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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

内容概要

《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是法国大革命的灵魂，是卢梭整个思想理论体系的核心和全部世界观的基础
，他看到了私有制得以产生的条件与“铁和谷物”的应用有关，与“一个人具有两个人吃的粮食”有
关。剥削和压迫以此为基础，同时也为文明社会一切罪恶活动提供了条件。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
说，从这里“可以看到马克思所使用的整整一系列辨证说法”。卢梭说：人生来是自由的，但他到处
都被锁链拴住。八十六年后，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喊出了“无产阶级失去的只是锁链
，得到的却是整个世界”。他们笔下的锁链当然是同一副锁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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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

作者简介

让-雅克·卢梭 (1712—1778），法国启蒙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文学家，是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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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契约论》
、《爱弥儿》、《忏悔录》、《新爱洛漪丝》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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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

精彩短评

1、好一出不动声色的离间计
2、从原始社会进入农工业社会，生产效率更高的人拥有了更多农产品，慢慢积累了更多的生产资料
。从此一环扣一环诞生了法律官职。所以，人类的不平等归根结底是自身能力的差异。
3、第二章很精彩 人们为了给他人戴上枷锁，不惜同意自己先戴上枷锁。想要得到一个不愿意命令他
人的人的服从是非常困难的。 /一旦渴求他人关注，即意味着丧失了自由。    不平等的根源，并非能力
，而是对于他人关注的渴望
4、4.5
5、作者通过野蛮人和进化人的比较和演化，说明了私有制的出现是人类不平等的起源，推理层层推
进，有理有据，语言文字优美雄壮，引发大思考，比如渴望他人的关注啦，比如现代科技文明的发展
与人类欲望的膨胀啦，和《道德经》还有佛学思考吻合，是一本非常好的值得读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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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

精彩书评

1、平等与不平等的争论由来已久，尽管卢梭的价值观厌恶不平等，但是此书的主要内容不是在抨击
不平等，而是探讨不平等的起源和发展。卢梭娴熟地运用辩证法，从野蛮人一直推演到现在文明人，
引用了一些旅行家对非洲等地的原始部落的观察；虽然采用对比、假设等论证方式不是天衣无缝，但
是总体上分析还是客观不抱偏见的。卢梭认为，人类社会中的种种不平等，并非来自自然，而是来自
社会本身的发展。为此，他从人类最初的状态——原始人开始论述，试图阐述野蛮人的世界里没有不
平等。而后，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人类对自我的不断完善，逐渐地改变了自身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
式；基于个体之间的差异，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建立起来，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才开始出现，之后逐渐
发展出经济、政治、地位、名望等方方面面的不平等。“如果我们从这些不同的革命中观察不平等的
进展，我们将能够看到：法律和财产权的建立是第一个阶段；官职的设置是第二个阶段；合法权利转
化为专制权力是第三个阶段，也是最后一个阶段。因此，富人和穷人的情形在第一个阶段被认可；强
者和弱者的情形在第二个阶段被认可；主人和奴隶的情形在第三个阶段被认可。最后一种状态乃是不
平等的最高点⋯⋯”（第65页）可以说，卢梭“私有制催生不平等”这一论点，同样地出现在了后来
的马克思的理论当中；恩格斯在《反杜林论》里面评价卢梭“可以说是精彩地显示了自己的辩证的起
源”。但是卢梭在方法论上所采用的唯心主义使得他的分析存在一些漏洞，此书的译者在后记里面说
：“卢梭对该文所有论点的论述都是建立在原始人的基础上的，他将原始人假想为一个独居于森林的
野蛮人，而这一点是得自森林深处的默想。”（第103页）也就是说，卢梭论述的一些基础，是他假想
出来的，缺乏实际证据支持。许多人在看待问题的时候，总是不可避免地采用道德来评判事物的好坏
，这么做能够引起读者感情上的共鸣，可是这么做并不理性。卢梭此书的一个值得称赞的地方，就是
摒弃了感情色彩看问题，避免了站在现代人角度分析原始人的“参考系乱用”的错误。在这里我们可
以看到一点唯物主义的色彩：“因此， 我们可以说野蛮人并不是邪恶的，因为他根本不知道什么是善
良。这一点可以从阻止他们做坏事的既不是智慧的发展，也不是法律的约束，而是情感的平静和对于
邪恶的无知中得到验证。”（第36页）人性本善还是人性本恶的问题亦是争执已久，但从唯物主义的
角度说，野蛮人的智力根本没有善恶概念，他们只会做夺取食物、栖息地、交配权这些对自己有利的
本能事件，也就是说，人性本利。趋利避害是生物的本能，不应用道德善恶来评判。“参考系乱用”
这种错误，大多数人很难避免，人们天然地有一种用自己价值观衡量一切的冲动。很多事情，从我们
这个时代看来是这个样子，但从古人所处的时代看来是另一个样子。我提倡，我们应该多读一点那些
处在历史转折期的人们写的书，因为他们站在历史的转折处，对新旧两个时代、两种风格都能观察得
到，看待问题的眼光更加立体。卢梭在论证原始人所处的时代的时候，为了证明自己的论点，还连带
着试图论述人类与动物身体结构的异同、语言的起源、法律的起源等一大堆问题。要论述“人类不平
等的起源”这个话题，引用上面那些话题来作为支撑是非常好的；但是这些问题同样是非常严谨的话
题，每一个都可以写一本书了，而把摊子铺得太大，则远不是卢梭这本书能够覆盖得了的。在一些具
体的问题的细节上，我也发现了不少漏洞。“第二，土地越是被耕种，更加勤奋的居民越是需要更为
充裕的各种农产品，土地的破坏，即适于植物种植的物质的流失，就越是加速。”（第76页）卢梭这
段话是试图证明人类的耕种会破坏土地，即先进的科学技术是自然变得更加荒芜。如果这句话用来证
明刀耕火种这种原始种植方式会破坏土地，那是对的；但是他忽略了人们已经学会用人畜粪便给土地
施肥来回馈土地。卢梭非常仰慕原始人的生活，他看到了社会人的世界里充满了纷争，而原始人的生
活里则表现出宁静。“我知道被奴役的人们只会不断吹嘘他们在枷锁中享受到的和平与安宁，其实他
们是把悲惨的奴役状态称为和平。但是，当我们看到自由民族为了保护他们仅有的财产时，他们甘愿
牺牲快乐、安宁、财富、权力，甚至是生命本身的时候；当我看到生来自由的一些动物，因为憎恨被
囚禁而撞向牢笼的栅栏，撞破了头的时候；当我看到成千上万赤裸裸的野蛮人鄙视欧洲人的骄奢淫逸
，只为保持他们的独立而甘冒饥饿、战火、刀剑和死亡的风险的时候，我感到关于‘自由’的讨论是
与奴隶无关的。” （第60页）卢梭向往一种纯自然主义的生活，在这点上似乎跟道家思想很像。“如
果他们生活在既不畏惧任何人的邪恶，也不期望任何人对他行善的状态中，是否会比不得不生活在普
遍的人身依附和不平等的权利义务关系中更加幸福呢？”（第35页）“既不畏惧任何人的邪恶，也不
期望任何人对他行善”这句话很像早期道家思想代表杨朱的“人人不损一毫，人人不利天下”。早期
道家倡导的“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这种小国寡民的生活，在卢梭的言论中又看到了。至于
这种生活好不好，恐怕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我在此避免做主观性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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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

章节试读

1、《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的笔记-综合笔记

        一只机警忠诚的看门狗从来不叫，除非有贼人靠近，所以它叫的时候全家人都惊醒并留意这个警
报；但每个人都厌恶狂吠的狗，他们无休无止地破坏社会的安宁并且发出不合时宜的警报，以至于它
们在人们真正需要的时候发出的警报反倒是不能引起人们的注意了。

更加残酷的是，人类所有的进步都是与它的原始状态相背离的。我们获得的知识越多，就越是失去有
关“人”的重要知识的途径。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说，我们研究人类的过程反而是我们自己更加不可能
了解他了。

将“邪恶”看作个人身上那些可能妨碍他自我保存的特质，把“善良”看做个人身上那些可能促进他
自我保存的特质。在这种情形下，我们不得不将最少有抵抗自然冲动的人称为最善良的人。

每个人都知道，奴役的锁链仅仅是在人们相互依赖和彼此需要的时候才能够形成；彼此的需要使人们
彼此结合起来。如果不首先使一个人陷入如果离开某一个人就不能生存的状态，那么这个人就永远不
可能奴役这个人，这种情形在自然状态中是不存在的。在自然状态中，每个人都不受束缚，即使是最
强大的人动用力量也是徒然。

人奴役动物，于是人从此间发现奴役动物与奴役人之间有相似性。

人们一旦学会彼此评论，一旦在头脑中形成关于尊重的观念，每个人就都认为自己有被尊重的权利；
一个人不被他人尊重而不被认为是侮辱，已经是不可能的事情了。由此产生了关于礼仪的义务，这种
义务甚至在野蛮人中也存在。

但是，在人们需要他人的帮助时，在人们发现占有两人供给的好处时，平等就消失了，财产权就产生
了，工作变成了必需，广阔的森林变成了需要人们用汗水灌溉的生机勃勃的田野。不久，人们就会看
到奴役和痛苦就会随着农作物一同萌芽和生长。

土地的耕种必然导致土地的分配；一旦所有权的观念被人们认可，关于正义的最初原则就建立了。因
为，要把东西归还给每个人，就必须以每个人拥有一定的东西为前提；不仅如此，因为人们都已经开
始关注起未来，并且他们都知道自己拥有一些可能失去的东西，因此，每个人都害怕他对他人的损害
会使自己遭受报复。

因为穷人除了自由以外没有什么可以失去的了，所以他们毫无所获地自愿交出现今仅存的珍藏将会是
最荒谬的事情。对于富人却恰恰相反，他们非常容易受到攻击，他们的财产的每一个部分都可能成为
攻击的目标，要伤害他们是比较容易的事情。所以，富人需要为自身的保护采取更多的防护措施。由
此，我们可以合理地断言，制度是应当由受益人而非受害者创造的。

只有混乱和不便持续增加、法律被人们千方百计规避的时候，人们才终于想到冒险将公共权利委托给
特定的个人，才想到把执行人民决议的任务委托给官员。

子女们享受父亲的财产，这些财产只是由父亲的财产权的转移中获得的，但是他们的自由却是他们作
为人从自然手中接受的禀赋，因此，他们的父母永远没有权力剥夺他们的这种禀赋。

我们将能够看到：法律和财产权的建立是第一个阶段；官职的设置是第二个阶段；合法权力转化为专
制权力是第三个阶段，也是最后一个阶段。因此，穷人和富人的情形在第一个阶段被认可；强者和弱
者的情形在第二个阶段被认可；主人和奴隶的情形在第三个阶段被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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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

而且，一旦公民们被盲目的贪心所驱使，他们就会同意自己被他人压迫。他们只会向下看，不会向上
看。因此，他们喜欢统治他人多过独立本身。他们为了给他人戴上枷锁，不惜同意自己先戴上枷锁，
要想得到一个不愿意命令他人的人服从是非常困难的，即使是最狡黠的政治家也不能奴役一心只想自
由的人们。

我们会看到大众为了抵制外敌的威胁采取的预防措施结果却使得大众在国内受到压迫。

野蛮人过自己的生活，社会总是活在他人之中。社会人只知道如何生活在他人的意见中，也就是说，
他对自己存在的感觉仅仅来源于他人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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