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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卢梭，现代民主政体之父，一个新时代的开启者。

《社会契约论》，人生本来就是平等自由的，国家只能是自由人民自由协议的产物，自由一被强力剥
夺，人民就有权进行革命，以暴力夺回自由。

《社会契约论》是“西方经典悦读”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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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卢梭，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文学家、音乐家，法国大革命的思想先驱，启蒙运
动最卓越的代表人物之一，被誉为“现代民主政体之父”。

卢梭坚持社会契约论，主张建立资产阶级的“理性王国”；强调自由平等，反对压迫；提出“天赋人
权”，反对专制、暴政。

其代表作有：《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 《社会契约论》、《爱弥儿》、《忏悔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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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第二章最初的社会 人性的首要法则，就是要实现自我保存以维护自身的生命；人性所首要
关怀的，就是其自身的生命存在。
 我们知道：在所有社会之中，家庭是最为古老的社会，而且也是目前唯一处于自然状态的社会。
正因为如此，孩子只有在没有能力保护自己而又无法自食其力地生存下去的时候，才依附于父亲。
一旦这种需要停止时，这种自然的依赖关系也就不存在了。
孩子当然就不再对于父亲产生应有的服从，从而从约束关系中解脱出来；而父亲也不必再对孩子进行
应有的照顾，从而从自然义务中解脱出来。
因此，双方就都又同等地回到了各自的独立状态。
如果他们继续保持在一起生活的状态，那么他们的关系就不再是处于自然状态的，而是一种相互自愿
的行为了。
当然，此时的家庭本身也就只能靠成员之间的契约来支撑和维持下去了。
 这种一般的自由，来自于人的本质，来自干人的本性。
人性的首要法则，就是要实现自我保存以维护自身的生命；人性所首要关怀的，就是其自身的生命存
在。
也就是说，一旦一个人到了可以决定自己事情的年龄，可以自行判断维护自己生存的适当方法的时候
，也就是他开始成为自己的主人的时候。
 因而，我们可以把家庭称作是政治社会的第一种模式，统治者对应的就是父亲，人民对应的就是孩子
；同时，他们都是生而自由，生而平等的，他们只有在追求自身利益的时候，才会转让他们的自由。
所有的差异就在于：在家庭关系中，回报父亲对孩子的关心和照顾的是父子之间的亲情；而在国家关
系中，统治者与他所统治的人民之间并没有这种自然的亲情，于是，统治者对人民发号施令的乐趣就
取代了父子之间的天伦之乐。
 人类所有的权利都是为了有利于被统治者而产生的，而格劳秀斯（17世纪荷兰法学家，古典自然法学
派主要代表人之一，近代国际法奠基人，第一个使自然法概念摆脱宗教神学的约束，认为自然法代表
理性或人的本性）却拒绝承认这一点，他还引用奴隶制的例子来说明。
然而，我们知道，他通常都是通过事实来推论并确定权利的。
事实上，这种推理可以采取另一种更具逻辑性的方法来说明问题，但这样的推论方法的结果也并不能
对暴君的统治提供更为有利的辩护。
 因而，如果按格劳秀斯的说法，就本末倒置了：究竟全人类是属于少数统治者的，还是少数统治者是
属于全人类的，这当然就成了一个问题。
而且通读他的全书，似乎他是倾向于前一种理解的；而这也正是霍布斯（英国的政治哲学家，担任过
培根的秘书，深受其思想影响，其国家观以人性恶为前提，以社会契约为形式，每个人都要交出自己
的权利，而国家却不受契约的约束）的观点。
这样一来，人类成了一群群被分开的牛羊，各自都有他们自己的统治者，而统治者保护他们的目的就
是为了在需要的时候吃掉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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