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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幣故事

這兩枚銀幣是羅馬皇帝菲力普在西元 248年為慶祝羅馬的千禧年而打造的，羅馬

是在西元前753年建城，西元 248年時剛好滿1000年。銀幣正面是菲力普像，錢文為

「IMP. PHILIPPVS. AVG」，全文為「Imperator  Philippus  Augustus」，意為「勝利將

軍‧菲力普‧奧古斯都」。「Imperator」是羅馬士兵對勝利將軍的歡呼，自奧古斯都

之後，「Imperator」成了國家元首諸多頭銜的第一個，而且只有國家元首可以擁有

「Imperator」的頭銜，因此，「Imperator」一詞日後成為英文的「皇帝」（Emperor）。

第一枚銀幣反面是紀念碑，碑文「COS III」表示菲力普第三次擔任羅馬執政官

（Consul），錢文為「SAECVLARES AVGG」，意為「兩位奧古斯都的新時代」。

Saeculares是指世代的更新， AVGG是「兩位奧古斯都」的省寫，西元 248年，菲力

普和他的兒子共同擔任羅馬皇帝，錢幣上以AVGG代表當時羅馬有兩位奧古斯都。

第二枚銀幣反面為騎士御大象圖，錢文為「AETERNITAS AVGG」，意為「兩位奧古

斯都萬歲」。

羅馬人認為每隔 100年或 110年，人類就會進入新的世代，依照傳統，這時候必

須舉行「盛世大祭典」（Ludi Saeculares）向諸神獻祭以確保羅馬在新的世代國泰民

安。根據奧古斯都時代流傳下來的記載，盛世大祭典為期三天三夜，祭典期間，羅

馬人向命運女神、天神朱比特、天后朱諾、大地女神、阿波羅神和戴安娜女神等神

明獻祭，並舉行多場盛大的賽會，壓軸戲是由 27對童男與童女合唱「盛世頌」

（Carmen Saeculare）。西元 248年離羅馬在西元前 753年建城剛好滿 1000年，菲力普

為此舉行隆重的盛世大祭典，這也是羅馬最後一次舉行盛世大祭典。

西元五世紀與六世紀之交的東羅馬帝國歷史學家Zosimus（cir. 500 A.D.）在「新

羅馬的千禧年祭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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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Historia Nova）一書中鄭重其事的寫道：「正如神喻所言，以前我們中規中

矩舉辦盛世大祭典，羅馬帝國一直平安無事，做世界的主宰，可是，在戴奧克里先

皇帝（C. Aurelius Valerius Diocletianus）退休後，我們就對祭典置之不理，帝國果然

逐漸崩離⋯⋯。在戴奧克里先第 9次擔任執政時（304A.D.），離塞維魯斯皇帝

（Septimius Severus）舉辦盛世大祭典（204 A.D.）已經 100年了⋯⋯，而在君山坦丁

（Flavius Valerius Constantinus）與李西尼烏斯（Valerius Licinianus Licinius）第 3次擔

任執政時（314 A.D.），離塞維魯斯皇帝舉辦盛世大祭典已經 110年了，他們實在應

該遵照傳統，舉辦盛世大祭典。因為我們對盛世大祭典視若無睹，國家局勢註定要

淪落到現在這種境地。」

透過Zosimus，後人終於可以了解，羅馬帝國滅亡的原因是不規規矩矩舉辦盛世

大祭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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