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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物背景介紹
報告人:鄭芃壬



馬基維利
馬基維利（Niccolo Machiavelli, 

1469-1527）義大利著名的政治思
想家，同時也是歷史學家、詩人和
劇作家。名垂青史的著作有四：
《君主論》、《論李維羅馬史》、
《戰爭的藝術》、《佛羅倫斯史》，
使其成為文藝復興文明一座醒目的
標竿。馬基維利《君主論》。

圖片來源：Google



中世紀的義大利
14世紀末的義大利正經歷文藝復興的洗禮，
經濟、文化，都處於國家鼎盛的時期，雖然
外表光鮮亮麗但是實質內部卻是混亂不堪且
分崩離析。

也正因為政治的混亂及分裂，從13世紀晚期
到15世紀中期，隨着共和制的瓦解及和世襲，
義大利變成分裂的狀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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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ogle



15世紀歐洲全圖

圖片來源：Google



時代背景

生逢於亂世的馬基維利，當
的教皇國握有著強大的權力，
強大的義大利不停地被外地
勢力侵略，在馬基維利眼裡
看著許多無關的老百姓，受
苦受難，統一義大利的想法
在他心中逐漸萌發。

圖片來源：痞客邦



西元前5世紀的羅馬帝國

曾是歷史上橫跨歐亞非三大洲的帝國在軍事、
政治、經濟都有著非常高的水準。

圖片來源：Google



梅蒂奇家族(medici family)

在13世紀到17世紀梅蒂奇家族是佛羅
倫斯中地位聲望最高的名門望族，家
中成員還有當上皇族以及教宗成員。

梅蒂奇家族之所以能名留青史，不只
因為有錢有勢外，還有他們在藝術與
建築的方面是非常積極，絲毫不遺餘
力的去贊助，幫助了達文西和米開朗
基羅這樣的天才，故梅蒂奇家族被稱
為文藝復興教父。

圖片來源：Google



馬基維利的生涯

 1494年，統治佛羅倫斯長達一甲子的梅蒂奇家族被推
翻，接著由反抗教宗亞歷山大六世的修士薩佛納羅拉成
立共和國，領導長達四年，由於薩佛納羅拉施政嚴厲，
苛待百姓，後遭推翻，還被以火刑燒死。之後由索德利
尼(馬基維利的老師)繼續統領佛羅倫斯共和國。

 1498年馬基雅維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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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常出使各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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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看到佛羅倫斯
的僱傭軍軍紀鬆弛，極力主張建立本國的國民軍。



1505年佛羅倫斯通過建立國民軍的立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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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9年迫使比薩投降佛羅倫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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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在這段時期馬基維利認識了
另一位義大利的政治家和軍人切薩雷•博己雅，領
略到他在擴展領土上採用的各種策略和統治手段
之後，對他相當欽佩。



 1512年教皇儒略二世(Portrait of Pope Julius II)的軍隊攻陷
佛羅倫斯，羅馬共和崩潰，曾長期支配佛羅倫斯政局的美第
奇家族重掌權力。

 1513年教皇儒略二世死亡，利歐十世出任教皇，首次有佛
羅倫斯人當選教皇，馬基維利當庭釋放，喪失公職的他，帶
著妻小回到老家，這時正值44歲的他，對他的公職生活無法
忘懷，為此痛苦，白天買醉放蕩，晚上埋頭寫作，當時候的
他，除了寫作思考外就無所事事了，也是在這時候完成了影
響後世君王深遠的《君主論》就此誕生，但是當他獻上給羅
倫佐伯爵時，羅倫佐伯爵非但沒有賞他，反而將它棄置在旁
邊。



1513被羅倫佐伯爵遭到棄置的馬基維利，繼續奮發
執筆花了6年完成了第二本驚人著作《論李維羅馬
史》。

1523-1525年朱理•梅蒂奇當選教宗，重新重用馬基
維利，讓他編寫《佛羅倫斯史》(也是馬基維利生平
最後一本書)，並起用他為城防委員會書記。

1527年梅蒂奇家族被推翻，恢復共和政體，但因曾
效力於梅蒂奇家族，新成立的政權對他並未有太大
的信任，最終鬱悒成，馬基維利卒於同年六月。



二、主要著作介紹
報告人:李宥辰



主要著作
 《君主論》(Il Principe) 1513 《論李維》(Discorsi sopra laprima deca

di Tito Livio) 15230

圖片來源：GOOGLE
圖片來源：GOOGLE



其他著作

劇本
《曼陀羅》

(La Mandragola

《克麗齊婭》

(Clizia) 

詩歌
《十年記》

(Decennali

) 

《金驢記》

(L'asino)

《歌四章》

(I 

capitoli) 

《狂歡節之歌》

(Canti

carnascialeschi

) 

散文
•《貝爾法哥》

(Belfagorar

cidiavolo)

•《雜諺》

(Sentenze

diverse)

•《貝爾法哥》

(Belfagor

arcidiavolo) 

•《勸懺悔》

(Esortazione

alla penitenza) 



3. 《君主論》寫作背景
在文藝復興時期，義大利割據

勢力嚴重，分裂的國家使得當地失

去商業貿易的地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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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基百科

《君主論》-寫作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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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的軍務責任。
15~26章：
教導君王治國之術。

4. 《君主論》－大綱
《君主論》－大綱



5. 《君主論》－後世影響

《君主論》被視為改變世界的16本書之一，與
《國富論》、《天體運行論》等書籍並列，不僅
當時的社會受此書的影響，現代社會學著也經常
是此書為政治學的「聖經」。

馬克斯曾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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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君主論》－後世影響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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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君主論》－後世評價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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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作背景

圖片來源：Google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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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明如何茁壯

第三卷《羅馬偉人的榜樣》

樹立制度

《論李維羅馬史》－大綱



《論李維》中提及的分權制衡與法國哲學家
孟德斯鳩提的三權分立和盧梭的契約論有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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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君王制互相對應，因此被認為是《君主論》
的姊妹篇。

8. 《論李維羅馬史》－後世影響《論李維羅馬史》－後世影響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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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基維利寫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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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論李維羅馬史》－後世評價



三、主要思想介紹–君主論

報告人:賴達煌



君主論-主張與思想

圖片來源：Google

1.人性本惡

2.不擇手段

3.以民為本

4.慷慨與吝嗇

5.恩情與仇恨

6.殘酷與仁慈

7.欺騙與誠實



人性本惡
以人性本惡為基礎：

(1)人是自私自利的，人與人的
關係是建立在利益上。

(2)人是知恩不報，有仇必報。

(3)與中國思想家「荀子」相同。
圖片來源：Google



不擇手段
為達到目的而不擇手段：

(1)做為一個君王，達成其目的的手段，
是不須顧慮道德，只需考量利益，所以君
王不擇手段維護自己與國家的存在，就是
最高的道德。

Ex:英國總理-邱吉爾(考文垂事件)

(2)政治的道德與世俗的標準是不相同的。
政治不是不道德，而是政治之中另有道德。

圖片來源：Google



以民為本
老百姓是國家的根本：

(1)君王必須了解到人民在國家中重要的地位，如果
統治者無法取得民心，國家政權就不能鞏固。

(2)國家的錢由老百姓而來，要保障他們的安全。

(3)不能亂動老百姓的妻女和財產。



慷慨與吝嗇
求慷慨之名是危險的，節儉才是真慷慨：

(1)君王應該追求吝嗇，慷慨之名反而不好。

(2)君王要是為了維持慷慨的名聲，反而會任意的揮霍錢財，結果導
致了財力匱乏，君主如果不改變態度，就得增加國家賦稅來獲得收
入，但就會導致人民的怨恨，反之，若不加稅國家可能就會破產。

Ex：蔡總統油、電、衛生紙漲價事件。
(3)君王應節儉而非慷慨，節儉不會讓國家陷入錢財的壓力，也不會
輕易的向人民增加賦稅。



恩情與仇恨
與其受人愛戴，不如受人敬畏，後者可以操之在君主自己的手裡：

(1)人是忘恩負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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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們對失去父親比失去父親的遺產忘得更
快。

Ex：長榮兄弟爭父產
(2)君王要避免仇恨，讓人民產生了仇恨，是會危害到國家的政權。



殘酷與仁慈

明智的殘酷才是真正的仁慈，且令人畏懼要比受人愛戴更安全：

(1)君王要十分注意不要濫施仁慈，看似殘酷無情的君王，卻可能
為國家帶來和平。

Ex:秦始皇
(2)相較於於仁慈，殘忍更有利於統治。

(3)過分的仁慈將會導致太縱容，所以必要時需用強力手段，雖會
讓人們感到畏懼但卻不會產生憎恨。



欺騙與誠實
詭計勝於誠實，在進行鬥爭時必須既像人又像獸：

(1)塑造一個公平公正，造福百姓的好形象。
Ex:美國總統-川普

(2)一是運用法律，另一種方法是運用武力，第一
種方法屬於人類特有，而第二種方法則屬於野獸的。

圖片來源：Google



嫁禍與轉移目標
好事自己來，壞事屬下當

(1)給臣民好處一定要自己來，且一點一點的給，若是減損臣民之
事，就由下屬去做，必要之時可犧牲下屬以平民怨。

(2)國內有重大難題或施政不彰，立刻轉移目標，像是攻打一個小
國並打贏，來轉移人民不滿的情緒。

Ex:小布希-伊拉克戰爭

圖片來源：Google



君王要具備的事

君王要像獅子與狐

狸，要有獅子的威

嚴來震攝敵人，也

要有狐狸的狡猾才

能嗅到危機，這兩

個例子的結合，就

是智勇兼備。

圖片來源:GOOGLE



小總結

馬基維利寫的這本君主論，是個君王的

教科書，教君王如何鞏固權力和運用權

術，以國家利益至上，不擇手段，其最

終目的就是讓老百姓過上好日子。



四、論李維羅馬史
報告人:張志銘



李維背景介紹

是屋大維的姪子，古羅馬著名歷
史學家

作品:羅馬史(花費40年)



簡介
闡述歷史教訓和羅馬共和時的種種優點

馬基維利看完羅馬史的心得、政治理念

這本書是馬基維利真正思想的全貌

雖然名氣不如<君主論>，但馬基維利更重視<論
李維羅馬史>

花費6年，篇幅最長

獻書對象不再是君主，而是有才能的人

影響了孟德斯鳩提的三權分立和盧梭的契約論



權利的制衡

公民

執政官

元老院

One

Few Many

例如:三權分立4000選200名貴族

將軍

監督、投票 領導

投票



權力制衡的優點
1.間接地互相管理，避免權力過大，而出現獨裁者

例如:美國總統的權力因為國會而減少，來避免

獨裁

2.人民擁有參政權、投票權

例如:投票給支持的議員

3.重視人民的利益

例如:核能發電公投



思想

1.自由、人民主權、權力制衡是共和的基本原則

2.羅馬的偉大成就歸功於權力制衡的機制

3.君主國只有君主本人的利益而沒有社會共同的利益，
共和才能讓大多數人對政府和社會滿意

4.共和才是國家長久的思想

5.共和國更容易擁有優秀人才

6.反對君權神授，反而宣稱人民才是國家的根本，國
家的重心應該要是人民而不該是教會或是教宗



缺點

相較於君主論更花時間

例如:台北都更，富邦收購了ＳＯＧＯ
附近的都更案，平均一件都更案都要
20年。

容易有意見不合的時候。



五、馬基維利的思想
對當代及後世的影響

報告人:陳品均



對當代的影響

不以神和上帝為出發點，則是以人為出發點，並
用歷史和經驗來改變當時社會。

反對君權神授，人民才是國家的根本。

該書內容核心便是「政治無道德」，問世之後引
起極大爭議，他本人一度被斥為「暴君導師」，
本書也被列為禁書。



對後世的影響

英王查理一世愛不釋手

法王亨利四世被刺殺時他貼身帶的是一部染血的《君主論》

普魯士腓特烈大帝把它作為自己決策的依據

路易十四每晚必溫習此書

拿破崙對《君主論》百讀不厭，勝利的聯軍在清掃滑鐵盧
戰場時，從繳獲的拿破崙的御車中，發現了一本他寫滿筆
記的《君主論》

希特勒放在床邊經常從中吸取力量

君主論曾被視為世界上最具影響力與暢銷的十大名著之一，幾
乎任何朝代的統治者都有讀過這本書，並且學習如何治國。



國會縱火案
希特勒當上總理後要推行授權法，但需要2/3的議
員同意才能通過。但受到社會民主黨和共產黨的反
對下授權法遲遲無法通過。

1933年2月27日，當時正值國會選舉前，共產黨在

進行造勢晚會，這時國會大廈發生縱火事件，希特

勒宣稱這是共產黨發動革命信號，其實是自己派人

去共產黨裡臥底且放的火，並說唯有通過《授權法》

才能制止共產黨發動革命，並開始逮捕共產黨黨員，

而在同年3月5日重選時拿下過半席次並同時對德國

社會民主黨成員進行恐嚇和人身威脅，由此終於通

過《授權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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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刀之夜
國會縱火案後，希特勒逐漸控制不了以羅姆為首的納粹衝

鋒隊，且羅姆企圖吞併國防軍的行為得罪了當時德國最有實力

的團體容克軍官團，還有隨著權力的日益擴大，羅姆開始無視

希特勒的權威，於是在1934年6月30日，希特勒辦了一場宴會

說要款待衝鋒對，並在衝鋒對喝酒時先行離開，之後出動黨衛

隊和蓋世太保突然對衝鋒隊高層進行清洗，有數百人死於清算，

希特勒成功除去後患並增強了國防軍對自己的支持。



考文垂大轟炸

英國科學家圖零在二戰的時候破解了
德國的密碼系統，並得知了德國將對英國
的工業重鎮考文垂進行轟炸，由於德國在
前幾次的空襲屢遭失敗，邱吉爾為了不讓
德國懷疑密碼已遭破解，於是犧牲了考文
垂來防止德國更換新的密碼，之後也讓二
戰能夠提早一年結束少死了兩百多萬人，
邱吉爾犧牲了五萬多人(民間統計)的性命
來換取兩百多萬人的生命和最後的勝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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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布希 伊拉克戰爭
由於小布希在總統大選前民調不佳，於是為

了轉移焦點，宣稱伊拉克有大規模的毀滅性武

器並攻打伊拉克，小布希也成功連任，但後來

並未找到任何毀滅性武器，於是將責任推卸給

了國防部長和情報局長。

戰爭後，美國佔領了伊拉克油區，而小布

希的叔叔標到油區的開採權後，再以數倍的價

差賣給了美國五大石油公司從而賺取巨大利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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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星壟斷案
2010年的一起液晶面板反壟斷調查中，全球六

大液晶面板廠商包括奇美、友達、瀚宇彩晶、華映、
LG和三星同時遭美國和歐盟判處高額罰款，但在
美國司法部啟動調查時，三星就先承認罪名，並將
相關資料提供給美國司法部，成為汙點證人所以未
被起訴。

三星不擇手段只為最佳利益且還拿下了歐洲大部
分的市場。



六、批評與檢討

報告者 :黃柏文



馬基維利主張政治的運作只需要考量最終
的結果和最終的效益,君主只要能達成目的，
可以不需顧慮世俗眼光的道德規範施予惡行。

利益>世俗眼光＊能達到目的最重要

負面批評:不擇手段詭計多端

批評



馬基維利的思想究竟是

善or惡 ?



希特勒指控共產黨為國會縱火案的
兇手，衝鋒隊佔領了全國所有共產黨黨
部，共產黨被迫退出國會，共產黨人也
大舉被捕，導致數日後的國會改選中，
納粹黨獲得勝利。

建立了屠殺百萬人類的恐怖政權，
改變了整個世界。

希特勒用了馬基維利的“栽贓他人
以獲取利益“但世人卻覺得他是惡魔。



在考文垂大轟炸前，邱吉爾其實早已得
知德國空襲的計劃，但是卻沒有叫人民撤
退，考文垂雖然遭受了慘重的損失，歷史
證明邱吉爾這一「丟卒保車」的辦法，為
最終打敗德國法西斯做出了巨大貢獻。

邱吉爾也用了馬基維利，卻跟希特勒有
明顯的不同，被視為民族英雄。



名師也不一定出高徒，我們認為馬
基維利其實是個好人但是後世的君主常
常只學到卑鄙的手段而已。例如:希特
勒

一個好的君主只要是為了自己國家，
就算是不擇手段，要做出欺瞞百姓背叛
世人，也在所不惜，而不是只為一己之
私，博得世人的認同。例如:邱吉爾



七.結論
報告人:陳宏智



我覺得君主論是危險時期的特效藥，而論李
維是和平時期的維他命，兩個都是「為了使國
家安定讓人民過上好日子」，而我們現在碰到
新冠疫情這個危機該如何使用這個特效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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犧牲人民的權益
1.限制人民自由。
2.在戶外強制要求戴口罩。
3.關閉跟疫情來往的飛機，並請從疫情區回來的人
必須接受隔離。
4.騙人民說口罩數量足夠，不然如果人民知道口罩數
量不夠，可能會造成恐慌並進行瘋狂購買，這樣會導
致前線的人員口罩數量不夠，造成防疫破口。
5.限制口罩出口，確保我國人民都有口罩可以帶，以
國家人民優先考量。



最近幾年台灣一直積極的跟美國購買「武

器」，可是這些武器卻是早已被淘汰許久的武

器甚至連戰鬥機都是。這樣子的「購買」真的

對台灣有實際的幫助嗎？這樣子一直抱美國大

腿我們能確定美國一定會一直幫助我們嗎？



看不懂戰鬥機的也知道代數相差明顯

戰鬥機F16V 戰鬥機F35



除了武器方面，食品上也有問
題，那就是進口有來萊克多巴
胺的豬，明知道有問題可是我
們總統還是選擇要進口，只因
為美國說會保護我們，就這樣
進口了有問題的豬，我想請問
我們總統，身為台灣的君主，
你認為這樣子你有做到君主論
及馬基維利所說的「保護人民，
讓人民過上好日子」嗎？

圖片來源:GOOGLE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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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得到美國的「不一定」執行的保護協議，總統就

要這樣給美國予取予求？這樣子做有符合「馬基維利」

嗎？這樣就能保證人民一定會過上好日子嗎？

我們總統現在就是仗著美國一定會保護我們而一直嗆

中國，但是中國真的會因為這樣子而怕我們嗎？如果中

國真的攻打過來引發戰爭，美國一定會幫我們嗎？這樣

子有像君主論及馬基維利所說的能讓人民過上好日子嗎？

如果我是總統，我會使用菲律賓杜特蒂總統的作法。



我會利用哄騙的方式來討好美國跟中國，

這樣子我們就可以互相牽制且達到平衡，

雖然可能會造成有部分的人不滿及不同意，

可是這樣不僅可以讓國家處於安全狀態，

還可以不引發戰爭，更可以讓國家的人民

過上好日子。為了國家安全做一些犧牲，

相信我們的人民應該可以理解吧！



最終目標
希望總統可以好好運用君主論且同時學習

馬基維利愛國的精神，不要只把君主論用在

選舉上，要以讓人民能過上好日子為出發點。

而目前最不需要的其實就是戰爭且如果使用

我所說的菲律賓的做法，是不是比較可以讓

台灣的安全及發展獲得相當的保障，並且人

民也能真正的過上好日子。



「認識邪惡」
「學習邪惡」
了解「必要之惡」
謀 「國家之大利」

馬基維利要告訴我們的是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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