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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现代惯例，“拜占庭帝国”一词是指中世纪主宰地

中海世界的罗马政权政治实体，它沿袭于公元四世纪罗马皇

帝君士坦丁一世在古拜占庭遗址上建立了“新罗马”君士坦

丁堡（现为土耳其“伊斯坦布尔”）政权。今日的伊斯坦布

尔仍然是小亚细亚半岛上最重要和繁华的城市，而“君士坦

丁堡”这一概念至今也仍是东欧巴尔干半岛（原“罗马尼亚”

地区）正教文化的灯塔——以俄罗斯为首的正教国家在宗教

与文化上都与它有紧密地历史联系。

苏联解体后，继承其遗产的俄罗斯联邦恢复了帝俄国旗

和国徽，这似乎代表着象征近代神学和政治概念“莫斯科，

第三罗马”的俄罗斯重新回归。而中俄两国签署的《中华人

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

系的联合声明》，以及“一带一路”合作倡议沿途存在的欧

洲正教会国家都让中国学者对于俄罗斯乃至整个东正教世界

国家的拜占庭根源研究比之以往苏联存

在时期都更有价值。

一、罗马帝国内部的概念

1、“罗马尼亚”概念的出现

美国得克萨斯州汤博尔学院历史教

授克利夫顿认为，生活在所谓“拜占庭

帝国”中的罗马公民从来不知道也没有

使用过“拜占庭”这个词，他们知道自

己是“罗马人”或者“罗马（国）/ 罗马

尼亚”的公民而已。但笔者认为在这里

需要补充的是即便在中世纪，邻近希腊

地区的欧洲国家早已有对东部罗马帝国

国号蔑称或谬称——这些称谓与“拜占

庭帝国”在本质上是一样的。

在君士坦丁一世确立罗马基督教和

转移罗马统治中心到君士坦丁堡之前，

“罗马”的概念就已经与意大利故土出

现分离了——“罗马人”意味着罗马公

民（国籍），而非单指是罗马帝国境内某一行省或族群的人。

212 年，罗马帝国境内自由人随着卡里古拉赦令生效成为罗马

公民后，罗马人开始较少用拉丁语将整个帝国称为“罗马帝

国”，而更多地简称为“罗马尼亚”——既“罗马人的国家”。

2、希腊化的罗马尼亚地区

在中世纪还未到来以前，靠近君士坦丁堡的原希腊地区

罗马行省便是以希腊语占主导地位。卡里古拉赦令的生效也

让罗马公民身份吸引了当地希腊族裔——讲希腊语的罗马公

民以自己身为罗马人而自豪，“罗马人”这个词成为描述罗

马帝国中讲希腊语的人口的含义。

3 世纪危机后，在君士坦丁大帝的“新罗马”统治下，罗

马基督教合法化并确立了欧洲基督教世界是罗马帝国这一理

念的根基。此后本为古希腊罗马多神教传统的“希腊”一词

开始变得声名狼藉，成了在罗马帝国舆论中非法思想和对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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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不忠的代名词。因此，使用“罗马人”代替“希腊人”成

了罗马帝国境内希腊裔国家认同的主流。

在中世纪早期，失去了西罗马拉丁语故土的罗马帝国皇

帝们往往煞费苦心地表达了君士坦丁堡的权威与古罗马传统

之间的连续性——据克利夫顿教授考证，君士坦丁堡政权在

当地人民基本不再理解拉丁语后的几个世纪里硬币等相关政

府公文中仍然带有古罗马拉丁文的铭文。但从八世纪开始，

以 711 年查士丁尼二世的结束标志着君士坦丁堡政权向希腊

世界的更进一步转变：罗马硬币上延续几百年的“我们的主”

拉丁语头衔从硬币中彻底消失了，而“永远的奥古斯都 / 至尊”

头衔也被希腊语“巴西琉斯 / 国王”逐渐代替。

在中世纪，“罗马尼亚”这个词一直被希腊人非正式地

用于称呼他们的国家并逐渐演变为正式的希腊语名词“罗马

尼亚”用以形容这片地区。中世纪以后，奥斯曼帝国对于这

个名称也保留为巴尔干半岛的“鲁米利亚（罗马尼亚）行省”

作为延续。

二、国际对君士坦丁堡政权的罗马概念定义

当神圣罗马帝国学者赫罗尼姆斯·沃尔夫在《历代拜占

庭历史学家手稿》创造“拜占庭帝国”一词后，诸如孟德斯

鸠等法国作家中更是进一步普及了“拜占庭帝国”称谓的使

用使其成了国际通用称谓。孟德斯鸠热情崇敬古希腊人和罗

马人，称他们是值得人们效仿的政治和文化的古代先哲们，

但同时孟德斯鸠认为君士坦丁堡的那个罗马政权是腐败和颓

废的。尽管孟德斯鸠为君士坦丁堡写下了一段悠久的帝国历

史，但他无法用“希腊”或“罗马”这样的高贵名称来指代

已然腐朽的君士坦丁堡政权，只能选择以“拜占庭帝国”作

为代称。

根据《墨洛温王朝晚期的法国：历史和圣徒传记》一书

记载，早在中世纪时“法兰克宫廷不再认为拜占庭帝国持有

有效的普遍性主张；相反，它现在被称为‘希腊帝国’”可

以明确看出西方对希腊化君士坦丁堡政权与古罗马的切割时

间远早于“拜占庭帝国”出现。与此观点类似的是由《大英

百科全书》总编、剑桥大学现代史教授沃尔特·艾利森·菲

利普斯主编的《希腊独立战争：1821—1833（于洪金译）》一

书中对于希腊人恢复昔日东罗马帝国野心描述为“复兴东方

希腊帝国的梦想”。

1204 年，十字军东征参与者们在《分治罗马尼亚帝国的

国家》条约中以“君士坦丁堡的帝国”称谓代替了“罗马”。

该称谓背离了标准“拜占庭帝国”的罗马命名法和意识形态，

但它迎合了当时西方国家普遍对于罗马帝国君士坦丁堡政府

的标准名称。在这之后出现的“拜占庭帝国”称谓无论是在

地理名词选择上，还是历史与文化、宗教等定义上都有着强

烈的“君士坦丁堡帝国”称谓色彩。

现代中国学者对于东罗马帝国的研究起步于新中国成立

后。受苏联影响，这一研究基本特征是直接沿用西方学者尤

其是苏联学者的记载与观念，其中也包括大量引用“拜占庭

帝国”这一称谓。到改革开放后的近几十年，国家大力加强

了对“拜占庭学”的研究与培养，显著的表现在于对“拜占庭”

有关的外文原始资料和获取研究结论的意识有显著提高。但

直至今日，中文学术界大量相关研究资料仍然被扣以“拜占庭”

的头衔，这一现状背后体现的是中国学者对于西方学术资料

中包含话语权与过往政治观念内容的大量转述。

三、罗马概念的继承和复兴

1、近东国家继承和恢复“罗马尼亚”的理想

对已故罗马帝国的延续、继承和复兴是整个欧洲基督教

世界的君主与人民对昔日罗马帝国权力和威望的历史记忆。

与神圣罗马帝国的存在遥相呼应，在公元 925 年，保加利亚

第一帝国的西美昂大帝公开宣布自己为“全保加利亚人和罗

马人的皇帝”。此后的保加利亚、塞尔维亚、奥斯曼等国君

主也都纷纷效仿西美昂大帝，仿佛将自己视为了罗马尼亚土

地上的“加洛林帝国”。

以 1453 年君士坦丁堡沦陷为标志，此后“恢复罗马”成

了巴尔干半岛原罗马尼亚地区基督徒对抗奥斯曼帝国侵略和

殖民统治时宣称继承罗马首都君士坦丁堡的宗教神学和政治

概念，其宣称目的在于民族解放或恢复以君士坦丁堡为核心

的原“罗马尼亚”。其中具有重要战略导向的有俄罗斯帝国

践行的“莫斯科，第三罗马”和近代希腊首相约安尼斯·科

莱提斯提出的“伟大理想”。

东罗马帝国全境陷落标志着中世纪的结束。此后莫斯科

大公伊凡三世与东罗马帝国末代公主索菲亚·巴列奥略的联

姻以及俄罗斯的独立和日益强盛都让当时的莫斯科逐渐成为

东正教世界新的领导者，这便是“莫斯科，第三罗马”思想

出现的前提：俄罗斯统治者认为东正教世界的中心已转移到

了莫斯科，已沦陷的君士坦丁堡主教任命是“异教沙皇在不

信神的土耳其人地区的任命”，因此莫斯科的沙皇应该成为

新的东正教世界领袖。

早在希腊独立以前，俄罗斯帝国就曾基于历史缘由提出

了“希腊计划”，该计划旨在与哈布斯堡王朝瓜分奥斯曼帝

国并扶持以君士坦丁堡为首都的亲俄“罗马”政权。希腊独

立后，首相约安尼斯·科莱提斯提出恢复拥有全希腊人口和

历史领土的“伟大理想”成了近代希腊对外扩张国策——直

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希腊在小亚细亚半岛的战败以及《洛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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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约》的签订让“伟大理想”基本失去了现实土壤。

奥斯曼帝国占据君士坦丁堡后，诸多正教国家和民族宣

称对“罗马”的继承也仅是继承昔日罗马帝国的文化和普世

价值理念。这些国家对“罗马”的称呼不应该被认为是继承

罗马帝国政治遗产的宣言——特别是昔日罗马帝国中晚期大

部分领土（东色雷斯、小亚细亚）和“同侪之首”君士坦丁

堡正教会组织至今仍在伊斯兰国家土耳其境内。但不可否认

的是，“罗马”这一概念的本质是连接了从俄罗斯到广大原

罗马尼亚地区近东国家与罗马帝国的普世价值观和历史、文

化地位的认同。这种思想与罗马帝国历史有着非常紧密地联

系，可以被视为是罗马帝国历史与文化的延伸。

2、近代“罗马尼亚”的复兴

现代罗马尼亚是当今仅存以“罗马”称谓为国号的政权，

其国号与含义和历史上希腊人主导的“罗马尼亚（地区）”相同。

现代希腊人本质上是继承自“罗马尼亚（东罗马帝国）”的“遗

民”，但希腊独立脱离奥斯曼帝国统治的过程中也完成了从

中世纪“罗马人”到近现代“希腊人”的转换，而“弗拉赫

/ 达契亚人”到“罗马尼亚人”的转换也一样是来自近代的民

族主义政治。

一些历史学家的观点认为当代罗马尼亚人起源于古罗马

图拉真大帝在 106 年于达契亚王国故土上设立的“达契亚行

省”。达契亚行省的罗马移民与本土原住民使用的拉丁语方

言逐渐融合成为现代的拉丁语族东罗曼语支，因此罗马尼亚

人是“达契亚—罗马人”（达契亚人罗马化）的后裔。“达契亚—

罗马混合理论”在 1800 年左右被罗马尼亚史学界广泛接受，

无论这个理论是否正确，它都成了 19 世纪罗马尼亚民族主义

情绪的基础——古罗马祖先的血统至今仍让罗马尼亚人在国

歌中为之自豪，这也是为什么 1859 年弗拉赫人们合并为一个

实体后选择了“罗马尼亚”这个名称来描述这个合并后的国家。

近代罗马尼亚国家的前身“多瑙河公国”长期受到希腊（东

罗马）裔贵族基督徒管理且以正教信仰为主，希腊文化在当

时成为罗马尼亚社会常态——希腊裔在各级政府、宗教部门

中无处不在，多瑙河公国一度几乎成了“拜占庭帝国”的希

腊文化延伸。因此，多瑙河公国的“弗拉赫（罗马尼亚）人”

社会精英受希腊 - 罗马帝国文化影响严重，这也让“弗拉赫人”

在近代希腊革命中长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从引发希腊独立

战争到提出大希腊主义“伟大理想”，罗马尼亚人的身影充

斥着近代希腊民族的历史舞台。

虽然“罗马尼亚”一词原指长期以巴尔干地区希腊语人

口为核心的罗马帝国故土，但近现代希腊在政治上已经抛弃

了这个名词；而现代罗马尼亚虽然未能直接继承古代罗马尼

亚（东罗马帝国），但两者在历史、语言、文化、宗教等种

种方面都有着紧密的亲缘关系。

四、结语

“罗马”一词自诞生至 1453 年君士坦丁堡沦陷，其文化、

语言、民族、宗教都经历了巨大的变化，但不变的只有继承

自先祖“罗慕路斯”之名的国号称谓。那个首都位于君士坦

丁堡的罗马帝国政权根本不应该被称为“拜占庭帝国”——

如果它需要一个特殊、与拉丁文化古罗马不同的称呼，从贴

近原意的角度，将其称之为“东罗马帝国”、“古罗马尼亚帝国”

是最合适的。但以当代“拜占庭帝国”文化主要继承者是现

代希腊民族国家的角度而言，或“大希腊帝国”会更为贴近

其实质。

罗马人创造了辉煌的欧洲以及近东的历史和文明，君士

坦丁堡作为罗马帝国首都延续了千年之久，其文化与政治遗

产奠定了欧洲近东格局。对于“罗马”历史的研究，追求客

观历史的中国学者不应该被有着历史和宗教包袱的西方学术

界资料误导，探究中世纪以后“罗马”称谓的变化的背景与

宣称，可以更准确、客观研究“罗马”这一称谓背后奠定的

欧洲文化和历史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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