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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物背景介紹



馬基維利1469年5月3日出生在弗羅倫斯

的一個小地方，是有名的實戰派的政治

思想家、史學家、劇作家、外交家和軍

事家。他出生望族，但是卻是個窮小子，

沒有財產沒有地位，因此從小非常認真

讀書，精通歷史與古典文學，在很年輕

的時候（29歲） 就擔任公職。。 圖片來源:google

馬基維里Machiavelli



中世紀義大利

14世紀末的義大利正經歷文藝復興的洗

禮。從13世紀晚期到15世紀中期受了長

時間國內腐朽的政治、經濟問題侵蝕，

以及民族大遷徙所帶來的頻繁的外蠻入

侵洗劫之後，內憂外患已久的西羅馬帝

國最終崩潰，使得各城市、王國、領地

都各自獨立，演變為家族世襲統治

圖片來源:痞客邦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0%91%E6%97%8F%E5%A4%A7%E8%BF%81%E5%BE%99


西元前5世紀的羅馬帝國

圖片來源:google



十五世紀的歐洲

圖片來源:壹讀



麥地奇家族(medici family)

是佛羅倫斯15世紀至18世紀中期在歐洲擁有強大勢力的名門

望族。麥地奇是賣藥起家的金融家族，麥地奇銀行是歐洲最興

旺和最受尊敬的銀行之一。其中最重大的成就在於藝術和建築

方面，在藝術與建築的方面也積極做贊助，幫助像達文西和米

開朗基羅這樣的天才，故麥地奇家族被稱為文藝復興教父。

圖片來源:googl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D%9B%E7%BD%97%E4%BC%A6%E8%90%A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BE%8E%E7%AC%AC%E5%A5%87%E9%93%B6%E8%A1%8C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9%BA%E6%9C%A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B%BA%E7%AD%91


馬基維利的巔峰

1496年麥第奇家族被推翻，成立佛羅倫斯共和國。

1498年索德利尼統領佛羅倫斯共和國，出任佛羅倫斯共和國

第二國務廳的長官，兼任共和國自由和平十人委員會秘書，

負責外交和國防

1505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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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基維利開始走下坡

1506年 建立一支小型民兵部隊並在征服比薩的戰爭中，率

領軍隊親臨前線指揮，迫使比薩1509年投降佛羅倫斯

1509年 在神聖羅馬帝國皇帝和教宗陷入矛盾期間，他到處

出使遊說，力圖使其和解，避免將佛羅倫斯拖入戰爭，並加

強武裝以圖自衛

1512年 麥第奇家族在教宗儒略·麥地奇二世幫助下引進外國

部隊，重新控制佛羅倫斯，馬基維利喪失一切入獄



馬基維利一生的末端

1513年教宗儒略二世死亡，利歐十世出任教宗，馬基維利被

釋放，花了三個月完成《君主論》，但當他獻上給羅倫佐伯

爵時卻不受重視，回去又花了六年完成《論李維羅馬史》

1523年朱理•麥地奇當選教宗，重新重用馬基維利，讓他編

寫《佛羅倫斯史》並起用他為城防委員會書記

1527年麥地奇家族被推翻，恢復共和政體，但因曾效力於

麥地奇家族，新成立的政權對他並未有太大的信任，最終鬱

悒成疾卒於同年六月。



二主要著作介紹



《君主論》 《論李維》

主要著作

圖片來源:google
圖片來源:google



其他著作

散文

《貝爾法哥》
(Belfagorar 

cidiavolo)

《雜諺》
(Sentenze 

diverse) 

《勸懺悔》
(Esortazione alla 

penitenza)

詩歌
《十年記》
(Decennali)

《金驢記》
(L'asino) 

《狂歡節之歌》
(Canti 

carnascialeschi) 

劇本
《曼陀羅》

(LaMandragol

a)

《克麗齊婭》
(Clizia)



《君主論》-寫作背景

在文藝復興時期，義大利割據勢力嚴重。

馬基維利希望能夠藉由撰寫《君主論》來

教導國君如何使用統治手法鞏固自己的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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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此恢復古羅馬

帝國的光榮，使百姓安居樂業。

圖片來源:google



《君主論》－大綱

01~11章論君權獲得的來源的分類及君主國的類型。

12~14章論軍隊種類和作用的重要性與君主的軍務責

1111111任。

15~26章教導君王治國之術。

圖片來源:google



《君主論》－後世評價

●本書被譽為「現實政治的聖經」

●影響人類歷史的十本鉅著之一

●一生必讀的60本書之一

●與《聖經》和《資本論》並列之書

●西方四大政治名著之一

●歐洲歷代君主的案頭書，政治家的最高指南

●從義大利流傳到世界各國，盛名五世紀不輟



《論李維羅馬史》－寫作背景

1513年，馬基維利將《君主論》獻給梅蒂奇家族，但梅蒂

奇家族未看重這本書，失意的馬基維利在佛羅倫斯城外的

農莊中度過了大部分時光，在沒有城市喧囂中完成了《論

李維羅馬史》。



《論李維羅馬史》－大綱

第一卷《羅馬憲政的發展》闡述羅馬的發展

第二卷《羅馬主權的成長》說明羅馬如何茁壯

第三卷《羅馬偉人的榜樣》樹立制度

圖片來源:google



《論李維羅馬史》－後世評價

德國政治哲學家列奧·施特勞斯：事實上未認為共和國已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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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品中主要論述了和制的結構與優點，與馬基維利的另一

部著作《君主論》中論述的君王制互相對應，因此被認為

是《君主論》的姊妹篇。



三重要思想介紹
君主論

報告人：張詠棋



主張與思想

❏ 人性本惡

❏ 不擇手段

❏ 以民為本

❏ 形象與威信

❏ 殘酷與仁慈

❏ 慷慨與吝嗇

❏ 獅子與狐狸



人性本惡

● 人是自私自利的，人與人的關係是建立在利益上

● 與中國思想家「荀子」相同



不擇手段

所謂政治不是不道德，而是政治中另有道德

例：希特勒慕尼黑協定



以民為本

國家的根本是以人民組成

所以要得到百姓的支持，錢也是從百姓身上得來，所以要保
護人民。

人們會淡忘父親的忌日，但絕不會忘了沒分到父親的遺產

例:長榮集團分財產



形象與威信

● 給人民好處要親自給，讓他們感激你久一點。

例子:3倍券、5倍券

● 當事情被揭發，馬上轉移目標或是嫁禍給屬下

嫁禍:台鐵事故

轉移目標:小布希攻打伊拉克



殘酷與仁慈

● 與其受人愛戴，不如受人敬畏

例：父母、老師

不要動百姓的妻女與財產，那會讓百姓憎恨你



慷慨與吝嗇

求慷慨之名是危險的，節儉才是真慷慨。

人民看到吝嗇的君主通過勤儉 節約而逐漸積累各種財

富用以國家建設，自然就不會對君主憎恨，謾罵。

吝嗇的例子：台灣十大建設

慷慨的例子 :美國印鈔發錢導致通貨膨脹



獅子與狐狸

「獅子般的凶猛」與「狐狸般的狡猾」。

君王要像獅子與狐狸，要有獅子的力量， 也要有狐狸
的狡猾，這兩個結合，就是智勇雙全。



小結論

君主論所想表達的思想，是在權者可以不擇手段只為鞏

固政權，但是目的皆為國家的利益，為了讓百姓過和平

的日子。

政治不是不道德，政治中另有道德



四 重要之學說介紹
《論李維羅馬史》

《 Discourses on the First Decade of Titus Livy 》

B1112002柯明聖



李維背景介紹

● 全名:蒂托·李維（Titus Livius)
● 出生地:帕塔維烏姆
● 主要著作:《羅馬史》
● 《羅馬史》:花費40年完成
● 屋大維的外甥

來源:維基百科



《論李維羅馬史》簡介

● 闡述歷史教訓、羅馬共和制的優劣

● 馬基維利讀完《羅馬史》前十卷的心得+在佛羅倫

斯的從政經驗，歸納出的政治哲學理念

● 獻書對象:具備君王才德之士

● 讚揚共和制

● 影響孟德斯鳩的三權分立和盧梭的《民約論》



權力制衡

將軍

監督、投票 one                            領導

4000位貴族選200位

Few                       投票 Many

執政官

元老院 人民



權力制衡優點

● 相互牽制，避免濫用職權

● 有投票權和參政權

● 重視民意



缺點

● 需要花很多時間治理

● 政策決定緩慢

● 容易意見不合



思想

● 民主、自由、權力制衡為共和制的基本原則

● 拋棄君權神授，提倡以民為本

● 共和制是讓國家長存的方法

● 易有人才願意幫助國家



五 馬基維利的思想對
當代和後世的影響

B1112002柯明聖



對當代的影響

● 以人民為出發點，而不是神或上帝

● 反對君權神授，提倡人民才是治國根本

● 《君主論》的主要思想是「為達目的而可以不擇手

段」，引起極大爭議， 《君主論》一度被列為禁書



對後世的影響

《君主論》對後世影響深遠，許多有名的君王都讀過，曾被列為

改變世界的16本書之一，與《聖經》、《資本論》等書並列。

1.英王查理一世愛不釋手

2.法王亨利四世遭刺殺時，發現染血的《君主論》

3.普魯士腓特烈大帝將其視為決策依據

4.路易十四每晚必讀

5.拿破崙在滑鐵盧戰敗後，聯軍在其御駕發現寫滿批註的《君主

論》

6.希特勒放在床邊汲取力量



國會縱火案

希特勒當選總理後希望通過《授權法》，但法

案通過需要2/3議員同意才能通過，當時德國社

會民主黨和德國共產黨反對，法案無法通過。

希特勒要求德國總統興登堡解散國會，並派人

臥底共產黨散布謠言說納粹黨要對共產黨不利，

共產黨於是在大選前的造勢大會包圍納粹黨黨

部，希特勒派人趁機放火燒了納粹黨黨部，因

納粹黨黨部在國會旁，所以就燒到旁邊的國會。

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國會縱火案

1933年2月27日，國會大廈縱火事件發生後，希特勒立

即宣稱這是共產黨發動革命的信號，但實際上是希特勒

暗中派人臥底共產黨縱火並嫁禍給共產黨，並說只有通

過《授權法》才能制止共產黨發動革命，把共產黨列為

非法政黨並逮捕共產黨員，同年3月5日通過《授權

法》。



長刀之夜

長刀之夜又稱血洗衝鋒隊，德語更常稱羅姆政變。希特

勒通過《授權法》後，衝鋒隊自視甚高，引發許多暴力

事件，造成許多人不滿，且衝鋒隊隊長羅姆企圖想把國

防軍納入自己領導的衝鋒隊之下，為安撫國防軍高層，

1934年6月30日希特勒設宴款待衝鋒隊，在衝鋒隊喝酒

時以有公務為由離開，並出動黨衛隊和蓋世太保對衝鋒

隊高層進行清洗，此次行動希特勒不僅除掉後患還得到

國防軍的支持。



長刀之夜後續

長刀之夜後，希特勒鞏固了政權，但卻並沒有實現讓百

姓生活變好的承諾，反而愈來愈差，並嫁禍給猶太人，

對猶太人進行屠殺。打破慕尼黑協定，派兵攻打捷克蘇

臺德地區、奧地利和波蘭，二戰就此開打，二戰期間死

傷人數為德國總人口的1/3。



考文垂大轟炸

考文垂大轟炸又稱科芬特里大轟炸。二

戰時，英國科學家圖靈破譯了德國的密

碼機，為英國帶來很多勝利，希特勒因

連續失敗對密碼是否被破譯產生懷疑，

於是希特勒在1940年11月14日晚上發動

行動代號為「月光奏鳴曲」的行動，因

為考文垂是噴火式轟炸機的生產地。邱

吉爾為避免讓密碼機被破譯一事被德國

知道，於是對民眾隱瞞此事，犧牲考文

垂防止希特勒換密碼。

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考文垂大轟炸

考文垂大轟炸德軍共投下315噸炸彈，將考文垂夷為平

地，這讓希特勒認為密碼機沒被破譯，持續用同一個密

碼，據官方統計此次轟炸犧牲500多人，但民間統計則

高達到五萬多人，考文垂事件至今仍列為機密。邱吉爾

共犧牲五萬多人(民間統計)，換取諾曼第登陸提前一年、

二戰提前結束和200多萬人的生命。



伊拉克戰爭

總統大選前，小布希民調不佳，為轉移焦點，宣稱伊拉

克有大規模毀滅性武器，攻打伊拉克，小布希連任，但

事後並沒有找到所謂的大規模毀滅性武器，於是將責任

推給國防部長和情報局長。

戰後，美國得到伊拉克石油區，小布希的叔叔以一千多

萬標到開採權，再以一千多億賣給美國五大石油公司，

賺取暴利。

伊拉克戰爭讓小布希連任，好處也都被布希家族拿走



俄烏戰爭

原因:俄羅斯總統普丁於2021年4月5日簽署憲法修正案，此法

案通過有可能讓普丁的總統任期延長到2036年，這次修憲除

了連任機制改變外，還將退休金和其他人民福利綁在一起，

普丁近幾年民調下滑，此次修憲可以提升一些支持度，不過

還是有民眾不滿，普丁利用俄烏戰爭來轉移焦點，進而提升

支持度。

為何攻打烏克蘭?    北約自蘇聯解體後持續東擴，俄羅斯缺乏

天然屏障、設法取得不凍港、與相鄰的北約國家之間的中立

緩衝地帶有所減少、部分天然氣管道受制於烏克蘭、透過對

外擴張爭取更多境內資源及維持其國內支持度等。如果烏克

蘭加入北約，將沒有緩衝地帶，這讓俄羅斯不安。



六批評與檢討

B1121103劉南郢



世人認為的馬基維利(壞人)

為達目的，不擇手段喜歡玩弄權謀策略、偽善、不顧道德，

世人只看到《君主論》的表面價值，並吸收其邪惡的主張、

相信它們是掌權者應遵守的最審慎原則



世人認為的馬基維利(好人)

我覺得他即便在現代民主的政治下他也會完全被當成

壞人，因為就比如說有些現代政府都學到了他心狠手

辣的一面，就是說沒有完全的學習到了他當時那個年

代想表達的意思。所以他對現代政治而言是壞人，但

如果他於當時義大利那種分裂時期他的想法及出發點

卻是保持好人的態度。



兩本著作比較

君主論 論李維羅馬史

政治形態 專制 共和

理念 1.君權至上
2.不擇手段

1.民權為重
2.權力制衡

同一個人所著為甚麼差距這麼大？
哪本書才是他真正的思想？



使用時機

君主論 論李維羅馬史

政治形態 專制 共和

理念 1.君權至上
2.不擇手段

1.民權為重
2.權力制衡

使用時機 國家戰亂時 國家和平時

期待成效 處理警急危險 使國家長治久安

兩本書皆是他的思想!!     只是使用時機的不同而已



我們這組認為馬基維利是善的，雖兩種體制不同，但出發點皆是讓人民過

好日子，權力的基礎也都是建立在人民之上。但後世許多君主、獨裁者

或領導人雖熟讀《君主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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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利汙名化為一個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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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特勒(二戰期間) 嗜血惡魔

來源:GOOGLE圖片



七結論

B1121103劉南郢



台灣現況

最近兩岸關最近兩岸關係十分
緊張，共機已經不知道幾度到
進入我們防空識別區了。若持
續下去，戰爭或許真無可避免。
而我們的總統顯然只把從君王
論中所學用在選舉，面對國家
的存亡時刻卻只有意識形態，
臺灣價值，美國大腿。持有這
些條件能保衛臺灣嗎!?別忘記
美國才是把君主論發揮到淋漓
盡致的國家!

EX:小布希伊拉克戰爭



台灣現況的缺點

國防的部分，這幾年來台灣非

常積極的向美國購買『武器』。

而這些所謂的『武器』，卻是

美國已淘汰多年的軍備。這樣

子的『協助』，真的對幫助台

灣有實質的作用嗎?

來源:GOOGLE圖片



左圖為美國現役戰鬥機F35                                   右圖為美國賣給台灣的F16 

就算是給不懂戰鬥機的人來看
這其中代數的差距也是非常明顯

來源:GOOGLE圖片



賣這種被時代淘汰的武器，

真的能稱得上是對台灣的

『幫助』嗎? 

應該是說，美國真的會給予

台灣『幫助』嗎? 還是只是利

用『保護』之名，趁機出售

淘汰的軍備呢?

來源:GOOGLE圖片

質疑



為了換取美國那不一定

會實行的保護協定，而

向美國提出的要求予取

予求。

這樣的蔡總統中國是否

會懼怕，這樣的做法是

否足夠『馬基維里』? 

或許可以參考看看菲律

賓的作法。

來源:GOOGLE圖片



菲律賓一樣向美國購買武器，

但是並不是普通的購買。

而是向美國表示中國給菲律

賓的武器比美國的還多，

也向中國表示美國給的資源

比中國還多。這就造成中

美雙方的緊張情勢，這種

互相欺騙的方式，正是

『馬基維里』式的外交
來源:GOOGLE圖片



如何改善台灣缺點

或許可以參考菲律賓的做法，利用以國家利益最大化為

優先的方式，以達成一種互相制衡的關係。雖然會引起

某些人的不滿，但是誰不希望能住在安全又和平的國家

呢? 為了國家安全做出的犧牲，相信大部分人能理吧。

來源:GOOGLE圖片



最終目標

希望蔡總統在運用君主論的同時也
要學習馬基維利真正愛國的那顆心，
並以百姓為出發點，讓人民能過上
好日子。而目前最不需要的就是戰
爭!唯有保持現狀，維持和平，才
能讓台灣的安全及發展獲得應有的
保障，人民也才能真正的過上好日
子。

讓人民過上好日子不只是出發點也是最終的目標
來源:GOOGLE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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