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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物背景介紹

報告人：吳俊
佑



馬基維利《君主論》

馬基維利（（Niccolo Machiavelli，西

元 1469～1527年），義大利著名政治

家，名 垂青史的著作有二：《君主

論》、《論李

維》、，使其成為文藝復興文明一座醒

目 的標竿。

資料來源:Google圖片



時空背景（15世紀義大利）
1.義大利於15世紀經歷過文藝復興洗禮，義大利是一個經濟

繁 榮的國家，文化輝煌豐富的國家，然而它在政治上卻是 參

差不 齊。

2.羅馬教廷、威尼斯、佛羅倫斯、那不勒斯和米蘭是五個實

力 相當的國家，儘管規模有很大差異，但這5個國家還是處

於勢 均力敵的， 各與國的統治者時常發生國內戰爭，使得外

國列強 也對義大利國內事務產生興趣。



時空背景（15世紀義大利）

3、與此同時，川流不息的新知探求者從歐洲各

地 匯集而來，其中不僅有窮苦的學者，而且有在

本國 地位顯赫有權有勢的人物。此外還有前往各

主要 宮廷的外交人員和商務客人。所有這些人都

在他 們自己的國家製造了一種印象：義大利是一

個藝術 的寶庫，它富庶而分裂，軍事力量薄弱是

不難擊敗 又獲利頗豐的戰利品。



時空背景（15世紀義大利）



時代的背景
(前5世紀的羅馬帝國簡史)

羅馬帝國羅馬帝國界是歷史上第三個橫跨歐亞非的帝國

，。是歷史上的一個文明帝國，承接著先前的羅馬共和

國。無論經濟水平以及文化和政治等等都達到非常高的

水準。

資料來源:Google圖片



時空背景對馬基維利
的影響
（15世紀義大利）

出生時正值亂世，教宗是最強大的軍
事勢力，而富有的義大利城邦一個接
著一個的被外國強權如法國、西班牙、
神聖羅馬帝國攻占。當時各大強國之
間的合縱連橫變化不斷，傭兵軍團經
常在一夕之間便轉換陣營，地方政府
也常在數周之間被建立或垮台。

馬基維利就是在這個環境下，

萌 發了統一義大利的想法。



十五世紀的佛羅倫斯

佛羅倫斯共和國的大權在15世紀後期，逐漸落入麥第奇家族

的手裡。

曾經長期處於麥地奇家 族控制之下，是歐洲中 世紀重要的

文 化、商業 和金融中心， 成為文藝復興的典範。



麥第奇家族的歷史背景

●麥第奇家族Medici是13到17世紀在義大利佛羅倫斯擁有強
大財富與勢力的名門望族，家族中還有當上教宗與法國皇
后

的成員。如:四位教宗多名佛羅倫薩統治者及托斯卡尼大公，

兩位法蘭西王后，和其他一些歐洲王室成員。

●此家族會名留青史，除了有錢有權外，最特別的是對於藝

術、建築的開發投資與贊助不遺餘力，促進文藝復興時期

的 燦爛成就，故麥第奇家族被稱為文藝復興教父(The  

Godfathers of the Renaissance)。



麥第奇的歷史背景

●麥第奇家族的財富、勢力影響源於經商、
從事羊毛加工和在毛紡同業公會中的活

動。然而真正使麥第奇發達和起來的是

金融業務。



馬基維利的生平

1.尼可洛·馬基維利（Niccolò Machiavelli，1469年5月23日— 1527

年6月22日）尤其是他所寫下的《君王論》一書提出了現實 主義

的 政治理論、以及《論李維》一書中的共和主義理論。

2.馬基維利生於義大利佛羅倫斯市一個普通公民家庭，父親曾是一

名律師，母親是名貴族。後人對於馬基維利的幼年時期所知不多，

但他顯然受過了相當完整的拉丁文和義大利文教育。(1469年)

3.後來麥第奇家族被推翻，成立佛羅倫斯共和國。(1496年)



4.索德利尼帶領佛羅倫斯，馬基維利他出任第二國務廳的長官，兼

任共和國自由和平，十人委員會秘書，負責國防與外交。(1498

年)

5.佛羅倫斯成立「國民軍九人指揮委員會」，馬基維利擔任委員 會
秘

書。(1505年)

6.建立一支小型民兵部並在征服比薩的戰爭中，率領軍隊，親臨 前

線指揮作戰。(1506年)，比薩投降給佛羅倫斯(1509年)。

7.麥第奇家族在教皇儒略·麥第奇二世幫助下引進西班牙部隊，重
新

控制佛羅倫斯，馬基維利喪失一切職務並被投入監獄。(1512年)



8.馬基維利出獄後，在此期間花了三個月完成「君主論」和六

年的 時間完成「論李維」 。(1513年)

9.朱理·麥第奇當選教宗，重用馬基維利，讓他編寫 《佛羅倫 斯

史》。並起用他為城防委員會書記，重出政壇。 (1523年)

10.佛羅倫斯恢復共和，馬基維利想繼續為佛羅倫斯共和國 效 力，

但因為他曾經效力於麥第奇家族，因為與舊政權的關係而 無

法 贏得信任，不被共和國任用， 最終鬱悒成疾，58歲過世。

(1527 年)



主要著作介紹

報告人：吳俊
佑



君主論(Il Principe) 1513

李維論(Discorsi sopra la prima deca di Tito Livio) 1523

《戰爭的藝術》 (Dell』arte della guerra) 1519-1520

《關於日耳曼國家的報告》 (Ritratti delle cose dell』 Alemagna) 1508-

1512

《關於法國的報告》 (Ritratti delle cose di Francia) 1510

《佛羅倫斯史》 (Istorie fiorentine) 1521-1525 劇本

《曼陀羅》 (La Mandragola) 1528

《克麗齊婭》 (Clizia) 1525

主要著作



詩歌

《十年記》 (Decennali) 1504

《金驢記》 (L'asino) 1517-1518

《歌四章》 (I capitoli)

《狂歡節之歌》(Canti carnascialeschi) 1502-

1524



《貝爾法哥》 (Belfagor arcidiavolo) 1518-1527

《玩樂協會章程》 (Capitoli per una compagnia di piacere)

散文



主要著作-《君主論》

圖片來源:Google



寫作背景

文藝復興時期的義大利割據勢力十分嚴重，各

城邦國家間的彼此仇視使義大利喪失了中世紀時期

在商業和貿易方面的領先地位，而且因沒有形成統

一的民族國家而備受西班牙、法國和德國的蹂躪。

馬基維利主張建立統一中央集權的民族國家，結束

義大利的分立狀態，希望能藉此恢復古羅馬帝國的

榮光。



大綱

1~11：論君權獲得的來源的分類及君主國的類型

12~14：論軍隊的種類和作用及其重要性與君主
的

軍務責任

15~26：教導君王治國之術



後世影響與評價

此書樸素的政治哲學觀點，一直影響著後世的諸多學者、

思想家被稱為政治學的「聖經」，也是西方許多君王、領袖學

習 統治術的經典、床頭書(腓特烈大帝、拿破崙、希特勒) 。

馬克斯曾評價此書「馬基維利使政治的理論擺脫了道德，

而把權力作為法的基礎，由此揭開了政治思想史上新的一頁。

他的權術思想又代表一種新的思維方式的誕生」。墨索里尼則

說此書政治家的指南。



主要著作-《論李維》

圖片來源:Google



寫作背景

雖然馬基維利將《君主論》獻給麥第奇家族，

但是麥第奇家族並未多重視《君主論》，因此

馬基 維 利在佛羅倫斯城外的農莊中度過了大

部分時光， 在自我強加的流放中，他切斷了

與友人和佛羅倫斯 社交界的聯繫，專心著述

《論李維羅馬史》。



大綱

第一卷《羅馬憲政的發展》
第二卷《羅馬主權的成長》

第三卷《羅馬偉人的榜樣》



後世影響與評價

德國政治哲學家列奧·施特勞斯: "馬基雅維

里 事實上並未認為共和國已經是時過境遷。他

寫 作

《論李維羅馬史》，是為了勸告人們去效仿

古代 的 共和國。他憧憬著在不久的或遙遠的未

來，古 代 共和政體的精神能夠獲得再生。



後世影響與評價

書中提及的分權制衡與法國哲學家孟德斯鳩提

出了三權分立有密不可分的關係。

這部作品主要論述了共和制的結構與優點，與

馬基維利的另一部著作《君主論》中論述的君王制

相對應，因而被認為是《君主論》的姊妹篇。



君主論

報告人：蔡銘
駿



人的本性即為「自私」
柿子(利益)挑軟的吃

君主為了國家的未來可以不擇手段
而君主的維護國家則是最高利益

人
性

本
惡



以民為本

國家 君主

人民人民人民人民
人民人民人民人民
人民人民人民人民
人民人民人民人民
人民人民人民人民
人民人民人民人民
人民人民人民人民
人民人民人民人民
人民人民人民人民
人民人民人民人民
人民人民人民人民
人民人民人民人民
人民人民人民人民
人民人民人民人民
人民人民人民人民
人民人民人民人民

不要對人民的財產、

女 人打主意，尤其是

財產

，因為人們容易忘記

「父親的死」，卻不

會忘 記是否「繼承到

父親的 財產」。

舉例：長榮爭產



恩情還是仇恨

馬基維利覺得受人愛戴不如受人畏懼

舉例：老師、父母

給人民的福利應該慢慢給 舉例：補助

金



君主自己施恩，讓別人承受民

怨 舉例：收稅

如果真的遇到問題要嫁禍給別

人 舉例：五倍卷、防疫警戒延

期、 台鐵事故



獅子與狐狸

君主除了要有果斷的處決作為，
也要有靈活變通的大腦



慷慨與吝嗇
追求慷慨之名是危險的，節儉才是真正的慷

慨

因為不斷的維持慷慨，只會增加人民的負擔 要揮
霍就要揮霍別人的錢（掠奪）。

明君寧願承受吝嗇之名

慷慨＝貪婪



人性與獸性

歷來就有兩種鬥爭方式： 第一為
法律，適用於人。 第二為武力，
適用於獸。

但事實上，法律時常不堪其用，君主
就必須訴 諸於武力，因此君主必須
兼備人性與獸性，以 致安定國家。



小結

教導君主如何在對的時機作出對的選擇，以便

鞏固勢力，所有的目的皆為國家至上。

不擇手段



主要著作~[論李維]

報告人:楊樹
圖片來源:google圖片



內容簡介

論述共和制 的架構以及分權制衡

舉羅馬的共和制為例，分權制衡>集權專一

此書是馬基維利閱讀李維羅馬史前十卷的心得，結合其在佛羅

倫斯擔任國務秘書的政治經歷、以及綜觀義大利歷史，從中統

整 出的救國良方。



著作背景

在君王論不被麥蒂奇家族採用之後重返政壇無望，於是重回

隱 居生活 於1519年時完成新著作 《論李維羅馬史》，此書

獻書的 對象不是君王，而是具備君主才德之士。



介紹人物李維
全名提圖斯˙李維烏斯(Titus Livius，公 元前五九到公元後一七)

，是屋大維的 外甥孫，古羅馬著名的歷史學家，在羅馬政體由

共 和國轉為帝國(公元前29年)， 李維離開故鄉到羅馬城，前後

費時 四十年完成名山之作羅馬史，直到奧古斯都去世(公元14)

才回 歸故里(帕塔維烏姆Patavium)。

圖片來源:google



全本內容
第一卷 羅馬憲政的發展

第二卷 羅馬主權的成長

第三卷 羅馬偉人的榜樣



大綱
1.羅馬憲政的發展

—分權相互制衡

書中所呈現的分權

制衡，影響了後世

孟德斯鳩，也是如

此才有我們今日的

三權分立

執政官(one)

平民(many)元老院(few)

選舉



孟德斯鳩主張的
三權分立

三權分立即立法、

行政、司法三種國

家權力：分別由三

種 國家機關行使，

互相制約和平衡。

行政

立法 司法



羅馬憲政的發展—法律的完善

1.賢達之人以權力建立

2.平民和元老院的衝突、動亂，使法律開始改革、逐步完善

在此書中第一書卷所提及的羅馬政治體系—看似在論述當時羅馬共

和體制的優點，實則是馬基維利對共和體制的嚮往與推崇，期許

在佛 羅倫斯能夠再次看見共和政體發揚光大。



共和制的優點

《論李維》:「事實上，當政體中的 憲法分別維持一個君主、

部分貴 族、 以及人民的權力時，三者便會互相監 督和制衡彼

此。」

相較於君主制容易導致集權專制；貴族制形成的幾家獨大(少數

家族掌握權力)=寡頭統治;平民制所帶來的暴亂

共和制權力分立，任一方不會掌握過大的權力；執政官由選舉

產 生且具固定任期



小結:到底何者才是馬基維利的真正思想?

馬基維利在論李維羅馬史本書中詳盡說明了共和體制，與前一部著
作

《君王論》觀點相互對應，在後世人們仍為到底何部著作才是馬基

維利 的真正想法而爭論不休

圖片來源:google圖片



對當世與後世的影響

報告人：張亦
晨



《君主論》對後世君主的影
響●英王查理一世愛不釋手。

●法王亨利四世被刺殺時，貼身攜帶一部染血的《君主論》。

●路易十四，每晚必溫習此書並說"不讀此書不能高枕而眠"，因

為 此書，他實行中央集權，成為歷史留名的偉大君主。

●拿破崙對《君主論》也百讀不厭，勝利的聯軍在清掃滑鐵盧戰

場 時，從繳獲的拿破崙御車中發現了一本他寫滿批註的《君主

論》。

●希特勒放在床邊經常從中汲取力量。

●台灣歷代的總統也都曾讀過這本書。



希特勒國會縱火案
1933年1月30日，德國總統興
登 堡(Paul Ludwig Hans Anton

von Beneckendorff und von

Hindenburg)任命希特勒(Adolf

Hitler)為總理。雖然希特勒成
為了總理，但納粹黨在國會裏
並不是絕對多數，並且受到左
翼反對黨的阻擾，於是希特勒
說服興登堡解散國會重新選舉
，選舉預定在1933年3月初。

資料來源:GOOGLE圖片

https://www.epochtimes.com/b5/tag/%e5%be%b7%e5%9c%8b.html


由於德國共產黨的勢力不斷增長，納粹黨對能否在
大選中取得2/3以上席次沒有把握。於是他們陰謀策
劃了駭人聽聞的“國會縱火案”，然後嫁禍於共產
黨， 為建立法西斯獨裁統治鋪平了道路。

資料來源:GOOGLE圖片



希特勒派臥底去共產黨並宣稱納粹黨要進攻共產黨總部，知

道此事的共產黨黨員便決定先發制人，他們隨後便上街遊行

抗議，此時臥底就放火燒了納粹黨總部，但火勢越燒越旺，

就 燒到了隔壁的國會廳。

當夜，德國政府發表通告宣布是共產黨人放火燒了國會大廈

，並聲稱納粹衝鋒隊在現場抓到的一個名叫盧勃的荷蘭“共

產 黨員”是“縱火犯”。



1933年2月27號，國會大廈縱火案發生後，希特勒宣稱這是

共 產黨革命的信號，只有通過《授權法》才能制止革命，否

則德 國會處在共產黨的恐怖統治下。隨後便在3月1日選舉前

將共 產黨列為非法。重新選舉後，納粹黨和其他支持他的小

黨獲 得過半的席次，而共產黨最終成為非法的政黨。而社民

黨在 納粹黨的脅迫下，國會終於通過《授權法》。

《授權法》:容許總理和他的內閣可以不需要議會而通過任何

法 案。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E%B7%E5%9B%BD%E6%80%BB%E7%90%86


長刀之夜
衝鋒隊（德語：Sturmabteilung）: 

是 希特勒於1923年創立的武裝組織。

初期負責維護黨內紀律秩序，但是

衝鋒隊不僅僅是維持納粹黨集會的

秩序，他們往往也會出現在別的黨

派的集會上。他們到那裡去當然不

是去支持不是去祝賀的，而是去搗

亂的，故意製造事端，搗毀其他黨。

資料來源:GOOGLE圖片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8%8C%E7%89%B9%E5%8B%92


1933年希特勒成為新一任總理後，希特勒用《授權法》通過

的 法令解散德國其他反對黨。但後來希特勒逐漸控制不了

納粹 衝鋒隊的行動，為了安撫並獲得國防軍的支持，因此

進行大 規模的清算。1934年6月30日，希特勒將所有衝鋒隊

的領導人 都邀去酒館喝酒，隨後以國務繁忙為由離開了酒

館，接著，殺 手就進來將衝鋒隊的主要人士都殺光。



長刀之夜不止清洗了有關衝鋒隊的人馬，包含較早被囚及流

放的主要的社會民主黨員及共產黨員，希特勒也用此機會順

便清除不可信任的保守人士，像是時任副總理帕彭(Franz 

von  Papen)。

而軍方也支持這場對他們有利的清洗，希特勒消除了衝鋒隊

企圖取代德軍的疑慮，並使納粹黨得以進一步控制軍方。



考文垂大轟炸

戰

需

考文垂(Coventry)，或譯科芬 特里、科芬翠。二次

世界大 初期，考文垂市是一個人口 約238,000的工

業城市，市內 多為金屬加工行業，包括汽 車、自行

車、飛機引擎和軍 工廠，最重要的是製造了英 軍的

噴火式轟炸機。
資料來源:GOOGLE地圖



二戰中，1940年11月11日，科學家圖靈(Alan Mathison 

Turing) 領導的團隊破解了德國的密碼系統恩尼格瑪，得知

德國將實 行「月光奏鳴曲」計劃對考文垂進行毀滅式轟炸。

由於希特勒 對於前幾次行動的失敗起疑，而邱吉爾（Sir 

Winston Leonard  Spencer-Churchill)為了不讓德國知道自

己已經破譯密碼系統 ，故而未對城內居民做出警告，也沒有

採取非常規防禦措施， 最終導致了相當嚴重的後果。1940 

年 11 月 14 日 – 1940 年 11 月 15 日，德軍投下大約198噸炸

彈，這些襲擊損毀了5萬多 間房舍、 炸死554人、炸傷4800

人，戰後的考文垂幾乎被轟為 平地，教堂也徒留塔尖。



棄車保帥結果為德軍相信密

碼未被破解，英軍多次截獲

重 要情報並給予德軍重大的

打 擊。 同時也讓盟軍的諾曼

第 登陸提 前一年，提早結束

了 二戰。 據邱吉爾的回憶錄

裡 談到，諾曼第提早登入起

碼免 於兩百萬人的傷亡。

資料來源:GOOGLE圖片



小布希
在總統大選前，小布希
(George  Walker Bush)民調低
落且經濟 表現不佳，於是在
2003年，小布 希宣稱伊拉克總
統海珊 (Ṣaddām Ḥusayn ʿAbd

al-Maǧīd al-Tikrītī)藏有大規模
殺傷性武器 ，於是發動戰爭攻
打伊拉克。小布希因此連任成
功，但到了2008年沒找到殺傷
性武器，卻推卸責任給情報局
與國防部。

資料來源:GOOGLE圖片



戰爭結束後， 美軍佔據伊拉克石油區並招標，最後，石油的

開 採權被小布希的叔叔以一千多萬美金標走，並以一千多億

美 金轉賣給美國五大石油公司 ，當中的龐大利潤全數搜刮

在布 希家族中。

10000000USD

↓  

10000000000

0USD



三星 汙點證人

在2010年歐盟執委會以涉嫌操控市場價格為由，對台韓5家

面 板廠包括LG、奇美、友達、華映及瀚宇彩晶等共裁罰

6.49億歐 元（當時匯率約262億台幣），其中奇美電（已併

入群創）遭罰3  億歐元（約120億 台幣）最多，南韓三星因

最早主動舉報，轉為

「污點證人」而逃過一劫。因為三星作為告密者，因此免於

罰 款，其他5間 面板公司因巨額罰款，不得不將損害反映在

價格 上，調漲面板價格，使六大面板公司變成三星獨大。



三星 鋰電池事件
索尼、松下、三洋以及三星的SDI這幾家公司在2004-2007年

組 成了卡特爾聯盟企圖抬高鋰電池價格(卡特爾是一種壟斷

形 式，在企業掌握下透過協定來藉此掌握商品價格和數量) 

經過 裁定，歐盟決定對涉嫌壟斷的幾家企業罰款，在這幾家

企業 中，三洋被罰9700萬歐元，松下被罰3900萬美元，而索

尼被罰 2980萬歐元。而有意思的是這次三星的SDI卻被免於

罰款，因 為三星正是這起事件的告發者，因為做了污點證人

而躲過歐 盟的處罰。



六.批評與討論

報告者:呂品昀



比較
君王論 亂世

的不擇手段(特效藥)

論李維 太平

衡(維他命)

君權至上 為達目

主權在民 分權制



馬基維利的善惡?
反方:

為達目的不擇手段，認為後世只吸收君王論玩弄權謀 的手

段，不顧道德、偽善，只為了鞏固自身權利。

解釋:

政治不是不道德，而是另有道德。



正方:

確實君王論使後世學到它心狠手辣的一面，沒了 解

當時所要表達的意思，但如果以當時義大利的分裂

時期，他的想法及出發點是為了拯救義大利使人民

過 上安穩的生活，並不是大壞蛋。



我們認為馬基維利並不像世人所說的大壞蛋，不

管是君王論或者是論李維都能看出他只希望能幫助處

於外患時的義大利可以長治久安而人民能安居樂業。

雖然兩種體制上的不同，但出發點相同，權力的

基 礎也都是建立在人民之上。



世人為何對他有所誤解?

"政治 不是不道德，而是政治另有道德"後世許多
君 主、獨裁者或 領導人雖熟讀君王論，也將權謀
玩的 駕輕就熟。但出發點是為了誰!人民?還是自
身的私 慾?他們的所作所為也使馬基利被汙名化
為一個大 壞蛋，但這不是馬基維利的本意。
Example:邱吉爾(考文垂事件) 民族英雄-國家 希
特勒(二戰期間) 嗜血惡魔-政黨



七.結論
報告者:裴大智



解決臺灣的問題

台灣長期深陷於中美兩國博弈的棋局當中

資料來源:GOOGLE圖片

如何靈巧的在其中生存不掉入其中的
泥悼是現今人們要面對的問題



然而最好的方法無非是周旋在兩國
中間左右逢源,長袖善舞

但,真的有那麼簡單嗎?

資料來源:GOOGLE圖片



資料來源:GOOGLE圖片

運用君主論來解決台灣目前的困境



打著反貪反腐打倒惡官的旗幟清洗政敵接著開啟了一連串
的建設與改革,鼓吹中國夢,營造親民形象對於台灣的態度也
由溫和轉為強硬

習近平的君主論

中共國家主席習主席在上任以後採取與前任胡錦濤,江澤民
推行的睦鄰友好政策不同，後者大多主張全方位外交，重
視 對東南亞的中共周邊鄰國改善關係。中美、中日、中俄、
兩岸 間的關係也大體較平穩。而在習近平上任後他為了鞏
固政權



解決方法
菲律賓:身處歐亞島鏈，夾身於中美兩
大 國中 但卻能兩邊討好，拿取好處。

資料來源:GOOGLE圖片

資料來源:GOOGLE圖片



2012年5月，美國已經向菲方贈送了一艘退役的海岸巡邏艦“漢密爾頓號”。
儘 管是二手貨，但這已經是菲海軍最先進、最大的軍艦。

2020年11月,美國贈與菲律賓100枚BGM-71Ｅ拖二式A型飛彈（TOW 2A），
為 管射光學追蹤及線控導引反戰車飛彈，12套「改良目標獲得系統」
（ITAS），改 善光線不佳時的作戰能力，以及24枚馬克-82炸彈（Mk 82）。

據統計自2015年起，美贈菲武器累計價值近20億元，使菲律賓成為美國在
印 太地區最大軍援接受國。



2017年6月中國才贈送價值新台幣2億3500萬元的軍火給菲律賓

2018年中國又捐贈3000支突擊步槍、90支狙擊槍瞄準器
及
300萬發子彈給菲律賓軍方

俄羅斯在同年也捐贈20輛全新軍車，100萬發子彈

資料來源:GOOGLE圖片



對比

據中央社8月26日報導，台灣國防部2022年度預算共3726億
新 台幣（約合人民幣864.82億元），為歷年最高。

台灣行政院會周四通過2022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其中
“國 防經費為新台幣3726億元，較110年度增加108億元、
約增3%

，創下歷年來最高的國防預算，若再加上新式戰機（66架
F-16V）採購特別預算401億元，共計4127億元



成為一個能讓人拉攏的對像

資料來源:GOOGLE圖片



資料來源:GOOGLE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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