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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物背景介紹
簡嘉佑



盧梭生平

現代政治思潮 - 盧梭 人物背景介紹



盧梭(1712-1778)
• 童年
• 華倫夫人
• 結識狄德羅、伏爾泰
• 成名
• 和朋友出現分歧
• 流亡生涯
• 逝世
• 法國大革命
• 後續



童年

• 1712年6月28日,讓·雅克·盧梭(Jean Jacques Rousseau)誕生於
瑞士日內瓦,排行老二。

• 母親在盧梭出生幾天後死於難產。
• 兄長在盧梭很小時離家出走,從此杳無音信。
• 父親在他10歲時,在酒館與一名軍官打架,訴訟失敗被通緝,

被迫離開日內瓦,逃往法國里昂。
• 從此寄住舅舅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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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iki.mbalib.com/zh-tw/%E8%AF%89%E8%AE%BC


• 1724年，12歲的盧梭被接回舅舅家,之後被
送去公證人馬斯龍家打雜。

• 1725年，轉到雕刻匠杜康曼家做學徒。

• 1728年，不堪師傅虐待，所以逃出日內瓦。



華倫夫人

• 到法國昂西後，盧梭由一名神父介紹他去見德•華倫夫人
(華倫夫人為當時上流社會貴婦)，盧梭十分迷戀她，他形
容華倫夫人是他遇過最有魅力的女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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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後華倫夫人發現了他的音樂素質，送他進一家音樂學校學
習，這為盧梭步入上層社會奠定了基礎。



當盧梭20歲時，華倫夫人與他同居，後因
身體原因，盧梭離開華倫夫人到蒙佩利埃
看病。等他回來後，一位年輕的理髮師以
取代了他在華倫夫人的位子。最後盧梭獨
自前往巴黎。



結識伏爾泰、狄德羅

• 1740-1741年盧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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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在1742、1745年，先
後認識了啟蒙思想家狄德羅和伏爾泰。



成名

• 1749年7月,狄德羅因發表《一封關於盲人的書信》被關進

巴黎郊外的萬森納監獄。盧梭在去監獄探望狄德羅途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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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在署名“一個日內瓦公

民”發表後,默默無聞的盧梭由此成名,時年盧梭38歲。



和朋友出現分歧

• 1753年,盧梭又一次參加第戎科學院的有獎徵文《人與人之
間的不平等的起因何在;這個現象是否為自然法所容許?》,
他創作後命名為《論人類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礎》，但這篇
文章並未獲獎。

• 1755年盧梭把他參加第戎科學院競賽的論文《論人類不平
等的起源和基礎》寄給了伏爾泰。



• 伏爾泰回信說: “先生，我收到了您的反人
類的新著，謹表感謝。”

• 伏爾泰接着寫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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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句充滿譏刺。

這之後很長時期裡，兩人並沒有尋找修復關
係的願望，反而在怨恨的道路上越走越遠。



起初法國啟蒙運動的自由主義作家有幾位是
盧梭的朋友，但是盧梭的思想不久就開始與
其他人發生了嚴重的分歧，於是漸漸的被疏
遠了。



流亡生涯

• 從1762年起，盧梭由於寫政論文章，與當
局發生了嚴重的糾紛。在4月及5月,《社會
契約論》和《愛彌兒》先後出版,但被法國
政府嚴禁,6月盧梭被通輯。連夜盧梭離開蒙
莫朗西,開始他的流亡生涯。



• 1762年6月,盧梭首先逃到伊弗東,住在友人家,隨後《社會
契約論》和《愛彌兒》在日內瓦被查禁。7月,盧梭被逐出
伊弗東,逃到普魯士的莫蒂埃村。

• 1763年,盧梭發表《致博蒙大主教的信》駁斥對《愛彌兒》
的批評。

• 1764年,盧梭發表《山中來信》,抨擊日內瓦的宗教和政治
制度,為《愛彌兒》和《社會契約論》辯護。



• 1766年1月4日在英國哲學家休謨的邀請，
到了英國。同年7月因為誤打休謨，離開了
英國，繼續他的逃亡生涯。



• 1768年8月29日，盧梭與一名女僕結婚,而此
前生的五個孩子全寄養在孤兒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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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逝世

• 1778年7月2日，已患「被害妄想症」的盧
梭在巴黎東北面的阿蒙農維拉
（Ermenonville）去世（恰與伏爾泰在同一
年去世）。死時窮困潦倒，死前被馬車撞
翻，又被狗撲傷踐踏，遺體被葬在亂葬崗
裡。



時代背景

• 法國大革命

• 導火線:

1因路易十五在位其間的揮霍無度，導致法國
的財政危機。

2路易十六上任後又因支持美國獨立戰爭而導
致財政問題更加嚴重。



• 解決方法:

• 藉著招開三級會議向貴族、教士階級徵稅。



三級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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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級會議由三個階級的代表全體
國民的構成：第一階級（教會）、第二階
級（貴族）和第三階級（資產階級、城市
平民、農民等）。

• 結果:失敗。因程序問題解散。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3%95%E5%9B%BD


網球場宣言



網球場宣言
• 網球場宣言:是一份由576名法國三級會議第三等級代表和

少數第一等級代表於1789年6月20日簽署的誓言。它是法
國大革命的序幕。

• 之前，法王路易十六反對將三級會議改為國民議會，不允
許第三等級的代表進入三級會議的會場，因此後者決定在
附近的室內王家網球館開會（當時已開始下雨）。在那裡，
第三等級的代表們發誓將繼續開會，不制定法國憲法決不
解散。這是一次革命性的行動，它向世人表明，政治權利
屬於人民及其代表而非君主。而盧梭的社會契約論也在此
場合發揚光大。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3%95%E5%9B%B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89%E7%BA%A7%E4%BC%9A%E8%AE%A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AC%AC%E4%B8%89%E7%AD%89%E7%BA%A7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3%95%E5%9B%BD%E5%A4%A7%E9%9D%A9%E5%91%B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3%95%E5%9B%BD%E5%90%9B%E4%B8%BB%E5%88%97%E8%A1%A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B7%AF%E6%98%93%E5%8D%81%E5%85%A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89%E7%BA%A7%E4%BC%9A%E8%AE%A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C%8B%E6%B0%91%E8%AD%B0%E6%9C%83_(%E6%B3%95%E5%9C%8B%E5%A4%A7%E9%9D%A9%E5%91%B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E%AA%E6%B3%95


後續

• 1794年，遺體被從亂葬崗挖出，並獲以國家英雄身份葬於
巴黎先賢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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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盧梭的墳墓，位於法國巴黎先賢祠

圖片來源 : https://en.wikipedia.org/wiki/Jean-Jacques_Rousseau

(2016/11/30擷取)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5%88%E8%B4%A4%E7%A5%A0


二、主要著作介紹
林昱廷



《論科學與藝術》
Discours sur les sciences et les arts （1749年）
《論人類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礎》
Discours sur les sciences et les arts（1755年）
《新愛洛伊斯》
Julie ou la Nouvelle Heloise （1761年）
《社會契約論》Du Contrat Social （1762年）
《愛彌兒》É mile（1762年）
《山中書簡》
Lettres ecrites de la montagne（1763年）
《懺悔錄》Les Confessions（1782年）
《植物學通信》Lettres de la montagne

《一個孤獨漫步者的遐想》
Les Reveries du promeneur soliaire（1782年）



論人類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礎

文中提出了私有制的出現是人類不平等的起源這一偉大的思想

本書可視為《社會契約論》的基礎和緒論

促進法國大革命的思想啟蒙

圖片來源 : https://goo.gl/T3bSWu (2016/11/30擷取)



開頭內容
書中提出人類中的兩種不平等

1.一種是自然的或生理上的不平等
EX:體能、智能

2.另一種是精神上的或政治上的不平等
EX:私有財產、貧富差距

然而這些問題是如何產生?



私有財產制所造成的不平等，導致一些人過度富有，另一些
人過度貧窮，此概念在之後的社約論中被大量引用

圈地理論造成私有財產制的產生，盧梭認為此為問題的根本

盧梭為浪漫主義運動和後世的自省文學開頭

盧梭抨擊財產私有制，被認為是馬克思主義及社會主義的始
祖之ㄧ



論人類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礎

總結:

人類的進步史也就是人類的墮落史，因爲人類每向

前發展一步，不平等的程度即加深一步。而私有制

的確立，是造成人類不平等及其後果的關鍵環節。



社會契約論
Du Contrat Social



社會契約論
「人人生而自由，卻處於無所不在的枷鎖中。自以為是他人的主
人，卻比他人更像是奴隸。」《社會契約論》的開篇第一句話。

第一卷論述了社會結構和社會契約。

第二卷闡述主權及其權利，主權是公意的運用，不可以轉讓，

不可分割。

第三卷闡述政府及其運作形式。對於主權體而言，僅有立法是不

夠的，法律的強制實施亦非常必要。

第四卷討論幾種社會組織。不同的組織有不同的選舉模式、制

度。



社會契約論

影響:

《社會契約論》開創了歐洲及全世界民主平等思想之先河，

它的「天賦人權，主權在民」的新學說，向「君權神授」的

傳統觀念發起了挑戰。它所揭示的「人權自由、權利平等」

的原則，至今仍作為西方政治的基礎。

《社會契約論》是世界政治法律學說史上最重要的經典之一，

是震撼世界的1789年法國大革命的號角和福音書。



愛彌兒



愛彌兒

盧梭著有一本教育小說《愛彌兒》是他教育思想的代表作，
主張教育應使兒童自然的、充分的發展。

盧梭將《愛彌兒》視為「人類的歷史」，而非僅是教育手冊。

《愛彌兒》是西方第一個完整的教育哲學、第一部教育小說。



愛彌兒
第一卷： 「幼兒期」 ， 0-5歲，幼兒時期教育的重點是身心

的養護和鍛煉（身體養護﹚。

通過對兒童身心的養護和鍛煉，使兒童學說話、學吃東西、

學走路，儘早使他們自由地支配身體，自己控制自己，還

要保持身體的自然習慣。



愛彌兒

第二卷：「兒童期」 ， 5-12歲，觀察大自然的一切變化，

靠自然的結果給予教育，順著自然法則教育子女，教育應以

感官訓練為主。

視覺、聽覺、味覺、嗅覺、觸覺和共通的感覺(觀念)，其中

觸覺最重要。這個時期最適於兒童學習的不是書本，而是他

周圍的事物。兒童通過接觸並從認識周圍事物中獲得經驗和

知識，發展記憶力和判斷力

EX:音樂



愛彌兒

第三卷：「少年期」 ， 12-15歲，理智的教育時代，理性開

始發展，教育應以知識教育為主。

盧梭主張要教給兒童有用、真實和易於理解的知識。他認為，

大自然就是一本有用、真實、易於理解的書。天上的日月星

辰、地下的礦物、動物、植物、山川、大地等等都是孩子學

習的對象。

EX:森林小學



愛彌兒

第四卷：青年期： 「 15-20歲」 ，盧梭稱此期為社會的誕生，

是人生真正開始生活的時刻，宗教道德教育的時期，教育應

以道德教育、宗教教育和性教育為內容。

EX:知道自己應該負的責任

總結:

以自然型態引導個體開展潛能à產生覺醒à引發自動自發學習

的能力



愛彌兒

影響:

在《愛彌兒》中體現的盧梭對教育的觀念，深深地影響了現

代教育理論。

他降低了書面知識的重要性，並且建議孩子的情感教育應優

先於理性教育。他尤為強調通過個人經驗來學習。



懺悔錄



懺悔錄

《懺悔錄》，是盧梭於1782年出版的自自傳，是文學史上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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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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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盧梭回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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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懺悔錄

在《懺悔錄》中，盧梭以完全不掩飾的坦白描述自己的生平
與事蹟，開篇就講：「我開始從事一件史無前例、之後也不
會有人仿效的工作，企圖以完全的真實來描述像我這樣一個
人，而這個人正是我自己。」

《懺悔錄》的內容是根據一己的特徵與幾乎是惡魔般的傲慢
這兩種意識的混合體。



懺悔錄

《懺悔錄》裡曾提及，8歲時受到女教師蘭貝爾斯的鞭
罰，帶來的「肉慾的快感」，「正是這種懲罰註定了我
終生的趣味、慾望和感情」。年長後，盧梭鍾情年輕少
女，一心渴望著她們的鞭打。

他亦曾在躲在黑暗街頭，向陌生女子露出他的臀部，他
曾說深知這是一件非常愚蠢的行為，但每次做時總會帶
來無比的性滿足，他最終被一名男子捉拿。



懺悔錄

影響:

作品中所體現出的個性自由的精神，《懺悔錄》被視為19世

紀浪漫主義文學的先兆。



三、主要思想介紹
汪善昱



主要思想介紹

●自然狀態霍布斯、洛克、盧梭的比較

●人類理想的演進過程

→但事是實上卻不是如此(當時的法國)

●人類實際的演進過程

→論人類不平等之起源(找出為什麼不平
等)

報告人：汪善昱



霍布斯
• 人性本惡

• 自然狀態:地獄

為生存不擇手段侵害他人的
恐怖狀態

• 人民自己簽約然後交由巨靈
監督、執行

圖源：
Google



洛克
• 人性本善

• 自然狀態:天堂
伊甸園中自然平等及快樂的
狀態

• 人民與仲裁者簽訂契約

圖源：
Google



盧梭
• 人性有善有惡

• 自然狀態：黃金時代 人
們互不干涉過著自由而平
等的生活

• 人民彼此簽約，再推選一
位執行者圖源：

Google



霍布斯、洛克、盧梭
霍布斯 洛克 盧梭

人性 人性本惡 人性本善 有善有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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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彼此簽社會
契約，推選執行
者(人民當中EX.

選班長)



人類理想的演進過程
自然狀態(黃金時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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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形的全意志契約同意)

國家狀態(有形的全意志契約同意)



自然狀態

圖源：
Google

自然狀態 :地大人少 資源多(不須任何同意
又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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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庭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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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形的全意志契約同
意) EX.家事分工

圖源：
Google



家族狀態
家庭人數越來越多，形成家族狀態(無形的
全意志契約同意) EX.過年時伯伯和姑姑都
回阿公家過年。

圖源：
Google



社會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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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以物易物的過程中就
容易產生)，所以人們開始制定契約，並找
公正的管理人來判斷對錯，並給予管理者
管理費，進而變成一個有規矩的社會。(有
形的全意志契約同意)



國家狀態

市集越來越大，給管理人的管理費也越來
越多(EX.一個市集變成一個縣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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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形的全意志契約同意)

全意志 主權 契約 法律



前言

盧梭所看見的當時法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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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並不需要納稅，反而是由僅有1/3財富土地
的平民需要繳稅，人類的演進過程實際上
是不平等的。

一定是哪裡出了
錯！



人類實際的演進過程
人口數量越來越多，導致
資源不足，部份的人開始
想方法，聰明人開始圈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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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笨的人就不承認聰明人的
圈地，進入聰明人的地內
獲取資源(衝突產生)。



人類實際的演進過程(part 2)
為了解決衝突，聰明人聯合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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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財產私有化產生)

笨的人為
了獲得資
源，只能
替聰明人
工作(社會
地位不平
等的開始
ex.莊園)

聰明人為了把土地留給後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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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制制度開始)

不平等的制度產生！



盧梭如何解決不平等
盧梭主張黃金狀態的土地資源是大家所
共同享有的，貴族的祖先(圈地者)是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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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破不平等，打倒國王貴族，重新回到
自然狀態，再來簽訂契約，成立國家。





四、重要之學說與理論探討
賴敬和



•盧梭《論人類不平等的起源與基礎》，
為日後《社會契約論》奠定基礎

•盧梭為契約論集大成者



社會契約論
•人在最初的自然狀態，時常會有危及生
命之事，為了團結維護社會所有人的生命
財產，每人依全意志原則共同簽訂「社會
契約」，把每個人的自身與一切權力交給
由大家共同組成的整個社會國家，又叫主
權體（the sovereign)，以得到社會國家的
保護



什麼是主權體呢?

•人民集體簽訂「社會契約」(團體契約)，
所組成的國家—共和國(republic)，人民參
加國家，受國家保護，也受國家約束，以
保障每個人，平等之權利。人民依全意志
制定法律，並依法組織政府來實施法律，
保障人民自由(契約自由)。但不加入主權
體者，無法獲得國家的保護。



•盧梭：「每個人把自己讓與公共，就不是把
自己讓與什麼人；他對於每個份子都可取得
相同於他自己所讓與他人的權利，所以，他
獲得相當於他所喪失的一切，並獲得更多的
力量保護他所有的一切。」

放棄天然自由 契約自
由



全意志(genernal will)
•盧梭認為，每個人，除個人的意志之外，
都有一種全意志。全意志就是由轉讓出個
人自由、權利形成共同體的人民，共同追
求這個群體的公共利益的意志。全意志必
須來自大眾全體的公意、共同參與，並且
是以為謀求整體的公共利益目的。



全意志條件

1.討論公共議題
2.所有人共同參與
3.內容以公共利益為主
4.有拘束全體的力量

EX:全民健保



眾意志

•符合大家的期望

•不一定符合全體的利益

EX:減少稅收



公共利益 私人利益

全意志 ○ ×

眾意志 △
(有多數人同意，但又不

一定符合)

○



矛盾之處

•早期：全體參與

•中期：多數人同意，符合公共利益

•但符合公共利益原則是不能妥協的

•後期：符合公共利益，少數人同意也可以

•晚期：符合公共利益，甚至一人同意也可



•符合公共利益，一個人同意也
可以，成為獨裁者滿足私利的
藉口 EX:希特勒屠殺猶太人



過去(結構鬆散的社會) 現在(嚴謹的國家)

全意志 主權

社會契約 法律



人民主權論

•人民主權論又稱為國民主權說，主張國
家主權歸全體人民所有，政府應由人民產
生並服從人民的意志。亦即「人民是國家
的主人」



主權(sovereignty)

•主權的意義為「人民意志總和的表達」
(全意志)

•對內最高：指主權在國家領土範圍內，
擁有至高無上的權力
•對外平等：指主權對外獨立自主，不受
其他國家干涉



主權對內特性

•最高性

•永久性

•普遍性

•無限制性

•不可分割性

•不可讓與性



主權對外特性

•排他性

•代表性

•不受支配性



主權不能讓渡

•轉移了主權就意味著出賣生命和自由

•政府非主權者，只是主權的執行、保護
者，人民才是主權者



主權不能分割

•主權=全意志，被分割的全意志就變
成個別意志，被分割的主權就只是行
政行為，或是命令，而非法律。



主權不能被代表

•政府非主權者，不是主權本身。因此
沒人能代表主權者，主權者是人民整
體

•所有決策必須是直接的



契約=法律

•盧梭認為：「法律只不過是我們自己意
志的紀錄」。所以服從法律就是服從全意
志

•主權擁有者就是全意志的主體(全體人民)，
所以主權就是全意志，也是法律的來源



法律特點
•目標是共同的(公共利益)
•來源是共同的(全體人民)
•不是人民直接訂定的就無效，否則就不
是自我統治，而是奴隸
•以憲法為首的各種法律的施行就是全意
志的實踐



•反對代議制，認為自由與權力由別人
代表，是亡國的先聲。

•反對政黨政治，但若不能避免，就越
多越好，使其有足夠代表全體政黨的
意見，方能使全意志出現。



五、人物思想對當世與後世之影響
陳蘇彥



•美國獨立宣言

•人權和公民權宣言

•盧梭對中華民國憲法的影響

內容概要



美國獨立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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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人民這些權
力的實現，乃創立政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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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news.xinhuanet.com/shuhua/2011-

07/26/121722382_11n.jpg



美國獨立宣言

〈獨立宣言〉的民主思想，主要體現在平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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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權和公民權宣言簡介

•1789年人權宣言宣稱：在權利方面，

人們生來是而且始終是自由平等的，

整個主權的本原主要是寄托於國民。

任何團體、任何個人都不得行使主權

所未明白授予的權力。



人權宣言條文內容

•第一條：人們生來是自由平等的。除了依據公共利
益而出現的社會差別外，其他社會差別，一概不能
成立。
主張自由、平等，若有社會差別，須符合公共利益
(全意志)

•第二條：政治結合的目的都在於保護人的自然的和
不可動搖的權力。這些權利即自由、財產、安全及
反抗壓迫。

洛克的天賦人權



人權宣言條文內容

•第三條：主權的本源，主要是來自國民的託付。任
何團體及個人都不得行使主權所未明白授予的權力。

符合社會契約論中的人民主權論(主權在民)

•第四條：自由就是指有權從事一切無害于他人的行
為。因此，個人的自然權利的行使，只以保護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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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由的定義



人權宣言條文內容
•第五條：法律有權禁止有害社會的行為。凡未經過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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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律的範圍

•第六條：法律是公共意識的表現。全國人民都有權親身
或經由其代表去參與法律的限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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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公民都是平等的。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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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律代表全意志



人權宣言條文內容
•第七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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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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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護人身自由、不管是政府或人民，均需遵守法律

•第八條：法律只應規定確實需要和顯然不可少的刑罰，
除非根據在法律前已經指定和公布的法律以外，不得處
罰任何人。

罪刑法定主義



人權宣言條文內容

•第九條：任何人在未被宣告為犯罪以前 應被推定
為無罪，即使必須予以逮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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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0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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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遭受干擾。

宗教自由、言論自由



人權宣言條文內容

•第11條：自由傳達思想和意見是人類最寶貴的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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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濫用此項自由應負
擔其責任。

在不違反法律為前提，保障人民的自由權

•第12條：人權的保障需要有武裝的力量；因此，除
了為全體的利益外不得濫用此力量。

國家武力的必要性



人權宣言條文內容
•第13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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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間按其能力做平等分攤。

賦稅之必要性且用累進稅率以保障窮人

•第14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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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議會的審預算權



人權宣言條文內容
•第15條：社會有權要求機關公務人員報告其工作。

公務人員須對其工作內容向社會透明化(人民有權利監督
政府)

•第16條：凡個人權力無切實保障和分權未確立的社會，
就沒有憲法。

三權分立，說明分權的重要

•第17條：私人財產神聖不可侵犯，非經法律明白確認為
公共利益所顯然必須時，且在公平而預先賠損的條件下，
任何人的財產不得受到剝奪。

保障人民的私有財產不受侵犯



盧梭對中華民國憲法的影響

•中華民國憲法第一章總綱

•第二條中華民國之主權屬於國民全體。

盧梭人民主權論的概念(主權在民)

•第五條 : 中華民國各民族一律平等。（平等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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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等權）

•第十九條：人民有依法律納稅之義務(賦稅的義務)



自由權

•第十條 : 人民有居住遷徙之自由
•第十一條 : 人民有秘密通訊之自由
•第十二條 :人民有言論、講學、著作及出版之
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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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律給予的自由



•第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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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廣泛的自由）

•第23條：以上各條列舉之自由權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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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人權之限制）很重要



請問有問題嗎?



六、批評與檢討
蔡孟廷



批判

▶ 盧梭的思想

▶ 全意志:每個人，除個人的意志之外，都有一種全意志。

▶ 全意志:全意志就是由轉讓出個人自由、權利形成共同體的人民，共同追求這個群體的公共利益的

意志。

▶ 主權的意義為「人民意志總和的表達」(全意志)

▶ 對內最高：指主權在國家領土範圍內，擁有至高無上的權力。

▶ 對外平等：指主權對外獨立自主，不受其他國家干涉。

▶ 個人行為

▶ 黃金年代



批判

▶ 在社約論中，提到他認為黃金年代，是人類最理想的時代

為所欲為(自由是大自然賦予人類的最高貴的禮物，是無價之寶，與任何其他東西交換(轉讓)，都是瘋

狂的不等價交換，因而是無效的。)

▶ 在愛彌兒一書中，提及許多教育理念，但除了生活不負責，甚至不願扶養小孩。

主張男女教育不平等、忽視女子受教權(一種是自然的教育，一種是事物的教育，一種是人的教育。)

▶ 在懺悔錄中，詳細描述自己如何被少女受辱而感到興奮，並有其他猥褻的行經。



批判

▶ 爲什麽“全意志(公意general will)”是對盧梭的社會契約的“根本問題”的“解”了。因爲“全

意志”是每個成員共用的利益，“置于全意志的指導下”就等于“只不過在服從自己本人，幷

且仍像以往一樣地自由。”這的確是對人類“既要合作、又不要失去自由”這一根本問題的有

見識的解答。

▶ 盧梭爲什麽又說道，對“不服從全意志的人”，要“迫使他自由”，以色列哲學家雅各布·托曼

（Jacob Talmon）就抓住這句話認定盧梭是極權主義者。但是，正如不少學者所指出，“迫使他

自由”的法語（“forcerdetrelibre）原文具有“使之能够”的意義。更貼切的翻譯應是“使

之能够自由”而非“迫使他自由”。這裏，盧梭無非是强調民主政治對成員的教育功能而已。



誰來決定我們的共同利益？

▶ 政治正確（英語：political correctness；縮寫：PC[1]），是指使用一些用詞及施行部分政治
措施，避免冒犯及歧視社會上的弱勢群體，如不能冒犯少數族群、女性、不同性取向、宗教信
仰或持不同政見者，[1]及殘疾人士。少數族群包括以國籍、種族、宗教劃分的族群，與本國主
流族群相比。[2]「政治正確」不限於「用詞正確」，也包括觀點、立場、政策和行為的「正確
性」，不能違背被認定為「正確」的立場。「政治正確」也被應用於非針對特定人群的範疇，
例如氣候變化[3]、動物權益[4]。

▶ 事實上，其執行結果卻一直富有爭議。在一些美國的自由意志主義者、保守主義者及不少評論
員的觀點中，政治正確一詞本身「政治不正確」，屬貶義詞，與假道學的意義相類[5][6]，且會
威脅社會的言論自由，對社會價值構成威脅，而支持者傾向採用中立語言、文明用語來包裝政
治正確的語句。

▶ 「政治正確」在其他不同的社會中，其語義可能有不同。本條目只討論起源自美國及其他西方
國家的政治正確現象。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B8%AE%E5%AF%A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4%BF%E6%B2%BB%E6%AD%A3%E7%A2%BA#cite_note-mz-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AD%A7%E8%A6%9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0%91%E6%95%B0%E6%97%8F%E7%BE%A4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5%B3%E6%80%A7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80%A7%E5%8F%96%E5%90%9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E%97%E6%95%99%E4%BF%A1%E4%BB%B0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8C%81%E4%B8%8D%E5%90%8C%E6%94%BF%E8%A7%81%E8%80%85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4%BF%E6%B2%BB%E6%AD%A3%E7%A2%BA#cite_note-mz-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AE%98%E7%96%BE%E4%BA%BA%E5%A3%A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C%8B%E7%B1%8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A8%AE%E6%97%8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4%BF%E6%B2%BB%E6%AD%A3%E7%A2%BA#cite_note-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0%A3%E5%80%99%E8%AE%8A%E5%8C%9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4%BF%E6%B2%BB%E6%AD%A3%E7%A2%BA#cite_note-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B%95%E7%89%A9%E6%AC%8A%E7%9B%8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4%BF%E6%B2%BB%E6%AD%A3%E7%A2%BA#cite_note-4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BE%8E%E5%9C%8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7%AA%E7%94%B1%E6%84%8F%E5%BF%97%E4%B8%BB%E7%BE%A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F%9D%E5%AE%88%E4%B8%BB%E7%BE%A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4%BF%E6%B2%BB%E6%AD%A3%E7%A2%BA#cite_note-5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4%BF%E6%B2%BB%E6%AD%A3%E7%A2%BA#cite_note-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A8%80%E8%AB%96%E8%87%AA%E7%94%B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BE%8E%E5%9C%8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A5%BF%E6%96%B9%E5%9B%BD%E5%AE%B6


政治正確的正面作用

▶ 一般語境下的政治正確的目的有兩重意義：

▶ 更改由大多數人或社會全部成員認為是具有歧視性的語言，以平等

地對待被稱呼的群體。

▶ 一個很顯著的例子就是，美國開始使用「非裔美國人」（African 

American）來代替以前的「黑人」（black）、「黑鬼」（Negro）

的稱謂。



「政治不正確」的後果

▶ 公眾人物發表在種族（包括以國籍或宗教劃分的族

群）、性別、性傾向或殘疾議題上「政治不正確」

的言論，除了有可能被批評為歧視外，也有可能導

致失去工作[31][32]甚至招來民事或刑事訴訟。

▶ 比如:川普、柯文哲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80%A7%E5%82%BE%E5%90%9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4%BF%E6%B2%BB%E6%AD%A3%E7%A2%BA#cite_note-3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4%BF%E6%B2%BB%E6%AD%A3%E7%A2%BA#cite_note-32


延伸:

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7181

“洞洞”說事件



檢討

少數並不是不存在

少數的不滿可能引發嚴重的社會事件



檢討

▶ 言論自由：

▶ https://youtu.be/NiUWuqtZIeU?t=1m58s

https://youtu.be/NiUWuqtZIeU?t=1m58s




七、結論
陳立献



盧梭思想主軸

人民主權論 : 國家、法律都是基於「全意志」而存在的。→

透過立法落實

全意志 : 公共利益，即符合大多數人的利益。

檢驗臺灣社會

現代政治思潮 - 盧梭 結論



時事 - 大綱

勞基法修正案砍七天假爭議
2015年至今

圖 E 01

太陽花學運
2014年

圖 E 02

現代政治思潮 - 盧梭 結論



時事
Part1 - 太陽花學運

現代政治思潮 - 盧梭 結論



時事 - 太陽花學運

現代政治思潮 - 盧梭 結論

緣由

2013年6月21日
兩岸高層在上海秘密簽訂

《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

2014年3月17日
國民黨立委張慶忠以30秒時間
宣布完成 《海峽兩岸服務貿易

協議》的委員會審查

圖 E 04
圖 E 03

2014年3月18日
400多名學生趁著警員不備，
而進入立法院內靜坐抗議

圖 E 05



時事 - 太陽花學運

圖 E 08訴求

現代政治思潮 - 盧梭 結論



時事 - 太陽花學運

現代政治思潮 - 盧梭 結論

檢驗

1. 一切決策整府說的算?
a. 直到服務貿易協定簽署前的24小時，要和對岸簽署合約得消息才

曝光，在這之前政府沒有與學者專家進行討論

1. 立委真的能代表全意志?
a. 政黨使用黨紀處分，逼迫立委聽黨的意見而不是民意
b. 國會多數黨的意見有絕對優勢 (不見得代表民意)

c. 少數黨佔領國會杯葛議事
d. 國會空轉

圖 E 06

圖 E 07



時事 - 太陽花學運

現代政治思潮 - 盧梭 結論

檢驗

3.服貿帶給我們多少好處?多少壞處? 符合公
共利益?

a. 根據TVBS民調，有63%民眾認為應該退回服貿
b. 根據台灣指標民調，有44.5%不支持服貿
c. 這些民調數據代表的是眾意志還是全意志?

民調數據資料來源 : 

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 - 維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書
https://zh.wikipedia.org/wiki/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
#.E6.B0.91.E6.84.8F.E8.AA.BF.E6.9F.A5 (2016/11/18)

圖 E 06

圖 E 07

https://zh.wikipedia.org/wiki/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E6.B0.91.E6.84.8F.E8.AA.BF.E6.9F.A5


時事
Part2 - 砍七天假爭議

現代政治思潮 - 盧梭 結論



時事 - 砍七天假爭議

緣由

2015/5/1

勞基法修正案通過

將法定正常工時由雙週不得超
過84小時，修正縮減為單週

不得超過40小時

2016/11/17

立法院初審勞基法修正案通過

刪除七天國定假日，並規定七
天之中必須有1天休假1天例假。

勞團不滿七天假被刪除

圖 E 09

民進黨在總統大選前承諾不砍
七天假，受到勞工支持。

圖 E 10

(圖 E 11)國民黨提出一周兩天
例假的修法版本。

現代政治思潮 - 盧梭 結論



時事 - 砍七天假爭議

檢驗

1. 政見符合全意志還是符合眾意志?
a. 當民進黨提出不砍七天假的政見時必然會受到廣大勞工支持，但是這

個政見似乎窒礙難行。
b. 國民黨的兩例修法版本可能缺乏彈性，可能影響到雇主的工作分派調

度。

1. 勞工權益、雇主權益何者才能代表全意志?
a. 如果刪除七天假，可能可以使企業賺錢增加國家的競爭力。
b. 如果刪除七天假，可能導致臺灣勞工持續過勞，影響整體勞工的健康

與福祉。
c. 如果刪除七天假，即使給予勞工更多的特休假，依現行法規雇主不見

得允許勞工請假。

現代政治思潮 - 盧梭 結論



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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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

我們該怎麼做?

1. 當利益衝突時，政府應該出面協調
a. 上述兩個例子中，都是正反兩派意見的衝突。當遇到意見不同時，政府應該出面協商，

彙整完人民的意志後行事，而不只是聽從單一方的意見。
b. 然而，這是我們選出來的政府 : 

圖 E 06 圖 E 07

現代政治思潮 - 盧梭 結論



總結

我們該怎麼做?

2. 改變政府從關心政治開始
a. 關心政治是主權在民的最基本展現。
b. 每當選舉時，我們應該仔細檢驗候選人或政黨提出的政見是符合公共

利益的「全意志」還是聽從「眾意志」來討好選民的政見。

圖 E 12

現代政治思潮 - 盧梭 結論



報告到此結束
有問題嗎?

現代政治思潮 - 盧梭 結論



資料/圖片來源

編號 書名 / 網站名稱 網址 / 頁數 擷取日期

圖E01
一例一休吵什麼？為什麼7天假

對台灣勞工重要？
https://www.twreporter.org/a/ta

iwan-labor-day-off-dispute
2016/11/18

圖E02、圖E05
太陽花學運 - 維基百科，自由

的百科全書
https://zh.wikipedia.org/wiki/太

陽花學運
2016/11/18

圖E03
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 - 維基

百科，自由的百科全書
https://zh.wikipedia.org/wiki/海

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
2016/11/18

圖E04
內政委員會 張慶忠、姚文智當

選(iLikeEdit 我的讚新聞)

http://60.248.164.237/p/subsco

nt.php?ids=8702830_4672290

&screen_check=Y
2016/11/18

圖E06
不滿國民黨杯葛議事 時代力
量提案延會到12點遭否決

http://www.nownews.com/n/20

16/05/31/2103398
2016/11/18

圖E07 王金平邀江揆報告 民進黨杯葛
http://www.cna.com.tw/News/F

irstNews/201309240040-

1.aspx
2016/1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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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E%E4%BA%8B%E4%B8%80%E4%BB%B6%E5%8F%B2%E7%84%A1%E5%89%8D%E4%BE%8B%E3
%80%81%E4%B9%8B%E5%BE%8C%E4%B9%9F%E4%B8%8D%E6%9C%83%E6%9C%89%E4%BA%BA
%E4%BB%BF%E6%95%88%E7%9A%84%E5%B7%A5%E4%BD%9C%EF%BC%8C%E4%BC%81%E5%9C
%96%E4%BB%A5%E5%AE%8C%E5%85%A8%E7%9A%84%E7%9C%9F%E5%AF%A6%E4%BE%86%E6
%8F%8F%E8%BF%B0%E5%83%8F%E6%88%91%E9%80%99%E6%A8%A3%E4%B8%80%E5%80%8B%
E4%BA%BA%EF%BC%8C%E8%80%8C%E9%80%99%E5%80%8B%E4%BA%BA%E6%AD%A3%E6%98
%AF%E6%88%91%E8%87%AA%E5%B7%B1%E3%80%82%E3%80%8D



http://blog.xuite.net/kc6191/study/31342925-
%E7%9B%A7%E6%A2%AD%28Rousseau%2C+Jean+Jacques%29%E8%88%87%E8%
87%AA%E7%84%B6%E4%B8%BB%E7%BE%A9

http://www.twwiki.com/wiki/%E7%9B%A7%E6%A2%AD
http://scuwhpt2013.blogspot.tw/2014/04/blog-post.html 西洋政治思想史
2016/11/26

http://homepage.ntu.edu.tw/~hwlin/teaching_virtuescamp2010.html 盧梭「社會契
約」(二)台大哲學系教授 林火旺 2016/11/26
http://rportal.lib.ntnu.edu.tw/bitstream/77345300/18219/1/ntnulib_ja_J0101_0023_
137.pdf 盧梭社會契約的探討謝登旺 2016/11/26
中文網站名稱維基百科
網址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AE%A9-
%E9%9B%85%E5%85%8B%C2%B7%E5%8D%A2%E6%A2%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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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參考圖片:中文網站名稱 Google 維基百科
網址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89%98%E9%A9%AC%E6%96%AF%C2%B7%E9%9C%8D%E5%B8%83%E6%96%A

F#/media/File:Thomas_Hobbes_(portrait).jpg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BA%A6%E7%BF%B0%C2%B7%E6%B4%9B%E5%85%8B#/media/File:JohnLocke.p

ng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AE%A9-

%E9%9B%85%E5%85%8B%C2%B7%E5%8D%A2%E6%A2%AD#/media/File:Jean-

Jacques_Rousseau_(painted_portrait).jpg

https://www.google.com.tw/search?espv=2&biw=1024&bih=506&tbm=isch&sa=1&q=%E5%9C%B0%E5%BB%A3%E4%

BA%BA%E7%A8%80&oq=%E5%9C%B0%E5%BB%A3%E4%BA%BA%E7%A8%80&gs_l=img.3..35i39k1j0i24k1l2.3697

.5339.0.6464.6.6.0.0.0.0.71.219.6.6.0....0...1c.1j4.64.img..0.2.99.dqb89kb_VAc#imgrc=zVseo4CoczMhYM%3A

https://www.google.com.tw/search?q=%E5%AE%B6%E5%BA%AD&espv=2&biw=1024&bih=506&source=lnms&tbm=isc

h&sa=X&ved=0ahUKEwj4kNrFuOHQAhWFGpQKHXhwAGMQ_AUIBigB#imgrc=hYZuZ-uE1UXUIM%3A

https://www.google.com.tw/search?biw=1024&bih=506&tbm=isch&sa=1&q=%E5%A4%A7%E5%AE%B6%E5%BA%AD&

oq=%E5%A4%A7%E5%AE%B6%E5%BA%AD&gs_l=img.12...0.0.0.30192.0.0.0.0.0.0.0.0..0.0....0...1c..64.img..0.0.0.3ep

msRYC-3E#imgrc=ejF8rsRA0hsRxM%3A

https://www.google.com.tw/search?espv=2&biw=1024&bih=506&tbm=isch&sa=1&q=q+and+a&oq=q+a&gs_l=img.1.0.0l6j

0i7i30k1l2j0i7i10i30k1l2.3326.3326.0.5580.1.1.0.0.0.0.46.46.1.1.0....0...1c.1.64.img..0.1.45.DF-_9hb7NIE#imgrc=0ySQtV-

4r86y5M%3A

http://hsec.niu.edu.tw/HSEC/passesknow/super_pages.php?ID=hsecpassesknow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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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權和公民權宣言 - 維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書；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A%BA%E6%9D%83%E5%92%8C%E5%85%AC%E6%B0%91

%E6%9D%83%E5%AE%A3%E8%A8%80；
2016/11/6

中華民國憲法本文；
http://www.president.gov.tw/Default.aspx?tabid=64；
2016/11/6

美國獨立宣言的副本，價值高達240萬；http://news.xinhuanet.com/shuhua/2011-

07/26/121722382_11n.jpg；
2016/11/6

川普接受紐時採訪，競選政見出現轉折(11/24):http://www.cna.com.tw/news/firstnews/201611230131-

1.aspx

言論自由 https://youtu.be/NiUWuqtZIeU?t=1m58s(11/24)

123木頭人 https://youtu.be/FSNoJ-WkLKw?t=1m2s

反女權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LF5Zv807cFA

https://youtu.be/lCZ6qzjPzJQ?t=5m44s

http://www.twwiki.com/wiki/%E7%9B%A7%E6%A2%AD 盧梭生平(1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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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E08
〈島嶼天光〉（Island's 

Sunrise）藝術公民計劃太陽花
運動歌曲 - YouTube

https://www.youtube.com/watc

h?v=iV8JDbtXZm4
2016/11/18

圖E09
勞基法砍7天假條文表決通過

仍需朝野協商
http://udn.com/news/story/963

6/2113080
2016/11/18

圖E10 民主進步黨-綠色執政品質保證
http://www.dpp.org.tw/index.ph

p
2016/11/20

圖E11 中國國民黨全球資訊網 http://www.kmt.org.tw/ 2016/11/20

圖E12
ETtoday 東森新聞雲 | 樂在分

享‧愛上雲端
http://www.ettoday.net/ 2016/11/20

現代政治思潮 - 盧梭 結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