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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人都有嫉妒的天性，因此发现新的方式和体制的危险不亚于寻找未知的水源和土地，因为人们更善于
指责而不是赞扬他人。
但是，在我心中一直有一种本能的欲望，那就是想要实施那些我认为会带给大众带来共同福祉的事情
。
受这种欲望的驱使，我毅然踏上了一条还没有人走过的道路，虽然这可能会让我过得辛劳而困难，但
那些善意地看待我付出辛劳的目的的人，却能给我带来奖赏。
我才智贫乏，缺少对当代事物的经验，对古代事物的认识也相当肤浅，因此我的这种尝试存有缺陷，
用处不大，但它们至少能为一些人指明了道路，这些人具有比我更高的德行，更强的分析、推理和判
断力，必定能实现我的愿望。
我的行为即使不能使我受到赞美，也不应该遭人大加指责。
这段开场白在《李维史论》最早的两个版本中缺少，但在唯一存世的《李维史论》手稿片段中，则保
留着经马基雅维利亲笔润色的原稿。
不过对于它到底是草稿还是定稿，学界仍存在分歧，参见Carlo Pincin，想一想世人将那么多的荣誉赋
予了古代人，人民经常且久谈的例子是：时常有人不惜重金购买一座古代雕像的残片，他们将它随身
携带，用它为自己的居室增添光彩，使那些喜爱那种艺术的人能够效仿它，而这些人后来便努力在作
品中去表现它；从另一方面，我们阅读历史，会看到在古代的王国和共和国，由国王、将领、公民、
立法者以及其他为了祖国而不辞辛劳的人，对于他们取得的丰功伟绩，人们十分钦佩，却并不去仿效
它们，相反，即使是小事情，人们也对它们避而远之，使得古代德行在我们身上已经踪迹全无。
看到这些，我又惊诧又遗憾。
当我看到的下列情形时，就更是如此：当公民之间对市民法产生争议，或者患上疾病时，他们总是求
助于古人所判定的裁决，或是求助于古人留下的药方。
市民法只是古代法学家所作的判决，而不是别的，它们被归纳整理得有序，可以指导今天的法学家做
出裁决；医术也无非是古代医生的实践经验，在其基础上，今天的医生做出自己的诊断。
然而，在统治共和国、维护国家、治理王国、训练部队和作战、审判属民、扩张帝国方面，却没有哪
个君主、共和国或将领向古人学习。
我认为，造成这种状况的不只是当今的宗教有的版本译作“当今的教育”。
使世界陷于虚弱，或者有野心的怠惰给众多基督教地区和城市带来的损害，而是因为没有真正地了解
历史，在阅读历史时，既没有从中获取其真谛，也没有品味到它们所具有的趣味。
因此导致人们在阅读史书时，沉湎于其中包含的各种历史掌故，却从未想过效仿古人，他们断定这种
效仿非常困难，甚至根本不可能做到。
仿佛天地日月、各种元素和人类自身在运动、规律和力量等方面发生的变化，现在已经和过去不一样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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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君主论》一书中有关领袖之道以及治国原则的观点无比深刻又惊世骇俗，一直被奉为欧洲历代国家
元首的案头之书，政治家的最高指南，人类有史以来对政治斗争技巧最独到精辟的解剖。
书中强调：君主必须同人民保持较好的关系；必须重视军事；必须通权达变，灵活机动，为达到目的
可以不择手段；并要真正了解国情，注意避开谄媚者。
这些不按点后来成为统治阶级的治国原则。

《论李维》是《君主论》的延伸，涉及了马基雅维利关于政治、道德、命运和必然性等重大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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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李维》无疑是西方政治思想传统中最为重要的作品之一，被认为中世纪后的欧洲恢复和应用古典
意义上的政治自由所作的最重要的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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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马基雅维利（Machiavelli，公元1469—1527），意大利政治思想家和历史学家，代表作《君主论》《论
李维》。
1513年《君主论》问世后，引发了激烈的争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他一度被斥为“暴君的导师”，该书也被列为禁书，直到19世纪70年代他才得以恢复名誉，被誉为“
近代政治学之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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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君主论
 第一章 君主国有多少种类？
是用什么方法获得的？

 第二章 世袭君主国
 第三章 混合君主国
 第四章 为什么亚历山大大帝所征服的大流士王国在亚历山大死后没有背叛其后继者
 第五章 对于占领前在各自的法律下生活的城市或君主国应当怎样统治
 第六章 论依靠自己的武力和能力获得的新君主国
 第七章 论依靠他人的武力或者由于幸运而取得的新君主国
 第八章 论以邪恶之道获得君权的人们
 第九章 论市民的君主国
 第十章 应该怎样衡量一切君主国的力量
 第十一章 论教会的君主国
 第十二章 论军队的种类与雇佣军
 第十三章 论援军、混合军和本国的军队
 第十四章 君主关于军事方面的责任
论李维
 关于注释的说明
 翻译和校订中参考的英译本和中译本
卷一
前言
 第一章 城邦的起源通常是什么，罗马又是如何起源的
 第二章 共和国的类型有哪几种，罗马帝国属于哪种类型
 第三章 是什么导致罗马创设平民保民官；保民官使罗马更完美
 第四章 平民与罗马元老院之间的不和使共和国变得自由而强大
 第五章 权贵和人民谁更能守护自由；索取者与维护者谁更容易引起骚乱
 第六章 在罗马能否建立起一个消除平民与元老院之间矛盾的政体
 第七章 指控权对于保持一个共和国的自由非常必要
 第八章 指控权对共和国的益处有多大，污蔑对共和国的伤害就有多大
 第九章 如果想建立新的共和国或是改造共和国，就必须大权独揽
 第十章 国家或共和国的建造者值得赞美，而专制国家的建造者应被咒骂
 第十一章 关于罗马人的宗教
 第十二章 注意宗教的重要性；以及意大利因为罗马教廷失去宗教而毁灭
 第十三章 罗马人如何利用宗教来整顿城邦、发展事业和制止骚乱
 第十四章 罗马人习惯根据必然性来解释征兆，即使被迫违背宗教也精明地做出遵守的样子；他们会
惩罚蔑视宗教之人
 第十五章 萨姆尼人将宗教作为对付困境的非常手段
 第十六章 习惯于生活在君主统治下的民族，很难维持它所获得的自由
 第十七章 一个腐败的民族也很难维持它获得的自由
 第十八章 腐败的城邦如何建立并维持自由政体
 第十九章 杰出的君主死后，软弱的继任者可以维持下去；但软弱的君主死后，软弱的继任者不可能
维持任何王国
 第二十章 两个有才能的君主相继执政，会成就大业
 第二十一章 君主和共和国缺少自己的军队，将受到多大的责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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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十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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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值得注意的地方
 第二十三章 将军将其全部命运和全部军队置于险地，常常对守卫关隘有害
 第二十四章 治理得好的共和国赏罚分明，绝不将二者相抵
 第二十五章 无论谁想将古老城邦改革成自由城邦，都至少要维持其表象
 第二十六章 新的君主在其城邦或领地里，应当更新一切
 第二十七章 很少有人知道如何成为至善或至恶
 第二十八章 在对待自己的公民时，为何罗马人不像雅典人那么忘恩负义
 第二十九章 人民与君主哪一个更加忘恩负义
 第三十章 君主或共和国应当如何避免忘恩负义的恶行，将领或公民又该如何避免被其压迫
 第三十一章 罗马的将领从未因犯错误而受到特别的惩罚，也从未因无知或作出错误决策而给共和国
带来伤害受到惩罚
 第三十二章 共和国或君主不应等到危急时才给予公民恩惠
 第三十三章 当一个国家内外遭遇更多麻烦时，更稳妥的方法是等待时机对付它，而不是直接对抗
 第三十四章
独裁者的权力只会为罗马共和国带来好处而非坏处；若公民的权力是由自己取得而非由自由投票被授
予，则对政体有害
 第三十五章 罗马是通过公开和自由选举来任命十人立法委员会，但是为什么这对共和国的自由有害
 第三十六章 高职位的公民不应歧视低职位的公民
 第三十七章
土地法给罗马带来的动乱；共和国如果制定一部与城邦久远流传下来的习惯相悖的法律，就会给城邦
带来严重的骚乱
 第三十八章 软弱的共和国优柔寡断，不懂得如何决断；即使它们作出某个决定也往往不是出于自由
选择，而是迫于无奈
 第三十九章 在不同的民族中经常可以看到相同的事件
 第四十章 在罗马设立十人立法委员会以及引以为戒的地方；思考此事是如何拯救共和国，或是如何
摧毁它
 第四十一章 不经适当的中间过渡，由谦卑突然变为傲慢，由仁慈突然变为残暴，既不明智也无益处
 第四十二章 人非常容易腐化
 第四十三章 为个人的荣誉而战斗的人是杰出的和忠诚的士兵
 第四十四章 没有首领的民众是无用的；不应先施威胁然后又谋求权力
 第四十五章
不遵守已经制定的法律，尤其是立法者本人不遵守，便开了坏先例；在一个城邦里每天都产生新的侵
害，对统治者来说最有害
 第四十六章 人的野心不断膨胀，先是谋求不被他人伤害，继而则侵害别人
 第四十七章 人们容易在一般性事务上犯错，却不会在具体事务上犯错
 第四十八章
要想不把某个公职授予一个卑鄙小人或邪恶之徒，其办法是，要么让一个极度卑鄙、邪恶的人来谋求
这个职位，要么让一个极度高尚、良善的人来谋求它
 第四十九章
像罗马那样有着自由开端的城邦，要找到可以维持其自由的法律都有些困难，那么从一开始就处于奴
役之下的城邦更是几乎找不到这样的法律
 第五十章 一个委员会或一个官员不应该拥有阻止城邦行动的能力
 第五十一章 共和国或君主对迫于形势而不得不做的事情，应当装出是自愿做此事的
 第五十二章
要压制在一个共和国里取得太多权势的人的傲慢，最安全可靠且危害最小的方法就是尽早封锁他用以
达到那种权威的途径
 第五十三章 人民经常被一种好处的表象蒙骗而自取灭亡；强烈的希望和强有力的许诺会使人民轻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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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十四章 一个权威的人要制止骚动的民众需要多大的权力
 第五十五章 在民众尚未腐败的城邦管理公共事务非常简单；君主国不能建立有平等的地方，共和国
不能建立无平等的地方
 第五十六章 在一个城邦或一个地区发生大事之前，会出现某种征兆预或某人的预言
 第五十七章 平民联合在一起是强大的，分散之后则变得弱小
 第五十八章 民众比君主更明智、更坚定
 第五十九章 共和国同盟和君主结盟相比，哪种更可靠
 第六十章 在罗马授予执政官职或其他任何官职，不必考虑年龄
卷二
前言
 第一章 罗马人建立霸权的原因，主要凭能力还是运气？

 第二章 罗马人必须与之作战的同产生，以及他们顽强地保卫自己的自由的方法
 第三章 罗马变成一个巨大的城邦是靠毁灭周边的城邦和轻易地允许外邦人担任公职
 第四章 每个共和国采用三种方法来扩张它们的领土
 第五章 与洪水或瘟疫一起，宗教和语言的变化湮没了对历史往事的记忆
 第六章 罗马人征战的方式
 第七章 罗马人分给每个殖民地移民土地的数量
 第八章 一些民族离开故乡迁至别国的原因
 第九章 列强之间通常开战的原因
 第十章 金钱并不像多数人所认为的那样是战争的支柱
 第十一章 与一个声望虽好但实力一般的君主结交是不明智的
 第十二章 在害怕被人进犯时，主动出击和坐等战争哪个好？

 第十三章 人从卑微的下层上升到显赫的高位，更多的是凭借欺诈，而不是武力
 第十四章 人们常常自欺，以为凭谦卑就会战胜傲慢
 第十五章 迟缓的决定总是有害的
 第十六章 偏离古代的军事体制的士兵们
 第十七章 怎样看待大炮
 第十八章 应当重视步兵
 第十九章 是毁灭还是伟大
 第二十章 君主或共和国利用援军或雇佣军导致什么样的危险
 第二十一章 罗马人派到某地去的首位长官是派往卡普阿的
 第二十二章 人们在评判大事时的看法经常是极其错误的
 第二十三章 罗马人在就某些必须评判的事情而对属民进行评判时，一般都避免采用中庸的办法
 第二十四章 堡垒通常不但无用反而有害
 第二十五章 攻打一座陷入分裂的城市，企图利用它的分裂去夺取它，是一种有害的策略
 第二十六章 侮辱和谩骂的结果是引起仇恨，对他们自身则没有任何益处
 第二十七章 英明的君主和共和国应该满足于胜利，因为如果贪得无厌，在大多数情况下就会失败
 第二十八章 共和国或君主如果不惩罚针对国家或公民个人的侮辱，将会有很大危害性
 第二十九章 当命运不希望人们阻碍它的计划时，会蒙蔽他们的心智
 第三十章 真正强大的共和国和君主不靠金钱购买友谊，而是以德行和他们通过实力取得的威望获得
友谊
 第三十一章 信任那些被逐出祖国的人是非常危险的
 第三十二章 罗马人攻城略地采用多少方法
 第三十三章 罗马军队将领怎样被赋予自由决定权
卷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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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章 回到初始状态是一个教派或共和国长期生存的方法
 第二章 装疯卖傻在必要的时候是件极其明智的事
 第三章 杀死布鲁图斯诸子是维持刚获得的自由的前提
 第四章 一个王国的君主会由于那些被夺走王国的人仍活着不安
 第五章 一位将要继承王位的国王失去王国的原因
 第六章 论阴谋
 第七章 为何在从自由向奴役和从奴役向自由的转变过程中，有时并未流血，有时却充满着血腥
 第八章 如果你想要改变一个共和国的体制，首先要研究它的人民
 第九章 如果希望总是顺利，就必须因时制宜
 第十章 如果一个对手不惜一切代价要交战，那么一个将领无法避免此战
 第十一章 在一个人必须与许多人作战时，即便一开始他处于劣势，但只要能够抵挡住
第一轮的攻击，就会获胜
 第十二章 一个精明的将领，必须学会将所有战斗的必然性加诸在自己的士兵身上，并消除敌方士兵
的所有战斗的必然性
 第十三章 在一支优秀统帅指挥的弱军和一支拙劣统帅指挥的精兵中，人们应更信任哪一个
 第十四章 战斗中出现的新奇花样和听到的意外声响会形成什么样的效果
 第十五章 军队的首领应当由一个人不是多人担任，存在多个指挥官是有害的
 第十六章
真正的德行越是在艰难时期越受人追捧。
而在和平时期，人们喜欢追求因为富有或血统而享有较大名望的人，而不是政治上有能力的人
 第十七章 不能把重要的职务或指挥权交给所伤害过的人
 第十八章 一个将领身上最值得赞扬的东西是可以预见敌人的图谋
 第十九章 为了管理民众，宽容是否比惩罚更有必要
 第二十章 一个仁慈在法利斯基人中比罗马的所有力量更有效的例子
 第二十一章 为什么汉尼拔靠与西庇阿不同的行事方式可以在意大利取得和西庇阿在西班牙所取得的
一样的成果
 第二十二章 曼利乌斯?托尔夸图斯的严厉和瓦勒里乌斯?科尔维努斯的仁慈是他们获得相同荣耀的原因
 第二十三章 卡米卢斯为何被逐出罗马
 第二十四章 治权的延期使罗马陷入了奴役状态
 第二十五章 钦钦纳图斯和许多罗马公民的穷困问题
 第二十六章 一个女人导致了一个国家的灭亡
 第二十七章 怎样重新团结一个已经分裂的城市？
那些认为让一个城市保持分裂状态就可以控制它的看法为什么是不对的？

 第二十八章 应该警惕平民的行为，因为在表面的善行下往往隐藏着专制
 第二十九章 君主是导致人民的恶行的根源
 第三十章 公民希望依靠自己的权威造福共和国时必须先消除嫉妒者们的反对；在抵抗外敌时，必须
组织好城市的防卫
 第三十一章 强大的共和国和杰出人士在任何情况下都保持着同样的精神状态和尊严
 第三十二章 人们采用什么方法扰乱和平
 第三十三章 要想在取得战争胜利，就必须使军队有信心，既要对军队内部有信心，也要对将领们有
信心
 第三十四章 什么样的名声和传闻使大家支持某个公民；在分配公职时，人民是否比君主更加深谋远
虑
 第三十五章 带头提议某事有怎样的危险；所提议的事越不同寻常，面临的危险就越大
 第三十六章 为什么法兰西人在战斗开始时非常勇猛，而在战斗后期却连女人都不如
 第三十七章 在大战役之前是否有必要发动小规模战斗；要想避免这些战斗，应该怎样摸清新对手的

Page 8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君主论·论李维>>

底细
 第三十八章 如何造就一个获得军队信任的将领
 第三十九章 将领应该对地形了如指掌
 第四十章 在进行战争时运用欺诈是件光荣的事
 第四十一章 保卫祖国应当不计荣辱，不择手段
 第四十二章 被迫做出的承诺不必遵守
 第四十三章 在同一个地区出生的人几乎都保持相同的天性
 第四十四章 依靠出其不意和胆量，常常可以获得靠正常的行事方式永远得不到的东西
 第四十五章 野战中的作战方式
 第四十六章 一个城邦里的某个家族缘何长期保持相同的习俗
 第四十七章 忘记私仇是好公民热爱祖国的表现
 第四十八章 敌人所犯的严重错误中可能暗含欺诈
 第四十九章 一个共和国必须时常采用新措施来维护自己的自由；昆图斯?法比乌斯被称为“马克西穆
斯”的原因
尼科洛?马基雅维利向扎诺比?布昂德尔蒙蒂和科西莫?鲁切拉伊致意
地名、部族名索引
人名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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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在残酷和仁慈方面，君主对于残酷这个恶名不必介意，所应重视的倒是不要滥用仁慈，因为仁慈会带
来灭顶之灾，“被人畏惧比受人爱戴要安全得多”。
但君主要掌握好使用残暴手段的限度和范围，即损害行为要一下子干完⋯⋯君主应当效法狐狸与狮子
。
“由于狮子不能够防止自己落入陷阱，而狐狸则不能够抵御豺狼。
因此，君主必须是一头狐狸以便认识陷阱，同时又必须是一头狮子，以便使豺狼惊骇。
”君主务必把担待责任的事情委诸他人办理，而把布惠施恩的事情由自己来掌管。
一位君主必须依靠他的行动去赢得伟大人物与才智非凡的声誉。
当一位君主公开表示自己毫无保留地赞助某一方或反对另一方，他也会受到尊重，采取这种态度明确
的办法总是比保持中立更有用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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