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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前　言　　人有嫉贤妒能的天性，故发现新方式和新秩序的危险，历来不亚于寻觅未知的水源和
沃土，此乃人皆善于指摘而非褒扬他人的行为使然。
但是，出于一种始终驱策着我的本能欲望，即或得不到任何尊重，我仍要探究我深信有益于众人之共
同利益的事情。
职是之故，我毅然踏上了迄未有人涉足的道路，它或许会给我带来麻烦和困难，但是由于那些怀着善
意看待我的劳作目的的人，它亦能给我带来奖赏。
我这人才学窳陋，既缺少对当下事物的经验，古代知识亦称贫乏。
所以，在我的努力中，不足之处在所难免，更遑论胜任愉快。
但它至少能给别人指明道路，他们的才具、文采和判断力皆胜于我，必能完成我的夙愿。
因此，我之所为，或不配受到称誉，亦不至遭人诟谤。
　　世人对古代仰慕有加；姑不论众多其他事例，时常有人不惜重金，买回一尊残缺不全的古代雕像
，他们希望有此物为伴，他们要用它给自己的居室增光添彩，他们赞赏这种艺术，乐于师法于它；他
们在自己的所有作品中，为表现这种艺术而殚精竭虑。
然而，最杰出的史书昭示于我们的，乃是古代的王国与共和国、君王与将帅、公民和立法者以及为自
己的祖国而劳作者取得的丰功伟绩，它们虽受到赞美，却未见有人效仿。
其实，世人不分大事小事，对他们惟恐避之及，故而古人的这种德行，在他们身上已踪迹全无。
观此种种，我惟有感到诧异和悲哀。
当我看到如下情形时，更复如是：公民对公共事务，或对人们染上的疾患，如果有了歧见，他们总是
求助于古人的裁决，或是求助于古人的诊断和指定的方剂。
民法无非是古代法学家提供的裁决，把它们简化为指令，可引导我们今天的法学家作出判断。
医术也不过是古代医师的实践经验，今日医师可据以作出诊断。
然而，在整饬共和国、护卫国家、统治王国、举兵征伐、控制战局、审判臣民和扩张帝国时，却不见
有哪个君主或共和国求助于古人的先例。
我认为，造成此种状况的，主要不是当今的宗教使世界羸弱不堪，或贪婪的惰怠给众多基督教地区或
城市带来的罪孽，而是缺少真正的历史见识，在阅读史书时既无感悟，亦品不出其中的真谛。
于是，众人捧读史书，以通历史变故而自娱，却从未想过效法古人，他们断定这种模仿非但困难，甚
至根本不可能，仿佛天地日月、各种元素和人类自身的运动、力量与规律，今日迥异于古时。
为使世人摒弃此种谬见，我才下定决心，对于没有因时代的厌恶而遭湮没的提图斯 ?李维的全部史书
，根据我对古今事物的了解，记下我认为必须给予更好理解的内容，使读过这些陈述的人，更易于让
他们所欲掌握的史识发挥功效。
此事固然不易，然而既有鼓励我担此重任者的襄助，我以为或能多有所成，俾可给他人达到既定目标
提供一条捷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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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古典共和主义的滥觞 马基雅维里关于共和主义观点的重要代表作
　　本书是对李维《罗马史》前10卷的评注。
是一本怀古的、品德高尚的共和派手册。
马基雅维里在本书中涉及了他关于政治、道德、命运和必然性等重大观点。
在本书中他告诫共和国的公民、领袖、改革家和奠基人如何自我治理，如何捍卫他们的自由，避免
腐败。
书中讨论了古代与现代的共和主义，在这里我们尤其可以看到他与亚里士多德政治主张的密切关系，
也涉及了他对基督教的批判，显示了他本人对自己时代世俗化与现代性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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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尼科洛·马基雅维里(Niccolò Machiavelli，1469—1527)
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伟大的政冶家、思想家，近代政治学理论的奠基者，在西方政治思想史上有重要
地位。
传世著作有《论李维》、《君主论》、《佛罗伦萨史》（8卷）、《兵法》等，对后世影响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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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导论 （哈维?曼斯菲尔德）
尼科洛·马基雅维里致扎诺比·布昂德尔蒙蒂和
科西莫·鲁塞莱的问候
第1卷
　前言
　第1章　 城邦的一般起源；罗马的起源
　第2章　 共和国的类型，罗马共和国的类属
　第3章　 在罗马创设护民官的变故，护民官使共和国更趋完美
　第4章　 平民和罗马元老院之间的不和，促成了共和国的自由与强大
　第5章　 谁是自由更可靠的保障，民众还是权贵；谁是纷争的主因，侵夺者还是守成者
　第6章　 罗马能否建立一个消除平民和元老院相互敌视的国家
　第7章　 对于维护共和国的自由，指控权有多大的必要
　第8章 　指控权对共和国多么有利，谣言就对它多么有害
　第9章　 若要建立新共和国，或撇开其古老制度对它进行彻底改造，只能大权独揽
　第10章　共和国或王国的创建者值得赞美，一如施行专制者应当受到谴责
　第11章　论罗马人的宗教
　第12章　应当如何估量宗教的重要性，意大利是如何因为罗马教会的宗教缺少信仰而颓败的
　第13章　罗马人如何利用宗教整饬城邦，建功立业，平息骚乱
　第14章　罗马人依照必然性解释征兆；在被迫违背信仰时，也精明地做出遵守信仰的表象；对亵渎
信仰者皆予严惩
　第15章　萨莫奈人求助于宗教，作为对付困境的非常手段
　第16章　习惯于受君主统治的人民，假如偶然获得了自由，也难以维持
　第17章　腐败的人民在获得自由后，也极难维护这种自由
　第18章　在腐败的城邦里，假如有一个自由的国家，以何种方式来维护它？
如果没有这样的国家，以何种方式来建立它？

　第19章　在杰出的君主死后，软弱无能的君主尚能自保；在软弱无能的君主死后，软弱无能的君主
无法维护任何王国
　第20章　两个有德行的君主相继主政，便可成就大业；组织良好的共和国可以使德行后继有人，其
获取与扩张也能蔚为大观
　第21章　君主和共和国缺少自己的军队，将蒙受奇耻大辱
　第22章　罗马的贺拉提乌斯三兄弟和阿尔巴的库里阿提乌斯三兄弟事件，有何值得借鉴之处
　第23章　不可孤注一掷却不拼尽全力；因而固守关隘往往有害
　第24章　健全的共和国制度赏罚分明，绝不会用它们相互抵消
　第25章　试图对自由城邦的过时状态进行革新的人，至少要保持其古老模式的表象
　第26章　新君主对于他所攫取的城邦或领地，务必使其万象更新
　第27章　知晓如何运用大善大恶者，寥若晨星
　第28章　罗马人为何不像雅典人那样感激自己的公民
　第29章　更加忘恩负义的人是谁，是人民还是君主？

　第30章　君主或共和国应当以什么方式避免忘恩负义的祸害，将领或公民应当以何种方式避免被其
摧毁？

　第31章　罗马将领从未因过失而受到过分的惩罚；共和国因他们的愚昧或决策失当而受到伤害时，
他们也从未受到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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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32章　当人民有迫切需要时，共和国或君主应毫不拖延地造福于他们
　第33章　如果国家内部产生弊端，或在外部遇到逆境，更为稳妥的办法是妥协而非对抗
　第34章　独裁官的权力对罗马共和国有益无害；公民不以自由投票授予别人权力，而是为自己攫取
权力，则对公民生活极为有害
　第35章　十人执政团是由公众和自由投票所设，但是它的设立为何有损于共和国的自由
　第36章　地位尊贵的公民，不可蔑视人微言轻的公民
　第37章　土地法给罗马造成了什么麻烦；在共和国制定溯及既往但与城市古老习俗相悖的法律时，
最为有害
　第38章　软弱的共和国很难做到当机立断，也不知如何决断；它的政策不是出于选择，而是出于被
迫无奈
　第39章　不同的民族常常遇到相同的事变
　第40章　罗马十人团的设立及其应当引以为戒的地方；这件事能拯救共和国，或者毁灭它，其要点
何在
　第41章　不经适当的过渡，由谦卑突然变为傲慢，由仁慈突然变为残忍，既不明智，也无成效
　第42章　人易腐败
　第43章　为个人荣誉而战的人，才是杰出而可靠的战士
　第44章　没有首领的民众是无用的；不可先威胁用权，然后再谋求权力
　第45章　不遵守法律，尤其是立法者本人所为，便树立了恶劣的先例；在城市里日日都有新的侵害
，于统治者最有害
　第46章　人的野心节节攀升，先是谋求不受他人侵害，继而便要侵害他人
　第47章　人易于被大道理所骗，却不会在具体事务上受蒙蔽
　第48章　如果不想把官职授予卑鄙小人或恶棍，那就让更卑鄙、更邪恶或更高尚、更完美的人去谋
求它
　第49章　像罗马这类有着自由开端的城市，也难以找到维护自由的法律；直接身陷奴役的城市，则
几乎不可能找到这种法律
　第50章　不可使委员会或长官拥有中止城市行动的能力
　第51章　共和国或君主在被迫行动时，也应装出自愿的样子
　第52章　对强大的共和国中得势的骄横之徒进行压制，最为稳妥可靠且很少受到非议的办法，就是
预先防范他用来得势的手段
　第53章　人民时常被善良的假象所骗而自取灭亡；强烈的向往和宏愿能够导致这种结局/ 8
　第54章　稳健的人如想控制群情激愤的民众，需要多少权力
　第55章　城市中的民众没有腐败，这样的城市易于管理；有平等的地方，难以建立君主国，没有平
等的地方，难以建立共和国
　第56章　城市或地区有大事发生之前，都会有某种征兆，或有人能预见到它
　第57章　平民合则强，分则弱
　第58章　民众比君主更聪明、更忠诚
　第59章　与共和国或君主结成的同盟，哪一个更为可靠
　第60章　在罗马任命执政官或其他任何官职，从不考虑年龄
第2卷
　前言
　第1章　 罗马人建立帝国的原因，是德行还是运气
　第2章　 同罗马人作战的民族；他们捍卫自由的执着精神
　第3章　 通过摧毁周边的城市，允许外邦人轻易分享它的荣耀，罗马变成了一座巨型城市
　第4章　 共和国有三种扩张的方式
　第5章　 宗派和语言的多样性，加上洪灾和瘟疫，湮没了历史的记载
　第6章　 罗马人如何征战
　第7章 　罗马人给每个殖民者多少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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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8章　 人们为何离开故土，侵入别人的家园
　第9章　 列强之间开战的一般原因
　第10章　金钱并非如俗见所言，是战争的筋骨
　第11章　与名声虽好但实力不济的君主交好，实为不智之举
　第12章　担心有人进犯时，是主动出击，还是坐等战争
　第13章　卑贱者能飞黄腾达，更多地依靠欺诈而非武力
　第14章　认为可以用谦卑战胜傲慢的人，往往是在自欺
　第15章　弱国总是优柔寡断；决断迟缓总是有害
　第16章　当今的军队极不符合古代体制
　第17章　当今的军队是否应当重视炮兵；对它的普遍看法是否正确
　第18章　鉴于罗马人的权威和古代战争的先例，应当更加重视步兵而不是骑兵
　第19章　进行扩张的共和国若是治理不善，不按罗马人的德行行事，只会走向覆灭，不会带来昌盛
　第20章　君主或共和国利用雇佣军或援军有何危险
　第21章　罗马人派出的首位军事执政官，是派往卡普阿；这事发生在他们开始征战的四百年后
　第22章　人们在判断大事时经常出错
　第23章　罗马人对必须决断的事情作出判断时，一贯避免中庸之道
　第24章　一般而言，要塞弊多利少
　第25章　攻打一座陷入分裂的城市，利用其分裂去夺取它，是适得其反的策略/ 88
　第26章　谤言和虐待只会产生仇恨，没有任何益处
　第27章　精明的君主或共和国应满足于胜利；不满足最易导致失败
　第28章　对公众或私人受到的侵害不予报复，会给君主或共和国带来危险
　第29章　命运不想让人阻挠它的计划时，它就遮蔽人的心智
　第30章　真正强大的共和国和君主想获得友情，靠的不是金钱，而是德行和强盛的威名
　第31章　信任被放逐的人有多么危险
　第32章　罗马人攻占城市的种种手段
　第33章　罗马人给予他们的军队将领多大的权限
第3卷
　第1章　 教派或共和国若想长久生存，经常需要回到自己的源头
　第2章　 适时装疯卖傻，不失为明智之举
　第3章　 若想维护新获得的自由，必须杀死布鲁图斯之子
　第4章 　如果被剥夺王位的人仍然在世，身居王位的君主也不得安宁
　第5章　 什么原因使王位继承者失去王国
　第6章　 论阴谋
　第7章　 从自由变为奴役，或从奴役变为自由，何以有时不流血，有时腥风血雨
　第8章　 凡是想改变共和国的人，要尊重它的目标
　第9章　 若想总是福星高照，务必因时制宜
　第10章　如果敌人迫使军队将领不择手段交战，他不能临阵脱逃
　第11章　以寡敌众的人，即使处于劣势，只要能够挺过最初的一击，也可获胜
　第12章　精明的将领作战时应当让士兵背水一战，消除那些让敌人背水一战的因素
　第13章　弱兵强将和弱将精兵，哪个更可靠
　第14章　战斗中出现的新花样和新声音，能够产生何种效果
　第15章　应由一人而不是数人统领军队；将多有害
　第16章　真正的德行只在危难之时显现；太平时代的得势者不是贤达，而是富贵门　第
　第17章　不可先迫害一个人，然后又让他主持大事
　第18章　能预见到敌人的计谋，是将领的最大优点
　第19章　统治民众，安抚是否比惩罚更重要
　第20章　较之于罗马的任何军队，善意对法利希人产生了更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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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21章　汉尼拔采取不同的处事方式，为何能在意大利取得和西庇阿在西班牙一样的成果
　第22章　曼利乌斯?托克图斯的严厉和瓦勒里乌斯?科维努斯的友善，给他们带来了同样的荣耀
　第23章　卡米卢斯被赶出罗马的原因
　第24章　延长任期使罗马遭受奴役
　第25章　论辛辛那图斯和众多罗马公民的贫困
　第26章　女人祸国
　第27章　如何让分裂的城市团结；若想控制城市必须维持其分裂的看法为何错误
　第28章　应当提防公民的功业，因为在善举背后，往往潜伏着专制的萌芽
　第29章　人民犯罪的根源在于君主
　第30章　希望运用自己的权力造福共和国的公民，先要消除嫉妒心；在看到敌人时，务必整饬城市
的防务
　第31章　强大的共和国和杰出的人，无论面对何种命运，都能保持同样的勇气、同样的尊严
　第32章　人们用什么方式扰乱和平
　第33章　要想打胜仗，务必让军队保持自信并信任将领
　第34章　什么样的名望、言辞和看法使人民支持一个公民；他们在任命行政长官时，是否比君主更
高明
　第35章　充当某种意见的首领有何危险；这种意见越是不同寻常，其危险就越大
　第36章　法兰克人为何在战斗开始时无比勇猛，后来却连女人都不如
　第37章　在大战之前是否有必要进行小规模战斗；若想避免这种战斗，应当如何摸清新的敌人
　第38章　如何造就一个能够获得军队信任的将领
　第39章　将领应当熟悉地形
　第40章　在战争中运用欺诈是件光荣的事
　第41章　保卫祖国应当不计荣辱，不择手段
　第42章　不必遵守被迫作出的承诺
　第43章　出生在同一地区的人，无论何时几乎都保持相同的天性
　第44章　运用残暴无耻的手段，往往可以获得用正常手段无法获得的东西
　第45章　何为较好的战术：先抵挡住敌人，形成相持之势后再去攻击他们，还是一开始就倾全力猛
攻
　第46章　城市的家族为何长期保持某种习俗
　第47章　优秀的公民应当爱国而不计私仇
　第48章　看到敌人犯下大错时，要谨防上当受骗
　第49章　共和国要想维护自身的自由，每天都要采取新的防范措施；昆图斯?法比乌斯因何功绩得到
了“马克西姆斯”的称号
英译本注释征引文献一览
译名索引
译后记
再版译者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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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第1章  城邦的一般起源；罗马的起源 凡是读过罗马城的起源、立法者的作为和它如何得到
治理者，皆不会感到诧异，该城为何数百年维持如此强盛刚健的品格于不坠，以及后来共和国为何能
够建立一个大帝国。
我要先谈谈它的诞生，我要说明，一切城邦，要么是由城邦所在地的土著所建，要么是由外邦人所建
。
前一种情况的发生，是因为分散居住的居民，觉得他们的生计不再安全，盖各部落的地理位置和人数
太少，使他们无力独自抵御外人的侵犯，一俟强敌当前，他们来不及聚集起来奋起抵抗。
或者，他们若是这样做，就要离开他们各自的众多栖身之地，旋即成为敌人捕杀的对象。
为免于这种危局，他们不得不自行迁徙，或由他们中间一个较有权威的人统领，择一既利于生计，又
易于守备的地方聚居。
 雅典和威尼斯即是众多这类城邦中的两个。
前者的建立，乃因有着相似原因的分散居民，在提修斯的统率下所建。
后者则容纳了来自亚得里亚海南端一些小岛上的居民，既然不存在可以向他们发号施令的任何特定的
君主，所以在他们看来，生活在法律之下最适合于自保，这使他们得以避免罗马帝国衰败后，意大利
因新蛮族的光顾而无日无之的战祸。
他们的幸运之处，亦在于地理位置可使他们长期高枕无忧，因为那儿的海洋没有出口，况且那些侵扰
意大利的人，也不拥有能够加害于他们的舟楫。
可见，微不足道的起点，即可使他们成就自己的大业。
 第二种情况是由外人建立的城邦，他们或是自由民，或是依附于他人，即由共和国或君主派出的移民
。
他们有此举措，要么是为了调剂居民的田亩，要么是为了保护他们刚获得的土地，使其既能得到可靠
的维护，又不必付出任何花销。
罗马人在其整个帝国内建了许多这样的城市。
其实，君主也建立过这种城市，但不是为了居住，而是为了自我炫耀，譬如亚历山大修建的亚历山大
城。
这些城市没有自由的起源，故而鲜有卓越的表现，也很难成为王国的首府。
佛罗伦萨的建立即属此类，因为它是在罗马帝国的统治下建成的，无论它是由苏拉的士兵所建，还是
由菲耶索莱的山民偶尔建立，他们因相信屋大维治下的长期太平，才迁居阿诺河的平原。
这个城市在创立之初，无论有何收获，端赖君主善 意的恩赐。
 民众或是受君主的统治，或是实行自治，如果因疾病、饥荒或战乱而背井离乡，为自己寻觅一片新的
家园，则城市的创立者就是自由的。
 这些民众或是定居于他们在自己占领的土地上发现的城市，譬如摩西的情况就是如此；或是在这些土
地上建立新城，例如埃涅阿斯之所为。
在这种情况下，可以看到创业者的德行和创业时的运气，观其神奇经历的多寡，可知创业者德行的高
下。
观其德行，可循两种方式，一为城址的选择，二为法律的实施。
人们的所作所为，或是出于必然，或是出于选择；其次，若是选择较少出于权力，则愈可彰显德行之
杰出，故建城时应当考虑，最好选择贫瘠之地，因为穷乡僻壤的居民不得不辛苦劳作，不会流于惰怠
，能够同舟共济，亦少内讧的理由，比如拉古萨，以及在这类地方建立的许多城市，便是如此。
如果只求自己的生计，不欲支配他人，则这种选择无疑较为明智而有益。
然而，人无实力，不足以自保，故而只能避开贫瘠之地，择富庶之地而居之。

Page 9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论李维>>

媒体关注与评论

　　《论李维》是古典共和主义的滥觞，是对古代自由的追忆，它召唤我们离开那片既安全又可靠、
富足但自私的领地。
我们要如实地介绍马基雅维里，他不是超然尘世的哲学家，而是一个按自己设想的方案采取行动的鼓
动家，一个从事着个人事业的实干家，这事业就是建立&ldquo;有益于每个人的共同福祉
的&hellip;&hellip;新范式和新秩序&rdquo;。
　　&mdash;&mdash;哈佛大学教授哈维&middot;曼斯菲尔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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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论李维》古典共和主义的滥觞，马基雅维里关于共和主义观点的重要代表作。
《论李维》是对古代自由的追忆，它召唤我们离开那片既安全又可靠、富足但自私的领地。
这是一本最杰出的史书，昭示于我们的，是古代的王国与共和国、君王与将帅、公民和立法者以及为
自己的祖国而劳作者取得的丰功伟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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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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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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