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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特尔·奥尔曼对美国宪法的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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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离开宪法创立者们尽力推进的阶级利益，他们的个人行为就没有什么意
义；而这些阶级的性质、他们的独特利益以及实现这些利益所需的条件和
手段又都只能在资本主义制度的背景中才能得到解释。 

  当代英美辩证法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代表、美国纽约大学教授奥尔曼认为，从表面上看，美国宪法是协调州政

府和联邦政府之间关系以及联邦政府内部立法、行政和司法三者之间关系的一种努力。这使绝大多数美国宪法的

解释者都将焦点放到了有可能制衡权力的机制上，而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其基本前提，尤其是其社会和经济目

的。而从本质上讲，宪法是美国资本主义社会的核心支柱。按照奥尔曼主张和坚持的内在关系的辩证法，整体通

过部分表现出来，以至于部分可以被看成是整体的一种形式，当我们考察整体的任何部分的时候，我们都能够看

到整体。因此，对作为美国资本主义社会核心支柱的宪法的考察，实质上就是对美国资本主义社会的考察；分析

奥尔曼对美国宪法的马克思主义解读，也必将有助于我们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解美国的资本主义社会。 

  宪法成了一种意识形态 

  根据奥尔曼的观点，作为有学问的人，美国宪法的创立者们都熟知柏拉图的观点，那就是将宪法的根源归于

上帝是确保宪法得以付诸实施的最有效方法，也都深知将他们自己的行为以宗教秘密的形式加以掩盖的诸多好

处，但由于他们为之效力的绝大多数人都是宗教的反对者，都主张严格的政教分离，而他们本身也多为自然神论

者或无神论者，因此他们无法使用柏拉图的策略。但不使用这种策略，并不等于不去贯彻这种理念。于是他们找

到并使用了一个仅次于此的办法，这就是将他们制定宪法的全部过程作为一个秘密而严加保守。所有与会者都被

要求发誓终生保守秘密，所有的笔记都被要求交给华盛顿，而作为会议主席的华盛顿的最后任务就是销毁证据，

以至于美国的第一任总统也成了其“第一台碎纸机”。尽管所幸并非所有的与会者都信守了保密的诺言或者都上

交了自己的笔记，但毕竟直到宪法生效半个世纪以后，美国人民才得知当年在费城所发生的一切。五十年的保密

已经产生了宪法创立者们所希望的那种制造神秘的效果。作为普通人的立法者们成了“国父”，他们的政治常识

成了出类拔萃的智慧，他们对自己所属财产所有者阶级利益的关注被上升成了普遍的利他主义或自我牺牲的爱国

主义。随着岁月的流逝和国民们日益递增的宗教虔诚，宪法及其创立者的神圣和庄严也几乎变成了一种常识。于

是，宪法本身成了一种意识形态。而作为意识形态，宪法给人们提供的是一种资产阶级的神话，其对平等权利和

义务的主张取代了阶级统治的残酷现实。 

  宪法工作的一个重要部分便因此成了“意识形态的工作”，宪法本身成了一种理解现实的方式。与政治理论

不同，宪法不仅为人们提供了一幅现实的图画，而且还依靠国家对暴力的垄断强迫人们按照“仿佛”来行动，或

至少是按照“仿佛”来表达：仿佛宪法所明文规定的法治、机会均等、个人自由和国家中立等等就是事实。这

样，通过使人们误以为“现实的”就是“合法的”、“社会上可能的”就是“法律上允许的”，宪法就不是要使

人们认识到现实还没有达到它所描绘的理想境界，反倒是要抑制人们认识真相的能力，从而帮助掩盖现实；宪法

也就使为社会行为或社会关系合法性的斗争由道德层面转向了法律层面：正义不再是公平，而是合法，政治本身

则变成了律师与法官之间的技术性争论。由此，美国制度中的主要理论家就不是教师、牧师或传媒从业者，而是

律师和法官；也因此，全世界三分之二的律师都集中在美国执业，就并非像他们自己所说的那样纯粹是一种巧合



了。而以美国宪法的方式理解现实，则谁正在对谁做什么，他为什么这么做，以及改变现实所需要的结构性变

革，就都永远也不能被理解了。 

  宪法代表和维护的是资产阶级的利益 

  奥尔曼认为，在任何政治讨论中，如果仅仅关注提出问题和讨论问题的合法形式，那真正利害攸关的东西、

有关的现实生活问题以及不同的人为什么会持有不同的立场，就永远不能被充分地理解。因此，在考察任何政治

现象时，追问“谁是受益者”总是明智的选择。那么，美国宪政制度中“谁是受益者”呢？ 

  在奥尔曼看来，对美国宪法的批判是在三个层次上展开的。第一个层次关注的是撰写宪法的人，关注的是他

们是谁，他们思考、担心和期盼的是什么；第二个层次关注的是这些人的所属以及他们或多或少有意代表的阶级

和阶层，关注的是这些阶级的真实利益以及满足这些利益所需要的是什么，其中决定性的是与具体阶级成员相适

应的设想和思维方式；第三个层次引入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试图揭示在发展中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生命

历程中，宪法以及其他政治组织是如何既作为原因又作为结果而起作用的。按照奥尔曼内在关系的辩证法，在对

作为关系整体的现实进行抽象以便认识某一具体事物的时候，应该运用“宏大的范围抽象”，否则抽象的范围太

狭窄，就必然会得出不准确或错误的结论。有鉴于此，为了揭示美国宪政制度中“谁是受益者”的问题，就不能

如大多数美国宪法的批判者那样仅仅关注前两个层次，而是应该在认识三个层次之间必然关系的前提下，扩大抽

象范围，更多地关注资本主义这个更大的背景。因为离开宪法创立者们尽力推进的阶级利益，他们的个人行为就

没有什么意义；而这些阶级的性质、独特利益以及实现这些利益所需的条件和手段又都只能在资本主义制度的背

景中才能得到解释。 

  宪法为向社会主义的转变创造了条件 

  奥尔曼表示，对美国宪法的批判并不会导致我们为这种宪法竟然被创立了而感到遗憾。在他看来，研究过去

并不是要取消过去，也不是要维护和改进过去，而是要在过去的基础上进行可能的立新，因此，在认识美国宪法

是如何工作的、它为谁工作得好一些又为谁工作得差一些以及它如何和为什么具有了它的性质的过程中，我们所

揭示的就不仅是宪法已经意味了什么，而且是它对我们的未来可能意味着什么。那么，美国宪法对我们的未来意

味着什么呢？按照奥尔曼的观点，它为人类社会向社会主义的转变创造了条件。 

  首先，美国宪法使财富积累能够以人类历史上从来不曾想到的规模进行，它因此也就在为向建立在很高的经

济发展水平之上的社会主义转变创造条件。奥尔曼说，虽然美国宪法的这种积极作用必然伴随着其消极作用或负

面效应，但我们决不能因为这种消极作用或负面效应的存在就看不到其积极作用的存在及其重要性，也不能因此

在可以利用它们的时候而不去利用。其次，美国宪法难以消除的最根本的矛盾就是政治民主与经济奴役之间的矛

盾。如果说当年宪法的创立者们尽其所能地避免将统治权交到人民的手上，因为他们毫不怀疑一旦这样做的话，

那面对财富分配的严重不公，将会发生什么事情，那么，现在的美国已经这样做了。然而，大多数美国国民却几

乎没有利用政治上的民主来争取经济上的民主。而如果资本主义走向了极端，它就会给我们所有的人造成许多灾

难。奥尔曼说，赌注如此之高，历史可以抓住机会前行了。按照奥尔曼的这种观点，人类要想避免极端资本主义

带来的灾难，就必须消除经济的资本主义游戏规则，实现经济上的民主，并以此促进人类社会向社会主义的转

变。而一旦如此，美国宪法的最根本矛盾也就被彻底解决了。这说明，美国宪法的最根本矛盾的解决方式也预示

着人类向社会主义的转变。从这种意义上讲，美国宪法也为人类社会向社会主义的转变创造了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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