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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这篇小论文原是许多年前我没有充分考虑自己能力的限制就去写作的一部更大部头的著作的一部分，
而这个更大部头的著作我已经放弃好多年了。
在我已经写就的那些可以选取的各个片断中，这篇文章是最有意义的，也是我认为最值得公之于众的
部分。
而剩余的部分都已毁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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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的理论前提就是人生而自由平等的，为了摆脱自然状态，人们之间以契约的形式建立了国家。
这样建立的国家其主权只能是人民的，而且不可转让和分割，因为国家主权实际上是公意的运用。
公意的表达就是法律，法律具有意志的普遍性和对象的普遍性，所以卢梭严格区别了立法权和行政权
，认为人民意志是主权者，政府只是共同意志篡改人民的意志的倾向，所以人民必须定期召开大会进
行监督。
卢梭反对君主立宪而坚决主张民主共和，认为最好的政体是民主共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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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让·雅克·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
1712～1778)，法国著名启蒙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文学家，18世纪法国大革命的思想先驱，启蒙
运动最卓越的代表人物之一。

在哲学上，卢梭主张感觉是认识的来源，坚持“自然神论”的观点；强调人性本善，信仰高于理性。
在社会观上，卢梭坚持社会契约论，主张建立资产阶级的“理性王国”；主张自由平等，反对大私有
制及其压迫；提出“天赋人权说”，反对专制、暴政。
其主要著作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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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最先占有者的权利”要比“最强者的权利”更加真实，但是它也只有在所有权确立之后才成为
一种真正的权利。
任何一个人对于他所需要的东西都拥有天然的权利，但是使一个人成为某种财产的所有者这种积极的
行为，就排除了他对于其他的所有东西的所有权。
他的那一份一旦被确定，他就必须把自己局限于此，而且他不能再向共同体要求更多的权利。
这样，我们便看到了在自然状态下非常脆弱的“最初占有者的权利”在政治社会中是如何得到所有人
的尊重的。
这种权利使我们看清楚的，与其说是哪些东西是别人的，不如说是哪些东西不是我们的。
一般来说，要确定对于任何一块土地的最初占有者的权利，以下所列的条件是必须具备的：第一，这
块土地还不曾被任何人居住过；第二，他要求占有的数量不应该超过他维持生存所必需的数量；第三
，他获得占有权，不是通过一种空洞的形式，而是通过在这块土地上实际地劳动和耕作，这是在缺乏
合法名义的情况下，能够得到其他人尊重的所有权的唯一标志。
可以说，根据需要和劳动赋予“最初占有者的权利”，实际上已经把这种权利扩展到了它所可能达到
的最大极限了。
人们不应该为这种权利设定一个界限吗？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社会契约论>>

编辑推荐

《社会契约论(全新译本)》：西方学术经典译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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