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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王论》

内容概要

《君王论》问世以来，对整个世界的政治思想和学术领域都产生了极为巨大的影响，然而毁多于誉，
对这部书及作者的攻击几乎一直没有间断。只是到二十世纪后期，人们才逐渐的能够以平静的心情和
科学的态度来予以研究。这部作品是人类有史以来，对政治斗争技巧的最独到、最精辟，最诚实的“
验尸”报告。马基雅维利是第一位将政治一伦理学分家的政治思想家，而他的一腔爱国之情，在历史
的乌云退去之后，终于大白于天下人面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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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王论》

作者简介

马基雅维利（Niccolo Machiavelli），出生于意大利佛罗伦萨。早期曾任共和国正义旗手，索德里尼助
手等职。1512年，失去所有政治地位，此后完成惊世骇俗之作《君王论》，后几年连续著述《李维史
论》、《战争的艺术》、《曼陀罗华》等。他为意大利近代历史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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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王论》

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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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王论》

精彩短评

1、读着读着，想到厚黑。因为本性与观点不合。知道也做不到，所以才导致我做人为人的失败吧。
2、很深刻
3、道德高帽配不上学术著作，哪凉快哪呆着去
4、书如其名，《君王、论》这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马基雅写给他的君王的，马基雅经历了n次当时
政治的变革与战争的洗礼，自己也受到了多次崛起与陨落，此书诞生于马基雅在辉煌之后处于低谷时
的作品。虽淡于江湖但心依然关注政治时局，以自己的经历见闻理解，给君王如何取得政权提供宝贵
经验。
5、22
6、翻译功底极差
7、我不同意你的觀點但我承認這的確是著作
8、政治学
9、2007-03-19
10、时隔十年再读，视乎看懂了。这个跟中国古代流传的史书有异曲同工之妙。
11、经典的理论
12、统治与战争的智慧
13、西方政界、学界都颇为推崇的经典著作，对世袭、雇佣兵、宗教国、王国的严肃讨论和审慎思考
颇为有趣
14、以史为鉴
15、其中断言颇为霸气，但论证有所不足。
16、好坏参半
17、《君王论》的确是杰作！读过的历史越多越能感觉到她的正确性。但是这个版本的译者显然没有
一个对意大利历史的宏观认识，注释就很差。而且我看的是第一版，错字和排版的错误不少，比如“
撒旦王国（撒丁王国）”，好雷啊⋯⋯
18、⋯⋯跟中国古代政治斗争艺术很像的感觉，有不少可以找到中国版例证，不过看了两遍，感觉不
是很有，貌似可以归纳总结一系列创国守成君王所需要灵活掌握的种种手腕，以及极其直白不加遮掩
的目的主义？其他的还没看出来呃···囧太笨····
19、好黑的一个厚黑学，作者根据史实和哲学神话作品论证君王处事的应有原则，可以是说无不详尽
。我想其背后的心理学社会学根源也是值得研究的。

20、初中时看过齐藤千惠的《花冠安琪儿》，由于喜欢书中的希泽尔.波尔金才特意买了这本书。本书
是马基雅维利对佛罗伦萨数百年间“政治实践与激烈革命”的一个总结，也是他本人从征10余年的经
验教训的理论产物。在讨论君王的统治方式和权谋术数时，他把博尔贾当作可资仿效的榜样，认为那
些强暴狡诈、背信弃义的卑劣手段，只要有利于目标的实现，就都是可取的，并应当加以肯定。
21、这本书屯了15年，终于看完了
22、政治 企业 组织与人相关都可以运用君王论的相关理论，里面的很多观点我都是很赞同的
23、政府越是腐败，各级腐败官员的忠诚度就越高，从而形成一个坚固的利益共同体
24、睿智之言。
25、马氏的《君王论》和蔡的《新君王论》建议对照阅读，专制的权术与民主的策略相得益彰。
26、很多人会以为是枯燥的政治书籍，但是蛮好看的。PS：怎么没看到我看的那本版本⋯⋯
27、2014.5.23
28、这本手抄一遍都不过分...
29、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史哲思想~~~全面的君王思想~没有看过中国的国策，不知道会有什么不同的思
想。
30、真乃政治奇书也      不过君主论中的众多人物在百度百科中查不到，维基百科也没有
31、恶毒的专制理论。
32、版本不行
33、想到韩非子法家，残酷冰冷，又立竿见影，但是时间不长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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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王论》

34、一个君主应该具备哪些条件和才能,应该怎样治理和巩固自己的君主国。使意大利“从野蛮人手中
解救出来”,唯一的办法是建立一个强有力的、具有无限君权的、拥有一支按普遍兵役制组成的国民军
的君主政权。他主张君主应该把国家利益放在首位,为了达到政治目的,可以背信弃义,不择手段。他说:
“我们时代的经验证明,正是那忽视诺言,善于诡计惑人,而最后战胜了那些专讲信义的人的君主,才创下
丰功伟绩⋯⋯。君主必须会那样随机应变,以便遵循时代潮流和变幻无常的命运所指示的方向。
35、喜欢这个翻译..简单
36、很实在的观点，不过，其重要意义应该也就在于其首发性，那些帝王之术在如今这个信息时代实
在是司空见惯了~~~
37、这应该就是我初中时从小书摊上买来的那个本子，应该全是土黄色才对啊。。。想起初中的中午
在百无聊赖中捧着这本书以为读了就可以做元首了。。印象里只有雇佣兵制和凯撒·布其亚。
38、腹黑学
39、又一本令人失望的西方名著。此书所讲内容太浅显，比之早其1000年的《韩非子》差之甚远，当
时断了文明的西方人真是愚昧啊。可能其对西方人的震撼在于，其从人的角度开始分析政治问题，另
外把道德从政治中驱逐了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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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王论》

精彩书评

1、马基雅维利作为现代政治哲学的先驱，其睿智是不言而喻的。本书在挑战当时权威的古典政治哲
学受到的非议也无可厚非。何谓正义，一直是争论不休的话题。毕竟柏拉图时代最求的正义，是全体
的福祉，而马显然是出于一个君主与城邦的统治的角度来看的。治国之道，需要这种魄力。而所谓仁
义，并不是那个淆乱的时代所能实施的，有如孔子。人性与兽性并存是没有办法的，人本来就是这种
歧义的双重动物。
2、十八章 论君王应当如何守信一个君王必须懂得使用法律和武力，既是狐狸又是狮子。“事实上，
人们是恶劣的，而且对你根本做不到守信不渝、忠贞不二，因此你也可以同样地无须守信”。“人们
的头脑毕竟还是简单，且极容易屈服于当前的需要”“如果可能对话，君王还是尽量不要背离善良之
道，但是如果迫不得已，就要学会做甚至敢于做坏事。”“人们总是被外表和事物的结果所迷惑，因
为每一个人都能看到你的外表，但是很少人能接触到你。”十九章 论君王必须避免受到蔑视与仇恨对
于君王或政府来讲，他最大的利益就是自身的生存与发展，首先必须避免民众的怨恨，让人民满足和
安居乐业；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必须尽最大努力避免贵族或最有势力的一群人的怨恨。——所谓看穿
事物的本质，其实就是看穿事物的“利害关系”。与人打交道，最笨的就是没有好好考虑别人的“趋
利避害”心理。二十章 关于党派之争党派分裂会使得君王的力量薄弱，但和平时期，用此策略，可以
比较容易地驾驭属民。国家肇始时，原先的敌人更有用，因为他们急于改变坏印象，不得不立即投入
行动；而亲信会认为自己名誉地位已牢固安全。拥立新君王的人，如果是出于对前君王的不满，那么
新君王要永葆他们成为朋友会遇到很多困难，因为新君王不可能短时间内就样样满足他们。——同样
也是要洞悉他人的动机。二十一章 君王怎样做才能受人尊敬对外，不断作战，使臣民处于戒备与惊叹
中，一起来关注每一件大事的结局。对内，在内政管理上革新，制定使人津津乐道的奖惩方案。——
想想近代美国和日本的例子。要受人尊敬，就不能中立。不是朋友，就要求你采取中立；是朋友，就
要求你公开表态。为了避免当前的为难，优柔寡断的君王选择了中立，因而常常导致被毁灭的悲剧。
相反，如果明确表态，支持一方，不论胜败，结果都更有利。如果自身够强大，不惧怕任何一方胜利
的话，就是利用一方消灭另一方的好机会。同理，决不要为了进攻别国而同一个比自己强大的国家结
盟，这无异于引狼入室，要避免自己陷入任人摆布的境地。任何君王都不能够认为自己总是高高在上
，不可一世，相反，他应该预料自己只能选择一条曲折的道路。——可惜自己过去不明白这个道理，
和事佬没当成，结果沦为炮灰。两派相争之时，首先要掂掂自己的份量，老娘舅不是谁都能当的，如
果自己都难以保全，还是乖乖地站到跟自己价值相同的队伍中去吧。连君王都不得不明哲保身，我这
样的凡人又想怎样地骄傲呢？二十二至二十三 君王如何驾驭身边的人辨别大臣的方法：大臣考虑自己
的利益是否超过考虑他人的利益。另一方面，为了保持大臣的忠贞不渝，必须想他们所想，使其富贵
而有报恩欲，既分享荣誉，又分担职责。选拔一些有识之士参议，常常征询其意见，而对于不征询意
见的事情，使每一个人都没有提意见的勇气。——交朋友首先要考虑的便是其德行。无德之人不可为
友，做不到敬而远之，也要心知肚明其不可信赖。二十四章－二十六章 总结并激发君王的行动君王最
好拥有一只强大的军队，如果没有的话，知道如何交好人们，如何让贵族尽心效忠，也仍能保有王国
。命运是行动的半个主宰，但还留下了一半归我们支配。对君王来说，时代的发展规律就是命运，一
个人如果能随着时代和环境的改变而改变自己，就不会被命运丢弃。顺应时代，并且迅猛的行动。迅
猛胜于小心谨慎。命运女神宁愿让那些敢于行动的人们去征服它，而不愿那些行动冷静者所奴役。第
十二章至十四章 关于军队国家最主要的根基是健全的法制和优良的军队。缺乏优良的军队，就不可能
有健全的法律。雇佣军和客军既无用又危险。世上最弱和最不稳定的东西，莫过于不依赖自己的力量
来建立自己的权势和声誉了。必须要组织自己的军队。君王只应该从事战争、军事制度和军事训练方
面的研究，这是统帅必须学会并掌握的唯一专业。作为君王，必须抓住的最基本的事情是军事。要无
时不刻地思考和研究，并从历史上吸取前人的经验教训，培养自己的军事思维。——作为一个普通人
，最核心的是什么呢？是不是个人的生存与发展呢？现实点说，就是赚钱的技能。对于个人赖以生存
的技能必须也要不断地思考、研究、提高、深入思维。第十五章 总论君王应该怎样做写作目的是论述
事物在实际上的真实情况，而非事物的想象方面，这两者之间相差十万八千里。一个人如果在一切事
情上都发誓以善良自持，那么他苟且偷安于许多心怀鬼胎的人当中定会遭到毁灭。第十六章 论慷慨与
吝啬君王的慷慨，受益的只是很少一部分人，损害的却是许多人。对于自己和老百姓的钱财，他必须
厉行节约；对于别人的钱财，他完全有理由表示慷慨。世界上再没有比慷自己之慨的让你更愚蠢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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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王论》

，因为当你慷慨而为的时候，你就失去了使用慷慨的能力。第十七章 为人爱与为人惧仁慈，受损的是
整个社会，残暴，只是损害个别人。被人畏惧比为人所爱安全得多。因为关于人类，一般可以这样说
：他们可以是忘恩负义、朝三暮四者，是伪装者、冒牌货，是逃避危险、追逐名利的贪得无厌者。用
金钱买来的友谊是不牢靠的，依靠伟大与崇高的精神取得的友谊，才值得信赖。人们冒犯一个自己所
爱的人比冒犯一个自己畏惧的人较少顾忌。由于人性的卑劣，只要对自己有利，恩义的纽带就会被一
刀两断。而畏惧因为害怕惩罚而永远维系着。爱，是基于人们自己的意志，而畏惧，是基于君王的意
志。一个明智的君王办任何事情都应当将自己的地位和意志建立在自己能够控制的方面。
3、这是一本有力量的书，他告诉我们认识国家，认识政治，我不想从政，那没有意思，我认为如果
一个人能从这本书中得到什么，他很厉害，这是一本有威力的书，但是他们很残酷，君王的生存唯一
的方法是能够有一个自己的政策，他要的不是冷酷而是爱，是一种能够感召人类的爱，这是一种没有
嫉妒，这是一种平静的心对待这个世界的爱，或许他会失败，但是这是唯一的出路。我们羡慕秦始皇
，是他的成就吗，不，是他的一种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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