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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法的精神》

作者简介

作者：(法国)C.L.孟德斯鸠 译者：彭盛孟德斯鸠，18世纪法国政治哲学家。孟德斯鸠创立了三权分立
学说，奠定了西方的国家政权模式；主张根据政府实施的政策将政体分类，反对传统的分类法；提出
气候影响政治的学说。同时，他在法学、史学、哲学和自然科学等领域也有很深的造诣。其主要著作
有：《罗马盛衰原因论》、《论法的精神》、《捍卫法的革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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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法的精神》

书籍目录

序几条说明第一章 一般的法第二章 直接从政体的性质引申出来的法律第三章 四种政体的原则第四章 
教育的法律应当与政体的原则相适应第五章 立法应当与政体的原则相适应第六章 各种政体原则的结
果第七章 政体的原则与法律第八章 政体原则的腐化第九章 法律和防御力量的关系第十章 法律和攻击
力量之间的关系第十一章 政治自由与政治制度的关系第十二章 建立政治自由的法律与公民第十三章 
赋税、国库收入与自由的关系第十四章 法律与气候性质的关系第十五章 民事奴隶制与气候性质的关
系第十六章 家庭奴隶制与气候性质的关系第十七章 政治奴役与气候性质的关系第十八章 法律与土壤
性质的关系第十九章 法律与民族、风俗原则的关系第二十章 从贸易本质和特点论法律第二十一章 从
世界贸易的变革论法律第二十二章 法律与使用货币的关系第二十三章 法律与人口的关系第二十四章 
考察各个国家的宗教与法律关系第二十五章 各国宗教的建立及对外政策第二十六章 法律与规定的事
物秩序第二十七章 罗马继承法的起源和变革第二十八章 法国民法的起源和变革第二十九章 法律的制
定方式第三十章 法兰克人的封建法律理论和君主国第三十一章 法兰克人的封建法律与君主国的革命
译者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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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法的精神》

章节摘录

第一章 一般的法：第一节 法与一切存在物之间的关系：从广义上讲，法是产生于事物的性质的必然
关系。因此，一切存在物都有自己的法。上帝有上帝的法；物质世界有物质世界的法；处于人类之上
的“灵智者”有自己的法；兽有兽的法；人类有人类的法。有这样一种说法：我们所看到的世界上的
一切事物都产生于某种盲目的命运，这简直是荒谬透顶。假如说“智能的存在物”居然是由一种盲目
的命运产生出来的，难道还会有比这更愚不可及的说法吗？由此可知，的确存在着一个根本理性。这
个根本理性与种种存在物之间的关系，及存在物与存在物之间的关系便是法。上帝创造并保养宇宙，
这就是上帝与宇宙之间的关系。上帝依据一定的规律来创造宇宙，他也依据这种规律去保养宇宙。因
为他掌握了这些规律，所以他按照这些规律行事。他之所以掌握了这些规律，是因为这些规律是他所
制定的。因为这些规律和他的智能、权力之间存在着关系，所以他能制定这些规律。我们知道，物质
的运动构成了我们的世界，这个世界是永恒地存在着的，虽然它是没有智能的。因此，它的运动也一
定具有恒定不移的规律。倘若有人幻想在这个世界之外，存在着另外一个世界的话，那么这另一个世
界也必定有自己恒定不移的规律，否则它便避免不了毁灭的噩运。所以，虽然创造似乎是一种独断的
行为，但是，正如无神论者的命运不可改变一样，创造也一定有自己恒定不移的规律。如果有人认为
，没有这些规律，造物主也能够管理世界，那是十分荒谬的，因为倘若没有这些规律，世界将不会存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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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论法的精神》由当代世界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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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法的精神》

精彩短评

1、孟德斯鸠曾在《论法的精神》一书中固执的认为：“中国人生活的不稳定使他们有一种不可想象
的活动力和异乎寻常的贪欲，没有一个经营贸易的国家敢信任他们。欧洲商人可很便利地在中国北方
沿海的省份与日本贸易，但没有一个欧洲商人敢用中国人的名义；中国人以礼作为生活准则，却是地
球上最会骗人的民族，中国商人有三种秤，一种是买进用的重秤，一种是卖出用的轻秤，一种是标准
的秤。”
2、希腊人的训练只能激发某一种感情，诸如粗野、愤怒和凶悍，而音乐却能激发所有感情，能让心
灵体验温和、怜悯、慈爱和柔情。有一种现象足以令人领会音乐对心灵的影响力，那就是当今的道德
伦理作家们激烈排斥戏剧。但是有人会说，为什么要优先选用音乐呢？这是因为，任何其他一种感官
享受对心灵的腐蚀作用，都甚于音乐。
3、重点读了争议较大的地理环境决定论的部分
4、内容简单，语言枯燥，没想象中好。
5、大家还是慎重的选择别的版本吧，这本的翻译水平有点低
6、好多地方没读懂(⊙o⊙)⋯很有收获
7、公管必读~
8、作者的有些看法不是很赞同 不过读起来还是比较有趣的
9、神作
10、很厚，我居然当成文学性书籍读完了⋯⋯然后被学法律的同学告知我读的是翻译的最晦涩的一个
版本【只记得封面是白色滚绿边的】⋯⋯当时我的内心ry
11、西方民主思想的先驱，值得一读
12、我在上海地铁上看完的第二本书，不记得自己看的是哪个版本了。
13、这本书后记中说：本书系删节后编选而成，希望卓越以后提供是否是节本的信息，以方便选择。
14、准备读第二遍的书
15、大一的时候宪法老师告诉我们，法学必读，可惜对于当年大一的我来说，实在太深奥，有机会必
再拜读～
16、法即理性。
17、摸起来很厚实很有收藏价值的一本好书！！！
18、法律的价值判断，公正性，判决、量刑与执行，公众与个体，道德？
19、有些段落翻译的不好，比较费力但不影响理解。大一寒假看的，看的囫囵吞枣。
20、近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理论奠基人之一，不是法律人的可以看看
21、缺乏世界史背景知识，看到最后简直看不进去
22、民主政体的原则是品德，贵族政体的原则是节制，君主政体的原则是荣誉，专制政体的原则是恐
怖。
23、很早以前读的时候并没有读不下去的感觉，对我来说，这种感觉就是一种好感觉。要知道，那时
候我还很年轻很年轻，正是喜欢花前月下耳鬓厮磨的年纪。除了不太习惯西方人略显区别的写作手法
之外其他都觉得不错，要知道能把这样一个书名枯燥而内容却写的轻松别致，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
24、这本大部头不是很容易拿下来，看完之后，会对西方的分权思想有个大概的轮廓性了解。
25、有些地方酸了吧唧就是瞧不起亚洲人。人文知识竞赛啥的适合看看这个书，不知仲哥看过没有。
26、小国家比较适合共和，中等国家比较适合君主立宪，而大的国家则比较倾向专制。
27、不敢给打分，我看不进去啊，我觉得，，，我似乎永远不会真正读懂这类书，也不会爱上的，，
，大名著对于我来说，就是硬着头皮读完吧，，，
28、三权分立你好。感觉孟想涵盖的东西太多了喂。
29、自启蒙思想家以来的法学家们对法的满怀崇高激情的定义总是：法是理性的辩证的诉求，是真正
的道德的呼唤。然而，一个难以置信的研究表明：法的精神最后会反过来毁灭他自己，法的诉求就是
消灭天才，在这个奇特的困局中，无论如何进行突围都几乎只能遇到相同的状况（强力意志的无限作
用），因为国情并没有国家性，所以一个可能的突围就是从强力意志不起作用的地方突围，而这鲍德
里亚早就说过了。因而，只有在意识到了这一点时，我们才能发现新的突围方向，这一点就是：法的
规则就是死亡本身，法是死亡之井的井壁。除此之外，就是从现代语言学、政治经济学、符号学和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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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法的精神》

神分析学（社会意识形态批判）开始的那几套批判。为此也需要重读卢梭。
30、思想先驱，气候影响政治与法律。不过很多不太靠谱
31、准备考研前看的，很怀念当时的心境。
32、中国必然走上真正的法制化道路,中国人需要法的精神,不仅仅是法律,而且还包含社会和自然法则
的思考,人类的文明发展是不可能无为而治的,需要制定相应的游戏规则.论法的精神,是告诉读者,法则是
我们必须了解的,是本好书.
33、擲地有聲，論辯有理，好想配上星星眼呀，太厲害了。
34、师兄推荐了，这本经典的法律读物。而且是曹操这个鸟人写的，对我们这些初学法律的人很有启
发。
35、写的太好了，没有早一点读真是惭愧。
36、观点犀利，中间有很多关于中国的独特性描写
37、可能自己功力不够，需要再仔细阅读。
38、太出名  不评价
39、论述中涉及作者认为很多与法律相关的因素，不懂欧洲各国历史看得很辛苦。
看不懂缘由的内容也只能略过了。。。
40、挺好的，纸页也不错。
41、还好太晚才读啊。让我多了几年的幻想期。
42、18世纪的书 再看看21世纪的我们 五四运动的德先生和赛先生 与我们渐行渐远了
43、读的是“许家星”版本，读的太辛苦，这翻译
44、法学必读，有助于提高思想素养
45、从本科开始，这本书一直在各种老师所列的书单中，经典书目。
46、跳读，了解三权分立思想
47、相当不错，我是粗读了一遍，如有必要，日后会细读一遍，如无必要则过。五星值得拥有，很多
干货。
48、没太读懂 对外国历史文化不了解
49、过于冗长，晦涩难解⋯⋯
50、别让我有一天到海滨公园举起《论法的精神》
51、本来想补习下法律常识，看完发现这本书其实是哲学、政治、经济、法律、宗教、地理、人类学
的小百科。
52、阅读这类书是人生一大快乐
53、好看
54、大块头的书！很经典。挑了一些章节阅读，没有全本细读，毕竟不是政治法学专业的，看得颇为
吃力。
55、论法的精神主要谈论的就是各种环境与法的关系，而且论述环境的成分居多，同时也介绍了一些
比较典型的政治制度。孟德斯鸠和卢梭的有些看法还是一致的，只是我觉得这本书实在看起来不带感
，也许是缩略版的原因，只能说对丰富知识还是挺有帮助的
56、广义上的法的概念。
57、为了完成思修作业我把这本身读了一遍。当然是译本。感觉没有想象的枯燥。主要论述的法于各
方面的联系。现在印象不深了，不过当时挺受益的。
58、法治的基石在于法的精神根植人心。庙堂之上蔑法如此，则莫怪世上乡野有刁民。
59、他无法摆脱精英主义的界限
60、竟然都看了一遍，然而什么都没有记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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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法的精神》

精彩书评

1、这是法学老师力荐的书，法律人不读不行⋯⋯可是我好像选错版本了，我想应该不是我的理解能
力有问题，孙立坚、孙丕强、樊瑞庆译的版本，读着觉得语句不通，语意不明。读这本书需对西方历
史、法律史有较全面的了解。
2、这一版是比较新近的英文译版，有些学者认为这一版在部分内容上与法文原版有所出入，比如原
文之中谈及立法权和行政权如果集中在一个人或者一个行政团体之中，便会导致暴政，原文之中包含
“故意”这个条件，并没有在译本之中体现出来。因为课程和写作的要求，仅仅选取了重点的XI之6
以及XIX之27来看。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主要包含两层，一层是分权，一层是制衡。对于分权而言，
他添加司法权作为三权之一，并将之纳入行政权内政这个部分，并将行政权归纳为外交权，这无疑是
一点纰漏——行政权应该包括内政和外交两个部分，而不是将内政完全等同于司法。但是在其他段落
之中，他又将行政权笼统理解为执行法律的权力（那么应该包括内政、外交两个部分）。此外和洛克
相比，行政权缺少了行政特权。对于制衡而言，孟德斯鸠在谈及三权分立之时，主要对照的是英国的
体制并采用了古典的mixed regime/constitution的概念， 即君主、贵族、民众对应于行政、立法的两院
（司法独立）；只有在不同团体对应不同部门的时候，才可能有实质的约制。这也是麦迪逊之后所没
有的概念，多数人认为是美国不具备这一前提。麦迪逊的制衡原则不但受到了反联邦人士（少数）的
挑战，在当代也受到很多realists学者的批判，因为部门与部门之间建构起来的对立，很有可能虚有其
表——如果在单一政党的统治之下（两院、法院多数席位和总统都属于一个党派），那么就没有制衡
的存在，没有所谓的“ambition counteracts ambition”。
3、　　乍一听到书的题目，我本以为这是一部法学著作，在读完这本《论法的精神》之后，我改变
了看法，自动将这本书分为了三部分，即对书的整体认知分为三个部分，对于孟德斯鸠其人也有了更
为深入的认识，从一开始的钦佩到后来的折服到最后的客观，也可谓是“一波三折”。孟德斯鸠虽说
是法国的贵族，但他对于中国及其他亚洲国家的政治制度、弊病及社会状态也有着颇为精到的见解，
使得此书更具信服力。先谈谈我对这本书的一些粗浅的理解吧。书名为“论法的精神”，但书中直接
描述法律的文字并不多，更多的是分析在君主、专制和民主政体下，为了维护统治者的统治及国家的
存续，统治者需要运用那些手段或者换句话说是政策来蒙蔽群众，使得公民心甘情愿接受领导而不站
出来起义。书的后面部分，作者着眼于历史、地理、人情风俗等法律之外的因素，研究与国家、法律
相关的一般性规则和原则，但这些规则的应用无不充斥着政治色彩，人们由于历史、地理、人情风俗
等原因制定了一些符合人性的法律，但最终这些所谓的符合人性不过是成就“政治上的善”，并不是
真的为了社会的和谐发展。与其说它是法律的启蒙书，倒不如说是揭露丑恶政治面貌的政治解密。书
中详细解释了法律与地理、气候、风俗习惯、宗教信仰、商业、人口等因素的关系，这些关系便是“
法的精神”，即顺应自然，顺应时势，顺应人心，最终成就统治者的清明执政，法的精神归根结底还
是统治者顺应民心，能维护统治的最正确的规则，说到底，我们引以为豪自诩为文明的法律不过是夺
取权利的工具 ，最明智的抉择不过是人引用的自然法则罢了。故我认为“法的精神”是顺应自然法则
，维护彼此之间和谐关系的精神，法律则是具备这些精神的规则。　　下面我将依次陈述我对此书三
个部分的认知，对于此书，我认为它的三个部分像是三种题材，分别是政治、百科、历史，但三个部
分又不松散，他们由法律这一主线贯穿在一起，毫无关系却又息息相关。政治　　在书的前面部分，
孟德斯鸠描述了法律与政体的关系，他将政体分为君主、共和专制三类，并且提出了三种政体各自道
德原则：荣誉、品德和恐惧。在孟德斯鸠看来，唯有专制政体对人的统治是不会长久的，是必然将被
推翻的，尽管专制政体里也有一些法律，但它们都是笼罩着恐怖气息，是没有人性的、残暴的，对社
会发展毫无益处。对于君主制和共和制，则两者各有千秋，当它们针对各自的政体制度制定相应合适
的法律时，便能促进国家的繁荣昌盛，是人民从中得到应有的利益。当然由于各自的政治体制，两种
制度有着自身难以克服的弊病，腐化也在政治中滋生。例如最受人称道的民主政体，其精髓在于自由
和平等，如孟德斯鸠所说，“过去人们获得自由是因为法律的缘故，现在人们渴求自由，目的在于抗
拒法律”，在一个条框中束缚的太久，总会想尽办法挣脱。美国前不久发生的“保安打死少年，由于
不退让法却无罪开释”这一案子，白人保安打死黑人少年，最后却无罪开释，显然种族歧视的阴霾还
未在美国退散，本是给予受害者更多正当防卫的权利，现在却成为了种族歧视的遮羞布。即使是再怎
么高喊民主与自由，也不过是掩耳盗铃罢了。为了逃避一种法律的制裁而制定或利用另一种法律来逃
脱，这便是民主政体陷入伪自由的悲哀。而对于以荣誉为动力的君主制，其中混杂着贵族政治，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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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共和政体的无私，他们为自己的利益而奔走，着并不会使国家分崩离析，相反，当每个人为自身
个体的利益而奔走的时候，他实际上是在朝向公共的利益迈进。　　我认为当今处于全球化时代，经
济文化都在不断交流碰撞，政治法律也不例外，现今的国家虽然顶着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的头衔，国
家政体也是君主立宪、民主共和各不相同，但在其本质上国家的治理方式总是取长补短，互相杂糅的
，从国家的教育中便可见一斑 ——教育的目的即政体的原则。在君主政体的教育中，提倡品德高尚、
处事坦诚、举止礼貌，在那里我们所看到的品德，往往是对自己所承担的义务要多，而有关我们对他
人所承担的义务要少些，这些品德要的是让我们在同胞中出类拔萃，而不是号召我们向同胞接近。从
某种程度上将，一个人的教育是从走进社会那一刻开始的。而共和政体教育是通过家庭教育，激发对
祖国对法律的热爱，其实质即要保存政府就得热爱它。而我们在新中国的教育不正是高呼着“热爱祖
国，热爱人民，热爱中国共产党”的口号，不停的追求成功，出人头地，然后巧言令色周旋于各种人
际关系之间，但事实上彼此却渐行渐远吗？我们当下的教育不正是君主政体教育与共和政体教育的杂
糅吗？其实在我看来，具体是何种政体，形式并不重要，但是要清楚国家运行的政体原则到底是什么
，因为立法应当与政体原则相适应，一旦政体的原则腐败了，再好的法律也会走向反面，成为对国家
不利的东西。　　　在读完这部分内容的时候，孟德斯鸠对三种政体如此透彻精炼的分析令我感到深
深的钦佩，不得不说他的那些看法即使是放到现在仍是十分超前的。历史百科在本书的第二部分孟德
斯鸠着力描述法律与历史、地理、人情风俗和经济贸易的关系，这些关系便是“法的精神”。在这一
部分中涉及的法律知识还是比较多的，主要是古代法律的一些渊源及深意，在这些方面涉及的大多为
希腊和罗马的法律，希腊的法典主要援引拉栖代孟时代的法律和梭伦制定的法律，而大量篇幅则讲述
了罗马的法史，从奥古斯都时代到罗马没落，从奴役权到十二铜表法⋯⋯就好像看历史故事一般，在
孟德斯鸠的娓娓叙述中揭开法律背后的故事，虽然其中任然夹杂着一些政治色彩，但整个氛围却是不
同的，尤其是在讲述法律与气候性质与土壤性质的关系时，有些科普读物的感觉，显得更为新奇有趣
。在这段中，孟德斯鸠的博学与见多识广令人折服，尤其是他对神经纤维和人体表面组织的分析更是
令我讶异，仿佛此时他已然化身一名科学家，做起了生物实验。历史，尤其为法兰克历史　　在书的
最后，孟德斯鸠仿佛昭示身份一般，用了整整两章的篇幅讲述了法兰克的封建法律。在这时我从孟德
斯鸠“百科全书”的身份中幡然醒悟，他是一位法兰克贵族，尽管对于法兰克的封建法律持批判态度
，对于当时法国破败不堪的封建主义及其暴力政治做出了毫不留情的声讨和抨击，但是不难看出孟德
斯鸠是热爱自己的祖国的，他写这本书的意愿也正是希望唤起他人的爱国之心。从此看来，孟德斯鸠
到有些像一个可爱的愤青。　　在读完这本书后，总会忍不住想在多了解孟德斯鸠这个法国老男人一
点。孟德斯鸠反对神学，提倡科学，但又不是一个无神论者和唯物主义者，他是一名自然神论者。他
最重要的贡献是对资产阶级的国家和法的学说作出了卓越贡献，他在洛克分权思想的基础上明确提出
了“三权分立”学说，在《论法的精神》中也体现出了他“三权分立”学说的观点；他特别强调法的
功能，他认为法律是理性的体现，法又分为自然法和人为法两类，在本书中的第一节他便指出了这一
点 。孟德斯鸠提倡资产阶级的自由和平等，但同时又强调自由的实现要受法律的制约，政治自由并不
是愿意做什么就做什么。他说“自由是做法律所许可的一切事情的权利；如果一个公民能够做法律所
禁止的事情，他就不再有自由了。因为其他的人也同样会有这个权利。这一观点与他在书中提出的“
过去人们获得自由是因为法律的缘故，现在人们渴求自由，目的在于抗拒法律”有异曲同工之妙。　
　总之，通过这本书的阅读，我解读的“法的精神”在于政治，法律说到底和教育一样，不过是维护
统治的工具而已，《论法的精神》更多还是从法律角度探讨国家的治理之道，是一本深刻的政治学作
品。
4、月光书房QQ群：42326876，读书会：国内外经典文学如果我有城堡，我就把壁炉的火烧得最暖的
那间留做书房；如果能有公寓，我就把阳光充裕朝南的那间留做书房；如果只有蜗居，我就把所住的
地方整个儿改成书房；如果 ，连蜗居也没有，我就在梦里，用月光早一座完美的书房。
5、“在某种意义上说，孟德斯鸠是最后一位古典哲学家，从另一种角度来说他又是第一位社会学家
。” 这是雷蒙阿隆给孟德斯鸠的一句评论。从当今的、跨学科的角度来说，《论法的精神》作为孟德
斯鸠的代表作来说当之无愧，因为这本身也反映了作者的身份与意识的多重性：所谓“法的精神”，
即是法律与政体、自然地理环境、宗教、风俗习惯等各种因素的关系。而他的观点，在当今可以被划
入社会学、法哲学、政治学等等不同的类别。孟德斯鸠的确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亚里士多德等古典政
治哲学家划分政治制度派别（如分出共和政体、贵族政体和君主政体等）的影响，但绝不仅仅局限于
此。对于我来说，印象最深的是孟德斯鸠的两个观点：其一，有机结合了上层建筑（政治制度）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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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基础（物质因素、精神因素、法律习俗礼仪，或总称为他所说的“国家精神”），史无前例地搭建
起两者之间的桥梁，包括上述的法律与诸多社会因素的联系。而之前指出政体的性质和原则（共和政
体的原则是道德，君主政体的原则是荣誉，而专制政体的原则是恐惧云云），也都是为这个观点所服
务；其二，孟德斯鸠力图在“决定论”与“普世价值”（“普遍论”）中寻找平衡点。虽然在这里，
他的解释略显模糊，但是其意义无疑是给之后的社会学诞生“做了铺垫”。从今天的社会学视角来看
，我们注重的是在个体化的社会事实中发掘出宏观的社会背景因素的影响，并试图根据社会因素来对
个体化做一解释。这无疑与孟德斯鸠的这里重视“社会基础”观点暗合，用马克思主义化的话语来说
，这也是一种普遍性与特殊性统一的体现。如果将两个观点合起来看的话，正如孟德斯鸠所言，他所
指的“论法的精神”中的“法”不是指通常的“戒律性法律”，而是某种对其加以解释的“因果律”
，包括“戒律性法律”与其决定因素的总和——“法”和政治制度都是与一定社会状况相匹配的，也
是由其影响的（尽管孟德斯鸠极力避免决定论，他也不得不承认），可以说在当时这是一种新颖的、
类社会学的角度。与此同时，在《论法的精神》中，孟德斯鸠也声称有“天然平等性”存在，并将之
视为第三种“法”（普适的支配法则）。同时他关注专制主义和自由制度，以及“宽和政体”与“不
宽和政体”的对立，也对“自由”有自己的看法：即社会能够各阶级相互制约，达到“社会均衡”的
宽和状态。但他不相信社会绝对平等的存在，因为总有掌权者能获得特权，使得他所说的个人自由不
复存在。另外，不同于卢梭，孟德斯鸠相信战争不是人性使然，而是某种社会现象，正是其外于个体
存在，所以战争不可避免，只能尽可能减少。虽在我们看来，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行文略显晦
涩，但所论之“法”，对于社会学的意义不言而喻。虽然孟德斯鸠并不怎么关注现代社会，但现代社
会中，他的社会学式的处理方法无疑已被广泛应用，无疑有了承上启下的味道，难怪孟德斯鸠被雷蒙
阿隆称为“社会学的先驱”，被置为社会学第一始人。
6、作为启蒙时期的一部政治学著作，自然在现代政治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奠基性地位。感触最深的是
里面的一段话：“在人民完全无权参加政府事务的国家中，人民会像管理国家事务那样为一个演员而
狂热。......人民变成了冷血动物，他们迷恋金钱，不再热衷于国事。他们并不为政府分忧，也不关心
政府为此有何打算，而是悠然地等待着薪金。“ 这段话说的就是我们的”勿谈国事“。”专制国家的
原则绝不是荣誉（自己加：这是相对于君主制来说的）。那里的人们完全平等，没有人自恃优越；那
里的人民也都是奴隶，没有人能比别人更一无所有。“我想这段话所述与1949-1979 的中国是多么的相
像，这是反驳那些怀恋反右、文革的遗老遗少们的最好的语言。
7、这本书不仅仅道出了三权分立思想的内涵，更清晰地描述了共和、君主、专制三种政体。这是一
个非常有先见性的归纳，甚至在当代社会仍然试用。君主，以英国最具有有代表性，这种社会的主体
名词是“荣誉”和“等级制度”，因此欧洲国家现在还有“伯爵”、“女王”等职称。共和，以美国
为代表，其强调的是morality, 即“德行”，以前我还不太明白这一点，总觉得美国人随随便便的，又
是穿拖鞋去上课，又是嘴上天天”whatever”, “have fun”什么的，但仔细想想，重大场合下的美国人
绝不含糊，克林顿会因为一个莱温斯基而深陷丑闻事件，而萨科齐的老婆天天裸体法国人也觉得ok, 
也许强调“德行”，就是美国社会最突出的一点。那么最后的专制，代表国可想而知。孟德斯鸠说，
这种国家的核心思想在于“恐怖”，是的，只要事件被铺上一层扑朔迷离的色彩，人人都会惶恐不安
，各种实例，大家心里自知。荣誉、德行、恐怖，孟德斯鸠真的是非常令人惊叹的思想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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