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古往今来，无数历史名人成就了惊天动地的不世伟业，留下了可

歌可泣的千古传奇，或咏叹了大千世界的悲欢离合，或展现了迷离人

世的世态炎凉。因为他们的出现，所以人类的历史才被演绎得奇丽壮

阔和丰富多彩。但是，在他们共同写就人类辉煌壮丽的历史乐章、绘

成多彩斑斓历史画卷的同时，也给后人留下了无数难以破解的历史奇

谜。每个历史未解的背后无不隐藏着一个震动古今的重大历史事件，

无不关涉历史走向，但因年代久远或史料缺乏等原因而湮没于往昔的

沧桑岁月，其真相已披上一层光怪陆离的外衣，极富传奇与神秘色彩。

直至今天，它们仍散发着永久的魅力，像磁石般吸引着人们的好奇的

目光，并刺激着人们探究其庐山真面目以正本清源的强烈兴趣。极大

地激发着人们探索未知世界的好奇心和求知欲。 

  



 

 

目 录 

居鲁士是否战死疆场 ................................................................................... 1 

古罗马政治家苏拉退隐 ............................................................................... 4 

古罗马皇帝提比略长期自我放逐 ................................................................ 6 

古罗马皇帝尼禄的生死 ............................................................................. 10 

罗马“傻子”皇帝克劳狄 ......................................................................... 13 

恺撒被刺 .................................................................................................... 15 

拿破仑死因 ................................................................................................ 16 

亚历山大一世驾崩 ..................................................................................... 19 

伊凡雷帝猝死 ............................................................................................ 23 

路德维希二世 ............................................................................................ 25 

林肯被刺的背后隐秘 ................................................................................. 29 

麦金莱遇刺 ................................................................................................ 33 

前苏联政治家基洛夫死因 ......................................................................... 37 

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枪杀 ......................................................................... 41 

希特勒 ........................................................................................................ 44 

巴顿将军车祸 ............................................................................................ 48 

甘地遇刺 .................................................................................................... 54 

肯尼迪遇刺 ................................................................................................ 59 

法国前总统密特朗 ..................................................................................... 64 

托洛茨基死亡 ............................................................................................ 70 

哥白尼头骨 ................................................................................................ 72 

牛顿精神失常 ............................................................................................ 76 

天文学家托勒密 ......................................................................................... 82 

达尔文终生患病 ......................................................................................... 84 

诺贝尔未婚 ................................................................................................ 87 

爱迪生耳聋 ................................................................................................ 89 



 

 

爱因斯坦大脑 ............................................................................................ 91 

苏格拉底死因 ............................................................................................ 96 

莫扎特死因 .............................................................................................. 100 

童话作家安徒生 ....................................................................................... 104 

音乐大师贝多芬猝死 ............................................................................... 109 

凡·高死因 .............................................................................................. 111 

托尔斯泰晚年离家出走 ........................................................................... 113 

普希金死亡 .............................................................................................. 115 

日本作家川端康成自杀 ........................................................................... 119 

叶赛宁死因 .............................................................................................. 123 

哈特谢普苏特遗体下落 ........................................................................... 127 

埃及艳后死亡 .......................................................................................... 129 

伊丽莎白女王终身不嫁 ........................................................................... 132 

英迪拉·甘地遇刺 ................................................................................... 135 

茜茜公主热爱大诗人海涅 ....................................................................... 138 

叶卡捷琳娜二世登基 ............................................................................... 140 

斯大林夫人死因 ....................................................................................... 142 

珍曼·丝菲死因 ....................................................................................... 143 

梦露离奇毙命 .......................................................................................... 147 



1 

 

居鲁士是否战死疆场 

居鲁士大帝（约公元前 559—前 530 年在位）是古代波斯帝国的

缔造者。他所创建的国家疆域辽阔，从爱琴海到印度河，从尼罗河到

高加索。在铭文中，他骄傲地说：“我，居鲁士，世界之王，伟大的

王。” 

传说，居鲁士是米堤亚国王阿斯提阿格斯的孙子。在居鲁士出生

之前，阿斯提阿格斯做了一个梦，说他的孙子有一天会推翻他，于是

国王就下令：等这孩子一降生就把他杀掉。但是被吩咐承担这项杀婴

工作的官吏不忍心做这样血腥残酷的事，就把婴儿交托给一对牧羊人

夫妇，告诉他们把婴儿弄死。牧羊人夫妇也不忍心杀死孩子，于是就

把他当做自己的孩子来抚养。最后当孩子长大成人后，真的推翻了国

王。 

米堤亚人和波斯人在血缘和语言上都密切相通。由于居鲁士保留

了米堤亚人的大多数法律，也保留了许多行政管理方法，因此米堤亚

人的胜利与其说是要征服外国，倒不如说是要改朝换代。 

但是居鲁士很快就暴露了他要征服外国的野心。他的第一个目标

是小亚细亚的里底亚帝国，该帝国的国王是克里萨斯，传说是一个大

富翁。居鲁士的铁是克里萨斯的金所不能抵挡的，公元前 546 年，居

鲁士征服了里底亚帝国，使克里萨斯成了他的阶下囚。 

随后居鲁士就把注意力转向了东方，经过一系列的征战，征服了

整个东部伊朗，并把其并入他的帝国。公元前 540 年，波斯帝国向东

一直蔓延到印度境内的印度河畔和中亚的查克隆提（今色尔河）河畔。 

由于无后顾之忧，居鲁士又把精力集中到最有价值的争夺目标—

—富饶的巴比伦帝国上，巴比伦帝国的君主纳博尼都斯不得民心。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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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鲁士军队发动进攻时，巴比伦军队不想进行无济于事的反击，公元

前 539 年，巴比伦一羽未发就向居鲁士面北称臣。当时叙利亚和巴勒

斯坦也属于巴比伦，所以都被划入居鲁士所控制的版图。 

居鲁士显然是一位有军事才能的将领。但这只是他的一个方面，

也许更显著的方面是《居鲁士石柱法典》所体现出来的宽厚仁慈的统

治特征。他击败了企图谋害他的外祖父，但却让他和自己住在一起，

颐养天年。他打败了和波斯世仇的米堤亚帝国，但仍把米堤亚国王当

作一个帝王对待，对国王的忠告言听计从。他征服了巴比伦，在这里

他的宽容达到了古代世界的顶峰，他严令军队不许扰民，尊重当地的

风俗习惯、宗教信仰。更难能可贵的是，他还把历代巴比伦国王掳掠

来做奴隶的各民族的人释放，并派军队护送他们回故乡，并以人力物

力支援他们重建他们的家乡和文明。居鲁士大帝是他那个时代的奇迹，

是一位绝对令人佩服的君主。 

居鲁士取胜之后，继而花费了几年的功夫来巩固他的统治，重新

组织他的庞大帝国。随后他又率军向东北进发去征服马萨格泰人。马

萨格泰人是居住在里海东岸的中亚地区的一些游牧部落。波斯人在一

次小规模的初战中告捷，但是却在公元前 529 年进行的另一次战斗中

败北，居鲁士战死沙场。 

但居鲁士最后究竟是怎样死去的，却始终是个历史。据古代希 

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的记载，居鲁士在占领巴比伦之后，转而向

西北进军，试图降服中亚的游牧民族。希罗多德说，这是“蛮人”

（非希腊人）所进行的“最激烈的一次战争”。波斯军队大部分战死，

居鲁士本人也战死在疆场。战斗结束后马萨革泰女王托米丽斯为报子

仇，用革囊盛满人血，然后在波斯阵亡者的尸体中间找到居鲁士的尸

体，将其首级割下放在她那只盛血的革囊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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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巴比伦僧侣贝洛苏斯关于巴比伦的历史著作，居鲁士是在同

斯基芬人达赫部落作战中阵亡的。希腊作家克捷西的《波斯志》则认

为，居鲁士最后的一次战斗是反对印度边境上的德比克人。克捷西说，

德比克人的国王阿摩拉欧斯同印度人结盟，其军中有大象。印度人站

在他们的一边。在这次战斗中，一位印度人用矛刺中了居鲁士的肝脏。

3 天之后，居鲁士便因此致命的创伤而死于波斯军营中。另一种说法

则根本否认居鲁士是战死的。色诺芬在其所著《居鲁士的教育》中，

就曾说居鲁士在首都自己的家里“和平地终其天年”。 

鉴于以上种种互相矛盾的说法，近代以来，学者对希罗多德关于

居鲁士的最后出征及死亡情况的描述，大多持不同程度的怀疑态度。

居鲁士究竟是战死疆场，还是“和平地终其天年”？如果说是战死的，

那么又是同谁作战时阵亡的？看来，这仍是历史的悬案。 

 

 

 

 

 

 

 

 

 

 

 

 



4 

 

古罗马政治家苏拉退隐 

谁不想拥有最高的权力，谁不想处万人之上，君临天下？然而，

古罗马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苏拉在夺得最高权力以后却又自愿放弃。

他的突然引退，一直是千百年来人们感兴趣的问题。 

公元前 138 年，苏拉出生在古罗马的一个破落贵族家庭。他自幼

喜爱文艺，善于交际。30 岁之后，他时来运转，经济状况大为好转，

战争中机缘巧合使其成为民族英雄，50 岁时，他在元老院的支持下

当选为执政官，后又经过与马略的两次斗争，终于建立了他的独裁统

治。苏拉为了终身掌握国家的最高权力，不惜践踏民主传统，强奸民

意，威慑元老院，最后终于取得终身独裁官职位，集军政财权于一身。

苏拉为了确保自己的终身独裁统治，进行了种种“宪政改革”。他取

消了民众大会的否决权，削减了保民官的权限，把自己的大量亲信安

插在元老院。 

可是，令人不解的是，苏拉在取得终身独裁统治权的第 3 年突然

宣布辞职，最后竟以一个普通公民的身份到他的一座海滨别墅隐居。

他曾经为争夺最高权力赴汤蹈火，甚至不惜以道德的堕落、国家的灾

难和人民的生命为代价，而现在，正当他的权势如日中天的时候，他

却自愿放弃了这种最高权力，这是为什么呢？ 

至于引退的原因，苏拉本人没有说。据说，当他决定放弃他的权

力时，曾在广场上发表过一次演说。他在演说中提出，如果有人质问

他的话，他愿意说明辞职的原因，可是，在那种情况下，绝不会有人

敢冒着生命危险去质问他。辞职以后，一个青年曾当面辱骂他，苏拉

竟然默默忍受了这个青年的辱骂，但他说过这样一句话：“这个青年

将使以后任何一个掌握这个权力的人都不会放弃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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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苏拉本人并没有说明引退的原因，人们纷纷猜测。有人说他

在 3 年独裁统治后还政于民是明智之举；有人说他是由于改革无望而

激流勇退；有人说是他在满足权力欲望后厌倦战争、厌倦权力、厌倦

罗马而向往田园生活；更有人认为是他患了严重的皮肤病，无法亲理

朝政而无可奈何地放弃了政权。 

虽然说人生的价值在于过程而不在于结果，虽然说要只问耕耘，

不问收获，但苏拉由一个权力狂一下子转变为笑观花开花落的隐士，

这其中的滋味只有他自己才能体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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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罗马皇帝提比略长期自我放逐 

公元 26 年仲夏的一天，天刚蒙蒙亮，一队约有 10 多个人的小队

伍匆匆忙忙地离开了罗马城，走在人群最中央的便是如日中天的皇帝

提比略。当时的占星术士说，从提比略离开罗马时行星相互的位置来

看，他是绝不可能再回来的，还有人宣称他不仅不会回来，而且不久

就会死在外面。除了第二个预言的时间不太准之外，这两个预言都神

奇地应验了！谁也没有想到皇帝的这次出行竟真的会成为和罗马城的

永别。 

离开罗马的皇帝并没有像占卜师预言的那样很快死去，也许是他

命不该绝。有一次他们在一个山洞吃饭的时候，洞口的岩石突然塌陷

下来，压死了一些仆人，近卫军长官谢雅努斯不顾个人的安危，全身

地跪伏在提比略的身上，使他幸免于难。 

但 11年后，他还是死在了那个地方。 

提比略生于公元前 42 年，是罗马帝国的创建者屋大维（即奥古

斯都）的养子。他 9 岁丧父，母亲改嫁屋大维，他也开始生活在皇帝

的身边，15 岁时就曾跟随屋大维到高卢视察前哨阵地，22 岁时初次

指挥战役，夺回了多年前罗马军团失去的几面旗帜，从此开始声名大

震。他不仅以常打胜仗出名，更是以体恤士兵著称，因而得到了人们

的爱戴。提比略登上皇帝的宝座也并非一帆风顺，屋大维最先选中的

是大将阿格里巴，但阿格里巴不幸死在战场上了；然后把提比略收为

养子，但实际上平日里最器重的却是提比略的弟弟德鲁苏斯，可弟弟

又不幸少年夭折。为了达到能成为帝国领导者的愿望，提比略被迫与

已经怀孕的妻子离婚，娶了屋大维寡居在家的女儿朱莉亚为妻。朱莉

亚嫁给提比略的时候，还带来了和死去的前夫所生的两个儿子，日后

他俩也成了提比略的有力的竞争对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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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大维在他的两个外孙渐渐长大的时候，就开始慢慢疏远提比略，

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外孙盖恩斯和卢西乌斯身上。提比略一气之下

离开罗马城。公元 2 年和 4 年，屋大维钟爱的两个外孙相继死去，德

意志和高卢等地又发生了叛乱，屋大维紧急召回了提比略，并立即派

他去镇压叛乱。提比略经过 5 年的艰苦战争，终于平定了叛乱。当他

当上罗马皇帝时，已经是一个 55岁的老人了。 

实际上从公元 21 年起，提比略皇帝就经常而且长时间地离开罗

马城外出隐居。在他隐居期间，曾数易住所，他在米塞努姆海角的一

座别墅里待过，也在阿米克莱湾（今意大利的特腊契纳湾）和安狄山

（今意大利丰迪山）之间的一个叫洞窟的别墅里暂住过，但待的时间

最长的则是位于康帕尼亚海岸的卡普利埃岛，这里多是罪犯流放地，

而且有下述特征：（1）地理位置优越，交通方便；（2）风景如画，

气候宜人；（3）常人难以接近，宁静而安全。 

在隐居地，提比略通过书信控制国家政治。据苏托尼乌斯说，提

比略皇帝“在他整个隐退期间，他只有两次确实想返回罗马，一次是

在一艘三桨船中航行到了靠近人工湖的花园，在台伯河沿岸第一次设

置了一个警卫以防止那些出来接近他的人们（时在公元 32 年）；另

一次是在阿庇安大道上回走远达第七个里程碑（离罗马不足 6.4 公里，

时在公元 33 年），但他仅仅在遥望了罗马的城墙后便返回了，而没

有接近罗马城。 

第一次是由于一些不明的原因，第二次是由于对一个预兆的恐

惧。” 

公元 34 年，提比略到了图斯库鲁姆，但并没有进入罗马城。此

外，他还时常独自漫游到罗马城郊，多次站在台伯河边长久凝视罗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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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而且好几次就站在城墙脚下，罗马城近在咫尺，但他却没有进去。

就这样孤身一人地住在卡普利埃岛直至死。 

由于提比略长期隐退，离群索居，与世隔绝，因此在他生前关于

他的生活，包括衣、食、住、行等各方面均披上了一层神秘的疑云。

罗马史学家塔西佗认为，提比略隐退且自我流放的原因有二：一方面

是出于谢雅努斯（提比略手下一员大将）的阴谋，但考虑到这样一个

事实，即谢氏被处死后，他同样离群索居达 6 年之久；故另一方面怀

疑是出于己意，“目的是想借此来掩盖由于他的行动而昭彰于世的残

酷和淫乱。” 

这是经过深思熟虑和下定决心才实施的。苏托尼乌斯则以为是由

于提比略的儿子分别不幸在叙利亚和罗马死亡所致，他想独自一人静

一静。狄奥对提比略自我放逐的原因则只字未提，而是一笔带过。相

关的另一种说法是：在提比略老年时，对自己的外貌也特别敏感。他

长得高，肩部下垂，却又瘦得出奇，脑袋上一根头发也没有，满脸又

都长着脓疮，经常涂着各种各样的膏药。当他隐退到罗得岛时，他习

惯于不和人们见面，而只是自己偷偷地享乐。 

与前述截然不同的是，提比略是由于他母亲专横的性格而被迫出 

走的，他不能容忍他母亲同他平分秋色，共掌大权，但又不可能

把她除掉，因为他的政权正是从她手里取得的。但此说同第一种类似，

同样存在着一个无法解释的现象：皇帝的母亲优里娅·奥古斯塔是公

元 29 年死的。这是在他隐退的第 3 年，如此说来，剩下的 8 年同样

无法解释。 

总的来说，古代人对提比略皇帝自我放逐的原因侧重于他的体质

弱点和伦理道德方面，而近现代史家对此的看法和猜测则偏重于社会

和政治方面的考虑。苏联史家科瓦略夫认为，“早在公元 26 年，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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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态的对人的厌恶和谢雅努斯的劝说的影响下，提比略离开了罗马。”

约翰·皮尔苏·维安、狄克里和瓦尔顿也持同一观点。狄雅可夫则认

为，“若干经常的恐惧，提比略感到无法再在被惊慌所笼罩的城市里

住下去。”爱德华·恃·萨尔蒙的观点更为新奇和明确：提比略的目

的可能是，“第一，使他的继承人可以获得经验，第二，为了逃避阿

格里帕那的对一个自然海岛堡垒的密谋。”上述说法中得到古代文献

资料证明的只有谢雅努斯的影响和皇帝自己的害怕这两点。为了躲避

共和派元老贵族对 

自己的暗算和人身攻击，提比略自我放逐是出于安全的考虑，这

是一个不可低估的因素。他本人特别喜欢卡普利埃岛，主要是因为这

里的地形优势。据说，“这个岛特别吸引他的是因为它只能通过一个

小海滨才能接近，它的四周被深海和陡峭的悬崖峭壁所环围。”即便

是躲在这个岛上，皇帝本人的内心仍惴惴不安，这在公元 30 年他给

元老院的信中典型地反映了出来。 

上述种种说法只不过是猜测与推断而已。那么，提比略为何要长

期自我放逐？为什么时常感到心虚和害怕？古代文献资料中并未看出

暗杀或刺杀等记载。皇帝为何病态般地讨厌别人？他患有什么病？这

一尚未解决的历史悬案还在吸引着大量的中外史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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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罗马皇帝尼禄的生死 

尼禄，古罗马皇帝，在历史上以暴君闻名，他甚至谋杀了他的母

亲，而罗马大火后，尼禄指控基督教徒焚烧了罗马，并对他们进行大

肆镇压，可能这才是后来欧洲基督教世界指责他为暴君的真正原因。 

尼禄垮台后，出于对迫害者尼禄的恐惧，一部分基督教徒相信尼

禄没有死去，而且还会回到罗马来的，《新约·启示录》就表现了这

样的观点。《启示录》说有一头野兽“因伤致死，但是它的致命伤又

治好了，而全世界都惊异地跟在这野兽后面”。他是这样一头野兽

“你所看见的兽先前有，如今没有，将要从无底坑里上来……”，

“在这里有智慧、凡有聪明的可以计算兽的数目，因为这是人的数目，

他的数目是六百六十六”。而尼禄（nero）在希腊语中是 N e r o 

n ，希腊人通常称他为“Neroncaesar”；在希伯莱语中，这个名字

就被拼成了“NronKsr”，这七个字母分别代表 50、200、6、50、

100、60、200 这几个数，它们的和恰好就是 666，于是人们认为尼禄

就是《启示录》中所提到的那只兽。这只兽受了致命伤，人们认为他

死了，但是他的伤又好了，而全世界都跟在这只兽的后面，也就是说

尼禄受了伤，但是它的伤好了，还会回来的。 

《启示录》的作者还说“又是七位王，五位已经倾倒了，一位还

在，一位还没有到来。他来的时候必须暂时存留。那先前有如今没有

的兽就是第八位，他也和那第七位并列”。尽管今天人们将《启示录》

归之于圣约翰的名下，但其真正的作者是谁已不可考证，但是成书年

代应该是加尔巴统治时期，这样所谓的七王中倾倒的五位就是奥古斯

都、提比略、卡利古拉、克劳迪乌斯、尼禄，一位还在就是指伽尔巴，

那只兽即指尼禄。《启示录》中的记述反映了当时人们特别是基督徒

对尼禄生死问题的担心，而且确实有人自称尼禄，并险些进攻罗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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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史家对尼禄的覆灭有比较详细的记述，文代克斯发动叛乱后，

尼禄一开始并没有把这件事看得很严重，他照常地观看比赛、宴饮，

而且这位皇帝并没有安排任何平叛措施，直到文代克斯接二连三的檄

文，特别有一篇骂他对艺术一窍不通时，这位对艺术很有造诣的皇帝

才气急败坏地向元老院写信敦促他们采取行动。 

尼禄此后的行动变得积极起来。他首先罢免了两位执政官，自己

包揽了两位执政官的职位，并宣布要进行远征，但是他的所谓远征准

备竟然是准备大量的舞台道具。这时加入叛乱的军队越来越多，维尔

吉尼乌斯也宣布放弃效忠，同时伽尔巴被拥戴为皇帝，尼禄变得惊惶

失措，他携带着一盒毒药逃到了乡下的一座别墅，准备从这里坐船逃

到埃及。因为他认为在那里他可以凭着“小小的艺术才能维持生计”，

但是他的近卫军认为这么做很荒唐，一位军官甚至说：“难道死真这

么难吗？”可是这位皇帝显然还不想死，他回到卧室开始写演讲词，

准备乞求人民的帮助。可是近卫军开始传说皇帝已经抛弃他们逃往埃

及了，于是也放弃了对尼禄的效忠。在别墅中尼禄发现周围的护卫和

仆人都已逃走，好在还有一个忠仆帮助尼禄连夜逃到自己的家中。到

了第二天，元老院已经宣布尼禄为暴君，并下令搜捕他。尼禄听到这

个消息，终于下定决心自杀了，他用匕首插进了自己的咽喉，这时一

个军官冲了进来，并尽力为他止血，尼禄对他说：“太晚了，这就是

你的忠诚吗？”于是尼禄就这样死去了。 

可是几乎随着他的死去，人们开始怀疑尼禄并没有真的死去。有

人说尼禄被火化时身上盖着布，没有人能确定担架上的尸体一定是他，

有人说那个军官成功地对尼禄实施了急救，后来将他送往了东方。事

实上尼禄被废 6 个月后，就有人自称尼禄，并在希腊进行活动，后来

被罗马军队诱捕并杀害了。但是 20 年后，在小亚细亚又有人自称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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禄到帕提亚进行活动，不过后来被认为是个骗子，而被交给了罗马当

局。 

当然历史上类似这种死而复生的传说数不胜数，但都反映了人们

的心态。基督教徒出于对尼禄暴行的恐惧，担心尼禄还会回来，可是

还有一批罗马公民希望尼禄能够回来，继续执政。所以从尼禄死后的

情况来看，尼禄是不是真正的暴君还有待更深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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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傻子”皇帝克劳狄 

古罗马帝国皇帝克劳狄（公元前 10 年—前 54 年）是罗马历史上

唯一一个以“愚钝”闻名的皇帝，其父亲是罗马行省高卢的首府——

鲁恩的总督，名叫德鲁苏斯。克劳狄在童年和少年时期常患疾病，无

情的病魔不仅损害了他的健康，毁坏了他的外貌，而且影响了他的智

力和思维的正常发育。旁人对他常投以歧视和冷眼，其母亲也看不起

他，在讥讽或挖苦愚蠢之极的人时，他母亲常用的口头禅便是：“比

我儿子克劳狄还傻。” 

可就是这样一个常被人取笑开心，饱尝冷眼歧视而默默无闻地度

过了 51 个春秋的“傻老头”——克劳狄竟时来运转，登上了罗马皇

帝的宝座。 

公元 41年 1月 21日，克劳狄的侄子、罗马帝国皇帝盖乌斯被近

卫军在皇宫里刺杀。当时已经 50 多岁的克劳狄正好目睹这一切，吓

得躲在窗帘后面瑟瑟发抖。近卫军发现后将他拖出来，见他又老又丑、

胆小怕事，就恶作剧般地拥立他为皇帝。军营里的士兵们不断高呼着

克劳狄的名字，元老院里却骤然一片肃静。元老们面面相觑，好长时

间才缓过劲来。但是近卫军和士兵的意志不能违反，他们只得把皇帝

惯有的一切权力和头衔，都授给予这个他们在内心难以接受的人选。

第一个由近卫军拥立的，也是罗马史上唯一以“傻”闻名的皇帝克劳

狄，就这样传奇般地上台了。 

根据史料记载，貌似痴呆的克劳狄皇帝，不但学术上有自己的见

解，在政治上也有建树。他当政后，以宽容、合作的姿态同元老院建

立了良好的关系。但即使在当时，人们对克劳狄的看法也不一样，尤

其是与克劳狄同时代的古罗马最著名的哲学家之一的塞涅卡。在公元

41 年或 42 年的一封信中，塞涅卡称颂克劳狄是“恺撒之后最好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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