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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背景

報告者:李俊德



人物背景
馬基維利

尼可洛·迪貝爾納多·代·馬基維利（義大利語：
Niccolò di Bernardo dei Machiavelli，1469
年5月3日～1527年6月21日）是義大利的學者、
哲學家、歷史學家、政治家、外交官，同時也
是義大利文藝復興時期的重要人物，被稱為近
代政治學之父。

馬基維利生於義大利佛羅倫斯，父親曾是一
名律師，有兩姊一弟。後人對於馬基維利的幼
年時期所知不多，但他顯然受過相當完整的拉
丁文和義大利文教育。

圖片來源：google圖片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8B%89%E4%B8%81%E6%96%87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BE%A9%E5%A4%A7%E5%88%A9%E6%96%87


人物背景
馬基維里的著作包括：歷史、政論、小說和

喜劇，都表現出傑出的一面，同時他也是歷史
哲學的奠基人之一。正如他自己在《論李維》
的序言中所說，他開闢了「一條前人從未走過
的道路」。

他所著的《君王論》一書提出了現實主
義的政治理論，其中「政治無道德」的權術思
想，被人稱為「馬基維利主義」。另一著作
《李維論》則提及了共和主義理論。

圖片來源：google圖片



人物背景

羅馬帝國疆域圖

圖片來源：google圖片



人物背景 所處時代

義大利戰爭（義大利語：Guerre  d'Italia del XVI 
secolo）又稱哈布斯堡-瓦洛戰爭，是1494年至

1559年間一系列戰爭的總稱，戰事地包括多數義

大利城邦、教宗國、西歐各主要國家（法國、西

班牙、神聖羅馬帝國、英格蘭與蘇格蘭）以及鄂

圖曼土耳其帝國。

戰爭起源於米蘭公國與那不勒斯王國間的糾紛，

隨後迅速轉變為各參與國間爭奪權力與版圖的軍

事衝突，伴隨聯盟、反聯盟，及頻繁的斷交與背

叛。圖片來源：google圖片



人物背景 所處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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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治階級中大多數

人自願接受「僭主」統治，大多數市民對此

也無異議。在第三代「僭主」洛倫佐·德·麥第

奇治下，佛羅倫斯進入黃金時代，成為文藝

復興的典範。城市糧食供應充足、慈善事業

興旺、娛樂享受人人參與，藝術家和學者得

到慷慨贊助，麥第奇府邸成為各地遊客嚮往

的寶庫。

圖片來源：google圖片



人物背景
洛倫佐晚年是義大利和平的保護人，他國

爭端都請求他調解仲裁，與外交上的天才形

成鮮明對比的是佛羅倫斯軍事上的軟弱。麥

第奇家族的政治資本就是巨大的聲望，至少

在形式上保持了佛羅倫斯的獨立和自由，但

是他們的地位自始至終是不穩固的。

圖片來源：google圖片



人物背景 麥第奇家族

麥第奇家族（義大利語：Medic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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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麥第奇家族第一位先祖據
說是個藥劑師，這也是家族姓氏Medici的由來

麥第奇家族的財富、勢力和影響源於經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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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來的是金融業務，
麥第奇家族以此為基礎，進而躋身於政治家、
教士、貴族，逐步走上了佛羅倫斯，義大利
乃至歐洲上流社會的巔峰。

圖片來源：google圖片



人物背景
在這名門中曾產生了四位教宗、多名佛羅

倫薩統治者及托斯卡尼大公，兩位法蘭西王
后，和一些歐洲王室成員。

麥第奇家族的最重大的成就在於藝術和建
築方面，援助米開朗基羅等偉人，給佛羅倫
斯留下了許多著名的景點以及美術收藏品，
而在科學方面也贊助了達文西和伽利略這樣
的天才，在文藝復興時期起了很大的促進作
用。圖片來源：google圖片



人物背景 生平

1494年，統治佛羅倫斯長達一甲子的麥第奇家
族被推翻，佛羅倫斯成立共和國，為第一共和。

1498年在導師索德里尼的帶領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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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後奉派出國擔任外交任務，拜見過眾
多掌權的政治領袖，因而成為佛羅倫斯首席執政官的
心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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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506征服比薩的戰爭中，
率領軍隊親臨前線指揮作戰，最終在1509年迫使比
薩投降佛羅倫斯。

圖片來源：google圖片



人物背景
1512年8月馬基維利前往比薩時，麥第奇家族

在儒略二世引薦的軍隊支援下攻陷了佛羅倫斯，
共和國隨之瓦解。身為共和國高官的馬基維利喪
失了一切職務。

1513年以密謀叛變為罪名遭收入監獄，但最
終因特赦而被釋放。此時他已然一貧如洗，於是
在距佛羅倫斯城7哩遠的聖安德里亞
（Sant'Andrea）隱居，開始進行寫作。

在此期間，他花了三個月的時間完成了《君主
論》並獻給了當時佛羅倫斯的統治者小羅倫佐·德·
麥第奇，然而並未受到他的重用。隨後又花了六
年的時間完成了《論李維》。

圖片來源：google圖片



人物背景 1523年朱理·麥第奇當選教宗，重新重用馬
基維利，讓他編寫《佛羅倫斯史》。馬基維
利後將新書獻給教宗，獲得120金幣的賞賜，
並起用他為城防委員會書記，加入教宗的軍
隊和神聖羅馬帝國作戰。

1527年麥第奇家族被推翻，佛羅倫斯恢復
共和，為第二共和，馬基維利想繼續為佛羅
倫斯共和國效力，但因為他曾效力於麥第奇
家族，不被共和國任用，最終鬱悒成疾，58
歲即離世。

圖片來源：google圖片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9%A6%E8%AE%B0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5%B1%E5%92%8C


主要著作

報告者:李俊德



主要著作

著作

《君主論》（ Il Principe ）1513
《論李維羅馬史》（ Discorsi sopra la prima deca 
di Tito Livio ）1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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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著作

劇本

《曼陀羅》（La Mandragola） 1528
《克麗齊婭》（Clizia） 1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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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著作

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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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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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勸懺悔》（Esortazione alla penitenza）

《非洲迫害史》（Libro delle presecutione d' Africa）

《佛羅倫斯人物品格》（Nature di uomini fiorentini） 1520

《雜諺》（Sentenze diverse）

《關於語言的對話》（Discorso o dialogo intorno alla nostra 
lingua） 1515-1516

《卡斯特魯喬·卡斯特拉卡尼傳》（Vita di Castruccio 
Castracani）



君主論
書籍簡介

馬基維利的觀點，自問世以來即引發了激烈
的爭論，亦產生了巨大的影響。恨之者斥之
為「暴君的導師」，愛之者尊其為「民族主
義國家的理論先驅」、「近代政治學的開山
始祖」。

在人類思想史上，從來沒有哪部著作像《君
主論》這樣，一方面受無情的詆毀和查禁；
另一方面卻獲得空前的聲譽。《君主論》作
為第一部政治禁書而受到世人矚目。

圖片來源：google圖片



君主論
寫作背景

馬基維利認為，由於教宗和教會的存在、各
城邦國家的彼此嫉妒和相互蔑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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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國家分裂而倍受西班牙、法國、神
聖羅馬帝國的蹂躪。馬基維利透過本書主張
建立中央集權的民族國家，結束義大利的分
立狀態，恢復古羅馬光榮。

圖片來源：google圖片



君主論
章節大綱

共26章，分三部分：

第一部分（第1～11章）：介紹君主國類型以
及如何管理獲得的國家。

第二部分（第12～14章）：闡述軍隊的種類
和作用與君主對待軍務的態度。

第三部分（第15～26章）：本書的精華所在，
教導君王如何治理國家。

圖片來源：google圖片



君主論
影響

《君主論》成了歷代君主和統治者的案頭書，馬基維
利在《君主論》裡所闡述的君主統治和政治權術的理
論，即“馬基維利主義”，也成了後世一切統治階級
鞏固其統治的治國原則。

奧立維·克倫威爾一直珍藏著一份《君主論》手稿的
複印件。

法國國王亨利三世和亨利四世遭暗殺時隨身還帶著
《君主論》。

普魯士弗雷德里克大公把《君主論》作為自己決策的
依據。圖片來源：google圖片



君主論
路易十四把《君主論》作為每天睡前的必讀書。

人們在清掃滑鐵盧戰場時，在拿破崙的用車裡
找到一本寫滿批註的法文版《君主論》。

俾斯麥熟諳《君主論》，被人稱為是馬基維利
主義的虔誠的門徒。

希特勒說，他一直把《君主論》放在桌上床邊，
經常從中吸取力量。

墨索里尼則對人說：“我認為，馬基維利的
《君主論》是政治家最高的指南，至今仍具有生
命力。”

圖片來源：google圖片



論李維
書籍簡介

本書的書名直譯作「論提圖斯．李維的
前十卷」，是馬基維利閱讀李維《羅馬史》
開頭十卷的心得，結合他個人在佛羅倫斯的
從政經驗和對於義大利當代歷史的觀察，從
中歸納出政治哲學的理念。

圖片來源：google圖片



論李維
寫作背景

1478年朱利亞諾·麥第奇去世，小洛倫佐·麥第
奇成為烏爾比諾公爵，麥第奇家族沒有直接
的人選來統治佛羅倫斯。麥第奇家族表面上
產生了恢復佛羅倫斯自由的想法。佛羅倫斯
人對這一前景極度興奮，其後的歲月出現了
一批討論如何重新引入共和政體以及共和國
應當採取何種形式的著作，馬基維利的著作
便是其中之一。

圖片來源：google圖片



論李維
章節大綱

共三卷：

第一卷 羅馬人就城市內部事務作出的決策 ：探討
羅馬憲政的發展，以及設立各項政治制度的原因。

第二卷 羅馬人民那些擴張帝國的決策：論述羅馬
領土擴張的過程和軍隊體制，以及如何治理攻下
的領土。

第三卷 具體的個人如何使羅馬偉大：提出過往偉
人獲得成功例證和戰爭的方法。

圖片來源：google圖片



論李維 影響

書中討論了古代與現代的共和主義，可以看
到他與亞里士多德政治主張的密切關係，也
涉及了他對基督教的批判，顯示了他本人對
自己時代世俗化與現代性的看法。

書中提及的分權制衡與法國哲學家孟德斯鳩
提出的三權分立有密不可分的關係。

圖片來源：google圖片



君主論之重要思想

報告者:劉政諺



一本對症下藥的書



人性本質

人性本惡還是人性本善



人性本質－聖經與君主論

聖經

保羅說:「弟兄們，凡是真實的，凡是莊重的，凡是公義的，凡是純潔的，凡是可愛
的，凡是有美名的；若有什麼德行，若有什麼稱讚，這些事你們就當思想。」 腓立
比書 4:8

君主論

一般來說，人都善於忘恩負義、反覆無常、裝模作樣、虛情假意，避險則唯恐不及，
逐利卻不甘人後；前面說過，你對他們恩惠有家的時候，他們似乎對你全心全意，
並且在遠不需要的時候表示願為你獻出自己的鮮血、財產、生命和兒女，一旦你有
這種需要了，他們卻掉頭而去。



人性本質－聖經與君主論

腓立比書之目的以基督為生活、為榜樣、為目標、為能力及祕
訣。然而為什麼要追求真實、莊重、公義、純潔、可愛、美名
等各種德行?就是因為人性善變、現實。

君主論是本社會現實的書，告訴我們人性的惡。君主治理人民
必須學會惡，但也要明白何時當仁，何時不仁。

所以 人性是現實是惡的



人性本質－人民是現實又無知

人都善於忘恩負義、反覆無常、裝模作樣、虛情假意，避險則
唯恐不及(韓國瑜)
父親的遺產比父親死亡還重視(長榮集團)
人們隨時都會為了自身利益而忘恩負義；但是畏懼之心，卻會
由於害怕必定駕臨的懲罰而持之有恆(家長、父母)
一般人等更多的是用眼睛而不是用雙手進行判斷(韓國瑜)



國家安全 人民有錢

人民最重視生命、財產、妻兒；對付外敵最重

要的是軍隊。所以君王不能碰人民的生命、財

產、妻兒；而軍隊需要強大的領導人，才能保

持國家安定，應付人民、對付外敵維持國家泰

安。



對外

國家正規軍(臺灣)

統兵作戰必須殘酷無情

在危難降臨之時，他需要做的無非是處置幾個不忠的公民



對內

因為人民是現實又無知

所以君主必須政治另有道德

何時當仁；何時不仁



政治另有道德

吝嗇(前苗栗縣縣長劉政鴻)
令人畏懼(凱薩．波吉亞)
避免憎恨

像人像獸－狐狸和獅子(希特勒 凡爾賽條約)



治理國家

身為國家之主君王，

治理國家不是一門品行道德課，

而是一門管訓經營課。



結論 人民才是主人

君主論跳脫舊有政治思想，過去認為君主要有
良好的特質，才會國家安定，然而，人民是現
實的，必須認識人民的本質，再來依照徵狀對
症下藥。所以君王只是配合者；人民在國家中
才是主導者。



論李維之重要思想

報告者:胡廉盛



論李維
之

重要思想

導言：

如果說《君主論》是治療政權

疾病的特效藥，那麼《論李維》

就是預防政權生病的維他命。



論李維
之

重要思想

馬基維利的願景：

希望此書能夠幫助具備君王之

德的出類拔萃之士，在政途上

建立一條康莊大道。



論李維
之

重要思想

以古為鏡，可以知興替：

從李維羅馬史裡面的那些君王

與掌權者所做的事蹟中尋得智

慧，並為後人留下古德與知識。



論李維
之

重要思想

絕對的權力帶來絕對的腐敗：

君主公國終將走入專制

貴族終將走入寡頭執政

平民終將走入暴民統治



論李維
之

重要思想

馬基維利主張共和體制優於君

主統治：

讓三方勢力互相制衡(君主、元

老院、公民)，使國家不容易出

現一方獨大的態勢，能夠維持

國家的秩序與安定。



論李維
之

重要思想

執政官
(One)

元老院
(Few)

公民
(Many)

監督

選舉

統治



論李維
之

重要思想

共和體制優於君主統治：

●人民擁有參政權

●官由民選

●不會出現一方勢力獨大

●重視人民的利益

●人民不易叛亂或推翻政府

●使國家容易長治久安



論李維
之

重要思想

理想共和體制方程式：

1.出現一位明理且集權的君主。

2.在自己任期內推動憲法與制度的確立。

3.需具有相信他人能力，放心讓賢的氣

度。

4.被治理的人民越純樸越好(沒受到都市

影響)



論李維
之

重要思想

法治的重要性：

馬基維里認為，明確的法律制

定，有效保障民眾的自由(有限

度的不受支配)。



論李維
之

重要思想

新模式與新秩序：

馬基維里鼓勵不斷更新，接收新

的知識與意見才能維持政權穩定

(終身學習)。



論李維
之

重要思想

結論 政府要能接收人民的心聲

掌權者的權力是人民給的，所

以不能上位後就自認為皇，否

則這個政府最終還是會被四起

的民怨給推翻的，唯有聆聽民

眾聲音的有德者，才可保有未

來的能力。



後世影響與貢獻

報告者:林懋宏



對後世思想上的影響

法西斯主義:

主張極權政治，獨裁專制。法西斯主義者認為，自由
民主已經過時，並認為在一個極權主義的一黨制國家中
完全動員社會是必要的，以使國家為武裝衝突做
好準備並有效應對經濟困難。這樣一個國家由一個強大
的領導者——如獨裁者和由執政的法西斯黨成員組成的
軍事政府——領導，以建立民族團結，維護一個穩定有
序的社會。

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對後世思想上的影響

納粹主義:

大致上與法西主義相同，同樣主張極權政治與獨裁專
制，但是更加注重民族與國家的關係，主張為了特定種
民族的權力可以犧牲其他民族，納粹主義意識形態的精
神是「屬於一個民族的」，因此也稱為民族國家主義。

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對後世思想上的影響

政教分離:

馬基維利認為統治一個國家的最高權力應該是君王而
非教會或上帝，而君王的權力又是來自於人民，影響了
16~17世紀的宗教改革運動。

（抨擊神學政治理論，動搖了基督教的形式—教會；

動搖了其道德）——《君主論》第十一章：教皇國)



對後世思想上的影響

三權分立:

孟德斯鳩在1748年出版的《論法的精神》確立了三權
分立說。

三權分立即立法、行政、司法三種國家權力分別由三
種不同職能的國家機關行使、互相制約和平衡的學說和制
度。三大政府機構共同存在、互相制衡的政權組織形式，
是當前世界上多數國家採用的一種政治制度。



後世真實事件的影響

國會縱火案

希特勒於1933年1月30日由
多個右翼政黨支持，而被選為
德國總理，但他領導的納粹黨
在議會中只佔有34%的席位。
為了通過威瑪共和國憲法規定
的《授權法》(授權法規定總理
可以不通過議會自行制訂規章以
代替法律)他必須在國會中取得
至少2/3的議員支持，因此勢必
要壓制共產黨和社會民主黨。

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後世真實事件的影響

國會縱火案

1933年2月27日晚上德國國會大樓的議會大廳突然發
生爆炸燃起大火，事後警察搜索現場時，發現了荷蘭共
產黨黨員馬里努斯·范·德·盧貝，而希特勒藉此嫁禍給共
產黨，導致了德國國內許多共產黨黨員被捕，同時，希
特勒宣稱這是共產黨發動革命的信號，只有通過《授權
法》才能制止共產黨發動革命。
同年3月1日，希特勒將德國共產黨列為非法政黨，隔

天納粹衝鋒隊佔領了德國所有共產黨黨部。
3月5日的議會選舉中，因為德國共產黨的席位被取消，

納粹黨由此獲得了議會需要的三分之二多數贊同通過
《授權法》。
之後的一個月內希特勒一一取締了所有非納粹黨派，

開始了納粹的獨裁政權



後世真實事件的影響

長刀之夜

希特勒處理完納粹黨的「外患」後開始著手解決黨內
的「內憂」。衝鋒隊在納粹黨中有相當高的自主權，然
而由於希特勒想與德國軍方建立穩固關係以把持政權，
擁有半軍事組織性質的衝鋒隊可能兩者之間合作的阻礙；
另一方面，由於衝鋒隊層出不窮的暴力事件會影響國民
對納粹黨的形象觀感，衝鋒隊解散成為了希特勒整合黨
內勢力的一大重點。

1934年6月30日清晨，希特勒召集了效忠於自己的黨
衛軍前往慕尼黑，開始對衝鋒隊的重要據點執行逮捕和
處決的行動，這次行動中不只衝鋒隊全數的高級幹部被
整肅，希特勒也用此機會順便清除了較早被囚禁和流放
的社會民主黨員及共產黨員，以及不可信任的黨內保守
派，包括副總理帕彭。



後世真實事件的影響

考文垂大轟炸

由於艾倫‧圖靈破解了德軍的加密機器，使英國多次提前
預防了德軍對倫敦的空襲。因此讓希特勒懷疑盟軍是否掌
握了德軍的情報，於是決定在1940年11月14日的晚上對英
國的考文垂進行大規模轟炸，藉此來確保自家密碼機的保
密性。

考文垂(Coventry，現稱科芬特
里)是當時英國重要的工業都市，
不只市當時英國最重要的汽車生產
重鎮，也是英國二戰主要戰機--噴
火式戰鬥機的生產中心。

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後世真實事件的影響

考文垂大轟炸

截獲情報的英國首相邱吉爾陷入了一個兩難的局面，由
於當時德國空軍的實力是十分強大的，就算英國提前調動
當時所以可調動的防空力量迎擊，也不能保證能與之抗衡。
而且如此重大的行動如果英國都能提前預防，德軍一定會
知道他們的密碼機被破譯了。

因此最後邱吉爾決定
放棄對考文垂的防空保
護，並且也不做防禦疏
散。考文垂也因此成為
二戰被轟炸最慘重的城
市，炸毀了五萬多房子
棟，造成了至少554人死
亡和4800人被炸傷。

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後世真實事件的影響

考文垂大轟炸

由於邱吉爾棄卒保車的策略，雖然讓考文垂損失慘重，
但也使盟軍先在1941年5月27日擊沉了德國海軍主力戰艦
俾斯麥號(Bismarck)與它護衛艦歐根親王號( Prinz 
Eugen)，重挫了德國的海上勢力。之後又在1942年10月
23日到11月3日的第二次阿拉曼戰役中擊敗了德軍著名將
領隆美爾，使北非戰場的情勢扭轉。



後世真實事件的影響

小布希與伊拉克戰爭

2003年，時任美國總統小布
希宣稱伊拉克海珊政權擁有毀
滅性化學兵器，因此出兵攻打
伊拉克，由於2001年曾發生過
九一一事件，對美國留下一道
不可抹滅的傷疤，因此當時大
多數美國人也都對進攻伊拉克
採支持態度，使當時小布希不
論是在黨內或國內都有高支持
度。
這也使小布希不但在2004年

成功連任，也是美國16年來第
一個獲得過半數民眾支持而當
選的總統 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後世真實事件的影響

小布希與伊拉克戰爭

結果到2007年小布希卸任前都沒發現「毀滅性武器」，
但是小布希把責任問題推給情報局長和國防部長。

然而被美國佔領的石油油田卻作為招標物被小布希的叔
叔給標下，之後又以翻了十倍的高價賣給石油公司。

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後世真實事件的影響

2010歐盟面板壟斷事件

2010年由於Samsung向歐盟舉報LG、奇美、友達、華
映及瀚宇彩晶五間台韓面板廠涉嫌壟斷市場價格，五家公
司遭裁罰共6.5億歐元。

而原本也參與其中的Samsung因為主動向歐盟通報，成
為汙點證人而一毛未罰，當時收購了奇美的郭台銘也因此
通罵Sansung是惡意栽贓害背信棄義。

圖片來源:google



批評與檢討

報告者:李俊德



批評與檢討

批評

1. 認為馬基維利缺乏虔誠與神聖的信念，對
於政治和道德之間的關係顛覆了古典政治
哲學的傳統。

2. 主張政治的運作只需考量最終的結果和效
益，君主為達成其目的，可以不需顧慮世
俗的道德規範施予惡行。



批評與檢討

批評

1. 重新檢視政治與道德之間是否存在必然的
關聯，提出政治與道德切割分離的看法。

2. 從歷史文化背景去理解馬基維利的政治主
張。

3. 從現實主義的角度，評述馬基維利以國家
人民的實質福祉為理由，拒絕基督教的道
德理想，認為不道德的統治手段仍具有其
合理及必要性。



批評與檢討

檢討

我認為馬基維利並非如負評所講述那般，是

一個十惡不赦的壞人，反而是一個能為了和

平與人民四處奔波，奉獻自己的偉人。

我覺得他的著作就如同一把槍一樣，槍枝能

夠用來保護自己，同時也能用來殺人，世上

的負評大多來自於書中建議君主要手段殘忍

並冷血無情，亦或是許多獨裁者實踐了書中

的建議，造成無法挽回的悲劇。



批評與檢討

檢討

然而當事態危及國家時，採取溫和手段的國家反而可能

因為自身的善良而陷入毀滅，而歷史上的獨裁者大多對

書中的內容斷章取義，事實上書中多次提及要好好善待

自己的人民，不要對財富過於貪得無厭，才能讓國家得

以在亂世中存活下來。

馬基維利在書中追求的並非君主自己的個人利益，而是

希望人民的安穩能夠延續下去，《君主論》和《論李維》

只是馬基維利在亂世和和平中給予的一個相對較好的答

案罷了。很明顯的，比起一位善良卻毫無作為任由國家

腐敗的君主，懂得在人民與自身利益上找到平衡點，並

好好治理國家的君主會讓國家存活得更久。



批評與檢討

君主論 論李維

政治
體系

中央集權 民主共和

中心
思想

君權至上
但不可忘記國家的主幹還

是人民

以人民為政府
使權力得以分散並制

衡

使用
目的

快速平定混亂 使和平能夠延續下去

最終
目的

使國家安定，讓人民生活得更好

比較



結論

報告者:林懋宏



結論

就如前面所說，君主論是國家遇到危難時的特效藥，論
李維是維持國家安定的維它命。而現在面對新冠病毒的威
脅，我們該如何使用這枚「特效藥」來面對呢?

圖片來源:google圖片



結論

● 限制自由貿易市場
1.將國內的口罩集中在政府手中，實名販售

必要時可以犧牲人民權益

圖片來源:
google圖片



結論

● 限制人民移動自由
1.對從疫區回來的人實施居家隔離
2.關閉跟疫區往來的航班

必要時可以犧牲人民權益

圖片來源:google圖片



結論

● 宣稱口罩的數量很足夠
如果民眾知道口罩缺很大，可能會引發恐慌導致大規模

搶購，甚至導致第一線的醫護人員無口罩可用，造成
更大的防疫破口。(必要之惡)

必要時可以對民眾說謊

圖片來源:google圖片



結論

● 限制口罩出口
優先確保國內民眾可以有口罩

必須以自己國家的國民為優先考量

圖片來源:
google圖片



結論

政府是否該發布緊急命令

影片來源:youtube頻道:志祺七七 X 圖文不符

http://www.youtube.com/watch?v=x6fVSTRKtiw
http://www.youtube.com/watch?v=x6fVSTRKtiw


結論

政府是否該發布緊急命令

那麼為什麼不發布緊急命令呢?
因為一旦總統發布了緊急命令
就相當於要站出來扛起全部責任



結論

「因應人民喜歡，君王必須塑造成德威兼備、
智勇雙全、愛民如子及仁慈公正之形象」

君王論_第18章

政府是否該發布緊急命令

「若不利的真相曝光，
必須馬上轉移目標或轉嫁下屬」

君王論_第19章

有功歸上司

有難部下扛



世人只記得他嚇人的格言，沒注意「但書」

人們在看馬基維利往往只記得裡面的「邪惡」而忘了他的前提

他在論李維中說了「為了達到目的，可以將不正當的手段給正當化」

但卻也說「不正當的手段，很有可能毀掉良善的目的，包括拯救自己的國家。」

能夠善用權力造福人民的是賢君

利用權力造福自己的是暴君



為什麼要學習馬基維利

讓人「認識邪惡」
不是「學習邪惡」
了解「必要之惡」
謀「國家之大利」



資料來源

實體資料：

現代政治思潮講義(第六.1版)_編撰者：
邵維慶_中華民國109年03月02日

君主論_作者：馬基維利_譯者：呂健忠
_出版社：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_2011年8月初版一刷

論李維羅馬史_作者：馬基維利_譯者：
呂健忠_出版社：暖暖書店_2012/12/01



資料來源

網路資料：

http://ap6.pccu.edu.tw/DailySentence/author_life.asp?
authId=252每日一句_馬基維利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A6%AC%E5%9F%BA
%E9%9B%85%E7%B6%AD%E5%88%A9維基百科_馬基
維利_2020/3/14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BE%A9%E5%A4%A7
%E5%88%A9%E6%96%87%E8%97%9D%E5%BE%A9%E8
%88%88#%E5%8D%81%E5%9B%9B%E4%B8%96%E7%B
4%80%E7%9A%84%E5%B4%A9%E6%BD%B0維基百科_
義大利文藝復興_2020/3/14

http://ap6.pccu.edu.tw/DailySentence/author_life.asp?authId=25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A6%AC%E5%9F%BA%E9%9B%85%E7%B6%AD%E5%88%A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BE%A9%E5%A4%A7%E5%88%A9%E6%96%87%E8%97%9D%E5%BE%A9%E8%88%88#%E5%8D%81%E5%9B%9B%E4%B8%96%E7%B4%80%E7%9A%84%E5%B4%A9%E6%BD%B0


資料來源

網路資料：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84%8F%E5%A4%A7
%E5%88%A9%E6%88%98%E4%BA%89維基百科_義大
利戰爭_2020/03/14

https://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455338博客
來_君王論

http://www.eslite.com/product.aspx?pgid=1001116712
047559&kw=%E8%AB%96%E6%9D%8E%E7%B6%AD%E7
%BE%85%E9%A6%AC%E5%8F%B2&pi=0誠品網路書店_
論李維羅馬史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84%8F%E5%A4%A7%E5%88%A9%E6%88%98%E4%BA%89
https://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455338
http://www.eslite.com/product.aspx?pgid=1001116712047559&kw=%E8%AB%96%E6%9D%8E%E7%B6%AD%E7%BE%85%E9%A6%AC%E5%8F%B2&pi=0


資料來源

網路資料：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AE%BA%E6%9D%8
E%E7%BB%B4百度百科_論李維_2020/3/21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0%9B%E4%B8%BB
%E8%AE%BA?fromtitle=%E5%90%9B%E7%8E%8B%E8%
AE%BA&fromid=534017百度百科_君王論_2020/03/21

https://kknews.cc/zh-tw/history/x56jjk9.html每日頭
條_昆廷·斯金納：基辛格認為馬基雅維利主義代表著
欺詐和殘忍，這樣的理解非常庸俗_介面新聞
_2017/04/08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AE%BA%E6%9D%8E%E7%BB%B4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0%9B%E4%B8%BB%E8%AE%BA?fromtitle=%E5%90%9B%E7%8E%8B%E8%AE%BA&fromid=534017
https://kknews.cc/zh-tw/history/x56jjk9.html


資料來源

網路資料：

https://zh-
yue.wikipedia.org/wiki/%E6%B3%95%E8%A5%BF
%E6%96%AF%E4%B8%BB%E7%BE%A9維基百
科_法西斯主義_2020/03/2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BA%B3%E7%B
2%B9%E4%B8%BB%E4%B9%89維基百科_納粹主
義_2020/03/2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98%BF%E9%81
%93%E5%A4%AB%C2%B7%E5%B8%8C%E7%8
9%B9%E5%8B%92維基百科_阿道夫·希特勒
_2020/03/21

https://zh-yue.wikipedia.org/wiki/%E6%B3%95%E8%A5%BF%E6%96%AF%E4%B8%BB%E7%BE%A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BA%B3%E7%B2%B9%E4%B8%BB%E4%B9%8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98%BF%E9%81%93%E5%A4%AB%C2%B7%E5%B8%8C%E7%89%B9%E5%8B%92


資料來源

網路資料：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B4%9D%E5%B0
%BC%E6%89%98%C2%B7%E5%A2%A8%E7%B
4%A2%E9%87%8C%E5%B0%BC維基百科_貝尼
托·墨索里尼_2020/03/2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B%BD%E4%B
C%9A%E7%BA%B5%E7%81%AB%E6%A1%8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E%B7%E5%9
C%8B1933%E5%B9%B4%E6%8E%88%E6%AC%
8A%E6%B3%95?wprov=srpw1_1維基百科_國會縱
火案_2020/03/2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B4%9D%E5%B0%BC%E6%89%98%C2%B7%E5%A2%A8%E7%B4%A2%E9%87%8C%E5%B0%BC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B%BD%E4%BC%9A%E7%BA%B5%E7%81%AB%E6%A1%8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E%B7%E5%9C%8B1933%E5%B9%B4%E6%8E%88%E6%AC%8A%E6%B3%95?wprov=srpw1_1


資料來源

網路資料：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95%B7%E5%88
%80%E4%B9%8B%E5%A4%9C維基百科_長刀之
夜_2020/03/2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0%83%E6%96
%87%E5%9E%82%E5%A4%A7%E8%BD%9F%E
7%82%B8維基百科_烤文垂大轟炸_2020/03/2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6%B7%E7%81
%AB%E5%BC%8F%E6%88%98%E6%96%97%E6
%9C%BA維基百科_噴火戰鬥機_2020/03/2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95%B7%E5%88%80%E4%B9%8B%E5%A4%9C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0%83%E6%96%87%E5%9E%82%E5%A4%A7%E8%BD%9F%E7%82%B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6%B7%E7%81%AB%E5%BC%8F%E6%88%98%E6%96%97%E6%9C%BA


資料來源

網路資料：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C%8A%E6%8
B%89%E5%85%8B%E6%88%98%E4%BA%89維
基百科_伊拉克戰爭_2020/03/2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9%94%E6%B2
%BB%C2%B7%E6%B2%83%E5%85%8B%C2%B
7%E5%B8%83%E4%BB%80#%E7%B8%BD%E7
%B5%B1%E4%BB%BB%E5%86%85維基百科_喬
治·沃克·布希_2020/03/2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C%8A%E6%8B%89%E5%85%8B%E6%88%98%E4%BA%8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9%94%E6%B2%BB%C2%B7%E6%B2%83%E5%85%8B%C2%B7%E5%B8%83%E4%BB%80#%E7%B8%BD%E7%B5%B1%E4%BB%BB%E5%86%85


資料來源

網路資料：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x6fVSTRKtiwyo
utube_志祺七七X圖文不符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x6fVSTRKtiw


資料來源

圖片來源：

http://www.8794.cn/zhishi/2017/47057.html問號

https://vocus.cc/frenchmammynotes/5e342b15fd89
7800018f2f7d冠狀病毒

http://www.techlife.com.tw/Article/14723口罩實名制

https://www.managertoday.com.tw/articles/view/591
88居家隔離

http://www.8794.cn/zhishi/2017/47057.html
https://vocus.cc/frenchmammynotes/5e342b15fd897800018f2f7d
http://www.techlife.com.tw/Article/14723
https://www.managertoday.com.tw/articles/view/59188


資料來源

圖片來源：

https://udn.com/news/story/120940/4305431口罩一
定夠

http://www.bcc.com.tw/newsView.3941582口罩禁出
口

http://www.taiwan921.lib.ntu.edu.tw/921_10/arch02-
03.html緊急命令

https://www.moedict.tw/%E8%B2%A0%E8%B2%A
C%E4%BB%BB負責任

https://udn.com/news/story/120940/4305431
http://www.bcc.com.tw/newsView.3941582
http://www.taiwan921.lib.ntu.edu.tw/921_10/arch02-03.html
https://www.moedict.tw/%E8%B2%A0%E8%B2%AC%E4%BB%B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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