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译者的说明
  

这个译本最初是五十年代崔妙因根据罗曼（J.Roman）的法译本翻译并由
我校订的（不清楚的地方参考了原文）。译稿交商务编辑部后，编辑部对译
稿进行了认真细致的加工，但由于大家都了解的原因，这部译稿未来得及付
排就被搁置下来了。

这之后十余年我们曾同编辑部联系一次。编辑部为统一体例，要求我们
再据罗叶布古典丛书（Loeb  ClassleaI  Library）中罗尔夫译的拉英对照
本重校一遍。我们把英译本和法译本对照了一部分，感到两个译本的差别很
大。法译本文采较胜（有的地方过于俏皮，脱离了原文的风格），但是译法
比较自由，接近于我们所理解的意译，其中颇多自由发挥之处，英译本因有
拉丁原文在旁对照。而且也为了帮助理解原文，所以译文比较严谨，有个别
地方当然有点生硬，但总的说来却接近于我们的翻译要求：宁肯牺牲文采也
要保持准确，而在撒路斯提乌斯特殊文风的情况下，则是宁肯牺牲简洁（过
分的简洁造成晦涩）也要做到清楚明白。如果一定要寻求对等的文字，那就
非得用先秦的古文翻译不可。这当然是不现实的。

根据英译本校订自法译本转译的译文，要比直接自英译本转译要吃力得
多。因此这个译本就是完全自英译本转译的，是一个全新的译本，但个别地
方，特别是原文本来不大清楚的地方，也参考了原文和罗曼的法译本。

注释有译者自己加的，也有采自英法译本的；对英法译本注释的态度是
择善而从，但都经过译者的核对，有伪则作了删节、合并、改写或订正，如
有不当之处，责任均在译者。法译本另由葛尔策（M.Geolzer）加注，比英译
本详细，但议论过多，近于述评，因此我们只采用具有助于说明事实的部分。

本书是古代罗马久负盛誉的史学名著，同时又是罗马文学中的杰作，它
兼有文史两方面的重要性。它对于古代西方历史和古典文学的研究都有极高
的参考价值，但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不看到，它对我国一般读者来说却还是
一个陌生的名字。译序对作者和他的作品作了比较全面的介绍，目的在于帮
助读者更好地理解和使用此书。我是在罗马共和国末期的整个历史背景上来
探讨这个问题的，希望读者同时也能找一部罗马史来翻翻，以便了解书中所
提到的事情的来龙去脉。

西塞罗的四篇《反喀提林演说》也是拉丁文献中脍炙人口之作，它们几
乎放收入每一部拉丁文选之中，但它们只有和《喀提林阴谋》对读才能收到
相得益彰之效。现在我根据收入罗叶布古典丛书的洛德（Lotlis  E.Lord）
译本译出（同时参考了三种原文）作为附录，俾成完壁。

作者的正面和侧面半身像是我从有关文献中搜集来的，因为译者的部分
读书笔记在十年浩劫中散失，所以一时举不出图片的资料来源，请读者鉴谅。
另外两幅（一幅是绞死朱古达的罗马地牢，一幅是描述西塞罗在元老院发表
反喀提林第一篇演说时情景的壁画）则取自日本新光社《世界文化史大系第
五卷·罗马之兴亡》，至于其他历史人物的图像因常见于一般史书画册中这
里就不重复了。

这次译本的每一部分都由崔妙因复阅过并提出修改意见，有不少地方是
在我们共同研究后确定译法的，法译本的注释也都先由她译出初稿最后由我
删定。这是我们继塔西佗的《编年史》、《历史》之后合作的又一个译本。
这三个译本都是拉丁文献中以高度简洁著称的绝无仅有的著作，我们有机会



把它们介绍过来，当然感到欣慰。如有疏漏、错误之处，希望读者不吝教正。
此书最初着手翻译时我们都只是 30 岁刚出头的青年，而这次出版，我

们都已经离休，抚今追昔，不禁感慨系之！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出版说明

  
我馆历来重视移译世界各国学术名著。从五十年代起，更致力于翻译出

版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前的古典学术著作，同时适当介绍当代具有定评的各派
代表作品。幸赖著译界鼎力襄助，三十年来印行不下三百余种。我们确信只
有用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财富来丰富自己的头脑，才能够建成现代化的社会
主义社会。这些书籍所蕴藏的思想财富和学术价值，为学人所熟知，毋需赘
述。这些译本过去以单行本印行，难见系统，汇编为丛书，才能相得益彰，
蔚为大观，既便于研读查考，又利于文化积累。为此，我们从1981 年至 1992
年先后分六辑印行了名著二百六十种。现继续编印第七辑，到 1997 年出版至
300 种。今后在积累单本著作的基础上仍将陆续以名著版印行。由于采用原
纸型，译文未能重新校订，体例也不完全统一，凡是原来译本可用的序跋，
都一仍其旧，个别序跋予以订正或删除。读书界完全懂得要用正确的分析态
度去研读这些著作，汲取其对我有用的精华，剔除其不合时宜的糟粕，这一
点也无需我们多说。希望海内外读书界、著译界给我们批评、建议，帮助我
们把这套丛书出好。
   

商务印书馆编辑部
1994 年 3 月



喀提林阴谋  朱古达战争
  



撒路斯提乌斯及其作品
  

罗马史学有这么一个特点：传世的历史作品的作者，他们的身世大部不
甚清楚，李维和塔西陀就是突出的例子。撒路斯提乌斯的情况稍好一些，但
他的生平事迹也十分模糊。后人读其书，想了解其生平，也只能把其他作品
里提到他的片言只语连缀起来，看一个轮廓而已。这些史料散见于狄奥·卡
西乌斯（Dio  Cassius）、塔西佗、奥路斯·盖利乌斯（Aullus Gellius）、
苏埃托尼乌斯（Sl2etoni-us）、耶洛尼姆斯（Hieronymus，通称圣·吉罗姆
St.Jerome）以及阿斯科尼乌斯（Asconius）给西塞罗的演说所作的注释、塞
尔维乌斯（Servitls）给维吉尔的史诗《埃涅阿斯》（Aeneas）所作的注释。
本来阿斯科尼乌斯有一篇《撤路斯提乌斯生平》（Vita  5allustii）①，可
惜失传了。

   
生平点滴

  
益乌斯·撒路斯握乌斯·克里斯普斯（Gaius  Sallustius  Cr-ispus）

公元前 86 年①即我国汉昭帝始元元年，生于罗马东北约 90 公里的小城镇阿米
特尔努姆（Amiterntim）。城镇位于意大利大岩壁（Gran  Sasso d’Italia）
之下，是萨宾人聚居之区，萨宾人可以说是罗马人与之最早打交道的一个部
族，虽然罗马传说中罗慕路斯国王时代诱骗萨宾妇女作妻子的故事未必可
信，但萨宾人很早便和罗马人融合，而且他们的文化后来成为罗马文化一个
重要组成部分，这却是不容否认的事实。萨宾人是一个文化落后但是爱好自
由的山区部族，自古以来便过着迁徒不定的牧民生活。他们的村落分布在山
顶、山坡或山脚下，但筑城而居的情况极为少见。

和萨宾人属于同一个部族集团的萨谟奈人则特别骁勇善战。据史书（李
维、狄奥尼西乌斯）的记载，从王政时期开始直到公元前 449 年，罗马人和
萨宾人之间不断发生冲突，公元前 449 年，罗马人对萨宾人取得了一次巨大
的胜利②，这之后因史无明文，我们对萨宾人的活动不得其详。而我们在李维
的《罗马史》提要（11）里再看到玛尔库斯·库里乌斯·丹塔图斯（Marcus
Curlu8  Dentatns）征服萨宾人的记载，那已是公元前 290 年的事情了。萨
宾人被征服后，一部分人被变卖为奴隶，他们的一部分土地被没收，而其余
的萨宾人则成了没有选举权的公民（cives  sine  suffragio）③。萨宾人成
为有充分公民权的公民是公元前 268 年的事情了。这时实际上他们已经和罗
马人融合为一体了。

                                                
① 克温图斯·阿斯科尼乌斯·佩狄亚努斯（QuintusAsconiusPedianus，前 9 年一 76 年），他和李维一样，

也是帕塔维乌姆（Patavium，今天的帕都亚，Padua）人，李维比他长 50 岁，应当是前辈，但他们仍算是同

时代人。李维在当时已是大名鼎鼎的人物，有人竟从西班牙南部千里迢迢到罗马瞻仰他的风采这一点可以

为证。所以阿斯科尼乌斯有“我们的李维”之称，表现了作为同乡的自豪感。保留下来的他的西塞罗的演

说所作注释的片段在年代和背景方面都作了说明，而他写过撒路斯提乌斯的传记一事，见于他给贺拉斯

（Horatius）的《讽刺诗》（1，Z，41）所作的注释。
① J.罗曼把撒路斯提乌斯的生年定为公元前 87 年，但公元前 86 年之说似乎更普遍。
② 李维：《罗马史》，第 3 卷，第 38 章。
③ 维列乌斯·帕特尔库路斯：《罗马史》，第 1 卷，第 14 章。



萨宾人又因其落后而保有浓厚的宗教气氛，罗马人吸收了他们很多宗教
仪式。从撒路斯提乌斯的作品可以看到，当时预言者还几乎是清一色的萨宾
人。了解萨宾人被征服、被融合的这个背景，可以理解为什么从这一地区的
骑士等级的平民家族出身的撒路斯提乌斯始终对罗马的新旧权贵抱着十分敌
视的态度。

当然，这一地区也产生过另一些在罗马历史上有过影响的人物，比如离
阿米特尔努姆不远的列阿特（Reate）就产生过瓦罗和后来的皇帝韦伯芗
（Vespasiallus）这样一些大人物。阿米特尔努姆、列阿特和努尔西亚
（Nursia）是萨宾人地区的主要城市。

骑士等级家庭出身的子弟只要经济条件允许，一般是要送到罗马来受教
育的，西塞罗兄弟（玛尔库斯和克温图斯）是这样，撒路斯提乌斯当然也不
例外。条件更好的还可以东渡到希腊和小亚细亚去从名师，到罗马来讲学的
希腊名师也不少。西塞罗时期在罗马颇负盛名的希腊著名学者路奇乌斯·阿
泰 乌 斯 · 普 莱 特 克 斯 塔 图 斯 · 腓 洛 洛 古 斯 （ Lucius  Ateius
Praetextatus,Philologus）也是撒路斯提乌斯的老师；而据苏埃托尼乌斯①，
他曾把全部罗马史的提要提供给撒路斯提乌斯。罗马这里固然有学习的方
便，但共和末期罗马侈靡放荡的风习对青年人是很不利的。归在西塞罗名下
的《对撒路斯提乌斯·克里斯普斯的抨击》（以下简称《抨击》，[M.Tullii
Ciceronis]in  Sallustium  Crispum  Oratio）现在在学术界已被一致确认
为 2世纪的修辞学习作，但其中反映的问题，比如撒路斯提乌斯当他父亲在
世时使卖掉他父亲的房产，未必没有一定的事实依据（因为当时去古未远，
可以看到我们已看不到的资料）。而证之以后来他因品德问题被开除出元老
院这一情况，那么年轻时的撤路斯提乌斯有此等行径，便不是捕风捉影之谈
了，但是我们不可忘记，除了极个别的人之外，当时罗马青年几乎都有道德
败坏（用我们今天的标准来看）的记录，它和成年人的贪赃枉法可以说是同
样普遍，在政治斗争中以这方面的事情作为攻击的借口，可以说是俯拾即是，
不必过于认真对待。

罗马人的“仕途”（cursus  honorum）一般是从财务官（quaest-or）
开始的，财务官从苏拉时期起定额增加到 20 人，顾名思义，应当是负责财政
力面的事务，但实际上除管理国库（aerarium）之外，还有不少财务官充当
统帅在外的助手，不仅管理财务，也负责军事指挥的责任，例如在对朱古达
作战期间，苏拉便是以财务官的身分隶属于马略的部下，并分掌他的部分作
战指挥权。由于财务官是仕途的开始，所以照例由青年人担任。撒路斯提乌
斯自己说：“当我个人还十分年轻的时候，起初我也像其他许多人那样投身
于政治活动⋯⋯”①但是他在哪一年担任财务官——从《抨击》的记述来看②，
他担任过财务官是没有问题的——法译本译者 J.罗曼定为公元前 59 年，英
译本译者罗尔夫说无法确定。苏联的罗马文学专家格拉巴里一帕锡克则定为
公元前 54 年，我还没有找到罗曼和格拉巴里一帕锡克所提出的年代的依据，
也可能是根据担任财务官的法定年龄（30 岁）推算出来的，所以只好都罗列
在这里，供进一步的探索。不过这不是一个重要的问题，我们只要知道他在

                                                
① 苏埃托尼乌斯，《语法论》，第 10 章。
① 《喀提林阴谋》，第 3 章。
② 《抨击》，第 5 章。



年轻时担任过财务官就够了。
公元前 52 年他因自己的骑士等级的出身而出任保民官。在这一年我们看

到了他的有记载的第一个政治活动。这就是：在这一年的 1月 18 日，深受民
众欢迎的克劳狄乌斯在群殴中被杀死之后，撒路斯提乌斯和自己的同僚克温
图斯·庞培（Quintus  Pompeitus）与提图斯·穆纳提乌斯（Titus  Munatius）
一道持反对西塞罗和杀害克劳狄乌斯的米洛的立场。克劳狄乌斯在公元前 64
年本来是极力反对喀提林的活动的，应当说是站在西塞罗的一面，不想两年
后，却卷入了一场丑闻之中。原来在公元前 62 年 12 月，在当时担任最高司
祭的优利乌斯·恺撒宅中举行纪念古意大利丰饶女神（B-ona  Dea）的节日
时，这个克劳狄乌斯竟化装成妇女混到这只许妇女参加的活动中去。其原因
只是作为恺撤的妻子庞培娅（Pompeia）的情夫，他想借机混进去幽会罢了。
这一骇人听闻的读神行为引起的轩然大波自然使克劳狄乌斯受到了指控，但
是在一切都可以出卖的罗马，他仍然能用钱打点，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偏
偏西塞罗提出了克劳狄乌斯那天确实在场的证据，使他大失面子①。克劳狄乌
斯这方面也千方百计为此向西塞罗进行报复。公元前 59 年即恺撤任执政官的
一年，克劳狄乌斯迂回作战，先是借恺撤的力量——恺撒竟容忍自己妻子的
情夫，可见这是当时罗马的风气——使自己转入平民等级，然后当选为公元
前 58 年度的保民官。继而他用讨好民众的办法在取消了埃利乌斯和富菲乌斯
法（Leges  Aelia  etFufia）②之后又通过了一项法律，法律规定不经审判
处死罗马公民的任何人的行为都是非法的。这样，西塞罗在对付喀提林的阴
谋时处死罗马公民的做法便旧事重提，受到了制裁。西塞罗为此只好亡命而
离开罗马，克劳狄乌斯除了赶走西塞罗之外。还和庞培作对，而从恺撒（在
克拉苏的一派里）和庞培两种势力抗衡的背景上看，克劳狄乌斯显然是受到
恺撒的支持的。一般史书说撒路斯提乌斯从公元前 49 年便站到了恺撒一面，
其实他们的关系还要早得多。

另一方面，米洛则是站在庞培，因而也就是西塞罗一面的。米洛和克劳
狄乌斯的斗争在恺撒和庞培的较量中表现为直接的、明火执仗的格斗，它在
几年当中把罗马搅得乌烟瘴气。西塞罗被迫亡命后，米洛极力活动使西塞罗
返回罗马。此人后来（公元前 48 年）因勾结玛尔库斯·凯利乌斯·茹福斯
（Marcus  Caelius  Rufus）进行反恺撒的活动而被杀。

据苏埃托尼乌斯的记述①，撒路斯提乌斯由于批评了庞培而受到庞培的一
名被释奴隶的还击，这个名叫列奈乌折（Lenaeus）的被释奴隶在一篇措词尖
锐的讽刺文中对他进行了猛烈的抨击。

公元前 50 年撤路斯提乌斯由于监察官阿皮乌斯·克劳狄乌斯·普尔凯尔
（Appilus  Clatidius  Pulcher）的活动而被开除出元老院。克劳狄乌斯·普
尔凯尔是个有名的庞培派。公元前 54 年任执政官之后，他到奇利奇亚去任长
官，公元前50 年回来任监察官。他设法把恺撒派撒路斯提乌斯赶出元老院是
顺理成章的事。而要从生活上找一些丑闻作借口并不困难，这也是当时罗马
政治斗争的惯用手法。

至于这是怎样一件丑闻，有的历史学家把它同奥路斯·盖利乌斯（Aulus

                                                
① 这一点可以证明西塞罗的正直，不包庇自己的熟人。
② 这两个法律大约是在公元前 150 年返过的，具体内容未详，大体上都对高级长官的职权作了规定。
① 《语法论》，第 16 章。



Gellius）根据瓦罗的材料提供的一件事联系起来②。原来撒路斯提乌斯在和
米洛的妻子、独裁官苏拉的女儿法乌斯塔（Fansta）私通时，当场被米洛堵
住，结果不仅挨了一顿鞭子，还狠狠地被惩罚一番。但是我们知道，瓦罗也
是一个众所周知的庞培派，他的话的可信性是大可怀疑的。

不过，撒路斯提乌斯在《喀提林阴谋》（第 3章）里所说的干了不光采
的事情云云可能就包括上面的那件，因为众所周知的事情一定要想回避或隐
瞒是很不明智的作法。

公元前 49 年罗马成了恺撒的一统天下，也正是撒路斯提乌斯感到日子好
过的时候。恺撤一下子把财务官从 20 人增加到 40 人，撒路斯提乌斯于是再
度成了财务官，同时也就成了元老院的一员。庞培东渡时两位执政官路奇乌
斯·科尔涅利乌斯·朗图路斯·克茹斯（Lucius  Cornelius  Lentulus
Crus）和盖乌斯·克劳狄乌斯·玛尔凯路斯（Caius  Claudius  Marcellus）
以及大部分元老也一道逃走了。恺撒正好把自己的人，甚至他的老兵和被释
奴隶都补充进元老院，元老院一下子扩充到 900 人，反正这时的元老院已不
同于过去，它已是恺撒个人的囊中之物，即使不说它是个点缀，顶多也不过
是个咨询机构而已。

撒路斯提乌斯虽然后来在著述方面有所成就，但在军事方面是个不高明
的指挥官，这是违反古罗马人的传统的。公元前 48 年他在伊利里库姆
（111yricum）统率着恺撒的一个军团，却败在屋大维和司克里波尼乌斯·利
波（Scribonius  Libo）（赛克斯图斯·庞培的岳父）的手下①。

公元前 47 年，撤路斯提乌斯任行政长官，也有人认为他担任这一职务是
在公元前 46 年，但无论哪一年担任都取决于恺撒的“任命”，实际上区别不
大。此时驻坎佩尼亚的军团奉调去西西里，但是传达这项命令给军团的普布
利乌斯·科尔涅利乌斯·苏拉（Publius  Cornelius  Stilla）——独裁者
苏拉的侄子，曾参加喀提林的阴谋，现在是恺撒的副帅。他在公元前 65 年担
任过执政官——受到了士兵的凌辱。军团士兵对于不能得到土地和应有的赏
赐，不能得到合法的退役显然极为不满，因而不听从调动的命令。撤路斯提
乌斯继而被派去处理此事，不但未能成功，反而自己差点也送了性命。事实
上已经有奉派到那里去的两位元老死在军团士兵的手里了，问题是军团士兵
（第十军团）到罗马后由恺撒亲自出面才解决的②。

但是在第二年即公元前 46 年年初，恺撒在阿非利加战争中正处于焦急等
待支援的困境时，撒路斯提乌斯登上了和小叙尔提斯相对的凯尔奇那岛
（Circina），并把敌人在那里的大批粮食及时地运到茹斯皮那附近恺撒的营
地里①。他的这一行动对于恺撒之取得最后胜利起了很大作用。所以为了酬谢
他的服务，恺撒任命他担任新成立的新阿非利加行省（Africa  Nova）的长
官②。我们知道，共和国时期的罗马高级官吏都是没有薪金的，大致相当于薪
金概念的拉丁词 salarium（来自 Sal 这个词’Sal 意为盐，象征生活中最必
需之物，今天英语的 salary 即来自这个词）是到帝国时期才有的。官员一般

                                                
② 《阿捉卡之夜》.第 17 卷，第 18 章。
① 欧洛西乌斯，6，8，15。
② 狄奥·卡西乌斯，第 42 卷：第 52 章；阿庇安：《内战史》，第 2 卷，第 92 章以下。
① 《阿非利加战争》，第 8、34 章。
② 《阿非利加战争》，第 97 章。



靠什么生活，我们没有十分具体的材料，但到行省一次出任长官所得便可一
生享用不尽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平时人们以服务的酬劳的方式所得的也会
远远超过后来法定的收入。否则人们就不会这样热衷于竞选高级官吏了。秦
奇乌斯法（Lei  Cin 一 cia）禁止人们在辩护方面收费，可见这以前是要花
钱的，法律后来虽禁止取酬，但变相的酬谢可能费用更高。恺撒在公元前 61
年去远西班牙任长官（行政长官衔）之前在罗马因生活挥霍和搞政治活动负
下了天文数字的债，赴任前着不是克拉苏的帮忙几乎不能脱身，但一任归来
不但还清了债，而且成了大富豪，成了很多人的债主。最清廉的如西塞罗，
一任奇利奇亚（在小亚细亚）那样一个穷苦地方的长官，仅份内所得用今天
（90 年代）的购买力加以计算至少也有上千万元人民币，更不用说富裕的行
省了。行省居民虽然可以到罗马元老院控诉长官贪赃在法，但十之八九只是
走个过场而已（有派别斗争背景者除外）.行省居民是不会得到补偿的。罗马
竟选官职，举办各种讨好民众的活动，豢养为自己奔走的门客，都要个人出
钱，若非权贵出身或有权贵撑腰，一般人是绝对应付不了的，这一点和现代
美国竞选总统要有财团支持有点相似。所以罗马的社会活动、政治活动、宗
教活动往往造成了许多负债累累的人，成为社会上的一个不安定因素。了解
这一点，才可以了解为什么喀提林如此不顾一切地要竞选执政官。说穿了也
不过是为了将来外放时搜括财富，以便还债和供他继续挥霍而已。

撒路斯提乌斯这一任长官果然使他立刻成了巨富，因此可见此公尽管一
直在进行着要人们蔑视财富的说教，但他自己依然是一位搜括的能手。当然，
这也怪不得他，这已成了罗马当时的一种风气。搜括手段的残酷当然会使他
因勒索（extorsio）的罪名受到追究，但在当时的情况下，恺撒只需打一个
招呼他就可以过关了。据《抨击》的不十分可靠的说法①，撤路斯提乌斯为此
曾贿赂了恺撒 120 万谢斯特尔提乌斯②。对于此事，一则事实的真伪尚难确
定，只能姑妄听之。但按情理推度，拥有独裁权力并且一贯慷慨大度的恺撒
决不会把区区这样一点钱放到眼里。以这样一点点钱视为恺撒和撒路斯提乌
斯之间达成的一笔交易，只能是作者的一种可怜的想象，不能说明任何问题。

撒路斯提乌斯的财富多到何等程度，从他在悄撤死后买下了他的别墅和
置办了一所闻名于后世的所谓撒路斯提乌斯园（HortiSallustiani）可以看
出。撒路斯提乌斯园在罗马北端科利努斯门附近，和路库路斯园邻接，位于
今天的平西欧山（Monte  Pinclo）之上，再向西就是著名的玛尔斯广场了。
这个地方后来成了尼禄、韦伯芗、涅尔瓦和奥勒略的皇家园林。

作为平民派，撤路斯提乌斯的政治生涯可以说是和恺撒相终始的，撒路
斯提乌斯在恺撒的庇护下是个不折不扣的既得利益者，但另一方面他又看透
了也恨透了罗马共和国末期元老权贵当权的社会，如果相信他写给悄撒的信
和他对悄撒的演说的话③，那末他的恢复古罗马传统美德的理想的确是寄希望
于雄才大略的恺撒身上，恺撒一死，他的理想随之破灭，从此退出政治舞台，
生活在回忆和想象之中，不再参预后来的政治斗争，这也是理所当然的事。
他的卒年一般定为公元前 35 年，那已经是罗马帝国的前夜了。

                                                
① 第 7 章。
② 罗乌基本货币单位，用青铜铸造。
③ 在学术界一般承认这两篇文字是撒路斯提乌斯本人的作品。



此外，据耶洛尼姆斯的记述①，撒路斯提乌斯娶了西塞罗的离婚的妻子特
伦提娅（Terentia）。特伦提娅和西塞罗在公元前 46 年离婚，西塞罗已经
60 岁，这时他虽然得到恺撒的谅解返回意大利，但过的却是寄人篱下悒郁寡
欢的日子。特伦提娅这时离开他等于是雪上加霜，对他是一个不小的打击。
特伦提娅的生年史无明文，假定他们相差 10 岁，而她离婚后立即再嫁或在公
元 45 年再嫁，她也至少比撒路斯提乌斯大 10 岁。富家出身的特伦提娅一直
苦干西塞罗经济方面的拮据②，这很可能是他们夫妻不和的原因之一，因此成
为暴发户的撒路斯提乌斯会对她有较大的吸引力，就没有什么奇怪了。

   
撒路斯提乌斯退出政治活动以后的日子并不是无所事事，悠游林下。他

拿起了笔从事著述，而最后这 10 年的著述活动反而使他不朽，成为罗马的著
名历史学家和文学家。

撒路斯提乌斯在文字修养方面是有准备的，这一点从他的成果得到证
明。在这将近 10 年中间，他写了两部专题的历史，一部通史，但完整地保存
下来的只有《喀提林阴谋》和《朱古达战争》，片段保存下来的是他最后的
力作《历史》。此外还有给恺撒的演说和书信各一篇也保存下来，但这是在
公元前 44 年以前写的。如果给这些作品系年的话，那末情况大致是这样：

《对晚年的恺撒发表的演说。论共和国》（AD  CAESAREM，SENEM DE RE
PUBLICA  ORATIO）写于公元前 50 年之前，也就是在恺撤与庞培对峙时期；
《给晚年的恺撒的信，论共和国》（AD CAESAREM SENEM DE RE PUBLICA
EPISTULA）写于公元前 46 年即恺撒基本上战败了庞培和庞培派的军队之后；
《喀提林阴谋》（Bellum  Catilinae 直译是《喀提林战争》）发表于公元
前 43 年左右；《朱古达战争》（Bellum  lugurthilnum）发表于公元前 41
年左右。似乎在《喀提林阴谋》问世后不久作者即着手写作此书。

《历史》（Historlae）记述从公元前 78 年到公元前 67 年大约 12 年间
的事情，它们完全是作者亲自经历过的；西森纳的《历史》写到苏拉之死即
公元前 78 年，此书可以视为它的一个续篇；但此书大部分已经失传，完整保
存下来的有四篇演说，即《执政官雷比达对罗马人民的演说》（Oratio  Lepidi
cos，ad  popululn  Romanum），演说发表于公元前 78 年，是抨击苏拉的统
治的；《腓力普斯在元老院的演说》（Oratio  Philippi  in  senatu），
这是贵族派领袖路奇马斯·玛尔奇乌斯·腓力普斯对前一演说的反驳，因为
雷比达要求连任执政官并恢复保民官的权利；《盖乌斯·科塔对罗马人民的
演说》（Oratio  C.Cottae  ad  popultlm  Romanum 科塔是公元前 75 年度
执政官，鉴于民众在这一年对权贵的攻击日益激烈，科塔于是穿上表示不样
之兆的丧服对民众发表了这篇演说进行安抚，以免群众的情绪激化成为内
乱），《保民官马凯尔对民众发表的演说》（Oratio  Macri  TR，PL，ad
plebem），公元前73 年在权贵和民众进行的斗争中，保民官盖乌斯·李奇尼
乌斯·玛凯尔用这篇演说攻击权贵的统治。完整保存下来的还有两封书信，
即《格涅乌斯·庞培给元老院的信》（Epistula  Cn，Pottlpei  ad  Senatum，
赛尔托里乌斯在公元前 75 年秋天利用游击战术切断了庞培的粮食供应，所以
庞培写信给元老院要求金钱、物资的支援）；《米特拉达特斯的信》（Eplstula

                                                
① Adversuslovinianurn，1。
② 恺撒和庞培摊牌之后，西塞罗把他在奇刊奇亚一任长官所得送给了庞培。



Mitbridatis，公元前 69 年被路库路斯打败的米特拉达特斯写信给帕提亚国
王阿尔撒凯斯，希望同他结盟共同抗击罗马人）。这些演说和书信是因其文
字精采而被后世的修词学家选入他们的教本，得以保存下来的。此外还有为
后世作家征引过的一些片段保存下来。在它们的整理工作方面，德·布罗斯
（DeBrosse）、克里茨（Kdtz）、狄奇（Dietsch）和茂伦布莱舍尔（Maur
一 enbrecher）都作出了可观的成绩。撒路斯提乌斯这部压卷之作，可能是
在较早的时期便已开始准备了，说不定是和《喀提林阴谋》与《朱古达战争》
交叉进行的。就篇幅而论，其写作不大可能在《朱古达战争》发表之后。可
以认为前两种专题历史只是后来的《历史》的一种试笔，因为就文笔而论，
《历史》的文字显然更完美，更成熟些。

   
历史学家撒路斯提乌斯

  
撒路斯提乌斯少年时在罗马从名师学习；青年时开始从政，也像当时一

般罗马青年那样，干正经事也干荒唐事；发生战争时就随军出征，吃得了各
种各样的苦头，退下来又能拿起笔来写文章，这就是共和时期中上层罗马人
的写照。从《高卢战记》我们可以看到，即使恺撒那样出身高贵的人，也决
不是弱不禁风的贵公子，而能够进行坚昔卓绝的斗争。年轻时文静得像个女
孩子似的屋大维（奥古斯都），一旦随舅祖父恺撒踏上征途，那就无论什么
苦也经受得住，从而得到悄撒的赏识，认为他够得上罗马人的标准，要想养
尊处优，克拉苏应当算是满有条件的了，但是他仍然渴望建功立业，挥师东
征，虽然最后战死在外面，却不愧是古罗马人。恺撒对撒路斯提乌斯无疑是
赏识的，撒路斯提乌斯当然也极力报效，你看他自公元前 49 年之后，为了恺
撒的事业几乎是马不停蹄，东西南 12 北四处奔走出现在各个关键的场合，那
劳苦是不言而喻的。特别是奇尔奇那岛的战斗，更要冒很大的风险。可见以
文笔见称的罗马史家同时又是坚苦备尝的斗士，这和帝国时代专作皇帝侍从
的文学之士是大不相同的。

撒路斯提乌斯从政治生活中退下来之后为什么要写历史？他在罗马史学
中占什么地位，要了解这一点，就得先回顾一下撒路斯提乌斯以前罗马史学
的情况。

罗马建城初期文字本身还很简陋，处于刚刚形成的过程之中，当然谈不
上什么史书。不过大司祭出于宗教方面的需要，逐年把同宗教有关的事项记
载下来，而纪年则是以执政官的名字或其他高级官吏的名字作为标志的，这
就是所谓编年大事记（Annales）。据说从公元前5世纪以来的编年大事记已
毁于公元前 390 年高卢人的入侵，后来在格拉古兄弟时期，大司祭普布利乌
斯·穆奇乌斯·司凯沃拉（Publius  Mucius  Scaevola）补充整理了 80 卷
的《大编年大事记》（Annales  maxilni）（已俟）。但这些记录都是零碎
的，无系统性，至多只有史料的价值，不是真正的历史。

生于公元前 270 年左右的拉丁诗人格涅乌斯·奈维乌斯（Gnaeus
Naevius）和号称“罗马诗歌之父”的克温图斯·恩尼乌斯（Qulnttts  Ennius，
前 239 年一前 169 年）虽都曾用诗体的文字记述罗马的历史，但他们都是把
它作为诗歌（文艺）作品来写作的。当然，其中也肯定反映了部分历史的实
际，这些作品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称为史诗，它们可以为历史学家提供原始的
史料，但它们本身还不是历史。有人因为诗人用历史题材写作便把他们说成



是罗马最早的历史学家，这显然是不妥当的。
还有一些作家如克温图斯·法比乌斯（Quintus  Fabius，公元前 254

年—？）、路奇乌斯·琴奇乌斯·阿利门图斯（Lucius Cinc-ius Alimentus，
活动时期和法比乌斯大略相当）、奥路斯·波斯图米乌斯·阿尔比努斯（Aulus
Postumius  Albinus，公元前 151 年度执政官）和盖乌斯·阿奇利乌斯[Galus
Acilius，曾为公元前 155 年参加雅典哲学家使团的卡尔涅阿德斯
（Carneades）作过翻译］，他们都用希腊语撰写过罗马古代的历史，但是它
们的读者对象更多是被罗马征服的希腊人，是一种为罗马的统治辩护，宣扬
罗马声威的政治宣传品，而且由于作者所受的都是希腊教育，所以撰史时使
用的也是那种偏重于讲故事的希腊化手法，这种作品不能彼承认为真正的历
史作品，因而不能把它们归入罗马史学的体系之中。

玛尔库斯·波尔奇乌斯·加图（Marcus  Porchs  Cato，前 234 年一前
149 年）即历史上所说的大加图或监察官加图是罗马的第一位用拉丁散文撰
写罗马历史的人。他是一位正统的、保守的罗马人，对罗马文化中的希腊影
响一向深恶痛绝，而宁肯保持罗马粗犷质朴的特色，在文化方面，重要的是
他制订了散文的拉丁语；罗马人对希腊取得的胜利使他不能容忍罗马人继续
用希腊语写作。他写了一部 7卷的《罗马历史源流》（Origines），时间从
意大利和罗马的早期历史一直到他当代。他的作品不是古老的编年体而是分
成若干题目来叙述的，文字虽然朴拙，但是已经有了真正史书的规模，只是
在取材方面，除了罗马的有关文献之外，仍然不能不借重于希腊人的作品。
可惜全书已失传，只有片断保存下来。

在大加图的影响下用拉丁散文撰史的他的同时代人还可以举出路奇乌
斯·卡西乌斯·赫米那（Lucius  Cassius  Hemina）和格涅乌斯·盖利乌斯
（Gnaeus  Gellius）。这两位老编年体作家也都系统地记述了从早期到他们
当时的罗马历史，这些作品本身虽然没有传下来，其内容却部分地保留在后
来的历史作品里。

以上就是撒路斯提乌斯撰史时我们所能了解到的罗马史学情况。如果他
也想写一部从古代以来的通史的话——他的老师阿泰 14 乌斯·腓洛洛古斯已
经为他提供了一份提纲——那么他所能依据的拉丁文献实在有限，而只能照
抄希腊语作品里提供给他的大量“演义”。对于通晓希腊语的撒路斯提乌斯
来说，这方面的材料当时不但很多，而且是很容易获得的。且不说这些材料
大部没有什么依据，那些为贵族树碑立传的东西肯定是不合平民派撒路斯提
乌斯的口味的。而且从他的著作我们可以看到，他不是为撰史而撰史，而是
要通过这一活动施展他另一方面的抱负，尽管他说他已经完全退出了政治活
动。

如何通过撰史表现自己的信念以及他对撰史的看法，他在《喀提林阴谋》
的开头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我们的全部力量既在于精神，也在于肉体，我们使精神发号施令，
肉体则俯首听命。精神是我们和诸神共有的，肉体则是我们和禽兽所共有的。
因此我认为我们应当用精神的力量，而不是用肉体的暴力去寻求荣誉，这样
我们才可以使自己尽可能长久地名垂后世（重点引者所加，下同），因为我
们享受的一生是短促的。要知道，从财富和美貌得来的声名是转瞬即逝的和



脆弱的。而只有崇高的德行才是光荣的和不朽的财富。”①

“⋯⋯为国家干一番事业当然是光荣的，而以语言文字服务于国家也不
是一件坏事；在和平时期与战争时期人们都可以使自己成名。不仅是建功立
业的人，就是记述别人的功业的人往往也受到我们的称许。就我个人而论，
虽然我十分清楚，撰写历史的人和创造历史的人决不可能取得同样的荣誉，
但是我仍认为撰写历史是极为困难的一件事。这首先是因为他的文笔必须配
得上他所记述的事情；其次是因为，倘若你对别人的缺点进行批评，大多数
人就会认为这样做是出于恶意和嫉妒。此外，如果你记述了杰出人物的丰功
伟绩，则人们只有在他们认为你所说的事情他们自己也容易做到的时候，才
愿意相信你，一旦超过这个限度，则他们便认为你的话即使不是荒谬的，也
是凭空捏造的了。”①

但是要坚持自己的政治信念，又不致被人指为荒诞无稽，那么就以记述
自己亲历的事情为好，而自己这时已经具备了这样的条件来实现自己的志
愿：

“⋯⋯在经历了许多困难和危险之后，我的心情归于平静并且我已决心
从此再也不参预政治生活⋯⋯我决心回到我过去向往的志愿上来，而不祥的
野心曾使我偏离这一志愿；我决心撰述罗马人民的历史，把我认为值得后人
追忆的那些事情挑选出来，笔之于书。而我之所以对这一工作抱有信心，是
因为这时我个人已经不再有所希求，不再有所恐惧，不再有派系的偏见。”②

由于他本人受过希腊教育，接触过希腊的史书，对比之下，罗马人在撰
史方面更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正像他所说：

“依我看，雅典人的行迹确实是相当伟大而又光荣的，尽管如此，它们
实际上也不是像传闻中描写的那样出色。但是由于雅典产生过具有非凡才能
的作家（如希罗多德、修昔底德、色诺芬——引者），所以雅典人的功业便
被认为是世界上无与伦比的。这样看来，成就事业的人们的功绩所以被捧得
如此之高，只不过是有伟大的作家能够用颂扬的文字对事业本身加以抬高而
已。但是罗马人民从来不曾有过这样的有利之处，因为他们中间最有才能的
人们总是从事于实际的事务，他们总是要在身体力行的情况下使用他们的头
脑；最优秀的公民重视行动而不喜空谈，他认为他自己的英勇行动应当受到
别人的称赞，而不应由他本人来记述别人的英勇行动。”③

前面我们已经指出，当时已有的大量用希腊语写的有关罗马历史的著作
只起一种宣传作用，根本不能同希腊本身的伟大历史作品相提并论。那里面
的不少捏造和模仿的劣品，根本不能当作历史来对待。至于旱期诗体拉丁语
的有关神话历史传说的记述，也还太原始、太简陋、大零碎，难以列入史书
之林。难怪撒路斯提乌斯会发出罗马无史书的慨叹了。

几百年前的史料既然大半毁于高卢之劫，而抄录那些编造的故事又于心
有所不安，撒路斯提乌斯只能从身边的历史来着墨。喀提林的阴谋是他亲眼
目睹的，里面的不少当事人是他的朋友；朱古达的战争虽然早一些，但是他
可以得到不少有关资料，许多亲历此事的老一辈人还有在世的，更何况他在
北非担任过长官，熟知那里的风土人情，所以写起来也更觉亲切。《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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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喀提林阴谋》，第 3 章。
② 《喀提林阴谋》，第 4 章。



各卷的内容也有不少是他亲历的（前 78 年到前 66 年），得心应手当不在话
下。

至于撒路斯提乌斯为什么先从记述喀提林的事件着手，据他自己说，“这
是特别值得迫忆的一个事件，因为那罪行和由此而产生的危险都具有非同寻
常的性质”①。他写作这篇专题的历史著作时不但可以依据他可以看到的大量
文献（如元老院的命令，西塞罗已发表的演说等等），还可以向有关人员查
询，比如有关克拉苏是否参加了阴谋的问题，他就直接向克拉苏本人打听过。
所以说，尽管他的作品仍然存在着许多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总的说来，无论
作为历史，还是作为文章，撒路斯提乌斯的作品都是备受后代重视的重要文
献。

作为用散文写作的历史学家，撒路斯提乌斯直接的源流应当说是老加
图。观点不用说了，就是文字也有明显的继承关系，乃至攻击他的人竟说他
抄袭监察官加图的作品②，比如拉奈乌斯就说他是“古人、特别是加图的语言
的一个无知的抄袭者”①。但关于他在史学中的地位，罗曼却说：“⋯⋯当撒
路斯提乌斯不得不放弃一切政治活动的时候（即公元前 45 年），他决心从事
撰述；这时罗马还没有一位历史学家配得上这个名称。”②这实际是把他说成
是罗马的第一位真正的历史学家了。

另一方面，撒路斯提乌斯受希腊历史著作，特别是修昔底德著作的影响
也是无可怀疑的。这一点我们在后面还要谈到。

   
关于喀提林阴谋

  
下面我们就简略介绍一下喀提林阴谋这一事件本身。
喀提林的阴谋是在共和国末期罗马表面上繁荣而内部动荡不安，即将发

生巨大变革的前夕发生的。这时各种政治力量之间的关系呈现错综复杂的局
面。代表保守力量的元老院和势力急速扩大的庞培，庞墙和克拉苏，庞培和
后来异军突起的恺撒，克拉苏与恺撒同元老院贵族乃至民主派，都存在着既
相互依存又相互排斥的矛盾关系。所以出现了这样的现象：贵族出身的恺撒
成了民主派，骑士等级出身的西塞罗却持正统的保守立场。

喀提林的阴谋就是这种错综复杂形势的一个爆发点。
路奇乌斯·塞尔吉乌斯·喀提林（Ltlcitls  Sergius  CatiIlna）公元

前 108 年出生在一个有广泛上层联系，但是破落的贵族之家。他在不久前的
内战里站在苏拉一面，是一位卖力的打手。苏拉独裁进行大屠杀大没收（公
敌宣告）时，喀提林又是他的一个急先锋，这期间他当然捞到了不少的油水，
但总的说来没有受到苏拉的重用，他什么时候开始从政，史无明文，但公元
前 68 年他已经是行政长官了；公元前 67 年他从阿非利加长官任上返回罗马
后曾因勒素罪而被控于法庭，因此在公元前 66 年提出竞选公元前 65 年度的
执政官时，他的诉讼问题因尚未了结而被取消了竞选资格。由于罗马当时外
放者几乎无人不贪赃在法，因而行省长官回来后被控乃是常见的情况，对这

                                                
① 《喀提林阴谋》，第 4 章。
② 苏埃托尼乌斯：《语法论》第 10、15 章；《奥古斯都传》，第 86 章。
① 苏埃托尼乌斯：《语法论》，第 10 章。
② 《喀提林阴谋·朱古达战争》法译本序，第 iii 页。



一问题本来是可松可紧的，偏偏主持此事的执政官沃尔卡奇乌斯·图利乌斯
（Volcaciiis  Tullius）对此毫无宽假之意，就和对待另两名候选人普布利
乌斯·奥特洛尼乌斯·帕伊图斯（Publius  Autronius  Paetus）和普布利
乌斯。科尔涅利乌斯·苏拉（Publius  Cornelius  Sulla）  （独裁官苏拉
的侄子）一样。后两个人也是在当选之后因发现有行贿行为而按照公元前 67
年的卡尔普尔尼乌斯法（Lex  Ca1purnla）被取消了执政官职位和元老资格
的。这一点只反映出派别斗争的激烈而并不说明这个“可以出售的’罗马在
政治上已经有了执法严明的迹象。但使他们极为恼火的却是，就在不久之前，
公元前 67 年度的执政官、两个保守派盖乌斯·卡尔普尔尼乌斯·皮索（Caius
Ca1purnius  Piso）和玛尔库斯·阿奇利乌斯·格拉布里欧（Marcus  Acllliis
Glabr-io）正是通过明目张胆的行贿而“当选”的。其实这些当选的执政官
几乎都是权门子弟，高级官吏的职位照例是由他们包办了的。这些人就像在
《朱古达战争》里马略的演说中所描写的那样：

“我个人就知道有这样一些人，他们在当选为执政官之后才开始首次诵
读我们祖先的历史和希腊人的军事论文⋯⋯

“他们的祖先把他们所能留给后人的东西全留给了他们——财富、胸
像、关于他们自身的光荣的回忆；但是他们却没有给后人留下品德，而且他
们也不可能做到这一点，只有品德是不能像礼品那样授受的。

“⋯⋯他们那些人间最无耻的人用他们的罪行玷污了他们自己之后，竟
还要夺取有道德的人们应得的报偿！”①

但这些权贵之间相互斗得也是十分凶狠的。两俭落选的执政官竟想组织
暴徒，让他们在通过补充选举当选的执政官路奇乌斯·奥列利乌斯·科塔
（Lucius  Aurelius  Cotta）和路奇乌斯·曼利乌斯·托尔克瓦图斯（Lucius
Manlius  Torquatus）元旦就职并同元老院成员见面（在朱比特神殿）时杀
死他们，并夺取他们的棍束（执政官的权力标记）。他们的气焰极为嚣张，
奥特洛尼乌斯本来就是个好惹事生非的人，负了一身债的喀提林更是干起坏
事来百无禁忌，所以新任的执政官在元老院的关照下作了相应的防范。即使
按照撒路斯提乌斯在《喀提林阴谋》里的说法，②这一暴力行动后来延期到元
老院开会的 2月 5日，但终归还是失败了。

历史上这所谓的第一次喀提林的阴谋，其主角其实并不是喀提林，喀提
林只是一个参加者，是苏拉出钱拉来的一名打手。其余的参加者我估计也都
是那些破了产的贵族子弟。我甚至怀疑这甚至算不上阴谋，而是一种表示不
满的武装威胁，只是想给新执政官一点颜色看看而已，因为不可能有这样明
目张胆的“阴谋”。在奥特洛尼乌斯·帕伊图斯为行贿享受到审判时，他便
有了利用自己的剑奴冲散法庭的打算。这时的选举没有一次不是刀光剑影，
杀气腾腾的，受到政敌的武装威胁和人身伤害已经是家常便饭。这次许给喀
提林的报偿是支持他竞选公元前 64 年度的执政官。许给另一个参加者格涅乌
斯·卡尔普尔尼乌斯·皮索（Gnaeus  Calpu-rnius  Piso）的报偿是使他去
两西班牙（远、近西班牙）任长官。

这场官司从公元前 65 年一直拖到第二年；对喀提林来说，竟选公元前
65 年度执政官的资格被取消后，竞选公元前 64 年度执政官的机会也随之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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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泡影。当选公元前64 年度执政官的是路奇乌斯·优利乌斯·恺撒（Ltlcius
Julius  Caesar）和盖乌斯·玛尔奇乌斯·费古路斯（Gaius  Marcilis
Flgulus）。路·优·恺撒就是盖乌斯·优利乌斯·恺撒在高卢作战时担任过
他的副帅的那一位，也可称得是一位战将了。喀提林据说还是用金钱才摆脱
了诉讼的困扰的。

一身是债的喀提林哪里有钱去竞选执政官，去贿赂别人？从个人来说，
像喀提林那样的贵族家庭出身的人只要不择霍、不放荡，要竞选执政官的钱
和其他条件是会有的，做一任执政官也是不成问题的。现在他通过不正当的
途径弄来的钱挥霍光了，就只好指望再以同执政官（proconstil）的身分外
放再去搜括一笔钱。另一方面，从更高的层次来看，克拉苏为了同正在外面
的庞培相抗衡，他也有必要在罗马拉拢一些闹得起来的帮手，所以看来克拉
苏和苏拉都给过他经济上的支援是没有问题的。至于正在高级营造官任上的
恺撒，他为了讨好民众，把自己的产业花光了之后自己还负了债，当然没有
帮助喀提林的力量。

竟选公元前 63 年度执政官的有 7 人，除了喀提林之外，他们是玛尔库
斯·图利乌斯·西塞罗、盖鸟斯·安托尼乌斯·叙布里达（Gaius  Antonius
Hybrida）、普布利乌斯·苏尔皮奇乌斯，伽尔巴（Publius  Sulpicius
Galba）、路奇乌斯·卡西乌斯·隆吉努斯（Lucius  Cassius  Longinus）、
克温图斯·科尔尼奇乌斯（Quin-Tus Cornicius）和盖乌斯·李奇尼乌斯·撒
凯尔多斯（Caius  Lici-nius  Sacerdos）。其中以喀提林、安托尼乌斯和
西塞罗三人占较大优势。喀提林门弟高贵、联系广泛、活动能力强，这一点
连撒路斯提乌斯也不能不承认，再加上有后台在经济上给予支持，应当是一
个热门，安托尼乌斯是死在马略的屠杀之手的那位大演说家玛尔库斯·安托
尼乌斯（Marcus  Antonius）的儿子，此人也有一掷千金的浪荡公子的一面，
一度曾被元老院开除（公元前 70 年），但他和喀提林气味相投，他们正是联
合在一起竞选执政官的。安托尼乌斯的父亲是元老院权贵的代表人物，所以
有元老院的后台，在选举中自然也占有优势。西塞罗因其学识与口才早已声
名卓著，他虽然没有门弟的有利条件，但是比起善于捣乱的喀提林来，人们
认为这个“新人”却更保险一些。对于不久之前的血腥的动乱，人们是记忆
犹新的。

可以说，正是喀提林的嚣张气焰促成了西塞罗的当选。
在《喀提林阴谋》中，西塞罗是和喀提林针锋相对的重要人物，而由于

我们把西塞罗的四篇著名的反喀提林演说，作为配套的参考文献一并介绍过
来，所以有必要对西塞罗略作介绍以帮助读者深入理解本书。

西塞罗公元前 106 年 1 月 3 日生于罗马东南，利里斯河（Liris）东岸的
一个小市镇阿尔皮努姆（Arpinum，今天叫阿尔皮诺，Arpino）的一个骑士等
级的家庭，阿尔皮努姆位于拉提乌姆界内，是沃尔斯奇人的住区。这个小城
镇的居民自公元前 188 年以来便取得了充分的公民权，在西塞罗的青少年时
代，它已经是一个自治市了。这个小城镇产生过在罗马史上起有举足轻重作
用的两位大人物：马略（《朱古达战争》的主要人物之一）和西塞罗。有人
说马略和西塞罗还有亲属关系，这样恺撒也和西塞罗有亲属关系了，这当然
是可能的，但具体情况我们已不得其详了。西塞罗的家庭是那种比较富裕而
且又有教养的骑士家庭，所以他们的爱好文学的父亲在罗马的卡里奈
（Carinee）购置了一所房子以便使西塞罗和比他小 4岁的弟弟克温图斯能够



受到良好的教育。著名的演说家玛尔库斯·安托尼乌斯（公元前 99 年度执政
官）、路奇乌斯·克拉苏（公元前 95 年度执政官）和占卜官克温图斯·穆奇
乌斯·斯凯沃拉（Qulintus  Mucius  Scaevola，  Augur.著名法学家，公
元前 117 年度执政官）都是西塞罗的父亲的朋友，可见西塞罗在有高层 22
次交往的家庭里从小便受到不寻常的薰陶。但是西塞罗在他的作品里很少提
到他的母亲赫尔维娅，只是他的弟弟曾说过母亲持家有方。西塞罗的父亲据
说死于公元前 64 年，即西塞罗任执政官的前一年①。西塞罗在学校时埂显示
出过人的天才，《西塞罗传》的作者普鲁塔克告诉我们：“他们（西塞罗的
同学的父亲——引者）就是为了看一看西塞罗并且了解一下他的敏悟和学习
的能力而经常到学校来的。”②少年的西塞罗便已经出名到如此程度。

西塞罗才智过人，勤奋好学，在罗马的那个环境中又得到过希腊名师的
指点，据我们所知就有伊壁鸠鲁派的哲学家斐德罗斯（Pbaedrus，约前 140
年一前 70 年，西塞罗对他的学说虽并不完全同意，但对其人还是十分尊重
的）、第四学园的创立者拉里撒人腓隆（Philon，前 160 年？一前 80 年，他
是公元前 88 年因米特拉达特斯战争的爆发而逃到罗马来的）、斯多噶派哲学
家狄奥多托斯（Dio-dOtus，从前 85 年西塞罗便从他受业，两年后他被请到
西塞罗家里来）、修辞学家阿波罗尼乌斯·摩隆③（Apollonitis  Molon，此
人前 87 年和前 81 年曾两次来罗马讲学，后来西塞罗又去罗德斯向他问学）、
阿斯卡隆人安提奥库斯（Antiocbus，腓隆和斯多噶派姆涅撒尔库斯
（Mnesarchus）的学生，公元前 78 年西塞罗因病东行时，曾在雅典听他讲
课〕、修辞学家德米特里乌斯（Demetrius）等人。此外在青少年时期他还有
机会听到诸如玛尔库斯·安托尼乌斯和路奇乌斯，克拉苏这样一些大演说家
的演说，这一切都大大有助于他日后取得突出的成就。

西塞罗并没有积极地投身于内战。公元前 89 年他只在庞培·斯特拉波
（Pompeius  Strabo，他是格涅乌斯·庞培的父亲，是当年的执政官）的麾
下服役过一个短时期，但很快他就转到学习方面去了。据普鲁塔克的说法，
他“看到事情会发展成一场内战，而内战又会演变成不折不扣的专制，于是
他便转而去过一种宁静的冥思的生活，同有学问的希腊人交往并专心致志地
研究学问直到苏拉控制了局势而国家似乎安顿下来。”①由于这时格涅乌斯·庞
培也在他父亲的麾下服役，所以西塞罗肯定会认识这个和他同龄的青年并奠
立了友谊的基础。此外，从西塞罗后来的行为来看，他不参加内战并不是出
于逃避乱世的清高思想，而更多是为了利用青年时期做更坚实的准备，以便
将来大显身手。果然公元前 80 年他因为替名演员克温图斯·罗斯奇乌斯·伽
路斯（Qulntus  ROsciusGallus）辩护而声名大振，要知道，指控罗斯奇乌
斯犯有弑亲罪行的是独裁官苏拉和他所宠信的被释奴隶克里索果努斯
（Chrysogo 一 nus）②。被告孤立无援，谁也不敢出来给他讲话，而年轻的西
塞罗在这时却成功地为他进行了辩护，这不但表现了他的出色的语言和辩护

                                                
① 在西塞罗给他的好友阿捉库斯的一封信（i，6）里，人们通信认为 pateranobisdiscessit 指的正是他父亲的

死亡。但这只是说“父亲离开了我们”，discedefe 不一定就是“死别“的意思，写在这里供参考。
② 第 2 章。
③ 摩隆也是恺撒的老师。
① 《西塞罗传》，第 3 章。
② 从名字看，此人是一个希腊人。



功力，更重要的是他表现了不畏权势的高贵品质。更有意思的是，在敢于触
犯掌握主杀大权独裁者的苏拉这一点上，西塞罗和庞培有其相似之处，他们
都是从青年时起便表现了不平凡的气慨，不是那种卑微琐屑之辈。

公元前 79 年他离开罗马渡海去东方的希腊，普鲁塔克说他是因为害怕苏
拉③，如果是这样，他本来是可以不为罗斯奇乌斯辩护的，更何况去东方也并
不能解决逃避苏拉的问题。事实上恐怕还是他自己所说的为了恢复一下体
力，同时在东方他能继续深造。他同特伦提娅结婚的年代史无明文，可能是
在他东行之前即公元前 80 年或公元前 79 年，也可能是在他从东方返回之后
即公元前 77 年。他的女儿图利娅生于公元前 76 年左右，也正是他按法定年
龄正式开始从政的一年，就是说，在这一年他担任了财务官。公元前 70 年他
在反对西西里长官盖乌斯·维尔列斯（Gaius  Verres）——他曾在此人手下
任职一一的诉讼中以无可反驳的证据使得当时最有权威的演说家克温图
斯·霍尔田西乌斯·霍尔塔路斯（QuintusHortensitus  Hortalus，前 114
一前 50 年）也不得不放弃为维尔列斯辩护。这一辩护行动确立了西塞罗在罗
马同霍尔田西乌斯分庭抗礼的地位。

公元前 69 年他任高级营造官，这是个花费很大的官职，恺撒曾因担任这
一官职而把整个家当花光，还负了很多债。西塞罗则自称在这一任上他没有
花很多钱①，但普鲁塔克认为这是因为得到了感恩的西西里人的帮助②。公元
前 66 年他担任行政长官，作为一个被权贵视为异己的骑士等级出身的人，在
仕途上这差不多是最高的限度了。要知道，执政官的官职是一直垄断在元老
院权贵集团手里的。

西塞罗在 7个候选人当中是真正具备一切条件的，他唯一的不利之点，
就是他没有作过元老的祖先，但单是这一点就很难使他在执政官的竞选中有
出头的机会。正如 G.C.里查兹（G.C.Ricbards）所说：“如果他（西塞罗—
—引者）的主要对手不是喀提林，他就很难当选为公元前 63 年度的执政官；
因为先前的苏拉派喀提林由于公开提出取消债务（novae  tabulae）而在元
老院的眼里成了危险人物。另一方面，西塞罗作为骑士等级的代表则是安全
的。”科瓦略夫也是这样看法：尽管西塞罗才华出众，极负盛誉，但限于出
身，元老院集团并不是特别中意于西塞罗，而所以终于选他是两害之中取其
轻的意思①。

元老院正是在喀提林要挺而走险的危急时刻为了本身的利益才把西塞罗
推到第一线去应付的，这和北方吃紧时，马略再次当选执政官是多么相似！

喀提林竞选公元前 63 年度执政官失败之后，接着又宣布竞选公元前 62
年度的执政官，他打出的是为民请命的牌子，实际上首先是使自己摆脱困境，
而像他这样欲壑难填的人除了当选执政官后到行省再去搜括一番之外是没有
别的出路的。这也正是他为什么死乞白赖地非要把执政官职位弄到手的原
因。跟随他闹事的那一群人的上层分子，其中包括现任的行政长官朗路图斯，
也都是情况和喀提林差不多的负债累累的贵族分子。他们在经济上也都已处
于山穷水尽的地步，所以想再掀起一次动乱，像苏拉专制的时期那样，乘机

                                                
③ 《西塞罗传》，第 3 章。
① 《论义务》，第 2 卷，第 59 章。
② 《西塞罗传》，第 8 章。
① 《古代罗马史》，三联书店，拙译本，第 583 页。



发一笔横财供他们继续挥霍。
西塞罗懂得让喀提林当选公元前 62 年度的执政宫会引起怎样的后果，又

了解喀提林和盖乌斯·安托尼乌斯的前面提到的那种关系；而且安托尼乌斯
和喀提林勾结起来竞选执政官也和那些权贵一样，无非是为了一个“利”字。
为了分化他们，切断自己身边的这个内线，西塞罗把应当属于他的马其顿行
省主动让给了安托尼乌斯，让他至少保持中立也好。这就等于把一块肉骨头
抛给狗，让他到一边去吃，不再会给自己带来麻烦。

马其顿行省是个盛产牲畜、谷物、水果、木材的国土，它的银矿在罗马
世界也是有名的。让出马其顿这一点也证明，西塞罗从政有他自己的理想和
抱负，他决不是唯利是图，贪得无厌的人。另一方面，作为执政官，他时时
对喀提林加以防范。喀提林以其门第和他的广泛的社会联系根本不把这位“新
人”出身的执政官放在眼·里，所以他反对西塞罗的活动几乎可以说是明目
张胆、肆无忌惮的，这一点西塞罗本人的演说可以证明。

喀提林一方面忙于竞选，一方面暗中作军事准备，他的根据地是埃特鲁
里亚北部的城镇费租莱，负责那里的军事行动的是苏拉过去的一名百人团长
盖乌斯·曼利乌斯，此人也是因为挥霍无度破了产之后方和喀提林勾结在一
起的。西塞罗买通了一个名叫富尔维娅（Fulvia）的妓女，并通过她买通克
温图斯·库里乌斯，作为自己在阴谋者当中的内线①。富尔维娅是参加阴谋的
克温图斯·库里乌斯（Quinttls  Ctlrills）的情妇。库里乌斯气焰甚为嚣
张，不懂得回避和保密，因此阴谋的内情他都原原本本地告诉了富尔维娅，
随之也便传到西塞罗那里去。公元前 63 年 9 月下旬或 10 月间，西塞罗根据
他了解到的情况向元老院报告了喀提林准备夺取政权和取消一切债务的阴谋
的详情。紧接着元老院在第二天召开会议讨论局势，为此而决定推迟执政官
的选举。喀提林参加了这次会议，西塞罗在《为穆列纳的辩护词》（Oratio
M.Ttillii Cicetonis  pro  L.  Murena）里对这一天喀提林的表现作了描
述：

“⋯⋯因此在第二天，在一个拥挤的元老院（除去元老之外还有站在外
面的旁听者——引者）里，我指名要喀提林谈一谈人们报告给我的那些事情，
如果他想谈的话。于是他像他一贯那样毫无保留，一点也不给自己辩解，他
并且提出了不利于自己的证据而以身试法。当时他竟然扬言国内有两个身
体，一个身体孱弱，头脑也不灵；另一个健壮，但是没有脑袋（ununl debile
infirlmo  capite，alt-erun  firmun  Sine  capite）。而只要他活着，
如果这个身体理应得到他的支持的话，它是不会缺少这个脑袋的。拥挤的元
老院虽然一致发出不满的声音，但依然没有作出与这一侮辱言词相适应的严
厉决定，因为有些元老认为这根本没有什么可怕，因此没有鼓起勇气来作出
决议。还有些元老是因为他们的胆子太小了。他得意洋洋地冲出了元老院，
而按道理是根本不应当让他活着离开元老院的，特别是因为就是这个人，几
天前在同一会场上，由于那位极为勇敢的加图说要公开审判他，他竟然对加
图说，如果加图想使任何大火烧向他的财产的话，那他就不是用水而是用全
面的毁灭来扑灭这场大火！”①

执政官的候选人在元老院的这种表现，哪里像是搞阴谋，而是公开宣传

                                                
① 《喀提林阴谋》，第 26 章。
① 第 25 章。



他想做的事情。因为他知道，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权贵的贪赃在法和沉重
的债务早已是无法忍受的了。不过话虽然讲得厉害，行动却没有跟上。再加
上西塞罗作了相应的严密的防范，还是举行了第二年执政官的选举。在场主
持的西塞罗如临大敌，他在长袍下穿了全副铬甲并且有武装的侍卫严加保护
②。喀提林的不顾后果的做法虽然在破产者上层赢得了一部分拥护者，但是对
残酷的内战记忆犹新的一般平民毕竟是害怕喀提林再度挑起内故的。

选举的结果是喀提林再度落选。
当选公元前 62 年度执政官的当然还是以元老院权贵为背景的人物，这表

明了加强同喀提林的对立的势态。至少在近期，元老烷权贵对局势的控制是
不成问题的，当选的执政官是路奇乌斯·李奇尼乌斯·穆列纳（Lucius
Licinius  Murena）和德奇姆斯·优尼乌斯·西拉努斯（Decimus  Junius
Silanus）。

穆列纳远不是一个干净人物，但他却因西塞罗的一篇家喻户晓的辩护演
说（Oratio  pro  L，Murena）而成为拉丁文献里的知名人物，公元前 65
年穆列纳任行政长官之后，第二年外放山北高卢任行省长官。竞选这年他刚
刚从任地返回，当然腰缠万贯，有足够的经费竞选；果然他在“当选”公元
前 62 年度执政官之后，就被加图和苏尔皮奇乌斯指控有行贿行为。不过这时
喀提林的问题风声正紧，西塞罗不愿树敌过多，竟然违心地替他辩护，使他
免遭追究。好在他的原文具在，其中颇有诡辩之处和玩弄词藻之嫌，不过这
在西塞罗只能是白玉之暇，我们不必深责了。另一位执政官西拉努斯，当时
可说是声名显赫，但在历史的天平上却是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他的妻子塞
尔维利娅（Servilia）也是当时权贵集团里的一位实力派人物。她和前夫玛
尔库斯·优尼乌斯·布路图斯（Marcus  Junius  Brutus）所生的同名的儿
子，就是作为谋刺恺撒的集团的领袖的那个布路图斯，但是人所共知，塞尔
维利娅又是恺撒的情妇，所以说布路图斯实际上是恺撒的亲生子的传闻便不
是无稽之谈了。西拉努斯的三个女婿也都是知名人物：后三头之一的玛尔库
斯·埃米利乌斯·雷比达（MarcusAemilius  Lepidus）、公元前 48 年度执
政官普布利乌斯·塞尔维利乌斯·瓦提亚·伊扫里库斯（Publitls  Servillus
Vatla  lsatlricus）和谋杀恺撒的集团的另一个领袖人物盖乌斯·卡西乌斯
（GaiusCassius）。

喀提林的再次失败使他加紧采取了极端的行动，因为他总之是走投无路
了。

如上所述，喀提林依靠的一支主力就是曼利乌斯在埃特鲁里亚北方纠合
的一支残缺不全的队伍。追随他的大都是负债累累的苏拉旧部。此外还有不
甚可靠的坎佩尼亚的剑奴。洛德（E.Lord）认为站在他的一面的力量还有卡
尔普尔尼乌斯·皮索（CalpurniusPiso）和普布利乌斯·西提乌斯（Publius
Sittius）。实际上皮索在公元前 64 年已经在西班牙遇害。克拉苏虽然通过
元老院把皮素作为同行政长官的财务官派往近西班牙以抗衡未来庞培的势
力，但事实证明这个皮索只有捣乱而没有治军的本领①。西提乌斯在西班牙和
玛乌列塔尼亚的情况又如何呢？他是公元前 64 年去了西班牙的，但是连最注
视喀提林的阴谋动向的西塞罗也不同意西提乌斯和阴谋有牵连。正如他在《为

                                                
② 共和末期选举时发生械斗是司空见惯的。
① 《喀提林阴谋》，第 19 章。



苏拉的辩护词》（Oratio  proSulla）里所说的：
“⋯⋯西提乌斯是被他（指苏拉——引者）派到远西班牙制造麻烦的。

首先，公民们，西提乌斯是在路奇乌斯·优利乌斯②和盖乌斯·费古路斯担任
执政官的一年③离开的，这是在喀提林发疯和人们对阴谋有任何怀疑之前的某
些时候。这不是他第一次去，几年前他由于同样的理由到过同样的地方，而
且只是由于一个原因，一个必要的原因，这就是为玛乌列塔尼亚的国王缔结
一项十分危险的契约。而且在西提乌斯走后，负责管理和经营他的财产的苏
拉卖掉了他的许多最精美的别墅并且清偿了他的债务；这样使别人犯罪的理
由——保存他们的财产——对西提乌斯便不复存在⋯⋯”

因此喀提林的主要支柱还是城市里没落贵族的上层，而且只有上层那么
一点点人。

曼利乌斯的驳杂的队伍既缺粮又无钱，武器也不足，这种情况不容许他
们拖延发动的时间，因此阴谋者决定：公元前63 年 10 月 27 日曼利乌斯的队
伍向罗马发动进攻。喀提林第二天在罗马城内接应，把所有的元老杀死。西
塞罗从内线得到这个消息之后，便在 10 月 21 日召开元老院会议通报了全部
情况。于是元老院宣布意大利处于战争状态，并在第二天的会议上宣布授予
执政官西塞罗以应付紧急局势的全权（senatus  consultum  ultimum）。这
也就是在罗马宣布了戒严令。但是元老院授予执政官的权限应当有多大，对
这一点人们还有争议。

路奇乌斯·埃米利乌斯·保路斯（Lucius  Aemilius  Paulus）表示他
要追究喀提林破坏和平的责任①。喀提林则表示愿意接受监管，他甚至请求西
塞罗本人对他实行监管，但是遭到拒绝，因为这样做没有法律依据。曼利乌
斯在 10 月 27 日按计划动了起来，可是罗马方面直到 11 月 6 日喀提林才在元
老玛尔库斯·波尔奇乌斯·莱卡家中召开秘密会议；会上拟订了第二天凌晨
刺杀西塞罗并占领全城的计划。盖乌斯·科尔涅利乌斯（Gaius  Cornelius）
和路奇乌斯·瓦尔恭泰乌斯（Lucius  Vargunteius）自告奋勇地担起了利用
早上向西塞罗致意——这是对罗马上层人物例行的礼仪——的机会去刺杀他
的任务。得到消息的执政官早已作了准备，使来访者吃了闭门羹，结果阴谋
者的第一个重大举动遇到了挫折，两个人的出现证实了情报的正确；面对这
一危急情况，西塞罗在朱比特·斯塔托尔（Jupiter  Stator）神殿召集了元
老院的紧急会议（11 月 6 日），发表了他那以著名的“喀提林，到底你还要
把我们的耐性滥用到什么时候？”（Quousque  tandem  abutere
nostrapatientia，  Catilina？）一句为开始的所谓《反喀提林第一演说》
（Prima  Oratio Marci  Tulli  Ciceronis  in  Lucium  Catilinam）。
喀提林本人参加了这次会议，他想发言回答西塞罗，但是被元老们制止。西
塞罗的意思是要他离开罗马，这样至少可以保持城内也就是后方的安宁。西
塞罗在演说中虽然威胁说执政官可以处死他，但大家其中包括喀提林心里都
明白，西塞罗还不敢这样做，因为他手里没有证据，况且元老院里有很多人
同喀提林是老相识并且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人们所以恨他是因为他想重新
挑起一场摧毁一切的内战，这却是人们无法接受的。如果西塞罗当真把喀提

                                                
② 路奇乌斯·优利乌斯·恺撒。
③ 公元前 64 年。
① 《喀提林阴谋》，第 31 章。



林逮捕，立刻会有保民官出来干预，熟知法律的西塞罗当然不会出此下策。
不过他的气势逼人的演说——特别是那些排句的力量——

还是达到了它的目的。喀提林果然在第二天去了曼利乌斯的营地。对喀
提林来说，这一行动注定了其阴谋的失败。

第二天即11月9日西塞罗向罗马人民发表了他的所谓反喀提林的第二演
说（Secunda Oratio  ad Quirites）。他在演说中连用四个表示喀提林已经
离开的词（Abiit，excessit，evasit，  erupit）来表示他那按捺不住的激
动心情。他向人民说明他为罗马都做了些什么。但另一方面，他也了解这时
人民的情绪。权贵的腐化堕落、贪赃枉法以及沉重的债务负担使罗马人民对
喀提林恨不起来。

元老院虽然作出了相应的决定，但西塞罗清楚，相当一部分的元老实际
上是同情喀提林的，只是不同意喀提林的过火的做法而已。

留在城里的阴谋者的首领普布利乌斯·科尔涅利乌斯·朗图路斯·素腊
（Publius  Cornelius  Lentilus  Sura）出身名门，在阴谋者当中是资历
最高的。他是公元前 71 年度的执政官，后因道德败坏被开除出元老院，但这
时他又是现任的行政长官了。作为现任的高级官吏而参加反政府的活动，那
情况当然就更加严重了。他之所以挺而走险，除了个人野心之外，经济上的
窘迫恐怕是更重要的原因。此人是个终日昏昏然只知贪图享受的家伙，共和
国末期的高级官吏的职位一般就是由这类权贵门第出身的酒囊饭袋所包办
的。

正是和他们相比，像恺撒、西塞罗之流具有真正共和风范的人物显得特
别不同凡响。

正在这个时候，山北高卢的一个部族阿洛布罗吉斯人（Allob- roges）①

派使节到罗马来，控告罗马统治者和高利贷者对他们的压榨。阴谋者在罗马
广场遇到阿洛布罗吉斯人的使节之后便同他们联系上了。过去高卢人的入侵
曾是罗马人的一场恶梦，这时高卢人的问题仍是罗马人感到头痛的问题。现
在高卢人的使节来了，又是控诉罗马人的暴政的，阴谋者当然要利用他们的
这种反罗马的情绪。使节们刚刚听到要他们参加阴谋的建议时表示了很大的
兴趣，但是在权衡了利害得失之后还是不敢冒险从事。他们通过他们的保护
人法比乌斯·桑伽（Fabius  Sanga）①向西塞罗报告了这件事。西塞罗当即
指示要阿洛布罗吉斯人将计就计继续和阴谋者周旋，以便取得确证。

阿洛布罗吉斯人按照指示，从阴谋者手中取得了确证，然后在 12 月 2
日的晚上在沃尔图尔奇乌斯的陪伴下离开罗马。沃尔图尔奇乌斯还带了朗图
路斯写给喀提林的一封信，信中要求喀提林把奴隶也编入自己的队伍。西塞
罗这边则把两位行政长官路奇乌斯·瓦列里乌斯·佛拉库斯（Lucius
Valerius  Flaccus）  ②和盖乌斯·彭普提努斯（Gaius  Pomptinus）安置
到使节的必经之路穆尔维乌斯桥的两侧准备截击。一旦受到阻截的使节了解

                                                
① 阿洛布罗吉斯人是纳尔波高卢（GalliaNarbonensis）的一个部族，纳尔波高卢相当今无法国多斐奈

（Dauphiné）和萨沃瓦（Savoy）地区。这一部族是公元前 121 年被当年度的执政官克温图斯·法比乌斯·玛

克西姆斯·阿洛布罗吉库斯（QuintusFabiusMaximusAllobrogicus）和格涅乌斯·多米提乌斯·阿埃诺巴尔

布斯（GnaeusDomit-iusAbenobarbus，公元前 122 年度执政官，此时是同执政官长官）所征服的。
① 当为克温图斯·法比乌斯的后人。
② 西塞罗后来为此人进行过辩护（ProFlacco）。



到是怎么一回事时当场就投降了，看到事情已经败露的沃尔图尔奇乌斯也乖
乖地束手就擒了③。这时大约是 12 月 3 日的早上 3点钟，因为是冬天，所以
天还是黑的。

被截获的信给西塞罗原封未动地送到在协和神殿召开的元老院会议的会
场上去。接着从阴谋者凯提古斯家中又搜出了大批武器。阴谋分子受到审问
时，他们不得不承认那封印是他们原来的，信是他们亲笔写的。这样一来，
在书信当众宣读之后，他们的罪证就确凿了。担任行政长官的朗图路斯只好
交卸自己的职务并且和其他的阴谋者一道分别接受一些著名元老的监管。元
老院发布命令：以西塞罗的名义举行一次向诸神感恩的活动。正如西塞罗自
己所说，这是非军事领袖从来没有得到过的荣誉。

紧接在元老院的这次会议之后，西塞罗而聚集在广场上的民众发表了所
谓《反喀提林第三演说》（Tertia  Oratio  ad  Quirites）。演说有政府
公报的性质。他向人民介绍了取得罪证的经过。在他拿出了真凭实据之后，
才得到了人们的真正同情。

第二天即 12 月 4 日，一个名叫路奇乌斯·塔尔克维尼乌斯（Lucius
Tarquinius）的人被带到元老院。据说此人是到喀提林那里去时被捉住的。
他说他是奉克拉苏之命送信给喀提林的。但元老院立即否定了他的指控。同
样地，想把恺撒牵连进来的阴谋也没有实现。元老院决定把赏金送给阿洛布
罗吉斯人，已经定罪的阴谋者被宣布为叛国者。

12 月 5 日早上，重兵守卫的元老院再次在协和神殿开会以决定在押阴谋
者的命运。元老院发表意见按规定是按当选执政官、行政长官⋯⋯、现任执
政官、行政长官⋯⋯以及前任的⋯⋯次序发言。后发言的可以表示同意已有
的意见或另行提出自己的建议，最后由主持人交付表决。上面提到的当选执
政官西拉努斯首先发言。他建议处死朗图路斯、凯提古斯、斯塔提利乌斯、
伽比尼乌斯和凯帕里乌斯等人，其他 4人一经拿获也一并处死。另一位当选
执政官穆列纳和其他元老都同意他的意见。但是轮到当选行政长官恺撒时，
他却主张把犯人分到各自治市去加以终身囚禁，但是要没收他们的财产，他
的意见显然对罪犯采取了同情的态度，他要求冷静地对待引起全体人民的恐
惧和憎恶的一个人的案件。他的发言理路清楚并具有说服力，乃至又有许多
元老同意了他的看法。于是西塞罗发言，这就是所谓《反喀提林第四演说》
（Quarta  Oratiohabita  in  senatu）。他总结了恺撒的论据，但他个人
则明确表示同意西拉努斯的意见，即使自己为此会遇到危险也在所不惜。继
而提比略·尼禄——后来的提比略皇帝的生父——又提出了折中的办法，建
议把囚犯关押到把喀提林打败并取得更多罪证之后再予处理①。西拉努斯于是
又表示同意尼禄的建议。这时西拉努斯处死犯人的意见有被否定的危险，看
情况犯人至多不过是终身监禁罢了。但是轮到加图发言时，形势急转直下。
他坚决主张立即处死犯人并得到了元老们的同意②，而恺撒所能做的至多也不
过是不使他们的财产被没收罢了。结果绝大多数元老同意了死刑的决定。

就在 12 月 5 日那天晚上，以朗图路斯为首的阴谋者（凯提古斯、斯塔提
利乌斯、伽比里乌斯和凯帕里乌斯）在西塞罗亲自的监督下被绞死在古老的

                                                
③ 《喀提林阴谋》，第 16 章。
① 阿庇安：《内战史》（ii，1，5）。
② 普鲁塔克：《小加图传》，第 23 章。



地牢图利亚努姆（Tullianum）。西塞罗在行刑完毕离开时对在那里围观的民
众只讲了一个词：  Vixerunt，意思是“他们活过了”。

元老院的辩论是撒路斯提乌斯书中最着力加以描述的部分，而把恺撒同
加图加以对比的描述尤其为画龙点晴之笔③。作者用加图的刚正反衬恺撒的仁
厚，他同情谁是十分明显的。

公元前 62 年年初——具体日期末详——喀提林终于和安托尼乌斯的队
伍展开了战斗。正如撒路斯提乌斯所说，他是在前后被堵截的情况下不得不
背水一战的④。喀提林的队伍里的不坚定分子在听到罗马的 5人被处死之后大
都开了小差。但喀提林队伍的骨干在人数和武器都处于劣势的情况下仍然进
行了殊死的战斗。作者带着感情写出的战斗的十分精采片段，是拉丁文献中
的不朽之作。

克拉苏和喀提林阴谋的关系问题
要探讨这个问题，我们就不得不从喀提林的阴谋所处的更大的政治背景

着眼，才能了解为什么总是有人想把克拉苏拉到阴谋里面来。
对于这一点，撒路斯提乌斯锐敏地察觉到了，所以在一个地方他以传闻

的方式指出：
“当时还有一些人相信，玛尔库斯·李奇尼乌斯·克拉苏对这一阴谋不

是完全不知道的；但是由于同他为敌的格涅乌斯·庞培正在统率着一支大军，
所以他希望看到有谁的势力成长起来同他的对手的权力相抗衡，而这时他完
全相信如果阴谋成功，他本人是很容易成为他们中间的一位领袖人物的。”①

随后在另一个地方，在涉及皮索的时候，作者先是说“这是一个天不怕
地不怕的家伙，他穷而又好生事，他想推翻共和国是因为他需要钱而又品行
恶劣。他把自己的计划告诉了喀提林和奥特洛尼乌斯，于是他们便同他一道
在12月5日左右着手准备元旦那天在卡皮托利乌姆山上的朱比特神殿杀死执
政官路奇乌斯，科塔和路奇乌斯·托尔克瓦图斯。当时他们设想由他们自己
动手夺取棍束，并派皮索率领一支军队去两个西班牙行省。但是这次的阴谋
败露了，谋杀的计划于是推迟到了 2月 5日⋯⋯”②

喀提林和奥特洛尼乌斯有什么权力能派皮索去西班牙率领一支军队？对
此作者紧接着作了说明，这个说明正好说到了点子上：

“后来，当时只不过是一位财务官的皮索在克拉苏的支持下（重点号为
引者所加）带着同行政长官的头衔和权力被派往近西班牙，因为克拉苏知道
此人乃是格涅乌斯·庞培的死敌。但是元老院却十分愿意把这个行省给他，
因为它想用这个办法把这个无耻之徒从政府所在地的罗马送到遥远的地方
去。而且，许多贵族也认为可以在这个人身上找到一个能够同这时权力已大
得可怕的庞培相抗衡的力量。”①

还有一件事更是直截了当地把克拉苏拖在里面：
“第二天，一个名叫路奇乌斯·塔尔克维尼乌斯的人被带到元老院来：

据说这个人正在逃向喀提林那里，他是被捉住之后，给带回到这里来的。⋯⋯

                                                
③ 《喀提林阴谋》，第 54 章。
④ 《喀提林阴谋》，第 57 章。
① 《喀提林阴谋》，第 18 章。
② 《喀提林阴谋》，第 18 章。
① 《喀提林阴谋》，第 19 章。



他还说玛尔库斯·克拉苏曾派他去告诉喀提林，不要因为朗图路斯、凯提古
斯和其他阴谋参加者被逮捕而惊惶失措，而是要更快地到罗马来，这样他们
便能使其余人们的精神重新振作起来，并且他们能更容易地摆脱自己的危
险。”②

作为当时历史的见证人，撒路斯提乌斯正确地从克拉苏同庞培两种力量
对峙的背景来看待克拉苏和喀提林阴谋的关系的问题。

大家知道，喀提林在罗马闹得最厉害的公元前 65 年到公元前 62 年，正
是声名显赫的庞培离开罗马去东方作战的日子。罗马既需要他又害怕他，因
为人们还没有忘记不久前苏拉从东方返回时的旧事。罗马的每个上层人士都
惴惴不安地担心会有什么不祥的事件发生。公元前 70 年和庞培一道担任过执
政官的克拉苏尤其如此。在对付庞培这一点上，克拉苏和元老院有其共同的
利益，但就克拉苏个人来说，他和元老院也有矛盾；对民众的态度也是这样，
或联合或利用或反对都以个人利益为准。

克拉苏出身有名的李奇尼乌斯家族（Licinia  Gens），他的父亲普布利
乌斯·李奇尼乌斯·克拉苏·狄维斯（PubIius  LiciniusCrassus  Dives）
是公元前 97 年度的执政官①，随后出任近西班牙长官，公元前93 年举行过一
次凯旋式，公元前89 年任监察官。克拉苏的生年一般确定在公元前 112 年左
右，但如果说他东征帕提亚人时已经超过 60 岁，那么他的生年就应当是在公
元前 115 年以前了。迈耶尔（Meyer）把他的生年定在公元前 114 年②。克拉
苏的父兄都死在马略和秦纳之手，所以是天然的苏拉派。克拉苏投向苏拉时
理所当然地受到苏拉的特别尊重。罗马科利努斯门一役，克拉苏在苏拉的决
定性胜利中有回天之功，这一点苏拉当然不会忘记。庞培虽然也出身执政官
家庭，并且他父亲本来也是反秦纳的，但他本人由于不清楚的原因在公元前
86 年出现于秦纳的营地，直到公元前 83 年他才征募了三个军团依附苏拉。
克拉苏斯和庞培两人在苏拉麾下虽然都说得上是故功卓著，但论资历庞培自
然是要差一些。

公元前 72 年，在对付斯巴达克起义的战斗里，当时任行政长官的克拉苏
以同执政官的头衔接过了执政官路奇乌斯·盖利乌斯·波普利科拉（Lucius
Gellius  Poplicola）和格涅乌斯·科尔涅利乌·朗图路斯、克洛狄亚努斯
（Gnaeus  Cornelius  Lentulus  Clo-dianus）对斯巴达克作战的统帅权。
他补充了军团，整顿了军纪。他想把斯巴达克的队伍封锁在半岛南端的企图
虽未能成功，但是奴隶队伍中间的意见分歧却大大地帮了他的忙，使他能将
分裂出来的起义队伍各个击破。公元前 71 年春天的阿普利亚战斗实际上是奴
隶起义的最后一战，走投无路的奴隶队伍 6万人遭到了全军覆灭的命运。这
是克拉苏为罗马取得的一次重大胜利。奉元老院之命在北方堵截的庞培队伍
比较容易地解决了北逃的起义残部，这样就给外界造成了这样一个印象，好
像正是由于庞培的介入，奴隶起义才彻底被镇压下去。庞培不费什么气力便
和克拉苏一道分享战胜者的荣誉，这当然使克拉苏极为恼火，一直耿耿于怀。

克拉苏当然也没有忘记，公元前 71 年他竟选第二年的执政官时，和他一
道竟选的却是不但法定年龄不足，而且连正式的“仕途”（财务官、行政长

                                                
② 《喀提林阴谋》，第 48 章。
① 同僚是格涅乌斯·科尔涅利乌斯·朗图路斯（GnaeusCorneliusLentulus）。
② orator，Roman，Fragment。



官等等）都没有经历过的庞培。用苏拉的有关年资的规定（lex  annalis）
来衡量，庞培本来是绝对没有竞选资格的。但是庞培的军团在这里起了决定
性的作用，而且庞培还宣称要取消对于 tribunicia  potestas 的一切限制，
这当然会得到民众的热情拥护。因此元老院对此也只好听之任之了。

但克拉苏在罗马是占着另一种优势的。
苏拉在公敌宣告中没收的财产很多都被克拉苏以低价买下。他还买了许

多能建造房屋的奴隶，对残破的房屋加以修茸重建，以致罗马大部分房产都
转到他手里。他还拥有土地和银矿以及各种有专业知识的奴隶，加上他又极
会经营，所以普鲁塔克说他在东征时他个人的财产估计已高达 7100 塔兰特。
①

此外，他虽然极为贪婪（普鲁塔克说：“罗马人说克拉苏的许多优良的
品质都被一种恶习所遮蔽，这就是贪婪；而事实看来似乎是他的品行中一种
更加突出的恶习遮蔽了他的其他恶习。”②），但是他很会做人。他和刚愎自
用的庞培不同，他摆出一副“谦恭下士”的神气，从不拒绝任何来访的外人，
经常无息借钱给人们（但到期必须立刻归还），愿意为任何人尽心辩护。他
对任何人，不论对方地位多么低贱，也都在向他打招呼时还礼并且叫出对方
的名字。如果一个普通罗马人被一位大人物叫着名字打招呼或是有机会和这
位大人物握一下手，他总是会对这位大人物有好感并感激不尽的。难怪后来
帝国时期的诗人奥维德（Ovidius）在《爱的艺术》（ArsAmatoria）里就提
到了这种想讨好民众的方法，并且明智地指出这种办法惠而不费，而克拉苏
肯定是善于使用这种办法的①。如果他记不住那么多的人的名字，他可以像贺
拉斯（Horatius）那样②，买一个可以把他遇到的每一个人的名字告诉他的奴
隶③。总之克拉苏在罗马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声名显赫的大人物，从元老到最底
层，都同他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他随便拿出对他来说是九牛一毛的一点钱就
可以收买和笼络一批批人。今天，面对着昔日一同在苏拉部下作战的小伙伴
而今天声名如日中天的庞墙，再想起苏拉过去的故事，克拉苏自然不能不在
罗马有所准备，这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面对实力日益强大，威望日益提高的庞培将来返回罗马的前景，克拉苏
自己如何打算呢？

首先自然是把元老院抓到自己手里。大家知道，罗马共和国的全名叫
senatus  populusque  Romanus，编写为著名的 S.P.Q.R。

四个字母。它的意思是：“元老院和罗马人民”。从理论上说，罗马人
民是主体，高级官吏代表人民行使职权，而元老院只是高级官吏的咨询机构。
但实际上，作为主人的人民除了表现为人民大会和罗马广场上熙来攘往的芸
芸众生之外，他们并不掌握实际权力。逐年更迭的高级官吏虽有实权，却又
不固定，相对稳定的只有元老院。元老院虽非行政机构，但内政外交军事方
面的决策都出自元老院，行省和附属国居民有所请求也都是找元老院，元老

                                                
① 《克拉苏传》，第 2 章。
② 《克拉苏传》，第 2 章。
① 第 2 卷，第 253 行。
② 《书信集》，第 1 卷，第 i 章第 50 行。
③ 当然，主人一天当中遇到那么多的人，被称为提示人（Nomenclator）的这个奴隶不可能都叫得上名字来。

怎么办？随便想一个名字告诉主人就是了，反正对方是不敢纠正大人物的错误的。



院给人以后世政府的印象。虽然在马略和苏拉时期，元老院只表现为个人权
力的工具，但在人民心目中元老院依然是权力重心之所在，谁掌握了元老院，
也就掌握了政府的权力。后来在庞培和恺撒的斗争中，庞培过海东波，元老
院主要成员都随他离去，好像罗马政权的主流仍在庞培一方，但他的错误却
是放弃了罗马这个重心的位置，从而给人以偏安的印象。恺撒取得统治大权
之后立刻就把元老院补充起来作为安定人心的一种手段。至于克拉苏，以他
的经济力量要想笼络相当一部分元老是容易的，这一点具体表现在：当有人
提出克拉苏同阴谋有牵连时，整个元老院都为之哗然，继而决定不但对这个
问题不予讨论，而且追究指使提出这个问题的人。说克拉苏没有具体参加喀
提林推翻共和国的阴谋看来是正确的，但克拉苏一直在资助着喀提林进行政
治活动这一点在当时也是尽人皆知的事实。

要在一旦需要的时候（比如在对付庞培的时候）有几个得手的人，就必
须在平时加以培植，克拉苏对这一点是十分清楚的。直接诉诸民众，总要通
过一些活动能量大的人物，而这种人物又必须是不大安分的。应该说，克拉
苏笼络或者说物色准备为己所用的人们当中有两个人特别值得一提。一个是
喀提林，另一个就是恺撒。但喀提林的资历比恺撒要高一些。两个贵族门第
出身的青年有其相同之处：交游广阔，活动能量大，能吃苦耐劳，慷慨大度
挥金如土等等。当然，两个人中间不同之处也是十分显著的：在文字修养，
军事才能，气度格局方面恺撒则远远高于喀提林，喀提林充其量是米洛和克
劳狄乌斯之流的打手，恺撒看得却比他们都远都深；喀提林凶狠，恺撒仁厚。
克拉苏可以豢养喀提林作一名打手，但对恺撒的帮助——例如出资帮他竞
选，在他因在高级营造宫任上举办各种活动而负债之后，又帮助他清偿部分
债务——则的确有慧眼识英雄的味道。后来恺撒能在克拉苏和庞培两雄之间
成为一位缓冲人物，不能不说是克拉苏在待人处事方面的得意之笔。

克拉苏培养自己的人，既要对付即将归来的庞培，又要对元老院内部的
派系之争起牵制作用。喀提林后来发展到想杀人放火，推翻共和，这既违反
克拉苏的利益，又并非克拉苏的本意，在这种情况下，他当然不会参预其中。
如果恺撒也是喀提林那种作风，共和末期的历史可能就是另一种情况了。

既然克拉苏、庞培和恺撒都提到了，我想就在喀提林的阴谋失败后不久
由以上三人结成的一个私人协定补充几句话。这个私人协定在我国史书上一
般译为“三头”，其实它的拉丁原文 Triumviri 本来只是一个三人组织的意
思，任何性质的一个小组只要有三个人都可以称为 Triumviri，而三人之中
的任何一人则称为 triumvir（单数）。如果这个组织有十个人，那就叫
decemviri，而其中的任何一人便叫做 decemvir。克拉苏、庞培和恺撒在公
元前 60 年（有异论）结成政治上的协定时，他们没有一个人是当时的执政官，
而当时的执政官（相当后来的政府首脑）却是克温图斯·凯奇利乌斯·梅特
路斯·凯列尔（Quintus  Caecilius  Metellus  Celer）和路奇乌斯·阿佛
拉尼乌斯（Lucius  Afranius）。而翻开近年来出版的不少外文辞书，却又
大都把 trilimvir 译为“三执政之一”，这显然是不妥的。第一，古罗马每
年只有两名执政官当选，从来没有三人执政的；第二，具体的这三个人尽管
都在政治上是有潜力的人物，但都不是政府领袖。它只是一种私人之间的协
定而已。

至于译作“三头”，则又容易使人联想到后世的“三巨头”。其实这三
个人并不是平起平坐或平分秋色的三个人。克拉苏和庞培都是苏拉时期的“红



人”，是敢于当面顶撞苏拉的为数不多的人物。恺撒是马略的内侄，在苏拉
当政时期本来就是受到怀疑的人物，加之在婚姻问题上又没有听从苏拉的命
令，只是仗着多方的说情才免于苏拉的追究，因此在苏拉时期，他过的只是
半亡命的日子。克拉苏同庞培相比，虽然战功总的说来要差一些，但资历却
要高得多。公元前 70 年克拉苏和庞培已经是执政官，而到公元前 68 年恺撒
才是财务官。应当说，三人协定时，恺撒只是克拉苏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提携
起来的一个后来的从政者而已。恺撒为了拉拢庞培后来竟不惜把自己的女儿
嫁给比他自己还大五六岁的庞培，后来元老院一看到庞培解散军队立刻就神
气起来，克拉苏的话在元老院也就不那么灵了；恺撒自己为了竞选的利益乐
得顺水推舟把他们撮合到一起。至于某些历史书所说的当时恺撒和庞培都想
取得独裁的政权，而克拉苏只处于缓冲者的角色，这是同事实不符的。恺撒
的实力这时远还没有达到觊觎独裁权力的程度，而庞培却已错过了这样的机
会。

   
《喀提林阴谋》是否为恺撒辩护以及

撒路斯提乌斯是否为西塞罗的私敌的问题
  

西欧学术界有一种比较流行的看法，认为撒路斯提乌斯写作《喀提林阴
谋》有为恺撒辩护的意图，有人甚至认为他就是为了这一目的才撰述这一专
题历史著作的。

问题是不是这样，让我们看一看实际情况。
前面我们已经介绍了撒路斯提乌斯一生在政治上和恺撒相始终的情况。

恺撒出身罗马最古老的优利乌斯家族，但是到恺撒时这个家族衰落已久并且
已不富裕。恺撒生于公元前 101 年①，他的直系的父祖辈中没有十分显赫的人
物，但是在他的亲属中却有罗马历史上的大人物。他的姑丈是盖乌斯。马略，
他的岳父是路奇乌斯·科尔涅利乌斯·秦纳。不容置疑，他在青少年时代确
有强大的裙带关系作他的后援。这种关系决定了他的民主派立场。同时也决
定了苏拉得势后他的坎坷命运。年轻的恺撒竟敢于违抗苏拉要他解除同科尔
涅利奴的夫妻关系的命令。苏拉早就看出恺撒对他是一个潜在的对头①，只是
由于亲属有力的庇护，恺撒才得以过一种半亡命的日子。公元前 78 年苏拉去
世之后，恺撒才返回罗马从事恢复民主权利的活动。但是他感到在作为从政
手段之一的辩护能力方面准备不足，所以又在公元前 75 年到公元前 73 年之
间到东方去进修了一个时期。年轻的恺撒的活动能力给罗马的人们造成了深
刻的印象。公元前68 年即恺撒任财务官的一年他的妻子科尔涅利娅去世，第
二年却和苏拉的外孙女庞培娅结了婚②。庞培娅是克温图斯·庞培乌斯·茹福
斯（Quintus  PompeiusRufus）和苏拉的女儿穆奇娅所生的女儿。他这时开
始和庞培接近并支持授庞培以广泛权力的伽比尼乌斯法（Lex  Gabinia）和
授权庞培在东方全权作战的玛尼利乌斯法（Let  Manilia）。克拉苏大约在
此时也开始认识到了恺撒在政治上的作用并像前面所说的在经济上帮助他，

                                                
① 还有公元前 100 年和公元前 102 年两说。
① 据普鲁塔克：《恺撒传》，第 1 章，苏拉曾认为恺撒是个危险人物，因为在他身上有许多马略的影子。
② 由于前面提到的克劳狄乌斯化装成女人在丰饶女神的节日混入恺撒住宅同他的情妇庞培娅幽会（公元前

62 年），恺撒同庞培娅在公元前 61 年离婚。



否则以恺撒的财力是根本无法竞选公元前 65 年度的高级营造官的。
克拉苏公元前 53 年在东方阵亡后形成了恺撒和庞培两大力量对峙的局

面。元老院只是在这两派势力中间随机应变，调整自己的位置。恺撒取得独
裁大权后，正统的共和派不惜用暗杀的办法对付他，但是他们没有看到恢复
共和是不可能了。恺撒以后的权力之争仍在恺撒派之间进行。不管共和派还
有多少潜在的力量，恺撒的历史地位是已经确定了的。如果说，恺撒不顾元
老院的命令毅然挥师南下夺取统治大权的事实都没有人敢议论，有谁还会旧
事重提，再去谈论恺撒和喀提林阴谋的关系呢。

恺撒和喀提林的关系，如前所述，是尽人皆知的事实。恺撒的确有欣赏
和同情喀提林的一面，但由于两人格局的高下不同，恺撒也确实没有、也不
屑于参加喀提林的阴谋，否则恺撒就不可能在处理阴谋者的元老院会议上侃
侃陈词，不惜作出庇护阴谋者的表示了，然而论声望、资历都比恺撒要高得
多的朗图路斯却陷到了里面，而且又是现任的行政长官，从这一点也可以看
出恺撒和当时一般的元老院权贵有多么不同。

恺撒和喀提林确有很多气味相投的地方。他们同是在克拉苏的资助下搞
政治活动的人，同样负了很多的债，但是摆脱债务的手段却有区别。喀提林
短视浮躁，竞选执政官不成就诉诸流氓手段，结果越搞越臭，就越是得不到
执政官的职位，最后想把一切都搅乱，干脆提出取消一切债务的口号，但这
样做触犯了大多数人——包括骑士、一般手工业者、城市平民等等——的利
益，刚刚从血泊走过来的罗马人民已经吃够了动乱之苦。恺撒却有深谋远虑
的一面，无论过去在受苏拉迫害时，竞选官职时，还是后来在高卢战场上，
他都沉得住气，想得深看得远，终于通过外放搜括的“合法”途径，还清了
债务。

尽管如此，撒路斯提乌斯最后还是满怀着同情描述了喀提林最后的战
斗。作者着墨不多，但是给读者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这不仅因为作者和
恺撒与喀提林有气味相合的一方面，而且因为喀提林一伙不管他们怀着怎样
的个人动机，他们毕竟是在同贪污腐化的贵族统治集团的殊死战斗中英勇地
倒下去的。

此外，在拉丁文献里还有两篇据称是西塞罗和撒路斯提乌斯相互攻讦的
文字（In  Sallustium  Crispum  Oratio 和 In  M.  Tull-ium  Ciceronem
Oratio）。这是两篇很奇怪的作品，到今天涉及它们的问题人们还有很多不
清楚的地方。两篇文字都设定为元老院发表的演说，而前者乃是对后者的答
复。格拉巴里一帕锡克认为两篇都是 2世纪的修辞学拟作。对前者，学术界
一致认为是伪托之作，因为其拙劣的文字显然不是出自西塞罗之手，而库尔
菲斯（Kurfess）则认为前者又是后者的不成功的仿作。对后者，学术界有人
认为是伪托之作，但是把它的出现定在恺撒死后的一个时期（商茨的看法）①。
有人则认为是撒路斯提乌斯本人在公元前 54 年所作，但是匿名发表的（库尔
菲斯的看法）②。克温提利亚努斯也认为它是真的并且引用过它。③

在国内的派系之争中，西塞罗站在庞培一面，而撒路斯提乌斯属恺撒派，

                                                
① 商茨（Schanz）：《罗马文学》（Rom.Lit）12，第 234 页。
② 《柏林古典语言学会年刊》（Jahresb.desPhil.VereinszuBerlin），48（1922），第 66 页以次，又

BursiansJahresb.1922，第 61 页。
③ iv，1，68；ix.3.89。



两人在政治上对立本属自然，但是看这篇文字本身却完全不是什么争论，它
不但攻击西塞罗本人，而且牵连到他的妻子女儿，根本不可能是元老院的发
言，而只能是匿名的下流的人身攻击，如果说是出自喀提林的余党之手，那
倒还有点像。如果它出自撒路斯提乌斯之手，那末他为什么又撰写给西塞罗
树碑立传的《喀提林阴谋》呢？

如果撒路斯提乌斯同西塞罗有个人恩怨，那末他一定会在书中极力丑化
西塞罗，但事实上西塞罗的形象在书中即使没有受到特别的赞扬，但至少没
有受到歪曲。有两个地方似乎是对他的批评。有关买通一个妓女作内线的问
题是出于斗争的需要，以西塞罗在罗马社会上的声望，在他广阔的交游中有
妓女是不足为奇的。

如前所述，他还因为给一个优伶辩护而大出风头呢。至于克拉苏指责西
塞罗想把他牵涉到阴谋中去的问题这都只是传闻的事情。我们揣情度理，也
不会相信和元老院站在一起的西塞罗会没有根据和徒劳地去陷害元老院里的
实力人物。这只能是阴谋者想用克拉苏的威望来给自己打掩护。

再说这篇抨击文字里，口口声声把西塞罗叫做阿尔皮努姆的“新人”（homo
novus  Arpinas），这是只有以门第自高的贵族而不是同属骑士等级出身的
撒路斯提乌斯才应当说出的话。

西塞罗留给后人的作品的数量是庞大的，但是在如此众多而且公私无所
不包的文献中以及别的有关文献中却再难找出可以证明西塞罗和撒路斯提乌
斯存在着私怨的平行史料。否则作者在《喀提林阴谋》中也完全可以指责西
塞罗的非法行为。首先，元老院没有审判权，但元老院却判处阴谋者以死刑
并立即执行；其次，元老院没有给罗马公民向人民大会申诉的机会。

而且，如果《喀提林阴谋》像学者们推定的那样，发表在公元前 41 年或
前 40 年，那末我们知道这时正是西塞罗被杀害不久，西塞罗的作品被查禁的
时候；这时如果把各种污泥浊水泼到他身上却是很趋时的，而撒路斯提乌斯
却偏偏抛出使人记起西塞罗最神气时期的作品，岂不是太不识时务了吗！这
不但不能说明撒路斯提乌斯和西塞罗的私仇，却反而他是正直的史家了。如
果作者不是已经退出当时的派系之争，这种作品肯定是会给他找麻烦的。

当然，还有人例如伽斯东·布瓦西耶（Gaston  Boissier）甚至从文风
的不同推定两人之间的敌对情绪①，这种提法虽然别出新裁，但毕竟只是一种
大胆假设，而求证的方式却不免有点随心所欲了。

   
关于朱古达故争

  
朱古达战争虽然旷日持久，但并不算是一场大规模的、关系罗马生死存

亡的战争。战争的过程也并不太曲折复杂。朱古达即使精明能干，但他终归
不是罗马人的对手，而且罗马人本来也不需要这样人才解决努米地亚的问
题。而撒路斯提乌斯所以选定这样一个题材，除了他熟悉作故地点这个原因
之外，更主要的是为了暴露当时元老贵族寡头的腐化堕落，这是贯穿他全部
著作的一个重要的内容，而且朱古达之所以敢于这样耍弄罗马贵族统治寡
头，也正是因为他看清楚，当时的罗马是一个无论什么都能出卖的、最黑暗、
最无耻的城市。

                                                
① LaConjurationdeCatilina，第 17—18 页。



科瓦略夫在《古代罗马史》里对朱古达战争当时罗马的形势作了扼要的
介绍：

“在盖乌斯·格拉古死后不久，十分猖獗的反动时期开始稍稍缓和下去
了。贵族中最有远见和灵活的那一部分和骑士取得了妥协；骑士由于审判改
革而取得了强有力的政治武器。用这一妥协的精神进行了取消土地改革的措
施，但与此同时给了人民群众一些好处。在公元前 121 年受到如此强烈打击
的民主运动长时期不能得到恢复。这一运动蜕变和式微了。保民官在这一时
期只限于实行一些微不足道的措施：次要的民主法律或是从法律上追究最被
憎恨的反动人物。

“当然，这种‘小打小闹’的政策并不能结束那个贵族集团——它由于
反对派的小的让步而紧紧地掌握了十年以上的政权——的统治。这个集团不
大，只有几个家族在其中起主导作用，特别是凯奇利乌斯·梅特路斯家族（关
于这个家族后面我还要谈到。——引者）。当时最大的活动家、元老院首席
元老玛尔库斯·埃米利乌斯·司考茹斯便是属于这一家族的。他娶了梅特路
斯家族的一个女儿。

“统治寡头施行的是纯家族的政策，他们只容许‘自己人’当权，⋯⋯
格拉古兄弟以后的寡头政体所想的只是如何发财，而它的政策也完全是无原
则的。族阀主义、统治集团的狭小的圈子和没有真正的监督产生了从上到下
遍及于整个国家机构的可怕的贪污腐化；一切的人，从元老起到最后一个百
人团长无一人不贪污受贿。

“这种可怕的堕落在军队中表现得垠为明显。外交是进行得极其软弱无
力和孤立无援的，并且遭到了许多可耻的失败。军队中是一片分崩离析。由
于农民的日趋严重的无产化，租税的征收一年比一年困难了。军队经常不足
额，而新征的部分就本身的道德政治水平而论也是什么事也不顶的。纪律败
坏得可怕：战士大量逃跑、投敌、从事掠夺。统帅部更要坏。军官收取敌人
的贿赂并在饮宴中消磨时日。军营中有许多妓女、军官的奴仆、小商贩等等。
这种情况会怎样地影响曾是无故的罗马军队的战斗能力，这是很容易想像
的！”①（重点号为引者所加）

这一段和《朱古达战争》中的记述对照起来看，就可以知道作者没有一
句话是没有根据的。科瓦略夫就随后为什么马略能够扭转战争形势作了分
析：

“对于这种情况，反动派当然首先有责任⋯⋯但是罗马军事制度的衰败
有其更深的原因（这一点撒路斯提乌斯在《朱古达战争》中接触到了，但是
没有提到理论的高度——引者）。公民的自卫军已经过时了，以财产资格和
临时的召集为基础的这种军队已不再适合于时代的条件了。公民的中等阶层
经济上的退化使军队失去了它的主要部分，而服役的周期性又使人们不能把
军事技术提高到应有的高度。公元前 2世纪的连绵不断的故争要求的是常备
军而不是民兵。主要的矛盾便在这里。”②

科瓦略夫指出了马略的军事改革有助于提高战斗力这个方面，但是他简
单地把这一战争说成是“民主运动新高涨的一个出发点”就不够全面了。在
罗马共和国末期的形势中，元老院的权贵集团和广大民众是两种对立的政治

                                                
① 《古代罗马史》，三联书店，1957 年，第 495—496 页。译文有改动。
② 《古代罗马史》，三联书店，1957 年，第 496 页。译文有改动。



力量，随后又出现了有士兵作后援的掌握指挥大权的个人，这些力量的联合
与排斥呈现出极为错综复杂的局面，往往不是单纯用个什么派就概括得了
的。贵族出身的恺撒可以是民主派，骑士等级出身的西塞罗却持正统的贵族
观点。朱古达战争所以在罗马史上占有一个重要的篇章依我看至少有这样两
点原因：

首先，从国与国的关系来说，它是弱小者对强大者的一次挑战。从国内
的关系来说，它是平民出身的卑贱者对权贵集团的一次挑战。其次，这一战
争全面暴露了罗马共和国的腐败。马略的募兵制固然解决了故斗力的问题，
但是造成了军队成分（因为他是从同按财产资格登记的民军无关的无产者和
罗马同盟者与行省居民中征募的）和罗马公民之间的分离，造成了军队对个
人的人身依附。而一旦掌握军队的个人成了决定大局的独立的政治力量，共
和制就再也没有存在的余地了。恺撒后来的专政是撒路斯提乌斯亲眼看到了
的，他并且是这一专政的受益者。他虽看到了但是不理解这一变革的深度，
反而一直对恺撒作共和理想主义的说教。他的历史作品因而也止于从说教家
的水平对罗马的现实进行揭露。

努米底亚是非洲北部的一个国家，位于迦太基以西，玛乌列塔尼亚以东，
北临地中海，南面则是一片沙漠地带。它大体上相当于今天的阿尔及利亚。
由于它和西西里隔海相望，罗马人早就知道这块从西面和南面包围着迦太基
的蛮荒之地，但是对它并不熟悉，因为到第二次布匿战争时，努米底亚人基
本上还是个游牧民族（努米底亚的名称和古希腊语 Noμádes 即牧民这个词是
有联系的），只有不多的从事原始农耕的村落，因此它不曾得到罗马人的重
视。

作为罗马人的忠实联盟者的玛西尼撒（前约 240 年—前 149 年）是东努
米底亚的玛西列斯人（Massyles）的国王盖亚（Gaia）的儿子。他因为是在
迦太基长大的，所以从公元前 212 年起便站在迦太基人一边在西班牙同罗马
人作战，但后来他被斯奇比奥争取到罗马人一方面来（前 206 年）。盖亚死
后，玛西尼撒在努米底亚的部族玛赛西列斯人（Massesyles）的首领西法克
斯（Syphax）的压迫下不得不逃离努米底亚。公元前 204 年，玛西尼撒在罗
马人的帮助下回到北非，第二年在大原野（Campi  Magni）对西法克斯的营
地的一次夜袭中打败了他，收复了奇尔塔。公元前 202 年他又以他的精锐骑
兵帮助斯奇比奥在扎玛（Zama）一役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因此从公元前201
年起他就成了整个努米底亚的国王。这之后的王朝之争，都是在玛西尼撒的
后人之间进行的。他的后裔的世系可以参见《朱古达战争》第 5章有关注释。

至于同朱古达作战的另一个重要人物，即属于科瓦略夫提到的凯奇利乌
斯·梅特路斯家族的那个克温图斯·凯奇利乌斯·梅特路斯（Quintus
Caecilius  Metellus）  （公元前 109 年度执政官），他在憎恨权贵的撒路
斯提乌斯的笔下应当说是个例外的人物。我想这主要是因为梅特路斯严于治
军，以身作则，是个符合标准的有古罗马人风范的人物。至于他对马略想竞
选执政官一事的嘲讽，固然失于傲慢与偏执，但是我们不可忘记，马略家一
直是他家的门客（Protégé），而马略之所以能担任他的副帅也完全是由于他
的提拔与举荐。至于梅特路斯一家何等显赫以及他的家族把持政权到什么程
度，据史料记载我们可以回溯到他的曾祖父路奇乌斯·凯奇利乌斯·梅特路斯，
此人在公元前 251 年和公元前 247 年两次担任执政官。其同名的祖父是公元
前 206 年度的执政官。这个梅特路斯的两个儿子路奇乌斯·梅特路斯·卡尔



乌斯（Lucius  Metellus  Calvus）和克温图斯·梅特路斯马奇顿尼库斯
（Quintus  Metellus  Macedonicus）则分别是公元前 142 年和前 143 年的
执政官。路奇乌斯·梅特路斯·卡尔乌斯就是对朱古达作战的那位统帅（公
元前 109 年度执政官）的父亲，大概是因为秃头所以有卡尔乌斯（Calvus）
的绰号。梅特路斯·马其顿尼库斯则是参加过皮德那（Pydna）战役（公元前
168年）的那一位，此人在公元前121年和欧皮米乌斯一道参加过对盖乌斯·格
拉古的镇压。克温图斯·凯奇利乌斯·梅特路斯这一辈叔伯兄弟 6人除了他
本人之外也都担任过执政官：克温图斯·梅特路斯·巴列亚里库斯（Quintus
Metellus  Balearicus）是公元前 123 年度执政官，他因公元前 123 年至公
元前 121 年间征服过巴列亚尔群岛而得到巴列亚里库斯的称号，路奇乌斯·梅
特路斯·狄亚德玛图斯（LuciusMetellus  Diadematus）是公元前 117 年度
执政官；玛尔库斯·梅特路斯（Marcus  Metellus）是公元前 115 年度执政
官；盖乌斯·梅特路斯·卡普腊里乌斯（Gaius  Metellus  Caprarius）是
公元前 113 年度执政官；路奇乌斯·梅特路斯·德尔玛提库斯（Lucius
MetellusDelmaticus）是公元前 119 年度的执政官。这一辈下面的一辈，包
括他们的外甥也都是清一色的执政官，路奇乌斯·梅特路斯·德尔玛提库斯
的女儿凯奇利娅·梅特拉就先嫁给了玛尔库斯·埃米利乌斯·司考茹斯（公
元前 115 年度执政官，首席元老），后来又嫁给了独裁官路奇乌斯·科尔涅
利鸟斯·苏拉（苏拉的第四位妻子）。克温图斯·梅特路斯·努米地库斯（即
公元前 109 年度执政官）的姊妹和公元前 104 年度行政长官路奇乌斯·李奇
尼乌斯·路库路斯之间所生的、和父亲同名的儿子则是公元前 74 年度的执政
官。

此外，就是后来像玛尔库斯，李奇尼乌斯·克拉苏和格涅乌斯·庞培·玛
格努斯（两人同是公元前 70 年度执政官）也都和梅特路斯家族有裙带关系。
克拉苏的儿子玛尔库斯娶了盖乌斯·梅特路斯·卡普腊里乌斯的孙女、公元
前 69 年度执政官克温图斯·梅特路斯·克列提库斯（Q.Metellus  Cteticus）
的女儿梅特拉；另一个儿子普布利乌斯娶了科尔涅利娅，而正是这个科尔涅
利娅又嫁给了庞培·玛格努斯。科尔涅利娅是克温图斯·梅特路斯·马奇顿
尼库斯的外孙普布利乌斯·斯奇比奥·纳西卡（PubliusScipio  Nasica，公
元前 93 年度行政长官）的孙女。

声势煊赫的梅特路斯家族的例子可以说明元老院权贵家族把持政权的程
度和他们之间盘根错节的裙带关系，同时可以看到在元老权贵的把持下，作
为梅特路斯家族的门客的马略要想在罗马的统治阶层中争得一席地位将会遇
到何等的困难！

马略是撒路斯提乌斯在《朱古达战争》一书中最着力描写的人物。作者
正是用他反衬当时当权贵族的腐败无能并通过他的嘴巴对权贵作了痛快淋漓
的嘲讽。马略之当选执政官反映了民众对统治的权贵的憎恨，同时表明在北
方大敌当前的严峻局势下，腐化的权贵中已无人能担起这一重任。

马略公元前 156 年左右生于沃尔斯奇人居住的山间小镇阿尔皮努姆。如
果说他的同乡西塞罗的父亲是一位有教养的“乡绅”，那么马略的父母可能
都是贫苦的劳动人民，他没有机会到罗马去受教育，所以过的是古罗马人的
那种艰苦磨练的日子。比起罗马的那些风流倜傥的贵公子来，他是一个地地
道道的“粗人”。他不但承认自己是个“粗人”，不但不讳言这一点，而且
引以为荣。他嘲笑罗马人向自己的奴隶希腊人学习希腊文学。他具有古罗马



人的美德，一向廉洁自奉，吃苦耐劳，作战时和普通士兵同甘共苦，身先士
卒。他的性格刚正不阿，近于暴躁，但他的美德得到世人的好感，尽管他缺
少当时从政的两个主要条件：门第、财富与口才。他娶了出身高贵门第的优
利娅，就是优利乌斯·恺撒的姑母①。普鲁塔克在马略的传记里还记载了他的
惊人的忍耐力：

“据说他（指马略——引者）的双腿有动脉曲张的毛病，他不喜欢腿部
的这种怪样子，于是决定去找外科医生动手术。他不要自己被固定起来就把
腿伸给医生。在整个手术过程中他虽受到了极大的痛苦，但他却表现得坚定
而沉静，不但一动未动，而且没有发出一声呻吟。当医生要在另一条腿上作
手术时，他却不愿伸出腿来，说他看得出治疗的效果配不上他受的痛苦。”①

西方的这一轶闻简直可以同华陀为关羽进行的刮骨疗毒比美了。他最初在斯
奇比奥·阿非利加努斯麾下参加努曼提亚战争时（公元前 133 年）便以其勇
敢而得到统帅的赏识，据说甚至被统帅推许为自己的后继者②。公元前 119
年当马略担任保民官时也以其立场坚定和公正不倚著称。公元前 115 年他担
任了行政长官后以同行政长官的长官身分去远西班牙（公元前 114 年），在
这里他不是像一般贵族那样为自己搜括财富，而是整肃了那里的肆意掠夺的
行为，因为那里的伊伯里安人还处于野蛮状态，把掠夺看成是正当的营生。
修昔底德早就指出，远古的希腊人就把陆上和海上的掠夺都看成是正当的营
生③。古代的强盗往往认为掠夺和战争就是一回事，战争就是为了掠夺，而耕
作劳动则是他们所不屑为的事情。耕作是奴隶的营生，而掠夺才是男子汉干
的体面事情。

公元前 109 年梅特路斯（当年度执政官）来非洲时选定了马略作他的副
帅。梅特路斯当然了解马略的实干性格，这是他带马略同来的主要原因。马
略虽然耿直、倔犟，但与梅特路斯毕竟还是门客对保护人的关系；因此马略
想竞选执政官使梅特路斯感到意外，又有点嫉妒，但他最后还是允许马略回
去竞选，而不是压制他。马略的当选一方面是由于人们对腐败无能的贵族寡
头的厌恶，另一方面是由于有民众、特别是与非洲有利害关系的骑士等级的
支持。公元前 107 年马略以执政宫的身分接过了对朱古达作战的统帅权。而
为了准备这次战斗，马略用征兵制取代了过去的民军，正像科瓦略夫指出的：

“⋯⋯元老院允许马略进行新的征兵，其暗中的打算则是要败坏他在群
众中的声誉（因为有财产的人家的子弟谁也不愿跟着这样一个非名门出身的
执政官去吃苦、打仗——引者）。但是马略却能够摆脱这一困难，他是用征
募志愿参加者的办法把在财产资格登记表之外的无产者（即先前没有资格在
军团中服役的人——引者）征集到军队里来。这是一件具有重大原则意义的
新措施。结果罗马军队的社会面貌完全改变了。”①罗马早期的民军是和早期
的城邦组级相适应的。城邦的范围仅限于城市和它附近的不大的地区，公民
的人数也颇为有限。每当发生战争，民军要按财产状况组成军队，最有钱的

                                                
① 有人据此认为他的家庭可能贫而不贱，否则优利乌斯家族的女儿不会嫁给他，但是这一点尚没有文献的

依据。
① 《马略传》，第 6 章。
② 《马略传》，第 3 章。
③ 《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 1 卷，第 5 章。
① 《古代罗马史》，第 501 页。



公民占有优势，因为马匹武器都要自己出资备办，而在军队中占有优势的在
政治上自然有更多的权利。战争一结束，军队便应解散，各归本业，这种做
法作为共和的传统一直保存到共和末期，尽管有时只是形式上的，但罗马的
统治范围一经扩大到整个意大利乃至整个地中海世界，这种原始的军队组织
自然无法应付经常发生而且时间持久、范围扩大的战争了。在马略以前，事
实上意大利与行省的居民和附属王国的部队早已受到征召井参加了罗马的军
队，马略则把志愿征募的做法作为一种体制明确规定下来。“结果这便使罗
马军队从公民的民军变成了几乎和罗马社会的生产阶级没有关系的职业军队
（这当然完全不是说，新的军队不再是整个奴隶社会的阶级组织）。这支军
队有它自己的阶级利益，它靠自己的饷银和自己的一部分的军事卤获物过
活。胜利的统帅（imperator）可以把这样的军队随他带到什么地方去。他仰
仗着这支力量变成了一支政治力量，而对于这支政治力量，人们是不能置之
不理的。从马略的改革成长出米的职业军队贝成了推翻共和国的主要工具。”
①很明显，没有朱古达战争，罗马贵族的腐败还不能暴露得这样清楚，而马略
也许竟不会到北非来，这样他的军事改革也许会推迟到若干年后才会出现，
也许出现在另一个什么人身上；但只要故争存在，改革便是一个不以人的意
志为转移的规律。军队之隶属于个人破坏了城邦的体制，给后来的帝国创造
了前提，行省的军人也有了当罗马皇帝的机会。就这一意义来说，朱古达战
争在罗马历史上所起的作用以及它的后果无论怎样强调也不过分的。梅特路
斯本人虽然未能结束朱古达战争，但是有他带来的马略接替他，马略麾下又
出现了另一位未来的大人物苏拉。后来把罗马浸在血泊之中的两派领袖都在
朱古达战争中亮了相，并给人以最深刻的印象。

路奇乌斯·科尔涅利乌斯·苏拉（公元前 138 年—公元前 78 年）出身于
不富裕的贵族之家；虽然撒路斯提乌斯在《朱古达战争》中谈到了他的很多
优点，但是在朱古达战争之前，他主要还是混迹于优伶之中的浪荡公子，没
有什么作为。科尔涅利乌斯家族也是罗马的门第高贵的著名家族之一，斯奇
比奥、朗图路斯、多拉贝拉等等都属于这一家族。普鲁塔克说他的祖先里有
一位担任过执政官的茹菲努斯（Rufinus）②。茹菲努斯是公元前 290 年度的
执政官，还担任过独裁官（年代未详）。此人在公元前 275 年曾因违反反对
浪费的法案而被监察官盖乌斯·法布里奇乌斯（Caius  Fabri-cius）开除出
元老院③。苏拉的祖先可考者就是这些。有趣的是，梅特路斯因赏识马略把他
带到北非，但终于结怨而去，后来竟然也嫉妒起自己的门客来；马略则最初
对苏拉冷淡，但后来苏拉取得他的欢心，负起了同波库斯联合对付朱古达的
重要任务。但苏拉是个喜欢显露自己的人，朱古达战争之后他一再表白自己
在这件事上的功劳——据《朱古达战争》的记载，苏拉是确确实实有功的—
—最初马略对这个后生，本来正像普鲁塔克所说，是不屑于嫉妒的①，所以用
旧重用他，但是一旦看出苏拉的咄咄逼人的非凡的才能，乃至有一次竟能以
解救马略军队缺粮的困境时，两个人之间本来只是不大和谐的关系最后却发
展成流血的惨祸，这就不能不说是两个人的野心在作怪了。这使普鲁塔克想

                                                
① 《古代罗马史》，第 506 页。
② 《苏拉传》，第 1 章。
③ 盖利乌斯：《阿提卡之夜》，第 4 卷，第 8 章、第 17 卷，第 21 章。
① 《苏拉传》，第 4 章。



到幼里皮底斯的《腓尼基女人》里伊俄卡斯特的话：
“我的儿啊，为什么你寻求一切精灵中
最邪恶的那一种，就是野心？
它走进了许多家庭和繁荣的城邦，
把一切毁掉之后才离开。”②

这是题外话，不在本书讨论的范围之内，所以不详述了。
朱古达战争发生在我国西汉时期，东方的汉帝国和西方的罗马共和国是

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两个国家，而且也都已有了高度的文化。汉帝国这时正
忙于对付楼兰、车师、匈奴，罗马共和国则对努米底亚进行战争。严格说来，
罗马对努米底亚的战争是以大压小，以强凌弱的战争，它以世界的当然主人
自居，讲的大都是强权的逻辑，用今天的用语来说，可以说是对努米底亚内
政的粗暴干涉。朱古达——如果相信撒路斯提乌斯的记述的话——对阿多儿
巴尔和希延普撒尔的行为固然有负于养父米奇普撒的托付，但是纵观古今中
外专制王朝的历史，在争夺绝对是排他的王权中发生父子兄弟之间的残杀，
决不是不可理解的事情。如果我们不因杀建成元吉而深责李世民，我们也就
不能过分指责处于当时历史形势之下的朱古达了。

作为小国之君的朱古达竟敢于抗击威震地中海世界（实际上就是他眼里
的全世界）的罗马共和国，因洞察罗马国家腐化堕落症结之所在而敢于多次
使用权术玩罗马统帅于股掌之上，使曾是不可一世的罗马士兵在他的军队面
前蒙受从轭下走过的屈辱，这样一位“蛮族”的君主不能不说是一位了不起
的英雄。直到最后关头，他还是选择了宁肯战死而不肯俯身为奴的道路。即
使这时，他仍不放弃争取与波库斯联盟以图作最后一拚的计划，而如果不是
波库斯背叛了他，他的战争即使不会最后打赢，肯定还会拖相当一个时期，
给罗马制造更多的麻烦，因为这时北方的金布里人和条顿人也已经动起来
了。

努米底亚对罗马来说远不像埃及那样重要①。它和罗马友好的意义在于使
罗马的阿非利加行省有一个可以放心，甚至可以拱卫它的外围，这个外围在
罗马人心目中几乎是一片蛮荒地带，至于外围之外的玛乌列塔尼亚根本还没
有进入罗马人的视界，所以波库斯于公元前 111 年向贝斯提亚建议缔结联盟
时竟然遭到了拒绝。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罗马当局的对外政策的昏聩与短
视。到朱古达和波库斯联合起来向刚愎自用的马略显示了实力之后，若不是
苏拉从中斡旋，那后果却还是大可忧虑的。至于波库斯为什么对苏拉这位年
轻的财务官如此倾倒，或者只不过是一种外交姿态，我们没有更多可以参证
的史料，只好存而不论。从这时起玛乌列塔尼亚才同罗马有了正式的关系，
虽然后来也有一些麻烦，但未造成严重的威胁。

   
撒路斯提乌斯笔下的罗马

  
显而易见，撒路斯提乌斯是一个严格的共和主义者，罗马传统道德标准

的坚定维护者。他的理想色彩使得他对他当时由元老院若干权贵家族掌权的
共和国的现实抱着彻底否定的态度。

                                                
② 幼里披底斯：《腓尼基女人》，第 531 行以次。
① 埃及供应罗马以粮食，是罗马的生命线。



在《喀提林阴谋》里，作者对当权的贵族是通过喀提林这个反面人物之
口加以斥责的。而在《朱古达战争》里，马略更加直接、更加激烈、更加具
体地揭露了贵族统治的腐败与无能。

这种情绪早在所谓《给恺撒的第二封信》①里便已有所表现，只是不那么
激烈而已：

“反之，今天的一些贵族饱食终日无所用心，一点进取的精神也没有，
虽然他们没有受过苦，没有同敌人作过战，没有过过军事生活，但是他们却
形成国内的一个帮派并且横做地宣称要统治所有的民族。”②

接着他又揭露那些贵族为了自己的利益操纵元老院这一事实。这时元老
院已经从罗马人民的代表蜕化为少数人手中的玩物：

“先前飘摇不定的国家③是靠着元老们的智慧来掌舵的，但是现在元老们
却受到另一些人的控制并且随着他们的高兴而被折腾；他们按照他们的主子
的好恶来发布一个又一个的命令，来确定什么对公众是有利，什么对公众是
有害的。但是如果所有的元老都有同等的行动自由，或者他们可以不必这样
公开地表决，那么国家就会有较大的力量，而权贵①的权力也就会小一些了。”
②

在《喀提林阴谋》里，作者对罗马为什么变得如此堕落已经能够作出系
统的论述，也就是说，“它（罗马—引者）怎样不再是最崇高和最公正的城
市而变成最坏、最邪恶的城市”③（重点号为引者所加）。

“⋯⋯罗马这个自由国家一旦争得了自由，便在很短的时期中间变得令
人难以置信地强大繁荣⋯⋯一旦青年能够忍受战争的艰苦，他们便在军营中
接受极为严格的军事训练，他们更加喜爱的是精良的武器和战马，而不是妓
女和宴会。因此，在他们这些人看来，任何劳苦都不能认为是自己所不习惯
的⋯⋯勇气是最重要的。⋯⋯他们的目的在于取得无限的声名，但财富则只
限于他们用诚实的手段所能取得的那些。⋯⋯④

“⋯⋯但是，当罗马由于劳苦和主持公道而变得强大起来的时候，当那
些强大的国王在战争中被制服的时候⋯⋯当⋯⋯罗马人在所有的海洋和陆地
都通行无阻的时候，命运却开始变得残酷起来，把我们的全部事务搅得天翻
地覆。⋯⋯那些能够泰然自若地忍受劳苦和危险、焦虑和灾难的人们却发
现⋯⋯闲暇与财富对他们来说却成了一种负担和一种不幸。

“⋯⋯在他们身上，对于首先是金钱，然后是权力的渴望加强了。应当
说，这些正是一切罪恶的根源。因为贪欲消灭了诚实、正直和所有其他的高

                                                
① 传世的有撒路斯提乌斯给恺撒的两封信。第一封信原文标题是发言（oratio），即

AdCaesaremsenemderepublicaoratrio。学术界比较一致地认为这封信是出自撒路斯提乌斯之手。写作的年代

西欧的学者一般定为公元前 46 年，格拉巴里——帕锡克认为不晚于公元前 50 年。第二封信原文标题为

AdCaesaremsenemderepublicaepistula，关于此信的真伪学者们有争论，波斯特（L.Post）和库尔菲斯等专家

认为是真的，写作时间一般定在恺撒渡过鲁比康河之前。
② 《给恺撒的第二封信》，第 10 章。
③ 罗马人习惯于把国家比作船。
① 权贵指那些把持国家政权的贵族（nobilitas），相对于旧贵族（patricii）也可称为“新贵”。
② 《给恺撒的第二封信》，第 11 章。
③ 《喀提林阴谋》，第 5 章。
④ 《喀提林阴谋》，第 7 章。



贵品质，却使横做、残忍取代了它们，它要人们蔑视诸神，使得一切事物都
可以用金钱买到。野心使许多人变得虚伪，变得言不由衷、口是心非；使得
人们待人接物只是摆出一副好看的外表，而不是怀有真心诚意。开头这些恶
习蔓延得不炔，它们间或还受到惩处，但是到了最后，当这种病像瘟疫那样
流行的时候，这个国家就发生了变化，一个过去曾是极为公正诚实的政府竟
变得残暴而又令人无法忍受了。”①（重点号为引者所加）

这是撒路斯提乌斯解释罗马所以堕落的关键，他的现存的历史作品都可
以在这里找到答案。特别是苏拉掌权和进行了大规模的屠杀和掠夺之后，情
况便进一步恶化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这些士兵（苏拉派士兵——引者）在成为胜利者之后，不给被征服者
留下任何东西。老实说，繁荣幸福的生活甚至对智者的灵魂都是一种考验，
那未在道德上本来就堕落的人们有如这些士兵在胜利时又如何能保持节制
呢？②

“⋯⋯一旦财富开始受到人们的尊敬，并且当光荣③、军事统率权和政权
随之也受到尊敬的时候，德行使开始失去它的光采，贫困被认成是一种耻辱，
廉洁反而被说成是一种恶意的表现。⋯⋯今天的人们，那些最卑劣的、穷凶
极恶的人们⋯⋯他们的行径好像表明，统治的唯一的方式便是干伤天害理的
事情。”④

另一方面，撒路斯提乌斯感到绝望，是因为他看到的民众只是随波逐流
的城市中产阶级和靠国家养活的闲散游荡的“无产者”而不是最下层的奴隶
和最贫苦的手工业者和农民。奴隶在他心目中本来不属人的范畴。

下面的记述可以说明他对“民众”的看法：
“这种精神错乱的现象并非仅限于参加了阴谋的那部分人，全体平民（其

实只是他在城里看到的那部分人，难道他忘记了前不久的斯巴达克起义？—
—引者）由于渴望变革都赞同喀提林的计划。特别他们似乎是按照民众通常
的做法行事的，因为，在任何国家里，那些没有钱的人总是嫉妒那些好人（指
有钱的人——引者），称赞卑贱的人，憎恨已经确立起来的旧事物，渴望新
事物，并且，由于他们很不满足自己的命运，因此希望看到一个全面的变革。
在动荡和混乱的环境里，他们是容易适应的，因为贫困易于满足并且不会丢
掉任何东西。特别是城市民众不顾一切地投身到变乱中去。他们这样做有许
多理由，首先，所有由于其无耻和胆大妄为而奥名昭著的人物，还有那些在
放荡的生活中把租业挥霍掉的人，最后，所有那些因不光采的事情或罪行而
不得不离家出走的人，他们都汇集到罗马这个大污水坑里来。还有许多没有
忘记苏拉的胜利的人⋯⋯他们每个人自己都希望一旦参加战斗也能得到类似
的胜利果实，在这之外还有在乡下靠手工劳动以维持悲惨生活的年轻人，他
们在公私赠赐的引诱下宁愿到城里来过闲散无所事事的日子⋯⋯这些人和所
有别的人一样是靠着损公来养肥自己的。因此那些贫困、不饼道德又心怀不
轨的人对国家像对他们自己那样极不尊重，这就不使人感到吃惊了。”①

                                                
① 《喀提林阴谋》，第 10 章。
② 《喀提林阴谋》，第 11 章。
③ 指由权位带来的尊荣。
④ 《喀提林阴谋》，第 12 章。
① 《喀提林阴谋》，第 37 章。



他看到的“民众”的随波逐流随即由作者用如下的事实给以证明：
“阴谋（指朗图路斯等人在罗马的活动——引者）被揭发之后，开头希

望改换统治者从而急于想看到战争爆发的民众，这时却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
的大转弯，痛斥喀提林的计划，另一方面，他们又把西塞罗捧到天上去⋯⋯
虽然他们相信其他的战争行动会使他们得到战利品而不会给他们造成损失，
但是他们却认为一场全面的大火对于他们本身来说，是残酷、恐怖而且是特
别具有灾难性的，因为他们除了他们每日的食品和衣物之外是一无所有的。”
①

《朱古达战争》用事实证明了罗马当局的贪污腐化，它是可以用全钱收
买的，直到马略接管了统帅权，于是又借马略之口，对统治的贵族作了痛快
淋漓的指斥：

“我不是不知道我自己身上担负的任务有多么重大：既要为战争做准备
同时要节省国库的开支；迫使人们不愿去得罪的那些人（指元老院权贵——
引者）去服兵役⋯⋯如果别人犯了错误，那他们的古老的显贵门第、他们祖
先的显赫功业、他们的家人亲属的权势，他们的大群门客对他们来说都是十
分现成的帮手。⋯⋯

⋯⋯对于这一委托（指把对朱古达作战的任务委托给马略——引者），
权贵们感到极为恼火。⋯⋯如果你们改变主意，为这项或任何诸如此类的任
务而从权贵当中选定一个门第古老、家里有许多祖先的塑像但是毫无作战经
验的人是不是会更好一些呢？⋯⋯要选这样的人，对于这样一个职务应尽的
责任一窍不通的人，那么他就会手忙脚乱起来并且从普通人民当中选定某一
个人作他的顾问。⋯⋯我个人就知道有这样一些人，他们在当选为执政官之
后才开始首次涌读我们祖先的历史和希腊人的军事论文⋯⋯

“⋯⋯他们的主题总是称颂他们的祖先；通过列举他们的祖先的功业，
他们就以为他们自己也变得比较光荣了。⋯⋯祖先的光荣就仿佛是照在他们
的后代身上的一道光，他们的后人的德行和缺点都逃脱不了它的照耀。⋯⋯

“⋯⋯他们的祖先把自己所能留给后人的东西全留给他们了——财富、
胸像、关于他们自身的光荣的回忆；但是他们却没有给后人留下品德⋯⋯只
有品德是不能像礼品那样授受的。”①

撒路斯提乌斯看到了强大与富足导致堕落，但是他在这里并未能摆脱古
罗马人的传统观念，而如上所引，把这种情况归之于命运的捉弄②。这就是作
者所用的 fors 或 fortuna 两个伺，fors 约略相当于我们所说的“机遇”、
“机会”、“偶然的事件”；  fortuna 约略相当于我们所说的“命运”、
“境遇”。比如，他在《喀提林阴谋》开头的地方就指出：“毫无疑问，是
命运在主宰着一切（Sed  profectofortuna in omni  re  dominatur）；她
可以任意地使一切事件变得有名或默默无闻，而不顾事实。”③

但是，如果一切都取决于命运一时的好恶的话，撰史也就失去了供后世
借鉴的目的，因而作者在另一个地方，又提出了有关少数杰出人物的作用的
看法：“在长期的思考之后，我确信这完全是由少数公民的突出功业所成就

                                                
① 《喀提林阴谋》，第 48 章。
① 《朱古达战争》，第 85 章。
② 《喀提林阴谋》，第 10 章。
③ 《喀提林阴谋》，第 8 章。



的，正是由于这些人，贫穷战胜了富足，少数战胜了多数。”④

在马略身上，撒路斯提乌斯明确地表达了他的有关个人作用的观点：“在
元旦那天（公元前 104 年——引者），他（马略——引者）就任执政官之职
（第二任——引者）并且十分隆重地举行了凯旋式，当时我们国家的希望和
幸福都掌握在他手里了。”⑤

   
撒路斯提乌斯的文笔和他同希腊文化的关系

  
撤路斯提乌斯的文名决不下于他在史学方面的贡献。有如我国古代文史

的传统，他也是身兼史家与文学家的双重称号而无愧。尽管有人指责过他的
文笔，但他的作品依旧为后人所喜爱和传诵，成为拉丁文献中的瑰宝。

撒路斯提乌斯生在西塞罗文体风行的时代；从老加图到西塞罗二百多年
间，拉丁语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总的说来，拉丁语经历了从古朴、简洁转向
繁复、曲折、绵密的过程。希腊文献的翻译丰富了拉丁语的辞汇并提高了它
的表达能力。西塞罗和恺撒都是大政治家，又都是大文学家，两人虽然都是
驾驭拉丁语的能手，但西塞罗更多表现为一种曲折繁复的文风，爱用多层排
比的句子，以达到修辞的效果，恺撒则通达平正，不重雕饰，有大家气度。

在这种文风的背景上，撤路斯提乌斯却表现出一种同流行的西塞罗文体
截然相反的复古倾向，乃至反对他的人说他剽窃老加图的作品。这种高古简
洁的文体同古罗马人的作风有其相通之处，但我们却不能说这种文体就表达
能力而论便一定不如当时盛行的西塞罗体。问题在于作者驾驭文字的能力如
何。因为简洁，所以用词必须准确得当，容不得废话；因为求简洁而省去许
多不必要的以及可有可无甚至是有用的零碎，所以在文章可以避免冗赘和拖
泥带水的毛病；因为简洁，所以要特别注重剪裁以取得爽朗、严整的印象。
因此要写这样的文章比写一般文章反而要费多倍的气力，那是毫无疑问的。
所以罗曼谈到撒路斯提乌斯的文字时指出：

“使撒路斯提乌斯在拉丁文学中绝对处于独树一帜地位的就是他的文
体。这种文体完全是他个人的，没有任何可供模仿的原型（罗曼否认作者模
仿加图。加图使用的文字本身是古老的拉丁文，作者的复古倾向是出于修辞
的考虑——引者），而（后来）模仿他的也只有塔西佗（不同的是作者使古
词复活，塔西佗还‘制造’了古风的词——引者）。⋯⋯这种文字是不计时
间、艰难地写出来的，是精雕细琢出来的，这是一个小点一个小点地构成的
一幅精细的刺绣。⋯⋯

“他的文体严肃而紧张，具有突出的造形美和一种巨大的力量，甚至一
种奇异的美；它给人们一种金属的震动的印象。”①

简洁的文字还给人一种跃动感，从一个词到另一个词，从一句到另一句，
往往是以跳动的方式衔接起来的，有时不得不靠读者的想像和理解加以补
充，因而有很大回味的余地。但是，也还要指出，简洁也应当有一个限度，
过了这个限度就要造成晦涩，造成歧义，使读者无法准确掌握作者用意之所
在。撒路斯提乌斯的作品就有一些这样的地方。

                                                
④ 《喀提林阴谋》，第 53 章。
⑤ 《朱古达战争》，第 114 章。
① 法译本序 XⅦ—XⅧ。



但古朴、简洁的文字不见得就不能进行细致入微的刻画。我们能说《诗
经》、《左传》、《史记》、《战国策》之类的作品写得不细致生动吗？与
撒路斯提乌斯同时的卢克莱修不也是用古朴的诗语极为生动细致地阐述了伊
壁鸠鲁的哲学思想吗？他的哲学著作和撒路斯提乌斯的历史著作都是古拉丁
语文献中的杰出成就。

当然，这更多是对他的成熟作品，即他的《历史》而言的，不过在前两
部作品中这些特点也确有相当程度的表现。

试看当罗马当局为对付阴谋而布置预防措施时，城内的紧张气氛在作者
的笔下描写得何等活灵活现：

“这些预防措施使得罗马城内人心惶惶，城市的面貌也改变了。由于长
期的和平而造成的极端欢快轻松的气氛突然变成笼罩全城的一片阴郁（Ex
summa  laetitia  atque  lascivia ，  quae  diu- turna  quies
pepererat，  repente  omnis  tristitia  invasit）  （请注意原文的音
乐效果——引者）。人们都感到恐惧不安，不相信有任何安全的地方或任何
可靠的人，他们感到这时既不像是战争时期，也不像是和平时朗，每个人都
按照自己内心恐惧的程度来衡量当时的危险（neque  bellum  gerere
neque  pacem  habere，  suo  quiSq  uemetu  pericula  metiri）。罗
马共和国的伟大过去一直使妇女不知道战争的恐怖，但现在她们也陷入极大
的焦虑之中，她们向着天空伸出了恳求的双手，为她们的小孩子的命运而悲
叹，⋯⋯无论什么都会把她们吓得发抖（omnia  pavere），她们抛掉傲气和
放纵，而对自己和对她们的国家已经绝望了。”①

对于这样细致的描述，作者还是作了很大的压缩，省略了不少必要的连
词和介词，以加强场景的紧张气氛。

撒路斯提乌斯是带着感情描述喀提林最后的战斗的：“当喀提林看到他
的军队已被打败并且只剩下自己身旁的一小队人的时候，他考虑到自己的高
贵出身和先前的地位，于是便冲到敌人最密集的地方去，战死在那里，他是
在多处负伤之后才倒下去的。”②

而对战斗之后战场的描述，更是拉丁文献中最动人的章节之一：
“直到战斗结束之后，人们才看到喀提林的军队进行了怎样勇敢和坚决

的战斗。要知道，几乎每一个人在牺牲时都用自己的身体覆盖了在战斗开始
他活着时所占居的位置。⋯⋯但是人们发现喀提林远在他的士兵的前面，在
被杀死的一堆敌人中间，还在轻轻地喘着气，脸上表现出在他生前给他以鼓
舞的一种坚强不屈的精神（Catilina  vero  longe  a  suiS  lnter
hostium  cadaverarepertud est，paululum etiam spirans ferociamque
animi，quamhabuerat vivos, in voltu retinens）。⋯⋯

“⋯⋯但是罗马人民的军队并没有取得任何欢快的和不流血的胜利，因
为所有最勇敢的人不是在战斗中倒下就是在战斗时负了重伤。还有离开营地
来参观战场或想打劫财物的许多人，在他们翻转叛军的尸体时，时而发现一
位朋友，时而发现一位客人或亲属（hospitem  aut  cognatum），还有一些
人认出了他们的私敌。这样，全军的人便有了不同的反应，有人悲痛伤心，

                                                
① 《喀提林阴谋》，第 31 章。
② 《喀提林阴谋》，第 61 章。



有人高兴，有人哀悼。”①

撒路斯提乌斯传世的作品完整地保存下来的虽然只有《喀提林阴谋》和
《朱古达战争》两种，而且篇幅不大，但共和国末期一些著名人物的形象和
他们的心态都跃然纸上，给我们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这样的人物可以举出
马略、梅特路斯、苏拉、恺撒、加图、喀提林、朱古达等等。作者使用的手
法有时是直接的一针见血的描述，有时是通过这些人的发言和行动来表现他
们的性格，有时则是两种手法并用。

例如在《喀提林阴谋》中，像我们的列传体那样，一开始他就对喀提林
作了概括的介绍：

“路奇乌斯·喀提林出身显贵家族（nobili  genere  nattus），具有
非凡的智力和体力，但禀性却是邪恶和堕落的（malo  pravoque）。从年轻
的时候起，他便非常喜欢内战、杀戮、抢劫和政治上的相互倾轧⋯⋯他有钢
筋铁骨般的身体，经受得住常人绝对不能忍受的饥饿、寒冷和不眠。他为人
胆大妄为，不讲信义，翻云覆雨，无论什么都装得出，瞒得住（Corpus  patiens
iqediae  algoris，vigilaesupra quam  cuiquam  credibile est. Animus
audax ， subdolus ， varius ， ctius  rei  lubet  simulator  ac
dissimulator⋯⋯）他觊觎别人的财产，挥霍自己的财产；而且他的情欲十
分强烈。他具有相当的口才，但是没有什么见识（satis  eloquentiae，
sapientiae  pa- rum）。他的错乱的精神总是在贪求着穷凶极恶、难以置信
和希奇古怪的东西。”②

对于恺撒和加图，作者不但介绍了他们各自的发言并且把他们作了十分
著名的对比：

“就出身、年龄和口才而论，他们两个人差不多是对等的；在精神的伟
大方面他们也是旗鼓相当的，在名声方面也是这样，尽管他们的名声是各自
不同的（后半句原文只用了七个词：  magnitndoanimi  par，  item
gloria，  sed  alia  alii——引者）。恺撒被认为是伟大的，因为他仁厚
而慷慨，加图则是由于他一生诚实正直。前者出名是由于他温和并富有同情
心，后者的严正给他带来了威望。恺撒是通过给予、帮助和宽恕而取得了荣
誉的，加图取得荣誉是因为他决不能被收买前者是不幸的人们的一个庇护所
（miseris  pe-rfugium），后者对恶人则是一场巨大的灾难（malis
pernicies）。前者是善良的品行，而后者则是坚毅不屈的性格受到称颂。最
后，恺撒把自己锻炼得能进行艰苦的工作，能睡得很少，为自己友人的幸福
尽心竭力，而不把自己的放在心上，并且只要是值得给予的，从不拒绝给予。
他渴望巨大的权力、一支军队和一场新的战争⋯⋯反之，加图培养的是自我
克制的能力、得体的风度，而首先是严正的作风。他并不和富人斗富，不和
有野心的人比阴谋诡计，而是和有进取心的人比贡献，和有自制力的人比节
制，和洁白无私的人比清廉。他更想成为一个有道德的人，而不是看来像是
一个有道德的人。因此他越是不追求名誉，名誉越是在他身后紧追不舍。”①

在《朱古达战争》里我们也看到对朱古达的精彩描述：
“朱古达身体强健，仪表英俊，特别是智力超群，但他一旦长大成人后

                                                
① 《喀提林阴谋》，第 61 章。
② 《喀提林阴谋》，第 5 章。
① 《喀提林阴谋》，第 54 章。



却没有沾染上奢侈和懒散的恶习，而是遵照本民族的习惯，骑马、投枪、击
剑⋯⋯虽然他的名声超过所有的人，但是他仍然赢得了所有人的爱戴。⋯⋯
他是个出类拔萃的人物，但是他对自己的功业却很少谈到。”①

而对于苏拉，尽管撒路斯提乌斯在政治上对他持否定态度，但对于其人
的评价仍然表现了史家的公正：

“苏拉出身一个旧贵族世家⋯⋯他既精通希腊文学，也精通罗马文学；
他是一个有高度智慧的人，他追求享乐但是更加追求光荣。在闲暇的时候他
过放纵的生活，但是他的享乐绝不会影响他的本职工作，只是作为一位丈夫，
他的行为本来是应当更正派些才能。他能言善辩，聪明伶俐，很快就能同别
人交上朋友。在伪装自己的真正意图方面，其用心之深达到今人难以相信的
程度。但是对于许多东西，特别是对于钱财，他出手十分大方。在他取得内
战的胜利之前，他在所有的人当中是最幸运的，但是他的幸运从来不曾超过
他的才干。许多人都无法肯定到底他的幸运更多有赖于他的勇敢，还是有赖
于他的有利的机遇。”②

从撒路斯提乌斯就罗马历史所进行的说教来看，他够得上是一个典型的
古罗马人。③但是从他所受教育的渊源来看，尽管他也许否认，尽管他对希腊
文化抱有成见，但实际上，他更多是受到希腊文化的影响。西方地中海世界
的古典文化向来与希腊罗马文化并称。但究其实，罗马文化只能说是在希腊
文化抚育下成长起来的派生文化，把二者列在同等（即使时间有先后）的地
位是勉强的。在罗马人蹶起之前，希腊人已在意大利南部建立了殖民地，使
这一部分成为希腊文化的领域。实际上，希腊人和罗马人在气质上大不相同。
希腊人是海上的民族，罗马人更多是山区的居民。罗马号称七山之城，离海
虽然不远，但他们受海的影响较小。希腊人重思辨，重幻想，长于理论；罗
马人讲求实际，重实践，吃苦耐劳，勇于作战。希腊长子艺术，罗马长于治
术。罗马人是在希腊文化的抚育和浸润下才慢慢自成体系的，是附丽于希腊
文化而得到成长的。后来希惜（包括地中海东部）只是被罗马用武力征服，
但文化这个领域仍然掌握在希腊人手里。政治军事中心在罗马，文化艺术中
心却在希腊。在罗马主持讲坛的主要是希腊教师（有不少是赎身的奴隶），
而罗马上层人物也必须到希腊“留学”才算完成学业。因此罗马人对希腊人
存在着矛盾心理：一方面把他们看成是自己属下之民（这是事实），另一方
面又觉得自己在他们圃前只不过是 barbarl  （野蛮人）；一方面要把希腊
大师请进来或不惜渡海远道去求教，另一方面又多次下令驱逐到罗马来谋生
的大批所谓“下九流”的希腊人。撒路斯提乌斯也是这样，他是罗马主人的
身分，但是却受希腊文化的薰陶，也正是由于这一点，他看到了文字的作用
而使他有了撰史的志向。这说明阅读希腊的史书给了他怎样深刻的印象：

“依我看，雅典人的行迹确实是相当伟大而又光荣的，尽管如此，它们
实际上也并不是像传闻中描述的那样出色。但是由于雅典产生过具有特殊才
能的作家（如希罗多德、修昔底德——引者），所以雅典人的功业在世界上
便被认为占有无与伦比的地位。这样看来，成就事业的人们的功绩所以被棒
得如此之高，只不过是有伟大的作家能够用颂扬的文字对事业本身加以抬高

                                                
① 《朱古达战争》，第 6 章。
② 《朱古达战争》，第 95 章。
③ 参见《喀提林阴谋》，第 6 — 8章。



而已。但是罗马人民从来不曾有过这样的有利之处，因为他们中间最有才能
的人们总是从事于实际的事务，他们总是要在身体力行的情况下使用他们的
头脑；最优秀的公民重视行动而不喜空谈（optumus  quis-que  facerequam
dicere），他认为他自己的英勇行动应当受到别人的称赞，而不应由他本人
来记述别人的英勇行动（sua  abaliisbenefacta  laudari  quam  ipse
aliorum  narrare  malebat）。”①

后面这两句出自古罗马人之口，充分表现了他们的特色。
撤路斯提乌斯受惠于希腊文化传统之处在他的传世之作里随处可见，撒

路斯提乌斯的文字风格，如前所述，论者大部说它像老加图，甚至是在抄袭
他，但更多人却指出它和希腊史家修昔底德的关系。不过要说明的是，加图
的文章占拙是因为拉丁语还没有发展到西塞罗时代的那种曲折细密的程度，
而撒路斯提乌斯的古拙则是有意地避开当时风行的西塞罗体以表现它的力
度，而这种力度是间接地受到修昔底德的影响的。修昔底德的文体，正如修
昔底德的英译者查·福斯特，史密斯（Charles  Forster  Smith）所说：“在
对事件进行一般的叙述时，修昔底德的文风是清楚、直截了当、生动的，但
是在描述战争和其他重大事件，在进行总结，特别在演说中，他的文风就和
一般是简单和清晰的陈述形式大不相同了；在这里，陈述的往往是如此地简
洁和凝缩乃至变得十分难以理解。”①看来，撒路斯提乌斯继承和发展了修昔
底德的简洁和凝练的方面，有些地方连叙述的手法也是直接从修昔底德那里
来的。比如，在《喀提林阴谋》里，作者所说的“如果你记述了杰出人物的
丰功伟绩，则人们只有在他们认为你所说的事情他们自己也容易做到的时候
才愿意相信你，一旦超过这个限度，他们即使认为你的活不是荒谬的，也是
凭空捏造的了”②这段话，使我们很容易想到修昔底德的同样意思的一段话：
“⋯⋯当发言者说到他们自己的能力所不能做到的功绩时，他们便认为发言
者对死者过于颂扬。颂扬他人，只有在一定的界线以内，才能使人容忍；这
个界线就是一个人还相信他所听到的事物中，有一些他自己也可以做到。一
旦超出了这个界线，人们就会嫉妒和怀疑了。”③

再比如，在《朱古达战争》里作者在描述扎玛居民观战的情况时①，显然
是脱胎于修昔底德的作品中有关希腊人在叙拉古观看海港内海战的描述②。读
者只需拿来稍加对照就可以看出的。维莱乌斯·帕特尔库路斯（Velleius
Paterculus）也早就看到了撒路斯提乌斯借鉴修昔底德之处③。

撒路斯提乌斯在他的传世作品中的许多看法都可以证明他同希腊文化的
关系。在《喀提林阴谋》开头地方谈到“我们使精神发号施令，肉体则俯首
听命”④这一点，他显然是祖述亚理士多德的看法。亚理士多德在《政治学》
里指出：“⋯⋯灵魂和身体，前者自然地为人们的统治部分而后者自然地为
被统治部分”⑤。而作者所说的放纵肉欲是违反自己本性的说法⑥则是当时在

                                                
① 《修昔底德》（罗叶布古典丛书希英对照本），序言 xvi 页。
② 第 3 章。
① 《朱古达战争》，第 60 章。
② 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 7 卷，第 71 章。
③ 第 2 卷，第 36 章。
④ 《喀提林阴谋》，第 1 章。
⑤ 第 1 卷，第 5 章。



罗马流行的斯多噶派的学说。还有一些表述，如“野心使许多人变得虚伪，
变得言不由衷口是心非”⑦使人想到荷马的《伊利亚特》里的“这种人嘴里说
着一种话，心里却想着另外的事情”⑧；而“他更想成为一个有道德的人，而
不是看来像是一个有道德的人”⑨也许正是从埃斯库罗斯的《七人攻打底比
斯》里阿里斯提德斯（Aristides）的话：“如果说他不想看来是最好的，他
是想成为最好的。”⑩得到启发的。

再如《喀提林阴谋》中作者写到“在战斗里，胆子最小的永远是最危险
的，勇敢才能起堡垒作用”(11)这一点时，他肯定记起了色诺芬（Xenophon）
的意思大致相同的话：“人们想活下去却又想逃跑，那简直是发疯了，他会
懂得，胜利者能保证得救，而逃跑的人比坚守战斗岗位的人死亡的比例要大
得多。”①

《历史》这部更成熟的作品由于只有片断保存下来，所以要从结构方面
对它进行判断比较困难。但是从两个专题的历史作品来看，作者组织材料和
叙事的能力还是十分出色的。他把两个厉史事件原原本本地介绍给读者，除
了开头地方有少数作者本人的议论之外，他的见解已充分表现在他的叙事之
中，不作过多的说教（尽管说教应当说是他的一个不小的毛病）。虽然他在
剪裁上很见功夫，但是在史料的鉴别和运用上从今天的要求来看仍有许多不
足之处。例如作者在时间方面就比较马虎。喀提林阴谋的时间的顺序就不那
么准确并且被作者人为地拖长了（具体的情况见于所附的注释）。

作者文字的简洁固然是一个优点，但简洁过头往往造成晦涩，甚至使人
难以了解作者的本意。这一点前面已经指出了。撒路斯提乌斯虽是大手笔，
但是也免不了犯这样的毛病。而译者要把意思清楚地表达出来，便无法迁就
原作的简洁，如果我们用与原文对等的西汉的古文来翻译，那势必造成译文
的古奥与晦涩，显然这是不必要的。

原文里像希罗多德那样插笔叙述故事的地方不多，总的看来是保持了布
局的完整，特别两书的结尾都十分精采，这在拉丁的历史文献中也是不多见
的。插入的两个故事一个是关于腓莱尼兄弟的祭坛的故事②，另一个是那个利
古里亚士兵因捉蜗牛而爬上山顶的故事③。而严格说来，第二个故事和正文还
是有比较密切的联系，不能说是抛开正文讲故事。

尽管撒路斯提乌斯借重于希腊作家的地方不少，但这并不影响他的作品
在古典文献中的独特价值和地位。罗曼在二书的法译本的序中指出：

“撒路斯提乌斯是配得上历史学家这一称号的第一位罗马历史学家①；他
没有典型可供遵循，而是自己开创，他同时提出了他的方法、他的风格和他
的历史概念。单是这一情况便保证他在古代的历史学家当中占有一席地位。

                                                                                                                                           
⑥ 《喀提林阴谋》，第 2 章。
⑦ 《喀提林阴谋》，第 10 章。
⑧ 第 9 卷，第 315 行。
⑨ 《喀提林阴谋》，第 54 章。
⑩ 《七人攻打底比斯》，v，592。
① 色诺芬：《居鲁士的教育》，第 3 卷，第 3 章。
② 《朱古达战争》，第 79 章。
③ 《朱古达战争》，第 93 章。
① 这是伽斯通·布瓦西耶（GastonBoissier）的看法（Laconjurationdecatilina，P.17—18）。



尽管他有一切缺点——这些缺点我当然不应当回避——他依然是一位大艺术
家，并且他的短篇的历史作品即使在当代也拥有大量的读者，并且受到认真
的研究。毫无疑问，他在一定程度上是模仿希腊的那些历史学家，特别是修
昔底德的，但是他的最突出的优点完全是他个人的。”②

   
撒路斯提乌斯对后世的影响

  
译者少年时代学过一点拉丁语，当时接触到的不少选本里都有撒路斯提

乌斯的《喀提林阴谋》的片段，那时就知道用拉丁语写作的古罗马作家里，
除了人所必读的大名鼎鼎的恺撒和西塞罗，以及后来的维吉尔、贺拉斯、李
维之外，还有撒路斯提乌斯其人。可见撒路斯提乌斯在西方读者中间并不是
一个陌生的名字。在 19 世纪，欧美中学生的希腊语和拉丁语的水平还是不低
的，就和我国清末和民初中学的古文水平差不多。马克思在高中时的拉丁语
课本竟是塔西伦的《编年史》，这就难怪他有相当深厚的拉丁语的根底了。

但是进入 20 世纪，特别是二次大战后这几十年，西方学生不但希腊语和
拉丁语已渐渐放弃，就是本国文字的水平也大为降低，希腊、拉丁语及其文
献的研究已渐渐成为少数文史专业工作者的事情。

在我国，译者很荣幸地成了第一个把撒路斯提乌斯的作品介绍到国内的
人。希望这个译本能够为外国史、外国文学的研究者起一点添砖添瓦的作用。

从历史上看，撒路斯提乌斯的命运就比，比如说一百多年后刻意仿效他
的另一位历史学家培西佗，要好得多。撒路斯提乌斯的作品在当时声誉就很
高，因为当时人们除了两篇专题的历史作品之外，还看到了他的《历史》的
全貌。坐拥巨资的在野名公当然有时间精雕细琢，像罗曼所说的那样。克温
提利亚努斯（Quintilianus）①对撒路斯提乌斯的估价很高，认为他可以同修
昔底德平起平坐，但罗尔夫认为克温提利亚努斯所重视的是撒路斯提乌斯的
爱国精神，而不是他对当时罗马国家的尖锐、中肯的批评。玛尔提亚利斯
（Martialis）对撒路斯提乌斯的极高评价②可能反映了当时人们的看法，尽
管诗人本身的意见并没有什么权威性。但同属史家的盖乌斯·阿西尼乌斯·波
利欧（Gaius  Asinius  Pollio）和李维却都批评过撒路斯提乌斯，只是情
况还要加以分析。波利欧和撒路斯提乌斯同属恺撒阵营的战友，他也像撒路
斯提乌斯那样，后来退出政治生活专心于著述。不过他迟出的时间要晚一些，
他在公元前 40 年还担任了执政官并在第二年因为对伊利里亚的帕提亚人的
胜利而举行了一次凯旋式。他是后来因为同安托尼乌斯意见不合才退出政治
舞台的。他在文化界是一位有影响的大人物，素以批评严格而出名，所以他
对比自己年长的撒路斯提马斯也要说三道四一番就不奇怪了。③至于李维，他
的文风和撒路斯提乌斯的文风儿乎形成两极，他当然不喜欢撒路斯提乌斯的
简洁、古拙的文风。

塔西伦受到撒路斯提乌斯的影响可谓大矣，所以对他的推崇之情完全是

                                                
② 第 xviii—xix页。
① 10，1，101：“necopponereThucydidiSallusitiumverear”。
② 第 14 卷，第 191 章：“primusRomanaCrispusinhistoria。”
③ 波利欧比撒路斯提乌斯小 10 岁左右，他的作用有点和奥古斯都时代的麦凯纳斯（Maecenas）类似，他建

立了意大利的第一座公共图书馆。



可以理解的①。不但推崇而且仿效。从西塞罗到李维，文风从繁复绵密到了冗
赘的程度，但是塔西伦却比早他一百多年的撒路斯提乌斯写得还要简洁，从
而也更加难懂。作为这两位作家的译者，我感到两个人的文风虽然相似，培
西佗却更加有意识地写得简洁，有时甚至用自造的古词；相比之下，撒路斯
提乌斯就显得“古”得自然一些，尽管当时已经对他的仿古不习惯了。这一
点在前面已经指出了。在哈德良（Hadrianus，117—138 在位）时期，一个
叫吉诺比乌斯（Zenobius）的人还把撤路斯提乌斯的作品译成希腊语。②

公元 2世纪，努米底亚出生的当时最著名的演说家、担任过皇室的拉丁
修辞学导师的玛尔库斯·科尔涅利乌斯·弗隆托（Mar- cus  Cornelius
Fronto，约 100—约 166）在他常读的拉丁散文作品中除了西塞罗的书信之
外，就还有加图和撒路斯提乌斯的作品。2 世纪末，埃米利乌斯·阿斯佩尔
（Aemilius Asper）曾给撒路斯提乌斯的《历史》和《喀提林阴谋》作过注
释，但是没有保留下来。单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到撒路斯提乌斯的作品在拉丁
文献中的地位。4 世纪著名主教、出生在努米底亚的奥古斯丁写的拉丁语和
西塞罗的拉丁语已经达到难以分辨的程度，但他仍然称撒路斯提乌斯为
nobilitatae  veritatiS  historicus③，从而表明了自己的公正态度。

曾 统 率 过 屋 大 维 的 舰 队 的 路 奇 乌 斯 · 阿 尔 伦 提 乌 斯
（LuciusArruntitius）写的一部《布匿战争》便有明显模仿撒路斯提乌斯作
品的痕迹，塞内加在给路奇利乌斯（Lucilius）的信里早就指出了这一点①。
普布利乌斯·文提狄乌斯（Publius  Ventidius）在公元前38 年为战胜帕提
亚人而举行的凯旋式中也借用过撒路斯提乌斯的一篇演说②。

阿米亚努斯·玛尔凯利努斯（Ammianus  Marcellnus）、狄克图斯·克
列田西斯（DlctYs  Cretensis）、赫吉西普斯（Hegesippus）、苏尔皮奇乌
斯·赛维茹斯（sulpicius  Severus）、拉克但提乌斯（Lactantius）、希
拉里乌斯（Hilarius）、忧利乌斯·埃克斯苏佩兰提乌斯（Julius
Exsuperantius）等人的作品也都表现出撒路斯提乌斯的文风的影响。

罗曼也提到了法国的仿效撒路斯提乌斯专题历史著作的体例的作品，诸
如雷斯红衣主教（Le  Cardinal  de  Retz）的《菲斯克的阴谋》（Conjuration
de  Fiesque）、萨拉赞（Sarazin）的《瓦尔斯兰的阴谋》（La  Conspiration
de  Valslein）、圣列亚尔（Saint—Real）的有关格拉克人和威尼斯的阴谋
的作品。甚至卢利耶尔（Rulhiière）的《俄国革命》（Révolution  de
Russie）的写法显然也是受到了撒路斯提乌斯的作品的启发。法国作家如圣
埃弗勒蒙（Saint-Evr-emond）、拉罗什富科（La  Rochefoucauld）、孟德
斯鸠、伏尔泰、里瓦洛尔（Rivarol）乃至后来的梅里美都高度评价撒路斯提
乌斯并在很多地方借鉴他的作品③。

                                                
① 《编年史》，第 3 卷，第 30 章。
② 希腊人翻译罗马人的作品，这是很不寻常的事情。即使写罗马的事情，希腊人也不屑于用拉丁语，因为

在一般情况下只是罗马人学希腊语，希腊人在学习方面一般是不学拉丁语的。
③ 《上帝之城》，1，5。
① 114，17。
② 见于纳倍尔（Nabet）编的《佛隆托》，第 123 页。
③ 撒路斯提乌斯的作品出现在几乎每一种拉丁文选读之中，所以他的影响十分广泛。这几乎等于《古文观

止》和《唐诗三百首》对作品的普及作用。



撒路斯提乌斯生于我国汉昭帝时期，比生于汉景帝时期的司马迁晚大约
60 年，但仍应属于同一时代的人（西汉和罗马共和国末期）。为了拓宽我们
的视野，了解东西古代文化的异同，把古代东西方两大史家的作品的体例、
文风，进而把汉帝国和古罗马共和国（包括帝国）的体制、文化、思想作一
比较研究是我国史学界很有意义的课题。希望撒路斯提乌斯的著作的介绍能
在这一课题的提出方面起一点推动作用。

   
《喀提林阴谋》和《朱古达战争》的结构

  
撒路斯提乌斯的两部专题史书是经过认真考虑之后才动笔的。他不仅在

史料的搜集和准备方面下了功夫，就是在布局方面也是十分用心的，颇有可
供后来撰史者借鉴的地方。

《喀提林阴谋》的布局大致可以分成六个单元（第 1 章至第 4 章；第 5
章至第 13 章；第 14 章至第 19 章；第 20 章至第 32 章；第 32 章至第 49 章；
第 50 章至第 61 章）。第 1章到第 4章约略相当于一篇序言。作者在这里首
先指出应当用精神、才智去寻求荣誉，而撰史就是他本人追求不朽声名的具
体表现，特别是因为他已退出了政治生活，可以摆脱派系的偏见，所以更加
有条件这样做。

值得一提的是，作者的撰史乃是作为一项事业来对待的，是“以语言文
字服务于国家”，①颇像是我国三不朽中的“立言”，不是搞什么学术研究或
是文人雅士舞文弄墨以为消遣，记述别人的功业也是为了达到启发后人的目
的，使有所遵循，有所儆戒，不是给人们看了好玩。掌握了作者“述往事思
来者”②的用心，才可以了解这部作品的分量。

从第 5章到第 13 章可以认为是全书的一个引言。第 5章先介绍喀提林本
人，因为他是全书的主角，而作者认为他的堕落也受罗马当时风气的影响，
所以从第 6章起回溯罗马的历史，谈到罗马人的建立在法律上的统治体制，
以及如河由王政转向选举执政宫 的办法，以“防止人们因拥有不受限制的权
力而变得横傲起来”①，而“罗马这个自由国家一旦争得了自由，便在很短的
时期内变得令人难以置信地强大和繁荣”。②罗马人论功业实际上并不比雅典
人差，只是缺少记述他们的功业的人。可惜罗马在繁荣强大之后，闲暇与财
富腐化了罗马人，他们只追求权力与财富，罗马终于成了一个罪恶的、堕落
的城市。

随着喀提林这个人物的出现，这些章主要介绍此人活动的背景——从历
史的角度着眼的罗马。作者从他的传统的道德观点出发，对他当时的罗马和
统治罗马的权贵持极端否定的态度。这一态度贯穿予作者的一切作品之中。

第 14 章到第 17 章记述喀提林的阴谋的缘起和始初的活动。他怎样在这
个罪恶的城市里把那些堕落分子集合在自己周边，以及用什么办法把他们吸
引过来。他把被他拉拢过来的人教坏之后，便向这些人泄露了推翻共和国的
计划（公元前 64 年）。第 18 章和第 19 章插笔夹叙了这之前也有喀提林参加

                                                
① 《喀提林阴谋》，第 3 章。
② 司马迁：《报任少卿书》。
① 《喀提林阴谋》，第 6 章。
② 《喀提林阴谋》，第 7 章。



的推翻共和国的一个阴谋。这是公元前 66 年的事情。一个名叫皮索的年轻的
贵族同喀提林和奥特洛尼乌斯相勾结，企图推翻共和，结果失败了。后来皮
索被派往近西班牙以牵制庞培，但在那里遇害。这就是所谓第一次的阴谋。

应当指出，这次阴谋同作为本文正题的喀提林阴谋没有什么必然的联
系。作者因此只能顺便提一下，而且推迟到 2月 5日的说法是没有太多依据
的。

从第 20 章起进入了喀提林阴谋的正题。第 20 章到第 22 章记载了喀提林
对阴谋参加者的发言，向他们指出阴谋实现后他们会得到什么，然后让他们
饮了血酒。弟 23 章到第 25 章记述的是：克温图斯·库里乌斯由于不慎而泄
露了阴谋。普遍的恐惧心理使得人们选出西塞罗和安托尼乌斯为执政官以对
付喀提林。喀提林继续进行活动，收罗参加阴谋的人，特别是一个名叫显普
洛妮娅的女人。

从第 26 章我们看到：喀提林在西塞罗保持警惕的情况下既未能把他除
掉，竞选执政官（公元前 63 年）也未能成功，于是他决定诉诸暴力。

第 27 章和第 28 章告诉我们，喀提林一方面在全意大利范围内作了布置，
另一方面在罗马城内，他在玛尔库斯·波尔奇乌斯·莱卡家里召集了阴谋者
的会议。虽然会上布置了第二夭杀害西塞罗的行动，但因消息经富尔维娅传
给了西塞罗，这一行动也以失败告终。

对此西塞罗召开了元老院会议，元老院作出决定“执政官应注意不使共
和国遭受任何损害”（第 29 章）。元老院在意大利以及在罗马都采取了对付
阴谋的有力措施，例如把克温图斯·玛尔奇乌斯·列克斯和克温图斯·梅特
路斯·克列提库斯分别派赴费祖来和阿普利亚及其邻近的地区，为揭发阴谋
悬赏了重金等（第 30 章）。

这些措施使得罗马陷入普遍的惶恐之中，而这时受到传讯的喀提林竟然
还敢于出席元老院的会议以表明自己的“无辜”。西塞罗针对他的出席在元
老院发表了所谓反喀提林第一演说，对他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公元前 63 年
11 月 8 日）。喀提林愤怒地走出元老院，离开罗马去了埃特鲁里亚曼利乌斯
那里（第 31 章到第 32 章）。

从第 32 章我们知道，喀提林曾为留在罗马的凯提古斯、朗图路斯等人布
置了任务，作为他率军攻打罗马时的内应。

接在下面，我们看到了盖乌斯·曼利乌斯派人带给玛尔奇乌斯·列克斯
的一封为自己进行辩护的信（第 33 章）以及玛尔奇乌斯·列克斯的回信，同
时还记述说喀提林在途中也致书罗马显要贵族，表明自己是因为受到迫害才
离开罗马去玛西利亚（今天的马赛）的（第 34 章）。

但是克温图斯·卡图路斯在元老院宣读的喀提林给他个人的信则与前面
的信大不相同。这封信并不对他的行动进行任何辩解，而是公然表示要“把
保卫苦难者的利益的大事担当起来”。信中还表示把欧列丝提拉托付给卡图
路斯（第 35 章）。对此，元老院采取了相应措施，喀提林和曼利乌斯被宣布
为国家的敌人，安托尼乌斯奉命率军去对付喀提林，西塞罗则负责保卫罗马
的安全。但这时参加阴谋者没有一个人因贪图奖金而出卖阴谋（第 36 章）。

作者随即在第 37 章到第 39 章对罗马和意大利人们的思想动态作了分
析，为什么平民、特别是罗马平民同情喀提林的行动，主要原因在于元老院
和少数显贵把特权力和财富，引起了人们的不满。

朗图路斯根据喀提林的指示在罗马进行了争取各色人等的活动。他甚至



通过一个名叫普布利乌斯·翁布列努斯的人同到罗马来告状的高卢部族阿洛
布罗吉斯人的使节接触，想把他们拖到阴谋活动里来。阿洛布罗吉斯人经过
权衡，决定把事情全都告诉了他们的保护人桑伽，桑伽又转告给了西塞罗。
西塞罗指示阿洛布罗吉斯人将计就计，以便取得第一手的罪证（第 40 章到第
41 章）。

这时阴谋者在行省和意大利都轻率地动了起来，罗马的阴谋者也加紧活
动，作了具体的布署（第 42 章到第 43 章）。

阿洛布罗吉斯人按照西塞罗的意见行事，取得了书面的证据。他们在离
开罗马途中，在穆尔维乌斯桥受到截击时，便向行政长官投降了。这是公元
前 63 年 12 月 2 日到 3日夜里发生的事情（第 44 章和第 45 章）。

在第二天元老院的会议上，卡图路斯、凯提古斯等人被召了来，由于执
政官出示的证据以及阿洛布罗吉斯人和同他们一道被捕的沃尔图尔奇乌斯的
证言，元老院决定拘留阴谋的参加者（第 46 章和第 47 章）。

西塞罗为此受到了群众的赞扬，原来同情喀提林的民众的态度也来了一
个大转变。想把克拉苏拖入阴谋的塔尔克维尼乌斯的企图以及想把恺撒拖入
阴谋的克温图斯和盖乌斯·皮索的企图均未得逞（第 48 章和第 49 章）。

另一方面，朗图路斯和凯提古斯手下的人们积极活动，想把他们的主人
用武力劫持出来。针对这一情况，西塞罗作了防卫的措施并召开元老院的会
议（公元前 63 年 12 月 5 日）讨论处理在押阴谋者的问题。当选执政官（公
元前 62 年度）西拉努斯首先发言，主张把阴谋者全部处以死刑（第 50 章）。
但是悄撤发言时却主张把他们囚禁在各自治市并没收他们的财产，而不用处
死的办法（第 51 章）。后来轮到加图发言时他坚决认为应当把阴谋者作为叛
国罪犯加以处决（第 52 章）。

加图的发言受到赞扬并为元老院所通过。作者由此产生感想：正是由于
少数人不平常的功业，罗马才取得了赫赫的成就。作者随即把他们当时最伟
大的人物恺撒和加图作了比较（第 53 章和第 54 章）。这种比较虽然和主题
没有直接联系，却是全书最精采的段落之一。

决定作出之后，阴谋者当夜被带进入地牢，在那里被绞死了（第 55 章）。
在喀提林这一方面，他把他带来的人和曼利乌斯原有的人勉强拼凑成两

个军团，军备也不足。他起初拖延作战，但是在得知罗马发生的事件之后，
他想逃到高卢去，但由于受到两面的夹击，他只好决定对安托尼乌斯展开战
斗（第 56 章和第 57 章）。第 58 章介绍了他对士兵的演说。第 59 章记述双
方布署的情况。安托尼乌斯为了避免同老朋友喀提林见面，托故把作战的指
挥权交给了他的副帅玛尔库斯·佩特列乌斯。最后两章记述了战斗的情况。
喀提林的部队被打败，他本人也阵亡了。但是元老院的军队胜利的代价也是
惨重的，作者充满感情的描述读了使人久久难忘。喀提林的阴谋本身并不复
杂，它是在当时整个历史背景上的特定产物，它体现了各种力量和人物之间
的矛盾和纠葛。作者正是从大处并从事件的内部着笔，所以把这一事件描绘
得丰富多采，真切动人。除了远在东方的庞墙之外，当时所有罗马的重要人
物都出现在这有限的篇幅之中。古朴、生动、紧凑的语言跃动在首尾一贯，
层次分明的布局里面，呈现出一幅精美严整的画面。撒路斯提乌斯的作品在
拉丁文献中占有重要的地位，长久不衰，是有其深刻的原因的。

《朱古达战争》的结构大体上可以分成五个单元。第 1章到第 5章是引
言；第 5 章到第 26 章记述的是争夺努米底亚王位的战争；第 27 章到第 39



章进入正题，记述了罗马对朱古达的战争的第一阶段；第 40 章到第 83 章记
述了战争的第二阶段，即梅特路斯任统帅的阶段；第 84 章到第 114 章记述了
战争的最后阶段，即马略任统帅的阶段。

作者在引言部分依然和前书一样从精神主宰人的生活这一信条出发，认
为“只有精神是纯洁的、永恒的，是人类的主人，它赋予一切事物以生命并
支配着它们，而它本身却不受支配”①。对物质的追求是速朽的，但精神的成
就却是不朽的。而“在智力的追求中，记述过去的事件是特别有用的”②，因
此他才立意把罗马人民同努米底亚人的国王朱古达的一场战争记述下来。这
不仅是“一场长期的，血腥的、胜负难分和反复无常的战争”而且是“第一
次对贵族的横做进行抵抗的战争”①。后面这一点尤其重要，也是作者写这部
著作的主要原因：抨击当权的元老贵族的腐败无能。这一观点，如前所述，
贯穿于他的全部历史作品之中。

从第 5章后半作者记述了罗马人民和努米底亚国王玛西尼撒结成友谊的
缘起和朱古达的出身。第 6章到第 8章作者转入正题。首先介绍朱古达其人，
他的突出优点以及米奇普撒对他的畏惧；他在努曼提亚的功业和他同罗马人
的友谊；一些罗马贵族煽动朱古达觊觎努米底亚王位的野心，因为罗马方面
“没有用金钱买不到的东西”。在第 9章我们看到：在罗马人对朱古达的称
赞的影响下，米奇普撒正式过继朱古达为自己的儿子，认定他和自己的亲生
子阿多儿巴尔和希延普撒尔为王国的联合继承人。

第 10 章记述了自觉大限临近的米奇普撒对朱古达讲的一番托孤性质的
话，这之后不几天米奇普撒便去世了，这是公元前 118 年的事情。但不久兄
弟三人之间发生了矛盾，自感受到希延普撒尔的侮辱的朱古达派人杀死了他
（第 11 章和第 12 章）。

阿多儿巴尔于是向朱古达展开了战争。被打败的阿多儿巴尔跑到罗马来
请求援助；另一方面，朱古达也派人携带礼物到罗马进行贿赂。元老院听取
了双方的申诉之后，在作决定时还是“把金钱和包庇的行为看得比公道还重
的那一派⋯⋯占了上凤”②。罗马人主持了努米底亚的分割。较好的部分分给
了朱古达（第 13 章到第 16 章）。

由于这部书的主战场是在北非，所以作者从第 17 章到第 19 章对这里的
地理和居民的情况作了介绍。作者自己在这里居住过，所以书中有关地理和
风土人情的记述较之单纯征引文献有更大的史料价值。

行贿得手的朱古达肆无忌惮地再次进攻阿多儿巴尔的领土，被打败的阿
多儿巴尔逃入奇尔培。朱古达包围了奇尔塔。罗马元老院派人来调解，但未
获结果。阿多儿巴尔再次派人去罗马。司考茹斯等人来北非处理此事，但仍
无功而回。阿多儿巴尔在这里的意大利人的敦促下投降，他随即被朱古达杀
死，这里全部成年的努米底亚人和被发现持有武器的商人也都被杀死（前 112
年）（第 20 章至第 26 章）。

在民众的激愤情绪的压力下，元老院不得不下令对朱古达作战。作战的
任务交给了执政官卡尔普尔尼乌斯·贝斯提亚。但是他被朱古达收买之后，

                                                
① 《朱古达战争》，第 2 章。
② 《朱古达战争》，第 4 章。
① 《朱古达战争》，第 5 章。
② 《朱古达战争》，第 16 章。



同意了讲和的条件（第 27 章至第 29 章）。
和贵族对立的保民官美米乌斯发动民众反对这个条约。他终于使朱古达

本人来到罗马以便揭发贪污受贿者。但是朱古达收买了保民官巴埃比乌斯之
后又逃脱了法律的惩罚。他甚至收买人暗杀了在罗马的玛西瓦（玛西尼撤的
孙子）。元老院下令要他离开意大利（公元前 111 年至前 110 年）（第 30
章至第 35 章）。

贝斯提亚的继任者阿尔比努斯重新开始对朱古达的战争，但是他受到朱
古达的愚弄，最后返回罗马。贝斯提亚的兄弟奥路斯被留下来统率罗马军队。
朱古达用计把奥路斯引出苏图尔，出其不意地包围了他，使他不得不可耻地
投降（前 110 年至前 109 年）。元老院拒绝批准奥路斯的这一可耻的条约。
但是执政官带着一支士气低落的军队没有力量为他的兄弟的不幸遭遇报仇
（第 35 章至第 39 章）。

在罗马方面，由于保民官盖乌斯·玛米利乌斯的建议，人民下令追究同
朱古达合谋的罗马高级官吏（第 40 章）。联系这一情况，作者离开正题，谈
论贵族和平民之间的斗争（第 41 章和第 42 章）。

受命继续对朱古达作战的梅特路斯进行了战争的准备工作并且整顿了军
队（第 43 章至第 45 章）。作者在这里对梅特路斯采取史家的公正态度：“他
（梅特路斯——引者）虽然站在同平民派对立的地位，但名声一直是清白无
暇的。”①

第 46 章和第 47 章记述了梅特路斯开头的军事活动。朱古达虽一再作出
归顺的表示，但梅特路斯不作明确的回答，却在暗中鼓动朱古达的使节出卖
他们的主人。

朱古达在穆图尔河附近的战斗中被挫败（第 48 章至第 53 章）之后，决
定采取以一小支队伍尾随罗马人之后加以困扰的战术，而罗马人则放手到处
进行蹂躏以造成恐怖的气氛（第 54 章和第 55 章）。

第 56 章到第 61 章记述的是梅特路斯对要塞扎玛的围攻，以对付朱古达
的游击战术，因为“他认为朱古达理所当然地会来帮助他的陷入苦难之中的
臣民，这样就可以在这里展开一场战斗了”②。但是梅特路斯并未能攻占扎玛。

从第 61 章后半，作者记述了梅特路斯把朱古达的主要助手波米尔卡争取
过来的事情。波米尔卡说服朱古达向罗马人投降并支出了他的几乎一切，继
而朱古达又决定把战争继续下去。梅特路斯的统帅期限得到延长（第 61 章和
第 62 章）。

在第 63 章，作者开始介绍本书另一位主要人物马略。马略渴望取得执政
官的职位，但是受到梅特路斯的嘲讽和阻挠。马略通过一些手法制造拥护他
担任执政官的舆论（第 63 章至第 65 章）。

朱古达企图东山再起，重新加紧进行作战的准备。瓦伽城的居民响应他，
对驻守城里的罗马部队发动了一场屠杀，但只有部队的长官一人得以活命（弟
66 章和第 67 章）。梅特路斯随即对瓦伽的居民进行了报复（第 68 章和第 69
章）。

波米尔卡布置了反对朱古达的阴谋，但是被发觉并被处死，而朱古达从
此处于对谁都不放心的状态（第 70 章和第 72 章）。

                                                
① 《朱古达战争》，第 43 章。
② 《朱古达战争》，第 56 章。



马略终于从梅特路斯那里获准返回罗马。他在罗马当选为公元前 107 年
度的执政宫，并且取得了在努米底亚作战的统帅权（第 73 章）。

受到梅特路斯的出其不意的进攻的朱古达逃到塔拉去，继而在罗马人到
来时他又在夜里带着自己的孩子和大部分财宝逃离了这座城市。罗马人经过
艰苦的战斗之后终于占领了这一城市（第 74 章到第 76 章）。在塔拉被攻克
的同时，列普提斯的居民请求梅特路斯派一支卫戍部队和一位司令官到他们
那里去并得到了同意。梅特路斯派去了由盖乌斯·安尼乌斯率领的四个利古
里亚人的步兵中队（第 77 章）。

第 78 章和第 79 章插笔叙述列普提斯的起源和地理形势，接着又记述了
腓莱尼兄弟为国捐躯的故事。朱古达由于同盖土勒人以及同玛乌列塔尼亚国
王波库斯的联合又得以组织成一支军队，他于是率军向着奇尔塔进发。梅特
路斯和波库斯接触，而当他得知他的统帅权已转归马略时，他便无心作战，
而只是把战争拖下去而已（第 80 章至第 83 章）。

从第 84 章起转入了朱古达战争的最后阶段。
第 84 章和第 85 章记述马略进行的备战活动和在罗马所作的演说。马略

的这篇猛烈抨击权贵的演说是本书最精采的部分，也完全是撒路斯提乌斯本
人想说的话。然后马略正式接过了统帅权并渡海来到了乌提卡。在这里把军
队交给他的是副帅普布利乌斯·茹提利乌斯而不是梅特路斯，因为梅特路斯
不愿见到他（第 86 章）。第 87 章和第 88 章记述了马略在这里的初步活动，
此外还指出返回罗马的梅特路斯受到了盛大的欢迎。波库斯暗中保持同罗马
人的联系。

第 89 章到第 91 章记述了对位于大沙漠中心的大城市卡普撤的出其不意
的攻占，这里所有成年的努米底亚人都被杀死，但这是违反战争法规的。

第 92 章到第 94 章记述了马略在这里到处进行的蹂躏，其中特别提到穆
路卡河附近位于陡峭的石头小山上的一座要塞。就自然条件来说，这个要塞
是无法接近的，但一个偶然的事件——一名利古里亚士兵因为捉蜗牛而攀上
山顶——使马略把这个要塞也攻下来了。

第 95 章和第 96 章介绍了另一个大人物的出场，马略未来的对头路奇乌
斯·苏拉。苏拉是罗马人对要塞发动进攻时以财务官的身分率领着一支骑兵
渡海来到营地的。作者随即对苏拉（尽管作者不喜欢此人）作了公正的描述，
并说明为什么苏拉很快便受到了长官和士兵的爱戴。

另一方面，朱古达则拉拢波库斯一道进攻罗马人的营地，但经过激烈的
战斗最后还是被打败（第 97 章至第 99 章）。他们又试图在奇尔塔附近进攻
开赴冬营的马略的队伍，结果也遭到惨重的失败（第 100 章和第 101 章）。

第 102 章到第 112 章主要记述苏拉和在朱古达和罗马人之间举棋不定的
波库斯之间的谈判。波库斯最后还是决定倒向罗马人一面，设计把朱古达捉
住并交给了苏拉。然后苏拉又把朱古达解送到马略那里去（前 105 年）（第
113 章）。

马略再度当选为执政官，举行了凯旋式井接受了在高卢作战的统帅权（前
104 年 1 月 1 日）。

   
撒路斯提乌斯著作的钞本和版本

  
撒路斯提乌斯的著作由于在古典文献中受到广泛的重视所以它们的钞本



很多。最早对传世的钞本进行批判考察的是罗斯（Rotb）.他把这些钞本分成
两组，一组是残缺的钞本（codicesmutili），就是残缺之处比较多的钞本（其
中有些被后人补足），一组是完整的钞本（codices  integri），这种钞本
的空白处在钞写时便在原处或卷尾加以补足。一般说来，残缺的钞本比较古
老，然而质量较高。本世纪初阿尔柏格（Ahlberg）对钞本作了新的研究，他
的研究得到了学术界的认同。他所用的残缺的钞本大都是 10 世纪或 11 世纪
的，其中残缺的部分都由抄录者或由后来的人所补足，此外还有订正之处。
他还用了几种完整的钞本。这十几种残缺的钞本大体上来自三个更早的钞
本。

由于撒路斯提乌斯经常为古代作家，特别是弗隆托（Fronto）
和圣奥古斯丁以及语法学者阿茹西亚努斯（Artsianus）和普里斯奇安

（Priscian）所引用，这些引文对于校勘撒路斯提乌斯著作的原文很有用处。
撒路斯提乌斯的著作的最早的版本（Editlo  prlnceps）出版于 1470

年，其他早期的版本则有格拉列亚努斯版（GlareanuS）（巴塞尔，1538）、
卡尔里欧版（Carrio）  （安特卫普，  1580）、格鲁特尔版（Gruter）  （法
兰克福，1607）、科尔特版（Corte）  （莱比锡，1724）、哈维尔坎普版
（Havercamp）  （阿姆斯特丹，1742）。

19 世纪以来的版本则有：
克里茨版（Kritz），3卷，莱比锡，1828—1853。
格尔拉赫版（Gerlach），巴塞尔，1832，1852。斯图加特，1870。
狄奇版（Dletsch），莱比锡，1859。
约尔丹版（Jordan），柏林，1866，1876，1887。
奥伊斯纳版（Eussner），莱比锡，1887。
阿尔伯格版（Ahlberg），莱比锡，1919。
奥恩施坦与罗曼版（Ornstein  and  Roman），巴黎，1924。
带有注释的版本有：
法布里版（Fabri），纽伦堡，1845。
克里茨版，莱比锡，1856。
雅各布斯版（Jacobs），柏林，1894（H.维尔茨注）
施玛尔茨版（Scblnalz），哥达，1919。
凯普斯版（Capes），牛津，1889；
梅里维尔版（Merivale），伦敦，1884。
在欧洲，撒路斯提乌斯的译本常见的有：克莱斯（Cless）的德译本（斯

图加特，1855）和霍尔策（Holzer）的德译本（斯图加特，1868）；德·布
罗斯（De  Brosses）的法译本（巴黎，1837）和罗曼（Rolnan）的法译本（巴
黎，1924）。

英译本最早的大概是 1557 年出版的亚历山大，巴克雷（Ale-xander，
Barclay）英译的《朱古达史》（Historye  of  Jugurth）与康斯坦提乌斯·费
利奇乌斯·杜兰提努斯（Constantitis  FeliciusDurantinus）英译的《喀
提林阴谋》（The  Conspiracie  of  Catiline）的合刊本。后来的则有：
约翰·迈尔（John  Mair）的英译本（都柏林，1788），威廉·罗兹（William
Rose）的英译本（伦敦，1751），约翰·华生（John  Watson）的英译本（收
入博恩文库，Bohn  Library，1852），罗尔大（J.C.Rolfe）的拉英对照本
（收入罗叶布古典丛书，The  Loeb Classical  Library，1921，⋯1971）。



罗尔夫的英译本的引言有关版本和译本的情况在 1970 年又作了如下的
补充：

“现在我们有一个由阿·库尔菲斯（A.Kurfess）编订的全集本，收入特
伊布纳丛书（Teubner  series），这乃是阿尔伯格（A.w.Ahlberg）的全集
本（1911、1915）的第二版，1954 年在莱比锡出版；在布戴丛书（Budé series）
中有埃尔努（A.Ernout）的编订本，1947 年在巴黎出版；在企鹅丛书（Penguin
series）中有一个韩德佛德（S.A.Handford）的译本，1963 年在哈盂兹沃思
出版。

“《喀提林阴谋》（Catilinitrlan  Conspiracy）有戴维斯（A.T.Davis）
的编订本，1967 年牛津版。归于撒路斯提乌斯名下的书信等等由库尔菲斯重
新编订过，1962 年特伊布纳版，莱比锡，由埃尔努重新编订的有 1962 年的
布戴版；由卡古西（P.Cagusi）重新编订的 1958 年在卡利亚里出版。

“利曼（A.D.Leeman）编的《有关撒路斯提乌斯的系统参考文献（1870
—1950）》（A  Systematic  BibliographY  of  Sallust，1870—1950）
非常有用。”①

   
王以铸

                                                
① 第 xxv 页。



喀提林阴谋
  

（1）无论是谁，如果他们想超越于其他动物之上，他们就应当尽一切力
量不是无知无识浑浑噩噩地度过自己的一生，像生来就垂头向地并且受食欲
的摆布的禽兽那样①。反之，我们的全部力量则既在于精神，也在于肉体。我
们让精神发号施令，肉体则俯首听命②。精神是我们和诸神所共有的，肉体则
是我们和禽兽所共有的。因此我认为我们应当用智慧的力量，而不是用肉休
的暴力去寻求荣誉，这样我们才可以使自己尽可能长久地名垂后世，因为我
们享受的一生是短促的。要知道，从财富和美貌得来的声名是转瞬即逝的和
脆弱的。而只有崇高的德行才是光荣的和不朽的财富。

军事方面的成功更多取决于肉体的力量还是精神的力量，对这个问题人
们曾进行过长时期的争论。因为人们在开始行动之前，必须认真思考，而一
旦思考成熟，便要立即付诸行动。精神和肉体每一方面本身都是不完整的，
每一方都需要另一方的帮助。

（2）因此，国王们③（当权的人最初就是用这样的名称称呼自己的）依
据自己的不同爱好采取了不同的办法，有些人锻炼他们的头脑，有些人锻炼
他们的身体。即使在那个时候，人们的生活还没有受到贪心的控制；每个人
都过着知足常乐的日子。但是当亚细亚的居鲁士，希腊的雅典人和拉西第梦
人①开始征服各个城市和民族，把对于统治的渴望当作发动战争的借口，把最
大限度地扩充统治大权看成是最大荣誉的时候，人们终于从这种危险的事业
认识到，精神的作用在战争中是最大的。

如果国王们和统治者们无论在和平时期还是在战争时期都能表现出同样
的杰出的精神力量，那末人间的事情就可以进行得更加顺畅和平稳，人们将
不会看到权力的易手，也不会有到处发生骚动和混乱的现象。因为人们信守
最初争得政权的那些原则，所以维持政权也就不困难了。但是懒惰一旦取代
了刻苦，无法无天与横傲无礼一旦取代了节制与公正的时候，统治者的命运
便随着他们的品格而改变了。因此，权力便总是从能力较差的人手里转入能
力最强的人的手里。

农业、航海、建筑方面的成就照例是取决于人们的非凡的才智的。但是
受制于口腹之欲、贪图安逸、没有文化、没有教养的许多人，他们的一生和
徒步旅行者简直没有什么区别。我们知道，对于完全违背了自己本性的这些
人来说②，肉欲才是快乐而灵魂反而是一种负担。从我自己一方面来说，我认
为这样的人，他们的生与死可以说都差不多，因为他们的生与死都是默默无
闻的，没有任何痕迹保存下来。老实说，我以为只有下面这样的人才没有白
活一世并且充分发挥了自己的才能，此人尽心于某一职责，想通过光荣的行

                                                
① 奥维德的《变形记》）（Metamorphores）第 1 章里也有类似的说法，意谓其他动物都是爬行的，两眼望

地，神却使人昂首直立，两眼望天。——中译者
② 这是亚理士多德的看法（《政治学》，1，5）。后来基督教的教父们特别喜欢引用这个说法。——中译

者
③ 原文 rex，通指专制的统治者。——中译者
① 古斯巴达人。——中译者
② 按照当时罗马人信奉的斯多噶派的学说，每个人都要依照自己的本性生活，这约略相当于我国的所谓“率

性而行”。——中译者



迹或崇高的事业取得声誉。因此在大量的机遇之中，自然给每个人都安排了
他应走的道路。

（3）为国家干一番事业当然是光荣的，而以语言文字服务于国家也不是
一件坏事；在和平时期与战争时期人们都可以使自己成名。不仅是建功立业
的人，就是记述别人的功业的人往往也受到我们的称许。就我个人而论，虽
然我十分清楚，撰写历史的人和创造历史的人决不可能取得同样的荣誉，但
是我仍认为撰写历史是极为困难的一件事。这首先是因为他的文笔必须配得
上他所记述的事情①；其次是因为，倘若你对别人的缺点进行批评，大多数人
就会认为你这样做是出于恶意和嫉妒。此外，如果你记述了杰出人物的丰功
伟绩，则人们只有在他们认为你所说的事情他们自己也容易做到的时候，才
愿意相信你，一旦超过这个限度，他们即使认为你的话不是荒谬的，也是凭
空捏造的了②。

当我个人还十分年轻的时候，起初我也像其他许多人那样由于爱好而投
身于政治活动，但是在官场里我遇到了许多令人灰心丧气的东西；在那里没
有谦逊、没有廉洁、没有诚实，到处我看到的只有厚颜无耻、腐化堕落、贪
得无厌。虽然我这个从不知罪恶为何物的人对这些恶习感到很大的厌恶，但
是在如此邪恶的环境当中，我的年轻软弱还是使我误入歧途并被野心所控
制。尽管我决不像别的人那样干坏事，然而追求虚荣的愿望使我和他们一样，
也干出了不光采和嫉恨别人的事情。

（4）因此，在经历了许多困难和危险之后，我的心情归于平静并且我已
决心从此再也不参预政治生活，但这时我却丝毫无意于把宝贵的余暇用来过
那种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的生活，也不想把农活和狩猎这种奴隶的活计用来排
遣时日①。相反地，我决心回到我过去想往的志愿上来，而不祥的野心曾使我
偏离这一志愿：我决心撰述罗马人民的历史，把我认为值得后人追忆的那些
事件挑选出来，笔之于书。而我之所以特别对这一工作抱有信心，是因为这
时我个人已经不再有所希求，不再有所恐惧，不再有派系的偏见②。因此下面
我便简要地并且尽可能忠实地叙述一下喀提林的阴谋事件，我认为这是特别
值得追忆的一个事件，因为那罪行和由此而产生的危险都具有非同寻常的性
质。但是在开始我的叙述之前，对这个人的性格必须先作一些说明。

                                                
① 后来小普林尼给卡尼尼乌斯（C.P.Canius）的信（第 8 卷第 4 节）里也有类似的看法：“我预见到的只有

一个困难，但那是一个十分严重的困难，同伟大的题材相匹敌的文笔甚至对你这样天才都是一项艰巨的工

作⋯⋯”——中译者
② 作者这个看法似乎是沿袭修昔底德的看法（第 2 卷，第 35 章），“当听众不相信发言者说的是真情的时

候，发言者是很难说得恰如其分的。那个知道事实和热爱死者的人以为这个发言还没有他自己所知道的和

他所愿意听的那么多；其他那些不知道这么多的人会感觉到对死者嫉妒，当发言者说到他们自己的能力所

不能做到的功绩时，他们便认为发言者对死者过于颂扬。颂扬他人，只有在一定的界线以内，才能使人容

忍，这个界线就是一个人还相信他所听到的事物中，有一些他自己也可以做到。一旦超出了这个界线，人

们就会嫉妒和怀疑了。”（参见《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上册，商务印书馆，1985 年，第 129 页）——中译

者
① 在罗马奴隶主心目中，农活和狩猎都是纯体力劳动，同精神生活无涉。以从政为主要目的的罗马公民是

不属于干这种事的。罗马公民可以用农业知识指挥奴隶干活，但他们自己很少动手。——中译者
② 塔西佗在《编年史》（第 1 卷第 1 章）中也表示过这样的看法，他说：“我下笔的时候既不会心怀愤懑，

也不会意存偏袒，因为实际上我没有任何理由要受这些情绪的影响。”——中译者



（5）路奇乌斯·喀提林出身显贵家族③，具有非凡的智力和体力，但禀
性却是邪恶和堕落的。从年轻的时候起，他便非常喜欢内战、杀戮、抢劫以
及政治上的相互倾轧，他的青年时代便是在这类事情中间度过的④。他有钢筋
铁骨般的身体，经受得住常人绝对不能忍受的饥饿、寒冷和不眠。他为人胆
大妄为，不讲信义，翻云覆雨，无论什么都装得出、瞒得住。他觊觎别人的
财产，挥霍自己的财产；而且他的情欲十分强烈。他具有相当的口才，但是
没有什么见识。他的错乱的精神总是在贪求着穷凶极恶、难以置信和希奇古
怪的东西。

自从路奇乌斯·苏拉确立了他的统治地位时起①，此人便很想夺取最高权
力，而决不考虑用什么手段他能达到这一目的，只要他能身居众人之上就行。
他那桀骜不驯的精神在贫困和一种犯罪意识面前——由于我前面说过的他的
种种行为，他使这二者变得更加严重——反而日益放肆起来。此外他还受到
社会上的腐化堕落的风气的影响，罗马的风气正在受到性质截然相反的两大
邪恶事物即奢侈与贪欲的腐蚀。

既然在这里我谈到了罗马的风气，我的文章的性质看来要使我回溯到更
早的时候，并且简略他说一下在和平与故争年代我们的祖先生活在怎样的体
制之下，他们怎样治理这个共和国，他们把共和国留给我们时共和国是何等
伟大以及通过逐步的演变，它怎样不再是最崇高和最公正的城市而变成最
坏、最邪恶的城市。

（6）根据我个人②的理解，罗马城最初是由特洛伊人建立和居住的③。在
埃涅阿斯（Aeneas）的率领下四处流浪的特洛伊人并无固定的住所：一个农
业民族阿波里吉涅斯人④同他们结合到一处，这些阿波里古涅斯人没有法律，
没有政权组织，过着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生活。在属于不同种族，说着不同
的语言并且拥有各自不同的生活方式的这两个民族在同一个城里结合起来之
后，人们无法想像他们是多么容易地融合为一体，这种和谐很快地便使属于
不同种族和没有固定住所的这一大群人结合成一个共同体了。当这个新建立
起来的国家在居民、文化和领土都得到发展并且开始变得相当富裕、相当强
大的时候，就像人间事物常见的情况那样，它的繁荣引起了人们的嫉妒。结
果是相邻的国王和民族①便对他们发起了进攻。但他们的朋友几乎没有人帮助
他们。而被吓住的其余的人也因害怕危险而袖手旁观。但是罗马人是十分注
意于维护他们和平时期和战争时期的利益的，他们于是赶忙作了准备，相互
激励着去迎击敌人，用武力来保卫他们的自由、他们的国家和他们的父母。

                                                
③ 即塞尔吉乌所家族，据说这一家族的始祖就是槃涅阿斯的同伴塞尔盖斯特。——中译者
④ 通过公敌宣告，他谋害过自己的兄弟；后来他投靠苏拉，在苏拉的庇护下虐杀过克温图斯·凯奇利乌所

和玛尔库斯·马利乌斯·格拉提狄亚努斯。在后面我们会看到，人们甚至怀疑他杀死自己的儿子。——法

译本注，有删节。
① 苏拉的独裁时期是从公元前 82 年到公元前 79 年，关于这一时期的情况可参见拙译《古代罗马史》（三

联书店，1957 年版）第 550—556 页。——中译者
② 原文强调我（ego），这表明他的看法有其独特之外，和当时其他的传统说法均有所不同。——英译本
③ 作者在这里所依据的是最古老的说法，即奈维乌斯（Naeviys）、恩尼乌斯（（En-nius）和加图（Cato）

的说法。——法译本
④ 当指拉丁姆（Latium）的土著居民。——中译者
① 当指萨宾人（Sabini）、埃魁人（Aeqtui）、茹图利人（Rutuli）和沃尔斯奇人《Volsci》。——英译本



后来，当他们的勇敢使他们摆脱了危险的时候，他们又去帮助他们的联盟者
和友人，因此他们同联盟者结成友好的关系毋宁说是为了服务于他们，而不
是有所求于他们。

他们有一个建立在法律之上的统治体制，这一体制叫作王政。被选出的
少数人虽然年迈力衰，但他们却因其智慧而拥有强大的精神力量。正是这些
人操持着国家的事务。由于他们的年龄或由于他们都有类似的职权，所以他
们都被称为元老。后来，当起初有助于维护自由和促进国家的繁荣的国王权
力已蜕化为无法无天的暴政的时候，他们便改变了他们的统治方式，任命了
两位权限为期一年的统治者②，他们认为用这种办法可以防止人们因拥有不受
限制的权力而变得横傲起来③。

（7）而那时每个人都开始更加注意维护自己的人身尊严，并开始更加注
意随时发挥自己的才能。要知道，国王们对于好人较之对恶人更加猜忌，在
他们心目中，别人的长处永远是充满危险的。

还有，罗马这个自由国家一旦争得了自由，便在很短的时期内，变得令
人难以置信地强大和繁荣，人们满脑子的对光荣的渴望竟是如此强烈。首先，
一旦青年能够忍受战争的艰苦，他们便在军营中接受极为严格的军事训练，
他们更加喜爱的是精良的武器和战马，而不是妓女和狂欢。因此，任何劳苦
对他们这些人都不陌生，任何地区都不过于崎岖或过于陡峭，任何手持武器
的敌人都不足畏惧；勇气是最重要的。不仅如此，为争取荣誉他们相互间还
进行最激烈的斗争；每个人都力求第一个把敌人打倒，第一个登上城墙，并
且力求在众目睽睽之下完成这样的事迹。他们把这视为财富、美名和高贵的
地位。他们渴望人们的赞美，但对金钱却挥霍无度。他们的目的在于取得无
限的声名，但财富则只限于他们用诚实的手段所能取得的那些。我能列举出
一些战场，在这些地方罗马人只用很有限的兵力便打败了他们的敌人的大军
①，我还说得出罗马人攻占过哪些有天然屏障的城市，只是这样一来我就会把
话扯得离题太远了。

（8）但是，毫无疑问，是命运在主宰着一切。她可以任意地使一切事件
变得有名或默默无闻，而不顾事实。依我看，雅典人的行迹确实是相当伟大
而又光荣的，尽管如此，它们实际上也并不是像盛传中那样出色。但是由于
雅典产生过具有非凡才能的作家②，所以雅典人的功业便被认为在世界上是无
与伦比的。这样看来，成就事业的人们的功绩所以被捧得如此之高，只不过
是有伟大的作家能够用颂扬的文学对事业本身加以抬高而已。但是罗马人民
从来不曾有过这样的有利之处，因为他们中间最有才能的人们总是从事实际
的事务③，他们总是要在身体力行的情况下使用他们的头脑最优秀的公民重视
行动而不喜空谈，他认为他自己的英勇行动应当受到别人的称赞，而不应由

                                                
② 根据传统，最早选出执政官的年度是公元前 509 年，又有公元前 510 年和公元前 507 年的说法。——中

译者
③ 盂德斯鸠：《罗马盛衰原因论》第 1 章指出，塔尔克维尼乌斯未经元老院与人民的选举而取得了王位，

这样权力就变为世袭的，他把政权变成专制权力。——中译者
① 这个说法不准确或夸大了：事实上，罗马人在征服某些民族（如迦太基人、高卢人）时是付出了极为修

重代价的。——法译本注，有删节。
② 例如希罗多德、修昔底德和色诺芬等。——英译本
③ 罗马人从希腊人的观点来看是个没有文化的民族，没有值得一提的作品。——中译者



他本人来记述别人的英勇行动①。
（9）因此，不论是在家里还是在战场上，都培养美德；到处都表现出最

大的和谐，人们几乎不知道贪欲为何物。在他们中间普遍存在的公正和善良
与其说建立在法律之上，不如说乃是出于本性。争吵、不和和争斗都是保留
给他们的敌人的。公民与公民之间所比试的只是看谁能成就更多的功业。对
诸神的奉祀，他们是毫不吝惜的，但在家中他们过的却是俭朴的生活，对朋
友也是诚心实意的。他们遥过实现战时的勇敢与和平时期的公正这两种品
质，来省察自身、监督其国家。为了证实这些话，我可以举出这样一个令人
信服的证据：首先，在战争时期，受到惩罚的更多是那些违反命令进攻敌人
或在战场上接到撤退命令而行动迟缓的人②，而很少是那些竟敢丢掉鹰标③或
被迫放弃阵地的人。再者，在和平时期，他们施行仁慈之治而不是使人心怀
恐惧，而在受到不公正对待时，他们宁肯宽恕别人而不愿进行报复。

（10）但是，当罗马由于辛劳和主持公道而变得强大起来的时候，当那
些强大的国王在战争中被制服的时候，当野蛮的部族和强大的民族被武力征
服的时候，当罗马统治的对手迦太基己被彻底摧毁而罗马人在所有的海洋和
陆地都畅行无阻的时候，命运却开始变得残酷起来，把我们的全部事务搅得
天翻地覆。那些能够泰然自若地忍受劳苦和危险、焦虑和灾难的人们却发现
在别的情况下本来是值得羡慕的闲暇与财富对他们来说却成了一种负担和一
种不幸。因此，在他们身上，首先是对金钱，然后是对权力的渴望加强了。
应当说，这些正是一切罪恶的根源。因为贪欲消灭了诚实、正直和所有其他
的高贵品质，却使横做、残忍取代了它们，它要人们蔑视诸神，使得一切事
物都可以用金钱买到。野心使许多人变得虚伪，变得言不由衷、口是心非①，
使得人们分辨敌友不是按照他们的功业，而是看他们是否对自己有利，使得
人们待人接物只是摆出一副好看的外表，面不是怀有真心诚意。开头这些恶
习蔓延得不快，它们间或还受到惩处，但是到了最后，当这种病像瘟疫那样
流行的时候，这个国家就发生了变化，一个过去曾是极为公正诚实的政府竟
变得残暴而又令人无法忍受了。

（11）但是最初使人们的灵魂受到促动的与其说是贪欲毋宁说是野心—
—野心确实是一种缺点，但是它还不算太违背道德。因为光荣、荣誉和权力，
这些是高尚的人和卑劣的人同样热烈期望的，只是前者通过正当的途径获得
它们，而没有高贵品质的后者通过狡诈和欺骗取得它们罢了。贪欲意味着想

                                                
① 直到第二次布匿战争时期，罗马才第一次有了称得上是历史学家的人物法比乌靳·皮克托尔

（FabiusPictor），但他是用希腊语写作的，所以很难算到罗马史学的范围之内，真正用拉丁散文撰史的第

一人是加图。——法译本注，有补充
② 据李维《罗马史》的记载（第 8 卷第 7 章），执政官曼利乌斯·托尔夸图斯和独裁宫奥路斯·波司图米

乌斯都曾把他们的未经将领的允许擅目出战的儿子处死。同书（第 8 卷第 30—35 章）还记述独裁官帕皮里

乌斯·库尔撒尔处死他的骑兵长官法比乌斯·玛克西姆斯的事，因为后者曾违反他的命令而战胜了萨谟奈

人。——中译者
③ 罗马的鹰标实际上相当后世的军旗，是一个军事单位的标帜，最初据说是枪头或竿子上挑着一束稻草，

后来是竿子上附着一些动物图形的金属片，再后则固定为张开双翼的鹰形金属（银的或青铜的）标帜，由

一个士兵打着。据译者所知，并无实物保存下来，人们只能据文献记载加以描述。——中译者
① 作者在这里记起了荷马《伊利亚特》里的一句话（第 9 卷第 313 行）：“这种人嘴里说着一种话，心里

却想看另外的事情。”——法译本



得到金钱，而智者是决不会追求金钱的。这种恶习就好像沾上了危险的毒药
一样，它能使极为健壮的体魄和精神萎靡下去。没有任何东西能使这种无限
的、永无满足的贪欲缓和下来，丰足不行，匮乏也不行。但是在路奇乌斯·苏
拉通过武力取得了国家的统治权，从而使一切事物在好的开端后面出现了不
祥的结果之后，所有的人便开始动手劫掠起来。有人想弄到一所房屋，有人
则想弄到土地；胜利者放肆之极又不知节制，他们凶残可耻地残害他们的同
胞。在这一切之外，路奇乌斯·苏拉为了赢得他带到亚细亚去的军队的忠诚，
他竟然违反我们祖宗的惯例，允许他们过骄奢淫逸的生活，放松了纪律对他
们的约束①。在温柔乡一般的、可以纵欲的国土上所过的无所事事的日子很快
便使他的士兵们的好战精神萎靡下来了。正是在这个地方，罗马人民的一支
军队第一次学会了谈情说爱②和饮酒作乐；学会了欣赏雕像、绘画和刻有花纹
人物的酒瓮③并从私人的家庭和公共场所盗窃这类东西，学会了劫掠神殿并亵
读无分圣俗的一切事物。因此，这些士兵在成为胜利者之后，不给被征眼者
留下任何东西。老实说，繁荣幸福的生活甚至对智者的灵魂都是一种考验，
那末在道德上本来就堕落的人们有如这些士兵在胜利时又如何能保持节制
呢？

（12）一旦财富开始受到人们的尊敬，并且当光荣、军事统帅权和政权
随之也受到尊敬的时候，德行便开始失去其光采，贫困被认成是一种耻辱，
廉洁反而被说成是一种恶意的表现。因此，由于财富的缘故，同狂妄自大结
合在一起的奢侈与贪婪便沾染上了我们的青年一代。他们干着掠夺的勾当，
毫无节制地浪费；他们毫不珍视自己的财产，却又觊觎别人的财产；对于节
制、贞节，人的和神的一切事物，他们无不采取蔑视的态度；简言之，他们
既极为阻大妄为又毫无顾忌。

当你们看到修建得和城市一般大的邸宅和别墅的时候，你们也应当去拜
访一下我们的祖先那些最敬神的人们给诸神修造的神殿。他们以虔诚装点诸
神的神殿，用荣誉为自己的家庭添采，而从被征服者那里，他们除去使之不
再有害人的能力以外是什么都不取的。反之，今天的人们，那些最卑劣的、
穷凶极恶的人们却把那些英雄们在胜利时留给我们联盟者①的一切掠夺一
空；他们的行径好像表明，统治的唯一的方式便是干伤天害理的事情。

（13）可是为什么我要提起那些人们如果不亲眼看到便不会相信的事情
呢？比如说，一批私人竟然把山削平并且在海上进行营造②。对这样的人来
说，我以为他们的财富只不过是一种玩物；因为当他们本来可以体面地享用
这些财富的时候，他们却偏要忙于可耻地浪费掉它们。而且，更有甚者，对
于淫乱的事情、精美的饮食以及其他各种奢侈享受的爱好也同样地变得强烈

                                                
① 参阅孟德斯鸠《罗马盛衰原因论》（商务版），第 11 章。——中译者
② 此处通指嫖娟。——中译者
③ 酒瓮（vas）这里似指在古代东方十分普及的希腊洒瓮，酒瓮上通常刻有或绘有精美的、艺术价值很高的

花纹图像，也有大量以神话为题材的场景，为后人的考证提供了丰富的资料。瓮画的遗存较多，对它们的

研究已成为美术史家的一门专门的学问。——中译者
① 联盟者（socii）对罗马是独立的，他们有自己的政权机构和法律，但他们通过一项盟约受罗马的保护。

他们不能有自己独立的外交。——中译者
② 路库路斯和庞培本人都曾开山把海水引入他们的鱼池，而在作者当时的拜亚湾（Baiao），便已有海上的

别墅。——英译本注，有删节。



起来；男人玩弄女性，女人则出卖自己的贞操。为了满足自己的口腹之欲，
他们搜遍了陆地和海上；他们在不需要睡的时候便睡下了，他们并不等待饥
饿和口渴、寒冷或疲劳的感觉的到来，他们的纵欲的生活方式防止了这类事
物的发生③。一旦年轻人荡尽了他们的财产，就是这些恶习唆使他们去犯罪，
于是他们便更加肆无忌惮地不择手段地去追求金钱和挥霍浪费的生活。

（14）在如此大又如此腐化堕落的城市里，喀提林很容易把大  批的罪
犯和形形色色的败类集合在自己身边作为自己的侍卫。因为不管是怎样的淫
妇、酒肉之徒或赌徒都已在玩乐、饮宴或放荡的生活中把自己的祖产荡尽；
还有那些为了用金钱洗刷自己的丑名或罪行而负了一大笔债务的任何人。此
外，还有所有那些因谋杀或渎神而披判了罪的人④或是所有那些因本身的罪行
而害怕受到追究的人；还有靠发伪誓的手和舌头或靠他们本国公民的血而生
活的那些人；最后，所有那些受到耻辱、贫困或一个邪恶的良心的因扰的人
都从四面八方集合起来：他们都是同喀提林最亲最近的人。

如果一个清自无辜的人偶尔同他交上了朋友，每日的交往和邪恶事物的
引诱很快便会使他变得和其余的人一样坏或几乎一样坏。

但是喀提林特别想拉拢的还是年轻人。因为年轻人的仍然轻信的和易于
摆布的心灵不费什么困难便会陷入他的邪恶的圈套。他细心注意他们每个人
心里渴望的是什么，然后根据人们的年龄，给某些人介绍妓女，又给另一些
人购买犬和马；最后，只要他能够使他们听命并且忠实于他自己，他还不吝
惜金钱，也可以不顾自己的身分。我很清楚，有些人认为常常到喀提林家中
去的年轻人并不重视他们的贞操廉耻，但这种说法所以流行是由于别的一些
原因，而不在于谁对此有了真凭实据。

（15）甚至在年轻的时候，喀提林就干出了许多荒唐可耻的勾当——他
勾引过一个贵族的女孩子①，还引诱过一位维司塔贞女②，此外他还干过其他
同样违反人的和神的律条的事情。最后，他又爱上了奥列莉娅·欧列丝提拉③，
在这个女人身上，除了美貌以外，一个好人绝不可能找到任何值得称赞的东
西。这个女人不敢明目张胆地同他结婚，因为她害怕他的这时已长大成人的
继子，但是人们都认为，是他谋害了这个青年人以便为这桩罪恶的婚姻腾空
住宅。而事实上我认为这正是他想赶忙实现这一阴谋的特殊动机，因为他那
同神和人为敌的犯罪的灵魂无论醒时或睡时都得不到安静，良心使他过度紧
张的心灵受到十分残酷的折磨。因此他的面色是苍白的，目光是凶残的，而
他的步态时而越趄不前，时而又是匆匆忙忙的；简言之，人们可以从他的面
容和他的每一个目光看出他是个精神错乱的人。

                                                
③ 罗马人用开胃的食物甚至催吐剂来防止饥饿与口渴，用沐浴和各种懒散的生活习惯来防止寒冷和疲劳。

——英译本注，有删节。
④ 《十二铜表法》把渎神者和杀人犯同等看待。作者用这两个词来表示那些违反了人的和神的法律的人。

——法译本注，有删节。
① 此人姓名未详。——法译本性，有删节。
② 维司塔贞女即奉祀维司塔女神的女司祭，指西塞罗的妻子特伦提娅的异父妹妹法比娅（Fabia），但由于

路塔提乌斯·卡图路斯的回护，喀提林被宣告无罪。——法译本注，有删节。
③ 这个女人不仅十分美丽，页且十分富有，所以喀提林说她可以替他，甚至他的朋友偿清侦务（参见本书

第 35 章）。——法译本注，有改动。



（16）在前面我们已经说过①，他曾把五花八门的坏事教给受他拉拢的年
轻人。他就是依靠这些人提供伪证和伪造者。他要这些年轻人把荣誉、命运
和危险都不放到眼里，后来，当他把他们的好的声名和谦虚的美德槁得一干
二净的时候，他就要他们去干更大的罪行。即使没有方便的借口来胡作非为，
他仍然要陷害和谋杀有罪的和无辜的人②。确实，他宁肯毫无必要地干邪恶的
和残暴的勾当，也不愿意使他们由于无所事事，而双手和头脑变得软弱起来。

喀提林便仰仗着这样一批狐朋狗友拟定了一个推翻罗马当局的计划，这
既是因为他在世界各地负了巨额的债务，还因为浪费掉自己的财产，因而这
时一心想象先前那样在胜利后放手打劫的大多数苏拉的老兵渴望挑起内战。
在意大利并没有任何军队；格涅乌斯·庞培正在世界的边远地区作战③：喀提
林满以为自己会当选为执政官；元老院毫无警觉。到处都是和平安定的景象；
这正是喀提林下手的绝好机会。

（17）因此，在临近路奇乌斯·恺撒和盖乌斯·费古路斯担任执政官的
那一年④的六月一日时，他先是向他的党徒逐个地做工作，鼓励其中的一些人
并向另一些人进行试探。他向他们指出他自己所拥有的各种手段，国家毫无
准备的情况以及阴谋能使他们得到的巨大利益。当他取得了他想得到的情报
的时候，他便把所有那些穷凶极恶的亡命徒召集到一处。到场的有元老级的
普布利乌斯·朗图路斯·素腊①、普布利乌斯·奥特洛尼乌斯②、路奇乌斯·卡
西乌斯·隆吉努斯③、盖乌斯·凯提古斯④、普布利乌斯·苏拉和赛尔维乌斯·苏
拉⑤、赛尔维乌斯的儿子们、路奇乌斯·瓦尔恭泰乌斯⑥、克温图斯·安尼乌
斯⑦、玛尔库斯·波尔奇乌斯·莱卡⑧、路奇乌斯·贝斯提亚、克温图斯·库
里乌斯；除以上这些人之外还有属于骑士等级的玛尔库斯·富尔维乌斯·诺
比利欧尔⑨、路奇乌斯·司塔提利乌斯、普布利乌斯·伽比尼乌斯·卡皮托、
盖乌斯·科尔涅利乌斯。此外还有来自各移民地和自由城市的许多人，他们
都是当地的贵族。

还有一些贵族也参预了这次阴谋，只是他们与阴谋的联系更加隐蔽一些
而已，他们这样做与其说是由于贫困或任何其他迫切的动机，不如说是因为
想取得权力。还有大多数的青年人，特别是地位高的那些青年人都赞同喀提

                                                
① 参见本书第 14 章结尾处，作者把第 15 章看作是临时插进来的题外话。——法译本
② 通过他教唆犯罪的门徒之手。——英译本
③ 庞培在本都打败了米特里达特斯之后，这时正在叙利亚。——英译本
④ 公元前 64 年。——英译本
① 他的全名是普布利乌斯·科尔涅利乌斯·朗图路斯·素腊，属于科尔涅利乌斯氏族，公元前 73 年任行政

长官，公元前 71 年任执政官，第二年因品行不端而被逐出元老院。——法译本
② 普布利乌斯·奥特洛尼乌斯·帕克图斯是西塞罗童年时期的朋友和学友，公元前 75 年他和西塞罗一道被

任命为财务官，阴谋后那一年他被流放。——法译本
③ 此人曾和西塞罗同年任行政长官。——法译本
④ 此人也属于科尔涅利乌斯氏族。——法译本
⑤ 这两个苏拉是赛尔维乌斯·苏拉（独裁者苏拉的兄弟）的儿子。——法译本
⑥ 路奇乌斯·瓦尔恭泰乌斯公元前 65 年曾被控有阴谋活动，但他受到霍尔田西乌斯的辩护。——法译本
⑦ 此人可能是西塞罗提到过的那个克温图斯·安尼乌斯·奇洛。——法译本
⑧ 此人未详。但喀提林的这次会议就是在莱卡家里召开的。——法译本
⑨ 以下诸人的名字不见于其他地方，具体情况均未详。——法译本



林的计划；尽管在和平时期，他们本来有财力过讲究或奢华的生活，但他们
却宁愿冒险而不想得到安全，宁愿作战而不愿过太平的日子。当时还有一些
人相信，玛尔库斯·李奇尼乌斯·克拉苏对这一阴谋不是完全不知道的；但
是由于同他为敌的格涅乌斯·庞培正在统率着一支大军，所以他希望看到有
谁的势力成长起来同他的对于的权力相抗衡，而这时他完全相信如果阴谋成
功，他本人是很容易成为他们中间的一位领袖人物的。

（18）甚至在这之前已经有几个人也想阴谋推翻共和国，而在那些人当
中就有喀提林。关于那一事件①，我想尽可能忠实地作如下的记述。

在路奇乌斯·图路斯和玛尼乌斯·雷比达担任执政官的那一年②里，当选
执政官③普布利乌斯·奥特洛尼乌斯和普布利乌斯·苏拉因触犯反受贿的法律
而受到指控并且被判了罪④。不久之后，被控犯了勒索罪的喀提林也被取消了
竟选执政官的资格，因为他并未能在规定的期限⑤内提出竟选。当时有一个名
叫皮索的青年贵族，这是一个天不怕地不怕的家伙，他穷而又好生事，他想
推翻共和国是因为他需要钱而又品行恶劣。他把自己的计划告诉了喀提林和
奥特洛尼乌斯，于是他们便同他一道在十二月五日左右着手准备元旦那天在
卡皮托利乌姆山上的朱比特神神殿杀死执政官路奇乌斯·科塔和路奇乌斯·托
尔克瓦图斯①。当时他们设想由他们自己动手夺取棍束②，并派皮素率领一支
军队去两个西班牙行省。但是这次的阴谋败露了，谋杀的计划于是推迟到了
二月五日③。这次他们不仅想杀害两位执政官而且还有许多元老，而如果喀提
林在元老院的门口不是过于匆忙地向他的同谋者发出信号，那天就会实现从
罗马建城以来最可怕的罪行。但是由于武装的阴谋者集合起来的人数不足，
这一计划最后失败了④。

（19）后来，当时只不过是一位财务官的皮索在克拉苏的支持下带着同

                                                
① 即所谓第一次喀提林的阴谋，但喀提林即使确实和这一阴谋有关，他在其中也只是处于次要的地位，而

史书所以这样称呼，是因为第二次阴谋是直接从第一次产生出来的。——英译本
② 公元前 66 年。——英译本
③ 指当选为次年的执政官但尚未就职的执政官。——中译者
④ 判罪的内容是同款、开除公职和被逐山元老院。——英译本
⑤ 期限按规定是“三周”（trinundinum）。作者在这里混淆了公元前 66 年和公元前 65 年的事情。实际情

况应当是这样：公元前 68 年度的行政长官喀提林从公元前 67 年夏天起任阿非利加行省的长官，但在他任

职期间他便被行省居民告到元老院说他有贪污行为。公元前 66 年夏喀提林返回罗马后，提出竞选公元前 65

年度的执政官。但喀提林未能在规定时期年提出，执政官路奇乌斯·沃尔卡提乌斯·图路斯于是请示元老

院是否考虑他的竟选。元老院作了否定的回答后，喀提林只好放弃竟选的念头。但随后当选为执政宫的奥

特洛尼乌斯和苏拉又因渎职罪而被判罪，路奇乌斯·奥列利乌斯·科塔和路奇乌斯·曼利乌斯·托尔夸图

斯立即取代了他们。紧接在这之后即公元前 66 年年底和第二年年初才发生了作者提到的事情。公元前 65

年保民官克劳狄乌斯又控告喀提林有贪污行为，克劳狄乌斯虽然未能使他被判罪，但是诉讼的拖延又使他

未能在法定的期限内提出竞选。——法译本注，有删节。
① 元旦是新的执政官就职的日子。——中译者
② 棍束即法西斯（fasces），是红皮带系住的一束木棍，中间插上一把斧头。共和同时期它是执政官的权力

标记，由十二名侍从扛着走在前面。平时在罗马城内山行时作为权力标记的棍束不插斧头。——中译者
③ 这个说法只见于此处，没有旁证加以证实。——中译者
④ 苏埃托尼乌斯的《优利乌斯传》第 9 章有不同的说法，可参阅。——英译本



行政长官的头衔和权力被派往近西班牙⑤，因为克拉苏知道此人乃是格涅乌
斯·庞培的死敌。但是元老院却十分愿意把这个行省给他，因为它想用这个
办法把这个无耻之徒从政府所在地的罗马送到遥远的地方去。而且，许多贵
族也认为可以在这个人身上找到一个能够同这时权力已大得可怕的庞培相抗
衡的力量。

但是这个皮索在他前往他的行省的途中就给他自己麾下的西班牙骑兵杀
死了。有一些人说，这是因为蛮族无法忍受他的不公正、横做而又残暴的统
治；但还有一些人认为，杀害皮索的骑兵，过去曾是庞培的忠实的恃从⑥，他
们是在庞培的唆使下干出了这事的。后者还指出，直到当时为止西班牙人从
不曾犯过这样的罪行①，而过去他们曾忍受了许多残酷统治者的暴政。我们并
不想就这个问题作出论断，而关于第一次的阴谋我们就说这些了。

（20）喀提林看到我刚才提到的那些人都集合到他面前之后，尽管他同
他们中间的每一个人都进行过多次的交谈，但他仍然认为有必要对他们所有
的人讲一次话，加以鼓动。因此他便把他们引入他家中的一间密室，在不容
许任何目击者在场的情况下，对他们讲了下面的话：

“如果我不是已经考验了你们的勇气和你们的忠诚，那末即使十分有利
的时机已然出现，那也是无济干事的，即使把巨大的希望和权力放到我手里
也没有用处；而且，如果我身旁只有胆小鬼和不坚定的人，那末除了有十成
把握的事情之外我也就不敢进行任何冒险的行动了。但是通过多次重大考
验，我深深地认识到你们的勇敢和对我的忠诚，因此我才有勇气计划一项极
为伟大而光荣的事业，这样做还因为我看到，在善与恶的问题上，我和你们
的观点是一致的；因为我们好恶一致——这一点，并且只有这一点——才是
我们结成真正友谊的保证。至于我提出的计划，我在同你们进行个别谈话时
已经向你们作了说明。但是当我考虑到如果我们不采取措施解放我们自己我
们将会在怎样的条件下生活的时候，我的决心就一无比一天地加强起来。因
为自从国家受到少数强有力的人物的治理和统治以来，各地的国王和统治者
一直向他们纳贡，各民族和国家也一直向他们纳税。他们之外的所有我们这
些人，这些奋发有为而又有才干的人，无论贵族还是平民，都只不过是既起
不了作用又没有威信的一群贱民，我们的命运被掌握在这样一部分人手里，
而在一个自由国家里，我们本来应当是这一部分人恐惧的对象。因此，全部
影响、权力、地位和财富都在他们手里，或者只要他们想要便能获得，而他
们留给我们的却是危险、失败、迫害①和贫因。勇敢的人们，请问，这种情况
你们要忍受多久呢？与其在别人的颐指气使之下作一个玩物，而不光彩地把
我们悲惨而耻辱的一生断送掉，那么英勇地死去，岂不是更有意义么？而且
我还要请诸神和世人同来作证，我敢发誓说胜利肯定是在我们手里的！我们
都处在盛年，并且我们是勇敢的。反之，岁月和财富却使他们变成老朽。我

                                                
⑤ 西班牙东部沿岸地带，所谓远近系对罗马而言。——中译者
⑥ 可能是在庞培对塞尔托里乌斯作战时（公元前 76 年到公元前 71 年）或在庞培的敌人死后他整顿行省时

他拉拢了一些西班牙人。——法译本
① 这与事实不完全符合，在迦太基人统治时期西班牙人暗杀过汉尼拔的岳父哈斯德路巴（公元前 223 年）。

在罗马人统治时期，在罗马人对会布利人作战时，西班牙人又杀死过路奇乌斯·卡尔普尔尼乌斯·披佐·佛

路吉。——法译本
① 给某人加上罪名，然后判刑。——中译者



们只需勇敢地迈出第一步，其余的人自然会跟上来。请问，哪一位真正的男
子汉大丈夫能容忍我们头上的暴君拥有大量的财富，浪费无数的金钱在海上
进行营造②或是把山削平，而另一方面，我们却连购买单单是必需的日用品的
钱也没有。我们能容忍他们竟然并排修建两座或更多座邸宅，而我们连一个
栖身之所也没有吗？他们聚敛绘画、雕像、刻花的酒瓮③，拆掉新的建筑以便
另行修建别的建筑物，总之他们千方百计地滥用和糟踏他们的财富，而尽管
他们过着穷奢极欲的生活，他们的财富却是用也用不完的。但是我们怎么样
呢？我们在家里一贫如洗，在外面我们又负了一身债，当前过的是悲惨的日
子，而未来却更加看不到一丝希望。总之，除去只有悲惨的日子之外，我们
还留下什么呢？醒来吧！看哪，就在这里，就在你们眼前，就有你们长期渴
望的自由，还有随自由而来的财富、荣誉和光荣；这一切是命运给予胜利者
的奖赏。这一事业本身、机会、危险④、你们的悲惨处境、大批的战利品，这
一切比我的任何发言都更有说服力。你们可以把我当作你们的一位领袖或当
作一名普通士兵来使用我。我将全心全意地听候你们的召唤。我希望自己作
为你们的执政官能帮助你们实现这些计划，除非我也许是自己欺骗自己并且
你们也甘愿处于受奴役的地位而不愿统治别人。”

（21）喀提林的话是讲给这样一些人听的，这些人有极多各种各样的不
幸，但是既无财产也没有任何像样的指望，看来也只有骚乱才能使他们取得
丰厚的报酬；不过他们的大多数人却是要他说明，在怎样的条件下才能以发
动战争，胜利后能得到什么奖赏，他们将有怎样的手段以及前途如何并且在
哪一方面。于是喀提林便答应他们取消债务①，宣布富人不受法律保护，答应
把高级官吏的职位、司祭的职位分配给他们，答应他们放手来掠夺，还有战
争和胜利者的为所欲为所能提供的一切战利品。此外他还告诉他们，近西班
牙的皮素、毛里塔尼亚的普布利乌斯·西提乌斯（努凯里亚人）以及他的军
队都是他的阴谋的同伙。他还说，盖乌斯·安托尼乌斯是执政官的候选人，
他希望此人将会成为他的同僚，此人是他的亲密朋友并且也陷入各种各样的
困难之中。如果此人和他一道成为执政官，他是会把他的计划付诸实施的。
紧接着他便对所有正直的公民发出了无数的咒骂，反之对于追随他的每个人
他都指名道姓地奉承一番。他提醒一个人的贫困，又要另一个人不要忘记他
渴望得到的东西，他对一些人提醒他们的危险或耻辱，要许多人记起苏拉的
胜利，他们曾看到这是他们所以能取得战利品的源泉。当他看到他们的情绪
都被煽动起来的时候，他便宣布散会，要他们把他竞选的事记在心里。

（22）当时据说喀提林在对大家讲完了这番话之后，迫使其阴谋参加者
起誓，于是他把混合着葡萄酒的人血盛在碗里分给大家，随后，当所有的人
都像在庄严的察仪上所做的那样，对叛徒进行了诅咒并饮了一口血酒之后，
他便宣布了他的计划；他们认为他这样做的目的是：既然在场的人们都知道
了这样可怕的一个勾当的罪恶内情，这可以使他们相互间更加忠诚。但是还
有一些人的看法是，诸如此类的细节都是由这样一些人捏造出来的，这些人

                                                
② 罗马的权贵常常在沿海附近的小岛上修建别墅。——中译者
③ 原文 Toreumata是个相当 vasacaelata（刻花的酒瓮）的希腊词。——英译本
④ 机会往往是和危险并存的，有了时机，还要有冒险的勇气。——中译者
① 高利贷者的活动在当时的罗马十分猖狂，罗马当局虽然不断公布有关法律加以限制，但实际上效果不大。

罗马人在竟远高级官吏时，他们往往提出削减或取清债务的口号，以争取人们的同情。——中译者



认为，夸大被西塞罗处死的阴谋参加者的罪行，可以缓和后来人们对西塞罗
所抱的敌对情绪①。至于我本人，我没有什么证据可以使我对如此重大的事件
作出论断。

（23）②在参加阴谋的人们当中有一个名叫克温图斯·库里乌斯的人，这
个人出身相当显贵的家族，但是犯下了许多可耻的罪行，而监察官③曾因他的
道德败坏而把他开除出元老院。这个人的不可信赖可以比得上他的胆大妄
为。他不能对他听到的任何东西保密，甚至他自己的劣迹也隐瞒不住。总之
他的言行都是极不谨慎的；长时期以来他就和一个出身贵族、名叫宫尔维娅
的女人私通。当贫困使他不敢放手花钱，从而开始失掉她的欢心的时候，他
突然吹起牛来，开始向她许愿，连高山大海都可以给她，但有时他又威胁他
的情妇说，如果她不服从他的意旨，他就要动刀子；总之，他变得比先前狂
妄得多了。但是富尔维娅得知她的情夫变得如此狂妄自大的原因时，根本不
想隐瞒对她的国家的这样一项危险的举动，而是把她从不同的来源听到的有
关喀提林的阴谋的情况告诉了许多人，只是没有提到把这事告诉她的人的名
字而已。

恰恰是这一发现使人们普遍属意于由玛尔库斯·图利乌斯·西塞罗担任
执政官。要知道，在这之前，几乎所有的贵族都对西塞罗抱有一种强烈的嫉
护心情。因为在他们心目中，如果一个“新人”①——不管他多么优秀——取
得执政官的职位，那这个官职就可以说受到了盾污。但是一旦面临着危险，
嫉妒和虚荣便都退居次要地位了。

（24）因此当召开民会进行选举时，玛尔库斯·图利乌斯②和盖乌斯·安
托尼乌斯③当选为执政官，而这件事开头使阴谋者感到极大的惶恐。但是喀提
林的猖狂程度并未有所缓和。相反的，他日益加强自己的活动，在意大利的
各战略地点收集武器，以他本人或以他友人的名义借钱并且给送到费租莱地
方一个名叫曼利乌斯的人那里去，此人后来就是第一个拿起武器来作战的人
物。当时，据说喀提林又有了很大一批各种各样身分的支持者，并且支持他
的甚至还有一些妇女；她们起初靠卖淫来应付她们的巨额开支，但是后来，
当她们的年龄已经使她们无法继续这一营生时，她们便负了巨额的债务。喀
提林相信通过这些人的帮助他可以把城里的奴隶吸引到自己方面来并且放火
烧掉罗马，然后把女人的丈夫拉过来参加他的阴谋或把他们干掉。

                                                
① 参见本书第 55 章。五个阴谋老是根据西塞罗的命令被处死的。——中译者
② 作者是接着前面岔开的地方叙述的。——法译本
③ 可能是公元前 70 年度的监察宫格涅乌斯·朗图路斯和路奇乌斯·盖利乌斯；参见李维《罗马史》提要，

第 48 卷。——英译本
① 所谓“新人”（homonovtus）指祖先中没有任何人担任过高级官吏的人物。高级官吏一般指执政官、行

政长官、监察官、高级营造官等等。——中译者
② 即西塞罗。——中译者
③ 即盖乌斯·安托尼乌斯·叙布里达，他是著名演说家玛尔库斯·安托尼乌斯的儿子。未来三头之一的玛

尔库斯·安托尼乌斯则是他的侄子。他对罗马人民的联盟者的行为使得他在公元前 73 年一时间和朗图路斯

同时被开除出元老院，但是他几乎立刻恢复了元老的职位。随后，他被任命为公元前 66 年度的行政长官，

而卡西乌斯和西塞罗则是他的同僚。他当选执政官这年是公元前 63 年。喀提林逃往意大利北部后，他接管

了埃特路里亚的军队，但是他回避了击溃喀提林的那次战斗。——法译本注有修改。



（25）原来在这些女人中间有一个名叫显普洛妮娅的④，这个女人干过许
多只有男人才敢干的罪行。她十分幸运地有贵族的出身和美貌，有称心如意
的丈夫和孩子；她精通希腊和罗马文学，她对音乐和舞蹈的修养超过一位贤
妻良母应有的限度①，她还有有助于她的放荡生活的其他许多才艺。在她心目
中，没有比谨慎和贞节更不值钱的东西了；你无法轻易地作出判断，对于她
的钱财和她的荣誉，她更不爱惜哪一个；她的情欲是如此地不可遏制，乃至
更多的是她追求男人而不是男人追求她。甚至在阴谋时期之前她也常常说了
话不算数，赖债并参预过杀人的勾当。贫困和挥霍无度加到一起使她彻底堕
落了。尽管如此，她却是一个颇有才能的人，她能写诗，会开玩笑，能够根
据情况使用谨慎的、或温柔的或放荡的语言；总而言之，她是一个很有风趣
和有魅力的女人。

（26）作了这样的安排②之后，喀提林依旧③进行他的竟选下一年度④执政
官的活动，他的打算是：如果他能当选，他便能容易地随便怎样操纵安托尼
乌斯了。在这同时，他并不是无所事事，而是一直在千方百计地想把西塞罗
除掉，可是西塞罗这方面也不缺乏机智灵巧的办法来应付。

实际上，就在西塞罗刚刚担任执政官之后不久，由于通过富尔维娅⑤所作
的许多保证，西塞罗使得我刚才提到的那个克温图斯·库里乌斯⑥向他透露了
喀提林的计划⑦。此外，由于他同意把他自己的行省①给予他的同僚安托尼乌
斯，这样他便说服安托尼乌斯不参预反对国家安全的计划，并且他还秘密地
在自己身边布置了由友人和门客组成的一支亲卫队。

当民会开会进行选举的日子到来时，喀提林既未能取得执攻官的职位，
又未能做到在玛尔斯广场②把执政官③暗杀掉。于是他决定艇而走险，挑起公
开的战争，因为他的密谋已经不光采地失败了。

（27）于是他便把盖乌斯·曼利乌斯派往费祖莱及其附近的地区（在埃
特路里亚），把一个名叫赛普提米乌斯的卡美里努姆人派到皮凯努姆地区去，
把盖乌斯·忧利乌斯派到阿普利亚去。此外还有另外的人被派到另外的地方

                                                
④ 显普洛妮娅出身显普洛尼乌斯家族（格拉古兄弟也属于同一家族）。她是公元前 77 年度执政官尤尼乌

斯·布路图斯的妻子，她的儿子戴奇姆斯·尤尼乌斯·阿尔比努斯后来参加了对恺撒的谋杀。作为阴谋者

之间的联系人，她的作用是巨大的。——法译本注，有删改。
① 在古代罗马，音乐、舞蹈主要是奴隶的事情，他们学这些是为了娱乐主人。——中译者
② 参见本书第 24 章。——英译本
③ 尽管喀提林没有放弃他的推翻共和的活动。——英译本
④ 公元前 62 年。——英译本
⑤ 参见本书第 23 章。——英译本
⑥ 参见本书第 23 章。——英译本
⑦ 喀提林本来决定就在选举当天暗杀西塞罗和贵族派的其他领袖人物，但西塞罗说他在得到这个消息后，

就把选举的日期推迟并且赶忙召集了元老院会议。当喀提林被召到元老院接受质询时，他作了横傲无礼的

回答。元老院对此深为激怒，于是发布命令授予执政宫以保证国家安全的全权

（caveantconsulesnepuiddetrimentirespu-hicacapiat）。——法译本注，有删改。
① 盖乌斯·格拉古的显普洛尼乌斯法规定，在执政宫选举之前应当给他们指定两个行省，然后通过协议或

抽签的办法加以分配。西塞罗把富裕的马其顿行省给了安托尼乌斯，而他自己得到了高卢。——英译本
② 广场在罗马旧城西北，选举在这里举行。——中译者
③ 原文复数，当指西塞罗和他的同僚。——中译者



去，总之是每个人都被派到他认为可以对他的计划起作用的地方去。在这同
时他本人在罗马也进行了多种活动：计划陷害执政官、放火井把武装的阴谋
者安排在要害的地点。他本人外出时总是带着武器并且要别人也学他的样
子，他要求他们永远要保持警惕和作好准备；他不分昼夜地活动，从不休息，
但不眠和疲劳都不能把他搞垮。

最后，由于他多次活动都没有得到成功，于是在一个深夜里他再次把阴
谋的头目们召集到玛尔库斯·波尔奇乌斯·莱卡家里来④。在这里，他先是对
他们的无所作为痛加斥责，然后告诉他们，他已经把曼利乌斯派到经过做工
作已决定发动战争的队伍那里去，他还把其他人派到其他地点去要他们在那
里开展敌对活动，他表示他本人渴望到前线去，只要他能首先把他的计划的
主要障碍西塞罗除掉的话。

（28）听到这些后，其余的人都感到害怕而犹豫起来；但是一位罗马骑
士盖乌斯·科尔涅利乌斯却表示愿意效劳，还有一位名叫路奇乌斯·瓦尔恭
泰乌斯的元老和他同行。这两个人决定，就在当天文里稍晚的时候，他们带
着一个武装的队伍到西塞罗那里去，表面上是作礼节性的访问①，就在那里，
在执政官家里，出其不意地把毫无戒备的西塞罗杀死。当库里乌斯得知威胁
执政官生命的巨大危险时，他便赶忙通过富尔维娅把正在计划中的对执政官
的陷害报告给西塞罗。因此西塞罗家的大门就在没有成功的暗杀者面前关了
起来，而这一可怕的罪行也就无法实现了。

这时曼利乌斯在埃特路里亚则尽力想把那里的民众煽动起来，他们由于
贫困和对本身遭到的不公正待遇的怨恨情绪因而是十分愿意发动变乱的，原
来在苏拉的独裁统治时期，他们丧失了他们的土地和他们的全部财产。他还
同属于不同民族的盗贼联系，因为在国内的这一地区盗贼为数甚多，同他发
生联系的还有苏拉的一些旧移民，他们过去掠夺的大批财物由于他们的放荡
而又挥霍无度的生活已经完全耗尽了。

（29）当人们把这些事报告给西塞罗的时候，他为这双重的危险感到很
大的不安，因为他认为单凭他一个人的力量已不再可能保卫罗马使之不受阴
谋分子的侵犯，而且他还无法充分确定曼利乌斯的军队的规模和意图；因此
他正式要元老院注意到已经成为民众谈论话题的事件②。于是正像在危险迫临
时常做的那样，元

老院投票决定“执政官应注意不使共和国遭受任何损害”。按照罗马惯
例，元老院授予高级官吏的这种权力是至高无上的。它允许他有权征募军队，
发动战争，可以用任何办法迫使联盟者和公民负起他们的义务，允许他在国
内和战场上行使无限的行政权和军事指挥权；而在其他情况下，除非有人民

                                                
④ 安多昂（F.Antoine）认为作者在这里时间顺序有不准确的地方。在莱卡家中的这次集会（公元前 63 年

11 月 6 日到 7 日的夜里）和谋刺西塞罗的行动是在作者以后叙述的事件的后面。但按时间先后，他应当把

这些事放在西塞罗发表第一次反喀提林演说的元老院会议的紧前面。后面叙述的事件亘到第 31 章都是 10

月的事情。——法译本
① 礼节性的访问（salntatio）是显要人物的门客与友人对他们的问候，通常在日出后不久进行。由此可见阴

谋者的会议必然已经持续到深夜一两点钟。——英译本
② 元老院的这次会议是 10 月 20 日（一说 21 日）召开的。与西塞罗不同，作者把执政官的选举放到西塞罗

向元老院作出声明一事的前面（参见本书第 26 章），而实际上选举是到 10 月 28 日才进行的。而且这次会

议不是因为莱卡家的会议和谋害西塞罗的阴谋才召开的。——英译本注，据法译本补充。



的命令，执政官是不能有这些特权之中的任何一种的①。
（30）几天之后，躇奇乌斯·赛尼乌斯，一位元老，在元老院的一次会

议上宣读了他说是从费租菜带给他的一封信，信中说十月二十七日，统率着
一支大军的曼利乌斯已经发动了战争。就在这同时，正像在这类危急的情况
下经常发生的那样，一些人谈起那些可怕的朕兆和怪异事件，另一些人则又
谈论集会和调遣军队的事情，谈论卡普亚和阿普利亚的奴隶暴动②。

于是按照元老院的命令，克温图斯·玛尔奇乌斯·列克斯被派到费祖莱
去，而克温图斯·梅特路斯·克列提库斯则被派到阿普利亚及其邻近的地区
去。这两位将领都率领着他们各自的军队驻留在罗马城门口的地方，因为他
们由于少数人从中捣鬼——这些人有一个习惯，就是把无论是光荣的还是可
耻的任何事情都拿来进行交易——而未能举行凯旋式③。

在行政长官中，克温图斯·彭佩乌斯·茹福斯和克温图斯·梅特路斯·凯
莱尔也被派了出去。前者去卡普亚，后者去皮凯努姆地区，他们可以按照当
地是否有紧急情况，是否有危险而决定军队的征募。

此外元老院还规定，如果有谁揭发危害共和国的阴谋，奴隶将取得自由
和十万谢斯特尔提乌斯①的奖赏，自由人则免于追究其参加阴谋的罪行并取得
二十万谢斯特尔提乌斯的奖赏。还有，角斗士的队伍也按照各地的财力分别
被疏散到卡普亚和其他自由城市去②。在罗马城，各区都布置了夜哨，由低级
官吏③负责领导。

（31）这些预防措施使得罗马城年人心惶惶，城市的面貌也改变了。由
于长期的和平而造成的极端欢快轻松的气氛突然变成笼罩全城的一片阴郁。
人们都感到恐惧不安，不相信有任何安全的地方或任何可靠的人，他们感到
这时既不像是战争时期，也不像是和平时期，每个人都按照自己内心恐惧的
程度来衡量当时的危险。

罗马共和国的伟大过去一直使妇女不知道战争的恐怖，但现在她们也陷
入极大的焦虑之中，她们向着天空伸出了恳求的双手，为她们的小孩子的命
运而悲叹，提出一个又一个的问题，无论什么都会使她们吓得发抖，她们抛
掉傲气和放纵，而对自己和对她们的国家已经绝望了。

尽管罗马为保卫自己作了准备并且路奇乌斯·保路斯还依据普劳提乌斯
法④传讯了喀提林本人，但喀提林仍然顽固地坚持他原来的计划。最后，为了

                                                
① 元老院的命令看来并没有援引第三次布匿战争结束（公元前 146 年）以前的惯例，那时用的办法是选出

一位独裁官。平民派则不承认元老院有发布这样一项命令的权利。——英译本
② 位居意大利东南部的阿普利亚。大概是因为民族比较复杂，那里住着美撒皮人、达乌尼人、皮乌凯提人

和撤伦提尼人。卡普亚则有过向汉尼拔打开城门的历史。——中译者
③ 克温图斯·玛尔奇乌斯·列克斯曾在奇利奇亚进行胜利的战争，而克温图斯·梅特路斯·克列提库斯则

因为征雁了克里特而赢得克列提库斯（即克里特的）的称号。他们不放弃统帅权（imperium）就不能进城，

但是没有统帅权便不能举行凯旋式。——英译本
① 罗马货币名。——中译者
② 防止他们在罗马闹事。——英译本
③ 这里指财务官、营造官和保民官等等。——中译者
④ 公元前 89 年由保民官普劳提乌斯·西尔瓦努斯主持通过的，目的在于反对暴力和破坏和平的行动。喀提

林在埃特路里亚的活动使保路斯有理由依法向他提起诉讼，但后来这一诉讼还未结束，事件便发生了急剧



掩盖他的企图或者为了给自己洗刷，好像他只不过是受一些私人的诽谤，于
是他又来到了元老院。

于是执政官玛尔库斯·图利乌斯，或是由于对他的出场感到害怕或是出
于义愤，发表了一篇对共和国十分有意义的、极为精采的演说①，这篇演说他
后来写出来发表了②。什么都不准备承认的喀提林就座之后，便低着头用恳求
的语气请元老不要相信对他的任何没有根据的指控：他说他的家庭出身和他
从年轻时养成的生活习惯使得他只能向往美好的事物。元老们不应当认为像
他这样一位贵族，一位像自己的祖先那样对罗马人民做出了巨大贡献的贵族
竟会因推翻共和国而得到好处，而另一方面，同罗马城毫不相干的一个居民③

反而成了共和国的救星。此外他还讲了另一些咒骂的话，但是这时全体元老
的吼叫把他的话压了下去，他们骂他是卖国贼和凶手。于是他在一阵狂怒中
喊道：“既然我的敌人这样逼我，把我投入绝望的深渊，那我是会用一片瓦
砾把烧向我的大火压下去的！”

（32）说了这话之后，他便冲出元老院④回家去了。由于他的暗杀执政官
的计划没有任何进展，并且他看到夜里值班的人又使他无法对罗马实现纵火
的勾当，于是他对形势进行了长时间的思考，而认为最好的办法就是赶在军
团的征募⑤之前扩大自己的军队，加强自己的军备。于是他便在深夜⑥带着一
些党徒①去曼利乌斯的营地。但是，他还指示凯提古斯、朗图路斯以及另一些
他知道无法无天什么事都干得出的人，要他们不择手段地加强他们一派的力
量，力求实现暗杀执政官的阴谋，准备进行谋杀、纵火和其他战争恐怖活动。
至于他本人，不久他将率领一支大军攻打罗马。

正当在罗马发生这一切事件时，盖乌斯·曼利乌斯从他的军队中派出了
一个代表团到玛尔奇乌斯·列克斯这里来，送来这样一封信：

（33）“统帅，我们召请诸神和世人同来作证，我们并没有拿起武器来
反对我们的祖国，也不曾用武力危害过别人，而只是保卫我们自己不受暴力
侵犯而已。我们是贫困不幸的人，我们中间的许多人由于高利贷者的横暴凶
残②而被驱出祖国，而我们所有的人则失去名声和财产。我们中间的任何人在
被剥夺了祖产之后也不能按照我们祖先的惯例享受法律的保护和保留我们个
人的自由，高利贷者和长官就是这样的残暴不仁③。你们的祖先常常对罗马民

                                                                                                                                           

的变化。——英译本性，有补充。
① 即第一篇反喀提林的演说，这篇演说发表在公元前 63 年 11 月 8 日。——中译者
② 罗马有一些利用奴隶在纸早卷上抄写作品贩卖的“出版商”，西塞罗的挚友阿提库斯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中译者
③ 这种指责是不公平的，虽然西塞罗是阿尔皮努姆人而不是在罗马出生，但是他有充分的罗马公民权。—

—英译本
④ 这里指协和神殿。——英译本
⑤ 这时负责募兵的是罗马执政官彭佩乌忻·茹福斯和梅特路斯·凯莱尔。参见本书第 30 章。——法译本
⑥ 就在西塞罗发表第一次反喀提林演说的那天深夜，也就是公元前 63 年 11 月 8 日到 9 日的夜里。——法

译本
① 据普鲁塔克（《西塞罗传》，第 16 章）告诉我们，他是带着 300 名武装人员离开的。——法译本注，有

删节。
② 在喀提林阴谋时期，法定的年利是 12％，但由于高利贷者的贪暴，利率远远高于此数。——法译本
③ 佩提利乌斯和帕披里乌斯法（1exPetiaetPapiria）（李维：《罗马史》，第 8 卷第 28 章）明确规定善意的



众发恻隐之心，并且通过元老院的法令来救济他们的贫困，而根据我的记忆，
就在不久之前，由于他们负的债太多，所以在贵族的一致同意之下用铜来偿
还银子的债务④。平民自己往往也想自己进行统治，或是由于对高级官吏的横
做感到激怒，因此曾拿起武器来从贵族那里分离出去①。但是我们要求的既不
是权力也不是财富，尽管人们作战和争斗通常就是为了这些东西，我们要求
的只是自由，而任何一个真正的人只要活着是不会放弃自由的。我们恳求你
和元老院关怀你们不幸的同胞，把那由于行政长官的不公正页使我们失掉的
法律保障恢复起来，并且不要迫使我们不得不考虑如何才能最昂贵地出卖我
们的生命吧。”

（34）克温图斯·玛尔奇乌斯对这封信回答说，如果他们想向元老院有
任何请求，他们必须放下武器到罗马来恳求。罗马人民的元老院一直是十分
富于同情心和仁慈的，乃至任何求助于它的人都不会遭到拒绝的。

但喀提林在途中也写信给担任过执政官的人和其他最显要的贵族，表示
既然他受到了诬陷并且无法应付他个人的敌人的阴谋，因此他只得认命，亡
命到马赛利亚②去，不过这决不是说他承认自己犯下了重大的罪行，像人们所
指控的那样，而是为了使共和国得到安宁，为了不使他因坚持自己的意见而
挑起一场战斗。

不过克温图斯·卡图路斯在元老院宣读的那封信却大不相同了，卡图路
斯说这封信是以喀提林的名义送给他的，下面就是这封信的原文③：

（35）“路奇乌斯·喀提林致书克温图斯·卡图路斯。你的突出的忠诚
是我深有体会的④，这种忠诚在我遭到极大的危险时曾使我十分感激，因而它
使我有充分的信心向你提出一个请求，我因此决定不为我的不寻常的举动①

进行任何辩解，我向你解释这一举动决不是因为我感到我有罪，并且我深信
你将会承认我的话是公正的。我已被种种不公正的待遇和侮辱逼得走投无
路，因为我被剥夺了我的辛勤劳动的成果并且无法取得荣誉的地位②，所以我
才依照我的习惯做法，把保卫苦难者的利益的大事担当起来；

我这样做也不是因为我个人的财产不足以清偿我个人负的债务（欧列丝
提拉和她的女儿慷慨解囊相助，这甚至使我可以清偿别人的债务），而是因

                                                                                                                                           

债务人不能遭到囚禁而只能用他的财产来抵偿债务。但实际上情务人仍然是没有保障的，他们不能指望债

主对他们发善心，如果他们要求法律的保护，行政长官总是保护债主的利益的。——法译本注，有删节。
④ 根据公元前 86 年的瓦列里乌斯法。维列乌斯·帕特尔库路斯（2.23.2）称这一法令是最可耻的法令

（lexturpissina）. — —英译本
① 由于负族不给平民任何政治权利，平民于是离开罗马并威胁说要另建一个独立的国家。历史上记载了三

次这样的“分离”，公元前 494 年去“圣山”（MonsSacer），公元前 449 年去阿温提努斯山，公元前 287

年去雅尼库路姆山。——英译本
② 今法国马赛，当时是高卢南部的一个重要的贸易中心，后来在恺撤与庞培的斗争中站在庞培一面，公元

前 49 年向恺撤投降。——中译者
③ 作者在这里用 exenokyn一词，表明这封信不是作者本人所与，也不是复述而是信件的原文，因为在古典

作品中引用的演说或书信往往是作者所作而加给书中人物的。——中译者
④ 喀提林同法比娅（参见本书第 15 章）的关系受到指控时，卡图路斯曾为他辩护而免受追究。按克·路·卡

图路斯是打败过金布里人的那个卡图路斯的儿子，又是元老院贵族派的领袖。——英译本注，有补充
① 指诉诸武力的作法，他实际上是去曼利乌斯那里，而下是去马赛利亚。——英译本
② 这里当指他多次竞选执攻官而未能成功之事。——中译者



为我看到庸碌之辈身居高位③，看到我之受到排斥是因为我受到没有根据的怀
疑，正是为了保全我自己还有的威望，我才采取了同我的处境相适应的体面
措施，本来我还可以多写一些，但有人告诉我，我正在受暴力的威胁④。现在
我把欧列丝提拉托付给你，相信你会很好地保护她不受任何侮辱，我以你自
己的孩子的名义恳求你，再会。”

（36）喀提林本人在阿尔列提乌姆一带和盖乌斯·弗拉米尼乌斯一道盘
旋了几天，他利用这一时期给这时已完全被煽动起来想造反的民众提供了武
器，然后就匆匆赶赴曼利乌斯的营地，和他一道安排了棍束⑤和其他权力标
帜。

罗马方面知道了这些情况之后，元老院立刻宣布喀提林和曼利乌斯为国
家的敌人，并且为所有其他参加阴谋的人限定一个日期，要他们在这之前放
下武器以便免遭惩处，只有那些被宣布犯了叛国重罪的人是例外。此外，元
老院还决定由执政官征募军队，安托尼乌斯应立刻率领一支军队去追击喀提
林，西塞罗则负责保卫罗马。

在我看来，罗马人民的统治情况此时比任何时候都更值得惋惜。从日出
到日落的整个世界都被它用武力所征服，听从它的统治；在国内是一片和平
气象并拥有大量财富，这是人类所能期望的最大幸福。但是偏偏在这样的时
候，一些品质邪恶的公民却非要把自己毁灭并把他们的国家毁灭不可。而且，
尽管元老院发布了两道命令，但是所有大量参加阴谋的人当中没有一个人贪
图答应的奖赏而出卖阴谋，没有一个人逃离喀提林的营地；我们国家的许多
公民的精神中毒竟如此之深，简直和染上了瘟疫一样。

（37）这种精神错乱的现象并非仅限于参加了阴谋的那部分人，全体乎
民由于渴望变革都赞同喀提林的计划。特别他们似乎是按照民众通常的做法
行事的，因为在任何国家里，那些没有钱的人总是嫉妒那些好人①，称赞卑贱
的人，憎恨已经确立起来的旧事物，渴望新事物，并且由于他们很不满足自
己的命运，因此希望看到一个全面的变革。在动荡和混乱的环境里，他们是
容易适应的，因为贫穷易于满足并且不会丢掉任何东西。但特别是城市民众
不顾一切地投身到变乱中去，他们这样做有许多理由。首先，所有那些由于
其无耻和胆大妄为而臭名昭著的人物；还有那些在放荡的生活中把祖业挥霍
掉的人；最后，所有那些因不光彩的事情或罪行而不得不离家出走的人，他
们都汇集到罗马这个大污水坑里来。还有许多没有忘记苏拉的胜利的人，当
他们看到普通士兵上升到元老的地位①以及另一些人发了大财②，乃至整天吃
喝玩乐像国王那样过日子的时候，他们每个人自己都希望一旦参加战斗也能

                                                
③ 当指西塞罗、穆列纳和西拉努斯。他们在竞选执政宫时讯曾击败过喀提林。后两个人是公元前 62 年度执

政官。前两人都是“新人”，西拉努斯则出身平民。——法译本注，有补充。
④ 大概指西塞罗使他不得不离开罗马一事。——中译者
⑤ 关于棍束，参阅本书第 18 章有关注释。这表明喀提林和曼利乌斯己自封为执政官，另立同罗马对抗的政

府。——中译者
① 指统治阶级中的有钱人，我国过去也用“殷实。一词表示有钱。一中译者
① 公元前 81 年苏拉不仅使他麾下的士兵进入元老院，而且有的史料还说他把各种人都任命力元老。——法

译本注，有删节。
② F.安多昂指出：“据说一个名叫路奇乌斯·路斯奇乌斯的百人团长在非法宣告时期辽过劫掠页积累了多

这一千万谢斯特尔提乌斯的财产。——法译本



得到类似的胜利果实。在这之外还有在乡下靠手工劳动以维持悲惨生活的年
轻人，他们在公私赠赐的引诱下③宁愿到城里来过闲散无所事事的日子也不愿
从事那可恶的艰苦劳动。这些人和所有别的人一样是靠着损公来养肥自己
的。因此那些贫困、不讲道德又心怀不轨的人对国家像对他们自己那样极不
尊重，这就不使人感到吃惊了。而且，苏拉的胜利对另一部分人则意味着宣
布他们的双亲不受法律保护，丧失财产，限制他们的政治权利，这些人是以
类似的精神期待着一次战争的结果的。最后，不属于元老院一派而属于另一
派的所有的人都宁愿看到政府被推翻，而不想看到自己处于无权的地位，这
就是经过许多年的间隔之后④，国家重新遭到的灾难。

（38）原来自从在格涅乌斯·庞培和玛尔库斯·克拉苏担任执政宫的那
一年⑤保民官的权力被恢复之后，由于年龄和性格而血气方刚的许多青年人⑥

曾取得了很大的权力；于是他们便开始通过抨击元老院鼓动民众，进而用施
舍和许诺进一步煽起他们的情绪，从而使他们自己变得既出名又有影响。

几乎所有的贵族都拼命向他们展开斗争，表面上是为了维护元老院，而
实际上是为了扩大他们自己的力量。要知道，言简意赅他说句老实话吧，自
从那时以来所有攻击政府的那些人使用了各种各样动听的借口，有人说他们
是在捍卫民众的权利，还有人说他们是在维护元老院的成信；但是在为了公
众利益的伪装之下，实际上每个人都是在为了自己向上爬而卖力。这样的人
在他们的斗争中既不能克制自己又没有节制，任何一方在胜利时，都是残酷
无情地对待对方的。

（39）但是，自从格涅乌斯·庞培被派出去进行肃清海盗的战争以及对
米特拉达特斯的战争①之后，民众的力量就被削弱而寡头的力量加强了。寡头
手里拥有高级官吏的职位，各行省以及其他一切；他们本身都有钱，又是戒
备森严的，他们过的是无所担心的日子并且用法庭对别人造成恐怖气氛，这
样则当他们自己身居官位时，他们可以比较容易地操纵民众②。但是一旦政治
形势变得不稳定而有爆发动乱的危险时，旧日的争论便使他们的情绪重新激
化起来。如果喀提林在第一次战斗中取得胜利或他只是保存下了自己的力量
朱被击溃，则毫无疑问国家将会遭到可怕的屠杀和灾难。不过胜利者本身也
不会长久享受他们的胜利，因为一个更强的对手③会在他们精疲力尽的时候从
他们手中夺取最高统治权，还有他们的自由。

即使如此，许多没有参加阴谋的许多人在敌对行动开始时还是投身到喀
提林那里去。在这里面有一个名叫富尔维乌斯的人，他是一位元老的儿子，

                                                
③ 童选育部把民众当作拉拢的对象，而且这还使人想起后采优维纳利斯所说的无偿提供给罗马民众的

panemetcircenses（面包与马戏）。——中译者
④ 从苏拉削减保民官的权利（公元前 81 年）到庞培恢复这些权利（公元前 70 年）这段时间实际上是 11 年。

——英译本
⑤ 公元前 70 年。——英译本
⑥ 担任级别不高的保民官的多是青年人。——中译者
① 庞培进行这可次战争是根据玛尼利乌斯法和们比尼乌斯法的授权。——中译者
② 原文这星不甚清楚。“别人”（Ceteros）似指政治力量比较软弱的贵族。这样，当权的一派用追究的威

胁使对方沉默之后，便能对民众采取一种比较和解的态度。——英译本
③ 这里似乎指克拉苏（参见本书第 17 章）或恺撒，因为他虽然没有参加阴谋句由于全面的动乱而自己捞到

了好处。——英译本



但此人因他父亲的命令在途中被捉了回来并被处死了。
在这一时期当中，朗图路斯在罗马这里按照喀提林的指示由他本人或是

通过别人向他认为就平日的表现或财产状况而论必然会同情变革的那些人作
工作——这中间不仅有公民，还有各种各样身分的人，只要在战争中他们有
一点用处的话。

（40）因此他便指令一个名叫普布利乌斯，翁布列努斯的人①设法去和阿
洛布罗吉斯人②的使节们会晤，并且，如果有可能的话，诱使他们和阴谋者联
合起来进行这一战争。他知道阿洛布罗吉斯人会很愿意被说服参加这一行
动，因为他们正承受着公私债务的重担。而且高卢民族生性就是好战的③。翁
布列努斯曾在高卢人那里经营过银钱业④，而他个人也同那里许多地方的显要
人物熟识；因此当他在广场上看到他们的使节时，立刻就上前就他们国内的
情况提出一些问题，并且装出为他们的遭遇很难过的样子。他开始问他们，
对这样严重的苦难，他们希望采取怎样的解决办法。当他听到他们抱怨高级
官吏的贪得无厌，谴责元老院不给他们任何帮助并且说只有死亡才能使他们
摆脱苦难时，于是他就说：“是啊，只要你们愿意做堂堂正正的男子汉的话，
我本人可以泄露给你们一个计划，这个计划将使你们得以摆脱你们正在遭受
的巨大苦难。”

当翁布列努斯说这话的时候，阿洛布罗吉斯人感到有了最大的希望，于
是请求他可怜他们。他们表示，只要这可以使他们的国家摆脱债务，他们甘
愿担起任何危险或困难的任务。于是他便把他们带到德奇姆斯·布路图斯的
家里去，他住的地方离罗马广场不远并且由于显普洛妮恤的关系而他必然同
他们的阴谋有瓜葛①；不过当时的情况是，布路图斯并不在罗马。他还派人把
伽比尼马斯②也召了来，这会使得他要说的话有更大的分量。当伽比尼乌斯到
来时，翁布列努斯便介绍了阴谋的全部计划，列举了参加者的名字，并且为
了鼓起使节们更大的勇气，他还把同阴谋根本无关的各个等级的人也都扯了
进来；然后，在保证给予协助之后③。他便把他们遣送回国了。

（41）但是阿洛布罗吉斯人长时期不能决定是否参加这一阴谋活动，一
方面是他们的债务，他们的好战性格以及战争胜利后可能取得大量战利品的
前景；另一方面则是元老院的更为强大的实力，无需冒险的做法和肯定可以
得到的奖赏而不是捉摸不定的希望。他们作了上述一番考虑④，最后共和国的

                                                
① 从西塞罗的反喀提林的演说知道此人是一个枕释奴隶。——法译本
② 阿洛布罗吉斯人是高卢东南部属于凯尔特人的一个民族，他们是公元前 121 年被克温图斯·法比乌斯·玛

克西姆斯征服的。他们的土地在今天的罗讷河和伊塞尔河之间，日内瓦湖以北。——中译者
③ 长久以来高卢人就是罗马难以应付的对象，这一点从随后恺撒对高卢的征服（见之于他的《高卢战记》），

可以得到证实。——中译者
④ 银钱业者（negotiatires）从事贷款、收税和各种公共契约活动。——英译本
① 参见本书第 25 章。——法译本
② 这个伽比尼乌斯是骑士等级出身的，罗马包税人都是来自骑士等级。这一情况当然会对呵洛布罗吉斯人

的使节的情绪发生影响。——法译本
③ 英译本理解为翁布列努斯保证给阿洛布罗吉斯人以协助，而法译本则理解为阿洛布罗吉斯人保证给予协

助，并在注中说，西塞罗在反喀提林的演说中明确指出，阿洛布罗吉斯人答应在山北高卢鼓动战争并派来

骑兵部队。——中译者
④ 如果阿洛布罗吉斯人背叛了阴谋者的信任并向元老院一派揭露全部计划，他们肯定能得到拥有巨大资源



福星使他们倒向共和国的一方⑤。
于是他们把他们刚刚了解到的全部阴谋泄露给他们的国家的主要保护人

克温图斯·法比乌斯·桑伽⑥，而西塞罗从桑伽那里知道了阴谋计划①之后，
便指示使节装作对阴谋很感兴趣的样子，同阴谋的其他参加者②接近，作出慷
慨的许诺并且尽一切努力使阴谋者的罪行尽可能清楚地暴露出来。

（42）大约就在这同时，在山南和山北高卢以及在皮凯努姆、在布路提
乌姆诸地区和在阿普利亚都发生了骚动。原来，先被喀提林派出去的那些人
正在立刻把一切都办起来，但他们干得很轻率，几乎像是神经失常的样子。
他们在夜间集会，运送各种武器，匆匆忙忙地到处活动，通过这一切他们造
成的更多是一种草木皆兵的气氛，而不是实际的危险。行政长官克温图斯·梅
待路斯·凯列尔根据元老院的一个命令，曾审讯了阴谋的一些参加者并把他
们投入监狱，盖乌斯·穆列纳③在山南高卢④也学了他的做法，当时他正在以
副帅身分治理那一行省。

（43）但是在罗马，朗图路斯和阴谋的其他领袖在纠合了在他们看来是
相当大的一支力量之后，便作了这样的安排，喀提林和他的军队一经到达费
祖莱地区⑤，保民官路奇乌斯·贝斯提亚应立刻召集人民大会⑥，谴责西塞罗
的行为，而把挑起一场危险的战争的臭名加给这位最优秀的执政官。对参加
阴谋的其他人来说，这乃是在当天夜里实现他们的一些活动的一个信号。据
说分配给他们的任务是这样：司塔提利乌斯和伽比尼乌斯带着一大批人同时
在罗马的十二个重要地点放火，这是为了在随后引起的混乱当中人们更容易
接近执政官和作为阴谋攻击对象的其他人。凯提古斯按约定要去包围西塞罗
的住宅的大门并向他发起进攻。另一方面，其他人也各自分配了进攻的对象。
有些家族的长子，其中多数是显贵，则要把自己的父亲杀死。然后，当全城

                                                                                                                                           

的人们的感谢，这些巨大资源还能以通过向债权人清偿债务而使他们摆脱困境。——法译本
⑤ 所有罗马的历史学家都有一个共通的倾向，那就是把国家受益的一切没有料到的好运都归之于罗马人民

的幸运（FortnnapuUica 或 FOrtunapoptlliRol11ani）。罗马这次过脱了它所遇到过的一次最大的危险，作者

认为这当然要感谢幸运。——法译本
⑥ 桑伽保管阿洛布罗吉斯人在罗马的利益。他的这一职务是从他父亲克温图期。法比乌斯·玛克西姆斯·阿

洛布罗吉库斯那里继承来的，他父亲由于征服了阿洛布罗吉斯人而取得阿冶布罗吉库斯的称号。一英译本
① 这里具体指阴谋者想抱阿洛布罗吉斯人拉进来的计划，因为原来的计划西塞罗早已知道了。——英译本
② 就是说翁布列另斯和伽比尼乌斯以外的参加者。——英译本
③ 此人是刚当选为执政官的那个路奇乌斯·李奇尼乌斯·穆列纳的兄弟。F.安多昂指出，“先前他曾以副

帅身分陪同过他的兄弟（公元前 64 年同行政长官），后来又以同样的头衔（Legatuspraeerat）回到行省，

但这次他有了长官的权力：这是根据元老院的一项特殊的命令授予的。”——法译本
④ 据西塞罗的《为穆列纳辩护的演说》（oratioproMurena）（第 41 章），应当是山北高卢（GalliaUlterior）。

这是作者的误记还是抄本的错误则无法确定。——英译本
⑤ F.安多昂认为，如果原文不予变动的话，那么作者在这里就有了个疏忽之处。因为这里的记述和本书第

32、43、44 章以及西塞罗的反喀提休的演说（3、4、8、4、2、4）所说的不一致。而按这些地方所说，至

多在两天时间里，喀提林已经应当离开费用莱来到罗马附近并且响应按约定在城里活动的阴谋者。——法

译本注，有删节。
⑥ 这次大会本来应当在贝斯提亚就职的当天召开，也就是说在 12 月 10 日。这是阴谋者的最初的计划，但

作者忘记指出这计划因情况改变也随之作了改变。凯提古斯主张立到行动，但后来人们按照朗图路斯的提

议改为 12 月 19 日（农神节开始之日）实现阴谋活动。——法译本注，有删节



都因杀人放火的勾当而惊惶失措时，他们全体应冲出城外同喀提林会合。
在进行这些准备工作和作出安排时，凯提古斯一直抱怨他的同谋者的冷

淡态度，他坚持认为，由于他们的观望和拖延，他们放过了不少最有利的时
机。他还认为，这样一种危机时刻需要的是行动，而不是慎重的考虑，如果
有些人愿意协助他，他自己就可以去进攻元老院，即使其余的人都胆小如鼠
也没有关系。他生来就是个爱争吵、性情暴烈和急躁的人，他最为重视的就
是火速行事。

（44）另一方面，阿洛布罗吉斯人则按照西塞罗的意见，通过伽比尼乌
斯而同其他的阴谋分子进行了接触。他们要求朗图路斯、凯提古斯、司塔提
利乌斯还有卡西乌斯给他们一纸经过签署的书面保证，这样他们可以拿给他
们的国人看，并表示如果不这样，便无法轻易地使他们参加这样重大的一个
事件。其他人都毫不怀疑地照办了；但是卡西乌斯却答应他不久就去高卢，
继而就在使节之前离开了罗马。朗图路斯派了一个名叫提图斯·沃尔图尔奇
乌斯的克罗托那人陪同阿洛布罗吉斯人，这样在他们返回的路上他们可以和
喀提林以相互保证忠诚的方式把联盟关系确定下来。他又要沃尔图尔奇乌斯
带一封信给喀提林，下面就是这封信的原文①：

“我是谁②，从给我捎信的人那里你可以知道。请注意不要忘记你当前的
危险处境并且记住你是一位堂堂正正的男子汉。请考虑你的计划还需要什
么；要从四面八方，甚至从最下层的人们当中寻求支持。”

此外，他还要沃尔图尔奇乌斯给喀提林带一个口信，问他当他被元老院
宣布为叛国者的时候，为什么他要拒绝奴隶的帮助。在罗马这里，一切都已
按照他的命令准备妥当，他本人应毫不犹豫地迫近罗马城。

（45）做完了这样的安排并且确定阿洛布罗吉斯人在哪天夜里离开罗马
之后，通过使节把一切都了解得一清二楚的西塞罗便下令行政长官路奇乌
斯。瓦列里乌斯·弗拉库斯和盖乌斯。彭普提努斯在穆尔维乌斯桥那里伺伏
阿洛布罗吉斯人和护送他们的人并把他们逮捕。他十分详细地向他们说明了
派他们去的目的，但是整个行动如何安排则由他们自己去考虑。于是在军事
方面经验丰富的两位行政长官不声不响地下命令布置了岗哨，暗中把桥包围
起来。使节们和沃尔图尔奇乌斯一经到达这里并听到他们两侧同时发出的呼
叫声，高卢人很快就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便立即向行政长官投降了。沃尔
图尔奇乌斯开头还激励自己的同伴并抽出剑来反抗数量上占优势的敌人；但
是当他看到自己被阿洛布罗吉斯人抛弃的时候，他也就恳切地哀求他所认识
的彭普提努斯救他，但最后，对自己的生命安全既担心又绝望的沃尔图尔奇
乌斯就像投降敌人似地向行政长官投降了。

（46）这里的一切结束之后，很快便有使者派出去向执政官报告详细的
经过；执政官这方面虽然十分高兴，同时又感到深深的焦虑。要知道，揭露
叛国阴谋从而使罗马得救免于危险的消息固然使他高兴，但是看到有这样地
位的公民竟被发现犯有如此可怕的叛国罪行，这又使他感到苦恼，不知道应
当怎样做才好。他认识到对他们的惩罚将会是他身上的一个沉重的负担。如

                                                
① 西塞罗在反喀提林的演说里也引用了这封信（3，5，12），两封信的内容大致相同但文字不完全一样。

把二者加以比较可以看出，作者这里引用的是书信的原文，而西塞罗只是凭记忆加以至述。——法译本
② 看来朗图路斯此信不仅没有加盖封印，甚至没有用通常书信的体裁来开头：LentulusCatilinaeS.——法泽

本



果不惩办他们，共和国就要被断送。
因此他便下定决心，要人把朗图路斯、凯提古斯、司塔提利乌斯和伽比

尼乌斯召唤到自己这里来，此外还有一个名叫凯帕里乌斯的提拉乞那人也受
到了召唤，这个人当时正准备到阿普利亚去，以便把那里的奴隶发动起来。

所有其他人立刻都到了，但是在这之前不久已离开了家的凯帕里乌斯知
道阴谋已经败露，便逃出了罗马。由于朗图路斯是行政长官，所以他由执政
官亲自领着去协和神殿①，其余的人则在队伍的押解下跟随于后。在那里他召
开元老院的会议，而在参加会议者到齐之后，他便把沃尔图尔奇乌斯和使节
们领了进来。他命令行政长官弗拉库斯把有关文件和他从阿洛布罗吉斯人那
里得到的信都带到这里来。

（47）当人们问沃尔图尔奇乌斯他这次出行的目的是什么还有他所带的
信用意何在，总之就是他的计划是什么以及他这样做的动机的时候，开头他
编造了另外的情节并否认了解阴谋的内情。后来当人们以国家的名义保证可
以赦免揭发者的时候，他才把整个事件原原本本地招供出来。他还说他只不
过是在几天之前才被伽比尼乌斯和凯帕里乌斯拖到阴谋里来的，因此他并不
比使节们知道更多的事情：只是他常常听伽比尼乌斯说普布利乌斯·奥特洛
尼乌斯、赛尔维乌斯·苏拉、路奇乌斯·瓦尔恭泰乌所以及别的许多人也参
加了阴谋。高卢人作了同样的证言，而当朗图略所不承认自己有罪的时候，
他们便不仅向他出示了他的信件，而且还提到他平时经常说的话，那就是，
在西比拉预言书①里曾预言有三个科尔涅利乌斯要统治罗马；前面已经有了秦
纳和苏拉②，而他就是第三个要成为罗马主人的科尔涅利乌斯。他还说这是朱
比特神殿被焚烧③以来的第二十年，而由于出现了不祥之兆，预言者常说这一
年要沾上内战的鲜血。因此，当每个人先确认是自己的封印④而后把信部念完
时，元老院决定，朗图路斯在交卸自己的职务之后他和其余的人便分别被委
托有关的人加以监外看管⑤。结果是：朗图路斯交给了这时担任营造官的普布
利乌斯·朗图路斯·司宾提尔；凯提古斯交给了克温图斯·科尔尼菲奇乌斯；
司塔提利乌斯交给了盖乌斯·恺撒；伽比尼乌斯交给了玛尔库斯·克拉苏；
凯帕里乌斯（因为他刚被逮捕并带了回来）则交给了一位名叫格涅乌斯·提
伦提乌斯的元老。

（48）阴谋被揭发之后⑥，开头希望改换统治者从而急于想看到战争爆发

                                                
① 元老院会议准备在这里举行。——英译本
① 西比拉预言书传说最早来自希腊，从高傲者塔克文统治时期起便保存在朱比特神殿的一个石匣里，书中

保有女巫西比拉降神时所说的诗句：其中有关于罗马命运的预言。神殿大火后此书被焚，后来又从各地加

以搜集，各地神殿后来也有自己的预言书副本，但彼此间出入很大，政府不得不一再就此作出规定。按有

一个预言说 C.C.c·要相继统治罗马，为此人们普遍认为每一个 C 都代表科尔涅利乌斯家族的一名成。员。

——法译本注，有补充。
② 科尔涅利乌斯·秦纳的统治时期是公元前 86 年到公元前 84 年，他是被士兵暗示的；科尔涅利乌斯·苏

拉的统治时期是从公元前 82 年到公元前 78 年他死的时候。——法译本
③ 神殿被焚是公元前 83 年 7 月 6 日的事。——法译本
④ 这样做是为了表明信并不是伪造的。——法译本
⑤ 这种做法和今天的所谓“保释”有类似之处，每一被告都要交给一位有身分的公民加以看管，监管人要

负责使他按时出庭受审。——英译本
⑥ 在元老院 12 月 3 日的会议之后，西塞罗发表了第三篇反喀提林的演说并把刚刚发生的一切告诉了人民。



的民众，这时却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痛斥喀提林的计划，另一方面，
他们却把西塞罗捧到天上去，表现得如此欢欣鼓舞，就好像他们已经摆脱了
奴役似的。要知道，虽然他们相信其他的战争行动会使他们得到战利品而不
会给他们造成损失，但是他们却认为一场全面的大火对于他们本身来说，是
残酷、恐怖而且是特别具有灾难性的，因为他们除了他们每日的食品和衣物
之外是一无所有的。

第二天，一个名叫路奇乌斯·塔尔克维尼乌斯的人被带到元老院来；据
说这个人正在逃向喀提林那里，他是被捉住之后，给带回到这里来的。他表
示如果国家答应赦免他，他将提供有关阴谋的证据，因此当执政官请他把他
所知道的讲出来的时候，他向元老院提供的证言实际上就是沃尔图尔奇乌斯
关于打算放火、谋杀忠于当局的人和叛乱者进军罗马的那些。他还说玛尔库
斯·克拉苏曾派他去告诉喀提林，不要因为朗图路斯、凯提古斯和其他阴谋
参加者被逮捕而惊惶失措，而是要更快地到罗马来，这样他们便能使其余人
们的精神重新振作起来，并且他们能更容易地摆脱自己的危险。

但是，当塔尔克维尼乌斯提到克拉苏这位极为富有而且地位又极高的权
贵的名字时，一些人认为这种指控是不可信的①，但另一些人则认为指控是真
的，只是他们认为在这样一种危急时刻，对如此有势力的人物只能安抚而不
能激怒。那里还有许多人是由于私人的业务关系曾受惠于克拉苏的②。所有这
些人都高声坚持说，这指控是毫无根据的，他们要求把这事交元老院考虑。
因此，根据西塞罗的提议，元老院的全体会议决定，既然塔尔克维尼乌斯的
证言看来是假的，就应当把他监管起来，今后也不许他再出席听证的会议，
除非他把唆使他在如此重大问题上进行诬告的人的名字揭发出来。

当时有些人相信这一指控是普布利乌斯·奥特洛尼乌斯捏造出来的，意
在提出克拉苏的名字并把他拖进这一危险的阴谋之后，他可以用克拉苏的影
响来庇护其余的人。还有的人认为塔尔克维尼乌斯受了西塞罗的唆使，这是
为了防止克拉苏按照他的习惯担起给坏人辩护的责任①，从而无法为国家制造
麻烦②。而我后来就听克拉苏本人确认，这是西塞罗对他的严重侮辱。

（49）但是就在这个时候，克温图斯·卡图路斯和盖乌斯·皮索无论是
用恳求、施加影响，还是用行贿的办法都不能诱使西塞罗通过阿洛布罗吉斯
人或别的某些证人对盖乌斯·恺撒进行诬陷。

原来这两个人都是悄撒的不共戴天的私敌。皮索所以如此是因为在他受
到犯勒索罪的起诉③时，恺撒还指控他不公道地处死一个山北高卢人，卡图路

                                                                                                                                           

——法译本
① 克拉苏和喀提林的勾结真不可信么？克拉苏在公元前 65 年，特别公元前 64 年的竞选中是支持过喀提林

的，这就给西塞罗的竞选造成了困难。——法译本
② 这里不单是指欠克拉苏钱的那些人，他还以他巨大的财富接济过许多破产的贵族：从而取得他们的好感。

普鲁培克指出（《克拉苏传》，第 7 章），他曾以各种方式帮助过各种各样的人，这有助于加强他的政治

影响。——法译本
① 克拉苏曾经由于为庞培、恺撤和西塞罗都不肯为之辩护的那些人担起辩护的责任，从而获得很高的声望

（参见普鲁塔克：《克拉苏传》（iii，2）。——英译本
② 如果对克拉苏的指控属实，那他本人就成了叛乱分子，谈不上为阴谋辩护的问题，那他对国家便是极大

的威胁，不是无法为国家制造麻烦（colitllrbaret）了。——中译者
③ 这次起诉是由阿洛布罗吉斯人提出的。作为该行省保护人的恺撤又附加提出了这一指控。西塞罗为皮索



斯恨他则起因于他之竞选最高司祭的职位，因为以他这样的高龄和担任过最
高官职的人竟败在恺撤这样一个同他相比只不过是个青年人④的手里。而且，
看来这时正是对恺撒发动攻击的一个好机会，因为这时由于他在私生活中一
向以慷慨知名并且在担任公职时期给予别人以豪奢的款待因而身负巨额的债
务。但是当他们不能说服执政官采取这样一个蛮横无礼的措施时①，他们就自
己动手干了起来：他们散布仿佛是从沃尔图尔奇乌斯或阿洛布罗吉斯人那里
听来的伪造的消息，煽动人们对悄撒的仇视情绪到如此程度，乃至在协和神
殿四周担任武装警卫任务的一些罗马骑士由于感到危险的严重性或由于他们
按捺不住自己的激愤情绪，他们竟敢在恺撤离开元老院时用刀剑威胁他，以
便更明确地表现他们对祖国的忠诚②。

（50）正当在元老院内部发生这一切，并且决定把报酬给予阿洛布罗吉
斯人的使节和提图斯·沃尔图尔奇乌斯的时候，当他们提供的情况被证实是
真实的时候，朗图路斯的被释奴隶和他的一些门客则在街上到处活动，试图
把工匠和奴隶发动起来挽救他，而另一些人则去找歹徒们的头目③，这些人只
要给钱是随时能够造成社会动乱的。凯提古斯也派人到他的奴隶和被释奴隶
那里去——这是一个精干的、训练有素的队伍——请求他们勇敢地动作起
来，集合起自己的队伍，拿起武器强行冲到他这里来。

当执政官得知这些计划之后，他便按当时情况的需要布置了警卫的岗哨
④，并且召开元老院的会议⑤提出了应当如何处理交付监管的那些人的问题，
因为就在这不久之前，元老院曾在全体会议⑥上决议，这些人犯了背叛祖国的
罪。

这时，按规定就这些被监管者的命运以及有关路奇乌斯·卡西乌斯、普
布利乌斯·富里乌斯、普布利乌斯、翁布列努斯和提图斯·安尼乌斯——如
果他们被缉拿归案的话——的命运第一个发表意见的应当是当选的执政官德
奇姆斯·尤尼乌斯·西拉努斯，西拉努期的意见是把他们全部处以死刑。后
来，在盖乌斯·恺撒发言的很大影响下，他又说，表决时如果需要分开的话①，
那么他赞同提贝里乌斯·尼禄的意见——尼禄只建议先加强警卫部队的力

                                                                                                                                           

进行了辩护并使他免受追究，参见西塞罗的《为弗拉库斯的辩护》（第 39、98 章）。——英译本
④ 这时恺撒只有 37 岁左右。——英泽本，有改动。
① 从这里可以看到，甚至撒路斯提乌斯也不能不承认西塞罗的正直，在贪污成风的罗马共和国末期西塞罗

的这种品质是十分突出的。参见拙译《恺撒评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 年版）《译序》中《西塞

罗和恺撒）一节。——中译者
② 据苏埃托尼乌斯的记述（《优利乌斯传》，第 14 章），拔刀向恺撒进行威胁一事是在元老院辩论如何惩

处阴谋分子的时候。——英译本
③ 这里当指米洛和克劳狄乌斯主流手下的那些人。——英译本
④ 他巴卡披托利乌姆山的卫队和一队骑兵交给了阿尔提库斯（见西塞罗：《致阿提库斯书》，H，1，7。）

——法译本
⑤ 这次会议是公元前 63 年 12 月 5 日在协和神殿召开的。——法译本
⑥ 这次会议是在前一天即 12 月 4 日召开的。如果元老院全会的人数和苏拉时期相同的话，那么全会的人数

至少要有 600 人。——法译本
① 在元老院成员都表示了自己的意见之后，支持某一措施的人站到元老院的一方，而反对的站在另一方，

然后计数表决。——英译本



量，以后再讨论这个问题②。但是轮到悄撒发言并且执政官向他征求意见时，
恺撒的发言是这样：

（51）“各位元老，考虑困难问题的任何人都应当把憎恨和友情，愤怒
和怜悯抛弃。如果有这些情绪的干扰的话，人们就不容易把真理分辨出来，
也从来没有一个人在不能控制自己情绪的情况下还能维护自己最重大的利
益，如果你运用理智的话，它会充分发挥自己的作用，如果你受制于感情，
让感情控制了你，你的思维活动便软弱无力了。元老们，这里我可以举很多
例子，说明过去国王和各族人民由于受愤怒或怜悯之心的影响而作出了错误
的判断。但是我却宁愿向你们提醒过去的这样一些情况，当时我们的祖先由
于不受情绪的摆布而作出了公正合理的行动。

当我们为反对国王柏尔修斯而进行马其顿战争③的时候，由于罗马人民的
支持才成长起来的罗得斯人的光荣伟大的国家对我们不忠，对我们采取仇视
态度④。但是战争结束厄罗得斯人的问题付诸讨论时，我们的祖先却不如惩罚
地放走了他们，因为他们担心有人会说引起宣战的是罗得斯人的财富而不是
对于他们所干坏事的憎恶。

同样的，在全部几次布匿战争期间，尽管迹大基人在和平时期以及在停
战期间往往于出许多可恶的事情，罗马人即使在有机会的时候也决不进行报
复，他们考虑的是应当怎样做才符合他们的尊严，而不是法律容许他们对他
们的敌人进行报复到什么程度。元老们，你们同样应当小心，不要使普布利
乌斯·朗图路斯和其余人们的罪行在你们心目中较之你们自己的尊严占有更
大的分量，应当小心不要更多考虑你们的愤怒，而不考虑你们美好的名声，
如果可以找到一种同他们的罪行相适应的惩罚，那末我便赞同这一没有前例
可循的惩罚。但是，如果罪行的严重超过所有人所能想像的程度，我却建议
我们的惩罚应当在法律规定的限度以内。

“在我之前发表了自己意见的人们，大多数都以完美和崇高的词句对共
和国的命运表示了惋惜之情。他们列举了战争的恐怖情景以及被征服者会遭
到的苦难，少女和少男遭到蹂躏，小孩子们从他们的双亲的怀抱中被夺走，
家庭的女主人要屈从胜利者的意旨，神殿和家宅遭到劫掠，还有杀人放火的
勾当；简言之，到处都是武器和尸首，鲜血和眼泪。但是，不朽的诸神在上！
他们讲这些话的目的是什么？是不是要你们厌恶阴谋？你们会认为，一个不
曾被如此骇人听闻、如此残酷的罪行所触动的人竟会被一篇演说煽动起来！
不，不是这样的；没有一个人认为他自己所受的侮辱是无关重要的；的确，
许多人习惯于对它们厌恶到超过应有的程度。但是，元老们，并不是所有的
人都能得到同样的行动自由，如果是那些默默无闻的卑微的人物由于愤怒而
犯了任何罪行的话，那只有根少的人知道，他们的名声和命运是相适应的；

                                                
② 这里表明元老庄发表了自己的意见之后，还可以作补充说明。——法译本注，有删节。
③ 历史上称之为第三次马其顿战争，战争的结果是柏尔修斯在皮沧那被打败（公元前 168 年）。——英译

本
④ 就在皮德那一战（公元前 168 年）之前，罗得斯人害怕他们的贸易受到影响，曾用战争对罗马人进行威

胁，除非他们同柏尔修斯缔结和约。但是老加图在部分保存下来的一篇演说里（《盖利乌斯》，6，3）说

服罗马人不要进行报复。但是罗得斯人由于失去了他们在吕奇亚和十里亚的财产而受到了惩罚，这些则产

过去是罗马人由于回报他们在同安条克的战争中给予罗马人的协助而赠送给他们的。——英译本



但是那些有巨大权力和一生拥有崇高地位的人们①的活动便受到世人的注
意。因此就发生这样的情况，占居最高地位的人，他们却最少行动的自由。

在这里不应有偏颇不公和憎恶情绪的地位，更不用说愤怒了。要知道，
在别人身上被称为忿怒的东西，在一位领袖身上就是横做和残暴。

“元老们，依照我的意见，则我认为对于这些人的罪行来说，任何惩罚
都不是过分的；而大多数人他们记得的只是刚刚发生的事情，在不信神的恶
人身上，则人们忘记他们的罪过，却要反复研究他们所受到的惩罚，如果这
惩罚比通常的惩罚要严厉一些的话。我深信，德奇姆斯·西拉努斯这位豪放
果敢的人物②，他说出他说过的那番话乃是出于爱国之心，而在这样一个重大
的事件上，他既没有表现对谁的偏爱，也没有表现对谁的敌意。此公的品格
和节制我是深为了解的。不过他的建议，在我看来，我不能说是残酷的——

在问题涉及这样的一些人时，怎么能说是残酷呢——但却不符合我们国
家的传统精神。说老实话，西拉努斯，是恐惧或罪行的严重才使你这位当选
执政官赞同法律过去没有规定过的惩罚的。至于恐惧，那是没有必要谈的，
特别是由于我们的杰出执政官的警戒措施，我们已经有了这样强大的一支警
卫队伍枕戈待命了。至于惩罚，我只能讲一句老实话，这就是在悲伤和苦难
当中，死亡乃是苦恼的一种解脱，而不是惩罚；它结束人间的一切不幸，不
可能再有优愁或欢乐出现的任何余地了③。

“但是，老天在上！西拉努斯，你为什么提出附加的意见，说这些人首
先应当遭到笞打呢？是不是因为波尔奇乌斯法①禁止这样做？是的，但是还有
别的法律②，它们也规定即使罗马公民被发现犯了罪也不能消灭他们的肉体，
而只是允许他们亡命算了。是不是因为笞打比处以死刑更加严酷呢？对于犯
下了如此重大罪行的人们来说，有什么惩罚是严厉的或过于残酷的呢？但
是，如果说这是因为笞打又是比较轻的惩罚的话，那么在细微的枝节上尊重
法律而在更加重要的地方却又无视法律这能够说是前后一致吗？③

“但是，你会说，谁会抱怨为了对付背叛祖国的人而通过的一项法令呢？
那么，我要回答说，是时间、流逝的岁月和命运，各个国家部受命运的难以
捉摸的脾气的摆布。无论用什么办法来处置这些罪犯，他们都是罪有应得的；
但是元老们，你们应当考虑你们的行动对其他罪犯造成的影响。所有坏的先
例都是从好的具体事件产生出来的；但是当国家的统治权落人无能之辈或坏
人手里去的时候，你们的新的先例便从罪有应得的那些人身上转到罪不应得
和无辜的人们身上去了。

“拉凯戴盂人在他们征服了雅典人之后曾安排了 30 名长官对他们进行

                                                
① 这里指元老。——法译本
② 这是元老院发育的一种套话，并不说明恺撒对西拉努斯就是这种估价。——法译本注，有删节。
③ 这反映了伊壁鸠鲁的看法，他的学说在恺撒时代十分流行。——法译本
① 罗马历史上有三个波尔奇乌斯法，我们不了解它们的具体条文，但笞打或处死罗马公民的行为是受到禁

止的。——英译本
② 名为瓦列里乌斯法的一些法律，还有盖乌斯·格拉古的一项法律。——英译本
③ 西位努斯要处死罗马公民的建议是破坏波尔奇乌斯法和其他有关法律的。如果他认为笞打过于残酷而不

使用它，那么他就是把囚犯的罪行缩小到最低限度：但如果他认为死刑是更加严厉的惩罚，那么他就违犯

了法律的更加重要的部分，特别是因为罪犯还未经正式审判和判刑。——英译本



统治④。这些人开始的时候不经审判便处死了那些最坏的和受到普遍憎恨的公
民①，人民对此欢欣鼓舞，拍手称快，说他们干得好。但是后来他们逐渐胡作
非为起来，僭主们不分好人坏人一律随他们的高兴想杀就杀并且吓住了其余
的人。这样这个国家便受到了奴役并且不得不为了自己愚蠢的欢欣而受到了
沉重的惩罚。

“我们自己部记得，当征服者苏拉下令处死了达玛西普斯②和依靠共和国
的灾难而飞黄腾达的其他这类人的时候，有谁不曾称赞他的行为呢？所有的
人都宣称，那些通过内战而危害祖国的罪恶的阴谋家是罪有应得的。但那只
是一场大屠杀的开头；要知道，不论任何时候，只要任何一个人觊觎另一个
人在城里或乡间的房屋，最后甚或他的财物或他的衣服，他就设法把这个人
列到被宣告不受法律保护者的名单上。这样，那些曾因达玛西普斯之被处死
而欢欣鼓舞的人不久他们自己也就被匆匆忙忙地推向刑场，并且直到苏拉使
所有追随他的人都大发横财之后屠杀才告中止。

“我个人认为，无论对玛尔库斯·图利乌斯还是对我们的时代来说，我
都根本不担心会发生那样的事情，但是在这样一个巨大的共和国里，人是千
差万别的，什么人部有。很可能在今后一个什么时候，当另外的一个什么人
成了执政官井同样统率着一支军队的时候，人们可以相信，他确实是能干出
某种坏事来的。当一位执政官依照这样的先例，遵从元老院的命令把刀抽出
来的时候，有谁能给他划一条界线，又有谁能限制他呢？

“元老们，我们的祖先是决不缺少智慧或勇气的，但他们的自尊心却不
妨碍他们吸收外国的作法，只要那些作法是可取的①。从萨漠奈人那里，他们
采用了他们的大多数的进攻和防御武器②；从埃特路里亚人那里，他们采用了
他们的长官的大部分的标记。总之，只要他们在联盟者甚至敌人那里发现适
合于他们的东西，他们便极为热心地行之于国内，而对于成功的事物他们是
宁愿仿效而不是嫉妒。但是，就在那同一个时代，他们却按照希腊人的习惯③

答打公民并且对犯罪的人处以极刑。后来，当国家趋于成熟并由于人口增多
而发生派别之争的时候；当无辜者开始受到迫害而这类的其他坏事也干了出
来的时候，他们于是便制订了波尔奇乌斯法以及其他有关法律，允许被判罪
的人选择放逐的惩罚。元老们，我认为这就是一个特别令人信服的理由，说

                                                
④ 在伯罗奔尼撒战争结束时（公元前 404 年），拉凯戴孟人（即斯巴达人）试图在每一附属国中扶植当地

的一批贵族以便对它们进行统治。雅典的“三十僭主”在 8 个月左右的胡作非为的统治之后，被赶了出去。

——英译本
① 色诺芬（《希腊史》，Ⅱ，3，12）说三十僭主处死的首先是雅典贵族最恨的告密者。——法译本注，有

删节。
② 路奇乌斯。李奇尼乌斯·达玛两普斯是马略派，公元前 82 年他担任行政长官时，曾处死赞同苏拉的阴谋

的卡尔波、最高司余司凯沃拉、安提斯提乌斯和其他人。因此苏拉在占领罗马后，首先便处死达玛西普斯，

同时落到他手中的三四千名犯人也被处死在玛尔斯广场上。——法译本注，有删节。
① 参见《罗马盛衰原因论》（商务版）第 2 章，特别还是结尾部分，波利比乌斯也指出（（vi，25，11），

罗马人很快便能学到其他民族的最好的东西——法译本
② 这种说法有可商榷之处，但是萨谟亲人同罗马人进行过长期而激烈的斗争，在这种情况，罗马人吸收他

们的东西当然也在情理之中。——法译本注，有删节。
③ 按照传统的说法，公元前 449 年公布的十二铜表法是以雅典和其他希腊城市的法律为依据的，为此罗马

曾派出一个专门委员会。——英译本



明为什么我们不应当采纳一项新的政策。用贫乏的资源创造了这一如此强大
国家的那些人较之我们这些勉强保住了他们光荣地挣得的产业的人肯定是有
更大的优点和智慧的。

“如此说来，是不是我建议允许罪犯离开，任凭他们去壮大喀提林的力
量呢？决不是这样！我的意见毋宁是这样：他们的财产应当充公，他们本人
应当囚禁在最强大最自由的城市里；此外，今后任何人都不能把他们的案件
提交元老院或提交罗马人民，否则元老院便认为这样做的人企图危害国家的
福利和社会的安全。”

（52）在恺撒结束了他的发言之后，其余的人简短地表示了他们同意各
种不同建议中的某一或另一建议。但是在征求玛尔库斯·波尔奇乌斯·加图④

的意见时，他讲了下面的一番话：
“元老们，当我们考虑这一阴谋以及我们的危险处境的时候，当我仔细

研究了我们的某些元老的建议的时候，我的想法是大不相同的，在我看来，
发言的各位所谈的是应该如何惩处那些阴谋对自己祖国、双亲、祭坛和炉灶
发动战争的人的问题。但是局势却告诫我们要对他们采取预防措施，而不是
辩论我们应当如何处置他们，要知道，在其他罪行的情况下，你们可以在他
们犯下了罪行之后对他们起诉；但是在当前情况下，除非你们采取措施预先
加以防止，否则一旦他们犯下罪行，你们诉诸法律也没有用了。罗马城一旦
被攻克，无论什么部不会留给被征服者的。

“不朽的诸神明鉴，你们这些始终把你们的房屋、别墅、雕像和绘画看
得比你们的国家还要重的人们，我要向你们呼吁；如果你们想保住你们贪恋
难舍的不管是哪一种类的财富，如果你们甚至想为你们之享受自己的欢乐提
供一个和平的环境，你们终于要醒来并且坚定地掌握住国家的命运。这里不
是在讨论国家的收入或我们的联盟者所干的坏事的问题；现在是我们的生命
和自由都处于危急关头。

“元老们，我常常在这里发表长篇大论的演说；我常常对我国公民的奢
侈之风和贪得无厌表示不满，这样我就得罪了许多人，使他们成为我的仇人。
我这个人是从来不纵容我自己或由于一时冲动而犯任何过错的，因此我也就
不能轻易宽恕别人任着性子犯下的过错。虽然你们一向对我的发言不予重
视，但国家依然是稳固的；它的繁荣补偿了你们对国家的不关心态度。

“但是，现在，我们讨论的问题不是我们的风气好坏的问题，也不是罗
马人民的国家有多么伟大或多么光荣的问题，而是我们所有的一切——不管
我们如何看待它——是属于我们还是和我们自已一道都属于敌人的问题。可
就在这个时候，恕我不容气他说，有人竟向我们提起仁慈和怜悯！说老实话，
长时期以来我们便丧失了文字的真正含意。正是因为挥霍别人的财产被称为
慷慨大方，而在做坏事方面胆大妄为被称为勇敢，共和国才被逼得走上了绝
路。

厩然时代的风尚就是如此，这便使得这些人想方设法地挥霍我们联盟者
的财富，对掠夺财富的人表现得仁慈；但是不要让这些人对我们的血也这样
满不在乎吧，不要为了开脱几个恶棍而给全体善良的公民带来毁灭吧。

“盖乌斯·恺撤刚才就在这里用漂亮而讲究的语言谈论了生与死的问

                                                
④ 即在历史上饺称为乌提卡的加图（（M.PorciusCatoUticensis）的那个人，这时他被任命为保民官。——

法译本



题，我相信，他认为人们有关冥界的说法——他们说，坏人在那里和好人不
是走一条路，他们住在阴暗、荒凉、丑恶并充满恐惧的地区①——是虚妄的②。
因此，他建议没收罪犯的财产③并且把他们本人囚禁在自治市，这毫无疑问是
担心如果他们留在罗马，参加阴谋的人或受雇的贱民会用武力来搭救他们。
真的，就好像只是在罗马而不是在整个意大利才有贱民和匪徒似的。或者好
像在抗拒的力量最弱的地方，胆大妄为的行为反而不是最猖獗似的！因此，
如果悄撤害怕来自阴谋者的危险，那么他的这个意见是完全无用的，但是，
如果在这种普遍的恐惧当中只有他是毫不畏惧的，那我就更有理由为你们并
为我个人感到害怕④。因此，你们一定要懂得，当你们决定普布利乌斯·朗图
路斯和其余人等的命运时，同时也就是对喀提林的军队和所有参加阴谋的人
作了判决。你们的行动越是表现得强有力，他们的勇气也就越小；但是，一
旦他们发现你们这一方面哪怕只有一点点示弱的表现，他们就会立刻以全部
的力量肆无忌惮地扑上来。

“不要以为我们的祖先是通过武装的力量才把一个微不足道的小国变成
伟大的国家的。如果事情是这样的话，我们的国家就会比他们的美好得多，
因为我们的公民和联盟者的数目比他们的要大得多，更不用说武器和马匹
了。使他们变得伟大的是另一些我们根本没有的品质：国内方面是讲求实效
的作风，对外是公平的统治，和在商讨问题时光明磊落或毫不感情用事的一
种独立不倚的精神①。但我们却失掉了这些好的品质，而变得奢侈而又贪欲，
公家贫困而私人却腰缠累累。我们以财富为荣并养成一种饱食终日无所事事
的风气。我们善恶不分，野心篡夺了功绩应徙的一切报酬。

“难道这有什么可奇怪的吗！当你们每个人都在谋求自己的私利的时
候，当你们在自己家中沉湎于享乐而不能自拔，并在这里受金钱或权势的摆
布的时候，没有防御能力的共和国会受到攻击，那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

“这一点我就不多说了。地位最显要的公民阴谋反对他们自己的国家，
他们竟然煽动罗马人民最痛恨的敌人高卢人②向罗马开战。敌人的头目带领着
军队正在迫临我们头上来。但即使现在你们还在观望，还在犹豫不决，不知
道应当怎样处置你们城内被捉到的敌人！我求求你们可怜可怜他们吧！他们
只不过是由于野心而误入歧途的青年人。甚至可以放他们带着武器离开！老
实说，如果他们使用了战争的手段，那么你们的仁慈与怜悯结果只能落得个
不幸的下场。你们也说，形势无疑是可怕的，但是你们并不害怕它。可实际

                                                
① 这是当时流行的看法，柏拉日的《斐多篇》对此便作过详细的论述，我们知道，加图在乌提卡自杀时，

手里拿着的就是这篇对话。——法译本
② 这是说，他对于未来的惩罚抱怀疑态度。——英译本
③ 被判处极刑或被强迫放逐的人的财产都是要充公的，在这里恺撒虽然不主张处死罪犯：却仍然想在财产

方面施加打击。——法译本注，有删节。
④ 在加目实际上所作的发言中，加图不仅像在这里这样限于暗示恺撒可能与喀提林同谋：他以恺撒为对手

激烈谴责恺撒不仅同意阴谋分子的作法，而且是他们的同谋。作者在这里为了照顾恺撒，所以下能在这方

面照录加图的发言。他是有意识缓和如图的责难的口气的。——法译本注，有改动。
① 这里是一位共和国的作家对罗马创业精神的一个总结。而 industria（实干精神）可以说是其中的核心。

——中译者
② 罗马人永远没有忘记，也永远不会忘记高卢人在占领罗马时的行为。罗马人对高卢人的印象还可以参看

《朱古达战争》最后一章。——法译本注，有补充。



上你们确实又怕它怕得要命，只是由于思想上的懒散和软弱你们才徘徊观
望，相互等待，这无疑是要把命运付托给不朽的诸神，因为正是他们才往往
在极其危急的时刻挽救过我们的国家。但是用起誓和妇人女子般恳求的办法
人们是决不可能得到诸神的帮助的。人们永远是要通过高度的警惕、有力的
行动和明智的意见才能取得成功。如果你们表现得懦弱而卑怯，那恳求诸神
也无济干事；他们对人们的这种表现是感到气愤和反对的。

“在我们祖先的时代，奥路斯·曼利乌斯·托尔克瓦图斯①对高卢人作战
时曾经因为他的儿于违背他的命令进攻敌人而将之处死，这样，这个勇猛的
年轻人就因为太勇敢而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你们还拿不定主意如何惩处这些简直是胆大包天的叛国分子吗？
毫无疑问他们过去的经历足以减轻这一罪行啊！如果朗图路斯爱惜他自

己的品德，他的美好的名声，如果他对待任何神任何人还有一点尊敬的话，
那无论如何也要由于他的地位而赦免他吧。如果凯提古斯不是再次拿起武器
反对自己的祖国，那就原谅他的年轻吧！关于伽比尼乌斯、司塔提利乌斯和
凯帕里乌斯我将要说些什么呢？要知道，如果他们对任何事物还有一点尊敬
之心的话，他们是决不会为反对共和国而提出这样邪恶的计划的。

“最后，元老们，如果——上天保佑我们！——如果有改正错误的任何
余地的话②，我却很愿意要你们根据经验学得明智些，因为你们是不愿听取我
的意见的。而实际上我们正在从四面八方受到包围。喀提林和他的军队正在
卡我们的咽喉；另有一部分敌人在我们城内，就在罗马的心脏部分。没有任
何准备工作和计划是能够保密的；因此我们就需要更迅速地行动起来。因此
我的建议是这样：既然由于邪恶的公民的可憎的阴谋而我们的国家遇到了极
大的危险，既然通过提图斯·沃尔图尔奇乌斯和阿洛布罗吉斯人的使节提供
的证言而他们被证明是有罪的，并且他们也已经供认他们策划了反对他们的
同胞和他们的祖国的谋杀、放火和其他可怕而又残酷的罪行，那么对于供认
不讳的罪犯，我们应当把他们看成是在现场被捉住的叛国罪犯①，并且按照我
们祖先的方式对他们加以处决②。”

（53）加图刚在自己的座位上就座，所有担任过执政官的元老和其他元
老的大部分立刻称赞他的建议井把他的勇气捧到天上去，另一方面，他们又
互相指责对方的胆小怕事。加图被欢呼为伟大崇高的公民，而元老院便按照
他的建议通过了一项法令。

就我本人来说，由于我读到和听到过罗马人民在国内和国外，在陆上和
在海上所成就的丰功伟绩，因此我突然产生了这样一个强烈的愿望，那就是

                                                
① 这里作者有两个笔误。据哈利卡尔纳苏斯人狄奥尼修斯的《罗马古代史》（第 8 卷，第 79 章），奥路斯

应为提图斯；而曼利乌斯处死自己的儿子是在对拉丁人，而不是对高卢人作战时（当时他第三次任执政官）。

作者误记为对高卢人作战，可能是因为曼利乌斯是在对高卢人作战后取得托尔克瓦图斯的名号的（因为他

在战争中从被杀死的高卢人身上夺取了项圈即：torquatus）。——法译本注，有补充。
② 这就是说，如果还有时间改正已经形成的错误的话，——英泽本
① 虽然阴谋参加者只是计划了这些罪行并未能具体实现它们，但由于他们的招供，这就如同在犯罪时现场

被捉住一样。——英译本
② 这里意味着不允许他们选择流放的惩罚。按规定，只有在现场被捉住的罪犯在定罪后立即执行而不得上

诉，如果只供认有罪并且不是在现场枝捉住的，则对高级长有的判决仍可上诉，并由一位保民官或人民加

以批准。——英译本注，据法译本补充。



找出主要是哪一种品质使得罗马人成就了这样伟大的功业。我知道他们常常
以少数人对抗敌人的大军；知道他们过去曾以很有限的资源去同那些强大的
国工作战；还知道过去他们多次经受命运的残酷考验；知道在口才方面希腊
人胜过罗马人，而在作战的勇敢方面罗马人不如高卢人。在长期的思考之后，
我确信这完全是由少数公民的突出功业所成就的，正是由于这些人，贫穷战
胜了富足，少数战胜了多数①。

但是当罗马给奢华与懒散所腐化之后，却是共和国本身因其伟大而在它
的将领和长官问题很多的情况下还能维持住，并且长时期以来，由于母亲已
彼生育子女耗尽精力，所以罗马没有产生出任何一个建立伟大功业的人。但
是根据我的记忆，却出现了两位虽然性格不同，但都是功业非凡的人物。这
就是玛尔库斯·加图和盖乌斯·恺撒。关于这两个人，既然已经有了这样的
机会，那我就不打算沉默而不谈，也不打算不尽我之所能对他们的性情和品
格作一记述。

（54）就出身、年龄和口才而论，他们两个人差不多是对等的；
在精神的伟大方西他们也是旗鼓相当的，在名声方面也是这样，尽管他

们的名声是各自不同的。恺撒被认为是伟大的，因为他仁厚而慷慨，加图则
是由于他一生诚实正直。前者出名是由于他温和并富有同情心，后者的严正
给他带来了威望。恺撤是通过给予、帮助和宽恕而取得了荣誉的，加图取得
荣誉是因为他决不能被收买②。前者是不幸的人们的一个庇护所，后者对恶人
则是一场巨大的灾难，前者以善良的品行，而后者则是坚毅不屈的性格受到
称颂。最后，悄撒把自己锻炼得能进行艰苦的工作，能睡得很少，为自己友
人的幸福尽心竭力，而不把自己放在心上，并且只要是值得给予的，从不拒
绝给予。他渴望巨大的权力、一支军队和一场新的战争③，因为只有在这一场
战争里，他的辉煌的功业才能充分展现出来。反之，加图培养的是自我克制
的能力、得体的风度，而首先是严正的作风。他并不和富人斗富，不和有野
心的人比阴谋诡计，而是和有进取心的人比贡献，和有自制力的人比节制，
和洁白无私的人比清廉。他更想成为一个有道德的人，而不是看来像是一个
有道德的人①。因此他越是不追求名誉，名誉越是在他身后紧迫不舍。

（55）正如我上面所说的，在元老院通过了加图的建议之后，执政官②

认为最好的办法就是防止在即将到来的夜里有任何新的举动。因此他便下令
三人刑事组③为行刑作必要准备工作。在安排了警卫队伍之后，他便亲自把朗
图路斯带到地牢去，另一方面，行政长官对其他人也执行同样的任务。

                                                
① 除了杰出人物之外.罗马的政治体制也保证了它的顽强的生命力。——中译者
② 但是苏埃托尼乌斯的《优利乌斯传》（第 19 章）却指出，为了使比布路斯乌选。加图曾默试行贿的做法。

——英译本
③ 一次完上由他负责的战争，而不像在他之前苏拉、克拉苏和庞培所领导的战争，有相当一部分是别人的

功劳。高卢、日耳曼、下列颠都是恺撒率领罗马军队深入其地的。——法译本注，有改功。
① 参见埃斯库罗斯：《七人攻打底比斯》（（v.592））用于阿里斯提德斯的话：如果说他不想看来是最好

的，他是想咸为最好的。——法译本
② 这里指西塞罗。——中译者
③ 三人刑事组（tresviricapitaes）是负责监狱和行刑的低级官吏，此外他们也还负有警察方面的职责。最初

执政官或行政长官任命他们负责警务，后来他们才扩大而有了逮捕、监禁刑事犯和监督行刑的职责。狱卒

和刽子手都归他们领导。——英译本注，据法译本补充。



在监狱里，如果你向着左手稍稍上行④，就来到一个被称为图里亚努姆的
地方⑤，这个地方比地面要低大约十二听。它在四面都有围墙，上面是一问有
石头圆屋顶的房间。这是一处无人照管的地方，黑暗又有腐臭的气味，因此
看起来阴森可怖。朗图路斯就是被带下这个地牢的，随后，刽子手⑥便执行下
达给他们的命令把他绞死了。这样，出身显赫的科尔涅利乌斯家族并且在罗
马执掌过执政官权力的这位贵族就以适合于他的昂格和罪行的一种方式结束
了自己的生命。凯提古斯、司塔提利乌斯、伽比尼乌斯和凯帕里乌斯也受到
了同样的惩处①。

（56）正当罗马发生这一切事情的时候，喀提林把他带来的队伍和曼利
乌斯已有的队伍合并到一起，组成了两个军团，在他的士兵的人数许可的情
况下把步兵中队补充起来②。他把来到营地的志愿兵或参加阴谋的人在它们中
间平均分配，很快便补足了军团的定额③，而在开头时，他还不足两千人。不
过在全部军队中只有大约四分之一的人有正规的装备④。其他人只是碰上什么
就拿什么作武器；比如说，有人用投枪，有人用长矛，有人甚至用削尖的木
棍。

当安托尼乌斯率领着他的军队迫近的时候，喀提林却使自己的营地穿过
山区时而向罗马时而向高卢的方向推进，而回避同敌人作战，指望不久之后
能够有一支庞人的军队，如果参加阴谋的人能够在罗马成功地实现他们的计
划的话。但在这同时他却拒绝起初大量集合到他这里来的奴隶参加军队，因
为他相信阴谋者的力量，同时他还认为，让人们看到使逃跑的奴隶参加公民
的事业，这是不符合他的计划的⑤。

（57）但是当营地方面得到消息说，罗马方面阴谋已经暴露，并且我提
到的朗图路斯、凯提古斯和其他人已被处死的时候，许多为了想打劫或希望
动乱才拿起武器来的人开始溜掉了。喀提林率领着其余的部队以强行军的方
式越过崎岖的山区到了皮斯托里亚附近，意在通过横路绕道秘密地进入山北
高卢①。

但是率领着三个军团的克温图斯·梅特路斯·凯莱尔正在皮凯努姆地区

                                                
④ 这里的说法几乎无法同现存的遗址相吻合；但其余部分的叙述却是清楚的并且可以认定就是罗马的监狱

（Garcet）即所谓“玛美尔提努斯监狱”，它位于罗马广场西北角附近。——英译本
⑤ 过去这里可能是一座下面有泉水的房屋，其名称来自一个古老的拉丁的词 tullius，意为“泉”，不过罗

马人自己认为这个名称同赛尔维乌斯·图利乌所有关系。——英译本
⑥ 刽子手（carnifices）可能是刑事组手下的人，也可能就是他们自己。——英译本
① 作者在这里没有指出，在处决罪犯之后面塞罗到广场上去，向民众只用一个词 vixerunt（意思是“他们活

完了”）来宣布一切均已结束。接着元老、骑士，民众便把他一宜护送回家并且以“祖国之父”的头衔向

他表示敬意。——法译本
② 这就是说他组成了各有十个中队的两个军团，但是每个中队的人数都不足正规的定额，最后才由来到营

地的志愿兵和参加阴谋的人补充够数，从开头的两千人最后到足额的两个军团。——英译本
③ 军团定额 6000 人。——中译者
④ 军团士兵的正规武器有大盾（（scutum）、头盔（galea）和胸甲（lorica）作为防御性武器，进攻性的武

器则有短剑（qladius）、投枪（（pilum）或长矛（hasta）。第一战列的军团士兵（hastati）和第二战列的

军团士兵（principes）使用投枪，而第三战列的军团士兵（lriarii）即预备兵则使用长矛。——法译本
⑤ 对于奴隶和被释奴隶服军役的看法，参见苏埃托尼乌斯：《奥古斯都传》（第 25 章）。——英译本
① 这实际上是到阿洛布罗吉斯人那里去。——中译者



监视着②，他从敌人处境的困难推想到他们要走的正是我说过的那条路。因
此，当他通过开小差的士兵了解到喀提林向哪个方向行进的时候，他迅速地
移动自己的营地并在阴谋者向高卢逃走时必然要经过的那些山的下面布置了
一个阵地③。安托尼乌斯离开得也不远，因为他一直在比较平坦的土地上追踪
逃跑的叛乱者；他所率领的那支军队虽然庞大，却是轻武装的装备。现在，
当喀提林看到，他被封锁在群山和敌人的军队之间，他的城内的计划已告失
败，并且他既没有逃跑的希望又不能指望得到增援的时候，他觉得在这样一
个危急的关头最好还是挑起战斗来碰碰运气，因此他作出了尽快同安托尼乌
斯作战的决定。于是他把自己的军队集合起来，对他们作了大意如下的演说：

（58）“士兵们，我知道得很清楚，言语并不能给人以勇气，而一位统
帅的发言并不能使一支萎靡不振的军队振作起来，也不能使一支胆怯的军队
勇敢起来。我知道的只是，每个人在战斗中通常表现的勇敢程度或是出于本
性，或是出于平时养成的习惯。对荣誉与危险都无动于衷的人，要激励他们
是徒劳的，他内心感到的恐惧堵塞了他的耳朵。不过我抱你们召集起来是为
了奉劝你们几句，同时向你们说明我作出决定的理由。

“士兵们，你们十分清楚地知道，朗图路斯的无能和胆怯给他自己以及
给我们带来了多大的灾难，还有，在等待来自城里的支援时，我又怎样地无
法进入高卢①。而且，在当前，你们和我一样清楚，我们的事业处于怎样的状
况。敌人的两支军队，一支来自罗马的②和另一支来自高卢的③封锁了我们的
道路。不管我们多么希望，我们也不能再留在原来的地方了，因为我们缺少
粮食和其他必需品。不管我们决定去什么地方，我们必需用刀剑杀出一条道
路来。因此我劝你们要表现得勇敢和坚决，并且，当你们展开战斗时：要记
住，财富、荣誉和光荣，甚至自由和你们的祖国都在你们自己的右手里④。如
果我们胜了，我们将会有绝对的安全，供应将是充分的，自治市和移民地将
会敞开他们的大门。但如果我们害怕了，肯定我们将遭到相反的命运：武器
不能保护的人，没有任何地方，任何友人会保卫他。而且，士兵们，我们和
我们的敌人所面临的并不是同样的紧急情况。我们正在为祖国⑤、为自由、为
活命而战斗；而他们却在进行一场无益的较量，是为了维护一小撮人的权力。
因此，不要忘记你们过去的勇敢，鼓起更大的勇气前进吧！

“你们本来是可以在流放中极为屈辱地度过一生的，在失掉你们的财产
之后，你们当中的某些人在罗马是可以乞求别人的帮助的①；但是对于真正的

                                                
② 据西塞罗的说法，凯莱尔不仅统率着皮凯努姆地区的军队，还管着赛诺尼人地区（agerGalicus），这里离

喀提林的活动地区不远，所以能起牵制作用。——法译本
③ 这时他有三条路可走：第一条，从列诺河谷到波伦亚；第二条从费犹马尔波山口到奠迪那；第三条从阿

尔诺河谷沿河岸到热那亚。但这一条路被安托尼乌斯堵住，所以他只能选择由凯莱尔负责监视的前两条。

——法译本
① 喀提林本来可以先到高卢去，但朗图路斯等人使他感到城内的响应可以使他轻易地得到胜利，所以现在

己没有逃走的机会。——法译本注，有改动。
② 安托尼乌斯的军队。——法译本
③ 凯莱尔的军队。——法译本
④ 大概因为右手是持进攻武器的手，再者罗马人起誓时也是互击右手。——中译者
⑤ 实际上，如果他们战败，他们将没有祖国。——法译本
① 比如保护人可以送东西给自己的门客，竟选人也送东西给选民以及诸如此类的赠品。——法译本



男子汉来说，这种情况看来是屈辱的和无法忍受的，所以你们才决心采取今
天这样的行动。如果你们想摆脱现在所处的地位，你们就需要勇敢；只有胜
利者才能用战争换取和平。如果你们把可以保护你们身体的武器不转向敌人
而是想在逃跑中得到安全，那你们肯定是完全发疯了。在战斗里，旭子最小
的永远是最危险的，勇敢才能起堡垒作用②。

“我的士兵们，当我想到你们并且考虑到你们的功业的时候，我充满了
胜利的极大希望。你们的精神、你们的青春、你们的勇气使我鼓舞，更不用
说那甚至使胆小者勇敢起来的贫困了。在这个狭谷里，人数占优势的敌人是
包围不了我们的。但是，如果命运不同情你们的勇敢，那么就要死得让敌人
同时也受到报复。不要作俘虏，不要像牲口一样地受到屠杀，而是像英雄一
样的战斗，让敌人即使胜利也要付出惨重的、可悲的代价吧。”

（59）说完这一番话之后，过了一会儿，他便下令吹起喇叭并且以战斗
行列率领着他的军队下到平原上来。继而他又把所有的马匹送走③以便使所有
的人都承受同等的危险从而提高士兵们的勇气，然后他便亲自徒步和所有其
余的人一样，适应着地势和人数的需要整理了自己的军队。

由于这平原在左手有山，在右手有乱石穿空的地带夹峙着，所以在这里
的前面安排了八个步兵中队并且把其余的人以更加密集的行列排在后面作为
后备力量；但是从这些人中间他又抽调出百人团长、所有精锐的士兵和重新
召回的老兵①以及武装最精良的士兵，把这些人放到队伍的最前面。他把右翼
的指挥权交给盖乌斯·曼利乌斯，而把左翼的指挥权交给一个费祖莱男子。
他本人则和他的被释奴隶与随军的仆从们集合在鹰标（军旗）旁边，据说这
个鹰标在马略对金布里人②作战时便使用过。

另一方面，患有痛风而不能作战的盖乌斯·安托尼乌斯③把军队交给了自
己的副帅玛尔库斯·佩特列乌斯来指挥，佩特列乌斯把由于宣战而召募的由
老兵组成的步兵中队安排在第一线，其余的人则安排在他们后面作为预备部
队他本人则骑着马来回巡视，叫着名字同他们的每一个人讲话，激励他们并
且请他们不要忘记，他们是为了保卫自己的祖国、自己的孩子、自己的祭坛
和炉灶而同没有武装的④匪徒作战的。他是一个有作战经验的人，在三十多年
的时光里他曾以军团司令官、指挥官、副帅或统帅的身分在战场上立下卓越
的功勋，他本人就认识他的士兵的大部分，他们的功业，并且通过提起这些
功业，他激起了他们士兵的斗志。

（60）佩特列乌斯作完了所有这些准备之后，使用喇叭发出信号，下令

                                                
② 色诺芬（Cyr，III，3）也说过：”人们想活下去却又想逃跑，那简直是发疯了，他会懂得，胜利者能保

证得救，而逃跑的人比坚守战斗岗位的人死亡的比例要大得多。”——法译本
③ 恺撒的《高卢战记》（第 1 卷第 25 章）便提到在作战时先把自己的马送到很远的地方去并且下令别的人

也都这样做，使大家承受同样的危险，不再有逃脱的希望。——英译者注，有补充。
① evocati是指那些退役之后又被召集到部队里来的老兵，他们通常是百人团长级的。这里他们中间的许多

人可能是苏拉的老兵。——英译本
② 金布里人是古时中欧的一个来历不甚清楚的民族，公元前 113 年开始入侵罗马行省并和条顿人、高卢人

一道在高卢南部等地屡次打败罗马军队。到公元 101 年才被马略彻底战败于意大利北部。——中译者
③ 据卡西乌斯·狄奥（37、39）的说法，安托尼乌斯是为了回避与过去的同僚作战而装病的。——英译本
④ 所谓没有武装实际上是说没有正规的武装或正规武装不足，参见本书第 56 章有关注释。——英译本注，

有补充。



他的步兵中队缓缓向前推进；敌人的军队也仿效他们的做法。
当着人们已经前进到轻武装步兵⑤能够接战的程度时，敌对双方的部队便

高声呼啸着向对方冲去，继而又抛掉投枪用短剑厮杀起来。没有忘记自己过
去的勇敢的老兵不顾一切地向前推进以便进行贴身的战斗，但敌人方面也是
同样地勇敢，因而寸步不让。

战斗是极为酷烈的。
喀提林这时带着他的轻武装队伍在第一线忙碌着，他支援在敌人的重压

之下已呈现不支状态的队伍，调来后备的队伍来取代伤员，他照管着战场上
的一切，而同时他自己也在进行殊死的战斗，往往就把敌人杀死在战场上，
从而同时尽到了一名勇敢士兵和一位优秀统帅的职责。

当佩特列乌斯看到喀提林以他根本没有预料到的勇猛精神进行战斗时，
他便率领着自己的近卫军部队①向敌人的心脏处攻去，打乱了那里的阵脚，并
且杀死了在战场各处进行抵抗的人们。继而他又同时在两翼向其余的人发动
进攻。曼利乌斯和那个费祖莱人是在第一批倒下去的人们当中的，他们死时
手里还握着剑。当喀提林看到他的军队已被打败并且只剩下自己身旁的一小
队人的时候，他考虑到自己的高贵出身和先前的地位，于是便冲到敌人最密
集的地方去，战死在那里，他是在多处负伤之后才倒下去的②。

（61）直到战斗结束之后，人们才看到喀提林的军队进行了怎样勇敢和
坚决的战斗。要知道，几乎每一个人在牺牲时都用自己的身体覆盖了在战斗
开始他活着时所占据的位置。确实，被近卫军冲散的核心地点的少数人稍稍
离开了其余的人，但即使是这些人，他们的伤口也是在前面的。但是人们发
现喀提林远在他的士兵的前面，在被杀死的一堆敌人中间，还在轻轻地喘着
气，脸上表现出在他生前给他以鼓舞的一种坚强不屈的精神①。最后，在全部
军队中，没有一个自由人出身的公民是在战斗中或是在逃跑时被俘的，这表
明所有的人不爱情他们自己的生命就如同不爱惜敌人的生命一样。

但是罗马人民的军队并没有取得任何欢快的和不流血的胜利，因为所有
最勇敢的人不是在战斗中倒下就是在战斗结束时负了重伤。还有离开营地来
参观战场或想打劫财物的许多人，在他们翻转叛军的尸体时，时而发现一位
朋友，时而发现一位客人或亲属，还有一些人认出了他们的私敌。

这样，全军的人便有了不同的反应，有人悲痛伤心，有人高兴，有人哀
悼。

                                                
⑤ ferentarii 指的是安排在两翼的轻武装步兵，他们先是向敌人抛掷投枪，然后退到战线后面去。——英译

本
① 近卫军部队是统帅身边对他个人负保卫之责的亲卫队，由精锐的步兵和骑兵组成。据恺撒《高卢战记》

（第 1 卷第 40 章），他曾建议把这一荣誉给予第十军团。在帝国时期，近卫军因为负保卫皇帝之责而对政

局起了举足轻重的影响。——英译本住，略有改动。
② 这次激烈的战斗发生于罗马建城 692 年，即西拉努斯和穆列纳担任执政官的一年的元旦。——法译本庄，

有删节。
① 弗洛茹斯在提到这件事时指出：“喀提林是在离自己人很远的地方敌人的尸体中间被找到的，如果他是

为祖国而死，那才真是了不起的牺牲！”——法译本



附  录
   

反喀提林第一演说①

（在元老院发表）
  

（1）喀提林，到底你还要把我们的耐性滥用到什么时候？你的丧心病狂
的行为还要把我们玩弄到多久？你的肆无忌惮的作风将要嚣张到什么程度？
帕拉提乌姆②夜间的守卫根本不在你眼里：到处都有的巡逻③根本不在你眼
里；人民的惊恐根本不在你眼里；所有正直的人的结合④根本不在你眼里；元
老院在这一防守坚强的地点开会①根本不在你眼里；难道所有在场的人脸上的
表情也根本不在你眼里？你不知道你的计划已经暴露？你没有看到，由于在
场各位元老都已知道了这件事，而你的阴谋已紧紧地被制服住？

你以为在我们当中还有谁不知道昨天夜里你于了什么，前天夜里你于了
什么，你在什么地方，你集合了哪些人，你制订了什么计划？

这是什么时代！什么风尚！②这些事元老院都知道，执政官也看到了。可
是这个人还活着。我不是说过吗，还活着！而且，更有甚者，他还来到元老
院参加国家大事的讨论，用目光挑选和标定我们当中每一个将来要遭到杀害
的对象，但是，我们这些勇敢的人如果能够避免遭受这个人的愤怒屠杀，那
看来我们确实就完成了对共和国应尽的义务。喀提林，你早就应该根据执政
官的命令被处死了。很久以来你一直阴谋加到我们所有人身上的灭身之祸，
正应该落到你本人的头上。那位杰出的人物、最高司祭普布利乌斯·斯奇比
奥尽管他只是一介公民③却杀死了只是稍稍动摇了共和国基础的提贝里乌

                                                
① 后世一般所说的四篇反喀提林的演说严格说来只有第一篇是真正针对喀提林立人的。按西塞罗在给阿提

库斯（他的友人和他的演说的出版者）的信里就这四篇演说作了如下的说明（（AdAtticum，2，I，3）；

“第七篇（按即第一演说，余类推。——引者）是战在驱逐喀提林时发表的；第八篇是第二天在喀提林逃

跑后我对人民发表的；第九篇是在阿洛布罗吉斯人揭发的那天我在人民的集会上发表的；第十篇是十二月

五日我在元老院发表的。”按公元前 63 年 11 月 6 日喀提林在莱卡家中召开秘密会议；拟订了放火和掠夺

的计划。他在会上指出执政宫西塞罗是阻碍计划实现的主要人物。于是路奇乌斯·瓦尔恭泰乌斯和盖乌斯·科

尔涅利乌斯自告奋勇想在第二天早上以问候西塞罗为名把他刺死。但西塞罗通过内线知道了这个计划面对

此采取了预防措施。11 月 8 日西塞罗在朱比特·司塔托尔（意为阻止溃逃的朱比特）神殿召集了元老院全

体会议。由于喀提林也参加了这次会议，西塞罗就当面发表了这篇著名的演说。喀提林在会上为自己作了

辩护，但是受到在场元老们的大声呵斥，因此他气愤地离开了元老院。就在当天夜里，外回传说他去了马

赛利亚（马赛）.实际上他去了埃特路里亚。——中译者
② 帕拉提乌姆（（Palatium）是罗马的一座略呈方形的小丘。罗马城最早便建立在这里。此时这里成了人们

喜爱的居住区，西塞罗和喀提林的住宅都在这里，——中译
③ 这些巡逻的人员是根据无老院的命令在城内各处设置的，一般由营造官、保民官和财务官负责。——中

译者
④ 元老院开会时往往有许多骑士和其他公民站在元老院会场的外面表示支持或关注。——中译者
① 选择这里开会是为了保证会议的安全，朱比特·斯塔托尔神殿在罗马广场上首，在圣路（ViaScra）最高

处近旁，传统认为官是罗慕路斯在同萨比人作战时发愿修建的，但实际修建时湘则是在公元前 294 年。—

—英译者注，有补充。
② Otempera！omores！原文已成为格言。——中译者
③ 普布利乌斯·斯奇比奥·纳西卡在公元前 133 年往最高司祭，这个职位不是民政官吏——如执政官——



斯·格拉古④，而我们身为执政官的人能容忍喀提林一心想用杀人放火的行径
把整个世界毁掉吗？盖乌斯·赛尔维利乌斯·阿哈拉曾亲手杀死那想搞变革
的司普里乌斯·梅利乌斯⑤，但这些前例年代过于久远，我不想再提它们了。
过去在我们国家有过，确实有过这样的勇敢行为，这就是勇敢的人们惩办背
叛祖国的公民较之对于不共戴天的敌人更加严厉。喀提林，我们手里有元老
院的一项强有力的和严厉的命令①来对付你。共和国并不缺少这些位元老的同
意和支持。但是，让我老实告诉你，缺少的是我们这些执政官！

（2）元老院过去曾发布命令②，要执政官路奇乌斯·欧披米乌斯设法“采
取措施不使共和国遭受任何损害”。一夜也不能拖延。

盖乌斯·格拉古③的父亲、祖父和祖先都是声名赫赫的人物，但是他只是
由于有叛国的某些嫌疑而被杀死。担任过执政官的玛尔库斯·富尔维乌斯④

和他的孩子也被杀死了。元老院的类似的一项命令⑤把国家委托给了执政官盖
乌斯·马略和路奇乌斯·瓦列里乌斯。为了惩处保民官路奇鸟斯·撒图尔尼
努斯和行政长官盖乌斯·赛尔维利乌斯，国家的死刑和报复行动曾经不得不
拖延过一天吗⑥？但是现在我们却容许我们的权威的锋芒变钝已经长达 20 天
之久了，要知道，我们手里有这一类的元老院的命令。但是它却只是被塞到
文件堆里，就好像是刀剑摘在鞘里一样。根据元老院的这一命令，喀提林，
你应当立刻被处决，可是现在你还活着，而且你活着对于你的厚颜无耻的行
为不但不悔改反而变本加厉。元老们，我希望做一个仁慈的人。当共和国面
临如此巨大危险的时候，我希望我没有疏于职守的表现，但是现在我却要谴
责我自己的无所作为和疏忽！在意大利的埃特路里亚地方的隘路里，罗马人
民的敌人的一座营地已经建立起来，他们的人数一夭无地增加；但是你们却
看着那个营地的统帅和敌人的头目在城里、甚至在元老院里日复一日地于着
阴谋从罗马城内部摧毁共和国的勾当。喀提林，如果我下令逮捕你，把你处
决，我想我不得不感到担心的并不是所有正派的人会说我行动得过于迟缓，

                                                                                                                                           

也不是军人，所以说是一介公民。——英译本注，有补充。
④ 提贝里乌斯·格拉古（公元前 162— 公元前 133）在公元前 133 年曾以保民官身分建议民主的土地改革以

维护贫苦农民的利益，这一建议旦触怒了富人，但还是被通过并交付一委员会加以施行。但格拉古谋求第

二年继续当选时，在选举中他被以纳西卡为首的一群元老杀害。——中译者
⑤ 公元前 439 年发生饥馑时，骑士梅利乌斯因廉价出售粮食而被怀疑收买人心而图谋不轨。由于他没有迅

速到独裁官肯齐那图斯那里去回答他提出的指责，他就被骑兵长官（（magisterequitum）阿哈拉杀害了。—

—英译本注，有补充。
① 即 senatusconsultumultimum，元老院这种最后的决定把独裁的权力授予执政官。——中译者
② 元老院曾授权公元前 121 年度执政官路奇乌斯·欧披米乌斯对付盖乌斯·格拉古。——中译者
③ 盖乌斯·格拉古（公元前 133— 公元前 121）是提贝里乌斯之弟，也因推行民主改革而被贵族派所杀害。

——中译者
④ 玛尔库斯·富尔维乌斯是格拉古改革派的领袖人物之一。公元前 125 年他担任执政官时曾建议把选举权

给予一般意大利人，但未获通过。——中译者
⑤ 公元前 10O 年元老院发布的 ultimumdecretum。——英译本注，有补充。
⑥ 路奇乌斯·阿普列乌斯·撒图尔尼努斯和盖乌斯·赛尔维利乌斯·格劳奇亚都是马略当权时期民主派的

领袖人物。公元俞 100 年竞选公元前 99 年度执政官时曾发生暴力事件，候选人之一美米乌斯被杀害，元老

院发布 ultimlimdecretum 之后，撒图尔尼努斯和格劳奇亚均在随后发生的激烈冲突中被杀害，这显然是元老

贵族所同意安排的。——中译者



而是有人会说我的做法过于残酷！①但是，由于某种特殊的原因，我还不能使
我自己做我早就应当做的事情。不过最后你还是会被处死的，那时将不会有
仕何人如此卑鄙，如此堕落，如此像你本人，乃至不承认这样做是公正的。
只要有任何一个活着的人竟敢为你辩护，你就将会活下去，就像你今天这样
地活下去，但是我要安置许多能干的保卫人员把你包围起来，以便使你不能
对共和国有所伤害。许多人的眼睛和耳朵会监视着你，尽管你本人也许不知
道，其实他们一直是这样做的。

（3）喀提林，如果黑夜不能用它的黑暗掩盖你们的罪恶的集会，如果一
家私人的住宅不能用它的墙壁挡住你的阴谋的声音，如果它们都昭然若揭，
如果一切都暴露在人们的面前，那么在这里再观望下去这对你有什么好处？
现在放弃际那邪恶的计划吧，听我的劝告，忘掉你那杀人放火的勾当吧！你
现在正在从四面八方被包围，你的全部计划在我们眼里比光天化日还要清
楚。现在你可以同我一道回想一下这些事情。你记不记得，10 月 21 日我在
元老院里说过，盖乌斯·曼利乌斯、你的胆大妄为的计划的这个工具和奴仆
在一个特定的日子将会武装起来，而那个日子就是 10 月 27 日？喀提林，我
如此肯定地指出如此严重，如此凶残，如此难于置信的勾当，难道是我错了
吗？不仅如此，远为使人吃惊的是那个日期，那个日期我说错了吗？在元老
院里我还说过，你又把杀害重要人物的日子推迟到 10 月 28 日，不过那时国
家的许多首要人物已经逃离罗马，这倒不是为了求得活命而是为了挫败你的
计划。就在那一天，你本人受到我的卫士和我的先见之明的包围，因而无法
对共和国有任何日犯的行动，这一点你能否认吗？虽然，当时你曾扬言，尽
管其他人都离开了，你仍然要把我们这些胃下来的人杀掉才甘心。当你认为
通过一次夜袭，实际上会占领普列涅斯特①的时候，难道你不知道这个移民地
已经按照我的命令由我的卫士、我的士兵和我的警卫队伍给防守起来了么？
无论你做什么，无论你策划什么，无论你想什么，我都能听到和看到并且了
解得清清楚楚。

（4）现在和我一道回忆一下前天夜里的情况吧。这样你就可以看到，我
在保卫共和国的安全方面的警惕性完全有力量制服你想颠覆祖国的勾当。我
要说的是，在前天夜里你来到了镰刀匠街——我要说得更明确些——也就是
这条街上的玛尔库斯·莱卡的家里；你的许多同样丧心病狂、同样邪恶的同
谋者也来到了同一个地方。这事你是不敢抵赖的，你敢吗？你怎么不讲话啊？
如果你真敢否认，我就把真凭实据拿出来定你的罪。告诉你，在元老院这里
我就看到一些和你狼狈为好的人。不朽的诸神在上！我们究竟是在什么地方？
我们这里是怎样一个共和国？我们是生活在怎样一个城市里？就在这里，就
在我们这些人中间，元老们，就在整个世界这个最神圣最咸严的元老院里，
就有人阴谋杀害我们所有的人，阴谋摧毁这座城市，甚至阴谋摧毁整个世界！
我作为执政官看到了这些人，我还同他们商讨国家大事，而且对于按罪应当
引颈受戮的那些人，我甚至没有用言语伤害他们！在那一夜于是你就来到莱

                                                
① 我认为这里指的是恺撒，因为这时西塞罗和恺撒在盖乌斯·腊比里乌斯的问题上以及如何对待喀提林一

派的问题上出现了分歧和对立。——中译者
① 普列涅斯特（今天的帕列斯特里那）在罗马东南约 37 公里，公元前 90 年之后它是一个自治市。由于官

在军事上处于要冲的地点，内战时期它是马略派的主要据点。所以苏拉后来清洗了该城，把它变成一个军

事移民地。——中译者



卡家里，喀提林，你分配意大利的各个部分，你决定你想要每个人到什么地
方去，你选择你要留在罗马的人以及和你一道离开罗马的人。你布置了罗马
城内要放火的地点，你断言你自己很快就要离开，你说你所以稍事耽搁是因
为我还活着。于是就找到了使你不必再为此操心的罗马骑士，并且他们保证
说就在那天夜里天亮之前把我杀死在我的床上。几乎在你们的会议尚未结束
的时候，我就知道了所有这些事情；于是我便用更多的卫士保卫和加强防护
我的住宅，我早上不许你派来向我问候的人进来见我，因为正是那些人确实
来了，但他们在那个时刻到来的事情我已经预先告诉了许多知名人士。

（5）既然情况是这样，喀提林，到你曾打算去的地方去，到底还是离开
罗马吧；城门都是开着的，走你的吧！你和曼利乌斯共有的营地已在等候你
这位统帅，而且等得时间太久了。把所有你在这里的友人也都带走吧，如果
不是全部的话，那么就尽可能多地带走吧。这样罗马城也就干净了，只要在
我们之间有一道墙隔着，我就不至于在心里感到十分害怕了。你现在不能再
和我们呆在一起了；这种情况我不能忍耐，我不能容许，我不能答应！

在这里，应当大大地感谢不朽的诸神，特别是朱比特·斯塔托尔，罗马
城的最古老的守卫者，因为我们已经多次逃脱了共和国的如此邪恶、如此可
怖、如此讨厌的灾难。共和国的安全不应当总是受到一个人的危害。当我还
是当选执政官①的时候，喀提林，你就阴谋陷害我，但我不是由公家的卫士而
是通过自己的高度警惕来

保卫自己的。而在前一次执政官选举时，你又想在玛尔斯广场①上杀害我
和你的竞争者，但在那时，借助于我的友人的力量和保护，在没有引起任何
公开骚乱的情况下，我挫败了你的邪恶的企图，总之，不管你对我进行多少
次的威胁，我都用我自己的力量挫败你，虽然我知道，我的死亡会给国家带
来巨大的灾难。现在你竟然公开对国家图谋不轨，你竟要摧毁和破坏不朽诸
神的神殿、城市的住宅、全体公民的生命乃至整个意大利。因此，由于我还
不敢做最重要并且最适合于执政官的统治大权和我们的传统的事情，我便做
这样一件就严厉的程度而论比较宽大并且对公众的安全来说也比较有益的事
情。要知道，如果我下令把你处死，参加你的阴谋的其余的人依旧会留在共
和国内。但是如果你离开这里，像我很久以来一直敦促你做的那样，那么这
座城市便可以清除大量有害于国家的舱底污水②，这就是你的那些同谋者。怎
么样，喀提林？你不会犹豫观望，不按照我的命令做你自己已经要做的事情
吧？这是执政官命令国家的一个敌人离开城市。你问我：“这是不是流放？”
我没有发出这样的命令，但是如果你询问我的看法，那我倾向于此。

（6）喀提林，现在在这个城里还有什么能叫你开心的事情呢？在这里，
除了你的阴谋的同伙之外，没有一个人不怕你，没有一个人不恨你。哪一种
可耻的污点没有在你的私生活上留下印记？在私人事务方面哪一种耻辱不和
你的丑名有瓜葛？什么淫荡的东西你的眼睛没有看过？什么罪行你的双手没
有干过？什么腐化堕落的东西你全身没有沾染过？哪个被你的堕落的勾引所

                                                
① 当选执政官是当选为第二年的执政官，实际上尚未就职的执政官。——中译者
① 玛尔斯广场是罗马的献给玛尔斯神的一处开阔的平地，位于第伯河、平奇乌斯山、卡皮托利努斯山和克

维里那利斯山之间。百人国民会在这里进行高级官吏的选举。——中译者
② 古代罗马的作家喜欢把国家比作一只船。——中译者



陷害的青年没有从你手里得到他犯罪的武器或是燃起他的情欲的火把①？难
道不是这样吗？最近你又谋害了你的前妻，为的是把另一个女人接到你的家
里，这难道不是在这一罪行上面又加上了另一令人难以置信的罪行吗？对这
一点我并不加以描述、我倒是喜欢对它保持缄默，否则人们就会认为，这样
一个罪大恶极的行为竟会在这个国家发生或者竟然逃脱了应有的惩处。我也
不去谈你荡尽了自己的财产的事情，到这个月的 13 日②你是会感到这件事对
你的压力的，我所谈的那些事情都和你私人的秽行丑闻没有关系，都不干系
到你的肮脏麻烦的个人事务，而是同国家的最高利益以及同我们所有人的生
命和安全有关。当你了解到所有在场的这些人都知道，在雷比达和图路斯担
任执政官的那一年③的最后一日，你带着武器去参加人民大会④；所有在场的
这些人都知道，你曾纠合一个匪帮想杀害执政官和国内的首要公民；并且在
场的这些人都知道，根本不是你那一方面的怜悯之情或恐惧之心，而是罗马
人民的好运才制止了你的罪行和丧心病狂的行为；当你了解到这些情况的时
候，喀提林，这光天化日或是这吹动的清风能使你感到高兴吗？但是我不去
谈那些罪行，因为那是人们都晓得的，并且从那时以来又干出了许多罪行：
——当我还是当选执政官的时候，有多少次你曾试图杀死我并且在我成为执
政官之后又有多少次！有多少次我只是轻轻地移动一下身子或者像人们所说
的一闪身而躲过了你刺过来的、看来似乎无法躲避的凶器！你什么也没有得
到，你什么也没有成就，可是你依然不停止尝试和希望。那匕首有多少次已
经从你的手里刺了出来，又有多少次它不知道为什么掉了下来并露出了马
脚！但你依然一天也放不开它。既然你认为你一定要把匕首刺到一位执政官
身体里面去，我不知道你用什么祭仪使它成为神圣的东西井把它献给诸神！

（7）但是现在你过的是什么生活？要知道，我将要用这样的方式和你谈
话，以便使人们感到，我的主导的情绪并不是憎恨——虽然我应当是这样的
情绪——而是你完全配不上的怜悯。你是不一会儿之前才来到了元老院的，
在所有你的许多朋友和亲属当中有谁向你打招呼？如果在人们的记忆当中没
有任何一个人曾受到过这样的对待的话，那么当你受到沉默这一具有极深刻
含意的宣判的巨大压力的时候，难道你还等待人们用言语对你进行谴责吗？
在你来到元老院的时候，所有你附近的位子都空了，所有那些往往被你定为
杀害对象的、担任过执政官的元老在你一就座就离开了你那一区的座位，让
它们空在那里没有人坐，对于这一事实你是什么看法，你认为你应当抱着怎
样的感情来承受这种情况？赫邱利斯在上，如果我的奴隶害怕我就像你的同
胞公民害怕你那样，我想我就非得离开我购家不可了。你不认为你应当离开
罗马么？如果我认为我甚至是不公正地受到本国公民的严重怀疑并且我的同
胞公民又是如此地讨厌我，那么我便宁肯避开我的同胞公民而不愿看到所有
人敌视的目光。由于你自己心里明白你的罪行，所以你知道所有的人对你的
憎恨是正当的，是你早就应当得到的。难道你还不想从你曾经伤害过其思想

                                                
① 撤路斯提乌斯：《喀提林阴谋》（第 14 章）便指出，喀提林特别喜欢拉拢青年人，用各种办法投其所好，

使他们死心塌地地技靠自己。——中译者
② 一个月的第 1 天（salends）以及弟 13 天或第 15 天（ldes）按规定是还债或开出账单（在未能还债的情况

下）的日子。——英译本
③ 公元前 66 年。——中译者
④ 罗马公民在城内携带武器是非法的。——英译本



感情的那些人的目光下和面前避开么？如果你的双亲恨你、怕你并且你无论
怎样也不能得到他们的谅解的话，我想你就应当躲到他们看不见的什么地方
去。现在你的祖国，我们所有的人的母亲都恨你、怕你，并且认定：长时期
以来你心里想的只有一件事，就是把你的祖国摧毁。难道你不尊敬她的权威，
不服从她的判决，也不害怕她的力量么？喀提林，祖国是这样地同你谈话，
她虽然保持沉默，却好像是对你说：“这些年来，除了由于你的缘故之外，
没有发生过任何犯罪行为；除去你之外，没有发生过任何暴行；只有你杀害
过许多公民，踩脯和掠夺过联盟者，但是没有受到惩处而仍然逍遥法外。你
能够不仅不把法律和法庭放在眼里，甚至还扰乱和破坏它们。尽管对于先前
那些罪行我不应采取容忍态度，但我还是把它们尽量地忍耐下来了。可是目
前，正是由于你一个人的缘故，我却完全陷入恐惧之中，乃至最轻微的声音
也会引起我的恐惧，喀提林，而且看来任何谋害我的计划都同你那不能容忍
的罪恶勾当有关系。因此，走开吧，不要使我感到这样的恐惧了。如果说我
害怕得有道理，但我却不会惊慌失措；如果我害怕得没有道理，那到头来我
是会不再感到害怕的。”

（8）如果我们的祖国对你讲这样的话，像我刚才所说的，即使她不能动
用武力，难道她不应当得到她请求的东西么？你自愿受到监管，又说什么为
了躲避嫌疑你愿意住到玛尼乌斯·列庇都斯家里去，这有什么用处？当他不
愿意接纳你的时候，你竟敢甚至到我这里来，要我在我家里保护你：我对你
的答复也是，有你和我一道住在我家里我决不可能是安全的，因为我们都住
在一个城墙之内，这样我也就处在巨大的危险之中，然后你又到行政长官克
温图斯·梅特路斯家里去。当他拒绝你的时候，你又去找你的吃喝玩乐的朋
友、那位最出众的人物①玛尔库斯·梅特路斯②；这当然是因为你认为他能最
用心地保护你，能最警觉地提防着别人，又能奋不顾身地保卫你。但是你想
想看，一个自己已经认为有资格被监管起来的人，他距离监狱和枷锁还能有
多远呢？

既然情况是这样，喀提林，如果你不能在这里心安理得地终老一世，为
什么你还不立刻到别的什么地方去，在孤单的流放生活里度过余生，这样也
可以免遭许多正当的、早就应当加给你的惩处！

你说，把这件事交给元老院处理吧；因为是你提出了这样的要求，而如
果元老院决定要放逐你的话，你说你是愿意服从的。但是我不想把这件事交
给元老院，因为这同我一贯的作法有抵触，不过我仍然愿意提出这样一个办
法来，好叫你知道这些元老对你是怎样的看法。离开这个城市吧，喀提林，
使国家摆脱恐惧吧。如果你希望得到亡命处分的话，那么就去亡命吧。怎么
啦，喀提林？你还在等什么？难道你根本没有注意到这些人的沉默么？他们
是都同意的；他们都不讲话。当你看到他们是用沉默表示他们的意愿的时候，
为什么你还要等待他们讲话呢？但是如果我对那位杰出的青年普布利乌
斯·赛斯提乌斯①讲同样的这些话，如果我对最勇敢的人物玛尔库斯·玛尔凯

                                                
① virumoptimun，这是一句反话。——中译者
② 此人可能是在公元前 51 年担任执政官的那个人，西塞罗曾有为他辩护的演说；有人认为此人应当是克温

图斯·梅特路斯·涅波斯。公元前 62 年他任保民官时曾发动反对西塞罗的非法行为的运动。他是公元前 57

年度的执政官。——中译者
① 普布利乌斯·赛斯提乌斯公元前 63 年在西塞罗领导下任则务官，他在西塞罗反对喀提林的斗争中帮过他



路斯②讲同样的这些话，那么元老院就可以极为正当地就在这座神殿之中对我
执政官施加严厉的制裁。但是，就你的情况而言，喀提林，当他们一言不发
的时候，他们就表示同意了。他们的默许就是一道命令。他们通过沉默高声
呼叫。不仅对于在座的元老们来说是这样的情况——老实说，在你眼里，他
们的威信是贵重的，可他们的性命又是最不值钱的——就是对于站在元老院
四周的那些最可尊敬的和崇高的骑士③以及其他勇敢的公民来说也是这样的
情况。你可以看到他们那一群人④，你可以感觉得到他们的热情，并且就在刚
才，你还听得到他们呼叫的声音，长时期以来，我好不容易才使你不受他们
的暴力和武器的伤害；如果你要离开长期以来你一直想摧毁的一切，我是会
很容易说服他们把你一直送到城门口的。

（9）可是，为什么我还要讲话呢？就好像还有什么东西能打动你，就好
像你竟然可以振作起来，就好像你考虑过逃走，就好像你曾有过任何亡命的
念头似的！但愿不朽的诸神会使你产生这类的想法！然而我仍然会看到，如
果你在听到我的话后害怕了，因而接受劝告去亡命，那将会有极大的一阵恶
感在等待着我，即使不是在当前——因为人们对你的罪行记忆犹新——以后
肯定是会发生的。假如你的堕落只限于是私人的事情并且和共和国的危险没
有关系，那也是完全值得的吧。不过你不得再为非作歹，你应当畏惧法律的
惩罚，你应当服从国家的需要，这件事是不用问的。要知道，喀提林，你并
不是由于知耻而不再干不光采的事情，由于恐惧而不敢铤而走险，由于理智
而不陷入丧心病狂的那种人。因此，正像我时常说的那样，离开吧，如果你
想激起人们对我的仇恨，激起对你的敌人——你是这样称呼我的——的仇恨
的话，那就立刻亡命去吧！如果你这样做的话，我将很难承受人们的指责；
如果你按照执政官的命令去亡命的话，我将难以承受大量憎恨情绪的重担。
但是如果你偏偏要使我受到称赞和取得荣誉，那么就把那一帮作恶多端的匪
徒带走，你自己也到曼利乌斯那里去，把伤风败俗的分子煽动起来，把你自
己从好人中间分出来，向你的祖国开战，陶醉在亵读神灵的掠夺行径之中吧。
这样，看来就好像你的离开并不是被我驱赶到陌生人那里去，而是被请去和
你的那一帮人联合起来了。但是为什么我还要你这样做呢，因为我知道，你
已经把一些人先派了出去带着武器在弗茹姆·奥列利乌姆①那里等候你。我还
知道，你和曼利乌斯已作了安排并确定了一个日子，并且你还把一只银鹰①

送了去，而我相信这个银鹰将是所有你的那一帮人毁灭的诱因，是对他们的
不祥的朕兆，可是你在自己家里却还把这只银鹰放在一个罪恶的神龛②里。每
当你出去杀人时不是习惯于对它膜拜一番么，从它的祭坛那里你不是常常为

                                                                                                                                           

的忙。后来又积极活动使西塞罗从流放中运回罗马。——中译者
② 可能是后来（公元前 51 年）任执政官的那个玛尔凯路斯，持反对恺撒的立场。——中译音
③ 两塞罗是骑士等级的家庭出身，所以谈到骑士，他总不忘记加上一些美妙的形容词语。——中译者
④ 从会场大门向外望去可以看到站在外面的人群。——中译者
① 弗茹姆·奥列利乌姆（ForumAurelium）是罗马以北约 30 公里的一个村落，在奥列利亚大道（viaAurelia）

上，当天夜里喀提林就是从这条道路离开罗马的。——中译者
① 马喀规定银鹰为军团的标记（相当军旗），据说这里所说的银鹰还是马略的军队的旧物，在军营，银鹰

被安放在神龛里。——中译者
② 普通罗马家庭都有一个奉祀家神（lares）的神龛，喀提林把神鹰放到里面，表示对它的重视。——中译

者



了屠杀公民而举起亵读神灵的右手么，因此你怎么可能在比较长久的时期里
同这个东西分开呢？

（10）那么最后你还是到你那无法控制的和穷凶极恶的贪欲早就一直在
催促你去的地方吧。确实这样做不但不会给你带来悲伤，反而会使你感到某
种难以置信的欢喜。因为你的本性使得你如此丧心病狂，你自己的意愿把你
训练成这样，命运也注定你成为这个样子。你决不会期望和平，甚至不会期
望战争，除非那是一场邪恶不义的战争。你从没有任何财产，也没有任何前
途的那些人当中纠合了一批歹徒。在他们这些人中间，你能有什么高兴，有
什么愉快，有什么欢乐？而当着在你这样多的朋友中间你连一个正直的人也
听不到看不到的时候，你又怎么能在放荡中高兴得起来？

人们谈论的你的那些“劳苦”③对于你所追求的那样一种生活的确是一种
很好的锻炼；躺在什么都不覆盖的土地上，这不仅可以伺伏你的放纵淫欲的
对象，而且可以行凶作恶。能不睡觉的本领不仅使你能在丈夫仍安眠的时候
加害于他们，而且还能阴谋盗窃和平公民的财物。你有机会来表现你那有名
的能忍受饥饿、寒冷和一切匾乏的能力。但很炔地你就会知道，正是这些本
领毁了你。当我使你不能取得执政官职位的时候，我做到的就是这些；宁肯
要你只能以一个亡命者的身分向国家发动进攻，也不叫你以一位执政官的身
分来折磨国家；而你卑鄙地策划的行径也只能称为强盗行径而不能叫战争。

（11）现在，元老们，我可以恳请我的祖国不再提出几乎是正当的抱怨
了，请你们注意听我将要讲的话并且把它深深地记在心上。要知道，如果对
我来说比我的生命还要珍贵的我的祖国，如果整个意大利，如果整个共和国
对我这样说：“玛尔库斯·图利乌斯①，你在于什么？正如你已经发现的，这
个人是国家的一个敌人；正如你看到的，他将要带头发动一场战争；正如你
知道的，在敌人的营地里人们正在等待他把统帅的职务担当起来：他是罪魁
祸首，是阴谋的头目，是他把奴隶和罪犯集合到一起——这样一个人你却把
他放走，而且放走的方式使人觉得他好像不是被你逐出罗马。而是有意放纵
他来攻打罗马的！为什么你不下命令给他带上镣铐，把他拖去处死，给他以
最严厉的惩处？请问是什么使你不这样做？是我们祖先的惯例么？但是在罗
马这里，往往甚至普通公民都曾经处死过危害国家的人啊。是人们制订的有
关处罚罗马公民的法律么？但是在罗马这里，背叛了国家的人是决不会享有
公民权的。或者是你害怕后世的人们对你的憎恨？如果由于你害怕人们对你
的厌恶或其他不管是什么危险而你却忽视了你的公民同胞的安全，这倒是你
对罗马人民的一个很好的回报！要知道，正是罗马人民把你这样一个只凭借
本身的事业，而不是你的袒先的功勋的人，这样早地通过一级一级的官职而
提升到最高的地位②！但是，如果对于人们的厌恶有任何恐惧的话，那么刚正

                                                
③ 撒路斯提乌斯：《喀提林阴谋》（第 5 章）便提到说，他有着钢筋铁骨一样的体魄，经受得起常人绝对

不能忍受的寒冷、饥饿和长时间的不眠。——中译者
① 这是一种比较郑重的称呼，通常只用西塞罗来称呼就可以了。——中译者
② 西塞罗出身骑士等级的家庭，人们曾嘲笑他是一个政治上的暴发户，因为他是他的家族里第一个取得元

老地位的人。罗马执政官的职位过去实际上是被垄断在有着担任过显要职位的祖先的若干贵族豪门手里，

而祖先无名的人要想担任执政官是十分困难的。能做到这一点的被称为“新人”（novushomo，）。马略和

西塞罗便都是“新人”。西塞罗生于公元前 106 年，从公元前 75 年担任财务官到公元前 63 年已做到执政

官，论年龄算是比较早的。——英译本注，有补充。



与严厉引起的厌恶决不比
懒散与怯懦引起的厌恶更加可怕。也许当意大利将要受到战争的蹂躏，

当各个城市将要受到掠夺，当房屋将要被烧掉的时候，你才不认为自己将会
被厌恶的大火烧掉？”

（12）对于共和国以及对于抱有同样想法的人们的极为郑重的意见，我
要简单地作如下的答复：“元老们，如果我认为把喀提林处死是最上策的话，
那么我本人是不会叫这个剑奴①多活一个钟头的！因为如果我们最崇高的人和
最著名的公民并没有因为使撒图尔尼努斯、格拉古兄弟和弗拉库斯②以及古时
许多人流血而受到砧污却反而受到尊敬的话，那我肯定是不会担心由于处死
这个谋害公民的人而后来会有任何厌恶的情绪加到我的身上的。而且，如果
我的确受到厌恶情绪的严重威胁，则我仍然始终不渝地相信，通过正义行动
而招致的厌恶是一种光荣，而不是厌恶。可是，在元老院这里却有一些人，
或者是看不到正在威胁着我们的灾难，或者是装作看不到这些灾难。他们提
出的温和措施助长了喀提林的希望，他们由于不柑信阴谋的存在，从而加强
了势力日益扩大的阴谋。在他们的影响下，许多无知的人和坏人都会说，如
果我惩办了喀提林，我的行为就是残酷和专横的。现在我知道，如果他到现
在他正打算去的曼利乌斯的营地去，任何人也不会愚蠢到看不出这是一项已
经安排好的阴谋，任何人也不会堕落到否认这一阴谋。

但是，如果只处决了这一个人，我知道国家的这场病可以暂时地得到抑
制，但是并不能完全消除。但是如果他自己离开，如果他把他的一群朋友带
走并且把现在从四面八方收罗来的其他败类都集合在同一个地方，则不仅是
在国内蔓延的这一疾病，甚至一切邪恶事物的根源和种子也将会被根除和摧
毁了。

（13）元老们，很久以来我们便在阴谋的这些危险和陷讲中间生活和活
动。但是所有这些罪行和这种由来已久的愤怒和无法无天、胆大妄为的状况
却在我担任执政官的时期里以一种有点不寻常的方式爆发出来。如果在这一
大群强盗当中，只除掉这一个人，看来也许我们只在一个短时期里能以摆脱
忧虑和恐惧。但是危险依然存在着并且它将深藏在国家的血脉和脏腑之中。
正有如得了重病并且给高烧搞得坐卧不宁的人往往在喝了冷水之后，开始似
乎减轻一些，但随后这病却反而比先前要沉重、厉害得多，共和国的病也是
这样。通过惩办这个人，它的病虽然可以缓解，但是只要其余的人还活着，
这病是会变得更加沉重的。因此止这个邪恶的人走开吧。让他们自己和好人
分开，让他们集合在一个地方吧。而最后，就像我常说的那样，让一道城墙
把他们和我们隔开吧。让他们不要再在执政官自己的家里伺伏执政官，不要
再站在市行政长官①的法庭的四周，不要再手持刀剑围攻元老院，不要再准备

                                                
① 西塞罗把贵族出身的喀提林称为不被罗马主人当人看待的剑奴，这是对喀提林的极大蔑视，因为不过 10

年前的奴隶起义的领袖斯巴达克就是一名剑奴。——中译者
② 按撒图尔尼努斯是公元前 100年被马略杀死的（参见拙译《古代罗马史》，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 516—522

页）；格拉古兄弟是分别在公元前 133 年和公元前 121 年被杀死的，罪名是想僭取非法的权力（参见同上

书，第 1 部分：第 20 章《格拉古运动》）；路奇乌斯·瓦列里乌斯·弗拉库斯是公元前 86 年度（和秦纳）

的执政官，同年他奉命去东方接替苏拉进行反米特拉达待斯的战争，但是和他的副师芬布里亚发生争吵，

结果在比提尼亚行军时被芬布里亚杀死（公元前 85 年）。——英译本注，有改动。
① 市行政长官（prdretorurbantus）或译内事行政长官，负责罗马公民间的诉讼。参见拙译《古代罗马史》



火箭②和火把来烧掉城市吧。最后，让每个公民把自己对共和国的看法都明明
白白地写在前额上吧。元老们，我向你们保证，我们身为执政官伪将会如此
尽心竭力，你们有如此高的威信，罗马骑士有如此大的勇气①，而所有爱国的
人们又如此和谐地团结起来，这一切均足以使得喀提林在离开之后，你们将
会看到一切真相大自，揭露于光天化日之下，它们将会受到镇压和惩处。

既然有了这些朕兆，那末，喀提林，去发动你的一场邪恶不义的战争吧，
这样做你就会给共和国带来最大的利益，给你自己带来杀身灭顶之祸，并且
给依附于你而无恶不作的那些人带来彻底的毁灭。朱比特啊②，你这座神殿是
罗慕路斯在取得和罗马建城时相同的朕兆时建立起来的，我们完全正当地把
你称为城市和国家的保卫者③，你将会把这个人和他的同谋者驱离你的神殿和
其他神殿，驱离这个城市的住宅和城壁，使他们不能危害全体公民的生命财
产，而对于这些同正直的人为敌的人，国家的这些敌人，打劫意大利的人，
这些由于共同为非作歹而可恶地勾结在一起的人，你将要用永恒的惩罚来惩
处这些活着和已经死去的人④。

   
反喀提林第二演说⑤

（对人民发表）
  

（1）公民们，路奇乌斯·喀提林这个肆无忌惮、罪大恶极、邪
怨地阴谋摧毁他的祖国，用剑和火威胁你们和这座城市的家伙离开了，

我们终于把他赶了出去，或者说把他打发走，或者说同他告别了。他离开了，
退去了、溜掉了、逃走了①。现在这个贱种和恶魔再也不能在我们的城墙内部

                                                                                                                                           

（三联书店，1957 年版），第 140—141 页。——中译者
② 火前（malleolus）系长竿竿头处带易燃物，由投射器械射山的。——中译者
① 西寒罗念念不忘贵族与骑士之间的团结，把这作为他的一个政治理想，但实际上他们各自的利益是很难

调和在一起的，西塞罗过高估计了这一团结的意义。——中译者
② 元老院的会议是在朱比特·斯塔托尔神殿召开的，所以主持人在演说结束时要向他呼告。——中译者
③ 过去罗马军队在同萨宾人的一次战斗中曾处于支持不住的状态。于是罗慕路斯便发愿给朱比特神修建一

座神殿，如果他能阻止罗马军队的逃跑的话。他的祈求应验了，但神殿是在公元前 294 年才在那个战斗地

点修建起来的。朱比特于是有了阻止逃跑者（Stator）的称号。西塞罗在这里虽然用了 stator 一词，但把它

的含意加以引伸而理解为保卫者、维护者。——英译者注，有改动。
④ 死去的人在地狱中继续受苦，希腊罗马神话便有这类的例子。——中译者
⑤ 前一演说发表后的次日即 11 月 9 日，西塞罗在集会场南侧的讲坛上向罗马人民发表了这篇演说，一方面

向听众祝贺喀提林离开了罗马，另一方面又对留下来的喀提林派进行了威胁。朗图路斯、凯提古斯等人虽

然在罗马活动频繁，但西塞罗直到三个星期之后才真正缴获了可以对他们进行逮捕的证据。喀提林派最后

选定 12 月 19 日为杀害官吏和掠夺全城的日子。这时喀提林在费袒莱正式担任了反政府军的统帅，元老院

得到消息后立刻宣布喀提林和曼利乌斯为叛国罪犯。集会场在罗马广场西北侧，方形，讲坛（rostra）在它

的南侧，与北侧的元老院会堂遥遥相对。讲坛前饰以在公元前 338 年安提乌姆海战中俘获的船只的青铜船

头（rostrum），讲坛的名称 rostra（rostrum 的复数）便由此而来。西塞罗还在这里发表了《反喀提林第三

演说》和他晚年的几篇《反安托尼乌斯演说》。据普鲁塔克的记述（《西塞罗传》，第 49 章），西塞罗遇

害之后，他的头和双手按照安托尼乌斯的命令被割下来钉在讲坛里面。——中译者
① 这四个词都只说明喀提林已经离开了，作者所以一再加以重复，目的在于给听众造成深刻的印象。第一

个词单纯是离开的意思（abiit），第二个词有退走的意思（excessit）；第三个词有不光彩地溜掉的意思（evasit）；



发动任何破坏阴谋了。毫无疑问，我们已经打败了这次内战的一个头目。因
为他的那把匕首不能在我们身边发挥其作用了。无论是在玛尔斯广场上，还
是在罗马广场上，以及在元老院里，最后在我们自己的家里，我们将不再感
到害怕了，他被赶出了城，这样也就被赶出了有利的阵地。现在我们将对一
个公开的敌人展开一场公开的战争并且不会有任何人阻碍我们了，不容置
疑，当我们把他从暗中伺伏的地方赶了出来，迫使他进行公开掠夺的时候，
我们将会消灭这个人并取得辉煌的胜利。

但是由于他带的刀剑并未能像他所期望的那样沽上我们的鲜血，由于他
走开时我们还都活着，由于我们妞掉了他手里的凶器，由于他离开时公民们
安全无恙而城市依然屹立在那里，请想一下，他将会是多么伤心，多么沮丧！
公民们，现在他已经倒在地上，他知道他已经被打跑，被驱除，并且他肯定
还常常扭回头来看这座城市，为这座城市从他的嘴里被抠走而悲痛。但是在
我看来，城市却是感到高兴的，因为它已经把这块病吐了出来并且把它抛弃
了。

（2）如果有什么人——像所有的人必然会做的那样——正是由于我在演
说中引以为自豪和值得夸耀的那件事而对我进行猛烈的指责和攻击，说我不
把这个不共戴天的敌人加以逮捕而是把他送走，那么这并不是我的过错，公
民们，这是环境造成的过错。路奇乌斯·喀提林早就应当彼处死，早就应当
对他施加最严厉的惩处。不论是我们祖先的传统还是统治权和共和国的尊严
都要求我这样做。可是你们知道有多少人不相信我的话？有多少人甚至为他
辩护？有多少人愚蠢到根本不去考虑这件事情，又有多少人坏到竟然站到他
的一面。并且，如果我认为，如果把他除掉就可以消除你们的一切危险的话，
我早就会把路奇乌斯·喀提林除掉了，即使这会被人厌恶，要冒生命的危险
也在所不惜。但是当我看到，甚至当时、甚至你们所有的人也并不同意这件
事的时候；当我看到，如果他罪有应得地被我处死，我会受到被厌恶的极大
压力并且不能再追究他的同谋者的时候，于是我便把事情作了这样的安排，
这就是说，当你们清楚明白地看到国家的敌人的时候，你们可以公开地进行
战斗。即使他离开了这个城市，公民们，你们会了解到，我认为这个敌人仍
然是一个极大的威胁，因为和他一道离开的人太少了，对此我甚至是感到遗
憾的。如果他把所有他的人都带出罗马那该有多好！我可以告诉你们，他的
确带走了他早从童年时代便喜爱的通吉利乌斯，他还带走了普布利乌斯和米
努奇鸟斯①，他们在饭店里欠下的债并不能引起国家的动乱。他留下的是什么
人，都多么深地陷到债务里，多么英勇，多么崇高！

（3）因此，同高卢的军团相比，同克温图斯·梅特路斯①在皮凯努姆和
高卢两地征募的军团相比以及同我们每天准备的这些军队相比，我完全不把
他的军队放在眼里，这是由走投无路的老家伙，粗俗的花花公子，土里上气

                                                                                                                                           

最后一词有在强大压力下逃跑的意思（erupit），有强烈的动感。四个词表明了逃走的人的不同心态。西塞

罗认为喀提林的离开是自己的初步胜利。——中译者
① 这里说的都是和喀提林往来密切，但是不起作用的酒肉朋友。——中译者
① 这个梅特路斯是克温图斯·梅特路斯·涅波斯的儿子，臭名昭著的克洛狄娅的丈夫。公元前 63 年任市行

政长官，公元前 60 年任执政官，从西塞罗的《致友人书》（EpistulaeadFamiliares；s、1、2.）可以看到他

们之间的关系。这里的军队是他根据元老院的命令征募来对付喀提林和曼利乌斯的。——中译者



的浪荡哥儿以及宁肯不要保释金②也不肯离开军队的那些人拼凑而成的，对这
些人，我不用给他们看我们军队的战斗行列，我只要把行政长官命令给他们
看，他们就会垮了。但是我看到的这些在广场上跑来跑去，站在元老院附近，
甚至进入元老院的、油头粉面、披金挂紫③的人们，我真愿意他把这些人都作
为士兵带走；如果他们留在这里，那么请记住，逃离他的军队的人们比留在
军队里面的人们更危险。他们之所以更加可怕是因为他们明明了解我知道他
们在想些什么，可是他们依然无动于衷。

我知道把阿普利亚分配给了谁，埃特路里亚给了谁，谁分到了皮凯努姆
地区，谁分到了高卢地区并且谁曾要求执行在城里杀人放火的计划。他们知
道前一天夜里他们的全部计划都报告给了我；

昨天我就把它们在元老院里揭露了。喀提林吓坏了，于是就逃掉了。这
些人在等待什么呢？如果他们认为我先前的宽大会永远持续下去，他们就确
实大错特错了。

（4）过去我期望已久的东西今天我已经实现了。这就是你们所有的人都
可以看到正在公开地策划一个叛国的阴谋。也许除非有人认为，和喀提林类
似的人们，与喀提林的感觉有所不同。再也没有任何宽大的余地了。这件事
本身要求严厉的处置。只有一件事甚至现在我仍愿意让步，那就是让他们出
去，让他们离开，让他们不要叫倒霉的喀提林想他们想得消瘦下去。我愿把
路给指出来：他是从奥列利亚大道①离开的。如果他们愿意加紧赶路的话，到
晚上就可以追上他了。在舱底的污水淘干净之后，我们的国家会是多么幸福
啊！赫邱利斯在上！共和国只清除了喀提林一个人，我就似乎松了一口气并
且感到振作起来了。人们能想像或想到的什么罪恶或罪行是他所未曾设想过
的，人们能找到哪一个全意大利的放毒犯、哪一个剑奴、哪一个强盗、哪一
个杀人凶手、哪一个弑亲者、哪一个伪造遗嘱者、哪一个骗子、哪一个贪吃
的家伙、哪一个浪荡公子、哪一个奸夫、哪一个声名狼藉的女人、哪一个勾
引青年的坏蛋、哪一个花花公子、哪一个堕落人物会不承认自己同喀提林有
最密切的关系？在所有这些年中间，已经干出的哪一件谋杀事件没有喀提林
参预在内？哪一件已经千出的邪恶淫乱的事件少得了他？确实，哪个人对青
年有像这个人那样大的诱惑力？他自己以最无耻的方式去爱别人。他以最可
憎的方式去迎合别人的爱。对某些人，他保证满足他们的淫欲，对另一些人，
他答应杀害他们的双亲，他不仅是从旁煽动，甚至动手帮他们干。现在他又
多么炔地不仅从这个城市，而且从农村地区搜罗了这样一大群堕落的人？不
仅在罗马，而且在全意大利的任何一个角落，没有一个受债务压迫的人不被
他召来参加这个难以令人相信的罪恶联盟。

（5）因此现在你们可以注意看一看他在各种不同的活动中表现出来的多
种多样的兴趣：剑奴训练所里没有一个多少热衷于犯罪活动的剑奴不声称喀
提林是他的亲密朋友；在舞台上没有一个比较轻浮或有点堕落的优伶②不说喀

                                                
② 受法庭传讯的人要文保释金（Vadimonia）以保证他们的出庭。他们为参加喀提林的军队而离开罗乌，这

等于放弃了保释金。——英译本
③ 罗马高级官吏白色的外袍都有紫边。——中译者
① 向北通到费祖莱的大道。——英译本
② 罗马的优伶都由奴隶和被释奴隶担任，他们组成戏班子（caterva，grex）由班主（dominus gregis）负责。

女角均由男人扮演。有名的优伶也可能非常有钱：出入上层社会，但他们本身没有社会地位，和我国古时



提林几乎够得上是吃喝玩乐的朋友。而这同一个干起坏事和罪行来素有经验
的人却依然经受得住寒冷和饥饿，口渴和不眠，他被这些流氓恶棍捧为英雄，
而实际上他那本应用于刻苦励行和进德修业的精力却给他在淫乱和放荡中耗
尽了。但是如果他的狐群狗党都跟随他，如果亡命徒的这些罪恶的匪帮走出
这座城市，那我们将会多么高兴，共和国将会多么幸运，我这一任执政官将
会得到多么光荣的称赞！因为这些人的欲望已不再是有节制的，他们的放纵
是毫无人性的和不可容忍的。他们想的只是杀人、放火和打劫。他们荡尽了
他们的祖产，他们把他们的财产抵押出去了；他们早就没有钱用，而最近连
借贷的地方也没有了。但是他们的欲望依然很大，一点没有收敛。但是，如
果说在酒和赌博上他们寻求的只是放荡的生活和妓女，他们确实已说得上是
不可救药，但人们对他们还能容忍，但是怯懦者伺伏勇敢的人，愚蠢的人伺
伏有智慧的人、醉鬼伺伏清醒的人、迷糊的人伺伏替党的人——这种情况谁
能忍受？我告诉你们，这些斜倚在宴席桌旁①，怀里抱着妓女，喝酒喝到发昏，
肚子里塞满食物，头戴花环、厚厚地涂着油膏、给邪恶的生活搞坏了身体的
人们，在他们的谈话里竟然胡说什么要杀害好人并把罗马城烧掉！我相信，
这些人是不会有好下场的，他们的邪恶、不义、罪行和淫欲早就应当遭受惩
罚，即使不是现在就临到他们头上，肯定不久也会到来的。如果在我的执政
官任内由于不能使这些人改邪归正而把他们除掉的话，那么我就使国家的生
命不是延长一个短时期，而是延长好多年。要知道，现在已经没有一个国家
能引起我们的恐惧，没有一个国王能对罗马。人民发动战争。所有陆上和海
上的外国敌人都由于一个人的勇敢而被镇服了①。但是还有内战，国内存在着
阴谋，国内存在着危险，国内存在着敌人。我们必须向奢侈、向丧心病狂的
行为，向罪行展开斗争。公民们，我本人就愿意担任这一战争的领导人。由
我来承担坏人对我的仇恨。凡是我能矫正的，我将尽力设法矫正；凡是必须
铲除的，我将不允许他们留下来危害国家。因此这些人要么离开，要么就老
老实实地呆在这里！如果他们留在城里，又不改变自己的初衷，就让他们等
候他们应得的下场吧！

（6）但是，公民们，有些人却又说喀提林是被我流放的。如果我一讲话
就能做到这一点的话，我就要把讲这些话的人们也都流放出去了。因为我认
为这个如此胆怯甚至害羞的人是受不了执政官的谴责的！一旦他被命令去亡
命的时候，他就服从命令，走开了。昨天，也就是我几乎在自己家里被杀死
的昨天，我在朱比特·斯塔特尔神殿再次召开了元老院的会议。我把整个事
件向元老们作了报告，当喀提林到来时，有哪一位元老向他打招呼呢？有谁
向他致意呢？最后，又有谁把他只看成是一个恶人，而不把他看成是国家的
一个危险的敌人呢？还有，在他就座的地方，主要的元老都离开了他那一带，
那里的凳子都没有人坐，空在那里。接着我这个一讲话就放逐了公民的严峻

                                                                                                                                           

时优伶的看法一样。——中译者
① 和我国古人的席地而坐和后来的围桌而坐的宴会习惯不同，罗马人是各自斜倚在躺倚上围着一个圆桌来

赴宴的，这样就一面吃，一面休息，因而筵席可以拖很长的时间，吃到吃不下去时，便用催吐剂把已吃下

去的东西吐出来，然后再吃，其荒唐的程度真是难以想像。——中译者
① 这个人指格涅乌斯·庞堵，他镇平了赛尔托里乌斯的叛乱，肃清了海盗并且战胜了米特拉达特斯。后来

在恺撒对庞培的斗争中，西塞罗就是站在庞培一面的，并且把自己不多的钱拿出来资助庞培派。——英译

本注，有补充。



的执政官就问喀提林，在前一夜里②他是不是在玛尔库斯·莱卡的家里开会？
当这个胆大包天的人开头由于良心有愧而沉默不语时，我又揭露了别的一些
事情；我指出在那天夜里他干了什么，他为下一夜作了怎样的安排，他又如
何安排整个战争的计划。当他十分困惑地站在那里不动的时候，我就问他为
什么还不赶快到他久已想去的地方去，因为据我所知，这时武器、斧头、棍
束①、喇叭、军队的标志和在他自己家里他已经用一个罪恶的神龛给供了起未
的银鹰②都已被他先送了去。那个据我看已经离开去挑动战争的人是我给放逐
出去的么？并且，我认为，已经在费祖莱地区建立了一座营地的百人团长曼
利乌斯③已经以自己的名义发动了反对罗马人民的战争，并且那营地现在并不
等待卡提利那作他们的领袖，但是据说，受到放逐的喀提林是去了马赛利亚
④，而不是这个营地。（7）不仅是治理共和国的人们，甚至挽救了共和国的
人们，他们的命运是多么不幸啊！如果现在路奇乌斯·喀提林由于我的智慧
和我冒着很大风险所作的努力而遭受挫折并受到极大的削弱因而突然间害起
怕来并且改变自己的意图，脱离他的同伙并放弃他的挑起战争的计划，抛掉
他的犯罪和战争的方针而逃跑，而去亡命，这样人们就不会说，这个胆大妄
为的人是被我所制服的；就不会说，他是由于我的警觉才被搞得目瞪口呆、
被吓住的；也不会说，他在希望和目标方面遭到了挫败，而说他是在没有被
定罪和无辜的情况下去亡命的，说他是被一位执政官的暴力和威胁驱赶出去
的；如果他这样做的话，有人就会把他不是看成一个罪犯，而是看成一个怜
悯的对象，而把我不是看成一个警惕性最高的执政官，而是一个最残酷的暴
君了。公民们，只要是你们能不被卷入这场可怕的、邪恶的战争，就是我忍
受这种错误的和不公正的憎恨的强大压力那也是值得的。是的，只要他亡命，
就让人们说是我把他赶走的吧。但是请相信我的话，他是不会亡命的。公民
们，为了我个人逃避这种憎恨情绪，我决不会请求不朽的诸神，要你们会听
到路奇乌斯·喀提林正在率领起一支敌人的军队并且正在带着武器四处奔
走，而且你们竟会在三天之内听到这个消息。而且我远为更加害怕的是，今
后我所以会受到憎恨是因为我放走了他而不是我赶跑了他。但还是有很多人
说他是被赶出去的，虽然他是自己走开的。这样，如果他被杀死的话，他们
又会说什么呢？而且，一直在说喀提林正在去马赛利亚的那些人与其说他们
抱怨这一点，毋宁说他们害怕这一点。他们中间没有一个人会仁慈到不愿意
他去曼利乌斯的营地，而不是去马赛利亚。但是，赫邱利斯在上，如果他先
前从来不曾考虑过他今天正在做的事情，他仍然宁愿作为一个叛国的匪徒被
杀死，也不愿意在流放中活命。但是目前，除了在他离开罗马之前我还活着
这一点之外，还没有发生任何事情是违背了他的意愿和期望的，因此让我们
希望而不是抱怨他的亡命吧。

（8）但是为什么我花费这样多的时间去谈论一个敌人？去谈论一个公然
声称自己是个敌人的敌人？去谈论一个由于像我一贯希望的那样有一道城墙

                                                
② 11 月 6 日。——英译本
① 罗马高级官吏的权力标帜，是走在前面开路的侍从扛着。这表明喀提林想取得执政官的大权。——中译

者
② 参见《反喀提林第一演说》，第 9 章有关注释。——英译本
③ 曼利乌斯过去是苏拉麾下的百人团长。——中译者
④ 由于这里的繁荣甚至不比罗马差，所以自愿流放的人喜欢到这里来。——中译者



把我们隔开而我不再害怕的一个敌人？而关于掩盖自己的意图、还留在罗
马，还和我们在一起的那些人却一字不提。对于这些人，总之如果有可能的
话，我宁愿使他们回心转意，使他们同共和国和解，而不想惩办他们，我也
看不出这一点就不可能，如果他们愿意接受我的意见的话。因为我要告诉你
们，公民们，那些军队都是从哪些种类的人们中间搜罗来的。然后，只要我
能做到，我就对每个人通过提供我的忠告和我的意见加以纠正。

他们中间的第一类人，这些人虽然负了巨额的债务，但是他们却有更多
的财产，他们死死抓住这些财产，任何事物都不能使他们放弃这些财产。这
些人由于富有，所以他们看来是十分老实的①，但他们的意图和他们的处世原
则是极为无耻的。你可以是富有的并且拥有大量的土地、房屋、金钱、奴隶，
拥有一切，但你为什么不肯出卖你的一些财产来减轻你的债务负担？你在等
待什么？等待战争吗？什么？在会造成全面破坏的战争里你以为你的财产能
被视为神圣而丝毫不受侵犯么，也许你还指望发布取消债务的新的法令？要
想期待喀提林实现这件事那就大错特错了；通过我的力量，可以提出新法令，
但它们只是规定可以拍卖的财产，而有财产的这些人也只能通过这个办法来
偿还债务。但是如果他们愿意在更早的时候这样做，而不是极为愚蠢地试图
用他们的财产的收入来支付债务的利息，那我们便会发现他们不仅会更加富
有，而且成为对国家更有用的公民。不过我认为这些人却是最不可怕的，这
或者是因为我们可以劝他们放弃自己原来的想法，或者是因为，即使他们顽
固坚持自己的意见，则在我看来，他们充其量也只是向共和国发出请求而不
会动用武力。

（9）第二类人里的人们虽然苦干债务却依旧希望取得统治权。他们想成
为共和国的主人。他们认为在国家的动乱时期他们能够取得的那些官职在国
家的和平时期他们是无法得到的。但是我却以为应当给这些人以这样的忠告
——当然对于所有其他的人也提供同样的忠告——以便使他们不去妄想取得
他们试图得到的东西。首先，我本人正在岗位上②，一直保持着警惕，我正在
保卫着国家。其次，正直的公民都十分勇敢，他们在感情上十分团结，他们
的人数众多，而且他们还拥有一支大军。最后，亲自在场的不朽的诸神将会
帮助这些不可战胜的人民，这著名的统治机构，各城市中这一最美丽的城市
以对付如此庞大的罪恶势力。但是，如果他们想得到他们在最疯狂时想得到
的东西，难道在城市的灰烬中，在公民的血泊中，在他们的卑鄙和邪恶的欲
望所谋求的事物中，他们能指望成为执政官或独裁官甚或国王么？难道他们
没有看到，如果他们想望的东西——一旦到手的话——势必要交到某个逃跑
的奴隶或剑奴手里去么？第三类包括的这样的人：他们虽然上了年纪，却仍
然由于体育锻炼而保持了强健的身体。同喀提林相勾结的那个恶棍曼利乌斯
就属于这一类。这些人都是从苏拉设置的军事移民地①来的，这些移民地的公
民我知道都是非常优秀的公民，非常勇敢的人，不过这些移民者由于不久之
前取得的没有料到的财富而过的是过于豪奢过于放荡的享乐生活。当他们像
富豪那样修建邱宅，当他们在他们的精美的庄园里，在大批奴隶的拥簇之下

                                                
① 这逻辑是：有钱的人不会干坏事。——中译者
② 西塞罗是当年的执政官，犹如在政府虽值班。——中译者
① 苏拉曾用意大利的土地来赏赐他的 12 万名老兵，当然是采用把土地原来的主人赶跑的办法。许多这样的

大地是在埃特路里亚，也就是费袒莱所在的地区。——英译本



大张筵席，尽情享乐的时候，他们已如此深地陷到债务里，乃至如果他们要
清偿这些债务，他们就得从地狱里把苏拉召回到他们那里去②。他们还诱使一
些产业微薄的贫苦农民也妄想把过去没收财产的做法恢复起来。我把这两种
人都归入了海盗和上匪的一类。

但是我要给他们这样的忠告。他们不应当再发疯，不要再希望出现非法
宣告和独裁统治。要知道，那些悲惨可怕的年月已如此深地烙入国家的记忆，
我认为不仅是人，甚至不能讲话的牲畜现在也不会再容忍这样的事件重演
了。

（10）第四类确实是多种多样的、驳杂而又混乱的：这些人多年来便陷
到债务里，从来也不曾冒出头来，在陈年旧债下勉强活着，造成这种情况的
原因部分是由于他们的懒惰，部分是由于他们的事业经营不利，部分是由于
他们挥霍无度。许多由于交保释金听候传讯和审判，由于财产被扣押而被搞
得狼狈不堪的人也都从城市和农村去了那个营地。我则认为，与其说这些人
是热心的士兵，不如说是懒惰的赖债者。如果这些人根本还不了债的话，那
就叫他们尽快地垮掉吧，不过要通过这样的方式，那就是：不仅是国家，就
是他们最近的邻居也不要知道这件事。我真不明白，如果说他们不能正直地
活着，为什么还愿意不光采地死掉，或者说，为什么他们认为和其他许多人
一道死去①较之他们单个地死去，这会给他们带来较少的痛苦。

构成第五类的是杀害双亲的人、杀手、最后还有各种各样的罪犯。我并
没有从喀提林那里把这些人召回来，因为无论如何他们也不肯离开他；一定
要把他们在罪恶中处死，因为他们这号人太多，以至于监狱根本装不下。这
最后一类不仅是地位最低，而且他们的生活作风也是最次的。不过这些人是
喀提林特有的，是他精心挑选出来的，不，简直可以说是他的知心朋友。你
看到的这些人都是头发梳得光光的、打扮得漂漂亮亮的人物，他们要么是胡
须剃得光光的小伙子，要么是乱糟糟地留上一大把胡子，他们的外衣长到踝
骨那里，袖子长到手腕，他们带着面纱，却不穿外袍②。他们生活中的兴趣以
及他们醒着的时候完全用于长夜的饮宴。在这些匪帮里，所有的人都是赌徒，
所有的人都是淫棍，都是卑鄙肮脏的坏蛋。这些十分文雅温柔的男孩子不仅
学会了爱别人和被别人爱，不仅学会了跳舞和唱歌，而且学会了挥动匕首和
放毒。除非他们离开罗马，除非他们死掉，否则即使喀提林死掉，请相信在
罗马还存在着产生喀提林式人物的温床。但是这些坏蛋希望的是什么呢，他
们不会把他们的小情妇带到营地去么？他们怎么能同她们分开呢，特别是在
这样的日子的夜里！但是那些人又如何受得了亚平宁山的环境和那里的霜
雪？除非他们也许认为他们更易于忍受冬天的气候，因为他们曾学会在宴会
上光着身子跳舞呢！

（11）既然喀提林把这样一批邪恶的人纠合在自己身边，那么战争将会

                                                
② 苏拉在内战中通过宣布不受法律保护的手段（proscrlptio）对敌对势力加以迫害，被宣布为国家敌人的人

大批被屠杀，他们的财产被没收。——中译者
① 暗示在反罗马的战斗中死去。——中译者
② 外衣（Tunica）是外袍（Toga）下面穿的毛织品便服，最初外衣没有袖子，长仅及膝，这是为了生活和

工作的方便，共和末期外衣有了长袖，下面也加长，所以西塞罗特意指出，说明这是奢靡之风的一种表现。

外袍是罗马人的正式服装，但一般平民平时不穿外袍。冬天寒冷时人们可以穿多件外衣用以御寒。后来到

帝国时期长袖和长身的外衣已成流行的样式。——中译者



是多么可怕啊！公民们，现在请把你们的卫队、你们的军队摆出来，去对抗
喀提林的这支臭名昭著的军队吧！首先是你们的执政官和你们的统帅对抗那
些精疲力尽的和负伤的刽奴；然后再把全意大利的最精锐的力量率领出去对
付被放逐和被削弱的那群破烂货！现在移民地的城市和自治市①确实将负责肃
清边远山林地区②的喀提林匪徒。老实说，我不应当把你们的其他资源、设备
和守备部队拿来同那个匪帮的匠乏和贫困相比。但是如果不提我们充分拥有
而他们缺乏的所有这些资源、元老院、骑士等级③、罗马人民、罗马城、国库、
税收、整个意大利、所有的行省，各个外国，如果不提这些东西而我们却希
望比较一下双方作战的原因，单从这一点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些人堕落到什么
程度了。因为在我们一方作战的是谦虚谨慎，在他们那一面是无耻；在这一
面是贞操，在那一面是放荡；这一面是荣誉，那一面是欺骗；这一面是正直，
那一面是罪恶；这一面是坚忍，那一面是疯狂；这一面是诚实，那一面是狡
诈；这一面是克制，那一面是贪欲；最后，这一面是公道，节制，刚毅、慎
重、一切美德，而同它们敌对的是不义、奢侈、怯懦、鲁莽、一切恶习；归
根到底则是丰裕对贫困、明智对昏馈、神志健全对精神错乱，而最后是美好
的希望对最深的绝望。在这一类的较量和战斗里，即使人们的心力有所不济，
不朽的诸神本身难道不会迫使这许多重大的罪行为这些最杰出的美德所压倒
么？

（12）既然当前的情况是这样，公民们，那么你们就像我刚才已经建议
的那样，用守卫和哨兵把自己的住宅防守起来吧。我已经作了细心的准备，
使城市在不给你们造成任何不方便以及不发生任何骚乱的情况下得到充分的
保卫。我已经把喀提林这次夜间的进攻通知了所有的移民地和所有你们的自
治市，而他们会容易地保卫他们的城市和他们的领地的。他认为极为肯定地
会站在他的一面的剑奴，尽管他们比某些贵族更易于响应他，却仍然在我们
当局的约束之下。由于我预见到了这件事，所以我已经把克温图斯·梅特路
斯①派到高卢和皮凯努姆地区去。他将或者制服敌人或者对他的一切行动和企
图起阻碍作用。至于其他事项的安排、加快进行和完成，我们将把它们委托
给你们看到正在开会的元老院②。

现在我想反复警告仍然留在城里的那些人，是的，就是给喀提林留在城
里准备破坏这个城市的安全和所有你们的安全的那些人，要知道，尽管他们
是敌人，他们仍然生而为罗马公民。如果到目前为止我的宽大对任何人都显
得太过份的话，那么它始终是为了这样一个目的，这就是使潜在的东西能够
爆发出来。至于未来，则我不能忘记的是，这是我的祖国，我是这些人的执
政官并且我必须和他们同生或为他们而死。在城门那里没有任何守卫，没有
任何人伺伏在路上；如果他们愿意出去，我可采取默许的态度。但是如果有

                                                
① 移民地最初是罗马公民或拉丁人与罗马人共同建立的：自治市的居民只享有意大利公民权。在西塞罗的

时期二者的区别只是起源方面的区别，因为他们都已经有了罗马公民权。——英译本
② 犹如我们所说的草莽。——中译者
③ 元老院与罗马人民（sonatuspopulusqueRomanus，简称 S.P.Q.R.）即罗马共和国的同义语，但这里被西塞

罗非同寻常描进了自己出身的骑士等级（equitibus），可见他对于争取提高本阶级地位的重视。——中译者
① 参见本演说第 3 章有关注释。——中译者
② 在集会场上，元老院和演坛南北相对，听众一转身就可以看到元老院外站满了人，就知道里面正在开会。

主持人西塞罗为了向公民发表演说，所以不在元老院。——中译者



任何人敢于在城里轻举妄动，我将不仅探知他的活动，甚至还有他的反对祖
国的第一个举动或企图，并且他将认识到，在这个城市里有警党的执政官，
有出色的高级官吏，有一个勇敢的元老院；他还将认识到这里有武器和一座
监狱①，我们的祖先曾希望用它来惩办明显暴露出来的邪恶的罪行。

（13）公民们，所有这些事情将要加以这样的安排，这就是，最重要的
事件将要在尽量不引起骚动的情况下加以处理，在不发生任何混乱、叛乱和
一次内战的情况下避免最大的危险，在人类记忆中最大也是最残酷的一个叛
国事件将要被我一个人，一位穿着和平的外袍的领袖和统帅平息下去。公民
们，我还作了这样的安排：

只要有可能的话，任何一名罪犯在城里也不会因为他自己的罪行而受到
惩处。但如果现在已明显地被发觉的这一不逞企图，如果逼临城市头上的危
险使我迫不得已而必须放弃我的宽大作法的话，那我肯定会做到这一点，虽
然，在这样大规模的和危险的一场战争中，我们几乎难以指望不会有任何一
个好人死掉并且通过惩办少数人而使你们所有人都可以得救。

公民们，我向你们作这样的保证，并不是依靠我个人的明智或人们出的
主意，而是依靠诸神垂示的许多明显的朕兆，因为我是在他们的指引之下才
抱有这一希望和这一目标的。他们不像他们先前习惯的那样，不再到远处去
保护我们不受一个外国的遥远的敌人的侵犯，而是亲临这里用他们神圣的意
志和权力保卫着他们的

神殿和我们城市的住宅。公民们，你们应当向他们祈祷，哀求他们、恳
求他们保卫这座城市不受罪大恶极的叛国分子的残暴阴谋的侵犯，因为是他
们注定这座城市要成为最美丽、最繁荣、最强大的城市，因为海上和陆上所
有外国敌人的大军①都被制服了。

   
反喀提林第三演说②

                                                
① 图利亚努姆（Tullianum）相传为罗马国王图利乌斯所建。朱古达和维尔琴盖托里克斯和其他有名的人物

都曾处死在这里。参加喀提林阴谋的朗图路斯、凯提古斯等人也是在这里绞死的。撒路斯提乌斯亡《喀提

林阴谋》里对这个地牢作了不甚清楚的描述（参见该书弟 55 章）。——中译者
① 这里特别指格涅乌斯·庞培在东西方和海上的胜利有诸神的护佑。——中译者
② 这期间，到罗马来控诉罗马统治者的暴行的一个高卢民族阿洛布罗吉斯人的使团并没有从元老院得到满

意的答复，于是城里参加喀提林阴谋的人同他们拉上了关系，鼓动他们起来反对罗马。阿洛布罗吉斯人感

到事态严重，不敢贸然从事，在权衡得失之后，最后终于出卖了阴谋分子，把事情的全部经过告诉了他们

的保护人克温图斯·桑伽，桑伽立刻又报告了西塞罗。正苦干没有阴谋罪证的西塞罗立刻抓住这个绝好的

机会，指示阿洛布罗吉斯人的使节伪装成热心参预阴谋的样子。使节们向阴谋分子要求亲笔的文居以便带

回给本国人民作为证明，阴谋分子立刻答应了。双方还约定使节在返回高卢途中到埃特路里亚去和喀提林

会晤。朗图路斯并且派一个叫沃尔图尔奇乌斯的人携带着给喀提林的信件随使节同行。12 月 2 日夜，在沃

尔图尔奇乌斯陪伴下的使节离开了罗马。当他们经过城北约 3 公旦的穆尔维乌斯桥时，西塞罗布置的两位

行政长官和一队士兵截击并抓获了他们。使节手里的文件也为行政长官所缴获。12 月 3 日早上，消息还没

有传出去，西塞罗便派人把朗图路斯、凯提古斯、司塔提利乌斯和伽比尼乌斯召到元老院来，元老院的会

议是在广场上的协和神殿召开的。沃尔图尔奇乌斯提供了重要的证据。给阿洛布罗吉斯人使节的信在检查

了封印之后被打开在元老院当众宣读，结果完全证实了阴谋分子反对当局的行动。元老院这次会议开到当

天很晚的时候，会议结束后，西塞罗向人民发表了这篇演说；它和前一篇一样，是政府公报的性质。这一

篇和第一演说不同之处在于，第一篇是在十分激动的情绪中发表的，当时他对于是否能对付阴谋并没有很



（对人民发表）
  

（1）公民们，正像你们所看到的，共和国，所有你们大家的生命、你们
的财物、你们的家产、你们的妻子和你们的子女、最著名的统治机构的这一
所在地、这座最幸运也是最壮丽的城市——在这一天，由于诸神对你们的爱
护，由于我个人的努力、我的计划和经历的危险，它们免遭焚烧和残杀的命
运，并且几乎是从鬼门关被救了出来，并且被完整无缺地送回到你们手里了。
而如果我们得救的日子在我们看来和我们诞生的日子是同样地令人高兴和同
样地辉煌的话——那是因为得救的欢乐是确实的，而我们诞生时的环境是不
确实的；因为我们诞生时没有知觉，而我们得救时是感到欢乐的——确实，
既然我们通过爱戴与赞颂使得建立了这座城市的那个人①上升到不朽诸神的
行列，那么保存了当时建立起来而现在又变得伟大的这同一座城市的人理应
受到你们和你们后代的崇敬。

要知道，我们已经扑灭了被燃点起来并且几乎吞没了整座城市、各神殿、
庙宇、住宅和城墙的大火，并且我们还击退了向着共和国刺过来的刀剑并且
把它们的刀尖从你们的喉咙前面打掉。既然我已经在元老院把这些事揭露、
挑明并且作了详尽的叙述，因此，公民们，我还要把这一切向你们简单地作
一报告，这样你们这些不了解情况又急于得到消息的人就可以知道彼揭露出
来的事情何等严重，何等显而易见并且这些事是用什么办法查出来并受到制
止的。

首先，当喀提林在几天前②逃出罗马的时候，由于他把他的同谋犯和这一
战争的穷凶极恶的头日留在了城内，所以我一直保持高度的警惕，并且，公
民们，设法使我们能够在这样严重和这样隐蔽的阴谋中得到安全。

（2）因为正是在我把喀提林赶出罗马的时候（要知道，现在我并不害怕
这个词引起的厌恶情绪；因为他活着离开罗马，这引起的厌恶情绪要可怕得
多），当时我说，当我希望放逐他的时候，我的想法是，或者与他同谋的其
余的分子和他一道离开，或者那些留下来的阴谋分子因为他不在罗马会变得
软弱无力。而当我看到那些人仍留在罗马和我们在一起，并且我知道他们丧
心病狂到急于实现他们的罪恶计划时，我就日日夜夜毫不懈怠地执行这样一
项任务，那就是我要设法了解和看到他们都在做些什么，在计划些什么，这
样——由于罪行严重到不可想像的程度，因而你们也可能不大相信我讲的话
——我就可以把这件事搞得个一清二楚，乃至当你们亲眼看这一罪行本身
时，你们最后才会诚心诚意地为自己的安全采取必要的措施。因此当我听到
普布利乌斯·朗图路斯①鼓动阿洛布罗吉斯人拘使节，要他们在阿尔卑斯山以

                                                                                                                                           

大的把握。这一篇则是在拿到阴谋分子的证据之后发表的。由于胸有成竹，他的情绪比较安定，演说中出

现了较多平铺直叙的句子。——中译者
① 指传说中罗马城的建立者和第一个国王罗慕路斯。传说维斯塔贞女列娅·西尔维娅和战神玛尔斯生了一

对孪生兄弟罗慕路斯和列慕斯。孪生兄弟被抛入第伯河后却被一只母狼救出并加以喂养。国王的牧人缶斯

图路斯和他的妻子后来又收养了他们。在他们重新被确认了王裔的身分（他们的外祖父努米托尔是国玉）

之后，决定在他们被冲上岸的地方建立一个新的移民地。神示决定罗慕路斯为国王，因而罗慕路斯在这里

的帕拉斯提努斯山上修建罗马城，列慕斯因表示异议而被杀害。——中译者
② 实际上这是差不多一个月以前的事情了。——英译本
① 普布利乌斯·朗图路斯是付元前 71 年度的执政官，公元前 70 年曾因品行问题和其他 63 人被开除出元老



北发动战争并且在高卢发动叛乱，听到那些使节带着信件和指示被送回高卢
他们本国公民那里去，而在途中还要和喀提林会面，并且听说提图斯·沃尔
图尔奇乌斯伴随他们上路并且带有交给喀提林的一封信时，这时我就认为我
有了一个机会得到最难得的，也是我一直希望不朽的诸神能赐予的东西，这
就是：不仅是我，而且还有元老院和你们都能以把这件事消灭在萌芽状态之
中。因此昨天我召见了路奇乌斯·弗拉库斯和盖乌斯·彭普提努斯，这是十
分勇敢和爱国的两位行政长官②。我把全部情况告诉了他们，我要他们知道我
想如何安排。于是他们这两位具有极为明智和出色的政治见解的人物毫不犹
豫地立刻接受了任务。因此当天色渐暗的时候，他们便偷偷地去了穆尔维乌
斯桥。他们分为两部分躲在桥两侧最近的村落里，这样第伯河和穆尔维乌斯
桥就位于他们两部分人中间了。

此外，在任何人都不会有所怀疑的情况下，他们自己又把许多勇敢的男
子带到同一个地方，我本人也从列阿特①管区派去一队以刀剑为武装的精锐的
年轻队伍，而在国内我便常常利用这个队伍的帮助来作保卫工作。这样，在
早晨 3点钟左右，当阿洛布罗吉斯人的使节在大批随从和沃尔图尔奇乌斯的
陪伴下刚刚走上穆尔维乌斯桥的时候，这些人便向他们发动了进攻。他们抽
出刀剑来，我们的人也是一样。但了解内情的只有行政长官，其余的人却不
知道是怎么一回事②。

（3）接着彭普提努斯和弗拉库斯出面干预，于是已经开始的战斗便停止
了。这一行人手里的全部信件于是就原封未动地交到行政长官手里。这些人
自己也被逮捕并且在天刚刚彼晓之时被带到我这里来。于是我立刻把所有这
些罪行的声名狼藉的谋划者伽比尼乌斯·金贝尔③召了来，伽比尼乌斯这时根
本没有想到事情会败露。随后又召来了路奇乌斯·司塔提利乌斯，他之后又
召来了盖乌斯·凯提古斯。朗囹路斯是最后来的，我想这是因为他违反了自
己的生活习惯，前一天夜里写信写到很晚的时候。虽然国内地位最高也最有
名的人们（许多人一听到这一事件早上就来到我这里）要我在把信送到元老
院去之前便拆开来看，这样做的理由是，如果信里没有任何重要的事情，我
似乎便不致冒冒失失地去惊动国家了，但是我说我没有别的办法而只能把整
个有关国家安全的

问题交给大家讨论。要知道，公民们，如果人们报告给我的那些事情在
这些信里找不到的话，我仍然不认为，在国家的这样危急的情况下我还不得
不担心我是否过于热心了。你们已经看到，我迅速召集了元老院的一次全体
会议。就在这同时，我按照阿洛布罗吉斯人的意见，立刻又把那位勇敢的人、

                                                                                                                                           

院，现在他是行政长官（第二任）。——中译者
② 行政长官虽然有审判权（所以罗马法学家，把他们称为大法官）但也可以有其他行政权，也可以带兵。

——中译者
① 离罗马东北约 65 公里的萨宾人的十分古老的城市。西塞罗是这个城市的保护人（patronus）。——中译

者
② 显然阿洛布罗吉斯人在执政官的授意之下假意和阴谋分子周旋，但他们并不知道执政官作了怎样的具体

安排，因此当他们看到自己受到两岸士兵的进攻时也感到十分吃惊，所以拔刀自卫。伏击的士兵当然也不

知道他们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中译者
③ 在别的地方只称他为伽比尼乌斯或普布利乌斯·咖比尼乌斯。在阴谋者原来的计划中，他和司塔提利乌

斯的任务是在罗马放火。——英译本注，有补充。



行政长官盖乌斯·苏尔皮奇乌斯派到凯提古斯家里去，看是否能搜查到什么
武器。他从那里搜出了大批的匕首和刀剑。

（4）我抛开高卢人，只把沃尔图尔奇乌斯带到元老院来；在元老院的同
意下我以国家的信誉保证给他以保护。我劝他毫无顾虑地把他所知道的都告
诉我。随后，在他几乎还没有从他的巨大恐怖心态中恢复过来以前，他就供
认说，他是从普布利乌斯·朗图路斯那里接受指示和交给喀提林的一封信的，
这封信是要他利用由奴隶组成的一支卫队并且要他率领他的军队尽快到罗马
来。计划是：

他们按照已经作好的布置和分配，在城内各处放火并且屠杀大量公民，
而他可以就近准备截捕逃跑者并且和城里的头目会合但是被带到元老院里来
的高卢人却说，朗图路斯、凯提古斯和司塔提利乌斯曾要他们发誓并且把信
给他们要他们转给本部族，而且这些人和路奇乌斯·卡西乌斯还命令他们尽
快把骑兵派到意大利来：他们并不缺少步兵。朗图路斯曾要他们相信，西比
拉预言书①

和预言家都曾向他保证，在科尔涅利乌斯家族中他是注定要统治这个城
市和掌握罗马大权的第三个成员。前面的两个人是苏拉和奏纳。他还说今年
是罗马城和它的统治大权注定要毁灭的一年，因为今年是维斯塔贞女被宣布
元罪之后①的第十年，是卡皮托利乌姆山上的朱比特神殿被焚②之后的第二十
年。他们还说，凯提古斯同其他阴谋分子还有这样一个意见上的分歧：朗图
路斯和其他人想在撒图尔那利亚节③那天动手进行屠杀和放火焚烧罗马，但凯
提古斯认为那时动手就太晚了。

（5）公民们，为了不把话说得太长了，于是我们便命令每个人都把据说
是托带的信交出来。我们首先把凯提古斯的信拿给他本人看。他承认是他封
的。于是我们把绳子切断④，并且读了这封信。这封信是他亲笔写给阿洛布罗
吉斯人的元老院⑤和人民的，信里说他要实现他答应给阿洛布罗吉斯人的使节
的事情。在这之前不久，他曾被询以有关在他家中搜出的刀剑和匕首的事情，
他的回答是他一直热衷于收集精良的铁制武器。但是他的信一经宣读，他那
有愧的良心使他失去了勇气，再也抬不起头来，因而突然间他一句活也不讲
了。司塔提利乌斯也被带进来了；他承认了自己的封印和自己的手迹。他的
信也宣读了，内容也和前一封差不多。他供认了自己的罪行。接着我又拿朗
图路斯的信给他本人看，我问他承认不承认这封印。他点头承认。我说：“这

                                                
① 两比拉预言书据传说是由希腊传到库麦，从那里又传到罗马的，预言书有专人保管，在需要查阅时要根

据元老院的命令进行。公元前 83 年朱比特神殿失火时预言书也被焚毁，后来罗马当局又派人到四处搜集类

似的预言。西比拉预言书版本众多，内容各不相同，往往各地按自己的需要随意编造，所以罗马当局需不

断加以整顿和收缴以免造成混乱。——中译者
① 对维斯塔贞女的审讯：即使后来证实她无罪，这也是一个不祥的事件。但是关于这一审讯我们不知道更

多的情况。——英译本
② 发生在公元前 83 年。——英译本
③ 撤图尔那利亚节是古意大利纪念撒图尔努斯（农神）的节日，开始于 12 月 17 日或 19 日，延续数日。节

日的特点是相互表示友好和尽情狂欢，圣诞节的若干特点——如赠送礼品——便是从撒图尔那利亚节沿袭

下来的。——中译者
④ 作为书信用的木板是用细麻绳系起来，再加封印的。——中译者
⑤ 高卢人的统治机构也是贵族组成的元老院。——中译者



确实是一个十分有名的封印，这是你祖父的像⑥，他是一位声名赫赫的人物，
他全心全意地爱他的祖国和它的公民。确实，这个像即使不讲话也应当使你
不敢犯这样一种罪行。”给阿洛布罗吉斯人的元老院和人民的同样内容的信
也宣读了。我给了他一个机会，就这些事发表意见，他想说什么都可以。不
过开头他拒绝了：但是过了一会儿，当全部证据都拿了出来摆在大家面前的
时候，他站了起来。他问高卢人还有沃尔图尔奇乌斯，他同他们有什么关系，
使得他们到他的家里来。当他们筒略地并且肯定地回答他，告诉他是通过谁
的介绍到他家里来以及有多少次的时候，并且当他们问他是不是他竟然同他
们谈起有关西比拉预言书的事情的时候，他突然由于自己的罪行而发起狂
来，从他身上可以看出良心具有何等的力量。要知道，虽然这一点他也可以
否定，但是突然间，出乎所有人的预料，他供认了。这样，不仅他一直十分
擅长的演说的才能和习惯，而且他那超过任何人的冒失和厚颜无耻都从他的
身上消失了。这一罪行的揭露和发觉竟有如此强大的效果！但是沃尔图尔奇
乌斯突然要人们把他说是朗图路斯交给他、要他带给喀提林的那封信拿出来
启封宣读。朗图路斯尽管感到极为狼狈，但他仍然承认这是他的封印和手迹。
这封没有署名的信的内容是这样的：“从我派去的那个人你会知道我是谁。
鼓起勇气来，好好考虑一下你已使自己处于怎样的境地；看一看你现在需要
的是什么并且设法为自己取得一切人、甚至是最下层人们的帮助吧。”随后
被带进来的是伽比尼乌斯。虽然在开头他还厚着脸皮答话，但到最后对于高
卢人向他提出的指控他也都承认了。公民们，至少在我看来，以下这些东西
都是罪行的最令人信服的论据和证据——信件、封印、手迹，最后还有每个
人的供词，可是另一方面，他们的苍白的面容、他们的眼神、他们的表情以
及他们的沉默看未比证据还要肯定得多。因为他们已被惊吓到如此程度，他
们只是低头望地，时而相互间偷偷地看一眼，好像这样就无需受到别人的作
证揭发，而他们自己就证明自己有罪了。

（6）当罪证已经提出并且正式加以公布的时候，公民们，于是我向元老
院请示，为了共和国的安全，他们将采取怎样的措施。首要的元老们提出了
十分严正和表现了爱国精神的建议。元老院全体一致通过了这些建议。而由
于元老院的决议还没有用文字公布出来，所以，公民们，我想根据我所记得
的，把元老院的决定告诉你们。首先大家对我讲了许多表示感谢的话，因为
共和国由于我的勇气、我的意见、我的先见之明而免遭极大的危险。继而两
位行政长官路奇乌斯。弗拉库斯和盖乌斯·彭普提努斯受到了公正的、应得
的称赞，因为他们给了我果敢的和忠实的帮助。我的同僚①，一位勇敢的人也
受到了称赞，因为他使参加了阴谋的那些人不能对他个人的看法和国家的看
法发生影响。他们作出的决定是这样，普布利乌斯·朗图路斯在他交卸了他
的行政长官的职务之后②应当被监管起来，还决定，所有在场的人盖乌斯·凯
提古斯、路奇乌斯、司塔提利乌斯、普布利乌斯·伽比尼乌斯也应当被监管

                                                
⑥ 他的祖父普布利乌斯·科尔涅利乌斯·朗图路斯曾在公元前 172 年到公元前 171 年在希腊任副帅，公元

前 169 年住高级营造官：公元前 165 年左右任行政长官，公元前 162 年任补缺执政官，公元前 125 年他在

监察官编制的元老名单上被列为首席元老（princepssenatus），公元前 121 年他曾在因盖·格拉古之死而引

起骚乱中负伤。——中译者
① 盖马斯·安托尼乌斯。——中译者
② 按规定，任何在职的罗马高级官吏都不能加以追究。——英译本



起来。同样的规定也适用于路奇乌斯·卡西乌斯，因为他曾要求由他负责在
全城放火的勾当；适用同样规定的还有玛尔库斯·凯帕里乌斯，因为大家已
经看到，他曾接受到阿普利亚去煽动牧民这样一项任务：而所以适用于普布
利乌斯·福里乌斯，因为他是路奇乌斯·苏拉安置在费祖莱的移民者之一；
适用于克温图斯·安尼乌斯·奇洛，因为他一直和这个福里乌斯相勾结进行
笼络阿洛布罗吉斯人的活动；适用于被释奴隶普布利乌斯·翁布列努斯，因
为，显而易见，是这个人最初把高卢人介绍给伽比尼乌斯的。公民们，元老
院所以作出了这样宽大的处置，这是因为，尽管这一阴谋的规模如此之大而
叛国分子的人数又如此之多，但是它认为只惩办九名罪犯共和国便可以得
救，而对于其他人，是可以使他们回心转意重新忠于共和国的。此外，由于
我成就的独特的功业，还决定以我的名义对不朽的诸神表示感谢——自从建
城以来我是第一个以公民的身分取得这个荣誉的人。

元老院的决定里是这样的话：“因为我拯救了罗马，使它免遭大火，使
公民免遭屠杀，使意大利免于战争”。同其他各次对诸神的感谢相比，这次
的不同之点在于：其他各次是为了对国家的良好的治理而表示感谢，只有这
次是因为拯救了国家。首先必须做的事情不但做了，而且园满地完成了。因
为普布利乌斯·朗图路斯在罪证摆出来并且他自己也供认了之后，在元老院
看来，他就不仅是失去了一位行政长官的权利，他甚至失去了一个普通公民
的权利，但他仍然是自己交卸了职务，这样他便可以以一个公民的身分受到
惩处，而我们也就不再受宗教方面的考虑的约束虽然，过去即使宗教方面的
考虑也不曾阻止那位声名赫赫的盖乌斯·马略把正担任行政长官的盖乌斯·格
劳奇亚杀死①，尽管并不曾指名对他作出任何指控。

（7）公民们，既然现在你们已经捉住并且完全制服了这些罪大恶极的和
危险的战争的邪恶的头目们，你们当然会认为，城里的这些危险一旦被排除，
喀提林的全部军队、他的全部希望和他的全部实力也就垮掉了。确实，当我
把喀提林赶出罗马的时候，我便预见到，公民们，我们无需害怕终日昏睡的
普布利乌斯·朗图路斯，也无需害怕大腹便便的路奇乌斯·卡西乌斯以及丧
心病狂的盖乌斯·凯提古斯，在所有那些人当中只有他一个人是可怕的，而
且只有他留在城里的时候才是可怕的。他什么事都懂，他懂得如何接近所有
的人。他能够并且敢于呼唤，试探和勾引。他把心思都用在犯罪的事情上，
他想到的东西他都说得出，干得出。只要干某些事情，他就已经有某些选好
的人在那里待命。而当他布置任何任务的时候，他并不认为这项任务已经完
成了：对于每一个特殊的细节他都要监督、检查、注意和操劳。他经受得住
寒冷、口渴和饥饿。如此厉害、如此大胆、反应如此灵敏、如此聪明、在犯
罪时如此警觉、又如此喜欢干坏事的这个人，如果我还要他留在城里搞阴谋
而不把他赶到匪徒的营地里去——公民们，说句心里话——也许我就不能那
样轻易地把灾难的这一重担从你们的脖颈上卸下来了。他也许不会为我们指
定撒图尔那利亚节这个日子，他也许不会这样早地宣布摧毁共和国的这个宿
命的日子，他也许不会使他的封印和信件作为他的罪行的明显证据而被截
获。但事实上，当他不在罗马的时候，这些勾当却处于这样的情况之下：这

                                                
① 盖乌斯·赛尔维利乌斯·格劳奇亚是马略当政时期人民派的领袖。公元前 100 年他是执政官盖乌斯·马

略下面的行政长官。格劳奇亚竟选下一年度的执政官时，在因竞选对手美米乌斯迫害而引起的骚乱中被杀

死。马略当然倾向于陈掉这个极端民主分子，这里也就是西塞罗所表明的意思。——中译者



一重大的叛国阴谋明白地被揭露和并遭到镇压，任何一个私人住宅里的盗窃
行为也没有如此清楚地被侦查出来。但是如果喀提林直到今天还留在城内（不
过只要他留在这里，我就会遇到并且制止他的计划），即使如此，用最轻的
口气来说，我们也势必同他作战到底，而当那个敌人留在城里的时候，我们
也使不能这样安静，这样平和以及这样不声不响地使国家摆脱如此严重的危
险。

（8）公民们，但是所有这些事情被我处理得好像它们是由不朽的诸神的
意志和智慧所完成和预先安排的，并且不仅是因为人的理性看来几乎不可能
控制这样重大的事件，我们才能够作这样的假定，而且这时如此明确地亲临
现场的诸神给我们带来了支援和帮助，乃至我们几乎能够亲眼看到它们，且
不说这些不祥之兆，夜间在西方看到的火炬，天空中的火光，雷击、地震，
且不说在我担任执政官时期发生的这样多其他事情，不朽的诸神似下已经预
告了现在就要发生的事件，而公民们，我要谈的这事确实不应当被忽略或不
加以谈论。因为你们肯定记得，在科塔和托尔克瓦图斯担任执政官的那一年
①，朱比特神殿上的许多东西遭到了雷击，当时诸神的像被击倒，古时的人像
被掀翻，刻有法律条文的青铜板被熔化，甚至罗马城的建立者罗慕路斯的像
也受到了雷击。你们会记得，这就是朱比特神殿的那个吸吮母狼奶汁的婴儿
镀金雕像。在这个时候，当预言者②从整个埃特路里亚集合到一起时，他们说，
杀人放火，毁灭法律条文的事件、叛乱和内战，整个城市和统治权的摧毁都
临近了，除非用一切办法加以抚慰的不朽的诸神通过他们自己的力量，庶几
能够使命运本身有所改变。因此，当时按照他们的答复举行了 10 天的赛会，
凡是能够平息诸神的怒气的事情没有一件遭到忽略。这些预言者还命令说，
朱比特神的雕像应当加大，应当放到高处并且面向升起的太阳，而在当时以
前，它是背向东方的。并且他们说，如果你们看到的神像面向升起的太阳、
面向广场和元老院，他们认为便会发生这样的事，即暗中进行的反对罗马城
和统治权的安全的那些计划将会暴露出来，使得元老院和罗马人民都能清楚
地看到它们。于是两位执政官为要人承包建立雕像的工程而作了安排，但工
程进行得十分缓慢，通过前两任执政官当政时期以及我们这一任期，直到今
天才把它建起来。

（9）但是在这里有谁能这样无视真理，这样刚愎自用，这样丧心病狂，
乃至否认我们看到的字宙万物，特别是这座城市是在不朽的诸神的意志和力
量的统治之下呢？因为当作出来的回答是有人阴谋杀人放火并摧毁国家，而
且于这些勾当的人也是公民的时候，这在某些人看来似乎是无法相信的，因
为罪行太严重了。但是你们已经看到，邪恶的公民不仅策划，而且干出了这
些罪行。而且，这件事干得又那么凑巧，就好像是遵照至高至善的朱比特神
的意旨干出来似的。要知道，就在今天早上，当阴谋分子和为他们的罪行作
证的证人根据我的命令穿过协和神殿前的广场正在被带进来的时候，就在那
个时候，神像也正在被立起来！当神像被安放在它的台座上并且使它转向你
们、转向元老院的时候，正如你们和元老院都看到的，反对我们所有人的安
全的一切阴谋已被搞得水落石出，已被揭露于光天化日之下了。因此那些妄

                                                
① 公元前 65 年。——英译本
② 预言者（haruspex）是埃特路里亚的占卜者，他们通过动物内脏来解释诸神的意旨。这些人没有社会地位，

和地位高的罗马占卜师（augur）不同，占卜师通过鸟飞、闪电等进行占卜。——中译者



图以一场不义的和邪恶的大火不仅烧掉你们的家宅，而且烧掉诸神的神殿和
庙宇的那些人甚至应当受到更大的憎恨和更严厉的惩处。如果我要说是我挫
败了他们，那我就把自己估计得过高了，这种做法是不能容忍的。

挫败了他们的是朱比特神，是那位朱比特神；使卡皮托利乌姆山上的朱
比特神殿、使这些神殿、整个罗马城和你们所有人得救，这是朱比特的意旨。
公民们，在不朽的诸神的指导下，我坚定了这一目的和决心，于是我得到了
这些无可否认的证据。要知道，若不是不朽的诸神使他们的胆大妄为完全失
去了节制，肯定朗图路斯和其他叛国分子在他们同阿洛布罗吉斯人的勾结
中，决不会这样相信这些不相识的蛮族，他们也不会这样胃失地把他们的信
交给阿洛布罗吉斯人。结果又是怎样的呢？高卢人来自一个并没有完全被平
定的国度，现在他们似乎是最后剩下的唯一有能力、又并非不愿意向罗马人
民作战的一个民族①，然而他们无视罗马当局的希望以及我们的贵族自愿给他
们的如此丰厚的报酬，却把你们的安全放到他们自己的利益之上，特别是当
着他们有力量不通过战争而只是在那里不动声色便能以征服我们的时候，你
们说这一事实的发生能说没有神意的干预么？

（10）因此，公民们，既然已经发布了在所有的神殿都要对诸神表示感
谢的命令，那么就和你们的妻子儿女庆祝那些日子吧。要知道，过去虽多次
下令把早已应得的许多荣誉给予不朽的诸神，但肯定没有任何一次比这次是
更为应得的。因为你们从一次最残酷和悲惨的死亡中被救了出来；不经过屠
杀，不经过流血，不要任何军队，不通过任何斗争你们就得救了，你们身着
和平的外袍，只在我一个人——你们的穿着和平外袍的领袖和统帅——的协
助之下，你们便赢得了胜利。公民们，请回忆一下历次的内战，不仅是你们
听到的，还有你们自己记得的和看到的。路奇乌斯·苏拉战胜了普布利乌斯·苏
尔皮奇乌斯①；他把城市的守卫者盖乌斯·马略赶出了城②。他杀死了许多勇
敢的人，并把许多人赶出了国家。格涅乌斯·屋大维担任执政官时用武力把
自己的同僚赶出了罗马③。这整个地方到处是公民的成堆的尸体和血泊。后来
秦纳和马略占了上风④；确实，那时最知名的公民都被杀死了，国家的光明被
熄灭了。路奇乌斯·苏拉随后对马略和秦纳胜利时的残酷行为又进行了报复

                                                
① 参见撤路斯堤乌斯：《朱古达战争》第 114 章：“就在这同时，我们的统帅克温图斯·凯皮欧和格涅乌

斯·曼利乌斯却败在了高卢人之手（公元前 105 年——引者）。这件事引起的恐怖使整个意大利感到战栗。

当时的甚至直到我们今天的罗马人都相信，对他们的勇气来说，所有其他一切都是容易对付的，只有对高

卢人，他们是为了生存而不是为了光荣而战斗。”这段话可以代表西塞罗时代罗马人对高卢人的通行看法。

关于罗马早期高卢人的入侵参见拙译《古代罗马史》（三联书店，1957 年版），第 153—166 页。——中

译者
① 普布利乌斯·苏尔皮奇乌斯·茹福斯，杰出的演说家，公元前 88 年度保民宫，贵族出身的民主派。他曾

建议把意大利人出身的新公民分配进所有的特里布斯并将同样的权利给予被释奴隶：剥夺负债在两千狄纳

里乌斯以上的元老的元老称号；特别是剥夺苏拉对米恃拉达特斯作战的统帅仅而将这一权力交给马略。苏

拉拒绝服从而进军罗马，苏尔皮奇乌斯死在这次进攻的战斗中，他提出的法律也被苏拉取消。——中译者
② 马略是在公元前 88 年苏拉攻入罗马时逃走的，他和另一些人逃到了阿菲利加。——中译者
③ 苏拉派的格涅乌斯·屋大维和马略派路奇乌斯·科尔涅利乌斯·秦纳是苏拉去东方之后，公元前 87 年度

的执政官。——中译者
④ 马略和秦纳攻入罗马后，又当选为公元前 86 年度的执政官。——中译者



①。有多少公民被屠杀以及国家遭到多大的灾难那就无需再去回忆了。玛尔库
斯·雷比达同一位非常有名、非常勇敢的人克温图斯·卡图路斯发生了争吵②。
雷比达的死亡给国家带来的痛苦还不像其他有关人员的死亡所带来的那样
多。而这些内战，公民们，它们的目的只在于统治大权的易手而不是毁掉这
个国家，但这些人并不希望根本不要这个国家，而只是希望他们自己在这个
国家里掌握最高的权力。他们并不想烧掉这座城市，他们只是想在这座城市
里掌握统治大权。所有这些争吵依然没有一次是想把国家摧毁，但它们却不
是通过和谐的调解而是通过屠杀公民才得到解决的。但是在这次战争里，人
们记忆中最严重也是最残酷的这场战争里，任何蛮族部落对它自己的人民都
不曾发动过的这样一场战争里，在由朗图路斯、伽比尼乌斯、凯提古斯、卡
西乌斯作出这样一项规定——当国家安全时能得到安全的一切人均被看成是
敌人——的一次战争里，在这样一次战争里，公民们，我采取的做法是：所
有你们都要得到安全，而当你们的敌人认为只有在一次不分青红皂白的屠杀
中存活下来的那些人和只有没有给大火烧光的那部分城市才能予以保留的时
候，我却把罗马城和它的公民保全下来使之安然无恙。

（11）对于我的这些重大的贡献，公民们，我不因勇气向你们要求任何
报酬，不要求任何荣誉的标记，不要求任何颂扬的纪念物，我只要求永远记
住今天这个日子。我希望所有我的胜利、所有荣誉的装饰，光荣的纪念物，
颂扬的标记都将安置并树立在你们心里。任何不会讲话的东西，任何沉默的
东西，最后，任何没有什么价值的人所能得到的东西部不能使我感到高兴。
公民们，我的事业①将要珍藏在你们的记忆里。它们将要在人们的谈话里被提
高，将要在文献里变得历久而不衰。我知道，城市的安全和对于我的执政官
任期的回忆注定要保持得同样长久（但我希望它们能保持到永久）。我还知
道，有一个时期，在这个国家里有两位公民，一位公民②不是用大地的界限，
而是用天空的界限来确定你们的国家的边界，而另一位公民则保全了这个国
家的家园和所在地③。

（12）然而，由于我所做的事情，其命运和遭遇不同子对外国作战的那
些人的——因为我不得不同被我制服和战胜的那些人生活在一起，而他们却
离开被他们杀死或征服的敌人——所以，公民们，如果说别人会因他们的功
业而理所当然地得到好处，但你们却有义务注意不使我的事业在什么时候会
给我造成伤害。我已经注意到不使那堕落的人们的罪恶的和凶残的意图伤害
你们；而你们也有义务注意到不使他们伤害我。不过，公民们，那些人现在
是不能对我本人造成任何伤害的，因为正直的人们有很大的保卫的力量，这
种力量永远会保卫我的。共和国有很大的威严，它虽然不讲话却始终在保卫
着我。良心的力量是巨大的，那些不要良心而想伤害我的人是会把自己暴露

                                                
① 公元前 82 年苏拉又打败马略派，成了独裁官。——中译者
② 苏拉死后玛尔库斯·雷比达（三头之一的那个雷比达的父亲）和克温图斯·卡日路斯是公元前 18 年度的

执政官。列庇都斯企图取消苏拉的体制，结果在由此引起的一场内战中为卡图路斯所战败。参见拙译《古

代罗马史》（三联书店，1957 年版），第 557—558 页。——中译者
① 原文 nostraeres 用复数表示郑重。——中译者
② 指庞培因为他在西方战胜了赛尔托里乌斯，在东方战胜了米特拉达特斯，战争都是在对当时来说很远的

地方进行的，所以西塞罗说罗马的边界要用天空的界限加以确定。——中译者
③ 这里当然指他本人。——中译者



出来的。
公民们，我们的态度就是这样，我们不会向任何人的厚颜无耻的行为屈

服。恰恰相反，我们还要向所有邪恶的人们主动展开进攻。但是，不会加到
你们身上的、叛国分子的全部暴力行为如果都转嫁我一个人身上，你们一定
要考虑一下，公民们，你们想要为了你们的安全而使自己暴露在各科憎恨和
危险之前的那些人今后处于怎样的境遇之中。至于我本人，现在在我的生活
的欢乐上还能再增加什么东西呢？特别是当我看不出你们还需要加给我什么
更高的荣誉而我也不能期待登上任何更高的光荣的峰顶的时候。公民们，下
面一点我肯定是会做到的：作为一位普通公民，我可以维护并表彰我在执政
官的任期中所做的事情，这样，如果我因为挽救国家而遭到憎恨，那只会使
嫉妒的人自己受到伤害，只会提高我的荣誉。最后，在共和国里我将要这样
地行动：我将永远记住我做过的事情并且注意到要人们认识到，这是通过勇
气而不是由于偶然的机会才做出来的。

公民们，现在天已经黑了①，请你们向朱比特神、罗马城和你们的守卫者
致敬，然后回家去吧；虽然现在危险已得到防止，但你们仍要像前一夜②那样，
用你们的守卫和哨兵来保卫它们。我将要注意到不使你们在过长的时期里不
得不这样做，并使你们能够生活在永久的和平里。

   
反喀提林第四演说③

（在元老院发表）
  

（1）元老们，我看到你们所有的人面孔和眼睛都向着我。我看到你们不
仅因为你们自己的危险和国家的危险而感到焦虑，而且，如果那一危险被防
止的话你们还要因为我的危险而感到焦虑。你们对我的好意在我的不幸当中
使我感到高兴，在我的忧虑当中使我感到宽慰。但是，不朽的诸神在上，把
我的安全放到一边并且忘掉它，而是考虑你们自己和你们的子女吧。对我个
人来说，如果我身为执政官因而我理应承受一切痛苦、一切忧虑、一切折磨
的话，则我将坚定地、甚至心甘情愿地承受它们，只要我的劳苦能使你们和
罗马人民保有尊严和安全。元老们，我是一位执政官，然而却是这样一位执

                                                
① 西塞罗是在元老院开了很长的会结束后才发表这篇演说的，再加上这时又是冬天，所以讲完的时候天已

经黑了。——中译者
② 12 月 2 日到 3 日的夜里。——英译本
③ 阴谋分子被逮捕的次日，外面就传说阴谋分子的一派有打算用武力救出阴谋者的消息。罗马当局立即采

取了应变措施。这之后，在 12 月 5 日，元老院召开会议讨论如何处理在押犯人的问题。当选执政官西拉努

斯主张处死阴谋分子，这个意见得到其他元老的赞同；但恺撒发言主张把犯人看押起来，把他们分别囚禁

在各自治市，这个意见也有部分元老同意。就在元老院发生意见分歧的时候，西塞罗发表了这篇演说，他

在演说中评述了西拉努斯和恺撒的建议之后，明确表示他自己赞同对阴谋分子处以极刑。西塞罗认为，如

果一个人有反对祖国的行为，那么他就成了公敌，公敌没有权利受到保护公民权利的那些法律的保护，元

老院可以把他作为一个敌人加以审讯和判刑。在辩论中起了决定作用的是玛尔库斯·加图的发言。他坚决

主张立即处死阴谋分子，这个意见得到了大多数元老的赞同。就在当天晚上朗图路斯、凯提古斯、伽比尼

乌斯和刚刚在城外被逮捕的凯帕里乌斯就在广场西北的地牢图里亚努姆被处死。撒路斯提乌斯的《喀提林

阴谋》记述了西拉努斯、恺微和加图的演说的内容，可以和这一演说参看。——中译者



政官，在他看来，无论是保存了一切正义的罗马广场①，无论是由于执政官的
吉兆②而变得神圣的玛尔斯广场，无论是一切民族的最伟大的保护者元老院，
还是人们通常可以托庇的家庭，还是用来休息的床榻，而最后，还是表示官
职的这荣誉的座位③一直不曾摆脱阴谋的威胁和死亡的危险。对许多事情我保
持了沉默，我忍受了许多事情，在许多事情上我作了让步，我纠正了使你们
感到害怕的许多事情，但这当然也造成了我的一些痛苦。如果不朽的诸神要
我担任执政官的目的就是在于使你们和罗马人民免遭最

悲惨的死亡，使你们的妻子儿女和维斯塔贞女免遭最残酷的蹂躏，使神
殿和庙宇，我们的最美丽的祖国免遭最可怕的大火，使整个意大利免遭战争
的破坏，那么不管将来会是怎样的命运，也都由我一个人来承担吧。如果听
信了预言者的话的普布利乌斯·朗图路斯认为命运注定要使他成为国家的摧
毁者的话①，那末命运又几乎注定要使我的这一任执政官挽救罗马人民，对此
为什么我不应当感到高兴呢？

（2）因此，元老们，请你们自己加以考虑，并且保护我们的祖国，挽救
你们自己、你们的妻子、你们的子女、你们的财产，捍卫罗马人民的名誉和
安全吧。不要管我，不要再想到我。因为首先我应当希望的是，看守着这座
城市的所有的神灵为此而把我所应得的赏赐给我，这样，如果我遇到任何不
测，我将以心平气和与乐天知命的心情死去。因为一个勇敢的人不能不光采
地死去，一个担任过执政官的人不能过早地死去，一位智者不能悲惨地死去。
不过我还不是这样的一个铁石心肠的人，乃至对于在这里的我最亲爱的和我
最爱的弟弟②的悲痛以及你们看到在我周边的所有这些人的眼泪我竟然无动
于衷。我的惊惶不安的妻子③以及我那被吓坏了的女儿④和我的年幼的儿子⑤

——在我看来，共和国正在把他作为我的执政官职位的一名人质而拥抱着
他，还有我看见站在那里等待着今天的结果的我的女婿⑥都使我的思绪回到我
自己的家里去。所有这些事情都使我受到感动，但是都为了这样一个目的

——即他们所有的人可以和你们一道得到安全，即使我个人会遭到某种
暴力的侵害，而不是他们和我们会在国家的总的毁灭中与之同归于尽。

因此，元老们，尽力拯救共和国，细心警戒威胁着你们的一切风暴吧，

                                                
① 罗马公民是在罗马广场过社会生活的，男人也和古希腊人一样，一起来便到广场上来，广场也是社会舆

论的中心，社会舆论一般是主持正义的。——中译者
② 执政官选举必须在占卜中取得吉兆之后才能开始。罗马人认为他们国家的一切活动首先都要取决于诸神

的意旨，而他们的意旨便表现在向他们垂示的朕兆已。联兆主要通过鸟飞加以解释。解释虽有它的规则

（iusaugurlum），但也带很大的任意性。——中译者
③ 罗马高级官吏（独裁官、骑兵长官、执政官、行政长官、监察官和高级营造官〕可以有一种表示他们身

分的特定的座椅：它的样子有点像是今天的马扎儿，没有椅背，有象牙的装饰或象牙的椅腿，可以随身携

带。这种座椅保存下来的实物不多，它们的图像有时出现在罗马的钱币上。——中译者
① 参见《反喀提林第三演说》第 4 章。——英译本
② 即克温图斯·西塞罗，此时已是当选的行政长官。——英译本
③ 特伦提娅。——英译本
④ 图利娅，这时大约 13 岁。——英译本
⑤ 玛尔库斯，这时是 2 岁左右。——英译本
⑥ 图利娅的丈夫盖乌斯·卡尔普尔尼乌斯·披佐。这时他还不是元老院成员，所以只能站在会堂外的门厅

那里。但从西塞罗的发言来看，他是看得见披佐的。——英译本



除非你们在事先能制止它们。这次和提贝里乌斯·格拉古的情况有所不同，
他是想再次担任保民官①才受到审判和严厉制裁的：和盖乌斯·格拉古的情况
不同，因为盖乌斯试图教唆想重新分配土地的那些人发动叛乱；和路奇乌
斯·撤图尔尼努斯的情况也不同，因为他杀死了盖乌斯·美米乌斯②；我们监
管起来的这些人，他们留在罗马这里是要屠杀你们所有的人，是要迎接喀提
林，我们手里有他们的信件、他们的封印、他们的手迹，最后还有每个人的
供词。阿洛布罗吉斯人正在受到引诱，奴隶正在应征入伍，喀提林正在受到
召唤。他们的计划就是——把所有的人都杀光，不留一个人甚至为罗马人民
的名称而哀悼，为这样伟大的政府的毁灭而悲叹。

（3）证人们已经把所有这些事实揭发出来，罪犯们已经供认了他们的罪
行，你们已经通过许多考虑周到的判断作出了自己的判决：其原因首先是你
们对我表示了破格的感谢并且宣布说，正是由于我的勇气和毅力叛国分子的
阴谋才被揭露出来；其次是你们迫使普布利乌斯·朗图路斯交卸了他的行政
长官的职务，还有，你们作出决定，他和你们作出判决的其他人应当受到监
管，特别是以我的名义进行了一次感恩活动——在公民生活中，先前还没有
一个人得到过这样的荣誉。最后，昨天你们把最慷慨的报酬给了阿洛布罗吉
斯人和提图斯·沃尔图尔奇乌斯。所有这些事情都会证明，毫无疑问，看来
你们判定被指名监管起来的那些人是有罪的。

但是我已决定把这全部案件交给你们，元老们，就好像这还是尚未解决
的问题那样，对事件作出你们的判断，如何惩处也由你们来决定。首先我要
讲一讲一位执政官应当讲的话。很久以来我便看到在国内一种严重的疯狂气
氛已经成熟，那些新的灾难正在沸腾着、活跃着，但是我决不曾想到的是，
公民所策划这一阴谋竟是如此严重，如此凶残。但是，不管事情如何，不管
你们的意向和感情倾向于哪一方面，你们一定要在今天黑夜之前作出决定。
你们看到通报给你们的是多么严重一项罪行。如果你们认为只不过少数人参
预在这里面，那你们就大错特错了。这个灾难传播得比你们设想的要广泛。
它不仅浸透意大利，现在甚至越过阿尔卑斯山悄悄地通过人们难以发现的途
径而蔓延于许多行省。它不能通过动摇和拖延而被制止：它必须迅速地受到
惩处，不管你们喜欢用什么办法。

（4）到目前为止，存在着两种意见——戴奇姆斯·西拉努斯的意见和盖
乌斯·恺撒的意见。西拉努斯的建议是，那些企图摧毁国家的人应当处以死
刑。他撒则不同意死刑，但是赞成死刑之外所有其他的严厉惩罚。每个人都
按照自己高贵的身分和事件的严重性提出最严厉的惩办方法。西拉努斯认为
那些想谋害我们所有的人和罗马人民的性命的人，那些试图摧毁统治大权并
把罗马人民的名字抹掉的人，哪怕一瞬间也不应活命，并且我们同他们是不
共戴天的。他还回忆说，过去在这个国家里人们常常利用这种惩办的方法对
付堕落的公民。恺撤则深信不朽的诸神并不把死规定为一种惩罚，而是一种
自然的需要或摆脱劳苦与烦恼之后的安息。因此哲学家决不曾不情愿地接受
死亡，而勇敢的人往往是高兴地接受死亡。但是监禁以及终身的监禁确实是

                                                
① 保民官不能违任虽有明文规定，但实际上在捉贝里乌斯·格拉古前早已有过保民官连任的先例，贵族不

过是想以此为借口除掉他罢了。——中译者
② 美米乌斯是在公元前 100 年竞选下一年度执政官时被撒图尔尼努斯和格劳奇亚杀害的。他由于揭发接受

努米底亚国王朱古达的贿赂的人们而引起了他的嫉恨。——英译本



人们想出的对于重罪的一种绝妙的惩罚。他建议把罪犯分送到各自治市去。
如果你们想发布这样的命令的话，这种办法看来是不公平的；如果你们想提
出这样的要求的话，做起米也是困难的。尽管如此，如果你们高兴这样做，
你们就这样决定好了。我将设法执行并且我希望我将能找到这样一些人，他
们将认为拒绝你们为了所有人的安全面发布的命令是同他们的尊严不相称
的。如果任何罪犯逃跑的话，则他建议给予自治市以严厉的惩处。他要按用
这些可耻的犯人的罪行的大小，用严厉的看守力量把他们包围起来。他还规
定任何人都不能通过元老院或人民的决定减轻被他定罪的那些人的刑罚。他
剥夺了人们在苦难中唯一能起安慰作用的希望。他还不令没收他们的财产。
他只把性命留给那些邪恶的人。如果他夺去了他们的性命，那他在这同时也
就使他们解脱了身心两方面的许多痛苦以及对他们的罪行的一切惩罚。因
此，为了使现在世上作恶的人有所戒惧，古时的人们才想到在地狱里为坏人
规定这样一些惩罚，这原因当然是：他们知道，如果没有这类惩罚，死亡本
身便不可怕了。

（5）现在，元老们，让我来看一看我所关心的是什么吧。如果盖乌斯·恺
撒所遵循的国家政策被认为是民主政策而你们将采纳他的动议的话，也许我
会少受人民的一些指责，因为正是恺撒提出并支持这个动者的。但是如果你
们采纳这另一个主张的话，也许我会遇到很大的麻烦。然而还是把国家的迫
切需要放在有关我个人的危险的考虑之上吧。正像悄撒本人的崇高地位和他
的祖先的显赫声名所要求的那样，我从他那里听到的建议仿佛是他对共和国
的永恒善意的一个保证。大家都清楚，煽动民众的人们的轻浮和关心国家安
全的真正民主派的看法之间有着怎样的区别。我看到，想被人们认成是民主
派的那些人，他们中间的某些人并不在这里。当然这是因为他们并不愿意在
要处死罗马公民的重大案件方面发表自己的意见。前天恺撤监管了罗马公民
并且建议以我的名义举行感谢诸神的活动。而昨天比又把极为丰厚的报酬给
了证人们。那么现在，对于建议监管被告，感谢调查者和酬谢证人的人，他
对于全部事件以及这一案件的看法如何，那是不能有任何怀疑的了。

但盖乌斯·恺撒一定知道，有一项为罗马公民制订的显普洛尼乌斯法。
而且他还知道，一个成了国家的公敌的人不可能成为一名公民：他还知道，
提出显普洛尼乌斯法的那个人本人却未通过人民的命令而被国家当局处死了
①。他也不认为这个如此挥霍浪费的人当他如此疯狂，如此小顾一切地想杀害
罗马人民和毁灭这座城市的时候竟然能够被称为人民的友人。因此这位最仁
慈和富有人道精神的人就毫不犹豫地给普布利乌斯上了镣铐并把他关到永远
是阴暗的监狱里去，还庄严地作出决定，今后任何人也不能因减轻这个人的
惩罚而以此夸耀，也不能为了表示自己民主而毁了罗马人民。他甚至还主张
没收他们的财产，这样就使他们身心备受折磨，并且受尽贫穷与匾乏之苦。

（6）因此，如果你们同意这个建议的话，你们就给我指定一位人民拥护
和欢迎的同僚去参加群众集会。或者，如果你们愿意采纳西拉努斯的建议的
活，那我将容易地保护我本人和你们，使不被指责为残酷并且我将认为他的
建议要仁慈得多。可是，元老们，在惩罚如此不人道的一项罪行的时候，怎

                                                
① 显普洛尼乌斯法是公元前 123 年在盖乌斯·显普洛尼乌斯·格拉古的建议下通过的。它规定不经人民的

同意任何岁马公民都不应处以死刑。西塞罗的意思是提出那一法律人的人实际上却被宣布为国家的敌人并

不经审讯，未经向人民上诉而被处死。——英译本



么能提到残酷呢？要知道，我是凭着自己的感情来进行判断的。既然我没有
受到残酷的影响——有谁比我更温和呢？——而是受到一种极大的温和与仁
慈的影响，那确实在重新得到安全的一个国家里我就可以幸福地和你们生活
在一起了。因为我好像看到这座城市、整个世界的光明和一切民族的堡垒突
然都被吞没在一场全面的大火里。在我的想像里，我看到在祖国的坟墓上是
一堆堆悲惨的、未经掩埋的公民的尸体。在我眼前出现了凯提古斯的面容和
他那由于你们的死亡而欣喜若狂的神气。但是当我想像到取得了国家统治大
权的朗图路斯——他承认是命运使得他抱有这样的希望的——他那穿着宫廷
的紫红色服装的伽比尼乌斯①和率领着一支军队的喀提林时，我就因为母亲们
的哭喊声，女孩子和男孩子们的惊惶失措以及维斯塔贞女的受辱而感到战栗
了，并且因为这些情况在我看来是悲惨的、值得怜悯的，因此对于那些想干
这些事情的人我就是严厉和无情的了。要知道，我要问你们，如果一位父亲
他自己的孩子被一名奴隶杀死，他的妻子也被屠杀，他的住宅被烧掉，但是
他却不对那个奴隶给以最严厉的惩罚，那么看来他是温和和仁慈呢，还是最
不人道和残酷呢？至少在我看来此人是冷酷无情和铁石心肠的，罪犯的悲伤
和痛苦并不能使他的悲伤和痛昔有所减轻。而现在我们要处理的这些人是想
屠杀我们，我们的妻子儿女，是试图摧毁所有我们的家庭和国家的公共建筑，
他们这样做是为了在这座城市的废墟上，在一个彻底被烧毁的国家的灰烬上
能够把阿洛布罗吉斯人这个部族树立起来，因此我们若是极其严厉，我们才
会被人们认为是仁慈的；但是，如果我们想表现得比较宽大，我们便背上最
残酷的恶名，因为这样我们便有了把祖国和公民们断送的危险。

除非也许有谁认为路奇乌斯·恺撒②这位十分勇敢又极爱祖国的人前天在
他当着他的姊姊——一位十分有魅力的女性——的丈夫①的面并在此人听到
的情况下说此人应当处死，并且还说，他本人的外祖父便是因执政官的命令
而被杀害的②，而他的一位还是青年的舅父，尽管是奉自己父亲之命作为一名
使节前来的，却仍然在监狱中被处死③的时候，他是过于残酷了。他们那些人
的哪些行动能够同今天的阴谋分子的勾当相比？他们哪里有过什么想摧毁国
家的计划？当时在共和国流行的是一种大把花钱的倾向和一种党派对立的情
绪。当时这个朗图路斯的祖父④就是那个拿起武器来反对格拉古的著名人物。
那位朗图路斯为了保卫共和国的尊严不受任何侵害，当时甚至负了重伤。可
是这个朗图路斯却把高卢人召来颠覆国家的根基，教唆奴隶起来作战，他召
请喀提林，他把我们分配给凯提古斯来杀害，而把其他公民交给伽比尼乌斯
去屠杀，要卡西乌斯在全城放火，把整个意大利交给喀提林去蹂躏和掠夺。

                                                
① 紫红是王至的颜色，这里暗示伽比尼乌斯将要在国王的宫廷担任重要的职务。——英译本注，有补充。
② 路奇乌斯·恺撒（公元前 64 年度执政官）是公元前 30 年度即发生同盟战争那一年的执政官路奇乌斯·恺

撒的儿子。他的母亲富尔维娅是支持盖乌斯·格拉古的玛尔库斯·富尔维乌斯·弗拉库斯的女儿。后来盖

乌斯·恺撒出征高卢时，路奇乌斯·恺撒是他的副帅（公元前 52 年—公元前 49 年）。——中译者
① 即朗图路斯，他是路奇乌斯·恺撒的姊姊优利娅的丈夫。——英译本
② 玛尔库斯·富尔维乌斯，弗拉库斯是被公元前 121 年度的执政官路奇乌斯·欧皮米乌斯处死的。——英

译本
③ 公元前 121 年格拉古和弗拉库斯同元老院发生冲突时，他们曾派弗拉库斯的 18 岁的儿子去向元老院建议

谈判以求和解，但元老院把这个青年投入监狱，后来又把他绞死在那里。——中译者
④ 参见《反喀提林第三演说》第 5 章有关注释。——英译本



我认为，你们担心的是在对待如此可怕、如此不义的罪行方面你们的措
施过分严厉，但我们更应该担心的是，由于我们采取了温和的惩罚手段，我
们似乎对我们的祖国未免残酷了，而不是由于我们厉害的报复措施而显得对
这些罪大恶极的公敌太严厉了。

（7）但是，元老们，我不能装作没有听到传到我耳朵里来的报告。因为
传到我耳朵里来的是那样一些人的话，他们似乎担心，我可能没有足够的守
卫力量来实现你们今天所决定的事情。元老们，一切事情都已被预见到，有
了准备并被决定下来，从而保全了人民政府，挽救了公共财富，这不仅由于
我投入了极大的关注和拥有极大的能力，而且还由于罗马人民下了更大得多
的决心。所有的人，所有等级、甚至各种年龄的人都在这里。广场上挤满了
人，广场四周的神殿里挤满了人，这一地点和神殿的所有人口处也都挤满了
人。自从罗马建城以来，这是所知的唯一案件，对于它的意见所有的人是绝
对地一致，例外的只有那样一些人，他们由于看到他们只有死路一条，所以
宁愿死在全面的屠杀里，而不愿自己孤零零一个人死去。我把这些人排除掉，
我倒是喜欢把他们放到一边，我也不认为应当只把他们归入邪恶的公民一
类，而是应当把他们列为不共戴天的敌人。但是其余的人，不朽的诸神，他
们是何等踊跃，何等热情，何等勇敢地为了公共安全和光荣而团结起来啊！
关于罗马骑士，在这里我应当说些什么呢？①虽然在地位和国事的商讨方面，
他们把首位让给了你们，但是在爱国上面他们却要和你们比试比试。在同这
个等级进行了持续多年的斗争之后②，今天这一案件已使他们重新同你们衷心
地联合起来，使他们和你们团结在一起了。而如果我们今后使在我担任执政
官期间所实现的这一结合永远保持下去，我向你们保证今后在国家的任何地
区都不会发生内战和内讧。我看到同样的保卫国家的热情已经把司库们、那
些最勇敢的人团结到一起。我看到今天偶然大量集合到国库这里来的书记员
也把他们的注意力从地点的分配转到公共安全上来③。全体自由人的大群都在
这里，甚至那些贫苦的公民。有谁对于这些神殿、罗马城的景色，对于享有
自由，最后对于这光明本身以及祖国的公共土地能不感到亲切、可爱和高兴
呢？

（8）元老们，看一看被释奴隶表现出来的热情是有意义的事情，他们通
过白己的努力在国内赢得了一席地位，并且正当地把这个国家认成是他们的
祖国，而另一方面，某些生在这里并且生在显贵之家的人却不把它看成是他
们的祖国而看成是敌人的城市。私人的财产、共和国、最后还有最可爱的自
由使得这些等级和这些人都来保卫国家的安全，但是为什么我要谈到这些等
级和这些人呢？没有一个奴隶——只要他的被奴役的处境还过得去的话——
看到这些堕落的公民的胆大妄为不感到战票，不希望这些东西保存下来，不
尽其所敢做和所能做的向国家的安全提供尽可能多的善意。也许外面正在流

                                                
① 西塞罗总是不忘记提醒骑士等级的作用，但这里显然是没有必要的。——中译者
② 争论的问题：“哪个等级，元老还是骑士，应当在刑事审判中担任陪审员？”先前由元老享有的这一特

权直到公元前 122 年才由盖乌斯·格拉古给予骑士。苏拉又把它收了回去。公元前 70 年奥列利乌斯法

（LexAurelia）把陪审员在两个等级中间平分：这一法律把司库（tributllaerarii）列在骑士的下面。他们职责

是收集和付出为军队征收的税金。但是在西塞罗时期他们的任务是什么还不清楚。——英译本
③ 12 月 5 日，也就是发表这篇演说的日子，财务官在国库这里抽签以确定他们担任的职位。他们的书记员

（dcribus）也和他们一道来参加抽签活动。——英译本



传的这样一个传说会使你们任何人都受到感动：朗图路斯的一个给他拉皮条
的家伙正在到各个店铺去，想用金钱收买那些贫苦并且没有经验的人们的支
持——他开始这样干了起来，但是却找不到一个人落魄或堕落到不希望自己
每天干活、劳累和赚钱的这个地方，不希望他自己的躺椅与床榻，最后还有
这一和平的生活过程是安全的。但绝大多数店铺里的人们，甚至更多是——
应当指出这一点——整个这一类人都是最爱和平的。因为他们的货品、他们
的工作和生计都是靠公民之间的交往来维持的，都是在和平生活的抚育之下
的；如果店铺关门，他们的利润就要减少，那么如果店铺被烧掉，后果又将
如何？

情况既然是这样，元老们，罗马人民的保卫者不会辜负你们，你们也要
注意不要使人看来有负于罗马人民。

（9）你们目前有的是这样一位执政官，他曾从多次的危险和阴谋中得
救，从九死一生的危急状态下得救，但这不是为了他个人，而是为了使你们
能够保存下来。为了拯救共和国，所有的等级在目的、心愿、意见方面都已
团结到一起。我们的祖国遇到了一次邪恶不义的阴谋的火与剑的威胁，她在
向你们伸出恳求的双手。她把她自己托付给你们，她托付给你们的还有全体
公民的性命，卫城和朱比特神殿，她的家神的神龛，维斯培①的永不熄灭的圣
火，所有的神的神殿和庙宇以及我们罗马城的城墙和住宅。而且，今天你们
的性命、你们的妻子儿女的性命、所有人的财产，他们的房屋和炉灶，这一
切都有赖于你们作出决定。你们有一位关心你们，但是忘掉他自己的领袖—
—这并不是任何时候都会有的一个有利条件；你们有所有的等级、所有的人、
全体罗马人民的支持，绝对一致的支持：在政治事务方面，我们在今天是第
一次看到这样的事情。

请想一下怎样在一夜中间便几乎摧毁了经过千辛万苦才建立起来的统治
大权，摧毁了需要极大的勇气才确立起来的自由，摧毁了通过诸神何等的垂
爱才增加和积累起来的财富吧。今天我们必须注意使公民在今后永远不会做
出这样的事情，甚至想一下这样的事情。而我讲这些东西并不是想激励你们，
因为你们的热情往往比我还高。我只是把在共和国里应当第一个发出来的呼
声要人们听到，以完成一位执政官应尽的职责而已。

（10）现在，元老们，在我继续向你们征求意见之前②，关于我个人我也
要简单讲几句话。我看到我已经给自己造成了像阴谋分子那样多的敌人——
你们知道，阴谋者的人数是很多的。但是我认为他们是卑鄙、软弱无力的。
即使如果在什么时候这帮匪徒在某个人疯狂罪行的教唆下压倒了你们的威望
和共和国的威望，即使如此，元老们，我也绝不后悔我做的事情和我提出的
意见。要知道，也许他们用来进行威胁的死亡等待着我们所有的人。你们明
令加给我的赞颂之词是任何人在他生前也不曾得到过的；你们曾明令对其他
人表示感谢，因为他们尽心国事，而只有对我表示的感谢，是因为我保存了
共和国。且假定斯奇比奥①有名是因为他通过自己的智慧和勇气迫使汉尼拔退

                                                
① 罗马人家家供奉的灶神，她的圆形神殿里点着不灭的圣火（每年 3 月 1 日重新点燃一次）由所谓维斯塔

贞女看管。维斯塔神的节日即维斯塔利亚节（Vestalia）在每年 6 月 9 日。——中译者
② 西塞罗之前已有一些元老发言，在他之后自然还要有别的元老发言。——中译者
① 这里指普布利乌斯·科尔涅利乌斯·斯奇比奥·阿非利卡努斯（PubliusCOr-neliUsScipioAfricanus，公元

前 236 年—公元前 184 年），即所谓大斯奇比奥，公元前 05 年度执政官，公元前 202 年他因扎玛一役的胜



出意大利；假定那另一位阿非利卡努斯②特别受到赞扬是因为他摧毁了我们最
大敌人的两座城市，即迦太基和努曼提亚这两座城市；假定那位杰出的保路
斯③所以是一位有声望的人是因为一度是强大的和高贵的国王佩尔赛乌斯给
他的凯旋式添加了光采；假定马略取得了永恒的光荣是因为他曾两次从围攻
和被奴役的恐惧中把意大利解放出来④；假定庞培超出了他们所有的人是因为
他的事业和德行遍及于太阳照射所及的地区和边界⑤：确实，在对这些人的称
赞中，也有我的一份光荣，除非也许给我们自己开辟行省以便我们能够前往
较之保卫使那些出去的人们能够得胜返回的一个地方是更重要的一件事⑥。但
是在某一方面，在国外取得的胜利比对国内叛乱者取得的胜利要好，这是因
为国外的敌人不是被征服而变成了奴隶，就是被接纳为朋友而认为有义务对
我们表示善意。但是我们本国公民中的那些敌人，一旦他们发疯而变成了我
们祖国的不可救药的敌人，则你们要挫败他们的想摧毁国家的企图时，你们
既不能用武力强制他们，也不能用善意去争取他们。因此我看到我已经同邪
恶的公民展开了一场永远完结不了的战争。不过借着你们的帮助，借着所有
正直的人们的帮助并且由于不仅是已经得救的罗马人民而且还有一切民族的
语言文字和思想都永远不会忘记的这些巨大的危险，我相信我可以容易地使
我和我的国家和人民①避免于此。并且肯定不会有任何力量强大到足以粉碎和
破坏你们同罗马骑士的联盟以及所有正直的人们之间这一亲密无间的和谐。

（11）既然事情是这样，为了回报我已经放弃的权力、军队和行省，回
报我为了照顾罗马城和你们的安全而拒绝的凯旋式和其他荣誉标记，回报由
于我在城内的影响而费力地保持下来的被保护人以及我同行省居民的友好关
系——保持它们并不比取得它们更省力，回报所有这一切事物，回报为了你
们而我表现的极大热情以及回报你们看到的在保全国家方面的我的警惕性，
我不要求你们别的任何东西，而只要求你们记住这一时刻和我担任执政官的
全部时期。要知道，只要你们把它牢牢记住，我认为我就得到了铜墙铁壁似
的保护。但是如果罪犯们的力量不像我所设想的那样并且得到了胜利，那么
我就把我的小儿子托付给你们，而只要你们记住，这个孩子的父亲曾经冒着
他个人的生命危险挽救过整个国家，那么不仅是他的安全而且他的事业便得
到充分的保护了。因此，既然你们已经开始，那么就尽心地和勇敢地设法保
护你们自己和罗马人民，设法关心你们的妻子儿女、你们的祭坛和炉灶、庙
宇和神殿、全城的住宅和家庭、统治大权和自由、意大利的安全、整个国家

                                                                                                                                           

利而结束了第二次布匿战争。——中译者
② 这里指小斯奇比奥（公元前 185 年—公元前 129 年），他是路奇乌斯·埃米利乌斯·保路斯的次子、后

过继给大斯奇比奥为养子。公元前 146 年他攻占并摧毁了迦太基并建立了阿非利加行省，公元前 133 年他

攻占并摧毁了努曼提亚。——中译者
③ 路奇乌斯·埃米利乌斯·保路斯，小斯奇比奥的生父，公元前 168 年他在第二次担任执政官时因披得那

一役的胜利，结束了第三次马其顿战争并生俘国王佩尔奏乌斯。——中译者
④ 马略战胜了日耳曼人的两个部族。公元前 102 年他战胜了条顿人，公元前 101 年他战胜了金布里人。—

—英译本
⑤ 参见《反喀提林第三演说》,第 11 章有关注释。——中译者
⑥ 西塞罗的意思是，这些人虽然进行了广泛的开拓，但是我却保存了他们可以光荣的返回的祖国。——中

译者
① 原文是我和我的（事物），这是据演说上下文的意思补充。——中译者



吧，你们的执政官会立刻服从你们的命令的，只要他活在世上，他就能支持
你们的决定，他自己也保证执行这些决定。



朱古达战争
  

（1）人们确实总是毫无道理地抱怨自己的本性，说什么那是因为它是软
弱的并且是短促的，并且它与其说受德行，毋宁说受机会的支配，但是仔细
思考一下就会看到情况恰恰相反：没有什么比人类的本性更伟大、更崇高，
它本身并不缺乏力量或耐力，而更加缺乏的却是勤奋。精神乃是人的生活的
引导者和主人；如果它通过德行的途径取得光荣，那么它就会有大量的力量、
能量以及荣誉。它甚至不需要命运，因为命运不能把诚实、勤奋或其他优良
品质给予任何人，也不能把它们从他们身上夺走。但是如果精神由于卑劣欲
望的引诱而陷入懒散和肉体的享乐，当它一时里放纵于有害的情欲的时候，
当精力、时间和才能在懒散无听事事中浪费掉的时候，人们就指责人的本性
的弱点，而犯了过错的人又把责任推到环境上去。

但是，如果人们对于正义事业的关注，可以同他们追求对他们没有好处
并且肯定是无益的并往往甚至是危险的事物的热情相比的话，他们便可以掌
握命运，而不受命运的摆布，他们便可以达到如此伟大的程度，就是说，他
们虽然是凡人，但他们的光荣却使他们不朽。

（2）正有如人是由躯体和灵魂构成的，因此我们一切行为和追求有些具
有躯体的性质，有些具有精神的性质。因此漂亮的容貌、巨额的财富以及体
力还有诸如此类的天赋很快便会消逝，但是才智的光辉成就却和灵魂一样是
不朽的。

总之，躯体方面的优点和幸运的财富既然有开始也就有结束①。它们都有
起落和盛衰；只有精神是纯洁的，是永恒的，是人类的主人，它赋予一切事
物以生命并支配着它们，而它自身却不受支配，因此下述情况便更加使我们
对这样的人们的邪恶感到惊奇，他们成为肉体享乐的俘虏而把生命消耗在放
荡的生活和懒散之中，却使人的本性中比任何其他事物都更要美好和伟大的
精神由于被忽视和无所事事而消沉下去；特别是当人们拥有这样多、这样千
差万别的智力追求并可以借此取得最高荣誉的时候。

（3）但是，按照我的看法，在这些追求当中，这时最不为人所喜的是高
级官吏的职位和军事统帅权，简言之，就是公职②，因为有功者得不到荣誉，
而通过不正当的手段取得了荣誉的人并不因为有了荣誉而得到安全，也并不
因此而更加提高自己的声望。因为用武力统治自己国家或臣民，即使你有权
力纠正弊端并且确实纠正了弊端，但这种统治依然是一种暴政的统治③；特别
是想进行变革的一切试图都预示着流血、流放和战争的其他恐怖行为。而且，
白白地费了许多气力而劳苦之后的代价却只是招来憎恨，这乃是极大的蠢
事，除非也许有谁有一种不光采的和邪恶的爱好，为了一小撮人的权力而宁
愿牺牲他自己的荣誉和自由。

（4）但是在智力的追求中，记述过去的事件是特别有用的。关于这种能
力我用不着再说什么，因为许多人已经谈过它的价值，同时也为了不让任何
人认为我是出于虚荣心才称颂我自己的心爱的事业的。我还认为，既然我已
决心在生活中不再接触政治，某些人会对我的这一艰巨但有用的工作冠以懒

                                                
① 《礼记·大学》：“物有本末，事有终始”就是这个意思。——中译者
② 作者写作这话时，正是恺撒被刺后的混乱时期。——英译者
③ 这里指的似乎是作者的友人恺撒。——中译者



散之名，特别是那些把用宴会讨好民众和猎取好感的做法看成是勤劳的最高
表现的人们。

但是，如果这样的人只要记得，我是在什么时候当选为高级官吏的①，哪
些有功业的人却得不到同样的荣誉②，而哪种人从此又进了元老院③，他们一
定会相信，我改变了自己的看法有其正当的理由而不是由于懒散，并且我的
无所事事较之别人的积极活动对我们的国家会有更大的利益。

我常常听说，克温图斯·玛克西姆斯、普布利乌斯·斯奇比奥④和我们的
其他著名人物都惯于宣称，每当他们看到自己祖先的面具⑤的时候，他们心中
都会燃起追求德行的熊熊烈火。当然，他们的意思并不是说制造肖像的蜡对
他们会有任何这样的力量，而只是说，由于回忆起祖先的丰功伟绩时他们的
心情无法平静，直到他们以他们自己的勇敢精神也干出了无愧于他们祖先的
声誉和光荣的事业。

但是，相反地，在当前这种堕落的日子里，有谁不是同他们的祖先比财
富和豪奢，而不是比公正和勤劳呢？甚至先前总是想在德行方面超越贵族的
“新人”⑥现在也用阴谋和公开的欺骗而不是用崇高的行动来取得权力和荣誉
了。正仿佛行政长官、执政官的职位或诸如此类的东西它们本身就是尊贵显
赫的，而不是按照建立了功业的人的功业大小加以评价的。但是在对于我们
国家的风气表达自己的悲伤和愤慨之情时，我的话讲得太随便并且扯得离题
也太远了。现在我就回到本题上来。

（5）下面我打算叙述的是罗马人民同努米底亚人的国王朱古达所进行的
一场战争：首先因为这是一场长期的、血腥的、胜负难分和反复无常的战争；
其次因为这在当时是第一次对贵族的横傲①进行抵抗的战争——它是这样一
场斗争的开始，这场斗争打乱人和神的一切事物，并且激烈到如此程度，使
得国内的争端结果发展成战争②并使意大利化为一片焦土。但是在我具体叙述
这一事件之前，我得把更早的一些事情谈一谈，这样我们就可以更好地理解
一切，也能够更清楚地揭示一切。

                                                
① 这里撒路斯提乌斯是把他担任高级官吏的时代和他写作的时代作对比。——英译本
② 比如加图，他在公元前 55 年竞选行政长官时便失败了。——英译本
③ 指优利乌斯·恺撒允许高卢人进入元老院，以及玛尔库斯·安托尼乌斯以恺撒的遗嘱的名义允许“奥尔

奇尼人“（这种名称显然同奥尔库斯，orcus 即冥界一词有关）进入元老院（参见苏埃托尼乌斯：《优利乌

斯传》，第 80 章；《奥古斯都传》，第 35 章）。——英译本
④ 从和克·（法比乌斯）·玛克西姆靳并举这一情况来判断，这里的斯奇比奥是在扎玛打败汉尼拔的那位，

而下是斯奇比奥·埃米利亚努斯。——法译本注，有删节。
⑤ 一个罗马人的祖先里有担任过高级官吏（执政官、行政长官、监察官、高级营造官〕的，有权利制作他

们的蜡制面具，放在他们家里中庭（atrium）地方。在家里人举行葬礼时，由扮演死者的优伶戴上这些面具

参加，在其他郑重的场合也要把面具陈列出来。——英译本
⑥ 参见《咯提林阴谋》第 23 章有关注释。——中译者
① 盖乌斯·格拉古的死亡使得他所领导民主派遭到了失败（他在公元前 121 年竞选保民官失败），而贵族

派从这时起掌握了权力。所谓贵族派，应当理解为所谓“新贵”（nobilitas），新贵是由通过人民的选举而

担任过高级官吏的人构成的。但是他们和传统的贵族不同，他们不是一个封闭的阶级，甚至不是一个拥有

实际特权的阶级，而毋宁说是一个开放的集团，比如在选举中当选高级官吏的“新人”立刻便可以成为这

个集团的一员。但这时他们己认为只有他们才享有一切高级官吏职位的特权——法泽本注，有删节。
② 指共和末期的内战。——法译本



在第二次布匿战争正在进行的过程中，正当着迦太基人的领袖汉尼拔对
意大利的统治给予自罗马国家成长壮大以来最沉重的打击的时候，努米底亚
的国王玛西尼撤③由于他的勇敢而成了普布利乌斯·斯奇比奥④——后来有了
阿非利加努斯的名号的——的友人，并且成就了许多赫赫战功。为了还报，
在迦太基人被打败并且在阿非利加拥有广大领地的西法克斯⑤被俘获之后，罗
马人

民把他们在战争中取得的所有的城市和领土作为一项自由的礼物赠给了
玛西尼撒。因此玛西尼撒一直是我们真诚和忠实的友人。但是他的生命的终
结也就是他的统治的终结①。于是他的儿子米奇普撒就成了唯一的统治者，因
为他的兄弟玛斯塔那巴尔和古兽撒都已经病死了。米奇普撒是阿多儿巴尔和
希延普撒尔的父亲，他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地在宫中抚养了他的兄弟玛斯
塔那巴尔的一个名叫朱古达的儿子。过去玛西尼撒在他的遗嘱里不许朱古达
保有王族的身分因为他是侍妾生的儿子②。

（6）朱古达身体强健，仪表英俊，特别是智力超群，但他一旦长大成人
后却没有使自己沾染上奢侈和懒散的恶习，而是遵照本民族的习惯，骑马、
投枪、击剑，并且和自己的同伴赛跑，虽然他的名声超过所有的人，但是他
仍然赢得了所有人的爱戴。此外，他把许多时间用到狩猎上面，他总是走在
最前面或走在前列把狮子和其他野兽打死，他是个出类拔萃的人物，但是他
对自己的功业却很少谈到。

米奇普撒开头对朱古达的这种行为是感到高兴的，他相信朱古达的勇敢
会增加他的王国的光荣。但是当他看到此人年轻并且实力不断加强，而另一
方面，他自己已经上了年纪并且自己的孩子们也都年幼的时候，他便对这种
局势感到严重的不安并且经常在考虑这个问题了。他对人类的本性感到害
怕，因为这种本性渴望权力并且为满足自己的欲望又是贪得无厌而不择手段
的。另一方面，他自己的高龄和儿子们的年幼却提供了一个绝好的机会，这
种机会甚至使得没有什么野心的人由于得来容易也都是难以抗拒的。

他还注意到，朱古达深受努米底亚人的爱戴，因此他担心如果他想把朱
古达谋害致死的话，这很可能引起一场叛乱或一场战争。

（7）为这些问题感到困惑的国王看到如此受人民爱戴的一个人是不可能
用暴力或者用计谋铲除掉的，因此他决定在朱古达精力充沛和渴望取得军事
荣耀的时候要他去经受战争的危险，要他的命运去经受考验。因此，当米奇

                                                
③ 玛西尼撒是玛西利安人或东努米底亚人。开头他支持迦太基派反对同罗马人结盟的西法克斯，但是在西

法克斯背叛罗马转向迦太基的那天，他却转而反对迦太基。斯奇比奥到达阿非利加之后，得到玛西尼撒坚

强有力的支持，而在打败西法克斯之后。斯奇比奥使玛西尼撒成为全部努米底亚的国王。——法译本注，

有删节。
④ 这里指在扎玛获胜的那个斯奇比奥。——法译本
⑤ 西法克斯是玛撒西利安人或西努米底亚人的国王（今天的阿尔及尔和奥兰），他是在公元前 203 年被盖

乌斯·莱利乌斯打败和俘虏的。——法译本
① 玛西尼撒死于公元前 148 年（一说公元前 149 年）。——中译者
② 努米底亚国王的家系记述如下：玛西尼撒（公元前 228 年—公元前 142 年）有三个儿子，他们是米奇普

撒（死于公元前 18 年）、古鲁撒（死于公元前 118 年）和玛斯塔那巴尔（死于公元前 118 年〕。米奇普撒

也有三个儿子，他们是阿多儿巴尔（死于公元前 112 年）、希延普撒尔一世（死于公元前 117 年）和米奇

普撒（？）；古鲁撒的儿子叫玛西瓦（死于公元前 111 年）；玛斯塔那巴尔的后裔则有如下表。



普撒派遣骑兵和步兵帮助罗马人对努曼提亚作战的时候①，他便把这统帅权交
给了朱古达②。朱古达奉派去了西班牙，米奇普撒指望他为了表现自己的勇
敢，或为了冲向无情的敌人而很容易死在战场上。

但是结果根本不是像他所预料的那样。原来精明强干的朱古达很快就熟
悉了当时罗马人的统帅普布利乌斯·斯奇比奥的性格和敌人的战术。继而，
由于他积极肯干、忠于职守，同时又由于他十分听话而往往又不避危险③，很
快地他便取得了如此高的声誉，乃至他不仅受到罗马士兵的很大爱戴，而且
成了努曼提亚人十分害怕的人物。事实上，他不但作战时勇敢，在讨论问题
时又具有卓见，这是非常难以做到的一件事，因为智慧往往由于谨慎而走向
胆怯，而勇敢又由于大胆而走向冒失。因此斯奇比奥把几乎所有团难的任务
都委托给朱古达，把他当作自己的朋友看待并且对他日益赏识，因为这个年
轻的努米底亚人无论作判断还是做别的任何事情从来没有失败过。在这之外
还要加上他的慷慨大度的性格和敏捷的才智，这些品质使得许多罗马人成了
他亲密的朋友。

（8）当时在我们军队里有许多更关心财富而不讲道德不自尊重的新人和
贵族，这些人在国内是阴谋家，他们对联盟者虽有影响，但与其说是受到尊
重，勿宁说是臭名昭著。这些人煽动朱古达的野心，办法是让他怀有这样的
希望，即如果国王米奇普撒去世，他可以独揽努米底亚的大权，因为论功业
他是首屈一指的①，而且在罗马没有用金钱买不到的东西。

因此当努曼提亚被摧毁②而普布利乌斯·斯奇比奥在把礼物送给朱古达并
且当着集合的士兵的面给了他极高的赞扬之后，决定解散他的辅助部队并且
自己也准备返回罗马的时候，他把朱古达领进了自己的营帐。在那里他以私
人的身分劝告这个年轻人要培养同整个罗马人民的友谊，而不是同个别一些
罗马公民的友谊，并且不要养成贿赂的习惯。他说，向少数人购买属于多数
人的东西是危险的。如果他像他开始时那样坚持干下去，那么名声和王位自
然会降临他的身上。但是，如果他操之过急，则甚至他自己的金钱也会给自
己招来杀身之祸。

（9）在讲完了这一番话之后，斯奇比奥便把这个年轻人打发回去，并且
要他带一封信给米奇普撒，信里写下了大意如下的这样一些话：

“你的朱古达在努曼提亚战争里的勇敢是极为突出的，我确信这一点会
使你感到高兴。他的功业使我们对他深为誊恋，并且我们将尽一切力量使元
老院和罗马人民对他怀有同样喜爱的感情。

作为你的朋友，我祝贺你有这样一位配得上你本人和他的祖父玛西尼撒
的英雄人物。”

国王从统帅的这封信里证实了他从外面传闻中所了解到的一切之后，在
他的侄子的功业和声望的影响之下，便一反自己平时的做法，而试图用他的

                                                
① 对努曼提亚的战争从公元前 143 年持续到公元前 133 年。努曼提亚城位于杜罗河以北，在斯奇比奥·埃

米利亚努斯的围攻下抵抗了 15 个月。——法译本
② 联盟者在罗马人一方作战时例由本地的军官率领，但他们要受到罗马上级军官的节制，这些罗马军官称

联盟长官（praefectisocium）。——法译本注，有删节。
③ 朱古达在作战中有决断和果敢的主要特点。——法译本注，有删节。
① 与米奇曾撒的儿子希延普撒尔和阿多儿巴尔相比。——英译本
② 公元前 133 年。——中译者



恩惠来争取朱古达对他的好感。他立刻过继朱古达为自己的儿子①，并且在自
己的遗嘱里规定他和自己的儿子为联合继承人。几年之后，由于年事日高而
体力不支，又苦于疾病并且看到他的大去之日日渐临近，据说出于他个人的
意思，他把朱古达叫到自己身旁，当着他的朋友、亲属和两个儿子阿多儿巴
尔和希延普撒尔的面，说了大意如下的一番话。

（10）“朱古达，当你还是个小孩子，一个无依无靠的孤儿的时候，是
我把你收养到王室里来的，因为我相信，由于我的仁慈，你会像我的亲生儿
子一样地爱我。而我这样做并没有错；因为，且不说你的其他的伟大而崇高
的行为，最近在你从努曼提亚返回时，通过你取得的光荣给我和我的王国带
来了荣誉，并且由于你的勇敢，你使得罗马人对努米底亚比先前更加友好。
而我们一家的声名在西班牙又复活了②。最后，通过你取得的光荣，你竟然克
服了人们对你的嫉妒，这是世人极难做到的一件事。

“现在，自然的规律已经给我的生命安排了一个结束的日子。
因此凭着这只右手，凭着对王国应有的忠诚，我恳请你爱护这些孩子，

他们是同你有血统关系的亲属，而由于我的好意，你们又成了兄弟。不要想
望在陌生人中间交新朋友，而不爱和你有血统关系的那些人。能保卫王位的
既不是军队也不是财富，而是朋友。用武力得不到朋友，用黄金买不到朋友，
朋友是通过献身和忠诚取得的，除了兄弟之间的关系以外，还有更亲密的友
情关系吗？如果你和自己的亲人结仇的话，你会发现哪一个外人对你会是忠
诚的？如果你们的行为是公正的话，那我留给你们三个人的便是一个强大的
王国，但如果你们干坏事，那么这个王国就是软弱无力的。因为和谐可以使
小国变成伟大的国家，而内部的倾轧却会使最强大的国家削弱。至于其余的
事情，朱古达啊，我所要托付的是要你而不是这两个孩子设法做到不要使我
的希望落空，因为你比他们年龄大而且比他们明智。因为在所有的争斗当中，
强者即使遭到不公正的对待也总会被视为侵略者，就因为他有更大的力量。
至于你们俩，阿多儿巴尔和希延普撒尔，要爱和尊重这个成就了巨大功业的
人，学习他的品德并尽力表明我的亲生儿子比得上我过继的儿子。”

（11）虽然朱古达知道，国王的这番话并非出自本心，虽然他自己心中
另有一套打算，但是他的答复就当时的情况而论却是彬彬有礼而得体的，几
天之后米奇普撒就去世了①。

王子们为他举行了与他的国王身分相匹配的隆重葬礼，然后他们便开会
共商他们的事情。三个人当中年纪最小的希延普撒尔天性高傲，他甚至在这
之前便瞧不起朱古达的母系方面的卑贱出身②，于是他便坐在阿多儿巴尔的右
手边，为的是不叫朱古达坐在他们兄弟二人之间的位置上，而这个位置在努
米底亚人看来却是一个尊贵的位置。但是当他的哥哥请求他尊重年长者的时
候，他才很不情愿地坐到另一边去。

在这次会议上他们就王国的施政问题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
其中朱古达建议废除过去五年中间通过的一切法律和政令，理由是在这

                                                
① 从本书第 11 章来看这是公元前 121 年到公元前 118 年间的事情，因为米奇普撒是公元前 118 年去世的。

撒路斯提乌斯在年代的记述上比较随便。——英译本注，略有删节。
② 指玛西尼撒过去的功业。——英译本
① 公元前 118 年。——中译者
② 朱古达的母亲没有正式配偶的身分，参见本书第 5 章。——中译者



期间，米奇普撒年事过高并且脑力也很难说是正常的。这时希延普撒尔却发
言表示，他同意这个建议。他说，朱古达本人被过继和分享王国，这也正是
前三年当中的事情。这句话使朱古达的内心所受的创伤超过任何人所能想像
的程度。因而从这时起，他感到又恨又怕，便盘算策划，一心想用什么办法
用什么计谋陷害希延普撒尔。但由于他的计划进行得太慢而他的自尊心又使
得他的积愤难消，因此他下决心不借用任何可能的办法实现他的计划。

（12）前面我已经说过，在王子们的第一次会议上，他们未能取得一致
的意见，于是他们决定在三人当中分配财库并且瓜分王国①。因此他们规定了
一个时间来办理这两件事。先是分开钱财②。

就在这期间，他们三个人分别从不同的道路来到财库附近的一个地点。
希延普撒尔这时正好住在提米尔达那个城镇中属于朱古达的最贴心的侍从③

的一所房屋里，这个侍从一直是他的主人的最亲爱的朋友。朱古达于是向恰
巧成了他的间谍的这个人作了大量的许诺，要这个人以检查为名到自己的房
屋那里去，给各个门户又配了仿制的一套钥匙，因为原来的一套按惯例是要
交给希延普撒尔的④。此外朱古达还亲自答应在适当的时候率领一支强大的队
伍前来。

努米底亚人迅速地执行了自己主人的命令，并且按照他所指示的，在夜
里把朱古达的士兵引了进来。他们冲进房屋后便分散开来搜寻国王，杀死了
正在家里睡觉的一些仆从，又杀死了另一些进行反抗的仆从。搜遍了所有可
以隐藏的地点；他们把门砸开，使这个地方充满了喧闹声和混乱。就在这时，
人们发现希延普撒尔藏在一个女仆的房间里，他是由于害怕，又不熟悉住宅
的情况，在慌乱中随便躲到这里来的。努米底亚人按照命令行事，把希延普
撒尔的首级带给了朱古达。

（13）这一可怕的罪行的消息在很短的时期内便传遍了整个阿非利加。
这个消息使阿多儿巴尔和米奇普撒先前的全部臣民深感恐惧，于是努米底亚
人形成了两派：大多数的人站在阿多儿巴尔一面，但是精锐的士兵却拥护朱
古达。于是朱古达武装起尽可能庞大的一支军队，用武力占领了一些城市，
还有一些城市是经过它们的同意而被朱古达控制的。朱古达这样做是准备使
自己成为整个努米底亚的统治者。虽然阿多儿巴尔立刻把使节派到罗马去，
向元老院报告他的弟弟被杀害和他本人的处境，但另一方面他还是仰仗着自
己军队在数量上的优势作了开战的准备。但是刚一接战他便被击败并且逃到
我们的行省①来，又取道那里来到了罗马。

朱古达在实现了自己的计划并且占领了整个努米底亚之后，才有了余暇
回想他做过的一切，这时他才开始对罗马人民感到害怕，并且认为除非利用
罗马贵族的贪欲和他自己的财富作为手段，否则他是无法逃脱他们的愤怒

                                                
① 事实上过去米奇普撒、玛斯塔那巴尔和古鲁撒并没有分割王国而只是分掌不同的行政部门（P.托玛斯）。

阿多儿巴尔，朱古达和希延普撒尔于是接受了这一局面。——法译本
② 财库（thesauruS）不但保存钱，一般也保存珍贵物品。——法译本注，有删节。
③ 原文的 lictor 原指为罗马高级官吏开路的侍从，但这里系借用，因为努米底亚人似乎没有采用罗马人的制

度。——英译本
④ 在每天晚上。——英译者
① 原迦太基的领土，它在第三次布匿战争之后，便成了罗马的一个新的阿非利加行省的核心。——法译本

注，有改动。



的。于是，几天之后，他便派遣使节带着大批金银到罗马去，指示他们首先
送礼给他的老朋友，然后用礼物争取新朋友——简言之，赶紧把大把的金钱
撒出去，尽可能达到他们的目的。

当使节们到达罗马并且按照国王的命令把大批的礼物送给他的友人以及
这时很有势力的其他元老时，于是发生了情绪上的转变：朱古达面临的已不
是罗马贵族的公然的敌视态度，而是他们的关照和支持了。由于他们一些人
是受到许诺的引诱，还有的人是受到贿赂的引诱，因此他们便四出向元老院
的个别成员进行活动，要他们不要对朱古达给以过于严厉的惩处。当着由于
这一情况而使节们开始感到有了足够信心的时候，便指定了一个双方到元老
院来的时间，据说阿多儿巴尔于是在那里讲了如下的一席话：

（14）“元老们，我的父王米奇普撒在临终时告诫我，要把自己只看作
是努米底亚王国的一名管家，而主权和最高的权力是属于你们的。同时他还
告诉我，无论在和平时期还是在战争中都要尽力做到对罗马人民有所帮助，
把你们看成是我的族人和亲属。他说如果我这样做了，我将会发现你们的友
谊当得上我的王国的一支军队、财富和屏障。但是正当我遵循着先父的这些
教诲去做的时候，朱古达这个世界上最坏的人却无视你们的权力，掠夺了我、
玛西尼撒的孙子和罗马人民世世代代的友人和联盟者的王位和我的全部财
产。

“至于我本人，元老们，既然我注定要遭到如此巨大的不幸，我可以期
望的是：我能够由于我自己的服务而不是由于我的祖先的服务而请求你们的
帮助；我可以期望的特别是：罗马人民应当给我以照顾，而我不需要它；而
如果做不到这点，我可以期望的则是：当我需要这种照顾的时候，我能够理
所当然地得到它们。但是既然只有品德不能自己保护自己，既然我没有能力
塑造朱古达的性格，所以我来向你们求助了，元老们，而对您们来说，在我
成为一种助力之前我不得不成为一个负担——而这乃是我的不幸的最大的部
分。

“其他许多国王都是在战争中通过武力被征服之后才成为你们的朋友
的，或者在他们处于危险之中的时候才要求同你们结成联盟的；而我们的家
族是在同迦太基作战时期①才同罗马建立了友好关系的，当时对我们来说，罗
马作出的保证较之它的命运是一种更大的引诱①。因此不要让我，他们的后人
和玛西尼撒的孙子，乞求你们的帮助而毫无所得吧。

“如果除了我的可怜的命运——不久之前，还是就家族、名声和命运而
论都十分强大的国王，现在，在被灾难压倒之后，已经变得一无所有，要请
求别人的帮助了——之外，没有任何别的理由来请求你们的关照的话，那么
保护我不受邪恶势力的侵犯并且不允许任何人通过罪行而变得强大起来，这
一点依然是和罗马人民的尊严相适应的。但事实上我却被逐出了罗马人民给
予我们祖先的土地——而我父亲和祖父就是以这片土地为根据地帮助你们赶
跑了西法克斯和迦太基人的。元老们，从我手里夺去的是你们的礼物，而加
到我身上的不义之行也就是对你们的藐视。

“我是多么不幸啊！我的父亲米奇普撒呀，你发善心的后果就是这样：
你像对自己的孩子一样公平对待的那个人，你使之分享你的王国的那个人，

                                                
① 参见本书第 5 章有关玛西尼撒的注释。——中译者
① 就是说，和罗马联盟较之当前的援助可以为未来提供更大的希望。——英译本



在所有的人当中竟然是毁了你一家的人！这就是你的善心的后果么？
“我的一家难道就永远不得安宁了么？难道我们就永远生活在血泊、战

争和流放之中么？当迦太基人还没有被征服的时候，我们当然要经受各种各
样的苦难；敌人就在我们身旁，而你们.我们的朋友，却还远在千里之外。我
们的全部希望就在我们的军队身上。

在那一灾难从阿非利加被清除②之后，我们享受了愉快的和平生活，因为
我们已没有任何敌人，除非偶尔在你们的统率之下③。但是，请看，突然间，
由于不可容忍的胆大妄为、邪恶与狂傲而冲昏

了头脑的朱古达在杀死了同他也有亲属关系的我的弟弟之后，先是把希
延普撒尔的领土变为他的罪行的战利品；随后，当他不能以同样的阴谋诡计
骗过我的时候，当在你们掌握宗主权的条件下，我只能使用暴力或战争以外
的任何手段时，正如你们看到的，他使我变成了抛弃家国的亡命者，成了贫
困悲惨的人并且任何地方都比我自己的王国安全。

“我始终习惯于认为：元老们，正像我听我父亲常说的那样，热心于培
养同你们之间的友谊的那些人负有一项艰巨的任务，当然，他们也比所有其
他的人更加安全。我们的家族在所有你们的战争中都尽全力帮助你们；元老
们，而你们也有力量使我们享受和平与安全。我们的父亲留下了我们两兄弟，
对于第三个即朱古达，他希望通过他的恩惠使这个人也成为我们的兄弟。但
是三人之中有一个已经被杀死了；我本人也差一点遭到另一个人的渎神之手
的屠杀。我该怎么办？在我身遭困难的时候，我该向哪里去寻求特殊的保护
呢？保卫我的家族的一切力量都被摧毁了。我父亲不可避免地要服从大自然
的规律①。我的弟弟由于一名亲属的罪行而丧了命，这本是一个最不应当对他
下毒手的人。亲戚、朋友和同我接近的其他人在接二连三的打击下都倒下去
了。在被朱古达所俘虏的人们当中，有些人被钉上十字架，有些人被送到野
兽那里去有；有少数人虽然保住了性命，却被关在阴暗的地牢里，过着不如
死去的悲惨凄凉的日子。

但是，如果我保存了我所失掉的一切②或者如果本来应当支援我的一切力
量不是反转过来敌视我的话，即使如此，如果我遇到料想不到的任何灾难的
话，元老们，我仍然要向你们求助，而所以应当这样做，是因为你们的广大
的国土使得你们要在所有的地方，在一切事物上奖善惩恶，主持公道。但是，
实际的情况却是：我是一个已经失去了家园和祖国的亡命者，我孤苦伶仃，
被剥夺了应有的一切荣誉，我要逃到什么地方，要向谁去求助呢？难道我要
向由于我们同你们的友谊面对我们家族采取敌视态度的所有那些民族或国王
去求助么？我能到什么地方去，而能够不在那里发现有关我的祖先的敌视行
动的记录呢？曾经同你们为敌的人，有谁会同情我们呢？

“最后，元老们，玛西尼撒曾教导我们，除了同罗马人民之外，不要同
任何人交朋友，也不要缔结任何新的协定和联盟；他说，同你们的友谊可以
为我们所有的人提供充分的保护，如果你们的国家会有什么意外，我们一定
要和你们共命运。

                                                
② 指迦太基被罗马摧毁一事。——中译者
③ 这是说，由于他们和罗马人结成联盟，则罗马人的敌人也必然成了他们的敌人。——英译者注，有改动。
① naturaeconcesit，意谓死亡。——中译者
② 指他的父兄之爱。——法译本



“由于你们的勇敢和诸神的眷顾，你们是强大有力的，一切事物都有利
于你们，都听命于你们；因此你们更加便于关心你们的联盟者所受到的伤害。
而我唯一担心的却是，你们的某些公民同这个真面目还没有显露出来的朱古
达结成的私人友谊是不是会把这些人引入歧途。因为我听说他的那一派人正
在尽一切努力，分头恳求你们每一个人不要在他不在场，未经审讯的情况下
作出任何判决。他们说我是在说谎，并且是在本来可以留在自己王国里的情
况下装作不得已逃出来的。说到这一点，我倒是希望我也能看到那个通过渎
神的罪行而使我遭到这些苦难的人也提出同样的托词；希望你们或不朽的诸
神最终会开始关心人间的事物！那时那个在今天犯了大罪反而洋洋自得的坏
蛋将会由于他背叛了我们的父亲，由于杀害我的兄弟并给我造成不幸而受到
种种灾祸的折磨并付出沉重的代价。

“最后，我最亲爱的兄弟，虽然最不应当杀害你的人过早地夺走了你的
生命，但你的命运在我看来反而是一件值得高兴，而不是值得悲伤的事情。
因为，当你失掉性命的时候，你却没有失掉王位，但是现在把我压垮的却是
逃跑、亡命、贫困和所有诸如此类的灾难。像我这样一个从我父亲的王位上
被投入这一无边的苦难的可怜人正好体现人世无常的一个悲剧，因为在这样
的时刻，我简直不知道应该怎么办：是在我自己还需要帮助的时候，便设法
为你所遭到的不幸报仇，还是在我个人的生死问题还有赖于别人的帮助时还
要为我的王位而担心。对于处在我这样地位的人来说，但愿死亡是一个光荣
的解脱手段！但愿在备受痛苦的折磨之后我得以被迫害致死，而却不被人们
认为我理应受到蔑视！其实生活对我是一点引诱力也没有了，但我是不能不
在忍辱含羞中死去的了。

“元老们，凭着你们自己的名义，凭着你们的孩子和双亲的名义并且凭
着罗马人民的尊严的名义，我请求你们在我身遭不幸的时候帮助我，正视不
公道的行为，别让属于你们的努米底亚王国由于邪恶的行径和我的家族被杀
害而遭到毁灭。”

（15）在国王结束了他的发言之后，朱古达的使节们仰仗着他们已经进
行了贿赂，不是因为他们干的事公正，而作了简短的回答。他们说希延普撒
尔被努米底亚人杀死是因为他残酷暴虐：无端挑起战争并且遭到失败的阿多
儿巴尔之所以抱怨，是因为人们不允许他干伤害他人的坏事。他们说，朱古
达请求元老院不要认为他和在努曼提亚时表现出来的那个他有所不同，也不
要只听一个敌人的言语而不看他的行动①。

争论的双方随即离开了元老院，而元老院则决定立刻对之展开讨论。站
在使节一面的人和在他们的影响下被收买的其他元老中的许多人嘲笑阿多儿
巴尔讲的话并且赞扬了朱古达的美德。他们尽量运用自己的声望、口才和每
一种可能的手段极力为一个外国人的可耻罪行辩护，就仿佛他们都在力图获
得荣誉似的另一方面，珍视正义与公道甚于财害的少数人则建议帮助阿多儿
巴尔，严惩杀害希延普撒尔的罪行。在这些人中间表现突出的是一个精力充
沛的贵族埃米利乌斯·司考茹斯①，这是一个派别性强，渴望权力、荣誉和财

                                                
① 这就是所谓 factis,nonverbis（看行动，不听言语），我国的古训则是听其言，观其行。——中译者
① 司考茹斯是元老院保守派领袖，西塞罗在《布路图斯》，（xxix，111—112）中说他品格贤明公正，讲话

时有君父一样的威严，力被告辩护时听来像是证人陈述证词。这种讲话方式虽不适于辩护，但很适合于元

老院的讨论。——法译本注，有删节。



富并且善于掩盖自己缺点的人。此人一经看到国王如此不顾脸面，如此明目
张胆地进行贿赂，便担心在这类情况下通常会出现的后果，即这种严重的腐
化行为会引起公愤，因此他便克制了自己惯常的贪欲。

（16）不管怎样，元老院里把金饯和包庇的行为看得比公道还重的那一
派还是占了上风。表决结果是，应当由十名委员主持在朱古达和阿多儿巴尔
之间分割米奇普撒先前的王国。这个委员会的主持人是一位很有地位的人路
奇乌斯·欧皮米乌斯，他在当时的元老院里是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因为他
就是那一年的执政官②。在这之前，他曾杀死了盖乌期·格拉古和玛尔库斯·富
尔维乌斯·弗拉库斯③，随后又残酷地利用了贵族对平民的胜利，虽然在罗马
欧皮米乌斯曾是反对朱古达的人物之一，但是国王还是极为隆重地接待了
他，并且不久便通过大量的礼物和许诺诱使他把朱古达的利益看得比他自己
美好名声更为重要，简言之，就是比一切个人的考虑都更为重要。朱古达对
其他使节也采取了同样的手法，结果争取了他们中间的多数。只有少数人把
自己的荣誉看得比黄金还要贵重。当王国分割完了之后，努米底亚同玛乌列
塔尼亚相邻的那部分④分给了朱古达，这部分土地比较肥沃，人口也稠密。另
一部分给了阿多儿巴尔，地貌看起来较好，但实际上不如西部的这一部分有
更多的港口，更多的建筑物。

（17）本书的主题使我有必要对阿非利加的地理作一简略的叙述，同时
讲一下那里和罗马人民为敌或结盟的民族。但是，关于因酷暑而人迹罕至、
无人居住的地区或那些沙漠地区，我却无法轻易地提出有确实依据的记述。
其余的地方我只是尽可能简略地交代一下罢了。

按照地理学家对大地表面的划分，他们通常把阿非利加看作它的第三部
分，有一些人只承认亚细亚和欧罗巴，而把阿非利加包括在欧罗巴之内①。阿
非利加的最西面是我们的海②和大洋之间的海峡③，最东面是一片广阔的倾斜
地带，当地人则把这块地方称为“卡塔巴特莫斯”④。那里的海是波涛汹涌的，
没有港口，但是土地肥沃盛产谷物，也便于作牧场繁育牲畜，不过那里的林
木却不多。天上和地下全部缺水⑤。当地的居民身体健壮，跑起路来很快，又
非常能吃苦耐劳。他们通常都是能以终天年的，除非他们在战场上被杀死或
是被野兽杀死；因为他们当中几乎没有得病的人。

此外，当地却有很多危险的野兽。

                                                
② 欧皮米乌斯是公元前 121 年度的执政官（同僚也是贵族出身的克温图斯·法比乌斯·玛克西姆斯）。他

领导了对阿温提努姆山的进攻，因为盖·格拉古和他一派的人逃到了那里去。他为叛乱者的头悬赏了同样

重量的黄金。据说在罗马街道上或在后来的公故宣告中被杀死的有 3000 人。——英译本注，有补充。
③ 盖·格拉古的追随者，平民派领袖之一。——中译者
④ 即今天同摩洛哥相邻的奥兰省（属阿尔及利亚），今天的希利夫平原和西格平原可以说就是作者这里所

说的肥沃地带。——法译本注，有删节。
① 希罗多德（第 2 卷第 16 章）批评了爱奥尼亚地理学家的三分法；斯特拉波采纳了三分法（17，3，1），

但瓦罗（《论拉丁语》，5，31）则采纳了两分法。——英译本
② 地中海——中译者
③ 直布罗陀海峡，海峡外的大西洋当时被认为是环绕大地的海洋，是不可知的。——中译者
④ 意为“下坡地”，位于昔兰尼和埃及之间，这地方被本书作者和其他一些人认为是亚细亚的一部分。—

—英译者
⑤ 即雨量很少，湖泊和河流也很少。——英译者



阿非利加最早的居民是些什么人？哪些人是后来才迁移来的？这些不同
的种族又是怎样混合到一起的？我将只作尽可能简短的叙述。虽然我的说法
和外面流行的说法有所不同，但我这里的说法却是人们给我从布匿语的一些
著作翻译过来的，据说这些书是国王希延普撒尔①写的并且是根据当地居民所
认为的那样写的。但是实际情况是否如此，这就要由原作者负责了。

（18）阿非利加最早的居民是盖土勒人和利比亚人，他们都是粗野和没
有文化的民族，他们和兽类一样以野兽为食，也吃地上生长的东西，他们没
有一套政治体制②也没有法律，也不受任何人的统治。他们始终到处流浪，在
天黑时走到什么地方就在什么地方停下来休息。

但是在赫邱利斯死后（根据阿非利加人的说法，他死在西班牙），他那
由各种各样的民族组成的军队既然失掉了领袖，并且成了渴望统帅权的许多
人的争夺对象，因此很快就解体了。在组成这支军队的民族当中，米底人、
波斯人和亚美尼亚人乘船渡海来到阿非加利，住在离我们的海最近的地区，
波斯人则离大洋更近③；这些人把他们的船翻过来当作住所，因为这里没有木
材④，而且他们也没有机会通过购买或以货易货的方式从西班人手中取得这些
东西，因为广大的海域和言语不通使双方无法交往。波斯人和盖土勒人通婚
后二者逐渐融合为一，并且由于他们常常从一个地方迁到另一个地方以寻求
适合的土地，所以他们把自己称为“诺玛德人”⑤。甚至直到今天，农村里的
努米底亚人的叫做“玛帕利亚”⑥的住所还是长方形的，并且有着船体那样的
两侧为弧形的屋顶，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事情。

但是米底人和亚美尼亚人的最近的邻居却是利比亚人；利比亚人的住地
更接近阿非利加海①，但盖土勒人的住地则更向南，离酷热的地区不远，这三
个民族②很快便有了自己的城市，而由于他们和西班牙人相隔只有一个海峡，
所以双方便开始建立了交换商品的关系，利比亚人逐渐改换了米底人的名
称，而且他们的蛮族语言把利比亚人叫做“玛乌里人”③。

但是波斯人④的这个国家迅速地壮大起来，最后由于人口过多，被称为努
米底亚人的青年一代便同他们的父母分开，占居了迦太基附近一处今天称为
努米底亚的地方。后来这两个民族⑤在相约互助的情况下通过武力或是通过恫
吓把同他们相邻的民族收归自己的统治之下，并获得了声名和光荣，特别是

                                                
① 这个希延普撒尔不是阿多儿巴尔的弟弟，而是同名的另一位国王希延普撒尔二世，他是后来同庞培联盟

的朱巴一世的父亲。参见本书第 5 章有关注释。——英译者注，有补充。
② 参阅《喀提林阴谋》，第 6 章。——英译本
③ 这里指住在连接大西洋和地中海的海峡以外的地方。——英译本
④ 即指前章所说的林木稀少。——中译者
⑤ “诺玛德人”意为流浪者，和努米底亚人（Numidae）是一个词。希腊语 vouáδεζ一词可能是通过西西

里传到阿非利加的。——英译本
⑥ mapalia,当地土语。——中译者
① 即地中海的西部。——英译本
② 指米底人、亚美尼亚人和利比亚人。——英译本
③ Mauri（玛乌里人）一词当然不可能从 Medi（米底人）变化而来。英语的 Moors（摩尔人）似乎是源自

埃塞俄比亚的一个词。——英译本
④ 指波斯人和盖土勒人。——英译本
⑤ 较早的努米底亚人（波斯人）和住在大洋近旁及定居在迦太基附近的盖土勒人。——英译本



离我们的海更近的那些人，因为利比亚人并不像盖土勒人那样好战。最后，
较大部分的北部阿非利加落到努米底亚人之手，并且所有被征服的人无论种
族还是名称都和他们的统治者融合起来了。

（19）后来腓尼基人有时为了使自己摆脱国内过剩的人口，有时是出于
想获得领土的愿望，便劝诱他们的平民和想改变一下环境的其他人走出来，
在沿岸地带建立了希波⑥、哈德路美图姆⑦、列普奇斯⑧以及其他城市。这些城
市很快就变得十分强大，它们在某些情况下对母国起有保卫作用，在另一些
情况下又是母国的一种光荣。至于迦太基，我以为如果谈得太少，还是以不
谈为妙，因为时间提醒我要快一些转向其他题目①。

在把埃及和阿非加利分开的卡塔巴特莫斯②附近地区，如果人们沿着海岸
行进③，首先便到达提腊的移民地昔勒尼④，然后是两个西尔特斯⑤和它们之间
的列普提斯⑥。随后我们便来到了腓莱尼·阿莱⑦，这里过去被迦太基人看成
是他们的国家和埃及之间的界限。这之后又是布匿人的另一些城市。其余的
地区直到玛乌列塔尼亚则掌握在努米底亚人手里，而离西班牙最近的是摩尔
人（玛马里人）。人们告诉我们说，努米底亚的南边是盖土勒人，他们之中
有些人住在茅舍里，另一些人还过着不大文明的游牧生活。

再向南则是埃塞俄比亚人，最后便是日光灼热伤人的地带了。
在同朱古达进行战争的时候，罗马人正通过他们的官吏统治着几乎所有

布匿人的城市以及不久之前属于迦太基人的领土⑧。盖土勒人地区的大部分、
努米底亚直到穆路卡河⑨的地方都是属于朱古达的。全部摩尔人⑩是在国王波
库斯的统治之下，波库斯除了罗马人民的名称之外对他们一无所知，反过未，
在当时之前，无论在和平时期还是在战争时期我们也都不知道此人。

从本书的需要的角度来看，有关阿非利加和它的民族的记述已足够了。
（20）一旦使节们在王国分割之后离开阿非利加而朱古达，尽管他暗中

感到害怕，但他发现他已经为他的罪行付出了代价，他就确信这样一个真理，
这便是他在努曼提亚的朋友们告诉他的：在罗马，任何事物都是可以买到的

                                                
⑥ 有两个名为希波的城市，这里指的可能是乌提卡附近的希波·狄亚里图斯而不是远在西面的希波·列吉

乌斯。——英译本
⑦ 今天突尼斯的苏萨。——中译者
⑧ 指小列普奇斯，即今天突尼斯的兰普塔。——中译者
① 由于这文章可能要交给“出版”商发表，所以有一个交稿时间的约定。关于罗马共和时期“出版”界的

情况参阅译者在《读书》中发表的两篇文字。——中译者
② 参阅本书第 17 章有关注释。——中译者
③ 指向西行进。——英译本
④ 这个城市是公元前 631 年由巴托斯遵照戴尔波伊的神谕建立的，公元前 321 年臣服于埃及，后来（公元

前 67 年）和克里特合并为一个罗马行省。它大约相当今天的巴尔卡并以土地肥沃而知名。——中译者
⑤ 按顺序应当是大西尔提斯、菲莱尼·阿莱、大列晋提斯、小西尔提斯——英译者
⑥ 这里指大列普提斯，而不是前面提到的小列普提斯。——英译本
⑦ 意为腓策尼兄弟的祭坛。——中译者
⑧ 在第二次和第三次布匿战争之间。——法译本
⑨ 即今天在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之间穆路雅河。——法译本
⑩ 玛乌里人，下同，不另注明。——中译者



①。于是在不久之前收受了大量贿赂的人们的诺言的刺激下，朱古达开始有了
夺取阿多儿巴尔的王国的念头。他本人是一个进取心强而又好战的人，另一
方面，他想制服的对手却是一个温顺、平和、禀性安静、易受欺侮、宁可受
人威胁也不威胁他人的人。

因此，当朱古达率领着一支大军出其不意地攻入阿多儿巴尔的领土时，
他俘获了许多人口和牲畜以及其他战利品，放火烧了建筑物并且用他的骑兵
袭击了一些地方。然后他把自己的全部军队撤回自己的王国，以为阿多儿巴
尔出于气愤会诉诸武力以报复自己受到的侮辱，这样他便有了进行一场战争
的借口。但是阿多儿巴尔看到在武力方面他根本不是朱古达的对手，并由于
他更信赖的是罗马人民的友谊而不是努米底亚人，于是他便派遣使节到朱古
达那里去对暴行提出抗议。虽然使节们带回来的是一个横傲无礼的答复，但
他还是把一切都容忍下来而不是诉诸战争，因为在前次的战争里他遭到了惨
败。

但即使这种做法也没有使朱古达的野心有所收敛，在内心深处，他已经
把自己看成是阿多儿巴尔整个王国的主人了。因此，他就便集合了一支大军，
开始挑起战争，而不是像先前那样，只是派出一支打劫的队伍。他所到之处
毁城掠地，赶走牲畜，从而使得他手下的人胆子更大了起来，却使敌人感到
很大的恐惧。

（21）当阿多儿巴尔看到，事情已经发展到他必须在两条道路中选择一
条——或者放弃自己的王国，或者用武力保卫它——的时候，他在迫不得已
的情况下才集合了一支军队去抵抗朱古达。最初两支军队都驻扎在奇尔塔附
近离海不远的地方①，但是由于天晚了，所以他们并没有打起来。但是当黑夜
的大部分已经过去，但天仍然没有亮起来的时候，朱古达的士兵按照约定的
信号向对方发起了进攻，面对这次出其不意的袭击，对方的士兵有的还没有
完全醒来，有的只是刚刚拿起了武器，结果他们被打败了。阿多儿巴尔和少
数骑兵一道逃往奇尔塔，而如果不是有一群罗马平民②在城门处拦住了追击的
努米底亚人，那么两位国王之间的战争就会在同一天开始和结束了。

朱古达于是包围了这座城市，试图用活动雉堞③、塔楼④和各种各样的器
械把它攻占下来，他所以干得这样急，是因为他听说阿多儿巴尔在开战前便
已经派使节去了罗马，因此他想在使节采取行动⑤之前先发制人。

在元老院得到他们又开战的消息之后，有三个年轻人被派往阿非利加，

                                                
① 这样的说法古今中外可以说俯拾即是，我国早就有“钱能通神”、“有钱能使鬼推磨”之类的话，英谚

里这类的话也极多，如“法典及其注解要由黄金来解释”、“金钱是最好的辩护士”等等。——中译者
① 撒路斯提乌斯忘记了奇尔塔离开海岸至少有 40 英里之远。——法译本
② 原文是“穿长袍的人”（togatus)，即指罗马平民。长袍（toga）是岁马人和差不多全部意大利人的民族

服装，但这里指的是意大利人，特别是意大利的商人、银钱业者、授机商等等，后面（本书第 26 章）的

negotiatores 指的也是这些人。——法译本注，有改动。
③ 顶盖倾斜的一种活动掩体，士兵在发射弩石之类的东西或试图从下部摧毁城墙时用它作保护。——英译

本
④ 塔楼下有轮子，也是活动的。它分若干层，最高一层往往和城墙一样高。它内部有各种机械装置，可以

投射各类打击敌人的东西，可以把士兵送到城上去，也可以俺护自己的士兵，是一种、多种用途的战具，

这既是活动保垒又是今天的装甲车和坦克。——中译者
⑤ 或译为“在使节到达之前”。——中译者



他们奉命面见两位国王，并以罗马元老院和人民的名义宣布，他们希望并命
令：交战双方应当放下武器，通过法律而不是通过战争来解决他们的争端；
只有这样做才符合罗马人和他们自己的身分。

（22）使节们很快就到了阿非利加，他们所以这样急急忙忙赶来，是因
为在他们准备离开罗马的时候，已经有消息传来说战争已经开始，并且奇尔
塔受到了围攻；但是传闻并不符合实际情况。当朱古达听了他们的传达时，
他回答说，对他来说，没有比元老院的意旨更有分量，更值得珍视的事物了。
从年幼的时候起，他便极力想得到所有好人的赞许：他是通过功业而不是通
过卑躬屈膝才取得伟大的普布利乌斯·斯奇比奥的赏识的，而米奇普撒之所
以要他继承王国的一部分是因为他的同样的那些品德而不是由于国王没有子
嗣。但是，他说，表现他的品德和勇敢的行为越多，他内心就越是不想容忍
别人对他的侮辱。阿多儿巴尔阴谋陷害他的性命，而他发现并且反抗了这一
罪恶企图。如果罗马人民不许他行使通行于各国的万民法的特权，那么他们
的做法就会是既不公道又不合理的。最后，他说他很快就会把使节派到罗马
去，对整个事件作出解释。跟着双方便分手了。元老院的使节根本没有得到
同阿多儿巴尔对话的机会。

（23）朱古达一直等到他认为使节已经离开了阿非利加的时候，但他随
后便发现他并不能用猛攻的办法拿下奇尔塔，于是他便用一道壁垒和一道壕
沟把奇尔塔包围起来。他修造塔楼，里面满都是士兵①，此外他还不分昼夜地
用武力或者用计谋来进攻，时而贿赂守城者，时而又威胁他们，同时还用勉
励的言词激发自己一方士兵的勇气，从而表现了他在全力督战中极为充沛的
精力。

当阿多儿巴尔看到他的命运即将陷入山穷水尽的地步，看到他的敌人非
把他置之于死地而后快，而他并没有得救的希望，同时看到由于缺乏生活必
需品，他没有力量维持一场长期的战争的时候，于是他便从同他一道逃到奇
尔塔来的士兵中选出了两名胆子最大的，通过许多诺言并且通过向他们强调
指出自己的绝望处境而促使他们在夜间穿越敌人的防线到最近的海岸去，然
后从那里去罗马。

（24）不多几天这两个努米底亚人便实现了阿多儿巴尔的指示，他的一
封信在元老院里被宣读，信的内容是这样：

“元老们，我接二连三地向你们提出请求，这并不是我的过错；恰恰相
反，我是迫于朱古达的横暴行为而不得不这样做的。朱古达想除掉我到这样
一个程度，乃至他根本不把你们和不朽的诸神放在眼里，而他渴望的首先就
是我的血，因此，正是我，虽然身为罗马人民的联盟者和朋友，现在却处于
四个多月的包围之中，而无论我父亲米奇普撒的服务还是你们的命令都无补
于我；我不知道我受到的战争的威胁和饥饿的威胁哪一种更厉害些。我的处
境不容许我更多地写到朱古达；因为我已知道，人们对于不幸者是很少信任
的。除非我能肯定，他有一个比摧毁我本人更高的目标，并且他并不同时既
希望取得你们的友谊又要我的王国。这二者他更重视哪一个，这一点每一个
人都看得清清楚楚。要知道，他先是杀死了我的兄弟希延普撒尔，然后把我
赶出了我父亲的王国。你们根本不关心我个人受到的侮辱，但是他用武力控

                                                
① 这里的塔搂也应当是活动的塔楼，士兵可以在塔楼贴近城墙时，在矢石的掩护下从上面直接登上敌人的

城墙，另外推动塔楼的士兵则有活动雉堞或盾牌保护着。参见本章前面的有关注释。——中译者



制的是你们的王国，他现在围攻的是我，而我却是被你们指定为努米底亚的
统治者的。我所处的危险的地位正好说明他对你们使节的命令尊重到什么程
度。能对他发生影响的除了你们的威力之外还能有什么呢？就我个人来说，
我所能期望的却是现在我写的这些话以及我过去在元老院所作的抱怨都是不
符合事实的，而不是用我自己的苦难来证明这些话是真的。但是，既然我生
来就只不过是证明朱古达的罪行的一个标志，我不再乞求使我摆脱死亡或不
幸的命运，我乞求的只是我可以逃避一个敌人的残暴统治和肉体的折磨。至
于努米底亚，因为这是属于你们的，你们可以对它采取任何行动，但请把我
从这双邪恶的手中拯救出来吧！凭着你们的国家的尊严，凭着你们的友谊的
忠诚，我恳求你们，如果你们对于我的祖父玛西尼撤竟还有任何一点记忆的
话。”

（25）在宣读这封信之后，有些人主张应尽快派一支军队去阿非利加，
帮助阿多儿巴尔，并建议就在这同时，元老院应当审理朱古达未能服从使节
的安排一事。但是前面我提到的包庇过国王的那些人却用一切办法防碍这一
命令的通过。因此，就像在很多情况下听发生的那样，人们为了私人的利益
而牺牲了公共的福利。尽管如此，在国内担任最高官职的、年高位显的人们
还是被派往阿非利加，其中就有玛尔库斯·司考茹斯。关于此人，上面我已
经提过，他担任过执政官，这时则是元老院的领袖①。

这些受到公众的义愤情绪的影响，同时也受到努米底亚人的请求的影响
的人不到三天就上船了。很快地他们就在乌提卡上岸，然后他们送一封信给
朱古达，指令他尽快到罗马行省来，还说他们是被元老院派来的。当朱古达
得知，据说在罗马非常有势力的一些显要人物已经到来反对他的企图时，最
初他感到很大的不安并开始在恐惧和贪婪之间摇摆不定。他害怕在他不服从
使节时元老院表现的愤怒：但与此同时，为贪欲冲昏的头脑却又促使他把这
一罪行干到底。但是在他的贪得无厌的心灵中，最邪恶的想法占了上风。于
是他便用他的军队包围了奇尔塔并且极力想把这个城市攻下来，他满以为通
过把敌人的防御线拉长，他可以在武力或策略方面找到一个致胜的机会。但
是当他在会见使节之前并未能做到这一点，也未能达到控制阿多儿巴尔的目
的的时候，他不想因为再拖下去而触怒司考茹斯，司考茹斯是他特别害怕的
人物。于是他便带领几名骑兵进入我们的行省，虽然由于他没有放弃围攻而
以元老院的名义对他进行了可怕的威胁，但使节们在白白费了一番口舌之后
还是劳而无功地回去了。

（26）当这一情况传到奇尔塔之后，意大利人①——保卫城市依靠的就是
他们的勇敢——确信，在投降之后他们凭借着罗马的威望不会受到伤害，因
此他们就劝说阿多儿巴尔投降并把这座城交给朱古达，条件只是不得伤害阿
多儿巴尔的性命，而其余一切都交由元老院处理。但是阿多儿巴尔虽然认为
朱古达是绝对不能信赖的，但是由于如果他反对的话，意大利人仍然会强迫
他这样做，因此便按照他们建议的条件投降了。朱古达随即首先把阿多儿巴
尔拷打致死，接着他又把所有成年的努米底亚人和被他发现手里有武器的商
人不分青红皂白地全部杀死。

（27）当罗马得知这一暴行并且把这一事件提交元老院讨论的时候，又

                                                
① 即首席无老（（Princepssenatus），参见本书第 15 章有关注释。——中译音
① 参见本书第 21 章，——英译者



是朱古达的那些工具，通过阻止讨论和浪费时间，往往通过他们个人的影响，
往往也通过争论试图掩盖这一事件的残酷性。而如果不是当选的保民官盖乌
斯·美米乌斯②，这位果敢有为又和统治阶层的权贵为敌的人物明确地要罗马
群众知道，这些手法的动机乃是通过包庇朱古达的那一派的少数人的影响来
宽恕朱古达的罪行，而元老院的讨论肯定会给拖下去，直到一切义愤情绪烟
消云散。国王的影响和金钱的力量竟是如此之大！当元老院由于意识到自己
在犯罪而开始害怕起人民的时候，努米底亚和意大利，正像显普洛尼乌斯法③

所要求的，便指定给了应当在随后当选的执政官。而这里所提到的执政官就
是普布利乌斯·斯奇比奥·纳西卡①和路奇乌斯·卡尔普尔尼乌斯·贝斯提亚
②。努米底亚归贝斯提亚，意大利归斯奇比奥。于是征募了一支军队运往阿非
利加，还决定了士兵的待遇和其他军事开支的问题。

（28）当朱古达听到这一没有料到的消息时（因为他坚信在罗马用金钱
能够买到一切），他便派出了他的儿子，还有他的两个友人陪伴着作为使节
去元老院，他给他们的指示和在杀死希延普撒尔后给予派出的使节的那些指
示是相同的，那就是，在每个人身上都试一下金钱的力量。当这个使团走近
城市时，贝斯提亚向元老院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即他们是否同意在罗马城
内接待朱古达的使节。元老们于是决定，除非使节此行是来交出国王和他的
王国的，否则他们必须在今后 10 天之内离开意大利。执政官发出命令，元老
院的做法应当叫努米底亚人知道：这样，他们没有完成自己的使命便回去了。

就在这同时.卡尔普尔尼乌斯把他的军队征集起来之后，便挑选显贵出身
并且有强烈派别情绪的人作自己的副帅，他希望能利用这些人的势力来支持
他于的任何贪污渎职的行为。其中便有司考茹斯，而关于此人的性格和品行
我前不久已经作了描述③要知道，我们的执政官虽然在思想上和体魄上有许多
优良的品质，但是这些品质都被贪婪给抵消了。他有巨大的耐力，才智锐敏，
颇具先见之明，有丰富的作战经验，并且面对着危险和阴谋他又是坚强的，
现在军团已经穿过意大利到达列吉乌姆①，从那里去西西里，从西西里再去阿
非利加。继而卡尔普尔尼乌斯在给自己置办了军需用品之后，便开始对努米
底亚人展开了猛烈的进攻，他们抓到了许多俘虏并且袭击了他们的一些城
市。

（29）但是当朱古达通过他的间谍开始在卡尔普尔尼乌斯身上一试金钱
的力量，并且指出他正在进行的战争的因难时，执政官那事实上贪欲而堕落
的思想就很容易偏离自己的目标。此外他还拉司考茹斯与他同流合污，要司
考茹斯为他的全部计划效力。要知道，虽然在开头，甚至在他自己一派的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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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人受到引诱之后，司考茹斯仍是坚决反对国王的，但是一笔巨大的贿赂却
使他从荣誉与德行走上了犯罪的道路。不过起初朱古达只是用金钱买到战事
的拖延，他认为在这期间他可以通过贿赂并通过个人的关系在罗马发挥自己
的一些影响。但是一旦他得知司考茹斯也被卷了进来，他便有了求得和平的
强烈希望并决定亲自和使节讨论全部条件。

但是在这同时，作为守信义的标记，执政官把他的财务官赛克斯提乌斯
派到朱古达的城市瓦伽②去，表面上是去收取卡尔普尔尼乌斯公开向使节③要
求的粮食，这乃是安排一次投降之前应当遵守的一个停战条件。于是国王，
有如他已经同意的，便来到了营地，当着军事会议④的面讲了几句为自己的行
为辩解的话，并要求接受他的投降之后，其余事项都是他在私下里和贝斯提
亚与司考茹斯安排的，继而在第二天进行了一次不正规的投票⑤并接受了对方
的投降。按照军事会议所命令的，30 头象、许多家畜和马匹还有少量的银子
①交给了财务官。卡尔普尔尼乌斯去罗马主持选举事宜，努米底亚和我们的军
队都平安无事，没有任何举动。

（30）当在阿非利加发生的事情以及它的处理方式的消息在罗马传开来
的时候，执政官的行为就成了人们到处议论的话题。平民感到十分气愤，另
一方面元老们则犹豫不定，下不了决心是赦兔这样一个暴行还是取消执政官
已作出的决定。特别是司考茹斯的势力使他们无法公正和诚实地行事，此人
据说是贝斯提亚的教唆者和同谋者。但是正当元老院拖延和迟疑不决的时
候，盖乌斯·美米乌斯——关于此人的独立不倚的精神和对于贵族权力的憎
恨我在前面已经谈过了②——要求集会的民众进行报复，告诫他们不要背叛自
己的祖国和他们自己的自由，要他们注意贵族的许多横傲和残酷的行为：简
而言之，他用一切办法尽力煽动民众的情绪。

而既然美米乌斯的口才在当时的罗马是有名的③并且是有影响的，所以我
认为值得把他的许多演说在这里重述其中的一篇，而我所要选出的是在贝斯
提亚返回之后，美米乌斯在人民面前发表的一篇，演说的内容如下：

（31）“如果我不是把对我们国家的爱看得比什么都重要的话，公民们，
有许多考虑阻止我在这里向你们讲话。这些考虑里有：当权一派的强大势力，
你们的屈从精神，公道之荡然无存，特别是因为公正廉洁不会带来荣誉而会
招致危险。确实，有些事情我英译本注，有删节。提起来是会脸红的：15 年
来，你们竞是少数人的横做的玩物：保卫你们利益的那些人竟然羞辱地死去
而没有人给他们报仇；你们的精神已经给懦弱和卑怯腐蚀到如此程度，乃至
现在当敌人在你们的支配之下时，你们都不起来，却仍然害怕那些应该是害
怕你们的人。但是，虽然当前的情况是这样，我的良心还是促使我去触犯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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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派的强大力量。至少我将要利用从我父亲那里继承下来的言论的自由：但
是，同胞们，我的发言是失败还是成功，这要取决于你们。我并不敦促你们
拿起武器来反抗压迫你们的人们，像你们的父辈们经常做的那样。根本不需
要使用暴力，也不需任何分裂。他们必然自行走向灭亡①。在杀害了被他们指
控说自己要作国王的提贝里乌斯·格拉古之后，对罗马平民就进行了追究②。
还有，在盖乌斯·格拉古和玛尔库斯·富尔维乌斯被杀害之后，属于你们等
级的许多人死在地牢里③。在两种情况下，屠杀的结束都不是根据法律，而是
由于胜利者的一时高兴。

“我们且承认，恢复平民的权利和觊觎王位是一回事，并且承认，不通
过公民的流血便不能进行报复的任何事情都是做得公正合理的。但是若干年
来，你们敢怒而不敢言的是国家的财库受到劫掠，国王和自由民族在少数贵
族面前卑躬屈膝，最高的荣誉和巨大的财富都掌握在那些权贵手里。然而，
他们干了这些滔天的罪行之后不受惩罚还不满足，而最后竟然把法律，你们
的主权以及人间的和诸神的事物都送给了你们的敌人，而且干出了这些事情
的那些人既不感到羞耻也不感到难过，却反而神气十足地在你们面前走来走
去，有些人夸耀他们的司祭④和执政官的职位，有人夸耀他们的凯旋式，就仿
佛这些都是荣誉而不是偷来的财物似的。

“用钱买来的奴隶尚且不能容忍他们的主人对他们的不公正的待遇；生
来就应当执掌权力的罗马公民却要耐心地忍受奴役吗？

“但是把持了我们国家的人们是何许人？他们是这样的一些人，他们犯
过罪，手上沾满了鲜血，贪得无厌，无恶不作，而与此同时却又洋洋自得自
视甚高，他们把荣誉、名声、忠诚，简言之，一切光荣和可耻的事物都变成
谋取私利的手段。他们中间的某些人杀死了保民官来保证自己的安全，另一
些人通过罪恶地迫害无辜者来保证自己的安全，许多人要你们流血来保证他
们的安全。因此他们的行为越是凶残，他们也就越是安全。他们本来是应该
为自己的罪行而害怕的，但是由于你们的怯懦，却反而使你们感到害怕了。
他们是通过同样的愿望，同样的恨，同样的恐惧而结合在一起的，在善良的
人们当中，这些东西构成友谊，而在邪恶的人们中间，这些东西使他们结成
帮派。但是，如果你们对自由的爱和对于唆使他们干坏事的残暴统治的渴望
同样强烈，我们的国家肯定不会像现在这样被搞得四分五裂，并且你们的赞
同将会加到那些最有道德的人身上，而不会加给最狂妄无耻的人了①。你们的
祖先为了坚持自己的合法权利和确立自己的主权地位曾两次分离出去，并且
用武力占领了阿温提努姆山②：而你们自己为什么却不尽全力来保持他们送给
你们的自由？为什么你们不表现出更大的热情？要知道，失掉已经争得的东
西比从来不曾争得它更为可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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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似乎听到有人问我：‘那么你的意见怎么样？’我回答：让那些把
自己的国家出卖给敌人的人受到惩罚，不过不是受到武力或暴行的惩罚——
这类惩罚加给他们可以说是罪有应得，但是却不大适合你们的身分——而是
由法庭和朱古达自己提供的证据加以惩罚。如果他因为挑起战争而犯了罪的
话，他肯定会服从你们的命令的；但是，如果他根本不把你们的命令放在眼
里，那么你们就要好好考虑考虑这一类的和平或投降的价值到底如何了，因
为它们不但使朱古达的罪行免受追究，还使少数有权势的人物发了横财，而
另一方面，我们的国家却遭到了损失和侮辱，除非你们也许对他们的残暴统
治甚至还没有厌倦？除非是你们喜欢当前的时代还不如你们喜欢过去那样的
时代，那种把王国、行省、条文、法律、法庭、战争与和平，总而言之，人
间和诸神的万事万物都集中于少数人之手的时代？那种你们，也就是说，不
能为你们的敌人所战胜的罗马人民，一切民族的统治者只满足于苟延残喘的
时代？你们当中有谁敢于反对自己身受的奴役呢？

“就我本人来说，虽然我认为对于一个真正的男子汉来说，受到侮辱而
不报复，这乃是极为可耻的事情，但是我仍然能够心甘情愿地允许你们宽有
那些罪大恶极的人们，因为他们毕竟同属罗马公民，如果怜悯为怀最后不会
导致毁灭的话。实际上，他们的狂妄自大已经到了如此地步，乃至他们将不
满足于他们过去做坏事而不受惩罚，除非你们不给他们以继续为非作歹的机
会。这样你们也就陷入一种永恒的焦虑之中，因为你们意识到，你们只能或
者屈从于奴役，或者使用武力维护你们的自由。

“请问，你们希望的是怎样的相互信任或和谐呢？他们要作专制的主人
而你们想要自由；他们要行不义之事而你们不许他们这样做；他们把我们的
联盟者看成敌人，而把我们的敌人看成联盟者。和平与友谊能够同如此不同
看法共存么？不能的，因此我提醒并且恳求你们不要使这种邪恶的行为逍遥
法外。这不是一个掠夺财库或者向我们的联盟者勒索金钱的问题。确实，这
些都是严重的罪行，但是它们在今天已经司空见惯，简直算不得什么了。可
是这一次是元老院的尊严受到了一个冷酷无情的敌人的蹂躏，无论在国内还
是国外，你们的主权都被背叛，你们的国家都被出卖了。

除非对这些暴行加以审理，除非对罪犯加以惩处，那么我们就只能在犯
下了这些罪行的人们的统治下屈辱地度过一生，要知道，无论想做什么都下
会受到惩处的，那就是一个国王①。

“公民们，我并不是一定要你们为本国的公民成为罪犯却不是清白无辜
的人而感到高兴，但是你们一定不可宽恕恶人而毁了好人。而且，在共和国
里，忘掉给别人做的好事比忘掉自己受到的伤害要好得多。诚实善良的人在
受到你们的不当的冷遇时只不过是在做好事方面不再那么积极而已，但坏人
却会变得更加肆无忌惮。

最后，如果没有伤害他人的事发生，你们也就不会经常需要帮助了。”②

（32）通过一再发表诸如此类的看法，美米乌斯说服人民把当时的一位
行政长官路奇乌斯·卡西乌斯③派到朱古达那里去。卡西乌斯的使命是在国家

                                                
① 专制的国王是最能引起罗马人憎恨的一个词，——中译者
② 这里的意思似乎是说，人民可以不需要为了受到保护而向谁表示好意，在将来也不需要去寻求保护：这

样他们会更具有独立的精神。——英译本
③ 行政长官路；卡西乌斯·隆吉努斯应是 4 年后（公元前 107 年）和马略一道当选为执政官的人。此人后



信誉的保证下把这个国王带到罗马来，以便通过他的作证，人们可以容易地
揭露被控以贪污受贿的司考路斯和其余人等的罪行。

正当在罗马发生这一切的时候，给贝斯提亚胄在努米底亚统率军队的那
些将领也学了他们的统帅的样子干下了许多无耻的丑恶行为。有些人接受贿
赂，把象还给了朱古达④，还有人把从他那里跑过来的人又卖回给他，还有一
部分人掠夺了并没有同我们作战的人们①；他们爱钱爱到使心灵受到了极大的
毒害。

但是，当盖乌斯·美米乌斯的建议被通过，而全体贵族感到巨大惊恐的
时候，行政长官卡西乌斯到朱古达那里去，而尽管朱古达感到害怕并由于他
自知有罪而谁都不敢信任，卡西乌斯还是要他认识到，既然他已经投降了罗
马人民，那么接受他们的仁爱措施不是比尝试他们的力量更明智么？此外他
还以他个人的信誉来保证朱古达的安全，而他个人的信誉在朱古达的心目中
并不比国家的信誉轻。卡西乌斯的声望在当时就有如此之高。

（33）于是朱古达便把国王的一切豪华装束改换成一套为引人怜悯而特
别设计的衣服②，然后便和卡西乌斯一道来到了罗马。朱古达个人心里是满有
把握的③，但是在受到所有那些人——正是通过那些人的势力或罪行，他才犯
下了我上面说的那许多大罪——的鼓励之后，他竟然又用一笔重金收买了保
民官盖乌斯·巴埃比乌斯④，以至通过此人厚颜无耻的行为，他受到了庇护不
受法律强有力的打击，不受对他个人的暴力侵犯。

但是当盖乌斯·美米乌斯召集了人民大会，而罗马民众对国王的行为感
到如此的愤慨，乃至有些人要求把他关起来，还有人要求，如果他不把他的
罪行的同谋犯交代出来，他将按照我们祖宗的惯例作为敌人而受到惩处⑤。但
是更多是考虑罗马人民应有的身分而不是他们的愤怒情绪的美米乌斯平息了
他们的激动情绪，对他们的愤怒进行了安抚，最后他宣布说，只要他有力量
阻止这样做，国家的保证是不会受到破坏的。随后，当会场一片寂静而朱古
达被带了出来的时候，美米乌斯在他的发言中提到了国玉在罗马以及在努米
底亚的行动并且叙述了他对自己的父亲和兄弟所犯的罪行，他对朱古达说，
虽然罗马人民清楚国王是通过谁的教唆和帮助而干出了这些罪行的，但是他
们仍然期望从他的口中取得更加明确的证据。如果他把真实情况交代出来，
他就很有希望取得罗马人民的公正和宽大的处理；如果他保持沉默，他也救
不了他的同谋者，却会毁了他自己和他的希望。

（34）美米乌斯的发言结束之后而人们要朱古达对此作出答复时，正像

                                                                                                                                           

来中埃尔维特人的伏击而死。参见恺撒：《高卢战记》第 1 卷，第 7、12 章。——法译本注：有删节。
④ 参见本书第 29 章。——法译本
① 以征服寺的姿态对待长期同罗马和平相处的国家被认为是最可怕的罪行，因此在古代元老院对此要作出

最严厉的惩处。——法译本
② 一般是丧服。这种习惯沿袭很久，在中世纪还有国王穿上丧服向教皇请罪的事例。——中译者
③ 因为他的贿赂发挥了作用，罗马当政的权贵大部分是站在他的一面的，何况卡西乌斯本人又作了保证，

这一保证正如作者所说，在朱古达心目中比一个“罗马人民”的空洞概念更有力量。——中译者
④ 胸有成订的朱古达是在无耻的罗马友人的建议下这样做的，巴埃比乌斯的特殊作用和他的无耻进一步增

加了他的安全感。——一英泽本注，有改动。
⑤ 按照这种惩处办法，被绑到柱子上或头被枷起来的罪犯先是受到笞打，然后由侍从用斧头（就是他扛着

的棍束中插着的斧头）一下子把头砍掉。——法译本注，有删节。



我刚才说的，那受贿的保民官盖乌斯·巴埃比乌斯立刻就命令国王沉默。虽
然参加大会的民众非常气愤并试图用呼号、用愤怒的表情，往往也用威胁的
手势以及愤怒促成的所有其他手段对保民官进行恐吓，但他还是厚着脸皮顶
住了。于是人民在受到愚弄之后便离开了会场，但另一方面，朱古达、贝斯
提亚以及害怕被定罪的其他人的信心又恢复了。

（35）当时在罗马有一个名叫玛西瓦的努米底亚人，这个人是古鲁撒的
儿子，玛西尼撤①的孙子。他在国王之间发生争端的时候站在反朱古达的一
面，因此在奇尔培被攻克和阿多儿巴尔死后②他便逃离了阿非利加。在贝斯提
亚之后的那年和克温图斯·米努奇乌斯·茹福斯③一道担任执政官的斯普里乌
斯·阿尔比努斯①说服此人向元老院提出继承努米底亚王位的要求，因为他是
玛西尼撒的后裔，还因为朱古达由于他的罪行而受到恐惧和憎恨。要知道，
这位执政宫非常想挑起一场战争，他宁愿造成一场全面的混乱也不愿无所事
事，他已经抽签得到努米底亚②而米努奇乌斯则得到马其顿。当玛西瓦为实现
这些计划而开始展开活动时，朱古达在他的友人当中却找不到什么支持，一
些人是因为本来良心有愧而不敢妄动，还有一些人不敢出头露面是因为名声
已经败坏或害怕严重的后果，于是他便指示他的最亲近的也是对他最忠心的
侍从人员波米尔卡通过金钱的手段——国王通过这一手段已经办成了许多事
情——把玛西瓦暗杀掉。朱古达要他在暗中干这件事，如果可能的话。但是
如果无法在暗中进行的话，那就不借用任何手段也要把这个努米底亚人除
掉。

波米尔卡赶忙着手执行国王的命令，他通过精干此道的那些奸细弄清楚
了玛西瓦的行踪；总之，就是发现了在任何时间都可以找到他的那个地点。
最后，当机会到来时，他便设下了埋伏。但是被收买来进行暗杀的一个人在
下手时不太小心：他虽然把玛西瓦杀死，但是自己也被捉住了，并且在多数
人，特别是执政官阿尔比努斯的恳求之下，他把全部情况都坦白了。波米尔
卡之受到审判与其说是根据万民法，毋宁说是出于公道和正义的要求，因为
他是陪伴着一个以国家的信誉担保其安全的人来到罗马的③。

朱古达虽然被确认要对这一滔天罪行负责，但他却一直对这
一罪证加以否认，最后他才看到，人们对这一罪行的愤慨情绪是如此强

烈，甚至他个人的影响和金钱都无能为力了。因此，虽然在审讯的第一阶段①，
他提出了他的 50 位朋友作为保证人②，但他还是着眼于他的王位而并不把保
证人放在心上，所以他竟然秘密地把波米尔卡送回努米底亚，因为他担心如
果他被判罪，他的其余的臣民会不敢再听从他的命令。几天之后，他自己也
回去了，因为元老院命令他离开意大利。在走出罗马城之后，据说他常常默
默地回头张望这个城市，最后他说：“这是一座准备出卖的城市，而如果它

                                                
① 会见本书第 5 章有关注释。——法译本
② 参见本书第 26 章。——法译本
③ 此人曾在色雷斯同斯考尔狄亚克人作战，战后修建一座米努奇乌斯门。——法译本注，有删节。
① 公元前 110 年度执政官斯普里乌斯·波斯图米乌斯·阿尔比努斯。——法译本
② 参阅《喀提林阴谋》第 26 章有关注释。——英译本
③ 陪伴朱古达前来的波＊尔卡在罗马理应享有和国上相同的保证。——法译本注，有删节。
① 准许被告保释的阶段。——英译本
② 担保波米尔卡出庭。——英译本



碰到一个买主的话，它注定很快会灭亡的！”③

（36）在这同时，阿尔比努斯恢复了战斗并且赶忙把给养，要付给士兵
的饷银和其他战争器械运往阿非利加。他本人也立即出发，想通过武力、通
过投降或任何可能办法在选举之前把战争结束，因为这时离选举已经为时不
远了④。恰恰相反，朱古达却千方百计地试图争取时间，接二连三地制造拖下
去的借口。他已答应投降，接着又装出害怕的样子，在执政官的进攻面前后
退，但是为了不使他手下的人丧失勇气，随后又发动进攻；这样便一时用拖
延作战，一时用拖延讲和的办法来耍弄执政官。

有些人认为，甚至在当时阿尔比努斯也不是不知道国王的计划；他们认
为，开始得这样迫不及待的一场战争竟会被国王朱古达这样轻易地拖延下
来，要说这不是有人从中搞鬼而是出于无能，那是不可能有人相信的。而既
然这时选举的日子一天天地临近，阿尔比努斯便乘船返口罗马，他的兄弟奥
路斯①被留下来负责这里的营地②。

（37）保民宫之间的斗争猛烈地震撼了当时的罗马。有两位保民宫普布
利乌斯·路库路斯和路奇乌斯·安尼乌斯③不顾他们同僚的反对④而试图延长
自己的任职期限；这一斗争使得全年的选举无法进行⑤，由于这一拖延，奥路
斯——我刚才说过，他被留下来负责营地——却很想或者把战争结束或者使
国王由于害怕他的军队而给他一大笔贿赂。于是在正月里⑥他便把他的军队调
出冬营作战，并且不顾恶劣的冬天气候而强行进军到一个叫苏图尔⑦的城镇，
也就是国王的财库所在之地，但是由于气候恶劣和这座城镇的坚固防守，他
既不能攻克它也不能包围它；它的城墙是沿着峭壁的边缘修造起来的，在城
墙四周是一片泥泞的平原，经过冬雨这里就变成了一片沼泽之地。然而不知
道他是想进行一次佯攻以便吓住国王，还是因为他想取得拥有财库的这一城
镇而昏了头脑，他布置了活动雉堞，堆起土丘并且匆忙地进行一次进攻的其
他准备工作。

（38）但是朱古达对于这位代理统帅的横做与无能是深为了解的，他狡
猾地设法助长对方的盲目自满情绪并不断向对方那里派遣请求缔结和约的使
者，而另一方面，他本人，好像是为了回避相遇，却率领着他的军队穿过了
林木葱郁的地区和小路。最后，他用缔结一项协定的希望诱使奥路斯离开了
苏图尔，在一次假装的撒退中拖着奥路斯跟在他后面，一直把他拖到边远的
地区。他认为这样一来罗马人的任何不正当行为便不大容易受到外界的注意

                                                
③ 这句著名的话和李维（第 64 卷提要）所记述的那句话连文字几乎都一样，但史书中这种名句大都出自传

闻和后人的编造，有演义的性质，我们只能姑妄听之而已。——法译本注，有补充
④ 执政宫在元旦就职，因此执政官的选举当在这一年的最后几个月进行。一法译本
① 这个奥路斯·波司图米乌斯·阿尔比努斯后来是公元前 99 年度的执政官。——法译本
② 从原文 propraetore 来看，奥路斯在这里是行政长官相的副帅。——法译本
③ 这两个人除这里之外不见于其他文献。——法译本
④ 通过使用否决权而使选举无法进行。——英译本
⑤ 直到 12 月 9 日，即选举保民官的日子。——英译本
⑥ 公元前 109 年，奥路斯的战败可能是公元前 109 年 1 月以前的事情，因为在他战败之后梅特路斯和西拉

努斯还彼称为“当选执政官”也就是尚未就职的执政官（cO－nsulesdesignati。——英译者注，有补充。
⑦ 苏图尔后来叫卡拉玛，现在叫古埃尔玛，——法译本



了①。与此同时，国王还通过聪明伶俐的间谍不分昼夜地向罗马军队作工作，
贿赂百人团长和骑兵中队队长要他们开小差或是在看到约定的信号时放弃自
己的战斗岗位。

在朱古达把这一切都安排得满意之后，他便在一天的深夜里突然带领一
批努米底亚人包围了奥路斯的营地。罗马士兵被这一不寻常的骚乱所惊醒；
有些人抓起他们的武器，有些人躲起来，还有一部分人给害怕的人鼓劲；总
之是一片惊慌气氛。敌人的兵力是庞大的，黑夜和云层使天空一片漆黑，不
论他们怎样做都有危险②；简言之，胃在原地不动和逃跑哪一种做法更安全谁
也说不准。接着，正如我刚才所说，从那些被贿赂的人们当中，利古里亚人
的一个步兵中队和色雷斯人的两个骑兵中队以及少数普通士兵投向国王一面
去，另一方面第三军团的一名主力百人团长则给敌人一个机会，使他们进入
了他负责守卫的那部分防御工事，而所有的努米底亚人就是从这里冲进去
的，我们的人在可耻的逃跑中大多是抛掉了自己的武器，他们跑到附近的一
座小山上去。黑夜和对营地的劫掠拖住了敌人，使他们未能把这次胜利的袭
击进行到底。第二天朱古达便和奥路斯进行了一次会谈，他说他完全可以使
统帅和他的军队被饿死或被处死，然而鉴于人间事物的变幻无常，如果奥路
斯和他缔结一项条约，那么他们在从轭下走过之后，他可以把他们所有的人
释放，条件是臭路斯要在 10 天之内离开努米底亚。虽然条件苛刻并且是屈辱
性的，然而不接受就有送命的危险，于是按照国王的条件罗马人接受了和谈。

（39）自从这一变故的消息传到罗马之后，全城都被恐惧和悲伤的情绪
所笼罩。有些人为共和国的光荣感到悲伤，还有一些不通晓军事的人则为自
己的自由担心害怕①。所有的人都对奥路斯的所作所为感到气愤，特别是在战
争中屡立战功的那些人，因为奥路斯虽然手里有武器，却通过屈辱而不是通
过战斗去寻求安全。于是阿尔比努斯这位执政官②由于害怕因他的兄弟的不当
行为而引起的憎恶和以后会造成的危险，于是就向元老院建议讨论条约的问
题；但与此同时他征募后备的队伍，向联盟者和各拉丁民族请求援助，总之，
积极地用一切办法进行准备工作。

元老院义正辞严地申明，没有元老院和人民的命令任何条约都是没有约
束力的③，而事实也确实像预料的那样。保民官不许执政官带走他刚刚征募的
队伍，但在没有过几天执政官本人便动身去阿非利加了。原来全部军队已按
照条约退出了努米底亚并正在那个行省过冬。但是，虽然阿尔比努斯在到达
之后便急于追击朱古达，为他的兄弟雪耻，但是当他了解到他的士兵不仅因
他们的失败，而且因纪律松弛造成的任性与放荡而士气败坏的时候，他便认
定他无论怎样也不能再有任何作为了。

                                                
① 这就是说，奥路斯和朱古达之间所进行的任何交易都不大可能引起元老院的注意。前面提到的“协定”

事实上是一种勾结。——类译本注；有补充。
② 这就是说，留在军官之内，则由于人们惊惶情绪而有危险，在军营外也难以逃跑；下面的一句话便更明

确地重复了这个意思，——英译本
① 人们在朱古达身上看到了第二个汉尼拔。——法译本
② 实际上这时他己不再是执政官，因为他的职权已经在前一年的 12 月 31 日结束了。在他为后继者接替担

任统帅之前他是同执政官（proconsul）级的长官。——法译本
③ 公元前 136 年务曼提亚战争时盖·荷斯提利乌斯·曼奇努斯的著名的投降便援用了这一原则。——法译

本



（40）这时在罗马，保民官盖乌斯·玛米利乌斯·利美塔努斯④向人民建
议通过一项法令，依法追究唆使朱古达无视元老院命令的那些人；追究在担
任使节①或统帅期间接受过朱古达的贿赂的那些人②；追究把象和逃兵送还给
朱古达的那些人；还追究同敌人达成有关和平与战争的协议的那些人，有两
种人正在准备阻挠这一法令的通过，一种人是所有那些自知已经犯了罪的
人，还有一种是害怕派别仇恨引起的危险后果的人；但是既然他们不能公开
反对这一法令——因为这样一来，就等于承认自己同意诸如此类的行动——
他们便在暗中通过他们的朋友，特别是通过拉丁城市和意大利联盟者的人们③

进行活动。但是民众以难以想象的热心和热情通过了这一法令，这与其说是
出于对国家的爱，不如说是出于对贵族的憎恨，因为这一法令预示了贵族的
麻烦。派别的对立情绪竟是如此地强烈！④

对此其余的人无不感到惊慌失措：但是正当人民兴高采烈而贵族派遭到
失败的时候，玛尔库斯·司考茹斯——前面我说过，此人担任过贝斯捉亚的
副帅——趁着政治上一片混乱的机会使自己当选为因玛米利乌斯建议的法令
而批准的三名委员⑤之一。尽管如此⑥，调查是进行得相当粗野和横暴的，因
为证据是道听途说的，民众愿意怎样办就怎样办。要知道，和过去贵族常见
的情况一样，民众由于成功也变得横做无礼了。

（41）公民分裂成为人民的一派和元老院的一派，这种体制和它们带来
的一切灾难是在这之前几年在罗马产生的①，而这正是和平与大量人类认为是
最可宝贵的一切事物引起的必然结果。要知道，在迦太基被摧毁之前，罗马
人民和元老院一道和平页稳幢地治理着共和国。在公民中间没有任何争荣誉
或争权力的纷争；对敌人的恐惧保存了国家的美好的道德风尚。但是当人民
的内心摆脱了那种恐惧的时候，由繁荣幸福而造成的恶果，即放荡和横做自
然而然地便产生出来了，这样，在苦难时期他们曾经渴望过的和平在他们取
得了它之后，却表明它比苦难本身更加残酷和辛酸。因为贵族开始滥用他们
的地位，人民则滥用他们的自由，他们每个人都为自己打劫、抢夺和抄掠。
这样，社会使分裂成两派，而共和国就在这两派之间的争斗中被撕得粉碎。

但是贵族有他们更加强大的组织，而另一方面，民众的力量却不那么容
易发挥出来，因为这种力量不是结合在一起的并且是分散在许多人中间的。
国内和战场上的事务是按用少数人的意旨加以处理的，国库、行省、官职、
光荣②和凯旋式都招持在这少数人手里，压在人民身上的是兵役与贫困。统帅
们和他们的一些友人分享战利品。另一方面，士兵们如果同一个有势力的人

                                                
④ 关于此人，除本书这里和肩页第 65 章提到之外，不见于其他任何文献。——法译本
① 比如本书第 16 章的欧披米乌斯。——法译本
② 参见本书第 29 章。——法译本
③ 参见拙译科瓦略夫：《古代罗马史）（联书店，1957 年版），第 200—202 页。——中译者
④ tantalubido、inpartibuserat 这话可称是本书的名句之一，这位人想起奥维德在《变形记》（I.60）里的那

句 tantaestdiscordiafratrum（兄弟不和乃至于是）。——中译者
⑤ 这些委员（quaesitores）无疑要分别主持三个法庭，以便能更加迅速地处理大量案件。——英译本
⑥ 尽管司考茹斯能发挥他的作用。——英译本
① 在公元前 146 年迦太基被摧毁之后，参见随后的一句。——法译本
② 这里原文用复数是由于其他词也用复数的影响；又 gloriae 也可能意味着“争取光荣的机会”。——英译

本注，有删节。



为邻，那他们的双亲和年幼的子女就会从他们的家里被驱逐出去，这样随着
权力便产生了贪欲，这无限的不受约束的贪欲蹂躏、破坏一切，不尊重任何
事物并且在它心目中没有任何神圣的事物，直到它最后促成了它自己的毁
灭。但是一旦出现了宁愿取得真正的光荣也不愿取得不公正的权力的贵族，
这时国家便开始骚动起来，而内部的纷争就像地震那样爆发出来了。

（42）比如说，当提贝里乌斯·格拉古和盖乌斯·格拉古①——他们的祖
先在布匿战争以及其他战争中对共和国的强大作过很大的贡献②——开始强
调民众的自由并揭露寡头统治者③的罪行的时候，犯了罪的贵族因而惊恐非
常。于是他们就反对格拉古兄弟的活动，反对的方式有时是通过联盟者和拉
丁城市，有时是通过骑士——他们利用使骑士和元老院结盟④这样一个希望使
骑士离开民众。而开头是提贝里乌斯，继而在几年之后是继承了自己哥哥的
事业的盖乌斯死于刀剑之下，尽管前者只是一个保民官，后者是建立移民地
的一个委员会的成员。和他们一同牺牲的有玛尔库斯。富尔维乌斯。弗拉库
斯⑤，我们必须承认，格拉古兄弟求胜之心过于急切，以至他们的行动表现得
不够持重。但是一个正直的人宁肯失败也不愿意用不正当的手段取得对不义
之行的胜利③。

于是贵族便滥用他们的胜利到肆无忌惮为所欲为的程度；他们杀害和放
逐了许多自己的敌人，但这样做并不是使自己在未来变得强大而只是使人们
怕他们。通常正是这样一种情况毁了那些伟大的国家，因为这时是一派不择
手段地想把另一派压倒，并且极为残酷地向被征服的另一派进行报复⑦。如果
我试图详细地或按照题材的重要程度去论述派别的斗争和国家的一般性质，
即使我有材料时间也不容许①。因此我还是回到我的主题上来。

（43）在奥路斯缔结了可耻的条约和我们的军队的可耻的溃逃②之后，两
位当选的执政官③梅特路斯④和西拉努斯便分配了行省；梅特路斯取得努米底

                                                
① 提贝里乌斯生于公元前 160 年，公元前 133 年枝杀害，盖乌斯生于公元前 155 年，死于公元前 121 年，

他们是由德才兼备的母亲科尔涅利亚（斯奇比奥·阿非利加努斯的女儿）抚养起来的。普鲁塔克有他们兄

弟的传记，——法译本注，有补充。
② 他们的曾祖父捉贝里乌斯·显普洛尼乌斯·格拉古是公元前 215 和 213 年度的执政官，曾在第二次布匿

战争中立下赫赫战功，多次打败迦太基人。他们的父亲提·显普洛尼乌斯。格拉古在任行政长官时（公元

前 179 年）打败过凯尔提贝里人：而在担任执政官时（公元前 177 年）又彻底征服过撒尔狄人。——法泽

本
③ 原文是“少数人”，当指当权的贵族寡头。——中译者
④ 要他们分享部分元老的特权。——英译本
⑤ 参见中书第 31 章。——法译本
③ 这里似乎是不同意格拉古兄弟的过火行动。——中译者
⑦ 罗马内战的残酷性说明作者论断的正确，——中译者
① 作者说时间不容许云云之类的话，说明作者的这篇文稿是和书商约定准备“出版”的，因为在罗马和地

中海世界当时已经存在着一个相当活跃的书籍市场。既有市场，便有竞争，书籍的“出版”也有一个争取

时间的问题。——中译者
② 撒路斯提乌斯在这里玩弄文字游戏：条约是 foedus，而可耻的逃跑是 foedafnga，声音近似，又有头韵的

效果。——英译本注，有补充。
③ 公元前 109 年度的。——英译本
④ 克温图斯·凯奇利乌斯·梅特路斯（后来在努米底亚的成功使他获得了“努米底亚的（Numidicus）这一



亚；这是一个果敢有为的人物，他虽然站在同平民派对立的地位，但名声一
直是清白无暇的，当他就职的时候，考虑到他的同僚分担了他所有其他的事
务⑤，他便把心思都用到他即将进行的战争上面。因此，对旧的军队不予信任
的梅特路斯便招募新兵，又从囚面八方召来辅助部队，收集武器、兵器、马
匹和其他作战物品以及大量的给养，简言之，通常在一次性质多变并需要大
量资源的战争中证明有用的一切东西他都准备了。此外，在进行这些准备工
作时，元老院通过自己的权力帮助他，联盟者、拉丁城市和国王们帮助他的
方式则是自愿提供辅助部队。总之，整个国家都表现了极大的热情，因此，
在把一切事情都准备和安排得到满意的程度之后，梅特路斯就出发去努米底
亚，他是背负着公民们的巨大期望离开的，而人们所以对他寄予厚望，不仅
是因为他具有一般的优良品质，特别是因为他具有一种蔑视财货廉洁奉公的
精神，要知道，在当时之前使我们在努米底亚的前景暗淡并助长了敌人的野
心的正是高级官吏的贪欲。

（44）但是当梅特路斯到达阿非利加的时候，这里的长官斯普里乌斯。
阿尔比努斯交给他的是一支软弱而怯懦的军队，这支军队既经不得危险也吃
不了苦，能说而不能做，打劫我们的联盟者而自己却为敌人所俘获，又不受
任何纪律或限制的约束。因此他们的新统帅并不因为他的士兵人数众多面感
到安全，却由于他们的这些坏习惯而深为忧虑。虽然选举的拖延①缩短了夏季
战役的时间②，但是，尽管梅特路斯知道公民们迫不及待地希望他在战事方面
有一个回满的结果，他还是决定在使军队经受过去那样的艰苦训练之后再展
开军事行动。

阿尔比努斯由于他还没有从他的兄弟奥路斯及其部队所遭到的灾难给他
造成的冲击下完全恢复过来，所以决定不离开行省③；并且在夏季的那一部分
时间里，也就是他还掌握着统帅权的时候，他在大部分时间里要他的士兵留
在永久性营地④里，除非是恶臭的环境或需要饲料而使他不得不改变驻地的时
候。但他的营地井没有防御工事加以保护，也没有人值班放哨，人们愿意什
么时候离开都可以离开。随营人员⑤和士兵不分昼夜成群结队地四处游逛，他
们在农村进行蹂躏，打家劫舍，争先恐后地掠夺牲畜和奴隶之类的战利品，
然后拿它们去向行商们交换外国酒和其他奢侈品。他们甚至把国家分配给他

                                                                                                                                           

称号）。公元前 102 年他任监察官时，因受到保民官撤图尔厄努斯（在马略的支持下）的反对而于公元前

100 年流亡到罗得斯；公元前 99 年他返回罗马，公元前 91 年去世。——法译本注，有删节。
⑤ 但不是作战事务，作战是他的专门任务，因此他可以要西拉努斯在其他事务方面负主要责任，而不是平

均分担了。——英译本注，有补充。
① 参见本书第 37 章。——法译本
② 在古罗马，军事行动通常是在天气好的时候开始的。——法译本
③ 指阿非利加行省，参阅本书第 13 章有关注释。——英译本
④ 永久性营地《statiuacastra）和活动营地（aestluacastra）（罗马士兵每晚要搭起的营地）不同，在没有战

争时士兵便住在永久性营地里，营地由士兵自建，四周有防御工事，设有库房，各种各样的营房。——法

译本注，有删节。
⑤ 主要指聚集在军营四周靠军营为生的那些人，如小商店主、行商小贩、银钱兑换者（兼放债业务）、当

地商贩、无业游民、妓女、乞丐、士兵自己带来的仆从和奴隶等等。从下一章也可以看到这种情况。罗马

分布在各处的军营后来往往发展成为当地的城镇。——中译者



们的粮食卖掉，然后再一天天地买面包吃①。总之，人们能够提到的或想像到
的由于懒散和放荡而产生的任何可耻的过分行为都能在这支军队以及其他军
队中看到。

（45）在遇到这些困难以及在作战时，我发现梅特路斯表现为一位既伟
大又阴智的人，因为他竟然能够在放任和严厉之间十分巧妙地保持了一个恰
当的界限，据说首先他发布一道命令不许任何人在营地内部卖面包或任何熟
食，不许小商贩跟随军队，不许普通士兵在营地里或在行军时带奴隶或驮畜
②，这样便消除了造成懒散的原因；对于其他诸如此类的作法他也加以严格的
限制。此外，他每天都要拔营，然后进行越野的行军，而每次设营都要围上
一道栅栏和挖一道壕沟，就仿佛敌人已经迫近似的；他还设置了间隔不远的
岗哨，由他在副帅的陪同下亲自巡视。在行军时，他时而走在前面，时而走
在后面，往往也走在队伍当中，以便注意不使任何人离开队伍，使他们环绕
着军标以一个完整的队形行进，并且要士兵自己带着食品和武器③。他就用这
种使他们不干坏事的办法，而不是用惩罚的办法，很快地就使他的军队的精
神重新振作起来了。

（46）但就在这个时候，朱古达从自己的密探那里知道了梅特路斯的备
战情况，同时他又从罗马方面得知，他的对手是一位廉洁奉公不能加以收买
的人。于是他开始对自己事业感到悲观，并第一次试图安排一次真正的投降
了。因此他便派遣使节带着归顺的标记④到执政官那里去，只要求保留他自己
和他的孩子们的性命，而其余一切都任凭罗马人民处理。但是梅特路斯从过
去的经验早已知道，努米底亚人是一个反复无常的种族，他们的性情难以捉
摸，喜欢变化。于是他便把使节们分开来，同他们一个一个地进行接触。当
他通过向他们逐步摸底而发现他们可以被利用来实现他的计划时，他便通过
慷慨的许诺诱使他们把朱古达交到他手里；

如果可能的话，把活的朱古达交到他手里；如果不能生擒他，那末死的
也可以。但是在分开的场合，他却按照国王的期望，要他们把一项答复带回
去。

几天之后，对战斗有高度警觉和准备的执政官和他的军队向努米底亚发
动了进攻，但是在那里他没有发现任何表示已处于战争状态的事物。人们还
部住在茅屋里，田地里还看得到牲畜和农民。国王的官吏从各城镇和乡村①

出来迎接他们，表明愿意提供粮食、运送给养——总之，做罗马人吩咐他们
做的一切事情。尽管如此，完全好像敌人就在近旁似的，梅特路斯在进军时
在所有各方面都加以防卫；他在这个国家的广大地区里进行了侦察，而他得
出的结论是：这些归顺的表示都是一种假象，而敌人正在寻求背叛的机会。
因此他本人便率领着先头部队，还有一些轻武装步兵中队以及一支精锐的弩

                                                
① 罗马士兵一般是给他们每人一个月的口粮（麦子）.他们再用麦子向商人那里去交换葡萄酒和其他食品。

——法译本
② 士兵本来应当自己带着粮食和武器，但在阿非利加酷热气候条件下，罗马士兵往往利用奴隶、仆从或驮

畜来承受这种艰昔的行军负担，梅特路斯现在恢复了过去的做法。——法译本注，有改动。
③ 从他在罗马的被他收买的代理人那里。当然他的间谍也起了作用。——法译本注，有改动。
④ 橄榄枝，说明他们是来乞求和平的。——英译本
① 原文 mapalia 一词是一个拉丁化的布匿司，亡是阿非利加游牧民族圆顶帐蓬的聚落。这种聚落随他们移

动，择地而居。——法译本注，有改动。



手和弓手，而他的副帅盖乌斯·马略和骑兵部队殿后，在两翼，他把辅助部
队的骑兵分配给了军团司令官和步兵中队长官②。和这些部队混合在一起的是
轻武装的部队③，他们的任务就是打退敌人的骑兵不管在什么地方发动的攻
击。要知道，朱古达十分狡猾，对这一地区极为熟悉并且非常精通军事学，
乃至人们无法确定，他不在场和他在场，在和平时期和战争时期，在哪一种
情况下他更危险些。

（47）离梅特路斯正在走的路不远的地方有努米底亚人的叫做瓦伽①的一
个城镇，这是整个王国中来往人数最多的商业城镇，意大利族的许多人都在
这里作买卖并安家落户。执政宫在这里安排了一支卫戍部队，这既是为了看
一下当地的居民是否接受他的建议，并且也是因为这一地点所处的有利地
位。他还发布命令，把粮食和其他军需品都集中在那里，因为就当时情况而
论，他认为大量的商人可以帮助他的军队取得给养并且保护他已经安置在那
里的人们。

当这一切正在进行的时候，朱古达甚至更加执拗地派遣乞求和平的使
节，并且向梅特路斯表示，除了他自己的和他的子女的性命之外什么都愿意
献出来。对这些使节也和对先前的使节一样。

执政官说服他们出卖朱古达，然后把他们送了回去，而对于国王要求的
和平，他既不拒绝也不作出保证，并且就在这时，他等待使节实现他们的保
证。

（48）当朱古达把梅特路斯的言与行加以比较的时候，他发觉他正在受
到他自己的武器的进攻，因为从表面上看，他已经得到了和平，但实际上一
场最难熬的战争正在进行。他已经失掉了他的一座主要城市，他的国家已经
为他的敌人所熟悉，他的臣民对他的忠诚正在受到破坏。因此他不得不通过
战争来试一试自己的运气。在对敌人的行军路线进行了侦察之后，他于是认
为从本国的地形来看他有希望取得胜利。接着他便尽量把所有各种能作战的
力量集合到一处，通过小道走在梅特路斯的军队的前面。

在努米底亚的过去分配给阿多儿巴尔的那一部分里②，有一条发源于南方
的穆图尔河①，离这条河大约 20 哩的地方，有一条同河流平行的荒芜不毛和
从未开发过的山脉。从这一山脉的中部，又有一条支脉延伸出很长一段距离，
在这条支脉的干燥的沙质土壤上却生长着野橄榄树②、桃金孃和其他各种树
木。在这中间的平原③上由于缺水而无人居住，只有沿河的某些部分是例外，
在这些地方生长着灌木丛，并且常常有牲畜和农民前来。

（49）我前面已经说过，就在罗马人进军路线一侧的这个山上④，朱古达

                                                
② 这个头衔是罗马军队里联盟者部分特有的，这部分军队分成两翼，每一翼 10 个步兵中队；每个中队均由

同民族的士兵组成，由本族的长官（praefectus）统率。——英译本
③ 轻武装部队在他们的队伍之间。——英译本注，有删节。
① 瓦伽是今天突尼斯的贝嘉或拜加：参见本书第 29 章有关注释。罗马财务官赛克斯提乌斯曾被派到这里来

接受向朱古达要求的粮食。——法译本注，有补充。
② 参见本书第 16 章。——法译本注，有删节。
① 今天的赛伊布兹河，它流经古埃尔玛地区，终点在波尼附近，全长 160 公里。——法译本
② 在古埃尔玛，橄榄在今天仍是这里的主要商品。——法译本
③ 在山脉和穆图尔河之间的平原上。——英译本
④ 此处有人犯这支脉理解为同那平行的山脉形成直角，有人理解为横在构特路 斯进军路线的前面，而种



设置了战线漫长的一处阵地⑤。他把象群和部分步兵的指挥权交给了波米尔卡
⑥并且把自己的作战计划告诉给他。他把他自己的军队布置在更靠近山的地
方，这里还有他的全部骑兵和他的步兵的精锐。然后他就到各个分队和小队
去巡视，告诫并请求他们不要忘记他们昔日的勇敢和胜利，要保卫他们自己
和他们的国家不受罗马人的贪婪之手的侵犯。他说，他们即将对之作战的人
们是已经被他征服并且从轭下走过的那些人①；那些人的统帅虽然换了人，但
是他们的士气还是原来的士气，从他本人这方面来说，一位领袖应当提供给
他的士兵的一切他都提供给他们了：他们处于居高临下的地位并且作好了战
斗的准备，这样他们便可以向受到出其不意的袭击的敌人作战；这样他们就
不会非以少战多不可；而且也不会是没有训练的军队同更精锐的士兵作战。
因此他们必须作好准备并在看到约定的信号时积极发起进攻，要知道，这一
天或者是结束他们的一切劳苦和取得过去胜利的果实的一天，或者是最大苦
难开始的一天，他还向他们个别进行谈话，要每一个士兵记起他的恩惠，这
是因为对于任何战功他都以金钱或荣誉的形式给予士兵以报偿，还把取得报
偿的士兵指给他的同伴看②。最后，他通过许诺、威胁或恳求的办法一个接着
一个地激励士兵，根据对方的性格而使用不同的方法，而在这同时，率领着
军队从山上下来并且没有注意到敌人的梅特路斯看到了他们。开头这个罗马
人不了解这些事物的不寻常的出现是什么意思，因为努米底亚人和他们的马
匹都躲在森林里，但又由于林木矮小，不能把他们完全遮住，不过要弄清楚
他们到底是些什么却又是困难的，要知道，天然的地形和伪装对士兵和他们
军标都起有掩护作用。但是执政官很快便看出了这是一支伏击的队伍，于是
下令他的队伍暂时中止前进，然后便改换了队形。他用三道后备的士兵来加
强离敌人最近的右侧。他把弯手和弓手配置在小队中间，而骑兵则全部配置
在两翼。在时间允许的情况下简短地对士兵进行了勉励之后，就以他刚才变
换的那种队形把军队率领到平原上来，这样原来处于先头的队伍现在就处于
侧翼的地位了③。

（50）当梅特路斯看到努米底亚人静静地留在原处而不从山上下来时，
他便担心在那样一个季节并且由于缺水而他的军队会渴坏了。于是他便派出
他的副帅茹提刊鸟斯带领轻武装的步兵中队和一部分骑兵到河边去，要他先
占领一个阵地以便扎营。原来他认为敌人会试图用不断攻击侧翼的办法拖住
他的进军，而敌人既然不大相信自己的武力，于是他们就想用口渴和疲劳来
拖垮他的军队。继而他根据当时的条件和情况，用从山上下来时的同一队形
缓缓向前推进，而使马略走在原来的前列士兵的后面①，而他本人则和这时已
处于前列地位的左翼的骑兵在一起。

                                                                                                                                           

情况分别见所附甲乙二图。──英译本梅特路斯进军路线
⑤ 朱古达这样安排的原因见下章。──法译本
⑥ 参见本书第 35 章。──法译本
① 参见本书第 38 章。──法译本
② 表明他有功必赏。──中译者
③ 他使行进的队列面向右方（向着敌人），而在部队回向这一方向时把骑兵配置在两翼：然后他又掉转方

向向河的方向行进，这样原来在前列的便侧面向着敌人，也就是说，成为行进队伍的侧翼了。换言之，原

来面对敌人的现在敌人位于他们的右手。──英译本
① 这就是说，如果军队；顺面向敌人：他门就处于前列地位。──英译本



朱古达一看到梅特路斯的后卫队伍走过他自己最前面的队伍②，他立刻把
一支大约两千步兵的队伍安置在山上罗马士兵刚刚经过的地方，这样，如果
他的敌人后退的话，那在他们后面将找不到逃避和庇护的场所。继而他便突
然发出信号，展开了进攻。一些努米底亚人砍倒了走在最后的那些罗马士兵，
同时还有一部分人进攻罗马士兵的左右两侧，他们进攻得十分猛烈，使罗马
军队的队列陷入一片混乱之中。要知道，甚至那些坚定勇敢地抗击敌人的进
攻的人也被这种非正规的作战方式搞得措手不及，因为在这种战斗之中，他
们是由于来自远处的袭击而受伤，却没有还击或进行贴身搏斗的机会，朱古
达的骑兵则按照先前给他们的指示，不论罗马的一个骑兵中队在什么时候开
始向他们发动进攻，他们都撤退，不过不是整体地或是向着一个方向撤退，
而是尽量向四方分散地撤退，这样，即使他们不能制止敌人的追击，他们却
以本身人数上的优势，把落在后面的人或在两侧的人们切断。如果这山表明
较之平原更便于他们的逃跑的话，熟悉地形的努米底亚骑兵则易于逃到那里
的树丛里去，而陡峭的和不熟悉的地形对我们的士兵则是一种障碍。

（51）这样，整个战斗便呈现出一种混乱的、难分难解的、可怕而又可
悲的局面。脱离队伍的罗马士兵，有的人后退，有的人进攻。他们既不能随
着军标进退，也不能保持自己的队形，而是不管什么地方，每个人只要遇到
危险，他便坚持在原地保卫自己。各种武器、战士和马匹、努米底亚人和罗
马人全都乱成一团。既没有机会发挥战术，也没有机会下达命令；到处都要
碰运气。

一天之中的大部分时间便这样过去了，但是战斗的结局仍然看不出眉目
来，最后，当所有的罗马士兵因奋力作战和酷暑而疲惫不堪的时候，梅特路
斯注意到努米底亚人进攻的势头也减弱了。

于是他就把他的士兵逐步地集结起来，重新组成队列，用军团的四个步
兵中队的兵力去对抗敌人的步兵，这时他们大部分由于疲劳已跑到较高的地
段去躲起来了。与此同时，他请求、恳求自己的士兵不要松劲或者使逃跑的
敌人赢得胜利，他指出说，罗马人没有营地或要塞可以躲避，因此必须完全
依赖他们的武器，与此同时，朱古达这方面也不是毫无作为，他也是四处跑
动，鼓励自己的士兵并且试图恢复战斗。他亲自率领着他的精锐队伍尽全力
作战，或者帮助自己一方的士兵，或者对动摇的敌人发动攻击，并且通过从
远处进攻的方法使得他发现战斗得十分坚决的敌人无法前进。

（52）都称得上是伟大统帅的这两个人相互间就是这样地进行斗争的；
就个人而论，他们两个人是难分高下的，但是就拥有的条件而论，两个人却
不是对等的；因为梅特路斯有勇敢的士兵但是地形对他不利；另一方面，朱
古达除了士兵的条件之外一切都对他有利。最后罗马人看到自己没有地方可
以逃避而敌人又不给他任何战斗的机会——这时已经是傍晚了——于是便按
照命令向小山发起了进攻并且突破了敌人的防线。努米底亚人失去了这个阵
地之后就退却并逃跑了。一些人被杀死；大多数人所以得救是由于他们跑得
快和罗马人对那里的地形不熟悉。

就在这个时候，我前面已经说过，奉朱古达之命指挥象队和一部分步兵
的波米尔卡，在茹提利乌斯经过他那里时，便慢慢地把他的队伍引到平原上
来；而当副帅匆忙地走向河那边去——这里是指定给他的地方——的时候，

                                                
② 就是离梅特路斯刚下来的山最近的那部分人。——英译本



波米尔卡适应着当时的环境不声不响地列起了自己的队伍，继续监视平原所
有各处敌人的活动。当他发现茹提利乌斯已经设了营并且现在是松了一口气
的样子①，同时朱古达那边战斗的声音越来越大的时候，他担心副帅如果知道
罗马士兵所处的危急情况时会去帮助他们，因此，为了截断罗马士兵的推进，
于是他便拉开了自己的战线——起初他因为不相信自己士兵的勇气而把士兵
排成密集的队列——井以这种队形迫近茹提利乌斯的营地。

（53）罗马人突然间看到了大量飞扬的尘土，但是遍地的灌木丛挡住了
他们的视线。起初他们以为是风把干燥的尘土刮起来的；但是随后，由于他
们看到那一团尘土保持不变并且随着队列的推进而越来越近，他们才看清楚
实际情况是怎么一回事，于是按照命令赶忙拿起了武器在军营前做好了战斗
准备，后来当他们展开近战时，交战双方都高声呼啸着进攻。努米底亚人只
有在他们认为大象能够保护他们的时候，才坚持自己的战斗岗位；但是当他
们看到这些兽类被缠在树枝中间，从而被分割和包围起来的时候，他们便逃
跑了。大多数人在抛掉他们的武器之后不受伤害地逃跑了，这是因为有小山
和即将到来的黑夜的缘故。四头象被捉住，其余的多达 40 头的象被杀死了。
罗马人虽然因为进军，设营和作战而十分疲倦，但由于梅特路斯未能在他们
预期的时间到来，于是他们就在保持警惕的情况下排成战斗的行列去会他。
要知道努米底亚人的狡猾是不允许人们有任何放松或疏忽的。这时已经到了
黑夜，而在开头，当两支军队相距不远时，一支敌人队伍迫近时发出的音响
给双方都造成了恐惧和混乱；而如果不是被双方派出进行侦查的骑兵弄清了
情况的话，那么这次的误会可能会造成可悲的惨祸。恐惧立刻变成了欢呼。
欢喜雀跃的士兵相互高声致意，叙述自己的战功并听取别人经历的事情。每
个人都把自己的战功吹嘘到天上去。人间的事情就是这样；在胜利的时候，
甚至胆小鬼都说起大话来，而失败甚至使勇敢的人蒙受耻辱①。

（54）梅特路斯就在同一营地里停留了 4天，他给予伤员以细心的照顾，
把军事方面的奖赏②给予在战斗中立了功的人，对全部军队加以称颂和感谢。
对于剩下的易于完成的任务，他要他们以同样的勇气去对待；他们的争取胜
利的战斗已经结束，他们其余方面的努力就是为着战利品了。但是，就在这
同时，他又把跑过来的人和其他可以利用的密探派出去以便弄清楚朱古达到
底在什么地方，他正在做什么，他手下是只有少数追随者还是有一支军队，
在失败中他的表现如何。实际上，国王已经撤返到一个形势险要的有森林覆
盖的地区，并且正在那里征集一支就人数而论比先前还要庞大的军队，不过
这支军队却不能作战并且是软弱的，他们对农耕和畜牧比对战争更要熟悉。
所以造成这种情况，是因为除去作为他的亲卫队的骑兵部队之外，在一次战
败之后没有一个努米底亚人追随国王，而是各自分散到他们认为可去的地
方。而士兵们这样做并不觉得可耻。他们的风气就是这样。

因此，当梅特路斯看到国王依旧信心十足，看到他正在面临着一次新的
战争，而且这战争如何打法又只能取决于他的对手的时候，他便认识到他同
这个敌人的斗争是一场并非对等的斗争，因为失败使他们付出的代价比罗马
人为胜利而付出的代价还要少。因此他认定，他必须这样进行战争：那就是

                                                
① 即没有意识到危险。——英译本
① 我们则有“不以成败论英雄”的说法，比这里的说法全面多了。——中译者
② 某些这类奖赏参见本书第 85 章。——英译本



不开展正规的战斗，而是用另一种方式进行斗争。因此他便把队伍开入努米
底亚最肥沃的地带。蹂躏了农村地区，攻占和烧掉了许多匆忙加以防御或没
有卫成部队防守的要塞与城镇，下令处死所有成年人并把其余的一切都交给
他的士兵作为战利品。他就以这种方式造成了如此的恐怖气氛，乃至许多人
质被交到罗马人手里，还把大量的粮食和其他必需品提供给罗马人，而凡是
梅特路斯认为有必要这样做的地方都安置了卫戍部队。

这些做法比国王的士兵遭到的失败使国王感到更大的惊恐。因为原来他
的全部希望在于逃跑，可现在却被迫要去追踪敌人了。当他不能保卫有利阵
地的时候，却又不能不在对他不利的阵地上作战。但是他采取了就当时情况
而论看来是最明智的一个计划，他命令他的大部分军队留在原地不动，而他
本人则率领着一支精锐的骑兵跟在梅特路斯后面。他在夜间通过小路行进，
然后突然间向那些跟不上队伍的罗马士兵发动完全出乎他们意料之外的进
攻。他们的大部分人在他们能够拿起武器之前就被杀死了，许多人被俘获，
没有一个人能不受伤害地逃脱。而在罗马人能够从营地把支援的队伍派来之
前，努米底亚人已经按照命令分散到最近的小山上去了。

（55）就在这同时，罗马方面在得知梅特路斯建立的功勋时感到十分欢
欣鼓舞。他们知道，梅特路斯是按照古人的方式对待自己和他的军队的；他
虽然处于不利地位却依旧凭借着自己的勇气赢得了胜利；他现在正在占有敌
人的领土；并且迫使由于阿尔比努斯的无能而变得横做起来的朱古达只能把
求得安全的希望放在沙漠或逃跑上。元老院于是决定对不朽的诸神进行一次
感恩活动，因为在他们的庇护下罗马人取得了胜利，另一方面，先前为了这
一战争的结局面感到害怕和焦虑的公众则沉浸在欢乐的情绪之中。梅特路斯
的声名如日中天。因此他便更加努力地追求胜利，用一切办法加紧进行战争，
却又注意在任何地方都不给敌人以可乘之机，因为他没有忘记，嫉妒总是紧
紧地跟在光荣后面的。因此他的声誉越高，他也就越是小心谨慎。在朱古达
的伏击战术得手之后，他就不再杂乱无章地带领着自己的军队蹂躏农村地
区：当他需要粮食或袜草时，他一定要一些步兵中队①和全体骑兵部队担任警
卫工作；他自己率领一部分军队，其余部分交给马略。但是这时不是用打劫
而是用放火焚烧的办法蹂躏努米底亚的国土了。执政官和他的副师习惯于在
相隔不远的两个地方设营。当有必要使用兵力时他们就把自己的部队联合起
来；在其他情况下他们就分别活动，以便能够更广泛地在敌人中间制造恐怖
气氛，使更多的人逃离自己的家园。

与此同时，朱古达则是沿着小山跟踪在罗马人后面，寻求一个适当的时
机或地点以便展开战斗。他打听到敌人要经过哪些地方，便破坏那些地方的
秣草并在为数很少的泉水里放毒。他时而出现在梅特路斯面前，时而又出现
在马略面前。他对部队的最后部分发动袭击，又立刻撤退到小山上去；他对
一部分，然后对另一部分摆出作战的势态，但是并不展开战斗也不叫敌人休
息，而只是不使他们实现自己的计划。

（56）当罗马的统帅开始看出，他正在被他那不给对方以任何作战机会
的对手的策略搞得疲于奔命时，他便决定围攻一座名叫扎玛②的大城市，这乃

                                                
① 指联盟者提供的步兵中队。——中译者
② 今天凯夫（古时的西卡）以南的祖阿里姆。公元前 216 年斯奇比奥在这个城市附近对汉尼拔取得了决定

性的胜利。——法译本



是王国这一部分里的要塞。他认为朱古达理所当然地会来帮助他的陷入苦难
之中的臣民，这样就可以在这里展开一场战斗了。但是朱古达从跑过来的人
们那里知道了梅特路斯的计划，于是他就以强行军的方式走在了梅特路斯的
前面。他鼓励城市居民保卫自己的城市，并且拨给他们一队逃过来的罗马士
兵来帮助他们。这队罗马逃兵是国王兵力中最强的部分，因为他们不敢再背
叛了①。他还保证在适当的时候他自己也会率领一支军队前来的。国王在作了
这些安排之后，便撤退到尽可能边远的地区去，并且不久就得知，马略已奉
命离开进军路线，和几个步兵中队到西卡②寻求粮秣去了。西卡正是国王战败
之后第一个背叛了他的城镇。朱古达于是在黑夜里带领他最精锐的骑兵部队
赶到那里去，就在罗马人正在出城时在城门那里向他们发动了进攻。与此同
时，他还高声呼叫要西卡的人民从后面包抄那些步兵中队；他说，命运给了
他们一个建立殊勋的机会。如果他们利用这一优势，他将会重新取得这一王
国，而在今后他们将能过自由的和免于恐惧的生活。而如果马略不是赶忙向
前推进并且离开了这一城镇的话，肯定城镇居民的大部分，如果不是全体居
民的话，会改变他们效忠的立场。努米底亚人就是如此地反复无常！朱古达
的那些士兵由于国王在场而坚持了一个时期，但是当敌人以优势的兵力进攻
的时候，他们就在只受到轻微损失的情况下乱糟糟地逃跑了。

（57）马略向扎玛行进。扎玛位于一片开阔的平原之上，这座城市无天
险可作为屏障，它是用人工的力量加以防守的。它不缺少任何主要的东西，
武器和人员都很充足。因此梅特路斯适应着情况和地形作了准备之后，便用
他的军队把这座城整个地包围起来，并指定给每一位副帅一个特定的进攻地
点。随后，按照规定的信号，从四面八方同时发出强烈的呐喊声，不过努米
底亚人对此一点也不感到害怕。斗志旺盛的努米底亚人早已作好了准备，他
们秩序井然地等待着战斗。接着战斗就开始了。罗马人是根据每个人自己的
品质各自作战：有人用弯石进行远距离的战斗，有人向前进击，从下面破坏
城墙或把云梯搭起来，力图同敌人展开白刃战。为了对付他们的进攻，城里
的人们把石块从上面滚向走在最前面的人，向他们投掷枪棒之类的武器、混
合着硫磺的燃烧的沥青①和火把。我们军队里由于胆小而不敢冲到前面去的那
些人也不能完全得到他们的怯懦的保护，因为他们中间有许多人被用机械或
用手投射过来的投枪所伤。这样，勇敢者和胆小鬼便有同等的遭到危险的机
会，但是声誉却大不相同：

（58）当这一斗争正在扎玛进行的时候，朱古达出其不意地率领着一支
大军向罗马营地发动了进攻，而由于哨兵万万也没有料想到会有一场战斗发
生，他们的疏忽竟使敌人攻占了营地的一座大门。我们的士兵突然间感到惊
恐，于是便按照每个人的气质各自去寻求安全的场所。有些人逃掉了，另有
一些人拿起了武器，几乎所有的人不是被杀死便是负了伤。在所有这些人当
中至多也只有 40 人还记得他们是罗马人。这些人集合起来，占据了比别处略
高的一处阵地，敌人尽了最大的努力也未能使他们离开那个地方，他们把从

                                                
① 罗马人对逃兵的惩罚是十分严厉的。逃兵有时彼钉死在十字架上，有时被抛给野兽为食。参见瓦列里乌

斯·玛克西姆斯（2，7）。——英译本
② 今天的凯夫，参见本章有关扎玛的注。——中译者
① 恺撒的《高卢战记》也有类似的记载，守城者把装有树脂和松脂的桶点着然后把它们从城上滚下来。—

—法译本



远处投向他们的武器又投了口去，并且因为是少数人向多数人投掷，所以几
乎是不可能有失误的。但是如果努米底亚人迫近，那他们便显示出了真正的
战士品质，怀着极大的愤怒向对方发动进攻并把敌人击败和驱散。

在这同时，正在对城镇进行猛烈攻击的梅特路斯则在他的后
面听到了敌人的战斗呼号；于是他转过马来，看到人们向他这边跑过来，

这说明他们都是罗马士兵。于是他便赶忙把全部骑兵派到营地去并且命令盖
乌斯·马略立刻带领着联盟的步兵中队前往接应，他以他们的友谊和他们共
同祖国的名义含着眼泪恳求马略不要使他们的胜利的军队受到任何耻辱的砧
污，不要使敌人在不受惩处的情况下跑掉。马略立刻按照命令去做了。至于
朱古达，他受到了营地工事的阻拦，因为他的一些士兵绊倒在壁垒上，还有
一些人在人多拥挤的地方还要向前冲，结果相互干扰而乱作一团；因此在受
到了相当的损失之后，他才退到一个安全的地点去。由于黑夜的到来，梅特
路斯未能把胜利的追击进行到底，就带领着自己的军队返回了营地。

（59）因此在第二天，在出发进攻这个城镇之前，梅特路斯命令他的全
部骑兵在国王可能进攻的那部分营地的面前驰来驰去，给军团的一些将领们①

指定了他们应保卫的营门及其附近地区，然后，他本人便向城镇进发，像头
一天那样地攻城。正在这时，朱古达突然从伺伏的地方冲出来向我们的士兵
发动进攻②。离他们的进攻地点最近的那些人大吃一惊，一时里陷入混乱，但
其余的人很快便来援助他们了。而如果不是努米底亚的步兵骑兵联合部队③

在混乱中进行了大量杀伤的话，努米底亚人本来是无法长期抗击下去
的。原来在这支步兵支援下的努米底亚骑兵并不是像在通常的骑兵战斗里那
样用一进一退的作战方法，而是全速地向前进攻，结果便冲进并突破了我们
的战线；这样，他们用轻武装的步兵便几乎打败了他们的敌人。

（60）在这同时，扎玛城下的战斗也在极为激烈地进行着。每一位副帅
或将领负责进攻的不管什么地方部有最激烈的战斗，每一个人只能依靠他自
己而不能指望别人。城里的居民表现得同样英勇；在所有的地点人们都在战
斗或做战斗的准备，双方都更加热中于杀伤对方面不是保护自己。

战场的声音里既有激励的言词、也有欢呼声和呻吟声。兵器的撞击声也
响彻云霄。大量的投枪投向战斗的双方。但只要攻城者稍稍放松他们的进攻，
守城者就十分关心地眺望远处的骑兵战斗。随着朱古达一方战斗形势的变
化，你可以看到他们时而高兴，时而吃惊；他们的行动就好像他们同胞能够
看到或听到他们似的，有些人高呼要警惕，另一些人则鼓励他们前进；他们
作手势或是晃动身体，向这边或另一边移动，就仿佛是在躲避或投掷武器似
的①。

当马略看到这一切时（他就负责那里的进攻），他故意放松了他的进攻，
并且装作气馁的样子，而且不加干涉地让努米底亚人亲眼看到他们的国王是

                                                
① 军团由六位将领统率，他们逐月接替或者逐日传递领导权。他们照例选自名门的年轻子弟，这是他们从

政的开始。——法译本
② 伏击是朱古达爱用的战术。——中译者
③ 不仅是多米底亚人有把步兵和骑兵混合编队的习惯，在其他蛮族，特别是在日耳曼人那里也有类似的习

惯。——法译本
① 这里的描写显然是模仿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有关雅典人在叙拉观青海港内的海战的记述（第

7 卷第 71 章）。——英译本



怎样战斗的。而当努米底亚人因而全神贯注地注视着他们的同胞时，他突然
极为猛烈地向城墙发动了进攻。在爬上了云梯的我方士兵几乎到了城上面的
时候，城市居民便冲了过来，把石块、火把还有其他投射物雨点般地投了过
来。在开头我们的士兵进行反抗；后来由于云梯相继损坏，上面的人被摔到
地面上，其余的人便尽其所能地跑开了。少数人没有负伤但大部分人却负了
重伤。黑夜最后结束了双方的战斗。

（61）既然梅特路斯看到他的企图没有成功，看到这座城决不是很快就
能攻下来的，看到朱古达除非通过伏击或在他自己选择的时间和地点决不展
开战斗①，并且看到夏天现在已经过去了，于是他便离开了扎玛并把卫戍部队
配置在投到他这一面来的城市当中由于自然形势险要或城墙完好而防守得足
够坚固的那些城市里。而他的其余的军队则给他安排在我们行省②的离努米底
亚最近的那一部分，以便他们可以在那里过冬。但是他并没有像别人通常做
的那样，把那个季节完全用于休息或过放荡的生活，而是由于战争通过武力
取得的进展有限，他便准备通过国王的友人来陷害国王，把这些人的背叛作
为一种武器。

再说波米尔卡是曾经陪同朱古达一道去过罗马的③，而在保释之后就为了
逃避杀害玛西瓦一案的审判而跑掉了。既然这个人和朱古达的特别亲密的关
系使他有特别的机会欺骗朱古达，所以梅特路斯便试图通过大量的许诺争取
他的合作。首先，他设法要这个努米底亚人来同他进行一次秘密的会谈。继
而在他用自己的名誉保证，如果波米尔卡能把活的或死的朱古达交到他手
里，元老院将宣布他无罪并且归还他的全部财产之后，他并不费力地便说服
了波米尔卡。要知道，波米尔卡生来是个反覆无常的人，此外他还担心，如
果同罗马人缔结和约，其中的一个条件会是他自己的投降和被处死。

（62）一旦一个适当的时机到来，就是说，当朱古达感到烦恼并且为自
己的命运而悲叹时，波米尔卡就同他接近。他向国王提出忠告，并且含着眼
泪恳请他终归要为他自己、他的孩子和对他表现得极为忠诚的努米底亚人民
着想。他提醒朱古达，朱古达他们在每一次战斗里都被打败，他的国家受到
蹂躏，他的许多臣民被杀害或是被囚禁并且他的王国的资源也枯竭了，现在
对于他的士兵的勇气以及命运的意旨他已经进行了充分的考验，因此他必须
注意，如果他还不拿定主意，努米底亚人就会为了自己的安全而采取措施了。

他便通过这些和诸如此类的论点使国王同意了投降的想法。
使节被派到罗马统帅那里去，传话说，朱古达愿意听从他的命令，无条

件地把自己和他的王国交给统帅处理。梅特路斯立刻发布命令，把所有元老
级别的人都从各个冬营里召来；他就和他们以及他认为合适的其他人开了一
次会①。他遵照会议的决定——这是符合我们父辈的惯例的②——把使节派出
去，向朱古达要求20 万斤的白银③、他的全部的象和数量很大的马匹和武器。

                                                
① 参见本书第 54 章。——法译本
② 即阿非利加行省。——中译者
③ 参见本书第 35 章。——法译本
① 这是按照传统举行的一次军事会议，统帅并没有同朱古达进行过私人的安排（参见本书第 29 章）。——

英译本注，有改动。
② 作者是说会议作出的决定符合在这种情况下所有军事会议遵守的传统。——法译本
③ 等于罗马货币 6720 万谢斯特尔提乌斯，而据法译本注者计算几乎等于 20 年代的法国的 1350 万法郎。—



当这些条件很快为对方所接受时，他便下令把所有的逃兵上着镣铐带到他这
里来。逃兵的大部分按用他的命令被带来了，但是也有少数人在一开始商讨
投降条件时就跑到玛乌列塔尼亚的国王波库斯那里去寻求庇护了④。

朱古达被剥夺了武器、士兵和金钱之后他本人奉召去提西狄乌姆⑤，以便
在那里听候执政官的命令。但这时他开始再次对自己的决定动摇起来，并且
由于良心有罪而害怕对他的罪行给以应有的惩处。他在许多天当中都拿不定
主意，在一个时期里他对身受的灾难感到如此地厌倦，乃至认为任何事情都
比战争要好，但转而他又想从国王变成奴隶，这是一个多么可怕的跌落，而
且他的许多重要资源都白白地丢掉了，经过这样的反覆之后，他终于决定再
度挑起战争。与此同时，当罗马方面讨论行省问题时，元老院便把努米底亚
分配给梅特路斯了①。

（63）大约在这同时，恰巧盖乌斯·马略在乌提卡向诸神奉献牺牲，这
时一名预言者向他预言说他将会成就惊天动地的事业：预言者于是劝告他，
相信诸神的意旨，去成就他心里想望的东西，不管多少次也要试试自己的命
运；他还预言说他的一切事业都会有一个完满的结局。原来，甚至在这之前，
马略便有过想担任执政官的强烈愿望，而除去古老的门第之外②，他担任执政
官的每一种条件都十分充分。这些条件是：勤劳、正直、杰出的军事教养、
作战时百折不挠的精神、和平时期的作风谦逊朴实③、生活正派严谨，不喜财
货，而只是渴望光荣。更有甚者，由于他生长在阿尔皮努姆④，并且在这里度
过了全部自己的童年，因此他刚一达到可以过军事生活的年龄，便全心全意
地投入了现役军人的训练，却看不起希腊人的雄辩术⑤或都市居民的文弱风
气。由于潜心于这种对健康有益的追求，他那刚正的品质很快就成熟了。其
结果却是，当他第一次向人民要求担任军团将领⑥时，他们大多数人甚至没有
见过他；不过人们对他的功业却是熟悉的，结果所有的特里布斯一致投他的

                                                                                                                                           

—中译者
④ 因为罗马人对待逃乒是极为残酷的，参阅本书第 56 章有关注释。——法译本注，有删节。
⑤ 未详今天的什么地方。——法译本
① 作为执政官，梅特路斯的任期已朽，但是元老院却有权依法把他江命力同执政官的长官，从而延长了他

在努米底亚的权力。——法译本
② 自从公元前 367 年起法律便取消了贵族的特权，平民也可以担任执政官；但单是平民这一个条件不足以

竞选执政官，他不仅要列举他在先前担任高级官吏时对国家所作的切实的贡献，还要举出门第的显赫与古

老，这是最为民主派所嫉妒的条件。这一点之不合理，马略在他的演说里已明白指出，参见本书第 85 章。

——法译本注，有改动。
③ 参见本书第 85 章。——英译本
④ 阿尔皮努姆在罗马东南，是拉提乌姆的城市，然而是沃尔斯奇人的住区，这里也是西塞罗的故乡，西塞

罗曾以有马略这样的同多而引以为荣。但按普鲁塔克的说法，马略不是主在阿尔皮努姆本城，而是生在阿

尔皮努姆地区的一个名叫凯列阿泰的村庄（今天叫卡撒美腊）。——法译本
⑤ 当时认为所有的名人都要学习希腊的作品，特别是演说作品，作为有教养的一个标帜。——法译本注，

有改动
⑥ 参阅本书弟 59 章有关注释。按将领最初全部由执政官任命；从公元前 362 年起人民取得了在军队定员的

24 名将领中选出 6 名将领的权利，从公元前 311 年起，他们选出 16 名，而在公元前 207 年就是全部了。

这样，将领也被看成是高级官吏。如果军队超过 4 个军团，则其他将领由执政官或统帅任命。——法译本

注，有改动。



票。接着，在那次成功之后，他又相继担任其他官职，而在每一个岗位上他
总是洁身自爱惜尽职守，从而使人们认为他应当担任比他当时担任的更高的
官职。尽管如此，他虽然到当时为止一直表现为这样一位非凡的人物（要知
道，后来野心使得他什么都不顾了！），他却不敢想望竞选执政官的职位；
因为甚至到当时为止，虽然民众能够被授予其他高级官吏的职位，但执政官
的职位却只在贵族等级中间传来传去。没有一位“新人”由于其勋业而出名
或显赫到人们认为他够得上担任这一职位的程度，就好像他担任这一职务会
把它玷污了似的。

（64）当马略看到预言者的话同他内心所渴望的目的不谋而合的时候，
他便向梅特路斯请假①，以便回罗马去竟选②，不过，虽然梅特路斯富有勇气、
名声和一个正直的人应有的其他品质，但是他仍有一种目空一切的傲慢性
格，这乃是贵族的通病。因此开头他对这一不寻常的请求感到吃惊，他表示
对马略的想法觉得意外，并且装作出于友情的样子，劝他不要干这种十分不
理智的事情或抱有超越自己地位的想法。他说，所有的人不应想望一切事物。

马略应当满足于自己的地位。最后，他必须注意不要向罗马人民提出他
们有理由拒绝的请求。

梅特路斯虽然说了诸如此类的话，但他却没有动摇马略的决心，最后他
只好回答说，一旦公务允许，他就可以照他所要求的做。

后来，由于马略一再提出同样的要求，据说梅特路斯曾回答说：“不要
急着到罗马去竞选：当我的儿子成为一名竞选人的时候，你还有足够的时候
竞选执政官呢！”①原来这个青年人在当时只有 20 岁左右，当时正在他父亲
的个人的麾下服役②，因此这种奚落对方的回答反而激起马略追求他所想往的
荣誉的更大决心，同时也就使他更加憎恨梅特路斯了。结果，他使自己受到
了最坏的顾问、野心和忿懑的摆布。从此他的无论任何言论与行动都是向着
这样一个目标，这就是取得人们对他的好感。对于冬营里他麾下的士兵的纪
律，他要求得也不像先前那样严格了，并且他以一种既贬抑③

又吹嘘的口气与商人们谈论战争，其中许多商人在乌提卡，说什么只要
把一半的军队交他指挥，几天之中就可以把朱古达捉住。他说他的统帅是有
意识地拖延战争，因为他是一个虚荣心极为强烈、具有国王般傲慢性格的人
④，因而特别喜欢玩弄权力。所有这些谈话之所以特别能打动商人，是因为长
期拖延的战争损害了他们的利益，而对于贪心的人来说，无论别人动作多么
快也只是觉得他迟缓。

                                                
① 如果马略是请假离开一个时候，按说应当用 commeatus，但作者这里用 missio 一词，实有永久离开的意

思。可能作者是要说明，如果马略当选，他就不再是梅特路斯的下属了。——法译本
② 当时还没有竞选人必须在罗马的规定，马略回去是为了发挥他个人的影响。——法译本
① 梅特路斯的儿子凯奇利乌斯·构特路斯·皮乌斯是公元前 80 年度的执政官。但这时他虽只不过 20 岁左

右，而马略却 48 岁了。——法译本
② 这时他刚刚开始从政。——中译者
③ 这里当然是对梅特路斯而言，也是一种宣泄不满情绪的表现。——中译者
④ 这对梅特路斯是一种极为严厉的指责，因为从王政时期以来，罗马人对国王的横傲和胡作非为使极为反

感，这是带有挑拨性的批淬。——法译本注，有改动。



（65）此外，当时在我们军队有一个名叫伽乌达⑤的努米底亚人，此人是
玛斯塔那巴尔的儿子、玛西尼撒的孙子，米奇普撒曾把此人列为第二级的继
承人⑥。他体弱多病，因此他在精神方面也就多少有点懦弱。此人曾请求梅特
路斯给予他王族应享的特权，允许他在梅特路斯身边设一个座位，后来又要
求给他一个罗马骑兵中队作为他的亲卫队。但是这两个要求梅特路斯都拒绝
了：因为这一荣誉只给予罗马人正式授以国王头衔的人；至于亲卫队，那么
要罗马骑士给努米底亚人去作待卫，这对他们会是一种侮辱。正当伽乌达回
味这种拒绝的含意时，马略同他接近，劝他对他受到的侮辱向统帅进行报复，
并答应帮他的忙。他以恭维的口吻称赞这个因生病而精神懦弱的人，说他就
是一位国王，一位强大有力的英雄，因为他是玛西尼撒的孙子。他还说，如
果朱古达被捉住或者被杀死，他立刻就会被定为努米底亚的国王；而且马略
还坚持认为，如果他当选为执政官井被派来领导战争，这件事很快就会实现
的。

就这样，有些是通过他个人的影响，但大多是由于希望和平早日到来，
他促使伽乌达和罗马骑士——在军中服役的和在城里经商的①——写信给他
们在罗马的朋友，批评梅特路斯的作战方法并要求任命马略为统帅②。结果有
诗多人以高度称许的口吻支持马略竞选执政官③。而且，恰恰在那个时候，玛
米利乌斯法④冲击了贵族的统治地位，而民众则力图把“新人”推举出来。这
样看来，一切对马略都是有利的。

（66）与此同时，朱古达既然已经放弃了投降的念头并且重新开始了敌
对行动，于是便加紧而又十分细心地进行他的一切准备工作，他在重新征募
一支大军，试图用恐吓或悬赏的办法把背叛了他的那些城市争取回来，并且
在那些形势有利的地点设防。他制造或购买武器、战械和过去由于想求得和
平而放弃了的其他事物。他还试图诱使罗马奴隶起来造反，甚至试图向罗马
卫戍部队的士兵行贿。一句话，他不惜使用一切办法进行骚扰并且把一切全
都搞乱。

由于他进行的活动，瓦伽城的居民——起初，在朱古达请求缔结和约时，
梅特路斯曾在这里设置了一支卫戍部队——应允了他们对之一直抱有好感的
国王的恳求，于是城里的领袖人物组织了一次有利于国王的阴谋。至于民众，
他们照例是善变的，而努米底亚人尤其是这样，他们喜欢闹事和制造乱子，
喜欢变动而反对和平与安宁。在他们中间作了安排之后，他们便规定从那时
起的第三天起事，因为那天是全阿非利加的一个节日，这时举行的各种游艺
和庆祝活动会使人忘掉危险。于是当约定的时间到来时，他们就分别把西人
团长和将领，甚至该城的长官本人①，一个名叫提图斯·图尔皮利乌斯·西拉

                                                
⑤ 参见本书第 5 章有关注释。——中译者
⑥ 意谓第一级的继承人（（primiheredes）没有继承能力时由第二级继承人继承。——英译本
① 从前面（本书第 62 章）我们已经看到，“罗马骑士”一词既指骑兵本身也指所有具有骑士财产资格的人，

也就是说他们包括骑兵和从事商业或兑换业活动的骑士等级的人。——法译本注，有改动。
② 罗马人在广场上的社会活动使得个人的看法很容易传播开来并形成舆论。——中译者
③ 这种支持对马略是一种高度的赞扬，因为它不是用贿赂而是用功业换来的。——英译本
④ 参见本书第 40 章。——法译本
① 此人大概是卫戍司令官，也可能是步兵中队长（praefectuscohortis）。普鲁塔克（《马略传》，第 8 章）

则说他是工兵长官（praefectusfabrum）。——英译本



努斯的人请到他们家里。在饮宴期间，他们所有的人都被杀死了，只有图尔
皮利乌斯是例外。阴谋者继而又向普通士兵发动了进攻，因为在他们没有任
务的日子里，他们照例是不带武器到处闲逛的。民众也参预了这一屠杀，他
们有些人是在贵族的教唆下这样干的，有些人就是生来喜欢干这类事情；尽
管他们既不知道他们干的是什么事情也不知道这样干的目的何在，但他们单
是在变动和骚乱中也能找到充分的刺激。

（67）罗马士兵给这一突如其来的危险搞得大为困惑，开头他们不知道
怎么办才好，于是陷入了一团混乱之中。他们被敌人的一支兵力切断了回到
城市的卫城去的道路，而他们的军标和盾牌却是放在那里的。他们也不能从
城门跑出去，因为城门在事先彼关闭了。而且妇女和男孩子也忙于从房顶向
他们投掷石块和在手头可以找到的任何东西。要想防御双重的危险那简直是
不可能的①。勇敢的人在最弱的敌人面前束手无策。勇敢的和胆怯的，强大的
和软弱的都在未能进行一次打击的情况丧命了。

在这样一场无情的屠杀当中，尽管努米底亚人杀人像发了疯一样并且城
门也全都关闭了，但是那位卫成长官图尔皮利乌斯却一点没有受伤地逃了出
来，他在所有的意大利人当中是唯一的一人，他做到这一点是由于主人②的开
恩，还是受到默许，还是什么偶然的机会，我就无法说清楚了；总之，既然
在这样一场巨大的灾难里，他宁愿耻辱地偷生，而不愿带着清白无瑕的声誉
死去，我认为他似乎是一个极为可恶的无耻之徒。

（68）当梅特路斯得知在瓦伽发生的一切时，一个时期里他感到十分痛
苦，乃至闭门谢客谁都不愿见。后来，当悲伤和愤怒混合在一起时，他便把
他的全部思想集中在如何为这次暴行迅速进行报复上面。太阳刚一落山，他
便亲自把正在军营过冬的军团以及他能征集到的尽可能多的全部轻武装的努
米底亚的骑兵率领出来，并且在第二天大约第三个时辰，③他到达了四周都有
比较高的地段环绕的一处平原地带。在那个地方，由于他发现他的士兵因为
长途行军而疲惫不堪并到了即将发动兵变的程度，他便告诉他们，这里离开
瓦伽只有一哩了。他说，他们应当耐心地忍受后面的劳苦，以便为他们的勇
敢的公民同胞的不幸命运报仇。他还就战利品问题，向他们作了慷慨的许诺。
当他用这种办法使他们的精神振作起来的时候，他便下令骑兵以散开的队形
走在最前面，而步兵则以尽可能密集的队形（军标不露出来）跟在后面。

（69）当瓦伽的民众看到一支军队向他们开来的时候，开头他们以为是
梅特路斯率领着它（事实上正是他），于是就把城门关了起来，后来他们看
到田地并没有受到蹂躏并且走在最前面的骑兵是努米底亚人，于是他们改变
了看法，把新来的人认为是朱古达了，便兴高采烈地出城去迎接他。接着突
然响起了一个信号，一些骑兵和步兵开始砍杀从城里涌出去的人群；一部分
人则冲向城门，而还有一部分人占领了塔楼；愤怒和想取得战利品的愿望使
他们克服了疲劳。

这样看来，瓦伽的居民为他们的背叛只高兴了两天！跟着他们的这个富
有的和人口众多的城市就完全成了报复和掠夺的牺牲品。这个城市的卫戍长

                                                
① 一方面是阻挡他们进卫城的武装力量，另一方面是房顶上的妇女和男孩子。——英译本
② 这里指分别邀请他们赴宴的主人，这个主人庇护他可能是为自己留一条后路。——中译者
③ 据罗马历法，从日出到日落白天平均分为 12 份，但它们的长度却随季节而有所变化。由于向瓦伽的这次

进军是在冬天，自天第三十时辰大约相当今天的早上 9 点。——法译本



官图尔皮利乌斯，正如我在上面所说①，是唯一能逃了活命的人。梅特路斯在
军事法庭上对他进行审讯，而由于他不能为自己进行辩解，便先在处以笞刑
之后被处死了；要知道他只是一个拉丁姆公民②。

（70）就在这同时，曾经劝说朱古达进行有关投降的谈判——这一谈判
由于朱古达有所顾虑而被他中断了——的波米尔卡③受到了朱古达的怀疑，他
自己也怀疑起国王来，因此他便产生了想把朱古达推翻的想法。于是他开始
寻求把朱古达搞掉的办法，为此而日夜绞尽脑汁。最后，当他在尝试每一个
办法时，他赢得了一个名叫纳布达尔撒的人的支持，这是一个有地位又有财
富的知名人士，在努米底亚同胞中间有很高的声望，这个人独立于国王，习
惯于自己带领一支军队，并且习惯于处理在朱古达感到疲倦或从事更加重要
的事务时不能亲自处理的一切事务。他便用这种方式取得了名声和权力。因
此他和波米尔卡共同计议以便选定一个发动阴谋的时间，至于细节，则他们
决定按照情况就地加以安排。纳市达尔撒随后便到军队去，这支军队是他按
照国王的命令安排在罗马人的各营之间的①，目的在于不使敌人不受惩罚地蹂
躏他的国家。但是在那里，想到计划中的罪行的严重他又害怕了，并且由于
他没有在约定的时间出现，他的恐惧使这一阴谋失败了。于是，极想实现自
己的计划同时因担心他的同谋者的胆怯会使他放弃他们先前的计划因而又极
想寻求一个新的计划的波米尔卡，于是通过心腹的使者送一封信给对方。在
这封信里他谴责对方的软弱和怯懦，要他曾借以发誓的诸神来作证，警告他
不要使梅特路斯提供的奖赏变成他们的毁灭。他说，朱古达的未日已迫在眉
睫；仅有的问题是朱古达应当死于他们的还是梅特路斯的果敢行动。因此纳
布达尔撒必须考虑，他是想取得报酬，还是受到严刑拷问。

（71）当这封信送到纳布达尔撤那里时，他正好躺在床上，因为他刚刚
作完体操而感到疲倦了。读了波米尔卡的信之后，他先是感到心烦意乱，不
知怎样才好，随后就像一个考虑问题考虑得疲倦的人常见的情况那样，陷入
了沉睡之中。他有一个努米底亚人的秘书，一个受他信任和喜爱的人，他使
这个秘书了解除了最后这个计划外的所有他的计划。当这个人听说有一封信
送来时，他认为他的服务或他的意见照例是他的主人所需要的。于是他便走
进他的主人正在睡觉的帐篷，拿起了纳布达尔撒不经心放在他头部上方枕头
上的信看了；而当他看到这一阴谋之后，便赶忙到国王那里去了。

稍后当纳布达尔撒醒来并且没有找到那封信，从而意识到一定是出了什
么事情的时候，他先是试图赶上那个告密者，但是没有赶上，于是他便到朱
古达那里去想安抚他一番。他说他自己本来想做的事情已被他的不忠的侍从
人员抢了先。他哭着恳求国王看在他对国工的友谊和过去他本人的忠诚服务
的面上不要怀疑他会犯这样的罪行。

（72）听了这话之后，国王把真实的感情隐藏起来，却用好言抚慰了纳
布达尔撒一番。在处死了波米尔卡和他知道参预了阴谋的其他许多人之后，

                                                
① 参见本书第 67 章。——法译本
② 他不能援用要高级官吏尊重全体罗马公民的个人自由和生命的那些法律给予的特权，因为拉丁公民的地

位和联盟者差不多。据普鲁塔克《马略传》，此人是无辜的，处死他马略有责任。——法译本注，据英译

本补充。
③ 参见本书第 61—62 章。——法译本
① 他一直使这支军营流动于罗马各处的驻军之间。——英译本



他抑制了自己的怒气，因为他担心这会引起一场叛乱。但是从那时起，朱古
达便从来没有过上一个安宁的白天或夜晚。他对任何地点、任何人、任何时
间都不放心；他害怕自己的同胞就和害怕敌人一样。他永远处于戒备状态；
听见任何声音都会吓一跳，并且他在不同的地方度夜，其中有许多地方是同
国王的尊严很不相称的。有时他在睡梦中被惊醒，他会叫起来并且拿起自己
的武器。他始终处于一种接近于疯狂程度的惊恐之中。

（73）而当梅特路斯从跑过来的人那里得知波米尔卡的命运以及阴谋被
发觉一事时，他再次赶忙进行各种各样的准备工作，好像是要进行一场新的
战争的样子。由于马略不断要求给假，梅特路斯便把他送了回去，①因为他认
为一个对他不满又和统帅意见不合的人是起不了什么作用的，在罗马方面，
民众得知人们就梅特路斯和马略的问题所写的那些信之后，也立刻就相信了
信中关于这两个人的看法。统帅的贵族地位在这之前对他本来是一种荣誉，
这时却成了他不受欢迎的根源，而另一方面，马略卑微的出身却使他的声望
大为提高：但就这两个人的情况来说，他们自己的好的或坏的品质并没有派
别情绪那样大的影响。更有甚者，那些好闹乱子的高级官吏①也在煽动民众的
情绪，在每一个集会上都指责梅特路斯的背叛行为，却过分夸大了马略的功
业。民众最后竟然兴奋到如此程度，乃至完全依靠自己双手的劳动来维持生
计和声誉的全体手上业者和农民也放开了他们的本业来追随马略，把马略的
成功看得比他们自己的需要更为重要，而这结果则是权贵被击败，而经历了
多年之后，执政官的职务终于授予了一位“新人”。②后来，当保民官提图斯·曼
利乌斯·曼奇努斯问民众③，他们希望由谁来领导对朱古达的战争时，绝大多
数人都选择了马略。

确实，在当时不久之前元老院曾作出决定把努米底亚分配给梅特路斯，
但是他们的决定报废了。

（74）就在这时，朱古达却失掉了他所有的朋友，因为他亲手杀死了其
中的大部分，而其余的人因为害怕而逃到罗马人或国王波库斯那里去寻求庇
护去了。④因此，既然他不能在没有军官的条件下进行战争，同时又认为相信
新朋友的忠诚是危险的（当老朋友已经表明是不可靠的时候），于是他就生
活在这样的情绪之中，即对任何事都怀疑，都不能作出决定。没有一件事情，
没有一个计划，没有一个人是他能完全放心的。每天他都要更换他走的路线，
更换他手下的官员，时而出去应付敌人，时而又跑到沙漠里面去⑤他常常寄希

                                                
① 根据普鲁塔克的记述，马略是在选举执政官的民会召开之前 12 天才获准离开的，他用了两天一夜到达乌

提卡，从那里又经 4 天的海路到达意大利。——法译本
① 这里指保民官，参见《喀提林阴谋》第 38 章。——英译本
② 马略和路奇乌斯·卡西乌斯·隆吉努斯一道当选为公元前 107 年度的执政官，参见本书第 32 章。——法

译本
③ 我们已经知道（参见本书第 27 章），公元前 122 年盖乌斯·格拉古曾主持通过一项法律，据此元老院应

当在执政官选举之前指定执政官的行省，以后再由他们通过协议或抽签的方式加以分配。先前元老院曾汁

山决定延长梅特路斯在努米底亚的权力（作为长官）。保民官提图斯·曼利乌斯·曼奇努斯利用干预权提

山的建议，实际上起了取消元老院决定的作用。——法译本
④ 参见本书第 19 章。——法译本
⑤ 在他活动的地区里井没有许多通向沙漠的道路，当地人反抗罗马人的战术，这也是一种。而罗马人在胜

利时如果穷追不舍，就可以发现这些道路了。——法译本注。节录。



望于逃跑，随后不久又把希望寄托在武力上；他不知他的同胞的勇气和忠诚，
哪一种更不值得信任：因此，不管他转向哪里，他都会遇到困难。

当梅特路斯和他的一支军队出其不意地出现在国王面前的时候，他还在
这样的徘徊观望着；于是朱古达便在时间许可的情况下作了应战的准备，把
努米底亚人列为战阵，战斗跟着开始了。凡是在国王亲临的地方，那里的努
米底亚便作出一点抵抗的样子；在其余的地方，他的士兵刚一接战便被突破，
然后就逃散了。罗马人虏获了相当数量的军标和武器，但俘虏的士兵却很少；
原来在努米底亚人的几乎所有的故斗中，他们更多依靠的是他们跑得快，而
不是他们的武器。

（75）在这次溃败之后，朱古达对自己的处境更加绝望了，于是他便和
一些从罗马那边逃过来的士兵还有一部分骑兵逃到沙漠里去，然后又去塔
拉，①因为他的大部分财宝都在这里，他的孩子们就是在这里养尊处优地长大
的②。梅特路斯一得知此事，虽然他知道在塔拉和最近的一条河③之间横亘着
50 英里的干燥不毛之地，然而为了想通过攻占这样一个重要的城镇以结束战
争，于是他便设法克服一切困难，甚至想排除天然的障碍本身。为此他便下
令所有的驮畜只驮 10 天的粮食而不驮其他任何东西，此外只带上盛水的皮袋
和其他容器。④而且他还搜括农田以寻得尽可能多的家畜，要它们驮载各种容
器，特别是他从努米底亚的茅舍中取得的木制容器。此外他还下令住在附近
的所有的人（他们在朱古达逃跑后就向梅特路斯投降了）每个人都带上尽可
能多的水，并且为他们指定把水带到的日期和地点。他本人则从河里把尽可
能多的水驮在牲畜上，这条河，我前面说过，就是离城最近的那条河。他就
带着这些东西开始了向塔拉的进军。当梅特路斯和努米底亚人到达了他指定
的地点，并且设营和构筑了工事之后，据说突然间一场大雨自天而降，而单
是这场雨供应的水便不但足够而且有余了。带给他的水①其数量也比他预期的
要多，因为刚刚在一次投降之后，他们干的通常总是比指定他们干的要多②。
但是宗教的理由使得士兵更愿意用雨水，而且这场雨大大地鼓舞了他们的士
气。因为他们认为这是不朽的诸神加给他们的恩惠。

第二天，出乎朱古达的预料，罗马人到了塔拉，城里的居民因这座城的
难以克服的天然屏障而有恃无恐。他们虽然对于罗马人的这一出乎意料的举
动而深感惊讶，但他们仍然积极地进行备战工作。我们一方的士兵也是这样。

（76）国王这时才相信，没有任何事梅特路斯做不到，因为他的毅力使
他克服了一切碍障：武器、军械方面的、地点方面的、季节方面的、甚至天
然障碍（对于这种障碍所有其他人是无能为力的）。

于是朱古达在夜里带着自己的孩子们和他的大部分财宝逃离了这座城
市。而在这之后，他在任何地方都不停留在一天或一夜以上；

而事实上他是害怕有人出卖他，而认为迅速的移动能使他逃避这种出

                                                
① 塔拉后来叫提列普特，是努米底亚西南部、西卡以南的一座城市，它位于一片沙漠的边缘地带。——法

译本
② 这里似乎有些豪华的设施，专供王子们过同他们身分相适应的生活的。——英译本注，有改动。
③ 巴格拉达斯河，今天的美吉尔达河。——法译本
④ 备水是沙漠行军的最重要措施。——中译者
① 这里指附近的努米底亚居民带给梅特路斯的部队的水，这也是一项相当艰苦的差事。——中译者
② 这就是说，他们加紧于指定给他们的任务，以表明他们的投降是真心的。——英译本注，有改动。



卖，因为这种出卖的计划需要从容的时间和有利的机会。
但是当梅特路斯看到这里的居民渴望战斗，又看到这座城市不但形势险

要而且有防御工事的时候，他便用一道栅栏和一道壕沟把城墙包围起来，然
后在他能够找到的最合适的两个地方他设置了掩护装置①，堆起了一个土丘
②，上面放置了塔楼以保护围攻的士兵和他们的工事。城市居民这方面也加紧
他们的准备工作；确实，双方都在拼命了。

在大量的艰苦劳作和多次的战斗之后，罗马人在到达 40 天之后才终于占
领了这座城市，但是所有的战利品都被逃兵毁掉了。原来当这些人看到城墙
受到攻城槌的冲击并且看到一切都已保不住的时候，他们就把黄金、自银和
其他值钱的东西带到皇宫去。他们在那里酒足饭饱之后，便放火把财宝，连
同皇宫和他们自己一道烧掉，这样，他们担心会在胜利的敌人手里备受折磨，
因此还不如自愿受罚反而更好些。

（77）就在塔拉被攻克的同时，列普提斯城③的代表来到梅特路斯这里，
请求派一支卫戍部队和一位司令官到他们那里去。他们说，一个名叫哈米尔
卡④的怀有野心的有地位的人正在阴谋发动一场变乱，而无论高级长官的命令
还是法律都限制不住他；除非梅特路斯赶紧行动，否则他们的生命就会受到
极大的威胁，而罗马人则有失去他们的联盟者的极大危险⑤。而且，事实上列
普提斯的公民在对朱古达的战争一开始时便已经派遣使节去见执政官贝斯提
亚，后来义派遣使节到罗马去要求同罗马结成友谊和联盟。在他们的要求得
到允许之后，他们始终是真诚而又忠实的并且热心执行贝斯提亚、阿尔比努
斯和梅特路斯的一切命令。因此梅特路所很高兴同意他们的请求，并把利古
里亚人的四个步兵中队①派去帮助他们，率领这支队伍的则是盖乌斯·安尼乌
斯②。

（78）据说由于内乱而离开了自己的故土的西顿人就是在这一地区登陆
的，并且建立了列普提斯③这座城市。它位于两个西尔特斯之间，西尔特斯则
是由于它们的自然条件而得名的。它们是几乎位于阿非利加尽头的④两个海
湾，这两个海湾大小不同但自然形势相似⑤。海岸附近的海水非常之深，别的

                                                
① 这种装置 8 尺高、16 尺长、7 尺宽，它的顶子为了能不被人点着，通常用刚刚剥了不久的兽皮蒙覆。—

—法译本
② 土丘通常是用泥上、树干和木块混杂沿城墙堆起来的，最高处和城墙一样高，和地面形成一个斜坡，攻

城的士兵可以从这里爬上去。——法译本注，有修改。
③ 这里当指大列普提斯，参见本书第 19 章有关注释。——法译本
④ 这个哈米尔卡不是前面提到的那个同名的人，这个名字在阿非利加北部是常见的。——法译本注，有改

动。
⑤ 该城的安全受到威胁，这样由于哈米尔卡的阴谋罗马人便有了失去作为联盟者的列普提斯人的危险。—

—英译本
① 这是军团中由利古里亚人组戌的辅助步兵队伍。——法译本
② 此人可能是公元前 31 年参加对谢尔托里乌斯的战争的那个人，如果是这样，那么他就是盖乌斯·安尼乌

斯·路斯库斯（参见普鲁塔克：《谢尔托里乌斯传》，第 7 章）。——法译本
③ 腓尼基最古老的城中西顿的居民所建立的列普提斯是今天的列布达（在的黎波里塔尼亚）。——法译本
④ 撒路斯提乌斯把这里理解为阿非利加最东端的地区，他不把埃及算进世界的这一部分。参见本书第 17 章

和第 19 章。——法译本
⑤ 这两个西尔特斩位于今天的突尼斯和的黎波里塔尼亚之间，西边的是小西尔特斯（Syrtesminor），即今



地方有时深有时浅这要看情况⑥。当风刮起来使得海上波涛汹涌时，波浪就冲
刷泥沙和巨大的石块，这样当地的面貌便随风而发生变化。西尔特斯
（Syrtes）

这个名字就是从这个“冲刷”⑦的意思来的。
只是这个城市用的语言由于和努米底亚人的语言混合在一起的影响，已

经不是原来的语言了。它的法律和风俗习惯大部分还是西顿人的，他们所以
比较容易地保宵这些东西，是因为他们生活在同努米底亚人的首都有一段距
离的地方。要知道在他们和努米底亚的人口稠密地区之间是一片大沙漠。

（79）既然列普提斯的人民的事件使我们谈到了这一地区，那么谈一谈
两个迦太基人的崇高的和值得怀念的行为看来是适宜的。这个地方使我想起
了这件事情。当迦太基人统治着阿非利加的大部分的时候，昔勒尼的人民同
样是强大和繁荣富裕的。在昔勒尼和迦太基之间是一片外观单调的沙漠平
原。那里没有河或是山作为边界，这一情况使得这两个民族之间进行着一场
长期的、激烈的斗争。

在双方都有许多陆军和海军被消灭和打散并且双方都对长期的斗争感到
有些厌倦之后，他们就开始担心很快地会有一个第三方进攻同样被削弱的胜
利者和战败者双方。于是他们便缔结了一项休战协定并作出如下决定：在规
定的那一天，双方都派出使者从本城出发，而他们会见的地方就是两城人民
的共同边界。于是从迦太基派出了腓莱尼两兄弟，他们赶忙完成了这一行程。
从昔勒尼出发的人们走得比较慎重。这是由于偷懒还是偶然发生了什么情况
我就说不清楚了，不过在那里，一阵暴风往往会造成和海上同样的耽搁，因
为当着在那些平坦和什么部不生长的沙漠上刮起了凤的时候，它把沙子从地
上卷了起来，其势之猛可以使行人的嘴里和眼里满都是沙子。这样，人们由
于看不到东西而不得不停下来。当昔勒尼的人们看到自己来得比对方有点晚
的时候，①担心返回时会因为失败而受到惩罚，便指责迦太基人提前离开本城
并拒绝遵守协定；事实上，他们无论什么事都愿意于，就是不愿意在失败的
情况下回去。迦太基人要求重新约定条件，只要它们对双方都是公平的就行，
这时希腊人②便提出两个条件要对方选择，或者是在他们宣称是他们国上的边
界的地方被活埋，或者是在同样的条件下让希腊人向前一直走到他们愿意停
下来的地方。腓莱尼兄弟接受了对方的条件，为了他们的国家献出了生命，
这样他们就被活埋了。迦太基人于是在那个地点①向腓莱尼兄弟奉献了祭坛，
在国内也给予他们其他的荣誉。现在我的话再转入正题。

（80）由于朱古达在塔拉被攻陷之后，对于任何事物都无法同梅特路斯
抗衡这一点已深信不疑，于是他便带领几名侍从穿过巨大的沙漠地带一直来

                                                                                                                                           

天的伽贝斯湾，东边的是大西尔特斯（syrtesnlaior），即今天的西德列湾。——法译本
⑥ 即看风和气候的情况而定。——英译本
⑦ 作者这里大概考虑到希腊语的σμρειν（相当于拉丁语的 trahere），这个词法译者译为 tra(ner，英

译者译为 sweep，有“拖带”、“冲刷”之意。但法译本注认为这个词应当来自阿拉伯语 sert（意为大沙漠），

今天那里对附近的地区还在用这个词。——中译者
① 有人估计这地点离伽太基约 1200 公里，而离昔勒尼只有 520 公里。——法译本引 B.托玛斯语。
② 昔勒尼是提拉的移民地，提拉则是库克拉德斯群岛中的一个岛，参见本中书第 19 章。——法译本
① 大概在今天的埃尔巴尼亚。——法译本



到盖土勒人②的国土，盖土勒人是一个野蛮而未开化的种族，他们在当时从来
没有听说过罗马的名字。他把盖上勒人召集到一个地方，逐步地训练他们列
队，跟在军标后面行进，服从命令并且执行士兵的其他任务。通过大量的礼
物和更为慷慨的许诺，他还争取到了国王波库斯的最亲近的友人对他的好
感，并且通过他们的帮助同国王接近，诱使他对罗马人作战。这是一件比较
容易和简单的事情，因为就在这次战争开始时，波库斯曾把使节派到罗马去
请求缔结联盟条约，但是对于在进行的战争十分有利的这一安排却被利欲薰
心、习惯于拿一切荣誉的或可耻的事物作交易的几个人给破坏了。甚至在这
之前，波库斯便娶了朱古达的一个女儿，但是这样一种关系在努米底亚人和
摩尔人中间并不被认为是一种很有约束力的关系，因为他们每一个人只要财
力许可都可以娶随便多少妻子——一些人有 10 个妻子，另一些人还要多些，
国王的妻子当然更多了。没有一个妻子被看成是他真正的配偶，所有的妻子
同样都是无所谓的。

（81）军队③于是在相互约定的一个地点会师了。在相互发了誓之后，朱
古达就力图用言语激发波库斯的勇气。他说，罗马人既不主张公道，又贪得
无厌，他们是全人类的共同敌人，他们同波库斯作战的动机和他们同朱古达
以及同其他国家作战的动机是柏同的，这就是他们进行统治的欲望和对于一
切王国的憎恨。今天朱古达是他们的敌人，而就在不久之前，他们的敌人是
迦太基人和国王柏尔修①，在将来，不管是谁，只要罗马人认为他最强大，他
就是罗马人的敌人。在他讲了这些和诸如此类的话之后，两位国王便向着奇
尔塔城进军了，因为梅特路斯把他的战利品，他的俘虏和他的行李辎重都安
置在这座城市里了。因此朱古达认为，如果把这个城市攻下来，那么他们付
出的努力是值得的，而如果罗马的统帅前来帮助他的同胞，那就展开一场战
斗。但实际上，这个诡计多端的国王是想尽快地把波库斯拖入战争，因为事
情拖下去，这会使他改变主意。

（82）当罗马统帅得知两个国王联合起来的时候，他并不轻率地不顾任
何地点地同对方作战，而过去在他多次击败朱古达之后，已习惯于这样对付
他。但这次他却在离奇尔塔不远的一处设防的营地那里等候他们的到来，因
为他认为，自从这个新的敌人摩尔人出现以来，最好是先设法对他们加以了
解，这样才能进行比较有利的战斗。在这同时，他从来自罗马的书信得知，
努米底亚行省已经给了马略；要知道，他早已听到马略当选为执政官的事情
了。这个消息使他感到十分苦恼，虽然，无论从道理上来说，还是就他的身
分来说，他都不应当苦恼到这样的程度，他既抑制不住自己的眼泪，又管不
住自己的舌头，尽管他具有一位伟大人物的其他优良品质，但是在忍受屈辱
方面却表现得很不坚定。有些人把在这件事上他的行为归之于他的狂妄自
大；另一些人则认为这是一位品格高尚的人在遭受侮辱时的气愤表现：还有
许多人认为这是由于如下的事实，即他已经取得的胜利彼人从他手里夺走。
从我个人来说，我深信，更加使他感到痛苦的是马略得到的荣誉，而不是他

                                                
② 参见本书第 18 章。——法译本
③ 两个国王的军队。——中译者
① 迦太基之被摧毁是公元前 149 年的事情，至于马其顿国王柏尔修，则他是在所谓第三次马其顿战争中，

于公元前 168 年被埃米利乌斯·保路斯击败的。参见拙译科瓦略夫《古代罗马史》第 381—388 页。——法

译本注，有补充。



个人所受到的侮辱；如果把从他手中拿走的行省是给予任何别的人，而不是
马略，那他是不会那样烦恼的。

（83）梅特路斯由于心情沮丧而没有兴致去干任何事情，再加上他认为，
为了推动别人的事业而自己却要去冒险，这乃是一种愚蠢的行为，于是他把
使者派到波库斯那里去，要求他不应当无缘无故地变成罗马的敌人。他说，
在他们面临的危机中，国王有一个极好的机会缔结一项友好的联盟，一项比
战争更值得期望的联盟，而且不管他对自己的力量会有多大的自信，他也不
应当甲有把握的东西去换取没有把握的东西。要挑起一场战争在任何时候都
是容易的，但是要想中止它，那却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了，因为开始和结
束不是同一个人所能控制的。任何人，即使一个怯懦的人，也可以挑起一场
战争，但是只有在胜利者的同意下才能把它结束。因此摩尔人应当重视他自
己的利益和他的王国的利益，而不应当把他自己的好运和朱古达的走投无路
的困境结合在一起①。

对于罗马人传过来的这些话，国王作了一个相当带有和解味道的回答，
他说他是期望和平的，但只是可怜朱古达的不幸；如果把同样的机会给予他
的联盟者，协议便易于取得了。听了这回话之后，梅特路斯再次派出使节去
反驳波库斯的要求，波库斯又部分地倾听并且部分地驳回了他的抗辩。使者
继续不断这样地派来派去，时间就这样地过去了，而战争也就像梅特路斯所
期望的那样，停顿下来了。

（84）我在前面已经说过，马略在民众的热情支持下当选为执政官。由
于甚至在这次当选之前，他对权贵就是敌视的，因此一旦人民决定把努米底
亚分配给他，他就坚持不懈、勇敢地攻击起权贵来：时而攻击的对象是个人，
时而又是整个的显贵一派。他夸口说，他从权贵手里夺取的执政官职位是他
的战利品，还有别的一些意在夸耀自己和激怒对方的话。在整个这段时期里，
他最注意的一件事就是备战。他要求增强军团的力量，从国外的民族和国王
那里召集辅助部队，此外还从拉丁姆和我们联盟者那里动员来了最勇敢的人
们，对于这些人，他大多数是从实际的战斗中了解的，只有少数才只是凭着
声誉而已。他还用特别说服的办法使得已经退役的老兵和他一道出征。

元老院虽然敌视他，却不敢反对他的任何措施：但是它却特别乐于作出
给军团增加兵员的决定，因为人们都认为民众对兵役是不感兴趣的，这样一
来，马略便只能有两种前途：或者是失去作战的人力资源，或者失去民众对
他的爱戴。但是几乎每一个人都想随马略出征，结果元老院的希望便落空了。
每个人都梦想自己会因战利品而发财致富或者作为胜利者返回家园，此外还
有诸如此类的其他幻想。马略也用他的一篇演说在相当程度上激发了他们的
情绪；原来当他要求的所有的法令都得到通过并且他期望征募士兵时，为了
鼓励人们应征同时按照他的习惯为了戏弄权贵，于是他便把人民召集起来，
讲了如下的一席话：

（85）“公民同胞们，我知道，大多数的人是通过非常不同的方法要求
从你们手中取得权力并且在取得之后行使这一权力的；在开头，他们是勤勉、
谦虚和有节制的，但是后来就过懒散和傲慢的日子了。但是在我看来，正当
的行动方式恰恰与此相反。既然整个共和国比起一位执政官或一位行政长官
的职位更有价值，那么治理共和国时表现的关切态度也就应当比追求这些职

                                                
① 意谓不要放着好日子不过而要受朱古达的的牵累。——中译者



位时所表现的关切态度有价值得多了。在接受你们的极大的好意时，我不是
不知道我自己身上担负的任务有多么重大：既要为战争做准备同时要节省国
库的开支；迫使人们不愿去得罪的那些人去服兵役；要朋料国内外的一切事
务——在嫉妒、敌视和阴谋陷害的气氛中于所有这些事情，公民同胞，这是
比你所能想像的更要难办的任务。而且，如果别人犯了错误，那他们的古老
的显贵门第、他们祖先的显赫功业、他们的家人亲属的权势，他们的大群的
门客对他们来说都是十分现成的帮手。而我的希望全在我个人身上，而必须
用我自己的品德和诚实正直的性格来维护我的希望，因为所有其他方面的支
持都起不了很大的作用。

“公民同胞们.所有的人的目光都集中到我身上，正直诚实的人都拥护
我，因为我做的事情对我们的国家是有利的，而另一方面，权贵却正在寻找
机会攻击我，这些情况我也都了解。为此我必须更加认真地力求使你们不会
受到欺骗，却会使他们感到失望。我一生从童年直到今天，我过的一直是这
样一种习惯于一切劳苦和危险的生活。公民同胞们，至于我在得到你们的恩
惠之前在没有报偿的情况下所作的努力，我并不想放松它们，因为它们已经
给我带来了它们的回报。对于那些怀有野心而伪装公正廉洁的人们来说，要
他们在行使权力时有所节制，那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对于我这样一个终生过
着品德高尚的生活的人来说，习惯使得过诚实正直的生活已成为我的第二天
性。

“你们已经把对朱古达作战的任务委托给我了，对于这一委托，权贵们
感到极为恼火，我请你们好好考虑一下，如果你们改变主意，为这项或任何
诸如此类的任务百从权贵当中选定一个门第古老、家里有许多祖先的塑像但
是毫无作战经验的人是不是会更好一些呢？而毫无疑问，要选这样的人，对
于这样一个职务应尽的责任一窍不通的人，那么他就会手忙脚乱起来并且从
普通人民当中选定某一个人作他的顾问。老实说，往往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你们选出作为统帅的人还要寻求另外的一个什么人来领导他。公民同胞们，
我个人就知道有这样一些人，他们在当选为执政官之后才开始首次诵读我们
祖先的历史和希腊人的军事论文，他们真正是一些反其道而行的家伙！要知
道，虽然按时间先后的次序来说，要在当选之后才能行使职权，可是按照实
践的次序，它是在当选之前的①。

“公民同胞们，请你们把我这个‘新人’拿来同那些高傲的权贵们比较
一下吧。他们从别人的传述和阅读中才知道的东西，在我却是亲眼看到或亲
身经历过的。他们从书本学到的东西，我却是从服军役中学到的。现在就请
你们自己想一想，言语和行动哪一种更有价值呢？他们瞧不起我的卑微的出
身，我还瞧不起他们的庸懦无能呢！人们嘲笑我过去的遭遇②，但是我要嘲笑
他们的卑鄙无耻，从我这方面来说，我相信所有的人的本性都是相同的，但
最勇敢的人才是生来最高贵的人。如果有人在今天能够间一下阿尔比努斯和
贝斯提亚的祖先③，他们愿意有我这样的还是他们那样的后代，你们可以不用

                                                
① 这里是说，当选某一官职之后才能行使职权，但是出色地行使职权的训练是在选举之前。此处马略似更

多指行使军事指挥权。——英译本注，有补充。
② 这里指马略的卑微出身。——中译者
③ 阿尔比努斯属于波司图米乌斯家族（gensPostumia），这可能是起源于埃特路里亚的家族，从它中间产生

过许多知名的执政官，如三度担任执政官的路奇乌斯·波司图米乌斯·阿尔比努斯（李维曾记述过此人的



怀疑他们会怎样回答，他们将愿意选择尽可能优秀的子弟作他们的后代。
“但是如果他们有理由瞧不起我的话，那他们也应当瞧不起他们自己的

祖先；他们的祖先和我本人的情况一样，他们的祖先的贵族身分是来自英勇
的业绩。如果他们对我今天的地位心怀嫉妒，那他们也应当嫉妒我的劳苦、
我的诚实、甚至我经历的危险，因为我是通过那些东西才赢得了今天的地位
的①。事实上，那些人妄自尊大到已经到了不知好歹的程度，因此他们才装出
好像瞧不起你的荣誉的样子，但是另一方面，他们却又追求这种荣誊，好像
他们自己的生活也是非常正派似的。当他们以同样的信心去追求根本互不相
干的两件事——懒散的欢乐和德行的报偿——时，他们确实是错了。甚至当
他们对你们讲话或在元老院发表演说时，他们的主题总是称颂他们的祖先；
通过列举他们的祖先的功业，他们就以为他们自己也变得比较光荣了。实际
上恰恰相反，他们的祖先的一生越是光荣，他们自己的卑鄙也就越是可耻。
事情确实是这样的：祖先的光荣就仿佛是照在他们的后代身上的一道光，他
们的后人的德行和缺点都逃脱不了它的照耀。我得承认我没有这样的光荣，
公民同胞们；但是——这一点要光荣得多——我有权谈论我自己的功业。现
在就来看一看那些人是多么不公平吧；由于别人的功业而他们自己取得的东
西，他们却不允许我通过我自己的功业而取得；毫无疑问，这就是因为我家
里没有祖先的塑像，因为在我家中我是第一个显贵的人。然而创造者较之继
承随后又加以玷污的人肯定是更好的。

“当然我清楚地知道，如果他们想回答我，他们会使用十分动听和讲究
的词句。但是既然在你们给了我巨大的荣誉之后，他们就千方百计地试图利
用他们的咒骂来离间我们，因此我认为最好的办法是不保持沉默，因为我担
心有人会把我的沉默说成是因为良心有愧①。事实上我深信任何言语都不能加
害于我；要知道，如果他们讲老实话，那他们只能讲我的好话；如果他们讲
谎话，那我的生平和我的品格对之会加以反驳的。但是，既然他们批评的是
你们的这样一个决定，即你们把你们的最高官职和一项极为重要的任务交给
了我，那么就请你们反复考虑考虑，你们的这些做法是否有可以反悔的地方
吧！为了证明你们的信任是正确的，我不能摆出家族里祖先的塑像，也列举
不出我的祖先的凯旋式或执政官职位；但是如果情况需要，我可以摆出长枪、
旗帜、胸饰和其他战利品②给你们看。我还可以把我胸部的伤痕给你们看。这
些就是我的塑像，这些就是我所以有权置身显贵之中的证据，这是通过我自
己的无数劳苦与危险挣来的，不像他们的贵族身分是继承来的。

                                                                                                                                           

光荣业绩，参见他的《罗马史》第 23 卷第 24 章；第 24 卷第之章，第 28 卷第 28 章）。贝斯提亚属于卡尔

普尔尼乌斯家族（gensCal-purnia），他们是努玛第三个儿子卡尔普斯的后裔。——法译本注，有删节。
① 马略首先是一名普通士兵。在这方西他有健壮的体魄和坚定的精神。他是在西班牙，在小斯奇比奥同时

也在他未来的敌人朱古达的摩下学会了作战的。他走的只能是唯一的这样一条道路，这条道路使得一个没

有显赫的祖先和出身卑微但是有抱负的年轻人爬上夺取权力的阶梯并且使得贵族忘记了他卑贱的出身。公

元前 119 年他任保民官，公元前 115 年他任行政长官，而在他治理西班牙时他有机会不仅表现他的军事才

能，而旦表现出他是一位廉洁和果敢有力的行政官吏，这使他获得了声名。——节自法译本
① 这是说，意识到我没有资格担任这一职位。贵族的这一看法是根深蒂固的。——英译本注，有补充。
② 这里的长枪当指没有铁头的投枪（hastaepurae），旗帜（vexlla）指有金银装饰的各种颜色的小旗子，胸

饰（Phlerae）是有凸出的花纹的金属牌子，它可以系在带子上也可以系在马早上。至于其他战利品可以有

带扣、镯子、颈锁等等。——法译本注，有改动。



“我讲话并不是字斟句酌的，对这一点我毫不介意。德行本身就充分地
表现了自己，它并不需要装饰。正是他们那些人才需要讲话的技巧，用毫无
价值的语言来掩饰他们的可耻的行为。我也没有研究过希腊的学问③。我并不
十分想熟悉那种东西，因为它们并不曾使教这种文字的人成为有道德的人④。
但是我却为了我的国家的利益学到了远为最重要的课程，这就是把敌人打倒
在地，提高警惕坚守岗位，除去不好的名声之外一切都无所畏惧，能同样地
忍受得了酷暑与严寒，在什么都不铺垫的地上睡觉，同时经受得住困苦和疲
劳。这些就是我用来鼓励士兵的课程。我不想叫他们过苦日子而我自己却过
优裕的生活，也不想通过他们的劳苦赢得我个人的荣誉。这样的领导才是有
益的，这样的领导才是民主的。要知道，自己过着豪奢的生活却用惩罚的办
法来控制自己的军队，这是奴隶的主人而不是统帅。你们的祖先正是通过这
样的行为使得他们自己和他们的国家有了名的，但是权贵们仰仗这样的祖先
——不过他们自己已经和那些祖先完全不是一类的人了——却还瞧不起我们
这些想学古人榜样的人并且像付债似地向你们要求他们配不上的一切荣誉。

“可是那些狂妄之极的人们是大错特错了。他们的祖先把自己所能留给
后人的东西全日给他们了——财富、胸像，关于他们自身的光荣的回忆；但
是他们却没有给后人留下品德，而且他们也不可能做到这一点：只有品德是
不能像礼品那样地授受的。权贵说我是一介平民，举止粗俗，因为我不能设
精美的筵席款客，因为我没有在任何一个优伶①身上化过钱，没有在任何厨子
身上出过超过我的庄园管家②的价钱。这一点我乐于承认，公民同胞们。因为
我从我的父亲和其他正直的人们那里听说文雅的事情交给妇女，但劳昔才是
男人的事情；所有有道德的人应当多有一些好的名声，少要一些财富；使人
获得荣誉的是武器而不是家具。

“好啦，让他们继续干他们喜欢的他们珍爱的事情去吧；让他们去作爱
和饮宴吧；让他们在老年时还到他们度过青年时代的地方去过活吧；让他们
的老年在宴会中，在沉湎于口腹之欲和淫欲的状态中度过吧。让他们把汗水、
尘上和诸如此类的一切都留给我们吧，这些东西对我们来说比饮宴更加可
爱。但是有了这些他们还不够；当他们那些人间最无耻的人用他们的罪行玷
污了他们自己之后，竟还要夺取有道德的人们应得的报偿！因此便发生了极
不公正的事情：他们的奢华与懒散、一切恶习中最可恶的两种恶习，决不会
对于已经沾染上了这种恶习的那些人有所伤害，可是却毁了他们的无辜的国
家！

“现在，根据我的性格而不是他们的罪行所要求的那样作了答复之后①，
就我们国家的情况我还要讲几句话，首先，公民们，在努米底亚的问题上请
你们放心好了；要知道，你们已经消除了迄今对朱古达起保护作用的事物—

                                                
③ 希腊语和希腊哲学、文学等等是每一个有教养的罗马人所必学的，罗马人虽然是地中海的统治者，但是

文化中心却在希腊，罗马的上层人物大多去过希腊从师学习。——中译者
④ 不少有学问的希腊人在罗马上层人物的家中作家庭教师，一般希腊人在罗马则多属下九流的人物，但也

相当活跃，这种情况到帝国时期也没有什么改变。——中译者
① 有高超技艺的男女奴隶身价惊人，不是一般的罗马公民买得起的。——中译者
② 罗马庄园上的农活大多由奴隶担任，奴隶的总管也是奴隶，但大多是主人比较信任的奴隶，总管后来赎

身成为自由人的也不少。——中译者
① “甚至提到他们的罪过，他感到这对他自已的品格都是一种伤害。”——英译本引萨摩斯语



—贪欲②、无能③和妄自尊大④。而且，在阿非利加有一支熟悉当地情况的军队，
但是，诸神明鉴！军队的确是勇敢的，只是运气不好；由于他们的统帅的贪
欲或鲁莽无谋，他们的大部分已经牺牲了。因此，所有你们已经达到服军役
的年龄的人们，为了共和国的事业把你们的努力和我的努力结合起来吧⑤；别
人的悲惨遭遇或统帅的横傲不应当成为你们任何人感到畏惧的理由。无论在
行军时还是在战斗中，我、马略，都要和你们在一起，在你们遇到危险时既
是你们的顾问又是你们的同伴。在所有的方面，我将完全同样地对待我自己
和对待你们。而肯定在诸神的帮助下，一切对我们来说时机均已成熟。这就
是：胜利、战利品、光荣；而且即使这些还是不确定的和遥远的，所有正直
善良的人仍然应当向他们的祖国伸出援助之手。确实，任何人都不曾因为怯
懦而不朽，而任何一位家长也不会期望自己的孩子长生不死，而是期望他们
的一生是崇高的和光荣的一生。公民们，如果言语能够使怯懦者勇敢起来，
我还会有更多的话要说。但是我以为，对于有决心的人们，我的话已经说得
够多了。”

（86）马略讲了上面一席话并且看到这些话已经把民众的精神激发起来
之后，他赶忙把食品、金钱、武器和其他必需的物资装上了船，就命令他的
副帅奥路斯·曼利乌斯押送着这些东西启程了。在这同时，他自己则征募军
队，不过不是像我们的祖先那样按照阶级征募①，而是允许任何人自愿参加军
队，而他们大多数是无产者②。有些人说他这样做是因为好人不足额③，还有
人说，这是因为他想讨好，因为那个阶级正是给了他荣誉和地位的阶级。事
实上，对于一个渴望权力的人来说，最贫苦的人是最有帮助的，因为既然他
一无所有，所以他没有任何财产方面的顾虑，并且把他可以取得报酬的任何
事物都看成是正当的。结果则是马略出发去阿非利加时，他带的军队比批准
他带的要多得多。几天之后，他到达乌提卡，在这里仅次于统帅的副帅普布
利乌斯·茹提利乌斯把军队交给了他。原来梅特路斯不愿会见马略，这样他
就不会看到过去甚至听到心里都不能平静的事情。

（87）在补足了他的军团和他的辅助步兵中队的名额之后④，执政官就率
领他们到一块肥沃而又可以取得许多战利品的地区去；在那里能够取得的一
切都被他分给了士兵⑤，继而他便进攻那些地势不好或防御兵力不强的堡垒和

                                                
② 暗示贝斯提亚。——法译本
③ 暗示阿尔比努斯。——法译本
④ 暗示梅特路斯。——法译本
⑤ 关于马略的军事改革，参见拙译科瓦略夫：《古代罗马史》，第 503—508 页。——中译者
① 这里所说的阶级据说是赛尔维乌斯·图利乌斯在财产资格的基础之上规定的。参见李维：《罗马史》，

第 1 卷第 43 章。——英译本
② 赛尔维乌斯·图利乌斯分公民为五级。财产在 10 万阿斯以上的为第一级，75000 阿斯以上的为第二级，

5 万以上的力第三级，26000 以上的为第四级，12500（一说 11000）以上的为弟五级。capitecensi是比赛尔

维乌斯规定的最低的阶级还要低的人们，他们没有财产，也没有服兵役的义务。在监察官的调查表上只被

视为他们个人（caput）。——英译本注，有补充。
③ 这里所谓好人就是有财产资格的人，不涉及品德问题。——中译者
④ 参见《喀提林阴谋》，第 56 章。——英译本
⑤ 战利品按规定都属于国家，出售所得的款项归入国库（aerarium），但是从前面（本书第 41 章）我们看

到这一惯例已无人遵守。——法译本



城镇，在各处进行了多次无足轻重的小战斗。与此同时，新征募来的士兵却
学会了无所畏惧地进行战斗，他们看到，那些临阵脱逃的士兵不是被俘便是
被杀死，而另一方面，最勇敢的士兵反而是最有安全保障的士兵；他们认识
到，保卫自由、祖国、双亲和其他一切的是武器，武器才争得到光荣和财富。
这样，在一个短时期里，老兵和新兵便融为一体，他们变成同样勇敢的士兵
了。

但两个国王①听到马略到来的消息之后，便分别撤退到同是自然形势险要
的地方去，这是朱古达出的一个主意，他指望敌人的兵力不久便会被分散并
受到攻击，而当罗马人不害怕任何危险时’他们会像大多数的士兵那样放松
警惕和纪律的。

（88）就在这期间，梅特路斯返回了罗马，他在这里受到了十分热情的
欢迎，这一点和他所料想的完全相反。当人们对他的嫉妒情绪消失了之后，
他便发现自己无论在人民中间还是在元老院都同样是受欢迎的。但是马略则
在这里坚持不懈地和明智地研究了同样是自己的士兵和敌人的形势，了解了
双方的有利和不利之点，注视国王们的活动并且设法防止他们的阴谋诡计，
他不容许自己的士兵在纪律方面有任何松弛的现象，也不给敌人任何喘息的
机会。当盖土勒人和朱古达到我们的联盟者那里去打劫的时候，马略常常就
对他们发动进攻，把他们打散，而在离奇尔塔不远的地方，他曾迫使国王本
人抛掉自己的武器②。但是当他发现这种战功只给他带来光荣，却不能起结束
战争的作用时，他便决定一个一个地围攻所有那些有卫戍部队驻守或在地形
方面最能对敌人能起支

援作用，却对他自己的成功最有损害作用的城市。这样一来，他认为朱
古达便只能有两条道路可供选择：如果他不抵抗的话，他便会被剥夺自己的
防御力量，否则他就不得不出来作战。至于波库斯，他已不断派使者到马略
那里去，表明他希望同罗马人民结成友谊并且要马略放心，不要害怕他这方
面会有什么敌对的行动。他是伪装如此，以便发动出其不意的、因而是更沉
重的打击，还是生来的性格就习惯于在和平与战争之间摇摆不定，这一点还
不完全清楚。

（89）但是执政官这方面，却按照既定的计划，出现在那些设防的城镇
和要塞面前，他在某些情况下是用武力，在另一些情况下用恐吓或行贿的办
法从敌人手中夺取了这些城镇和要塞。起初他的企图是克制的，因为他认为
朱古达为了保卫他的臣民也要展开战斗。但是当他得知国王在很远的地方并
且正在专心考虑别的一些问题时，他认为进行更大规模和更艰苦的战斗任务
的时机已经成熟了。

在幅员广大的沙漠的中心地带有一座拥有坚强工事的大城市卡普撒①。利
比亚的赫邱利斯彼认为是这座城市的创建者。由于在朱古达的统治下这里的
公民并不向他纳贡而且朱古达对他们又是温和的，因此他们被认为对朱古达
是最忠诚的。他们所以不受敌人的侵犯，不仅因为有城墙和士兵的保护，特
别是因为他们占据的地势极为有利。因为除了这座城市附近的地带之外，这
整个地区都是无人居住的荒野，没有水，却有毒蛇为患，而且由于缺乏食物，

                                                
① 波库斯和朱古达。——法译本
② 这是说，他的军队抛弃了他们的武器井在混乱中逃散。——英译本
① 位于务米底亚东部，塔拉以南，后来称为比扎塞纳的地区，今天突尼斯的卡夫撒。——法译本



毒蛇就和所有其他野兽一样变得更加凶恶。而且能致人死命的蛇毒由于人们
口渴而变得特别厉害②。马略有一个想攻占这一城镇的伟大愿望，这还不仅是
由于它在军事方面的重要性，而且还因为这一事业看来是冒险的，因为梅特
路斯之攻克培拉曾给自己带来了巨大的荣誉。塔拉的形势和防守情况和这里
有类似之处，不同之处只是在塔拉不远的地方有几处泉水，而卡普撒人民只
是在城里才有一处活泉，否则就要依靠雨水了。在那里以及在阿非利加离海
遥远的所有不大开化的部分，这种情况是比较容易忍受的，因为努米底亚人
大都以奶和野兽为食，不用盐和其他刺激食欲的调味品；在他们看来，食品
的目的在于缓和饥饿和口渴，无助于嗜欲和豪奢的风习。

（90）执政官在作了十分仔细的了解之后，就必然会依靠诸神的帮助了；
因为单凭他个人的智慧，他不能提出足够的给养来应付如此巨大的危险。确
实，他甚至受到缺粮的威胁，这既是因为努米底亚人更注重畜牧业而不大重
视农业，也是因为那里的粮食已按照国王的命令运到设防的地点去了。而且，
在那个季节里土地干燥，没有收成，因为夏天快结束了。尽管有这些困难，
马略在当时的条件下还是作了尽可能充分的准备。他把前些日子虏获的全部
牲畜给了辅助骑兵部队①去经管，并命令他的副帅奥路斯·曼利乌斯率领轻武
装步兵中队②去拉里斯城③——他的钱财和粮食都收藏在那里——告诉他他④

本人几天之后也要去那里搜索粮草。他这样地掩盖了自己的真正目标之后，
他便向塔纳伊斯河⑤进发了。

（91）在这次进军时马略每天都把牲畜公平地分配给各百人团和骑兵
队，并且注意到要他们用牲畜的皮制造盛水的袋子。这样，他不仅解决了粮
食不足的问题，同时在没有揭示自己意图的情况下，提供了很快会派上用场
的某种东西。当他们在第六天终于到达河流的时候，大量盛水的容器已经准
备好了。他在河边设营并略加防卫①之后，便下令士兵用晚饭并且准备在日落
时出发，出发时把他们的全部行李都抛到一旁，而他们和他们的驮畜只把水
带在身上。随后，当他认为适当的时刻已经到来时，他便离开营地，在整夜
的时间里进军到天明才停下来，在第二个夜里也还是这样，但是在第三个夜
里，在天明之前很久的时候，他来到了一个丘凌地带，这里离开卡普撒多说
也只有二哩。他和他的全部军队就等在那里，尽量把自己隐蔽起来②。当天已
大亮并且根本不担心进攻的努米底亚人大批地从城里出来时，他便突然下令
全部骑兵和速度最快的步兵一道兼程奔赴卡普撒并攻打那里的城门。随后他
自己也迅速地跟了上去，时刻注意着不许他的士兵打劫。当城中居民看到发
生了什么事情的时候，他们陷入的混乱、他们的巨大惊恐情绪、他们的没有

                                                
② 这里指的似是希腊人所说的利比亚最危险的一种毒蛇 sιψsεs（意为“渴的”），名称的来源可能像撒

路斯提乌斯在正文中所说的那样，也可能是被这种蛇哎伤的人有一种难以遏制的口渴感。——法译本
① 这些辅助骑兵部队都是从意大利以外的高卢、西班牙、色雷斯等地特别精于骑术的民族中证募来的。—

—法译本注，有删节。
② 指辅助部队的轻武装步兵中队。——法译本
③ 在努十底亚的西卡和扎玛之间，可能是今天的拉尔布尔斯（Larbourse）。——法译本
④ 指马略本人。——中译者
⑤ 未详。——法译本
① 因为这是一种不过使用几小时的临时营地。——法译本注，有删节。
② 这平原上有不少小丘和许多灌木丛，因此便于军队的隐藏。——法译本



料到的灾难以及他们的一部分市民同胞还在城外并在敌人的控制之下这一事
实都使他们不得不投降。尽管如此③，这座城还是被烧掉，而成年的努米底亚
人也全部被杀死；所有其余的人都被卖掉而战利品则在士兵们中间分配了。
执政官所以犯了违反战争法规的罪过，并不是因为贪欲或残酷，而是因为这
个地方对朱古达有利而我们却难以接近，另一方面，这里的人民善变而不可
信赖，并且在先前便已表明，无论恩惠还是恐吓都不能使他们俯首听命④。

（92）马略已经是一位伟大而著名的人物，但是在自己的人没有损失的
情况下取得了这一重大的胜利之后，他就开始被认为更加伟大，更加著名了。
所有他的冒失行动，甚至当它们是考虑得不周到的时候，都被认为是他的才
能的证明。不受严厉军纪的约束同时又发了财的士兵把他捧上了夭，而努米
底亚人则害怕他，好像他不是一个凡人。简言之，所有的朋友①和敌人都同样
相信，他具有一种超出常人的洞察力或者无论在什么事情上诸神都对他有所
启示。

在卡普撒取得了胜利之后，执政官就向其他的城市进发了。对于一些城
市，他不得不粉碎努米底亚人的反抗，但是在大多数的情况下，城市居民因
为害怕遭到卡普撒居民那样的悲惨命运弃城而逃，他于是便把这些城市烧掉
了②。整个努米底亚到处在流血，到处人们在痛哭流涕。最后，在不损一兵一
卒而占领了许多地方之后，他才试图进行另一次不像攻打卡普撒时那样危
险，但是同样困难的出征。

在离开穆路卡河③——这是朱古达的王国和波库斯的王国之间的界河—
—不远的地方，在一处平原的中心地方有一座石头小山，小山宽到上面可以
修建一座中等大小的要塞，它并且很高而且只有一条狭窄的小道通上去。整
个地方天然就是陡峭的，就好像它是经过特别设计后修造起来的。马略想尽
最大的努力攻占这个地方，因为这里有国王的财宝，但是在当前这件事上，
他的成功出自偶然而不是有什么巧妙的办法；原来这座要塞有充分的武器和
人员，此外还有大量的粮食和一处泉水。它的形势是上丘、塔楼和其他围攻
的器械都无法对付的，而另一方面，通向要塞的小道又极狭窄，而且两边都
是峭壁。把活动雉垛推向前时要冒极大的危险而且毫无用处。因为只要它们
向前移动一小段距离，便要为火或石块所摧毁。士兵由于山的陡峭而在工事
面前根本无法站住脚，在活动雉谍的掩护下也不能免于危险；其中最勇敢的
人不是战死就是负伤，这样其余的人也就逐渐丧失了勇气。

（93）在马略极为劳苦地度过了许多天之后，他已在焦急地考虑他是应
当放弃这一无望的进攻企图，还是应当等待他曾多次享受过的好运的照顾。
在许多白天和许多黑夜里他始终拿不定主意，恰巧这时有一个利古里亚人①，
他是辅助步兵中队的一个普通士兵；他在离开营地去取水时，就在要塞的离
包围者最远的那一侧附近，他注意到有一些蜗牛在石头中间爬来爬去。他先

                                                
③ 按战争法规，对投降者是不应当杀死的。——法译本注，有删节。
④ 这是古代使用胡萝卜加大棒的政策的大国代言人的口吻。实际上是给马略的残暴行为辩解。——中译者
① 朋友不仅指罗马阿非利加行省的居民，而且也指努米底工人中间倾向于罗马方面的人。——法译本
② 这是防止敌人再次回来把它们作为抵抗罗马人的据点。——法译本
③ 今天是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之间的穆路雅河（Moulouya）。——法译本
① 利古里亚人生在多山内地区，因此他们的登山的本领都是很高明的。——据法译本，有改动。



是收集一两个，后来又想再收集一些，这样，在热心的收集中②，他便一点点
地几乎爬到山顶上去。当他发现只有他一个人在那里时，他有了一种想克服
困难的愿望，而这是合乎人的常情的。恰好在那里的石头当中长着一株巨大
的橡树，橡树稍稍向下倾斜，然后又向上生长，这乃是一切植物的本性。有
时借助于这株橡树的枝干，有时借助于突出的石头，这个利古里亚人竟然爬
到了要塞四周的高原上来，而这时所有的努米底亚人都在注视着人们的战
斗。在他对他认为以后会有用的一切进行了仔细地观察之后，他便顺着原路
返回，不过在返回时不是像爬上去时那样漫不经心，而是事事加以试验，事
事留心观察。然后他便赶到马略那里去，把刚才所做的都告诉了他，并且劝
他在他自己③攀登过的地方作进攻的尝试，并且自告奋勇愿意作爬山的向导和
率先进行这次危险的进攻。

马略于是派他身边的几个人和这个利古里亚人一道去，看一看他的建议
是否可行，他们中间的每一个人都按用自己的性格提出自己的看法，有人认
为这一行动难以实现，有人则认为容易。但总他说来，执政官多少得到了一
点鼓舞。于是从他所有的号角手和喇叭手当中他选出了五名最灵巧的人并且
有四名百人团长同行加以保护。他指示他们所有的人都要听从利古里亚人的
指挥，并规定第二天便开始行动。

（94）当利古里亚人认为约定的时间①已到的时候，他便作了一切准备，
到那个地点去了。那些准备攀登的人按照他们的向导先前的指示已经换了武
器装备，不戴帽子也不穿鞋子，这样他们可以看得更清楚，也更易于在岩石
中间攀援。他们把剑和盾牌背在背后，但是带的是努米底亚人的兽皮盾牌，
因为这种盾牌比较轻，打在上面时声音也比较小②。然后利古里亚人便在前面
带路，他把绳子系在石头或从石头里钻出来的老树根上，这样士兵们借助于
它可以更好地攀登。有时他帮一下因攀登的路特别困难而被吓住的那些人，
而在特别难登的地方，他便要同行的人不带武器一个一个地先走在前面，而
他跟在后面给他们带着武器。在看来攀援时有危险的地方，他总是第一个试
攀，并且他往往是攀登上去再由原路返回，然后立刻站到一旁以便让其余的
人有攀上去的勇气。就用这个办法，经过很长一段时间并付出巨大的努力，
他们终于来到了要塞，而要塞的这一部分并没有人防守，因为所有的人，就
和在前些天那样，都是面向着进攻的敌人的。

在整整一天里马略都极力使努米底亚人把注意力集中在战斗上。但是一
旦他听到利古里亚人攀登成功的信号，他立刻开始激励自己的士兵。他本人
也走出活动雉堞的掩护，组成了龟形阵①，向城墙方向推进，同时试图利用发
射装置，弓手和投石手从远处恐吓敌人。努米底亚人由于在此之前常常把敌
人的活动雉谍打倒或点着，所以自己不再躲在要塞的墙里，而是日夜都留在
外面辱骂罗马人并且奚落马略，说他简直是发了疯。战斗中的胜利使他们的

                                                
② 蜗牛是可供食用的，收集它不是为了好玩。现在在欧洲蜗牛仍是一种名菜。——中译者
③ 即利古里亚人。——中译者
① 和马略约定的时间。——英译本
② 罗马人的圆形盾牌（clipeus）是用金属做的，圆形，通常里面是凹进去的，因此碰撞时有响声，后来人

们便用一种长盾（scuttum）来取代它，这种盾用轻质的木头制作，上面包以牛皮，边上再包上铁。——法

译本
① 士兵把盾牌举在头顶上，相互重叠，形成一个连续不断的掩护装置。——英译本



胆子大起来了，他们竟用受朱古达奴役这样的事情来威胁我们的士兵。
就在这期间，所有的罗马人和所有的敌人在进行一场激烈的斗争，他们

双方都全力以赴，一方是为了取得荣誉与领土，另一方则是为了求得安全拯
救自己。突然间这时喇叭在敌人的后方响了起来②。于是跑出要塞来观战的妇
女和儿童首先逃跑，随后是离城墙最近的那些人，最后是所有的人，不管是
带武器的还是不带武器的全都跑了③。对此罗马人便更加猛烈地向前逼进，把
敌人击溃，但只是使敌人的大多数负伤而已。接着他们就迈过战死者而冲向
前，他们急于求得光荣而每个人都力图第一个到达城墙那里去。但没有一个
人停下来打劫财富。这样一来，马略的无谋之勇便因为好运而得到了补偿，
他的错误的判断反而使他得到了光荣。

（95）就在罗马人对要塞发动进攻期间，财务官路奇乌斯·苏拉④率领着
一支骑兵大军来到了营地，这支骑兵是他在拉丁姆和联盟者那里征募来的，
而苏拉就是为了这一目的给留在罗马的。

既然我叙述的事件使我们注意到了这一伟大人物，我以为在这里就他的
生平和性格谈儿句是适当的。如果是在别的地方，我们就无需再谈苏拉的事
情了，因为路奇乌斯·西森纳①关于他的记述总的说来是最好的也是最精确
的，只是依我看，他的意见讲得不够坦诚。

且说苏拉出身一个旧贵族世家，他的家庭由于祖先的堕落而几乎落到破
灭的地步。他既精通希腊文学，也精通罗马文学；他是一个有高度智慧的人，
他追求享乐但是更加追求光荣。在闲暇的时候他过放纵的生活，但是他的享
乐绝不会影响他的本职工作，只是作为一位丈夫，他的行为本来是应当更正
派些才好②。他能言善辩、聪明伶俐，很快就能同别人交上朋友。在伪装自己
的真正意图方面，其用心之深达到今人难以置信的程度。但是对于许多东西，
特别是对于钱财，他出手十分大方。在他取得内战的胜利之前，他在所有的
人当中是最幸运的，但是他的幸运从来不曾超过他的才干③。许多人都无法肯
定到底他的幸运更多有赖于他的勇敢，还是有赖于他的有利的机遇。至于他
后来的所做所为，我不知道人们在提到它时，是应当感到羞耻，还是应当感

                                                
② 这是派喇叭手和利古里亚人同去的原因。——中译者
③ 这里的叙述不甚清楚，作者没有说明对方是风唯一的通道跑下来，还是跑在岩石上城外的什么地方，也

没有说明其余的罗马人是怎样上去的。——中译者
④ 路奇乌斯·科尔涅利乌斯·苏拉［他在战胜马略之后被加以“费利克斯”（Fel-ix，意为“幸运者”）的

名号]出身于一个相当贫困的家庭（参见普鲁塔克：《苏拉传》，第 1 章），他生于公元前 138 年，从青年

时代便致力于研究希腊的语言与文学，一直到他的老年。在他继承了小小的一份产业之后，他大大地放荡

了一阵子。他受的教育再经过他同罗马凤族派优秀人物交往的薰陶似乎不会使他后来从事军事活动，他于

公元前 107 年以当选财务官身分来到阿非利加时，马略对他是有些冷淡的。——法译本
① 科尔涅利乌斯·西森纳生于公元前 119 年，公元前 78 年任行政长官，公元前 67 年死于克里特岛，当时

他正在以副帅身分辅佐庞培进行肃清海盗的战争。他因撰述 12 卷的《历史》而有史家之名，在此书中他记

述了从同盟战争（公元前 90 年开始）直到苏拉独栽这一时期里的事件。此外他还给普劳图斯的作品作注并

从希腊语翻译了米利都人阿里斯提德斯的寓言故事。西塞罗曾多次提到他。他的《历史》的片断曾由 H，

彼得加以搜集。他的文体是拟古的、做作的。——法译本
② 苏拉一生结过五次婚，每次对他的妻子都很不好。——法译本性，有删节。
③ 这里是说，他的成功并非侥幸。——中译者



到悲痛④。
（96）正像我已经说过的，苏拉率领着他的骑兵来到阿非利加和马略的

营地之后，虽然他先前没有作战的经验，也没有受过这方面的训练，但是很
快他就成为全军当中一名最优秀的军人。而且，他对士兵使用礼貌的语言，
对于有求于他的许多人，他都给以满足，他本人却不愿自动接受别人的恩惠，
而在接受之后回报时却比还一笔债务还要迅速。他同最下层的人们开玩笑或
一本正经地谈心，往往和他们一道执行公务、行军、值勤，而在这同时却又
不像受卑鄙的野心所驱使的人们那样，试图从背后中伤执政官或任何好人的
声誉。他唯一想努力做到的是不使任何人在提出的见解或实际行动方面超过
他，而事实上他是超过几乎所有人的。他的品格与行为既然如此，因此很快
深受马略的赏识和士兵们的爱戴①。

（97）朱古达这方面在他失掉卡普撒和作为他的事业的依靠的其他设防
地点以及大量财富②之后，便派遣使者到波库斯那里去，请他尽快率领军队开
入努米底亚，因为战斗的时刻即将来到了。

但是，当他得知波库斯拿不定主意，并且不知道和与故哪一方面对他更
有利的时候，他便再一次用礼物贿赂国王的亲信③并答应摩尔人本人④把努米
底亚三分之一的国土让给他，条件是要把罗马人赶出阿非利加或在他不失掉
自己的任何领土的情况下结束战争。在这一许诺的诱使之下，波库斯率领一
支大军同朱古达结合起来。两位国王于是把双方的军队合并并且在白天还剩
几乎不到十分之一的时间时向正在开向各营的马咯展开了进攻；因为他们认
为，如果他们进攻失败，即将到来的黑夜对他们会起保护作用；如果他们战
胜，黑夜对他们也并无妨碍，因为他对这一地区是熟悉的。但另一方面，对
罗马人来说，无论战胜或战败，黑暗对他们来说都是比较危险的。而就在执
政官从自己方面的侦察兵得知敌人正在迫近的时候，放军本身已经出现，并
且在自己方面的军队得以列成战斗的队形或把行李堆起来之前①，事实上也就
是在能以发出任何信号或命令之前，摩尔人和盖上勒人的骑兵已经蜂拥而至
攻向罗马人，不过他们既没有作战的队形也没有作战的计划，而完全像是随
便凑到一起的乌合之众。

我们的人被这没有料到的危险槁得晕头转向，不过尽管如此，他们并没
有忘记自己应当勇敢战斗。有些人拿起了武器，而另一些人则使敌人不能接

                                                
④ 这里指苏拉通过宣布不受法律保护而进行的大屠杀以及通过科尔涅利乌斯法取消平民的权利，恢复贵族

的权利等做法。当他认为他为他的一派己做得足够的时候，他才放弃了自己的独裁权力（公元前 79 年年

初），却没有一个人敢于应他之邀请来向他提出解释他的行为的要求。他退休后住左普佐利斯的郊区，用

希腊语写作他的回忆录（ùπομν ματα）。他来不及最后编订此书，这工作是由他的被释奴隶科尔

涅利乌斯·埃皮卡杜斯完成的。书的内容我们是通过普鲁塔克才知道的，后者写的许多传记都是从这部书

中取得了大量材料。除丢著述以及渔猎活动之外，他还向罗马介绍了亚理士多德的作品。他是在 78 岁时因

中风而去世的。——法译本性，有删节。
① 这同苏拉刚来到阿非利加时马略对他的冷淡态度形成鲜明的对照，同时也可以看出苏拉非同寻常的手

腕。——中译者
② 参见本书第 89 章以次所发生的事件。——法译本注，有删节。
③ 参见本书第 80 章。——法译本
④ 即指国王波库斯。——中译者
① 堆起行李便于战斗并防止敌人的掠夺。——中译者



近他们的正在拿起武器的同伴。还有一部分人跨上了马向敌人展开进攻。这
次战斗更像是匪徒的一次袭击，而不像是一场正规的战斗。在没有军标和毫
无章法的情况下，骑兵和步兵混到一处，有些人后退，另一些人则斩杀自己
的对手；许多对自己的敌人勇敢作战的人从背后受到了包围。面对人数占优
势并且从四面八方攻来的这样一批敌人，勇气和武器都不能给我们足够的保
护。终于罗马人，无论是新征募的兵还是老兵（这些老兵是精通战术的）—
—也许是地势或时机使他们不管是谁集合在一处——组成了一个圆圈，这样
就既能在四面都能保卫自己，同时又能在敌人的进攻面前形成一道严整的防
线。

（98）在如此危急的情况下，马略不但毫不畏惧而且和先前一
样地信心十足，他率领着不是由他的最亲密的友人而是由最勇敢的士兵

组成的骑兵亲卫队在战场上到处奔走，时而支援在战斗中遇到困难的士兵，
时而在敌人以极大的人力优势向我方压来的地方向敌人展开进攻。他通过手
势向士兵发布命令，因为在一团混乱中士兵根本听不到他说的话。现在白天
已经过去了，蛮族的进攻的蛰头却一点也没有放松，因为正像国王们所说的
那样，黑暗对他们是有利的，因此他们的进攻更加猛烈了。马略于是适应着
形势调整了他的战术，想给他的士兵提供一个躲避的场所，于是他便占领了
附近的两个小山，其中的一个小到无法设营，但是却有一处大的泉水，而另
一个小山则适合于他的目的，因为它的大部分既高且陡，因而不需要什么防
卫措施。但是他命令苏拉和骑兵在夜里守在泉水旁，他自己则逐步地把分散
的兵力集合起来，趁着敌人还是一团混乱的时候，把他们所有的人以加倍的
速度率领到另一座小山上去。这样，由于他所占据的地位，两个国王不得不
中止战斗。不过他们不允许自己的士兵到远的地方去，而是用他们的大军把
两座山包围起来，他们是随随便便地设营的。

随后，蛮族在点起许多篝火——这是他们通常的习惯——之后，便把夜
间大部分的时间用来寻欢作乐、高声呼叫①，而这时他们的领袖——这些人由
于没有被打跑因而充满了信心——的举动也居然像是胜利者了。所有这一切
被在黑暗中处于较高处的罗马人看得清清楚楚，从而使他们受到了很大的鼓
舞。

（99）因看到敌人没有纪律而特别受到鼓舞的马略于是下令要绝对保持
沉默，甚至在夜间换班时②也不许按惯例发出有声的信号。继而，当天色渐明
而最后变得精疲力尽的敌人刚刚入睡的时候，突然间他下令哨兵，同时还有
步兵中队①和骑兵队伍以及军团的号角手一道发出声音的信号，并命令士兵一
声呼叫，然后就从他们的营地的各内冲了出去。突然为这一奇异的和可怕的
声音所惊醒的摩尔人和盖土勒人②根本不能逃跑、不能把自己武装起来、不能

                                                
① 参见塔西佗：《编年史》，第 1 卷第 65 章。——法译本
② 罗马人每夜分成四班，第一班开始于日及时，第四班结束于日出时，每班长短依季节而不同。在罗马军

队中，由统帅指给士兵每班何时开始，具体的通知任务由喇叭手吹喇叭发出信号。——法译本注，有删节。
① 这里指辅助步兵中队。——英译本
② 摩尔人（玛乌里人）最初由亚细亚迁移到阿非利加，居北非西部。他们的东边是努米底亚而以穆路查河

为界。他们的南边是盖土勒人，西边是大西洋，北边是地中海。臣属于波库靳的盖土勒人散居千古利比亚

西北部的广大地区。他们的两边是大西洋，北边是玛乌列塔尼亚和努米底亚，南边是尼日尔河。一些人认

为他们和他们北边的玛乌里人和努米底亚人有血统关系；也有人认为他们是由土著刊比亚人、亚细亚移民



干或准备任何事情。武器撞击声、呐喊声、孤立无援的情况、我们士兵的进
攻、混乱和恐怖使他们陷入这样一种惊恐、一种几乎是发疯的状态。长话短
说，他们全部被击溃，被打跑了，他们的大部分武器和军标被夺走，并且在
那一场战斗中敌人阵亡者的人数比先前所有名次的阵亡人数还要多；要知
道，睡眠和没有料到的危险阻止了敌人的逃跑。

（100）于是马略便继续向他的冬营前进，这是他本来要做的，因为他曾
决定在沿海的城镇③过冬以便取得给养。不过他的胜利并没有使他有所疏忽，
也没有使他变得过于自信，而是以方阵④的形式向前推进，就仿佛他是在敌人
的注视之下行进似的。苏拉和骑兵配备在右手，在左手是奥路斯·曼利乌斯
和弩石手、弓手和利古里亚人的步兵中队，而在前面和后面马略则安排了率
领着轻武装步兵小队⑤的军团将领。那些最不受人重视，但是熟悉这一地区的
投过来的士兵则侦察敌人的进军路线，与此同时，执政官就好像没有安排任
何军官辅佐他似的那样小心，他对一切都持戒备态度，出现于所有的地方，
对每个人都给以应得的称许或责备。他本人是处于武装戒备状态的，并且他
迫使士兵也学他的榜样。他和组织进军时一样细心地为营地设防，把一些步
兵中队从军团分出来要他们守卫营门，并且安排辅助的骑兵部队在营地面前
执行类似的任务。此外，在栅栏上方的壁垒上他也安排了岗哨。

他亲自巡视值勤士兵，这与其说是因为他担心人们不执行他的命令，不
如说因为要士兵看到统帅的不折不扣的榜样而甘愿忍受劳苦。显而易见，马
略在当时以及在对朱古达作战的其他时期，他的治军原则是要士兵们知耻，
而不是单纯使用惩办的方法。许多人认为他这样做是为了取得人们对他的好
感，还说，对于他从童年时起便已经习惯了的劳苦以及对于其他人认为是痛
苦的其他事物，他却能从中找到乐趣。不管怎么说，这种做法对国家作了既
伟大而且光荣的贡献，就和通过最严格的纪律所达到效果一样。

（101）终于在第四天，当他们离奇尔塔城①已不远的时候，侦察兵从四
面八方一齐迅速出现，这表明敌人已在近旁了。由于来自不同地区的各个方
面的人员所报告的情况都相同，执政官不知道应当发出怎样的战斗命令。因
此他便在原地等候而没有改变自己的队形，但对于任何紧急情况却都是有所
准备的。通过这样的办法他使朱古达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因为朱古达把自
己的军队分成四个部分，他认为如果他们从四面八方同时进攻，至少有一部
分人可以抄罗马人的后路。但就在这同时，首先受到敌人冲击的苏拉在对自
己的士兵进行鼓励之后便率领着自己的一部分士兵向摩尔人攻去，他是用骑
兵队伍向敌人发动尽可能逼近的贴身进攻的。他的其余的队伍坚守自己的故
斗岗位，一面保护自己不受从远处投过来的投枪的伤害，一面杀死得以逼近
到他们身旁的所有敌人。正当骑兵这样地进行战斗时，波库斯和由他的儿子

                                                                                                                                           

和在朱古达战争之前罗马从未听说过的野蛮的游牧民族混合而成。——法泽本注，有删节。
③ 主要是希波涅·扎里图斯（今天的比塞大）和乌提卡。——法译本注，有删节。
④ 这是说，把辎重放在中心，四周环以重武装士兵，前后和两翼则有骑兵和轻武装步兵加以保护。——英

译本
⑤ 轻武装的士兵也可以理解为在军团前面展开战斗的 velites，他们是从最年轻和最贫苦的士兵当中选出来

的，也可以理解轻武装的正规军团士兵，这里作者似指后者。步兵小队通常定额 120 人。——法译本注，

有删节。
① 参见本书第 25 章。——法译本



沃路克斯率领的步兵——沃路克斯由于路上的耽搁而未能参加前一次的战斗
——向罗马人的背后发动了进攻。马略这时正忙于在前面作战，因为那里要
对付的是朱古达和他的大部分兵力。但是这个努米底亚人得知波库斯已经到
来时，便带领着自己的几个人偷偷地跑到国王的步兵那里去①。当他到达他们
那里时他使用拉丁语（因为他在努曼提亚时学会了说拉丁语）喊叫说，我们
的士兵②正在徒劳地战斗着，因为就在不久之前，他已经亲手把马略杀死了。

他说这话时还举起一把带血的剑给人们看，这是他在战斗期间因为勇敢
地杀死我们的一个步兵才把剑染红了的。当我们的士兵听到这个消息时，他
们所以感到震惊与其说是因为相信这样一个消息，不如说是因为这一行动造
成的恐怖。而就在这时，蛮族受到了鼓舞并且更加猛烈地向受到惊吓的罗马
人发起了进攻。当苏拉在打败了敌人之后，又转回来进攻摩尔人的侧翼的时
候，我们的士兵几乎就要逃跑了。波库斯立刻后退。至于朱古达，正当他试
图要他的士兵坚持住并且夺取几乎到手的胜利时，他却受到了骑兵的包围；
不过虽然他的右边和左边的所有的士兵都被杀死，他一个人还是在敌人有如
雨点般打下来的武器当中杀出了一条活路。就在这同时，打跑了骑兵的马略
正在赶来援助自己的士兵，因为他刚刚听说罗马士兵眼看就支持不住了。敌
人最终全线溃败。于是在开阔的平原上出现了可怕的景象——追逐、逃跑、
屠杀、俘获，倒在地上的马和人，许多受伤的士兵既不能逃又不能安静地留
在原地，他们时而想挣扎着站起来，但立刻便又倒下去了。简而言之，不管
你放眼到什么地方，大地都被鲜血所浸透，到处都是武器、战械和尸体。

（102）在这之后，肯定成了胜利者的执政官便来到了奇尔塔，这地方从
一开头就是他的目的地。在蛮族第二次失败之后的第五天，彼库斯又派使节
到那里去，以国王的名义请求马略，要马略把自己最信赖的两名军官派到他
那里去。他们说波库斯想同他们商讨有关他本人的利益以及罗马人民的利益
的问题。马略立刻选定了路奇乌斯·苏拉和奥路斯·曼利乌斯两个人，他们
虽然是被国王召请去的①，但是他们却决定也向国王讲话，目的在于改变他的
打算，如果这打算对罗马不利的诸，或者，如果他已经希望和平了，那么就
进一步加强他的要求和平的信念。于是苏拉便作了如下简短的发言，而曼利
乌斯所以让他讲话②并不是因为他年长，而是因为他的口才。

“波库斯国王，使我们非常高兴的是，诸神终于使您这样一位如此伟大
的人物希望和平而不是战争了；终于使您这样一位最优秀的人物不再同朱古
达这样一个坏透了的人发生关系从而玷污了自己，同时终于使您解除了我们
不得不采取的一项痛苦的措施，那就是对您的错误和他的罪行给以一视同仁
的处理。我还可以补充说，罗马人民从他们统治的一开始，就更愿意寻求朋
友而不是奴隶，并且一直认为通过协议而不是通过强制进行统治会更加安
全。确实，对您来说，没有比同我们的友谊更值得想望的了。这首先是因为
我们同你们距离遥远，这个条件比起如果我们挨得很近，便减少了发生摩擦
的机会，但是我们的联盟仍然如近邻那样强大。而其次是因为我们都已经有

                                                
① 这就是说，朱古达本来正带领着他的骑兵对马略作战，这时却偷偷离开前方而跑到罗马人的背后去，因

为波库斯和他的步兵正在从后面向罗马人发动了进攻。——英译者
② 指罗马的士兵。——中译者
① 他们是被召请去听取国工的建议的，不是去发言的。——英译本
② 本来论官阶、论年纪都应当由曼利乌斯先发言。——中译者



了大多的臣民，然而不管是我们还是别的任何人都不曾有过足够多的朋友。
我只希望从一开头您也有这样的看法！在那种情况下，这时您从罗马人民得
到的好处会远远超过您所遇到的不幸。但是，既然人的际遇主要还是由命运
支配的，既然看来命运乐于让您既体验我们的力量又体验我们的好意，那么
现在就赶忙在它给您这样一个机会的情况下把您已开始的做法继续下去吧。
您有大量的机会通过做好事轻易地弥补您的错误。最后，让这样一个想法在
您的心里扎根吧：这就是任何人的仁慈都不能超过罗马人民，至于他们作战
时的勇敢，您自己是领教过的了。”

对苏拉的这一席话，波库斯作了和解性的并且有礼貌的回答，同时又为
自己的行为作了一个简短的辩解，说他拿起武器并不出于敌对的情绪，而是
为了保卫自己的王国。他说，他从努米底亚的一部分土地上把朱古达赶跑，
按征服的权利这就是他的领土了，因此他不能允许马略再来躁踱这块土地。
而且他先前就曾派使节到罗马去，但是他的友好表示遭到了拒绝。不过过去
的事情他不再提了，而如果马略允许他的话，他会再次派使节到罗马元老院
去的。但是在马略答应了这位蛮族国王的请求之后，这个国王又改变了自己
的主意，因为朱古达贿赂了波库斯的一些友人，而这些友人对波库斯发生了
影响。原来朱古达听到了派苏拉和曼利乌斯去波库斯那里的消息，他担心这
会有不利于他的后果。

（103）就在这时，马略把他的军队安顿在冬营之后，就率领着轻武装步
兵中队①和一部分骑兵开进了沙漠，目的在于包围国王的一座要塞，国王只要
跑过来的罗马士兵守卫这座要塞②。这时波库斯又有了一个新的念头①——他
所以这样做或是因为想起了他在先前两次战斗中的遭遇或是由于受到了他那
未被朱古达收买的其他友人的警告——他又从他的亲属当中选出五个他认为
对他最忠诚并且具肖突出才能的人来。然后他命令这些人以使节的身分到马
略那里去，并且，如果马略认为可行的话，再到罗马去，并给予这些人以行
动和同意的完全自由，以任何条件和罗马人缔结和约。这些使节准时出发去
罗马的冬营，但是在路上他们受到了盖土勒人匪徒的袭击和掠夺，于是他们
便惊恐而又很不光彩地跑到苏拉那里去；执政官开始出征时就要苏拉留在那
里执行统帅任务。苏拉并不把他们作为说谎者和敌人——他本来是可以这样
做的②——而是以一种同情和宽厚的态度接待了他们，这使得蛮族认为，罗马
人并不是像人们传言的那样贪得无厌，而对他们宽容大度的苏拉确实是他们
的友人。因为甚至在那时，许多人也不知道慷慨大度的重要意义；任何慷慨
大度的人都不会被人怀疑为不真诚，而所有的礼物都被认成是善意的表现。
于是他们便把波库斯给他们的指令全部告诉了财务官③，同时请求他给予关照
并提供意见。他们夸大了他们的国王的财富，正直和强大以及他们认为对他
们会有所帮助或能以保证对方的善意对待的所有其他的一切。接着，在苏拉
答应他们办到他们要求的一切并对他们应怎样向马略和元老院讲话这一点作

                                                
① 这是联盟者的步兵中队。——法译本
② 罗马对待颊逃士兵的措施是十分严厉的。——中译者
① 按前章所述的计划。——英译本
② 他们的狼狈相会使人不相信他们是国王的使节。——英译本
③ 即苏拉。财务官在军队中也是统帅的得力助手。——中译者



了指示之后，他们和他又盘旋了大约 40 天④。
（104）马略在完成了给自己规定的任务之后⑤，就返回了奇尔塔。在那

里他得知使节们的到来，就命令他们随苏拉从乌提卡前来：他还把行政长官
路奇乌斯·贝利那努斯①从乌提卡召来，还有在行省所有各地能找到的每一
位元老级的成员。他便同这些人一道讨论波库斯的建议。在这些建议当中，
有一项是要求执政官允许使节去罗马，而在这同时还要求一段停战时期②。
大多数人其中包括苏拉都同意这样做，但一些头脑发热的人反对这些建议，
毫无疑问，他们没有注意到，不断变动的和无常的人间事物总是在向更好或
更坏的方面变动的。

另一方面，当摩尔人得到了他们希望得到的一切时，他们之中的三个人
便和财务官格涅乌斯·屋大维·茹索一道去罗马，前索还有一项任务，那就
是把士兵的饷银带到阿非利加来。其余的两个人便回到国王那里去了。波库
斯听了他们的报告之后十分高兴，特别对苏拉的友好的关切态度更是如此。
而在罗马，他的使节先是表示歉意，说他们的国王犯了一个错误并且因朱古
达的邪恶而被引入歧途，然后便要求缔结一项友好条约，而他们得到的答复
则是：“对于一件好事和一件坏事，元老院和罗马人民一般都不会忘记的。
但是既然波库斯有改悔之意，他们就原谅他的过错。当他表明他已有资格得
到这项条约的时候，他是会有这样一项友好条约的。”

（105）接到了这个答复的波库斯于是写信给马略，请求马略把苏拉派到
他那里去，并给予苏拉以协调他们的共同利益的权力。

苏拉于是在一批士兵的护送下出发了，这些士兵包括一个骑兵卫队、巴
列亚尔人的弩石手③，还有弓手和佩利尼人④的一个步兵中队；他们是轻武
装的，因为这可以保证行军的速度，还因为这和其他任何武装一样可以很好
地保护他们不受也是轻武装的敌人的武器的侵犯。

在他们行进到第五夭的时候，波库斯的儿子沃路克斯率领着大约 1000
名骑兵出现在开阔的平原之上；但由于他们没有列成队伍而是分散为一大
片，所以在苏拉和所有其余的人看来人数要多得多，因而他们担心对方会向
他们发动进攻。因此每个人自己便作了应战的准备，试验他们手中的各种武
器并且采取了戒备的势态。人们是有一点担心，但更大却是信心，胜利者在
屡次被他们击败的人们面前这种心情是很自然的。而就在这时，派出去进行
侦察的骑兵报告说，新来的这些人并没有敌视的意图，而事实也证明是这样。

（106）当沃路克斯走过来时，他对财务官说他是被他父亲波库期派来迎
接他们并且负责护送的。于是在那天和随后的一天他们便结伴而行，并且没
有任何惊恐不安的理由。在这天稍晚，当人们扎下了营而且晚间已经到临的
时候，这个摩尔人突然带着不安的表情十分惶恐地跑到苏拉这里来告诉苏拉
说，他从侦察兵那里得知朱古达就在不远的地方。与此同时他还恳请苏拉在
夜间和他一道偷偷地逃跑。但是罗马人却勇敢地宣布说，他并不害怕多次被
他打败的努米底亚人，并且表示他绝对相信他的士兵的勇气。他还表示，即
使他注定会遭到毁灭的命运，他也宁肯坚持自己的战斗岗位，也不愿背叛自
己手下的士兵，不愿通过怯懦的逃跑来保全也许不久他便会由于自然的原因

                                                
④ 从下文看他们显然是等待马咯的到来。——英译本
⑤ 法译本因原文版本不同而译为“马咯在没有成功地完成自己任务的情况下回到了奇尔塔”。此处取英译。

——中译者



而注定会失去的一条性命，但是，当沃路克斯建议在夜间他们继续行进的时
候，苏拉同意了这个计划，他下令士兵立刻用晚餐，在营地里点起尽可能多
的篝火，并且在夜间第一班的时候便悄悄地撤营离开了。

当所有的人现在因一夜的行军而疲惫不堪时，苏拉在日出之际正在给营
地划线①。而就在这时，摩尔人的骑兵突然来报告说，朱古达的营地就在他们
前面大约两哩左右的地方。听到这个消息罗马人终于感到十分害怕了。他们
相信他们是被沃路克斯出卖了，他们被引入了一个预设的陷阱。有一些人说
沃路克斯应当被处死，不应当要他逃脱因这样严重的罪行而应受的惩处。

（107）虽然苏拉也有这样的看法，但是他不许自己的士兵伤害这个摩尔
人，他劝他的士兵要振作起来，他说先前就往往有这样的情况，即少数勇敢
的人打败过大群的人，在战斗中他们越是不怕危险，他们也就越是安全。任
何手里拿着武器的人都要求助于不拿武器的两只脚，并且在感到十分害怕的
时刻把自己身体的没有防护也没有眼睛的那一部分转向敌人，那是有失体统
的做法②。继而他便召请伟大的朱比特神为彼库斯的罪行和背叛行为作证，他
下令要沃路克斯离开营地，因为他对罗马人采取敌视的态度。这个青年人含
着泪恳求苏拉不要相信这样的说法；他坚持说，当时的形势并不是由于他出
卖了罗马人，而是出于朱古达的狡计：他显然通过间谍已经得知他们这次行
程。但是由于努米底亚人手中没有很多兵力，而他的全部希望和资源都寄托
在波库斯身上，因此沃路克斯肯定地认为，在国王波库斯的儿子亲眼目睹的
情况下，朱古达是决不敢公开发动进攻的。因此他建议，他们应当无所畏惧
地从朱古达的营地的中间穿过；他说不管他的摩尔人的队伍走在前面还是放
在后面，他本人都要单独陪伴着苏拉。

在当时的情况下，这个计划可能是最好的了。他们于是立刻出发，并且
由于他们的行动是出其不意的，朱古达徘徊观望不敢贸然从事，于是他们便
安然地穿了过去，没有受到任何伤害。几天之后他们到达了目的地。

（108）在那里有一个名叫阿斯帕尔的努米底亚人，他同国王波库斯的关
系极为亲密。原来朱古达在听到召请苏拉的消息之后，他便把阿斯帕尔派到
那里去，这既是为努米底亚国王进行辩解，同时还可以巧妙地探听到波库斯
的计划。波库斯身旁还有一个名叫达巴尔的人，他是玛苏格拉达①（属玛西尼
撒家族）的儿子，他的母系出身卑微（因为她的父亲是一个侍妾的儿子），
但由于他的许多优良品质而深受波库斯的喜爱。波库斯发现达巴尔先前在很
多场合下对罗马人是忠诚的，因而他立刻把达巴尔派到苏拉那里去，要达巴
尔报告说，他准备做罗马人民希望他做的任何事情。他建议由苏拉为一次会
晤选定日期、地点和时间，并且告诉苏拉不要害怕朱古达的使节，他说他有
意地同朱古达保持友好关系，这样他们就能够比较自由地讨论有关他们共同
利益的问题。除此之外他没有任何别的办法防止朱古达的阴谋②

但是我以为波库斯为他的行动所提出的理由不是真正的理由，他的行为
正好表明了他的反复无常的本性：他用和平的希皇既欺骗了罗马人，也欺骗

                                                
① 设营的准备工作。——中译者
② 参见色诺芬：《居鲁大的教育》，3，3，45。——英译本
① 此人无疑是玛西尼撒的私生子。——法译本
② 这是说，除非接纳朱古达的使节并且装作保持同国王的友好关系的样子。原文这里不甚清楚。——英译

本



了努米底亚人。我认为他曾考虑过很长一个时期，是把朱古达出卖给罗马人，
还是把苏拉出卖给朱古达。我还认为他的倾向是反对罗马人的，但是他对罗
马人的恐惧却对我们有利。

（109）于是苏拉对国王的建议回答说，他将要当着阿斯帕尔简单他讲几
句话，但是有关其他事件，他要和波库斯进行秘密的会谈，或者没有别人任
何人参加，或者只限于尽可能少数的人参加。

同时他告诉使节应当对他作怎样的答复。当会晤按照他的意思做好了安
排之后，苏拉表示他奉执政官之遣前来问一问波库斯，他是要和平还是要战
争。随后国王按用事先的安排要他 10 天之后再回来，因为他说他还没有作出
决定，但是到那时他是会给予答复的。接着他们双方便返回各自的营地。但
是当黑夜过去了相当一部分之后，苏拉却在暗中受到波库斯的召请；和他们
两人在一起的只有可靠的翻译，再加上作为调解人的达巴尔。达巴尔是受到
双方信任的一个正直的人。国王于是立刻讲下如下的话：

（110）“我从来不曾相信过下面这样的事情是可能的：我这样一位在这
些地区以及在我认识的所有国王当中最伟大的国王竟然会对一个私人表示感
谢！苏拉，凭着赫邱利斯发誓，在我认识你之前，有许多人情求过我的帮助，
我常常主动帮助请求帮助的人们，而我自己却不需要任何人的帮助。但现在
我不能再说我谁也不依靠了，对于这一情况，别的人是容易产生悲痛情绪的，
但是我却感到高兴。让我终于感到的需要成为为了同你的友谊而支付的代价
吧①！因为在我心中没有比你的友谊更珍贵的东西了。作为这一点的证据，请
随便拿武器、人员、金钱，一句话，拿你喜欢的任何东西吧；请使用它们，
并且只要你活在世上，就绝不要认为你已经得到了回报；要知道，我将永远
对你有一种常新的感激之情。简言之，只要我知道你有什么愿望，我就绝不
会使你所能期望的东西落空。因为对于一位国王来说，我认为在表示谢忱方
面被人超过较之在战争中被打败更为可耻。

“关于你的国家——你是作为这个国家的代表被派到这里来的——我也
要讲几句话。我不曾对罗马人民作战，而且我也绝不希望对罗马人民作战；
我只是用武力反对武装侵略者以保卫我的国土。但现在即使这样的事我也不
再做了，因为这是你所希望的。只要你认为这样做最好，那么就继续对朱古
达作战吧。我将不渡过作为米奇普撒和我本人之间边界的穆路察河，我也不
容许朱古达这样做。如果你还有对我们双方都值得提出的任何请求的话，那
你是不会失望地离开的。”

（111）对于这些话，苏拉就他个人的问题作了简短和谦逊的回答；但是
有关和平和他们共同利益的问题，他却讲得很详细。最后，他十分明确要国
王了解到，元老院和罗马人民根本不会对他作出的保证表示感谢，因为他们
表明自己在武力上对他是占居优势的。因此他必须做一件什么事情，这件事
要清楚地表明它是为了元老院和罗马人民的利益而不是为了他个人的利益。
这样做并不困难，因为他能够控制朱古达。如果他能把朱古达交到罗马人手
里，他们将会对他深表谢意。那时他现在希望得到的友谊、联盟和努米底亚
的一部分就可以毫不吝惜地给他了。

在开头的时候，国王拒绝了，他说他们是邻国的关系，又有亲属的关系①，

                                                
① 这是说，为了得到苏拉的友谊，他甘愿容忍失去先前的独立。——英译本
① 参见本书第 80 章。——法译本



而且他们还缔结了条约，这些都使他不能这样做。而且，他还担心，如果他
表现出背叛行为，他就会使自己同自己的臣民疏远，因为他们是爱戴朱古达
但是憎恨罗马人的。但是在苏拉的极力怂恿之下，他终于做出了让步，并答
应按照苏拉所希望的一切做。他们还采取了必要的步骤，装作好像是缔结了
和约的样子，而和约正是已倦于战争的朱古达所最希望的。他们把阴谋这样
安排好了之后，便分手了。

（112）第二天，国王便召见朱古达派到他这里来的使节阿斯帕尔。他对
阿斯帕尔说，他通过达巴尔从苏拉那里得知，可以安排缔结和约的条款。因
此他想要达巴尔了解一下他的国王朱古达是什么想法。使节高兴地离开，去
了朱古达的营地。八天之后他带着国王的详尽的指示赶回到波库斯这里来，
并向波库斯报告说，朱古达愿意做波库斯希望他做的任何事情，但是却不信
任马略。他说，先前同罗马统帅们已经缔结过多次和约，但是都没有用。不
过波库斯，如果他想考虑双方的利益并且有一个持久和平的话，那他就应当
在同意和约条件的托词之下安排各方的一次会见并当场把苏拉捉住交给他。
当这样一位重要人物掌握在他手里时，元老院或罗马人民肯定会下令同他缔
结和约的。要知道，罗马方面不会让这样一个贵族被控制在敌人手中，因为
他不是由于自己怯懦，而是由于服务于国家而陷入敌人之手的。

（113）经过长期的考虑，这个摩尔人终于答应了。他的踌躇观望是装出
来的还是真的，这一点我说不定；但是国王们的愿望，即使是强烈的愿望，
照例也是变来变去的并且往往是相互矛盾的。后来，当举行和谈的时间和地
点由双方定下来时，波库斯才既向苏拉，又向朱古达的使节打招呼，他有礼
貌地接待了双方并且向双方做了同样的保证。双方同样感到高兴，都满怀着
成功的希望。

但是，就在约定会谈的那天的前一夜里，摩尔人召来了他的友人，接着
立刻又改变主意，把所有其他的人都打发走了。随后据说他内心里很长期间
进行了十分激烈的斗争，这时他思想中的冲突反映在他的表情和眼神上，他
虽然不讲话，但他内心的秘密是可以从表情和眼神看出来的。但是最后他还
是下令把苏拉召请来，同意苏拉的期望，为努米底亚人设下一个圈套。

约定那天到来了，人们告诉他说朱古达已经不远了，于是他就偕同几位
友人和罗马时务官①到一座小山上去——那些伺伏着的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
这座小山——好像是出迎朱古达以示对他的尊重。按照约定，朱古达也来到
了同一个地方，他只带着几名随从，但是没有带武器。约定的信号一经发出，
伺伏的人们立刻从四面八方冲向他。和他同来的人都被杀死，国王本人被捆
绑起来交给了苏拉，苏拉把他带给了马略。

（114）就在这同时，我们的统帅克温图斯·凯皮欧和格涅乌斯·曼利乌
斯却败在了高卢人之手①。这件事引起的恐怖使整个意大利感到战栗。当时的
甚至直到我们今天的罗马人都相信，对他们的勇气来说，所有其他一切都是

                                                
① 即苏拉。——英译本
① 这里指的是公元前 105 年 10 月 16 日长官克温图期·赛尔维利乌斯·凯皮欧和执政官格涅乌斯·曼利乌

斯·玛克西姆斯在阿劳西欧（今天的奥兰治）附近对金布里人而不是对高卢人进行的战斗。金布里人是日

耳曼人而不是凯尔特人。金布里人曾入侵高卢，后来又入侵意大利，他们曾击败六支罗马军队，从而在罗

马引起如此大的恐怖。以致在后来马略和克温图斯·路图提乌斯·卡图路斯于公元前 101 年在维尔塞勒平

原上歼灭他们之后多年人们在提起他们时还心有余悸。——法译本



容易对付的，只有对高卢人，他们是为了生存而不是为了光荣而战斗。但是
当人们宣告说努米底亚的战争已经结束而被捉住的朱古达正在彼带到罗马来
时，马略尽管本人不在场，却再度当选为执政官，并且把高卢行省分配给他。
在元旦那天②，他就任执政官之职并且十分隆重地举行了凯旋式③。当时我们
国家的希望和幸福都掌握在他手里了④。

                                                
② 公元前 104 年。——法译本
③ 在这一天，被上了镣铐的朱古达和他的两个儿子走在凯旋者的战车前面。他被剥下了衣服后投进了罗马

的图利亚努姆地牢。据说当时他曾叫道：“赫邸利斯啊，你的浴室是冷的！”（普鲁培克：《马略传》，

第 12 章）。6 天之后，马略下令把他在那里绞死（埃乌待洛佩），也有人说、朱古达是饿死在那里的（普

鲁塔克），——法译本注，有删节。
④ 当马略击溃金布里人和条顿人从而挽救了罗马之后，他被称为“第三位罗慕路斯”。——法译本



参考年表
  

公元前 157 年（汉文帝元后七年）罗马执政官为赛克斯图斯·优利乌斯·恺
撒（SextusJuliusCaesar）和路奇乌斯·奥列利乌斯·欧列斯特斯
（LuciusAureliusOrestes）。

△盖乌斯·马略出生。
公元前 149 年（汉景帝中元元年）罗马执政官为路奇乌斯·玛尔奇乌斯·肯

索里努斯（LuciusMarcinsCensorinus）和玛尔库斯·曼利乌斯（ M-
arcusManlius）。

△第三次布匿战争（至公元前 146 年）。
△玛尔库斯·波尔奇乌斯·加图去世（公元前 234 年生）。
△努米底亚国王玛西尼撒去世（约公元前 230 年生）。
公元前 143 年（汉景帝后元元年）罗马执政官为阿皮乌斯·克劳狄乌斯·普

尔凯尔（AppiusClaudiusPulcher）和克温图斯·凯奇利乌斯·梅特路斯·马
凯多尼库斯（QuintusCaeciliusMetellusMacedonicus）。

△努曼提亚战争开始（一说开始于公元前 144 年）（至公元前 133 年）。
公元前 138 年（汉武帝建元三年）罗马执政官为普布刊乌斯·科尔涅利

乌斯·斯奇比奥·纳西卡·赛拉比奥（PubliusCorneliusScipioNas-ica）和
德奇姆斯·尤尼乌斯·布路图斯（DecimusJuniusBruttus）。

△路奇乌斯·科尔涅利乌斯·苏拉出生。
公元前 136 年（汉武帝建元五年）罗马执政官为路奇乌斯·福里乌斯·皮

路斯（LuciusFuriusPhilus）和赛克斯图斯·阿提利乌斯·赛尔腊努斯
（SextusAtiliusSerranus）。

△西西里爆发第一次奴隶起义（至公元前 132 年）。
公元前 133 年（汉武帝元光二年）罗马执政官为普布利乌斯·穆奇乌斯·司

凯沃拉（PubliusMuciusScaevola）和路奇乌斯·卡尔普尔尼乌斯·皮索·福
茹吉（LuciusCalpurniusPisoFrugi）。

△努曼提亚战争结束。
△提贝里乌斯，显普洛尼乌斯·格拉古任保民官并遇害（提·格拉古生

于公元前 163 年，一说公元前 162 年）。
公元前 121 年（汉武帝元狩二年）罗马执政官为路奇乌斯·欧皮米乌斯

（LuciusOpimius）和克温图斯·法比乌斯·马克西姆斯·阿洛布罗吉库斯
（QuintusFabiusMaximusAllobrogicus）。

△米奇普撒过继朱古达为继子。
△盖乌斯·显普格尼乌斯·格拉古遇害（公元前 153 年生）
公元前 119 年（汉武帝元狩四年）罗马执政宫为路奇乌斯·凯奇利乌斯·梅

特路斯·达尔玛提库斯（LucitusCaeciliusMetellusDalmaticus）和路奇乌
斯·奥列利乌斯·科塔（LuciusAureliusCotta）。

△马略任保民官。
公元前 118 年（汉武帝元狩五年）罗马执政官为玛尔库斯·波尔奇乌斯·加

图（MarcusPorciusCato）和克温日斯·玛尔奇乌斯·列克斯（qui-
ntusMarciusRex）。

△米奇普撒死。继子朱古达杀死米奇普撒之幼子希延普撒尔，逐其长子
阿多儿巴尔。



公元前 116 年（汉武帝元鼎元年）罗马执政官为盖乌斯·李奇尼乌斯·盖
塔（CaiusLiciniusCeta）和克温图斯·法比乌斯·马克西姆斯·埃布尔努斯
（QuintusFabiusMaximusEburnus）。

△玛尔库斯·提伦提乌斯·瓦罗出生。
公元前 115 年（汉武帝元鼎二年）罗马执政官为玛尔库斯·埃米利乌斯·司

考茹斯（MarcusAemiliusScaurus）和玛尔库斯·凯奇利乌斯·梅特路斯
（MarcusCaeciliusMetellus）。

△马略任行政长官。
公元前 113 年（汉武帝元鼎四年）罗马执政官为盖乌斯·凯奇利乌斯·梅

特路斯·卡普腊里乌斯（CaiusCaeciliusMetellusCaprarius）和格涅乌斯·帕
皮里乌斯·卡尔波（CnaeusPapiriusCarbo）。

△朱古达入侵阿多儿巴尔之领土。
公元前 112 年（汉武帝元鼎五年）罗马执政官为玛尔库斯·李维乌斯·杜

路苏斯（MarcusLiviusDrusus）和路奇乌斯·卡尔普尔尼乌斯·披佐·凯索
尼努斯（LuciusCalpurniusPisoCaesoninus）。

△朱古达杀害阿多儿巴尔。
△玛尔库斯·李奇尼乌斯·克拉苏出生（推定）。
公元前 111 年（汉武帝元鼎六年）罗马执政官为普布利乌斯·科尔涅利

乌斯。斯奇比奥·纳西卡·赛拉比奥（PubliusCorneliusScipioNasi-
caSerapio）和路奇乌斯·卡尔普尔尼乌斯·贝斯提亚（LuciusCalpur-
niusBestia）。

△贝斯提亚至阿非利加，败于朱古达。
公元前 110 年（汉武帝元封元年）罗马执政官为玛尔库斯（《朱古达战

争》正文中为克温图斯，疑误）·米努奇乌斯·茹福斯（MarcusMinuciusRufus）
和斯普里乌斯·波斯图米乌斯·阿尔比努斯（SpuriusPostum-iusAlbinus）。

△奥路斯败于朱古达。
公元前 109 年（汉武帝元封二年）罗马执政官为克温图斯·凯奇利乌斯·梅

特路斯·努米地库斯（QuintusCaeciliusMetellusNumidlcus）和玛尔库斯·尤
尼乌斯·西拉努斯（MarcusJuniusSilanus）。

△梅特路斯至阿非利加，马略任副帅。
公元前 108 年（汉武帝元封三年）罗马执政官为赛克斯图斯·苏尔皮奇

乌斯·伽尔巴（SextusSulpiciusGalba）（由玛尔库斯·奥列利乌斯·司考
茹斯〈MarcusAureliusScaurus〉递补）和路奇乌斯·荷尔田西乌斯
（LuciusHortensius）。

△朱古达逃入沙漠腹地。
△喀提林出生。
公元前 107 年（汉武帝元封四年）罗马执政官为路奇乌斯·卡西乌斯·隆

吉努斯（LuciusCassiusLonginus）和盖乌斯·马略（CaiusMarius）。
△马略代替梅特路斯担任对朱古达作战之统帅并打败朱古达。
公元前 106 年（汉武帝元封五年）罗马执政官克温图斯·赛尔维利乌斯·凯

皮欧（QuintusServiliusCaepio）和盖乌斯·阿提利乌斯·赛尔腊努斯
（CaiusAttiliusSerranus）。

△梅特路斯被召回罗马。
△玛尔库斯·图利乌斯·西塞罗（MarcusTulliusCicero）出生。



△格涅乌斯·庞培（GnaeusPompelus）出生。
公元前 105 年（汉武帝元封六年）罗马执政官为普布利乌斯·茹提利乌

斯·茹福斯（PubliusRutiliusRufus）和盖乌斯·玛利乌斯·马克西姆斯
（CaiusMalliusMazimus）。

△朱古达被擒。
公元前 104 年（汉武帝太初元年）罗马执政官为盖乌斯·马略（再度当

选）和盖乌斯·弗拉维乌斯·芬布里亚（CaiusFlaviusFimbria）。
△朱古达被解至罗马并死于狱中。
△西西里爆发第二次奴隶起义（至公元前 100 年）。
公元前 103 年（汉武帝太初二年）罗马执政官为盖乌斯·马略（三度当

选）和路奇乌斯·奥列利乌斯·欧列斯特斯（LuciusAureliusOrestes）。
公元前 102 年（汉武帝太初三年）罗马执政官为盖乌斯·马略（四度当

选）和克温图斯·路塔提乌斯·卡图路斯（QuintusLutatiusCatul-lus）。
△马略在阿克瓦埃·赛克斯提埃（AquaeSextiae）打败条顿人。
公元前 101 年（汉武帝太初四年）罗马执政官为盖乌斯·马略（五度当

选）和玛尔库斯·阿克维利乌斯（MarcusAquillius）。
△马略在维尔凯莱（Vercellae）附近击败金布里人。
△盖乌斯·优利乌斯·悄撒（GaiusluliusCaesar）出生（尚有公元前

102 年和公元前 100 年两说）。
公元前 95 年（汉武帝大始二年）罗马执政官为克温图斯·穆奇乌斯·司

凯沃拉（Quintus Mucius Scaevola）和路奇乌斯·李奇尼乌斯·克拉苏（Lucius
Linius Crassus）。

△玛尔库斯·波尔奇乌斯·加图·乌提肯西斯（Marcus Porcius
CatoUticensis）出生。

公元前 86 年（汉昭帝始元元年）罗马执政官为路奇乌斯·科尔涅利乌
斯·秦纳（Lucius Cornelius Cinna）和盖乌斯·马略（七度当选）

△马略死，执政官职位由路奇乌斯·瓦列里乌斯·弗拉库斯（Lucius
Valerius Flaccus）递补。

△苏拉破米特拉达特斯军。
△盖乌斯·撒路斯提乌斯·克里斯普斯（GaiusSallustiusCrispus）出

生（一说公元前 87 年）。
公元前 82 年（汉昭帝昭元五年）罗马执政官为盖乌斯·马略

（ GaiusMarius ） （ 小 ） 和 格 涅 乌 斯 · 帕 皮 里 乌 斯 · 卡 尔 波
（GnaeusPapiriusCarbo）（三度当选）。

△苏拉进入罗马，并被宣布为终身的独裁官（公元前 79 年自动交卸这一
权力）。

公元前 73 年（汉宣帝本始元年）罗马执政官为玛尔库斯·提伦提乌斯·李
奇尼亚努斯·瓦罗·路库路斯（MarcusTerentiusLicinianusVarroLucullus）
和盖乌斯·卡西乌斯·隆吉努斯（CaiusCassiusLongin-us）。

△斯巴达克起义（至公元前 71 年）。
公元前 68 年（汉宣帝地节二年）罗马执政官路奇乌斯·凯奇刊乌斯·梅

特路斯（ LuciusCaeciliusMetellus ）（ 由 赛 尔 维 利 乌 斯 · 瓦 提 亚
〈 Servili-usVatia 〉 递 补 ） 和 克 温 图 斯 · 玛 尔 奇 乌 斯 · 列 克 斯
（QuintusMarciusReX）。



△喀提林任行政长官。
△恺撒任财务官。
公元前 67 年（汉宣帝地节三年）罗马执政官为盖乌斯·卡尔普尔尼乌

斯·皮索（CaliusCalpurniusPiso）和玛尔库斯·阿苛利乌斯·格拉布里欧
（MarcusAciliusGlabrio）。

△喀提林出任阿非利加长官。
△伽比尼乌斯法授权庞培对海盗作战，历史学家西森纳任副帅。
公元前 66 年（汉宣帝地节四年）罗马执政官为玛尔库斯·埃米利乌斯·雷

比达（MarcusAemiliusLepidus）和路奇乌斯·沃尔卡奇乌斯·图路斯
（LuciusVolcaciusTullus）。

△喀提林返回罗马竞选执政官，未成。
△西塞罗任行政长官。
△玛尼利乌斯法授权庞培对米特拉达特斯作战。庞培战败米特拉达特

斯。
公元前 65 年（汉宣帝元康元年）罗马执政官为路奇乌斯·奥列利乌斯·科

塔（LuciusAureliusCotta）（与公元前 119 年的执政官同名。但并非一人）
和路奇乌斯·曼利乌斯·托尔克瓦图斯（LuciusManliusTor-quatus）。

△喀提林被控在阿非利加有渎职罪行，但被宣告无罪。
△诗人贺拉斯（QuintusHoratiusFlaccus）出生。
△恺撒任高级营造官。
公元前 64 年（汉宣帝元康二年）罗马执政官路奇乌斯·优利乌斯·恺撒

（ LuciusJuliusCaesar ） 和 盖 乌 斯 · 玛 尔 奇 乌 斯 · 费 吉 路 斯
（GaiusMarciusFigulus）。

△喀提林再度竞选执政官失败。
△庞培整顿亚细亚的新领土（至公元前 61 年）。
公元前 63 年（汉宣帝元康三年）罗马执政官玛尔库斯·图利乌斯·西塞

罗和盖乌斯·安托尼乌斯（GaiusAntonius）。
△喀提林和曼利乌斯被宣布为罗马的敌人。
△朗图路斯等人的阴谋被发觉并被处死。
△西塞罗在元老院并对人民发表演说四次，史称反喀提林演说（11 月至

12 月）
△奥古斯都出生。
△米特拉达特斯自杀。
公元前 62 年（汉宣帝元康四年）罗马执政官为德奇姆斯·尤尼乌斯·西

拉努斯（DecimusJuniusSilanus）和路奇乌斯·李奇尼乌斯·穆列纳
（LuciusLiciniusMurena）。

△恺撒任行政长官。
△喀提林的军队为安托尼乌斯的军队所击溃。喀提林本人战死。
公元前 61 年（汉宣帝神爵元年）执政官为玛尔库斯·普皮乌斯·皮索·佛

茹吉，卡尔普尔尼亚努斯（MarcusPupiusPisoFrugiCalpurnian-us）和玛尔
库斯·瓦列里乌斯·梅撒拉·尼格尔（MarcusValeriusMes-sallaNiger）。

△恺撒任西班牙长官。
△庞培凯旋罗马。
公元前 60 年（汉宣帝神爵二年）罗马执政官为克温图斯·凯奇利乌斯·梅



特路斯·凯莱尔（QuintusCaeciliusMetellusCeler）和路奇乌斯·阿弗腊尼
乌斯（LuciusAfranius）。

△克拉苏、庞培和恺撒结成私人的联盟（史称“前三头”）。
公元前 59 年（汉宣帝神爵三年）罗马执政官为盖乌斯·优利乌斯·恺撒

（GaiusJuliusCaesar ）和码尔库斯·卡尔普尔尼乌斯·毕布路斯
（MarcusCalpurniusBibulus）。

△撒路斯提乌斯任财务官。
△历史学家李维（TitusLivius）出生。
公元前 58 年（汉宣帝神爵四年）罗马执政官为路奇乌斯·卡尔普尔尼乌

斯·皮索·凯索尼努斯（LueiusCalpurniusPisoCaesoninus）和奥路斯·伽
比尼乌斯（AulusGabinius）。

△恺撤在高卢作战（至公元前 50 年）。
△西塞罗被放逐。
公元前 57 年（汉宣帝五凤元年）罗马执政官为普布利乌斯·科尔涅利乌

斯·朗图路斯·司宾提尔（PubliusCorneliusLentulusSpinther）和克温图
斯·凯奇利乌斯·梅特路斯·涅波斯（QuintusCaeciliusMet-ellusNepos）。

△西塞罗返回罗马。
△恺撤平定高卢西北部。
公元前 56 年（汉宣帝五凤二年）罗马执政官为盖乌斯·科尔涅利乌斯·朗

图路斯·玛尔凯利努斯（GaiusCorneliusLentulusMarcellinus）和路奇乌
斯·玛尔奇乌斯·腓利普斯（LuciusMarciusPhilippu-s）。

△“前三头”在路卡会面。
△恺撒在布列塔尼南岸击败味内提人，在高卢东南部击败阿克维塔尼

人。
公元前 53 年（汉宣帝甘露元年）罗马执政官为格涅乌斯·多米提乌斯·卡

尔维努斯（GnaeusDomitiusCalvinus）和玛尔库斯·瓦列里乌斯·梅撒拉·茹
福斯（MarcusValeriusMesallaRufus）。

△克拉苏阵亡（公元前 112 年生）。
△西塞罗当选占卜官。
公 元 前 52 年 （ 汉 宣 帝 甘 露 二 年 ） 罗 马 执 政 官 为 庞 培

（GnaeusPompeiusMagnus）（三度当选，前两次是公元前 70 年和公元前 55
年）和克温图斯·凯奇利乌斯·梅特路斯·皮乌斯·斯奇比奥
（QuintusCaeciliusMetellusPiusscioio）。

△恺撒在阿列西亚战胜维尔琴盖托里克斯。
△撒路斯提乌斯任保民官，因道德败坏的罪名被监察官奥路斯·克劳狄

乌斯·普尔凯尔（AulusClaudiusPulcher）开除出元老院。
△克洛狄乌斯在同米洛一伙的冲突中遇害。
公元前 51 年（汉宣帝甘露三年）罗马执政官为赛克斯图斯·苏尔皮奇乌

斯·茹福斯（SextusSulpiciusRufus）和玛尔库斯·克劳狄乌斯·玛尔凯路
斯（MarcusClaudiusMarcelltus）。

△西塞罗出任奇利奇亚长官。
△元老院展开中止恺撒在高卢统帅权的活动。
△恺撒平定高卢。
公元前 50 年（汉宣帝甘露四年）罗马执政官为路奇乌斯·埃米利乌斯·保



路斯（LuciusAemiliusPaullus）和盖乌斯·克劳狄乌斯·玛尔凯路斯
（GaiusClaudiusMarcellus）。

△恺撒返回山南高卢（春天）。
△西塞罗自奇利奇亚返回罗马（冬天）。
公元前 49 年（汉宣帝黄龙元年）罗马执政官为盖乌斯·克劳狄乌斯·玛

尔凯路斯（GaiusClaudiusWarcellus）（与前一年的同名执政官系兄弟，并
非一人）和路奇乌斯·科尔涅利乌斯·朗图路斯·克茹斯（LuciusC-
orneliusLentulusCrus）。

△恺撒渡过卢比康河南下，庞培东渡去巴尔干（年初）。
△恺撒自本年起每年都是罗马独裁官。
△西塞罗去庞培处（4月）。
公元前 48 年（汉元帝初元无年）罗马执政官盖乌斯·优利乌斯·恺撒和

普 布 利 乌 斯 · 赛 尔 维 利 乌 斯 · 瓦 提 亚 · 伊 扫 里 库 斯
（PubliusServiliusVatiasauricus）。

△庞培在帕尔撒路斯一役败于恺撒，出奔埃及后遇害。
△西塞罗返回罗马（冬）。
公元前 47 年（汉元帝初元二年）罗马执政官克温图斯·福费乌斯·卡列

努 斯 （ QuintusFufiusCalenus ） 和 普 布 利 乌 斯 · 瓦 提 尼 乌 斯
（PubliusVatinius）。

△恺撒安排了埃及克利奥帕特拉姊弟事后去叙利亚，后返回罗马。
△撒路斯提乌斯参加镇压坎佩尼亚的军事暴动并在恺撤的支持下任行政

长官。
公元前 46 年（汉元帝初元三年）罗马执政官为盖乌斯·优利乌斯·恺撒

和玛尔库斯·埃米利乌斯·雷比达（MarcusAemiliusLepidus）。
△恺撒在塔普苏斯一役打败庞培派，小加图在乌提卡自杀。
△恺撒自阿非利加返回罗马，举行了四重的凯旋式（高卢、亚历山大里

亚、本都和阿非利加）。
△撒路斯提乌所任新阿非利加（AfricaNova）长官。
公元前 45 年（汉元帝初元四年）罗马执政官为盖乌斯·优利乌斯·恺撒。
△恺撒在孟达之役打败庞培派。
公元前 44 年（汉元帝初元五年）罗马执政官为盖乌斯·优利乌斯·恺撒

和玛尔库斯·安东尼（MarcusAntonius）。
△恺撒遇刺于元老院（8 月）。普布利乌斯·科尔涅利乌斯·多拉倍拉

（PubliusCorneliusDolabella）补缺。
△撒路斯提乌斯退出政治生活，从事著述。
公元前 43 年（汉元帝永光元年）罗马执政官为盖乌斯·维比乌所·潘撒·凯

特洛尼亚努斯（caiusVibiusPansaCaetronianus）和奥路斯·希尔提乌斯
（AulusHirtius）。

△屋大维进军罗马，任执政官（补缺）。
△屋大维、安东尼和雷比达结成私人联盟（史称“后三头”）。
△西塞罗遇害（年底）。
公元前 41 年（汉元帝永光三年）罗马执政官为路奇乌斯·安东尼

（Luci-usAntonius）和普布利乌斯·赛尔维利乌斯·瓦提亚·伊扫里库斯（再
度当选）。



△撒路斯提乌斯撰《喀提林阴谋》。
△屋大维、雷比达对安东尼作战，后又言和。屋大维之妹妹屋大维娅嫁

安东尼。
公元前 39 年（汉元帝永光五年）罗马执政官为路奇乌斯·玛尔奇乌斯·肯

索里努斯（LuciusMarciusCensorinus）和盖乌斯·卡尔维西乌斯·撒比努斯
（CaiusCalvisiusSabinus）

△屋大维、安东尼和赛克斯图斯·宠培缔给米赛努姆条约。
△安东尼对帕尔提业作战。
△撒路斯提乌斯撰《朱古达战争》。
公元前 36 年（汉元帝建昭三年）罗马执政官为路奇乌斯·盖利乌斯·波

普利科拉（LuciusGelliusPoplicola）和玛尔库斯·科凯乌斯·涅尔瓦
（MarcusCocceiusNerva）。

△撒路斯提乌斯撰《历史》。
△雷比达向屋大维投降。
公元前 35 年（汉元帝建昭四年）罗马执政官为赛克斯图斯·庞墙

（Sex-tusPompeius）和路奇乌斯·科尔尼费奇乌斯（Lucius Cornificius）。
△撒路斯提乌斯去世（推定）。
△赛克斯图斯·庞培为安东尼的副帅玛尔库斯·提提乌斯（Marcus

Titius）俘获并处死。普布利乌斯·科尔隍利乌斯·斯奇比奥（Publius
Cornelius Scipio）递补为执政官。（译者辑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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