为公元5世纪后半叶拜占庭帝国帝王私库度支官及应诉官佐西莫斯流传至今的惟一著作，叙述了
上起奥古斯都时代下至公元410年的罗马帝国的历史。

全书共六卷，其中有部分散失。
佐西莫斯在书中围绕两个主要问题展开论述：罗马帝国已经衰落；罗马帝国衰落的原因。
针对后者，佐西莫斯更是明确表示：在他看来，元首政治和因基督教取代传统祭祀而造成的传统信仰
的衰弱，正是国家走向衰败的原因。

佐西莫斯此立意，也正是新史的最大价值之所在：即，与其他经过后来成为合法性的基督教史学家的
“过滤”、“删选”而保留下来的史学作品相比，《新史》尽可能多的保存了流行于所谓“异教史家
”的说法和观点，也让后人得以更真切地了解所谓异教徒在罗马帝国末年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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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作者：（东罗马）佐西莫斯 译者：谢品巍佐西莫斯，大约生活于公元5世纪后半叶的拜占庭帝国，他
是传统宗教的捍卫者，非基督徒，官至帝王私库度支官及应诉官。
其所著《罗马新史》在著名文献学家、君士坦丁堡大主教弗提乌编写的《文献大全》中被评价为“虽
简洁洗练，但富有表现；虽纯洁无瑕，但不失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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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卷I 1 就在梅伽洛波利斯（Megalopolis）的波利庇乌斯（Polybius）打算将其身处年代的重大事件记
录下来的时候，他认为，据实书写下罗马人在建城之后的六百年里不间断地同周围民族进行战争，而
在那段时间里他们却未缔造起一个地域广袤的帝国，他这么写是合乎体统的。
罗马人那时征服了意大利的一隅，而当汉尼拔（Hannibal）前来侵袭，他们在坎尼（Cannae）落败之
后，又失去了这片土地，甚至还生生地目睹着敌人进逼到自己的城下。
然而就在经历上述事件之后，他们的事业取得了此番好运，以至于在区区五十三年的岁月里，他们不
仅君临意大利和整个阿非利加（Africa），而且同样征服了西边的西班牙。
即便这样，他们依旧被拓展疆域的欲望驱使着，从而越过了伊奥尼安海（Ionian），征服了希腊，毁
灭了马其顿（Macedonia），还俘虏了后者的王并把他带回罗马。
2 因此，任何人都不能将上述全部的进程仅仅归因于人的力量，而应当抑或归因于难以抗拒的命运，
抑或出于天体的运动，抑或出于眷顾着我们一举一动的神明的意志——当这些举动是出自正义的时候
。
上述这些以一系列因果事件左右着未来之事，因此它们必将呈现出特定的模式，而这就让智者揭示出
，人事的安排取决于某种神圣的天意。
其结果便是： 当我们灵魂旺盛的时候，我们就繁荣昌盛；反之，当灵魂匮乏占主导之时，我们就会衰
落到如现在一样的情形。
而我将通过事实本身来印证我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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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佐西莫斯(拉丁语名：Zosimus)大约生活于公元5世纪后半叶的拜占庭帝国，后人除去知道他是传统宗
教的捍卫者，且又官至帝王私库度支官及应诉官(comes et exadvocatus fisci，其中comes fisci，也有人译
作“圣库伯爵”)，别的信息就无从知晓了。
他仅有一部基本完整的历史著作《罗马新史》(也译成《新历史》)流传至今，所述者为上起奥古斯都
时代下至公元410年的罗马帝国的历史。
即便是这么一部出自非基督徒作家之手的作品，后来的著名文献学家、君士坦丁堡大主教弗提乌在编
写的《文献大全》里仍对它作出了如此的评价，称之“虽简洁洗练，但富有表现；虽纯洁无瑕，但不
失光彩”。
这样的评语直至1814年首度出版英文译本时，还印在了扉页后面作为赞语。
    在这部用希腊语撰写的史书中，佐西莫斯一开始就表明了自己的写作目的，即打算走一条和历史学
家波利庇乌斯截然相反的道路，也许正因为这个原因他才为自己的著作冠上“新”这个词。
前人波利庇乌斯生活在罗马人君临意大利及地中海的时代，为记下罗马人是如何走向繁荣昌盛的，因
而曾撰写通史四十卷。
到了佐西莫斯生活的年代，昔日的所谓繁华早已散去，帝国宇内蛮族肆虐、战乱不息，传统的信仰又
遭到了颠覆，用他的话说“罗马帝国逐渐走向衰败而成了蛮族的巢穴”，于是他的写作意图转而变成
了记下罗马人是如何在短暂的时间里走向衰落的。
    佐西莫斯一开头就用整整一段文字表明了自己的观点。
在对波利庇乌斯的通史进行再简单不过的概述之后，他便立即提出：“上述这些以一系列因果事件左
右着未来之事，因此它们必将呈现出特定的模式，而这就让智者揭示出，人事的安排取决于某种神圣
的天意。
当我们灵魂旺盛的时候，我们就繁荣昌盛；反之，当灵魂匮乏占主导之时，我们就会衰落到如现在一
样的情形。
而我将通过事实本身来印证我的话。
”这句统领全文的颇有些神秘的话曾被人拿来用以证明佐西莫斯是斯多葛主义者或更确切的是新柏拉
图主义者，因为我们确实在普罗提诺的《九章集》里找到过类似的提法：“万物都有星辰的预示，万
物都是根据原因产生的，但因果关系有两类；有些事情是由灵魂产生的，有些事物是由灵魂周围的其
他原因产生的。
”当然，佐西莫斯这样的表述也许是对前人已有概念的替代，譬如撒路斯特在史学名著《喀提林阴谋
》开篇里提出的“崇高的德行”，因而此处所谓灵魂旺盛和灵魂匮乏，从后面他注重历史人物和事件
的关系来看其实质内容大概就是古代历史学家常会关注到的个体层面上美德的拥有或丧失。
    接下去，佐西莫斯就必须围绕两个主要问题在书里展开全面而充分的阐释：第一，罗马帝国已经衰
败；第二，罗马帝国衰败的原因。
这就是他提到的所谓左右事件的因和果的关系。
    我们看到，佐西莫斯先是对古希腊和罗马共和时代的历史作一番极其简短的回顾，紧接着就抨击起
了元首政治，后人历来把这一段作为其铺叙之后的正式开场。
他写道：    现在，全部的国事都归于他一人之手了，他们未意识到，这就如同将全体人民的希望听凭
投出的骰子一样，而且还置整个广袤帝国于听命一位统治者的喜好和权威的风险之中。
这么说是由于，即便适逢以公正得法行其统治之君主，也不能让所有人都感到满意，因为他无法随时
眷顾到那些远方的臣民，也不能选出这样的下属：他们把背弃他的信赖当作耻辱，又或者对如此数量
而又不尽相同的人民进行统治感到得心应手。
另一方面，假如他不顾君主政治的约束，变成了一位暴君，既把政府引入混乱，又纵容极大的罪行、
容忍公正遭到出卖、如使唤奴隶一样地使唤臣民——当然会有一些例外的情况，但几乎所有的皇帝都
这么做了——那么统治者不受约束的权威势必会成为世界的灾难。
在这种情况下，阿谀奉承与攀附权贵之徒被那类皇帝当成了举足轻重之人而得以升迁至显要位置；同
时那些做事稳健又不张扬之人同阿谀奉承的生活行事格格不入，却只能抱怨自己享受不到同等的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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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市充斥着骚动与不安，而所有的军政部门都被授给那些意志不坚定的惟利是图者做了长官，如此一
来，就使得富足之人在和平时代得不到安乐的生活，士兵们在战争时变得士气低落。
    显然，佐西莫斯一开始就将原因归结为罗马的元首政治或君主政治，并用最浅显、纯粹的语言而非
哲学家式的文字“论述”了自己的观点。
接下去，便是一长串帝王生平的记载以印证上述观点，其中应注意到，为了突出主题，他只草草提及
了所谓五贤帝的记录。
直至述及帕尔米拉僭主泽诺庇亚覆灭时，他插入了大量的神谕征兆，由此神迹引出了一段针对传统信
仰的解释性的言辞：    只要罗马人祭祀不绝，天国就以这样的方式把对他们的眷顾展现了出来。
可是，当罗马帝国蜕化成一具蛮性十足的躯体，并走向覆灭的时候，我面对这样一个时代，就应指出
上述这些灾难的原因，以及对这些事件作出过预言的神谕。
    对此，有人或许会以为，佐西莫斯打断通篇历史叙述的顺序，给出这些神迹除去怀念在他看来是美
好的旧时的事物，无非只是为了阐述诸神的意志对人类之事的影响，正如他在开头提到的“眷顾着我
们一举一动的神明的意志”，这么想并不全面。
作为一位传统信仰的坚定捍卫者，他的目标必然是为了说明基督教取代传统祭祀是令国家走向衰败的
另一个主要原因。
正所谓，神迹背后反映的乃是传统的祭祀仪式，以及在他看来由传统信仰缔造起来的罗马一希腊文化
本身。
上述引文这一点或许并不明显，但到了第二卷，除去开篇一大段对罗马世纪庆典仪式来龙去脉的详尽
描绘，他还颇为肯定地强调：“只要有这些仪式，罗马帝国便能延续不绝。
”为了证明自己的论断，他引用了《西比林预言书》，紧接着，再次重申了自己的观点：    因此，正
如神谕确确实实说的那样，只要这些祭祀仪式按时举行，那么罗马帝国就能得到庇佑，亦能在寰宇之
内几乎每一片已知的土地上行使其权威；否则，一旦上述庆典遭到忽视(也就是自戴克里先隐退之后)
，帝国就走向了倾覆，甚至在不知不觉间蜕化到了野蛮的状态。
我道出的除了事实别无其他，为此我将按时间的顺序加以证明。
    显然，这样的观点直接源于他所谓异教徒的身份，至于史料的取材，则应当直接取自其借鉴的希腊
异教历史学家德克西普斯(Dexippus)、尤纳皮乌斯(Eunapius)，以及奥林匹多罗斯(Olympiodoms)的著作
，这已是定论。
于是，在后面的篇目里，佐西莫斯开始不停地插叙圣事，以及出自众神的非同寻常的神迹和预言。
无论后人把它当成古人固执的迷信，还是传统信仰对当时基督教成为合法信仰之后的回应，佐西莫斯
津津乐道于此，是不争的事实。
这本书中提到的奇迹有许许多多，具有代表意义的，有以下几则：    第一种，梦境式的，指奇迹出现
在梦境或幻境中。
当尤利安(背教者)同君士坦提乌斯开战之前，众神托梦给他：    在梦里太阳神显现身形，并把天上星
座指给他看，接着便道出了如下的诗行：    当木星行至高贵的水瓶座的边际，而    土星来到处女座的
二十五度星域时，皇帝    君士坦提乌斯，亚细亚之王，将在憎恶与悲惨中    结束其甜美的一生。
    第二种，有违常理式的，指奇迹的发生有违客观规律。
在帕尔米拉人的僭政行将覆灭之前，佐西莫斯插叙了下面的神迹：    在埃利奥波利斯和比布鲁姆之间
有处地方叫阿法卡，在那里有一座献给维纳斯的神庙，神庙旁边有一片类似人造蓄水池的池塘。
在那片与神庙毗邻的地区，每当人们在特定的时候聚集到那里，总能在空气中看到一团像灯火一样的
圆形火焰，甚至到了我们现在，它仍旧会出现。
过去前往那个地方的人总会将某件献给女神的贡品(或金银制的物品，亚麻、丝织的布料，或其他任何
珍贵的东西)放到池塘里。
如果女神接受贡品，那么东西无论轻重都会沉入水下，可如果她拒绝了贡品，那些东西则会漂浮在水
面上，不但布料那种材质的物体如此，即便像金银这种通常会沉下去的金属也会浮上来。
帕尔米拉人在他们覆灭的前一年，就在举行节庆的日子，聚集到了那里。
为了向女神表达敬意，他们向池子里放进了金银和布料，所有这些都沉入了池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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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下一年，就在同样的节庆日里，人们发现，这些贡品全部都浮上了水面，以这样的方式，女神对
将要发生的事作出了预言。
    第三种，象征式的，指奇迹的发生具有隐含的意义。
瓦伦斯皇帝在从东方赶去色雷斯的路上遇到以下奇迹：    就在途中，他们见到了一幕奇景：一具人形
的躯体一动不动地躺在路上，从头到脚看起来曾被鞭笞过，他睁着双眼，且无论谁靠近，他都会以目
视之。
虽被问到他是谁，从哪里来，又是谁这般严厉地打了他，可他却并未作答，于是人们把这一幕当成了
神启，并在皇帝路过的时候指给他看。
皇帝提出了相同的问题，可对方依旧保持着沉默，他既不能被当成活人，因为整个身子都是静止不动
的，不过又不能完全被当成死人，因为两只眼睛看起来仍完好⋯⋯这神启在瞬间就突然消失了。
在场的人无法理解这种现象，但是精于解释神谕的人却得出结论说，这预示着国家未来的状况：帝国
将会一直挨打、遭到鞭笞，就像一位垂死的人一样，直到被其长官及总督们的不当行为引向覆灭为止
。
如果我们把每一件事都考虑进去，这样的诠释确确实实不失偏颇。
    第四种，报应式的，指针对亵渎神明者的报复。
神明对提奥多西皇帝的侄女塞仑娜的惩罚：    老提奥多西镇压了僭主尤杰尼乌斯之后便来到了罗马，
那时他通过拒不向宗教活动拨给公共经费的方式让每一个人都渐渐疏离了神圣的祭仪，男祭司和女祭
司遭到了驱逐，神庙不再进行任何祭祀。
为了对众神进行取笑，塞仑娜提出想看看众神之母的神庙。
当她在瑞亚神像的脖子上发现绕有一样和这位神明相配的饰物时，便把这样东西从神像上取下来，戴
在了自己的脖子上。
当时一位上了年纪的妇女(她是维斯塔贞女中的最后一个)当面对她的渎神行径进行了斥责，塞仑娜不
仅厉声辱骂了她，还指令自己的随从把她给赶走了。
虽然老妇人走了，可她还是为此恶行诅咒了塞仑娜及其丈夫、子女受到应有的惩罚。
塞仑娜未注意到什么，还是一边夸耀着自己的饰品一边出了神庙，不过后来她时常在梦中以及醒着的
时候看到幻景，对她发出死亡正在逼近的警告，而别的许多人也都目睹到了相同的景象。
正义女神决心通过实施恰当的惩处来报复渎神之罪，结果塞仑娜即使知道会发生什么，也没有采取防
范，这个戴过女神饰物的脖子被套上了绞绳。
    佐西莫斯不厌其烦地记下这一幕幕神迹，看似在波澜不惊地追忆美好而幸福的古代，并时而对悲惨
的现实寄托早已远去的希望，正所谓“我们这一代人不曾得到过一丝一毫来自上天的眷爱”。
实际上正如我前面提及的，他对神谕奇迹的种种描述，并将诸神的意志加到历史人物和事件之上，这
更像是对基督教“奇迹般”崛起的一种回应。
    意大利历史学家莫米利阿诺(Momigliano)曾在“公元四世纪异教及基督教历史编纂法”(Pagan and
Christian Historiography in the Fourth Century A．D)一文中提到，公元4世纪基督教在罗马确立了合法性
之后，早期教会史家怀着胜利的决心或说胜利的愤怒开始编撰教会的历史。
面对咄咄逼人的基督教的攻势，所谓异教历史学家们在之后的岁月里所能流传下来却只有概
述(Epitome)或简史(Brevimium)这样的泛泛之作，以及阿米阿努斯(Ammianus)这样的完全秉承古代政治
军事史家传统的长篇巨作。
从当时流传下来的作品来看，后人并不能在异教历史学家中找到对早期基督教史家的有力回应，他们
更像是在闭门造车，并对基督教史家之事不闻不问。
但这绝对不代表当时就没有任何异教历史学家对此作出过回应，因为有一些作家的作品(比如上文提到
的德克西普斯、尤纳皮乌斯和奥林匹多罗斯的著作)没能流传下来，而这类针对教会史家进行回应的著
作还必须经历中世纪抄写员之手，它们的命运可想而知。
幸运的是，我们还能看到佐西莫斯这部历史书，虽然其年代比4世纪晚了近一个世纪，但至少尽可能
多地保存了当时流行于异教史家的种种说法，也让后人更真切地了解到了所谓异教徒在罗马帝国末年
的观点。
    佐西莫斯对基督教的不屑与控诉除去借用上述种种来自天国的奇迹之外，在其他地方也是不遗余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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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请特别注意他在提及君士坦丁大帝改宗时所用的描述，他认为君士坦丁是因为传统信仰无法替他赎去
一身的罪恶而受到某个人的蛊惑，认为基督教能让自己“在转瞬之间就能从背负一身的全部罪恶中得
到解脱”，才去信仰它的。
这无疑是对君士坦丁本人乃至基督教信仰的嘲讽。
与之相反，当佐西莫斯写到异教皇帝尤利安(背教者)时，却是把一切美德都加在了他的身上，既把他
当成了勇略超过亚历山大、智慧胜过马可·奥勒利乌斯的难得一见的贤主，甚至还用对比的手法，以
突出基督教皇帝君士坦提乌斯的残暴来表现尤利安的贤明。
诸如此类的描写，书里还有一些，在此就不一一列举了。
    佐西莫斯的《罗马新史》全著一共分为六卷，其中第一卷末尾至第二卷开头部分散佚，涉及的历史
基本为戴克里先时代，而第六卷只剩下开头部分，直至哥特人首领阿拉里克进攻罗马，及罗马城的僭
主阿塔鲁斯被杀戛然而止。
其余的地方则几乎是完整的。
弗提乌大主教的评价较为中肯，整部著作文风简洁质朴，但不乏情感流露——特别是通篇都流露着对
罗马传统文化丧失(在他看来是被蛮族同化)的痛心。
译者为了保持译作的连贯性，便以尤特罗庇乌斯的《罗马国史大纲》里的相应篇目来填补第一、第二
卷之间的缺文，至于第六卷篇末的缺文，则直接采用了1814年英译本最后的补记。
    佐西莫斯的著作至今一共有三种英文译本。
1814年在伦敦出版的佚名译者的本子虽然是首个英译本，对学界影响也较大，而且整体上读上去尚较
为通顺，不过该译本被普遍指责太过天马行空，随意添文减字的地方比比皆是。
1967年由美国圣安东尼三一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本子是英语世界的第二个译本，译者是詹姆斯·巴赫
曼(James J．Buchanan)及哈罗德·戴维斯(Harold T．Davis)，该本仍被有些人指责不忠于原文。
于是就有了1982年在悉尼出版的最近的译本，译者是罗纳德·瑞德雷(Ronald T．Ridley)，该书以忠实
原文、评述翔实著称，是目前学界公认的权威译本。
    本汉译本依照的就是1982年的瑞德雷译本，此外由于是从英译本转译，为确保译文质量，译者还找
到了当年影响较大的1814年英译本，以及该书最早的拉丁文译本雷乌克拉维(Leunclavius)译本作为参考
之用。
凡在翻译中，出现困惑的地方，译者就一律查对另外两种译本进行确认，而如果三种版本相互出现了
矛盾，译者也会一并在注释中列明。
此外，还要说明的是，瑞德雷译本是评注本，其注释极为详细，甚至超过了正文。
其中一些对原文内容进行补充的注释对于读者来说是非常有用的，因而这类注释译者一律照搬沿用，
其中称引的著作名缩写，原书并未给出其完整书名，除去个别实在无法查找到的，译者也在其首次出
现的时候将完整书名列出了；当然还有一些注释或仅仅列出所引的著作名缩写和章节号而无进一步的
阐述，或是对注释的文字进行再诠释而与原文内容相去甚远，或是对下文内容的说明而根据一般规律
却无需在上文注出，对于这些注释，译者便不在此汉译本里注出。
再者，由于该书是以汉译本的形式发表，为了便于理解，译者还增加了一些针对罗马文化和地理的注
释，以及两幅地图，希望这么做能为大家带去方便。
    为使读者能够方便查对和引用，译者保留了原书的章节和章句编号，自然段则一律按照原著的章节
编号进行分段。
书后的专名(如地名、族名、物名等)、人名对照表亦为译者所加，其旁列出了该词在文中首次出现的
章句编号。
    本译本的部分篇目曾在“海国图志”系列丛刊上发表过，当时由于仓促发表，未考虑到所依据的版
本问题，译文当中存在许多问题，现在趁此单行本出版之际，我也为能获得一个改正错误的机会而感
到欣喜。
在此我要感谢促成此译著出版的林国华先生，以及无偿为我提供瑞德雷译本影印件的、我的拉丁语老
师、意大利人白思凡博士(Stefano Benedetti，Ph．D)。
此外还有《西方史学史》教材的编写者、复旦大学的张广智教授，以及《拜占廷帝国史》的作者、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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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大学的陈志强教授，他们的著作都曾介绍过佐西莫斯这位历史学家及其作品，是他们的书让我注意
到了这位历史学家。
我还要感谢在翻译过程中为我提供各种帮助和鼓励的诸位亲人、同事，以及好友，特别要提到浙江大
学哲学系的应奇教授，他在读到发表于“海国图志”丛刊上的译文后，第一时间就向我提出了建议，
相信没有他们我就一定无法完成这本译作。
当然，一方面鉴于我的资历尚浅，另一方面，人的能力总是有限的，译文当中肯定还会有一些不尽人
意的地方甚至错误，如有读者发现其中存在不当之处，还望能及时提出批评，以便让我能有更正的机
会，在此我也先一并谢过。
    谢品巍    pinweixie@hot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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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罗马新史》编辑推荐：1.一本罗马帝国的怀古手册：罗马帝国倾颓现实的亲历者、拜占庭帝国帝王
私库度支官和应诉官——佐西莫斯，流传至今的惟一作品；2.硕果仅存的非“正统”罗马史记：经过
后世基督教史学家的正统化过滤，作为一名非基督徒，佐西莫斯笔下的罗马史记具有毋庸置疑的史料
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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