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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曾在大学讲授中国法律制度史达十年之久。
毋庸讳言的是，不少本科学生不太喜欢这门课程。
平心而论，学生对法史课程缺乏兴趣，并非市场大潮下学生的红尘功利之心使然，而是教材和授课者
都没有把真实鲜活的法史告诉学子。
就教材而言，本应含有立法、执法、司法、守法、人物、事件等丰富多彩的法律史，却往往成了单纯
的中国立法史；从授课者来看，本应把任何一部法典、一条法律规则都放在历史的十字交叉点审读，
融进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汇成的大河中解析，但在教学实践中大都成了茕茕孑立的法律解释。
有感于此，我曾先后撰写了《中华法系研究》、《中国著名法官评传》和《灶王爷、土地爷、城隍爷
——中国民间神研究》。
《中华法系研究》着眼于思想与制度的结合以及立法、司法、守法三者的关系，提出了中华法系具有
法典法家化、法官儒家化、民众法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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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政治家往往是一个国家的历史拐点造就者：国家因他们不同的民主法制活动或走向繁荣稳定，或走向
衰落动荡。
经济发展有周期，政治发展也有起伏。
    杰出的历史人物是散落于民间的创新智慧的集大成者，他们的美德往往是先进制度形成的源头活水
，他们的行动常常是先进制度确立的临门一脚。
制度是怎样形成的？
法官审案的重要规则是从哪里来的？
难道我们不应该到那些未必是职业法学家的杰出历史人物的智慧中寻找吗？
    一切法律问题最终都是法律文化问题，一切法律文化问题最终都是法律思维方式问题，一切法律思
维方式问题最终都是从对人性善恶的预设判断问题出发的，一切人性善恶的预设判断问题最终都根植
于人们的经济政治关系。
民主法治就是各种善恶理念及其实践碰撞的结果，而表象背后则是经济利益关系的翻腾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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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华盛顿：奠基美国美德催生新制度在人类历史上，美国第一个废除君主制、实行民主共和制；第一个
实行联邦制度，用宪法划分中央与地方的权限；第一个以成文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制度；第一个完成
了政教分离，把宗教信仰划入私人自主范围。
这四个史无前例的“第一”为美国二百多年的发展保驾护航，功不可没；对其他国家的制度建设影响
巨大，世所公认。
那么这四个第一是怎样被创造的？
虽然答案多多，但大都绕不过华盛顿的美德。
正是华盛顿拒戴王冠，甘为布衣，从而杜绝了君主制在美国的产生。
1782年5月，时任大陆军总司令的华盛顿收到了军队中一位老部下的来信，力劝他登基称王。
这绝非空穴来风。
独立战争打响之后，华盛顿受命于危难之际，以弱抗强，战功显赫，被北美人民视为救星、奉若神明
。
军队对中央政府软弱涣散、不能及时解决军饷极为不满，更是强烈要求华盛顿担任国王。
环顾世界，东方是君主专制的天下，西方也依然眷恋君主制度。
德意志、俄罗斯和法国仍然是封建君主把持朝政，资产阶级掌权的英国虽然绞死了查理，但又从荷兰
请来了威廉。
北美13个殖民地的最高统治者是英国国王，“忠于国王”的观念根深蒂固，如果华盛顿戴上王冠，人
们会视之当然。
尤其是他有军队的强力支持，登上王位易如反掌。
但华盛顿坚信民主共和思想，反对君主统治。
他立即回信拒绝了老部下的请求：“先生，我可以肯定地告诉你，在战争进程中发生的任何事情，都
没有像你所说的军队中存在的那种想法更使我感到痛苦。
我不得不怀着憎恶的心情看待并严厉斥责这种想法⋯⋯我很难设想我有什么行为竟会鼓励你写这样的
一封信，在我看来，这封信包含着可能降临到我们国家头上的最大危害。
⋯⋯如果你重视你的国家，关心你自己或者子孙后代，或者尊重我，那么，我恳求你，从你的头脑里
清除这些思想，而且绝不要让你自己或者任何别人传播类似的看法。
”正是华盛顿拒绝总统终身制，开创了总统任期不过两届的先例，捍卫了官员实行限任制的民主原则
。
根据1787年宪法，美国总统每任4年，但并无限制连任的次数。
这就意味着，只要条件具备，总统一直可以连选连任。
由于华盛顿高尚的品德、卓越的才能和崇高的威望，像杰斐逊这样坚定的民主主义者也一度相信华盛
顿这位第一任总统可能任职终身，但华盛顿却没有这样做，他的至多连任两届的先例后来成了一条不
成文的规定，罗斯福之后又以宪法修正案的形式成为一项制度。
正是华盛顿主持了宪法的制定，使美国有了立国之本。
他担任了费城制宪会议的主席，确立了议事规则，主席台上他依章办事，寡言少语；主席台下他周旋
于每个代表之间，为代表之间的相互沟通营造氛围。
由于与会者中许多人曾是独立战争时期他的老部下，或在他的弗农山庄蒙受过殷勤招待，甚至许多人
虽未见过他也为其威望所折服，所以华盛顿常常能在他们中间起到平衡、协调的作用。
例如，当代表们为参、众两院的名额争执不下时，他立即主张放弃原来的观点，将参议院的名额改为
大、小州一律平等。
他向麦迪逊说，这样做可以换取他人在其他问题上的让步，有利于整个宪法的通过。
在会议的最后一天，当有某位代表提出众议院代表应由4万人产生一名改为3万人产生一名时，华盛顿
恐怕因此再起争执而影响宪法的通过，遂起而表示，希望大家赶快通过这一提案。
结果，“因大家都希望以华盛顿的愿望行事”而一致同意了这一方案。
正是华盛顿支持了联邦党人，促成美国三权分立、联邦制和政教分离原则的确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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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城制宪之前的美国实行的是每个主权独立州结盟的邦联制，各州之间政体和政教关系不尽相同。
制宪会议之前，华盛顿就与联邦党人麦迪逊书信探讨过这些问题。
制宪会议召开之初，麦迪逊设计的方案得到了华盛顿等弗吉尼亚代表的支持，并被作为“弗吉尼亚方
案”在大会上提出。
华盛顿知道，要使代表们接受这一方案具有很大的风险。
因为它要摆脱邦联条例的束缚，削弱各州的权力，遇到反对意见势所难免。
但是他认为必须这样做：“我们提出的方案很可能一个也通不过，也可能会发生激烈的论战。
假如为了迎合所谓的民心，我们提出一些连我们自己都不赞成的提案，以后我们怎么能保证自己的工
作呢？
我们应该制定一个可供聪明正直的人们修改的方案，结果如何，全在天意了。
”经过一番讨论，这个方案虽然作了不少修正，但联邦制、三权分立、政教分离等基本原则被采纳了
。
联邦制虽然确立了，但因长期以来美国是有邦无国，州自为政，州长就是最高行政长官。
在一些人眼中，州长、总统是平起平坐的关系。
华盛顿建立了新规矩，联邦政府应居于各州政府之上。
华盛顿在一次出巡进人马萨诸塞州时，该州州长亨科克故意称病不出来迎接。
华盛顿不甘示弱，他以拒绝出席州长宴会加以回敬。
终于，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的强硬态度压倒了亨科克的地方主义气焰。
亨科克致函华盛顿，对不能及时出迎总统表示歉意，并请求会见。
得到批准后，亨科克乘马车冒雨来到华盛顿下榻之处，拜会总统阁下。
正是华盛顿具有高尚的品德，所以他既没有像英国克伦威尔那样从革命军的总司令演变成一个独裁者
，也没有像法国的拿破仑那样利用自己的威望戴上皇冠。
他的美德阻止了旧制度的复活，推动了新制度的诞生，许多做法演变成了日后的规则。
现代法治不是在“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防恶过程中趋于完善，就是在身先士卒的榜样示范过程中
百炼成钢，善和恶共同推动着法治的进程。
监督使他更伟大1799年12月13日，华盛顿因为偶感风寒，病逝于他的弗农山庄。
亨利·李在美国国会发表的悼词中，称华盛顿为“战争时期的第一人，和平时期的第一人，同胞心中
的第一人，一位举世无双的伟人。
”华盛顿离开尘世已有二百多年了，迄今为止公开的每种资料，都无法推翻对华盛顿这样的评价。
1956年毛泽东、周恩来和刘少奇在谈到中国也要建立领导干部任期制时，都以华盛顿为例，说明资产
阶级政治家尚能废除终身制，共产党人则更应如此。
他是一个克己奉公的军人。
在被推举为大陆军总司令时，他做出了这样的承诺：“至于薪饷，我请求允许我向会议保证，由于促
使我接受这一艰巨重任，牺牲自己家庭的安适和幸福的，并不是任何金钱上的考虑，我不愿从薪饷中
得到任何好处。
我将专立账目，准确载明我的一切花费。
”战争结束后，财政部的审计员核对了战争期间记在华盛顿名下的账目，一共是140500英镑，每张账
单都有华盛顿的签名，用途清晰，数字精确，这些钱款都是在战争期间直接花掉的，并不包括大陆会
议所欠的华盛顿的薪饷。
从战争爆发直到他卸下总司令职务为止，他没拿过一分钱的薪酬，反而从自己腰包里掏了不少钱，完
全兑现了他过去的诺言。
虽然他不担任总司令了，但人们仍然没有忘记他，络绎不绝地到弗农山庄拜访他。
宾州议会觉得这会在经济上给他带来很大负担，便建议国家拨笔专款送给华盛顿，让他修缮一下山庄
。
这同样被他拒绝了，在他看来，能够牺牲个人私利为国家作贡献，是一个公民的荣幸。
弗吉尼亚会议鉴于华盛顿调解该州与马里兰州水务纠纷有功，便把两家公司的150股（总计4万美元）
送给他，而他很快将这笔钱捐给了一些从事公共教育的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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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一个任人唯贤的总统。
一位老部下的夫人致函华盛顿，请求能为在战争中身负重伤的丈夫谋得一官半职。
他富有人情味地回复道：“作为个人，我的感情将迫使我竭尽一切努力弥补这一不幸。
但作为一个只能为公众利益而行动的公职人员，我必须抛弃个人的好恶和愿望，来决定我职责中的每
一具体事项；我必须根据所能了解到的最详尽的情况，并经过对一个人的品格和具体条件的总的判断
，然后推荐出我认为最能胜任的人到那个部门去。
”他既而表示：“在做出决定之前，夫人，我请您相信，无论结果如何，除了公众利益以外，我没有
其他考虑。
”有一次，他的侄儿布什罗德·华盛顿希望当总统的伯父能为其安排一个检察官的职位。
华盛顿立即予以回绝：“千百万双人的眼睛正注视着我，为朋友或亲戚提供被人视为特殊化的过失将
无一能够遮掩过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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