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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03年春，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了我翻译和注释的《辩论：美国制宪会议记录》上、下册。
2008年终，译林出版社将出版我翻译和注释的《联邦论：美国宪法述评》。
《辩论》，加上《联邦论》，对了解和研究美国《联邦宪法》，可谓珠联璧合。
《辩论》记下了美国建国之父们设计联邦政府的全过程，记下了代表们在制宪会议上每天每日发言的
摘要。
全书按麦迪逊在制宪会议期间的原始手稿排印，保留了历史原貌。
麦迪逊的记录，自始至终，一天不缺，写法类似连续剧，记下了历史人物（制宪代表们）的台词（发
言），记下舞台（制宪会场）上不断变幻的情景和气氛。
从中，读者不但可以看到剧情（逐渐深入的议题）的推进，透过场景的变化和辩论的深入，还可以观
察到历史人物逐渐展开和变化的思想，他们各不相同的性格。
全剧（整个制宪会议）收场时，留下一种悲剧的壮观气氛，掩卷后，令人陷入长久的沉思。
仔细阅读《辩论》，帮助读者回溯《联邦宪法》每一条、每一款、每一项、每一句、每一个分句的成
因：最初于哪一天由谁提出，哪些人在后来的哪些日子里提出过哪些修改意见，发生过哪些辩论，每
个句子最后如何定稿。
美国制宪会议的全过程和宪法的每词每句的成因，透过此书，全部公开透明。
今天的中国读者，通过此书，可以“会当临绝顶，一览众山小”；可是，当年的美国民众，没有这个
福分。
制宪会议的记录一直保密。
麦迪逊是制宪代表中最后一位离世的。
直到临终，麦迪逊才把他的这份记录卖给联邦议会，希望身后出版，让美国民众了解制宪会议的内幕
和奥秘。
因此，这套书到1840年才问世，那时，联邦宪法已经批准了五十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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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众多支持和赞扬《联邦宪法》的文献中，有《联邦论(美国宪法述评)》脱颖而出，流传至今，成
为代表作。
这就是汉密尔顿策划并参与撰稿、麦迪逊和杰伊合作的《联邦论》。
《联邦论(美国宪法述评)》的一个明显优点，是对联邦宪法基本观点的不厌其烦的反复弘扬。
　　《联邦论》成为述评《美国宪法》的经典著作，声名与年俱增，在美国反复重印，累次畅销，至
今不衰。
华盛顿说：“危机消失、环境安定后，将得到后世的瞩目。
因为，《联邦论(美国宪法述评)》对自由的原理，对政治问题，提出了坦率精湛的讨论。
凡有公民社会存在的地方，人们永远会对这些问题发生兴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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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美国）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 （美国）詹姆斯·麦迪逊（James Madi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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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088年，译出汉密尔顿、麦迪逊、杰伊合著《联邦论：美国宪法述评》。
2009年元月，心脏病突发，病逝于武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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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我的这组系列文章，不打算讨论这类现象。
我很清楚，任何一类人物，仅仅因为他们处境可疑，就把他们的反对，归结为自私狂妄，并不实事求
是。
要想保持公允，应该承认：即使这类人物，他们的行为，亦或自有道理。
多数已经露面和将要露面的反对意见，动机虽然不值得尊重，亦无可厚非，不过是先入为主，出于嫉
妒和恐惧，思想误入歧途，陷入真的误解。
各种虚假偏见，导致判断失误，原因很多，势力很大。
许多场合，我们看到，善良之辈，说起这件社会头等大事，时而站在正确一边，时而站在错误一边。
这种局面，若适时疏导，会给善良的人们一个教训：再遇到争议辩论，受人劝说，自以为站到正确一
边时，千万谨慎。
需要谨慎之理，反思即可悟出：那些鼓噪真理之辈，他们秉持的原则，与他们的对手相比，是否更为
高尚纯洁？
对此，我们并非总是胸有成竹。
野心贪婪、个人敌意、党派对立，许多比这更不值得称赞的动机，对赞同者和反对者，同样易于发生
影响。
若不能谨慎待之，不容异己之情，便会导致误判，而不容异己，从古至今，都是政党特色。
政治领域，和宗教领域一样，想用剑与火，迫使人改宗，同样荒谬。
这两个领域，用迫害治愈异端的事，罕有所闻。
不论上述情绪是否有理，我们已经见到足够征兆：与过去历次全国性大辩论0一样，这些情绪，这次
又卷土重来。
愤然指责，恶毒攻击，激情怒斥，势如脱缰之马。
各对立派别的表现，让我们相信：人人想把自己的观点，说成正确无误，宣言振振有词，诽谤刻薄尖
酸，只求扩大队伍，无所不用其极。
希望政府有权有效，本是理性渴求，却被辱骂为爱好专制，敌视公民权利。
小心谨慎，避免危及民众权利，常常是因为过于理性，而非感情用事，竟被说成装模作样，故弄玄虚
，迎合民众，牺牲公益。
一方面，人们忘记：热恋常常伴生嫉妒猜疑，对公民权利的高尚热情，易受褊狭、愚昧、怀疑精神的
影响。
它方面，人们同样容易忘记，为保障公民权利，政府必须有权有效。
仔细斟酌，就会得出有据判断：政府有权有效，公民享受权利，二者可兼而得之；害民野心，常隐于
为民请命的美丽面具后，不大藏在主张政府有权有效的严峻外表下。
历史告诫我们：表面主张民权之徒，走的实为专制之路；颠覆共和主权之民贼，政治生涯伊始时，都
曾讨好百姓，他们当中，多以蛊惑家开局，终以专制者收场。
各位同胞，我已提请大家注意：提防来自各方企图。
他们想要影响你的决心。
眼前，已到决定各位福祉的紧要关头。
切莫轻受任何影响，除非你有真凭实据。
一旦放宽眼界，读读弘扬新宪的文章，无疑，你就会获得真凭实据。
各位同胞，我向大家坦陈：通过研究宪法，加上深思熟虑，我的观点，已经明朗：接纳这部宪法吧，
它是诸位利益所在。
我坚信：为大家的自由、尊严、幸福，接纳宪法，实为通往安全之途。
我不想故作保留，因为我感觉不到保留的必要。
我心已定，这番讨论，绝非博取诸位一笑。
我将坦陈信念，笔随心往：我的信念，有理有据。
心怀至诚的人，藐视模棱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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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想更多表明心迹。
动机，应存于我心：见解，向大家坦陈，请诸位明鉴。
我展现观念的方式，但愿不致玷污真理。
我将发表系列文章，讨论下述重要话题：坚持联合对促进政治繁荣的好处；眼下的联盟，不足维系联
邦；需要建立起一个宪法推荐的那种有权有效的政府，担当维系联邦的重任；目前提交我们讨论的宪
法，符合真正的共和原理；联邦宪法，与纽约邦宪法，好有一比。
最后，接纳宪法，会让人民更安全，把这种安全，引进维护共和政府，引进维护公民权利和财产。
随着讨论进展，各种反对意见，只要它们露面，引起你们注意，我将尽我所能，提出满意答复。
或许有人认为：再来证明联合的好处，纯属多余；联合的观念，已经深入各邦人心；或许有人想象，
再也没有人反对这种观念。
可是，在反对新宪的私人圈子里，我们已经听到：他们正在窃窃私语，说十三个邦的领土延伸太广，
不宜结合为一个整体制度，说我们应该把联邦拆散，分为几个单立的联盟。
。
这种观念，可能逐渐传播，争取到足够支持，就会公开亮相。
高瞻远瞩，形势十分明朗：要么接纳新宪，要么肢解联邦。
因此，我们先看看：坚持联合的好处，再看看，倘若联邦解体，各邦可能遭受的伤害、可能遇到的危
险。
这，就是我们下一篇文章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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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这部书定会受到后世的瞩目，它提出了率真精彩的意见，说明了自由和政治的原理。
凡有公民社会的地方，人们总是会对这类问题发生兴趣。
　　——乔治·华盛顿对政府原则最优秀的阐述⋯⋯从理论到实践，没有一本书优于《联邦论》。
　　——托马斯·杰斐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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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联邦论(美国宪法述评)》介绍了人的社会，是否真能通过反思和选择，建立良好政府；还是命中注
定，要依赖机遇和暴力，建立政治制度。

Page 9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联邦论>>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