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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一向认为，阅读经典是提高素质的最佳途径之一。
天津人民出版社推出这套面向广大读者的经典导读系列图书，帮助各界人士尤其青年人走近社科经典
，其用心正合我的想法，我欣然为之作序。
中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时期，前进中也暴露了诸多问题，显示了改革的艰难。
分析所有这些问题，我们可以发现，在转型时期的中国，我们最缺少、最需要的东西，一是信仰，二
是法治。
事实已经证明，没有精神文化转型和社会秩序转型的配套，经济转型绝不可能孤立地成功。
然而，要真正解决信仰和法治的问题，实依赖于国民素质的普遍提高。
一个有信仰的民族，必须由精神素质优良的个体组成。
一个法制健全的社会，必须由具备公民觉悟的成员建立和维护。
因此，归根到底，中国的前途将取决于国民整体素质的提高。
所谓提高素质，就是要使我们身上那些人之为人的属性——这就是“素质”的含义——得到健康生长
。
成为人性意义上的优秀的人。
人是凭借精神属性成其为人的。
按照通常的划分，精神属性可分为知、情、意三个方面，亦即理性思维、情感体验、道德实践这三种
精神能力。
人类的这些精神能力在极其漫长的自然进化过程中形成了其生物学的基础，而后在相当漫长的文明演
进过程中展现出来并得到发展。
作为人类的一员，每一个个体的人通过种族的遗传即已具备这些精神能力的生物学基础，在此意义上
，我们说它们是人性中固有的禀赋。
然而，它们尚处于种子的状态，唯有在人类文化的环境中，种子才会发芽，潜在的禀赋才能生长为现
实的能力。
文化环境不是物理学意义上的环境，对它的理解不能局限于当下的一时一地。
几千年来，人类的精神探索形成了一个伟大的传统，这个传统既包容了又超越了一切时代和民族，对
于人类每一个有心提高自己精神素质的成员来说，它都是最广阔也最深刻的文化环境。
那么，我们到哪里去寻找这个传统呢？
我的回答是：到经典著作中去，因为经典著作正是这个传统的最重要载体。
把人们引领到经典著作的宝库里，让大家了解、熟悉、领悟存在于其中的传统，受其浸染，加入到人
类精神探索的伟大进程中去，在我看来，不可能有比这更有效的国民素质教育的途径了。
具体地说，与精神属性的三个方面相对应。
国民素质教育也可分为智育、美育、德育三个方面，而在这三个方面，经典著作都是极好的教材。
智育的目标是培育自由、独立的头脑。
在这方面，经典作家是最好的榜样。
他们首先是伟大的自由思想者，不受成见束缚，勇于开拓前人未至的新领域，敢于挑战众人皆信的旧
学说。
尤其在社科领域，权力、利益、习俗、舆论往往据有巨大的势力，阻挠着对真理的追求和认识，而他
们能够不为所动，坚定地听从理性的指引。
从他们的著作中，我们学到的不只是一些社科知识，更是追求真理的勇气、智性生活的习惯和独立思
考的能力。
美育的目标是培育美丽、丰富的心灵。
在这方面，文学艺术作品诚然是基本的教育资源，但人文和社科经典著作也能给我们以美好的熏陶。
我们会发现，凡大思想家决不是单面人和书呆子，他们从事研究的领域不同，性格各异，但大多具有
鲜明的个性和丰富的内心世界，对于人类情感每每有或博大精深或微妙细致的体验。
这一点也体现在文风上，许多经典作家是表达的大师，读他们的作品，只要真正读进去了，你绝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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觉得枯燥，只会感到是一次愉快的精神旅行。
德育的目标是培育善良、高贵的灵魂。
在这方面，经典作家尤能给我们良多启示。
人文和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是人和社会，在这个领域中，起支配作用的不只是理性思考和实证观察，
更是价值定向和理想愿景。
每一位思想家都心怀提升人类向更好状态发展的愿望，一切思考最终都指向最基本的价值问题：怎样
的人生是好的人生？
怎样的社会是好的社会？
虽然价值观正是最充满争议的领域，但是，通过阅读经典，自觉地思考这些问题，有助于我们确立自
己的人生坐标，做一个有道德、有信仰的人。
 国民素质的提高，人人有责。
精神财富的享用，人人有份。
可是，即使用严格的标准挑选，社科经典的绝对数量也是非常大的，叫一个普通读者如何下手？
怎样才能把经典中的理念变成社会多数成员的通识和基本教养？
我认为，为了解决这个困难，本系列图书是一个有益的尝试，是一项真正造福国人的事业。
该丛书将选收古今中外社科人文类的经典名著分批推出，出版社为该丛书预定的特点是：绝对经典，
轻松好读。
按照我的理解，“绝对经典”就是要求选目精当，不够格的绝不选入，最够格的绝不遗漏，同时应适
合于中学生的接受能力。
“轻松好读”则是要求选人得当，专家也必须是够格的，对于相关的著作确有研究，融会贯通，从而
能够把导读做得既准确又深入浅出。
这是很高的要求，愿我们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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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出版于1762年的《社会契约论》宣扬人生而平等自由，否定了封建时代依据强力建立的社会秩序，代
表了法国启蒙运动中的激进民主思想，成为资产阶级革命的理论纲领，其“主权在民”的政治理念一
直影响到现代社会的各种政治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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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作者：(法国)卢梭 合著者：王云芳让·雅各·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生卒年：1712——1778年
国籍：法国社会职业：法国著名启蒙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文学家.是18世纪法国大革命的思想先
驅，启蒙运动量卓越的的代表人物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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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社会契约论》的故事18世纪大革命前的法国，封建经济制度已经发展到衰亡阶段，封建专制制
度发生了深刻危机，整个社会正处于从封建制度转向资本主义制度的社会大变革时代。
思想革命是政治革命的先导。
当封建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面临着生死大搏斗时，各种理论问题，宗教观、自然观、社会伦理道德、
国家制度等都变成了紧迫的政治实践问题而被提到了议事日程上来。
法国资产阶级为了这场行将到来的政治大革命进行思想准备时，他们首先在意识形态领域发动了一场
波澜壮阔的反封建的思想文化运动，即法国历史上著名的启蒙思想运动。
在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中，卢梭作为激进的民主主义者、小资产阶级的思想代表登上了历史舞台。
1750年，他的《论科学与艺术》一文获得了第戎学院征文的头奖，他的名声也逐渐提高了。
再加上1752年他所创作谱写的歌剧《乡村卜师》正式公演后，观众的反应十分热烈，游乐总管大臣甚
至要求将这幕歌剧移至宫廷演出并请卢梭到场。
此时卢梭已成为巴黎的名人。
1754年6月，42岁的卢梭及夫人瓦瑟与朋友果弗古尔一道前往日内瓦，因为故乡的人早已知道他在巴黎
出了名，所以居民们都很欢迎这位载誉而归的同胞，同胞们对卢梭的厚爱使卢梭感到十分欣慰，他决
定回巴黎处理完琐事后，就和夫人瓦瑟一起重返日内瓦，安度余生。
然而，命运的车轮发生了变化。
卢梭在日内瓦住了四个月后。
1754年10月的一天，就在卢梭返回巴黎处理事务的时候，使卢梭创作出三部巨作《新爱洛伊丝》、《
社会契约论》、《爱弥儿》的理想创作地——“隐庐”出现了。
在蒙莫朗森林附近，那里有一片美丽的菜园和一所别致的小房子，名为“隐庐”，这个幽雅僻静的地
方，卢梭曾在去日内瓦的路上就注意到它了。
有一天，卢梭和埃皮奈夫人去旅游时，重游此地，卢梭在兴奋中不知不觉地冒出了这样一句话：“啊
！
夫人，这所房子多么可爱！
这才是为我天造地设的一个隐居地点呢！
”埃皮奈夫人没有答话，当他们走进院子里时，卢梭惊奇地发现里面有一所新造的房子，小巧玲珑。
看上去非常舒适。
埃皮奈夫人见他露出惊讶的神色，就对他说：“卢梭先生，这是为你而造的，准备送给你。
希望你以后不要再说消极话了。
”卢梭听了这番话后，异常激动。
他吻着埃皮奈夫人的手，泪水夺眶而出。
从此，他决定在“隐庐”居住下来，打消了原来归国的计划。
卢梭的个性适合在乡下居住，他在巴黎居住了15年，早已厌倦了城市生活，现在他能得到这个隐居的
地方，真是天赐良机！
况且他已有点名气，不用再为生活费用发愁。
他和夫人瓦瑟及其母亲决定一起搬到“隐庐”居住。
他继续抄乐谱，虽然不能赚大钱，但是靠得住，自给有余。
他的歌剧《乡村卜师》和其他作品的收入还剩下两千法郎，其他的著作也正在整理之中，这样，生活
就不至于受穷了。
他的文笔和天赋已使他成为知名的文人，只要他稍微愿意把作家的手腕和出好书的努力结合起来，他
的作品就可以使他生活得很富裕。
但是，卢梭觉得为面包而写作，不久就会窒息他的天才，毁灭他的才华。
他的才华不是在笔上，而是在心里，完全是由一种超逸而豪迈的思维方式而产生出来的。
他始终认为作家的地位只有在它不是一个行业的时候才能保持；当一个人只为维持生计而思维的时候
，他的思想就难以高尚；为了能够和敢于说出伟大的真理，就绝不能屈从于对成功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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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56年4月9日，卢梭正式迁往新居。
那天，埃皮奈夫人用自己的车来接他们三人，到达那里后，卢梭发现屋内的布置和陈设都很简单，但
干干净净，甚至还很雅致。
他非常高兴，便连连向埃皮奈夫人表示感谢。
当时天气还很冷，甚至还有些残雪，不过紫罗兰花和迎春花已经开了。
他们到达的当天晚上，他就听到了夜莺的歌声，一声声传到枕边，他高兴极了，情不自禁地说：“我
全部的心愿终于实现了！
”经过几天沉醉于乡村景物之中后，他才想到应该把文稿整理一下，把工作安排安排。
他每天上午抄乐谱，下午出去散步，并随身携带笔记本和铅笔，以备文思泉涌时迅速写下来。
蒙莫朗西森林似乎就是他文思的自然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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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社会契约论》主张人生来就是平等自由的，国家只能是自由人民自由协议的产物，自由一旦被强力
剥夺，人民就有权进行革命，以暴力夺回自由。
有统计表明：少年时期是否接触过经典，关系到人的一生。
最好的礼物就是为孩子种下一棵知识树。
 别怕，《社会契约论导读》是一读就懂的经典！
该书由著名学者周国平作序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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