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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苑随笔

  1787年，一群号称“蛮荒大陆上的乡巴佬”经过一百多天激烈的讨价还价和“伟大的妥协”，制定了世界上第一部

成文宪法，并直接导致一个新国家的诞生，即现今世界唯一超级大国美国。 

  制宪，这一改变美国历史甚至世界历史的伟大创举，在当时却并没有现在的耀眼光环。甚至他们的动机也并不伟

大。从发起到讨论过程再到批准实施三个阶段，危机和利益是唯一的动力，贯穿始终，这应该是美国制宪对后人的第一

个启示。 

  1783年9月3日，随着《巴黎和约》的签订，北美十三个殖民地从英国独立的战争取得最终胜利。然而独立后的十三

个殖民地却并没有建国，只是成立了一个名为“美利坚合众国”的邦联。然而这个邦联，既没有国家元首，也没有政府

首脑，当然也就没有一个真正的政府。几乎所有的责任都由一个并无实权的一院制的议会来承担，因此这个邦联既无法

抗衡本土印地安人的反抗、英国人的骚扰和本土农民的起义，更承担不起诸如协调金融贸易、市场流通、保卫国家安全

等职责。独立后仅仅四年，这个所谓邦联就面临着动乱、内战、无政府状态和分崩离析的危险。正是在这个背景下，胜

利之后分道扬镳的各个殖民地，只好派出自己的代表，重新讨论解决办法，从而拉开了史称“制宪会议”的1787年费城

会议。然而会议开始后才发现各自利益不同、理念不同、制度不同的一群人要想制订一部认同一致的宪法其难度完全超

出想象。会议也几次到了夭折的地步。然而，依然是谈判失败将造成的邦联崩溃的后果和一旦建国带来的利益迫使大家

最终放弃各自成见，达成了一致。随后就是漫长的各殖民地的批准过程。这个过程再次把利益的驱动力充分地表现出

来。在制宪会议上叫嚷最凶狠、甚至多次不惜以退出谈判要挟的各个小邦却大都以最快的时间通过了宪法，很显然，邦

越小，越无法解决所面对的全局性的问题，而成立统一的国家对小邦的益处是显而易见的。象新泽西，甚至反联邦党人

都投了赞成票，因为没有港湾和出海口的新泽西不得不依靠纽约和费城，而仅高昂的关税就使得自己已无利可图。也再

次印证了经济利益是比政治原则更现实的东西。最后一个批准宪法的是罗德岛，这个殖民地甚至抵制了制宪会议，没有

派代表参加。为此，新成立的联邦参议院通过了联合制裁案，禁止其与各殖民地的海上陆地的贸易往来，并限期偿还国

债。在强大的压力下，罗德岛才在反对派代表严重缺席的情况下，以34比32票微弱多数通过联邦宪法。 

  通过这部新宪法，美国从而建立起以“三权分立”为基础的宪政政府和政治制度。而“三权分立”在当时的世界上

只有理论（法国资产阶级启蒙学者孟德斯鸠提出的分权学说）而无先例可循，更别说成功的榜样。而在十八世纪最成功

的政治制度就是英国的君主立宪，也是那个时代公认的最好的制度。而且在当时包括部分代表都持“我们所经历的罪

过，都是民主过于泛滥”的观点。然而美国的开国之父们却以无比的勇气，结合自己的国情走出了一条前无古人后有来

者的自己的道路。这应该是美国制宪给我们的第二个启示。而这部新创的宪法和制随着历史的进程也获得越来越巨大的

力量和深远的影响，甚至成为美国第二部《圣经》，也成为后来许多国家立宪、制宪的参照物。 

  费城制宪法会议之所以演变成长达一百多天的马拉松，原因在于各殖民地之间巨大的差异。甚至这些殖民地建立起

来的方式都不一样。有的是由英国的公司建立起来的，称之为“公司殖民地”，有的是英国国王封给某个领主的，称之

为领主殖民地。有的是源于自由民之间的契约，因此称之为“契约殖民地”。而在独立战争前，这些殖民地之间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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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死不相往来”。其次，各殖民地大小和人口不一，利益追求也不一样。这曾经是议员以人口比例方式选出还是以按

殖民地方式选出争议不休并险些导致制宪法会议夭折最重要的原因。最后，南部各殖民地大都实行奴隶制，并从事黑奴

的贩卖和交易。而北方各殖民地则强烈反对。面对各代表吵成一锅粥的局面，八十高龄的富兰克林提议只有祈求上帝保

佑，建议聘请牧师，在每天开会前主持祈祷仪式，让万能的主引导前进。然而来自北卡罗来纳的代表却对大家说，制宪

会议没有这笔经费，上帝也帮不了他们的忙。可见制宪会议之难。但是，最后他们通过史称“伟大的妥协”，解决或者

搁置了所有分歧。在众议院按人口比例选举议员，南方蓄奴殖民地的黑奴（在当时是按奴隶主的固定资产来看待的，不

交税，没有投票权）按3/5的人口数计算，参议员则按州权平等制，即每一殖民地均相等。同时对奴隶贸易制订了20年

的宽限期，甚至规定如果南部的奴隶跑到北部废奴州，也必须遣返给南方的奴隶主。这种在我们现代人看来应该称之为

“罪恶的妥协”，却最终促成了人类历史上第一部成文宪法的诞生。务实、妥协，甚至是罪恶的妥协、对罪恶的妥协，

应该是人类前进中不可或缺的。这是对我们的第三个启示。  

  美国宪法，还创造发明了一个新的历史名词和职务：总统。随之而来的就是如何选举的问题。制宪代表们总共提出

至少有十种之多，包括由议会代表选举产生、人民直接选举产生等等。而最后脱颖而出的就是现在众所周知、历行二百

多年而不衰的选举人制度。所谓选举人制度就是美国总统由各州议会选出的选举人团选举产生，而不是由选民直接选举

产生。现在，总统候选人获得全国５０个州和华盛顿特区总共５３８张选举人票的一半以上（２７０张以上）即可当

选。详细说来就是所有美国选民都到指定地点进行投票，在两个总统候选人之间作出选择，一个总统候选人在一个州的

选举中获得多数取胜，他就拥有这个州的全部总统“选举人”票，也就是全州统选制。如果说采用三权分立是对行政

官、议员不信任而进行制约的话，选举人制度就是针对选民的了。其主要目的是为了防止政客向选民虚假承诺骗取选

票，特别是怀疑人民是否熟悉情况是否有判断力。因此设计选举人制度间接选总统，以避免弊端。如果说对政府和行政

官员的不信任是由来已久的话，那么对人民的不信任而实行选举人制度则是美国的首创，更是对后起国家的重要启示。 

  美国历经一百多天、众多精英绞尽脑汁设计出来的伟大宪法，在最后定稿时却存在着重大的甚至是致命的缺陷：没

有保障公民权利条款。没有新闻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没有维护陪审团对民事案件的审理。这也是为什么这部宪

法用了两年多的时间才获得所有十三个殖民地的批准。特别是北卡罗来纳州只有在1789年第一届国会通过《权利法案》

（即10条宪法修正案）后才批准了宪法。现在看来，这种失误是不可理解的。美国的《独立宣言》开宗明义就明确宣

布，人从生而自由，每个人有自己的天赋人权。正是为了保障这些权利，人们才建立政府。这就是美国的革命精神，也

是建国理念。但何以会被“遗忘”。如果放到当时的历史中去，我们不难发现，对于十三个殖民地来讲，当务之急是建

国，制宪和授权，而仅仅这些问题解决起来已经旷日持久，至于其他问题只能以后再说。如果借用华人著名导演李安在

《饮食男女》的台词：人生不能象烹饪，什么都准备好了才下锅。社会进步、政治演变也同样如此。这是美国这部宪法

对我们的再一个启示。 

  美国宪法的制订带给后人的启示众多，如果回视正处于转型过程的中国则更具有借鉴意义。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

依靠的“危机----调整----发展”模式的成功就可以从这个美国制宪的起因找到历史的影子。尽管目前最成功的制度是

西方的民主制度，然而中国仍然可以象当年的美国一样（其实当年的美国尚有法国的理论做指导，而中国的改革则是前

无古人后无来者），根据自己的国情，开创出第三条道路。中国的改革开放，从实质上讲也是各种集团利益的调整和博

弈，如何实现合理的历史妥协，确保各种力量的和解和支持，从而保障改革开放中前行的中国这艘大船最终平稳地达到

成功的彼岸。而未来中国特色民主制度的设计和民主制度的发展，不仅要考虑到对行政官员的不信任和制约，更要考虑

到人民的局限和不足。而美国宪法“遗漏”权利条款，更提醒我们历史自有其发展阶段和不可超越性，循序渐进（渐进

式改革）才是正确的选择。 (  

  文章来源：天益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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