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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8D_AB_E6_96_B9__c122_485591.htm 有的人活着，他已经

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这是一首我不大喜欢的所谓

哲理诗，之所以不喜欢，是因为每一个人都有其尊严，人格

没有高下之别：在以人为本的观念底下，谁人虽活实死了呢

？人道主义画家黄永玉在《罐斋杂记》里画了一幅小老鼠图

，题曰“我丑，但我妈喜欢。”那真正是意味深长呢。 不过

，这种用于人不适当的诗句，前半截却可以很适当地用到宪

法上。某些宪法尽管看起来很威严也很堂皇，但是，其中所

承诺的种种却往往无法在现实中兑现，至高无上的地位反衬

出的仅仅是束之高阁的悲凉。例如在古典中国，法律的适用

就是一个困难的问题。梁启超就批评过：“第中国之律例，

一成而不易，镂之金石，悬之国门，如斯而已。可行与否，

非所问也；有司奉行与否，非所禁也。” 《水浒传》第五十

二回，柴进迷信法律：“放着明明的条例，和他打官司。”

李逵却看得清楚：“条例，条例！若还依得，天下不乱了！

”有法不依，其弊甚于无法。可是，怎样才能使得宪法和法

律具有实际的效果呢？任东来主持撰写的这部《美国宪政历

程》给了我们多方面的启示。 任东来教授是一位知名的美国

史专家，在美国外交史、中美关系史等学术领域卓有建树。

但是，近年来，这位历史学家的学术兴趣却转到了美国宪政

史上，按照他自己的说法，没有对美国宪政的研究，就无从

深入地解释和评析美国的外交政策和国际关系理论。经过几

年的努力，他和几位友人合作推出了这本重要著作。我觉得



本书最大的价值就在于，它通过对联邦最高法院在过去两百

余年25个重大案件的审判的再现，向读者展示了一部形象的

美国宪法史。这幅历史图画在细节的刻画上栩栩如生，而评

论则从大处着眼，要言不烦，对于相关制度演进的过程及其

历史和现实的意蕴给予了深刻的揭示。 观察世界，我们可以

看出，不同国家的宪法内容以及结构等容有差异，但是，面

临着的问题却是大体一致的，那就是宪政的两大课题：如何

对政府的权力加以制约，以免专制的发生，以及怎样切实地

保障国民的各种权利不受政府以及其他力量的侵犯。宪政的

这两项使命差不多可谓一枚硬币的两面；政府权力不受制约

，则民权自然难以保障。在这个意义上说，宪法就是一张规

定权力与权利界限的契约纸。可是，正所谓“纸上得来终觉

浅”；前面所提及的历史事实表明，起草一部看上去很美的

宪法并非难事，纸上的东西如何化作具有活力的规则却是需

要切实的努力的。 在政治法律方面，美国人从英国那里继承

了许多制度与原则，但是，起草一部书面的宪法，将国家权

力之间的关系作出系统的界定，则是美国人的一项创造。 不

过，即便有普通法的传统，人们仍然需要付出努力，将纸上

的宪法落到实处。 宪法对于三种权力都作了看起来相当平衡

的规定，不过，行政权有着相当的民意基础，立法权更是民

意代表直接行使的权力，而且它们都可以采取主动姿态，而

司法权既非民选产生，又没有人事权和财政权，更不能采取

任何主动行动，如此一来，如果稍有“闪失”，则不仅无从

平衡其他两权，甚至完全可能沦落为一个打手或“刀把子”

的角色，成为专制权力压制人民的帮凶。本书告诉我们，从

立国之初，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们就不断地为自己的独立性进



行理性、机智和锲而不舍的抗争。与此同时，他们又通过宪

法解释，获得了司法审查的权力，终于使得司法权成为平衡

行政以及立法权的重要力量。 这里已经触及到美国宪政最精

妙的所在。只有法院才享有对于宪法的终极性的解释权，这

样的论证是怎样展开的呢？本书作者通过对马歇尔首席大法

官在马伯里诉麦迪逊案的判决意见的分析，通过对于《联邦

党人文集》就司法权所作论述的解读，通过对于更为久远的

北美殖民地时代乃至英国普通法传统的追溯，生动地显示出

一部宪法是如何被激活而对于政府权力具有了蓬勃盎然生命

力的。 除了宪法解释以及违宪审查之外，《美国宪政历程》

一书所介绍的案例涉及到宪政以及法治建设的方方面面，举

凡联邦与州之权力划分、种族平等、新闻自由、刑事案件被

告人权利保护、垄断之法律规制等等，都有相当完整的展现

。相信本书以及同类著作的出版不仅有助于增进我们对美国

宪政的了解，更启发我们寻找中国的宪政之路。当然，要达

到这样的效果，这类著作的读者就不能仅仅限于法律工作者

了。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

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