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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论自愿为奴""是一篇讨论专制政治的论文。他提出了一个严肃的政治问题，即权力对民众的合法性
问题。拉波埃西试图分析民众对权威的屈从，解释统治和受奴役的关系。作者引证了很多古代史实，
以古代历史来评价他所处时代的政治。该文最初发表于1576年。
""论自愿为奴""是近现代政治哲学的一篇重要文章，后来在不同时代，被不同政治色彩的人士广泛引用
。就拉波埃西的职业而言，他本是政府机构的一员，他也是权力的忠实仆人，但他的""论自愿为奴""却
被后世认为是无政府主义和公民抗命的开山之作，而拉波埃西也被认为是最早探讨权力异化的先驱者
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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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174／《论自愿为奴》法·波埃西／译·潘培庆／@上海译文 2014.1－文中颇多天真之语（逻辑散漫
），如“自由是否天生，这实在没必要去讨论⋯自由就是天生的。17”动物性、暴君、无出处的“说
法”⋯如译者所言，波埃西是皇帝新衣里说真话的小孩。其历史意义（1576年发表⋯见书封），或远
甚于此文本身之意。
2、个人意见，不很喜欢。
3、还蛮可爱的一本书，翻译得简洁易懂，看得出来为什么这本书经常被引用了。
4、还行
5、哲学源于惊奇，科学源于惊奇，这也是为什么要保持童心，以天性和良知说话。很薄的小册子，
在新馆二层遇见的。
6、对于一个16世纪的人，一个18岁的孩子，能写出这样的书，虽然在今天看来略显幼稚，对于那个时
代来说，却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7、成书于一个辉煌的时代啊。部分讨论有点儿意思。但是没什么结论。后面的大事记年表算是彩蛋
吗～
8、1576年就论权利的合法性了，两年前看完的，书很薄，没有年代感，改成近代的年份也觉得没人会
发觉，欧洲人那么早就启蒙这方面思想了噢。2000年前的罗马王位就不许嫡传了。我们现在也不许嫡
传了。
9、不赞成把这样一篇短小的论文编成书的做法。
10、毕业论文凑字数方法大全⋯呵呵哒⋯
11、翻译的好烂
12、很给力！
13、翻译欠了点功力。整本书前半篇煽动性很强，缺乏理论论证，给人感觉有明显的政治意图，后半
篇相比之下还是有些深度的。考虑到是400多年前的思想结晶，还是很有研究价值的！
14、即使是动物，天生也是无法忍受奴役的，为什么有的人就自愿成为奴隶呢。而且他们面对的还是
一个普通的人，并没有三头六臂，也不是神通广大。作者认为，第一个原因就是习惯。马一开始也不
喜欢身上的马鞍，马嚼子，但时间长了，也就习惯了，人类也一样。暴君用利益网罗了一批同盟，形
成了一个自上而下的体系，只要是能从暴君的统治中得利的人就自然而然的维护暴君的统治，即使他
们那点被施舍的利益随时可能被暴君夺走。暴君可以通过建立娱乐场所就可以让民众纵情声色，让出
自由，对自己的奴役状态麻木不仁。
15、条理不甚清晰的学生议论文。
16、“福祸无门，惟人自召”，人是恶习的努力，而挣脱枷锁的关键在于自省——谁创造了暴君？又
是谁在膜拜？拉·波埃西用浅显的话语告诉我们，即使生而为奴，也莫忘回顾自由的光辉史，进而如
飞蛾扑火般勇敢拥抱自由。
17、怎么说呢，就像是一篇超长的高考作文。。。。
18、短小精悍，略浅
19、哪有什么被欺凌和压榨，只有心甘情愿的低头和屈服，只有三者之间最恶意的循环。奴性啊，外
观然后自省。
20、环境与习惯性为奴。
21、一口气读完，突然有一点论文灵感，这算不算是“想睡觉就来枕头”？
22、读的中翻 文字不咋的 但凭观点也值得一读了
23、前半部分，我读的热泪盈眶，想把每个字都大声呼喊出来。作者所处的那个时代，我可以想象这
样一篇论文的出现人们必然同我一样热泪盈眶口口相传，只是毕竟现在不同往日，以当下的心态再看
这篇论文，震慑感降低了。不过，不论什么时候，不论怎样境地，有一点是不会变的，绝不为奴，自
由永存。
24、波埃西大概是那第一个发问的孩子，真诚但是感觉很浅还有些武断，看不下去。
25、“伴君如伴虎”的道理讲的还行，其他太平庸。
26、4星给原文，译文怪。
27、内容质量一般，提供的观点是第36页:人们自愿为奴的第一大原因，就是他们生来就是奴隶，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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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努力生活中长大。由此原因，自然就产生另一个原因：在暴君统治下，人们必然变得怯懦、软弱。
28、不能见怪不怪
29、学生水平的无政府主义开山之作。
30、贪婪与恐惧，繁殖与求生。
31、对法式自由主义实在不感冒，修辞浮夸、分贝超高而论证匮乏，跟大字报有毛区别？即便放在自
然权利论的诸多著作中，都是不及格的
32、洗脑佳作。
33、翻译拗口
34、虽然看的不是很懂，但还是蛮有启发的。
论自愿为奴。这世上有人会自愿为奴的吗？封建社会的奴隶，生而奴隶，从来没有尝过自由的滋味，
就好像一个一直活在黑暗里的人，从未见过阳光，还是觉得习以为常的黑暗比较好。自愿为奴。古代
，有很多人迫于生计卖身为奴，等等各种原因，成为奴隶。近代美国亦是如此，黑奴制的存在严重阻
碍了社会的发展进步，终于被废除。再引到现代中国，许多人为了物质生活而沦为金钱的奴隶，房奴
，车奴，卡奴等等。现在真的是不懂人没钱就不要买了，又不是什么必须品，少件又不会怎样，没钱
还非要买，这是为何呢？我不得不承认我真的是个购物欲望很低的人，也许是我从小耳濡目染吧。
不知以后的我看到现在的这段话，会做何感想呢？人总是会变的
2015.12.3
19.33
35、从故纸堆里扒出来的论文⋯⋯吗？
人生而平等，自由；对自由与奴役的认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习惯（教育，政治环境等）；从君主出发
，统治阶级，自上而下形成一个巨大的网；伴君如伴虎。
36、我觉得这本书不好的时候我就觉得是翻译的问题，有思想，但为什么我觉得用词句式很蠢。
37、一本启蒙时期套路式的胡说八道朋克小册子，法左那一套你懂的。
38、不错蛮有意思的
让人读着有种恐惧
39、读到的批注本一种。读评注和原文好像两个人聊天，惺惺相惜，因此话特别多，就此便极有趣味
。末后又一篇热情洋溢的译后记，居然还贴点网络段子，十数年过后不知作何感想。纸张用得太厚，
为了撑厚度牺牲了翻阅的舒适度，可见在较薄的精装装订技术上面尚有欠缺。不过既然制作了这一本
可见以后或许会收一些较薄的作品也未可知。期待。只是不知会不会收一些厚的作品，分作几册。上
海译文社并无决心做标志性的丛书，这从反复洗版一点可知，未免可惜。
40、作者首先从自然神学的角度来论证人生而自由、平等，然后指出，在君主制社会中，“自愿为奴
”这一现象首先根源于人们的习惯，即把自己的出生状态当做自然状态，从而放弃追求自由；其次才
是他们的怯懦和恐惧。这一思路适合用来分析中国的中产阶级。
41、有些东西解释的很片面。
42、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其实都是自找的 
43、理念很棒，但是论证稍显不足。
44、有很多书只用看它的题目。
45、偶然在图书馆书架上觅得此书，篇幅短小，内容并不复杂，虽说劝告民众不需反抗以及把最后的
解放希望归结为上帝，但在16世纪亦算激进。
46、2015年在图书馆随手拿的一本，一个小时可以看完。是16世纪中叶还是一名大学生的拉-波埃西写
的一篇论文。大概讲了在暴君统治下人们的自愿为奴的通性，句句铿锵有力，字字愤怒不已，颇有哀
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感觉。此翻译全文粗暴直接，大篇幅的排比看得我内心澎湃不已，产生了各种“觉
得说的好有道理就是这样对对对”的感觉。文中运用大量的引典，从作者大篇幅的列出希腊、雅典还
有和斯巴达、罗马等一些相关的战争、暴君统治等的历史就可以看出他对雅、希人追求自由的赞同。
拉-波埃西说暴君天性也许并不残暴，但都是人捧出的赋予其的权力和地位滋养出来的，而这些人也并
不是被迫，大部分是自愿被奴役被驱使。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习惯是奴役的开始
，而人自愿被奴役的也不仅仅是人
47、2030年，你四十，你国还在，你在你国。（法文译注吐槽强力
48、“对波斯人来说，他不可能为他从未享受过的自由而感到遗憾；相反，斯巴达人已经享受过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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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妙的自由，他们完全不能设想；人竟然能够生活在奴隶状态中。”
49、作者的水平还可以，是个热爱自由的孩子。但是从译者的译后记来看，译者的思想水平还有待提
高。
50、拿到书以后发现篇幅比想象中短小很多，观点也比想象中朴素很多，属于法国自由概念的萌芽吧
。初衷是希望了解一些有建设性的观点，但局限于时代，这本书所表达的观点真的很朴素，加上对里
面历史素材不甚了了，只能当作是了解人类的思想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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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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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论自愿为奴》的笔记-第10页

        为了获得所希望的财富。大胆之人不怕任何危险，勤劳之人也不会畏惧任何劳作。唯有怯懦及迟
钝懒散之人，他们无法承受痛苦，也无法重新获得他们只在心里才觊觎的财富。他们自己的怯懦夺走
了他们想获得财富的能力，他们只剩下占有财富的自然欲望。

2、《论自愿为奴》的笔记-第45页

        “今天的人未必做得更好：在犯罪之前，哪怕最令人反感的罪行，他們總要先來一番動聽的言論
，內容關於整體利益、公共秩序，還有窮人的救濟。你們都清楚地知道他們使用的言论，千篇一律，
言而無信。”

3、《论自愿为奴》的笔记-第81页

        黑暗森林什么的.见鬼去吧

译者后记

4、《论自愿为奴》的笔记-第89页

        

5、《论自愿为奴》的笔记-第25页

        威尼斯人：他们从摇篮开始就受到这样的训练和教育，即决不出让一丝一毫的自由去换取人间的
所有其他快乐。

6、《论自愿为奴》的笔记-第5页

        “人們總認為權力絕對強大，但他們偏偏忘記了奴役的真正由來：一個人是無法奴役眾人的，除
非眾人首先奴役了自己。只要下決心不再接受奴役，君主的權力金字塔就會頃刻瓦解。”

7、《论自愿为奴》的笔记-第3页

        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那么多城镇、那么多民族，有时候竟能够忍受一个独夫暴君的为所欲为？
此暴君除了民众给予他的权力，并无其他权力；此暴君并无能力危害众人，除非民众自愿忍受；此暴
君并不能对众人作恶，除非民众更愿意忍受一切苦难，而不是选择抗议。

8、《论自愿为奴》的笔记-第4页

        
论友谊 
蒙田X拉·波埃西  
情书（并不）闪瞎了我的眼。。。

9、《论自愿为奴》的笔记-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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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谁都永远不能确信其主人是否善良，但只要其主人愿意，他总可以作恶。

10、《论自愿为奴》的笔记-第19页

         他们在暴政中诞生，也在暴政中长大，他们在吮吸奶水时就秉承了暴君的本性，他们把顺民视为
他们继承来的农奴；无论他们的秉性是吝啬贪财还是挥金如土，他们挥霍王国的国帑都如同他们继承
来的私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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