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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研究

奥古斯都与罗马帝国早期的城市化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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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奥古斯都时期罗马帝国城市化运动的兴起和发展一方面是对希腊化时期以来古代世界城市化运动的

继承和发展; 另一方面也与奥古斯都在位时期所推行的各项改革政策有关。因此, 它是历史继承性和客观条件

成熟双重作用的结果, 它不仅为罗马帝国, 而且为欧洲乃至整个世界创造并且传播了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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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罗马的历史舞台上,罗马帝国的建立和早期
繁荣是其最精彩的一幕, 奥古斯都则是这一辉煌的

缔造者。罗马内战的结果使他成为唯一的胜利者,

他统治期间是罗马社会发生重大转型的时期,即从

共和制向帝制的转变。虽然/他没有恺撒的超人精

力,没有恺撒那样的广大眼光和惊人才能。但是奥

古斯都是一个有智慧的和冷静的、慎重的和小心的

政治家。0 [ 1] ( P682)他执政时期的罗马帝国包括整个
地中海,中北欧的大部份,不列颠, 往东到幼发拉底

河。在这个庞大的帝国中生存着不同的民族,因而

也就存在着大量不同的文化、信仰和传统。因此,

罗马帝国的统治者们一方面依靠政治、军事和宗教

的巨大影响以及比较完备的中央 ) ) ) 地方行政管

理体制,制约帝国境内的众多民族, 允许其保留原

有的法律、语言、宗教与习俗; 另一方面则在帝制的

强权政治下,将城市作为扩展罗马文化, 施加罗马

政治影响的重要渠道。[ 2] ( P321)城市在罗马帝国的管

理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中央政府可以把对地

方事务的管理权和征收赋税的重担移交给城市, 从

而使中央政府能将更多的精力投向全局性问题。

同时,在罗马人看来, 城市是一个保持稳定和促进

人民开化的良好机制。/ 因此从奥古斯都开始, 罗

马国家一直致力于帝国境内各行省城市的发

展0, [ 3] ( P121)推行城市化运动, 从而极大地促进了罗

马帝国境内城市的发展和繁荣,并使帝国文化具有

了典型的城市文明的特征。
[ 4] ( P63)

一

军事征服、政治统一推动城市建设在希腊化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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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即已开始,正如罗斯托夫采夫所言: /罗马帝国的
城市不愧为希腊化时代前身的继承者0[ 5] ( P208)。

罗马帝国崛起之前, 古代地中海世界曾经出现

过两次城市化运动。第一次是从公元前 8世纪到

公元前 6世纪之间。/ 此时一方面由于字母的发

明,使这一时期一种新城市结构在爱琴海地区开始

形成,另一方面是社会权利从城堡逐步扩展到以村

庄为基础的民主社区,而且村庄本身已发展到具有

一种新的自我意识和深邃洞察力的水平。0 [ 6] ( P93)

然后在地中海与黑海沿岸, 城市开始兴起, 且数量

不断增多,有一些已相当繁荣。此后不久各个城市

又开始了大规模的海外殖民, 从北非到高卢, 从西

西里到黑海东岸, 遍及各地,而希腊生活方式和希

腊文明也随之传播出去。/第二次是公元前四世纪

后半期,这一时期亚历山大及其继承者们在地中海

东岸建立了一批希腊文明与东方文明的混合型城

市,这些城市成了沟通东西方文明的桥梁。0[ 7]

此前的两次城市化运动对于罗马帝国城市化

运动的推进产生了一定的影响。首先从形式上看,

罗马帝国是单纯扩张城市权力中心的产物。/它本

身就是一个非常广大的城市建设企业, 0[ 6] ( P157)它

把罗马帝国的痕迹留在欧洲的每一个角落以及北

非和小亚细亚; 它改变了旧城市的生活方式并建立

起自己特殊的秩序, 从最基本开始逐步上升, 在各

地建立了数百个殖民城市、自由化城市, 而这些城

市与希腊殖民城市的建立有着众多相似之处。

如果说希腊殖民城市是希腊文明传播者的话,

那么罗马城市则是这一传播活动最大的受益者和

继承者。罗马城市所使用的文化基石主要有两种:

一种是伊达拉里亚文化。罗马城市发展中的宗教

迷信成分主要来自于这种文化。另一种就是希腊

文化。罗马人从希腊化城镇中学到的基于实践基

础的美学形式在罗马城市的建筑物上得到了充分

的体现,如:罗马人的广场就是希腊卫城和广场二

者的结合。但罗马城市并没有停滞不前,他们在此

基础上依照自己的方式作了一些改进, 从而使罗马

城市的建筑较之希腊城市更为华丽、更为壮观。即

使如此,只要人们细心比较罗马建筑, 其中的希腊

风格依然凸现其中。

然而罗马人对希腊文明的继承并不仅仅停留

在艺术和建筑上, 当奥古斯都君临罗马的时候,他

意识到刚刚建立的中央政府官僚体制还不足以应

付这个庞大而充满变数的帝国。经济和文明的差

异使他在深感统治复杂性的同时, 开始转而求助于

希腊文明。他从自身的历史传统和希腊城邦的辉

煌中找到了治国良方, 那就是推广城市生活, 实行

城市自治。因此,推进城市化成了奥古斯都加强中

央政府统治行省、巩固罗马基业的重要手段。

从另一方面来看,帝国的城市化也是其自然历

史过程的延续,这主要表现在一些行省的城市。罗

马人征服以前, 在高卢、西班牙等地的一些富裕地

区就已经开始了缓慢的城市化进程,这其中的一些

地区逐步发展成为大大小小的城镇。特别是在恺

撒征服高卢的过程中, 在西至高卢中部, 东达匈牙

利平原,北抵德国东部的兰河, 南接阿尔卑斯山的

广大地域内建立了 800 多座城市。尽管这些城镇

当时不过是没有设防的居民点,但正是从那时起,

它们中的一些已开始向城市化迈进,并在帝国时期

得到了巨大的发展,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城市。

从总体上看,前两次的城市化运动都不同程度

地传播了文化,而始于奥古斯都的第三次城市化运

动作为前两次传播活动的继承与发展,在本质上与

前两次无异,但在规模和影响上更为深远, 历史地

位、层次也更高。

二

城市是奥古斯都权力的中心,也是其权力的有

力支撑点,通过推行城市化奥古斯都不再仅仅是一

个武力征服者,而且也成为了一个文明的创造者和

传播者。显而易见,奥古斯都在位时期所推行的各

项改革措施是罗马帝国初期城市化运动得以推行

的重要条件。

首先,元首政治的建立为奥古斯都推行城市化

政策奠定了稳固的政权基石。

内战结束后,罗马人在迷茫中普遍产生了一种

恋古和复古的情绪, 他们渴望休养生息, 期盼罗马

和平的降临。/奥古斯都正是顺应了历史潮流, 在

-复古. 的旗号下进行着他的改革,恢复一个支离破

碎世界的信心和秩序。0[ 8] ( P149)一方面他郑重其事

地举行仪式, 关闭亚努斯神庙,以示和平重返罗马,

安定人心。此外他还颁布大赦令, 废除旧法, 减免

国债,得到了广大民众的拥护。另一方面奥古斯都

在共和的旗号下加强了他的权利,建立起了元首政

治。他首先清洗元老院, 安插自己的亲信进元老

院。随后,又两度采用以退为进的策略获得了一系

列头衔: 执政官、监察官、终身保民官、首席元老、首

席公民等, 并获得了重要行省的总督权, 由于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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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军队大都部署于这些行省因而实际上他也掌握

了帝国的军权。/与此同时,奥古斯都的权威也随

着军队规模的扩大和对他忠诚的增加而不断壮

大。0[ 9] ( P77)公元前 12年, 罗马大祭司长雷必达病

故,奥古斯都又一次被赋予了罗马最高祭司团祭司

长的职权。从而使他独享军事、政治、法律、宗教大

权。元首政治至此得以确立。此时/对奥古斯都来

说,历史情况是极其有利的, 0[ 1] ( P683)元首政治的成
功本身就是最好的证明。从此,奥古斯都可以根据

自己的设想对国家进行改革, 并能以最高效率做出

判断,发布政令, 在帝国境内得到有效地执行。这

一切是奥古斯都改变旧秩序, 建立新秩序、新制度、

新规范、新价值的前提和基础。此时,国家机器成

为了他手中一件得心应手的工具。通过罗马国家

统治机器的改革,奥古斯都得以证明自己是古代世

界最有天才的行政管理人员之一, 是罗马历史上影

响最大的人物。/他对意大利和行省生活的各个方

面所进行的巨大改革工作不仅把一个衰败的共和

政体改变成一个新的并在以后保存了许多世纪的

政体, 而且还创立了一种持久的有效的罗马和

平。0[ 10] ( P215)

有些学者认为, 奥古斯都时期帝国的组织机构

表现出的是一股浓重的僵化、呆板气息。/但实际

上这种统治也有它的灵活性, 特别是在适应不同环

境的变化过程中尤为显著。0 [ 11] ( P220)并且这种灵活

性在其推进城市化的过程中亦有表现。

其次, 奥古斯都在军事、外交方面的改革也间

接为城市的形成和发展起了推动作用。

/罗马国家最初并没有常备军, 是奥古斯都完
成了由志愿兵向常备军的转变。0 [ 12] ( P130) /无庸置

疑,奥古斯都这样做的一个明显的理由就是有助于

巩固他的权利, 武装军队能有效地镇压内部的持不

同意见者, 打击外来的威胁。0[ 13] ( P83)但从另一个方
面看, 军队的职能也起了一些变化, 如: /奥古斯都

的海军的主要目标是保证商业运输的安全和帝国

各个部分之间的交通。0 [ 14] ( P74)为此奥古斯都压缩

了臃肿的军队规模, 延长了士兵的服役期限。从公

元前 14年开始,老兵退役后可以得到现金或土地。

奥古斯都设立专门的金库, 并逐渐提高薪俸, 此举

的直接后果就是促进了帝国经济的日益货币化。

由于军队数量庞大, 且遍布于各个行省, 使货币流

通范围几乎遍布帝国全境。这样, 在元首制时代,

第一次出现了整个帝国接近于统一的货币制度,它

同时也反映了整个货币经济的局部统一。为了筹

措军饷,奥古斯都在行省开始强征货币税, 相应的

各行省就不得不改过去的实物租为现在的货币税,

并鼓励通过大量输出商品以换回货币。城市是商

品生产、输出的主要力量, 因此各行省为了培植税

源而支持城市的发展。此外,在一些意大利北部的

殖民地和一些行省的边境地区,重要的地理位置使

得这些地方成为各边疆驻军的永久据点,退伍士兵

得到土地作为移民者而永久安置在那里,久而久之

这些地方逐渐聚集了众多人口,成为殖民城市。由

此看来, 军事改革确实间接促进了城市化。

在对外政策方面,奥古斯都以两种方式显示自

己的实力:一是以武力为后盾对周边的一些弱小国

家和民族采用威胁利诱的方法。奥古斯都的个人

威望以及他对罗马世界的绝对掌握,使他能按照自

己的意志来拟定外交政策,而且他还善于利用自己

的亲属, 通过把他们指定为自己的特命全权大使派

往各地, 与各国举行高级别的会谈以加强联系。

/从而巩固了与这些国家的关系, 为国家谋取利益,

并保持边疆的稳定。0 [ 15] ( P222)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在
与帕提亚人的交往中不费一兵一卒使他们交换了

克拉苏和安东尼入侵那里时遗弃的军旗。而对于

广大被征服的外邦人,奥古斯都的政策是: /凡可赦
免而无害于安全者, 我都宁愿赦免而不消灭他

们。0 [ 16] ( P3)通过这种方式, 奥古斯都在广大被征服

地区确立起了稳固的统治,达到了单纯依靠军事征

服而无法达到的效果。二是直接以武力扩大帝国

的版图, 使边界扩大到了易北河和多瑙河, /在罗马

历史上, 奥古斯都征服的领土比任何其它统治者征

服的领土都要多。0 [ 17]在征服过程中,他大量兴建
城市,如为开发高卢,他在这里建立了十几座新城,

它们都位于各部族的中心和交通要道上。0 [ 18] ( P198)

需要指出的是,奥古斯都掌握大权以后,罗马/所进

行的战争都在远离罗马的地方。0 [ 19] ( P78)这就极大
地维护了罗马城市的稳定和发展。

奥古斯都的军事外交政策促进了罗马和平稳

定局面的形成。疆域的扩大, 各地发展水平的差

异,特别是对一些重要地点的占领,都为城市的兴

起提供了一个更为广阔的空间, 另外,他统治时期

大量开拓公用驿道和邮驿制度, [ 18] ( P192)使各城市

之间交通日趋方便,信息传递更加迅速。尽管这样

做最根本的目的是为其统治服务,但客观上对于城

市商品生产、输出、对外贸易以及城市间的联系是

有积极促进作用的。

第三,奥古斯都税收制度的改革对城市化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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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促进作用。

罗马国家直到共和末期始终没有形成一套完

整的财政管理机构和管理制度,随着帝国经济的发

展,特别是行省成为税收的主要来源, 并且税收状

况对元首政治的稳固至关重要时, 这种制度的弊端

就逐渐显露。有鉴于此,奥古斯都采取措施改变、

强化财政机制。其中税收改革是重中之重,在这以

前实行的是包税制, 这种制度被认为是共和时期

/中央政权软弱的表现。0[ 20] ( P41)因为各行省的包税

人同总督相互勾结, 大发横财,对农民特别是城市

采取竭泽而渔的压榨方式, 从而造成国家税收减

少, 税源枯竭, 并且给城市以毁灭性打击。奥古斯

都首先对帝国各行省实行人口财产调查,在此基础

上重新确定直接税和间接税。包税制基本上得以

取消, 从而堵住了包税人与不法总督勾结, 勒索城

市、损公肥私者的源泉。又增设了遗产税、拍卖产

品交易税和奴隶买卖税。各地的财务活动都处在

财务督察使的监督之下, 而财务督察使一般都为元

首的亲信,受其指派对其负责,与行省官员毫无关

系, 因此, 纳税人的利益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保护。

这样一套相对统一的常规化税收制度使罗马经济

步入了良性循环的轨道。应该强调的是,罗马人有

一点过急地从传统掠夺过渡到稳定的税收制度,但

是这对于在各种盘剥下艰难发展的城市经济却是

一剂良方,各个城市从中受益非浅, 使得他们有足

够的资金来积累发展。奥古斯都本身就是一个典

型的代表,他曾经把庆祝他凯旋而征集的加冕黄金

三万五千磅归还给各个城市, 并决定今后不再征收

加冕黄金。
[ 16] ( P10)

这就大大减轻了各个城市的负

担。同时广大农民也可以利用手中的地租(货币)

购买城市制造的商品(手工业制品) ,尽管这部分钱

/只占他们总产值的很小一部分,但我不想夸大它,

即使五千万农民的大多数是贫穷的,但是他们日益

增长的消费要求仍希望建立一个城市产品的庞大

市场。0 [ 20] ( P16)由此看来, 税收的改革使城市的发

展、扩大, 不仅可能, 而且必要。

第四,法制的完善为城市的发展提供了保障。

从公元前二世纪开始,随着罗马国家版图的迅

速扩大,经济贸易活动日益频繁, 与此相适应罗马

的立法活动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和完善。从奥古斯

都开始的帝国前期是罗马法学的黄金时代,奥古斯

都并没有废除立法的正常渠道,公众集会表决权立

法依然存在,行省总督依然有发布法令的权利,元

老在立法中的积极地位依然保留, /但从立法程序

和内容 上看 奥古 斯都 的影 响显 然 是巨 大

的。0 [ 21] ( P442) /元首制度的确立使得法学开始与国

家权力相结合, 但是皇权并没有因此而至高无上,

而皇帝是-遵照法律. 而生活。0 [ 22] ( P19)从这个时候
起罗马国家树立起了法律的无尚权威,法度成了这

个国家唯一遵守的标准。

与共和时期相比,这一时期的统治开始趋于稳

定,为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 奥古斯都更倾向于用

法律规范而不是用强制暴力, /在任何情况下,奥古

斯都在立法过程中作出的决定从来不受情绪影响,

而只有公众利益。0 [ 23] ( P158) / 一个重要的表现就是

解答权的确立,解答权是罗马统治阶级干预法学教

育和研究活动的标志,是国家权力和法学联姻的开

始,它对罗马法学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0 [ 24] ( P44)

解答权的出现使法学发展获得了官方的支持,从而

改变了共和末期以来出现的法学家对法律的解答

不受限制的状态, 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法律解答、

法律适用的混乱局面。奥古斯都的这一做法使罗

马法得到极大地丰富和普及,对社会生活, 特别是

城市的经济生活起到了规范作用, /因此可以说资

本主义初期的经济法律关系在罗马基本上都存在

了。0 [ 22] ( P40)这就为商品经济的发展扫清了道路。
另一个表现就是在意大利境内的城市中/各种市民

组织具有几乎一致的制度, 享有广泛的行政自主

权。0 [ 25] ( P323)这种自主权使得各城市能根据自身条

件来制定规划,发展城市。/由此看来,奥古斯都继
承和发扬了罗马共和国时期的模式,即国家的管理

者同时又是法官和法律的改革者, 0 [ 26] ( P5) /他还加

强立法,使城市之间和市民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

更加规范。0 [ 27] ( P126)使法制观念深入人心, 宽松的

城市管理机制促进了公正、自由、有序的市场秩序

的形成, 从而为城市的发展与繁荣提供了一个良好

的发展空间。

第五,奥古斯都的奴隶制度促进了城市化的形

成和发展。

罗马国家从最初的台伯河畔的小村发展成大

帝国,其扩张的同时也是通过军事征服或通过赎卖

获得大量奴隶的过程。/ 据估算,罗马奴隶最多的

时候占到国家总人口比重的 35%。0[ 20] ( P133)大批奴

隶的输入,为罗马国家的农业和城市发展提供了充

足的劳动力, 并且由于罗马所征服的不少地区,如:

西亚、北非,都是文明程度较高的地区, 因此, 在庞

大的奴隶群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具有专业技能的工

匠, 甚至这些人的语言、文化、穿戴都成了罗马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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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仿的对象。与此同时, 罗马人的生产方式也改变

了,他们大都利用奴隶进行生产, 制造手工业制品

以满足自己的欲望, 有的奴隶还从事商业贸易。奥

古斯都时期, /释放奴隶之风很盛, 尤其在东方诸省
大批不经正式手续释放的释奴享有较大的自

由。0[ 16] ( P105)这样大批工匠聚集于交通要道, 从事

手工业生产,进行商品买卖,从而促进了早期市场

的形成与城市的发展。

另一方面, 奥古斯都还给大量被释放奴隶以公

民权, /并且把这个作为对那些做出贡献的人的回

报,并鼓励自由人与这些人合作。0 [ 28] ( P118)这一做

法的意义十分重大, 正如我们所知道的那样, 市场

活动的经济人必须是相互独立的, 彼此的法律地位

应该是平等的, 在此基础上,当事人才能够得到交

易资格, 只有这样, 市场主体的地位才是平等的,

/而商品交换的发展,市场范围的扩大, 必须要求更

多的人有这样的资格。0 [ 22] ( P41)而这种资格就是公

民权。现在许多被释奴得到了公民权, 就意味着更

多的人能从事商品生产和交易,此外, /奥古斯都还
颁布法令鼓励被释奴结婚和生育, 并予以保护,这

就为城市的发展提供了充足的人口,0 [ 29] ( P38)

正是由于奥古斯都在其执政期间所推行的这

些改革,从而极大地促进了罗马帝国社会经济的迅

速恢复和发展, 特别是行省经济出现了繁荣。在东

方,一些传统的手工业在衰落了两个世纪之后重放

异彩: 小亚的毛毯、皮毛,腓尼基的染布, 埃及的化

妆品等畅销在意大利和西方诸行省。在西方,不仅

传统手工业恢复了生机, 而且还涌现出许多新的手

工行业,高卢南部和莱茵河沿岸各地兴起的纺织、

制陶和玻璃行业, 同时, 西欧各地的采矿业和冶金

业也活跃起来, 西班牙的铅、锡和银矿, 高卢的铁

矿,不列颠的铅矿和达西亚的金矿都兴盛一时,并

带动各地经济共同繁荣。同一时期由于奴隶的大

量输入,特别是释奴制度对奴隶的吸引力使得农业

生产效率提高。不仅埃及、西西里和撒丁岛是罗马

帝国著名的谷仓,多瑙河沿岸的潘诺尼亚和米西亚

两个行省也成了罗马帝国新的产粮区。而众多的

城市分布在这些行省及其边远地区,因此这些地区

多种手工业的发展为大量涌入的城市人口提供了

就业机会,同时农业的发展也为城市人口提供了充

足的粮食。

可见,奥古斯都推行的城市化是在其历史继承

性和客观条件成熟的双重作用下的结果, /这当中

奥古斯都采取的是一种坚定而又不引人瞩目的步

骤来实现罗马城市化的。0[ 30] ( P19)应该说奥古斯都
推行城市化的初衷是巩固政权,而实际上作为古代

西方世界最大的一次文明传播活动所取得的辉煌

成就,以及它的意义和影响, 这都是奥古斯都本人

无法想象的, 罗马人的主要成就是把城市文化连同

它所带来的一切扩展到整个罗马世界, /正是这些
城市构成了帝国文化和帝国本身的基本细

胞。0 [ 31] ( P237)而且也成为构成整个西方文明的细

胞。如果没有奥古斯都的城市化,没有众多城市的

出现,多民族的罗马国家就不可能在极短的时间内

实现国内的稳定和平, 并将这一状态延续下去, 造

就罗马历史上的/黄金时代0。因此, /从某种意义

上说城市和城市生活的推广发展给帝国带来了空

前的和平、安全、稳定和物质繁荣。0 [ 3] ( P121) /奥古斯

都推行的城市化对西方社会发展所起的促进作用

是不可否认的,罗马城市本身就是西方文明的巨大

博物馆。0 [ 32] ( P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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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gustus and the Early Urbanization of Roman Empire

YANG Jun-ming1, CHAO L-i ming2

(1. History and Culture School ,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 Changsha, Hunan 410081, China; 2. College of

Humanities , East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s and Law , Shanghai 200000, China)

Abstract:The rise and development of urbanization in Roman Empire during the Augustus age was, on the one hand,

the heritage and expansion of the ancient urbanization since Hellenist ic times, and on the other hand, related to various

kinds of reform of Augustan. Therefore, urbanization of Roman Empire during the Augustus age is the double results of

historical heritage and mature objective condition. It not only created and spread the civilization of Roman Empire, but

also of Europe and of the world.

Key words:Augustus: Roman Empire; urbanization; reason

4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