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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主论》

内容概要

《君主论》主要内容包括：大流士的王国被亚历山大征服，为什么在他去世后没有反叛继任者、如何
治理被征服以前独立自治的城邦或君主国、依靠自己的武力和能力获取的新君主国、仰赖别人的武力
和机运获取的新君主国、凭邪恶的手段成为君主、公民君主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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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主论》

精彩短评

1、浅读一遍，以后会再拜读的。
2、站在君主立场的进言 既是政治思想的提炼 也是对于民心的剖析与总结
3、没有背景知识和政治哲学体系，这书读完就是一页孤舟，只言片语飘荡在脑海里，不知怎么评星
4、其中种种适用于很多情况。
5、结合当时时代来说，这本书实在是太先进了！
6、揭示了政治的丑恶面貌，主张为了达到政治上的目的，可以不择手段（当然太残忍的手段不算，
这样可能会适得其反），大部分观点我还算赞同。。。。。。另外我第一次认识作者是在《刺客信
条2》里。
7、十六世纪的自省力。治国，还需君主自身的智慧。
8、反复提及获取民心、常备余地和使用残忍手段的重要性，『我爸是李嘉诚』许多时候也不顶用。
虽然正篇的译文看着挺舒服，但译者在翻译马基雅维利给罗伦佐的献辞时全篇用得都是文言文...这就
有点....
9、准确滴说是读了中文部分。这本书太有名，但三个原因推至现在才一睹真容：以前不看书；西欧
五百年前的君主与我有甚关联？作者和此书毁誉参半。但真的花些时间认真看过一遍发现这部书像是
一套遇到哪种题目该如何求解的规律总结，看似多变冰冷，却充满着万变不离其宗的人性温度。
10、勉强读完，没怎么看进去，就模糊记得讲一些政策道理。
11、政治，我个人觉得更多的是对人性的揣摩掌控与制约，手段很多种，关键怎么搭配适用!虽然有些
暗黑，但可一读
12、学政治的人还得学历史，对论述背景一窍不通的阅读过程举步维艰。所有权谋、宫斗、宅斗的创
作者们应该将此书摆在案头。此版的译文能够读通，不过我认为双语版全无必要。
13、欣赏马基雅维利的务实直接，写作的出发点就是站在君主的立场为君主出谋划策，全书把政治摆
在宗教和道德之上，没有去构建理想的政治体系，而是务实的提出不同政治手段来巩固君主的地位。
文中诸多冷静的陈述和提倡的手腕直击了人性的弱点，所以略显“阴暗”，难怪曾被视为禁书。但仔
细想来，却不得不佩服这份洞察，而手段的背后，其实蕴含着作者的理想主义和对民的善。书里的许
多观点可以类比应用于企业的管理，例如作者对兼并国家的统治提出的摧毁/坐镇/培植寡头政府类似
于企业兼并后的管理模式；讨论的君主的特质诸如是否应该慷慨诚信受爱戴是也很适合企业家去掌握
；对自己拥有军队的崇尚可以类比于企业自身的核心竞争力，太多观点值得琢磨
14、没读过其他译本，这版语言还挺复古的。期待自己有读原版的那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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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主论》

精彩书评

1、毓秀施特劳斯在《现代性的三次浪潮》里认为马基雅维利是现代性的开创者，何谓现代性，这个
概念耳熟能详但一直没有定论，在我看来，所谓政治人向经济人的过渡亦或者一个历史进步的线性时
间观念不过是现代性的附属物。现代性的核心理应是相信人能通过自己的意志和理性，审慎和决断来
主宰自己的命运，而不是随虚无缥缈的命运随波逐流。现代性所关注的乃是《联邦党人文集》开篇所
讨论的问题：人类社会是否真正能够通过深思熟虑和自由选择来建立一个良好的政府，还是他们永远
注定要靠机遇和强力来决定自己的政府。作为一名共和主义者的马基雅维利，之所以要写作《君主论
》进献于翡冷翠的僭主美第奇公爵，其最在意的并非个人的荣辱，而是变局中的欧罗巴的历史出路。
而马基雅维利观念的根据，首先是建立在对基督教的批判上。对于当时的马基雅维利来说，这样做不
但有在理论上溯本清缘的作用，更有现实的考量。自10世纪末克吕尼运动对教会的改革以来，教皇一
跃达到了欧罗巴世界权力的顶峰，但这也导致了教会过多地参与世俗，加剧了意大利的分裂，使得说
意大利语的地区被外来的君主争霸，久久不得安宁。《君主论》里他盘点历代政治得失，认定教会对
意大利的分裂负有首要责任，教会既无法实现一个世俗国家的职责，又总是越俎代庖，这是他将宗教
从政治当中放逐出来的重要因素，在他看来基督教败坏了公民的德性，是罗马帝国覆灭的罪魁祸首。
在苏格拉底以后的政治观念里，政治永远与德性相伴，政治家参与政治的目的是为了德性的完善，政
治本身并非自主自足的场域。希腊哲人与基督教父共享一个目的论世界观，都认为世界统一于善/上帝
，事物由低到高乃是对更完美的事物的模仿与向往，世界的本质潜藏在事物自身当中，等待其显现。
所谓存在，乃是本质的实现，是本质在实在界中真实的出现，因为在实现之前，本质原是一个可能性
而已。当本质从可能性的层面进入实现的时候，它才真正地存在了。草木之所以成长为草木的样子，
是因为种子潜藏了草木的本质；动物之所以发育至成熟体的样子，乃是因为动物自身潜藏了成熟体的
本质。而人，就是趋向至善的存在。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里认为，人是城邦的动物，人的存在是
为了实现城邦的自然秩序，人参与政治是为了德性的实现，是为了完善自己。而在奥古斯丁眼中，人
是上帝的羔羊，一切所行都应趋向上帝。他在《论上帝之城》发展出了基督教的二元政治观念，区分
了属世和属灵的场域，将属灵的世界置于属世的场域之上，人若是参与政治乃是为了救赎，是从此岸
世界走向彼岸世界。不论希腊哲人还是基督教父，政治都不是自足的场域，都是顺从于某种目的，以
某种应然来规范实然，对政治的研究首先是规范性的。一如古希腊悲剧诗人埃斯库罗斯最早引入了第
二位演员，这使得古希腊悲剧从带有颂歌性质的一人表演转化为表现两人之间的矛盾冲突的文学作品
。喜剧诗人马基雅维利改造了“德性”（viture）的意义，将之还原为能力，将政治中性化，政治从理
想降格成专门的一项技艺。将道德/权利进行自然主义的转换，还原为某种能力并非马基雅维利的首创
，马基雅维利在欧罗巴世界革命之处，乃在于他如实地指出政治自有其运作之规律，使实证性的政治
科学的研究成为可能，尽管他本身是出于敏锐的洞察力而非采用实验科学的手段得出他的结论。李猛
转引施特劳斯的话说过，“马基雅维利不像修昔底德的作品那样令人感到悲凉（sadness），我们可以
在马基雅维利那里找到喜剧，戏仿和讽刺，但却似乎找不到悲剧因素。但既然人的生活并非只是喜剧
，那么人性的一个侧面就始终处在马基雅维利的视野之外。那么，为什么马基雅维利的作品不能让我
们感到修昔底德式的悲凉呢？施特劳斯认为，原因在于马基雅维利没有对“普通”事物的神圣感。没
有这种“神圣感”，悲剧就失掉了它的自然基础。”充裕的理性却缺乏对人世的敬畏，导致他彻底解
构了加诸政治之上的诸多应然，将赤裸暴力从诸般限制中解放出来，从此无所顾忌。在马基雅维利的
语境里，政治不再与中世纪自然秩序的美好世界挂钩，而是事关生死存亡之大事。亚里士多德认为政
治的开端乃是生存与安全，而其终端乃是善与正义。马基雅维利保留了开端却忽略了终端，亦或者说
在他笔下，政治的开端既是目的。人参与政治的目的不再是为了完善自己，而是诉诸于某种必然性，
即寻求保护自己人身安全的必然性，统治者应对时事的必需（necessary）。马基雅维利对必然性的强
调建立在相信人们可以掌握自己的命运这一预设上，而在他的语境里，所谓的命运，指的就是政治。
弗里德里希·希尔在《欧洲思想史》里认为：“他接受方济各会属灵派的看法，认为世界历史的演变
趋势是越变越坏，政治科学只能设法使列国从世界历史的大趋势中解脱出来。各种政治理论便以世界
历史为舞台，进行各种试验，看这些理论是否正确；当然，重要的是有真正受过良好教育又十分能干
的人来掌握，通过宗教、法律和军队拯救大众于水深火热之中，使大众都能享受幸福。”在解构完一
切以后，国家理性的出炉便是顺水推舟的事情了（意大利语是Ragione di Stato——英文是reason of state
，中文也翻译为国家理由）。在马基雅维利死后二十年，也就是1547年意大利人文主义者焦万尼·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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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主论》

拉·卡萨才第一次正式提出这个术语，但是在马基雅维利的思想里完全包涵了如下观念：“国家/君主
为了行善，必须能够作恶，必须同时具备狮子般的强势和狐狸般的狡诈；为了谋取公共福祉和保存必
要的权势，以最终保存和发展更大的美德而对付邪恶，掌权者在应对时势的“必需”时可以运用不合
法律和寻常道德的手段，可以无视宗教、道德和司法的限制。”马基雅维利人为制造了政治与日常生
活的不同，抑或者说政治中的公共道德与政治家私人道德的不同，从而将政治的视野从动机论转换到
后果论，对政治家的发问从“汝所欲为何”转换到“汝所行结果如何”。在马基雅维利之后，便是霍
布斯按约建立的利维坦，国家以自身为其合法性，国家而非上帝成为道德合法性的源泉。政治哲学是
历史的发明，同时也在发明历史，其所关注的乃是如何规范政治来规范故往今来，今日耳熟能详无甚
出奇的观念，在彼时却有开天辟地的涵义。因此我们在讨论某种政治哲人理念的时候，总是绕不开对
观念谱系的梳理，马基雅维利亦是如此。更何况一个人的经典化往往是层累而来，在话语的传播中容
易失真，不还原历史也自然无从理解其价值。说到底，所谓意义同样是人为制作的技艺之一种。英法
百年战争结束之年被认为是中世纪结束的标志之一，原因在于平民/步兵取代了贵族/骑兵在战争中的
地位，这不单意味着战争的全面扩大化，同时也象征着欧陆贵族阶级的没落。对暴力的垄断是现代国
家的发明，而频繁的战争则是中世纪的自然状态。战争虽说都是残酷的，但中世纪的战争乃是贵族之
间的竞技，如同春秋时期，参军乃是少数人的荣誉和特权，其目的乃是恢复某种秩序。因此战争固然
频繁，其过程对平民的侵扰较小，以对方服输、屈服为目的，不论胜负双方都保留着各自的尊严。服
输之后，签订条约或协议，双方就相互遵守。因此在这种战争中，双方在战场上也遵守着贵族的原则
。然而当战争将平民也裹挟进去以后，服兵役成为所有人的义务，战争的残酷性骤然加强，不但对平
民的欺损加大，仿佛绞肉机一般将国家的气血吞噬干净，更是改变了战争规则：胜利成为最高目的，
为了胜利可以不择手段，战争从游戏变成读博，赢者通吃，败者输的倾家荡产。所谓的和平，降格为
暂时性的停战，为下一次更猛烈的战争休养生息。马基雅维利所置身的时代，正是中世纪与近代的转
折点，他眼前是英法百年战争的落幕与封建骑士制度的崩溃，他身后是宗教改革与民族国家的觉醒，
欧罗巴从春秋贵族的车战游戏步入战国平民的血肉屠宰场。陆续登场的绝对主义国家之间的生死场，
从喜剧诗人的曼陀罗中召唤出政治家马基雅维利，而马基雅维利无可奈何地用他的笔为这种竞争的正
当性正名。马基雅维利的观念创造了历史，但其本人不过是揭穿了皇帝的新衣，如实描绘出了现实。
他所传授的秘传心法并不见得比后人更加高明与诡诈，然而在象征的世界里，始作俑者其无后乎？秦
始皇并不比后世的暴君在作恶上更有想象力，他之所以被唾弃和崇拜，无外乎他是首开恶例者。是以
子贡曰：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恶性的军事竞争，破坏了中世纪/春秋的自然秩序，仿佛癌
细胞病变，被称为绝对主义国家的怪兽进入了黑暗森林。为了能在战争中取得胜利，就需要有更大规
模的常备军，供应常备军就需要有更多的税收，收税就需要加强中央集权，加强中央集权就需要打压
贵族的地位，破坏地方自治。于是在恶性循环之下，中世纪的地方自治与贵族议会被不断打压，多阶
级并立的封建社会扁平化，向直面王权的原子个人社会迈进。在东地中海肆意扩张的奥斯曼土耳其帝
国是西欧列国现成的模版与最好的教师，从地理上最近的西班牙与奥地利开始，君侯们争相充当实证
主义革命的排头兵，后来者纵使不乐意，为了生存也不得不群起效仿，结果正如佩里·安德森在《绝
对主义国家的系谱》 里所说：“在16世纪，西方出现了绝对主义国家，法国、英国、西班牙集权化君
主政体是与金字塔式的四分五裂君主制及其领地制、封臣制这一整套中世纪社会结构的决裂。”自由
的封建国家被对峙的利维坦取代，浮士德挥舞着他手中的铁棍，希望以炼金术来恢复国家的元气，然
而这不过是饮鸩止渴，使顺民提前了衰老的进程。历史总是在重复过去，如果我们有足够的视野，不
难发现这样的历史进程总会在不同地域重复上演，当整个政治生态恶化，人们出于各种原因解构了传
统的枷锁和防火墙，解放了自由的才智和无边的欲望，对赤裸权力与工具理性日益崇拜，相信它们无
所不能，之后的必然结果是虽然能获得短暂的利益，却不得不因为对手日渐无下限而疲于奔命。这仿
佛是打不开的死结，劣币迟早驱逐良币，政治生态愈发恶化，公民因为丧失荣誉而日益怯懦与犬儒，
用麦考莱的话说，他逃避危险，不是因为不知羞耻；而是因为：在他生活的社会里，怯懦不再可耻。
于是直到有一天蛮族卷土而来，轻易征服脚下民众，然后重新启动这一进程。但我死后，谁管他洪水
滔天，从哈布斯堡家族对土耳其征服机器的艳羡与效仿开始，仿佛多米诺骨牌的倒下，一个又一个新
的霸国出现，青出之于蓝而胜于蓝。彼时欧罗巴人的心声，仿佛李鸿章在帝国末季的感慨：“实为数
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而列国角力之所，乃是生育马基雅维利的北意大利富庶城邦。某种程度来说，
北意大利是整个欧罗巴的缩影，在全欧洲刚起步的春秋事业在阿尔卑斯山以南早已预演完毕。这些城
邦曾拥有光荣的历史，然而如今却已沦落。在但丁的时代，教皇党与皇帝党的宪法斗争中涌现无数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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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人物，而今却民德败坏，斯文扫地。他们彼此之间依旧争斗不休，却再无能力抵御大国的争霸。意
大利人曾经并非不能保卫自己的独立与自由，德国皇帝觊觎北意大利的财富曾多次组织入侵，却被各
共和国坚决阻于城下，不得寸进，鳌拜下地域更加辽阔的江南远比红胡子轻松惬意，前者率领数千精
锐裹挟着数十万降虏所向披靡，后者却只能在北意大利弹丸之地焦头烂额，毁掉了德国的命运。喜剧
诗人马基雅维利如今只能在剧本中追忆往昔，眼睁睁看着看着意大利人在蛮族面前屈膝纳贡，仿佛晚
期罗马剧情的重演。共和国早期的德性在对权力无底线的争夺中与党派双方同归于尽，只剩下承载光
荣往昔的尸体留给后人惨淡经营。政治哲人马基雅维利根据故往教训知晓未来之黑暗，但意大利众邦
已经腐败透顶，无力回头，现实政治又逼迫他饮鸩止渴，总结更精巧的权术以应对权术。欧洲人能从
这条不归路里回头，仰仗于西北欧一角改天换地的变化，然而这就是另外一个故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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