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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阴云与曙光1787年9月17日，在经过了最后一次小小的修改后，参加费城制宪会议的代表决定在他们两
天前完成的《美利坚合众国宪法》(即《联邦宪法》)草案上签名作证，并将这部宪法提交邦联议会和
各邦代表大会批准。
当最后几名代表签字时，81岁高龄的宾夕法尼亚代表，德高望重的本杰明·富兰克林博士深邃的目光
越过会议主席的椅子，凝视着对面墙上的一件艺术品。
那是一幅油画。
在那幅油画上，一轮红日正在喷薄而出。
富兰克林对身边的代表说，日出是不好画的。
油画家已经发现，他们很难使自己画的旭日区别于落日。
这段时间，我一直注视着主席身后的这幅画，心中充满希望和担忧，无法断定这太阳究竟是在东升还
是在西落。
现在我终于有幸知道，它是在升起，而不是在落下。
富兰克林充满革命浪漫主义精神的话语令人感动，但事情却并没有那么乐观。
作为制宪会议的积极参与者，富兰克林博士应该知道这次会议开得并不顺利。
先是有人迟到，后是有人早退，罗德岛则始终不肯派代表参加。
而且，尽管富兰克林本人在签字前作了最后的劝说，他的发言充满智慧和情感、大义和真诚，感人至
深，但仍有三位代表拒绝签字。
他们是：弗吉尼亚代表爱德蒙‘伦道夫、乔治．梅森和马萨诸塞代表艾尔布里奇·格里。
这三个人的声望和地位都举足轻重：艾尔布里奇·格里是美国革命的先驱者之一，曾先后在《独立宣
言》和《邦联条例》上签字；乔治·梅森是弗吉尼亚宪法的制定者之一，起草了其中的“权利法案”
，后来被称作美国“权利法案之父”；爱德蒙·伦道夫则是制宪会议的发起人之一，正是他，作为会
议的第一位正式发言人，向代表们陈述了召开这次会议的原因和意义，并提出了他的代表团草拟的制
宪方案(即《弗吉尼亚方案》，又称《伦道夫方案》)，从而揭开了会议的主题。
这样三个人最后居然拒绝签字，宪法的命运和前途实在堪忧。
事实上，制宪会议以后，这三个人都先后公布了自己拒不签字的原因，从而引发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抵
制宪法运动。
爱德蒙‘伦道夫在弗吉尼亚议会上陈述拒签理由，坚决要求召开第二次制宪会议。
乔治·梅森作为反对派领袖，和后来被称作“美国宪法之父”的詹姆斯·麦迪逊展开舌战，使宪法在
弗吉尼亚迟迟不能得到批准。
艾尔布里奇·格里回到马萨诸塞以后，也带头反对批准联邦宪法。
伦道夫、梅森和格里并不是孤零零的三个人。
他们的背后，有庞大的利益集团，有众多的支持者，也有代表着人类普世原则的信念作为支撑。
总之，支持和反对宪法草案的原因是极其复杂的。
正是这些复杂的原因，不但使制宪会议的时问长达三四个月之久，而且整个过程一波三折，险象环生
，几近成形的方案好几次差一点胎死腹中。
只是由于争论的双方都表现出冷静理智的态度，居中调解的一方又能提出合理的建议，制宪会议才渡
过了一次又一次难关，最后达成协议。
但即便如此，这部千辛万苦才制定出来的宪法，直至一年半以后的1789年3月4日才正式生效，富兰克
林心中的那颗太阳才好歹算是跃出了地平线。
这可真是艰难的一跃。
美国宪法的难产，当然并非因为有人“从中作梗”。
实际上，力主通过宪法的人(他们被称作“联邦主义者”)和那些反对派(他们被称作“反联邦主义者
”)，都是合众国和联邦宪法的缔造者。
他们的思想，都融入了美国的立国精神和立法精神。
而且，正是由于吸纳了正反两方面的意见，美国宪法才成为一部最能体现宪政与共和精神的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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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不过这样一来，日出大西洋的过程，就注定只能是曲折坎坷，既见曙光，又密布阴云了。
那就让我们远距离地观赏一下这幅壮丽图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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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美国宪法的诞生和我们的反思》作者易中天，美国这个国家确实与众不同。
她不是先建国后制宪（夺取全国政权后制定和颁布宪法），而是先制宪后建国（先制定和批准宪法，
然后依据宪法建立国家体制），至少也是制宪与建国同步，制宪过程既建国过程。
在1787年费城会议上起草的《联邦宪法》，是世界上第一部成文的宪法，其中包含着一个精巧的设计
。
正是这个设计，创造了一种既民主又共和的体制，并充分地体现了宪政与法治地精神，从而使这个稚
嫩地国家在草莽中崛起，迅速成为也许你不喜欢但却不能轻视地超级大国。
虽然当时地争论之激烈，过程之艰难令人难以相信，但这样一个精巧地设计，在二百多年以前由一群
蛮荒大陆上的乡巴佬创造出来，实在是使人惊叹不已，即使是美国人的底线很简单，只不过“生命权
，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这样几个字。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美国宪法的诞生和我们的反思>>

作者简介

　　易中天，湖南长沙人，1981年毕业于武汉大学，获文学硕士学位并留校任教，现任厦门大学人文
学院教授。
他长期从事文学、美学、心理学、人类学、历史学等多学科和跨学科研究，若有《〈文心雕龙〉美学
思想论稿》《艺术人类学》等著作，并曾出版“易中天随笔作学术著作·中国文化系列”四种：《闲
话中国人》《中国的男人和女人》《读城记》和《品人录》。
他信奉“读书明理做人不做秀，登科治国做事不做官”。
他是央视《百家讲坛》“开坛论道”的学者，其主讲的“汉代风云人物”在2005年4月首播即获热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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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和这位巴特勒先生来自同一个邦(南卡罗来纳)的两位平克尼代表却有疑问。
29岁的查尔斯-平克尼先生很想弄明白，伦道夫先生的意思是不是要完全废除各邦政府；4l岁的科兹沃
斯·平克尼将军则怀疑，本次会议究竟有没有权力撇开《邦联条例》另起炉灶。
后一个问题一时无人应答，伦道夫对前一个问题的回答也很含糊其辞。
他说他的发言不过抛砖引玉，具体的主张希望大家讨论。
反倒是宾夕法尼亚的古文诺·莫里斯作了解释。
古文诺·莫里斯说，“全国最高政府”就是具有完整和强制性运作功能的机构，而不是仅仅出于良好
愿望的契约性结盟。
他认为，在所有的政治实体中，都必须有一个最高权力，而且也只能有一个。
因此，在美利坚合众国，最高权力应该掌握在全国政府而不是各邦政府手中。
这一席发言意义重大，因为它确立了合众国主权的独立性和崇高性原则。
    乔治·梅森(宾夕法尼亚)赞成这个意见，康涅狄格的罗杰·谢尔曼反对，特拉华代表里德则提出一
个通融办法，把“全国最高政府”改为“更为有效的政府”。
可见大家都对邦联议会的软弱不满，又对未来的那个政府心存疑虑。
可惜里德先生的提议没有被通过。
因为什么叫“更为有效的”，实在是说不清楚。
于是，由南卡罗来纳的巴特勒提议，会议进行表决并通过决议：应该建立一个由最高立法、行政和司
法部门组成的全国政府。
    这是制宪会议做出的第一个政治决议，会议也因此而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应该承认，这一步迈得还是蛮踏实的。
因为在场的8个邦有6个赞成，纽约代表团赞成反对各半(汉密尔顿赞成、罗伯特·雅茨反对)，只有康
涅狄格投了反对票。
5月30日这天，康涅狄格代表团只有两位代表——老革命罗杰·谢尔曼和政治家奥立维·艾尔斯沃斯(
他们的第三位代表威廉·萨缪尔·约翰逊要到6月2日才来)。
这说明谢尔曼和艾尔斯沃斯都投了反对票。
我强调这一点，是因为这两位先生在制宪会议上的作用极其重要，因此提请读者予以注意。
    P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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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在1787年费城会议上起草的《联邦宪法》，是世界上第一部成文的宪法，其中包含着一个精巧的设计
。
正是这个设计，创造了一种既民主又共和的体制，并充分地体现了宪政与法治的精神，从而使这个稚
嫩的国家在草莽中崛起，迅速成为也许你不喜欢但却不能轻视的超级大国。
这样一个精巧的设计，在二百多年前由一群蛮荒大陆上的乡巴佬创造出来，实在是令人惊叹不已。
因此我相信，一定有不少关心宪政的朋友和我一样，很想知道这样一部宪法究竟是怎样产生的。
令人高兴的是，2003年1月，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了由尹宣先生翻译的美国“宪法之父”詹姆斯·麦迪
逊所著《辩论：美国制宪会议记录》一书。
麦迪逊的这部《辩论》，记录了1787年5月25日至9月17日制宪会议的全过程，自始至终，一天不缺；
尹宣先生的译笔又好，且注释极为详尽，因此读来不仅欢快流畅，而且惊心动魄，受益良多。
所以我实在忍不住要把这个故事重讲一遍，以便有更多的人来分享这种感受。
重讲的原因，是因为尹宣先生翻译的这部《辩论》，不但是研究美国宪法和历史的重要文献，而且是
一部标准的学术著作，阅读起来并非没有一定难度；而像我这样关心宪政问题，却又并非研究宪法，
更非专门研究美国宪法史的人，还真是不在少数。
他们未必有时间和耐心读完这部长达63万字的巨著。
我一贯认为，学术是一种好东西，好东西就应该有更多的人分享；而要让更多的人分享，就只能换一
种表述方式。
这就是我写作本书的初衷。
我想把这段过程，写得像侦探小说或者电视连续剧一样好看。
当然，为了忠实于历史，我不能不大量引述《辩论》一书中的材料，但限于体例，恕不能一一注明，
只能在此作一总注，即制宪代表所有的发言，均引自尹译本《辩论》一书。
而且，为方便读者阅读计，不少已经改写，但求传达其意而已。
如撰写研究论文，仍请引用尹译本，勿以本书为凭。
我希望这并不至于侵犯了尹宣先生的著作权。
而且，我还要借此机会向尹宣先生和辽宁教育出版社表示崇高的敬意，感谢他和他们为我们翻译和出
版了这本好书。
本书的出版多承山东画报出版社刘传喜先生和责任编辑董明庆先生费心费力，在此谨致谢意! 易中天
2004年5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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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在1787年费城会议上起草的《联邦宪法》，是世界上第一部成文的宪法，其中包含着一个精巧的设计
。
正是这个设计，创造了一种既民主又共和的体制，并充分地体现了宪政与法治的精神，从而使这个稚
嫩的国家在草莽中崛起，迅速成为也许你不喜欢但却不能轻视的超级大国。
这样一个精巧的设计，在二百多年前由一群蛮荒大陆上的乡巴佬创造出来，实在是令人惊叹不已。
因此我相信，一定有不少关心宪政的朋友，很想知道这样一部宪法究竟是怎样产生的。
《美国宪法的诞生和我们的反思》作者用活泼生动的笔调记录了制宪会议的全过程，写得像侦探小说
、像电视连续剧一样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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