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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拉斯“希腊文化征服罗马"说考释 

岳 成 

(1．北京师范大学 历史学院，北京 100875；2．黑龙江大学 应用外语学院，哈尔滨 150080) 

[摘 要] 关于希腊文化与罗马文化的关系，学界经常引用古罗马奥古斯都时期的著名诗人贺拉斯的 

“希腊文化征服罗马”说：“被征服的希腊人，把他们的艺术带到了土气的拉丁姆，用这种方式征服了他们野蛮 

的征服者。”基于这句话，东西方学者普遍认为贺拉斯推崇希腊文化，贬斥罗马文化，从而得出罗马人在军事征 

服希腊人的同时，反而被希腊文化征服的结论。文章全面考释了贺拉斯在诗歌中关于希腊文化与罗马文化的 

阐述，纠正了传统上对贺拉斯的“希腊文化征服罗马”说的片面认识，认为贺拉斯的“希腊文化征服罗马”说事 

实上传递的是罗马文化与希腊文化各有优势和劣势，可以取长补短，交融合一。贺拉斯对希腊文化的尊重与推 

崇是建立在正确认识希腊文化基础上的，并不是妄自菲薄，而是对罗马文化未来高度的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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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希腊文化与罗马文化④，阐述精到而又浅显易懂 

的，无疑是古罗马奥古斯都时期的诗坛三杰——维吉尔、 

贺拉斯和奥维德。维吉尔和奥维德在民族文化类型上表 

达了罗马人与希腊人的区别。奥维德认为：“罗马人是懂 

得艺术的优秀战士，有雄辩 口才的标枪投掷者。”_1]t27维 

吉尔更直接地把统治的技艺视为一种艺术。在《埃涅阿 

斯纪》中，维吉尔阐明了罗马人与希腊人的区别：他者 

(alii)，通常指希腊人，在建筑艺术、哲学、天文学上出类 

拨萃，而罗马人，要用帝国统治其他民族。[2]567这种统治 

的技艺就是罗马人的艺术(aries)。_2J5 在这些令人惊讶 

的术语转换中，统治和征服是整个语境的核心，在维吉尔 

的想象中，罗马人是征服者，他把罗马的统治技艺视为一 

种艺术，这就把罗马人与具有文化优势的希腊人联系在 

了一起；而把希腊文化视为一种征服力量的则是贺拉斯， 

他把希腊人视为教育者，认为希腊文化作为艺术本身具 

有征服的力量，内在地把希腊人与作为征服者的罗马人 

联系在一起。 

关于贺拉斯对希腊文化和罗马文化关系的态度，东 

西方学者习惯引用贺拉斯的下面这句话： 

[文章编号]1672-0040(2015)03—0047-04 

被征服的希腊人，把他们的艺术带到 了土 

气的拉丁姆。用这种方式征服了他们野蛮的征 

服者。 

Graecia capta ferum victorem cepit et artis in— 

tulit agresti Lati0．[3]4o9 

根据布林克(Brink)的观点，这句话是对甚嚣尘上的 

反希腊文化的罗马文化沙文主义的直接回击，抨击罗马 

全面凯旋论，⋯瑚 同时也反映了一种对待希腊文化的 

更为复杂的情绪。罗马的凯旋论以西塞罗为主要代表， 

他宣称： 

如果被征服的希腊人成为 了我们的征服 

者，我们现在 已经摆脱了这种征服，至少在文化 

上我们平起平坐了。[ ] 

在这场文化论战中，贺拉斯并不孤单，罗马著名历史 

学家李维显然站在了贺拉斯一边，在《罗马史》中有这样 
一 句相近的话 ： 

与其说我们征服了希腊人，不如说希腊和 

亚细亚的繁华征服了我们o[61421 

基于贺拉斯的这句话 ，很多学者得出结论，认为贺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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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的观点是：军事上征服希腊的罗马人在文化上被希腊 

人征服了。这就是在学术界通常被提及的“希腊文化征 

服罗马”说。希腊人虽然被罗马人征服，但这只是以军事 

(signa)标准而言，而被征服的希腊人在另一标准下也成 

了征服者，那就是艺术(artis)标准。“当拉丁语正在学习 

走路的时候，古罗马却失去了灵魂。一个民族通过剥夺 

另一个民族的自由而使 自己也丧失了自由。”_7 

从某种角度来看，这种理解并不错，但却是片面的， 

只看到了事务的表象，犯了断章取义的错误，事实上，贺 

拉斯的这句话还没有说完，他的完整诗句是这样的： 

被征服的希腊人 ，把他们的艺术带到 了土 

气的拉丁姆，用这种方式征服 了他们野蛮的征 

服者。原始的萨图恩式①的诗歌的河流枯竭 

了，新的气息驱逐了旧的气息，但是这种乡村的 

气息一直存在很 长时间，甚至现在依然存在。 

直到很晚，罗马人才开始思考希腊的作品，在布 

匿战争之后的和平岁月里。罗马作家才开始思 

考索福克勒斯(Sophocles)、泰斯庇斯(Thespis) 

和埃斯库 罗斯(Aeschylus)能为罗马提供什 么 

有益的东西。罗马人也开始尝试，能否用一种 

有价值的形式把希腊人的戏剧进行转化，最后 

成功地进行了这种转化，这是他们引以为豪的 

事情，因为他们天生具有勇气和智慧。因为罗 

马人有足够的悲剧灵感，这种大胆的表达是成 

功的，但是他们却担心败笔，犹犹豫豫地涂改， 

缺乏下最后一笔的勇气。∞J 

如果单看第一句话 ，当然会得出贺拉斯在肯定希腊 

文化优势地位的结论。但通读完整段诗句，贺拉斯的意 

图不言自明，他在强调罗马文化对希腊文化的继承和发 

扬，肯定罗马文化的崛起。 

贺拉斯认为，希腊文化对罗马文化的征服是不完全 

的：“这种乡村的气息一直存在很长时间，甚至现在依然 

存在。” ”与罗马对希腊的绝对的和完全的政治征服和 

军事征服不同，希腊对罗马的文化征服是不完全的和模 

糊的。希腊的艺术从一种更根本的方式来看也是模糊 

的。没有希腊，就不会有文明而发达的罗马，从这个意义 

上说，贺拉斯对希腊文化充满了敬意，但是，希腊的艺术 

也带来了奢侈和堕落。贺拉斯的观点非常明确，正是罗 

马人对希腊文化的有选择性的吸收才成就了辉煌灿烂的 

罗马文明。“罗马作为世界开化者的帝国主义神话是以 

罗马人 已经 内化 了希腊 文 化 和文 明 的理 想 为前 提 

的”。 8 J】 。这种内化包括吸收和拒斥两个方面，吸其精华， 

为我所用，去其糟粕，为我所鉴。 

事实上，贺拉斯是在探讨政治霸权和文化依赖的关 

系。贺拉斯认为，希腊作家的作品虽是优秀之作 ，但与罗 

马的社会现实严重脱钩，需要进行转化，才能为罗马所 

用。而这种转化的责任无疑落在了罗马作家的肩上，他 

①一种古意大利的诗歌形式。 

们成功地完成了这种转化，希腊的东西成了罗马的财富。 

罗马的优势是在道德和战争方面，希腊的优势是在科学 

和文化方面，罗马的优势和希腊的优势结合在一起，一定 

会铸造一个更加辉煌灿烂的罗马。对贺拉斯来说，希腊 

文化，像希腊人 口和希腊物质财富一样，具有可以利用的 

价值，可以在内在品质上增强罗马的力量。但贺拉斯主 

张要一分为二地看待希腊文化，希腊文化既有积极因素， 

也有消极因素，且消极因素不可小觑。贺拉斯描写的希 

腊文化消极因素对罗马男人影响的代表性诗句如下： 

出身自由的小伙子毫无军事经验，不会骑 

马，不敢狩猎，却是游戏老手，不管是古希腊的 

投环(Greek hoop)游戏，还是法律明令禁止的 

掷骰游戏，他都擅长。[912ol 

对罗马男人来说，希腊的享乐主义的游戏会使罗马 

男人丧失战斗的意志和技能，传统的罗马男人应该是为 

军事而生的战士，擅长骑马和打猎 ，这也是罗马军团能够 

征服世界的资本，但现在的罗马男人却沉迷于希腊的游 

戏，不再进行刻苦的军事训练，虽然有些希腊的竞技也带 

有强健体魄的特点，但贺拉斯强调希腊的竞技运动强度 

是无法和罗马的军事训练强度相提并论的，简直是不可 

同日而语 ： 

如果一个人 习惯 了希腊的训练方式，那么 

罗马的军事训练对他来说是非常劳累的：这可 

能是你非常喜欢的球类游戏，这种让人非常蝓 

悦的激情使人忘记了劳累；也可能是吸引你的 

铁饼，你要尽全力把它投向远方的天空。 ”” 

从上面这段材料可知，希腊的竞技运动更加注重的 

是娱乐性，而罗马的军事训练更加注重的是实用性。对 

于娱乐的希腊人而言，竞技场上的失败意味着荣誉的丧 

失；而对于实用的罗马人而言，战场上的失败意味着生命 

的丧失。在这两种训练思想的指导下 ，罗马人接受训练 

的内生动力远强于希腊人，这是罗马人的军事训练强度 

强于希腊人的根本原因。贺拉斯对罗马人的军事训练方 

式大加赞赏，对希腊人的竞技娱乐方式进行了强烈抨击， 

认为这是希腊文化中的糟粕。 

除希腊文化中的消极因素对罗马男人的影响外，贺 

拉斯还列明了希腊文化的消极因素对罗马女人的影响： 

我们的时代充满着罪恶，首先玷污 了我们 

的婚床、后代和家园，以此为源，灾难之水泛滥， 

已经淹没了我们的祖国和人民。少女刚到青春 

期就痴迷于学爱奥尼亚(Ionian)舞，现在又训 

练自己的媚态，用放纵的激情，来酝酿淫荡的风 

流韵事。不久，在她丈夫的狂欢聚会中，她又找 

到了年轻的情人，当熄灯之时，把非法的欢乐不 

加选择地快速赠人。甚至不避讳丈夫。公然标 

价应召，不管是小贩、西班牙船的船长．还是不 



 

知羞耻的阔绰买家，她都欣然前往。【 ]m 酤 

从传统上说，罗马女人的珍贵品质是忠诚于丈夫和 

家庭。而现在的罗马女人却从少女开始就痴迷于学习爱 

奥尼亚舞蹈——一种典型的希腊舞蹈。贺拉斯把这种舞 

蹈与媚态、放纵、淫荡和风流联系在一起 ，强调了这种希 

腊舞蹈与罗马传统美德对女性的要求格格不入，应在禁 

止之列。这种希腊舞蹈能够迷惑男人的心旌，便于罗马 

女人勾引男人，贺拉斯用极其愤怒的语调，强烈地谴责了 

罗马女人的不贞洁行为。贺拉斯认为罗马女人的不贞洁 

行为的文化基因可以追溯到希腊文化。 

贺拉斯强调，希腊文化中的这些消极因素是导致希 

腊最终被罗马征服的重要原因，如果这些消极 因素腐蚀 

罗马人的心灵，罗马将重蹈希腊的覆辙。罗马人应正确 

看待希腊文化，吸取其中的精华，祛除其中的糟粕，为罗 

马文化服务。贺拉斯这样写道 ： 

罗马的诗人敢于尝试写作各种类型的作 

品，摆脱希腊人的窠臼，在作品中歌颂罗马的事 

迹，把罗马的题材写进悲剧或喜剧，赢得崇高的 

荣誉。因此，罗马人在文学方面的成就决不会 

落在军威和武功之后，只要 罗马的每一位诗人 

都肯兢兢业业地去雕琢 自己的作品o[314"；5 

军事上的胜利使贺拉斯对罗马文化最终超越希腊文 

化充满了信心，在军威和武功上，罗马人已经超越了希腊 

人，在文化上，罗马作家一直在努力尝试，并且已经取得 

了一定的成就，只要坚持持续的努力，罗马文化最终超越 

希腊文化指 日可待。 

但军威和武功并没有冲 昏贺拉斯的头脑，他清醒地 

意识到，希腊文化在哲学、思想和艺术领域的压倒性优势 

是罗马文化所不能及的，罗马人虽然征服了希腊人，但罗 

马民族并非完美无缺，罗马民族基因中的实用性和逐利 

性是阻碍罗马文化走向辉煌的消极因素。贺拉斯有诗 

如下： 

诗神把天赋和丰富的语言能力赐给了希腊 

人，他们除荣誉外别无所求。而我们罗马人从 

小就花很长时间学习计算，学会怎样把一阿斯 

(as)①分成十二份。“阿尔比努斯(Albinus)的 

儿子，你来回答：从五盎司(uncia)中减去一盎 

司，还刺多少?你现在应该会 了。⋯‘还剩三分 

之一 阿斯。⋯‘正确!你将 来会管好你的财产 

了。五盎 司加 一盎 司。结 果是 多少?⋯‘半 阿 

斯。”当这种铜臭气和贪婪的欲望腐蚀 了人的 

灵魂，我们又怎能期待创作出来的诗歌值得涂 

上香柏油，保存在光亮的丝柏箱里呢?[ ] 埘 

看一看普劳图斯塑造的人物是多么的无力 
⋯ ⋯ 因为他急于把钱装入 口袋，根本不管他的 

剧成功还是失败。 ” 

贺拉斯认为，罗马人重视金钱，忽视荣誉，重视实践， 

忽视理论，这种民族基因使罗马人很难创作出优秀的作 

品。贺拉斯还把戏剧家普劳图斯视为反面教材，认为他 

塑造人物的绵软无力是唯利是图的结果。 

贺拉斯关于希腊文化和罗马文化特点和本质的最全 

面的描写是下面这两段诗歌 ： 

从希腊人结束战争的那一天起 ，他们就开 

始进行各种娱乐活动，因为命运的眷顾 而日渐 

轻浮：她因为激情而狂热，时而为竞技者，时而 

为赛马；喜欢上 了加工大理石、象牙或铜的手艺 

人；她用狂喜的眼睛和灵魂紧盯着画家的画板； 

时而喜欢长笛演奏者，时而喜欢悲剧演员。就 

像保姆照管下的贪玩的女婴一样，不久就会因 

厌烦而扔掉她曾极力想得到的东西。你难道不 

认为喜欢的东西和不喜欢的东西是可以很容易 

改变的吗?这就是和平的美好时代和繁荣的风 

所带来的结果。 

在罗马，长久以来形成了这样一种习俗，要 

早点儿起床开门，向被保护人详细地解释法律 ， 

要在良好的担保下把钱借给那些有信誉的借债 

人，要倾听长辈的意见，告诉年轻人增加财产的 

不同途径和毁灭性的放纵会减少财产。现在， 

善变的公众已经改变了爱好，对写作产生了疯 

狂的激情；儿子和严厉的父亲戴着树叶编织的 

花环啜酒吟诗。而我自己，虽曾宣布不再写诗， 

结果证明是比帕提亚人更大的撒谎者：在太阳 

升起之前，我醒了，要 来笔和纸，还有书箱。对 

船一无所知的人害怕开船；除非知道它的用途。 

没人敢把青莴给病人食用；医生承担 医生的工 

作；木匠摆弄木匠的工具。但是，不管是有资格 

的，还是没有资格的，我们却都去写诗。[3】螂鲫 

贺拉斯认为，希腊人 自希波战争后得益于和平的环 

境，形成了繁荣的文化氛围，她们对竞技、雕塑、绘画、音 

乐和戏剧都有过疯狂的热爱 ，而罗马人则更加注重法律 

和增加财产的途径。但贺拉斯在强调希腊文化和罗马文 

化各自优势的同时，也阐明因为公众的善变，无论希腊人 

和罗马人都喜新厌旧，追逐流行的文化。希腊人的爱好 

是在不断发生改变的，对文化艺术的爱好虽然具有广泛 

性，但很难持之以恒；现在的罗马人也在发生悄然的改 

变，受到希腊文化的熏陶，很多罗马人开始放弃实用主义 

和功利主义 ，开始学习希腊的文化艺术，尤其开始重视写 

诗，不管是否具有写诗的资格，他们都去写诗。贺拉斯认 

为，罗马人应该认识到自己文化的特点，正视希腊文化， 

不能盲 目地丢弃 自己的文化传统而对希腊文化趋之若 

鹜。但贺拉斯绝不是主张漠视希腊文化，而是主张罗马 

人应各谋其事，弘扬希腊文化的任务应该落在罗马作家 

的身上 ，他们是罗马社会的知识精英，比普通的罗马人更 

①阿斯(as)和盎司(uncia)都是古罗马重量单位，1阿斯 =12盎司，即采用十二进位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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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领会希腊文化的实质和内涵，会最大限度地避免盲 

目性。 

贺拉斯还特别强调 ，罗马文化的未来在罗马当代作 

家的身上 ，坚决反对厚古薄今的做法，对希腊文化的吸收 

和解读，罗马当代作家和罗马古代作家一样具有发言权： 

这种新造的字必须源自希腊，利用的时候 

还要有节制，才能被人认可。罗马人为什 么只 

把这种权利授予凯齐里鸟斯和普劳图斯，而不 

授予维吉尔和瓦里鸟斯呢?如果我也具备这种 

能力。为什么不允许我也来丰富词汇呢?为什 

么加图和恩尼乌斯就可以丰富罗马的语言，为 
一 些事物定义新的名称呢?每个时代都会产生 

带有本时代特点的字，原来是这样 ，将来也是 

这样。 

维吉尔、瓦里乌斯和贺拉斯自己是当代作家的代表， 

凯齐里乌斯、普劳图斯、加图和恩尼乌斯是古代作家的代 

表，贺拉斯的上述诗歌其实是在为罗马当代作家争取文 

化发言权，贺拉斯还阐述了厚古薄今的荒谬性 ： 

如果因为在希腊作品 中，最古老的是最好 

的，我们就用相同的标准来衡量罗马作家的话， 

就没有必要说太多的话了：失去坚硬 内核的橄 

榄就是失去坚硬外壳的坚果!我们已经成功地 

到达了命运的顶峰，所以理所当然我们作画、作 

乐和 摔 跤 的技 术 已经 超 过 了涂 油 的 希 

腊人 ! 狮 

贺拉斯在此用反讽的手法说 明采用希腊厚古标准的 

荒谬性。如果认为希腊人的文化发达，罗马人就应该遵 

循希腊人的准则，那么罗马人已经征服了世界，是否就意 

味着罗马人的绘画、音乐和摔跤技术就超过了希腊人? 

答案当然是否定的，贺拉斯直言希腊人和罗马人的天赋 

不同，就好像橄榄和坚果一样，具有不 同的特点，如果认 

为失去坚硬内核的橄榄就是失去坚硬外壳的坚果，这种 

错误的比较，就会导致可笑的结论。罗马人的优势是统 

治的技艺，而希腊人的优势是文化和艺术，绝对不能以产 

生时间的先后来判定优劣。 

综上所述，贺拉斯认为希腊文化既有精华，也有糟 

粕。罗马人虽然在军事上征服了希腊人，但不能推及文 

化而表现出不可一世的态度，犯文化沙文主义的错误；也 

不能因希腊人在文化上征服了罗马人就妄 自菲薄，犯文 

化自卑主义的错误。正确的态度应是吸取希腊文化的精 

华，祛除希腊文化的糟粕 ，同时正确认识罗马文化的优势 

和劣势，把两种文化的优势结合起来，把两种文化的劣势 

都摒弃掉，在新的政治架构(奥古斯都元首制)下达到两 

种文化的优化组合，这样才能迎来罗马文化辉煌灿烂的 

未来。一个民族能包容多元的文化才是真正具有活力的 

表现。① 贺拉斯的“希腊文化征服罗马”说事实上传递的 

是罗马文化与希腊文化各有优势和劣势，可以取长补短， 

交融合一。贺拉斯对希腊文化的尊重与推崇是建立在正 

确认识希腊文化基础上的，并不是盲 目的自卑，而是对罗 

马文化未来高度的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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