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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将经典学术名著全新通俗化编译的《经典通读》丛书终于要和读者见 面了。
 说起来很有意思，策划这样一套大型普及版学术丛书，源于一次常规 的新编辑培训。
其间有老编辑教育新人，要想成为一名合格的编辑，涉猎 一定要广，多读书至关重要。
大家很自然地谈起应该读什么书，于是亚里 士多德、孟德斯鸠、休谟、卢梭、黑格尔、达尔文、马克
思、爱因斯坦等 一批对人类影响深远的人文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大师的名字及其相关著作 被提了出
来。
但接下来的即兴调查却让人大吃一惊!在座的新老编辑近三十 人，无论从学历还是所从事的职业看，
怎么也属于知识阶层的人，但通读 过《政治学》、《战争论》、《相对论》的竟然没有；读过《人性
论》、 《法哲学原理》、《资本论》的仅有一人；读过《社会契约论》、《物种 起源》、《国富论
》的两人⋯⋯大家突然惊奇地发现，对这些名家名著我 们几乎都是只闻其名未见其详，阅者寥寥，令
人汗颜。
 为什么从中学到大学都耳熟能详的这么多传世经典学术名著，我们居 然都没有拿起来读一读，真值
得好好反思一下。
于是我们就此进行了简单 的问卷调查，结果可想而知，上面提到的这些经典学术名著，读者阅读率 
低得惊人。
令人欣慰的是，同样的调查也表明，相当多的人都非常想读这 些“人人皆知”但“人人皆未读过”的
学术经典。
之所以此前没有读过， 与这些经典著作艰涩难懂或篇幅太长有很大关系。
作为普通读者，大家只 是想简单了解这些学术名著，并不需要深入研究。
所以，几千年上百年的 历史跨度、不同时期的艰深译文、动辄几十万上百万字的鸿篇巨制⋯⋯都 成
为挡在学术名著与普通读者之间的鸿沟，是阻碍经典学术名著从“人人 皆知”到“人人皆读”转变的
关键! 要实现这种转变，让经典学术名著通俗易懂、变繁为简最重要。
换言 之，就是要让尽可能多的人对这些经典学术著作想读、能读、爱读，只有 这样才能真正做到“
经典通读”。
虽然现在我国的出版事业极其繁荣，然 而多数学术经典名著至今却尚未有通俗普及本，对普通读者而
言，这不能 不说是一件憾事。
历史上，康德曾不得不作《未来形而上学导论》，以相 对通俗的表述推广普及其《纯粹理性批判》；
休谟更不得不作《人类理智 研究》，乃至尝试亲自撰写《(人性论）摘要》，以补救其艰深的《人性
论 》出版时所遭到的冷遇。
 鉴于此，我们在广泛征求有关专家学者意见的基础上，精选出二十部 经典学术名著，组织一批学有
专长的青年学者，编译改写成全新的普及本 ，推出了这套《经典通读》丛书，希望使普通读者也能来
共同领略经典名 著的思想精髓，从而达到丰富知识和充实、提升自我的目的。
我们这里所 谓的“通读”，就是想通过普及本的通俗化，使普通读者也能轻松通读经 典，而不至于
让经典只是成为装点门面的摆设，或成为催眠的道具。
 出于这个目的，在内容上，我们一方面将一些大部头经典做了瘦身， 力求这个版本能化繁为简，提
炼出原著精华；另一方面也对一些文字量虽 不多，但因时代久远或表述拗口的知名精短著作进行了大
胆扩充，使之更 加通俗易懂又质朴流畅。
同时在封面、版式设计上，我们也尝试改变传统 学术著作的固有风格，力求生动活泼、图文并茂，从
而使普通读者能把握 要旨，轻松、快速阅读。
对于没有能力或没有时间“啃”原著的读者来说 ，希望这套《经典通读》丛书有“替代”原著的作用
，能满足大致了解原 著的基本需要；同时，对于想认真阅读原著的读者而言，它也具备了引导 入门
和辅助补充的作用。
 当然，要实现这样的编辑思想难度很大。
目前对国内外文学作品的简 写或改编的尝试较多，也较为成功，而对于人文社会科学乃至自然科学学
术名著的简写或改编的尝试则比较少，像我们这样成规模重新编译改写的 更是很少见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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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朋友质疑我们将经典通俗化的意义，认为原著难懂可以去看解读 文章啊。
我们以为，尽管有些经典名著可能不乏有解说性的文本，但这毕 竟只是解说，而且还是解说者的“一
家之言”，既无法让读者看到作品的 原有概貌，也无法让读者领略到作品原有的内涵和韵味。
所以，能够通俗 展现经典学术著作的原汁原味必要且重要。
 大师们的学术著作所表达的很多观点在今天看来似乎顺理成章，但在 当时绝对都是超前的思想火花
。
所以对这些先进思想的表述，不可能在当 时的历史背景下就达到通俗易懂、传播普及的程度。
正是经过时间长河的 积淀和考验，通过现代人自身的理解，才能将其更好地诠释出来。
《经典 通读》丛书本着这样的理念，对这些经典学术著作进行推广普及，希望能 让更多的读者分享
到人类思想的硕果，真正做到“以文化人”的出版境界 。
 我们和众多专家学者一起，经过难以想象的艰苦努力，终于迎来了丛 书面世的一天。
我们不敢奢望像康德和休谟自己改写其著作那样使这个通 俗普及本也成为经典，但我们确实希望这套
《经典通读》丛书能够使读者 对经典不再望而生畏，真正实现对学术经典的轻松“悦”读。
 客观地说，受限于能力和水平，这样的一个版本不当之处肯定不少。
 但鉴于我们美好的编辑初衷，勤奋刻苦的编写态度，请读者原谅我们的疏 漏，不妥之处还请不吝批
评赐教。
 最后，我们还是想说，编译毕竟不能替代原著。
希望阅读完这套丛书 后，有更多的读者有兴趣和勇气，并且满怀敬意地去研读经典原著，更为 直接
地感受和领略大师的精神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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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经典通读：论法的精神》作者孟德斯鸠生活在法国大革命前夕。
当时法国的情形是：政治上，实行君主专制，人们缺乏自由，权利经常遭受侵犯。
社会结构上，分为三个等级。
教会是第一等级，贵族是第二等级，资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是第三等级。
第三等级无权无势，深受前面两个等级的欺压。
经济上，对第三等级横征暴敛，这一方面使劳动人民的生活陷入极端贫困，另一方面还严重阻碍了资
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
　　所以，第三等级非常仇视当时的政治统治，力图建立新的统治，在政治上实行宪政，经济上大力
发展工商业。
　　《经典通读：论法的精神》正是第三等级，特别是资产阶级的政治与经济愿望的反映。
　　全书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政治理论。
　　孟德斯鸠的政治理论主要有政体分类理论、自由理论和三权分立学说。
　　孟德斯鸠将政体划分为三种，分别是共和政体、君主政体和专制政体。
共和政体是全体人民或一部分人民掌握最高权力的政体，它又可以分为民主政体和贵族政体。
民主政体是最高权力掌握在全体人民手中的政体，贵族政体是最高权力掌握在一部分贵族手中的政体
。
君主政体则是指最高权力掌握在君主一个人手中，君主依照固定的法律来进行统治的政体。
专制政体是最高权力掌握在君主一人手中，君主根据反复无常的意志来进行统治的政体。
　　关于自由，孟德斯鸠认为，自由并不意味着人们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自由仅仅意味着在法律许可
范围内做一切事情的权利。
如果一个公民能够做法律所禁止做的事情话，那么他就不再自由了，因为其他人同样也有这个自由。
法律是公民自由的界限，一旦公民的行为越过法律，那么他的自由便不复存在。
孟德斯鸠认为，权力对自由构成了极大的威胁。
在他看来，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有权力的人会无休止地使用权力，直到有界限的地方为
止。
所以为了捍卫自由，必须对权力进行限制。
　　孟德斯鸠认为，因为权力构成了对自由的极大侵犯，所以必须要限制权力。
如何才能限制权力呢?他提出三权分立理论。
他把国家权力划分为：立法权、行政权与司法权。
立法权负责宪法和法律的制定和修改，它隶属于立法机关；行政权负责执行法律和按照法律管理国家
，它隶属于行政机关；司法权是根据法律进行审判，它隶属于司法机关。
孟德斯鸠认为，上述三种权力必须分开行使，否则的话，两种或三种权力集中在同一个人或同一个机
构手中，自由便不复存在了。
他说，同一个机构，既拥有立法权，又拥有司法权，其结果是：因为拥有立法权，它可以用公共意志
来蹂躏整个国家；又因为还掌握司法权，它可以用私人意志去践踏每一个公民。
　　三种权力不但要分立，而且还要相互制衡。
　　第二，法律理论。
　　《论法的精神》中的法律理论主要有： 一、法的定义和种类。
在孟德斯鸠看来，法是由事物的本性产生出来的必然关系。
他将法律分为自然法与人定法。
自然法是人定法之前天然存在的法律。
之所以称之为自然法，因为它源于我们的自然本性。
人定法是在建立社会之后，人们自己制定的法律。
人定法又包括政治法、刑法、民法和国际法。
　　二、法律与各种事物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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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书中，孟德斯鸠讲述了法律与防御力量、进攻力量、政治制度自由、公民自由、气候、土壤、贸
易、税收、宗教习俗、货币等事物的关系。
　　三、刑法和民法理论。
在本书中，孟德斯鸠讲述了许多具体的刑法与民法理论。
　　四、立法理论。
孟德斯鸠认为，立法应与政体原则相适应。
在民主政体下，立法应鼓励平等和节俭；在贵族政体下，立法应该限制贵族的骄横；在君主政体下，
立法应该鼓励荣誉；在专制政体下，立法要倾向于恐怖。
孟德斯鸠还讲了制定法律的方式。
法律的表述应该简洁，不能像学术著作那样，搞繁琐的论证；法律应该以事实为基础；如无充足的理
由，就不要变更法律；删除无用的法律，以防止它们妨碍有用的法律。
　　第三，经济理论。
　　孟德斯鸠认为，私有财产权是人类的自然权利。
在他看来，民事行为中的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都是平等的。
个人利益应该让步于公共利益的说法，是不恰当的。
在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的问题上，公共利益绝对不能动用政治手段和法律手段去剥夺个人的财产，哪
怕是最微小的财产。
在这种场合，必须严格遵守民法。
公民的财产权利必须得到切实的保障。
　　同时，他认为劳动是财富的源泉，财富是从劳动中产生的。
应该大力发展工商业，反对苛捐杂税和横征暴敛。
　　第四，地理环境决定论。
　　孟德斯鸠认为地理环境，尤其是气候、土壤等，和人的性格、感情有关系，法律应考虑这些因素
。
他着重分析了气候对人们各方面的影响：生活在寒冷地区的人们，充满了精力，因此，他们有着较强
的自信和勇气；生活在炎热地区的人们，缺乏勇气，年轻人像老年人一样懦弱。
在寒冷的地区，人们对快乐和痛苦的感受比较迟钝；在温暖的地区，人们的感受就要敏感些；在炎热
的地区，人们的感受则十分敏感。
在南方，人们器官娇嫩，对疼痛十分敏感；而在北方，人们皮粗肉厚，对疼痛感知迟钝。
俄罗斯人只有皮被剥下来的时候，才会有疼的感觉。
在寒冷的国家，人们比较勤劳；在炎热的国家，人们比较懒惰。
在寒冷的国家，人们的品性纯朴，性情率真，邪恶少，美德多；在炎热的国家，人们的行为往往越出
道德的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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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孟德斯鸠，18世纪法国政治哲学家。
 孟德斯鸠创立了三权分立学说，奠定了西方的国家政权模式；主张根据政府实施的政策将政体分类，
反对传统的分类法；提出气候影响政治的学说。
同时，他在法学、史学、哲学和自然科学等领域也有很深的造诣。
其主要著作有：《罗马盛衰原因论》、《论法的精神》、《捍卫法的革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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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卷　导读第一章 一般的法第二章 直接源于政体性质的法律第三章 各种政体的原则第四章 教育的
法律应该与政体的原则相适应第五章 立法应与政体的原则相适应第六章 各种政体原则所产生的结果
与民法、刑法的繁简，判决的形式，处罚的方式等之间的关系第七章 政体原则与限制奢侈的法律、奢
华以及妇女身份的关系第八章 三种政体原则的腐化第二卷　导读第九章 法律与防御力量的关系第十
章 法律与进攻力量的关系第十一章 建立政治自由的法律与政体的关系第十二章 建立政治自由的法律
以及政治自由和公民的关系第十三章 征税、国库收入与自由的关系第三卷　导读第十四章 法律和气
候类型的关系第十五章 民事奴隶制法律和气候类型的关系第十六章 家庭奴隶制的法律与气候类型的
关系第十七章 政治奴役的法律与气候类型的关系第十八章 土壤性质与法律的关系第十九章 法律与民
族精神和风俗习惯第四卷　导读第二十章 从商贸的本质与特性来论证法律与贸易的关系第二十一章 
从世界贸易的变革论证法律与贸易的关系第二十二章 法律与使用货币的关系第二十三章 法律与人口
的关系第五卷　导读第二十四章 从宗教活动和宗教本身认识各国所建立的宗教与法律的关系第二十五
章 法律与各国宗教的建立和各国对外政策的关系第二十六章 法律和它所裁定的事物秩序的关系第六
卷　导读第二十七章 古罗马继承法的起源与变革第二十八章 法兰西民法的起源和变革第二十九章 制
定法律的方式第三十章 法兰克人的封建法律理论和君主国的建立第三十一章 法兰克人的封建法律理
论与他们的君主国变革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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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三章 各种政体的原则 第一节 政体性质和政体原则的区别 政体性质与政体原则的区别是：政体
性质是政体的构成要素，政体的 原则是维系政体运转的动力要素。
 第二节 民主政体的原则 民主政体的原则是由民主政体的特点决定的。
那么民主政体具有哪些 特点? 为了便于理解，在这里，我们先离开一会儿本书，来看一下柏拉图是 如
何论述民主政体的特点的。
柏拉图认为，民主政体的特点是自由、宽容 、和平等。
柏拉图对这三个特点分别给予批评。
 柏拉图首先批判了民主制度下的过度自由。
他以讽刺的口吻说道：在 这种国家里，如果你有资格掌权，你也完全可以不去掌权；如果你不愿意 
服从命令，你也完全可以不服从，没有什么可以勉强你的。
别人在作战， 你可以不上战场；别人要和平，如果你不喜欢，你也可以要求战争。
那些 被判了死罪的或要流放国外的，照旧可以在人民中间来来往往。
柏拉图认 为，这种过度自由的后果是十分严重的：不顾一切追求自由的结果，破坏 了民主社会的基
础，导致了极权政治的需要。
无论在个人方面还是在国家 方面，极端自由的结果只能是极端的奴役。
 柏拉图接着批判了民主制度下的宽容：这种制度是宽容的，对我们建 立理想国家时所宣布的庄严原
则是蔑视的。
民主制度以轻薄浮躁的态度践 踏所有这些理想，完全不问一个人原来是干什么的，品行如何，只要他
转 而从政时声称自己对人民一片好心，也就能得到尊敬和荣誉。
 柏拉图还批判了民主制度下的平等。
他说，在这种制度下不加区别地 把平等给予一切人，不管他们是不是平等者。
 柏拉图认为，在民主制度下，过度的自由和不恰当的平等，必然导致 无政府主义盛行。
他挖苦地描述了一幅民主制度下无政府主义的图景：父 亲尽量使自己像孩子，甚至怕自己的儿子，而
儿子也跟父亲平起平坐。
外 来的依附者也认为自己跟本国公民平等，公民也自认为和依附者平等。
教 师害怕学生，迎合学生，学生反而漠视教师和保育员。
年轻人普遍地充老 资格，与老一辈分庭抗礼，而老一辈的则顺着年轻人，说说笑笑，态度谦 和，像
年轻人一样行事，担心被他们认为可恨可怕。
买来的男女奴隶与主 人同样自由，更不用说男人和女人之间有完全的平等和自由了。
连人们蓄 养的动物在这里也不知自由了多少倍，狗变得同其女主人一样，驴子在大 街上横冲直撞。
到最后，他们不要任何人管了，连法律也不放在心上了。
 从柏拉图的描述中，可以看出民主政体的最大特点是过度自由。
自由 有两种含义，一种含义是权利，即受法律保护的不可侵犯的权利。
另一种 是行为，即不受阻碍的行为。
作为权利，自由是正当的；作为行为，自由 就未必是正当的。
一个人没有干坏事的自由，指的是他不具有干坏事的权 力，不具有干坏事的正当性。
但是，当一个人主动地、不受阻碍地干坏事 时，他的行为却是自由的。
行为自由既会产生好的结果，也会产生不好的 结果。
特别是当自由不受限制地被滥用的时候，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现在让我们回来吧。
为了防止民主政体因过度自由走向毁灭，必须对 其加以限制。
法律是一个重要手段。
除了法律的限制外，人民的品德是十 分重要的。
一个人的品德如何，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一个人的行为。
如果 人们品德败坏，那么自由就只能成为他们堕落和干坏事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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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为 了确保民主制度下的自由得到恰当运用，人民必须拥有一定的美德。
所以 ，民主政体的原则是品德。
 当品德消失的时候，人们的野心膨胀、私欲泛滥，贪婪的欲望变得不 可遏制。
过去人们遵守法律，现在人们反抗法律；人们把规则视为束缚， 把谨慎视为胆怯。
公共财产被私人巧取豪夺，整个共和国成了人们竞相瓜 分的对象。
人们为所欲为，什么坏事都做得出来。
这个时候，民主政体离 毁灭为时不远了。
雅典就是这么衰落的，罗马共和国也就是这么灭亡的。
 因此，要想建立民主政体，必须考虑人们的品德。
当人们的品德普遍 堕落时，这样的国家是不适合建立民主政体的。
 P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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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经典通读：论法的精神》书中提出的"追求自由"、"主经法制"、"三权分立"等理论，极大地影响
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成为了美、英、法等国的立国之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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