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條條大路不只通羅馬．古羅馬、羅馬帝國與拜占庭帝國！ 

 

講師介紹： 

 

謝君嵐（阿曼達） 

英國創業研究碩士、作家、旅遊愛好者 

 

前科技新貴，貢獻了大部分青春歲月給兩兆雙星產業之後，前往英國並帶回了個創

業碩士學位。沒有自己當老闆，打工仔了一段時間後開始帶團人生。從歐洲出發，

穿梭在羅馬帝國的領地內；在海外領團導覽，回到台灣開班授課，努力帶來結合了

歷史、旅遊、文化與時事的不枯燥的歐洲史。 

 

本課程共計 16 講約 32 小時 

課程系列簡介： 

西元前 753 年，羅馬建城。西元 1453 年，君士坦丁堡殞落。 

歷史鉅作《羅馬帝國衰亡史》的作者，歷史學家吉朋聲稱：「羅馬帝國涵蓋了人間最

好的土地和世間最文明的人類。」 

 

超過二千年的時間，古羅馬從神話中建立了王國、邁入了共和、打下橫跨歐亞非三

洲的帝國，之後帝國分裂，西羅馬滅亡、屹立在東方拜占庭的東羅馬持續了一千年

的興盛與幻滅。 

 

羅馬帝國版圖最大的時候，從蘇格蘭到小亞細亞，從大西洋到非洲的亞特拉斯山，

再到中亞的幼發拉底河。據不甚完整的估計，它的人口多達一億二千萬，為自古以

來結合於同一政治體制之下最龐大人口的社會，而其防衛與秩序則由為數不到 45 萬

人的軍事機構加以維護。 

 

西羅馬帝國滅亡後，歐洲大陸的統治者莫不以『羅馬帝國接班人』自居。日耳曼民

族建立了名不正言不順的神聖羅馬帝國，而希特勒更將它視之為德意志第一帝國的

開始。今日的俄羅斯，在承接了拜占庭的宗教與國徽後，也自稱羅馬第三帝國。到

底羅馬帝國有甚麼樣的魅力？ 

 

而觀光客們即使離開歐洲，不管是在北非的阿爾及利亞或是內戰中的敘利亞，都還

能見到羅馬帝國的遺跡；條條大路通羅馬，不是口號，是歷史的見證。 

 

這次我們用 16 堂課的時間，分三階段來認識：古羅馬（羅馬共和）、羅馬帝國與拜

占庭帝國。 



  講座主題 主題內容涵蓋重點 

1 
戰神瑪爾斯之後•七丘之城

羅馬與共和國的開始 

傳說中，西元前 753 年，擁有戰神瑪爾斯血統的愛神

維納斯後代，在七個丘陵地之上，建立了羅馬城。 

 

縱然擁有神族的血統、神話般地開始，羅馬也不是一

天造成的。王政時期初始，羅馬仍只是一個部落型態

的王國，甚至需要靠搶奪鄰居薩賓婦女來增加自己的

人口。然而，隨著一一打下地中海的強權：迦太基、

科林斯、馬其頓，承接了貝加蒙的遺產與式微的希臘，

最終讓代表著鼎盛羅馬的 SPQR 字眼飄揚在圍繞著地

中海的歐亞非地區。 

2 
凱薩、三巨頭與埃及豔后 

凱撒大帝，西元前 58 年征服高盧，西元前 55 年進攻

不列顛。 

 

西元前 49 年，凱薩帶著軍隊越過進入羅馬的邊境小

河，盧比孔河，留下了傳誦千古的骰子已擲下 Alea iacta 

est（意思為無路可退），正式向政敵及元老院宣戰。

進入內戰的羅馬，隨即從歷史上第一個公民自治的共

和國，轉身為第一個橫跨歐亞非三洲的帝國。 

 

五年後，凱薩遇刺身亡，然而他卻成為歷史的永垂不

朽。日耳曼人的神聖羅馬帝國稱皇帝為 kaiser，斯拉

夫民族的俄羅斯沙皇 Tsar，全都來自於他的名字凱撒

Caesar。 

3 
奧古斯都的羅馬帝國 

『奧古斯都 Augustus』，意思為至尊至聖；為了維持羅

馬表面的共和，即使執政官都已經終身獨裁，但仍然

沒有皇帝稱號，取而代之的是至高無上的奧古斯都。 

 

凱薩被亂刀刺死之後，誰有能力承接這樣的一統大

業？誰成了奧古斯都？忙著跟埃及豔后談戀愛的馬克

安東尼？兵權被削減的雷必達？還是乳臭未乾的養子

屋大維？ 

 

同時，有別於過去的選舉制，奧古斯都開始指定自己

的繼承人。西元前 27 年，距離當年羅穆路斯建城後

550 年，羅馬的第一個王朝《儒略-克勞狄王朝

Julio-Claudian Dynasty》正式展開，而羅馬帝國也從此

開始！ 



4 
帝國無疆的羅馬五賢帝 

18 世紀的英國歷史學家愛德華·吉本在他的著作《羅馬

帝國衰亡史》中，把安東尼王朝的《五賢帝時代》稱

讚為，『人類最幸福的年代』。 

 

賢明，當然是這幾個皇帝的特色（優點），但以我們現

代觀光客的角度來看，他們治理下的風調雨順、國泰

民安，都比不上他們任內建造了很多的大型娛樂設施

如競技場、劇院、澡堂、紀念碑等。因為他們浮誇、

好享樂、兼賄賂選民，也造就了我們今日旅遊，從歐

洲到中東、北非的旅遊觀光景點！ 

5 
卡拉卡拉大放送•人人都是

羅馬公民 

哲學家皇帝奧里略過世後，兒子康茂德接任。這位出

現在電影《神鬼戰士 Gladiator》中的昏君，在歷史上

更有名的，他是羅馬和平的尾聲，五賢帝所締造的最

美好時代的終結者。 

 

西元 180 年到 284 年，短短百年間，羅馬歷史上迎來

了 28 位皇帝。被士兵暗殺的皇帝跟蠻族出身登上帝

位的版本輪番上演，一年之內換了五個皇帝也是家常

便飯。 

 

之後，卡拉卡拉上位，他賦予帝國境內所有人公民身

分，不用靠通婚、不用靠到羅馬生小孩拿公民權，這

對羅馬帝國又有甚麼樣的影響呢？ 

6 
戴克里先•神權政治下的四

帝分治 

如果說，『儀式感』是今日生活不可或缺的小確幸，那

羅馬人在 2000 年前就過著這般的生活了。日正當中

觀賞死刑處決之後，午餐，之後進大浴場梳洗一番，

下午 3 點準時進入競技場觀賞表演。 

 

這就是羅馬人的日常。嚴格來說，富裕羅馬階級的日

常，起碼在羅馬和平的這二百年間。 

 

在軍人皇帝戴克里先終於又一統天下後，考慮到過大

的國土難以管控，他決定分權治理，將國土一分為二，

一邊各設二位管理者，形成四帝共治的局面。然而，

一人之上與 1/4 的實權？這根本是權力與慾望的考

驗！這對羅馬帝國的未來又會產生甚麼樣的影響呢？ 

7 帝國分水嶺：基督教•君士

坦丁大帝•首都東移 

公元 312 年，君士坦丁一世和馬克森提烏斯，交戰於

穆維爾大橋。傳說中，天空中出現的閃閃發亮的十字



架助他贏得勝利。 

 

之後，身為阿波羅信仰擁護者的他，公開承認基督教

的存在，並在臨終前受洗，成為歷史上第一位基督徒

皇帝。 

 

君士坦丁的這個決定，毫無疑問決定了歐洲未來的歷

史走向；不單只是從多神共存的神話體系轉為一神信

仰，更重要的是未來二千年乃至於今日，基督教成了

歐洲歷史發展的基礎磐石。 

 

之後的他，決定遷都到東方的拜占廷，建立『新羅馬

Nova Roma』，也就是之後的『君士坦丁堡

Constantinopolis』；帝國正式分裂，也預告了西羅馬的

最後一哩路。 

8 
蠻族終究滅掉了西羅馬 vs. 

飛揚的雙頭鷹東羅馬拜占庭 

西元前 753 年，羅慕路斯在七丘之城建立了羅馬。歷

經一千年的開疆闢土與朝代更迭，羅馬打下了歐亞非

三洲的版圖。西元 476 年，也是一位羅慕路斯，在無

力抵抗日耳曼蠻族的接連入侵之後，被罷黜並流放，

西羅馬帝國正式從歷史的舞台下台一鞠躬。 

 

然而，羅馬帝國並未滅亡。早在一百多年前，當君士

坦丁大帝在拜占庭建立新督「新羅馬」之際，新的政

權也就慢慢地在那兒萌芽了，更在之後的一千多年時

間，在語言、種族與信仰都走上截然不同的發展道路。 

9 

 
查士丁尼大帝：他的征服與

法典 

查士丁尼一世，蠻族、偏鄉出身的農村子弟，天資聰

穎的他被舅舅帶到君士坦丁堡接受完整教育，最終登

上了帝國最高領導人。極具戲劇色彩的人生不只於

此，他娶了個地位低下的女演員，但皇后狄奧多拉成

了當代最成功的女性上位勵志故事。 

 

熱愛賽車的他，想藉大型賽事討好民眾卻弄巧成拙地

導致一場名留青史的浩劫《尼卡暴動》，也間接造就了

歷史上最重要的聖索菲亞大教堂。 

 

他從滅亡的西羅馬土地上搶回了失土，將千年來眾多

古羅馬法律滙纂成一部統一的《查士丁尼法典》，成了

今日歐洲大部分法律體系的基礎。 



10 
來勢洶洶的波斯人、斯拉夫

人與伊斯蘭世界的崛起 

從大天使加百列向在山中冥想的商人穆罕默德，傳遞

神（阿拉）的啟示開始，「真神面前人人平等」成了今

日全球超過 16 億（四分之一人口）穆斯林人口最嚮

往的依歸。 

 

西元 622 年，伊斯蘭元年的開始。不到一百年的時間，

信仰伊斯蘭的阿拉伯人，一路攻下了北非、跨過直布

羅陀海峽、攻陷了大部分的伊比利半島，甚至跨國庇

里牛斯山直逼法蘭西王國。查士丁尼大地好不容易搶

回來的西羅馬領地，不到一世紀又轉手。 

 

伊斯蘭教，到底是一個甚麼樣的信仰？跟基督教世界

的纏鬥，直到今日都不曾停止。而另一方面，斯拉夫

蠻族，也慢慢地建立起自己的根據地，向帝國步步靠

近。 

11 
東方教會的聖像破壞運動與

歐洲第一位女王：拜占庭的

伊琳娜 

「風不調、雨不順，國土被阿拉伯人搶走一大半，這

一定是上帝的懲罰！！！因為我們愚昧無知，每天對

著聖人的雕刻、畫像膜拜，難怪會被嚴格禁止偶像崇

拜的伊斯蘭教打垮。」 

 

西元八世紀開始，拜占庭皇帝利奧三世，打著上述的

口號，開始了聖像破壞運動，也造成了與西方教廷的

分裂。抓住機會的西方教廷，搭上了救世主：法蘭克

的查理曼大帝，東西方的歷史，正式走上了分水嶺，

不論是政治或宗教信仰。 

 

半個世紀後，東方教會的危機，在伊琳娜手上獲得了

舒緩。身為皇后與未來皇儲的攝政女皇，她更想要的

頭銜是皇帝，一個不帶有性別的直接權力，甚至不惜

聯姻與她爭奪羅馬帝國接班人頭銜的查理曼大帝。 

12 
站上拜占庭巔峰的馬其頓王

朝 

將近兩百年的馬其頓王朝，是拜占庭不靠羅馬的餘光

自己所建立的輝煌，也是拜占庭史上最顛峰時期。孕

育出了強調高貴純正的『在紫色寢宮出生』的血統，

藉由聯姻，讓『羅馬接班人的正統性』，延伸到了斯拉

夫民族，以至於今日的俄羅斯。 

 

但另一方面，這段時間表現最輝煌的幾位君主們，卻

又恰巧是與皇室沒有血緣關係的謀朝篡位者；透過軍



事擴張以武力打下了江山，奪回了帝國的榮光。 

 

而陸續出場的姊妹花女皇，狄奧多拉與佐伊，更在一

群男人的世界中，接次地登上帝位，統治了這個帝國

超過 1/4 個世紀。 

13 
東西方夾擊下的科穆寧中興

與十字軍東征 

 

保加利亞屠夫巴西爾二世，為馬其頓王朝增加了一倍

的國土，但才半世紀，一切又化為烏有。 

 

來自中亞的突厥部族，攻下了拜占庭的亞洲領土（小

亞細亞），皇帝羅曼努斯淪為塞爾柱土耳其蘇丹的俘

虜。來自北歐的諾曼人，再也不只是打家劫舍的維京

海盜，他們升格成了有領地、有紀律、甚至信仰上帝

的軍事團體。吵吵鬧鬧了幾個世紀的東西方教會，也

正式在 1054 年分裂了。 

 

篡位之後登上帝位的阿歷克塞•科穆寧，面臨的就是

這麼一個積弱不振、遭到東西方夾殺的拜占庭。但他

成功的阻緩了強敵的入侵，甚至不計前嫌地向西方求

援，也間接促成了「十字軍東征」的開始。 

 

雖然富不過三代，但《科穆寧王朝》的中興，卻是拜

占庭最後的榮光盛世。 

14 
威尼斯帶領十字軍洗劫君士

坦丁堡 

 

打著收復聖地、驅逐異教徒的十字軍東征，怎麼會變

成基督徒間的互相殘殺？ 

 

君士坦丁堡，身為前往耶路撒冷的中繼城市，本應該

是讓千里迢迢行軍至此的十字軍休憩、補給的所在

地，卻在操弄之下，成為屠城掠奪的犧牲品，也成了

壓垮拜占庭的最後一根稻草；屹立八個世紀後，東方

帝國即將進入四分五裂的狀態。 

 

第四次十字軍東征中，威尼斯總督恩里科·丹多洛擔任

了重要的指揮角色，帶兵進攻君士坦丁堡。有人說這

是「君子報仇、十年不晚」的最佳寫照。手足相殘，

一切只因為當年與威尼斯共和國協議破碎的一紙貿易

條約嗎？ 

15 
拉丁帝國 vs. 流亡的拜占

十字軍掠奪君士坦丁堡之後，皇帝阿歷克塞五世棄城

逃亡，拜占庭形同亡國；西方聯軍在此建立起新的拉



庭•尼西亞帝國 
丁帝國，並且開始瓜分領地自立為王。 

 

而出逃的拜占庭權貴也紛紛建立起自己的政權：尼西

亞帝國、伊庇魯斯專制君主國與特拉比松帝國。 

 

西元 1261 年，在歷史舞台消失了 57 年之後，尼西亞

的米海爾重新搶回君士坦丁堡登基為帝，拜占庭最後

一個王朝巴列奧略王朝開始。而這半個世紀的時間，

歐洲的王權在重整的時候，來自東方的突厥與蒙古的

擴張也片刻不鬆懈。 

 

拜占庭的最後兩百年，我們一起細數歷史的更迭，慢

慢地走到最後。 

16 
1453 年君士坦丁堡的殞落 

1453 年，20 出頭意氣風發的新任鄂圖曼土耳其蘇丹

穆罕默德二世，帶兵永遠地攻下了君士坦丁堡這個永

恆之城，以及它所代表的偉大帝國拜占庭（東羅馬）。 

 

驅逐了拉丁人之後復辟的巴列奧略王朝，超過二個世

紀，是拜占庭歷史上最長壽的王朝，但也諷刺地，是

最後一個王朝。宛如歹戲拖棚般，最後這 200 年並沒

有太多高潮起伏的亮點，你以為應該要落幕但隔天又

繼續演下去。 

 

直到 1453 年 5 月 29 日凌晨，固若金湯的狄奧多西牆

被攻破，末代皇帝，也跟創立者同名的君士坦丁 11

世，脫下龍袍與皇冠、衝向敵軍，從此消失在歷史上。

他的屍體從未尋獲，拜占庭就這樣落幕了。 

 

 



 
母狼哺育小孩，是羅馬建城的開始，與羅馬共和的 SPQR 字眼，以各種藝術表現形態

出現在曾經的羅馬帝國境內。 

 

 

照片來自維基百科：聖索菲亞大教堂內的馬賽克鑲嵌畫，由右至左依序為佐伊女皇、

耶穌與共治皇帝君士坦丁九世 



 

 

十字軍攻陷君士坦丁堡後，拜占庭領地被瓜分：粉紅色為拜占庭延續政權，紫色為

十字軍所建立的拉丁政權。（圖片來自維基百科） 

 

 

1453 年被攻破的城牆，現在只是矗立在伊斯坦堡街頭的一段歷史遺跡。 

 



 

1453 年君士坦丁堡被攻下的瞬間。照片來自伊斯坦堡的 1453 博物館，本人於現場拍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