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錢幣故事

憑這個符號，你將成為勝利者

這枚銅幣是羅馬皇帝維特尼歐（Vetranio，在位期間350 A.D.）為宣傳君士坦丁大

帝在西元312年10月27日晚上夢見的異象而打造的，打造年份為西元350年。銅幣正

面是君士坦丁大帝像，錢文為「D. N. CONSTANTINVS P.F. AVG.」，全文為「Dominus

Noster Constantinus. Pius. Felix. Augustus」，意為「我們的主人君士坦丁，盡職的、快

樂的奧古斯都」（註1）。反面是勝利女神為手持飾有「XP」疊字的軍旗的君士坦丁大帝

加冕，錢文為「HOC SIGNO VICTOR ERIS」，意為「憑這個符號，你將成為勝利者」。

「XP」分別是希臘字母的「X」（Ch，讀為Chi（kai））與「P」（R，讀為Rho），為

「基督」（Christ）之希臘文（XPIΣTOΣ）的前面兩個字母（註2）。在西元312年10月28

日的彌爾維橋（Ponte Milvio）（註3 ）戰役之後，「XP」成為基督教的大眾化象徵。

彌爾維橋戰役是基督教傳教史上的轉捩點，由於君士坦丁大帝（Flavius Valerius

Constantinus, 272-337 A.D.）在戰役前一晚所夢見的異象，基督教扭轉在羅馬帝國遭到

迫害的命運，取得合法地位，並發展成為羅馬帝國的國教。

西元 311年，統治羅馬帝國的四位奧古斯都，君士坦丁、李西尼烏斯（Valerius

Licinianus Licinius）、麥森提烏斯（M. Aurelius Valerius Maxentius）和麥西米烏斯

（Galerius Valerius Maximinus）陷入混戰。君士坦丁從法國入侵義大利，在西元312年

10月兵臨羅馬城，並在羅馬北郊的彌爾維橋附近紮營。當時據有羅馬城的麥森提烏斯

擁有優勢兵力，並有羅馬城堅強的防禦工事為後盾，他似乎應該據城固守，但是，他

遵照羅馬傳統諮詢「希比爾神諭」（Sibylline Books），選擇在自己的就職紀念日10月

28日，出城迎戰君士坦丁（註4）。

決戰前一晚，君士坦丁在睡夢中看到天空閃耀著「XP」的疊字與「憑這個符號，

「XP」（Chi-Rho）的疊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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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將成為勝利者」的神諭，君士坦丁因而在 10月 28日命令軍隊換上飾有「XP」疊字

的軍旗及盾牌，並在彌爾維橋上擊潰麥森提烏斯的軍隊。

君士坦丁因夢見基督異象而戰勝、麥森提烏斯卻因諮詢「希比爾神諭」而落敗，

被解釋為基督教終於戰勝異教。

對羅馬人來說，領軍攻打羅馬城是史無前例的叛逆行為，尤其「希比爾神諭」又

預言麥森提烏斯將獲勝，決戰前，君士坦丁心裡的惶恐可想而知，因此，在彌爾維橋

戰役獲勝之後，君士坦丁一直認為自己得到基督教上帝的恩寵。

因為夢見基督異象，君士坦丁和李西尼烏斯在西元313年頒布「米蘭敕令」（Edict

of Milan），承認基督教為合法的宗教，此後，基督教很快由一個非法、被迫害的宗教

壯大成為羅馬的國教，羅馬軍團開始持著飾有「XP」疊字的軍旗及盾牌四處征戰，而

「XP」也逐漸成為基督教的大眾化象徵。

除了個人信仰之外，君士坦丁承認基督教為合法的宗教也有政治目的，他希望拉

攏當時的基督教勢力來鞏固自己的統治。

君士坦丁真的在西元312年10月27日晚夢見「憑這個符號，你將成為勝利者」的

異象嗎？這枚銅幣提供了線索。

註 1：由D.N.（Dominus Noster；我們的主人）的錢文可以看出羅馬離「共和」的假象越來越遙遠
了，國家元首已經從「第一公民」變成「人民的主人」。

註 2：希臘字母X相當於Ch，例如聖誕節Christmas簡寫為X'mas，X讀為Chi（kai），例如統計學裡
的「卡方分佈（χ2）」讀為Chi-Squared。

註3：彌爾維橋位於佛拉米尼亞大道（Via Flaminia）與提伯河的交口。
註 4：希比爾是阿波羅神的女祭司，具有預知未來的能力，她將神諭記載成書，稱為「希比爾神

諭」。根據傳說，希比爾向羅馬最後一位國王塔吉尼烏斯（Lucius Tarquinius Superbus, 535–510
B.C.） 兜售九本神諭，由於價錢過高，被塔吉尼烏斯拒絕。希比爾把三本神諭燒掉，以同樣的
價錢向塔吉尼烏斯兜售剩下的六本神諭，又被塔吉尼烏斯拒絕。希比爾把三本神諭燒掉，再以

同樣的價錢向塔吉尼烏斯兜售最後

三本神諭。這次塔吉尼烏斯不敢大

意，在與祭司團諮商之後，將最後

三本神諭買下，並將之放置在卡彼

托林山上的朱彼特神廟裡。以後，

羅馬遇到重大事變時，照例都諮詢

「希比爾神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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