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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恺撒和他的《高卢战记》    一、恺撒崛起之前的大环境    公元前146年，罗马消灭了非洲的迦太基，成
为当时西方世界最强大的邦国。
它的版图包括意大利本土，还有海外的西西里、西班牙、马其顿和希腊，以及非洲的迦太基（相当于
今日的突尼斯），往后25年，又增加了高卢南部，并接收了亚洲的柏加曼王国（今日土耳其境内包加
玛城旧址）。
但是随着罗马领土不断扩张而至的，却是经济、社会、政治问题搅和在一起的严重危机。
自罗马与汉尼拔之间的第二次布匿战争之后，意大利境内的大部分土地已不再适合种植谷物，而必须
改作葡萄园、果园或农牧地，所需谷物则由非洲和其他行省输入。
这时，由于罗马一再对外强征掳掠，退役军人和从各行省返国的总督、官僚带回了大批的战利品——
金钱和奴隶，于是他们适可接手唯有他们才具备足够条件经营的大庄园经济。
经济结构既如此剧变，意大利各地于是产生大量的失业人口，其中包括工人、商人和小农。
这些人口连同被释放的奴隶，形成了社会上的游民阶层，乃大量拥向罗马以寻求生活的救济和社会政
策的改革。
然而，由于经济冲击所招致的结果并不单纯。
这时，一般意大利人和罗马盟邦，正一再要求与罗马人一样地享有罗马公民权，以分享版图扩张后带
给首都的财富和威望；同时，得志的将领、大庄园的农业资本家和大商人，尤其那些负责承建道路或
供应军需的承包商，虽然他们在经济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但是在政治上却没有显著的地位，因
为元老院是由少数贵族家庭所控制，元老、执政官和行政官吏的人选几乎全由他们一手把持；因此，
这些将领、农业资本家和大商人基于共同的利益，自然形成了一个新兴的富豪阶级，全力和元老贵族
阶级分庭抗礼。
至此，罗马共和堪称面临了无比复杂的难局，但是它的体制本身仍维持当年台伯河畔的那一套小农社
会的城邦制度：每年改选的文官政府，运转不灵的“百人议会”和“部族议会”，以及由少数豪门贵
族世代垄断的元老院。
    到了公元前2世纪30年代，名门贵族出身的格拉古兄弟（Tiberius Gracchus and Gaius Gracchus）决意牺
牲贵族阶级的利益和元老院的权力，以改善多数人民的困难，并提高护民官和“部族议会”在政治上
的重要性，结果招致元老院保守派的强烈反对，格拉古倾向民主的改革终告失败。
格拉古死后，共和政局逐渐掌握在三个集团手里：第一个是前面说过的富豪阶级，第二个是元老院内
反对民主改革的保守派，第三个是拥护民主改革的人士。
这三个集团彼此联合利用、抗衡倾轧，尤其是第一集团联合第三集团以对抗元老院保守派，结果导致
罗马共和的政治领导权旁落拥兵自重的军事将领手中，而无论这些将领原本属于哪个集团。
    罗马共和自格拉古的民主改革之后，至此，已在政治斗争下濒临灭亡，取而代之的是军人专权的独
裁政治。
    第一位将罗马共和引入独裁政治之途的是马略将军（Gaius Marius），他是一位贵族出身而主张民主
改革的领袖，由于他曾平定北非的叛乱（公元前105年），又击退了日耳曼人的入侵（公元前102年）
，军事威望显赫一时。
在他担任执政官期间，政治上作了两项重大的变革：一是不顾执政官不得蝉联、必须下野十年之后才
得再度竞选的法律规定，首创强人不受任期限制的先例；二是罗马军人的装备改由国家供应，敞开穷
人从军之途，职业军人的势力从此崛起，而且都非常效忠他们的统帅或保护者。
    公元前82年，拥护元老院保守派的年轻将军苏拉（Lucius Cornelius Sulla）在血腥屠杀之下扫平了马略
一系的敌对势力，民主改革运动才一时沉寂下来。
但是大屠杀并不能消除要求民主改革的根源，所以在苏拉不久去世之后，民主改革运动立即卷土重来
。
但是，虽然历经了如许波折，罗马社会依旧动荡不安，贵族共和政府益显颟顸无能，军人的专横跋扈
则更是徒然削减邦国的力量。
    所以到了公元前1世纪70年代，共和政体的情势尤为可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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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东有强邻进攻，西有行省割据之外，最严重的还是地中海上的海盗横行和斯巴达克斯（Spartacus
）所领导的奴隶大暴动。
海盗横行不但使沿海各地受到极严重的骚扰，甚至连首都罗马也由于海外粮食无法输入而有断炊之虞
。
奴隶大暴动则使意大利本土惨受汉尼拔战争以来最严重的一次灾祸，同时也从根本上撼摇了罗马的奴
隶制度和奴隶制经济，迫使奴隶主不得不考虑变更无法保障奴隶制经济的共和政体。
恺撒，就是在这样的历史环境下登上了罗马政治的舞台。
    二、恺撒的崛起和他的功业    恺撒（Gaius.1ulius Caesar，102 B.C.—44 B.C.）出身自一个历史悠久但
已中落的贵族家庭。
马略将军是他的姨父，他的妻子科涅莉亚（Cornelia）是马略的老搭档钦纳（LHeiUS Cornelius Cirma）
的女儿。
由于马略和钦纳是民主改革派的领袖，所以恺撒自青年时就备受贵族保守派的排挤，被迫自始只能站
在民主派的一边，而逐渐成为反对贵族保守派的领袖。
    公元前70年，庞培（Gnaeus Pompeius Maghus，苏拉麾下的年轻将领，苏拉死后，由元老院授命为重
要的军事统帅）逼迫元老院撤销苏拉所修改的法制，并恢复护民官和“部族议会”原有的权力。
公元前66至公元前62年，庞培征服了西亚，军事声威益形壮大，元老院唯恐庞培一再作大，乃极力设
法削减他的权力。
于是庞培结合民主改革派的恺撒和代表富豪阶级的罗马首富克拉苏斯（Marcus Licinius Crassus），于公
元前60年订立同盟以抵制元老院，而使罗马政体呈现“三头政治”（triumvirate）的局面。
公元前59年，恺撒在其他两人的支持下，当选为执政官。
    罗马共和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动荡，任何一派的领袖都已从实际经验中体认到，要想掌握政权必须要
有一支自己的武力。
因此，恺撒在执政官的任期届满之后，首先竭力争取到高卢行省担任行省长官的职位，以便在那儿训
练一支完全效忠自己的军队，以作为开展政治前途的后盾；其次，在高卢大事开拓疆土，一方面固然
可赢取罗马人民最尊崇的荣耀，另～方面则可从事奴隶交易以满足富豪阶级的渴求，将来也容易获得
他们的支持；再次，当然是可累积大笔财富以作为日后政治活动的资本。
    公元前85年，恺撒出师远征高卢，直到公元前49年年初，他才班师返回意大利。
他在高卢的九年期间，据普鲁塔克（Plutarch，约46—约120，希腊历史家，以英雄传记著称）说，他
先后杀了一百万人，俘虏了一百万人，而且恺撒和他的部属都获得了巨额财富，所以能在罗马广施恩
泽，赈济贫民，并在意大利的许多城镇大兴土木，此举既有利于承包商，也给平民提供工作的机会。
因此，他在意大利公民中的声望，渐渐超过了“三头政治”中的其他两人，尤其，他在高卢已训练出
一支全罗马最能征善战的部队，而且这支部队几乎只知有恺撒，不知有罗马。
    恺撒的成功使克拉苏斯深受刺激，于是他在公元前53年亦赶赴东方发动对抗安息（伊朗东北部的古
国）的战争，希望在那儿能获得不逊于恺撒的辉煌成就。
不料，全军覆没，克拉苏斯身死异域。
因此原本鼎足相峙的“三头政治”，现在就只剩下恺撒和庞培两雄并立了。
由于彼此猜忌日深，加上元老院中的一些人从中挑拨离间，庞培终于和恺撒决裂，而正式归于元老院
一边，成为贵族保守派赖以对抗恺撒的领袖。
公元前49年，元老院训令恺撒留驻高卢，但恺撒公然反抗元老院，挟征服全高卢的声威，率领他的军
团越过行省南部与意大利交界的卢比孔河（Rubicon），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进入意大利，庞培措手不
及，率政府官员和元老院的元老仓皇逃出罗马，渡海至希腊。
法萨卢斯（Pharsalus）一战，庞培的主力完全被恺撒击溃，庞培再逃埃及，结果为埃及人所杀。
恺撒紧接着肃清庞培在小亚细亚、北非和西班牙的余党，至公元前45年才大功告成。
就实质而论，恺撒这一连串行动绝不只是在肃清庞培的势力而已，同时也是在扫除罗马贵族共和体制
的影响。
他试图重新统一罗马，并使其转变成一个中央集权的军事独裁帝国。
    恺撒从接手罗马到被刺身死，前后不到四年，在这短暂的辉煌时期内他完成了许多重大的改革，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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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最值得注意的有两点：第一，他彻底摧毁了旧的贵族共和体制，瓦解了各种议会和行政官员之间的
制衡关系：他不仅自己出任“狄克推多”（dictator），又集执政官、护民官和祭司等军、政、教大权
于一身。
既扩大元老院的编制以容纳他的拥护者，又将元老院降贬为咨询机构，而为日后披共和体制外衣的罗
马帝国开辟了“恺撒制度”（Caesarism）的道路。
第二，逐步废除从罗马为一城邦霸国开始就世代因袭的种种特权：不但提升意大利各大城镇的地位使
其与罗马相等，也提高各行省的地位使其与意大利相等，同时还把公民权陆续授予罗马各行省的奴隶
主阶级，从而扩大、巩固了帝国统治者的基础；其实，他的这项做法早在高卢时期就已开始实施，当
时，恺撒曾把公民权授予山内高卢人，后来还让他们的部分首领进入元老院，因而引起视公民权为禁
脔的罗马公民的讥评：    恺撒在凯旋式里牵着高卢人走，    却牵他们进入元老院；    高卢人脱下了长
裤子，    反而穿上了元老们阔边的长袍子。
    公元前44年3月15日，恺撒在元老院大厅的庞培雕像下，为布鲁图（Marcus Junius Brutus）等一群元
老院的政敌们所刺杀，而结束了他忙碌的一生。
他的嗣子，也是他姐姐的孩子屋大维（Gaius Octavius Thurinus），即奥古斯都，后来就在恺撒所奠定
的基础上，将罗马共和改创为罗马帝国。
    三、恺撒的《高卢战记》    恺撒的《高卢战记》（Commentaries On the Gallic War），全书共八卷，
记述公元前58至前50年之间，恺撒远征高卢的作战经过。
前七卷是恺撒自己写的，记述公元前58至前52年每年的征战事迹；第八卷为续篇，是恺撒的幕僚奥卢
斯·伊尔久斯（Aulus Hirtius）在恺撒被刺之后，补述从缺那两年间的征战事迹。
    关于《高卢战记》的写作过程（指前七卷），历来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认为，这是他每年向元老
院及部族议会提出的书面汇报，所以把每年的事迹写成一卷；另一种说法认为，这是他在公元前52至
前51年间的冬天一次写成的。
这两种说法其实并不矛盾，而且极可能是他先每年撰写一卷作为书面汇报，后来由于政治情况的需要
，才将它们整编联结成现在的形式。
因为，公元前52至前51年正是恺撒敉平了维钦及托列克斯（Vercingetorix）所领导的高卢大叛乱，而使
高卢恢复平静的一年，但也是恺撒在罗马的地位开始逆转的一年；虽然“三头政治”之一的克拉苏斯
已战死于安息，但元老院中的政敌却处心积虑要算计恺撒，庞培虽未与他正式决裂，但所采取的总是
有利于己的旁观态度。
在此情况下，恺撒乃不得不采取相应的措施来保护自己，而《高卢战记》便是在这种情况下出现的。
其作用有二：一是为自己辩护，二是给身在罗马而拥护他的人，提供一套宣传提纲。
    因此，恺撒谦逊地称这部书为Commentarii（意为“随记”或“手记”），以表示他不敢自诩为著作
，只是直陈事实供人参考而已。
在叙述的过程中，他处处以第三人称来称呼自己（直称“他”或“恺撒”），自首至尾以非常平静、
简洁、客观的笔调述说战争的经过，而不露丝毫感情，既不怪怨他的政敌，也不吹捧自己，即或在一
两处地方提到自己的宽容与仁慈，也都是转述别人的看法。
所以，甚至当时最著名的文学家和政论家西塞罗（Marcus Tullius Cicero），也禁不住要赞扬它“朴实
、直率和雅致”，殊不知在这些朴实、直率和雅致的背后，实隐含着恺撒的许多政治烦忧。
    撇开《高卢战记》成书的动机不谈，而纯就一部作品而论，其文笔清晰简朴、叙事翔实，历来很受
拉丁文学爱好者的推崇。
就罗马史研究而言，无疑，它是有关罗马时代的高卢之唯一的历史文献，而且参照罗马史来看《高卢
战记》也有助于理解第一次“三头政治”的时代。
就军事史而言，《高卢战记》除了展现一代英雄如何运筹帷幄、洞烛机先的智慧之外，也显现了他调
兵遣将统率军团的特殊才干，以及战略与战术应用的独到技巧。
就今日的民族学和原始社会研究而论，则尤其难能可贵，因为恺撒是罗马共和时代第一位亲自深入外
高卢西部和北部，到过不列颠和莱茵河以东的日耳曼地区，而目睹当地山川形势和风俗民情的人，他
不仅观察细微，记载翔实，为后人留下了有关当时当地的第一手直接资料，而且颇能把握重点，他也
记述了高卢和日耳曼各部族从氏族社群逐渐解体以至国家形态初步萌芽，这段期间内的政治、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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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俗和宗教等各方面的变迁，而成为今日研究原始社会和民族学的重要依据。
    最后，我们且从非学术的观点来看《高卢战记》的价值，换句话就是，对于不从事学术研究、不读
拉丁原文的人，还会有什么价值。
关于这一点，我们不妨用现代的话说它是一部伟大的“报道文学”。
有关高卢、日耳曼各地的风俗民情、山川形势、社会法律、宗教信仰的描述，是它烘托故事情节的背
景；至于故事情节本身，一方面固然是高卢各部族面对恺撒和罗马军团的存亡续绝之战，另一方面也
是各部族自身及其强邻之间冀图扩张领土的战争。
至于情节的高潮，很自然的就是，酝酿多时而后正面对垒冲突的激战，如厄尔维提之战、阿克松奈河
之战、萨比斯河之战、阿来西亚之战和及尔哥维亚之战等伟大战役。
只是，《高卢战记》基本上是历史文献、战史报道，而不是文学性的著作；加上恺撒基于政治上的忧
虑，写法上又不得不别出心裁，所以全篇《高卢战记》有无数重要的配角，如各邦领袖和恺撒著名的
副将拉频弩斯（Titus Atius Labienus）等，但真正的主角，则只有恺撒一人。
也因为这个缘故，而更突显出恺撒着实不可一世，其魅力不知迷惑历代多少英雄：他不仅运筹帷幄、
骁勇善战（恺撒一向彪悍大胆，即使在最前线也要穿着颜色醒目耀眼的统帅披风），同时还身兼行省
长官主持全高卢大会，安抚既已归顺罗马的部族，保护他们的权益，协调内部的冲突，最后，还不得
不关切罗马元老院内的政情。
因此当我们忆起恺撒在小亚细亚击败了庞培的盟邦，博斯普鲁斯王法尔那契斯（Phamaces II）之后，
不禁有感而发地说了那句著名的狂言“我来，我见，我征服”（Veni Vidi Vici），言下颇有“经历高
卢九年多少大小战役，于今只不过又平添一起”的意味，其气魄与胆识自不愧为古今最伟大的政治家
与军事将领的典型。
    所以就文学欣赏的观点来看，《高卢战记》所展现的并非恺撒一人的风流豪情，而是时代酝酿既久
而后诞生的一代英雄人物的雄才大略，与真正的英雄人物所独具的智慧。
    《高卢战记》既可当做伟大的“报道文学”来欣赏，当然也可以当做一般的历史名著来读，如果读
史能培养“鉴往知来”的历史洞见，又如果“历史的价值在于告诉我们人类曾做过什么，从而使我们
了解人是什么”（柯灵乌语），那么读《高卢战记》，看看恺撒这位为日后庞大的罗马帝国奠定基业
的一代英雄，曾如何驰骋于高卢蛮荒之地，周旋于风俗、习性、法律、信仰各不相同的诸多部族之间
，这对于想求智慧而不想做学者的读者而言，其积极正面的价值是绝对可以肯定的。
    恺撒的《高卢战记》经过长期传抄，出现了许多互有出入的版本，当今考订得最为翔实的当属1957
年德国莱比锡出版的托伊布纳尔丛书（Bibliotheca Scriptorum Graecorum et Romanorum Teubneriana）中
的拉丁文本，而英译本中最常见的是哈泼丛书（Harper’s Library）中W.A.MacI）evitte的英译本，但
本书所根据的是1859年William Duncan的英译本，原书没有地图，也没有注释，本书所附的地图是根据
洛布古典丛书（The IDeb Classical Library）中的英译本复制的，至于各卷的注释，则是参考其他史书后
加入的。
    叫我翻译恺撒的《高卢战记》原是前长鲸出版社负责人周浩正先生的主意。
1977年，他跟我提起这本书，希望我找到英译本来翻译；翌年，挚友何龙生先生为我到柏克莱大学图
书馆找到了《高卢战记》的内文，影印了一份寄给我，并留下几句有趣的话：“《高卢战记》的拉丁
文本很多，就是英文本不好找，这些资料是从一本大书The Roman Art of War里面影印下来的。
”直到1979年6月，我仅译了影本中的第一卷、第二卷和第八卷。
翌年，长鲸宣告结束，虽然我仍有心将该书完成，但由于当时正忙于修订一部历史哲学论著的译稿，
于是托请谢中平、蔡少伟两位先生代为完成其余五卷。
然而，待所有译稿齐备之后方才发现：一、人名、地名、部族名称至为庞杂，难以统一；二、若干罗
马史上的军队编制用语难以确定；三、原书没有附图也没有注解，对于读者而言，无非是一大缺陷。
因此这些译稿又积压了好长一段时间，直到1982年年底，有幸获得专攻西洋史的高文怡小姐的协助，
我才又鼓起勇气和崔薏萍小姐合作将所有译稿重新修订了一遍，而后又收集了许多有关《高卢战记》
的资料，最后才能以现在的面貌与读者见面。
    历经如此折腾，当初的差事现在总算了了，但由于译者的历史知识有限，面对如此古典名著，虽然
深受许多人的帮助，毕竟错误之处在所难免，这还是得恳祈读者们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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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晓村    1983年10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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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恺撒战记·高卢战记》全书共八卷，记述了公元前58年至前50年之间，恺撒远征高卢的作战经
历。
前七卷是恺撒本人写的，为公元前58年至前52年的征战事迹；第八卷是恺撒的幕僚伊尔久斯·潘沙在
恺撒被刺之后，补述的接下来两年间的征战事迹。
《高卢战记》中恺撒记述的第一手资料是关于高卢地区最古老的历史文献，又因其详实的内容和清晰
的文笔，本书历来深受历史和军事爱好者的推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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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盖尤斯 ·尤利乌斯·
恺撒：公元前100年7月13日（另一说法为：公元前102年7月12日）出生于罗马，尊号为“Dictator”，
意为“独裁官”。
他在父系和母系两个方面都出身于纯粹的贵族家庭环境中，由此获得了很好庇护。
恺撒大帝是罗马共和国末期杰出的军事统帅、政治家。
他公元前60年与庞培、克拉苏秘密结成前三巨头同盟，随后出任高卢总督，花了八年时间征服了高卢
全境（大约是现在的法国），还袭击了日耳曼和不列颠。
前49年，他率军占领罗马，打败庞培，集大权于一身，实行独裁统治并制定了《儒略历》。
凯撒是罗马帝国的奠基者，故被一些历史学家视为罗马帝国的无冕之皇，有凯撒大帝之称。
甚至有历史学家将其视为罗马帝国的第一位皇帝，以其就任终身独裁官的日子为罗马帝国的诞生日。
影响所及，有罗马君主以其名字“凯撒”作为皇帝称号﹔其后之德意志帝国及俄罗斯帝国君主亦以“
凯撒”作为皇帝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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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恺撒和他的《高卢战记》（代译序）
内容提要
高卢战记
第一卷
第二卷
第三卷
第四卷
第五卷
第六卷
第七卷
第八卷（奥卢斯·伊尔久斯补述）
人名索引
邦名与部落名索引
地名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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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恺撒找到一处合适的地点，在那儿可以观察到每个地方的情况，他一发现罗马军什么地方
吃紧，就派援军赶去。
双方心里都觉得这是作最后努力的唯一机会，高卢人认为除非突破工事，否则没有脱身的希望，罗马
人也认为只要这一天能守得住，一切辛劳从此便可告结束。
最艰苦的斗争乃发生在山上的工事边，也就是刚才提过的那个维尔卡西味朗纳斯被派去攻打的地方。
那个地方由于下坡的地形，确实产生了极不利的影响。
敌人有的发射矢石，有的在盾龟掩护下向前推进。
疲惫的人马上有生力军来接替。
所有这些敌众合力向罗马军壕堑掷来的泥土，不仅为他们自己造就一条可往上爬的通道，也把罗马人
埋在地下的器械全给掩没了，罗马军这时既没有武器，体力也支持不住了。
 36 恺撒得知此事，派拉频弩斯率六个营前去援助。
恺撒命令他如果实在坚持不住，可带这个营突围冲出来，但如果没有必要，就不该这样做。
他自己则前去视察其余部队的战况，并鼓励他们不要因艰难而畏缩，告诉他们，所有过去的一切战斗
，都要在这一个时辰内分晓。
被围困在城镇里的敌人，因为罗马军的工事浩大，且难以突破，感到在平地不会有成功的希望，就转
而试探那些陡拔的地方，带着他们的器具，奔向那边。
他们用大量的矢石，驱走木塔中的守卫部队，以泥土和木栅填没壕堑，并用挠钩拉倒壁垒和胸墙。
 37 为了化解这边的危险，恺撒先派年轻的布鲁图斯带去六个营，后来又派副将该犹斯·费庇乌斯带去
另外七个营，最后，当战斗进行得非常激烈时，他乃亲自率领一支生力军赶到那边，敌人终于被驱了
回去。
这时，恺撒又急急赶向拉频弩斯被派去的地方。
他从离他最近的碉堡中抽调了四个营，还命令一部分骑兵跟随着他，另外一部分则绕道工事外围，从
敌人的后方进攻。
拉频弩斯发现无论壁垒还是壕堑，都挡不住敌人的冲击，便把最近几个据点内的兵力集中起来，恰有
整整十个营，以便抵抗敌人的攻击，同时还派使者把他现在认为可行的计划报告恺撒。
恺撒这时正匆匆赶去加入战斗的行列。
 罗马军终于击败高卢人 恺撒的到来是从他战袍的颜色上辨认出来的，他习惯在战斗中穿着战袍以作
为特殊的标记。
奉命跟随他的几队骑兵和那几个营也被注意到了，这一切从高处往下望乃一目了然，因此敌人立即又
发动了攻击。
双方都发出一片喊叫声，这阵喊叫声又有壁垒上和整个壕堑里的罗马战士接着回应。
工事这边的罗马军掷矛之后，也开始用剑挥砍。
在这同时罗马骑兵已出现在敌人背后，另外一些营也逐渐逼了上来，敌军见状转身就逃，骑兵在他们
奔跑中追上他们，接着便是一阵屠杀。
雷穆维契斯人的首领塞杜留斯被杀，阿浮尔尼人维尔卡西味朗纳斯在逃跑中被俘，拔下敌人的军旗达
七十四面之多统统交给恺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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