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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法律书评（第10辑）》汇集了国内法律学科内各种图书及学术著作的评论类论文，具有较强的
理论深度和较高的学术价值。
设 “深度解读”、“本土墨香”、“异域书品”、“其人其书”、“名师典藏”、“译事评点”、“
书香早识”等栏目，旨在弘扬和鼓励中国法学界的学术批评。
本辑深度解读评论了苏力的《法律与文学》和李贵连的《沈甲本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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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尽管托克维尔关于多数暴政尤其是其精神专制理论对于传统的专制理论是一个很大的贡献，不少
学者对此提出了批评，有些批评在我看来是相当致命的。
　　首先是对“多数”的批评。
在托克维尔看来，“多数”是一个抽象的、固定不变的实体，可以将其理解为在一个特定社会里总体
人数中的占多数比例的人群。
而在麦迪逊看来，多数是一个流变的、多元的概念。
在不同的场合，这种构成多数的人是不同的；在某种场合下，一个人可能是多数的，而在另一场合下
，这个人可能又变成是少数的。
不仅构成多数的一个人如此，构成多数的一群人也一样，他们随着其所决定的事项的不同而会成为多
数或者少数。
因此，“没有一个人或一群人的长期利益或共同利益因多数的权力滥用而被促进；除非是在一般的或
以威胁少数团体的原则上，长久的和潜在的专制的多数不会形成”。
②　　其次，质疑了托克维尔对民主社会多数暴政可能性的高估。
尽管在理论层面上，严格按照托克维尔的论证，这种以多数人意见绝对优先而剥夺少数人权利的专制
情形是有可能发生的；但在现实的政治生活中，更为常见也更为可能发生的专制，却是一部分少数人
以多数人的名义对另一少数人甚至是分散的多数人进行实际上的压迫，即所谓的“少数”暴政。
③对同一项事务而言，要想获得多数人对该事务的一致意见即便不是完全不可能，也是非常困难的，
因为，很多人由于专注于自己的私事而不会对公共事务发生兴趣，或者是由于人们的偏好不同甚至是
利益相互冲突而很难对该事务取得多数意见，更不用说取得一致意见了；相反，少数人由于利益更加
集中也更容易趋于一致，并且更可能组织起来，形成所谓的“利益集团”，他们通过“院外活动”或
其他措施，从而侵犯其他人甚至多数人的利益。
①　　当托克维尔在完成《论美国的民主》第一卷时，他对民主社会的关注主要集中于传统专制理论
中的多数的暴政。
但是，当他随后在英国旅行考察期间，他的关注点发生了转移，他发现英国政治领域中行政集权的现
象很突出，这使他预感到民主社会中一种新的专制的出现，以至于托克维尔说道：“集权，一种民主
的本能；一个成功地脱胎于中世纪个体主义体系的社会的本能。
⋯⋯如果我能采纳它，将是我的作品的第三卷（即《论美国的民主》的第二卷）要探究的问题，一个
基本的问题。
”②但由于托克维尔本人并未对这种新的专制给予明确的命名，而是表示：“这个事物是新的，所以
在不能定名之前，就努力说明它的特点。
”（页869）因此，后来的学者对这种新的专制的命名出现了多个版本，例如马克斯·韦伯将这种科层
官僚制比喻为现代社会的“理性铁笼”。
　　前文已论述过，民主社会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随着身份在一个国家实现平等，个人便显得日
益弱小，而社会却显得日益强大”。
换句话说，人们专注于个人事业而对公共事务漠视，以及人与人相同使得个人渺小软弱，从而导致了
一方面，人们不愿意参与公共生活；另一方面又需要政府随时帮助他们。
尽管托克维尔认为，使领导民主国家的中央政权积极和强大是必须的，但是统治者会把每一个人置于
自己的f权力之下并按照自己的想法将他们塑造成型之后，便将手伸向全社会，而一旦这种中央集权与
人民主权相结合，“公民就会刚刚摆脱了从属地位后，由于为自己制定了主人而又回到原来的地位”
。
（页870）托克维尔认为这种中央集权式的新的专制主义是最令民主国家担心的专制形式。
他关注的不是统治者而是服从者；不是关于统治机理的阐明，而是如何唤醒公民灵魂的阐明。
因为，人民在服从这种专制时只不过是在服从自己，是人民自己选择了专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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