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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宫廷疑案 
 

受伤的木乃伊——法老图坦卡蒙死因揭秘 

埃及的金字塔一直以来都笼罩着神秘的色彩，金字塔内的食物不腐烂，金字塔里

木乃伊，尼罗河西边的“帝王之谷”等，这些神秘的地方都被考古学家们一一发现。

最让人大开眼界的还要数“帝王之谷”，它位于距埃及首都开罗 700多公里的尼罗河

西岸，那儿埋葬了 64 位法老，他们见证了古埃及的兴衰，是个名副其实的帝王谷。

其中，有一座墓穴最让人叹为观止，那就是图坦卡蒙法老的墓穴。图坦卡蒙法老死亡

已经有上千年，在他的墓穴中人们发现了很多的奇珍异宝，但学者们更感兴趣的是图

坦卡蒙法老究竟是因何而死的？ 

    图坦卡蒙在古埃及的历史上不是功绩最大的法老，却在当今最为著名。图坦卡蒙

是古埃及王国的第十八代法老，他出生在公元前 1341 年。图坦卡蒙原先叫做“图坦

卡吞”，意思是“阿吞神”的形象，后来才改名“图坦卡蒙”，意思是“阿蒙神”的

形象，从他的名字看出了他信仰的转变。图坦卡蒙法老活了 79 岁，他死亡时没有任

何征兆，在古埃及文献中也没有明确记载图坦卡蒙的死因。 

图坦卡蒙的陵墓迄今为止是埃及最完整、最有价值的法老墓，从他的陵墓中出土

了很多的珍贵文物，现在分别陈列在伦敦和华盛顿博物馆。这些文物吸引了很多游客

的注意，使得图坦卡蒙的名字闻名世界。图坦卡蒙的事迹被逐个挖掘，而他的死因也

成了人们关注的焦点。对于图坦卡蒙的死亡原因，有以下几种猜测： 

第一种猜测：图坦卡蒙死于谋杀 

图坦卡蒙的尸骨保存得很好，专家们在图坦卡蒙的身上找出了一个致命的伤口，

伤口位于左耳垂的地方。为此，英国专家对图坦卡蒙木乃伊进行了 x射线扫描，让人

意外的是，在图坦卡蒙的颅腔中居然发现了碎骨。很多研究人员猜测，图坦卡蒙是遭

到了谋杀，这个猜测和当时的政治局势吻合，首先，图坦卡蒙掌权时期政局并不稳定，

被人谋杀很正常。 

其次，结合古埃及历史资料和出土壁画文物得知，图坦卡蒙很小就登基，而当时

权臣阿伊操控着政局，图坦卡蒙长大后，想要更多的自主权利，可能在与权臣阿伊的

冲突中不幸遇害。 

第二种猜测：打猎从战车上摔死 

这一种猜测是在近期研究发现的，专家们在 x射线扫描后发现，在图坦卡蒙的头

骨底部有肿胀的痕迹，头部被撞击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受到了什么撞击呢？这个撞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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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是死亡的最终原因？后来专家们给木乃伊做了全身 CT，他们又发现图坦卡蒙前腿

部受伤，受伤位置是在膝盖上方，这个伤口很有可能引起败血症。 

埃及文物最高管理委员会秘书长扎希·哈瓦斯表示：图坦卡蒙在打猎的时候从战

车上摔下来导致了骨折，而头部也受到了重创，这两个伤口足以致使图坦卡蒙死亡。 

开罗博物馆博士纳迪娅·洛克玛也认为，在图坦卡蒙的墓穴中有很多的战车和弓

箭，从这些战车的磨损程度来看，战车不是用于战争，而是狩猎所致。图坦卡蒙的战

车时速超过了 40 千米，从上面摔下来，跌断腿骨是件很容易的事。再来这位博士还

发现，在图坦卡蒙的墓穴中有一些特制紧身上衣，这些衣服对腹部的器官起着很大的

保护作用，穿上这些衣服可以在战车快速行驶的时候避免剧烈的撞击。由此认定图坦

卡蒙是一个非常自主的人，他的战车都是由他自己驾驶。图坦卡如此喜欢狩猎，从战

车上摔下的可能性就更大了。 

对腿骨折断这个伤口，也有学者认为，有可能是木乃伊工匠造成的。因为人死后

钙质流失，相对骨头会变脆，被工匠不经意折断也很正常。图坦卡蒙已经死亡了三千

多年了，又如何能断定伤口是在生前造成的，还是在死后造成的呢？ 

图坦卡蒙的死困扰着很多的学者，或许除了木乃伊上的伤口还有别的原因。比如

图坦卡蒙死亡的时候都 79 岁了，当时人们的寿命普遍不高，有可能图坦卡蒙是自然

死亡的。至于木乃伊上的伤口只是在活着的时候受了伤，这些伤没有多大影响。就好

比一个孩子在幼小的时候爬树跌倒骨折了，骨折的伤口会伴随到他一生。 

图坦卡蒙的死亡究竟是什么原因呢？或许以后还会有新的证据出现，又或许这个

谜底会伴随着古老的埃及一直沉淀在历史的长河中。 

 

惹怒神灵的君王——暴君冈比西斯二世是怎么死的？ 

波斯是一个带着神秘面纱的国度，它的风土人情也别具一格。在波斯王朝的历史

上，有一个出名的暴君——冈比西斯二世，他是波斯阿契美尼德王朝的国王（前 529～

前 522在位）。居鲁士二世之子。冈比西斯二世的死因一直是一个谜团。有文献记载，

冈比西斯二世死在公元前 522年，在他回波斯的路上突然死亡，随行的人给出的死因

是自杀。如果冈比西斯真是自杀的话，那么他为何自杀？他用何种手段自杀的呢？他

自杀的地点又在哪儿? 这些未解开的谜团一直困扰着学者们，让我们一起走进波斯国

王冈比西斯二世的历史谜团中。 

公元前 525年，冈比西斯二世占领埃及，但在其后征服埃塞俄比亚的战争中，惨

遭失败。与他的父亲居鲁士二世相比，冈比西斯二世是历史上少有的暴君，以暴躁、

疯狂而闻名于世，成为历史上少见的令人不堪忍受的一个国君。  

对冈比西斯二世的死亡原因，学者们给出了以下几个猜测： 

第一，宫廷发生政变，冈比西斯二世误杀了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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冈比西斯二世在率大军占领了埃及首都孟菲斯时，生擒了埃及法老。为了显示战

胜者的威风，在占领孟菲斯之后，他专门举行了一个庆祝大典。他把俘虏来的法老和

埃及大臣们集中在城外的一块空地上，让士兵给法老和大臣的女儿们统统穿上奴隶的

服装，让她们拿着水桶去打水。这些从小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公主、小姐们哭嚎着从

她们的父亲面前走过。埃及法老和那些大臣们，见女儿受到这样的折磨，心如刀绞，

无可奈何，不由得也大哭起来。一时间，空地上一片撕心裂肺的哀嚎，就连一些波斯

士兵也不忍听下去。冈比西斯二世在一旁却看得手舞足蹈，哈哈大笑。  

关于冈比西斯二世的秘闻还有很多，比如，冈比西斯二世为防止他的亲生兄弟巴

尔迪亚争夺王位，他派人将其谋害。皇后出面阻止，却被冈比西斯二世打的活活流产

致死。他的残暴，终于引起了波斯人的愤怒，一位名为高墨达的拜火教僧人，在冈比

西斯二世远征埃及期间，发动了政变。政变之后，高墨达宣布，免去帝国境内所有人

民３年赋税和兵役，因此大获民心。冈比西斯二世听闻消息后，立即起身回国争夺王

位，但在上马时因为刀鞘掉落，刀子直接刺中了大腿。回到王宫中，伤口发炎导致溃

烂，最后死亡。 

第二，这个观点带有神话色彩，冈比西斯二世死于神的报复。 

根据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历史》一书中记载：古埃及人的说法是，冈比西

斯二世是遭到神的报复而死去的，因为他刺死了埃及的神牛。 

古埃及人尊敬农业，而牦牛是耕作时最好的帮手，他们就认为它属于天神“阿庇

斯”。阿庇斯是一位女神，古埃及人每年都会为阿庇斯举行庆典，并且用物品来祭祀

阿庇斯女神。这一日依例举行每年每度的祭祀大典，正好冈比西斯二世远征失败，他

返回途中路过埃及，埃及人正在狂欢。冈比西斯二世以为埃及人是在庆祝他打了败仗，

是在对他的嘲讽，于是便把为首的几个埃及贵族杀死，并命令埃及大祭司把“阿庇斯”

带来。 

埃及人的传说是，母牛接受阳光照耀而怀孕，就会生下阿庇斯，阿庇斯的特征是

浑身黑色，但是在额上有一块四方形的白斑。背上有个像鹰一样的东西，尾巴上的毛

是双股的，在阿庇斯的舌头下有个甲虫似的东西。埃及大祭司带来的阿庇斯是一个永

远不会怀孕的母牛生下的小牛犊。冈比西斯二世见到阿庇斯后，他拔出短刀朝着牛犊

的腹部刺去，不过刺到的却是牛犊的大腿。阿庇斯被丢到了神殿，不久便因为大腿的

伤失血过多死亡了。接着冈比西斯二世下令鞭挞埃及大祭司，并且杀死了那些正在庆

祝节日的埃及人。 

古埃及人说，冈比西斯二世所犯下的过错无法原谅，而他的死也是阿庇斯的报复。

此后的冈比西斯二世像疯了似的，他杀害自己的兄弟姐妹，把波斯知名的贵族给活埋。

后来，波斯王位被祭司高墨达夺取，他立即从埃及赶回波斯。在途中，有一次上马的

时候，他挂在腰间的佩刀刀鞘扣子松掉了，于是刀刃就刺中了冈比西斯二世的大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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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刺伤的位置和他刺伤牛犊阿庇斯的位置在同一处。最后，冈比西斯二世因为骨头坏

死，大腿溃烂，死在了回波斯的途中。 

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的记载得到其他的一些古典作家认同，在近代关于描述

冈比西斯二世死亡谜团的说法，也采用了希罗多德的记述，不过神牛“阿庇斯”报复

的神话故事，这些不科学的说法就被剔除了。 

第三，冈比西斯二世死于他杀。 

还有一些学者认为，冈比西斯二世其实是死于他杀。有学者指出冈比西斯二世是

被玛高斯僧人所杀，也有的认为冈比西斯二世是军中阴谋的牺牲品。 

除了以上三个说法，人们在波斯国的一处岩壁古迹上发现了一段铭文，铭文和冈

比西斯二世的死有很大的关系。学者们对铭文的意思做出了三种解释。 

第一种为“自杀”。这种说法出现在上个世纪末期，因为波斯祭司高墨达篡位后，

冈比西斯二世在绝望中自杀。 

第二种为“自然死亡”。这种说法是德国学者苏尔兹提出的。他在讨论冈比西斯

二世死亡原因的论文中，引用了 20 种印欧语资料，最终得到结论是冈比西斯二世自

然死亡。 

第三种为“自死”。持有这种解释的学者将岩壁的铭文同阿卡德、埃兰异文相对

照，得出的结论是：岩壁中的波斯文表示冈比西斯二世“自死而死”。这与“自杀”

和“自然死亡”两种说法有着天壤之别，因为在波斯文中“自死而死”与“自杀”、

“自然死亡”是不同的意思。 

冈比西斯二世的死亡原因是学者们讨论的一个最大热点，同时冈比西斯二世的死

亡地点也有着很多的猜测。根据古代作家的记述：冈比西斯二世因胯股受伤死于巴比

伦；作家普林尼的《自然史》记载：冈比西斯二世死于米底的阿格巴坦那城；也有学

者认为冈比西斯二世死在大马士革；史学家希罗多德表示：冈比西斯二世在死前的时

候询问他所在的城市名字，人们告诉他是在“阿格巴坦那”。 

但近代专家考证，古代的叙利亚没有这个城市的记载，所以他们怀疑冈比西斯二

世是死在叙利亚的某个小山村中。 

关于冈比西斯二世的死有着太多的传闻，有的甚至被加上了一些神话的色彩。人

们至今无法给出冈比西斯二世死因的确切答案。不仅如此，连冈比西斯二世的死亡地

点也没有弄清。冈比西斯二世的死亡之谜沉没在历史长河中，随着学者们的探索，终

有一日会将冈比西斯二世的死因揭露出来。 

 

征服与反抗——亚历山大大帝英年早逝的谜团 

    关于亚历山大大帝，人们都不陌生。亚历山大大帝身上有着太多的谜团，例如亚

历山大是否策划杀死自己的父亲腓力二世，亚历山大是否排挤自己的弟弟，亚历山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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猝死之谜等等，迄今为止这些都是个谜团。其中人们最为关注的是亚历山大的死因，

有传闻亚历山大是被毒死的，事实真的是那样吗？ 

亚历山大大帝绝对是一位传奇人物，他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常胜将军，也是一位伟

大的征服者。由他率领的军队所向披靡，横扫千军，他占领了很多的国家。亚历山大

绝对受到众人的畏惧与崇敬。 

亚历山大在位时间并不长，人们很难想象亚历山大再多活几十年后的场景，那时

肯定有更多的国家沦陷在他的手中。亚历山大短暂的一生留给学者们留下很多的疑

问，亚历山大可以说是英年早逝，而他猝死的原因是什么呢？他突然死亡的谜底一直

吸引着人们，人们也在孜孜不倦的探究着。对此，学者们给出了几种猜测。 

第一种猜测：亚历山大死于高烧。 

亚历山大是马其顿国王，他是一个著名的军事家和政治家，在位时间只有 13年。

在这 13 年里，亚历山大做了别的国王几十年甚至一辈子都不可能完成的事儿，他凭

借自己的智谋不断扩大着马其顿王国的版图，他在横跨欧洲、亚洲的土地上建立以巴

比伦为首都的大帝国。版图包括希腊、马其顿、印度河流域、尼罗河第一瀑布等。他

为人类社会的进步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他使东西方文化展开交流，也使经济不断发展。 

在公元前 323年的时候，亚历山大正在筹划新一次的远征中，确突然传来了他暴

毙的消息。根据著名历史家阿利安的记录：在公元 323 年 5 月 29 日，亚历山大发着

高烧，并且在浴室中睡着了，导致在 6月 1日的时候发烧更加严重。高烧的折磨让亚

历山大很难入睡，他让人将床移到议室，之后与大臣们商讨军中职位空缺和替补的人

选。这种情况持续到 6月 4日，就连献祭也是让人抬他出去的。之后亚历山大让高级

将领在宫廷待命，命令指挥官守夜。6 月 5 日他被送去了幼发拉底河对岸的王宫中，

此时高烧还是不退，那时候亚历山大已经失去了语言能力。直到公元前 323年 6月 13

日，亚历山大去世。 

第二种猜测:亚历山大死于病毒。 

生老病死人之常情，古代君王很多死于绝症。苏联学者赛尔格叶夫在《古希腊》

中讲述了亚历山大的死亡原因，他认为亚历山大是死于恶性疾病。对此观点，美国学

者高勒将军也认同，他觉得亚历山大长期在沼泽地区作战以至于感染上恶性疾病，在

6月 13日晚上突然发作，连王位的继承人都没有指定就匆匆离世。 

对这种恶性疾病猝死观点认同的还有我国历史学家吴子谨教授，美国卫生部流行

病学家约翰·马尔以及传染病原体专家查尔斯·卡利谢尔。两位国外专家表示：亚历

山大是被一种恶性疾病感染致死，这种疾病被称为“西尼罗河病毒”。这种病毒寄宿

在鸟类或者动物身体内，通过蚊子传播给人类。 

历史学家普鲁塔克记载：亚历山大到达巴比伦一处断壁残垣时，空中盘旋着许多

乌鸦，这些乌鸦发疯似的相互叼啄，一些从空中落到亚历山大的身边。从史学家普鲁

塔克的记载中，可以分析出这些乌鸦就是感染了病毒，之后将病毒传染给了亚历山大。

8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在文献中记录了亚历山大死亡的症状，他呼吸不顺，出现皮疹等。两位国外专家就更

加确定亚历山大感染“西尼罗河病毒”几率是百分之百。 

不过美国罗得岛大学的流行病学家托马斯马思反对这一说法，他表示：“西尼罗

河病毒”感染的人群都是一些老人或者是免疫力比较低下的人，而那个时候的亚历山

大正是壮年，年轻力壮的他感染这种病毒的几率很小。 

第三种猜测：亚历山大中毒而死 

亚历山大的母亲奥林匹娅斯一直是个多疑的人，在亚历山大死亡 5年后，宫中突

然传言陛下是被人下毒死亡。奥林匹娅斯便开始调查，还因此处死了很多人，其中包

括亚历山大的酒官。奥林匹娅斯怀疑酒官下毒，她下令将其处死，并把酒官的骨灰撒

入风中。 

一些学者们认为，罪魁祸首其实就是亚历山大的老师亚里士多德。希腊史学家阿

里安表示：亚历山大生病的时候，他的大部将安提帕特鲁送去一服药，就是这服药让

亚历山大死亡，这服药是亚里士多德配制的。 

学者们对亚历山大的死亡原因作出了很多种猜测，但究竟是什么原因谁也不能确

定。亚历山大死亡的时候处于他人生的巅峰时期，他作出的功绩是不可衡量的，亚历

山大的死令很多政治家、军事家们感到惋惜。亚历山大死亡之谜也一直困扰着后人，

这个谜团有朝一日是否会水落石出呢？ 

 

抛弃荣华富贵——提比略皇帝为何选择隐居？ 

大隐隐于市，小隐隐于山林。在我们眼中，那些隐士们或许因为看透了人生才会

避居乡野，抑或是摈弃爱恨情仇的纠葛遁入山林。皇帝是集万千宠爱于一身，它代表

着尊贵、权势、金钱，尽管人们常说高处不胜寒，帝王可能会因为身处高位而感觉到

无边的孤寂。可即使有这样的感触，又有哪个君王愿意两手空空离开宫廷呢？还别说，

历史还真有这样的皇帝。罗马皇帝提比略就是个特例，他在手握罗马大权的时候，离

开了繁华的罗马都城，选择隐居乡野。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公元前 26 年，某个夏日里，朝阳升起的格外早，清晨的街道，人群稀稀疏疏。

这时，一个有着十来人的小队伍匆匆忙忙地离开了罗马，踢踢踏踏的脚步声将人们的

目光吸引过去，他们意外的发现，在人群中居然有他们的皇帝提比略。提比略突然离

开罗马的举动让人们不安起来，但是占卜师安抚了人民。占卜师表示：从提比略离开

罗马开始，他就不可能再回来，并且他也不会回来，还会在不久死在外面。这两个预

言在 11年的内都应验了，只是第二个得时间有些不太准，因为提比略又活了 11年。 

学者们对提比略隐居给出了几个猜测。 

第一个猜测：提比略离开罗马城，是因为亲人的疏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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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比略出生在公元前 42 年，他 9 岁的时候父亲就去世了，他的母亲改嫁给了当

时的罗马帝国创建者屋大维，提比略自然就成了屋大维的继子子。15岁，提比略就去

视察哨岗；22岁，第一次参战，他没有让人民失望，取得了很大胜利。从此，提比略

在罗马出了名，受到人们的仰慕和尊敬。他体恤士兵，关注罗马百姓生活，在人群中

声望极高，得到人们前所未有的爱戴。这也为提比略登上皇位奠定基础。  

其实，屋大维比较器重的是大将军阿格里巴，但是阿格里巴不幸战死。之后屋大

维又开始提携提比略的弟弟德鲁苏斯，但是德鲁苏斯不幸夭折了。这两人的死更加让

人们相信，真正的真命天子就是提比略。就这样，屋大维才开始把目光投向了提比略，

但是屋大维怀疑提比略会揽权，于是下令提比略与已经怀孕的妻子离婚，并且娶自己

的寡妇女儿茱莉亚。 

茱莉亚嫁给提比略的时候已经有两个儿子，是和死去的前夫生的。后来，这两个

儿子成为提比略的威胁，不过这也是渥大维故意安排下的结果。屋大维的两个外孙逐

渐长大，他渐渐地开始培养两个外孙，以至于疏远了提比略，于是提比略生气地离开

了罗马城。不过上天又似乎和屋大维开了一个玩笑，在公元 2年和 4年的时候，屋大

维的两个外孙相继死去。这时候，德意志和高卢等地发生叛乱，屋大维不得不将提比

略召回，派他去平息叛乱。提比略经过五年的战斗，叛乱才结束。在他 55岁的时候，

终于登上了罗马皇帝的宝座。 

第二个猜测，提比率自我放逐。 

对于提比略隐居的地点，学者们也花了很多功夫去研究考证。在隐居的时候，提

比略住的时间最长的地方是卡普里岛，或者是米塞努姆海角的死亡山洞中，这些地方

被称为“放逐之地”，在罗马犯了错误的人都要被放逐，这些被放逐的人都聚集在放

逐之地。对于提比略离开罗马归隐山林的做法，学者们认为是“自我放逐”。 

卡普里岛靠海的三面全是悬崖峭壁，地理位置得天独厚，外面的人很难接近，提

比略还能用书信来管理国家政务。在归隐的期间，有传言提比略其实有两次想回罗马。

一次他的船靠在了人工湖的花园，但是严密的防守让他放弃了。还有一次，他来到了

离罗马不到 4英里的地方，只是远远地看着罗马的城墙，而后又离去了。 

一个皇帝，在自己的国家里还畏首畏尾，这么多次的机会他随时可以回去，但是

为何没有踏出跨入罗马城的那一步呢？是罗马宫廷内有提比略畏惧的人，还是与他人

达成了协议，从此不再踏入罗马城半步？提比略离开罗马并没有很快死去，而是过了

11年之久。在期间，提比略躲过了很多劫难。在一个山洞内的时候，突然岩石塌陷，

因为侍卫的保护才幸免于难。不过 11 年后，他还是死在了山洞内。或许命运的齿轮

不曾转动，提比略最终也回到了原点。 

第三个猜测，隐居与皇权有关。 

对于提比略归隐，古今学者纷纷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们认为提比略归隐只是一

种策略，是为了在暗处发号施令，用神秘的面纱来维护自己的统治。而罗马历史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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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西佗认为，提比略退隐山野是因为近卫军长官想谋位，或者是因为提比略的恐怖政

策，隐居可以缓和与众人的恩怨。 

第四个猜测，提比略隐居，是因为自己的孩子们全死了。 

历史学家苏托尼乌斯却表示，提比略是因为儿子们的死而受到了打击。不过对于

这位历史学家的看法，很多人表示不赞同，因为在渥大维培养两个外孙的时候，他们

就开始疏远提比略，并且这两个孩子还是现在的妻子和死去的前夫所生，没有必要做

出离开罗马城和不做皇帝的想法。 

当时的学者们对于提比略的评价不是很高，提比略在位 23 年，提比略被认为性

格怪僻，行为诡异。而现在历史学家们则认为，这只是与提比略政见不和的人对他的

夸大其词，并且指出：在提比略担任皇帝的这些年，罗马国泰民安，因为他崇尚节俭，

不对外用兵，注重和平，积极发展手工业和贸易。这些都使得罗马的国库得到充实，

并且在罗马人心中，提比略是位好皇帝，只是他为何好好的皇帝不做而选择隐居，这

让人有些匪夷所思，而这个历史谜案恐怕只提比略自己知道了。 

百变罗马大帝——屋大维“善变”之谜 

屋大维，罗马帝国的缔造者，古罗马帝国的伟大君王。屋大维当政期间是古罗马

历史上最为富庶、国力最为强大的时代，同时也是罗马文化上的“黄金时代”。 

屋大维曾经说了一句名言，“我继承了一座用砖建造的罗马城，留下了一座大理

石建造的罗马城。”说这句话的人十分的自信，充分地体现了对自己政绩的自豪和肯

定。屋大维刚刚掌控罗马城的时候，罗马各方面都比较薄弱，到他退位时，罗马已经

成为强国。然而，这位功绩显赫的古罗马帝王却非常“善变”，那么是什么原因造就

了这位帝王性格上的“善变”呢？ 

 屋大维(公元前 63 年～公元 14 年)，是世界历史上著名的古代君王之一，他出

生于骑士家庭。屋大维的祖父是古罗马官员，父亲是元老院的元老。有人曾说，屋大

维的祖父是一位货币兑换商,到屋大维父亲时，他们家已经很富有，在当地也很有声

望，可以说“屋大维”这个名字就代表了有权有势。 

屋大维是恺撒大帝（罗马皇帝）的甥孙，公元前 44 年，他被恺撒收为养子，并

且被指定为继位人，恺撒四分之三的遗产也交给了他。不久，屋大维利用恺撒的威望

和遗产登上了罗马政治的舞台。公元前 43年，他与安东尼、雷必达三人，组成了“后

三头”政治联盟，并且一起打败共和派贵族。公元前 36 年，屋大维巩固了自己地位

后，立即剥夺雷必达的兵权。公元前 31 年，他率军进入埃及，在亚克兴的海战中击

败曾经的政治盟友安东尼，同时掌握了罗马的最高政权。公元前 28 年，屋大维自任

为罗马帝国“元首”。公元前 27 年，屋大维做出“还政于民”的举动，他交出最高

权力，元老院为此授予他“奥古斯都”的尊号。然而这一切都是表面上的，屋大维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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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权力后仍然担任执政官和终身保民官等职，独揽军事、行政、司法、宗教等大权，

所以，屋大维树立的元首制实质上是一种隐蔽的君主制，实际上还是皇帝。 

可以说屋大维是罗马帝国的第一位君王，他是元首政制的创立者。屋大维掌握罗

马政权 43年，在 43年中，他首创元首制度，完善国家法制以及维护奴隶主的利益，

同时发动对外战争，倡导文化复兴。屋大维当政期间，罗马帝国进入了空前繁荣的时

期，为后世的罗马帝国的发展、繁荣奠定了基础。在屋大维死后的两个世纪当中，罗

马帝国政局稳定，经济、文化迅速发展，这一段时期被称为“罗马的和平”时期。四

通八达的道路将罗马帝国的各处部落连接起来，成为了一处以罗马城市为中心的罗马

大帝国。所谓“条条大道通罗马”，这一句谚语就描述出当时古罗马帝国交通发达、

商业繁荣的景象。 

为了纪念屋大维，公元 14 年 8 月，在他死去后，罗马元老院将他当做“神”一

般的供奉。尽管屋大维政绩显赫，却还是有很多人对屋大维不满，因为屋大维起初是

一个残暴自大、不安分的政客。屋大维曾经让安东尼把政敌西塞罗的人头挂在大会场

上；他对元老院中的派系之争从不制止；他不顾往日友谊，将曾经的政治盟友安东尼

和克里奥帕特拉逼迫至死。 

屋大维登上了权力的顶峰后仍然本性不改。晚年时心胸极度的狭隘，用尽各种手

段残害自己的反对者，甚至禁止在史书中记录自己的不良行为。 

但是仍有很多人人对屋大维有好感，他们认为屋大维憨厚却有魅力，不太勇敢，

却征服了一切敌人，治理了联邦帝国，使广大地区享受和平和繁荣两百年之久。因此，

很多雕刻家不惜消耗大批珍贵的青铜、云石为他塑出不同的雕像。 

有的雕塑成一个严肃、略带傲气的青年形象，有的将他雕塑成仪表凝重的教士，

有的则将他塑成身着军装、威风凛凛的武将。至少在这一群雕塑家的眼中，屋大维已

经由一个残暴的政客变成了大度、谦和的君主。 

另外据了解，屋大维一生百病缠身。他患有金钱癣一类的皮肤病，时好时坏；又

患有关节炎的病症，右手失灵；他有膀胱结石，还经常严重的失眠；每到春季，他的

横膈膜扩大症就会发作发作；因为风湿，他右腿几乎难以行走；他还患有鼻炎；屋大

维很怕冷，所以每在冬天，屋大维总是裹着厚厚的衣物。 

不过，屋大维没有因为身体的缘故玩忽职守，在身体状况朝不保夕的情况下，屋

大维仍然坚持着平定内部叛乱的战争。他经常主持元老院的重大会议，整个国家的政

务事必躬亲，他将整个罗马帝国治理的井井有条。 

屋大维的一生充满了令人惊奇的巨变，其前后的变化令人难以思议。屋大维是一

个迷信的人，对预兆迷信很重视。但在重视预兆的同时，他又有自己的客观判断和思

想意识。他劝国家中的青年从事积极的工作，将书中学来的理念用于实践之中，不要

死读书。屋大维做事稳健、节俭、谨慎，最喜欢的格言是“急事慢做”，一次次告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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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要稳健持重。屋大维做事认真的态度是历史上很多当权者无法比拟的，正是这种

严肃认真的做事精神，才让他赢得了无数人的尊重。 

有文献记载，屋大维听到恺撒被人谋杀的时候，年轻的屋大维对谋杀者的行为感

到极大的震怒。为了给恺撒报仇，为了建立罗马帝国的繁荣，屋大维动身回到罗马。

这样的举动让罗马公众一致认定屋大维是正义、忠贞、大度和容忍的典型代表。作为

罗马帝国的元首，屋大维过着简朴的生活，但却从不勉强别人也过同样的的生活。每

逢盛大酒宴，屋大维都提前离席，好让客人们不会因为他而拘束。看来屋大维非常善

解人意。他也从不矫情，为了争取民众手中的选票，屋大维曾毫不客气地拉住选民的

衣角。他不喜欢炫耀，出行从来不招摇过市。 

屋大维的事迹很还有很多，每个人眼中的他都是不同的。历史上评价屋大维是个

“善变”的君王，但是毫无疑问，人性本来就是复杂的。屋大维前后变化惊人，性格

上的矛盾也表现得淋漓尽致。但是，是什么造成了屋大维性格上的善变呢？这又是历

史上一个难以解开的谜团。 

 

白痴还是贤君——克劳狄皇帝历史地位解读 

    在古罗马历史的长河中，有一位君主叫做克劳狄。克劳狄在位 13 年，对于他当

政的手段，史学家们颇为争议。有人认为克劳狄是一个没有主张的君王，更有人说他

是个智障白痴。但也有人认为克劳狄有着不可埋没的功劳，而且还是一位秉性正直、

贤明大度的好君王。面对史学家们的众说纷纭，我们不免产生疑问，克劳狄究竟是天

才还是弱智呢？ 

克劳狄出生于罗马贵族家庭，由于是早产儿的原因，致使克劳狄反应迟钝，在运

动上也欠缺天赋，这样一个贵族自然会受到其他贵族的嘲笑。不过上天似乎并没有放

弃克劳狄，在克劳狄 50多岁的时候，他的命运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公元 41年

的时候发生了一场宫廷政变，当时的罗马皇帝盖乌斯被近卫军杀害。盖乌斯是克劳狄

的侄儿，盖乌斯被杀的时候克劳狄就躲在窗帘后，近卫军发现克劳狄便把他从窗帘后

拖了出来。这些近卫军做出了一个让人诧异的决定，那就是要拥立克劳狄为新皇帝。

近卫军的决定元老们十分反对，但是在看到近卫军手中的明晃晃的长矛的时候，他们

也只能选择接受。 

令人没想到的是，克劳狄登基之后罗马有条不紊地发展着。克劳狄在学术和政治

上的表现得到了大臣们的认可。克劳狄对人宽容，对罗马帝国的政治机构进行了完善，

并且建立了新的秩序。克劳狄还创作了很多历史和文学作品。比如《伊特鲁里北历史》、

《奥古斯都史传》、《迦太基史》等等，还有一本是克劳狄的自传，不过这本书到如

今已经失传了。不仅如此，克劳狄在斗兽场上也是一位勇士。这样的克劳狄，大家还

能认为他是一位弱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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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古罗马学者们对克劳狄是否是一个弱智展开了激烈的讨论。 

第一种观点，克劳狄是没有主见的弱智。 

克劳狄在位期间的政绩得到了学者们的认同，不过却依旧改变不了学者们认为克

劳狄是个毫无主见的弱智观点。史学家苏托尼乌斯认为，克劳狄的妻子和一些被释放

的奴隶们经常命令克劳狄，让克劳狄以他们的利益做事，克劳狄自己做出的决定远远

少于他人的命令，足以见证克劳狄是个没有主见的人。 

第二种观点，克劳狄是个懂得隐忍的智者。 

    在上个世纪 20年代的时候，学者们发现了克劳狄写给亚历山大里亚市的亲笔信。

学者们看过这封信后，观点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封信写的是克劳狄对亚历山大

里亚市的市政建设规划与讨论。在信中还阐述了犹太人和希腊人之间的微妙关系。在

这封信中，克劳狄的才华和天赋展露无遗，并且也是一个很有主见的人。为此，学者

们又对克劳狄有了新的认识和评价。他们认为克劳狄是一个明智的君主，大智若愚，

克劳狄做出的功绩都是来自于大脑的指挥，所以他是个极其聪明的人。克劳狄在位期

间，政党内矛盾斗争激烈，而这些争斗稍微处理不好，可能便会祸及克劳狄的生命，

克劳狄迫于无奈才会隐忍低调，装疯卖傻。 

昔日的罗马帝国，如今已经是沧海桑田，人们对古罗马帝国的历史却越来越感兴

趣。克劳狄是一个天才还是一个弱智呢？如果我们认定克劳狄是一个傻子弱智，那么

他的丰功伟绩，各种政策和代表作都是他人在背后秘密出谋划策吗？不过这样的推测

有些荒谬，因为在历史的长河中，这位秘密辅助克劳狄的智者一直没有出现在罗马帝

国史中。 

 

天使与恶魔——罗马皇帝提图斯为何性情大变？ 

在古罗马史上，最为贪婪的皇帝便是韦斯巴香，韦斯巴香的名声在罗马人心中可

以用臭名昭著来形容。不过值得庆幸的是，这位皇帝却有个完美的的儿子，他叫做提

图斯。提图斯的形象与他的父亲的形象完全不同。提斯图在位几年，几乎让人找不到

瑕疵，人们对这位皇帝有着前所未有的崇敬之情。 

    魔鬼与天使只有一线之隔，提图斯就徘徊在魔鬼与天使之间。提图斯继位前后的

形象完全不同，在没有继位之前，提图斯是罗马城中名声最坏的人，继位之后，罗马

人民对提图斯很恐惧，觉得他可能会成为第二个尼禄（尼禄就是被怀疑烧了罗马城的

皇帝）。提图斯继位几年后，他的转变让罗马人民吃惊。他赈济灾民并提出了各种好

的政策，他为罗马人们所做的一切得到了认可，让人们觉得提图斯就是上帝派来拯救

罗马人的天使。 

    提图斯前后行为举止大相径庭，学者们对这点颇为着迷，提图斯的反复无常是伪

装的吗？在学者们面前，提图斯就像蒙了一层神秘面纱，让人忍不住想去解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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