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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史中概括出的新观点——评《美国革命的激进主义》 

周琪 

《美国革命的激进主义》（The Radicalism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New York, 19

91）一书的作 

者戈登·伍德（Gordon S. Wood），1970年曾出版过其名著《美利坚共和国的建立（1976 

－1987）》，1991年他集自己30年的学术研究精粹，发表了这部新的构思宏大、独具匠心的 

著 

作。作者想要探讨，这块前英国的美洲殖民地是如何脱离英国的统治，从君主制走向共和制 

和民主的。他没有把自己视角集中在美国革命过程的本身，而是以更广阔的视野，翔实的史 

料，展示了那些日后可能对美国政治、社会、经济、文化、哲学、宗教等各方面特征的形成 

产生重要影响的因素。他把美国建立共和制和民主制的过程描述成抛弃封建等级制、依附制 

、家长制和政治庇护制的过程，并把美国在革命后走上以中产阶级为主的、民主制的和商业 

化的发展道路的历史背景充分展现了出来。 

一 

了解美国历史的人都熟知，著名的社会史学家托克维尔在深入考察了美国的民主制后， 

在其传世之作《美国的民主》中写下了这样一些话：“我在合众国逗留期间见到一些新鲜事 

物，其中最引我注意的，莫过于身份平等。……它赋予舆论以一定的方向，法律以一定的方 

针，执政者以新的箴言，被统治者以特有的习惯。”【注释】〔法〕 托克维尔：《论美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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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上册，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4页。 【注尾】“在这里既没有贵族赖以存在的特 

权，也没有贵族赖以继续存在的身份制度。” 【注释】同上，第33页。【注尾】这里的民众 

“比当时的大部分欧洲人都 

更熟悉权利观念和真正的自由原则”，【注释】同上，第32页。【注尾】他们把西欧人梦寐以 

求的民主理想变成了现实。 

从历史中概括出的新观点美国研究 

然而，美国社会并不是天生如此，《美国革命的激进主义》一书力图告诉读者，“美国 

人不是生来就拥有任何现代意义上的自由和民主的， 他们是逐渐变得自由和民主的， 而且 

他们的自由和民主主要是由美国革命带来的。”（〔美〕戈登·伍德：《美国革命的激进主 

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前言，第1页。以下页码均出自此书） 

伍德指出，长期以来，大多数人都认为美国革命是温和的，不同于其他国家所发生的革 

命，“在那些国家中，人们相互残杀，财产丧失殆尽，一切都被推翻。美国革命的领导人也 

并不具备历来革命者的形象——义愤填膺，斗志激昂，不顾一切，甚至为了某种事业不惜杀 

人流血，”而是一些温文尔雅的绅士。人们认为，美国革命“实质 

上是一场用宪法来保护 

美洲殖民地权利使其利益不受英国侵犯的运动。它没有改变现存的社会结构，而是保留了它 

。在一些历史学家看来，这场革命只不过是殖民地的反抗运动或是一场独立战争”。即使革 

命中存在着激进主义，它也被认为只是政治上的而非社会的激进主义。“其他革命大抵是由 

于社会罪恶、阶级冲突、贫困化以及严重的社会分配不公所引起的。美国革命的原因与之不 

尽相同。它没有农民起义，没有火烧城池，更没有监狱暴动。”（导言，第1页）它同法国 

大革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因此，“人们通常把这场革命描述为非常保守的事件，它基本上 

只局限于政治和宪法权利方面，同历史上其他伟大革命的社会激进主义相比，它根本算不上 

是革命。”（导言，第3页）  

同时，美国革命的成果对于世人来说始终是个谜，《法国大革命的哲学》一书的作者 

法 

国学者保尔·亚克曾感叹道：“世界上有许多民族没有经历过如此多的危机与灾难，随世事 

的演变逐步达到了我们曾经梦想、曾经缺乏、甚至从社会自由的一些观点来看我们已抢先达 

到并超过的这种政治自由；大西洋彼岸的伟大民族在其整个疆域同时实行了这个政治自由的 

伟大纲领”，法国革命却一再出现倒退。【注释】〔法〕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 

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21页。【注尾】 

人们也会从美国革命没有能废除奴隶制，没能从根本上改变无数妇女的地位这一方面去 

衡量美国革命是否是激进的革命。但作者断言，事实上是，这场革命使后来的反对奴隶制和 

19世纪妇女解放运动成为可能，也使美国现在具有所有的平等观念成为可能。（导言，第5 

页） 

在作者看来，“美国在1760年时仅是一些拥挤在大西洋沿岸狭长地带的殖民地，是处于 

文明世界边缘经济不发达的边区村落。”（导言， 第4页）“革命不仅彻底改变了包括妇女 

地位在内的社会关系，而且摧毁了至少两千年以来西方早已知晓的贵族统治”，“革命使长 

期处于卑微地位的普通民众获得了有史以来从未有过的、在世界任何地方都无可比拟的尊重 

。革命不仅仅消灭了君主制，建立了共和制，它还真正重建了美国人心目中的公共权力或国 

家权力，并产生了全新的大众政治和一种新型的民主化官员。革命不但使美国人的文化发生 

了变化……，甚至也改变了他们对历史、知识和真理的认识。最重要的是，它把人民的利益 

和富强，即他们对幸福的追求，变成了社会和政府的工作目标。革命不仅仅只是为了经济的 

扩展创造了有利的政治和法律环境，它也释放了民众中几乎未被察觉的巨大的经济企业和商 

业能量，改变了这个国家的经济形势。”（导言，第6页）  



作者的结论是，“是美国革命……把美国变成了世界最自由的、最民主及最现代的国家 

。”（导言，第5页）美国革命和美国1760年到19世纪初发生的社会转变密不可分。从这个 

意义上讲，这场革命是美国历史上最激进、意义最深远的事件。 

二 

全书分为三编，第一编讲述君主制度，第二编讲共和政体，第三编是民主制。 

章节的划分方法反映出伍德对美国革命历程的细微划分，即革命前美国实行的是 

君主制，而革命领袖的目标是共和制，结果却创造出了一个平等社会和民主制。 

作者认为革命之前，美国实行的是其宗主国英国的君主制，其最显著的特征是庇护制， 

他引用休谟的观点说，“是庇护制使英国的君主制得以推行”，“庇护制是君主制的生命线 

”。他认为，虽然历史学家们普遍强调英国王室的影响在殖民地非常薄弱，但王室仍然处处 

操纵政府机构，庇护势力依然横行，父位子承、封官许愿的现象比比皆是。“事实上，除了 

弗吉尼亚，所有殖民地的官员，例如行政司法长官、法官、治安官、民兵军官、职员等，都 

比他们在母国的同行更仰仗皇家总督的恩宠。”（第77－78页） 现代社会关于国家与社会 

、公与私的区别在当时只是刚刚出现。“国王是首富，是社会上最大的地主，他统治帝国的 

特权出自于他的这种个人地位。他治理的天下也只是他的王室事务的进一步扩展。”（第79 

页） “所有重要的官职应当只由那些富有的，已经在经济上和社会上功成名就的人来把持 

。”（第93页） 

作者宁愿把18世纪的西方的“民主革命时期”称为“共和革命时期”，因为“正是共和 

思想和共和原则最终摧毁了这个君主制社会”。（第93页）那些呼唤共和思想并制造舆论的 

知识分子和批判家们所主张的共和主义，“向等级制、不平等、效忠国王、家长制、庇护制 

以及从属制等等那些君主制的基本观念和实践提出了挑战。它带来了关于个人、家庭、国家 

以及个人对于家庭、国家和对于其他个人的关系的一系列新的思想。共和主义实际上就是提 

供了组织社会的一些新的途径。它反对和瓦解着旧的君主制关系，为人民呈现出其他可采取 

的依附关系和新型的社会关系。它改变着君主制文化，为18世纪末的革命性激变铺平了道路 

。”（第94－95页）在美洲殖民地进行这场共和革命的有利条件是，“美洲似乎是为共和主 

义所准备的。它没有压制人民的国教，没有被封了头衔的贵族，也没有财产的巨大差别”， 

（第125页） 大多数美洲的农民拥有自己的土地。这一点具有极大的重要性，“即使是在美 

国革命之前，它也赋予了美洲人平等的优越感”。 

然而，那些革命者虽然“拥护公民平等的观念，却并不想消灭社会差别。他们信奉的是 

机会平等，激励天才有所作为，为德才兼备的人创造机遇，与此同时，破坏裙带关系和庇护 

制，不让它们再作为领袖人物的来源”。（第240页） 但是，“平等对于美国人来说之所以 

如此有震撼力，是因为它逐渐意味着：人们不仅出生时相同，不只是能量、财产相同，也不 

止是宗教意义上的灵魂平等，而且任何人同他人实际上没有什么两样。”“这才是其他国家 

所不曾有过的平等”。（第241页） 

在美国，平等创造了民主。随着革命的推进，美国社会越来越显示出，“它将是一个由 

普通劳动人民的各种金钱利益占主导地位的你争我夺的商业社会”，而在许多革命士绅看来 

，“普通美国大众放开手脚、获得解放和追求幸福的行为，是无法无天和自私自利的表现， 

这并不是他们所追求的共和理想。”（第258页） 这也正符合托克维尔的看法：“在大家开 

始看清法律和革命的这个效果时，民主已经庄严地宣告彻底胜利。事实上，权力已落到民主 

之手，而且不再允许反抗民主。”【注释】托克维尔：前引书，上册，第62页。【注尾】 

从那时起，美国社会的多元化特征就开始显露端倪，社会不是只有一种单一的共同利益 

的社会，而是由“‘商人、农民、种植园主、机工和士绅或富人等诸多不同阶级和等级的人 

’组成的多样性的、人人平等的混合体”。（第267页） 能把19世纪早期的美国人同欧洲人 



分开的莫过于美国人对劳动的看法和美国的人人都要劳动的平等观念。“赋闲生活，即不必 

为牟利而去操劳，是作绅士的一个必要条件”的传统看法，此时遭到唾弃， （第259页）现 

在是“虽然各处都有休闲的个人”，却“没有任何一个不必劳动的阶级”。（第299页） “ 

所有的人都变成了劳动者，所有的活动，包括担任公职，都被说成是谋生，这是一个把上下 

阶层肆意拉平的举动。”（第299页） 

自美国革命伊始，美国士绅就不再能以赋闲为基础做到与利益集团无涉。已延续了二千 

年之久的贵族式的为社会服务的古典传统逐渐遭到了破坏。在利益集团方面、绅士赋闲生活 

方面和担任公职方面所发生的变化表明，美国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美国革命之后 

的半个世纪，传统的社会等级制残余已基本消除，几个世纪以来曾经把人们维系在一起的种 

种联系绷断了。（第347页）美国革命与由此产生的民主制摧毁了旧社会所有的联系与纽带 

。正如托克维尔所说，“贵族制度锻造了从农夫到国王连接社会所有成员的链条，而民主制 

砸碎了这条锁链，斩断了每个环节。”（第389页）因此美国革命不仅是一场政治革命，也 

是彻底改变旧的社会结构、社会组织和社会观念的社会革命。 

美国的革命者梦想继承欧洲的传统建立一个充满精英美德的古典式共和国，但是一个民 

主制度的美国属于普通的人和平凡的人。“庸俗、注重物质利益的实利主义，没有根基的反 

唯智主义倾向，是美国为这个民主制付出的代价。”（第393页）革命的结果可能会使美国 

革命领袖们感到失望和困惑，但它却为美国的日后发展带来了无限生机，为美国将来成为一 

个世界强国打下了基础。 

三  

讲到“革命”，实际上“革命”本身就带有激进和激变的含义。在一些研究“革命”的 

西方政治学家的眼中，一个国家在从传统社会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一定会发生革命。提起 

美国革命，人们首先想到的是美国内战，美国内战引导美国走上的政治发展道路，决定了它 

自那时以来形成的政治文化特征。有人甚至断言，除了美国之外，所有的国家都只经历了一 

次成功的革命，唯独美国经历了两次，除了美国内战之外，另一次是60年代的民权运动。至 

于美国的独立战争，确实很少有人把它当作一次革命来提及，原因正如伍德所言。 

就连巴林顿·摩尔的名著《民主和专制的社会起源》，也暗含了这一观点。摩尔在这本 

书中试图阐明，从农业社会过渡到现代工业社会的过程中，土地上层阶级贵族和农民所起的 

各种政治作用，该书第一部分就是通过对英、美、法三个主要资本主义革命的分析，来探讨 

资本主义民主的革命起源。摩尔把革命看作是英、美、法走向现代工业民主社会的路途中所 

发生的某些暴力变革。他在书中提到，“历史学家把‘革命’一词同英国清教革命（或称英 

国内战）、法国革命和美国内战联系在一起。这类革命的关键特征，是兴起了一个具有独立 

经济基础的社会集团，它向承自以往的对资本主义民主观点的阻碍发动攻击。”【注释】 

Barrington Moore, JR, Social Origins of Dictatorship and Democracy, Lo

rd and Peasant in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New York: Penguin Book

s Ltd, 1979), p.xii.

【注尾】 

伍德的著作从历史中得出了内容丰富的概括，得出了对美国独立运动的新观点，正如《 

纽约书评》上埃德蒙·摩根所说，“这本书可以重新指导人们对美国革命和这场革命在全民 

意识中的地位作出历史性思考。”而对过去现实的新分析可以产生对目前现实的更深刻的理 

解。 

写出《旧制度与大革命》这本名著的托克维尔对法国大革命的研究道出了两句真理：“ 

法国革命对于那些只愿意观察革命本身的人将是一片黑暗，只有在大革命以前的各个时代才 

能找到照亮大革命的灯火。对旧社会，对它的法律、它的弊病、它的偏见、它的苦难、它的 



 

伟大，若无清晰的透视，就绝不能理解旧社会衰微以来60年间法国人的所作所为”。【注释】

《旧制度与大革命》，第241页。【注尾】“谁 

要是只研究和考察法国，谁就永远无法理解法国革命。”【注释】同上，第18页。【注尾】这 

两句话对于研究美国革命来说 

，也同样适用。伍德在分析美国革命时，采取了历史的和比较的方法，这使他能够对美国革 

命作出透彻的分析。 

通过这本著作，美国经历的这场革命对于我们来说不再抽象，而是变得生动、具体。毫 

无疑问，它有助于我们理解我们今天所看到的美国的政治文化以及所有那些美国的独特特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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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佛逊国际研究中心招收短期研究人员 

位于美国弗吉尼亚州蒙蒂塞洛(Monticello)的杰佛逊研究中心目前正在招收为 

期1至3个月的短期研究人员。该项目由可口可乐基金会及巴顿(Batten)基金会提供赞助,对 

那些从事杰佛逊研究或与杰佛逊研究相关的学者提供奖学金与差旅费。申请者限定为下列三 

类人员: 

*正在做毕业论文的博士研究生; 

*为即将出版的论文和专著搜集材料的学者; 

*美国以外地区从事杰佛逊研究的学者。 

国外学者奖学金每月为2000美元，并提供往返机票等差旅费。 有意申请者请 

将研究计划、简历以及三位推荐者的姓名、地址送交该研究中心。截止日期为1999年3月1日 

。 地址: Saunders Director,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Jefferson Studies, Montic

el

lo, P. O. Box 316, Charlottesville, Virginia 22902, US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