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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契约论》

内容概要

【内容简介】
直译自1762年4月阿姆斯特丹第一版法语原文
《社会契约论》全文分四卷
第一卷：
从相对模型化的视角阐述了社会结构，并且抛出了全书的核心——契约精神。卢梭将家庭看做社会的
雏形，认为父母与子女之间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便是依靠契约精神来维系的，这与中国古代“家国同
构”的思想似乎不谋而合。契约精神是卢梭主权在民主张的内核和基础，也是理性思想的精髓。在依
据契约精神构建起的理想社会结构中，人为了生存和发展构成了一个整体（主权体），主权体代表所
有个体的共同利益，具有公共意志；这样一来，社会中的人便成了同时拥有个人独立意志和社会公共
意志的双重主体，失去了自然人的自由状态，却获得了公民自由和社会权利。这一理想结构的独特之
处在于它创造性地提出了“主权体”的概念。
第二卷：
集中阐述了主权体的种种特征。主权体是一个抽象的存在，仿佛一种精神人格—看似十分晦涩难懂，
不过类比自然界中的生物现象可以帮助我们更形象地理解这一概念：主权体仿佛海洋中无数小鱼构成
的庞大鱼群，在掠食者眼中便成了一个仿佛具有行动意识的整体。大鱼群的运动遵循自然和物理法则
，主权体的运转则有赖于法律。需要注意的是，主权体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国家，二者相互区别又彼此
联系：主权体是国家得以形成的基础，但是国家作为实体，在实际情况中往往与理想的公共意志相违
背—人人皆为决策者的社会在客观上毕竟难以实现。
第三卷：
具体讨论了几种不同的政府形态及其运作形式，即民主政府、贵族政府和君主政府。这一部分内容非
常有意思，根据“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人数的多寡作为区分的依据。仔细想来，这种模式绝不仅
限于政府的构成；相反，即使在两百多年后的今天，这种思路对于现代社会的企业管理仍然具有重要
的启发意义。
第四卷:
介绍几种社会组织制度，包括宗教。早期信仰新教、后转而皈依天主教的卢梭，对于宗教的看法洋溢
着自然主义的理性色彩。卢梭信神而不信教：相信世间有凌驾于人力之上的存在，但却反对在神学和
教会中徒然虚度时光。
起承转合之间，卢梭以近乎上帝视角的清晰思路，有理有据地为我们梳理了社会的来龙去脉。
【编辑推荐】
《社会契约论》是法国思想家让-雅克·卢梭于1762年写成的重要政治哲学著作
1、“主权在民”思想深刻影响人类民主进程
《社会契约论》是西方政治文化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主旨是为人民民主主权的建立奠定理论基
础，其“主权在民”思想是现代民主制度的基石，深刻地影响了逐步废除欧洲君主绝对权力的运动
和18世纪末北美殖民地摆脱英帝国统治、建立民主制度的斗争。
2、孙中山、毛泽东、梁启超的民主思想均来自《社会契约论》
《社会契约论》曾是19世纪70年代日本“自由民权运动”的直接理论指导，梁启超也追随其步伐将《
社会契约论》一步步向中国传播；与此同时，在伦敦流亡的孙中山，在靠资助度日的艰难条件下，依
然把仅有的钱购买《社会契约论》研究；毛泽东早年曾研读《社会契约论》，了解了法国启蒙主义思
潮，而这正是他后来信仰马克思主义必不可少的基础。
3、习主席两次点名推荐《社会契约论》
2014年习主席访问俄罗斯和法国，两次向媒体公开自己的书单，其中就有卢梭的《社会契约论》；
而2016年5月17日在北京召开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习主席再次提及《社会契约论》是思考和
研究社会突出矛盾和问题的重要著作。
4、美国《独立宣言》和法国《人权宣言》的理论基础
1776年7月4日，美国《独立宣言》在费城获得批准，从此，美国踏上了平等、民主、法制的发展之路
。而它的起源，正是一百多年前在欧洲掀起的民主启蒙思潮的《社会契约论》；1789年法国国民代表
大会通过的《人权宣言》中“社会的目的是为大众谋福利的”、“统治权属于人民”等内容也充分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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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契约论》

现了《社会契约论》的精神。至今，单在法国就有150多位学者在专门研究卢梭的思想。
5、读懂未来中国民主进程的关键作品
1985年，法学家费孝通呼吁全社会学习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只因中国还没有一个真正的公民社会
，而《社会契约论》中的理论，却是中国现代民主法制的基础。未来中国伟大的社会变革，离不开这
本散发民主光辉的神圣著作。
6、新华社“两会代表推荐书目”、北京大学教授“联合推荐书目”、耶鲁大学公开课“10本伟大著作
”之一
【名人推荐】
没有卢梭,就不会有法国大革命。——拿破仑
卢梭是另一个牛顿。牛顿完成了外界自然的科学，卢梭完成了人的内在宇宙的科学，正如牛顿揭示了
外在世界秩序和规律一样，卢梭则发现了人内在本性。——康德

在《社会契约论》中康德找到了自己的道德启蒙，即“自由是人所特有的”这一原则。所有狂飙突进
时期的德国天才人物，从先驱者莱辛和赫尔德开始，直到歌德和席勒⋯⋯都是卢梭的崇拜者。——罗
曼罗兰
卢梭是第一个代表普通人发言的人，他是在为他自己发言，也是在为人民出声，他诱导人民大众起来
反抗，因为他自己就是一个反抗者。——阿诺德·豪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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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契约论》

作者简介

内容简介（产品描述）：
直译自1762年4月阿姆斯特丹第一版法语原文
《社会契约论》全文分四卷
第一卷：
从相对模型化的视角阐述了社会结构，并且抛出了全书的核心——契约精神。卢梭将家庭看做社会的
雏形，认为父母与子女之间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便是依靠契约精神来维系的，这与中国古代“家国同
构”的思想似乎不谋而合。契约精神是卢梭主权在民主张的内核和基础，也是理性思想的精髓。在依
据契约精神构建起的理想社会结构中，人为了生存和发展构成了一个整体（主权体），主权体代表所
有个体的共同利益，具有公共意志；这样一来，社会中的人便成了同时拥有个人独立意志和社会公共
意志的双重主体，失去了自然人的自由状态，却获得了公民自由和社会权利。这一理想结构的独特之
处在于它创造性地提出了“主权体”的概念。
第二卷：
集中阐述了主权体的种种特征。主权体是一个抽象的存在，仿佛一种精神人格—看似十分晦涩难懂，
不过类比自然界中的生物现象可以帮助我们更形象地理解这一概念：主权体仿佛海洋中无数小鱼构成
的庞大鱼群，在掠食者眼中便成了一个仿佛具有行动意识的整体。大鱼群的运动遵循自然和物理法则
，主权体的运转则有赖于法律。需要注意的是，主权体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国家，二者相互区别又彼此
联系：主权体是国家得以形成的基础，但是国家作为实体，在实际情况中往往与理想的公共意志相违
背—人人皆为决策者的社会在客观上毕竟难以实现。
第三卷：
具体讨论了几种不同的政府形态及其运作形式，即民主政府、贵族政府和君主政府。这一部分内容非
常有意思，根据“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人数的多寡作为区分的依据。仔细想来，这种模式绝不仅
限于政府的构成；相反，即使在两百多年后的今天，这种思路对于现代社会的企业管理仍然具有重要
的启发意义。
第四卷:
介绍几种社会组织制度，包括宗教。早期信仰新教、后转而皈依天主教的卢梭，对于宗教的看法洋溢
着自然主义的理性色彩。卢梭信神而不信教：相信世间有凌驾于人力之上的存在，但却反对在神学和
教会中徒然虚度时光。
起承转合之间，卢梭以近乎上帝视角的清晰思路，有理有据地为我们梳理了社会的来龙去脉。
编辑推荐
《社会契约论》是法国思想家让-雅克·卢梭于1762年写成的重要政治哲学著作
1、“主权在民”思想深刻影响人类民主进程
《社会契约论》是西方政治文化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主旨是为人民民主主权的建立奠定理论基
础，其“主权在民”思想是现代民主制度的基石，深刻地影响了逐步废除欧洲君主绝对权力的运动
和18世纪末北美殖民地摆脱英帝国统治、建立民主制度的斗争。
2、孙中山、毛泽东、梁启超的民主思想均来自《社会契约论》
《社会契约论》曾是19世纪70年代日本“自由民权运动”的直接理论指导，梁启超也追随其步伐将《
社会契约论》一步步向中国传播；与此同时，在伦敦流亡的孙中山，在靠资助度日的艰难条件下，依
然把仅有的钱购买《社会契约论》研究；毛泽东早年曾研读《社会契约论》，了解了法国启蒙主义思
潮，而这正是他后来信仰马克思主义必不可少的基础。
3、习主席两次点名推荐《社会契约论》
2014年习主席访问俄罗斯和法国，两次向媒体公开自己的书单，其中就有卢梭的《社会契约论》；
而2016年5月17日在北京召开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习主席再次提及《社会契约论》是思考和
研究社会突出矛盾和问题的重要著作。
4、美国《独立宣言》和法国《人权宣言》的理论基础
1776年7月4日，美国《独立宣言》在费城获得批准，从此，美国踏上了平等、民主、法制的发展之路
。而它的起源，正是一百多年前在欧洲掀起的民主启蒙思潮的《社会契约论》；1789年法国国民代表
大会通过的《人权宣言》中“社会的目的是为大众谋福利的”、“统治权属于人民”等内容也充分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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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契约论》

现了《社会契约论》的精神。至今，单在法国就有150多位学者在专门研究卢梭的思想。
5、读懂未来中国民主进程的关键作品
1985年，法学家费孝通呼吁全社会学习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只因中国还没有一个真正的公民社会
，而《社会契约论》中的理论，却是中国现代民主法制的基础。未来中国伟大的社会变革，离不开这
本散发民主光辉的神圣著作。
6、新华社“两会代表推荐书目”、北京大学教授“联合推荐书目”、耶鲁大学公开课“10本伟大著作
”之一
名人推荐
没有卢梭,就不会有法国大革命。——拿破仑
卢梭是另一个牛顿。牛顿完成了外界自然的科学，卢梭完成了人的内在宇宙的科学，正如牛顿揭示了
外在世界秩序和规律一样，卢梭则发现了人内在本性。——康德

在《社会契约论》中康德找到了自己的道德启蒙，即“自由是人所特有的”这一原则。所有狂飙突进
时期的德国天才人物，从先驱者莱辛和赫尔德开始，直到歌德和席勒⋯⋯都是卢梭的崇拜者。——罗
曼罗兰
卢梭是第一个代表普通人发言的人，他是在为他自己发言，也是在为人民出声，他诱导人民大众起来
反抗，因为他自己就是一个反抗者。——阿诺德·豪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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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契约论》

书籍目录

导读
第一卷：
第一卷的主旨
论早期社会
论最强者的权利
论奴隶制
论追溯最初的协约
论社会公约
论主权体
论公民政体
论财产权
第二卷：
论主权之不可出让
论主权之不可分割
如果公共意志有误
论主权权力的界限
论生死权
论法律
论立法者
论人民
论人民续篇
论人民再续篇
论不同的立法体系
论法律的划分
第三卷：
概论政府
论各类政府的建立原则
政府的分类
论民主政府
论贵族政府
论君主政府
论混合政府
论任何政府形式不能适用所有国家
论良好政府的特征
论政府的滥用权力和衰退的倾向
论政治体的消亡
如何维持主权权威
如何维持主权权威续篇
如何维持主权权威再续篇
论议员或代表
论政府的创立绝非契约
论政府的创立
预防政府僭行职权的方法
第四卷：
论公共意志之不可摧毁
论投票
论选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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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契约论》

论古罗马民会
论护民官制
论专政独裁
论监察官制
论世俗宗教
结语
附录：卢梭生平大事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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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契约论》

精彩短评

1、翻译扣一星。
2、这个纸质不错 但是翻译得好烂 必须要换个版本收藏了
3、文笔确实好，这也是为什么至今仍有如此多人读卢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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