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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後第一世紀主後第一世紀主後第一世紀主後第一世紀 ──── 羅馬君主羅馬君主羅馬君主羅馬君主 

 
統治統治統治統治期期期期 英文名稱英文名稱英文名稱英文名稱 中文名稱中文名稱中文名稱中文名稱 備注備注備注備注 

聖經相關聖經相關聖經相關聖經相關 

經文與事件經文與事件經文與事件經文與事件 

1 主前 27~ 主後 14 年 

 

Augustus  奧古斯都 中文聖經譯作 

“亞古士督” 原名：渥大維 

� 凱撒大帝的甥孫及養子。 

� 羅馬帝國開國君主。 

� 實施全羅馬帝國的戶口普查。 

� →真正的神之子、和平之君 

 

� 路加福音 2:1~2 

� 在位期間耶穌降生在伯利恆城。 

 主後主後主後主後 

2 14~37 年 Tiberius 提庇留 � 渥大維的養子。 � 約翰福音 3:1 



 � 晚年隱居導致親衛隊長勢力坐大，間接造就帝國內的恐怖統治。 

� 77 歲死於 Misenum 

(今日意大利南部)。 

� 執政期內耶穌基督被釘十字架、復活、升天、聖靈降臨。 

� 馬太福音 22:21 內描述的錢幣頭像就是提庇留。 

 

3 37~41 年 

 

Caligula 卡力古拉 原名：該猶 

� 最顛狂和殘暴的羅馬君主，建立恐怖統治，神化王權，行事荒唐，生活放浪淫蕩，一年內花盡國庫
27 億儲備。 

� 自封為神，強迫臣民向自己的神像敬拜。 

� 29 歲被刺殺身亡。 

� 在五旬節聖靈降臨後，門徒們心中火熱，福音開始在猶太人中間傳開，教會從耶路撒冷開始向外增長。 

� 在主後第一世紀出現很多無名的傳道者，他們肩負起主要的傳福音工作。 

4 41~54 年 Claudius 克勞狄 中文聖經譯作
“革老丟” 

(參使徒行傳 11:28) 

 

� 患有小兒麻痺症，令他的外型有明顯缺陷。 

� 在位期間奠定了羅馬帝國官僚機構的基礎。 

� 主後 43 年曾侵略不列顛。 

� 任內猶大地區曾發生饑荒達五年之久(主後 41~44 年)。 

� 64 歲被妻子毒死。 

� 最早的福音書，《馬可福音》於主後 50年間成書。 

� 教會誕生並約在主後 49 年在耶路撒冷舉行首次全教會會議，由彼得先發言，雅各作總結 (參使徒行傳 15章)。 

� 執政期相等於使徒保羅時期，按估計，保羅與巴拿巴於主後 46 年夏將捐款送到耶路撒冷賑災。保羅在主後 51 年第 2次旅行佈道時建立了哥林多教會。 

� 主後 44 年，希律亞基帕一世殺害使徒雅各(=約翰的哥哥)，囚彼得。 



5 54~68 年 Nero 尼祿 � 執政初期羅馬仍相當鼎盛，自主後 59 年開始他變得殘暴，亂殺平民。 

� 有傳言說主後 64 年
7月的羅馬大火是由他操縱的，市內 14 個行政區只有 4 個未被波及，大火連燒 7 日，數千人喪生。 

� 羅馬的居民普遍相信尼祿為了修建「金宮」而縱火焚燒羅馬城。另一方面，尼祿為了消除百姓對他的懷疑，將縱火罪名推到基督徒身上，大肆捕殺耶穌的門徒。在競技場內，不少基督徒被迫身披動物毛皮，使他們看起來像獵物一樣，然後放出一群獵犬，將他們活生生地撕裂咬死。餘下的基督徒囚犯，尼祿吩咐部下把他們與乾草捆在一起，如火把一般排列在花園中，在夜間燃燒，照亮皇室的園游會。 

� 主後 68 年羅馬發生叛亂，尼祿被元老推翻後自殺，終年 31 歲。 

� 《路加福音》於主後 60~64 年間成書，而《馬太福音》亦於相約時期完成。 

� 主後 55 年春，保羅在以弗所城寫《哥林多前書》，同年冬天寫《哥林多後書》。 

� 主後 57 年初保羅在哥林多城寫成《羅馬書》，之後出發至耶路撒冷，於 61 年春天抵達羅馬，寫下《歌羅西書》。 

� 主後 66~70 年間猶大地區出現叛變，令耶路撒冷變成荒土。 

 

� 主後 67 年 (有說是
64 年) 6月 29 日，保羅以“背叛被尊為神的尼祿皇帝”的大罪名在羅馬被殺頭，同一時期，彼得也在羅馬被尼祿判釘十字架，死前不久寫了《彼得前後書》。 



6 68~69 年 Galba 加爾巴 � 加爾巴原是派駐於西班牙的總督，主後
68 年造反，尼祿自殺，10月加爾巴自宣為帝，在位僅僅 7 個月就遭奧托暗殺。 

7 69 年 Otho 奧托 � 加爾巴死後，軍隊司令官競相取代加爾巴成為皇帝，帝國陷入內戰之中。 

� 奧托當羅馬皇帝只有 95 天，隨後敗於維特勒斯手上，自殺身亡，終年 38 歲。 

8 69 年 

6~12月 

Vitellius 維特勒斯 � 極度奢華宴樂，一日
4次盛宴，每次大吃大喝後扣喉將胃裡的食物吐出，令自己可以不停享受豪飲美食。 

� 主後 69 年 12月被韋斯巴薌將軍所殺並篡奪了帝位。 

� 主後 69 年，使徒約翰的門生─坡旅甲
(Polycarp)出生，87歲時在士每拿(今日土耳其境內的伊斯米亞 Izmir)殉道。坡旅甲慷慨就義的風骨成為當代與後世為主捨命的基督徒典範。他的得意門生是生於二世紀中葉的希臘人愛任紐
(Irenaeus)，即日後里昂(今法國)的主教，愛任紐是充分利用聖經來對抗諾斯底主義的第一人，他在神學上的貢獻極為巨大，著作包括在《同歸於一論》
(Doctrine of 

Recapitulation) 與護教文獻《力抗異端》
(Against Heresy)五大冊。 



9 69~79 年 弗拉維 王朝 

Vespasian 韋斯巴薌 � 原為尼祿的將軍，主後 67 年率軍鎮壓猶太人起義。尼祿死後於
69 年被軍隊擁立為帝，並建立了弗拉維王朝 

� 育兩子，提多與豆米田。 

� 長子提多將軍在主後 70 年鎮壓猶太人叛亂，剷平耶路撒冷聖殿，應驗了耶穌基督的預言(參馬太福音
24:2)。 

� 主後 72 年下令興建古羅馬帝國標誌性建築物 ─ 鬥獸場、凱旋門。 

10 79~81 年 Titus 提多 � 韋斯巴薌長子，在位兩年後即病逝，由胞弟豆米田繼位。 

� 主後 70 年率兵進攻耶路撒冷，破城後屠城搶劫，當時被釘死十字架的人不計其數。 

� 馬太福音 24章被譽為「末日預言的中樞」，耶穌基督曾預言由大希律苦心經營拓建，猶太人引以為傲的雄偉聖殿：日後必成頹垣敗瓦：「你們不是看見這殿宇麼？我實在告訴你們，將來在這裡，沒有一塊石頭，留在石頭上不被拆毀了。」 

 

11 81~96 年 Domitian 豆米田 � 韋斯巴薌幼子，執政中後期喜好荒淫嬉戲，並逐漸變得殘暴，採行許多新的拷打方式對付遭逮捕的基督徒(因基督徒誓死不稱羅馬皇帝為神)，將信徒丟入鬥獸場中讓獅子啃食。 

� 對猶太人與基督徒實施特別課稅；凡行過割禮或承認自己是

� 使徒約翰於主後
85~90 年間寫成《約翰福音》，之後被豆米田放逐到拔摩孤島，被囚 18 個月後獲釋返回以弗所城，寫下曠古絕倫的《啟示錄》。 

 

� 主後 95 年，教父革利免(Clement)寫《革利免一書》，書信中



信耶穌的就必須繳付額外稅金。 

� 在位 15 年。生有一子一女，但都早夭。
45 歲時被刺殺，屍體無人理會。 

頗多引用新約《希伯來書》內容。 

12 96~98 年 Nerva 尼法 � 鑒於豆米田的暴政，尼法決定改用較溫和政策，釋放所有被控叛亂的人，禁止人以叛亂罪名控告別人，將許多被沒收的財產交回原主。 
� 他因膝下無兒，收養了當時在日爾曼的一個軍官，圖拉真作為義子和繼承人。 

� 第一世紀末至主後
170 年之間被稱為「後使徒時期」。跟隨過基督的使徒皆己統統離世，此時期的教會領袖史稱“使徒時期的教父” 

(Apostolic Fathers)，當時教會面對最嚴重的裡外問題是：羅馬政府的逼迫、異端、內部分裂。在這個內憂外患的艱難歲月，教會擴展非常迅速，教父也落實了教牧書信的命令，包括持守真道，保持正確的道德的生活。 

 

 

 

 

真正的神之子真正的神之子真正的神之子真正的神之子、、、、和平之君和平之君和平之君和平之君 

羅馬帝國的開國君主屋大維（Gaius Julius Caesar Octavianus，主前 63年至

主後 14年）統治羅馬長達 43年，在聖經中他被稱為「「「「凱撒亞凱撒亞凱撒亞凱撒亞古士督古士督古士督古士督」」」」（Caesar 

Augustus）。主後 14年 8月，在他去世後，羅馬元老院決定將他冊封為神，並

且將 8月稱為「「「「奧古斯都奧古斯都奧古斯都奧古斯都」」」」月，這也是歐洲語文中 8月(August)的來源。 



一般認為屋大維是最偉大的羅馬皇帝之一，歷史學家通常以他的頭銜「奧古

斯都」來稱呼他。這個稱號是他在主前 27年的時候獲得的，那時他 36歲。 「奧

古斯都」（augustus）這個稱號和古代宗教有關，是「神聖、至尊」的意思，與

「權威」（auctoritas），「分別為聖」（augur），「預兆」（augere）來自同一

語源。 在當時人的宗教信仰中，這個稱號意味著是從神而來，擁有超越人的權

威，換句話說，是神之子。 

奧古斯都結束了一個世紀的內戰，為羅馬帶來四十年的國內太平與持續增長

的繁榮，歷史稱這段輝煌時期為“Pax Romana” (羅馬統治下的和平)，他在位期間

沒有發動過大規模戰爭，在人的眼中他是一位「和平之君」。他創立了羅馬第一

支常備軍（包括海軍），並把軍團駐扎在邊境，以防止他們干預內政，又創立禁

衛軍（Praetorian Guard）衛戍京畿並保衛他本人。他還改革了羅馬的財政與稅收

制度。 

羅馬統治者通常對經濟無知，奧古斯都也不例外。在內政上，奧古斯都使用

從農業上徵收得來的重稅全部花費在軍隊、廟宇及娛樂活動。他裝潢首都，自誇

「一座土磚城邑在我手中變為大理石都會」，他建造新的元老院會所(Curia)、阿

波羅神廟、朱利烏斯(Julius)神廟、在大角鬥場（Circus Maximus）附近興建神龕。 

據載，敬奉古羅馬主神丘比特的神廟（Capitoline）和龐貝劇院俱他所營造。他

又建立了交通部，並完成了一個龐大的交通網，促進了帝國的通訊、貿易與郵政，

令後世有「條條大路通羅馬」之美句。奧古斯都還建立了世界上第一支消防隊，

並在羅馬建立了一支常規警力。 

奧古斯都強烈鼓動國民對羅馬神祗的崇拜，尤其是太陽神阿波羅，他把羅馬

戰勝埃及敍述為羅馬之神戰勝埃及之神，他贊助詩人維吉爾(Vergil) 寫下代表羅

馬帝國的十二冊巨著《埃涅阿斯紀》（Aeneid），背後的動機就是要提高羅馬先

人的聲望。奧古斯都還整頓世風，讚美婚姻、家庭與生育; 嚴懲一切有傷風化活

動，賣淫、同性戀和通姦者皆被放逐和賜死。 

 就是在這種國家政治與社會經濟的氛圍下，上帝攪動了奧古斯都的心，於主

前 6年(或 5年)期間，計劃向普天下進行一次全國性的大規模人口普查及登記行

動，以收徵稅之利，為那位真正的神之子、那位被上帝分別為聖的和平之君，進

入人類歷史之中，並揭開救恩歷史舞台的序幕。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