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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经典通读》一套将经典学术巨著进行全新通俗化编译的丛书，旨在引领读者轻松快速阅读学术经典
，从而普及对人类影响深远的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的名家名著。
本书为该丛书之一，内容包括上、下两卷，上卷的第一部分讲述美国的政治制度，第二部分对美国的
民主进行社会学的分析。
下卷分四个部分，以美国为背景发挥其政治哲学和政治社会学思想。
    本书为第一部剖析美国政治及民主制度的专著，是了解西方民主和社会制度的必读之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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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托克维尔(1805-1859) 19世纪法国政治理论家、历史学家、政治家。
 托克维尔于19世纪法国大革命的血色黄昏中，深入考察了“自由平等”、“尊重权力”、“尊崇法制
”、“主权分享”、“均势制衡”等原则对美国政治制度与民情的影响。
托克维尔在西方被尊为社会改革先知，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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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乡镇一级的政权组织形式，是自人类社会诞生以来人们自行组织起来进行地方事务管理最普遍的
形式，是现今所有国家都具有的一种基层政权组织形式。
但即使是这样，乡镇所拥有的自由、独立却并不常见，即使已经出现，也是薄弱无力的。
尤其随着人民文化水平的提高，实现这种独立和自主的困难反而增加了。
　　因为乡镇的独立与自由最容易受到中央政权的侵犯，即使是一个文明的社会，至多是以民主实验
的思维方式来给乡镇自由定位的，对于实验的结果如何并不是他们关注的重点，或者说他们压根就不
希望这种实验取得成功。
凭一己之力的乡镇政权是战胜不了力量庞大的中央政权的，它要想继续生存、发展，就必须要全力壮
大自己，使乡镇自由的思想深入国民的观念，成为人们公认的一种政治法则。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只要乡镇自由还没有发展成民情，它存在的基础就是不牢固的，就会时刻面临被
摧毁的危险。
　　乡镇的民主实践是追求自由的人们积蓄、壮大自己力量所依靠的必要途径，它与自由的关系就像
上课与学生学习的关系一样，乡镇政权组织不仅向人民传授自由，而且还让人民享受自由、利用自由
为其造福。
即使一个国家能够建立一个自由的中央政府，但如果没有乡镇政权组织拥有的自由，那么它就不会具
有真正自由的精神。
　　下面我将以新英格兰的一个州的乡镇为典型例子，向读者详细说明一下美国的乡镇和县一级的政
权是依据什么样的原则建立起来的。
　　之所以选择新英格兰，是因为在美国，虽然各州的乡镇和县所建立的具体方式不同，但其政权组
织形式却几乎都是依据同样的原则建立的。
而新英格兰的乡镇政权组织不但建立得早，而且完整有序，尤其是它对这些原则的具体运用方面，范
围更大，成效更大。
由于它已成为民情的一部分，得到人民的支持，因此显得更加强大有力，对全社会的影响也更大。
　　1.乡镇的规模　　新英格兰的乡镇的人口一般为二三千人。
这种规模不大不小，正好适中，为乡镇的所有居民形成并实现其共同利益创造了良好条件。
同时，这样的人口数量也足以让人们可以从中挑选出优秀的行政管理人员。
　　2.乡镇政权　　在美国，所有公共权力都来自人民的授予，各级政府都必须竭力讨好自己权力的
主人。
在所有这些公共权力中，乡镇权力的行使最为直接。
新英格兰乡镇一级的立法和行政工作都是在居民的直接参与下完成的，无需采用代议制。
由居民组成的选举团不但任命当地的行政官员，而且在一切事务方面直接领导他们，工作程序极其简
便。
　　但是，这些行政官员并非一点自主权也没有。
新英格兰各州的法律也为乡镇的行政官员规定了一些可以自主行使的特定职责。
他们的这些职责不必再经过人民认可，可以在处理公务时自行发挥，不过其行使不能超越本乡镇人民
之前已经制定的原则。
乡镇官员如果想更改某些公议事项或提出新的事务，必须要先请示当地居民许可。
具体的程序是，乡镇的几个行政官员要在定好的时间、地点召开全体选民大会，向大家详细通报事务
的具体计划和内容。
选民大会就此问题在讨论的基础上形成决议，交由行政官员去执行。
需要补充的一点是，选民大会的召集权不是仅属于行政官员，只要当地10名以上选民提出请求，行政
官员就必须应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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