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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出版说明

. ,', 

` 

我馆历来重视移译世界各国学术名著。从五十年代起，更致

力千翻译出版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前的古典学术著作，同时适当介
绍当代具有定评的各派代表作品。幸赖著译界鼎力襄助，三十年

来印行不下三百余种。我们确信只有用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财富

来丰富自己的头脑，才能够建成现代化的社会主义社会。这些书

籍所蕴藏的思想财富和学术价值，为学人所熟知，毋需赘述。这些

译本过去以单行本印行，难见系统，汇编为丛书，才能相得益彰，蔚

为大观，既便千研读查考，又利于文化积累。为此，我们从 1981 年

着手分辑刊行。限千目前印制能力，每年刊行五十种。今后在积

累单本著作的基础上将陆续汇印。由千采用原纸型，译文未能重

新校订，体例也不完全统一，凡是原来译本可用的序跋，都一仍

其旧，个别序跋予以订正或删除。读书界完全懂得要用正确的分

析态度去研读这些著作，汲取其对我有用的精华，剔除其不合时

宜的糟柏，这一点也无需我们多说。希望海内外读书界、著译界
给我们批评、建议，帮助我们把这套丛书出好。

商务印书馆编辑部
1985 年 10 月

.-...m^ ', - - - - ll _ ll • l ，口 l, 正亿钰佐儿m-.，七－ - 二·



孟德斯出和他的著作

张雁深

在十八世祀法国启蒙时期，进步的资产阶极是首先以思想斗

争的形式向腐朽的封建主义进攻的。这肘期的进步思想是推动其
后的政治、革命斗争的重要动力。孟德斯鸠是这个时期杰出的先

进思想家之一；他的若作是人类进步傅統的一个重要的紨成部分，

是人类文化的宝贵遗产。为便利溃者了解孟德斯鸠和他的著作，

在牒文前面写了这篇短文，仅供参考。

一、家庭出身

1689 年 1 月 18 日，孟德斯鸠出生在法国波尔多 (Bordeaux)

附近拉柏烈德庄园 (Chatea.u de la. Erede)。那时候他的名字是

查理·路易·德·色贡达 (Charles Louis de Seconda.t)。色贡达

这个家族是贵族世家，历代服务于钠瓦尔(Navarre)朝廷。粘瓦尔

这个王国在九世粔建国，到十七世杞初年巳完全成为法国的一部

分。孟德斯墙的高祖父购买了“孟德斯谱领地”。钠瓦尔王国的亨

利三世，也就是后来的法国王亨利四世，把这块领地升为＂伯爵辖
地”，以酬其先祖服务朝廷的功劳。孟德斯鸠祖父任波尔多跷会跷

长一一这是一个可以买卖的世费职位，后由他的伯父继承。他的

父亲拒绝了当教士的机会，选探了草人的职业。
1713 年父亲死； 1716 年他继承伯父任波尔多磺会跷长的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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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井依遣摄承型了伯父”孟德斯鸠男爵＂的尊号，所以他的名字成

为＂查理·路易 ·i贮色贡达，拉粕烈德和孟德斯鸠男爵”(Charles

Louis de Secondat, baron de la Br七de et de Montesquieu)。这

个称号就标把着他的贵族世家的出身。

他和加尔文教派的一位有线的女子结婚；她带来了十万镑炫

资。后来他因为不喜欢缎长职务，又因一肘需要线，就把该职务卖

掉。这个职务是一笔巨大财产，可卖到七八十万镑。孟德斯鸣卖

了多少线，令巳无考；但据估叶的在六十万镑左右。他每年从卖金

得到的利息收入达二万九于镑之多。这就使他的家庭钰济生活过

得十分富裕。

他年郫时代专攻法律，也当过律师，又有政治翱验，但他也很

喜欢历史、哲学、自然科学等多种学问。他既好学，又有轻济力觥

和充裕的肘朋去周游列国，吸收秷验和知派，从事苦述，终于完成

了«誰法的精神＞）这样重要的著作。

他在 1755 年 2 月 10 日死去。

二、时代背景

孟德斯鸠生活在法国十七世祀末和十八世粔前半期，值法国

腐朽的封建主义和君主专制发展到最高峰正要急剧韓向没落的时

代，也就是 1789 年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风暴席卷法国的前儿十

年。当时法国的統治阶级是封建主阶敏，它包括贵族和高衱僧侣

两大社会集团；专制的国王政府就是这个阶级的专政机关。其余

则是“第三等级为包括各阶层的居民，其中除了资产阶级和衣民之

外，还有手工业者和尚未形成为独立阶级的手工工场工人。

这时法国封建主阶级和专制政府对广大人民的压迫是无所不

• -. ."'__ , ' ". ., r -· ·．一叭八 ·-· ·-- ··••·•·`｀·---心..-、. - - －雪匕仁 . . . 

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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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其极。宫廷和贵族的奢侈生活就建筑在苛捐杂税和残酷剥削之

上勹加上长期的战争、饥倾、疫彷，质是民不聊生。受到封建梓取

的农民和受到重税压迫｀、他受削伤的资产阶极，尤威切肤之新。农

民的起义，此起彼伏，訧明政治、翱济危机巳非常尖锐。那位諒“朕

就是国家”的专制主义代表者路易十四(1638一1715)也巳预见到，

在他之后就是“洪水”!

但是这个时期，起义农民没有力量单独推翻封建主义和专制

主义。以重利盘剥为主要生活来源的贷产阶极在专制主义之下虽
被压追，但仍有发财的机会，所以它不能是激进的革命者。

这就是孟德斯鸠所处的时代。

到了十八世祀中叶，工业革命在法国逐潮展开，工业资产阶级

的利益和专制主义愈加势不两立，革命时机才进一步成熟。

我们在下面将看到，这个历史形势拾孟德斯鸠提出了反封建、

反暴政、反教会的时代任务和思想主题，同时也规定了他的思想的

＂妥协的"、“溫和的"、“謹憤的“性格。

其次，从意瞰形态来说，这个时期有三种情况值得注意。第一

是某些先拦哲学思想的存在，尤其是英国培根 (F. Bacon, 1561一

1626) 的实验主义和法国笛卡尔 (R. Descartes, 1596-1650)的理

性主义。第二是同时代的进步思想家的活动。这时期站在新兴资

产阶极的立场的进步历史家、科学家、哲学家、作家、进步人士等，

都先后出头来扞击封建主义的腐敃社会秩序，或提出新的初期资

产阶级的社会理想。－—-这些活动都是在专制主义容许的范圉

内进行的。第三是作为人类近代史的开端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

思想的博布。这个革命产生了新的社会形态，在那里取得了統治

地位的资产阶级思想便自然地傅布到毗邻的法国。这些情况，作

为意瞰形态方面的肘代背景，对孟德斯鸠的思想产生了特别显著

的影响。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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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主要著述及理除影响

孟德斯墙是时代的产儿，也是时代的改造者。

他站在他的肘代进步的前锋，用他的热情、智慧、洞博的知瞰

和犀利的文笔，坚决地勇敢地攻击封建主义，为新兴的安产阶砐提

出进步的社会理输，对促使旧社会的死亡和新社会的产生，起了重

要的作用。

甲、三本代表作的出版

他的进步的社会学脱主要集中在三本代表性的著作里：

I、«波斯人僮礼>>

这是他在 1721 年化名“彼尔·届多“(Pierre Marteau) 出版

的。这时他巳翱离开学校进入社会十三年了，巳当过律师，又在

波尔多跷会工作了七年，井在跷会中当了埭长三年；他对法国的
政治、社会的腐敃巳有了具体的认诚，井深咸不淌；所以他在这本
书里假托了两个周游欧洲的波斯贵族的彼此通信，以及他们和朋

友、爱人、懊人等的通信，从不同地位与角度，对法国当时的社会进

行扞击。

«波斯人信札）)出版后大为流行；孟德斯墙由一个省的人物一

跃而为全国注目的人物了。但是这本书却引起了統治阶级的不

湔。国王路易十五 (1710一1774) 依据佛洛里 (A. H. Fleury) 

(1654:一174的红衣主教的报告，曾一度无理地拒挹批准孟德斯墙
为法国科学院院士，就是明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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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歹禺盛褒原因酴＞）

上书出版后，孟德斯墙就继攘研究政治、法律问题。 1726 年

速講长也不当了；旋即到各国旅行考察，回国后自 1731 年起三年

闭门不出，整理所搜集的资料，专事著述， 1734 年就出版«罗局盛

衰原因脸》。

这本书虽然不象«波斯人信札＞＞那样风行，但却是一本更严肃

的著作。它是«谕法的精神））的前奏，井且在思想上和后者有紧密

的联系。

Ill、«蛐法的精神）＞

这本书是 1748 年出版的；是孟德斯鸠一生辛勤研究的最后成

果；是他的理脸的总桔。比其前两部著作，内容更为丰富，体系更
为完整、严密，是他著作中最重要、影响最大的一本；是亚里士多德

以后第一本粽合性的政治学著作；是到池的时代为止最进步的政

治理舶书。

这本书的主要内容：
1．法律的定义、法律和政体的关系、政体的种类和它们各自的

原则。 (1一10 章）

2．政治自由和分权学脱、英国的范例。 (11—13 章）

8．地理与政法关系的学脱及各种推榆。 (14一19 章）

4．工业、商业、人口、宗教等问题。 (20-26 章）

6．罗局和法国法律的变革、关于封建法律的学脱。 (27-28,

80一31 章）

6．一般性桔除。 (26和的章）

这本书出版后，轰动一肘，不到两年印行了二十二版，又有许

多外文睁本。但是这本书却引起了反动統治阶级，尤其是教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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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常嫉恨；耶稣会士反对它；詹森会士对它进行野蛮的攻击；政府

注意它；罗厨橡查它；巴黎大学和主教会講要把它列为禁书。孟德
斯鸠为回答这些攻击．，在1750年匿名发表了«为＜除法的精肿〉辩

护与解释＞｝一文，再版肘又增加了一些“解释＇为这在我们的坪本里

可以看到。
j, .. ,· 

1 -, ... .. , 

，立打，

乙、新科学方法的尝武 .,' 
, ... 5' 

. 
，
七

.. .. ` 

社会、历史颌域的真正科学理誰是由十九世祀的无产阶级理

脸家完成的。但是，在“前科学”的时期，孟德斯鸠对这部阿科学的

形成、发展，曾做出了巨大的黄献。｀… 飞
孟德斯鸠为着和当肘肿学的上帝创造人类历史的迷信主义、

愚民政策作斗争，就需要有科学的武器。这是推动他的新科学方

法产生的原因。、 .'...'... " .,... ·,' i.1. ... .-....... :. :.. ;.. --. 
. 

才, 
. 

,
r勺

.. .4 
. :.'..,. 

在«罗焉盛衰原因眙＞）和（＜渝法的精种>),、这两本书里，他企图以

丰富的历史事实为根据，建立起国家与法的一般性的规律与原则，

寻找出历史演进的规律。

在法律科学方面，孟德斯墙在方法上的贡献也是巨大的。孟

德斯鸠以前的法律学者主要沥足于法律条文的解释。气孟德斯墙朋

在法律之外，从历史、生活、风俗习憤种种方面去研究法律的“精

脖＇，从社会的演进去探求这种力量在政制、法律方面所起的作用

和一般的规律；这是一个偉大的尝試；叶它在社会理脸的“前科学“肘

期，使法学向科学前进了一大步。 t 

, :'· 4. 

j, e 
、

丙、主要的理险及其时代煮义1 `L'̀  

孟德斯墙企图根据他对世界古今事实的观察，广泛地解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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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社会一些最基本的问题。他假然以全人类的利盆代表者自居，

但是他的学脱是肘代的产物，不能不打上了时代的烙印。我们研

究孟德斯鸠的学脱必须联系当肘的历史条件，才能更好地理解它，

才能掌握它的精肿和实质。

孟德斯墙的理给主要是要摧毁当时已桯腐烂透顶的封建主义

和狂暴的君主专制政体，但由于教会是它们的堡垒，所以又必须首

先向教会进攻。孟德斯鸠是资本主义的代言人，他所雒护的是新

兴的｀郎将登上历史舞台的资产阶极的利盆。孟德斯喝的思想牵

涉的范圉很广，不可能一一加以时骗；现在仅仅选撑其中较重要、

教突出的一部分理脸与思想，分为儿类，略加脱明。

'' 4 

l ．社会演变脸

I. 基本理绘

孟德斯鸠以前的资产阶级思想家对叶会的观念是纯粹形而上

学的、不变的。例如斯宾膳莎(B.Spino红 1632一1677)就认为社会

是不变的，因为人性是不变的，所以只要追求一种适应人性的政制

就行了。霍布士('l'. Hob加s, 1588一1679)的国家脸是纯理誰的，

是从原始自然状态的观念演探出来的。但是孟德斯鸠却是以历史

事实和世界古令各国的政治社会制度为根据，由此得出桔脸，认为

人类社会不是静止不变的，而是在演进的。虽然他井没有具正发

现社会发展规律，但却把进步的社会理誰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l I 孟德斯鸠关于祔会演变的脸点首先体现在«罗思盛衰原因脸＞＞

里。他认为：第一，社会桔构的一个因素的改变，便引起整个桔构

的改变。第二，历史的演变的力量有时是人的意志所不能控制的。

政治家犯的错映并不总是可以避免的，而常常是历史局势发展的

必然桔果。第三，一般的精肿、心理因素的改变也能引起社会机构
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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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后在«验法的精肿＞）里，便更广泛地提出了宇宙是物质运动

的桔果这一看法。其中浒多誰点也是建筑在肘会演变的理脸上。

社会演变的理誰在十八世祀的法国具有重大的意义。既然十

七世粔英国贫产阶级摧毁了过时的政治机器，发生了改变，那么

法国资产阶级的成长，巳不为封建政治机构所能包容，改变也就是

必然的。

2．理性誰

这是孟德斯鸠政治法律哲学中最某本的理脸。在对俞法的精

前松的开头，孟德斯鸠明确地提出这一理脸，井以它为基础建立了

他的整个国家和法的哲学体系。他认为，一般的法律是人类的理

性，各国的法律是人类理性在特殊塌合的适用；因此，法律和地理、

地质、气候、人种、风俗、习惯、宗教信仰、人口、商业等等都有关系，

而这些关系就是法的精神。

这个理性誰在当时肿学統制一切的时代，是一枚烈性的炸弹；

它摇臧了封建主义和专制暴政的堡空一—敷：会的統治。笛卡儿是

先溫；他把上帝和人分开。笛卡儿把理性当做一切知諒的最后标

准，把肿学隘逐出科学的领域。这对孟德斯鸠的影响是巨大的。

孟德斯墒进了一步，他不但把科学和眒学分开；而且把上帝和人分

开。这样，就上帝有上帝的法律，人有人的法律。所以在他辽阔

的、包罗万象的、建立在人类自然知瞰基础上的国家和法的理眙颌

域里，是完全没有上帝和神学的地位的。怪不得«给法的精种＞＞出

版后，引起了教会剧烈的反对。但由此我们看到这个理输的战斗
性，和它在历史上所负的、把欧洲从神学的愚昧主义和压迫下解放·

出来的偉大使命。

孟德斯墙反对宗教；反对肿人同形脸；反对灵魂不灭脱；反对

迷信。但孟德斯墙井不是无肿脸者。当时新教也是反对旧教，反
对封建主义的，所以孟德斯墙比较同情新教，我新教国家轻济、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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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较为发达，天主教国家破坏文化和工商业，使人贫穷。由此也

可以看出孟德斯鸠反对教会的资本主义立塌。
I ，，一,·

、么、．
．咖．．．． . :,. 

\ II．政治理榆

孟德斯鸠的著名的政治理除有以下三个方面：

.:L. 关于政体分类的学说
，龟 «给法的精料沉把政体分为共和、君主、｀专制三种。这并不是

“从月亮看地球“所获得的桔谕。他对良好的政体极力褒扬，对专

制政体和教会则作无情的扞击。，法国的暴政和教会的联盟就是他
攻击的对象。他认为当时所存在的腐烂不堪的封建主义和“猛于
虎”的暴政必须消灭，这是他的理谕所追求的现实目标。

孟德斯墙又提出各种政体的原则或动力，他脱共和政体的原
则是品德，君主政体的原则是荣誉，专制政体的原则是恐惧。尽管

他的股法有显著的缺点，但是我们不要忘掉，他的谕訧中有许多精
辟的、：富有启发性的陷断，同时他用挹妙的笔法对专制政体和封建

性罪恶进行猛烈的攻击，这对埋葬当时的封建主义和专制暴政，都

是极有价值的。｀

«罗届盛衰原因脸＞＞企图证明罗展的兴盛是由于它的公民富有

品德，如责任心、爱国心、武勇、俭朴、爱自由等等，而这些品德的敃

坏就导致了罗焉的衰亡。我们知道，这本书虽然脱的是罗届，但井

不是单纯的学术研究，、而是活生生的政治誰文。孟德斯墙是以此

作为脸据来攻击当时法国君主专制的暴政和提倡英国式的政治
．的.;, ·... 

2．分权脱和君主立宪

孟德斯鸠在«施法的精贮里，硕扬英国的君主立宪，认为行

政、立法和司法的分权，互相制衡，是公民自由的保障。这是孟德

斯墙脸炙人口的理渝。(«罗厨盛衰原因除＞）也认为罗焉共和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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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权、政治权力各因素的平衡保障了社会安定和公民自由。）

英国政制是否如此，是另外的一个问题（已有人对孟德斯鸠的

这一看法提出批砰）；我们要注意的是，当时对贷产阶级革命成功

了的政制的赞揭就是对法国封建专制政体的批砰，所以君主立宪
的主张在当肘是具有进步的意义的。

同样，孟德斯鸠的分权说也不是空洞的政治理脸，而是对时代

提出的活生生的政治钢领。它在实质上是＂阶级分权”，是新兴贷

产阶级要参与政权的具体要求，要求法国象英国那样在贵族阶级

和资产阶级之间取得妥协，即由法国的资产阶级取得立法权和财

政控制权，而把行政权留给贵族阶级。这个政治飘颌显然是“妥

协”的，但是即使如此，如果不轻过激剧的政治斗争是不可能实现

的，所以这种主张在当时也是具有革命性和进步性的。

1789 年法国大革命前夕，贵族和僧侣当然是现存专制制度的

维护者，然而大多数资产阶级也井无意取消君主制度，而是試图把

孟德斯墙的钢颌付睹实施。但是由于法国黄族阶级资产阶级化的
＇程度不及英国，两阶级的妥协不能成立，国王也反对这个钢颌，所

以安产阶砐不能不彻底打垮贵族阶级，接受卢梭的人民主权不可
分的学脱，因而建立了资产阶极的专政（当时“入民”就是资产阶

极）。

3产地理”脱

这也是«谕法的精神»里著名的理骗之一。它认为地理环境，

尤其是气俟、土壤等，和人民的性格、咸情有关系，法律应考虑这种
因素。我们知道，地理环境并不是社会和政制的决定因素。孟德

斯鸠也不是不懂这一点，«罗焉盛衰原因谕＞）和«输法的精神＞）的基

本精肿和所举事例就是明征；他认为法的“精种“除地理因素而
外，还有教育、风俗习惯……等许多因素。他所喟的地理因素井不

是艳对化的。但是，因为他在这个理除上的某些脱法粕人以挹对

__,-,“”- - －一工 1 峰，．忙·""·'，宁-·......... ~,..一．．．
~., . ~ ~.:.,-._ ___· -三产丁一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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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印象，因而难免引起人们的映会。

不过我们要注意的是，在种学把法律和政制当做是上帝的恩

赐的肘代，孟德斯鸠企图从客观的物质的因素去寻求各国人民性

格和政制之所以差异的理由，即使这种脱法有缺点，我们也不能

不承认这种探求所具有的重要时代意义，不能不承认它是对神学

迷信的有力抗缎，更不能不承认它是人类在追求展理的道路上，摆

脱种学的迷信走向科学的一个进步。

III．法律理脸

< : (<品法的精购＞提出了许多关于法律的理誰，例如反对酷刑，主

张般刑必须比例正确，刑洲必须有教育意义，輿睢可作为反对犯罪

的王具，应刑悯行为，不刑蓟思想、括言，攻击教会的所喟亵潠眒圣

罪和无理的刑剒，还有一系列关于审判、立证、拷闱等等的誰脱。
所有这浒多理骗是对当时封建残暴的刑法的批砰，是对当时即将

灭亡的封建統治阶砐加紧对资产阶砐及平民进行法律上的压迫和

残酷的颌压提出的抗跷，是为新兴贷产阶砐关于人身、财产的安全

和言给出版自由等要求提出的法律誰据 这些要求是资产阶级

取得胜利的必要条件。

关千国际法，孟德斯坞也有不少新颖的主张。他把战争分为

正义的与非正义的两种，反对侵略战争，希望和平。这和路易十四

所进行的一系列非正义战争是釬绛相对的。这些战争是封建主义

和暴政给子法国人民的祸害。．

', 

IV. 差济理酴

«谕法的精前扲里有不少艇济埋脸。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是主张

私有财产是人类的自然权利。这种主强是针对教会和封建統治阶

级对私人财产的侵夺而发的。同时它十足表明孟德斯墙是资产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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砐的代言人。

此外，他又主张兴办工业和商业，反对横征暴敛；因为这可以

致富、发展文化、促进国际諒所和世界和平。当时封建领主和教会

手中集中了大批地产，他也加以反对；主张小土地耕作，这也是为

资本主义的衣业秷营争取机会。

他认为劳动是财富的源泉。这是代表新兴资产阶极的进取精

种，反对封建寄生主义的进步理骗。

他又竭力反对奴隶制。他用公民权利、自然权利、轻济理由等

等作为反对它的根据。这是因为当时封建殖民主义的扩张大大地

发展了奴隶制，使殖民地人民受到残酷的剥削和压迫。当肘这些

罪行同封建主义和教会是分不开的。

总上所述，孟德斯鸠的学脱广泛地牵涉到人类社会的各种基

本隅题，关系到人类社会的根本利盆。他的学脱有破的一面，有立

的一面。破的是教会、封建、暴政；立的是资本主义。从他的时代

来脱，他的这些主张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指出了进步的道路。

丁、对世界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影响

以孟德斯鸠的理脸为利器建立安产阶衱国家的首先是美国。

美利坚的报刊杂志大量介貂孟德斯鸠的著作。美国独立战争

(1776-1783)的倾袖惘熟嚷了«瑜法的精神＞＞，并把它的分权理脸
盯入宪法。＠其次， 1789 年开始的法国大革命最终走的虽不是孟
德斯鸠所指引的君主立宪的道路，但是孟德斯墙的影响是显著的，

例如 1789 年的«人权宣言»宣布没有分权就没有宪法；又把孟德斯
墙认为是人的自然权利的私有财产脱成是“神圣＇，的。其后在十九

@ 这和美洲原有瑾民地政府的形式也有关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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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祀爆发的一系列的资产阶级革命中都可以看到孟德斯鸠思想的

影响。

总的说来，孟德斯坞对后世的影响是巨大的、深远的。孟德斯

鸠的思想被资产阶级用作反封建、反暴政的武器，孟德斯鸠关于分

权和法制的理渝被一些资产阶级国家所采用。而孟德斯嗡最大的

影响是他的思想成为贫产阶级世界的基本社会理脸一——“宪政骗"

的主要紨成部分。资产阶砐“宪政骗＂的要点有如：国家不得干涉

社会生活；社会改变必须通过法定程序；立法机关制定一般性的法

规；司法机关专管司法事项；行政机关只能执行法律；睹如此类，
都对资产阶级社会秩序有极大影响。

戊、对中国资产阶衱革命运动的影响

孟德斯鸠«除法的精肿＞＞在 1913 年被主张君主立宪的严复牒

成汉文出版。但是在实际上孟德斯鸠思想对中国资产阶衱的影响

远在这个时期以前就开始了。

十九世祀末，中国资产阶砐改良派开始接触到十八世祀西方

资产阶级启蒙时期的思想；最引起他们注意的是孟德斯喝的君主
立宪，以及在形式上具体代表这个思想的英日政治制度（虽然在实
际上这两国的政制是有差别的）。中日甲午战争后，资产阶极椎新

派向朝廷倡言变法，随即提出君主立宪的主张。康有为的«戊戌奏

稿＞＞里是脱得很明白的。他们希望通过这种政治形式求得资产阶

衱和封建贵族问的妥协。以慈禧为首的封建贵族顽固派使这个方

案不能实现。她发动了戊戌政变。虽然封建贵族后来又虚伪地打
算用君主立宪的空名来保持他w,的皇朝，但是资产阶级激进派进

行了辛亥革命，推翻了它。－
辛亥革命以后，除了反动的保皇派、窃国大盗袁世凯以及资产



26 沦法的精种

阶级顽固分子还想利用君主立宪之外，这个思想巳翱没有市场了。

但是孟德斯鸣的思想却作为资产阶砐世界的宪政监和法制的重要

粗成部分而深深地影响了民国时代的宪法和法制。因此，如果我

侗桉阅一下民国时期历次的宪法和民法、刑法等等，我们便将发现

其中有浒多重要思想是渊师自孟德斯峓«除法的精神＞）的。

四、思想的局限性

由于阶极出身和时代的限制，孟德斯鸠的思想表现了一定的、

局限性。现在試举儿点：

甲、作为一个小贵族，孟德斯鸠虽然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塌去反

对大贵族，鄙祝他们的顽固与愚蠢；但是他在＜＜眙法的精前申＞）里，并

没有忘掉为贵族的利盆脱括。他提出了中间势力郎贵族在君主政

体中的作用的理誰；又提出了资产阶级和真族阶砐妥协的、实质上

等于“阶级分权”的君主立宪方案。此外，他一面反对宗教，一面肯

定它的作用；一面反对教会的罪恶，一面采取“微言大意”“畏时远

吉＂的＂謹情”态度。这不能不訧是受到贵族阶级意监的限制。

又他的贵族山身，使他鄙视、不信任人民群众。在«监法的精

种＞＞里，平民是没有地位的。他在«罗焉盛衰原因誰＞）里甚至认为一

无所有的人在什么政体下生活都是一样的。所以他并不是广大群

众的代言人；而只是资产阶极的代言人3

由于时代的限制，他也看不清资产阶级将完全推翻封建阶衱

的历史使命。法国大革命虽曾一度采用他的君主立宪方案，但革

命很快就超越了它，把它抛在后头，终于采取了平民出身、时代比

他晚的卢梭的彻底革命学脱。

乙、虽然孟德斯鸠脱过宇宙是物质运动的秸果，但是他并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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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物主义者，因为他在另一方面还要一个创造宇宙的上帝。这种

二元骗使他在＜＜誰法的精屑盼里陷入许多不可解的矛盾。他既要物

质的规律，又要上帝的规律；要人的法律，又要宗教的法律。矿

孟德斯鸠和当时的资产阶级其他进步思想家一样，在社会理

益上是一个唯心渝者。孟德斯出一方面从各种具体情况如地理、

宗教民清、风俗等等去寻求各别国家法律均精神。一方面又用抽

象的人类理性作出发点，认为它支配着世界的一般法律，要使这个

抽象理性和具体的法律调和，是会发生困难的。因此，他为了贯彻

法律是人类理性的产物这个主张，就不能不对历史事实进行武断

的解秤。

例如孟德斯鸠在«罗焉盛衰原因盆＞＞一书中硬脱罗焉的衰亡是
由于罗焉公民品德的敃坏。又如他在＜＜誰法的精神＞＞里硕揭英国政

制；实际上英国既不分权，也无自由；他提出信仰自由、贸易和私有

财产的“自然权利”等二系列当时贷产阶极的要求，井企图从历史
中找根据。于是，他就不能不把历史理想化、简单化，甚或因而述

背了历史事实。在焉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倾域里，历史的政治性．

和科学性才是一致的，可以很好地桔合的。但是资产阶极的政治

和唯心史况，使孟德斯鸠不能达到两者的統一。

丙、时代的限制使孟德斯鸠看不到资产阶极的本质和他所理

想的资产阶级政制的阶级内容。他做梦也没想到，他的保障自由

的分权学脱和他的肝多美好的法律原则只是被资产阶砐用作掩盖

阶级专制和暴政的假面具。由于时代的限制，孟德斯鸠自然更看

不到资产阶级必将灭亡的命运。所以他把资产阶级的东西当做永

恒的真理。比方他把资产阶级的基本制度一一私有财产，脱成是

“自然权利”，就是最显著的例子。

孟德斯墙所服务的资产阶级必将为工人阶级所代替，资本主

义必将为社会主义所代替，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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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曾对我国的民主革命产生过相当
深刻的影响，对现今的资本主义世界还有一定的影响。为了研

究历史，研究国际现状，继承人类的革命的进步的传统，研究孟

德斯鸠的思想还是必要的、有益的。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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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千踝本的葡单说明

张雁深

在我国，«渝法的精前＞）合有过 H 本人何礼之，我国人程炳熙、

张相文三人合牒的汉文文言押本，题为«万法精理＞）；又有 1913 年

商务印书舵出版的严复文言浮本3 后者是大家都知道的；前者则

很少人知道。

自戊戌变法至民国年朋，孟德斯鸠的思想实际上在我国博播

很广，但要追木溯源，就必须滇«誰法的精肿＞）这本系統的著作。所

以，上述两个牒本当时在客观上是适应了对清王朝的君主专制进

行改革的思想要求的。

抱张相文家人祀蔽：早在 1902 年，张氏任教上海南洋公学

时，就台将日人何礼之由英晔 H 的孟苦«万法精理况翠成汉文（严

复罚«法意＞）的在 1900-1905 年朋或稍后）；这时张氏学习日文不

久，坏稿又籽不懂 H 文的程炳熙润文，便就“仓促付印“（何时何

地印刷未祥），所以“颇有不合原意之处”；再印肘（何时何地印刷

未详），张氏就将踝稿寄 H 本何礼之校正，称为何、张、程三人合

脾；严复对 H 文踝本和这个汉文牒本意见是很多的，云云。张氏

死后，其后人自已出资，在 1935 年把他的这部捍稿和其他遣文、挽
联等印成一个集子，名«南园丛稿））第二辑，印数不多，所以极少人
知道这个问本。它的脾法较严霹本易懂，但意思却远远不如严晔

本正确。这是上述情况必然产生的后果。不但如此，更严重的缺

点是，这个霹本只罚孟德斯鸠原著的一半，下册几乎全部缺略。

但是，今天看来严牒本巳完全不能满足我们的要求。因为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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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这个谭本丛由英文罚本特深的，这不但使界文和法文加文肋图

远了些，而且英文捍本的銡我也被界成中文仁从个们l.j 关汹本趾

了一个“不”字，汉霖便无法自圆其说，而山坏者加以仙觥弥赶 J勹

第二，严坏本不但用文言文，而且讲求文辛的华阴典雅，这就不能

不使踝文和原文的距离吏大。第二，严评本所 Jll 的旧四名词和 1Yr

多词汇都是牌者自己牛造的，今天没有人用，也没打人懂，所以个

天不但普通滇者，即速专家也很难涓懂［。第四，严译本川的是一

种“踝述＂的方法，所以所踝即使大恙不羌的品，浮文中打极大一部

分是严复所＂述“，而实实在在不是盂德斯呜所说的。第五，严芯本

是不完整的。不但第二册第三十和三十一卒一一的占全册四分之

一，占法文原本的一百真－—－没有踝出，而且盂德斯坞的原注一—、

有些是很重要的，以及意大利文、拉］，文（相肾多）的部分，都被略

掉未罚。所以这个牒本是十分残缺的。第六，严捍本除 f翻霖＇豖

所难免的銡脾和涌席的地方之外，还有极多不正确和不很妥当的

罚法。漏牌的有如该厗本第 23 卷第 19 真关 r奥古斯都可以不受

两种法律的限制部分，只牒了一种“民之嫁娶律”，至千另一种费解

的法律，就被略掉了。銡择的有如第 28 卷第 25页把乍看有些找

解的当地最高当局——倾主＇·伯爵＂ i罗成“监斗＂ （即监督决斗的

人）。不正确的牒法是例不胜举的，有如(1)第 26 卷第 2 贞把“人

类的法律”（包括人民制定的法律，与“上帝的法律“对立）i罗成“王

制之法典”。 (2)第 24 卷第 9 页隅文：“罗局教皇典渝.....凯克碌

尝引之“。西塞罗（卯凯克禄）是公元前 106-43 年的人，他怎有可

能引公元后很久才产生的罗焉教皇典谕'?(3)英文原文脱，自人性

言，人有妻固不能乐，但又不能无妻云云；该踝本第23 卷第 15 真

牒成“特自入性配有妻固不能乐，而国法又人入不可以尤妻＂，把

“自然的规定”改成“国法”。至于不妥当的牒法，有如：把法兰克族

捍成“拂烁”；把基督教有时踝成“景教”。按«明史＞）的“拂寐“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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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文的古首上是“罗思”；即使这一个脱法不能够成立的话，那更不

能肯定它就是法兰克族。景教是基督教的一个宗派；从流布的地

区和时代来说，都不能和基督教等同起来。比方，该罚本第 24 章

第 9 自说：＇君士丹I勹．．…皈依景教＇。君士坦l.（即君七丹T)是

274-337 年的＾， 景教的创始人内斯托利岛斯的在 440 年死在

沙漠里；試佣一世粔前的君士坦丁怎有可能去皈依内斯托利息斯

的肤教呢？这类靠法都是十分不妥当的。显然，我们需要一个新

的牒本。

到个天为止，«论法的精肿＞）呆完备的法文版本是 1949 年巴黎

卡尔涅兄弟出版社 (EDITIONS GARNIER.FRERES) 出版的贡

札格·特鲁克 (Gonz1,gue True) 校盯本。这个版本有两点报重要

的特色。第一是，参照不同版本进行了校言丁。（＜滴法的精种＞）最初

稿在日内瓦付印肘，曾被孟德斯鸠委托校印的一位朋友擅加改动。

后来的版本又再改回去。此外孟德斯鸠自己在以后的版木中又做

了不少修改。加以这书出版后不到两年内就山了二十二版，其后

版本就更难于統籵了。因此这本书各版的册、卷、章、节、段、旬、

注、甚至总的书名、革节的标起等等，都有不少分歧。特鲁克这个

版本把最初版和其后孟德斯鸠的彦改版等等的重要不同地方，都

仔釉作了校订，井在“异文注“内指出。第二是，书末附有“编者

注＂。这些注收人一部分疽要的叶骗家和其他编者的意见，解秤

书中某些古法文的意义，对罕见的人物等等加上注秤，指出孟德

斯坞某些訰法在当时的用意或暗諷的是什么，指出某些特殊地方

他所根据的史料，批肿他的渝点，等等。它们对于了解这本书是

很有用处的，对翻牒也有帮助。

现在这个坪本就是根据这个法文版本；用白括文罚出；凡被

前人略掉不辉的大量本文，以及孟德斯鸠的原注、校盯不同版本的

异文注、原编者注、英文、意大利文、拉丁文、古法文部分，都全部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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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除此之外，我还编就«孟德斯鸣生平大事年表＞＞和«孟德斯鸠渝

著举要＞＞各一，附在本文后面，以备查考。关千本书各种注文，说明

如下：

孟德斯鸠原注，放在页底，用阿拉伯数字标出。

异文注，放在页底，用餐号标出。

牒者注，也放在页底，用＊标出，但加上“——扩＄者”二字。

原编者注，放在书末。

这部胖稿在儿年前就巳轻完成了。这次商务印书俯为着适应

我国学术界的需要，给了它出版的机会，它的编剌部又和法律出版

社编辑部做过仔棚、认质的校朗、加工工作；我衷心威谢。在翻牒

过程中，曾得到许多中外学者无私的帮助；也在这里表示谢意。至

于牒文中的缺点，则应由我个人负责；睛大家批扦指正。



孟德斯坞生平大事年表

祁89. 1.18 生千法国波尔多附近拉柏烈德庄园一个贵族世家。取名“查

理参路易·德·色贡达＂。父任革职。

1696 母死；色贡达七岁。

1700一1705 至巴黎附近朱伊地方的奥拉托利会学院接受古典教许。

1706 回波尔多。学习法律。

1708 获法学士学位。旋即在甚因滚会任律师。

1709 往巴黎居住。

17扭 父死。回波尔多。

1714 任波尔多講会顾间。

171G 和中校衱事官的女儿加尔文会徒的茵·德·拉特丽格结婚。

她带来十万镑嫁在，后生一子二女。

1716 伯父钓翰·巴柏狄斯特·德·色页达·孟德斯墙男爵死。继

承伯父波尔多袋会講侵职务，但依遣葛改名“孟德斯墙男爵”。

加入波尔多科学院，醉心科学、哲学研究。

、1721 不淌当时法国封建、麻制肚会，化名“彼尔·，民多“发表«波斯人

信札»，对当时社会尤其是教会进行忏由。书出后质行一时，成

为全国注目人物，但深为反动統治阶级所忌。

172.} 出版«尼德的神殿％

172G 出卖波尔多棠民职位，获巨资，生活富裕。

1728 加入法国科学院。开始长途学术旅行，至奥｀匈、意、铅、荷邪

国。

1729 • 至英国居住二年，銡交名人学者，进行学术研究。

1730 被选为英国皇家学会会员。

1731 成为世界性的秘密互助会社共济会会员。回拉柏烈德庄园，闭

r，整理所搜集奋抖，享事著述。

1734, 发表«罗．思盛衰原因监》。

.1746 被选为柏林皇家科学院院士。

'` - -'“'“'..,,ll__,` l llll,I1.＇”“"＇，一＇，．气，石· -－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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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4S 发表他一生最重要的著作«盐法的精种力，森动一时，但受到封

建統治阶砐，尤其是牧会的猛烈攻击。

1750 匿名发表«为烽言法的精神＞滞护与解释r 一文。其后又写反詹

森会敦士的«盗宪法汗和«关于躁会的一封（令，但都没有发表。
l754 祫«波斯人信札诅增添了十一封信。

1755.2.10 旅行途中息病，逝世千巴黎，享年六十六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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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德斯吩谥著举要

I. 生前出版的著作

(（波盺人信札» Lettres persan'nes. 化名“彼尔·局多”在柯

龙出版勹

«尼德的神殿）＞ Le· temple de'Ghi<le. 

叶俞一般的君主政休:» Hcflexions sur la monarchie univer

sel le. · 

C罗马盛聂阱因验为 Considerations sur les causes de la 

g1•andeur des Romains e't leiir decadence. 

1745 '¢,苏拉和次克拉底的胶活»'" Discon rs de Sy1la et d'Encrate. 

这是 1722 年在巴黎＂中搂俱乐部”(''Club de l'Entresol") 

宜颉的渝文； 1745 年在«法兰西使者报» (Mercure de France) 

发表。

1748 «盐法的精神» De l'Esprit des Lois. 特别选撑日内瓦为出

版地。

1750 «为＜漁法的精神＞辩护与解糯» D华fense de }'Esprit des 

Lois et ec-Jaircissements．这是匿名发表的。

187G-1879 

1892 

II. 死后出版的全集和遣著

«孟德斯墙全集》七册 Oeuvres complgtes de Montesquieu, 

拉布莱 (Labonlaye) 翱刊，巴黎出版。孟德斯场死后，全集
的版本不少，这是其中最好的，但仍有缺略。

«孟德斯墙男俘杂文遗稿» Melanges incdits du baron de 

1\fontesquieu, 伽斯东·德·孟德斯墙男爵 (Baron Gaston 

de 1\.fontest}uieu) 耕刊，巴黎出版；其中有一些重要庙文，
如； «东方史－—－阿刹肵和伊斯梅尼亚» Histoix飞 orientales.

' ". " ＇．合 L ... ～4土七， 31．产 l l l,lm”“'l llll l l” 叩l “'l l l l, ll 「 l l -,', l l ．心．土心心扣．．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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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rsaco et Ism妞 ie; 畔命自然和艺术的躯味））臣sai sur le 

gofat dans les （心hoses de b nature et de l'art; «沉正的历

距 Histoire v~ritable. 

18J4-1896 «孟德斯墙旅行步二册 Voyages de ~fontesquieu, 阿尔伯

·德·孟德斯鸠男爵 (Baron Albert <le Montesquieu) 料

刊，波尔多出版。

1899-1901 «孟德斯鸠的思想和未刊遣稿夕二册 Pensees et Fragments 

inedits de l\fontesquien, 波尔多出版。

1914 «孟德斯峈闲盼二册 Correspondanee <le l\Iontesquie1; ，哲

别林 (F. G的elm) 和莫利兹 (A. 1\Iorize) 料刊，巴黎出

版。

1941 «孟恁听墙手记精选» Cahiers (171汇1755)，柏·格拉塞

(B. Grasset) 耕刊；巴黎出版。

1948 «员E的历史» Histoire veritable, 这湍盆文已在上列«孟钠

斯鸠男爵杂文遣稿》内刊印过； 这是罗杰·凯哇 (Ho6er 

Caillois) 的校刊本，日内瓦出版。

．孟德斩谒的后代对他的遣稿的发表采取过于丙滇的态度，所以许多材料到一个
牛世杞以后才刊印，而且印数很少。这两册遣镐就是迟至二十世杞才印行的，－－释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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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者原序

这本书里无数事物之中如果有一件霓是出乎我意料之外而冒

犯了人何的括，我至少应该脱，那不是我恶意地放进去的。我生来

没有一点儿以非难别人为快的性情。柏拉图威谢天，使他出生在

苏格拉底的肘代。我也咸谢天，使我出生在我生活所寄托的政府

之下，井且咸谢它，要我服从那些它所叫我爱戴的人们。

我有一个誧求，总怕人W“不允许。就是崝求滇者对一本二十

年的著作不要睛一会儿就进行誰断；要对整本书，而不是对儿句

括，加以赞笥或非講。如果人们想寻找著者的意图的括，他们只有

在著作的意图里才能很好地岁现它。

我首先研究了人；我相信，在这样无限参差驳杂的法律和虽俗

之中，人不是单纯地跋着幻想走的。

我建立了一些原则。我看见了：个别的情况是胀从这些原则

的，仿佛是由原则引伸而出的；所有各国的历史都不过是由这些原

则而来的粘果；每一个个别的法律都和另一个法律联系着，或是依
赖于一个更具有一般性的法律。

当我回顾古代，我便追寻它的精神之所在，以免把实际不同的

情况当做相同，或是看不出外貌相似的情况朋的差别。

我的原则不是从我的成见，而是从事物的性质推演出来的。

在这里，有昨多真理是只有在看到它们和其他的真理之间的

拿 这类号噶是原榻者注，注文附列书末。－—释者

. ̀  
- l, ' ll, ·」. ll l 「 l'”“[ ll. ll l.ll,m ·f..^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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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时才能被找察出来的。我们越思名到细节，便会越咸觉到这

些原则的确实性。我并没有完全叙述这些细节，因为誰能全都叙

述而不威到厌炽呢？ t 勹飞 ; 叶，．I +勺＇ , 

在这本书甲，人们是找不到奇趣奔逸的笔墨的。这种笔法似

乎是个大苦述的特色。找们只要把眼界稍微放克－此去审察书
丘广

物，则奇思遐想便将溢然消近通常奇思遐想的产生，是因为我们
只把枯肿贝注到事物的一方面，面忽略（其他各力向。2 , 

我的齿什，没有意思非难任何国豕已艇建立」？的东业，待个国

家将在这本书叩找到自己的准则所以建立的埋山，J 找 fP1 井且将自

然地从那里得到一个推点，就是只有那些十分幸幅地生来就打犬

才洞察个国家的整个政制的入们，才配建滚改制。
启迪人民不是尤关紧要的事。，订吏的成见是从国家的成见产

／L的。普蒙昧时代，人们就是做［极坏的事也吃尤疑惧。在开明
之世，即使做『最大的好书也还灿要战栗的3 找们看到旧时的胖
妫，并想要如何加以改正，但也要注意改正的本身的弊病。对邪

总，我们不去动它，如果怕改精［的品。对良善，我们也不上：动它，

如果对改善有所怀疑的话。我们观察局部，不过是为f作整体的
，判断。我们研究一切的原因，不过是为 f观察一切的后果。

如果我的韦提供了新理山，使每个人爱他的贞任、叉他的杠
伈爱他的祖国、爱他的法律的话，使每一个人在每一个国豕、旬－

个政府、每一个闹位，都更好地咸觉到自己是幸福的品；那我便丛
所有入们当中最快乐的人了。

如果我的书能使那些发号施令的人增加他们应该发布什么命
令的知瞰，并使那些服从命令的人从服从上找到新的乐趣的话，那
我便是所有人们当中最快乐的人了。 ，飞守
如果我的书能使人类斜正他们的成见的括，那我便是所有人

W程当中最快乐的人了。我这里所睛成见， 4并丕是那种．使人们对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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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事物愚昧无知的东西，而是那种使人们对自己愚昧无知的东西。

我们是在努力教导人类的过程中，才能够实行那个包括“爱一

切人“在内的一般德行。人是具有适应性的存在物，他在礼会上能

同别人的思想和印象相适应。T 同样他也能够认峨自己的本性，如
果入们使他看到这个本性的品。他也能够失掉对自己本性的咸

觉，如果人们把这个本性掩饰起来，使他看不见的话。
这本若作:我曾屡次着手去写，也曾屡次捆置下来；我曾无数

次把写好的手稿投弃给淌虽去玩弄＠；我每天都觉得写这本书的
双手日盆失去执笔的能力＠；我追求着我的目标而没有一定的卧

划；我不懂得什么是原则；什么是例外；我找到了质理，只是把它再

丢掉而巳。但是，当我一且发现了我的原则的时候，我所追寻的东

西便全都向我掠掠而来了；而且在二十年的过程中，我看到了我的
若作开始、增长、成熟、完成。

如果这本书获得一些成功的话，那末，主要应归功于主题的庄

严性，但是我却不认为我是完全缺乏天才的。当我看到在我之前，
法兰西、英格兰和德意志＊有那样多偉大的人物曾钰从事写作，我

景慕不置；但是我井没有失掉我的勇气。我同达·科雷久一样地

脱：“我也是画家。”@

@ 拉T文所谓 Ludib:rl乳 ventis （这里孟德斯谒借用椎奇利鸟斩的恬；拉丁
原句是：“船被恩玩弄着“。一一释者）。，

@ 就如拉丁文所lt:l“生父的双手垂落下去了。？
• 1748 年阪本（以卞简称甲木）无勺“格兰“三字。（星号注除附有＇渭l者“二字者

外，均为原蹋者关于不同阪木的异文注。叉 1749 年阪本以下均简称乙木。一一霄者）
@ 意大利文原文是 “Ed, io~ anche. EO.n p廿tore"(“面我也是他的面家”)飞

心..宁” 」--少一七平｀心－．、．人心，LJ” 



著者的几点貌明 4

（一）为使人们更好地了解本书的开头四章，我应陔指出，我
所喟丹掣，在共和国的场合，就是爱祖国，也就是脱，爱平等。这
不是道德上的品德，也不是基督教上的品德，而是政治上的品德。

•••••• 
它是推动共和政体的动力，正如荣誉是推动君主政体的动力一样。,.. 
因此，我把爱祖国、爱平等叫做咚治印丹埻。我有些新的思想，很
需要找些新的洞汇或是给旧的词汇一些新的涵义。那些不r解这

点的人们，竟认为我脱了一些荒嘐的言谕。．这些荒器的言险在世

界各国都将令人憎恶，因为无渝在世界的哪一个国家，道德都是需
要的。

（二）人们应陔注意，我们脱“某一种品质、意峨形态或品德不

是推动某一种政体的动力”和我们訰“这种政体没有这种品质、意
撒形态或品德“两种訧法之间有很大的区别。如果我脱，这种圆输
子或这种小齿帷不是推动这只表的动力，人们能够由此得出秸捡
脱表里头就没有图桧子和小齿粕么？我惘远不能脱，在君主政体

里是没有道德上的和基督教的品德的，甚至速政治的品德都没有。

如果这样脱，那是很不对的。简言之，在共和国里荣誉是存在的，
虽然它的动力是政治的品德；在君主国里，政治的品德是存在的，

虽然它的动力是荣誉。

（三）最后一点是：第 3 章第 6节啖到的“善人为并不是基督

教上的善入，而是政治上的善人；他具有我所脱的政治的品德。他

是爱他的国家的法律的人；他的行动是出千他爱他的国家的法律。
在这个版本里，我把所有这几点都作了清楚的脱明，更确定了

它们的意义，而且在我用品德的地方，多半都改成政治的品德了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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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本脱明

本害根掳认网巴黎加瑕汗兄弟出版社 (Editions Garnier 
Freres 气 Paris) 1949 年版原文本 Montesquieu: De !'Esprit 

des Lois 晔出。原告分二册，中译本亦分上、下册。

内容提要

齐者孟伦斯鸠(1689-1755)是十八世纪上半莱法国杰出的咨
蒙思想家《飞俞法的精神》是他的一部主要著作。孟德斯鸠足汽庄階

级法的片冷的奠括人之一，他总羁法的船砒是人的押性；立法、
行政斗司法三桃分守怂押想的政治制度。本杏在我圉屯有股役的
罚本，冉名«法彰，约我囡资痄陪级忤棠暹勋有重大影秤。此次
根使法文原本切行翱撑，供毕衔界研究参考。

沓前刊有霖者究的勹盂恺斯鸠和他的若作入«购千撑本的筋
單说明＼ ＜＜孟纥斯鸠生平大事年1己和«盂捻斯J谒治者卑耍》等文
洋和材料，一亚供改者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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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卷5

第一章一般的法

第一节 法和一切存在物的关系

从最广泛的意义来说，法是由事物 6甲的性质产生出来的必然

关系。在这个意义上，一切存在物都有它们的法。上帝©有他的

法；物质世界有它的法；高于人类的“智灵ff'!”有他们的法；兽类有

它们的法；人类有他们的法。

有人，说，我fr'1所看见的世界上的一切东西都是一种盲目的命
•••••••••••••••••••••• 

运所产4：：出来的，这是极端荒器的脱法。因为如果说一个盲目的
••••••• 
命运竞能产生“智能的存在物”，还有比这更荒嘐的么？

由此可见，是有－一个根本理性存在着的。法就是这个根本理

性和各种存在物之问的关系，同时也是存在物彼此之间的关系。

上帝是宇宙的削造者和保养者；这便是上帝和宇宙的关系。

上帝创造宇宙时所依据的规律，就是他保养时所依据的规律。他
依照这些规律行动，因为他了解这些规律。他了解这些规律，因为
他付制定了这些规律。他制定这些规律，因为这些规律和他的智
慧与权力之问存在着关系。

我们看见，我们的世界是由物质的运动形成的，并且是没有智
能的东西，但是它却永恒地生存着。，所以它的运动必定有不变的
规律。如果人们能够在这个世界之外再想象出另一个世界的括，
那末这个另外的世界也必有固定不易的规律，否则就不免于毁灭。

@ 普卢塔克眈：法是一切人和种的主宰。见普卢塔克： «骗君主必须博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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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创造虽然象是一种专断的行为，但是它必有不变的规

律，就象无肿脸者的命数之不变一样。如果说，造物主没有这些规

律而能够管理世界的括，那是荒嘐的，因为世界没有这些规律将不

能生存。

这些规律是确定不移的关系，在两个运动体之间，一切运动的

承受、增加、减少和丧失，是取决于重量和速度问的关系；每一不

同，都有其同一性；每一变化都有其永恒性。...... 
个别的“智能的存在物”可以有自己割制的法律，但是也有一

些法律不是他们和］制的。在没有“智能的存在物”之先，他们的存

在就已梩有了可能性，因此他俷就巳轻有了可能的关系，所以也就

有了可能的法律。在法律制定之先，就巳轻有了公道关系的可能

性。如果脱除了人为法所要求或禁止的东西而外，就无所喟公逍

不公道的话，那就等于说，在人们还没有画圆圈之前一切半径都是

长短不齐的。

因此，我们应当承认，在人为法建立了公道的关系”之先，就

巳紊巠有了公道关系的存在。例如（－）在人类有了社会的肘候遵守

法律是对的； （二）如果某些“智能的存在物”从另一“存在物“那里

接受，恩泽的话，就应该有应谢之心；（三）如果一个“智能的存在物”

创造了另一个“智能的存在物”的括，被削造的存在物，就应陔保持

原有的依附关系；（四）一个“智能的存在物“损害了另一个“智能的

存在物”就应当受到同样的损害，等等。这些公道的关系都是在人

为法之先就巳轻存在了的。

但是这绝不是说，智能的世界和物理的世界是管理得一样好

的。因为虽然智能的世界也有它的规律，这些规律在性质上也是

不可变易的，但是智能的世界井不象物理的世界那祥永恒不变地

遵守自己的规律，这是因为个别的“智能的存在物”受到了本性的

限制，因此就会犯纬裴而且，从另一方面来说，独立行动就是他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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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本性。所以他们井不永恒地遵守他们原始的规律；而且，就是他

们自己制定的规律，他们也井不老是遵守的。
我们不知道，兽类到底是受运动的一般规律的支配，还是受个

别的动力的支配。不管怎样，·兽类和上帝的关系绝不比其他的物

质世界和上帝的关系更为亲密。威官对于兽类只有在它开彼此朋

的关系上、它们和其他个别的存在物之问的关系上、或是它俨和它

们本身的关系上，是有相处的。

由于欲求的引誘，兽类保存了它们个别的生命；而且，由于欲

求的引誘，它们保存了自己的种类。它们有自然法，因为它们是由

咸官而桔合的；它们没有制定法，因为它们不是由知城而桔合的。

不过它们并不是永恒不变地遵守它f酐的自然法的。那些我{P1看不

到有知敲和威官的植物，倒是较严格地遵守自然法的。

兽类缺少我们所具有的最高极的优点，但是它们有我们所没

有的优点。，它们完全没有我们的顾望，但是它｛F怯却也没有我们的

恐惧；它『1同我们一样遭受死亡，但是不了解死亡；它惘大多数甚

至比我们更会保存自己，井且不象我们那样居用情欲。

人，作为一个“物理的存在物”来脱，是和一切物体一样，受不

变的规律的支配。作为一个“智能的存在物”来晚，人是不断地遠

背上帝所制定的规律的，感井且更改自己所制定的规律。他应眩自

已处理自己的事，但是他是一个有局限性的存在物；卢他和一切“有

局限性的智灵”一样，不能免于咒知与绪峡；他甚至于速自己微薄

的知饿也失掉了。作为有威觉的动物，｀他受到千百种的情欲的支
配。，这样的一个存在物，就能够随肘把他的创造者忘掉＇i上帝通过

宗教的规律让他祀起上帝来。这样的一个存在物，就能够随时忘

掉他自己；哲学家们通过道德的规律劝告了他。『他生来就是要过
社会生活的；但是他在社会里却可能把其他的人忘掉；立法者通过

政治的和民事的法律使他们尽他们的责任d 护．．．:. ·'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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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自然法

在所有这些规律之先存在着的，就是自然法。所以称为自然

法，是因为它们是单纯渊源千我们生命的本质。如果要很好地认

瞰自然法，就应陔考察社会建立以前的人类。自然法就是人类在

这样一种状态之下所接受的规律。

自然法把“造物主”这一观念印入我们的头脑里，誘导我们归

向他。这是自然法最重要的一条，但井不是规律的顺序中的第一

条。当人还在自然状态的时候，他应当是只有获得知诚的能力，而

知峨却是不多的。显然，他最初的思想绝不会是推理的思想1。他

应当是先想如何保存自己的生命，然后才能再去推究他的生命的

起源。这样的一个人只能首先威觉到自己是软弱的；他应眩是极

端怯懦的。如果人｛r旧认为这点还需要证实的活，那末可以看看森

林中的野蛮人丸什么都会使他侗发抖，什么都会使他们逃跑。

在这种状态之下，每个人都有自卑威，儿乎没有平等的戚觉。

因此，他们井不想互相攻打。和平应当是自然法的第一条。

霍布斯认为，人类最初的颠望是互相征服，这是不合理的。权

力和統治的思想是由胖多其他的思想所组成，并且是依赖于浒多

其他的思想的，因此，不会是人类最初的思想。

霍布斯闾庄“如果人类不是自然就处于战争状态的括，为什么

他们老是带着武装？为什么他们要有关门的钥匙产但是霍布斯没

有咸觉到，他是把只有在社会建立以后才能发生的事情加在社会

建立以前的人类的身上 11 自从建立了社会？入类才有互相攻打和

自卫的理由。

人类咸觉到软弱，又戚觉到需要。所以自然法的另一条就是

@ 乔治一世时在汉偌威森林中发现被送往英格兰的那个野蛮人，可资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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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使他去才·找食物。

我曾说，畏惧使人逃跑，但是互相畏惧的表现却使人类互相亲

近起来。此外，一个动物当同类的另一个动牧走近时所威觉到的

那种快乐，誘使它们互相亲近。加之，两性由 r彼此间的差异而威

觉到的情趣也会泭加这种快乐。因此，相互之间轻常存在着自然

的爱慕，应节是自然法的第三条。

人类除了最初的威悄而外，又逐渐得到了知；脱这样，他们之

问便产生了第二种的联系，这是其他动物所没有的。因此，他们有

f一个互相粘合的新理由；颖望过社会生活，这就是自然法的第

四条％

第三节人为法

人类一有了忙会，便立即失掉自身软弱的威觉；存在千他们之

间的平赏消失f ，于是战孚的状态开始。

每一个个别的社会都威觉到自己的力量；这就产生了国与国

问的战争状态。每一个社会中的个人开始威觉到自己的力量，他

们企图将这个社会的主要利盆掠夺来自己享受，这就产生f个人

之间的战争状态。

这两种战争状态使人与人之朋的法律建立 f汜来。这么大的

一个行星，必然有不同的人民。作为这个大行早＿卜的居民，人类在

不同人民之制的关系上是有法律的，这就是国际法旯社会是应该... 
加以椎持的；作为社会的生活者，人类在治者与被治者的关系上是

有法律的，这就是政治法。此外，人类在一切公民问的关系上也... 
有法律，这就是民法。.. 

国际法是自然地建立在这个原则上的，就是：各国在和平的时

候应当尽量睬求彼此福利的增进；在战争的时候应在不损害自己

真正利盆的范圉内，尽量减少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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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的目的是胜利。胜利的日的是征服。征服的日的是保

全。应陔从这条和前一条原则推出一切构成国际法的准则。

：一切国家都有它们的国际法。甚至那些吃战孚俘虏的易洛魁

人“也有他们的国际法。他们派遣和接受使节；他侗懂得战时与

平时的权利，但是糟糕的足，他们的国际法不是建立在真实的原则

J·.o 

除了和一切肚会有关的国际法而外，每一个社会还有它的政

治法5 一个社会如果没有一个政府是不能存在的。格拉维那1~ 脱

得很好尸一切个人的力量的联合就形成我们所喟“政治问曰突"。................... 
整体的力般可以放在一个人手里或是儿个人手里。 有些人13...... 

认为，自然付建立「父权？所以单独一人統治的政体是最适合 J．自

然的。但是父权的例子并不能证实任何东西。因为，如果父亲的

权力和单独一人的统治有关系的括，那未父亲死后兄弟们的权力，

或是兄弟们死后堂表兄弟们的权力，也与儿个人統治的政体有关
系了。政治的权力也就必须包括儿个家庭的联合了；

~ 还不如諒今为一个民族投立的政体，如果该政体的特殊性质和

核民族的性质相符合的品，便是最适合 f自然的政体了。

个人的力量是不可能联合的，如果所有的意志没有联合的活。

格拉维那又说得很好：这些意志的联合就是我们所喟“人民的............. -.--.-. 
国家％
•• 

} ｀一般地设法律，在它支配着地球上所有人民的塌合，就是人
类的理性；，每个国家的政治法规和民事法规庖陔只是把这种人类

理性适用于个别的情况5

为某一国人民而制定的法律，应该是非常适合于该国的人民

的；所以如果-个国家的法律霓能适合于另外一个国家的话，那只

是非常啖巧的事。．上

法律应陔同巳建立或将要建立的政体的性质和原则有关系；

今

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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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誰这些法律是粗成政体的政治法规，或是雒持政体的民事法规。

法律应陔和国家的自然状忐有关系；和寒、热、溫的勹候有关
•• 

系；和上地的质队形势忖面积有关系；和农、 1趴牧各种人民的牛

活力式钉关系。法律拉陔和政制所能容忍的自山程度有关系；和
居民的本教、性癖、财富，人口、贸易、凰俗、习惯相适应。最后，法

律和法仆之间也有关系，法律和它们的淜掠，和立法者的 H 的，以

及和作为法律建立的基矶的书物的秩序也打关系，3 阰咳从所有这

些观｝凡去考察法律。

这就是我打样在这本书里所要进行的工作。我将研时所有的

这此关系。这些关系粽合起来就构成所講“法的精眒＂。

我井没什把政治的法律和民书的法律分开，因为我讨哈的不

是法律，而是法的精眒，而且这个精眒是存在千法律和各种事物

所可能有的种种关系之中，所以我应尽益遵循这些关系和这些书

物的秩序，而少遵循法律的自然秩序。

我将首先研究法律同每一种政体的性质和原则的关系。因为

政体的原则对法律有最大的影响，所以我将尽力很好地去认峨它。

当我一口渝证f原则，人们便将看到法律从加则引伸出来，如同水

从泉源流出一样。然后，我便将进而时誰其他看米比较个别的关

系。

第二农 山政体的性览直接

引伸出来的法律

第一节 三种政体的性质

政体有三种：共和政体、科主政体、专制政体“。用最无学诫的
人的观念就足以发现它们的性质。我假定了三个定义，或毋宁脱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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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书实：共和政体是全体人民或仅仅一部分人民捏有最高权力

的政休；杠们政体是由单独一个人执政，不过遵照固定的和确立了

的如f; 片制政体是既无法律又无规点，由单独一个人按照一己的

意忐勹反复无常的性悄倾导一切。

这就是我所谓的各种政体的性质。应该石什么法律是直接从

政体的性质产生出米的，这种法律便是最初的从本法伴。

第二节 共和政体和与民主政治有关的法律

共和国的全体人民握有最高权力时，就是尽尸咚序。共和国

的一部分人民握有最高权力肘，就是贵族政治。.... 
在民主政治里，人民在某些方面是君仁，在某些方面是臣民 Q

只有通过选举，人民才能节村仁，因为选举表现 f人民的意

忐。仁权者的意忐，就是E权者本身9 因此，在这种政治之下，建

立投栗权利的法律，就是店本法律。民t政治在法律上规定应怎

样、应由誰、应为誰、应在什么事悄上投栗，这在事实上和壮主政体

要知道片主是什么且卞，应如何治理国家，是一样的重要。

李巳尼，阳斯吨说，在雅典曾有一个异邦人浅进了人民战会，
••••••••••••••••• 

被处死刑。这是因为这样的一个人僭夺 f主权上的权利3

规定组成战会的公民的数目是最币要的书。要不然，人们便

不知道到底是人民或只是一部分的人民说［话。在拉栖代盂，战

会要由一月公民租成。在誕生」二微小而儿向偉大的罗思；在注定

要轻历命运的二－切变幻的罗焉；在有肘候所有公民都在它的阑賸

之外，有时候整个意大利和世界的一部分都在它的圉牖之内的罗

思；境会的公民数目从未曾固定过窑），这是罗焉毁灭的一个重大

原因。

@ «演訧八7 、 18 。

@ 见孟德斯,..: «罗．羁盛哀原因捡»，第 9 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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握有垃高权力的人仄应该自己做他所能够做得好的一切，l~

悄。那些自己做不好的事情，就应该让代理人去做。

如果那些代狸人不是由入民指派的品，便不是人民的代理人()

所以这种政体有一个尪本准则，就是人民指派（！己的代理人尸~

宜吏。

人民和君卞们一样需要，或者比君主『1吏将要，由一个参政院

或参谈会米指导一切“。但是为着可靠起见，它的成员应由人民

选捍。或者象雅典一样，由人民直接选探，或是象罗思曾儿次实行

过的一样，由人民指派官员去选择。

人民在选探那些应接受他们某一部分权力的委托的人的盯

候，质是做得好极[“。他们只要依据他们所不能不知道的东西

和他问所显然威觉到的事实，去做决定。他们很知逆哪个人常出

去作战，曾有过这些或那些功粕；因此他们在选撑一位将令员的肘

候，是很有本事的。他们知道哪一个法官丛辛勤的，知道很多从法

院回米的人对他都咸到淌意，知道他不台有受昨的嫌疑。人民知

道这些，巳足以选择一位裁判官几某一公民的豪华或财富使人

民咸到惊异；这巳足使他们选撑一位市政fff。人民在公共的地

月比片主在深宫中吏能知道这些＇µ估。但丛他们因此就懂得处理

事悄，了解地点、机会和肘削而加以利川么？不，他fP1是不懂得的()

如果有人对人民这种鉴别才络的犬然能力有所怀疑的品，他

只要一看雅典人和罗思人所做的一系列使人惊异的选探就够了。

无疑，我们不能把这些选择都说是凑巧。

人们知道，在罗思，虽然人民有权利提升平民18去担任公职，

但是他们未曾决然选拔过平民。在雅典，虽然按照阿利斯底德的
法律，人们可以从任何等级遴选官吏，但是据色膳芬创脱，从来就

@ «历史», 1596 年瑰涉利，乌断版，帤691-- 69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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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过下昙人民竟要求同国家的安全或声誉可能有关的职位。

多数公民有足够的选举能力，而不够被选资格。同样，人民有

儿够的能力听取他人关「处理事务的报告，而自己则不适f处理

书务。

书务要办理，又要有一定的进度，不太慢，也不太快。但是人｀

民往往是行动得太多，或是行动得太少。十万只手臂有时候可以推

翻一切；但是十万只脚有时候只能象昆虫那样前进。

在平民政治之下，人们把人民分为某些等级。偉大的立法者

就是在这种等砐区分上出『名。等级区分的方式，常常是同民主

政治的寿命和繁荣相联系的。

寒尔雒息斯·图里岛斯在他的等级的安排上是遵照贵族政治

的粘神的。我们从狄德·李雒＠和狄欧尼西息斯·哈利卡尔拿苏

斯＠的苦作里，看到他如何把选举的权利放在主要的公民手用。

他把罗思的人民分成一百九十三个“百人团”，这些团构成六个飞序

氯他把有线而人数较少的人放在最高的一些团里，把不那么有

线而人数较多的放在其次的一些团里，把全体赤贫的群众放在最
后的一个团里；而每团只能投一栗觅与其说是人在选举，毋宁忒

是农产与财富在选举。

浚偷把雅典的人民分为四个等级D 他是在民主政治精神的指
导下，进行等砐的划分的，所以目的不是要规定誰应选举，而赻规

定誰可以被选。他让每个公民都有选举权，他要人们从四个等敏

的每一个等极里选举“法官”@，但是只能从前三个等砐里选撑＇官

@ «罗阮操年史》，第 1 卷。

@ 狄吹尼西岛趼·哈利卡尔拿苏斯：«罗．羁古代史》，第 4卷，第 15 条及以下各条。
@ 关于塞尔推乌斯·图里乌断的这种精神如何保存在共和国里． 见孟德斯谒：

«罗焉盛衰原因庄，第 9 章。

@ 狄欢尼西．乌斯·哈利卡尔拿苏断： «伊苏格拉底赞闾为，瑰涉利．岛斯版，第 2
卷，第 92 页。波留克斯：«名辞集》，第 8 卷，第 10 章，第 130 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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吏”“。这三个等极是富有的公民。

在共和国用，因为有选举权人的划分是一种基本法律，所以，

进行选举的方式也是一种基本法律。

用抽签的方式进行选举是鹰于民卞政治的性质气川选择的

方式进行选举是属f贵族政治的性质。

. 抽签是不使任何人皎到告恼的选举方式。它给每一个公民以

一种为祖国服务的冷理顾望。十

`＼但是，因为这个方式本身就有缺·;!1店所以偉大的立法者们都特

别努力加以整理和矮正。

在雅典，悛偷规定：一切事事的职位都依选探的方式任命，参
缝员与法官用抽签的方式选举。 入

从他规定那些需要巨额费用的文官职位依选捍方式任命，其余

职位则依抽签方式授与。 ` 

, 但是，为着矮，正抽签选举之弊，他规定：只能从自荐的人们当

中挑选；中选人又要钰砰律l人鉴定生每一个人认为中选人的资格

不合＠，都可提出控拆。＇这样既是抽签，同时又是选择。在一个甘

吏任期届沥的肘候，他在任内品行如何，又要受由j另一次鉴定。没
有能力的凡在进行抽签选举的时候，当然是很不顾意提出自己的

名字的。i1· , i ̀ ｀切，．;'

心".,r 规定投票方式的法律也是民主政治的一种从本法律。选举应

该公开或是秘密，是一个重大问题。西塞罗©指出，在罗焉共和国

的末期，那些规定秘密选举的法律＠是共和国灭亡的重大原因之

？，气

，句｀

@ 见德漠斯提尼断的演讲«骗伪釱差”及反第，器尔库斯的演讲。

@ 人们对每一职位投两票，一为正票，一为候补票，当第4被选人截拒绝时，即
由候补人填补。
, ＠片．汾琦芩？第 1~8卷。}, `,., 9, 、．占 ., - • ',.';., V. \ !,. I :I'- `， ii' ， ;1 ，气＄＾ ：气:..

@ 这些法律阱做“表法”，就是发舱每个公民两张瘦或单子，.'孽表写着：＇，5践1i.
对“，乙表写着；戎如你赁欲!'....·;仁 .:· ．臣，；2 ．． I 飞 f'• i · ::I ．卢，！，L1, } ｀六：` 

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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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但是秘密投疻在不同的共和国里有种种不同的做法，所以我

想这正是需要思索的地方。

无疑，人民的选举应当公开也应骇把这点看做是民主政治的

一条拈本法律。平民应该受首脑的人物的指导，井应受到某些人

物庄严肃穆的态度的的束；所以，当罗思共和国把选举定为秘密的

时候，这一切都被破坏了；指导一群迷失方向的民众，巳不再是可

能的了。但是在贵族政治的塌合，选举由贵族团体举行坐在民主

政治的场合，选举由参講会举行见他们唯一的削题就是预防阴牒

秘卧，所以选举是不能够太秘密的。

对于参谈会，阴牒秘籵是危除的；对于贵族团体，也是一样。

但是对于人民，却是不危除的。人民的性格是依威悄而行动。在

人民完全不参与政府的国家里，人民将为一出戏剧的演员而狂热，

儆然象为国事而狂热一样。一个共和国的不幸，就是它不再有阴

牒秘籵的肘候。这悄形发生在人们用金钱腐化了人民的情况下。

这时人民变成冷静了，热衷千金线而不再热衷于国事。他们不关

心政府和政府所打算做的事情，而是安静地等待着报酬。

民主政治还有一条基本规律，就是只有人民可以制定法律。

但是在许多场合，有必要由参墒会制定；一种法律在确定以前先試

行一下，往往是妥当的办法。罗思和雅典的政制是很明智的。参

磺会＠决跋的法律效力只有一年；这些决敲要有人民的同意，才能

成为永久性的法律。

@ 雅典用举手方式。
@ 例如在威尼斯。

@ 雅典的三十个暴君规定，最高裁判所成员的选举耍公开，以便随意操纵。黎
四亚斩：«反亚果拉特的演眈冷，第 8 卷。

@ 见狄欧尼西．乌斯·哈利卡尔拿苏斯：«罗，羁古代史｀第 4、9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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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与贵族政治的性冀有关的法律

仅族政治21 最，灯的权力丛掌握在某一部分人的手中。就从这

此人制定井执行法律。其余的人民和这此人的关系．最多就象村

仁政体中的臣民和村主的关系。

那甲是行不兄抽签选举的；抽签选举只能发生不便。实际上，

在一个巳郫建立r 最令人苦恼的爵位 l”l问的政府，就是进行抽笭

选举的话，也不能弑少人们的憎厌，因为人们所嫉视的丛员族，而

不是官吏。

仪族的数 H既然很多，就需要一个参战会去处理峎族团体所

不能决定的书务，井筹备优族团体所将决定的＇杆务。在这种塌合，

找们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在参战会中是贵族政治，在真族团体中

是民仁政治，而人民则什么也不比。

如果人们能拸通过某一个制接的途符，使人民摆脱这种毁灭

的状态，则对 J二贞族政治将是一件极幸幅的书；因此，热那业的圣

乔治银行仁要从山人民中的镇导人物们凸米翱恢，给人民在政府

中一定伉势力，入民便山此而获得一切辛福。

娄教会的参 II设 fl绝不应该有补允其成员缺旅的权利。没有比

这种权利吏能使弊端长久存在的几罗届在初期是一种员族政

体，参战会 (-l 已不得补充其成员的缺箱；新的参战员要由监察官任

命气

在共和国甲，如果一个公民突然取得过高的权力，便将产生打

上政体或者是更甚于并主政体的情况。在村主国里，有淌足政制

上需要的法律，或是同政制相适应的法律；君上又受政体原则的控

@ 见阿迪孙心意大利旅行》，第 16 页＾

@ 最初是由执政官任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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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但是在共和国甲，节一个公民获得过砱的权力屯廿寸，则滥肛权

力的可能也就萸大，因为法律未合预髡到这个权力将被滥用，所以

未曾作任何控制的准备。

这条规律有一个例外。当一个国家的政制本身需要有一个执

掌非常权力的长1丫的旧候，就是例外。罗届和它的“独裁官们＂，威

尼斯和它的“国豕审理们凹＂，就是如此。这些官职是可怕的；它们

以粗暴的方法使国家重新走向自由。但是为什么这些官职在这两

个共和国之肌这样不同呢？这是因为罗思是在保卫它的贵族政治

的残余，而和入民作对；而威尼斯则是利用它的“国家审理官＇．上箭

持它的贵族政治，而和贵族仆对。因此，在罗局独裁不会长久．因

为人民是依热情而不是依计划行动的。独裁权力的行使就必孜要
能够炫人耳目，因为朋题是要恐吓人民，而不是要惩肝人民；独裁

官必须是为单独一件事而段立的，他又必须只有在这件事上有无

限的权败，因为他是专为一件未曾预料到的事情而投立的。威尼
斯正相反；它需要一个永久性的官职;这样可以创投、实施、中止

或恢复种种的叶划；一个人的野心变成了一个家族的野心；一个家

族的野心变成了若干家族的野心。这个官职必须是讼蔽的，因为

它所惩府的罪行常常是处心积虑的，是在秘密中、是在不声不响中

进行的。这个官职的审理范圉必须坠普遍的，因为它不是要纠正人

俨所已知道的恶行，而尤其是要预防人们所不知道的罪恶。总之，

威尼斯官职的投立是为着要惩戒所怀疑的罪行；罗思的官职对于

罪衍-----t甚至对罪犯所承认的罪行－—使用恐吓多于惩肘。

，一切官职，如果权力大，任期就应该短，以资补救氏多半的立

法者把任期规定为一年。长千一年，便有危险；货短于一年，勹．便和事

务的性质相遠背。能有人貊意这样去管理自己家庭的事务么？在

@ 罗屈共和国就是这样被推翻礼见孟德斯谝：t鹦黔蹙袁原因酴天第14心3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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腊古札(1) ，共和国的兀首 1吐－个月吏挽次，其余的官吏每个星则

更换一次；城寨的首长每天更换一次。这种情形只有在一个被一

此可怕的强国所环说的小共和国＠才可能发生；这些强匡很容易

就可以把小官们腐化了。

最好的员族政治是没有参与国家权力的那部分人民数目很

少，并且很穷，那末，占支配地位的那部分人民就没什兴趣去压迫

他们了。因为这个掾故，在雅典肾安提帕特尔©规定，没有两千得

拉姆银币的人，不得有选举权的时候，便建立了可能有的最好的肖

族政体，这个选举资格很低，所以被剔除的人很少，城市中略有身

份的人也都没有受到排斥。

因此，贵族的家庭应该尽阰平民化。贵族政治越是近于民仁

政治，便越是完善；越是近f·片主政体，便越不完善。

最不完善的贝族政治，就是处j：：服从地位的那部分人民是处

了統治地位的那部分人民的私人奴隶，例如在波兰峎族政治之下，

农民就是贵族的奴隶。

第四节 法律与君主政体性质的关系23

杠主政体的性贺是“中期的＂、“附隔的“和“依帕的“这些权力

所构成。我訰君主政体的性贺，指的是由单独一个人依照从本法

律治理国家的那种政体的性贺。我脱（中间的＂、“附隅的“和“依赖

的“这些权力，因为实标上，在村主政体用，村主就是一切政治的局

民事的权力的泉源。有基本法律，就必定需要有“中削的“途得去

施行权力，因为如果一个国家只凭一个个人一时的与反复无常的

意志行事的栝．那末这个国家便什么也不能固定，桔果也就没有任

@ 见杜恩福：«旅行况

@ 卢卡的官吏任期只有两个月 e

@ 见狄奥都跻斯：«历史文献»，罗得曼版，第 18 卷，第 601 页。

,．门｀ 4 ^'- : l1" ．一一耳，下1 嗓－－一，心、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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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从本法律 f。

最自然的中间的、附隅的权力，就是黄族的权力勹贵族在一定

方式上是村主政体的要素。村主政体的从本准则丛：没有什卞就..... 
没有员族，没有真族就没有打主“。但是在没有贵族的什主国，什
••••••••••••• 
主将成为暴片。

在欧洲的一些国家用，曾有人妄想要陨弃所有良族的一切司

法权。他们没有行到，他们所要做的是英国国会所已翱做过了的。

崝把片主政体中的真族、｛付侣、显贵人物和都市的特权陨除吧i 你

马上就会得到一个平民政治的国家，或是一个专制的国家勹

儿个世粔以来，欧洲某一个大国25的法院，不断地在攻击贵族

关「财产的管辖权，井攻占教会。我们不颐意批广冲那些如此明智

的法官。但是我们要嚷大家判断一下，到底入们可能把政制改变

到什么程度。

我井不是一定要祯护僧侣们的特权，但是我总希望，人们把憎

侣们的管辖权明确地规定一下。佣题井不是要知道这种管辖权的

投V丿是否合理，而是要知道这种管辖权是否巳轻投立，是否为国家

法律的一部分，井且是否处处都和这些法律相关速；在人们眳为是

彼此独立的两种权力之间，是否就不应当有相互的条件；对一个良

好的臣民米脱，是否也有青任去保卫君才：的法权，或是保卫自古以

米就被规定屡于打主法权的界栈n

僧侣权力对于共和国是危除的，但是对千君主国却是适当的，

尤其是对那些倾向于专制政体的君主国，更是适当。西班牙和葡

萄牙自从它们的法祀败坏之后，如果没有这个唯一能够制止贝横

的力量的话，它们会变成怎样呢？对于专横既然没有其他阻力，那

末这个阻力总是好的，因为专制主义既然给人类带来可怕的危害，

那末那个能够虳束专制主义的宙处本身也是好处f。

汪洋大海，看来好象要复盖全部陆地，但是被岸边的草莽和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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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的砂碟阻止住了。同杆，村主的权力似乎是尤边尤际的，但是他

们在最微小的障碍面前停止住了，井且让自己自然的稿横屈服j二

怨言与恳求。

英国人，为省雒护自山，把构成他们廿主政体的一切中朋权力

都筵除了。他们保存这个自由是很对的，如果他们失掉了这个自

由的品，他们便将成为地球上最受奴役的人民之一了。
法律先生因为对共和政制和片主政制都蒙昧尤知，所以成为

欧洲自古以来专制主义的最大倡战者之一。除『在他指导下做出

的很粗暴的、罕见的、向所未朋的变革而外，他还要经除中朋阶极，

并消灭它的政治团体。他收回员爵们的上地，用不实的钞粟作酬

报，这促使科主政体分崩瓦片孕＠，但看来却好象是有心救賸君主政

制似的。

一个君主国，只有中问阶极是不够的，还应该有一个法律的保

卫机构。担当这个保卫机构的，只能是政治团体。这些团体在法律

制定时便桢布法律，在法律被忘掉时，则唤起人们的把忆气山1 .. 

贝族自然的无知、怠惰和郫祝民政，所以必定要有一个团体，不断

地把法律从将被掩埋的尘上中发掘出米。君主的胜密院不是一个

合适的保且机构。从它的性质而端，它是执政的君主一时的意欲

的保卫机构，而不是国家的基本法律的保且机构。加之，君主的枙

密院不断地更涣，它绝不是永久性的；它的人员不会多，井且缺少

人民足够高度的信任，因此在困难的肘候它不能教导人民，也不能

恢复人民的服从。

专制的国家没有任何基本法律，也没有法律的保卫机构。因

此，在这些国家里，宗教通常是很有力量的；它形成－f一种保且机

构，井且是永久性的。要是没有宗教的祜，专制国中被尊重的便是

@ 阿拉贯的王排迪南极巧妙地掌握丁品级阿族的事，仅仅这点就改变了政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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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惯，而不是法律。

第五节 与专制政体的性质有关的法律

由千专制权力的性质的关系，施行专制統治的单独个人也同

样地用一个单独个人去替他行使他的权力。一个人的五打如果不

断地对他说“你就是一切，别人什么也不是＂的话，他自然就泗惰、

愚昧、耽于逸乐。因此，他把一切事务都放弃不管了。但是，如果

他把国家事务交给儿个人去办的括，这些人之间就要发牛斜粉；都

阴牒投法戌为他的第一个奴才；而君主便又不得不再亲自执掌国

政了。所以最商单的办法是把行政委托给一个宰相＠。首先，宰相

要有和他同样的权势。在这种政体的国家里，股置一个宰相，就是

一条基本法律。

据说，有一个人被选为教皇，深威自己不能胜任，起初竭力推

辞，后来，他接受了这个职位并且把一切事务都交给他的侄子去

办。就职不久，他惊砑地脱：＇我从来未想到当教皇是这样容易产

这在东方的君七们也是一样。当他们埜居在象监狱般的深宫甲，

太监使他们的心思和精种 H 盆须质，甚至常常使他们不知道自己

的池位，入吧把他惘从这个“监狱＂拒出来，放到王位上去，他们开

始是惊愕的；但是，在他惘投立了一个宰相的时候，他们便在后宫

放谈最兽性的情欲；在－个桢唐的朝廷用，他们遵循着最愚蠢的反

复尤常的姐好，他惘从来就没有想到当君主是那样容易的。

帝国越大，后宫也越大，因而君主越沉醉千欢乐。所以，在这

些国家里，君主应治理的人民越多，便越不想治理；事情越重大，便

越少去思索。

@ 沙尔旦先生訧，东方的君王们是梩常有宰+n的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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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卒三种政体的原则

第一节 政体的性质和政体的原则的区别

在探讨［同各种政体的性质有关的祛律之后，我们应该研究

同政体的原则有关的法伴。

政体的性质和政体的原则的区别＠是：政体的性质是构成政

休的东西；而政体的原则是使政体行动的东西门一个是政体本身

的构造；一个是使政体运动的人类的威悄。

法律同各类政体的原则的关系不应少千它们同各类政体的性

质的关系。因此，我们应探求原则是什么。这就是我在本辛所要

誰述的。

第二节 各种政体的原则

我脱过，共和政体的性质是：人民全体或某些家族，在那用握

有报碌的权力；才｛主政体的性质是：村主在那用握有最高的权力，

但是他依据既成的法律行使这一权力；七制政体的性质是：一个单

独的个人依据他的意忐和反复无常的爱好在那用治国。这就使我

能够找出这二种政体的原则。这些原则是自然而然地从那里推衍

出来的。我先由共和政体开始，井先啖民主政治。

第三节 民主政治的原则

维持或支撑君主政体或是专制政体井不需要很多的道义。前

者有法律的力量，后者有徐巠常举着的君主的手臂，可以去管理或支

@ 这个区别是极重要的。我将从此做出肝多堆治来。这些区别是无数法律的

钥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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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一切。但是在一个平民政治的国家，便需要另一种动力，那就是

品德气
•• 
我所说的，所有历史家都巳证实，而且是很符合f事物的性质

的。因为一个村t国用执行法律的人，显然户已泌为是超乎法律

之上的，所以需要的晶德少于平民政治的国家。平民政治的国家用

执行法律的人觉得本身也要胀从法律，并负担青任。

由 f听信坏的劝告或是山「疏忽以致停止执行法律的君卞，

能够容易地补救这个过失，这也是显然的。他只要改挽枢密院，或

改正自己的疏忽就够了。但是平民政治，如果法律被停止执行，这

只能是山千共和国的腐化而产生的，所以国家就巳翱是完蛋了气

在上肚祀，英国人要给自已建立民主政治；他们未能获得成效

的努力，可称奇观。因为那些参与政书的人亳尤品德；因为那位最

大胆的人＠的成功激起 f他们的野心；因为宗派仁义浸透f一个

又一个的得势的党派，所以政府不断地更迭；惊愕门向人民-;J-求民

主政治，但却什么地方也找不到。最后，在郪历肝多动乱、冲击、震淄

之后，他们不能不重新回到他们所府止f的那种政体之下去休息。

汁苏拉顾意把自由还给罗思的肘候，罗思不能再接受自由了。

它只残留着微少的品德。因为它的品悠天天在减少着，所以在凯

撒、提只留斯、盖犹斯、格老狄岛斯、尼禄、多米先之后，罗局井没有

泭醒过来，所受奴役反而日盆加深。一切的攻击，全都是对着暴

村，却没有一次是对着暴政的。

爱好政治的希腊人，生活在平民政治之中，知道品德的力氪是

唯一支持他们的力量气今天的希腊人则仅仅同我们啖工艺、贸

易、财政、财富，甚至啖奢侈。

当品德消逝的时候，野心便进入那些能够接受野心的人们的

I 

@ 指克伦威尔。

.j`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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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里，而贪婪则进入一切人们的心里。欲望改变了目标：过去人们

所喜爱的，现在不再喜爱了；过去人们因有法律而获得自由，现在
要求自由，好去反抗法律；每一个公民都好象是从主人家里逃跑出

来的奴隶；人们把过去的准则脱成严厉，把过去的规矩脱成拘束，
•••••••• 

把过去的謹憤叫做畏榷。在那里，节俭被看做贪婪；而占有欲却.... 
不是贪婪。从前，私人的财产是公共的财宝；但是现在，公共的财

宝变成了私人的家业，共和国就成了巧取豪夺的对象。它的力量

就只是儿个公民的权力和全体的放肆而巳。

当雅典很显赫地称霸四邻的时候，同它很可耻地遭受奴役的

肘候，它所拥有的兵力是一样的。当它防卫希腊反抗波斯的肘候，

当它和拉栖代孟争帝国的时候，当它进攻西西里的时侯，它的公民
是两万人＠。当狄米特里息斯·法列累息斯稽核它的人口＠就如

同人们在市墙上数奴隶一样的时候，它的公民是两万人。当菲利
普敢于統治希腊，而出现在雅典人的门前的肘候＠，它仍然坐失了
肘肌。在德漠斯提尼斯的著作里，入们可以看见使希腊清醒过来

是如何困难：雅典人怕菲利普，不是因为菲利普是自由的敌人，而
是因为他是逸乐的敌人＠。从前，这个城市曾桯抗住了那么多次

的失败，人们看见它从毁灭中又复兴起来。但它在凯龙尼亚一败
之后，就永远失败了。虽然菲利普把所有的俘虏都遣还了，但是有

什么用处呢他所遣还的井不是战士！这时要战胜雅典的草队总是
容易的了，正如要战胜它的品德总是困难的一样。

迦太基怎么能够站得住呢？当汉尼拔任“裁判官“要禁止官吏

们掠夺这个共和国的时候，官吏们不是到罗居人那里去控告他么？

@ 普卢塔克：«珀里克利斯》；柏拉图：«克里西亚斯））。

＠叶公民两万一于人，异邦入一万入，奴隶四十万人。见雅蒂乃乌斯：«食事大

全》，第 6 卷。

@ 这时希腊公民是两万人。见德漠斯提尼斯：«亚里斯多基敦》。

@ 他们以前曾通过一条法律，规定凡打算把戏剧费用挪作战贵的，处死刑。

一 心.,、一 “'l l l l l ll,l 如，压丘归俨平会”. ~ '" ＂，，少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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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怜虫啊！他们不要城市，但又要做公民，并且还要用他们的毁灭

者的手去保持自己的财产！不久罗局要求他们用迦太基的主要公

民三百人为质，以后又壤他们把军械和船只交出来，末后向他们宣

战。从被解除了武装后迦太基在绝望中所做的决死战＠去看，人俨
便能够了解，当迦太基还有草力时，如果再有品德的括，它还能够

有多么大的成就！心

第四节 贵族政治的原则

平民政治需要品德，贵族政治也需要品德；不过贵族政治不是

那样绝对地需要它，这也是真的。

人民和贵族的关系，正象臣民和君主的关系一样。入底是受法

律的拘束的。所以贵族政治下的人民比民主政治下的人民较少需
要品德。但是贵族受什么样的拘束呢？．那些执行法律来约束同事z 
的人们，很快将会感到他们的行动也是不利于自己。因此，按照政

制的性质，贵族团体是需要品德的。
贵族政治本身具有民主政治所没有的某一种力量。黄族侗在

那里形成一个团体。这个团体，依据它的特权，并为着私人的利益，

抑制人民。只要有法律，并且在这一方面获得执行，就够了。

但是贵族团体抑制别人容易，抑制自己却是困难的气这种政

制的性质就是这样，所以看来就象是把贵族放在法律权威之下，而

又使贵族置身千法律之外。
那末，这样一个团体只有两种抑制自己的方法。一个是以高尚

的品德，使贵族和人民多少平等些，这可能形成一个大共和国。另
一个是以较小的品德，也就是脱以某种程度的节制使贵族们至

.0 这个战争打了三年。

＠在那里，公单可能受到惩治，因为与众人有关，私罪则不加惩治，因为与众人无
关，无须加以惩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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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在贵族之间是平等的，这样他们就能够存在下去。

因此，节制是贵族政治的灵魂。我指的是那种以品德为基础
•• 

的节制，而不是那种出自精种上的畏楠和怠惰的节制。

第五节 品德耙非君主政体的原则

在君主国里，人们通过政策翱营巨大事业，但是尽可能少用品

德。这就象在最美好的机器里，人们通过技术尽可能减少机件、发

条和齿输的数目一样。

君主国家的生存并不依赖爱国心、追求冥正光荣的欲望、舍弃

自己、牺牲自己最宝贵的利盆，以及我们只听我的古人所酋有过的

一切英雄的品德。

在君主国里，法律代替了所有这一切品德的地位；人侗对品德

没有任何需要；国家也不要求人『，具备这些品德。在君主国里，一

个行为，只要是不声不响地去做的括，多多少少是没有人追究的。

虽然一切的犯罪都是公罪性质，但是人们仍然把具正的公罪

和私罪分开。所以叫做私罪，是因为它们对私人的侵犯多于对整

个社会的侵犯。

在共和国里，私罪有较多的公罪性质，意思就是脱，它们触犯

国家的政制多于触犯私人；而在君主国里，公罪有较多的私罪性

质意思就是说，它们触犯私入的幸福多于触犯国家的政制本身。

我睛求人们对我所股的括不要介意，一切历史可作证明。我

很知道，有品德的君主井不在少数，但是我脱的是，在君主国里人

民要有品德是很困难的＠气

嚷人们睛一賸各时代历史家关于君主们的朝廷的肥述吧！暖

@ 我这里所指的是“政治品德”o一一“政治品德”勹，在它以公共膳利为目的这一
意义上是过德上的品德。我所指的，绝少是私人道德上的品德，而且绝不是那种同宗
敢上“天启的真理“有关系的品德。这在本书第 5 章第 2 节可以清楚地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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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回忆一下各国彴人关于廷臣们的卑鄙性格的啖话吧这些啖

括绝不是腮想见而是米自悲斩的翱验。

好闲逸而有野心，骗傲而卑鄙，希望不劳而致富，憎恶贝理，陷

媚、背信、弃义，不遵守一切膳言，蔑视公民职责，惧怕君主有品惊，

希望君主有弱点，而且比这一切都糟的是，永远向品德嘲笑一—这

些东西，我想，构成了各地方、各时代最大多数廷臣的显著性格。

那末，在一个国家里，首脑人物多半是不诚实的人，而要求在下的

人全都是善人；首脑人物是骗子，而要求在下的人同意只做受骗的

呆子；这是极难能的事。

但是如果恰巧在人民中削有某个不幸的試实入＠的括，应怎

样呢？红衣主教李索留在他所著＜＜政的产里婉韓地訰，一个君主应

陔小心，不要用这种威实人霓品德不是这类政体的动力，这是如

何其实啊試然，这类政体挹不排除品停，但品德井不是它的动力。

第六节 君主政体里什么代管了品德

我赶快吧，我跨着大步前进吧，免得人们以为我是在諷刺君主

敃体。不，我不是在諷刺。君主政体缺少这一个动力，但是它却具
有另一个动力，这就是荣誉。荣誉就是每个人和每个阶层的成见。

它代替了我所脱的政治品德，井且处处做品德的代表。在君主国

里，它鼓舞最优美的行动；它和法律的力量相粘合，能够和品德本

身一样，达成政府的目的。

因此，在治理得很好的君主国里，每一个人都儿乎是好公民，

但是难于找到一个善人，因为要做善人＠的括，便应陔有做善人的

@ 这个名院，要用上面的注的意义去了解它。

＠李索留在书里脱不要使用出身卑賤的人；他问太酸涩，太难对付。见«政和，

第 4 章。

@ 这里所谓｀，善人“，只意味昝政治的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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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向究并且爱国家是为着国家多，为着自己少。 门

第七节君主政体的原则

我侗巳翱脱过，有君主政体就要有优越地位、品极，甚至高贵

的出身。荣誉的性质要求优遇和高名显爵。就是因为这个掾故，.. 
荣誉便在这类政体中获得地位。

在共和国里，野心是有害的。在君主国里，野心却会产生良好

的效果。野心使君主政体活跃而有生命C 它对这类政体没有危

除，这是优点。因为在这种政体里，野心可以不断地受到压制。

你也浒要脱，这就象宇宙的体系一样，有一种离心力，不断地

要使众天体远离中心，同时又有一种向心力，把它们吸向中心去。

荣誉推动着政治机体的各个部分；它用自己的作用把各部分速粘
起来。这样当每个入自以为是奔向个人利盆的时候，，就是走向了

公共的利盆。

从哲学上说，领导着国家各部分的，是一种虚假的荣誉，这是

事实；不过，这种虚假的荣誉对公家是有用处的。这和质实的荣誉

对获得这种荣誉的私人有用处是一样的。

然顶，勉强人们做一切既困难又需要费力气的行动，除了皊

人们关于这些行动的声誉而外，井不拾与其他报酬，这不是太过分

么？

第八节荣誉耙不是专制国家的原则

专制国家的原则挹不是枣晋。在那里，人人都是平等的，没有

人能够昭为自己比别人优越；在那里，．人人都是奴隶，巳癌没有誰

可以和自己比较一下优越了。

@ 见涫 5节第 1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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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这样，荣誉有它的法则和规律，它不知道什么是屈服；它

主要以自己变幻无常的意欲为基础，而不是依从别人的意欲。所

以只有在有固定政制、有一定的法律的国家，方才啖得上荣誉。

荣誉怎能为暴君所容忍呢？它把軠税生命当做光荣，而暴君之

所以有权力正在于他能剥夺别人的生命。荣誉怎能容忍暴君呢？

荣誉有它所遵循的规律和坚定不移的意欲，而暴君没有任何规律，

他的反复无常的意欲毁灭其他一切人的意欲。

在专制的国家里，人们不知道什么是荣誉。甚至常常没有文

字可以表达它＠。然而荣誉却統治着君主国家；在那里，它给整个

政治机体、给法律甚至给品德本身以生命。

第九节 专制政体的原则

共和国需要品德，君主国需要荣誉；而专制政体则需要恐怖。

对于专制政体，品德是挹不需要的，而荣誉则是危险的东西。

在专制政体之下，君主把大权全部交给他所委任的人们。那

些有强烈自尊心的人们，就有可能在那里进行革命，所以就要用恐

怖去压制人们的一切勇气，去窒息一切野心。

．一个宽和的政府可以随意放松它的动力，而不致发生危除。它

是依据它的法律甚至它的力量，去雒持自己的。但是在专制政体

之下，当君主有一瞬间没有举起他的手臂的时候，当他对那些居首

要地位的人们不能要消灭就立即消灭＠的肘候，那一切便都完f,

因头J这种政府的动力一—恐怖－—巳不再存在，所以人民不再有
保护者了。

土耳其的法官们所主张的，显然就是这个意思。他们眳为，土

耳其的皇帝，如果他的的定或誓言使他的权威受到限制的括，就完

@ 见裴里：«大俄罗斯的现状）），第 447 页。

@ 这在事事性的贵族政治下是时常发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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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没有履行核的定或誓言的义务包

老百姓应受法律的裁判，而权贵则受君主一时的意欲的裁判；

最卑微的国民的头觑得以保全，而总督们的头颠则有随时被砍掉

的危除。人们啖到这些可怕的政府，不能不战栗。晚近被米利椎

斯啜掉的波斯王所以看到了他的政府在被征服以前就巳复亡，就

是因为他不曾使人们流过足够的血霓

历史告盺我们，多米先可怖的残酷，使总督们非常畏惧，因而

在他的治下的人民的生机略略得到了恢复＠。这正象洪水毁坏了

河岸的一边，而在另一边却留下了田野，远处还寸望旯一些草原。

第十节在寞政与暴政国家中服从的区别

在专制的国家里，政体的性质要求绝对服从；君主的意志一旦

发出，便应确实发生效力，正象球戏中一个球向另一个球发出时就

应核发生它的效力一样。

在专制的国家里，绝无所喟講节、限制、和解、条件、等值、商啖、

抹胖这些东西；完全没有相等的或更好的东西可以向人建埭；人就

是一个生物服从另一个发出意志的生物罢了。

在那里从人们不得把坏的遭遇归咎于命运之无常，也不得表示

对将来厄运的畏惧。在那里，人的命运和牲畜一样，就是本能、服

从与惩剒。

人们不必去为自然的咸情一一对父亲的孝敬，对儿女和妻子

的爱怜一一以及荣誉的规律或健康的情况等辩脱，这是没有用处

的。接受命令就够了。

在波斯，如果有一个人被国王判了罪，那末人们就不得再向国

@ 李杲：«臭托曼帝国兄第 1 卷，第 2 章。

@ 见杜塞尔梭种父所著关于这一革命的历史。
@ 苏埃多尼扁戏«多米先》，第 8 章。多米先的政府是事事性的，是屡于专制政

体的类型。

..,.“'，一,.,..,屯·立···卜-',m.. -· ·,士产呱．一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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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埮到他，也不得誧求恩赦。如果国王是在酒醉或是精种失常肘

做出这个决定的话，他的敕令仍然是要执行的坐要不是这样的

话，他便将自相矛盾了，但是法律是不能自相矛盾的。在那里，这

种想法总是存在着的。亚休爱露斯因为无法收回灭绝犹太人的命

令，所以决定准许犹太人自卫。

不过有一件东西人们有时候可以拿来对抗君主的意志＠，那

就是宗教。如果君主命令人舍弃他的父亲，甚至杀死他的父亲的

话，这是要遵从的；但是如果君主颠意人喝酒，或是命令人喝酒，入

们是不会喝的。宗教的法规是高一级的圳条，它们支配着老百姓，

同肘又支配着君主。但是自然法，就不是这样；按照假定，君主

巳不止是一个人了。

在君主的、政治宽和的国家甲，权力受它的动力的限制；我的

意思是脱，受荣阳的限制；荣誉象一个皇帝，統治着君主，又統治着

入民。人俨绝对不去向君主援引宗教的法规；朝臣知道，这样做的

话，自己就可笑r。但是人们将不断地向君主援引荣誉的法规，因

此，在服从上便产生了必要的限制；荣誉在性质上免不了受幻想的

支配，而服从，则跟着所有这些幻想走。

这两种政府，虽然服从的方式不同，但是权力是一样的；君主

举足重轻，并受到服从。总的区别是：君主政体的君主接受謹誰的

启导，它的臣宰的机敏和对政务的软达，是远远超过专制国冢的臣

宰的。

第十一节总桔

三种政体的原则就是这样。这意思井不是脱，共和国的人都

有品德；而是脱，他W1应该如此。这也不是要证明，君主国的人都

@ 见沙尔旦：«波斯旅行i心。

迄） 同上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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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荣誉，而在某一个个别的专制国家的人都心怀恐怖。我们所要

证明的是，应该要有这些原则，否则政体就不完全。

第四辛教育的法律应陔和政体的

原则相适应

第一节教育的法律

教育的法律是我们最先接受的法律3 因为这些法律准备我们

做公民，所以每一个个别的家庭都应当受那个大家庭的计划的支

配，这个大家庭包含着全体个别的家庭气 , 

如果全体人民有一个腺则的话，那末作为全体人民的构成部

分的家庭便也要有这个原则。因此，教育的法律在各种政体之下

也将不同。在君主国里，教育的法律的目的应陔是荣誉；在共和国

里，应骇是品德；在专制国里，应该是恐怖。 ，八

第二节 君主国的教育

在君主国里，人们接受主要教育的地方，绝不是教育儿童的公

共学校；当一个人进入社会的时候，教育才在某种程度上开始。那

里就是教给我们所喟荣誉的学校；荣誉-—－这个众人的教师一一.. 
应陔在各处都引导着我问。

就是在那里，人们看见井且稷常听脱三件东西：“品德3应核

高尚些；处世，应陔坦率些；举止，应陔礼貌些。” ' ,\_ :. :' 

在那里，人们使我们看到的品德，往往是关于我们对自己所应

负的义务，而关于我们对他人所负的义务方面则较少。这些品德，

与其脱是召唤我们去接近我们的同胞，毋宁说是使我们在同胞中
超群出众。

` ＇，心--··~「一飞．二，-~心朵如，人．．华，T 『,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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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里，判断人的行为的标准不是好坏，而是美丑喻；不是公道

与否，而是偉大与否；不是合理与否，而是非凡与否。

荣誉可能在那里找到一些高尚的东西；那末在这种场合，如果

不是法官把它们合法化，就是跪辩家替它们提供理由。

对妇女献殷勤，如果是同爱情的思想或征服的思想相粘合的
括，是可以容浒的。这就是君主国的凰俗永不能象共和国的凰俗

那样纯洁的真正原因。

施用权牒术数，如果是同胸襟的偉大或事业的偉大的思想相

桔合的括，是可以容许的，例如在政治上施用狡昨是无损于荣誉

的。
为了求取富贵而去阿腴奉承，这是荣誉所不禁止的。但是如

果不是为求富贵，而是在威情上骂为自己卑賤，因而去阿腴奉承的

括，那就是荣誉所不许的。

关于处世，我巳翱脱过，君主政体的教育应该嚷它有儿分坦

率。因此，啖括时要有一些真实。这是不是因为爱真实呢？绝对不

是。人们所以要真实，是因为一个习惯于说真实话的人，总显得大

胆而自由。实在脱，这样的一个人便显得他是专以事物为根据，而

不是随和别人对事物的看法。

人们越提倡这样的坦牢，便越孵视老百姓的坦率。因为老百

姓的坦率，目的仅仅是具实与贺朴而巳。

末后一点：君主国的教育要求人们举止上要有儿分礼貌；人类

生来要生活在一起，所以生来也就要使彼此喜悦。那些不遵守礼

节的人，会得罪一切共同生活的人们，便将失掉社会的尊重，以致

不能有所成就。

但是礼仪的来源通常不是很单耗的。它是来自想出人头地的

噜 甲本无“不是好坏而是美丑”句。

俨"-心～ ~ · -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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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望。我们有礼貌是因为自尊。我们用一些仪表来证明我俷不是

卑賤，来征明我们从未同各世代所不齿的人们生活在一起过，这就

使我们自己威到得意。

在君主国里，礼仪也为朝廷所采用。一个非常偉大的人便使

别人都显得渺小。从这里，产生了我们对一切人的尊敬。从这里，

产生了礼貌，礼貌使有礼貌的人喜悦，也使那些受人以礼貌相对待

的人们喜悦，因为礼仪表示着一个人是朝廷中的人牧，或者应当是

朝廷中的人物。

朝廷的仪表，在于舍去具正的尊贵，以换取雉饰的尊贵。朝臣

喜欢雉饰的尊贵胜于真正的尊贵，矮仰的尊贵在表面上表现某种

谦恭而带有傲气。但是，矫饰是朝臣高贵的泉源，朝臣越淡开矮

饰，便越要在不知不觉问失掉他的商贵。

在朝廷里，各种东西的胤味都很讲究。这是由于长期习惯千

从巨富而来的浮华；由于逸乐的多样性，尤其是由于对逸乐的烦
腻；又由于幻想、嗜痒的粉繁，甚至混乱。一切幻想、嗜癖，只要合

意，便老是被欢迎的。

这些东西都是教育的目标，教育就是要培养所喟文贺彬彬的

君了，也就是具有这种政体所要求的一切特质与一切品德的人。

在那里，无处不为荣歼所浸滇，它渗入到人们各式各样的想法
和威觉中，甚至于指导人们的原则。

这个奇怪的荣普便按照它的意思规定了什么是品德。它所命

令要我们做的一切事情，都是按照它自己的意思投立了种种规则。

它按照自己的癖好扩大或限制我们的义务，不管这些义务是湍源

于宗教、政治或道德。

在君主国里，法律、宗教和荣誉所驯示的，莫过于对君主意志

的服从。但是这个荣誉告諒我们，君主绝不应陔命令我们做不荣

誉的事，因为这种行为将使我们不能够为君主服务。



32 哈法的精种

克里锡“拒绝陪杀基司公爵，但是向亨利三世提出颖和基司公

爵决斗。在圣巴多罗买节的屠杀之后，查理九世曾命令全国的督

审屠杀新教徒。巴雍钠的司令多尔得伯爵二书国王諒＠：“陛下：

我在居民和士兵中所看到的都是善良的公民，勇敢的士兵，没有一

个是剒子手。因此，他们和我睛求陛下把我们的手臂和生命川到

有用的事业上。”这位偉大而仁慈的勇士聪为卑鄙的事是绝对做不

出来的。

荣誉所要求千真族的．莫过于为君主作战。实在脱，这是贵族

惘优越的职业。因为从事这种职业，无脸碰到危除、成功甚至厄
运都可以获致显贵。但是荣誉，既给黄族规定了这项义务，这项

义务的执行便要以荣誉为判断的准则，如果有入损害了荣誉，荣誉

便要求他或准浒他引退。

荣誉井且主张我们可以自由寻求或拒艳一种职业。从荣誉米

看，这种自由比财富还贵重。

所以荣誉是有它自己的最高规律的；教育不得不适应这些规

律凯主要的规律是：

第一，荣誉完全准浒我们重视我们的财富，但是绝对不牉我们

重祝我们的生命丸

第二，当我们一旦获得某种地位的时候，任何事情，倘使足以

使我们显得同那种地位不相称的括，我俨就不应该做，也不应该容

忍别人去做。

第三，法律所不禁止而为荣誉所禁止的东西，则其禁止更为严
格；法律所不要求而为荣誉所要求的东西，则其要求更为坚决。

* 原文 Orillon, 甲乙本作 Grillon。

@ 见多比聂«历史》。
@ 这里状彴是事实如此．而不是应兹如此，因为所谓荣誉不过是一种成见，宗教

有时企图消灭它，有时企图限制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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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专制政体的教育 . 

君主国家的教育所努力的是提高人们的心志，而专制国家的

教育所寻求的是降低人们的心志。专制国家的教育就必须是奴隶

性的仁甚至对f处在指押地位的人们，奴隶性的教育也是有好

处的，因为在那里没有当暴君而同时不当奴隶的。
绝对的服从，就意味着胀从者是愚蠢的，甚至速发命令的人也 ` 

是愚蠢的，因为他无须思想、怀疑或推理，他只要表示一下自己的

意颜就够了。

在专制的国家里，每一个家庭就是一个个别的帝国。那里的

教育主要是教人怎样相处 9所以范圉是很窄狭的；它只是把恐怖置

千人们的心里，把一些极简单的宗教原则的知甜置于人门的精肿

里而巳。在那里，知哦招致危除，竞争足以惹祸；至于品德，亚里士

多德不相信有什么品德是脤于奴隶的＠。这就使这种政体的教育

范悝极为狭窄。

因此，在这种国家里，教育从某些方面来说，是等于零的b 它

不能不先剥夺人1f1的一切，然后再给人们一点点的东西；不能不先

卤培养坏臣民开始，以便培养好奴隶。

啊专制国家的教育怎有可能致力 f培养一个同公众共疾苦

的好公民呢？这样的公民如果是爱他的国家的话，便要企图祒放

政府的动力。这种企图如果失败的话，他自己便完了。如果成功

的括，他便有使自己速同他的君主和帝国同归于尽的危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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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古今教育效果的差异

古代多数的人民生活于以品德为原则的政府之下；当品德还

@ «玫治学）），第 1 卷，第 3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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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力量的时候，人惘做了一些我们今天再也看不见的事情。那

些东悄使我们荻小的心灵威到惊骸。

古人的教育还有一点优于现今的教育，就是他们的教育从没
有被人否认过。爱巴米农达斯在晚年时所訰、所听、所旯、所做的

事情和他幼年开始受教育肘并无差别。

今天我们所受的是三种不同或矛盾的教育，即父亲的教育、师
长的教育和社会的教育。社会教育对我们所脱的，，把父亲和师长

所教育的思想全部推翻3 这多少是由于我们今天的宗教义务和社

会义务截然不同，这种事悄古人是不晓得的。

第五节共和政体的教育

共和政体是需要教育的全部力蜇的。专制政体的恐怖是自然

而然从威吓和惩肌产生出来的。君主政体的荣誉，受着威悄的激
励，同肘也激励着威情。但是政治的＊品德是舍弃自己-这永远

是很苦箱的一件事。

我们可以给这种品德下一个定义，就是热爱法律与祖国气这

种爱要求人『！不断地把公共的利盆置于个人利盆之上；它是一切

私人的品德的根涌。私人的品德不过是以公共利盆为重而巳。
这种爱是民主国家所特有的。只有民主国家，政府才由每个

公民负责。政府和世界的万物一样：要保存它，就要爱它。

从来没听脱过国王不爱君主政体，也没听訧过暴君憎恨专制

政体。

因此，一切的关键就在于在共和国里建立对法律与国家的爱。

教育应陔注意的就是激发这种爱。但是要使儿童有这种爱，有一

个妥箭的方法，就是做父亲的先要有这种爱。

亭

'; 拿 甲乙两本无“政治的”字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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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父亲就是老师，把知域傅给儿童；但是他更是把威情傅拾

儿童的老师l

假如这个方法没有成功，就是因为在家庭所获得的教育受到

了外界思想影响的破坏。

变坏的绝不是新生的一代，只有在年长的人已胫腐化之后，他

们才会败坏下去。

算六节 希赚的一些制度

古希腊的人，深信在平民政治下生活的人民必须培养品德，所

以股立一些奇特的制度，加以鼓励。当我们在莱喀古士的傅肥里

看到他为拉栖代孟人所制定的法律时，我们便仿佛是在壤西瓦楠

布人的历史气克里特的法律是拉栖代孟法律的蓝本。柏拉图的

法律不过是它的改盯而巳。

我睛求人们赂略注意一下：这些立法者的天才应陔是如何的

广阔；他们看到，他们冒犯了人们所接受的旧习俗；把一切品悠混

合起米，便可以向全世界显示他们的智慧5 莱喀古士把偷窃和公

道的精肿混合起来，把最苦的奴役和极端的自由混合起来，把最残

酷的戚情和最大的宽和混合起来，这样便使他的城市获得了巩固。

他似乎剥夺了这个城市一切的财富、艺术、商业、金线和圉墙；国民

有野心，但是没有致富的希望，他们有天然的威悄，但是没有所講

儿子、丈夫和父亲；甚至速节操也被剥夺了。斯巴达就是通过这些
道路获致强盛与显赫的。这些制度是无往不胜的。所以同这个共

和国打仗，如果不能推翻它的体制的括，就是打胜仗也是毫无所得
的包

@ 排罗旦门逼制拉栖代孟人放弃养育子女的方法。他很知道如果不这样歙，州他
1月将老是有雄伟的志气和高缴的心恩的。普卢塔克： «脾罗员门传，。见狄持·李禧；
«罗骂撮年史＞，第 88 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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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里特和拉科尼亚都实施这种法律。拉栖代孟是最后被思其

颉人吞井的，克里特＠是最后亡千罗届人的。撒姆尼特人施行同

样的制度，罗届人打了二十四个胜仗才把它消灭©。

希腊法制上所看到的这种奇特的民族性格，在我们时代的渣

滓与腐败之中也出现过吼一个贤明的立法者付翱培养了一国的

入民；他们把正直看做是当然的事．，如同斯巴达人把勇敢看做是当

然的事一样。只恩先生37 是一位真正的莱喀古士。虽然只恩以和

平为目的，而莱喀古±员1]以战争为目的；但是在使人民过着奇特的

生活方面，在就自由人中树立自己的优势方面，在战胜偏见方面，

在克制威情方面，二人是相类似的。

在巴拉圭，我侗可以看到另一个例子。亨数令38 认为指摒命
令的快乐，是入生唯一的幸福。曾桏有人把这点看做是陔会的一

种罪恶。不过，治理民众而能给民众增加快乐的括，将永远是一牛

体面的事情砚

耶稣会最先在那些地区示范，把宗教与人道粘合起来，这是核

会的光荣。对那些受到过西班牙人摧残的地区，耶稣会予以恢复，

且就这样开始医治了人类所曾受的一项最大的创伤。

耶稣会对它所講荣誉的一切东西，怀着美好的威悄，对它的宗

教抱着热眽。这个宗教的信徒的地位卑微，远不如博教的人。这｀

种戚情和这种热诚使该会能够从事偉大的事业才t且获得了成功。

它把散居在丛林中的人民吸引出来拾他们安稳的生卧，让他们穿

上了衣服。这样，只要它酋艇增加了人类的劳动的括，它的功稹就

@ 克里特保卫它的法律与自由达三年之久。见佛洛露斯：«历史概耍兄狄持·李
维；«罗焉漏年贮第 98 、 99 、 100 卷。它比那些伟大帝王1门进行了更多的抵抗。

@ 佛洛露斯：（（历史概耍方，第 1 卷，第 16 章。

＠四塞罗：«致阿蒂摩斯书尚> 1, «罗墓露斯的渣滓》。
@ 巴拉圭的印第安人不依靠个别的种贵，只钠五分之一的页税，并且有火器自-

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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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是很大的了气

如果有人企图建立同样的法制，他们便应先建立象柏拉图的

«共和国＞＞里所描写的那种财产共有制的社会。建立他所要求的对
肿明的尊敬；与异邦人隔艳，以保存自己的虽俗；由城市政府进行

贸易，公民则不做买卖；他们有我们的工艺而没有我们的奢华，有

和我们相同的需要而没有我们的嗜欲。

他们还应陔般除金线。因为金线的效果使人的财富日盆牖

大，超越自然所规定的界限；使入学会亳无用处地保存那些无講地

积聚起来的东西；使入的嗜欲无穷尽地滋生。自然本来粉我们很

有限的手段去刺激悄欲，去互相腐化，但是线财却增补了自然在这
方面的不足。

“爱比淡尼安人觉到他们的虽俗由于同野蛮人的往来而逐渐

败坏，便选举一位专职官吏，代表城市井只为城市进行一切贸

易。切因此，贸易不能败坏政制，而政制也不能剥夺社会由贸易而

获取的利盆。

第七节 这些奇特的法制适合什么地方呢

这种制度对于共和国可能是适宜的，因为共和国的原则是政

治的品德喻。但在君主国家为了策励荣誉，在专制国家为了唤起恐

怖，就不需要找这些心思了。

这些奇特的法制只能施行于小国©。 国小可以进行普遍的教

育，把全体人民都培养起来，象培养一家的子弟一样。

米膳斯、莱喀古士和柏拉图的法律，需要全体公民彼此之朋特

别互相注意。一个大国，事务错粽复杂、种类繁多，就不可能有这

@ 普卢塔克心有关希腊的问题))，第 29 章．. 甲乙两本均无“政治的”字样。
© 犹如从前希腊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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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注意了。

上面脱到，这些法制应陔排斥金线。但是在大的社会里，由于

事务之多、种类之繁，它的困难和重要性，以及贴买的便利，交换的

迟援，就需要有一个共同的衡量标准。如果要使这个衡量标准在

各地有权威，或是在各地受到拥护，就应陔有各地方的人都承认为

有权威的东西。

第八节 为古人关于凰俗的一个似是而非

的贱法进一解

波利比息斯，明哲的波利比息斯，告拆我w,-10: 亚加底人居住

在空气凄愤寒冷的国家里，所以需要音乐，使他们的凰俗趋千柔
和；西内特人不注意昔乐，所以是一切希腊人中最残忍的人；他门

的犯罪之多，没有别的城市可与偷比。柏拉图“毫无顾忌地说，要

改变音乐就一定要先改变国家的政制。亚里士多德写＜＜政治学＞＞一

书的目的似乎只在于用自己的意见去反驳柏拉图的意见，但是关
于音乐对凰俗的影响力“这点上，他和柏拉图的意见是一致的。

西奥弗腊斯塔斯、普卢塔克叭斯特拉波＠和所有古人的想法都是

如此。这些意见不是没有桏过深思就发出的；这是他们的政治原则

之一。他们就是这样制定法律，就是这样要求人们去治理城市的。

我想我能够解释这件事。我们应陔首先了解，在希腊的城市，
尤其是在那些以战争为主要目的的城市，一切可以获得金线的工

作与职业都被认为是一个自由人所不应当做的。色膳芬©我，“大

多数的工艺使从事那种工艺的人身体败坏；他们不得不坐在阴暗

或是靠近火的地方。无谕对于朋友或是对于国家他，，，都没有空闲

@ «珀罗必达斯传，0

@ «地志＞．第 1 卷。

@ «佳言》，第 5 卷（«镁济脸＇，第 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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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只是因为一些民主国家腐化了，所以手艺人才得成为自由

人。我们从亚里士多德＠知道这点。他主张，一个好的共和国绝不

应陔把城市的权利皊手艺入氮

农业在当时还是一种奴隶性的职业，通常是由某些被征服的

人民去从事操作的，例如拉栖代孟人使用伊洛底人，克里特人使用

珀里埃人，帖撒利亚人使用珀内斯特人，其他共和国使用其他奴隶

人民叽

最后一点：各种低极的商业对千希腊人来諒都是不名誉的。

商业使一个公民不能不伺候奴隶、房客和外国人。这是同希腊的
自由精种相冲突的。因此，柏拉图在他的«法律＞注里，主张惩肌做

买卖的公民。

既然如此，在希腊各共和国里，人们是非常为难的。公民不得

桯营商业、农业和工艺，但又不符他们罔着觅所以他们的职业便

是体育与單事操辣＠，他们的法制不容浒他们作其他的事悄。因

此，不能不把希腊看作是一个运动员与战士的社会。然而，这些圳

辣极容易使人变得冷酷而野蛮究所以需要用他种能使性悄柔和

的圳辣，以资凋节。因此，音乐是最适宜的了。它通过身体的威官

@ «政治学»，第 3 卷，第 4 章。

@ 亚电士多德«政治学））第 2 卷第 7 章耽，狄欧范梯斯曾经在桂典制定一条法

律，规定手艺入为共和国的奴隶。

@ 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也荽奴隶耕种土地，见«法律咽$7 卷及«玫治学戏伟 7 卷

第 10 章。当时井不是一切地方都由奴隶从事衣业，这是真的。反之，据亚电士多德訧

(«政治学叭第 6 卷，第 4 章），当时最好的共和国是那些公民从事衣业的共和国；不过

这是在古代的政府席化为民主政府之后才有的事，因为最初的希腊城市是贵族政体。

＠第2 卷。

@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旯第 10 卷。

@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第 8卷第 3章指出，希腊有锻炼身体的艺术，郁体育，以
及德兰多的各种格斗。

@ 亚里士多德眈，拉酒代孟人极幼年的时候就开始这些锻炼，因而养成了过于
凶悍的性格。见«政治学》，第 8 卷，第 4 章。

. 虚 , ` . . 4 ^'. l l l. ,I, 已L -. , .. . 一 ·- ,. . ．编一 ·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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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影响心灵。身体的锻炼使人冷酷；推理的科学使人孤僻。音乐

是二者的折衷。我们不能脱，音乐激励品德，这是不可想象的；但

是它具有防止法制的凶猛性的效果，井使心灵受到一种只有通过

音乐的帮助才有可能受到的教育。

假使有一个社会，那里的人热爱狩猎，因而以此为专业。他们

无疑将由狩猎养成一定程度的粗暴性格。如果这些人又沾上了音

乐的嗜好的话，我们屈上就要看到他们在举止上和在性悄上巳有

所不同。总之，希腊人的圳辣只能养成一种粗暴、憤激、残忍的或

悄。音乐能刺激所有这些威悄，又能够使心灵有溫和、怜惘、仁慈

和爱情的威览。我们肘代的道悠作家激烈反对戏剧，这就足以使

我们了解行乐对心灵的影响力。

假使上述社会的人只是打鼓吹号的括，不是比柔和的音乐更

难达到目的么？因此，为着陶冶人们的性悄，古人在某些悄况下，

对音乐的形式有所取舍，这是对的。

但是人们要问，为什么偏偏要音乐呢？这是因为在所有威官

娱乐之中，音乐是最不会败坏人的心灵的。在普卢塔克的苦作＠

里，我们谙愧地賸到，梯柏人为着要使青年的性格趋于柔和，竟由

法律规定了一种世界各国都应禁止的爱情。

第五章 立法应月政体的原则相适应

第一节本章的主旨

前面巳桯指出，教育的法律应该要和各种政体的原则相适应。

立法者为整个社会所立的法律也应陔如此。法律和政体原则的关

@ «珀罗必达斯传>，第10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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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加强了政府的一切动力；反过来，政体的原则也因此获得了新的

力显。这就象在物理的运动上，动作的后果必然是反应。

我们现在要探时每种政体的这种关系；首先从以品德为原则

的共和国啖起。

第二节 在政治的国家中品德的意义

品德，在共和国里，是很简单的东西。就是爱共和国。它是一

种或悄；而不是知诚的产物。这种咸悄，郎使匡内最卑微的入也和

最高等的人一样，都能威觉到。人民一旦接受了好的准则，将比

所喟正人君子的人们，更能持久地遵守。腐敃往往不是由人民开

始。人民正因为自己学城平庸所以对巳翱确立了的东西便更加强

烈地依恋。

对祖国的爱导致岚俗的纯良。胤俗的纯良又导致对祖国的

爱。我们越不能使我们的个人的威悄获得淌足，则我们便越能够

为着公众的威情去牺牲自己。为什么修道士会那样热爱他们的宗

教呢？宗教使修逍士难以忍受的地方，正是修道士所以爱宗教的

原因。他侗的教规禁止那些淌足普通戚情的东西，所以只剩下唯

一的一种威情去爱那个给他们以莉楚的教规。这个教规越严厉，

也就是脱，越压制他们的嗜欲，则他们对于教规所残留给他们的威

悄便越强烈。

第三节在民主政治之下，爱共和国的意义是什么

在民主政治之下，爱共和国就是爱民主政治；爱民主政治就是

爱平等。

爱民主政体也就是爱俭朴。在这里，每一个个人既然都应该

有同样的幸面和同样的利盆，那末也就应陔享受同样的快乐，抱有

同样的希望。这种情况，如果没有普遍性的俭朴，是不可能达到的。



位

董
诠法的精种

在民主政治下，爱平等把人何的野心局限千一种颠望和一种

快乐上。这种融望和快乐就是使自己对国家的服务超过其他公

民。民主国的国民对国家的胀务，在分量上，不能完全相等，但是

他们应陔全都以平等的地位为国家服务。人们一出生便对国家负

下了很大的一笔债，这笔债是永远还不清的。

所以在民主国里，一切名望也都是比平等的原则产生的，虽

然有时候显赫的功耕或优越的才能看来似乎浪灭了平等的原则似

的，0

爱俭朴限制了占有欲，人人只求家庭之所必需，如有所余，则

归轮国家。财富产生权力，但是一个国民不能用它为自己服务，如

果用它为自己胀务，便不能平等了。财富也粕人欢乐，但是一个国

民不应享受这些欢乐，因为这些欢乐也同样完全是排斥平等的。

好的民主国，是由树立家庭的俭朴去供应公共的开支的。罗

焉和雅典就是这样。这些国家的奢侈和铺张浪费正是从节的的资

金产生的。法律要求人们有俭朴的諷俗，才能有赢余去献给国家。

这正象宗教要求人们要有洁净的手，好去贡献祭物给肿明。

个人的明慧和快乐主要是因为他们的才于和财产都是中庸

的飞共和国的法律培养酢多中庸的人。它既然有智慧的成员，

它的行政也就是智慧的；它既然有快乐的成员，它也将是一个很快

乐的国家。

第四节 怎样激励爱平等和爱彼朴

当一个社会把平等和俭朴规定在法律里的时候，平等和俭朴

本身就能够大大地激起对平等和俭朴的爱。

在君主和专制的国家里，没有人渴慕平等。平等的观念根本

就不进入人侗的头脑里去。大家都希望出类拔萃。就是出身最卑

微的人们也希望脱离他原来的境地，而成为别人的主人。

一 . - －．－－－气乙－－ －－一心”“'” ',. ,....噜一一一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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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俭朴也是一样。如果爱俭朴，就应当以俭朴为乐。那些

被逸乐所腐化的人们是不会喜爱俭朴生活的。如果以俭朴为乐是

自然的或是平常的事情，那末，阿尔基比阿地斯就不会为全世界所

称羡了。那些羡慕或赞赏别人的奢华的人们，也是不会喜爱俭朴

的；那些眼里只看见富入或只看见和自己一样的穷人的人们，则憎

恨自己的贫困；他们却不爱俭朴，也不了所所以贫困的原因。

因此，在一个共和国里，如果要让人爱平等和俭朴的括，就应

把这二者盯入法律。这条准则，是很真实的。

第五节 在民主政治之下，法律应如何建立干等

有些古代的立法者，如莱喀古士和罗慕露斯，规定平分土地。

这种办法只能在一个新共和国建立的时候实行。要不然，就应该

是因为古老法制业巳腐敃不堪，所以人们的思想才有了这样一种

倾向，就是穷人认为他们不得不要求这样一个补救办法，有线人则

不得不表示同意。

如果立法者采用平分土地而不同时制定法律给予支持，那末，

他所建立的政制，不久便要消逝。在法律没有预防的地方，不平等

便会乘隙而入，而共和国也就完了。

因此，如果要保持平等的话，关于妇女的妆it; 关于附与、继

承、遣癫，以及其他一切契虳的方式等等，就要盯立规章。因为如

果我们对自己的财产能够任意给誰，任意处分的括，那末私人的意

志便要扰乱基本法律的秩序。

梭偷准浒雅典人在没有后嗣的时候，得以遣嘱将财产留给他

“1所中意的人屯这是和古代的法律相逢背的。依照古代的法律包

@ 普卢塔克：«梭伦传»o

逗）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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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产必须留轮立遗嘱人的家族。梭偷的这个做法甚至也和他自己

所定的法律相遠背，因为他曾桯用取消债务的办法来求取平等。

禁止一个人继承两个人的遗产中的法律，对民主政治是一条

好法律。这条法律拥源于公民土地及分配财产的均分制。法律不

浒一个人占好儿份。

规定女子为继承人时必须与最近戚隅桔婚的法律，也来自同

一洞諒。犹太人在采用同样的分配制度之后，也有了这条法律。

柏拉图©的法律也是建立在这个分法之上的，所以也有同样的规

定。在他以前，雅典曾桯有这条法律。

雅典有一项法律我不知有什么人酋桏了解它的精种。该项法

律准祚和同父异母的姊妹桔婚，但不许和同母异父的姊妹桔婚©。

这个习淇是消源于共和国的，因为共和国的精眒不i午可一个人获'

得两份土地，因此也不浒他承受两个人的遣产。一个人和同父异

母的姊妹结婚，只能获得一份遣产，就是他的父亲的遣产；但是如

果他和同母异父的姊妹粘婚的言~'就有可能因为该姊妹的父亲没

有男嗣而把财产留给她，粘果和她秸婚的兄弟便伏得两个人的财

产了。

菲洛＠訰，虽然雅典人得娶同父异母的姊妹，不得娶同母异父

的姊妹，但是拉栖代孟人则只准娶同母异父的姊妹，而不符娶同父

异母的姊妹。对此殊可不必置辩。因为我在斯特拉波的著作$星

@ 哥林多脖罗老斯在雅典（应为：梯柏］制定了一条法律，规定土地f分貊和遠产

的数日应孩永远相同。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兄帘 2卷，第 12 章。
@ 柏拉图：«共和国»，第 8 卷。
@ 哥尼利，乌斯·尼波斯在«序言习里耽“雅典名人西蒙娶他的亲妹为妻，不算乱

偷无耻，因为当地居民有这个习憤，但是按照我1日的黑俗是不轩可的。”达个习憤是很
古的。亚伯拉罕在提到撒拉时忧“她是我的妹在她与我是同父异母“(«劓世i切，第

20 章）。过去各不同民族制定同样的法律时，也是栈据同样的理由。

@ 菲洛：«关于十戒的特殊法律＞。
@ «地志叭第 10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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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在拉栖代孟一个女子和她的兄弟秸婚时则用陔兄弟继承财

产中的一半作妆益。显然，制定这项法律的目的是要防止前项法

律的恶果。他们把陔兄弟财产的一半祫姊妹作妆盒，这是要防止

姊妹家庭的财产移韩到兄弟的家庭去。

塞内加在啖到西拉奴斯和他的姊妹秸婚的时候脱，这种祚可，

在雅典是有限制的，但在亚历山大里亚是普遍的@“。在一君統治

的政体里，儿乎是没有什么财产分配的制题的。

有一种法律是民主政治下保持这种土地分配的好办法。这种

法律规定，有儿个子女的父亲应选撑其中一人继承他的财产＠，其

余的子女剕给无子女的人们做养子女。这样，国民的数目就老是

可以和分配财产的数目雒持均衡。

卡尔西敦人法列阿斯＠为财富极不均的共和国想象出一个平

均财富的方法。就是：富人必须出嫁资，但是不得接受嫁贷。穷人
嫁女儿时要接受聘金而不给嫁资。但是我不知道曾程有哪个共和

国实行过这种法规。这种法律，把国民的生活状况作出显苦的区

别来，以致国民反而憎恶法律所欲建立的平等。有的时候法律对

于它所打算达到的目的，所走的道路还是不要显得太直接才好。

虽然在民主政治之下，真正的平等是国家的灵魂，但是要建立

贝正的平等却很困难，所以在这方面，要达到百分之百准确，不一

定总是合适。建立一个人口分级制＠就够了。这个制度在一定程

度上把生活的差别减少或加以规定，然后用特别怯征收富人的税，

减軠穷人的负担，这样仿佛把不平等抬平等化了。只有中等富裕

＠塞内加«格老狄．乌斯的死»中载有＂稚典许可一半，亚历山大里亚则完全许可”。

＠柏拉图也拟定一项类似的法律，见«法律》，第 3 卷。
@ 亚里士多徙：«政治学»，第 2 卷，第 7 章。

＠梭伦把人口分四级五谷或水果的收入达五百米那的人为第一级。收入达三

百米那又有能力养一匹，民的人为第二级。收入达二百米那的人为第三级。一切靠体

力劳动生活的人为第西级。见许卢塔克: «梭伦传>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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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才能给与或容忍这类的补偿。因为巨富的人，对于一切不能

皊他们权力和荣誉的东西，都看做是一种侮辱。

民主政治中的一切不平等都应当以这种政治的性质为依据，

甚或以平等的原则为依据。例如，人们可能害怕那些需要艇常不

断地劳动才能生活的人由于担任公职而更加困穷起来；或是害怕

这些人疏忽公职上的贡任；人侗可能害怕手艺人龋傲起来；害怕被

释放的奴隶太多，势力超过原有的公民。在这种情形之下，为着民

主政治虳利盆，民主政治公民间的本等是可以取消的复不过，这

里所取消的只是表面上的平等而巳，因为一个任公职而致倾家涽

产的人，他的情形将比其他同胞们更坏；当他不得不疏忽他的贡任

的时候，其他的公民便将因此陷入比他还糟的境地。

第六节 在民主政治之下，法律应如何培养俭朴

在一个良好的民主国家里，只把土地平均分配是不够的。应

陔象罗焉人一样，把土地分得很小。古利扁斯告拆他的士兵们

脱显“一个公民对一块足以养活一个人的土地绝不会认为太小。”

财富的平等保持着俭朴；而俭朴保持着财富的平等。二者虽

然不同，但是性质如此，因而不能分别存在。它们互为因果；要是

民主政冶失掉了其中的一个，刺其他的一个也必跟着消失。

如果一个民主国家是以翱营贸易为基础的话，那未就会真有

这样的可能，个人有巨大财富而凰俗井不变坏，这是因为贸易的精

肿自然地带着俭朴、节的、节制、勤劳、謹憤、安分、秩序和粔律的精

肿。这种精肿存在一天，它所获致的财富就一天不会产生坏的效

果。当过多的财富破坏了这个贸易精神的时候，害处便来了；一向

@ 梭伦不使笚四级人任公职。

@ 对征服的土地，士兵1,.,要求更大的份额。普卢塔克： «道德著述：古代君王将

相传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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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人咸觉到的不平等的粉乱，便产生出来，井立即为人f1所看到。

要椎持这种精肿，就应陔由重要的公民亲身秷营贸易，应陔使

这个精眒占統治地位，不受他种精神的阻碍；井应陔由全部法律加

以雒护。这些法律应该随着贸易的增加，进行财富的分配，使每一

个贫穷的公民获得相当宽裕的生活，可以和别人同样地工作。这

些法律又应陔使每个有线的公民的生活雒持中等水平，使他不能

不用劳动去保持或取得财富。

在轻营贸易的共和国里，继承时把父亲的产业平均分给所有

的子女，是极好的法律。粘果，无誰父亲曾有多大财富，他的子女

都不能象他那样富有，因此便不得不避免奢侈，象他们的父亲一样

地工作。我这里淡的只是翱营贸易的共和国，因为那些非桯商的

共和国，立法者是要制定忤多不同的法规的生

希腊有两种共和国，一种是颊武的，如拉栖代孟，一种是轻商

的，如雅典。前一种共和国要公民过闲散的生活，后一种共和国则
想法去激发对劳动的喜爱。梭偷把游闲当做一种犯罪，井且让每

一个公民脱明他是用什么方式牒生的。诚然，在一个好的民主国

里，每个人都应陔得到生活的必需品；每个人的花费应该以生活必

需品为限，因为如果不是这样，他们的必需品将从哪里来呢？

第七节 稚护民主原则的其他方法

不是一切民主国家都能够建立土地平分制度。在某些悄况之

下，这类办法是不合实际的、危险的，甚至将震域政制。我们不是

老是非走极端的道路不可。一个民主国所以要平分土地，原是为

了保存民晟；如果人们看到这办法巳程不适合于这个民主国的时

候，便应当采用其他方法。

@ 这些法规对妇女的嫁簧应多加限制。

｀压 ......～一＝－ J -. 飞1 _. lL, ', 1 上 ''”“· ·育仁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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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要投立一个固定性的团体作为虽俗的典范的话，元老院

是一个办法。要有年龄、品德、勋稹而庄重的人才能够进元老院。

元老1r,在公众面前就象肿明的塑象一样，能够激励人们的道德威

情，这种威悄将深深地影响到每一个家庭。

这个元老院尤其应当保守旧时的法制，并注意使人民和官吏

永不叛离这些法制。

关于胤俗，保存旧习惯是很有好处的。腐化的人民是不易做

出偉大的事业的；他们儿平未曾建立过会社、建造过城池、制定过

法律。反之，多数建投是由虽俗朴素、謹严的人民做出来的。所以
应当使人们能起古时的矮规肌则，这通常就是把他们重新引回到

品德的道路上。

除此而外，一个国家的革命和新政体的建立，只有通过无数

的困苦与艰难，才能成功，而很少是游阴的、照俗腐化的人民所

能做到的。那些进行革命的人惘虽曾颖意人民能够享受革命的幸

福，但是如果没有良好的法律，这种颖望也是很难实现的。在这种

墙合，古肘的法制通常就可以起雉正作用，新的法制则常常引起弊

端。一个政府在漫长的岁月中走向腐化就象走下坡路一样，是在

不知不觉中走下去的；如果要恢复良好的政治，那就非付出巨大的

努力不可。

有人佣，我们所脱的元老院的元老们的任期应陔是终身的或

是有期限的。无疑，应该是终身的；罗焉灰拉栖代孟气甚至速雅

典，都是如此。我们不应该把雅典的元老院和最高裁判所混为一

啖。前者是一个三个月更换一次的机关。后者的成员是任期终身

@ 罗焉官吏任舫一年，元老任舫轮身。
@ 色样芬在所著«拉栖代孟共和印第 10 章第 1、 2 节内获，莱喀古士规定“元老·

院的戊员应由老年人中选出；这样，老年人虽然到了晚年，也不会玩忽自己的职责；他

让老年人充任青年人智勇的裁判；这样，他就使老年人的高龄显得比青年人的精力充
沛更为尊荣',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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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永人的典范。

因此，一般的准则应陔是：如果段立元老院的目的是为了做国

民的典范，仿佛就是胤俗的宝库的括，那末，它的成员的任期就应

陔是终身的；如果投立元老院的目的是为了处理事务的括，它的成

员便无妨更易。

亚里士多德心脱，精神象躯体一样也会衰老。这种想法只对

于一个官吏个人来脱是对的，至于对一个元老的蹑会，是不能适用

的。

在雅典，除了最高裁判所而外，还有諷俗保卫员和法律保卫

员©。在拉栖代孟，所有的老人都是监察员。在罗思，监察工作由

两个特股的官吏担任。元老院监督人民，所以监察员应陔既监督

人民又监督元老院。监察员的职务是重建共和国内一切被腐化了

的东西，警告游惰，瞳责疏忽，纠正错映。至于犯罪则依法惩处。

罗思的法律规定，对奸淫的控告应当是公开的气目的在于保

持凰俗的纯洁，用意至善。这使妇女有所畏惧，也使对她『忭应当实

行监督的人有所畏惧。

年青的人极端服从年老的人，是维持凰俗最好的方法。这样，

双方都受到的束：年青人为着要尊重老人，而老人为着要尊重自

已。

公民极端服从官吏，是使法律具有力量的最好的方法。色睹

芬＠说：“莱喀古士使拉栖代孟和其他城市大不相同的地方，就是

他特别要拉栖代孟的公民服从法律；官吏一叫，他们便跑向前去。

是在雅典，如果有人认为富人们是依附于官吏的括，富人们便将

威到苦恼。”

父权对于保存諷俗也有很大的作用。我们巳轻脱过，在共和

＠最高裁判所本身也要受监察。

邑） «拉栖代孟共和国＂，第 8章。

,r··心 ,., 气·一．一．工屈·一．产凡哼奔｀ ·'. Ul,l-l'"l 碱妯心“'',.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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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里，是没有在其他政体下所见到的那种强制权力的。因此，法律

必须寻求其他权力，以贫弥补。用来弥补的，就是父权。

在罗焉，父亲对于子女有生杀之权＠。在拉栖代孟，每一个父

亲都可以教圳别人的儿女。

罗焉共和国灭亡后，父亲的权力也跟着消失。君主国井不需要

怎样纯洁的胤俗，它所要求的只是每个人都生活在官吏权威之下。

罗思的法律使青年养成服从的习惯，把未成年期规定得很长。

我们沿婴罗焉旧法，也浒是銡映的。君主国井不需要这样多的的

束。

共和国的这种服从，可能要求父亲一生都要有管理子女的财

产的全权；罗局以前就是这样规定的。不过，这不是君主政体的精

肿。

第八节 在夤族政治之下，法律应如何与

政体的原则相适应

在黄族政治之下，如果人民是有品德的话，人民所享受的幸福

便将和平民政治差不多，国家也将强盛起来。但是在贵族政治之

下，人们的财富是很不平等的，所以不常看见有多大品德；因此，法

律应陔尽可能地鼓励宽和的精肿，井努力恢复国家在体制上所必

然会失去的平等。

宽和的精神在贵族政治下就叫做品德；它的地位就象平等的

精神在平民政治中的地位一样。

如果脱，环铣着君王们的显赫与豪华就是君芒w1权力的粗成

@ 从罗屁的历史，我f门可以看到，这个权力的行定对共和国是如何有利。我下
面忱的仅仅是它最腐化的时期。奥露斯·富尔椎乌斯巳启程去找卡蒂林，他的父亲把

他召回处死。见撒跻斯特：«卡蒂林战役》，第 89章。还有其他一些公民也有同样的行
为。见狄欧：«罗．焉史》．第 87 卷，第 86 章。

"·,』 - . -1 『盲血士--"..r - ．一一品吓·L 夕 2．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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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分的括，那末贵族们仪表上的谦逊与朴实就是贵族们的力量

了＠。当他们不墒倘任何高贵的样子肘，当他们同平民混在一起

肘，当他们同平民穿相似的衣裳时，当他们让平民共同享受他们一

切的快乐时，平民便会忘肥自己的贫弱。

每一种政体都有它的性质和原则。所以一个贵族国家就不应
陔有君主国家的性质和原则。如果贵族们的个人私有特权高于贵

族团体的特权的话，那就是君主政体了。元老院应核有特权，元老

们则仅仅受到尊敬而巳。

真族政治的国家有两个主要的致乱之源，一个是治者与被治

者之间存在着过度的不平等，一个是統治团体成员之削也有同样

的不平等。这两种不平等产生怨恨和嫉妒。这二者都是法律应陔

预防或压制的。

第一种不平等的主要悄况是：显要人物的特权的光荣恰恰就

是平民的耻辱。罗焉禁止贵族和平民秸婚的法律窀就是这样。这

项法律唯一的效果就是使黄族更为牍傲，更为可厌。人们应该看

看，护民官在他们的演脱中是怎样从这里获取有利材料的。

这种不平等的另外一种情况是：公民钠税的条件和贵族不同。
有四种不同的情形： （－）贵族有不钠税的特权； （二）贵族用祚欺

手段逃避钠税©; （三）贵族以担任职务的报酬或薪俸名义为借口

侵占公款； （四）贵族把平民变成自己的附庸，而分享他们向平民

所征收的贡税。最后一种情况是不常有的；有这种情况的真族政

府是一切政府中最残酷的。

@ 今天的威尼斩人，从许多方面来看，他们的行为都是很有智慧的。曾轻有一
个威尼斯贵族同一个“陆地”的公民为了争收堂中的位大而发生了料粉。他们的裁判
指出，一个威尼斯的贵族在威尼斯境外不比其他公民的地位优越。

@ 罗恩的十大官们把这项法律放在最后的两个纲表法内。见狄欧尼西，岛斯·哈

利卡尔拿苏断：«罗焉古代史兄第 10 卷。

@ 今天一些贵族国家就是这样。这是最足以使国家衰弱的。

, ．．．心. ..,~“-···江如令·贮-心飞－ r· ` f fTL L.r 凸｀．，心·,'·· :: - .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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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罗焉倾向千贵族政体的时候，它很好地避免了这些弊端。

官吏们从来不从他们的官职上颌受薪俸。共和国内的主要人物和

别人一样地钠税；他们甚至比别人纳更多的税；而且有时候就只有

他们才斜忏兑末了一点：他们不但不分享国庙的收入，反而把他们

所能够从国库取得的－一切线财，把幸运所，恩赐给他们1的一切财富，

全都分散给平民，这样使人们原諒他们所享有的荣誉＠。

分散线财给人民，这在民主政治是有害的，但在贵族政治却是

有盆的。这是一条基本准则。前者使人民丧失公民的精肿，后者

使人侗恢复公民的精神。

如果不把国岸的收人分散给人民的括，就应该让人民知道这

些收入的管理是很好的。把这些财富让人民看一看就多少等于让

入民享受了。威尼斯陈列的那条金链子，历次凯旋式在罗思展嘿

的宝物，在农神庙保藏的财宝，实际上就是人民的财富。

在贵族政治之下，特别重要的一点，就是真族不征赋税。罗思

的第一等贵族，从来不与问税务。征税的事交由第二等黄族去办

理，即使这样，日子久了也会发生巨大的不便。在贵族国家里，如
果由贵族征税的话，一切个人都要受税收入员随意摆布，也没有高

极的法庭去加以斜正。负贡革除流弊的人员，反而颠意享受流弊

中的好处。贵族们便要象专制国家的亲王1f1一样，随意没收入们

的财产。

这样取得的利盆，不久便将被看做世搜财产；食婪将随时扩大

这种财产的数额。征税将要降低，国岸的收入将等于零。有一些

国家井没有受到任何显著的打击，却因为这个掾故而衰微下去，不

l 

但邻国骇异，就速自己的公民也莫名其妙。
法律也应该禁止贵族桯营商业。因为这种有资财的商人，将

@ 见斯特拉波心地志兄第 14卷，这里叙述了罗得人在这方面是怎样做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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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限断一切贸易。贸易是一些平等的人侗之阴的职业。所以专制

国家中最不幸的，就是那些君主自己从事买卖的国家。

威尼斯的法律凸禁止员族做买卖，因为如果贷族做买卖，就是

议諷实的祜，也可能获得过分的财富 3

法律应咳使用最有效的手段，使贵族以公道对待入民。如果

法律尚未建立护民官的括，法律自己就应陔是护民官。

对犯罪行为进行各种庇护，以致速法律也不能执行，这就使贵

埃政治趋于毁灭，而接近了暴政的边掾。

法律应该时时压制权势上的骗横，应该段立一个临时的或永

久性的职官，去威淄贵族，如拉栖代孟的民选长官和威尼斯的国家
液查官。这种官吏不受任何程序上的拘束。这种政治需要很猛烈
彴“动力”。在威尼斯投置了一个石嘴兽飞张着嘴接受一切告密

八的告密逸）。你也浒会脱，这就是暴政的嘴。

贵族政治的这种专制的官职同民主政治的监察官职有些类

似六在性质上｀民主政治轮监察官也一样是独立的。诚然嘈在监察

它任职圳阴，对他们的行为不应陔追究；对他们应该信任，绝不要

护折他惘的勇气。罗焉人是值得欱佩的； －切官吏©都要对自己
的行为负责，只有监察官是例外叽

赏族政治有两件很坏的事悄，就是真族太穷，或太富。要防止

他们的贫穷，特别要紧的就是要他们及时偿还债务。至于节制他

们的财富，就耜要制定明智的、援和的规章。但是不要没收财产，

@ 阿未洛·德·拉·岛西： «威尼斯政府，>，第 8 卷。格老狄乌斯法禁止元老院
的元老11'1在海上拥有任何四十梅衣以上的船只。狄特·李椎： «罗屈晶年史）），第 21

卷，第 63 章。

@ 告密人没书嘴内。
@ 参看狄特·李雄：（（罗，叫棍年史b ，第 69卷。一个监察官甚至不得隄扰另一个

监衮官。每一个监察官做自己的比录，不必管他的同事的意见如何，否则监察工作就

等于被堆翻了。

@ 雅典的计政官让所有的官吏都要汇报工作，但自己则对誰也不做报告。

寸，卫还-土＾皿 "~' “'̀  `` '，＇ ,.I 九＇：F,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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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采用分田的法律，不要取消憤务。因为这些做法会产生无穷

的祸害。

法律应陔崩除贵族的长子继承权主 目的是把贵族的遗产不

断地分割，使贵族的财富总是停留在一个水平上。

应该完全府弃“立承嗣＂、＇遗产賸回权”、“贵族财产的世婓“和

“收养义子”这些东西。君主国家用来使家族的显耀锦延不绝的一

切方略，贵族国家是绝不可采用的乳

在法律使家族平等化了之后，它的任务便是保持家族闸的团

粘。贵族问的料粉应当迅速加以解决，否则个人问的制粉将会变

成家族间的斜粉。公断能够解决争松，或是防止争松的宠生。

最后，有些家族从虚荣心比发，主张本家族比其他家族更尊贵
或年代更古老，以显耀自己。这种主张，不应受到法律的雒护，它

应该被看做是个人的弱点。

我们只需看一看拉栖代孟就够了。我们将看到，民选长官刊

是如何善于抑制君主、贵族和平民的弱点的。

第九节 在君主政体之下，法律应如何与原则相适应

荣誉既然是君主政体的原则，那末法律就应陔和这个原则相

适应。

法律应陔努力支持贵族。荣誉可以脱就是贵族的产儿，又是

贵族的生父。

法律应使贵族世垦，但这并不是把贵族当作君主的权力和人

民的软弱之问的疆界，而是当作二者之明的速敛。

立承嗣以保存宗族的产业，这对君主政体是很有用处的，虽然

@ 威尼斯就是如此。阿未洛·德·拉·，岛西：«威尼斯政府为，第 80-31 页。

@ 一些贵族国家立法的目的，与其訧是为了推持他1门的国家，毋宁眈是为了雄
持所谓“贵族性”。

. 

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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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对千其他政体井不适宜。

遣产嗅回权-I:8 也是有用处的，它使贵族家庭由于亲长的浪费

而致丧失的土地得以恢复。

贵族的土地应陔和贵族本人同样享有特权。一个君主的尊严

和他的国士的尊严是分不开的；，一个真族的尊严和他的采地的尊

严也是分不开的。

这一切特权应陔是黄族特有的东西，是不得傅递到人民手里

的，除非是我们有意遠背政体的原则，并减少贵族和人民的力量。

立承嗣会阻碍贸易；遗产賸回权会产生无数的争松。在王国
内所出卖的一切地产，至少在一年的期限内，所有权人不能确

定气附着于采地的持权，产生一种权力，这种权力对容牉这些特

权的政府是非常麻烦的食担。这些就是由有贵族而产生的特殊的

不便。不过这些不便，同贵族一般的作用相比较，便无所喟了。但

是如果把这些特权傅递拾人民的话，那未，政体的一切原则就都亳

无用处地被破坏了。龟

君主国可以准酢一个人把他绝大部分财产留给他的子女中的

一人。这种昨可只有在君主国是适宜的。

法律应该雉护同君主政体的政制相符合的一切贸易＠， 这样

人民才能够满足君主和他的朝廷无厌的欲求，而免于使自己毁灭。

法律在征收租税的方式上应建立一定的秩序，以免手横比租

税本身还要烦项。

征税繁重首先使人民愈盆劳苦；劳苦产生疲倦；疲倦产生怠惰

的心情。

@ 只准叶平民蛭营商业，参看氓商业与商人法汾第 8 条．歧法的规定是非常明智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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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节 君主政体施政的敏捷

君主政体比共和政体有一个显著的优点。事务由单独一个人

指押，执行起来，较为迅速。但是这种迅速就可能流于輛率，所

以法律应陔让它援慢一些。法律不但要雒护各种政制的性质，同

时还要雉正从这种政制的性质可能产生的弊端。

杠衣主教李索留＠劝告君主国要避免由于准酢人俨集会粘社

而发生的麻烦；集会秸社将在一切事情上造成困难。如果这个人

不是心里有专制主义，就是脑子里有专制主义的思想。

由于朝廷对国家法律的无知，以及朝臣会磺的追促匆忙，所以

君主的事务儿乎得不到慎思熟虑的处理。如果司掌法律的团体能

够举步稳当，对君主的事务，又能慎思熟虑，那便是最好的恭顺雹}

如果官吏们通过他们的拖廷、控拆、恳求等手段，都不能遏止

君主即使在品德上的迅速行径，同时君主又仅仅依靠他们的魏勇，

对他们凭着无限度的勇气与忠实所做出来的事情，也给以无限度

的报酬，——如果这样的括，就是世界上最完美的君主国气又会

变成什么样子呢？

第十一节 君主政体的优越性

君主政体比专制政体有一个很大的优点。依照君主政体的性

质，在君主之下，有昨多阶层，这些阶层是和政制分不开的，所以国

家比较长久，政制比较巩固，进行統治的人们，比较安全。

西塞罗@:51 认为罗焉投立护民官保全了共和国。他脱： ＂贼

＠李索留：«政的»°
@ 塔西伦在«史目印第 5卷第 82 章里眈：“从化外人看来．如果当奴隶的人慢吞

吞地干活的蓝似乎就应立即实行专政。”
@ 四塞罗心法律＂，第 3 卷，第 10 章。他訧：“护民官的权力是太大么？誰能眈不

太大呢？但是人民的力量更残暴、更强烈得多，就因为有首颌才有时显得温和，好像什
么力量也没有似的。因为首颌淇思熟虑才进行冒险；人民因感情冲动则不知自己所冒
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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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一个没有首倾的入民的冲动力是更可怖的。一个首锁知道事

情就在他身上，所以他会用心思；但是人民在激动的时候，是完令

不知道他俨是在把自己投进危险里去的。”这种脱法可以适用千仁

制的国豕。七制的国家就是有人民而没有护民官。这种说法也可

以适川于君主国，君主国的人民在一定方式上是有护民官的气

諷然，我们各处看见，当一个专制国家发生骚乱的肘候，人民

为成悄所激动，往往把事悄推向极端。他们所做出的一切粉乱都

是极端的。但是在君主国里，事悄就常常不会做得过分。首倾们为

自己着想是有所顾忌的，他们怕被人抛弃；“依附的中间势力”心，

不陨意平民太占上凤。国内的各阶层完全腐败是不常有的事，村

主就依附丁这些阶层。媒乱的人既没有意志、也没有希望去颜复

国家，所以他们不能、也不颜推翻君主。

在这种情况之下，明智而有权成的人们便出来了。他们采取
溫和手段，商講解决的办法，改正弊端，法律重新恢复了效力，受到

f人们的遵从。

因此，在我们一切的历史上，都是只有内战而没有革命，但是

在专制的匡家，却都是只有革命而没有内战。

苦述某一些国家内战史的人们，甚或那些煽动这些内战的人

们，都能够充分证明，君主可以没有什么疑惧，把权力交给某些阶

层的人l: ，来为自己服务。因为这些人七，就是犯了错误，还是长之

心致力于法律和义务；他们只能援和，而不会刺激叛乱者们的激合

和猛烈的悄褚霓

缸衣主教李索留，也浒想到他曾轻过于眨抑了国家各阶层的

作用，所以他企图以君主和臣子©的美悠米椎持国家。但是他对

@ 见上面第 2 章第 4 节第 1 个注。

@ 缸衣主教雷兹＜＜回忆录））及其他历史著作。

@ 李索留: «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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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所要求的东西太多了，所以实际上除 f天使而外，是没有人能

够象他所要求的那样审慎、聪慧、果断和富有知峨。片主政体存在

－犬，我们恐怕没有荣幸看见他所要求的那神村主和臣予吧！

在良好的政治下生活的人民，总比那些没有规章、没有须袖、

在森林用游淄的人民要快乐些。同样，在国家的杜本法律下生活

的科主，总要比暴君快乐；暴君没有任何东西可以的束他的自姓的

心和他自己的心。

第十二节璞前

宽宏大量，在专制的国家里是找不到的。君主自己就没有这

种偉大的品质，怎能以此影响别人？在专制君主的地方，是找不到

光荣的。

在君主国里，我们看见臣民坏拱王座，受到他的光祁的照耀。

母个人可以脱占据了较大的空间，能够锻炼品德。这些晶德所给

心灵的，不是独立，而是偉大。

第十三节 专制主义的意义

路易斯安粕的野蛮人要果子的时候，便把树从根秪砍倒，采摘

果实也。这就是专制政体。

第十四节 法律应如何与专制政体的原则相适应

．专制政体的原则是恐怖。但是胆怯、愚昧、沮丧的人民是不需

要祚多法律的。

在专制政体之下，一切事物的运辖只取决千两三个概念，所以

井不需要什么新的概念。我们训辣野兽的时候，要特别注意不改

® «耶稣会－I:书简魏》，第 2 辑，第 8i5 页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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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它的主入，不改变所教的东西和所教的步法。这样，只通过两二

个动作｀把印炽灌入脑子里就够了。

一个幽居在深宫的君主，倘使他一且离开他那淫佚的地方，便

要引起那些幽阴他的一切人们的忧虑。他们不能容忍君主的入身

和权力落到别人的千中 53 。因此，君主很少亲身作战，井且儿乎不

敢通过他的将官进行战争。

这样的一个君主，在宫中没有任何人敢遠抗他，已成习惯，当

他看到人们向他进行武装抵抗的时候，他是憤怒的。通常，他就被

愤怒或报复的情栳所支配勹加之，他不懂什么是质正的光荣。所

以他所进行的战争便充淌着战争自然具有的狂暴，他所遵循的国

际法的范鹰比其他国家都狭窄。

这样一个村主的缺点是很多的，所以他左右的人侗很怕他的

天然的愚蠢暴露在阳光之下。他藏在深宫庄，没有人知道他的情
形。好在专制国家的人民只需要君主的空名去治理他们。

普查理十二世在本达 54 的肘候，他听脱瑞典的元老院内有些

人反对他，，他便写信回国说，他要寄一只鞋去进行监督統率。这

只鞋将要象一位专制君王一样，进行监督統车。

如果君主成为俘虏，他就被看作死亡，而另外一个君主便登上

王座 3 这个俘虏所订的条的无效；他的继位者将不批准这些条虳。

诚然，他就是法律，他是国家，又是君主；所以节他巳不是君主的

肘候，他便什么也不是了。如果不把他当作死亡，国家就要灭亡

了。

上耳其人所以决定和彼得一世单独缔盯和的的主要原因之一

是：俄罗斯人告诉土耳其的宰相，脱瑞典巳有另一位君主登极了W。

国家的保存只是君主的保存而巳，或者毋宁脱只是君主所幽

@ 晋芬道尔夫: «万国史方续篇仲瑞典版，第 10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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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的宫禁的保存而已。不管什么事情，只要不值接败胁这个宫禁

或首都，对那些无知、自大、 1扁见的人们，是不会产生任何印象的。

孕于事物问的联系，他们是不会探寻、怕见，甚至想象到的。政治

同它的各种动力和法律，在这种政体之下，必然是有局限性的；政

治的治理和民事的治理是一样的简单饥

一切都简化为：使政治、民事的管理和君主家庭的管珅相调

和，使国家的官吏和君主后宫的官吏相凋和。

这样一个国家，如果四面为沙漠所坏镜，和它的叫做野蛮的民

族相隔离，井能够把自己看做是世界上唯一的国家的时候，那是再

好不过的情况了。它不能倚靠车队，所以最好是破坏自己一部分

的国土，以资隔离。

专制政体的原则是恐怖；恐怖的目的是平静。但是这种平静

不是太平。它只是敌人就要占倾的城市的缄默而巳。

力最井不在国家，而是在建立国家的事队，所以要防卫国家就

必须保有谁队；不过审队对于君主是可怕的。那末我们怎样才能

使国家的安全和君主人身的安全相凋和呢？

誧看，俄罗斯的政府以何等的辛勤，企图脱离专制主义。专制

王义对于它要比人民沉重得多几它解散 Y廉大的队伍 55, 载桏

了刑刑，建立了法院，开始博授法律知峨，圳育人民。但是还有一

些特殊因素存在，这些因素也浒要再把它拖进它企图逃脱的苦难

中去。 一

在专制的国家里，宗教的影响比什么都大。它是恐怖之上再

加恐怖。在伊斯兰教睹帝国里，人民对君主非常尊敬，原因之一就

是由于宗教的关系。

宗教斜正了一些土耳其的政制。土耳其的臣民并不以其国家

@ 据沙尔旦吹，波斯没有参政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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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显耀与强盛而威到光荣；他们和国家的联系是通过宗教的力量

和原则的。

如果一个君主官告自己是一切土地的所有者和一切臣民遣产

的继承者的话，那未他的国家便是一切专制国家中最给自己添加

烦恼的国家了。农业常常因此而府弛。如果君主又从事买卖的括，

则各种I业也都要遭受毁灭。

在这种国家里，什么也不修复，什么也不改进＠。盖房子只够

居住便罢；不挖濠构，也不栽树；什么东西都取自大地，但不还给大

地任何东西。全都是荒兼的地方，全都是沙漠。

倘使用法律陨除上地所有权和财产的继承，你想是不是就能

减少大人物们的食婪和悴吝呢？不能。这种法律反而会刺激这种

贪婪和恺吝。大人物们不免要使用于百种的压迫手段，因为他们

想，他们所能够据为己有的，只有金和银了；金和银，他们能够掠

夺，又能够隐藏。

因此，要防止国家的完全瓦解的括，用一些既成的习憤去节制

君主的食欲，是个好办法。所以土耳其的君主通常只从老百姓的

遴产＠中抽取百分之三，就认为涌足。但是，因为他把艳大部分的

上地给f他的事从，自己却有任意处分的权限；因为他在帝国的审

订死亡时攫取他们所有的遣产；因为他取得那些死而无嗣的人们

的财产的所有权，又因为女子只有用盆权；一—因为这些掾故，国

家大部分财产的占有都是不稳定的。

按照班陬 56 的法律，国王取得遣产，甚至速被继承人的妻子

儿女及住宅也在内吼老百姓为着要避免这种法律的最残酷的规

@ 见李果：«奥托曼帝国», 1678 年版，笫 196 页。

@ 见«拉栖代孟的今昔叶命土耳其人的财产继承；又李果：«奥托曼帝国丸

@ «创建东印度公司历次航行辑览叭第 1 卷。秘古的法律比较不那么残忍；如

果有－子女时，国王只承继其三分之二。见同书，第 3 卷，第 1 页。

---·- 「． ，兰｀古王妞＂，．，一飞...允..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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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不得不让他问的子女在八岁、九岁、十岁甚至更小的时候就成

婚，以免成为父亲的遣产中不幸的.部分。

在没有基本法的国家，王位的继承是不能固定的。君主从自

已冢族之中或家族之外选押一个王位继承者。即使建立长子继位

制也是没有用的；君主总是可以选择一个别人的。王位的继承者

有时是由君主自己宣布的，有肘是由他的臣子们宣布的，有时是

翱过内战宣布的。这就是专制国家比君主国家容易瓦解的一个原

因。

王室的每一个太子都有被选择为王的同样资格，所以一个太

子登极为君，就首先把兄弟们校死，土耳其就是如此。或者是把兄

弟们的哏睛都挖掉，波斯就是如此。或者是使他侗变成翘f书，莫队

儿就是如此。如果不使用这些预防方法，——例如在摩洛哥，则王

位空缺时，可怖的内乱便跟着到来。

按照俄罗斯的宪法＠，沙皇可以从皇室或是皇室之外，选探他

所中意的继承者。这样的一种继承制度产生了于百次的革命，井

使得帝位颠簸不定，这种帝位的不定性可以和陔国傅位的武断性

相比拟。王位继承的顺序是人民应该知道的最重要的事情之一，

所以最好要用昂显苦的事实为依据，例如依据出生和出生先后的

一定顺序。这种办法可以杜艳阴探，压制野心。一个软弱的纣主，

将不必再为继承削题而焦虑；临死时人们也不必让他脱祜了。

王位继承有基本法律规定的时候，便只有一个太子可以继承

大总他的兄弟们无誰实际上或表面上都没有权利和他争夺王冠。

兄弟们不能假借或利用父亲的私人的意旨。所以国王的兄弟也就

不再比其他任何一个臣民更有被逮捕或杀戮的问题[。

但是在专制国家，国王的兄弟是国王的奴隶，又是国王的劲

@ 叁看俄罗斯的各种不同宪注，尤其是 1722 年的宪法。

、- _,．严窘午－ ` ＇，之．屿壬嘻和·玉·· 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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敌，所以为着謹愤起见，就把国王的兄弟曲禁起来，伊斯兰教国

家尤其是如此。伊斯兰教国家的宗教认为胜利或成功是上帝的裁

刊，飞所以这些国家没有法律上的元首，只有事实上的元首。

在那些太子们都知道如果不当皇帝便要被幽禁或被处死的国

家里，篡夺［位的野心所受到的激励远远超过我们欧洲各国家勺

在找们欢洲的国家用，没有当上国王的太子们都享有一定地估。

这个地位即使不能充分地淌足他们的野心的话，也大可湍足他们

的不过分的欲望。

专制国家的君主{f1时常敃坏婚姻制度。他们通常娶了的多妻

子，尤其是在世界上专制主义可諒巳翱生了根的那块地方——亚

洲3 他们子女太多，所以儿平不可能爱护他何，儿子侗之阴也没有

兄弟之爱。

帝王的家庭就象国家一样。它本身太栨弱，而它的首倾太有

权力。它看来鹿大，但瞬息削就可能灭亡。阿尔达克塞尔克寒

斯＠把他所有的儿子全都杀光，因为他们阴谋反对他气五十个

儿子都阴牒反对父亲，似乎是不可能的；要是我这个阴牒是因为他

拒绝把他的妃子让给他的长子，那更是不可能的。这样想反而比

较合理些，就是：这事件是出于东方的后宫的某此阴探。这些后宫

是酢欺、叛逆和奸叶在不声不响中支配着的地方；是黑陪随罩着的

地方；在那甩，一个年迈的君主，一天比一大昏庸起来，便是官中的

第一个囚犯J

从上面所脱，就好象入类的天性将会不断起来反对专制政体

似的。但是虽然人类喜爱自由，憎恶残暴，大多数的人民却还是屈

从于专制政体之下，这是容易了解的。要形成一个宽和的政体，就

必须联合各种权力，加以规范与稠节，并使它们行动起来，就象是

@ 见查士丁心世界史耦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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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一种权力添加重量，使它能够和另一种权力相抗衡。这是立法

上的一个杰作，很少是偶然产生的，也很少是仅凭謹慎思索所能成

就的。专制政体正相反。它仿佛是一目了然的。它的各部分都是

一模一样的；因为只要有悄欲，就可以建立专制政体，所以是誰都

会这样做的。

第十五节璞前

气候炎热的地方，通常为专制主义所能罩。在这种地方，情欲

早动而早衰＠，智力成熟得早，浪费财产的危除軗少，使自已成名

f向便利较少；，年青人就关在家里，彼此之间来往较少。他们比欧

州气候下的人粘婚得早，所以也就成年得早。土耳其以十五岁为

成年酰

那里无所講财产的让与。在一个没有固定财产权的国家，人

民依祖自身多于依赖财产。

财产的让与，在政治宽和的国家，自然是胖可的＠。在共和国

更是如此，因为它对公民的正直有较大的信任，又因为这种政体激

励溫仁宽厚；这种政体似乎是每个国民所最喜爱的。

假使罗焉共和国的立法者曾軞建立了财产的让勺制度＠的

话，就不致发生那么多的叛乱和民事纠粉，也就不必耗历这些灾祸

的危除和补救的困难。

在专制国家，由于人民的贫困与财富的不稳定，自然产生了重

利盘剥。每个入的放款所冒的危除越大，他的线的价值也就越高。

因此，这些不幸的国家到处是苦难；一切都被掠夺，甚至告贷的门

@ 参照本书第14 章，哈«法律和气候的性质的关系人

@ 拉基列第埃尔：«拉洒代孟的古今旯第 468 页。

@ 信用破产的和解金也是如此。
@ 这个制度到了茹利安法(“财产的让与“项的才建立。人们因此可以免除坐

监；财产的让与也因此不是可耻的事了。见«法典叭第 2 卷，第 12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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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也断绝了。

所以在这种国家里，商人不能轻营大规模的贸易，他的收入仅

仅足以糊口。如果他肋进大批货物的品，则员勾货资金利息上的捐

失将要多于从货物所可赚得的钱。因此，这种国家是儿乎没有贸

易法律的。法律被戚棺到仅仅剩些警察法规而巳。

一个政府，如果没有做不正义的事情的爪牙，便不致成为一

个不正义的政府。但要这些爪牙不给自己捞一把是不可能的。因

此，在专制的国家里，贪污便是当然的现象。

在这种政体之下，贪污是一种普通的犯罪，所以没收财产是有

川处的。没收可以安慰人民。没收得到的线是很可况的贡税，是

君主不可能从雌协不堪的人民征收得到的。而且，在这些国家里，

没有一个家庭是君主乐意保护的。

在政治宽和的国家里，悄形是完全不同的。没收会使财产权

不稳定，会掠夺无翠的子女；会在应该惩削一个罪犯的时候摧毁整

个家庭。在共和国里，剥夺了一个公民必要的物实生活＠，便是做

了一件坏事，就是破坏平等，平等是共和政体的灵魂。

罗焉法律句扎定，除了最重大的叛逆罪而外，不得没收财产。

仿效这项法律的精肿，把没收限制在一定的犯罪上，这当然是很明

智的事。布丹＠很正确地脱过，在地方的习惯规定有夫妻各人的...... 
私有财产的国家，没收应当只适用千取得的财产。
••••••••• 

第十六节 权力的授与

在专制政体的国家，权力是全部授与了受权力委任的人的。

宰相就是专制君主本身；每一个个别的官吏就是宰相本身。在君

＠从我看来，搂典共和国似乎太爱没收财产了。

@ 关于确定了的“犯人的财产“。见«法典，关于充公的财产，即犯入的财产》。

＠布丹：«哈共和国，，，第 5 卷，第 3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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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政体的国家，权力的行使就比较不那样迅速；君主授与权力，但

又加以节制＠。他对权力分配的方法是，当他把权力的一部分授

与别人时，就必定粕自己保留更大的一部分权力。

因此，在君主国里，城市的首长虽由省长管辖，但由君主管辖
的地方更多些；單队里个别的审官对将單的服从不能大于对君主

的服从。

多数的君主国家都明智地规定，那些指拥权稍稍广泛的人，不

得隶瞩于任何單团，因此，他们要有君主特别的命令才能进行指

抓，他们可以被任用，也狩不被任用，他们可以脱是在役，但也可以

諒是不在役。

这种悄况和专制政体是不相称的。因为，如果没有实际职位

的人仍然有特权和头街的话，那未国里必将有本身就是尊贵的人。

这便和专制政体的性质相遠背了。

如果一个城市的长官井不受省长的管辖的括，那末每天都需

要一些折衷办法使双方能够融洽。这种事情从专制政体来脱，是

荒嘐的。加之，如果这个个别的市长可以抗命的括，省长怎能由他

本人来替他的省份负责呢？

在专制政体之下，威权总是反复不定的。最低极的官吏的权

威也不比专制君主的权威稳定。在政治宽和的国家里，无誰在哪

用法律都是明智的，井且是家喻户晓的；所以即使是最小的官吏，

也能够有所遵循。但是在专制国家里，法律仅仅是君主的意志而

已。郎使君主是英明的，官吏们也没法遵从一个他们所不知道的

意志那末官吏当然遵从自己的意志了。

加之，由于法律只是君主的意志，君主只能按照他所懂的东西

表示他的意志，桔果，便需要有无数的人替君主表示意志，井且同

@ 这样轻过节制的权力就“犹如太阳种的光坏正在下落时，总是柔和的”“·

,.,压- －巳· • ll 亡．＂导芦乒沁 '' " •• ·胪·卜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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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主一样地表示意志。

子最后，由于法律是君主一时的意志，所以那些替他表示意志的

人们就必然也是象君主一样，突然地表示意志。

第十七节礼物

专制的国家有一个习惯，就是无誰对哪一位上衱都不能不送

礼物，就是对君王也不能例外。莫卧儿的皇帝也不接受臣民的任

何睛求，如果他何不送礼物的括。这些君主，甚至速他W忏自己所皊

人的赏赐，也要受贿胳。
但是这种政体是必然如此的。在这种政体之下，就没有一个

人是公民；人人都认为上级对下级没有任何义务；人们认为彼此朋

睢一彴联系就是，这一部分人加给另外一部分人的惩剒；最后，在

这种政体之下，事务是很少的；在那里，人民很少有机会去眼见大

人物，向他提出自己的要求，提出抗拆就更少了。

在共和国里，礼物是可厌的东西，因为品德不需要它们。在君

主国里，荣誉是比礼物更强有力的鼓舞力量。但是专制的国家，既

没有荣誉又没有品德，人们所以有所作为，只是因为希望获得生活

上的好处而巳。

柏位图＠主张，履行职务而收受礼物的人要处以死刑。这是

鹰于共和国的思想。他脱：“不管是为着好事或坏事，都不应当接

受礼物。”

罗厒有一项坏法律也就是准许官吏接受小礼物包假使这些

礼物一年不超过一百埃巨的括。没有接受过别人任何东西的人，

oo （（创建东印度公司历次航行辑览＇，第 1 卷，第 80 页。

@ 柏拉图：«法律＇，第 12 卷。
@ «法典＇，第 6 卷，第 2 节，茹利安法”惩办勒索“项。
@ 拉T文作 munnscul&，即微不足道的赠品之意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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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不期望任何东西。接受过别人一点儿东西的人，思上就想要再

多一点儿，接着就想要得更多。不但如此，对一个不应眩接受礼物

而接受了的人，要使他胀罪是比较容易的。但是对一个可以接受

少最礼物却接受多了的人，要使他服罪就不那么容易；他常常可以

找到一些借口、一些托辞、一些原因和一些似是而非的理由，来为

这种行为辩解。

第十八节 元首的恩赏

我们巳艇脱过，在专制的国家，人1f1所以有所作为，只是因为

希望获缮生活上的好处，君主的恩赏，除了金线而外，没有别的东

西可以赏赐。在君主国里唯一占支配地位的是荣誉，所以君主的

恩赏原来应该仅仅限于以荣誉为基础的名位。但是有名位就有奢

华，有奢华就必然有需求，所以君主就不得不赏赐一些可以获得

财富的名位了。但是在共和国里，品德占支配地位。品悠本身就

是一个鼓舞力量，井排除一切其他的力量，所以国家的奖赏只是表

惕这种品德而巳。

君主国和共和国腋发重赏，就是国家衰朽的标志，这是一般性

的规律。因为重赏证明这些国家的原则巳翱败坏，君主国的荣普

的观念巳钰失掉了力量，共和国公民的称号巳钰减低分量了。

最坏的罗厒皇帝就是那些赏赐最多的皇帝，例如：卡里古拉、

格老狄息斯、尼禄、奥托、雒蒂利，岛斯、康莫都斯、海里欧伽巴露斯

和卡拉卡拉。最好的皇帝，象奥古斯都、稚司巴西安、安托尼努斯·

比扁斯、焉尔库斯·奥列利扁斯和佩尔提纳克司等，都是节俭的人。

当好皇帝在位的时候，国家的原则又有了地位，荣誉的财宝代替了

其他的财铝



第一卷第五章立法应与玫体的原则相适应 69 

第十九节三种政体原则的一些新的推论

我在粘束本章之前，不能不眳胳应用一下我的三个原则。

第一个问题：法律应不应该强迫公民接受公职？我的意见是：

在共和国，应陔；在君主国，不应该。在共和国}公职是品德的标

志；是国家对公民的信托。公民的生活、行动与思想，都应该完全

是为f国家，所以不得拒绝担任公职究在君主国，公职是荣誉的

标志。荣誉有它自己的奇思异想，只有“时朋“和“方式“都适合它

的意思，它才能接受。

巳故的撒地尼亚王＠对拒柲接受荣街和公职的人，都处以刑

刑。这样，他在不知不觉闾遵从了共和政体的思想。他在其他方

面的統治方法充分地哑明，他并没有这个意思气

第二个问题：强迫公民在事队中接受一个比他从前还低的职

位，这是不是一条好的准则？在罗思人中，时常可以看到今年的

上尉到下年成了他的中尉的部下吼这是因为在共和国里，品德

要求我们必须为国家不断地牺牲自己，井做自己本不股意做的事

情。但是在君主国里，荣誉一一不管是质是假一－是不能容忍所

喟降格的。

在专制国家里，荣誉、职位、爵位，完全被人滥用，所以它们毫

无区别地让村主当臣傻气让臣仅当店主。

第三个佣题：同一个人是否可以同时担任文职与武职？我认

@ 柏拉图在所著＜＜共和国习第 8 卷里，把公民拒艳杻任公职列为共和国腐化的标

志之一。在所著«法律＞第 6 卷里，牛．张对拒耙公职者应处以罚金。在威尼虾，则处以流

放。

@ 维克多·阿麻德鸟斯。

@ 有一些百人长向人民呼吁，耍求他1阿担任从韵曾轻扭任过的职位。 ｀个百人

长乱”伙伴和你们应兹把防＿叫一共和国的劝岚位都看做是光荣的才对。”狄特·李

椎：«罗羁羁年史为，第 42 卷，第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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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在共和国可以同时担任，在君主国就应当分开。在共和国，如果

使审职和文职分开，而使审职成为一个特殊身分的括，那是极端

危险的。在君主国里，如果把文武两职授与同一个人也是同样危

险伈，

在共和国里，一个人只是以法律和祖国的保且者的黄格才能

拿起武器；因为他是公民，所以在一定的时期内他要去当兵。如果

公民和士兵竟然是两种截然不同的身分的括，那末那些服兵役而

自信是公民的人，便要因此威到自己只是士兵。

在君主国里，审人的唯一目标，只是荣耀；至少是荣誉或财富。

对这样的人，应该很小心，不要给与文职。相反地，应该用文官节

制他们。应该使同一个人不能同时有人民的信任，又有武力去滥

用这种信任饥

有一个国家，外表是君主政体，实际上却是共和政体气在那

里，我们看到，人们是如侚害怕單人成为一种特殊的身分，人俨如

何把邓人的身分和公民的身分，甚至和官吏的身分桔合为一，使这

些身分成为国家的保怔，使人始终不忘掉国家。 声

罗焉人在共和国灭亡之后，把文职和武职分开；这不是武断的

做法，而是罗思政制变化的秸果，是和君主政体的性质相符合的。

奥古斯都朝代才开始有这种划分砚以后的一些儿帝©不得不把它

完成，以便和援單政府的暴戾。

曾翱和瓦速图斯竞争王位的普罗哥比乌斯把总督的官职授与

波斯王族的一个亲王荷尔米斯达斯＠的时候，又恢复了陔官职从

@ “伽利耶脖司以武力禁止元老院把事权交枪贵族中最显贵的人，也不许他 1flJ
到革队的地方去＇心见奥列利乌斯·维克多：«迨凯撤》。

＠奥古斯都剥夺元老、总督和省长1厅携带武器的权利。狄欧：«罗焉史》，第3踵耘
＄君士坦丁。见«佐济稹断＇，第 2 卷。

@ 阿米阿奴斯·'霓尔塞利蚁斯在《罗焉帝国史硕第26 卷中指出，这是“按照古人
的习憤来调懈内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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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所有的祁队指押权。普罗哥比息斯这个做法，妞果没有很特殊

的理由，那是完全不合道理的。一个渴望君权的人所追求的是自

己的利盆，而不是国家的利盆。

第四个佣题：公职是否可以买卖？在专制的国家里，是不可以

的；那里的国民在职或去职，应巾君主迅速处置。

但是在君主国里，出卖甘爵却是好事，因为它誘导人从事人们

不颐意为品德而从事的事业，井把这事业作为一个家族的职业；它

使每个出线买官的人尽其职责，又使国家的各等极较为稳固持久。

隋达斯 62 很好地指出，阿那斯塔西岛斯把所有的官职都卖掉，因

而把帝国变成一种贵族政体。

柏拉图＠不能容忍这种买卖。他訰：“这就象一只船，收一个人

的钱，便让他当舵手或航淘员。这条规则在人生的任何一种行业

上都是坏的，而只有在倾导一个共和国时是好的，有这种事么产不

过柏拉图股的是以品德为基础的共和国。而我们谈的是君主国。

在君主国里，出卖官职虽然有时没有公开的条例，但由千朝臣的贫

穷与贪婪，也仍然是要卖官职的。偶然的卖买可能比君主的选拔

得到更好的人才。简言之，由财富而致显贵，这种方法可以激励井

培养人们的勤劳气而勤劳正是这种政体所急需的现

第五个佣胜：什么样的政体需要监察，配

共和国需要监察官。共和国的原则是品德。破坏品德的不只

是犯罪行为。疏忽、銡换、爱国心一定程度的冷淡、有危险性的事

例、腐敃的种籽，也破坏品德。这些东西并不遠犯法律，而是逃避

法律；不是破坏法律，而是削弱法律。这一切都阪陔由监察官加以

刹正。

雅典曾桴有入把被老鹰追婴而逃入他怀中的一只麻雀打死，

@ «共和国》，第 8 卷。

@ 西班牙存在着懒惰，因为那里所有的公职都是给与的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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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裁刊所的法官便将这个人判处刑罚，这使人们骸异。又有

一个儿童把自己的小息的眼睛挖掉，最寐裁刊所的法官便把这个

儿童处死刑，这使人们惊愕。我们应该注意，这里的问胚不是对犯
罪的处刑，而是一个共和国关于岚俗的裁刊；胤俗是共和国的基

础。

村主国就不需要监察官，君主国是以荣誉为基础的；从荣普的

性质来说，全世界的人都是荣誉的监察官。任何人有了沾污荣誉

的事，便要受到贡难，就是自己没有荣誉的人也要贞难他。

在君主匡，如果没置监察官的括，则腐化监察甘的正是监察

官所要斜正的那些人。监察官对于君主政体的腐败，是无能为力

的；但是君主政体的腐败对于监察官却是一种不可抵抗的力量。

专制政府不应该有监察官是显而易见的。但中国的事例，似

乎破坏了这条规律。在本书后面，我们将看到中国投立监察制度

的特殊理由。

第六东各政体原则的结果和民、刑法的

繁简、判决的形式、处刑等的关系

第一节 各种政体民法的繁商

君主政休的法律不能象专制政体的法律那样箭单。且主国必

须有法院。法院要做出判决；钊决要保存起来，又要加以学习。这

样，我们今天的判决才能和昨天的一样，公民的生命和财产才能同

国家的政制一样地安稳、固定。

在君主国里，司法工作不仅判决有关生命和财产的事，而且也

钊决有关荣普的事，所以需要极謹慎的查肌。当法官的页任越大，

当裁判所涉及的利盆越重要的时候，他便要更加细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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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肥看到这些国家，法律上的规条、限制和引伸极多，产

生 r 浩繁的特殊案例，微然自成一套推理的艺术；但我们不应当殴

到奇怪。

君主政体建立了等级、门第、出身的区别，这常使财产的性质

也发生差异；和这个国家的政制有关的法律又可能增加这些差异。

因此，在我们欧洲的国家，财产有“夫妻各人的私有财产“和“夫妻

的共有财产”或“夫妻非继承取得的财产”；有“蓝产”及“盒产以外

的县产”；有“父系遗产”和“母系遴产＇；有各种“动产”；有“无条件

继承的不动产和”指定继承人继承的不动产”；有“由继承而取得

的财产”，有“由让与而取得的对产”；有“免除踝役的贵族财产',“

和“负有义务的平民财产”；有“在不动产上投定的年金“和“在现金

上投定的年金”。每一种财产都投有特别法规，财产的处分都是遵

从这些法规。这样，法律就不可能简单了。

在欧洲各国，采地是世隧的，所以贵族必须有固定的财产，意

思就是脱，采地必须有一定程度的稳固性，以便使采地的所有主能

够总是有力量去侍奉君主，办法也必然是多种多样的。例如有的

国家，采地不得由兄弟们分割；有的国家，弟弟1F，得享受较宽裕的

生活费用。

熟悉各省情况的君主能够制定不同的法律，或是容许不同的

习惯。但是暴君则什么也不知道，什么也不注意，所以他只能采取

一般性的措施，井且不睢对什么地方都依照同一的、绝对的意志进

行統治。一切都在他的脚下压平了。

在君主国里，法庭裁判越多，案例中互相矛盾的判决也就越

多。这种矛盾有时候是因为后来的法官想法不同；有时候是因为

同一案情，有辩护得好的，也有抖护得不好的；最后，有时候是因为

凡是由人们的手翱办的事便会产生无数的弊端。刊决的矛盾是一

种不可避免的弊害。立法者时常加以斜正，因为它甚至是和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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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和的国家的精神相遠背的。因为人民所以不能不求助于法院，

应该是由于政制的性质，而不是由广法律的矛盾或不确定。

在必须有身分区别的国家，就必定有特权存在。这更减少法

律的简单性，井制造出于百种的例外。

有一种特权对社会，尤其是对这个特权的授与者来脱，是最无

所损的，那就是可以任意选择一个法院进行拆讼的特权。但这里

也有新的困难；就是应该在哪一个法院进行拆讼成为问题的时候

所发生的困难。例如：当有特权的两造选探不同法院时。

在专制国家，人民所处的悄况则是迥然不同的。在这些国家

里，我不知道立法者有什么祛可以盯立，法官有什么案件可以裁

刊。因为所有土地都隅千君主，所以儿乎没有任何关f土地所有

权的民事法规。因为君主有继承一切财产的权利，所以也没有关

于遴产的民事法规。还有些专制国家的君主独境贸易，这就使一

切商务法规归于无用。人们通常和女奴祜婚，所以儿乎没有关千

蓝产或关于妻的利盆的民事法规。又由于奴隶众多，所以儿乎没

有有个人意志的人，因此也没有应陔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而对簿公

庭的人。他们的道德上的行动，大半只是父亲、丈夫或主人的意志

而已，所以他们的这些行动由这些人决定，而不是山官吏决定。

我忘了脱，我们所喟荣誉的东西，在这些国家儿乎是没有人懂

得的。一切关于荣誉的事情对于我们是一个重要的牒超，但是在

这些国家是没有地位的。专制主义自身就具备了一切；在它的周

圉全是一片空虚。所以当旅行家们向我们描述专制主义統治着的

国家肘，他们很少啖到民法包

@ 在焉祖立巴丹，人们未能发现成文的法律。见«剒建东印度公司历次航行讲

知，第 4 卷，第 1 篇，第 891 页。印度人的判决，只受一些习惯的的束。«吠扭轻》［应为
«吠F炽钜）及其他类似书籍内没有民法，而只有宗教的训条。见«耶稣会士书简集＞，

第 14 斡”。

• • ·、·『.．, ..,...“'一一飞.．剿喟．－一，值眉．删嘈l I..”“”' 盲 J 飞•·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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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专制国家里是完全没有发生纠粉和拆讼的机会的。

而且一部分的原因是因为那里的拆松人受到极粗鲁的对待。同

时，拆松人不公道的要求，因为没有繁复的法律可作掩盖、援冲或

保护，所以很快就被人看出来。

第二节各种政体刑法的繁商

我们听到人们不断地脱，我们的司法工作应陔处处都象土耳

其一样。那末世界最愚昧的人民在人类最应当懂得的一件事情上

竞然是明彻的，这有可能么？

如果我们桉查一下我叫的司法程序的括，我们无疑将看到，这

些程序太多，以致一个公民要轻过胖多麻烦才能重新获得他巳失

去的财产或是获得损害的陪偿。但是如果我们从这些司法程序同

公民的自由和安全的关系去考虑的括，我们便将威到这些司法程

序是太少了，井且将看到我们司法上的麻烦、费用、迟延，甚丕危除

性，都是籍－个公民为着他的自由所付出的代价。

在土耳其，对公民的财产、生命和荣誉是很少关心的，所以一

切拆讼，随便用这种或那种方式很快就拾秸束了。未吉案的方式是

无关紧要的，只要秸了案就行f。总督草东地讯问一下，随便命令

打拆讼人的脚掌儿棍子，就把他们打发回去了。

在这种国豕里，好松的性悄是很危除的。好讼就一定有获得

公平处理的强烈毅望，有憎恨的心情，有灵活的头脑和追求目的的

决心。所有这些东西都是这种政体之下所应避免的。在这种政体

之下，除了畏惧而外，是不应陔有其他戚悄的；在这种政体之下，一

切事情都可以骤然地导致革命，革命是不能预见的。每一个人都

应知道，不要让官吏们听到人w,啖到他，卑屈微賤就是他获得安全

的唯一保障。

但是在政治宽和的国家里，一个人，即使是最卑微的公民的生

.,.，一－ ···-－尺....,书右立 m. ．“七．•·'·"•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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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也应当受到尊重。他的荣誉和财产，如果没有桏过长期的审查，

是不得剥夺的；他的生命，除了受国家的控拆之外，是不得剥夺

的。一一国家控拆他的时候，也必定要给他一切可能的手段为自己

辩护。

所以，当一个人握有绝对权力＠的时候，他首先便是想简化法

律。在这种国家里，他首先注意的是个别的不便，而不是公民的自
由，公民的自由是不受到关怀的。

共和国至少要和君主国有一样多的拆松程序，这是显而易见

的。在这两种政体之下，对公民的荣誉、财富、生命与自由越重视，

盺讼程序也就越多。

在共和国政体之下，人人都是平等的。在专制政体之下，人人

也都是平等的。在共和国，人人平等是因为每一个人“什么都是“;

在专制国家，人人平等是因为每一个人“什么都不是"。

第三节 在什么政体与情况之下法官应

按照法律的明文断案

一个政体越接近共和政体，裁判的方式也就越确定；在拉栖代

孟共和国，民选长官断案是武断的，没有任何法律作依据；这是一

个弊端。罗思初期的执政官ff1的裁判方式也和拉栖代孟的民选长

官一样，但因威觉不便，所以制定了明确的法律。

专制国家是无所喟法律的。法官本身就是法律。君主国是有

法律的；法律明确肘，法官遵照法律；法律不明确肘，法官则探求法

律的精肿。在共和国里，政制的性质要求法官以法律的文字为依

据；否则在有关一个公民的财产、荣誉或生命的案件中，就有可能

对法律作有害于陔公民的解释了气 ` 

@ 凯撒、克偷威尔和其他祚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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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罗思，法官只能够宣告被告犯［某一罪行，而这罪行的处

圳，法律处有规定的。这从当时所制定的各种法律可以看到。同

样，在英国，山陪审员根据向他们提出的事实，认定被告是否犯罪。

如果他们在告犯罪隔实，法官便按照法律的规定宣布刑肌。做这

件事，法官只要用眼睛一看就够了。

第四节裁判的方式

从上述悄形，便产生不同的裁刊方式。在君主国，法官侗采取

公断的方式。他们共同审绩，交换意见，取得办调；改变自己的

意见，以便和别人的意兄趋千一致；而且少数又不能不服从多数。

这和共和国的性质是不相容的。在罗焉以及希腊的城市，法官们

从来不是共同商战的 Q每个法官用以下三种方式之一发表意见．就

是：“我主张免罪”、“我主张定罪”、“我认为案悄不明”也因为这是
．．．．．．．．．．．．．．．．。

人民在裁刊或者入们认为这是人民在裁判。但是人民井非法学者，

关于公断的一切限制和方法是他们所不懂的。所以应骇只向他『1

提出一个口标，一个事实，一个单一的事实，让他们只须决定应该

定罪、免罪或是延期刊决。

罗思入仿照希腊的例子，采用了盺松定式＠井规定每一个案

件必须遵照仅仅适用于该类案件的拆讼进行审理。这在他们裁判

的方式上是必要的。他们必须先确定讼争的内容，使人民尤渝什

么时候都看得很清楚。否则在审理某一重大案件的过程中，讼节

内容不断发生变化，终会令人无法辨峨。

因此，罗思的法官只准许拆讼人提出明确的要求，不得作任何

增减或变更。但是裁刊官侗另立一种拆讼定式，叫做“照实定... 
@ 拉丁文原文作 Non liquet。

@ “他们要使诉松确定而有常规，不让人民随意确定＇为见«罗厨法汇编，法律的

起i和，第 2 卷，第 6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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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也按照这些定式，在宣判的方法上法官有较大的裁量自由。

这对君主政体的精眒比较适合。所以法国法学者们有一个脱法，

就是在法国一切拆松都是“照实”的变............ 
第五节 在什么政休之下元首可以当裁判官

思基雅弗里＠认为佛罗棱藷失掉自由是因为人民没有象罗思

一样集体地审判反人民的叛逆罪。佛罗棱蔬投法官八人，审理叛

逆罪；焉基雅弗里脱，“但是因为人少，所以腐化他，，也用不了多少

人。“我很颠意采用这位偉人的名言。但因在叛逆罪案件中，政治

上的利盆可以脱超过了民事上的利盆；因为人民当自己的松案的

裁决者常常是不方便的；所以法律就应当尽量有法规保障个人的

安全，以资补救。

由于这种考虑，罗思的立法者做了两件事：他｛印准浒被告在宣

钊以前砚可以自动离开本国＠。他{P1又规定，被定罪的人的财产

应受到尊重，以防止财产被人民没收。在本书第十一章里，我们还

将看到对人民的裁判权力所加的其他限制。

梭偷很懂得防止人民的刑事审判权力所可能发生的弊端。他

规定最高裁判所对这类案子应进行复审；如果它认为被告的免

罪©是不公正的话，就应该重新再向人民提出控告；如果它认为被

告的定罪是不公正©的括，便应停止钊决的执行，井让人民重新审

理。这真是良好的立法；它使人民受到他们最尊敬的官吏的审查，

＠在这些定式上人们写着 ex bona. fide(“照实”)字样 3

@ 在法国，如果一个人对所页憤务没有自动提存他所欠的憤款，即使起訧人耍
求他偿还的憤务多于他实际所欠憤务的括，他也要被判页杻肮胶费用。

@ «给狄特·李维匀罗．赐摄年史＞的第一代史旯第 1 卷，第 7 章。

@ 这是雅典的法律，由德漠断提尼斯可以知道，苏格拉底曾拒绝利用这条法律。

@ 这在西塞罗«为该基那辩护沃末尾第 C 章）的演眈里有祥尽的訧明。

@ 德漠斯提尼斯：«骗王冠冷， 1604 年佛兰克福版，第494 页。

@ 脖罗斯特拉都斯：«跪辨家传»，第 1 卷，“伊斯奇因斯传''o

• ··-·一书···,. - 」 l l ·一•·-·•一 . .... 心．，，． , ．．丈 ,. -·-- ' .• • 可一· 4 ...... · ___. l l,, ·一-户乌．鹹 ．＂＇，．一」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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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甚至受到人民自己的审查！

这种案件，迟延些肘候总是好的，尤其是在被告巳被拘留的场

合。这样人民可以安静下来，冷静地进行审刊。

在专制的围家，君主可以亲自审刊案件。这在君主国是不可

以的；如果这样的话，政制便将被破坏，附庸的中朋权力将被消灭，

裁判上的一切程序将不再存在；恐怖将能罩着一切人的心，排个人

都将显出惊慌失措的样子，信任、荣誉、友爱、安全和君主政体，全

都不复存在了。

此外，我们还有一些其他的考虑。在君主国，君主是原告，控

告被告，要被住或被处刑或被免罪。如果他亲自审判的话，那末君

主既是审刊官，又是拆讼当事人了。

在这种国家里，君主常常取得没收的东西。如果他审刊犯罪

的话，他又将既是审钊官又是盺讼当事人了。

不仅如此，如果君主当审刊官的括，他便将失掉君权最尊贵的

一个杯忐，就是特赦©。他做出刊决又取消自己的判决，岂不是荒

嘐幻他一定不熙意如此自相矛盾。

此外，如果他当审刊官还会引起一切思想上的混乱；一个人到

底是被免罪，还是被特赦，就卉不溃楚了。

路易十三世颜意亲自审刊德·拉·华烈德©公爵案，在他的办

公室召集最高法院的一些官员和参政院的一些参事陷战时除这件

书。节国王强迫他们对公爵的逮捕令发表意见的时候，院长德·只

列夫尔脱：“他认为君主对一个臣民的松案发表意旯，是一件奇怪

的事，君王们只保留着特赦的权力，把定罪的权力留给官吏；陛下

却很颠意亲眼看到一个坐在被告席上的人由于陛下的判决在一小

@ 柏拉图［书翰 8) 訧，君王就是种的祭司；所以认为君王不应参加处人以死刑、

流放或监禁的审判。
@ 见审判德·拉·华烈德公侨的訧载；载孟特烈佐尔：«回忆录》，第 2 卷，第62 页。

赈， 一心心．－ ·重.. 上，项'".....“'｀屾 l帅 』 L且．血．找心如蠡 llll,ll lm1 L, '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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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之内走向死亡1 以村主慈祥的容颉是不能容胖这样做的；打主睢

有在撤销教会的例禁的时候才亲自幸临；不要使人们离开元首冲

前时心怀不湔。”当进行审理的时候，该院长又发表意见訰：“法义

西的一个国王，以法官的身分，依自己的意见，把一个贵族刊处死

刑＠，这是一个史无前例的、甚全是一个遠反从古至个一切憤例的

刊决。”

不仅如此，由君主做判决将成为不公正和弊端无穷无尽的泉

諒；朝臣们将通过喔嗦的崝求向君主强索刊决。有些罗焉皇帝有

亲自审理案件的狂热；他问的朝代的无可偷比的不公正，使全扯界

为之惊愕，

塔西伦脱＠，“格老狄息斯把案件的审理和甘吏的职权都境在

自己的身上，因此粉各种掠夺制造机会。”但是尼碌继格老狄岛斯

帝位的肘候，为着怀柔民心，曾下韶说“他绝对不当任何拆松的审

刊官，这样可使原告和被告免得在宫廷中受到儿个脱院奴籍的

人©的邪恶权力的侵害”。

佐济穆斯＠脱：“当阿加底息斯朝代肘，排膀之胤，妓延全国，

宫廷被一群排膀者所包圉，变得腐败不堪。－个人死亡的时候，便

立即假定他没有子女＠，因此用一道敕令，就把他的财产赐与别

人。君主愚蠢得出奇；帝后的进取心又过分强烈，成了她的家傥和

心腹们的无厌贪求的奴隶；这种情况，对千安分守己的人们来说，

没有比死更好的了。”

普罗哥比，扁斯＠脱：“从前朝廷上的人是极少的；但是在查士

@ 后来改判，见同比载，载同书第 2 卷第 236 页。

@ 塔西伦： «史月切，第 11 卷，第 5 章。

@ 同上，第 13卷，第 4 章。

@ «历史旯第 5 卷。

@ 这种混乱在少提奥多西，乌断钥也同样地存在。

@ «秘史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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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讥尼朝代肘，由于法官上无司法的自山，他们的止庭已成为人迹罕

至的地力，而君＝仁的宫廷内，前来恳求拜托的拆讼人却是吵吵嚷

咦，卢叶嘈杂产誰都知直在这个朝廷里是怎样地可以出卖裁判，甚

至可以出卖法律。

法律是君主的眼睛；君主通过法律，可以看到没有法律旧所

不能看见的东西。如果他想行使法官的职权，他将不是为自己而

劳碌，而是为那些对他进行欺骗的奸佞之輩而劳碌c

第六节君主国的大臣们不应审案

在君主国，大臣们亲自审刊讼争也有极大的不便。我惘看见，

个天还有一些国家气皮有浒多法官审理财政诉讼，但是大臣们也

要审刊这些案子，质是不可思跷的一件叽这情况引起找们极多的

思考，这但我就只说一点吧勹

由r事物性贺的关系，君主的枙密院和法浣之间有一种矛盾

存在。槛密院的人员应该少，而法院的人员应该多。

厮因是：枙密院商战与处理事务要具有一定程度的威情，井

且要期从威悄，这只能由四五个人负责，否则就恐怕不可能做到。

反之，法官需要冷静，对一切讼案多多少少要冷漠无情。

第七节 单一的审判官

这种职官是只有七制政体才会有的。在罗届的历史用，我们行

到单一的审钊官如何陛用权力。阿庇，乌斯在他的法庭里是怎样蔽

视法律，甚至逄背他自己所制定的法律＠；这有什么可奇怪的呢？

狄持·李雒告拆我们这位十大官中的一员对法律所做的不公正的

解释。他曾钰昭中指使一个人在他面前索回椎珍妮为女奴；椎珍妮

@ 参看《罗屈法汇锡，法律的起源》，第 2 卷，第 24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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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亲脱们主张：按照阿庇息斯的法律，在钊决确定之前，应把雒珍

妮交给她的亲隅。阿庇息斯宣称，他所制定的法律只是为着父亲的

利盆，她的父亲雒奇尼岛斯既然没有在场，该法律便不得适用饥

第八节 各种政体下的控拆方式

在罗思霓一个公民可以控告另一个公民。这和共和国的精

眒是相符合的。一个共和国的公民，对于公共彴幅利应该有无限

的热情，并且应当认为每一个公民手里都掌握祈国家的一切权利。

到了皇帝的时代，共和的准则仍然为人们所遵循，但是不久就出

现一种阴除的人，一大群告密者，全都是凶顽狡赎，人格卑鄙，野心

勃勃之輩；他们寻霓犯罪的人，是因为这些人被刊了罪，他们便可

以取悦于君王。这是获得荣耀与财富的逍路见这种事悄，在找

们的国家里是没有的。

我们现在有一项很好的法律，那就是，根据法律，君主是为着

执行法律而股的，所以每一个法庭应由他委派一个官员气用他的

名义对各种犯罪提起公拆；因此，我们不知道告密者这种人是誰；

如果这位公拆人有喂职嫌疑，人惘便将强迫他指比原告发人是誰。

按照柏拉图的＜（法律＞戏，儿因疏忽，没有向官吏告发或协助官

史的人，要受处罚，这在我们个天就不那么合适了。国家的桉察宜

密切注意公民的安全；桉察官执行职务，公民则获得安宁。

第九节 各种政体刑悯的幔重

严峻的刑割比较适宜千以恐怖为原则的专制政体，而不适宜

@ “女孩的父亲既然没有在渴，情丸正好可以使池受到羞辱，这是可以意料到

的。”见狄特立李维：«罗，引锡年史今，第一代史，第 3卷，第 44 章。

@ 而且在肿多其他城市。

@ 叁看塔四伦所述这些告密者所得的报酬。见«史1心，第 4 卷，第 80 章。

G) 第 9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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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以荣誉和品悠为动力的君主政体和共和政体。

在政治宽和的国家，爱国、知耻、畏惧页难，都是的束的力址，

能够防止许多犯罪。对恶劣行为最大的惩罚就是被认定为有罪。

因此，民事上的法律可以比较容易地料正这种行为，不需要祚多

大的强力。

在这些国家里，一个良好的立法者关心预防犯罪，多于惩悯犯

罪，注意激励良好的胤俗，多于施川刑册。

中国的苦述家们老是脱，在他们的帝国里，刑割越增加，他们
就越临近革命气这是因为胤俗越浇薄，刑罚便越增多的躲故。

在所有或儿乎所有的欧洲的国家里，刑削的增减和人民距离

自由的远近成正比例，这是不难证明的一件事。

在专制国家里，人民是很悲惨的，所以人们畏惧死亡甚于爱惜

其生活。因此，刑割便要严酷些。在政治克和的国家用，人们害怕丧

失其生活，甚于畏惧死亡，所以刑肌只要剥夺他们的生活就够了。

极端幸幅和极端不幸的人，都同样地倾向于严酷；僧侣侗和征

胀者就是例证。只有处于平凡的地位，再加上命运l限逆的混合，才

能有溫和、惆隐之心。

个人所看到的东西，在国家也同样可以看到。在野蛮人居住的

地方，入们过着艰苦的生活；在专制的国家，只有一个人受到幸运

的极端的恩雍，而其他的一切人则受幸运的凌辱；这两种国家的人

同样都是残忍的。仁慈仅仅罹罩着政治宽和的国家。

当我们从历史嚷到苏丹的司法残暴的例证时，不禁以一种斩

苦的心情威到人性的邪恶。

在政治宽和的国家里，对一个好的立法者来脱，充脸什么都可
以用来当做刑彻。斯巴达最主要刑削之一一，是不许一个人把妻子借

@ 我在后面耍訧明，中国在这点上的情况是等于共和国或君主国。

一．． ． v^己.,．一~ - I nmm.. -- ， ll圈l· ·伈尽k,.“.. ; -飞`.-,...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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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别人或是接受别人的妻子，井且只叶他和敝贞女同室，这岂不是

非常奇特的市公总之，法律认为什么是刑罚，就是有效的刑册。

第十节 古代法国的法律

存古代法国的法律里，我们很可以看到君主政体的精神。刑

金的案了－，真族所受的处罚比非贵族重也。但是刑事案件，则完全

柜反旯贵族失掉荣晋和在法庭上的答辩权，而没有荣誉可以丢失

的平民则只受体刑。

第十一节 人民有品德便可以前化刑酌

罗焉的人民性格正世。这种正但有很大的力散，所以立法者

常常只要向人民指出正当的道路，让人们依从就够了。对他何似

乎只要劝告，井不需要命令。

到［共和国的时候，因为有了瓦烈利法＠以及鲍尔西法＠，所

以君王的法律和十二嗣表法所规定的刑问都被赛除了。从来没听

说共和国因此而治理得不如从前好；政事也井没有因此受到f揖

香。

瓦烈利法禁止官吏们对付向人民提出中拆的公民使用一切暴

厉的手段，遠反者则被认为是一个凶恶的rfr 吏，加以处刊。

@“如果破坏法令，平民悯款习十嗣注，黄族罚款六十镑。”见哆 rd1事务：大全冷，
第 2 卷第 198 页， 1512 年哥特版；波，归指亚： «波伏西斩习憤法》第 61 章，第 809 页。

@ 见彼得·戴方丹：«劝言）>，第 18 章，尤其是筝 22 条。

@ 技法是瓦烈利．乌斯·布不利哥拉在媪逐睹王后不久制定的。它曾桴过两大修

盯；两次的修盯工作都由同一家族的官吏l厅担任。见狄特·李雄：«罗焉羁年史兄第 10
卷，第 9 章。修盯的日的并不是要加强法律的力量，而是使条文更加完善。狄特·李椎
所訧的更加完善＇，拉丁文作 “Diligentiue San ~tum"。

@ 即所谓“背着公民而制定的鲍尔西法”。该法于罗屈建立 454 年时制定。



第一卷 第六章各政体原则的结果和民、刑法的繁简等关菜 85 

_ 

第十二节 刑罪的力量

艇验告拆我们，在刑佣从轻的国家里，公民的精肿受到翱刑的

影响，正象其他国家受到严刑的影响一样。

如果在一个国家里，有什么不便的事情发生的话，一个暴戾的

政府便想立即加以消弹。它不想法执行旧有的法律，而是段立新的

残酷的刑舰，以便思上制止弊害。但是因为政府的动力被用尽了，

人们对严刑峻法在思想上也习惯了，正如对宽法翱刑也会习惯一

样；当人们对軞刑的畏惧威少了，政府不久便不能不事事都用严

刑。有的国家时常发生69拦路抢劫，为着消除这种祸害，它们便发

明了车翰轧杀刑；这个刑舰的恐怖，使抢劫暂时停止。但是不久以

后，在大路上拦路抢劫又和从前一样了。

在今天，士兵的逃跑是极常有的事；法律规定对逃亡者处死

刑，但是逃亡井没有减少。这是理所当然的；一个士兵往往习惯于

冒生命的危除，便軞视生命的危险，或是以翱视生命危除自阴。

他有害怕旌辱的习惯，所以应陔给他一种让他终生带着耻辱的刑

剖饥脱来刑悯是加重了，而实际上却是减軞了。

治理人类不要用极端的方法；我们对于自然所拾与我们倾导

人类的手段，应该謹慎地使用。如果我们研究人类所以腐败的一

切原因的括，我们便会看到，这是因为对犯罪不加处罚，而不是因

为刑肌的宽和。

让我们顺从自然吧它抬人类以羞耻之心，使从羞耻受到鞭
责。让我们把不名誉作为刑悯最重的部分吧1

如果一个国家，刑剒井不能使人产生羞耻之心的括，那就是由

于暴政的结果，暴政对恶棍和正直的人使用相同的刑舰。

，
止

@ 过去人们或是在鼻子上划开一道裂缝，或是割掉双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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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有一个国家，那里的人所以不敢犯法纯粹是因为惧怕残

酷的刑刑的品，我们也可以肯定；这主要是由于政府的暴戾，对轻

微的过銡使用了残酷的刑前。

常常有立法者，打算要刹正一个弊端，便只想到刹正这一点；

他的眼睛只对于这个目标是睁着的，而对于一切弊害则是阴着的。

当弊端纠正了的肘候，人们所看见的只是立法者的严酷，但是在国

家里却留下一个由于这种严酷而产生的郎害；人民的精眒被腐化

了，习惯于专制主义了。

里山大＠战胜了雅典人；当对雅典俘虏进行审钊时，人们控告

雅典人曾把两只大划船的俘虏全部扔下断崖去，井曾在谈会中决

跋，凡是抓到俘虏，就把他的手砍掉。因此，那些雅典人，除f曾桏
反对这一决講的阿迪曼蒂斯而外，全部被屠杀了。在把排罗克列斯

处死之前，里山大贡备胖罗克列斯，脱他败坏了人民的精肿，把残

忍教给整个希腊。

普卢塔克＠我：“阿尔哥斯人把他们的公民一千五百人处死；

雅典人曾轻举行賤罪祭，希望肿明使雅典人的心永远避开这样残

忍的思想。”
有两种腐化，一种是由于人民不遵守法律，另一种是人民被法

律腐化了。被法律腐化是一种无可救药的弊端，因为这个弊端就

存在于矮正方法本身中。

第十三节 日本法律的软弱

过度的刑拥甚至可以腐化专制主义本身；日本就是一个例子。

在那里，差不多所有的犯罪都处死刑＠，因为不服从象日本天

@ 色样芬：«历史兀第仑卷，第 2 章，第20-22 节。

@ 普卢塔克：«道德著述刊第 14章”拍执掌国政的人11'1飞
@ 见康波弗尔；«日本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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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那样偉大的阜帝便算是一个大罪。问题不是在惩戒罪犯，而是

为君主报仇。这些思想来自奴役制，尤其是来自这一事实：皇帝是

一切财产的所有人，所以儿乎一切犯罪都直接遠背他的利盆。

在法官面前撒腊的，处死刑3'；这是和自卫的天性相遠背的。

在那用，甚至不象是犯罪的事悄也受到严厉的刑悯；例如睹线

的人处死刑3 与

日本人民的性格是使人惊异的。日本人民是顽固、任性、刚

毅、古怪的，一切危险和灾难都不放在眼里。乍一看来，似乎这种

性格可以使立法者免受责难，不认为他侗的法律过于残酷。但是
这些人本来就軞祝死亡，井且往往因为最最微不足道的一种幻想

就剖腹自杀；不断地让他们看到刑刑就能够改正或阻止住他们么？

他们不会司空见憤，不以为意么？

关于日本人的教育陨题，旅行家的肥述告拆我们，对待日本儿

歆要溫柔些，因为他侗对惩肌是顽抗的；旅行家又告盺我tr,'对待
日本的奴隶不要太粗暴，因为他们立即起来自卫。你是不是会认

为，他们从家庭事务上应有的这种精眒，很容易地联想到应陔用什
么精神去处理国家政治上与民事上的事务呢？

一个明智的立法者就应当努力，通过适度的刑割与奖赏，通过

和上述性格相适宜的哲学、道德与宗教的矮规，通过荣誉的法规的

适当应用，通过瘤辱性的刑削，通过长时期的幸厢和太平生活的享

受，去教养人民。而且，如果立法者怕入民的精种巳轻习憤于只有

残酷的刑肌才能有所的束，教軠的刑剌巳无济于事的话，立法者便

要用一种钺默的做法，在不知不觉之朋改进鱼在可以宽赦的特别

案件中就宽减其刑阶，直到一切案件的刑刑都可以得到改变为止。

@ «剌建东印度公司历次航行斡览兄第 3 卷，第 2 篇，第 428 页。

@ 我1门应当注意：在人民的精神受到过度严峻剂悯的破坏的揭合，这是一条适

千实践的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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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些方法是专制主义所不能了解的；它不走这些道路，它

能够陛用自己的威力，它所能做的，止此而巳。在日本专制主义酋

尽力隘用权力，因此变得比专制主义本身还要残忍。

入们的心灵，处处都受到震惊，井变得更残暴了；只有用更严

厉的残暴才能熟歉它俨。

这就是日本法律的起源。这就是日本法律的精神。但是这些

法律的残暴多于它的力量。日本法律曾稷成功地摧毁了基督教；

但是它所尽的惊人的努力，适足以征明它的软弱无力。它顾意建．

立一个良好的体制，却更清楚地暴霪了它的软弱。

我们应陔啖一下天皇和大老在都城会见的故事＠。在那个城

里被暴汉隅死或刺杀的人多到不能令入置信；每天都能发现暴徒
惘把年青男女梆走，然后在夜深肘把他们遣弃在公共场所。他们

赤身裸体，被缝在麻袋里，为的是不让他们知道酋钝走过哪一条

路；暴徒拾劫所要抢劫的一切东西；他们把局肚子刺破，使骑思的

人掉下来；他们推翻四输焉车，抢劫车里妇女们的衣饰。人们告盺

荷兰人不要在露台上过夜，否则将被腊杀；那些荷兰人便从露台上

下来...... 0 

我再举另外一个事实。一个日本天皇耽溺于可耻的逸乐，不

娶妻室，因此有挹嗣的危隙。大老送皊他两个很美丽的少女。为

着对大老表示尊敬，他娶了其中的一个，但是不跟她在一起。他

的乳母让人为他逼寻帝国最美丽的女子，但他都不要。最炵有一

位兵器工人的女儿中了他的心意＠，，他决定娶她，生了一个儿子C

宫廷中的黄妇W1看到这样出身卑賤的人反比她们得湘，，极为憤慨，

便把那个小孩窒死了Q 这个罪行曾被隐晓，不让天皇知道，否则使

要使很多人流血。所以法律过于严酷，反阻碍了法律的实施。如

@ «创建东印度公司历大航行戟览，，，第 5 卷，第 2 页。

逗）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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呆刑悯残酷无度，则往往反而不处刑了。

第十四节 罗黑元老院的精肺

在阿基利扁斯·格拉布利欧和毕揉执政的时代，制定了阿基

利阿法以防止阴膜秘酐＠。据狄欧©脱，元老院让执政官们提出这

项法律，因为护民官哥尼利息斯曾决心要股立可怕的刑拥来对待

这种犯罪。人民也很有这种倾向。元老院认为，严刑固然可以使

人心恐怖，但是也会产生另外一种秸果，就是以后将无人来控告，

也无人来钊罪了。如果建立适中的刑罚，则将桯常有审判官和控

告者。

第十五节 罗．民法关千刑肮的规定

当我发现罗届人的事迹证明了我的看法时，我对我的意见更

加坚定了。当我看到偉大的罗焉人民按照他『仅更改政治法规的比

例去更改他们的民事法规肘，我便相信刑勒和政体的性质是相互

联系着的。

为一个由逃亡者、奴隶和匪徒所紨成的民族而制定的“王法”

是很严厉的。要是按照共和国的精肿，就应陔要求十大官们不把

这些法律列入十二嗣表法内；但是那些醉心于暴政的人们是无意

追随共和国的精肿的。

阿尔巴的独裁者梅蒂息斯·苏阱蒂息斯被杜露斯·霍斯蒂利

扁斯判处雨卓裂尸的刑郬。狄特·李椎諒见这是罗局人的第一次

也是最后一次忘掉人道的刑舰。他错了；十二铜表法里是充淌着

＠犯者处悯金；不得再当元老，也不得再扭任任何公职。犹欧： «罗焉史》，第 86
卷，第21 章。

雹） 同上。

@ 狄特·李维：«罗马编年史、，第＂趴第 28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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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残酷的条款的气

十大官们的意图，可以在对排膀者和持人判处极刑这一事上

看得最消楚。这是和一个共和国的精肿不相符合的。一个共和国
的人民喜欢看大人物们受到眨抑。但是颖意毁灭自由的人们是害

怕那些可能复活自由精种的若作的现

在十大官被猛逐之后，差不多所有规定这些刑舰的法律都被
陨除了。这并不是由明文啜除的，而是由鲍尔西法规定，对罗局公

民不得处死刑，所以那些法律便不能再适用了。

狄特·李椎脸罗思人时脱吼从来没有人比罗思人更喜爱宽
和的刑悯了；他所指的正是这个时代。

罗届于刑割宽仁之外，被告还有在宣刊前离去其本国的权利，

因此我们可以諒罗思人所，遵循的就是我所訰的符合共和国性质的
精肿了。

苏拉把暴政、无政府状态和自由都混淆了。他制定了哥尼利

法。他制定法规的目的，似乎只是为了斛立罪名而巳。因此，他把

无数的行为都叫做杀人罪，所以他不涂在哪里都看到杀人犯；而且

极其憤常做的一件事，就是在全体公民的道路上，投懂陷阱，播种

疾蔡，开辟深湍。

差不多所有苏拉的法律，都只是规定着准死看或流放等刑割。

凯撒再加上“没收财产”&，因为如果富人在流放时仍旧保存他们

的财产的括，他们将更加敢于犯罪了。

皇帝们建立了一个事政府，不久便发觉这个政府对于君主和

@ 其中有火刑，凡是刑罚几乎总是死刑，偷窃也处死刑等等。
@ 苏拉受到十大官们同样的精肿的激励，同他们一样增加了对讽刺作家问的别

剒。
嚼 @ 狄特·李捶：«罗，羁磊年贮，第 1 卷，第28 章。

@ “因为富贵的入易于犯罪而倾家蔼产，所以加重对他们的犯罪的惩悯。”见苏
埃多尼乌斯：«尤利，乌斯·凯撒»，第 62 章。

拿 准死，刑名，即褫夺公民权及民事上的权利之刑；今废。一一霄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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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人民是一样的可怕；因此他们便企图使这个政府变得溫和些；

他｛门觉得需要投立品爵，井给以应有的尊重。

政府便这样稍为接近了君主政体； 刑剖也分做三类＠， g仇

（一）对待国家“重要人物”＠的刑削相当宽和；（二）对待“品衱较低

的人”＠便严峻些； （三）仅仅适用于“身分卑微的人＂＠的刑罚，就

最为严酷。

那个凶暴而愚蠢的珑克西米努斯本来应当使审政府变得柔和

些，但他使它更加严酷了。据加必多利奴斯©脱，元老院获悉，有

的人被钉死在十字架，有的人被扔给野兽吃，有的人被包裹在刚屠

宰的野兽的皮内，完全不顾他们的品阱如何。他好象是要执行事

事的祀律。他宣称要用單事祀律做模范去整饬民政。

在我写的«罗焉盛衰原因脸＞泡里，我们看到君士坦丁怎样把

革事的专制主义变成一个事事兼民政的专制主义，因而接近了君

主政体，这里，我们可以追寻这个国家历次革命的史迹，井且看到

这些革命怎样由严酷韓到松弛，由松弛辖到犯罪不受处刑。

第十六节 罪与刑闭的适当比例
刑剒的轻重要有协调，这是很重要的，因为我刊防止大罪应陔

多于防止小罪，防止破坏社会的犯罪应陔多于防止对社会危害教

小的犯罪。

条。

“一个骗子＠自称是君士坦丁·杜甲斯，在君士坦丁堡燭起了

@ 见哥尼利法＇L暗杀罪＇，第 3 条，以及c罗马法汇榻＂和«法典“内的极多其他规

＠拉T文： Sub1imiores.

＠拉T文： Medio斗

@ 拉丁文： Infimo3．见哥尼利法”暗杀罪“第3 条。

@ 加必多利奴斯：«两个瑞克西米努斯》，第 8 章。

＠第 1·7 章。

@ «君士坦丁堡的长老尼塞浮露肵的历史》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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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大叛变。他被捕并被刊处鞭笞刑。但是当他告发一些有名位

的人物时，他便被当做诬告者钊处火烧刑。”他们对叛国罪和訰告

罪这样地量刑，真是咄咄怪事。

这使我想起英国国王查理二世的一句括。他在路上看见一个

人被上枷示众，便问这个人为什么上枷。人们回答脱：＂陛下，他曾

翱写东西啡膀陛下的大臣何。“国王訰：＂愚蠢的家伙！为什么不写

东西排膀我。要是排膀我，大臣们就不会把他怎么样了。”

“七十个人阴媒反对巴吉尔皇帝，皇帝命令鞭打他们，烧他们

的头发和骰子。有一天，一只牡鹿的角勾住了皇帝的腰带，他的一

位随从拔剑割开腰带救了他。他命令斩这位随从的头，他脱： ｀因

为这个人曾轻向着他的君主拔出宝氪朊＇”＠同一个君主能做出这

样两种不同的决定，真是不可想象的事［

在我们国家里，如果对一个在大道上行劫的人和一个行劫而

又杀人的人，判处同样的刑勒的括，那便是很大的错映。为着公共

安全起见，刑割一定要有一些区别，这是显而易见的。

在中国，捡劫又杀人的处凌迟＠，对其他抢规就不这样。因为

有这个区别，所以在中国拾翔的人不常杀人。
在俄罗斯，撩劫和杀人的刑割是一样的，所以撩规者桯常杀

人＠。他们脱，“死人是什么也不脱的。”

在刑肌没有区别的塌合，就应陔在获得赦免的希望上有些区

别。在英国，拾规者从来不杀人，因为捷劫者有被减为流放到殖民

地去的希望；如果杀人的括，便没有这种希望。

罪刑的赦免在政治宽和的国家是有极大的用处的。君主掌有

赦免的权力，如果謹憤地使用的括，是能够产生良好的效果的。专

@ «君士坦丁堡的长老尼塞浮露斯的历史》。
@ 杜亚尔德：«中华帝国志》，第 1 卷，第 6 页。

@ 裴里：«大俄罗斯的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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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政体的原则不宽恕人，也不为人们所宽恕，因此就没有这些好

处。

第十七节拷闭

因为人类是邪恶的，所以法律不得不假定人类比他们真实的

悄况要好些。因此，在处罚一切犯罪肘，两个旺人的证言就已秷够

了，法律相信他们，仿佛他刊脱的都是质实的。因此，每一个在婚姻

关系中受孕而生的子女，我们都认为是合法的子女，因为法律信任

母亲，仿佛她就是贞沾的本身。但是对罪犯使用拷闻，则与上述情
•• 

况有所不同，井不是不可避免的。今天在我们眼前就有一个治理

得很好的国家也它禁止拷佣罪犯，但井没有发生任何不便。因此

可知，拷问在准质上井不是必要的观

巳翱有浒多聪明而才华卓绝的人著谕反对这个习惯，所以我

不敢再啖了。我所要脱的是，拷问可能适合专制国家，因为凡是

能够引起恐怖的任何东匝都是专制政体最好的动力。我所要脱的

是，希腊人和罗焉人的奴隶......，但是我听见大自然的声音呼唤

着，反对我飞

第十八节 悯金和困刑 ...._ 

我们的祖先 n 耳曼人只准眸洲金，其余一概不浒。这些自由

而好战的人民认为，除非是手执武器，他们的血是不应流的。日本

＠英国。

@ 雅典的公民，除犯叛国罪外，不得拷同（黎四亚斯：«反亚果拉特的演忱＂。拷

问要在定罪后三十天之内进行（古利岛斩·佛都钠都斯： «修辞学>，第2 卷）。不得在

定罪前作预备性的拷同。至于罗黔人，从«茹利安法，婚姻法，第8、4 条可以看出，除了

叛国罪之外， p，第、名位和事职都可使人们免受拷同。精看西哥特人的法律对拷同所

加的明智的限制。
* 这旬括的含意是：如果对希腊、罗黑的奴隶旌用拷同，政局也旰会安定些，但

是人道主义不许孟德斯墙这样眈。一一霄者 . 

•• .,· l l l l l '们喟 l, 『 l ll l,l. ~', f··· `........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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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正相反见他们反对拥金，他们的借口是：如果用圳金卤Il有线

人便可以避免处悯了。但是有线人难道不怕丧失他们的财产么？

悯金不能按照财产的比例科处么？而且在洲金之外不能再加上某

种耻辱么？

一个好的立法者是不偏不倚的。他井不老是用割金，也不老

是用肉刑。

第十九节 报复刑峰的法律

专制的国家，喜爱简单的法律，所以大量使用报复刑的法

律＠。政治宽和的国家有时候也准符使用这种法律。但是有不同

的地方：前者是严格地执行，后者则时常加上一些和援的办法。

十二铜表法采用雨种和梭办祛：第一是，除非没有办法撫慰被

害人，绝不钊处报复刑＠；第二是，在定罪之后，罪犯可以支付扣害

赔偿金包这样，肉刑就变做罚金了氮

第二十节子罪坐父

在中国，子女犯罪，父亲是受处刑的。秘鲁也有同样的习

惯＠。这个习憤是从专制思想产生出来的。

如果脱，在中国子罪坐父是因为大自然建立了父权，法律井加
以增盆，而父亲却没有使用他的权力，所以才受到处罚，这种说法

是没有多少意义的。子罪坐父这一事实脱明”荣誉“在中国是不存

@ 见康波弗尔：«日本史丸
* 即周态复仇，例如：“以目还目戎i汗还开',o一一霄者
@ 这是«可兰轻咽所创立的。见“榆朼牛＇，聿。

©“雌如果打断人fllJ的手足而调厚又不能成立时，则应以手足抵偿。“见奥露
斯·格利乌斯：«阿的喀夜括净·，第jO 卷，第 1 章。

@ 同上。

@ 多照«四哥特人的法律叭第 6卷，第4 章，第 3 、 5 节。

@ 见加尔基拉梭：«西印度群岛西班牙人内战史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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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的。在我们的国家，父亲因儿女被判罪，和儿女因父亲被判罪＠

所威到的沿耻，就是严厉的刑削，严厉得象在中国的死刑一样。

第二十一节君主的仁慈

仁慈是君主的特色。共和国的原则是品德，所以仁慈不那么必

要。在恐怖撤罩着的专制国家，仁慈是罕见的，因为对国内的大人

物是用严刑的范例加以的束的。在君主国，仁慈比较必要，因为这

种国家是川荣誉来治理的，而荣誉所要求的常常正是法律所禁止

的。在这种国家里，羞辱就等于刑悯，甚至裁判的形式就是刑悯。

在那里，沿辱来自各个方而，形成了刑勒的一些特殊种类。

在君主国里，羞辱和财产、信用、习惯、享受等的丧失—一－这种

丧失常是想象的一一对大人物们巳程是很重的刑肌，所以对于他

们，酷刑是不需要的。酷刑只能失去臣民对君主的爱戴，失去对职

位应有的敬重。

专制政体的性质，使专制国家的大人物们的地位极不稳定；而

社主政体的性质却使君主国家的大人物们的地位稳固安全。

君主们可以从仁慈获得许多好处，仁慈的君主得到极大的爱

戴和光荣，所以当君主有表示仁慈的机会的时候，他们总认为这是

一件快乐的事；这在欧洲是常有的。

人们对君主刊的某部分权力也浒会有争战，但对君主们的全

部权力则儿乎是不会有争講的。即使有肘候君主们要为王冠而战

斗，却不必为生命而战斗飞

但是人们要问：什么时候应该刑悯？什么时候应陔宽赦？这

是可以意会而不可以言傅的。施仁慈而有危除的时候，是很可以

看得出来的。一个君主因为软弱而受到轻蔑，甚至无力执行刑舰；

@ 柏拉图眈．不耍刑及子女，而应战夸奖他fl'J不像父亲那样（«法律》，第 9 卷）。

* 意思是：争谨是不凶猛的，即使君主失掉王冠也没有生命的危险。一一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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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软弱和仁慈是容易区别开的。

琨息列斯皇帝决定永远不流臣民的血。阿那斯塔西息斯没有

惩削过任何犯罪吼以撒·安古鲁斯立誓在他在位期间不处任何人

以死刑。这些希腊的皇帝忘肥了，他们佩剑井不只是为了装饰。
个

第七辛 政体原则与节俭法律、奢侈

以及妇女身分的关系

第一节奢侈

奢侈和财富的不均永远是成正比例的。如果全国的财富都

分配得很平均的括，便没有奢侈了；因为奢侈只是从他人的劳动中

获取安乐而巴。七

如果要使财富分配平均，法律就只能给每个人以生活上所必

需的。如果超过这个限度，就会有人浪费，有人得利，就会产生不

均的现象。

如果生活的必需等于某一个一定的金额，奢侈对于那些仅够

稚持生活的人们来脱就等于零；如果某一个人的财产恰巧等于陔

金额的一倍，那末他的奢侈便等于一；财产等于后者一倍的人，他

的奢侈便等于三；如果再加倍，奢侈便等于七；所以假若后面的人

的财产老是加倍于前面的人，奢侈的增加便是“一倍加一为顺序如

下： 1,3,7,15,31,63,127。

在柏拉图的共和国里，奢侈是可以准确地酐算的，那里所建立

的财产等级有四种＠。第一种恰好就是那个刚刚越出贫穷境界的·

@ “随达斯断篇＇牛在«君士坦丁·保尔莽罗折尼都肵文魏“内 71. 0 

俘） 第一种财产是世袭的土地；柏拉图不旰他门的其他东四超过这个世袭份额三

倍。参看«法律＇，第 4 卷。．

••.• -．．上一八渗 I, ll "'』· -·· _ 1 : ·E .．仁书～心···-··夕·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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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数第二种加倍；第三种三倍；第四种四倍。第一极，奢侈等于零；

第二极等于一；第三极等于二；第四衱等于三；就这样地按着数学

的比例推进。

如果我们从不同国家人民削的相互关系去考察奢侈的括，我

们将看到每一个国家的奢侈是和这个国家的国民之制的财富不

均，与不同国家之间的财富不均成复比例的。比方脱在波兰，国民

财产是极端不平等的，但是整个国家的贫穷使这个国家不能象较

富裕的国家那样的奢侈。

奢侈又和城市尤其是和京都的大小成正比例。因此，奢侈是和

国家的财富、私人的财产和集中于某些地方的人口三者成复比例

的。

人烟越稠密，居民便越好虚荣，越想要在棚小的事情上表示出

与众不同曳如果人口很多，以致居民之间多半不相认瞰，则想出

类拔萃的虚荣心就会加倍，这是因为有较多成功的希望。由于奢

侈皊人以这种希望，所以每个人都装出身分优越的样子，但因为每

个人都想要超群出众，粘果人人都变成一个样子，就很难显得待殊

了；誰都想受到尊敬，所以誰都受不到尊敬。．

因为这个掾故，人俷便普逼地威到一种不便。那些在某一行业

有特殊才能的人，便对自己的技能随意定价；才能较小的人也就仿

效他们的榜样；粘果需要和财力便失去了协羁。当我不得不打官

司的时候，我就必须有线講律师；当我患病的时候，我就必须睛得

起医生。

有一些人认为，都市人烟稠密，会减少商业的活动，因为居民

不再分开居住。我对此不以为然，因为人口集中在一起，便有更

@ «蜜蜂的故事泊的作者曼德椎尔（第 1 卷，第133 页）说，在一个大城里M厅穿
着比自己的品级还高的服装，要使群众给他1门比自己实际应得的还要多的尊敬。这对

一个精神软弱的人，是一种快乐，可以和一切欲望都得到满足的快乐相比拟。

俨 ..心“~ -旷· ｀夕心啊心如＋·..么黜庄 4 -、「 1 旷 I 九＿ l _. ,.', _..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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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的欲望，更多的需要，更多的幻想。

第二节 民主政治的节偷法律

我刚才提到，在一个财富平均的共和国里，是不可能有奢侈

的；我吨在第五章看到＠，这种分配的均等是共和政体的优越之

点。因此，一个共和国，奢侈越少，便越完善。初期的罗思人不奢

侈；拉栖代孟人不奢侈；在平等没有完全丧失的共和国里，商业、劳

动和品悠的精神使每一个人能够而且颠意依靠自己的财产生活，

桔果就没有什么奢侈了。

有些共和国热烈地要求重新分配土地的法律。这种法律从性

质来说是有盆的。这些法律只有在操之过急的时候才会发生危

除d 突然把某些人的财富减少，突然把另外一些人的财富增加，这

就构成每一个家庭的革命，也必然产生全国的一般性的革命。

在一个共和国里，如果奢侈之虽巳轻树立了，人心也就随着郸

向私人利盆。如果我们只浒享有生活必需品的话，那未我们除自

己和祖国的光荣而外便没有什么可以追求了。但是一个被奢华腐

触了的灵魂，它的欲望是很多的，它很快就成为拘束它的法律的敌

人。列基姆的卫戍部队开始过奢侈生活，是他们屠杀居｀民的原

因。

罗届人一腐化，欲望立即变得漫无边际。这从他们那时所定的

物价，便可以想见。一瓶法烈因酒＠，卖一百罗厒遠那利。旁都斯

王国的咸肉，一桶要四百逮那利；一个好厨师的工资四百达偷特；

青年侍童的工资更没有限量。在一个急趋腐化的情势下，人人都

倾向于奢侈淫佚＠的时候，还有什么品德可脱呢？

＠第3 、 4 节。
@ 君士坦T• 保尔菲罗折尼都肵«品德与邪恶”所引狄奥郘露斩«历史文献“第

86 卷断篇。
@ “一切冲动以淫欲为最大。”间上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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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黄族政治的节被法律

在体制不完善的贵族政治的国家有这样一种不幸的事，就是

贵族们虽然有财富，但是不许他们任意花费；和节制的精神相遠背

的奢侈必须播弃，因此，这种国家只有一种得不到财富的极穷的

人和一种很有线但不得任意花费的富人。

威尼斯的法律强迫贵族过朴素的生活。贵族们便很习惯于吝

啬，以致只有那些高等妓女们能够让他们花线。人侗就是用这种

方法去支持工艺的。那里最可鄙的妇女花线而没有危除，但是那

些供给她们抓霍的人们自己却要过着最幽昭沟日子。

希腊那些好的共和国在这方面有着优良的法制。有线的人把

线用在节 H 、歌咏团、车辆、赛思和开支较大的官职上。所以在那

里·，富裕和贫穷同样地是一种负担。

第四节 君主政体的节俭法律

塔西伦＠訰：”遂安人一一一一个日耳曼族一一崇拜财富；所以

他们生活在一君统治的政体之下。”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奢侈对于

君主政体特别合适，也可以看到，君主政体井不需要节俭法律。

因为按着君主政体的政制，财富的分配很不平均，所以奢侈是

很必要的，要是有线人不擂霍的括，穷人便要俄死。在这种国家里，

财富越不均，富裕的人们的花费就应陔越大，又如我们巳经訰过

的，奢侈也应该按这个比例增加。私人的财富是通过剥夺了一部分

公民的生活必需品才增加的，因此必须把剥夺的东西归还他们。

既然如此，要保存一个君主政体的国家，奢侈的程度就应该从

农夫到手工业者，到大商人，到贵族，到官吏，到显赫的王公，到大

@ «日耳曼人的恩俗》，第44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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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税人，到君主本身，一层一层地增加。否则一切就都完了。

罗焉的元老院是”由庄严的官吏、法学家和头脑充淌原始时代
思想的人所组成的；当奥古斯都在位时，元老院有人建跷，应眩潘

正妇女的脱俗和奢侈。在狄欧的著作＠里，我们看到这位君主那

样巧妙地避开了元老惘烦琐的要求，不能不戚到惊奇。奥古斯都

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正在建立君主政体，瓦解共和政体。

提只留斯在位的时候，市政官们在元老院建境恢复古时的节

俭法律＠。这位有卓见的君主反对这个提谈脱：“有这种法律的括，

在目前情形下国家便不能生存。罗焉怎么能够生存呢？各省怎么

能够生存见过去，当我们只是一个城市的公民时，我们是俭朴的；

现在，我W1消费着整个宇宙的财富；所有的主人和奴隶都在为我们

劳动。”他沛楚地看到，节俭法律巳不再需要了。

也是这个皇帝在位的肘候，元老院还有人建议应禁止各省长

官携带他俨的妻室到省里去，因为她们会粕省里带来放蔼的凰

气。这个建跷未被采钠。据脱是“古人严肃的典范巳秷被改变为
较恓意的生活方式”见人们威到需要另一种諷俗了。

因此，奢侈在君主国是必要的；在专制国家也是必要的。在

．君主国，奢侈是人『佴享受他们从自由所得到的东西；在专制国家，
奢侈是人们隘用他惘从奴役中所得到的好处。当一个主人委派一

个奴隶去对其他的奴隶进行暴虐統治的肘候气这个被派的奴隶

对于明天是否还能享受今天这样的幸福是不得而知的，所以他唯

一的快乐就是淌足于目前的脑傲、情欲与淫佚。

从这一切，我们获得一个看法，就是：共和国亡于奢华；君主国
亡于穷困＠。
..,. 

@ 狄欧·卡西扁斯«罗，骂史，；第 54卷，第 16章。

@ 塔四傥«史记为，第 3 卷，第34 章。

@ “古人许多严厉的规定巳轻轻松了虷多。“见塔西伦«史记兄第 3 卷，第84 章。
@ ＇，富贵不久即产生贫穷。”见佛洛露斯：·«历史慨要＼第 8卷，第 12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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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在什么情况下节俭法律对君主国有用

十三世祀中叶，阿拉页或者是依据共和国的精神或者是由于

其他持殊的情况，制定了节俭法律。詹姆斯一世规定，无验是国主

或是他的任何臣民，除了自己猎获的东西而外，每餐不得有两种以

上的肉食，而且每种肉食只能用一种烹瞒法饥

在我们今天，瑞典也制定了节俭法律，但是立法的宗旨和阿拉

贡不同。,•'

一个政府可以制定节俭法律来达到“绝对的节俭“的目的。这

就是共和国节俭法律的精肿；从事情的性质本身去看，阿拉页的节

俭法律的宗旨就是这样。

有时候，一个国家看到外国商品的价格很高，就要求输出忤多

本国的商品，以致因本国商品的输出所造成的必需品的缺乏不能

由外国商品的检入得到补偿，它便完全禁止外国商品的检入。在

这种塌合，节俭法律也可以达到“相对的节俭＂的目的。这就是今

天的瑞典所制定的节俭法律的精神现这是唯一适合于君主国的

节俭法律。

一般地脱：一个国家越穷，它的”相对的奢侈“便越能摧毁它，

因此它便越需要“相对的节俭法律”。一个国家越富，它的“相对的

奢侈“便将使它更富，因此，它应该特别謹恼，不要制定”相对的节

俭法律”。关于这点，我们在本书商业章中将要更好地加以解释＠。

这里只脸述“绝对的奢侈“问题。

Q) 1234 年詹姆斩一世宪法第 6 条，见«西班牙的痕迹》，第 1429 页。

@ 瑞典禁止美酒及其他珍贵的商品。 . . 

@ 参看«波斯人信札》，第 106 页。又见木书第20 章，第 20 节。＂

' ，气一 ·'"比 L：七、 一 ~-」邑一气， l”“ru ·仄勹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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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中国的奢侈

有些国家，山于特殊理由，需要有节俭法律。由于气候的影

响，人口可能极多，而且在另一方面生计可能很不稳定，所以最好

使人民普遍枉营农业。对于这些国家，奢侈是危除的事；节俭的法

律应当是很严格的。因此，要知道一个国家应陔鼓励或是应该禁止

否侈，首先就要考查那里人口的数目和森生的道路二者问的关

系。在英国，土地出产的粮食可以供给农民和衣物制造者们食川

而卸有余裕，所以它可以有些无关紧要的工艺，因而也可以有奢

侈。法国生产的小麦也足以雒持农民和工人们的生活。加之，对

外箕易可以输入浒多必需品来和它的无关紧要的东西交换，所以
用不着惧怕奢侈。

中国正相反，妇女生育力强，人口蕃衍迅速，所以土地无眙怎

样垦植，只可免强椎持居民的生活。．因此在中国，奢侈是有害的，

井且和任何共和国一样，必须有勤劳和俭的的精神＠。人民需要

从享必需的工艺，而避免那些供人享乐的工艺。

中国皇帝们的美丽的诏书的精种就是如此。唐朝一位皇帝＊

说：．（我们祖先的圳碱认为，如果有一男不耕，一女不械，帝国内便

要有人受到饥寒。｀仑····噬）依据这个原则，他曾命令毁坏无数的寺

庙。

第二十一朝代的第三个皇帝＊冷在位时，有人把在一个矿山获

得的一些宝石献给他，他命令关闭那个矿山，因为他不顾意为一件

不能粕人民吃又不能给人民穿的东西，叫人民工作、劳累。

@ 在中国，奢侈枉常被取梓。
＊唐高藏。一释者

@ 盆记载杜亚尔逑心中华帝国志》，第2 卷，第r407 页。
.. 明永乐帝亡一一霄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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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文帝a说：“我们很是奢华，速老百姓不得不出卖的儿女的

鞋子也要誘上花。飞）用好些人来替一个人做衣服，这是不是使许

多人免于缺少衣胀的方法？一个人种地，十个人吃土地的出产，这

是不是使许多人免于肌峨的方法？

第七节 中国因奢侈而必然产生的后果

中国在历史上有过二十二个相述祯的朝代，也就是说，桏历了

二十二次一般性的革命－—不算尤数次特别的革命。最初的三个

朝代历时最久，因为施政明智，而且版图也不象后代那么大。但是

大体上我们可以说，所有的朝代开始时都是相当好的。品德、谨

憤、警惕，在中国是必要的；这些东西在朝代之初还能保持，到糊代

之术便都没有了。实际上，开国的皇帝是在战争的艰苦中成长起

来的，他侗推翻了耽于逸乐的皇室，当然是尊崇品德，害怕淫佚；因

为他们合体会到品 1态的有盆，也看到几孚佚的有害0但是在开国初

的三、四个君主之后，后继的君主便成为腐化、奢侈、泗惰、逸乐的

俘虏；他们把自己关在深宫里，他1凹的精肿衰弱了，寿命短促r ，皇

室衰微下去；权贵兴起，宦官获得商信，登上宝座的都是一些小孩

子；皇宫成为国家的仇敌；住在宫里的泗汉使劳动的人们遭到破

产，篡位的人杀死或瀛逐了皇帝，又另外建立一个皇室，这皇室到

了第三、四代的君主又再把自己关闭在同样的深宫里了。 , 

第八节妇女的真操7&

妇女们失掉了品德，便会有祚多的缺点继之而来，她们的整个

灵魂将会极端堕落；而且在这个主要之点失掉以后，尸许多其他方面 J 

也会随之堕落；所以在平民政治的国家，淫乱之凰就是这种国家最

@ «中国史，第二十一钊代》，载杜亚尔葩的著作第 1 卷。

i @ «鴃括》，裁杜亚尔逢的著作第 2 卷第 418 页。



104 骗法的精种

后的灾祸，它预示核国的政制必将变更。

所以共和国良好的立法者总是要求妇女要有一定程度的庄重

的美德。这些立法者在他们的国家里不但攘斥了邪恶，而且速邪

恶的外表也在掖斥之列。胤流情场中的交际产生怠惰，使妇女甚

至在自己未堕落之先就成为使人堕落之人；这种交际把一切无聊

的东西当做有价值的东西，对重要的东西反而加以眨抑；最后，这
种交际使人完全依照椰榆戏弄的处世法则行事。妇女们在椰捡戏

弄的处世法则上是非常高明的。良好的立法者是速这种属流情坳

中的交际也全都加以掖斥的。

第九节 各种政体下妇女的身分地位

在君主国里，妇女很少受到拘束，因为爵位品极的关系，她们

可以出入宫廷，因而她们在宫廷里采取无拘束的自由凰度，在宫廷

里，儿乎只有妇女的这种无拘束的自由胤度是被容浒的。每一个
朝臣都利用如女的美色和威情米增进自己的富贵。妇女本身的软

弱，不容许她呥傲慢，但容狩她们有虚荣心；奢侈总是同妇女一道

支配着朝廷。

在专制国里，妇女并不产生奢侈，但她们本身却是奢侈的对

象。他们应当耙对地是奴隶。每一个人都遵从政体的精神，并且

把他从别处看到的既成的习憤带到家庭里来。因为法律很严厉．

井且执行得很急速，所以人们怕妇女的自由放璇会给他们带来麻

烦。她们的争吵，她们的郫率，她们的憎恶｀，她们的爱好，她们的嫉
妒，她们的懂怒，以及这些细小心灵所具有的吸引大人物兴趣的那

种艺术，在这种国家里，都不能不带来恶果。，＇

不但如此，这些国家的君主玩弄人性，所以拥有好些妇女。由

于于百种的考虑，君主们不能不把她们都幽阴起来。一

在共和国里，妇女在法律上是自由的，但是受凰俗的奴役J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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串接斥奢侈，腐化和邪恶也一齐被憤斥。

在希腊各城市的生活里，，宗教井不认为男人之肌屈俗的纯正

也是品德的一部分；一种盲目的邪恶覜狂无屁地支配心这些城市，

悄爱是用一、种我们不敢脱出口的形式表现出来的；而婚姻则只是

单耗友馆而巳竺那里的妇女却很有品德；她们是那样质朴、贞沽，

我们儿乎从来不合看到其他民族在这方面有更好的虽祀气

第十节 罗黑人的家庭法庭

罗禺人不象希腊人那样特投职官来监督妇女的行为。监察官

监视她们，和监视共和国内其他的人怂．一样的。家庭、法庭©的制
，只

度就起着希腊特投职官＠的作用。
丈夫召集妻的亲族，在他们的面前审汛自己的妻子现这种法

庭雒持了共和国的晟俗。但是这些厘俗又雒持了这种法庭。这种
法庭不但审刊述背法律的问题，而且也审钊坐背晟俗的间题。那

末要审刊遠背胤俗的问题，就必须有乱俗的存在。
这种法庭的刑舰就不能不是武断的，而且，实际上就是如此。

因为一切关于胤俗、一切关于贞沽准则的东西，几乎是不可能用一

@ 普卢塔克”戊：“至于真正的爱情，女人是没有份的产见他的«道德著述吨勺
＂骗爱情篇“第 600 页。他是用他的时代的体裁钗述的C,参阿色昨芬所着以«希埃罗少为
题日的对盓。

@ 稚典专牧一哏官，监视妇女问的行为。
@ 罗墓露斯曾建立这种裁判所。见伙吹尼西乌盺·哈利卡尔拿苏断： «罗马古

代史＇，第2 卷，第 96 页。
@ 釭狄特·李椎«罗．豁提年史，第 89 卷且可以看见对酒种祭日图找不轨案就

使用过这种技判所。人'l'J把那些“败坏妇女和青年凰俗的聚会＇j叫做“图煤不轨危害共
和国“。 ''.'. .,.·.' 

@ 从狄欧尼西乌斯·哈利卡尔拿苏斯«罗屁古代史习第 2 卷，可以看见，按照罗

篡露斯的法制，普通案件由丈夫单独一人当妻子的亲睿族面前进行裁判。但是重罪的案
子，丈夫要和妻子的．亲族五人会审。丙此，乌尔边«怯律和拜星牧句第 6 篇第 9·,12 、 13
各节．关于风俗的裁判，把重案和楞案，即所喟 more& graviores 和mores Jevior部
分开。

心． ，．上”- -.. 」 l u心一 ”'1 咖斤··,｀,“j．－ －一心·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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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法典去包罗净尽的。用法律规定我们对别人应尽什么义务，是

容易的；但是川法律去包罗我们对自己应尽的一切义务，是困难

的。

家庭法庭监视着妇女们的一般行为但是有一种犯罪，除了受

到这种法庭的糙寅而外，还要受到公拆。这种犯罪就是奸淫。这或

者是因为这样严重地败坏一个共和国的虽俗，不能不引起政府的

关心；或者是因为妻子的乱行可能使人怀疑丈犬也有乱行；或者是

因为人们有怕如果不这样的括，即速诚实人也要隐猫这个罪行，而

不即使它受到惩勒，或是佯作不知，而不颗进行报复。

第十一节 罗黑的法律怎样隧看政体而改变

必须先有虽俗，然后才有家庭裁判，才有公诉。因此岚俗败坏，

家庭裁判和公拆也就陨弛了；如果共和国灭亡，这二者也就完粘

了气

常投的审判制度建立了，也就是諒，裁判官们之问划分了管辖

权的范闱。裁刊官们亲自审理一切讼案＠的习憤又日渐地形成了

起来。这就削弱了家庭裁钊的作用。这种情况的出现曾使史学家

俷咸到惊异。史学家们认为提只留斯让这种家庭法庭进行审制是

奇怪的事情，是古代拆讼程序的重现。
在建立 f君主政体和改变了虽俗以后，公拆制度也就取消了，

这是由千害怕脆品之徒因为受到妇女的轻视咸到刺激，受到她的
拒绝威到气愤，甚至她的品德也激怒了他，便投计要陷害她。茹利

安法规定，在控盺丈夫袒护妻子的放藩行为之先，不得控拆妻子的
奸淫罪，这个规定大大地限制了这类的控拆，井且可以脱，竟是消

, @“关于凰俗的审判，是旧时法律规定的，因为不常用，就完全废弛了。”«法典，
休妻》，第 2 卷，第 2 节。

雹） 当时叫做“特殊审判'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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灭了这类控诉气

寒克司图斯五世似乎颖意恢复公拆气但是如果我们稍为想

一下，便将知道这类法律对任何一个君主国都不适宜；对朱他那样

的君主国更不适宜。

1 第十二节 罗，需对妇女的监护

按照罗焉的法制，除了那些处在丈夫权威下的妇女芷而外，所

有如女都受着永久性的监护。最近的男性亲麝受有这种监护权。

从一句粗鄙的俚捂＠来看，这对妇女似乎是很不方便的。这种法

制对于共和国是好的，但是对于君主国则完全没有必要氮

从野蛮人的法典来肴，古 H 耳曼的妇女似乎也是受永久性的

监护的矶这个习惯又流傅到古 H 耳曼族所建立的君主国家，但井

未长期存在。

第十三节 罗黑皇帝所设立的对妇女淫乱的刑肮

茹利安法规定了对奸洷罪的刑罚。但是这个法律和此后所制

定的关于这方面的法律，远远不是虽俗纯正的标志，而是风俗败坏

的标志。

到君主政体的附候，关于如女的整个政治制度改变了。佣题

巳不再是为妇女树立钝沾的虽俗，而是惩刑她们的犯罪。人们制

定新法惩削妇女的犯罪，只是因为他们不再惩惭那些不隅于这种

@ 君士坦丁把这类控诉完全取涫了。他犹：“使安，静的家庭受到胆大妄为的外
人的漫扰，是不妥当的。”

@ 塞克司图斯五世蠢令，，凡不将白己妻子的放蔼行为向他控告的处死刑;见列
地：«塞克司图斩五世传为。

@ 这句括的拉丁原文是：“除非她问匿身于男千的保护管束之下。”
@ 这句拉丁俚语是：“我求你不要当我的叔父！”
@ 臭古斯邵在位的时候，巴比恩法规定，有了三个儿女的妇女则免除这种监护，
@ 这种监护，日耳曼人叫做 Mundeburdium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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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罪范圉的越轨行为了。

因为鼠俗已败坏到可怕的程度，所以罗思的皇帝们不得不制

定一些法律对淫乱行为略加制止。但是他们对于凰俗无意进行一

般性的改革。关于这点，历史家们所叙述的确切事实是有力的征

据；所有这些法律虽然可以证明相反的情况，但是这个证明是没有

力量的。我们在狄欧的著作里可以看到奥古斯都在这件事上的行

动，井且可以看到他在任执政官和监察官的职务时，是怎样巧妙地

避开人们向他所提出的要求的究

我们在历史家的著作中看到，奥古斯都和提只留斯的朝代兮

对儿个罗焉黄妇人的淫乱行为做出严峻的判决；不过这些判决不

但使我们看到这两个朝代的精神，同时也告拆我们这类钊决的精

肿。

奥古斯都和提只留斯主要的意图是要惩罚他们自己的女亲属

的淫乱行为。他们所惩问的井不是凰俗的败坏，而是他们腌造的所

喟亵演罪或是大逆罪0。他们想以此来提高帝败，今来报私仇。因

此，罗焉的著作家粉粉起来竭力反对这种暴政。

茹利安法用轻刑O。`．罗思的皇帝们主张法官在裁判时对他们

所制定的法律规定的刑悯，须要加重。这是历史家们箭加腿贲的

主题。罗思的皇帝们所注意的不是这些妇女是否应当处刑，而是

@ 有一次人们把一个青年带到奥古斯都面前。这个青年曾和一个同他有过不
正当来往的女人结了婚。臭古斯都犹澡了好久，对这种事情殷不敢赞同，也不顺加以惩
罚。最后，镇定下来眈：“反乱是这些大坏事的根濂。让我们忘掉这些事吧！“(狄欧：
«罗黔如，第，59 卷第 16拿？。元老院要求他定些整舫妇女凰纪的法规，他巧妙地谑
开了这个要求；他告诉元老I厅眈，他门应惩戒他问的妻子如同他惩戒自己的妻子一样。
元老1门请求他耽明他怎样对待他的妻子（我想提这个同顺是很不智的）。

@ “对一种巳成为男女同很普瀛的过鳍加它以亵潼罪和大逆罪达种严重的昂
咎这就越出 r我11'1的衄先们仁悠的界限和肢帝自己所定的法律。”“甲塔西陀： «史

，已另第 3 卷，第24 章。

@ 核法在«罗羁法汇编“内有引述，但是没有跌到刑罚。据推断，只是“放逐“面
巳因为血族相奸的刑悯仅仅是··终身流别为参看技法”诉跺"、“誰娶享妇”等篇。

～卡、'J. `.'l l”“' ．"，心 l.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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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们是否述背法律，以便加以处册。

提只留斯最显著的暴政之一，就是滥用古法尘。当他想要对

某一个罗焉员妇人处以比茹利安法所规定的更重的刑钏肘，他便

恢复了家庭法庭矶

这些关于妇女的条款只用于元老院元老们的家庭，不适用于

普通人民的家庭。要控告大人物们是需要一些借口的。贵如人的

放渴行为可以供给人侗无数的借口。

总之，我在前面指出，岚俗的纯正不是一君执政的政体的原

则；这可以在罗思最初的那些皇帝的朝代获得最好的证明。誰要

是有怀疑，只要一喂塔西伦、苏埃多尼岛斯、茹雒钠尔、思尔西阿尔

等人的著作，就够了C

第十四节 罗禺人的节俭法律

我们啖过了的淫乱所以成为胤气，是因为它和奢侈是不可分

的，奢侈总是跟随着淫乱，淫乱总是跟随着奢侈。如果你随心所

欲，又怎能压制思想上的弱点呢？

在罗思，除了一般性的法制而外，监察官们还让官吏制定一些

特别法规，以保持妇女俭朴的胤向。法尼安法、利基尼安法、欧比安

法，都是以此为目的飞我们在狄特·李维的苦作©里，可以看到，

当妇女们要求陨除欧比安法的时候，元老院非常激动。瓦列利息

斯·，焉克西穆斯陨除了这个法律，皊罗愿人开劓了奢侈的肘代。

第十五节 不同政制下的敝套和婚姻上的财产利盎

在君主国里，妆奋应陔要多，使丈夫能够椎持他的品衱和既有

@ “提只留斯的一个特色就是用古代的术晤，去伪装新的罪行“。，九塔四伦：«史

，切，第 4 卷，第 19 章。

@ 同上第2 卷，第50 章飞

@ «罗，叫福年史，第四代史另第 4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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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排塌。在共和国里，奢侈不得占統治地位，所以妆佥应陔适

中＠；但是在专制国家里，应陔差不多没有妆~'因为那里的妇女

多多少少都是奴隶。

法竺西法律所采用的夫妻财产共有制是很适合君主政体的；

因为这种制度使妇女关心家庭的事务，井且使她惘仿佛是不得不

照料家庭。在共和国，这种制度就不那么合适了，因为那里的如女

有较多的品德。但是在专制国家，这种制度就是荒嘐的，因为在这

种国家甲，妇女惘木身就是主人的财产的一部分。
如女由千所处的地位，本来就倾心于婚姻，所以法律让她们从

丈夫的财产中获取利盆，是没有意义的。而在共和国里，妇女从丈
夫的财产取得利盆则是非常有售的，因为妇女拥有私有的财富，会

产生奢侈。在专制的国家，从婚姻所获得的利盆，最多只应当是足

够椎持她惘的生活。

第十六节撒姆尼特人的一种良好习憤飞

撒姆尼特入有一个习惯。这个习憤在一个小共和国里，尤其
是在象他们那样的一个共和国里，一定付钰产生过极好的效果。
他们把所有的青年都召集在一起，进行砰定。那个被宣布为所有
衬年中最好的青年便可娶他所喜欢的女子为妻；在他选摆以后，得
次多数票的青年接着进行选探，这样顺序选探下去＠。这种办法是

值得贺美的；因为在青年的财产中，人们只行旯他们的优良品质
和对国家的贡献。那个最富有这种财产的青年便可从全国中选探

一个女子。爱情、美貌、贞洁、品德、出身，甚至财富，这一切，可以说

＠斯特拉波在他的著作“地志，第 4卷中获，当时最明智的共和国是焉寰。它规
定．妆世不得超过娘元一百、衣裳五件。

@ «君士坦丁·保尔非罗折尼都蚚文集呫所幅斯托抱断的“尼古拉斯·大马塞奴

斯断篇'0

,',..'',', ..'" ··，千＼． ,., ＇，＇，．，十开 ·---· 呵－ ·,．一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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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都成为品德的妆盒了。人『1很难再想出一个比这更高尚、更庄

严的奖励办法了。这种办法对一个小国来諒负担很钾，而对男女

两性影晌却很大。

撒姆尼特人是拉栖代孟人的后裔。粕拉图股定『差不多同样

的法律气粕拉图的法制只是莱喀古士法典的改进而已。

第十七节妇女执政

按照埃及人的习憤，妇女在家庭当家做主，是遠反理性和自

然的气但是妇女治理一个国家则不然。在家庭里，因为妇女体质软

弱，所以不能获得优越的地位；但是在治国的场合，一般地脱，妇女

正是因为栨弱，所以较为仁厚宽和；这比严蛂残暴的性格更能施行

善政。

印度各地，妇女执政，人们非常淌意。那里规定如果男性继承

人的母亲不是王族血統的括，便由同王族有血統关系的母亲所生

的女儿继承王位＠。此外又投置一些人辅助她们担负治国的重

任、斯密士脱也在非洲，妇女执政，人们也很淌意。如果我『，再

看看俄罗斯和英国的事例，我们便看到妇女们执政无谕在宽政或

暴政的国家都一样地获得了成功。

第八挛三种政体原则的腐化

第一节 本章的大意

各种政体的腐化儿乎总是由原则的腐化开始的。

@ 他甚至准肿男女青年时常会面。
@ «耶稣会士书简巢》，第 14 斡。

@ «几内亚旅行i印第 2 篇“骗黄金津岸上的安哥那王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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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民主政治原则的腐化

民主政治原则腐化的肘候，人们不但丧失平等的精眒，而且产

生极端平等的精肿，每个人都要同他们所选举的领导他惘的人平

等。这时候，人民甚至不能容忍他们所委托给人的权力。无誰什

么事情他们都想自己去做，要替元老院审线朋题，替官吏们执行职

务，替法官们判决案件。

这样，共和国里就不再有品德了。人民要执行官吏的职务，官

吏不再受尊重了。元老院的审珧无足軞重了；对元老侗亳不尊重，

粘果也不敬重老入了。对老年人如果不尊重，也必然不能孝敬父

亲；无须再顺从丈夫，也无须再服从主人了。誰都喜欢这种放靴，指

押和胀从皊人何的拘束同样使人们威到厌烦。妻子、儿女、奴隶，

对誰也不胀从。不再有諷祀，不再受秩序，最后，也不再有品德了。

在色特芬的«盛筵肥＞＞so里，我们看到一段把载，极生动地描写

一个共和国的人民怎样地滥用他们的平等。每一个客人输流地叙

述自己所以满足的理由。查米德斯脱：“我湔足，因为我贫穷。当

过去我富裕的时候，我不能不阿腴那些告密者，因为我知道被他们

陷害的机会多，而陷害他侗的机会少。共和国翱常向我要求新税，

我老也不能走开。我现在巳婬贫穷，我倒获得了威权；没有人恐吓

我，我倒可以恐吓别人。我要走开就走开，要呆着就呆着。有线的

人从他们的席位上站起来，井粕我让路。我过去是奴隶，现在是君

王。我过去要向共和国钠税，现在共和国要养活我。我再不川怕

丢失什么，但希望获得什么。”

当人民所信托的人们为了要隐蔽自己的腐化，而企图腐化人

民的时候，人民便陷入这种不幸之中。他们向人民只啖人民的偉

大，来掩盖他们自己的野心；他们不断地赞浒入民的贪婪，来隐蔽
他们自己的食婪。

』..．｀．．“心一心··-“'叶＂2 ：上`-妞亿七”· t"....1 ̂ '土． J ｀.“'··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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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腐化”将要在“腐化别人的人们”之中增长，也将在“巳被腐化

了的人们”之中增长。人民将要分亨一切公共的线财。他们办事

悯惰，他们贫穷，又要奢侈享乐。但是他们既恓惰又奢侈，那就只

有国厗可以作为他们追求的目标了。

当我们看到选票可以卖线的时候，不应当威到惊奇。要向人民

进行博施，就得向人民勒索更多的东西；但是要从人民那里勒索东

西，就得颠复国家。人民从他们的自由中所获得的东西越显得多，
他们便越接近应陔丧失自由的时候了。于是就形成了浒多小暴

君；这些小暴君具有单一的暴君所有的一切邪恶。人民残存着的

一点自由，不久也成为不可容忍的东西；这时就产生了单一的暴

君；人民便将丧失他们的一切，速腐化的好处也丧失了。

因此，民主政体应该避免两种极端，就是不平等的精种和极端

平等的精肿。不平等的精神使一个民主国走向贵族政治或一人执

政的政体；极端平等的精神使一个民主国走向一人独裁的专制主

义，就象一人独裁的专制主义是以征眼而告秸束一样。

眩然，那些腐化了希腊各个共和国的人w,井没有都变成暴君。

这是因为他们喜爱雄辩甚千喜爱武艺。不但如此，每一个希腊人，

在他的心灵中，对那些颠复共和政体的人们都怀着深刻的憎恨。

因为这个躲故，无政府状态便由恶化而走向毁灭，井没有变为暴

政。

但是，西拉岸赛位于酢多小邦之中，这些小邦由寡头政治变为

暴政＠；西拉麻赛有一个元老院＠，但历史几乎极少提到它；西拉庙
赛桯历了一般腐化的国家所罕见的苦难。这个城市，，一直处在放

气，

巳；

。 见督卢塔克： «提摩龙与狄欧传:,,0

@ 这就是狄奥都露斯«历史文献习第 19 卷第 5 章所眈的“六百人的元老院”。

"·~-··一嘈蜘'..中．＿＿．一．俨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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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或压迫之中。它的自由和它的奴役同样地给它莉楚。自由和

奴役简直象暴諷雨似的，交替地璧击着它。虽然它在外表上象是
很有力量，但是一个最微小的国外的力呈却桏常能让它发生革命。

这个城市拥有众多的人民；残酷的命运只浒它的人民就这两条逍

路之中选择一条，就是：产生一个暴君，或是自己当暴君气

第三节 极端平等的精神

平等的具精神和极端平等的精神的距离，就象天和地一样。

平等的真精种的含义并不是每个人都当指押或是都不受指押；而

是我侗服从或指摒同我们平等的人们。这种精神并不是打算不要

有主人，而是仅仅要和我们平等的入去当主人。＇
在原始时代，人一生出来就都具正是平等的，但是这种平等是

不能继稹下去的；社会让人们失掉了平等，只有通过法律才能恢复

平等。

一个管理得好的民主国家和一个管理得不好的民主国家是很

有区别的；在前者，人ff1只在公民的身分上是平等的；但是在后者，

人们还在官吏、元老、法官、父亲、丈夫、主人等各种身分上也都是

平等的。

”品德”的自然位置就在“自由＂的近旁，但是离开“极端自由“

和“奴役”却都是同样地遥远。

第四节，人民腐化的特殊原因

巨大的成功，尤其是入民有了巨大贡献的成功，将使人民瞬傲

@ 在隘逐了暴君问之后，他fl'J 让外国人和雇佣兵当公民，因而引起了内战。见亚

里士多壕：辽女治学兀第 5 卷，第3章。由于人民的力量对雅典战争获得了胜利之后，

共和国的体制改变了。见同书，第 4章。一个育年的官吏甲把青年官吏乙的小孩拐走，

乙则誘奸甲的妻子，甲乙二人纵情之日也就是共和国的体制完结的时候。见同书，第
7 卷，第 4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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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淌，以至不可能再锁导他们。他们嫉税官吏，进而变为对一切1.r

职的嫉视；他惘敌视执政的人，不久又变成了政治制度的敌人。就

是这样，沙拉米斯海峡对波斯作战的胜利，腐化了雅典共和国＠，

就是这样，．雅典人的失败毁灭了西拉岸赛共和国©。

焉赛共和国从来没有艇历过这种从卑微过渡到强盛的巨大事

件。所以这个共和国老是明智地治理着自己，并保持了自己的原

则。

第五节 贵族政治原则的腐化

如果贵族们的权力变成了专横的话，贵族政治就腐化了。因

为如果这样，无誰是治者或被治者就不会再有任何品德可说了。

如果进行統治的各家族遵守法律的括，那就等于一个由好儿
个君主統治的君主国，井且是一个在性质上极为优良的君主国；差
不多所有这些君主都受到法律的的束。如果这些家族不遵守法律

的括，那就等于一个由许多暴君統治的专制国家。·

在贵族不守法的场合，只在黄族关系上，只在贵族与贵族之
问，才有共和国可脱。国家对于治者来脱是共和国，对于被治者来

脱则是专制国。这就形成了两种最不和腊的集体。

当贵族成为世婴的时候，贵族政治的腐化就巳到了极点＠；在

这时候贵族W1儿乎不可能有任何政治宽和可脱。如果他们人数少

的括，他们的权力就大些，但是他们的安全就少些。如果他们人数

多的括，他们的权力便少些，他们的安全就大些。这样，当权力不

断增加，安全便逐渐减少，一直到暴君出现的肘候，无限的权力和

极端的诡除都集中于暴君一入的身上。

@ 亚里士多德心政治学为，第5 卷十－第 4 章。

@ 同上。

＠贵族政治变成寡头玫治。

书·卢＇，今·-．．＂～心乍嘈庄· ` r. I1. l, 「」． l ．国岫Il n·:W,,.-.“·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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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世费贵族制的国家，贵族多的话，政治就不那么暴戾，

但是由千品德较少，他们的精种便陷于无所思虑、惯惰和疏略，国

家便将因此不再有力阰与活力也

一个真族政治的国家，如果它的法律能使贵族们威到指捆的

危除和劳苦多于指抑的快乐的话；如果国家的处境，使它翱常有所

畏惧，虽无内忧，却有外患的括，那末贵族政治原则的力量就能雄

持下去。

村主国家需要有一定的自信，才能获得光荣与安全。反之，共

和国却需要有所畏惧＠。 i 对波斯人的畏惧使希腊的法律得到了雒
持。迦太基和罗届因互相畏惧而都成了强国。质是怪事！这些国

家越安全，就越象死水一样，不能不腐败！

第六节君主政体原则的腐化

当人民夺去了元老院、官吏和法官的职权的时候，民主政治便

们灭亡；当君主逐渐地剥夺7团体的或城市的持权的肘候，君主政

体也就腐败了。前一种悄况导向“多人的专制主义”；后一种情况

导向“一人的专制主义”。

一个中国的著者说：“秦帜和隋朝灭亡的原因是：君主们不颜

朵古人一样，仅仅行使一般性的监督一一这是一个元首所应当做

的唯一事务-—-，而是事事都要自己直接管理。＠“在这里，这位中

国的著者儿乎把所有的君主国所以腐败的原囚都告拆了我们。

当一个君主认为他应该改变而不应遵循事物的秩序，才更能

`
，
作

@ 威尼斯用法律去剌正世袭的贵族政治所产生的不便，它是在这方面敝得最好
的共和国之一。 , 

＠查士丁认为雅典人品德洽丧是由于爱巴米衣达折的死。他们低不再有好胜

之心，便把收入都用在宴会和庆祝等事上产常常只顾晚饭面不顾营堡＂。于是焉其褒
人就从无声无臭之中挺身而出了。见«世界史桐叭第 6 卷，第 9 章。

@ 杜亚尔德：«中华帝国志》，第 2 卷，第 648 页．弓］白明代著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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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现他的权败的时候；当他剥夺某一些人的世费职位，而武断地把

这些职位货赐船另一些人的时候；当他喜欢一肘的意欲胜于池的

意志的附候；君主政体就要毁灭了。

节一个君主事必躬亲，把全国的事集中在首都，把首都的事集

中在朝廷，把朝廷的事集中在自己一身S2 的时候，君主政体也就毁

灭了G

最后，还有一种情形，君主政体也要毁灭，就是君主颉解了自

己的权威、地位和人民对他的爱戴；他不完全相信一个廿－主应该认

为自己是处在安全之中；正如一术暴君应陔认为自己是处在危除
之中一样。

j + ., 
1 

第七节稹前

当头等的品桴只是头等奴役的标志的时候；当大人物丧失了

人民的控敬，成为专横权力的卑趴工具的时候；君主政体的原则就

巳桏腐化了。

当烦发的荣赏和荣誉的性质相矛盾的肘候；当恶名＠和品

胖83 可以同肘放到一个人的身上去的时候；君主政体的原则更是

腐化仁

叩君主把公正变为严酷的时候尸；当君主象罗焉的皇帝们一样，
把梅都藷--－－希腊肿祜里的魔女一—的头颤桂在胸前来侗吓人＠

的时候；当他做出恐吓和可怖的脚气，象康莫都斯让人刻在他的石

@ 提旦留斩在位时为告密者雕像．井顾拾他们胜利奖饰，而大大贬低了这些荣

赏的价值，以致那些真正应得荣赏的人不颗接受荣赏。«狄欧断篇>'第58 卷，第 14 袁，
戟自君士坦丁·保尔菲罗折尼都斯«品德与邪恶》。塔西伦«史t心第 15 卷第72 章里曾
配述尼禄在发现井惩侗一个捏选的反叛阴谋的时候，如何把胜利奖俯颉舱柏特罗尼岛
斯·杜尔比利亚奴趼、涅尔瓦和菩哲利奴斯。又在第 13 卷第 58章比述了罗焉将事1门
如阿因为罪顽＇世传的胜利肋章“这种荣赏而不颖作战3

@) 这个国家的君主很知道他的政府的原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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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上的那种肿气＆的时候；君主政体的原则也就腐化了。

此外，当特别卑鄙的人们从奴颉婢膝中获致显黄而引以为荣

的时候；当他们认为对君主负有无限义务而对国家则不负任伉义

务的时候；君主政体的原则也就腐化了。

但是，如果君主的权力越大，他的安全便越少的祜（各时代的

历史都证明是如此），那末，腐化这个权力，直到改变这个权力的性

贺，这不是軞于背叛君主的大逆罪鸦84?

第八节 君主政体原劓腐化的危除

害处不在 j；一个国家从一个宽和的政体辖变为另一个宽和的

政体，例如从共和国韓变为君主国，或是从科主国搏变为共和国，

而是在于一个宽和的政体堕落下来井急转为七制主义。

多半的欧洲国家至今还受着胤俗的支配。但是如果山千长期

滥用权力，如果由于进行巨大的征服战争，专制主义就有可能在一

定程度上获得巩固，虽俗和气候就都不能和它对抗；在世界这个美
丽的部分，人性至少在一个时期将要遭受侮辱，象在世界的其他三

个部分人性受到侮辱一样。

第九节 贵族如何倾向千拥护王室

英国的黄族把自己和查理一世同葬于王室驳墟之下。在那以

覃当菲利普二世企图用自由这个字眼为缸去胞格法国人的时候，

王室始终获得贵族们的支持。贵族们认为，胀从一个君王是光荣

的事，同人民共有权力是最大的耻辱。

奥地利的皇室曾轻不断压迫匈牙利的贵族。它不晓得那些贵
族有一天对它将有莫大的帮助。它用尽方法搜括这些民族的线

@ 见希罗狄恩：«罗．焉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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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其实这些民族井没有多少线财；但是奥地利皇室却看不见那里

的众多的人。当忤多王侯起来瓜分奥地利皇室的各邦的时候，这

个君主国的各部分竟坐以待毙，毫无动胖，以致纷粉瓦辩。当时

唯一有生命力的就是匈牙利的贵族，他1凹憤怒了，他『1为了战斗而

忘掉了一切；他们认为牺牲性命，不念旧怨，是最大的光荣气

第十节 专制政体原则的腐化
', 

专制政体的原则是不断在腐化的，因为这个原则在性质上就
是腐化的东西。别的政体之所以灭亡是因为某些特殊的偶然变

故，破坏了它们的原则。专制政体的灭亡则是由于自己内在的缺

点。某些偶然的原因是不能够防止它的原则腐化的。所以专制政
体，只有气候、宗教、形势或是人民的才智等等所形成的环境强迫
它遵守一定秩序，承认一定规剌的时候，才能够稚持。这些东西可

能对专制政体的性质发生强有力的影响，但是不能改变专制政体
的性贺，专制政体的凶残性格仍然存在；这种性格只能暂时地被制

胀Q

第十一节 政体原劓的健全和腐化的自然鞋呆

政体的原则一旦腐化，最好的法律也要变坏，反而对国家有
害。但是在原则健全的时候，就是坏的法律也会发生好的法律的

效果；原则的力量带动一切。

克里特人使用一种极奇怪的方法，使重要官吏必须守法。这

个方法就是叛李。一部分公民可以揭竿而起，赶走官吏，强迫他『1
恢复平民的身分。人『1认为这种做法是有法律根据的。这样的一

种制度，准狩用叛乱去制止权力的隘用，看来似乎可以颠复任何一
个共和国。但是这个制度并没有毁坏克里特共和国。理由是这



120 论法的精神

样气

当古人要啖誰一个最热爱祖国的人民的时候，他们一定会提

到克里特入。柏拉图＠脱：“祖国这个名字对克里特人是如何甜蜜
•••••••••••••••• 

呼范”他们用表示母受的一个名间去称呼他f门的祖国＠。对祖国

的热爱矮正了一切。

波兰的法律也有淮狩叛变的规定，但是叛变所发生的弊害清
愉．

楚地訰明，惟有克里特人能够成功地使用这个补救方法。

希腊人所建立的体育运动，也同样需要有良好的政体原则。

柏拉图訰吼”就是拉栖代孟人和克里特入开始创立那些苦名的竞
技塌，使他们在世界上获得了卓，越的地位。最初，人们的廉耻心受
到震惊，但是廉耻心辂于向公共的利盆让步。”在柏拉图的时候，

这些制度是令人景慕＠的，因为它们和一个重要的目标联系着，这

个目标就是單事技术。但是当希腊丧失了品德的肵候，这些制度
却反而破坏了事事技术；人们出现于决斗场上，已不是为着缎炼，

而是为着腐化矶
普卢塔克告拆？我们，和他同时代的罗思人认为这些竞技就

是希腊人渝为奴隶的主要原因。其实不然，正是希腊人的奴隶状

＠他们点冕首先联合起来反杭外莱的故人，这叫做“朕合主义”。见普卢塔克：
气道德著述兀第 88 页。

屯） «共和国》，第 9 卷。

@ 普卢塔克«道德著述》中“桧老人是否应歧步与顷玫＇｝。

@ «共和国》，第 6 卷。

@ 体育分成两部门：跳舞和角斗。在克里特．人们可以看到丘列特斯的武装坎
舞；在拉栖代孟，可以看到卡斯托尔和波留克斯的武装跳舞，在雅典，可以看到帕拉断
的武装挑舞，这对还没有达到服兵役年龄的青年是很合适的。柏拉图在«法律“第 7 卷
中眈，角斗是战争的形象。他颈扬古代只，创立两种跳舞：和平舞和剑舞。柏拉图在同
书内蛐远剑舞如何应用到享事技术上去d

@ “拉栖代孟体育揭的竞技，毋宁犹是淫秽的。”·马尔西阿尔：«短诗集》，第 4 卷，
讽刺狩第55 首。
争 。 «道德著述＂中“有关罗．阳的同艇“第 15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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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腐化了那些体育运动。在忖户塔克那个时代3，人们在公园甩

裸体搏斗和角力，使青年精神松懈，使他们倾向］－鱼卑污的情欲，使

他们成为单钝的卖技者。但是在爱巳米农达斯那个肘代，角力的

运动使梯粕人在柳克特拉战役中取得 I胜利＠。

肾国家没有丧失它的原刺的时候，法律就很少是不好的。这

就好侬伊吹鸣鲁在战渝财富时所股的：“腐败的不是酒，而是洒

”“-“* 布r [J 

第十二节渭前

在罗思，法官起初是从元老院的元老这一等衱中选出的，格拉

占兄弟把这个特权转移皊武士们；杜鲁苏斯把它给与元老和武士；

苏拉只轮与元老们；哥塔给与元老、武士和度支官；凯撒又把后者

除掉；安东尼把元老、武士和百人长等编成“十人队”。

督一个共和国腐化了的时候，除（筵除腐化，恢复巳轻失淖了

的原则而外，｀是没有其他方法可以补救所滋生的任何弊害的。一

切其他刹正方祛不但无用，而且有可能成为一个新的弊害。当罗

禺还保持着它的原则的时候，司法权可以放在元老俨的手中而不

致被隘用。但是当罗局腐化了的时候，不管司法权力移韓给哪一

个团体，给元老、武比度支官也好，给这些庄体中的两个团体也

好，同肘给三个团体也好，给其中的任何一个也好，事情总是弄不

好的C，武七井不比元老们有品德，度支官也不比武士们好，武上和

百人长一样地缺少品德。

在罗焉的人民获得了同贲族一样担任公职的权利而后，人们

自然会想，阿腴人民的人们将要变成政府的主人了。但是事情并

＠普卢塔克：«道德著遠》。

@ 普卢塔克«道德著述＂中的“杂淡＇第 2 卷第 5 叮。

亭 古代盛酒的器皿常常用能够腐坏的材料如皮革之类制成。－一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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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如此。我们有到罗焉人民虽然让平民得以担任公职，但是人民

却总是选举贵族，因为人民有品德，所以他们宽宏大星；因为他侗

有自由，所以他们椰视权力3 但是当罗焉人民丧失了他吨的原则

的附候，他们越拥有权力，他们便越不謹惯，最后，他侗成为自己的

暴君，又成为自己的奴隶，这时他侗便失掉了自由的力量，井山］二

放鞍而衰弱无力了。

第十三节 誓言在有品德的人民中的效力

狄特·李雒諒＠：罗焉人的淫佚之厘产生得最迟；罗思人以节

制与赁困为光荣的期间也最长；在这两件事上，没有其他人民可以
同罗焉人相比拟。

“誓言“在罗思人中有很大的力量，所以没有比“立誓“更能使

他们遵守法律了。他们为着遵守誓言常是不畏一切艰难的，但是

为着光荣和祖国则不是这样。

执政官古因提息斯·金金钠都斯要在罗焉募集一支事队去征

伐埃魁人和窝尔西人，但是护民官们反对。执政官脱：“好吧！让那

些去年向执政官立过誓的人们在我的旗帜下前进吧产86@ 护民官

侗呼喊脱，这个誓言已郪失效，脱他惘立誓的时候，古因提息斯只

是一个私人而巳；但是这些呼喊是徒然的。因为人民比那些霓想

前来颌导他们的人们更有宗教的虔脱；他们不理睬护民官们所提

出的区别与解释。

当这些人要退到圣山去的时候，他们威到受着对执政官们所

做过的、要跟随执政官们去作战的誓言的的束吼他们便卧划把

执政官们杀掉，但是人们告拆他侗，就是杀死执政官们，誓言仍然

@ «罗焉编年史>,第 1 卷·"籍哈'0

@ 同上书，第 3 卷，第 20 章。

@ 同上书，第 2 卷，第 82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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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有效；他们便放弃这个籵划。现在从他们所要犯的罪行去看，就

不难了斛他俨对遠背贺言是抱怎样的一种观念。

坎奈战役之后，人民惊慌了，要退到西西里去87。斯埜比欧吽

他们立誓，决不离开罗局；惧怕遠背这个誓言，辂千战胜了具他的

－．切惧悄。罗思如同一只船，在狂｝乱暴雨中有两个细系着它，一个

是石教，一个是吼俗。

第十四节 政制最秷微的变更如何全负

原则受到破坏

亚用上多德告拆我们气迦太基是一个治理得很好的共和国。

波利比岛斯告拆我们，在罗焉和迦太基朋发生第二次布匿战争©

的时候，迦太挂有一个缺点，就是元老院儿乎巳轻完全丧失了它的

威权。狄特·李雒告拆我们气当汉尼拔回到迦太基的肘候，他发

现行史和 L和采申俨将公共的收入漫以利私，井且滥用他们的权力。

山此可见，官吏何的道德是和元老院的威权同肘丧失 f的；因为这

一切都是从同一政体原则产生出来的。

誰都知道罗思监察制度的奇迹。有一个时候，监察制度成了

一种沉重的负担；但是人们还是支持它，因为当时奢侈的胤气甚

f腐化。格老狄岛斯削弱 f监察制度；这种削弱又使腐化的虽气

超过了奢侈，而监察制度便仿佛是自己消逝了妇。这一制度，合

钮被破坏过，又桏誧求恢复；它恢复了，又被抛弃了，然后，便完

全停颉下来，一直到成为无用之物的时候为止，一一我指的是奥古

@ 约一百年后。
@ 见狄欧：«罗，屁史>），第 88 卷；普卢塔克： «西塞罗传>;西塞罗«致阿蒂康趼

书简＇，第 4 卷，第 10 、15 信；阿断康尼，鸟断：«给西塞罗＜占卜术），，0
* 甲乙本元“仿佛是“三字，在开头各版又附有这个脚注：护民官1门阻止他们进

行人n调查分跋，井且反对他I门的选举，见西塞罗：«玫阿蒂库断书简叭笫 4 卷，第 10 、

15 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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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郡和格老狄息斯的朝代'.)

第十五节 保待三原则极有效的方法

在入们读亢了以下四节之前，我没有法子让人［觥我的意思。

第十六节共和国政体的特质

共和国从性质来说． 9贝±应陔抉小；要不这样，就不能长久存

行 在一个大的共和国早，因为有庞大的财富，所以就缺少节制的

枯眒；．叶多过分巨大的宁庙都交由单独的个人丿持巠管；利盆私有化

了；一个入开始觉得没有祖国也能够幸幅、｛体大和显赫；不久他义

觉得他可以把祖国变成陨墟以获致一己的显赫。

在一个大的共和国里，公共的幅利就成f千万种考虑的牺牲

品；公共幅利要服从轩多的例外；要取决 f偶然的因素。在 4个小

的共和国甲，公共的幅利较为朗显，较为人俨所门作，和每一个公

民的关系都比较密切；弊端较少，因此也较少受到庇护。

拉栖代盂的所以能够长久存在，是因为它在所有的战役之后，

都维持原有的倾上3 拉栖代盂唯一的目标就是自由； 自由唯一的

好处就是光荣。

希腊各共和国的精神，就是淌足「自己的倾土，如目淌足于自

己的法律一样。雅典起了野心，又把这种野心俜授给 f拉栖代孟。

但是这个野心与其訰是要統冶奴隶，毋宁说是要統治自由人民；与

其脱是要破坏联盟，毋宁脱是要做联盟之主。到了君主政体兴起

的时候，一切就都完仁君主政体的精神比较倾向于扩张主义。

除f有特殊情况而外也共和政体以外的任何政体都不容易

在一个单独的城市存在下去。如果这么小的一个国家有一个君主
～一

＠例如一个小国的元首介于两大国之问，依靠许两大国相互问的嫉妒面生存。

不过他的生存是不氏固的。

,.'．．，媳耸，心；，＂"'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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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话，他赏然要想座迫他的人民，因届他的摧力大，而享受摧力和

使描力受到尊重的方法少，所以他便要盘量揉琐他的人民T 。在另

一方面，迼楼的一佪君主很容易受某一外囡的力晕、甚或受某一本

讽的力匮的感制：人民在任何特候都可能瞄合起来反射他。一悄

單一城市的君主被人徙城市骗逐出去的诗候，混乱就结束了；如果

一惘元首有蔑佪城市的话，那末涅趾就只是阴始而已。

第十七筛 君主政髓的特夤

一倘君主固的领上的大小胞该通中。如果是狭小的活，便将

形成一倘共和圉；如果很腐大的活，则阙中胀要的人物各自擁有相

富的摧势，他们不把君主放在眼中，他们在朝廷之外各有自己的

朝廷；不但如此，他们也深知法律和凰纪射他们不能迅速埶行，因

此可能不再服徙君主了；他们到来自遥遠而又遏缓的刑罚燕所投

惯。

所以查理曼刚刚建立好帝固，便不得不立即把它分割了。运

或者是由於各省练督不服徙命令，或者是因骂有必要把帝阔分割

成骂蔑佷王囡，以便更好地使纯督们服徙。

在亚胀山大死梭，他的帝圉便被分割了。希胧和，焉其顿的那

些大人物们是自由的人，或者至少是散布在他那腐大帝圉各地的

征服者们的首领，他刊怎有可能服徙呢？

阿提拉死俊不久，他的帝圉便瓦解了。那些已纯不受拘束的

王侯是不能再给自己带上线链的。

迅速建立撫限制的播力是一佪捕救的方法。它在迼些情形之

下，可以防止帝固的瓦解。但是它也是帝阔攘张的炎雌以俊的新

炎娥

河川的水迅速地流着去同大海雁合；君主政醴的固家就迼样

消失在事制主装的大海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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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简 西班牙君主政髓的特殊情况

人们不必拿西班牙的例子来反驳我；西砃牙的情况毋家说恰

好可以证寅我的说法。禺着要保持亚美利加，西班牙做了速尊制

主袭本身都不颖做的事；它把那裹的居民摧毁了。卧着要保持它

的殖民地，它不得不使殖民池速生存也要依赖着它。

西班牙在荷酬，也曾企圆宜行尊制主装。赏它放粲了迼侗企

圆的峙候，它的困雒增加了。一方面，瓦脯人不颠受西班牙人的统

治；另一方面，西班牙的士兵也不颠意服徙瓦音R的事官立

在意大利，西班牙维持了它的地位，但逍也只有把自己弄得精

疲力盛，而使意大利日益富庶起来而已。因凤就是那些颗意捆脱

西班牙王统治的人们也不颠意因此舍粲西班牙王的金线。

第十九简 寡制政艘的特黄

一倘腐大帝殿的统治者必须握有再制的摧力。君主的决定必

须迅速，迼揉才能蒲捕迤些决定所要送逵的地匪的遥遠距雒；必须

使遥遠的绵督或官吏有所恐懂，以防止他们的怠忽；法律必须出自

罩褐的倘人，又必须按照所获生的偶然事件，不断地燮更。圆家越

大，偶然事件便越多。

第二十简 以上各筒的结输

因此，如果徙自然特质来说，小嗣宜於共和政骼，中等囡宜於

由君主治理，大帝圉宜於由享制君主治理的活，那末，要维持原有

政醴的原则，就愿核维持原有的疆域，疆域的缩小或擦张都舍燮更

圉家的精神。

@ 见勒克列甭：«糊省的腰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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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节 中华帝国

对于我在J廿面所说的－切，人们可能有所非难，所以我在未结

束本店之前，必须加以回答。

我们的1再教上们告拆我们，那个幅员广濮的中华帝国的政体

是可称赞的，它的政体的加则是畏惧、荣誉和品德兼而有之。那

末，我所建忙的三种政体的原则的区别，更毫无意义了。

但是我不晓得，一个国家只有使用棍棒90 才能让人民做些小

悄，还能有什么荣酱可说呢也

加之，我们的商人从没有告拆我们教士们所啖的这种品

德；我呐可以参考一下商人们所脱的关于那里的官吏们的掠夺行

为复

我还可以找出知名人上安逊勋爵作见吐＊0

此外，巴多明神父的书简，叙述皇帝惩办了儿个亲王＠，因为

他凹皈依桂督教，惹起皇帝的不快。这些书简使我们看到那用钰

常施行的暴政，和依据常例——寸U就是无悄地一一对人性进行残

害的大略情形勹

我们还有德麦芞和巴多明神父关于啖脸中国政府的书筛。在

诮『儿个很合过理的问答之后，奇异之点便都消逝了。

是不是我们的教上们被秩序的外表所迷惑了呢？是不是因为

在那甩，不断地行使单一的个人意忐，使他们受到了咸动呢？教士

们自己就是在受着C教皇J 单一的个人意志的統治，所以在印度诸

王的朝廷里，他们也极颐意看到同样的統治。因为，他们到那里去

＠杜亚尔德在其«中华帝国志》（第 2 卷，第 134 页）中訧，統治中国的就是棍于。

@ 见郎治及他人的杞述。

峰 甲乙本无此句。

＠屈莎尔尼阿岛（萍音）家族，«耶稣会士书简集兀第 18 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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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向使命只是要提倡巨大的变吊，那末要说胀村仁们使相信村 i勹1

已什么都能够做，总比訰服人民使相信人民自己什么都能忍受，要

容易些互

然而，就是在銡映的认淄本身中也常有某些质实有在。山 f三

特殊的情况，或者是绝无仅有的情况，中国的政府可能没有达到它

所应有的腐败程度。在这个国家里，主要米自飞候的物理原因曾

郓对道德发生f有力的影响，井做出了各种奇迹。

中国的气候异样地适宜于人口的繁殆。那用的妇女生育力之
强是世界上任何地方所没有的。最野蛮的暴政也不能使繁怕的进

程停止。在那用，片主不能象怯老一样地说，，让我肥l11月钾坦凡迫
•••••••• 

偎们厚“他只好归粘到尼碌的貊望：希望个人类只有 个首锁。

中国虽然有从此，但是巾］一气候的原因，中国的人口将永远地饺

俎下去_}井战胜暴政（）

中国和所介共他产米的国家一祥翌常常会发生饥荒。节人

民炭峨死的时候，他们便逃往四力去森生；粘果各地盗贼便三二五

五粘伙成群了」多半的贼帮都在初问就被消灭r；其他的增大起

米，可是又被巾火 f。但在那么多而且义那么志远的省份甲，就可

能打一帮恰巧成功仁它使钊持下去，壮大起米，把自己条11毓成为

军韦团尔，直接向首都进审，首倾便登l：宝座，

在中囚，腐败的統治很快便受到惩刑。这是事物的性饵自然

的粘果。人口这样众多，刘果生扑困乏便会突然发生粉乱。在别

的国家，改革弊政所以那么困难，是因为弊政的影响不那么明显，

不象在中国那样，君主受到急遽的显苦的警告。

中国的皇帝所威悟到的和我们的村主不同。我们的店仁威

@ 在杜亚尔德的著作里，我1门可以看到教士侗如何利用康熙的权力去塞住官史
！产的噙巴 o - －官吏1门老是抗，按照巾国法律，外国人不得在帝国内投软。

心见本竹，第23 草，第 14 节。

'̀  · ·一.一...二·一·-- ·n ·, · 亘飞， .·.l, n·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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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如果他統治得不好的咕，则来世的幸福少，今生的权力和财富

也要少。但是中国的皇帝知道，如果他統治得不好的话，就要丧失

他的帝国和生命。

中国虽然有弃婴的事悄，但是它的人口却天天在增加＠，所以

需要有辛勤的劳动，使王地的生产足以雒持人民的生活。这需要
有政府的极大的注意。政府要时时刻刻关心，使每一个人都能够

劳动而不必害怕别人夺取他的劳苦所得C 一所以这个政府与其脱是

管理民政，毋宁脱是管理家政。

这就是人们时常牍渝的中国的那些典菜制度之所由来。人们

付轻想使法律和专制主义井行，但是任何东西和专制主义联系起

来，便失掉了自己的力篮。中国的专制主义，在祸患无穷的压力之

下，虽然台轻硕意给自己带上敛键，但鄱徒劳无盆；它用自己的銡

婉武装了自己，而变得更为凶暴。

因此，中国是一个专制的国家，它的原则是恐怖。在最初的

那些朝代，疆域没有这么辽阔，政府的专制的精神也昨稍为差些；

但是今天的情况却正相反。

.@ 见－．总督主张开荒的姿謹，乐耶稣全士书箭集＇，第 21 耕。



第二卷

第九挛 法律与防御力械的关系

第一节 共和国如何谋取安全

一个共和国，如果小的话，削亡于外力；如果大的话，则亡于内

部的邪恶。

这两种难处，就是民主国家和肖族国家也不能避免，不誰这些

国家是好是坏。这种弊害出自事物的本性，不是任何法制的形式

能够医治的。

要是人类没有和1造出一种政制，既具有共和政体的内在优点，

又具有君主政体的对外力量的话，则很可能，人类早巳被迫永远生

活在单人統治的政体之下了。我脱的这种政制就是联邦共和国。

这种政府的形式是一种协的。依据这种协的，儿个小邦联合

起来，建立一个更大的国家，井同意做这个国家的成员。所以联邦

共和国是儿个肚会速合而产生的一个新的社会，这个新社会还可

以因其他新成员的加入而扩大3

就是这种联合使希腊＠那样得到长期繁荣的。罗焉人依靠这

种联合，向整个世界进攻；而整个世界也就仅仅依靠这种联合来保

卫自己，抵抗罗席人；当罗焉极盛时代，野蛮人就是依靠这种联合，
才能抗拒罗届。野蛮人因惧怕罗思而在多瑙河及莱茵河彼岸桔成

了联盟。

荷兰、德意志、瑞士同盟在欧洲被认为是永存不灭的共和国，

@ 它是由五十个彼此完全不同的共切国组成的。见杰尼逊：«联省之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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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由］二联合。

城市的联合在古时比在个天更有必要。在过去，一个弱小的

城市要比令天冒更大的危险；如果它被征服了的［上它不但要依今

夭样丧失它的行政权和立法权，而且还要失去一切人类所特有

的东西复

联邦共和国能够抗拒外力，保持它的威势，而国内也不致腐

化：这种叶会的形式，能够防止一切弊害。
如果有人想在联邦共和国内篡夺权力的品，他几乎不可能在

所有各邦中得到同样的拥护。如果他在某一成员国中获得过大的

权力的品，其余诸成员国便将发生惊慌。如果他把一个地方征服

f的祜，则其余还保有自由的地方就要用向未被篡夺的那部分力

坎来和他对抗，井且在他的地位确立以前把他粉碎。

如果联邦的一个成员，国发牛叛乱，其他成员国可以一起平乱。
如果某个地方有某些弊端产生，其他健全的地方则予以纠正。这

种国家可以这一部分灭亡，而别一部分生存；联邦可以被解散，而

其成员国仍旧保留它们的主权。

联邦共和国既由小共和国紨成，在国内它便享有每个共和国

良好政治的幸福；而在对外关系上，由于联合的力最，它具有大打

l：国所有的优只仁

第二节 联邦应由同性质的国家尤其

应由共和国组成

迦南人遭受毁灭，因为他W1是一些小村主国，没有联合起来，

没有一致地进行防御。这是因为小君主国的性贺不适宜于联邦。

德意忐联邦共和国是由自由城市和由王侯統治的一些小国祖

@ 人类所特有的东西即公民 f1 由、财产、妻室、子女、庙宇，甚至于墓池。

,.L,···- · -". - -．一立. .....妇+｀｀．．｀｀～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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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的勹钰骏址明，这个共和国就不如荷崎和瑞士共和国完善。

君主国的精眒是战节和扩张；共和国的精呻是和平和宽厚。

这两种政体，除非在强制的清形下，不能在同一个联邦共和国内井

存。

所以我们在罗焉史中看到，在雒埃入选出了一个国王的肘候，．

他侗就被所有托斯卡那91 的小共和国所捎弃。当焉其领的叶主fP1

在希腊的近邻同盟会战中获得了一个席位的时候，希腊便什么都

完了。

由王侯和自由城市组成的德意忐联邦共和国所以能够存在，

是因为它有一个首倾气在某一方面是联邦的长官，在另一方面是

君王。

第三节 联邦共和国的其他要素

在荷兰共和国里，一个省不得其他睹省的同意，不能缔祜同盟

条的气这项法律很好，就是在联邦共和国，也是必要的。悠意志

政制中没有这项祛律；如果有这项法律的话，它便可以防止一个单

独成员的軞年、野心或食欲可能给全体成仇带来的不幸。一个加

入到政治性的联邦里去的共和国把自已完全奉献给别人，没有什

么可再奉献的了。

要联合的国家大小相同，强弱相等，那足不容易的。吕匹WO

共和国是二卜三个城市联合而成的；大城市在公共珧会中有三如

中等城市两栗；小城市一栗。－荷兰共和国是大小匕省所紨成的，每
省一票。．

吕西亚的城市＠依照投票的比例钠税。荷兰各省不能依照这

种比例；各省要依照它们的权力的比例。

@ 斩特拉波心地志汃第 14 卷。

@ 同上。



第二卷第九章法律舆防御力量忙阑保 133 

在吕西亚＠，城市的法官和官吏由公共峨合遗皋，亚且依照上

述的比例。在荷阑共和固，他们不由公共滚合遗皋；每一城市委派

自己的官吏。如果人何要我举出一佃嘟邦共和圉的侵良典筛的

括，我便要犁吕西壺共和圉。

第四筛 尊制匿家如何谋取安全

共和画互相结合以媒取安全，事制囡家则彼此分雕，业可以说

是孤立自己，以牒取安全。再制圉家掖牲圉土的一部分，摧毁遏

境，使成荒漠迼橾，就把帝圆的腹地和外界隔佣，使外界燕法去接

近它。

蔑何学中有一铩公涩的原理，就是：物的恰稹越大，它的圆周

在比例上便越小。所以迼种荒啜逊境的做法在大圉比在中等阔軗

可以容忍些。

喜制网家做出不利於自己的一切恶事，和一佣残酷的敞人

—一同峙也是一倘熊法制止的敞人一－所能做的一株。

再制圉家遠用另一植隔雕方法以谋自保，迼就是在速遠的省

份投置藩镇来管理。莫卧思波斯、中囡的皇帝都有自己的藩愿；

土耳其则把糙胆人、摩雨逑维亚人、瓦拉蔑亚入和往昔的特阑西瓦

尼亚人安置在自己和敞人之间。追对土耳其是很有利的。

第五筛 君主醒如何媒取安全

君主囡不象喜制画家那样摧残自己；但是一倘中等大的君主

画家可能首先受到侵襄。所以它股有要塞以保衡阔境，驻守革陈

以保衡要塞。一寸土池也要用技衔、勇敢和坚忍去争夸。喜制固

家彼此迤行侵略；唯有君主阙家巡行陂争。

@ 斯特拉波心地志＇，第 14 卷。

，心· ?＇“七＂．土，心心'、-唱罕志，．，．如杰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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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置要塞是君主囡家的事情；再制固家害怕股置要塞。再制

阔家不敢把要塞交托给任何入；因觅任何人都不爱圉家和君主。

第六筛 一般圃家的防御力量

如果一佪谒家要有强大的固力的话，它的疆域的大小就要逍

宜，使它受到急瘦峙，能够急速挫败敞人。常迤攻者在各虚出现的
峙候，防御者也要能够在各虞出现。因此圃土的大小要逍中，方才

能够遗恋人们的天然能力的移转速度。

法阑西和西班牙阔土的腐袤恰恰逍合迼稚要求。它们的兵力

调度霹活，所以想凋到哪兄，焉上就能够到哪兄；它们的革涿集结

迅速，亚且敏捷地徙一佪遍境移转到另一惆逊境；它们不怕任何需

要相常峙间才能做到的事情。

法圆有一件拯幸暹的事，就是，越是薄弱的固境线，便越近首

都；越暴露的国土，君主便越看得清楚生

但是，一佪大国，例如波斯，在受到攻擘的峙候，散在各鬼的审

陇集合起来就需要蔑佪月；攘革陇作迼废畏峙间的急行革是不可

能的，造究竟不象半佪月的急行草那檬遠可以做到。如果遏境上

的审陇被打败，就必然要溃散，因焉隘近没有地方可以退却。膀利

者的事脉，便碰不到任何抵抗，以破竹之势，长糜直入，造逼京城，

寅行圉攻，迼峙规乎不可能有峙间通知各省绵督派兵救援。那些

腮羁革命峙横已纯幽近的人们，便拒绝服徙政府，以加速革命的到

来。因骂那些僅僅因懦怕近在眼前的刑爵而忠顺的人，在刑爵已

逵不到的峙候，也就不再忠顺了；他们便只颠佪人的利益。帝圃瓦

解了，首都陷落了，征服者便和媳督们争夸各省的疆土。

一佪君主的真正力量，固然表现在他能够不费吹灰之力而征

服别人，但更可颠示他的力量的遠是在於别人不容易向他迪攻

一一如果我可以迼檬脱的活，遠是在於他所施的情势的稳定性3

·- ' -····-·--·-，•乙乙·· ·＇，心上一己，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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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赏国土擦张的峙候，它便要颖露出一些可能受到瘦辈的新地

方。

所以君主们瞧该有智慧去擦张自己的势力，但同株也瞧核謹

慎限制自己的势力。他们在消除领土遏小的不便的同峙，也愿陔

峙刻注意圉上遏大的不便。

第七蹄 一些思考

一倘偉大的君主95 在位枙久；他的敞人们曾纯多次责鞋他，脱

他制定T一倘要建立世界性的君主藏的叶割，亚且跺求逍佪籵劓

的寅现。我相信，迼佪责鞋是出於懦怕，是没有根援的。如果迼位

君主果真寅现了迼橡的一佪籵割的括，则纣欧洲、到他蕉峙的臣

民、到他自己、对他的家庭，都将是最大的不幸。上天晓得真正的

利益是什度。它不使他打胁仗，而使他打败仗，用败仗给他带来更

大的好虑。上天给他的恩赐是，不使他成骂欧洲唯一的君主，而使

他成骂栗君主中最强的君主。

他的固民在外固所懊念的只是他们所雕粲的柬西；他们在雕

去郑井以俊便把狻取光荣赏作燕上的利益；赏他们在速遠的圉家

峙，把光荣看作蹄园的障凝，他们的侵良品质甚至也令人生胀，因

焉迼些品质仿佛混雒着到别人的轻视；他们能够忍受创侮、危雌和

冒险劳苦，但是不能忍受歆架的丧失；他们最喜爱性格上的快活

逸放，他们打一倘敃仗峙，便以曾纯諷咏遏他们的将單来宽慰自

已。他们射一倘事棠永遠不能贯做到底；他们的事棠，没有在一佪

阔家失败而不在其他囡家也失败的；没有一次失败而不是永遠失

败的。

. -· ｀． S丘·心．心.,．一，“'、~俨 r I 冒＂， ·`．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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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筛 在一佪圉家的防御力量不及｀

它的攻擘力量的塌合

庙西勋爵曾封阙王在理五世说：“英陋人在本固最软弱，最易

被打败。＂阁於踊局人，人们也说遏同株的话；迦太基人就纯验遏迼

默，任何阙家都舍遭遇同揉情况，如果它派审除到遥遠的地方去，

企图腊纪律的力批和事事的威摧把因政治利益或社舍利益的分歧

而分裂的人们重新闻结起来的括。周家之所以软弱是因眉有弊端

纯常存在着；睢然加以救治，却反而使它更加软弱了。

庉西勋爵的训倏是一般规律的例外。一般规律要求人们不要

迪行遠征。而迼佪例外也很好地证宜了迼倏规律，因骂迼倘例外

只逍用於那些迩背规律的人们。

第九缔相射的囡力

一切成势、一切力址和一切榄力，都是相封的。瞧常十分注

意，在寻求增加官隙的威势的峙候，不要减少相封的威势。

常路易十四世在位峙期的中莱，法囡的相野的威势逵到了顶

默。德意志遠没有程生象俊来那梯偉大的君主。意大利也是一

棵。稣格阑和英格曲遗没有组成一倘糊合王阙。阿拉贡也没有和

加斯提合业焉一倘王圉；同西班牙分堆的地屉骂西班牙所削弱，而

迼些地惺又削弱了西班牙。俄罹斯也是和克里米亚一棵，在欧洲

遠没有被人们所熟悉。

第十缔娜邦的软弱

如果郧邦是一佪走向衰微的圉家的活气我们就要十分小心，

不要去加速它的减亡，因玛郧邦衰弱正是我们所可能得到的最幸

速的虑境；到一倘君主来说，如果在他近傍有另外一侗君主可以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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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接受命运的一切打击和凌辱，那是再便利不过的了。征服这样

一个弱因，虽在实际的国力方面有所增加，但通常是不能够抵偿在

衵对的国力方面的拫失的。

第1飞农 法律与攻击力牡的关系

第一节攻击力量

攻出力早山国际法加以规定。国际法是因家芍国家相互关系

的政治性的法律。

第二节战争

国家的牛命和人的牛命一样。人在进行正督的自卫时有杀人

的权利；国家为着自己的牛存行进行战节酌权利、

杠自杠的时候，我有杀人的权利，因为我 I，向牛命对我来说，犹

如攻击我的人的牛命心他又说一样门同样，一个国家进行战平，因

为它的自 0行为和任何枕他国家的自 1I行为是完全一样的。

行公民局公民之佣，自且是不盂要攻山的”他｛叫不必攻占，只

要向认院申听就叫以仁只有在紧急情况之下，如果笘待法律的

救助，就难免丧失牛命．他们才可以行使这种带有攻击性的自卫权

利勹然而，在而会＇－J肚会之间，广I Tl.的权利有时饺足必须进行攻击

的勹例如节一个民族肴到继桢保持和平将使另一个民族有可能来

涫天自己，这肘进行攻山就丛防止自己灭亡的唯一方法。

丙此，小的社会往往比大的社会敕有作战的权利，因为小的社

会常常处f韦怕被人毁灭的情况中。

所以战个的权利是出于必要，出 j-·严格的正义的。如股支配

邓曰t1'l的良心或计策的人们不以这种怕况为满足的话，那术－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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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都完了。如果他们的行勤是以荣耀、尊殷、功利等武断的原则焉

基磋的话，那末大地上便将血流成河了。

人们尤其不要啖君主的荣耀。他的荣耀就是他的自尊自大；

是一种情欲，而不是合法的槽利。

君主以威势著稍，诚然可以增加他的圉家的力量；然而君主以
•• 

公正著机，同梯也会增加他的固家的力量。
•• 

第三筛征服的摧利

戟争的榷利茬生征服的擢利。俊者是前者的结果，所以愿赏
遵循前者的精神。

常一侗民族被征服的峙候，征服民族到被征服民族所具有的

摧利嗯以四种法律骂準繩：（一）自然法一一依照迼稚法律，离物莫

不力求保存其桶貊； （二）自然理智＊法一一它祝定我们“要人怎

揉待我，便要怎梯待人”; （三）政治社合的楠成法一—仕i於政治社

合的性黄的周保，大自然封政治社俞存在期间的长短亚不加以限

制； （四）末役一锺法是促征服迼件事本身推演出来的。征服是一

秞取得，取得的精神就包含着保存和使用的精神，而不是破壤的精

神。

征服囡封待被征服囡有下列四稚方式： （一）按照被征服固原

有的法律缢缄治理其圉家，而征服圉削僅僅行使政治及民事方面

的统治擢； （二）在被征服囡建立崭新的政治和民事的治理械棉；

（三）毁诚迼佪社合而把它的成员分散到其他的社合裹去； （四）把

它的公民全惶减绝。

第一稚方式同我们今日遵行的藏隙法相符合；第四种方式则

较符合於捅焉人的囡隙法9笃在迼一贴上，我壤大家去判断到底我

* “自然理智”在哲学上亦有谔作“本然理智”或“直觉理智＂的，指入性自然的总
饿能力。·一－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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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比从前奸（多少C 仵这用，我们应肾赞艾我们的时代，行艾找f凹

个天的珅性、 I';、教、哲学和胤俗r,

我们的公法仇片作家们，以古史为根据，不以严格必要的书例

为立誰的根据，因而陷人币大的嘐臭＼他们武断从 1t；他们假定

利服者有杀人的权利，我不朋自这是什么权利－他们从这个加则

引伸出 1, i] 样可怕的推渝，拌且建立了一此准则r, 这此准则，就是

利服者们已如果稍有 1点开智的品也是不会遵行的勹显然，在完

成征胀以后，征胀者就不再有杀人的权利，因为他巳不处I二节肘那

种需婓自且和自保的情况厂

我们的公法学者所以有这种想祛，是因为他们认为征服者有

权利毁灭社会勹由此他们得出粘誰脱，征服者也有权利毁灭和成

牍社会的人，这足一个由銡戎原则得山的纣淉粘监。因为，如果脱

们会吁以灭亡，才卜不能就脱甜l成该社会的人也应陔灭亡门社会是

人的粘合，而不是人；公民寸以灭亡，而人仍然存在＾

政治家们从征服的杀人权利引伸出奴役的权利来；但是这个

粘誰也象原则一样，是没有根据的勹

只有为了保存征服成果有必要的时候．才能有奴役的权利。

杠服的 H （向是保存；奴役绝不是征服的目的；但是有时候奴役可能

是达到保存的一种必要手段”

在这种悄形下，永久性的奴役也是遠背事理的。应叶使被奴

役的人民能够变成臣民勹在征服上，奴役只足－种偶然的市情。

在桏过一定时削以后，征服国的各部分和被征服国的各部分因习

憤、婚姻、法律、交往和精神上某种程度的一致而完全联合了起米

的时候，奴役便应停l仁因为征服者的权利是建立在上述这些悄

况不存在的场合，建立在两个民族之问有距离，彼此不能IL相信任

的场合的。

所以，把被征服人民降为奴隶的征胀者，应陔梩常保留一些使

．干·虚，．一··'··．心迅平. ··-一．．．～丘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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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征服的人民得以恢复自由的方法，这些方法是不胜枚举的。

我不是在这儿d炎空洞的书愤，找{!1 的祖先征服罗思帝国肘就

是这样做的。他们在烈火中，在行动中，在急变中，在胜利的傲慢

中所制定的法律，以后都变得溫和了；他们的法律原来是严皎的，

以后趋于公平［。勃民第人、哥特人、俭巴底人老想以罗岛人为被

打败的人民；然而欧用克、贞德鲍和罗塔利的法律却都把罗思人和

蛮族入民一样肾匠胞看待芞

查理曼为 f制驭撒克逊人，剥夺了他们的日由民身分和财产

所付权。“柔懦路易＂恢复（他们的自山 ~I! 这是他在位时最大的

仁政。在这以前，肘期和奴役巳秤使撒克逊人的胤俗趋－f溫和，他

们便始终效忠于路易 f*)

第四节 被征服民族可以得到的一些好处

如果政治家们不从征胀的权利引伸出那样可怕的秸洽，而只
渝逋；一卜这种权利有时可能给被征服的人民怅米什么好处的认，

那就更好（。如果我俨的国际法得到严格的遵守井在全世界建立

起来的话，人们就越发能够体会到这些好处。

被征胀的国家通常都是法制晓弛的。腐化已桯产生；法律己

停仆执行；政府变成［压迫者。如果征服不是毁灭性的征服的品，

这样－个国~'正口［以囚被征服获取一些好处，誰会怀疑这主点

呢·？一个政府如果巳秤到［自己不能进行改革的地步，人家把它

改造一下，f它有何捐失呢？如果一个被征服的国家的情况是，富

人通过千种脆叶，万种技巧，在不知不觉间使用无数手段进行掠

夺，而不幸的人们受着压迫，嘘吁叹息，看到他们一向认为弊害的

巾 爹肴蛮族的i上典及本书第 28 农。

@) 见吃飞需各易 f妇，《作廿未祥），载仕深：«汇选％第 2 卷，范幻6 贞。

* 甲乙本尼未后 4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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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西巳轩戎为法律，并速威到压迫都被认为犯门麟，如果情况如

此，我认为征服者就防该把该国的一切都推翻掉，而首先以暴力对

待98 那呈忻尤夭 H 的暴政飞

举例说，我们看见过，受包税人几迫的国豕从征服者那里得到

［宽减，征服者井没有原来的合法村卞书估那么多，需要那么多勹

铅端甚卞尤须征服者臼沙，革除而已自行消失了。

有时，征服国的俭朴使它什可能把在合怯什巨統冶肘期被如l

夺掉的民生所必需的东西留给战败者()

征服可能消除有害的偏见，井且把一个国家一－如果我可以

这样说的话 —放韶到史为萸明的人的統治之下。

西玑牙人对忠西哥人有什么好事不能做呢，他们本来应该向

墨西哥人博布一和慈悲的宗教，而他们却把狂热的迷甘带给平西

哥人。他佣本来可以把奴隶变为自止人，而他们却把自山人变成

奴隶。他们本米可以教化墨西哥人破除祭祀时以人作贞献的恶

习，但他们不这样做，反而屠杀［邓西哥人。如果我要把他们所没

有做的好事和做 f 的坏事全都说出来的品，那是永远戒不定的。

杠服者对所做的坏事应该补偿一郘分。囚此，我轮“征服的权

利“下这样的定义：征服的权利是术种必要的、合法的而又是不幸

的权利，这种权利老是留皊征服者一笔匕侦，要他清槛对人性所加

的损害3

第五节 西拉犀赛王－－哲隆

我以为历史所载最高尚的和个条的莫过f哲降同迦太某人所

签订的条约。哲隆要迦太基人府除祭祀时杀 f一女作贞献的习

惯句。这是何等可赞美的忙在打敃三十万迦太毕人以后，背降

@ 见德·巴尔贝拉克： «汇选沃«古代条的史汃阿姆斯特丹， 1739 年版），第 112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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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上个仅仅有盆 j二迦太从人的条件；或是，说得确切些，他的订的

是为了人类。

大夏人把他叮年老的父亲喂大狗：亚历山大加以禁止99。这

是他对迷信的一个胜利＊ 3

第六节 共和国进行征服的塌合

在联邦政制之下，如果一个成员邦征服另一个成目邦，如同我

1四个大在瑞 l：所见到的片氢100, 那是遠背 1，理的＂混合的联邦

共和国，合是．此小共和国和一些小杜卞且国的联合，如果那用发生这

种怕青，就比较不致使人惊异。

如果一个民甘共和国征服了一此城市，而把这此城市掖弃在

民仁范阐之外，也是遠背市理的。被征胀的人民应臼亨有f权 l血

的特殊权盆，如罗思人最初所规定的那样。应肾限制被杠胀的人

民的数目，使它不超过为实行民主政治所规定的公民数目。

如果－－个民主共和国征服一个民族，为的是要把该民族节什

臣瞩来治理的品，它便是把自己的自由放宵到危险的境地，因为它

必须把过大的权力授予派遣到被征服国去的官吏勹

如果汉尼拔攻取了罗思，迦太革共和国会处f多么危除的境

地呢汁也战敃后还在自己的城市激起那样的革命，如果他凯旋而归

的品，还有什么事情会作不出来呢贮

如果汉腊的演说完全是臼1飞嫉妒心的话，他是绝对不能说服

元老院使它不派援單给汉尼找的。亚里上多德告诉我们，这个元

老院是13月智的（关于这点，迦太基共和国的繁荣就是极好的证明）。

它如果没有极正当的理由是不会作出决定的。如果罚不见三百里

* 甲乙本没有这一毁。

@ 指的是托屯堡。

@ 他是一个派系的首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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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外的事队必然会有伤亡而需要补充，那尤疑是非常愚众的。

汉訧派想把汉尼拔交给罗思人＠。 ~1 时他们不可能布泊罗思

人，所以他们害怕的是汉尼拔。

或者有人要忐，迦太从人不能相信汉尼拔的成功）但是他们

怎么能有所怀疑呢，迦太荩人散布在扯界各处，他们怎么会不知

逍在意大利发生的书悄呢？正因为他们不是不知道，庄以才不貊

意派援审给汉尼拔勹

在特市比亚、特拉西木奴斯、坎奈睛役之后，汉膳更眳决了。

因为不是他的怀疑书长，而是他的恐惧加深了。

第七节揆前

民主国进行征服还有另外一种不便。它的統治将水远为被征

胀国所从总。这种統治在想象中是隔于君上政体性质的．但在实

际上则比村主政体还严酷，历代各国的翱统都可以证明这－金，r.I，15

被民卜国扯服的人民是悲哀的；他们既不能享有共和围的利

盆，也不能享有杜主国的利盆。

以l关］二个民政治的国家的誰断，也可以适用千员族政治的

囚豕。

第八节搜前

因此，一个共和国以某一民族为附庸时，应肾努力去补救这

种悄况所产生的弊病，为附庸民族制定优良的政治法规和民政法

规勹

意大利有一个共和国统治了一些岛民；但是陔共和国给息民

制定的政治法规和民政法规都是恶劣的。人们还肥得，它的大赦

* 古时法国的里．—一译者

@ 汉诺想把汉尼拔交给罗马人，就象卡托想把凯撒交舱高卢人一样惨

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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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规定：不再依据总督私下的情报刊处，启民以体刑d)。我们常常行......... 
到各民族要求特殊的权利，但是这里，元首所系合忖的只是一切民族

都亨有的普通权利。

第九节 君主国征服邻邦的埽合

如果一个君仁因能够长期从!h活动，而不致因扩张反而削弱

自己的品，它将成为－个可怕的强 l对、如果它周附又为一些村上

国紧紧坏镜着的品，那木，它将同祥长久保持强大的力侬()

囚此，一个村仁围只能在适合它的政体的天然界限之内进行

仕胀扩张勹肾它逸越这此界限的时似，钾虑使立即要求它停止。

在进行这种征服的塌合，它所到之处都应战保存节地原打的

东西I) 原有的法院原有的法律、原有的习惯、原有的特权都－仍

其旧；除（，事队和元首的名称而外什么都不应改换。

一个片主国因征服邻邦的某些省份而扩张了疆士的时候，应

该给f这些省份以极为溫厚克仁的待遇。

一个Ht国如果长期从事征服，则它旧打叫域内的各省份将

要受到沉重的几忡。它们要忍受新的和阳的苛政c，而且－个乔没

一切的大都城成立后，常常使那些省份人烟稀少C，如果杠主国征

胀 f 旧有拟域附近的民族以后，肯待他们就象待旧有的臣屡一样

的话．国家就完了：被征服的各省份进贡轮竹都的东西将不再得到

报偿；边疆将被毁坏，因而也更不巩固了；这些民族将萌生反叛的

心理；不得不在边疆驻防和行动的事队在生活上更是尤法安定了。

一个从事征服的君主国必然是这样的一种情况：首都极尽丑

(!) 1738 年 10 月 18 日热邢亚的佛兰格里版第 6 条：“让我ll'I盐令我惘肚陔岛的

总督，将来不得仅仅依据私下获得的情报科处任何国民以体刑。总督虽然可以把他所

嫌疑的人逮捕、投献，但是在此之后要迅速把案情向我问报告。”又见 1738 年 12 月 23

日«阿婢斯特丹日报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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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的奢华，和远的省份则过着悲惨的生活，极远的地区则富裕韦

足。这正象我们的地球一样：火在中心，禄叶青印在表面，于枯、寒

冷、帘确的土地介乎二者之佣。

第十节 一个君主国征服另一个君主国的场合

有时一个君主国征服另一个君主国。后者越小，便越在丁改

昭堡垒来管制它；越大则越宜于用殖民地的形式来保什它1010

第十一节 被征服民族的思俗

在征服地区，仅仅保留战敃的民族的法律是不够的；保留他们

的胤俗也祚更为必要，因为一个民族对自己的胤俗总是比对自己

的法律更熟悉、更＊爱、更拥护。

法兰西人九次被逐出意大利。据历史家脱＠，这是山千他们

对如女的粗野无礼。一个民族被迫忍受征服者的傲慢巳是难堪，

还要加上他们的淫佚和軠率，那就更是无法忍受了！軠牢无疑更

招人憤感，因为从这里会滋生出尤穷尽的暴行。

第十二节 居佥士的一项法律

居科士粕吕底亚人制定一项法律，规定他们只能操作下賤的

或可耻的职业。我不认为这是良法。他只注意一件急迫的事，就

是防止内乱，而没有想到外侮。然而，因为波斯人和吕底业人速合

在一起，互相腐化，外敌不久就入侵了。我宁颖用法律保持征服民

族的朴质粗陋，而不顾用法律保持被征服民族的柔弱委颉。

亚里斯托德穆斯是邱麦的暴君砚他竭力使青年人意气消沉。

＠参肴普芬道尔夫心万国妇。

＠狄欢尼西乌斯·哈利卡尔拿苏肵：«罗羁古代史》，第 7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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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要男孩子惘杂女孩子们一样留长发，并簪上花；要他惘穿上五颜

六色的长达脚跟的长袍；在他呵到音乐和舞蹈教师那儿去的时候，

要妇女粕他们带着阳伞、香水和扇子；在他们洗澡的时候，要妇女

粉他侗梳子和镜子。他们要受这样的教育直到二十岁。这种教育

仅仅对千一个为了保全生命可以把主汉抛弃的小暴君是相宜的。

第十三节 查理十二世

这个君主，仅仅依靠自己的力量，制订了非进行长期战争不能

实现的计划，因而拓致了自己的灭亡；这种长期的战争不是他的玉

国所能够支持得住的。

他企图颠复的，不是一个走向衰微的国家，而是一个新兴的帝

国。俄罗斯人利用他所加于他们的战孚，进行学习。每一次的失

败使他们更加接近胜利；他们在国外失败了，却学会了怎样在国
内防卫自己。 ` 

查理来到波兰的骥野，自以为是世界的主人：当他在那里徘

徊，瑞典也好象巳扩张到了那里的时候，他的劲敌却加强了自己的

力量来抵御他，把他紧紧地圉住，在波罗的海沿岸确立了脚跟，破

坏了或者脱占倾了里窝尼亚。

瑞典就好象一条河流，人侗要它改道而把它的水源切断了。

断送了查理的井不是波尔多瓦冷战役；如果他不在这个地方

复灭，也必然会在别的地方复灭。命运中的1偶然事故是易千补救
的；而从事物的本性中不断产生出来的事件，则是防不胜防的。

但是这样坚决和他作对的，既不是事物的本性也不是命运，而

是他自己。

他所遵循的不是事物当前的情势，而是他所取法的某个模范；

.. 
* 质文 Pul扭va。甲乙本作 Pulto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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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这个模范他也伪效得很菜。他舱对不是拒历山大；但他可以

当亚历山大的一名最好的士兵3

亚历山大的针划所以成功，只是因为籵划合理。波斯人侵略

希腊的失败、阿占西老斯征战的胜利、波斯一万大事的澈退节事

件，巳軞确切地证明了希腊人在战斗方法和武器的种类方面的优

越性，而且人们十分清楚地知道，波斯人因过「高傲，以致难于雉

正自己。

他们不能再用分裂的方法削弱希腊，希腊当时正統一在一个

首倾之下。这个首倾要掩盖希腊受奴役的状态最好的方法，就是

用消灭希腊长期的敌人井用征胀收洲的希望来迷醉它。

一个帝国，由世界上最勤劳的民族垦植，这个民族又根据宗教

的原则耕种土地，而且帝国土地肥沃，百物卞俯，这个帝国就给与

敌人一切生活上的便利。

这些国三钰常因战敃而深威俋郁。但是从他刊的稿傲去看，

当时人们巳可断定，他们必将老是打仗以加速自己的灭亡；又可以

断定，佞臣的陷媚将不容他们对启己的威势有所怀疑。

亚历山大的计划不但是智慧的，而且执行的方式也是智慧的。

他在迅疾的行动中，甚至在情辂激动的时候，都受到开！智的光坏”

的指导，一如果我可以用这个说法的祜。那些想把他的历史写

成傅奇，而思想比他还要腐败的人们，也不可能把这种“理智的光

种“向我们隐藏起来。关「这点，让我们从从容容地啖一下吧！＊

第十四节亚历山大

亚历山大是在巩固了思其颉，使它足以抵御邻近的半野蛮民

• 甲乙本都没有这一句。

．~心,...二千~ ~一．． 1~ ~｀一~ ~·,, ．心、．．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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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井制服了希腊人之后，才去远征的＊。他仅仅利用制服希腊人

来实现他的雄眳；他使拉栖代孟人的妒忌无能为力；他攻击沿海的

省份；他把陆事部署在靠近海岸的地方，以免同他的熊队分离；他

非常奇妙地以粔律的效用去制驭数目较多的敌人；他不缺乏粮萃；

如果訰胜利质足皊f他一切的括，我们也应该说，他是想尽一切办

法去获取胜利的。

在他的事业刚开始的旧候＊＊，也就是脱，在一个挫折就可能毁

灭他的时候，他凡事很少胳运气；当命运使他翱过一些事件而享有

盛名的时候，卤莽冒进有时便成为他的手段之一。在他出发之前，

他先向特里巴利人和伊里利安人进革。你看到，这个战节i 就象

后米凯撒向高卢人所进行的战个一样。 当他返回希腊的盯候旯

他就象是不得巳才占镇井且毁灭了梯柏城的：他扎犊在这个城市

近郊，等待着梯粕人讲和，然而他们自己却加速了自己的灭亡。当

要攻占＠波斯诲事时，显示出勇敢的毋宁訰是巳尔美尼欧，而显示

出智慧的却是亚历山大。亚历山大的机智的地方就在千他把波斯

人同海岸隔开，使得他们不得不放弃他们的悔罪；波斯入在海事方

面原是优越的。推罗和波斯人原来是速粘在一起的。波斯人如果

没有这个城市的贸易和航运是过不了 H 子的；亚历山大便摧毁了

这个城市。当大流士在另外的一个“世界”里拒桔无数窜队，以致

埃及兵屈空虚的时候，w响历山大把埃及占据了。

-Il 

* 甲乙本作：“亚历山大征服r极大的地区。 让我1门看看他的作风吧！关于他

的武勇J人们巳轻谈得很多 J勹让我I厅谈陕他的謹悚吧！

“他所采取的措鹿郘是正确的。他是在压吸了希腊人之后才离开的；他仅仅利用
压哏希腊人来实现他的难咯；他不遠留任何反对他的东西在后头；他攻击沿海的古
份..... " 

** 甲乙本没有这一段和以下两段。

@ 阿利恩：«亚历山大的远征）），第 1 卷。

@ 同上。

@)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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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剌奈卡斯河的横渡，使亚历山大成为希腊殖民地的主人；伊

索斯战役使他获得了推罗和埃及；阿尔贝拉战役使他获得了整个

地球。 , 

伊索斯战役以后，他听凭大流士逃走，而集中精力巩固和整顿

他新征服的地方。阿尔贝拉战役以后，他就紧追O 大流士，使他在

他的帝国中找不到退却的地方。大流士刚退人一城一省，就须马

上转移；亚历山大进军是那样神速，仿佛这个世界帝国是希腊运动

会上竞技的奖赏，而不是作战胜利的成果。

他进行征服的方式就是如此，我们再看看他如何保持住他所
征服的地方。

他反对那些主张把希腊入当作主人而把波斯入当作奴隶的人

们＠；他只想把这两个民族联合起来，井且把征服民族和被征服民

族的界限消除。在完成征服以后，他抛弃了他曾经利用作为进行

征服的理由的一切成见。他采用了波斯人的风俗，以免波斯人因

须随从希腊人的风俗而感到忧伤。他对大流士的妻子和母亲那样

尊重，对自己的情欲那样节制，原因就在于此飞当他逝世时，所有

被他征服的各民族都哀悼他；这是怎样的一个征服者呢？被他推

翻的王室也曾为他的死而落泪；这又是怎样的一个篡夺者呢？这

是他生命中的一个事迹；历史家们从没有告诉过我们还有其他征
服者能够以这种事迹自诩。

没有比用通婚的方法把两个民族连结起来更能巩固征服的成
果了。亚历山大从他所征服的民族中挑选他的嫔妃，并且要他的
朝臣＠也如此；其他的马其顿人都仿效这个榜样。法兰克人和勃

@ 阿利恩心亚历山大的远征、，第 3 卷。

@ 这是亚里士多德的谏言。参看普卢塔克«道德著述＂中“论亚历山大的命运”。. 这里甲乙本多了一句：“他使波斯人深深悼念他，原因就在千此。”
@ 参看阿利恩：«亚历山大的远征少，第 7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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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第人O 容许了这种婚姻；西哥特人起初在西班牙禁止＠这种婚

姻，及后又予以许可；伦巴底人不只许可，而且加以赞助©。当罗马

人要削弱马其顿的时候，他们规定，各个领地间的人民不得通婚。

亚历山大为了要把两个民族联合起来，便计划在波斯建立许

多希腊的殖民地。他建造了无数城市，井且把这个新帝国的各部
分团结得非常紧密卫所以他死了以后，在最可怕的内战的苦难和混

乱中，在希腊人可以说是自取了灭亡以后，波斯没有任何一个省份

发生叛乱。

为了不使希腊和马其顿精疲力尽起见，他遣送了一批犹太

人＠到亚历山大里亚去侨居。这些犹太人的风俗怎样，那是无关

紧要的，只要他们对他效忠就行了。

他＊不仅允许被征服的人民保留他们的风俗，而且还保留他

们的民事法规，常常甚至连他们原有的国王和总督也不更动。他

用马其顿人©率领军队，用本地人当政府首长；他宁愿冒个别人对

他不忠诚的危险（这有时发生过）而不冒一般人叛乱的危险。他尊

重各民族的旧传统和一切光荣或虚荣的纪念物。波斯的国王们曾

毁坏了希腊人、巴比伦人和埃及人的庙宇，他把它们重建了起

来＠；向他屈服的民族中，很少民族的祭坛他没有去供奉祭品的。

@ 参看«勃良第人的法律兄第 12 编，第 5 条。

@ 参看«西哥特的法律凡第 3 卷，第 1 编，第 1 节。

这个法律废止了旧法。据该法称，旧法重视民族的区别，比较不重视社会地位的

区别。
@ 参看«伦巴底人的法律>，第 2 卷，第 7 编，第1 、 2 节。

@ 叙利亚的一些国王放弃了帝国缔造者们的计划，强使犹太人仿效希腊人的风
俗，这件事强烈地震撼了他们的国家＊＊。

** 甲乙本把这个注放在正文中。

* 本章末尾各段，甲乙本全都没有。

@ 见阿利息：«亚历山大的远征》，第 3 卷等．

@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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仿佛他征服的目的只是要成为每个国家的特殊君主，成为每个城

市的第一位公民而巳。罗焉人的征胀一切是要毁灭一切”?，他的

征胀一切是要保全一切；不脸桴过哪一个国家，他首先想的，首先

卧划的，总是应陔做些什么来增进那个国家的繁荣和强盛。他所

以能够达到这个目的，第一，是由于他偉大的天才；第二，是由于他

的俭朴和对私事的节的＠；第三，是由于他在重要事情上挥金如

土。他的手对于私人的开支握得很紧；而对于公共开支则放得极

宽。在管理家务的时候，他是一个思其颉人；但在发放單饷时，在
同希腊人分享征服果实时，在使他的革队的每一个人都能致富时，

他是亚历山大。

他做过两件坏事：他烧毁了百泄波里，他杀死了克里图斯。二

者都因为他的憬悔而出名。所以人们忘肥他的罪行，而怀念他对

品德的尊崇；把二者视为不幸事件，而不视为鹰于他个人的行为；

后世的人儿乎就在他的威悄激动和弱点的近旁发现他灵魂的美；

入侗觉得应陔恍惜他，而不应陔憎恨他。

我要把他和凯撒比教一下。当凯撒想仿效亚洲的君王的时

侯，他单纯为着炫耀夸张而使罗焉人威到绝望。当亚历止大要仿

效亚洲的君王的肘候，他便做一件符合于他的征服卧划的事悄103 0 

第十五节 保待征服地的新方法

当一个君主征服了一个大国的时侯，有一个极好的办法，既可

以缓和专制主义，又利于保持征服地；征胀中国的人们曾艇适用过

这个办法。

为了不使被征服的人民觉到沮丧，不使胜利者傲慢，为了防止

政府军事化，井使两个民族各守本分起见，现在統治中国的粒耜皇

0 见阿利恩：«亚历山大的远征》，第 7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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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规定各省的每支單队都要由汉淌人各半租成，这样，两个民族喟

的妒忌心便可得到的束。法院也是汉淌人参半。这就产生了儿种

良好效果：（一）两个民族互相纯制；（二）两个民族都保有單事和民
政的权力，誰也不能把誰毁灭；（三）征服民族能够到处扩张而不致
变弱或灭亡，能够应付内战或对外战争。这个制度是很明智的。

缺乏这样的—个制度，儿乎就是一切征服者败亡的原因。

第十六节 专制国家进行征服的塌合

如果征服地幅具广大，则一定先有专制主义存在。在此情形

下，罩队散驻各省咸到不足。国王身边艇常需要有一支特别忠贼

的單队，以便随时可以去平定帝国中发生动乱的地方。这支革队

应核弈制其他窜队，井使那些在帝国中因有必要而被授予某些权

力的人们有所畏惧。中国皇帝身边常常有一支很大的鞋胆革队，

以备紧急时调遣。在莫卧儿、土耳其、日本，都有一支由君主拾养

的革队10`；它和那些靠土地收入来椎持的單队是分开的＂6；这些持

殊單队威活着一般的革队。

第十七节攫前

我们曾婬訰过，专制君主应陔以所征胀的国家为藩属。历史

家们曾对征服者把王冠还皊被征服的君主这种度量，尽力加以颂

扬。罗焉人是很大量的，他们到处立王，作为奴役的工具见这种

作法是必要的。如果征服者自己治理被征服国的括，则他所派去

的总督将不知如何管束臣民，征服者自己也将不知如何管束总督

们；为了保全新倾土，他将不得不抽掉他原有疆土内的罩队。一切
患难将同时波及两国，一国的内战也将成为另一国的内战了。反

@ 塔西伦在«阿格里科拉传＞第 14聿中说：罗马人民．挟隅奉行已久蛉古老习

惯鲁有奴隶．而且还有国王徽他们的工具。”

，．．．． l, 一··, l l”“'l咖l「“”“幽 ll l ll ll,”“圈＂＇l ．飞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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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征服者恢复了合法国王的王位的括，他将获得一个他所需要的

同盟者，这个同盟者自己的力量将增加他的力量。我们不久以前

看到，波斯王那第尔征服了莫卧儿，掠夺了他的财宝，而把印度斯

坦留粕他。

第十一章规定政治自由的
法律和政制的关系

第一节本章大旨

我把同政制相关联的政治自由的法律和同公民相关联的政治

自由的法律区别开来。前者是本章的脸题，后者将在下章加以肘脸。

第二节 自由一同的各种涵义

没有一个阿比自由有更多的涵义，井在人们意峨中留下更多

不同的印象了。有些人认为，能够轻易地陨黜他们曾赋与专制权

力的人，就是自由；另一些人认为，选举他们应陔胀从的人的权利

就是自由；另外一些人，把自由当作是携带武器和实施暴力的权

利；还有些人把自由当作是受一个本民族的人統治的特权，或是

按照自己的法律受統治的特权叱某一民族在很长时期内把留长
棍子的习憤当作自由现又有一些人把自由这个名牁和某一种政

体联系在一起，而排除其他政体。欣赏共和政体的人脱共和政体

有自由。喜欢君主政体的人脱君主政体有自由吼桔局每个人把

@ 西塞罗眈“我效法了斯开沃拉的法令；这种法令允肝希腊人依照他们自己的

注律厚决他惘之同的季端；这使他们把自己看作是自由的人民。”
雹俄罗斯人对沙皇彼得让他们剪掉长霸子，感到不能容忍。
＠卡帐多棣亚人拒耙了罗属人提出的共和政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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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自己习惯或爱好的政体叫做自由。在一个共和国内，人们拆

苦时，轻常看不见也不十分注意那些祈苦的制造者，而且在那里法

律的声音似乎十分响亮，执行法律的人却很少有什么声音，因此，

人们通常认为共和国有自由，而君主国无自由。还有一点：在民主

政治的国家里，人民仿佛是颐意做什么儿乎就可以做什么，因此，

人们便认为这头政体有自由，而把人民的权力同人民的自由混淆

了起来。

第三节 什么是自由

在民主国家里，人民仿佛颗意做什么就做什么，这是冥的；然

而，政治自由并不是颗意做什么就做什么。在一个国家里，也就是

脱，在一个有法律的社会里，自由仅仅是：一个人能够做他应眨做

的事情，而不被强迫去做他不应该做的事情 1060 

我刊应陔肥住什么是“独立＇勹什么是“自由“。自由 107 是做法

律所酢可的一切事情的权利；如果一个公民能够做法律所禁止的

事悄，他就不再有自由了，因为其他的人也同样会有这个权利。

第四节搜前

民主政治和贵族政治的国家，在性质上，井不是自由的国家，

政治自由只在宽和的政府里存在。不过它并不是棍常存在千政治

宽和的国家里；它只在那样的国家的权力不被滥用的肘候才存在。

但是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占不易的一条轻

敖。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脱也

奇怪，就是品德本身也是需要界限的！

从事物的性质来脱，要防止淮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的束权

力。我们可以有一种政制，不强迫任何人去作法律所不强制他做

的事，也不禁止任何人去作法律所酐可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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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各种国家的目的

虽然一般地脱，一切国家都有一个相同的目的，就是自保，但

是每一个国家又各有其独特的目的。扩强是罗局的目的；战争是

拉栖代孟的目的；宗教是犹太法律的目的；贸易是局赛的目的；太

平是中国法律的目的＠；航海是罗德人的法律的目的；天然的自

由，是野蛮人施政的目的；君主的欢乐，一般脱来，是专制国家的目

的；君主和国家的光荣，是君主国家的目的；每个个人的独立性是

波兰法律的目的，而其桔果则是对一切人的压迫砚

世界上还有一个国家，它的政制的直接目的就是政治自由。

我们要考察一下这种自由所赖以建立基础的原则。如果这些原则

是好的括，则从那里反映出来的自由将是非常完善的。

在政制中发现政治自由，并非十分困难的事。如果我们能够

看见自由之所在，我们就巳艇发现它了，何必再寻找呢？

第六节 英格兰政制108

每一个国家有三种权力： （一）立法权力； （二）有关国际法事

项的行政权力； （三）有关民政法规事项的行政权力。

依据第一种权力，国王或执政官制定临时的或永久的法律，井

修正或啜止巳制定的法律3 依据第二种权力，他们嫦和或宣战，派

遣或接受使节，推护公共安全，防御侵赂。依据第三种权力，他们
，，惩割犯罪或裁决私人松争。我们将称后者为司法权力，而第二种

权力则简称为国家的行政权力。
一个公民的政治自由是一种心境的平安状态。这种心境的平

＠这是一个没有外来敌人或自信边界巳阻住了敌人的国家自然地具有的目
的。．

. @ 即由“我否决自由＇，所产生的弊害。

..,.、心，心户』`---. l l ll 圈 l 1 『 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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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是从人人都认为他本身是安全的这个看法产生的。要享有这种

自由＠，就必须建立一种政府，在它的統治下一个公民不惧怕另一

个公民。

当立法权和行政权集中在同一个人或同一个机关之手，自由
便不复存在了；因为人们将要害怕这个国王或跷会制定暴虐的法

律，井暴虐地执行这些法律。

如果司法权不同立法权和行政权分立，自由也就不存在了。如

果司法权同立法权合而为一，则将对公民的生命和自由施行专断

的权力，因为法官就是立法者。如果司法权同行政权合而为一，法

官便将握有压迫者的力量。

如果同一个人或是由重要人物、贵族或平民粗成的同一个机

关行使这三种权力，即制定法律权、执行公共决跷权和裁判私人犯

罪或争胚权，则一切便都完了。

欧洲大多数王国是政体宽和的，因为享有前两种权力的国王
把第三种权力留给他的臣民去行使。在土耳其，这三种权力集中

于苏丹一人身上，所以可怖的暴政統治着一切。．
在意大利各共和国，三种权力合井在一起，所以自由反比我们

的君主国还少。因此，为自保起见，这些国家的政府也需要采用象

土耳其政府所采用的那种残暴的手段，国家檄察官©以及密告者

随时可以投进密告书的狗子口，这二者的股置就是证明。

試看这些共和国的公民是处在何等境遇扣同一个机关，既

是法律执行者，又享有立法者的全部权力。它可以用它的＂一般的

意志“去鞣躇全国；因为它还有司法权，它又可以用它的“个别的意

志“去毁灭每一个公民。

@ 在英国要是一个人的敌人就象他的头发那么多的括，也不会发生什么事故；

这就是不得了的事，因为精神建康与身体健康是同样必要的(«英格兰札i切）。

@ 在威尼斯。



笫二卷 第十一章规定玫治自由的法律和政利的关系 157 

在那里，一切权力合而为一，虽然没有专制君主的外观，但人

惘却时时咸到君主专制的存在。

因此，企图实行专制的君主总是首先独境各种职权；欧洲就有
一些国王独境国家的一切要职。

我肯定地认为，意大利各共和国的纯粹世型的贵族政治，并不

完全与亚洲的专制主义相同。在这些共和国中，官吏数目众多，有

时候就使政治宽和些；所有的黄族也不老是同意相同的计划；而且

在那里，因投有各种机关，宽严可以相济。因此，在威尼斯立法权

腮于大谈会＊，行政权隅于常务会，司法权隅于四十人会 109。但

是，缺点在千：这些不同机关都是由同一阶层的官吏粗成的，这儿

乎就形成一个同一的权力。

司法权不应给与永久性的元老院，而应由选自人民阶层中的

人员，在每年一定的时问内，依照法律规定的方式来行使＠；由他

们组成一个法院，它的存镶期削要看需要而定。

这样，人人畏惧的司法权，纸不为某一特定阶极或某一特定职

业所专有，就仿佛看不见、不存在了。法官不翱常出现在人们的眼

前；人们所畏惧的是官职，而不是官吏了。

即使在控告重罪的场合，也应允许罪犯依据法律选撑法官；或

者至少允酢他要求许多法官迥避，桔果所剩余的审案的法官就象

都是由他选择的了。

其他的两种权力则可以赋予一些官吏或永久性的团体，因为

这二者的行使都不以任何私人为对象；一种权力不过是国家的一

般意志，另一种权力不过是这种意志的执行而巳。

但是，法院虽不应固定，然而判例则应骸固定，以便做到裁判

只能是法律条文的准确解释。如果裁判只是法官的私人意见的

* 甲本作“减会”。

＠例如在雅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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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则人民生活在社会中将不能确切地知道他所承担的义务。

法官还应与被告人处于同等的地位，或是脱，法官应核是被告

人的同輩，这样，被告人才不觉得他是落到倾向于用暴戾手段对待

他的人们的手里。

才 如果立法机关让行政机关有权利把能够为自己的善良行为提

出保证的公民投进监狱的括，自由就不再存在了；但是，如果他们

犯了法律所规定的重罪，需要立刻加以逮捕追究刑事责任时，则不
在此限。在这种场合，他们只是受法律力量的支配，所以仍旧是具

正自由的。

但是，如果立法机关认为由于某种危害国家的阴媒或通敌悄

事，国家巳处于危除境地的肘候，它可以在短促的、一定的期问内，

授权行政机关，逮捕有犯罪嫌疑的公民；这些人暂肘失去了自由，

正是为了保持他们的自由于永远1100

这是补救拉栖代孟民选长官的虐政和同样专制的威尼斯国家

审理官的缺陷的唯一的合理方策。
在一个自由的国家里，每个人都被认为具有自由的精肿，都应

陔由自己来統治自己，所以立法权应陔由人民集体享有。然而这

在大国是不可能的，在小国也有许多不便，因此人民必须通过他们

的代表来做一切他们自己所不能做的事情。

人们对自己的城市的需要比对其他城市的需要，了解得更是

清楚；对邻居的才能比对其他同胞的才能，钊断起来要正确得多。

所以，立法机关的成员不应广泛地从全国人中选举；而应在每一

个主要地域由居民选举代表一人。

代表的最大好处，在于他俨有能力肘脸事情。人民是完全不

适宜于肘脸事情的。这是民主政治重大困难之一。

巳接受选民一般指示的代表不必在每一件事情上再接受特别

的指示，象在德意志堪会中所实行的那样。事事睛示选民，固然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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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代表们的发言更能表达国家的声音；但是，这将产生无限的拖

延，井使每一个代表都成为其他代表的主人，而且在最紧急的时

机，全国的力显可能为一人的任性所阻遏。

悉尼先生 111 说得好，议员们如果是代表人民的一个团体一一

如在荷兰一一的括，他们应对选民负责；如果是代表市邑一一如

在英国一一的括，则是另一回事。

各地区的公民在选举代表时都应眩有投票权。但那些社会地

位过于卑微，以致被认为没有自己意志的人则除外。

古代的大多数共和国有一个重大的弊病，就是人民有权利通

过积极性的、在某种程度上需要子以执行的决磺。这是人民完全
不能胜任的事情。他们参与政府应当只是选举代表而巳，这是十

分适合他们的能力的。因为，准确了觥别人有多少才能的人虽然

为数不多，但是每一个人都能够在大体上知道他所选举的人是否
比其他大多数人更为通达事理。

代表机关不是为了通过积极性的决跷而选出的，因为这是它

所做不好的事；代表机关是为着制定法律或监督它所制定的法律

的执行而选出的。这是它能够做得很好的事，而且只有它能够做

得好。

正一个国家里，总是有一些人以出身、财富或荣誉著称；不过，
知果他们和平民混杂在一起，井且和其他的人一样只有一个投票

权，公共的自由将成为对他们的奴役，而且他们不会有保卫这种自

由的任何兴趣，因为大多数的决跷将会是和他们作对的。所以，他

惘参与立法的程度应陔和他们在国家中所享有的其他利盆成正比

例。如果他们组成一个团体，有权制止平民的侵犯，正如平民有权

制止他们的侵犯一样，这点将能够实现。
因此，贵族团体和由选举产生的代表平民的团体应同时拥有

立法权。二者有各自的议会、各自的考虑，也各有自己的见解和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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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述三权中，司法权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訰是不存在的。所

余的只有二权了；这二权需要一种权力加以膺节，使它们趋于宽

和，而立法团体由贵族紨成的部分是极适合于产生这种效果的。

贵族的团体应陔是世费的。首先因为它在性质上就是如此。

其次，是因为它有强烈的顾望要保持它的特权。这些特权本身就

是人们所憎恶的，如果在一个自由国家里，一定会时常处于危险之

中。

不过，一种世型的权力很容易被用来追求私利而忘肥平民的

利益，所以在人们最想眨损这一权力的事项上，例如关于征收线

钱的法案之类，这个世翡权力在立法上应该只有反对权，而不应陔

有创制权。

我所问创制权，是指自己制定法令或修改别人所制定的法令

的权利。我所喟反对权，是指取消别人所作决战的权利；这是罗焉... 
护民官的权力112。虽然有否决权的人也就可能有批准权，但是，这

种批准只是他不行使否决权的一种表示而巳，是从否决权引伸出

来的。

行政权应陔掌握在国王手中，因为政府的这一部门儿乎肘时

需要急速 1“ 的行动，所以由一个人管理比由儿个人管理好些；反

之，屡于立法权力的事项由许多人处理则比由一个人处理要好

些。

如果没有国王，而把行政权赋子一些由立法机关产生的人的

括，自由便不再存在了；因为这两种权力便将合而为一，这些相同

的人有时候同时掌握这两种权力，而且无谕何时都能够同时掌握

它饥

如果立法机关长期不集会，自由便不再存在。因为下列二事
之一必将发生。一个是，不再有立法机关的决议，以致国家陷于无

“ ll,.L , - － ll 盲I, “'··“'.、 1"..『 l飞4" ＇· 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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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状熊；另一倘是，逍些决竣将由行政横劓来做，而行政摧将要

燮成事制的。

立法横阑峙峙集合也不必要。迼不但射代表不便，而且将遏

度地占掳行政者的峙闱舆精神；行政者将不陇心行政而只考膘如

何防蔑它的特摧和它所具有的行政榴利。

此外，如果立法模厕不断地集俞的括，那末我们只能用新曦员

去捕死去的竣员的缺而已；在迼稚情形下，如果立法横阙一旦腐

化，那就不可救莱了。倘若立法橾瞒可以改遴，则到本届立法横阑

有意见的人便可有理由寄希望於下一届。反之，倘若同一佪立法

横阑永存不燮，则人民一且看见它腐化了，便不再寄任何希望於它

所制定的法律；人民或者将憤怒起来，或者是到它漠然不颠了。

立法横劂不愿自己召集照合。因周一倘圉醴只有在照了舍之

梭才能被韶骂具有意志；而且，如果它不是全醴都参加舍睢的活，

便有参加舍藏的一部分和未参加舍畿的一部分，就说不清哪一部

分真正是立法横劂了。又如果立法模隅有自己闭合的榷利的活，

它就可能永不闭合。在它想侵犯行政榷的峙候，迼是一件危险的

事。此外，立法概圃集舍的峙叽，有逍宜的，也有不逌宜的，所以，

行政榷廊根掳它所了解的情况规定舍藏的召集峙闾和期限。

如果行政摧没有制止立法褫阑越擁行觅的擢利，立法褫圃将

要燮成享制；因鸟它会把它所能想象到的一切椿力都授予自己，而

把其捈二擢毁诚。

但是，立法摧不愿该封等地有笚制行政擁的摧利。因岚行政

摧在本质上是有翱圉的，所以用不到再封它加上什磨限制；而且，

行政椎的行使螅是＊以需要迅速咸理的事情觅封象。捅焉謹民官

擁有不赏的摧力，他们不但可以箱制立法而且可以牵制行政，结果

毒 甲乙本都焉＂巍乎媳是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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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极大的弊害。

不过，虽然在一个自由国家中，立法权不应有符制行政权的权

利，但是它却有权利并应陔有权利审查它所制定的法律的实施情

况；英格兰政府比克里特和拉栖代孟优越的地方，就在千此。克里

特的国家砰跷员和拉栖代孟的民选长官关于他们的施政情况都不

必提出报告 1“。

然而，不脸是什么样的审查，立法机关不应有权审肌行政者本

身，井因而审肌他的行为。他本身应陔是种圣不可侵犯的，因为行
政者之不可侵犯，对国家防止立法机关趋于专制来脱是很必要的，

行政者一旦被控告或审讯，自由就完了。

果真这样的话，国家就不是一个君主国，而是一种没有自由的

共和国了。但是执政者如果没有坏的辅弼入员的话，他的施政是

不会腐败下去的。这种坏的辅弼人员身为臣宰，而憎恨法律，虽然

他们作为“人”来脱，是受法律保护的。这种坏的臣宰应核受到追

究与惩悯。英格兰政府优于尼得的政府的地方就在于此。尼得的

法律不许博审民政官见一一郎使在他们卸任以后＠也是如此，人

民所受的冤屈永远得不到伸平。

虽然一般脱来司法权不应骸同立法权的任何部分粘合，但有

三种例外，这是根据受审人的私入利盆的。

显黄的人容易遭人忌妒；他们如果由蠡平民来审钊，就要陷于危

除的境地而不能享有一个自由国家最渺小的公民所享有的受同等

人裁钊的特权。因此，贵族不应陔被博唤到国家的普通法院，而应

该被傅唤到立法机关由贵族组成的那部分去受审。

有时会发生一种情形，就是法律既是明智的又是盲目的，因而

@ 这是人民每年选出的民政官，见伊田·德·拜占庭的着作。

@ 在罗局，官吏任期届满后，是可以被控告的，见狄欧尼西，乌斯·哈利卡尔拿

苏斯«罗马古代史“第9 卷中的护民官格奴梯．乌斯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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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某些塌合变得过严。但是我们巳轻脱过，国家的法官不过是法

律的代言人，不过是一些呆板的人物，既不能援和法律的威力，也

不能援和法律的严峻。所以，我们刚刚提到的立法机关的由贵族

租成的部分即贵族院，在审判贵族的场合是一个必要的法庭，而在

援和法律威力的场合也是个必要的法庭，即它有最高的权力，为着

法律的利盆，判处较郫的刑舰，从而援和法律的严峻。

有时会发生另一种情形，就是某个公民在公务上侵犯了人民

的权利，•而犯了普通法官所不能或不颖惩肌的罪行。但是，一般脱

来，立法权不能审判案件；尤其在这种特殊的案件里，它所代表的

人民就是利害关系的一造，更不能审判了。因此，它只能做原告。

但它向誰提出控告呢？它是否要屈尊地向法院提出控告呢？一一

法院是比它低的机关，而且和它同样是由人民所组成，将要为这样
一个有势力的原告的权威所左右。不，它不向法院提出控告，为了

保持人民的尊严和被告个人的安全，立法机关代表平民的部分郎

众跷院应向同机关代表贵族的部分即贵族院提出控告，后者和前

者既无相同的利盆，也无相同的欲望。

这是英格兰政府优于大多数古代共和国的地方；后者的弊病

是，人民同肘是法官又是控告者。

如上所述，行政应通过它的“反对权”来参与立法；否则，它便

将失去它的待权。但是，立法如参与行政，行政也同样要丧失它的

权力。

如果国王通过“裁定权”来参与立法，自由就不复存在了。不

过，它又必须参与立法以自卫，所以他应当通过“反对权”来参与立

法。

罗焉政体的变更，就是因为拥有一部分行政权的元老院和拥

有另一部分行政权的官吏，都不具有人民所享有的“反对权”。

这就是英格兰的基本政制 8 立法机关由两部分耟成，它们通过

一＿＿＿｀＿ _ 、-----•-----－一·. , l .~ E·,4 七一～嘈 ．．一＿--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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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互的反对权彼此狩制，二者全都受行政权的的束，行政权又受立

法权的的束。

. 这三种权力原来应陔形成桴止或无为状态。不过，事物必然

的运动逼使它们前进，因此它们就不能不协调地前进了。

行政权仅能通过“反对权“参与立法，而不能参加立法事项的

辩渝。它甚至无须提案，因为它既然总是可以不批准决羲案，它就

能够否决它所不顾意入们提出的眺案。

在某些古代共和国中，人民集体肘除国事，行政者同人民一齐

提案一齐辩脸，那是自然的，否则，决议一定混乱不堪。

如果行政者有决定国家税收的权力，而不只限于表示同意而

．巳的括，自由就不再存在了，因为这样的行政权力就在立法最重
要的关键上成为立法性质的权力了。

如果立法权不是逐年跷定国家的税收，而是一次地作成永久

性的决定，立法权便将有丧失自由的危除，因为如果这样则行政权

便将不再依赖立法权．了；又行政权既取得这种永久性的权利，则这

个权力到底是它所固有的，或是他人授与的，对它就无关紧要了。

如果立法权不是逐年跷定，而交付给行政权以統率陆海單兵力的

权限，乃是一次做出永久性的决定的括，桔果也是相同。
为防止行政权的压迫行为，交托粕它的事队就应陔是由老百

姓所组成的，并具有老百姓的精肿，象禺利息斯以前的罗焉一样。

要做到这一点，只有两种方法：一种是，在平队中服役的人要有相

当的财产，作为他在行为上应对其他公民负贲的保证，服务期间又

应以一年为限，象罗局的制度那样 "s；另一种是，在投有常备革而

兵士是由国内最卑賤的入充当的场合，立法权应有随时解散革队

的权利，兵士应与人民杂居，不另段幕营、兵房和堡空。
军队一经建立，就不应直接听命于立法机关，己而应听命于行

政；这是事物的性质决定的，因为军队的事业是行动多于跳险的。

, 
.-”-- _. . •• ··一·· • l , , " ' ＂左＂＇ J“ 工匕．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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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侗在思想中总是重勇敢而軠怯懦，重活液而軠矜慎，重武力

而翱霖略。單队总是郫祝元老院而敬重章官。他们不重视立法机
关的命令，因为他们认为立法机关是一些懦夫祖成的，因此不配指

擂他侗。所以如果车队完全从隅千立法机关，那末政府便将立郎

变成單事性的了。如果不变成审事性的括，那一定是由于某些特
殊的悄况。例如單队钮常是分散的；或是分成许多审团，各审团隅

于不同的个别省分；或是各主要城市形势除要，便于防守，而无需

單队。

荷兰比威尼斯更为安全；它可以淹死叛窜，可以俄死叛事。因

为叛單所占据的城市不能养活他们，因此生活陷于危殆。

如果在單队由立法机关节制的场合，某些特殊情况防止了政

府变成單事性质的括，仍旧不免要遭遇到其他困难：即不是审队毁，

灭政府，就是政府削弱事队飞

如果是政府削弱了單队，那必然是由于一种十分不可避免的

原因所造成的。也就是脱，是由于政府本身的弱点产生出来的。

試賸塔西陀的偉大著作＜＜日耳曼人的凰俗汃就会发现，英国人

是从日耳曼人那里吸取了他们的政治体制的观念的生这种优良
的制度是在森林中被发现的。

人世间的一切事物都有一个终秸，我们所啖的这个国家也终

千有朝一日会失去自由，也会陷于灭亡。罗思、拉栖代孟和迦太基

都巳灭亡得于干净净了。当立法权比行政权更腐败的时候，这个

国家就要灭亡。 参

探究英国人现在是否享有这种自由，这不是我的事。在我只
要脱明这种自由巳由他们的法律确立起来，这就够了，我不再往前

• 甲乙本没有这一段及下一段。
@ 塔西伦在«日耳曼人的风俗戏第 11 章中眈：“小事同首长，大事同群众；因此

千民作主，首长实行。”

, mm匕 l l l' 机 ll,「“'憎 l l 伽们嚷而1「'1 「...泗 1. " ＇`'邕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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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究。

我无意借此眨抑其他政体，也井非諒这种极端的政治自由应

当使那些只享有适中自由的人们威到抑郁。我怎能这样脱呢？我

认为，即使是最高尚的理智，如果过度了的括，也井非总是值得希

求的东西，适中往往比极端更适合于人类。

哈林颉 1“ 在所著«大洋国））一书中，也曾研究过“一国政制所

可能达到的最高度自由“的问题勹不过，我们可以脱，他只是在陕

认了自由的质面目之后才去寻找自由的；虽然拜占庭的淹岸就在
他的眼前，他却建造起卡尔西敦 1170'

第七节 我们所熟悉的君主国

我们所熟悉的一些君主国，不象刚刚敲过的那个君主国那样，

以自由为直接目的；它们所追求的不过是公民、国家和君主的光

荣。然而，从这种荣誉中却产生出一种自由精神，这种自由精神在

这些国家里所能成就的偉大事业和所带来的幸福，井不亚于自由

本身。

在这些国家中，三权的划分和建立井非以上述那个国家的政

制为模范。每一个国家的权力有它独自的分法，依照这分法，三权
都或多或少地接近于政治自由；要不这样的话，君主政体便蜕化为

专制政体。

第八节关于君主政体，古人为什么

没有很清楚的概念

古人不知道有以黄族团体为基础的政体，更不知道有以全国

代表紨成的立法机关为基础的政体。希腊和意大利共和国是一些

城邦，各有自己的政府，它们的公民就在自己的城墙内集会。当罗

焉人兼井所有这些共和国以前，在意大利、高卢、西班牙和德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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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乎没有一个地方有国王；这些地方，都是些小民族或小共和国；

甚至非洲也从隅于一个大共和国；小亚细亚则被希腊居留民所占

领。所以那里找不到城市代表的实例，也找不到国家战会的实例；

必须到波斯才能看见君主統治的政体。

当时的确有过联邦共和国，儿个城市选派代表参加同一个境

会。但是我要指出，建立在这种类型的政制上的君主国是不存在

的。

我侗所熟悉的君主国的最初雒形是这样形成的。大家知道，

征服罗思帝国的日耳曼各民族是十分自由的民族。关于这点，只
须一喂塔西伦的<<H 耳曼入的殿俗＞＞就够了。这些征服者分布到全

国各处，他们大都住在乡村，很少住在城市。当他们住在德意志的

时候，他们可以召集整个民族的会曦，当他们散处在被征服地的时

候，便不能再这样做了。但是全民族仍需要象进行征服前那样时

誰国事．于是他们通过代表们做这件事情。这就是我俷哥特式政

体的起陳。它起初是贵族政治和君主政体的混合。当时有一种弊

病，就是在那里平民都渝为奴隶。但它是一种好的政体，本身具有

变成更好的政体的可能性＊。原发奴隶释放书状的习憤刚刚形成；

而且不久人民的民事上的自由、贵族和僧侣的特权、国王的权力三
者之间便形成了一种高度的协腾，所以在上述政体的存镇期间，我

想世界上没有一个政府能够象欧洲各地的政府那样宽和的了。一

个征服民族的政体的败坏，竟形成了人类当时所能够想象到的最

优良的政体，真是叫人惊奇［

第九节亚里士多德的想法

亚里士多德在脸述君主政体的时候，显然咸到困难＠。他把

* 在甲乙本，这一句是附注。

o «政治学旯第 3 卷，第 14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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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主国分为五种；他不是按政制的形式来区分，而是按偶然的事情

如君主的品德或邪恶，或者是按外在的事件如暴政之被篡夺或被

继承来区分的。

亚里士多德把波斯帝国和拉栖代孟王国都列入君主国内。但

是，誰不知道，一个是专制国家另一个是共和国呢？

古人不了解一君統治的政体中三权的分配，所以对君主政体

不能够有一个正确的概念。

第十节 其他政治家的想法

为了使一君統治的政体趋于宽和，伊庇鲁斯王阿利巴斯©只

想象到共和国。摩洛西人因为不知道怎样限制单一統治者的权

力，投立了两个国王＠ 113，这样他们削弱了国家，甚于削弱了統治

权力；他们想要的是两个国王彼此竞赛，粘果是两个国王互相敌

视。

两个国王只在拉栖代孟是可以被容浒的；这两个国王并不是

政制的全部，而只不过是政制的一部分而巳。

第十一节 希腊英雄时代的国王

希腊的英雄时代，曾建立了一种君主国。这种君主国也仅

仅晏花一现而巳。那些曾轻在技艺上有所发明，为民族进行过战

争，收集流散者井分给他们土地的人，便取得了王位井把它傅给子

孙。这些人是国王，同时也是僧侣和法官。这是亚里士多德＠所

啖的五种君主国之一，而且只有这一种君主国能给我们关于君主

@ 见查士T: <世界史桐》，第17 卷，第 3章。“他是第一个制定法律，股立元老

院，每年委任官吏，组横共和国形式的人。”
@ 亚里士多德： «政治学兀第 5 卷，第 9 章。

@ 同上，第 3 卷，第 14 章。

@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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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制的观念，但这种政制的桔构同我惘今天的君主国的桔构却是

正相背驰的。

在这样的君主国里，三种权力的分配法是：人民握有立法

权见国王执掌行政权和司法权；而在现代君主国中，君主执掌行

政权和立法权（或者至少一部分立法权），但他是不审判的。

在英雄时代的君主政体中，三种权力的分配是很不适当的。

这些君主国都不能长久存在，因为人民有立法权，只要他们心思一
动，便可把王权消灭，象他侗到处所作的那样。

一个自由的民族，享有立法权而阴塞在城市里，城市里一切可

厌的东西就变得更加可厌了。对这么一个民族，立法的巧妙处就

应该是要懂得把司法权放置在最适当的地方。但是上述政体把司

法权放在巳钰拥有行政权的人吨的手中，这是再坏不过的。从那

肘起，君主成为可怕的人。但同时，由于君主没有立法权，君主又不

能保卫自己，免受立法权的侵犯。因此，君主的权力太多而又不足。

希腊人还没有发现，君主具正的职务是任命审判官，而不是自

己当审钊官。他们的政策却与此背道而驰，以致单人統治的政体发

展到了令人不能容忍的程度。他们所有的国王全都被溫逐了。希

腊人没有想象到“单人統治的政体”也可能有三权的真正划分；他

侗只想“数人統治的政体”才有三权的划分，他们把这种政制叫作
“普理斯＇唱）1190... 

第十二节 罗禺君王的政休及其三权的划分

罗焉君王们的政体，同希腊英雄时代的君王f1的政体是有某

些关联的。这种政体的消亡也同其他政体一样，是由于它所存在

的一般性的缺点，虽然在政体本身，从它的特殊性质来晚，是很好

@ 见兽卢塔克：«蒂塞，乌斯传，，，第 8 章。又见«杜西狄瘛斯著作集兄第 1 卷。

@ 参看亚里士多德：«政治学为，第4 卷，第 8 章。

编．~一，，一．一·· • 丫 lll -”－啊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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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嗓 为使人们了解这种政体，我将把最初五王的政体、塞尔维岛

斯·图里息斯的政体和塔尔克雒杻斯的政体区别开来。

王位是由选举产生的；在最初五王时期，元老院享有最多的选

举权。

在国王死后，元老院便研究是否要保持原有的政体不变。如

果它认为要保持原有政体，就由元老院从它的成员中选任一个执
行官丸由他选定国王；这个选撑须桴元老院批准，由人民认可，井

由占卜者担保。这三个条件如果缺少一个，就必须另行选举。

这种政制具有君主、贵族、平民三种政制的性质。当最初睹

朝，权力是非常协调的，既没有嫉妒心，也没有争执。国王統帅事

队，主持祭祀；他有权审刊民事＄和刑事＠案件；他召集元老院会

震召集人民开会，将某些事务交付人民审谈，并会同元老院决定

其他事务包

元老院享有很大的权力。国王们常常选一些元老院講员让他

们参加审判，国王们提交人民批准的事务，没有一件不是预先桯元

老院肘脸过的竺

人民有权选举＠执行官，批准新的法律；如果国王同意，人民

@ 狄欢尼西．乌斯·哈利卡尔拿苏斯： «罗，历古代史叭第 2 卷，第 120 页；第 4

卷，第 242 -243 页。

@ 参肴狄特·李排«罗．历橘年妇第 1 卷所载唐钠吉尔的演讲文和狄欧尼西岛

斯·哈利卡尔拿苏斯«罗，焉古代史》第 4 卷第 229 页所载塞尔椎乌斯·图里，乌斯的

条例。

@ 多看狄吹尼西乌断·哈利卡尔拿苏斯«罗焉古代史》第 2 卷第 118 页和第

3 卷第 171 页。

＠咖杜露斯·霍斯蒂利岛断令人毁灭阿尔巴，就是栈语了元老院的决謹见狄欧
尼四乌斯·哈利卡尔拿苏断：«罗黔古代史为，第 3卷，第 167 、 172 页。

@ 同上，第 4 卷，第 276 页。 . 

@ 同上，第 2 卷。但是人民不能任命一切职官， 因为瓦烈利岛斩·布不利哥拉

曾制定一项著名的法律，禁止一切水枉人民选举的公民担任任何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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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且有权宣战和嫦和。人民却毫无司法权。杜露斯·霍斯蒂利息

斯把贺拉西交付人民审判，是有特殊的理由的，这些理由在狄欧尼

西扁斯·哈利卡尔拿苏斯的书Q中可以看到。

在塞尔椎岛斯·图里扁斯統治时期氮政制改变了。元老院没

有参加他的选举；他是使人民宣布他为王的。他放弃了对民事案

件＠的审理，只保留了对刑事案件的审钊权。他把一切事情都直接

交入民公講，减軞了人民的赋税，而把整个重担放在贵族身上。因

此，他越是削弱王权和元老院权威，便越是增强了平民的权力见

塔尔克雒钮斯不要元老院也不要人民选他为王。他认为塞尔

雒阳斯·图里乌斯是一个篡夺者。塔尔克椎杻斯夺取了王位，认

为这是他世婴的权利；他把大多数元老院袋员都杀掉；对残留着

的元老院哉员，他也不再誘竘仁甚至在他审判时也不找他们参

加趴他的权力增加仁但原巳招人憎恶的这个权力变得更让人憎

恶了，因为他篡夺了人民的权力。他撒开人民自己制定法律，甚至

制定『反对人民的法律叭他要把三权集于一身，但是人民一且想

起他们自己曾桯是立法者这一事实的肘候，塔尔克椎杻斯也就完

了。

第十三节 对千骚逐国王后的罗黑国家的总看法

我们总离不开罗局人。今天我们在他惘的首都也还是要离开

新的宫殿去寻找府墟颓垣；就象聘目于万紫于缸的草原的双眼，总

＠狄欢尼西，乌跻·哈利卡尔拿苏斯： «罗焉古代史｀第3 卷，第 169 页。
雹） 同上，第 4 卷。

@ 狄欢尼西．乌斯·哈利卡尔拿苏斯眈，他把自己的王权取消了一牛。同上，第

4 卷，第229 页。

@ 人们认为，如果他没有被塔尔克稚纽蚚所阻，他可能巳轻建立起干民政治。同
上，第 4 卷，第 243 页。

@ 同上．第 4 卷。

@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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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看看岩石和山陵。

贵族世家一向享有极大的特权。这些刊阀在国王们統治时期

是非常显赫的，在国王们被逐以后变得更为重要。这就引起了平
民的嫉妒，平民便想压制贵族。这种粉争只打击了政制而井没削

弱政府，因为，只要官吏佣保持住他们的权威的话，那末官吏『和出

身千哪一家族便是无关紧要的问题了。

象罗焉当时这种选举制的君主国，必然需要一个强有力的贵

族团体来支持它；否则，它将立即变成暴政或平民政治的国家。但

是一个平民政治的国家则不需要家族的显贵来作支柱。因此，在

国王肘代本来是政制上必要的构成部分的贵族，在执政官肘代便

成为多余的了；平民就可以压制贵族而不致自遭毁灭，就可以变革

政制而不致使政制敃坏。

塞尔雒息斯·图里，扁斯压制了贵族以后，罗焉由国王之手落

入平民之手是当然的。但是平民在压制了贵族之后则无需惧怕重

新落入国王之手。

一个国家可由两种方式发生变化：一种是由于政制的修改，一

种是由于政制的敢坏。如果国家保持原则而政制发生变化，那就

是政制修改了；如果政制发生变化而国家丧失了原则，那就是政制

败坏了。

罗局在猛逐国王以后，按照当时形势本应变成一个民主国。

平民巳桯享有了立法权，因为是平民一致的投票把国王脏逐了的。
如果平民不把这种意志坚持到底，塔尔克椎妞斯派就随肘可以复
辟。如果脱，平民溫逐国王是为着要受一些家族的奴役，那是不合

理的。因此，当肘的情势的要求是罗焉应成为一个民主国；但是事
实上民主政治并没有在罗焉出现。所以当时有必要削弑贵族的权

力，法律有必要倾向于民主政治。

一个国家当不知不觉地由一种政制过渡到另一种政制的时



笫＝咎 第十一章规定政治自由的法律和政制的关系 173 

候，往往比单纯地在这一种或那一种政制統治下更为繁荣'.)因为

那时政体的一切动力都很紧张，所有的公民都提出了自己的主张；

人们或者是相互攻击或者是彼此秸好；而在保卫衰落的政制的人

和提倡新政制的人之削则开展着一种高尚的竞争。

第十四节 国王被逐后三权的划分如何开始变化]20

四件事情严重地危害了罗焉的自由： （－）真族独占了一切宗

教的、政治的、民政的和單事的职位； （二）执政府拥有过大的权

力； （三）人民受到欺侮；（四）人民在选举上儿乎不发生任何作用。

人民所纠正的就是这四种卯端。

C-）人民要求规定：平民可希望充任某些公职。井一步一步

地获得担任除摄政官以外的一切公职。... 
（二）人民解散了执政府而代之以儿个官职。他侗段立了裁钊

官＠，给他们审判私松案件的权力；他们任命了掖察官＠以便对公

罪提出审判；他们股立了市政官，掌理民政；他们投立了财政官＠，

以管理公共财务他们投了监察官，给以原嘱执政官们规定有关

公民諷尚事项及国家各个不同团体的临时体制的立法权。这样，

执政官『1的主要特权就剩下主持人民大会织召开元老院会跷和

統辖單队了。

（三），神圣的法律“投立了护民官。他们随肘可以制止贵族的

引媒，不只防止了对某个人的特殊性的侵害，而且还防止了对公共

利盆的一般性的侵害。

最后，平民在公共的决跷上增大了自己的影响。罗焉人民是

@ 狄特·李嫌«罗尾掘年史》，第一代史，第 6 卷。
@ 拉丁文原名作 Quaestores p.arricidii （弑亲罪检察官）， 见旁波尼岛跻

«法律的起源兄第 2 卷，第 28 节等。

@ 普卢塔克：«布不利哥拉传》，第 6 孝。

.@ 拉丁文原名作 Co.:nitiis cen古uriatis （百人团人民会谨）。

, • ` _，7-－＇，.「ll. I -T'`r．矗士 一.<,.



174 给法的精种

按照“百人团”、"族区“和“部落“这三个方式来划分的。他 W1 进行

选举时就按照这三种方式的一种召集会缎，组糙起来。

在第一种方式下，贵族、要人、富人、元老院－－这些差不多是

一回事-—月儿乎拥有全部权力；在第二种方式下，他们的权力小一

些；在第三种方式下，他们的权力更小。

按百人团划分，与其脱是人的划分，不如訰是阿第和财产的划

分。全体人民分作一百九十三个百人团觅每团有一贾表决权。贵

族和要人们紨成了开头的九十八个百人团，其余的公民祖成另外

的九十五个百人团。这样划分的桔果，贵族们便成为选举的主人

了。

按族区划分时＠，黄族就没有同样的好处了。但他们还是有好

处的。占卜是必要的事，而司理占卜的是贵族。向人民提出任何

建跷，都须首先提交元老院，井艇元老院通过决講批准。但是按

部落划分时，既没有占卜的问题，也没有元老院决講的问题，贵族

被排除了。

人民总是力图把习憤上依百人团召开的会跷变成依族区召开

的会講；，把习憤上依族区召开的会跷变成依部落召开的会跷。这

就使公共事务的处理由贵族手中落入平民之手。

，所以当平民获得了审半l贵族的权利的时侯（这种权利是从科
利奥兰奴斯＠案件开始的），平民主张依部落＠而不依百人团召开

会磺进行审判。当人们为着人民的利盆股立了护民官和市政官等

新官职匈讨，人民争得按族区召开会踉来任命这些官吏。当人民的

· @ 多看狄特·李推：«罗黑氯年史>,第 1 卷，第 43章；狄欧尼西岛肵·哈利卡

尔拿苏斯：«罗，爵古代史》，第 4 、7 卷。

@ 狄欧尼西岛斩·哈利卡尔拿苏斯； «罗昆古代史>,第9 卷，第 598 页。

@ 同上，第 7 卷。

@ 这是违背以前习憤的，见狄欢尼酉扁斯·哈利卡尔拿苏斯； «罗焉古代史》，

第 5 卷，第 320 页。

@ 同上，第 6 卷，第 410-41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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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巩固 f的肘候，他们便争得＠按部落召开会跷来任命。

第十五节 罗黑如何在共和国极盛

时期突然丧失了自由

当贵族和平民进行火热的争跷的肘候，平民要求制定固定的

法律，使人们不再凭一时的意想或专横权力进行审刊。元老院在

抗拒很久以后，终于同意了。人民任命了十大官来制定这些法律。

因为十大官要给儿乎不能相容的集团制定法律，所以人们认为应

陔赋予十大官以巨大的权力。人们停止了一切官吏的任命；井在

各“人民会“中选出了十大官作为共和国唯一的执政者。于是十大
官具有了执政官的权力和护民官的权力。一种权力给他们以召集

元老院会烧的权利，另一种权力给他们以召集人民会滚的权利；但

是他们井没有召开过元老院会战，也并没有召开过人民会境 121 0 

在共和国内这十个人独占全部的立法权、全部的行政权和全部的
司法权。罗思发现自己巳屈服在同塔尔克雒钮斯时代一样残酷的

暴政之下了。当塔尔克椎钮斯倒行逆施的时候，罗焉对他所篡夺

的权力威到愤怒；当十大官倒行逆施的时候，罗焉对自己赋予他们

的权力威到惊砑。

但这是怎样的一种暴政制度啊！这个暴政制度是由一些单凭

民政知峨而取得审事和政治权力的人们制造出来的。这些人在当

肘情祝之下，需要公民侗在国内怯懦，便于統治，但又需要公民侗

在国外勇敢，好米保护他们！

椎珍妮的父亲，把她作为贞节和自由的牺牲品。她死亡时的
悲惨景象使十大官的权力宣告消亡。每个人都自由了，因为每个
人都曾桯受到了侵害。每个人都成为公民了，因为每个人都威到

@ 狄欢尼四．乌IJi. 哈利卡尔拿苏斩：«罗．羁古代史»，第 9 卷，第 605 页。

一八一·－斤· -畴、 om. 俨b, “~ I l” －立匀，环．一-于一



176 骗法的精神

自己是元老。元老院和人民又恢复了过去所交抬可笑的暴君们的

那种自由。

罗焉人民比其他人民更易于为悲惨景象所激动，鹿克里蒂亚
染血的尸体的悲惨景象桔束了王权制度。债务人逼体鳞伤，出现
于大庭广众之中，便引起了共和体制的变更。目睹椎珍妮的死，促

使人们瀛逐十大官。要把曼利扁斯钊刑就必须不让人民观看他曾

保卫过的卡比多尔肿殿。凯撒沾湔了鲜血的长衣，使罗焉重新受

到奴役。

第十六节 罗禺共和国的立法权

在十大官治下，没有可以争执的权利；但是当自由恢复时，人们

看到嫉妒又产生了，只要贵族还剩有什么特权，平民就加以剥夺。

如果平民只漏足于剥夺贵族的特权而不侵害贵族的公民资格

本身的括，害处还可以少一些。当入民按照族区或百人团召集会
講时，元老院跷员、贵族和平民都参加了。在争执中，平民争得了

一点也就是不需要贵族和元老院，平民可以单独制定法律，即所

喟“平民制定法”；制定这种法律的人民会称为部落人民会。因此

在某些塌合，贵族＠完全不能参与立法＠，而服从国家另外的一个
团体的立法权。这是自由的狂热。人民为了要建立民主政治，反

而破坏了民主政治的原则本身。这样过分的一种权力看来必将毁

灭元老院的权力。但是罗届有一些令人赞美的制度，尤其是其中

的两种制度：一种稠整了人民的立法权，另一种限制了人民的立法

@ 狄吹尼西乌趼·哈利卡尔拿苏斯： «罗焉古代史》，第 11 卷，第725 页。 . 
@ 依照·｀种圣的法律＇＇，干民可以不要贵族参加他fl'J的会謹而单独制定“千民制

定法＇为见狄欧尼西扁斯·哈利卡尔拿苏斯： «罗另古代史>，第 6 卷，第 410 页；第 7

卷，第 430 页。
@ 根晤膘逐十大官后制定的法律，贵族镇服从“干民钊定法“，虽然他fl'J不能参

加投票。见狄特·李椎：«罗昆掘年史｀第 3 卷，第55 章及狄欧尼西乌斯·哈利卡尔
拿苏斯：«罗属古代史叭第 11 卷，第 7.25 页。达项法律又为浊裁官普布里扁斯·菲洛
在罗．羁 416 年制定的法律所认可。见狄特·李椎：«罗禺掘年史>,第 8 卷，第 1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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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

监察官和他们以前的执政官＠可以訧是每五年把入民的整个

机构重新组糙改建一次；他们对具有立法权力的机关本身也进行

立法。西塞罗訰：＂监察官提只留斯·格拉古不用雄辩的力量，而

是脱一旬括，做个手势，就把脱离奴籍的人放进这个城市的部落中

去了；如果他没有这样做，那末我们今天勉强雒持着的这样一个共

和国早就不存在了产

另一方面，元老院有权力股立一个独裁官，而把共和国从人民

手中剥夺了去；在独裁者面前主权者低头，最平民化的法律＠也哑

然无声了。

第十七节 罗黑共和国的行政权

人民对自己的立法权，是那样多疑善防，但对自己的行政权却

不那么在意。他fP杻把行政权几乎完全交给元老院和执政官侗；他

们儿乎只保留了选举官吏以及批准元老院和将事们的行为的权
利。

罗思的欲望是发号施令，罗焉的野心是征服一切。它过去强
取豪夺，这时仍然是强取豪夺。它不断有大的事情发生：不是它的

敌人阴媒反对它，就是它阴牒反对它的敌入。

罗席在行动上一面要有英雄的勇敢，一面要有极度的智慧，依

据悄势，国事不能不由元老院管理了。人民在立法权的各方面都

和元老院抗争，因为人民生怕失掉自由。在行政权的各方面他们

和元老院没有任何争踱，因为人民生怕失掉光荣。

元老院握有极大部分行政权，所以波利比扁斯＠脱，外国人都

\ @ 罗焉 812 年，执政官们仍然作人口分级稠查，一如狄欢尼西．乌斯·哈利卡尔
拿苏斯＄罗黑古代史》第 11 卷所获d
＠例如邢些准肿将一切官吏的命令提情人民公断的法律。
@ «历史》，第 6 卷。

... .. 恤··~--~，-- －竺心..一．..一，区：~氏'•血．血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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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为罗思是一个贵族政治的国家。元老院处理国家的财政，井且

招人承壤租税的征收；它是同盟国朋争执的仲裁者；它决定战孚与

和平，井在这一方面颌导执政官们；它规定罗焉面队和盟国單队的

数目，把颌地和單队分配拾执政官或統辖單队的执政官们，并在統

辖期淌时任命继任者；它决定凯旋的荣典，接受和派遣使节；它册

立各盟国的君王，对他们进行奖惩和审判，授予或剥夺他俷作为罗

届人民同盟者的称号。

执政官们募集他侗应牢倾作战的事队，他问統率陆革或海if('

支配各盟国；他侗在各颌地握有共和国的全部权力；他侗允酢战

败的人民来境和，强迫被征服者接受条件，或把事悄提交元老院处

理。

在早期，当人民在某种程度上参和嫦和与战争的时候，他们所

行使的与其脱是立法权不如脱是行政权。他俷儿乎只是批准国王

俷和国王制以后的执政官或元老院所做的事情。他们远非战争的

决定者，我们看到执政官或元老院往往不顽护民官的反对而进行

战争。但是，当人民为繁荣所陶醉肘，入民便扩大自己的行政权

力。于是，人民自己委派审团将校见这些将校以前是由将事们任

命的；在第一次布匿战争的前夕，人民规定只有他们自己有权直
战雹1220

第十八节 罗黑政府中的司法权

司法权曾翱被赋予人民、元老院、官吏和某一些法有。我们应

陔看一看这种权力是如何分配的。我从民事案件脱起。

@ 罗黑 444 年事，见狄特·李椎：«罗．器编年如，第一代史，第 9 卷，第80 章。

因为对波斩的战争巳有危险迹象，所以元老院决瑾停止这项法律的行使，井得到人民

的认可。见狄特·李推：«罗焉编年史兄第五代史，第 2 卷（第 42 卷，第 31 章）。

@ 佛兰舍霜斯欣．人民从元老忱夺得了宣战权。见狄特·李堆：«罗焉编年史）），

笫二代史，第 6 卷。

.,..－干－ －－卢·-．歹二一·. ·宁已．一......--工,.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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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王被逐后，执政官们＠掌理司法，继执政官之后，由裁判官

们掌理司法。塞尔稚鸟斯·图里息斯放弃了民事案件的审判权，

而执政官们除了极少的案件©而外，也不审理民事案件，一—由于

这个掾故，人们称这类极少的案件为“非常案件”@-－执政官们

淌足于仅仅任命法官和船毓掌理审制的法庭。从＜＜伙欧尼西扁斯·

哈利卡尔拿苏斯全集＞＞中所载＠阿比扁斯·格老狄息斯的演訰去

看，好象从罗思 259 年起，这巳被罗焉人视为既定的习憤；人们把

它回溯到塞尔维扁斯·图里息斯时代，它并不太古。

每年大裁判官造一份名单或表册＠，把他所选定在他任职年

内担任法官职务的人员提出。每一个案件，人们就从这个名单或

表册中选派相当名额的法官审理。这和今天英国的做法差不多一

样。这对于自由是很有利的叭因为大裁钊官所选定的法官是桴

过当事人们同意的也今天在英国盺胚人们在极多的场合可以申

睛法官迥避，这和罗焉这个习憤差不多一样。

这些法官只裁决事实问题硐例如某一笔款是否巳还淌；人们

是否曾轻做过某一行为这类佣题。但是关于法律问题趴因为它们

0 毫无疑叉，在还没有股立“裁判官”之前，执政官肥曾枉审理民事案件。见狄

特·李椎：«罗黔摄年史＇，第一代史，第 2 卷，第 1 章；狄欧尼四，乌斯·哈利卡尔拿苏
斯．«罗黔古代史》，第 10 卷，第 627 、 6(5 页。

@ 护民官啊常常单独进行审判；使他1门受人嫌恶的莫过于此。多看狄欧尼四乌

斯·哈利卡尔拿苏蚚：«罗厨古代史为，第 11 卷，第 709 页。
@ 拉丁文作 Judici孔 0寸raordina.ria.。见｀去制“第 4 卷。

@ 第 6 卷第 360 页。

O 拉丁文作： Album.Tudicium。

@ 西塞罗«为格跻恩西欧辨护习第48 章眈：“我们的租先不但不顺意未轻当事人

同意的人担任法官．审理有关公民名誉的案件，而且就是最徽小的金店案件也是如此。”

@ 参看塞尔操法、哥尼利法及其他法律的斯篇内所戟这些法律对它们所规定应

忮惩罚的犯罪，如何委派法官。这些法官通常是用选择方法委派的尸有时用抽签方法，

或用抽签和选择褶混合的方法。

@ 塞内加：«除恩惠方，第 3 卷，第 7 章结尾．

@ 见昆管遮：«雄精脸．识理》，第 4 卷，第54 页， 1541年巴黎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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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一定的裁判能力，所以由“十人裁判所＂审理气

国王们保留对刑事案件的审制。执政官ff1 继承了这种职务。

执政官布鲁图斯就是根据这种权力把他的子女和塔尔克椎纽斯派

的阴牒者们处死。这项权力是过分的。执政官侗巳桏有章事的权

力，他们就把这种权力施展到民政上去；他们的审判井没有司法的

形式，与其脱是裁判，毋宁訰是暴力行为。

于是便产生了瓦烈利法。这项法律浒可把执政官们危害公民

生命的一切命令提睛人民公断。执政官们除了依据民意而外，再

也不能对一个罗思公民宜告死刑了＠。

在塔尔克椎钮斯派第一次阴牒复辟的时候，人们看到执政官

布鲁图斯审判了罪犯。在第二次阴牒的时候，便召集元老院和人

民会进行审判巩

被称为肿圣的那些法律，给平民股立了护民官。护民官们姐
••• 

成了一个机构，这个机构开头曾有无限的要求。平民提出要求时

的放纵粗暴，元老院浒与时的宽松軞易，二者不相上下。过去瓦烈

利法曾准狩提睛人民公断，骸法所喟人民便包括着元老院跷员、黄

族和平民。到这肘，平民则规定，睛求公断要侚他侗提出。不久，

平民能否审判黄族的问题便发生了，成为一个争脸的题目。这个

争渝由科利奥兰奴斯案产生，并随着骸案而桔束。护民官在人民

面前控告科利奥兰奴斯。科利奥兰奴斯遠背瓦烈利法的精肿，主

张脱他是贵族只能由执政官们审刊。平民遠背同一法律的精肿，

主张科利奥兰奴斯只能由平民审判；平民井对科利奥兰奴斯进行

审判。

I-
.. 

@ 旁波尼．乌斯：«法律的起潭》，第·!卷，第 94 节。审判由叫做十人裁判所的法
官们主持；但一切由大裁判官一人指撑。

@ “因为关于罗鹏公民的死刑，没有罗屙人民的同意，执政官问不得宣布任何法

令心，，见旁波尼乌斯寸法律的起濠兄第 2 卷，第 6节等。

@ 狄欧尼四，乌斯·哈利卡尔拿苏斯： «罗屙古代史＞，第 5 卷，第 822 页。

..,.一－ 一一TT.TI`：－－_.,!_,.._＿，也'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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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铜人法改变了这个情况。陔法规定，凡涉及一个公民的

生死尚题时，只能在人民大会＠上作出决定。因此，平民团体或是

和它同性质的按照部落的划分而召开的人民会，将只能审判仅仅

科处削金的犯罪。判处死刑需要的是“法律＇八科处阶金，则只需要

＇平民制定法”。

十二铜表法的这个规定是非常明智的，它在平民机构和元老
院之朋建立了－种美好的协瞒。因为二者的管辖范圉既取决于处

削的重軞和犯罪的性质，那末彼此就必须共同协商了。

瓦烈利法消除了罗焉政府中一切和希腊英雄肘代的君王侗的

政府有关联的制度的残余。执政官侗巳不再具有惩肌犯罪的权力

了。虽然一切犯罪都是“公”的性质，但是必须把那些对公民彼此

间的利害关系较大的犯罪和那些在国家与公民的关系上对国家利

．害关系较大的犯罪，区别开来。前一种犯罪叫做“私罪”，后一种犯

罪叫做“公罪”。公罪由入民亲自审判；如果是私罪，则入民对每一

个案件特别任命一个桉察官，进行追拆。人民桯常从官吏中选派

这个粮察官，但有肘也选派平民来担任。这种檄察官即所講公罪呤

捡察官。十二铜表法提到过这种檄察官＠。

檄察官任命所講主任法官；主任法官则依抽签方式选定其他

各法官，粗截法庭，主持审律仰。

在这里最好也指出元老院如何参加被察官的任命事项；这样，

人们可以看见在这件事情上各方权力如何得到平衡。有时候元老

@ 即按照百人团的划分而召开的人民会。 曼利乌斯·加必多利氛斯也是在这
些人民会里受审的。见狄特·李椎：«罗黑榻年史》，第一代史，第 6 卷，第20 章。

* 原文 p兄rricide, 指的是杀父、杀亲人、杀质喟有“神圣＇，臭分的人，以及叛国

等重大罪行。-—鄂者

@ 旁波尼．乌斯在＜＜法律的起谏硕汇羁第 2卷里眈的。

@ 见扁尔边断篇；里头又提到哥尼利法的另一个断篇。，乌尔边断篇载«摩西律
例与罗焉法校勘录习第 1 项·6暗杀与杀人“。

俨～，刊妇心『..气'i· ·，气”-_．．耘... 」 U_` 过一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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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任命一个独裁官，执行检察官的职务＠；有时候元老院命令由护

民官召集人民开会任命检察官变有时候人民委派一个官吏向元

老院作关于某一罪行的报告，井要求元老院任命一个极察官，这在

狄特·李维的著作中＠路西息斯·斯基比欧的审判案＠里可以看

到。

罗焉 604,,年，上述各种临时性的任命一部分变成永久性的任

命气人们逐渐地把所有刑事的事件分为不同的部类，即分为不同
的“永久性的问题”。又股立了不同的大裁判官，每人分掌一类问

题？大裁钊官在一年期间有权力审判和这类削题有关的犯罪。任

淌后，他们便出任领地的长官。
在迦太基，百人元老院是由终身任职的法官惘所粗成的矶

但在罗展，大裁判官的任期是一年；其他法官的任期甚至还扦；到一

年，因为他们是有案子才选派的。在本章第六节人们巳艇看到，在

某些政府中，这项规定对于自由是如何有利。
在格拉古兄弟当政之前，法官们是从元老院畿员中选任的。

提只留斯·格拉古123削命令规定从骑士郁第二等公民中选任法

官。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所以陔护民官自夸脱，他单只提出一个

法律案就斩断了元老院畿员们的肿梩。

应陔指出，三权可以依据同政制的自由的关系分配得很好，虽

然在同公民的自由的关系上就不能分配得那么好。在罗马，人民

＠尤其是对意大利发生的犯罪案采用这种做法；意大利主要受元老院的监督。

见狄特·李雄：«罗屁掘年史｀第一代史，第 9卷，第 26 章｀加布亚的阴氐'0

@ 罗禺缸0年，卜斯杜露斯死亡案迫肮时就是这样做仇见狄特·李椎： «罗鸟
榻年如，第4卷，第 1 聿。
雹同上，第8 卷。

@ 达案是在罗黑 567 年判决的。

@ 西塞罗：«布路多>o . 

@ 狄特·李椎«罗禹榻年史＂．第88卷征明了这点。他说，汉尼拔把他，，的任期
改为一年。

,. . .``.,.. _._,.......,'，＂＊倾即叶·寸－ ~ 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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握有最大部分的立法权力；又握有行政权力的一部分和司法权力

的一部分。这是一个巨大的权力，需要有另一种权力来和它相抗

衡。元老院虽握有相当大的一部分行政权力和立法权力的某一方

面觅但这不足以和人民相抗衡。元老院必须参与司法权。当法官
们由元老院跷员选任时，它是有一部分司法权的。当格拉古兄弟

剥夺了元老院跷员的司法权力时＠，元老院就不能再抵抗人民了。

他们侵害了政制的自由，为的是要雒护公民的自由；但是公民的

自由却和政制的自由一起消亡了。

桔果便产生了无数的弊害。当内乱方酣，儿乎没有政制存在

的时候，人们把政制改变了。躺土们已不再是联系人民与元老院

的中间阶极；政制的链条被打断了。

那肘甚至有一些特殊的理由阻碍着审判工作荨入躺士『1 之

手。罗焉政制的基础原则是：要当兵就要有相当的财产，以便在行

为上向共和国负责。骑士们作为最有线的人，粗成了罗思的罪

团”的躺兵。当他们的威望增高的时候，他们就不颠再在这种部队

中服务了。因此就不能不募集另一种骑兵了。焉利扁斯就把无誰

什么人©都征募入罪团”当兵．，而共和国也很快灭亡了。
此外，躺士是共和国的租税包收人。他们是贪得无厌的；他们

在灾难中播种灾难；他们在社会贫困中制造社会贫困。挹不应给

这种人司法的权力；反之，他们应不断受到法官们的监视。我们应
当啖这点来夸捞法兰西的古代法律；它们对于事务入员的不信任

就和对敌人的不信任一样。当罗局的租税包收人掌理审判的时

候，道德、民政、法律、官职和官吏，这一切就全都完了。

@ 元老院法案就是不轻人民批准，仍旧有一年问的效力。见狄欧尼四，乌斯·

哈利卡尔拿苏斯：«罗屈古代史》，第 9 卷，第 595 页；第11卷，第 785 页。
＠在 630 年．

@ “无田宅的贫民＂。见撤蹄斯特：«尤古尔塔战役》，第 84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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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这点，狄奥都露斯·西岸露斯和狄欧著作的一些断篇中

有十分率真的描述。狄奥都露斯脱＠，“穆蒂扁斯·斯开沃拉想要

恢复古代的照俗井依靠自己的财产过俭省而正直的生活124。因为

他的前任睹人和当时在罗思掌理审判的租税包收人勾桔在一起，
所以他的前任睹人各使领地充满了各种的犯罪。但是斯开沃拉恰

如其分地对待这些租税包收人，把那些投他人入狱的人投进了监

猿。”

狄欧＠告拆我们，他的副官晋布里息斯·路蒂利扁斯同样为

骑士们所厌恶；所以当他回国时，骑士们便控告他曾接受眭胳，因

而被判处罚金。他立即变卖了他的财产。人们发现他的财产比人

们控告他盗窃的财产要少得多，这时他的洁白无罪巳很明显；他并

且提出了他的财产的各项所有权证书。他不顾再留在这个城里，

和这类的人们在一起。

狄奥都露斯又脱＠，“意大利人在西西里买了大批的奴隶来耕

种他们的田地，并照管他们的牲畜；但却不给他们食物。这些可怜

的人被迫以长矛和棍棒武装自己，穿着兽皮，四周有大狗随伴，到

大路上去拾劫。整个镇地都受到揉躇。当地的人，除了在城郭内

的东西而外，不能脱有属于自己的东西。没有总督也没有大裁刊

官能够或顾意反对这种混乱，或敢于惩割这些奴隶，因为这些奴

隶是罗焉掌理审判的骑士w,的奴隶。”＠但这正是奴隶战争原因之

一。我只要脱一句括，就是：躺士这一行业的人，唯利是图，轻常向

别人提出要求，而别人却不能向他们要求任何东西。他们冷酷无

悄，使富人穷困鲁穷人更穷；这行业的人不应当在罗焉掌理审判

@ 断篇第 36卷，载君士坦丁..保尔菲罗折尼都蚚«品接与邪恶»内。

@ 狄欧所著历史的断篇，载«道德与邪恶选录f内。

@ 断篇第 81卷，载 t道德与邪恶选录“内。

@ “行玫长官和副执政官的案件，在罗，器举行审判，用拈闷的方法从骑士级内抽

选审月官，而且是在他1l'I任颌地总督期稍以后才向他们宣布开审日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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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

第十九节 罗黑各领地的政府

三种权力在罗焉分布的悄形就是如此。但在各倾地则远非如

此。在中央是自由的，在边疆则施行着暴政。

当罗焉只統治意大利时，各地人民是作为联盟者被治理的。

每个共和国的法律都为人们所遵行。但是当罗焉征服更多地方

时，元老院不能直接监督各颌地，易主在罗思的官吏就不可能治理

这个帝国了。这时候，就不能不派渣大裁判官和总督到各领地去。

那末，三种权力的这种协瞒就不再存在了。派出去的官吏拥有一

种权力；这种权力是罗思一切职位的权力的综合。我我的是，甚至

有元老院的权力，有人民的权力＠。他『1是专制的官吏，十分适宜

于派往造远地区。他们施行三权，虽在罗焉共和国，却无异于土

耳其的总督C-－－如果我可以使用这个名词的括。

我们在别的地方巳轻訰过＠，这些人在共和国内，由于事物性

质的关系，是兼有文职和武职的。因此，当共和国进行征服时，儿

乎就不可能推行共和政体，并依照共和政制的形式統治被征服地。

而且，在实际上，它派去治理被征服国的官吏既拥有民政的和

事事的行政权力，他也就很有必要拥有立法的权力，因为除他以外

誰能制定法律呢？他也必须有司法权力，因为誰能离开他而独自

进行审判呢？因此，共和国所派滇的总督就必须拥有三权，象罗马

各倾地的总督一样。

君主国比较容易推行自己的政体，因为它所派遣出去的官吏

有的拥有民政的行政权，有的拥有革事的行政权；这样便不能产生

专制主义。

@ 他f门到达各颌地时就颁布自己的法令．

@ 第 5 章，第 19 节，并参看第2 、3 、 4,5 各章．

....，于一··_ _. ll l”“' .. ｀丁，＂寸· ·,. l.1, ,Iln 厂 t' ， ·--·.;·、二-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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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公民只能受人民的审判，这对罗焉公民是一项有重大意

义的特权。没有这个特权的话，在各倾地里，罗焉公民就要屈服于

总督或大裁判官的专横权力之下。这种暴政，罗思是完全威觉不

到的，因为这种暴政只施行于被征服的民族。

因此，在罗马的世界里，同在拉栖代孟一样，自由的人极端自

由，当奴隶的人受到极端的奴役。

当公民钠税的时候，征税的办法是非常公道的。人们沿用塞

尔维乌斯·图里扁斯的税例，即依据财富的多寡把所有的公民划

分为六极，井按每个公民在政府所负责任大小的比例规定税额。

桔果，声望大，便受高额税的苦恼；声望小，便得到少额税的安慰。

还有一件令人叹羡的事情，就是：塞尔椎岛斯·图里息斯的等

级划分可以说是政制的基本原则；因此，征税上的公平和政体的基

本原则速桔在一起，不可能取消征税的公平而不取消政体的基本

原则。

但是当罗局粕税可以随意，或是根本就完全不纳税的时候丸

各镇地却正遭受鴃」上们的踩踏，畸士们那时是共和国的租税包收

人。我们巳桴啖到他们扰乱人民的事情；这种事情充淌了史册。
米持里达特脱雹“整个亚洲等待着我做它的解放者。总督何

的掠夺@,事务人员的勒索飞审判中的訰陷1气激起了人们对罗，器

人无比的仇恨。&"

各个领地的力盘为什么秝毫没有增加共和国的力量，反而削

@ 征报了马其蛔后，罗马便停止钠税了。
@ 这段演眈引自特洛古斯·此培曼斯«佳界史＇，宜士丁«世界史桐>第87 卷

第 4章中也谈及。
@) 见C反维烈斯演犹坅。. 原文 les ex昊c-tions （勒索），甲乙本作 les executions （执行、fl务的5员创

执行）。

@ 人们知道五露斯法庭是怎样的一个法庭，它激起了日耳曼人的叛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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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了它，原因就在这里。各个倾地把罗届自由的丧失看做是自己

自由的新粔元的建立，原因就在这里。

第二十节本章秸梧

我颐意研究我们所知道的一切宽和政体三权分布的情况，井

根据它来籵算其中每一种政体所能够享有的自由的程度。但是探

究一个题目不应穷涌尽委到了不留任何事情祫滇者做。问题不应

该是让人去陨賸，而应骸是让人去思考。

第十二农建立政治自由的

法律和公民的关系

第一节本章大意

关于政治自由，我惘已系们从它和政制的关系加以渝述，这是不

够的。我们还应从它和公民的关系去考察。

我巳翱脱过，在前一种塌合，政治自由是通过三权的某种分野

而建立的。但是在后一种场合，就应陔用另一种目光加以考虑。

政治自由的关键在于人们有安全，或是人们认为自己享有安全。

我们可能遇到两种情况，就是政制是自由的，而公民却亳无自

由；或是，公民是自由的，而政制却亳无自由可言。这两种悄况：－

种是政制在法律上是自由的，而事实上不自由；另一种是公民在事

实上自由，而在法律上不自由。

在自由和政制的关系上，建立自由的仅仅是法律，甚至仅仅是

基本的法律。但是在自由和公民的关系上，风俗、规矩和憤例，都

能够产生自由，而且某些民事法规也可能有利于自由，这在本章即

将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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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在大多数的国家中，自由所受到的束缚、侵犯或摧残往

往超过宪法所规定的范圉，所以还是应陔啖啖特别法，因为特别法

在每种政制下，对每个国家所可能接受的自由原则，能够起支持作

用，也能够起摧残作用。

第二节公民的自由

哲学上的自由，是要能够行使自己的意志，或者，至少（如果应

从所有的体系来脱的括）自己相信是在行使自己的意志。政治的

自由是要有安全，或是至少自己相信有安全。

这种安全从来没有比在公的或私的控告时受到的威胁更大的

了。因此公民的自由主要依靠良好的刑法。

在过去，刑法井不是一刹那之问就达到了完善的境地的。甚

至在那些人们最追求过自由的地方，人何也井未立即就找到它。

亚里士多德＠告盺我们，在丘麦，控告人的父母可以当证人。在罗

思君王的肘代，法律极不完善，以致塞尔雒扁斯·图里扁斯竟亲自

把安库斯·焉尔蒂扁斯的子女判刑。这些子女被告腊杀国王一—

他的岳父＠．在法兰西初期各王肘代，格罗大利扁斯制定了一项法

律吼规定被告非桯审肌不得钊罪。这证明合轻有过某些案件做法

与此相反，或是某些野蛮人民的做法与此相反。卡龙达斯开创了对
于伪征的审判包当公民的无辜得不到保证，自由也就没有保证。

关于刑事审判所应遵守的最稳妥的规则，人们在某些国家巳

获得的知瞰以及将来在其他国家所将获得的知诚，比世界上任何

@ «玫治学＇，第 2 卷，第 8 章。

@ 塔尔克雄纽斯·普利斯摩斯。见狄欧尼西岛肵·哈利卡尔拿苏斯： «罗昊古

代史>,第 4 卷。

(i) 560 年。

@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第 2 卷，第 12 章。卡龙达蚚在第 84个“奥林匹四年

纪”期内在杜留姆提出他的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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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都使人类威到关切。

只有在这些知瞄的实践基础上才有可能建立起自由来。在这

方面具有最好法律的国家里，就是一个被控告井将在明天较决的

人，也比一个土耳其的高官还要自由些。

第三节璞前

单凭一个证人作证，就可把一个人处死的法律，对自由的危害

是极大的。依据理性的要求，就应该有两个证人，因为一个证人肯

定犯罪，被告加以否认，双方各执一同，所以需要一个第三者出

来觥决。

希腊人和罗焉人＠要求在定罪时要多一票126。我们法兰西的

法律则要求多两票127。希腊人宣称，他们的惯例是种明所建立

的＠，但这是我们的憤例。

第四节 依犯罪的性质量刑有利千自由

如果刑法的每一种刑阶都是依据犯罪的特殊性质去规定的

祜，便是自由的胜利。一切专断停止了，刑割不是依据立法者一时

的意念，而是依据事物的性质产生出来的；这样，刑剒就不是人对

人的暴行了。

犯罪有四个种类：第一种危害宗教，第二种危害諷俗，第三种

危害公民的安宁，第四种危害公民的安全。应陔按照各类犯罪的

性质规定所应科处的刑割。

关系宗教的犯罪，我指的只是直接侵犯宗教的犯罪，如一切单

纯的亵演神圣罪128之类。因为那些攫扰宗教的奉行的犯罪，是属

于危害公民安宁或公民安全性质的，应陔归入危害公民安宁或公

©狄欧尼四岛断·哈利卡尔拿苏斩：«罗黔古代史'.I>, 第扣粗关于科利奥兰奴斯
的审判。

@ 拉丁原文：“智慧女神的主意．＂

. ．．；沁 h”“'..“'lI I匐伽～俨呻曰睿妇已·•－一~, _｀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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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安全的种类内

如果按照事物的性质处割亵滇肿圣罪0，则对该罪的刑悯应

为：剥夺宗教所给予的一切利盆，如猛逐出庙宇；暂时或永久禁止

与信徒来往；避开罪犯，不和他们见面；唾弃、憎厌、阻咒他们1290

在危害国家的安宁或安全的事件里，秘密的行动是屡于人类

司法管理的范圉的。但是在那些侵犯眒明的事件里，只要没有什

么公开的行动，则不发生犯罪的问题；在那里，一切属于人与上帝

朋的事，上帝知道应当在什么时候拾以怎样的刑割。如果官吏把

二者混淆起来，也要去查察秘密的亵滇神明的行为的括，他便是要

查察一种不需要查察的行为。他摧毁了公民的自由；他使儒夫和

勇士都一样热心地起来和公民作对。
弊害就是从“应陔为上帝复仇“这个思想来的，但是我们应骇

荣耀肿明，而不应为他复仇。实际上，如果人们按照为上帝复仇的

思想行动的括，刑罚能有穷尽么？如果人类的法律要去为一个“无

穷无尽的存在物“复仇的括，则人类的法律就应陔以它那无穷无尽

的性格为指导，而不是以人性的弱点气无知和善变为指导。

普洛溫斯有一位史家©啖了一件事实。这件事实很好地给我

们描橹出，为肿明复仇这个思想能够在精神软弱的人身上产生如

何的效果。一个犹太人被控告亵滇了圣母，被判处剥皮刑。有一

些戴上假面具的骑士，持刀走上刑台，赶走了执刑人，以便亲自为

圣母的荣誉复仇。……我不颗预言嚷者的想法。

第二类是逢反凰俗的犯罪，例如破坏公众有关男女道德的禁

例或个人的贞操，亦郎破坏有关如何享受感官使用＊＂的快乐与两

＠圣路易制定了极严峻的法律，惩治立誓的人。所以敢皇认为有必要加以劝

陨。这位国君便不那样过火了，他的法律也霓和了。见坟君敕令．
* 甲木无“弱点“二字。

@ 布结烈尔种父。

•• 甲本元＇，感官使用”等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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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粘合的快乐的体制。这类犯罪也应陔按照事物的性质加以规

定。剥夺犯罪人亨受社会所给予遵守钝洁胤俗的人们的好处、科
以割金、给以羞辱、强迫他藏匿、公开剥夺他的公权、监逐他出城或

使他与肚会隔绝，以及一切屡于軞罪裁判的刑则，巳足以消除两性

朋的卤莽行为。实际上，这类犯罪从它所以产生的原因来脱，是存

心作恶者少，而出于忘其所以或不知自重者多。

这里啖的是纯粹关于胤俗的犯罪，而不是那些危害公共安全

的犯罪，如眳誘与强奸之类，那是隅于第四类。

第三类是那些危害公民的安宁的犯罪；这类犯罪的刑割应依
事物的性质规定，井应采取有利于公民的安宁的形式，例如监禁、

放逐、矮正惩戒及其他刑罚，使那些不安分子回头，重新回到既定

的秩序里来。

关于遴反安宁罪，我指的只是单纯的速警事件而巳。因为那

些攫扰安宁同时又危害安全的犯罪应该放进第四类。

末后一类犯罪的刑舰就是其正的所喟“刑＂，是一种“报复刑“,

郎社会对一个剥夺或企图剥夺他人安全的公民，拒绝给予安全。

这种刑舰是从事物的性质产生出来的，是从理性和善恶的本源引

伸出来的。一个公民应陔处死，是因为他侵犯他人的安全到了使

｀，人丧失生命的程度，或是因为企图剥夺别人的生命。死刑就象是

病态社会的药剂。佼犯财产的安全也可以有理由处以极刑，但是

对危害财产安全的犯罪以丧失财产作为刑剌不但好些，而且也较

适合于犯罪的性质。如果大家的财产是公共的或是平等的，就更

应当如此。但是，由于侵犯财产的人常常是那些自己什么财产也

没有的人，因此就不能不用体刑作为削金的补充。

我所脱的一切是从性质上去探求的，是极有利于公民的自由

的。

·一··一－ ,~· －-呐叩·,上 ++-T 一， 平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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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某些控告要特别和援，，审慎

有一条重要的准则，就是：对“邪术”和“异端＂的追诉，要非常

慎重。这两种犯罪的控告可以极端地危害自由，可以成为无穷尽

的暴政的泉源，如果立法者不知对这种控告加以限制的括。因为

这种控告不是直接指控一个公民的行为，而多半是以人们对这个
公民的性格的看法作根据，提出控告，所以人民越无知，这种控告

便越危除。因此，一个公民便无肘不在危除之中了，因为世界上最

好的行为，最耗沽的道德，尽一切的本分，井不能保证一个人不受

到犯这些罪的嫌疑。

焉奴哀尔·孔尼奴斯朝时，＇，抗琅煮＂＠被控告阴踝反对这个

皇帝，被控告利用某些秘术使人眼睛失明，以达到这个目的。这个

皇帝的傅把＠脱，阿偷在睛所罗阿的一本书时被俏获；喟这本书就

能叫魔鬼审出现。当人们认为邪术是一种能够把魔鬼武装起来的

权力，井由这个想法出发的时候，人们就把他们认为是邪术士的人
看做世界上最能够攫乱和颠复社会的人，因而顾意施以无限度的

刑罚。

当人们认为邪术有能力摧毁宗教的时候，人们的忿怒便更增

加了。君士坦丁堡的历史©告盺我们，有一个主教受到种的启示

说，因为某一私人的邪术的线故，一个种迹停止了，这个人和他的

儿子便被处死刑。要有多少不可思烧的事悄做这项犯罪的依据

呢？要有：神的启示不是什么稀罕的事；这位主教受到了这么一个

启示；这个启示是真实的；有一个神迹；肿迹停止了；有邪术这种

事；邪术能够推翻宗教；这个人是个邪术士；末后一点，他做了这项

@ 尼塞达断；«焉奴哀尔·孔尼奴斯印，第 4 卷。

© 同上。

@ 梯臭非拉克都斯：«喝岛列斯帝传另第 11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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邪术的行为。

梯欧多露斯·拉斯加露斯帝把他的病归咎于邪术。被控告犯

有邪术罪的人只有一个方法证明自己无罪，就是手拿热紩而不烧

伤。因此在希腊，要证明自己没有犯邪术罪，就必须先成为一个邪

术士。希腊人用最不确切的证据加睹最不确定的犯罪，具是愚蠢

之至I . 

高身菲利普朝时，犹太人因被控告用痲覜病人去毒化泉水，而

被猛逐出法兰西。这种荒嘐绝偷的控告应骸很使我们怀疑一切基

于公众仇恨的控告是否隅实。

在这里，我没有脱绝对不应惩舰异端；我脱的是，在惩舰这种

犯罪肘要非常謹慎3

第六节男色罪

这是一种宗教、道德和政治同样不断谴责的犯罪。我绝对没

有意思去减桏公众对它的嫌恶。这种犯罪把两性一方的弱点皊与

另一方，以可耻的幼年去为不名誉的老年作准备，仅仅这点，就应

陔加以禁止了。我这里所要訰的将不能去掉这种犯罪的一切丑

秽；而是要反对由于隘用人侗对于这种犯罪应有的憎恶而产生的

横暴。

这种犯罪鹰于隐秘性质，因此肘常看到，立法者们单凭一个小

孩的口供就施用刑割。这就皊诬告大开方便之门。普罗哥比扁斯

说＠：“查士丁尼公布了一项惩治这种犯罪的法律，要人搜查这类

罪犯，不但要追究陔法制定后的罪犯而且也要追究陔法制定前的

罪犯。一个证人的口供，有时是一个儿童的口供，有时是一个奴隶

的口供，就足以判罪，对富人和青年乱党尤其如此。？

@ 普罗牙比乌斯： «秘史>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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邪术、异端和男色这三种罪，第一种可以证明井不存在；第二

种可以有无数的差别、解释和限制，第三种通常是嗳昧的；而在我

侗却都要处以火刑，真是咄咄怪事。

我认为，这种遠反自然的犯罪，如果没有在其他方面受到某种

特殊諷俗的推动，在社会中是绝对不会有大的发展的。所喟特殊

黑俗，有如在希腊，青年做一切运动时都要裸体；有如在我侗之朋

家庭教育巳桯窑弛1..10; 有如在亚洲某些人拥有无数他们照不起的

妇女，而别的人一个妇女也得不着。让我何不要替这种犯罪准备

条件吧让我们用明确的治安法规加以禁止，象对一切遠反黑俗

的行为一样吧l 我们将立刻看到，大自然将要防卫它的权利，或恢

复它的权利。温柔、可爱、嫡媚的大自然，以它那慷慨的手散布着

欢悦，在使我们充满快乐的同时，给与我们子女，宛若使我们重生；

就这样给我们准备了比这些快乐本身更大的淌足。

第七节大逆罪

中国的法律规定，任何人对皇帝不敬就要处死刑。因为法律

没有明确规定什么叫不敬，所以任何事情都可拿来作借口去剥夺

任何人的生命，去灭挹任何家族。 . 

有两个编辑邸报的人，因为关于某一事件所述情况失实，人

们便訰在朝廷的邸报上撒院就是对朝廷的不敬，二人就被处死＠。

有一个亲王由于疏忽，在有朱批的上除上面肥上儿个字，人侗便

断定这是对皇帝不敬，这就使他的家族受到史无前例的可怖的迫

害霓

如果大逆罪含义不明，便足以使一个政府堕落到专制主义中

去，这点我在“法律的制定”一章中将眻加肘输。

@ 杜亚尔德：«巾华帝国志立第 1 卷，第 48 页。

@ 巴多明神父信，载«耶稣会士书简集，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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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节亵凛神圣和大逆两罪名的滥用

把大逆罪名加于非大逆的行为，又是一种极大的流弊。罗思

的皇帝1r,w 有一条法律规定，凡是对君主的刊决表示异跷或对君

主所任用的人的才能有所怀疑，则以亵溃神圣罪进行追盺＠。这个

罪名无疑是内阁和商臣们和I立的。一另一条法律宣布，睬害君主的
大臣和官吏就象谋害君主本身，是大逆罪见我w,从两位君主＠看

到这条法律。这两位君主的懦弱在历史上是有名的。他们的臣宰

牵着他们走就象牧人带颌羊群一样。这两个君主在宫中是奴隶，
在梩密院是孩童，在章队中是陌生人。他们所以能够保存帝国，只

是因为他们天天把帝国断送掉。这些商臣中有一些人阴睬反对他

们的皇帝。他们所做的井不止此；他们甚至阴牒颠复帝国，把野蛮

人引入帝国来。当要阻止他们的时候，国家衰弱巳极，以致人侗不

能不遠犯廉臣们所定的法律，冒着犯大逆罪的危除，来惩治这些湘
臣。．

但是德·珊思尔先生一案的审判，＂报告官＇，＠所依据的却是

这条法律。他要证明德·珊思尔打算服逐釭衣主教李索留，使他

不能参与国事，是犯了大逆罪的时候脱-:“这种犯罪触犯君主的臣

宰的人身，由皇帝们的宪法看来，则和触犯君主们的人身是一样严

重的。一个大臣很好地为他的君主和他的国家效劳。把他从君主

和国家刺夺了去，则无异剥夺君主尸只手臂矶剥夺国家一部分权

@ 格拉蒂安、五湟提尼耶痄斯和提奥多西乌斯三帝。这是“亵潼种圣罪＇，法典的

笫三条法律。

@ ＇，怀疑皇帝所选择的人是否称职，是亵潼神圣罪。”这条法律曾成为罗加法律

(«那不勒斩宪法沼第 4篇）的典范。
@ «茹利安法典叭第 9 卷，第 8 篇，第 5 条，

@ 阿加底．鸟庄和火详利乌斩。

@ 孟特烈佐尔?«回忆录», 1723 年柯龙版，第 1 卷，第邸8 页。

@ “因为墨于我l厅身体的一部分。”«茹刊安注典“内同一条法律。

尸- --“心"'-'"'县王·～ 工．一斗上户 4;



196 量，合法的精种 -
力。”当卑屈到了极点的时俟，不可能有另外的说法了。

瓦速提尼耶膳斯、提奥多西扂斯和阿加底乌斯还有另一条法
律包宣布伪造货币为大逆罪，这不是把事物的概念混淆了么？对

另外一种犯罪也加上大逆的罪名，不是减少了大逆罪的可怖性么？

第九节攫前

鲍利奴斯上书亚历山大帝卫1脱，他准备对一个曾轻遠背他的

敕令宜判的法官，按大逆罪进行追拆；皇帝回答他脱：“象他所处

的世代，朋接的大逆罪是绝对不会发生的。”@

浮士蒂尼安上书给同一皇帝脱，他曾以君主的生命发誓，永不

镜恕君主的一个奴隶，他觉得自己不得不永久懂怒，否则他将犯大

逆罪。皇帝回答展“你的恐惧是无睛的坐你不了所我的训条？＂

一项元老院法案＠规定，熔化巳陨弃不用1J2的皇帝雕象，不犯

大逆罪。塞稚咯斯＊和安托尼努斯二帝写信给彭蒂扁斯脱，出卖尚

未供奉过的皇帝雕象，不犯大逆罪壶，这两位皇帝又致书茹利扁

斯·卡西安奴斯，凡不是出于故意而投石打中皇帝雌象，不应以大

逆罪追拆＠。茹利安法需要这些变更；因为陔法不但酋以熔化皇

帝雕象为大逆罪，即速类似行为＠亦以大逆罪眙处，这就使大逆罪

成为可以任意钊定的犯罪了。人们所规定的大逆罪种类既多，就

有必要对这些犯罪进行区别。因此，法学家扁尔边在指出大逆罪

@ «提奥多西乌断法典项第 9 条“关于伪造货币“。

©“现今在我的时代巳搓不能从其他的原因产生大逆罪了。”«茹利安法典》，第

9 卷，第 8 篇，第 1 条。

@“你不懂我的原则而作祀人之忧。”«茹利安法典》，第 8 卷，浓 4 篇，第 2 条。
@ 见«茹利安法典》，第 48 卷，第 4篇，第 4 条，第 1 段等。

* 郎“严厉亚历山大',0一一霹杞

@ 见«茹利安法典》，第 5 条，第 2 段等。

@ 同上第 1 段。

@“人惘认为有些相似的行为＂江茹利安注典飞第 6条笭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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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控告井不因犯人的死亡而消灭之后又脱，井不是茹利安法所规

定的一切＠犯罪都是这样，而只有那些危害帝国或皇帝的生命的

犯罪才是这样。

第十节攫前

英格兰在亨利八世时通过一项法律，宣布凡预言国王死亡的

人犯叛逆罪。这项法律是很含糊不明的。专制主义巳翱可怕到速

施行专制主义的人也受到害处。在这位国王末后一次患病时，医

生们怎样也不敢脱他巳病危；他们无疑也照此而行动了霓

第十一节思想

思尔西亚斯做梦他割断了狄欧尼西乌斯的咽喉凯狄欧尼西

息斯因此把他处死，訰他如果白天不这样想夜里就不会做这样的

梦。这是大暴政，因为即使他曾翱这样想，他井没有实际行动过©。

法律的责任只是惩悯外部的行动。

第十二节 不謹慎的言祠

如果不謹憤的言同可以作为犯大逆罪的理由的括，则人们便

可最武断地任意钊处大逆罪了。捂言可以作出浒多不同的斛释。

不慎和怒意二者之朋存在着极大的区别。而二者所用的同句则区

别极小。因此，法律儿乎不可能因言捂而处人以死刑，除非法律朗

定哪些言晤应处此刑吼

@ 4b利安法典为末一条法律“通奸',0

@ 贝尔内心宗教改革史为。
@ 普卢塔克心狄欧尼西．乌蚚传》。

@ 思想应技和某种行动遠结起来。
@ 在«茹利安法典为第 3 段第 7 条法律里，孟德斯蒂奴斯获：“如果罪过不是这样

（罪名查不清） V 就应当多考法律原文或按律例来治罪。”

，一｀｀一 ·一寸，'』上嘈0 下俨 • ·1阶询［勹气 ．户；．＂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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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扂井不构成“罪体”*。它俷仅仅栖息在思想里。在大多数

场合，它们本身井没有什么意思，而是通过諒话的口气表达意思

的。常常相同的一些品捂，意思却不同，它们的意思是依据它『怀和

其他事物的联系来确定的。有时候沉默不言比一切言晤表示的意

义还要多。没有比这一切更含混不清的了。那末，怎能把它当做

大逆罪呢？无除什么地方制定这么一项法律，不但不再有自由可

言，即逌自由的影子也右不见了。

巳故俄后 133惩办多尔古露奇＠13 l 家族的諒告，把该族一个王

公处死，因为他台对皇后本身使用下流的言祠；另一个王公也被处

死，因为他曾恶意地觥秤她向帝国须布的明智韶书，井用不敬的言

祒攻击她神圣的人身。

我并不主张减少人们对那些有意污辱君主名誉的人不能不有

的憤怒。但是我要说清楚，如果要专制主义趋于宽和的话，在上述

坳合彻单地处以軠罪比大逆罪的控拆更为适宜，大逆罪就是对于
无辜的人也永远是可怖的互

行为不是天天都有的。许多人能够把行为具体指出。捏造事

实进行訰告是容易被揭发的。言誧要和行为粘合起来才能具有陔

行为的性质。因此，一个人到公共场所鼓动人侗造反郎犯大逆罪，

氏为这时言眙巳翱和行为速秸在一起，并参与了行为。人们处削

的不是言捂，而是所犯的行为，在这种行为里人们使用了这些言

括。言晤只有在准备犯罪行为、伴随犯罪行为或追从犯罪行为肘，

才构成犯罪。如果人们不是把言捂当做死罪的征兆来看待，而是

以言晤定死罪的括，那就什么都混乱了。

* ＇，罪体”原文 le corps de delit，亦有霹作“证罪物”或“证罪物件“的。一一霓

者

＠在 1740 年。

@“不硐定的言的不要用在刑罚上产孟德斯蒂蚁斯捂，见«茹利安法典》第 3 段

第 7 条法律。



第二卷第十二章建立政治自由的法律和公民的关系 199 

提奥多西息斯、阿加底扁斯、火偌利扁斯睹帝致书路非奴斯裁

判长说：“如果有人脱我们个人或我们政府坏括，我们不顾意加以

处悯＠：如果他是因翱浮而脱的括，就应陔軞视他；如果是因瑕癫

而股的栝，就应骇可怜他；如果是咒詈的括，就应宥恕他。因此，事

情发生时完全不要去管它，而要向我们报告，让我们能够按照他的

为人去判断这些言捂，井好好衡量到底应交付审判或不加理睬。”

第十三节文宇

文字包含某种比唔言较有恒久性的东西。但是如果文字不是

为大逆罪作准备而写出的话，则不能作为犯大逆罪的理由。

但是，奥古斯都、提只留斯却因文字而加人以大逆罪的刑

们©。奥古斯都合钰因某些攻击若名仕女的又字而处人以大逆

罪；提只留斯则因他认为有些文字是为了反对他而写的，便处人以

大逆罪。没有比这更使罗焉的自由受到致命的伤害了。克甫母蒂

息斯·柯尔都斯因为在他的史书里称卡西息斯为最下等的罗思

人＠而被控告。

在专制的国家里，人们儿乎不懂得什么叫諷刺文字。在这种

国家里，一面由于软弱，一面由于无知，人们既无才能也不颠意去

写諷刺文字。民主的国家不禁止諷刺文宇，这和一君統治的政体

禁止諷刺文宇，理由正是相同的。諷刺文字通常是写来反对有权

势的人的，这在民主国家正好宣泄作为統治者的人民的怨憤。在

君主国，諷刺文字亦被禁止，然而把它当做行政的问题，而不是犯

罪的问题。諷刺文字能够使一般人的怨憤搏为嬉娱，使不满的人

@“假若出于樱率，当翱顽之，假若出于失痴，当怜罚之，假若为咒詈，当把之。”«法

典，单一律＂中“假若誰詈人”条。
@ 塔西陀：«史i切，第1 卷，第72 聿。其后褚初仍如是。见«法典·>第 1 条“关

于詈人的匿名帖“。
＠塔酉陀：«史舵》，第 4 卷，第 34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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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安慰，减少人们对官职的嫉妒，增加人民对痛苦的忍配，使他

们对所受的祈苦，一笑置之。

黄族政治的政府对諷刺性的著作禁止最严。在那里，官吏就

是一些小元首，他们不够偉大，以致不能不理睬咒詈。如果在君主

国，有箭射君主的话，君主地位崇高，箭也无法一直达到他所在的

地方。一个贵族士抻则将处处受到箭伤。因此，构成一种黄族敃

治的十大官对諷刺文字的作者则处死刑＠。

第十四节 惩lil犯罪时对廉胁的破坏

关于廉耻，世界上儿乎一切民族都有应陔遵守的规矩。惩罚

犯罪时速背这些规矩是荒嘐背理的。惩悯犯罪应陔总是以恢复秩

序为目的。

东方人把妇女交给受过钏练的象进行一种骸人听朋的刑削。

他问的意图不是用法律去遠背法律么？

罗思人有一个古老的习憤，禁止把未及笲的女子处死。提只

留斯找到了一个叶策，就是先让割子手对她侗进行奸污，然后送去

处刑雯这个阴除而残忍的暴君毁坏了黑俗来保存习憤。

当日本官吏将裸体妇女展示千公共塌所，井强迫她们学野兽

爬行的时候，廉耻为之震惊＠。但是当他们强迫一个母亲……的

时候；当他们强迫一个儿子....·..的时候，我不能往下脱了，即大自

然本身也为之震惊＠。

第十五节释放奴隶以控告主人

奥古斯都规定，阴谋反对他的人的奴隶应卖拾公家，这样使奴

＠十二炯表法。

@ 苏埃多尼乌斯：«提旦留斩＇．第61 章。
@ «,lj 建东印度公司历次航行轼览》，第 5 卷，第 2 篇。

G> 同上，第 49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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隶能够作不利于他们的主人＠的誓证。凡能导致人们发现重大犯

罪的东西，分毫也不应疏忽。所以，在有奴隶的国家，奴隶自然可

以当告发人。但是他们不应该当证人，

溫得克斯告发了为塔尔克雒钮斯的利盆而进行的阴牒3 但是

在控告布鲁图斯的子女的案件里，他却不是征人。对一个曾轻为

祖国建树这样偉大业稹的人是应当给他自由的。但是人们给他自

由井不是要使他能够对他的祖国做出这样的偉大的业镇。

因此，塔西伦皇帝下令，奴隶不得当不利于他的主人的证人，

甚至大逆罪也是如此霓这项法律没有被放进查士丁尼的法令汇

粗里。

第十六节大逆罪的诬告

我们应当为罗思睹帝脱公道括；他侗所制定的那些可怜的法

律井不是他们首先想出来的。教导他们不要惩悯訰告者的是苏

拉见不久，人们竞进而褒赏诬告者了＠。

第十七节 阴煤的揭发

“如果你的兄弟，或你的儿子，或你的女儿，或你心爱的妻子，

或你知心的朋友，秘密地告拆你訧：让我们到别的神那里去吧！你
••••••••••• 

就应陔用石头打死他。首先打击他的是你的手，然后才是全体人
民的手＊。”这条旧约圣枉«申命跁＞＞＊＊的法律是不能作为我们所知

＠狄欧：«希费林》，第 55 卷第 6 章。

@ 弗拉椎乌斯·窝比康斯：«塔西伦皇帝传》，第 9 章。
@ 苏拉制定了一项庄严的法律。西塞罗在«演讲录»里«为格路恩四欧排护“第

3 条；«毕猓》第 21 条；«第二次反椎列斯戏第 6 条； «朋僚函札＞第 3 卷第 2信．均谈及

此法。凯撤和奥古斯都把这项法律放进茹利安法中，别的人叉作了增添。
@ “原告的地位愈高，便愈追求荣誉，就好象神圣不可侵犯一样＇，。塔西陀«史

，已沼第 4 卷第36 章。
* 甲乙本无“首先打击.....的手”句。

•• 甲乙本狭f臣利未记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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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的大多数国家的法律的，因为它拾一切犯罪大开方便之门见

有些国家的法律规定，应揭发阴探，遠者处死，就是没有参与

的阴牒亦如此。这种法律的严酷同上述法律儿乎不相上下135 0 

如果君主国家有这种法律的括，给加上限制是很正当的。

这项法律应陔仅仅在最重的大逆罪的场合才可极严厉地加以

适用。在这些国家里，不把这项犯罪的各种不同情况，互柜混淆，

是很重要的。

在日本，法律把人类理性的一切观念都给推翻了，竟对最普通

的案件也适耟知情不告发的罪。

有一个故事＠脱，两个少女被禁雒在一个消插尖釬的柜子里，

一直到死，一人因搞了什么色情的脆酐，另一人因没有加以揭发。

第十八节 共和国对大逆罪惩酌过度

是如何危除的事

当一个共和国巳艇成功地把企图推翻它的人们摧毁了的时

候，就应急速炵止复仇和刑割，甚至奖赏也应停止。

如果大权落入儿个公民手中，就不可能不滥施重典，因而引起

巨大变化。所以，在这种情形之下，还是多赦免比多刑削好，少放逐

比多放逐好，少没收比多没收好。为共和国复仇的借口将建立复

仇者的暴政。陨题不是要摧毁掌握政权的人，而是摧毁权势本身。

政府应尽速重新步入常轨，这时法律便应保护一切的人而不是武

装自己去反对任何人。

希腊人对他们认为是暴君或他们怀疑是暴君的人，进行漫无

限制的报复。他们把这些人的子女＠处死，有时候甚至把最近亲鹰

@ 参珂«申命记))第 13 章，第6、7 、8 、 9 节。

@ «斛建东印度公司厉次航行辑览兄第 5 卷，第 2 篇，第 423 页。

@ 狄欧尼西，乌斯·哈利卡尔拿苏斯；沿罗，历古代史）），第 8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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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人处死见他们曾把无数的家族躲逐出境。他们的共和国因而

动摇了；放逐或被放逐者归来的时期常常标志着政制的变更。

罗思人较有智慧。卡西扁斯因企图实行暴政而被处刑时，入1凹

提出是否要把他的子女处死的问题。但是罗届人对卡西扁斯的子

女没有粕以任何刑割。狄欧尼西，扁斯·哈利卡尔拿苏斯訧＠：“有些

人在思尔斯战役和内战粘束的肘侯，企图变更这项法律，井要排除

被苏拉非法放逐的人们的子女担任公职，这些人是十分有罪的。”

从思利旬斯和苏拉的战争中，我们看到＊罗思入的心灵日渐堕

落已到了如何的程度。这样残酷的事情使人相信不可能重演了。

但是在三人执政时期，人们所颜意的是“更残忍＂，但又要显示“比

较不残忍＂。因而用胧辩去掩盖残忍，这种情景，令人悲莉，阿

庇安的读作＠中载有非法放逐的文例。你将要脱，他们除了为共

和国的利盆而外没有其他目的，他们的括捂如何冷桴，他们指出对

国家有这么多的好处，他们所采取的手段比其他的手段好得那么

多，富人将如何得到安全，下等人将如何平安，他W1如何害怕使公

民的生命遭受危除，他们如何愿意安撫士兵，粘局人们将如何幸

雁＊＊尘。

当霍比达斯战胜西班牙的时俟，罗焉血流成河；他却命令人们

玩乐，速者处流刑＠，真是荒嘐挹偷。

@ “暴君秋杀后，官吏速他的五个亲族也拾杀了。”见西塞罗： «抬修辞学的发

明，，，第 2 卷，第29 章。

@ «罗．熙古代史叭第 8 卷，第 647 页。
·本段与下段，除了“阿比安的著作·…．文例＇，这句而外，其余都是末后各版增

添的。
@ «内战咽第 4 卷。

*. 甲乙本作：“他们如何顾意安撫士兵；从这可怖的例子，我il'J看到重刑如何
接近暴政。”

@ “幸膘者必顺利。”
@ “规定一天举行宴会和祭祀，雌不这样做，则于以放逐．＂

' ------- ·--一．士、， 心．一·二仁，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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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节 共和国如何停止自由的行使

在极端崇尚自由的国家里，就有法律侵犯一人的自由以保障

众人的自由。英国的＂跷会骗处罪人死刑法案”＊就是这类法律。

这些法律和雅典规定一个私人OO 须桏六于人一致同意才得定罪这

类法律是有关系的。它们和罗思为惩治个别公民而制定的所喟

“特有法”＠这类法律是有关系的。罗焉的这类法律仅由人民大会

制定。但是不管人民制定这类法律的方式怎么样，西塞罗主张陨

止这种法律，因为法律应陔是对一切人而制定的＠。但是我应陔承

认，世界上自古以来最自由的一些民族的做法使我相信，在某些情

形之下，人们需要拉下幔幕把自由暂时遮盖起来，象在习憤上遮盖
肿象一样1360 

第二十节 共和国中有利于公民自由的法律

在平民政治的国家，控告常常是公开的，井准浒每个人控告他

所愿意控告的人。因此便有必要制定适宜的法律去保卫无辜的公

民。在雅典，如果控告者不能获得投票数五分之一，便要处罚金一

* 甲乙本注：«拉寰·多拉断的延期沌勺作者给«謹会骗处罪人死刑法案》下了定

义：它是一种判决，枉两院批准，井秷国王签署成为謹会的法案；它宣布被告犯了叛阳

罪，不再需要其他手液，也无法上抚。第 2 册，第 266 页（孟德斯墙）。后来各版印改为

下注：在孩王国的法庭，仅仅为法官相信的证据是不足为凭的，怔据还必须是公式的，... 
也就是犹，法定的。法律规定，控告要有两个证人。他种证明是不够的。那末，假定一

••• 
个人犯了叛国罪，面找到了排除证人的手段，使法律无法定他的罪，达时濂会就可以通

迂一个特殊的抬处死刑法案；也就是眈，专为这犯人通过一条特别的法律。这么一条

法律成立的过程也和其他的一切法案一样，要在两院通过，又要国王同意；如果不这

样，就不成为法案，也就是眈，不成为判决了。被告可以精律师发言反对这条法案，而

别人也可以在嗡会里为这条法案瓣护（孟德斯谒）e

@ “不要专为一个私人制定法律．贮非有六于人认可。“见安多其代： «脸奇事％
这就是所谓“贝壳放逐法”C处流刑时，由众人记名旦壳投票决定－—书恩者）。

@“专为个别人公布的法律。”见西塞罗： «法律》，第 3 卷，第 19 章。

@ “法规是对每一个人的命令。”见四塞罗同上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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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得拉姆。伊斯奇因斯控告克节西芬，就被这样判处舰金＠。在罗

思，对不公正的控告者，则标明他的丑行趴在他的额上印上字母

K137。对控告者则投守卫以防备他肪胳法官或证人叽

我巳婬啖到雅典和罗思的一项法律，准浒被告在判决前离

去。

第二十一节 共和国对待價务人法律的隆酷

一个人借线只是为了花费，粘果线就没有了。因此，一个公民

把线借皊另一个公民，就使自己处在比借线的公民优越得多的地

位。如果法律再增加债权人对债务人的奴役，则在一个共和国将

产生什么后果呢？

在雅典和罗焉，起初是准浒债权人把无力清偿债务的人出

售砚梭偷改正了雅典这个憤例。他规定，不得强迫任何人以身

体去清偿民事上的债务。但是十大官们＠没有同样地改革罗居的

憤例；虽然梭偷的法规就摆在他们的眼前，然而他们是不愿意仿效

的。我们看到十二铜表法里十大官企图损害民主政治的精肿，井

不仅仅这一个地方而巳。

这些对债务人残酷的法律曾有好儿次使罗思共和国遭到危

险。一个逼体鳞伤的人从他的憤权人的家里逃脱，出现在“公会

塌＂＠。人民看见这个情景激动了起来。 债权人不敢继横拘留的

@ 见脖罗斯特拉都斯«跪精家传，，第 1 卷＇，伊斯奇因斯传＇，心又见普卢塔克和浮蒂

扁斯的著作。

＠依照雪米安法。

＠普卢塔克给文«如何从敌人得到盆处》。

＠有些人售卖自己的子女来还憤，见普卢塔克： «梭偷传，0

@ 从历史上看，罗．骂人的这个憤例似乎在十二纲表法之前就巳轻形成。狄特·

李维：«罗．黔掘年史》，第一代史，第 2 卷，第 28 、24 章。
@ 狄欧尼西．乌斯·哈利卡尔拿苏斯： «罗．羁古代史>,第 6卷．

，丛双己已4 玉一一--． jI 卢．＂叫毒扯冰··-．.「-··` i，.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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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公民从地牢里走出来了。他侗获得了些膳言，却没有人履行

这些搭言。人民退到圣山上去。他们未能孚到把这些法律陨除，但

得到了一个保护他们的官吏138。他们从粉乱中走出，而除些掉进

暴政里去。曼利民斯为博取人心，欲从债权人手中放回被债权人

降为奴隶的公民丸曼利岛斯的卧牒受到了阻抑，弊害依然存在

着(")有－些特别的法律轮子债务人以清偿憤务的便利＠ 0 又罗马

428 年执政官们提出一项法律＠，剥夺憤权人拘留债务人在自己
家里服劳役的权利＠。一个高利贷者名巴比利扁斯想要污辱他所

禁姻的一个名叫普布利息斯的青年人139。塞克司图斯”0的犯罪使

罗思获得了政治的自由；巴比利扁斯的犯罪使罗焉获得民事的自

由。

这个城市的命运就是这样：旧的犯罪使它获得自由，新的犯罪

使这种自由得到肯定。鹿克里蒂亚的不幸曾轻激起人民反暴君的

恐怖。阿比扁斯牒害雉珍妮的事件又把人民投进反暴君的恐怖

里。声名狠籍的巴比利，鸟斯犯罪后三十七年＠的时候，又有一个

类似的犯罪事件©使人民退到燃尼丘林＠， 使那为债务人的安全

而制定的法律又有了新的效力。

从此而后，债权人遠犯惩治重利盘剥的法律致被追诉的案件

要多于债务人偿还不了债务致被追盺的案件。

＠普卢塔克：«夫里乌斩·卡米路斩传》，第 18 章。

@ 见本书以下第 22 章第 22 节。 ` 

@ 十二绢表法后 1.20 年。“这年对罗焉平民来眈，好象是新的自由的开始，这也

是被害的入所希望的。”见狄特·李椎：«罗焉榻年史＇，第 8 卷，第 28 章。
@ "页憤人的财产，不害其身。”见同上书。

＠罗禺 465 年。

@ 即布劳蒂乌蚚的犯罪事件。他企图污辱堆都利，鸟趼。五列利乌断·屈克西穆
斯：«著名作家言行录兄第 6 卷，第 1 聿第9条。我们不应当把这两件事混淆起来。二

者的人物不同，时闵也不同。

@ 参阳狄欧尼西，乌斯·哈利卡尔拿赤斯的一个残篇，在«道德与邪恶选录，内；

狄特·李维： «史略》，第 11 卷；佛兰舍霆斯： «补篇另第 11 竺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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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二节 君主国里破坏自由的东西

世界上有一种对一个君主国的君主最无用处的事情常常把自

由削弱了。这种最无用的事悄就是有时候为审判一个私人而任命

一些委员。

君主从这些委员所获得的用处太少了民所以不值得君主为这

种事情而变更事物的常规。我侗大概可以肯定，君主比他的委员

们更具有正直与公道的精抻。委员们由于有君主的命令，由于一

种模糊的对国家利盆的想法，由于受到选派，甚至由于自己的恐

快，而老是把自己看得十分有理。

亨利八世时，如有真族被控告，习惯上由贵族院选出的一些委

员进行审钊。用这个方法，要杀多少黄族就杀多少。

第二十三节 君主国的密探

君主国需要密探么＂坅好的君主通常不用密探。一个人遵守

法律，他就巳婬尽了对君主的义务。至少，他的住宅应陔是他的庇

护所，而他的其他行为也应陔得到安全保障。密探的事情如果其

正能够由贼实的人去担任的括，那末这种事悄也浒可以容忍，但是

密探这种人必然是丑恶的，所以我们可以断言，这种事情也必然是

丑恶的。一个君主应该以诚实、直爽、信任去对待他的臣民。一个

君主充淌焦虑、疑惑和恐惧，就象一个演员在扮演角色时咸到偈促

不安一样。如果君主看到法律一般发生效力，受到尊重，他就可以

认为自己是安全了。一般人的作凰向他保证一切个人的作凰。但

愿君主无所畏惧！他不能想象，人们是如何必然地要爱戴他。啊！

人们为什么不能爱君主呢？儿乎一切恩深都以君主为泉源。儿乎

一切刑肌都算在法律账上。君主总是仅仅以安眻的面貌出现于老

百姓面前。他的光荣，我们分享；他的权力，支撑着我们。人1r,信

--｀俨．．、· +...., : p- -, r., - ·,.,..~ ~..,, ;.. ··• -·,'·· _ ___. ~~ -「·· ·一·~ ·· ·.，匕-~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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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君主；当大臣俨拒绝给与什么东西的时候，人们常常这样想：要

是君主的话是会给与的。这就是人们爱君主的一个证据。即在公

共灾害发生的时候，人们也绝不责难君主本身，而埋怨他不知道，

或是埋怨他受到了腐敃的人们的包圉。老百姓脱：“要是君主知道

的盓“这类言祠是一种祈求，是人们对君主有信任的证据。

第二十四节谡名1言

艇鞘人必须在箭上肥上他们的名字，使人们知道箭是从誰的

手射出的。焉其颉的菲利普在圉攻一个城市肘受伤；人们发现挪

枪上写着：“阿斯德粕菲利普这个致命的一击。”＆如果有人为着公

共的利盆而控告他人，他将不向君主而向官吏控告。君主容易有

偏见，官吏则有法律条文；这些法律条文仅仅对訰告者是可怕的。

如果控告人不顾意使法律施行于他和被告人之间，那就证明他有

原因惧怕法律。我们所可能粕他的最低限度的处肌，就是完全不相

信他。除了案情急迫，无法忍受普通裁判程序的延宫井且与君主顽

利攸关的塌合之外，人们是不应理睬这种控告的。在理睬的塌合，

我们可以认为控告者是极不得巳才不保持沉默而脱了括的。但是

在其他塌合，我们就应陔和君士坦丁帝一样地訰：”一个人有仇敌，

而没有人出面控告他，这个人是不应陔受到我们怀疑的。”@

第二十五节 君主国的統治方法

君主的威权是一种巨大的动力，应陔能够毫不喧嚣地运用自

如。中国人夸耀他们的一个皇帝，脱他象天一样地統治着，也就是

脱，以天为典范。

在一些场合，君权要适用到它的极限；在另一些塌合，适用则

@ 普卢塔克? «道德著述：一些罗，哥、希腊故事的比较为，第 2 卷，第 487页。
@ «提奥多法典，第 6条“关于青人的匿名帖',0

·--心····-----··二一 ·- -: j : ''; • • ..x· 斗， ·俨 户·•.,-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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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有限制。行政的妙处，乃在千十分懂得在不同的情况下应使用

哪一部分权力，而且宽猛得宜。

在我们的各君主国中，人民认为政府是宽仁的，这就是一切幸

福之所寄。一个极笨拙的大臣老是告盺你，你是奴隶。但如果你

质是奴隶的括，他应该想法子让你不知道你是奴隶。他所应对你

脱或给你写的，只能是：“君主不愉快”、“君主咸到惊奇”、“君

主将安定秩序”这些捂气援和的词句。在发号施令肘，要有某种

程度的平易軞松。因为君主应陔进行鼓励，而进行恐吓的应该是

法律凡

第二十六节 君主国的君主应陔易于接近

这点从反面去看，要清楚得多。

裴里諒包“沙皇彼得一世发布了一道新敕令，禁止人们直接

向他提出誧求；人们必须先向他的两个官吏提出。在法官拒绝裁
判的坳合，人们就可以向皇帝提出睛求，但如果講求是错映的话，

訧求人应丧失生命＊。从那时起，没有人给沙皇提出誧求了。”

第二十七节君主的善行

君主的善行和法律同样有盆于自由。君主和法律一样，可以

使兽变成人，使人变成兽。如果他喜爱自由性格的话，则普天之下

的人都将成为他的臣民。如果他喜爱卑鄙性格的话，则天下入都

将成为他的奴隶。如果他颖意知道統治的偉大艺术的话，就应该

以荣誉与品德为重，鼓励个人的成就。有时候，他甚至可以垂青

* 甲乙本作： ＂..…·猜求人则处死刑。”

@ 塔西代晚，涅尔五增加了帝国的翱松气氛＊＊0
“ 有人指出，塔西作的最好版本写的不是“帝国的舰松气氛 facilit&tem im

rerii''，而是“帝国的幸幅 felicitatem imi:erii“。-—霹者

@ «大俄罗斯的现状初17U 年巴黎版，第 17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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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才的人物，绝不应陔害怕那些被称为有成就的人和他竞争。

他如果喜爱他们，他便和他们平等了。他应陔获取人心。不要抑

制U2人们的精神。他要使自己孚众望。臣民中最微小的人们爱戴

他的品，他也应当威到喜悦；他1凹永远是人。老百姓很少需要人

们的尊敬，所以应陔受到尊敬。君主和老百姓之朋存在着无限的

距离，这使老百姓很不容易来打扰君主。君主对恳求要宽施；对

要求要坚拒。他要做到老百姓沥意他的拒绝，朝臣湔意他的恩雨。

第二十八节 君主须尊重臣民

君主对于戏言应陔极端謹憤。戏言适中可以取悦于人，因为

它是与人亲近熟瞰的途符；但是尖刻的玩笑出自君主之口，较出自
臣民中最微小者之口，远为不可，因为惟有君主能够随肘拾人致命

的伤害。

君主更不应当对他的臣民进行明显的侮辱。投立君主，为的

是进行赦免，进行刑割；艳对不是为了进行侮辱3

如果君主侮辱他的臣民的括，则他比土耳其人或俄罗斯人对

待他俨的臣民要残忍得多了。当土耳其人和俄罗斯人进行侮辱的

时候，他们眨抑了人而不捐坏他的荣誉；但是我俨的君主眨抑了

人又损坏他的荣誉。

亚洲人把君主的侮辱看做是一种家长式的恩惠的施与。这是

亚洲人的成见。我们欧洲人在威到侮辱的残酷之外，又咸到终生

的耻辱不能洗雪而失望沮丧。这是我们的想法。

君主们有了把荣誉看得比生命还宝贵的臣民，有了把荣普当

做忠贼和勇敢的推动力的臣民，就应当威到无比喜悦。

我们还能肥得，有些君主因侮辱臣民而招来灾祸。我们还能

肥得凯烈亚1气太监纳尔塞斯和茹利安伯爵的报复；我们还肥得孟

本西埃公爵夫人，因亨利三世暴露了她的一件秘密的过错，她便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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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利三世终生为难。

第二十九节 专制政体下可抬与人问

少许自由的民事法规

虽然专制政府，从本质来訧，到处都是一样，但是环境、宗教的

意见、成见、被采用的范例、思想的倾向、习惯、胤俗等等的不同都

可以使它们之叨产生极大的差异。

在专制政府之下，建立某一些观念是好的。因此，中国人把君

主看做是人民的父亲；当阿拉伯帝国的初期，君主是帝国的宣教

师复

有本圣书做规范是方便的，如阿拉伯人的＜（可兰翱汃波斯人的

佐罗亚斯特的婬典、印度人的«吠陀桴））和中国人的翱典。宗教法

典补充民事法典之不足，井给专横权力划定范围。

遇有疑难的案件，法官征拘宗教的牧师们的意见，这个做法井

不坏凯所以在土耳其，卡笛（法官）征询暮勒（法师）1“ 的意旯()

如果遇到应刊死刑的案件，一个好办法也祚是由特殊法官~如

果有这么一个法官的话－—-征竘总督的意见，这样民事的和宗教

的权力更进一步受到政治权威的调节而趋于竟和。

第三十节璞前

父亲获罪要速坐儿女妻室。这是出自专制狂暴的一项法条。

这些儿女妻室不当罪人就巳桯够不幸了。然而君主还要在他自己
与被告人之问放进一些哀求者来平息他的憤怒，来光耀他的裁

钊。

@ 前｀哈里发“。
O «键鞋史另第 3 篇，第 277 页附注。

七 . ，＿，“心--·一.于·女今· - 4 士，．嘈无. •• _.... _ 一心· 2 : :. • 
`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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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尔底雒亚人有一个良好的习惯见就是倘使有贵族获罪，他

便天天去朝见国王，一直到重受，恩廉为止；他呆在朝廷就巳足以息

灭国玉的憤怒了。

在某些专制的国家，人们认为向君主为获罪的人求情是对君

主的不敬＠。这些国家的君主似乎是在尽一切努力，把仁慈这种

品德抛弃。

阿加底息斯和火膳利岛斯，在我巳啖得很多＠的那项法律＠

里宣布，他们绝不宽恕任何敢于在君王面前为罪犯哀求的人。这

项法律是极端恶劣的，因为它就是在专制政府之下也是同样恶劣
的©。.

波斯准狩人随意出国。这是很好的憤例。与此相反，不狩人

们随意出国的憤例，是洲源于专制主义的。专制主义把臣民当做

奴隶看待＠， 出国的人则被看做是逃走的奴隶。虽然如此，波斯

的憤例对于专制主义本身却是一桩极好的事。因为害怕债务人逃

遁或隐匿，将使帕夏（高官）和勒索者的迫害停止或趋于跋和。

I 

@ 见佛兰四斯·比拉尔： «旅行比，0

@ 从沙尔且的记述来看，就象在现在的波斯一样，这个习惯是十分古老的。普

罗哥比扁断脱“人们把卡瓦德斯关进了遣忘的城寨。法律禁止人1门谈到那些被囚禁

的人，甚至不许眈出他们的名字。”
@ 本章第 8 节。

@ «茹利安法典兄第 5 条。

@ 佛烈德利克抄袭这项法律，把它放进那不勒斯的宪法第一篇里去。

@ 在君主国，通常有法律禁止任公职的人员出国，如果他未得君主许可的括。共
和国也应陔制定这种法律。但是在有特殊法制的共和国里，这种禁令应歧对一般入全
都实施，这样外国的风俗习憤才不会传播到国内来。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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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赋税、国瓶收入的多寡

与自由的关系

|- 

第一节国家的收入

国家的收入是每个公民所付出的自己财产的一部分，以确保

他所余财产的安全或快乐地享用这些财产。

要把国家的收入规定得好，就应陔兼顾国家和国民两方面的

需要。当取之于民时，绝对不应陔因为国家想象上的需要而排除国

民实际上的需要。

想象上的需要，是从执政者的情欲和弱点，从一种离奇的计划

的誘惑力，从对一种虚荣的病态羡慕，从在某种程度上对幻想的无

力抗拒等等，而产生自来的东西。那些心神不定，在君主手下主持

国书的人们，常常把他们渺小的灵魂的需要当做是国家的需要。

没有任何东西比规定臣民应缴钠若干财产，应保留若于财产，

更需要智慧与謹演了。

卧算国家收入的尺度，绝不是老百姓能够檄付多少，而是他惘.. 
应当檄付多少。如果用老百姓能够檄付多少去计算的括，那末至.. 
少也应当用他们郏常的檄付能力作标尺。... 

第二节 脱重栈本身是好的这种推理法是笨拙的

人们看到，在某些君主国中，免檄赋税的小邦和它四周圉在苛

税重压下的地方同样地困苦。主要的原因是：被包圉的小邦不能

有自己的产业、工艺和大工厂，因为在这些方面，它受到包圉它的

大邦于般万样的阻碍。包圉它的大邦则有产业、大工厂和工艺；它

制定为自己攫取各种利盆的规章。小邦便非贫困不可了，不管征

,., 七．． ．．一 ．，人 ; ; ,..·· ;4, :,.`· 1一心'".. m.u -,..「r m小，令·-心、· · 1'· 订· 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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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收如何轻微的赋税。

但是有人却从这些小邦的贫困得出桔脸脱：要人民勤劳，就必

须征重税。哪里知道，不征税才是更正确的秸誰赞周圉所有贫
苦的人都退到这些小地方来，过着无所事事的生活。这些人既因

终日劳苦而戚到失望沮丧，他们便把怠惰限逸当做唯一的幸福了。

一个国家富裕的桔果，将使众人有雄心。贫穷的粘果，将使众

人产生失望心情。雄心从劳动得到激励，失望从怠惰得到慰借。

大自然对人类是公道的。它按照人类的劳苦轮与酬报。它以

较大的报酬船与较大的劳动，它就这样鼓励人类勤劳。但是，如果

专制的权力把大自然的报酬夺走的括，人『1便将憎厌劳动，而怠惰
便仿佛是唯一的幸福了。

第三节 有农奴的国家的赋税

农奴制度有时候是在征服战争之后建立起来的。在这种场

合，从事耕种的奴隶应当与主人共分收获。只有得失与共的关系

才能使那些命里注定要劳动的人和那些命里注定要享乐的人和睦

相处。

第四节 有衣奴的共和国家

如果一个共和国征服另一民族而使它为自己耕种土地的括，

就不应该容浒它的国民增加奴隶的贡赋。这在拉栖代孟是不浒可

的。拉栖代孟人相信，伊洛底人115Q,') 将耕种得更好些，如果伊洛底

人知道他们所受的奴役将不会增加的括。拉栖代孟人又相信，如

果奴隶的主人们仅仅希望得到他惘历米所得到的收入的括，他们
将成为更好的公民。

@ 普卢塔克： «拉栖代孟佳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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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有衣奴的君主国家

如果一个君主国的黄族为自己的利盆而让被征服的人民耕种

士地的括，贵族就不应陔有权利增加赋税＠。此外，如果君主有倾

土，有兵役，就巳戚到淌足的话，那是很对的。但是，如果他还要向

贵族的奴隶征收货币租税的括，那就应陔由贵族担保氮由贵族替

奴隶钠税，然后贵族再向奴隶们征收。如果不遵守这条规则的话，

则黄族和君主的征税人将桧流地困扰奴隶，横征暴敛的人将接踵

而至，一直到奴隶死于贫穷或逃亡山林而后巳。

第六节 有农奴的专制国家

在专制国家，上述的规则更是必要。那里的贵族随时都有可

能被剥夺土地和奴隶，所以他们对于保存土地和奴隶井不是那么

热心。

彼得一世想仿效德意志的习憤征收货币租税，削立了一项很

明智的条例，至今俄罗斯仍在奉行。就是：岩抻向农民征税，然后

檄钠给沙皇。倘使农民的数目减少了，新耕檄钠给沙皇的税额不

得减少；如果农民增多了，他檄钠的数额不用增多；因此，籍种为着

自己的利盆自然不去困扰农民了。

第七节 无农奴制度的国家的赋税

如果一个国家所有的个人都是自由的公民而且每人占有产业

就象君主握有君权那样的括，那末就可以征收人身税、土地税或商

品税；或是征收其中两类的税，或是三类的税全都征收。

@ 查理曼就是因为这个理由在达问题上建立起他那些美好的法制。见他的«敕

令工第 5 卷，第 808 条。

@ 德意志的惯例就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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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收人身税时，如果准确地按照财产的比例征收，是不公道

的。雅典把公民分为四个等级＠。财产的收盆，无骗是于的或是

液体的＊，在五百末苏尔以上的，要檄钠粕公家一达偷特＊＊。收盆

为三百末苏尔的，要檄钠半达偷特。收盆为二百末苏尔的，要檄

粘十米那，即一达偷特的六分之一。第四等衱则免檄赋税”6。这

种赋税是公道的，虽然在比例上并不匀称，因为它不是按照财产的

比例，而是按照需要的比例的。他们认为每个人物质上的基本需

要都是一样的；这种物质上的基本需要是不应当踝税的。他们认

为，其次是有用的财产，这种财产应当踝税，但是要比多余的财产

踝得少些。又认为，如果对多余财产踝重税，劓将消灭多余无用的

财产。

征收土地税时，通常把地产分极登犯。但是要了解土地各不

同等砐的差别是极困难的。而且要找到一些不存私心、不故意把

土地等级弄错的人，更是困难。因此便产生两方面的不公道：一种

是人的不公道，一种是物的不公道。但是如果赋税在大体上不过

重，留给人民充裕的基本需要物资令这些个别的不公道的事情也就

不算什么了。但如果留轮人民的物资只够他『憤勉强生活的括，那

末极微小的不恰当就要引起极严重的后果。

如果一些公民钠税较少，害处不会太大。他们的富裕常常会

反过来富裕公家。如果有一些个人钠税太多，他们的破产将有害

于公家。如果国家把自己的财富和个人的财富的关系凋济得相称
适宜的括，则个人的富裕将很快增加国家的富裕。一切要看在这

些关键的问题上作如何的抉撑。国家应陔通过使国民贫困的手段

来先使自己致富呢？还是等待国民富裕后再由国民来富裕国家呢，

＠波留克斯： «名辞如第 8 卷，第 10 章，第 130 条。
拿 如牛奶、酒精之类。一—释者

* • 甲乙木这里多一个注：”或六十米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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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要的是第一种好处还是第二种好处呢？国家颖意以富始呢？

还是以富稳呢？

商品税最不为人民所觉察到，因为征收这种税的时候国家井

不向人民提出正式的要求。这种税可以安排得十分巧妙，让人民

儿乎不知道他们钠f这种税。由出卖商品的人钠税，是达到这个

目的的极重要的一个方法。商品出卖人知道，他檄枯的不是自己

的线，而实际钠税的商品购买人却把税金和物价都混淆在一起了。

有一些苦者指出，尼禄取消了对售卖奴隶所征二十五分之一的税，

但是他仅仅规定陔税不由购买人檄钠，而应由出售人檄钠。这个

条侁表面上好象是把陔税取消了，而实际上咳税却依然存在＠。

欧洲有两个王国，对酒类抽极重的税147。一个国家仅由洒商

纳税，另一国家则无区别地向一切釱酒人征税。在前一个国家誰

也没威到征税的烦苛；在后一个国家，人们则认为征税繁重。在前

一个国家，国民只觉到不纳税的自由；在后一个国家，国民则觉到

被强迫非钠税不可。

不仅如此，如果由公民粘这种税，就要不断搜查他们的住宅。

对自由的侵犯，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那些制定这类税则的人们，

一定是没有幸运地在这方面找到最好的管理方法。

第八节 如何保待这种错觉

要使商品的价线和税金能够在钠税人的脑子里混淆起来，就

应该使商品和商品税之问保持某种关系，而且对没有什么价值的

货物不应征收过重的税。有些国家税金超过商品的价值十七

倍＊1t8。这时，君主消除了臣民的这种错觉，臣民看见自己是处在

@ ＇，买卖奴隶的二十五分之一税，表面上似乎未用武力而被免除了，但是当卖上

被命令钠税时，则巳把这个价挂加给买主了产见塔西代：«史，也，第 18 卷，第 81 章。
• 甲乙本作：“十七或十八倍。”

:.. , ·.,“ 九·， 己 , 只．,.·•-·· · ···~·•·.........,_,..．丕· `'-- --个一·,.．. 咖』＾ 七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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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合理的轨治之下；这使他们深深威到是受着奴役。

不仅如此，如果君主要征收一种和商品的价值极不相称的税，

那未这种商品就应该由君主专卖，人民就不能够到别的地方贴买

了。这f更要产生无穷的不便。

在这种情况下，走私便大可获利。理性所要求的，当然的刑

肌，就是把商品没收。但这个刑舰巳不可能制止走私了，尤其是因

为这种商品通常是很不值线的。既然如此，便不能不拆睹过度的

刑割，处以和惩治重大犯罪相类似的刑削。一切量刑的比例全被

破坏了。有些人149 不应陔看做是恶人，但被当做大罪人处罚了。

这是世界上最遠背宽和政体的精神的事。

我还要再脱一旬括：人民越受到引誘去偷漏包税人的税，包税

人便越发财，人民便因而越困穷。为了制止走私，就不能不赋予包

税入以非常的压迫手段，于是一切便都完了。

第九节一种恶劣的赋税

我们顺便啖一下，某些国家的另一种赋税，就是对民事契的各

种条款所征的税150。关千这种税，一个人要防Jl 自己不受包税人

的勒索的括，就需要极丰富的知峨，因为这类事情需要极精釉的言t

渝。因此，作为君主的法规的解释者的包税人便能够对人们的财

富施行一种专断的权力了。辖验告诉我们，征收写着契钓的那张
秪的税要有意义得多。

第十节赋税的匿重应观政体的性翼而定

专制政府的赋税应该特别翱。否则誰颠意自找麻烦去耕种土

地梵加之，这样的一个政府，对国民所付出的东西从没有以任何

东西去补偿，人民怎有能力檄钠重税呢？

在专制政府之下，君主握有惊入的权力，人民则软弱异常，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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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君主与人民之朋什么都不应陔含混。赋税的征收要简易，规定

要清楚，使收税人无法增减。只有士地收盆税、人头税和百分之儿

的商品税这儿项赋税对专制政府是适宜的。

在专制政府之下，商人应有人身的保障，社会习憤应使他们受

到尊重。否则他们和君主的官吏们进行任何交涉时，将过于软弱。

第十一节没收

欧洲在税务上的处削竟比亚洲严酷，这是反乎常例的，是一件

特殊的事悄。在欧洲，人们没收商品，有时候甚至于速船只和车輛

也没收了。在亚洲，这些东西全都不没收。这是因为在欧洲，商人

有法官可以保护他们，使免受压迫；而亚洲的专制法官，本身就是

压迫者。如果一位土耳其的帕夏（高官）决定没收一个商人的货

物，这个商人能有什么办法呢？

但是横暴压迫的行为是要有克制的；它不能不带儿分溫仁宽

厚。所以土耳其只收入口税；商人檄钠该税后，全国便可畅行无

阻。报关不实，既不没收，也不增税，中国不打开非商人的货
包·1。在莫队儿，走私不以没收作为处割，而是加倍收税。居住位

洲诸城的鞋耜王公对过境商品儿乎不征什么税凯在 H 本，商业

上的走私，以死罪誰处，这是因为要禁艳同外国的一切交往，在这

种塌合，走私与其脱是遠反商业法规，毋宁脱是遠反了国家的安全

法规吼

@ 杜亚尔德：《中华帝国志叭第 2 卷，笫 87 页。

@ ＜湛＂阻妇，第 3 篇，第 290 页。

@ 日本预，意和外国通商，但又不顾和它il'I交往，因此便选择了两个国家：荷兰和
巾国，经由前者和欧洲通商，轻由后者和亚洲通商。让外国的轻杞商人和水手1门居留

在类似监狱的地方，把他1厅束缚得好不耐烦。



220 骗法的精神

第十二节赋税鲤重和自由的关系

囚民所享的自由越多，便越可征较重的赋税，国民所受的奴役

越重，便越不能不宽减赋税。这是通则。过去到现在一直是如此；

将来也将永远如此。这是从自然引伸出来的规律，是永恒不变的。
.. 

在任何国家，从英国、荷兰以及自由正趋千消亡的一切国家，一

直到土耳其，都可以看到这条规律。瑞士似乎是遠反了这条炾律

的，因为在那里人侗不钠税。但是我们知道这是有特殊理由的。

不仅如此，瑞士的情况甚至证实了我所脱的规律。在它那十壤愤

确的山陵地带，粮食的价格高昂，人烟又很稠密，所以一个瑞士人

缴钠给大自然的＇，赋税“比一个土耳其人躲钠粕苏丹的赋税多四

倍。

一个征服了他国的民族如雅典人与罗思人，是可以完全不钠

税的，因为他『1統治着被征服的国家在这种场合，他们不按照自

由的比例钠税；因为在这点上，他们巳轻不是一个民族，而是一个

帝千．）

但是上述的通则是永远有效的。在政治宽和的国家，有一种

尔西去补偿人民所负抇的重税，那就是自由。在专制的国家，有一

种和自由有对等价值的东西，那就是翱微的征税饥

在欧洲的某些君主国里，人们看到，有一些省份巧1织情况比其

他省份都好e 这是由它们的政府的政治性质所产生出来的后果。

但是有人却常常幻想，昭为这些省份纳税太少，理由是，它们的政

府良好，其所产生的后果使它们有力量多钠一些税。殊不知这就

@ 在俄罗斯，赋税不轻不重，但是当专制主义宽和了的时候，赋税便增加了．见

«琏粗史冷，第 2 篇。

@ 注国建立了三民会减的省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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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千要取消这种给人们带米幸掘的政府；这种幸幅博播各地，厂被

远方，人们应陔好好享受它。

第十三节 什么政体可以增加赋税

大多数共和国可以增加赋税，因为国民引信赋税是缴钠祫自

己的，因此颐意钠税，而且由于政体性质的作用，通常都有力鼓钠

税。

君主国是可以增加赋税的，因为它的政体宽和，能使国家富觥

丰足。，，，君主尊重法律，增加赋税就象是一种酬报。

专制国家是不能够增加赋税的，因为奴役巳轻到了极点，无法

再增加了。

第十四节 赋税的性冀和政体的关系

从性质来脱，人头税较适合于奴役；商品税较适合于启由，因

为商品税比軗同人身没有直接的关系3

最适合于专制政体性质的办法是：君主不发现金拾士兵和朝

臣，而是分给他们土地，井因此少征赋税。因为如果君主发放现金

的括，那末最合适的赋税便是人头税了。人头税只能抽很少很少，

因为在这种不公与暴虐的政体之下，是不可能把钠税人分成各种

不同等级而不发生流弊的，所以不能不规定一个速最贫穷的人也

有能力负担的税牢。

最适合于宽和政体性质的赋税是商品税。商品税实际上是买

主檄钠的，一虽然商人先为支付。所以这种税是商人为买主支付的

贷款。因此，应视商入为国家的总债务人，同时又是每个私人的债

权人。商人向国家预檄买主将有一天要钠的税；又商人自己腊买

确品也要纳税，这税也算是商人先为买主檄钠的。由此可见，政体

越宽和，越充湔自由的精神，财产越安全，则商入越容易把大宗税

-·`，心'一:言- m 、.，·一．．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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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烦檄给国家，借贷给私人。在英国，一个商人买进酒一大桶时，实

际借给国家五六十镑。书在土耳其統治的一个国家里，有商人敢做

这种事情么？即使他敢这样做的话，他的财富不可靠、不稳定、无信

用可言，他能做得下去鸣？

第十五节 自由的滥用

自由有这些巨大的好处，人们便滥用自山。由于宽和的政体

产生了令人羡慕的后果，人们便舍弃这种宽和。人们征收到巨额

赋税，便想征收过分的赋税。自由的手拾了这件礼物，人们不威激

它，反而求助于奴役，而奴役是什么都不给的。

自由产生了过分的赋税；但是过分的赋税将反而产生奴役，引

起税收的递减。

亚洲的帝王几乎没有一年不下昭諒宽免他们帝国中某个省份

的税生他们表现赐给人民恩典的心意3 但是欧洲 152则不然，君

主的韶脑在人侗还没看到之前就巳使人们发愁，因为君主的韶渝

通常啖的都是君主的需要，而从来不啖我们人民的需要。

亚洲的国家m，因为政体的关系，而且常常因为气候的关系，

朝臣侗是非常罹惰的，所以闻于毫无间断地向人民提出新的要求，

这倒皊人民带来好处。因为朝臣惘倾于作新籵划，所以国家的货

用老是不增加。就是偶尔作新卧划的括，也是瞬郎完桔的短暂卧

划，而不是长期籵划的开始。治国者不烦扰人民，因为他们悄于不

断烦扰自己。但是从我们欧洲人来脱，我们不可能在财政上有任

何定则，因为我w,总要于一些事情，而于什么事情却不知道。

我们不再把一个对国库收入能作妥善分配的朝臣叫做贤臣

了。我们现在称为贤臣的，是那种富于心机，所睛”办法“多的人。

@ 这是中国皇帝的习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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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节 回教徒的征服战争

伊斯竺教徒所以能够征服他国，易如反掌，就是因为他国征收

过分的赋税也［希腊J诸帝E的食婪是狡巧的，他们想出各种苛

扣杂税，困扰各族人民，终无了 H 。而在伊斯兰教国的治下，各族

人民则只负担简单的一种赋税，既易于檄钠，又易于征收。各族人

民咸到，胀从一个野蛮的外国，比胀从一个腐败的政府，还要快乐

幸脱。在这种腐败政府治下，自由巳不存在，各族人民要忍受山此
所产生的各种弊害，以及当前奴役的悲惨境遇。

第十七节扩军

有一种新的疾病在欧洲蔓廷，传染了我们的君主们，使他们觉

得非稚持过分胤大的事队不可。当病情加剧，势必传染，因为一国

增加它的所講部队时，他国便也立即增加它的部队，结局各国将－

无所得而同归于毁灭。每个君主尽凰养兵，常备部队里各兵种都

有，仿佛他的人民巳遭遇到艳灭的危险。人们把这种“人人蝎力反

对人人＂的状态＠叫做和平。 因此欧洲破产到如此地步：如果私人

处境和欧洲某三个国家 1“ 同样十分富裕的话才仍旧无法生活。我

们拥有全怅界的财富井掌握全扯界的贸易，但却贫穷。山千军队

增加，我们全都要变成士兵，而将要和鞋杻人一样了叽

大国的君主，从弹丸小国 15."j收头事队，仍不湔足，他们还要在

各方股法收买同盟国，这就艇常要浪费金线。

@ 历史记载，这些赋税不但沉重，而且荒誕，甚至是愚蠢的。阿那斯塔四岛纸竞

发明征呼吸税“每人按呼吸的空气纳税丁
@ 国际局势的均衡主要是由于这种“状态＇，而得到帷持，这是真的，因为这种“伏

态＇仅使大国精疲力尽。

@ 这种情况就只差一点点了。只要利用新近发明并在几乎欧洲各地都建立了

起来的民兵，井把它和正规军一样元节制地大肆发展一下，我们就和糙翱人一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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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情况的后果，便是无尽期地增加赋税。而且这在将来是

不可能有任何补救方法的，因为这些君主不再依靠国家的收入，
而是向国家的老本线开仗了。我们不是没听脱过，有些国家甚至

在和平的时候也把基本资产抵押出去，并使用一些它们叫做“非

常＂的手段米毁灭自己。这些手段其是够“非常＂的，即速最浪淄的

败家子也儿乎是想象不到的。

第十八节赋税的蠲免

东方各大帝国有一个圳条，即蠲免受灾省份的赋税。这个叫

条，各君主国家应好好采用。有好些国家建立了这个制度156 ，但是

入民反比没有这个制度时受到更沉重的压迫，因为君主井不因此

而少征税或多征税，而是嚷全国对所亏税额负速带责任。为着安

撫一个无能力钠税的村予，人们壤有能力纳税的村子多钠一些。前

一个村子井未苏复，而后一个村子却受到损害。人民一面不得不

钠税，因为害怕勒索；一面又咸到钠税的危险，因为害怕增税。就

这样失望沮丧，徘徊在二难之间。

一个治理得好的国家，就应陔在开支的第一项巨里规定一笔

款项，以备意外的需用。公家和私人一样，如果士地收盆多少就花

多少，一文不差，那是要破产的。

至于使同一村子的居民负速带责任157的办法，有人昭为是合

理的见因为如果不这样，他们就可能联合起来欺骗国家。难道根

据一些假想就可以建立一种在性质上不公道而且危害国家的制度

么？

第十九节 包税和国家直接征税，哪种办法最有利千启民

直接征税是一个好父亲的管家办法。他亲自去收租，既不糜

@ 见«罗禹财政骗',1740 年巴黎布利亚逊版，第2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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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又不紊乱，3

由国家直接征税的括，陔催陔援，由君主按照自己或人民的需

要自行决定。直接征税，君主可以把包税人158所获厚利节省掉。包

税人用无数的手段使国家穷困。直接征税，君主可使人民不致因

看到一些暴发横财的景象而威到苦恼。直接征税，征收的税银翱

手人少，可以直接落到君主手里去，秸果也就能够更快地回到人民

手里来。直接征税，君主可以为人民免去无数恶劣的法律。这些

恶劣法律通常是包税人贪婪无厌而强求君主賸定的。包税人瞎人

们看到一些法令规章的眼前利盆，但这些法令规章却是要给将来

带来不幸的。

一个人有线通常就成为他人的主人，因此包税人速对君主也

施行专制了。包税人井不是立法者，但他巳是立法的一种力量了。

我承认，一种新投立的赋税先交由包税人征收，有时候是有好

处的。要防止偷税漏税是需要技巧和窍凹的。包税人由于．切身利

盆的关系是会想出这些技巧和窍阿的，而国家的征税人员是怎样

也想不出的。因此，在征收的规章法例由包税人建立之后，再实行

国家直接征收办法，便可收到园滴的效果。今天英国所实行的消

费品税159和邮政收入的管理方法就是从包税人那里学来的飞

共和国的赋税，儿乎都是直接征收的。建立相反的制度成为

罗思政府的一大流弊＠。在建立直接征税制度的专制国家里，人民

幸幅得多；波斯和中国就是明征霓最不幸的就是那些君主把海

港和商埠的税收都包出去的国家。君主国家的历史充淌了包税人

• 甲乙本没有这一段。
@ 凯撒不得不撤涫亚洲颌地的税吏，而殷立另一种管理制度。这是狄欧(«穿．需

史为，第42 卷，第 6 章）告拆我们的。塔四陀«史记喟第 1卷第 76 聿朊载，｀易其顿和阿奇

亚是奥古斯都传舱罗局人民的两块颌地，所以沿习古老的治理方式，后来枉过若干困

难与努力，才成为直接投官治理的地区。

@ 见沙尔且： «波斯蔽行肚兀第 6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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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恶行为的祀录。

尼禄因憤恨税吏的横暴，拟定了质除一切赋税的计划。这个

计划是宽仁豁达的，但却是不可能实现的。他完全没有想到直接

征税的制度。他发布了四项命令： （一）公布惩戒税吏法一—这些
法律到那时为止，一直是秘密的； （二）本年因疏忽而向未征收的

赋税，不得再索取； （三）股立裁钊官一人，对税吏的要求进行简

易裁判；（四）商人的船只不钠税(t.;160 。这是尼碌皇帝黑陪朝代里

的一些春光明媚的日子。

第二十节包税人

如果包税人厚利的职业因为易于致富竟成为光荣的职业的

话，一切便都完了。这种事情对专制的国家也牉是好的；因为在专

制国家里收税的工作常常是总督自身职务的一部分。但这种事情

对一个共和国来脱是不好的；它毁灭了罗焉共和国。它对一个君

主国来脱也不会太好，因为没有任何东西比它更遠背君主政体的

精种了：除包税人以外，其他阶层的人民都表示厌恶；荣誉不再有

任何价值；援慢的、自然的获致显贵的方法不再为人们所重视；君
主政体的原则受到打击。

在过去的时代里，人们看到浒多可耻的致富的事。这曾桏是

五十年战役的灾难之一。但是在当肘，人侗昭为这些财富是可笑

的，而我们却羡慕这些财富狂10

各种职业都有它的命分。收税人的命分是财富；财富本身就

是酬报。显赫与荣誉是鹰于贵族的：他们除了显赫与荣誉而外，不
懂得、看不见、也觉不到还有什么其正的幸福。尊敬和兼仰是属于

朝臣和官吏的，他们兢兢业业，日以继夜，为帝国的幸福工作着。

＠塔四代： «史，也第 18 卷，第 1 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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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东 法律和气候的性赏的关系

第一节本章大意

如果精肿的气质和内心的威悄真正因不同的气候而有极端差

别的话，法律就应当和这些威悄的差别以及这些气质的差别有一

定的关系。

第二节人怎样因气候的差异而不同

寒冷的空气把我们身体外部搬椎的末端紧粽起来＠； 这会增

加嫌雉未端的弹力，井有利于血液从这些末端回归心臧。寒冷的
空气还会减少这些豢椎的长度®,因而更增加它们的力量。反之，

炎热的空气使徵椎的末端松弛，使它们伸长，因此减少了它们的力

量和弹力。

所以人们在寒冷气候下，便有较充沛的精力。心藏的动作和

搬雒末端的反应都较强，分泌比较均衡，血液更有力地走向心房；

在交互的影响下，心藏有了更大的力量。心藏力量的加强自然会

产生狩多效果，例如，有较强的自信，也就是脱，有较大的勇气；对

自己的优越性有较多的认峨，也就是脱，有教少复仇的颠望；对自

己的安全较有信任，也就是脱，较为直爽，较少猜疑、策略与胧针。

桔果，当然产生很不同的性格。 如果把一个人放在闷热的地方，

由于上述的原因，他便要戚到心肿非常萎廓。在这种情况下，如

@ 这甚至一望就看得出来：气候寒冷，人就显得瘦些。
@ 我们知道寒冷的空气使缺缩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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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向他提跷做一件勇敢的事情，我想他是很难赞同的。他的软弱

将要把失望放进他的心灵中去；他什么都要害怕，因为他觉得自

已什么都不成。炎热国家的人民，就象老头子一样怯懦；寒冷国

家的人民，甘lj象青年人一样勇敢。最近的一些战争见我们记忆犹

新；在这些战争中，我们可以敕清楚地辨认一些微粗的悄况，这些

情况如果时代远了是觉察不到的。 如果我们注意这些战争的帖，

我何将要深深地威到，北方的人民被移徙到南方＠，他们的行动就

不象那些在本地气侯下作战的同胞们那样豪壮。在本地气候下作

战的同胞表现了非常的勇敢。

北方人民身体徵雒的力量大，所以从食物吸收軗粗劣的液汁，

因而有两种桔果。一，分泌乳糜液或淋巴液的各器官，因为表面宽

大，比较适于缭椎，井溢养榄雒。二，因为这些器官粗糙，不能把相

当精釉的液汁皊与肿轻。所以这些人民身体魁偉，但不大活潦。
各处的眒素引都以我们皮肤的姐橄为终点，各支种桏形成一个

肿轻管束。一般地脱，整个肿轻，除了极微细的一部分而外，是不

受触动的。在炎热的国家；皮肤的紨娥松弛，种轻的末端展开，最

献弱的东西的最微小的动作也都会成受到。．在寒冷的国家，皮肤

的组棣收敛，乳头状的釉粒压耜，小粟粒腺多少有些麻痐。除了极

强烈的井且由整个神轻博递的咸觉而外，一般的败觉是不到达脑

子的。但是想象、趣味、威受性、活液性，却都要依靠那无数桐小的

威觉。

我观察过羊舌头的外表组俄，用肉限去看，有一个地方就象是

被乳头状的细粒所复盖。我用显微缀，就在这些乳头状的耦粒的

上面，辨瞰到一些棚毛，或是一种毛茸；在乳头状的钏粒之削有金

字塔形的东西，顶端就象毛笔。这些金字塔很可能就是味觉的主

0 西班开王位继承战争。

@ 例如在西班牙。



第三卷第十四章法律和气候的性质的关系 229 

要器官。

我嚷人把这个舌头的一半加以冰冻，并用肉眼观察，我发现乳

头状的捆粒大最减少；它们中有儿行甚至耜入它们的釉膜内。我

又用显微镜椋查它们的紨橄，却看不见那些金字塔形的东西了。当

冰冻消退，乳头状的粗粒，从肉眼去看，也逐渐随着隆起；用显微镜

去看，小粟粒腺也开始出现了。

这个观察证实了我所脱的括。我说在寒冷的国家，肿桏腺比

軗不扩张，较深地摇进它们的细膜内，威受不到外界东西的动作，

所以它们的威觉就不那样灵敏。

在寒冷的国家，人们对快乐的威受性是很低的。在溫暖的国
家，人们对快乐的威受性就多些；在炎热的国家，人们对快乐的威

受性是极端敏统的。气候是用韓度加以区别的，所以我们多少也

可以用人们威受性的程度加以区别。我付轻在英国和意大利观看

一些歌剧；剧本相同，演员也相同，但是同样的昔乐在两个国家却

产生了极不同的效果：一个国家的观众是冷冷淡淡的，一个国家的

观众则非常激动，令人不可思境。

至于疼莉，也是一样。疼莉是由于我们身体某些像维的撕裂

所引起的。大自然的创造者规定，撕裂越多便越疼痛。那末，北方

民族魁偉的身体和粗糙的徵雒，比炎热国家人民的精细微雒軗不

容易撕裂，所以北方人的心灵对疼吓的咸觉就比较迟钝。你要剥

俄罗斯人的皮才能使他有威觉。

在炎热的国家，入们的器官嫣嫩脆弱，这使他们的心灵对一切

和两性的桔合有关的东西，有最敏锐的威觉。那里的一切都指向

这个目标。

在北方的气候里，爱情在生理方面儿乎没有力量嚷人威觉到

它。在溫暖的气候里，爱情带有成于种的附隅物；有些东西乍一看
米象是爱悄，使人咸到喜悦，但是这些东西并不是爱情本身。在吏

，一~-- ll l l”“乎归蛐酝．扣．｀＇，血·,二-』..,.”“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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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热的气候里，人们是为爱情本身而受爱情。爱情是幸祖的唯一

泉源；爱情就是生命。

在南方的国家，人们的体格撇知、脆弱，但是威受性敏锐；他们

或者是耽于一种在闻房中不断地产生而又平静下来的爱情，要不

然就是耽于另外一种爱情，这种爱情粕妇女以较大的自由，因而也

易于发生无数的刹粉。在北方的国家，人们的体格健康魁偉，但是

迟笨，他们对一切可以使精肿焕发的东西都戚到快乐，例如狩猎、

旅行、战争和酒。你将在北方气候之下看到邪恶少、品德多、极诚
恳而坦白的人民。当你走近南方国家的时候如，你便将威到自己

巳完全离开了道德的边界；在那里，最强烈的情欲产生各种犯罪，

每个人都企图占别人的一切便宜来放筷这些悄欲。在气候溫暖的

国家，你将看到虽向不定的人民，邪恶和品德也一样地无常，因为

气候的性质没有充分的决定性，不能把它们固定下来。

气候有时可能极度炎热，使身体完全丧失力量。这种萎靡颓

啜的状态将博染到人的精肿；没有铩毫好奇心，没有秝毫高向的进

取心，也没有宽容豁达的威悄；一切嗜好全都是被动的；泗惰在那

里就是幸福；心思的运用比多数的刑舰还要难受；人们可以忍受奴

役，但不能忍受精肿的动力。这种动力是人类行为所必需的。

第三节某些甫方人民性格上的矛盾

印度人＠天生就没有勇气＂甚至出生在印度的欧洲人的儿童笠

也丧失了欧洲气候下所有的勇敢。但是印度人的这种怯蔥，同他
惘残暴的行为、他们的凰俗、他们野蛮性的修苦行，怎能相调和呢？

印度的男人情颠忍受令人难以置信的苦痛；如女候火自焚。这里

©塔椎尼埃忱“一百个欧洲兵偃可很容易地战胜一千个印度兵。”
＠甚至在印度定居的波斯人，到了第三代也就染上了印度人的顺惰和怯蔥。贝

尔尼埃： «旅行配；莫队儿的部分）），第 1 眷，第28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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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看到，他们有极大的毅力，却又非常的献弱。

大自然赋子这些人民一种软弱的性格，所以他们怯蔥；同肘义

赋给他们很活液的一种想象力，所以一切东西都很强烈地触动他

们。这种器官的柔弱，使他们害怕死亡，也使他们威到还有无数的

东西比死亡还可怖。这种敏戚性使他们逃避一切危除，又使他们

奔赴一切危除。

好的教育对于儿童，比对那些心智巳搓成熟的人们更有必要；

同样，这种气候下的人民比欧洲的人民更需要明智的立法者。人

们的敏咸性越大，就越需要适当的咸受方式，不要受偏见的熏染，

要受理性的领导＾

在罗届人的时代，北欧人民的生活没打艺术、没有教育，而且

儿乎没有法律；但是仅仅由于在那种气候下的粗糙缴雒所具有的

理智，他们便能以惊人的智慧抵抗罗思的权力而存在下去，一直到

了一个时候，他们才走出他侗的森林，摧毁了罗思的权力。

第四节 东方各国的宗教、恩俗、习憤和
法律待久不变的原因

器官的徵弱使东方的人民从外界接受最为强烈的印象。身体

的泗惰自然地产生精种上的烦惰。身体的消惰使精肿不能有任何

行动，任何努力，任何斗争。如果在器官的徵弱上面再加上精眒的

佣惰，你便容易知道，这个心灵一旦接受了某种印象，就不再能加

以改变了。所以，东方今天的法律、岚俗、习憤屯甚至那些看来

无关紧要的习惯，如衣服的样式，和一于年前的相同。

@ 在君士坦丁·保尔菲罗折尼都斯所辑«尼古拉斯 I, 大．骂塞奴斯的断篇》里，我

们看到在东方国家派人把肘厌的总督校死的习憤是很古老的。这个习惯在米太人的
时代就有了。

｀．＿．，叫｀·-··-~氐．只＇ 札l,I I 飞心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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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不和气候的弱点抗争的是坏的立法者生t

印度人相信，静止和啪无是万物的基础，是万物的舱粘。所以

他们昭为完全的无为就是最完善的境界，也就是他们的欲望的目

的。他们给最高的存在物一个称号，叫做“不动的＂趴暹罗人韶为

最大的幸福©是不必去运棘机器或是使身体行动。

这些国家过度的炎热使人萎靡疲惯；拧止是那祥地愉快，运动

是那样地箱苦，所以这种形而上学的体系似乎是自然的。印度的

立法者佛163＠顺从自己的威觉，使人类处于极端被动的状态中。但

是佛的教义是由气候上的倾惰产生的，却反而助长了恓惰；这就产

生了无数的弊害。

中国的立法者1“是比较明智的；他们不是从人类将来可能享

受的和平状态去考虑人类，而是从适宜于履行生活义务的行动去

考虑人类，所以他们使他侗的宗教、哲学和法律全都合乎实际。物

理的因素越使人类倾向于静止，道德的因素便越应该使人类远离

这些物理的因素。

第六节热带的农业

农业是人类最主要的劳动。气候越要使人类逃避这种劳动的

时候，这个国家的宗教和法律便越要鼓励人们去从事这种劳动。印

度的法律把土地给了君主，破坏了私人的所有权的思想，增加了气

候的不好的影响，就是脱，增加了天生的鼎惰成分。

* 原文标题颉费厚。兹多考其他版本，酌啤为这样的字句。一一罚者

@“巴拿焉纳克＇为见吉尔奢的著作。

@ 拉卢卑尔： «暹罗肛事为，第 446 页。

@ 佛要把心降伏至钝空的状态： “我们有眼睛和耳朵；但是完善的境界不在于

看也不在于听；我11'J有嘴、手等等，但是完善的状态要求四肢五官都不动。”引白一个
中国哲学家的淡括，杜亚尔德：«中华帝国志兀第 3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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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僧侣制度

僧侣制度带来了相同的恶果。这种制度起源于东方炎热的国

家；在这些国家里，沈思默想的倾向多，而行动的倾向少。

在亚洲，似乎是气候越热，僧侣的数目便越多。印度气候酷

热，所以充满了僧侣。在欧洲也可以看到这种差异。

如果要战胜气候产生的惭惰，法律就应该努力消除一切不

劳动而生活的手段。但是在欧洲的南部，法律所做的与此完全相

反。法律给那些喜欢无所事事的人们提供f适宜于沈思默想的位

置，井且给他俨以巨额的财富。这些人生活非常富裕，富有韓成为

他问的负担，所以他们有理由把他们过剩的东西给微賤小民。微

賤小民巳轻失掉了财产的所有权；这些人就使他们也过着无所事

事的生活，用以补偿他侗的损失，这样就使微賤小民甚至喜爱他们

悲惨的境遇。

第八节 中国的良好凰俗

有关中国的祀述＠啖到了中国皇帝每年有一次亲耕的仪式©。

这种公开而隆重的仪式的 F 的是要鼓励人民从事耕耘吼

不但妍此，中国皇帝每年都要知道誰是耕种上最优秀的农民，

井凡给他八品官做。

在古波斯＠每月的第八日-——即所喟 Chorrem-ruz——君王

便放下他i问的排ti' 和农民惘一起吃板。这种制度是鼓励农业的

好办法。

@ 杜亚尔德： «中华帝国志》，第 2 卷，第 72 页。

@ 印度也有几个国王举行亲耕的仪式。拉卢卑尔： «暹罗庄事，，，第 69 页。

@ 中国汉朝的第三个皇帝文帝亲自耕种土地，又让皇后和线妃们在皇宫里从事
銮拱。见«中华帝国志％

@ 海德： «波斯的宗教％

'｀占·一．．．辽·. r ·..「 ;·a气忭 f. ，．,、““幽'..诠年 W·让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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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节鼓励勤劳的方法

我将在第十九酐壤入们看到剌惰的民族通常都是脸傲的。人

们可以拿秸果米反抗“原因“，用“脸傲“去摧毁＇慨惰＇：。在欧洲的

南部，人民重荣誉＊，所以把奖赏给勺农业上优秀的农民，或是给ij

曾钰推进了工业的［人，这是好的做法。它甚至将在一切国家获

得成功＊＊。在今天，这个做法巳使爱尔兰建立起欧洲最大规模的

麻糙工业之一＊＊飞

第十节关千人民节酒的法律

在炎热的国家里，血液中的水分因流汗而大大地威少＠；因此

需要同类的液体来补充。所以人们乐于歆水。烈性的洒会凝桔水

分渗出后所遠留的血球现

在寒冷的国家里，血液中的水分很少因流汗而排泄的，以致水

分在血里积存极多。所以人们可以釱用烈酒而不致凝粘血球。那

里的人伲，体内富于水分；可以加速血液循环的烈性洒对他们是

适宜的。

因此，穆罕默德禁止欱酒的法律是出于阿拉伯气候的法律。

在穆罕默德以前，阿拉伯人的普通歙料也就是水。禁止迦太基人

欱洒的法律叭且是出于气候的法律。这两个国家的气候实际上是

* 甲乙本作：“极重荣誉。”
** 甲乙木元”它甚至..…·成功”句。

"亭 甲乙本作“这个做法今天巳在爱尔兰获得了成功。它在邢里建立起......“。

@ 贝尔尼埃从拉合尔旅行到喀什米尔时写道：“我的身体就象一个旆子：我刚一

吞进一品脱的水，我屈上看见它就象露珠一样从我的卫肢渗出，甚至渗到我的指尖。

我一天喝十品肮，对我毫无撮害。”且尔尼埃：«旅行记冷，第 2 卷，第 261 页。

@ 血中有杠血球、搬推部分、白血球和水分；全部都在水分中游动。
@ 柏拉图： «法律兄第 2 卷。亚里士多德： «家务的处理», j书 1 卷，第 5 卒。尤

塞比．乌斯：«传道准备》，第 12卷，第 17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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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不多一样的。

这种法律对寒冷的国家是不适宜的。那里的气候似乎要强使

全国的人在一定程度上都有爱好歆酒的习惯；这和个人爱好歙酒

的习憤迥然不同。依照气候的寒冷和潮湿所占的比例，爱好歆酒

的习憤在全世界都是很普遍的。当你从赤道走向北极，你便会发

现，釱酒的嗜好是随着棹栈的度数而冶加的。当你再从赤道走向南

极，便将要发现，这种嗜好也按着同样的比例，向南方发展Q。

在酒和气候相抵触，因此也和身体的健康相抵触的国家，纵釱

要比其他国家受到更严厉的处舰，这是很自然的。在其他的国家，

爱好欱酒的习憤对个人没有多大妨害，对社会的损害也较少；它不

使人狂乱，只使人痴呆而巳。所以，对醉酒的人既处割他所犯的错

映，同时又处悯他的酒醉的那种法律®, 只适合于个人纵釱的场

合，而不适合于全民族纵欱的场合。一个德国人喝酒是出于黑

俗；一个西班牙人喝酒是出于爱好。

在炎热的国家，人体搬椎的松弛产生液体的大量排泄；但是固

体部分消放得较少。徵雒只有极微弱的动作，而且缺少弹性，所以

儿乎没有什么捐耗，只要少量有滋养的液汁就可加以补充；因此，

那里的人吃得很少。

不同气候的不同需要产生了不同的生活方式；不同的生活方

式产生了不同种类的法律。彼此交往 16~ 多的民族需要某种法律；

彼此没有交往的民族则需要另一种法律。

第十一节 关千气候疾病的法律

希罗多德©告拆我们，犹太人关于痲疯病的法律是来源于埃
@ 在霍屯督人和智利最南边的民族中可以看到这种情况。
＠例如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第 2 卷第 3 章所眈的毕达摩斯的法律。毕达摩斯

住的地方，由于气候的原故，井不是全民族都有爱好佽沼的恶习。

@ «历史（希腊波斯战争史）》，第 2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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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人的习惯的。威然，相同的疾病就需要相同的药剂J 希腊人和

初期的罗届人就不知道这种法律，也不知道这种疾病。埃及和巴

勒斯坦的气候就需要有这种法律；而且这种疾病流布 lG6 的迅速巳

足使我们威到这些法律的明智与远见。

甚至我们自己也咸觉到这些法律的效果。十字审把大痲瘟病

带给了我W'J; 但是当时制定的那些明智的法规阻止了它傅染广大

的人民。

从偷巴底人的法律＠中，我们知道这种病在十字事以前巳钰

傅布到意大利，井已引起立法机关的注意。罗塔利规定，一个患痲

娥病的人一粒从他的住宅赶出去，井放悄在一个特殊的地方的时

候，他便不得处分他的财产；因为自从他被人从住宅逐出的时候

起，就当作他巳死亡了。为着防止同痲瘟病人的一切交往，所以

不给这种病人民事上的行为能力。

我想，这种疾病恐怕是希腊皇帝们征服意大利肘带进意大利

的；他们的事队当中可能有来自巴勒斯坦或埃及的士兵。尤誰如

何，这种疾病的傅布是被止住了，一直到十字單的肘候。
人们脱，胤培的士兵从叙利亚回来的时候带来f一种朱大痲

瘟的疾病。我们不知道当肘制定了什么法规；但是他们似乎曾制

定r这类的法规，因为这种疾病曾被阻止住，一直到偷巴底人的时

候。

我们的祖先所不知道的一种疾病从新世界博来，已钰两个世

祀了。这种疾病甚至从生命与快乐的最根本的地方，米向人类进

攻。人们看到南欧最重要的家族多半因为这种疾病而毁灭了。这
个疾病傅布得很普逼，所以得到这种病也无所睛可耻了，只木过是

极为不幸而巳。对黄金的饥渴使这种疾病永远博布；欧洲的人不

@ «俭巴底祛叭第 2 卷，第 1 项，第 3 节；第 18 项，第 1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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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地到美洲去，井且老是带回来新的威染。

宗教的理由要人『1听任这种疾病存在下去，作为对罪恶的一

种惩罚，但是这个灾祸巳轻进入了婚姻关系中，甚至已梩摧毁了儿
立＊
里 o

立法者关心公民的健康既然是明智的，那末，用摩西的法律做

基础，制定法律，防止这种疾病的博布，乃是十分合乎道理的。

瘟疫这种灾害对人类的推残更是急激迅猛。埃及是它的主要

基地，从那里博布到全世界。欧洲大多数国家都有极优良的法规，

防止它的侵入。我们今天巳想出了一个防止它的好办法，就是川

审队排成一条栈，包阑威染着这种疾病的国家，断艳一切交通。

土耳其人＠在这方面没有任何规章；他们看着在同一城市里，

基督徒们避免了灾祸，而灭亡的只有他们自己。他们膳买染有瘟

疫的病人的衣服来穿，仍旧按照他们的旧方式生活。命运不可移

易的教义支配着一切；这种教义使官吏们成为冷静的旁现者。官

吏俷想，上帝巳轻做了一切，他们没有什么可做的事了。

第十二节反对自杀＠的法律

在历史上我们从来没看见过罗思人没有原因而自杀的。但是

一个英国人却往往令人完全不解地自杀了；他甚至是在幸福的怀

抱中而把自己毁灭了。在罗思人，自杀这个行动是教育的粘果，

同他俨的思想方式和习俗有关系。在英国人，自杀这个行动是疾

病＠的粘果，同身体的生理状态有关系，而没有任何其他的原因。

这似乎是因为神棍液汁在渗滤上有缺点。身体器官因为机动

拿 甲乙本没有这一段。

@ 李果«奥托曼帝国）＞（1678 年版）第284 页。

@ 自杀的行为违反自然法和天启的宗教。
@ 这种疾病可以因为坏血症而更加复杂化。坏血症，尤其是在某一些国家，能

够让一个入性情乖癖，不能自容。佛兰西斯·比拉尔«旅行t印第 2 篇第21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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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能桏常停滞，因而自觉疲癌；心灵没有威到什么疼莉，但是党得

生存有某种困难。疼箱是一种局部地方的莉苦，我们只希望把它

消灭掉；对生存所咸到的重担却是一种没有固定地方的痛苦，它使

我们麒意看到这个生命的终粘。

有些国家的民法显然有理由对自杀加以抵毁。 但是在英国，

如果不肃清精种病的影响，是不可能杜绝自杀的。

第十三节 英国气候的影响＊

在这样一个国家里，一种气候的疾病影响心灵，致使它厌恶一

切事物，甚至厌恶生命；显然，对于这些什么也不能忍面的人，最适

宜的政府，就是这样一种政府：它使这些人不可能把引起他们的烦

恼的责任归咎于任何个人，而且在这个政府之下，他们与其脱是受

人的支配，毋宁訰是受法律的支配。因此，他们如果要变更政府，

就不可能不推翻法律本身。

如果这个民族也从气候获得了某一种不耐烦的脾气，以致对

长期因坚不变的事物不能加以容忍的话，那末上述的政府对他们

更是最适宜的了。

不酮烦的性格本身井不是什么不得了的东西；但是当它和勇

敢秸合在一起的时候，那就不得了啦。

它和匣率不同，軠率使人们无线无故地从事或放弃一个籵

划。它和顽固比较接近，因为它来自对苦难极敏统的一种威觉，所

以它甚至不因棍常忍受苦难而减弱。

这种性格，在一个自由的国家里，是极适宜于挫敃暴政割的叶

牒的3 暴政开始时常常是援慢而软弱的，最后却是迅速而猛烈；它

• 甲本作“某一种气候的影响“。
@ 我眈＇暴玫＇，指的是图煤推嘲巳轻建立的玫权，尤其是推翻民主政治。希腊人

和罗焉人所给这个名祠的涵义就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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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初只伸出一只手来援助人，后米却用无数只胳膊米压迫人。

奴役总是由梦寐状态开始。但是一个无脸在什么情况下都不

能安息，时时刻刻都在思考，井且处处都威觉到莉楚的人民，是儿

乎不可能唾得着的。

政治是一把磨纯了的挫刀；它挫着蛙着，慢慢地达到它的目

的。我侗刚刚啖到的人民对f谈判的迟援戊i项和冷静，都不能忍

耐；他们在战刊上常常比所有其他的国家成功得少；他们容易在条

的上失掉他俨从战争所获得的东西。

第十四节气候的其他影响

我们的祖先古 H 耳曼人，居住在咸悄极端平静的一种气候里。

他们的法律只规定看得见的东西，井不附加躲亳想象。法律按照

削伤的大小去钊断男人们所受的侵害的程度。关于妇女侗所受的

侵害，他们的断处井不更加釉致。 H 耳曼人的法律中在这方面是

非常特别的。它规定，裸霪妇女头部的，翱金五十苏。裸霪妇女的

腿到了膝盖的，剒金同。膝盖以上，悯金加倍。可见这个法律衡量

妇女所受的侮辱的程度，正如我们在儿何学上测量图形一样。它

不惩勒想象的犯罪，只是惩翱眼睛看得到的犯罪。但是，当一个日

耳曼民族移入西班牙的时候，那里的气候立即要求不同的法律。

西哥特的法律不浒医师流自由妇女 167 的血，除非是她的父亲、母

亲、兄弟、儿子或舅J从伯有人在坳。当人们想象燃烧的时候，立

法者的想象也同样地热了起来；当人民变得多疑的时候，法律也就

对什么东西都怀疑。

因此，这些法律极端关心男女两性。但是在惩肌上，这些法律

似乎是为了要淌足私人的报复多，而为了公家进行的报复少。所

@ «日耳曼法旯第 58 章，第1 、 2 节。

` ＇勿＿＿ ` ` ··士·, - -_,1, 甘·`．［ l ．一丁 l, -』-·一七－庄＿，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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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大多数的案子，法律只把男女两犯交给他们的亲腮或被侵犯的

丈夫去当奴隶。一个“自由妇女”j如果和一个巳婚的男子发生关

系的话，便被交皊这个男子的妻全权地随意处置 1“。如果奴隶们

叱发现他们的主妇和人通奸，，他们在法律上有义务把她捆绑起来

交给她的丈夫；法律甚至准许她的子女＠控告她，准许对她的奴隶

进行拷间来定她的罪。因此，这些法律可以极端地淌足某种名酱

心，但不能达成优良的施政。因此，如果茹利安伯爵认为这样一种

凌辱应骇用他的君王和国家的灭亡米抵偿的话，我们是不应当威

到惊奇的。如果凰俗和西班牙异常相同的牟尔人到西班牙去觉得

很容易在那里定居，推持自己的生活，并迟延了他们的帝国的复

亡的话，我俷是不应当威到惊奇的。

第十五节 气候不同，法律对人民

的信任程度也不同

日本人的性格很残酷，所以他『怕的立法者和官吏完全不能信

任他们。立法者和官吏所摆在他们面前的东西只是审判、恐吓与

惩罚而巳』他们做的任何一件事都要受到公安当局的查究。他们的
法律，在五个家庭的巨主中投置一人为官吏，管理其他四人；他们

的法律，因为一个人犯罪而处翱整个家庭或整个坊区；按照这些法

律，恰巧有一人犯了罪，全体便没有一个不犯罪了；制定这些法律

是企图使所有的人互不信任，使每一个人注视其他每一个人的行

为，成为其他每一个人行为的监督、征人和裁判官。

反之，印度入则溫和＠、软弱，井有怜惘心。 因此，他们的立法

@ «西哥特法叭第 3卷，第 4 项，第 9节。

@ 同上第3 卷，第 4 项，第 6 节。

@ 同上，第 3 卷，第 4 项，第 18 节。

@ 见旦尔尼埃«旅行8心，第 2 卷，第 14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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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对他们有很大的信任。立法者｛凡设定了很少的刑肌＠，刑剒也

不严酷，甚至不严厉执行。他们把甥侄交给舅、伯、叔，把孤儿交给

监护人去看管，这和别的地方交轮父母一样好C他们依据众所共知

的关于继承者的优点去规定继承。他们似乎是认为，每一个公民

应该完全信任其他公民的善良本性。

他们很容易把自由＠给与他们的奴隶；他们为奴隶婚嫁，待奴

隶象自己的子女一样吼快乐的气候产生了坦年的照俗，带米了

柔和的法律！

第十五章 民事奴隶制的法律和

气候的性览的关系

第一节民事奴隶制

正确地说，所喟奴隶制，就是建立一个人对另外一个人的支配

权利，使他成为后者的生命与财产的绝对主人 169。奴隶制在性质

上就不是好制度。它无脸对主人或是对奴隶都是没有盆处的。它

对奴隶没有盆处，因为奴隶不可能出干品俸的动机，而做出任何好

事情。它对于主人没有盆处，因为他有奴隶的掾故，便养成种种坏

习惯，在不知不觉朋丧失了一切道镂的品质，因而变得稿傲、急跺、

暴反、易怒、淫佚、残忍 r

在专制的国家，人民巳桯生活在政治奴隶制”之下，所以“民

@ 见«耶稣会－上书简集咽第 14 轨第 4.08 页关于印度半岛恒河方面各族人民的上

要法律与风俗的朊载。
@ «耶稣会士书简婕叭第 9 棣，第 878 页。

@ 我曾想，由于印度奴隶制度温和的缘故，所以狄奥都露斯訧这个国家没有土

人也没有奴隶。但是狄奥都露斯把斯特拉波在«地志汇第 15 卷中认为是一个特殊民族
的情况当做是整个印度的情况。

...,..心仲．＂· -- ~＿－上占心立· llI. l..ll." ＇-1“ 子． l，．．, ' 



242 脸法的精种

事奴隶制”比在别的国家易为人们所容忍。在那些国家里，每个

人有得吃，能够活着，就应该很满足了。因此，一个奴隶的生活条

件儿乎不比一个国民艰难。

但是在君主政体之下，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人性不应该受到摧

残或眨抑，所以不应该有奴隶。在民主政治的国家里，人人都平
等；在贵族政治的国家里，法律应该在政体的性质所能容许的范阑

内尽批使人人得到平等；所以在民主政治和真族政治的国家里奴

隶的存在是遠背政制的精肿的，因为奴隶只能给公民一种他们柲

不应该有的权力和奢侈。

第二节 罗黑法学家与奴役权的起濂

人们无法想象奴隶制是从怜惘心产生出来的，也无法想象怜

悯是由下面三种情形产生的包

万民法为着防止俘虏被杀戮，因而准狩用俘虏做奴隶。罗思

人的市民法准浒憤务人卖身，因为债权人可以虐待债务人。一个

当奴隶的父亲不能再养活子女，所以自然法要子女和父亲一样当

奴隶。

罗思法学家们的这些理由全都是不合道理的。第一，除了必

要的场合，脱战争准昨杀戮是荒嘐的。当一个人巳艇把另外一个

人当了自己的奴隶，他便没法脱他曾有杀戮他的必要，因为他实际.. 
上井没有杀戮他。战争所可能给材的对待俘虏的全部权利，只是

把俘虏看守起来，使他们不能继横为害而巳。在激烈战斗之后，由

士兵对俘虏进行无情的屠杀，是世界各国叨沂唾弃的。

第二，脱一个自由人可以卖身，这也是荒夥的。出卖就得有价

线；当一个人把自己卖掉了的时候，他所有的财产便归主人所有，

@ 查七丁尼心法制兄第 1 卷。

@ 除了那些吃俘虏的民族而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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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人什么也不采缸奴隶什么也得不着。人侗或祚脱，奴隶可以有时

菩。但是这种肝蓄是附隔千人身的。如果说不祚一个人自杀，是

|因为自杀等于把自己从祖国中消灭掉，那末更不能准浒一个人把

他自己卖掉。每个公民的自由，是公共自由的一部分。在平民政

治的国家，这个特质，祛至是主权的一部分。出卖这个公民的特

质，是如此不可想象的一种行为＠，我们简直不能投想，作为一个

人来脱，竞会作出这种事来。如果自由对于买主来脱是可以谕价

的括，它对于卖主来脱，却是无价之宝。市民法准浒人们分割财

产，就不可能把要执行这种分割灼人的一部分也列入这种财产之

中市民法还准酢解除一方受有某种捐失的契钓，它更不能阻止

人W1陪除一方受到一切损失中最大损失的契的。

第二种情形是以出生为理由。这和前两种情形是同样站不住

的勹因为如果一个人不能把自己卖掉，那末他更不能把一个还没

有出生的婴儿卖掉。如果一个战争的俘虏不应该被迫为奴隶，那

末他虳子女就更不应陔被迫为奴隶了。

把一个作恶的人处死之所以是合法的，是因为使他受到制裁

的法律也就是为着他本人的利盆而制定的法律3 例如，一个杀人

犯，他自己也曾轻享受过今天据以决定他的罪行的同一法律的利

岔～这个法律曾桯时时刻刻地保存着他的生命，因此他对这一法律

秘无反对的理由。但是在奴隶的场合并不是如此J奴隶的法律永远

不能对他有什么用处。这个法律无誰在什么坳合都和他作对，决

不是为着他的利盆而制定的。这是逢背一切社会的基本原则的。

或者有人要脱，这个法律对奴隶是有盆处的，因为他的主人要

养活着他。如果这样的括，就应该只让那些没有牒生能力的人当

奴隶了。但是誰也不要这种奴隶。至于小孩，大自然把奶汁给与

@ 我訧的奴隶制是严枯惹义的，如罗，焉入的奴隶制和今天我问的喳民地里所迩

立的奴隶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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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他们的母亲，使他们生下来就有得吃，他们所剩余的童年时代已

钮很瑛近他肥最能做有用工作的年龄，因此我们不能脱，那个将要

养活他们但没有皊过他们任何东西的人就有权利做他们的主人。

奴隶制不但遠背自然法，而且也同样地遠背民法。奴隶井不

是社会的一员，所以和任何民杆法规都没有关系．那末什么民法能

够禁止奴隶逃跑呢1对于奴隶只能用家庭的法律一一也就是说，主

入的法律气才能不让他何逃跑。

第三节 奴役权的另一个起源

我也毅意指出，奴役权来自一个民族对另一个民族的軠祝，这

种郫虎是以凰俗的差异为基叫的。

罗只斯·德·哥焉心说：“西班牙人在圣焉尔塔附近发现了儿

个筐f，装着当地居民的食品：镑蟹、蜗牛、蚌蠕、蝗虫。战胜者

便把这官当做是战败者的一种罪恶。”这位苦者承认．西卅牙人把

美洲人当奴隶的权利就是建立在这个事实上；此外又因为美别人

抽烟卓．而且留锅子又不是西虹牙式。

知峨使人溫柔，理性使人烦向于人道，只有偏见使人捎弃溫柔

和人遴。

第匹节 奴役权的又一个起源

我还颐意指出，宗教给信教的人一种权利，去奴役不信教的人

们，以便使宗教的宣傅更加容易些。

就是这种想法鼓励了美洲的破坏者们的罪恶＠。在这个思想

的基础上，他侗建立了他们把那么狩多人民当奴隶的权利，因为这

些强盗是很虔威地信教的，他们绝对要当强盗兼基督徒。

路易十三世＠对于规定他的各殖民地的黑人都要做奴隶的法

@ «英国图书叭第 13 卷，第 2 篇，第 3 条。
笣） 见榜里：«墨四哥征服史»;加尔基拉梭·德·拉·椎加：“秘管征啜史气
@ 拉巴神父：«亚美利加诸岛旅行，阳(1722 年版，12 开），第 4 卷，第 114 页。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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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成到极端地不安。但是当人们使他相信这法律是使黑人皈依

丛督教最稳妥的方法的肘候，他便同意了。

第五节 对黑人的奴役

假若我果质要为我们把黑人当奴隶的权利辦护的话，我就要

这样总

欧洲人把美洲人灭绝之后｀不得不用非洲人做奴隶，来开拓这

么广曲的上地勹

如果产糖榷物的种榷不用奴隶的括，糖便要太贵了。

这些人从脚到头都是黑的；鼻子又那样扁平，儿乎不能使人怜

悯C

上帝是很智慧的＊，我们儿乎不能相信，他竞然会把一个灵魂，

尤其是一个好的灵魂，放在全部黑色的身体里。

把颜色当做构成人性的要素，这是很自然的，所以使用太监的

亚洲人民，通常更明显地不承认黑人和我侗欧洲人有任何关系。
皮肤的颜色可以用头发的颜色去刊断。埃及人是世界上最卓

越的哲学家；他侗把头发的颜色看得非常重要，所以他们把俘虏中

有杠头发的全都杀死。

黑人珍爱玻璃的预简，胜过文明的民族所贵重的黄金的环饰。

这就是黑人缺乏常诚的一个证据。

我们不可能认为这些人是人类，因为如果脱他们是人类的括，

那末我们是不是基督徒，便可怀疑了 C
心思狭隘的人过分地夸张了人们对非洲人非正义的待遇。因

为情况果真象他们所脱的那样，那末欧洲的那些君主们，在彼此之

问缔秸了那么酢多无用的条约，竟会没想到缔桔一个以慈悲与怜

* 甲乙本作“是一个智慧的存在物。”

，＇，心占屯恤…～仁 ｀．．吓广扣噙乓蠕心；心证，守主上，还．．，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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惘为怀的一般性的条的么？

第六节奴役权的真正起源

现在是探求奴役权的质正起源的时候了。这个权利应该是建

立在书物的性质的基础上的。让我们看一看，是不是有一些情况

产生『这种权利。

在一切专制政府之下，人们可以非常容易地就把自己卖掉；在

那里，政治性的奴役多少毁灭了民事上的自山。

裴里訰w, 俄罗斯人很容易就把自己卖掉。我很嗓得是为什

么。因为他们的自由不值分亳。

在亚金，人人都企求卖身。有些大黄族，古有奴隶至少在于人

以上＠。这些奴隶都是些大商人，而这些大商人底下也有许多奴

隶，这些奴隶底下又有祚多入给他们当奴隶。奴隶可以承型，又可

以买卖。在这些国家里，自由人太软弱，抵擂不住政府的势力，所

以他们企求成为那些施行虐政的人们的奴隶。

这就是某些国家宽仁的奴役权的起源，而且这也是合理的。...... 
这个权利必然是宽仁的，因为它是建立在一个人的自由选撑上；他

为着自己的利盆，自由选择主人。这就形成了双方当事人相互问

的契钓。

第七节奴役权的另一个起源

奴役权还有另外的一个起源。甚至人问所见到的展残酷的终

役权也以此为起源。.. 
有的国家，天气酷热，使人们身体疲熄，井大大削弱人们的勇

气，所以只有惩割的恐怖，．才能够强迫人们履行艰苦的义务。因

@ 韵翰·裴里：«大俄罗斯的现状，0

@ 唐比埃：«周游世界印，第 3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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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那里的奴隶制对理性的伤害较少；奴隶主对于他的君主，和他

的奴隶对于他自己，是同样地怠惰；那里的“民事上的奴隶制”还伴

陆着“政治上的奴隶制”。

亚里士多德仇试图证明有天然的奴隶存在；但是他所脱的不

能证明这点。假使有什么天然的奴隶的睬，我想也就是我方才脱

的那些奴隶了。

但是，因为一切人生来就是平等的，所以应陔脱奴隶制是速反

自然的，虽然有些国家的奴隶制是建立在自然的理由上。而且，我

侗应该把这种国家和其他国家很好地分别开来。在其他的国家

里，甚至自然的理由也是排斥奴隶制的，例如在欧洲，奴隶制是很

幸运地巳翱被陨除了。

普卢塔克在他所写的«努瑞的生平＞＞里说，在农肿藷德恩的时

代，没有奴隶也没有主人。在我们的气候里，基督教又恢复了那个

肘代。

第八节奴隶制对我们是无盆的

那末，“天然的奴役”171，就应该局限在地球上某些特殊的国

家。在其余的一切国家里，在我看来，社会所要求的劳动，无验是

多么艰苦，也可以完全由自由人去做。

我所以这样想，是因为看到在基督教府除了欧洲的“民事上的

奴役”之前，人们总认为矿山的工作太劳苦了，只能由奴隶或罪犯
去做。但是我们知道，．现在被屉佣在矿山工作的人们的生活是幸

福的观人惘曾用些微小的特殊待遇去鼓励这种职业； 使增加劳

动就可以增加收入；井做到让这些人喜爱他们的生活条件，胜过他

ff1所可能找到的任何其他生活条件。

@ «政治学＇，第 1 卷，第 1 章。

@ 关于这点，我们看看北德意志哈尔兹的矿山和甸牙利的矿山情丸，就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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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支配劳动的是理性而不是贪婪的话，则任何劳动都不会

太艰苦，以致达到和从事那种劳动的人的体力完全不相称的程度。

在别的地方强迫．奴隶去做的劳动，是可以通过技术所发明或所应
用的机器的便利来代替。泰姆士瓦边疆地方土耳其人的矿山，虽

然比匈牙利的矿山矿藏丰富，但是出产井不很多，因为土耳其人完

全靠着他们的奴隶的双手进行开采。

我不知道我这个誰点是出于我的智能或是我的良心的指使。

地球上也许没有任何一种气候，不能让自由人参加劳动。由于法

律制定得不好，所以才有惯惰的人；由干这些人炽惰，所以让他们
当奴隶。

第九节＊ 一般建立了民事的自由的国家

我们天天听人脱，要是我们有奴隶，多好啊1

但是，关于这点如果要做出正确的判断的括，就不应陔问到底

奴隶对每个国家的那一小部分富裕、淫逸的人惘是否有用。无疑，

奴隶对这一小部分人是有用处的。但是，从另外一个观点来看，
我想这部分人当中没有一个顾意抽签决定誰应做国家的自由人，

誰应做奴隶。那些最尽力为奴隶制辩护的人，便是那些最害怕这

种抽签的人，而最穷苦的人也将一样害怕。因此，赞成奴隶制的叫

嚷，就是奢侈和淫逸的叫嚷而巳，井不是爱护公共幸福的呼声。

每一个人，如果成为他人的财产、荣誉和生命的主人的话，他在私

下必将咸到非常高兴，而且他的一切戚情必将首先为这个思想而

兴奋一一这是誰也不能怀疑的。关于这些事情，如果你要知道每

一个人的这些顾望是否合法的括，就睛你极查一下所有的人的颠

望。

• 甲乙木没有这节。这节摘自 1750 年致格罗理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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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节奴隶制的种类

奴役有两种：“属物的奴役”和“属人的奴役＇，。属物的奴役，使

奴隶附着于土地；塔西伦＠所叙述的日耳曼人的奴隶属于这一

类。这种奴隶井不在主人家庭中劳动。他们只向主人贡钠一定数
额的谷物、牲畜或布匹。奴隶制的目的，仅此而巳。这种奴役也存

在于匈牙利、波希米亚和北德意志的一些地方。

“屡人的奴役”就是做家务的服役，同主人的个人关系较多。

最糟的奴隶制是同时屠物又鹰人。拉栖代孟的伊洛底人着就是

受到这种奴役的。他们负担主人家庭以外的一切劳动，又要在主

人家里忍受各种侮辱。这种伊洛底式的奴隶制是遠反事物的性质
•••••••• 

的。生活简单的人民只有属物的奴隶制砚因为他们的妻子和儿

女都做家庭的工作 “2。属人的奴隶制是奢侈淫佚的人民的东西，
因为奢侈需要奴隶做家里的工作。但是伊洛底式的奴隶制，则把

奢侈淫佚的人民所建立的奴隶制和生活简单的人民的奴隶制合井

在同样的一些人的身上。

第十一节关千奴隶制法律应陔做什么

但是不管是什么性质的奴隶制，民法一方面应陔努力消除它

的弊端，另一方面应陔防止它的危除。

第十二节奴隶制的弊墙

在伊斯兰教国家0里，不但女性奴隶的生命和财产，而且速她

@ «日耳曼人的风俗》，第25 聿。

髻 原文为 Ilo如S 与 Ilot扫二字，甲木各处作 El吐硕与 Elo七ie。

@ 塔四伦在«日耳曼人的风俗＂厅20 章里饮，从生活的快乐去看，你将分不出腊
是主人．誰是奴隶。

@ 见沙尔且：«波斯蕨行比》。

• _,．七”叫屯口咖汪．嘈--, 1 ．戊·仁詈憾..贮”."'1.T · _,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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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所喟院德或贞操，都听主人任意摆布。这些国家最大不幸之一，

就是其中大部分人生来就只是为另一部分人的淫逸而服务的。对

这种奴役的报酬，就是奴隶，，也过着怠惰的日子。这对国家又是

另一种不幸。

这种怠惰，使那些被幽禁在东方的后宫＠里的人们也觉得后

宫是快乐的地方。那些就只怕劳动的人们是可能在这些清静的地

方找到他们的幸福的。但是这里我们看到，这和奴隶制度所以建立

的精肿是相逢背的。

理性的要求是，主人的权力不应当超越服役的范圉之外；奴隶

制的目的应陔是为实际效用，而不是为陡奢淫逸。贞沽的法律愿

于自然法，世界各国都应该意瞰到。

如果保护奴隶『1的贞洁的法律对那些存在着玩弄一切的专制

权力的国家是好的括，那末对君主政体的国家不是更好么？对共和

政体的国家不是更好么？

偷巳底人的法律里有一条规定觅似乎对任何政府都是好的。

这条规定是“如果一个主人誘奸他的奴隶的妻子，陔奴隶和他的妻

子就都恢复自由“。这是防止奴隶主们的淫乱而又不过于严峻的

妙法。

在这点上，我没看到罗禺人有良好的法制。他们任凭奴隶主

们亳无限制地放纵悄欲；他们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剥夺奴隶们桔婚

的权利。奴隶是国家里最卑微的部分，但是无谕他们如何卑微，他

们也需要有道德。加之，如果禁止他们桔婚，那便要败坏公民的道

德了。 . 

@ 见沙尔旦：«波斯诙行，也，第 2 卷“伊沙古尔的市揭％
@ «偷巴底法＇，第 1 卷，第 82 项，第 6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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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节 奴隶众多的危除

奴隶众多，在不同的政体之下，就有不同的桔果。在一个专制
的国家里，奴隶众多并不是一个负担；建立在国家机体之内的政治

的奴役，使人威觉不到民事的奴役。那些叫做“自由人＂的，井不比

那些没有这个称号的人们自由。而且，后一种人，即“太监“和“脱离

奴籍的人”或“奴隶“差不多掌握处理一切事务的大权，所以一个自

由人的悄况和一个奴隶的情况是极相近似的。因此，在专制的国

家里奴隶是少是多，儿乎是无关紧要的事。

但是在政治宽和的国家里，不要有太多的奴隶，这是极重要

的3 在那里，政治的自由使人咸到民事的自由的可贵。一个人被

剥夺了民事的自由，也就被剥夺了政治的自由。他看到了社会的

幸福，而自己却不是这个社会的一员；他看到了别人的安全受到法

律的保障，而自己的安全却没有保障；他看见他的主人的心灵有可

能提高发展，而自己的心灵却不断地遭受压抑。时时看到自由人，、

而自己却没有自由，没有一种情况更使人威到和牲畜所处的状态

相近似了。这种人自然就是社会的敌人，如果他们的人数多了，那

就太危险了。

因此，政治宽和的国家常常为奴隶的叛乱所困扰，而专制的国

家，却井不常常发生奴隶叛乱，这是没有什么可奇怪的气

第十四节武装的奴隶

武装的奴隶在君主国不象在共和国里那么危除。在君主国

里，一个好战的人民和一个贵族的团体巳秷足以抑制这些武装的

奴隶。但是一个共和国的单纯的公民，如果要抑制那些由于手持

＠〉原来由奴隶组棣的埃及“麦姆鲁克”畸兵的叛乱是一个特殊的事件；篡夺帝国

的就是这个民兵的团体。

｀．＂．，｀俨一一-- - -L ~`·1.: - __ - t 匕飞.,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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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器因而和公民平等了的人们，那就儿乎是不可能的事情了。

征服西班牙的哥特人，散居在西班牙各地，很快就变得软弱不

堪。但是他们制定了三种重要的法规： （一）他们陨弃了禁止G和

罗局人通婚的旧习；（二）他们规定，隅于国家财政编制的一切脱离

奴籍的人都要在战争时服役，逢者眨为奴隶曼（三）他们又规定，

每个哥特人出征肘都要把他的奴隶的十分之一＠武装起来，井带

他们上战塌。这个数目和留下来的奴隶相比是微不足道的。不仅

如此，这些被带到战场的奴隶井不单独自成一队，而是在單队里，

可以脱，他们好象是留在家庭里一样的。

第十五节攫前

如果整个民族都是向武的括，武装的奴隶更没有什么可怕了。

按照日耳曼人的法律，一个奴隶偷窃＠存放的东西，所受处翱

与自由人同。但是如果他用暴力＠抢劫的括，他却只须把所拾的

东西归还原主就够了。对日耳曼人来脱，出于勇敢和强力的一切

行为都不是令人厌恶的。他们使用奴隶作战。多数共和国总是想
法子挫折奴隶们的勇气。但是日耳曼人因为对自己有了信心，所

以总想法子增加他侗的奴隶的胆量。奴隶是他们从事劫掠与获取

光荣的工具。

第十六节 政洽寞和的国家所应采敢的防备措施

一个政治宽和的国家，拾与奴隶的人道待遇，能够防止它所惧

@ «四哥特法＇，第 8 卷，第 1 项，第 1 节。

@ 同上，第 6 卷，第 7 项，第!O 节。
@ 同上，第9 帣，第2 项，第 9 节。
@ «日耳曼人的法律另第 5 章，第 3 节。

.@ 拉丁文原文作“per V过utem"（用通力、胆敢）·,同上，第 5 平，第 5 节．

• 拉丁文强力，．勇敢、美德等是同一个洞。－一－谔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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怕的、由奴隶人数太多所能产生的危除。人们对什么东西都能习

惯，甚至对奴役也能习惯，只要主人的为人不比奴役本身更使人难

堪就成了。雅典人待他们的奴隶非常宽厚；因此，在雅典，人们从
未看到奴隶付翱使国家发生任何粉乱；但是奴隶却动摇了拉栖代

孟人的国家。

人侗也从未看到奴隶曾使初期的罗焉人威到任何不安。当罗

焉人对待奴隶失去了一切人道的威情的时候，内乱便发生了。人

们把这些内乱同罗届和迦太基削发生的布匿战争相比拟＠。

生活俭朴、喜爱劳动的民族对待奴隶，通常比那些厌恶劳动的

民族要仁慈些。初期的罗焉人和奴隶们一块儿生活，一块儿劳动，

一块儿吃阪；对待奴隶很宽厚公平。他们给奴隶们最大的刑悯是
让他们背着一块木叉在邻居们的面前走过。他们的岚俗巳钰足以
雒持奴隶们的忠威。因此，井不需要法律。

但是当罗思人日盆强盛起来的肘候，他们的奴隶巳不再是他

们劳动的伙伴，而是他们奢华和骁横的工具；他们的虽俗巳轻敃

坏，所以他们需要法律了。他们甚至需要可怕的法律，来保障那些

残忍的奴隶主的安全。这些奴隶主生活在他们的奴隶之间，就如

同生活在敌人之问一样。

他们制定了«捆拉尼安元老院法令＞＞和其他的法律氮规定如

有一个主人被昭杀，则所有在他家居住或在邻近听得到一个人的
叫唤的地方的一切奴隶都应不加区别地处死刑。在这场合，如有人

为了保全奴隶的性命而拾他避难所”3 的括，则以凶手脸处吼甚

至奴隶因服从主人自己的命令而杀主人的也有罪＠，那些没有阻

@ 佛洛露蚚眈“奴隶战争昏使西西里受到比布匿战争更残酷的破坏。”
@ 见«租拉尼安元老院法令正全文等。

@ 法律文告第 12节容，见«棣拉尼安元老院法令'o ` 

@ 当安东尼命令伊罗杀他的时侯，这就等于命令伊罗自杀，因为如果伊罗服从
他的命令的括，伊罗便要被当做杀主人的凶手而受刑侗。

，心勾仁·-•勺心．贮汴亿 ｀“心噜心可心亡, i1'· 巾．．．二． ．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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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主人自杀的，也要受刑刑包如果一个主人在旅途中被杀，那些

和他在一起的和那些逃跑了的奴隶，都要处死＠。所有这些法律就

是对于那些被证明无辜的奴隶也是要适用的。这些法律的目的是

要激发奴隶对他们的主人的无比的尊敬。这些法律不是建立在民

政的基础上，而是以民政的一种流弊或缺点为依据。它们不是从

市民法的公正引伸出来的，因为它们和市民法的原则是背道而驰

的。它们原本是建立在战争的原则上，所不同的地方是，敌人就在

国家的内部。＜＜釉拉尼安元老院法令汃是从万民法引伸出来的，万

民法认为，一个社会就是不完善的话，也要加以保存。

当官吏们觉得不得不这样制定残酷的法律的时候，就是政府

的不幸。因为他们使法律的遵守变得困难，政府不得不加重对遠

法者的刑肌，或怀疑奴隶们的忠诚。一个謹滇的立法者是能够预

见到成为一个可怕的立法者的不幸的。罗思人的奴隶不能信任法

律，所以法律也不能信任奴隶。

第十七节 主奴关系的法规

官吏应该注意让奴隶有衣食，井须用法律加以规定。

法律应该注意，让奴隶在患病和年老肘得到照顾。格老狄扁

斯＠规定，在患病时被主人舍弃的奴隶如果病好”士了的话，应陔

获得自由。这个法律保证了他们的自由；但是还需要保证他们的

生命。

如果法律准许一个主人去剥夺他的奴隶的生命的括，那末他

所行使的是法官的权力，而不是主人的权力了；因此，法律就应

陔规定正式的程序，才可以避免强暴行为的嫌疑。

@ 法律 1 第29 节筝，见«棒拉尼安元老院法令>o

＠法律 I第81 节筝，见同上书，第89 卷，第5 项｀

@ 希暨林心格老狄乌斯》。

,- 卜尸．＝ .- · -一·卢加 ”“'4 、平一

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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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罗焉不再准许父亲杀死子女的时候，官吏们对子女则处以

父亲所颠意给与的刑割＠。在主人对奴隶有生杀之权的国家里，

如果在主奴的关系上也存在着类似的憤例，那是很合理的。

摩西的法律是极端严厉的：“如果有人用根子打奴仆或婢女而

对方当场死在他的手下，他必须受刑；要是过一两天才死，就可以

不受处阶，因为奴仆是出线买的＊ 175。”一个民族的民法竟和自然

法相去如此之远t

希腊人有一项法律包就是一个奴隶受到主人极端的虐待，可

以要求主人把他卖拾另外一个人。罗届在末期也有类似的法

律究一个不满意自己奴隶的主人和一个不淌意自己主人的奴隶，

是应陔分开的。

如果一个公民虐待另一个公民的奴隶，这个奴隶就应陔可以

向法官控盺。柏拉图的法律＠和许多民族的法律，都剥夺了奴隶

“自然的自卫权＇。因此，应陔给他们“民事的自卫权”。

在拉栖代孟，奴隶不得对所受的侮辱或揖害提出控盺。他们的
不幸巳达千极点，因为他们不但是一个公民的奴隶，而且也是公众

的奴隶；他们隶隅于众人，又隶屡于一人。在罗焉，当人们考虑一

个奴隶所受的损害的时候，他们仅仅注意主人的利盆＠。在阿吉利

安法的仁用下，伤害一只牲畜和伤害一个奴隶，对于他们是一样的；

他「戒关心的，只是这二者的价格减低了多少而巳。在雅典1丸对

凌虐他人奴隶的，科以重刑，有时甚至处以死刑。雅典的法律是

@ 见亚历山大帝（指罗黔的“严厉亚历山大＇，塞操路斯）的法典«父权＂中的法律

第 3 条。

• 汉霄丈见圣轻«旧的全书》中的«出埃及配，第.21 章，第 .20 节。—－霹者
@ 普卢塔克： «迷信>0

@ 见安托尼努斯·比乌斯的宪法«法制＞，第 1 卷，第 7 项。

@ «法律另第 9 卷。

@ 日耳曼各族人民的法律的精神也常常是如此。这在他们的法典里可以看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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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合理的，因为对失掉了自由的奴隶，不应陔再使他失掉安全3

第十八节奴隶的释放

我们容易看出，在共和政体之下，奴隶多了，就有必要释放浒

多奴隶。困难是：如果奴隶的数目太多，便难于的束；如果脱离奴

籍的人多了，他们便不能生活而成为共和国的负担。不仅如此，脱

离奴籍的人数目众多和奴隶数目众多，对共和国是一样危除的。

因此，法律必须注意这两种不便。

罗焉所制盯的各种法律和元老院法令，有的对奴隶是有利的，

有的是不利的；有的限制奴隶的释放，有的便利奴隶的释放。从

这些法律和法令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人们在这问题上所威到

的困难。人们有些时候甚至不敢制定法律，当尼禄＠在位时，人们

要求元老院淮浒奴隶主把忘恩的脱离奴籍的人重新降为奴隶；而

尼戟帝批示，应陔按个别案悄审断，决不要作一般性的规定。

在这事情上，我儿乎脱不出一个好的共和国应该有什么样的

法规；因为这事要看许多情况才能决定。下面是我的儿点思考而

巳。

不要通过一般性的法律，突然释放许多奴隶。我们晓得在窝

尔西年人地区耍脱离奴籍的人控制了票数，竟制定了一项极为

恶劣的法律，使脱离奴籍的人取得对于同自由民桔婚的少女的初

夜权。

有各种方法可以在不知不觉之中增加一个共和国的新公民。

（一）法律可以准豻奴隶储蓄，使奴隶能够赚回自由。（二）法律可

以规定奴役的期限，例如摩西的律例就限定希伯来人奴隶的奴役

期间为六年吨（三）每年释放一些因为年龄、健康或勤俭的关系
＠塔四伦：«史，a>，第 18卷，第 27 章。

@ 佛兰舍霓斯：«补篇>'第 2 时期，第 5 卷。
@ «旧的全书冲«出埃及比净，第 21 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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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够自踩生针的奴隶；这是轻而易举的事。（四）人『，甚至可以从

根本上消除这个邪恶的制度。浒多奴隶和他何所分担的某儿种行

业是速粘在一起的；如果把这些行业，如舒商或航海之类，也分一

部分给自由民去做的话，那末奴隶的数目也将日渐减少了 3

当脱离奴籍的人多了的时候，民法就必须规定他们对原来的

主人负有什么义务。否则也必须把这些义务规定在脱离奴籍的契

的内，来代替民法的规定。

我俨觉得，应当使他们的地位在民事关系方面优于在政治关

系方面，因为就是在平民政治之下，权力也不应落入低极人民的手

中。

在罗思，脱离奴籍的人很多，和他们有关系的那些政治性的法

律是值得釱佩的。这些法律粕他『，的东西很少，但儿乎在一切事情

上都不排斥他们。他『1可以参加立法，但是在人们所要做的决跷

上，他们儿乎毫无影响力。他们也可以担任公职，甚至可以担任祭

司的职务也但因为他们在选举上处于不利的地位，所以这种权利

是有名无实的。他们有权利参加事队，但是要当兵，必须艇过一

定的户口调查。没有任何法令禁止脱离奴籍的人和自由民的家庭

通婚见不过不酢他侗和元老院講具的家庭秸亲。还有一点，他们

的子女是自由民，而他惘自己则不是。

第十九节脱离奴籍的人和太监

因此，在共和政体之下，使脱离奴籍的人的地位比自由民稍微

低一些，而法律则努力消除他们地位上的可厌的地方，这样做常常

是有好处的。但是在专制政体之下，奢侈和专横的权力支配一切，

所以是不可能这样做的。脱离奴籍的人差不多老是在自由人之
气

＠塔四伦：«史，也，第 13 卷，第 27 章。

＠奥古斯都的演忱，载狄欧：«罗羁史）），第 56 卷。

一 ，心 ~· ;－1，俨＇＂ ．．．恤一勹心．， r-『占;产·比．如••·书古，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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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他们在君主的朝廷里，在大人物的府第里，占着优越地位。他

们所研究的是他们的主人的弱点，而不是主入的品缘；他们让主人

按着他的弱点而不是按着他的品德进行統治。罗届皇帝时代的脱

离奴籍的人就是这种样子。

如果主要的奴隶是太监，无誰拾与他们多少特权，也儿乎不能

以脱离奴籍的人看待他们。因为他们既然不能有自己的家庭，他

们便由于天性的要求而附属于别人的家庭；把他们看做公民，只是

一种假定而巳。

但是，有一些国家，把一切官职都粕与太监们。唐比埃匀说：

“在东京＊，所有文武官吏都是太监”@，他俨没有家庭；虽然他们是

贪婪成性的，但是他们的主人或君主桔果却从他『，的贪婪本身中

得到了利盆。

上述的唐比埃又告拆我们见在这个国家里，太监也需要有女

人，所以他们都秸婚。法律所以准浒他们秸婚的理由，也浒一半是

因为人们尊敬这些太监，一半是因为人们郫视女性。

因此，人『1让他们任官职，是因为他们没有家庭；在另一方面，

人们准浒他们桔婚，是因为他们有官职。

他ff', 身上所余存的官能很顽强地要去补偿他们巳失掉了的官

能；他何又把绝望的事业当做欢乐。所以密尔颉书里的那个除“欲

望”而外巳无所余存的肿，因为受到眨抑而憤激，竟速他在性欲上

的无能也要拿来利用了。

在中国的历史上，我们看到许多剥夺太监一切文武官职的法

律；但是太监们却老是又再回到这些职位上去。东方的太监，似乎

@ «周游世界记叭第 3 卷，第 91 页。

拿 指越南上沂o一一霹者
@ 过去在中国也是一样，九世杞时两个阿拉伯伊斯兰教徒曾到那里去游历；当

他们耽到一个城市的长官的时候，他们就是用“太监”这个名阅。

@ «周游世界酝，第 3 卷，第 94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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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种不可避免的祸患。

第十六幸家庭奴隶制的法律和

气候的性惯的关系

第一节家庭的奴役

奴隶是为着家庭而股的，但是他们井不是家庭的一部分。因

此，我把奴隶所受的奴役和某些国家的妇女所受的奴役区别开来。

我所喟“家庭的奴役＂，即专指妇女所受的奴役。

第二节 南方国家里两性制天然存在的不平等

在气候炎热的地方，女子八岁、九岁或十岁就可以桔婚＠，所

以在那些国家里，幼年和婿姻通常是联系在一起的。到了二十岁，

就算是老了。因此妇女们的“理性”和“容色“永远不能同肘存

在。当她们的＂容色“正要称霸天下的肘候，“理性”却加以拒艳。当

“理性”可以取得霸权的时候，“容色”已不复存在。所以如女只好

处千依赖的地位，因为“理性”不能在她们年老肘为她们取得孚容

色”在她们幼年肘所尚未取得的那种霸权，因此，在这些地方，如果

宗教不加以禁止的言!*,一个男人便遣弃发妻而另冤新欢，因而产

生了多甚制，这是很简单的事。

在气候溫和的地方，女子的容颜不那么易于衰老，达到适于桔

婚的年龄也比较迟，年祀比较大的时候才有子女，她们的年祀大，

@ 穆罕默德五岁时娶卡底斯雅，八岁时和她同房。在阿拉伯和印度等炎热的国
家，女子八岁就可以结婚，九岁就能生育。见普利多r:«穗罕默穗传凡在阿尔及尔王
国，我们看到女子九、七十一岁就可以生养。见罗及埃·德·塔西： «阿尔及尔王国的
历史，、第 61 页"'fc

寥 甲本作：“如果没有什么法律加以禁止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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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丈夫的年粔也不小。就因为她们有较多的生活轻验，所以她们

粘婚肘巳有了较多的理性与知瞰，因而很自然地给两性削带来一

种平等，粘果法律也只规定了一妻制。

在寒冷的国家，喝烈性酒儿乎是一种必需的胤俗，因而男子都

纵歆无度。妇女在这方面有一种天然的节制，因为她们桯常有防

卫自身的必要。因此，妇女的理性反而强于男子。

大自然所给男子的特点，就是体力和理性。大自然对男子的

权力所加的限制，除了体力和理性的限制而外，没有其他的限制。

它把魅力给子女子，并且规定＊，在娃们的美色消逝的肘候，她们超

乎男子的优势也随之而尽。但是在炎热的国家里，女子的嫡妫只

在幼年，此后的一生就没有美色可言。

所以一凄制的法律，在生理上比较冷＊适合于欧洲的气候，而比

较＊＊不适合千亚洲的气候。伊斯兰教在亚洲很容易地建立起来，

而在欧洲则一筹莫展；基督教在欧洲棉延下去，而在亚洲则受到摧

毁，枯局，伊斯兰教徒在中国发展得这样多，而基督徒这样少，气

候是原因之一＊＊＊。人类的理性永远要服从这个“最高本原＂，他要

做什么就做什么，井随意使用一切。

某些特殊的理由使瓦速提尼耶偌斯(!178 准浒他的帝国实行一

夫多妻制。这项法律对于欧洲的气候是太粗野r，所以狄奥多西

乌斯、阿加底扁斯和火诺利岛斯都把它陨除了汽

* 甲本无“井目规定....随之而尽”句。

.*.* 甲乙木无“比较“二字。

＊拿＊ 甲乙本作“因为这个蜂故，伊斯兰教徒·…·基督徒这样驴＇，把气候，作为唯一
的原因，而非“原因之一“。

@ 见的南德斩«抬王位和拙时继任人“以及其他倌教史家的著作。
＠．见法典（<犹太人与神明》，法7, 又«新法唱法 18, 第 5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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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多妻和瞻养能力的密切关系

有些国家，多偶制一旦建立，妻之所以多主要是由千丈夫的

富裕。虽然如此，我们却不能说，在这些国家里多偶制是由官裕产

生的，因为贫穷也可能产生同样的效果。我在下面啖到野蛮人的

时候，对这点将加以说明。

在强盛的国家里，一夫多妻制，与其脱是一种奢侈，不如脱是

造成极度奢侈的原因。在炎热的气候里，人们的需要较少＠，晚养

甚和子女的贤用也较少，所以能够娶较多的妻。

第四节 多偶制和它的各种情况＊

从欧洲各个不同地方的統计米看，欧洲生男多千生女＠。亚

洲©和非洲邑＊＊则相反。关千这两洲的游肥、著述告拆我们，那里

生的女子比男子多得多。因此，欧洲的法律采取一妻制，而亚洲、

非洲＊＊＊准浒多妻制，是和气候有一定的关系的。

亚洲寒冷的地方，也和欧洲一样，生男多千生女；喇嘛们諒觅

他们的法律准狩一妻多夫就是这个理山圆

© 在鍚兰，一个人每月十个志就哆椎持生活了。那里的入只吃米和焦。见«劓
建东印度公司历次航行棣览》，第 2 卷第 1 篇。

* 甲乙本的标题是：“多妻利的法律就是統计数字的阴题。”

@ 阿尔布蒜发现，在英国男孩数日多于女孩。但入们却由此得出结捡訧各种气

候郘是如此，这是错陕的。

＠参闭康波弗尔的著作。他告拆我们，在美阿果某一次的说叶巾，入们看到男
子是 182~072 人，女子是 223,57.S人0 .. 

@ 参看斯密士«几内亚旅行比咽第 2 篇关于安梯地方的比述。
* ＊．甲乙本没有提非洲，也没有同非洲有关的脚注。

* * * 只有 1758 年版有“非洲”一词。

@ 杜尔亚德：«中华帝国志》，第 4卷，第 4 页。

＠阿尔布塞·爱尔·哈森是九世纪到印度和中国旅行的两个阿拉伯伊斯兰敦

徒之-0 他竟把一妻多夫的习憤看成是卖淫。的确，没有比这种习憤更违背伊斯兰

教思想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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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我不相信，因男女数目悬殊，以致非采月一夫多妻或一妻

多夫制不可的国家会很多。我们只能我，有些国家多妻或多夫比

较不遠背自然；有的国家则比较遠背自然而巳。

旅行家们的著述告拆我们，在班諒，妇女和男子数目的比例是

十对一＠。如果这些祀述是质的括，那我应陔承认，这是特别有利

千多妻制的例子。

所有这些，我只是叙述那些习惯的原由，而井不为它们辩护。

第五节 黑拉巴尔一项法律的原由

在印度的焉拉巴尔沿岸的乃尔部族用＠，男人只能要一个妻

了，而妇女却可以有好儿个丈夫。我想我佃是能够找出这个諷俗

的洲源的。乃尔是贵族的部族；在所有那些国家里贵族就是單人。

在欧洲，审人是不浒粘婚的。在思拉巴尔，因气候要求更多的放

纵，所以人们只好尽矗使婚姻不成为负担。他们好儿个人娶一个

妻 f，这就减少了他们对家庭的眷恋和家务的料理，让这些人得以

保存尚武的精神。

第六节 多偶制本身

如果我们撇开那些使人们对多偶制还能予以容忍的悄况不

啖，而对多偶制作一般性的考察的话，我们可以脱多偶制对人类、

对两性一一无绘是对糟踏人的一方或是被糟踏的一方——都是亳

无用处的。它对子女也一无好处，因为它的大不便之一是父母对

® «创建东印度公司历次航行斡览万第 1 父。
@ 佛兰西斯·比拉尔： «蕨行杞斗第 97 章。«耶稣会士书筒绩、第3辑和第10

辑，关于昆拉巴尔漓岸的昆列阿米人。人们认为这是事人职业的流弊。援比拉尔眈，

婆罗门种姓的女子从来不嫁几个丈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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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的儿女不能同样地疼爱；一个母亲能拸爱两个子女，但是一个

父亲不可能用一个母亲对两个子女那样的厚受去爱二十个子女。

当一个如女有儿个丈夫的时候，那就更糟了，因为在这种场合，只

有在一个父亲顾意相信井且能够相信，或是其他父亲能够相信，某

儿个孩子是他的孩子的肘候，才能有父爱。

据脱＊，摩洛哥王在他的后宫里，有白色妇女、黑色妇女和黄

色妇女。但是这个可怜虫啊！他是儿乎什么肤色的如女都不需要

的"。

有了浒多妻子，通常井不能防止一个人羡慕别人的妻子＠；淫

欲和食婪是一样的，得到了财宝反而更加渴望财宝。

在查士丁尼的时代，许多哲学家因为厌恶基督教，隐退到波斯

高士洛斯附近的地方去。据阿加提亚斯脱®,最使他们威到惊奇

的是，那里准肝多偶，但是多偶的人依然和人通奸。

我们也许可以脱，多妻就是那种大自然所不浒可的情欲＊的根

源。因为一种恶行通常产生另一种恶行。在君士坦丁堡崝术发生革

命，苏丹阿基默德179 被迫退位的时候，据历史祀载，那时老百姓曾

劫掠佳雅别墅，里头述一个女人也没有看见。据脱，在阿尔及尔＠，
大多数后宫里的人竟然不是女子＊喻＊。

第七节 多妻的平等待遇

多妻的法律便产生平等对待各妻的法律。穆罕默德准昨人们

* 甲乙木没有这一没。

.. 指他宠男色。一一释者
@ 就是因为这个缘故，东方人尽量把妇女隐藏起来。

@ 阿加提亚斯：«查士丁尼的生活与行动》，第 408 页。

* 指男色。一一霄者
帚餐 ，甲乙本作“我比得：在君士......“。

••• 甲乙木上面三段的次序不间。

© 罗及埃·德·塔四：«阿尔及尔王国的历史，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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娶四个妻子，但规定对待她们一切都要平等：歆食、衣服、婚姻上

的义务。在思尔代夫群岛，人们得要三个妻子；那里也施行同样

的法律中。

摩西的律例阳甚至规定，如果有人让他的儿子和一个奴隶桔

姬，而这个儿子以后又和一位自由的女子桔婚的括，他对前妻绝对

不得中止衣服、食物的供应和婚姻上的义务。他对新妻也许可以

多拾一些，但对前妻不得减少。

第八节 男女隔离

在淫佚、富裕的国家里，人们拥有很大数目的妻子。这是多妻

制的后果。由于妻子的数目惊人，当然要把她们幽禁起来，使与男

子隔开。要雉持家庭的秩序，就必须如此。这就象一个破产的债

务人想法子隐藏起来，逃避憤权者的追索。有的地方因气候关系，

自然的冲动极强，道德儿乎是无能为力的。倘若让一个男人和一

个女人单独在一起，誘惑将带来阳落，必然会有进攻而不会有抵

抗。这些国家，不需要妓言眳碱，而需要釱窗凹罔。

中国一本古典的书©认为一个男人在偏僻冷落的房屋内遇到
了单身的妇女而不对她逞暴行的话，便是了不起的德行。

第九节家政与国政的关系

在一个共和国里，公民的生活条件是有限制的，是平等的、溫

和的、适中的。一切都蒙受公共自由的利盆。在那里，要向妇女行

@ 佛兰西斯·比拉尔：«旅行配》，第 12章。

@ «旧的全书叫｀«出埃及，p，第 21 章，第 10 、11 节。
@ “在没人的地方，发现一件可以据为已有的宝物；在一个偏僻的心房霆内遇到一

个美女；听到自己的敌人求软的呼育，如果不去救他，他就死了：这些情开就是考脸一

个人道链的最好的試金石。”霹自中国的一部脸道德的书，见杜亚尔德： «中华帝国志＄
纺 3 卷，第15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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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威权是不那么容易行得通的。在气候需要这种威权的地方，单

人统治的政体一向是最适宜的政体。在东方要建立平民政治，总

是那样困难，其原因之一即在此。

反之，对妇女的奴役是极符合千专制政体的特质的。专制政

体所欢喜的就是滥用一切权力。因此，在亚洲，无论什么时代，我

们都看到家庭的奴役和专制的统治总是相辅而行的。

如果一个政体，它的首要要求就是安宁，又把绝对的服从叫做

太平的话，那末就应该把妇女都幽闭起来。否则她们的阴谋诡计

将给丈夫带来极大的不幸。要是一个政府，没有时间去了解国民

的行为的话，它便单凭表面现象和感觉对一切行为采取怀疑的态

度。

我们欧洲的妇女，心思浮优，言行轻率，有她们自己的爱好与

嫌厌，有高尚与薄弱的情感。如果把我们妇女的这一切搬到一个

东方的国家去，使她们象在我们社会中那样的活跃，那样的自由，

能有一个家庭的父亲得以享受片刻的安宁么？到处都将是受猜疑

的人，到处都将是敌人；国家便将倾覆，人们将看到大流血。

第十节 东方的道镶原则

在多妻的场合，家庭越失去单一性，法律便越应该把那些支离
分散的部分团结在一个共同的中心；利益越是分歧，法律便越应该
引导这些分歧的和监走向统一。

这特别是依靠幽闭来实现的。人们不但应该用家屋的围墙把

妇女和男人隔开，而且在同一个围墙内她们也应该隔离起来，使她
们在家庭里各自有一个特殊的家庭。妇女们就从这里获得一切道
德的实践：廉耻、贞操、端庄、恬静、和平、服从..尊敬、爱情，最后，使

一切的感情都倾向千世界上在本质上最好的东西，那就是，单纯地

对家庭的依恋。

,“'~ ·.．，～i凹，心立瓟一山庄冲”-才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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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自然有许许多多要尽的义务，要尽妇女们特有的义务。

所以一切能够激励她们其他思想的东西，一切我们当做娱乐的东

西，一切我们叫做事务的东西，都不能完全排除妇女们参加。

我们看到，东方的许多国家令妇女的幽闭越严，风俗也越纯洁，

在大国，就一定有大贵族。财富越多，就越有能力把妻子严禁在深

闺里，井防止她们再进人社会。因为这个缘故，在土耳其、波斯、莫

卧儿、中国、日本等帝国，妻子的品行实在令入惊叹1800

但是关千印度，我们就不能这样说了。无数的岛屿和地理形

~ 势把它分裂成为无数小国；许多原因使这些小国成为专制国家。这

些原因，我在这里没有时间加以论述了。

那里的掠夺者只是些可怜虫，被掠夺者也只是些可怜虫。那

里叫做大人物的，只有极少的财富；叫做有钱的，只是足够生活而

已。因此，对妇女的幽闭就不能那么严格；他们也不能采取多大的

防备措施去约束她们，因此，他们的风俗的腐败是不能想象的。

在那里，我们可以看到与气候有关的邪恶？如果得以完全自

由地放纵，将会使风俗败坏到怎样的一种程度。在那里，生理的要

求力扯大，而羞耻心则软弱到不可理解的程度。在巴丹＠，妇女们
的性欲©非常强烈，所以男人不得不使用某种装饰物作掩蔽，避免

受她们的算计。据斯密士＊说＠，几内亚的那些小王国井不见得好

@ «创建东印度公司历次航行辑览人第 2 卷，第 2 篇，第 196 页。

@ 在马尔代夫群岛，女儿在十、十一岁时，父亲便把她们嫁出去，因为他说，让她

们忍耐对男性的需求，是很大的罪过。佛兰西斯·比拉尔心旅行记>，第 12 章。在班
谭，女孩子到了十三、四岁就应该把她嫁出去，如果不愿意她过放荡的生活的话。«创

建东印度公司历次航行辑览＞，第 348 页..。

* 甲乙本无“据斯密士说”。

@ «儿内亚旅行记“第 2 篇说：“当女人们碰到一个男人的时候，便把他抓住，井

恐吓他，如果他不依从的话，要向她们的丈夫告发。她们偷偷地上男 U的床，把他叫
醒，如果他不依从她们的愿望，她们便恐吓要让人当场来抓他和她们。

．拿 甲乙本无此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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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似乎在那里的男女甚至速两性各自的规律也拾破坏了。

第十一节 与多偶制无关的家庭奴役

在东方的某些地方，幽阴妇女不但是因为多妻，也是因为气

候。在果阿和印度的各葡萄牙殖民地，宗教只准浒婴一个妻子。但

是妇女们的放淄行为曾造成了恐怖、犯罪、昨欺、暴行、毒杀、暗杀。

我们在书中謹了这些东西以后，再把它们和土耳其、波斯、莫卧儿、

中国、日本等地的妇女们品行的天员纯沽相比较，我们便清楚地看

到，不誰是一妻或多妻，常常都有必要把女子和男子分开。

这些事悄应陔由气候去决定。在我们北方各国，岚俗天然就

是好的；人们的一切悄威都是平静的，不太活液，不太黑雅，爱情很

有秩序地統治着人们的心灵，所以只要最少的行政力量，就可以颌

导他们；在这些国家里，把妇女们幽阴起来，有什么用处呢？

在这些气候之下，人们彼此交往1S1；最嫡媚的女性仿佛是社会

的美饰；粘了婚的妇女，虽只承一人之欢，但仍然可以给与大家交

际上的快乐1S2。在这种气候之下，生活是幸顽的。

第十二节天然的真操

一切民族对妇女的淫乱都是鄙视的。这是大自然拾一切民族

的训示。大自然规定了防卫，也规定了进攻。它把情欲种植在两

性双方，给男性勇敢，粉女性嫡羞。它拾每个个人长久的岁月去保

存自己的生命，但只给他们瞬息的时间去延攘种类。

所以如果脱，淫乱是遵循自然的规律的括，那是不对的；相反，

淫乱正是遠背了自然规律。遵循这些规律的是贞洁与节制。

加之，觉察鴃点是“智灵的存在物”的本性。因此，大自然使我

俷有羞耻之心，这就是对我们的缺点觉得羞耻。

因此，当某种气候的自然力量逢背了两性的自然规律和“智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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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存在物”的自然的规律的时候，立法者就应陔制定民法去战胜气

候，以恢复原始的法则。

第十三节嫉妒

各个民族应陔将情欲上的嫉妒和由习惯、屈俗和法律所产生

的嫉妒，很好地加以区别。前一种嫉妒是一种贪婪的、娥烈的热

狂。后一种嫉妒是冷静的，但有时候是可怖的；它可能同时表现出

冷淡与孵蔑。

前一种嫉妒是爱情的映用；是从爱情本身产生出来的。后一

种嫉妒是纯粹来自民族的跟俗习惯，来自国家的法律，来自偷理，

甚至来自宗教吼

一般地脱，嫉妒儿乎都是气候的自然力量所产生的后果；它同

时又是治疗这种自然力掀的药剂。

第十四节东方治家的方式

在东方，妻子是时常更换的，所以她们不能掌理家政。因此，

人们把家政交给了阉人，把所有的娥匙都交给他们；家庭事务山他
们处理。沙尔旦脱，”在波斯，人们把妻子所需要的衣服给她们，

象对待小孩一样。”衣服的事，最适宜于由妻子管理；在任何其他

地方也都是她们的第一件事务，但在波斯，却和她们亳不相关了。

第十五节离婚和休婚

离婚和休婚有这个区别：离婚是由于双方威情不和，轻双方同

意而成立的。休婚是出自一方的意颗，为着一方的利盆而成立的，

完全不顾另一方的意顾与利盆。＇

＠磕罕默德吩咐他的信徒荽监嗣他们的噤子。某一个伊斯兰教的导师在临死
时也眈这样的栝。孔子也宣传同样的敦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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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们有时很有必要提出休婚，但进行休婚对她们常常是很

不愉快的事；休婚的法律又是残酷的，它只把休婚权利给与男子，

而女子是没有的。丈夫是家庭的主人；他可以用于方百法去使他的

妻子謹守她的本分，或是使不守本分的妻子重新守她的本分。因

此，休婚掌握在丈夫的手中，似乎只能是他的权力的多一种滥用而

巳。但是一个妻子进行休婚，只是行使一种悲惨的补救手段。她

巳桯嫁过一个丈夫，她的容颜巳逐渐衰老，这时竟不得不再去寻找

第二个丈夫，这对她常常是莫大的不幸。女性妙龄时期的娥艳的

可贵，就是到了衰暮之年，还能使丈夫回忆过去的欢乐；因而心湍

意足，恩爱不治。

所以一般的规则应陔是：凡是拾男子休婚权利的国家，也就应

陔给女子同样的权利。不仅如此，在气候使女子生活于家庭奴役

状态的场合，法律似乎应陔准浒妻子有休婚的权利，井且只淮浒丈

夫有离婚的权利。

如果妻子们是被幽闭在深陨之内的括，丈夫不应陔因为她们

有失妇德而要休婚，因为如果她们有失妇德，那是丈夫的过失。

除了在一妻制的地方，绝不应当因妻子的不生育而休婚见在

多妻的场合，妻子不生育对丈夫是无关紧要的。

局尔代夫人的法律准许重要被休的妻子吼墨西哥的法律，

过去禁止重新桔合，遠者处死刑吼墨西哥的法律比禺尔代夫人

的法律合理些，因为甚至在分离的时候，它还注意到婚姻的永久

性。焉尔代夫人的法律则不然，它仿佛对于婚姻和休婚都一样地

看做儿戏。

@ 达井不是眈，基督教应陔准许因不生育而休婚”

• 甲乙本没有这个注。
@ 佛兰西斯·比泣尔«旅行比，，戟＇｀丈夫不要别人，而重娶旧妾，是因为这样比较

省线”。
©梭里：«是西哥征服妃第4.99 页。｀

, -扣· ·－一 r _ _ －．~一由沁心．＂......，知.,....身 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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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西哥的法律过去只容许离婚。这又是一个理由，使它绝不

容昨那些巳桯自颖离异的人们重新桔合。休婚似乎比较是出于急

跺的心情，出于心灵上的某种威情；而离婚则好象是一种艇过滇思

熟虑的事情。

离婚在政治上通常有重大的作用。但是如果脸到它的民事效

用的括，我们可以脱，它是为着夫妻双方而建立的，但对于子女则

始终是不利的。

第十六节 罗黑人的休婚和离婚

罗举露斯准浒丈夫休妻，如果妻与人通奸，准备放毒，或伪造

钥匙的括。他完全没有拾妇女以休婚的权利。普卢塔克把这个法

律叫做极端残酷的法律觅

雅典法律＠把休婚的权利同样地给予妻子和丈夫。在初期的

罗焉，虽然有罗慕露斯的法律，但是妇女们也获得了休婚的权利。

所以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个制度是罗焉的代表们由雅典学来

的制度之一；这个制度被规定在十二铜表法里。

西塞罗脱，休婚的理由是来自十二绢表法的＠。因此，我们不

能怀疑，十二铜表法增加了罗慕露斯所制定的休涽理由的数目。

离婚的权利也是十二铜表法的一项规定，至少也是十二铜表

法所产生的后果。因为夫妻既各有休婚的权利，那末，就更可以按

照双方一致的意颖而离异了。

法律并没有要求必须提出离婚的理由©。 由于事物的性质的

关系，休婚应陔脱明理由，而离婚的理由则不必脱明，因为不管法

@ «罗墓露跻贮，第 11 章。

@ 这是梭偷的一项法律。

@ «萍利普二世＞第 69 章：“他命令女伶为她自己提出（休婚的）阮吐； （休婚的）
理由是依据十二纲表法而增加的。”

＠迕士丁尼更改了这条。«新法》，法11九第 10 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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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规定解除婚姻关系应有哪些理由，双方的互相嫌恶总是最主要

的理由吧

狄欧尼西扁斯·哈利卡尔拿苏斯＠、瓦列利阳斯·，焉克西穆斯©

和奥露斯·格利扁斯＠啖了一件事情。我看这种事悄是不会有

的。他们脱，在罗焉虽然人们有休妻的权利，但是因为人们非常信

仰占卜，所以在五百二十年＠的期朋，没有人用过这种权利，直到

卡尔维利t马斯·露加才休了他的妻，因为她不生育。我们只要了

解人类精肿的本性，便足以威觉到，法律把这样一种权利给与全体

人民，而竟没有人使用它，是如何奇怪的事 1 科利奥兰奴斯，因被放

逐，在要动身的时候，测咐©他的妻子再嫁一个比他更幸福的人。

我们刚刚看到，十二铜表法和罗思人的諷俗曾大大地扩大了罗慕

露斯的法律的适用范圉。倘使人们从来没有使用休婚的权利的

括，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呢？不仅如此，如果脱，公民非常信仰占

卜，认为休婚不祥，所以从来不休婚的话，那末罗思的立法者们难

道就能够比公民们少信仰占卜么？难道法律就可以不断地敃坏晟

俗么？

我们只要把普卢塔克的两段括做个比较，则这件事情不可思

谈的地方便将消逝。我们在前面提到，有三种情形罗慕露斯王的

法律＠淮浒丈夫休妻。普卢塔克还脱叽“王法规定，在其他悄形

休妻的人，就应当把他的财产的一半给他的妻子，把另一半奉欴

@ «罗，羁古代史》，第 2 卷。

© «著名作家言行录，，，，第 2 卷，第 4 章。

@ «阿的喀夜栝>'第 4 卷，第 3 章。

@ 这是依据以上三人中前两人的忧法。奥露斯·格利乌斯则忱是五百二十三
年。因此，他们所訧的有关的执政官们也不一样。

@ 见«椎都利亚的演眈冷，载狄欧尼四扁斯·哈利卡尔拿苏斯： «罗焉古代史》，第
8 卷。

@ 薯卢塔克： «罗墓露斯传》。
@ 同上。

^ ̀  ` ．俨 ',. ̀ ，一丘-~:．五·-雪”“吐··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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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丰谷女肿赛利斯。”可见只要甘心情颗接受这种处割的括，人侗

不脸在什么情况下都可以休妻。在卡尔雉利民斯·露加之先，还

没有人休过妻气又据普卢塔克脱现“露加在罗慕露斯二百三十

年后休了他的妻子，因为她不生育。”这就是脱，他的妻被休弃是

在十二铜表法前七十一年。 十二铜表法又扩大了休婚的权力，增

添了休婚的理由。

我所引征的这些著者们脱，卡尔椎利扁斯·露加爱他的妻子，

但是因为她不生育，监察官要他宣誓把她休弃，使他能够为共和国

增添子女；这使他被人民厌恶1S3。我们先要认誧罗局人民的特性，

然后才能发现他们憎恨卡尔椎利息斯的具正原因。他休弃他的妻

子，并没有使他为人民所唾弃；这件事绝对不是人民所关心的。但

是卡尔椎利息斯向监察官宣誓脱，因为他的妻子不生育，所以他休

弃她，以便为共和国增添子女。人民看到，这是监察官们将要加在

人民身上的一种束缚。在本书的后面部分＠，我将让人们看到，罗

焉人民对这类法规常常是厌恶的兄但是这些著者所脱的为什么

互相矛盾呢？因为普卢塔克是在研究事实，而其他的著者是在靴啖

奇朋鞅事着喻。

@ 诚然，不生育井不是罗慕露断法律所规定的理由中的一种。看来露加井没有
受没收的处分，因为他是遵从监察官们的命令匝休妻的。

© «蒂塞匐行和罗慕露斯的比较｀°
＠第28 章，第21 节。. 甲乙本作＇｀……是厌恶的，我俨应耽用法律去厚降法律，用历史去所释历

史',0

噜拿甲乙本没有末后这两句：“但是这些著者·…..奇闻铁事．方

守雪＇，今<.·．一刁 lL..,. -·俨”“- ~ ·旷＇
．刁·'..,. •.. .一 ·, .,`, ··、. s t三',l i盯竹· ` ．”， l.lll，心·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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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东政治奴役的法律租

气候的性览的关系

第一节政治奴役

政治奴役和气候性质的关系井不少于民事的和家庭的奴役和

气候性贺的关系。现在加以敢明。

第二节 各民族莫怯的不同

我侗巳艇指出，炎热的气候使人的力最和勇气萎颉；而在寒冷

的气候下，人的身体和精神有一定的力量使人能够从事长久的、艰

苦的、宏偉的、勇敢的活动。不仅在国与国之间是如此，即在同一

国中地区与地区之间也是如此。中国北方的人民比南方的人民勇

敢＠，朝鲜南方的人则不如北方的人勇敢氮

因此，当我们看到，热带民族的怯蔥常常使这些民族成为奴

隶，而寒冷气候的民族的勇敢使他们能够稚护自己的自由，我们不
应当威到惊异。这是自然的原因所产生的后果。

在亚美利加也是如此。墨西哥和秘鲁的专制国家都是接近赤

道的；差不多所有自由的小民族在过去和现在都是接近两极的。

第三节亚洲的气候

旅行家『怕的肥述＠告拆我们：“亚钏亚北部广阔的大陆，从北

@ 杜亚尔德«巾华帝国志》第 1 卷第112页。

@ 中国的书上这样眈。见同上书第 4卷笫“8 页。

@ 见«北方旅行比＞第 8 卷、«键俚史＂和杜亚尔德«中华帝国志为第 4 卷。

.`-.. • J,m －占，．七心．． 如气~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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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四＊度或的四＊度到北极，从俄罗斯的边界到东方的大洋，气候

是极端寒冷的；这块广大的上地上，有一条从世向东行的山脉把它

分开，西伯利亚在它的北方，大栩翱在它的南方；西伯利亚气候严

寒，所以除『儿个地方之外，是不适宜于耕种的；虽然俄罗斯人在

伊尔吉兹河沿岸一带有居留地，但是他们绝不耕种；这地区只生长

一些小袱和灌木。本地土苦则分成一些可怜的部落，和加拿大的土

笘一样；那里所以寒冷，一来是因为地势高，二来是因为有山的

缘故；这些山由南向北伸展，逐渐平夷，所以北凰到处吹打，无所阻

蔽；这个胤使腊瓦珍布拉不能住人；它又吹入西伯利亚，使地方荒

熊；欧洲则正是相反，挪威和拉普兰的群山是极好的屏障，掩蔽北

方诸国，使不至受到服的婴击；因此的在北锦五十九度的斯博哥尔

靡，土地生产果实、谷类和植物；亚波附近，是六十一度，甚至六

十三、四度，但有银矿，而且土地相当肥沃。”

在这些祀述中，我侗也看到，“位于西伯利亚南方的大鞋胆也是

非常寒冷的；地是不能耕种的，除了可供畜牧用的草原而外， . 

无所有；树木是不会生长的，只有荆棘，象在水岛一样；和中国及莫

队儿邻近的一些地方，出产一种黍子，但是麦子和水稻是不能种植

的；在北锦四十飞四十四、四十五度的华隅鞋胆，差不多没有一

个地方不是一年冻冰七、八个月的，因此它和冰岛同样地寒冷，虽

然它［从地位上看J应该比法国南部还溫暧；除了接近东边的海洋

方面有四五个城市，和中国人由于政治的理由在中国附近建造的

儿个城市而外，那里是没有城市的；在大鞋鞘的其余地方，只在布

加利、土耳其斯坦和加利逊有儿个城市。这种极端的寒冷，是因为

土地的硝石性，充淌硝石和棚沙，此外，又因为地势高的缘故。南

怀仁神父发现在长城北方八十里欧近克哈密兰河源，有一个地方，

* 应兹是四十度。一一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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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出接近北京的海岸三千几何步尺＊；因为这个高度＠，所以虽然

所有亚洲的大河几乎都发游在这地方，但它却缺乏水，以致只有在

河边和湖畔才可以居住入。”

从这些事实，我得到的结论是：正确地脱，亚细亚是没有溫带

的；和严寒的地区紧接着的就是炎热的地区，如土耳其、波斯、莫卧

儿、中国、朝鲜和日本等是。

欧洲正相反，溫带是广隔的，虽然它的四周的气候彼此极相悬

殊，西班牙、意大利的气候和挪成、瑞典的气候便迥然不同，但是

当我们由南方走向北方，气候儿乎是依照各国的韓度的比例，在不

知不觉之中逐渐辖冷，因此相毗速的国家的气候儿乎相类似，没有

显著的差别，正如我刚刚訧过，溫带极为广圆。

因此，在亚洲强国和弱国是面对着面的；好战、勇敢、活液的民

族和巾崛气的、渭惰的、怯懦的民族是紧紧地相毗速着的；所以一

个民族势必为被征服者，另一个民族势必为征服者。欧洲的情形正

相反；强国和强国面对着面，毗邻的民族都差不多一样地勇敢。这

就是亚洲之所以弱而欧洲之所以强的重要原因；这就是欧洲之所

以有自由而亚洲之所以受奴役的重要原因。这个原因，我不知道

酋有人指出过没有1“。由于这个原因，在亚洲，自由没有增加过，

而在欧洲，自由则随着情况或增或减勹

俄罗斯的黄族有一个君主，他使他们处于被奴役的地位，但是

他们常常表露出不能忍耐的肿色，这种表现在南方气候之下是绝

对看不见的。我们不是巳桯看见俄罗斯曾在儿天中建立起贵族政

府了么？北方还有另外一个王国＊着，它巳失去自主；但是我『，可以

-· 
• 步尺亦称步幅；几何步尺，亦称大步尺；一个几何步尺，等于 60 至 60 叶。

一霹者

@ 购粗就象一种干顶的山。

” 指的是波兰。一一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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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敕气候，由于气候的掾故，它的主权虽巳丧失，但不是永无恢复

的日子。

第四节 上述情况的后果

上面所脱的同历史上所发生的事件正相符合。亚细亚曾经被

征服过十三次；十一次的征服者是北方的民族，两次是南方的民

族。在古时，西徐亚人征服了它三次；其后米太人和波斯人各一

次，后来希腊人、阿拉伯人、莫默儿人、土耳其人、鞋鞋人、波斯人、

阿富汗人位5 也都征服过它。我脱的只是亚细亚的腹心地带，而完

全不啖其余南方各地所受的侵略。南部的这些地方酋轻不断地受

到巨大的变动的莉苦。

欧洲的情形正相反，据我们所知道，自从希腊和非尼基的殖民

地建立到现在，只发生过四次巨大的变化；第一次是罗愿人的征略

所引起的；第二次是由于野蛮人的侵入，他们摧毁了这些罗思人；

第三次是由于查理曼的胜利；末后一次是由于睹曼人的侵略。如

果我们对这些情况仔却加以研究的括，我们就会发现，甚至在这些

大变化当中，总有一股力量普逼地存在着井散布在欧洲的各个角

落。我们知道，罗焉人征服欧洲，曾桯遇到多大困难，但是侵赂亚

洲却是易如反掌。我们也看到北方民族在推翻罗焉帝国时所遇到

的困难；看到查理曼的战争和艰苦，以及眳曼人的种种胃除。摧毁

者曾不断地被摧毁。

第五节 亚欧北方民族都从事征略而桔果不同

欧洲北方的民族是以自由人的资格从事征峈的；而亚洲北方

的民族是以奴隶的安格从事征赂的，而且他们的胜利是为着一个

主人的光荣和野心。

烦因是，鞋鞘人民虽然是亚洲的天然的征服者，但自身却是奴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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隶。他们不断地在亚洲南部迪行征略，建立一些帝囡，但是那些留

在本固的糙袒人却狻现统辖他们的已纯是一倘大囡之君了，迼倘

大国之君在南方是暴虐的，在北方也同樟是暴虐的；到被征服的臣
民施用事制榷力，封作焉膀利者的臣民也主张施用喜横的摧力。

现在，追黏在那倘叫做“華屡陡勒＂的腐大地隘裹，是再颉著不遏

了。那裹受到皇帝的暴虐的统治差不多和中圉本部所受到的相

同；而且，皇帝通遏征略，遣天天掖大他的暴虐统治。

在中固的胀史上，我们也看到一些皇帝©把中圉人遣送到糙
袒去殖民。迼些中圉人缨成了糙袒人，业成届中固的死敞。但是

迼亚不能防止迼些中圉入把中囡政制的精神带造链勒去。

糙勒民族常有一部分征服了其他民族的糙鞠人又被人骗逐

掉。他们便把他们在奴隶制氪候裹所搅得的奴隶思想带回沙漠裹

去。中固的雁史，同我们的古代史一楼，都提供了有力的事例矶

所以，哲特或糙袒民族的氪箕常常同亚洲各帝固的人民的氪

质相颊似。亚洲的迼些帝固的人民，是用短棒统治的。鞋胆的人

民是用长鞭統治的。欧洲的精神同迼植皆氪永遠是水火不相容的。

在一切峙代裹，亚洲人民叫做刑爵的，欧洲人民则叫做暴行复

摧毁了希滕帝固的鞋但人，在被征服的阔家裹建立奴隶制和

事制主袭；哥特人186在征服器禺帝囡之狻，到虑建立君主政鹘和

自由。

著名的路得只克187 在他的«大西洋}一害中封斯堪的纳维亚

推忤催至。在那裹居住的那些民族大有特摧可以居於世界柴民族

之上。我不知道路得具克曾否啖到迼倘特摧。迼些民族是歇洲的

@ 例如溪文帝。

@ 西徐亚人三次征略亚洲，三次被黜逐掉。查士丁心世界史绸>'第 2 卷，第3章。

@ 迼和我在下面第 23 章第 20 笳圃於日耳曼各民族射棍子的想法裹所叙述的
亳不矛盾。不管用什底工具打人，他们一向踞觅打人的播力或打人的享制行凰是一穗

侮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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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的泉源，也就是雉乎一切今天存在於人间的自由的泉源。

哥特人约南德斯桶北欧焉“人颊的工蔽"0。我韶焉遠不如把

它叫做裴造工具以砍断南方所绮造的锁链的工蔽。骁勇的民族在

欧洲的北方形成；他们走出自己的固家，去摧毁暴君舆奴隶制度，

亚教育人颠，使他们知道大自然所造的人是平等的；除非是焉着他

们的利益，理性不得使他们依赖屈徙。

第六简 瞒於“亚洲的奴役＂舆＂嗽洲的自由',

的另一佪自然原因

在亚洲，人们峙常看到一些大帝圉；迼稚帝圉在欧洲是绝到不

能存在的。迼是因瓜我们所知道的亚洲有较大的平原；悔洋＊所

劓分出来的匾域腐阔得多；而且它的位置偏南，水泉北軗容易涸

竭；山狱稹雪皎少：河流＠不那底宽，给人的障凝较少。

在亚洲，摧力就不能不老是尊制的了。因凤如果奴役的统治

不是拯端骰酷的括，便要迅速形成一种割援的局面，迼和地理的性

质是不能相容的。

在欧洲，天然的匾域割分形成了许多不大不小的园家。在迼

些圉家裹，法治和保喂不是格格不相人的；不，法治是很有利於保

罔的；所以没有法治，固家便将腐化座落，而和一切郬邦都不能

相比。

迼就是爱好自由的特性之所以形成；因玛有逍穗特性，所以除

了通逊商柴的琨律輿利益而外，每一倘地方都拯不易征服，拯不易

向外力屈服。

反之，一撞奴隶的思想统治着亚洲；而且徙来没有雕阿遏亚

@ 拉丁原文岚 Humani generis officinam。

* 甲乙本作“山撤和海洋”。

@ 河川在颐集前或匝集俊就流失或蒸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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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在那个地方的一切历史里，是速一段表祝自由精神的祀求都

不可能找到的。那里，除了极端的奴役而外，我们将永远看不见任

何其他东西。

第七节非洲与美洲

关于亚洲和欧洲，我所能够脱的就是这些。非洲的气候和亚洲

南部相同．所以也受着相同的奴役。欧洲和非洲的国家曾破坏了

美洲Q 井重新在那里殖民，所以今天的美洲巳儿乎不能表现它原

有的精眒；但是它的古代的历史，按照我们所知道的来说，同我们

的原则是很相符合的。

第八节帝国的首都＊

从刚才所说，我们可以获得一个枯睢，就是：对一个大国的君

主来脱，正确地为他的帝国选撑首都是一件重要的事 lS8。如果他

把首都投在南方，就有失去北方的危险；如果他定都于北方，他就

会容易地保有南方。找战的不是特殊的帖形。机器常常有浒多磨

掠，使理脸上的效果发生变化或迟延；政治也是一样。

第十八萃 法律和上壤的性贺的关系

第一节 土壤的性冀怎样影响法律

一个国家土地优良就自然地产生依赖性。乡村的人是人民的

主要部分；他们不很关心他们的自由；他们很忙，只是注意他们自

@ 美州有一些野蛮的小民族；西班牙人把他们叫做“勇敢的印地安人＂。使这些

民族屈服要比墨西哥和秘管这种大帝国困难得多。

* 甲乙本没有这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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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的私事。一个财富充实的衣村所怕的是抢劫，是军队勹西寒罗

曾对阿蒂床斯脱庄“这伙善良的人都是些什么人？是商人和农民

么？我们不要想象，以为这些人反对君主政体；因为只要给他惘太

平的话，一切政体对他们都是一样的。”

因此，上地肥沃的国家常常是“单人統治的政体”，土地不太肥

沃的国家常常是“数人統治的政体＇．；这有们就补救了天然的缺陷。

阿提加的土壤贫得，因而建立了平民政治；拉栖代孟的土壤肥

沃，因而建立了贵族政治。因为在那个时代，希腊反对邓入、杭治

的政体”，而贵族政治和“单人统治的政体“最相近。

普卢塔克告拆我们＠，雅典平定『西罗尼安叛乱后，这个城市

旧时的粉争便又重演了，并且因阿提加国家土地的种类不同，分成

了祚多党派。居住在山地彴人坚决主张要平民政治，平原k的入

则要求由一些上层人物倾导的政体；近海的人则希望一种由二者

混合的政体。

第二节璞前

肥沃的地方常常是平原，无祛同强者对抗，只好向强者屈服；

一翱屈服，自由的精种便一去不复返了；衣村的财富就成为那里的

人惘忠顺于强者的担保品。但是在多山地区，人们能够保存他们所
有的东西，同时，他们所要保存的东西也井不多。他们所享有的自
由，就是諒他俨的政体，成为仙得他们保卫的睢一的幸幅。因此，自

由在崎隘难行的多山国家，比在那些得天较厚的国家，更占有重要

的地位。

多山国家的人民，保存着比较宽和的政体，因为他们不那么容

易被征服。他们容易防御，而很难受到婴击。如果要进攻他｛P肛集

@ <＜致阿蒂康断书旷，第 7 卷，第 7 信。

@ «棱偷传）），第 8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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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与运送邓火和粮巾要花费钜资，因为这种国家是不能供给这些

东西的。所以要和山区的人们作战是比较困难的，而且也是一个

比较危险的企图；在那里，为人民的安全而制定的一切法律，也不

是很必要的。
4 .. 

第三节 怎样的国家土地开垦得最好

国家土地的开垦井不是因为土壤肥沃，而是因为国家有自由。
如果我们根据想象把世界划分一下的括，我们便要惊奇地看到，最

科腴的地方儿乎在大多数的时代都是荒燕的，而在那些土壤似乎
什么都不出产的地方却出现了强盛的民族。

一个民族总是离开坏的地方去寻找较好的地方，而不是离开

好的地方去寻找较坏的地方，这是很自然的。因此，受侵略的多半

是那些得天独厚的国家。而且“踩踏”和“侵略”就象形影之相随，

所以最美好的地方也最是常常被弄得人烟稀艳；而那些北方可怕

的地方反而郏常有人居住，就因为那些地方儿乎是难以居住的。

历史家们向我们叙述斯堪的纳雒亚的人民向着多瑙河的两岸

移动的轻过。我们看到，那井不是什么征略，而仅仅是向一些荒華

的地区移居而巳。

可见这些气候优美的地方，从前曾桯被其他民族的移动弄得

人烟灭绝；而我们不知道这些悲剧梩过的情形。
亚里士多德＠说：“从古代一些石碑来看，藷地尼亚似乎是希

腊的一个殖民地。它从前很富庶；以爱好农业而著名的亚利斯德

斯神给它制定了法律。但是以后便衰微下去，一獗不振了；因为

迦太让人成了他们的主入；把一切可以养活人类的东西都破坏了，

并且禁止耕种土地｝遠者处以死刑。”藷地尼亚在亚里士多德肘代

@ «奇事）}一书的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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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气完全没有恢复；今天也是如此。

波斯、土耳其、俄罗斯和波兰的最温暧的地区曾受到大小鞋但

入的鞣端，还不能恢复过来。

第四节 国家土地肥瘤的其他桔果

土地贫帘，使入勤奋、俭朴、耐劳、勇敢和适宜于战争；土地所

不轮与的东西，他惘不得不以人力去获得。土地膏腴使人因生活

宽裕而柔弱、怠惰、贪生怕死。

入1问曾桏指出，在农民富裕的地方（例如在藷克森）所招募的

H耳曼章队，就不象别的地方那样好。可以在单法里规定严岐的

粔律，来补救这个缺陷。

第五节 息屿的人民

岛屿的人民比大陆的人民爱好自山，岛屿通常是很小的气一

部分的人民不那么容易被用来压迫其他部分的人民；海洋使他们

和大的帝国隔绝；暴政不能够向那里伸展；征胀者被大海止住了；

岛民很少受到征略战争的影响，他们可以比较容易保持自己的法

律。

第六节 由人的勤劳建立的国家

有的地方需要人类的勤劳才可以居住，井且需要同祥的勤劳

才得以生存。这类国家需要宽和的政体。主要有三个地方是隅于

这一类的，就是中国的江南王和浙江这两个美丽的省份、埃及和荷
立
二二o

中国的古代帝王井不是征服者。他们为着增强自己的权势就

0 日本地大，且有奴隶制，所以不在此例。

* 江南是1日省名，清初置，康熙后，改置江苏、安徽二省。一一霄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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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做一件事情，这件事情最有力地证明他们的智慧。他们平治了

洪水，帝国版图上便出现了这两个最美丽的省份。这两个省份的

建立是完全出于人力的劳动的。这两个省份土地肥沃异常，因此

给欧洲人一个印象，仿佛这个大国到处都是幸福的。但是要使帝

国这样大的一块土地不至受到毁坏，就要不断地用人力加以必要

的防护与保待。这种防护与保持所需要的是一个智慧的民族的风

俗，而不是一个淫佚的民族的风俗，是一个君主的合法权力，而不

是一个暴君的专制统治。政权就必须是宽和的，象过去的埃及一

样宁。政权就必须是宽和的，象今天的荷兰一祥；大自然给荷兰那

祥不便的地势就是要它关心自己，而不是要它懒怠或是任性而使

土地荒废。

因此，虽然由于中国的气候，人们自然地倾向千奴隶性的服

从，虽然由于帝国幅员辽阔而会发生各种恐怖，但是中国最初的立

法者们不能不制定极良好的法律，而政府往往不能不遵守这些法

律。

第七节人类的勤劳

人类的勤劳和优良法律，已经使大地较为适合于居住了。我
们看到过去湖泊沼泽之地，现在已经有河溪奔流了。这个幸福并不

出自大自然的力量，而是受到大自然的维护。当波斯人©称霸亚洲

的时候，他们规定，凡是把泉水引到不曾有水灌溉过的地方的人，

便可以五代享受这种利益；当时有许多溪涧从托鲁斯山流下来，波

斯人便不惜任何力量去疏导这些水流。今天这些水流灌溉者田原
与园圆而人们竟不知道它们是怎样来的。

＊甲乙本多一句：“又象今天的土耳其帝国一样。”

＠波利比乌斯：《历史》．第 10 卷，第 25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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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勤劳的国家削造各种幅泽；这些幅潭井不随若国家的灭

亡而消逝。正如喜好破坏的国家一样，它们所制造的祸害，比围

家本身存在的时期还要久长 189.0 " 

第八节法律的一般关系

法律和各民族森生的方式有若非常密切的关系。一个从事商

业与航海的民族比一个只淌足于耕种士地的民族所需要的法典，

范圉要广得多。从事农业的民族比那些以牧畜为生的民族所需要

的法典，内容要多得多。从事牧畜的民族比以狩猎为生的民族所

需要的法典，内容那就更多了。

第九节 美洲的土壤

美洲之所以有那些野蛮的国家，就是因为土地本身能出产忤

多果实，供人们生活。妇女只要在她们茅屋的周圉开辟一块地，很

快便可得到玉蜀黍。男子只要竹猎和捕焦，生活便很富裕。不仅

如此，食中的动物如牛、水牛等节的繁殖，多千众肉的野兽。不象

非洲那样，一向为食肉～的野兽所盘据飞
我想，如果欧洲不耕种土地的话，是得不到这些好处的，而将

只有一些橡树和其他不出产什么东西的树木的森林而巳。

第十节人口和睬生方式的关系

让我们看一看，不耕种土地的国家的人口比例是怎样的。没

有耕种过的土地的出产和艇过耕种的土地的出产的对比，就象一

个野蛮国家的人口数目和一个农业国家的人口数目的对比一样。

在耕种土地的民族同时也从事技艺 190 的场合，也有一定的比例，

令 甲乙本没有末后一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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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需要拌知的言十算＊0

非农业人民儿乎不可能形成一个大国家勹如果他们是牧民的

话，便需要广阀的上地去维持一小群人的生活；如果他侗是猎民的
括，他们的人数便更少了；他们为着牒生而紨成的国家便更小了。

猎民的国家，通常到处杯木茂盛，又因这些人从未致力于疏浚
水流，所以到处淌是沼泽，而每群人自成村落，粗成很小的国家。

第十一节 野蛮和半野蛮的民族

野蛮民族和半野蛮民族二者之间有这样一种区别。前者是分

散的小民族，因为某些特殊的原因，不能联合起来；后者通常是些

能够联合起来的小民族。野蛮人一般是猪人；半野蛮人是牧人。

这在亚洲北部是看得很清楚的。西伯利亚的民族不懂得过集体的

生活，因为如果这样便无法生活。鞋翱人能够在某个期间内过集

体的生活，因为他们的畜群可以在某个期间内聚集在一块。因此，

所有部落便可以联合起来。当一个酋长征服了浒多其他的酋长的

肘候，就可以有这种联合。他们在联合后，又必须就这两件事中选

撑其一，就是：分散开来，或是向南方的某个帝国进行大规模的征

服战节。

第十二节 不耕种土地的民族阴的国际法

这些民族不居住在一定的、立有边界的土地巨所以彼此之间

可以发生纠粉的问题是很多的。他们为荒地争吵，正象我们的公

民为遗产争吵一样。因此，他们因为狩猎、捕焦』妇趴奴隶的抢

夺，便有很多机会发生战争。此外，由于他们井不占有土地，所以. 
* 甲乙本作：“同时也从事技艺的褐合，野蛮人的数日对这个民族人口的数日，

和野蛮人的数日劝衣民的数日．以及衣民的数目对从事技艺的人的数日，成茂比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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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国际法去处理的事悄多，而用民法去解决的事情少。

第十三节 不耕种土地的民族的民法

民法内容的增多，主要是由千土地的分配。在不分配土地的

国家，民事法规是很少的。

这些民族的制度，与其叫做访律，毋宁说是风俗o

在这种国家里，那些肥得旧时事物的老年人是很有权威的；在

这种国家里，人们不能由财富，但可由手腕或叶森，而自人头地勹

这些民族漂泊或散居在牧野或森林里。婚姻不象在我们之叨

那样巩固。我们的婚姻因住所而获得固定，妻子就老在一个家里

呆着。这些民族的男人则比较容易更换妻子，或是拥有好儿个妻

子，甚至有时候象野兽一样滴不在乎地混淆不清。

畜牧的民族 1'.ll 不能离开他们的牲畜。牲畜就是他们的生活。

他们和妻子们也不能分离：因为妻子看顾牲畜。所有这一切就应

陔老在一起，尤其是因为他们通常是生活在辽阔的平原，很少坚强

的防御地势，他们的妻子、儿女、牲畜易于被敌人所掳掠。所以他们

更是应当在一起了。

他们的法律规定了掠夺物的分配，井且象我们的«撒利克法

典＞＞一样，特别注意偷窃朋题。

第十四节 不耕种土地的民族的政治状态

这些民族享有很大的自由；因为他们既然不耕种土地，就不附

着在土地上；他们游淄漂泊。如果有一个酋长企图剥夺他们的自

由的括，他们便立即到其他酋长的地方去寻找自由，或是退入山

林，和他们的家屡住在一起。这些民族享有极大的“人的自由“，这

种自由必然产生“公民的自由“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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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节 懂得使用货币的民族

阿利斯底普斯因船只失事，便汹水而在最近的海岸登陆。他

在沙滩上看到人ff1所画的几何图形，威到喜出望外，因为他由此

判断，他巳置身于一个希腊的人民的土地，而不是一个半野蛮的民

族的土地”飞

. 如果你因某种不涸事故而单身到了一个陌生的民族中去；只

要你发现一枚线币，就可以肯定你巳来到了一个开化的国家。
土地的耕种需要使用货币。耕种土地就要有许多技艺和知

瞰；我们知道技艺、知瞰和需要常常是齐步前进的。这一切都会导

致一个“价值的标肥＂的建立。

激流和大火＠使我们发现土地里含有金隅；金属一且被分肝

出来，便不难加以使用了。

第十六节 不懂得使用货币的民族的民法

一个不懂得使用货币的民族，除了暴力所产生的不公道事情

而外，儿乎不知道有其他种类的不公道事情，于是软弱的人们便联

合起来，抗拒强暴。这种民族除了政治性的协磺而外，儿乎没有

他种解决斜粉的办法3 但是在建立了货币制度的地方，人们就可

能遇到出自狡昨的不公道事情。人们可以用于百种方法去做不公

道的事情。因此，就不能没有良好的民法；民法的产生就是因为人

们用新的方法、用不同的方式去做坏事。

在没有货币的国家，强盗只能拿走实物，而各种实物的样子又

是互不相同的。但是在使用货币的地方，强盗夺走的是“标肥＇勹这

些“标肥“常常是互相类似的。在没有货币的国家，什么都隐藏不

＠狄奥都露斯«历史文献“第 5卷第 35章中告諒我f厅，牧人们就是这样在比利

牛斯山电发现了金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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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因为强盗老带着他的犯罪征据；但是在使川货币的匡家，，队形

俄下同了。

第十七节 不使用货币的民族的政治性的法律

一个不耕种土地的民族，他们的自由最大的保捧就是不懂得

使用货币门由打猎、捕焦或牧帝所获得的东西，既不可能大量狠

．中，也不可能大散保存，而使一个人有可能去腐化其他的一切人。

但是如果人们所拥有的是财富的“标祀＂的话，那末一个人便能够
聚狠大植的“标把“，井且随意给与别人。

没有货币的民族，每入的需求不多，井且可以平等地、容易地

得到淌足。因此，平等是必然的，他1f1的首倾也就不是专制的。

第十八节迷信的力量

如果旅行家们所告拆我们的是真的言舌，在路易斯安钠有一个

叫做“钠哲＂的民族，他们的政制是上述諒法的例外。他们的首

颌也可以任意处分他的一切臣民的财产，并且可以随怠叫他们做

任何事情；要他fr1的头翩也不能拒舱；他就象土耳其皇帝一样。当

他的拓定继承人出生的时候，在哺乳中的一切婴儿都要奉献粕这

位继承人，为这人终生服役。人们也许要脱，他就是埃及的夫牡帝。
这个首须在他的茅屋里，人们用径重仪式对待他，象日本或中国对

待皇帝一样。

迷信的偏见强于其他一切偏见，迷信的理编强千其他一切理

论。所以，虽然野蛮的民族本来不懂得什么是专制主义，但是钠哲

入却是懂得的。他们崇拜太阳；他们的首领如果没有想象出自己

就是太阳的兄弟的括，人民便要认为他也和他们一样是一只可怜

@ «耶稣会士书筒集》，第 20 斡。 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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虫而巳。

第十九节，阿拉伯人的自由和程租人所受的奴役

阿拉伯人和鞋勒人都是游牧的民族。阿拉伯人和我们以上所

諒的一般的悄况一样，是自由的。但是链胆人（世界上最奇怪的民

族）则受政治性的奴役©。关于这个事实，我巳轻殷过一些原因矶
现在要再提比一些其他的原因。

他们没有城市，他们没有森林，只有少数的沼泽；他伲的河川

差不多常年都冻着冰；他们居住在一个辽阀的平原上；他俨有草原

和牲畜，所以是有财产的。但是他们没有任何可以隐避或防卫的

地方。一个可汗被打败后，胜利者立即断他的头见对他的子女也

是一样。他的臣民便鄱隔于胜利者了。但胜利者对这些臣民井不

处以民事的奴役，因为如果这样做，他们将成为这样简单的国家的

一种负担；这个简单的国家既没有可耕的土地，也不需要任何家事

的服役。因此，这些臣民只增加国家的人口而巳，不过，胜利者虽

然没有采用民事的奴隶制，但是我们想象，应陔是采用了政治的

奴隶制的。

在这样一个国家里，各个部落之朋不断地战争，不断地互相征

胀；在这样一个国家里，一个战败了的部落的政治机体常常因首倾

的死亡而被摧毁。实际上，这样的一个国家通常是不可能有自由

的，因为受到无数次征服的，不只是一部分地方而巳。

战败的民族，因为所处地势的关系，常常能够在战败之后与战
胜者缔秸条的，而保持一些自由5 但是鞋鞘人，往往没有可守的地

@ 立可汗时，全民喊道：“他的括将是他的剑。”
雹）第 17 章，第 5节。，

@ 因此，米利椎断征服了伊斯巴汉后，把所有同一血統关系的王公都杀死，这是
没有什么可以奇怪的．

- - ｀'，加喊己.,七．．~心'-孕，， 冬·心～ ｀心~一石：气·'~．』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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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所以一且战败，便无法要求任何条件了。

我在本章第二节里说，在耕种的平原上居住的人常常丛不自

由的。但是环境却让居住在不耕种的平原上的糙鞘人也不能得到

自由。

第二十节链鞘人的国际法

杜胆人在自己之问看来似乎是溫和而人道的；但是作为征服

者的肘候，他w,是极残忍的。他们对被攻占的城市的居民进行杀

戮；如果只把居民出卖或是分配给自己的士兵，便自以为是对居民

的莫大，恩惠。他们摧毁了亚洲—一从印度到地中淹。他们使波斯

东部地区成为荒漠。 亭

我想，大概是因为下面的原因才产生这样的一种“国际法”。

鞋耟人没有城市，所以每每以迅逑猛烈之势进行一切战争。当他

们有征服别人的希望肘，他们就去作战；当他w,没有这种希望时，

他侗便参加到更强有力者的事队里去。他们的习惯如此，所以他们

认为，一个城市没有能力和他侗抵抗，但却阻碍了他们前进，便是

遠背他们的国际法。杜耟人不把城市行做是居民的聚集之地，而

认为是专为避免他们的势力而投立的地区13 他们围攻城市，但又

缺乏一切技术，在攻城时所冒的危除是很大的；他们对所流的血也

用血来报复。

第二十一节 楼租人的民法

杜亚尔德种父脱，鞋翱入常常以最小的儿子为继承人，因为当

其他年长的儿子能够过牧畜生活的时候，他们便带着父亲所分给

他们的一些牲畜离开了家，另立新居。最年幼的儿子则继镇和父

亲住在家里，便自然地成为父亲的继承人。

我听脱英格兰的某些小地区也有类似的习惯。这个习惯，今

" ' ，己心；，如..,"丘-··--;`矶}... ，已户才,..... ,, 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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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在布里塔尼的罗汉公国用还可以看见飞这种习惯存在于那里

的平民之朋 193。这无疑是一种游牧民族的法律，由某一布里塔尼

小部族带到那里去的，或是某一日耳曼民族所割制的。凯撒和塔

西伦 1,94 告诉我们，日耳曼人不大耕种土地。

第二十二节 日耳曼人的一种民法

«撒利克法典＞＞中有一项特殊的条文，通常被称为“撒利克法”。

我现在要在这里说明这项特殊的法律怎样同一个不耕种土地或者

至少是不大耕种土地的民族的法制有着密切的关系的。
.“撒利克法”＠规定，一个人遣有子女肘，由男孩而不由女儿优

先承继“撒利克土地”。

要知道“撒利克土地”是什么，首先就应该研究法兰克人在离

开德意志以前土地的特点或习憤。

爱卡尔 195 曾桯明确地论证过“撒利克”是从“撒拉”这个字来

的。“撒拉“是住宅的意思。所以“撒利克士地”就是＂屡于住宅的

土地”的意思。以下我将进一步探究 H 耳曼人的“住宅“和＂隅于住

宅的土地“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塔西伦说苞“他们不居住城市；自己的住宅和别人的住宅相

毗速，也是他们所不能忍受的。每个人在他的住宅周圉都留出一

小块土地或空隙，井用圉障把它圉起来。“塔西伦这段叙述是质实

的；因为许多野蛮民族的法典＠都盯有各种条救禁止毁坏这种圉

卓 甲乙本没有这一句。

@ 狄特·李椎：«罗．购踢年史，，第 62 卷。

@ “所谓居住的城市，日耳曼人是推也不知道的。他门居住的地方，井不速在一
起，都是分散着的。哪里有泉水、平原、树林，就在那里收置村庄。也不象我们的恩俗
把建筑物都联在一起。他f厅的住宅的四周有很大的空地。”见«日耳曼人的凰俗，，，第
16 章。

@ «日耳曼人的法律“第 10 章和«巴威利亚法习第 10 项第 1 、2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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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或佼入别人的住宅里。

从塔西伦和凯撒，我惘可以知道日耳曼人所耕种的土地，期限

仅仅一年，期淌仍归公有。他们唯一的世代相傅的家业就是住宅

和住宅周圉的那块土地饥专隅于男子的，就是这种特殊的家业。

实际上，这种家业怎能博给女儿呢？女儿是要嫁到别的住宅去的。

那末，“撒利克土地”就是那块附隔千一个日耳曼人住宅的刚

降内的土地；这是一个日耳曼人唯一的财产。法兰克人在征略战

争胜利后，又获得了新的财产，对这种新的财产仍旧沿用“撒利克

土地”的名称。

当法兰克人居住在德意志的时候，他们的财富是奴隶、牛羊、

焉匹、武器等等。他俨把住宅和同它相毗速的那小块土地博给另

孩子，是很自然的一件事，因为男孩子永远居住在那里。但是法竺

克人在征略战弃胜利后又获得了浒多大块的上地，他们觉得，女儿

和她们的子女不能分有这些土地，．不免太无情了。因此便产生了
一种习惯，准昨父亲把遣产安排给女儿和她的子女。这就使撒利

克法不再起作用。把遠产这样安排似乎是普遍的，因为这种安排

都汜录在法式书内砚

在所有这些法式书中，我发现了一篇奇特的法式书＠。一个

祖父在遣嘱里要他的孙子、孙女和他自己的子女一同继承遠产。

这样，还能有什么撒利克法呢？在那个时代，人们大搬巳翱不再遵

守撒利克法，不然的活，就是人们不断地让女儿继承遣产巳成惯

例，所以她们认为女子具有继承能力巳是件普通的事了。

撒利克法井没有重男軠女的目的，更没有使家庭、姓氏或土地

@ 在土地执照里，这个围障哄簸＇，哥尔蒂趼'0

@ 见，熙尔摩尔富斯«法式和第2卷 10、立；同书附录，法式书 49; 西尔滚都斯
«古代法式书5> 22 。

＠＇法式书 55，在林登布洛的«选辑＞）内。



第三卷第十八章法律和土壤的性质的关系 293 

的相博永世锦延不绝的目的。日耳曼人的观念里完全没有这些东

西。撒利克法是扽粹翱济性的法律，这个法律把住宅和附隔于住

宅的土地给与男子，因为他们需要在那里居住，所以这些住宅和土
地对他俨最为方便。

在这里，我们只要把撒利克法关于自由土地这一项抄录下来.... 
就够了。这项条文是很有名的，啖过它的人很多，但是救过它的人

却很少。

:．一、如果一个人死而无嗣，就山父或母做他的继承入。二、如

果他无父无母，就出兄弟或姊妹做他的继承人3 三如果他没

有兄弟和姊妹，就由母亲的姊妹做他的继承人。四、如果他的

母亲没有姊妹，就由他父亲的姊妹做他的继承人。五、如果他

的父亲没有姊妹，就由鼠近的男性亲展做他的继承人196。六、

撒利克土地的任何郘分＠不得傅给女性；它必须屡于男子；也

就是脱，男子应陔是父亲的继承者。”

很呏显，前五条是关于死后无嗣时的继承；第六条是有子女时

的继承。

一个人死而无嗣，法律规定，除了某些例外，不得偏杻两性的

任何一方。在继承的第一、第二两个顺序，男女两性所得的利盆是

相同的；第三、第四两个顺序，偏重女性；第五眼序，偏重男性。

我在塔西伦的苦仆里发现了这种奇怪现象的由来。他说氢“日

耳曼人爱他何的外甥和外甥女同爱他们自己的子女一样。有的人

把外甥、外甥女这种亲属关系看得更亲密，甚至更神圣。在接受入

质时，他们喜欢要这种亲隅关系的人。”因为这个掾故，我们最古

@ “对撒利克土地，女子没有任何继承权，只有男性、只有丿L千，·才有继承遣产的
权利。“狄持·李维心罗，环编年史兀第 67 卷，第 6 节。

@ ＜日耳曼人的恩俗叭第 20 章． 0
拿 原注拉丁文，和正文中所引法文意思基本相同，所以略而不释。-霹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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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历史家＠时常啖到法兰克入的君王是如何喜爱他们的姊妹和外

甥、外甥女。如果姊妹的子女在兄弟的家里当做自己的子女看待

的话，外甥、外甥女自然也把舅母看做是自己的母米了。

母亲的姊妹被看彴比父亲的姊妹更亲密...,这点可以在撒利

克法的其他条文里获得斛释。一个妇女成为＇样妇，，2) 时，则受丈夫

方面亲属的监护；法律规定应由女性关系的亲隅优先担任这种监

护，其次才山男性关系的亲属来担任。原因是，一个女子来到夫

家后，就和同性的亲屡团秸在一起，所以和女性关系的亲腾比和男

性关系的亲隅较为亲密。不仅如此，一个人因杀人街而被判处肌金

的时候，如果他无力檄纳，法律准浒他交出他的全部财产，不足之

数应陔由其亲展补足。按次序来说，在父亲、母亲、兄弟之后，就

山母亲的姊妹来檄纳，仿佛在这种亲展关系里有比较深厚的威悄

存在似的，这种亲隅关系既然应陔负担责任，那末也就应陔享有校

优的权利。

撒利克法规定在父亲的姊妹之后，应以最近的男性亲属为继

承人；但是如果这个亲腐是在五亲等之外，他就不得继承。因此，

一个五亲等的女子就有可能比一个六亲等的男子优先继承。这在

莱茵柯畔法兰克人的法律＠里可以看到。法兰克人莱茵河畔地区

的法律“自由土地”一项是撒利克法最忠实的注释。在这项规定

．中，该法处处都和撒利克法相吻合。

如果父亲死后留有嗣子的话，撒利克法便不浒女儿承继撒利

@ 见格列高里·德·都尔．«注兰克史》，第 8 卷，第 18 、20 章；第 9卷，第 16 、20

幸。页特兰因里欧椎季尔镂虐待他的外甥女茵恨达，异常憤怒，她的兄弟柴尔德柏曾出
兵为她报仇。

@ «撒利克法叭第 47 项。

@ 同上第 61 项，第 1 节。

@ “在五亲等以内的男性亲鹰是下一，顺序的滇产继承人。“见狄恃·李雒： «罗思
躲年史»，第 56 卷，第 6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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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土地，业规定该土地廊愿於男子。

我将不雉证明，撒利克法业不是亳燕匪别地排除女见承缢撒

利克土地，而是僅僅在有兄弟的场合，她们才受到排除。

（一）迼黏徙撒利克法本身就可以看到。撒利克法首先脱，埽

女不得古有撒利克土地，只有男子可以占有迼种土地；俊来该法又

迪行解释，业射迼种脱法的意袭加以限制，它说：＂迼意思就是脱，

父就的遗痊将由兄子继承产

（二）迼段撒利克法涤文的意羲可由莱茵河畔法阑克人的法

律＊得到阐明。梭者也有一项陳於“自由土地”的规定CD, 它和撒

利克法的规定符合。

（三）迼些半野蟹民族的法律全都来源於德意志，症且互相阑

明，尤其是因骂它们的精神差不多全都一橡。撒克逊人＠的法律

脱定，父母照将遗痊留给兄子，而不留给女兄；但是只有女兄峙，女

兄便将狻得全部遗痊。

（四）我们有雨份古诗的法式害＠，都载有按照撒利克法女兄

受男子排斥的情况，就是说，在有女兄又有兄子的特候女兄受到排

］斥的情况。

（五）另外一份法式害＠证明，女兄有侵先於被缗承人之括缢

承遗鹿之摧。由此可见，女兄只在有兄弟诗才受到排除。

（六）倘使按照撒利克法，女兄一般都不得缢承士地的活，那

末史害、法式害和文契不断地啖到黎明峙代＊＊埽女的土地和财痊，

* 甲本作： ＂......莱茵河畔居民的法律，创法蓟克睹民族稻骂撒利克法的法律，

“ 
＠第 56 项。

@ 第 7 项第 1 笝规定：“父裁或母规死梭，由鬼子而不是由女见缮承遣室。“第 4

简规定：（但只有女兄峙）“死梭则由女兑而不是由兄子最承』日可取得一切遣鹿摧．＂
@ 局甭摩甭富斯心法式害冷，第 2卷，法式睿 12i 又同鲁附彖，法式害 49。
@ 林登布洛的«避辑习内法式害 55。
丰＊ 见本章第 31 筒注。－—晕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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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将熊法解秤。

人f肛曾脱，撒利克土地是采地。迼是銡误的。第一，迼一项

目的椋题是“自由土地”。第二，起初，采地是不能世瘦的。．第三，

如果撒利克土地呆真是采地的话，就速男子都不能滥承采地，焉雨

帐附富斯怎底能说排斥女子缢承的諷俗是亵战神明呢？第四，那

些被人们用来证明撒利克土地是采地的文契，僅能证明撒利克土

地是自由上地而已。第五，采地是在征服戟争以悛才建立的，而撒

利克的晋惯＊在法阑克人誰佣馅意志以前就已纯存在了。第六，

不是撒利克法限制女子的缢承而形成了采地的建立，而是采地的

建立射女子的缀承和野撒利克法的规定，加上了限制。

根慷上面所说，人们将不能相信法阑西王位永遠由男子缢承

是湍源於撒利克法了。但是，迼桶制度亳焦疑羲是徙撒利克法来

的。迼黏，我可以用一些半野鳌民族的法典加以证明。按照撒利

克法＠和勃民第人的法律＠女见没有榄利和兄弟们同峙缉承土

地；她们也不能继承王位。西哥特人的法律＠正相反，它準昨女

兄＠和兄弟一同承缢土地；女子也可以缢承王位。在迼些民族中，

民法的规定对政治性的法律资生了影窖矶

CD 杜劓支、果都等。
* 甲乙本作：＂…·｀，而撒利克渚法律，即然在法阑克人雒阿铅意志以前就已纯匪

耜成篇了。 “1751 年版修改。

＠第 62 项。

＠第 1 项第3 箭；第 16 项，第 1 筒第 51 项，
(1) 第 4 卷，第 2 项，第 1 简，，

@ 塔西伦«日耳曼人的凰俗习第 22 章脱，日耳曼民族有共同的咨惯，但也有各别
的晋惯。

@ 柬哥特人的王冠曾有两次由女性傅给了男性。一次由阿焉拉遥塔傅给阿违拉

立应斯，一次由阿禺拉佛烈速傅给梯歇逵特。追不是因凤女子就不得治匾。在阿逵拉
立摩斯死俊，阿焉拉逼塔轨掌阔政，甚至在梯欧逵特赏避之援，她仍然孰掌阔政，亚fl
和他一道治藏。见加西奥都露斯：«柬哥特史＞，第 10 卷，阿焉拉遥塔及梯欧逵特的害
信＊＊。

妇＊ 甲乙本没有迼佪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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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厢克人的政治性的法律服徙於民法，迤亚不是唯一的事例。

依照撒利克法的规定，，所有的兄弟祁平等地承缢土池；而勃民第人
的法律也作同樑的规定。所以争在法酬克人的王固裹，在勃民第人

的王囡裹，所有的兄弟都有继承王位的资格，不遏在勃民第人的王

囡裹曾纯因此而登生遏栽次暴行、暗股和篡脊。

` 第二十三筒 法阑克君王们的畏妻＊

不懂得耕秞土地的民族是速奢侈的戳念都没有的。在塔西伦

的著作裹，我们可以看到日耳曼人民朴烦可岚。技盛不觅他们的

装饰服伤，他们就在天然程物裹去寻找装饰品。如果他们的首领

的家族需要有什度和别人有所匿另i的樑妃的括，也要在天然痊物
中去辱找。因此，法刺克人、勃良第人和西哥特人的君主都以长赘

赏作冕施。

第二十四箭 法蓟克君王们的婚姻

我在上面已纯说遏，不知耕租土地的民族的婚姻比其他人民

的婚姻不固定得多。他们通常有好畿俏妻子。塔西伦说：“在半野

搬人中只有日耳曼人以一妻禺涡足立不遏也有一些例外的人娶

了好蔑倘妻子，但那亚不是因骂他们放荡，而是因焉他们身分的尊

赏。”@

迼就足以说明初民峙期的君王，妻子所以来多的原因。迼些

婚姻，典其说是君主淫乱的证捩，毋家说是君主尊员的椋志。如果

剥奢君主,,迶度一佪特摧，那就等於侮害了他们最感到尊贵的地
方矶迼也足以脱明骂什磨臣民没有追随君王们的榜橾的原因。

* 甲乙本裸题焉“君王的顽髡"。

@ “只有迼些半野蜜人才喜歉一妻制。“见寸］耳曼人的凰俗“第 18 章。
@ “有少数例外的人不是焉了淫欲，而是耳了尊荣而多婚。”见同上害。
@ 见佛烈馅加利乌斯：«编年史））， 628 年倏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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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二十五饰 查育第立克王

塔西伦说：“日耳曼人的婚姻是跋丽的矶在那裹，邪恶不是

供人溅笑的题材。腐化他人或受人腐化，亚不是常峙的凤尚或生

活的方式。在迼梯人口栾多的囡家裹，遠背夫妻信装的事例是很

少见的。飞

迼就是查甭第立克所以被聪逐的原因，他破壤了他何謹骰的

胤俗。那峙，征服戙争睢然摸得了胁利，但遠没得到充分峙陨去改

燮迼些岚俗。

第二十六筛 法圃克君王们的成年

不耕稚土地的半野蟹民族本来是没有土地的；正如我们上面

已纯说遏的一株，他们舆其说是受民法的管辖，毋家说是受阙院法

的管辖。因此，他们般乎老是带着武器的＊。塔西伦也脱：“日耳曼

人＠熊誰虑理公事或私事，没有不带武器的。在跷事峙他们用武

器做出的信虢来表示他们的意见＠。常一佪人畏大，有力量携带

武器的峙候见他便被介绍给畿舍；人们便把一支畏梒交给他＠。

徙那诗候起，他就是成年了复遏去他是家庭的一部分，现在成骂

共和园的一部分了。”

_ @ “婚姻肢肃…~..那裹没有人諷笑缺贴。没有人觅峙代所败壤，也不败壤峙
代。“见«日耳曼人的凰俗兀第 19 章。

@ “人口迼檬多，但很少有通奸的事情。“见同上害。

* 甲乙本没有＂畿乎＂一祠．

@ “他们不谕做公事或私事，常常携带着武器。“见«日耳曼人的凰俗>'第 13 章。

@ “如果不同意，则表示轻蔑。如果同意，便一青敲挚畏枪。“见同上害，第 11 章嚷

@ ｀｀要公民圈髓腮禹已经畏大，不廪再推延的峙候，才能取得武器。”见同上害，

第 13 章。

@ ”在迶侗巅舍上，某一首畏或父裁或裁属把盾牌和畏擒授舆青年人。”

© ”在那裹，迼植畏擒象征着青年人所得到的第一次的光荣。在此以前，他是家
庭的一分子，不久他将是国家的成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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柬哥特的固王说也“常小鹰的翅膀和爪子长好了的峙候，大

鹰就不再喂它们了。赏小鹰自己能够寻找食物的峙候，它们就不

再需要别人的积助了。如果我们窜隙中的青年，竟被人腮觅年龄

幼小不逸宜於毙理自己的财痊和管理自己的生活上的事情的括，

那是一件丢脸的事。哥特人成年的倏件是品德。”*

常柴甭德柏二世的叔父贡特阑宜布柴甫德柏二世已成年，亚

能够棍自治理囡事＠的峙候，柴雨德柏二世是十五衱叭

按照莱茵河畔居民的法律，十五放焉成年，同峙又狻得带榆的

能力。该项法律规定叭“如果莱茵河畔的一佣居民死亡或被役

死，亚遗有一子特，其子在涡十五栽前不得在诉讼上卧控告入或被

控告人。淌十五衱梭，他便可以棍自抗辦或遗择一侗决门人。”他

的智力必须已纯充分登逵才能够在窖判峙焉自己辦賤；他的身鹘

必须充分登育，足以在格门中防衡自己。勃良第人＠在诉讼诗也

有以决门证曲直的晋惯；他们也以十五被国成年。

阿加提亚斯告诉我们，法酬克人的武器翱，所以才能够以十五

跋骂成年。此梭他们的武器重起来了；在查理曼峙代已纯重得很。

迼徙常睹的勀令和小说中都可以看到。所以那些擁有采地因而必

须服事役的人们叭不到二十一跋就不算成年了气
@ 梯欧多立克，见加西奥都露斯：«柬哥特史为，第 1 卷，第 38 信。
* 甲乙本没有逍一段。
@ 格列高里·德·都甭«法蓟克史寸肖 7 卷第 33 章载：“贡特蓟宣布他的蛭子柴

甭德柏二世成年诗，柴甭德柏二世已经是匮王了。贡特劓又立柴甭德柏二世骂嗣子。”
儿梭面第 2，简＊＊。

** 甲乙本多道一段：贡特阑告诉他，“我把迼支畏榆交给你，作禹我把我的整佪
王国交给你的表征。，”又裨向峨舍锐，“你们看见我的兄子已缆成人了；你们要服徙他。”

@ 格列高里·德·都甭«法阑克史为第 5 卷第 1 章脱，月柴甭德柏二世在 57~ 年缮
承父位峙，年方五裁。道就是说，已经五裁。 585 年贡特酬宜布他成年，所以是十五跋。
＠第 81 项。

＠第 87 项。

® 平民的成年年龄则没有改燮。
© 蛮路易二十一象才算成年；迶是 1374 年由查理五世颁谕更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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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二十七筒罐前

我们看到，未成年的日耳曼人不得出席曦舍；未成年人只是

家庭的一部分，而不是共和固的一部分。因觅迼佪缘故，奥甭良

王—-－勃良第的征服者—一格摇多米甭的兄子们没有被宣布凰阔

王。因焉他们太年幼，不得出席畿舍。他们雏然遠不是国王，但是

他们一且能够携带武器，就可以成觅阔王。那峙阔事由他＂的祖

母格捅底甭德治理矶俊来他们的雨佪叔父格捅大利扁斯和柴甭

德柏毅害了他们，分割了他们的王阔。因此，在梭代，未成年的太

子在父规死梭，便立即被宜布焉囡王。

由於同橾原因，贡多瓦甭德公爵救了柴甭德柏二世，使他免受

查甭柏立克的残投，壤他在五裁的峙候就被宣布焉阔王觅

但是，睢然有迼佪夔更，人们仍然遵徙民族固有的精神；所以
法案的通遏不用幼君的名袭。因此，法阑克入便有双重的行政行

焉，一是眺保幼君本人方面的，一是脚保王阙方面的；在采地，＂监

謹“和“监管”是有匾别的197 0 

算二十八筒＊ 日耳曼人如何收着藏子

日耳曼人以接受武器焉成年的表征；他们收餐羲子也用同梯

的表征。因此，贡特阑要宜布他的蛭子柴甭德柏骂成年董收餐他

骂袭子的峙侯就告诉他说：“我把迼支畏榆交给你，作焉我把我的
王囡＊＊交给你的表征。”又转向講会说：“你们看见，我的克子已

@ 徙格列高里·德·都甭«法阑克史力第 3 卷的纪裁去看，似乎是：格巍底甭德
透择了雨倘勃良第人，要擢升他们到都育教座。勃民第是格暴多米甭的一俩征服地，
都甭也属於他的王圃。

@ 格列高里·德·都甭«法阑克史，，第 5 卷第 1 章说： ｀｀厘焉五年一次的清潔湟
日刚遏去，就在生日那天登拯。刊

* 甲乙本没有迶一箭。

** 本章第 26 简昊文注作“我的整假王阔......。”一一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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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成人了；你们要服从他。“东哥特王梯欧多立克有意收黑路里人

的国王为嗣子，给后者写信©说：“凭武器收纳嗣子，在我们民族中

是一件美事，因为唯有勇敢的人们才配做我们的儿子。｀这个行为

产生巨大的力址，所以任何这样被收养的人都是宁死也不能忍受

任何耻辱的。因此，由千你是一个勇敢的人，我们依照各民族的习

惯送给你这些手盾、刀剑和马匹，凭这些东西收纳你做我们的义

子。”,

第二十九节 法兰克君王的残酷性

在法兰克各王中，计划侵略高卢的，不只是克罗维斯一人。在

他以前已经有他的一些亲属带领个别的部落侵入这个地方。但是

因为克罗维斯的成功较大，井且能够把大最的居留地赐给那些跟

随他出征的人们，所以各部落的法兰克人都来投奔他，千是其他酋

长觉得自己的力量过于薄弱，不能和他抵抗。克罗维斯拟定了一

个灭绝自己整个家族＠的计划，并且成功地执行了这个计划。格

列高里·德·都尔＠说，克罗维斯怕的是如果不这样做的话，法兰

克人也许选择别人做首领。他的儿子和继承人们也都极力仿效他

的做法。因此，兄弟、叔伯、侄子，更糟的是连儿子、父亲，都在不断

地进行着残害他们的整个家族的阴谋。法律不断地分割王国，而

恐怖、野心和残忍却要把王国重新统一起来。

第三十节 法兰克的全国议会

上面已经说过，不耕种土地的民族享有大最的自由。日耳曼
人的情况就是如此。塔西伦说，他们只给他们的国王或酋长们很

@ 加西臭都露斯：«东哥特史》，第 4 卷，第 2信。
@ 格列高里，德，都尔心法兰克史为，第 2 卷。 . 
@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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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中的权力仅凯撒＠）又说，在和平的时候，他们没有一般官吏·，但

是他们的国王们到各个村子去审理争讼。因此，在德意志的法兰

克人是没有国王的。格列高里·德·都尔很好地证明了这点贰

塔西伦说(4):“君主们审议小事；全民族审议大事；不过由人民

审议的事件也同时提交君主。“他们在征服战争之后，仍然保存这

个习惯。这在他们的一切记载中都可以看到仇

塔西伦＠说，死罪可以提交议会审议。在征服战争之后仍然

如此；直属封臣就由议会裁判。

第三十一节 黎明时代＊憎侣的威权

半野蛮民族的僧侣通常拥有权力，因为一方面他们从宗教得

到了威权，另一方面这种民族的迷信使他们获得权势。因此，我们

在塔西伦的著作里看到，在日耳曼民族中僧侣受到人们很大的尊

敬，并且统辖了人民的议会©。只有他们可以惩罚人、捆绑人飞打

人。他们做这些事时，不是出千君主的命令，也不是为着惩罚，而

是出千神的启示仇人们想象神是永远和作战的人们在一起的。

@ ＇（国王没有自由，也没有无限的权力。他不得刑罚、捆绑、拷打等等。”见«日耳

曼人的风俗汃第 22 章。

@ ”在和平的时候，没有一般的官吏；君王们到各地区或村庄去审理争讼。”见凯

撒：«高卢战争汃第 6 卷，第 22 章。

@ 见«法兰克史，，，第 2 卷。

@ “小事问君主，大事问群众；由平民作主，君主执行。”见«日耳曼人的风俗兄

第 11 章。
@ “法律依人民公谦制定，由国王公布。”见«秃头查理敕令＞， 864 年，第 6 条。
@ “准许到议会控诉，可以推迟死罪的危险。“见«日耳曼人的风俗",第 12 章。

掌 指的是初期法兰克君王们统治的时代。一一译者
© “僧侣有控制权，可以制止人们发言。“见«日耳曼人的风俗为，第 11 章。
@ “国王没有自由，也没有无限的权力；如果没有僧侣们的同意，他不得刑罚、捆

绑或拷打。他不是为了刑罚，也不是作为一个首领而发布命令，而是好象奉了神的命
令似的。他们相信神帮助这些好战者．“见同上书，第 12 章．

『·,'－胪·- - ｀一一，-·•·--- －．一· -- ··于盲1 一心,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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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当我们看到，黎明时代开始时，主教们就已经判断争

讼CD，就已经出现在国家的议会里；他们对国王所作的决定有那么

大的影响力，拥有那么多的财产，我们是不应该感到惊奇的。

第十九章 法律和构成一个民族的一般

精神、风俗与习惯的那些原则的关系

第一节本章的主题

这个题目范围很广。无数的思想呈现在我的脑子里。在这无

数的思想中，我将较多注意事物的秩序，而较少注意事物的本身。

我将不能不左右探寻、推敲钻研，以发现真理。

第二节 戛接受最好的法律，人民的思想

准备是如何的必要

在日耳曼人看来，再也没有比瓦露斯的法庭更令人不可容忍

的了＠。查士丁尼曾在拉济人那里建立了＠一个法庭以审判刺杀

君王的凶手；拉济人却认为这是一件可怕而野蛮的事情。米特里

达特句在演讲反对罗马人的时候，特别谴责罗马人的诉讼程序觅

有一个帕提亚的国王曾在罗马受过教育，对民众和说可亲，易千接

近。帕提亚人竟不能容忍这样一个国王。对千那些从未习惯千享

受自由的人，甚至连自由也好象是不可容忍的。同样，新鲜的空气

@ 见 560 年«格罗大利乌斯宪法习第 6 条。

@ 他们打断辩护士的话，对他们说：“毒蛇，停止叫唤吧广见塔西伦： «日耳曼人

的风俗丸

@ 阿加提亚斯：«查士丁尼的生活与行动＇，第 4 卷。

@ 查士丁：«世界史纲》，第 38 卷。

匀拉 1．原文称“诉讼的把戏”。见同上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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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候对那些居住在沼择地带的人们，是不愉快的东西。

一个叫做巴尔比的威尼斯人到了秘古，谒见了国王。当国王

听说威尼斯并没有君王的时候，便大笑起来，竟致咳嗽得连和朝臣
们说话都说不出来了矶象这样的人民，还有什么立法者能向他们

建议平民政治呢？

第三节暴政

暴政有两种，一种是真正的暴政，是以暴力统治人民；另一种

是见解上的暴政，即当统治者建立的一些设施和人民的想法相抵

触时让人感觉到的那种暴政。

狄欧告诉我们，奥古斯都愿意人们称他为“罗慕露斯”。但是

因为听说人们怕他称王，他便变更他的计划。初期的罗马人不愿

意有国王，因为他们不能容忍国王的权力；奥古斯都时代的罗马人

不愿意有国王，因为他们不能容忍国王的威仪。虽然凯撒、三头执

政们和奥古斯都实际上是国王，但是他们全都保持与人民平等的

外表；他们的私生活并不象那个时候外国国主那样豪华奢侈。罗
马人不愿意有国王，意思就是他们要保存他们的风俗，而不模仿非

洲和东方人民的风俗。

狄欧＠还说，罗马人因为奥古斯都制定了某些过于严峻的法

律，对他极为愤怒，但是当奥古斯郡让一个被乱党驱逐出城的喜剧

演员彼拉德项新回城的时候，他们的不满便消失了。这样的一个
民族，在一个优伶被驱逐时比在他们被剥夺一切权力时，对暴政的
感觉还要锐敏。

@ 巴尔比在 1596 年描述秘古的情况，见«创建东印度公司历次航行辑览>，第 3
卷，第 1 篇，第 33 页l980

@ 狄欢：«罗马史兄第 54 卷，第 17 章，第 532 页，，

．卫 '" •• ••••• • •• ' ·• •• • ,.,,.,-~ ...心«”已，．｀＇，．一心上“已庄，如二暨L, 4 心·•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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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第四节 一般的精神", l 

人类受多种事物的支配，就是：气候、宗教、法律、施政的准削、

先例、屈俗、习惯。粘果就在这里形成了一种一般的精神。

在每一个国家里，这些因素中如果有一种起了强烈的作用，则

其他因素的作用便将在同一程度上被削弱。大自然和气候儿乎是

野蛮人的唯一統治者；中国人受胤俗的支配；而日本则受法律的压

制；从前，虽俗是拉栖代盂的法则；施政的淮则和古代的胤俗，在罗

思就是规范199 0 

第五节 应如何注意不变更一个民族的一般的精神

假如恨界上有一个民族，性喜交际，心胸豁达，爱好生活，有岚

趣，拌善、于表达思想；他们活澄而媒雅官人，有时洒脱不拘，翱常不
謹小慎微，而且勇敢、大量、坦率、有某种程度的名誉心；那末，就不

应陔企图用法律去束搏他们的礼俗，以免抑制他们的品德。如果

性格一般是好的括，那末就是有些小疵也不足为病2.00 0 

人们也浒可以对妇女加以的束，制定法律改正如凹的胤俗，限

制她们的奢华，但是誰能脱得上，这样做不能使她们丧失她们一定

的諷趣和礼仪呢？她侗的黑趣可能是民族财富的泉淜；她们的礼

仪可能吸引外宾到这个国家里来。

在不遠反政体的原则的限度内，遵从民族的精神是立法者的
职责。因为当我们能够自由地顺从天然秉性之所好处理事务的时

候，就是我们把事务处理得最好的肘候。

如果把迂腐拘謹的黑气拾予一个秉性快活佚放的民族的括，

则国家无谕在国内或国外都不能获得任何好处。任凭他ff1用严肃

的态度去做琐碎无关紧要的事情，井用輛快放佚的心情去做严肃

的事情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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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不应咳什么都雯改正

一个和我『，刚刚描述的极相类似的国家有一位先生说：“我们

是怎样，就让我们怎样吧产大自然对一切欠缺都会加以补偿。大

自然抬子我们活激的性格，它能够使我们触犯人，又足以使我们怠

慢一切人，但是这个活潦性格却又给我们带来了礼貌，而礼貌则纠

正活澄性格的缺点，激励我们去欣赏这个世界，尤其是欣赏和妇女

们的交往。

我们是怎样，就让我们怎样吧！我们不拘謹的素质，再加上我

们不存什么恶念，就使那些会的束我们喜爱交际的性格的法律对

我们很不适宜。

第七节 雅典人和拉栖代孟人

这位先生又脱，雅典人是和我们有些相似的民族。他们把快

活的精肿放进一切事务里去；在跷会的讲坛上和在戏剧舞台上的

嘲笑言祠同样地使他们高兴。这种活澄精神出现在筹跷的时候，

也出现在执行的时候。拉栖代孟人的性格则庄重、严肃、于燥无

味、沉默寡言。人们用烦扰的方法不能从一个雅典人那里得到好

处；人们用玩笑的方法也不能从一个拉栖代孟人那里得到好处。

第八节社交性格的后果

人民越好交际，便越容易改变他们的黑俗，因为每人都有较多

的机会成为另一个人观察的对象，因之人们就能更清楚地看到每

个人的特点。一个因为气候的影响而喜欢交际的民族，也因气俟

的影响而喜欢变换。气候使它喜欢变换，也就使它形成它的凰趣。

女性的肚交破坏了諷俗，而形成了凰趣。要比别人更能取忧

于人的颠望产生了装饰。要悦人多于忧己的颠望产生了时髦。时

心．．，．．-·. ·-心,·....．生，．．．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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髦成为人们追求的一个重要目标。由于人们的性情日盆趋于翱钝

烦琐，便不断地增加他们商业的部门觅

第九节 民族的虚荣与雁傲

虚荣对于一个政府是一种好的动力，正如瞒傲对于一个政府

是-禾种危除的动力一样。要证明这点，我们只需在一方面指出虚

荣所产生的无数的好处，如豪华、勤劳、艺术、时尚、礼貌和岚趣；在

另一方面指出某些民族的脸傲所产生的无数的弊害，如怠惰、贫

穷、百事俱府，以及恰巧落入它们手中的民族的毁灭，和它们自己
民族的毁灭。怠惰©是腊傲的产儿，勤劳是虚荣的桔果。一个西

班牙人的腊傲使他不劳动；一个法国人的虚荣使他劳动得比别人

更努力。

一切怠惰的民族都是庄严肃穆的；因为那些不劳动的人把自

己看做是劳动的人俷的統治者。

研究一下所有的民族吧！你们便会看到，在大多数民族中，庄

严、腊傲和怠惰是形影相随的。

亚金＠的人民又牍傲又怠惰。那些没有奴隶的入也要雇一个

奴隶，哪怕只是为着携带两品特的米走一百步路也好；他们认为如
果自己携带的括，那是很不体面的。

世界上有一些地方的人，以留长指甲来表示他们的不劳动。

印度的妇女＠认为学习嚷书是可耻的，因为她们说，这是在佛

@ 见«蜜蜂的故事＂＂％
@ 那些践滂．羁拉坎巴可汗的人民，即卡尔拿塔卡和柯罗曼德尔的人民，是又贼

傲又撮惰的。他们消黄很少，因为他f厅穷得可怜。＾但是莫卧．儿人和印度斯坦的人民是
勤劳的，因而享受象欧洲人一样舒适的生活。见«创建东印度公司历次航行轼览》，第 1

卷，第54 页。

@ 见唐比埃：«周游世界庄＇，第 3 卷。

@ «耶稣会士书简集》，第 12 辑，第 8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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寺里唱法歌的奴隶们的事。有一个部落的妇女们是不懂勍稹的；

另一个部落的妇女，除了编筐毓旃而外，什么都不做，她们甚至不

春米；还有一些部落，甚至认为妇女不应当去汲水。黯傲制定了这

些规矩，井使人们遵守这些规矩。不用脱，道德的品质和不同的其

他品质相枯合，，则产生不同的效果。因此，牍傲同巨大的野心，以

及权势的意念等等相粘合，便产生了入所共知的罗思人所获得的

那种效果飞

第十节 西班开人和中国人的性格

各民族的不同性格是品德与邪恶的混合，是好和坏的品质的

混合。混合得好的时候便产生巨大的好处，这些好处常常是人们

所没有料想到的。有的混合产生巨大的坏处，这些坏处也是人们

所没有料想到的。

无哈哪一个时代，西班牙人都以信实著称。查士丁＠告盺我

们，西班牙人保管寄托物是克尽忠诚的202: 他们常常是宁死也要

保守秘密的。他们过去的这种忠实，今天仍然存在。凡是在卡迪

斯进行贸易的国家都把财产托付给西班牙人；它们从来没有后悔
过。但是这种令人羡慕的晶质，和他们的懒惰混合起来，便产生对

他惘有害的后果，就是：欧洲各国人民都在他{r1的眼前桯桔了西班

牙千国的全部贸易。．

中国人的性格是另外一种混合，和西班牙人的性格恰恰相反。

中国人生活的不稳定吩使他们具有一种不可想象的活动力和异乎

寻常的贪得欲，所以没有一个翱恼贸易的国家敢于信任他刊吼

1··1_

-I 

* 甲乙本没有这-句。这是孟德斯遽为丁回答格罗理对本书的批旰才添进去

的。
@ «世界史印，第44卷，第 2 货。
@ 由于气候和土壤的性质的关系。

@ 杜亚尔德：«中华帝国志＞，第 2 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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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人所公认的不忠实使他俨得以保持对 H 本的贸易。虽然欧洲

商人从中国北方沿海的省份和日本进行贸易是很便利的，但是没

有一个欧洲商人敢于用中国人的名义进行对 H 贸易。

第十一节一点意晃

品德和邪恶之朋存在着无限的距离。我所脱的，不是要去减

少这个趼离。不，决非如此我只是要使人们了解，一切政治上的

邪恶井不都是道德上的邪恶，一切道德上的邪恶井不都是政治上

的邪恶；那些因制定法律而遠反了一个民族的一般精神的入tr,,不

应该不了解这点。

第十二节 专制国家的礼仪和凰俗

专制国家的胤俗和礼仪，决不应该加以改变，这是一条重要的

准则。没有比这样做更能迅速地引起革命。因为这些国家就象没

有法律一样。它侗只有胤俗和礼仪如果推翻虽俗和礼仪，就是

推翻了一切。

法律是制定的，而胤俗则出于人们的威悟。諷俗以人民”一般

的精神”为淜源；法律则来自“特殊的制度＂。推翻＂一般的精肿“和

变更“特殊的制度”是同样危险的，甚至是更为危险的。

在专制的国家，每一个人都是既居人上又居人下，既以专制权

力压迫人又受着专制权力的压迫。那里入们的交往就少于那些自

由存在于社会上各阶层的国家。因此专制国家的礼仪和諷俗就较

少改变。县俗较为固定，所以就近似法律。因此，在这样一个国

家，君主或立法者比世界上的任何国家都应当少去更动諷俗和礼

仪3

这样的国家仇妇女，通常是幽闭在深闱呈，对社会影响艳少。

在其他的国家，男女互相交往；妇女要取悦于人的顾望和男子要讨

s. , 仁七3哏··，叶叭n,. “'，“「 Il.l -I E , 1 m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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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欢心的顾望，便引起岚俗不断的变更。两性互相席化，双方就

都丧失了他们特有的和主要的品质。以前被认为是天轻地义的东
西，现在竞按照自己的意思行事了；于是胤俗就天天都在改变。

第十三节 中国人的礼仪

不过中国人的礼仪是不能毁灭的。中国的妇女和男人是绝对

分开的。除此之外，中国人的礼仪，和他们的凰俗一样，都是教育

的内容。一个文人＠可以从他行礼时那样从容自若的态度看得出

来。这些东西一且钰严厉的教师用来当作矮规施教后，便成为固

定的东西，象道德的原则一样，永远不能改变。

第十四节 改变一个国家的层俗和习憤

有什么自然的方法

我们巳轻訧过，法律是立法者创立的特殊的和精密的制度；凤
俗和习憤是一个国家一般的制度。因此，要改变这些虽俗和习惯，

就不应当用法律去改变。用法律去改变的话，便将显得过于横暴。

如果用别人的諷俗和习惯去改变自己的属俗和习惯，就要好些。

因此，一个君主如果要在他的国内进行巨大的变革的括，就应

陔用法律去改革法律所建立了的东西，用习惯去改变习惯所确定

了的东西；如果用法律去改变应该用习惯去改变的东西的话，那

是极糟的策赂。

那个强迫俄罗斯人把胡子和衣服剪短的法律，以及彼得大帝

让进城的人把长袍剪短到膝盖上那种暴戾的做法，就是苛政。我
们有防止犯罪的手段，就是刑肌。我们有改变我们的习憤的手段，

就是创立典疮。这个国家开化得又容易又迅速，就足以敢明这位

@ 见杜亚尔雄：«中华帝国志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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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主对他的入民的看法未免太坏了。这些人民井不是象他所载的

如同野兽一样。他所使用的暴戾手段其实是没有必要的。他如果

用溫柔的方法也一样能够达到他的目的。

他自己的艇验也证明了这些变革是容易进行的。妇女们过去

被幽闭深陨里，在一定程度上是奴隶。他把她们叫到朝廷来，让她

侗穿上日耳曼式的胀装，送给她们一些布帛。女子首先爱上了一

种使她们的趣味、虚荣心和欲望威到非常淌足的生活方式。因为

妇女的线故，这个生活方式也为男子们所爱好了。

他们原有的凰俗，和当地的气候本来是没有关系的；这些諷

俗是因征服战争和民族的混合而被带进来的。这就使改革容易了

些。因为彼得大帝不过是把欧洲的服俗和习憤给予了一个欧洲的

国家，所以他威到的軞而易举，是他自己也未曾预料到的。气候的

影响是一切影响中最强有力的影响。

因此他当时并不需要用法律去改变他的国家的諷俗和习憤；

他只要提倡别人的照俗和习憤就够了。

一般来脱，各族人民对于自己原有的习憤总是恋恋不舍的。

用暴力取消这些习惯，对他们是悲惨的。因此，不要去改变这些习

惯，而要引导他们自己去改变203 0 

一切不是由于必要而施用的刑断都是暴虐的。法律不是一种
•• 

纯粹的“权力作用”；在性质上无关紧要的东西就不隅于法律的范

阑。

第十五节 家政对国政的影响

妇女諷俗的这种变更无疑将对俄罗斯的政制发生巨大的影

响。什么都是密切联系着的：君主的专制主义和妇女的奴役自然

地相桔合的；妇女的自由和君主政体的精肿也是柜秸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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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节 有些立法者怎样把支配着
人类的各种原则混淆了

属俗和礼仪不是立法者所建立的东西，因为他们不能建立，也

是不颗建立的。

法律和諷俗有一个区别，就是法律主要规定“公民”的行为，围

俗主要规定“人＂的行为飞跟俗和礼仪有一个区别，就是胤俗主要

是关系内心的动作，礼仪主要是关系外表的动作。
在一个国家里，这些东西＠有时候被人混淆了。莱喀古士把

法律、乱俗和礼仪混合在同一个法典里；中国的立法者们所做的也

是一样。

中国和拉栖代孟的立法者们把法律、晟俗和礼仪混淆在一起，

我们不应当戚到惊奇，因为他们的虽俗代表他们的法律，而他们的

礼仪代表他们的虽俗。

中国的立法者们主要的目标，是要使他们的人民能够平静地
过生活。他侗要人人互相尊重，要每个人时肘刻刻都威到对他人

负有许多义务；要每个公民在某个方面都依赖其他公民。因此，他

侗制定了最广泛的“礼＂的规则。

因此，中国乡村的入＠和地位高的人所遵守的礼节是相同的；

这是养成宽仁溫厚，椎持人民内部和平和良好秩序，以及消灭由暴

戾性情所产生的一切邪恶的极其适当的方法。实际上，如果使他

们不受“礼”的规则的的束的括，岂非就等于给他们以放纵邪恶的

便利么？

• 甲本作：“法律和风俗有一个区别，就是法律主要规定｀人＇的行为。”
＠摩四对法律和宗教只制定一个法典。初纺的罗骂人把古代的习惯和法律相

混淆。
@ 杜亚尔德； C中华帝国志》，第 2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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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方面，“礼”的价值是高于礼貌的＊。礼貌粉饰他人的邪

恶，而“礼”则防止把我们的邪恶暴露出来9“礼”是人们放在彼此

之间的一道拙，借以防止互相腐化。

莱喀古士的法制是严峻的。在生活习憤的养成上，他井不以礼

仪为目的。他的目的是要用好战的精神去激励他的人民。一国的人

民，如果不断地惩戒他人或不断地受惩戒，不断地教导他人或不断

地受教导，又质朴又刚毅，那末，他们是以品德相待多于互相礼敬的。

第十七节 中国政体的特冀

中国的立法者们所做的向不止此＠。他们把宗教、法律、黑

俗、礼仪都混在一起。所有这些东西都是道德。所有这些东西都

是品德。这四者的矮规，就是所喟礼教。中国統治者就是因为严

格遵守这种礼教而获得了成功。中国人把整个青年肘代用在学习
这种礼教上，井把整个一生用在实践这种礼教上。文人用之以施

教，，官吏用之以宣傅；生活上的一切釉微的行动都包罗在这些礼教

之内，所以当人『甘找到使它们获得严格遵守的方法的时候，中国便

治理得很好了。

有两种原因使这种礼教得以那么容易地铭刻在中国人的心灵

和精眒里。第一是，中国的文字的写法极端复杂峰飞学文字就必须

嗔书，而书里写的就是礼教，桔果中国人一生的极大部分时间，都

把精神完全黄注©在这些礼教上了；第二是，礼教里面没有什么精

肿性的东西，而只是一些通常实行的规则而巳，所以比智力上的东

西容易理解，容易打动人心。

那些不以礼而以刑治国的君主们，就是想要借刑削去完成刑

* 甲乙本作“价值比礼貌高得多“,1751 年版做了这样的修正。

@ 见杜亚尔德神父为我们从中国的桴典所摘录下来的那些极优美的片段。
** 甲乙本作“第一是书法的困难”。

@ 因面产生好胜心、搜斥怠惰和尊重知璇。

, ·..E l矗川l * -,l i Uu,i．五一心． B广 •. tt心． J初、＂．．．．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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割的力量所做不到的事，即，树立道德。一个公民，因为丧失了道

德的观念，以致遠犯法律，刑舰可以把他从社会里清除出去。但

是，如果所有的人都丧失了道德观念的话，刑肌能把道德重新树立

起来么？刑割可以防止一般邪恶的许多后果，但是刑罚不能筵除

邪恶本身。因此，当中国政体的原则被抛弃，道德渝丧了的肘候，

国家便将陷入无政府状态，革命便将到来。

第十八节推岫

因此，中国井不因为被征服而丧失它的法律。在那里，习惯勹
胤俗、法律和宗教就是一个东西。人们不能够一下子把这些东西

都给改变了。改变是必然的，不是征服者改变，就是被征服者改

变。不过在中国，改变的一向是征服者。因为征服者的諷俗井不

是他们的习慎，他们的习惯并不是他们的法律，他俨的法律井不是

他们的宗教；所以他们逐潮地被被征服的人民所同化，要比被征服

的人民被他惘所同化容易一些。

从这里还产生一个很不幸的后果，就是要在中国建立基督教，

儿乎是不可能的事吼贞女誓言、妇女在教堂集会、她们和神职人

员必要的来往、她们参加圣餐、秘密撤悔、瓶格的塗油式、一夫一

妻一一所有这一切都推翻这个国家的凰俗和习 f员，同时也触犯它

的宗教和法律。

基督教，由于建立慈善事业，止于公开的礼拜，由于大家参加

共同的圣礼，所以似乎要求一切都要在一起；但是中国的礼教似乎

是要求一切都要隔开。

我们已轻看到，这种隔离©一般是和专制主义的精种相关速

＠参看中国禁止基督敢的政令中，官吏fl'J所列举的各种理由，见«耶稣会上书筒
集》，第 17 戟。

@ 见本书第 4 章，第 8 节；第 19 章，第 18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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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我们从以上的一切可以了解，君主政体以及一切宽和的政治同

基督教是比较＠能够合得来的，原因之一就在于此峰。

第十九节 中国人如何实现宗教、法律、

凰俗、礼仪的这种桔合

中国的立法者们认为政府的主要目的是帝国的太平。在他们

看来，月如从是雒持太平最适宜的方法。从这种思想出发，他们认为

应该激励人侗孝敬父母；他们井且集中一切力量，使人恪遵孝道。

他肥制定了无数的礼节和仪式，使人对双亲在他们的生前和死后，

都能克尽人子的孝道。要是在父母生前不知尽孝，就不可能在父

母死后以应有的仪式来敬奉他们。敬奉亡亲的仪式，和宗教机关

系教为密切；侍奉在世的双亲的礼节，则与法律、晟俗、礼仪的关系

较为密切。不过，这些只是同一个法典的不同部分而巳；这个法典

彴范围是很宽广的。

尊敬父亲就必然和尊敬一切可以视同父亲的人物，如老人、师

悍官吏、皇帝等联系着。对父亲的这种尊敬，就要父亲以爱还报

其子女。由此推谕，老人也要以爱还报青年人；官吏要以爱还报其

治下的老百姓；皇帝要以爱还报其子民。所有这些都构成了礼教，

而礼教构成了国家的一般精神。

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在表面上似乎是最无关紧要的东西却可

能和中国的基本政制有关系。这个帝国的构成，是以治家的思想

为基础的。如果你削减亲权，甚至只是删除对亲权表示尊重的礼

仪的话，那末就等于削减人们对于视同父母的官吏的尊敬了，因

此，官吏也就不能爱护老百姓了，而官吏本来是应核把老百姓看做

象子女一样的；这样一来，君主和臣民之间所存在着的爱的关系也

C心 见后面第 24 章，第 3 节。

* 甲乙本没有这一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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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逐渐消失。只要削减掉这些习憤的一种，你便动摇了国家。一

个儿媳妇是否每天早晨为婆婆尽这个或那个义务，这事的本身是

无关紧要的。但是如果我们想到，这些日常的习憤不断地唤过一

种必须铭刻在人们心中的威情，而且正是因为人人都具有这种咸

情才构成了这一帝国的統治精神，那末我们便将了胖，这一个或那

一个特殊的义务是有履行的必要的。

第二十节 为中国人的一种矛盾现象进一解

中国人的生活完全以礼为指南，但他们却是地球上最会骗人

的民族。这特别表现在他们从事贸易的时侯。虽然贸易会很自然

地激起入们信实的威悄，但它却从未激起中国人的信实。向他们

买东西的人要自己带秤＠。每个商人有三种秤，一种是买进用的
重秤，一种是卖出用的軞秤，一种是准确的秤，这是和那些对他有

戒备的人们交易肘用的。我想这种矛盾是可以解释的。

中国的立法者们有两个目的。他们要老百姓服从安静，又要

老百姓勤劳刻苦。因为气候和土壤的性质的关系，老百姓的生活

是不稳定的；除了刻苦和勤劳之外，是不能保征生活的。
当人人服从、人人劳动的肘候，国家的处境就是幸福的了。由

于需要或者也由于气候性质的关系，中国人贪利之心是不可想象

的，但法律井没想去加以限制。一切用暴行获得的东西都是禁止

的；一切用地数或狡昨取得的东西都是秤可的。因此，让我们不要
把中国的道德和欧洲的道德相比軗吧！在中国，每一个人都要注意

什么对自己有利；如果骗子艇常关心着自己的利盆的括，那末，容

易受骗的人也就应陔注意自己的利盆了。在拉栖代孟，偷窃是准

许的；在中国，欺骗是准许的。

@ 郧治 1花1 和 1722 年的«日庄》，见«北方蕨行 i心，第 8 卷，第 86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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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节 法律应陔怎样和凰俗礼仪发生关系

只有特殊的法制才这样把法律、，諷俗和礼仪混合起来。这些

东西在性质上本来是应当分开的。但是，虽然它们是分开的，然而

它惘之阰却有着巨大的关系。

人们朋梭偷，他给雅典人制定的法律是不是最好的。他回答

品“我拾他们制定了他们所能容忍的法律中最好的法律。”这是

一个美丽的问句，是一切立法者都要悉心体会的！上帝告拆犹太

人民脱：＇我把埮规给了你们，这些矮规是不好的。”这意思是脱，

矮规的“好“只是相对的； 1 这就是擦掉摩西的律例所可能遇到机一

切困难的海锦。

第二十二节搜前

当一个民族有良好胤俗的时候，法律就是简单的。柏拉图

i砂，拉达曼土斯所治理的是非常热心宗教的人民；他神速地处理

一切讼案，每有誰争，只要让当事人宜誓就够f。同一个柏拉图©
又说：“但是当一个民族不热心宗教的时候，我们就不能利用宣誓，

除非宣誓者对于讼案完全没有利害关系，如同法官和让人一样。”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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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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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三节 法律如何随从凰俗

在罗思人虽俗軞洁的时候:§他们没有惩戒侵吞公款的特别法
律。4 当这个罪行开始出现的肘侯，人们觉税是极不名誉的事；所以
入们认为被判处归还脏款©是重大的刑断。斯基比欧的裁判案，

可究证明砚

@ «注律）），第芷卷。， 、 俨

旷＠ 同上。

@ “单只照数归还而巳心”
@ 狄持·李椎：寸«罗焉羁年把叭第88卷，第3 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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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四节攫前

把监护权交给母亲的法律，是注重未成年人本身的保护。把

监护权交给最近继承人的法律，是注重财产的保护。在凰俗败坏
了的国家，把监护权交给母亲比较好些。在法律对公民的岚俗应

陔有信任的国家，则把监护权交粕最近继承人或母亲，有时候同时

交给二者。

如果我们思考一下罗焉的法律的话4M们便将发现，这些法律

的精神和我所脱的正相符合。当制定十二嗣表法的时候，罗焉人
的属俗还是很良好的。入们把监护权交给未成年人的最近亲展，

因为考虑到可能享受继承利盆的人就应该承担监护的青任。罗思

人井不觉得这样做可能使被监护人的生命蒙受危险，虽然这样做

是把被监护人的生命放在一个可能从被监护人的死亡获取利盆的

人手里。但是当罗思的鼠俗改变了的时候，它的立法者们的想法

也改变了。盖犹斯＠与查士丁尼＠諒：“在｀未成年期的代替继承'

的场合，如果立遠癡人怕｀代替继承人＇企图加害被监护人的话，他

可以把｀一般的代替继承＇©公开，而把｀未成年期的代替继承＇写

入遗嘱内，这一遣啜则非在程过一个肘期后是不能打开的。”这些

惧怕和预防，初期的罗思人是不懂得的。

第二十五节疆前

\ 罗局法准许在桔婚前自由魄赠，桔婚后则不准许。这是以罗

局人的凰俗为基础的。罗局人之所以桔婿，是为着过节省、简单和

@ «法制＇，第 2 卷，第6项，第 2 节，l的8年奥济尔帧，莱概赋。
@ «法制》，第 2 卷，“未成年期的代替继承“第 3节。 , 

© “一．设的代替继承＇，法律格式是：＇，继承人不继承时，由我替他继承等等。”“未
成年期的代替继承“法律格式是产继承人农成年以前死亡，我代替他继承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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朴素的生活。但是他们也可能是受到家庭的照顾、殷勤亲切的待

遇以及终生的幸福这些考虑的引誘而桔婚的。

.«西哥持法律妨禁止男人把他十分之一以上的财产粉与他所

要娶的女人，井禁止他在婚后第一年内把任何东西送给她。这也

是从这个国家的虽俗产生的。立法者的目的是在制止当肘西班开

式的铺强浪费，特别是在有盛典的时候的陛咐礼物。

罗思人用法律制止了世界上最持久的統治一—即品德的統

治——所产生的一些不便。西班牙人企图用法律去防止世界上最

脆弱的暴敃一一郎美色的暴政-一的恶果。

第二十六节攫前

狄奥多西息斯和瓦述提尼耶偌斯的法律©曾依据罗焉入古时

的虽俗＠和习惯，规定休婚的理由。这些理由中有一条是：当丈夫＠

惩削妻子的方式侮辱了一个自由妇女的身分的时候，妻子可以休

去。这项理由在后来的法律中就被删掉了矶因为在这方面，，岚俗

巳轻发生了变化，东方的习憤巳桯排除了欧洲的习惯。历史告盺

我们，查士丁尼二世的皇后的太监总管恐吓她脱，要惩肌她象学校

惩割小孩子一样。除非民俗巳钰形成或是正在形成，否则这类事

情是不可想象的。

我们巳羁看到法律如何随从諷俗；现在让我们看一看虽俗如

何随从法律。

＠第3卷，第 1 项，第 5 节。

@ «法典》，第 8 项＂休婚',0

@ 还有十二铜表法，见四塞罗心第二菲利毕克＇，第 69 章。

@ “如果用不适宜于自由妇女的身分的体刑来对待妻子的话。”
© 贮新法>,117 ，第 14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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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七节 法律如何有助千一个民族的

恩俗、习憤和性格的形成

一个被奴役的民族的习惯就是他们奴隶生活的一部分。一个
自由民族的习憤就是他们的自由的一部分。 篇 下

我在第十一章＠巳秷啖到了一个自由的民族，井且指出了它｀

的政制的原则。现在让我侗看一下这种政制所产生的桔果、这种

敃制所能够形成的性格和从这种敃制所产生出来的习惯20-1。

我井不否认，这个民族的法律、虽俗和习憤大部分是由于气候

而产生的；但我脱的是：这个民族的諷俗和习惯同它的法律也有密

切的关系。

在这个国家里有两个可以看得见的权力一一立法和行政一

而且每一个公民都有他自己的意志，可以随意主强他的独立地位0

因此，多数人对这两个权力往往有所偏爱，群众通常没有足够的公
道心和判断力，同样地喜爱这两种权力205 0 

行政权力分配一切职位，它能给人以巨大的希望，而不给人以

恐惧，所以那些从它那里得到恩惠的人随肘都可以拥护它的主张；
但是它同时也就有可能受到所有那些没有希望从它那里得到任何

东西的人的攻击。

在这个国家里，所有的情欲都不受的束；憎恨、羡慕、嫉妒、对

发财致富出人头地的热望，都极广泛地表现了出来。要不是这样

的括，这个国家就要象一个被疾病折磨的人，因为没有力气，炵于

没有任何情欲。

两派人之间彼此的仇恨将要长久存在，因为任何一方的仇恨，

都．将永远没有力量得到胜利。

＠第6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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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派都从自由公民纪成的。如果其中一派占了上岚的话，

则自由的桔果将使另一派受到压抑，而这时，公民们便将用力去支

桵敕弱的一方，就象双手支援身体一样。

每一个入既然总是独立的，他便极容易在反复无常的妄念和

幻想的猖使下，时常改变派系。他放弃一派，院开所有的朋友，去

加入另一派，在那里看到他所有的敌人。在这种国家里，人们常常

忘祀了友谊的规律，也忘祀了憎恨的规律。

在那里，君主的情况也和一个私入一样，并且常常不得不遠背

一般的审慎烧规，去信任那些最冒犯他的入，而使那些最善于服侍

他的人失去恩施。他这样做是为悄势所迫，而他国的君主们这样身

做则是出于自由意颠。

人们惧怕失掉他们所威到但又是他们自己儿乎不了所的、易

被人掩蔽了真象的幸幅。这种惧怕往往把一切东西都夸大了。人

民对于他自己所处的情况是不安的；甚丕在最安全的时候，他们也

认为是处身在危除之中。

那些最积极反对行政权力的人，不敢承认他们所以反对的自

私动机，这便更增加了人民的惧怕。人民对自己是否处在危险之

中是不能准确知道的；但是这种惧怕就将使他们能够避免将来可

能遇到的质正灾难。

但是立法机关则为人民所信任，井且比人民有远见，所以立法
机关能够使人民对于别人所给他们的恶劣印象有所改变，井且能

够使人民的急躁心悄平静下来。

这就是这种政体比古代的民主政治远胜一筹的地方。因为在

古代民主政治下，人民享有直接的权力；当他们受到演说家们的堋

动的时候，这些煽动常常产生效果。

当所激起的恐怖没有一定的目标时，它只是产生空洞的喧嚣

和詈骂而已。不过它却有一个好的效果，就是它能使政府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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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弛了的动力又振作起来，井引起每一个公民的注意。然而，如果

这种恐怖是由递背基本法律而产生的话，那末它便是无情的、有害

的、残酷的，井将带来灾祸。

我们将立即看到一个可怕的沉默，这时候人人都要团桔起来，

去反对那个违背了法律的权力。

在没有任何一定的目标引起不安的场合，如果有某个外国威

胁着这个国家，使它的财富或荣誉遇到危险的威胁的话，则小利盆

便将服从于更大的利盆，全体都将团粘起来，拥护行政权力。

但是在由于遠背基本法律而引起纠粉的场合，如果有一个外

国力量出现的话，则将发生革命；这个革命将不致改变政府的形

式，也不致改变国家的政制，因为为自由所形成的革命只是确定自

由而巳206 0 

一个自由的国家可能得到一个救主；一个被奴役的国家就只

能再来一个压迫者。

因为誰有足够力最，能够把一个国家的专制君主骗逐掉，也就

有足够的力量使自已成为专制君主。

要享受自由的括，就应骸使每一个人能够想什么就脱什么；要

保全自由的括，也应陔使每一个入能够想什么就说什么。这个国

家的公民可以脱或写一切法律所没有明文禁止脱或禁止写的东

西。

这个国家艇常是火热的，易受威情躲使而不易受理性的粘使，

理性一向不能对他们的精肿产生巨大的影响。治理这个国家的人

不难使它的人民去做逢反他们真正利盆的事。

这个国家热爱它的自由，因为这个自由是真实的。有的时候

它的人民为了保卫这个自由，宁颠牺性自己的财富、安乐和利盆；
宁颗担负最重的赋税，这种重税就是最专制的君主也不敢让他的

臣民去负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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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它的人民相当了解负担这些重税的必要性，他们钠这种

税是因为他们有无分的理由祚望可以不再钠这些税；他们的负担

是重的，他们却不威觉到它们的重量，但是在其他国家，对弊政的

威觉是远远地超过弊政本身的2070

这个国家有确实的信用，因为它向自己借，向自己还。它有可

能做超过自己实际力量所能负担的事情，并使用数额靡大的想象

的财富去反抗敌人。政府的信用与性质可能使这些想象的财富成

为真实的财富加80

为着保全自由，这个国家向它的国民借债。国民看到，如果国

家被征服，债权便将丢失，因此国民便多了一个新动机去努力保卫

它的自由。

这个民族居住在一个岛上，井不喜爱征胀别人，因为遥远的征

服战争将削弱它的力量。如果这个岛屿的土壤优良的话，它更没

有必要喜爱征服，因为它不需要从战争致富。而且，公民誰也不依

赖誰，所以每一个公民重视自己的自由甚于重视某些公民着或某一

个人棒＂的荣耀。

在那里，人们认为事人是属于一种有用的但总是危除的职业；
甚至认为平人的服役是国家的累赘2气因此，文职的资格比较受

人尊重。

和平与自由使这个国家安乐舒适，不受有害的偏见的束搏；它

便成为一个从事商业的国家。它有一些原始商品m，桏工人的手

成为有很高价值的东西，所以它建立了一些适宜的基地，来尽量享
受这个天赋的才能。

这个国家位千北方，它有许多过剩的商品2飞但也需要许多因

为它的气侯自己不能出产的商品。因此，它便和南方各国有了许

. 指贵族。一一霄者

.* 指君主。一－霹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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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必要而繁盛的交易。它选择了一些它颜意粕与通商利盆的国
家，并和它1凹缔秸一些对双方都有利的条的。

一个国家，一方面极端富裕，另一方面租税过重，入民资产有

限，如果不勤劳就儿乎不能够生活。很多人借口旅行或健康关系

痪开本国，去寻求致富之道，甚至到奴隶制的国家里去。

, 一个癌商的国家有极多知微而特别的利盆。因此，它可以在

无数的事情上侵害别人或受到别人的侵害。所以它变得极端嫉

妒；对别人的繁荣所威到的忧愁，反多于对自己的繁荣所觉到的欢

乐。，＇，

它的法律，在各方面是溫和平易的；但是关于外人在陔国轻犊

商务和航运方面，则可能非常严格，就好象它仅仅同敌人进行贸易
似的。 , I .L •• 

, 

如果这个国家遣送一些人到远方侨居的括，则它的扩展贸易

的意图是多于扩展統治势力的意图的。
人总是喜欢把自己国内所建立起来的东西同样地建立在别的

地方，所以这一国家把自己的政体介祒给它的殖民地的人民。因

为这个政体到处带拾人们繁荣，所以我们看到在它遣送国民去居

住的森林地带，出现了一些强大的人民。

它曾翱征服了一个邻国212。这个邻国因为地理的形势“海口

的优美和财富的性质的关系，引起了它的嫉妒。虽然它让这个国

家有自己的法律，但它却使这个邻国在很大的程度上处千依附地

位。，因此，这个邻国的公民享有自由，但是国家本身却受着奴役。，

这个被征服的国家有一个很优良的文治政府，但却受着国际

法的压制。它的法律是一个国家强加给另一个国家的东西；这些

法律的性质使它的繁荣不稳定，使它的繁荣仅仅是为，一个主人作

佣备而巳。

这个統治的国家，居住在一个大息上，拥有大批的贸屁，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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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切便利去取得悔上的势力。要保存它的自由，它就不需要有

要塞、堡空与陆审，但它却需要有一支悔事来保证自己免受侵~;

这支海單比一切国家的海事都要优越。其他的国家把财力都用在

陆战上，因而不再有足够的力散在海上作战了。

海上的霸权常常给那些握有这种霸权的民族以一种自然的黯

傲；因为他们觉得他们能够到处凌辱人。他们以为他们的权力就

和海洋一样地广大无边。

这个国家对邻邦的事务有巨大的影响力，因为它井不把它的

权力使用在征服上，所以人们追求它的友菹，惧怕它的仇恨。但是

它的政府更易无常，国内争战粉耘，从这种悄况来看，人们的这种

追求和惧怕都是多余的。

既然如此，它的行政权力的命运便儿乎总是：在国内受到搅

扰，在国外受到尊敬。

如果这个国家在某些场合成为欧洲啖钊的中心坳所的括，它

便要比在其他地方正直而信实些，因为它的大臣们常常不得不在
一个平民的跷会213上脱明他们的行动的理由。因此他们的啖钊就

不能够是秘密的，而在这方面，他们将不得不做比较試实的人。
此外，他们对一个隐秘迂曲的行为所可能产生的事件 j是负有

一定的责任的，所以他们最安全的做法就是走最正直的途符b ' 

在这个国家里沙黄族们曾在某些肘候拥有过度的权力，君主则

找到了用提高入民的地位去眨抑贵族的方法。所以这个国家出现
了极端奴役的时候， i 便是在贵族受到贬抑而入民开始咸到自己的

权力的时候。 气 令，．

这个国家从前曾受专制权力的統治，出所以在浒多塌合就可
能保留着专制权力的体制。因此，干我们常常在自由敃治的基础上

看到了极权政治的形式。

，关于宗教：这个国家的每一个公民都有他的自由意志，指导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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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就是他自己的理智或幻想。因此必然的粘果是，每一个人或者

是对一切种类的宗教都不关心，因而信奉最有势力的宗教，或者是

热心于一般的宗教，因而增加了教派的数目。

在这个国家里也浒有不信宗教的人，这不是不可能的。不过

这些人，如果巳翱有一个信仰再有人要强迫他们改变这个信仰的

括，他们是不能容忍的。因为这些人觉得他f1的生命和财产并不

比他们的思想方法更是腮于他们自己的，如果可以剥夺他们的思

想方法，那末也就更可以剥夺他们的牛命财产了。

如果在一切宗教中有一种宗教是人们試图通过奴隶制的方法

建立起来215的括，这个宗教将为那里的人们所厌恶。因为我们钊

断事物是依据我们所加在这一市物之上的一切联系物和附展物来

判断的，所以这个宗教是绝不可能和自由思想共同出现在人们的

精肿上的。

不过，排斥这个宗教的宣傅者的法律，是不会带血腥气味的。

因为自由是决不能想象出这类刑问的，但是这些法律可能带有极

大的压制性，所以能够冷酷无情地拾人一切莉苦。

可能发生于百种情况，使僧侣们的信用少于其他的公民。所

以，僧侣们不颠意和俗人分离2们而顾意和俗人担负同样的义务，

井且在这方面和俗人成为一体；但是因为僧侣们轻常企图取得人

民的尊敬，所以他们用比軗隐居的生活、比较拘謹的行为和比较纯
沽的凰向，使自己高于他人。

僧侣们如果没有拘束人的力量，就不能保护宗教，也不能受宗

教的保护，所以他们便股法股服人。我俨看到从他们的笔下产生

了卓越的作品，来证明上帝的启示和意旨。

国家可能要避免僧侣们集会，甚至不允许他们改正他们的弊

端；而且由于对自由的一种狂热，它将宁颗使僧侣们的改革不完全

实现，也不能容忍他们成为改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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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构成政制的基本部分的窅职比任何其他国家都要固定。

但是在另一方面，这个自由之国的大人物们却比别的地方吏和人

民相接近；因此，他们的”等衱“虽比较有区分，而他俨的“人”却比

较混杂在一起。

执政的人们的权力，每天都将要恢复一下它的活力，也就是

说，每天都需要重新振作一下自己的精神。因此，他佃比较重视对

自己有凡的人，而不重税能给自己娱乐的人。所以在这个国家里

我W1很少看到佞臣、陷妍和献殷勤的人，以及各种从大人物的愚蠢

谋取私利的人。

在那里，人惘井不十分尊重才华或浮夸的特质；所尊重的是贝

实的资格。这种资格，只有两项，就是：财富和个入的功锁。

那用的入享受着实在的奢华。这种奢华的基础不是＂啪荣心”

而是质正的需要“。他们儿乎除了大自然所给与的快乐以外，不

再要求其他'.)

他『！享受的财产，系点有余裕，但是他们掖斥那些无意义的东

西。因此，浒多人由于线财多而花费的机会少，便用奇怪的方法使

用他们的线财。在这个国家里，人们的机智多于屈趣。

他ff1桯常致力于自己的利盆，所以缺乏那种以限逸为基础的

礼仪。他们实在是没有肘朋去讲礼仪＠的。

罗思人讲究礼仪的时代同时也就是建立专制权力的肘代。极

权政治产生了闲逸，而限逸产生了礼仪。

在一个国家里，需要彼此謹憤相待，不惹人不快的人越多，礼

仪也就越多。但是使我们和野蛮人民有所区别的，是道德上的礼

仪而不是行动举止上的礼仪。

在一个国家里，每个男人多少参与国家的行政，女人就儿乎不

。 昌英国人对你礼貌少，但绝不会对你没有礼貌。”见«英国记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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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轻常和男人一起生活了。所以她们应当是溆静的，也就是说，

胆怯的。这种胆怯形成了她们的晶德。至于男人则将没有对如人

殷勤的雅趣，而是沉箱于放淄的生活，享受极度的自由与罔逸。

在这一国家里，法律的制定井不厚甲而薄乙，所以每一个人都

把自己看做是一个君主；这个国家的人，与其说是同胞，毋宁諒是

同盟者。 4 

这个国家的气候给祚多人以不安的心情和广阔的眼界，而政

制又让每一个人都参与政事的管理，使每一个人都有政治的兴趣，

所以他们昨多的言啖都是阐镜着政治。我们看见一些人，就以推

测事物的演变过日子，但是由于事物性质的关系，由于机运的多

变，也就是脱，由于人事的变幻无常，事物的演变儿乎是无法推刹

的。．

在一个自由的国家，一个人推理推得好或不好，常常是无关紧

要的事；只要他推理就够了。自由就表现在这里。自由就是使人

不受这些推理的影响的保怔。

但是在专制政体之下，不管人们推理推得好或不好，全都是有

害的。只要他们推理就足以打击那个政体的原则。

浒多人不颜肘人喜欢，又任性。有些有才智的人，大半就受到

自己的才智的苦楚。他们轻蔑或厌恶一切事物。在那昨多原来并

非不幸的事悄上，他1凹却威到不幸。

公民誰也不惧怕誰。所以整个国家是联傲的；因为君主们的

躲傲也不过是建立在独立不羁的基础上而巳。

自由的国家是脉傲的，其他的国家则容易流于虚荣。

但是，这些如此骗傲的人多半总和自己人生活在一起，所以当

他们遇到陌生人时，他们是羞瘤潠霞的；我w,在多数的时候看到，

他们的表情是黯傲和沿惭的奇异混合。

这个国家的性格特别表现在天才的作品中。在这些作品里，



第三卷 第十九章 法律和概成一佪民族的精神的原则的隔保 329 

我们看到深思的和燭自思维的人。

社合的生活使我们了解什度是可笑；．幽感的璞境使我们好思

最什度是邪恶。因此，他们的諷刺的著述是尖锐苛刻的。在他们

之间我俨看到许多茹维纳雨，而不易找到一侗贺拉西2170

在标端再制的君主圉裹，胀史家们出寅了真理，因骂他们没有

脱真理的自由。在极端自由的固家裹，他何也出寅真理，正因瓜有
自由的缘故。迼佪自由常常库生分裂，每佪人因而成骂他的宗派

偏见的奴隶，就如同他赏暴君的奴隶一棵。
他们的峙人在创作上奇畏的粗糙简陋，是常见面，而那种徙

凤趣上痊生出来的精致便美，则屡罕见。在他们的诗裹，我们看到
某穗凰格，比皎近於米阴阑基罹的氪魄，軗遠於拉斐甭的侵雅218 0 

,, 

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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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宵最初规版的害名，用的是一租纲目性的题名法，如：

“给法的情神，创法律同各种玫制、，戛俗、氯候、宗教、商栗等等惠有的购保。此外，

著者又对靴屈隔於承继的法律、法阑西的法律和井建的法律，做了新的研究，＂
2. 人们曾正碰地把迼段和單豐所著J给文醴f内所表示的意见相比较。

3. 迼襄徙速·科雷久借用“查家”一洞。科雷久在拉斐雨的一侗查像面前登现了

自己的使命。

4. 遽孟惚斯鸠迼部著作彴拉布莱版本 (1875-1879 年印行）指出，著者的迤倘

”说明在本害最初规版是没有的。它是岛回答赏峙的评编而窝的。十八世纪的一佩法

阔人竟然不把品德常伲君主政鹘的原则；迼些砰渝岛瓜．逍是野政府的侮辱．亚且舰
乎是一杻叛逆罪。”此外，孟德斯鸠一一在迶规行说明的末尾也指出一一给于“品稳"、
”荣譬”等名间以极有限制的、蔑乎是事网的涵羲 3. " ~. ".. 

5. 本沓最初规版症未分成六卷。 1750 年版佣始分卷。孟德斯鸠在给格耀理的一

封信裹，总凤迼侗分法是最正硝的。

6 甲．«骂＜渝法的精神＞一害辦謹）＞裹指出：“著者的目的是在攻挚霍布斯的理谕醴

系。迼侗醴系是可怕的；它总凤一切品饱和邪恶都取决於人颗所制定 T的法律的建

立；它又企阅证明人颠全都是生来就威於戙争的状熊中的；企阖证明自然法的第 l 倏

就界一切人反射一切人的戙争。霍布斯逍撞理谕醴系，象斯寅堵莎一棵，推翻了一切

宗教和一切道德。”

6 乙．“建立了公道的隅侨＂，指的是通遏立法加以榷定。

7. 创没有加以理渝化。

8. 参看霍布斯： «给公民兀序言。

9. 亚里士多悠：«政治擘）），第 1 卷，第 1 章。

10. 原文作“禹民法 ”,droi t des gens（拉丁文 gentes 即指民族）。

11. 易洛魁人居住美阔北方，加拿大南方，是一侗尚武的部落，常峙很好腴．以俊

衮烦了。

12. 格拉维那(1664—1718) ，法学家，生於喀拉布里亚的噩利安诺。

13. 例如费甭局(1604一1688) ，英圃政治著作家，生於肯特郡，著有«畏老》一害。

14. 翻如·迼佪分法，人们曾想到亚里士多德的分法，把政橙分耳君主政憬、贵族政

惶和共和政髓{«政治旱》，第 3 卷，第 5 章，第 2 、 3 简）。伏育泰砰给＆谕法的精神邓寺，

韶骂君主政慢和享制政醴是拯相颠似的。

15. 李巴尼息斯(314-390) ，希朦诡辫学者，甚骂背教者茹利安所寤信。

16.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第 6 卷，第 2 章。

17. 纯敞似乎不能十分肯定迼稽巢觐主羲。

18. 焉基雅弗利：«谕狄特·李维凡第 1 卷，第 47 章。孟德斯鸠：«最焉盛衰原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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谕环第 8 章。

19. 亚里士多德：«政治早为，第 2 卷，第 12 章。

20. 词上，第 4 卷，第 9 章。

21. 在过裹和役面，孟德斯鸠所想到的主要是威尼斯。

22. 亚里士多德：«政治旱》，第 5 卷，第 8 章。

23. 孟德斯鸠以法国岚君主政恒的箭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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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迼攘人想起英国查理一世的饭言：“没有主教就没有君主”(“没有十字架就没
••••••• 

有王冠”)。
••• 

25. 赏然是法国。

26. 指的是国会，有登绿法令舆短勘圃王的槽利。

27. 人们曾指出，”品德”过佪洞的涵羲鹿该是公民的品德。亚里士多德巳纯把

公民的品稳和善人的品讫明保在一起，然而迼二者是完全有匾别的(«政治学兀第 3

章，第 2 笳）。

28.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兀第 5 卷，第 8 章。

29. 同上，第 2 卷，第 2 章。

30. 见孟德斯鸠注及上面第 27 蜕注。

3i. ＂胧想”原文 S社culation （推测、空理谕），指的是哲旱家们的推断。

32. 迼裹，孟德斯鸠在本害最初巍版有一佪注： ＂迼本害是布甭塞等在红衣主教

李索留的监督下，依域李氏的记绿寓成的。布甭塞等是他的隐员。”

33. 亚里士多德：«政治旱兄第 5 卷,.第 9 章。

34. 博雪在所著«莫固史脸为第 3 篇第 6 章中说：“什忠柬西使我，，的贵族在戟n

峙那檬黍傲，在事棠上那檬勇敢＂直是因乌他们自幼就接受一稹见解，而且迼稽见解是

民族的共同感情所形成的。迼植见解是：一倘人如果没有勇氪鲁便等於自甘壅落，堇且
.... 

没有活在人同的價值。”

35. 博雪在同上书中说：“是焉人的素簧就是爱自由和爱祖国。爱其一卯爱其二．

因骂，可由於他爱自由，他也就爱祖固，象爱母裁一樑。母规就在又宽宏豁遠又自由的感

情中把他培育了起来。自由迼俄名字，在握玛人和希凰人的想象裹，就是迼檬一倘诏

家，那裹的人只受法律的约束，那裹的法律比人遣要有槽力．＂

邓«西瓦楠布人的屋史习是一本小说，约於 1671 年出版，著者耳卫拉斯·逵莱．

过是一本相雷拙劣地模仿托焉斯·莫甭的«乌托邦叶的作品．

37. 威廉·贝思，寅夕法尼亚的立法者。

38今耶稣食士。

39. 詹森食的教士指责迼整段文字，腮耳作者太袒遵耶稣俞士。徙耶稣合士方面

看来，则鸽凤迶段文字封他们不够尊重（参照孟捣斯鸠 1750 年 5 月 27 日«致德·斯

丹维育先生信"。
40. "屋史为，第 4 卷，第 20、 21 章。

4!. «共和国｀，第 4 卷。柏拉圈把雄辫、诗歌和匪史都放迤“音集＂颠裹去．
42. «政治早为，第 8 卷，第 5 章。

43. ＂中庸的＂迼侗祠，庵该去掉它的一切轻蔑的涵羲，迼檬它才不合和孟德斯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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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欲拧担的束西登生重大的矛盾。

44. 按塞内加的意思，只眳焉有乱偷之嫌而已。寅隙上，在摧焉是不食容许逍颊
婚姻的门

45.,，政治果）），第 2 卷，第 9 章。

46.“公阴的”就是说人人都可以提出控告。

47. 元首的宫殿也有迼颓投置。

48. gp“出售遗座人的颍屡得在一定期间内描價瞳回售出的遗座的擢利＇（李特
即＊）。

49. 按规定，人们有一年零一日的期限行使遗茬瞳回摧。
••••• 

50. 指法阑西君主囡。下箭亦皋法固焉例。

51. «法律汃第 3 卷，第 10 章。

52. 暗指法网的域合。

53. 参照沙甭且：«波斯旅行汜％

54. 曾有人指出：查理十二世不是在本遠，而是在德摩狄迦。

55. 暗指斯特雷利兹部陇，，

56. ＂庄謹”是爪哇岛上的王囡，

57. 披傅，阿甫逑克塞甭克塞斯有一百十五佣兄子，陆谋反射他的只有五十佣，

业都被虑死。

58. 塞内加： «德洛衣埽女乃第 1140一1141 简。

59. 维克多·阿麻德，乌斯(1666-1732)是西西里和撒地尼亚的第一佪囡王。

60. 原文~"Goujat"。过裹用的是它的原始意装，即卑賤的愤役。迼佃字赏峙是

用以指事中的懊役。

61. 指的是英固

62. 拉布莱注：＂迼哀，随淕斯的活，是徙约翰·唐第奥克的著作摘出的，在君士

坦丁·保两菲耻折尼都斯的遗本«品德舆邪恶习内也看到，不遏文中略加更改，以便更

準确地指出，阿那斯塔西乌斯把政府中一切好的柬西都给弄壤了。我迼侗脱法是依披

克列维埃的。”

63. 拉布烹又指出，迈句话是徙李索留的（（政约汁昔来的。

64.”取得的财库”是夫妻自己劳勤取得的，不是徙承缢而来的；“免除＇＇踝役的贲

族财庉是纯领主免除了一切踝役的世襄财程（见李特烈）；气妻坴“是妻保留有管理播的

侗入财座。

65. 人们曾指出，孟德斯鸠在迼裹立洽太草率了一些；因觅比方说，河拉伯人就有

徙宗教的法律座生出来的民法，又有拯狡猾的律师。
. 66. 只加里亚：«犯罪果岚悯习第 4 章。

67. 又有法国。

68. 迼裹指的是绵检察官的啵位；他就是代表园王的公拆人。

69. 孟德斯鸠逍里所想到的也是法阔，迼在梭面（第 16 筒）可以看到。
70. 逍害的著者是（约翰）斐里(1670-1732)，英囡的旅行家，彼得大帝的工程

* 指李特烈所著«法捂醉典况下同。一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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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

71. 克列维埃说：“原文的意思是：阿那斯塔西岛斯把眺位给不够责格的臣民。但
是随述斯的古拉丁文被孟德斯鸠先生误解了。”

71. 甲本将“常……的晓候＂迶鬼佪字去掉，因而句法含糊。
73. 本害第 16 章第 12 箭又给述逍倘题目。

74. 至少普廪塔克害裹的人物中有一侗人迼檬脱，

75 甲．迼裹孟德斯鸠引用塔西伦迼段拉丁文，但陔段拉丁文的意思却只是如此l

75 乙．迼裹孟德斯鸠引用塔西伦迼段拉丁文，但核段拉丁文的意思却只是如此 I

76. 迼裹孟德斯鸠引用塔西伦一段拉丁文，但迶段拉丁文的意思却是：“家庭法庭

主强减秷瓦利拉奸淫罪的刑罚。它鸽骂，按照祖宗的晋憤，瓦利拉的家庭愿陔把他流

放到雕闸耀焉二百里的地方去。共犯曼利扁斯被禁止在意大利和非洲居留。”人们曾

纯指出，迼对提只留斯所要求的刑前是减秷，不是加重。

77. 拉布莱所引克列维埃的注脱：“哪兑也没有人锐遏迼三稽法是出於蓝察官们

的想睛或要求。埶政官们和謹民官们依械朦槽，自勤攘人制订了迼些法律，亚不需要

登察官部的慾院。法尼安法和利基尼安法亚不是特别腑保姆女的立法。它们规定亚
简制饭肴的费用 C”

78. 拉布莱引克列维埃注：“杜彬指出，在迶裹，孟德斯鸠弄错了，把藷育焉第的民

族酥尼特入常做意大利的民族撒姆尼特人。斯托抱斯祸酥尼特人凤 Sunitae。”

79. 见«:波斯人信札“第 38 信和«尼德顺冷歌 III 。

80. «盛筵妃｀第 4 章。参看柏拉圈：«共和囡汃第 8 卷。

81. 孟络斯鸠在迼裹受到了西塞捏(«岭共和国兄第 43 、 44 章）和柏拉圈 (<t共和

顽｀第 8 卷）的答示；他有峙完全依照柏拉圈的说法。

82. 迼裹指的胀然是路易十四世。

83. 人们曾指出，孟德斯鸠心裹想的是杜布哇红衣主教，不知是否她是逍棵．
84. 拉布莱指出卞雅敏·康斯坦在他的«意法諷本> （第 2 卷，第 244 页）裹曾“再

渝亚支持“迼些看法。

85. 孟笝斯鸠迶裹所想到的，颜然是 1741 年至 1748 年奥地利王位耄承戟争峙匈

牙利黄族们的熊度，又想到他们的口螅＂壤我侗骂我们的君王玛魔克·蒂烈藷而死！”
86. 克列维埃指出：寅院上，同题芷不是前一年的轨政官，一一章士们已纯不受誓

言的约束，一一而是常年被役的软政官；迼佣孰政官被骰援由金金纳都斯缢任。

87．绝不是人民，而只是规佪失败主线的章人。参照狄特·李维：«摧厨编年又沁
第 22 卷，第 53 章。

88. «，政治旱＞，第 2 卷，第 11 章。

89. 狄待·李维：«撞局编年史兄第 23 卷，第 46 章。

90. 迼裹可以看到，“哲旱家们＇，封於中国及中国文化底奥的看法和教士们封哲学
家们所宜傅的的看法，至少都是一檬膺浅的。

91. 圃於“托斯卡那飞孟德斯鸠腊子裹所想的一直是古代的“伊特鲁立亚”。
92. 迼佣“首领＇＼指的是皇帝。

93. 吕埴克封迼一黏有争劾，他崝燠者参考寅卡舒克的«购於公共擅利的裁决丸

·-妇已'.....“L ＿，土心沁己汪扫妇少一心』 l'-n ·七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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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 迼究竟不存在孟德斯鸠所看到的不便。

95. 路易十匹世。

96. 人们眳团，孟饱斯鸠在迼裹所想到的可能是西班牙。

97. 孟德斯鸠觅了给他的理品醴系辩解，所以他把他的思想”髓保化”是做得太遏

分了一些口操禺人在他们所征服的地方亚没有减绝一切。

98. 原文 qui souffre 癌作 qui legitime 解，即“悲该受到“、“理有愿得＂的意思。

全句指暴政愿首先受到暴力的射待。

邦．

99. 斯特拉波心地志汃第 11 卷。

100. 指的是托堪堡，亦作托根堡的瑞士人。托堪堡是瑞士的一佪山谷，愿塑加甫

101 ．厨基雅弗利：«君主渝）），第 3 章。

102. 见汴 97。

103. 人们曾经指出，孟悠斯鸠在迼裹焉亚屉山大辩謹，他是近代著者中最先给亚

屉山大以公道砰断的一悄人。雁史也许将不再有任何隧諒了。

104. 土耳其稍“查尼赛俐＂（近衡步兵）。

105. 迼在土耳其叫做“西巴依＂（焉兵）和“提思利奥＂（屯田兵）。

106. 参团寸屉届盛衰原因脸汃末尾）。

107．睢然孟德斯鸠有峙候鸟他的哲季的成见所左右，但是我们癒该腮淑到他在

迶裹给“自由“下了最精沛的定装。然而他所描述的是如何的一穗理想啊1

108. 人们又曾指出，孟德斯鸠所描述的原则就在洛克的«政府洽）＞第 2 篇第 1：章

内。亚里士多德是迼些原则的首斛者(«政治旱凡第 6 卷，第 11 章）。

109. 大畿会由贵族圉鹘组成，人数一千五百人；徙中痊生常榜会，一百人；四十人

合，则颠名思羲区四十人。四十人合有三惘，各有享司的案件，或刑事或民事。

110. 迼襟，就中止“人身保謹令＂的效力。在英囡，该命令自 1679 年起卯禁止在

焦法官表示意思的场合拘留犯人超遏二十四小峙。只有滚合得决定中止“入身保謹

令＂的效力。

111. 阿甭哲晨·悉尼(1617-1683) ，是约克公的反射派的首领，他所著的«洽政

府}一害，是反封费甭焉的理渝的著作， 1702 年由杉松押成法文。

112. 就是＂否决摧飞

113. 原文 momentanee （暂峙的）惠作 inst扭tan如（急速的）解。

114. 亚里士多德子政治旱兄第 2 卷，第 9 、 10 章。

115. 参看卞雅敏·康斯坦：«意法賸本净，第 1 卷，第 107 页。

116. 哈林钡(1611—1677)著有«大洋阔兀迼是一部岛托邦式的政治小脱，1656 年

出版，表现出对共和国的喜爱。

117. 迼是希矗多德«雁史为（q兮瀛波斯戟争史＂第 4 卷第 144 简中瞒於美伽巴佐

斯的括。我们在本简看到孟德斯墙以少见的畏篇巨幅向英格阑政制献媚。

118. 人们曾经指出，孟德斯坞看维了亚里士多德的害，因奚摩洛西人只有一佩囡

王。

119.“普理斯”(police)就是波利比乌斯所稻的“民主政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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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 拉布莱指出：孟饱斯汕焦限制地引证了狄歉尼西，扁斯·哈利卡甭拿懿肛的

著作，而近代的史学界封於他则抱着相赏不可思域的懊疑熊度。

121. 孟德斯鸠脱十大官没有召照俞罐，而不是没有召喟食畿的槽利。迼是人们

指黄孟德斯鸠的地方。

122. 克利维埃在道裹又指出，孟德斯鸠射他注中所引的佛圃舍谬斯的解释是不

恰赏的。克利维埃引征狄特·李维的材料说“一切屉史记载都证明事寅不是迼楛。”

（参照拉布莱版附注）

123. 癌作“蒸猜斯”，不是“提只留斯”。

124. 迼是赏他在亚洲任螅督的峙候。

125. 拉布莱指出，拉丁原文 calurnniae litium 意译觅“可恨的诉讼＂，而不是

“窖判中的诬陷 ',0

1:6. 迼意思是脱，要有一票的多数。

127. 迼裹引证的是纽阿西甭的话”一票等於焦票”（吁暂惯法丸第 5 卷，第 5 章，

第 10 骁）。

128."單纯亵演神翌罪”指的是纯粹宗枚的，到他人或社舍不程生梭果的犯罪。

129. 迼裹孟德岈鸠指的是“阴革出教”，但他没有说出。

l3i).“家庭教育已纯隋弛＂，指的是教育已不是在家庭襄而是在某些懊膊裹共同

追行。

131. 迶裹脱的是“最属范雁山大”。
132. 原文 reprouv6es 惠作”作隋或不用“解，

133. 已故俄后，即安·伊凡皓夫娜(1695-1740) 。

134. 伊凡·多甭古露奇，彼得二世的润臣，在皓夫戈器德受车整刑（即以车盘硐

死的刑罚）。

135. 迼项法律，就是德·都死的原因。他没有揭砐珊思谢的除牒而被咸死。

136.“ 自由＂的朋友到孟饱斯鸠迶句括非常憤慨。我们忍禹，人们是可能徙道句
括找到它的合理的意装的；我们柲凤，在政治上也是有可能因必要而撫视法律，或最少

中止法律的效力。

137. K 是雀窝法 Kalumnfa. （诬告）的第一惆字母。参照普利因： «巴内基利廊

斯为，第 35 章。

138. 即謹民官的投立。

139. 照作普布利利乌斯。

140. 即塞克司圈斯·塔甭克维纽斯。

141 ．指的是在固民之同工作，屡於内政幔鹏的密探。
142. 原文 capt;ver 已不是我们今天的意思；它指的是：加以抑制，使成觅俘虏。
143．原文 C说reas, 娱，惠作 Ch七r七a。

144. 孟德斯鸠把“暮勒＂（伊斯阑教的高僧学者）和“暮夫蒂＂ （伊斯颠教法界说明

官）混淆了。＇｀暮勒”是高一级的法官。
145. 原文 les Elotes ，创 les Ilotes （伊洛底人）。
146. 因鸟迼佪等级的人一焦所有，是單纯的薪水雇俯階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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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7.“ 两倘王圉＂，一佪是英词，一倘是法园。在法园迼植税稹＂间接税”。

148. 孟镂斯鸠逍裘想到的是喔税。

149“有些人”，指的是寅私登者，即遠反镜章的人。迼些人在古式扁长船上居

住。

150. 迶是一穗械查或登鲸的税。役文所淡的印花税只是增加的一攻税，亚不取

消徐查或登绿税。

151 ．扁迼些建立三民会漆的省份规定自己的税率。但是在路易十四世的诗候，迼

佪擢利已经完全晓止。
152. 所秪“欧洲＇勹指的是“法困"。

153. 原文作“那些成家“，指的是“亚洲的阔家”。

154. 指英囡法谣輿荷面。

155. 我们可以看出，迼裹所说的“弹丸小阔＂的草脉，指的是路易十四世和十五世

遠在使用着的德意志和瑞士的雇俏兵。

156. 尤其是法困。

157. 原文 Solidite 惠作 solidarite 解，即迼带责任的意思。

158.“包税人”指的是＂绕包税入“。

159.“消费品税＂郎英固蚂洒甄及其他消费品所征的税｛李特烈）。

160. 塔西伦：«史缸丸拉丁文原文的意思是说阔家和税吏所订承包契约裹阁於

各锺赋税的烧件，隧蔽到现在，都要公阴地揭示出来。孟德斯鸠斟然没有了解拉丁原
文 publicurn 迼佪字的意思（克列维埃原住；辑人拉布莱版内）。

l\_ ．包税人封迶些括恨之刺骨，雌然孟德斯鸠莹稍，他业不是岚着攻擘他们。

162. 孟德斯鸠所講“北方氪候＂的阔家，指的是英格醮．饱意志和荷固所谓“南方
的＂阔家，指的是意大利和西班牙；所講“温暖的“地篮，指的是法固。

163. 佛是释迦牟尼的中阔名．
164. 中囡的立法者：孔子或是服膺他的教装的人-01,0

165.“彼此交往＂的意思是：＂嘱保频繁而密切”。
166. ，，洗布“原文用 a se rendre populaire （大来化）来表逢，迼租用字法祖

赏奇特。
167.“ 自由“原文 Ing仑nu，是法律名洞，生来自由的意思，舆“奴棘”或“奴棘的兄

子”相反。

168."闭意成置“创由妻子全灌咸置的意思。

169. 按照原文，意思就是前者成岚彶者的绝到主人。
170. 拉布莱注，孟德斯鸠“在迶裹反射在他以前的格躁修斯«戟争舆和平法冷（第

5 卷）、博雪«警告新教徒寸日洛克«政府舶＞（第 6 章，第 9 简）所辩謹的古蓄学说“。
171. 或是说晨奴制。
172. 塔甄伦著作中的拉丁原文是：“家庭其他事榜由妻子儿女来做。”{«日耳曼人

的凰俗＇，第 25 章）
173. 迼葛原文用“让fugier” （逸亡）一字来表逵“给他避熊所＂的意思。迼穗用字

方法是很大胆也是拯凤新奇的。

..， .l ．气“白·-·--”••--· -·---· ··-．．二．．．二巳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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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4．原文作：＂s'ils echappn.ient"（如果他开腕哈），即“如果他阿病好”的立患。

175.“就可以不受处肌因为是出绞买的＂。这意思是我，用挂买的奴隶死 T, 主

人陪了往，这对主人巳是足够的刑悯。

176. 德漠斯提尼斯：«反米地亚姆演訧沃1604 年佛兰克辐重E0版），第 610 页。

177. 拉布莱指出，卡底断雅“在嫁给穆罕默德的时候巳钰四十岁。这位先知所生

的不到六岁的妻子是阿耶沙'0

178. 孟德斯谒的这种訧祛使伏尔泰感到惊奇。此外，关于孟德斯螅在“瓦速提尼
耶窍斯＇字下所加的注释，克乐！椎埃指出：“所谓这些信牧史家，想来只能是苏格拉底一
人。苏格拉底是一个著作家；他距离瓦速提尼耶跺蚚的时代相当远。的南德斯只抄录
他的著作而巳。博气和第尔蒙对这个传訧启予驳斥。第尔蒙«帝皂杞“第 5 卷注 28 关

于瓦速提尼耶拷斯产

179. 御林亨品阿基默德退位是在 1730 年。，在雅＇是突厥皂帝的首席宰官。
180. 这里有许多学訧，许多乐观主义，也许还有少许讥钊。我11'1还应注意孟曳斯

墟用了很可疑的材料，例如他在底下所引用的关于印度公司的航行轼览。
181.“彼此交往＇？，指牛活中的来往极为疻繁。参照上面第 165 注。

182 这非常适合孟德断谒时代…...及其他时代的法国的情况。

1E3 克死维埃又指出，孟德斯谒认为这件事情发生在十二铜表法之前，但是这时

期还没有监弃官。

184．猜参照亚里士多德：«政冶学，，第 7 卷，第 7 草。

185. 原文作 Les.Aguaos ，即阿富汗人。

186,“哥特人飞孟德断越所指的是所有的日耳曼人。
187．跺德贝克(1630 · 1702)，瑞典博物学家，著有«大西洋汇一书，共四卷，书中白

称巳证明柏拉图的“亚特竺底链＇就是“斩堪的钠维亚”。
188. 人们认为孟德断膳这里所想到的是彼得大帝和圣彼得堡。
189 拉布莱指出，西班开可以说就是这样；阿拉伯人离去以后令在西班牙留下了

一套完整的灌淑系统。
190,“技艺“，这里指的是工业。

191.“畜牧的民族＇，指粘鞋人和阿拉伯人。在本节开头，著者想的则似乎是美洲

的野蛮人。

192, 衾照西塞罗：寸合共和国》，第 1 卷，第 17 幸。 , 

193· 拉布莱注：“这就是所谓｀幼维那'(juveigneur) 权利和｀奎椎斯'(qu~vai一

Ee)权利。”＊见«布里塔尼的习惯＞一书。
194, 塔西饱«日耳曼人的风俗》，第 14 、15 章。

195. 爱卡尔：«法兰克人的撤利克法及莱茵诃畔地区的注律％
1吼拉布莱注指出，“巴跻兹所发表的条文里，父的姊妹的继承先于母的姊妹。镖
197,“监护＇．，适用于人身，“监管＇，适用于土地。

申 欧洲古代习惯，特别是在布里塔尼，人1厅往往在这两种权利名义下，把长子所
享受的一些利往给与了最年幼竹凡子＂旷－－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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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部秘古即“疵古王国”的首都。 1858 年，英国人把兹王国井入“孟加剌王国”。

199-“古代的风俗'(mores majorum) 这个用语在罗马人有极确定的法学上

的意义。

200· 孟德斯嬉在这里所谥翰的，很显然又是他那个时代的法国。

201. «蜜蜂的故事心是一木英国哲学性的小眈，曼德推尔著q

2叨·克列维埃认为，查上丁眈的只是四班牙人忠于保守＂芘密＇：因为拉丁文原文

眈：“死于刑罚中的人，其受托之物就不再追究了。”

.203“改变“的宾问，在原文含糊不明，指的是改变“这些习惯“。

氛出这部分就是孟德斯遍对英国玫治所作的著名拓述，是本书最为人所知晓、实

际上是最重要的部分之一。
205· 因此产生了两个大党；“王党、，希望维持王室的威权：“民权党“比较喜爱国

会制度的把戏。后者大贵族和都市代表特别多；在当时占优势。在位的君王是乔治：：：：．

世；他常常耍容忍他所不喜欢的大臣。

206, 孟德斯谪这里所想到的显然是詹娱斩二世、跻易十四世和 1688年的革命。

207· 法国。

208. 指的是英国“财政部的憤券＇，，这使人想起注国的“国康憤券'0

209．原文 labodeux（勤勉）应作 onereux（沈重的真担）解。

210. 这些“原始商品“中有羊毛和痲。

211. 原文 denrtes superflu硕应作“｀过剩的商品”解。

212. ｀｀邻国寸旨爱尔兰。
213, 即“国会”。

214, 孟德斯谒指的是“都绎“王朝的专制权力。

215．正是都缪王朝耍用编挟与横暴的方法建立起天主教。

216．所谓．，分离“，指的是象在法国那样白成一个道会。

217· 暗指的拿单·斯尉夫特著«古利瓦的旅行»,1726 年出版。

218．这里暗指的可能是密尔锁和他的叙毕峙«失乐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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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出版说明

我馆历来重视移译世界各国学术名著。从五十年代起，更致

力千翻译出版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前的古典学术著作，同时适当介

绍当代具有定评的各派代表作品 C 幸赖著译界鼎力襄助，三十年

来印行不下三百余种。我们确信只有用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财富

来丰富自己的头脑，才能够建成现代化的社会主义社会。这些书

籍所蕴藏的思想财富和学术价值，为学人所熟知，毋需赘述。这些

译本过去以单行本印行，难见系统，汇编为丛书，才能相得益彰，蔚

为大观，既便千研读查考，又利千文化积累。为此，我们从 1981 年

若手分辑刊行。限千目前印制能力，每年刊行五十种。今后在积

累单本著作的基础上将陆续汇印。由千采用原纸型，译文未能重

新校订，体例也不完全统一，凡是原来译本可用的序跋，都一仍

其旧，个别序跋予以订正或删除。读书界完全懂得要用正确的分

析态度去研读这些著作，汲取其对我有用的精华，剔除其不合时

宜的槽粕，这一点也无需我们多说。希望海内外读书界、著译界

给我们批评、建议，帮助我们把这套丛书出好。

商务印书馆编辑部

1985 年 IO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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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卷

第二十凇 从贸易的本质和特点渝

法律对贸易的关系

向缪斯女持眒fl',祈祷 2

别黎山的巅贞女W1＊啊，你们听见我的祈求么？言青轮我灵威

吧 我轻历漫长的人生；我的心充淌悲哀和烦废见我过去所威

到的人生的娇媚和溫存今天巳远离我了。睛把这咸觉重新放进我

的心灵里吧当你们通过快乐获取智慧与真理的时候，你们显得

再神圣不过了。

但是如果你们根本不颜意把我严峻而淉烈的苦述变得宽仁溫

厚一些的话，那末就求你们把我的劳动掩盖起来吧，使人们从我的

书获得敦盆，但又不威觉到我在施教；使我显得只是在思考，只是

像在威悟而巳；当我在书里揭露了新事物的肘候，就求你们使人们

把我当做是个一无所知的人，而把这一切新的东西全都认为是你

们告诉我的。

当你们的灵泉之水＊＊由你们所喜爱的岩石流出的时候，它井

不徒然向天空嗔射而又下降而巳。它流向草原，给你们快乐与幸

* 指掌管文艺、美术、昔乐等的九女峙神檬斯。一一择者

Q) “少女何，你们讲吧！

批丽得斯姐妹们；

你们歌殁这些少女对我是有好处的。”

一一－茹雄钠尔：«諷刺峙“第 4 卷第 35--36 节。

心 孟德斯鸠指的是他自己的著作。-——罚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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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广- ~. -尸 _ ` -~. ~ ~ - -. - ̀ -, ~ ` ~ ~ ... • －一了· ·气．~．广~一一· - - · ·一---- -一· -- ~ _ ~ _ ~ _, , _, 

咐，因为己把快乐！） `}: ［！卧涽吤枚）, nlil, 

娇捎 fi勺女神胪l啊，如果你们洽仪寸兮，那木所h的人都要内找

的B 『，泊找的书济个足一种娱乐｀而是种快贮

呻长的女眒们啊，我威到你们在激励找，不丛耍找币叽人们 (E

拙比山谷川着野笛吹出的歌曲，或是要找重誧人们在德行斯岛川

古琴弹奏的诗篇。你们要我根据理性忠活，理性是找俨知比中最

完全、最高 f叭最枯致的知觉

第一节寅易

下面一些问题应从较宽广的范围进行誰述，但是受到了本书

性质的限制，不能这样做。我本米想泛舟在一条寂胖的河上，但却

被一股急流漂走了。

商业能够治疗破坏性的偏见。因此，哪里有善良的风俗，哪里

就有商业。哪里有商业，哪里就有善良的风俗。这儿乎是一条普

遍的规律。

因此，我们今天的风俗已翱不像过去那样野蛮了，这是毫不足

怪的。贸易使每个地方都能够认城各国的风俗，从而进行比较，井

由这种比较而得到巨大的好处。

人们可以说，贸易的法律使风俗訰良，但也破坏风俗，它们的

道理是一样的。贸易使纯净的风俗腐败生这是粕拉图贡难之点；

但我们每天都看到，贸易正在使野蛮的风俗日趋典雅与溫厚。

第二节黄易的精神

贸易的自然秸果就是和平。两个国家之问有了贸易，就彼此

互相依存。如果此方由买进获利，则彼方由卖出获利，彼此问的一

@ 凯撒脱，高卢人与屈赛为邻并与焉赛有贸易，所以变坏了。过去高卢人总是
战胜 [1 耳曼人，而现在已变得不如 U 耳曼人了。参看q高卢战争，第 6 卷第 28 章。

、



．了叶忙 消一· !-.;t 从议易的本质和特忒， I~ 上书寸罚功向 f、,?

切粘合足以+i 111的隔婓为从础门）

勹
L 旷）

且丛，泣然贸易的精神把不Ii~ 国豕速枯起术，它却井不以相同

的方式速粘个人门我们行到，在贸易的精眒II盛的国家 l ，一切人

道的行为、一切道位的品质全都成为天关的如且做人道所要求

的最微小的书估也都从为 t'1金钱、

贸易的精眒在人们的思想中产生一种精确的公道的观念八这

个观念在一方面和抢劫的观念势不两立，在另一方面同某此过伦

的观念极不相容C 这些道饱认为，一个人不必总是斤斤计较自己

的利盆，尽可以为着别人的利盆而忽赂自己的利盆、

反之，完全没有贸易就产生抢劫＼亚里上多德认为枪劫是取得

的方式之一。抢劫的精神并不违背某些道德的品质。例如好客在

轻商的国家是极罕见的，但是劫掠的民族款待来客是非常殷勤的。
塔西伦訰， H耳曼人把阴门谢客—一不誰是熟客生客，当故一

种演圣罪。一个人殷勤救待一个陌生客人之后又把客人带到另一

` 个好客的人家去，在那里客人将受到同样人道的待遇＠。但是当日

耳曼人建立起各个王国之后，款待客人成为他们的负担，这从勃民

第入的法典里的两条法律可以行到©。一条规定，任何半野蛮人如

果胆敢把陌生客人带到一个罗局人的家里去的括，将受到刑割。
另一条规定，凡接待生客，其损失将由居民赔偿，每个居民有义务

分担他应负的份额。

第三节，人民的贯困

贫困的人民有两种：一种是由于政体的严酷而陷于贫困的，这

@ 指荷兰。
@ “在那里客人就宴受到同样的股勤款待．“见«日耳曼人的风俗“第 21 章．又参

看凯撒«高卢战争，，第 6 卷第 21 章。

@ 塔西伦：«日耳曼人的风俗，，第 3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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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人民儿乎不可能有任何建树，因为他们的贫穷就是他们所受的

奴役的一部分。另一种仅仅是因为他们轻视逸乐或不了解人生的

各种乐趣，以致贫穷。这种人民能够成就伟大的事业，因为他｛r怕的

贫穷就是他们所享有的自由的一部分。

第四节各种政体下的贸易

贸易和政制是有关系的。在君主統治的政体下，贸易通常建

立在奢侈的基础上，虽然那里的贸易也以实际的需要为基础＊，但

是贸易的主要目的＊＊却是为贸易国获取一切能为它的虚黯逸乐和

奇思妙想服务的东西。在多人統治的政体下，贸易通常建立在节
俭的基础上。那里的商人把眼睛注祝着地球上的一切国家，他们

把从一个国家得到的货物运给另一个国家。推罗、迦太基、雅典、

思赛、佛罗梭藷、威尼斯、荷兰这些共和国就是这样做买卖的。

这种以节俭为基础的贸易同多人統治的政体有着本质上的联
系；它同君主政体则仅仅有着偶然性的联系。因为这种贸易的基

础是：少赚线，甚至赚得比其他国家都少，但却借不断的赚线来得

到补偿。一个奢侈成习的民族儿乎是不可能翱营这种贸易的。这

种民族消贤浩巨，除了伟大的事物而外是什么都不看在眼里的飞

西塞罗就有这种想法，所以他訰得好：“我不喜欢一个民族是

世界的統治者同时又是代理商。”＠其实，我们应了解，这种国家的

每个个人，甚至整个国家，在思想中通常是充湔着伟大的叶划，而
同时又充湔着渺小的针划。——这是矛盾的。

这井不是脱，以节俭为贸易基础的国家就不能有极伟大的叶

* 甲乙本无“通常＇＇二字也无“虽然那里的贸易也以实际的需要为基础“句．

** 甲乙本作“唯一的目的＂。

@ 西塞罗：«监共和国“第 4 卷拿＊＊0

*** 此注所引拉丁原文，因意思和正文同，故略．一—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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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了。这种国家也能具有一种君主国所没有的刚毅勇敢的精肿，

原因如下：

一种贸易必然发展为另一种贸易；小型贸易发展为中等贸易；

中等贸易发展为大规模的贸易；桔果悄势改变，本来目的在少赚些

线的贸易也就同样有机会＊多眯了。

此外，商人的巨大事业必然是同公共事业混淆在一起的。但

是，在君主国里，商人通常＊＊对公共事业抱着怀疑的态度，这正像
在共和国里＊＊＊公共事业就似乎受到商人信任一样。因此贸易上

的巨大事业不适合于君主国，而适合于多人統治的政体~***o

总而言之，在共和国里人们相信他们的财产极为安全，这使

他们什么都去轻营。人们对所获得的东西相信是安全的＊＊＊＊＊，

他们就敢千抛出资财，以取得更多的资财；他们除了在取得的手

段＊＊＊＊＊＊方面要冒些风险而外，并不需要任何冒险。因此人人都

渴望发财致富。

我井不是脱，凡是君主国就全然不钰营以节俭为基础的贸易；

我只是说，这种贸易在性质上比较不适合于君主国。我也不是脱，

我们所熟知的那些共和国全都不梩替以奢侈为基础的贸易；我只

是脱，这类贸易同共和政制的关系比较不密切＊＊＊＊＊＊＊0

至于专制国家，那就不必脱了＊＊崝＊＊＊＊＊。一般的规律是：在一

个受奴役的国家里，人们劳动为的是保持所有，而不在取得所没

有的。在自由的国家里，劳动则在于取得而非保持。

着 甲本作”也就同样顾意多赚了“·

** 甲乙本无“通常“二字。

"* 甲乙本作“在自由的国家里飞
＊亭＊＊ 甲－乙本作“而适合千共和政体的国家飞
***** 甲乙本作“眨是完全的“.
****** 指贷本等等。－—霹者
·····拿＊ 甲乙本无此段。

···”“哼 甲乙本无此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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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轻营节俭性黄易的民族

焉赛临荒海之演，是暴风骤雨中一个必要的隐避所。风候、昭

礁、沙洲以及海岸的形势，都告拆人们，思赛是个适宜的登陆地（因

此它成为海船航客来往频繁的港口。它的土地贫帘也规定了它的

公民从事以节俭为基矶的贸易。他们必须以勤劳来补偿天然的不

足。他们必须公正，才好同那些使他们获致繁荣的半野蛮民族相

．处得好。他们必须宽仁溫厚，才能久享太平。最后，他们必须有俭
朴的风尚，才能永久依靠一种获利较少但较可靠的贸易为生。

我们到处看到．苛政和迫害产生『以节俭为基础的贸易。人

们为暴政所迫，不得不逃入沼泽、荒岛、演溺浅滩，甚或礁石之区。

逃亡者就在这种地方苟全性命。但他们是要活下去的，因此他们
就从世界各处获取生活贷料，因而建立起以节俭为基础的贸易。

推罗、成尼斯和荷兰各城邑就是这祥建立起来的。

第六节芍航业发达的几种后果

有时候，一个桏营节俭性贸易的国家需要某一国家的某一种

商品作为获取另一国家的商品的依据。因此它对某些商品栈线很

少，甚至没有赚线就巳翱认为湔足，囚为它希望，在其他商品上获

取厚利。

荷兰就是如此，它是唯一轻营南北欧问贸易的国家；它运到北

方去的法国酒，在某种意义上只是使它能够在北方进行贸易的一

种基本物品而已。
人们知道，荷兰常常有某些米自远方的商品，它们的售价并不

比原产地昂贵。人们认为原因是：当一个船长需要压舱底的时侯，

@ 查土丁：«批界史辆》第 48 卷第 3 章F

* 甲乙本无此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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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就用大理石压舫底；当他需要木材装船的时候，他就买木材；这

样，当他把大理石和木材售出肘只要不吃亏，他就认为巳轻大大睬

线了。同时，荷竺也有自己的石矿和森林，所以只好如此。

不但无利可图的贸易 "T能有好处；郎速眳线的生意也可能有

好处。我听脱，在荷兰，捕鲸通常儿乎是得不偿失的。但是造船业

的雇员以及供给船具、操纵机器和粮食的人就是对捕鲸最关心的

入。他们在捕鲸上陪f线，但却在供给晶方面睬－f线。这种贸易

就是一种胳博，获得一张“黑彩”咱的希望誘惑『徘一个人。所有的

人都喜欢打括，最聪慧的人也乐意一脂，好像他们看不见睹博的面

貌是：迷妄、暴戾、破家淄产，浪眢肘间，甚至断送憋个生命。

第七节 英国贸易的精神

英国儿乎不同别的国家订立关税协定气税律随着每次国会的

更易而更易，常常取消或增桥某些个别的税。英国希望通过这种

措施来保持它的独立。它对外国在它那里桏商极端嫉妒，很少蹄

粘条的来束缚自己，而专以本国的法律为依据。

别的国家为了政治的利盆而牺牲商务的利益；英国却总是为

了商务的利盆而牺牲政治的利盆。它是世界上最能够同时以宗

教、贸易和自由这三种伟大的事业自负的民族。

第八节 有时候人们如何排斥节俭性的贸易

某些社主仕扩制定了极其适当的法仆，以抑制桏营节俭性贸易

的国家。婪止它们桧入非由它们本国所出产的任何货物；只准祚

它们使川受货国所建造的船只进行贸易。

用这类法律强加于他人的国家肘，自己也要能够愉快地进行

贸易才好，否则至少同没有这类法律犯了同样的错映。因为同轻

砦节俭性贸易的国家通商总是合符的。这种国家不跦求厚利，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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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商业上的需要使它们多少带些依赖性；它们眼界开阑，事务浩

繁，一切多余的商品都有地方去倾销；它们富裕，能够收揽大量货

品；又能准时付款；它们仿佛出于需要，非有信用不可；它们在原则

上是和平的，因为它们所企求的是获利，不是征服。所以我脱，同

这类国家通商，比同那些老是竞争又不能给与上述全部利盆的国

家通商，要合算些。

第九节专有性的黄易

一个国家如果没有重大的理由不应排除任何国家同自己通

商。这是一条真正的准则。日本只和中国、荷兰两国通商。中国

在食糖上就获利十倍；有肘在回购的货物上也获得同样的利盆。荷
兰人所获的利润也儿乎相娇。任何奉行日本那种条规的国家，必
然要受到欺骗。因为使商品价格趋于公道井建立商品与商品问正

确关系的是竞争。

一个国家更不能以某个国家颜出一定价格收购全部商品为理

由，而接受一种义务，把商品仅仅售给那个国家。波兰人就是这样

把他们的麦子卖粕但潭市的。印度有儿个国王同荷兰人盯了同样

的合同，出售他们的香料气这类协定只适合于贫穷的国家。这种

国家只要生活有了保妊的话，就顾意抛弃发财致富的希望。这类

协定也适合于另一种国家，在那里，奴役使人们不能利用大自然所

惠与的东西，或是使人们不得不用这些东西亭进行一种吃亏的贸
易。贮

第十节适宜于节俭性黄易的制度 * 

在轻营节俭性贸易的国家里，人们巳榄建立了银行，这是幸运

@ 葡萄牙人开此先例。参看比拉尔：«放行配，第 15 章 II.

事 甲乙本无“用这些东西”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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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这些银行以它们的信用为基础，已桏发行钞柬一一新的价值

标祀飞但如果轻营奢侈性贸易的国家也采用银行制度的括，那便

是多昔映。在君主統治的国家里，如果开投银行的活，就会形成金线

和权力的对立；这就是脱，有能力去占有一切的人没有任何权力；

而拥有权力的人却什么能力也没有。在这种政体之下，只有君主
占有或能够占有财宝；哪里一有多余的财宝便首先成为君主的财

宝了。

由于同一原因，商入们为速合轻营某一种贸易而成立的公司

对君主統治的政体也很少有适宜的时候＊。这种公司的性质就是

使私人的财富取得公共财富的权力8。但是在君主統治的国家里，

公共财富的权力只能掌握在君主的手里。我还要指出，公司对于

翱营节俭性贸易的国家也井非老是合适的；因此，除非商务浩繁，

非个人能力所能及，还是不要使专有性的权利妨碍贸易的自由好

些。

第十一节攫前

钰营节俭性贸易的国家可以投立一个自由港口。国家的节俭

和个人的节俭常是形影相随的；国家的节俭就好像是国家的节俭

性贸易的灵魂。建立上述自由港口由于免除关税所招来的捐失，

可山共和国勤劳致宫而获得补偿。但是在打主政体之下，如果投

立这种港口，便是荒嘐背理的。因为这种港口惟一的效用就是给

奢侈蠲免赋税的负担。这样，国家放弃了奢侈所粕它的唯一的好

处，又解除了这种政制下奢侈所可能受到的唯一的的束。

第十二节贸易的自由

贸易的自由井不是给商人们一种为所欲为的权利；如果这样，

* 甲乙本作“是不适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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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 {}fi说）上仅易上的奴役勹限制商人并个因此就限制［商务，就

是仆自由的国豕，闹人W1也遇到尤数的i耆盾；法律祫予他们的束翡

井不少1次奴求的国心

英国如tE饮出口；规定煤要由泡硌运到以城；快，上没句齿割

的思出口；英国殆民地的船只在欧洲进行贸易II寸山，必须在英国兑

铀 9。英国限制『商人，但却有利 j贸易

第十三节 黄易自由的破坏

哪里有贸易，哪里就有税关。贸易的目的是为着国家的利盆

进行商品的检出与惟入气税关的目的是取得支配商品的检出与

帷入的某种权利＊，这也是为着国家的利盆。因此，国家居千贸易

与税关之问，应该不偏不倚，应该使二者不相抵触，从而使人们享

有贸易的自由。

包揽关税的人刑，由于他惘的不公道、横暴、过高的抽税，粘果

破坏r贸易。除此之外，他们所制造的困难，所要求的手稹，使贸

易受到更大的破坏。在英国，关税由官府办理，钰商便利非常，只

要写一个字，昂大的事就办成了；商人无须枉费无穷无尽的时问，

也不需要特别的伙卧，去免除或承受包税人所粕与的一切困难。

第十四节 有关没收商品的黄易法规

英国的大宪章11 禁止在战争时掠夺和没收外国商人的货物，

除非是作为报复的手段。英国把这点规定为自由的条款之一，这

是值得夸爆的。

当 1740 年西班牙和英国战争的时候，西班牙制定一项法

(i) 1650 年的J航行法案，。只有在战争时候，波士帜和赘拉德尔非亚的商人曾

派遣船只装载货物直接鴃至地中海。
* 这里指的是取得包税的权利．一一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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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规定携带英国商品入讥属各邦的入处死刑；携卅西玑牙商品

人处属各邦的人也处死刑。找想，只有在 H 本才能找到同一类芍[

的法律。这种法律破坏［找何的风侚和贸易的精神，又使恨刑的

比例失去户调和。它引起了思想的大混乱，弝仅仅是违警的行为

督做叛国罪。

第十五节 人身的拘禁

梭伦盯立了一项法律，规定雅典人不得井因民事上的债务拘

押俏务者气他的这项法律是从埃及得来的陀该法为薄固利斯所

立；寒梭斯特利斯加以修订。

这项法律对于普通民扛事件是好的＠；但坠我们在贸易的事

件上不遵行这项法律，却是对的)因为商人常常在极短的时肌内

不得不把巨照款项托人保管，他要放出，还要收回；债务者必须按

规定期限履行他的义务；所以人身的拘禁就有必要了。

山千普通民事契的而产生的事件，法律绝对不应该淮浒人身

拘禁，因为一个公民的自山比另一公民的幅利更为爪要。但是关

千由贸易而产牛的契豹，法律应该把公共的幅利看得比一个公民

的自由币要。品然如此，人们仍可依据人道彗善政的要求，对这个

丿队则作一此必要的限制气

第十六节一项良法

日内瓦的法律禁止无力偿债的破产者的子女担任公职或进入

大战会，不誰该破产者业已死亡或仍然生存；其子女巳清偿父憤者
-----

CD 1740 年 3 月在卡迪斯公布。

@ 普卢塔克论文：«反对借高利贷为第 4 章。

@ 狄奥都露斯：«历史文献“第 1 卷第 2 篇第 79 章。
@ 希腊的立法者应陔受到琉寅。他们禁止拿债务者的武器和蚨犁作质，但却准

订构挟他的人身。主石狄奥都露斯心历史文献｝）第 1 卷第 2 篇第 79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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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在此限。这可以脱是良法。它的效果使人们对商人、对官吏、甚

至对市政有了信任。在这里，个人信兀还带有团体信用的意义。

第十七节＊ 罗得的法律

罗得人更进了一步。塞克司图斯·藤比利岸斯脱，在罗得，儿

子不得因放弃继承遣产而免除清偿父债©。罗得的法律是为一个

以贸易为基础的共和国而制定的。现在我想，根据贸易上的理由，

应眩加上一项限制，就是自从儿子开始从事贸易而后，父亲所负的

憤务就不应陔影响儿子所获得的财产。一个商人应陔始炵了胪自

己的义务；井时时刻刻以他的资财的悄况作为他的行动的根据。

第十八节商事裁判

色膳芬在他所著«雅典的收入》一书中主张给办案最快的商务

监督官以报酬。他威到需要像我惘今天那样的商事裁钊＊＊0

贸易事务很少裙要繁文褥节。它门是每天的行动，而且同类

的行动每天相继而至。因此，必须能够当天做出决定。贸易事务

和对将来有重大影响但又不常发生的其他生活上的行为，截然不

同。每个人儿乎只桔婚一次；敝附或遴啜井不是天天有的事；一个

人只成年一次。

柏拉图脱，完全没有沿海贸易的城市需要不到半数的民事法

规＠。这祜很对。因为有了贸易，就会有各种不同的民族的人民

汇集到同一个国冢里云，契的、财产的种类和发财致富的途径都将

是不可胜数了。

* 甲乙本无此节。

@ «生动描述习第 1 卷第 14 章。

** 这里甲乙本多一句：“罗焉人在帝国的沿海地区曾为水手们股有这类裁半lj.“

@ 见柏拉图：«法律“第 8 章．

.- - • ·一．．，．，，．”“'l, • • l l, l.. -- `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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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一个贸易的城市是法官少而法律多30

第十九节君主不宜轻商

梯欧非雳斯看见一只船栽着给他妻子梯欧多拉的商晶，就让

人把船烧了。他訰：“我是皇帝，而你们却让我当货船老板。要是

我们也翱营穷人的生意，穷人还有地方腹生么矿＇＠他还可以脱：要

是我们垄断了贸易，誰来把它取消呢？誰来强制我们履行我们的

义务呢·？我们做了这种买卖，朝臣们也会要做。他们将要比我们

更食婪，更不公正。人民多少相信我们是公开的，但绝不相信我们

是富裕的，因为这么多使人民困穷的捐税确切地耻朗我们也是困

穷的。

第二十节璞前

当葡萄牙人和加斯提人控制东印度的肘侯，贸易的枝叶繁茂

而聿腌，所以他们的君主们不能袖手旁观，而把贸易攫取到自己的

手中了。这就毁灭了他们在这些地区的殖民地。

果阿的总督把一些专有权给与某些个人。人们对这种个人不

子信任；负有贸易责任的入员不断变更，贸易因而中断了；这种贸

易，没有人謹愤鍔营；把亏了本的生意交给继任者，也没有人注意；
利润就集中在儿个私人手中，不能充分扩大增长。

第二十一节君主国贵族的黄易＊＊

在君主国里，贵族轻商是违背贸易的精肿的。火膳利扁斯和

提奥多西息斯二帝说：“这对千城市是有害的，商人与平民间买卖
.. 

@ 参看佐那拉斯．卜的著作。

* 十二世纪时拜占庭编年史家，著有«通史手册又－一－环者

＊拿 甲乙本标题作«君主国的贸易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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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便利将受到破坏产＆

贵族钰商也违背甘主国的精神。英国准浒贵族轻商，是陔国

的君主政体受到削弱的最重要因素之一。

哼

第二十二节一个奇特的见解

有些人“看到一些国家的做法有所威触，认为法国也应陔有

法律准酢贵族桯商。如果这样做，不但对贸易亳无裨盆，抑且是毁

灭贵族的手段。法国的做法是明智的，就是：商人里面没有贵族，

但是可以成为贵族，商人有取得贵族资格的希望，而且在实际上又

没有障碍。商人要离开商业最稳妥的办法就是把商业搞好或是搞

得名誉善良气搞得好通常是同才能分不开的见
规定每一个人要株守他的职业井把它传轮子孙的法律，只是

而且只能够在专制的国家里有用处＠， 因为在这种国家里誰也不

能够而且也不应该有竞争心。

如果说要人人不得改变职业才能把业务搞得更好，这是不正

确的。我认为，如果一个人在某一种职业搞出卓越成锁，就有希望
升入另一职业的拈，他将会把业务搞得更好。

金线既能够让入取得黄族的身分，这就大大鼓励商人们努力

去创造获取这种身分的条件。我不探肘这样让线财能够换取品德

的代价是否妥善的问题。但是这样做对某种政府是很有用处的。

在法国，有穿长袍的一类人＊＊。他们位于大贵族与平民之朋。

他们虽不如大贵族那样显赫，但却享有大贵族的一切特权。这类
人作为个人是平凡的：但是作为一个保卫法律的阶层，却是光荣

@ «贵族法、商事法典和最新销售禁例沁

* 甲乙本作”或是搞得繁盛兴隆”。

@ 实际上在专制国家里常常是如此。
** 指敢僧、法官、律师、教授等人；长袍是他们的“法服”·-－m者

--－一一． ．咖 丁+”“ , 1 土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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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在这个阶层用，人们仅仅能够依据才能打品饱而出众一）他们

的行业是体面的，但是还打另一行业的人常常比他们还要显赫这

就是訰粹硝武的贝族3 这类贯族认为，不篇巳桏有了多少衣产，还

应该继梢发财致富，但又认为，一味求财窟的增加而不着子把它花

光淄尽16 是可耻的。这个阶层的入常常毁家以轩国难；在自己毁

灭时就把地位让给别人，使他能够同样用所有究财为国胀务。他

们奔赴拟坳，以免人们敢于贞难他们。芍他f叫不能希望发财的时

候，他们希望勋赏爵株；当他们得不到勋仅悄禄的时候，他们则以

台桏得到卢名荣晋来自慰。肝有这一切使法兰西王国获致强盛，

这是肯定的。二二百年来，王国的威力不断增长，这不是自丁它的

气运，而坠由于它的良法。气运是不可能这样固定不变的。

第二十三节哪一种国家不宜黄易

财富可以是土地或是动产。每个国家的上地通常为居民所

有。大多数国家有法律使外国人不乐意取得地产气甚至］上地必

须有主人在那川，才能发抓它的价仙；因此，土地这种财富是纣个

国家所特有的东西。但是动产，如银线、栗据、汇烦、公司的股份、

船代以及一切商品，则是全世界所通川的东西。在这种关系上，

整个世界就好像一个国家。一切社会就是它的成员。拥有世界上

这类动产最多的民族就是最富有的民族。有些国家占有数量庞大

的动产，它们山于它刊的货物，由千它们的I人的劳动，由于它们

的勤劳，．由于它们的发明，甚至由于它们的运气，而取得（这些动

产。各国的贪婪使它们争夺全世界的动产“。一种国家可能非常

不幸，财产为其他国家所掠夺，儿无余存。它的土地的所有者也不

过是外国人的佃户而巳。这种国家什么都缺乏，什么也将得不着，

它最好是不Hi.tt界任何国家进行贸易。因为在它过去所处的情况

之下，使它变得这祥贫穷的就是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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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国家，如果出口的商品或货物老是少千入口的括，就将为

求均衡而日盆穷困。它将老是进口少，一直到贫困达到极点不能

再进口任何东西为止。

在轻营贸易的国家，当它的线财花光了就会复来，因为接受它

的钱财的各国就是负了它的债。但是在上述的国家，线财一去则

不复返，因为取得它的线财的各国井不负任何债务。

这里，波兰就是一个例子。它除了土地所产的小麦之外，我们

所講世界上的动产，它儿乎一无所有。有些贵族古有整个省份C他

们强迫衣民船他惘更多的小麦，好运给外国入去换取他俨的奢华

所需要的东西。如果波兰不同任何国家通商，它的人民将要幸福

得多。因为国内的种贵们将仅仅有小麦；他们将会把小麦供给农

户生活；他们的采地过于宽阔成为他们的负担，他们将会把采地分

粕农民；每一个畜群都将生产皮和毛，所以做衣服所糜费的将不会

很多。永远爱奢侈的神贵们，因为只能在本国获取奢侈品，就将

鼓励穷人们劳动。我认为，这样，波兰就将繁荣起来，至少也不会

变成半野蛮人一—这是法律所能够防止的。

现在让我们看看日本是怎样吧！ 日本大量的控入产生了大量

的检曰。因此物资均衡，就好像它的愉出入井不过多似的。不但

如此，这样富饶丰足将给国家带来无穷的好处：消费将增加，工艺

将有较多用武之地，将有较多人就业，将有较多获得权力的途径；

有肘候人们需要紧急救济，这样充裕的国家就能比其他国家做得

更迅速。一个国家很难没有剩余的物资；但是贸易的本质就是使

多余的东西变成有用的东西，又使有用的东西变成必需的东西。
既然如此，国家就能够把必需品给与更多的国民了。

因此，我们可以脱，由艇营贸易而吃了亏的不是那些什么都充
足的国家，而是那些什么都缺乏的国家。由断绝对外贸易反而得到

好处的，不是那些能够自皊自足的民族，而是那些自己一无所有的

·-· .••... --·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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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

第二十一章 徙惟界贸易的变革渝
法律与贸易的关系

第一节 几点一般性的考虑

虽然贸易有可能发生巨大变革，但是有时候某些天然的原因，

如土壤或气候的性质，也能使贸易的性质永恒不变。

我们今天单纯是送银线到印度去同它贸易。罗焉人每年捞到

那里去的银线的有五千万塞斯德斯复这些银线，像我们今天送

去的银钱一样，被换成商品，带回西方。一切同印度贸易的民族总

是带着硬币去，带着商品回来。

这是大自然本身所规定的后果。印度人有自己的工艺，这些

工艺是和他们的生活方式相适应的。我『怕的奢侈和他们的奢侈不

同，我们的需要也并不就是他们的需要。从我们这里去的东西儿

乎没有一样是他惘的气候所要求与酢可的。他们大都半裸体；所

需衣服当地就能供给；对他们有极大支配力的宗教＊使他们厌恶

滋养着我们的那些食品。因此他们只需要我们的硬币；硬币是价

值的标肥。他们就用商品换取我何的硬币。他们丰觥的商品是从

人民的节系罚和国家的大自然状态得米的。古人的若作描述印度的
施政和风习＠，和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井无二致。印度过去和今天

一样，将来也将是一样。无谕什么肘代，凡是和它通商的人都把金

银带去而带不回来。

@ 普利因：«自然史“第 4 卷第 6,23 章等。

* 甲乙本作“不能毁灭的宗教”。

@ 参看普利因：《自然史））第 6 卷第 19 章；和斯特拉波心地志》第 15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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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非洲的民族

非洲沿岸的民族，多半是野蛮或半野蛮的民族。我想，这主要

是因为可居住的．各小国都儿乎被无法居住的地域隔开的掾故。他

们没有工业，也没有工艺；他们有丰富的贵金属，直接就可从大自
然手中拿到。因此，所有文明的民族都能够和他们贸易而占到便

宜；能够使他们把毫无价值的东西当做宝只，而从他们取得极高的
代价飞

I'm. 

第三节“ 南北方民族需要各异

在欧洲，南方与北方国家之间存在着一种均势。南方国家，生
活上的便利应有尽有，需要很少；北方国家则需要多，而生活上的

便利少。对南方的国家，大自然给与的多，要求的少；对北方的国

家，大自然给与的少，要求的多。大自然把怠惰给与南方的国家，
把勤劳与活动力皊与北方的国家，就这样椎持了南北国家之问的

均势。北方国家不得不努力工作，否则将缺乏一切，而成为半野蛮
人。南方的民族采用了奴役的制度，因为他们既易于湾尽资财，也
就更能够荡尽自由了。但是北方的民族需要自由，因为自由使他

们能够获得更多的手段去涌足大自然所给他们造成的一切需要。

因此，北方的民族，如果不是自由或是半野蛮的话，那就不合乎自
然而儿乎所有南方的民族，如果不是奴隶的括，则大抵就要作乱，

第四节古今贸易的主要差异

恨界情势时有更易，因而引起了贸易的变迁。今天欧洲贸易

,, 甲乙本把F节末“但是北方的民族则需要自由......'.•一段放在这里。

** 甲乙本把此节放在下节之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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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翱营主要是由北而南。由千气候的不同，各民族非常需要彼此

的货物。例如，南方输给北方的歆料构成了一种古人未曾有过的

贸易。而且船只的容量过去是由麦子的数量来衡量，今天却是用

酒的吨数来衡量了。

据我们所知道，古时的贸易是在地中海的港口间进行的，差不

多都是在南方。但是，相同气候的民族出产都差不多，彼此之间不

像不同气候的民族问需要那么多的贸易。所以欧洲过去的贸易范

围不像个天那么广-O

这和我关于我们和印度问贸易的脱法，井不矛盾。因为气候

过于悬殊反使相对的需要等于零飞

第五节其他差异

贸易有时被征胀者们破坏，有肘受到君王fF1的困扰。但是它
跋涉寰球，避开压迫它的地方，到可以自由呼吸的地方去休息。它

今天所統治的地方，过去只是一些沙漠、海洋与岩石，它过去所統

治的地方，今天却只是荒野。

例如柯尔吉斯；今天仅仅是一大片森林；那里的人口天天在减

少，那里的人民防卫自己的自由，只是好把自己零零星星地出卖给
土耳其入和波斯人而巳。誰也没想到，在罗届时代，它是一个市邑

林立、万国商贾庸集的地方。在这个国内巳找不到任何耙念物，除

普利因＠和斯特拉波＠有所祀述而外．旧墟陈迹皆巳蔼然无存。

贸易的历史是各民族交通的历史。各民族形形色色的毁灭、

人口的或涨或落、劫掠的时起肘息，是贸易史上最重大的事件。

,.i 
.• 
, 

* 甲乙本把以上两段放在第 8 节末尾．

O «自然史，第 6 卷第 4 、5 章。

@ «地志习第 11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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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古人的黄易

西米拉米斯王后无数的财宝也不可能是一天获得的。因此，

我们可以推想，亚述人自己曾翱劫掠其他富裕的国家，像后来其他

国家劫掠他们一样。

贸易的秸果是富裕；随着富裕而来的是奢侈；随着奢侈而来的

是工艺的精良；西米拉米斯时代的工艺巳相当发达＠，这就告诉

我牁当时巳建立了庞大的贸易。

亚洲各帝国曾桏有过大量的奢侈性贸易。奢侈史构成了贸易

史的一个条脊丽的部分；波斯人的奢侈就是米太人的奢侈，正像米太

人的奢侈就是亚述人的奢侈一般。

亚洲酋经发生过巨大的变化。在波斯东北部的希尔卡尼亚、

思吉安那、大夏（巴克特里亚）等地，古肘繁盛的市邑＠，现在巳不

复存在；这个帝国的北部鱼郎把里海和黑海隔开的那条地峡，过

去全都是城市和国家，现在却不能再见了凡

伊拉托斯特尼斯和亚里斯托布露斯9 从巴特洛克霖斯知道，

印度的商品是轻过奥克苏斯河进入旁都斯海的宽焉庙斯·瓦罗

告拆我们，据訰当庞培和米特里达特作战的时候，人们用七天的工

夫从印度走到大夏又到达流入奥克苏斯河的伊卡露斯河；而且印

、度商品能够从那里磺渡里海，而进入居鲁士河口；从该河只有五日

陆程便可到达流入黑海的发西斯河饥无疑，亚述人、米太人和波

@ 狄奥都露斯：«历史文献））第 2 卷，

@ 同上书第 7一9 章。

@ 参看普利因：«自然史“第 6 卷第 16 章，和斯特拉波：«池志））第 11 卷。
@ 斯特拉波心地志“第 11 卷。

@ 同上。

@ 据斯特拉波心地志）>第 2 卷的一殁祀述，巴特洛克露斯的防是颇有权威的。
© 普利因： ＜＜自然史））第 6 卷第 17 章。又参看斯特拉波： «地志”Ii 11 卷关千商

品庄发西断河至居鲁士河的路程。

•···--·心.......气今，一＇＂＿．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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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人的大帝国足通过在这此地方居住的民族同东方和西力最偏僻

的地区建立交通的门

这种交通已不复有在。所有这此国家都受到鞋仰人的踩端 rfi

成废墟们这个破坏成性的民族现在仍然在这此地方横行霸道3

贝克苏斯叫不化流向甲询仁，切仙人山 j．特殊的理山把它改了

迫＠；它现在就消失在侦珔不毛的沙地仁

仵过去，爪哈特斯诃足文明国家和半野蛮国家佣的天然境界3

它同样攸肚鞫人改广道矶巳不再流入悔中去仁

四悄小斯·尼同它忖拟定［一个接通黑悔和甲梅的针划叽

这个计划轮当旧的贸易提供籵多便利，但它随着尼卡伦的死＠而

成泡影。找们不知道，在那分隔二溺的地峡上这个计划是否有可

能实施C) 个大人们对这个地区是茫然尤知的；那用人烟桸少，遍地

丛林。那里不乏水源，因为有尤数河川从心加索山上流下来；但是

必个 1闷加索山雄踞地峡的北方，就像向南力伸出它的手臂＠；它对

」述计划将是极大的院碍，尤其因为节时人们还没有掌握建造水

附的技术。

找们可以想像，西省庙斯要打通两海的地方就是后米沙皇彼

得－世谈述两淮的地力，也就足这地峡t达奈河流近伏尔加河的

@ 据托勒密描述，打叶多河流入里海东边。自托勒密而后，这地区一定已发生

极大变迁。在沙皇的地图里，皇诲东边只有一务阿斯特拉巴特河；在巴塔尔西先生的

地图甩，述一条河也没有飞

* 甲乙本的附汴是这样訧的：“因此，自鞋阳人来了以后，那些向我伲描述这些地

区的人 fr~' 所言全失员相。从个天奉沙皇彼得一世勍令而编纂的地图看来，我们发现

关十里悔面貌的近代地图存在着严重的针忱凡彼得的地图和古人所战的嘉相符合的．＂
参召普利因：（＜自然史））－第 6 卷第 12 章．

@ 参看«北方航行辑霓习勾珍肯样的叙述。

@ 我想阿拉湖（咸海）就是因为这条河改道而形成的。

@ 格老狄，乌斯·凯撒，戴普利因：＜＜自然史））第 6 卷第 11 竟。

(5) 为托勒密·赛老奴斯所杀。

G 参看斯特拉波心地忐））第 11 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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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但是在当时，人们还没发现里海的北方。 -

当亚洲各帝国桴营奢侈性贸易的时候，推罗人却在世界各处

展开节俭性的贸易。波沙尔20 把他所著«迦南乐土»的第 1 卷用千

列举推罗人散布在沿海各国的侨民群；他们越过赫库利斯武肿的

标柱崝，在大洋的沿岸建立居留地矶

在当时，航行者不得不随着海岸行船；海岸就好像是他们的罗

盘。航程漫长、辛苦。岛利塞斯的长航漂泊成为仅次于“众诗中第

一篇作品”之后的“世界上最美丽的诗歌”的丰富题材乳

多数民族对远方民族缺乏了解，这对那些桏营节俭性贸易的

国家是有利的。这些国家在贸易中可以任意做嗳昧的事情。作为

广见多朋的国家，它们占到了阴塞无知的民族的种种便宜。

埃及由于宗教和风俗的关系，同外国人断绝了一切交通，儿乎

没有轻营对外贸易；它享受了土地肥沃、物产丰镜之福。它就是那

肘代的日本；它是自给自足的。

埃及人井不艳羡对外贸易…，所以他们听任一切有个港口的

小国桯营杠海的贸易。他们听任以东人、犹太人和叙利亚人拥有

船队。所罗门＠在这方面的航业中使用推罗人，他们熟悉这些海

洋。．｀

豹瑟夫斯脱，他的国家专事农业，对海洋没有多少知峨矶因

此，犹太人只是偶然地在红海贸易。犹太人征胀以东人，占据了伊

洛斯和伊旬格柏，他们从那里带来了贸易。当犹太人丧失这二城

后，他们也就丧失了这些贸易。

. 指直布罗陀挴峡两岸的岩石，古人认为由赫摩利斯武种劈裂而成的石柱，标
志着“世界的尽头”。一一”者

@ 他们建立了达蒂苏斯，并在卡迪斯侨居。
拿亭 甲乙本作“井不艳袭寅易”。

@ «旧的圣艇：列王杞略》下卷第 9 章第 26 节； «历代耙略＞下卷第 8 章第 17 节．
@ «反阿Jt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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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尼基人就不是这样。他侗不桯营奢侈性的贸易，他们的贸

易也不是烽因于征服。他．们的俭的、智巧、勤劳、冒险和辛苦使世

界各国都需要他们。

邻近杠海各国＊仅仅在该海及非洲的海洋贸易。亚历山

大肘＊＊发现了印度洋，举世骇愕。这就足贷证明。我惘巳翱跄

过＠＊＊＊，人们锯常带贵金属到印度去而没有衔回来＠；从缸海带

回金银的犹太人船队是从非洲回来的，他们井不是从印度回来

的。

我还要再脱一句：这时的航行是沿着非洲东岸；当时航海的情

况巳足证明，船只井不到僻远的地方去。

我知道，所罗门和耶和沙发的航队是要三年才回家的。但是
我看不出，航期的长短究竞能否证明航程的远近。 ` 

普利因和斯特拉波告拆我们，用灯心草制造22 的印度和杠海

的船只需要二十天的航程，希腊或罗思的船只用七天就完成吼

依据这个比例，希腊和罗焉船队一年的航程，所罗阿的船队差不多

就要三年才能完成。

两只速度不同的船只，航程所用的时期井不按照它们的速度

的比例。迟慢常常产生更大的迟慢。如果船只需要沿岸行联，所

处位置又不断改变，要等候好风走出海漕，又要等候另一种好风才

能向前推进的括，帆搞良好的船只能够利用各种有利的时机，而投

备不好的船只就要滞留在困难的境地，费上好儿天等待另一次变

净 甲乙本作“亚历山大以前，邻近杠海各国...... ti. 
“ 甲乙本作“在这个征服者时......“。

@ 兑本章第 1 节。

卓＊＊ 甲乙本作“我巳渥脱过“u

@ 有时候，由千欧洲所定的金线比价的关系，带金到印度比带畿获利要多些。但
达种利润究竟是微不足道的＊＊＊飞

**** 甲乙本无此注。

@ 参看普利因心自然史习第 6 卷第 22 章，和斯待拉波：«地志，第 15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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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

在同一时间内，印度船只只能走希腊和罗焉船只三分之一的

路程。印度船只的迟慢可由我们在令天的航业中所看到的情况得

到脱明。印度的船只是用灯心岸制造的，吃水敕少；布腊、罗焉的

船只是木制的，又按上了釱，吃水敕深。

这些印度船只可以同今天某些有浅水港的国家的船只相比

拟。威尼斯，甚至于整个意大利也波罗的海和荷兰省＠＊都有栈水

港。出入这些港口的船只的制造法是：船底闾而宽。其他有良港

的国家，船底的形式则在于使船吃水深。这种构造使船只比敕能

够逆风行联气圆宽底船只则儿乎只有顺风才能行驶。吃水深的

船只，无脸风向哪里吹，差不多都能向同一方向行进。这是因为船

被风吹时从水获得了抵抗力，水成为支持着船的力最；又因船身

长，可使船身佣向着风，而利用往的情况所产生的力量，使船头面

向目的地。因此，船能够充分背风行联，这就是脱，充分向着风所

由来的方向行驶。但是如果船的形状是圆宽底、吃水浅的话，就没

有这种支持它的力最了；风吹着船，船不能抵抗，那就儿乎不能不

走风所粕规定的方向了 C圆底构造的船只航程较为迟援的原因处：

(1)它们由于等候风信而浪找大量时间，尤其是不得不肘常改变方

向；（2）它侗行走敕慢，因为它们没有水的支持力量，不可能装备和

他种船只一样多的帆搞。在航业这样完善的令大＊＊，在百艺交流的

今天，在人们用技艺改正天然的缺点和技艺本身的缺点的今天，人

们尚且威觉到这些差异，那末在古人的航业时代，这种差异应是如

何重大呢？

O 意大利儿乎只有一些避风处；西西里有很好的港口．
@ 我眈荷兰省；因为西兰省配的港口是相当深的。

* 荷兰也是个省名；西兰是荷兰国的另一省。—二．一环者

** “在航业这样完善的今天”句最先见于乙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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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不能树开这个题目。印度的船只小；而希腊、罗思的船

只，除去那此为臼炫入耳 H而股的机器以外，也不如我们的船只

大。那末，船只越小，在惊涛骇浪中危险就越大。一抻吞没小船的

风暴，只能霖臧大船而已。 －只船的体积越比别的船大，它的外表

在比较L便越小。因此，一只小船虳外表和它的币屈或载货墨这

两方面的比率便小「大船这两方面的比雇也就是脱，小船这两Ji

向的悬殊大r大船这两方而的悬殊。人们知道，使船的载货量等

f船的容水散的半数，是相当普遍的做法。假使一只船的容水显

是八百吨；那末就让它戟货四百氐如果另一只船的容水晟是四百

吨，那木就让它戟货二百吨。既然如此，则第一只船佑体积和栽重

早的比夕年就是八比四，第二只船就是四比二。假使第一只軗大的

船的外表和第二只敕小的船的外表的比年为八比六，则小船的外

表和它的蔽重限的比车将为六比二，大船外表和它的蔽重量的比

例将是八比四1。风和水流只荧击船的外表，所以大船由于它的

币散的关系便比小船较能抵御风雨的猛袭飞

第七节＊＊ 希腊人的冀易

最初的衍腊人全都从海贼。米訧斯称祁海上，也浒只是在抢

劫卜比别人获得较大的成功而已。他的霸权就局限于他的息购的

周围。但是当希腊人成为一个伟大的民族＊＊＊的时候，雅典人质

正取得了泭上的森权，因为这个系巠商又胜利的国家给当时最强的

@ 这就是说，在比较两种同类型的体积时，水对船所产生的作用或压力和同船
的对抗力二者之同的比年，就是如此。

* 甲乙本把本版第 10 节的前三段放在这里。

** 本版的第 7 、第 10 两节，甲乙本合成一节，标题为«希腊的贸易和亚历山大征

战后埃及的贸易》。

*** 甲乙本没有＂偉大的“三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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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主。制定法律，井摧毁叙利亚、塞浦路斯岛、朋尼基等的海上势

力。

我应陔啖啖雅典的海上霸权。色帮芬说：“雅典在海上称霸；

但是阿的喀和大陆是速接着的，所以当雅典人出征远方的肘候，雅

典却受到敌人的踩躇。雅典的首脑人物听任他们的土地受到破

坏，而把他们的财产送到什么岛上保存起来。老百姓没有任何土

地，所以没有任何忧虑。但是，假使雅典人居住的是一个岛屿，同

时又控制了海洋的话，那末他们做着一天海洋的主人便将有一天
的势力去扰害别人，而不致受到扰害。＂＠你也肝要想，色膳芬这里

脱的是英国吧

雅典人心里充淌着追求光荣昌盛的酐划；他们增加了嫉妒，却

不能增加影响；他们较多注意扩充他们的海上霸权，而较少注意享

受这种霸权；按照他们的政治制度，平民分享公共赋税，富人反受
压迫，因此不能噙从轻营庞大贸易得到任何好处。雅典人本来有

希望轻营庞大贸易，因为他们有矿山事业、有众多的奴隶、有不少

航海人员、对希腊各城市有权威，而且，最重要的一项是，他们有梭

伦的美好的法制。但是雅典入的贸易却局限于希腊和黑海，他们

就从这些地方牒得生活。

哥林多的位置真太好了：它隔开两海，是伯罗奔尼撒的咽喉，

是希腊的阿户，可把二者或开或阴。当希腊民族就是天下、希腊的

城市就是列国的时代，哥林多是千个最重要的城市，它所桯营的贸

易大于雅典嚎飞它有一个港口接受来自亚洲的商品；又有另一个

港口接受来自意大利的商品。当时要镜过届黎角有很大困难，方
, 

O 指波斯王。
@ «雅典共和国“第 2 章．. 甲本作“因此，我阮，未能…...“。
•• 甲乙本作“它舰营庞大黄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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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相逆的风就在那里遭遇也以致引起沉船事故，所以人们比较喜

欢到哥林多去，在那里，船只甚至可以穿过陆地从一个海到另一个

溺去。没有一个城市的工艺品能达到那样精良。富裕使它的风俗

趋于腐败，宗教更使它的腐敃，登峰造极。它建造一座椎钠斯女肿

庙，那里就有成千的高级妓女被供献给该种。雅蒂乃息斯书中的

那些著名的美女大多数是从这个修道院出来的。雅蒂乃息斯霓然

敢于描写她们的历史飞

荷届时代，希腊富裕的地方似乎就是罗得、哥林多和奥科米奴

斯。荷焉脱：“朱匹忒肿峰峰喜爱罗得人，给他们巨大的财富。”©荷

思又把财主的棹号给与哥林多人＠。

同样，当荷？焉啖到拥有浒多金子的城市肘，他举奥科米奴斯为

例到又加上埃及的梯拍。罗得和哥林多保持着它们的权势，而奥

科米奴斯却失掉了它的权势。奥科米奴斯的位置邻近希列斯本、

普罗本蒂斯和黑海，人们自然会股想到它要从这些淮的沿岸进行
贸易、获取财富。这些海曾轻有产生金羊毛的种括。实际上，人f! 、

巳搓把米内由斯”着的名字皊与奥科米奴斯©和阿果船的英雄们

了”“。但后来人f1对这些海的知講增加了，希腊人在那里建立

极多的殖民地；这些殖民地和半开化的民族贸易，同肘又和本国保

持来往；奥科米奴斯就开始衰落，重又消失在希腊的城市群里了。

在荷思以前，希腊人除了自己之问以及同儿个半开化的民族

O 参看斯待拉波心地志“第 8 卷。. 自下段起至本节末，甲乙本缺略。
＊卓 古罗周的主神．－~＂者

@ 史持«伊利亚德为第 2 卷第 668 首。

@ 同上书第 2 卷第 570 首。

@ 同上书第 1 卷第 331 首。参看斯特拉波心地志“第 9 卷第 414 页(16.90 年陌｀

"* 神括中降生在陔地的仙人的名字。——释者

@ 斯特拉波心地志“第 9 港第 414 页。

**** 种括中乘船去取金羊毛的希腊英雄的五十人．一一释者



40 骗法的精神

做些买卖之外，儿乎没有什么贸易。但是当他们的新殖民地建立

得愈多，他们的支配势力也就盆加扩张。希腊是一个大半岛；它的

那些悔角就像在逼着海洋退却；而它在各方面敞开的海滑又像在

迎接海洋。只要一张开眼睛便可看见，希腊是一个窄狭的国家，但

有极长的海岸找。它的无数殖民地形成一个坏锐着它的大限伈

在那阁子里，它就好像看见 f整个文闭世界。它侵入西西甲和意

大利，就在那里建立了一些国家。它的船只联到旁都斯海、小吐

粗亚和非洲沿岸。它越和新的民族接近，它的城市就越加繁荣。

此外，极美妙的一件事是，它的周围又有尤数岛屿，排列得好像环

铣着它的一条防栈。

希腊的运动会，好像是供全世界玩赏的；它的庙宇，列国叶王

都送祭品供奉；它的节日，化介（来自各地方的人；它的肿諒引起

了全人类的好奇心和注意。木户它有高度的艺术和风趣，任何人

想要在这方面超越它，必将败露自己对它的艺术、风趣的无知。所

有这些东西曾如何给希腊带来繁荣啊！

第八节亚历山大及其征略

亚历山大时代合有四件事悄发生，引起了贸易的大革命＊，就

是：推罗的攻略、埃及的征胀、印度的征服和该国南方大准的发

现＊峰。

波斯帝国伸展到印度河究在亚历山大很久以前，大流士就

曾派遣船只沿陔河而下，至于扛湘＠。那末，为什么希腊人竞然是

廖甲乙本作“引起了贸易面貌的改变”。

** 甲乙本多下面几句：“埃及的希腊人发现所处情况，可以匪营极庞大的贸易。

他们是红海各港口的主人，作为肝多贸易国的竞争者的推罗巳艇不存在了；希腊人不

再为埃及古时的迷信所烦扰＊＊＊，埃及成为世界的中心了．＂

"* 这些迷信对外国人是可怕的（甲乙本孟德斯填原注）．

@ 斯特拉波心地志“第 15 卷。

@ 希罗多德：«悲剧女神美尔波美妮石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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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先由南方系影怅印度贸易的人呢·？为什么波斯人不能先艇营那里

的贸易呢··）为什么他们不能利用近在肥尺的海洋来冲洗着他们的
帝国的海洋＊赞亚历山大征服了印度，这是事实；但是他必须征

胀一个国家才能和它通商么？我现在要研肘这个问题。

阿利安那的地域从波斯溃伸展到印度河，从南边的海洋到巴

洛巴米苏斯的山拓©。它在某程度上很要依仗波斯帝国。但是它

的南部确裕、于燥、未开发、野蛮，所以据传说，西米拉米斯和居鲁

士的單队就是在这此沙涣里死亡的；亚历山大让他的舰队跟随着

他，仍然免不f在那地区损失了一大部分陆單＠。波斯人把整条

悔岸栈丢下，船伊契欧巴基人（即食焦的人民）、奥里台人和其他半

开化的民族去支配觅此外，波斯人又不是航海家，而且他们的宗

教甚至剥夺了他们一切翱营海上贸易的思想＠。大流士所以让人

们在印度河和印度洋航行，毋宁脱是出于一个君王一时的奇思妙

想，借以显示他的权力，井不是出于一个君王任何有意实行而制定

的计划。这些航行无渝对贸易或对航业都没有产生后果；他们从

愚昧摆脱了出米，却又再掉进愚昧里去了。

不但如此，人们都认为，在亚历山大远征以前，印度南部是无

法住人的见这是从传脱推出的；据说，西米拉米斯的部众从那里

生还的仅仅二十人，居鲁士的部众生还的仅仅七人©。

亚历山大从北方进入。他的酐划是向东方进單；但是他发现

* 甲乙本作“甚至是冲洗着他们的帝国的海洋．＂

@ 斯特拉波心地志为第 15 卷。

@) 同上。

@ 普利因：«自然史»第 6 卷第 28 章；斯特拉波心地志“第 15 卷。

@ 为避免姑污各种本质，波斯人不在河川上航行。参看海德：«波斯的宗歉人今

天他们仍然不秷营诲上贸易，井目一切航海的人为无神除者。

@ 希罗多德在«悲剧女神美尔波美妮“第 44 章中股大流士征服了波斯。这只忭

斛作征服阿利安那，而且只是一种思想上的征服而巳。．

@ 斯特拉波心地志习第 15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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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淌是大国，城邑林立，河川纵横，因此他企图征服它f阿，井且把

它侗征服了。

此后，他拟定计划，要通过海上贸易把印度和西方速秸起来，

像他巳在陆地上通过他所建立的殖民地把二者速秸起来一样。

他让人在亥达斯比斯河建造一支船队，顺流而下，入印度河，

直航至河口。他在巴塔拉离开他的陆事峰和海事，自己带着儿只

船视察海洋，标出他要建股停泊所、港口、兵工厂的地点，回到巴塔

拉以后，他又再离开他的舰队，从陆路进革，使陆海事互相支援。

海單从印度河口起，沿着海岸走，沿着奥里台人、伊契欧巴基人、卡

尔届尼亚、波斯各邦的海岸行走。他让人凿井＊＊，建立城邑；他禁
止伊契欧巴基人以焦为常食ill; 他希望这一带海边都由文明的民

族居住。尼阿庙斯和欧内西克里土斯曾写了这次十个月航海的

日肥仇他们到达苏藷，在那里找到了亚历山大。亚历山大馔宴他

的單队”“飞

这位征服者建立亚历山大里亚，目的在确保埃及；亚历山大里

亚是敞开埃及的钥匙；但同样的这个地方却是以前的君王们关闭

埃及的钥匙叽亚历山大完全没想到贸易。只有印度洋的发现才

* 甲乙本无”他在巴塔拉离开···…各邦的海岸行走”等句。
喻＊ 甲乙本无“他让人凿井......”句。

@ 这不能理解为对一切伊契欧巴基人都如此。这些人沿着一万斯塔德＊＊＊长的
海岸居住。亚历山大将如何供给他们生活呢r 他将怎样使他们服从呢？所以这里只是
儿个特殊的民族的朋晒而巳。尼阿康斯在«印度货物）}一书中脱，在这条海岸的终点，
在波斯方面有一些比较不吃焦的民族。我想，亚历山大的命令所牵涉的是这个地区或

是和陂斯更接近的某个地区＊＊＊＊．

.** 古希腊长度名，每一斯塔德合 1凶． 97 米。——霹者．

**** 甲乙本无此注。

© 普利因：«自然史“第 6 卷第 22 章．
••••• 这里甲乙本多一句：“他曾在巴塔拉＊亭拿拿渝拿离开他的舰队，走了陆路．＂

“”“ 这是印度河口巴塔伦岛的一个城市（孟德斯坞甲乙本原注）。
@ 亚历山大里亚建筑在一个称为拉可蒂斯的平坦的海岸上。古代的君王们在

那里跤置戍兵，以防止外国人尤共是希腊人侵入。据人们所知，当时的希腊人是大梅

贼。参看普利因：«自然史习第 6 卷第 10 章；斯特拉波：«地志“第 18 卷．

” 事. •• ·•· •• • ．一· ~斗气．｀ L _ , 「-，叩--- 」 l l -.. • " '｀』八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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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他产生 f贸易的思想。

甚丕＊在发现印度洋之后，他似乎对亚历山大里亚井没有任

何新的想法e 一般地脱，他确有计划要在印度和他的帝国的西部

之邯建立贸易。但是山于十分缺乏知撒，他未能作出通过埃及进

行这一贸易的计划。他看见过印度河，也看见过尼罗河；但是他对

存在于二河之间的阿拉伯睹海，亳不了觥。他从印度回来之后就

立郎使人建造新船队，、航行于幼琉士河、底格里斯河、幼发拉的

河和大淮＠。他除去了波斯段在这些河上的放水口。他发现那个

“波斯的心怀”24 原来是大洋的一个溃。他便对这个海进行了

解＠，像他过去了解印度洋一样；他使人在巴比伦建立一个港口来

供成于的船只和一些兵工厂使用；他发希币五百达伦特到阱尼基

和叙利亚去招募水手性工，以便分配他们到他在沿海各地建立的

殖民地去；末了，他又使人在幼发拉的河及亚述的其他河流建立巨

大工程。这一切脱明，他的酐划无疑是要通过巴比伦和波斯漕轻

怅印度的贸易。

有些人以亚历山大要征胀阿拉伯＠为理由，而说亚历山大卧

划以阿拉伯为其帝国的中心地，但是他怎能选择一个他一无所知

的地力呢趴不仅如此，阿拉伯是世界上对他最不便利的国家；它

将使亚历山大和他的帝国分离。征服了遥远地区的哈里发们很快

就离开阿拉伯，而到别的地方去居住。

第九节 亚历山大后希腊各君王的黄易

当亚历山大征服埃及的时候，人们对缸海知道得很少，至于和

* 从这里起到节末，甲乙本鴃略。

@ 阿利思：«亚历山大的远征））第 7 卷。

@) 同上。

@ 斯特拉波：«地志）>第 6 卷。
@ 他看到巴比伦被洪水所淹没，竟以为邻近的阿拉伯是一个海岛彝关千亚里斯

托布露斯玉，载斯特拉波心地志“第 16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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斜海相接，一而冲冼非洲沿岸、一面冲洗阿拉伯沿岸的那部分大

详，则亳无所知。因此，他们奻至认为锐过阿拉伯半岛是不可能

的。竹翱从各方面进行尝試的人们都放弃了他 {f1 的计划。他们

总＂坎拜栖兹的审队，穿行北J节，儿乎完全死亡；拉古斯的儿 f托

勒密的事队，被派救援在巴比伦的西留爪斯·尼卡化，他们所历根

辛，儿平不可置信，而且由！内赤 H 炎热，只能在夜间行审；这祥，要

船队行到阿拉伯的南方海岸去怎有可能呢产J

波斯人任何航业也没有。当他们征胀 f埃及的时候，他们便

把本国原有的这种精眒带到埃及去；因此，航业废弛到『极点、，以

致希腊的右王们发现波斯人不但对椎罗，人、以东人和犹太人在大

洋的航业一无所知，就是籵海的航业也一无所知。我认为，尼布甲

尼撒毁灭第一个推罗国家以及邻近釭油的一些小国和城市，是把

过去巳轻获得的海上知娥重又丧失的原因。

在波斯肘代，埃及井不临近缸泭；它的疆界仅仅包括尼罗河泛

溢所及的那条又长义狭的地带而巳气这条地带的两边又为山脉

紧敛着。因此就必须再一次去发现杠悔，再一次去发现大洋了，

这次的发现是由于希腊的君王门的好奇心。

他们由尼罗河溯流而上，在尼罗河与礼泭之问的地区猎象，由

陆地而发现悔岸；这些发现既然是在希腊人的时代进行的，各地名

称也就川希腊文字，各庙宇也就奉献给希腊的牌明了旯

在埃及的希腊人是能够轻怅范围很广大的贸易的；他们是杠

海睹港口的主入。推罗-一切轻商国家的劲敌，巳不再存在了；

他们不再为埃及古肘的迷信＠所烦扰；埃及巳成为世界的中心

@ 参看尼阿康斯：«印度货物».

@ 斯特拉波：«地志“第 16 卷。

@ 同上．

@ 这些迷信使他们憎恶外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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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0

叙利收的君E们把印度的南方贸易放弃给埃及的君王们，自

己则烦全力于印度北方的贸易。这个北方的贸易是通过奥克苏斯

词和用悔进行的。节时人们以为甲悔是北方人洋的一部分心＊＊0

亚历山大在死前不久付桏使人建造一支船队见以探查到底用悔

是否轻黑悔或籽［i印度加印八他东力的泭而通大洋。在他之后，

西悄小斯和安提阿加斯，特别注意到对阜海的 f解，井在那里设有

船队匡四悄岸斯探得的部分被称为西祔从漆海，安提阿庙斯发现

的部分被称为安提阿从恺悔他们汁意他们在这力面叶能做出的

计划，而忽略「南方诸泡＊＊＊。这也浒是因为托勒密朝各片主依恃

他们的条L海舰队巳砰称＇咖矗准，或者是囚为他们发现r波斯人对

航询深恶莉艳＊＊＊＊。波斯南方海忙＊＊＊…，不能供轮任何海员；在

那里，只坠到亚历山大末年才看到溺员。但是埃及睹君E，是塞浦

路斯岛，胖尼基和小吐稹历沿海祚多地方的主人，所以拥有桏桔航

悔巾业的一切条件。他们用不到强制人民发展航海才能，只要利

川着人民的才能就够仁

占人为什么那样固执地相信用准是大洋的一部分，典令人百

思不解＊＊¥*＊＊。亚历山大、叙利业的片王｛几帕提亚人、罗焉人等

* 以上半节，甲乙本缺。
CD 普利因：（（自然史＞＞第 2 卷第 61 华，又第 6 卷第 9 、 13 章；斯特拉波产地志衿打

11 卷蜕 507 页；阿利恩：«亚历山大的远征））第 3 卷第 74 页，又第 5 卷第 104 页。

** 甲乙本无此旬。
@ 阿利恩：«亚历山大的远征））第 7 卷。

@ 普利因：«自然史“第 2 卷第 61 章。

＊＊睿 甲乙本多一句“希望通过高卢和日耳曼从背后到达欧洲，而忽略......”。

**** 甲乙本多一句：”或者是因为那边的民族巳普逼屈服，没有再行征服的余
地了。”

***** 自此至段末，甲乙本缺。
”“** 甲乙本作“我承认我不了解古人为什么那样固执......". 



勾 谕法的精｀神

的远征都不能改变他们的想法飞一个人对改正自己的错腴是尽桩

拖延的。起初，人们只知道里悔的南部；并且以为它就是大洋；他

们从北方沿着海岸前进…，他们仍然相信那是大洋侵入了陆地。

他w,探查淮岸崝竿噙，东方只走到爪哈特斯河，西方只走到阿尔巴尼

亚的尽头。海的北方水浅泥淳¥，因此极不宜于航行。就是这样，

他们认为是大洋了气

亚历山大的革队……，东边只走到希班尼斯河，即最后注入印

度河的河流。因此希腊人初期轻营的印度贸易是在叩度极小的地

区进行的。西留岸斯·尼卡伦侵入到恒河＠，从那里发现了陔河

流入的大海，即孟加拉滑。今天的人由大海的航行发现陆地；过去

的人由陆地的征服发现大海。

斯特拉波矶不顾阿波罗都露斯的证言，怀疑大夏的希腊君王

们＠确是走得比西留库斯和亚历山大还远。即使大夏的希腊君王

们果然在东方没有走得比西留库斯更远的盓”“*，我们也要知

道，这些君王在南方的确曾桯走得更远，他们发现了鍚哲和思拉

巴尔的那些港口＠””“；这就产生r我下面所要啖的航海事业。

零 甲乙本多一句：“但是他们关千里渚的描述，其精确程度殊可惊叹。”

卓拿 甲乙本多一句：“他们没有想像到可能是个大湖，而相信.....。”

响＊＊ 这段甲乙本是这样写的：“当他们认瞰了北岸，差不多完成他们的旅程时，他

开的眼睛强开了，但是又闭上了；他何把伏尔加河口当做一个漆峡或是大洋的廷长。”

@ 参看沙皇的地图。
•••• 甲乙本作“亚历山大的陆草”。

@ 普利因：«自然史＞第 6 卷第 17 章。

@ «地志“第 16 卷。

@ 大夏（巴克特里亚）、．印度和阿利安那的厨其氨人同叙利亚王国分开，自成一
个大国。

**..* 甲乙本作：“我十分相信他们在东方并没走得更远，挹对没有渡过恒河j且

是他们在南方的漪曾差走得更远·…··"

@ 阿波罗尼乌斯·阿德露黔蒂奴斯，载斯特拉波心地志“第 11 卷。

＂亭亭＊＊ 甲本作：“古札拉特和禺拉巴尔的那些港口．＂

--- - • • - • - - ＾一-·一｀｀一·-磕 ll l l ll,llllll" '”llll,llll ll.,“'l l l.l 』,」, l, l - - －于，｀．，一．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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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利囚告拆我们，人们曾枉述稹地开辟三条通印度的航栈丸

首先，人们从鍚亚格尔角到印度河口的巴塔伦岛。我们知道，这就
是亚历山大舰队所保持的航路。后来，人们走一条更短、更安稳的

航路，就是从鍚亚格尔角到锡哲气这个鍚哲只能是斯特拉波所

脱的鍚哲王国＠，也就是大夏睹希腊君王所发现的王国。普利因

脱这条路更短，他的意思只能是航行的肘朋敕短而巳；因为鍚哲既

然是大夏的君王们所发现的，就应陔比印度河还要偏僻，所以人们

走这条路应陔可以避免某些浩岸的曲折，井得到了某些风信的利

盆。最后，商人们走第三条路钱，就是先到位于缸海口的港口甘斯

或奥寒利斯，从那里乘西风到叩度的第一个市场怂济利斯，再从那

里到其他港口＊0

如f1行到，他们不从缸海口走到锡亚格尔，而是沿着“幸蝠

阿拉伯”“海岸棘到东北，值接利用季节风由西岸驶到东岸去。

这些季节风的变更是从这一带海域的航行发现的＊＊＊。古人只在
能够利用季节风与贸易风＠肘才敢不靠海岸航行。这些风对于他

惘好像是一种罗盘多十。

普利因说，他们在仲夏启航赴印度，在 12 月底或 1 月初回

航＠。这同我们航海的犯录是完全符合的。在印度洋的这一带，

即在非洲的半岛和恒河这边的半岛之间，有两次季节风：第一次风

@ 普利因：«自然史沁馆 6 卷第 28 章。

@) 同上。

@ 斯特拉波心地志刃第 11 卷«鍚哲王国））。

* 这句和下段第一次见于乙本。

** 即”也门”。一一邓者

＊＊哮 乙本作： ＂......利用贸易风至东岸去。这些风固定的路栈是从这一带悔域的

航行发现的。古人只在能够利用这些风的时候才离开诲岸。”

@ 季节风在一年的某一季节里从这一边吹，在另一季节里从另一边吹；贸易风

则整年从同一边吹。

@ «自然史））第 6 卷第 23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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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西向东吹，从 8 、 9 月开始；第二次风从东向西吹，由 1 月开始

囚此，我们离开非洲到思拉巴尔去的肘朋和托勒密的船队朴1日，回

航的肘朋也相同。

亚历山大的船队从巴塔拉到苏藷要走七个月。它在 7 月间出

发，也就是脱，在一个令犬没有任何由印度回航的船只敢于出海的

肘候＊出发。在两次季节风之问，有一个问隔期间，这时有各种不

同的风信，北风和普通的风混杂，尤其在某些海岸，引起可怖的风

暴。这个时期是 6 、 7 、 8 月。｝k历山大的舰队在 7 月间山巴塔拉

出发，曾轻历过祚多风暴，航程漫长＊＊，因为它逆着季节风航行。

普利因战，人们在夏未启航去印度，就这样利用季节风变更的

期间去完成从亚历山大用亚到籵海的行程3

我誧你们看肴，航海事业是如何逐渐栝进的。大流士的舰队

由印，度河下航到系［海，共计费时两年半心，亚历山大的舰队，2）下航

印度河，十个月后就到达苏藷，叶在印度河航行三个月，在印度洋

航行七个月。此后从焉拉巴尔沿岸到杠海的行程计费时四十天©。

斯特拉波叙述当时人们不了解希玑尼斯河和恒河间各国情况

肘说，从埃及去印度的航悔家中很少走到恒河＠。实际上，我们肴

到，节时的船队根本就不到恒河去；它们利用季节风＊＊＊从西向东

航行，从礼悔口到思拉巴尔海岸。它们就在那里各商埠停泊，没有

从哥磨林角和柯罗曼德尔海岸铣过半岛到恒河那边去。埃及和罗
焉的打王们的籵划是要在同年回航霓

* 甲乙本作“出梅的季节”。

** 甲乙本作：“当然漫长”。

@ 希罗多悠：«悲剧女神美尔波美妮»第 4 卷第 44 章．

@ 普利因：叶自然史“第 6 卷第 28 章．

@ 同上。

@ «地志，第 15 卷。

*** 甲乙本作“...…利用贸易风·…..". 

@ 普利因：«自然史戏第 6 卷第 28 章。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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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此可见，希腊人和罗从人的印度贸易远不如我 1,f叮泛；找俨

知逍－此他同完令不知道的广涣地区；我们同所有的印度国豕通

商，找们甚十为它们而翱商，为它们而航泭j

但丛布腊、罗思人翱炊这j八面的贸易比我们要便利得多。假

使个大的人仅仅｛［古札拉特和思拉巳尔的沿岸贸易，不去才找南

力的，I,，抖向，巾淌足］二这些，岛民所带米的商品的品．，那木个犬的人机

必然选择埃及路栈仙舍弃好望角路钱。斯特拉波脱，古人就是这

样同塔肾罗卅各民族通商的(!卢()

第十节辏行非洲”“

历史上我们行到，在罗盘多t发现以前，人们曾轻四次試图锐行

非洲）尼可g／所派边的一些阱尼从人权及为逃避托勒密·拉蒂跻

(D ＜上也，甚炕 15 卷。

* 甲乙本这节的煞尾是底下两段；该两段第一次在 175~ 年版出现；共中令部分

艾． i．．个版的 I；节：

“我提出一个灶见来粘束本节。地理学家托勒密＊＊记述人们所知赶的东非达到了

普拉咋姆角，阿利恩＊＊＊的东非，则以腊不塔姆角为限界。我们最好的地图把普拉佬娟

代放在处札娟比克，在南絊栈第 14.5 度处，把腊不塔姆角放在近南偉栈馆 10 度处。

但梵从自己不出产仔何商品的阳占下．国的沿岸起，越往南就越富庶，一直到“富裕的泉

凋祒发拉。不过人们圳不向南前进，而向北方退却；乍一行来，、这质是咄咄怪事。

“人们对印度海片的知城、航务和贸易越扩大，对井洲悔岸的知凉、航务和贸易就

坞后退。因为－个有厚利叶佟）而又易千翱营的仅易使人们忽略了一个获利敕薄而允

汹囚难的贸易。人们对非洲东岸的了解已纯不如所罗凹的时代了；丛然托勒密和我们

『说到普拉 l佳娟角，但是这个角应该訧是过去人们所知道的地丿i ，而不是当时人何仍然

知道的地方。阿利恩把人们所知道的陆地以腊不塔姆角为限界，因为当时人们仅仅走

到那个地方。虽然思宪·赫拉克黎又提到普拉版姆角，但他的主张井没有什么重要

性；他自己也承认，他是阿提密伦露斯的仿效者，而阿提密伦露斯是托勒窃的仿效

者”。

** 孟德斯鸠原注：托勒密心地谥»第 4 卷第 7 在和第 8 卷，非洲，表 4 。

*** 孟德斯璃原注：参看阿利恩：«埃利特烈海沿岸航行 i印。

呻＊＊＊ 这节第一次见于 1758 年版，甲乙本前节秸尾的那些意见，这里已加修改。

@ 希罗多德：«悲剧女种美尔波美妮»第 4 卷第 42 农，他是为着征服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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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之怒的优蕉苏斯见从礼海出发，获得成功。杜克塞斯朝的沙塔
斯佩斯©和迦太基人所遣派的汉楛由赫岸利斯武肿的标柱出发，

遭到了失敃。 - 

镜行非洲的主要关键是要发现并镜过好望角。但是，如果人

们由缸海出发，则发现好望角的路程要比由地中海出发短一半。

从杠海到好望角的海岸要比从好望角到赫庙利斯武种的标柱的海

岸少一些浅滩暗礁，而利于航行©。要从赫庙利斯武神的标柱山

发，去发现好望角，就必须先发明罗盘针，才能够离开非洲海岸，殷

入大洋，向圣赫里拿岛或巴西沿岸航行＠。因此，当时的人十分可

能从缸泡来地中海，而不能从地中海返回杠海。

既然如此，人们就不镜这个大阁，因为只能去而不能返。人们

就自然地从缸海钰营东非的贸易，井从赫岸利斯武肿的标柱进行

西片的贸易了。

埃及的希腊君王们首先在缸淮发现从赫露姆城所在的海溃底

起到狄拉，也就是到今天的巴布厄尔曼得海峡那段非洲海岸。从

那里到位于缸海入口©的亚罗思蒂亚角这段海岸，航海家们是完

全不知道的；这点从阿提密伦露斯的能述©来看是很清楚的；他告

拆我w,，当时的人们知道这段海岸的各地方，而不知道它们的距
离；这是因为人们从陆地陆娥地知道了这些海口，但是没有从一个
海口驶至另一个海口。

从陔角起，也就是从大洋的沿岸开始，人们就毫无所知了；这

@ 普利因：«自然史为第 2 卷第 67 章。旁波尼乌斯·梅腊心地志“第 3 卷第 9 章。

@ 希罗多德：«悲剧女劝美尔波美妮“第 4 卷第 48 章。

@ 关千这点，睛参照我在本章第 11 节关千汉括航淹的叙述。

@ 在大西洋， 10 、 11 、 12,1 等月吹的是东北风。因此船只越过赤道，以避免通常

所有的东风，向南行驶，或是进入热护，那些地方风由西向东吹。

@ 这个海滑，我们今天称为红海，古入却称为阿拉伯清，因为古人称为红诲的，

是邻近这个漳清的那部分大洋。

@ 斯待拉波心地志“第 16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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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我侗从伊拉托斯特尼斯和阿提密化露斯的记述可以知道0。

斯特拉波时代，也就是说奥古斯都时代，人惘关于非洲海岸的

知峨就是如此。但是奥古斯都以后，罗焉人就发现腊不塔姆角和

普拉藷姆角。斯特拉波没有谈到这两个角，因为那肘人们还不知

道它们。我们知道，这两个名词都是罗思式的。

地理学家托勒密生－f亚得里安和安托尼努斯·比岛斯时代。

«埃利特烈海沿岸航行把»的著者－—－不管他是誰 生的时代眳

为晚些，但是托勒密所陀人们知道的非洲以普拉藷姆角为尽头＠，

的在南韓栈第 14 度处； «航行祀»的若者©则以腊不塔姆角为尽

头，的在南韓栈第 10 度处。«航行祀»苦者所肥的尽头似乎是当时

人们常常去的地方；而托勒密的尽头似乎是人们不再去的地方。

肯定我这个想法的是：普拉藷姆的周围是一些憤食人肉的民

族玑托勒密告拆我们亚罗届蒂亚海口与腊不塔姆肌的很多地

方氮但是腊不塔姆和普拉藤姆间他却一个地方也没提到。印度航

行获利极厚，当然使人们忽略了非洲的航行。末后一点：罗思入在

这一段海岸没有固定的航行；他们是从陆地或从一些被暴风漂走

的船只发现这些悔门的今天我们对非洲海岸非常熟悉，对非洲内

地则十分隔OO@；古入对非洲内地极为熟悉，对海岸则十分隔阴。

我巳桏脱过，尼可所派遣的一些阱尼基人和托勒密·拉蒂路

斯时的优篱苏斯曾翱镜行非洲。但是，在地理学家托勒密的时代，

@ 斯特拉波：«地志»第16卷，阿提密伦露斯所妃人们知道的海岸，以一个称奥斯
特利柯奴的地方为尽头！伊拉托斯特尼斯则以－·个称基那莫米费拉姆的地方为尽头。

@ 斯特拉波心地志））第 1 卷第 7 章；第 4 卷第 9 章；非洲，表 4 。

@ 人们认为（（航行i切是阿利恩所著的。

@ 托勒密：«池骗“第 4 卷第 9 章。

@ 同上书第 4 卷第 7 、 8 章。

@ 睛看斯特拉波和托勒密关于非洲许多地方的陀述是如何精确。这些知饿来

自当时世界上最强的两个国家，迦太基和罗焉，同非洲猪民族所发生的战争；来自它们

所缔秸的各种同盟！来自它们在大陆上朕进行的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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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次的航行一定被人认为无稽之啖，因为他从“踢奴斯·思格奴

斯”＊一—我想就是暹罗蛾一一起就放上一块人们不知道的陆地，

自亚洲伸向非洲，到普拉藤姆角为止，因此印度洋不过是一个湖而

巳。古人从北方知道f 印度，向东方前进，所以把这块人 1凹不知道

的陆地放在南方了。

第十一节迦太基和禺赛

迦太基的国际法是怪异的。它把到撒地尼亚贸易和向赫庙利

斯武眒的标杜方面进行贸易的一切外国人全都溺死。它的政治法

也同样是奇特的；它禁止撒地尼亚人耕种土地，违者处以死刑＊＊0

它通过它的财富增加f它的权利，后来则通过它的权力增加了它

的财富。它是地中海所冲洗的非洲沿岸的主人，所以就延着大洋

沿岸扩张。汉膳依据迦太基元老院的命令，把三万迦太基人分布

在赫车利斯武肿的标柱与赛内之问。他说，由赛内到赫岸利斯武

肿的标柱和标柱到迦太基是一样遥远。这个位置是很妙的；它让

人们看到，汉膳把它的殖民地限定在北棹栈 25 度之内，也就是脱，

在加那列群岛南方二、三度之内。

汉膳在赛内时，曾作另一次航行，希望在南方有更多的发现，

他对非洲大陆儿乎不加注意。他随着海岸航行f勹十六天，由于

粮食缺乏，不得不返回。迦太基人似乎没有利用过汉楛这次的冒

险事业。西拉克斯说，过了赛内，悔就不宜于航行T山，因为水浅，

充满了献泥和海草嘎实在说，在这一带，软泥、海草是很多的吼】

嗽 拉丁原文 ~inus Ma.gnus，即“巨大的海淘＂的意思．一一环者

** 甲乙本没有本节的开头这儿句。

O 参看他的«航行祀凡迦太基条。
@ 参看希罗多德：«悲剧女神美尔波美妮»第 4 卷第 48 章，关千沙塔斯佩斯所遇

到的陔碍。
@ 参看«俞］建东印度公司历次航行辑壹，第 1 卷第 1 篇第 201 页的地图和记本．

这些诲草把海面都盖住，海水儿乎看不见，船要有强力的风才能通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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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拉克斯所说的迦太从商人也訧遇到门爪碍，这些牉碍汉訧曾轻

用他所带攸彴八十只／［十支桨的铅加以兄服过。困难总是相对

的；不但如此，找们不应该把一神以刚毅、彖胆为仁旨的口险书业

和一种普通行为的实施“混为一，谈。

汉品的北忙是古人的住作。行动者和苦仆者）上同一个人；他

的叙述没有仔何临今。化大的特锁们对自己的行动的描述是质朴

的；因为他们所做的比他们所说的更为荣耀\

文体和市实正相符合。汉訧不作怪异之，淡。他关 l气攸． 卜辱

壤、居民的风俗、行仪笘．切叙述和个大人们在非洲这一4阳佣忭所

行到的正衵吻合；它就像是个大找们的航海豕的肥求。

汉腊仆他的舰队上观察，臼人大陆上坠一片沉寂夜叫他听到

各种乐器的声甘，石到各处有火，有的軗大，有的较小（少。我们的

记述耻实r这个，说法。我们发现，｛上「 1 入:,这此野蛮入退人森林，

以躲避炎 H ；夜间则燃起大火，以防止野普；他们热爱跳郪和,,;乐］

汉沿描写了一个火山它的一切现炽和我们个大在雒苏威火

山所看到的一样；他记载曲个长着［的如女，宁肯被杀死也不颜跟

迦太从入走，他使人把她们的皮，带到迦太毕去。这同人f1所说的

一般，不是不可能的气

这本祀书是古迦太基的不朽之作，所以更是名员。由于它是

古迦太店的不朽之作，所以被人肾作是荒誕不轻的。这是因为岁

焉人甚至在毁灭迦太从以后仍然怀恨迦太从人。但是人们纯粹依

据战争的胜负米断定到底应该脱迦太基人可信或是罗思人可信。

有些近代的人＠仍然承袋这种偏见。他们脱：“汉腊所描述的

-
* 甲乙本作“和一种普通行为的情况气

@ 许利因在（（自然史》第 5 卷第 1 章中关千亚持拉斯山的记述亦同：“没行人在，

白天打仗，他们都在夜冈点火照亮，吹笛打鼓，喧陨异常。”

@ 多雌尔先生。参看他所著«汉躇沿海航行祀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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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城市那儿去了？这些城市，甚至在普利因的时候巳不留秝亳

痕迹。“如果 有痕迹，倒是不可思跷的事。汉搭在这些海岸所建

筑的是像哥林多或雅典这种城市么．）他把迦太基人的家族放在宜

于贸易的地方，井仓卒地加以安排，使他们免受野蛮人或野兽的侵

害。迦太基受到的灾难使非洲的航务停颉了；这些家族一定遭到

灭亡或是变成野蛮人了。我还要多脱一句：假使这些市邑的遣迹

果质还存在的话，誰到森林或沼泽里去发现它问呢'?不过我们在

西拉克斯和波利比息斯的苦作里看到，迦太基人在这些海岸曾桯

有过巨大的居留地。这些就是汉膳的城市的遣迹；此外没有别的

了，因为就是在迦太基本地也儿乎是没有别的了飞

迦太基人已走上通向富裕的道路。如果他们走到北锦 4 度和

耗浅 15 度的括，他们就将发现黄金海岸和附近的海岸了。他们

就将在那里搓营一种比今天人们在那里秷营的还要重要得多的贸

易，因为今天美洲似乎巳眨低了各国的财富。他们就将找到罗焉

人所不能剃夺的财宝。

关于西班牙的财富，人们曾翱啖脱一些骸人听朋的事情。如果

亚里士多德是可信的括，这是他的肥述性在达蒂苏斯＊未上岸的排

尼基人在那里发现了他们的船只载不了的银子；他们用这种金属

制造他们最下等的器具。据狄奥都露斯脱，迦太基人在庇里尼斯

山发现极多的金和银，所以用它们来装旆船铀＠。这些民间的传

脱是不可凭信的；准确的事实有如下述：

在斯特拉波所引波利比扁斯的残篇里，人们看到，在比蒂斯河

发源地的银矿的屉工是四万人，每天为步届人产银二万五于得拉'

. 甲乙本作“完全没有别的了．＂
@ «奇事丸

** 原文 Tart仓se1 甲乙本作 Tartes邸．

@ «历史文献“第 6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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姆(dragmes) ，郎每年的五百万i旁

法郎计算。人俷把这些矿所在的山叫做跟山Q), 可见那个地区就

是当时的波多西飞今天汉胳威矿山的工人不到当肘西虹牙矿山

所使用的工人四分之一，出产的却更多，但是罗焉人铜矿不多，银

矿又少，而且希腊人只知道有阿的喀的矿山，其中又很少是富矿，

所以他们对上述矿藏的丰富应当是咸到惊奇的。

在西班牙继承战争的时候，有个叫做罗得侯爵的人。据脱，他

因金矿倾家蔼产，却因医院而发了财＠。他向法国朝廷建哉开发

庇里尼斯山的矿。他引证推罗人、迦太基人和罗思人为例。他得

到浒可探矿；他寻找，他到处挖掘；他老是引耻前人，但什么也没有

找到。

迦太基人巳是金银贸易的主人；他们还想成为拓鍚贸易的主

人。这些金属是由陆地从商卢洋面各港口用车运载到地中海各港

口的。迦太基人想直接承接这些金属，所以派遣希米尔柯到卡鍚

梯利德息上去建立居留地＠。人『］推刺，这些息就是席利睹岛。

从粕狄加到英格兰的这些航行，使某些人认为迦太基人巳婬

有了罗盘釬。但是，迦太基人沿着海岸航行是很明显的。希米尔

柯脱，他从比蒂斯河口到英格兰走了四个月。我在希米尔柯这个

肥述之外巳不需要其他证据了。此外，还有一个迦太基舵手的一

段有名的故事倒说，他看见一只罗焉船前来，他就使他的船搁浅，

@ 拉丁原文： Mons argentarius。

呻 玻利椎亚有名的娠矿地区．一一环者

@ 他参加这些医院一部分的管理工作。
@ 参看«费斯图斯·阿雄奴斯＂。从普利因的配裁去看，这个希米尔柯似乎和汉

样是同时被派遣出去的；又因为在阿加托克利的时代，有一个汉踌又有一个希米尔柯，

两人都是迦太基人的倾袖，所以多碰尔先生推测，他们是同一个人，而且当时是共和

国鼎盛的时代，从这一事实去看，更可能是如此，参看多硅尔«汉秸沿海航行配之研

究”“气
@ 斯持拉波心地志＞）第 3 卷末尾。



513 脸法的精神

以免罗思船知道到英格竺去的道路＠。 山此可见，两船相遇时是

很接近海岸的。

古人也浒付钰在海中航行e以致人们推涧他们有罗盘釬，虽然

他刊井没有这样做。那时，如果一个性手在航行时离开了海岸，而

且天气晴朗的品，他在夜里总是可以看见一和北极星27飞在臼天

可以看见太阳的东升和西沉，他显然能够像今天按照罗盘釬一样

倯驶船只。但这一定是一种意外的情形，井不是常规的航行。

在那秸束了第一次布匿战争的条的用，人们看到，迦太基最注

意的是保持海上霸权，罗马是保持陆地霸权。汉诺在和罗思人啖判

时宣称：迦太基甚至不能容忍罗思人在西西里海上洗手；不允许罗

思人航行越过“美丽海角”@；禁止罗屈人在西西甲、撒地尼亚、非

洲贸易＠；但得例外地在迦太尪贸易矶从这个例外可以肴到，迦

太某无意在那地区给罗思人一种有利的贸易。

在早期，迦太基和思赛合部因漁业问题发生几次大战＠。在

和平之后，它们同时进行节俭性的贸易；焉在更加嫉妒了，因为在

丁·\lk L它巳和它的劲敌平笱，但是势力却不如它。这就是焉在对

罗思人矢尽忠诚的原因。罗焉人和迦太基人在西班牙的战争是马

赛富裕的泉颠焉在起着货栈彴作用。迦太基和哥林多的火飞更

增长了焉赛的荣华显赫；要是没有内战，要是思赛不参加任何一

力，思赛在罗思的保护下应该是幸幅的，因为罗马人对它的贸易没

有任何嫉妒。对这些内战，思赛本来是应该不加理采的。

@ 因此，他受到迦太某元老院的奖赏。
@ 狄特·李维：«罗玛编年史“第 6 卷«佛竺舍谬斯补篇第 2 代史又

@ 波利比岛斯：«历史为第 3 卷。

@ 在迦太基人統辖的地方。
@ 查士丁在«世界史铜咽第 4B 卷第 5 章中脱：“由千拚夺漁夫们的船只而引起

了战争，迦太基事队展次取得胜利，也给战败者以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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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节＊ 德洛斯岛和米特里达特

罗屈人毁灭（哥林多之后，商人们退却到德洛斯去。这些入

民的宗教和信仰使人把这个岛阰肴做一个安全的地方心。不仅如

此，这个岛的位憤很适甘I二条巠炊意大利和拉洲的贸易。在非洲没

落和希腊积弱之后，这种贸易更为重要 f 。

我们已轻说过，从早期起，希腊人就已派遣殖民者到普罗本蒂

斯和黑泭去。在波斯人的統治下，这些殖民地仍然保持它们的法

仆和门山。叶历山大只是征伐中野蛮人，井没有攻击这些希腊殖

民者气旁都斯各村_f 占锁了他{r1的儿个殖民地；甚至这些什E

似乎也没有在政治上取泊它们的政府芞

它们一且向这些君王屈胀，这些君王们的权力就增加f@，米

特里达特就胧够到处招灭审队；不断补足他的兵员的揖失＠；得到

［人、船只、战具；获取同盟者；肚眳罗屈人的同盟者，甚至肚胳罗

思人本身；屈川亚洲和欧洲的野蛮人，进行长期战争陀粘果训练

邓队，即把他们武装起来，教以罗思人的面事技术＠，井川投降者

紨成庞大队伍；最后，他羁得起巨大损失井忍受巨大挫折，而不至

灭亡；假使这个汪佚而开蛮的君王在他兴盛的时候没有破坏了以

* 甲乙本没有这节。

@ 斯特拉波： （（地志））第 10 卷。

@ 亚历山大肯定 f 雅典殖民地阿米苏斯城的自由。孩城享有平民政治，甚至在

波斯君王们統治时也如此。路古路斯攻取西诺柏和阿米苏斯，又恢复它们的自由，井

把逃往船上去的居民拓同。

@) 参看阿庇安：《反米特里达特战争＂中有关发粘高黎人、阿米苏斯人、西粘柏人

的记述。

@ 参看阿庇安所记关千米特里达特使用千战争的巨额财宝、他所脸藏的财宝、

他常常因亲戚党徒的出卖而丢失的财宝，和人们在他死后所发现的财宝。

@ 他有一次损失兵员十七万人，立即就用薪兵递补。

@ 参看阿庇安：«反米特里达特战孚％

G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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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的伟大君主在厄运肘所台建树的东西的话，他是不至于灭亡的。

正因为如此，所以当罗届人的荣华显赫巳达顶峰，除了自己入

而外似乎巳无所顾忌的时候，米特里达特却又一次企图推翻迦太

基的复灭和菲利普、安提阿库斯、柏西扁斯的敃亡所巳肯定了的局

势。这次战争的惨酷是史无前例的。双方势力都强大，而且开有

优越之处；希腊和亚洲的人民，或作为米特里达特的朋友或作为他

的敌人而遭受毁灭了。德洛斯就处在不幸的人民大众的包围中，

它的贸易从各方面衰落下去了。它的贸易的毁灭是十分必然的，

因为入民本身也遭受毁灭了。

罗思人所遵循的另外一个做法，我巳艇在别的地方啖到了＠。

他们是破坏者，而不能以征胀者出现；他们毁灭了迦太基和哥林

多；要不是他们征服了整个世界的话，他们这样的行径也狩就自取

灭亡了。当旁都惭各君王成为黑海希腊各殖民地的主人的时候，

他们提防破坏那些可以使他们获致荣华显赫的因素。

第十三节 罗黑人的气质和航海事业

罗焉人只着重陆革，他们的陆事的精肿总是坚定不移，战斗时

坚守一个阵地，直到死在那里而后巳，他们不尊敬海上的人的战

法。海上的人枙身出来要打仗，然后又逃跑，往后又回来，总是闪

＾避危险，常常使用脆叶，很少使用武力。这一切不是希腊人的气

质＠，更不是罗思人的气质。

因此，他们用于航业的人员都是那些不够重要，不能在罗思苹J

团里得到地位的公民＠。他们的航海人员通常是脱离奴籍的人。

我们今天对陆罩井不那样尊重，对海平也不那样轻视。在陆

O 在«罗焉盛寰原因脸、内．
@ 像柏拉图在«法律＞第 4 卷中所指出的．

@ 波利比乌斯：«历史“第 5 卷．



第四卷 第二十一章 从世界贸易的变革泊法律与贸易的关系 59 

军，技术被降低了＠；在海军，技术被增高了＠。现在，人们对一件

事情的尊重，是按照做好这件事情所需要的才能的多寡而定的。

策十四节 罗黑人的气质和贸易

人们从来没有提及罗思人在商业上的嫉妒。他俨进攻迦太基

是因为它是一个竞争国，而不是因为它是一个商业国。他们优待

癌营贸易的城市，虽然它f1井非臣属。因此他们割让儿块倾土去

增加屈赛的势力。他们对野蛮人极为害怕，但对艇商的民族则无

所畏惧。加之，他们的气质、他f1的荣耀、他们的事事教育、他们的

政体，使他们远离了贸易。

在城市，他俨只致力于战争、选举、阴媒和拆讼；在乡村，他们·

只致力于衣业；在倾地，他们严厉而暴虐的政府同贸易是格格不相

入的。

他们的政制反对贸易，他们的国际法也同样加以排斥。法学

家旁波尼扁斯股”这些和我们没有友谊、没有交情、也没有联盟的

民族，井不是我们的敌人。但是，如果有一件我们的东西落入他们

的手中，他们就成为所有人了；自由的人成为他们的奴隶；他们和

我们的关系也是建立在同样的条件上。”@

他们的民法也同样是暴虐的。君士坦丁的法律宣布，卑賤阶

级的入和出身高贵的人桔婚所生子女为乔入生子。此后，又把开商
店的妇女0 同奴隶、 i配谙女主人、唱戏的妇女、开娼束的老板，或被

判罪上斗技场决斗的人的女儿混同起来。这都洲源于古罗焉的法

制。

,. ll 咖 ll咖， L

© 参看«罗属盛寰原因脸“第 4 章．

@ 同上。

@ «法律邓，第 2 节等«俘虏又

@ “向一般人提供商品．“«法律》 1 «关千自由民的法典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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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知道，有些人28 充湍了两种思想，一种认为，贸易是世界

上对一个国家最有川的东西；另一种认为，罗届人的施政在世界上

是最好的，所以这些人相信罗焉人一定曾钰大大鼓励并尊重贸易；

但是事实上罗思人很少想到贸易的事。

第十五节 罗禺人和野蛮人的黄易

罗焉人在欧洲、亚洲和非洲建立起一个广大的帝国。人民的

软弱和号令的暴虑把这个庞大机体的各部分联合在一起。当时

罗思的政策是隔断同一切未被臣服的国家的米往；他们害怕制胜

的艺术传入这此国家；这就使他们忽眳了致寄的艺术。他们制定

法律，禁艳同野蛮人的一切贸易。瓦速图斯和格拉蒂安说：“任何

人不得把酒、油或其他欱料运送给野蛮人，甚至只给他们尝尝也不

可以产j 格拉蒂安、瓦速提尼耶陪斯和提奥多西岛斯又说：“不得

翡粕他们金子；甚至在他们有金子的坳合，也要用针睬夺取它产＠

釱的输出是被禁止的，违者处死叽

多米先是个畏惧怯总的君主；他下令把高卢的葡萄树都拔

掉＠；这无疑是由f害怕葡萄酒吸引野蛮人到高卢去，像从前它
曾桏吸引他们到意大利去一样。普罗布斯和茹利安一向不怕野蛮

人，又把葡萄树种上了。

我确知，在罗焉帝国积弱的时候，野蛮人曾钰强迫罗屈人建立

市场同他们贸易＠。但是这件事本身正足以证明，罗焉人的心思
是不颠意贸易的。

@ ＜分法律边，«关千野蛮人：有关不许运出的货物的法典，0

@ «法律边，«关千交易和商入的法典〉＞。

@ «法律过，«关千不胖运出的货物的法典兄

@ 普罗哥比．乌斯：«波斯战役）＞第 1 卷。

@ 参看«罗黑盛袤原因除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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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节 罗黑人和阿拉伯、印度的贸易

月”蚐面阿拉伯＂的贸易和日印度的贸易是罗焉对外贸易的两

义，而且儿乎是仅打的两支6 阿拉伯人拥有I［人的财富＊。这是从

他们的悔祥和森林取得的又因为他们又少女多，所以他们把他

们的邻人的金和跟吸收 f去CD。奥占斯都知道他们的富裕，就决

恁同他们做朋友，或做敌入＠＼他派逍爱留斯·加路斯从埃及到

阿拉伯去，加硌斯发现那甲的人民悯惰、安静、不惯 f礼戈／i、()他打

J,.. －此仗，围［－此城，仅仅捐失七个上兵；但是向导们的欺矿仄行

霾、/ Cf1凡饥侦、玫 1趴措施失住，灿使他丧失 f令雇

囚此，他不得不淌足曰司阿拉伯人做关文，像且他民族的做法

一杆也就是说，带祈金银去换取阿拉伯人的曲 J忙个大人们还足

这样同凹拉们人进行贸易；阿勒波的商队和苏雒士的王船卅门1-

容贝欲项到那甘去＠。

大自然皊阿拉伯人规定的命运是翱陇，而不足打仗；但是节这

此安胖的人民到了帕提亚人和罗焉人的边说旧，他们就成为帕提

亚人或罗思人的辅助者。爱宙斯·加路斯发现他们丛商人；但是

穆罕默饱却发现他们是战 l.. ，他丿「］热诚激动他们，因此，你行，他们

是征服者了＊＊＊＊ C，

* 甲乙本作：“阿拉伯人过去和今天一样，专事仅易勺劫掠。他问的 i旧征是些大

初莫，但又要、｝求财窃，因此就产生这两种后果。他们在他问的森林和他们的大海中

找到了这些财富。又由干他们卖得多而天得少，他们吸收了罗焉人的金和纵。今天人

们仍然这样地 1司他们通商。阿勒波的商队和苏椎士的王船带 r 巨额款项到那里去。”

O 普利因：«自然史））第 6 卷第 28 章；斯特拉波心地志＂斤 16 卷。
@ l1fJ 上。

@ 阿勒波和苏维上的商队带去＊＊货币二百Jj*＊＊，秘密带去的也一样多；苏椎士

王船悄去的也是二百万。

** 指＇｀每年”。—一环者

*** 指“镑＂。－—－辉打

**** 甲乙本尤此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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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焉人同印度的贸易是可观的。斯特拉波在埃及听到，他们

用了一百二十只船秷营这种贸易＠。但是这种贸易还只是用他们

的银子椎持的。他w,每年送去五于万塞斯德斯。普利因我，从那
里带回来的商品在罗局以一百倍的利渭出售。我想他的諒法太能

統了，因为如果有一次有这么大的利润，人人就都要去做这种买

卖，秸局就誰也没有买卖可做了。

罗焉人所恕营的阿拉伯和印度的贸易是否有利，．人们会有疑

问。他们不得不送银子到那些地方去，但又不像我们有美洲的富

源来供应我俷送出去的银子。 我认为，他『1所以建立银铜币可以

增加货币的法价，其原因之一是银子的缺乏。而银子的缺乏是由
于不断帷出银子到印度所造成的。印度商品如果真是以百倍的价

格在罗思出售的括，罗思人的这种利洞也是从罗焉人得来的，绝不

能使罗焉帝国富裕。

人们可以脱，在一方面，这种贸易使罗届人得到了巨大的航

业，也就是得到了巨大的势力；新的商品增加了国内贸易，有利千

艺术，又支持了工业；国民的数目依照新的森生手段的增加而增

加；这种新的贸易产生了奢侈——我们已桯证明，奢侈有利于一人

統治的政体，但却可制数人統治的政体的死命；这种贸易一轻建

立，罗思人的共和政体就陷于衰亡；奢侈对罗焉是必要的；把世界

的一切财富全都吸收了去的一个城市完全有必要通过奢侈把这些

财富反还给世界＊0

斯特拉波脱，罗焉人的印度贸易的数量，远远超过埃及的君王

fP仰。罗焉人对贸易是门外汉，但他们对印度贸易的注意却超过

O «地志，，第 2 卷第 181 页， 1587 年版。

* 本节以下各段，除最末段外，甲乙本均缺。

@) 他在«地志“第 2 卷院，罗届人在这种贸易上使用了一百二十只船，在第 1'1 帣
貌，希腊各君王遣派去的船差不多仅仅二十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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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及各村王，而印度贸易就像处放在这些村［的眼前；这质是咄咄

怪事。这点有加以说明的必要。

亚历山大死后，埃及的村f_fI”]在印度建立了沿海贸易；叙利亚

的打尸们，拥有帝国岐东方的各处倾地，所以也拥有印度，囚而邵

拉（这种贸易。我们巳轻在第 4 节埮到这种贸易；它是通过队地

与河流进行的，井囚焉其颉各殆民地的建立而得到了新的便利；粘

果欧洲就桏山埃及和叙利吐王国而目印度交通。叙利亚－E国的瓜

分产生 f大夏＿t国；但对这种贸易并没钉任何妫害。据托勒密所

弓述，推罗人岛利奴斯付谈到通过思其颉商人在印度做出［一些

发现卫君王们的远杠所没有故到的发现，这些商人们做到了。从

托勒密的芳作＠里，我们看到，这些商人从彼得砦酰直走到寒拉，他

们发现了一个极偏僻的市场，在中国的东北郫，这是一种奇淡。因

此，在叙利亚和大夏各君卫的时代，印度南方的商枯翱过印度河、

奥克苏斯间和用泭到西方米；而较近东方和北方各地的商估则由

本才趴彼们砦和其他币坳运到幼发拉的河勹这些商人所走的道路

大约为北析栈 40 度，轻过中国西部的那些，可家，这些因家比令人二

裴文明得多，因为那时候，鞋鞫人还没有在那里横行。

这时，叙利拉帝因的阰上商业迅速地发展回呵埃及的悔上商业

却泭进得很少勹

帕提业人出现了，井姓立起他们闷帝国；肾埃及受罗焉統治的

时饮，这个帝国正是鼎盛的时候，它进行了扩张。

罗思和帕提业是两个兑争的饵家。它们打仗为的不是要知道

誰应統治，而是誰应生存。在两帝国之间，荒涣形成了起朵；在两

帝围之间，人们老是武装在不仅没有任何商业，迪交通也是没有

© （消订的第 1 卷第 2 章。

@ <.<地给讶打 6 卷第 18 章。

@ 我们最好的地图所标彼得砦的位置是轻栈 100 度和埠栈的 40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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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野心、嫉妒、宗教、仇恨、风俗，把一切都隔开了。因此，东西削

的贸易付桏有过儿条路栈，这肘只剌下一条了；亚历山大里亚成为

唯一灼市场；它增大了。

关千国内贸易，我＊只要脱一句话。就是，为维持罗焉人民生

活而运来的小麦是国内贸易的 I：要部分。但是它，与其说是贸易

的对象，毋宁訰是施政的佣姐。在这件事上，水手俨获得一些特

权叭因为他们的戒备使帝国得到安全。

第十七节 西罗禺灭亡后的贸易

罗焉帝国受到侵略；这个一般性的灾难的一个后果就是贸易

的毁灭＊＊。起初，野蛮人只把贸易当做是他｛凹抢劫的一个对象而

巳；当他们定居以后，他们对商业拌不比对农业及被征服人民的共

他职业更为尊崇。

不久以后，欧洲JL乎没有什么贸易r；統治着各地的犹族不再

被贸易所烦劳。

西哥特人的法律淮浒私入占据各大河床的一半，倘使在河床

的另一半人们能够自由抛施网岊和行联船只的话＠；所以在西哥

特人所征服的各国内＊＊＊，贸易当然是很少的。

这时期制定『那些不合理的«未入籍外国人遣产充公法》和

«船难法》．气这此人认为外国人和他们在民法卜并没有任何交往，

彼此不相联系，因此，他们对待外国人，在一方面，不需要任何公
道，在另一方面，不需要任何仁慈。

* 甲本作“我们”。

@ 苏埃多尼乌斯： ＜＜格老狄．乌斯））第 18 章。＜＜法律订，«提奥多西乌斯法典：关于

航海家））。

** 甲乙本作；“在罗届帝国被侵略之后，贸易更被賤视。起初，野蛮人．．．．．．＂

@ «西哥特法>)第 8 卷第 4 篇第 9 节。
.*** 甲乙本作“在这些野蛮人所征服的各国内＇，、

-- - - －一心 一· - - __. - .. "'l _ 4 ·· --- -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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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力各民族店（i_:在狭隘的界限内，就他们来说，任何入郡是外

同人·他们处在犹困之中，对他们来说，什么邵可以使他们致富L、

在他刊礼战胪利之前，他们定居在一个宁小的、允湍岩什的悔岸

边。他们就靠祈这些岩石生活。

祫个旧界制定法律的罗岛人，对船难制定（极为人道的法

il灯）。在船难巾-fl 上，他f叫禁仆居住泭边的人进行抬劫；而且，他

们从个如 I一＿他 f凹的国小的贪柲酰

第十八节 一条特殊的规定

茧然如此，西哥牡人的法律打－项有利］f贸易的规定，就是忤

米自悔十的商人们之佣发生乍讼肘，将山他们的本国法官按照本

国法 1们进行裁刊。这是建立在这此混杂的民族所共有的个既成

的习惯 I的，这个习惯就是，人人按照本国的法律生活。这件书，

找在后面还要加以渝述。

第十九节 东罗患衰弱后的黄易

伊斯兰教徒出现仁他们进行征胀战节，他们自己又分裂（。

埃及有f些特别的村主；继桢翱忤印度的贸易。它是印度商品的主

人，因而吸收『其他一切国家的财仇。它的苏丹惘是肾肘最强大

的君仁人们可以在历史上石到，他们如何用一种坚忍不拔的、运

川得亢的力昂钓制（卜字單的热估、激奋和科莽。

第二十节 贸易如何冲破欧洲的野蛮

亚皇上多德的哲学传到了西方。它为思想细巧的人们所杆

@ «法律》，«总题让p, 《关千火灾及船难为«关于船难的法典»J <<法律＞＞1,3 等，«吁

尼利法：关于暗杀兄

@ «法律江、«决千船难的法典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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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这些人在愚蒙的肘代是才子。烦项哲学家们迷恋着亚庄上多估

的哲学，井从这位哲学家借来他门关千利息贷款的祚多说法们，

其实在叮屈音书»用就可以很容易地找到利息贷款的洲源。他们对

利息贷款不分皂自，也不管什么坳合，一概加以非难。因此，仅仅

作为＂賤人的职业”的商业更成了＂狡祚的人的职业”了，囚为尤渝

在什么肘候，一件在性质上是浒可的或是必需的事物如果被倓止

的品，那些做这件市的人就被祝为狡祚者r 。

贸易搏入了一个当时名普扣地的民族之手11；不久，贸易就不

百恒］最可怕的重利盘招l 、垄断、征收税金，以及一切以訰眸方法获

取金线的事悄有所区别了。

犹太人由勒索致宫，而村主俨用同样残暴的手段对他们进行

掠夺一—这使老百姓受到安慰，但井未载郫他们的忧患氮

从英国所发生的事悄可以看到其他匡家的情况。的翰王监禁

犹太人，以索取他们的财产©。这些犹太人至少一只眼睢被挖掉；

其中很少有幸免的。这个国工就这样自己执掌司法。有一个犹太

人每天被拔掉一根牙，－述拔了七根；到了第八根牙仆伈他付银

万思尔克。亨利三世从的克的犹太人阿伦勒索了银一万四于思尔

克给自己，一万思尔克给王后3 今天波兰所做的同当肘是一样的；

只是当时的做法粗暴，而个大波兰的做法多少核和些。君王们本

米不得凭借特权去搜括臣民的线包。他侗却对犹太人施加刑袧，

因为犹太人不被当作公民。

最后，人们建立了一种惯例，即没收信奉基督教的犹太人的
、、

@ 参看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第 1 卷第 9、 10 章。

* 甲乙本作： ＂烦琐哲学家们迷恋若它，并从这位哲学家借到他,,,关千利息贷炊

凶教义 1 他们把利息放贷和直利盘剥混为一块，从而加以非难，因此，贸易...俨··“

@ 参看«西班牙的痕迹？内阿拉贡 12is 和 1231 年宪法；和布鲁塞尔所阱«l2JU

年国王、商邦伯爵夫人和基·德·唐别尔问成立的协定）i),.

@ 斯洛：«伦敦一瞥“第 3 卷第 51 页。

．一·~ __. "'"' ,.llll l ],II..,ll,..... 1．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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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材丿气义」这个离奇的憤例，找们是从废除这个惯例的法律

知迫的汇人们所提山的没收的埋巾是+·分荷次的；他们脱这是

要考捡犹太人，以1勹定他们已完全摆脱魔鬼的奴役。但是这种没

收显然是给门科主或员族以 种获取陪饮的权利，因为君主或讽

从向犹太人征税，而普犹人人信奉捂督教时，就不能再向他征税

（＠。飞时，对待人就像对待土地一样。我将顺便指出，－肚粔又

- ltl阰纪，这，1` 民族如何受到戏誧。 个时期，如果他们熙意当基督

徒的话，他们的财产将被没收。不久之后，如昊他刊不颜意当基督

徒的话，就要被人烧死-\

但是人们行到，贸易离丿「［困苦和汇丧的怀抱。犹太人输逵

，也在各囚受到放逐，而发现了保个他们的财产的方法气他{r]就这

样永远地建忆起他们固定的隐蔽所；因为片主们虽然很钡意舍弃

犹太人的人身．倡却不陨意因此而舍弃犹太人的银线。

犹太人及明［汇栗＠。这个力法使得贸易能够避免暴行，并

凡能够在各地雒持下去。最富裕的商人的财产都行不见了，又叮

以寄送到各地去，什么地方都不恺痕迹，）

神学家们不得不限制他们的原则仁贸易曾榄被粗暴地同赛

信系我在 起；如个就好像是重新回到诚实的怀抱仁

因此，随着贸易的破坏而来的七0不幸是由于繁琐哲学家侗

的个涂3；从主们的贪婪反而导致另一种事物的建立，使得贸易多

CD 1392 年 t 月 4 日在巴雒尔发布的上涂 c

@ 在法兰西，犹太人是“不可让与的＂衣奴，贵族是他们的继承者。布鲁寒尔先

生扰， l206 年，国王和狄波，即商邦公爵之问成立了一个协跷，同意一方的犹太人艳对

不得在另三力的限地内贷款:

@ 人们知逍，在非利普－·奥古斯都和高身菲利普朝代，被骡逐出法国的犹太人逃

难到伦巴底，他们把秘密的票据给外国商人和旅客；用这种票据，可以在法国向他们的

财产委托人取款。后者愚栗付沽了款项。

@ 参看«利奥皇帝法典））第 83 项新法，该法废除了他的父亲巴吉尔的法律。已

古尔的法律载«哈奕豁普露斯})第 3 卷第 7 篇第 27 节利奥条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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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脱离了君主们的权力的支配。

从这肘候起，科主们的治国便要比他们自己所想像的还要明

智些，因为肆行威权粘局总是笨拙的。轻骇址明，政府除了仁厚而

外没有其他东西能够带米繁朵。

人们就开始医治思基雅弗里主义＊，井一天天好了起米。又如说

皓戒＊＊U寸，要更加适中溫厚几过去所睛政治上的妙计在个人除

了产生恐怖而外，只是翱举妄动而已。

而且，如果当人们的清欲激动r他们做坏人的思想的时候他

们的处境却规定他们不要做坏人才对自己有利的话，这是幸福的。

第二十一节 两个新世界的发现与欧洲的情况

罗盘釬就好像把世界打开了。人们发现（亚洲和非洲，过去

只知道它们的儿段海岸而巳；人们也发现美洲，过去对它是茫然尤

知的。

葡萄牙人在大西洋航行，发现了非洲的最南端；他们看到了一

个大悔，通达东方的印度。喀摩恩斯歌咏他们在这个海上的危险

和莫扎姆比克、墨林达、加利固特的发现。喀摩恩斯的峙歌使人们

威到了一些«奥德在»的娇州和«伊尼 f护的华丽。

在这以前，威尼斯人軞由七耳其各邦耗营巾度的贸易，井且是

在忍受凌辱局暴行之中翱恢的。山 1二好望角的发现以及不久以后

一些其他的发现，意大利不再是商业世界的中心f；它就好像处

在世界的一个偏僻角裕内，而且现在还在那里。甚至对近东的贸

易，意大利也仅仅占輛助的地位而巳；今天近东的贸易是以各大国

同东西两印度所搓恢的贸易为依靠的。

葡萄牙人是以征胀者的身分同印度进行贸易的。今天荷兰强

. 即讲权煤术数之意。－－环者
** 指君主问的劝说皓戒。——－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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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于印度的小科主们的关于贸易的束搏性的法律，丛山以前的葡

葡牙人所制定的汇

奥地利王室的矿裕是惊人的 查理五卅继承f勃民第．加斯

提和阿拉贞的锁地；他蹄造［一个帝国；肚界扩大了，使他获得一

种新的荣华显赫；人们看到一个新的世界的出现井且是从属于他

的。

哥伦布发现了美洲；虽然西卅牙派遣很少單队到那里去一一

欧洲的小君主也同样有能力派渭那么少單队~但是它却征服

了曲个大帝国和一此别的大国。

肾西凡牙人发现井征服西方的旧候，葡萄牙人从东方推进，进

行征服和发现勹这两个国家1L相遭遇了。它f忭诉睹教皇亚历山大

六世，教皇划出苦名的分界系趴刊决了一项大弃讼气

但是其他欧洲国家不让西葡二国安享他们分割到的份额尸荷

兰人把葡侚牙人从儿乎所打的东印度地区驴逐出去；祚多国家在

美i州建立了届留地。

起初，西虹牙人把发现的上地乔做是征服的对象）但是比他

们更高雅巧妙的民族却发现这些土地是贸易的对~'井以这种看

法指导他们的籵划。儿个民族的做法是非常聪慧的：他们把统治

权交给商人的公司气这些公司管辖遥远的国家纯粹是为着商业；

它们成［一种附属的大国，而不使本国威到为难。

人们在那用建立的殖民地具有－种附属的性质；不脸今天的

殖民地是属T全国家本身或是属于某个建立在国内的贸易公司，都

是如此3 在古代殖民地中，这种事例是极罕见的。

建立这些殖民地的目的是要在比同邻近民族贸易还要优越的

条件下进行贸易。同邻近民族贸易肘，一切利盆是相互的。既成

@ 参看佛兰司斯·比拉尔：«旅行记)>第 2 编第 15 章的记述。

',“玑士”工，「＂，E J 尸-兰了～口·i.，-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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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喟例是：只有母国＠可以同殖民地通商。这是有重大理由的，

因为建立殖民地的目的是扩展贸易，井不是和］建一个城市或－个

新的帝国:,

因此，欧洲仍然有一条基本法，就是：同外国殖民地进行的一

切贸易都被看做是一种纯粹的“非法恃业”35，应该依国法治罪。关

]这点，我们不应该依据古代民族的法律和事例去刊断；这此法律

利书例在这里儿乎是不适用的＠。

人们又公认今母国问建立了贸易，井不因此就可同殖民地进行

寅易i 如民地水远是在禁止之列的。

殖民地失掉了贸易的自由。它们的这种不利的地位显然庄r

母国的保护而得到补偿；母国用武力保卫它，或用法律支持它。

从此就引伸出欧洲的第三条法律，就是：当外国被禁止同殖民

池贸易的时候，外国就不得在殖民地的海域航行，但桏条的规定者

不在此限。

国家和整个世界的关系，就好像个人和国家的关系一样。国

家也和个人一样，受到自然法和它刊所制定的法律的拘束() 4个民

族可以把海割让粉别的民族，也可以割让土地。迦太菇人要求罗

屈人航行不得超过某些界限趴就好像过去希腊人要求波斯王老

是要远离海岸在一只思所能奔驰的距离之外砚

我们的殖民地极为辽远，这对这些殖民地的安全井无妨碍；因

为母国保卫它们虽然威到辽远，但是母国的竞争国要征服它俨也

是同样辽远的。

此外，由于距离遥远，到那里去殖民的人不能适应脱＇么不回的

@ 母国，在古人的晤百里，指的是建立殖民地的国家。

@ 迦太基人是例外。这一点，人们可以从那桔束第一次布匿战孚的条的中看到．

@ 波利比，乌斯：«历史>)第 3 卷。

@ 依据条的，波斯王承担义务，不乘坐任何战舰航行到烂晶岩和奢利多尼安扁

以外。普卢塔克：«西轰传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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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下的生活力式，因而不得不从本国携带一切使生活舒适的东

西。迦太基为 I使撒地尼亚人和科西加人更加从属千自己，便禁

止他们垦植、播种或制作任何同自己相类似的东西，违者处死©。

它从非洲把粮食运轮他们。我们已达到相同的阶段，但没有使用

那样严蛂的法律。我们在西印度各岛的殖民地可真妙极了。它们

拥有的贸易物品是我们所没有，也不可能有的；而它们又缺少我们

的贸易物品。

发现美洲的后果就是把欧洲、亚洲和非洲速接起来了。欧洲

同亚洲那一大块称为东印度的地区进行贸易，美洲则把贸易的货

品供给欧洲。银，作为一种标祀，对贸易是很有用的金属；但这时，

作为商品的银，又巳成为世界上最庞大的贸易的基础了。末了一

点：非洲的航行成为必要的了；它供给人手到美洲的矿山和田地去

工作。

欧洲的权势巳达到了极高的程度；它消费浩大，事业显赫，系巠

常维持众多的部队，甚至雒持那些最无用的、只是为炫耀而投置的

部队；人们只要看看这些情况，就将了解欧洲的权势巳是历史上无

可伦比的了。

杜亚尔德眒父说，中国内部的贸易比整个欧洲的贸易还要庞

大＠。如果欧洲的对外贸易没有增加欧洲的内部贸易的活，情况

可能就是如此。但是欧洲轻营着世界其他三个地区的贸易和航

业；这就同法、英、荷儿乎钰营整个欧洲的航业和贸易的情况是相

类似的。

第二十二节 西班牙从美洲砐取的财富

如果说欧洲从美洲的贸易获得浒多利盆的括，人们将自然地

@ 亚里士多德心奇事旯狄特·李雄：«罗羁辐年史»第 7 卷«第二代史“o

@ «中华帝国志．“第 2 卷第 17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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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像到，西卅牙获得的利盆是更多的奴见它从新发现的世界吸取

了极多的金和银，其数量之大是本前的。但是西班牙儿乎处处都

受到苦难的摧残Q 这是人们从来没有想到的。非利普二怅继查理

五世之位，不得不宣告破产，这次破产是驰名遐通，尽人皆知的气

他的项队桏常没有好好拿到薪舫，肝以牢骚滴腹，他们栈行霸道，

造反叛变，这些事悄使他受到的苦箱，儿乎是以前的君主从未有过

虳。

从这时起，西班牙君主国日趋衰落。这是因为这些财富的性

质存在着一种内在的、｀天然的缺点，使财富化为乌有；这个缺点井

且是与日俱增的。

金和银是一种拟制性的或标訰性的财富。这类标祀很耐用，

而且在性质上是难于损耗的。它们的数屉越增多，它们的价格就

越降低，因为它们代表的东西更少了。

在征服了墨西哥和秘鲁的时候，西班牙人放弃天然的财富以

获取标肥性的财富一一这种财富就自己贬值。金和跟在欧洲极为

稀有；西班牙人突然拥有巨额的金银，，因而怀抱着它从未有过的奢

望。但是人俷在被征服的国家里所看到的金银在数戴上是不能同

这些国家的矿山所隐嗽的金银相比拟的。印度的矿山隐藏谙这种

财宝的一部分。此外，这些民族除了用作肿庙和王宫的华丽装饰

而外是不使用金银的，所以井不像我们那样贪求金银。未r一点：

他们又没有掌握从一切矿石提取金属的秘密；他们只懂得从那种

可以用火分化的矿石提取金属；他们不懂得使用水银的方法，也酢

甚至不知道有水银。
虽然如此，欧洲的银线38 很快就培加了一倍；这由一切商品售

, .. 

CD 这点，我在二十余年前所写的一本小溢文的书1 本电就已程提及中达岱均女几

乎全部并入本书里，

- • ·』. • ·一-督，",...心．，．.
.. •. ., - - ＂扦·, • ··．酝一· ··，心心心· • ·.．．.,．竺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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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增加『－倍的事实＂［以看到。

西玑牙人就去开发矿山了；他们挖掘山陵，发咱抽水机和击碎

护分化矿石的机器。他们玩忽印度人的生命，叫他们无限度地「一

作。欧洲的银线很快就增加了一倍，而西庄牙人的利罚却减少丁

一半。他们每年就有同数措的金银减少了一半的价值。

时间增加一倍，银线也增加一倍，而利润叉减少一半。

利悯甚至威少不只一半（）原因如下：

把金f从矿山取出，进行必要的淮备［作，再运到欧洲去，这

需要一定的销货。我椎断，这个销背等］二六十四分之一。但是当

银线咐加［一倍井因此而减少 f了半价值的盯候，这个销背就成

为六十四分之二 r。因此西班牙的船只运进同一数量的金子，就

等千运进一种实际上价值戚半，而所作倍增的东西c

芍这样一倍又一倍地演变下去的时候，人们就看到西班牙财

窝弱化的因素在不断增长。

他俨在印度Jf矿巳大的二百年」产。我推断，今天在商业世界

流通的银线的数量和印度发现前的银线的数队的比例是三十二比

一，这就是脱，加倍 j一五次。再过二百年后，银线的数最和印度发

现前银线的数歇的比例将为六十四比一，这就是脱，又要加倍了。

那末现在，五百公斤矿石出产金子四、五、六英两0；如果只出产二

如用的话，开矿的人就只够支付开销而巳。在二百年后，就是四英

阱的话，开矿人也只够支付开销而已。这样就不能从金子得到多

少利润了。银子也是同样的道理，只是银矿的开采比金矿利盆略

为多些就是了。

但是，如果所发现的矿藏非常丰富，可获得更大利润的括，胪

末矿藏越丰富，利洞就越要消失得快。

O 参看佛烈共埃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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葡萄牙人在巴西找到极多金了©*，这就一定使西州牙人的和

洞和葡萄牙人自己的利润在很短的时间内大大地减少。

我常常听到人们埋怨佛兰西斯一世的朝廷盲 H 拒绝了哥伦布

寻找印度的建跷气他们也符是出于无意，实际上却做了一件极明

智的事。西班牙所做的就像那愚蠢的国王,&O －样，希望他所点的

东西全都变成金子，他不得不回到神朗们那里，祈求他们粘束他的

苦难“。

一些国家建立的公司和银行减低 f金和银作为财富的标肥的

价值；因为通过一些新的拟制，它们大大地增加 f财富的标肥的种

类，以致金和银只起着一部分这种作用＊＊＊，因而就不那样宝贵 f 。

所以，对千这些公司和银行，公共信用就是它问的矿山，井更

加减少了西玑牙人从他们的矿山所取得的利洞。

贼然，荷兰人翱营东印度贸易，多少增加了西班牙人商品的价

值；因为荷兰入带着银线去换取东方的商品，这在欧洲就减少了

部分西班牙巳轻过剩的货物。

这种贸易对于西班牙似乎只有削接的关系，但西班牙和本身

粒营这种贸易的那些国家同样地受盆。

根据上面刚刚脱过的一切，人们就能够对西班牙找会的一些

法令＊咏崝＊进行砰刊了。这些法令禁用金银踱踉器物或制作其他奢

侈品。这就像荷兰各邦发布命令禁止人们使耜香料一样＊＊＊＊＊0

@ 据安逊爵士脱，欧洲每年从巴西得到二百万磅金子，这些金子就是从山麓或
河床的沙子里取得的。 当我写本节第一个脚注提及的那本小书时，来自巴西的收盆，

远不如今天那么重要(1758 年版增加的注子）。

* 甲乙本作“一些极丰富的金矿＂。

** 甲乙本作“不得不要求种明们桔束他的苦难',0

＊＊净 甲乙本作“不再起这种作用“.

＊＊＊申 甲乙本作“最近的一些法令”。

＊＊卓申＊ 这句话的竟思是：荷兰香料多，所以如杲其有这类禁令，那将是荒这、可

失的。一一－－－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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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的谕究井不煦栝·切矿山(-,H 耳处和旬牙利的矿山是很有

川处的；人们除掉开销所得尤多；它们就在卞要的邦内；它们屈佣

儿于人，这些人就消找那用过刺的货晶。它们是员正的国家的］：

Il 耳处和匈牙利的矿山增加了十地耕种笃才介怕；而墨西哥和

秘科的矿HI的 1：作却破坏fi贞息地的耕种。

印度”和四玑牙是队个国家而I叶屈－个E人。但印度是主，

西班牙仅仅是附府而已。政策I卫ii次使仁回复到咐庸地位，然而

徒劳无功；印度总是吸引杆西班牙到它那巠去。

钰年人的有价伯在于加的商估运到闱度去，而四班牙只供应

二百1L十．Tj而已。那术，印度系叱片的仅从琵 1i f力，而西班牙是二

百五十月。

一种财货，既不凭借国家的心叱，不凭估居民的数 H ，也不凭

倡上地的耕种，就仅仅是凭借偶然的因素而取得的，这种类咽的财

官兄个员的。西班牙国主从卡迪斯的税关得到J:I照的金钱，但是

在这力而，他仅仅是 个极穷的国家中的一个极窅的个人而巳。一

切＇仆务訧发生在他和外目人之间，他的臣民儿乎是不参居的；这种

贸易同他的国运的盛衰是不相T的。

如果加斯提有些省份给他像加的斯那样多的金线的话，他的

权力就要大得多r；因为他阅富裕只比他的国家的富裕的粘朵；这

些省份就全都要杠相激哥它们将更能言粘一致地在职务上互相

支援。那末，他所有的将不是一个巨大的金压，而将是－个伟大的

民族。

第二十三节罔题

西｝£牙既然自己不能钰营印度的仅易，如果它将这方面的仅

* 指“镑＇，（法国古时织币汃一一冗老



7-0 脸法的精神

易向外国开放，是不是更好见解答这个问题不是我的贡任。我

只要指出，倘使西玑牙在它的政策所能容许的范围内，尽址少粉这

种贸易以障碍，则对西班牙是便利的。如果各国带到印度去的商

品价格昂黄的括，则印度就要付出它的极多虳商品 也就是金

和银，以换取外国的商品。如果外国商品便宜的话，印度川以交挽

的金和银也就少些。如果这些外国互相妨碍，以致它们带到印度

去的商品价格便宜起来的话，这也炸是有盆的了。这些原则，足伯

得人们研究的，但是人们应该同时考虑以下这些方面，即：叩度的

安全；統一税关的效川；变化太大的危险；人们所能预见到的不便

—一－这常比不能陌见到的不便危险少些。

第二十二卒法律与使用货币的关系

第一节使用货币的理由

致易用的商品．少的民族，例如蒙昧人和只有两三种商品的文

明民族，他们的交易是以货易货的。因此，牟尔人的商队到非洲搜

地的廷巴克图去，用盐涣金子，不需要货币。牟尔人把盐放成一

堆，黑入则把金粉末另放一堆。如果金粉末不够的话，牟尔人便把

盐减少些，或是黑人再增加些金粉末，这样一直到双方同意“为

止。

但是如果一个民族秪营多种多样货物的贸易，那就必须有一

种货币，因为一种携带便利的金属可以节省浒多费用；如果轻常是

以货易货的话，人们将不得不付出这些费用。

所有的国家彼此削互相需要，常常有甲国需要乙国极多的商

品，而乙国所需要于甲国的却为数极少，然而在乙国和另一国的关

系上，情形又正相反、当各国有货币而进行贸易的肘候，那此萝饺

..... • 七.．．·'．．心～气 •• - ·川 l 「 llll...“”“'“'爪 ll“'l,' ＂lll l --__n- --_~·· • · 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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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商品的因家就川银线粘胀或偿付超锁。在货巾交易的坳合，一

个国豖的需要越多，贸易便越大，它所要求的贸易义丛多多盆善；

而在以货易货的易合，贸易则仅仅在－个囚家的席梦的范围内进

行，它所要求的贸易又是越少越女f，否则它将尤法还眼。这是二者

的比别。

第二节货币的性质

货币是一种标汜，代表一切商晶的价值。人们使川某种金属作

仅币，因为这样的标祀可以咐久l1，使川肘耗扣少，钮过多次分割
也不会毁坏。人们使川仅金属作货币，为的是使标祀易于携忭气以

金属作公共的壤度标准是最合适个过的，因为人们可以容易地把

它标准化。每一国家都在货币上加卜特别的标城，使它的外表能

够和它侬标准及分散相符合，而且一看就能辨认它的标准及分阶。

雅典人不使用金属而使川公牛心，罗焉入使川棉羊；但是两只

公牛是不可能一祥的，而两块金属是可以做得完全一祥的。

金线是商品的价值的标汜，而秪币勹亡金线的价侦的标记；当

金线的价仙好的时候，秪币也就能够很好地代表它，因此在改用 1:

二者亳尤区别。

同样，金钱是物晶的标把，代表着物品，所以每件物品也就是

金线的标汜，代表着金钱；如果，在一方面，金线很好地代表了一切

物品，而且，在另－方面，一切物品很好地代表 r金钱，二者彼此fi

为标记，也就是说，二者价仙扣适应，如果取得其一，即叶取得共

二，这种悄况就战明这个国家是兴隆的。这种悄况，除 f宽政的国
-·-· 一·，-·一·一 一一..'勹一

@ 阿比西尼亚使｝f）食嗟便有这个缺点，就是它不断地日已消失掉。
@ 希罗多钧；在«史持女神克丽如里告诉我们，吕底亚人发现 f络线的技术；雅

典入从他 i'，．学到达个技木；雅典线币上的标诫就从他们古代向牛。我在奔布洛克伯协

的陈列屯甲，行到了．枚这样的钱。

* 原文仪仆，试，而小本作．见和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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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之外，是不可能有的；而且，在宽政的国家里，也井不总是这种

情况；举一个例子：如果法律优待不诚实的债务人的话，属千他的

东西就不能代表金线、也不是金线的标跁r。在一个专制的国家

里，如果物品能够代表它们的标把的话，将是一件奇韦，因为暴政

和疑忌使每一个人把金线都埋在地下＠，因此那里的物品是不能

代表金线的。

有时候立法者使用一种艺术，使物品不但在性质上代表金钱，

而且同金钱一样成为货币。独裁者凯撒＠准浒憤务人将他的上地

按照内战前的价格向憤权人消偿憤务。提只和斯丁3) 下令，凡是陌

意得到线币的人可从国岸取得，而用价值一倍的土地押 t甘合国市。

那末，在凯撒肘，土地就是货币，可以清偿一切债务；而在提只留斯

时，一万塞斯1杰斯的土地涣成货币肘，便等于五于塞斯德斯银币

了。

英国的大宪章“禁止攫取债务人的土地或他的收入，如果他

的动产或个入物品足以偿还债务，井劂意这样偿还的活。既然如

此，一个英国人的一切财产就都代表金线了。

H 耳曼的法律规定，得以金线眳偿所加于人的损害和犯罪所

引起的苦箱气但是因为国内金线极少，所以这项法律又规定，得

以货物或牲畜当作金线。关于这点，撒克逊人的法律的规定是依据

不同阶层人民安逸和舒适程度的不同而有某些差异的。陔法律首

先规定货币一苏和牲畜的比值＠，且伲二回的苏一枚等f一只十二

个月的牛或一只羊和它的恙。三圈的苏一枚值一只十六个月的

牛。在这些民族中，货币成了牲畜、商品或货物；而这些东西又成

@ 阿尔及耳古时有一个习惯，就是每一个家庭当父亲的都有一个埋在地下的宝
瓜参看塔西：«阿尔及耳王国的历史“第 1 卷第 8 章。

, @ 参看凯撒：«勘内战“第 3 卷。

@ 塔西伦：«史陀刃书 6 卷第 17 章。

@ «撒克逊法习第 18 章。

一石..,_心U 旷..气嘈..，叫窄平·•一 .· ～．，． E,·，匕·, 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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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货币。

金线不只是物品的标祀，它又是金线虳标记，井代表金线，这

}坟我们将在脸兑挽年那一节里看到。

第三节想像的货币 l6

货币有质实的货币和想像的货币。文明的民族羌不多全都使

川想像的货币，这只是因为他们巳翱把质实的货币变成了想像的

货币。首先噜他们的质实货币）上某种金属，具有一定分昂勹一定成

色。但是不久，山千不诚实或山「材料的缺乏，人们把 1!j一货币的

金属肢去一部分而仍然仗川同一名目。例如将一含旁重的银币威去

一半的银子而仍然把它叫做一镑；一苏应陔是一镑织的二十分之

一；虽然它已不再是一镑银的二十分之一，但人们仍然称它为一

苏。这样，镑巳是想像的镑、苏已是想像的苏；其他辅助货币也是

如此。这样继续下去，便到了一个时候，入们所講镑的只是镑的极

小一部分［；这就把镑更想像化了。从至可能到了一个时候，人们

不再造准确地仙一镑的货币，也不造值－苏的苏；这肘磅和苏就是

耗碎的想像货币了。人们将随意把一枚货币叫做多少镑和多少

苏；变化将不断发生，因为皊一件东西改变名称是容易的，而要改

变这东西的本身则是困难的。

对一切要求贸易繁盛的国家，有一项极好的法律，可以根绝这

些流弊，就是，规定只能使用真实的货币，井禁止一切可能使它变

成想像货币的办法。

一切东西所共有的从度标准是最应该避免变化的。

贸易本身就是极不固定的东西；在这种根据事物的本质而产

生的不固定的东西上又加添一种新的不固定的东西，将是一种极

大的弊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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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金银的数量

节文叨的国家成为世界的主宰的肘候，金和银一定天天增加，

不誰是从彼此之间取得的，或是来自矿山的。反之，当半野蛮的国

家古L风的时候，它们便载少。我们知道，当哥特人和汪达尔人从

一边、藷拉森人和钮鞫人从另一边，像洪水那样浸吞一切的肘候，

这些金属是如何稀少。

第五节璞前

由美洲矿山取出的银子被运到欧洲，继而由欧洲送到东方去。

它促进f欧洲的航业。因为它并且是一种商品，欧洲通过交易从

美洲取得了它，再通过交易而把它送到印度去。因此，当人们把金

银看做是商品的时候，大星的金银便是好书。但是当人们把它们

看做是标肥的肘候，大量的金银就不是好事，因为它们的数横多［

就会损害它们作为标祀的质量，它们作为标祀的质最主要是以它

们的稀有为某础的。

在第一次布匿战争以前，铜和银是九六O比一＠；今天差不多

是七三．五比一气如果银的比例是和古肘一样的括，它将会更好

地发拥它的标汜的作川。

第六节 印度发现后为什么利息”i咸少了一半

加尔基拉梭成，西肝牙在征服r印度之后，利息从百分之十下

降到百分之五＠。这是甘然的。突然有大量的银运进欧洲；需要

银f的人很快就戚少（；各种物品价格增高，而银子的价格却降低

句参行本l霉f：第 12 节。

竺， 似定讼符，为尔克五仙四十九镑，组侮镑或缸二十苏初

@ «西向，变群岛西班牙人内战史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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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比例被打砐 j勹一切旧憤也都还清了。入们还能祀得，在

“拉斯体制”j＊的旧代，除了金线之外什么东西价仙都很高。征服

了印度之后，有了金钱的人就不得不弑少他们的商晶＊＊的价格或

租价，也就是脱，载低利息。
从那时起，贷款不能回复旧时的利半，因为欧洲金线的数量年

年都仆增加。此外，某些国家的公款足以贸易所获得的财富为压

础的，借出盯利息极为微薄，以致私人的契轮不能不照样凋赘。最

后，交易使人们特别谷易把佥线从一个国豕带到另才个国家去，没

有－个地方会缺乏金线，因为各个金线手足的地区都可以供祫它_)

第七节 在标配的财富的变化中，物价

是如何确定的

货币是商品或货物的价格。但是这个价格是怎样确定的？换

句帮说，每－件东西！炉该用多少分量银f去代表呢｝

如果人们把全仇界的金和银的数晶同商品的数片：比皎一下的

沽，则徘寸牛个别商晶或箕物一定可以同全部金织的某一分星相

比。一方的总数既和另一方的总数相比，那未一方的一部分也就

日［以和另一方的一部分相比。假定憔界上只有一种箕物或商品，

或是只打采种商品出售，而且它又能埭金银一样加以分割的屈，那

末这种商晶的齐部分便将等于所有金银的一邹分；商品全部的一

半则等j身4金银全部的一半；商品的十分之一，百分之一，了分之一

刺等f金银全部的十分之一，百分之一，千分之一。但是人类之肌

构成“所有物”的井不同时都投进贸易，作为“所有物”的标肥的金

属或货币也不是同时都投进贸易，所以物价是依据物品的总数比

@ 在法国，人们对拉斯的计划就简沐称为“体制”，不再冠以拉斯的名字。
* 岑行本书第 29 单第 6 节浮者廿：。 战飞·

** “商品”指的怂金织。 －汽｀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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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记的总数和投入贸易的物品的总数比投入贸易的标记的总数的

复比例而确定的。又今天没有投入贸易的伤品咱天可能投人贸

易，今天没有投入贸易的标祀明天也同样可能投入贸易。所以物

价的建立在基本上总是依据物品的总数和标记总数的比例。

因此，一个君主或执政官不再有可能仅仅发一道命令把－比

十的关系规定为一比二十来平准商品的价饥。茹利安“由于降低

了安提阿货物的价格而引起当地可怕的饥荒忧

第八节续前

非洲沿岸的黑人没有货币而川另一种价伯的标祀。它是一种

耗粹想像的标肥。他们按照自己需要的大小而在脑子庄形成『对

甸种商品的估量。他们的价盓标肥就是以这种估散的商低为尪

础的。某一货物或商品值三庙公特；另一种，六麻谷特；又另一种，

十麻谷特，这就同简单说三、六、十是一样的。价格是他们用所有

商品互相比较盂规足出来的；这样，他们就没行特殊的货币，而祚

种商品就是另一种商品的货币了。

让我们把这种估价牧油的方法暂时搬到我们这里来，井把它

和我们的估价方法速合在 起：这样，世界上－一切商品和货物或是

某一特定国家－—假定是 个和其他国家分肉的国家 一的一切

商晶或货物便将伯某一数目的麻谷持。如果把这个国家的金线坟

所有麻谷牡均数目加以分割，则分割了仇一份金线便样等r一个

麻谷特的标祀。

假使金线的数 H 泭加一倍，那末和一个麻谷特对等的金线也

必须增加一倍了；但怂如果把金线增加一倍时，你也把麻谷特增加

一倍的话，那末其比例将仍然和二者未加倍前的比例一样。

@ 苏格拉底：«教会史“第 2 卷第 11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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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从发现印度以后，欧洲的金和根增加的比例丛一比二十

的晶，货物和商品价恪的增长比例也将是－比二十。但是如果仁

另一方面商品数量的增加是一比二的话令则商品和货物的价格必

然一方面桉一比二十的比例增加，另一方面按一比二的比例下降，

而秸局仅仅按一比－t的比例增长。

货物和商品的数挔由于贸易的增加而增加；贸易山丁金钱的

泭 J丿！而增加，井山千同新大陆和新泭洋的新交通面行加。金钱諒

源而来；新大陆和新泭祥把新货物和新商品伬轮我们凡

第九节 金和银相对性的稀少

金和银除了绝对性的平富与桸少之外，在彼此互相比较吁，又

有一种相对性的厂伍与稀少。

悴吝的人把金和银胖载起来，因为他们不加意涫扛它们，他们

喜爱这些不易毁坏的标a且他们岗欢保存金甚于保们银，因为他

们跃然总是怕遣失，那末占地方少的当然比较便千隐载。因此．当

银子多的时饮，金子便行不见了，因为侮个人都有·些金子可以隐

载起米；当银子少的时候，金子便霪出面米，因为人们袚．、、且把它从

隐载的地方取出来。

所以，这是一务规仆：当银子稀少肘，金子就忤遍；金子稀少

时，银子就普迡。这使人们行到它们相对，目的 r布局稀少同它们

具正的下富与稀少是有区别的。这些，我在下而还翌多多地牍及。

第十节兑换率

各国货币在比较上有多有少，这便形成所腊兑换牢。

分换确定货币当前的暂时性的价估。

银，作为一种金属，具有同其他－切附品一样的＄值；它又具

有另一种价值，因为它能够成为其他商品的标肥；如果它只是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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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纯的籵品的监它的价值无疑将要大大地降低＾

跟，作为货币的坳合，具有一种价值；这种价值，君主在某些关

系仁能眵加以规定，而在另一些关系上削不能加以规定。

打卞规定作为金属的银和作为货币的银二者之朋数量的比

例）其次，他规定川作货币的各种金属之间的比例。其三，他规定

每个货币的重量与成色。其四，他赋予每个货币以我在上面所脱

的想1象 f介值。我把货币在这四种关系上的价伯叫做绝对价值；因

为它 n[以川法律加以规定。

除此之外，每个国家的箕币和其他国家的货币相比较ll寸，就有

一种相对价值。这种相对价值是由梵换所建立的。它主要足以艳

对价值为依据。它是依据商人惘最广泛的估价而规定的，不能够

川科主的命令加以规定，因为它不断变化，井且是以于百种情况为

依据的。

各国在规定这种相对价值的时候，主要是依从金线最多的国

家。如果后者的金线多得同其他所有的国家的金线的总数相等的

沽，那末每个国家就十分有必要依从它的标准了。这就使它们彼
此间所定的比例和它们同陔首要国家间所定的比例相差无儿。

在目前世界状况下，荷兰（少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首要国家了。

让我们检查一下梵挽率和它的关系。

荷兰有一种货币叫做佛罗棱，伯二十苏，或四十个半苏或格

罗。为把这些观念简化起见，就让我们想像：荷兰井没有佛罗淩，

而只有格罗。那末一个人有一于佛罗棱的话，他就有四万格罗几

余类推。现在，同荷兰进行兑换就必须知道，其他国家每个货币值

多少格罗：法国人通常以合二里佛尔的埃巨计算，所以在兑换上就

必须知道合三里佛尔的一个埃巨值多少格罗。如果兑换率是五十

O 荷兰人依据他们彼此阴的一种决磁几乎给整个欧洲锐定了最适合 l讯他但 l.j

己利盆的兑换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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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的品，那术合三中佛尔的一个埃仁就伯几十四格罗；如果梵挽年

足六 i的话，那木它就值六卜格罗；如果银币在法国）止少仅局，

合三甲佛尔的一个坎I卫所仙的格罗就多心；如果银币足多尸向品，

肌K一个埃巨所怕的格罗就少些。

这种多月少足兑换伞变化的线山；这种多局少井不丛实在的，

而丛比胶t的。例如，法国佷需要把欲项放在荷望，而仙兰则不那

么需要把款项放在法国，在这种场合，人们就可以说法国的银 f多

了。反之，办 Ilil 。

假定同荷兰的处换率是五卜四n 如果法国和荷兰只是合在一

起的一个城市的品）它们的兑换法特和我们兑换一个埃巨一样，即

法国人从口袋里拿出二个用佛尔，而荷当人则从口袋甲拿出［［十

四个格畟但是巴黎同阿姆斯特丹是有些扑抖的，所以在荷兰有

五十四个格罗的人要 1叫我兑换合三个电佛尔的一个埃肛旧就个能

不给我一张向荷兰支取五十四格罗的汇饥这甩巳不是五卜四格

罗的佣姓，而是五十四格罗的汇柬的佣婚。月此，要判断银－f是少

是多，就必纠知迫在法国要在法国支付的五l四格罗的汇煤丛否

多r要在曲沁支付的埃］i汇炉卫。 如果荷、／：人开的汇业多旧法国

人开的埃尸汇祟少｝那未银子在法国就少，在荷兰就多『，那木就

必须提心兑涣年，人们要换取我的一个埃巨就要出比五卜四还多

的格罗 f ，要不然我就不轮涣取（；反之亦同。

人们石到，汇兑的种种作川形成（一种收入和支出的胀目，时

常需要浦算；这时一个负侦的国家不能通过汇兑向其他因家沽偿

俏务，就像一个私人不能凭兑换银线沾偿憤务一样。

假定卅界上只有三个国家法国、西班牙和荷兰；西Bl牙一屿

私入在法国欠卜银十月岛尔克；法闱一些私人在西班牙欠下银！·

己 －个地．l) ，和 1i：哦币多，就丛纵多； f长 1] ; k 织多，就是银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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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万思尔克；山于某种情况，西班牙和法国的每个私人必须立即收

回他的银线。那末，汇兑将起什么作用呢？两国将偿付对方十万禺

尔克，但是法国将欠西班牙一万思尔克，西班牙将要求法国支付一

万焉尔克的汇票，而法国则不要求西班牙支付任何汇栗。

假定荷兰同法国的关系正是相反，它而且欠法国一万焉尔克

布要清偿，法国将有两个法子可以偿付所欠西班牙的款项。一个

是把要求荷兰债务人支付的一万焉尔克的汇栗给与在西班牙的债

权人；一个是寄一万思尔克银币到西玑牙去。

因此，当一个国家要在另一个国家付款的时候，不脸它是付跟

币或是开汇栗，从事物的性质来貌，都是一样的。这两个支付方法

哪一个有好处，完全要看实际情况而定；要看当时到底是寄去的银

币或是要求荷兰支付同样款额的汇票能够衔到较多的格罗旯

如果法国的同成色、同分量的银币能够在荷兰换到同成色、同

分量的银币的括，这就叫做汇处价平。就目前＠货币情况来说，汇

兑的平价大的是每埃巨涣五十四格罗。如果在五十四格罗之上的

括，就叫做汇处价高；如果在五十四格罗之下的话，就叫做汇兑价

低。

当汇梵在一定情况之下，如果要知道一个国家到底是获利或

是受损，就要看这个国家是债务者，或是债权者，或是肋买者。当

汇兑率忱千平价的时候，这个国家如果是债务者就要受捐；如果是

债权者就会获利；妳果是购买者就受损，如果是出卖者就获利。如

果这个国家是债务者就要受损，这是显而易见的。举例说，假如法

国欠荷兰若干格罗e那末法国的埃巨所值格罗越少，法国就要用更

多的埃巨去还债。反之，如果法国是若干格罗的债权者的括，则每

一埃巨所值格罗越少，它所要得到的埃巨就会越多。这个国冢，在

@ 扣除寄送和保险的费用．
＠却 174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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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购买者的坳合，也是要受损的；因为它总是需要同一数额的格

罗去购买同一数量的商品。在汇兑价低的场合，每个法国埃巨所

换得的格罗就少些。由于同一理由，这个国家如果是出头者的话，

就会获利。我在荷兰出卖我的商品所获得的格罗的数目和我过去

出卖商品时所获得的格罗的数目相同；但是我在法国获得更多的

埃巨，因为我用五十格罗可以换取一个埃巨，当然比我要出五十四

格罗去换取一个埃巨肘的数目多。在对手国，则一切正是相反。

如果荷兰欠法国若干埃巨，它就将获利；如果是别人欠它的话，它

就要受损；如果它卖出的括，它将要受揖；如果它买入的话，它将要

获利。喊

但是这点，我们还应继娥追下去。如果汇兑率在平价之下，比

方訧，是五十而不是五十四的括，那末桔果是．法国汇寄五万四于

埃巨到荷竺去，将只能贻买到五万的商品；而在另－方面，荷竺汇

款五万埃巨到法国，就可当五万四了埃巨购买商品；这杆相差1门

四分之八，也就是脱，法国损失七分之－以上；所以不能不比汇处

平价时多寄七分之一的银线或商品到荷兰去，而且，这种揖害总是
在增长着，因为这样一种憤务将要使汇兑率更往下降，最后法国将

要破产。这看来，我说，一定会这样，但是依据我在他处句）所肯定

的原则，井不会这样。这个原则是，各国总是要投法使自己收支平

衡，井争取偿清债务。因此它们仅仅按照它俷的支付能力恺俏，仅

仅按照它卖出的比例买入。就上述例子来说，如果在法国汇兑牢

由五十四下降到五十的括，过去支付五万四千格罗购义千埃巨

商品的荷兰人将只要支付五万了，如果法国人同意的话。但是法

国的商品将在不知不觉削涨价；法国人和荷没人就将分亨利润，因

为一个商人巳轻获利：他就容易让人分享他的利润。因此利洞成

@ 参币第 20 章第 28 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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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法国人和荷兰人共通的了。同样，那些过去付五万四千格罗购

炎荷兰商品井依fi今．十四汇允年支付一于埃巨的法国人，将不得不

多付五十四分之四的法国埃巨购买同样的商品仁但是贼到将受

扣失的法国商人就会少进荷兰货。因此，法荷商人都将受到捐失。

国家将在不知不觉间使自己收支均衡；汇梵年的下降不会带来人

们所应该害怕的一切不便。

肾汇兑华在平｛介之下的时候，一个商人可以把他的资金放到

外国而不使他的财富蒙受损失，因为当他把衣金收回本国时，他将

再谦回他所受的损失。但是一个君主是仅仅寄线到外国而永远不

收回本国的，所以他总是＇义受损失。

任何匡家，如果商人做的买卖很多，汇处率必然要增砐，这是

因为商人们订门许多契的，天了浒多商品，井吸引外国米支取款

项6

如果一个片主积聚极多银线在他的国家里，那末那甲的跟浅

可以是质正地少，而比较地多。举例脱，当它不能不为泊多外国货

物付款的时候，汇兑率就要下降，虽然织线少。

各地方的汇处总是要自已形成某种比例的；这是因为开物的

性质本身就是如此。如果爱尔兰对英格竺的汇兑率是在平价之

下，英格兰对荷兰的汇兑率也在平价之下的站，那末爱尔竺对荷竺

的汇兑绊项就要更低 f。这就是说，爱尔竺比英格兰和英格竺比荷

兰这个复比例的粘果就是如此；因为当一个荷兰商人可以朋接地

通过英格兰从爱尔兰取款肘，他是不会多花线去直接向爱尔兰取

款的。我脱，应该是如此；但不是准准确确就会如此；总是会有一

些场合使事情发生变化。从一个地方或从另一个地方获取不同的

利润，这是银行家们的艺术或特殊的技巧＊，不是这里要时谕的问

卡 甲乙本作“艺术与特殊的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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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当一个国家增涨它的货币——例如，把过去的三里佛尔或一

埃巨叫做六里佛尔或二埃巨一一的时候，这种新叫法实际上对埃

兀无所增加，所以在汇梵肘一个格罗也不应当多得。两个新埃li

应该只能挽办一个旧埃U所能换得的格罗勹如果不是这样的话，

那个是因为这个国家的这个新规定本身发牛『这个效果，而是因

为这个规定是新的，又是突然的。汇处总是依附原来已开始的书

务，要系和过一个时期才能转入勒道勹

如果一个国家不简单地凭一项法律来增涨它的货币，而是重

銡新币，把一种强币变成弱币的话，在铸造的过程中就要出现两种

箕币，即旧的强币和新的弱币。强币既巳失去信用，只有线币厂接

受它书秸果，在汇粟的坳合，就不能不按新币支付，那末兑换率似乎
也不能不按新币规定了。举例脱：假定法国把货币弱化了一半，合

三里佛尔的一个旧埃巨在荷兰可挽六十格罗，新埃巨则只能兑换

三十格罗了。在另一方面，兑换率似乎又应按旧币的价值规定，因

为占有线币和汇烟的银行家不能不带着旧币到铸币厂换取使他吃

丐的新币（）因此，兑堍牢就被放在新币价值乌旧币价值之朋。 IR 币

的价值就好比是下降了，因为在贸易中巳翱有些新币，同时又因为

银行家由 f利盆关系劂意尽快把他柜里的旧币拿出来使它起作

m, 行时甚至被迫川它来付眼，所以不能严格计较。在另一方面，

新币的价值又似乎是上升 f.，因为，我们将要看到，银行有了新币

的时候就将处于一种境地，可从获取旧币而得大利。因此，兑换率

就将像我所说的，在新旧币之间了。既然这样，银行家们可以把旧

币送出国外而获利，因为他们可以得到按旧币规定的兑涣率的好

处？｀也就是脱，在荷兰可以得到昨多格罗，而在兑换回来的时候，兑

挽率则定在新旧币之间，也就是脱，低一些，这就使他可以在法国

取得，许多埃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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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定：依据目前的兑攸伞，旧币的二甲佛尔可换四十五格罗，

把同 4妇仅三．用佛尔）带到荷兰去的时候可换六十格罗；但是一

张四十五格罗的汇贾可以在法国兑涣合三用佛尔的一个埃巨；这

一上妇飞被带到荷兰去又可以换得六十格罗。这样，所有1H 币都要

流出铸造新币的国家之外，获利的将是银行家们勹

为r 补救这点，就不得不施行个新办法。那就是：铸造新币

灼国家自己把大恨旧币送到规定处唤牢的国家去，就这样在那用

取得们川．这将使今三用佛尔的一个埃巨的兑涣末升寐到和IH 币

合三甲佛尔的一个埃巨的原有兑换年相接近。我脱接近，是因为？

如果利阀太少的祜，就不能引誘人们把货币运出国外，运出货币不

仅要付运背，而且要冒没收的危险。

把这只，好好脱沾楚是有必要的。伯尔钠先生 』或是国家所

屈 1用的任何 i银行家一开一些给荷产的汇栗，井且比目前兑

换牛多给一．二或三格罗。他不断把旧货币运送到外国去，就用这

些旧货币在外国建立r一种准备金，这样他就提高兑换牢到上述

彴程度()同时』1 ＿臼也开 r些汇栗＇他抓住了＿切新币卢而迫使其

他需要用救芷银行家不能不把旧币送到铸币厂去。而且，由于他

在才知不觉佣拥有一叨金线，所以这时他就可拒去强制别的银行

豕给他开兑换宋极高的汇粟r，未了的利润陪补了他开头的损失

的大部分()

人｛匣行到，在这个办法实施的整个过程中，国家要渡过一个极

险恶的危机，织根将非常吃紧，因为（ ）必须使大部分货币失去

仅用；（二;必须运送部分货币到外国去；（三）每个人都要把线收

激起来；没有 个人颖意把他自己希望得到的利润让给君主。这
个办法如果做得慢了是危险的；但如果做得快了也同样是危险的。

如果克＇，取得的利润过奢的话，其障碍也将随比例而增多。

人们在上面行到，当兑换率低于货币的时候，把货币运出国外

-------~ 千 m心气心 1 J ·一：．＂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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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可以获利的（）根耜同一即山，肾梵涣中高 f货币的时候，把货门

运间本国丛有利可图的C

但坠有一种情形，压然兑换年是平价，然而把货币运出国外还

是可以获利。这戟足把货币运国外去改挽币名或重笃。节货币运

回本国时，不论在木国使用或义付外国汇栗，都丛可以获得纺造的

利鼎的。

假定在一个国家里，有人开股 f 个公司，公司股份极多，儿

个月后，股价又升涨得比初购肘的价格向出二十或二l五倍；不但

如此，这个国家又建立－家银行，该行又发行具有货币功川的纱

烟，这些纱咦的法币价攸又高得惊人，以还应公叶股份的惊人的法

币价值（这就是拉斯先生的制度）。

那未，山小诠物的性质所将产生的后果是：这些股份和钞禀怎样

地产生，也将怎样地涫灭。股份的价格突然比原价高涨二十或二

十五倍，这就不免祫好此人提供了获取巨郗秪币财富的凹路。待

个人都将想法保令自己所发的财；汇梵既然是改变财产性质和随

意移膊财富最便利灼方法，他便将不密池把他的一部分家财寄到

片l茂定兑换年的国家去。不断向外国汇款将促使处挽率下降。如

堪在拦斯制度1讨代，按照银币的成色局分量所定的兑挽率是四十

恪罗换 4个埃尸士的晶，则肾无数秪币成为通货的时候，人侗将只锁

出二十九格罗去换－个埃巨f；后米则只颜出三十八、三十L......

格罗 f。越来越少，到了只颇出八格罗；最后，梵换稳千停止了。

在这种悄况之1、-，兑换上就应该规定比法国银币和秪币的比

例Q 我想，按照银币的分塾和成色，银币合三里佛尔的一个埃巨是

值四 i一格罗；在兑换秪币肘，秪币合三里佛尔的一个埃巨则只值八

格罗，相差五分之四。这样秪币合三里佛尔的 4个埃巨的价值比

同欲银币的价仙少五分之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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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节 罗黑关于货币的措施

在现代的法国，曾有两任内闱相继凭借政府权力给法国的货

币采取了币大措施＊；但是不管怎样，罗思人在这方面所做的比找

俷还要多哩；他们这样做不是在共和国腐败的时代，也不是在共和

国粉乱的时代，而是在它征服（意大利各城巾后 l叫迦太从入节霸

的时代；这是由丁它的智慧与勇敢，正是它的制度鼎盛的时代。

而且，我很商兴，现在能够对这件事悄作稍为深入的考察，使

非范例的东西不致被当做范例看待。

一个爱斯（铜线）本来应该含有十二盎司（两）的铜；在第一次

布匿战节的时候不过重二盎司；到了第二次布俄战争的时候，则只

是一盎司了OO。这种粒弑就是我俨令天所渭货币的增涨。把合六

里佛尔的一个埃巨威去一半的银，当做两个埃巨使用，或足提高它

的价值为十二里佛尔，是完全一样的 (J

当第一次布匿战争时，罗思人的做法如何，现在巳无遗迹可

考；但是他们在第二次布匿战争肘的做法，却是具有卓越的智慧

的。当时共和国没有力量清偿它的债务。一个爱斯的铜，重二盎

叽一个逮那利值十个爱斯，值劓勹十盎司。共和国把爱斯改为铜

一盎司＠；它占『债权人一半的便宜4.9; 它就这祥用铜十盎司去支

付一个逑那利。这个措施皊国家一个巨大的震动，因此应该使这

个震动越郫越好；这个措施是不公道的，因此应尽量粕小它的范

围。这个措施的目的是要使国家有能力消偿它所欠国民的俏务；

井不是要使国民有能力清偿彼此问的债务；因此应该有第二项措

施。所以罗思人又规定，一向合十个爱斯的逮那利，将合十六个爱

菁 指为虚币实用所作的努力。＿＿＿罚者

@ 许利因：«自然史））第 33 卷第 18 条。

· @ 同上。

·一 编... `..-. ..．，气．＂＇．...,..... "．日．．，寸丐丛'··一.... ·--··-· ··--
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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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迼株雨锺措施双管奔下的结果是：共和固的侦樵人损失一

半心，而私人的债摧人则只损失五分之一生商品的價格也只增涨

五分之一；货憋的真正燮化只是五分之一。其他倓果是不言而喻

的了。

由此可见，照焉人的做法是比我们高明的。我何的做法把公

共的线财和私人的线财都混淆在一起。不僅如此，人们将看到气

謹历人是利用比我们更届遗宜的峙榄探取措施的。

第十二筋 蔬禺人如何遇撑峙橾射货带探取措施

古时候，意大利的金和银是很少的。迼惘圉家的金磺或银磺

很少，或是说，等於零。赏高虚人侵占照，岛的峙候，那亵就只有金

一千镑＠。 但是照禺人劫掠了一些强盛的城市亚把它们的财富速

回靴焉。在抸时期内，他们僅僅使用铜赘。直到同比鹿斯和滚之

役，他们才有足够敷锁的银绮造货憋见他们用银绪速那利； 寸固

逮那利合卜侗爱斯＠，或是脱，钜十镑。常峙银和铜的比例是一比

九百六十；因觅一佃罹焉的逮那利值十倘爱斯或十镑的铜，也就是

说，值一百二十盎司的铜；而同一逮那利值银八分之一盎司织迼

就榄得我们刚才所说的比例。

常捅焉成骂意大利最靠近希敝和西西里那一地匿的主人峙，

它就逐渐理解到自己是虞於雨侗富裕民族－希胧人和迦太基人

－－之同了。罹焉的银子增多了；银和铜一射九百六十的比例不

CD 他们名装上接受二十盎司的铜，而寅隙上只接受十盎司。
@ 他们名羲上接受二十盎司的铜，而寅隙上接受十六盎司。

* 甲乙本锤｀人忏将看到“句。

@ 普利因：«自然史＞）第33 卷第 5 倏。

@ 佛阑舍夥斯：«捕篇＞）第二峙期第 5 卷。

@ 同上。佛阑舍谬斯说，报焉人又绮”规那利”（等於半佪逮那利）和塞斯德斯（等

於四分之一倘逮那利）。

@ 步逮．乌斯说是八分之一；其他著者说是七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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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可能再维持下去了。它对货瞥，探取了各种措施；迼些措施是我们

所不晓得的。我们只知道，在第二次布匿戟争的初期，一｀倘细焉的

逮那利只值铜二十盎司0 ， 因此银和铜的比例只始一对一百六十

而已。迼棵的缩减是很大的，因骂共和囡取得了一切铜帮的六分

之五。但是共和圉只是依拨事物的要求而建立作码货带的金愿间

的比例而已。

第一次布圉戟争峨和之俊，雒焉人成岛西西里的主人。不久， I 
他们选入撒地尼亚，收佣始知道了西班牙，因此，细思的银子更大

量地增加了。他们就探取措施，把每侗逮那利的银徙二十盎司减

焉十六仇迼样做的效果，在重新调整了银和铜的比例。迼佪比

例遏去是一封一百六十；现在改骂一封一百二十八了。

睛研究踊焉人，你将骏现，他们燕誰做好事壤事都足最合遗择

峙根的气

第十三筛 皇帝晇代耐货弊探取的措施

在共和圉峙代，针货带所棵取的措施是缩减货骼的分量。囡

家使人民了解它的需要，壮燕意欺惑他们。皇帝峙代所探取的措

施，是使用合金。迼些君主，甚至由於他们忙宽施博舍，走追了绝

望的境地；他们看到非降低货骼的质址不可。他们使用了间接的

方法，减少了痛苦，而在表面上又好像没有燭勤痛虎似的。他们撤

回了一部分施舆，但又不公阴。他『，不脱减少薪金和施舆，但薪金

和施輿却是减少了。

在博物舵裹，人们遗能够育到踱银的罹焉古蒂，只是在铜的上

面嗷上一屠银箱而已吼狄歇的 4觐焉史习第 77 卷的一假断篇裹

@ 普利因． q< 自然上．，)第 33 卷第 13 倏。

雹） 同上。

冬 甲乙本没有末了迼段。

@ 参石点珀神父著、、货帮学»-,1739 年巴黎版，第 59 页。
益
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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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啖到迼桶货胳叭

狄狄乌斯·茹利安最先降低了货瞥的贡址。人们骏现，卡拉

卜拉的货船，合金部分占一半以上＠；股属亚胀山大的货脓，合金

占三分之二主货带的贺量缕绩下降；到－T伽利耶捎司峙候，就僅

僅是踱银的铜帤了 (4)。

人们感到、迼些劓烈的措施在今天是行不通的；今天一侗君主

可以欺骗自己，但不能够欺骗任何人。匪兑事柴使每一倘银行家

卑舍了将世界上的一切货骼加以比軗，曲给予它何以公道的评價；

货憋的成色已不可能再保守秘密了。如果一佣君主惆始使用僅僅

混合少扯银的铜帤；则人人都将仿效，收骂君主制造迼稚绢赘；好

的货赘将首先流出炭外，回到君主那裹去的将是劣赘。如果迼位

君主好像踊思的皇帝们一棵，只眨低银而不贬低金的活，他就合看

到金子突然敛迹，而他所有的将只是壤银而已。我在前章已纯啖

逊仇匪兑曾摧毁了凭借政府摧力的驳勤而棵取的重大措施，或至

少曾使迼稚措施不能成功。

第十四筒 匮兑如何使襄制圃家感到苦憎

俄罪斯就是貊意脱滩它的喜制主羲的话，也是不可能的。建

立贸易就必须建立匪兑；而匪兑的作用是和它的一切法律相抵帜

的 3

1745 年，俄固女皇50 下令隘逐猎太人，因骂他们把被放逐於

西伯利亚的人们的娱线以及给她赏差的外囡人的银线送到外阔

亡
号
仁
r
`

(D 在妨苞饱舆邪恶透绿“内。
@ 见«沙窝特刃第 2 篇第 12 克和 1681 年 7 月 28 日«学者新闻>厕於获现五离

擢焉古赘的妃述。

@ 同上。

@ 伺上。

＠第 21 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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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帝困的全鹘人民就像奴隶斗菜，如果没有得到忤可，誰都不能

出固，财座也不能送出圆外。雁兑是把银线徙一阙寄到另一藏去

的手段，因此同俄捅斯的法律是矛盾的。

甚至贸易，也是同俄雒斯的法律相抵鳞的。俄罹斯的人民只

是奴隶所组成的。一稚奴隶是依附於田地的；另一植奴隶叫做僧

侣或仕绅，因玛他们是前一种奴隶的主人。此外规乎没有第三祯

身分的人，来赏手工亵人和商人了。

第十五筒 意大利某些盟家的惯例

意大利某些囡家制定法律，禁止圉民出贤地库，把线带到外囡

去。迼些法律也许是好的，因马每倘圉家的财富和画家本身有着

很密切的劂保，而迤些法律使财富拯不容易流到外涸去。但是一

到有了泄兑，财富就多多少少不愿於任何佪别的囡家了，而且又拯

容易被人徙一倘囡家带到另一佣阙家去，那末逍穗法律就是壤的

了，因焉它禁止人们觅自己的事捞度分地库，但同峙他又可以龙分

他的金线。迼穗法律是一植壤法律，因骂它给勋座51 比地旌便越

的地位；因骂它使外圉人时顺，不颖到迶侗固裹来居住；未倓一黏：
因骂人们是能够逃避迼稚法律的。

第十六筒 圉家能够徙鍚行家得到的援助

银行家的哦移是换线气而不是贷款。在君主僅僅是用银行

家来换线的场合，由於君主只有在大事情上换线，他所给银行家们

作焉手旗费的利洞就是拯微少的括也将是一筝大生意。如果银行

家们要求巨额利洞，那末我们便可以肯定，行政是有缺黏的；如果
反之，银行家们被用来塾付款项的活，那末他们的策略便将徙他们

的银钱狻取巨额利洞，而同诗又攘人不指责他『，重利整剥。

- -- `,. ，．上．士忙 ·,1一”．一，．， .,',',.,..,L -- 七 l , l l -v看..忙 ·h ，干 "'· .“'心一，.上才J.”“--－ 1 七仁＿－－＿－－上 1 l,“'啊-“'国-·-一l嚷l,lll T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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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简公憤

有些人韶骂，一倘囡家向自己的阔民借债是有好庞的。他们

想，迼樑做增加了财富的流通，因而增加［财富。

有一租流通券，它代表货骼；又有一桶流通券，樑志着一侗公

司在贸易上已搅得或将狻得的利洞。另一桶券，削代表一稚憤

移63。我韶骂，人们把前雨锺和俊一桶混淆了。前两种封阔家很

有益虎；役一桶则不可能有什底好皮。依掳迼秏债券，私人放给园

家的债有了好的保证；人们徙迼桶债券所能希望得到的好廊，只此

一端而已。但是，追桶债券却连生如下的弊害：

l. 如果外圉入擁有大屋迼稚债券的括，他侗每年将徙阙家取

得巨额的利息。

2. 迼桄长期负债的一倘阙家，兑换率必定是很低的。

3譬觅支付公债利息所征的税，将使工人的劳勤價格增涨，因

而损害了工柴。

4. 腐家真正的收人竟是取自活勤和勤劳的人＊ ｀而给輿惰

民＊＊；迼就是嚣把劳勤的便利给輿不工作的人，而把劳勋的困雌

给舆做工作的人。

上述债券有迼些弊害；而我看不出它有什底好虎。如果有十

惘入，每入徙纯督土地或贸易中得到的收益是一千埃巨（十人合计

一离埃巨）。阙家有迼笨款项，就可以获行利息五分的公债二十岚

埃巨（因扁二十离的百分之五是一禹）。如果迼十倘人只用收入的

一半（创五千埃巨）去贸囡家的公债，而另向私人借债十禹埃巨，亚

以其收入的另一半（也就是五千埃巨）去交付追筝憤榜的利息。迤

棵阔家似乎受到一半的损失，但是徙整佪阔家来说，它的资本仍然

* 指工商棠者。一一铎者

** 指吃利息的人。一一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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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二十嵩埃巨而熊所损益；用数学的方程式来表示的活？不遏是

"200,000 埃巨－100.000 埃巨＋ 100,000 埃巨＝ 200,000 埃巨”而

已。

人们所以可能犯銡误，是由於他们以觅一张代表一侗阙家的

债移的券就是财富的棵志。因骂他们想，只有一佪富裕的圆家才

能维持迼底一穗券而不致使圉势衰微。如果囡势不衰微的括，那

末阔家在别方面一倘擁有廉大的财富。他们说，没有什庋弊病，因

届有杜防迼锺弊病的富源；他们说，迼稚弊病就是一穗福分，因届

富源腿倒了弊病。

第十八简公债的清儅

一倘阙家作焉债榷者舆作瓜侦捞者两种情形之间瞧维持通常

的比例。一倘网家可以燕穷撫盎地作瓜一佪憤榷者，但是它只能

在一定限度内作凰一佪憤榜者，如果超遏了迼佪限度，它便将丧失

作骂憤灌者的资格。

如果一惘谒家的信用遠没有受到损害的活，它便可以愉快地

棵取和欧洲某一倘圉家＠同樑的做法，就是：圉家征集了拯多的

线，亚要求一切私人减少他们的利息，否则把所借的款项退遠给他

们。诚然，赏一侗圉家需要借线的峙候，则规定利率的是私人；常

一佪藏家能够出线的峙候，则规定利率的是固家。

迼侗囡家僅僅把公债的利率减低了是不够的，它遗惠该用波

低利息所得来的利益建立一筝準催基金，以逐年清遁憤移的一部

分。迼佪做法是可喜的；它的成功是一天比一天增大的。

如果一佪阔家的信用亚不是那樑完全撫缺的括，就有理由作

新的努力，筹倩一笨準借基金；因凤迼策基金一且建立，便将立即

@ 英格阑。

.. 

,...,. -·心：五．．｀｀＇＿＿｀＇心＇，社·一..含．＇｀忆，~ - - ·…”“'.-.．＿，--·石“'．,--心,..衿·--呼，＂＂···-·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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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起信用。

I. 如果迼佪阙家是共和囡的括，它的政鹘的性质是宜於作畏

期性的规劓的，所以运笔準储基金的数额可以不什底多。但是在

君主圉的场合，就必须是一策巨款。

2．所定炾章，悲陔使全恺圉民分檐建立迼策基金的贡任，因

焉他们全鹘负檐着建立公债的责任；圉家的债摧人，通遏他所分檐

的款锁，只是由自己付款给自己而已。

3. 有四秞人清憤囡家的债捞，郎(a)土地的所有者； （b）纯营

商棠的人；（c)晨民和技工；（d）徙囡家或私人收利坐食的人。在必

要的峙候，逍四秞人之中，似乎最瞧该由末役一榷人出线，因区在

圉家裹，迼一階级的人是完全消极的，而支持囡家的是其他三倘階

级的稹极的力呈。但是，如果壤末一階级的人负撸遏多，则不免破

壤公共信用，而公共信用是固家在一般的坳合，和其他三倘階级在

倘别的场合，所拯端需要的。如果某些公民丧失了公共信用，那就

不能不使全醴公民都颇得丧失了公共信用。此外，迼佪债主階级

练是最容易受到内脱的部长们的籵算，而且迼倘階级就老是在他

们的眼下，在他们的近傍。由於迼些缘故，圉家就愿陔给予迼佪階

级以特殊的保謹；又照该使侦移者绝到不得享有比债摧者多一练

一亳侵越的地位。

第十九简有息贷款

货骼是價值的樑显借用泣倘樑记的人眠然就愿该支付借用

金，就像他借用其他一切柬西峙支付租金一株。唯一的差别是：其

他柬西可以租借也可以腊贸，而货瞥是物品的價格，所以只可以借

用而不能腊贸矶

@ 逌裹拔的不是金银作玛商品的场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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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线借给人而不取利息，确寅是极敦厚的行瓜；但人们知道，

迼只能是宗教的道装，不能作凤民事的法规。
觅了使贸易很好地驳展，就嗯给银线盯立一倘借用價格，但是

迼侗價格不胞核太高。如果太高的括，则贤资人看到他在贸易上

所可能赚到的线，将不能蒲捕他在利息上所用去的线，他就什度也

不纯管了。如果银线没有借用價格的活，则誰也不顺出借银线，而

冀贤人仍然是什度也不能纯督了。

我说誰也不颠出借银线，我是错了。由於社俞事捞的要求，将

永遠有人出借银线；重利盛剥将要存在，但将舆我们质代所纯照的

纷吼情况亚存。

穆罕默德的法律把重利熬剥和有息贷款混淆了。在那些伊斯

阑教的囡家裹，禁例越骰，重利盛剥便越属害，因禺贷款人要给由

於邀法行焉所冒的危险取得捕憤。

在迼些束方的圉家裹，大多数的人是什度都没有保证的。寅

隙占有的线才算是自己的线；一旦把线借出，则把它收回＊的希望

是非常杳茫的；既然所冒债榜人熊力憤退的危险越大，重利盛剥也

就越属害了。

第二十筛 海事上的重利磐剥

海事上高额的重利舱剥是建立在雨锺事寅之上的。第一是，

航海要冒胤险，所以如果没有梪多的好成人们是不颠把线出借的。

第二是，通遏贸易，债移人很容易在很短的期间内完成桓多的大事
棠。至於睦地上的重利盛剥，则不是以迼雨植理由的任何一种骂

基碗，所以有的立法者加以禁绝，有的立法者棵取校风明智的辦

法，把利息限制在逍赏限度之内。

* 甲乙本作”则再看见它'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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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节 罗禺人的契豹借贷和重利盘剥

除了尚事借贷之外，还有一种通过民事契豹的贷款，它的粘果

产生了利息或重利盘剥

罗思时代，人民的权力逐［增多，官吏俨便想方股法胳洲人

民，井制定人民最喜欢的法律。他们削减 r查本气降低 r 利息；

继而禁止收取利息；取消民事上的禁姻；最后，每当一个护民官要

取忧于群众的时候，便使取消债务成为争誰的迎材。

这些没有休止的变化，无哈是由于法仇或是由于平民表决而

产生的，自然地滋长 I罗局的重利盘剥；因为债权人看到，入民是

他们的债务人，同时又是他们的立法者和审判官，他们对契的便不

再有任何信任了。人民就像一个没有信用的债务人，只有想法子

用巨额利润去引誘债权人贷款了55。这尤其是因为，法律只在偶

然的肘候出现，而人民的控拆则是延拔不断的，井且老是任威胁着

侦权人。这就使罗思借贷的一切威实手段阶于绝灭，井使最可怕

的重利盘剥得以存在＊。这种可怕的重利盘剥，虽然不断受到袭

击＠，却又个断地重生。由于采取措施加以禁阻，反而滋生邪恶，

极善的法律产生了极恶的秸果。债务人要粕所借的线出利息，也..... 
要粕债权人有受到法律惩刑的危险出线。

．第二十二节璞前

初期的罗马人没有规定重利盘剥的利率的法律现当平民和

贵族对这个问题发生争滚的时候，甚至当圣山民变的时候，人们所

拿 这里，甲乙本多了一旬：“西塞罗告诉我们，在他的时候，罗马贷款的利息是百

分之三十四，各倾地贷款的利息是百分之四十八（孟德斯墙原注：见哇致阿蒂崖斯书简》

第 21 港）。虽用法律加以严禁，但这个邪恶仍然存在...... " 

.@ 塔西化：«史配习第 6 卷第 16 章。

.@ 罗禺人的所喟重利盘剥和有息贷款二者的意义是相同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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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张的一方面是信实，另一方面是契的的尊严丸

囚此，他『1所遵从的是私人的契的；我想最普通的利息是年利

百分之十二。我的理由是，按照罗焉古代的用品，百分之六的利息

称为“半利＇，百分之三称为“四分之－利＇＄）。那末，“全利”就应该

是百分之十二了。

人们也浒要问，这样的一个民族，儿乎没有贸易可股，为什么

会有这样高的利息呢？我的回答是，这个民族常常不得不空着腰包

就上战场，所以常常需要借线；它不断进行幸运的征战，所以常常

很有线还倩。这从有关这方面的争液的把述，可以清楚地看到。

他们对贷款人的贪婪井无异講；他惘却反而脱，那些抱怨的债务人

如果行为规矩一些的括，是能够有力还憤的＠。、

因此他们制定了仅仅对当前悄况有影响的法律。例如规定：

凡登祀参加国家所面临的战争的人，债权人不得追究他们的债务；

被投狱者府子释放；最最赤贫的人应滥送到殖民地去；有时由国岸

拨款。当前的苦莉既巳解除，人民便咸到愉快。至于将来应该怎

样，人民既然没有任何要求，元老院也就不作任何未雨稠簇之计

了。

当元老院坚决保卫重利盘刺的利盆的肘候，正是罗焉人热爱

贫穷、节俭和中庸的时期。但是按照当时的政制，国家的一切开支

全部由显要的公民负担，平民是什么线也不出的。那未，怎能够剥

夺这些显要公民追究债务的权利＊，又要要求他们履行他们所负诅

的义务，井湔足共和国急迫的需要呢？

@ 参看狄欧尼西，乌斯·哈利卡尔拿苏斯的著作；它里面有极好的记述。
@ “半利”、“三分之一禾IJ,.、“四分之一利＂。参看＜＜罗焉法汇编＂和＜＜法典，关千重

利盘剥“内各项法律，尤其是«关千重利盘剥＂的第 17 项法律及其附注等等。

@ 参看阿庇岛斯关千这个问题的演脱，载狄欧尼西岛斯·哈利卡尔拿苏斯«罗

禺古代史习行 5 卷。

牟 甲乙本没有＂的权利”三字，所以仅仅指追究憤务的行为。

一·”- ~ l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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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西忔脱，«十二铜表法»规定利东为每年百分之一＠。他显

然是纬了；他把我下商要战的另一种法律岈做是«十二紨表法》。

倘使«十二嗣表法咱勺确有这个规定的启古，为什么当债权人和债务

人发生斜粉肘，入fF1不能引用该法呢？在«十二铜表法＞＞里，我们是

找不到有息贷款的任何痕迹的；我们对罗思史虽造话不深，但我们

将有到，这祥的一项法律坠不可能出自十大宜们之手的。

«利从尼安法»是在«十二铜表法＞＞八十五年后制定的＠。它是

我｛叫提到的那些银花一现的认伴中的一种。它规定，还本时应从

本线中扣除所付的利息，其余部分则分三次平均偿还。

罗焉 398 年，扩民甘杜受利如斯和梅悝尼，乌斯制定一项法律，

把利息弑为年利百分之一＠。塔西忔把它同«十二铜表法叶片淆了

的就是这项法律丸它是罗岛人第一次规定利率的法律。十年

后见利息被試少一半氮末了，利息被完全取消了＠；如果我们相

信狄特·李雒所滇到的儿位苦者的汜述的话，那末这件事就是发

生在罗岛 413 年，也就是在思尔蒂局斯·路蒂利岛斯和塞尔椎利

岛斯执政的时代霓

这项法律所产生的后果和立法者走了极端的一切其他法律的

后果是一样的，就是：人们找到 f逃避法律的方法＊。因此，就不能

Q) «史 i心第 6 卷第 16¥ 。

@ 罗焉 388 年。见狄特·李椎：«罗阴编年史>)第 6 卷第 25 章。

@ 拉丁原文作 Unciaria Usur&。见狄特·李椎：句门§编年史l> 第 7 卷第 16

农。

@ 塔西化：«史记））第 6卷第 16 章。

@ 据狄特·李雄在«罗焉编年史》第 7 卷第 27 章中脱，是在曼利乌斯·托尔

垮都斯和布劳蒂岛斯执政的时代。塔西伦在«史记》第 6 卷第 16 章中所脱的就是这项
法律。

@ 拉丁文原文作 Eemiuniciaria u行nra。

@ 据塔西伦在«史配，第 6 卷中所脱。

@ 这项法律是由护民官格奴西乌斯提畿通过的。狄特·李稚：«罗禺编年史，第
7 卷末。

* 甲本作“......无数逃避法律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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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汀再制定－l许多其他法律米巩固它、改正它援和它。有时候人们便

肉开法律去澄从习惯，有时候则离斤习惯去遵从法律（1/；但是，在

这种悄况下，习惯应该是容易占优势的。节一个人想借线的时候，

他便发现这项法律对他是一种隙碍，虽然它是为他的利盆而制定
的。这项法律所救助的人和它所定北的人都同它作对仁裁刊＇订

森布罗尼，岛斯·阿龙露斯淮昨债务人按法律行事2)；他被依权人

1凹杀死了烟因为他要人们祀得过去的严刑岐法，这种严刑岐法巳

不再是人们所能忍受的了气

我现在院开城市，到各锁地去略略看一下吧r***

我巳翱在别的地方脱过，罗思各锁地受到了残暴政府的踩

0 ”从古代习惯上看，巳郓有利息制度。“阿此安： ＜J仄米特里达特战开过第 1 卷。

@ “允忤他们遵照法律办理”。阿比安：«反米特电达持战平»第 1 卷；和狄特·李

椎心补篇习第 61 卷。

@ 罗思 663 年。

* 甲乙本多下面两段，作为本节的粘尾，而且不拻各倾地的重利盘剃。

“在苏拉时候，瓦列利庇斯·佛拉原斯制定「一项法律，许可百分之三的

年利。这项法律是罗屈人关于利息的法律中最公平、最近中溫和的，但巴特尔

原露斯＊＊却不赞成它。然而，如果这项法律对共和国是必儒的话，如果它对－

切私人是有盆的话，如果它构成债务人打债上之间愉快的桥梁的话，那未这欢

法律就艳不是非正义的 r 。

“岛尔边我，憤务人还得越晚，便还得越少。这就解决 T利息是否合法的

问题；也就是脱，依仅人是否可以出卖时间，憤务人是否可以购买时间的问

题。”

** “可耻的法律的创始者明令规定偿付价权人四分之一 (quatlrantom)。”见巴

特尔屈露斯：«址界史舫篇))第 7 卷。有些著者把这段咕觥释得好像是佛拉叔斯的法律

曾癌规定只偿付本线四分之一。 但是从我看来，恐怕并非如此。 (1)拉丁著者们的晤

言的用法不是这样的。当他们监削减债务时，他们用 qua.dra.ne（四分之一）、trio几S

（三分之一）这些字来谈利息，用 tertia pars（三分之－）、 quarta pars（四分之一）

这些字来啖本线；（2）这祥，就竿于认定执政官瓦列利乌斯制定 T 一项法律，这项法律

就是一个叛乱的护民官也儿乎是不会制定的； （3）当时正在进行着火热的内战； 所以

问题是维持公共信用，而不是破坏公共信用；况且这次内战并不是以废除债务为日

的的。（孟德斯鸠原注）

*** 1758 年本增加了本段及下面各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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蹑1 （）不只如此，它们还受到可怕的重利盘剧的摧残。

西赛罗立沙榄密虳人要在罗思借线，但由千«伽比尼法））的关

系而不得如舶以偿气找应该研究一下，这是个什么法律。

肾罗思禁止有息贷款的时候，人们便想出一切刀法来逃避法

律3。当 ll寸盟国人＠和拉丁人不受罗思民法的管辖，所以人们便

利用一个拉「人或了个盟国人，借用他的名字，让他充作（贞权人。

因此，法律对侦权人的管辖不过徒具形式而巳；人民的新苦井没有

减孵6

人民就控听这种欺祚行为；护民打岛尔凡斯·森布罗尼岛斯，

根据JC老院的决定，让牛民制定一项法律，规定：关丁贷贷款事攻为禁

止罗局公民闺重利盘剃的法律将同样适用 f罗局公民与盟国人问

或与拉丁人叫的关系力商氮

当肘所喟盟围人，指的是意大利本土各民族。意大利本上，远

至阿诺河和鲁宾根诃，不被作为罗思倾地治理3

塔西伦说，人们总是使用新的欺胖手段来逃避每次所制定的、

目的在禁止重利盘剃的法律氮他们既然不能再用盟国人的名义

进行借贷，他们思上就找一个倾地的人来，借用他的名义。

因此潘要一项新的法律米杜绝这些流卯。伽比尼岛斯正在制

定那禁止选举郪势的苦名法律＠；他很自然地想到，要达到这个目

的最好的力法只打抑制借贷C ，这两件事在性质上是相速系着的；

因为重利盘彖l1老是在选举的时候增长起来＠，这是由 f人们将要

O 本书第 11 章第 19 节。

@ «致阿蒂犀斯书优＞第 5 卷第 21 信。

@ 狄特·李徘：«罗焉编年史））第 35 卷第 7 章。

@) 同士。

@ 罗焉 561 年。参看狄特·李椎：«罗局编年史“第 25 卷第 7 章。

@ «史 i印第 6卷第 16 章。

@ 罗玛 615 年。

@ 参看西塞罗：«致河蒂康斯书简“第 4 卷第 15 、 16 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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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去获取选票。我们很清楚地看到，«伽比尼法））曾把焉尔距斯·

森布罗尼扁斯的元老院法案的适用范围扩大到倾地去了；沙瑰密

人不能从罗思借到线就是因为这项法律的线故。布鲁图斯使用假

名字，借抬沙攒密人“银线，月利百分之四玑为了这件事，他井

且让元老院通过两条决挑案，第一条宣布这次贷款不得认为是逃』

避法律的欺昨行为；又宣称，希里希亚＊的总督将依照沙颅密人借

贷契的所规定的条款断案叽

«伽比尼法＞）既禁止罗焉公民和倾地人民肌的有息贷款，而当

时整个世界的线又都掌握在罗思人手中，因此就必须用极高的利

息去引誘罗思人出借他们的线，暴利使贪婪的眼睛看不见有失掉

他们的憤款的危险。此外，债主们又都是当时罗焉有权势的入，他
们使官吏畏惧，使法律沉默，因此他们更大胆出借娠线，勒索高利

了。这样，各倾地就不断遭受罗思一切有势力的人们的掠夺；而

且，每一个总督进入他的倾地肘就桢布他的法令，随意规定借贷的

利申变贪婪便支援了立法，立法又支桵了贪婪。

百业必须前进；如果什么都静止不动的括，国家就完了。城

市、团体、城市的会社、私入，有肘候是需要借线的。单单为着应付

罪队的踩踏、官吏的掠夺、税务人员的勒索和天天生长起来的腐败

习惯，人们就真是大大需要借线了；因为过去人们绝不是这样富

裕，也不是这样贫穷。赋有行政权力的元老院，准浒罗焉公民出借

@ 西塞罗：＜（致阿蒂康斯书葡）}第 6 卷第 1 信。

包） 庞培借给阿利奥巴珊尼斯王六百达伦特，并让后者每三十天付给他三十希腊

达伦特。西塞罗：«攷阿蒂麻斯书简“第 5 卷第 21 信和第 6 卷第 1 信。

* 在小亚细亚；有人訧“西西里“是错膜的。一一霹者

@ “因为对沙榄密人不耍进行欺骚．“西塞罗： «致阿蒂康斯书简“第 5卷第 21 信

和第 6 卷第 1 信。

@ 西塞罗的法令规定：利率为月利百分之一，并且利上生利，直到年底。至千共
和匡的农人，他要求他们给与债务人一个宽梭的期限，如果债务人过期不能偿债，则按

借贷契的规定的重利付息。西塞罗：«致阿蒂摩斯书旃»第 6 卷第 1 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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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线，井通过了有关的决敲案。这有时是出于必要，而常常是出于

偏钮。但是法律甚至损害了这些决袋案的信用，因为这些决磺案

使人民有机会要求“新表法”56; 这将增加失去债本的危险，又增长

重利盘彖仰。我将永远这样脱：統治人类的原则应该是中庸，而不

是极端。

息尔边脱，憤务人还得越晚便还得越少笣＊。在罗焉共和国灭

亡之后，指导着立法者们的就是这个原则九

第二十三萃法律和人日的关系

第一节人和动物的种类繁殖

誰钠斯女神和爱之母和
........................ 

自从你的星儿带回来那初春椅丽的日子，

微风和畅，使人们感到了它们的爱的气息勹

大地用鲜艳的色泽装饰涾自己的襟怀，

空中淜漫着娇揉的百花所吐出的芬芳c

人们听到，小岛们由千你的力量的感召，用于百种多情的歌儿来祝

贺你的来临。

人问看到繇傲的雄牛，或奔腾于草原，或横渡着禄水，去追寻那美丽

的朼牛。

最后，丛林和山岳，河溪和海洋，以及青荣的田野，这些地方的居民

@ 参看西塞罗： «致阿蒂庙斯书协>'>第 5 卷第 21 俏内鹿塞优斯所脱的防。当时

甚至有一项一般性的元老院法案，规定利车为月利百分之一。见同信。

@ «法律、 12 等«关于用庙的含义”。

丰 甲乙本多一句：“这就解决了利息是否合法的问题，也就是此，俄权人是否可

以出实时阿，憤务人是否可以购买时间的问题。”

** 甲乙本没有这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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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

在你的面前，燃烧起爱和欲的热火。欢乐的引誘埂他们蕃衍繁殖。

入们是如何颐意跟随你和如何热爱美所赐 t广一切有气息的生物

的这样燥媚的統治和J1@”

动物雌性的生殖力儿乎是固定的。但是人类，思惟的方式、性

格、咸悄、幻想、尤常的嗜欲、保存美色的意城、生育的疮苦、＇豕庭人

口太多的负担等，却给与他们的繁衍生殖以于百种的障碍。
r ` 

第二节婚姻

父亲有养育子女的天然义务，这促成了娇姑制度的建立。婚

姻宜告誰应该负担这个义务。旁肢尼岛斯·梅腊所汜述＠的民

族3 则只是根据相貌的近似去断定誰是父亲。

在有高度文化的民族中，父亲就是法律通过婚姻的仪式宣告

为负有养育子女义务的人，因为法律发现他就是法律所寻找的

人氮

在动物中，通常册亲就能够履行这个义务。在人类，这个义务
的幅度要宽得多 f。人类的子女是有理性的，但是他们的理性却

是逐渐成长的；不但要喂养他『小而且要引导他们；当他们巳籽能

够生活的时候，他们还是不能管理自己。

不正当的桔合对人种的蕃衍是没有什么好处的。誰是负有养

育子女的天然义务的父亲，就没有法子确定；这个义务就始在母亲

* 仁一般版本作：“美所握有对一切·.…的統治啊尸

@ 爱陪环«鲁克列斯）＞持的筒段。
＊事 这特是英国十七世纪峙入德莱顿所作；法文环文和英文原文大迕差不多，但

洞句颇1i 出入。 一环者
@ 梅腊：｀戏地志“第 1 章第 8节。

@ 即如拉曼特人。

@ ｀｀婚姻所耍证 l}l 的就是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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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L J' ，但丛书情的见个得人和悔恨自贞，女性所受的束树和法律

的严酷，屾皊她尤数的障碍，使她难f克尽这个贞任；而且，她往往

又儿缺乏生活之查的。

操娼妏牛沉的妇女是不能有教育子女的便利的C 教育f女的

劳凶从个是和她们的身分地位水火不相容 l彴；而且她们又足非常

总i ｛七，丿沂 VULf勺拒孔｝至肘去什订'l勺 f,；什勹仆勺（）

从这一切推断，可见贞节之风相人种的繁殆是有牲自然的联

系的 3

第三节 子女的身分

押性规定：在有婚姻关系的塌合，子女承受父亲的身分；在没

钉婚姑义系的」易合，子女则仅仅能够和母亲有关系了归

第四节家庭

县子嫁到夫家去，这儿乎是各地的通例3 台商的习惯正相反，

创丈人进饺县冢，成为它的一个成员＠，｛U这并没有什么不便之

处。

这填法制，规定家庭山同－竹性别的入去继承，对千入类的繁殆

有极大的如献．虽然这井不是它蚊初的动机。家庭怂一种财产；所

以如果一个人有「或女，但山 1他或她的性别的关系以致不能传

家f永久的话，他对没有子或女能够使他的家世耕延不绝的事实

将水远不能威到涕意。

姓氏使人想到有一种仿佛是不应陔艳灭的东西；它最最能够

激发每个家庭延长自己寿命的肌望。有的民族嘈姓氏使家庭显赫；

有的民族）姓氏仅仅使个人显赫-—－这就不像前者那样美好了。

@ 因为这个掾故，有奴隶的国家，子女儿乎总是承袭母亲的身分．
@ 杜亚尔德心中华帝国志习第 1 卷第 156 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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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不同等秘的合法妻子

有时候法律和宗教建立起不同种类的民事关系。回教徒就是

如此。他们的妻子有不同的等级；她肥的子女也由于他们出生在

家里，或由于民事契的，有肘甚至由千母亲的奴隶地位和父亲事后

的认侦等等，而有了区别。

如果法律以它所淮浒父亲做的事为理由，使子女受到盖辱的

话，那是违背理性的。所以妻子所生的子女都应该有继承父亲财

产的权利。其有特殊原囚不浒继承的，不在此限；例如在 H 本，［皇

帝赐粕臣子的产业）只有皇帝所赐的，妻子的子女可以继承。那甩

的政策的要求是：皇帝所赐的产业是不应骸过分分割的，因为这些

产业负有一定义务，就像欧洲古时的封地采邑一样。

有些国家气一个合法的妻子在家里所享受的地位儿乎和欧洲

的一妻制的妻子差不多。．在这些国家里，妾所生的子女就被看做

是正妻的子女。中国的制度就是这样。孝敬之礼＠和严肃的丧仪

不用于生母，而是用于法定的母亲的。

根据这个假定＊＊＄，他们就无所喟私生子了。如果没有这么一

种假定，而用法律使妾的子女合法化的话，这显然是不适宜的，因

为这项法律对大多数国民将是一种旋辱。在这些国家里，也没有

奸生子女的佃题。那里妇女受到隔离，幽阴深阅，又有太监和门

问，这种事悄根本就很难发生，所以法律就认为这是不可能的事

了。而且，倘使真有这种事悄发生的括，同一支利剑将把母子都消

* 甲乙本没有本节末尾两段。

@ 杜亚尔德：«中华帝国志习第 2 卷第 121 页。

** “假定”(fiction)一，法学上较专凹的术捂为＂拟制＇，．一一霹者
@ 妻有大老婆、小老婆之分，也就是脱，合法与不合法之分；但是子女就没有这

种区别。杜亚尔德神父所释的一本中国关千道德的著作里訧：“这是帝国的重要训条．＂

见«中华帝国志））第 14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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灭掉。

第六节 不同政体下的私生子＊

因此，浒可多偶制的国家，儿乎是无所喟私生子的。建立了一

妻制的国家就有所喟私生子；就要賤视粘妾；也就要賤视妾所生的

子女＊＊0

共和国必须有耗沾的风俗，所以那里的私生子应陔要比君主

围更为可厌 T*** o 

罗焉所制定的排斥私生子的法规也符是过于苛刻了。但是，

古代的法制使一切公民非粘婚不可，此外又允浒休婚或离婚，以资

腮节，所以只有在风俗败坏不堪的肘候，才会有钠妾的事情。

应当指出，在民主国家里，公民的身分是极其重要的；它意味

着最高的权力。所以那用所制定的关于私生子的法律常常是同私

生这件事本身或婚姻的严肃性的关系少，而同共和国的特殊政制

的关系多。由于这个线故，人民有时候就接受私生子为公民凸以

增加人民的力量去反对豪种。由于这个线故，雅典的人民不以私

生子为公民，从而减少公民的数目，以便分得较多的埃及王送给他

们的麦千，山千这个线故，收里士多德告而我们，有一些城市，公民

数额不足的肘候，私生子可以做继承人；在公民足照的时候，就不

能这样办饥

第七节父亲对千婚姻的许可·

父亲的群可是以父亲的权力为根据的，也就是脱，以父亲的所

.* 甲乙本的标题是：“关于私生子的法律”。

*. 甲乙本没有这段。

". 甲乙本作”更受耻辱了" .. 

@ 参看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第 6 卷第 4 章．

@t 同上书第 3 卷第 3 章。

．一· • - - ` -. , • • ll ll l l l ` , 咖一.,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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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权冷根祸。父亲的浒可还有其他根据，就是：父亲的爱、父亲的

狸性和 f女的理性的槐糊。－－ 年申衵使子女蒙昧无知·，情欲使f

女心醉眒迷。

在小共和国甲或是在我们所说过的、有奇特制度的地方，就可

能有法律规定由官吏对公民子女的婚姻进行监督，虽然大自然巳

舒把这种监忏交托给了父米。在这些地方，对公共幅利的爱可能

等同或超越一切其他的爱。因此柏拉图要官吏管理姬姻。拉栖代

孟的官史就指导了婚姻。

但是在通常的制度之下，抬子女E婚的是父亲；在这件事上，

没有一个人能比父亲更为智虑明达了。大自然使父亲极希望子女

再生育子女，而这儿乎不是为他自己的欢乐。各代的子子孙孙，看

到自己就在不知不觉朋面向未来迈进。但是，如果迫害和贪婪兑

发展到篡夺父亲的威权，那就将变成怎样哫？让我们听一听多焉．

盖支关于西班牙人在西印度的行为的祀述吧仇

“为着要增加纳税人的数额，就必须使所有十五岁的印地安人

都秸娇；他们怯至于规定印地安人的粘婚年龄为男十四岁、女十二

岁，他惘用一条教规作根据。这条教规脱，心机的精巧57 补饮年贻

的不足。”*

CD 多局·盖支：（（西印度群岛新近踏查汜心第 171 页。

* 这旬括的慈思是：印地安人粘娇年龄脱定得虽低，但是因为他问成纨早，知战

也早开，所以可以补偿年龄的不足。这里所引盖支的话，因摘汗法过千斻谿，致总义小

甚明了。 现在将共他版本所引敕祥明的英文，及拉丁原文迻珂千F以往尘照 0 心八11 f- 女

巳掷可以秸娇的时候，就按照他们的人数提高并增多父亲的赋税，一直到父亲给他们
成婚为止。但是子女一旦桔婚，他们就耍立即檄紨赋税。为着增加赋税，十五岁以 I:

的人就不许不桔婚而生活了．不仅如此，他『，给印地安入规定的桔婚年肚是刃十四岁、

女十三岁；他们硬脱印地安人在桔婚生育方面、在智撬和心机的精巧方面．在工作与

服役的力氐方面，都比其他民族成熟得早。不仅如此，他们有时候甚至强迫刚胃ll I· 二：、

芒岁的人秸婚，如果他们看见这些人四肢发达，身体强壮的篮他们并且拿条敦规来

做解释，忱敦规准许十四、五岁的人桔婚，没有其他理由，只是因为心机的精巧补巴扣................ · 
阶的不足，”（多焉·盖支：«西印度群岛新近踏查i印第 3 版第 345 页）一一郓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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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支看到了一次户口的清查。他脱，“具是一件可耻的事”。这

样，在一个人最最应陔有自由的行为上，印地安人却仍然受到奴

役。

第八节璞前

英国的女子常常滥用法律，不征拘父亲的意见，而根据自己的

女想桔婿。我想，没有别的地方更能容昨这个习惯了，因为英国的

法律没有建立起寺院的独身生活制度，所以女子除了由桔婚取得

的身分地位之外，再没有其他身分地位可以选择，因而她们不能不

粘婚。法国的情形正相反；那里巳钰建立修道制度，女子都有过独

身生活的便利；在那里规定婚姻应陔遵从父命的法律要比较合适

一些。根据这个见解，意大利和西班牙的习憤就不很合理了，因为

那里巳轻建立修道制度，人们又可以不得父亲的酢可而桔娇气

第九节少女

只有婚姻能够抬少女们带来快乐与自由。少女们有脑不敢思

想，有心不敢用情，有眼睛不敢看，有耳朵不敢听；她们只能显出愚

蠢笨拙的样子；她们不断地受到琐事的苦楚和簸规的瞳贲。所以

她们是十分颠意粘婚的。需要艇过鼓励才桔婚的，是男孩子们。

第十节什么决定婚娱

当一男一女找到了任何地方可以便利地生活在一起的时侯，

他们就桔婚。如果没有生肝困难的阻挠的括，人们是极自然地要

粘婚的。

当一个民族正在生长的时俟，它滋生蕃衍，人口日繁。那里独

身生活是极不方便的；子女多倒没有什么不方便。到了国家形成

之后，情形就正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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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节 政府的暴虐

一贫如洗的人，例如乞丐，却有浒多子女。这就是因为这些人

处于一个民族正在生长的时代。父亲井不需要任何成本就可以把

自己的艺术59 传给他的子女，这些子女甚至在幼年时代就巳轻是

他的这种艺术的工具了。这种人在一个富裕或迷信的国家里是生

齿日繁的，因为他们对社会不负担什么责任，而自己却是社会的负

担。但是有些人仅仅是因为处在暴虐政府之下才贫穷的；暴虐的

政府不把他们的田园看做是他们生活的基地，而把它当做进行扰·

害的借口。我要指出，这些穷人生育的子女是不多的。他们自己

就没有粮食，怎能想到分拾别人呢？他们有病都不能照顾自己，怎

能去培养一些孩提肘代就不断在疾病中过 H 子的子女呢？

有些人嘴里虽然脱得很容易，但缺乏研究的能力。因此他们
脱，国民越贫穷，家族便越繁盛；又脱，赋税越重，人们便越勤奋，使
自己有力量檄钠夙税。这两种嘐脱曾桏毁灭过君主国，井将永远

使君主国归于毁灭。

政府的暴虐可以发展到使天然的情威破坏天然的悄威本身。

美洲的妇女不是曾翱堕胎，以免自己的子女也遭遇到她们自己所

遭遇到的那样残酷的主人么？＠

第十二节不同国家男女孩子的人数

我巳桯注意到，欧洲生男孩比生女孩多些凯人们酋指出， H

本生女孩比生男孩多些丸从一切情况比较脱来，日本富于生产

力的妇女比欧洲多，所以人烟也较为稠密。

@ 多黔·盖支：«西印度群岛新近跻查酝第 58 页。

@ 见同上书第 16 章第 4 节。

@ 参看康波弗尔心日本史，，中关于美阿杲｛京都）户口啊查的配述。

书.... .、·..... ····•户,.个.．飞，· P、心，心..七“心“斗：．．．＂＂．如尸．．．～ r ·r-- · ··一.一．．．．一 .- · -. , ．＿，气＿． ，．一 . 
•• ···•心···'｀" T l ll 1 r -, --__ _ _ ·• ·• ·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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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旅行家们肥载，在班谭，女孩和男孩的比例是 10: 1@。这实

在太不匀称了。按照这种情况，则那里家庭的数目和其他地区家
1 

庭的数目的比例将为 1:5一，。实际上，那里一个家庭的人口还要
2 

多些＊＊，但是很少人有充分条件来雒持这么大的一个家庭。

第十三节滨海港口

滨海港口的男人，常常身历万险，远涉天涯海角和穷乡僻壤，

生死是无定的；所以在那里，女子多于男子。但是那里的儿童，却

比什么地方都要多。这是因为生活容易的躲故。这也浒又因为焦

类机体中汕质的部分是较好的、促进生殖的物质。日本＠和中国＠

人口繁密，不可胜数，其原因之一，恐怕就在此。在这两个国家甲，

人们儿乎只是吃焦过日子＠。假使悄形确是如此，那末（西方J强

制修士以焦为食的那些寺院法规，应该脱是违背立法者的本意了。

第十四节土地生产所需人力的多寡

游牧地区，入烟稀少，因为那里只有很少的人有事情做；麦田

需要较多的人工作；葡萄园需要的人更是多得多了。

在英国，人们常常抱怨说，牧场增加使人口减少现，在法国，

© «剑建东印度公司历次航行粗壹“第 1 卷第 347 页。

* 班膘 11 人，女 10 男 lJ 1 男娶 10 女，得巨数 1 ，欧洲 11 人，男 6 女 5,1 男娶 1

1 
译者女；得户数5- -- 2 .. 

** 指班谭一夫十妻再沺上子女．一一译者
@ 日本是由岛屿所形成的，不是海岸就是河边，那里的漳叉斋都是焦。
@ 中国的河川溪洞，到处都是。

@ 杜亚尔德：«中华帝国志“第 2 卷第 13!> 、142 等页。

@ 贝尔内院，大多数的土地所有人发现出售羊毛比出售麦谷的利涧高，所以把
他 fl'" 的田地封闭了。老百姓就耍饿死了；他们损竿起义，耍求制定土地均分法，年青的
国王甚至写出他关于这个间题的意见。他们发表宣言，反对曾翻封闭田地的那些人。

见嗦教改革史辆宴“第 44 、88 页。

•• ·· · _ l..』 lll.l l l l ll'．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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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则说，葡萄园不可胜数是人烟稠密的主要原因之一。

一个有煤矿供给充分燃料的国家，比别的国家优胜之处是，它

不需要树林，一切土地都可以耕种。

生产稻米的地区，灌溉八朵水需要极大的劳动；因此要有浒多

人工作。不但如此，那里比耕种其他谷物的地方，需要軗少的上地

来椎持一个家庭的生活。末了一点：在别的地方用来喂养牲畜的

土地，在那里却直接用来维持人的生活；在别的地力由牲畜去做的

活，在那里则由人来做；土地的耕种对于人来諒好像是一个大工

厂。

第十五节人口与工艺60 的关系

如果一个国家有上地均分法，井实行均田的话，那末虽然没有

什么工艺，人口也是会很多的，因为每个公民从所耕种的土地就能

获得所需要的一切食物，全体公民就共同消费土地的全部产品。

古代的＊一些共和国就是这样。．

但是在我们个天的情况下，各国土地的分配是不均的＂；土地

的出产是多于耕种者的消费量的；如果忽眳工艺，井仅仅重祝农业

的话，国家的人口就不会多。自己耕种或雇人耕种的人，既然有剩

余的产品，下一年就无事可做了。倾惰的人不能完全消费掉这些

产品，因为他们没有什么可以去购买的。因此就应建立工艺，寸地

的出产就可由农人和工艺人去消费。总而言之，个天的国家需要

浒多人进行超过需要的耕种。要达到这个目的，就应陔让人们有

一种从额余生产获得享受的胀望。只有工艺人能够满足人们的这

种欲望。

机器的目的是简化技术；它们井非老是有盆处的。如果一件

* 甲本没有“古代的“三字。

** 甲乙本作“分配是十分不均的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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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价格井不科，对买主和制作工人双方都威到适宜，而机器却把

制作程序阐化了，这就等于削减工人的数目，所以是有害的。要不
是实际上到处都巳投置r水磨的括，我不会相信它们是像人们所

1一说的那样有盆的，因为它们巳郫使无数的人失业，夺去了牉多人对

水源的使用，井使许多土地失掉f牛产力气

第十六节 从立法者的角度看人口的繁殖问题

关于一国人口的沈规，主要｝＼初视情况而定。有些国家，大自然

巳翱什么都给做好了，立法者就无事可做。气候巳生养足额的人

丁，还需要用法律去促使生齿繁滋么？有时候，气候比上壤还有利

于繁殆；人民番衍了，而饥倾摧毁f他f凹；中国的情况就是这样。

因此，那里的父亲出卖女儿，遣弃婴孩。在东京＊，同样的原因产生

了同样的秸果~;我们不必像烈膳多肥敕的那些阿拉伯旅行家们

那样寻本探掠，认为这种情况的发生是因为那里的人信仰输迥之

说的躲故气

山于同样的理由，台湾岛的宗教不许妇女在三十五岁以前生

育子女究在这个年龄以前，由巫婆给她I门压腹堕胎。

第十七节 希腊和它的人口

东方某些国家人口的情况是由于物理的原因，而希腊则原因

千政体的性质。希腊人是一个伟大的民族，它由城市所紨成，各城

市有自己的政府和法律。它们的雄略尚武井不超过今天瑞士、荷

兰和日耳曼的城市。每个共和国的立法者所追求的目标是，内使

* 指越南上所。－－一罪者

CD 1昔比埃：«周游世界陀“第 2 卷第 41 页。

@ 同上书第 16·7 页。

@ 参看«创建东印度公司历次航行辑霓“第 5 卷第 1 篇第 182、 188 页．

' , ＇．八，，．， · -, 血一 ll'”“.,“' ＂.．“闱 l l,'，一一·山，闱 l"',. 二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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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幸闹，外使国力显扬，不业于邻国飞由于拟域不大，又幸幅

尤比，因民人数易于增长，因而成为国家的负担。所以他们不断地

向外妞民气他们被他国屉佣，当兵作战，像个大的瑞士人一样。一

切能够阳抑生育子女过多的手段都从未被忽略过。

布腊打一些共和国的政制是奇特的。它们强迫被征服的民族
供给它们的国民的生活。拉栖代孟人就是由伊洛底人、克里特人

由珀甲埃人、帖藷利亚人由珀内斯特人供养的。自由人的数 H 只

能是很少的，这样，奴隶才供给得起他们的生活。今天我们主张限

制常备市的数额；而拉栖代盂就等于一支由农民养活的事队；因此

就应该限制这支而队的人数。不然的话，享受社会一切便宜的自

由人，数目必将无限地增加，而农民将受到重压。

因此，希腊人的施政特别注重规定公民的数额。柏拉图把一侐

国公民的数额规定为五千零四十人（3\。他要人们按照需要，通过
粕人荣堵或沿辱、通过老人的粘戒等方法，增加或威少生育。他祛

年要人们规定婚姻的数目，使人民新陈代谢，婖补新成员，而共和

匡又能免除过重的负担氮

亚里上多德脱，如果国法禁止弃婴，就应骇限制每人所生子女

的数［一仰。如杲一个人的子女超过了法律所规定的数目，他建战

在胎儿获得生命之前＠62 就给妇女堕胎。

亚里士多德啖到了“克里特人为防止子女过多所采取的可耻

手段当我想啖起这事时，我威到我的廉耻之心受到震惊。

亚里士多德又脱，有兰地方的法律规定外国人或私生子或仪·

@ 在勇敢、纪律和事事训棘方面。＇
@ 高卢人情况相同，做法也相同。龟

@ «法律习第 5 卷。

@ «共和国“第 5 卷。

@ «政治学"t7 卷第 16 章。白

@ 同上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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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母方为本国公民的人为公民＊；但是当人口巳桏足够的时候，就

不再这样做了＠。加拿大的野蛮人烧死俘虏；但是如果有空犀f

可以给他们居住的时候，就承认他们是本族的人。

只蒂佣士根据自己的卧算，认为在英国一个人所值的价格和

阿尔及耳卖一个人的价格相同气这只有在英国才有叮能员正是

如此，因为有些匡家，人的价侦等广零；有些国家，速零也值不上。

第十八节 罗黑兴起以前各地人民的情况

意大利、西西里、小亚细亚、西班牙、高卢、 H 耳曼，就，笔不多同

希腊的悄况一样，都是一些小民族，人烟至为稠密。它『1不需要繁

·殖人口的法律。

第十九节世界人口的减退

所有这些小共和国都被一个大国吞噬仁人们看到，世界的人 , 

口在不知不觉叨减少r。只要看看罗思胜利前后的意大利和希腊
就够了。

狄特·李雒说：“人们将佣我，窝尔西人在吃了那么多败仗之

后，从哪里找到供应战争的兵源呢？这些地区，一定是人「极为繁

盛的；但是个天，要不是住 r那儿个罗思士兵和那儿个罗思奴隶，

将只是一片荒溃了。”@

普卢塔克说：“神渝巳翱停止了，因为宣布种諒的地方巳桯被

毁坏了；今天希腊儿乎找不到三于名战士。”@

斯特拉波脱：“我将不描述伊庇鲁斯及其邻近地区，因为这些

* 甲本作“有些地方的法律规定私生子为公民；但是......鳍．

@ «政治学“第 3 卷第 5 章。

@ 六十英镑。

@ «罗厨编年·史“第 6 卷第 12 章。 - 

@ «道德著述。关于神谕的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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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j已完全成为僻地荒野了。这种人口的威退，早已开始，现在

还大大什继桢若；以致罗岛的审队竟能在人惘遠弃的住宅投悯怅

空U“1 斯特拉波在波利比岛斯的苦述里找到［这种悄况发生的原

因。波利比扁斯股，保罗·爱米利岛斯在胜利之后，毁坏了伊庇鲁

斯七十个城市，井带走了十五万名奴隶。

第二十节 罗，焉人需要制定繁殖人口的法律

罗扇人摧毁了一切民族，也摧毁了自己。罗焉人长年劳兵苦

战，致力千雄图伟略，又肆逞暴虐，终于力横衰浓，好像一件武器山

「不断使用而拫耗一样。

他们注意按照公民缺捐的悄况增补公民气建立会社，系合与入

们以市民的权利，井以庞大的奴隶群作为公民生长的苗床。—一所

才j这些，我这里都不牍了。我所要啖的不是他们增补公民缺扣，而

是增补兵员缺损＊＊的措施。罗思人是世界上最懂得使法律为户已

的意图胀务的民族，所以研究他们在这问题上的措施，并非无关耟

疗的书，飞

第二十一节 罗，黑人繁殖人口的法律

罗思古代的法律邢精喝虑地誘导公民桔躲。元老院和人民时

常制定有关这问题的规章；在狄欧的若作所蔽奥古斯都的祯訧里

就啖到这点叽

狄欧尼西劂斯·哈利卡尔拿苏斯不能相信，在椎埃人把＝百

@ «地志心第 7 卷第 495 页。

@ 这点我＊巳在＜＜罗思盛亵原因脸＂里加以脸遠。

* 甲乙本作“一个近代著者”，不用“我”字。

拿＊ 甲乙本没有“缺损“二字。

@ «罗玛史“第 56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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笭开个发比人消灭后，发比族就只剩f－个小孩子＠；因为规定每

个公民应粘婚井养育所有子女的古法，当时＠仍然有效。

在法律之外，监察官对婚姻进行监督；井按照共和国的需要，

通过沿唇与刑刑的手段，使人们桔妍＠。

风俗开始败坏了；这是公民肘厌秸婚的主要原因。对那些对

訰沾无瑕的欢乐已不成兴趣的人们，婚姻只是一种莉苦而巳。梅

蒂霪斯·努米狄申斯在肾监察官任内向人民所作的那篇演脱＠就

表现 f这种风气。他脱：“如果我们可以不娶妻的括，我何就可以
免受这种莉苦；但是，大自然既巳规定，我们不能够和她们快乐地

生活仆一起．而又不能够没有她们而生存下去，那末我们就应当多

多汴重保种，少关心些忻时的快乐产

监察制度的建立原来为r防止风俗的败坏，但是风俗的败坏

肃消灭了监察制度；因为当风俗巳翱普逼腐烂的肘候，监察制度也

就无能为力『例

国内的不和、三头的执政、公敌的宣告＊等使罗焉所受到的削

弱，超过历来罗思所进行的任何一次战争。所剩的公民巳轻不多

了＠，而且大半都没有粘婚。为补救这个缺陷，凯撒和奥古斯都币

建了监察制度，甚至自己要当监察官＠。他们制定了种种法规....凯

O «罗思古代史））第 2 卷。

(2) 罗禺 277 年。

@ 关千监察官在这问题上的做法，参看狄特·李椎：«罗席编年史过第 45 卷；狄

特·李维：«补篇》第 59 卷；奥露斯·格利．乌斯：«阿的喀夜 i和第 1 卷第 6 章，瓦列利岛

斯·焉克西穆斯：«著名作家言行录过第 2 卷第 9 章。

@ 溃脱载奥露斯·格利乌斯：«阿的喀夜 i和第 1 卷第 6 章．

@ 参看我在本书第 5 章第 19 节所脱的。

* 团］立告某人为公敌，处以死刑，并没收共财产．—一罚者

@ 凯撒在内战之后作了人口隅查，发现只有户主十五万人。佛洛露斯： «历史概

耍｀，对命狄特·乍稚的«罗焉编年史：第十二代史沁

© 参看狄欧：女罗焉史“第 48 卷和希费林：«奥古斯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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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奖赏子女多的人＠；他禁止四十五岁以下无丈夫无子女的如女

悬挂宝石和乘坐栳輿＠。这是利用牖荣心打击独身者最妙不过的

办法。奥古斯都的法律更加激烈了＠。他对不粘婚的人处以新的
刑拥，井增加给粘婚和有子女的人的奖赏觅塔西伦称这些法律

为«茹利安法设）飞它显然是总汇了古肘元老院、人民和监察官f1

所制定的法规。

奥古斯都的法律遇到了重重障碍；在制定后三十四年＠，罗思

的躺士们要求废弃陔法。他把粘婚和不粘婚的人分开，不秸婚的

人占居大多数；这使国民威到震惊，愕然不知所措。奥古斯都以古

肘监察官们的严历话气，告盺国民既

＂疾病和战役夺去了我们这么多公民，如果人们不再粘婚的

括，这个城市将变成什么样子呢？城市井不是由房屋、廊庶和公共

场所，而是由居民所组成的。你们将看不到肿话里的那种人，从地、

下钻出米，给你们管理事务。你们独身，并不是为着过孤独的生活，·

因为你们每一个人都有伴侣，陪你们吃饭，陪你们睡觉；你们只是

企求安逸地过着放淄的生活。在这里，你们是不是要引雒躲塔的

童贞女＊＊作为范例呢？那末，如果你W门不遵守贞节的法律的话，你

们也应和她们一样，受到惩割。不渝是誰都学习你们的榜样，或是

誰都不向你们学习，你们都同样不是好公民。我唯一的目的，就是

共和国的永世锦延。我增加了对那些不胀从的人们的惩削。至f

@ 狄欧：«罗禺史“第 48 卷第 25 章；苏埃多尼岛斯： «尤利．乌斯·凯撒））第 20 章；

阿庇安：«内战“第 2 卷。

@ 尤塞比，乌斯：«编年史斗
@ 狄欧：«罗属史“第 54 卷第 16 章。

＠罗厨 736 年。

@ «茹利安法案，藏塔西伦：«史配》第 8 卷第 25 章。

* “茹利安“是凯撒、奥古斯都等的一个家族所用名字“茹利亚＂的转昔．－—-环者
@ 罗禺 762 年。狄欧：«罗焉史“第 56 卷第 1 章。

** 罗焉神括里祭维赫塔女灶神时看守祭坛上不灭圣火的处女r一一环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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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给奖赏，我不知道任何晶德曾轻接受过比这些还多的奖赏。比

这些还少的奖赏巳足使上千的人舍弃他们的性命；而这些奖赏竞

不能使你们娶妻育子么？呴）

他制定了一项法律。人们称它为«茹利安－巴比，恩－博自恩

法＞＞。这是用他的名字茹利亚和那年曾任儿个月执政官的巴比亚

和博自亚二人＠的名字命名的。上述积弊甚至出现在这些人当选

的时候。狄欧告祈我们，这时他们这三个人也都没有粘婚，都没有

子女＠。

奥古斯都的这项法律是一个质正的法典；它把关千这方面一

切可能制定的法规都汇负在一起，成为一个有系統的整体。各项

«茹利安法»被重新编入到里头去g，获得了更大的力量；它们的范

围很厂泛，影响所及的事物又很多，因此成为罗焉民法最优美的部

分。

这些法律的零星片断＠就散见于： （ 1）底尔边的那些宝贵的

`，断篇＞＞；（2)«罗焉法汇篇»里的法律（这些法律是从各家脸«巴比恩

距的茜述里辑出的）； （3）引用这些法律的史家或其他苦者的著

作；（4）废除这些法律的«提奥多西岛斯法典»;(5)谴责这些法律的

种父们的苦作等中间。这些肿父的指肖固然出于对来脏事物的可

嘉的热試，但也出于对令生俗务的茫然无知。

这些法律有好些项目，我们知道的有三十五项©。但是为着
尽阰直捷了当地啖我的胚目，我将由奥露斯·格列息斯所脱的第

@ 这个演讲本来是很冗长的，载狄欧：«罗焉史习第 56 卷。这里，我把它缩短了。

@ 也就是黑尔康斯·巴比乌斯·穆蒂露斯和博白乌斯·蔬比奴斯．见狄欧：«罗

禺史>>第 56 卷。

@ 狄欧：＜（罗玛史“tt 56 卷。
@ 乌尔边的«断篇“第 14 篇把«茹利安法习和«巴比恩法斗极严格地分开．

© 疮姆斯·歌德佛雷合辑有专篇。
® ·«法律>) 19 等«关千婚姻的仪式））内引第 35 项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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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项、也就是该法中规定给与荣浒和奖饮的那一项啖起饥

大多数罗思人来自付翱是拉洒代孟妯民地的拉丁城市©。他

俨l的一部分法律怯个是从这些城巾学来的雹他们也和拉栖代孟

人一样，一尊敬老人，给与他们以一切光荣和优先待遇6 当共和国缺

少公民的时候，它就把从前给与老人们的特权给与粘妍和有f女

的人＠；有一些特权是专属］沫占婚的，和生育子女没有关系；这些

特权称为夫权（、有子女的人则粕与另一些特权。生了三个子女的
入． WJ系合勹更大的特权。这三种情况是不应节混淆的6 这些特权

中，有一些是粘婷的人条巠常享有的，例如，在戏院里有一个特殊的

座位©；还有一些特权只是有子女的人才能享受，而且，只有子女

更多的人才能比他们优先享受这些特权。

这些特权的范围是很广的。．不渝在追求光荣方面，或在享受

光荣方向，秸f小而且子女多的人总是得到优先待遇霆 子女最

多的执政官可以奻先接受棒斧＠，可以选择颌地＠；子女最多的兀

老的名字则放在尼老名录中的最前列；他井且可以在元老院中最

先发言悯有了4j的人可以提早接受官职，因为有一个核子就可

以提早一年炽如果有三个孩子在罗思，就可免除一切个人的义

CD «阿的喀夜话））第 2 卷第 15 章。

@ 狄欧尼西岛斯·哈利卡尔拿苏斯的著作。

@ 奉派去}觅希腊、法律的罗，丐代表侗竹到过雅典和意大利各城市。

@ 奥露斯·格列岛斯：«阿的喀夜括））第 2 卷第 15 东。

$ ＋苏埃多尼，乌斯：（（奥古斯多））第 44 章。

@ 塔西伦：«史记））第 2 卷第 151 衣中有：“以便使子女的增补数目超过法律所耍

求的数目。”

@ 奥露斯·格列乌斯：«阿的喀夜i和第 2 卷第 15 章。

* "棒斧”是用棒捆扎成束，一端露出斧头，在古罗禺是权力的象征；或问作“权
杯”“仪仗钺＂。—一捍者

@ 塔西伦：＂妇贮第 15 卷第 19 章。

@ 参行«、法律）） 6 第 5 节等«关千十人队长心

吵 参看（（法律)) 2 等（（关千少年沁



第四卷 第二十三章 法律和人口的关系 1幻

务0。生而自山的如女打了三个子女，脱离奴籍的如女有了四个

子女，就可免受终身的监护＠—一这是罗焉古代法律所皊妇女们

的束羁©。

既有奖赏，也就有惩割氮没有枯娇的人不得从没有亲属关

系的人的遗刺那里接受任何利盆饥秸了婚而没有子女的人，只

可接受一半＠。普卢塔克脱，罗焉人秸婚为的是要当继承人，而不
是要生继承人仇

夫妇之间通过遠喇给与对方的利盆，在法律上是有限制的。

如果他们生有子女的括，一方是可以把财产的全部遣给对方的＠。

如果没有子女的姑，一方可根据婚姻关系继承对方财产的十分之

一。如果他们的子女是另一婚姻关系所遗留的子女的括＊，则一方

继承对方财产的比例是：有多少个子女就继承多少份“对方财产的

十分之一”。

一个丈夫如果不是由于国务的原因而院开妻子的括；不得做

妻子的继承人＠。

法律给与螺夫和寡次3两年的期限，轮与肉婚的人一年半的期

限＠，重新粘婚。如果父亲不顾给子女成婚或不脓粉女儿嫁农的

@ 《：法律» 1 第 3 节和«法律» 2 等«关于义务的豁免和解除％

@ 乌尔边：«断篇»第 29 篇第 3 节。

@ 普卢塔克：«努驾的生平沁
@ 参看乌尔边： «断篇）＞第 14-18 篇。这是罗屈古法中最美丽的一些片断。

@ «梭佐末奴斯着作集＂jJ 1 卷第 9 章。有亲禺关系时就可接受；岛尔边：«断篇》
第 16 篇第 1 节。

@ «梭佐末奴斯著作集》第 1 卷节 9 章和«单一法)) I 载«提奥多西．乌斯法典》内

«关于软弱的人和对独身及稣寡的惩蓟沁
<z:, «道德著述：脸父爱沁
@ 参看扁尔边：«断篇刃第 15-16 篇关于这点更佯尽的配述。
* 例如异母的子女。一－－霹者
@ 岛尔边：«断篇》第 16 篇第 1 节。
@ 乌尔边： «断篇习第 14 篇。初期的«茹利安法》似乎给了三年的期限。奥古斯

都的演讲，戴狄欧：«罗玛史J第 66 卷；苏埃多尼岛斯： «奥古斯都»第 3i 章。其他的«茹
利安法＂只轮与一年期限；末了，«巴比恩法仆合与两年期限。乌尔边： «断篇“第 14 篇。
达些法律并不是人民所欣然赞同的 i 所以奥古斯都就依照人民颗否顺从的程度，作了
或宽或猛的啊节。

..一·一勹”. ，，．俨． 4 • ..., 上J畸 -,.-'咖＇，一...一·值11llll1 i“ ＇｀右..,．勹吟产．．．．杠..凸气 ．编：～于，，屯叭．：公，．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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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将由法律强制执行0。

如果两个人要两年以后才能够粘婚的话，就不得订娇＠。女

f要十二岁才可以粘婚，所以只能到十岁才可以订婚。法律不颐

意人们臼臼地亨受＠井借订婚的名义享受秸婚的人的权利。

．、法律禁止六十岁的男人侗五十岁的如女粘婚＠。法律既然巳

把很大的特权给打粘婚的人，它当然不厢意有无用的婚姻。根据

日－理山，«喀尔雒先兀老院法案>)宣布，五十岁以上的妇女和六十

岁以下的男人粘婚是不远住的＠；因此，一个五十岁的如女就不吁

能秸娟而不受到这些法律的惩削。提只留斯使«巴比恩法））更加严

历 r@；它禁止六十岁的男人和五十岁以下的妇女桔婚；因此，一

个六十岁的男人，不誰在那一种情形下，是不可能桔婚而不受到刑

削的；但是格老狄息斯废除了提只留斯肘代所制定的这方面的法
律©。

所有这些法律比较适宜于意大利的气候，不适宜于北方的气

候；在北方，一个六十岁的男人精力仍然耟督充沛，一个五十岁的

妇女一般还会怀孕。 . 

为了使人们择偶不受到无意义的限制，奥古斯都准浒－切非

元老的自由氏＠同脱离奴藉的如女粘婚＠。«巴比恩法»禁止元老和

脱离奴籍的妇女或优伶粘婚酰从，扁尔边的时候起，就禁止自山民

@@@@@@@ 

@@@ 。节

这是«巴比恩法)}第 35 项，载«法律» 19 笭«关千娇姻的仪式％

去看狄吹：«罗禺史＞＞第 54 卷， 733 年；苏埃多尼岛斯：«屋大椎“第 31 章．

参看狄欧：«罗席史习n 54 卷；和奥古斯都的谈讲，载同书第 53 巷。

乌尔边：«断篇»第 16 篇；和«法律戏r«关千婚姻的法典沁

扁尔边：«断篇“第 16 篇第 3 节。

参看苏埃多尼乌斯：«格老狄乌斯»第 28 章。

参看苏埃多尼乌斯： «格老狄乌斯习第 28 章；和乌尔边： «断篇“第 16 篇第 8

狄欧：«罗厨史“第 54 卷 i 乌尔边：«断篇））第 18 篇。

奥古斯都的演讲，载狄欧：«罗焉史“第 53 卷。

岛尔边：«断篇“第 13 篇 1 又«法律»44 等«关千婚姻的仪式刃桔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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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生活放浪，或出台演戏，或轻过公审钊罪的妇女桔娇0。这应陔

是有过一些元老院法案作了规定的。到了共和国时代就儿乎不再

制定这类法律了，因为在这方面监察官们消租了巳发生的粉乱，又

防止了粉乱的发生。
君士坦丁制定了一项法律，规定不但元老们，即速在国家中有

相当地位的人，也都要受«巴比，恩法叶的禁例的拘束＠；至于身分低

微的人，则未提及。这就是当时的法律。因此，除了君士坦丁的

法律所规定的那些自由民之外，这类婚姻对其他的人巳不禁止了。

查士「尼又把君士坦丁的法律废除了＠，并淮胖各种类的人缔桔

上述婚姻。民此，就产生了一种极为可悲的自由。

对违反法律禁例而粘婚的人所处的刑肌和对不桔婚的人所处

的刑佣，显然是相同的。这类违禁的婚姻不能得到任何民事上的

利盆矶因为球资＠在妻死后就被没收＠。

奥古斯都把被这些法律宣告为“无能力”的人们的遣产和遣附

物判归国车0。显然，这些法律与其脱是政治性与民事性的法规，

毋宁说是财政性的法规。沉重的负担巳使人们威到厌恶，食得无

厌的国岸又不断地勒索桲取，这更增加了人们的厌恶。由于这个

躲故，到了提只留斯的时候就不得不变更这些法律＠；尼碌就不能
不减少国库拨给告发者们的奖赏＠；图拉冥就不能不停止他们的

© 去看乌尔边：«断篇刃第 13,-14 篇。

@ 参看«法律》丘关于自由民的法典））。
@ «新法>117。

@ «法律“87 第 7节等«关于自由的工作，；乌尔边：«断篇“第16 篇第 2 节。
@ «断篇汃司上。

@ 参看本书第 26 章第 18节。

@ 除了某些例外。参看乌尔边： «断篇》第 18 篇，«单一法·>的«关于取消未入籍
外国人遣产充公法为0 • 

@ “关于«巴比恩－博白恩法＂的变更。“见塔西伦：«史配，，第 3 卷第 25 章。

@ 减少为四分之一。苏埃多尼乌斯：«尼躲，第 10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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掠夺烧塞雒路斯就不能不变更这些法律＠；法学家就不能不认为

它们是令人憎恨的法律，井在他们的裁判里去掉了它侗的严酷性。

不但如此，皇帝们把特权给与有“夫“权、，“子女“权和“三子女”

权的人，这样来削弱这些法律＊的力量＠。他们更进一步宽免特殊

的个人，使不受这些法律的刑肌＠。 1 但是，为公共利盆而投立的规
章好像是不能容许宽免的。 1 

把有子女的人所享受的特权给与稚躲塔的歆贞女~,是合

理的，因为宗教要求这些童贞女保持必要的处女的贞沽；把丈夫的

特权给与士兵矶也是合理的，因为士兵不得粘婚。习惯上，帝王

得免去某些民事法规的拘束d 因此，奥古斯都不受炳项法律的拘

束，即限制释放奴隶的权利的法律＠和限制立遣产的权利的法

律＠。所有这些，仅仅是特殊的例外。但是后来，各种宽免便成为
漫无限制的了；因此，原则反而成为例外了。

哲学的某些宗派巳穗把脱离俗务的风气榆入帝国里米。这种

风气是不可能在共和国肘代流行的＠，因为在那肘代每一个入都埋
i1`
, 

@ 参看普利因心巴内基利摩斯丸

@ 塞维路斯推迟了社巴比息法»所规定的粘婚年龄，丿规定为男二十五岁，女二十
岁。这点，只要把乌尔边：«断篇》第片16 篇和德篇利安：«辩拆»第 4 章做了个比较，就可
看出。 , 

* 指限制娇姻的法律．一一环者

@ 监察官只·斯基比欧在向人民作关于风俗的演訧时，抱怨巳翱有弊端发生，

院养子霓和私生子享受同样的特权。奥露斯·格利乌斯： «阿的喀夜括》第 5 卷第 19

章。

@ 见«法律， 31 等«关千婚姻的仪式》。

© 在«巴比恩法，里，奥古斯都把母亲的特权给与这些童贞女。参看狄欧：«罗厨
史“第 66 卷。努珊会把旧时有三个子女的母亲的特权给与她们，即：不受监护。普卢

塔克：«努漓的生平丸

气， @ 这是格老狄乌斯给与他们的。狄欧：«罗禺史，第 60 卷．

© «法律江在家庭》等，«关于释放奴隶，第 1 节。

© 狄欧心罗焉史为第 56 卷。

@ 参看西塞罗：«官职“第 1 卷对千“思辨风气”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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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于战争与和平的I艺；这种风气产生了一科追求“至善境域”的

思想，这种思想是同一切达到思辨的生活”的东西相速系着的；这

种风气使人泗疏远家庭，脱离它的羁绊和烦扰。基督教在这种哲

学之后植入；它就仿佛把仅仅由这种哲学所准备了的思想固定起

米。

基督教把它的性格赋与法学，因为帝国和教职总是秸速在一
起的。試肴«提奥多西，扁斯法典喟生它不过是信奉基督教的皇帝

们的法令的汇编而巳6'0,. ,. ·.-.';'' 

一个君士坦丁烦间的作者酋翱告拆这个皇帝陇：＂陛下所制定

的法律，无非是为着消骈邪恶和整舫风粔而巳。古法的腕酐巳为

陛下所掖弃；古法除了股置圉套陷害天赁质朴的人而外，似乎没

有其他目的。”@ ,I , 勹

君士坦丁的进行交革一定是出于与基督教的建立有关系的思

想或是出千甚督教的“至善境域“所孕育比来的思想。从第一种思

想产生了那些赋与主教俨以权威的法律；今这些法律成为教会管辖

权的基础。从此，产生了削弱父权的法律饥剥夺了父亲把子女当

做自己的财产的那种所有权；为了传播一种新的宗教，就必须消

灭子女的极端依样性飞子女对巳艇建立的旧事物，总是比较不那

样依恋不舍的。 ' , 

以达到基督教的至善境域为目的而制定的法律，主要是那些

废除也比恩法））的刑洲＠，井使没有桔婚和粘婿而没有子女的人

们不受该法拘束的法律。

一个教会的史家岛”制定这些法律，就仿佛是，只要我们苦心

@ 那店利乌斯：«君士坦丁距，321 年。 :. .·• ..一； 、， 1, 

@ 参看«法律江、2 和 3,.贮提奥多百乌斯法典`«关于母产和母亲亲孺的产业》1
和＜＜单一法汃载同法典«关千未成年的儿子所应获得的财产兄

* 指对父亲的依赖性。一序者

@ <.<单一法兄载«提奥多西乌斯法典“9关千软弱的人和对独身及鲸寡的惩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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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劳，就能够使人种繁殖；而看不见人口的增减是遵照上帝的命令

的。”@

宗教的教义曾軠对人种的蕃衍产生极大的影响；在鼓励增殖

方面是如此，在抑制生殖方面也是如此。例如，犹太人、回民、格伯

尔人、中国人等的繁殖就受到了宗教的鼓励。罗焉人信奉基督教
后，他们的生殖则受到宗教的抑制。

他们不断地在各处宣传禁欲，也就是说，宣传一种更完善的品

德，因为这种品德在本质上加以奉行的人很少D

君士坦丁没有取消那些“十进的“法律，—一就是那些淮浒夫

妇按照子女数目的比例以较多遣产授给对方的法律。小提奥多西

扁斯甚至把这些法律也都废弃了＠。

查士丁尼把«巴比，恩法»所禁止的一切婚姻宣布为有效的婚

妪＠«巴比恩法习要踩夫寡妇重新桔婚；查土丁尼则把利盆赏与不

再桔婚的人们＠。

按照古代的法律，每个人桔婚和生育子女的自然权利是不得

剥夺的。因此，如果有人以不桔婚为条件接受遣产的话见或是

“释放奴隶后的旧奴隶主“要他所释放的“脱离奴籍的人“立誓不桔

婚不养育子女的括矶这种条件和这种誓言在«巴比恩法4是无效
的酰所以我们所制定的要寡妇不改嫁的法律是同古法相抵触的，
是由皇帝时代的政制流传下来的；而这些政制是建立在“至善境

域＂的思想上的。

O «枝佐末奴斯著作集，第 t卷第 9章。

@ «法律戏、3，戴«提臭多西乌斯法典兀关千子女的权利石
@ «圣法兄截«关于婚绸的法典兄

@ «断法冷 1窜第 8 章1«新旋｀ 118 第 5 章。．

@ «法律“54 等«婚姻臭豹和貌明，0

@ «法律» 5 第 4节«关千旧奴隶主的权力,-.

@ 保罗：«钊决刃第 8 卷第4篇第 16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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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没有法律明文废止拜偶像肘代的罗思人所拾与桔婚与养育

子女的特权与荣典。但是，人们既然巳把独身生活放在优越的地

位，那就不可能再抬婚姻以任何荣典了；．而且，人们既然能够通过

取消对不婚等的处罪而迫使税吏们放弃那么多利盆，那末就更容
易取消舱与婚姻的奖赏了。

灵性上的理由既许可了独身生活，不久，同一理由就迫使独身

生活成为一种必要的制度＊。上帝不能容许我在这里反对宗教所

投立的独身制度。但是，对放淄淫邪所产生的所睛独身生活，誰又

能安然钺默，不加反对呢？在这种所喟独身生活中，两性甚至用他

们的天然戚悄来互相腐化，离弃一种能使他们更幸福的桔合，去追

求一种使他们不断堕落的粘合。

这是一条自然的规律：筛桔的婚姻越少，枯婚的人就越腐败；

桔婚的人越少，对婚姻的忠贼就越少；这就好像贼越多，偷窃的事

也就越多。

第二十二节遣弃子女

初期罗焉人对于遣弃子女所采用的政策是相当好的＊＊。据狄

欧尼西匐斯·哈利卡尔拿苏斯祀载，罗慕露斯规定每一个公民都

要养育所有的男儿和长女＠。如果婴儿身体残废，畸形怪状的括，

在让五个最近处的邻人看了之后，是可以把付沮启下的。

罗慕露斯不许杀死任何未淌三岁的婴儿见他就这样折衷了
赋与父亲对子女有生杀予夺权利的法律和禁止遠弃子女的法律二

者之问的矛盾。

* 指神父、修士等必须独身．

“ 甲乙本没有“相当“二字．

CD_ «罗属古代史，第 2 卷．

@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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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据狄欧尼西息斯·哈利卡尔拿苏斯把载，规定公民桔婚井

养育所有子女的法律在罗愿 277 年是有效的也可见习惯巳翱的

束了罗慕露斯准浒遣弃幼女的法律。

我们仅仅从西塞罗的一段祀载里得知«十二绢表法门有关于遣

弃子女的规定。这项法律是罗思 301 年制定的。西塞罗在啖到护

民官的职务肘脱，婴儿一出生如果像«十二铜表法币所脱那样畸形

怪状的括，就立郎把他窒息至死＠；可见形体正常的婴儿是加以保
养的；«十二铜表法戏对先前的法制并没有作出任何变更。

. 塔西伦脱 “H 耳曼人从来不遠弃子女；那里好的风俗，比他处

好的法律，力量还要大哩。”＠那未，罗焉人必然有过反对这个习惯

的法律，但是他俨巳不再遵从这些法律了。我们看不到罗，焉有任

何准浒遣弃子女的法律包遣弃子女无疑是共和国末期才传入的

一种恶习；这肘，奢华巳使人们得不到安乐，人们认为把财富分始

子女就意味着贫穷，父亲认为给与子女的一切东西都等千丢失，而

且财产和子女也巳翱有区别 7。

第二十三节 罗禺毁灭后的世界惰况

当罗焉共和国制度鼎盛的肘代，它所要婖补的人丁仅仅是那

些由于它的吼毅，由于它的豪胆，由于它的坚定，由于它对光荣的

热爱，甚至由于它的品德，而引起的人T的缺损而已；所以这肘它

所制定的、旨在增加公民人数的法规是有效力的。但是不久之后，

最明智的法律巳艇不可能重建一个死亡的共和国、一次普逼性的

大乱、一个單政府、一个冷酷无情的帝国、一种目空一切的专制主

© «罗属古代史“第 9 倦。

@) «法律“第 3 卷第 19 章。

@ «日耳曼人的风俗»第 19 章。

@ «罗厨法汇编》里没有遣弃子女的项目； «法典叶的项目里也没有提到它i «新

祛））里亦付缺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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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一个脆弱的打主国、一个愚蠢、癡呆、又迷信的朝廷等所相继摧

毁了的东西。人们可以脱，罗思入征服了世界，只是把它削弱了，
使它不能防卫自己，而拱手把它交与野蛮人而巳。哥特气哲特、

藷拉森、鞋勒这些民族相继侵扰他们。不久，就只剩下野蛮民族订

相毁灭了。这就好像肿话时代，在洪水泛滥过后，．陆地上出现了武
装的士兵互相残杀。

第二十四节 欧洲发生的变化和人口的关系

从欧洲当肘的悄况看，人们不相信它的元气有可能得到恢复，

尤其是当查理侵在位，它成了一个单一的大帝国的肘候。但是由

于当时政体性质的关系，欧洲又分裂成为无数自主的小国5 每个

国君就居住在他的村子或城市里；他既不伟大，也不富裕；我还应

该指出，他要有人丁才能有安全；因此，所有的国君都哪精竭虑，去

繁荣各自的小国；他惘得到极大成功，所以虽然他们的政府弊病滋

多，缺乏后代人们所获得的关于贸易的知瞰，此外又有无数的战争

和不断发生的料粉，但是欧洲大多数地区的人口都比今天要多气

我没有时间深入时脸这个朋超；但是我可以引那个由各色各

样的人所粗成的十字事的庞大人数作为例征。普芬道尔夫脱，查

理九世的时候，法国有男子二于万人＠＊。

小国不断地重新合井，就产生了人口的递减。过去，法国每个

村子就是一个首都；今天则只有一个大首都。过去国家的每一个

地区就是一个权力的中心；今天则全都和一个中心述系了起米，而

这个中心可以说就是国家本身。

@ «万国史“第 5 章«除法国沁

* 伏尔泰脱，这个数字显然是绯误的，因为据 1751 年也就是法国人口繁盛时的

户口隅查，法国井没有二于万人。．一霹者

．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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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五节璞前

两个世粔以来，欧洲的航淮业有了长足的进展，这是真的。这

使它的人口增多，又使它的人口减少。荷兰每年派遣极多的水手

到印度各地去，但回来的仅有三分之二；其余的人或者是死亡，或

者是在印度各地定居。其他婬营印度贸易的各个国家，情况应陔

是差不多一样的6

我们观察欧洲，不应该像观察一个单独从事广大航海业的特

殊国家一样来作出判断。-这样的一个国家的人口是会增加的，囚
为所有的邻国的人都要来参加航海的事业，水手们将会从各方粉

粉而来。欧洲则不然，宗教趴大淮和沙漠使它同世界的其他部分
隔艳，不可能在人口上得到同样的补偿。

> 第二十六节桔酴

总上脱来，我们得到的粘脸是：今天欧洲的情况仍然需要繁殖

人种的法律。希腊的政治家们老是脱，公民人数众多使共和国威

到劳累气而今天的政治家们则只是要求我们采取正当的措施来

增加人口。

第二十七节 法曰所制定的鼓励繁殖人种的法律

路易十四硝发特种奖赏给与有十个子女的人；有十二个子女

的人所得的奖赏就更多了＠。但是，问题不应当是奖励奇人奇事。

如淉要培养某种有利于人种繁殖的普逼风气，就应陔像罗焉人一

样，股立普逼性的奖赏或普逼性的刑罚。

@ 差不多各方面都有伊斯兰数的国家圉镜着它。
@ 1666 年鼓励婚姻的上嫩。

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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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八节人口减退的补救办法

如果一个国家由于特殊事故、战争、瘟疫、饥謹等以致人口耗

减的话，那还是有办法的；那些余下的人可能保持着工作和勤劳的

梢肿；可能想法子去弥补灾难所带来的损失；甚至可能因为灾祸的

掾故反而更加勤奋起来。如果一个国家人口的减退由来巳久，而

且是由于内部的邪恶和政府的腐败所造成的括，那末这个灾祸就

儿乎是无法挽救的。这种国家的人是由于一种威觉不到且习以为

常的疾病而死亡的。他俨生活在劳苦郁抑之中、在悲痛惨苦之中、

在政府的横暴或偏私的統治之下，他们看到自己遭受毁灭，而常

常不知道毁灭的原因。遭受专制主义揉踏的国家，或僧侣所享受

的利盆比俗人过于优越的国家，就是两种典型的例子气

这样人口减少的国家，如果要恢复元气，是不可能等待养子育

女来作补充的，这将会落空。时间是来不及的；处于荒寂冷漠境地

的人既没有勇气，也是不勤劳的。土地本来足以养活一个民族，却

儿乎养活不了一个家庭。在这些国家里，休耕荒熊的土地，比比皆

是，但老百姓就在这些可怜的土地王，也是没有立锥之地的。僧

侣、君主、城市、大人物、重要的公民已在不知不觉阑成为整个国土

的所有人了。国土是没有人耕种了；但是被毁灭了的那些家庭却

留下他们的芹原；而劳动的入们则一无所有。
在这种悄况之下，就应当在整个帝国里推行罗焉人在他们帝

国的一部分地区里所酋棍施行过的办法，就是：居民在饥俏时实行

他们在丰年时的做法；把土地分粕一切没有土地的家庭；供给他们

以开荒和耕种的物资。只要还有一个人需要土地，就应肢继横分

_ 

配土地。这样，就使没有一点滴的劳动时间受到浪费。 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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呵 第二十九节，济夤院;,-';、

一个人一无所有，不是贫穷；不劳动，才是真正贫穷。一个没

有任何财产，但从事劳动的人，和一个有一百埃巨的收入而不劳动

的人，是同样舒适的。一个什么都没有但有一种手艺的人，并不比

一个拥有十亩土地而需要耕种才能生活的人较为贫穷。一个［人

把技艺传授粕子女，就等于留给子女一份遣产，子女有多少入，这

份遠产就变成多少份。这和那个依靠十由土地生活的人是不同的，

他只能把地产分割给子女。 i` 

在桯商的国家里，许多入耗粹依靠技艺生活，所以国家常常不

得不雒持那些年老的、有病的人和孤儿们的生活。一个政治修明

的国家甚至是从技艺本身取得支持这些人的生活的资金的。它把

工作交给一些能够胜任的人去做；它又让另一些人学习怎样工作；

教人工作本身也成了一种职业。飞

船街道上赤身裸体的人一些施舍井不就等于履行了国家的义

务。一个国家对全体国民，负有义务使他们生活有保旺，有粮食，

有适宜的衣服，又有卫生的环境。

人们问欧棱柴柏为什么不建立济贫院，他回答说：“我将使我

的帝国非常富裕，因而不需要济贫院。”＠他应陔这样回答才对：

“我首先将使我的帝国富裕，然后我要股立济贫院。”

一个国家要富裕，就必须有浒多工业。至于商业部门？则枝叶

粉繁，如果要始终没有任何部门受到亏损，因而工人们都老是威不

到匮乏，那是不可能的。·-. ·, •.. .., 

齿此，一个国家，不脸是为着使人民免得受苦也好；气或是为着

避免叛乱也好，都必须进行救济。在这种塌合，就需要股立济贫

O 参看沙尔且：«波斯旅行配，第 8 卷。

,- · ·,. ,- -，.”“丑____,,"心「－－T－ -- ;- -- --- - “'ll血 l 1 ·心了今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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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或制定某种相当的规章制度来防止这种不幸的发生。

但是，当国家贫穷的时候，个人的贫好是从普遍的贫穷产生出

来的，个人的贫穷也可以脱就是普遍的贫穷了。世界上所有的济

贫院也救济不了这种个人的贫穷；反之，济贫院将激励湘惰的心

思，这种心思将增加普遍的贫穷，井从而书加个人的贫穷。
亨利八世为了要改革英国的教会，就把僧侣消灭掉气僧侣木

身是一群恓惰的人，他们又培养别入的惯惰，由千他们的好客，尤
数游手好为的入、仕系申、中流社会的人」五被以奔走寺院过日子 j勹
亨利八批甚至取消济贫院；老百姓生活在济贫院里，就像仕种们生

活在扩院用一杆。在这扣变革之后，商业和「业的精肿就在芙国
建立了起来。

在罗岛，济贫院使誰都威到舒近，只有那些劳动的人，那此多

才多艺的人，那些发展［艺的人＊，那些有十月地的人，和那些采财代商

业的人不戚到舒适，_)

我巳料脱过，富裕的国家需要济贫院，因为命运使它佣受全｀

跋不刹扛件的支配。但是，我们成到，暂时性的救济要比永久忖（1勺

机构好得多。苦难是忻时性的，所以救济也应该是暂时性的，伽扛

还应该适JTII一特殊的 1偶发忭件。

-'.. -.... 
J 

@ 去看只尔内心英国宗教改革史沁

* 甲本没有“那些发展工艺的人“旬。

- h •· 

“· 1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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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四萃从宗教惯例租宗教本身
，考察各国国家建立的宗教

和法律的关系·

第一节一般的宗教

在黑脂之中，我们能够辨认哪里最不黑暗；在儿个深洞之前，

我们能够辨认哪一个最不深；同样，在各种虚伪的宗教之中，我们

也能够看出哪一些宗教最符合于社会的利盆；哪一些宗教最能够

使人得到今生的幸福，虽然它们不能够给人来世的快乐。

因此，我只要从一种宗教在尘世生活上所可能给人们的好处
着眼，去研肘世界上的各种宗教，不管它们的根源是在天上或是在

人间。

我不是以肿学家，而是以政治著作家的身分来写这本书的，所

以书里可能会有一些东西，只有用人类尘俗的思椎方式去考察，才

能看出是完全真实的；这不是从它们和更崇高的真理”的关系去

考虑的气

关于我们的真敦＊着亭，只要稍微有一点点公正心的人，就可以

看到，我从来没有意思要使这种宗教的利盆”“服从政治的利盆，

. 甲乙本的标题是«从宗歉的信条和宗歉本身考察宗数和法律的关系“o
” “更崇高的真理”撸的是“神”等等．－—罪者
..* 甲乙本没有“关千我们的真歉“句。

”“ 原文作“它的利生”，甲乙本作“这种宗教的利生”，二者的意思是一样的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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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要两种利盆桔合起来。那末现在，既然要桔合它们，就必须要

了肝他们3

基督教要人相亲相爱，毫无疑义它顾意各民族都有最好的政

治法规和最好的民事法规，因为除了基督教是人类最高的顽泽之

外，最好的政治法规和最好的民事法规就是人类所可能“施“与

“受＂的福潭中最大的而瀑。

第二节 员耳先生的谬酴

只耳先生自称巳证明，当一个无种脸者要比当一个拜偶像的

教徒好些＠。换句括脱，什么宗教都没有的害处，要比有一个坏宗

教的害处少些。他说，“我宁颠人们脱我不存在，也不颗人f1脱我

是个坏人“飞这只是一种脆辩而巳。呻它的根据是：”相信某一个人

的存在“对人类是亳无用处的。那里知道，”相信一个肿的存在“却
是很有用处的。从没有肿明存在的思想，就将产生人类恣肆无羁

的思想；换旬括脱，如果我们没有种明存在的思想，我们就将有背

嘐的思想。如果因为宗教不能无时无刻都的束住人们的坏行为就
否认宗教是一种的束力量的括，那末我们也就可以否认民事法规

是一种的束力量了。在一本卷铁浩繁的著作里，不厌其祥地噱列宗

教所产生的弊害来反对宗教，而不同样地列举宗教所粕人们带来
的好处，这种谕法是笨拙的。如果我把世界上的民法、君主政体、
共和政体所产生的一切弊害都叙述一下的括，就将使人们毛骨悚

然，惊骸不置。即使脱，老百姓信仰宗教是没有用处的括，君主信

仰宗教却是有些用处的；宗教是唯一的束那些不畏惧人类法律的

人『怕的缰绳，君主就像狂奔无羁、汗沫飞賤的怒焉，而这条逼绳就

O «漫括禁屋...…思想鞭录......“第 2 卷。. 这句括是用个人去比宗教，即坏人不如无人，坏宗教不如无宗歉．孟德斯墙认
为是脆辫，因为二者不能相比，个人不存在没有关系，宗歉不存在就有关系．一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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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这匹怒焉勒住了。

一个又热爱又畏惧宗教的君主，就好比是一只佯子对撫摩它

的手掌或安慰它的声音驯服一样。一个又畏惧又憎恨宗教的君

主，就好比是一只野兽，怒吼着、嘈咬着那防备它向走近的人们扑

去的链子。一个完全不信宗教的君主，就好比是一只可怕的动物，

它只有在把人撕碎、吞食时才咸到它的自由。

间题不是：一个人或是一个民族”不信宗教”和“有宗教而产生

流弊”二者之间哪一个好处多。～而是：＂宗教有时候产生些流弊“和

“人类完全不信宗教”二者之间，哪一个害处少。

为『使人比軗咸觉不到无种脸的可怕，人们就对崇拜偶像的
宗教作了过度的指贞。古人股立祭耘，供奉某神邪恶之肿；这并个

是諒，他们喜爱这种邪恶；恰恰相反，它意味着i对这种邪恶的憎恨。

拉栖代孟人建筑一个庙宇供奉恐惧之帅，这井不是脱，这个好战的

民族竞期望核肿在战役中夺去他们的英勇气魄。有些眒明，人们

断求他们个要鼓励罪恶；另一些眒明，人们祈求他们保扩，不全陷

，人罪恶。

J 

第三节}宽和政体比軗宜于基督教，专制
政体比軗宜于伊斯兰教

基督教和纯粹的专制主义是背道而驰的。«幅首书过极力提伯

仁爱，所以基督教反对君主以专制淫威去裁决曲直、去肆意横）包。

基督教禁止多妻，所以基督教绚君士们比较不幽居深＇样，比軗

，不和国民隔邕因此，就比軗有人性；他们比教顾慈依从法律，而

且能够戚觉到自己抻不是什么都可以为所欲为H.Jo 千

伊斯兰教的君主们不断杀人或是被杀。但基督教却使社主们

无须那样畏惧怯愍，因此也就不那样残忍；君E信笥冗民，国长儒

赖君主。具是妙极！基督教看水似乎仅仅泣求＾批的点肚，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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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我们个生的幸福。

基督教阻止了专制主义在埃塞俄比亚确立脚跟，虽然那个帝

国幅员广阀，气候恶劣。基督教又把欧洲的风俗和法律带到非洲

的中部去。 .,` 

埃塞俄比亚的皇太子，享受着治理一个公国的快乐，皊其他国

民做出了仁爱和顺从的榜样。就在他的近邻，人们看到，伊斯兰教

使塞钠尔国王的王子们都被幽禁了起来＠；国王死后，枢密院就派

人把他们都杀死米支持那位登上宝座的王子。

让我们张开眼睛，一面看看希腊、罗居的君王和倾袖们所不断
进行的屠杀，另一面看看紩木儿、成吉思汗这些揉蹦I亚洲的颌袖
侗，如何把人家的民族和城池毁灭掉。我们就将理会到，我们受到

了基督教的恩惠，即在施政方面，获得了某种“政治法”，在战争方
面，获得了某种“国际法为这些法规是人性所不能充分认峨到的。、

在我们彼此的关系上，就是这种国际法使战性者保存这些属

于战败者的重要东西，即生命、自由、财产和宗教-一总是保存宗

教；同时，胜利者也不是看不到自己的利盆气 . . 
我1门可以晚，今天欧洲的人民井不比专制的、革事的罗焉帝国

时代的人民和單队，或是比当时單队与單队之问的关系，更为粉

乱。当时，罪队混战，互相攻打，另一方面又拾劫城池，分割或没收

土地。
土... ` , ·-

',、

，第四节 从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性抟所产生的后果

从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性格来脱，．我俷并不需要作进一步的

考察，就可以知道应当皈依哪一种，舍弃哪一种；因为一种宗教如

何使民风朴实，总要比一种宗教是否是种舆教，明显得多。 . 

@ 庞斯医生：«埃塞俄比亚祀游》，载«耶稣会士书简集习第 4 幛第加0 页。



1位 除法的精神

如果宗教是由征服者授与的括，这对入性是一种灾难。伊斯

兰教只靠利剑讲括；它是通过破坏建立起来的；它仍然用这种破坏

的精眒去影响人类。

堁拔哥是狩牧的君王之一©。他的故事是美妙的。梯柏人的

肿在他梦中出现，命令他把所有埃及的祭司们都杀死。他认为，这

是肿明惘巳程不再喜欢他当国王，、所以才命令他做一些同他们通
常的意颖这样相反的事情；因此，他退居到埃塞俄比亚去了。

第五节 夭主教比较宜千君主国，耶稣
新教比较宜于共和国

一种宗教在一个国家里的誕生和成长，通常同那里的政体的

意图是相吻合的，因为它是在这种政体之下建立起来的，在那些信

奉或让人信奉这种宗教的人们的脑子里，除了他们出生地的国家

的政策思想而外，儿乎是没有他种关于施政”的思想的。

两世杞以前，当基督教不幸分裂为天主教和新教的时候，北方

的民族皈依了新教，而南方的民族则仍然保存了天主教。

这是因为北方的民族具有，井将永远具有一种独立和自由的

精肿，这是南方的民族所没有的。所以一种没有明显的首长的宗

教，比一种有了明显的首长峰的宗教，更适宜于那种风土上的独立

无藕的精种。

在建立了新教的那些国家里，革命也是按照国室家各自的政治

意图进行的。支持路得的是—些大君主，｀所以路得是不可能使这

些君主领略-种没有堂皇外表的教会权威的好滋味的一亭。但是，
r ; 

. @ 参看狄臭都露斯：«历史攻献1第 1 缗第 18章。. 指教皇。——辉者
” 这意思是脱，路得的数会需要有威仪堂皇的外表，这些君主才能欣赏。＿＿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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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喀尔文的是一些生活在共和国里的老百姓或是一些在君主国

胪默默无朋的中产者。所以喀尔文是大可不必建立优越特权和高

位显职的。

这两种教派都自信是最完善的。喀尔文派的教徒认为自己的

信仰最符合于耶稣基督所脱的睬；路得派的教徒则认为自己的信

伯和使徒们的行为最相吻合。

第六节具尔的另一谬给

只尔先生，在海辱了一切宗教之后，又毁膀基督教。他竞大胆

地说，质正的基督教是不可能组成任何能够生存的国家的。为什

么不可能昵贝正的基肾徒，如果作为公民的括，一定非常了解自

己的职贡，井将用最大的热蔽去尽他们的职责；他们将最能咸觉到

天赋的自卫权利。他们越相信受到宗教的恩滓，就越想念受到祖

国的恩泽。基督教的原则，深深铭刻在人们心坎上的时候，将比君

主国那种虚伪的“荣誉＂，共和国那种属人的＂品德”和专制国家那

利奴隶性的“恐怖＇＼远为坚强而有力。

这个伟大的人物竟然会被人指责为陕胪了他自己的宗教的精

种，竟然不懂得建立基督教的政令和基督教本身的区别，不懂得

«福音书冷的“戒律”和＂劝说”的区别峰，实在使人骸异Q 当立法者不

制定法律，而只是进行劝脱的时候，那是因为他看到，如果把这些

及脱也定为法律的话，就将违背他的法律的精肿。

第七节宗教至善境域的法律

人类制定的法律是我们行动的指导，所以应该是戒律，而不是

卓 甲乙本这段栝的次序略异：“竟然会被人·.·..-..宗歉的精神”句是放在“竟然不

懂·…..本身的区别”句之后；同时又终有“不懂得«福昔书，．．．…的区别”句。乙本的勘

襄表做了本文的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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劝訰气宗教是找们内心的指导，所以是劝訰多而戒律少。

例如宗教股立规矩，为的不是“优＂，而是“最优＂；为的不是

“俾＂，而是“至善“；所以，这些规矩应该是劝脱，而不是法律，才·}j

便适宜；因为至善境域井不同全体人类，也不同世界万物，都发生

关系。不仅如此，倘使把这此规矩定为法律的品，就需要有无穷尤

尽的其他法律来使这些首先制定的法律得到遵守。基督教劝人独

身。在人们为某种一人7.; 制定［一条独身的法律之后，为使那此

人湟守这条法仆，就和天都需要制定新的法律气立法者把衬爱
至善境域的人们可以作为一种“劝战”来实现的东西，兑当作一种

“戒律”来执行；这样，他既使自己疲劳，又疲劳了社会。

第八节 道德法规和宗教法规的协瞒

在一个不幸而信奉一种非由上帝赐与的宗教的国家甲，它的

宗教总是有必要同道德取得一致：因为一种宗教即使是虚伪的，也

是人类所可能使自己诚实廉正的最好保征。

秘古人的宗教的主要教义是：不杀人，不偷窃，避免淫秽失节
、

的行为，不做任何使邻人不愉快的事悄，而且要尽督为邻人做一切

好事2)。他们相信，这样的括，不瑜什么宗教都可以得救。因此，

这些人民，虽然又联傲叉贫穷，但对不幸的人们却是溫柔慈悲的。

第九节 古犹太戒行派教徒

古犹太戒行派教徒立誓颠：要对人个道；不害人——甚至要忍

让屈从；对一切人守信用；憎恨不义｝指捍命令时要謹和；永远和具
理站在一边；避开一切不法的利盆矶

身， O 参着杜彬：«第六世靶僧教著述汇寰“第 5 倦。

@ «剂建东印度公司历次航行斡霓凶第 3卷第 1 篇第 63 页．

@ 普利多：«犹太人的历史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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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节斯多噶派”

古代哲学的各种流派，可以看做是一种宗教＊。其中没有一个

流派的道义比斯多噶派的道义更有盆于人类，更适宜 f培育善人

了。倘使我有片刻肘期可以不想我是一个基督徒的话，，我就将悄

不门禁地把芝i阳的这一个学派的毁灭列为人类所遭遇的不幸之
', 

0
平

f.b 4 L 

这个学派做衔过火的只是那些含有伟大因素的韦悄门这种伟

大因素就丛对快乐和舫苦的翱蔑。矗

只有这个学派忧得培养公L心；只有它培养 f伟人的人物；只有

它培养、［伟大的帝王。

让我fl“南时把天店的质狸放在边，而到订物中去才找，我们

将找不到比两个安托尼努斯帝更伟人的人物C) 从至茹利安 9 在他

之后，也没有一个1丘比他吏配攸人类的統治者（见然我很不得巳

而行拐 r茹利安，但是找井不灯 Ii1] 他的背数）。 \ 

斯多吹派织然把财富、人间的显赫、祁趴忧伤、快乐郬行做丛

种空靠的东西，们他们却珅头节 1．~'为人类跺辛剧，股行肚会的

义务。他们相伈介 种枯畔居（l介他们的心中。他们似乎把这种

枯加看做个1总的叶叽，存护祈人类:() ' 

他们为社会而生；他们全都炽信，他们命庄注定头为社会劳

动，他们的酬报就在他们的心出战以更不至戚到这种劳动是一种

负担。他们单凭自己的哲学而咸到快乐，令好像只有别入的书幅能

够增加自凶的幸幅。．．＇ 、牛！女 :., ;,,:·! 

第十一节沉思默想

.. !, !·夕．；、、 勺，．．
i 

心可., I . 
一.. ~ -· 

·~? 4, I':·J ·-' 

入关生米就赏要保养自己，自森衣食，井做吐会的一切工作，
一·-—一－玉

* 甲乙才诈＇飞就是．哎，“战'0 '~' ,·. 

”--~.. - ·一－．心...----·压－，．“'＿＿卜．．，工．，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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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宗教不应当给他们一种过度的沉思默想的生活(Jl7S 0 

伊斯兰教徒养成了沉默思销的习憤；他们一天祈祷五次，每次
都要做一件事，就是，把属于尘世的一切，全都置睹脑后。这就使

他们习憤于沉默思辨。除此之外，他们对一切事物，又都淡然视

之，漫不轻心。这种对事物的渎税是由命数不易的教义产生出来

的。

如果在此之外，又有其他因素来鼓励他们这种超脱尘世的思

想一一例如苛政，又如关于土地所有权的法律，给他们一种变幻无

常的思想一—那末一切就都完了。

从前格柏尔入的宗教＊振兴了波斯王国，使它欣欣向荣；这个

宗教消挕了专制主义的恶果。但是今天，伊斯兰教却毁灭了波斯

帝国。

第十二节苦行

苦行应该同劳动的思想，不应陔同怠惰的思想相秸合，应该同

良善的思想，不应陔同非凡的思想相桔合；应陔间节俭的思想，不

应核同贪婪的思想相粘合。

第十三节 无法救賸的罪恶

在西塞罗所引高僧们的若述＠中，有一段可以看出罗，喝肘代

有一些罪恶是无法救睛的坐佐济穆斯就是用这个情况为根据而

割造出他那美好的故事来对君士坦丁信教的动机进行诬蔑；茹利

安也是以这个情况为根据，在他所著«睹凯撒传>76里，对君士坦丁

G 佛和老君的数义的弊害就在这里．
* 跃教．一一谔者

@ «法律出第 2 卷第 22 章。

@ “犯了演圣罪是不能敖免的，能够赦免的罪，司祭要公开睛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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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皈依基督教做了尖锐的嘲笑。

拜偶像的宗教只禁止儿种大罪，只止住人们的手，而不管人俨］

的心，所以就有一些罪恶是无法救睛的。但是如果有一种宗教＊，

它抑制一切情欲；它不但对行为，而且对欲望和思想，都一样是小

心謹倾的；它不是用儿条链子，而是用于栋万栈系住了我们；它把

人类的正义标准放在一边而另立一种正义标准；它的使命是不断

引锁人们由激悔达到了仁爱，又由仁爱达到门徵梅；它在裁判者和

罪人之问投立一个伟大的中保＊＊；在义入和中保之间股立一个伟

大的裁判者＊＊＊；一—这样的一种宗教应该是没有不可救睛的罪恶

的。但是，这种宗教把恐惧和希望给与一切人，同时它又让入充分

地了解到，虽然没有罪恶在性质上是不可救賸的，但是整个都是罪

恶的生命却是不可救瞳的；了觥到，如果用重新犯罪，重获救瞳，

去不断＊＊＊＊滇扰上帝的怜悯宽恕，那是非常危险的事；了解到，我

们因欠天主的旧憤从来没有还清，正威焦虑，所以应该害怕再负新

债，害怕罪恶贯盈，到了慈父＊＊＊＊本不能再宽恕的程度。

第十四节宗教怎样影响法律”*＊噙＊

宗教和法律主要的倾向应该是使人成为好公民，所以如果其

中有一方背离了这个目标，另一方就更应坚持。宗教的的束越少，

法律的的束就应越多。

因此在日本，主要宗教儿乎没有任何教义可言，既不讲天堂，

也不啖地狱。所以，为弥补宗教的欠缺，就制定苟酷的法律，执法

* 指基督教。－—t'者
”“中保”指耶稣基督。一环者
＊拿＊ 指上帝..-”者

”“ 甲乙本没有“不断“二字。
”“* “慈父”，指上帝碍－－一环者
＊拿＊＊＊＊ 本节“法律”及本书某些地方原文都用“民法”二字，指的是同宗教相对立

的一般凡俗的法律，而不是仅仅指同刑法相对立的民法了—4罩者

啊 l l”'ll ··一-」:.，＇- r志．，·.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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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格外严格。

如果r术教建立起宿命睢77 的教义的话，法律规定的刑佣就应

该严历些，，订府的警惕也就要高些，这样可使人类受到这些动囚的

支配，否则人类将自暴自弃。但是，如果宗教所建立的是自由的教

义的话，那是另外一回事了。

精神的懒惰产生了伊斯兰教的定命誰；这种定命聆又滋生了

枯眒的倾惰。他侗脱，这是上帝的命令里规定的，所以应陔休息休

息。在这样的消况下，人侗就应陔用法律去唤醒那些在宗教的怀

抱中昏睡着的人们。

倘使求教谴责法仆所应浒可的东西，而法律在另一方面又祚

可宗教所应誧灯的东西的话，那足有危脸的。这两种悄况通常表

明，人们在思想上不f 籵4宗教和民法之闾的关系需要和帮材适节。

从成吉思汗治下的鞋胆人(D 看米』“丿f扔进火月人用身靠占

翍子、 flj锯绳扣思、用骨头打碎骨头，就是利嘟恶，甚至是 种大

罚。但丛负言背信、抢劫财物．伤人杀人．，他们都不认为罪恶。 了

言以蔽之，如果法律把尤义箱痒的东西肾做必要的东西的品，将会

产生种赞飞，那就边把必要的东西吁做尤关稍痒的东西飞
七沁人相信有4+种地狱；但是这种地狱是要惩肌那些在某此

孕节没什赤身裸体的人、那些该穿铩衣时而穿布衣的人、那些才找

牡藕的人、那比没钉先叫卜［小岛们歌唱而采取行动的人气 ilE

因这样，他们反而不忙酗栖和荒淫肾做罪恶了；他们甚至认为＊＊ f

女们的放港堕落从他们的眒明所喜欢的。．[ .. ; ·:.. ..''.i 

如果宗教宽恕人们的罪恶怂依据偶然的事物而定的话，那末
叫

@ 参罚勃郎嘉宾的记述。 124:6 年，教皇英诺森四世派遣该修士到链矿丸

* 到袋古的和林。－一一霹者

@ «创建东印度公司历次航行戟贤）第 6 卷第 1 篇第 192 页。

** “认为“原文片现在式；甲本用过去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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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f人类，宗教就将臼臼地失掉它那种最伟大的推动力忱。印度

人相信，恒河的水有使人圣化的效用0。他们认为死在恒河河畔
的人可以免受米世的刑圳，并将居住到极乐的净土。他侗从僻远

的地方把充湍死人骨灰的壶雏带到恒河，扔进水甲（）一个人生前

丛否过着道悠的生沽，是尤关紧要的问题。只要死盾被扔进恒诃

就行了。

打了作为报偿的天堂的观念，一定就要有进行惩削的地狱的

观念。如果只有天堂可以希望而没有地狱可以畏惧的品＂，法律就

将失掉它的效力。对那些相信在来性肯定可以得到报偿的人们，

立法者是无能为力的。他们过j售视死亡了。假使一个人确估，

订史所可能给他的蚁重刑割秸果恰恰＊就丛他的幸幅的开始；法律

还有什么方法去的束他呢？。 • 

第十五节 法律怎样料正虚伪的宗教的嘐镁

山卢对古代事物的崇拜，由「愚蒙或迷信，入们有时候建立了

打伤贞操的祭礼或典式；世界上这种例f是不少的6 亚里士多德

息在这种坳合，法律准许父亲代表他的妻和子女到庙里去参加这

种典礼＠。这是如何美妙的法律邓nJ l 它反抗宗教，保存了风俗的纯

沾。

奥古斯都禁止青年男女参加任何夜制的祝典，除非有年粔軗

大的亲戚陪伴矶他恢复了牧园神露臼原斯祭日觅但他禁止青年

人裸体奔跑。 ` 

(!) «耶稣会士书简集“第 15 辑。
* 甲本没有“恰恰“二字。

@ «政治学习第 7卷第 li 章。，

@ 苏埃多尼岛斯：«奥古斯都“第 31 章． . 
@ 间上。

.... 
:, 

． r. ．匾 l l l”““' ，眉..＂叭 IIII' ，· • ll,.“'l ll 1 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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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节 宗教的法规怎样消挕政制的弊害

另一方面，在法律力量微弱的肘侯，宗教是能够支援国家的。

因此，当一个国家因内战频仍而动淄不安的时候，如果宗教能

够使国家有一个角落永远平安无事的括，那它的贡献是很大的。

希腊的埃利亚人，作为阿波罗肿的祭司，老是过着和平的生活。在

日本，美阿果78 城永远是平静的，因为它是个圣城＠。这条规章是

由宗教椎系的。这个帝国就像是世界上唯一的帝国似的；它没有，

而且也不颗意有，来自外国人的任何资源；它在自己国里老是存在

着一种战争所不能摧毁的贸易。

有些国家，战争井不是轻公众决跷后才进行的，法律也没有指

出粘束或防止战争的方法；宗教则规定了和平或休战的肘间，使老

百姓得以进行那些国家的生存所必需的工作，例如播种和类似的

劳动。

每年有四个月，阿拉伯各部落朋一切战争都要停止＠。最小

的骚乱也是对宗教的軞侮。在过去的法国，每一个颌主都可以进

行战争或嫦和，而宗教则规定在某些季节里必须停战飞

第十七节搜前

当一个国家，怨憤的事情很多的肘候，宗教就应当提供昨多腐

解的途径。阿拉伯人，这个强盗的民族，常常惯于做损害人和非正

义的事情。穆罕默德制定了这样一条法律：“如果有人宽恕了弟兄

的杀戮行为＠的括，他可以控告仇人，要求损害赔偿和利息；但是

一个人如果接受陪偿之后又伤害那作恶的人的话，就将在审判的

O «剑建东印度公司历次航行辑霓＞第 4卷第 1 篇第1切页．
@ 参看普利多：«穆罕默德传＞第 64 页。

@ 即放弃按照报复刑的法律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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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子也受到酷刑尸＠

日耳曼人是承继亲属的仇恨的。但是这些仇恨井不是永世不

忘的。采合与一定数械的牲口就可以折嗔杀人的罪行；全家就都得

到了淌足。塔西伦訰：“这是极有用的办法，因为仇恨在一个自由

的民族之中是最危险的。啜）我相信，在他们之问享有极大威信的

宗教的祭司们一定参加了这些瞒解。

思米人还没有建立调解的办法，杀人者必将被死者的亲戚或

朋友杀死，所以他就发出无边的狂怒，遇到誰，就伤誰杀誰觅

第十八节 宗教的法律怎样具有凡俗法律的效力

初期的希腊人是一些小部落，常常散居各处，在海洋上当强

盗，在陆地上胡作非为，既没有政府，又没有法律。赫店利斯和蒂

塞息斯奇妙的行动反映了这个新生民族当时的悄况。宗教除了激

起人们对凶杀的恐惧而外，还能做什么呢·？宗教告拆人们：一个被

用暴力杀死的人首先对凶手是愤怒的，所以将在凶手心里激起忧

虑和恐怖，井要凶手把死者生前常到的地方让轮死者＠。人们又

不可触模这个罪犯，也不可同他说话，以免受到沾污或失掉作征的

贷格＠；应当把凶犯猛逐出城；又应该硃除他的罪污＠80 0 

第十九节 一个国家的宗教对人类有利或有害，

主要不在教义的真伪，而在适用的当否

界真实、最圣洁的教义，如果不同社会的原则述枯在一起的

* 指死后。－—－霹者

@ «可兰轻>第 1 卷«脸牡牛＂章．
@ «日耳曼人的风俗，，第 21 章。

@ «剑建东印度公司历次航行幛霓》第 7 卷第 808 页。又参看焊尔宾伯爵的«同
忆录，，及其关于屙嘉藷尔人的配逮。

@ 柏拉图心法律》第 9 卷。

@ 参看索福克勒斯的悲剧«奥狄柏王在科隆诺斗
@ 柏拉图心法律，第 9 卷。

• ．．心 --石叩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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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可能产生极恶劣的后果；反之，最虚伪的教义，如果同社会的原

则发生关系的括，却可能产生美妙的后果。

孔教否认灵魂不死；芝腊的教派也不这样柜信。誰能想到呢？

这两个教派竞从它们恶劣的原则引伸出一些不正确但对社会却是

美好的粘脸。

道教和佛教相信灵魂不死；但是从这条这样脚圣的教义却引

伸出一些可怕的秸绘米＠。

灵魂不死脱，被错映地理解，差不多在世界各方和在一切肘

代，都曾使妇女、奴隶、国民、朋友等自杀，希望这样可以到另一个

世界去为他们所敬爱的人们脓役。西印度j.过去就是如此；丹麦人
过去就是如此既今天的日本氝焉嘉藷尔兮和地球上一些其他的

地方仍然是如此。

这些习惯与其脱是直接来自灵魂不死的教义，，毋宁脱是来自

躯体复活的教义。人们从后一教义引伸出这样一个秸脸，就是一

个人死后，他的需要、威悄和情欲将同生前一样。在这个观点上，
灵魂不死的教义对人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因为单单改换住所的

思想总比重新改造的思想，容易为人类所理解，又较为迎合人类的

心悄c

一种宗教仅仅建立一种教义是不够的；它还要加以引伸。关

于我们所啖到的教义，｝基督教在引伸方面合做了极好的工作。它

@ 一位中国哲学家是以这样的脸据来反对佛教的：“在佛数的一本书虽脱，身体
是我们的住宅，灵魂二一永生的客人一—酝就居住在里面；但如果我们的父母的身体也
不过是一所住宅的括，那当然就要鄙视它像一堆泥土一样。这不就是要从我俨心中剥

夺掉我们爱父母的美德么？同样，这将使人们忽酪对身体的照顾，拒耙给予身体以保
养上所需要的同情和爱惜。因此，佛教徒自杀的数气以于叶．“一个中国哲学家的著作．
戴杜亚尔德心中华帝国志“第 3卷第 52 页。

@ 参看多焉·巴多林：«丹麦古代史沁
@ «剑建东印度公司历次航行斡竟为关千日本的配述。

@ 焊尔宾：«同忆录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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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找们希望肴一个未来的国家；这个国家是我们所信仰的。它不

是我们巳翱威觉到或认城到的。一切一一甚至速躯体的复活的教

义也在内一－都须导着我们走向肿灵的思想。

第二十节璞前｀

古波斯人的圣书里说；“如果你要圣化，就要教育你的子女，

因为将来他们所做的一切善行都将归功于你。”心这些圣书劝人早

婚，L因为在审刊的H 子，子女将成为一座桥，而那些没有子女的人

是不祚通过的。这些教义是虚假的，但却是很有用的。

第二十一节酴埋

灵魂不死的教义又分为三个支派，就是：纯粹不死脱、单纯的

住所变更脱只翰迥脱；也就是脱：基督徒的脱法、西徐亚人的訰

法、，印度入的諒法。 i前两说我刚刚啖过；现在啖末后一脱。这个股

法有引伸得好的，也有引伸得不好的，所以在印度产生的影响有好

的，也有坏的。这个脱法使人对杀戮有一定的嫌忌，所以在印度凶
杀是极少的r虽然儿乎没有死刑，但是每个人都是安分守己的。，

在另一方面，妇女在丈夫死亡的时候，就自焚以殉。所以，受

到暴死的耟苦的，仅仅是那些无辜的人了。

/ 
-，广，

" 1, 

. :• 
·' 第二十二节 如果宗教引起人们对无足樱重的

事物的嫌忌是危险的 , 

`l , 

在印度，廿由宗教的偏见建立起来的某种荣誉心产生了不同种

姓间的互相嫌忌。这种荣誉心是纯粹建立在宗教的基础上的；这
汗，； h、·尸

些家族上的差别并不形成政治上的差别;}有一种印度人自寸言如果

@ 海徙：«波斯的宗教，飞
* 这是法文译在原拉丁书名为«撒笱耳地方古代波斯人的宗教况一一谔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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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他们的国王在一起吃皈是有失体面的。

这种弟别是和对他人的某种嫌恶联系在一起的；它和由等级

的差异而自然产生出来的那种威情是截然不同的；这种威情对于

我们欧洲人来说，是含有对低极的人们的爱的。

宗教的法律，除了激起入们对邪恶的軠视而外，是不应该制造
他种桏税的，尤其是不应该使人们离弃对人类的爱和怜惘＊0

0厮兰教和印度教，各自拥有无数的人民。印度人憎恨伊斯

兰教徒，因为他们吃牛；伊斯兰教徒厌恶印度人，因为他们吃猪。

第二十三节节日

当一个宗教规定人们要在某日停止劳动的时候，它首先要关
心的应该是人们的需要，然后才是它所敬本的种明的尊荣显赫。

在雅典，节日过多是一个大弊病礼雅典人是統治者，所以希

腊所有的城市都要把斜粉提交他惘解决；他们不可能有时间处理

事务。

君士坦丁曾规定人们要在星期天停工歇业。但他的这项法令

是为城市，而不是为乡村的人民所制定的夏他了斛到，城市进行

的是有用的劳动，而乡村进行的是必要的劳动。

依据同一理由，在以贸易为生的国家，节日的多寡就应当和该

项贸易相适应。由于新教国家和天主教国家的地理位罹的关系＠，

新教国家比天主教国家需要更多的劳动。因此，取消节日比较适

宜于新教国家，而不宜千天主教国家。
唐比埃脱，各民族的娱乐因气候的差异而大有不同＠。炎热

拿 甲乙本作“爱和诫敬＂。

i O 色栝芬：«推典共和国，第 8 章第 8 节，

@ «法律，扣关于安息日的法典人这项法律无疑是仅仅为拜偶像的人们制定的．

@ 天主歉国家比较靠近南方，新教国家比较靠近北方。

@ «周游世界配，，第 2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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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气候出产丰富的甜美果实，那里的野蛮人很容易获得生活上所

必需的东西，因此他们用较多时期嬉游玩乐。寒冷地方82 的印第

安人是不很空陕的；他们非不断捕焦、狩猎不可。因此，他们的舞

蹈、音乐和宴会是比较少的。建立在这些人民之问的宗教，在节 H

的制度上，就应该注意这点。

．第二十四节 宗教的地方性的戒律

在各种不同的宗教中，有狩多地方性的戒律。且孟台苏届很固

执地脱，西班牙人的宗教对西班牙人的国家是好的，而墨西哥入的

宗教对他自己的国家是好的。他所我的井不荒缪背理，因为在事

实上，立法者们不可能不关心大自然在他们之先所已筷建立起来

的东西。

赖迥脱是适应印度的气候而创造出来的。那里，烈日的火焰

燃烧着广漠的田野＠；人们只能喂养极少的牲口，又在农作上常

常有缺乏耕畜之虞；牛的繁殖不多，又常常威染到各种各样的疾

病＠。所以，宗教以戒律加以保护，这对国家的大政方多十来脱，是

最适切不过的了。

当赤日灼照着草原的时候，由于有水源可以利用，稻米和蔬菜

却欣欣向荣地生长。所以，宗教的戒律只准浒吃这类食物，这对这

些气候下的居民是最有盆不过的了。

在那里，家畜的肉是没有味道的＠。但它们所产的奶和奶油

却成为人们部分的食料。所以，在印度，法律禁止吃牛、宰牛，不是

没有道理的。

雅典居民稠密；土地又贫疮。所以，有一条宗教的簸规脱，用

0 只尔尼埃心旅行配，第 2 卷第 137 页．

@ «耶稣会士书简集，，第 12 赋第 95 页。

@ 只尔尼埃：«旅行配“第 2 卷第 13-T 页。

'....＂编、．，． .. --·*；户二，二＇－飞' 八可•·夕之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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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心～
微小的礼物供奉，比杀牛祭祀，更能荣耀眒明©。

第二十五节 一国的宗教输入他国是不方便的

山于上述原因，一个国家的宗教要榆入另一个国家，常常是有

浒多窄碍的复

德·布兰雒利埃岛“阿拉伯的栝应该是很少的J 那里儿乎没
4 俨、..、`'-,,俨．俨J』食，血，＿ _ t 气

有树林，而且儿乎没有适宜千猪的任何侗料；此外，水和食物的盐
性使人们很容易患皮肤病产＠禁吃猪这条地方性的法律＊＊对某些

其他国家不会是好的氮在这些国家，猪儿乎是普遍的食品，而且
多多少少是不可或缺的食品。 f 

我在这里有一种见解。桑克托利印斯付指出，吃猪肉不易发

汗，而且非常妨碍其他食物发汗＠）他发现发汗戚少了三分之一硐

此外，我们晓得，不发汗会引起皮肤病或加深皮肤病的筋苦。所以

在气候容易使人患皮肤病的地万，茹巴勒斯坦、阿拉伯、埃及和利

比亚等地，是应陔禁止吃猪肉的。 ' 
.'" 丿

第二十六节璞前

沙尔旦说，在波斯，除了帝围边疆的枯耳河83 外，儿乎没有一

条可以行船的河流觅因此，古时格伯尔人禁止河上航行的法律

在他们的国家甩井没有任何不便之处，虽然这么一项法律如果是

@ 幼里吱底的话，载雅蒂乃岛斯：《食拿大全））第 2 卷第 40 页。
@ 这里訧的不是基督秋，因为我们在本章第 1 节末尾已艇指出，基督教是人类

最高的福瀑斗。

* 甲乙本没有这个注。

l@ :~穆罕默德传兄，

** 甲乙本没有“禁吃猪”三宇。

@ 例如中国。

@ «静态医学»第 3 节，格言妇。

（伪 间上书第 3 节，格言泌。

飞） «波斯旅行 i印第 2 卷。

,·i ,
"
｀
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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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其他国家的品，一定早已把商业摧毁净尽了。

肘常沐浴，在气候炎热的地方，是很普遍的事。，因此，穆罕默

倦的法律和印度的宗教就规定要肘常沐浴。在印度，在流水之中

向肿祷告，是极值得赞扬的行为©。但是在他种气候之下，要怎样

实行这些事悄呢？ ,, 

如果一种宗教是建立在气候的基础上，而且同他国气候相去

悬舱、格格不相入的话，那它就不可能在他国立定脚跟；倘使有人

把它传进去的话，也会被赶出来的。从人类的角度看，给基督教和

伊斯兰教划分界栈的似乎就是气候。

既然如此，那未一种宗教有一些特殊性的教义同肘又有一个

一般性的信仰，差不多总是方便的。实行这一信仰的条规不要过

于仔耦例如可以一般地劝人修苦行，但不规定修某一种苦行。基

督教是充淌良知的；节制嗜欲是神的法律；但是节制哪一种特殊的

嗜欲则属于政府的法律，所以是可以变更的。
4 - i, 

第二十五辛法律和各国宗教的建立
及对外政策的关系＊、

第一节对宗教的感情

敬肿的人和无肿谕者都肘常啖宗教；一个啖他所爱的东西，一

个啖他所怕的东西。 . ; , 

第二节 信奉不同宗教的不同动机

世界上各种宗教的信徒所以热心信教的动机并不是一样的，

0 只尔尼埃：«旅行纪“第 2 卷。

* 甲乙本的标题没有“各国“二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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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主要要行各宗教同人类的“思椎和咸觉的方式”是如何溶合的。

我们是极端喜欢偶像崇拜的，但是我们对拜偶像的宗教井不

很热心。我们并不怎样喜欢“精神的观念“，但是我们对那些叫我们

敬奉一个“精神的存在物“的宗教却是非常热心的。我们十分明

智，选择了一种提高种的地位的宗教，而其他宗教却把神放在屈辱

低下的地位。这使我们咸到淌足，这种满足多少＊产生了一种快

乐、幸闹的情褚u 我们把拜偶像看做是粗野民族的宗教；把信奉一

个“精肿的存在物”的宗教看做是文明民族的宗教。

一种“最高无上的精肿的存在物”的思想构成了我们的教义；

我们又能够把这种思想同进入这种信仰的一些可以咸触到的思想
速粘起来，这使我们极热心信奉这种宗教，因为我们上述的动机和
我们对于可以威触到的事物的自然爱好相速粘了起来的掾故。天

主教徒的信仰比新教徒的信仰较为属于这类性质，所以天主教徒

比新教徒更坚决地信奉自己的宗教，更热心地加以传播＊峰。

当以弗所的人民听脱主教会躇的肿父们巳桯决定，可以称圣

贞女为”上帝的母亲”*＊＊8" 的时候，他『怀欣喜若狂；他们吻主教们

的手，抱主教惘的膝4，各处响起了喝采的声音气
如果一种明智的宗教又拾我俷一种思想，就是：信徒是神的选

民，而且信者与不信者之朋大有区别的思想，那未我们就极热心地

信奉这种宗教。伊斯兰教徒如果不是在他们的一边有拜偶像的民
族使他们想像自己是“独一无二的上帝”的捍卫者，在另一边又有

基督徒使他们相信自己是上帝的选民的括，他们就不可能成为那

么好的伊斯兰教徒。

I 

* 甲乙本没有“多少“二字。

亭＊ 甲乙本把“更热心......“句放在脚注里。

·** “圣贞女”是耶稣的母亲焉利亚，一般巳轻环为“圣母”了.._＿恤习者

(fj 圣席里尔心书翰九

＊
习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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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礼拜仪式多的宗教比礼拜仪式少的宗教更能使人们热心

信卒见人们对轻常不断操作的事悄总是依恋不舍的。伊斯兰教

徒和犹太人的顽固拘执以及半野蛮和野蛮民族对宗教信仰的变幻

无常，就是明证霓后者总是忙于狩猎或战孚，儿乎没有什么宗教

仪式可言。

人类是非常富千希望与恐惧的威情的，所以一种没有地狱也

没有天堂的宗教儿乎是不能使他们高兴的。在日本，外国的宗教＠

很容易建立起米，井受到人们虔诚的崇奉和热爱，这就是明证。

宗教应战崇尚纯沽的道德，才能使人们热诚信奉。人类中固

然有儿个骗子，但绝大多数是极诚实的。他们热爱道德。假使我

不是在肘除极严肃的一个间胜的话，我就可以说，这在戏剧里是看

得很清楚的；那里，道德所贺同的威悄一定使入们喜欢，道德所掖

斥的威悄一定引起人们的憤慨。

一
一
严
．
一

如果宗教的外表是非常冠冕堂皇的言古，这将使我｛r权威到愉悦，
井使我们极热心地信奉它。庙宇的华丽和僧侣的富裕对我们有很

大的影响。囚此，甚至人们的贫因也成为他侗热心宗教的动机；这

使造成人民贫困的人们却用宗教来作为借口。

第三节庙字

差不多所有文明的民族都居住房压。由此自然地产生了给上

帝盖一所房子的思想；在这所房子里，人们可以敬拜上帝，可以在

@ 这和我在上贲末节所脱的并没有冲突。我这里缺的是热心宗教的动机1 而上

章末节所脱的是如何使宗教更带有普逼性。

@ 这在全世界各处都可以看到。参陇«近东的直道事业》关千土耳其人、«劓建
东印度公司历次航行麒豐》第 8 卷第 1 篇第 201 页关千巴达维亚的牟尔人和拉巴神父

所著«亚美利加睹岛旅行配习关于信伊斯兰教的黑人的记载等等。
@ 基督教和印度的宗教。它们都有天党地狱，而神道教飞就没有这些东西．

峰 日本的宗教。一一霹者

/ 

忙心·. - ,mll.“'啊ll'”“'．咖.．川ll. ，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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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惧或希望之中去寻找他。

事实上，对人类来脱，有一个地方可以更接近肿，可以大家在

一起倾盺自己的弱点和苦箱，是最能得到安慰的。

但是这么自然的一种思想只能产生在耕种土地的民族； 自己
没有房子居住的民族是不会建筑庙宇的。

由于这个原因，成吉思汗对伊斯兰教的寺院表示了极大的軞

蔑觅这位君主肌问了伊斯兰教徒； 他同意了他们的一切教义，

只是不能赞成必须参拜麦加这一点；他不能了解为什么不能在任

何地方敬拜上帝现 由于鞋鞘不居住房屋，所以是不能够了解庙

宇的。 . 

没有庙宇的民族对自己的宗教就不那么依恋不舍。这说明了

为什么鞋耜人对于异教总是那样宽大、容忍＠；为什么征服了罗焉

帝国的那些半野蛮民族亳不迟疑地就皈依了基督教；为什么美洲

的野蛮人对自己的宗教不十分依恋；为什么在我们的传教士在巴

拉圭给他们盖些教堂之后，他侗就极热心地信奉了我们的宗教。

种是不幸的人们的避难所，而且，没有人比罪犯更为不幸；所

以人们很自然地就想庙宇是罪犯的避难所；这种思想对希腊人更
显得自然，因为在希腊，凶手是要被赶出城市、监逐出人群的，所以

他们，除了庙宇之外就好像没有住所，除了肿明之外就好像没有其

他保护者了。

起初，仅仅是非故意杀人犯才可以在庙宇避难；但是后来速大

罪犯也在那里避难了，因此产生了一个大矛盾，就是：这些人既然

得罪人类，那他们一定更得罪种明了。

@ 他进入布喀刺的清真寺，拿出«可兰霾兄扔给他的属踩踏．«键粗史戏第 3 篇第
278 页。

@ 同上书第 34'3 页。 . 

@ 日本人涓源自糙粗人，这点是容易证明的。所以这种精神倾向，也传到日本

去。·

."、· «．．一．．、呻· ~ -··_, r· `.r ··...,“? • 宁俨 4 L _，.．二｀．．-•·扣扯＂．一...『 llh酗咖，．一嘈-'，一一·血， l｀＇ l l ··畸 l U凰 l ．，心户，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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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希腊，这种避难所日渐增多。塔西伦脱，庙宇里充淌了破产

的债务人和作恶的奴隶；官吏威到施政困难；人民保护人类的犯罪

就像保护肿明的礼仪一样；元老院不得不大大地削减避难所的数

目丸

摩西的法律是很明智的。非故意杀人犯是没有罪的；但是必

须使他们不被死者的亲属看见，因此磨西为他们规定了一个避难

所＠。大罪犯是没有资格避难的，所以他们没有避难所巩犹太人

只有一种可以携带的圣幕作眒堂，地点是不断迁移的；它不可能产

生避难所的思想。他们后来有了一座神殿，这是事实，但是来自各

方的罪犯将要搅扰肿圣的礼拜仪式。如果像希腊人一样把杀人犯

拱逐出国的话，又怕他们将要信奉外国的种明。所有这些考虑就

使他们建造了一些避难城，罪犯要在里面居住直到祭司长死亡为

止。 -
第四节教僧

保尔菲列脱，上古的入只用菜蔬作祭献。祭礼这样简单，每个

人都可以在自己家里当祭司。

要取悦于肿明的自然顾望，使祭典繁杂了起来。这就使从事

耕种的人们没有力量举行全部的祭典，井履行各种知节。

人们把特殊的塌所奉献给种明；这就不能不股教僧看管这些

地方，像每个公民看管自己的房屋和家务一样。因此，凡是没有教

僧的民族通常都是野蛮的民族。从前的柏达利安人＠·就是如此；

今天的窝尔古斯基人©仍然是如此5

@ «史配“第 8 卷第 60 章。
@ «旧的全书：民数配“第 85 章第 14 节．
@ 同上书第 16 节等。
@ «利利乌斯·基拉尔都斯“第 723 页。
@ 西伯利亚的一个民族。参看«北方航行裨鹭>第 3 卷内爱椎拉尔德·伊斯伯

兰兹伊德斯的«游配». ' 

J 编 勺· • • ·勺".. - llll lllll llll llllllll，川-..1 l,l lLll．问嗣lllIl 髓 1 l... ，“反·“'＇;斗中心'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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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身为肿明工作的人应陔受到尊敬，尤其是在某些民族里，人

f1抱有一种观念，认为接近肿明最喜欢的场所井主持特殊祭典的

人必须是人身訰洁的。

崇拜肿明，必须轻常举行；这使大多数民族把僧侣看作是一个

独立的阶层。因此，埃及入、犹太人和波斯人＠使某一些家族献身

粕肿明，由它们奉事肿明，永世不绝。 甚至有些宗教，不只要僧侣

脱离世务，而且要他们不受家庭的烦扰；这就是甚督教戒律的主要

部分的实践气

我在这里不啖独身戒律所产生的后果。但是人们可以看到，

僧侣过多的时候，这条戒律就是有害的；而且秸果，俗人将要太少

了。 S

根据人类智能的本性，我们对宗教总是喜爱一切要费力气的

东西；就像对道德那样，我们在思辨上总是喜爱一切带有严厉性格·

的奈西。一些看来最不适宜于独身主义井最可能由独身主义得到
不良后果的民族，却是一向喜欢独身主义的。在南欧各国，由尸飞

候的关系，独身的戒律是比较不易遵守的，但是它们却保存f这条

戒律；在北欧各国，悄欲井不那样活跃，但是它们却排除了这条戒

律。不仅如此，人口少的国家，反而采用独身的戒律；在人口多的

国家，这条戒律却受到拒绝。我们知道，上面这些意见仅仅是从独

身的入过多的悄况去考虑的，同独身生活本身是没有关系的。

第五节 法律对僧侣团体的财富所应加上的限制

私人的家庭是能够灭亡的，因此它的财产井没有一个永恒不

变的继承者。僧侣团体却是一个不能够灭亡的家庭；因此它的财

产永远附属于它，而且不能够外流。

@ 参看海德：«波斯的宗教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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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人的家庭能够增大；因此它的财产也就应陔增多。僧侣团

体却是一个不应该增大的家庭，所以它的财产就应陔受到限制。

我们保存了«圣艇吐且«利未肥弓关于僧侣财产的法律；但没有

保存那些关于限制这些财产的法律。贼然，我俷总是不知道我们
的任何一个宗教团体要到什么限度才不得再取得财产。

僧侣这样无止境地获取财产，从人们看来是极不合理的，所以

凡是要为它辩护的人就要被目为愚妄。

民法要革除积弊的括，有时候是会碰到一些障碍的，因为积弊

是同法律应尊重的事物速系在一起的。在这种塌合，采取一种问

接的办法，要比使用直接打击的办法，更能体现立法者的聪明智

慧。法律不要禁止僧侣取得财产，而要想法子使僧侣对这些财产

威到厌烦；在权利上不动它，而在事实上取消它。
欧洲有些国家，由于尊重贵族的权利，而投立一种有利于他们

的税，郎对人们作为“永远管业”着取得的不动产征收补偿税，在同

一塌合，君主为着自己的利盆也强索到一种永远管业税。在加斯

提，因为没有这种税，僧侣们就把什么都侵占了去；在阿拉贡，因为

有某种永远管业税，所以僧侣们占取的东西少些；在法国，永远管

业税和补偿税都巳投立，所以占取就更少了；我们可以脱，这个国

家的繁荣，有一部分是因为这两种税的实施。如果可能的括，我们

应核增加这些税，并停止永远管业气

. 应该把僧侣古肘的必要的财产当做是肿圣不可侵犯的；要让
这些财产同僧侣团体一样是固定的，并具有永久性；但是应陔让他
们汶弃手中新取得的财产。

当规章成为一种流弊的时候，应当淮许人们违背规章；当流弊

成为规章的一部分的时侯，应当容肝流弊。

* 指归法人所有后不得变实的财产，例如宗歉团体的土地等财产．一一邓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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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总还肥得，当人们在罗焉同僧侣团体发生某些斜粉时，曾

有人递送一份备忘录，上面写道：“不管«旧的圣艇叶兑什么，竹侣应

骸负担国家的费用。“那肘人们从这段话所得到的粘睢是，这个备

忘录的作者对税吏的韶言比对宗教的晤言更为熟悉。

第六节修道院

最没有常城的人也能够看到，这些永远存在的宗教团体不应

眩以收取“终身“年利“为条件出卖自己的地产、财产，也不应陔以

＂炵身“年利为条件进行借款＊。假使没有这种限制的品，宗教团体

就将把一切没有亲属或不颖有任何亲属的人侗的财产全部“继承“

了去；僧侣们本来已是玩弄人民，但如果这样，他们就无异又开了

银行，利用利息关系来为害人民了。

第七节迷信上的奢侈

柏拉图股“凡是否认种明的存在；或是相信肿明的存在，但主

张肿明不干与人间的事务；或是认为可以很容易用祭祀去安撫肿

明；都是对肿明的侮辱。这三种意见是一样有害的。”0 依据“自然

理智”*＊所可能脱出的关于宗教的括，柏拉图全都巳桏脱出了。

礼拜外表的堂皇华丽同国家的政制有很大的关系。在善良的

共和国里，人们不但抑制出自虚荣的奢侈，就是迷信上的奢华也在

抑制之列。关于宗教人W1制定了节俭的法律，梭伦的儿项法律；
柏拉图的儿项关于丧葬并为西塞罗所采雪用的法律；又努璃的一些
关于祭祀的法律织都是例子。

* 宗歉团体既是永远存在的，这类”终身”的民事关系将成为永无尽期的关系，没
有消灭的日子，所以是不妥当的．—一霄者

O «法律习第 10 卷。

” 注释见本书上册第 10 章第 3 节释者注。—一邓者

@ “不买在火葬的木堆上清酒。”«十二铜表法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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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塞罗脱，＂息和一天里橹成的画就是极神圣的祭品”。

有一个斯巴达人83 说：“我们供献普通的东西，这样我们就能

够天天都有法子荣烯眒明 f 。”

人类应该小心页冀地尊敬肿明，这和崇拜仪式的堂皇华丽，是

极其不同的两桩事。我们是不应该把金银宝只曲粕种明的，除非

我们有意要让肿明看看我们是如何尊重他所要我们軞蔑的东西。

粕拉图脱得质好：＂一个好人如果接受一个奸人的礼物将咸到

沿惭；那末神明对不敬肿的人们的祭品应当如何想法呢产CD

宗教不应当以献祭为借口而把国家由千必要的考虑留给老百

姓的东西勒索了去；柏拉图脱，耗沾、虔贼的人应该供献和他们相

似的祭品，即扽沾、虔诚的祭品。

宗教也不应当鼓励丧葬的浪货。在死亡的事情上，在死亡的

肘候，不誰财富多寡，全都是一样的；在这种场合，把贫富的差别取

消掉，还有比这更合乎自然的么？

第八节 宗教的首长

宗教有许多憎侣，自然应该有一个首长，应陔股立最高教长的

职位。在君主国里，国家的各阶层是不能够分得那么清楚的，而

且一切权力又不应陔集中在一个首倾的身上，所以把教长的职位

同国家分开是恰当的。在专制的国家里，就没有这种必要，因为这
种国家的性质就是把一切权力由一个元首独揽。但是这种情况可

能使君主把宗教当做是他的法律本身、是他的意志的产物。为防
止这种弊病，宗教就应陔有自己的粒典，例如确定教义、建立宗教

的圣书之类。波斯王同时就是宗教的首长；但是规定宗教的是«可

兰距。中国的皇帝同时就是教皇，但是有一些艇书，是人人手中

@ «法律“第 4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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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有的，是皇帝自己也要遵守的。有一个皇帝企图废除它们，但是

徒劳无功订2fF1战胜了暴政。

第九节宗教自由

我们在这里是政誰家而不是种学家；就是对神学家来脱，容忍

一种宗教和赞同一种宗教，二者之问也是大有区别的。

如果一国的法律认为应陔容忍好儿种宗教的括，那末法律也

就必须要求这些宗教彼此互相容忍。一切受到压制的宗教，自己

必将成为压制异教的宗教。这是一条原则。因为当一种宗教侥幸

而脱离了压迫的时候，它就要立即攻击曾舰压迫它的宗教一一不

是作为宗教，而是作为暴政来攻击。

因此，法律如果要求这些不同的宗教不仅不要搅扰国家，而且

也不要互相搅扰的话，这忍是有好处的。一个公民仅仅不搅扰国

家本身，井不是巳艘满足了法律的要求，他而且必须不搅扰任何其

他公民。

第十节攫前

除了不能容忍异教的宗教而外，儿乎没有其他宗教有那未大

的热贼到外地去股教。一一因为一种能够容忍异教的宗教差不多

是不想播教的。因此，如果一个国家对本国巳链建立的宗教威到

满意的括，它就不要容许其他宗教进来段教＠；这将是一条极好的

民法。

那末，关于宗教的政治性法律的基本原则应该是：如果一个国

家有自由接受或拒绝一种新的宗教的括，它就应眩拒挹它在国内

@ 我在这节里谈的不是基督教，因为我在别的地方巳舰指出，基督教是人类最
高的福澡。参看前章第 1 节末尾和«为＜骗法的精神＞一书辩护“第 2 篇 t.

亭 这个注是 1758 年的版本加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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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教；如果它巳轻在国内投教的括，就应该容忍它．

第十一节宗教的变更

一个君主如果企图摧毁或变更国内古有支配地位的宗教的

括，他就将使自己处f极危险的境地。如果他的国家是专制政体

的品，他就要比任何形式的暴政国家，冒更大的险， i敖起革命。革

命在这类国家甲井不是罕有的事。这种革命之所以发生，是因为

一个国家不可能在瞬息之朋把宗教、风俗、习惯都改变r, 也不可

能像君主拍发建立新教的法令那样快，立即就把这些东西都改变

了。

此外，旧的宗教和国豕的政制是迪系在一起的；新的宗教就没

有这种连系。旧的宗教和气候是相适应的；新的宗教则常常是和

气候格格丕相人的。不仅如此｀新教将使国民厌恶本国的法律，井

赞现已建立的政府·，国民对新旧两种宗教的猜疑将代替他们原来

那样对一种宗教的坚定信仰C 一言以蔽之，这种情况，至少有一个

时期，将给国家制造坏国民和坏信徒。

第十二节刑法

对于宗教，应避免使用刑法。刑法让人们畏惧，这是质的。但

是宗教也有引起人们畏惧的刑法，因此，一种畏惧就被另一种畏

惧消灭掉。居千这两种不同的畏惧之间，入们的心灵就变得残酷
了。

宗教的恐吓是那样厉害；宗教的应膳又是那样丰镜，所以当这

些恐吓和应措进入我们的脑子的时候， －且不谕官吏用什么法
子要使我们脱离宗教一一如果他们不昨我们信教的括，我们就像

一切都被剥夺光了；如果他们准许我们信教的括，我w,就像一切都
保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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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不是催迫人们走向那最严重的肘刻飞使入ff1的思想允

满这个伟大的目标＊＊，就能够让人们脱离宗教。攻击宗教的一个

更有成功把握的方法，是通过恩惠，通过生活L的便利，通过获致

好运的希望；不是通过提醒人们，而是要使人叫忘却；当他种威悄

冲击着人刊的心思而宗教所激励的威悄反而趋 j二沉寂的旧候，不

是要去激发人们，而是要使人们对此汶不关心。总的规仆足：要变

更宗教的祜汛秀导比刑罚更为有力勹

人类思想的性格忮至表现在所施刑割的体系上。让我们回忆

一下 H 本的迫害＊＊＊吧心它所使用的是残酷的刑凋，而个是长期

的刑罚。这使人们触 H惊心。长期的刑罚给人厌倦多「恐怖；正

囚为它表面上易于忍受，所以反而是更难忍受的。

一言以敝之，历史巳充分地告诉找们，刑法除了破坏面外是没

有其他效果的。

第十三节89 奉告西班牙、葡萄牙

宗教法庭的法官们

一个十八岁的犹太女子，在里斯本宗教法庭举行的最后一次

裁判宜告式肘，被处火刑3 下面所引的这本小册子就是为这件事

写的。我认为，在一切著述中，就是这本小册子最属徒劳无盆的

了。这么显而易见的事，如果还需要加以征明的括，那末对方不能

接受任何说理，是可以肯定的。

著者宣称，他虽然是一个犹太人，但是他尊重基督教；他十分

爱它，所以他企图使不信基督教的君主们找不到一个美好的借口

来迫害它。

* 指为宗教洒牲性命的时刻。一一谭者
** 指为宗歉殉难．－—－砰者
*** 指对耶稣教所进行的迫害。一一邓者
@ 参看«刻建东印度公司历次航行辑霓“第 5 卷第 1 篇第 192 页句

一．．．．、·～ ·一-旧 l l l· l· ·圈 l,1,ll l.--- - - -- －“心－．．穹.......



第五卷 第二十五章 法律和各国宗教的建立及对外政策的关系 169 

苦者告拆宗教法庭的法官们忠

“你呵抱怨 H 本的皇帝让人们把他統治地区的一切从督徒都

用火慢慢地烧死。但是 H 本的皇帝将回答你们脱，我们对待信仰

和我们不同的你们，就像你们对待信仰和你们不同的人们一样。

你俨只能够抱怨你们自己的弱点。这个弱点阻碍着你们，使你｛凹

不能够消灭我们，却使我们消灭你们、

“但是应当承认，你们比日本的庄帝要残酷得多。你｛叫把我｛凹

处死，因为我们仅仅信仰你们所信仰的东西，而不信仰你们所信仰

的一切。我们所信仰的宗教，你们自己也知道，从前是上帝心爱的

宗教。我们认为上帝仍然爱这种宗教，而你们认为上帝巳籽不冉

爱它了。你们的看法这样，所以对那些抱有很可原諒的銡映，相佑

上帝仍然喜爱他合翱喜爱过的宗教的人们，你们使他们遭受刀彗

火的刑戮饥

“如果你们对我们是残酷的话，那末你们对我们的子女就要更

加残酷了。你们将把他们烧死，因为他们依从某一些人所给子他

们的灵戚。这些人是自然法和一切民族的法律教导他们要税若膊

明的人。

“从伊斯兰教徒建立他们的宗教的方法来脱，你们是胜他们一

筹的，但是你们却自己抛弃了这个你们比伊斯兰教徒优越的地方。

当伊斯兰教徒自夸信徒众多的时候，你们就告拆他们脱，他们是依

靠暴力获取信徒，依靠刀剑扩展宗教的；那未你们为什么用火刑来

建立你们的宗教呢？

“你们要我们归依你们，但是你们的光荣显赫的来源却是我们

所反对的。你回答我们脱，虽然你们的宗教是新的，但却是肿圣

@ 犹太人的盲目昏姨的根源就在这里：他们看不见，福昔的道理＊是属于上帝叶

划的体系，所以就是上帝的不可变性本身的延横。

亭 指耶稣所传的道理f 犹太人不相信耶稣是“基督＂（救世主）．－—－霹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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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你们的誧据是，你们的宗教是在异教徒的迫害中成长起来的，

是川妳道者们的鲜血灌溉成长起来的。但是今天，你们扮演的却

是戴克用先分子的角色，而让我们代替你们的地位。

“我们，不用你们和我们共同奉事的万能的上帝的名字，而是

川你们告拆我们的，那个下凡作人，使自已成为你｛四学习榜样的基

督的名字，来恳求你们；我们恳求你们按照他在世上将怎样对待我

们那样，来对待我们。你要我们1成为基督徒，而你们自己却不劂

成为从督徒。

“但是如果你们不屈意做基督徒的话，你们至少也应陔做

｀人＇。如果你们没有宗教来引导你们，也没有神的启示来教化你

们，而只有大户然所赐子的微弱的正义成的话，那就睛你们照这样

随意对待我们吧！

“如果上天很爱你们，使你们能够行到质理的括，那它就巳軞

粉你们一种很大的恩惠；但是那些接受了父亲遣产的子女就应陔

憎恨那些没有得到湛产的子女么？＊

“如果你们果质得到了这种质理的话，就誧不要像你们向我们

宜传它的肘候那样，粘果只是把质理向我们隐藏『起来。真理的

性格在f它能够制服人们的心和精肿，而不是像你们所f解的那

样软弱无能，需要用酷刑来强迫我们接受它。

“如果你们是有理性的话，你们就不应该因为我们不顾欺骗你

们而把我们处死。如果你们的基督是上帝的儿子的话，我们希望

他将因为我们不颠意亵滇他奥妙的道埋而给我们酬报。我们相

信，你们和我们所共同奉事的上帝，不会因为我们为这么一种宗教

死而贡舰我们一~这种宗教是他从前拾与我们的；我们的死，是因

为我们相信他仍然把这种宗教给与我们。

. 这意思是战，得到了上帝特殊恩惠因而能够认饿到基督教的真理的人是没有
理由憎恨没有得到这种恩惠的人的．--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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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生活在一个时代大自然的光祁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要明

亮；哲学启发 f人类的心思；你们的幅音的道理已更为性人所周

知；人类在彼此的关系上所享有的各自的权利，和各种信仰在彼此

的关系上所互有的各自的支配范围，巳更明确地建立r起来。因

此，如果你们不摆脱旧时彴偏见，而这种仙见一不留神就要成为你

们的威情，那就应节晓得，你『1巳是不可救药的人 f ，你们是完全
没有能力启发人和教导人的；一个国家把威权交给你们这样的人，

是非常不幸的。

. “你们颗意我们坦白地把我们的想法告拆你们么？岈其说你

们把我们当做你刊的宗教的敌人，毋宁脱是当做你们的私敌；因为

你们如果质是爱你俨的宗教的祜，你们就不能任凭它受到一种粗

野无知的事情的破坏。

“我们必须警告你们一件事，就是：倘使将来有人敢说，在我们

所处的附代，欧洲的人民是文明的话，人『1将要引你们为例，来征

明他们是半野蛮的。人们对于你们的看法将使你们的时代受到沿

辱，井将使人们憎恨和你们同时代的一切人。”

第十四节 为什么基督教那样为日本所厌恶

我巳婬啖过日本人性格的残酷W。基督教鼓励人们要坚定不

放弃信仰。日本的官吏认为这种坚定是很危险的，因为他们相信，

它增加 f人们的胆量。 H 本的法律，对最微小的违抗也处以严刑，

它要人们舍弃基督教；人们不肯舍弃，这就是违抗；因此就惩肌 f

这种犯罪。继稹违抗，则继横加以惩罪。

H 本人把刑削看做是对侮辱君主的行为进行报复。我们的灼

道者们所胜的得胜歌就像是对君主的侮辱。殉道者这个名义使宜

O 本书第 6 章第 18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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吏们憤怒＊。在他们的，脑子里，这个名义就是“造反”的意思。他们

于方百，针阻止人们取得这个名义。桔果，人心愤激；人们看到，伴l

刑的法庭和受刑的被告之朋，凡俗法律和宗教法律之间，展开了一

坳可怖的战斗。

第十五节宗教的传布

除了伊斯竺教徒而外，东方一切民族都认为，一切宗教本身都

是一样的，没有差别的。他惘害怕建立另一种宗教，也就仅仅1象害

怕政府的更易一样。 E 本人有好些教派；在悠久的期间里，国家就

是宗教的首长；但他们从未因宗教而发生纠粉见暹罗人也是一

样气卡尔思克人＊＊更是如此＠；他们把容忍一切宗教当做是良心

的一种表现。在加利固特气人们把“－切宗教都是好的“立为国

卧IP。

但这井不是脱，一种从很遥远地区传来的宗教，和当地的气

候．法律、风俗、习惯完全不同，也将得到它的肿圣尊严性格所应给

与它的一切成功。这在一个强大的专制国家＊＊＊里更是如此。那里

的人首先是容忍外国人的，因为那些看来不会损害君主权力的东

西井不引起他问的注意。他们对于一切事物是极端愚昧的。一个
欧洲人可以用他所得到的某些知誰使他们欢迎他。这在开始的时

候是好的。但是，当他得到了一些成功的肘候，刹粉发生了，有些

利益关系的人们也知所警惕了；由于这种国家在性质上特别需要

亭 1758 年版作“畏惧＂。

@ 康波弗尔：«日本史沁
@ 炸尔宾：＜（同忆录为。

拿＊ 蒙古族的一个“部“，中国称“淮噶尔”。-—霄者

@ «糙袒史»第 5 篇。

@ 比拉尔：«旅行杞习第 27 章。

＂＊指中国．一浮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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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宁，最微小的粉扰就有可能把它推翻掉；所以，他们立即禁止这

种新来的宗教以及宣传它的人。宣教上自己之间也发生『粘粉；

当地的人就开始厌恶这种宗教，因为关于它，追宣传的人自己意见
也不一致＊910

第二十六萃法律和它所规定的
事物秩序的关系

第一节本章主旨

人类受到种种法律的支配。有自然法；有肿为法，也就是宗教

的法律；有教会法，也叫做寺院法，是教会的行政法规；有国际法，

可以看做是世界的民法＊＊； 在这意义上每个国家就好比是一

个公民；有一般的政治法，表现人类创建了一切社会的智慧；有特

殊的政治法，关系每个特殊的社会；有征服法，是建立在一个民族

想要、能够或应陔以暴力对待另一个民族这种事实上面；有每一个

社会的民法，根据这种法律，一个公民可以保卫他的财产和生命，

使不受任何其他公民的侵害；未了，有家法，这是因为社会分为浒

多家庭，特要特殊的管理。

因此，法律有各种不同的体系。人类理性所以伟大崇高，在于

它能够很好地认诫到法律所要规定的事物应该和哪一个体系发生
主要的关系，而不致搅乱了那些应核支配人类的原则。

薹这段啖的主要是明末清初基督教传入中国的情形；末了几句指的是消初宣教

士们对天主教适用于中国时所发生的一些宗教问题的争验。——释者
** 本章所喟民法常指一般的人为法，不是今天专指同刑法对立的民事法规．

一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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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神为法和人为法，

应该由人为法规定的东西就不应该由神为法规定；应该由神

为法规定的东西也不应该由人为法规忠
这两种法律的淜源、目的和性质是不同的气

任何人都同意，人为的法律在性质上同宗教的法律是不一样

的。这是一条重要的原则；但是这条原则是受到其他一些原则的

支配的。我们对这些原则应该加以研究。

(1) 人为法的性质是受到所发生的一切偶然事件的支配的，

而且是随着人类意忐的棘移而变更的。反之，宗教法律的性质是

永远不会改变的。人为法的制定为的是“好”；宗教为的是“最好'0

“好“可能另有一种目的，因为“好”是有许多种类的；但是“最好”则

只有一种，所以是不能改变的。人们很日f以变更法律，因为它们只

要人们认为“好”就成了。但是宗教的制度却是人们永远认为“最

好”的。

(2) 有些国家，法律等f零，或是，说，仅仅是君主反复无常的

一时的意欲而巳。如果这些国家的宗教的法律也和人为的法律同

一性质的粘，那末这些宗教的法律也就一样是等j匀零了。但是，一

个社会总须要有某些固定的东西；宗教就是这种固定的东西。

(3) 宗教的主要冷力量来自人们对它的信仰；人为法的力量来

自人w,对它的畏惧。＂远古＂的东西适宜于宗教，因为越辽远的事
物，我们常常越是相信；因为关于这些肘代，我们没有其他的知城

可以加以反驳。反之，人为法的优点｀，在于它的新鲜性；这就是~,
立法者目前就特别注意要人们遵从它。

b1 

* 甲乙本没有“主要“二字。

、
一j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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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民法和自然法的抵触

柏拉图脱：“如果一个奴隶因自卫而杀死一个自由人的话，

应按杀亲罪骗处 C叨）这就是惩削大自然所规定的自卫行为的民

祛＊。

亨利八世肘的法律，刊罪不必有旺人对证，这是违反大自然所

赋与的自卫权利的。实际上；要判罪，证人就必须确知他的证言里

所说的人就是被告本人，而且被告必须有自由指出：“你所供的人

并不是我产

亨利八世时又通过一项法律，规定任何女子和人通奸，如果和

该人枯娟前没有把这事向国王宣告的话，须予钊罪。这是违反大

自然所赋与的保且贞操的权利的。而且，强迫一个女子作这种宜

告是不合理的；这就如问要求一个人放弃保且自己的生命一样不

合理。

亨利二怅时的法律规定，一个处女怀孕没有报告官府，其后所

生婴儿又死亡的话，刊处死刑。这也同样是违背大自然所赋与的

自卫权利的。实际上，法律只要规定她必须告拆她最近的一个亲

属，由后者监督、保存婴儿，这就够了。

在大自然所赋与的贞操受到这种斩楚的时候，她还能再告拆

人什么呢？教育付加了她保卫贞操的观念；在这种时刻，她除了抛

弃生命的思想而外，儿乎是没有其他思想了＊＊0

英国有一项法律，人们曾啖誰得很多。这项法律淮浒七岁的

女孩子选择丈夫＠。这项法律有两点使人憎厌。一来，它不顾大

_ 
(!I «法律》第 9 卷。

* “民法”的意义见本书本章第 1 节霹者注．一一一”者

** 甲乙本没有这段；它是为问答格罗理的砰谕插入的。

@ 只尔：«砰喀尔文敢史习第 298 页谈到这项法律。

俨~·`- ~ _ _.~ ··．七｀＇一· ·咄···--..-...…巳－．．．一·~ ̀ '· • • - - -.. 
一”加 I”~- －一动心井牛．．心··令.-,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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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所规定的理智的成熟期；二来，它不顾大自然所规定的身体的

成熟期。

罗思肘代，一个父亲可以强迫他的女儿离弃她的丈夫，虽然他

曾轻同意过这个婚姻也。但离婚由一个第三人去决定，这是违背

人性的。

离婚只有双方同意，或至少一方同意，才合乎人性；如果哪一

方都不同意的括，这种离婚就好像是妖孽，极为可恨。总之，离婚

的权力只得授与那些受到婚姻的苦恼，井且知道秸束这些苦恼对

自己有利的肘机巳桏到来的人们。

第四节璞前

勃民第王贡德鲍规定，盗窃者的妻或子，如果不揭发这个盗窃

罪行气就降为奴隶翌，这项法律是违反人性的。妻子怎能告发她

的丈夫呢？儿子怎能告发他的父亲呢？为了要对一种罪恶的行为

进行报复，法律觅规定出一种更为罪恶的行为飞

列赛逊突斯的法律准浒与人通奸的妻子的子女或是她的丈夫

的子女控告她，井对家中的奴隶进行拷问＠。这輿是一项罪恶的

法律。它为了保存风祀，反而破坏人性，而人性却是风祀的泉源。
在我们的戏剧里，我们看到了一个年青英雄而威到愉快。当

发现了他的岳母过云的丑行的时候，他对这个发现威到非常嫌恶，

就好像嫌恶这种罪恶本身一样。他在惊骇之中，虽然受到控告、审

问、钊罪、放逐、抵毁，但是他对生非德耳的那种可憎恨的血掾关

系，几乎是连想也不敢想的。他抛弃他最心爱的东西、最柔媚的东

@ 参看«法律邓，载«法典3 关千婚娘的斛除和取消有关风杞的裁钊».

@ «勃民第法“第 47 篇。

* 甲乙本把这段放在第 3 节。段末用梧稍异，但意思相同。

@ «西哥特法习第 8 卷第 4 篇第 18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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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一切和他的心火最亲密的东西、－切激怒他的东西，把自己交

给神明，以便由眒咱惩罚他的罪戾；实标！他是不应该受到惩削

的气这里我们听到r大自然的声言，就是它使我们威到愉快；它

是一切卢音中最甜蜜美妙的。

第五节 什么惰况下可以依据民法的原则裁判

而对自然法加以限制

雅典有一项法律，规定子女有扶养穷苦父亲的义务P。但是

1．娼妓所生的见 2．因父亲让操淫业致失贞节的和 3．父亲没有授

与任何谋生技艺的这儿种子女，不在此限气

法律认为：坑一种情况，父亲是誰井不确定；天然的义务也就

不能确定。第二种情况，父亲污辱了他所给与的生命；父亲对子女

做了最大的坏事，郎剥夺 r他们的荣誉95。第三种情况，他让他们

生活贫苦，充淌困难＊。法律巳翱把父子只当做两个公民看待了。

只是从政治的和民事的观点来决定他们的关系 r。法律认为，一

个良好的共和国尤其需要风祀。

第一种情况，大自然没有让儿子知道誰是他的父亲；第二种情

况，大自然甚至好像是命令儿子不要承认他的父亲。我认为，不

编是第一种情况或是第二种悄况，梭伦的法律规定得都是很好的。

但是，我们却难于赞同第三种情况的规定；这里，父亲仅仅违背 r

入为法＊＊。

@ 遠者丧失公权；另一法，遠者下狱。

@ 普卢塔克：«梭伦传））。

@ 普卢塔克：«梭伦传汃伽利耶诺司：＜＜劝言篇：关千技艺“第 8 章。

* 甲本作：＂．．．．．．生活贫苦，没法椎持。法律停止了子女的天然义务，因为父亲竹

枉遠背他的天然义务。法律巳轻把父子······"

** 甲本没有末了这一句；它是乙本的勘误表片加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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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继承的顺序应以政治法或民法的原则而

不应以自然法的原劓为依据

噶可尼安·}妇不祚立妇女为承嗣即使是独生女也是如此。

圣奥古斯］飞心从来没有法律比这更不公平的了复焉尔小尔富

斯的一条法式认为，不祚女子继承父亲财产的习惯是对肿的不虔

敬气查士丁尼把规定男性继承而排斥女子的法律，称为野队的

法律见这些思想的根源是，人们把继承父业的权利看做是山自

然法推溃出来的；实际上井不如此。

自然法规定，父亲要养育子女；但它井不强制他们立承嗣。财

产的分授、同分授有关的法律、分授人死后的继承，这一切都只能

由社会规定，所以只能由政治或民事的法律规定。

政治或民事的法规常常要求子女继承父产，这是质的；但井不

老是这样的。

我们关于采地的法律，规定由长男或最近亲属中的男性所有

一切，而女性则一无所有；这也许是有它的理由的。但伦巴底人的

法律则只由姊妹、私生子及其他亲属继承财产；在没有这些人的时

候，则由国车和女儿分有遗产孔

中国付有儿个朝代规定由皇帝的兄弟继承大統，而不由他的

子女继承。如果要使有一定婬验的人当君主的话，如果怕幼年人

当君主的言舌，如果要防备太监们把一速串的小孩子捧上宝座的话，

那末建立这么一种继承的顺序是再好不过的了。有一些著者曾把
这些兄弟看做是帝位的篡夺者＠；但是这些著者的判断是以中国

@ «神的国“第 3 卷。

@ «法式书习盯 2 卷第 12 章．．

@ «新法“第 21 篇。

@ «伦巴底法“第 2 卷第 14. 篇第 6-8 节。

@ 杜亚尔德：«中华帝国志，脸第二个朝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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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法律思想为根据的。

按照努米肤亚的习惯，继承了三位的，是伽拉的兄弟得尔诸

斯气而不是他的儿子堁西尼藷丸甚至到［个天，巴巴利的阿拉

伯人仍然是这样正；在那里令每一个村子都有一个村长，人俷是桉

照这个古代的习惯，选择叔伯父、舅姑姨父或其他亲属作为他们的

继承人的。

有比牡主国，王位的继承是完全通运选举的，继承的质片显然

炒该按照政治的或民事的法律的规定，所以应该由这些法律决定

在什么估况下由子女继承才合则，在什么悄况下则应该由他人继

承＊＊0

在多偶制的国家里，君主有祚多子女；其中有些国家，君主的

子女多．有些国家，村主的子女少。有些国家叭旧王的子女那么

多，不可能由人民瞧养，因此规定王位不由国王的孩子，而山国王

的姊妹的孩子继承。

国王的子女特别多的时候，［国家就有发生可怖的内战的危险。

山国王的姊妹的孩子继承t位这种继承陌序，可以防止这些弊害，

囚为姊妹的子女的数目和只有一个妻子的国王的子女的数目当然

是不相上下的，）

有些国家，由于政治上的理由，或是由于宗教上的某种圳条，

不能不由某一家族永远执掌政权。这种情况在印度就产生了种姓

@ 狄特·李维：«罗玛编年史“第 29 卷第 29 章。

@ 参看肖：«旅行妃））第 1 卷第 402 页。

* 甲乙本没有“甚至到了今天”句。

** 甲乙本多一段：“阿拉伯有一个民族，在国王登极那天，所有怀孕的妇女都由

人加以护卫，她们所生的第一个孩子就是王位的继承者”*＊＊0

*** 斯特拉波心地志»第 16 卷（孟德斯璃原注）命

@ 例如非洲的洛文果。参看«创建东印度公司历次航行辑豐“第 4卷第 1 篇第

114页，和斯密士：«儿内亚旅行配“第 2 篇第 lOO 页关于瑞达王国的记述．

··•一．．、朵．~一． l 冒 lll l l l l ll',.....,,“'l,Il'”“'` l 舅lI”“.. ，旧 l llll T -·-－-·．．．．．．．．七 l l,~,"'-S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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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嫉妒和没有后面的恐惧仆）。他们认为，如果要永远不缺乏打:::E

室血統的人当君t的品，就不能不由国上的长姊的子女米继承(.,

总的准则是：养育子女是自然法 l一的义务；山f 女继承，是政

治法规或民事法规上的义务。因此，关f私生卢仕界l：不同的国

家就有不同的规定；这种规定是随着各国民书的或政治的法仆而

改变的。

第七节 自然法的问题不应依宗教的簸规裁决

阿L-、七西尼亚人的斋期是五U尺，极为艰苦，身体大受削弱，以

致斋后长期不能做书。上耳其人就选择他{P1斋后的机会玫山他

们矶宗教应该雒护大自然所赋与的自 n权利，对这类习惯加以

限制。

犹太人有守安息 H 的规矩；节敌人们选择这人进攻他们的时

候，他们竞不进行自 1l们这对这个国家来说，员是愚不可及。

坎拜柄兹围攻粕卢潜的时候，把埃及人认为眒圣的牉多动物

放在第一钱。驻防审竞不敢接近。誰石不见大自然所赋局的自且

权利是高于一切埮规训条呢｝

第八节 应依民法的原则规定的东西就

不应依寺院法的原则规定

按照罗屈民法，在眒圣坳所偷窃私物，仅仅以盗窃罪描处气

按照«寺院法»,则以亵演神圣罪誰处＠。叶寺院法习所注意的是地

@ 参看«耶稣会士书简集习第 14 辑； «创建东印度公司历次航行祠壹｝＞第 3 卷第

2 篇第 641 页。

® «创建东印度公司历次航行辑豐“第 4 卷第 1 篇第 35 和 108 页。

@ 当庞培圉困他们的圣殿的时候，他们就是这样。参看狄欧： «罗焉史“第 37 卷

第 16 章。

@ «法律» 5 等«茹利安法：关千徐窃公共财物环

© «寺院法“第 17 章«不脸誰》，问题 4 ；古耶斯： q观察习第 3 册第 13 卷第 19 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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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民法所注意的是事实。但是，如果仅仅汁意地点的话，那就不

仅没有考虑盗窃罪的定义和性质，速亵冶肿圣罪的定义和性质也

是没有加以思索了。

丈犬既然可以因为县子的不忠实而要求离异，那末婓子也可

以因为丈夫的不忠实而要求离异了。过去曾有过这种习惯仇它

和罗思法是衵违背的趴但是为教会法庭所采用。这种法庭只注

意«H院法））的训条。实际上，贤果我们仅仅从耗粹精眒上的煦念

出发、仅仅从同来世事物的关系出发去看待婚姻的话，那末不治夫

或易对婚妞的违背就产是 样的。但是几乎一切民族的政治的和

民事的法律都合理地把二石区别开来。这些法律要求妇女须有一

定的节制和贞沾，而对男子却井不提出这种要求；因为失掉了贞洁

对妇女来脱就等于放弃了一切品德；因为一个妇女违背了婚妞的

法律就离开了她的天然的依赖关系；因为大自然对妇女的不贞是

给以明确的标记的；不但如此，妇女奸生的子女必然成为丈夫的子

女，由丈夫吮养；但是丈大奸生的子女则不成为妻子的子女，也不

山妻子腺养3

第九节 应依民法的原则规定的东西常常不能

依宗教的原则加以规定

宗教的法律富于崇高性；国家的法律富于普逼性。

由宗教产生出来的“至善境域的法律”，主要是以遵守这些法

律的个人，而不是以社会的完善为目的的。民法正相反。它的目

的主要是一般人道德的完善，而不是某些个人道德的完善。

因此，．由宗教直接产生出来的思想，不脸怎样值得尊敬，并不

老是可以用作民法的原则的，因为民法有另外一个原则，就是：社

© 波焉店亚：«波瓦西斯的古代风俗“第 18 章第 6 节。

@ «法律江，«法典：茹利安法，关于通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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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一般的利盆。

罗焉人投立规则，以保存共和国妇女的风祀。这些是政治性

的制度。在君主政体建立后，他们就制定了同这方面有关的民法；

这是按照政府的原则制定的。基督教建立后，所制定的新法就同

一般的善良风俗关系少，而同婚姻的肿圣性关系多；它们从民事的

关系去考虑两性的粘合少，从精肿的关系去考虑两性的粘合多。

起初，按照罗焉法，一个丈夫，在宴子被判奸淫罪后又复带她

回家的话，将被当作她的淫行的共森者而受到刑圳仇查士丁尼从

另外一种想法出发，规定丈夫得在两年期内把她从修道院接回

家矶

在初期，如果丈夫出征，杳无音信，妻子可以很方便地重行枯

婚，因为她手中掌握着离婚的权力。君士坦丁规定，妻子应等待四

年，然后把离婚拆状呈递给單事当局97; 如果他的丈夫回来，就不

能控告她犯奸淫罪了©。但是查士丁尼规定，在丈夫离开后不长

的期问内，除非她根据單事当局的征言与誓言，旺明丈夫确巳死亡

之外，她是不能重行秸婚的饥查土丁尼的主张是，婚姻是不可解

除的。但是我们可以脱，他的主张太过分了。在有了消极的证据

就巳钰够了的塌合，他却要人提出积极的趾据；他要人证明一个身

在远方，钮历万险的人的遭遇，具是强人之至难；在人们可以很自

然地推定丈夫死亡的场合，他却要推定妻子犯罪，即遗弃丈夫的

罪。他使一个妇女不能桔婿，他损害了公共的利盆；他使她受到无

数危险的威胁，他又损害了个人的利盆。

查士丁尼的法律规定，夫妇同意入修道院可以作为离婚原因

O «法律'> 11 末节等«茹利安法：关于通奸斗

© «新法＂＆L，第 10 章。
@ «法律, 7 «法典：关于婚姻的解除和取消有关风杞的裁钊，0

@ «实例，，，«今天不拘大小如何习篇；«法典：关于婚姻的斛除......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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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一心；这已完全离开了民法的原则。离婚的原因，应陔从粘婚前

所未能预见到的某些障碍中产生，这是理所当然的。但是上述保

存贞操的颗望，是完全可以预见到的，因为它就在我『，的心中。这

项法律将使婚姻关系变化无常，而婚姻关系在性质上是应当永恒

不变的。它违背了肉婚的基本原则，郎准浒一个婚姻的解除仅仅

是因为有纾桔另一个婚姻的希望。况且，就是从宗教的思想来脱，

这项法律也仅仅是在非举行祭礼的时候，把人皊上帝作牺牲品而

巳。

第十节 在什么塌合应陔遵从民法所容许的，

而违背宗教的禁令

当一种禁止多偶制的宗教传入了准昨多偶制的国家里的时

候，陔国法律－~单从政治来諒——是不应该容浒一个有儿个妻

子的人信仰这种宗教的，除非官吏或丈夫通过某种方式恢复妻子

们民事上的身分地位，作为陪偿。否则妻子们的处境将是悲惨的；

她们遵从了法律，但却被剥夺了社会上最大的利盆。

第十一节 人类的法庭不应以有关来世的

法庭的簸规作准则

宗教法庭是由基督教的僧侣们按照“撤悔法庭”的思想租娥

的； 它司一切良好的施政是背道而驰的。它在各处引起了公憤。

那些决心建立这种法庭的入们甚至从他们所遭遇到的反抗获取利

盆。要不是这样的话，这种法庭早巳向这些反抗让步了。
这种法庭，不渝对什么政府，都是不可容忍的。在君主政体之

下，它只能制造告密者和卖国贼。在共和政体之下，它只能够培养

© «实例，C今天的事寸胄I «法典：关千婚姻的解除…...>. 

l-rn.俨 lll 「llll `j, r.上'4印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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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贼实的人；在专制政体之下，它和这和政体一样，具有破坏性。

第十二节璞前

这种法庭的弊害之一是：当两个人囚同一罪名被控，一个人否

认犯罪，就处以死刑，另一个人承认犯罪，就能免除刑削。这种做

法，洞源自寺院的思想；按照这种思想，否认就好像是不知悔改，应

陔受刑悯，承认就好像是知所悔改，应当“得救＂。但是这么一种区

别法是不应当同人类的法庭有任何关系的。人的审刊只看行动；

它对人类只有一项要求，就是“无罪＇。肿的审判则看思想；它对人

类却有两项要求，就是“无罪“和“愤悔"。

第十三节 关千婚姻，什么时候应遵从宗教法规，

什么时候应遵从民法

不誰在哪一个国家，在哪一个时代，宗教总是干与婚姻的。当

人们认为某些事情不洁净或是不合法，但又是必不可少的时候，

就很有必要睛宗教来把它侗合法化，或是在另一坳合，加以随责。

在另一方面，婚姻是人类一切行动中最使礼会成到兴趣的，所
以又很有必要由民法加以规定。

婚姻的性质、形式、缔秸的方式和由此产生的丰觥的果实一一

这一切都属于宗教职能的范围。一切民族都认为，子孙繁衍是天

降厚祖；婚姻不一定都产生繁多的子女，所以是要靠某些超人的恩

惠的。

男女的这种桔合在财产的关系上所产生的后果、相互间的利

盆、一切同新家庭、同新家庭所由出的家庭、同新家庭所将产生的

家庭等有关系的事情一一所有这一切则属于民法的范围。

婚姻的重要目的之一是消灭非法粘合那种变化无常的状态。

所以宗教就粕婚姑打上了宗教的烙印，而民法也给婚姻打上了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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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的烙印，为的都是要尽址使婚姻具有确实性。因此令有效的婚

姻，除 f宗教所要求的条件而外，民法还可以要求其他条件。

民法所以得到这种权力，是因为它给婚姻增加了条件，而不是

提出同婚姻原有条件相矛盾的条件。宗教的法律规定婚姻要有某

些仪式，而民法则规定婚姻要翱父亲同意，这里，民法比宗教多提

出 f一项要求，但不是相矛盾的要求。

由此说米，婚姻关系可觥除或不可解除，是应该由宗教去决定

的佣脏。因为如果宗教的法律己翱规定婚姻关系不可解除，而民

法却规定它是可以撤销的话，那末二者就互相矛盾了。

有时，民法关1二婚姻的规定井不是绝对必要的。有些法律井

不撤销婚姻，而只是处割婚姻的蹄粘者；这种法律关于婚姻的规定

就不是绝对必要的。

罗焉时代，«巴比恩法»宣布它所禁止的婚姻是不正当的婚姻，

不过它仅仅加以处拥而巳虹但是由思尔岸斯·安托尼努斯皇帝

倡跷而成立的一项元老院法案则把这些婚姻宣布为无效；这就是

＼记什么婚姻、妻子、妆奋、丈夫等等就全都消灭了现民法应相机

行事，有时着重注意补救时弊，有时则着重注意防范未然。

第十四节 关千亲戚闭的婚烟，什么时候应依自然

法，什么时候应依民法的规定

在禁止亲属问的婚姻这一事悄上，要很好地划出哪里是自然

法的终点和民法的起点，这是一件极精微棚致的工作。我们应陔

船它建立一些原则。

儿子和母亲桔婚，就要搞乱事物的秩序。儿子对母亲应该有

@ 参看我在本书第 28 章(«法律和人口的关系汾第 21 节所貌的括。

@ 参看«法律» 16 等«关千婚姻的仪式》；又«法律， 3，第 1 节，也载«罗焉法汇篇：

关于夫妻刺的赠与》。

l..-l.，一·l, ll 1l W·J.4 ～心九，沁,.,... ．，心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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寸

无限的尊敬，妻子对丈夫也应该有无限的摊敬；如果母亲和儿子枯

婚的括，就将把双方的天然地位都推翻了。

不但如此，大自然把妇女的生育期规定得早些，把男子的生育

期规定得晚些，因此妇女的生育能力停止得早些，而男子则晚些。

倘使母子可以桔婚的盓，那末当儿子血气方刚的时候，母亲却礼不

多巳程都是不能生育了。

父亲和女儿粘婚，也同样是违背自然的。不过它违背得少一

些就是了，这是因为它没有上述两种障碍。因此优鞋人可以娶自

己的女儿矶但绝不能娶自己的母亲，这点我们可以在旅行家们的

祀述里看到％

父亲对子女的贞节留意看护，这总是理所当然的。父亲对子

女负有培养的贡任，就应当保护他们，尽可能使他们身体健全，精

肿不受沾污；一切能够激励他们的善良帜望，和宜于孕育他们溫柔

仁厚的气质的东西，都应加以保存。父亲总是努力使子女品行端

正，当然嫌恶一切能使他们腐化堕落的东西。人们将脱，粘沿井不

是腐化堕落。但是在秸婚前必须牍话，必须求爱，必须引誘；令人

嫌恶的就是这种引誘。

因此，施行教育的人和接受教育的人，二者之间必须有一条不

得超越的鸿沟，井避免一切腐败，即使是出于合法的原因的话，也

是如此。做父亲的人为什么那样謹憤小心地不昨那些要和他的女

儿桔婚的人陪伴、亲匿呢？

对兄弟姊妹相奸的嫌恶也是比于同一理由。父母只要有颠望

使子女品行端正，家庭钝沽，这就足以在子女们心中激起对一切可

@ 链能人的这项法律是十分古老的。普利斯康斯脱，阿提拉在某一个地方停下

来，和自己的女儿爱斯卡桔婚。他脱，“这是西徐亚人的法律所许可的＂。普利斯康斯：

«出使阿提拉王廷配事»第 22 页。

$ «徒袒史“第 3 篇第邓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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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导致两性交合的事估的谦恶。

禁止辛表兄弟姊妹粘婚，也汕源千同一理山。在初民肘代，也

忧足諒．在清冲无垢的旧代，人们不知道什么叫做若侈，所打的子

女都居住仆父周家皇，井且就在那用粕婚成家U，因为那时一所小

房 f就足以居仆一个大家族。两个兄弟或堂表兄弟的孩了就被看

做是兄弟＠；他if1 自己也是这样看。兄弟姊妹既然不能秸婚，那术

堂表兄弟姊妹也就同样不能枯婚了飞

这些原咒极有力队而且是合乎自然的，所以儿乎在整个地球

上，叩虽是毫无交往的地区，也都同样起f11川。罗思人并没有教

给台溃的居民说，四亲等以内亲属粘婚就是乱伦正罗局人也没打

这样告盺阿拉伯人＠；他们也没有这样教给届尔底雒人见

虽然有些民族井没有反对父女问、兄弟姊妹问的婚姻，但是我

们巳钰在本书第 1 章看到，“智灵的存在物”并不老是遵守自己的

法则的。誰能想到，宗教的思想兑常常使人类这样迷失道路！亚

述入和波斯人同自己的母米粘婚；亚述入这样做为的是在宗教上

耍对西米拉米斯表示尊敬；波斯人这样做是因为岆教优遇这类婚

如拉。埃及人同自己的姊妹粘婚；这也是山千埃及宗教的狂乱，用

这种婚姻作祭献，来荣耀爱西司女神。宗教的精种是要我们蜗尽

全力去做伟大而困难的事业，所以我们不能因为一个虚伪的宗教

@ 初期的罗焉人就是如此。
@ 实际上，在罗耜，他们用同一个姓，堂表兄弟也都叫做兄弟。
@ 在古代罗焉，堂表兄弟姊妹是不得粘婚的；到了后来，人民为着要庇护一位极

得人心的人物，通过了一条法律，淮许堂表兄弟姊妹桔婚。这位人物坚了他的堂姊妹
（或表姊妹）。晋卢塔克：«有关罗思的问题％

@ «印度旅行轨觉｝第 5 卷第 1 篇召台湾岛的现状沁

® «可兰艇））渝妇女农。

@ 参看比拉尔：＜＜旅行记沁
© 人们认为这类娇姻耍光荣一些。参看菲洛： «关千十诚的特殊法律i>' 巴黎

16的年版第 778 页 D

4,～`,.＂ '1“TI 口 1,「「＇盲，山 1,1'“'”“' ， “'lll'，翻..－圈圈 lll,1I.- 哑｀睿血＂＆，＇－一·叫“圈，一＇，一，一”“'”“ -」L 11l 叶心 -·--一＾··早噜 口 上一



188 监法的精神

把某一件书奉为神圣，俄认为这件事是合乎自然的。

禁止父女和兄弟姊妹削的婚姻为的是保存家庭合乎自然的贞

洁－－这条原则，将帮助我们发现哪一类婚姻由自然法所禁止，哪

一类婚姻只能由民法加以禁止。

子女是居住、或通常被认为是居住在父米的家用的，所以女婿

和岳母、公公和儿媳如、丈大和妻子的女儿＊就都居住在一起了。

他们彼此间的婚姻是自然让所快JL的。在这坳合，”意象＇产生了

和“实在“相同的效果＊＊，因为二者的从本情况是相同的＊＊＊。民法

不能够、也不应该允祚这类婚姻。

我＊＊＊＊巳翱諒过，有一些民族把堂表兄弟看做是兄弟，因为

他们平常同住在一个家里。有此民族就没有这种习惯。在前一类

民族，堂表兄弟姊妹削的婚姻就应当视为违背自然法；在后一类

民族＊＊＊＊＊就不应当。

但是，自然法井不是地方性的法律。因此，当这类婚姻被禁止

或浒可的时候，就应当按情况由民法予以昨可或禁止。

夫妻的兄弟姊妹井没有必要也没有习憤居仕在一个家庭里，

所以要保持家庭的贞沾井没有必要禁止他们之间彴婚姻。因此禁

止或准浒他们之间的婚姻的法律不是自然法，而是民法。民法是

按照悄况和各国的习惯加以规定的。这些就是法律以风俗和习

惯＊＊＊＊＊＊为依据的实例。

如果按照4个国家的习惯，某些婚姻的悄况和自然法所禁止

* 例如前夫的女儿。一一一译者
** 指假定的父母子女兄弟姊妹｀例如女婿、岳母、公公、儿媳妇等，在效果上也同

真正的父母子女兄弟姊妹一样，彼此不能秸婚。一~霹者

*** 指二者都是住在同一个家里。—－一译者
**** 甲乙本作，“我们”。

***** 原文作“在这些民族，……在另一些民族＇1, 甲乙本作：“在前一类民族，…

在另一类民族。”
*＊＊＊＊净 甲乙本作“风俗蒙习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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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婚i从的情况相司的活，民法就加以禁止。如果情况不相同的话，

就不加以禁止。自然法的禁例是不变的，因为它所依据的事物也

是不变的；父亲、母亲、子女必然同住在一个家庭里。但是民法的

禁例却是偶然性的，因为它是以偶然的情况为依据的；堂表兄弟姊

妹等等是偶然地住在同一个家庭里的。

这脱明为什么摩西的律例、埃及人©和胖多其他民族的法律

准浒夫妻的兄弟和姊妹秸婚，而这些婚炽却是其他民族所不允浒

的。

印度允许这类婚姻，是有极自然的理由的。那里叔、伯、员就

被看得好像是父亲一样；他们有义务象对待自己的儿子一样，培养

侄、甥。这是由于这个民族的性格善良而充谪人道。这项法律或

习憤又产生了另一项法律或习惯，就是：当丈夫丧失妻子的时候，

他必然和她的姊妹粘婚~,这是极合乎自然的，因为他的新伴侣将

成为她的姊妹的子女的母亲，而不是一位残虐的继母。

第十五节 以民法为根据的事情就不应当

用政治法加以规定

人类放弃了他们大然的“独立”而生活在“政治法”之下；同

样，他们也放弃了他们天然的“财产的共有”而生活在“民法”之

下 98 甲

政治法使人类获得自由；民法使人类获得财产。我们巳翱訰

过，自由的法律是国家施政的法律；应该仅仅依据关于财产的法律

裁决的事项，就不应该依据自由的法律裁决。如果说，个人的私盆

应陔向公共的利盆让步，那就是荒嘐背理之脸。这仅仅在国家施

政的问题上，也就是脱，在公民自由的刺题上，是如此；在财产所有

@ 参看«法律沁，载«法典：关于乱伦的婚姻和有害的婚姻>）0

@ «耶稣会士书防集习第 14 辑第 408 页。



190 输法的精种

权的问题上就不是如此，因为公共的利盆永远是：每一个人永恒不

变地保有民法所给与的财产。

西塞罗认为，土地均分法是有害的，因为国家的建立只有一个

目的，就是要使每个人能够保有他的财产。

那末，就让我们建立一条准则吧它就是：在有关公共利盆的

朋题上，公共利盆绝不是用政治性的法律或法规去剥夺个人的财

产，或是削减那怕是它最微小的一部分。在这种塌合，必须严格遵

守民法；民法是财产的保障。

因此，公家需要某一个人的财产的时候，绝对不应当凭借政治

法采取行动；在这种场合，应陔以民法为根据；在民法的慈母般的

眼里，每一个个人就是整个的国家。

如果一个行政官吏要建造一所公共的楼房，或修筑一条新道

路的话，他就应陔陪偿人们所受到的损失；在这种场合，公家就是

以私人的资格和私人办交涉而巳98乙。 当公家可以强制一个公民

出售他的产业，井剥夺民法所赋与他的“财产不得被强迫出让＂的

重要权利，这对公家来脱，就巳钰很够了。

毁灭罗思的那些民族滥用了他们的胜利。后苤，”自由的精

肿“使他们恢复了他们的“公道的精神”；他们溫和适中地执行那些

最野蛮的法律；如果有人对这点有所怀疑的话，他只要一賸十二世

昶99 波思诺亚所著关于法学的佳作，就能知道的。

他的时代和我们今天一样，要修理大路。据他脱，如果一条大

路无法修理的话，人们就尽所能在靠近旧路的地方修筑一条新路，

但是人们又从那些由这条路获得利盆的人们征线，以赔偿所有主

们所受的损失＠。他们当时的裁决是依据民法；而我们今天的裁

决却是依据政治法。

@ 倾主指派税吏向农民征收通行税，伯爵强制耕士们出款，主教强制僧侣钙出
款。波玛括亚：«波瓦西斯的古代风俗习第 25 节第 18 和 17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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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节 应依政治法的准则处断的事项就不应
依民法的准则处断

如果我们不把一个国家由财产推演出来的法规同由自由产生

出来的法规混淆了的括，则所有这些佣超都可以迎刃而韶。

一个国家的“国有土地财产”*100 是否可以让与的佣题·应该

山政治法而不应陔由民法决定。所以不应陔由民法决定，是因为

一个国家需要有“国有上地财产“以供生活，这和一个国家帚要打

民法以规定财产的处分事项，是同样必要的。

因此，如果“国有土地财产”被让与了，则国家将被迫筹措新

款，另置一份“国有土地财产＂。但是这个措施将会把政府搞垮，因

为，按照事物的性质，建置每一份“国有土地财产“，国民总要拿出

更多的金线，而国家的元首就会获得更少的利盆；一言以散之，“国

有土地财产“是必要的，让与是不必要的。

在片主国，王統继承）桢序的建立是以居家的利盆为根据的。

国家的利盆要求王统继承必须固定，以避免专制国家所常常发生

的祸乱e-－这种祸乱我在前面巳桏啖过7。在专制的国家，一切

都是不确定的，因为一切都是独夫专断的。

王统继承顺序的建立，井不是为着王室，而是因为有一个王室

統颌，对国家是有利的。规定私人继承的是民法，民法是以私入的

利盆为目的的。规定王統继承的是政治法；政治法是以国家的利

盆与保全为目的的。

由此说来，当欧治法在一个国家里建立了王統继承的顺序，而

这个顺序又巳轻终了的肘候，如果有人援引其他一个民族－－－不

管是什么民族一－的民法为依据，要求取得王統的继承权的品，那

亭 不是一般的所谓“倾土疆域又一一”者

.......泌.,..,.仁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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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荒嘐俋伦的10飞

一个个别的社会并不能为其他社会制定法律。罗焉人的民法

并不比其他一切民族的民法更官 f近川性：罗届人自己在小刊村

［们的肘候也没有应用他们的民法；他吧审判君王们所依据的准

则是极端卑鄙恶劣的，所以不应肾恢复它们 j

再山上推定，当政治法巳钰黜废某一家族，不浒它继承--E統的

时候，如果人们依据民法的推脸要求＂恢复＂［統的活，那也是荒忠

背理的。损害的＂恢复“是民法用面规定的东西，对那些遵照民法

牛活的人们是适川的；但是对那些为民法而设立、为民法而生存的

人们＊是不逌川的。

如果说，人们可以根据我们一—让我借川西塞罗的脱法吧！

-－裁决私人问关f一条路旁小沟的权利佣尥时所使用的准则，

去决定一个王国、—个民族、甚至整个地球的权利问题的话，那是

可笑的心

第十七节璞前

“只壳放逐＂＊＊应该从政治法的准则，而不是从民法的准则加

以研讨3 这个习惯绝不能侮辱平民政治；反之，它正足以证叫个民

政治的宽仁溫厚。我们总把放逐看做是一种刑罚。但是，如果找

们能够把“只壳放逐＂的观念同刑刑的观念分别开来的话，我们就

能够威到“只壳放逐＂的宽仁溫厚了。

亚里士多德告拆我们，当时人人都承认这个憤例衔着一些入

道的成分，又极其为群众所喜爱旯在人们做出只壳放逐判决的

* 指制定、执行民法的君主们。—-－评者

@ «法律习第 1 卷。

** 注释见本书上册第 12 章第 19 节注＠内的冗者附注了＿＿＿谔者

@ «政治学））第 3 卷第 3 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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肾廿寸、晋地，人们井不觉得它有什么可厌的地方。找俨离开当时这

样遥远，帐够得出和当时的脱告、半馆、甚否被告不同的看法么？

当肘人民的这种刊决，是把无上的光荣给与被审利者的。在

雅典，由－『这种判决被滥用到一个亳无价值的入的身J知，人们立

即停止使用这种判决气如果我们注意这两个事实，我们就将很

沽楚地看到，后代的人关于“只壳放逐＂的观念是銡换的；我们将很

沾楚地看到，“贝壳放逐“是一项美妙的法律，因为它防止［一个已

恕得到光荣的公民又一次得到光荣所可能产生的恶劣后果。

第十八节 必项研究外表似乎矛盾的法律

是否鹰于同一体系

罗思訰可丈夫把妻子借给别人。普卢塔克很明确地这样告拆

我们仰。人们知道，卡托把他的婓子借给荷顷西岛斯＠102。卡托井

不是那种会违犯国认的人，＇

但在另一方商，如果丈夫容忍妻子淫乱，不把她交付审判，或

是在她被刊罪后又接她回家氮则丈夫要受刑悯。这些法律，好像

矛盾，但是井不矛盾。允许罗思人出借凄子的法律显然是拉栖代

孟的制度；这个制度建立的目的是为着给共和国生产良种的子女

—-－如果我可以使用这个脱法的话。另一项法律的目的是在于维

护善良风俗。前一项法律是政治法；后一项法律是民法。

第十九节 应依家法断处的事项不应依民法断处

西哥特入的法律规定，奴隶在遇到主妇同人通奸肘有义务把
--_＿衄＿

@ 即海柏鲍路斯。参看普卢塔克：«阿利斯底德传兄
@ 因为同立法精神相遠背。参看本书第 29 章第 7 节。
@ 普卢塔克：«莱喀古士和努琨的比较沁
@ 普卢塔克：«卡托传＂。斯特拉波心地志习第 11 卷脱：“这事就发生在我们的时

代．＂
@ «法律》 l1 末节等«茹利安法：关于通奸石

一·,恤... lll,n干叮 E．一吨婷小叩一·"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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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行打者捆梆起来，交轮丈犬和法W©。这是利1ll恶的认什t,

因为它把国家、家庭和个人的复仇权交给这种叫壮的人－ 奴裴

这种法律只近亢f东方的后宫。那用的奴隶负青宫床埜地；

如有违法情市发生，奴隶首先要负演职的贡仔。所以奴隶逮捕罪

犯的动机，与其脱是为着把罪犯交付审刊，毋宁脱足为着表自自

己，让人调查犯罪行为发生时的悄况，以避免自己失职的嫌疑。

但足在如女个受监视的国家用，如果民法使家庭的上妇受到

她们自己的奴求的肌问的话，那就是毫无道即的几

这种叫用最多在某些易合之下足一种特殊的家法，绝不是一

利民法。

第二十节 厚千国际法的事项刁应

依民法的原则断处

自山的主要意义就是，一个入不被强迫做法律所没有规定要

做的事情；一个人只有受民法的支配才有自由。因此，我们自山，

是因为我们生活在民法之下。

由此说来，打主们彼此之朋的关系井不是受民法的支配，所以

他们是不自止的。他刊受暴力的支配，他们永远是强制别人或是

受到强制。因此，他们依暴力蹄耜的条的和他1r叮准娟帝未古的条的，

同样具有强制性。至于我们，都是生活在民法之下；当人们强迫我

｛们J立某种非法律所要求的契的时，我们可以在法律支持之下，反

抗暴力的侵害。但是一个君主所处的地位，不是强制别人就是受

到强制；他不能抱怨人们用暴力强迫他打定条的。—一这就好像是

抱怨他的天然地位；就好像是他想成为其他君主的君主，把其他打

主都当做他的子民；也就是股，违反事物的本质。

O «西哥特法“第 3 卷第 4篇第 6 节俨

------------------·-----… l "'l,”“''-. 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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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节 厚于国际法的事项不应依政治法断处

政治法要求每一个入都要服从所在因的民、刑韦让处的管辖

和骸国元首的惩罚。

国忨法要求村主们派遣使臣。由市物的性质推演出来的心

理，不允浒使臣受任地国的元首和法院的管辖。使臣从渭使国打

主的喉舌，这个喉舌应该有自山。不应该有任何东西叭碍他们的

行动。他们可能时常冒犯人，因为他们代表一个独它的人忠心

如果他们可以因犯罪而受刑罚的话，人们就将把罪行都加在他们

身上。如果他们可以囚债务而被逮捕的话，人｛凹就将粉他们捏造

些债务。科主在本质上是黯矜豪放的，但是上述悄形将使他们不

能不通过一些为一切恐惧所包围的人们的喉舌说话了。因此，关

于使臣问题，我们就应该涅从山国际法推演出来的道理，而不应该

遵从由政治法推演出来的道理。但是如果使臣惘滥川他们代表的

身分，人们可以把他们出送回国，就这样停止他们的代表身分。人

刊甚至可以向他们的君主控告他们；在这种场合，君主就成为他们

的审判官或是共犯者。

第二十二节 印伽人阿杜阿尔巴的不幸遭遇

我们这里所阐述的原则，曾轻受到西班牙人蛮横的破坏。印

伽人阿杜阿尔巴只应该受到国际法的申钊，但是西班牙人却川政

治法和民法对他进行申半l@。他们控告他曾羁把他的某些臣民处

死、曾轻娶儿个妻子等等。而最愚蠢不过的是，他们不是依据他的

国家秘鲁的政治祛和民法，而是依据他们的国家西班牙的政治法

和民法来定r他的罪。

O 参看雄加：«秘鲁征服史“第 108 页。

土止心士玉· -,~` ＂产．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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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三节 由于某种情况，政治法将使国家遭受

毁灭的时候，就应骸采用保存国家的政治

法；这种政治法有时就成为国际法

一种政治法在一个国家里建立某种王統继承顺序原是为了这

个国家，但是当这种政治法对这个国家反而起了毁灭作用的时攸，

亳尤疑问，这个国家就应该采用另一种政治法来变更这种继承顺

序。后一种政治法绝不是和前一种政治法相违背，而是在儿本上

和它相一致，因为这两种政治法都是从同一个原则出发，就是：“人

民的安全就是最高的法律”。

我已翱脱过，一个大国成为另一国的附庸肘自己就要衰弱下

去，而且甚至要使宗主国也衰弱下去飞人们知道，一个国家有自

己的元首，公共收入管理得宜，金钱又没有流出去使另－个国家富

裕，－－－这些对于这个国家都是利盆攸关的。治国的人，不要为外

国的烧规驯则所咸染陶醉，这点特别重要。外国的线规训则总不

如本国既有的矮规训则合适。此外，人类对自己的法律和习惯总

是不可思战地依恋不舍的；每个民族都因自己的法律和习憤而咸

到幸幅快乐。我们从各国的历史看到，如果没有大动乱和大流血，

人们是很少改变自己的法律和习惯的。

由此说来，如果一个大国的王統继承人是另一个大国的君主

的话，前者是完全可以拒绝这个君主为继承人的，因为变更这个王

統继承顺序对于两国都是有盆处的。因此，俄国伊利沙伯朝初期

制定了一项法律，很明智地规定，任何国家的君主不得为俄国王位

的继承人；葡萄牙的法律也不许任何外国人以血掾关系为根据要

求继承大統。

@ 参看本书第 5 章第 li 节；第 8 章第 16-20 节；第 9 在第 4-7 节；第 10 章第

9 ~10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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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一个匡家可以排除外国君主继承上統的话，那它更钉埋

由要求外国村L放弃继承权了。如果它害怕某一个婚姻关系会粉

它带来某些后果，例如使它丧失独立或遭受分割的话，它完全可

以要求粘婚的人和他们所生的子女放弃对它所将取得的一切权

利10;。国家既然可以制定法律排除这些人取得继承权利，那木这

此人一＿＿权利的放弃者和放弃权利的受捐者 更不能有所抱怨

了。

第二十四节 警察规则和其他民法不鹰于同一体系

有一种罪犯，甘吏处以刑削；另一种罪犯，打史加以墒正。前

. 一种罪犯属「“法律势力”的管辖范围；后一种罪犯属尸＂订吏权
威”10节的管辖范围。前一种罪犯为咐会所憤弃；后一种罪犯则被

强制澄从社会的规矩生活。

在瞥政的实施上，惩刑者与其諒是法律，毋宁i如是官吏。在犯

罪的审刊上，惩削者与其说是官史，毋宁虎是法律C 瞥察的书务是

时肘刻刻发生的事悄，通常问姐很小，儿乎不需要什么手桢、形式 Cl

瞥察的行动必须迅速；咎察处理的是每天一再发生的事件，所以处

以币刑是不通督的。它所致力的永远是一些繁枝釉节，所以人 i凹

不为它树立伟大的典型。它与其说有法律，毋宁说只是些规则而

已。在瞥察管辖下的人们，不断受到官吏的监督。所以如果这些

人放纵尤度，那是警察的过銡，因此，我们不应当把严重触犯法律

司单扽违反警规料淆 f起米。这些东西井不属 j之同一个体系。

因此，意大利的一个共和国＠的做法是违背事物的性质的。

在那里，携带火器和死罪受到同样的刑剒；使用火器做坏忭兑不比

携带火器更为有害！

@ 威尼斯。

. 
叩 llll,，一·'，一旧匾伽酗，幽，，“＇r”um七=`“'lg ．七·吵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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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皇帝做了一件备受赞扬的事，就是：当他发现一个面包

商翱弊的时候，他就处以“刺杀刑”*。但由上战来，这是怎样的一

个皇帝的行动呢？他污辱了公道，而不懂得怎样雒持公道。

第二十五节 当阴题应当服从由事物的本性推演

出来的特殊法规的时候，就不应当依照

民法的一般规定处理

如果有法律规定，船在航行途中水手们在船上所订的一切民

事契的均属无效；这是一种好的法律么汁弗兰司哇·比拉尔告拆我

们，在他的时代，葡萄牙人不遵守这种法律，而法兰西人则加以遵

守矶船上的人只是忻时在一起，他们不需要任何东西，因为君主 . 

供给了他们的需要，他们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航行，他们巳桏离开

了社会，而成为船上的公民；他们不应当蹄桔民事契豹，因为这种

契的的成立仅仅是负担文明社会的义务而巳。

在罗得人桏常进行海岸航行的时代，他们也制定了一项具有

同样精肿的法律。该法规定，在暴风时留在船上的人则占有船和

货，离开船的人则一无所有。

. 即用长棍刺入肛门使人死亡的刑职。一一开者
@ «旅行 i印第 14 章第 12 节。

. 



第 六 卷

第二十七米 罗禺继承法的起源和变革

本章单独的一节

这个闾题淜源于极遥远的古代制度。为深入到问题的底奥，

我就探究了罗焉人最古的法律，井发现了一些到今天为止还没有

人看到的东西。

人们知道，罗慕露斯把他的小国的土地分配给他的国民＠；我

看，这就是罗思继承法的起源1050 

当时分配土地的法律，要求一个家庭的财产不要落入其他家

庭；因此，当肘法律只规定两系继承人＠；就是(1)子女和一切生活

在父权之下的后嗣，称为＂父系自然继承人”; （2)在没有上述继承

人的场合，则为男系最近亲属，称为“男族亲“。

由此说来，女系的亲属，即所喟“女族亲＇勹是不得继承的。这系

的亲属如果继承的括，就会把一个家庭的财产带到另一个家庭去，

所以有这种规定。

再进一步脱来，子女就不得继承母亲的财产；母亲也不得继承

子女的财产；因为如果这样，就要使一个家庭的财产落入其他家庭

了。因此，«十二铜表法可不昨这种继承＠；陔法只规定“男族亲“为

O 狄欧尼西乌斯·哈利卡尔拿苏斯： «罗焉古代史为第 2 卷第 3 章；普卢塔克：

«莱喀古士和努璃的比较％

@ “然而如果未写遣幌而死，其继承人又不在跟前，则由父族的最近亲属继承。”

«十二纲表法断篇》，载，乌尔边：«断篇＂末篇。

@ 乌尔边的«断篇»第加篇第 8 节，«法制»第 3 篇«德篇利安元老院法案：特

权））．

．．一 订J．小育......．如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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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承人，而儿子和母亲之惆不存在＇男族亲”的关系。

但是“父系自然继承人”或没有这系继承人时的男系戴近亲属

－—男族亲，他们是男性或女性，那是无关紧要的，因为讨力才属

是不继承的，蚁然一个有继承权的女子可以粘婚，但是财产总是回

到原来的豕庭去。山于这个掾故，«十二紨表法可向这项法律对继

承人是男性或女性就没有加以区分复

既然这样，虽然男儿所生的孙可以继承祖父的财产，但是女儿

所生的孙（外孙）就不能继承祖父（外祖父）的财产了。因为，为了

使财产不落入另一个家庭，人们就选择了“男族亲”为统承人而排

除了女儿所生的孙。所以，女儿可以继承父亲的财产，而女儿的广

女就不可以气

因此，在古代的罗思，当妇女的继承和±地的分配法律相适合

的时候，如女是可以继承的；在妇女的继承和该法冲突的肘候，妇

女就不得继承3

初期的罗焉人关于继承的法律就是如此；这些法律既然是自

然地以政制为依据，既然是从土地的分配推演出来，人侗就可清楚

地行到，它们井不是淜加于外国，而且也不是被派遣到希腊的城市

去的代表们所卅回来的法律的一部分。

狄欧尼西乌斯·哈利卡尔拿苏斯告拆我们，塞尔雒息斯·图

里岛斯在巳废除 f的土地分配制度甲找到了罗皋霖斯和努翡的法

律，他恢复了这些法律，又制定了新律以增加旧律的效力趴因此噜

我们上面所脱的，从土地分配制度产生出来的法律，毫无疑问是这

三位罗屈立法者的业姨。

继承的顺序既然是依据一种政治法而建立起来的，一个公民

@ 保罗：«钊决“第 4 卷第 8 篇第 3 节。

@ «法制»第 3 卷第 1 篇第 15 节。

@ «罗焉古代史））第 4 卷第 27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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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不得月］私入的意忐去搅乱它；这意思就是说，在占代的罗焉，．一

个公民是个得立湛唳的C f且是，当一个人在生命的最终肘刻兑不

能施人以恩爱，这是如何箱楚的书啊

在这个叫起l.＿，罗思人找到了个使法律和私人惹忐衵凋和的

方法？这就是淮卉个人在人民会谈L处分他的财产；所以旬一个

追喇多多少少就足立法权力L的一种行为。

«十兰铜表法喟信乍立湛咽人选抒他所乐店的公民做他的继承

人。为什么罗思的法律那样严格地限制尤遣喇继承者的人数，这

是因为打上地分酉心丸为什么罗思的法律广泛地扩大 r~如心如局的

权利，这足因为父米既然开以出关f女切，那他更可以剃夺f女 f1叮

的财产（ 因此这此不问的效果令就是从各种不同的原则产生出

米的) {［这个叫妞J_，岁思法的精眒就是如此。

雅典占代的法伴不叶公民立逞喇}梭伦淮訰立遴噱，但丛打

子女的人除外2。罗思的立法者们的脑子里充湍 r父权思想；他

们甚至准謹立有扎if女利盆的遠喇。应肾承认，雅典的古代法律

比罗思的认律，敕有統一性梦罗思人淮浒立遣嘱是漫无限制的，所

以逐渐破坏 f关f分配上地的政治法规；这主要引起r－个最不

辛的后果，就是往富的悬殊。好儿份的财产都狠中到一个人身上；

打的公民得到的太多，无峡数的公民什么也得不到。因此，不断得

不到分配份额的人民，就不新地要求重新分配上地了1J6。人民提

出这种要求是在节俭、吝啬和货穷成为罗焉入的特色的时代，也是

极端奢侈的肘代＊0

遣嘱既然是人民会战正式通过的法律，那未事人就被剥夺 r

@ 狄欧尼西岛斯·哈利卡尔拿苏斯根据努渴的一条法律，证明准忤父亲三次出

实儿子的法律是罗慕露斯的法律，而不是十大宦的法律。见他所著«罗玛占代史妗飞 2

卷。
@ 参看普卢塔克：«梭伦传沁

* 甲乙本作”也是他们的奢侈更使人惊异的时代”。

..., ·····•-、·一．．．千＊．，～· - －..．“.． l,'“''”“'“'■ 咖'隧·,“'l_ ，．“_，.，盲l" ＇l,1“',.1, ＇,．_＿-迦~-·,． ,L _ - ~..........令心，还·记，吐守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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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湛嘱的权利。因此，人民也给乌士兵立遴咽的权利，就是让他们

在儿个同伴的向前订炊遠嘱的条炊从这就同在入民面前订立姑

一样的2(、

人民的大会战，一年只召开两次。而且，人民书多 r ，事务也

粘繁［起礼因此，人们认为，准忤徘个公民在其他儿个成年的罗

岛公民向前灼堂咙，较为方便芞这儿个公民就代表人民会战。被

邀的公民共沿五人＠， 继承人就在他们向前购买立遣喇人的＂俨l

第＂，也就是说，他的遠产＠；另一个公民拿杆称估队遠产的价值，

因为那时罗岛人还没打货币氮

这五个公民似乎足代表人民的五个阶级；坑六个阶衱没有被

忧上，因为它是小一尤所有的人所构成的。

找俨不能同意查士「尼的说法，认为这种秤称出售遗产是牖

构幻想的东西3 这种事情，后来确是成为准构想像的东西了；但是

起初井不这样门后世规定遣喇的法律，大多数是闻加千这种秤称

出售遠产的员确书实的。关于这点，，乌尔边的«断篇）>提供了极好

的址据3仵仁哑叭、浪淄者不得立遠喇 Q 因为聋子听不见遣产购

买者的品；哑叭说不出继承入的条件；浪疡者被禁止处理一切事

务，所以不得出售他的遣产。我不再举其他的例子仁

CD 这种遗嘱叫做“出证遣噪＂，同所喟＂革人遗嘱”是不同的，后者是根据皇帝时
代的律令才建忙的。见«法律，， 1 等«关千單人遗嘱旯这是皇帝们对單人的一种阿腴．

@ 这种遠幌不是书面的，也没有任何形式；就好像西塞罗的外如说家“第 1 卷所

岛“没介任何法定手镇和形式。”忙

* 这句拉丁文如果直择是：“没有秤称，也没有记录。”一－译者

@ ＜＜法制“第 2 卷第 10 篇第 1 节；奥露斯·格利．乌斯： «阿的喀夜括习第 15 卷第

27 章。人们把这种遣幌叫做“正式遣嘱＂。

@ 扁尔边：«断篇>)第 10 篇第 2 节。

@ 梯欧非霞斯：«法制＂行 2 卷第 10 篇。

@ 他们到比鹿斯战争时才有货币。狄特·李椎在«罗，男编年史》第 4卷配圉困

推埃城时说“还没行打印的银子。”

@ 岛尔边：«断篇”~ 22 篇第 18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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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民会液所定的遗魄，与其说凡民法上的行为，毋＇i飞如是政

治法上的行为；局其成处私法上(j()行为，毋宁，说是公法上的行为

山此说来，父亲是没有权力准祚在他的权力支庄下的儿f·\lr迫咽

的。

在大多数的民族，湛视的形式井不比普通的契的更为严格，因

为二者都是订立者的意思表示，都属T私法的范［一目。但是罗岛入

的淇喇是由公法推演出来的，所以它的形式比其他祛律行为更为

严格长在个大法国采用罗思法的各省份，仍然足如此。

我L向戊过，罗马的遠嘱是人民的一种法伴，所以立遠嘱应该

是一种命令的发动，拌使川所腊直接的和强制的话言。山此，便...... 
产生 f一条规则，就是遣产的给与或移棘必须使用命令式的品

言气囚此，在某些悄形之下，可以用“代替继承“$，命令”代替继

承人“把湛产膊移给另一个继承人。但是“委托继承“面是绝不叶

可的．因为＂委托继承“是以恳求的形式委托一个人把遣产或一部

分必产棘给另外一冲人＊＊0

如杲一个父亲不立他的儿子为继承人，又没有剥夺他的继承

权利，这个遠噱坠无效的。但是如果他没有剥夺他的女儿的继承

权利，又没有立她为继承人，这个逍吸是有效的。这个理由足显而

易见的。节他不灶他的儿 f为继承人，又没有如l夺他的继承权利

少 ＜＜法制））第 2 卷第 10 篇第 1 节。

@ 例如：＂蒂蒂乌斯，你要当我的继承人。”
@ 有普通的代替继承、未成年的代替继承（代替幼年人继承）、惩戒性的代替继

承＊ 0

* 例如代替浪忧人继·东。＊一一译者
@ 由千一些特殊的理由，奥古斯都开始许可“委托继承“。«法制））第 2 卷第 28 篇

第 1 节。

*＊”代替继承“，例如继承人年杞太小，遣嘱规定，先由某老人代替他继承，老人死

后，再把遣产移转给他．＂委托继承“是可以用来规避法律的，例如依法律妻子不得继承

丈夫的遠产，因此丈夫恳托友人作继承人，并在获得遣产后，把遣产交还给妻子。＿＿＿

捍者

,..“---· l l l· ·, l 1 l且 l l“· ·三．．．生九·心~吐--2-巳-......-.,.,“'』-一，一晒l 勹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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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时候，他拫害［他的孙子佑利盆。因为他的孙子是寸以尤遠嘱

地继承他们的父亲的财产的。但是当他没有杂l年他的女儿的继承

权又没有立她为继承人的时候，他井没有捐害他的外孙的利盆，因

为外孙既不是“父系自然继承人＂，也不足“男族米”'){:不得没有湛

噱而继承他们的母亲的遠产的复

初期罗思人的继承法只考虑遵循分配土地的精眒，所以对妇

女的财富不t分加以限制。这就给奢侈敞开了方便之叫，因为衍

侈和妇女的财富是分不开的。在第二次至第勹次布匿战节这－段

肘期，人们开始威到这个害处，因此才制定尸窝可尼安认）心，山

f: (1)该法足出「极重要的考虑而制定的；（2）关于该法的祀求个

大残存得很少；（3）到个大为止，关于咳法的描迅是混乱不堪的；所

以找将在这甲加以说明。

凸寒罗给我们保存了该法的一个断片；它禁止立妇女为继承

人，不管她粘婚局否巩

狄特·李雒的«~~胪里啖到了这项法律，但所汜井个多千西

寒罗玑从西寒罗＠和圣奥古斯丁＠的苦作去看，似乎是女儿，甚至

独生女，都在被禁之列。

先贤卡托竭尽了他的一切努力要使该法得以通过仇奥露斯·

句 ”按照«十二铜表法）），没有立遣嘱的母亲，她的子女不得牲承她的遗产，因为

如女没有自己的继承人。”岛尔边：«断篇＞＞第 26 篇第 7 节。

@ 该法是在罗届 585 年，也就是在公元前 1的年由护民官昆都斯·窝可尼乌斯

提出的。参看西塞罗：«第二次反椎烈斯的演脱〉）。又狄特·李雉： «史略））第 41 卷内的

“窝露嫣尼乌斯”，应作“窝可尼乌斯',0

@ ｀｀誰旨规定，．．．…任何人不得立处女或妇人为继承人。“西塞罗： «第二次反船

烈斯的演脱“第 5·7 章。

@ “法律宜布，任何人不得立妇人为继承人．“狄特·李维的＜史略））第 41 卷。

@ <.＜第二次反椎烈斯的演訧沁

@ «神的国））第 3 卷。

@ 狄持·李椎：«史略｝）第 41 卷。

.... -.. - 嘈-----－上一－ ＿．一~ 1 l l . 



第六卷 第二十七章 罗思继承法的起源和变革 205 

格列岛斯引了卡托这次滨说的一个片断气卡托反对妇女继承，为

的是要杜绝奢侈的根陳；这犹如他给«欧比安法＞＞辩护lI寸，为的也丛

要消灭奢侈本身一样。

在l:l页尸和梯欧非苏斯＠的«法制»谈到«窝可尼安法＞＞有一－

罩对逍附的权利加上了限制。喟了这些苦作之后，誰都认为，这罩

的目的是为［防止遣产因湛附过多，以致所余技少，继承人不貊接

受。但是，这绝不是«窝可尼安法））的精眒。我们刚刚看到，该法既

禁止妇女接受遠产，那未它限制遣咐权利的一章的目的应该是：如

果人们可以随意遴胆的话，妇女们就可以在遠附的名义下接受她

们不能在遣产继承的名义下得到的东西。

«窝可尼安法»制定的目的是在防止妇女惘过于富裕。因此，

就应该禁止她们接受巨额的遣产，而不是禁止她们接受那种不可

能雒持奢侈生活的遣产＊。所以核法规定，应该要有一笔线给与被

该法禁止继承遣产的妇女。西塞罗告拆了我们这个事实＠，不过

没有戊到这笔款是多少；但是狄欧脱，这笔款的数额是十万塞斯德

斯＊＊＊＠。

噤t可尼安法叶制定的目的是为着调节财富，而不是调节穷困。

@ «阿的喀夜 i和第 17 卷第 6 章，

@ «法制｀咽第 2 卷第 22 篇。

@ 同上。

* 这里甲乙本多一句：“因此我们在西塞罗的著作里看到，妇女仅仅不得绵承那
些翱户口登记的人们的遣产．＂（这段完）

@ “除了按照«窝可尼安法）＞的规定所可得到的份额以外，没有人认为应多给法

荻雅＊＊．“西塞罗：«善与恶的界挂））第 2 卷第 55 章．

** 法荻雅是个妇女。一一译者

*** 甲乙本从“所以陔法规定，应该要有一笔线······"起到“……十万塞斯德斯”

为止另成一段。又下面九段甲乙本都没有。

@ “因为«窝可尼安法》禁止给与妇女多千十万轿穆斯＊＊＊＊的遗产。”狄欧： «罗

禺史»第 56 卷。

亭＊＊＊ ＂轿穆斯”就是塞斯德斯，古罗焉的小跟币。一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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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西塞罗告拆我们，该法的规定仅仅牵涉轻户口登肥的人＠。

这就给人门一个规避法律的空隙。我们知心，罗马人是极端

的形式主义者。我们上面巳翱脱过，罗马共和围的精肿是死搬法
·看

律文字。有一些父亲就没有作户口登祀，以便把遣产留给他们的女
•• 

儿。裁钊官认为这样并没有违背«窝可尼安法》，因为他们没打违

背法律的文字。
•• 

有一个叫做阿尼焉斯·阿塞霖斯的人立他的女儿为唯一的继

承人。西塞罗，说，他是可以这样做的；«窝可尼安法»并不禁止他这

样做，因为他没有轻户口登祀气那肘推烈斯当护民甘；他剥夺f

阿塞霪斯的女儿所继承的遴产。西塞罗认为雒烈斯可能是受到了

肋胳，否则他不至于打乱其他护民官们所付婬遵循的秩序。

户口登把既是包括所有公民，那末那些没有户口登祀的公民

还算是什么公民呢？但是，按照狄欧尼西息斯·哈利卡尔拿苏斯

所祀述的塞尔维岛斯·图里岛斯的制度，凡是没有户口登祀的公 · 

民都降为奴隶芞西塞罗自己也脱，这样的人便失掉自由＠。佐那

拉斯也有同样的脱法。因此，从法制的秸肿去看，«窝可尼安法咱勺

所講户口登祀和塞尔雒息斯·图里息斯制度的所喟户口登祀，二

者的意义应当是有区别的了。

按照«窝可尼安法叶的精神，凡是不在户口的头五个阶级登祀

的人，就不算是轻过户口登祀的；这五个阶级＠是按财产区分的。

按照塞尔椎岛斯·图里，扁斯制度的精肿，凡是不被监察官登录在

六个阶极之内，或是没有被登录为所喟”按人头钠税者”飞就算是

@ “那些梩户口登祀的人。“西塞罗：«第二次反维烈斯的演眈石

@ “他没有轻户口登配。“同上。

@ «罗禺古代史“第 4 卷。

@ «为该基那辩护又

@ 头五个阶级人数极多，所以有时候著作家们就只脱五个阶级．

* 这种人柏人头税，但不能选举或担任官职．一~谔者

,l 

--- ------- ---··--------
l—lll 圃l'”“ n 己心仁._, 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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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没有轻过户口登肥。由于天性的监使，有些父亲甘于忍受在第六

阶极里同无产者们和按人头钠税的人们淉在一起，甚至被放进“公

民究格不全者”＊的名册内心等等羞辱，以规避«窝可尼安法》。

我们已条阳说过，罗焉法学是不浒可委托继承的。它是入们1为

着规避«窝可尼安法））而产生的。人们立『一个在法律上可以接受

遣产的入为继承入，然后崝求他把这份遠产给与一个在法律上无

权继承的入。这个处分遠产的新方法所产生的后果是极不同的。

有的人就把由这种继承所得的遗产抛弃f；寒克司图斯·粕杜岸

斯的行为是值得钦佩的汽他接受了一大笔遣产；全世界没有一个

人知道他曾轻接受了恳托放弃这笔遠产。他寻找立遣测者的妻子，

把她的丈夫所有的财产交给了她。

但有的人却把这样继承的财产留给自己。柏·塞克斯蒂利岛

斯·卢夫斯更是一个若名的例子，因为西塞罗在和伊壁墙鲁派争

脸时引丿廿 f它矶他鹿“当我年軠的肘候，塞克斯蒂利息斯求我陪

同他到他的一些朋友那里去，佣他们到底他应否返还昆图司·法

比息斯·加峈斯的遠产粕他的女儿法荻雅。他聚集了儿个年轻人，

还有一些极严肃庄重的人物。他们全都认为，他只能给法荻雅按

照«窝可尼安法＞）她所应获得的部分。因此，他得到了一大笔遣产。

如果他对他所应起的作用采取公正、試实的态度的括，他对这笔遠

产是一个塞斯德斯也不应当保留的。“西塞罗又脱：“我认为，你们

是应当把这种遣产返还轮人的；我相信，如果是伊壁鸠鲁的括，也

是会把这种遠产返还给人的。但是你们并没有遵循你们的原则。”

我在这里有儿点意见要眙述一下。

* 这檄公民不能投票；他fl'，的公民玄格是不完全的；监察官可以把公民降为这级

人。一~－霹者

© “列入｀公民资格不全者＇的名册内；成为｀按人头柏挽者'.“
@ 西塞罗：«恶与善的界栈习第 2 港第 58 章。

@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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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立法者们被迫制定违背天然威情的法律的时候，这对人道

来脱是一种不幸。«窝可尼安法»就是如此。因为立法者们立法时，

考虑叶会多于公民，考虑公民多于人性。法律牺牲了公民和人性，

而仅仅考虑共和国。一个人竞要恳求朋友把自己的遗产返还祫自

己的女儿。这是因为法律蔑脱了立遣喇者的天然威情，又蔑视了

女儿的孝心。、法律是完全没有顾虑到那个受委托返还遗产的人的。

这个人的处境是可怕的。如果他返还遣产的言舌，他便是一个坏公

民；如果他保留遣产的括，他便是一个不贼实的人。只有天性善良

的人才想规避这种法律；只有诚实的人才能被选择来规避这种法

律，因为受委托的入必须能够战胜贪婪和淫欲；只有诚实的人才能
取得这种胜利。把这种人当做坏公民看待，就未免失之过严。虽然

如此，这样的法律只能强迫試实的人去规避它，所以立法者还是可

能达到他的主要目的的飞

«窝可尼安法叶制定的时代，罗思仍然保存一些纯朴的古风；它

有时候就用良心来雒护法律，让人们立誓遵守法律也这样就好像

用贼实来同脓实作战。但是到了末了，风俗腐败不堪，以致委托继

承的办法失掉了规避氓t可尼安法叶的力量，而«窝可尼安法》却增

加了被人们遵守的效果。

内战＊＊期朋，国民死的多得不酐其数。在奥古斯都的时候，罗

焉儿成废墟；需要增加人口，所以制定了«巳比恩法巧在该法中，凡

是能够鼓励国民桔娇生子的办法没有一项被湿掉©。主要办法之

一就是粕那些拥护陔法宗旨的人增加继承遣产的希望，船那些违

反陔法宗旨的人减少继承遣产的希望。«窝可尼安法屯剥夺了妇女

* 因为贼实的人不多。一一珂者 I 

@ 塞克斯蒂利乌斯脱他曾樱立过誓要遵守法律。西塞罗： «善与恶的界线，第 2

港第 55 章。

** 甲乙本巳中断的本文又从这里开始．

@ 参看本书第 28 章第 21 节。

• .“气f -..--.. - - -·_ --- -- · - T 一 一工．．．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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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承遣产的能力，所以«巴比恩法1在某一些场合觥除了这些禁例。

按照«巴比恩法》，妇女，尤其是有子女的妇女，可以根据丈夫

的遣测接受遣产；当她们有子女的时候，她们还可以根据无血属关

系人的遣喇接受遣产＠。所有这些都是同畔号可尼安法口的规定相

抵触的。不过，«巴比恩法让井没有完全放弃«窝可尼安法l>的精肿，

这点是值得注意的。例如，«巴比恩法辽准酢有一个孩子的男人
根据遣嘱接受一个无血属关系人的全部遠产芞但是一个妇女要

有三个孩子，才能得到这个恩惠玑

应当指出，«巴比，恩法»仅仅准浒有三个孩子的妇女依据无血

属关系人的遣喇继承财产；关于继承亲属的遠产，«巴比，恩法寸1j保

存古法和«窝可尼安法叶的全部效力氮但这个情况并不存在得多

么长久。

罗思受到列国财富的腐触，风俗改变了；问题巳不是遏止妇女

们的奢侈了。奥露斯·格利扁斯生活在亚得里安时代；他告拆我

们，那时«窝可尼安法»巳儿乎被废除；该法巳为城市的富裕所淹没

了矶保罗生活在奈遮肘代；岛尔边是严厉亚历山大时候的人。在

保罗的«判决过）和扁尔边的«断篇是）里，我们也看到，父亲的姊妹

@ 去看扁尔边：«断篇））第 15 篇第 16 节关千这点的陀栽。

@ «巴比恩法叶的共他几项规定，也有同样的区别。参看乌尔边： «断篇完末篇第

4-6 节。

@ “因为我给你生了子女…...

你有了做父亲的权利；

因为我的掾故，你被立为缩承人。”

—茹椎纳尔：«諷刺峙“第 9 章第 83 、 87 节。

@ 参看«法律沁«提奥多西乌斯法典：关千被宣告为公敌的人的财产为，狄欧：«罗
焉史习第 55 紨乌尔边： 4断篇＂末篇第 6 节和第 29 篇第 3 节。

@ 扁尔边：«断篇“第 16 篇第 1 节j «梭佐末奴斯著作集习第 1 卷第 19 章。
@ «阿的喀夜括“第 20 卷第 1 章。

0 第 4怨第 8 篇第 3 节e

@ 第 26 篇第 6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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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继承遠产，而且只有再远一亲等的亲属才在«窟可尼安法叶的

禁例之内。

罗思的古法＊巳开始显得太严峻了。除了公平、溫和、适宜这

些考虑之外，巳不再有其他东西能威动裁刊官｛叫了＊＊0

我们巳翱看到，按照罗思的古法，母亲不得继承子女的财产。

«窝可尼安法）>成为排除她们参加这种绪承的一个新的根据。但是

格老狄息斯皇帝使母亲得以继承她的子女的遣产，作为对她丧失

了子女的一种安慰。亚得里安＠时代通过的«德筒利安元老院法

案吐规定，自由民的妇女如果有三个孩子的括，就可以继承；脱离奴

籍的妇女如果有四个孩子的括，也可以继承。显然，这项元老院法

案仅仅是扩张了«巴比恩法叶而巳；在同样的场合，«巴比恩法寸样巠

准浒妇女接受无血属关系人给与的财产。末了，查士丁尼则不籵

子女的数目而准酢妇女们继承遣产汽

有一些因素削弱了禁止如女继承遣产的法律。这些相同的因

素也就逐渐破坏阻止妻方亲属继承财产的法律，这些法律本来是

极其适合于一个良好的共和国的精肿的。因为一个良好的共和国

应该使妇女不能因拥有财富，或因有占有财富的希望而黯奢。反

之，君主国的奢侈使婚姻负担重而糜费多，所以妇女们应该拥有财

产，或是有获得继承财产的希望来鼓励人们桔婚。因此，当君主政

体在罗焉建立之后，关于继承的整个制度就都起了变化。在没有

父系亲属的时候，裁判官们就让母系亲属继承，虽然按照古法，母

* 甲乙本作：“我们从稚烈斯的肵匮中可以看到，裁钊官们根据自己的幻想对«窝

可尼安法＞随便加以扩强或限制。罗禹的古法…····"

** 这里，甲乙本叉多一句：“裁判官们所以把这一切古法都创弱了，是因为这些
法律常常使大善隐靡，小恶昭著。”

© 就是安托尼努斯·比乌斯皇帝。他因为入跳，改用了“亚得里安“这个名字。
@ «法制力，«法律戏，«法典：关千子女的权利，，，又同书第 3卷第 3 篇«德篇利安

L元老院法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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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亲属一向是不得继承的。«奥尔飞甸元老院法案消淮浒子女继承

母亲的遗产。瓦速提尼耶膳斯、提奥多西乌斯、阿加底岛斯睹帝让

女儿生的外孙继承外祖父的遣产气最后，查士丁尼皇帝则完全

废除了有关继承的古法，使不留栋亳痕迹霓他规定了三系继承

人，就是直系卑亲属、直系尊亲属和傍系亲属，没有任何男女之分，

没有女系亲属和男系亲属之分，井废除这方面所存留的一切区别。

查士7尼认为，这样就扣除了他所喟古代法学的障碍，是限从人性

的自然的。

第二十八农法国民法的起源和变革
“我将啖淡形休的变化更新.'....,,

奥稚得： «变形汜》10?

第一节 日耳曼各族法律性格的差异

法兰克人离开了本国之后，就命令族中贤明的人编纂«撒利克

法辽飞当克罗雒斯朝的肘候，莱茵“河畔法兰克“部落和“海边法兰

克“部落“合井矶但仍旧保存本族原有的习惯；奥斯特拉西亚王梯
欧多立克命令人们把这些习惯犯录成书＠。他甚至命令人把附庸

千他的王国的巴威利亚人和阿尔曼人的习惯也编纂成书©。由于

@ «法律呤«法典：关于亲生和合法的子女沁

@ «法律»12，同法典；又«薪法江18 和 1.27 。

@ 参看«撒利克法叶扣栳言兄来布尼兹先生在他所著的融文«法兰克人的起源》

中脱，该法是在克罗维斯朝以前制定的，但是它不可能在法兰克人离开日耳曼以前制

定的，因为那时法兰克人还不懂拉丁捂。

* 即“撤利法兰克”;“撒利”是“海”的意思，因为这个部落居住在注入荷兰瑞得尔

挴的依塞尔河两岸。－—－译者

@ 参看格列高里·德·都尔：«法兰克史》。
@ 参看«巴威利亚法＞）的＜＜抹言叮吓撒利克法叶扣栳言％

@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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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许多民族离开了日耳曼， H 耳曼就衰弱下去了。法兰克人在征

胀了他们前面的地方之后，又重新向后棘进，从而統制了他问的祖

宗的森林地带Q 条麟吉亚人的法典＠显然也是由同一个梯欧多立

克制定的，因为条麟吉亚人也是他的属民。查理焉特尔和柏朼征

服了佛里兹人；在这两个君主之前 j佛里兹人是没有法律的见查

理曼最先征服了撒克逊人，给他们制定了令天仍然存在的法典。只

要一賸上面这两个法典，就可知道它们出自征服者之手。西哥特

人、勃及第人和伦巳底入建立了各自的王国，就把自己的法律用文

字写下来，目的并不是要让被征服各民族遵守他们的习惯，而是为

着给自己遵守。

«撒利克法入“河畔法兰克”部落的法律、阿尔曼人、巴威利亚

人、条麟吉亚人和佛里兹人的法律，都是朴实可风的。它们带着一

种原始的粗野性格，井具有一种精神，这种精眒从未被他种精肿所

削弱过。这些法律变化很少，因为这些民族，除了法兰克人而外，

都留在 H 耳曼境内。甚至法兰克人所建立的帝国也有一大部分是

在日耳曼境内因此，他们的法律全都具有 H 耳曼性格。但是西哥

特人、伦巴底人和勃民第人的法律就不是如此。这些法律大大失

掉了它们原有的性格，因为这些民族在新的地方定居之后已大大

失掉了他们原有的性格。

勃民第王国存在得不久，没有足够的时间使征服民族的法律

山于外米影响而发生巨大的变化。贞德鲍和西吉孟虽然把他们的

习惯编纂成书，但这二人儿乎巳是末代之君了。伦巴底人的法律

因外来的影响而增多了，但它的变化是很少的。继罗塔利的法律

之后，就有格黎墨尔、雷伯兰、拉鍚和爱斯杜尔夫睹法律；但这些法

© “央格鲁维利脖人的法律就是条麟吉亚人的法律．＂

@ 那时佛里兹人没有文字。

•• - - ｀一· ＿＿俨．一....,...... ·-·--·· ·．．一｀氏才·户噜... ·•·••一·-｀一－ - - ___ _ _··---- · l L - ___ ·•• ·_,.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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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井没有采用任何新的形式。西哥特人的法律就不是这样也他

们的君王们修盯了这些法律，又命令僧侣们再加以修订。

黎咱肘期＊的君王们把«撒利克法»和莱茵河畔法竺克部族的

法律中同基督教绝对不能相容的部分删掉®;但保留f全部基本

的部分。西哥特人的法律就没有这种情况。

勃良第人的法律，特别是西哥特人的法律，准浒体刑；但是«撒

利克法＞）和莱茵河畔法兰克部族的法律是不容许体刑的＠，它们更

好地保存了原有的性格。

勃良第人和西哥特人由于颌地地势卜分暴露，总是想方投法

同旧有的居民妥协，并给他们制定最公平的民法觅但是法兰克的

片王们，自知有充足的力散，就没有这些考虑了吼

撒克逊人生活在法兰克帝国之内，但他们有一种不屈不挠的

性格，固执地进行反抗。因此在他惘的法律里就可以看到征服者

严历的法规＠；这是其他野蛮人的法典里所看不到的。

在肌金上，我们看到了 H 耳曼法律的精肿；在体刑上，我们看

到了征胀者的精神。

当撒克逊人在自己的国内犯罪肘，他们受到体刑；只有当他们

在自己的颌土之外犯罪肘，他们所受的刑割才遵照 H 耳曼法律的

精眒。
_ - - 

@ 敌里克制定这些法律，利稚基尔都斯加以修盯。参看伊西多露斯：«史陀兄申

达逊突斯和列赛逊突斯加以改革。爱吉伽斯叫人制定的法典今天仍然存在着，他又委

任主歉们进行这一工作；但是申达逊突斯和列赛逊突斯的法律被保存了下米，这从图

列多第十六次的主教会赎可以看到。
半 即第一朝代；注释见本书本章第 2 节释者注。一霹者

@ 参看«巴威利亚法叶怀褚言》。
@ 人们只在柴尔德柏的敕令里看到一些体刑。
@ 参看«勃良第法叶扣纬言>和该法典本身，尤其是第 12篇第5 节和第 33 篇 1

格列高里·德·都尔心法兰克史J第 2 、卷第 33 章；和«西哥特法沁

@ 参看本章第 3 节。

@ 参看«撒克逊法»第 2 章第 8---9 节；第 4 章第 2 和 7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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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清楚地规定，如果撒克逊人犯了罪是永远不能平安过去

的；法律甚至不浒他们到教堂避难。

在西哥特君王们的朝廷里，主教惘有极大的权威；最重要的事

件就在主教会哉里解决。我们今天的宗教裁制所的一切矮规．一

切原则和一切观点都是从西哥特人的法典来的；僧侣们在反对犹

太人时，只是抄荧从前主教们所制定的法律而已108 0 

再者，贡德鲍给勃民第人所制定的法律显得十分贤明；罗塔利

和其他伦巴底君主们的法律更是如此。但是西哥特人的法律，例

如列赛逊突斯、申达逊突斯和爱吉伽斯的法律，则是幼稚的、拙劣

的、愚妄的；他们是达不到目的的；它们充湔修饰的同藻，但空洞无

物，在实质上是郫薄的，在体裁上则是夸张的1090

第二节 野蛮人的法律都是愿人法

这些野蛮人的法律有一个特殊的性格，就是不受地域的限制。

法兰卒人按照«法兰克法吱裁判；阿尔曼人按照«阿尔曼法刃裁判，勃

民第人按照«勃民第法习裁刊；罗，胜人按照罗焉法裁判。当时的征

服者们完全没想像到要使自己的法律趋于統一；甚至也没想到要

粉被征服的民族制定法律。

我发现这种情况是淜源于日耳曼民族的风俗的。这些部族被
沼泽、河泊、森林所分隔。我们甚至在凯撒的著作里也看到，这些

部族是喜欢分居的＠。惧怕罗焉人使他们联合了起来；在它们混合

了起来的时候，每一个个人是被按照本族的习惯和风俗裁判的。当

这些部族分开的时候，它们全都是自向独立的；当它们混合的时

候，它们仍然是独立的。各族共有一个国家；但又各有自己的政府；

镇土是共同的；部族是各异的。因此，在这些部族离开它们的家乡

@ «高卢战孚习第 6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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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它们的法律精肿就已是属人的了；它们把属人法的精种又带

到它们的征服地去。

我惘看到，这个习憤被规定在思尔祁尔富斯的«法式书过）里，

在野蛮人的法律里，尤其是在河畔法兰克部族的法律里＠，和在

黎明时期＊君干』肥的敕令甩饥第二时期＊＊所原发的关于这间题的

«敕令逸就是从上一时期的敕令里引伸出来的。子女遵从父亲的

法律疵妻子遵从丈夫的法律＠；寡妇恢复自己本来的法律＠；脱离

奴籍的人遵从原奴隶主的法律＠。不仅如此，每个人都可以选择自

己所乐意遵从的法律，但罗达利息斯一世规定，这种选择必须公开

发表见

第三节. «撒利克法汴阳西哥特法））、

«勃良第击的主要差异

我巳翱脱过，勃良第人的法律和西哥特人的法律是公平的叭

但是«撒利克法叶就不是如此；它在法兰克入和罗焉人之间建立起

最令人样心的区别对待的界紊趴杀一个法兰克人、一个野蛮人或

一个生活在«撒利克法＂之下的人，应付粉死者亲属赔偿金二百

G> 第 1 卷法式 8 。

@ «莱茵河畔法兰克部族法衿第 31 ft 。

事 黎明时期即第一时期，指的是法国开国的墨罗溫朝（战3-75l) ，亦即第一朝

代；第二时期，指的是在此以后的喀罗林朝(751-986) ，亦即第二朝代。一译者
@ 560 年格罗大利扁斯敕令，载巴路兹轼«敕令会纂》第 1 卷第 4 条；又同书

末。
@ «伦巴底法：附加敕令“第 1 卷第 26 篇第 71 章｝第 2 卷第 41 篇第 7 章；第 56

篇第 1-2 章。

© 同上书第 2 卷第 5 篇。

@ 同上书第 2 卷第 7 篇第 1 章。

@> 同上书第 2 章。
@ 同上书第 2 卷第 35 篇第 2 章。

@ 载«伦巴底法习第 2 卷第 37· 篇．
@ 见本章第 1 节。

,. ·•·-.,..·-···. •··•·•令，上··· •· ·, = t,;1"t ，伍心· m ,，．．中；．， - ••·· . -· -~--·-－，盲 l”. ＂卜 f,冒“” 声暑·:4彖4卜· ·,.、气心“'＆必－．． r匕扣,..... ．、妇·小叩心心··: T- ,' ， l 「 l m ll l '" ',．俨 1 ·贮·-·-心..巳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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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J)；如果被杀的人是当业主的罗焉人的括，就只付赔偿金一百

苏＠；如果被杀的人是当仆从的罗焉人的括，则只皊付赔偿金四十

五苏。杀国王的一个法兰克家臣，要付赔偿金六百苏芷杀国王的

一个罗思幕宾＠，则只付赔偿金三百苏觅«撒利克祛＞＞就这样横暴

地把一个法兰克神贵和一个罗思排贵区别开来，把一个普通的法

兰克人和一个普通的罗思人区别开来。

不仅如此，如果聚众到一个法兰克人家里对他进行装击，并且

把他杀死的括，按照«撒利克法»的规定，应付陪偿金六百苏妇但

是如果被袭击的是一个罗思人或脱离奴籍的人3) 的言舌，则只付陪

偿金半数。按照同一法律，如果一个罗焉人用随子捆膊一个法兰

克人的括，应付赔偿金三十苏；但如果一个法兰克人同样捆缚一个

罗思人的话，则只付赔偿金十五苏吼如果一个法兰克人被一个罗

思人剌光了衣服的括，可以得到眳偿金六十二苏半；如果一个罗思

入被一个法兰克人剥光了衣服的括，则只能得到眳偿金三十苏。

所有这一切对罗焉人都是沉箱的。

但是有一位有名的著者＠做出了一套有关“法兰克人定居高

卢＂的理誰；他假定法兰克人是罗思人最好的朋友，这个假定是它

的理脸的基础。那末，法兰克人既然是罗焉人的朋友，为什么法兰

@ «撒利克法»第 44 篇第 1 节。

@ “凡是在村庄居住的人就有自己的产业。”«撒利克法））第 44 篇第 15 节；又参

看第 7 节。

@ “国王的宠信又同上书第 44 篇第 4. 节。

@ 这种幕宾就是附随朝廷的重要罗禺人 1 这从一些在朝廷里成长的主教的生活

可以看到。当时会写字的儿乎只是罗焉人。

© “如果这个罗厨人是国王的幕宾的栝“.«撤利克法“第 44 篇第 6 节。

@ «撤利克法“第 45 篇。

@ 这种人拉丁文作 lidus；他们的地位比农奴好一些．«阿尔曼法“第 95 章）

@ «撒利克法“第 35 篇第 3-4 节．

@ 即杜波神父。

,“'l. .. ll l l 俨 l· 凶－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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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人带给罗焉人，井由罗席人得来那样可怖的灾祸呢？＠法兰克人

既然是罗焉人的朋友，但他们却在用武力屈服了罗思人之后，又用

自己的法律冷酷无情地压迫罗焉人啊：他们是罗焉人的朋友，这

正像征服了中国的鞋勒人是中国人的朋友一样啊：

郎使有儿个罗焉天主教的主教想利甩法兰克人去消灭阿里扁

斯教的打玉fP1 ，能够因此就諒他们是颖意生活在那些野蛮民族統

治之下么·，能够因此就得出粘誰脱，法兰克人特别关心罗思人么？

我却要从上述悄况得出另外的秸脸，就是：法兰克人越威到罗焉人

不足虑，就对罗焉人越不宽大。

但是杜波眒父＊所引征的，对一个史家来脱＊＊，是劣等的资料，

是峙人们和演说家们的作品；要建立理渝是不应当用浮夸虚仰的

作品做根据的。

第四节 为什么罗黑法在法兰克人統辖的地区就消

灭，在哥特人和勃良第人統辖的地区就存在｀

我在上面所股的情况将使迄今晦陪不期的另外一些其他情况

得到澄清。

令天叫做法兰西的国家，在黎明时期，是受罗思法，也就是«提

奥多西岛斯法典»'和在那里居住的野蛮人＠的各种法律的支配

的。．
在法兰克人統辖的地区，人们制定«撒利克法斗合法兰克人遵

守，制定«提奥多西品斯法典沁＠粕罗局入遵守。在西哥特人統辖

@ 阿波伽斯特斯战役就是明旺。戴格列高里·德·都尔： «法兰克史，第 2 卷。

* 甲乙本无“但是“二字，又在“神父”后有“先生”二字。

** 甲乙本作“对历史来犹“·

@ 即法兰克人、西哥特人和勃良第人。

@ 这部法典在 433 年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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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地区，阿拉立克下令编纂«提奥多西乌斯法典过，以解决罗思人

问的争松；欧里克下令编纂本族习潠旯以解决西哥特人问的争

松。但是在法兰克人地区，为什么«撒利克法＂取得了一种儿乎是

普遍的权威．，在那里，为什么罗思法逐渐消亡，而在西哥特人的倾

地里，罗焉法却扩张势力，井取得了一种普遍的权威呢'?

我认为，在法兰克人的地区罗焉法所以被废除不用，是因为当

法兰克人、当野蛮人或是当一个生活在«撒利克法立之下的人©享

有巨大利盆，这就使每一个人都颖意舍弃罗，揭法而去生活在«撒利

克法立之下了。只有僧侣们保持罗焉法＠，因为改变法律对这些入

是没有什么好处可得的。我在别的地方将要啖到，身分、阶砐的不

同，只表现在赔偿金的多寡上。而当时有一些特别法打洽与僧侣们

的赔偿金和法兰克人所得的赔偿金是一样优厚的，因此僧侣们就
保持了罗禺法。罗焉法没有给他们任何害处；而且对他们又是适

宜的，因为罗焉法是信基督教的皇帝们所制定的。

另一方面，在西哥特人的领地里，西哥特人的祛律＠井不给西

哥持人比罗焉人更多的民事上的利盆，所以罗思人没有理由舍弃
自己的法律，而去生活在另一种法律之下。因此，他们保持自己的

法律，而没有采用西哥特人的法律c

@ 据该法典的序首院，阿拉立克王在本朝 20 年硕发命令，法典在两年后由阿尼

安公布。

@ 这是西班牙纪 594 年。见伊西都露斯：«史配兄

& “法兰克人或野蛮人，或生活在«撒利克法沉之下的人。“见«撒利克法））第 45 篇

第 1 节。
@ ”按照罗马法，教会生活在罗厨法之下。“见«莱茵河畔法兰克部族法））第 58 篇

第 1 节。久叁看杜刚支：«中末期拉丁晤解厂罗禺法”条下所举极多的有关权威著作。

@ 参看林登布洛版的«撒利克法净末尾所增加的«法令兄以及野蛮人的各种法典

在这方面所给予僧侣们的特权。又参看 807 年查理曼给他的儿子意大利王柏彬的憤，
载巴路兹辑«敕令会纂习第 1 册第 462 页；信里改，僧侣们应得到三倍的陆性金。又巴

路兹辑«敕令会纂“第 1 册第 5 卷第 302 条。

@ ~看该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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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越往前探求，就越可以肯定这点。贞德鲍的法律是非常公

平的；它井不厚勃民第人而薄罗焉人。从陔法的«褚言＞，我们知道

该法是为勃长第人而制定的，而且它还有一个目的，是肝决罗思人
和勃民第人之间所可能发生的争松；在这种争讼发生的时候，法庭

的耜娥是罗焉人和勃民第人各占半数。由于持殊的理由，所以必

须是这样。这些持殊理由是由当肘的政治协定推演出来的包罗

焉法存在于勃扶第，是用以觥决罗届人间所可能发生的争讼的。那

里的罗焉人井没有像在法兰克人的国家那样，有理由放弃自己的

法律；从阿果巴尔写拾柔懦路易的那封著名的信去看，勃良第人井

没有制定«撒利克法》，那末罗焉人更没有理由舍弃自己的法律了 C

阿果巴尔要求这位君王在勃民第制定«撒利克法过），但是勃

民第人并没有因此而制定«撒利克法丸因此罗局法在当时存在，

今天仍然存在于从前附属于勃民第王国的许多省份里。

罗，思法和哥持法同样存在于哥特人定居的国家里。那里«撒

利克法»却从未被采川过3当柏彬和查理局特尔把蔬拉森人腮逐出
境的时候，向这两位君主投降的城市和行省酋要求保存自己的法．

律，井得到浒可＠。粘果是，不久人们就把罗焉法看做是这些国家

里一种属物与属地的法律，虽然按照当肘的习惯，法律全都是属人
•••• .. 

的。

@ 我将在本书第 30 章第 6---9 节谈及。

@ 阿果巴尔：«著作集沁

@ 参看杜深：«囊选»第 3 册第 363 页哲尔帷·德·蒂尔布里所訧：“和法兰克人

桔盟以后，哥特人在那里按照祖宗的法律和习惯生活。就这样，纳尔波内兹省隶属千

柏彬的統治下。”又卡特尔«朗格篇的历史＞）所引 759 年的一篇«史记“·又«柔懦路易

1妇的不知名著者除伽里西阿果会喉赛提晏尼人民的要求，载杜深： «耸选“第 2 册第

316 页。

* 甲乙本附注引陔«史祀»的一段：“法兰克入包国了纳尔波那，给哥特人施行宗

敕礼，为的是把该城市划入柏彬的地区，又允许他们有自己的法律；后来哥特人消灭了

撒拉色诺人，并把该城市归还给柏彬的地区。”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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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这点，秃头查理 864 年在毕斯特所烦布的一项敕令可以

证明；陔敕令把依据罗思法裁判的地区和不依据罗思法裁钊的地

区分别开来芞

«毕斯特敕令》证明两件事情。第一，当时有一些地区是依据

罗思法裁判的；另有一些地区是不依据罗焉法裁刊的。第二，从该

敕令去看，按照罗焉法裁钊的地区恰恰就是今天仍然遵守罗焉法

的那些地区气因此，法兰西遵守习惯法的地区和遵守成文法的

地区二者的区分，在«毕斯特敕令＞＞的时代就巳桯成立了。

我巳轻战过，在君主国成立的初期，一切法律都是属人的；因

此，«毕斯特敕令»既然把罗思法地区和非罗思法地区划分开来，这

就可以看出，在非罗局法的地区里一定有极多的人选择了某一种
野蛮民族的法律，以至在这些地区，儿乎没有人选择罗思法，而在

罗焉法的地区，很少人选择野蛮民族的法律。

我知道，我在这里所战的是一些厮新的东西；如果这些东西是

真实的括，它『1巳是很古老肘代的东西了。所以这些东西不脸是
我说的，还是瓦罗哇或比格侬110说的，毕竟有什么要紧呢？

第五节攫前

贞德鲍的法律在勃民第人之间存在得很久，和罗焉法相井而

行；它在柔懦路易时代仍然有效；阿果巴尔的那封信使人们对此不

能有任何怀疑，同样，虽然«毕斯特敕令日把西哥特占镇的地区叫

做罗届法地区，但是西哥特的法律老是在那里存在着。这从 878 年

也就是«毕斯特敕令”后十四年，口吃路易时代召开的德洛伊宗教

会講可以证明3

@ 陔«敕令刃第 16 款：“如果一个地区是按照罗焉法决案的括，那末在该地区就

按照自己的法律审钊，如果一个地区......。”又参看第 iO 款。

@ 参看«毕斯特敕令“第 12 和 16 款«在卡维洛脖》、«在纳尔波那)}等等。



第六卷第二十八章法国民法的起源和变革 汹l

后来，哥特人和勃良第人的法律甚至在他们自己的国家里也

消灭了。这是由于一些普遍性的原囚也这些原因使各处野蛮民

族的属人的法律都归千消灭。

第六节 在伦巴底人的领地内为什么

罗黑法能狗存在

一切都同我的原则相符合。伦巴底人的法律是公平的，所以

罗思人不能从舍弃自己的法律，选择伦巴底人的法律而得到任何

好处。使法兰克人統治下的罗焉人选择«撒利克法»的那种动因，

在意大利是不存在的；所以在意大利，罗焉法和«伦巳底法叶司肘井

存。

后来，«伦巴底法斗甚至向罗焉法让步；而不再是統治民族的法

律了。虽然它曾轻继横作为主要贵族的法律而存在，但是由于大

多数城市都自已成立了共和国，而这些员族就自己衰亡或是被摧

毁了＠。这些新共和国的公民都不殷意选择«伦巴底法»'因为它

建立了“决斗裁判＂＊的习憤，而且它的制度保留着酢多酚上的风俗

和习惯。僧侣当肘在意大利极有权势；他们儿乎都是生活在罗思

法之下；因此，遵守«伦巳底法叶的人数就一天比一天地戚少了。

不但如此，«伦巴底法》不埭罗思法那样庄严雄伟，使意大利

回忆起它付翱統治过整个世界。«伦巴底法»也没有罗焉法那种宏

大宽广的幅度。«伦巴底法»和罗思法这时的作用只是补充那些已

成立为共和国的各城市的法制而巳。«伦巳底法书仅仅对某一些案

悄有了规定；而罗焉法则是包罗万象的；那末二者之中哪一种可以

更好地补充这些城市的法制呢？

@ 参看本章第 9-11 节。

@ 参陷焉基雅弗利关千佛罗棱蔬古贲谀．断灭的配述．. 通过决斗来正式解决纷争。＿＿＿汗者

·一＿＇＿ _ _ _____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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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 在西班牙为什么罗，照法消灭了

西班牙的情形正相反。在那里，西哥特人的法律胜利了，而罗

屈法消灭了。申达逊突斯也和列赛逊突斯禁止罗思法，甚至不准浒

法庭引征琶列赛逊突斯又制定一项法律，所除哥特人和罗思人
惯的婚姻禁令©。这两项法律的精神显然是相同的；就是：这位国
王颜意消除构成哥特入和罗焉人间隔闭的主要因素。当时入惘认

为，最使哥持人和罗思人隔阴的莫如(1) 禁止他们通婚和(2) 准许

他们适用不同法律这两件事了。
但是，虽然西哥特的君王俨在西班牙禁止罗思法，然而在他呐

所倾有的今天法国的南部高卢睹倾地，罗焉法却老足存在着。这

些地区离开西班牙君主政权的中心较为遥远，所以过着极为独立

自主的生活砚瓦姆巴王在 672 年登基。我们从«瓦姆巴王的历

史》，可以看到，本地人巳羁在这些地区占了优势吼因此，在那甲

罗屈法享有较高的权威，而哥特法衰微了。西玑牙的法律对于本

地入的风俗和实际情况都是不适宜的。本地人也许甚至坚持要罗

思法，因为他们把选择罗届法和他们的自由思想联系在一起。不

仅如此，申达逊突斯和列赛逊突斯的法律含有一些反对犹太人的

可怕条款；但是这些犹太人在南部高卢是有势力的。«瓦姆巳王的

G) 他在 642 年登基。

@ “我俷不颖再受外国法和罗焉法的烦恼。”«西哥特法»第 2 卷第 1 篇第 9-10

节。

@ “许可哥特人和罗焉人互通婿姻．“«西哥特法斗第 3 卷第 1 篇第 1 章。

@ 参看加西奥都露斯： «东哥特史“第 4 卷第 19 和第 26 信，关于东哥特王梯欢 1 平

多立克一一当代最为人俨信仰的君主一—1对这些倾池如何撮虚、宽大的配述。

@ 从＜＜瓦姆巴王的历史»后部的钊决去看，可以知道南部高卢这些省份的叛乱是
具有一般性的。鲍祛斯和他的追随者们是罗厨人；他们甚至受到主教们的支持。瓦姆

巴不敢把他所打败的叛乱者们处嘈匣«瓦姆巴王的历史钮的著者称钠尔波内兹高卢为
叛乱的溫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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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口的持者把这些省份叫做犹太人的＂娼家妓赛”0 藷拉森人侵

眳了这些省份；但他何是被邀睛进来的。那末，除了犹太人或罗思

人之外，还有誰能邀睛他们呢？哥特人就最先受到了压迫，因为他

们是統治的民族。我们从普罗哥比息斯的著作里看到，当大难临

头的时候，哥特人从钠尔波内兹高卢退到西班牙去了矶无疑，当

灾难发生的肘候，他们避难到西班牙仍在进行抵抗的省份去，而南

部高卢适用«西哥特祛叶的人数就大为减少了。

第八节 假的敕令

那位可怜的敕令编纂者本尼狄克都斯·列雒达不是企图把上
述西哥特人禁止使用罗焉法的那项法律改为一种“敕令“么·？从那

时起，这填法律就被当做查理曼的敕令了＠。他把这项特殊的法律

变成一项普遍的法律，他仿佛要把罗愿法从骼个地球上消灭掉。

第九节 野蛮人的法典和敕令是怎样消灭的

«撒利克法＞＞、«莱茵河畔法兰克部族法入«勃民第法入«西哥

特距，都逐渐为法兰西人所废弃了。轻过情形，有如下述。
采地成为叽传的了；“附属采地”＊扩大了；由此便形成了牉多

习惯；对这些新习惯，这些法律是没有适用的余地的。这些法律用

眳偿解决大多数纠粉的这种精肿，被很好地保存下来。但是货币

的价值尤疑巳轻改变，所以赔偿本身也就改变了；我们看到倾主们

的浒多条例＠，规定了赔偿金；这些赔偿金是应该在他们的小法庭

© "秷过一场杀戮剩下来的哥特人带着妻子儿女从高卢出走，投奔到西班牙众
所周知的暴君德狄那里。”«哥特战役为第 1 卷笫 18 章。

_ @ 巴路兹辑«敕令会纂习第 6 卷第 34,8 章第 981 页。
愉“附属采池”的意义，后面有脱明．—一释者

@ 德·拉·多璃谢尔先生在所著«只利的古代风俗》里曾收集了一些这类条例。

参看技书第 61 、66 等章所裁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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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给付酌。可见他们遵从法律的精肿，而不遵从法律本身。

此外，法兰西被分割成无数食封的小颌地；倾地对国王的服从

与其脱是政治性的，毋宁脱是封建性的，所以很难仅仅须发一种法

律。实际上，就是倾发的括，也没法子加以执行。派渲一些持命官

吏心到各行省去，对司法及政治事项进行监督－－这种习惯儿乎

巳桏不再存在了。甚至从嗔主们的条例中也可以看到，当新采地

成立的时候，国王就剥夺了自己向那些地方派遣特命官吏的权利。

因此，当整个国家差不多都成为采地的时候，匡王就不可能再派遣

这种宜吏了；所以也就没有公共的法律，因为巳翱没有人去加以执

行了。

因此，到了第二时期＊末的肘候，撒利克、勃良第和西哥特这些

法律巳大为人们所忽祝；到了第三时期＊＊的初期，就儿乎听不见人

fP1啖到它们了。

第一和第二两时期，常常召开全国会講，也就是諒锁主们和主

教们的会境；那时还没有平民的间题。在这些会战里，人们曾企图

对僧侣加以节制；僧侣仿佛就是在征服者们的統治下形成起来的

陌体，井建立了自己的特权。这些会缎所制定的法律就是我们的所

喟“敕令”**＊。这就产生了四种情况：（1）建立了采地的法律；（2）教

会极大部分的财产受这些法律的支配；（3）僧侣更加分散了；（4）僧

侣们忽祝了那些改革条例一—僧侣们井不是唯一的改革者旯人

@ 拉丁文作 Missi dominici（釱差、主人的使者）。

＊注释见本章第 2 节释者注。一释者

** 即卡佩朝(987-一大革命），也就是第三朝代。一霹者

＊＊拿 因为用国王名义发布，所以人们释为“敕令”。-－霹者

@ 秃头查理在 841 年«敕令》第 8 款里脱：“不耍让主教们借口他们有权威制定

教规，而反对或忽视本律令。”他似乎巳艇预见到这个律令将被废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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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慕辑了宗教会谈制定的教规和教皇们的誰旨氓僧侣们认为这

些法律的来源更为纯沾，而加以接受。我巳粔说过，自从大采地建

立之后，国王就没有必要再派遣釱羌到各省去执行他所发布的法

律了。因此，在第三时期，就不再听到人伺啖＂敕令”了。

第十节璞前

人们曾给«伦巴底法入«撒利克法»和«巳威利亚法»附加一些

敕令。曾有人探究附加这些敕令的理由；但是理由应从这件事本

身去追寻。敕令有好几个种类。有的和政治行政有关系：有的和

桏济行政有关系；大多数和宗教行政有关系；一小部分和民事行政

有关系。末后一种就被人附加到民法上去；也就是说，附加到各民
族的属人法上去。就是因为这个掾故，所以敕令里脱，里头没有反

对罗思法的规定 ~,*(J 实际上，有关艇济的、宗教的或政治的行政的

敕令同民法是没有任何关系的。有关民事行政的敕令则仅仅和野

蛮民族的法律有关系；它们对这些法律进行胖释、修改、扩张和减

粕。但怂我想，把这些敕令附加到属人法上面去，反而使敕令的主

体本身受到人们的忽视。在蒙昧肘代，节眳一本书常常就使这本

书不能流行。

第十一节 野蛮人的法律、罗黑法和敕令

废灭的其他原因

当日耳曼各民族征服了罗岛帝国的肘候，它们在那里学会f

@ 在«教规汇篇习里，人们插入无数教皇的逾团在古本的«汇篇”里，这种教令是
很少的。矮子狄欧尼西，乌斯（狄欧尼西乌斯·爱克斯古斯）在他的«汇篇））里就加进许
多教皇逾旨；伊西多露斯·墨尔伽伦的«汇篇》则充湔了真的和假的教皇逾旨。在查理
曼以前，法国使用的是古本的«汇篇））。查理曼从数皇亚得里安一世的手里得到矮子狄
欧尼西扁斯的本子，井命令人们使用它。伊西多露斯·墨尔伽伦的本子差不多就在查
理曼朝的时候问世1 人们热爱它；随之而来的便是我 II'1 的所喟«寺院法》了。

@ 参看从毕斯特发布的«敕令习第 £0 款。
* 因为野蛮民族的属人法和罗禺法不是同一个体系。--~”者

．．匕，－ll-,'”“'UJ- l, _＿ lll 「 1”“一--毗妇七·千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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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的使用。它们就模仿罗思人，把自己的习惯用文字写出米，井

编矗成为法典心）。继查理妓之后，历朝帝王不善統治，加上腊晏人

入侵，内战须仍，因此这些已桏脱离［棣棣狂胚的生活的胜利民

族，又重新回到蒙昧无知的时代；他们又不会哎书，不会写字仁这

就使法兰西和 H 耳曼的人把成文的野蛮人的法律、罗思法和敕令

都忘掉了。文字的使川在意大利被较好地保持卜一米。意大利是教
叩门和希I机的皇帝们統治的地方，有繁盛的都市，轻营着当肘儿乎

是独无仅有的商业。在商卢，从前哥特人和勃民第人所征服的地

区，由于同意大利毗邻的关系，就更好地保存［罗焉法；不仅如此，

在那里，罗思法更成为一种属地法和一种特权。在西班牙，«西哥

特法》的废弃也显然是由千不忳文字111。这么许多的法律都消灭

了，于是各地的习惯便形成f起来。

属人法消灭了。赔偿金和所講安全税金112＠主要是依习惯而

不是依这些法律的条文规定的。所以情况是：节君主国建立的肘

候，人伺离开],H 耳曼人的习憤，走向成文法；但在儿个世祀之后，

人们又从成文法回到不成文的习憤去f。

第十二节 地方习憤；野蛮民族的法律
和罗民法的变革

从儿种历史祀录可以看到，在黎朗肘期和第二时期巳郗有地

力性的习惯仁当时人们有“地方习惯＂叭“古代习惯＂趴“习

@ 这点在这些法典的某些褚言里是訧得很明白的。我们在撒克逊人和佛里兹

人的法典里甚至看到不同的地区有不同的法规。人们在这些习惯之外，又按照情况的

要求增加 r －些特殊的条款；为压制撤克逊人而制定的严蛟法律就属千这类。

@ 关千安全税金，我将在后面（第30 章第 14 节。一-评者）鴃及。
@ 厨尔康尔富斯：«法式书））的序言。“我是按照我们祖先的遣浊I ，按照我们居住

的地方的习憤学习的，或更确切地訧，是考虑过了的＂。

@ «伦巴底 i妇第 2 卷第 58 篇第 3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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惯＂趴“法律”＄和“各种习惯“这些说法。一些著者认为，当时所

喟“各种习惯＂，指的是野蛮民族的法律；当时所睛“法律”，指的是

罗焉法。我可以证明，井不如此。粕彬主规定，凡是没有法律的地

力就遵从习憤；但是习惯不得优先千法律鸯」所以如果按照这些苦
者的脱法，罗思法（法律）就优于野蛮人的法典（习惯）了，这就等

于推翻一切古代的历史肥录，尤其是笞于推翻这些野蛮人的法典，

因为这些法典所肯定的恰恰和这种说法相反。

野蛮民族的法律绝不是这些习惯；而是这些法律，作为属人

法，采用［这些习惯。比方脱，«撒利克法习L一种属人法；但是，在

“海边法兰克人“普遍或差不多普遍居住的地区，这种«撒利克法兀

不管它有如何属人法的性质，在同这些“海边法兰克人＂的关系上，

就成为一种属地法（；而它只有在同他处居住的法兰克入的关系

上是属入性质的。那末，如果在«撒利克法\是属地性质的一个地

方，恰巧有一些勃民第人、阿尔曼人或者甚至罗厒人常常发生争松

的括，就应该按照这些民族的法律进行裁判；而按照这些法律做出

的制决一定有浒多把新的习惯棺入到这个地方来。这个情形就是

上述粕彬法制最好的说明。在不依«撒利克法J裁决的案件，这些

新习惯甚洷有可能影晌当地的法兰克人，这是自然的。但这些习

惯如果竟是优于«撒利克法＞＞，那就不是“自然”的了。

因此，每一个地方都有一种主要的法律，又有一些习惯。这些

习惯是在不违背主要法律的范围内被采用来作为主要法律的补充

的。

甚至有可能发生这种情形，就是这些习憤成为非属地性质的

一种法律的补充。再就上面所举的例子脱：如果在«撒利克法习心

@ «伦巴底法））第 2 卷第 41 篇第 6 节。

@ «圣雷哲传汃，

@ <＜伦巴底让沙第 2 卷第 41 篇第 6 节。

“'心 ,lll.,l l l,lll盲咖 l l'“'. ＂．l.ml，占叫巨一·- ` -- e 



228 跄法的精神

属地性质的地方，一个勃民第人应按他本族的法律裁判，而这个案

情在«勃良第法»中又没有条文规定的话，那末亳无疑义，人们将按

照当地的习惯裁刊。

在柏彬王时代，既成的习惯井没有法律的力量大；但是不久，

习憤却把法律摧毁了。新的法规总是一种救济手段，说明有一种

时弊存在着。因此，我们就可以想像，在札彬肘代，人何已钮开始

把习憤放在法律之上了。

我上面所脱，已足以脱明为什么罗思法，犹如我们在«毕斯特
敕令＞＞里所看到的一样，早在黎明时期就巳搓开始成为一种属地

法；巳足以訰明为什么«哥特法》不能够像在上述德洛伊宗教会

战＠的时候那样，仍然继锁存在下去。》罗焉法成为一般的属人法，

而«哥特法口成为特殊的属人法；秸果罗厒法就是属地法。但是奇

怪的是，为什么各地的野蛮民族的属人法全都消灭，而罗焉法却在

匹哥特和勃良第各省份作为属地法而继续存在？我的答复是：罗

届法本身和其他属人法的命运差不多是相同的；不然的括，在罗思

法曾轻是属地法的省份里我们将仍然看到«提奥多西扁斯法典》；

但是我们所看到的却是«查士丁尼法»。在这些省份里，当时所残

留的差不多仅仅是罗届法或成文法地区的名义而巳；仅仅是这些

人民爱恋他们自己的法律的威悄而巳，尤其是因为他们把罗届法

看做是一种特权；仅仅是罗焉法的儿条条文仍然留在人们的肥忆

中而巳。但是这种情形就足以产生一种效果，就是：当查士丁尼编
纂的法典刊行的肘候，在哥特人和勃民第人辖下的省份，人们把它

当做“成文的法律”来接受；而在法兰克人的旧辖地里入ff1却仅仅

把它当做“成文的道理”来接受。

I,• 

\ 

© 去看本章第 5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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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节 «撒利克法））皂阳海边法兰克法入«河畔

法兰克法＞）和其他野蛮民族法律的差异

«撒利克法》不容浒使用消极证言＊的习惯。这就足脱，按照

«撒利克法）），提出盺松或控告的人就有积极立证的责任，而被告单

单加以否认是不够的。这儿乎同世界上所有国家的法律都是相符

合的。

Q莱茵河畔法兰克部族法叶lj具有完全不同的一种精肿丸它

是湔足于消极证言的。在大多数的坳合，被告只要同一些证人立

誓，脱他没有做过人们所控告的罪行就够了。案情越重要，立誓的

耻人的数 H就越多＠；有时候证人多到匕十二人©。阿尔曼人、巳

威利亚人、条麟吉亚人、佛里兹人、撒克逊人、伦巴底人、勃长第人

的法律，是和«河畔法兰克距一模一样的。

我已籽说过，«撒利克法》不浒可消极征言；但是有一种情况，

它是浒可这种证言的吼不过就是在这种塌合，它井不是仅仅祚

可消极证言，而不要求同们提出积极征据的。原告要阶述他的证

据，来支持他的控盺；被告也要陈述他的证据，米为自己辩护©。裁

判官就山双方的证据去审断实情氮这种做法和河畔法兰克人的

法律以及其他野蛮人的法律是很不一样的。按照这些法律的做

祛，被告立誓諒自己没有犯罪，又让他的亲属立誓，证明他所脱的

拿 指单愚誓言否认．一一咖译者

@ 这同塔西伦的脱法是相符合的。塔西伦在所著«日耳曼人的风俗“第 28 章里

脱，日耳曼人有一般的和特殊的习惯。

@ «莱茵河畔法兰克部族法“第 6-8 等篇。

@ 同上书第 11 、 12 、 17 篇。

@ 就是当人『，控告法兰克王的侍从的时侯。他是国王的家臣，享有较大的自

由。参看«撒利克古条例“第 76 篇。

@ 见同书同篇。
@ 犹如今天英国仍然存在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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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实清，就这样米为自己辩护。这种法律只适合于一个简单纯

札性悄年直的民族。立法者又须采取措施来防止流弊的发生，这

点我们思上就会看到。

第十四节 另一点差异

«撒利克距不狩可依个人决斗确定证据；但是河畔法兰克人

的法律心和儿乎所有野蛮民族的法律都接受这种证据氪从我看

来，决斗法律是自然产生的；它对采用消极征言的法律是一种补救

手段。原告提出拆讼，看到被告就要用不公正的誓言逃脱，一个向

武的人＠眼看自己就要受到沿辱，他除了对所受的冤枉，甚洷对提

出的伪誓，要求伸张正气而外，还有什么其他办法呢} «撒利克法》

不浒可使川消极证言，就不衙要，也不采用决斗立征；但是莱茵河

畔法兰克部族的法律＠和其他野蛮民族的法律©都淮浒使用消极

证言，所以就不能不采用决斗立证。

如果我们唷一喟勃民第王贞德鲍关］．．这个问起的两条苦名的

法规见我们便将看到，它们是从事物的性质推演出米的。用这些

野蛮人的法律的捂言来说，就是：必须把誓言从有意滥用它的人的

手中拯救出来。

@ «莱茵河畔法兰克部族法“第 32 篇；第 57 篇第 2 节；第 59 篇第 4 节飞

* 此注原文有战；这是参照其他版本书出的．－—寸习者

@ 见下注。
@ 这种精神在«莱茵河畔法兰克部族法）） （第 59 篇第 4 节和第 67 篇第 5 节）和

附加在该法的心03 年柔懦路易敕令》（第 22 款）里，表现得十分突出。

@ 参看该法。
@ 佛里兹人、伦巴底人、巴戒利亚人、撒克逊人、条麟吉亚人和勃民第入的法律．
@ «勃良第法»第 8 篇第 1 和第 2 节关千刑事的法规。第 45 篇又扩强到民事方

面。又参看«条麟吉亚法》第 1 篇第 31 节；第 7 篇第 6 节；和第 8 节； «阿尔曼法？第

89 篇； «巴威利亚即第 8 篇第 2 章第 6 节，第 8 章第 1 节第 9 篇第 4 章第 4 节 I «佛

里兹·法讨g2 篇第 3 节；第 14 篇第 4 节江伦巴底法》第 1 卷第 3:-a 篇第 3 节，第 85 篇第

1 节；第 2 卷第 35 篇第 2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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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巳底的«罗塔利法»在某些坳合，淮昨用誓言为自己辩护的

人不再受决斗的困苦。这个习惯传布开了也。我们将要看到它产

生了如何恶劣的后果，和人们如何不能不恢复古时的成法。

第十五节一点脱明

我不是脱，在野蛮人法典修改的地方，在增盯的条文里，在全

部敕令里，就不可能找到一鳞半爪，那里的决斗立证在事实上不是

因为准浒消极征言而产生的。在儿个世祀扩时期中，特殊的情况

就有可能产生特殊的法规。我啖的只是日耳曼法律的一般精肿，

以及它们的性质和起源。我啖的是这些民族的古代习惯这些习

惯是这些法律所提及或采用的。这里的问题，只此而巳。

第十六节 «撒利克法l>的开水立汪

«撒利克法»容浒使用开水来确定证据＊的习惯霓这种試证法

是极端残忍的，所以该法采取一种折衷办法来减少它的残酷性。它

准浒被传唤来进行用开水立证的人，在对方同意之下，出一些线賸
回他的手吼也就是可以不用手試开水』原告既得到了法律所规定

的这笔线，那末被告仅仅由儿个征人立誓说他的确没有犯过罪，原

告也肝就可能威到淌意了。这是«撒利克法讶容浒消极证言的一个

特殊事例。

这种消极征言法，是钰双方同意，由法律加以容许，但它井不

是法律所规定的。法律拾与许可被告用消极征言为自己辩护的原

告一些赔偿金。原告既有自由原諒被告的非法行为或损害行为，

@ 参看本章第 18 节末。

亭 用手插入开水，不受伤，就证明无罪。——译者

@ 还有几种野蛮入的法律也是如此．
@ «撒利克法刃第 56 篇，“手要用线贱间”·

.... ...,.. _，匾匾圈剿 Ill盲 ll...圃喇lI''1 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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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末他也有自由相信被告的誓言了。

法律采取了这种折衷办法，使害怕残酷試征法的一造和希望

得到一点赔偿金的一造，在钊决之先，解决他『怕的争讼，粘束他们

的仇恨心。我们消楚地看到，这样的消极征言一旦完成，就不再需
要什么其他立证的事情了；所以«撒利克法»的这个特殊规定是不

可能产生决斗立证的。

第十七节 我们祖宗的想法

人们不能不威到訰异，当他们看到，我们的祖宗在决定国民的

荣誉、财产和生命圃题时所根据的事物，是属于理性的少，而属于

运气的多；当他们看到，我们的祖宗不断使用一些立证方法，既不

能证明任何东西，而且同犯罪的有无是毫不相于的。

H 耳曼人，从未被人征胀过，所以享有极端独立自主的生

活＠。各家族之间为着凶杀、盗窃、侮辱、损害事件就打起仗来凯

后来人们把这个习惯改变得溫和一些，规定这类战斗必须遵守一

定规则；必须奉官吏的命令，井在官吏的面前进行©;这比普遍地

自由地互相侵扰要好些。

令天的土耳其人相信上帝进行裁判；在内战的时候，他同认为

第一次的胜利就是上帝的钊决。日耳曼各民族也像这些土耳其人

一样；他们相信上帝时时在注意惩刑罪犯和掠夺者；他们在私人的

案件上，也把决斗秸果看做是上帝的判决。

@ «撒利克法＂第 53 篇。

@ 这从塔西伦所脱的这句括可以看到：“身分对千一切人都是一样的。”见«日

耳曼人的风俗＂第 4 章。

@ 维烈优斯·巴特尔摩露斯的«世界史旃篇J第 2 卷第 118 章脱，日耳曼人的一
切事情，都用决斗来解决。

@ 参看野蛮人的各种法典。关于较近时代，可参问波属咭亚： «波瓦西斯的古代

风俗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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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西伦载，一个日耳曼国家和另一个日耳曼国家要进行战争

的时候，就想法子俘虏一个对方的人来和本国的一个人决斗；他们

认为从这个决斗的桔果就可以预断战争的胜负。这些民族既然认

为个人的决斗能够决定公共的事情，那末他们当然更相信，个人的

决斗能够解决个人朋的斜粉了。

在浒多国王中，勃良第王贡德鲍最赞成决斗的习憤＠。这位

君主就在自己的法律里皊决斗法律提供理由。他脱：“决斗法律的

目的是要使我们的臣民不再为暧昧的事情立誓，不再为明确的事

情立伪誓。”因此，当僧侣们宣布，许可决斗的法律是对种的不敬的
时候，勃良第人的法律却认为，浒可立誓的法律是对肿的亵滇巩

人们所以采用个人决斗来确定证据，是有一些道理的。这些

道理是以桯脸为根据的。在一个专事武艺的民族，懦怯就必然意

味着其他邪恶；懦怯证明一个人背离他所受的教育，没有荣誉戚，

不按照别人所遵守的原则行事。懦怯脱明一个人对别入的翱蔑淌

不在乎，对别人的尊重也不当一回事。一个人的出身只要略为过得

去的括，他通常就不缺少那种应当和武力相桔合的机敏，也不缺少

应当和勇敢相桔合的武力。因为一个人看重了荣誉，就终身从事

一切获致荣誉所不可或缺的事情。此外，在一个尚武的国家，人们

尊重武力、勇敢和刚毅，所以真正丑恶可厌的犯罪就是那些从欺

酢、狡猾、奸肝，也就是脱，从儒怯产生出来的犯罪。

至于以火立证，在被告把手放在热铁上或插进开水里之后，人

们就把他的手用一个口袋包裹起来，加上封印。如果三天后没有

烧伤的痕迹的括，就把这人宣告无罪。誰不知道，在这个对武器的
使用艇常进行缎炼的民族，人们的皮是又粗又硬的，在放在热紩上

或插进开水里以后是不可能在三天后留着什么痕迹的。如果在三

@ «勃良第法»第 45 章。

@ 参看阿杲巴尔的著作。

•• ·····-·-·'...,., -··.....一·七·，六· - -,...…_ ＿，．一，一
，震-寸·-·已； ｀俨、十．｀． 4. ．扁，



234 监法的精神

天后留有痕迹的括，那末只能怔明这是一个柔弱而无丈夫气的人。

我们的农民，用他们粗硬的手随便触模热釱，若无其事。至于劳动

妇女的手也是能够抵抗热紩的。如女们是不缺乏决斗者们来替她

们辩护的气而且，在一个没有奢侈存在的民族，是没有什么中产

阶极的。

按照条麟吉亚人的法律，一个被控行淫的妇女，只有在没有人

出来为她决斗的时候，才得依开水立征定她的罪氮莱茵河畔法竺

克部族的法律则只有在一个人找不到证人来为自己辩护的时候，

才昨可开水立证＠。但是一个妇女，如果她的亲属誰也不愿给她

辩护的括，一个男人，如果不能提出任何证人来证明自己的诚实正

直的盓，这就足以认为他们是有罪了。

、总上说来，我认为：在决斗立证、热铁与开水立ilE的习憤仍然

存在的时代环境之下，这些法律和民情风俗是协瞒和腊的，所以这

些法律本身虽不公平，但不公平的后果却是产生得很少的；后果比

原因更为扽沽无垢；这些法律捐害公平多于侵犯权利；它们的不合

悄理多于专制横暴。

第十八节 决斗立枉为什么传播开了

从阿果巴尔皊柔懦路易的信，我惘可以得到一个秸脸，就是法

兰克人不采用决斗立证的习憤，因为阿果巴尔把贡德鲍法律的弊

害向陔君七奏陈之后，要求在勃民第依法竺克人的法律裁决争

眩＠。但是当人们从其他方面的材料看到，当时法国是使用决斗

@ 参看波厨店亚： «波瓦西斯的古代风俗“第 61 章。又«安格尔法习第 14 章；按

照该法，开水立征只是辅助的东西面巳。

@ «某麟吉亚法》第 14 篇。

@ «莱茵河畔法兰克部族法，，第 81 章第 5 节。

@ “如果我们的主人［国王柔懦路易］同意的括，就让他们［勃良第人］按照法兰

克人的法律审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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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判的肘候，就将威到大惑不解。其实这点，从我上面所股的话，

就可以得到解答。我脱；海边法兰克人不狩可决斗立征，河畔法兰

克人则加以采用叱

但是，僧侣们虽然吵闻，决斗裁半l的习憤在法国却是一天比一

天地传播开了；我思卜可以征明，使这个习惯传播的，主要就是僧

侣们自己。

伦巴底人的法律给我们提供了耻据。奥托二世的«律令》的

«序言咽里脱：“很早以前有一个可恨的习憤传入；就是，如果某个湟

产的征书被人认为是假的的话，提出征书的人只要指«顽音书“立

誓脱它是真的，他就可不轻过任何审判而成为遣产的所有人了；因

此伪誓必然达到目的“现当皇帝奥托一世在罗愿让人粕他加冕

的时候＠，教皇的翰十二召开了一个会跳，所有意大利的贵紊钊'1都

喧嚷着要求该皇帝制定一项法律，消除这种丑恶的流弊绕，教皇｛

和皇帝认为，应把这件事提交不久即将在拉溫那召开的会跷©处

理。在这个会袋中，贵抻们提出了同样的要求，井且喧嚷得更厉

害；但是，入们以某些人物没有出席为借口，把这件事又一次地推

延了。当奥托二世和勃良第王康拉德＠到意大利去的时候，他们

在味罗那©和意大利的贵神们举行了一个会跷＠。 由于黄绅们的

不断睛求，皇帝婬全体的同意，制定了一项法律，规定如果在遣产

发生争讼时，一造要使用遣产证书，而另一造则认为陔证书是伪造

@ 参看«莱茵河畔法兰克部族法“第 59 篇第 4 节；第 67 篇第 5 节。

@ «伦巴底法习第 2 卷第 4 篇第 34 章。

@) 962 年。

@ “意大利的责抻俷喧嚷，要至圣的皇帝变更法律，消灭这种丑恶的罪行．“«伦

巴底法“第 2 卷第 55 篇第 84 章。

@ 这个会攀在 967 年召开；教皇的翰十三和皇帝奥托一世均出席。

@ 奥托二世的舅父，路德藉的儿子，朱拉山外勃民第的王。

Q) 部8 年。

@ “对这件事，所有的人都向皇帝进陳．“«伦巴底法，第 2卷第 4 篇第 8i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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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的括，这个案件就应用决斗肝决；关千采地问题也适用这项法

律；教堂也要受这项法律的管辖，但它们将由它们的决斗人代为进

行决斗。我们看到：．（1）由于教会所采用的立旺方法产生了流弊，

所以贵族们要求决斗立ilE; (2)虽然贵族俨喧喂，虽然流弊是众目

共睹的，虽然奥托是有权威的，井且是以主人的身分到意大利来股

话与行动的，但是僧侣们却在两次会袋里坚守了他们的神地； ( 3) 

员族和君主们的协作迫使僧侣问让步了，所以决斗裁判的习惯当

然就被看做是贵族的一种特权，是反抗不公平的堡空，是贝族财产

所有权的保障； （4）从这时起，这个习憤就传播开了。它的传布是

在皇帝们强大、教皇们弱小的肘代；是在睹奥托帝到意大利重建帝

国权威的时代。

我将再提出一个想法，来旺实我上面所脱的，就是：消极证言

的制度产生了决斗的法学。人们向睹奥托帝所申拆的流弊是： - 
个人的遣产征书被认为是伪造的而受到非难的时候，他只要用消

极证言来为自己辩护，指«福音书叮宣誓证书不是假造的，就可了

事。这样，法律被破坏了，流弊产生了，应当用什么办法来加以纠

正船人们就采用了决斗的习惯。

我赶快啖啖奥托二世的«律令»,好使人们清楚地看到当时僧

俗纠粉的情形。在这以前曾有过罗达利岛斯一世的«律令»@。这

位君主所遇到的是同样的怨盺和同样的制粉；他为着确定财产所

有权，就规定证书的制作人应立誓脱征书不是伪造的；如果制作人

巳死，则由签署的征人们立誓；但是流弊总是一直存在着，所以人

们终于不能不采用我上面所諒的救济手段了。

我发现，在这肘代以前查理曼召开的那些会哉里，全国向他申

旬迁队在实标情况之下，要原告或被告不立伪誓，是极不容易的事，

@ 在«伦巴底法＞第 2 卷第 88 篇内。穆拉托利先生所用的本子却说它是基多皇

帝所制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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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还是恢复决斗裁刊制度好些芞查理曼照办了。

决斗裁刊的习惯在勃良第人之间推广f ，而立符的习惯受到

了限制。意大利王梯欧多立克废除了东哥特人的个人决斗芞申

达逊突斯和列赛逊突斯的法律对于决斗似乎足述思想上也要加以

根除的。但是在纳尔波内兹，这些法律很少为人们所接受，因为在

那里，人们把决斗看做是哥特人的特权＠＊＊0

在希腊人歼灭了东哥特人之后，伦巴底人征服了意大利，并且

把决斗的习憤也带到那里去＊＊＊，但他们初期的法律则抑制决斗的

习惯觅查理曼、柔懦路易、睹奥托帝原发了各种一般性的«律

令>>©。这些«律令»被插入到伦巴底人的法律里，又被加到«撒利

克法》上。它们推广了决斗，首先推广到刑事案件，后来又推广到

民事案件。人们不知道应该怎样办才好。根据立誓的消极征言，
是有弊病的；决斗立旺也是有弊病的，因此他们肘常更变，喜欢哪

一种立趾方法时，就采用哪一种立证法仁

在一方面，僧侣们喜欢看到人们把一切世俗的事情都提到教

@ «伦巴底法））第 2 卷第 55 篇第 28 节。

@ 加西奥都露斯：«东哥特史））第 3 卷第 28 和第 24 信。

@ “宫廷侍卫白拉是巴共搭人；当他被一个名吽苏尼拉的人控告不忠的罪，又被
后者追捕时，因为他们二人都是哥特族人，所以必须按照自己的法律举行一塌焉战 1 最

后臼拉被战胜了．＂«柔懦路易传））（著者不明）飞

* 甲乙本没注明出处，只耽：“我巳轻不犯得这段括是从什么地方引来的了。”

（孟德斯鸠原注）

** 末了两句，甲乙本是这样写的：“在东哥特人之间，申达逊突斯和列赛逊突斯

的法律根除了个人决斗，使不留任何痕迹。僧侣们反对这个习惯。后来，这些人停止

了人们过去在这方面对他们所施的暴行。”

*** 甲乙本作：“伦记底初期睹君王抑制决斗的习憤，查理曼......”。

@ 参看«伦巴底法习第 1 卷第 4 篇和第 9 篇第 28 节；第 2 卷第 35 篇第 4-5 节；

第 55 篇第 1-8 节。«罗塔利条例》；和＜（雷伯兰条例习第 15 节。

@ «伦巴底法“第 2 卷第 55 篇第 28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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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心和祭坛去解决；而在另一方面，傲慢的贵族们都喜欢用他们的

剑来支持他们的权利。

我井不是说，贵族们所抱怨的这个消极耻言制度是僧侣1f1倡

講的。这个习憤是从野蛮人的法律的精肿和消极证言的制度推演

出来的。但是一种习惯己婬使许多罪犯解脱了罪贞，人们就想到

利用教会的神圣庄严使罪犯丧胆，使立伪誓者惊慌失色，所以僧侣

俷才支持了这种习惯及其实行的方式，但是在别的场合僧侣俨是

反对消极证言的。我们在波焉睹亚的苦作里看到，教会的法庭是

从米不采钠消极耻言的2)。这无疑是引起消极证言制度崩溃的重

要因素，并大大地削弱了野蛮人的法典关于消极证言的规定。

这又将使我俷很好地体会到消极证言的习惯和决斗裁钊的习

憤之间的联系。关于决斗裁判，我已轻啖得很多了。世俗的法庭

对这两种习憤是全都容浒的；教会法庭对这两种习惯则是全都加

以拒绝的。

当这个民族选择r决斗立征的时候，它是遵循了自己的侚武

精肿的；因为当人们把决斗作为上帝的刊决而加以采用的肘候，人

们就废除十字架立i记冷水立证、开水立耻这些制度一—这些立证

方法，人们也曾同样地看做是上帝的裁判。

查理曼规定，如果他的子女之间发生了什么制粉的话，应该用

十字架裁刊加以解决。柔懦路易只许在教务制粉案件使用这种裁

刊1>; 他的儿子罗达利息斯则无脸什么案件均不笱使用这种裁刊；

I 

@ 当时立誓裁钊是在教堂里进行的；在黎明时期（第一朝代），王宫里股有-:所

礼拜堂，专供裁判争款使用。参看禺尔摩尔富斯：«法式书＂It 1 卷第 38 章；«莱茵河畔

法兰克部族法“第 59 篇第 4 节；第 65 篇第 5 节；格列高里·德·都尔： «法兰克史» I 

«撒利克法»增附处08 年敕令》。

@ «波瓦西虾的古代风俗》第 39 章第 212 页： ＂僧侣们认为消极证言不足为愚，

因为它是无从证明的．＂

@ 这些«律令»被插入在«伦巴底法＂里和附加在«撤利克法»的末尾．

7
`
-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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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他甚至启座冷水立征也称废除了＠。

当时被普遍接受的习惯是很少有的，所以我井不是成，后来就

没有任何教堂又采用了这些立征方法，尤其是菲利普－奥古斯都的

一项法规＠里就提到这些立证方法呢但是我所脱的是，这些立

证方法很少被人采用。波焉腊亚生在圣路易及他胳为后一些的肘
代，他的著作©在叙述各种立证方法肘，只啖到决斗立证，其他的

立证方法则全都没有提到。

第十九节 «撤利克法人罗黑法和敕令被

忘却的另一原因

我巳婬啖过«撒利克法人罗焉法和敕令的权威消失的原因；我

还要加上一旬，就是：决斗立证习憤的广远传布是主要的原因。

«撒利克法可不准狩决斗立征的习憤，所以它就多多少少成为
无用之物而没落了。罗焉法同样不准浒决斗立征，因而也同样死
亡了。当肘人们所殉精竭虑的只是如何制定决斗裁判的法律，井

建立一种优良的决斗裁刊的法学飞敕令里的条规也同样归于无

用了，这忤多法律就这样丧失了它们的权威，而我们却脱不上它们

的权威究竟是什么时候丧失了的；它门被人们忘却了，而我们却找

不到代替它何而兴起的其他法律。
这样的一个民族是不需要成文法的；所以它的成文法就很容

易为人们所忘却。

当有什么争磺发生的肘候，只要命令两造决斗便了。这是不

需要很多才能的。

.1 

© 参看他的«律令》，裁«伦巴底法“第 2 卷第 55 篇第 31 节．

© 1200 年。

@ «波瓦西斯的古代风俗“第 39 章。

* 甲乙本作：”并根据决斗裁判所可能遇到的各种案情建立一种优良的决斗裁判

的法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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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民刑事的拆讼都被耜减成为单耗的事实。人们就是为着

这些事实而决斗。不但盺讼的主要内容，即速附带事件和预审事

件峰，也都是取决于决斗；这是波焉膳亚所脱＠的；他还举了一些例

子。~
我发现，第三时期开头的法学完全是礼法问题；荣誉观念支配

了一切。如果一个人不服从法官的话，法官就对他的无礼进行追

究。在布尔治玑如果主监官召唤一个人，这人不来，主监官就对

他脱，“我派人找你，你却蔽忽不来；对这种轻蔑行为你要给我眳
礼＂。他们就决斗了，胖子路易改革了这个习惯吼

在奥尔良，一切憤务的要求都采用决斗裁判觅少年路易宣

布，这个习憤要在要求超过五个苏时才能适用。这个条例是一项

地方性的法律，因为在圣路易时代，只要价值超过十二个逮那利就

可以适用了＠。波思膳亚听一位法律家脱，法国从前酋轻有过一

种很坏的习憤，就是一个人可以在一个期彻内雇佣一个决斗者给

他的各种拆倯决斗＠。可见当肘决斗裁判的习惯一定是流行得非
常广的。

第二十节荣誉观念的起濂

在野蛮人的法典里，是有一些不解之谜的。佛里兹人的法律

对受到棍子打的入只拾赔偿金半个苏©。但对极孵微的伤害，它

却规定要给付比这还要多的赔偿金。按照«撒利克法»'一个自由
` 

* 注释见本书末原编者注 115。一一释者

@ «波瓦西斯的古代风俗“第 6U. 章第 309--810 页．

® 1145 年胖子路易的«条例》，戴«法令会纂九:

@ 同上。·
@ 1168 年少年路易的«条例｀戴«法令会纂》。
@ 参看波局诺亚心波瓦西斯的古代风俗“第 68章第 885 页．

@ 同上书第 28 章第 208 页。

@ 威烈珊利：«哲人的增加“第 5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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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打另外一个自由民三下棍子的括，就要拾陪偿金五苏；如果流了

血的品，则将按照以铁器伤人受罚，而轮付眙偿金十五苏；刑阶是

按照伤害的大小衡扯的。伦巴底人的法律对打一棍、两棍、三棍、

四棍等等，各定出不同的赔偿金额丸今天打入一棍和打人十万

棍是一样的。

插入«伦巴底法f内的«查理曼律令咽规定，陔律令所许可的决

斗，应该使用棍子吼这也浒因为顾虑到僧侣们的意见；也阶因为

决斗习憤巳广为传播，所以想法子减少决斗的血腥气味。柔懦路

易的敕令＠准浒决斗者自由选择使用棍子或武器。．桔果却只有衣

奴侗决斗时使用棍子＠。

我巳翱看到，我『，的荣誉观念的特别准则巳在产生与形成。

起先由原告在法官面前宣称某人曾犯某种罪行；被告答脱原告撒

院；这肘法官就命令决斗矶这里便产生了一条准则，就是：当人

f1脱你撒院的时候，就应当格斗。

一个人一旦宣布脱他要决斗，就不能翻悔；如果他翻悔的话，

就要被判处刑舰＠。从这里又产生了一条准则，就是：一个入的的

言已秷脱出，荣誉就不浒他收回。

抻贵之制的决斗，是二人躺；卧手持各种武器进行的＠；賤人
之问的决斗，则是步行着、手执棍子进行的旯由于这个掾故，人

© «伦巴底法“第 1 卷第6 篇第 3 节。

© 同上书第 2 卷第 5 篇第 28 节。

@ 819 年，附加在«撒利克法可勾。

@ 参看波厨菇亚：«波瓦西斯的古代风俗»第 64 章第 3粒页。

@ 同上书第32) 页。

@ 同上书第 3 章第 25 页和第 32;:} 页。

© 参看波聆咕亚： «波瓦西斯的古代风俗习旷61 章第 308 页和第 64 章第 323 页

眙决斗武器。

@ 参看同上书第 64章第 323 页，和伽兰： «自由土地粕、第 268 页所引圣欧彬

唐珠的条例。

心，．．｀＇— - “', l.，一”．之r, ＇ 礼广 F 一·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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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便把棍子看做是侮辱的工具＠，因为一个人受到棍子打，就是被

看做賤人了。

只有賤人决斗时不把脸掩盖＠，所以只有他们的脸才会受伤。

由于这个线故，人们便认为打耳光是一种侮辱，需要用血来洗雪，

因为一个人被打耳光就是被当做了賤人。

日耳曼各民族在荣誉的观念上，同我俷是一样敏戚的；不，他

们甚至是更为敏威些。对于各种侮辱，就是最疏远的亲属也猛烈

地戚同身受；他W1所有的法典都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伦巴底人

的法律规定，如果一个人带着佣人去打一个冷不防的人，使他蒙受

谁辱和嘲笑的话，应粕付打死人时所应付的赔偿金的半数＠；如果

出于同一动机，而把那人捆梆起来的括，则应给付同样胳偿金的四

分之三＠。

总上看来，我们可以脱，我们的祖宗对于侮辱是极端敏咸的；

但是他们对各种各样的［每辱，例如用某种工具打身体的某一部分

和怎样的打法，还没有加以区分。所有这一切都包括在打人的侮

辱内；在这场合，侮辱的大小就是以暴行的多少来衡量。

第二十一节 关千日耳曼人荣誉观念的另一点意见

塔西伦股“日耳曼人认为战斗时遣弃了盾牌，是极大的羞耻；

有不少人因为这种不幸的事而自杀。，烟因此«撒利克古法戏规定，

造摇啡膀他人遣弃盾牌的，应陔粕被排膀者赔偿金十五苏矶

0 罗禺人就不认为棍打是特殊的羞辱。但是野蛮人的«关于幌打的法律尸却阮，

“受棍打就是受到羞辱＂。

页。

@ 他俨只拿着盾牌和棍子。 波黑栝亚： «波瓦西斯的古代风俗＂第 64 章第 8扭

@ C伦巴底法＞第 1 急第 6 篇第 1 节．

G) 同上书第 2 节。

@ «日耳曼人的风俗》第 6 章。

@ «撒利克古条例“第 6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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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理曼修改了«撒利克法沁）；他在这种场合只规定暗偿金三

苏。人们不应怀疑这位君主有意削弱事事粔律，因为这个改变显

然是由于武器的改变。许多习惯的改变是洲源于武器的改变的。

第二十二节 和决斗有关的凰俗

我们和妇女的关系是建立在威官的快乐所产生的幸福上，在

爱与被爱的情趣上，在取忧于妇女的颗望上一—因为妇女是某些

构成il3个入价值的品质的最精明的鉴定者。这种要取悦于妇女的

一般的颐望产生了艳快之风。这种风气井不是爱情，而是一种优

雅的、軞浮的、永久的“爱情的伪装“。

爱情按照每个民族、每个时代悄况的不同，对上述三种因素的

倾向也因之不同，它常常着重其中之一，而漠视其中之二。关于我

们所啖的决斗肘代，我认为最为盛行的应该是艳侠之风。

在伦巴底人的法律里，我看到，如果决斗者之一带有魔术肿草

的括，裁判官就要让人把它拿掉，并让他立誓巳耟不再有这种草

了＠。这项法律只能是以普通人的想法为根据的。人们认为恐惧
最会捏造东西。幻想出这种邪术的根源，也是恐惧。在个人决斗

的时候，决斗者用各种武器米武装自己；在这些攻和守的沉重武器

之中，如果有一种具有特殊性能和力量的武器，就可能给人无限的

好处；所以认为某些决斗者持有魔术性的武器的想法就一定会斜

罐了许多人的脑子。

由此就产生了扇士的奇异制度。一切人的心思都被这种幻想

吸引住了。在小脱里，人们看到游侠畸士、巫术士、仙人、有翼的或

智慧的局、看不见的或受不了伤的人、关心伟大人物的降生或教育

的魔术师、有妖魔居住的和妖魔被膳逐掉的宫殿；在我们的世界出

@ 我们有«撒利克古法沉和艇查理曼修改的«撒利克法>.

@ «伦巴底法“第 2 卷第 55 篇第 11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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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了一个新的世界；只有鄙野平凡的人才遵循大自然的普通行径。

游侠骑士呵，什么时候都武装着自己，就在世界上充消着城

寨、堡垒和强盗的地区，为人打抱不平，保护弱者，而以此为光荣。

从此，我们的小脱就充淌了艳侠之风。它的某础是：爱情的思想和

武力及保护思想的桔合。

当人们想像出一些非常的男子；他们看到了一个有品德、美丽

而又娇弱的女子，就乐意为她冒一切的危险，井在日常的行为上取

悦于她；艳侠之风就这样产生出来了。

我们的畸士小脱使人们的这种要取悦于女子的颠望得到湍

足；它们又把艳侠的精神散布在欧洲的一部分地区。我们可以说，

这种精肿古人是不十分懂得的。

罗思这个大城市的极度奢侈使享受咸官乐趣的思想得到了沥

足。希腊寂静的原野的某种意念引起了人们描写爱的威悄＠。保

护有品钝而美丽的妇女的游侠骑士的思想，产生了艳侠的思想。

. 这种稍种更因为武士的思上比武的习惯而久远流传。这种比

赛把武勇和爱情二者的权利桔速在一起；这就大大地增加了艳快

之风的重要性。

第二十三节决斗裁判的法学

人们也酢好奇，要寻找决斗裁判这个荒嘐的习憤lU 的原则，

要发现这么一种怪异不堪的法学的基础。人类归根粘底是有理性

的，甚至对自己的偏见也用一些规则加以范围。没有任何东西比

决斗裁判更违背良知了；但是既规定了决斗裁判，人fl'1就采取一定

智虑明达的措施来加以执行。

要很好地了解当时的法学，就应陔棚心地研颉圣路易的法规。

@ 可以看中世纪希腊的小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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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路易对裁钊的制度曾做了极大的变更。戴方丹和这位君主是同

肘代的人；波思诺亚的书是在他以后写的＠；其他著者都生活在他

以后的肘代。因此，我们应该从后人所作的修改，去探寻这个古代

的习惯。

第二十四节 决斗裁判的规则

如果有好儿个原告的话，他们就应该取得协講，专由一人进行

诉讼＠。如果他们不能取得一致意见的话，控拆的听取人就应当

指定其中的一人负贡争松。

如果一个黄釉向一个賤民挑战的话，贵神就应陔步行着、手

执盾牌和棍子＠。如果他躺着焉又带着武器的话，就应陔去掉他

的焉和武器；他就只剩下衬衣，井将被迫在这种悄况下和賤人决

斗。

在决斗之前，裁钊官就发布三条命令＠。第一，命令双方的亲

戚退坳。第二，要大众安静。第三，禁止援助决斗的任何一方。违

者处以重刑；或者死刑，如果决斗的一方因为这种援助而失敃的

括。

裁钊的人员们监守比武场＠；如果一方顾意言和，裁判人员侗

便特别注意这时双方所处的地位悄况，所以如果和跷不能成立的
话，就可以恢复双方这肘所处的这种地位情况吼

在犯罪案件或裁钊不公案件，如果双方巳轻提出了决斗的＂邀

战物质”“的括，就必须决斗；如果没有得到当地颌主的同意，原告

O 在 1288 年。
@ 波玛豁亚：«波瓦西斯的古代风俗，第 6 章第 40-41 页．
@ 同上书第 64 章第 3.28 页。
O 同上书第 330 页。

@ 同上。

@} 同上。

* 如帽子、手套之类．一—－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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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被告双方是不得言和的。当一方被打败肘，如果没有得到宗主

伯爵的肝可见也不得言和；这种浒可就类似我们今天的恩赦令。

但是如果在死罪的场合，当地颌主因受贿而淮肝他们言和的

括，则应处颌主剿金六十里佛尔，又倾主惩舰恶人的权利＠将由宗

主伯爵取而代之。

酢多人是没有能力提出决斗或接受决斗的。所以在查明原因

之后，可以淮许他们找决斗者代行决斗。为使决斗者尽其所能以

防卫他所代表的人出力，所以有这样的规矩：如果他打帷了的括，

他的手就要被砍掉矶

在上世祀，人们制定了法律禁止决斗，违者处死。但是我想，

可以不必处死刑，只要把格斗者的手砍掉，使失去格斗的资格，也

酢就够了；一般地~'一个人失掉了自己的特有能力而还活着的

括，巳是最可悲的事悄了。

在死罪的场合，如果是由决斗者代为决斗的话，就把原被两造

放置在看不见决斗的地方，每人都用一条绳子捆住；这条绳子就是

准备在他的决斗者打敃时执行他的死刑用的吼

一个人在决斗时失败，未必就是敃松。例如他决斗的是预审

的裁判的括，那末他输的就仅仅是预审115的裁判而已©。

第二十五节 对决斗裁判所加的限制

在毫不重要的民事案件，如果双方提出了决斗的＂邀战物质”

@ 重要的家臣拥有特别的权利。
@ 波局秸亚： «波瓦西斯的古代风俗“第 64 章第 830 页脱：“他将丧失他的管辖

权a“ 从当时各家的著述来看，这种貌法指的井不是他所有的一般管辖权全都丧失了，

而仅仅是丧失了对本案的管辖权。戴方丹：«劝首“第 21 章第 29 条。

@ 这个习惯可以在«敕令＂里看到，它在波焉诺亚的时代仍然存在。参看他肵著
«波瓦西斯的古代风俗“第 61 章第 315 页。 . 

@ 波焉结亚：«波瓦西斯的古代风俗“第 64 章第 330 页．

@ 同上书，第 61 章第 30;} 贞。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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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括，当地倾主须舫令双方收回。

如果事实是众所周知的括，例如在集市众目睬映之下杀人，

则不需要征人立证或决斗立证；裁判官就根据众所共知的事实宜

判丸

如果当地颌主的法庭常常用同一方式裁判，而且这种习憤巳

是家喻户晓的括，颌主就不酢两造决斗，以免决斗的种种事情改变

这些习憤矶

一个人仅仅可以为自己，或为他的家族的一员，或为他所尽忠

的领主，要求决斗吼

如果一个被告巳秷开释，原告的其他亲属就不得再要求和他

决斗；否则松案就没有完桔的日子了砚。

如果有亲属们要为一个人的死亡复仇，这个人却井没有死而

又回来了的话，这就不再存在决斗的问题。如果誰都知道某个人

不在，根本就不可能发生人们所控告的事实的括，也同样不存在决

斗的问题＠。

如果一个被杀害的人，在未死之前，曾为被告的无罪辩解，井

指控另外一个人的括，人们就不得要求和被告决斗。但是，如果死

者未曾指控另外一个人的括，人们则把死者宣称被告无罪仅仅看

做是一种临死的宽恕行为而已。人们仍旧将继绩进行追拆；在神

贵之朋，甚至可能因此发生战争矶

当发生战争的肘候，如果有亲属一人提出或接受了决斗的＂邀

战物质“的括，战争的权利就终止；这肘人们就认为双方巳顺意遵

@ 波禺秸亚：«波瓦西斯的古代风俗“第 68 章第 830 页霾
@ 同上书第 61 章第 314页。又参看戴方丹：«功首＞第 22 章第24 条．

@ 波属样亚：«波瓦西斯的古代风俗“第68章第 8i3 页｀ ` 

@ 同上。

@ 同上书第 63 章第 339 页．
@ 同上书第 8i3 页． ; 

．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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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通常的裁判程序了；继镇战争的一方将被判处损害赔偿。

可见决斗裁判这种习惯有一点好处，就是它能够把一个一般

性的斜粉棘变为一个个人的制粉，恢复法庭的权力，使那些巳辖是

仅仅由国际法管辖的人们又回到国内法的范围里去。

有许多智慧的事情被极愚蠢地处理；同样，也有浒多愚蠢的事

情被极智慧地处理。

如果一个被控告犯了某一罪行的入清楚地证明了犯这个罪行

的人恰恰就是控告人自己的括，这就不可能准浒提出决斗的＂邀战

物质”了，因为没有一个罪犯不颠意試試桔果未可预定的决斗，企

图侥幸地逃避他的罪所应得的刑拥丸

巳轻由公断人或教会法庭裁判的案件，不得决斗；有关妇女桩

益的问题也不得决斗玑

波焉帮亚说，妇女不得决斗。如果一个妇女向一个人要求决....... 
斗而没有指派决斗者的括，人惘是不得接受决斗的＂邀战物质”的。

又妇女没有得到她的“主人”即丈夫的酢可是不得要求决斗的；但

是他人可以不得到她的丈夫的许可而向她要求决斗丸

如果要求或接受决斗的人不淌十五岁的括，不得决斗＠。但

是有关孤儿的案件，如果监护人或管理人颠意冒这种法律程序的

险的括，是可以准酢决斗的。

据我看，农奴似乎是可以在这儿种情形之下进行决斗的， g队

农奴和另一农奴决斗；农奴和一个自由民决斗；他甚至可以和一个

贵绅决斗，如果他受到挑战的括；但是如果他向一个黄种挑战的

括，黄绅可以加以拒绝；农奴的倾主甚至有权利可以把他从法庭
..,.., 

,·,.,.,.; - ` ·· ` ', 
., 

．，．．飞

l ; ̀ 

@ 波属诺亚：«波瓦西斯的古代风俗＞第 68 章第 824 页．
@ 同上书第 68 章第 395 页。

@ 同上。

.@ 同上书第 333页。又参看本书第 18 章第邸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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澈回仇农奴可以依据颌主的条例或依据习惯，和一切自由民决

斗＠。教会主张它的农奴也有这种权利伲把这个权利当做教会受

到尊重的一种标肥釭。

第二十六节 诉秘人和证人闭的决斗

据波思搭亚的把载，如果一个拆松人看到对方的第一个证人

就要作不利于自己的口供时，可以巧妙地避开第二个征人＠，而对

裁判官惘脱，对方所提出的这个征人是假的，是排膀者；如果陔证

人仍然要支持对方的讼争的括，该盺松人就可以提出决斗的＂邀战

物质”@。这案就不再进行講查了，因为如果陔证人决斗帷了的

括，对方就被判提出假证人而敃拆了。

如果用上述方法拒绝第一个证人没有成功的括，对第二个旺

人也应当用同一方法使他没有机会发誓；因为如果发誓的括，他就

要作证，而讼案将因两个证人的供述而告秸束。反之，如果成功地

阻止了第二个征人发誓的括，第一个证人的口供则将归于无用。

如果用这一方法成功地拒艳了第二个征人的括，对方就不能
再提出其他证人，所以就败诉了；但是如果拆胶人没有提出过决斗

的邀战物质＂的话，就仍旧可以提出其他证人饥

波思講亚脱，证人在供述前可以先告盺他的盺松人说：“我无

意为你的争讼决斗，也不顾意争辩；如果你肯防卫我的话，我将乐

O 波届诺亚：«波瓦西斯的古代风俗“第 68 章第 827 页。

@ 戴方丹心劝言“第 22章第 7 条。

＠＇巳他们可以决斗，也可以作征。”1118 年«胖子路易的条例》．

,@> 同上。
骨 指的是给教会做衣奴，身分因之提高的意思。一一－谭者

@ 波禺诺亚：«波瓦西斯的古代风俗“第 61 章第 815 页。＇

@ ”在他们还没有发誓之先，应当问他们要为推作征湟因为出现了伪征时．审问

怔入就停止了。“同上书第 39 章第 .218 页．

@ 同上书第 61 章第 316 页。

...＿一－－，ll...“'，l1..l 1“'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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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把我的实括脱出来。”＠这样，拆讼人就必须为征大决斗。如果

拆松人打敃了的括，他井没有敃拆趴而只是他的证人受到拒绝而

巳。

我想，这是由古代习惯蜕变而来的。我所以这样想，是因为这

种向证人要求决斗的习憤在巴威利亚人＠和勃民第入＠的法律里

都有规定，不过不扣任何限制就是了。

我巳链啖过贡德鲍的«律令飞阿果巴尔＠，和圣亚威＠曾声嘶

力圾地反对它。

这位君主脱：“如果被告提出一些征人，发誓脱被告未曾犯过
被控的罪行的话，原告可以要求和旺人之一决斗；因为这个旺人既

然发誓，又宣称他知道实情，他当然不会有什么困难，为支持他所
郡t的实括而决斗。”这位君主不留给证人们任何口实可以用来避免

决斗。 矿

第二十七节 拆松人和镖主的司法家臣闹的
决斗e对裁判不公的上诉

决斗裁判，从性质来脱，就是要永远解决争松，是不容浒重新

审理、重新追拆的仇所以，如同罗思法和寺院法所规定的上诉，

也就是脱，向更高极的法庭申拆，以改正原法庭的判决，在当时的

法国人们都是不懂得的。 —---, 
一个好战的民族，纯粹为荣誉的观念所支配，是不懂得这种诉

@ 波厨诺亚：«波瓦西斯的古代风俗“第 6 章第 40 页。

@ 但如果是由决斗者代为决斗并且打败了的括，决斗人的手就夏被砍掉．

@ «巴威利亚法＞第 16 篇第 2 节。

@ «勃民第法“第 45 篇。

@ «致柔懦路易书》。

@ «圣亚咸传》。

© “因为人们到法庭去，履行豹战的义务，决斗完了时，胚孚也就桔束，如杲没有
其他未次问题的括。“波居诺亚：«波瓦西斯的古代风俗“第 2 章第 2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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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形式的；而且，它在同一精肿支配下，甚至准许人们使用反对拆

讼人的方法去反对法官丸

在这个民族，上诉就是要求武装决斗，就是要求用鲜血来解

决；它不是要求打笔墨官司；打笔墨官司是后代才懂得的。

因此，圣路易在他的«法制哺揉化，上拆是既不忠又不义的现

因此，波思腊亚告盺我们，如果一个人要控告他的倾主加害于自己

的罪行，他应当向倾主宣告放弃他的采地；然后再向领主的宗主上

命，井提出决斗的“邀战物质”@。同样，如果颌主向宗主伯爵控拆
自己的下属的括，也要放弃下属对自己的臣服关系。

下属控告颌主裁判不公，就是脱倾主不試实地、恶意地做出他

的裁判；那末，一个下属这样地控告倾主，就是犯了一种不忠的罪。
倾主建立井管理法庭；法庭本身则是由他的家臣们粗毓而成

的。因此，如果不控告硕主裁判不公，而仅仅控告这些家臣的栝，
就可以避免不忠的罪，就仅仅侮辱了这些家臣；控盺人总是要接受

家臣们由于这种侮辱所提出的决斗邀睛的。
控告家臣们裁刊不公；是十分冒险的＠。如果等待到他们宣

钊并要加以执行的时候，控诉人就必须和他侗全体决斗＠。如果

在裁判官们还没有全体发表意见之前进行控告的括，就应陔和那

些巳发表同一意见的裁判官『脾全体决斗。为着避免这种危险，

控拆人可以睛求颌主命令每一个家臣大声脱出自己的意见©；在

第一个家臣巳桯发表意见，第二个即将发表意见的时候，控告人可

页。

@ 波焉栝亚：«波瓦西斯的古代风俗“第 61 章第 812 页，第 67 章第邸8 页。

@ «法制，第 2 卷第 15 章。

@ 波属诺亚： «波瓦西斯的古代风俗“第幻．章第 8l0-8ll 页，第 67 章第 837

@ 同上书第 61 章第 318 页。

＠同上书第314 页。

@ 即那些同意钊决的戴钊官们。．

@ 波厨店亚：«波瓦西斯的古代风俗“第 61 章第 81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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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告拆第一个家臣，脱他是敝疏者、恶棍、訰膀者；这就可以仅仅和

他一个人决斗。

戴方丹脱书按照习惯，在控告裁判不公＠之先，应淮浒三个裁

钊官发表意见。他没有脱控告人和这三个人全都要决斗。他更没

有说，控告人和所有宣布同一意见的裁判官们都必须决斗＠。他

所以有这些不同的脱法，是因为当时各地没有完全相同的习憤。波

思膳亚脱的是克莱蒙郡发生的事情；戴方丹啖的是维尔曼多哇的

习憤。

当一个家臣或采地的封臣宣布他要支持原刊的时候，裁钊官

就让提出＂邀战物质”，同时又让上拆人提出担保，要雉持他的控

告＠。但是受到控告的家臣是不必提出担保的，因为他是倾主的

封臣，本来有义务和控告者决斗，否则就要给倾主剒金六十里佛

尔。

如果上拆人决斗失败，因而不能证明原刊决是不好的，他就要

给颌主罚金六十里佛尔面，对他所控告的家臣，以及那些公开宣布

同意原判的每一个人，也都要给与同额的佣金©。

一个犯有死罪的重大嫌疑的人被逮捕、钊罪之后，是不能因判

决不公上拆的＠；因为这种人总是要上盺以延长自己的生命或是

取得和解的。

假使有人说判决是不公的、恶劣的，但又没有出面来主张，也

就是脱不出来决斗；如果他是一个耕士的话，则对他所脱的坏话，

@ 史料原文 fausser (假拟、伪造）应作“控告裁判不公“解。

@ 戴方丹：«劝言»第 22章第 1 、io 、 11 条。他只脱他们每人可得少许赔偿金。
@ 波焉诺亚：«波瓦西斯的古代风俗“第 61 章第 314 页。
@ 同上。又戴方丹：«劝言））第 22 章第 9 条。

@ 戴方丹：«劝言»第 2a 章第 9 条。

@ 波玛睹亚： «波瓦西斯的古代风俗））第 61 章第 316 页；戴方丹： «劝言»第汹

立第 21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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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钊罚金十苏，如果是农奴的话，就判拥金五苏丸

决斗失敃的裁判官或家臣既不必丧失生命也不必丧失手

足＠；但是在重罪的场合，控告他们的人如果打敃了的话，却是要

处死刑的吼

上面控告封臣裁判不公的方法是为了避免控告颌主本身。但

是如果倾主没有家臣，或是家臣数目不足的括＠，他可以出资向他

的宗主伯爵借家臣见不过如果这些家臣不颜意审判的括，是不

能勉强他W1的；他们可以宣布，他们来只是要提些意见而巳；在这

种特殊坳合，倾主就自己审案，自己宣半陟；如果有人控告他裁判

不公的括，抵御这个挑战，就要由他自己承当了。

｀如果这个倾主很贫穷，没有线向他的宗主伯爵借家臣，或是由
于疏忽没有向他借，或是宗主伯爵拒绝借给他，那末颌主就不得单

独审钊，就誰也没有义务向这样一个不能审判的法庭提出控告；所

以人们就把拆松向宗主伯爵的法庭提出©。

我想，这就是司法和采地分离的主要原因之一。从这里就产

生了法国法学的这条啖规： ＂采地是采地，司法是司法。”因为有无

数采地的封臣自己没有属臣，不能够维持自己的法庭；一切讼案都

提到宗主的法庭去解决；他们丧失了司法的权利，因为他们既不能
也不颠主张这种权利。

@ 波思蒜亚：«波瓦西斯的古代风俗“第 61 章第 314 页。

@ 戴方丹：«劝言＞＞第 2·3 章第 7条。

@ 参看冀方丹：«劝言»第 21 章第 11 、 12 等条；这里对(1)上听人应当处死、 (2)
主审败盺、或是(3)仅仅预审败诉等不同案情，是加以区别的。

@ 波禺薛亚： «波瓦西斯的古代风俗，第 62 章第 322 页。戴方丹：«劝霄＂斤 29

章第 3 条。
＠．伯爵并不是非将家臣出借不可。波局诺亚： «波瓦西斯的古代风俗>第 67 章

第 3盯页。
@ 就是波禺粘亚（同上书第印章第邸6寸过7 页）所脱“没有人能够在他的法崖

旦审判＂的塌合。
@ 同上书第叨章第8S9 页．



沪治 沧注的精神
、一上

全－一-二．~ 广尸

在宣判的时候，所有参与审制的法官都要出席，以便在那个

要控告裁判不公的人问他们是否同意裁判时可以表示同意訰

”是＂＠。因为，据戴方丹脱：“这种表示是一种礼貌和忠贼所必须

的，是不得逃避和迟延的＇．，＠。我想，英国今天仍然遵守的一种习

惯就是从这种想法产生出来的。这个习惯就是，关于死刑的判决，

陪审员的意见必须全体一致。

据上所述，利决就应陔是根据多数的意见；如果法官们的正反

意见入数相等的括，在刑事案件则宜布被告胜拆；在民事案件则宣

布债务人胜盺；在遣产案件则宣布被告胜盺。

据戴方丹的肥载吼一个家臣不能以法官只有四人＠或是以法

官没有全体出席或是以法官中最贤能的儿人没有出席为借口而拒

艳出庭审刊。这犹如他在战斗方酣的肘候脱，他所带兵员没有全

体都来，不能去救他的颌主一样。但是，使颌主的法庭受到尊重，

用最勇敢和最智慧的臣属祖毓法庭，是倾主分内的事情。我啖这

点，为的是脱明家臣们有决斗和裁判的义务；这个义务甚至是：裁

判就是决斗。

如果一个镇主在自己的法庭控告他的臣属而被钊罪的话，他

可以控告他的家臣中的一人裁钊不公＠。但是，家臣对颌主曾立

誓忠贼，所以必须尊敬倾主；领主曾接受过家臣忠贼的誓言，所以
有义务施家臣以恩滞；因为这个掾故，人们对如下两种情况加以区

别。一种情况是，领主仅仅一般地脱裁钊不公、不正＠。另一种情
况是，他归咎于陔家臣个人的滇职＠。在第一种悄况，他攻击的是

＠戴方丹：«劝首1第 21 章第们一28 条．
@ 同上书第 28 条。．
@L 同上书第 31 章第 37 条．
@ 至少要有四人。参看同上书第 21 章第 86 条。
@ 参看陂属诺亚：＜波瓦西斯的古代风俗＞。
@)'.戴剞i是不公又可正的．“同上书第67 章第 337 寅。
0 ”或者是由于金线，或者是由千预许的礼物，你做出了不公正的、嘉劣的钊决，

就像你一样地恶劣广波届结亚心波瓦西斯的古代风俗，，第 6f 章第8trl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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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自己的法庭，多少也就是攻击自己，所以不能提出＂邀战物质”。

在第二种情况，是可以提出＂邀战物质”的，因为他攻击的是他的家

臣的荣誉。两人决斗，失败的一方就要丧失生命和财产；这样才能

椎持公共的安宁。

在这种特殊的场合，这个区别是必要的；但它被扩大沿用了。

波届膳亚脱，控告裁钊不公肘，如果是归咎于某一家臣个人，而加

以攻击的括，那就是要决斗的；但如果攻击的只是判决的括，那末

这个案件应由决斗裁钊或法律裁钊，被控告的家臣可以自由选

择©。但是，由于一方面，波焉膳亚肘代的普遍风气是在抑制决斗

裁钊的习惯另一方面，被控家臣可以自由决定是否通过决斗来雒

护原刊，这不但和当时既有的荣誉观念相违背，而且同家臣有防卫

倾主的法庭的义务也是相矛盾的；所以我想，波厨楛亚所脱的这个

区别是当时法兰西法学的一种新新的东西。

我不是脱，对不公正钊决的一切控告都要用决斗来解决；这种

控告是如此，一切其他的控告也是如此。人们还能肥得，我在第

25 节曾啖到一些例外。在这里所啖的上拆案件，决定应否撤消决

斗的＂邀战物质”的，是宗主的法庭。

对国王法庭所做出的钊决，是不得控告裁判不公的；因为没有

人是同国王平等的，所以没有人可以控告国王；国王是没有上赦

的，所以没有人能够对他的法庭的判决提出上拆。

这条基本的法律，不但作为一条政治性的法律是有必要的，而

且它又像民法一样，减少了当时司法实践的一些弊端。如果一个

倾主害怕有人对他的法庭提出判决不公之盺，或是看到有人出头
要这样做，而为着公道正义的利盆，他的法庭的判决不应受到控告
的括，倾主就可以要求国王法庭的人来审判，他们的判决是不得被

O 波禺楛亚：«波瓦西斯的古代风俗，第 67 章第 337一邸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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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不公的丸戴方丹说，国王菲利普曾派遣他所有枢密院的人

员到柯尔比种父的法庭审钊过一项案件矶

当倾主睛不到国王的钊官的肘侯，他可以把他的法庭迁到国
王的法庭里去，假使他是直接属于国王管辖的括。如果他和国王之

间还有一些中朋颌主的话，他可以首先向他的宗主伯爵提出申睛，

就这样从一个镇主走到另一个镇主，一直到国王。

据上所述，虽然当时不存在今天上诉的实践，甚至也没有今天

上拆的观念，但是人肥却巳上告于国王。一一国王永远是一切江

河出发的水源和汇合的大海。 4

第二十八节 对怠忽裁判职务的上诉

一个颌主的法庭对拆松延岩、规避或拒挹审理的括，拆讼人可

以对怠忽裁钊职务提出上诉。

当第二肘期（第二朝代），虽然宗主伯爵手下有儿个官员，他们

的人身隶属于宗主，但是他们的司法管辖权却不隶属于他。这些官

吏在他们的＂裁钊会講＇”也就是“刑事法庭”里，进行最后的裁判，

和宗主伯爵一样。和伯爵所不同的地方仅仅是司法管辖权的划

分；例如，伯爵可以判处死刑，审理有关自由和财产的偿还等案件；

而百人长就不能审理这类案件＠。

基于同一理由，有一些重大案件是保留给国王审理的Q。这

是一些和政治秩序有直接关系的案件。例如主教、修道院长、宗主

＠戴方丹：«劝言“第妞章第 14 条。

@ 同上。 . 
* “藏判会畿“原文 p.lai.d，来自拉丁文placitum;“刑事法崖“原文 assiee, 拉

丁文为 Pacitum （见底下孟德斯墙注），所以这句括原文直谭是：“象钊会曦，即刑事法
庭或 pl缸itum肴癫－—谭者

@ 812 年«敕令 III“第 8 款，蒙巴路兹兽«敕令会纂＞第 4切页，又秃头查理«敝

令》（附加千«伦巴底法》第 2 港）第 3 歙。

® 812 年«敕令 In“'2 歙，掌巴路兹簧«敕令会纂“第 4切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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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爵及其他大颌主之间的争讼书则由国王会同重要封臣＠审理。

, 有一些苦者说，宗主伯爵审理了的案件可以向国王的欱差大

臣＊上拆，这是没有根据的。伯俏和欱差的司法管辖权是平等的，

是彼此独立的邑唯一的不同是，欱差的刑事法庭在一年的四个月

问开庭分伯爵则在其余的八个月阴开庭，3）。

如果一个人在一个州事法庭＠被刊罪，要求重新审理而敃拆

忙括，则刑金十五苏寸或由审判的法官亲手打十五棍吼

如果宗主伯贯侗或欱差们自觉力量不足使一个大倾主胀从道

理的括；他们可以让他取保，保证到国王的法庭去受审＠。这是审

理，不是重审。我在麦次的敕令里看到一条法律，规定关于裁判不

公的案件，可以向国王的法庭上诉，其他种类的案件则禁止上拆，

违者处邯立

如果有人对郡宜®的判决不服，但又不提出拆松的括应就要把

他下监，直到他胀从为止；如果他控盺的活，就用卫兵妥当地把他

押解到国王那里，他的讼案则由国王的法庭审理氮

当时儿乎不能有怠忽裁刊职务的问题。因为当时不但没有习

惯控告伯爵及其他有权审判的人不严格按期开庭审理案件，而且

页。

G 拉丁文所阴“会同亲信＂。柔懦路易«敕令见栽巴路兹輛«敕令会纂»第 667

* 拉丁文作 missus dominfous。

@ 参看秃头查理«敕令））（附加千«伦巴底法“g2 卷）第 3 款。

@ 812' 年«敕令 III»第 8 款。

@ 拉丁文作 pls.citum。

@＇«敕令力（附加于«伦巴底法为第 2 卷第59 篇）。
@ 这在«则例＞＞、«条例汃«敕令）>里可以看到。

@ 757 年«敕令劝杆 9--10 款，载巴路兹辑«敕令会纂戏第 180 页。和 755 年味罗

那会紧颁发的«敕令＞＞第 29 款，裁同书第 175 页。这两个敕令都是在柏彬王时制定的。

@ 即宗主伯爵手下的官女，拉丁文称$:}abini。

® 805 年查理曼«敕令 XI汃载巴路兹兽«敕令会纂))第 428页｀叉罗达利扁斯的

法律，见«伦巴底法））第 2 卷第 3 篇第 28 条。

亡·-` T. l l'“'ll l,II` "'I 血 ll n· ···, 4 l llllll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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恰恰相反，人们抱怨他们开庭开得太多了0。曾稷有无数法令禁

止伯韵及其他司法官吏一年开庭在三次以上。当时无须刹正他们

的怠忽，反而要抑制他们的活动。

但是后来，出现了无数的小采地，不同等敏的臣属关系也建立

了起来，一些封臣怠忽了开庭审案的职务，因此就产生了这一类的

上盺＠；不但如此，这种上拆而且使宗主获得大量的割金。

由于决斗裁判的习憤逐渐推广，所以在某些地方某些时候和

某些情况之下不容易把家臣们集合在一起，因此产生了对司法的

怠忽。这就产生了对怠忽裁判职务的上拆。这种上盺常常关系我

们历史上极堪注目的问题；因为当时大多数的战争都肇因于违背

政治法规，就像我们今天的战争通常是以违背国际法规为起因或

借口一样。

波思楛亚脱，关于怠忽裁钊职务的上拆，一向是不进行决斗

的。原因是：（1）由于对颌主人身的尊敬，诉讼人不能要求颌主本身

出米决斗；（2）拆讼人也不能要求颌主的家臣们决斗，因为事情是

很明白的，他们只要算一算传唤或其他延援的日期就够了； （3）既

然没有裁判，也就不能有裁钊不公的控告；（4）末后一点：家臣们的

罪行冒犯了倾主，同冒犯了拆松人是一样的；但是倾主和他的家臣

决斗，是违背规矩的矶

但是 t在宗主的法庭里，怠忽职务是由证人加以证明的，因此

可以要求证人f1决斗；这样，既不冒犯颌主，也不冒犯他的法庭＠。

1．如果怠忽职务是由于倾主的下属或家臣，也就是脱，因为

他们迟延裁判或是在延援日期巳过时规避裁判，那末拆眩人就向

@ 参看«伦巴底法“第 2 卷第 59 篇第 22 条。

@ 早在菲利普－奥古斯都的时候就有了怠忽裁判职务的上诉．
@ «波瓦西斯的古代风俗，第 61 章第 815 页。

@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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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t控告家臣们怠忽职务。如果家臣们败盺的括，他们就要交付

他们的领主以剿金(l)o 倾主不得给与他的臣属任何援助；反之，他

查封他们的采地，直到每个人交付剒金六十里佛尔为止。

2. 如果怠忽职务是由于倾 E 自己，也就是脱，因为他的法庭

由于家臣不足不能进行审判，或是因为他没有召集他的家臣，或是

没有指定一个人代替他召集，以致怠忽了审判职务，那末拆讼人便

可向宗主伯爵控告他怠忽职务；但是由于要尊敬颌主，所以这时仅

仅传唤上拆人，而不传唤颌主©。

倾主则自己要求由宗主的法庭审理；如果他胜拆，也就是说被

认为没有怠忽职务，那末讼案就发回给他审理，拆松人井且要给他

罚金六十里佛尔＠。但如果人们征明他怠忽职务属实的括，他受

到的处凯就是，丧失对陔松案的审理权＠。该案则由宗主的法庭

审理；实际上这也就是上拆人控告怠忽职务的目的。

3. 如果有人在镇主的法庭控告倾主的话变一—只有在有关

采地的隅题上才能发生这种控告一一法庭在作出各种迟廷之后才

传唤锁主本身到这些优柔寡断的入『怕的面前来＠。这种传唤必须

艇君主批准，井由君主出名。家臣不能用自己的名义传唤，因为他

们不能传唤自己的倾主；当然他们是能够代表倾主传唤别人的0。

有时候，在控告怠忽裁判职务之后，接着就是控告裁判不公；

@ 戴方丹：«劝言“第 21 章第 24 条。

@ 同上书第 21 章第 32 条。

@ 波禺诺亚：«波瓦西斯的古代风俗为第 61 章第 312 页。

@ 戴方丹：«劝言，第 21 章第 29 条。

@ 路易八世的时候，倾主内尔控告佛兰德公爵夫人琼茵。他要她在四十天内将
既案交付审钊。后来他又向国王的法庭控告她怠忽裁判职务。她同答阮，她要把肢案

交付她在佛兰德的家臣们审判。国王的法庭宣称，该案不能被发同佛兰德，公爵夫人

将被传唤飞

* 甲乙本作“路易八批时倾主内尔和佛兰德公爵夫人的著名孚凯就是这样•·• ••• n 

@ 戴方丹：«劝首为第 i¾l产第 31 条。

@ 同上书第 9 条。

·•····'.．一 l 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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囚为有时俄主虽然怠忽了裁判职务，却又让人做出了刊决叽

封臣错映地控告他的倾主怠忽裁刊职务肘，倾主可随意规定
应处的悯金置

根脱人曾向国王控告佛兰德公爵怠忽裁判职务，訰他曾在他

的法庭甩迟延审理他们的案件3。国王法庭发现他的迟延期朋比

当地习惯所浒可的迟延期间还要短些，所以将原件发回佛兰德公

爵审理。公爵命令人没收根脱人价值六万里佛尔的财产。根脱人

又向国土法庭要求减軠剒金的数额;该法庭判决认为，伯爵可以要

这笔阶金；如果他颗意的括，甚至还可以要更多的刑金。这些审

判，波思搭亚都是在坳的。

4. 关于封臣的人身或名誉，或不属采地的财产，倾主可能和

封臣发生争执；但是这种案件不会发生怠忽裁钊职务的佣题，因为

这种案件不由倾主的法庭审理，而是由他所属的宗主的法庭审理

的。戴方丹说，有关颌主的人身佣超，家臣们无权审理＠。

我贤了心力把上述这些东西搞清楚了。这些东西在当时的苦

述中是极混乱、极嗳昧不明的，所以把它们从混乱中找出来，实际

上就等于新发现。

第二十九节 圣路易朝代

圣路易废除了他辖地内各法院的决斗裁钊。这在他所公布的

有关«法令过）和«法制过）里可以看到。

@ 波局诺亚：«波瓦西斯的古代风俗，，第 61 章第 311 页。

@ 同上书第 812 页。但如呆控告人不是慎主的臣属或佃户的括，则只付和金六

十里佛尔。见同书。

@ 同上书第 318 页。

@ «劝言·))第 21 章第88 条。

@ 1230 年硕布。

@ «法制））第 1 卷第 2 和 7 章；第 2 卷第 10-11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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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他没有废除他的男优倾主『怕的法庭的决斗裁刊，而只有

控告裁判不公的案件不浒适用决斗裁判饥

本来盺讼人控告颌主法庭裁刊不公＠，就必须要求同宣钊的

法官们决斗。但是圣路易建立了控告裁制不公无须决斗的惯例©。

这个改变是一种革命。

他宣布，诉讼人对他各辖地内倾主们的法庭所做出的裁刊，不

得提出不公之拆，因为这是一种不忠的罪行视試然，如果这对倾

主是一种不忠的罪行，那末对国王更是一种不忠的罪行了。但是

他规定，诉讼入可以要求修改这些法庭所作比的判决＠；这不是因

为这些判决是不公正地、恶意地做出的，而是因为他｛们产生了某种

揖害＠。在相反方面，他却规定，拆讼人对他的男爵们的法庭＊的

判决如果控诉的括，就必须提出裁判不公之盺氪｝

如上所述，按照圣路易的«法制》，拆讼人对国王辖地内法庭的

钊决不得提出不公之拆。但拆讼人可以向原法庭要求修改；如果

那里的法官不顾做出必要的修改的括，国王淮酢拆松人向国王的

法庭上盺＠；或是更正确地脱，他可以按照自己对«法制＂的斛释，

向国王呈递講顾书或恳求书＠。

关于男爵倾主惘的法庭，圣路易准许盺讼人对他们的判决提

@ 这在他的«法制习里处处可以看到占3波聆诺亚：«波瓦西斯的古代风俗））第 61

章第 303 页。

@ 原文 fausser la cour 指的是控告裁钊不公的意思。
@ 圣路易：«法制，第 1 卷第 6 章，第 2 卷第 15 章。

@ 同上书第 2 港第瓦章。． . · 

@ 同上书第 1 港第 78 章，第 2 卷第 15 章．

@ 同上书第 1 卷第 78 章。 . 
拿 隋注意国王辖地法庭和男爵法庭的区别．一一葬者

@ 圣路易：«法制，第 2 卷第 15 章．

@ 同上书第 1 卷第 78 章。

@ 同上书第 2 卷第 15 章．

...., ．•·、·-＇ “”“一，威'叩-..畸”“'Jl1 ,__ 1 一于俨•·-，,正．,..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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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不公之诉，井规定向国王的法庭或宗主伯爵的法庭提出＠；在这

些法庭，并不是依据决斗＠，而是依据证人，按照他的法规所定的

拆讼形式进行裁决矶

这样，不誰是对男桴倾主的法庭可以控告裁钊不公的场合，或

是对国王辖地的法庭不得控告裁判不公的场合，都规定盺讼人可

以上拆而不冒决斗的危险。..

戴方丹引述了他所看到的这种没有决斗的裁判的两个最初的

例子＠。其中一个案子是在国王辖地圣刚廷的法庭审理的；另一

个案子是在棚斗的法庭审理的。棚斗的伯桴在场，他反对这种古

代的法学冷，不过这两个案子都是按照法律审理的。

人们也浒要制，为什么圣路易所规定的男爵法庭和辖地法庭

的拆讼方式两不相同呢·？原因是这样：圣路易给他的辖地的法庭

制定法律的时候，他的意见是不会受到任何阻碍的；但是对于倾主

们却有需要瞄慎处理的地方，因为颌主们曾享有一种古代的特权，

郎盺讼人除了甘冒控告裁钊不公的危险而外，不得从倾主们的法

庭撤移松案。圣路易保存了控告裁判不公的这个习惯，但是他规

定可以不决斗而提出裁判不公之拆。这就是脱，他把实际的东西

废除了而保留着规章，这样就使这种改革不很为人们所觉察。

这个改革井没有普遍地为锁主的法庭所接受。波焉膳亚脱，

在他的时代，有两种裁判方式，一种是按照圣路易的«法制＼一种

是按照古代的习惯；领主们有权利任择一种；但是对一个案件在巳

@ 但是如果不提出裁判不公之新，而仅仅要求上诉的话，那是不许可的。圣跻

易心法制＂胄 2 卷第 15 章中阮：“这种案情仍将由震主法靡的窜臣依法执行．挣
@ 同上书第 1 卷第 6 和 67 章；第 2 考第还章；又波禺秸亚： C波瓦西斯的古

代风俗，第 11 章第 58 页。
, ·:.. 

＠圣路易：«法制＂胄 1 港第 1~8 章。

＠戴方丹：«劝言“第 22 章第 16—17 条。. 指圣路易的新审判制度；但戴方丹为什么称它为“古代＂的东西，下面第87 节

有臂释．一一罪者



初六，仓 第二十八章 法国民法机起源和变革 2o3 

床阳选择了一种裁钊方式之后，就不得中途改易另一种方式＠。波

焉眳亚又脱，克莱蒙郡伯爵遵从新裁刊方式，而他的封臣们却坚持

旧习惯但是伯爵什么时候都可以随意回复旧习惯，否则他的权威

便将不如他的封立了仇

应当知道，法国当时分为国王的辖区和男爵们的辖区郎男桴

倾地；以圣路易的«法制泊的用捂来脱，就是分为王权下的地区和王

权外的地区＠。国王向自己的辖地颁布法令肘是依据自己的权威

单独进行的。但是，当他原布和男爵们的地区有关系的法令肘，他

就同男爵们协同进行＠或由男爵们盖章或副署。如果不这样的

括，男爵们就要看看法令对自己的颌地是否有盆，然后决定是否接

受。附属小封臣对大封臣的关系也是这样。圣路易的«法制过是在

没有艇过倾主们的同意下制定的，虽然这些法律规定了对于颌主

们极关重要的事项；但是仅仅那些认为接受这些法律对自己有利

盆的倾主侗接受了他们。圣路易的儿子罗柏尔准许这些法律在他

的伯爵倾地克莱蒙郡内施行；而他的封臣们却认为这些法律在他

们的倾地里施行是不方便的。

第三十节 关千上际的儿点考察

据想像，上拆既然是一种要求决斗的挑衅，那末就应该当场提

出。波焉诺亚股“如果拆讼人没有提出上盺就离开法庭的括，他

4 章．

O 波骂样亚：«波瓦西斯的古代风俗，第61章第 309 页。

© 同上。

@ 参看上引波焉楛亚、戴方丹的著作和圣路易的«法制》第 2 港第 10 、 11,15 等

@ 参看第三时期（第三朝代）初年的法令，尤其是菲利普－臭古斯都育关歉会司

法管辖权的法令和路易八世有关犹太人的法令，蒙罗里埃尔心法令会纂＇，布鲁塞尔先
生所述的«条例、，尤其是圣路易关于土地的出租和咦问以及有关采地女子成年期的

«条例>'第 2 册第 3 卷第 85 页；又菲利普－臭古斯都的法令，同书第 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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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丧失上盺的勺L会，判决也就生效。”©甚至在决斗裁判的习惯受

到限制“之后，仍然是如此仇

第三十一节攫前

戴方丹告拆我们，賤民不得控告他的倾主的法庭裁判不公

正＠。«法制»又加以肯定＠。戴方丹又脱：“因此，在倾主和賤民之

间，除了上帝之外，没有其他审判官了。”@

賤民所以被排除，不得控拆领主法庭裁半l不公，是原因于决斗
裁判的习惯。这是于冥万确的；按照条例或习惯1凡有权利决斗的

賤民矶也有权利控拆倾主法庭裁钊不公；即使裁判的人是仕种的

括，也是如此＠，因此，戴方丹便提出一些办法，使賤民由控盺裁钊

不公而和仕绅决斗的这种丑事无法发生玑
当决斗裁判开始被诙除而新的上拆习憤被采用的时候，人们

认为自由民对锁主法庭的不公道有方法可以平反，而賤民却没有，

是不合理的＂；因此跷会接受了賤民的上拆犹如自由民的上诉一

样。

@ 波焉诺亚：«波瓦西斯的古代风俗“第 68 章第 327 页；第 61 章第 312 页．

* 甲乙本作“在决斗裁判受到各种限制之后”。

@ 参看圣路易的«法制，，第 2 卷第 15 章； 1钻3 年查理七世的«法令兄

@ «劝言“第 21 章第 21 、 22 条。

@ 圣路易的«法制“第 1 卷第 136 章。

@ «劝言，，第 2 章第 8 条。

@ 戴方丹： «劝言》第 22 章第 7条。人们对这条和同书第 29 章第 21 条一．向做
了十分错陕的解释。戴方丹并不把倾主的戴钊和仕抻的裁判对立起来，因为它们是一

样的东西，但是他却把普通的赎民和有特权决斗的人区别开来。

＠仕绅们老是可以当藏钊官的。戴方丹；«劝背J第 21 章第 48 节．

@ «劝言“第 29章第 14 节。

.., ·•• 甲乙本作“是不公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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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二节攫前

当人们控拆镇主法庭裁判不公的时候，锁主＊就要亲身来到宗

主倾主前，为他的法庭的判决辩护。同样，在控告怠忽裁刊职务的

坳合，被传唤到宗主颌主前的诉讼人就带着领主二同去，如果怠忽

职务的事情不能够证实，有关讼案便将由镇主的法庭重新审理飞

后来，有关这两种特殊案情的习惯，由于各式各样上盺案的产

生，就成为适用于一切讼案的一般化的习惯。因此，令贞t就不能不

在他人的法庭而不是在自己的法庭过生活，而且是为着别人的讼

案，而不是为着自己的讼案；这真是离奇的事。所以菲利普·德·

瓦罗哇规定，只能传唤法官翌当上拆的事更多了的肘候，就要由

拆讼人为上拆进行辩护。以前法官所做的事，现在由拆讼人做

了吼

我上面脱过，在怠忽裁判职务的上拆的场合，硕主只能丧失他

的法庭对陔案的审理权而巳＠。但是，如果倾主本身被当作拆讼

人来控告的括＠一这是极常有的事见他就要粕与受理拆松的国

王或宗主倾主六十里佛尔的刑金。这在上盺成为一般的制度的时

候，便产生一种习惯，就是当硕主的法官的判决被改变的时候，拆

讼人要付给颌主这笔佣金。这个习惯存在得很久，曾为潞西庸的
法令所肯定，井由于它本身的荒牒背理而自行消灭。

ri 

拿 原文作“他“；甲乙本作“慎主”，文意较为清楚，兹照"·一一译者

@ 戴方丹：«劝言习第 21 章第 38 条。

＠在 1332 年。
@ 睛看布地利埃时代的情况。 他在1402 年还活着。 布地利埃： «乡同事务大

全“第 1 卷第 19－加页。

＠第 30 节。

© 波黑咭亚心波瓦西斯的古代风俗3第 61 章第 3l2 和 318页．

@ 同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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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三节 续前

在决斗裁刊实行的时候，以裁钊不公而控告法官之一的盺讼

人，可能因决斗而败盺，但他是不可能胜拆的0。诚然，胜盺的一

造不应当因他人的行为而被剥夺对他有利的判决，因此，决斗胜利

了的上盺人还应当同对方的拆松人决斗。这次决斗的目的不是要

知道原判决是好是坏；这个判决的问题巳轻不存在，因为决斗巳钰

把它取消了。这次决斗的目的是要决定这次的要求是否合法；他

们就是为这个新的问题而决斗。这里应陔就是我们最高法院宜钊

方式的由来。这个方式是：“法院把上拆取消；法院把上盺和它所

控告的判决取消。”

实际上，控告裁半1不公的人如果打敃了的括，上拆就被取消
了；如果他打胜了的括，则判决速同上拆都被取消了；这就应陔进

行新的审判。

这是于真万确的，所以依审问进行裁判的案子就没有这种宣

半l的方式。德拉洛石佛拉文先生告拆我们喻，审问庭在割立的初期

是不能使用这个形式的现

第三十四节 诉松程序如何成为秘密的

格斗产生了一种公开的际松程序。控拆和抗辫”都同样是公

开进行而为众所周知的。波焉膳亚脱： “ilE人应陔在众人的面前作

证。”@

` 

O 戴方丹心劝首“第 11 章第 14 条。. 甲乙本作：“德拉洛石佛拉文先生的栝可资旺明，他眈...... • 

@ «法兰西的赎玫院“第 1 卷第 16 章。

“' 原告的控告和被告的答辫．一—释者
@ 波岛诺亚：«波．瓦西斯的古代风俗》第 61 章第 31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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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地利埃的著作＊的注释者117訧他曾从一些旧时的律师和一

些关于旧时盺松的手抄稿，知道从前法国的刑事诉讼是公开进行

的，形式和罗思的公开裁刊儿乎没有什么不同。这同当肘普逼的

文盲是有关系的。文字的使用使意见得以确定，又能够保守秘密。

但是没有使用文字的时候，就只有拆胚公开才能使意见得到确定。

由家臣『胃审理案件，在家臣们面前辩拆，总会有一些不明确的

地方也，所以在开庭的期问，可以肘时通过所睛＂证明”的程序回忆

过去＠。在这种场合，是不浒要求和证人决斗的；因为如果这样的

话，则拆影就将没有完秸的日子。

后来，人们采用秘密的拆松形式。过去什么都是公开的；这时

什么都成为秘密的了。肌问、审查事实、检验旺据、对质、公拆人的

粘誰，都是如此 这就是今天的做法。前一种拆讼形式适宜于

当肘的政体，就好像新的盺讼形式适宜于此后建立的政体一样。

布地利埃的著作的注释者认为， 1539 年的法令118标志着这个

改变的日期。我则认为这个改变是逐渐发生的；在倾主们逐渐放

弃旧时的裁判方式的过程中，这个改变也就从倾地到颌地逐渐发

生了；而来自圣路易的«法制叶的裁判方式就得到了改进。实际上波

局膳亚脱过·，只有在可以提出“决斗物质＂的案件才公开听取证人

作证；其余的案件作证都是秘密的，而且证言是用书面写出的＠。

因此，在不再有＂决斗物质＂的时代，拆松程序就成为秘密的了。

第三十五节际松费用

法国古肘的世俗法庭是不判处负担拆松费用的砚敃拆的当

. 指«乡同事务大全兄十四世纪的著作。一一押者
@ 犹如波属蒜亚在«波瓦西斯的古代风俗，，第 8J 章第 209 页所叙述的。
@ 即通过胚人证明法庭里曾鲤发生的事情、人们所脱的括和所作的规定。
@ 波属店亚：«波瓦西斯的古代风俗，，第 89 章第 218 页。
＠戴方丹：«劝言“第 22 章第 8 和 8 知波局秸亚心波瓦西斯的古代风俗>第 38

章；圣路易：«法制，，第 1 卷第 90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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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人由于被判处皊与镇主和他的家臣们的刑金，巳钰受到足够的

刑刑了。决斗裁刊的诉讼方式使刑事案件败盺的当事人受到了无

可复加的刑拥，因为他丧失了他的生命和财产。决斗裁刊的其他

案件的敃拆当事人则处刑金；罚金数目有时是固定的；有时则随颌

主的意思而定；这些罚金使人们害怕拆讼的后果。其他不＊依决斗

裁决的案件，情况也是一样。获得主要利盆的是颌主；他召集家臣

和紨栽他问进行审判，负担开支的也是他。此外，歌案就在当地完

秸；而且儿乎总是立即完桔，又没有后来所看到的无数书面的东

西，所以没有必要由当事人负担贤用。

上拆的习憤自然地产生盺讼费用的习惯。因此，戴方丹脱，当
人们根据成文法， g0遵照圣路易的新法上拆的时候，就要负担拆
讼费用；但是，按普通习惯，人们如果不是控告裁判不公的括，是不

酢上拆的，千是不负担拆讼费用的＠。如果讼案被发回给倾主的话，

对上拆则仅仅处以一笔剂金，井占有所争财产一年零一太。

但是，当新的上拆的便利使上诉增多的时候织当上拆常常是

由一个法庭棘到另一个法庭，以致当事人要不断离开自己的住所

的时候；当拆讼的新技术增多而拖延了松争的时候；当逃避最公正

的要求的技巧趋于精炼的时候；当拆讼人懂得专为给人追寻而逃

跑的时候；当原告巳破产而被告却若无其事的时候；当情理被淹没

在数不尽的括眙和文书里的肘候；当法律家到处都是而不能作公

道的主张的时候；当背信的人在得不到支持的地方却有人为他出

主意的肘候；就应当使拆松人害怕拆松费用而裹足不前U 拆讼人
要为判决鱼担费用；又要为他们用来逃避判决的办法负担费用。

拳 原文”不＂误作“仅＂。一一潭者
@ «劝言“第 22 章第 8 条。 ` 

@ “现在人们这样喜欢上拆＂，见布地利埃：«乡同事务大全» 1621 年巴黎版第 1

卷笱 3 篇第 1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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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丽查理曾制定一项关于这个问题的一般性法令0。

策三十六节 公诉人

按照«撒利克法入 4莱茵河畔法兰克部族法式人及其他野蛮民

族的法律，对犯罪的刑罚就是罚钱。当时不象我们今天有公诉人

负担对犯罪进行追诉的责任。实际上，一切讼案都被减缩为损害

赔偿。一切追诉多少都成为民事性质的；每一个私人都能够起诉。

在另一方面，罗马法律对千犯罪的追诉，采取群众性的形式。这种

形式和公诉人的职务是不相容的C

决斗裁判的习惯和这种观念也是一样相抵触的；因为谁愿意

当公诉人，代表一切人去和一切人决斗呢？

在穆拉托里先生插进伦巴底人的法律内的一部 d法规汇编>

里，我发现在第二时期（第二朝代）有一种公诉代理人＠。但是，如

果我们把«汇编吐里的全部法规都读了的话，我们将看到，这些官吏

和我们今天的所谓公诉人』高等检察官、我们的国王检察官或领主

的检察官，是完全不同的。

这些公诉代理人，与其说是管理民事性事件，毋宁说是管理政

治性与家务性的事件的。实际上，在这些法规里，我们看不到他们

负有对犯罪或对其他有关未成年人、教堂或个人身分的案件进行

追诉的责任。

我已经说过，公诉人制度和决斗裁判的习惯是相抵触的。但

是这些法规里有一条，我看到公诉代理人有决斗的自由，穆拉托里
先生把这条法规放在亨利一世的律令＠的后面；这条法规是为这

项律令制定的。这项律令规定：“如果有人杀他的父亲、兄弟点斗

＠在 1324 年。

@ 原拉丁文作 Advocatus de p::arte publica。

@ 参看这项律令和这条法规，载«意大利的史家为第 2册第 17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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甥或其他亲属，就不得继承他们的滇产，他f门的遠产将由其他亲属

继承，而他自己的遣产则收归国原。“那末公拆代理人追盺的就是

这种收归国庙的道产；他主张这种权利，井有自由为它决斗。这

肘，这个案件就按一般的规则处理。

在这些法规里，我们看到公听代理人所追究的有如下儿种入：

(1)抓到贼而没有把他解交给伯爵的人＠； （2）举行叛乱或聚众反

对伯爵的人＠； （3）对伯爵命令处死的人，反而保全他的生命的

人@; (4)违抗伯俘的命令拒不将腋交给伯爵的教堂代理人11钮；

(5)浅漏国王的秘密轮外国人的人＠； （6）武装袋击皇帝釱差的

人＠；（7）蔑税皇帝韶书，井轻皇帝的代理人或皇帝本身检举的

人®;(8）拒绝使用君主的货币的人＠；末后一点，这种公肵代理人

对一切法律划归国岸的东西，提出盺讼矶

但是在对犯罪进行追拆的时候，我们就看不见这种公拆代理

人户甚至在有人格斗的时候也甚至在有关火灾问题的肘候＠；甚

至在法官在法庭上被杀的时候跷甚至在有关个人身分的间题均、

钉关自由与奴役的问题的时候＠；都是看不见这种公拆代理人的。

O 查理曼的第 88 项法律第 1 卷第 26 篇第 78 节，戴穆拉托里： «法堤汇编»第

104 页。

@ 另一条法规，载同书第 87 页．

@ 同上书第 107 页。

@ 同上书第 95 页。

@ 同上书第 88 页。

@ 同上书第 98 页。

@ 同上书第 132 页。

@ 又一条法规，截同上书第 132 页。

@ 同上书第 137 页。

@ 同上书第 147 页。
@ 同上。

@ 同上书第 16g 页。

吵同上书第 134 页。

@ 同上书第 10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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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法规，不只是为伦巳底人的法律，而且也是为此后追加的

«敕令»而制定的。因此，毫无疑问，它们使我『1看到第二时期（第

二朝代）关于这方面的习淇。

显然，在第二肘期里，这些公拆代理人一定也和国王在各行省

的釱差们一样，炵于不见影踪了。因为后来就不再有一般性的法

律和总的国庙；因为后来就不再有伯爵在各行省开庭问案；井且因

此也不再有这类官吏 他们的主要职务是维持伯爵的权威飞

在第三肘期（第三朝代），决斗的习憤更为流行，所以不可能建

立公诉人制度。，因此，布地利埃在所若«乡肌事务大全吐里在啖到

司法官吏肘，只提到法官、封建家臣和执达吏。可参看«法制"©和

波思膳亚的若作＠所载当时进行追盺的方式＊＊0

我在麻瑶嘉王詹姆斯二脏的法律©里看到它投立了国王检察

官的职位；他的职务和我们今天的检察官一样视，可以看到，这种

检察官是在我们的审判形式发生了改变之后才产生的。

第三十七节 圣路易的«法告扣怎样为人们所忘却

圣路易的«法制计在很短的期间内誕生、衰老、死亡。这是它的

命运。

关于它，我有儿点意见。第一，我们叫做“圣路易的«法制》”这

部法典，原来井不是为整个王国通用而制定的，虽然法典的序言是

这样脱的。这个编脯本是要编成一部一般性的法典c 它对一切民

事事件、财产的遠嘱处分或生前处分、妇女的嫁资和优遇、采地的

* 甲乙本没有这段。

@ 圣路易：«法制»第 1 卷第 1 章；第 2 卷第 11 和 18 章。

@ 波禺踌亚：«波瓦西斯的古代风俗“第 1 和 61 章。
** 甲乙本没有“可参看......“句。

@ 参看这些法律，载«六月列圣传»第 8 册第 26 页。

@ “他必须长期在我们神圣的法庭服务，应在本法庭进行捡举、追拆和辩除。”

... 旮·,.. ·”一一－丸伈，,.. .．．心，，-,. ,....,、．··". 心，.,，腻心．．．心嘈叩，．．平--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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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盎和特权、施政事项等等，都作了规定。那末，当时各城、银、村

都有自己的习憤，原行一部一般性的民事法规，就等于一下子要推

翻王国各地一切现行的特殊法律。取消一切特殊的习憤，而制定

一种一般通行的习憤，即使在君主惘处处都受到服从的现在，也是

輛率无牒的120。因为，如果“利弊相等就不应当改变“这个脱法是

正确的括，那末在“利少而弊又极多＂的塌合，就更不应陔改变了。

如果我们注意王国当时的情况，是每个领主都在醉心于发展自己
的主权和权力的思想，我们将清楚地看到，要把各处既有的法律和

习憤都改变的括，是和当时执政的人们的思想格格不相入的。

第二，我方才所脱的又可以证实«法制五文个法典，犹如杜刚支

先生所引亚眠市政厅的一本手稿所脱的一样见是没有在磺政院

里钰贵族们和王国的法学家们认可过的。从其他的一些稿本，我

们看到，这个法典是在 1270 年在圣路易到突尼斯去以前须发的。

这也不是事实；因为据杜刚支先生脱，圣路易在 12邸年就到那里

去了；所以他推断，这个法典是在圣路易不在的时候公布的。但是

我认为不可能是这样的。圣路易为什么会选择他不在的期间去做
一件会引起骚乱的事情，一件不但会产生变化，而且会产生革命的
事悄呢？这么一种事业比其他事业都需要贴近监视，这不是一个献

弱的插政机构所能做的工作；这个摄政机构甚至是一些不熙意这

个事业成功的颌主所紨成的。这些人就是圣德尼神父焉太＊、内尔
伯爵西门·德·克莱蒙和在他们死亡的场合，爱勿乐主教菲利

普；和棚斗伯爵豹翰。我们在上面©巳轻看到，棚斗伯爵曾经反对

在他的倾地内执行一种新的审判制度＠。

o «法制吁序。

* 甲乙本从这句到段末都放在脚注里．

@ 参看上面第 29 节。

@ 配戴这个事实的是戴方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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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我认为，我伺今天所看到的法典很可能和圣路易关于审

刊制度的«法制»不是一个东西。这个法典引用了«法制>'所以它

是眙«法制咐的一本著作，而不是«法制刃本身。加之，波焉膳亚常常

啖到圣路易的«法制》口1；他只引用这位君主的一些特殊«法制»，而

不是«法制＞＞的这个编戟本。戴方丹的书是在这个君主的时代写

的；他在谈到这个君主关于审钊制度的«祛制叶被付睹实施的两个
最初的例子时，是把它们作为早年的事悄提出的＠。所以，圣路易
的«法制过当然是我所啖的编辅本以前的东西了。这个编戟本；从

它的严厉性和由一些无知的人所放进去的错映序言看来，只能是

在圣路易的末年或甚至是在他死后才出版的。

第三十八节攫前

那末我衵所看到的这个叫做“圣路易的«法制》“的编辑本，究

竟是个什么东西呢？这本法典是暧昧、混乱、含糊的；它不断把法兰
西法学和罗思法杂揉；它有时用立法者的口吻，有时却现出法学家

的身分；它是有关一切案情和有关一切民法问题的一部完整的法
学。这么一部法典，究竟是个什么东西究要了斛这个悯题，我们

就必须投身处于那个时代。
圣路易看到他那肘代的法学的流弊，便想法引起人民对它的

厌恶。他为自己的粮地的法庭和他的男爵倾地的法庭制定一些法

规；他获得了极大成功，所以在他死后不久，波焉胳亚写道，圣路易

所建立的裁判方式巳为极多的领主法庭所采用矶俨

这样，这个君主达到了他的目的，虽然他为他的颌主的法庭所
制定的法规井不想作为王国的一种一般性的法律，而i是作为一种

@ 参看本章第 !39 节。

@ 波焉转亚：«波瓦西斯的古代风俗»第 61 章第 309 页。

,- - .._-_ ＿，..,沁心－－．．．．庄--·比.,..,_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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榜样，使每个领主可以效法，甚至可以由效法而得到利盆。他除掉

了弊害，使人们看到更好的东西。当人们在他的法庭里，在倾主

们峰的法庭里，看到一种更自然的、更合理的、更适宜于道德、宗教、

公共安宁、和人身、财产的安全的裁判方式的肘候，人们就采用这

个方式，而放弃其他方式了。

在不应骇强制的肘候，进行劝誘；在不应陔命令的时候，使用

引导；这是最高的智巧。理性的統治是自然的；理性的統治甚至是

专制的。人『忱反抗理性，但这正是它的胜利；过一些肘候，人们就

将被迫回到它的怀抱。

圣路易为了使人们肘厌法兰西的法学，使人翻踝罗厒法的书

籍，使当时的法学家知道它『凡戴方丹是我俷第一个法律著作

家＠；他曾大量利用过这些罗思的法律；他的著作多多少少是法兰

西法学、圣路易的法律或法制和罗思法的产物。波鸟腊亚对罗思

法的利用是不多的；但是他把古代法兰西法学和圣路易的法规劂
和了起来。

我想，我吨叫做叶耜距的这本法学著作是哪一个法官＊＊仿照

这两个著作，尤其是戴方丹的著作的意图写出的。这本书的标题

殷它是按照巴黎、奥尔良和男爵锁主法庭的习惯写的；书的序言又

脱，它骗述整个王国、安如和男爵倾主法庭的习憤。可见这本书是

为巴黎奥尔良和安如而写的，好像波焉楛亚和戴方丹的书是为克

莱蒙和椎尔曼多哇的伯爵辖地而写的一样。从波思睹亚的书可以

看到有一些圣路易的法律巳经为男爵颌主的法庭所采用，所以这

* 甲乙本作“在某些领主们“。

O 他自己在«劝言冲勺序言里说：“这种东西在我以前的人是没有弃过的，我有关
于它的稿本．＂

.* 甲乙本作“哪一些法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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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的编者说他的书也涉及男爵颌主的法庭0，可以我是对的。

显然，这本书的编者把国家的习憤同圣路易的法律和«法制>

辑墓在一起＊＊。这本书是很宝贵的，因为里面有安如的古代风俗

和当时实行的圣路易的«祛制»以及当时实行的法兰西古代法学。

这部书和戴方丹及波焉器亚的著作不同的地方是，它使用命

令的口吻，像立法者一样；这样是可以的，因为它是一部成文习憤

和法律的编棣本＊＊＊0

这个编斡本有一个内在的毛病；它所构成的是一部非埴非焉

的法典；它把法兰西的法学和罗焉法混杂在二起，把两种没有任何
关系的，而且常常是矛盾的东西接合起来”“。

我很知道，由封臣或家臣祖械的法兰西法庭，不能到另一法庭

上拆的裁判、使用“我定罪”或“我宣告无罪“这些括的宣判形式＠

一一这些东西和罗马人的群众性裁判是有些吻合的地方的。但是

他们很少适用”“＊罗焉古代的法学；他们主要还是使用后来皇帝

@ 没有比这些«法制》的书名和序言更含糊不清的了。它肥肯定是后来加上去
的＊。书首先陕的是巴黎、奥尔良和男爵慨主法庭的习憤；共次是王国内一切世俗法庭，＇
和倾主及法国国王待别裁钊所的习惯；再次是整个王国、安如和男芹领主法庭的习憤。

* “这些«法制》"、“它们肯定是后来加上去的“这些字见于甲乙本。
** 甲乙本作：“我认为，这本著作是圣路易使人开始摆万，而由他的继承者完成

的。他，或是他的继承者，或是他们两人，使人把他们的辖地的某些习憤用文字写出

来；又因为里面混杂着圣路易劓屑ll制定的法律，所以就把书名写作圣路易的«法制沁
诚然，这么大的一个名字应当给这本著作带来很大的好处。这本书给与所有这些习憤
和法律以一般性的形式；这样的整个做法是智虑明达的极大表现。把习憤、法律写成

文字，就扩大人们对它们的认瓜给它们以一般性的形式，就扩大它们的适用范国。当

：一 一二＿＿－二＿ .. 

时王国的法律只是一些遣留在老人们配忆中的各地的习憤而巳。 在这种普逼缺乏法 、一
制的情况下，每一个人就可以从这部新的法典找到他所缺少的法律。它是人人都可以
汲钦的漂泉。这部书和戴方丹及波属藷亚的著作不同的地方..._.... n 

*** 甲乙本作“...,．．法律的杂纂＂。又甲乙本的第 88 节在这里桔柬，第 39 节由

下二段开始。
**** 甲乙本多一句：“从两种相反的法学耍制造出一种好的法学，是不可能的．＂
@ 圣路易：«法制>>M 2 卷第 15章。

*＊＊亭＊ 甲乙本作“他们没有适用“。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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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介祒进来的那部分古罗思法，并用它来凋节、限制、修正、扩无法

兰西法学飞

第三十九节璞前

圣路易所采用的裁判形式巳不再通行了。这位君主不太关心

裁钊形式这件事本身，也就是脱，不太关心什么是最好的审判方

式，他比较关心的是什么是弥补旧时裁判习惯的不完全的最好方

式。他的第一个目标是使人厌恶旧时的法学，第二个目标是建立

新的法学。但是当他的新法学的弊病出现时，它就立即为另一种

法学所代替。

因此，圣路易的法律对法兰西法学所作出的改变较少，而提供

改变的途径较多。它开辟了新的法庭，或是更正确些说，开辟了到

达法庭的道路；当人W1可以容易到达一个有普遍权威的法庭的肘

候，则过去仅仅构成一个个别倾地的习憤的判决，现在却构成一种

具有普逼性的法学。桯由这些法制，人们就得到了普遍性的判决；

这种刊决在王国里是完全没有过的；当这种法学的楼房盖好了的
时候，就听任圣路易的搭脚架倒塌了。

因此，圣路易＊＊制定的法律所取得的效果，儿乎不是从立法的
杰作所能够希望得到的。有时候一次的变化需要好儿个世祀的准

备时间；到事机成熟看，那就是革命了。＼

毒 甲乙本叉脱：“我巳翻脱过，圣路易曾使人翻释查士丁尼的著作，以增加罗黑法
的声誉.,.配当学校里讲授罗属法的时候，人们立即比较喜欢形式自然的罗禺法，而比较
不喜欢那个在新法典里形式似乎巴被歪曲了的罗鹏法。｀ t̀ ' 

“此外，这个编辑本所规定的那些东西，不久即行消逝。例如，家臣的藏判、决斗裁
钊私战、犹太人的奴役、十字享从征者、农奴。此后的匮杞就是变化的世杞，所以越改
变就越耍改变因此，这个法典和当前的情况总老是不相适宜的；它所包含的地方性

法规也一样发生了变化，那就更不能适应情况了。
“不仅如此，圣路易所采用的裁判形式巳不再通行了.......倩

** 甲乙本作：“因此，«法制»所产生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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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乎王国内所有的一切案件都由谈政院＊进行最后审刊。过

去，它仅仅裁判公俏、伯爵、男爵、主教、修道院长等之朋觅或国王

及其封臣之朋的案件受这些案件涉及政治秩序多于民事秩序。后

来，就不得不使缎政院成为一个常投机关，桏常集跳＊飞末了还投

．立好儿个谈政院，以淌足一切案件的需要。

当跷政院成为一个固定的机关的肘候，人侗立即桐纂它的半J

例。在美丽菲利普朝肘，的翰·德·蒙躲克编辑了一个集子，我们

今天把它叫做«古境政院 H 录五。

－第四十节为什么采用教皇韶喻规定的裁判形式

但是，在放弃既有的裁刊形式的时候，人俨主要采用寺院法而

不是罗思法的裁判形式，这究竟是为什么呢？＊＊飞这是因为教会的

“ 法庭轻常在他们的眼前，这种法庭遵从的是寺院法的形式；而且当

时就看不到二个遵从罗思法的形式的法庭。此外，在当时，教会的

和世俗的司法管辖的界栈是很少为人们所了解的。有一些人无区

别地在这两种法庭进行拆讼＠；对于案情也同样是无区别的见世

俗法庭，除了对封建性事情和世俗的人所犯而不捐及教会的罪行
勹忙

卒 原文 le par:ement。这和现在的“联会“名同而实异；它是当时的最高法院

又是枢密院；圣路易时分为两部，一部掌理司法，一部审祟行政事务．一一一霹者

O 参看杜蒂叶： «法兰西列王杞峈旯关于家臣法庭的配述。又叁阴德拉洛石佛拉
文：«法兰西的敲政院刃第 1 卷第 3 章；又步逮乌斯和保罗爱米利扁斩的著作。

@ 其他案件则由普通法庭裁决。
** 甲乙本作：“常跤机关；过去它一年仅仅集畿儿次。末了...... " 

@ 参看巴黎畿政院院长受持的优秀著作«法兰西简史新篇》关于 1313争年的配

述。，

＊＊卓 甲乙本作：“但是在放弃«法制»的时候，人们喜欢寺院法的裁钊形式胜千罗
焉法的裁判形式售这究霓是为什么呢t” ` 
' @ 波局辂亚：«波瓦西斯的古代风俗“第 11 章第 58 页。

@ 寡妇、十字草从征者、以及持有教会财产的人（因为这些财产的原故）。同上

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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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案件的审理而外，似乎不专为自己的司法管辖保留什么案

件©。因为，虽然关于协的和契的问题，人惘应该到世俗法庭去，

但是当事人仍然可以自胀地向教会的法庭提出拆讼＠；教会法庭

没有权利强迫世俗法庭执行它的钊决，但是它可以用开革出教的

方法强制人们服从它的刊决＠。在这些情况之下，世俗法庭想改

变裁判形式，就取法于教会的法庭，因为这种法庭的裁判形式是他

们所熟知的；他们不取法于罗思法的裁制形式，因为他们对它一无

所知；这是由于在实践问题上，人们只认城所实践的东西。

第四十一节教全裁判权和世俗裁判权的枯荣消长

由于民政权力掌握在无数倾主的手中，所以教会的裁钊权就

容易一天比一天扩大了起来。但是，由于教会的裁判权削弱了倾主

们的裁钊权，并且加强了国壬裁判权的势力，国王的裁钊权反而逐 . 

渐限制教会的裁判权；后者便在前者的面前退粹了；战政院在裁

刊形式上吸收了教会法庭裁判形式上一切好的、有用的东西，但不

久就仅仅看到了教会法庭的弊病。国王的裁判权一天一天地加
强，它就越来越有力量改正这些弊病了。这些弊病真是不能容忍

的；我不要列举，言肖大家一颉波职偌亚或布地利埃的著作和我们的

君王们的法令＠。我只要提起和公共利盆较有直接关系的两点 3

这些弊端，我们是从矮正它们的跷政院的判决知道的。黑腊、愚昧

产生了这些弊端；当曙光一现，它们就消失不见了。从僧侣们的碱

@ 波焉蒜亚：«波瓦西斯的古代风俗“第 11 章全章。

@ 教会法庭甚至以誓言为借口攫夺这类案件；这在菲利普－奥古斯都、教僧和另

符倾主们之间所缔桔的著名协的里，可以看到。«协的1载罗里埃尔：«法令会纂兄

@ 波局辞亚：«波瓦西斯的古代风俗»第 11 章第 60 页。

@ 参看布地利埃：«乡 111J 事务大全“第 9 篇“睢不得在世俗法庭控告＇＼波禺诺亚：

«波瓦西斯的古代风俗»第 11 章第 56 页；菲利普－奥古斯都的有关法规；教僧、国王和

男乔陨主问举定的«菲利普J奥古斯都章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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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我们可以推知他们本身曾助成这个改革；这从人性的本质来

说，是值得簧锡的。任何人死亡肘如果没有把财产的一部分留给

教会的括，这就叫做未激悔而死，他就被剥夺圣礼和葬礼。如果有... 
人死亡而没有立遣频的括，他的亲戚们就应陔睛主教会同他们，指

派一些公断人来规定：“如果死者曾立遣嗯的括，应给教会多少财

产＂。新婚夫妇第一夜不得同床，甚至第二、第三夜也不得同床，如

果他们没有出线购得浒可的括。这三夜是选择得最好不过了，因

为其他睹夜人们是不会给很多的线的。跷政院把这一切都改正

了。在拉果的«法兰西法律捂解讥）里，我们看到一项踱政院做出

的反对亚眠主教的判决氮

我再返回到本节的开头吧！当我们在一个时代或一个政府里

看到国家中各集团寻求增加自己的权成，或彼此问争夺某些利盆

的时候，我们常常误认它们的企图就是它们腐败的确切证据。由

于和人类的性情桔速在一起的一种不幸命运，溫和适中的伟大人

物是少有的；顺从局势的推移总要比阻遏它容易些；所以，在上层

人士的阶级里，要找到一些极端有品德的人也许比极端明智的人
容易些。

当一个人能够统治他人时，就尝到无可言喻的愉快泌味。甚

至那些爱善良品德的人也是非常爱自己的，所以没有一个人在需

要怀疑自己的善良意图时而不威到十分不快的。实际上，我们的

行动是要取决于浒多其他事物的，所以做好事要比把事做好容易

儿于倍。

第四十二节 罗禺法的复活和它的后果。法庭的变化

大的在 1137 年的时候，查士丁尼的«法制”又被人发现了；罗

O 在“遣嘱执行者”条下。
@ 1409 年 3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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焉法就像坑二次誕生了似的。人们在意大利建立学校，教授罗届

法；因为那时巳翱有了«查士丁尼法典吓阳新法门了。我巳梩脱过，

这个法典在那里很受欢迎，竟引起了伦巴底人的法律的衰落。

意大利的学者们把查士丁尼的法律带到法国来；法国过去只

知道«提奥多西扁斯法典”也因为查士丁尼的法律是在野蛮人在

高卢定居后才制定的＠。这个法典虽遭受一些反对；但它却站住

了脚跟，尽管教皇们保护寺院法，施用了开革人侗出教的手段©。

圣路易企图增加这个法典的声誉，命令人翻捍查士丁尼的苦作；．在

我们的图书能里还有这些翻牒的稿本。我巳桏说过，圣路易的«法

制）>曾耗大蜇地利用这些书。美丽菲利普命令人把查士丁尼的法

律单纯作为”成文的理性”，在法国以“习惯”为施政准则的地区，进

行讲授＠；而在以罗届法为法律的地区，它们则被采用为法律。

我在上面巳翱脱过，决斗的裁判方式井不要求裁判者有多少

才能气裁判者对每个地方的案件就按照每个地方的习惯和传統

上所存在的一些嘀单的风俗，进行裁决。在波思腊亚的时候，有两

种不同的裁钊方式矶在一些地方，，由家臣裁节伸；在另一些地方，

由法官裁钊。用第一种形式的时候，家臣们就按照他们的管辖区

域的习惯©进行裁判。用第二种形式的肘候，则由“赔练世事的
气；

@ 意大利奉行«查土丁尼法典»。因此，教皇的翰八批在德洛伊宗教会麒后瓶布
的«律令习里啖到这个法典；还不是因为法国巳稷知道它，而是因为他自已知道它｝而且
他的«律令习是普逼性的。

@ 这个皇帝的法典大的是在 530 年公布的。
@ «教皇昭藏“第 5 卷«脸待恩篇））第 28 章«在了望塔上》。

@ 据杜蒂叶：«法兰西列王杞略»所引 1312 年的一项条例，是委任奥尔良大学讲

授的 ..... ＄、二、．· ; :.. -,.. 

@ 波厨楛亚：«波瓦西斯的古代风俗“第 1 章«脸法官的职务兀

@ 在市邑，，市民由共他市民审钊；好像采地的佃卢由佃户审判一样。参看德·
拉多珊拊尔：«贝利的古代风俗“第 19 章。

@ 因此，一切肵状开头都是这样脱：“裁钊老爷，按照您的管辖区域的习惯..…. " 

这在布地利埃：«乡同事务大全“第 1 卷第 21 篇所引文例中可以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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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或老年人向法官指出当地的习憤。这一切并不需要任何文墨、

任何才能、任何研究。但是，当«、法制式这部晦濮的法典及其他法学

的苦作＊出现的时候；当罗思法被评出的肘候；当学校开始讲授它

的时候；当拆松的某种技术和法学的某种技术开始形成的时候；当

律师和法学家出现了的肘候；家臣们和“暗练世事的人“不再有能

力审钊了；家臣｛四开始退出了领主的法庭；倾主们也没有多大兴趣

召集家臣审案了；尤其是这时的审钊巳不是一种贵族所恓意和武

人所威到兴趣的惊心动魄的行动，而是一种他们所不懂得，也不颖
意懂得的司法程序。家臣审刊习憤的适用减少了＠；法官审判的

习惯扩大7*＊。本来，法官 iP1井不作判决现他们进行审查，并宣

布那些“陪练世事的人＂的判决。但是这时，这些“暗练世事的人”

巳轻没有能力裁钊，所以由法官进行裁判了。 `. 

这个变迁很軞易地实现了，尤其是因为教会法庭的成例就摆

在人们的眼前。因此，寺院法和新的民法就一致把家臣废除了。

在法兰西君主国内轻常遵守的、一个判官不得单独审判的习

惯，就这样消灭了。这个习惯在«撒利克法》、敕令、和第三时期（第

* 甲乙本没有”及共他法学的著作“旬。

@ 这个变化是在不知不觉同产生的。我们看到，在布地列埃的时候，还有使用
家臣的。 1402 年，布地列埃还活着；这是他立遣廪的一年。他在«乡间事务大全，第 1

卷第 21 篇引了这个文例： ＂钊官老爷，我在这样一个地方将有高、中、低各级人员为我

作正义的裁钊；这里有法庭、裁钊会眼、法官、封建家臣和执达吏。“但是只是有关封建
事件才由家臣审理；同书第 1 卷第 1 篇第16 页。

“ 甲乙本作“习憤的适用增多了＂。
@ 这从倾主硕发给他们的书状的文例可以看到。布地利埃：«乡同事务大全》第

1 卷第14篇裁有这种文例。这从波局楛亚：«波瓦西斯的古代风俗“第 1 矗章«岫法官的
职务，也可以得到证明。法官们只掌理审判程序。“法官必须在家臣的面献，听取肵胚
的辩脸。 他应该阱当事人是否顺意法庭按照他们所陈述的理由作出法律上的决定。

如果当事人回答脱，｀老爷，是的＇；他就应当命令家臣们做出判决。”又参看圣路易的

«法制“第 1 卷第 105 章；第 2 卷第 15 章。“法官，不应作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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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朝代）初期的法学著作中可以看到叭单人审判的弊病仅仅在

地方法庭发生；但是，由于(1)好些地方投立了副席判官，供钊官咨

询，并代表旧时的“暗练世事的人”;（2)在需要用体刑的案件，法官

有义务用“学士“二人为辅助；所以单人审钊的弊病减少了，并且多

多少少得到了纠正。末了，由于上拆极端容易，所以这种弊病也就

不存在了。

第四十三节檀前

因此，井不是有法律禁止倾主们自已开法庭；井不是有法律取

消了他们的家臣们在这些法庭里的职务；井不是有法律规定股立

法官；法官也不是根据法律而取得了审判的权利。所有这一切都

是由于事物力最的推动，而逐渐地形成的。要熟講罗思法、法庭的

刊决和新写出的习憤汇录，就需要有研究，这不是贵族和文盲的老

百姓所能够做得到的。

我们所知道关于这个问题的唯一法令＠，就是那项规定颌主

们必须从世俗的人中选择他们的法官的法令。人们曾认为这是颌

主们削造的法律，这个看法是不合理的。法令里说的多少就只是

多少飞况且，这项法令是依据它所宣布的理由而制定的。它諒：

“法官应从俗人中选定，这样在他们滇职时就能够加以惩割。”©我

们知道当时的僧侣们是有特权的。
领主们过去曾享有的权利 今天已不再享有了。我W1不要以

为他们的这些权利就是被用强力剥夺掉的。这些权利中有一些是
因为忽略而丧失了的；另有一些是因为不能适应许多世祀里发生

© ·:波禺芘亚： «波瓦西斯的古代风俗“第 67章第 335 页i 第61章第 8l5-3l6
页；圣路易心法制“第 2卷第 16章。

@ 象是 128'l 年的法令。
* 指的是：法令没有这祥脱，毋须多加膛测。一—释者

t @ “这样，当他们在那里溺职的时候，上司就能够惩办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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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种种变化而被放弃了的。

第四十四节人汪

当肘，裁判官除了习憤之外没有其他法规；所以对所发生的每

一个问题通常都通过人证进行调查。

当决斗裁钊的习惯潮渐被废除的时候，人们就使用书面调查。

但是口头的旺据，虽写成文字，究竟还不过是口头的证据，只是增

加拆讼程序的费用而巳。因此，人们就制定一些法规，使这类调查

大多数归于无用烧又建立了公共登肥处，那是确定大多数事实，

如黄族身分、年龄、嫡生关系、婚娥，都可以得到证明。文字是不容

易讹映毁失的证据。因此，人们就把习惯都写成了文字。所有这
一切都是很合理的。到洗礼登犯处查一查到底彼得是不是保罗的

儿子，总比轻由繁冗的刺查来证明这一事实容易些。在一个习惯

极多的国家里，把所有的习惯写成一部法典，总要比强迫个人去证

明每一种习憤容易些。末了，人们颁布了那著名的法令，对一百里

佛尔以上的憤务案子禁止接受人征，除非开头有文字证据1气

第四十五节 法兰西的习憤

我巳桯脱过，法国当时是由不成文习惯支配的国家；每个领地

的特殊习惯形成了民法。波焉楛亚脱，每个倾地有它的民法®;而

且这种民法是很特殊的，所以这位我门应核认为是当代的明灯，伟

大的明灯的著者说，他不相信在整个王国里有两个完全由相同的
法律支配的镇地。

这样纷杂繁殊，有它的第一个根源，还有它的第二个根源。嗔

(j) 参看圣路易： «法制“第 1 卷第九一72 章所载人们如何征明年枪和亲戚关系．

@ 波玛秸亚：«波瓦西斯的古代风俗习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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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想来能够肥起我上面啖地方性习惯那一节0。那里就是第一个
根源。至于第二个根源，就在决斗裁判所产生的种种后果上；决斗

裁刊不断发生的意外情况很自然地就产生了新的习惯。

这些习惯就保留在老年人的汜忆中；但是逐潮形成了法律或

成文的习惯。

1．在第三肘期（第三朝代）的初期，国王们制定了特殊的条

例，甚至还制定了一般性的条例啖制定方式，我在上面巳桴訰明。

这些条例，犹如菲利普－奥古斯都的«法制》和圣路易的«法制》。同

样，大的封臣们也会同他们属下的领主们，按照悄况，在他们的公

爵辖地或伯爵辖地的裁钊会绕里，般发某些条例或法制；例如布里

塔尼伯爵哲欧佛罗哇的«关于责族财产分配的条例》；拉息尔公爵

须发的叶若曼底的习惯＂狄波王冷倾发的«商邦的习惯,.;孟漏尔伯

爵西门的«法律｀等等。这就产生了儿种成文的法律；它们甚至比

原有的法律还具有一般性。

2. 在第三时期（第三朝代）的初期，儿乎所有的平民都是农

奴。有一些理由迫使国壬们和倾主们解放他们。

镇主们解放自己的农奴的时候，便给与他们财产；这就必须为

他惘制定民法，规定如何处分这些财产。颌主们解放自己的农奴
的时候，就剥夺掉自己的财产；这就使银主『，有必要规定他们为自

己保留的权利，．作为与这些财产相当的代价。所有这些，都用«解

放条例劝加以规定；这些条例就成为我们的习憤的一部分；而这一
部分习憤曾被用文字编写出来。

3· 当圣路易朝及此后睹朝，聪慧的法律家如戴方丹、波届膳

` G) 第 12 节。
@ 参看罗里埃尔心法令会纂＞。

嘈．＇｀＇'.~ 

. 前面有“狄波，商邦伯爵气不是错误i 因为商邦伯乔有几个名叫狄波；其中匈最著

名的一个，是纳瓦尔国的君王，就是狄波王。一—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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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等人就把他们的“法官管辖区”的习憤用文字写出来。他们的目

的主要在于叙述司法的习憤，井不着重叙述当肘关于财产处分的

习惯。但是所有这一切在他们的书里都有了；虽然这些私人著者

仅仅由于他们所叙述的事物是其实的，又是众人所周知的，因而获

得了权威，但是我们不能怀疑，他们对于我们法兰西法律的复活，

付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这就是当时我们的”成文的习憤法”的情

况。

睛看这个伟大的时代：查理七世和后继的君王命令人惘把整

个王国内的地方习憤用文字编墓成书，又规定了编纂时必须遵守
的形式。这肘，辐纂由各省进行，而各倾地的人则把各个地方的成

文或不成文的习憤带到省的大会来处理，所以人们便在不损害个
人利盆的范围内努力使这些习憤更具有一般性；个人利盆是加以

保护的也因此，我们的习憤便有了三重性格，就是：成文；更具有

一般性了；打上了君主权威的印肥。

这些习惯中有好些轻过重新编订，做了一些修改，或是把那些
和现行法学不相符合的部分全部删除，或是增加一些由现行法学

推演出来的东西。

虽然我fP1把“习惯法“看做是和罗思法相对立的一种东西，因

为这两种法律分出了地区界栈，但是罗思法有一些条款却巳桯进
入了我们的习憤里，这也是实悄；这尤其是发生在离现在不远的、

重新橱盯习惯的时代；这时代，罗焉法巳成为一切准备担当司法职

务的人们学习的对象；这时代，人们不以“应陔知道的事而不知道”
为光荣，也不以“知道了不应陔知道的事”为光荣；这时代，天资的

聪敏可以更好地学习一种职业，而不是就可以立即操持这种职业；

这时代，不断地嬉游娱乐甚至巳桯不是妇女们的特色了。

@ 在编纂只利和巴黎的习憤时，就是这样做的。参看德·拉·多珊谢尔：«只利

的古代风俗“第 8 章。

+~ －刁口 「“''“` "'.”“',., 1, 们“'卜一飞 由，一 “' ,“心一·- ' ·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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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这章的末尾，本来应陔增多瑜究，并深入微末知节，追述

那些在不知不觉期发生的一切变化的来龙去脉；这些变化自上拆
制度开始而后，形成了法兰西法学的庞大体系。但如果我这样做

的括，将是在一本大书之上又加上了一本大书了。，所以，我就像那

位好古之士12 ＠一样，离开他的本国，到埃及去，在纵目金字塔之

后就回家了飞

第二十九挛 制定法律的方式

第一节立法者的精神

我脱这句话，而且从我看来，我写这本书为的就是要证明这句

括：适中宽和的精肿应当是立法者的精种；政治的“善“就好像道德

的“善“一样，是翱常处于两个极端之制的。底下就是例子。

司法的正式手锁对于自由是必要的东西。但是手镇可以是异
常繁项的，以致违背建立手镇的那些法律的目的；盺松将没有终止

的日子；财产所有权将不能得到确定；人们将不加审查就把一造的
财产粕予另一造；或是由于过度的审查而把两造都搞毁了。

国民将丧失他刊的自由和安全；原告将没有法子证明他人的
罪名，被告也将没有法子为自己辩白。

第二节攫前

在奥露斯·格利息斯的著作©里，塞西利息斯啖到«十二绢表
..., 

。卜见«英国旁观者报》。. 这段甲乙＊作：．“我巴差鴃了关千我们的民事法规的形成，这一切似乎都耍求
我也谈一陕我门的政治法规的理谕。但是这将是一本大书。所以，我就像那位好古之

、士 ......'7

© «阿的喀夜括为第 22 卷第 1 章。

' ，．｀”噜，心心---－，如 ·n ·,'”'· -, 4 ·.“'·一．，屯 ., "'.、J.-．，,．·. ·,_,,.·..--~- ··__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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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淮狩债主把无力偿还的债务人砍成碎块＠；他甚至用这项法律

的残酷性来主张这项法律为王当；它的残酷性阻止了人何去借超

过自己能力所能偿还的债务。那末，最残酷的法律不就是最好的

法律了么?“善“不就是“过激无度“，事物的一切关系不就都要被毁

坏了么？

第三节 和立法者的意图好像相背勒的法律却常常

是和这些意图相符合的

梭伦的法律宣布，凡是在叛乱时不参加任何一方，就是丑恶无

耻的人。这看来是非常特别的。但是我们应该看看希腊当时所处

的情况。它当时分为浒多小国家。人们当然害怕，在一个为内肛

所苦的共和国里，最是小心謹慎 3 智虑明达的人将隐避起来，以致
事态被推向极端。

在这些小国家发生变乱的时候，大多数公民都参与了争吵或

制造了孚吵。在我们的大君主国里，党派是少数人所组成的，老百

姓则颖意安静无为地生活着。在这种情况之下，自然就要号召判

乱者回到广大的国民中去，而不是号召广大的国民到叛乱者那里

去。但是，在希腊那种情况之下，就应当让那些少数明驾、安静的

人参加到叛乱者里头去。这样，一种发了酵的酒就可以仅仅因为

放进一滴另一种酒而停止发酵气

第四节 违背立法者意图的法律

有一些法律，立法者很少了解到它们是和立法的目的本身背

@ 塞西利乌斯訧他没有看过也没有浪到入们曾用过这个刑罪。但是看来＄入们

就没有投立过这个刑剒。有一些法学家的意见是，«十二铜表法刃沂訧的仅仅是分割被

出售的债务人的代价而巳。这个意见很近似真实。

•· • • • • .亨心订．．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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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而驰的。法国有法律规定，一种利盆峰有两个主张者，而其中一

人死亡肘，该利盆就归未死的主张者。制定这项法律的人无疑是

企图消灭争松，但是粘果适得其反。人们看到僧侣们互相攻击、撕

打，就像英国的猛犬一样，一值到死亡为止。

第五节璞前

我所要啖的一项法律就在伊斯奇因斯保留给我们的这条誓

祠＊＊里：“我立誓：我将永不毁坏｀近邻同盟会战＇睹成员的任何城

市126, 我将不使它的水流改道；如果有誰敢千做这类的事情的祜，

我将向他宣战，井将毁坏他的城市。”＠这项法律的后一款似乎是

肯定了前一款，但实际上和前一款是互相矛盾的。近邻同盟会滚

所希望的是希腊的城市不被毁坏，而它的法律却为这些城市的毁
坏敞开了大门。要在帘腊人之叨建立优良的国际法规，就应核先

使希腊人习惯于这样想：毁坏一个希腊的城市是残暴的事情；因

此，甚至把毁坏城市者消灭了也是不应当的。近邻同盟会磺的这

项法律是正确的；但是它却不是智虑明达的。这从它受到滥用这
事实本身就可以得到征明。菲利普岂不是以这些城市违背了希腊

• 人的法律为借口，而取得了毁坏这些城市的权力么？近邻同盟会谈

是可以制定一些其他刑刑的；例如：规定毁坏他人的城市的某一些

官吏和违背法律的审队的某一些将颌，应处死刑只；规定毁坏他人的

城市的人民将在一定期间内不得享受希腊人的特权，并将偿付圳
金直到被毁坏的城市重建了起来为止。法律应陔特别注重捐害暗

偿。

. 又可释为“有俸秘的僧职”或“僧俸＂；但我想，这项法律是比较一般性的规定，．
不一定专指僧教的事情。一一谔者

** 这是古希腊各国会盟，考虑共同利盆等问题，各国都族使节出席，会上所立
盟誓，具有一种国际法规的性质。一~罚者

@ «瑜伪使节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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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相似的法律未必就有相同的效果

凯撒禁止每一个人在家里存放六十塞斯德斯以上的线＠。在

罗焉，人们认为这项法律在凋和债务人和债权人间的关系是非常

适宜的；因为它强迫了富人把线借给穷人，这就使穷人还得起所欠

富人的俏。在“体制'~127 时代峰，法国也制定了同样的法律，但是它

却带来了惨重的灾难。这是因为陔法律是在极可怖的情况下制定

的。在剥夺掉人们存放金线的一切手段之后，甚至速把线存放在
自己家中这一办法也给剥夺掉了。这就等于暴力劫夺。凯撒制定

这项法律，目的是使金线在人民之朋流通周棘；法国大臣＊＊制定这

项法律，目的是使金线集中到一个人手中去。凯撒拾私人地产或

抵押品以换取金线；气法国大臣却拿出一些毫无价值，井且在本质上
就不可能有价值，因而需要用法律强迫人民接受的证券，来换取金

线。

第七节攫前。立法方式必须适当

在雅典，阿尔果斯和西拉庙赛，都曾制定过只壳放逐＊＊＊的法

律＠。在西拉庙赛，这项法律合带来无数灾难。重要公民手里拿着
无花果树叶128*＊＊＊互相放逐觅因此，稍有勋锁的人便隐避不佣国

@ 狄欧：（（，罗房史“第 41 卷。
亭 拉斯.(1671-1729)原是苏格兰人，名罗的翰 (John La.w)1“罗“法国古昔咦

“拉斯”，曾任法国财政总管，建立东印度公司和一种银行体制，所以人们把他的“体制”
施行的时代简称“体制”时代。这个“体制”的桔果是大破产。本书上册巳癌谈到这个
人和他的“体制”。—一释者

** 指拉斯。一一一”者

＂＊注释见前．一砰者

@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第 5卷第 3 章。
..** 即投票时把被放逐的人的名字写在叶子上．一一捍者

@ 普卢塔克＂狄欧尼西乌斯传“第 1 章。

,.,..,~,..,.,...“'" ·..心．作“'J ．．一 ··L l 1 冒ll.,l.”“'l,“'hl l,...1, ；r.，一l1. ll.I -,_ • ` 霄·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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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雅典的立法者知道应该粕这项法律以什么范围与界限，所以
只壳放逐法就成为一种美妙的制度。那里每次交付放逐的仅仅是

一个人；而且需要极多人投票才能通过；所以要把一个不必流放的

人流放是不容易的。

在那里，放逐是每五年举行一次的。实际上，只壳放逐只能用

于一个施行恐怖于同胞的大人物；所以它不应当是每 H 例行的事。

第八节相似的法律不一定出自相同的动机

法国人采用了罗届法关于“代替继承＂的大多数法规，但是法

国人的代替继承的动机和罗思人是完全不相同的。在罗焉人，有

遠产肘继承人就必须按照教会法律的规定，做一些宗教献钠＠。因

此，罗焉人认为死而没有继承人是不体面的，因而立奴隶为承嗣，

井削造了代替继承的制度。关于这点，世俗的代替继承就是有力

的证据。世俗的代替继承是首先被创立的；它只是在所立承硐拒

绝接受遗产的场合才被采用。它的目的井不是要把遣产永远保存
在同一姓氏的家庭里，而是在于找一个接受遗产的人。

第九节 希腊和罗局的法律都惩罚

自杀，但是动机不同

柏拉图脱，一个人杀死那个和他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人，也就是

脱，杀死他自己，而不是出于官吏的命令，也不是为了避免耻辱，而

是出于懦弱的括，他就应受到刑悯＠。罗思法惩阶这种行为，如果

陔行为不是出于精种懦弱、或厌世、或无能力忍受茄苦，而是出

于某种犯罪而威到绝望的括。罗思法律所宽恕的，正是希腊法律

@ 当遣产所负献钠义务过重的时候，人们可以出售一部分遣产来规避教会的法

律。这就是拉丁文“免教税的遗产”这个名割的由来。

@ «法律“第 9 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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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定罪的罗思法律所定罪的，正是希腊法律所宽恕的。

柏拉图的法律是根据拉栖代孟的法制而拟定的。在拉栖代孟

的法制里，官吏的命令完全是绝对的；那里，耻辱是最大的不幸，懦

弱是最大的罪恶。罗焉法放弃这一切美丽的观念；它只是一种财

政的法律。

罗思在共和国时代，没有惩勒自杀的法律；在历史家的著作

里，这种行为通常受到善意的对待；从来没看见惩割过采取这种行

动的人。

在帝国肘代的初期，罗思的大家族述镇不断地被判罪而毁灭

掉。因此就产生了一种习惯，就是用自颖的死亡来防止被刊罪。

这对自杀的人有莫大的好处。他受到了体面的埋葬，他的遗嘱得

到了执行＠。这是因为罗思冷没有民法反对自杀的人。但是当皇

帝们变成贪婪得像他们一向那样残酷＊＊的肘候，他们就不再留给
他们所要筵除的人以保存自己的财产的千段；因此，他们宣布，因

对一种罪行的懒梅自寅而剥夺自己的生命，也是一种犯罪。

我所脱关于皇帝们的动机是于具万确的，所以他们同意自杀

者的财产不加没收，如果使他自杀的罪行井不需要没收财产的

话＠。

第十节看来相反的法律有时是从 · 

相同的精神出发的

今天我们到一个人家里传唤他去受审判；这在罗屈人是不可

© “对自杀的人，则把他的尸体埋葬，所立遣嘱，应予尊重，尽快执行．“见塔西
伦心史配，第 6 港第 29 章。. 甲乙本作“这是因为没有法律反对... ••.• ". 

- 甲乙本作“变得又贪婪又残酷的时候”。

O 比乌斯皇帝陪逾，戴«法律》 8 第1一2节等«关于判罪前自杀者的财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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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的©。

传审是一种暴烈的行动＠；是一种对身体的拘束＠；所以当时

不能到一个人家里去传审，就像今天我们不能因民事上的债务到

一个人家里对他进行身体的拘束一样。

罗思的法律和我们的法律都同样承认这个原则，就是每一个

公民把自己的家作为避难所，因此不应当在那里受到任何暴行金）

第十一节 对两种不同的法律应当怎样进行比较＊

法国对伪证处死刑；英国就不这样。要判断这两种法律哪一

种好，应当先指出：法国对罪犯进行拷陨；英国就不是这样。又应

当指出：在法国，被告不得提出征人；而且容许所講“辩明性的事

实”*＊，是极为稀有的；在英国，则双方都可以提出征人。法国的这

三项法律形成了一个极严密的、极有联系的系統；英国的这三项法
律也形成了同样严密、有联系的系統。英国的法律不许可对罪犯
进行拷间，所以没有多大希望使被告承认他的罪行；因此它就从各

方面找来亳不相于的征人，但又不敢用死刑的恐怖来阻抑他们。

法国的法律多一个手段129; 它是秝亳不怕对证人进行恐吓的；不，

恰恰相反，理性要求它恐吓征人。它只叭问一方的证人，就是公拆

人所提出的征人；被告的命运就取决于这些证人的证言©。但在

英国，则容旰双方提出证人，所以拆陕就仿佛是他们之朋进行的时

@ «法律» 18 等 9关于传审八

@) 参看«十二纲表法人
@ “强迫投案”，贺拉百： «諷刺“9。因为这个掾故，对应该予以一定其敬的人，

是不能传审的。．

@ 参看«法律l> 18 等«关千传审兄. 甲乙本作“应该怎样观察法律的差异”。
•• 即由被告提出有利于自己的情况．－－－释者

@ 按照法国古时的法学，是要听取双方的怔据的．因此，我们在圣路易： «法制》

第 1 卷第 7 章里看到，人们对审判上的伪胚处以们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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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那样。在那里，伪征就比较不那么危险；因为被告有一种手段可

以反对伪征；而法国的法律就不给被告这种手段。所以，要判断这

些法律中哪一些最合乎理性，就不应当逐条逐条地比较；而应当把

它们作为一个整体来看，进行整体的比较1300

第十二节 看来相同的法律有时实在是不相同的

希腊和罗思的法律对窝赃者的刑洲和盗眅相同山。法国的法

仆也是如此。前者是合理的，后者却不合珅。希腊和罗思人对盗

贼的刑罚是悯金，所以对窝脏者也可以处以同样的刑削，因为任何

入，不脸以什么方式给入以损害，就应该赔偿。但是我们对盗贼是

处以死刑的。所以如果对窝赃者处以和盗版相同的刑剖，那就不

免失之过重。一个人接受盗赃，在无数的塌合，是出于无心无意，

而偷盗的人则无誰什么时候都是有罪的；前者阻碍人们对发生的

罪行进行定罪，后者则犯了这个罪行；在前者，一切都是被动的，在

后者就有一种行动；一个盗贼必须越过较多的障碍，他的精神必须

在较长时期内巳翱坚决要和法律作对头。

法学家们的主张更远了一步。他们认为窝脏者比盗耿还要可

厌＠，因为如果没有窝脏者131一一他们说一—偷窃就不能被长时

期隐蔽起来。这个主张也可能是对的，如果刑罚是罚金的括；这将

是损害赔偿的问题，而窝赃者常常更有力址赔偿。但如果刑削是

死刑的话，那就应陔依据其他原则另作规定了。

第十三节 不应当把法律和它所以制定的目的分开

来获。罗黑关于盗窃的法律

如果一个贼带着所偷窃的东西，在没有来到他预定隐匿的地

. <D «法律» 1等«关于窝赃者石

©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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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以前，就被人逮住了的话，这在罗思人就叫做“现行盗窃犯＇。如

果这个贼是在以后才被人发现的话，就叫做“非现行盗窃犯“。

«十二铜表距规定，对现行盗窃犯处以答杖之刑；如果他是成

年人就把他降为奴隶；如果是未成年人，则仅仅施以笞杖。对非现

行盗窃犯，则只处以赃物所值一倍的罚金。

当＜＜鲍尔西法»废除对公民施用笞杖及降为奴隶的处割的时

候，对现行盗窃犯则处以赃物所值三倍的刑金；非现行盗窃犯，则

仍处一倍的册金丸

这些法律对这两种罪犯的性质以及对他们所处的刑册，作出

这样的区别，质是咄咄怪事。实际上，一个贼无脸是在把赃物带到

预期地点以前或以后被捕，这种情况井不能改变犯罪的性质。我

不能怀疑，罗思法关于盗窃的整个理誰是从拉栖代孟的法制引伸

出来的1丸莱喀古士为了使国民灵巧、狡祚、活泼，规定要圳练小

孩子们偷窃，对偷窃被逮住的小孩，则粗暴地加以笞打。这就是

希腊人及此后的罗焉人对现行盗窃犯和非现行盗窃犯极明显地加

以区别的掾由凯

罗思人对于犯偷窃的奴隶，把他从大北洞悬岩＊上扔下。这里

巳不是拉栖代孟法制的问题；来喀古士关于偷窃的法律不是为奴

隶制定的；在这点上放弃了他的法律正是遵从他的法律。

在罗屈，一个未成年人在偷窃时被逮住的话，裁判官随意施以

笞杖，好像拉栖代孟人的做法一般。所有这一切都有久远的洞源。

拉栖代盂人的这些习惯是从克里特人那里得米的。柏拉图在证明

克里特人的法制是为战争而制定的肘候，就引了下面这一条：“要

@ 参看臭露斯·格利乌斯： «阿的喀夜 i和第 20 卷第 1 章发窝利奴斯厨藏的括。

@ 比较普卢塔克的«莱喀古士传”所述和«罗禺法汇篇叶怀盗窃”项下的法规；又
«法制“第 4 卷第 1 篇第 1-8 节。

喙 罗禺朱匹忒神庙所在的山峰附近的高岩；人 '1处即罪犯、实国贼等时，把他们

从岩上扔下。－－f,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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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能力忍受在私人格斗和在必须隐蔽的偷窃行为中所遇到的箱畸

苦。”@

民事法规以政治法规为依据，因为它们总是为同一个肚会制

定的。既然这样，当一个人要把一个国家的民法移搬到另一个国

家去的时候，就要首先检查这两个国家的法制和政治法是否相同。

因此，由千克里特人关千盗窃的法律是和政体、政制本身一齐

传到拉栖代孟的，所以这些法律无脸对克皇特人或对拉栖代孟人

都是合情合理的。但是当这些法律由拉栖代孟传到罗思的时候，

罗马的政制是不相同的，所以这些法律在罗焉总是显得格格不入，

并且和罗焉人的其他民法没有任何联系。

第十四节 不应当把法律和它制定

时的情况分开来啖

雅典有一条法律规定，在一个城市被围困的时候，就应当把一
切无用的人处死现这是一条丑恶的政治法；但它是从一条丑恶

的国际法所产生的后果。按照希腊人的做法，当一个城市被攻占，

它的居民就失掉公民的自由，而被作为奴隶出售；随着城市的失陷

而来的就是整个城市的毁灭。这不但产生了这些顽强的防卫战和

这些失掉了本性的行为，而且也是他们有时候制定这些残酷的法

律的起源。

罗思的法律规定，对医生的疏忽大意或拙劣无能应施以刑

剒丸在这种坳合，罗，居的法律对身分较高的医生处流刑；对身分

较低的医生处死刑。我们的法律，就不是这样。罗思的法律制定

肘的情况和我们的不同。在罗思，誰高兴誰就可以去混一混医业。

@ «法律“第 1 卷。
@ “无用的人，被屠杀了。“见徐利安：«贺莫珍旯

@ «哥尼利法叶扣关于杀入»;又«法制））第 4 卷第 3 篇«脸阿吉利安法»第 7 节。

...．占．．，．，．．．“-让·',.占· ·;-, t - L 二心夕“心已”匕．t-“A· ·一·一匀心『. .. -·叩mm..～- ·-··、一，．心'`…-- - · ·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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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但是在我惘，医生必须进行学习研究，获得一定学位；所以人们知

道他们是精通自己的技术的。

第十五节 有时候法律应当矫正自己

«十二铜表法谦浒杀死夜间盗贼，也准浒杀死日间的盗贼，如

果盗贼在被追袭时进行自卫的话气但是它规定，杀死盗贼的人

必须呼喊，叫唤其他公民跷这是那些准浒匡民自行执法的法律钰

常必须提出的要求？这是一种无辜的呼喊，在行动中呼唤证人，呼

唤刊官。人民应该看到这个行动，井在这个行动的进行中看到它；

在这种时候，一切如态度、面容、咸情、钺默，都是捂言；在这种肘

候，每一句话都在宣布定罪或免罪。一条有可能同国民的安全和

自由大相违背的法律，应当在国民的面前执行。

第十六节 制定法律时应当注意的事情

那些有足够的天才，可以为自己的国家或他人的国家制定法

律的人，应陔对制定法律的方式予以一定的注意。

法律的体裁要精沾简钓。«十二铜表汰»是精筒謹严的典型。

小孩子伺都能把它背踊出来＠。查土丁尼的叶珩妇是繁冗散漫

的，所以人侗不得不加以删节＠。

法律的体裁要质朴平易；直接的脱法总是要比深沉迁远的辞

句容易懂些。东罗焉帝国的法律是完全没有威严可言的；君主们

被弄得像修辞学家们在讲括。当法律的体裁腺肿的肘候，人们就

把它当做一部浮夸的著作看待。

@ 参看＜（法律»4 等9关于阿吉利安法沁

@ 同上。参看附加于«巴成利亚法＞）后的塔西庸韶除«冷联合法»第 4 条。

@ “必要的诗歌。”见西塞罗：«法律砃第 2 卷第 23 章。

@ 这是伊内利岛斯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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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一点，就是法律的用捂，对每一个人要能够唤起同样的

观念。杠衣主教李索留同意，一个人可以向国王控告大臣0，但是

他规定，如果这个人所证明的事情井不重要的括，就应加以刑割。

这就必然阻止一切人脱出对大臣不利的任何实话，因为一件事情

重要与否完全是相对的；对一个人重要的事情对另一个人可以是

不重要的。

按照火搭利，岛斯的法律，把一个脱离奴籍的人当作衣奴买入

或有意使他忧虑不安的人，处死刑旯陔法不应该使用像“忧虑不

安“这样一种含糊幢統的措辞。使一个人忧虑不安，完全要看这个

人敏威性的程度而定。

法律要有所规定时，应该尽量避免用银线作规定。无数原因
可以促使货币的价值改变；所以改变后同一金额巳不再是同一的

东西了。我们都知道罗焉那位卤莽家伙的故事；他见誰就打誰一

祀耳光，然后再给人«十二娠表法»所规定的二十五苏©。

在法律巳钰把各种观念很明确地加以规定之后，就不应再回

头使川含糊能統的措辞。路易十四的刑事法令©,在精确地列举

了和国王有直接关系的讼案之后，又加上了这一句：“以及一切向

来都由国王的判官审理的讼案。”人们刚刚走出专横独断的境域，

可是又被这句睬推回去了。

查理七世訰，他获悉在以习惯为准则的地区，盺讼当事人违背

王国的习惯，在一个案子判决三、四、六个月之后才提起上拆＠；所

以他规定，除非检察官有舞弊或欺昨悄事，或是有阻碍当事人起拆

CD «政的九
@ ｀｀...…他有意使被释放的奴隶忧虑不安。”«提奥多西，乌斯法典汁附录，裁«西尔

蒙都斯神父著作集»第 1 卷第 731 页。

@ 奥露斯·格利扁斯：«阿的喀夜括》第 20 卷第 1 章。

@ 1670 年法令。在法令前面有«泥录兄脱明制定该法的动机。

@ 见他 1453 年发布的«孟德烈都尔法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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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大明显的原因，当事人应立即上拆究这条法律的例外的规

定就破坏了它的原则的规定；破坏得干干净净，所以桔果当事人在

三十年内还上盺哩＠！

按照伦巴底人的法律，一个没有献身给肿的妇女而穿道服，是

不得秸婚的＠。该法脱：“因为．一个男人仅仅用指环和一个女子盯

婚，就不能和另一个女子粘婚而不犯罪；那末上帝或圣母的配偶就

更不可以粘婚了...... 0“我认为，法律的推理应当从真实到其实，而

不应当从真实到象征或是从象征到真实。
君士坦丁有一条法律规定，主教一人的旺言巳轻足够，不需要

再听取其他证言＠。这位君主走了一条短路；他根据人来判断讼

案，根据爵位来判断人。

法律不要精微玄奥；它是为具有一般理解力的人『订制定的。

它不是一种遴辑学的艺术，而是像一个家庭父亲的简单平易的推

理。

当法律不需要例外、限制条件、制的晤旬的肘候，还是不放进

这些东西为妙。有了这种糊节就要有新的知节。

如果没有充足的理由，就不要更改法律。查士丁尼规定，男子

盯婚后两年未能成娇，女子可以退婚而不丧失她的妆酝＠。以后

他又更改这条法律，给这位可怜的穷小子三年的期限＠。但在这

样的一种案悄，两年和三年是一样的，三年并不比两年用处大。

当立法者喜欢为一项法律脱明立法的理由的肘候，他所提出

的理由就应当和法律的尊严配得上。罗焉有一条法律，规定盲入

@ 惩办捡察官未必就扰乱公共秩序。

@ 关千这种情况， 1667 年的法令又定出一些则例。

@ «伦巴底法»第 2 卷第 3;r 篇。

@ «提奥多西扁斯法典讥扣附录汃载«西尔哀都斯神父著作集»第 1 墙．

@ «法律» 1 «法典：婚姻的解除斗

© 参看实例«但是今天））篇，截«法典：婚姻的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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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进行辩拆，因为他了不见官吏的胀饰g,。好的理由多得很，但

却提出这样一个坏理由，这必然是出于故意。

法学家保罗岛婴儿到第七个月发育就巳钰完全，毕达哥拉斯

的“数绘＇可贫证明2)。 用毕达哥拉斯的“数脸”来钊断这些东西，

质是奇不可言。

法国有一些法学家脱，当国三获得某一地区的时候，那里的教

堂就应当受王权法的管辖，因为王冠是圆形的133。我在这里不言寸

给国王的权利，也不时骗在上述情况下民法或僧教法的理由是否

应向政治法的理由让步。但是我要指出，这样尊严的权利应该用

严肃的原理训则来作辩护。谁会看到一个高位显职的质实权利是

依据陔高位显职的祀号所象征的意义而制定的呢？

大雒拉脱，查理九惟在十四岁开始时就在卢昂的跷政院被宣

布为成年，因为法律规定，在有关未成年人财产的返还和管理的佣

题上，酐算时间要瞬息都算，但是在获取荣典的问题上，就把一年

的开头算做整年凯我无意检查一条到今天为止似乎没有产生什

么流弊的法律。我仅仅要指出，保育院大臣＠所主张的理由不是

正确的＊；把治理人民仅仅看做是一种荣典，那是荒捍的。

从推定＊＊＊方面来脱，法律的推定要比人的推定好得多。法国

的法律把一个商人”*＊在破产前十天内所做的一切．行为，都认为

是欺骗性的；这是法律的推定氮按照罗思法，一个丈夫在妻子犯
@ «法律＞＞ 1 等«控告旯

@ 保罗：«钊决“第 4 卷第 9 篇。

@ «法兰西内战»第 96 页。

@ 保育院大臣条。大推拉心法兰西内战》。
* 甲乙本作“人们＊＊所主张的理由不是正确的＂。
** 保育院大臣条。大锥拉：＜＜法兰西内战»--－孟德斯鸠原注。
*** 法律上的所削“推定”的事例是很多的，例如曾把信寄出，则推定一定到达收

信人那里之类。一~捍者

**** 甲乙本作“某些商人”。

© 这是 1702 年 11 月 8 日的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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奸淫后仍然留她的括？将受到处悯，除非他是出于惧怕拆讼的后

果，或是对自己的耻辱消不在乎；这是人的推定。法官就要推定这

个丈夫的行为的动机，对一种暧昧不明的思想情况，他却要做出决

定。当法官推定的时候，钊决就武断＊；当法律推定的时候，它就给

法官一条明确的准则。

我巳翱脱过，柏拉图的法律规定处肌那种不是为着避免耻辱

而是由于懦弱而自杀的人＠。这条法律是有毛病的，因为这是无

法证明犯罪动机的唯一案情，而法律却要法官对这些动机作比决

定。

无用的法律削弱了必要的法律；好像人俨有方法规避的法律

削弱了立法一样。每条法律都应当发生效力，也不应当容浒它因

特别的条款＊＊而被违背3

«法尔西迪法衭见定，罗思人的嗣子老是可以获得遗产的四分

之一。但是另一项法律却淮浒立遣喇人禁止嗣子保有这份四分之

一的遗产芞这是在嘲弄法律。«法尔西迪法»成了无用之物，因为

如果立遣频人貊意厚待嗣子的话，嗣子就不需要«法尔西迪法»；如

果立退嘱人不颠意厚待嗣子的话，他就可以禁止嗣子利用«法尔西

迪法＞＞了。

要特别注意法律应如何构想，以免法律和事物的性质相违背。

在奥伦治亲王被放逐肘，菲利普二世答应给能杀死亲王的人或他

的嗣子二万五于埃巨和胖位；这是国王的活，上帝的仆人的括啊！

答应把爵位拾与这种行为！这种行为是出自上帝的仆人的命令！这

一切，把荣誉的观念、道德的观念、宗教的观念，全都推翻了。

··•·．嘈

* 甲本没有“当法官......武断“句。

@ «法律“第 9 卷。

** 如“例外”、“但书”之类等等。-~环者

@ 这就是实例«但是在立遣奶人的塌合»°

-····•叮·心上心，＂＂~-·~七芷..,..,．-它”已，....凸.,. ..,.凶．,,.,.．少伽一..,一 千T 盲 l 一， -- ｀一·牛：巳l土｀ “ 叶．．，".．一．甚....,...心'-中-`＇.．：.．一-. l 1”l l,1,"' l. .l l 1 1 U 凸· • `. m ·嘈.,.....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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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想像的某种“至善境域”为借口，而对一件不是坏事加以禁

止，这识少有必要13士。

法律应该有一定的坦率性。法律的制旬是为了惩勒人类的凶

恶背忠，所以法律本身必须最为訰洁无垢。在西哥特人的法律里，

我们看到这样一条荒忠的要求，就是强制犹太人吃一切同猪肉一

起烹凋的食物， on使他们不吃猪肉本身的话心。这是最残忍不过

的，因为这时犹太人已轻被迫服从一种同他们自己的法律相违反

的法律，而他们的法律，除了不吃猪肉作为犹太人的标志这点而
外，巳无所余存了。

第十七节 制定法律的一个恶劣方式

罗局的皇帝，像我们的君王一样，通过韶书誰旨来表现自己的

意志。但是罗焉皇帝和我们的君王不同的地方，就是罗思皇帝准

浒法官或私人用“状帖“向他们提出有关争松的问题，他们的批复
就叫做“敕答＂。教皇的＂韶蠢＇，正确地脱，也是“敕答＂。我们知

道，这是一种恶劣的立法方法。那些这样求取法律的人，是立法者

的丑恶的引路入；事实的陈述常常是不正确的。尤利息斯·加必

多利奴斯脱，图拉质常常＊拒绝作这类敕答，以免把一项决定~

这又常常是一项个别的恩惠，扩大到一切案子里去气思克里奴

斯决定废除一切＂敕答“@。他不能容忍入们把康莫都斯、卡拉卡

@ «西哥持法＞）第 12 卷第 2 篇第 16 节。

@ 参看尤利乌斯·加必多利奴斯：«焉克里奴斯））第 13 章。

@ 同上书第 13 章。“他对法律井不笨拙，因此他决定把古代皇帝『付的敕答一律

作废，一切都按法律办事，而不是按敕答行事。他不许把法律看成是康莫都斯、卡拉卡

拉或是无知的人们的意志；而且图拉真从来不 t回答状帖，恐怕对案子莫象不清，因而

产生偏私．＂
* 孟德斯鸠法文原文脱图拉其“常常“(souvent)拒挹作敕答。但是他在注里所

引加必多利奴斯这一大段拉丁原文却訧阳拉真”从来不“(Nunqua.m)间答敕答。

Nunquam 在拉丁文是加强捂气的否定间，有“从不”“决不”“挹不”之意，和“常常拒

挹＂的意义是有出入的。－一－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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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以及其他一切庸拙无能的君主们的回答，看成法律。查七「尼

的想法正相反，所以他编纂的法律，淌都是这种敕答。

我颠意靖罗局法的人把(1)这类假投性的东西和(2)元老院法

案、平民制定法、皇帝侗的一般性律令、以及以事牧的性质、妇女的

脆弱性、未成年人的懦弱性和公共的利盆等为基础的七切法律，仔

制地区别开来。

第十八节 整齐划一的思想i35

某些整齐划一的思想有肘候占据了伟大人物的脑子（这种思

想就曾影响f查埋曼）。但是这种思想一定亳尤例外地打动渺小

人物的心灵。他们在整齐划一之中，看到了一种“至善境域＂，他们

认诚r它，因为他们不可能不发现它；这就是，在施政、贸易之中有

划一的度、量、衡，在国家之中有統一的法律，在各地有同一的宗

教。但是这种悄况就是永远合适，没有例外么”改变的弊害是否永

远比容忍的弊害小呢＊？知道什么情况应当整齐划一，什么悄况应

当参差互异，不是更表现伟大的天才么？在中国，汉人守汉人的礼

节，钮胆人守鞋胆人的礼节；但是中国是世界上最追求太平的国家

阿如果国民守法的话，守不守同样的法律有什么重要呢？

第十九节 立法者

I 

亚里士多德有时企图淌足他对粕拉图的嫉妒，有时企图满足

他对亚历山大的威情c 柏拉图对雅典人民的暴虐威到憤慨。届基

雅弗里的脑子里充淌了他的偶像瓦速提尼诺斯公爵。托思斯·莫

尔啖脸他所陇颉的东西，多于他所思索的东西；他要各国都按希腊

城市那种简单的形式治理玑哈林颉1』6 只看见他的“英格兰共和

* 指改变以求同的害处不一定比容忍而存异的害处小、一一捍者
@ 见他所著P扣岛托邦沁

A
一
五r
T
-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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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同肘，有一大群若作家，痹只要看不见王冠，就认为到处都是粉

乱。法律总是要遇到立法者的威悄和成见的。有时候法律走过了
关，而只染上了戚情和成见的色彩；有时候就停留下来，和威情、成

见混合在一起。

第三十农法兰克人的封建法律理渝
和君主国的建立

` 

第一节封建法律

有一件事，如果我把它放过不啖；有一些法律，如果我把它

侗放过不啖；我想这将成为我这本著作的一个缺点。这件事曾桯

在世界上发生过，但是它也肝永远不会再发生了。这些法律曾桯

突然在整个欧洲出现，但是和以前人们所知道的法律没有任何关
速；这些法律曾翱成就无数的好事和坏事；它们在辖地被割让出去

的时候把权利保留下来；它们在相同的一件东西之上或在相同的

一些人之上，股立了不同种类的＂颌主权利”，又把这些权利分皊好

些人，这样便减少了整个“领主权利”的重要性；它们给过于辽阀的
帝国划出各种界栈；它们产生了一种纪律，但它带有粉乱的倾向；

它们产生了一种粉乱，但它带有走向秩序与和階的趋势。

这就需要写一本专书；但是由于本著作的性质的关系，这且对

这些法律是瞰视多而脸述少。

封建法律是一幅优美的图景。一棵古老的橡树巍然党立＠；

远看簇叶杂陨；侗近就看到干茎；但是看不见根抵；要挖掘土地才

@ 古树蔽日参天，它的景象仿佛就像这首特所描写的：
"···…从头顶到太空有多高，从脚跟到地默就有多深．＂

* 这里所引的峙句是出自公元前一世纪拉丁持人帷奇利乌斯的作品．—一捍者

.．一一胪 . ＂勹． 一”.~-….． ll llll l llll L Ll.l _ _”、. ^ `'，_ 4心． 心｀，、.·、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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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找到它们[370

··' 

第二节封建法律的黄料

征服罗焉帝国的民族是从日耳曼出来的。虽然肥述他1问的风

俗的著者井不多，但是其中却有两个极重要的人。凯撒和 H 耳曼

人作战，祀载了 H 耳曼人的风俗＠；他的一些方略就是根据这些风

俗拟定的吼关于这个佣题，凯撒的儿页就有好儿卷的分最。
塔西伦写了一部专书，脸 H 耳曼人的风俗。这部书并不长，但

它是出自塔西伦的手笔塔西伦所写的一切都精筛扼要，因为一切

都在他洞鉴之中。

这两个著者所汜述的东西和我们所据有的这些野蛮民族的法

典，极相吻合，所以当我们賸凯撒和塔西伦的著作的时候，处处都

看到这些法典，当我们睛这些法典的时候，处处都看到凯撒和塔西

伦。

在研究封建法律时，我虽然仿若置身阴陪朦牖的迷宫里，到处

都是粉杂的道路和羊胧曲径，但我却相信我抓住r研究的栈索，是

能够向前挺进的。

` 第三节封臣制度的起源

凯撒股“日耳曼人不务农耕；大多数人以奶子、干酪和肉过生

活·,.没有人有土地，更没有属于自己的土地界限；各民族的君主和

官吏随意把某一地方的某一块土地划皊私人。并强制他在第二年

迁移到别的地方去。”©塔西伦战：，“每一个君主有一群人拱卫、．随

@ 氪撤：«高卢战孚“第 4 卷。

@ 例如他从阿尔曼（即从日耳曼）撒出。同上书。

@ «高卢战争，第 4卷第 21 章。塔西伦又脱：“他们没有定居、田园或任何方式

的栽种l 就像都受到爱和美的女神帷纳斯的撫育似的蜘勹肛日耳曼人的风俗“第31 章．

，．上．．．．．，．．亡~．．
．乓心二＿· -` ··斗．＂ 吵，· -心4，片·｀．心．--川 ll,, ． l 1, 『． ."',l , ll 0匾 ．飞，．，． F4, - _＿丑心..生巴比· ·凸”“． . ，止一·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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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心。这位芮者用他自己的话言，给这些人一个名称，即所喟＂侍

从“气这个名称和他刊的地位是有关系的。他们彼此之间存在着
一种奇怪的争胜心，要在君主身旁，超类拔萃；君主们彼此之叫也

存在着同样奇怪的争胜心，要使自己侍从的数目和勇敢超过别人。

塔西伦又总＂翱常有一肝精选的年翱人拱卫着，就是尊严，就是权

力；他们是太平时期的装伽，是战争时期的堡垒，如果一个君主的
竹从的数目和勇敢超过其他村主，这就牧使他在国内和在邻近民

族间声名卓著；他将收到礼品；各地将遣使来朝。声名常常决定战

缩的命运。在战争中，君主的勇敢不如人，是可耻的；侍从如果没
有君主这种品德，也是可耻的；在君主死后而仍然活着的话，是永

世的沿耻。最眒圣的义务就是保卫君主。如果城市太平无事，君

主们就到那些有战事的城市去；他们就这样保持酢多朋友飞，这些

朋友从他们得到战思和可怕的标枪。他们享受到味素井不佳美但

却丰盛的餐膳。君主们单凭战争和劫掠来雒持他们的广施博皊。

你劝他向敌人挑战、婬受危险，要比劝他们耕种土地、等候岁时

的收成138 容易些。他们对能够用鲜血获得的东西，就不颖用汗珠

去换取。”@

因此在日耳曼人之问，是只有封臣而没有采地的3 什么采地

也没有，因为没有土地可给。要是脱采地，毋宁脱就是些战，卧武

器和餐膳。当时是有封臣的，因为是有些忠心的人，受到誓言的的
束，有义务打仗；他们所负的役务和后来对采地所负的役务差不多

一样。

@ «日耳曼人的风俗“第 13 章。

@ 拉T原文作 comites。

* 这旬，甲本作“他们单愚武力和战孚来保持忤多朋友飞

@ «日耳曼人的风俗“第 13-14 章拳

.飞．，．妒··-······勺.... 匕 • 亭·｀七 • $...: ．“＇， ..d膨芯m- ． [ l,．“'，鼻嚷曙＂恤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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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璞前

凯撒諒：“当这些君主中有一人向講会宣布，他巳桯拟定某一

征肘肝划，并要求人们跟从他的时候，赞成这个首长和针划的人就

起立，表示要为他效劳。他们就受到群众的赞扬。但是如果他们

没有履行他们的钓言，他们就失掉公众的信任，人们就把他们当做

逃兵和叛徒看待。”。
凯撒在这里所脱的和我们在前一节依据塔西伦的肥裁所作的

叙述，就是黎明时期（第一朝代）的历史的根源。
当我们看到底下的情况的时候，我们不应当威到奇怪。国王

们每一次征肘都要粗娥一些新單队，激励一些新士兵，雇佣一些新

的人员；他们必须大肆押霍，然后大肆攫取；他们通过土地和掠夺

物的分配而不断得到东西，又不断把这些上地和掠夺物分给别人；

他们的粮地不断地扩大，又不断地耜小；如果一个父亲把一个王国

拾与一个儿子，就要同时拾与他一个宝库受人们认为国王的宝库

是君主国必不可缺的东西；一个国王如果没有得到其他国王的同

意，不得把宝库的一部分给与外国人，甚至作为他女儿的嫁桩也是

如此凯君主国是靠着一些发条走动的；这些法条需要时常上紧。

第五节 法兰克人的征服地
如果脱，法兰克人一进入高卢，就占据这个国家的一切士地，

把它们变成采地，那是不正确的。有些人139是这样想的，因为他

们看到将近第二时期（第二朝代）末期，差不多所有的土地都巳成

O «高卢战争》第 6 港第 22 章。

@ 参看«达杲柏传丸

@ 参看格列高里·德·都尔：«法兰克史“第 6 卷关于查尔柏立克的女儿桔婚的

配述。柴尔德柏派遣一些钦差去告诉他，不要把他父亲的王国的城市、宝物、衣奴、禺、
昂夫、牛草等等，给他的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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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采地、附属采地，或成为彼此问的附庸地；但是这个情况有它特

殊的原因，我侗在后面将加以脱明。

人们从上述基本看法所做出的推骗，和这个基本看法本身，是 i

同样不正确的。这个推誰是，野蛮人曾制定一条一般性的法规，在

各处建立起耕种的奴役制度。在采地井未确定的时期，如果王国

的一切土地都是采地或采地的附庸地，而王国内的人们都是封臣

或附属于他们的农奴的括，由千有财产的人通常也就是有权力的

人，国王既不断地处分采地，也就是諒处分当肘唯一的财产，那末

国王就拥有一种和土耳其的皇帝一样的专制权力了。但这却是违

背一切历史的。

第六节 哥特人、勃良第人和法兰克人

日耳曼睹民族侵胳了高卢。西哥特人占倾了钠尔波内兹和几

乎整个南方；勃民第人定居在东部；法兰克入征服了儿乎所余的一

切地区。

毫无疑问，这些野蛮人在他惘的征服地里仍然保留着他们本

国原有的风俗、韦好和习惯，因为一个民族不能立刻就改变他们的

思想和行动的方式。这些民族在日耳曼很少从事耕种。从塔西伦

和凯撒的著作，可以看出他们主要过着畜牧的生活。所以这些野

蛮人的法典的所有条文差不多都环绕着牲畜的问题。在法兰克人

的地方撰写历史的罗利更＂％就是牧人。

第七节 分割土地的不同方式

在哥特人和勃民第人用种种借口，侵入了帝国的内地之后，罗
思人为了停止他们的劫掠，不得不供粕他们的生活。首先，罗届人
粕他们小麦釭；但后来却顾意皊他们土地了。

@ 参看佐济穆彻·«历史》第 5卷关于分配阿拉立克所耍求的小麦的配遠．
亭 这里甲本的注说“一些条的强制罗焉人这样傲（孟德斯鸠）”.

• －“～七立吓 o. ，一、 - ·-瞿lllllllll l l,,l l l l 
星l',．－． l l.，仙· ·士．．－ - 

, ．、礼·` '.“· -．叮五 .,,. .,..,'....., -正、．于｀．．心·，一·,“ -，心·· ．一·~- -`-勺吐． ... 

,----·•-..，勹心···会 气．．于·- ···飞，』，匼．，＇



308 谕法的精神

罗思皇帝或代表皇帝的官吏和他们盯定一些分割国家上地的

专的＠。这在西哥特人＠和勃良第人©的编年史和法典用可以看

到。

法兰克人井不推行同样的酐划。所以我们在«撒利克法叮H柴

茵河畔法兰克部族的法律里看不到这种L地分割的任何痕迹。他

们征服了那些地方之后，就随意把所要的东西拿走；除了为自己之

问的关系而外，井不制定其他法规。

因此，我们应当把(1)勃民第人、西哥特人在高卢的做法、这些

西哥特人在西庄牙的做法、奥古斯杜路斯和欧都阿塞麾下的救援

郢在意大利的做法＠同(2)法兰克人在高点的做法、汪达尔人在非

洲的做法©区别开来。前一些入和原有居民订立一些专豹，粘局

和他们分割了土地；后一些入对这一切事情就全都没有做。

第八节璞前

人俨为什么会有野蛮人曾桏大械抢夺了罗马人土地的看法？

这是因为人们在西哥特人和勃良第人的法律里发现这两个民族占
有了三分之二的土地。但是他惘仅仅是在指定地区里取得三分之
二的士地。

贡德鲍在«勃民第法让且说，在他的居留地里，他的人民接受了

三分之二的土地疵陔法补篇第 2 号又脱，以后再到国内来的人则

@ “勃良第人占据了高卢的一部分地区：又和高卢的元老 ll',分割土地。”见玛利

岛斯：«编年史>456 年条下

@ «西哥特法“第 10 卷第 1 篇第8 、 9,16 节。 . 
` @ ｀«勃良第法“第 51 章第 1-2 节；这种分割在柔懦路易时代仍然存在。这在他

8的年的敕令旦可以看到，这项敝令被放进«勃良第法“第 79 篇第 1 节里。

@ 普罗哥比乌斯：«哥特战役沁

© 普罗哥比岛斯：«汪达尔人战役丸
© “当时忤可我们居留地内的人民接受三分之二的土地......"见«勃民第法”“

54 篇第 1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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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得到一半上地＠。所以井不是一开头所有的土地都由罗焉人和

勃民第人分割了。

在这两种法规的条文中，我们看到了相同的词句。因此，这些

饲句可以互相阑释。第二种法规既然不得了解为所有土地的普逼

分割，那未对第一种法规也不得认为具有这种意义。

法兰克人的行动，和勃民第人是同样溫和适中的。他们并没

有在他们的征服地的整个范围内对罗思人进行劫掠。他们要这么

些土地做什么呢？他们仅仅把对他们合适的土地拿走，其余的就

留下了。

第九节 «勃良第法沫阳西哥特法方关千土地分配

条款的实施是恰当合理的

应当了解，这些土地的分配并不是依专制横暴的精肿行事；而

是以消足两个要一同居住在一个国家里的民族彼此问的需要的思

想为根据的。

勃民第人的法律规定，每一个勃民第人在一个罗思人的地方

应被作为客人款待。这和H 耳曼人的风俗适相符合。据塔西伦

脱，日耳曼人是世界上最喜欢殷勤招待客人的民族＠U10

这项法律规定，勃民第人取得三分之二的上地和三分之一的

农奴。这项法律符合两民族的特征，又适应它们谋生的方式。勃 彝

良第人牧养牲帝，所以需要多戳土地，少量农奴。耕种土地要付出

巨大劳动，所以罗思人需要较少土地，较多农奴。森林就平分，因
为在这方面双方的需要是相同的。 下·

在勃良第人的法典里，我们看到每一个罗焉入的地方就放一

0 ”后来的勃民第人，按现在的需要，不得取得一半以上的土地． II 见同上书补篇

第 2 号第 2 条。

@ «日耳曼人的风俗“第 21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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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野蛮人气可见土地的分配井不是普遍性的。不过分出土地的

罗焉人的数目和接受土地的勃民第人的数目是相等的。罗马人受
到了最微小的揖害＂气勃良第人是战士、猎人和牧者，对接受荒燕

的土地是湔不在乎的；罗焉人则保有最适宜于耕种的土地；勃民第

人的畜群肥沃了罗思人的田园。

第十节奴役

勃良第入的法律脱，当他们定居在高卢的肘候，他们接受了三

分之二的土地和三分之一的农奴旯可见在高卢的这个地区，在

勃民第人进入以前，就巳轻建立了耕种的奴役制度丸

勃民第人的法律，在规定有关两民族的事情上，对两民族正式

地做出了黄族、自由民和农奴的区分＠。可见奴役井不是罗焉人

特有的事，自由和贵族制度也不是野蛮人持有的事。
同法又脱，如果一个脱离奴籍的勃民第人没有粕他的主人一

笔线，也没有从一个罗思人接受第三份财产的括，他就秷常被看做

是他的主人的家庭的人＠。所以罗焉的业主是自由的，因为他不
属于他人的家庭；他是自由的，因为他的第三份财产就是自由的标

肥。

只要翻开«撒利克法巧肛莱茵河畔法兰克部族法>,就可以看

到，法兰克人所拾与罗焉人生活上的奴役井不多于其他高卢的征

服者。

O 酉哥特入的法典也是如此。
@ «勃良第法“第 5i 篇。

@ 这从这个法典的整个标题«衣人一链户口登配的财月和屯虽者．＞去看，也
可以怔明心. “屯垦者“主要是农奴．一一－邓者

@ «勃民第法，第 26 篇第 1 节有“如果打掉勃民第黄族或穸屙贵族的牙齿...... " 

句。又同书第 2 节有“如果是平常的自由民，不酴他是勃良第人或罗离人......“句。

@ «勃良第法“'57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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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布兰雒利埃伯爵”3的理谕中最重要的地方是銡映了；他

没有证朗法兰克人曾翱制定一条一般性的规则呵把罗思人置于某

种奴役之下。

他的书的写法缺乏艺术；他是古贵族的后裔，他在书里就用

古员族的那种质朴、直爽和天其来发言，所以誰都能够辨别他所说 ` 

的美好东西和他所犯的銡映。因此，我不要加以检查。我只要指

出，他的兴致多于锁悟，颌悟多于知瞰。不过他的知瞄还是不可軠

脱的，因为他对我们的历史和法律的大事是很知道的。

德·布兰雒利埃和杜波神父各有一套理绘；一个就像对“第三

等级＇（平民）的咒阻；另一个就像对贵族的咒眼。当太阳让费镇怨

驶他的车的肘候，曾吩咐费顿諒：“如果你上得太高的括，你将要

烧掉天宫；如果你下得太低的括，你将要把大地化为灰焊。不要走

得太靠右，以免掉进巨蛇星座；不要走得太靠左，以免走进祭坛星

座＊。要让你自己老是在二者之间。”1”

第十一节攫前

人们为什么认为在付服肘期曾程制定了［建立耕种奴役制度

的］一般性法规呢？这是因为人『1看到法国在第三肘期（第三朝代）

的初年有无数种类的奴役存在。由于人们没有看到，这些奴役是

在不断往前发展的，所以人们就对一个晦睛的时代想像出一条一

般性的法律来。这条法律是从来没有存在过的。

在黎明肘期（第一朝代）的开头，不除在法兰克人或是在罗届

人之问，人们看到无数自由的人；但是由于农奴的人数与日俱增，

所以到了第三时期（第三朝代）的初年，所有的衣民和儿乎所有的

城市居民都成为农奴了趴在第一时期的开头，城市的行政几乎和．

瘫 即“阿拉”(Ara)星座。一一谭者
@ 当罗禹人就治高卢的时候，他们组幔了特殊的团体；这些人通常都是脱离奴

籍的人或是他们的后裔。

- 、·- ,”“”“'．匾圃厕'lll."圈．“·-『.rlI俨仆 ll．心上氏，“ G'．,、"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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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焉人一样，有市民的团体，有一个元老院和一些法院＊，但是在第

二时期的开始，入们则儿乎只能看到一个颌主和一些农奴了()

当法兰克人、勃技第人、哥特人进行侵略的旧候，他惘尽市队

所能运戟的力队，劫掠黄金、白银、家具、衣服、男人、女入、孩子；一

切都放到一起，由审队分有＠。全部历史都可以证明，在第一次定

居之后，也就是说，在第一次劫掠之后，他们札居民取得『和斛，贸
给居民一切政治的和民事的权利勹在战争时，一切都抬走，在和平

时，一切都给与；这就是当时的国际法。不然的话，我们怎能够在

叶散利克法叶旧勃民第法可l看到那么多和人类的一般性奴役衵矛

盾的条款呢）

但是，征服战争所没有做的事情＊＊，是由征胀战争后仍然存在

的同一国际法做出来的气反抗、叛乱、城市的古令贝，这些事悄都

带来对居民的奴役。除 f不同的征胀民族皿的战审而外，法又克

人之间还有一种持殊的事情，．就是这个君仁国的祚多分侦区不断

产生兄弟或侄甥阴的内战；在这些战争里，这条国妳法规是钰常被

适用的；因此奴役在法国就变得比其他国家更为普遍了。我认为，
这就是关于倾主的权利阱题，我们法国的法律和意大利、西班牙的

法律所以不同的原因之一。

征胀战争很快就过去了；但是人们适用于征服战争的国际法

规却产生了某些奴役。同一国际法规料过了儿个世祀的适用，就

使这些奴役有了惊人的发展。 · 

｀梯欧多立克认为奥椎尔茵的人民对他不忠心，就对他的分倾

区的法兰克人脱：“跟从我，我将倾导你们到一个地方，那里你w,将

* 甲乙本没有“有-个元老院和一些法院”句。
@ 格列高里·德·都尔心法兰克史“第 2卷第 27 章心艾濡著作集“第 1 卷第12

章。
** 指奴役'0一一环者

@ 参看后面所引的«列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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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黄金、白银、俘虏、衣服、无数的牲畜；你们将把那里的人全都

迁移到你们的地方来。”0

在贞特兰＊和查尔粕立克嫦和后，围攻布尔治的人接到命令撤

回，他们大肆虏掠，所以当地的人和牲畜儿乎一无余存气

意大利王梯欧多立克＊＊的志气和政策，是要老是在许多野蛮

君王中高人一筹。他派遠单队到高卢去的时候，写信给他的将單

森“我要人们遵守罗思法，要你把逃走的奴隶归还给他们的主人；

自由的防Jl者不应当赞成他刊放弃对奴役的义务。让别的君王f凹

为拾劫和毁灭他们所占据的城市而高兴吧，但我们要我们的胜利

的方式使臣服我们的子民抱怨他们向我侗归顺得太晚了“@。显

然，他要人们厌恶法兰克和勃民第的君王f1 ，又指出这些君王所奉

行的是怎样的国际法规。

这种国际法在第二肘期（第二朝代）仍然存在。«麦次史祀}

书中脱，柏彬的單队进入阿规丹后，重返法国，带回无数的劫掠物

和农奴宽

我可以引誧无数的权威苦作＊＊＊。这些不幸的灾难激起了大

家的慈悲心；有一些神圣的主教，看到俘虏们被一对一对地捆博在

一起，就用教堂的线，甚至售卖教堂的圣器，米尽最嗔买这些人；又
有一些圣僧为这事鞠躬尽瘁；所以从这些圣人的传肥可以得到关

@ 格列高里·铅·都尔：«法兰克史“第 8 卷第 11 章。

拿页特兰 Gontra9，最初一版作 Gontram。气

@ 格列高里·德·都尔心法兰克史习第 6 卷第 81 章．
** ．甲乙本没有这段和下段。．
@ 加西奥都露斯：«东哥特史»第 3 卷第 48 封信。
@ 768 年条下。“全草同到了法兰西，他们由千无数的劫掠物和农奴而致富。”

.“ 甲本注：“参看佛烈德加利乌斯： «编年史，的0 年条及其赣篇741 年条; «富

尔德史配门 739 年条；保罗·狄阿可尔：«朗哥巴尔多人事迹“第 3 卷第 30 章，第 4 卷第

1 章；及下注所引«列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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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这事件最清楚的脱明＠。虽然人们可能贡难这些传肥的著者们

有时对于某些事有点过于翱信，认为这些事既然属于上帝酐划的

范围，上帝一定曾轻做了这些事；但是从这些传肥，我们却可以极

明白地看到当代的风俗和习惯。

我们只要一看我们的历史和法律的著作，就会发现它们真是

浩如烟淮，甚至是茫无边际的海洋现所有这些冷冰冰的、干燥的、

无味的、困难的若作，全都要嚷嘈；要把它们吞下去，像寓言里所脱

的土星把石头吞下去一样。

自由民所利用的无数土地＠变成了不可让与的“永远管业”。

当一个国家剥夺了自由的居民的时候，那些有昨多农奴的人们就

攫取或强迫人们让与给他们大块的土地，井在那里建立起村庄，就

像我们在各种«条例＞里所看到的一样。在另一方面，那些从事各

种手艺的人1“发现操手艺也受到一种奴役。于是奴役就把技艺和

衣耕所被剥夺的东西归还给它f，峰看。

当肘有一个流行的做法，就是土地的所有主把土地拾与教会，

自己则檄钠贡金以保有陔土地。土地所有主相信，这样用自己的
奴役就可以分沾教会的尊严肿圣。

第十二节 野蛮人分镖区的土地不檄钠赋税．

简朴．贫穷、自由、好战、畜牧的民族不是靠技艺而生活；他«1,

O 参看圣埃比反、圣爱柏达第乌斯、圣西塞尔、圣非多尔、圣鲍尔先、圣特烈稚利
乌斯、圣欧西基乌斯、圣雷哲等人的传配；和圣茹利安的奇迹。

@ 好像臭帷得的«变形配“第 1 卷第 298节峙祈述： ＂...…烟波茫茫，没有靠岸

之地．＂. 甲乙本没有“全都贾腋“句。
,'',@ 甚至“屯垦者”也不全都是农奴。参看«法典>«农人一一卢口登配财卢和屯垦
者＂篇内第 18 和28两项法律和向篇第 20项法律。 , 

** 这句括指的是，奴役又再给技艺和农耕剑造发展的条件．一一环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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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他们的土地的关系只是在上面盖些草棚而已＠。他们跟随他们

的首倾，为的是获取虏掠物，井不是为着檄钠或征收租税。后来，

人们才发明了征税的艺术，这肘人们已享受了其他艺术的福泽。

一亩地征收临肘税：洒一瓮＠。这是查尔柏立克和佛烈德贡

德的勒索的一种；它仅仅适用于罗思人。腋然，撕毁这些赋税的花

名册的井不是法兰克人，而是僧侣们。当时的僧侣们全都是罗焉

人叽这种赋税主要折磨了城市的居民＠，而居住城市的儿乎都是

罗焉人。

格列高里设在查尔柏立克死后，有一个法官不得不逃进一所
教堂避难，因为在这位君主当朝的时候，这位法官曾轻使一些法兰

克人檄钠这种赋税；这些法兰克人在柴尔德柏时是自由民吼格

列高里若作的拉T原文说：“他使狩多法兰克人檄钠公共赋税；这

些法兰克人在柴尔德柏国王时代是自由民(ingenui)。“可见非农

奴的法兰克人是不檄钠赋税的。

没有文法学者看到杜波神父对这段拉丁文的解释＠而不威到

惊愕的。他脱，在当时，＂脱离奴籍的人“(les affra.nohis) 也叫做

“自由民”(les ingenus)。因此，他就用 a.ffranohis de tributs （股

离或免除赋税的人）这些字来解释这个拉丁字 ingenui （自由民）。·.....'....... 
这些字的用法在法文是可以的，例如我们脱 a£f ra.nohis de so ins 

@ 参看格列高里·德·都尔：«法兰克史“第 2 卷．

@ 同上书第 5卷第邸章。

@> 这在格列高垦·德·都尔的整本«法兰克史>中都可以看见．这位格列高里

同一个名吽瓦尔非利阿摩斯的人，到底他怎样成了僧侣，因为他是伦巴底血统。同书

－第 8 卷第 36 章。

·@ “这个条例适用千高卢最先建立的一切城市．“«圣阿里底乌斯传斗

@ «法兰克史“'7 卷。
©、杜波：«法兰西君主国在高卢的建立＂第8 册第 14 章第 515 页。
拿 孟德斯鸠所引杜波著作的题名，前后很不一致。这里根据下面本文所引书名，

一律释为：杜波：«法兰西君主国在高卢的建立》．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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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除看护）、 affranohis cle peines （免除刑削）；但是在拉丁文，

ingenui a tri bu tis （不纳税的自由民）、 libertini a. tributis （不钠

税的被释放的奴隶）、 ma,nuinissi tributorum （钠税的被释放的奴

隶）这些术捂却是怪异不通的。

格列高里·德·都尔脱，帕提尼息斯认为他将被法兰克人处

死，因为他曾强制他们钠税＠。由于这段肥裁无法解释，所以杜波
神父就冷静地对疑问的东西进行隐断。他脱，这里所喟“纳税”指

的是一种“苛税'“。

在西哥特人的法律里，我们看到，如果一个野蛮人占有了一个

罗焉人的土地，法官就强迫这个野蛮人把土地出卖［晟应作“归

还“原主］廉峰，这样，陔土地就可以继横钠税＠。可见当时野蛮人是

@ «法兰克史l>第 3 卷第 514: 页。

* 甲乙本没有这段和下段。
·.· ·• 

** 我认为，原文“出实”(vendre)- ，司肯定是维筷的，因为注里引征的«西哥特

距拉丁原文脱的是“归还”(restituant)一一这也较为合理。法文“出卖”(vendre)
和“归还”(rendre)只差一个字母，所以无可怀疑，孟德斯坞法文原文是把“归还“绯印
为“出实”了。 ! 

我查了 1949 年纽的重印的多厨·努根特(Thom邸 N吆ant)的孟德斯鸠著作的

英释本，即美国资... 产阶级学界所宣传的所喟“标准霹本”(“the stand8rd`trAnBla
tion" ）；它在第 2册第 18a 页也照法文原文释为“出实”（跄lI)；可见陔书释者在翻释时
并没有注意他在注里照抄的拉丁文貌的是仕么。

努根特的辉本存在不少问题。严重的是把意思霹得和原文正相反。 例如第 2 册

第 70 页把原文所脱智灵存在物并不老是遵从自然法，谔成老是遵从自然法之类。共

次如在同册第 110 页把“勃民第法”译成“勃民第王”，因为二者在法文只差 ..,.l, 个字母，

；第 1 册第 401 页把希里希亚(0ilieie)（在小亚翱亚）罚虞西西里(S过1y, （在意大利）；

第 2 册第 152 页把“非成文习惯“罪成“成文习憤＂，这类禺鹏虎虎或“鲁谯亥豕＂的躇踝

是很多的。我又粗略地被查一下陔释本第 2 册里一百多页的焊文，发现了长长短短的

句子被漏掉没有释的将近二干处。岂不惊入i：可见这个“标准释本”是相当粗枝大叶

的．－－－释者

@ “法官和行政长官就把罗屙人的土地从占有者的手中夺同来·,，一分不差地、毫

不拖延地，归还给罗屙人，使国家税收不受任何损失；＂｀西哥特法》第 10 卷第 1 篇第 14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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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钠上地税的Q)。

杜波神父＠需要的誰据是西哥特人缴钠租税＠，所以他违反

了法律的文字和栝眒所体现的意义，而根据想像一—单纯地根据

想像，脱从哥特人定居到这项法律制定的期问，曾桴增加过赋税，

而这种赋税的增加仅仅适用于罗焉人勹但是人们不能浒可阿尔硕

眒父对书实施用专断的权力1“。

杜波肿父心又在查七「尼的法典©里寻找了一番，为的是要

誧明罗思人的审扛权盆需要敬钠赋税，井由此得出粘除諒，,法兰克

人的采地和权盆同样也婓钠税勹但是，认为我们的采地是加源自

罗屈人这种法制的意见，个犬己翱丛站不住了0 这个意见仅仅是

在人们对罗焉的历更十分熟悉，对我们户己的历史十分生疏的时

代，在我门山代仇苦作还埋在半上里的时代，才有人相信。
杜波肿父引证加西奥都露斯的苦作，叶钮坏告大利和梯欧多立

克統辖下的那部分高卢地区所发生的事悄用来向我俷脱明法兰克

人的习惯；这是銡映的。这是一些不应当相混淆的事情。有一天，

我将用一本专苦来誧明，东哥特人的君主国的针划和当时其他野

蛮民族所建立的一切君主国的计划，是完全不同的；来征明，脱“这

一件事情在东哥特人是如此，所以在法兰克人也是如此＂，是如何

的荒嘐；反之，我们恰恰有理由可以认为，东哥特人实行的事悄法

@ 汪达尔入在非洲也不珑钠土地税。普罗哥比乌斯： «汪达尔人战役»第 1一2

卷｀«杂史））第 16 卷第 106 页。应该注意，非洲的征服者是汪达尔人、阿兰人和法兰克
人混合起来的。«杂史））第 14 卷第 94 页。

@ «法兰西君主国在高卢的建立“第 3 卷第 14 章第 510 页。 I • 

@ 他以另一条西哥特人的法律为根据(«西哥特法“第 10,卷第 1 篇第 11 条），但

是它绝对不能证明任何东西。它只訧凡是以嫩钠贡金为条件从领主接受土地时，就应

撇纳肢贡金。
亨，最后一版增添了这段和下面两段。

@ «法兰西君主国在高卢的建立“第 3 册第 511 页．

© 第 11卷第 74 篇«法律只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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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克人井不实行。

对那些精肿洋藩在广博的学问里的人们，最困难的事却是在

那里寻冤一些“不是文不对题的＂证据，井且一一用天文家的括来

脱，找到“太阳的位置”。

杜波肿父也滥用帝王的敕令，好像他滥用历史亭、滥用各野蛮

民族的法律一样。当他想说法兰克人曾檄钠赋税的时候，他就把

应当解释为有关农奴的东西适用到自由人身上去＠；当他想啖他

们的民兵的时候，他就把仅仅关系自由人的东西适用到农奴身上

去＠。

第十三节在法兰克人的君主国里罗黑人
和高卢人的赋税

我本来可以时除」下，到底被征服了的罗马人和高卢人是否

继攘檄钠皇帝肘代所负担的赋税。但是为着节省篇幅，我想只要

指出一点就够了。这就是，即使他们在开头檄钠这些赋税的括，不

久这些赋税也就被免除而变成兵役；我承认，我儿乎没法子想像，

为什么法兰克人在起初对赋税要那样亲热，而突然变得那样疏远。、

柔懦路易有一道敕令＠极清楚地脱明了在法兰克人的君主国

里自由人所处的地位。有一些哥特人或是伊柏立亚人的团队＠脱

离了牟尔人的压迫，而在路易的领土内被收留了下来。同他们缔

桔的专的规定：他们，作为自由人，将随从他们的伯爵，参加罩队；

在进军的时候；他们将奉陔伯爵的命令进行守卫和巡暹＠；他们将

* 甲乙本作“滥用史家俨的著作“。

O «法兰西君主国在高卢的建立））第 8 册第 14. 章第 518 页， 这里引«毕斯持软

令“第 !8 条。参看本书本章第 18 节。

@ «法兰西君主国在高卢的建立》第 3 册第 4 章第 298 页。

@ &15 年«敖令，，第 1 章。这和秃头查理出4 年的«软令，第 1-a款相符合。

@ “即定居在阿规丹、．赛提曼尼和普洛温斯的西班牙人．“上引柔儒路易«软令>.

@ “他们把守卫和巡暹的兵叫做｀瓦克达 '(W乳~ta叟）．“同«敕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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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国王的釱差和从朝廷来或到朝廷去的使节准备车焉运送＠；除

此之外，他们不得被迫负担其他贡役；他们受到和其他自由人同样

的待遇。

我们不能设这些是第二肘期（第二朝代）初年建立的新习惯

这些应当是黎明时期（第一朝代）的中叶或末年的东西。 864 年的

一道敕令明白地脱，自由人服兵役和贡钠上述车思，是一种古代的

习滇＠。我在下面将证明，这些贡役是他们特有的义务，而倾有采

地的人们则免负这些义务。

不仅如此，还有一条规则，使自由人儿乎不用钠租税＠。凡是

有四所田宅＠的人就都有义务服兵役。只有三所田宅的人就和只

有一所田宅的人联合起米［这样就成为四所，负有一个人的兵役义

务］，前者去服兵役，后者则为前者负担四分之一的租税，而呆在家

里。同样，有两所田宅的人就和另一个有两所田宅的人联合起来

［这样也就成为四所，负有一个人的兵役义务］，其中一人去服兵

役，另一人为他负担二分之一的租税，而呆在家里。

此外，我们又看到无数条例把采地的特权粉与自由人所颌有

的某些上地或管区；这点我在后面将眻加誰述＠。这些土地无须

檄钠伯们和国王的其他官吏所征收的一切租税。条例里既然特别

举出所有这些租税，又没有提到其他贡赋，可见这些土地是不征收

© 他们对伯伉没有这种义务．｀ 815 年«敕令，第 5 款。
@ ＂……以便使有了禺队子的法兰克骑士带着自己的卫队向敌人进攻。”又禁止

伯爵们剥夺自由人的禺匹；“以便使他们（自由人）能够战胜敌人，井能够按照古代习惯
贡纳所应贯纳的释屈。“«毕斯特敕令》，戴巴路兹辄«敖令会纂刃第 186 页。

@ 8l2 年«查理曼敕令习第 1 章; 861 年«毕斯特软令“第 27 款。

@ “四所田宅“拉丁原文作 Qu岛tuor man的旯我想像，所喟 mansu旷是和农
塌枯逑在一起的一块土地，里面有奴隶． 858 年反对嘉逐奴隶出 mansns 这一款令（拔

年由希尔瓦克颁发的«软令>第 14 篇），可贲liE 明。

* 拉丁文， mansus 是 mansos 的单数式．—一环者

@ 参看本章第 20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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贞試的

罗焉式的征税在法兰克人的君主国用被废除是理所当然的~I

罗岛式的利税丛极端复杂的一种艺术；它进不f这些简单的民族

的脑了用和籵划甲去J 如果鞋粗人介夭侵扰欧洲的话，要使他们

门f找们的总税务司 147是什么一回们将是非常费书的。

«柔忧路易传咱＇J化名苦者在战到杳即是在阿规丹，设立的伯府

和其他法义克国家官史时脱，他把防卫边境的［作、事忭权力和忤

刚I~_[辖地的八任交祫他们1（飞这就说明第二时期（第二朝代）杠

t的征税的悄况）科主据有戟地，山他的奴隶斤垦耕作。，但丛十

五年一征的特别税、人头税和皇帝时代对自由人的人身和财产所

征收的其他赋税，则巳桏变成了防卫边境或参加战争的义务 r(-)

这本历史书叉祀载柔懦路易在日耳曼沾问了他的父亲＠。这

位廿目用路易脱，他处国王为什么会那样贫穷。1 路易答说，他只是

名义上的国王，锁主们把他所有的辖地差不多全都占据了。查理

处恐怕这位年照的村主自己去索回由 fi也郫半没脑筋而赐给了人

们的东西，济会因此失掉人们的爱配所以查理处派遣一些委员去

恢复原打的状忐＊0....... > 

主教们写信给秃头查理的兄弟路易总“看管你的土地，以免

被迫不断旅行 f僧侣们的宅第之间，使他们的衣奴因为车子而劳

累。＂＠他们又总“应当采取措施，使你有足够的生活费，井能够迎

接使节。“可见当时国王的收人都是从辖地来的视} ` 

、

'•,1.. ·,,l· -:· !, , ̀ ,,. 
干·..

-,·., ·叫.'. :. .'.. 
',- 
l 

, 
、., 1 

`．，、··，

• -.,. 
，七
',..,..•,.; :'.，叶，＇

..''- .,... 
_ ·．勺＇，

@ 载杜深心汇选刃第 8卷第287 页。
＠，同书第 89~页。

* 甲乙本没有这段。

® 参看 858 年«敕令“第 14 款。

@ 他们对河说也征收某些税，如果有座桥或航渡的括。

喊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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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节所喟贡赋＇

野蛮人离开了本国之后，就想把他们的习惯用文字写出来；但

是由于不容易用罗思的字母去苟H 耳曼的同句，所以他们就把这

些法律ffl拉T文写了。

在征胀战争及其进展阳的混乱中，大多数事物的性质都发生

了变化。要表现这些事物，就不能不利用和新习惯关系最近似的

拉丁文字。因此，人们就把能够唤起古罗思人的“贡赋”(oens)的

东西也叫做“贞赋':(census tri bu tum)＠。至于和罗焉找不到任何

关联的东西，人们就用罗焉的字母来写．日耳曼的词句：。因此就制
造了“安全税金”(fredum)这个名同。我在下面儿节里将祥啖这神

税金。 1 

. 因此，＂赋“和＂贡“这些字的用法是武断的，这就使黎咱时期

（第一朝代）和第二时期（第二朝代）的这些字的含义有晦陪不明的

地方；而近代剞立特殊渝脱的著者＠｛在当时的著作里看到“贡赋”

这个名词，就认为当时的所喟＂贞赋＂的的确确是罗焉人的“真赋'0

他f，得到的粘渝是，我们的黎明肘期（第一朝代）和第二肘期（第二

朝代）的君王们就代替了罗思的皇帝们的地位，并在施政上没有作

任何改变＠。 第二时期所征收的某些税捐，由于某些隅然事件和

某些修正＠，而被改为他种赋税。这些著者便得出桔脸，说这些斌

i ` ̀ · 

@，这里所阴＂贡赋”是极具概括性的一个名阮，所以人们也用它来指河流上座桥
或渡船的通行税。参看 8013 年«敕令 III“第 1款，裁巴路兹辑«敕令会纂“第3'95 页；
和 :Sl9 年«敕令 V汃裁回书第 61~ 页。人们对 865年«秃头查理款令刃第 8 款所脱的自
由人向国王或他的釱差提供的运送车子，也用这个名称。

@ 杜波神父和他的追随者们。 : 丛

...j @ 参嘈杜波神父： «法兰西君主国在高卢的建立》第3 阱第 6 港第 14 章所提出
的软弱的理卧尤其是他从格列高里·德·都尔关于他的教党和查理柏王的纠纷的一
段杞载所归紨出的桔除。

@ 例如由千奴隶的释放d-

“J, . ....~ J - +-,? ;L. ．一一土·土-“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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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就是罗焉人的“贡赋＂。又自从近代的法规颁行而后，他们看到

国王的統辖权是绝对不得让与的，他们便晚，这些赋税，既然就是

罗焉人的＂贡赋＇勹但又不是国王統辖权的一个组成部分；那末它们

的征收必然纯粹是对王权的篡夺。他们的其他推谕，我就略而不

输r。

把一切当代的观念用到辽远的古代去，这是产生无穷错映的

根涌。对这些顾意把所有古代都近代化的人们，我就引埃及的僧

人们对梭伦所脱的括：“呵，雅典人，你们只是一些小孩子产1心8

第十五节 只向衣奴而不向自由人征收“黄赋”

国王、僧侣们、倾主们各向其辖地内的农奴征收所规定的赋

税。关于国王，我可以提出由推利思颁发的敕令；关于僧侣，我可
以提出野蛮人的各种法典烧关于领主，我可以提出查理曼所制定

的有关法规＠；作为证据。

这些赋税就叫做“贡赋＇＼它们是一种惺济税，而不是财政税；

是纯粹私征的贡金，而不是公有的赋税。

我脱，所喟“贡赋”是向农奴征收的赋税。．我可以提出思尔库

尔富斯的一条“法式“作为证据。它脱，国王准许，凡是自由人又在

“贡赋“名册内没有肥名的，就可以修道为憎＠。我还可以提出查

理曼发给一个伯爵的一道敕令，作为证据绕，查理曼派遣这位伯

爵到藷克森去。敕令脱，要释放藤克森人，因为他们巳桯信奉了基

督教；它恰恰是J一篇“自由宪章”@。这位君主恢复了他们原有的

0 在«阿尔曼法订第 S2章和«巴威利亚法”“1篇第 4章里面，人们可以看测僧
侣们为他们的团体所制定的规则。 ', ..'... 

@ «敕令＂第 6 卷第 308 章。 `' 

©“如果他是自由人又在重赋名册内没有配名的豁．“尾尔鼠尔盲斯： «法式书＞
第 1，卷第19 条。..？． 已

·@ 789年«敕令》，载巴路兹辑«敕令会纂“第 1 册第 250 页．

@ “为了使这张自由的证书巩固而耐久。”同«软令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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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自由，井免除他们檄钠＂贡赋＇，＠。可见，当农奴同时就要钠“贡

赋＂，自由人就不钠贡赋',0

这位君主也曾发给被收留在法兰西君主国内的西班牙人一种

敕令©之类，禁止伯爵们向他们征收任何“贞赋“和剥夺他们的土

地。我们知道，外国人到法国去是受到农奴的待遇的，而查理曼却

要人们把他们当作自由人看待，因为他要他们有土地所有权，又禁

止人侗向他们征收“贡赋“。

秃头查理也曾须发过一道优待这些西班牙人的敕令＠，规定

船予他侗与其他法兰克人相同的待遇，井禁止人们向他们征收“贡

赋＂。可见自由人是不檄钠＂贡赋＂的。

«毕斯特敕令过第 30 款革除了当时的一种流弊，就是有国王或

教会的一些“屯垦者”峰把他们田宅的附属地卖给僧侣或和他们同

等身分的人，只留皊自己一所小草棚，这样就避免檄钠“贡赋”了。

这道敕令要人们恢复原有状态。可见“贡赋”是奴隶们的一种赋

税。

从这里又可看到，当时在法兰西君主国内井没有一般性的“贡

赋＂。这从许多文献去看，也是很清楚的。有一道敕令＠说：“在过

去合法征收属于国王的贡赋的一切地区见我们规定要征收这种

贡赋。“它的意思不是很明白么？查理曼有一道敕令＠，训令他在

各行省的釱差们精确膺查古时属于国王辖地的一切“贡赋＇劝。他

© “恢复他们从前的自由，井免除所应檄钠给我们的一切贡赋．“7盼年«敕令».
@ 812 年«处理西班牙人条例》，戴巴路兹彝«歉令会纂“第 1 册第 500 页。

＠轼4 年«敦令“第 1-2 款，戴巴路兹舞«敕令会纂“第 2 愚第叮页。. 注释见本章第 10 节第一个霹者注．－－·释者

@ 805 年«敕令 III，第 20和皿歉，蒙安兹吉士：«敕令会纂，第 8 卷第 16 条下．

这和 85i 年秃头查理由阿狄尼亚果颁发的«敕令＂斤 6 款是相符合的．

＠、｀过去合法征收……的一切地区。“同«敦令'·

@•. 819年«敕令“第 10 ·-11 款，蒙巴路兹辑«敕令会纂“第 1 册第 498 页。
© “古时属于国王辖地的．“812 年«款令，第 10—11 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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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另一道敕令＠处理了那些被征收＂贞赋“的人们所檄钠的“贡

赋＇＠。这些敕令的意思还不朗自公还有一道敕令叭说：“如果有

人＠取得一块纳税的土地，那里我们付艇在习滇上征收过贡赋的

话。”末几还有秃头查理的一道敕令仇啖到“贞赋土地”，那里的

“贡赋“自古以来就属千国王＠。这些敕令的意思还不清楚么？
应核注意的是，有些文献的犯裁乍一看来和我所脱的正相反，

但却是肯定了我的说法。我们巳钮在上面看到，在法兰西君主国

内的自由人仅仅有义务提供某些车辆。我刚才所引的敕令就把这

种车辆叫做“贡赋＂<v; 但是敕令把这种“贡赋“和农奴所檄钠的“贞

赋“对立 f起来。

此外，«毕斯特敕令过）又啖到这些法兰克人应按人头、按车棚

向国王檄钠“贡赋＂＠；这些法兰克人曾在饥荒的时候把自己出卖

为奴隶。国王命令要賸回他们。这里因为那些依国王的敕令脱离

奴籍的人＠通常井没有获得完全的自由＠；他们要檄钠”按人头计

算的贞赋”；敕令里所股的就是这种人。

因此，我们应当放弃这种肴法，就是以为当肘有淜源自罗焉人

施政制度的一种一般性的和普逼性的＂贡赋”；井且以为倾主们的

0@@@@.@@@@ 

。

0

、

款
令

818 年«敕令“第 6 款，载巴路兹辑«敕令会纂"g 1 册第 508 页。

“那些被征收贡赋的人们所檄纳的。“818 年«敕令）第6 款。

«敕令»第 4 卷第 3J 款，输入«伦巴底法叶勺。

（这里所引拉丁原文意思和正文相同，故略一一，环者）。«敕令>第4 卷第 37

郔年«敕令“第 8 款。

（这里灰引拉丁原文意思粮正文相同，故略一一”者）0805 年«敕令，第 8 款。

“法兰克人都应陔向国王嫌纳贯赋，或是更淮确地貌，缴纳释属．＂

864 年«软令“第 34 款，戴巴路兹髯«教令会纂，第 192 页．

［这里所引敕令的拉丁原文和正文所述意思相同，．放略一一”者J。 同«敕

@ 这一切，同«敕令，第 28 款很清楚地玩明。 它甚至对脱离奴籍的罗玛人和脱

离奴籍的法兰克人加以区分；由此可见，“贡赋”并不是一般性的。它值得一演。

@ 这从上面所引 818年查理曼的一道软令可以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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拭税也是源源自这个一般性的和普遍性的＂贞赋＂，而且是通过篡

夺而获得的。法、／二西村主国用的所谓“贡赋“相人们对这个字的多什

改理解-习钮江大壤之别的；它是主人对农奴所征收的一种特殊

赋税。

我講求渭者原諒我不得不船他们这么』许多炽腻死人的引文、

要不是在我面前时时都要碰到杜波种父外去望西村［国在商卢的

建立））这本书的话，我就可以峭略一些。没有仔何东西比一个有名

片者的一本坏书更能阻碍认诚的进步了，因为我们在授勹知哉之
前，要先从觥除迷映着手。

` 

第十六节 “忠臣”或封臣

我在＿L面巳桏啖到H 耳曼人间有一种志貊人员，跟油他们的

订主们到各种书业 I忙从在征胀战争之后，这种习顷仍然存在七

塔西伦把这种人称为＂估从“J)；«撒利克法＞）称为“对君 E誓守忠诚

的人＂＼2; 思尔庙尔高斯： «法式书）过称为“国E的忠臣”@；我围初

期的史家称为“忠臣＂，称为＂义4产＠厂此后的史家称为＂封臣＂，称

为＇锁主”氮

在«撒利克法吓n莱茵河畔法兰克部族的法律世有无数条款

是关于法兰克人的；关千这些“忠臣”就只有儿条 e关千“忠臣＂的条

救和关于其他法兰克入的条款是不一样的；这些法律里处处都有
关于法兰克人财产的规定，而关于“忠臣”们的财产则没有一字啖

及。这是因为“忠臣”们的财产主要是由政治法规而不是由民事法

@ 拉丁原文作comit颈。«日耳曼人的风俗»第 18章。

@ 拉丁原文作 Qui sunt in truste regis。«撒利克法“第 44 篇第4 条。

@ 第 1 卷第 18 条。

@ 拉丁原文作treu，阿尔曼梧是“忠信”的意思；英话是 true,“忠实”的意思．．

@ “忠臣＂，拉丁原文作 Iendes;“义七”作 fideles。

@ “封臣飞拉丁原文作 Vassali;“ 倾主”作 seniotes。 i



3奶 论法的精神

规加以规定；他们的财产口9应陔归属于审队，而不是家传的财产。

不同时期和不同若者把为“忠臣”、“义士”们保留的财产称为

“国岸财产”&、“恩赏”“荣赏"...“采地”。

无疑，起初，采地是可以撤销講涣的氮格列高里·德·都尔

即截，人俨］剥夺了苏内吉西尔和伽罗曼从国庄所获得的东西，仅仅

把他们自己的产业，留给他们芞贡特兰把他的侄子柴尔德柏捧

上宝座的时候，曾和侄予密饿，指示他应当把采地给誰，应当剥夺

誰的采地砚禺尔车皇尔富斯的一条法式脱，国王不但可以用属于
自己的国庙的恩赏，还可以川曾翱属于其他财库的恩赏，进行交

换＠。在伦巴底人的法律里，恩赏和自己的产业是对立的氮关于

这点，史家们的苦述、各法式例规、各野蛮民族的法典，都是一致

的。末了一点：«采地脸过）这本书的著者们告拆我们，起初，倾主

们可以随意把恩赏澈销，其后就把它们固定为一年＠，后来就辂生

给与1600

第十七节 自由人的兵役

两种人必须胀兵役，就是： （1）封臣和附属封臣。这是由他们

的采地所产生的义务。 (2) 在伯爵下面服务的自由人一一法兰克

@ 拉丁原文作 Fis'忒 ia。主看黑尔淖尔富斯：«法式书“第 1 卷第 14 条。«圣坟

耳传＂免：“赐给国康金。”«麦次史杞:r> 74·7 年条下訧：“赐给他侍从和忤多国鼠金．“为糕

持王室生活用的财产拉丁、原文叫做 regala。.
@ 参看＂采地脸“第 1 卷第 1 篇，以及占耶斯关千让书的监述。

@ «法兰克史“第 9 卷第 3a 章。
@ “应当把封赏给推，应当剥夺雅的封赏．“同上书第 7 卷。

@ “人人都知道，无瑜是他（国王）的或是我们的财摩，都有剩余的恳赏．“属尔廊

尔富斯«法式书“第 1 卷第 30 条。

@ «伦巴底法“第 3 卷第 8 篇第 3 节。
. (I) 第 1 卷第 1 篇。

@ 古耶斯指出，这种恩赏是不确定的，因为倾主在一年期潇后可以攘给一年，也

可停止给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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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罗焉人和高卢人。他们由伯爵和他的官吏｛即耜硕。

当时所喟自由入，就是一方面不受恩赏或采地，另一方面不受

耕作上的奴役。他｛问所据有的土地，人们称为＂自由土地”。

伯爵们召集自由入，井牢倾他们作战饥伯爵之下有官员叫

做监督气所有的自由人分成百人团，系且成一个堡。伯爵之下还有

官员叫做百总。百总半倾堡内的自由人，也就是各个百人团，进行

战争矶

这种按百人数目分队的办法是法兰克人在高卢定居之后才有

的事。它是格罗大利息斯和柴尔德柏硝行的制度，为的是使每一

个地区对当地所发生的盗劫事件负责。这从这两位君主的韶渝可

以看到趴今天在英国仍然施行类似的一种制度。

伯爵们既然牢颌自由人作战，那末“忠臣”们也就年倾自己的

封臣或附属封臣作战；主教W叭僧院长们，或他刊的代理人©也牢

倾他们的封臣作战＠。

主教威到十分困惑；他们的实际行为前后产生了很大矛盾觅

他何要求查理曼不再强迫他们参加战争。当他们得到了浒可的肘

候，他们又抱怨查理曼这样做使他们失掉了群众的尊敬。因此，这

位君主就不得不依据这点而认为他的意图是正当的。无脸如何，

当主教们不必作战的时候，我井没有看到伯爵们牢硕他们的封臣

@ 812 年查理曼«敕令“第 3-4 款，载巴路兹辑«敕令会纂“第 1 册第 491 页；又

86:\ 年«毕斯特敕令“第 26 款，载同书第 2 册第 186 页。

@ “每一个伯乔手下都有侍从官员一一监督和百总。“同敖令第 28 款，载同书第

2 册。
@ 这些战士当时就叫做 compagen的S。

@ 的在 595 年颓发的«昭逾，第 1 款。参看巴路兹辑«敕令会纂》第 20 页所戴各

敕令。这些法规无疑是协商拟定的。

万。

@ 拉丁原文作 Advot吐i。
@ 查理曼 818 年«软令，第 1 和 5 款，藏巴路兹幛«收令会纂“第 1 册第 490 页．

© 参看 808 年由窝姆斯颁发的«敕令为，裁巴路兹辑«敕令会纂》第 408 和 4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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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作战；我们所看到的正相反，就是国王们或是主教惘选择他们的

一个亲信年倾封臣们作战丸

国王柔懦路易有一道敕令凯把封臣分为三个种类，就是：国

正的封臣、主教的封臣和伯爵的封臣。一个“忠臣”或是脱倾t的

封臣，不由伯衍年倾上神，除非是国王家里有某些事务镶伴，使这

些“忠臣“不能亲身年倾他们出征＠。

但是誰年倾这些“忠臣”们上眒呢？无可怀疑，就是国王；他永

远是他的忠实臣子的首颌。因为这个躲故，在敕令里，我们老是可

以看见国王的封耟和主教们的封臣之问存在着一种区别＠。我们

的君王是勇敢、躲矜而宽怀豁达的；他置身戎阵，井不是为着当教

会市队的首倾；他并不选择同这些人一同胜利或一同死亡。

但是同样，这些“忠臣“要牢颌他们自己的封臣或附属封臣；这

在查理曼的一条敕令里是看得很清楚的。该敕令规定，每一个自

巾人，如果有四所旧宅，不管是自己的产业或是誰给的恩赏，都要

和敌人作战或是随从他的锁主＠。显然，查理曼的意思是，自己有

一块地的人就要参加伯爵的罪队，受有锁主恩赏的人就要随从他 、

的倾主出征（ 勺

但是杜波神父却主张说，敕令里所战附属千个别倾主的人，就

CD E03 年由窝姆斯须发的«敕令）），载巴路兹辑«敕令会纂）＞第 40] 页门秃头查理蚚

845 年迎春殿主教会缢时颓发的＂诏逾>>第 8 款，戴同书第 2 册第 17 页。

@ 819 年«敕令 V>＞第 2·7 款，载巴路兹辑«敕令余纂»第 618 页。 龟

@“关于（国王的J家臣们，如果他们还在（他）家里服务，人们而且知道他们仍然

受打恩赏的括，则按规定，共中任何人都必须留在国王家中；无事的家臣就不留他们；

可以淮许他们率倾侍从走。 ”812 年«敕令 XI“第，7. 款，载巴路兹辑«敕令会纂“第 1 册

第 494 页。

@ “关千受有恩赏或据有类似私有财产的我们的封臣和主教们或僧院长们的封

臣..... 0" 812 年 4敕令 I»第 5 款，栽巴路兹辑«敕令会纂》第 1 册第 490 页。

@ “每一个自由人，如果有四所田宅，不珀是自己的产业或是从推得到的恩赏，

就应该有淮备，亲身与敌人作战或是随从自己的倾主。 “812 年«敕令»第 1 章，载巴路

必辑«敕令会纂＞＞第 490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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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农奴也；他是以西哥特人的法律和陔民族的习惯为根据的。我

认为，还是以敕令本身为根据好些。而我刚才所引的敕令所明确

叙述的，却和杜波眒父的说法正相反。秃头查理和他的兄弟吨之

问所订立的条的也同样＊提到自由人可以自由选择要跟从一个倾

主或是跟从国王；这个条款和祚多其他条款是一致的。

因此，我们可以脱，普肘有二种兵队，就是：（1）国王的“忠臣”或

“义七＂的事队；这些人有附属于自己的忠信臣属。 (2)主教们或其

他僧侣以及他们的封臣的兵队。(3)伯爵的兵队；他率须着自由入。

我不是说，封臣们不能从属千伯胖，因为一个握有个别指禅权

的人常你附属千一个握有敕广泛的指押权的人。

我们甚至看到，伯爵和国王的釱差们，在封臣们没有限行他们

的采地义务肘，可以让他们交付眳偿金。

同样，在国王的封臣行劫的坳合，除非是他们比较颜意接受国

上的惩削的话，他们都由伯爵加以惩罚矶

第十八节 双重职务

法兰西科主围的一条垫本原则是，受一个人的郢事权力的支

配就同时也受到他的司法管辖权的支配。因此， 815 年柔懦路易

的敕令规定，伯爵对自由人的單事权力和司法管辖权址相井而行

的见半倾自由人出征的伯爵的法庭＠也叫做自由人的法庭氮亳

页。

(D «法兰西君主国在高卢的建立“第 3 册第 6 卷第 4 章第 293 页。
* 原文 de memo（也同样）；，＂乙本作 meme（甚至）。
@ 88-2 年由迎春殿颁发的«敕令1) 第 11 款，载巴路兹辑«敕令会纂“第 2 册第 17

@ 第 1--2 款；又 845 年迎春殿主教会璇时颁发的«敕令》第 8 款，戴巴路兹辑

«敕令会纂））第 2 册第 17 页。

@ 即“裁牛l1 会踉”或“刑事法庭”。
® «敕令“第 57 款，载安兹吉士辑«敕令会纂“第4 卷； 819 年柔懦路易«敕令 V>

第 14 款，载巴路兹辑«敕令会纂“第 1 卷第 61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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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疑义，由此产生了这条规则，就是，仅仅伯爵的法庭，而不是他的

官员的法庭，可以作关于自由问题的裁钊。因此，伯衍不能牢倾主

教俨或僧院长{『1的封臣出征丸因为这些封臣不属千伯爵的司法

管辖范围。也因此，伯爵不能半颌国王的“忠臣”们的封臣。又因

此。英国法律的古捂字典＠告拆我们趴撒克逊人吽做“柯布耳”

(copies)的人，诺曼人就称为＂伯爵"..."侍从“，因为他们同国王分有

司法上的罚金。从此，我们看到，无渝在什么时代，一切封臣对倾

主的义务＠就是拿起武器和在他的法庭里审钊他的家臣矶

这种司法权和作战指押权所以联粘在一起的原因之一，是因

为指押作战的人同肘征收财务上的赋税；这包括自由人所应负担
的某种车役，和一般的訧，某些司法上的利盆—一这项我将在后面

编述。

领主们在他们的采地内有司法权；这和伯爵们在他们的管区

内有司法权，是根据同一原则的。实在脱，各时代伯爵管区所发生

的变化常常是跟随着采地所发生的变化的。伯俏管区和里面的采．

地都受到同一种规划和同一些观念的支配。简言之，伯爵在他们

的管区内就是倾主；倾主在他们的采地内就是伯假。

人们曾把伯爵看做是司法官，把公爵看做是事官，那是不正确

的。他们都是事官兼司法官＠；所有的差别是，公爵辖下有好儿个

伯爵，虽然有一些伯爵上面并没有公爵。这是佛烈德加利息斯告

@ 参看上面第 457 页第5 注 1 和第 458 页第 1 注飞
吻 此注有错误，因原书没有这些页数；有的版本作“参看本章第17 节第 7 段第 2

个注＂，较为正确。一一焊者

@ 在威廉·兰巴德的«汇纂刃勾：«英国法律古，字解》。

@ 在纽，切api＆字下。

@ 关千这点，«耶路撒冷的刑事法庭，第 221--22J 章有很好的解释。

@ 教会的”代理人“同时是教会的法庭和章队的首长。

@ 参看禺尔麻尔富斯心法式书“第 1 卷第 8 条；里面有颁给公爵、地方长官或伯

疗的敕书，授与他们司法管辖权和财政管理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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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我们的吼

也许有人要想，当时法兰克人的政体应陔是十分苛暴的，因为

同一些官吏对于臣民同时握有事事、司法甚至财政的权力；关f这．

点，我在前面儿章里曾轻指出，这种情况是暴政的明显标志。
但是，我们不要以为伯爵是单独进行裁判，并且像土耳其的

＂帕夏＇，（高官）那样地掌理司法气他们在审案时要召开各种“裁刊

会谈”或是脱各种“刑事法庭＂，把名．士们召集在一起气

为使人们很好地了解各种则例、野蛮人的法律和敕令等关于

裁钊的肥载，我颠意指出，伯爵、财务裁判官和百总的职务是相同

的＠法官、堡长、邑吏，都是对同样一些人，使用着不同的称号而
巳，他们是伯爵的辅政人员，通常为数七人。伯爵审案肘则增为十

二人例”由名士＂＠补缺。

但是，不脸司法管辖权属于誰，属自国王或伯爵、财务裁判官、

百总、倾主、僧侣都好，誰都不单独审案；而这个淜源自日耳曼的森

林的习惯，到了采地巳取得了新形式的时候，仍然存在。

至于财政权力、则儿乎不是伯爵可能滥用的。君主对自由人

的赋税是很简单的，就像我巳稷说过的一样，只在某些公用的场合
征用一些车焉而巳＠。至于司法权，则有防杜舞弊的法律＠。

© «偏年史“第 78 章，邸3 年条下。

@ 参看格列高里·德·都尔：«法兰克史习第 5 卷，«到 5:0年人

@ 这种集会审钊，拉丁原文称 mallum。
@ 睛把我在本书第 28 章第 28 节和第 31 章第 8 节所脱的和这里联系在一起。

@ 关千这一切屑『参看附加在«撒利克法“第 2 条的柔懦路易睹软令，和杜刚支：

«中末期拉丁貊解~«名士、善人»(toni homiu~s)条下所裁审判则例。

@ ？由名士”，拉丁原文作 Per bonos horn江磷。有时候十二人全都是“名士”·

参看禺尔摩尔富斯：«法式书`«附录“第 51 章。
@ 还有我巳脱过的某些有关河流的捐税。
@ 参看«莱茵河畔法兰克部族法刃第 89 篇，和«伦巴底法》第 2 卷第 52 篇第 9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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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节 野蛮民族的和解金

如果不赔哉 H 耳赻各民族的法律和风俗，要深入了肝我们的

政治法是不可能的。所以我将在这用，先米研究一下这些风俗和

法律。

从塔西伦的苦作，可以知道 H 耳处人只有两种死罪。他们把

叛徒吊死，把懦火弱死。这就是他们所仅有的两种公罪。当一个

人侵犯了另一个人，受冒犯或受伤害的人的亲族就加入节吵；仇恨

就通过陪偿米消除丸陪偿就付粉受害的人，如果他有能力接受

的话；如果亲族共同受到伤害或担击，则山亲族们接受赔偿；如果

受冒犯或损害的人巳死，也由亲族们接受赔偿。

按照塔西忔所记述的做法丛，双方节书人之朋成立一种协跷，

米履行赔偿。因此，野蛮民族的法典就把这种眙偿称为和解金，3

我仅仅在佛里兹人的法律里看到法律使人民处千一种情况，

就处所有有仇怨的家族仿佛是处在一种原始的自然状态里气在

那里，这些家族不受任何政治法或民法的拘束，它们可以依据自己

的幻想进行报复，直到浦足为止。甚洷这项法律后来也被援和了；

义有法律规定，仇人所要杀的人，在他家里，在去教堂的往返途中，

在小刊的场所，不得被干犯叽

«撒利克距的编纂者们引证了法又克人的一项古代习惯，就

是为劫掠而发掘死人尸体的人须被纵逐出人类的社会 j 直到死者

的亲族同意他回米为止＠。在这以前，法律禁止任何人，甚至他（罪
, ~ -... ',..., 

@ “必然激起父亲或亲族的仇恨，而不是友情。但是仇伐井不是不可解消的1 因

为杀人罪也可以用一定数目的牲畜来陕免，［死者］全家可以得到赔偿。“塔西伦：«日耳

曼人的风俗»第 21 章。

@ 参看«佛里兹法））第 2 篇关于«凶杀m 和吴勒厨尔的心增篇贮关千＂盗劫％

@ 威烈堈利：«哲人的增加“第 1 篇第 1 节。

@ «撤利克法»第 5:3 篇第 1 节；第 17 篇第 3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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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的妻子，给他面包或接钠他进人自己的家里；这样一个人对于

他入，或是他人对千他，都处于一种原始的自然状态里，要到和解
成立这种状态才告秸束；俨:、 r ·,' • ,、

,1 除此之外，我们行到，各个野蛮国家的哲人们都想规定赔偿金

职，因为这种金额要等待当事人双方取得协战，不但为时过长，而

且也过于危险。他们知心地规定受到某种损害或伤害的人在和觥

时所应接受的公道金额，在这阱题上，这些野蛮法律的精确程度是

妙不可言的求。它们对案件作细微的区分，对情况进行衡航＠。法

律投身处于被害人的地位，为他要求他在冷静肘所可能要求的眳

偿金额。

，就是这些法律的制定使 H 耳曼各民族脱离了原始的自然状
态。他们在塔西伦肘代似乎仍旧处r这种状态中。

罗塔利在«伦巴底法咽里宣称，他巳增加了古代习惯里各种伤

害的和解金额，以便使受伤的人获得陪偿，仇恨消除气实际上，

这是因为伦巴底人是一个贫穷的民族，由征服了意大利而发财致

富，古肘的和解金额巳形同儿戏，无足翱重了，所以人们不再沿川

调停的办法。我不怀疑，就是这种考虑迫使其他征服民族的首锁

们制定了存留到我们今天的那些法典。

身 主要的和解金，由凶手付拾死者的亲族。身分不同，和斛金也

就不同 因此，«安格尔法»规定，杀死一个黄族1“的和解金是六百
苏；杀死一个自山人是二百苏；杀死一个农奴是三十苏＠。所以，

对一个人的生命规定了高额的和解金，对这个人就是一种重要的
特权；因为除了提高他个人的荣誉之外，而且在凶暴的国家里，拾

., ·';,· 
` t , , ·`. `. , ., 

. .. 

．，这句，甲乙本作乐在这问题上丸撒利克法习是妙不可言的飞

。＾特别要参看；«撒利克距第3-.:.:.7 篇关千盗窃牲畜的规定。
@ «伦巴底法习第 1 卷第 7 篇第 15 节。 . 千；， '',' 

@ 参看«安格尔法“第 1 篇第 1 、2、4 节和第 5 篇第 6 节；«巴威利亚法“第 1 篇第
8 -9 章＇;和«佛里兹法，第 15 篇。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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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他的生命軗大的安全保障。

关于这点，我们从«巴威利亚法”可以看得很消楚也。它列举

巴威利亚人的家族的姓氏。这些家族接受两倍的和斛金，因为在

阿吉洛峰人的家族岔之外，它们占首位。阿吉洛峰人属于公爵家
系；公爵就由该族人中选出；所以他们接受四倍的和觥金。公爵的

和解金比一般阿吉洛米人的和祒金多三分之一。该法律说：＇｛因为

他是公爵，所以法律给他比他的亲族较大的荣誉。”

所有这些和解金都用货币的数额规定。但是这些民族，尤其

是在日耳曼的时候，儿乎是没有货币的，所以他们可以用牲畜、麦

子、 1家具、武器、狗、猎鹰、土地等等给付＠。法律本身又常常规定

这些东西的价值＠；这脱明，为什么他们的金钱那么少，而肌金的

种类却又那么多。

因此，这些法律致力于确切地规定损害、伤害、犯罪等的区别，

使人人确切地知道他所受损害或冒犯的程度；确切地知道他应得

多少赔偿，尤其是知道他不应接受比定额还多的赔偿。
从这个角度出发，人们便认为，一个人在接受陪偿之后如再进

行报复就是犯罪。这种罪是私罪，而且又是公罪。它是对法律本

身的翱蔑。这种犯罪，立法者们是没有不加以惩割的氮

这时期，这些民族由于文治政府的成立而丧失了某些独立不

脱的精神；而且君王们又热衷于改善国家的施政；所以这肘期另外

l 

@ 第 2 篇第 20 章。 .. 

@ 酐有荷济德拉、欧札、｀撒伽拿、哈比林瓜、安尼恩拿。同L。 ' 

@ 所以伊瀑的法律规定一条人命等于多少棣或多少土地。'«伊那王法典'«关千
国王的家臣，篇。«英国法律古晤辞典汃1644 年剑桥版）。 . 

@ 参看«撒克逊法“第 18章；它甚至为儿种人民作这种规定。又参看（（莱茵河畔

法兰克部族法“第 86 篇第 11 节；、«巴威利亚法“第1篇第10一11 节`“如果他没有金

钱，可以给别的财产、奴隶、土地等等。”

.@ 参看«伦巴底法＞第 1 卷第 25 篇第 .21 节；第 1 卷第 9 篇第 8 、34 、 33 节， 802

年«查理曼敕令“第 32 章，里面有一道颁给他派遣到各行省去的人员们的刷令．

i 

_．．一 2,· 七··--. ....,,. ．，九矗- ．．．一·. ..:... l ll. - “＇，耐 l ll. l 畸盲n. ll.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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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还有一种人门特别认为是危险的罪行。这就是，拒绝给付或拒绝

接受赔偿＠。在野蛮人的法典里，我们看到，立法者们对赔偿的粕

付和接受都是加以强制的竺实际上，拒绝接受赔偿的人，为的就

是要保存报复的权利；拒绝给付陪偿的人就保留了被害人的报复

权利。因此，哲人们就改革日耳曼人的法制；因为这种法制只劝人

竹，和解，但不加以强制。

我刚才啖到«撒利克法»的一项条文，那里立法者淮酢被害

人自由选择是否接受眳偿。就是这项法律禁止盗尸的人同人类来

往矶直到死者亲属接受赔偿，要求让他再和人类同住时为止。这

是因为对神圣事物的尊敬使«撒利克法》的草拟者们不敢触犯古代

的习憤。

如果把和祒金给与在盗窃中被杀死的窃贼的亲族或是给与因

犯奸淫分居而被离休的妻子的亲族的话，那是不公道的。巴威利

亚人的法律对这类情况，是不粕和解金的企并且惩悯因为这类情

况进行损复的人。

在野蛮人的法典里规定关于非故意行为的和解金，并不是稀

有的事。伦巴底人的法律差不多都是明智的。它规定，在这种塌

合，和胪金就由行为人慷慨轮与，亲族们不得再进行报复仇

，
气
丿
L
"
1
i
,
'

@ 去看格列高里·德·都尔： «法兰克史戏第 7 卷第 47 章所配一个胚案的眻悄．

案内有一方当事人失掉了一半所钊给他的和解金．因为他不接受赔偿而自已进行鞦

复，不管他裁复后受到了什么伤害。

@ 参看«撤克逊法＞＞第 3 章第 4 节；«伦巴底法»第 1 卷第 31 篇第 1-3 节；和«阿

尔曼法》第 45 篇第 1-2 节。«阿尔曼法刓准许人们［在受侵犯时］即时用第一次行动为

自已进行郝复。又参看 779 年«查理曼敕令＂第 22章； 802 年«软令»第 32 章 J 805 年

«敕令“第 5 章。

@ 莱茵河畔法兰克部族的法律的编纂者们似乎巳鲤把这点改变了。参看«莱茵

河畔法兰克部族法“第 85 篇。

@ 参看«塔西庸诏逾》(«除人民的法律＞）第 3 、 4 、10、 16 、 19 款，«安格尔法》第 7

篇第 4 节。

@ «伦巴底法＞＞第 1 卷第 9 篇第 4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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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罗大利扁斯二世加布一道很明智的韶諒，禁止受盗窃的人

没有法官的命令而秘密接受和解金＠。我们即将誰述这项法律的

动机。

第二十节 后来的所喟颌主司法权

关于凶杀、损害、伤害，行为人除了轮与被害者亲族和解金之

外，而且要檄钠一种税，野蛮人的法典称为“佛烈杜姆“(fr叫um),

郎“安全税金”@。我要眻加誰述＊；在我们近代的语言中，是找不

到表示这种税金的名词的。为使人们了解它的意义，我首先指出，

它是［犯罪人］．因受到［司法上的J保护，使不至受［他人J报复权利

的侵犯，而付出的一种报酬。个天＊＊在瑞典捂里，“佛烈杜',(fred)

仍然是“和平”、“平安”的意思152 0 

在这些凶暴的国家里，司法不是别的，就是保护犯罪的人使不

至受被害者的报复，又强制被害人接受他应得的赔偿，因此，日耳

曼人的司法和其他一切民族都不同，就是保护犯罪人使不受被害

人的侵害。

在野蛮人的法律里，我们看到那些种类的案件应征收这些安

全税金。在被害人亲属不得进行报复的案件，犯罪人就不檄钠安

全税金。诚然，在报复不存在的塌合，也就不存在保护一个人使免

受报复的权利了。因此，按照伦巴底人的法律，如果无意中打死了

一个自由人，则给付死者所值价金，而不檄钠安全税金；因为这个

O «698 年柴尔德柏和格罗大利乌斯间的维持和平公的»'和的裁 595 年颁布的

«国王格罗大利乌斯二世招蠡»第 11 章。

@ 在法律没有现定安全税金额敷的场合，它通常是和解金的三分之一。这从«莱
茵河畔法兰克部族法＂言 89 章可以知道，又 818 年«敝令 III:si..（截巴路兹辑«敕令会纂》

d 第 1港第 518 页）对这项法律有所解释。
* 甲乙本作：“在我行近代的庙言中，我们是找不到同义的名屙的，但是我要详

加酴述．＂

拿＊ 甲乙本没有末后这一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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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情既非故意杀人，死者亲族是没有报复权利的＠。又按莱茵河

畔法兰克部族的法律，如果一个人被一块木头或手工制成的物件

打死的话，人们则认为该物件或陔木头是有罪的，死者的亲族就把

它们拿去使用，而不能要求安全税金旯
同样，在兽类杀死人的场合，该法律只规定和解金，而没有安

全税金，因为死者亲族井没有受到冒犯©。

末后一种案悄是，按照«撒利克法》，十二岁以前的儿童犯了过

错，只付和解金，而不钠安全税金＠；他还不能携带武器，所以这种

案情不是被害当事人或他的亲族可以要求报复的。

安全税金由犯罪人檄钠，以取得和平与安全；他所犯的罪行曾

使他失掉了这种和平与安全；他可以因为受到保护而又获得和平

与安全。但是一个儿巅就不能失掉这种安全；他井不是大人，不能、

被逐出人类社会之外。

这种安全税金，是一种地方性税金，是给与当地区的审判官

的氮但是，莱茵河畔法兰克部族的法律却禁止审剕官自己征收

该税；它规定，由胜盺的当事人接受安全税金，把它带交国岸；陔法

脱，这样，河畔法兰克人之朋才可以有永久的和平＠。

安全税金的多寡和犯罪人所受保护的大小成正比例立。因

@ «伦巴底法汃林登布洛版）第 1 卷第 9 篇第 17 节。

@ «莱茵河畔法兰克部族法“第 70 篇。

@ 同法第 46 篇；又参看«伦巴底法汃林登布洛版）第 1 卷第 21 章第 3 节。“如
焉用脚等等。”

@ «撒利克法＂第 27 篇第 6 节。

@ 这在 595 年«格罗大利乌斯二世昭逾»里可以看见。”然而审钊官所在区域的

安全税金则保留给他。”

@ 塔西伦：«日耳曼人的风俗“第 89 篇。

@ ＜＜日期未能确定的敕令＞第印章，裁巴路兹簧«敕令会纂，第 1 卷第 515 页。

应当指出，书安全税金亡黎明时期（第一朝代）的著作里称 fredum 或 faida, 在第二时
期（第二朝代）的著作里称 bannum。这从 789 年由撒克逊尼亚地区媛发的«敕令斗

可以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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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对于因国王的保护而檄钠的安全税金，要比对于因伯爵或其他

法官的保护而檄纳的安全税金多。

我巳轻看到了倾主们的司法权是如何产生的。采地包有一些

很大的地区。这从无数的著作可以看到。我巳钰证朗，国王对法
兰克人分倾的土地，是什么税也不征收的；国王对采地更不能保留

他自己的赋税。取得了采地的人，在这方面享有最广泛的权利；他

们从采地吸取一切利盆，一切俸碌；其中鼓可观的一种，就是司法

上的利盆（即安全税金）＠；这是按照法兰克人的习憤征收的；因

此，有了采地也就有了司法权。这种司法权的行使包括给被害人

亲属的和解金和拾倾主的利盆。这种司法权不是别的，而是让人

檄纳法律所规定的和解金的权利，和要求法律所规定的肌金的权

，利。

我ff队从当时的司法例规里可以看到，采地是具有这种权利的。

因为这些例规有的肯定某一采地属于某一“忠臣＂的事实；有的把

采地永远地移让拾与他们＠；有的肯定某些采地特权属于教会的

事实；有的把这些特权永远地移让给与教会＠。这些情况，我fr,在

无数的条例里也可看到＠。这些条例禁止国王的法官或官吏到倾

地去进行任何审钊工作，或收取任何司法上的利盆。国王的法甘

既然不能在一个地区里征收什么东西，他们也就不再进入这个地

区了；该地区的法官也就代替了国王法官的职务。

国王的法官强制当事人提出担保，到他们的法庭去受审，这也

在禁止之列：而这种担保是由领有陔地区的人要求的。据脱，国王

@ 参看查理曼自椎利思硕发的«软令％它把安全税金列入国王辖地（即所荆
vilJae)重耍税收之内。

@ 局尔犀尔富斯«法式书》．第 1 卷第 8 、4、 11 条。

@ 同上书第 1 卷第 2、8 、 4 条。

@ 参看这些条例的各种集子，尤其是本篇会种父们所著«法兰西的史家们“第 5
卷末所辑的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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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釱差们也不能再要求舵舍；书实上，他们在采地内已不再有任何

职务了()

囚此，司法权，无篇在旧采地或新采地，就是一种采地本身所

固有的权利，是作为采地的一个紨成部分的一种可获厚利的权利 3

因为这个关系，尤监在册一个时代，人们都这样右待它；井由此产

生［这条原则，就是：在认围，司法权是世装的。

有些入认为，司法权是拥掠自国王和倾主释放他们的农奴的

事实但是 H 耳是各民族或且耳曼人的后裔所耜成的各民族，并

不足咐一释放农奴的又族，不过它们却是唯一建立世佞司法权的

国家，飞不仅如此，思尔申尔布斯的司法认式W 使我们看到，在最初

肘期，有一些自由人隶属于这些司法权的支配范围；农奴则因为他

们在侦地内而受到司法权的管辖；农奴并没有产生了采地，因为他
们是附着在采地之内的。

另外一些人的看法更是直捷了当了。他们脱，倾主们篡夺了

司法权；他们所能说的，只此而巳。但是，在世界上仅仅是 H 耳曼

入的后裔所粔成的民族墓夺了杜主们的权利么？历史充分地諒明，
还有其他民族曾轻侵犯他们的元首；但是我惘却肴不见由此而产

生f所講倾主们的司法权。因此，应当从 H 耳曼人的习惯和风俗

的深处去才找这种司法权的羽諒。

我崝大家看一看岁眭梭在他的著作＠里，用什么方法假定「

倾主们付桯进行紨梳与篡夺各种司法权。照他的脱法，这些倾主

@ 参看马尔库尔富斯«法式书》第 1 卷第 3 、 4 、 14 条； 171 年查理曼的«条例叭

戴焉天： «逸史会纂））第 1 册第 11 集内。“我们下命令，使任何一个国家的审钊官...…

各种人，不拘是教会的人，还是莫巴山修院的人，也不管是自由人，还是奴隶，还是在他

们的地区居住的人”等等飞

* 孟德斯鸠引查理曼条例的这段拉丁原文不是完整的句子，目的只是要证明，司

法权井不是淜源自奴隶的解放e一一译者

· @ «乡村司法权谝％

－雪 一．＂＇哺夕． - -. J ` 心，... . 广气·- • c.. .... - ·“· · · ·二．．甲心”, ..· l 一~ .- －一”.＂一，寸· ` 

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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忱应该坠但：界［从狡猾奸巧的人（；他们就丿如该不是像战上ff1那

忏，而丛像乡村的认订和公拆人那样，在彼此之间进行抢劫掠夺

f内按照他的说法，这些战上们在r国内4切个别的行省甩，和在

极多的国家用，就应该付部建立起一种一般性的政治体系的。罗

吐梭把这些战曰r1的推理法计得像他自己在书斋皇的那种推理法

一样。

我还要指出，如果司法权不是采地的附属部分的品，找们怎有

可能到处邪能行到，采地的役务，尤渝在朝廷厘或在战场上，都是

为国工或须口服役的呢卫

第二十一节 教全的愿地司法权

教会付取得了巨硝财产。我们看到，村王刊把巨大封卜，也就

足说［ I．大采地，船［它我们首先行到司法权就在这些教堂的辖地

内建立.. f起来，这种例外的特权究兑淜源自什么地方的呢？它是

这种仅从易物（采地）在性质上所天然具有的东西；僧侣们的财产具

有这种特权，因为人们从未剥夺 r它。人1叫把一块采地给与教会，

旬女在系合与一个“忠忙＂的场合一样，是速同各种特权也一井给与

它悯此外，我们已钰石到，教会的采地，和赐给俗人的采地一样，

对国家负有役务贞们

因此，教会在它的土地内，有权利让人交付和解金，井征收安

个税令有这些权利，就必然要阻止国王的打史进入它的上地内征

收安全税金和进行任何审半l工作，所以在司法例规2} 条例、敕令

等的用品里，僧侣在自己的土地内进行审刊的权利就称为“豁免

权”*0

也 参看杜刚支：«中末期拉丁捂解» hominium 这个字下的眈明。

@ 参看岛尔雇尔富斯＜＜法式书＞）第 1 卷第 3 -4 条。

* 即不受国王司法管辖的．在思。 译者

... ··- _., l ll, - ·1 「今·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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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茵河畔法兰克部族的法律禁止教会的脱离奴籍的人＠进行

“集会审判”@)，除非在他们被释放的教堂里＠。由此可见，教会

甚至对自由人也享有司法权，并且在君主国的初期就开了裁钊会

议。

我在«列圣传»里看到，克罗维斯把权力授均－位种圣的人物，

使治理一块六里欧大的土地，井规定这块土地不受任何管辖权的
支配＠。我十分相信，这是一个牖构的故事，但却是一个很古老的
虚构故事；生活的蕴奥和虚构故事都同当时的风俗和法律有关系；

而我们这里所要探求的就是这些风俗和法律吼
格罗大利扁斯二世命令倾有边远地区土地的主教或贵种，要

在当地选择人员司理审判并接受司法上的利盆＠b

这位君主又规定教会的法官和君主自己的官吏各自的司法权

限{j)。 80.2年查理曼敕令规定了主教和僧院长的司法官吏的资格。

查理曼还有另外一道敕令＠禁止国王的官吏对耕种僧侣土地的

人＠，施行任何管辖权，除非这些人是为了欺昨井逃避国家赋税而

耕种僧侣的土地。主教f1*＊在兰斯集会，宣布教会的封臣们是属
, 

• ` 

@ 拉丁原文作 Tabulariis （有户口登记的人）。

@ 即所硐 Mallmm。
@ “不能到别的地方，只能到教会，被释放的人就在那里，可以进行集会审判。气

«莱茵河畔法兰克部族法汃林登布洛版）第 58 篇第 1 节，又参看第 19 节。

@ «勃兰狄亚地方＊多罗山主教圣日尔梅传兀

* 这里拉丁原文还有“5 月 16”字样，疑有脱漏。一一1谭者

@ 又参看«圣梅腊尼乌斯传习汇圣戴衣高尔传沁
@· 615 年巴黎会般时颁发的«昭逾“第 19 款： ＂钡有其他地区的主教或有势力的

人，不得从其他省份股立审判官或悚查官来审判，而是要从当地选择官吏掌理司法，井
承受其他鞦酬。”此外，并参看第 12 款。

(V 615 年巴黎会赎时颁发的«招酴》第 5 款。

@ «伦巴底法汃林登布洛版）第 2 卷第 44 篇第 2 章。

@ ｀｀奴隶一一或旧时名册里登配的或新来的。”同上书．

** 甲乙本没有这一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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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他们的＂豁免权“的支配的范围之内的＠。 806 年«查理曼敕

令»4© 规定，教会对一切居住在它土地内的人，有刑事和民事的管

辖权。末了，秃头查理的敕令把国王、倾主、教会的司法管辖权分

开©；我不多谈了。

第二十二节 第二时期桔束前采池司法权的逮立

人们曾说，封臣们是在第二时期（第二朝代）紊乱的时候，把他

们封土内的司法权篡夺了去的。人们比较喜欢做一种一般性的假

段，而不胀意深入研究，因为说封臣们从未拥有司法权，总要比发

现他们怎样才拥有了司法权容易些。但是，他们的司法权井非淜

源自篡夺；它淜源自原始的制度，而非洲源自核制度的衰落。

巴威利亚人的法律脱“如果杀死一个自由人，要是死者有亲

族的括，就应陔把和解金拾与死者的亲族；假使没有亲族的括，就

抬与公爵或死者生前睛求保护的人。”＠人们知道，为一种利盆而

置身于他人保护之下，意味着什么。 . 

阿尔曼人的法律殷＂一个人的奴隶被人夺去的时候，他应当

向槐夺者所属的君主控拆，以便获取和解金。”@

柴尔德柏的一道韶諒脱：“如果一个百总在别人的百人团里或
是在我们忠实的臣子们的地界内发现了一个强盗而没有把他隘逐

Q) 858 年«软令，第 7 款，裁«查理曼敕令寸第108 页。“好像僧侣们的其他权力一

祥，他忏还有一些豁免权［即免受国王权力的干涉的权利］；他们的封臣们的兵役，也属

干僧侣们这种权力的支配范围。”

@ 陔敕令第 7 款，附加在«巴威利亚法＂勺，又参看第 3 歙l 戴陔法（林登布洛版）
第 44-i 页。“最初应下命令，使歉会对居住歉会土地内的人首先在他们的生活方面，
而后在金线和物品方面，握有司法的权利。炉

@ 857 年伽里西阿果宗教会喉时颁布的«昭逾“第 4 款，戴巴路兹概«软令会纂》

第 96 页。

@ «巴威利亚法》（林登布洛版）第 3 篇第 18 章拳

@ «阿尔曼法»第 85 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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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去的括，他就应陔将强盗交出，或是用誓言来清洗自己。”心可见
百总的辖区和忠实的臣子们的辖区是有区别的。

柴尔德柏的这道韶諒脱明r 格罗大利扁斯同年的一项律

令氮陔律令是在同样情形之下，为同样的事实，而原发的，只是用

誰不同而巳。该律令把这道韶諒中的“我们忠实的臣子们的地界”

(terrninis fidelium nostrorum) 称为“封土“(truste)。比格侬和

杜刚支＠二先生认为 truste 指的是“另一个国王的辖地”的意思，

但是他侗井没有猜对＊＊0

意大利王柏彬曾为法兰克人和伦巴底人制定一项律令＠。这

位君主，在对审判工作上有演职行为或是拖廷审钊的伯爵和国王

的官吏处以刑肌之外，又规定，如果一个颌有采地的法兰克人或伦

巴底人不顾审理讼案的括，则在他所属区域的法官应停止采地权

利的行使；在这期r儿就由该法官或是他的代理人进行审判矶

CD 595 年«貂谕》第 11-12 款，载巴路兹辑«敕令会纂“第 19 页。”也可能遇到

这种情况，就是：如果一个百总在另外一个百人团的地方搜寻并且发现强盗，或是在我
们忠实的臣子们的地界内派人搜捕强盗，而不能把强盗骗逐出去的 i和那末他就应陔

将强盗交出，或是......。”*

* 这段拉丁文直万和正文的罚法有些微出入，但主要意思是一样的。这类悄，况
在本书一些其他地方也可看到今一一霹者

@, 545 年格罗大利岛斯：«律令戏第 2-3 款：“如果证实强盗在什么地方，但是巳

投案自首的，则不科以莉金；如果在追捕时把强盗抓住，削接受全部和解金。如果是在

封土内找到强盗，则从封土分得一半和解金，又应向强盗索取人头税。”

@ 参看杜劓支：«中末期拉丁梧解» trustis 这个字下的脱明。

** 这里甲乙本多一段：“但是，简捷了当地说，在查理曼时候，第二时期（第二朝

代）井不纷乱，也并不将近完桔，在他統治的时代，并没有篡夺的事情。如果在他的时

代世袭的司法权就已轻建立起米的括，则人们建藏的这个十分适宜的制度也是耍自己

倒塌的。”

@ 柏彬： «律令》，附加在«伦巴底法＂第 2 卷第 53 篇第 14节内。这就是 798 年

«赦令，第 10 款，载巴路兹辑«敕令会纂“第区4 页。

@ “如果一个法兰克人或伦巴底人倾有恩赏［即采地］，可是不顺意审理显案的

括，则他所隶属的主管法官应停止共恩赏［采地］权利的行使，在这期间，由他［陔法官］

或他的代理人掌理司法．”又参看«伦巴底法＂第 2 卷第 3 篇第 2 节；这和 779 年«查理

曼软令“第诅款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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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理曼有－道敕令＠ n［以怔明，国王们井不是在各地都征收

安个税金的*3 这位君主的另一道敕令@ i1:我们看到，当时封建

法律和封建朝廷巳翱建立。柔懦路易的另一道敕令规定，如果侦

有采地的人不审埋讼案或阻止入1r1审理讼案的话，人们＊＊就应随

1砬住在他家甩，一直到凇案得到审埋为止3\。我还要引证秃头查

开的两道敕令。一道是 861 年的敕令；在那用，我们看到了锁地独

自的司法管辖权巳翱建立，有法官和'l,f吏例另一道是 864 年的敕

今，它对国E自己的侦地和其他私人的仙地，是加以区别的氮

找们没有关千采地最初获得i上与权的材料，因为采地，如大家

所知逍，是根据征服者们的分割而建立起来的。所以我们没有最

初契钓可作依据，来证明在初期司、法权就巳附着于采地。但是，在

行定采地所有权的司法例规里或是永远移让采地所有权的司法例

规用，我们看到--－上面巳轻訧过－一当时司法权在采地巳翱建

立；所以这种司法权必然是采地性质上所必有的东西，又是采地仁

要特权之一。

找们有极多关f教会在它的上地里建欢起世笑，］法权的文

伈 812 年«敕令 IIT>）第 10 款。

* 甲乙本多一段： ＂该打｝：还有另·道牧令，恢复了«撒利克法））、«勃从第·；妇和

罗历法的许多条文，为的是使忠臣们的飞-'. -_ ~:作取得一致．＂
@ 813 年«敕令 II>勺第 14 、 20 款，飞屯路兹辑«敕令会纂））第 50'..l 页。
** “人们＂，指的是国E派出上的＂釱羌＂，见上注所哼拉丁文敕令原文。~--~者

@ 819 年＜＜敕令 V））第 28 款，载巴路兹辑«敕令会纂刃第 617 页。“无跄在什么地

方，如果釱差们发现主教或僧院长或其他任何债有荣赏［采地］的人不欲审理凇案或是

禁阻审理阪案的括，这些釱差就应当住在他家里，由他负担生活费用，直到胚案得到审
理为止。”

@ 由伽里西阿果硕发的«郘澹汃裁巴路兹棣«敕令会纂过行 2 卷第 15江欢“任
何一个司法人员都应当为大家尽自己的职务．．．．．．如果发现某些官员反对我们的安全
税金，则应按照司法人员的职责，．．．．勺们以惩戒。”

® _·«毕斯特敕令“第 18 款，栽巴路兹郗«敕令会纂》第 2 卷第 181 页。“如果有人
逃避到我 fi[OOEl的封土或某种豁免权的保护F, 或是逃避到某些有势力人物的权力
下或上地所有权的保护下......。”

．；，．，．乙· 俨 ，.虚，．， ·,已～｀·-·中一··1”.1-,fl l厦 l 上如虫．，．如．一＇，如，心归．，可· ^ • ·... `.. ,.. .,“'. ．＇，，已， ．．－．．仁酝g 一．一一··'，．“．一·-叩．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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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但是可以用来耻明”忠臣”或“义士”们的“恩赏＇，也就是采地的

司法权的文献，则寥寥尤儿。这有两个原因。第一，今天遗留的文

献大半是附侣们为他们的寺院使用的掾故而保存或搜集的。笱

二，教会的世俴财产是根据特别的“让与”而形成起来的，是既成祑

序的一种毁损，因此需要倾布条例加以肯定。反之，赐给“忠臣”们

的让与权是政治秩序产生的后果，所以不需要桢布，更不需要保存

任何特殊条例。国王们甚至于常常喜欢简单地把王笏一惮就把让

与权授与了，好像我们在«圣膜耳传哩里所看到的一样。

但是焉尔麻尔富斯的（<、法式书»第三条充分地征明，＂豁免权”

这种特权及由此而产生的司法的特权是僧侣和俗人都可以享打

的，因为该例规是为两种人制定的气格罗大利扁斯二世的叶t

令环也是如此飞）。

第二十三节 对杜波所著«法兰西君主国在高卢的

遽立»一书的总的意见

在没有粘束本章之前，先略为检查一下杜波先生的这本苦11.

是有好处的，因为我的意见是永远和他的意见相反的；如果他巳找

到了真理的括，那我就没有找到。

这本著作曾迷惑了浒多人，因为它的写作艺术是很高明的；仄

为苦者永远是对疑问进行假股；因为著者越缺乏征据就越大扯货

出像煞有介事的东西；因为著者把无数的猜测当作原则，井从此引

”“'l,.“ 

O 第1 卷。“如果我们把适宜的恩赏［采地］让与各地敦会-或者你们淡Dt'
这是一种亲切的考虑一一，我们认为，这对我＂偉大的王道政府，将增加一件可杞念的

事．＂

? 甲乙本没有末了这句。
@ 我在前节”注里巳搓引过这项律令：＂……主教或有势力的人....... ti (61恤ti,

由巴黎颁发的«貂恤，第 19 款）

" 本章第 21 节第 5 段．一一谭者

、

` ___-. --- l l”',-－I, ．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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伸出其他猜刹作为推渝』育者，忘掉了他是曾翱抱着怀疑的，但 H 的

却是为了相信。茗者不是在他的理谕的本身，而是在理渝的周围，

显示了洲博无尽的学问，因而把人们的心思吸引到附属的叫腔上

去，使人们不再注意主要的问题。不仅如此，苦者做这么祚多的研

究工作，使人不可能想像他竟是一无所得的；万里长航使人佣相信

巳桏达到了目的地。

但是当人侗深入检查的时候，就发现这本苦作好像是一架巍

峨的巨像，它的脚却是泥土做成的。正因为它的脚是泥土做成的，

所以它才能够巍峨吃立。假使杜波先生的理脸是有好的根据的

沾，他就不必用三卷令人厌倦的巨怢去证明它了；他在本题里就将

什么都有了，他将不必到离题于里的一切地方去搜寻；理性将会自

已把它和一切其他质理联系在一起。历史和我们的法律将会告拆

他：“不必这样较脑汁了。我们将为你作证。”

第二十四节璞前。对杜波的基本理脸的意见

杜波肿父要把“法兰克人是作为征服者进入高卢的“这个看法

统除得干于净净。按照他的看法，我们的君王们是人民睛来的；他

们只是代替『罗思的皇帝，继承了皇帝的权利而巳。

这个主张不能适用于克罗椎斯进入高卢、劫掠井占取各城市

的时期。这个主张也不能适用于克罗雒斯打败了罗思單官踢亚格

里息斯井征服下后者所防守的地区的时期。因此，这个主张只能

近川于克罗雒斯的另一个肘期；那时，他已羁通过暴力成为必卢广

大地区的主人，因而由于人民的选择和爱戴，被邀睛去統治所余的

地区。仅仅脱克罗椎斯为人民所接受，是不够的；还需要证明克罗
准斯是被邀睛的；杜波神父还需要证明，人民喜欢生活在克罗维斯

飞治之下，胜于生活在罗焉人統治之下，或胜于生活在自己的法仆
护，尸会下。按照杜波神父的訧法，当时还没有被野蛮人侵骼的那部分

，伊

• •. 一...斗”~.．.. - ~”,．．..“`．一七，· ··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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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卢地区的罗思人有两种。一种是阿座里克＊联邦的罗思人；他们

曾翱赶走皇帝的平官们，以便自己抵御野蛮人，井用自己的法律治

理自己，o 另一种是胀从罗思革官们的人。那末，社波肿父有没有

证朗仍旧在帝国治下的罗思人台翱邀睛过克罗雒斯么？没有。他

有没有证明阿库里克人的共和因付翱邀講过克罗雒斯，甚至同他

蹄粘过什么条的公也没有。他不仅远远不能告盺我们这个共和

国的命运，甚至不能征明它的存在。他虽然从火膳利扁斯的时代

起到克罗雒斯的征战胜利为1上都在追寻这个共和国的史迹，虽然

他用高妙的技术引述了当时的一切事件，但是在他所引述的那些

苦作中，这个共和国都是看不见的。因为引用佐济穆斯＠的一段

话来证明，在火腊利乌斯的帝国的时代，阿磨里克人的地区和高卢

的其他省份曾经树起判旗，建立了一种共和国见一一这是一回

事；让人们看到，虽然人们对高卢曾桯采取过若干桵埔的行动，但

是阿磨里克人总是组成一个特殊的共和国，一直到克罗维斯的征
战胜利为止，－－－这又是一回事；二者之朋是有极大的区别的。无

睢如何，杜波眒父要建立他的理脸，就需要极有力、极精确的怔据。

因为，当人们看到一个征服者进入一个国家，用武力和暴行平定了

它的大部分地区，又看到不久之后，整个国家都归顺了，而历史又

没有脱明后来所以归顺的过程；那末，我们就很有理由可以相信，

这事件的粘尾和它的开头同样是通过武力和暴行的。

这点杜波肿父既然没有看对，那末他的整套理脸便彻头彻尾

站不住，这是显而易见的；而且，每次当他从“高卢没有被法兰克人

所征服，而是罗马人邀请他们进高卢的“这条原则出发引伸出任何

桔谕的时候，我们总是可以否认他的桔脸的。

牟 高卢的一个地方，就是现在的不列塔尼．一一译者

@ «历史“第 6 卷。

@ ＇｀整个阿摩里克区和高卢的共他省份。“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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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波种父用克罗维斯曾被授与罗局官职的事实来征明他的这

条原则；他又硬脱克罗雒斯曾继承他的父亲查尔第立克作为民兵

的长官。但是这两种职位完全是他自己创造的。杜波肿父所根据

的是圣雷米致克罗椎斯的一封信＠。这封信仅仅是对克罗椎斯郎

位的一种祝贺而巳。一个文件的目的既然那样明确，为什么还要

加上一个它所没有的目的呢？

克罗椎斯，在他的朝代的末期，受阿那斯塔西岛斯皇帝命做了 1

执政官；但是，仅仅一年为期的职位能给他多少权利呢？杜波种父

脱，依同一委任状脱，阿那斯塔西，岛斯皇帝似平曾婬让克罗稚斯当

总督。但是我却要脱，骸皇帝似乎什么也没有让他当。对于一件

毫无根据的事实，否认它的人的权威并不亚千主张它的人的权威。

况且我否认这一事实是有一个理由的。格列高里·德·都尔啖到

执政官职位肘井没有铩亳啖到总督职位。而且这个总督职位就是

有的括也只能是的六个月的时咄。克罗维斯在当执政官后一年半

就死了；使总督成为一个世袭的职位，是不可能的。末了一点：当

人们让他当执政官-—甚至总督，如果誰颠意这样脱的括——的

时候，他巳粒是君主国的主人，而且他的一切权利也都巳桯确立
了。

杜波神父所主张的第二个证据是，查士丁尼皇帝把帝国对于

高卢的一切权利都割让给克罗雉斯的儿子和孙子。关于这种割

让．，我是有好些东西可以啖的。从法兰克君王惘执行割让条件的

方式，我们就可以看出法兰克君王们对这种割让是否重视。此外，

法兰克君王们巳轻是高卢的主人；他们是太平之君；而在那里查士
丁尼却是一寸土地也没有的。西罗局帝国早巳遭受毁灭，东罗焉

的皇帝除了作为西罗焉皇帝的代表而外，对高卢是井不享有任何

© «历史习第 2 册第 3 卷第 18 章第 27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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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利的。所喟割让的权利是建立在法兰克君主们巳钮取得的权利

之上的＊。法兰克人的君主国巳桯建立；他们的政府的典章制度巳

艇制定；在君主国内生活的个人和民族彼此之问的权利巳桴规定；

每个民族的法律巳轻祯布，甚至巳用文字写出。那末对于一个巳
婬建立了的政府，这种外来的权利的割让有什么用处呢？

杜波眒父提出所有主教们的浮夸演脱，这能有什么意义呢？

在秩序淄然的肘候，在兵荒焉乱的时候，在整个国家倾复了的时

候，在征服战争的掠夺焚劫的时候，这些主教们正在于方百针奉承

征服者。从奉承方面，除了看出被迫奉承的人的软弱而外，还能作

出其他枯脸么，避辑和持歌，除了证明这些艺术的使用本身而外，

还能证明其他么，格列高里·德·都尔，在啖到克罗雒斯所进行

的一些陪杀之后，又脸，但是上帝每天都使他的敌人俯伏在他的面
前，，因为他在他的道路上前进。当人们嗔到格列高里·德·都尔

这种訰法，能不咸到惊奇么？僧侣们对克罗椎斯的皈依基督教非常

高兴，甚至由此取得巨大利盆；对此誰能有所怀疑呢，？但是同时，

老百姓遭受了征服的一切灾难，罗思的統治向日耳曼的統治让步；

对此有誰能有所怀疑呢｝法兰克人不颠意，也不能够改变一切；而

且征服者中这样疯狂要改变一切的人甚至是很少的。但是，杜波

肿父，为了使他的一切推誰都显得典实，那就不仅必须脱法兰克人

在罗思人的地方是什么也不加改变，而且还要改变自己。

如果使用杜波神父的这种方法，我甚至不难证明希腊人没有

征服过波斯。首先我可以啖啖某些希腊城市和波斯人缔桔的一些

条豹。我将啖那些受波斯人雇佣的希腊人；他们好像那些受罗焉
人雇佣的法兰克人一样。亚历山大进入波斯人的国家，围困、占

颌、毁坏推罗城；我们就把它当做是一个特殊的事件，像对待鍚亚

本 原文直环：“它们是建立在权利上的权利。”一环者

-4 l l,ll_ ＿引丁，．．一 ·“r l t'七．一 ,,.., .,』，



砌 眙法的精神

格里扁斯的事件一样。但是，講看犹太的大祭司如何趋前去迎接

亚历山大；睛听，朱匹忒伽阿蒙的种旨；睛回忆一下人们如何在高

尔迪姆预言到亚历山大；睛看一切城市如何好像都在热烈地欢迎

他；总督们和贵紊申们怎样成群地都来到了。亚历山大穿波斯人的

胀装；这就等于克罗雒斯的执政官的服装。大流士不是把王国的

一半斛给了他么？大流士不是作为一个暴君而被暗杀了么？大流

士的母亲和妻子不是为亚历山大的死而渤哭么？昆蒂息斯·岸尔

蒂匐斯、阿利股普卢塔克不是亚历山大同肘代的人么？这些人的

著述所缺略的东西，印刷术O 不是巳婬使我们明确地看到了么？这

就是«、法兰西君主国在高卢的建立））的历史。

第二十五节 法国的贵族

杜波肿父认为，在我们的君主国的初期，法兰克人的公民只有

一个等砐。这个主；张对我国第一流家族的血統是一种侮辱，对相
继地統治了我们的三个伟大王室也同样是一种侮辱。如果这个主

张是对的括，则这些王室的赫赫权威的起源就将不能因为轻过草
昧肘代，因为世远年湮而为人们所忘却了；历史也将能够祀述它们

酋轻是普通家庭的肘代；而且我们也将不能不从罗焉人或撒克逊

人，也就是脱，从被征服的民族1“去探寻查尔柏立克＊、柏彬和雨

格·卡佩的血統的起源，来把他们脱成是普通的人了。
杜波眒父的意见是以«撒利克法＂为根据的乳』他脱，从这个法

律去看，法兰克人的公民显然是没有两个等紩的。陔法规定，不骗

被杀死的法兰克人是誰，和解金都是二百苏＠；但是对于罗焉人，

© 参看杜波神父的褚言。. 原文误，应作“查尔第立克”，因为查尔柏立克比查尔第立克晚一百多年，不
是黎明时期开头的君王。一一释者

@ 参看«法兰西君主国在高卢的建立»第 3 册第 6·卷第 4 章第 301 页．

@ 他引征该法第 44 篇和«莱茵河畔法兰克部族法“第 7 和 36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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陔法则规定一些区别，即作为国王幕宾的罗焉人被杀死，和解金是

三百苏，作为业主的罗焉人是一百苏；作为他人附庸的罗思人峰则

仅仅是四十五苏。和解金的多寡既然产生了重要的区别，因而杜

波肿父就得出秸脸说，法兰克公民只有一个等极，罗焉公民则有三

个等砐。

奇怪的是，杜波肿父的错映本身井没有使他发现他的銡陕.)~

际上，在法兰克人統治下生活的罗思贵族，如果真是比最显贵的法

兰克人，比最高的法兰克将颌得到更多的和解金，而且比后者又是

更重要的人物的括，那将是非常不可思曦的事。这个胜利的民族

如果真是这样不尊重自己，反而那样尊重被征服的民族，能不奇怪

么？杜波种父又引证其他各野蛮民族的法律。这些法律证明这些

民族的公民是有各种等衱的。这个一般性的规律如果仅仅在法兰
克民族里看不见，那将是非常不可思曦的事。这就应该使杜波眒

父威到，他对«撒利克法»的条文井没有彻底了解，或是没有加以好

好引用。一一实际上，他就是这样。

我们一翻开«撒利克法»，就将看到，一个“臣宰＂＠，也就是訰，

国王的义士或封臣，死亡的和解金是六百苏，作为国王幕宾的罗思

人死亡的和解金只是三百苏＠。我惘将看到矶一个普通法兰克人

死亡的和解金是二百苏究一个出身平常的罗焉人死亡的和解金

仅仅是一百苏氮此外，人们对一个作为他人附庸的罗焉人一一郎

* 如农奴、脱离奴籍的人之类。-译者

@ “元首亲信的人”, «撤利克法》第 44 篇第 4 节；这和焉尔摩尔富斯«法式书为
第 18 条的“国王的臣宰“有关系。又参看«撤利克法》第 66 篇第 8 、 4 节和第 74 篇；

«莱茵河畔法兰克部族法“第 11 篇； 877 年由伽里西阿果颇发的«秃头查理敕令l> 第 20

章。

@ «撞利克法“第 44 篇第 6 节．

@ 同上书第 44 篇第 4 节。

@ 同上书第 44 篱第 1 节。

@ 同上书第且篇第 15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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衣奴或呢院奴籍的人之类一一一的死亡，给与和解金四十五苏＠；但

是我不淡渝这种和觥金，也不牍誰法兰克农奴或法兰克脱离奴藉

的人死亡的和所金了，因为这里的削题和这个第三等极的人无关。

杜波神父是怎样做法呢？他对法兰克第一等教的人，沉默地

放过，不发一言』也就是说，不啖那条有关“臣宰＂的条文；然后，他

就把死亡时人们给与二百苏和所金的普通法兰克人和死亡时入｛凹

给与不同和解金的所睛三种等教的罗焉人做个比较，因此他就发

现法兰克的公民只有一个等数而罗思人却有三个等敌。

他既然认为法兰克人的身分只有一个等极，那末，勃民第人也

应该只有一个等级对他才好些，因为勃良第人的王国是我们的君

主国的一个主要构成部分（）但是在勃民第人的法典里却有三种和

解金；一种是勃民第贵族或罗思贵族的和解金，一种是普通出身的

勃民第人或罗届人的和解金；第三种是两民族中出身卑賤的人的

和解金气杜波肿父就不引证这条法律了。

当我俨看到，他对各种和他的意见大不相同的历史肥截，如何

躲躲冈闪，不能不戚到诧异＠。历史肥录不是告拆他有大人物、仕

排和贵族么？他訧，这仅仅是一些称号，井不是等级的区别；这是一

些礼仪上的东西，不是法律上的持权。要不然他就脱，历史所脱的

这些人是国王的枢密院的人员；他俷甚至可能是罗思人；法兰克的

公民总是只有一个等极。当历史啖到某种低极的法兰克人的肘

候趴他就脱，他们是衣奴＊；他就用这个方法去解释柴尔德粕的韶

@ 4撒利克法“第 44 篇第 7 节。

@ “不除在什么情况下，如果推打掉了一个勃民第黄族或罗焉贵族的牙齿，耍什

剒金二十五苏；如果打掉勃民第或罗禺的普通自由人的牙齿，则的金十苏1 如果打掉下

等人的牙齿，则罚金五苏．“«勃良第法“第 26 篇第 1 、趴 8 条。

@ «法兰西君主国在高卢的建立“第 3 册第 6 卷第 4 、 5 章。
@ 同上书第 6 章第 319---320 页。

* 因为衣奴没有民族；见后．一一环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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氢我必须停下来啖啖这个昭諒。杜波肿父把这个韶渝搞得很有

名，因为他利用它来证明两件事情。第一，我们在野蛮人的法律里

所看到的一切和解金仅仅是附加于体刑的民事利盆而巳©。这彻

底推翻了一切古代的历史肥录。第二，一切自由人都由国王直接

地，立即地进行审判＠。这和肥载当时司法程序的无数历史肥录

和权威著作的脱法是相反的©。

这个韶誰是在一个全国的会跷时烦发的。它规定，在法官发

现了一个卢名狠籍的强盗的时候，如果他是一个“法兰库斯”

(Franous)的括？就应当让人把他捆绑起来，送到国王面前；但如果

他是“一个较软弱的人”(debilior perso~a.) ，就要把他就地吊死饥

按照杜波肿父的意见，“法兰库斯“是自由人的意思；“一个较软弱

的人“是衣奴的意思。我暂时不管“法兰岸斯“这个名同是什么意

思；而首先确定一下”一个教软弱的人“这个名词的意思。我认为，

无誰什么眙言，一切比较脱法都必然含有三级，就是最上极、中衱

和最下极＊。如果这里只是自由人和农奴的问题的括，陔昭諒就会
脱：＂一个农奴＂，而不脱＂势力较小的一个人。”因此，在这里，＂较软

弱的人＂的意思就不会是农奴，而是一个位于农奴之上的人。按照

这个假投，“法兰岸斯”的意思就不是自由人，而是一个有势力的人

了。此外，我们在这里所以认为“法兰库斯”的意思是有势力的人，

是因为在法兰克人之中常常有在国家里拥有较大势力的一些人；

他们是法官或伯爵不容易加以惩戒的人。这个解释和极多敕令相

@ «法兰西君主国在高卢的建立习第 3 册第 6 卷第 4 章第 307-308 页。

@ 同上书第 3 册第 4 章第 301 页；第 5 章第 3l9-820 页。

@ 参看本书第 28 章第 28 节和第 81 章第 8 节。

@ “因此哥罗尼亚开会决定，我们发出通告：每一个法官一听朊有罪恶严重的强

盗，就应当到他家去捉拿。如果他是一个法兰廪斯，就必须押解到我们［王廷］这里，如

果他是一个较软弱的人，就把他在原地吊死。”«柴尔德柏蹈逾>,戴巴路兹幛«敕令公

纂为第 1 册第 19 页。

拿 例如：软弱、较软弱、最软弱．一一－坪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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吻合＠。 这些敕令规定哪些案件的罪犯可以所送国王，哪些案

件的罪犯不可以肝送。

在戴甘所写的柔懦路易的传记里＠，我们看到，使这位皇帝受

到旂辱的首牒者就是主教们，尤其是那些过去是衣奴，和那些出生

在野蛮人中的主教们。这位君主曾把爱奔从奴役之中提拔起来，

使他当兰斯的大主教。戴廿就这样责备爱奔：“皇帝做了这么些好

事，得到什么报酬见他使你得到自由，而没有使你成为贵族；他
拾与你自由之后，就不可能使你成为贵族。”@

这段话明确地旺明公民有两个等极。但是它井没有能够使杜

波神父咸到为难。他是这样回答的：“这段括的意思不是脱柔懦路

易不能拸使爱奔得到黄族的等级。作为兰斯的大主教的爱奔应该

巳桏是第一等教，高于黄族的等极了。”＠我让講者去判断，到底这

段话是不是这个意思；我让講者去钊断，这里是不是有僧侣地位优

于贵族的问题。杜波肿父接着又说：“这段括只能征明，生而自由

的人就叫做真族＊＊；很久以来，按照世界的习惯，贵族和生而自由

的人，二者的意思是一样的。＇喽什么！由于我们近代有某些中流社
会的人取得了员族的贫格｀，他就把柔懦路易传把中的一段括应用

到这类人身上几他又说：“此外，爱奔也浒没有在法兰克人的国

家里，而是在撒克逊人的国家或是在其他 H 耳曼人的国家里，当过

奴隶。在撒克逊或其他 H 耳曼人的国家里，公民是分为儿个等砐

@ 参行本书第 28 章第 28 节和第 31 章第 8 节。

@ «虔诚路易＊的生平“第 43 千－44 章。

* “虔诚路易”就是“柔懦路易＂，都是路易一世的棹号。＿＿－邓者

@ “啊！你给他什么辗酬呢1 他使你得到自由，但没有使你成为黄族一一这是
给你自由后不可能做到的事。“同上书。

@ ;<i:法兰西君主国在高卢的建立“第 3 册第 6 卷第 4 章第 316 页尊
** 原文 nob] os hommes; 甲乙本作 noblo-homme百。

@ «法兰西君主国在高卢的建立））第 3 册第 6 卷第 4 章第 31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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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仁，江那未，根据杜波眒父的”也浒＂，法兰克入的国家用就没有贝

族厂、但丛他对”也祚＂的用法，没有比这次更糟的了。我们刚刚

行到，戴甘把反对柔懦路易的主教们分为两类，一类是当过农奴

的，一类呈出自开蛮民族的气爱奔是属于前一类 '1!!1不是后一类

此外，我不知道大们怎样能够脱，像爱奔这样的一个农奴可能是撒

克逊入或 H 且处人勹因为一个农奴是没有家族的，所以也没有民

族。柔懦路易释放厂爱奔·，因为被释放的奴隶是服从他们的主人

的法律的，所以爱奔就成为法兰克人，而不是撒克逊人或 H 耳悛

人）

我刚才是进攻；现在又应当防守了。人们将对我说，“臣宰“这

个集团在国家里很叫确地自成一个等级，和自由人的等级显然有

别；但是，山丁采地起初是可以撤销的，后来才是终生给与的，所以

“臣宰“这个集团不可能形成一种血統上的贵族，因为他们的特权

井不是附着千一种世伎的采地上的。毫无疑义，就是这个反面的

怠灶使德·瓦罗哇先生认为法兰克的公民只有一个等极。杜波神

父就采川了瓦罗吐的这个石法，而只是提出了一些坏誧据把它破

坏得体无完肤就是仁但无监如何，杜波眒父是不能提出这个反面

烹见的因为他戎罗焉贵族有三个等砐，作为国王的幕宾的罗，焉人

是第一笘极，所以他无法主张说这个“幕宾＂的称号比“臣宰＂的称

号更具有贝族血統。不过，我必须给勺直接的回答，臣宰或义上之

所以为臣妇或义上，井不怂因为他们有采地·，而是因为他｛门是坴宰

或义士，所以人们才给他们采地。人们还能北得，找在本卓前儿h

说过，他们当时井不像后来一样，拥有相同的一块采地；但是即使

他们没有这一块采地，他们却打那一块采地，这是因为采地是在他

@ «法兰西甘 i：国在高卢的建立辽:(!3 册第 6 卷第 4 章第 316 页。

@ ”所打的 K教都讨天路易，特别是那些被他从奴隶中解放出米的主教，和那些

出 f1 野蛮民族而被提找到高位的主教。＂戴甘：«虔城路易的生平凶第 43-41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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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出生时授与的；因为它们常常是在全国的会战时授与的；又，未

后一点，因为接受采地是贵族的利盆，同时授与采地也是国王利盆

之所在这些家族是因为它们的义士地位而得以显惕，又因为它们

有在格为采地矢誓忠诚而得以显锡。在下章l.1丿，我将战明，如何由. 
千时代坏境的关系｀有一些自由人被淮忤享受这个重要的特权，并

因而取得了贵族的等砐6 在贞特兰和他的侄子柴尔德粕的时代井

不丛如此；而是在查理曼的时代才是如此的。但是，虽然在五理处

肘代自由人不是不能倾有采地，不过从上引戴甘的那段肥载可以

石出，被释放的农奴是绝对不能倾有采地的。杜波眒父把我们引

到土耳其去，好向我们说明古代法国贵族是什么样子矶他是不是

将告拆我们，土耳其人就像柔懦路易和秃头查理朝代的人一样，对

出生微賤而获致显肯与高位的事一向总是抱怨的·;、在查理曼时

代，人们总是不这样抱怨的，因为这位君主对旧家族和新家族是加

以区别的；而柔懦路易和秃头查理是不作这种区别的。

不应忘祀，我们大家要威谢杜波种父所写的儿本优秀的著作。

大家应根据这些美好的作品，而不是根据上面时誰的那本书，来对

他进行扦价lM。在那本书里，他犯了一些重大错映，因为他放在他

眼前的主要不是他的题目，而是布兰椎利埃伯爵。在我这一切砰

誰之后，我仅仅有这么一点威想，就是：这个大人物峰都犯了多昔映，

我不是更应该战战兢兢么？

G) 第 28 节。

@ «法兰西君主国在高卢的建立“第 3 册第 6选第 i 章第 302 页。
亭 甲乙本作“一个大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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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一章 法兰克人的封建法律埋渝

对他们的君主围的革命的关系

第一节 官职、采地＊的变更

最初，伯佣们坠被派遣到他们的管区去的，为期一年。不久，

他门就出线贴买继祒任职的权利。早在克罗雒斯的孙子的时代，

就看到这样一个巾例门一个叫做只欧尼，鸟斯的入是奥赛尔城的伯

衙；他派他的儿f穆莫路斯带着银线给贞特兰，企图继桢他的职

位：这个儿子也付为 r自己出过线，井取得r他父亲的位置丸片

土何巳桏开始腐化 f他们自己的恩惠。

虽然按照王国的法律，采地是可以澈销的，但是采地的授与和

剃夺抖不足任凭人们反复尤常的意欲而武断地进行的；它们通常

足个国会战时溢的主要项目之一。我们很有理由相信，在采地叫

凶 L~ ，也同伯爵佣题一样，发生了腐化；人们也出线以继锁占有采

地，就像人们出线以继桢占有伯爵辖地一样J

在本祁后面玑我将让人们行到，君主的恩赏有一些是暂时

的，还有一些坠永久的i) 有一次朝廷想撤销它曾钰赐与的恩赏，这

就引起『全国汇址的不湍，3 不久便发生法国历史上有名的革命；

这个革命的弟一时朋所演出的就是布绘荷被处死刑的那出令人惊

愣不置的戏剧。

布绘荷这位E后是一个国王的女儿，另一个国王的姊妹，又是

另一个国王的母亲；到个天她还因为她的一些可以无愧于一个古

* 这里甲乙本多”和宰相”三个字。

@ 格列高里. ~恁·都尔：«法兰克史））第 4 卷第 42 萃。

＠）第 7 节。



哪 谕法的精神

罗厨市政官或总督的公共建筑物而声名卓著；她有天赋的处理国

事的卓越才能，又有天生的一些品质，长期为人们所敬重。但是人

们忽然看见她被另一个国王＠处以那样长期的、那样可耻的、那样．

残忍的刑悯旯这个国王的权威在国里井不是十分巩固的。要不
是她因为某种特殊原因失去了全国的爱戴的话，这种情形乍一看

来真是不可思挑的。格罗大利扁斯黄难她害死了十个国王；，坦丿l:

中有两个国王是格罗大利扁斯自己处死的；其他儿个国王的死应

归罪于命运或是另外一个王后的奸恶＠。一个酋榄让佛烈德贞德

安然在床上死去，甚至又反对惩剿她的滔天罪行的国家究对布输

荷的罪行应陔是淌不在乎的。

人们把布输荷放在骆院上，在全部事队里游行。这是一个諒

明她被單队所厌恶的明确标祀。据佛烈德加利扁斯肥载，布罗大

利息斯是布输荷的宠信；他剥夺颌主们的财产，用它来充塞国胤

他羞辱贵族；使没有人能够肯定他一定可以保持自己原有的地

位吼章队阴牒反对他；他就在他的帐幕里被刺死了。而布榆荷，

或者是因为要为他的死复仇见或者是因为继横执行同样的叶划，

就一天一天地为全国所厌恶觅
格罗大利扁斯有独揽国政的野心，又充湔最可怕的复仇的念

头。他确知，如果布绘荷的子女占了上风的括，他一定是活不了

. @ 就是查尔柏立克的儿子、达果柏的父亲格罗大利乌斯二世。

@ 佛烈德加利乌斯：«编年史习第 42 章。

@ 同上。

@ 格列高里·德·都尔：«法兰克史，，第 8 卷第 31 章。

@ “用私人的财物来补偿过分消耗了的国廪，这种罪恶是凶暴的．．．．．．．没有一个

人能够再保持自己曾鲤擒到手的地位。“佛烈德加利乌斯： «编年史，，第 27 章 605 年条
下。

@ 同上书第 28 章 607 年条下。

© 间上书第 41 章 618 年条下。“勃良第有地位的人－一-有主歉们和共他倾主

们、害怕布桧荷的人和怀恨她的人，都阴牒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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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因此，他参加了一件对自己不利的阴谋；由于他的笨拙或是由

于情势所迫，他使自已成为布输荷的控告者，井用可怖手段惩舰这

位王后，以警效尤。

瓦纳卡利，扁斯是阴谋反对布输荷的中心人物；他担任勃民第

的宰相；他要求格罗大利乌斯井取得后者的同意，在他活的时候，

永远不澈换他的职位W。因此，这个宰相就和以前法国的倾主们的

悄况不同了；这个职权就脱离王权而独立了。

就是布绘荷不幸的摄政特别地激怒 f全国。当1“法律仍然有

效地存在着的肘候，没有人能够因为被剥夺采地而抱怨，因为法律

．井没有把采地永远地给了他。但是采地既然是依据贪婪、恶劣的

行径和腐化的手段而取得的，那末当人们老是通过恶劣的手段取
得的东西被川恶劣的手段剥夺了去的时候，就要抱怨了。假如动

机是为了增加公共福利而撤销恩赏的话，大家也许就没有括脱；不

过当时人W1主张的是秩序，但却盼胳公行；当时人们要求的是国小

的权利，但为的却是随心所欲地摒霍国库的财产；，恩赏巳不再是服

务的报酬或希望了。布绘荷就是要用一种腐化的风气去条且正IH肘

腐化的流弊。姓的反复无常的意欲井不是由于精肿软弱，所以“忠

臣”们和商级的将颌们威到自己巳轻完了；他们就首先完未吉『她。

关于当时所发生的一切事件，我们的文献是非常残缺的；年代

史的编纂者对他们的时代历史的知诫就和今天的村民对我们的肘

代历史的知峨差不多，所以他1P1所祀述的极为空疏。但是我们有

格罗大利岛斯为改革流弊在巴黎会挑岔）般发的一部«律令»，从那．

里我们看到这位君主就在消灭引起这次革命的不淌因素©。一方

@ 佛烈德加利岛期： «编年史》第 42 章 618 年条下。＂格罗大利扁斯接受誓言， ' 

在他［瓦纳卡利乌斯］的一生里不按时候刺夺他的职权。”
@ 在 615 年布榆荷服刑后不久召开的。参看巴路兹辑«敕令会纂“第 21 页。
@ “一切遠反理性的行为或命令是遠背神意的。－—-这就是在过去也从未发生

过。我们依大司祭基督之名，淮备通过这道昭谕来加以纠正。”同«律令刃第 16 条。

• ., －一 ” “'-酬 ll lll l u.“'．枷.“「加．一下，一如,.,,..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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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该«律令，门肯定了过去他的前輩的国王们所曾赐与的或肯定过

的恩赏＠；另一方面，它规定，被剥夺的一切忠臣或义士的恩赏都

要返还芞

这位国王在这次会战所作的让步不仅仅这一项。他规定，所

有曾轻制定的一切违反僧侣们特权的东西应该加以纠正＠。他威

少了朝廷对主教选举的影响＠。这位国王甚年改革了税务；他规

定取消一切新没的贞赋＠；又规定不征收自真特兰、鍚治柏、查尔

粕立克以来所没立的通行税＠。这就是脱，他澈销了佛烈镕贞德

和布给荷摄政时期所投立的一切。他又禁止他的畜群进入私有的

山林©。我『！下面就要看到，这次改革比上面所说的还要广泛些，

井且伸展到民事事件。

第二节 民政是怎样改革的

到这里，我们巳翱看到，国民对于他们的主人们的爱好或行为

巳轻现出了急躁悄褚和軞率态度；看到他们凋和了主入1门之朋的

制粉，强制主人们和睦。但是这肘国民所做的是前所未有的。他

们用眼睛注视着实际的情况，冷静地检查他 fF1 的法律；补充法律的

不足；抑止了强暴；节制了权力。

佛烈德贡德和布绘荷精力旺盛的、豪胆粗暴的、傲慢横霸的摄

@ 同«律令»第 16 条。

@ 同«律令“第 1·7 条。

@ “暂时被疏忽的［僧侣特权］现在一或是更正确地脱，从今以后一—将永久
．被遵守。”

@ “因此主教逝世后，应在本省主教提升的地区，同省的人一起，由神职人员和

人民来选举；如果是不称职的括，就由国王来安排；如果必须从宫廷里来选拔的括，就

应按照功勋和学问来选拔．“同«律令“第 1 条。

@ “不拘在什么地方，如果增加新的贡赋，就应加以纠正....重.."同«律令“第 8

条。

@ 同«律令习第 9 条 G

@ 同«律令»第 .21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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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局共忒是使国民惊愕，毋宁脱是使国民警醒。佛烈德贞德曾翱
川凶恶行为来为她的凶恶行为瓣护；她用放毒和暗杀来为放毒和

陪杀辩护；她的做法使她的罪行显得是私的性质多于公的性质。佛

烈德贞德多做坏事；而布输荷则使人畏惧的地方多。在这次危机

中；国民不以安定封建政治的秩序为淌足；他们还要健全民政，因．

为后者比前者更要腐败；后者的腐敃由来已久，井且在某种形式上

和风俗上的流弊的联系比和法律上流弊的联系多，所以更为危险。

在格列高里·德·都尔的著作«法兰克史>和其他文献里，我

们在一方面看到的是一个凶暴、野蛮的民族，在另一方面看到的是

一些一样凶暴、野蛮的科王。这些君王是好杀的、不公的、残忍的，

因为整个民族都是这样。基督教似乎有时候使他们变得溫和了一

此，那是因为从督教对罪人施用恐怖的掾故3 教会用它的圣人的

眒迹和奇事来防卫自己，抵御他们。国王们不敢亵滇肿圣，因为他

们害怕亵滇肿圣罪的刑罚；但是除此之外，他们有时出于盛怒，有

时出千冷静的考虑，而犯f各种罪行，做了各种不公道的事情，因

为这些犯罪和这些不公道的事悄井不使眒明立即伸出惩肌的手

来。我已轻脱过，法兰克人容忍了好杀的君王，因为他们自己就是

好杀的人；他们的君王的不公和掠夺并不使他们威到惊骸，因为他

们是同样的掠夺者和不公的？＇。当时曾制定了狩多法律；但是君王
们就使用某种叫做“训誰＂＠的，推翻了这些法律的敕书，使法律归
于无用。这种敕书和罗焉皇帝们的＂敕答＂＊是差不多的东西；这也

许是这些君王采用了罗焉皇帝的这个习惯，也浒是由自己本性的

基础上推演出来的。从格列高里·德·都尔的著作里，我们看到，

他们冷酷无情地进行凶杀；又不翱 itl问就把被告处死。他们发布

“训諒“，来实行非法的婚姻；来韓移遣产；来剌夺亲族的权利；来和

@ 这是一种国王发给法官的命令，要后者执行或容忍某些遠反法律的事情。
* 见本书第 29 章第 17 节。一一谔者

-,．｀识心 ．，.,.,..,·志，．． ．．．，心中片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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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女粘婚丸实在脱，他们井不单独制定法律，但是他们停止所制

定的法律的实施。

格罗大利息斯的韶谕＊革除了所有这些弊端。不再有一个人

可以不钮讯问而被定罪了变亲族可以老是按照法律规定的顺序

继承遣产了气一切准浒娶少女、寡妇或修女的＂圳蠢＇」划 1 凡效；
对那些过去曾轻取得这些“圳諒”而加以利用的人则评加惩处笆

如果该韶舶第 13 、 14 、 15 肾条不是因为时代遥远而残缺了的话，我

们也浒能够更淮确地知道该韶誰关于这些“圳渝＂的规定。战韶谅

第 13 条仅仅残留着开头的一些字，说“卧1片们需要遵守；这不可能

认为是上述该法所废止的那些“训渝＂。我们有这位君主的另一个

条例＠；这个条例和该韶誰＊＊是相关速的；它同样地把所有＂队1甘俞"

的弊病一点一点地加以纠正。

戚然，巴路兹先生发现这个条例既尤 H 期又尤发布地点，就把

它算做是格罗大利，阳斯一世的东西。但是我认为它是格罗大利防

斯二世的东西，这有三个理由：

1、陔条例说，国王将保存他的父亲和祖父所给与教会的豁免

权氪查尔第立克是格罗大利切斯一世的祖父；他不是基督徒，又

生在君主国建立之前，他能给与教会什么豁免权呢？但如果我们.. 
@ 参看格列高里·德·都尔： «法兰克史“第 4 卷第 22;7 页。历史陀裁和条例电

充涡这类事情；这些流弊的范图在 615 年格罗大利岛斯为改革这些弊端面发布的韶淑

里特别可以石到。尘看巴路处辑«敕令会纂»第 1 册第 22 页。

* 甲乙本作“律令”。

@ 上引韶逾第 22 条。

@ 同招逾第 6 条。

@ 间昭泣第 18 条。

@ 在巴路兹辑«敕令会纂“第 1 册第 7 页的一道昭捻内。
** 甲乙本作“命令';o

@ 我在上章第 21 节巳翱啖到这些豁免权；它是司法权的让与，包括禁止国王的
法官在采地内行使任何职权1 这种权利就等于采地巳翱建立或已被继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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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这道韶諒算做是格罗大利如斯二世的东西的话，劓他的祖父就

是格罗大利岛斯一世本身。格罗大利乌斯一世曾翱让人把儿子克

拉姆速问他的妻子和子女一齐烧死；所以他给教会很多恩赏，为他
的儿子的死愤悔嗔罪。

2. 这个条例所要革除的弊端在格罗大利岛斯一世死后仍然

存在；而且当贡特兰朝的积弱、查尔柏立克的残暴和佛烈德贞德及

布绘荷可厌的摄政的时期，这些弊端甚至发展到了最高峰。如果

该条例是格罗大利，岛斯一世的东西的括，则它那样严肃地禁绝了

的呥端竞这样不断地重又发生，国民怎能够加以容忍而不喧嚣反

对呢？后来，在查尔粕立克二世＊心重复了旧肘的暴虐作法的时候，

国民就强迫他发布命令．要人f1在审刊时遵守法律和习惯，像旧时
那样雹那末在当时，国民怎不会像后来这位君主的时候那样行动

呢？

,3. 未了一个理由：这个为改革弊端而制定的条例是不可能和

格罗大利岛斯一世有关速的，因为当他的朝代，王国内井不存在这

类不湍；而且，他的权力在王国内是极为巩固的，尤其是在人们所

假股的这个条例制定的时期。反之，这个条例和格罗大利息斯二

扯的朝代所发生的事件却极相吻合。这些事件合在王国的政治局

势中引起了一次革命。我们应节用法律去阐明历史，用历史去阐

明法律。

第三节宰相的职权

我脱过，格罗大利扁斯二世曾轻的定在瓦钠卡利扁斯的一生

里不撤换他的宰相职位。这次革命产生了另一个后果。就是：在

* 原文戛应作“查尔第立克二批飞－一胖者

@ 他约在 670 年开始执政．

@ 参看«圣雷哲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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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以前，宰相是国王的宰相；这肘他成为王国的宰相了；他一向由

国王拣选；现在由国民拣选了。在革命以前，梯欧多立克＊让布罗

大利阳斯当宰相趴佛烈德贞德让兰第立克当宰相＠；但是以后，宰

相就由国民选举了叽

因此，我侗不应当像有些著者那样，把这些宰相和那些在布输

荷死亡以前的宰相相混淆，把国王的宰相和王国的宰相相混淆。从

勃良第人的法律，我们可以看到，勃民第人的宰相职位井不是国家

职位中最高职位之一＠；在初期法兰克话君王的时代，宰相也不是

最显耀的地位之一氮
, 

格罗大利匐斯安定了那些拥有职位和采地的入们的心；瓦钠

卡利叫斯死后，这位君主间在悠洛伊集会的倾主1P1赈意由誰继瓦

钠卡利岛斯的职位。他们全体呼喊脱，他伲誰也不选举，而恳求他

恩赐决定矶他们把自己交托给他。

达果柏同他父亲一样，重新团桔全国；国民信任他，没有选举

宰相。这位君主威到了自由；此外又因为他的一些胜利而安了心，

所以他又采用布绘荷的计划。但是他在这件事上很不成功；奥斯

特拉西亚的“忠臣”们就任凭斯克拉旺人把自己打敃而回家去了；

• TheodorisJ; 原文踝作 Th的deri0。_＿－译者

@ ”由千布翰荷的建牍慫慧，而由梯欧多立克加以任命。“佛烈德加利乌斯： «编

年史》第 27 章 605 年条下。

@ «法兰克王传＞＞第 36 章。

@ 参看佛烈德加利乌斯： «编年史“第 54 章 623 年条下；又无名氏所著陔书«模
篇，，第 101 章碑5 年条下1 第 105 章 715 年条下。«艾斋著作集“第 4 卷第 15 章。艾真

哈：«查理曼传“第 48 章。«法兰克王传，，第 45 章。
@ 参看«勃良第法叶扣褚言习和同法附录二第 18 篇。

@ 参看格列高里·德·都尔：«法兰克史，第 9 卷第 36 章。

@ “这年，格罗大利扁斯同勃良第的大臣们和倾主们在德洛伊开会。他问他门，

在瓦钠卡利扁斯死后，顺意选椎接替他的职位 1 但是大家一致反对进行选举，井竭力恳

求国王赐恩，由国王决定．“佛烈德加利扁斯：«编年史习第肛章 623 年条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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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斯特拉西亚的边防地区就断送给野蛮人了2。

因此，他决定向奥斯特拉西亚人提出，把奥斯特拉西亚，速同

一个宝庙，割让给他的儿子鍚治柏，井把王国的政府和宰相的职权

交给柯龙的主教古尼柏和阿达尔济兹公爵。佛烈德加利岛斯没有

叙述当时所盯条款的知节；但是国王在他的各条例里对所有这些

条款都加以肯定；而奥斯特拉西亚立gfJ脱离了危险凯

达果粕在临舱的时候，把他的妻子捻特季尔德和他的儿子克

罗雒斯交托胎佳照顾。纽斯特利亚和勃良第的“忠臣”们选择了这

位年軠的太子当他们的君王究眙佳和捻特季尔德当宰相＠；他们

把达果柏过去所拿的财产全都返还原主＠。因此纽斯特利亚和勃

民第的怨拆之声停止r，就像在奥斯特拉西亚巳停止了一样。

在胎佳死后，王后捻特季尔德让勃良第的倾主们选举佛罗卡

都斯当他们的宰相见佛罗卡都斯送信给勃民第王国内的主教们

和主要的倾主们，向他们的定，要永远—一也就是脱，在他们的一

生里一一保存他们的荣赏和官职Q。他又用立誓来肯定他的括。

«王室的宰相}一书的著者就把这个肘候当做是宰相治理国家的开

始氪

0 “反抗法兰克人得到胜利，椎尼狄人是有功的。 这个胜利不仅是由于斯克拉

旺人的英勇胃l] 毅，也是由千奥斯特拉西亚人的精神涣散1 那时他们背离达果柏，心怀仇
恨，而接速不断地被梒劫．“佛烈德加利扁斯：«编年史“第 68 章 630 年条下。

@ “共次，众所周知，奥斯特拉西亚人，由于他们的努力，反抗稚尼狄人，而有利
地保卫了法兰克人的边界和国土。“佛烈噜德加利岛斯：«编年史»第 75 章。

@ 佛烈德加利乌斯：«编年史“第 79 章 688 年条下。

@ 同上。
@ 间上书第 80 章 639 年条下。

@ 同上书第 89 章641 年条下。

@ 同上。“佛罗卡都斯写信给勃良第王国的主耍人物和主教们，井且立誓，的定
耍永远保存他门每一个人的荣赏、官职和友谊。”

@ “共次，从克罗推斯时起，法兰克王国一致同意，开始由宰相治田 i 克罗稚斯是

著名国王达果柏的儿子，梯欧多立克的父亲．“见«王室的宰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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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烈德加利息斯是勃民第人，所以关千我们现在所啖的革命＊

肘代勃民第的宰相们的祀述，比关于奥斯特拉西亚和纽斯持利亚

的宰相们的祀述，要祥尽些；但是，在勃良第所盯立的那些条款，由

于相同的理由，也在纽斯特利亚和奥斯特拉西亚盯立了。

国民相信，把权力交粕一个他们所选举的宰相，要比交给国王

的宰相稳当些9 他们对前者可以要求条件；而后者的权力训是世

荌的。

第四节 从宰相制度上所看到的国家的特点

一个国家巳钰有了国王，而政府又要选择一个人来施行国王

的权力，这看来是件极其不可思跷的事。但是，姑且不啖当时所存

在的情况，我认为法兰克人这方面的思想的沛源是很早的。

法兰克人是日耳曼人的后裔。塔西伦脱，日耳曼人选择君王

是取决于他的贵族血統；选择首倾是取决于他的刚勇＠。黎明时期

（第一朝代）的君王们和宰相们就是如此；前者是世袭的，后者是选

举的＂％

毫无疑义，那些在全国会战里站起来，向一切殷意跟从他们的

人自荐为首颌去推行某一冒险酐划的君王们，在大多数场合，是把

国王的权成和宰相的权力集合在他们自己身上。他们的贵族血統

粕了他们当国王的资格；他们的刚勇又使那些拥戴他们为首倾的
一些刚毅之士跟从他们，因而取得了宰相的权力。君王的资格使

我国初期的君王们当法院和会圾的首长，井在这些会战的同意下

颁布法律；同肘他们的公爵，或是脱首镇的资格使他们能够进行他

们的远征，指押他们的军队”() . 

I 

* 甲乙本作“我们将耍谈到的革命”。

@ “国王出于夤族，首倾出千品德。“塔西化：«日耳曼人的风俗习第 7 章．

** 甲乙本只作；“进行远征，指撑平队。”

.
n『
'
r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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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了解初期法兰克人在这方面的特点，人们只要一看法兰克

族人阿波伽斯特斯的行为就够了叽瓦速提尼耶膳斯曾秷委任他

指押單队。他就把这位皇帝关在皇宫里；他不狩任何人和皇帝啖
任何政事或事事。＊阿波伽斯特斯当时所做的就是后来的柏彬侗噙

所做的。

第五节 宰相们是怎样取得了草队的指挥权的

在国王们指捆审队的时代，国家井没有想到选举首倾。克罗

维斯和他的四个儿子是法兰克人＊＊的首倾，又倾导着他们从胜利

走向胜利。梯欧德柏的儿子狄波是一个年郫、献弱、又有病的君主；

是君王中第一个呆在王宫里的＠。他拒绝到意大利去征言寸钠尔塞

斯；又苦莉地看到法兰克人自己选举了两个首倾，率领他们到那里

去霾格罗大利息斯一世的四个儿子中，贡特兰是最怠于指押單队

的＠；其他的君王就仿效了他的榜样。为防止把單队的指押权交

粕他人的危险，他们把事队的指押权交托给好儿个首颌，或是脱公

爵觅

我们看到，这就产生了无数的不便。把律没有了；人们不再懂

@ 参看«苏尔皮琪·亚历山大兄载格列高里·德·都尔：«法兰克史，第 2 卷。

一 * 指几个名吽“柏彬＂的宰相．一一环者

＊＊原文作“法兰西人”。一汗者

@ 552 年。

@ “虽然国王完全不同意，路德利斯和布狄利奴斯仍然同他门桔速在一起，进行

战孚．“阿加提亚斯心查士丁尼的生活与行动，第 1 卷。格列高里·德·都尔：«法兰克

史“第 4卷第 9 章。

@ 贡特兰甚至不征肘贡多瓦尔德。后者自称为格罗大利乌斯的儿子，井耍求分
有王国。

@ 他们的数目有时候到二十人之多。参看格列高里·德·都尔：«法兰克史，第
5 卷第切章』第 8卷第 18 和 80 章，第 10 卷第 8 章。达果柏在勃良第是没有宰相的，

他采取同样的政策，派遣了十个公乔和儿个伯爵去同加斯康人作战，这些伯爵是不受

公爵节制的。佛烈德加利扁斯心编年史“第 78 章邸3 年条下. 
. 

.- :…~·，面，勹-吓－上LU1”“"｀一··l 吻..卫--·一-'罐-...'，~“＇皿＿＿＿－－ －二竺，a ．一·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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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服从了。革队只能是自己国家的灾难了；他们在没有达到敌人

的地方以前就巳艇淌带着劫掠的东西了。格列高里·德·都尔在

他的书里曾对这些弊害做了生动的描写究贡特兰眺：“我们没有
保住我们的祖先所学得的东西，我们怎能取得胜利呢？我们的国

家巳程和从前不一样了...... 0嘎）奇事自克罗雒斯的孙子起，这

个国家就巳轻腐化了。

桔果，人们就股立了单独的一个公爵，这是自然的。这一个公

符有权管理那无数的、巳不复懂得自己的义务的领主和“忠臣”；这

一个公爵重建章事祀律，并镇导一个只懂得内战的国家去和敌人

作战。因此，人们就把权力抬与宰相了。

宰相最初的职务是管理国王的家事飞后来他就协同其他革

官在政治上管理采地；末了，他就能够单独处理采地©。他又管理

罩事并指捍军队；这两种职务是有必要和其他两种职务桔速在一

起的。在当时，招募罩队比指挥革队困难；誰能比那个能施与“恩

赏“的人更宜于掌握这种权力呢？在这个独立而好战的民族里，应

陔要劝誘多于强制；应陔要把倾主死亡而空出的采地拾人或让人

有希望取得它；应陔不断地粕人酬劳；应陔让人憎恶偏爱。因此，

管理宫廷的人就应陔当革队的将领了。

第六节 黎明时期王权寰微的第二阶段

自布绘荷服刑以后，宰相便在国王之下治理国家；虽然宰相颌
导战争，国王仍然是军队的首长，宰相和国民就在他的下面进行战

O 格列高里·德·都尔：«法兰克史“第 8 卷第 80 章和第 10 卷第 8 章。

@ 同上书第 8 卷第 30 章。

• “宰相”，法文原文本来就是“宫内长官”、“宫宰＂的意思．一罚者

@ 参看«勃良第法＂附录二第 18 篇，和格列高且·德·都尔： «法兰克史习第 9 卷

第 86 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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孚。但是，粕彬公爵对梯欧多立克＊和他的宰相＠＼的胜利成功地降
低了国王们的地位觑查理届特尔对查尔粕立克和他的宰相兰佛

洛哇的胜利更确定了国王们地位的降低凯奥斯特拉西亚两次战

胜纽斯特利亚和勃民第；奥斯特拉西亚的宰相职位就好像粕彬侗

这一家族所专有的那样，所以这个宰相职位＊＊就高出了一切其他

宰相的职位；这个家族就尚出了一切其他家族。胜利者们害怕哪

一个有信眷的人抓住国王以煽动粉乱，所以他们就把国王们崩留

在王宫里，也就好像在一种监狱里一样＠。一年一次把国王给人民

看看。这时，国王们就倾布法令，但这些实际是宰相的法令；他们
回答大使们的惯题，但这些实际是宰柜的回答©。这就是历史家们

所肥述的宰相支配国王的时代。那肘国王就是屈服于宰相的见

国民对于粕彬家族的热悄竞达到这样的程度，就是他们立了

柏彬的一个幼小的孙子做宰相见又把他放在一个什么达果柏王

之上，也就是脱，把一个幻影放在另一个幻影之上。

第七节 宰相治下的重要职位和采地

宰相们无意建立地位和官职不时撤换的悄况。他们之所以能

* 甲乙本作“反对梯欧多立克”。

@ 去看«麦次史杞» 687 和 688 年条下。

@ `｀给与他匣国王的名义，而他自己则享有全国的特权…．．．．“同上书 695 年条

下。

@ 同上书 719 年条下。

** 原文 ma.irie; 甲乙本作 mairerie。

@ “淮许他们在自己的权力下当国王．“«麦次史配， 719 年条下。

@ «桑都伦西史记为第 2 卷e “他［国王J好像以自己的权力来同答；这罔答有教

训的意思，或是更正确地脱，含着命令的意思。”

@ «麦次史配>691 年条下。“柏彬监管梯欧多立克那年.......,,«害尔德史配，或

«罗立沙姆（罗尔矢）史杞>o"法兰克人的首倾柏彬，統治了法兰克王国二十七年；国王

就屈服在他手下。”

© “此后，格黎墨尔的小儿多绎阿尔当了宰相；他就在当地和前述国王达杲柏在
一起。“无名氏：«佛烈德加利乌斯编年史攘篇“第 101 章 714 年条下。

中＇｀“'，心，心七人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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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进行統治，纯粹是因为他们保护了贵族的官职。因此，重要的职

位依然是终生的职位；这个习憤并且逐渐地确定了下来。

但是关于采地，我有一些特别的意见。我并不怀疑，从那肘代

起，大多数的采地都变成世袭的了。

在安得丽条的＠里，贡特兰和他的侄子柴尔饱柏承担义务，要

继镇椎持他们以前的君王们所施与“忠臣”们和教会的各种恩踢；

又准浒国王惘的王后、公主、寡后用遣嘱对她w,从国岸得到的东西

作永久性的处理旯

焉尔岸尔富斯就在宰相的时代写他的«法式书＂＠。在其中的

一些法式里，我们看到国王们把赏赐船与一个人本人，也给与他的
后嗣＠。这些法式既然是生活上普通活动的写照，它们就可以征

明，在黎明时期（第一朝代）的末年，一部分的采地巳婬由后嗣承

袭。当时的人们还远远没有一种“辖地不可剥夺＂的观念；这是极

近代的东西，所以无绘是在理脸上或实际上都是当肘人们所不晓

得的。

关于这点，我即将提出事实的征据。当我能够指出有一个时

期巳桯不再粕平队，恩赏，也没有任何轻费来雒持單队的肘候，我们

就确实可以肯定，旧时的恩寅巳桏被剥夺了。这个时期就是查理

思特尔的时期。他建立了一些新的采地；我门应该把这些采地和

初期的采地好好地区别开来。

当国王们开始踢与永久性的恩赏的肘候，不管这是因为政府

O 格列高里·德·都尔：«法兰克史“第 9 卷引怔了这个条的。又参看 615 年格

罗大利乌斯二世«昭幢习第 16 条。

@ “如果有得自国原的土地或荣赏和援助，她们可以为所欲为，或用遗嘱加以处

理，永远保留不变。”

@ 参看«法式书＞第 1 卷第 24 和 31 条。

@ 参看同书第 1 卷第 14条。陔法式适用千一开始就是永久性赏赐的国廪财产，

也适用千开始是恩赏，后来才改为永久性赏赐的国原财产，依照该法式，赏赐”就好像
是从那里，或更正确地脱，从我们的国摩取得的。”又参看同书第 17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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巳翱腐化，或甚至是因为律令上规定国王有义务不断给与酬劳，国

王们这样做主要还是使采地而不是使伯爵辖地永久化，这是自然

的。放弃自己的一些土地不算什么；放弃重要职位，那就要丧失权

力本身。

第八节 自由土地怎样变成了采地

从焉尔库尔富斯的一条法式心里，可以看到人们把自由土地

变成采地的方法＊。士地的主人把他的土地给与国王；国王再把它

作为一种“用盆权地”或＇恩赏”而返还给献地者；献地者又再向国

王指定自己的继承人。

如果要发现土地的主人为什么要改变他的自由土地的性质的

各种原因，我就必须像进入深洞里一样，去探究当时贵族的古老特

权；这些贵族，在十一个世粔的期削里，是逼身沾满尘土、血迹和汗

污的。

拥有采地的人是享有极大的利盆的。他『1受害肘所得到的和

解金比自由人多。从局尔庙尔富斯的法式里可以看到，“杀死国王

封臣的人要给付和胖金六百苏”是国王封臣的特权。这个特权是

«撒利克法过和«莱茵河畔法兰克部族法过所投立的。这两种法律

规定国王封臣的死亡和解金为六百苏，同肘对一个自由人——法

兰克人、野蛮人或生活在«撒利克法》下的人一一的死亡则仅仅规

定为二百苏；对一个罗焉人的死亡则仅仅规定为一百苏乳

这并不是国玉封臣所享有的唯一特权。我们应该知道，如果

一个人被传唤受审而拒不到案，或不服从法官的命令，他便将被传

@ «法式书为第 1 卷第 18 条。

拿 “方法“原文为单数式1 甲本作多数式。

© «撤利克法“第 44 篇。又参看第 46 篇第 8 、4 节和第 74 篇．

@ «莱茵河畔法兰克部族法为第 11 篇。

@ 参看同上书第 7 篇，«撒利克法“第 44篇第 1 、 4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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唤到国王跋前去＠；如果他仍然坚持不到案的话，他便将被擅弃在

国王保护之外饥将没有人可以接钠他进自己的家，甚至将没有人

可以给他面包。如果他是普通出身的人的话，他的财产将被没

收3；但如果是国王的封臣的话，就不如此视前者拒不到案就被认

为足以定罪；后者则不然。前者虽是极细微的罪行，就要受开水立

征的审半庐；后者则只有在凶杀的场合才可钊以开水立征氪末后

一点：在审刊肘，不得强制国王的一个拐臣立不利千另一个封臣的

誓言饥这些特权时时都在增加着；卡尔罗曼的敕令给国王的封

臣们这样一个荣誉，就是不得强制他们由自己立誓，而仅仅可以通

过他俷自己的封臣的嘴立誓氮此外，如果一个享有这些荣誉的人

没有参加單队的括，对他的刑肌是，在他没有服兵役的期间，禁止

他吃肉、喝酒；但是一个自由人，如果没有跟随伯爵的话＠，就要刑

金六十苏邕井要胀奴役到交付陔救为止。

因此，我们可以想像到，那些不是国王封臣的法兰克人一—罗

焉人更不用脱了 就都于方百卧想要当国王的封臣了；又为了

使土地免被剥夺，他惘就想出了这个办法，把自由土地献给国王，

再由国王作为采地发回，然后向国王指定土地继承人。这个习惯

老是继锁存在着；它在第二肘期（第二朝代）粉乱的时候尤其盛行；

那时人人都需要一个保护者，又颖意和其他倾主惘联合在一起，并

@ «撤利克法“第 59 、76 篇。

@ “在国王说括的范圉之外。”«撤利克法习第 59 、 76 篇。

@ 同上书第 59 篇第 1 节。

@ 同上书第 76 篇第 1 节。

@ 同上书第 56 、 5g 篇。

@ 同上书第 76 篇第 1 节。

© 同上书第 76 篇第 2 节。·

@ 888 年由迎春殿发布的«敕令》第 4 和 11 条．

® 812 年查理曼«软令 II“第 1 、 8 条。

@ «赫利巴诺环

．俨· •• • •• _ ~ - ～－心一·心－ · －，一---·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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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好像是颗意进入一种“封建的君主国“，因为“政治的君主国“巳

粒不存在了＠。

这个习惯在第三时期（第三朝代）仍然继镶存在首，这从一些

条例里可以看到织有时是土地所有人把他的自由土地献上，又依

据同一行为收回；有时是先宜布它是自由土地，然后承认它是采

地。这类采地就叫做“收回的采地”。

这井不是訰，拥有采地的人就像一个好的家长一样管理采地

了。虽然自由人于方百计要取得采地，但是他们对待这类财产就

像我们今天管理用盆权地一样。因为这个线故，我们最謹慎、最小

心的君主查理曼才制定浒多法规来阻止人们为着自己产业的利盆

而降低采地的地位见这只能证明，在他的肘代，大多数的恩赏仍

然是舱生享有的，所以人们关心自由土地多于关心，恩赏；但是这井

不能使人『，去掉“喜欢当国王封臣胜于当自由人＂的思想。由于某

些原因，一个倾主可能处分他的采地的某一个特殊部分；但他是不

颠意把他的爵位本身丧失掉的。

我们知道，查理曼酋程在一道«敕令咽里抱怨，有一些地方有人

把他们的采地作为产业轮人，此后又作为产业买回＠。但是我井没

有脱，人们不是爱产业胜于用盆权地。我只是脱，当人们能够像上

述法式里所看到的悄况一样，把一块自由土地变成可以世袋的采

地的时候，他是可以由此获得巨大利盆的。｀

@ 兰柏·达德尔脱：“不给病弱的继承人留遣产。“见杜刚支： «中末期拉丁陌解>

配odis 字下。

@ 参看杜胃I1 支：«中末期拉丁括解“`odis 字下所引的条例，和伽兰心自由土地

给习第 14 页等所录各条例。

@ 802 年«敕令 II“第 10 条； 808 年«敕令 VII“第 8 条，日期未胖的«敕令 I“第

49 条；和 806 年«敕令»第 7 条。

® 806 年«敕令 V“第 8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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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节 教全的财产怎样被改成采地

国库的财产，除了作为国王的赏赐以誘导法兰克人进行新的

冒险事业之外，是不应当有其他目的的；在另一方面，新的冒险事

业则增加国岸的财产；我巳艇脱过，这就是这个民族的精种。但是

赏踢却走了另外一条道路。我们现在还可以看到克罗雒斯的孙子

查尔柏立克的一篇演讲；在这里，他已翱在抱怨，他的财产儿乎全

都被粕了教会叽

他忠“我们的国岸巳经匮乏了；我们的财富巳被棘移给教会

了。只有主教们在进行統治；他们威势显赫，而我们巳蹈然无光

了。”@

因此，不敢攻击各倾主的宰相们就劫掠教会；粕彬进入钮斯持

利亚所凭借的理由之一，就是主教们睛他去遏止国王们一一也就

是宰相们一的酐划，因为他们把教会的财产都剥夺净尽了＠。

奥斯特拉西亚的宰相们 也就是脱柏彬们一家-对待教

会，要比过去纽斯特利亚和勃民第的宰相们宽和些；这从我们的历

史肥录去看是极清楚的；据这些肥录，僧侣们对柏彬们的热心宗教

和慷慨捐施是赞叹不绝的矶柏彬们自己就据有教会的各个最高
职位。这就像查尔柏立克对主教们所说的一样：＂一只岛鸦是不会

啄掉另一只岛鸦的眼睛的。”@

@ 格列高里·德·都尔：«法兰克史“第 6 卷第 46 章。

@) 就是因为这个掾故，他撤销有利于教会的遣嘱，甚至取消他父亲所捐施的东
西。但是贯特兰又恢复这些捐施，甚至又新作一些捐施。格列高里·德·都尔： «法兰

克史“第 7 卷第 7 章。
@ 参看«爰次史配'687 年条下。“我首先被司祭和种仆的怨言所激动，因为他

俨轻常到我这里来，为的是歉堂的财产被非正义地擒夺了去....... " 

@ 参看«麦次史配》。

@ 在格列高里·德·都尔：«法兰克史“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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粕彬征服了钮斯持利亚和勃民第；但是，由于他是以教会受到

压迫为借口米消灭那里的宰相们和国王们的，所以他已不可能抢

劫教会而不和他所标榜的目的相矛盾，不可能不使人们看到他是

在播弄国民。但是，征服了两个庞大的王国，又毁灭了反对的党派，

这就给他以足够的资产来淌足他的将颌。

柏彬由于保护僧侣而成为君主国的主人。但是他的儿子查理

思特尔，如果不压迫僧侣，那就没法雒持自己的地位。这位君主，
看到国王财产和国库财产的一部分巳桯被作为一生的财产或作为
永远的产业给与了贵族，又看到僧侣们从有线人和穷人的手中接

受东西，甚至获得了一大部分的自由土地，所以他就劫掠教会了。

而且，最初期分割的采地这时巳不复存在了，所以他就重新建立第
二次的采地叭他为着自己，又为着自己的将颁，就攫取教堂的财

产，甚至速教堂本身也占有了；这样，他杜绝了一种弊病；这种弊病

和普通的疾病不同，因为它异乎寻常，所以反而容易治疗。

第十节僧侣的财富

僧侣『困接受的东西是极多的，所以在三个朝代的期间里，他们

有儿次应核諒是把王国内的一切财产全都接受了。但是，国王W1 、

贵族们和老百姓既然找到了把他们的一切财产都给与僧侣的方

法，他们同样也能找到剥夺僧侣财产的方法。宗教的热献使人们

在黎明时期（第一朝代）建立起教堂来；但是尚武的精神又使人们

把教堂给与單人，草人又把他们分给自己的子女。这时从僧侣们

的财产收入目录中剔出的土地应骸是很多的啊i 第二时期（第二
朝代）的君王们又慷慨解囊，大量捐施了。接着膳曼人来了；他们

又拾又劫，又特别对肿父和修士进行迫害，搜寻修道院，注视有宗

@ “查理夺取许多教会的田产，把它们与国廪合井，然后分散给罩人．“«桑都伦

西史配为第 2 卷。

l l, ··, l l n n ll 编~l．虚，．．．编｀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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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投施的地方，因为峰他们把他们的偶像遭受毁坏以及查理曼的各

种暴行都归罪于憎侣们。查理曼曾迫使他们先先后后逃往北方避

难。这些仇恨，四五十年的时朋不能使他们就忘祀。 在这种悄况

下…，僧侣们失掉了多少财产呢！这时儿平没有僧侣剩下，可以要

求返还这些失掉的财产了。因此，又要等到第三时期（第三朝代）

的宗教热戚来让人大量建筑教堂，大横捐献土地了。当时在各地

传播井为人们所信仰的见解、主张是足以剥夺俗入的一切财产的，

如果他惘是十分信实的人的话167。但是，僧侣们虽有野心，而俗人

也是有野心的；死亡的人虽捐施遣产，继承的人却是颠意把它夺回

的。因此，镇主们和主教们之间、仕神们和眒父们之问的斜粉，就

像浮云过眼、层见叠出了；僧侣们所受的压力必然是很沉重的，因

为他们不能不置身于某些领主保护之下；这些颌主一时保护他们，

但以后便压迫他们了。

第三时期（第三朝代）的朝廷，施政较为贤明。它巳桯许可僧

侣们增加他们的财产。喀尔文教徒出现了；他们让人把教堂中一

切金器和银器都绪成货币冷峰＊。僧侣们的财产怎样能够安全呢．，他

们的生命也是不安全的啊当他们在为斜粉的问题争掏的时候，
入们却巳放火烧毁他们的档案了。他们向始终被弄得倾家淄产的
贵族们要求返还贵族们巳婬不再持有的东西或是巳通过无数方式
抵押了出去的东西，这不是掾木求焦么？过去僧侣们老是在取得，

老是在返还，现在仍然在取得。

第十一节 查理局特尔时代欧洲的惰戈

查理届特尔竭力劫掠僧侣，而他所处的环境是最幸运不过的。

. 甲乙本没有“因为他们把他们的偶像..…·不能使他们毓忘记“这些句子．
... 原文 Dans cet ~tat de choses; 甲乙本没有 de ol虹痢3 二字．

••• 擒劫了歉堂霉一~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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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为事人所畏惧，又为單人所爱戴；他为單人工作，找借口同藷拉

森人打仗烧僧侣们对他恨入骨髓，而他却是完全不需要僧侣的。

教皇是需要他的，井向他伸出双手；格列高里三世派遣著名的使节

到他那里去矶这是众所周知的。这两种权力秸合＊起来了，因为

它们是相依为命的。教皇需要法兰克人的支持去反对伦巴底人和

希腊人；查理焉特尔着＊需要教皇去屈辱希腊人，去为难伦巴底人，

去让他自己在国内受到更大的尊敬，去保证他巳有的头衔和他自

己或他的子女可能得到的头衔觅因此，他的计划是不能失败的。

奥尔良的主教圣欧奢利息斯看到了一个“异象”＊峰＊，惊动了各

君主。关于这闾题，我不能不引用在兰斯集会的主教们写粕侵略了

秃头查理颌土的 H 耳晏王路易的一封信a)' 因为它很可以使我们

看到当时的事物状况和精肿面貌是什么样。主教们脱：“圣欧奢利

扁斯被抓到天上去；他看见查理厒特尔由于圣人们的命令在下层

地狱里”嚎＊受到苦刑；这些圣人是应当陪同耶稣基督参与未 H 审

判的；查理焉特尔被提前判处这种刑削，是因为他抢夺了教会的财
产，因此所有捐施财产的人们的罪＊＊＊”都要由他担负了；柏彬曾

为此召集了一个会跷；他命令一切可以收回的教会财产都卫段纽；

@ 参看«麦次史配兄
@ “前述的大司祭格列高里，以罗禺的国王们的意旨写信，因为罗厨人民背弃了

皇帝的統治，颗意归顺到自己的保护和不可战胜的宽仁慈粘之下。”«麦次史配» 741 年

条下。＂……缔的以后，好从皇帝的地区澈出。“佛烈德加利岛斯：«编年史'1> 。

* 甲乙本作“牢固地桔合”。
** 甲乙本作：＂……和希腊人；法兰克人需要数皇给他们当屏障，以抵御希腊人，

以为难伦巴底人；查理禺特尔的叶划是不能失败的。”

@ 在当时的著作谊，我们可以看到，许多敢皇们的权威在法兰西人的精神上所

贸下的印象。虽然国王柏彬曾蛭由麻烦的大主数加冕，但是他把教皇埃田对他所施的

抹油礼看做是肯定他的一切权利的行动。

*** 幻梦之类，基督教认为是神的启示。一一潭者
@ 858 年由伽里西阿果发的信，截巴路兹篱«敕令会纂））第 2 册第 101 页。

**** 按«新的圣舰）），从天上是可以看到地默的。—一译者
拿拿＊＊＊ 基督歉认为无脸撑都是有罪的。--一捍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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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教会；由于他和阿规丹的公爵魏佛尔发生斜粉，他只能收回一部

分，因此他对其余未能收回的财产则开发袒护教会的一种“权利

未定的执照“&詹；他又规定俗人占有教会财产应纳什一税，每所房

子又要檄钠十二逮那利；查理曼未曾把教会的财产拾人，而且相反

地，他发布一道敕令，的定他和他的继承者们永远不把教会财产

皊人；他们所脱的都用笔写出，他们当中还有一些人曾听到了两

位国王的父亲柔懦路易的陈述。”g

主教『1所脱的柏彬王的规章是莱布第因主教会跷时制定

的仇它对教会的好处是，持有教会财产的人对这些财产的占有权

利被置于一种不确定的状态中；教会对这些财产又可以收什一税，
从属于教会的每一所房子还可以收到十二逮那利。不过这是一种

治标的药剂；病痛则依然存在。

这事甚至引起了反对。柏彬不得不倾发另一道敕令包皓戒

据有这些教会财产的人缴纳什一税和房线，而且要他俨椎护属于

主教管区或寺院的房屋，否则将受到“丧失所分得的这些财产＂的

处悯。查理曼又重申了这些法规©。

在上述的信中，主教俨脱，查理曼答应他自己和他的继任者

们不再把教堂的财产分给單人，这同这位君主为觥除僧侣们在这

@ 古耶斯在他对«采地渝，第 1 卷所作的注释里脱：“权利未定的执照，是授与权

利不肯定的占有者的．“我在柏彬王柏彬朝 3 年的一张执照里发现，柏彬不是最先割跤

这种“权利未定的执照＂的人；他引了爱布罗恩宰相开发的一张这种执照；后来人们又

继攘开发达种执照。参看本篇会神父：«法兰西的史家侨｀第 6 册内该国王执照第 6

款。

拿 给与未能收回彴教会财产的占有者．－一一译者

@ 巴路兹幛«敕令会纂“第 2 册第 10;) 页第 1 条。

@ '148 年。参看巴路兹斡«敕令会纂，第 5 卷第 825 页第 3 条．

@ '156 年由麦次颁发的«软令为第 4 条。

@ 参看 808 年查理曼由窝姆斯颁发的«敕令》，载巴路兹辑«纹令会纂，第 411

兀它对这种权利未定的书契作了规定。又参看 794 年由佛兰克福颁发的有关修理房

屋的«敕令，第 24 条，嗽同书第 267 页，和 800 年«歉令＇，戴同书第 8印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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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制题上的恐惧而于 803 年由爱克斯拉沙柏尔祯发的敕令，是相

吻合的；但是巳轻分了的财产则依然不收回气主教侗又脱，柔懦

路易继横查理曼的做法，没有把教会的财产分给士兵。

但是，旧时的积弊极深，所以在柔懦路易的儿子们統治的肘

代，俗人就把教士们安置在他们的教堂里，或是不轻主教们的同意

就把他们隘逐出去＠。教堂就由继承的人们去分割旯当人们粗

暴地占据教堂的时候，主教们除了撤走圣骸而外是没有其他办法

的视

刚比昂的敕令＠规定，国王的釱差，在占有寺院的人俷的同

意©和陪同下，可以和主教巡视一切寺院。这条一般性的规则证

明，流弊是普遍的。

这不是因为没有法律规定返还教会的财产。教皇在责难主教
们怠于重建寺院之后，写信给秃头查理脱，主教们没有为这种黄难

所激动，因为他们没有过失＠；他们要他把得多少次的全国会踱所

曾答应过、跷决过、规定过的东西。实际上，他们引了九次会踱的

决踱。

人们总是在争除。膳曼人来了；他们使每一个人的意见都一

致了。

O 这从上注和意大利王柏彬的敕令可以看到。这道软令耽，伎君主将把寺院作
为采地给与申講采地的人们。这道敕令被附加于«伦巴底法》第 3 港第 1 篇第 80 节内

和«撒利克法1第 26 篇第 4 条内(«柏彬法律会纂＂在爱卡尔： «法兰克人的撒利克法及

莱茵河畔地区的法律＂勺第 195 页）。
@ 参看罗达利岛斯一世的«条例>,在«伦巴底法“第 3 港法 1 第 48 节内．
@ 同上书第 44 节。

@ 同上。

@ 秃头查理朝 28 年也就是 868 年觐发的，戴巴路兹簧«款令会纂“第 .908 页。

@ “和占有该地方的人商量，井取得他行的同意．＂
@ 秃头查理朝 16 年也就是 856 年波栝依路会攀，见巴路兹辑«敖令会纂“'18

页。

--•-.. ~---····-•．一·一一一· _．，一.... ., .. ·... .心七＇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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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节什一税的建立

柏彬王时所制定的法规拾教会以减軞痛苦的希望多于实在地

减翱了它的痛苦。查理曼看到僧侣们的财产都在事人手中，就像

过去查理局特尔看到一切公共财产都在僧侣俷手中一样。要从單

人手中收回人们分抬了他们的东西是做不到的。这样做，从事情

的性质来脱，本来就是不合实际的，而当时的悄势更使这种做法行

不通。但是在另一方面，又不应陔使基督教囚为缺乏教士、教堂和

脱教而灭亡气

因此，查理曼股立了什一税。这是一种新型的财产。它对僧
侣们有一个好处，就是它既是单独给与教会的东西，那末将来就比

敕容易知道它是在什么时候被执夺了去的矶

有人曾把这个制度的建立时期提得比查理曼还早；但是从我

看来，他们所引证的权威著作恰恰是他们的主张的反面征据。格罗

大利息斯的«律令瑾只是脱，对教会的财产不征收某些什一税玑

当时教会自己绝对没有征收什一税，所以它的整个主张只是要人

俷宽免它檄钠什一税而巳。琨康的第二次主教会曦在 585 年召开，

规定人们檄钠什一税＠；贼然，它脱，古代人们檄钠过这种税；但是

@ 查理焉特尔时发生内战，兰斯教会的财产被分给了俗人。人门不管僧侣们，

让他们能怎样生活就怎样生活。这是«圣·霍米传洽（苏利乌斯版第 1 册第 279 页）所院

的．
@ «伦巴底法，第 8 卷第 8 篇第 1-2 节。

@ 这就是我在上面第 4 节里鴃得很多的那项«律令>，戴巴路兹辑«敕令会纂“第

1 卷第 9 页第 11 条．

@ “我忏放弃教会的田产、牧畜，或是更正确地院，什一的猪；这样，官吏和收什
一税的税吏就不干扰教会了噜“800年查．理曼的«敕令认巴路兹揖«敕令会纂"11333 页）
很好地脱明，格罗大利扁斯所宽免数会檄纳的是什么样的一种什一枕。这就是人'“放
进国王的森林里饲养的猪的什一税。查理曼要他的法官们同他人一样檄钠这种什＿
税，作为榜样。我们看到，这是一种采地税或艇济税。

@ «圣典w，戴雅各·西藏都斯心古代高卢的主教会赎、第 1 册．

.,. 一一 - "'" "" - ．一．心--·,.,一恤卢，一，一 「 l l •• ·, 一止..已今i.---- 一飞~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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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又说，当时人们巳不再檄黏了。

在查理曼以前，人们曾打开«圣翱》，宣传该书«利未祀叫中的捐

施和祭献，对此誰能有所怀疑呢｝但是，我的意见是，在这位君主

以前，人们可能宣传过什一税；但是这种税井没有建立起来。

我訰过，柏彬王統治时期所制定的法规规定，占有教会财产作

为采地的人们，要缴钠什一税井修籍教堂。要依靠一项无可争辩

是公道的法律去强制国内的重要人物以身作则，是艰巨的一件事。

查理曼更进了一步。从他由椎利思所賸发的敕令＠，我们看

到他要他自己的地产檄钠什一税。这又是一个非常惊人的榜样。

但是老百姓儿乎是不能够因为一些榜样而放弃自己的利盆

的。佛兰克福的宗教会跋g 向老百姓提出了一个应檄钠什一税的

更急迫的理由。在陔会跷时倾发的一道敕令脱，在最近饥荒的肘

候，人们曾发现麦穗是空心的；它们是被魔鬼吃光了的；人们又曾

听到魔鬼的声音，责难人们没有檄钠代一税&;因此就命令一切持

有教会财产的人檄钠什一税；井因此命令人人都要檄钠什一税。

查理曼的针划起初没有成功；这个负担似乎是太沉重了＠。犹

太人檄钠什一税原来就是他们的共和国建立计划的．一部分；但是
这里檄纳的什一税却是同君主国建立的税收毫不．相干的一种赋

税。从«伦巴底法》的附加条款吼我侗可以看到，使民法接受什一

税是曾桯遇到困难的；从各主教会骁制定的各种寺院法，我『作可以

@ «敕令J第 6 条，蒙巴路兹幛«敕令会纂“第邸·2 页。它是 800年颂布的。

@ 79! 年，查理曼时候召开的句

@ “依胚据，我们确切地知道，魔鬼们憤怒地把全年的稹食都吃光了，又听到他

们寅滩的声昔...参..。”«赦令“第 28 条，戴巴路兹截«敕令会纂“第 267 页。

@ 除其他歉令之外，参看 82~ 年柔懦路易的«敏令》，擘巴路兹幛«款令会纂，第
668 页。这道赦令是反对那些为不纳什一民而不耕种土地的人的，又第 5 条：“我们的
父亲和我们艇常在各处劝耽九一税或什一税。”

@ 除共他法律之外，参看罗达利扁斯的法律，藏«伦巴底法刃第 3 墙第 3 篇第 6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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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由僧侣接受什一税所遇到的困难。

老百姓终于同意檄钠什一税，但以能够买回所纳税物为条件。

柔懦路易的律令＠和他的儿子罗达利扁斯皇帝的律令＠对此是不
许可的。

查理曼制定了建立什一税的法律；这个工作是出于必要。它

仅仅和宗教有关系；但绝不是出于迷信。

他把什一税分成四部分，一部分充作教会的财产收入，一部分 1

给与穷人，一部分给与主教，一部分给与教士。这个著名的划分＠

很好地证明，他颠意把一种固定的、永久的地位船与教会。教会巳

轻失掉了这种地位。

从他的遣嘱＠可以看到，他颗意使他补偿他祖父查理思特尔

的过失的工作臻于完成。他把他的动产平分为三份。他把其中第

一、第二两份再分为二十一份，给与他帝国的二十一个首府；其中

每份又重由各首府和它的务附属主教区分有。他又把第三份分为

四份，一份给与他的儿子和孙子，一份加到巳分的第一、第二炳份

中去，所剩两份则用于慈善事业。他主要似乎不把他这样给与教
会的巨额捐施，看做是一种宗教性的行为，而是一种政治性的分
配。

第十三节主教和僧院长的选举

教会变得贫穷了，所以国王们就放弃了对主教和其他有俸圣

职人员的选派见君主们因为拾教会任命教士而受到的烦恼较少

· (D 82) 年«律令“第 7 条，蒙巴路兹髯«敕令会纂“第 1 册第 663 页．
@ «伦巴底法力第 3 卷第 3 篇第 8 节。
@ 同上书第 3 卷第 3 篇第 4 节。

@ 这是艾真哈所录的一种遣魔的补正书，同高尔达斯特和巴路兹书里所看到的
遗嘱本文不一样。

@ 参看 808 年查理曼心敕令“第 2 条，嗽巴路兹辑«敕令会纂＞第 379 页，和 834
年柔懦路易：«诏陬，，，戴高尔达斯特鞦«帝国律令辑鹭“第 1 卷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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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教会地位的竞争者们也较少去求助于君主们的权威了。这样，

教会就由被剥夺财产而得到了一种补偿。

此外，如果柔懦路易留皊罗焉人民以选举教皇的权利的话，那

也是由于他的时代的一般精神的影响＠。他对罗思教皇教座的做

法和他对其他教区教座的做法是一样的。

第十四节查理黑特尔的采地

我不能断定，查理思特尔在把教会财产作为采地给人的时候，

到底是仅仅给月一生，或是永远给与。我所知道的只是，在查理

处＠和罗达利扁斯一世＠的时代，曾桯有过这类财产由继承人承
装，井由他们分有的情况。

我又发现，其中有一部分是作为自由土地分给人的，另一部分
是作为采地分给人的＠。

我曾翱脱过，自由土地时所有人和采地的占有者同样地要负

担役务。无疑，就是因为这个缘故，查理焉特尔把上述土地作为自

由土地也作为采地分给了人。

第十五节攫前

应当指出，采地变为教会财产，教会财产变为采地，这样，采地

@ 这是着名的圣典«朕路易习里齐脱的；这部圣典显然是伪造的；载巴路兹辑«敕

令会纂“第 591 页 817 年条下。

© 从 801 年查理曼： «敕令，第 17 条（截巴路兹彝«敕令会纂，第 1 册第 360 页），
可以看见。

＠．参看罗达利乌斯一世«律令汃嗽«伦巴底法，第 3 卷第 1 篇第 44 节内。
@ 参看上注«律令习和 846 年秃头查理由斯巴纳哥别墅倾发的«敕令“第 20 章，

戴巴路兹辑«敕令会纂，第 2 册第 31 页，和 853 年棱桑宗歉会曦时舰发的«软令“第 3

和 5 章，戴同书第 2 册第 51 页；和 851 年在阿狄尼亚果颖发的«敕令》第 10 章，戴同书

第 2 册第 70 页。又参看日期未伴的查理曼： «款令 I“第心和i56 条，裁同书第 1 册第

51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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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教会的财产就彼此吸收了对方的某些特质。因此，教会的财产

便具有了采地的特权，而采地也具有了教会财产的特权；例如教会

的体面上的权利就是在这时期产生的飞又因为这些权利一向附

着于司法权力，特别是附着于我们今天的所講采地，因此世袋的司

法职位也就和这些权利同时建立了飞

第十六节 王冠和相职l5S的桔合冷峰。第二时期

问题的顺序使我打乱了时间的顺序；所以我在没有叙述柏彬
称王，王位落入喀罗林朝这个若名时期之前，首先啖除了查理曼。

这次王位的棘移，和普通历史事件截然不同，在今天也许比事件发

生的当时甚至更为人们所注目。

［在墨罗溫朝的肘候］，国王们没有权力，只是一个名义；国王

的称号是世袋的，而宰相的称号是选举的。虽然到了墨罗溫朝的

末期宰相们有权力把他俨所中意的墨罗溫王族的人捧上宝座，但
是他们井没有从另一个家族去拣选国王；规定王冠属于某一个家

族的古代法律，井没有从法兰克人的心中被抹掉。在君主国里，国
王个人儿乎无人认峨；但是王位却是尽人皆知的。查理焉特尔的

儿子柏彬认为把国王和宰相两种称号混合在一个人身上，，是适合

时宜的；这种混合将使王位是否世袭成为一个永远不能确定的问

..题；这对他巳粒够了；他巳轻把宰相的大权和国王的地位联合在一

起。因此，宰相的权威就和国王的权威混合了。这两种权败的混

合就产生了一种折衷的情况。以前，宰相是选举的，国王是世袭

@ 从«敕令“第 5 港第 44 条和 865年毕斯特赦令第 8一9 条，可以看到这些敕令 • 

建立了倾主们畿今天一样的体面上的权利．

* 甲乙本没有＂又因为这些权利...…同时建立了“句。

** 这节缺的是法国史的黎明时期（第一朝代，即墨罗温朝），王室式微，宰相专

权，宰相查理厨特尔子柏彬籽千篡夺了王位，把国王的虚位和宰相的实权枯合在一人

身上，建立了喀罗林朝，即法国史的第二时期，也就是第二朝代．一一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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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到第二朝代（第二时期）开始，国王是选举的了，因为是由人民

选举的；国王又是世袭的，因为人民总是从同一个家族去挑选丸

勒冠特神父159 不顾一切历史文献上的证据见否认教皇曾批

淮了这个巨大的变化©。他的理由之一是，如果教皇这样做的话，

那他就是做了一件不公正的事。当我『刊看到一个历史家用人类应

核做什么去判断人类所曾耗做的事，能不惊队使用这种推理法，

我们就不再有什么历史了。

不管怎样，我们可以肯定，自公爵粕彬获得胜利以后，柏彬的

家族就統治了国家，而墨罗溫的家族就不再是統治者了。当他的

孙子粕彬被加冕为王的肘候，那只是多一次仪式，少一个尸位而

巳；这样，他除了国王的装饰而外，一无所得；国家是毫无改变的。

我这样说，为的是要确定这次革命发生的时候，使人们不至错

映地把革命的后果看做是革命本身。

当第三肘期（第三朝代）初雨格·卡佩被加冕为王的时候，国

家发生了更巨大的一次变化，因为国家由无政府状态进入了多少
有个什么政府的状态。但是，当柏彬取得王冠的肘候，国家的政府

井没有改变。

当柏彬被加冕为王的时候，他只是改变了名义而巳；但是当雨
格·卡佩被加冕为王的肘候，情况改变了，因为一个大采地和王冠

枯速在一起就秸束了无政府状态。

当柏彬被加冕为王的时候，国王的称号同最重要的官职桔速

在一起；当雨格·卡佩被加冕为王的肘候，国王的称号同最大的采

地桔速在一起。

@ 参看查理曼的遣厨和柔僭路易在奎尔济召开的全国会畿时把国土分给儿子

们的簦泣高尔达斯特这样杞述着：“人民同意选举他，以继承父亲的王位。”

@ 无名氏心史配>752 年条下；和«桑都伦西史配为 754 年条下。

@ “在柏彬死后所编造的荒唐故事是遠反歉皇杂卡利亚的圣德和公正的．．．．．．．＂

．勃冠特：«法兰克歉会年录 417-48印第2 册第 319 页。

··---·-·-··-----, ...－一上…··· ··也 ，．．心正正伈．．“'．．让．·•-•玉 ．＊心上',· -` ̀ . : h.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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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节 第二时期；选举国王的特殊惰况

从柏彬加冕的仪式书里，我们看到查理曼和卡尔罗曼也被抹

了圣油井受到祝祖＠；同肘法兰西的领主们又承担义务，永远不选

举其他家族的人为王，违者将受到休职和开除教籍的刑悯旯

从查理曼和柔懦路易的遗喇可以看到，法兰克人是从国王的

儿子中选举国王的；这和上面所引条款，正相符合。当帝国落入查

理曼以外的其他家族肘，过去附有限制和条件的选举权利就成为

单纯的选举权利了；古代的律令就被违背了。

当柏彬威到自己的生命巳桯将近桔束的时候，便召集憎俗锁

主们到圣德尼开会；井把王国分船他的两个儿子查理曼和卡尔罗

曼＠。我侗没有这次会跷的跷决案；但是，就像巴路兹先生所指

出＠，从卡尼西息斯所搜集、发表的古代历史文献＠和«麦次史犯》

中，我们可以知道会跳艇过的情形。那里，我看到了两件多少是矛

盾的事悄。起初，柏彬通过贵族的同意分割了他的王国；但后来却

脱，他是依据父权进行分割的。这就证明了我上面所脱的括：在第

二时期（第二朝代），人民的权利是从王族中选举国王；正确说来，

这个权利与其脱是选举权，毋宁脱是排斥权。

这种选举权，从第二时期（第二朝代）的文献也可以征实。查

理曼把他的帝国分给他的三个儿子的敕令，就是一个例子。在这

道敕令里，查理曼把帝国分割了之后脱：“如果三兄弟中有一人生

了一个儿子，而人民又要选这个儿子继承他父亲的王位的括，叔伯

页。

@ 本篇会神父心法兰西的史家们“第 5 册第 9 页。

@ “使他们永远不从其他家族选举国王，而是从他的家族选出．“同上书第 10

＠在 768 年。

@ 巴路兹峨«软令会纂“第 1 册第 188 页．

@ 卡尼酉乌斯心古史选赣“第 2 卷．

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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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们就必须同意。”$

当 837 年柔懦路易在爱克斯拉沙柏尔会珧时把他的帝国分给

他的三个儿子柏彬、路易、查理的时候，也看到同样的条款跷又陔

皇帝在二十年前把国土分给罗达利息斯、柏彬和路易的肘候，也有

相同的条款见我们还可以看一看口吃路易在刚比昂加冕时所作

的誓词：“我，路易，由于上帝的慈悲和人民的选举，被投立为王；我

的定......。”@890 年在华伦斯举行，选举博逊的儿子路易为阿尔

国王的会踱的决珧＠，也肯定了我所脱的话。会袋选举了路易；它

所指出选举他为王的主要理由是因为他是皇族＠，因为胖子查

理160 曾料给他王位过，又因为阿膳尔皇帝曾根据自己的职权井通

过自己的釱差f1授与他权力过。阿尔王国同其他被瓜分的王国或

附属于查理曼帝国的王国一样，王位是选举的，但又是世袭的。

第十八节查理曼＊

查理曼的意图是把贵族的权力限制在一定范围内，井阻止他

们压迫僧侣和自由人。他调和国内各阶层，使彼此互相抗衡。这

样他就成为国家的主人。他的天才所发摒的力最团桔了一切。他

不问断地颌导贵族们进行一次又一次的征战不给他们肘朋搞阴

牒跪酐，而使他们完全忙于执行他的酐划。帝国因为它的首颌的

伟大而得以椎持；作为君主，他是伟大的，但是他的为人更是伟大。

(D 806 年«敕令 I“第 5 条．嗽巴路兹辑«软令会纂》第 43iJ 页。

@) 高尔达斯特赋«帝国律令辑霓1第 2 册第 19 页。

@ 巴路兹辑«敕令会纂“第 5·74 页第 14 条。“如果共中一人死去，留下几个合法

的儿子的括，权力不能由他们平分；面是由人民同样地集会决定，从共中选择一个皇帝

所顺意的人，长兄要代表兄弟们和儿子们接受他..“

® 877 年«敕令＇，载巴路兹辑«敕令会纂“第 272 页。

@ 会喽决畿第 83 条，载杜袁：«外交团“第 1 册。

@ 依母系关系。
拿 原文 Ohar:emagne；开头各版作 Oha.r~e-Mag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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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王『1一他的儿子们 是他的第一等臣属，是他的权力的工

具，又是服从的榜样。他制定了美妙的法令；但是更美妙的，却是

他使这些法令得到实行。他的天才的影响及于帝国各方。我们看

到，这位君主的法律里存在着一种包罗一切的、高瞻远嗯的精眒；

又存在着一种牵引一切的力最。逃避职贡的借口被消除了；怠忽

职务被纠正了；流弊被革除或杜挹了＠。他懂得刑拥；但他更懂得

宽恕。他的籵划是庞大的，执行却是简单的；他从容地成就最伟大

的事业，迅速地完成艰难的任务，这种高度艺术是没有人能够超越

的。他不断地巡游他的辽阀的帝国，他的手放到哪里，哪里就威到

他的威力。哪儿发生新事件，他就在哪儿消灭它。没有君主比他

更勇敢地面对危险；但是没有君主比他更懂得避免危险。他戏弄

一切危难，尤其是伟大的征服者们儿乎都要轻历的危难一—我的

意思是脱，阴森。这位奇妙的君主是极端宽厚的；他的性格是溫柔

的；他的举止仪行是简单纯朴的；他喜欢和他的朝廷的人士生活在

一起。他也许过于沉面女色，但他是桯常单人主政，又在辛劳中过

日子的一个君主，这样做，是比敕可以原諒的。他在用线方面是十

分严格的；他謹慎地、注意地、翱济地管理他的庄园地产；一个父亲

可以从他的法律学到如何治理家庭曳从他的法令，引我们可以看

到他的财富的来源是清洁的、肿圣的。我只要再说一句括，就是他

命令人出卖他的禽场的鸡蛋，和他的化同中无用的杂草＠；但是他

却把伦巴底人的财富以及曾婬劫掠整个叽界的匈奴人的巨额财

宝，完全都分散拾了他的人民。

@ 参看 811 年«敕令IIT，第 1一8 条，裁巴路兹幛«敕令会纂“第 486 页， 812 年

«敕令I“第 1 条，截同书第约0 页；和同年«敖令刃第 9 和 11 条，截同书第 49! 页，等等．

@ 参看 800 年由椎利思颜发的«敕令»1 818 年«赦令II“第 6 和 19 条；和遠K令〉｝

第 5 卷第 303 条。

@ 由稚利思颓布的«软令刃第 39 条。参看这道软令的全部，它是謹憤，良政和节

傲的杰作。

．，．．．．．－-·-－巳·一一．于 七...心·晕仁－一·.．心•'......，二· • -.. . 三勺心－ A, 出珊刁 l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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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节搜前

查理曼和他初期的那些继承者们＊害怕他们安置在造远地区
的人员造反；他们想，如果任用僧侣可能较为驯胀溫顺些。因此，

他们就在阿尔曼＊＊建立起极多的主教职位，井附以庞大的采地＠。

从一些条例去看，规定这些采地的特权的条款和通常授与这类让

与权的条款＠，并没有什么差异，虽然我们今天看到阿尔曼的主要

僧侣们都被赋与元首的权力。不管怎样，这是他们用以对抗撒克

逊人的一些牒略。他们从一个封臣的怠惰或疏忽所不可能获得的

东西，相信可以从一个主教的热诚和勤于职守而获得。此外，这样

的一个封臣［僧侣］，绝不能利用被征服的人民来反对他们［君主］，

恰恰相反，需要他们［君主］来支持自己反对自己的人民＊＊飞

第二十节柔懦路易峰＊＊＊

奥古斯都在埃及的肘候，他命令挖开亚历山大的陵墓161。人

们间他是否也要挖开托勒密王们的陵墓；他回答脱，他要看的是君

王，而不是死人。同样，在第二时期（第二朝代）的历史里，我们探

寻”“＊柏彬和查理曼的事迹；我刊要看的是君王，而不是死人。

一个君主嚎＊＊＊＊＊受自己悄威的玩弄，甚至为自己的品德所欺

* 甲乙本没有“和他初期的那些继任者们“这些字。所以下面几句的主同是单数

式的“他“（指查理曼一个人）面不是多歉式的“他们”。

.. 即日耳曼．一一问者

@ 参看 789 年权立布孰阿地区的大主敏的«软令＞，蒙巴路兹截«赦令会纂》第

8幼页，等等。

@ 例如禁止国王的法官进入采地征收安全挽金和其他捐税。关于这些，我在前

章第20一22 等节巳舰麟得很多了。

..* 甲乙本腋的只是查理曼，所以这些句子里的“他们”都用“他霄字．

•••• 甲乙本的标题是«查理曼的继承者们》。

...** 甲本作“我们不断探寻"。

....亭＊ 指柔懦路易．—-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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惑；一个君主从来不懂得自己的力址，也不懂得自己的献弱；他不

懂得使人们畏惧，也不懂得使人们爱戴；他心里邪恶不多，但精肿

上的缺点却是应有尽有；他执掌了查理曼所曾执掌的帝国的权柄。

在全世界为着他的父米的逝世而怮哭的时候，在人人寻找查

理处而再也找不着的惊骇的时辰，在他加紧步伐要去继承查理曼

的帝位的时候，他派遣一些亲信先去逮捕那些应对他的姊妹们不

规矩的行为负责的人。这就产生了一些鲜血淋漓的悲剧＠。这是

一些匆忙的不謹慎的行为。他在没有到达皇宫之先就开始惩佣家

庭中的犯罪；在他未成为国主之前就巳使人心离散了飞

他的侄子意大利王伯尔纳前来哀求他仁慈宽恕。他命令人挖

掉陔王的眼睛；而陔王就在儿天后死去了。这使他的敌人大为增

加。由于害怕后果，他决定使他的兄弟们剃发为憎进修道院。这就
更增加了敌入。这两件事情使他受到很大的责难红峰飞人们＊冷”并

没有忘祀告拆他，脱他曾桏违背他的誓言，和他在加冕那天向他

的父亲所做的严肃的言仇

荷凹嘉德皇后曾生下三个儿子；在她死后，他娶茹迪斯，又生

下一个儿子；不久他把一个老丈夫＊＊＊净的股勤亲切和一个老国玉

的一切弱点混合了起米，搞得他的家庭混乱不堪，因而导致君主国

的灭亡。

他不断地改变他所分给儿子们的国土，虽然每一份国土都曾

@ 无名氏：«柔懦路易传》，裁杜深：«囊选»第 2 册第 295 页。

* 甲乙本没有这段和下段．

@ 参看他被审判、废位的配录，载杜深：«囊选“第 2 册第 333 页．
** 指他后来受到审判的时候。一—邓者

". 指控告他的人。．一一霹者

@ 他的父亲命令他对他的姊妹们、兄弟们和侄子们冥有“无限的仁慈．．一一拉
丁原文作 inde'.i :ientem miseri!ordiam。戴甘：«虔械路易的生平>,载杜深：«囊
选“第 2 册第 276 页。

**** 甲乙本原文粗峨略有不同，没有“不久”二字，＂殷勋“前多“一切”二字，”他

把一个......”作“柔懦路易把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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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由他自己立誓，由他的儿子们立誓，由倾主们立誓，加以肯定了

的。他的做法无异要破坏臣民的忠诚；无异要使他们对于服从产

生混乱、怀疑和模糊的观念；使君主惘的各种权利混淆不清＊，尤

其是在这样一个肘代，堡垒是罕见的，权力的主要城寨就是君主所

接受的和臣民所矢誓的忠诚。

皇帝的儿子们，为着保有他们所分得的国土，就向僧侣献殷

勤，井给子他们前所未制的权利。这是一些仅仅在外表好看的权

利；他们让僧侣来保证一件他们要付侣认可的事＊＊。阿果巴尔崝＊＊

告拆柔懦路易，脱路易曾轻派遣罗达利叫斯崝＊＊＊到罗屈去，以便被

宣布为皇帝；脱路易曾翱在禁食、祷告三天向上天誧示之后，把国

土分配给了路易的儿子W鸦。一个迷信的君主，又崝”“受到了迷

信的装击，能有什么办法呢？我们看到，国家最高的权威受到了双

重的打击，一来是这位君主身入围面，二来是他做了公开的慷梅。

他们企图眨抑国王，但却眨抑了王位。

我『怀最初是难于了解，这样一个君主，有一些好的品质，也

不缺乏智慧，在本质上喜爱善良，而且訰到底，又是查理曼的儿

子，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敌人见这些敌人是这么横暴，这么不能

妥协，这么热心地要触犯他，这么牍蛮地要羞辱他，这么坚决地要

毁灭他。他的儿子们在基本上是比敌人正直些；如果他们能够遵

守一定扑划井取得r一定的协埮的话，敌人们是有两次机会可以

. 这里甲乙本多一句“又使他们的尊号不固定”。
** 指的是使僧侣方面赞成井保证他们背叛皇帝柔懦路易的事得到成功．－－谔者

. **· 里昂的主教，参加这次儿子们反对父亲的叛乱。＿＿一一环者
＊＊拿＊ 柔懦路易的儿子．一一1译者

@ 参看他的书信。
***** 甲乙本没有“又”字。

@ 参看他被审判和废位的纪录，裁杜深：«囊选“第 2 册第 331 页。又参彝看戴甘：
«虔诫路易的生平》；又无名氏：«柔懦路易传汃杜深： «棠选“第 2 册第 307 页）我：”他受

到这祥大的仇恨，所以他们都厌恶他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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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远地把他消灭掉的冷。

第二十一节稹前

查理曼所给与国家的力量，到了柔懦路易的时候，仍然充沛地

存在着；这使国家能够雒持它的显赫威势，在国外受到尊敬。君主

的精肿委颉；但是国民仍然是勇武的。在国内，皇帝的权势巳翱堕

落，而在国外，国力却不像在减退。

查理思特尔．柏彬和查理曼嚎＊先后治理了这个君主国。查理

焉特尔淌足了审人的贪婪，柏彬和查理曼淌足了僧侣的贪婪；柔懦

路易则使这两种人都不湍意”*0

按照法兰西的政制，国王、贵族和僧侣握有国家的全部权力。

查理昭特尔、柏彬和查理曼有时候把自己的利盆同贵族、憎侣两集

团之一速合起来去猝制另一集团，而且通常儿乎总是同两个集团

都速合在一起的；但柔懦路易却是和两个集团都脱离的＂嚎＊。他

制定r一些从主教俨看来过于严格的法规喻＊喻＊求；这使他们威到不

愉快，因为他走得比主教们自己所颖意走的路程还要远些的躲故；

极好的法律可以制定得不合肘宜，因为在当肘，主教们巳轻习惯于

和蔬拉森人及撒克逊人作战，他们和寺院的宗教精神是相距十分

逄远的＠。在另一方面，他完全丧失对贵族的信任，因而提拔了一

* 甲乙本没有末了这段。

** 甲乙本作：“查理曼、他的父亲和他的祖父先后治理...….“

*** 甲乙本作：＂......僧侣的贪婪；柔懦路易的儿子们激起了这两种人的野心。”

**** 甲乙本作：“但是柔懦路易的儿子们使国王和这两个集团都分开，以致国王

的权力过千软躁．“这节就在这里桔束。其余的部分只在最末版看到。
亭＊＊＊＊ 指宗教上的清规戒律．一一霹者

@ “当时，主教俨l和教士们开始舍弃金的腰带和创带，上面悬挂着用宝石装饰的
刀子、华丽的衣服、装旆沉重地压着脚踵的靴刺＊＊＊＊＊＊。但是人类的敌人不能容忍这

种献身宗敏的虔贼。它激起了一切修道会的僧侣们来反对它，向它进攻．“无名氏：«柔

懦路易传》，戴杜淏：«橐选“第 2 册第 298 页。

****** 亦称“刺禺距＂，系于踵上用以催局前进的。一一一”者

......玉··--心·，二＿＿＿．，心 - ＇ l ＇，『－ “'l ，户＇，＿ _- -- __ ＿，心一旷l - - `“` --'_ ___` ̀ - -－．仁勹 n-, _＿，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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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微賤的人也他剥夺黄族f1的职位，把他『1歇逐出皇宫，把不相

干的人找进来旯因此，他便同僧侣、贵族这两个集团分离，井为

它们所抛弃。

第二十二节攒前＊

但是使这个君上国积弱的主要原因，是这位村主浪费了王室

产业气这里，我们应当听听尼达尔是怎样脱的。尼达尔是我们

最明达的史家之一；他是查理曼的孙子，是属于柔懦路易方面的；

他是本秃头查理的命令写这段历史的。

他脱“有一个叫做阿德拉尔的人，他有一个肘期完全控制了

皇帝的思想，所以这位君主在一切事情上都服从了这个人的意志；

在这个宠信的人的堐惑下，他就把国串的财产给与一切颐意要的

人＠；因此毁灭了这个共和国＠＊＊。”由此可见，他在整个帝国内所

做的书就1司我巳轻脱过的见他过去在阿规丹的时候所做的事是

一样的。这种事情发生在网规丹肘，查理曼曾羁加以雉正过，而这

肘是没有别人去弥补了。

国家被弄得精疲力竭，完全像查理思特尔就任宰相职时所看

到的情况；那祥的情况，已不是使用一下权威就可以使元气恢复的

@ 戴tt~ ，查理曼时代极少见的事在路易时代却是常见的。

@ 为着箱制贵族，他用一个叫做柏钠尔的人当侍从，这使贵族们极为憤怒。

* 甲乙本没有这一节。

@ “他把自己的、祖宗的王室庄园交给自己的亲信永久占有；他很久以来就这样

做。”戴甘心虔诚路易的生平兄

@ “他劝訧［皇帝］把自由的和公家的财产分散给私人使用．“尼达尔： «编年史»

第 4 卷末尼。

@ “他把共和国完全毁坏了。”同上。

** “共和国”（拉丁原文 rempub]i:am; 法文原文 la republique) ，这里用的

是古义，即“国家”的意思。一一问者 庐

@ 参看本书第 80 章第 18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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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题了。

国庙消耗殆尽，所以到秃头查理的时候，一个人如果没有线就

不能维持他所得的荣赏山，没有线就不能得到安全的保障；当时原

来可以消灭诺曼入＠，但是为着线就让他们逃跑了；印克思向口吃

路易提出的第一项劝告是：要求踱会维持王室的开支。

第二十三节璞前

僧侣们有理由后悔他侗酋保护了柔懦路易的儿子们。我巳链

脱过，这位君主未曾倾发训谕把教会的财产给与俗人＠；但是不

久，在意大利的罗达利岛斯和在阿规丹的柏彬就放弃了查理曼的
策略，而重又采用了查理思持尔的策略。僧侣们向皇帝控拆他的

儿子们；但是僧侣们求援的权威正是他们所削弱了的权成。阿规

丹方面还谦虚一些，意大利方面是不服从的。

使柔懦路易的生平受到困扰的内战，是他死后的内战的根源。

罗达利乌斯、路易和查理这三个兄弟，都邢精竭虑要把贵神们拉到

自己那边去，利用他们作自己的工具。他们发布圳諒把教会的土

地轮与那些愿意跟从他门的人；又为争取贵族，他们出卖了僧侣。

在«敕令社且，我们看到这些君主不得不向缠绕不休的要求让

步；看到人惘常常把他俨不颜意给的东西强夺了去；看到僧侣们认

为受贵族们的压迫，甚于受国王们的压迫饥秃头查理又似乎是

@ 印克焉：«致口吃路易第一信又

@ 参看«圣色治·唐哲寺院史配＂残篇，载杜深：«橐选“第 2 册第 401 页。
@ 参看 845 年宗教会赎时主教们所脱的括，在由德多尼别墅颁发的«敝令“第 4

，条内。
@ 参看 845 年宗教会赎时由德多尼别墅颁发的«敕令》第 3-4 条，它对当时情

况的描述至为祥尽”又同年宗歉会赎时由撩树殿硕发的«敕令＞第 12 条，同年波成宗教

会龋时颁发的«敕令刃第 3 、 4 、 6 条， 8知年由斯巴纳哥别墅颁发的«款令”“10 条，和853

年在兰斯集会的主教们写给日耳曼王路易的信第 8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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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击教会财产最激烈的人生这或许是因为僧侣们为着自己的利

盆曾桴眨降过他的父亲，所以他对他们是憤恨的；但或许是因为他

是最胆小的人。不管怎样，我们在«敕令咽里，看到了僧侣和贵族之

问速锦不断的争吵巩僧侣们要求他fl'1的财产；而贵族们拒绝、逃

避或迟延返还。国王们则居问講停。

当时的景象，确是凄楚可怜。当柔懦路易把他极多的产业捐

施粕教会的时候，他的儿子们却把僧侣们的财产分散拾俗人。建

投新修道院的手常常就是劫掠旧修道院的同一只手。僧侣没有固

定的地位。这一肘，他们被拾劫；再一时，他们又得到赔偿；但是国

王的权威却是日趋下落的。

百秃头查理的末期和以后，就不再有僧侣和俗人为返还教会
财产制题而争吵了。主教们虽然在拾秃头查理的陳言（在 856 年

的敕令里看到）里，和在 8随年写拾日耳曼王路易的信里，仍在歉

歙长叹＠；但是当他们提出了建講，又要求实践多少次为人所巧妙

地避掉的的言的时候，我们看到，他们是完全没有希望得到这些东

西的。

当时所能做的，最多只能是“对教会和国家所受的损害作一般

O 参看 846 年由斯巴纳哥别墅倾发的«敕令，。黄族，，激怒国王来反对主教们，

以致国王把主歉们赶出会畿，他们选捍了各宗歉会曦制定的一些规则，井宜布他们为
，人们所应遵守的唯一规则；他们只枪主教们一些实在无法拒耙给与的东西。参看肢

«敕令“第 20一妇条。又参看 853 年在兰斯集会的主歉们写给日耳曼王路易的信第 8

知和 864 年由毕斯特倾发的«软令“第 5条。
@ 参看 84:6 年由斯巴纳哥别星倾发的同一«敕令孔叉参看 8钉年珊尔斯纳会

赎时倾发的«敕令“第 4 条，依陔款令，僧侣抑制自己，只要求返还他们在柔懦路易时所

占有的财产．又参看 851 年由渴尔斯纳倾发的«敕令“第 6-7 条，陔软令支持贵族和
僧侣占有他们的财产，和郘6 年由波秸依路颁发的«软令》，里面可看到主歉们向国王
进崠，脱制定多少次法律，而弊端仍未得到纠正．末了，参照8邸年在兰斯集会的主歉
f':1 写给日耳曼·王路易的信第 8 条。

@ 陔信第 8 条。

帚 甲乙本作飞最多儿几乎只能是对教会......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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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弥补而巳＠。国王惘就的定不拾夺封臣『，的自由人，不再笳

发割谕把教会的财产给人酰所以僧侣和贵族的利盆，似乎就这样

取得了一致。

我巳翱脱过，膳曼人异乎寻常的劫掠是粘束这些粉争的重要

因素。
国王们的威信，由于我巳桯股过和将要諒到的原因，而每况愈

下；他侗认为他们唯一可走的道路，就是把自己交给僧侣们去布

弄。但是僧侣既巳削弱了国王们，国王们也就削弱了僧侣飞

秃头查理和他的继承者们号召僧侣来支持国家，使免于灭

亡＠，但是徒劳无盆。他们利用人民对僧侣这个集团的尊敬来雒

持自己应得的尊敬＠，但是徒劳无盆。他们想法子通过寺院法的

权威来加强自己的法律的权威觅但是徒劳无盆。他们把教会的

刑削和国法上的刑勒述秸起来＠，但是徒劳无盆。为着和伯爵的

@ 参看 851 年«敕令“第 6-7 条。

@ 秃头查理在校桑宗教会喽里我，他合翱答应主教们不再硕发叫地把教会的财

产分给人。 858 年«敕令习第 11 条，载巴路兹辑«敕令会纂1>第 2 册第 58 页。

* 这意思是院，僧侣把国王们削弱了，国王们既巳软弱，．僧侣们也就无法强大

了．—一霹者

@ 参看尼达尔：«编年史1>第 4 卷；那里配载，在罗达利乌斯逃跑以后，路易和查

理二王如何和主教们磋商，问他们，二王是否可以占有井分割他所舍去的王国。实际

上，主教们是比封臣们更为团桔的一个集团，所以由主教们作出决赎来保征这两位君

主的权利，对这两位君主是便利的，因为主教们能够使其他倾主们遵从这个决康。..

＂『 这是最末版才有的脚注。

@ 参看 859 年秃头查理由攒波粘利亚硕发的«敕令“第 3 条。＂我曾使推尼龙当

桑斯的大主数；他给我行了圣礼，所以我不应当被任何人逐出王国；至少，没有主教们

的审惯和钊决，是不能这样做的，因为我在王国内的职位是由他们供献给神，奉为神圣

的；而他们被称为上帝的宝座、上帝就坐在他们的上面；上帝通过他们作出自己的利
决，在裁判上，我堆备向他们慈父般的赋寅和惩印屈服；而目前我巳艇屈服了．＂

@ 参看 85·7 年秃头查理由伽里西阿杲惯发的«敕令，第 1 、2 、8 、 4 和 7 条，载巴路

兹辑«敕令会纂“第 2 册第 88 页。

@ 参看 862 年毕斯特宗教会赎时硕发的«敕令习第 4 条； 883 年由迎春殿颁发的

卡尔罗曼和路易二世的«敕令，第 4-5 条。

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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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相抗衡，他们把派遣到行省去的釱差头街授与每一个主教＠，

但是徒劳无盆。僧侣们对补救自己所做的坏事是无能为力的；我
即将啖到的一件异乎寻常的不幸事件，就使王冠坠落在地上了。

. 

第二十四节 自由人后来可以挟受采地

我上面脱过，进行战争时，自由人由伯爵率颌，封臣们由倾主

率颌。这样就维持了国家各阶层彼此之间的均衡；虽然“忠臣”们

手下也有封臣，但是他们可能受到伯爵的节制，因为伯爵是君主国

内一切自由人的首长。

起初，自由人是不得申睛采地的，但是后来就可以了氮我发

现，这个变化是在贡特兰朝到查理曼朝这一期间内发生的。这点，

我把底下这三个文件作个比较，就可以证明。 1．贡特兰、柴尔德柏

和布榆荷王后间所矫桔的安得丽条的＠； 2. 查理曼分割国土拾儿

子们的文件；． 3.柔懦路易分割国土拾儿子们的文件＠。这三个文

件关于封臣的条款是差不多相同的。它们所规定的要点相同，而

且儿乎是在相同的情况下拟盯的，所以在这个方面，它们的精神和

文字是差不多一样的。

但是关于自由人，它们之间则有极大的悬殊。安得丽条的汶

有脱他们可以申睛采地；反之，在查理曼和柔懦路易分割国土的文
件里，则有条款明文规定他们可以申睛。由此可见，安得丽条的之

后·，曾产生了一个新习憤，即自由人可以取得这个重大的特权了。
这个变化应当是在查理局特尔的时侯发生的；在这个时期，查

理局特尔把教会的财产分粕他的士兵，分拾时一部分作为采地，一

(D 876 年秃头查理朝朋狄格南宗歉会畿时颜发的«敕令“第 12 条，戴巴路兹辑

«软令会纂，0 • 

@ 参看我在上面第 30 章末节末尾所脱的。

@ 邸7 年柿桔，截格列高里·德·都尔：«法兰克史J第 9 倦。

@ 参看下节，关于这些分割文件，我将陕得参些；又参看引证这些文件的脚注｀

，飞＇，，尸＂嘈·心…陶·'．． 1 _ 1 - .- -.,· 『-勹可干 l 飞一．巳碱．．扛'-. . -即 l··闺-．眉l'" ＇．血，·-~·叩1亘巳－..一 ··.＊，仁，嗡习吓官屯-rm ·」- l-“'ll','"', u .- - ～三 t ..．，听仁』4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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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分作为自由上地，这是对封建法律进行的一种革命。很可能，在

接受这些新恩赏肘，本来有采地的贵族们认为接受自由土地对自

己比较有利而自由人则乐于接受采地。

第二十五节 第二时期积强的主要

原因。自由土地的变化 丿

查理曼在上节我所啖到的分割国土的文件＠里规定，在他死

后，每一个国王的封臣只可接受在自己王国内而不是在其他王国

内的恩赏＠，但是，他们可以在任何王国内拥有自由土地。不过他

又规定，自由入在自己的颁主死亡后，可以在三个王国内的任何一

匡申睛采地；尚未属于任何颌主的自由人也是一样＠。在 817 年

柔懦路易分割国土给他的儿子们的文件里，也有同样的条款＠。

但是，自由人虽然可以申睛采地，伯爵的兵力却井不因而减

弱。自由人对自己的自由土地总是要负担贡赋，井准备一些人为

它服兵役，郎四所田宅出一人；不然他就要准备一个人代替他为采

地服务。这就发生过一些流弊峰，但是被斜正了，这从查理曼的律

令＠和意大利王粕彬的律令＠，可以看到。这些律令可以互柜脱

CD 808 年把国上分给查理、柏彬、路易的文件，戴高尔达斯特辑«帝国律令辑霓））
和巴路兹辑«敕令会纂“第 1 册第 43g 页。

@ 第 9 条，载巴路兹截«敕令会纂，，第 1 卷第 448 页。这和安得丽条的（载格列

高里·德·都尔：«法兰克史“第 9 卷）的规定是相符合的。
@) 第 10 条。安得丽条的没有规定这点。 I 
@ 文件载巴路兹辑«敕令会纂“第 1 册第 174页。“任何一个没有领主的自由人，

可以自由选捍三个兄弟［三个国王］中的任何一人，来做保护人［向他申靖采地］．”(文
件第 9 条）又参看 83·7 年词一皇帝分割田土的文件第 6 条，戴巴路兹幛«敕令会纂、第

636 页。

* 指放弃亲身和敌人作战的责任。一一释者

@ 811 年«律令，第 7-8 条，蒙巴路兹辑«敕令会纂“第 1 卷第 486 页，和 812 年

«律令，第 1 条，载同书第 490 页。”一个有属于自己的四所田宅的自由人，如杲自己还

有恩赏［采地］的栝，就应陔自作准备，井亲自和敌人作战，或是协同自己的倾主.......呻

去行 807 年«敕令》，戴巴路兹辑«敕令会纂“第 1 册第 458 页。

® 793 年«律令｀，附加在«伦巴底法＞第 3 卷第 9 篇第 9 章内．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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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

历史家们台说，下德磊战役是这个片主国灭亡的原因，这是很

对的；但是准祚我把这一天悲箱的后果眳为回顾一下。

这一战役之后不久，这三位兄弟，罗达利，乌斯、路易和查珅，缔

．粘了一个条的；里头我发现有一些条款，使法兰西人的整个国家的

政治制度发生变化矶

查理在向人民宣布陔条的有关人民部分的渝告＠中訧，一切

自由人可以随意选择国王或其他倾主做自己的倾主©。在这次条

豹以前，自由人可以申誧采地，但是他的自由土地总是在国王权力

的直接支配下，也就是諒，在伯爵的管辖下；他所以附属于一个他

誧求保护的倾主，纯粹是因为他从陔锁主获得采地。从这次的条

豹以后，一切自山人要使他的自由土地受国王管辖或受另外一个

I 
、

侦主管辖，就可以自由选择。这里的问题不是那些为一个采地而
自講一个倾主保护的自由人，而是那些要把自己的自由土地变成

采地的自由人；这样他们就仿佛是离开了民法的管辖，而进入他所

选择的国王或颌主的权力支配之下。

因此， l.那些过去扽粹在国主权力下井因为自由人的身分而

在伯爵管辖下的人，巳在不知不觉间成为彼此的封臣，因为每一个

自由人都可以随意选择国王或其他倾主作为自己的倾主。

2．一个人把永远属于自己的一块土地变成采地的时候，这些

抒宋把祗不能仅仅皊与一生了。所以我们看到，不久以后便有一

条一般性的法律出现，把采地拾与采地占有人的儿子们继承；这是

0 847 年条的，嗽欧柏·勒米尔： «恩赏法，和巴路兹辑«敕令会纂＞第 2 卷第 42
页“珊尔斯纳条的＂。

@ 拉丁原文作 Adnun'!iaiio。

@ “在我们的王国内，每一个白由人都可以随意选择我们（指国王］或我们的封，

臣［领主 w,］做自己的倾主．“查理的«逾告“第 2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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秃头查理的法律；他是缔的的三君主之一丸

我所埮到的这种自由，即君主国内每一个人自三兄弟的条的

而后有选择国王或其他倾主为自己倾主的自由，又为后来制定的

法令所肯定。

在查理曼肘代，如果一个封臣接受了一个颌主的礼物，哪怕是

只值一苏线他就不得再舍弃这个侦主了＠。但是，在秃头查理肘

代，封臣们可以按照自己的利盆或自己的意志行动，而泰然无事。

这位君主非常强调这点，所以他显得好像是很熙意劝矮人们来享｀

受这种自由，而不顾加以限制似的©。在查理曼肘代，恩赏是“属

人的“性质多于“属物的“性质；后来变为“属物的“性质多于“属人

的＇性质。·

第二十六节采地的变化

采地所发生的变化并不比自由土地的变化少。伯彬王时由刚

比昂须发的敕令＠使我们看到，由国王接受恩赏的人们，自己就把

这恩赏的一部分又分给各个不同的封臣；但是这些分给的部分并

不是和整个恩赏区别开的。所以当国王剥夺整个恩赏肘，就速这些

分始的部分也剥夺了；而且，当一个“忠臣“死亡的时候，在他下面

的封臣也随着丧失了他的“附属采地”；一个新的恩赏受颌者就来

了，他就重又股立新的＂附属封臣＂。因此，附属采地用不附属于采

ill 877 年由伽里西阿果颁发的«敕令“第 53 篇第 9-10 条“同样也肘脸我们的封

臣问题......"。这道敕令和同年同地颁发的另一道敕令第 3 条有关系。．
@ 813 年由爱克斯拉沙柏尔发布的«敕令“第 16 条。“任何人在接受了倾主值一

苏的东西以后，就不得舍弃價主......。”又 788 年柏彬的«敕令“第 5 条。

@ 参看 8邸年由伽里西阿果颁发的«敕令“第 10 、 18 条，戴巴路兹辑«敕令会纂｀
第 2 册第 88页．在陔敕令里，国王和僧俗倾主们同意以下这点：“如果你们当中有人．

不喜欢自己的倾主，表示顺意耍找另外一个更好的倾主，他可以安心地辞去...…上帝

既然同意他找别的倾主，他就可以安心地去找．＇， 俨

(i) 757 年«软令＂第 6 条，戴巴路兹辑«敕令会纂“第 181 页。

.....．一｀一-· ~ -. _ ` ., l·· ···..，心..,呵- ····-·-····一千· • ·, C -…·- ··• r ·「 l,l,l lll，一一·, l, ．，而 l呵 l ，一一一， ．．『 l.，，一· ·」L 屯 • ,.,...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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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附属的是人。在另一方面，附属封臣终究要回到国王那里去，

因为他井不是永远附属于封臣的；附属采地也同样回到国王那里

去，因为它是采地本身，而不是采地的附属。

这就是采地可以澈销的时期的附属封臣的制度。在采地只可

以终生占有的时期，也仍旧是这样。当采地可以世袭的时候，这个

制度就改变了，附属采地也同样成为世袭的了。原来直接地属于

国王的东西，这时只是间接地属于他了；国王的权力仿佛就像后退
了一步似的；它有时退了两步，而且常常是后退了更多步。

在«采地渝社且，我们看到，虽然国王的封臣可以把采地分给别

人作为属于国王的附属采地，但是这些附属封臣或“小封臣＂＊就不

得同样把采地分给人了；这样，国王的封臣对他们所分出的采地什

么时候要收回就可以收回＠。此外，这种让与地不能同采地一样

传给儿子，因为人『“不认为它是根据采地的法律而段立的。

如果我惘把那两位米兰元老院缎员写这本«采地脸叶寸附属封

臣制度的情况和柏彬王肘代的情况作一比较，我们即将发现附属

采地保存自己的原始性质的肘期北采地还要长久凯

, 但是在这两位元老院跷员写书的肘代，人们对上述原则作了

一些带有一般性的例外，以致这些例外儿乎把原则取消了。因为，

如果一个从小封臣接受采地的人随小封臣出征至罗焉的括，他就

取得封臣的一切权利；同样，如果这人给小封臣线，才取得采地的

话，小封臣在把线返还之前就不得剥夺他的采地，也不得阻止他把

采地传粕儿子矶末了，上述原则也不再为米兰元老院所遵守我。

* 原文 Pet.Us vavassenrs, 甲本作 valvaeseurs。

@ «采地脸“第 1 卷第 1 章。

@ 最少在意大究和阿尔曼是如此。

@ «采地脸“第 1 卷第 1 章．

@ 同上。

一·”“- - -~ I ll l l, l,·· l l』．，士k ，· ···．．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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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七节 采地的另一种变化

打查兜曼时代，人们必须参加不骗为什么战争而召集的会滚，

违者处以重刑；井且绝不容浒借口任何理由不参加＠。如果伯爵

宽免任何人的话，伯爵本身就要受到惩罚。但是三兄弟的条的对

这条法规加上r一种限制＠；这就仿佛把贵族从国王的手中救了

出来；他们除了防卫性质的战争之外，就不必跟随国王上神作战

了飞在其他性质的战争的坳合，他们可以自由选择，或是跟袖侦

主上忡作战，或是专心料理自己的事悄。这个条的和五年前秃头

查理同日耳曼王路易一－这两位兄弟之叨所缔枯的另一个条的有

关系。依后一条的，如果这二位兄弟互相攻打的话，他们的封臣们

就可以不必跟随他们上神作战）这两位君主台对这项的定立誓，

并使双方的事队都立誓究

丰德聂的战役使十万个法兰西人死亡，这使残留若的真族

W仰看到，国王们为自己匡土的争吵，终将使货族们绝灭，看到 i卧

王们的野心和嫉蚽将要使一切还有血可流的人们流血。因此，才

制定这条法律，规定贵族除了防卫国家反抗外国侵胳的坳合外，就

没有义务随从君主们上阵作战。这条法律合有效地存在了好儿个

世纪矶

(D 802 年«敕令“第 7 条，蛟巴路兹轼«敕令会纂））第 365 页。

® 847年由珊尔斯钠颁发的«敕令为，戴巴路兹辑＜墩：令会纂））第 42 页。
@ “我侗吝望我们所有的人，不脸在哪一个王国，都和自己的阳主或自己的其他

可以利用的人同敌人作战；除非迥到郎都稚利人所院的那种国土的侵犯而外，我门当

然不希望全国人民都总动．h －齐同敌人作战．“同上«敕令“第 5 条，载同书第 44 页。
@ 由阿根托拉都硕发的«敕令》，戴巴路兹辑«敕令会纂“第 2 册第 39 页。
@ 实际上盯定这个条的的就是贵族们。参看尼达尔心编年史“第 4 卷。

@ 参看罗屈王基多的法律，和共他附加于«撤利克法＂肛伦巴底法“第 6 篇第 2
节的法律，戴爱卡尔心法兰克人的撤利克法及莱茵河畔地区的法律吁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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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八节 重要官职和采地所发生的变化

当时行来，好像什么都患 j？一种特殊的病址，同时又都腐化

了＊。我心过，在初期，有儿个采地是永远赐国J的；但那是一些特殊

的情况，一般的采地仍然保有它们原有的性质；如果国王失掉f

些采地，他就用一些其他的采地来代替。我还说过，君主没有把重

要的行职永远地赐给人芞

但是秃头查理制定一条一般性的法规；它影响－「重要官职和

采地。他在他的敕令用规定，公爵倾地应给与公捎的儿子们；他又

要这条法规同样也适用于采地©。

我们即刻就要看到，这条法规的范围被扩大了，以致重要官职

和采地甚予被传拾疏远的亲属。桔果，大多数原来直接属于国王

的倾主，这时只是佣接地属『他了。那些过去在围王的裁钊会跷

里审案的伯们们，那些率须自由人上下车作战的伯阱们，这时就居千

国王与自由人之佣 f；国王的权力更后退一步了。
不仅如此，从敕令里可以看到，伯阱们也有附属于伯佣倾地的

恩货，而且在他们下面也有封臣＠。 当伯爵似地成为世袭的肘候，

伯爵的这些封臣就不再是国王的直接封臣了．附属于伯爵倾地的

恩赏巳不再是国王的恩赏了；伯爵们的权力更大了，因为他们既有

的封臣使他们有可能再得到其他封臣。

* 这句品的恁思是祝：采地在特殊局合发生了变化，这种“特殊的病症＂的广泛

影响，引起了整个时代的变迁动葛。＿＿＿＂者

@ 有些著者脱，都鲁兹的伯爵倾地是查理焉特尔赐与的，它就被一代代继承下
去，直到最后的雷蒙，但如果真是这样的括，那一定是因为当时某些环境的影响使人们

不能不老是从倾有陔棺地的伯爵的儿子中选择都鲁兹的伯爵。

@ 参看 877 年由伽里西阿果颁发的«敕令“第 53 项第 9·一10 条．这道敕令和 i司

年同地硕发的另一道敕令（第 8 条）有关。

@ 812 年«敕令 Ill“第 7 条； 815 年«敕令“第 6 条关了西班牙人，«敕令会纂习E

6 卷第 288 条 1869 年«软令“第 2 条； 87·7 年«敕令习第 lS 条（巴路兹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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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要很好地了解这就是第二时期（第二朝代）末期积弱的根

源，我们只要一看第三时期（第三朝代）初期所发生的情况就够了；

第三肘斯（第三朝代）初期附属采地的大量增加把重要封臣推进了

挹望的境地。

当时的王国有一种习惯，就是在哥哥把土地分给弟弟的时候，

弟弟就向哥哥行臣胀礼＠，所以最高镇主只能把这些土地作为附

属采地看待。菲利普－奥古斯都、勃民第的公爵、涅瓦、布龙、圣保

罗、唐比埃等地的伯爵、以及其他倾主宣布，从那时起一个镇地郎

使是因继承或其他原因而被分割，整个颌地应该仍然属于同一颌

主，不得有中问倾主汽这项法规并没有得到普逼的遵守，因为我

在别的地方巳婬脱过，当时是不可能制定普遍性的法规的；但是我

们有好些习惯是这类法规所规定的。

第二十九节 秃头查理朝以后采地的性质

我巳钰脱过，秃头查理规定，据有重要官职或采地的人死亡而

留有儿子时，应把陔官职或采地给与他的儿子。这条法律所产生

的流弊如何滋长葵延，它的适用范围如何在各地延展扩大，是不容

易追踪寻迹的。我在«采地谕»里发现，当皇帝康拉德二世朝代的初

期，在他統治的地区里的采地是不得传给孙子的＠；只能传到最新

近的采地须有者的儿子；颌主由这些儿子中选出一人来承受＠，所

以采地是通过倾主对儿子们所作的一种选择（选举）而授与的。

在本章第 17 节里，我曾轻脱明，在第二肘期（第二朝代），王

位从某些方面来脱是选举的，从某些方面来脱是世袭的。它是世

@ 从奥登·德·佛里兴： «佛烈德利克的偉业，第 2 卷第·29 章的记述可以看到．
@ 参看 1幻9 年菲利普－奥古斯都的«法令》，载罗里埃尔：«法令会纂》（新辑本）．

@ «采地脸“第 1 卷第 1 篇。

@ ”就这样进行：如果價主顾意确定恩赏［采地］，他就来到丿长子的地方．“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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袭的，因为人们总是从日一个家族选出村J=.; 它更是扯袋的，因为

儿子们承佞大統；它是选举的，因为人民从这些儿子中拣选国千夕

由－I事物总是一步一步地前进的；由］：一条政治法规总是和另－

条政治法规有关系的；所以人们在采地的继承L的想法和过去人

们在王位的继承上的想法，前后如出一辙1。因此，采地就依括继

承的权利和选举的权利而传祫r儿子；采地就如同王位一样，是选

举的又是世笑的了。

这种对伯主的人选进行选举的权利，在«采地：牛的苦者岔）的

时代，也就是说，在皇帝佛烈德利克－ li[l心統治的时代，是不存在

的巩

第三十节璞前

据«采地渝叶E蔽，康拉德皇帝动身要到罗思去的时候，为他胀

务的封臣们要求他制定一条法律，规定传给儿子的采地也可以传

祫孙子；又规定，死后而无合法嗣子时由同父兄弟继承曾翱属于他

们的父亲的采地饥皇帝照淮了。

我们应当肥得，«采地渝，的苦者们是生在皇帝佛烈德利克－－

世的时代的＠。该书又脱：“古代的法学家们一向认为旁系亲属的

采地继承没有超过同父母的兄弟，虽然在近代，这种继承曾梩扩

展到第七亲等，而且按照新法，直系的继承，则代代相承至于无

穷。”＠康拉德的法律的适用范围就这样逐渐扩大仁

假定所有情况就是如此，那未略为一滇法国的历史便将行到，

@ 最少在意大利和阿尔曼是这祥。

@ 这书的著者是哲拉尔都斯·奈遮和奥柏秃斯·德·欧尔托。

@ “今天就这样决定：．对待所有的人都一律平等。”«采地骗»第 1 卷第 1 篇．

＠、«采地脸刃第 1 卷第 1 篇。

@ 古耶斯在给«采地监习所作的注释里巳轻极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

© «采地1印第 1 卷第 1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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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地永远世袋的制度在法兰西的建立是早于阿尔曼的。当皇帝康

拉谏二但在 1024 年开始执政的时候，阿尔曼的情况才和法国秃头

杏埋讨代已翱达到的程度一样。秃头查理是 877 年死去的。不

过，自秃头查理朝以后＊，法国发生了极大变化，以致愚纯查理无法

回一个外族土室节夺他对帝国尤可争辩的权利；而且末f ，到雨

格·卡佩的时候，被剥夺了一切庄同产业的千室甚奎保不住国王

的宝座仁

秃头查理精眒的吠扣也轮法竺西这个匡家带米同样的软

弱＊＊。但是他的兄弟日耳曼［路易和该王的儿个继承者具有比较

伟大的品质，所以他们的国家的力阰便雒待得较为久长。

我的意见是什么呢？我认为，这也浒是因为阿尔曼民族的冷

诙无情的性格和－ 如果我可以这样脱的话－－－固定不移的枯

胖，比法兰西民族的精神，更能抗拒一种事物发展的趋势，这种趋

势就是要使采地按照一种自然似向，永远为家族所有。

我又认为，另一个原因址，法兰西曾受到了诺曼人和麻拉森人

那种特别类犁的战争的踩端，儿乎等于灭亡；而阿尔曼王国就没有

受到这种战争的摧残。阿尔曼拥有较好的财富，较少的城市可以
劫掠，较少的海岸可以游行，又有较多的沼泽要越过，有较多的丛

林要凿通。那里的君主们井不威到自己的国家随肘就要倾复，所

以比较不儒要封臣，也就是总比较不依赖他们。显然，要不是因

为阿尔处的皇帝们不得不到罗思去接受加冕礼，又不得不无间断

地远征意大利的贴，则阿尔曼的采地就会在更长久的时期内保持

它们的原始性质。

* 甲乙本作“当秃头查理朝的时候”。

嘟＊ 这句甲本文字次序略异，但慈思大致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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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一节 帝国怎样脱离了查理曼帝室的統治

帝国首先落入 H 耳曼王路易这一家系的私牛子1r肛手中，秃

头查理的家系就这样失去了帝国； 912 年，法竺可尼的公悄康拉德

被选为皇帝，帝国就落入一个外族的帝室手中。这时，統治着法兰

西的王室要孚夺－－此村庄巳轻很勉强几要争夺帝国，那更是没有
能力了。我们看到了愚纯查理和继承康拉德的皇帝亨利一世之间

蹄粘的一个协股人们称为波恩条的＠，这两位君主到莱茵河中的

一只船上去，在那里立誓将永远和好。他们使用了一种相当好的

折衷性的名词：查理用的是西法兰西王的尊号，亨利用的是东法兰

西工的尊号；查理蹄的的对手是 E 耳曼王，而不是皇帝。

第三十二节 甫格·卡佩家族怎样取得法兰西王冠

采地的世袋和附属采地的普遍建立，就消灭了“政法性的政

矿，而形成尸封建性的政府＂。这肘，国王们不像过去那样有无

数的封臣，而只有儿个封臣几其他封臣则依附f这儿个封臣。国

千一．们儿乎不再有直接的权威了。他们的权力要通过浒忤多多的其

他权力，通过浒许多多强大的权力来贯彻，所以它在没有达到目的

之先就巳钰停止作用或巳桴消失了。那些强大的封臣们不再服从

了；他们甚至利用他们的附属封臣米达到不再服从的目的。国王

佣的辖地庄园被剥夺净尽，只剩兰斯和拉旺两城市，所以他们只好

任凭封臣们去摆布了。树枝伸得太远，树头干枯了。王国没有辖地

庄园，就像今天的帝国1“一样。因此，最有势力的封臣之一就攫得

王冠了。

膳曼人劫掠了王国；他们乘坐各种木筏或小船，进入各河口，

@ 阿诺尔和他的儿子路易四世。

@ 923 年缔桔，裁欧柏·勒米尔：«恩赏法“第 27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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溯河而上，踩睢两岸地区。奥尔良和巴黎两个城市阻住了这止璃强

盗；使他们既不能上森河，也不能 L罗亚尔河了也。这时雨格·卡

佩就仙有这两个城市；他手里就握着王国所剩余的不幸地区的两

个钥匙；人『1就把王冠授月他了，因为他是睢一能够捍且它的人。

这就同后来人们把帝国交给那个阻住 f士耳其人使他们在边境不

能动弹的王室1“的情况是一样的。

帝国脱离了查理曼帝室的統辖的肘候，采地的世袭制度的建

立仅仅是王室谦躬礼下的一种表示而已。这种采地世荧制度在阿

尔曼的实行＊甚至比在法兰西还要晚一些＠。就由于这个掾故，帝

位是选举的，因为人们用当时采地的观念去看待帝国。当法诠西的

们过和查理曼的帝室分浇的时候，情况正相反；采地在这个王国里

实实在在处世袋的，所以王冠也和一个大采地一样，是叽荧的了。

此外，人阴把这次革命以前和以后所发生的一切变化都脱成

是这次革命当时的事，那是很大的銡映。所有的一切就被缩弑为

两件事：王室更易；王冠和一个大采地秸速在一起。

第三十三节 从采地永远祫与所产生的几种后果
\ 

采地的永远粕与导致长子的特殊权利或称嫡长权的建立。在

黎明时期（第一朝代），人们是不懂得这种权利的复王国就由兄弟

分割；自由上地也司样地分割；当肘采地是可以撤销的或只是皊与

一生的，并不是继承的对象，所以也不可能作为分割的对象。

在第二时期（第二朝代），柔懦路易享有皇帝的称号，又把这个

光荣称号赏给他的长子罗达利扁斯。这个皇帝称号使柔懦路易想

@ 参看 877 年秃头查理从伽里西阿果颁发的«敕令》，除当时巴黎、圣德尼和罗

亚尔河两岸各城寨的重要性。
* 甲乙本作“...…在阿尔曼的建立似乎比在法兰西……"。

@) 去看上面第 30 节。

@ 参看«撒利克法沪和«莱茵河畔法兰克部族法门自由土地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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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他应轮与这位廿主一种高于弟弟们的优越权利µ，因此，两位当国

主的弟弟就要年年带礼物劼闾当皇帝的哥哥去，井从他那里接受

更好的礼物；他们又必须和他磋商共同的事情1)。这就使罗达利

岛斯提出一些啪夸的上张，这些主张井没有很好地成功。当阿果

巴尔为这位君主［罗达利岛斯］写信［粕皇帝柔懦路易］的时候，

他坚持［皇帝本身的原有的安排，因为皇帝决定使罗达利息斯继

承帝业是由于皇帝曾粹三天禁食，举行肿圣的献祭典礼，进行特告

和布施，这样向上帝戒示了之后才这样做的；是山于人民巳向皇帝

立誓忠诚，人民不得背誓；井由于皇帝曾轻遣送罗达利岛斯到岁焉
去，以便由教皇认可＄勹所有这一切是阿果巳尔所强调的；他井不

强拥嫡长权。他确实说过，皇帝付翱计划分割帝国给幼弟们，而又

偏爱了长兄；但是他既然说皇帝偏爱了长兄，这就同肘意味着皇帝

也是可以偏爱幼弟们的。

但是当采地成为世袋的时候，采地继承上的嫡长权就被建立

了起来。王冠既属于大采地，王冠的继承也因同一理由而建立 J了

嫡长权。古代规定分割国土的法律巳不再存在T; 采地负有服役

的义务，所以采地占有者就要能够履行这种义务。一种嫡长权既

巳建立；那末封建法律的道理就居于政治法规或民事法规的道理

之上了。

采地既巳传给占有者的儿子们，令贝主就丧失了处分采地的自
由；为补偿这种损失，他们就投立［一种叫做补偿税的税（我们

的习憤曾规定过这种税颉）。补偿税首先是由直系继承者们缴纳

的，后来，习憤上则只有旁系继承者们檄钠。

不久以后，采地就可以作为一种世袭家产棘让给没有亲戚关

系的人。这就产生了令印地遣产出售税（由倾主征收）；它儿平在王

@ 参看 817 年柔懦路易第一次把国土分割给他的儿子们的«敕令沁

@ 去看他关于这问题的两封信；其中一封的题目是勺骗帝国的分割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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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各地都投立了起来。这些税的数锁首先是武断征收的；但是后

来在这种税的征收普遍得到浒可时，各地区就对税额进行规定

补偿税在每次继承者变动时都要檄钠·起初甚至直系继承者

也要檄钠 1。最普通的习惯把税简规定为一年的收入。这对封 t.Ill二

来脱负担太币．又手绒繁玵不便，井且多少轮采地以有害的影响。

因此，封臣常常在行臣胀礼的时候，扯得侦主同意，激钠一定金

额，此后就不再缴钠补偿税 2 Ih l竹币的改变，这种金阶后来变

得微不足道；因此，到了个大，补仪倪儿乎巳笘 f二零了，但侦地湟产
出售税则仍旧十足地存在着。这种税对封臣和继承者都没有关
系，而是一种偶然的东西，既不能怕料，也不能笘待；所以人们没打

制定这类规章，而一贯是使人檄钠售金的一部分而巳。

当采地只轮彗一生的时期，人们不得把采地的一部分给人作

为永远的附属采地·，因为如果一个对一件东匹只享有收盆权的人

耸竟可以处分迄件东西的所有权的言舌，将是荒器的。但当采地成为

永远财产的时候，这样做是可以的 ID, 只是复从习惯上的某些限制

就成氮这就是人们的所講“分割自己的采地”。

采地的永远给与产生了补偿税的制度，因此，在没有男子的坳

合，女子也可以继承采地 f。因为锁主把采地给与女了，就可以增

．加补偿税的份额；这是由于丈夫要和妻子一样檄钠补偿税＠。这

个条规不能适用于王冠，因为它不属f任何人，所以不能征收补偿

税。

都鲁兹伯爵威廉五世的女儿没有继承伯爵倾地。后米，阿莉

Q) 参看 1209 年菲利普－奥＇占斯都关千采地的«法令％ . 一

@) 我们在条例里看到 r 一些这类的协定，例如伽兰： «自由土地脸»第 55 页所引

由溫多姆颁发的«敕令））和由播都的圣西普里因修道院须发的«敕令％

@ 但入们不得削减采地，这就是说，不得取消它的一部分．

a} 习憤对人们可以“分割＂的部分的大小，是有规定的。

@ 因为这个躲故，似上强制寡妇再秸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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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娜继承了阿规丹，焉蒂尔德继承了搭曼底；在这肘期，女子的继

承权似乎巳翱确立；所以少年路易在解除他和阿莉爱娜的婚姻关

系之后，就亳无困难地把基燕还给了她3 后面这两个事例是紧接

着第一个事例之后发生的，可见准浒妇女继承采地的这条一般性

的法律在都斜兹伯爵倾地被采用的时期一定是晚于王国的其他省

份的工

欧洲好些王国的政制都是和王国建立时采地的实际情况相适

应的。妇女不能继承法国的王位和帝国的帝位，因为在这两种君

主国家建立的时期，妇女们是不能练承采地的。但是在采地永远

给与的制度建立后才成立的那些王国里，她们就可以继承王位。
这些王国有：由腊曼人的征服战争而建立的那些王国；由征服牟尔

人而建立＊的那些王国；以及那些165位于阿尔曼边境之外，在相当

近代的时期，由于基督教的建立而仿佛得到了新生的王国。
在采地可以撤销的时期，采地是给与那些有能力担负采地义

务的人，所以不存在未成年人继承采地的问题。但是到了采地成

为永远拾与的肘期，倾主们管理采地到幼年的继承者成年为止，这
也许是为着增加自己的收盆，也浒是为着抬末成年继承人以武艺

的缎炼©。这在我们的习惯，称为“幼年贵族保护权”＊冷。这种权利

是建立在和普通对未成年人的监护权完全不同的原则上的，所以

和后者是截然有别的。
在采地只是给与一生的时期，人们可以申睛采地；采地的真正

@ 大多数大家族的继承都有自己的特殊法律。 参看德·拉·多璃拊尔： «贝利

的占代风俗汒关千贝利各家族的配载。
* 这句甲乙本用字稍异，而意义相同。

@ 在 87,7 年由伽里西阿果颁发的«敕令））里（第 3 条，载巴路兹辑«敕令会纂“第
2 册第 269 页），可以看到国王们使人给未成年的继承人保管采地。 倾主们就学了这

个校杆。这就是“幼年贵族保护权”的起源。

＊平 ，实际上就是侦上对未成年贞族（他的封臣）的财产的收盆权利。一一霹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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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交是要持王笏进行移交的；这就肯定了采地的地位；它和今天用

臣服礼加以肯定是一样的。我们没看过伯爵们，甚或国王的釱差
们，在省里接受臣服礼；在敕令所保存的这些官吏的委任状里，也
是看不到他们曾翱负有这种任务的。他们的确有时候让一切臣民

立忠贼的誓言＠；但是这种誓言极少具有后来建立的臣服礼的性

质；因此，在后来举行臣服礼的时候，忠诚的誓言是和臣服礼相联

系的一种行动，有时是在臣服礼之前，有时是在臣胀礼之后举行，

而且并不是所有的臣服礼都举行这种誓言；它没有臣服礼那样庄

严，是和后者截然不同的现

伯爵们和国壬的欱差们又在偶然的场合要求在忠贼上有疑问
的封臣们提出一种保证，叫做“坚定不移＂的保证＠着；但是这种保

征不可能是一种臣服礼，因为国王们彼此之间也作这种保证＠。

浒哲神父啖到达果柏有一只交椅；按照古代祀录，法兰西的

．国王们有一种习惯，就是坐在这只交椅土接受颌主们所行的臣服

礼＠；显然，酐哲在这里所运用的就是他的时代的思想与晤言。

当采地可以传给继承人的时候，在起初封臣的谢恩只不过是

偶然的事情，但后来就成为一种规矩；谢恩典礼要赫赫堂堂，充满

O 在 802 年«敕令气I习里可以看见这种誓言的一个例子。又参看 85'.l 年«软令》

第 18 条等。

于＠ 从杜刚支心中末期拉丁栝解》第 1168 页 Hominiom 字下和第 4.74. 页 Fide
litaB 字下引征的古代臣服礼的一些条例中，可以看出这些差异，又他引征了很多文

献，可薰查阻。行臣服礼的时候，封臣把手放在倾主手中而立誓；忠械的誓言是手按

«藕昔书＞进行的。行臣肌礼时要脆着；立忠械的誓言时则拈着。只有倾主可以接受臣

服礼。但是他的官吏们就可以接受忠械的誓言。 参看李特尔顿： «宣誓和臣服礼，第

91--92 节。所喟“宜誓和臣服礼”，就是“忠贼的誓言和臣服礼”的意思。 ' 

@ 860 年秃头查理从康弗伦狄间来以后煨发的«敝令“第 3 条，裁巴路兹幛«敝令

会纂，第145 页。

＊拉丁原文作 firmitas。一一释者

@ 上述 860 年秃头查理的«敕令“第 1 条．

@ 许哲：«酴自己的政府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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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严的仪式，因为它要能够使人世世代代都汜住颌主和封臣彼此

之朋的义务。

我有理由相信，臣胀礼是在柏彬王的时代开始建立的。这就

是我所脱的有儿种恩赏都是永远给与的时代。但是我这样看是存

着戒心的，而且只是根据一个假定，就是古代«法兰克人史叱»的著

作者们井不是愚昧无知的人，当他们在描写巴威利亚的公爵塔西

庸向柏彬行忠試典礼的肘候见是按照他们看到的人们遵行的习～

惯而祀载的旯

第三十四节璞前

当采地可以撤销或是仅仅给与一生的时期，采地儿乎和政治

法规没有什么关系；所以当时的民法很少提到采地的法规。但是

当采地变成世袋的肘候，它们就可以给与、出卖、传留给人，所以它
刊就属千政治法规和民事法规的范围了。采池，作为负有审事义

务的东西来考虑，就属于政治法规的范围。采地，作为贸易上的一

种财产米考虑，就属于民事法规的范围。这就产生了有关采地的｀

民事法规。

当采地成为世装的时候，关于继承顺序的法律就必须和采地
永远给与的制度相适应。因此，才不顾罗厒法和«撒利克法”)的规

定，、法兰西法律便建立了这条规则：，遗产不上传”@。采地必须有
人负义务；但是一个祖父或是一个祖伯父是不可能给倾主当好封
臣的％所以，就如布地利埃所告拆我们的一样，这条规则起初仅

© 757 年，见«法兰克人史配)>第 17 章。
© “塔西庸来申睛做封臣受保护；他把手放在圣贤遣物上，发了无数神圣的誓

顺，并向柏彬许下了忠贼。”这似乎是行封臣礼又立忠贼誓言。参看本节倒数第 5 段第
2 个注“从杜刚支…...”。

@ 自由土地篇。
@ «法兰西法“第 4 卷«庄园，第 59 篇。
呻 指年杞太老，不能负采地的义务。·一—译者

心吐 ` l l l ll -·一· -『 -..- －咖 ._,,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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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是为采地而股立的礼

在采地成为世袋的时候，锁主惘总要注意誰担负采地义务的

问题，所以他们要求将继承采地的女子一一我想有时候也要求男

子一一没有得着他们的同意不得秸婚；因此，婚姻的契钓对粪族们
来諒是一种封建性的安排，又是一种民事性的安排＠。当这么一

种行为1在锁主的监督下成立的时候，人们就在里面为将来的继承

规定一些条款，使继承者能对采地担负义务。因此，最初只有黄族

们有通过婚姻契的处分遗产的自由；这是波野＠和奥佛烈利息斯＠
所指出的。

同族的人的财产收复权是建立在古代亲族权利之上的；它是

我们法兰西古代法学的一个谜；我没有时阱眻加阐述U 然而不用

脱，关于采地的这种权利只有在采地成为永远给与的时代才有可

能产生。

”意大利意大利国＊＊．”“·“我写完了关于采地的脸文；我的

眙文粘束的时期正是大多数著者的脸文开始的肘期1660

@ 布地利埃心乡肮事务大全“第 1 卷第!£6 篇第 4.47 页。、

@ 按照 1246 年圣路易为肯定安如和梅闭的习惯而颁布的一道昭捻，看护．一个
采地的女姚承人的人们必须向慎主提出保证，陔土继承人不会没有取得他的同意而桔

婚。

* 指婚姻契的这种法律行为。一一4珂者

` © （波野或称波爱利乌斯是十六世杞的法国法学家）。«判例»155 第 8 号和 204
第 88 号。

@ （奥佛烈利乌斯在砰谕都鲁兹喉政院的作风）。卡只尔·多尔：«判例斗邸。
@ 掾奇利乌斯«伊尼德“第 3 卷第 523 节。

" 帷奇利乌斯名峙«伊尼德，叙述德洛伊英雄反抗希腊侵略失败后逃离故国，糕
历艰辛，於千抵达快乐的意大利。孟德斯墙用新方法辛苦地完成了对法国封建史最哑
床时期的研究，他借用持中“意大利t 意大和“这儿个字来表达他这时的愉快心情．＿＿

“者

-.心- ·,~ -····-- _，一'“飞·-------呵＿，－



原辐者注

1. 本书 1749 年日内瓦版第 2 册就是从第 20 章开始的，上面井且有拉丁文题制：

“描述偉大的亚特拉斯＊到哪里去”(Docuit quae maximus Atlas)。这可以意谔

为： ＂砃究大自然和它的偉大的规律所给我的启导＂。它是稚奇利岛斯名诗«伊尼德“第

1 卷第 741 节里的句子： ＂...…长投的的巴斯弹着旆金的竖琴，描述偉大的亚特拉斯

到哪里去。 II

2.”向缪斯女峙神们祈赣“这段序引对这节的主题来脱，实是不伦不类。是不是

因为孟饱斯鸠受到他所引茹椎钠尔的两首持的戚动才写出这段呢r 孟德斯填声称，他
是为“使槽者心褚轻松”才加上这段的 i 他又．甘同意把它取消（鑫看拉布莱辐： «孟德斯

坞全集为第 4 卷第 35:J 页注）。

3 在另一方面，这种国家的贵族使贸易得以繁盛，但却把贸易看做一种钰肢的职

业。

4.“黑彩”即睹赢的彩栗。

5.“关税协定”，指的是商务条的．

6.“某些国家”，指的都是法国。

7. 孟徙斯填脑子里想的是荷兰的级行。
8. 通过股份或证券。

9，法国当时也适用同样的法律。

10.“为着国家的利盆＇＇，指的是给国家带来利润，虽然个人也获利。

11. 即十三世杞初英王“无地的翰＂的宪章＊＊0

12．对负债的禁姻可以是辂身的，如果憤务人不能清读憤务的话。

13．民事法官较少，因为普通裁判能够处理民事案件。

14.“有些人“实际上是指圣彼得僧院长，他著有«一个善人的幻想％

15. 原文 “suffisan ·e"（充足），在这里应作“才能“解。

16. 这是指以获取事事上或其他的职位。

17. 这和«外国人遣产充公法»*＊＊有关．

18. 原文“meubJes” ，即 “les biens me的］部”（动产） . 
, "la riche部0mobili虹矿

（动产式的财富）之意。
19．原文“qui ne_sont plus encore“应作”也不复存在了“解。

* 罗黔神括中肩负大地的神。—-m者
** 指的翰一世(1~6-7-- 1216) ，当他在位时，因和法国交战，丧失所有在法国的惯

地，因有“无地的翰”之称。． 1215 年，封建倾主曾起草这个大宪章强迫他签了宇，这是英
国坎早的宪法。．－—－霹者

*** 依据此法，未归化的外国人的财产由元首继承；陔法千 1819 年废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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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波沙尔是法国的东方学者(1599一1664) 。

21. 那篇“世界上最美丽的诗歌”指的是史峙«奥德赛，，；“众诗中第一篇作品”指的
是史峙«伊利亚德》。

妇．原文“fabrique"（制造厂）应作“fabric吐ion"（制造、制造法）解。

23. 原文“naviguen炉（行鴃）。孟德斯鸠按其习憤拼法，写作“navige”和“na

viger” 。

24．原文“Le sein perei ?US”来自拉丁文“Sinus pereicus”(“波斯的心怀”)，指

的是“波斯滑＂。

邸．克列帷埃指出，其他权威如狄奥都露斯·西廪露斯、亚里士多德和希罗多德
“曾蛭正确地谈到这个海，脱它不和其他的海接速＂（参看拉布莱锺«孟德斯鸠全集“第

4 卷第 423 页注 4) 。

26．人们推断是两只大猩猩。

27甲．克列稚埃对孟德斯墙著作的擒查处处都很严格；他指出北极屋喔然只有一

颗，而孟氏原文“一颖北极屋”则含有多数北极品之意。

27乙．“从普利因的配载去看......“这段注，只见于初期各版。

28. 所期“有些人＂，孟德斯坞脑子里想灼又是圣彼得僧院长。
29.”建立银铜币＂，即通过合金变更货币。

30. 即擒劫搁漫、触礁船只的法律－~如果这也可以吽做法律的栝。

31. 这里孟德斯埴所指的似乎只是比太人受到獗毁怨恨的情况。
32.”他们的财产＂，指的是“可让渡的征券”。

邸．教皇亚历山大六世(·波尔治亚家族）用这条有名的“分界挂“把新世界划分给

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

34.“商人的公司”，即荷、英、法所建立的“印度公司”。

35. 原文“monopo'e"（直霹为“专利”)，孟德斯坞所用的是这字在古代法律里的
含义，即一切未艇法律许可的营业。

86．据瓦尔克纳尔股，孟德斯填在附注中所眈的小除文“至少曾程排印付校过“

（关于此点，参看拉布莱编«孟德斯填全集，，第 4 卷第 46>r 页注 1) 。

37. 人们曾翱指出，这次破产主要是由千章黄的增狠。

38.“银线”，指的是簸线的数量。

39. 哥伦布死于 1506 年，佛兰西斯一世则千 1515 年登极，所以不可能接受什么

哥伦布的建峨。

40. 愚蠢的国王，即迈得斯王飞

41. 印度，指的是美洲的西印度，下节亦同。
战，原文 conviennent（适合等等），这里应作“同意“解。

纽．原文 en o'.>Jigeant（使负义务），应作“抵押“解。

44，指过15 年的大宪章。

苟．这就是著名的“偿金法飞它建立．了各种罪行应付若千赔偿金的例子。

* 即希腊神括中获得点金术而受苦的国王。一霹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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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想像的货币”在某一意义上指的是＂的定货币”*、"拟制货币 "**0

47. 原文 usure（重利盘剥），在这里完全没有恶劣的含义，仅仅指利息而巳．

48. 这里提的是规定物价和那个“最高额“法。该法失败了，未曾发生效暇。

49. 只以一半偿付债权人，这筛直是破产。

5D. 即俄国女皇伊利沙伯，彼得大帝的女儿(1710--1762) 。

51. 所期“动产＂，指的是证券之类。

52 `｀换线”，指的是＂贴现扣息”。

53. 这三种券是银行的钞栗、公司的股栗和公憤粟。

54. ＇｀削减了资本”，指的是削减应偿还的本线，这就是说，准祚＂述反契的＂。

55. 这句括原文”..…·netendait a lui prjter······"的含义和旬法是混乱不清

的；它的意思应骸是：“只能想法子用高额利息去借线了。”

56. 原文“de nouvelles tables"（新表法），指的是关千债务的新法律。

57. 原文 mali-e（拉丁文 m&litia)（恶念）在拉丁文原文中应作“心机的精巧”

解。拉丁文原旬起． Ma:itia suppJet ae扭tem（心机的精巧补偿年龄们不足）。

命。

58. 这也是圣会法的法规。

59. 所拊“艺术”，正确地抗，就是求乞之术。

60. 所喟“工艺＂，指的是一般的工业。

61. 这种机诚的制作与使用已笣发展到那种程度，孟德斯填还有什么栝可脱呢？

62 这是亚里士多德的一种见解；他认为胎儿需要艇过一定期间之后才获得生

63．在孟德斯鸠所引证的那段括里，亚里士多德晤飘了同性恋爱 1 他认为这是立

法者覜定的。

64. 这个法典是 433 年修盯的。

65. 哥特民族，在孟德斯切的用捂里指的是日耳曼民族。

66. 这个脱法至少是大胆了一些，因为在这问题上我们井没有任何精确的配录。

67. 原文 travai!Jent（使工作，使痛苦等）应作 fa.tiguent （使劳累，使困疲）解。

68. 所指的可能又是西班牙和意大利。

69. 在这里和在下面，我们看到，孟德斯墙在鴃骗到一个他当作正式的宗教而特

别加以尊重的宗敕时，是如何彬彬有礼，如何小心謹憤。

70. 拉布莱脱：“这是不是暗指黜逐西班牙的犹太人和摩尔人的事件t”

71．原文 po丸~e（警察、公安等），这里又应作施政、行政、政府、政体等解。

72．．在神学的术捂里，＂劝訧”和“戒律”是有区别的 i 前者仅仅是规劝，后者则是命

令。

73.“某一种人＂，指的是神父和修士。

74. 拉布莱此，根据 1874 年 11 月 14 日«政治杂志＂里戴步瓦的一篇文章，”这节

可能是从孟德斯鸠幼年时的著作«泛脸义务》一书中摘出的＂。

丰指两国以上协的而发行的同本位货币．一一译者
** 即纸币。一~谔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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祁．孟德斯鸠在这个脚汴甲所脱的“佛”和“老君”就是“佛陀”和“老子”。

76．这书寅难君士坦丁，况他皈依基督教只是为着耍“为他的儿子的死徵悔殷

厮＇ i 实际上，他的儿子巳翱死十四年了。

77. 原文 “n~cPSSit矿（必安），应按照它＇，较强的“意义，作“命数“解。

78.“美阿炽”就灶京楛、东京＊．

79. 倾士刊承认予路从所制定的“神命的休战”。

80. 原文沁xpier'＇（如卫，怓悔），应作“使沽矿、“漁除罪污“解。

81,“住屈变护＂，只怂地点改变而巳。以埃及人为例，他们似乎认为，吴魂和抵休

分开后，它的需要仍然和锐体相同。
82“寒占地力”，指的是北美洲。

83. ＂枯耳河”，卧占时的居鲁士河，流入里泡。

84. ·:t 教会跷决定必须这样称呼。

85. 孟饱斯琦避免说出这是天主教杞律的一项。

86. 孟律斯埴这电想到的也忤是 174·7 年禺寿总管的«永远管业法＞＞。该法规定，

僧侣取得不动产必须在法律上轻过批准。

87. 原文”ivie" （轮身），应作“耗身年金')、“养老豐＇，解。

88.“一个斯巴达人＂，即莱喀古士。见普卢塔克著作。

89．见孟饱斯鸠：＜＜波斯人信札»第 19 封信。

90. ．“加利固特”，在印度；前晨英倾地首邑璃德拉斯管区。

91. 这里指的是当时在中国耶稣会士和多明我会士之阿的竞孚。

92. 二者并不老是那么容易区别的这两种体系尤共是不易协啊，这从安梯贡和

克列恩的辩渝可以看到。

93. 以便赔偿被盗窃人所受的损失。

94，这里啖的是拉辛所著的«非德耳》一剧。
95 原文 “earao拢re"（性格），应作“名誉"、“荣誉“解。

96.“得尔藷斯”即“奥尔隘斯”。

97. 原文 ”au chef” （给首长），应作“给章事当局“解。

98甲．当时，按照这种訧法，飞色对的独立“和“财产的共有”就好像是“天然的“东

西了。现在人侗巳轻放弃这些简单的思想了。

98乙．这种因征用而赔偿损害的惯例是大革命时代才开始的。
99.“十二世杞＂，筷，应作“十三世杞"。

100. 这里所阴“国有土地财产”是由公共财产及其收入的总数所构成的。
101. 孟德斯埴这里指的是路易十四依据“女子缆承权”向西班牙要求佛兰德兹和

阿尔杜哇这些省份。·

102 实际上，卡托和他的妻子离婚；在荷填西岛斯死后又再娶她。訧他把责出悄，

显炊是不恰当的。

伞 此柱腴。美阿果(“都”；夕七工）在 H 文原为首都的．在思，虽然可以节是京都E

东京，但在当时只可能是京都凸 一环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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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这电晤指的又是上述的“女子维承权”（参看上面第 101 另注）”

104. 原文＇＇权威＂，指的是官吏的权成。

419 

105 入们什翱指出，罗压的一切立法，尤其是关千纣扣永财产的立法，都和祖先的
烘拜打关系。．在达里，孟恺斯汾似乎不敦视这个看法丿人们知道，从罗妈法的 .a.gnat ion 

（男系亲胧）这个字可以行到，亲族关系是用 foyer（灶火）、 feu（火、炉灶）（亦即 agni)

表小出来的。

106 罗出人井没有耍求重新”分配＇，一切土地。他们仅仅耍求亨用公共祖业和征

服上地的公平分配。

107. 本注，在思和汉踝完全相同，故略。＿＿f＄者

108．叩从前t教们所制定并用来反对西哥特人的法律。

109. 拉布莱指出，孟饱斯峓脱：“西哥特的法律是严历的。”他又说：“这些法律被

齐成西班牙文，题名（法苑））；它翱过了整个中肚杞，到了个天仍然是西班牙法律的其

础门岂不奇妙？”

110. 亚得里安·德·瓦罗哇 (16:l7—1697) ，著打«法竺克人的业绩汛1646 -

1658)；哲罗姆·比格偎 (1589·1656)，著有«法兰西君王们的美语％

111. 叁看上面第 109 号注。

112. 孟德斯均在本书第 30 章第 14 节肢及“安全税金”。

113. 这是“道学家”的货色飞

l14，孟饱斯鸠在所有关千决斗裁半I1的谈脸中，竟把最主要的一点忘掉。这就是：

决斗裁半lj的基础是人刊信仰上帝将进行于预，使代表正当权利的一方获胜。

115.“预审＂，指的是在对肵讼主要争豌之点进行裁定之前，先对所将采取的某些

步骤进行裁决的审制。

116.”按照条例或习惯＂，挂的是”按照成文法或习惯法”。

117. 就是卡龙达斯·勒伽隆。

118. 这是佛兰西斯一世的«维勒柯德烈法令兄

119. 这里指的是，教堂代理人拒艳交出依避难权避入教堂的贼。

l20．不过，这正是大革命时期所进行的改革的一项。
121 ．在圣路易的时代，“法制”（原文 ~tablissements)这个阿的含义是“法律和

命令”。

122. 原文 ',suffisance” （充足）应作“才能“解。

123. 这是查理九世朝 1563 年硕发的«幕林法令％

124. 原文”antiquaire"（研究古物者、骨崔商）；这字在当时的意思，是对古代的

东西有好奋心；嗜好古物。

125．这里人们看到“道学家“可以用何等的聪明智慧去参与纯粹的政治＊＊0

* “道学家”(Ies mor a.'is!es) 是法国的一派学者，以批砰世风为主。共中最著

名的有蒙且(1533 -1592)；他的道学甚至主强仅仅理性是不能达到形而上学的真理

的。这和孟饱斯鸠的理性骗是背道而驰的。这个注是在奚落孟德斯鸠。一·~－罚者

** 孟德斯璃是由实际事牧出发的思想家，和“道学家”（脱明见前面脚注）恰恰相

反。所以这个汴也是在奚落孟佬斯均。一·一一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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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我们知道，古希腊“城市或民族的同盟”就叫做“安排克仲尼”(amp出：：-tyo

nie) ；这个名词来自传訧人物“安排克仲＂（人mphi式yon)；他是希腊洪水传訧中的大

船上生存者杜卡利安的儿子。
127.“体制”指的是拉斯的“体制”。

123. 由千这个掾故，”只壳放逐”就被称为“树叶放逐”了。按照普卢塔克和狄奥

都露斯的配载，入们用的是橄榄树叶。

129.“多一个手段＂，指的是＂施酷刑＂，也就是上面脱的＂拷阴"。

130．和第 16 章第3 节丫有关系。

131. 原文“如果没有他侗”指的是“如果没有窝赃者”。

132. 近代闱博的学术造脂巳轻不能承认这样确定的见解。

133．人们认为这个恶劣的戏言是来自巴黎大主教函·阿尔莱；他认为“王权法和

王冠周 Ill 的 Ill 形是联系着的飞

134. 有人认为，这里暗指的是关千第二次婚姻的不名誉观念。

135. 康斯坦的«宪法艘本））在纶＜＜征服的精神＞＞（第 2 卷第 13 章第 170 页等）时也

啖到这点，可安参照。

136. 原文“阿林顿'(Arrington)就是“哈林帜"(Harrington)；见他所著的«大

洋国汇，

1尔．孟德斯填用轻快而简炼的笔法，写出不偈不倚的公正脸断，来欣赏一种巳翱

消逝了的立法；这是值得人侗耦察的。

138. 原文”attendre l'ann的＂（等候岁时），意思是”等候岁时的收成“。

139.“有些人＂，德·布兰椎利埃就是一个例子，在下面第 10 节就肘监他的问题。
140. 这个罗利更是哪一个无名的修道士；罗利更肯定是化名而巳。

141. 拉布莱指出：“有这点不同，就是勃民第人的这种好客是一种强制的好客，是

对家庭主人的掠夺。”

142．我们认为这样往好里去想的见解，是否正确，不无疑问，找们也不晓得，到底

孟惚斯璃从哪儿知道勃民第人是一个畜牧的民族。

1必．德·布兰维利埃伯爵在所著«法国古代政府的历史门说了对自己有利的括。

他悦，法国贵族是法兰克人的后裔，共余的人是高卢一一罗禺人的后裔。孟恁斯堵似

乎同意这个意见。

1丛．这里所引的是奥雄得：«变形记））第 2 卷第 131 等节的峙句。

145．原文”......qui cultivaient JeJ s.rts"（熟习工艺的人），应简单地解作“从

事各种手艺的人”。

1的．拉布莱貌，耶稣会士阿尔顺神父是 164:6-1729 年时人，曾霄有“一部先贤普
利因的奸集子”和主教会喉祀录会纂十二卷·…·“但是他主强说．，希肿和罗焉所遣传给
我，，的著作，大多数是十三世纪的僧侣们的著作“，而且“他特别想像出［罗厨峙人稚奇
利乌斯所著］«伊尼德，持是一个本篇会的修士的作品，因为这个修士要祝贺基督歉会

对犹太歉会的胜利”。

147. 原文”an f ina.neier”（财政家），应作“总税务司“解．

* 这里的章数节数似有错误。一一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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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辑者注 拉1

148. 这是柏拉阳在«对 i和里脱的。

149. 原文 ”le EO让＂（命运），应作［遣产的］＇｀份额 ''(La part) 解［指所有人死后，

应归圈窜队］．

150. 拉布莱眈： ＂«采地给））（ Le Liber F'eudorum) ，作为法国封建法律史的著
作，并不是很可靠的；它是在意大利根据伦巴底人的习惯写出的；它的两位著者与共訧

是普通的史家，毋宁脱是法学家。”

151．原文“Ada!ingue" ，是＂贯族”的意思。

152. 偿文 Friede 也是同样意思。

153. 吞看上面第 143 号注。

154. 决定了杜波神父的成功的著作是＜缮寺画砰哈兄

是看不出他的雄偉气魄。

它的体裁优雅，意见高妙，但
\ 

155. 原文“Tandi~ que“应作“当…．．的时候“解；这个用祛今天仍通行。

156. 这是布兰雒利埃：«法国古代政府的历史））（第 1 册第 28 页）所脱的。

157.“如果他侗是十分信实的人的括＂，意思是脱，“如果十分严格地认真地遵从

立遣瀑者的意思的括＂。

153. 宰相职位~mairie) 原文作“mairerie"。这个发音今天仍然留存，尤其是在

巴黎郊外。

159. 勒冠特神父合著有＜＜法兰克教会年录， 417---485沁卷（巴黎 1665 了1683) 。

160. 胖 f· 查理，原文”~harle3 le Gros"; 拉丁原名为“Oarolu兮 Crastus” 。

托1. 谷什苏埃多尼岛斯：«奥古斯都＞）第 18 章和狄欧： «罗禺史)>第 51 卷第 16 竟．

162.“ 巴粕路斯”(.,(BarJJerou述e) (1122 -1190). 

163.“帝国”，指的是阿尔曼（即日耳曼）。

164. 这指的是奥地利玉室。

165. 指斯堪的钠维亚各国和俄罗斯（莫斯科公国）。

166. 三i 孟饱斯谒高唬＇我们应当用法律去阐明历史，用历史去阑明法律＇＊＊这句

驯言－－现在已成为公认的原则—一的时候，他为科学打开了一个新的视野。他在完

成他的著作时戒：｀我写完了关千采地的脸文；我的脸文桔束的附期正是大多数著者的

渝文开始的时期＇；这部著作是他的原则的应用和适时性的第一次示范。 当孟德斯切

訧这句话的时候， i他井不自限于年代的问题。他知道，这些内容材料还没有任何法学

家用历史方法加以研究过。 这种方法是他刚刚采用的。 他有意思为这个愉快的新发

明砃定一个日期。将没有人敢和他争夺这个权利。”（拉布莱版引斯克罗此的注）

* 即“巴巴罗藷“(Barba.ro3钰），意大利文是“红跻子”的意思。这是佛烈德利

克一世的绰号．＿＿一开者
** 见本书第 31 章第 2 节末尾。一评者

·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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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辞学＞一古利扁斯·佛都钠都斯 (Curius Fortunatus: Rhetorics) 

«航行配}——西拉克斯 (Scylax: Periplus) 

十一面

C脸文休尸一一毕丰（Bu仔on: Discours sur le st1.Ie) 
噙王冠＞一一德漠斯提尼斯 (Demost垃ne: La Cou, onne) 

«脸内战＞一一凯撒 (Cesar: De le. Guerre Civile) 

«盆公民渗一一霍布斯 (Hobbes: be Cive) 

噙奇事}-－安多其代（Antocide: De mysteriis~ 

｀盐政府＞一一阿尔哲农·悉尼 .(Algernon Sidney: lJiseouTSell Co忙



本书引征书籍目录 怂沿

earning Government) 

«途恩惠＞一一塞内加 (Se沁que: De Benefi.cium) 

«姿凯撒尸－奥列利乌斯·稚克多 {Aurelius Victor: De Caesaribus) 

«谕共和国，＿布丹 (Bodin: De la republique) 

«擒伪使节>_＿伊斯奇因斯 (Eschine: De Falsa Legatione) 

«监伪釱差＞一一德漠断提尼断 (Demost妞ne: De Fa.Isa Legatione) 

«谕自己的政治>-ff!f (Suger: De Administratione sua) 

«谕西塞罗＜占卜术>}-－阿斯康尼乌斯 (Asconius: Sur CieGron, de 

Divinatione) 

«监君主必须博学》——普卢塔克 (Plutarque: Qu'il ~st· requis qu'un 

prince s'lit savant) 

«骗修辞学的发明尸一－西塞罗 (Cie釭on: De Inventione) 

«尚王位和临时继承人尸一－豹南德斯(Jornandes: De t'egno. et tenipora

lis success')r) 

«谕狄特·李稚＜罗局榻年史＞的第一代史＞一局基雅弗利 (Machiavelli:-

Discours sur la premiQre decade de Tite-Live) 

«断篇净一一随达斯（Suidas: Ft"agments) 

＜断篇冷一一乌尔边 (Ulpien: Fragment) 

c断篇｀一一狄奥都露盺·西库露斯 (Diodol"us Siculus: Fragment) 

«教会史＞一一苏格拉底 (Socrate: His~h·e de 1'纭lise)

｀软令}_＿查理曼 (Charlemagne: Des Capitulail"es) 

«敕令会纂＇－一安兹吉 (A n.tegise: R氏ueil de3 Capitulaires) 

谦令会寨渗——芭路兹 (Baluze: Recueil des Capitulaires) 

«梭偷传>-一普卢塔克 (Plutarque: Vie de Solon) 

氓佐末奴斯著作集> (Sozomane) 

«通史手册>一一佐那拉斯 (Zonarc: A compendium of general histo可）
«盛筵配尸一－色络芬 (X4nophon: Sympos,hun) 
«第二菲利毕克｀一一西塞罗 (Cieel"On: Seconde Philippique) 
«第二次反推烈斯演脱}-－西塞罗 (Cic釭on: Deuxiame harangue eolitre 

Verr`S) 
«第六世纪僧教著述汇览，一一杜彬 (Dupin:. Bihliot泣que des auteurs 

ecelesiastiques du sixieme siecle) 

«货币学，一一茹珀 (Joubert: Science des Kedailles) 



纽8 除法的精种

«铀拉安元老院法令:1> (Senatus Consulte Silanien) 

十二画

«富尔德史妃，（Annales de Fulde) 

«旰喀尔文教史＞一一员耳 (Bayle: Critique de l'histoirn du Calvinisme) 

«善与恶的界钱尸一－西塞罗 (Ciceron: De finibus bonorum et malorum) 

«莱喀古上传》一一普卢塔克 (Plutarque: Vje de Lycurgue) 

«莱喀古士和努瑶的比较沪一－普卢塔克 (Plutarque: Compa:raison de 

Lycuryue et de Numa) 

«著作集））－，阿果巴尔 (Agobard: Opera) 

«著名作家言行录沪—一瓦列利息盺·焉克西穆『听 (Valgre Maxime: Fa贮

torum ac dicf.tJrum memorabilium) 

咱菲利普二世》－西塞罗 (Ciccron: Philip II) 

叶是只留斯》一一苏埃多尼扁斩 (Suetonius: Tiberio) 

«提寒龙与狄欧传仁一－普卢塔克（Plutarque: Vies de Timol的n et de 

Dion) 

«提奥多西扁斯法典» (Code Theodosien) 

«联省之国}-—杰尼逊 (Janisson: Etat des Provinces-Unies) 

«联省的历史尸一一勤克列尔 (Leclerc: Hjstoire des Provinces-Unies) 

«雅典共和国尸－－色睹芬 (Xenophon: De la republique athenienne) 

«雄斛誰顽理尸一一昆蒂速 (Quintilien: Institutio oratoria) 

«贺莫珍））－—徐利安 (Syrian: Hermog) 

«悲刮女种美尔波芙尼》一一希罗多德 (H釭odote, Melpomene) 

啡｝世记1> (Gen he, «旧的圣轻>)中的一卷）
«创建东闭度公司历次航行辑览» (Recueil des voyages qui ont servi 么

l'etabHssement de la.compagnie des Indes) 

，短脖集}—一，民尔西阿尔 (Martial: Epigrammata) 

«睬罗员内传》一一普卢塔克（Plutarque: Vie de Philopcemen) 

«逸史会纂备一一届天 (Martenne: Anecdotes) 

十三面

«塞尔维法·, (Loi Se灯ilienne)

«塞克司图斯五批传尸一－列地 (Leti: Vie de Sixte-Qu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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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法》（查士丁尼本朝法律）—一565 年查士丁尼帝敕潘 (Novellae [565, 

Justinien]) 

«意大利旅行沪一－阿迪孙 (Addisson: Voyages d'Italie) 

«意大利的史家）） ( Hjstoriens d'Italie) 

«脖画肝命））一一杜波 (D _ibos: Reflexions critiques sur la poesie et l i 

peinture) 

喝比谭家传：伊斯奇因斯传》一一睬罗斯特拉都斯 (Philostratus: Vies · des 

Sophistes; Vie d'平schines)

«游记））一俴雄拉尔德·伊斯伯兰兹伊德斯 (Everard Isbran<ls-Ides: 

Relation) 

«道德著述；＞－普卢塔克（Plutarque: 叩uvres n:iorales) 

«道德与邪恶选录》——狄奥都露斯 (Diodore: L'extrait des ve1tus et 

des vices) 

«雷米安法» (Loi Remnia) 

«塔西伦呈帝传＞＞ 弗拉誰扁听·窝比康斯（Fltivius- Vopjscus: Vie- de 

l'empereur Tacite) 

«蒂塞岛斯传》－普卢塔克（Plutarque: Vie de ThesSe) 

啼塞扁斯和罗慕露斯的比较})－一普卢塔克 (Plutarque: Comparaison 

de Thesfe et de Romulus) 

呴杀与杀人沪一一，民尔边 (Ulpien: De scicariis et homicidits) 

«传道准备））－尤塞比岛斯 (Eus~be: Preparation 、evangile) 霄

«奥德寰乒－－荷民 (Homh·e: Odyssey) 

谟古斯都））—－希费林 (Xipl1il:. August) 

«奥古斯都））一－苏埃多尼剧斯 (Suetonius: A ugust0) 

«奥托曼帝国»-李果（RicautL De !'Empire Ottoman) 

«奥狄柏王在科隆踌》—一索福克勒盺 (Sopµocles: 心dipe a Colone) 

十四面

«演战》－李巴尼乌斯 (Libanius:. Declarmations) 

«演訧家》－－西塞罗 (Ci吐ron: Orateur) 

«演讲录》－西塞罗 (Ciceron: Oraisons) 

«漫括惹星.....思想镇录.....,-一－员尔 (Bayle: Pensees sur Ia com~te, 

etc. Continuation des pendes, etc.) 

, l.l ll'川 l l -，·一『 l,ll.－-．m, r·1 _, -之,'｀＾J ，．，义



438 谝法的精神

«蜜蜂的故事））一曼德雒尔（ Mandeville: La fable des Abeilles) 

«离可尼安法» (Loi Voconienne) 

«玛岛列斯帝传!)——梯奥非拉克都盺 (Theophylacte: H1stoire de fem-

pereur Maurice) 

«赫利巴踌» ("Hel·ibannum") 

«锥都利亚的演说)>—-，科利奥兰奴斯 (Coriolanus: Discours de Veturie) 

«雉勒阿德烈法令为 佛兰西盺一世(Fran~oisI: Ordo11nance de Villers-

Cotterets) 

十五画

咭者凯撒传》-—茹利安 (Ju lien : Ccsars) 

喝E西律例与罗民法校勘录» (Collation des lois Mosai:ques et Romaines) 

心篇）一—吴勒思尔（,valemar: Addition) 

«撒克逊法> (Loi des Saxons) 

«撒利克法）） ( Loi saiique) 

«撒利克古条例» (Pactus legis salicae) 

，墨西哥征服史）＞－梭里 (Solis: Hi~toire de la conquete du Mexique) 

«鲁克列传}-—德莱颌 (Dryden: Lucrece) 

«德洛衣妇女»——塞内加 (S的的ue: Les Troyennes) 

«编年史«—一尼达尔 (Nital'd: Annales) 

«箱年史»一一，民利民斯（Marius: Chronique) 

书编年史忙—－尤塞比息斯（Eus)be: Chronique) 

«锐年史»一一－佛烈袍加利扁斯 (Fre心gaire: Chronique) 

十六画

«諷刺》一一贺拉西 (Horace: Satires) 

«諷刺持}—－茹誰钠尔（Juvenal: Satire) 

«静态医学}—一桑克托利民斯 (Sanctorius: Mcdecine statique) 

«暹罗记事»-tfLp.$ (La Loub11re: Relation du Siam) 

«穆罕默德传}-－普利多 (Pxideaux: Vie de Mahomet) 

«穆罕默德传»-—德·布兰椎利埃 (De Bou lain villiers: Vie de 1\f a

homet) 

«鲍尔西法）!> (Loi Porc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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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面

«警告新教徒为一一博雪 (Bossuet: A vertissements aux protestants) 

二十一酉

谓拆r-－德煞利安 (Tei-tullien: Apologet) 

二十二画

«拢胆史，一一刘应 (Visdelou: "Histoire des Tartareb) 

\ 

另｀、气

干



霹名对照表

（本表次序是按汉字画数和起笔、一 1 } 

排列的，先画数，后起笔。又本书上、下册«原

编者注斗中的驿名也收录在这个对照表内。）

，一 面
巴丹 P奂tano_ 
巴西 B让Sil

卜斯杜缪斯 Posthumius 巴巴利 Barbario 
儿内亚 Gui~~e 巴比偷 Ba.by-Ione 

川lll』 lllll llllllllll 

面
巴比偷人 Babyloniens _ 

- 巴尔比 Balbi , 
下日耳曼 Bas的 .Allemagne 巴吉尔 Basile 
土耳其皇帝 Grand Seigneur 巴吉尔（利奥帝 Ba.忒le

土耳其斯坦 Turkest丑n 父）

大流士 Darius 巴拉圭 Paraguay 

大雄拉 Davila. 巴其秸 BarJino 

大糙粗 Grande Tartarie 巴其踏人 BarJinonen吐s

大北诩悬岩 Ta.rpMenne (ro~he) 巴雍纳 Bai.onno 

也阿 Yemen 巴路兹 :Baluze 

卫拉斯·达莱 Vaira.sse d'Allais 巴塔拉 Fatale 

小提奥多西乌斯 Th~od啪 le Jeune 巴帷尔 Biville 

日吃路易 Louis le 吩ue 巴达稚亚 Eatavi瓜

乃尔（种姓） Nai.res 巴威利亚 Bavi合re

酒i
巴威利亚人 Bavarois 

四
巴勃断坦 Palestine 

、 卞雅敏·康斯坦 Ben!amin Oon叶an-t 巴塔尔西 B丑七halsi

火诺利乌斯 Honorius 巴塔偷岛 P&扣&le.ne

天使以撒 IBS心 1'Ange 巴此利乌斯 Pa_1irius 

夫里乌斯·卡米 Furins GamilJr·; 巴尔美尼欧 Par.r;n~ni俨

路斯 巴多林，多焉 :Barlholin, Thomas 

无地约翰（英王） Jean sans Terre 巴多明神父 P孔rennin, f. 
比格偏，哲罗姆 Bignon, J ~rome 巴拿焉纳克 Panamana'.}k 

比鹿斯 Pyrrhns 巴内基利摩斯 Pan&gyrbus 

比蒂斯河 B,tis, le 巴洛巴米苏斯 Pa.ropamisad磷

尤古尔塔 Jugurtha 巴待洛克露斯 Pat:ro::le 

尤塞比乌斯 Eu的be 巴克特利亚（大 Ba,3triano 

•...•. ---·•-·,_呻”一．...勺一··一·• ··· ·认，．．归 ·- ·•-·. ．，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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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

巴克特利亚人（大 Bactriens

夏人）-

巴布厄尔曼得海 Babel-Mandel 

峡

巴柏露斯（即佛烈 Barberous的

德利克一世）

巴比亚（即厨尔摩 Papia （即 Mar~us

斯·巴比乌斯• . Papius ~utilus) 

穆蒂露斯）

少年路易 Louis le Jeune 

日内瓦 Gen~ve 
日耳曼王路易 Louis le Germa.nique 
内尔 Nesle 
内尔伯乔（即西阿 Oom古e de N颌le

·德·克莱璇）

以东 Edom 

以东人

以弗所

丰德聂

爪哈特斯河

汉偌

汉粘威

汉尼拔

冰岛

兰斯

兰晶岩

兰佛洛哇

兰第立克

兰巴德，威廉

兰柏·达德尔

甘斯

古尼柏

古利瓦

古耶斯

古札拉特

古利乌斯

Edumeen . 
EphEse 
Fontenay 
Ja.xarte 

五面

Hannon 
Hanover 
Annibal 
Islanue 
Reims 
氐yan妇s (ro::,hes) 
Rainfr.:,y 
Landerio 
Lambard, Guillan-

me 
Lamberd d'Ar心硕
Oan颈

Oonibe叶

Gulliver 
Ou:as 
Guzarat 
Ourins 

I 古利乌斯·佛都
I 

钠都斯令

古犹太成行派数

徒

古希腊近邻同盟

会桨

古因提乌斯·金

金的都斯

本达

本篇会

本篇会神父

本尼狄克都斯·
列稚达

瓦龙人

瓦利拉

瓦露斯

瓦姆巴王

瓦速图斯

瓦尔克纳尔

瓦拉几亚人

瓦罗，男康斯

瓦纳卡利乌斯

瓦尔非利阿鼠斯

瓦遮提尼耶诺斯
瓦述提店伊斯公

爵

瓦列利乌斯·禺

克西穆斯

瓦列利乌斯·布

不利哥拉

布丹

布龙

布加利

布尔治

布尔塞

布勒阿

布喀刺

布路多

布榆荷 , 2 

Onrius Fortuna.ins 

Es社ens

.Amphfotyons 

Quintius Oincio.n矿

ius 
Bender 
B~nedietins 
Benedfotine, P!l• 

.Benoit Levite 

W易Uons

Varilla 
Varus 
V~mba 
Va.Jens 
Walcknae:r 
Va.laques 
Varron, Mar.l 
Warn釭hair&

V a.lfilia. }US 

V a.lentinien 
V奚Jentinoie. du~ de 

V具lere Ma.xime 

Valeri11s Publlcol矗. 
Bodin 
Boulogne 
BouJharies 
Eourges 
Bourseis 
Br~me 
Buehara （即 Bok

hara) 
乃rn古o

BrunehauJt 

．…严叮． - . －－屯---•"·--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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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地利埃

布里塔尼

布利亚逊

布匿战争

布桔烈尔

布鲁图斯

布鲁塞尔

布劳蒂乌斯

布狄利奴斯

布兰稚利埃，德

布罗大利乌斯

东哥特人

圣山

圣亚威

圣劓廷

圣乔治

圣保罗

圣彼得

圣路易

圣雷米

圣雷哲

圣毯尼

圣膜耳

圣日尔梅

圣加尔邦

圣西塞尔

圣非多尔

圣彼得堡

圣席里尔

圣局尔塔

圣埃比反

圣茹利安

圣鲍尔先

圣西普里因

圣乔治级行

圣色治·唐哲

圣欧彬唐珠

论法的精神

Boutillier 

Bretagne 

Bria.sson 

Puniqu部， Gnerres

Bongerel 

Brutus 
Brussel 
Plautius 

Butilinus 

Boule.invilliers. De 

Pro扭ire

Ostrogoihs 

Mont-Sa.ere 

Saint Avit 

邸nt-Quentin

Saint-G的rge

Saint-Paul 

Saint Pierre 

Saint Louis 

Saint Remi 

Saint L令ger

Saint-Denis 

Saint Ma.ur 

Saneti Germerii 

Saint-Gall 

Saint 0今saire

Saint Fidole 

Saint Petersbourg 

Saint OyriJ le 

Saint-Marthe 

Saint Epiphano 

Saint Julien 

Saint Porcien 

Saint-Oyprien 

Banque de Saint-

George 

圣奥古斯丁

圣赫里拿岛

圣戴衣高尔

圣巴多罗买节

圣欧西基乌斯

圣欧奢利扁斯

圣阿里底乌斯

圣梅腊尼扁斯

圣爱柏达第乌斯

圣特烈帷利扁斯

弗拉椎岛斯·窝

比雇斯

尼可

尼碌

尼德

尼达尔

尼罗河

尼阿康斯

尼塞达斯

尼布甲尼撒

尼塞浮露斯

尼波斯，哥尼利

扁斯

尼古拉斯·大厨

塞奴斯

加布亚

加利逊

加的斯

加斯提

加斯提人

加斯康人

加利固特

加那列（群岛）

加西奥都露斯

Sa.int Serge d'An- 加路斯，爱留陌

gers I 加尔基拉梭·德
jou 

Sa,int-Aubin d'An- I •拉·维加

l ，加必多利奴斯，

Saint Augustin 

Sainte-Helene 

Saint Deicole 

Saint-Barthelemi 

Saint Eu吐chius

Saint Eucher 

Saint Aridiue 

Saint Melanins 

Saint Eptadius 

Saint Treverius 

Fla.vius Vopi配US

Necho 

Neron 

Gnide 

Nita.rd 

Nil 
N妞rque

Nic6ta9 

N abuchodonosor 
(Nebuchadnezzar) 

Nicephore 

Nepos, Oornelius 

N icola.s de Damas 

08poue 

Oha.risme 

Oadi:x: 

Ca吐ille

Ca忒illans 

Ga.s~ons 

Oalieut 

Oa.nari邻

Oassiodore (Cassio

dorus) 

Gallus, E1ius 

Gardlasso de Ja 
Vega 

Ca.pitolin, Ju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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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利岛斯

加路斯，昆图斯

·法比乌斯

卡托

卡佩朝

卡特尔

卡蒂林

卡比多尔

卡瓦德斯

卡龙达斯

卡尔西敦

卡尔罗曼

卡里古拉

卡底斯雅

卡拉卡拉

卡佩，雨格

卡笛（法官）

卡翔托尔

卡雄洛诺

卡尼西岛斯

卡尔，再尼亚

卡尔拿塔卡

Galln8, 
Fabius 

Oaton 

0a设tiens

恤
Oatel 

Quintus 

Oa.tiJina 
Oapitole 
Oa.va.de 
Oha.rondas 
Ohalc~doine 
Oarloman 
Caligula 
0过his扭

Oaracalla 
0叮动， HugneB

0adiB 
Oa.stor 
Oavilono 
Cani氐ns

Oar a.mania 
Oarnata~a 

幼帷那

幼里披底

幼琉士河

幼发拉酌河

发比人

发西斯河

发粘高黎人

发窝利奴斯

Lucqn璃

Rouen 

丘列特斯

白拉

印加人

印克玛

印度斯坦

印第安人

norum 
Ouretes 
Bera. 
Ynca 
Hincme.r 
Indonstan 
Indians 

安如

安逊

安梯

安东尼

安兹吉

安哥那

安梯贡

安得丽

安提阿

安尼恩拿

` i 安多其代安格尔人

安排克仲

安托尼努斯

安提阿屎斯

卡只尔·多尔 Oapel Thol 
卡帕多釉亚人 Oa ppa.do :iens 
卡鍚梯禾飞氓， o＆部出rid邻

卡尔焉克人（淮噶 O&lmou3ks, K51-
尔人） macks 

卡西岛断（即狄欧 0a部ius

·卡西扁斯）

卢卡

卢昂

申达逊突斯 Cha.indasuinde 
央格鲁稚利店人 Angliornm Weri-

安提帕特尔

Juveigneur 
Euripide3 
Eul6us 
Enpbrate 
Fabians 
Pha韵

Phanago过ens

Favorinus 

六 面

安·伊凡坏夫娜

安提阿基德海

安雇斯·玛尔蒂

岛斯

安托尼努斯·比

乌斯

安托尼努斯，焉

尔摩斯

安第睹岛（西印

度群岛）

刘应

-，玄达斯比斯河

Anjon 
An的Il

AnM 
Antoine 
Anzegise 
Angona 
Antigone 
Arndely 

Antioche 
Anniena. 
Andocide 
Angles 
Amphiotyon 
Antonin 
Antiocus (Antio-

cbus) 
.Antipater 
Anne Iv丑novna
Antioohide, m釭
Ancus · Marti us 

.Antonin Pie 

Antonin, Maro 

Antilles 

米兰

Visdelon 
Hyda.spe 
Miian 



也 喻法的精种

米太人

米踩斯

米内由斯

米地亚姆
米利觯斯

米开兰基罗

米特里达特

吉尔奢

艾清

艾真哈，

西兰

西蒙

西酉里
西吉孟．

酉塞罗

酉括柏

西栝柏人

西内特人

西拉尼亚......

西拉奴斯

西拉克斯

西拉摩赛
酉罗尼亚....俨．

西哥特人

酉徐亚人

西瓦植布人

西留基德捧
西~...克莱戴

酉门（即孟霸尔

伯爵）

西米拉米斯（王
后）·

西留摩斯·尼卡

化

酉臭典腊斯塔斯

亚波

亚金

亚址

M姐部 亚述人

｀lin氓 亚眠

Mini瓜res(Minyel氓）亚历山大

M姐iam 亚加底人

Mriv.6is 亚伯拉罕

:Michel-.Ange( 泣－亚果拉特

c压el Angelo) 亚休爱露斯

M丑比？id吐e 、 亚里士多德

立roher ' 亚特兰底德

Aimoin 亚特拉斯（神） Atl邸

Eginhard 亚历山大里亚

Z61and 亚里斯多基软

Oimon 亚利斯德斯（神）

Sicilo 亚罗局蒂亚（角） Aromat鳍

Sigismond 亚里斯托布露斯 Ari吐obule
氓c~ron 亚里斯托德穆斯 Ari吐od如论 (Aris切－

田nope （又作Synope) demus) 

幻nopien\l 亚历山大六世， Alexandre VI, pape 
Oyn的e 教皇

Sillanien••··•• 亚历山大·塞帷 AIe工andre Sever哑

扭lanus 路斯（即严厉

如ylax' 亚历山大）

s”心nse 亚得里安一世， Adrien I, pape 
Oilonienne...... 歉皇

Wls.ig吐地 亚得里安·德• · Adrien de Valois 

氐rlhes 兀罗哇

8'var•bes 托斯卡耶 Toscane 
邸le叩ide, m吮 托鲁斯（山） 中`rus

SimOJl de Olermont 托根堡（即托堪．Toggenbmg
也mon 堡）

托堪堡（即托根 Tock~mbourg
堡） ". 

托勒密（埃及王）如16m伍

邸e如血 Nic吐or I 托勒密（地理学妇01,m6e

巨产e(Theo-1:g:蒂老：二二＆；二
丛烙”:ie 托尔垮都斯，曼 Torquat11s, Manli叩

8miramis 

Assyrians 
.A.miens 
Alex::and也

, 
A众怎des

Abraham 
Agor吐

Assn釭rut

Aristote 
A tla.ntide 

Ales:andrie 
Arlstogiton 
Ari叶妇

、



利乌斯

列地

列基姆

列赛逊突斯

百泄波里

刚比昂

毕丰

毕扰

毕都
毕翔特

毕达摩斯．

毕达哥拉斯

成吉思汗

朱匹忒（神）

朱匹忒·阿袁

朱拉山外勃民第

乔治一世

乔治二世

多比聂

多米先

多罗山

多瑙河

多惟尔

多德立克

多绎阿尔

多尔古露奇

多尔德（伯爵）

多明我会会士

杂卡利亚（敏皇）

色诺芬

伏尔泰

伏尔加河

优篇苏斯

伊罗

伊那

伊洛斯

伊索斯

伊句格柏

罪名对照表

Leti 
R屿e

R庄尤部uinde

PereepoJis 
Oompi招ne

B血on.

P杠on

Pithon. 
Pistes 
Pi廿aeus

P,.-thagore 
Gengiskan 
Jupiter 

伊沙古尔

伊利亚德

伊利沙伯

伊洛底人

伊斯巴汉

伊壁坞鲁

伊壁墙鲁派
伊内利乌斯

伊卡露斯河

伊尔吉兹河

伊西都露斯

伊庇鲁斯王

伊里利安人

伊苏格拉底

Jupiter Ammon 伊柏立亚人

Bou~g喀ne 古E扭S 伊特鲁立亚

jurane 伊斯奇因斯

吟rge I 伊田·德·拜占庭

George XI 伊契欧巴基人

D'Aubigne · 伊凡·多尔古路

Domitien 奇

Tolo.san . 伊拉托斯特尼斯

Da.nube 伊西都露斯·墨

Dodwel . 尔伽伦

T证uderic ． 伊斯伯兰兹伊德

The叫oa.ldug 斯，爱帷拉尔

D'OJgourouki （亦作德

Dolgoqrouk:i) 华偷斯

D心te （亦作 Dorte) 华烈德，德·拉

Dominiae.ins 华属键粗，（即新
Z札ehariae 疆）
X6nophon 牟尔人

Volt＆让e

Volga 
Eudoxe 
心o

Ina 
EI叶h

I磁US

Asiong丑ber

汪达尔人

沙尔且

沙嵩特

沙榄密

沙塔斯佩斯

沙隆达·渤伽隆

- ....,"一、心心一 ，盲皿咂

l艺ago立

Jliade 
Elie的叶h

“5 

11如s （亦作 Elotes)

I`pahan 
Epioure 
Epiouriens 
lrnedu9 
Icarus 
氐is

Isidore 
Epire 
Illyriens 
Ieocra.te 
Iberes 
珀rurie

血chine

E七ienne de Byzan:!8 
lchthyophage 
IV&n Do1gomuki 

Er吐咕hene

I血ore Mercator 

labra.ndt-Id:祖， Eve

rard 

Valen~o 
Vale廿e, Del奂

Tar扭Eie Ohinoi伪

Maurel 

七酉
V瓜ndal归

Oha.tdin 
8袅vot

Sal奂mine (Salamis) 
Sataspe 
Oha.rondas Je 0缸OJl

l....，一咖Il 1l·一啊-「屯l ·匕-丘§＇，心·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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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翰法的精神

亨利一批 、Henri. I 杜卡利安 Det10息lion

亨利二世 Henri II 杜亚尔德 D1l H&Ide 
亨利三世 ．蟾

HenriIII 杜波神父 Dubos, L'吐凶
亨利八世 H血ri V江I 杜鲁苏斯 DrUBEuS 
庇里尼斯山 P.yr妞6睬 杜爱利乌斯 Duellius 
麦加 M配que

I 

杜塞尔梭神父 Du~r呤au, P. 
麦次 `g 杜布．哇（红衣主 Dubois

迈得斯王 Midas, rqi 歉）

芝诺 ?.Anon 杜露斯·霍斯蒂 Tullus H嘐tiJi四

坎奈 0瓜nnes 利乌斯

坎拜栖兹 0瓜mby飞e 杜西狄德斯（一 Thuc-ydide 
严厉亚历山大（即 AI釭andre-邸戏re 释修昔底禧）

亚历山大·塞 李呆 Rie臭ult

．帷路斯） 李素留 Riohelieti 

克列息 Or~on 李特烈 Ll廿r6

克拉姆 Oramne 李特尔羲 Li廿le切n

克旦橇 Orillon （又作Gril- 李巴尼乌斯 L1b瓜niUS

Ion) 杉松 8am印n

克里仲 Ote 达奈河 Tan良狙

克里特人 Or~tots 达果柏 Da驴be计

克节西芬 Ot耘lphon 达蒂苏斯 Ta叶妇

克列掾埃 Or~vier 君士坦T Oon吐antin

克星米亚 Orim的 君士坦丁堡 'Oonetan社nople

克旦图斯 Olitu, 君士坦蒂乌斯· Oon吐ance

克罗棒斯 • Olovis 君士坦丁·杜甲 Oon吐antine Ducas 

勹克偷咸尔 Oromwell 斯

克莱寰郡 Olermont 君士坦丁·保尔 Constantin Porph了一．
. 

0ritia m牡n蜘克里西亚斯 菲罗折尼都斯

克面欧女神 OUo 那第尔 Nad1r 

克哈密兰（河潭） Kavamhuran 刀 那不勒斯
. Naple-3 

克雷母蒂乌斯· 0工.Smu廿:us Oordtt.s 那雇利乌斯 Nozalre 

柯尔都斯 肖 . 加haw

杜谍 EuJhgmo 步逮乌斯 B1ld的

杜彬 Dupin 吴勒羁尔 Wulemar 

杜蒙
、

加mont- 吕百亚， lycie 、

杜布哇 压boi矗 吕酉亚入 Ly-,fens 

杜刚支 加 Oange 吕底亚 Lydie 

1 社留鳞 Thurium 吕底亚人 LYdieus 

＼杜恩藏 Tourn吐o叶 吕灌克 Luza3 

杜蒂叶 Dutill吐 别黎山 Pierie 



只耳

只利

只恩

只蒂
只尔内

只加利亚

只尔尼埃

只欧尼乌斯

里漳

里山大

里斯本

里寓尼亚

里欧椎季尔德

希腊

希埃罗

希费林

希尔瓦克

希米尔柯

希列斯本

希里希亚

希罗多德

希罗狄恩

希尔卡尼亚

希班尼斯河

廷巴克图

利比亚

利奥（皇帝）

利欧基尔都斯

利利乌斯·基拉

尔都斯

秃头查理

条麟吉亚人

佐那拉斯
佐济穆斯

佐罗亚斯特（跃

歉）

佛兰德

佛洛里

佛兰克福

邓名对照表

Bayle 
Berry 
Penn 
Pe廿y

Burne七

E函aria

Bernier 
Peonius 
Oa.spienne, mer 
L了eandre

µsbonne 
Livonie 
Leu vigil de 
G置如

H私ron
Xiphilin 
Sylv缸0

Himilcon 
Hell邻pont

OiJicie 
H：白rodote
Herodien 
H吓canie

Hypanis 
Tombou }ktou 
Libye 

Ln 

佛兰格里

佛兰德兹
佛里兹人

佛罗棱藷

佛洛露斯

佛烈其埃

佛兰舍缪斯

佛罗卡都斯

佛烈德利克

佛烈德利克一世

（即巴柏路斯）

佛烈德贡德

佛兰西斯一世

佛兰西斯·比拉·

．尔

佛烈德加利乌拓

佛拉摩斯，瓦列

利乌斯

伽兰

伽拉

伽罗曼

伽比尼乌斯

伽里西阿杲
伽利耶踩斯

伽拉曼特人

但潭市

Le·nvigilde (Leogil- 伯尔的
due) 伯罗奔尼撤

Lili.ui Giraldug 狄拉

狄特·李维

Oha.r les de Oha uve 狄欧范梯斯
Tha.ringiens 1 狄奥都露斯
Zonare 
Zmime 
Zoroastre 

Fland.re 
Fleury 
Franefc.rt 

狄奥都露斯·西
原露斯

狄波（商邦伯爵）

狄欧（即狄欧·

卡西乌斯）

狄欧尼西扁斯

狄欧尼西乌斯·

Franohelli 
Flandres 
Fri幻ns

Florence 
Floru9 
Fr~2ier 
Freinshemius 
Flo沁hatus

Fr&lerle 
F心釭io I 

Fr~degonde 
Fran炉is I 

447 

Fran炉is Pirard 

Fr组~gaire,

Flaoou3 Valerius 

Galland 
G~Ia 
Galloman 
Gabinius 
Oari'ti缸0

Gallienus （亦作Gal-

lien) 
Garamente3 
Dant2ig 
.Bernard 
Pelopou括e

Dira 
Tite-Live.. • 
Diophantes 
Diodo1!e一

Diodore de Slcile 

Thibau` 
. Dion 

Denys 
L'enys d'H.alic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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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利卡尔拿苏

斯

狄米特里扁斯·

法列累乌斯

犹太人

努珊

努米底亚

努米狄廪斯，梅

蒂露斯

论法的精神

nasSO 庞斯

, 底格里斯河

凶m6古ri113 de Ph具一苏拉
lere · 苏店

Juifs 苏尼拉

Numa 苏帷士

Numidie 苏尼特人

Numidieus, Metel－苏利乌斯

lu3 , 苏格拉底

PQnce 
.Tigre 
Sylla 
S叩（亦作 Suze)

Sunila 
Suei; 
Sunites 
Surius 

八面
苏内吉西尔

苏尔尼阿焉

苏埃多尼乌斯

So8rate 
Sunegisile 
Eoarniama 

法烈因

法荻雅

法兰可尼

法兰克人

法尔西迪

法列阿斯

法老（古埃及王）

波兰

波威

波恩

波斯

波士顺

波多西

波沙尔

波瓦西斯

波尔多瓦

波希米亚

波留克斯

波罗的漳

波厨诺亚

波豁依路

波利比扁斯

波尔治亚家族

波野（即波爱利

扁斯）

波爱利乌盺（即

波野）

庞培

S.u~tone （亦作 Sueto

nius) 
Fa.lerne 
Fadia. 
Frantonie 
Francs 
Falcidie 
Phal6&S 
Pharaon 
Pologne 
Beauvais 
Bonn 

苏尔皮琪·亚历 Sulpicius Alexander 
山大

“幸福阿拉伯＂（即 .Arabie heureu.. e 

Pe元e

J3oston 
Potosi 

也门）

拉辛

拉果

拉旺

拉鍚

拉古斯

拉布莱

拉合尔

Eochard 拉济人

Beanvoisis 可． l 拉乌尔
Pnltava （亦作 Pul- 拉溫那

tova) 拉普兰

Boh&me 拉斐尔

Pollux 拉巴神父

B晶l古iqne,. mer · 拉可蒂斯
卫eau~anoir

.Bonoilu 
t>olybe 
Borgia 
Boyer 

Boerius 

Pom区e

拉卢卑尔·
拉科尼亚. 
拉达曼土斯

拉宾·多拉斯

拉基利第埃尔

拉栖代孟（即斯

巴达）

拉栖代孟人

.Ra.cine 
Raguea.u 
Laon 
R邸his

L奚gus

L&boulaye 
La;hor 
压zie1lS

Raoul 
Ravenna 
压ponie (Lapl孔nd)

Raph吐l

Lab吐， P.

Racot扫（亦作 Rha

c吐is)

La Loub釭e

Laconie 
Rhadamanthe 
R瓜pin Tho吓ag.

La Guillet拉re

L奚0&d6mone

（即 Sparte)

Lac怂emonie皿



邓名对照表

拉斯（一环罗的 Law John 

翰）

阿拉伯人

阿奇亚

阿的喀

阿耶沙

阿规丹

阿勒波

阿提拉

欧札

欧里克

欧都阿寒

欧棱柴柏

欧内西克里土斯

欧尔托，奥柏秃

斯·德

直布罗伦

杰尼逊

林登布洛

批丽得斯

奈遮，哲拉尔都

斯

奔布洛克

居鲁士

孟加拉

孟加拉湾
孟台苏玛

孟德斯鸠

孟特烈佐尔

孟德烈都尔

孟德斯蒂奴斯

孟本西埃（公爵

夫人）

孟福尔伯爵（即

西凹）

阿占

阿尔

阿偷

阿比庵

阿兰人

阿尼安

阿尔巴

阿庇安·

阿迪孙

阿利恩

阿拉贯

阿拉伯

Ozza. 
Eurb 
0do父er

Aureng-z吐

On钰i3rite

Or切， .A:nberius de) 阿斯德

<;iibraltar 
~anis£on 
Lindembroch . 
Pierides 
Niger, Gera_rdus 

Pembrok:e 
伪rus

Ee_ngale 
Golf a de Benge.le 
Mont妇uma

* 

Montesquieu 
Montrator 
Montel-les-touria. 
Mondeatinus 
Montpen吐er

Montfort 

Ajan 

.Arl函

Aaron 
.Appion 
.Ala.in 
Anien 

.Albe 

.Appien 

.Addi部on

.Arrien 

.Aragon 
.Arabie 

阿肆尔

阿诺河

阿尔曼（即日耳

曼）

阿尔曼人

阿尔及耳

阿尔布秸

阿尔杜哇

阿尔只拉

阿尔果斯

阿米苏斯

阿米苏斯人

阿庇乌斯

阿利巴斯

阿利安那

阿拉（屋座） _ 

＇阿波罗种

阿果巴尔

阿莉爱娜

，阿基利阿

阿基默德

阿富汗人

阿蒂岚斯

阿摩里克

阿德拉尔

阿比西尼亚

阿比西尼亚人

阿加托克利

阿加底乌斯

.Arabes 
Aehaie 
A廿ique

A}飞ha

Aquitaine 
A1ep.` 

A廿ila

Aster 
Arnoul 
Ar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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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lemagne （即 Ger

manie) 

All-.emandS 
Aleman功

`. 
Alger 

A.rbuthnot 
Artois 
A.fbelle3 

（亦作

d'Argo3 '（亦作 Ar-

giens) 
·AiniEe 
Ami它iens

Appius 
Arribas 
Ariane 
Ara 于．

Apollon 
Agoba.rd ·0 
Ali~nor 

Aeilia.. 
Aehmefi 

Agua.ns （即 A屯-
hans) 

A廿icns

Armorique 
Adelhard 
.A.byssin ie 
Abyssins 
Agatho,:le 

Arcadi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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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加提亚斯

阿尔巴尼亚

阿尔锁神父

阿吉西老斯

阿吉洛峰人

阿杜阿尔巴

阿遵尔清兹

阿迪曼蒂斯

阿利斯底德

阿狄尼亚果

阿拉立克（王）

阿姆斯待丹

阿姆焉拉遥塔

阿根托拉都

阿格里科拉

阿达拉立咏斯

阿里局斯教旅

阿利斯底普斯

阿波伽斯特蚚

阿波蹦都露蚚

阿拉海（即咸海）

阿局拉佛烈达

阿提密伦露断

阿斯康尼，局斯

阿果诺的英雄们

阿斯特拉巴特河

阿末洛·德·拉

·局西

阿尔基比阿地斯

阿那斯塔西，马斯

阿尔布塞·爱尔·

哈森

阿利奥巴珊尼斯

王

阿塞露斯．阿尼

，马斯

阿尔达克塞尔克

塞斯

Agathias 

Albanie 

Aardouin, Pere 

Ag钰ilas

Agilolf ingues 

Athualpa 

Adalgise 

Adymante 

Aristide 

Attiniacom 

Alaric 

Amsterdam 

Amalasunthe 

Argentoratu 

Agricola 

Athalaric 

Ariens 

Aristippe 

Arbogaste 

Apollodore 

Aral 

Amalafrede 

Artemidor 

Asconius 

Argonautes 

Astra bat 

Amelot de la Houssaye 

Alcibiade 

Anastase 

、 Albuzeir-el-hassen 

Ariobarsane. roi 

Asellus. Anius 

Artax.erx钰

阿庇岛WT. 格老 Appius Claudius 

狄局斯

阿基利局斯·格 Acilius Glabrio 

拉布利欧

阿塞露斯，森布 Asellus, Sempronius 

罗尼乌蚚

阿米阿奴斯·屈 Ammian Marcellin 

尔塞利奴断

阿波罗尼乌斯• Apollonius Adramittin 

阿德露届蒂奴

斯

非德耳

肯特郡

味罗那

昆蒂莲

昆蒂马斯·廊甭

蒂局斯

易洛魁人

果阿

图列多

图拉真

帕拉斯

帕提亚人

帕提尼局斯
息

帕夏（土耳其都

督）

帖撒利亚人

罗加

罗焉

罗局人

罗利更

罗柏尔

罗哇棱

罗得人

罗得曼

罗塔利

罗汉公国

罗亚尔河

罗里埃尔

罗利安诺

罗阿西尔

罗得（侯爵）

Phedre 

Kent 

V七rone

Quintilien 

Quinte-Curce 

Iroquois 

Goa 

Tolede 

Trajan 

Pallas 

Parthes 

Parthenius 

Bacha 

Thessaliens 

Roger 

Rome 

Romains 

Roricon 

Robert 

Loyseau 

Rhodiens 

Rhodoman 

Rotharis 

Duche de Rohan 

Loire 

Lauriere 

Rogliano 

Loisel 

Rhodes 



译名对照表 氐1

罗慕露斯

罗只斯4护哥焉

罗的翰（即拉斯）

罗立沙姆（罗尔

矢）

罗达利扁斯－北

朋狄格南

依塞尔河

佳雅别墅

佩尔提柏克司

邱麦

迎春殿

所罗阿

彼拉德

彼得砦

彼得一阰

Romulus 

Lop仑s de Gomara. 

Law, John 

Lau吐sham. (Loe-

r3ch) 

Lothaire I 

Pontigoneo 

Yss.el 

Chlaya. 

Pertina.x. 

Cume3 
Vernis Palatium 

Salomon 

Pylade 

Pierre, Tour de 

Pierre I 

九画

洛克

洛文果

突尼斯

恒河

郎治

郎都维利人

美丽查理

美丽菲利许

美伽巴佐斯

美阿果（京都）

美尔波美妮女神

珍肯找

玻利维亚

瑁禺尔，饱

珀里埃人

珀内斯特人

珀里克利斯

珀罗必达斯

勃良第

勃民第人

勃兰狄亚

勃郎嘉宾

Looke 
Lovengo 

Tunis 

Gange 

Lange 

Lamtuveri 
Charles le bel 

Philippe le bel 

Megabyse 

Meaco (~ ~刁）

Melpomene 

Genkineon 

Boliv扣

Cing-Ma.rsJ De 

Perieciens 

Peneste5 

Pericl拯

Pelopidas 

Bourg喀ne

Eourgoignons 

Bolla.ndia 
Dup1a.n Carpin 

英诺森四世（一

霄依括僧俏

敕皇）

耶和沙发

耶稣会士

南怀仁

柯龙

柯尔吉斯

柯尔比神父

柯罗曼德尔

枯耳河

柏彬

柏户涽

柏狄加

柏拉图

柏钠尔

柏西岛斯

柏达利安人

Innoc.ent IV 

Jozaphat 

Jesuite3 

Verbi邻t

Col驾ne

Colchide 

Corbie, abbe 

Coromandel 

Kur 

Pepin 

Peluze 

Betique 

Platon 

Benard 

Persee 
Pedaliens 

柏特罗尼岛撕• Petronius Turpi-

杜尔比利亚奴 lianu!a 

斯

柳克特拉 Leuctre3 

查土丁

1 查理曼
1 查士丁尼去

Justin 
Charlemagne 

Jus-tinien 

尸查士丁尼二世

1 查米德斯
J usiinien II 

Charmides 

Charles I 

Charl~3 II 

l 
查理一世

查理二世

查理五世 Charle3 V 

查理七世 Charles VII 

查理九世 Oharles IX 

查理十二 Oharles XII 

查理柏 Charibert 

查尔第立克 Ohilderic 

查尔第立克二世 Ohilderic lI 
查理柏立克 Chilperic 

查理柏立克二世 OhiJperic II 

！查理思特尔 Charles-Marto1 
奎尔济 Quierz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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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2

Qn6v&i的

脸法的精神

的南德斯

比uie le 凶bonnaire 的瑟夫斯

0ctavie 的翰十二（歉皇）

Jornand袖

J亟phe

查帷彝

柔懦路易

屋大维

迦南 µ Gh奂naan （亦作 0a- 约翰·唐第臭克

Jean XII, pape 
Jean D'.An古ioche
Jean de Monlno 

迦南人

迦太基

迦太基人

背歉者茹利安

哈尔兹

哈里发

哈林额

哈比林瓜

哈麦话普露斯

叙利亚

叙利亚人

威尼斯

威尼斯人

咸烈渴利

咸廉五批（即都

露兹伯爵）

拜占庭

科隆店

科西加人

科雷久，达

科利臭兰奴斯

胖子查理

脖子路易

保尔菲列

保罗·狄阿可尔

保罗·爱米利局

斯

俄罗斯（莫斯科

公闲）

缸漳

的克公

豹巴斯

约翰（英王）

约翰（棚斗伯爵）

naan) 的翰·德·痰录克

Oananeens 
0a.式比屯e

Oarthaginois 
Julien l'Apost吐
H釭切

0alifea 
Harrington 
H瓜biling吐

Harmenopule 
Syrie 
Syriens 
Venise 
Venitiens 
Wilema贮i

Guillaume V 

泾瓦

泾尔瓦

浮蒂乌斯

浮士蒂尼安

海德

海柏鲍路斯

挴里欧伽巴露斯

宾卡舒克

宾夕法尼亚

旁都斯

旁波尼乌斯

高卢

高卢人

高士洛斯

:Byzance 高加索山

Olone 高尔迪姆

Om珀s 高尔达斯特

· Le Oorr如 (daOo工一高身菲利昔
reggio) 摩百（勋爵）

Ooriolan 席利睹岛

Oharl纽 le Gros 唐比埃

Louis le Gros 唐别尔

十酮

Nevera 
Nervt1. 
Photius 
Fan吐inien

Hyde 
Hyper bolus 
H6liogabale 
Bynkersh织k

Pennsylvania 
Pont 
Pomponi田

Gaule 
Gaulois 
Q茂式记S

Oaucase, mont 
如rdium

Golda.吐

Philippe le.Long 
Oucy 
Silley 

Porph了re 唐别尔，基·德

Dampier, Guill奂ume
Dampie~re 
Da-mpierre, Goy de 

P臭ul Di邸re （公爵）

Paul Emile 唐纳吉尔

Koscovie 

Rouge, 
York 
Iopas 
Je.an 

Jean 

meE 

朗格篇

属天

禺寿

禺赛

属尔斯

属来人．

属黎角

焉共啊

Tanaquil 
还nguedoc

平rtenne

Mae还ult
M：矗亢妇ille

M息r亟

Mal吐s

Mal命， promontoire

及[aoMoin.e



屈共顿人

禺吉安那

禺利奴斯

焉利，岛斯

焉拉巴尔

焉蒂尔德

禺嘉藷尔

焉嘉藷尔人

焉尔西亚斯

焉尔西阿尔

焉尔底誰人

焉列阿米人

焉克利奴斯

焉祖立巴丹

焉基雅弗利

焉尔代夫（群岛）

思尔旗尔富斯

熙拉坎巴可汗

黑宪·赫拉克黎
思太（即圣德尼

神父）

环名对照表

Ma~~doniens 

Margiane 
Marin 
Marius 
Malabar 
Mathilde 
Maca.ssar 
Mac邸钮江

Mareyas 
Martia1 
Maldives 
Malleami 

Ma.crin 
Mazuli严tan•

哲欧佛罗哇

哲尔维·德·蒂

尔布里

茵根达

茹珀

茹利安

茹利安（伯符）

茹利安，狄狄岛

斯

茹迪斯

茹雉粘尔

茹利岛斯·卡西

1 安奴斯

I Mac垣avel(Machia- 贡特兰

velli) 贡德鲍

Maldive3 贡多瓦尔德

Marculfe 贡多瓦尔德（公

Ma.lac amber 爵）

Marcien d'Her缸l妇哥塔

Martenne I 哥特人
哥尼利

厨奴哀尔·孔尼 Manuel Comn仓ne

奴斯

哥林多

哥偷布

哥尔蒂斯扁尔廊斯·奥列 Marc-Aur仓le

利扁斯

泰姆士瓦

班膘

索发拉

索福克勒斯

埃田

埃魁人

埃利亚人

埃及大皇帝

埃利特烈漳

埃塞俄比亚

挪威

热那亚

哲隆

哲特人

Temeswe.r 
-Bantam 
Sofala 
Sophoelo 
, 
Etienne 
, 
Eque.3 
分

Ellens 
Grand S~sostris 
Erythr的， mer

# 

Ethiopia 
Norwege 
Gen硕

Gelon 
G社es （亦作 G针i-

哥罗尼亚

哥摩林角

哥尼利扁斯

哥林多脖罗老斯

根股人

格罗理

格拉蒂安

格拉帷那

格柏尔人

格黎墨尔

格奴西乌斯

格奴梯岛斯

格老狄乌斯

，格罗多米尔

que3) 

Geoffroi 

453 

Gervais de Tilburi 

Ingunde 
Jou'Jert 
Julien 
Julien, le Oom te 
Julien, Didius 

Judith 
Juvenal 
Julius Ca呡sianus

Gontran ... 
Gondebauct 
Gondova.lde 
Gondova.ld 

G叫扭

Goths 
Cornel 
Corinthe 
Colomb 
Ourtis 
Oolonia 
Oomorin 
Oornelius 
Philola.iis de Oorin- 早

the 
G.antois 
Gro3Iey 
Gratien 
Gravina 
Guebrel 
Grimoald 
Genu、ius..M.

Genutiu吕

Olaude 
Olodom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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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罗底尔德

格拉古兄弟 Gmcques 
格拉古，提员留 Gracchus, 
斯

格路恩西欧

格拉奈卡斯（河）

格罗大利扁斯
格罗大利乌斯：：：

世

格列高里·德• ·oregoire de Toura 
都尔

格利高旦三世（歉 Gregoire 111 
皇）

格罗修斯（一隅． G亡0tius

格劳修斯）

烈牒多

桑斯

桑都偷西

桑克托利乌斯

柴尔德柏

柴尔德柏二世

受奔

爱堵·

OJ吐ilde

Oluentio 
Granique 

I 

OJota,ire 
Olo-taire Il 

爱卡尔

爱斯卡

爱布罗恩

爱吉伽斯
爱西斯女神
爱斯杜尔夫

爱比淡尼安人

爱巴米农达斯

爱克斯拉沙柏尔

爱勿乐主歉菲利
普

特雷比亚

特里巴利人

特拉西末奴斯

特兰西尔瓦尼亚

人

Benaudot 

特洛古斯·庞培

正斯
Tiberiua I 秘古

秘鲁

乌尔边

乌利塞斯

偷巴底

｝偷巴底人
l 

徐利安

纳哲

纳瓦尔

纳尔波那

纳尔波内兹

纳尔波内兹高卢

纳尔塞斯

Tro6ue-Pom卢

Pegu 
P6rou 
Ulpien 
Ulysee 
Lombardie 
Lombards 
Syri矗n

N扯tch的

Nav乳rre.

N晶rbona

Narbonna屿

G乳ule N臭dbo皿吐句

.Nar志

｀
』

冯` ., 

彻ns

Oen如ensi 密尔额

S晶netorius 商邦

Ohildebert 离邦伯爵（即狄

O出ld~ber~ II 波）

Htibon 商邦伯爵夫人

酝naut （亦作印－

叩ui 或 H知ult)! 忤哲
Eoohard 1 麻蹙
坛a 麻瑶嘉

Ebrorn 康拉德

F,giga. 康弗偷狄

工吐S 康波弗尔

.Ai吐ulphe 康莫都斯

Epidam吐ans 鹿塞优斯

扣叫nondas 鹿克里蒂亚
人江：一la-Oh必回la 鹿克列蒂乌斯

妇qued'Evre吃 1 盏狄斯
（即 Philippe) 盖支，多厨

Tr6bie 焊尔宾

Triballiens 都鲁兹

Tr吨咄ne -, 都缪（王朝）

Tmn吐lv41ns 捻特季尔铝
I 推罗

十一匪
瓦Uton

Ohampagne 
Ohampagne, Oomte 
de （即 Thi沁吐）

Ohampagne, la Oom~ 
t句邺e de 

S丐ier

Ma了e皿e

瓦ajorque

Oonr吐．

Oonflnenti 
. 

.K血pie2

Oommode 
La.oc~ius 
Lucrooe 
Luc双ius

Cai.us 
Gage, T加mas

Forbin 
Toulouse 
Tudor 
Nenteebildo 
巧r



推罗人

莫巴由

莫凯儿

莫凯儿人

莫札姆比克

莫尔，托禺斯-

荷属

荷厅嘉德

荷济德拉

荷填西扁斯

荷尔米司达斯

基司

基燕

基多皇密

基那莫米费拉嫣

勒克列尔

勃米尔，欧柏

渤冠特神父

黄金梅岸

梯柏

梯柏人

梯歇多拉

梯欧达忡

梯耿德柏

梯欧多立克

梯耿非露斯

梯臭非拉克都斯

梯欧多露斯·拉

斯加露斯

棒茵

枷泾尼乌斯

棒挪雇女怪

棒赡，旁披尼乌

斯

梅萼乌斯·苏耕

带乌斯

．棱里

棱桑

被偷

谭名对照衰. 

Tyriens 
Morb配en申

Mogol 

梭佐末奴斯

奢利多尼安矗

曼德帷尔

曼利乌斯

455 

£ozomene 
Oh6Jidoniennes 
Mandeville 
Man1lnt1 Mo;iola 

Mozambiqne 
More, Thomas 

曼利乌斯·加必 M嘉nlinsOapl伈linm`

(Morns) 
Hom如

Hirme吨arde

Bozidra 
Ho玉nsias

Hormi姐as

Guise 
Guienne 
Guy, empe~:r 
Oinnamomiferam 
工e··o1erc

Le.M血， A1lb釭t

Le Oointe 
咄e d'Or 
Theb蟋

Th~b臭ins

多利奴斯

第尔壹

第禺尔摩斯

悉尼，阿尔哲农

得尔蔬斯 ' 

温多姆

Tlllemont 

Tim`“118 
Sidney, Al炉rn血

De扛釭0

十二霞

Vend&me . 
温得克斯 Vindex 
富尔德 Ful~ 
富尔帷乌斯，臭氏Ivins, Aul哑

露斯

普利因 Piine 
普利多 Prideaux 
普卢塔克 P1U妇rque

普穸布斯 PmbUS 
着浴温斯 Proven:,e 

Th应ora

Thiod蠡合

＇，普拉靡彝 Pr”mm 
普利斯摩斯 Pr址ms

着芬道尔夫 Pu厅endorf吐如debed

Th~dorio c': I 普罗本蒂斯 Propontlde 
Th6ophile 普布利利乌斯 . Pq.bliliutJ 
'1'吵phyl卧Qte 普罗哥比乌斯 兀ocope

Th的dare L配比臭ri,

、

`'爪ine

着布里乌斯·李 Phl1on 石 (J.>obl红，
洛 Philo)....

着布利乌斯（应 Publin谥（应作 P吐户
Menenius 作普布利利乌 liJius) 
亘＆i\ICe黜a,PomponiUS 1琼：）还nne

噜，．嘈』

博霉 BOSt:ue仑

凶侐sS咄，et恤 • I 博逊 . :Bocon 
博白亚（即博白 P奚ppao具（即Q.P.".. 

@oils 
eoi磷ons

€o!on 

乌斯·蕴比奴 ·p瓟妇缸b让四）

斯）

彭蒂扁斯 Pontl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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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螺

莱茵河

莱布尼兹

莱布第因

莱喀古士

菲利普

菲利普二世

菲利普－臭古斯

都

菲利普·德·瓦

罗哇

菲利毕克

提摩龙

提贝留斯

提奥多西局斯

斯洛

斯巴达

斯密士

斯托抱斯

斯多噶派

斯克罗比

斯宾诺莎

斯特拉波

Leyde 

Rhin 

Leibnitz 

Leptines 

Lycurgue 

Philippe 

Philippe II 

'Philippe-Auguste 

3 气

Pliilippe de Valois 

Philippique 

岫法的精神

费尔局

费拉德尔非亚

壹斯图斯·阿维

奴斯

贺拉西

贺莫珍

黑海

黑路里人

喀尔文

喀什米尔

喀尔维先

喀罗林朝

Timoleon ,, 

Ti辰re

Th釭沁ose

Slowe 

Sparte 

Smith 

Stob氐

Stoique, secte 

Sclopis 

Spinoza, Benedict 

Strabon 

斯基比欧 Scipion 

斯克拉旺人 Scl1tvons 

斯特雷利兹' St元litz

斯德哥尔摩 Stockholm 

斯巴纳哥（别墅） 1 3SPamaco 

斯堪的蚋帷亚 Sc~ndinavie 

斯开沃拉，穆蒂 Sc七vola, Mutius 

局斯

棚斗

森河 勹？
森布罗尼局斯， Sempronius, Marcus 

局尔摩斯
雅典 ' . 
雅蒂乃扁斯 Ath的如

雅各·西尔蒙都 Jacob Sirmond 

斯

费钡

Ponthieu 

Seine 

Athenes 

Filmer 

Philadelphie 

Festus A vienus 

Ph吐thon

喀摩恩斯

喀拉布里亚
贻佳

｀凯撒

凯烈亚

凯龙尼亚

衄斯特利亚

腊古札

腊不塔姆

胖尼基

脖尼基人

胖迪南
l 

i 胖罗员严

脖罗克列斯

胖罗斯特拉都斯

十三画

塞拉

塞内加

寒纳尔

享西利局斯

｀，塞浦路斯岛
• 1 I 
塞克司图斯

塞克司图斯五世

塞克司图斯·柏

杜摩斯

塞克司图斯寸畜

Horace 

Hermogene 

Pont-Euxin 

Herules 

Calvin 

Cachemire 

Calvisien 

Carlovingiens （亦作

Corolingiens) 

Camoens 

Calabre 

尼ga

C七sar

Ch釭扭

Cheron妇

Neustrie 

Raguse 

Raptum 

Plienicie 

Ph七iciens

Ferdinand 

Philop~men 

Philocl妇

Philostrate 

可 Sera

义啦que

Sennar 

Secilius 

Shypre 

Sextus 

Sixte-Quint 

Sextus Peduceus 

Sextus Empiric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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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利摩斯

塞尔维利局斯

塞尔维局斯·图

里乌斯

塞梭斯特利斯

塞克斯蒂利乌斯
·卢夫斯·柏

核基那

遂安人

雷兹

雷蒙

雷伯兰

雷比达斯
瑙达

珊士同盟

漕得尔海

塘比山谷

塔西

塔西庸

塔西伦

塔西伦（皇帝）

塔普罗班

塔维尼埃

塔尔克维纽斯

塔尔克维纽斯｀

普利斯摩斯

塔尔克维纽斯·

塞克司图斯

蒂蒂淘斯

蒂塞局斯

蒂哲利奴斯

麓达司

愚钝查理

路易

路易二世

路易四世

路易八世

路易十三

路易十四

Servilius, Q. 

Servius Tullius 

~sostris 

Sextilius Rufus,.P. 

Crecina 

Suions 

Retz 

Raymond 

:tuitprand

L~pidus· 

Juida 

,L挖ues suisses 

Zuider Zee 
Tempe 

Tassis 

Tasaillon （亦作

Tassilon) 

T配ite

Tacite (empereur) 

Taprobane 

Tavernier 

Tarquin 

T湟rquin Pri.scus 

Tarquin Sextus 

Titius 

Th妇ee

Tigellinus 

Suidas 

Charles le Siinple 

Louis 

Louis II 

Louis IV 

Louis VJII 

Louis XIII 

;Louis XIV 

•I -路得

路德福

路古路斯

路非奴斯

路得员克

路禧利斯

路易斯安纳
．，路酉局斯·斯基 Lucius Scipion 

比欧

路蒂利局斯，局 Rutilius, Martiu■ 

尔蒂局斯

., I 铁木兄 Thimur 

娠子狄歉尼西局 Denys I~ Petit ·. 

斯
詹森会士 Jons~niste1 

詹姆斯一世 Jacques I 
詹姆斯二世 ． Ja呻佃喜，II

詹内森·斯威夫 Jonathan Swift 

持

奥托
'，奥托一世

奥托二世

奥尔良

, I 奥托曼

奥济尔

臭偷治

臭维得

，气 1 臭德赛

臭古斯都

臭尔飞甸
,,, t 奥里台人

臭塞利斯

臭维尔茵

奥寰尔城

一匮臭克豪斯（河）

臭科米奴斯

奥古斯杜路斯
奥佛烈利局斯

奥斯特利柯奴

臭斯特拉西亚

L巳her

Rodolphe 

Lucullus 飞

Ruffin 

R.ud比ck

Leuthcris 

Louisiane 

Othon 

Othon I 

Othop. II 

Orl妇ns

. Ottoman 

Ozel 

Ora叩e,

。亏id

·Od”妇
Auguste 

O呻itien

0五ttes

_ Oc~lis 

'̀  

d., 

•• •• A, 

.. 1. 

Auvergne 

Au丈erre

Oxu1 

Orc'homene 

Augustule 

Aufrerius · 

,, Austricorau 

A四廿as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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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8 谕法的精神

奥登·德·佛里 Othon de Frissingne 

兴

臭露斯·格利局 Aulu-Gelle 

斯

奥列利局斯·维 Aurelius Victor 

克多

臭尔陲斯（即得 (Elsace 

尔蔬斯）

十四画

离姆斯 Worms 

高尔西人 Volsques 

高尔西年人 Volsiniens 

窝尔古斯基人 Wolgusky 

窝可尼局斯（即 Voconius • Quintus 

窝露姆尼局断）

窑露姆尼局斯（即 Volumnius

窝可尼局斯）

讽拔哥

珊康

珊尔斯蚋

珊西尼陡

珊局列斯

珊德拉斯

珊克西米努斯

喝丽亚·蒂烈荫

蒙旦

幕林

赫露姆

赫克塞斯

赫摩利斯武神

歌德佛雷，詹姆

斯

擦树殿

裴里，约翰

维尼龙

维利思

维珍妮

维埃人

维埃城

Sabbacon 

Macon 

Marsna 

Massinisse 

Maurice 

Madras 

Max血in

Marie-Th七rese

Montaigne, Michel 

Moulins 

Heroum 

Xerx毡

Hercule 

Godefroi. Jacques 

Palais de Vernes 

Perry, Jean 

Venilon 

Villis 

Virginie 

Veiens 

Veies 

维烈斯

维尼狄人

维都利亚

维司巴西安

维尔曼多哇

维苏威火山

维奇尼局斯

维奇利局斯

维勒柯德烈

维缘塔贞女

维都利局斯

维蒂利局斯

维克多·阿麻德

局斯

维烈优斯·巴特

尔摩露斯

摩西

摩甭人

摩洛哥

摩洛西人

摩尔达维亚人

撒拉

撇利安......

撒利克

撒伽拿

撒德耳

撇克逼人

撇路斯特

撒地尼亚

撒地尼亚人

撒克逊尼亚

撇波蚋利亚

撒拉色诺人

撒姆尼特人

播都

慕济利斯

墨西哥

墨林达

Verr的

Vinidi 

Veturie 

V espas1an 

Vermandois 

Vesuve 

Virginius 

Virgile (Vergilius) 

Villers-Cotterets 

Vestales 

Veturius 

Vitellius 

Victor Amed妇

Velleius Paterculus 

十五画

Moise 

Morisques 

Maroc 

Molasses 

Moldaves 

Sarah 

Salien··· ·•• 

Saliques 

Sagana 

Sad-der 

Saxons 

Salluste 

Sardaigne 

Sardes 

Saxonia 

Saponaria 

Sa race nos 

Samqites 

Poitou 

Muziris 

Mexique 

Melin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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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罗溫朝 M釭ovingiens 穆莫路斯 Mummolus 
心

黎西亚斯 Lysias 穆蒂露斯，焉尔 Mutilus. Marcus 

鲁宾根河 Rubicon 摩斯·巴比局 Popi us 

德·都 De Thou 斯

德兰多 Terendor ·鲍尔西 Porcie 

德多尼 Teudonis 鲍掾斯 Paulus 

德麦竺 De Maira 鲍利奴斯 Paulin 

德狄王 Teudi 
十七画

德洛伊 Troyes 

德莱额 Dryden 赛内 Cerne 

德·阿尔莱 De HarJay 赛提曼尼 Septimanic 

德洛斯岛 Delos 寰利斯女神 Cer的

德摩遂迦 Demotica 嗨西庸 Roussillon 

德篱利安 Tertullien 戴甘 Tegan 

德·贝列夫尔 De Bellievre 戴步瓦 Despois 

德洛伊妇女 Troyennes 戴方丹，彼得 Desfontaines, Pierre 

德·斯丹维尔 De Stainville 戴克里先分子 Diocletiens 

德·巴尔员拉克 De Barbeyrac 薄固利斯 胚choris

德漠斯提尼斯 Demosthene 害利巴皓 Heribanno 
` 

德·拉，多琨树 De la Thaumassi七re 缪斯女神 Muses 

尔
十八画

德拉洛石佛拉文 De la Roche-Flavin 

十六画
藷拉 Sala 

虐克森 Saxe . 
皓曼人 Normands 陲尔局第 Sarmatie 

诺曼底 Normandie 陡拉森人 Sarrasins 

诺夫戈罗德 Novgorod 陲德恩农神 Saturne 

诰瓦珍布拉 Nouvelle-Zemble 磨比奴斯，博白 Sabinus, P'opp~us 

(Nova-Zembla) 局斯

燃尼丘林 Janicule 魏弗尔 Vaifre 

霍布斯 Hobbes 魏涉利局斯 Wechelius 

霍屯督人 Hottentots 
二十一画

鍚哲 Siger 

鍚治柏 Sigebert 露白靡斯神 Lupercus 

鍚亚格尔 Siagre 露加，卡甭维利 Ruga. Carvilius 

鍚亚格里局斯 Syagrius 局斯

鍚奴斯·厨格奴 Sinus Magnus 
二十二画

斯

穆罕默德 Mahomet 夔袒 Tartaric 

穆拉托利 Muratori 键粔人 Tartar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