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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翻开《论法的精神》，我们能从中发现孟德斯鸠一生的所作所为与所思所悟，也能从中领悟到其
理论真正的精华。
　　&ldquo;一个共和国，如果版图太小，就会被其他国家灭亡：如果版图太大，就会因国内的问题走
向灭亡。
&rdquo;　　&ldquo;我们应该知道什么是独立，什么是自由。
自由是按法律的要求做任何想做的事情。
如果一个人做法律禁止的事，那他就不再自由了，因为其他人都拥有这个权利。
&rdquo;　　&ldquo;假如人的性格与情感和不同的气候有关，那么法律就也应与性格和情感的差异有
关联。
&rdquo;　　&ldquo;宗教和民法的目的主要是让人们成为守法的好公民，如果其中一方偏离了这一目
的，另外一方就更为实现这一目的而努力。
也就是说，宗教的约束越弱，法律的约束就要越强。
&rdquo;　　以上只是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对法的精神阐述的几个小点。
孟德斯鸠在几百年前就能对法律做出这样的诠释，实在是让人折服！
《论法的精神》至今仍对人类社会有着深刻的影Ⅱ向。
　　孟德斯鸠（1689&mdash;1755）是18世纪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前期启蒙运动的杰出代表，也是法国资
产阶级著名的法学家。
《论法的精神》是他最重要的著作，伏尔泰曾把这本书誉为&ldquo;理性和自由的法典&rdquo;。
这本巨作虽然囿于时代的限制，在思想上有一定的局限性，但仍是资产阶级法学著作中，能被称为独
特风格的百科全书，也是资产阶级法学最早的古典名著。
　　《论法的精神》对欧美各国资产阶级革命起了思想准备和理论指导作用，从而也为资产阶级建立
法律制度奠定了良好的理论基础。
　　孟德斯鸠为什么将自己的著作称为《论法的精神》？
其中有什么含义呢？
用孟德斯鸠自己的话说就是：法律应和国家原有的自然状态有关系；与气候的冷、热、温有关系：与
土地的贫瘠、面积有关系；与人民的各种生活方式有关系；与政治所被容忍的自由程度有关系。
并且还要与居民的宗教、风俗、财富、数量相适应。
最后，法律和法律之间有关系，而与它们的渊源、立法者的目的以及其所裁定事物的秩序也有关系。
对法律的考察要从所有的观点出发。
这些关系综合起来就构成了所说的&ldquo;法的精神&rdquo;。
　　《论法的精神》于1748年发表，出版后受到人们的极大欢迎，仅两年的时间就重印了22版。
它在很早的时候就传到了中国，并对中国近代法学建设产生过积极的影响，如清王朝光绪年间的变法
；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民主派的法制。
　　《论法的精神》就像窖藏的红酒，香甜醇美，值得每个人细细品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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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法学历史上少有的鸿篇巨制，以法律为中心，阐述了法律与政体、政治权利、地理环境、
宗教、商业、人口等领域的关系，内容极为丰富，对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有极大的帮助。
19世纪各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在不同程度上都受这部著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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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三  立法与政体原则相适应　　教育的法律要与各种政体的原则相适应，同样，整个社会制定的
法律也应如此。
法律的关系和政体的原则加强了政府的原动力，政体的原则因此获得了新的力量。
　　品德在民主国家中一种简单的东西，就是对祖国的热爱，是一种感性的东西。
感情是不分等级的，一个国家中任何人拥有的感情都是一样的。
腐败堕落往往不是从广大人民开始的。
人民正因为学识平庸，对已经建立的法律和风俗有强烈的依附性。
统治者在品德上越纯洁，就越能放弃对人民的索取。
　　民主政体下的立法　　民主政体中，人民对祖国的热爱就是对民主政治的热爱，而热爱民主政治
就是热爱平等。
　　民主政体下对平等的热爱就是把个人的野心限制在特定的范围内，有丰功伟绩的人也不能例外，
他们应该更为平等服务。
我们自出生于世上，就已经欠了祖国一笔永远也还不清的债。
所以，民主国家一切名望都产生于平等原则，虽然有时候平等原则似乎被显赫的功绩和卓越的才能磨
灭。
　　对民主政治的热爱也是对节俭的热爱，民主政体中，任何人都应该享受到同样的幸福和利益，应
该品尝到同样的快乐和幸福。
如果没有节俭的意识，这些就无法实现。
　　对节俭的热爱就是要把拥有一切的欲望限制在仅考虑家庭所需的物品上，其他额外的东西就交给
国家。
财富可以产生权力，但每一个公民都不能用它为自己谋利，否则，平等将不复存在。
财富可以产生快乐，但这种快乐不应该被享受，因为快乐和平等是不一致的。
　　君主和专制政体中没有平等，而民主政体中热爱节俭就要实践它和享受它。
为了让热爱平等和热爱节俭能在共和国中深人人心，这些品德就要被制定入法律。
　　均分土地只可能发生在共和国中，而当立法者出台均分制度，但同时没有法律的支持，制定的东
西只是暂时的，很快便会让不平等所破坏，那时，共和国也将彻底灭亡。
　　为了保持平等，很有必要对妇女的嫁妆，以及继承、遗嘱、捐赠等所有的契约方式都要有相应的
法律制定。
这是因为一旦我们能随心所欲地处置我们的个人财产，那个人的意志就将干扰基本的法律秩序。
　　与土地均分制同源，法律应该禁止一个人继承两份遗产，这样可使一个人不得占有多份利益。
　　然而，要建立真正的平等并非易事，绝对的平等也不一定总是合适，建立一个人口分级制就足够
了。
民主政治中的一切不平等都源于政治性质，甚至源于平等的原则。
如，人们可能会担心，那些靠不断劳动才能生存的人因为担任公职而更加贫困，或者还担心他们任职
期间玩忽职守；担心获得自由的奴隶过多，他们将会反过来压制原有的公民。
这样，为了民主政治的良好状态，不得不压制平等，但被压制的只是外表的平等。
如果一个人因担任公职而倾家荡产，他的情形将比其他公民更糟，但如果他不得不玩忽职守，那么其
他公民的情况就会比他糟。
　　在一个运作良好的民主国家中，仅均分土地是不够的，应像罗马人那样，将土地分配数量限制在
最低程度。
就像古利乌斯说的那样，任何公民都不能将足以养活自己的土地看得太小。
　　财富的平等支持着节俭，而节俭也同样支持着财富的平等，这两者因为有共同的性质而不能分别
存在，它们互为因果，如果其中&mdash;个脱离了民主政治的轨道，另&mdash;个将不复存在。
　　如果一个以商业为主的民主国家的公民获得了巨大的财富，而道德并不败坏，这是真的，因为商
业的本质就是节俭、节制、勤奋、谨慎、纪律和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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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这种精神的存在，他们创造的财富就不会有任何负面作用。
但过多的财富将这种精神破坏之后，纷乱就随之而来了。
　　要维护这种精神，就需要主要的公民亲自经商，将以上这种精神处于主宰地位，不受其他精神干
扰，并且还要受到全部法律的维护。
由法律规定和分配日益增长的财富，让国家的每个穷人都过上富裕的生活，让每一个富裕的生活都保
持在中等水平。
　　在商业型的共和国中，父亲们将遗产平分给所有的子女，这样做不论上一代有多么富裕，下一代
也不会出现奢侈的情况，而是像他们的父亲一样辛勤地工作。
　　希腊有两种形式的共和国：一种是军事型的，如斯巴达；一种是经商型，如雅典。
前者人民的生活比较闲散，后者则竭力激发人民的工作热情。
梭伦认为闲散是一种罪过，他要求每一位公民都说明自己的谋生方式。
在一个优秀的民主政体下，每个人都应得到生活的必需品，他的花费应该以生活为限，否则怎么能想
到为他人提供生活必需品呢？
　　贵族政体下的立法　　如果贵族政体下的人民具有品德，那么他们享受的幸福与民主国家的人民
几乎是一样的。
但真实的情况是，贵族国家中几乎没有品德，国家中的财富分配极不平等，法律应倾向于鼓励一种宽
容适度的精神，竭力重建并恢复政体中已经失去但又必须要有的平等精神。
　　贵族政体中宽容适度的精神应该称为品德。
品德在贵族政体中的地位与平等与在民主政治中的地位是一样的。
　　贵族国家中有两个引发混乱的源头，一个是贵族与贫民之间的严重不平等，一个是贵族与贵族之
间的不平等。
两者将会滋生仇恨和嫉妒，法律应该对其预防和打击。
　　前一个不平等是贵族们引以为荣，民众们感到耻辱的东西，如罗马的法律中禁止贵族与平民结婚
，这使得贵族更加傲慢，平民更加厌恶贵族，这种不平等源头的另一表现是民众与贵族之间承担的不
同赋税条件，贵族可以免税，而民众则不能。
在民主政治下将财富分给民众是非常有害的，因为这会使公民忘记自己的身份。
但在贵族政治下却是有益的，能唤醒贵族的公民意识。
　　法律还应禁止一切贵族从事商业，因为贵族在社会上有极大的信誉，他们经商将垄断一切。
威尼斯的法律就禁止贵族参与商业，因为即使贵族再纯洁，所获得的利益也是难以想象的。
贵族政体中，不论贵族过于贫穷或是过于富裕都是有害的，都有必要进行预防。
要责令贵族应及时还清债务，也要控制他们的财富，但不能没收他们的财产，不能制定土地法，不能
取消贵族债务，因为这样将会后患无穷。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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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孟德斯鸠是法国十八世纪杰出的政治哲学家，启蒙思想家，也是资产阶级理论的创始人和奠基者
，其著作《论法的精神》不仅是西方自亚里士多德以来的一部最重要的政治哲学著作，而且也是资产
阶级法学最早的古典名著，对近代资产阶级政治学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论法的精神》所倡导的法制、政治自由和权力分立是对神学和封建专制的有力抨击，成为此后
资产阶级大革命的政治纲领。
特别是为孟氏所第一次正式提出的分权与制衡理论，对近代以来的资产阶级政治实践和政治思想产生
了直接而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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