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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綱
一、人物背景介紹-蔡培琳

二、主要著作介紹-黃于芳

三、主要思想介紹-陳泳旭

四、重要之學說與理論探討-陳泳旭

五、人物思想對當世與後世之影響-蔡培琳和黃于芳

六、批評與檢討-林雅芬

七、結論-林雅芬



報告者:蔡培琳

背景與生平



法國大革命(1789年至1799年)原因
 對外戰爭頻繁，對內肆意揮霍

路易十四 路易十五 路易十六

對外戰爭 法荷戰爭
大同盟戰爭
西班牙王位繼承戰爭

英法七年戰爭
法國在美洲的殖民
地割給英國

美國獨立戰爭
支援美方

對內 凡爾賽宮廷的興建 財政赤字仍不在乎
持續揮霍

有心改革



原因：
1788年的旱災、冰雹、嚴寒→麵包價格大幅上漲
（通貨膨脹）→患病人數和死亡率大幅上升，人民苦不

堪言。
過度參戰國庫虧空（七年戰爭、美國獨立戰爭）
國王皇后的奢侈生活
政治:制度混亂，行政效率低
社會:階級制度出現，不公平現象產生
思想:受啟蒙運動的影響，批判專制王權、教會、貴族

圖片來源:每日頭條



貴族、教士不
用繳稅且佔有
法國2／3的土
地。

圖片來源：Google

法國階級制度

]貴族和教士只佔
總人口的2%

平民卻佔總人口
的98%



導火線:三級會議
• 法國1788年宣告破產，無奈舉辦三級會議

• 1789年三級會議，是法國自1614年之後第一次舉辦的三級會議，
也是法國歷史上最後一次。

• 結果:失敗。因程序問題解散。

圖片來源:百度文庫



導火線:三級會議
當時情況

• 貴族300人、教士300人、平民600人。
• 一個階級一票：

但投票結果會導致貴族、教士以2：1的比例贏過平民。
• 第三階級要求：

一人一票。但遭到其他階級反對。

• 開會第一天毫無定案。
(路易十六刻意不阻止這場紛爭，他早已明白民不聊生，只想藉由人民給貴族
施壓，逼貴族給錢)
結束後，貴族、教士各派代表晉見國王。表示願意出點錢來解決財政困難。
• 由於私下獲得解決，路易十六以「內部整修」為由，停止開會。
－如此荒唐之理由，平民當然不能接受
-第三階級轉移到附近的網球場自行開會。



網球場宣言
 1789年6月10日第三階級邀請另外兩個階級參加，但不會永遠地等下去。
他們通過投票作出了一個意義深遠的決定，他們自稱為「國民議會」，
一個不是為國家而是為「人民」服務的會議。
他們邀請另外兩個階級參與，
但事先聲明即使另外兩個階級不加入，他們依然會對國家事務進行決策

 1789年6月20日國民會議發表《網球場宣言》
宣稱不建立法國憲法絕不解散。

 這是一次革命性的行動。他向世人表明，政治權利屬於人民及其代表而非君主。

 一名代表將盧梭的《社約論》讀給民眾聽，讓人民了解何為平等、何為自由

 盧梭的社會契約論也在此場合發揚光大。



網球場宣言

拿著盧梭的社約論



1789年－攻破巴士底監獄
平民派人向皇帝通知要籌辦國民會議。
國王表面同意，背地裡卻默默調邊防軍回來。
消息走漏後，人民以為國王要鎮壓，決定先發制人。

 攻佔巴士底監獄被認為是法國大革命暴發的象徵，
因此7月14日也被定為法國國慶



 出生 1712年6月28日 瑞士日內瓦共和國
 逝世 1778年7月2日（66歲）法國埃爾芒翁維爾
 時代 18世紀哲學（近代哲學）
 地區 西方哲學
 學派 社會契約論 浪漫主義
 主要領域
政治哲學、音樂、教育、文學、自傳
 著名思想
公共意志、性本善、公民宗教、人民主權論、積極
自由

尚-雅克·盧梭
Jean-Jacques Rousseau
(1753年的盧梭，莫里斯·康坦·德·拉圖爾繪)

盧梭簽名:

法國偉大的啟蒙思想家、哲學家、教育家、文學家，是18世紀
法國大革命的思想先驅，啟蒙運動最卓越的代表人物之一。

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E%AB%E9%87%8C%E6%96%AF%C2%B7%E5%BA%B7%E5%9D%A6%C2%B7%E5%BE%B7%C2%B7%E6%8B%89%E5%9B%BE%E5%B0%94


 出生:瑞士日內瓦的鐘錶匠家庭(貧窮)
 母親:盧梭出生時因難產而去世
 父親:在酒館與一名軍官打架，訴訟失敗被通緝，後逃往里昂
 祖先:從法國逃亡到瑞士的新教徒
 兄長:小時候離家出走
父親走後至舅舅家寄住兩年，
舅舅把盧梭和他表兄一起送到日內瓦波塞村的郎貝西埃牧師家，
學習古典語文兼繪圖、數學。他人生的前12年是最快樂的。
 12歲時被送去公證人馬斯龍家打雜
 13歲時轉到雕刻匠杜康曼家做學徒
 16歲時不堪師父虐待，逃離日內瓦，開始流浪生活

童年時期(1712~1728)



• 到法國昂西後，由一名神父介紹
• 為當時上流社會貴婦，盧梭形容華倫夫人是他遇過最有魅力的女性
• 發現了他的音樂素質，送他進一家音樂學校學習
• 送盧梭去教養院學習，在那裏他放棄原本新教信仰，改信天主教
• 因身體原因，盧梭離開華倫夫人看病。等他回來後，一位年輕的美髮師
取代了他在華倫夫人的位子。最後盧梭獨自前往巴黎。(1735年)

華倫夫人

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盧梭與華倫夫人同居的房屋，現在是盧梭
博物館

得到進入上流社會的門票



黛萊絲(1728年)
相較於來玩樂的貴族們，盧梭是來謀生的，
因此他住在破舊的酒館，與女傭戴萊斯相識。
•旅館女僕
•被盧梭當作洩慾的工具
•於1728年結識，1745年同居
•有5個孩子，盧梭把這五個孩子都送進了一家育嬰堂
•他最終到了56歲時才與黛萊絲結婚

此一舉動後來成為盧梭被人攻擊的把柄



結識狄德羅與伏爾泰(巴黎沙龍當琴師)

•1740-1741年 在里昂的陪審團判長
德·馬 布里先生家做家庭教師，
在這段期間，盧梭開始結識啟蒙學者

•1742年 認識啟蒙思想家狄德羅

•1743年 產生了寫一部論政治制度的
書的念頭，但並未完全實現，只寫成
一篇短論文，題為《社會契約論》

•1745年 認識啟蒙思想家伏爾泰
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狄德羅

伏爾泰



•1749年7月看到《法蘭西信使報》上刊登的第戎科學院《科學和藝術的進步對改良
風尚是否有益》的徵文啟示並計劃參加。

•1750年盧梭的應徵論文獲得頭等獎，這篇文章後來被學界簡稱為《論科學與藝
術》。(盧梭38歲)

•1753年盧梭以《論人類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礎》(後被簡稱《論不平等》)
參加第戎學院徵文，獲得名次，這使他在法國名聲大振。

內容抨擊貴族祖先,認為私有財產制度的產生,引起了社會不平等現象,
貴族的祖先都是賊。得罪了所有貴族,狄德羅與伏爾泰等貴族也因此與盧梭決裂。

中年成名



•1755年盧梭的《政治經濟學》在《百科全書》第5捲上發表，獻給伏爾泰，
因此與伏爾泰交惡。

伏爾泰回信說: “先生，我收到了您的反人類的新著，謹表感謝。”
接着寫道：“從來沒有人用這麼多的才智來讓我們變得愚蠢；讀您的大作讓人想爬
在地上四足行走。不過，由於我丟掉這個習慣已有六十多年，我遺憾地意識
到要重操舊習在我是不可能的了……”

盧梭在9月7日給伏爾泰的回信裡說：“現在輪到我來對你表示萬分的感謝。我把
我那本糟糕的書寄你，不是為了得到你如此的‘恭維’，而僅僅是把你當作自己陣
營的首領而盡的義務和表達的尊敬……”
這之後很長時期裡，兩人並沒有想修復關係，反而在怨恨的道路上越走越遠。

與伏爾泰發生分歧



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 1762年起，盧梭由於寫政論文章，
與當局發生了嚴重的糾紛。

4月及5月，《社會契約論》和《愛彌兒》先後出
版，《社會契約論》是盧梭將《論人類不平等的
起源與基礎》加以修改補充成書，但被法國政府
嚴禁，6月盧梭被通輯。

•1763年，盧梭發表《致博蒙大主教的信》駁斥對
《愛彌兒》的批評。

流亡生涯

社會契約論

愛彌兒



•1764年，盧梭發表《山中來信》，為《愛彌兒》和《社會契約論》辯護。
盧梭撰寫《懺悔錄》
伏爾泰匿名發表的《公民的感情》影射盧梭遺棄他的五個孩子，
促使盧梭撰寫《懺悔錄》

•1765年，《山中來信》在海牙和巴黎當眾焚毀
 四處逃亡

•1766年7月因誤打休謨與休謨產生分歧不歡而散。
• 1767年5月離開英國，化名勒魯潛回法國，隱居在特裡。
• 1768年6月，離開特裡，最後定居在勃古安，8月與黛萊絲完婚。
• 1770年，盧梭回到巴黎，完成《懺悔錄》。

圖片來源:每日頭條 休謨



 患「被害妄想症」
 窮困潦倒
 死於阿威農，享年66歲
 死前被馬車撞翻，又被狗撲傷踐踏，遺體被葬在亂葬崗裡

晚年生活1770-1778

盧梭早年間的四處流浪，沒有正式職業，依靠貴族庇護，直到中年後他才
在法國文化界逐漸享有盛名。
然而盛名隨之而來的卻是驅逐與通緝，著述被查禁，盧梭體驗了人世間的
辛酸與悲苦，也無怪他慢慢形成多疑的性格。

盧梭是孤獨的，但在他身後卻獲得了極大的榮譽，受到後人的推崇與尊敬。



 經過國民議會決定，要找出法國大革命的代表盧梭，因此去亂葬崗迎回盧梭
的屍體遷葬到先賢祠，並為盧梭樹立雕像，題為「自由的奠基人」

 2007年，盧梭的後代要求開棺驗屍，法國總統為此召開國務會議最後決定，
不開棺驗屍，說：「我們尊重的是盧梭的精神，至於肉體就不要太計較了。」

後續

盧梭墳墓圖片來源:壹讀



報告者:黃于芳

主要著作介紹



•《論科學與藝術》1749 (Discours sur les sciences et les 
arts)

•《論人類不平等的起源與基礎》1755 (Discours sur 
l‘origine et les fondements de l’inégalité parmi les 
hommes)

•《新愛洛伊斯》 1761 (Julie, ou la nouvelle Héloïse)

•《社會契約論》1762 (Du contrat social ou Principes du 
droit politique)



•《愛彌兒》1762 (Émile: ou De l'education,)

•《山中書簡》 1763(Lettres écrites de la 
montagne)

•《慚悔錄》1788(Les Confessions)



《論科學不平等的起源與基礎》
書中提到了私有制的出現為人類
不平等的起源。

此書為後來的《社會契約論》奠
定了基礎，重要性，也僅次於
《社會契約論》。

因內容有批評貴族的言論， 所
以與貴族結下了不少心結。

圖片來源:google



書中提出人類中的兩中不平等：

→自然的或生理上的不平等 例:男女、身高

→精神上或政治上的不平等 例:身分階級、出生背景

圈地遊戲例如：聰明乎弄笨蛋，圈到地的聰明人便成了貴族，而沒有圈
到地的笨蛋成了平民。

產生私有財產造成競爭和利害衝突

人類的不平等從這裏開始



《社會契約論》

圖片來源:google



《社會契約論》分為四卷

第一卷→ 論述人生而自由和平等權利、社會契約的基本內容

第二卷→ 論述人民主權的特性和法律思想

第三卷→ 闡述政府的特質、職能和形式，以及維護人民主權的方
法

第四卷 →引述古代羅馬的政治制度已加強論證，並闡述公民宗教
思想



影響：

主權在民的思想，是現代民主制度的基石，深刻地影響
了逐步廢除歐洲君主絕對權力的運動，以及18世紀末北
美殖民地擺脫英帝國統治、建立民主制度的鬥爭。美國
的《獨立宣言》和法國的《人權宣言》及兩國的憲法均
體現了《社會契約論》的民主思想。



《愛彌兒》

圖片來源:google



→ 盧梭描寫愛彌兒和他的家庭教師的故事，以說明如何教育
出一個理想的公民

→ 盧梭最重要的教育著作，是盧梭對兒童教育的看法

→ 是向舊教育挑戰，鼓吹人天性善良而就教育的矯揉造作使
人們失去了本然之善

→ 在教育上，崇尚自然，回歸自然，重視個人的自我開展，
影響日後森林小學的教育方針



書中將愛彌兒的教育分成四期：
嬰兒期（0-2歲）— 身體養護期
嬰兒出生就代表教育的開始。以身體養護為主軸。

孩童期（3-12歲） — 感官養護期
訓練感官能力，讓他們學習正確的思維判斷。

成童期（12-15歲） — 理性與手工教育期
培養知識、累積經驗，教學方式也改為讓他們自己去想，引導式的思維

青年期（15-20歲） — 感情教育期
審美觀、宗教觀、價值觀等進一步的思考，有自己的想法，不再是活在他人的思
維中



以兒童為中心：
兒童不是成人的縮影，了解個別差異因
材施教

教育因以自然環境為主：
去除一切矯柔造作的文明與形式主義

• 1762年，因愛彌兒一書，法國高等法院正式通緝盧梭，最後
逃至英國



《慚悔錄》

圖片來源:google



→文學史上最早最有影響的自我暴露作品之一，書中毫不掩飾個人
的醜行，對後世影響深遠

→全書分為兩部，共12章

→主題是通過盧梭自己的坎坷一生反映社會對人的某種殘害和壓迫。
在作品中，盧梭講述自己「本性善良」，古代歷史人物又給了他崇
高的思想，但是社會環境的惡濁以及人與人之間關係的不平等，使
他受到了侵染和損害。盧梭回憶了他孩童時代所受到的遭遇，入世
後社會對他的虐待和他耳聞目睹的種種黑暗與不平，指出社會存在
著「強權即公理」的不平等現象。



部分內容：

• 1720年，8歲時受到女老師蘭貝爾斯的鞭罰，可是盧 梭並不是著重在疼痛，而是那種“肉慾的快感”，此
後盧梭便渴望受到年輕少女的鞭打。

• 長大後喜歡在黑暗街頭，向陌生女子露出他的臀部， 他曾說他深知這是一件非常愚蠢的行為，但聽見她們
的叫聲會感到無比滿足。

部分內容：

• 1720年，8歲時受到女老師蘭貝爾斯的鞭罰，可是盧梭並
不是著重在疼痛，而是那種“肉慾的快感”，此後盧梭便
渴望受到年輕少女的鞭打。

• 長大後喜歡在黑暗街頭，向陌生女子露出他的臀部， 他曾
說他深知這是一件非常愚蠢的行為，但聽見她們的叫聲會
感到無比滿足。



• 有次，盧梭偷偷跑去一位老太太鄰居家，當時那位老
太太去教堂禱告，盧梭就在那位老太太的飯鍋內撒了一
泡尿。

• 小時候盧梭被慫恿去偷菜，從這一刻盧梭認為偷竊並
不是什麼大惡，但如果是偷錢的事就很嚴重了，偷吃 的
倒是還好。

錯誤的價值觀，影響了盧梭的人生犯下許多的錯誤



報告者:陳泳旭

主要思想介紹



1.霍布斯、洛克、盧梭之理論比較

2.人類理想的演進過程

3.人類歷史實際的演進過程

主要思想介紹



霍布斯、洛克、盧梭的比較

霍布斯 洛克 盧梭

人性 人性本惡 人性本善
有善有惡

(認為人大惡不作
但小惡不間斷)

自然狀態 地獄 天堂 黃金時代

契約 人民彼此簽約後
交由巨靈監督

人民與仲裁者簽
訂契約(不一定是

人民中選出)

人民彼此簽團體
契約，推選執行
者(班上同學當中

選出班長)



人
類
理
想
的
演
進
過
程

自然狀態 • (黃金時代，無任何契約不需任何同意)

家庭狀態
• (無形的全意志契約同意)

家族狀態
• (無形的全意志契約同意)

社會狀態
• (鬆散的有形的全意志契約同意)

國家狀態
• (嚴謹的有形的全意志契約同意)



自然狀態(黃金時代，無任何契約不需任何同意)

• 盧梭的定義:
在國家成立以前，人人平等&地大人少 資源多人們各過各的互不
干涉，稱之為黃金時代，同時也是盧梭最喜歡的部分→想幹什麼，
就幹什麼
EX:古時候地大資源多,處處可見果樹魚蝦,人們不用為了生存到處
燒殺擄掠搶奪資源。



家庭狀態(無形的全意志契約同意) 

• 親緣關係產生家庭的型態，
家人間彼此存在著一種無
形的契約(是一種無形的默
契)

• EX.家事分工

圖片來源:google



家族狀態(無形的全意志契約同意) 

家庭人數越來越多，形成
家族狀態
EX. :過年時，家人們聚在
一起過年圍爐，實際上並
沒有法律規定，只因為一
個共同的默契。

圖片來源:google



社會狀態(鬆散的有形的全意志契約同意)
• 人口越來越多，相對的家族也變多，進而形成一個鬆散的社會，

用以物易物的方式獲得資源，於是慢慢演變出了市集，有了貿
易，就會有糾紛，所以人們開始制定契約，並找公正的管理人
來判斷對錯(拍手表示贊同→鬆散的有形契約)，並給予管理者管
理費，進而變成一個有規矩的社會。

• (EX.以物易物的過程中就容易產生糾紛時，可以交由推選出來的
市場管理員來解決)



小故事時間
• 王太太去市集拿八顆雞蛋和肉先生換一斤肉，過了一周後，王太
太再去市集時被肉先生叫住，說有兩顆蛋壞了， 但王太太認為剛
採的蛋不可能壞，兩人為此吵的都無法做生意， 於是他們請阿土
伯評評理，阿土伯就請他們互賠一顆蛋，這樣 兩人各損失一顆蛋，
換得彼此和氣。大家認為阿土伯通情達理， 於是有糾紛都請阿土
伯處理，但這樣阿土伯就無法做生意。經討論後，大家決定推選
阿土伯做市場管理員，並每個人每月繳出＄500當作管理員的收
入。經大家拍手贊成後，阿土伯當選為市場管理員。



國家狀態(嚴謹的有形的全意志契約同意)

• 市集越來越大，給管理人的管理費也越來越多，於
是有人眼紅也認為自己很公正可以當管理者，需要
由大家投票制定嚴謹的法律，投票選出適合的候選
人

• (EX.一個市集變成一個縣市
，台北地區的歷史轉變，
艋舺市集→萬華商圈→台北商圈)

圖片來源:google



但是...理想還是理想,並不等於現實

當時的法國，貴族和教
士僅佔總人口的2%，
但是卻掌握了全國 2/3
的土地和財富，而且掌
握大多數財富的貴族教
士並不需要繳稅，反而
是由僅有1/3財富土地
的平民需要繳稅。

圖片來源：Google



人類實際的演進過程(論人類不平等的起源)

隨著時間的推移，家庭出現，人口增加，資源減少，部份的人開始
想方法，聰明人開始圈地(笨蛋不以為然)
EX:王太太家裡的小孩越生越多,家裡的蛋不夠換肉導致王先生得出
門打獵,但每個人都去獵,王先生必須去更遠的地方打獵,為解決每次
都要花長時間四打獵的問題,王太太與先生商討在附近圈地,而王先
生欣然答應



人類實際的演進過程(論人類不平等的起源)

聰明人把大部分的地圈選完後，笨的人逐漸發現沒有土地可以獲取
資源。為使其家庭能夠生存，笨的人不承認聰明人的圈地，直接進
入聰明人的地內獲取資源(衝突產生)。

EX:繼王家圈地之後,其他聰明人也跟著效仿,直到地被圈完了,笨蛋
獲取不到資源，只好闖入圈地獲取資源



為了解決衝突並保護自己的權益，聰明人們聯合起來推舉出一個王
來制定法保障聰明人的權益，使圈地行為合法化

笨的人為了獲得資源，只能替聰明人工作換取資源ex.莊園)
(有圈到地的人成為員外；沒圈到地的人成為長工)

聰明人為了把土地財產留給後代，支持保障聰明人權益的王，王為
了自己的權力，分封聰明人為貴族(公伯子男等爵位)因此聰明人的
土地財產得以世襲,而笨蛋的子子代代依舊是長工

不平等開始世襲



盧梭如何解決不平等

• 盧梭主張黃金時代的土地資源是大家所共同享有的，
貴族的祖先(圈地者)是賊，應該要拿回被貴族的祖
先所圈走的地，但是貴族和君王不會同意，百姓只
能選擇革命



於是...

為法國大革命揭開了序幕

圖片來源:google



革命主要目的

•打破不平等，打倒國王貴族，重新回到自然
狀態，再來以全意志重新簽訂契約，成立國
家。

•法國根據此理論訂定法蘭西憲法並成立法蘭
西共和國



報告者:陳泳旭

重要之學說
與理論探討



報告大綱

1.社會契約論
2.全意志 /公共利益/眾意志
3.人民主權論
4.反對代議政治與政黨政治



什麼是社會契約?
當人們因自然狀態時遇到危及他
們生存的阻力時，人們就會團結
起來抵抗它，而人與人之間就有
契約產生(為解決人與人之間的
不平等)，放棄天然自由而得到
契約自由並規範彼此。

EX:紅綠燈(紅燈放棄天然自由；
綠燈得到契約自由)

圖片來源:google



社會契約的範例
當一個人在荒野遇到一匹
狼，那人會成為狼的晚餐，
但若是一群人遇到一匹狼，
那狼可能會成為那群人的
晚餐。證實了團體的力量。
所以人們會選擇放棄一些
自然權利，換取社會權利
來保護自己。

圖片來源:google



社會契約下的國家主權體-共和國

• 人民集體參加簽訂
「社會契約」，並參
加國家；受到國家的
保護同時也受到國家
的約束以確保每一個
人的平等權利

• 約束的辦法是人民依
全意志來制定(社會契
約即是法律)，並依法
組織政府來實施 圖片來源:google



全意志 /公共利益

定義：必須符合共同參與，公共利益，全國性問題等要件，具有約
束全體的力量(就定義問題又分為早中晚後四個時期)
Ex:全民健保
實施全民健保讓窮人也可以看病，從收入高的人口袋中收進較多的
健保費，補助收入較少的人看病，使得全國人民都可以健康生活來
對國家做出貢獻，這是符合公共利益的，但若不是政策因素，收入
高的人也不見得是每一個都願意自掏腰包來幫助其他人。可見全意
志是符合公共利益的，但不一定全部人都會同意。



全意志的轉型
早期：直接民權、全體同意才是全意志

中期：認為公共利益才是全意志的核心，多數人同意即可

晚期：認為公共利益才是全意志的核心，只要少數同意即可

後期：只要符合公共利益，就算只有一人同意也可



晚期全意志的影響

因為若為了公共利益只需一人同
意此一說法導致後世對此解讀有
錯，衍生出獨裁政府(例:北韓)

圖片來源:google



眾意志

• 眾意志以私人利益為重，就算
是全數人所同意的也不一定符
合公共利益

• EX：減少繳納稅金的額度，民
眾因自己不用繳那麼多費用紛
紛贊同，但這政策實施的同時，
也代表著政府沒有那麼多收入
可以將其應用在公共建設上面

圖片來源:google



眾意志vs全意志

全意志 眾意志

利益 全體利益 個人利益

目的 利全體 利己

舉例 全民健保 減少稅金



全意志=人民主權論

在社會契約下，全意志即是人民主權

政府只是全意志的守護者及執行者

保障人民的自由及平等使其不受侵害

唯有人民才可以更改、修正及補充全意志



全意志=人民主權

在社會契約下，全意志即是人民主權，其表徵人民主權具有以下三
種原則：

1.不可讓渡性(對內)
2.不能分割性(對內)
3.不可代表性(對外)

社會狀態 (鬆散) 全意志 社會契約

國家狀態 (嚴謹) 人民主權 法律



不可讓與性

盧梭認為主權不過是公共意志的運用，所以它是不能夠讓渡的；主
權體只是個集體，自己的意志由他人代表是個荒謬的想法。權力是
可以轉授的，但意志不行！

(參考自社會契約論第一編page.34、35第二、三段)



不可分割性

盧梭認為意志是公共的所以不可分割而主權亦同，
假設主權分割了代表國家也跟著一起分割了

(參考自社會契約論第一編page.36、37第二段)



不可代表性
盧梭認為主權應該由人民發聲，直接民主，比起代議制度，更

能展現出全意志。(參考自社會契約論第三編page.86第一、二段)

(圖片來源:google)



盧梭反對代議制

盧梭認為自由與權利由
別人代表，是亡國的先
聲。同時也反對政黨政
治，但若不能避免的話，
就越多越好(多黨制)，
使其有足夠代表全體意
見的政黨，方能使全意
志出現。

此圖為2017年法國
各選區各黨分布情形

→



報告者:蔡培琳&黃于芳

人物思想
對當事與後世的影響



盧梭思想對當世與後世之影響

1.美國獨立宣言

2.人權和公民權宣言

3.盧梭對中華民國憲法的影響



● <獨立宣言>的民主思想體現在平
等、天賦人權(洛克)、主權在民(盧
梭)、人民革命權四個方面。

● 獨立宣言接受了洛克(天賦人權)與
盧梭(主權在民、社會契約)的思想，
並且採用了三權分立原則(孟德斯
鳩)來組織政府。

● 這些原則及精神，為美國之基本
憲法精神，也為各國所模仿、引用。

美國獨立宣言



1.吾人認為下述各種原理是顛撲不破的，所有人皆生而平
等並享有不得讓渡予他人的權利。這種權力包括生命、自
由與追求幸福之權， 為了人民些權力的實現，乃創立政府
的權利。這種權力包括生命、自 由與追求幸福之權，為了
人民些權力的實現，乃創立政府。

盧梭的社約論中的人民主權論，主權不能讓渡、不能分割

美國獨立宣言



2. 政府的各項正當權力皆是源自被治者的同意，任何一種
政治體制 如有損害其目的之行為，人民可以加以廢止、變
更，並以實現人們的 安全與幸福的最適當原則來組織新設
另一政府，此乃是人民的權利。故吾人認為上述這種原理
是理所當然的。

盧梭的社約論中，為有人民才擁有主權，可以修正、更改
及補充全意志

美國獨立宣言



法國人權宣言
1.在權利方面,人們生來是自由平等的。只有在公共利益上面才顯出社
會上的差別。
主張盧梭的自由、平等，如有社會上的差別時，須符合公共利益

2.任何政府結合的目的都在保護人的自然和不可動搖的權 利。這些權
利是自由、財產、安全及反抗壓迫。
組成政府，來保護人民的權利；洛克的天賦人權



3. 整個主權的本源主要是寄託於國民。任何團體、任何個 人都 不
得行使主權所未明白授予的權力。
盧梭的主權在民

4. 自由就是指有權從事一切無害於他人的行為。因此,各人 的自然
權利的行使,只以保證社會上其他成員能享有同樣權利為限制。此等
限制僅得由法律規定之。
說明什麼是自由，以及其權利的範圍與限制

5. 法津僅有權禁止有害於社會的行為。凡未經法律禁止的 行為即
不得受到妨礙而且任何人都不得被迫從事法律所未規定的行為。 定
罪要有法律依據(罪刑法定原則)



6. 法律是公共意識的表現。全國公民都有權親身或經由其代 表去參
予法律的制定。法律對於所有的人，無論是施行保護或 處罰都是一
樣的。在法律面前，所有公民都是平等的。他們都 能平等地按其能
力擔任一切官職、公共職位和職務，除德行和才能上的差別外不得
有其他差別。
法律符合社約論中的全意志，且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7. 除非在法律所規定的情況下並按照法律所指示的手續， 不得控告、
逮捕或拘留任何人。凡動議、發布、執行或令人 執行專斷命令者應
受處罰；但根據法律而被傳喚或被扣押的公民應當立即服從；抗拒
則構成犯罪。
說明每個人均需遵守法律規範(人身保護狀)



8. 法律只應規定確實需要和顯然不可少的刑罰，而且除非根據在犯法
前已經制定和公布的法律以外，不得處罰任何人。
法律不追溯既往

9. 任何人在其未被宣告為犯罪以前應被推定為無罪，即使 認為必須予
以逮捕，但為扣留其人身所不需要的各種殘酷行 為都應受到法律的嚴
厲制裁。
無罪推定原則，並保障人身安全

10. 意見的發表只要不擾亂法律所規定的公共秩序，任何人 都不得因
其意見、甚至信教的意見而遭受干涉。
不違反法律的情況下，保障每個人的宗教信仰自由。



11. 自由傳達思想和意見是人類最寶貴的權利之一；因此， 各個公民
都有言論、著述和出版的自由，但在法律所規定的情況下，應對濫用
此項自由負擔責任。
在不違反法律下，保障人民的言論自由。

12. 人權的保障需要武裝的力量；因此，除了為了全體的利益外不得
濫用此力量。
說明國家武力的必要性，但使用或組織武力的目的須符合公共利益。

13. 為了武裝力量的維持和行政管理的支出，公共賦稅就成為必不可
少的；賦稅應在全體公民之間按其能力作平等的分攤。
說明賦稅的必要性，並應採用累進稅率，以保障窮人。



14. 所有公民都有權親身或由其代表來確定賦稅的必要性，自由地加
以認可，注意其用途，決定稅額、稅率、客體、徵收方式和時期。
展現盧梭的主權在民，由人民直接監督或以代議的方式來制定法律
及監督政府

15. 社會有權要求機關公務人員報告其工作。
人民有權監督政府

16. 凡權利無保障和分權未確立的社會，就沒有憲法。
政府分權的重要性，避免權力過大而造成腐敗



17. 私人財產神聖不可侵犯非經法律明白確認為公共利益，且
在公平而預先賠償的的條件下，任何人的財產不得受到剝奪。
保障人民的財產權不受侵犯



中華民國憲法

主權在民

自由

平等

公共利益

圖片來源:google



主權在民
第二條 中華民國之主權屬於國民全體。
人權宣言第三條

第六十二條 立法院為國家最高立法機關，由人民選舉之立
法委員組織之，代表人民行使立法權。
人權宣言第六條、第十四條



平等

第五條 中華民國各民族一律平等。

第七條 中華民國人民，無分男女、宗教、種族、階級、黨
派，在法律上一律平等。
人權宣言第一條



自由
第八條 人民身體之自由應予保障。除現行犯之逮捕由法律另定
外， 非經司法或警察機關依法定程序，不得逮捕拘禁。非由法
院依法定程序，不得審問處罰。非依法定程序之逮捕、拘禁、
審問、處罰，得拒絕之。人民因犯罪嫌疑被逮捕拘禁時，其 逮
捕拘禁機關應將逮捕拘禁原因，以書面告知本人及其本人 指定
之親友，並至遲於二十四小時內移送該管法院審問。本 人或他
人亦得聲請該管法院，於二十四小時內向逮捕之機關 提審。法
院對於前項聲請，不得拒絕，並不得先令逮捕拘禁 之機關查覆。
逮捕拘禁之機關，對於法院之提審，不得拒絕 或遲延。人民遭
受任何機關非法逮捕拘禁時，其本人或他人 得向法院聲請追究，
法院不得拒絕，並應於二十四小時內向 逮捕拘禁之機關追究，
依法處理。
人權宣言第七條



自由
第十條：人民有居住及遷徙之自由。

第十一條：人民有言論、講學、著作及出版之自由。

第十二條：人民有秘密通訊之自由。
人權宣言第十一條
第十三條：人民有信仰宗教之自由。

第十四條：人民有集會及結社之自由。
人權宣言第十條



公共利益
第十九條人民有依法律納稅之義務。
人權宣言第十三條

第二十條人民有依法律服兵役之義務。
人權宣言第十二條

第二十二條 凡人民之其他自由及權利，不妨害社會秩序、
公共利益者，均受憲法之保障。
人權宣言第七條



第二十三條 以上各條例舉之自由與權利，除為防止妨礙他
人自由， 避免緊急危難，維持社會秩序，或增進公共利益
所必要者外，不得以法律限制之。
人權宣言第四條

公共利益



報告者:林雅芬

批評與檢討



前言
大至上了解盧梭全意志的理論
後，進而衍生出了多黨制。



甚麼是多黨制
多黨制：多黨制政黨體系由三個以上總數有限
的、有實力取得國會議席的政黨組成，沒有任
何兩個政黨能長期掌握政府組織權，其政府必
為聯合政府，由多個政黨組成穩定的執政聯盟。
但由於具有規模的政黨相當固定，故聯盟模式
也相對穩定。



多黨制的好壞
好 壞

能充分代表不同民意 黨派過多導致政策難以談定
甚至政府難以組成

選民有較多選擇機會和
自由

選民難以有效正確選擇

聯合政府政策為各黨政
見折衷妥協

重大政策執行困難



比利時從2010年6月13日至2011年12月5日，比利時
創下541日無政府的紀錄。2010年6月13日，比利時
大選後，荷語與法語兩大陣營無法達成協議，以致新
政府始終無法產生。

因為多黨導制沒有政府的產生，使得國家沒有領導人
去歐盟開會，執行法律，恐怖分子才選擇比利時，社
會安全出現巨大的漏洞。

多黨制之問題-比利時



盧梭對全意志看法
• 由於盧梭只受過幾年的正式教育，所以說的話會前後矛盾
• 對於公共利益和全意志說法前後不一

早年 全體參與才是全意志
中年 以多數決方式決定，但符合公共利益
晚年 只要符合公共利益原則，少數人同意也可以

老年 只要符合公共利益原則，一個人同意也可以



公共利益以誰為準??
• 盧梭早中晚期對公共利益的說法不一 
• 由統治者自由定義其意義 
• 溣為專制者的統治手段 例如：北韓專制國家領導

圖片來源：google



公共利益以誰為準??
北韓長期發展國防武力，
卻忽略民生的相關問題，
導致近二十年來，
有上百萬名北韓人因飢荒而喪命。
北韓若發射飛彈，
需花費約21億台幣，
如果是將此經費拿來買糧食救人民。
卻可救活近700萬人。

圖片來源：蘋果日報

圖片來源：google



公共利益以誰為準??
全意志主要建立在全民同意上，但幾
乎不可能達到，盧梭也認為沒有什麼
事情是大家都能獲利的，故利用多數
決的結果來判定公共利益。



報告者:林雅芬

結論



盧梭核心思想
• 全意志：全意志必須符合共同參與，公共

利益，全國性問題等要件，並拘束全體之
力量。 

• 人民主權論：主權在人民，政府是人民所
組織出來的，社會契約在國家中之具體實
踐。全意志就是人民主權的象徵，不 能
讓渡，不能分割，代表人民的公共利益。



前言
藉由前面的探討，接下來，將以盧
梭全意志與公共利益的理論 來探討
台灣加入WHA的問題與爭議。



前言
我國為「世界衛生組織」(WHO)創始會員，自
1972年失去會員席位後即無法參與該組織。僅管
如此，台灣視醫療衛生為全球的共同責任，多年
來仍然堅持善盡國際醫療合作與全球防疫之責，
並自1997年起正式推動參與WHO案。經多年努
力，WHO於2009年元月將我國納入「國際衛生
條例」(IHR)之實施對象，並自該年起連續邀請我
國以觀察員身分參加「世界衛生大會」



前言
然而，近年來卻只有少數十幾個邦交國支持我國，而其
他國家卻默不作聲，或許是屈從於中國的政治壓力。我
方除表示強烈不滿及遺憾，亦強調WHO的做法不會動
搖我國參與並貢獻國際社會的決心。我國雖未受邀出席
WHA，但衛生福利部陳時中部長仍於2017至2019連續
3年率領台灣世衛行動團，前往日內瓦分享台灣醫衛成
果及貢獻，向國際社會說明我國在全球衛生安全體系的
重要性，以及表達我國欲持續以專業、務實、有貢獻的
精神，共同為全球衛生安全發展盡心盡力。



台灣有權參與WHA！！
◆ 健康是普世人權
依據世界衛生組織憲章，健康是基本人權，是普世價值，
不因種族、宗教、政治信仰、經濟或社會情境而有所分別。
台灣身為地球村的一分子，有權享有與世界上其他人一樣
的健康權益，沒有理由被排斥。
◆ 防疫無國界
近幾年因全球化趨勢和大眾運輸的便利，疾病的傳播已無
遠弗屆。台灣參與WHA，不僅攸關我全體國人的健康權益，
更是全世界衛生和防疫體系不可或缺的一環。



台灣有權參與WHA！！
◆ 台灣能對全球衛生做出實質貢獻
台灣身為地球村的一員與國際事務的積極參
與者，為守護全球每一個人的健康，一直以
來不遺餘力於促進健康與新興傳染病之研究
與防疫，以台灣的醫衛專業對全球衛生做出
實質貢獻。



台灣有權參與WHA！！
台灣參與WHA不僅可以提升在全球的地位，這不
僅僅只關乎到我國內的公共利益，讓更多人知道
台灣，更能為全球帶來更大的公共利益，和其他
國家一起聯手，為全球人民的衛生安全盡一份心
力。



小結
• 台灣在這次新冠肺炎的防疫讓世界更多國家看

見台灣這個國家，我們不屬於中國的一部份，
這讓很多國家聲援我國，想讓我國加入WHO
跟WHA，我們也是地球村的一員，台灣是一個
主權獨立的國家為甚麼要受到中共如此的打壓?



由於蔡總統到目前為止仍不承認九二共識，
還是想顧面子，恰恰和當時馬英九的立場相
反，以至於我國還無法正式加入WHA。

若我國打算進入WHA，那勢必要向中國低頭，妥
協中共名稱矮化，以符合全球的公共利益。但這
樣我國的權利就會削弱許多，大大減少了對國內
的公共利益，而在這之間勢必要做出選擇。



若我們能退一步，先讓其他國家看到我國
的努力後，在要回屬於我們應有的權利，
這或許能更讓其他國家願意支持我們。

圖片來源：天下雜誌



總結
• 全意志的主人是台灣全體公民，台灣人民在追

求利益最大化 的同時，也要追求對全體(國家)
利益最大化。


• 政府是人民選出來的，我們不能一味地相信這

些掌權者或媒體，必須要了解真正的公共利益，
如果政府不照著民意去做，那政府就 會受到選
票的制裁，讓他們知道有些事情不是他們想做
就做 得。以此發揮主權在民最大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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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kknews.cc/history/kmbm25q.html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BD%91%E7%90%83%E5%8E%85%E5%AE%A3%E8%AA%93


參考資料(圖片)
開講-【法國大革命前傳】攻佔巴士底監獄
查詢日期1090503
https://opentalk.hk01.com/story/5ea10922167c7801c96fa9f7
維基百科-盧梭
查詢日期1090505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AE%A9-
%E9%9B%85%E5%85%8B%C2%B7%E5%8D%A2%E6%A2%AD
維基百科-華倫夫人
查詢日期1090505
https://zh.wikipedia.org/zh-
mo/%E5%8D%8E%E4%BC%A6%E5%A4%AB%E4%BA%BA

https://opentalk.hk01.com/story/5ea10922167c7801c96fa9f7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AE%A9-%E9%9B%85%E5%85%8B%C2%B7%E5%8D%A2%E6%A2%AD
https://zh.wikipedia.org/zh-mo/%E5%8D%8E%E4%BC%A6%E5%A4%AB%E4%BA%BA


參考資料(圖片)
維基百科-社會契約論
查詢日期109050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A4%BE%E4%BC%9A%E5%A5%91%E7%BA%
A6%E8%AE%BA
維基百科-愛彌兒
查詢日期109050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88%B1%E5%BC%A5%E5%84%BF
維基百科-休默
查詢日期109050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4%A7%E5%8D%AB%C2%B7%E4%BC%91%E8%B0%9F

壹讀-哲學家盧梭的墓位於何處
查詢日期1090511
https://read01.com/MkAE8J.html#.XszsQWgzY2w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A4%BE%E4%BC%9A%E5%A5%91%E7%BA%A6%E8%AE%B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88%B1%E5%BC%A5%E5%84%B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4%A7%E5%8D%AB%C2%B7%E4%BC%91%E8%B0%9F
https://read01.com/MkAE8J.html#.XszsQWgzY2w
https://read01.com/MkAE8J.html#.XszsQWgzY2w


參考資料(圖片)
維基百科-盧梭雕像
查詢日期1090511
https://j.17qq.com/article/swswarahx.html

GOOGLE圖片-家庭
查詢日期1090509
https://www.google.com/search?q=%E5%AE%B6%E5%BA%AD&rlz=1C1JPGB_enTW680TW759&sxsrf=ALeK
k02qcRyt0fP3GJplC6zxmWABNsfXJQ:1590500524709&source=lnms&tbm=isch&sa=X&ved=2ahUKEwjlga
mW1NHpAhVKE6YKHd2HDfkQ_AUoAXoECAwQAw

GOOGLE圖片-家族
查詢日期1090509
https://www.google.com/search?q=%E5%AE%B6%E6%97%8F&rlz=1C1JPGB_enTW680TW759&sxsrf=ALeK
k02qcRyt0fP3GJplC6zxmWABNsfXJQ:1590500524709&source=lnms&tbm=isch&sa=X&ved=2ahUKEwjlga
mW1NHpAhVKE6YKHd2HDfkQ_AUoAXoECAwQAw

https://j.17qq.com/article/swswarahx.html
https://www.google.com/search?q=%E5%AE%B6%E5%BA%AD&rlz=1C1JPGB_enTW680TW759&sxsrf=ALeKk02qcRyt0fP3GJplC6zxmWABNsfXJQ:1590500524709&source=lnms&tbm=isch&sa=X&ved=2ahUKEwjlgamW1NHpAhVKE6YKHd2HDfkQ_AUoAXoECAwQAw
https://www.google.com/search?q=%E5%AE%B6%E6%97%8F&rlz=1C1JPGB_enTW680TW759&sxsrf=ALeKk02qcRyt0fP3GJplC6zxmWABNsfXJQ:1590500524709&source=lnms&tbm=isch&sa=X&ved=2ahUKEwjlgamW1NHpAhVKE6YKHd2HDfkQ_AUoAXoECAwQAw


參考資料(圖片)
維基百科-盧梭雕像
查詢日期1090511
https://j.17qq.com/article/swswarahx.html

GOOGLE圖片-家庭
查詢日期1090509
https://www.google.com/search?q=%E5%AE%B6%E5%BA%AD&rlz=1C1JPGB_enTW680TW759&sxsrf=ALeK
k02qcRyt0fP3GJplC6zxmWABNsfXJQ:1590500524709&source=lnms&tbm=isch&sa=X&ved=2ahUKEwjlga
mW1NHpAhVKE6YKHd2HDfkQ_AUoAXoECAwQAw

GOOGLE圖片-家族
查詢日期1090509
https://www.google.com/search?q=%E5%AE%B6%E6%97%8F&rlz=1C1JPGB_enTW680TW759&sxsrf=ALeK
k02qcRyt0fP3GJplC6zxmWABNsfXJQ:1590500524709&source=lnms&tbm=isch&sa=X&ved=2ahUKEwjlga
mW1NHpAhVKE6YKHd2HDfkQ_AUoAXoECAwQAw

https://j.17qq.com/article/swswarahx.html
https://www.google.com/search?q=%E5%AE%B6%E5%BA%AD&rlz=1C1JPGB_enTW680TW759&sxsrf=ALeKk02qcRyt0fP3GJplC6zxmWABNsfXJQ:1590500524709&source=lnms&tbm=isch&sa=X&ved=2ahUKEwjlgamW1NHpAhVKE6YKHd2HDfkQ_AUoAXoECAwQAw
https://www.google.com/search?q=%E5%AE%B6%E6%97%8F&rlz=1C1JPGB_enTW680TW759&sxsrf=ALeKk02qcRyt0fP3GJplC6zxmWABNsfXJQ:1590500524709&source=lnms&tbm=isch&sa=X&ved=2ahUKEwjlgamW1NHpAhVKE6YKHd2HDfkQ_AUoAXoECAwQAw


參考資料(圖片)
自由時報-尋求藍綠立委合作對象？柯文哲：別把藍綠那麼截然劃分
查詢日期1090511
https://news.ltn.com.tw/news/politics/breakingnews/2911244

每日頭條-燈，紅綠燈，戲很足的歐洲紅綠燈……
查詢日期1090511
https://kknews.cc/news/mlgolo9.html

史上狼吃人的惨案曝光，67人被吃头颅遍地骨头成堆_哇吩奇闻网
查詢日期1090511
https://www.google.com/url?sa=i&url=https%3A%2F%2Fm.qiwenshuo.com%2Fqiwenyish
i%2F13104.html&psig=AOvVaw2lFeUccmuUCGVMiFr3qEbc&ust=1590588117925000&source=
images&cd=vfe&ved=0CA0QjhxqFwoTCIjNsNfY0ekCFQAAAAAdAAAAABAD

宅宅新聞-航海王帶骨肉
查詢日期1090508
https://news.gamme.com.tw/682854

https://news.ltn.com.tw/news/politics/breakingnews/2911244
https://kknews.cc/news/mlgolo9.html
https://www.google.com/url?sa=i&url=https://m.qiwenshuo.com/qiwenyishi/13104.html&psig=AOvVaw2lFeUccmuUCGVMiFr3qEbc&ust=1590588117925000&source=images&cd=vfe&ved=0CA0QjhxqFwoTCIjNsNfY0ekCFQAAAAAdAAAAABAD
https://news.gamme.com.tw/682854


參考資料(圖片)
Gettyimages-團結工聯工會
查詢日期1090508
https://www.gettyimages.hk/%E6%8F%92%E5%9C%96/%E5%9C%98%E7%B5%90%E5%B7%A5%E8%81%A
F-
%E5%B7%A5%E6%9C%83?family=creative&mediatype=illustration&phrase=%E5%9C%98%E7%B5%
90%E5%B7%A5%E8%81%AF%20%E5%B7%A5%E6%9C%83&sort=mostpopular

維基百科-金正恩
查詢日期109050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87%91%E6%AD%A3%E6%81%A9

fianse's gossip-國稅與地方稅記憶口訣
查詢日期1090508
http://fiansekuo.blogspot.com/2014/11/blog-post_9.html

中央廣播電台-公投前先了解主文 中選會：現場不提供諮詢
查詢日期1090508
https://www.rti.org.tw/news/view/id/2003161

https://www.gettyimages.hk/%E6%8F%92%E5%9C%96/%E5%9C%98%E7%B5%90%E5%B7%A5%E8%81%AF-%E5%B7%A5%E6%9C%83?family=creative&mediatype=illustration&phrase=%E5%9C%98%E7%B5%90%E5%B7%A5%E8%81%AF%20%E5%B7%A5%E6%9C%83&sort=mostpopular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87%91%E6%AD%A3%E6%81%A9
http://fiansekuo.blogspot.com/2014/11/blog-post_9.html
https://www.rti.org.tw/news/view/id/2003161


參考資料(圖片)
維基百科-2017年法國立法選舉
查詢日期109051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2017%E5%B9%B4%E6%B3%95%E5%9B%BD%E7%AB%
8B%E6%B3%95%E9%80%89%E4%B8%BE

維基百科-2017年法國立法選舉
查詢日期109051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2017%E5%B9%B4%E6%B3%95%E5%9B%BD%E7%AB%8B%E6%B3%95%E
9%80%89%E4%B8%B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2017%E5%B9%B4%E6%B3%95%E5%9B%BD%E7%AB%8B%E6%B3%95%E9%80%89%E4%B8%B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2017%E5%B9%B4%E6%B3%95%E5%9B%BD%E7%AB%8B%E6%B3%95%E9%80%89%E4%B8%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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