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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让—雅克·卢梭 (Jean-Jacques Rousseau，1712—1778），法国伟大的启蒙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文
学家，十八世纪法国大革命的思想先驱，启蒙运动最卓越的代表人物之一。主要著作有《论人类不平
等的起源和基础》、《社会契约论》、《忏悔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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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一想到两百多年前的政治智慧，再看当下，就不胜唏嘘。（翻译得差了点）
2、对民主 及 ‘自由’ 的独到之解
每每睡前 多上一节 带着思考入睡 有思无会
卢梭不只是理论家，更是一名伟大的设计师
3、没有文化做支撑，制度是没有办法有效运行的。
4、看了几本小说之后，决定补一下社科，在暑假回家和返校的火车上看完了《社会契约论》，大体
了解了理想状态下构成国家机器的要素和它的运作方式。非常好的名著，五星推荐
5、书不错但理解好困难
6、初中就买了。。当时翻着，完全不懂。。现在再看，理解力完全不一样了。。绝对的五星
7、在恶事上要做婴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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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看了几本小说之后，决定补一下社科，在暑假回家和返校的火车上看完了《社会契约论》，大体
了解了理想状态下构成国家机器的要素和它的运作方式。如作者第一卷开篇所讲，他要寻找的是一种
即遵循人性又符合社会法则的行政规则。这样一种行政规则，既能顺应人性，使所有人过得舒服，又
能兼顾所有人的利益，真正使他运行起来的法则。作者认为，人类的第一法则是关注自身的延续，而
所有的契约也建立在这个基础上。接着，作者驳斥了武力可以赢得权利的合法性（关键在于谁是最强
者，弱者服从是出于谨慎而非义务和责任，一旦不强迫就不服从，所以不合法），得出只有契约是人
与人之间合法权利的基础。然后，作者论述了国王享有绝对权力人民绝对服从的无效性（因为它不等
价，也没有交换），作者还驳斥了奴隶的另一种形式，即战俘为了活命而出卖自由，作者认为，只有
战士才能战争，一旦投降他就不再是敌人，而回归到一个人，这种交换不公正；即便存在，也是屈服
于武力的那种关系，并不合法。接着作者申述了社会契约的本质：“找到一种结合形式，凭借它可以
运用所有共同的力量来捍卫和保护每个结合者的人身和财产，这种形式使得每个结合者虽然与所有人
结合在一起，但是只服从自己，并且一如既往地自由”。人人平等地奉献自己，为了自己。奉献多少
，获得多少。侵犯任一成员即侵犯共同体.责任和利益使所有人互助.这个通过所有人结合形成的公共
人,共和国或政治体:消极被动:国家;  积极主动;主权者;  与同类比较:政权.他们的集体称为人民:作为最高
权力的参与者的个体称为公民,作为国家法律的服从者的个体称为臣民.然后作者论述了主权者的利益
即普遍意志代表所有人的利益,不可能对某人有害,所以所有人都要服从.(显然是理想状态).然后论述了
社会契约对人类的好处,写的非常动人.基本上是理性战胜欲望的过程.卷末讲了财产权,没太看懂.第二卷
讲了主权的几个性质主权者是一个集体存在，代表所有人共同的普遍意志（个人间共同一致的利益）
，不能转移。也不能分割，因为它是所有人的，一部分人的意志只是政令或者行政约定而不构成法律
。作者认为几权分立只是法律的适用，不是法律。人民可能被骗，看不到利益所在。如果人民不交流
只说自己的利益，可得到普遍意志。但小集团的出现可能损害大众利益，得到的意见不具备普遍性，
所以国家中不得有小集团，如果有，则要增加数量。接着作者论述了主权者权利的界限，一直以平等
的交换为原则。出了这个原则的都不合法。如果有人违反普遍意志，与国家为敌，那处死他时，他就
不再是公民而是敌人。全体人民对全体人民的规定性文件，成为法律，对象具有普遍性，是一种强制
力，强制人们遵循普遍意志。人们不一定能看到普遍意志，所以需要引导，这个人就是立法者。立法
者不易，他的事业超越人力，权威却微不足道。习俗的力量很强大，人民是懒于甚至抵触改变的，对
不同时期的人民要用不同的法律。立法体系的目的：自由和平等。国家和国家间的法律：基本法或政
治法；成员之间或成员与共同体之间，民事法律；不服从于刑罚之间的关系，刑法。第四种法：习俗
，习惯。第三卷讲了政府作者把立法权比作精神原因（决定行为的意志），把行政权比作身体原因（
实施行为的能力），两个原因促成一个国家，立法权属于人民，而政府即为主权者的执行人。这就是
政府的意义，政府是臣民和主权者之间的中间体。作者提出一个公式，主权者：政府=政府：臣民。
三者遵循比例关系。由此公式作者得出，人口越多，自由越削弱，因为每个人的影响小了。（不通过
人数衡量，而通过行动量衡量。）人越多，政府要越强大，而限制政府的力量也要越强。时刻准备为
了人民牺牲政府，而非相反。然后作者讲了政府的组织原则。行政官上有三种意志：个人的意志，倾
向私人利益；行政官的共同意志，仅仅与君主利益相关，在政府内有普遍性；三是人民的意志或最高
意志（应该维护主权者的利益的意志？）。在完美的立法中，第三种意志应居于首位。作者认为国家
越大，人越多，政府越应当紧缩，行政官应越少。作者把政府分为三类：民主制，政府事务托付给全
体人民或绝大多数人民；贵族制（代议制），政府压缩在少数人手里；君主制或王权政府，政府集中
在一个人手里。这些形式可以浮动。民主制不太好实现，也不太好维持。存在三种贵族制：自然的，
选举的和世袭的。第二种最佳。贵族制优点很多。君主制适合大国。民主制人民负担最轻，贵族制次
之，君主制最重，因此民主制适合贫穷小国，贵族制适合中等国家，君主制适合富裕的大国。作者把
人口的多少作为衡量一个政府好坏的标志。政府内的个别意志会与主权者作对，这是政治题固有的弊
病。政府会镇压主权者。政府会紧缩，即由民主制变成贵族制或由贵族制变成君主制。或者政府会解
体，有两种形式：君主不再依法治国，篡夺了权力，这一刻社会契约破坏，即政府解体。二是政府成
员各自篡权。作者认为所有的政权会产生也都会灭亡。国家的生存不是依靠法律，而是立法权。主权
者除了立法权外别无他权，立法权是最重要的权力。作者认为国家政体越好，公民思想中，公共事务
越比私人事务重要。人民的议员是人民的办事员，不能做任何决定。作者在十五章中怒斥了代表的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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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为防止政府篡权，定期集会，集会有两个永不能取消的提案，一：主权者是否愿意维持现有政府
形式；二，人民是否愿意让目前执政的人继续执政。政府的创建是法律而不是契约。第四卷一些具体
的实施和操作一，普遍意志不能摧毁。二，如果与我相左的意见占上风，那么我的意见不是普遍意志
，我是错的。三，君主和行政官的新的选择可以选举或抽签。抽签更符合民主制，因为行政官是繁重
的义务和负担，而不是一种便宜。选举只用于需要相应才能的职位，后者适用那些只需通情达理，公
正廉明就可以的。四，作者写了古罗马的情况。罗马也是重农也，农民地位高。五，当政府，主权，
人民无法建立精确比例时，出现了保民官，既可以对抗政府，又能对抗人民，也可维持平衡。保民官
是执行权的缓冲器。六，国家处于危险情况时，应采取法律之外的手段，可以将政府交给一两个成员
处理，即独裁。但是要给他一个极短的期限。七，监察官，宣告舆论。维持习俗。八，作者认为宗教
建立在武力之上，先征服在让他们皈依。宗教的强大对政府有害无益。讲了三种宗教。这一章第八章
要再读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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