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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全六卷本简体中文版《罗马帝国衰亡史》，上下纵横一千三百年。
全书涵盖三大特点：一是罗马帝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与社会生活，帝国扩张与防卫、内部元老院
和皇帝的权力拔河；二是蛮族入侵与其间之重大战争；三是基督教的发展，政教之争，回教兴起和十
字军东征等。
《罗马帝国衰亡史》出版后传颂百年迄今不衰，其文学光彩与史学成就同样为后人称颂。
本书一直以节译本的形式在中国大陆流传，此次全译本的推出足偿中国大陆学者与藏书家的宿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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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爱德华·吉本(Edward Gibbon 1737年5月8日 - 1794年1月16日) 是英国著名历史学家，《罗马帝国衰亡史
》的作者。

    吉本出生于伦敦附近的普特尼，父亲是国会议员，他是家中独子。
1763年，他前往欧洲大陆旅游，在巴黎结识了狄德罗，也去了罗马，1764年他在罗马废墟上，开始有
写作罗马帝国史的念头。
1772年，他开始写作《罗马帝国衰亡史》。
1776年，第一卷出版。
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其受欢迎程度用洛阳纸贵形容不为过，他的书出现每张桌子上，乃至于上流社会
仕女的妆台。
吉本也一夜成名，受到英国艺文界的追捧。
1788年，他完成了《罗马帝国衰亡史》的全部书稿，盛誉满天下。
1794年，他在伦敦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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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罗马帝国的经济和人口问题也是衰亡的主要因素： 人口递减在于节育和杀婴，以及因战争和瘟
疫使死亡率过高，人力供应不足致使蛮族大量迁入居住，影响整个政治和社会结构。
经济的衰退在于农业因水土流失和奴隶制度而破产，大庄园无法支持，致使谷物短缺；奢侈生活方式
导致贵金属流向东方，造成货币的贬值；资本因重税成为公用，生产能力严重下降；军饷、救济金以
及庞大政府的开支，加上皇帝和宫廷费用的上升；等到经济能力无法负担文明社会，整个帝国就彻底
崩溃。
吉本认为蛮族入侵是帝国衰亡的外在因素，全书计有十四章专门叙述不同的蛮族，包括早期的波斯人
、日耳曼人、萨尔马提亚人（Sarmatians），灭亡西罗马帝国的东哥特人（Ostrogoths）、西哥特人
（Visigoths）、汪达尔人（Vandals），以及后来灭亡东罗马帝国的阿拉伯人、土耳其人。
事实上，罗马人所称呼之蛮族，在语义学上与我国古称汉族以外的民族为“夷狄”有所不同，含有“
外族人”和“异邦人”的意义，像波斯人在当时的文明程度就要较罗马人为高。
故在《罗马帝国衰亡史》第八章和第九章，开宗明义介绍帝国最大的敌人波斯人和日耳曼人：从奥古
斯都临朝到亚历山大?塞维鲁时代为止，罗马的仇敌是暴君和军人，他们就在帝国的心腹之地。
罗马国势已臻极点，对发生在远隔莱茵河和幼发拉底河之外的变革，并无多大兴趣。
但是当军队毫无忌惮推倒皇帝的权势、元老院的敕令，甚至军营的纪律时，长久以来盘旋流窜在北部
和东部边疆的蛮族，竟敢放胆攻击这个衰落帝国的行省。
零星的叩边变成大举的入侵，给双方都带来很大的灾难。
经过很长时期互有输赢的争斗以后，许多获胜的蛮族将整个部落迁进罗马帝国的行省。
（参阅第八章第一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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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台湾大学历史系教授杨肃献： 　　爱德华·吉本（Edward Gibbon，1737 A.D.1794 A.D.）是18世
纪英国最伟大的历史学家，运用渊博的学识素养和启蒙时代的哲学理念，写出英国最重要的一部历史
巨著——《罗马帝国衰亡史》，从公元2世纪一直叙述到1453年君士坦丁堡陷落。
博大雄伟的史观加上优美典雅的风格，不仅是学术名著，更是文学杰作，两百年来傲视西方史学界，
要是与我国的史书相比，誉之为欧洲的《史记》和《汉书》亦不为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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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罗马帝国衰亡史4》书从奥古斯都立为皇帝，将罗马共和国变为罗马帝国写起，直到东罗马帝国灭
亡以后，还写了罗马的政变，到教皇重新控制罗马。
延续近乎1500年，包括了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如何兴起，以及罗马帝国周边国家对罗马的影响，有波斯
、阿拉伯、匈牙利、保加利亚、俄罗斯、蒙古等国家的简短历史，甚至还提到了长城和汉武帝对匈奴
的战争以及北匈奴的西迁，忽必烈的舰队对日本不成功的入侵。
整部著作气势恢弘，是一部堪称巨著的作品。
全书被分成好几卷，《罗马帝国衰亡史4》为其中的第四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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