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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与梁启超单一制国家结构思想的形成（二） 
 

2011-08-04 访问量：访问量：552  

    五、同异之辨：“反联邦党人”梁启超与美国的反联邦党人  

     

    由于辛亥期间的梁启超认同单一制国家结构形式，拒斥联邦制国家结构形式，

的梁启超贴上了一个尚不为人所注意的标签：反联邦党人。这个特殊的身份——

建构时期的“反联邦党人”的身份，很容易让人联想到美国建国时期的反联邦党人。中美

立现代国家的节骨眼上，都涌现出了自己的“反联邦党人”，这种历史的巧合，也

得解读的思想信息。让我们试着比较这两种“反联邦党人”之同与异，以之作为

    从相同的方面来看，第一，他们都是在现代国家的建构过程中应运而生的，

构，他们都提出了自己的“立国大方针”，都为本国贡献了颇有思想份量的建国

人”梁启超为我们留下的建国文献，可见于，但远远不止于，本文引用的论著。美

留下的建国文献，则可见于1981年出版的七卷本《反联邦党人文集》。[37]第二，他

了一个最大公约数，那就是“反联邦”。梁启超反对联邦制的国家结构；美国的反

汉密尔顿等人所主张的联邦制。第三，大致说来，他们都倾向于保守主义。美国

现状的维护者。他们慨叹宪法偏离‘古制’，偏离‘共和国古老而坚定的习惯’

达了保守派的最根本的观点：旧就是好。另一些人则表达了对美国宪法完全赖以建立的

则的深深遗憾。”[38]在清末民初，在“革命派/改良派”的二分法中，梁启超作

表，相对于革命派来说，其保守倾向也是极其明显的。第四，正如前文已经提及的，他

上的失败者。美国的反联邦党人“作为反对者，也是失败者，他们在1787年宪法之

下，只能局促一隅。他们被刻画成是思想狭隘的地方政客，不愿正视邦联的种种

成目光短浅之辈，眼界不过其所在州县。”[39]同样，如前所述，政治实践中的梁

败者。  

    但是，他们之间的差异更值得注意。对此，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  

    一方面，虽然他们都是“反联邦党人”，都反对联邦制，但是，他们的方向

超反对联邦制，是希望走向单一制，希望凭借单一制国家结构，进一步强化中央集

力对于全国的有效支配。美国的反联邦党人虽然也反对联邦制，但他们的目标却

续维持一个松散的邦联架构，让公共权力的重心继续保留在各州，而不是相对集中到一

央政权机构。可见，在中美两国建构现代民族国家的关键时刻，在联邦制国家结

时刻，“反联邦党人”梁启超反对联邦制，其目标是建立起比联邦制更集权的单

反联邦党人反对联邦制，其目标是维持比联邦制更松散的邦联制。  

    另一方面，在他们各自不同的政制诉求背后，是两种不同的法哲学。对此，美



授塔科夫写道：“应该致力于在国内获得并且维持可能的最好制度，然后才去考

险、捍卫这种国内制度；还是必须从一开始就聚焦于外来危险，并选择最善于抵御外部威

自我保存的那种内部社会？这一问题把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古代‘理想主义’

后继者的‘现实主义’区别开来，前者关注最好的社会，而后者关注防御的必要性。

这一问题也是区别联邦党人与反联邦党人的决定性因素。”[40]如果以这样的两

联邦党人与梁启超，那么，可以发现：美国的反联邦党人希望在国内维持一种“

度”，他们是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理想主义”的继承人。至于“反联邦党人

一开始就聚焦于外来危险，并选择最善于抵御外部威胁、实现自我保存的那种内

度。按照这样的两分法，梁启超既可以归属于马基雅维里开启的思想谱系，当然也可以

古代法家开启的思想谱系，因为这两种思想谱系都可以分享“现实主义”这个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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