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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介紹： 

拉．波埃西出身於富裕且學養豐富的環境，自幼學習法律、古典文學以及

神學。他的父親是法國佩里格地方行政長官的副手，但在拉．波埃西十歲時就

英年早逝。因此，拉．波埃西在受到歐洲文藝復興思潮影響甚多的叔父撫養、

教育之下，不但對於古希臘、羅馬文學有深入的學習與研究，也沉浸、活躍於

當時文藝復興的浪潮中。擁有豐富學識的拉．波埃西，進入奧爾良大學修讀法

律，〈自願為奴〉（Discours de la Servitude volontaire）便是在這個時候所

寫下的作品。 

 

 

內容簡介： 

本書探討的問題是：為甚麼人會忘記了生而自由的本質，而容忍暴政（他稱為「僭

主」），自願為奴？他指出，自願為奴不一定出於恐懼，而是建立在普遍的同意

之上。為何有人會同意暴政？作者總結了幾方面的原因： 

（一）讓人民對於自由感到陌生、忘記自由，使之不會感覺到自己的奴役狀態。

暴政開始時，或會因武力而被迫放棄自由，但奴役逐漸成為一種「習慣」，人民

說服自己要習慣（自我欺騙）。同時，奴隸式的養育，亦會讓人失去自由，失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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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氣，因而不敢抵抗，並譴責那些抵抗的人只是想爭取自己的利益。「他們並不

認為自己丟失自由，反倒是贏得奴役」。 

（二）統治者的愚民政策，特別是以各種的娛樂和享樂，或以金錢的誘惑，讓人

民安逸於奴役。 

（三）統治者以「造神」方式，傳頌統治者親民，建立雄才大略的形象，讓人民

歌頌對其堅定不移的崇拜。 

（四）以上是針對中下階層，對於上層，則是「利益」。「僭主」會在身邊建立

「小統治集團」，透過對其忠誠並相互裙帶為龐大的利益集團，再施予小利予社

會其他各階層，使之被捆綁於「僭主」之手。統治集團不在乎是否有自由，統治

者是否暴政，他們僅以統治者之樂為樂，揣測其喜好與想法，靠剝奪其他人來豐

厚自己的財產。 

作者認為，問題的核心，在於人民放任暴君，造成自己被暴政壓制的結果。「是

人民奴役了自己，割斷了自己的喉嚨，他們本來能夠在奴役和自由之間選擇，但

卻推開自由，擁抱枷鎖」。作者指出，「你們只要願意嘗試，就能拯救自己」。

盧梭（Jean-Jacques Rousseau）說：「人生而自由，卻無處不在枷鎮之中」。

今天，我們要渴求自由，擺脫奴役？還是放棄自由，自願為奴？ 

 

推介原因： 

本書引人入勝之處，在於作者能提出一些發人深省的問題，包括：為何人民放

任暴君橫行，造成自己被暴政壓制的結果？為什麼成千上萬的人們，願意容忍

一個統治者的暴政？為什麼人們悲慘地生活在奴役之下，卻不願起身改變？如

果連動物都無法忍受失去自由，人，為什麼喪失了欲求自由的本能、放棄自由

的天性，無感於支配與順服，甚至終於生而為奴？希望同學能透過對這些問題

的思考，更能懂得如何認識我們的社會、關心我們的國家和了解世界的發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