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内容简介

本书讲述了从北美殖民地时期直至20世纪 

末的美国公共生活，是一本内容庞杂的社会史， 

涉及政治、新闻传播、经济、法律、教育、科技 

等诸多领域。作者认为，美国的公共生活史可分 

为四个时期：开国前后可被称为“同意政治”时 

期，公民所要做的就是对绅士的统治表示“同意”； 

接着是“从属政治”或政党政治时期，公民、报 

纸、商人都应该对其所属政党效忠，无论政党有 

何主张；到19世纪晚期，政党对于选举和新闻 

业的影响逐渐减小，不依附于政党的、能独立做 

出理性判断的“知情的公民”成为一种民主理想； 

到20世纪中叶，黑人的民权运动使“权利政治” 

兴起，公民权利成为公共生活的核心议题。

基于对近三百年的公共生活的考察，作者指 

出，美国的公共生活没有衰退，它只是发生了变 

化。美国历史上的“公共领域”远不如人们想象 

中的那么美好，因而大可不必发出“今不如前” 

的哀叹。现代的公民不必效仿过去的公民，现在 

他们应该做的就是通过大众传播媒介密切监视政 

治世界。

舒德森的这本书明显受到了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的启发，堪称哈贝马斯理论 

与美国实践研究相结合的一部有影响之作。通过考察从殖民地时期到20世纪末的公民政治生活, 

舒德森生动地揭示了不同历史时期美国公民生活的不同样态。他告诉我们，不要致力于复兴过去, 

躲在历史遗产的背后，美国的公民政治生活并未衰退，而只是发生了变化。我们应该做的是直 

面当今的现实。我们可能获得的教益是，这一论点适用于新媒体时代吗？

——展江（著名新闻学者，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

这部“重要而带挑衅性”的著作（评论家语），从历史视角研究美国的公共社会生活，描述 

了超越党派之见的、智慧而独立的“好公民”。书中将美国社会生活史分成四个阶段，对应于不 

同模式的公民特质：遵从政治精英的公民，视认同统治阶层的合法性为责任（18世纪至19世 

纪初）；扮演更重要角色的公民，接受精心策划的地方党组织动员（19世纪）；新闻业讲求效率、 

保持中立，公民直接参与政治与决策（19世纪末至20世纪中期）；重视权利意识的公民，其时 

个人和集体的权利推动政治发展，司法而非行政或立法部门成为舞台的中心（20世纪50年代以 

后）。书中分析了每一类公民模式对民主的积极或消极影响，强调公民在美国社会生活中的现实 

作用。描述细致严谨，分析独到。书中关于政党政治对新闻业的影响的分析，超越了早期的《发 

掘新闻》。

——陈昌凤（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副院长）

本书观点明晰，新颖性和原创性很强，当今社会学家的著述难以望其项背。《好公民——美 

国公共生活史》是迄今为止最有野心和最有价值的著作。

——陶德•吉特林（政治活动家，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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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举日I

1996年，我在我的投票地圣迭戈选区担任选举监督员。在15个志 

愿者中，我是唯一一个还没有当爷爷的。虽然我在选举前几天刚进入了 

知天命之年，但仍是队伍里最年轻的一员。最年长的一个已是73岁高 

龄,与共和党候选人鲍勃•多尔①同龄。

我们在一个车库里工作了 15个小时。这个车库是由一位执法人员 

及其家属免费提供的。他每年都这么做，认为这样能给他的孩子以政治 

教育。他的付出获得了 25美元的回报，文书得到了 35美元，作为监督者 

的我获得了 50美元。

在563个选民中，有几十人代表这个民主社会对我们的付出表示感 

谢。当有选民发现他们认识某一位文书的时候，就会跟文书友善地揶揄 

几句，而且，都会通过一些方式表示，他们为邻居能来做志愿者而感到骄 

傲。举办一次选举的工作量是巨大的:加州一地就有25 000多个选区，每 

一选区需要3—5个选举工作者。志愿者缺乏组织经验，也没有经过专业 

训练,要付出大量的劳动。

人们带着孩子去投票。他们经常把孩子带入投票亭内。父母投票的 

时候，婴儿会被交给文书看管。文书会给小朋友印着“我投票了”的贴纸。 

这时，除了那些最倔强的，大多数孩子都会高兴起来。一些小孩子会去玩1

① 在本书中，对于国人熟悉的美国名人，如在新闻里多次出现的与比尔・克林顿竞选总统 

的鲍勃•多尔、著名作家沃尔特・惠特曼等，译者未在中文译名后标注其英文名称。对于国人 

可能不太熟悉的，则标出了其英文姓名。必要时，还会加脚注说明其身份。本书译者注采用脚 

注的方式,原文的注释见书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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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拟投票”游戏。文书在投票装置内放置了电脑穿孔卡样本，孩子们可 

以投票选乔治•华盛顿、艾伯特•施韦策或海伦・凯勒当总统，也可以支 

持或否决“所有的体育活动都应该供应热狗”这样的提案。

不是所有人都来了，不是所有人都登记了，但是超过70%的登记选 

民都来投票了。投票是不容易的。一些视力受损的人投票时带来了伙伴 

当自己的眼睛。我的一位邻居也来投票了。他双眉紧锁，说他的妻子因 

患上了老年痴呆症，第一次错过了总统大选投票。

文书对他们的工作做了明确分工。第一位文书记下选民的名字，并 

让选民在以字母顺序排列的花名册上签到。第二位文书在有每个选民家 

庭住址的地址本上圈出前来投票的选民的姓名。第三位文书拿出投票装 

置让选民投票。如果选民对装置不熟悉，他就会演示如何使用穿孔卡。 

第四位文书在选民投过票之后收回投票装置，取出并折叠选票，当着选民 

的面把选票投入选票箱。

下午晚些时候，那位管理选民地址本的文书开始质疑自己的作用。 

每一到两个小时我们就会去投票站的入口处,那里张贴着地址本的副本 。 

我们会根据地址本原件上已登记的人名在副本上划掉相应的人名。这么 

做是为了方便党派或某些组织的选举观察员。如果政治工作者们想知道 

在他们的忠实拥护者中有哪些人还没有投票，看看这个地址本就可以获 

得想要的信息。

但是一个选举观察员也没有来。这一天慢慢过去，那位文书意识到 

她所做的工作失去了意义，于是变得有点沮丧。在4点钟过后，我决定， 

除非有观察员现身,我们就不再去入口处更新地址本了。可是，观察员最 

终还是没有出现。这个国家雇用了成百上千的文书去帮助政治党派和志 

愿性政治组织。在我们的选区，与其他数量不断增加的选区一样，政党选 

择资助电视台而置公民权(citizenship)①于不顾，这时雇用选举文书就成 

2 了一种对金钱和劳动的浪费。

我所在地区的选民大都是共和党，而我本人是民主党。我也许有过 

这样的希望:来投票的共和党选民越少越好。但我不能以损害民主进程

①“Citizenship”指由公民的义务、权利和特权、身份和地位构成的集合物。词语本身的多 

义性使中文译法多种多样，常见的译法有“公民身份”“国籍”“公民地位““公民权”等。一般情况 

下，本书将这个词译为“公民权”。一是因为原书中出现的“citizenship”多有政治权利方面的含 

义，二是为了形式上的统一。需要注意的是，很多情况下，本书中所出现的“公民权”一词并不是 

指某种权利或权力，而是指那个集合物，请读者注意甄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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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代价来取得我想要的选举结果。文书和投票者都感到，在这个简朴的 

车库里，民主正在发挥影响。人们问我们最多的问题是：“投票率怎么 

样? ”当我们宣布投票率不错(除了我们一直在忙碌工作，没有别的证据可 

以证明这一点)的时候，人们都很高兴,我也很高兴。

一些人，也许是多尔的支持者，怀疑自己投出的选票没有多大用处。 

一些选民则表示，他们在投票之前做过认真的研究——或者说还没有认 

真到真的可以掌握加州选举的复杂状况。一个选民说:“我会回来的，我 

把我的小纸片落车里了。”他说的小纸片是指国家选民登记办公室在选举 

日数周前邮寄出的“选票样本”。很多选民把已做过标记的选票样本带到 

了投票亭。一位选民无奈地摇了摇头，因为他的选票样本上留有空白。 

他无法做出选择也许是因为一些政府职位的职责他没有弄清，又或者是 

因为一些提案让他费解。他说:“我应该多做点功课的。”在加州，投票不 

仅是一种公民参与政治的行为，也是一种对公民认知能力的挑战。

这一天将要结束时，我们开始清点选票，之后选票会被送到位于指 

定检查点的治安官办公室。清点完之后，我和文书们已精疲力竭。我 

们已在投票点工作了 13个小时(每个文书原本可以休息45分钟，但是 

没有一个人真的休满了 45分钟)。在日落之后，我们坐在车库里感觉 

很冷。于是，那个73岁工作人员的女儿给我们送来了几条毯子，那个 

执法人员的老婆给我们摆好了咖啡机，但是文书们选择继续坚持工作。 

在这一天结束的时候，特别是在我们得知选票箱里的选票数和花名册 

上的选民签名数完全一致的时候，我们都感觉到这一天的工作是值 

得的。

选举这个当今民主公民权的主要仪式活动就是这个样子，社区很热 

闹，个人却有些失落。人们在参加这种活动时希望感受到弗兰克•卡普 

拉(Frank Capra)①的电影里的那种精神，但是结果很少令人满意。在投3 

票这个竞选运动的最后一个环节，个人只能去履行公民责任，而没有扮演 

英雄的机会。若发挥想象力，我们就能把选举看做一场表演或一种壮观 

景象:来自这个庞大国家各地的人们在同一天同时做同一件事，而且有十 

分相似的感受。在这个国家，除了节日庆祝仪式，没有什么东西比选举更 

能调动群众。圣诞节后的商场大打折也没有这样的吸引力。选举日里的

① 弗兰克•卡普拉(1897-1991),出生于意大利，靠自己的努力成为好莱坞著名导演。他 

的很多电影都在向观众讲述普通人遭遇的奇迹，如身份低微的人成为国会议员、倒霉蛋一夜之 

间梦想成真等。从一定意义上来说，他的电影宣扬的是普通人也能获得成功的“美国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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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票活动，虽然经常让人失望，但还是有强大的吸引力。

现今美国的选举日不同于以往。在过去的三个世纪里，美国人用各 

种方法构建着公共生活。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国人的政治体验也不断改 

变。在不同的时间段,“好公民"的形象也有所不同。下面,让我们想象一 

个完全不同的投票场景：

假设你是一个几百年前的选民，住在弗吉尼亚殖民地，也就是华盛 

顿、杰斐逊和麦迪逊接受政治教育的地方。你首先必须是一个白人，其次 

必须是男性并拥有一些财产。你去投票的路程或许得花费数小时才能走 

完，因为整个郡可能只有一个投票点。当你接近郡政府的时候，看见治安 

官在监督户外的选举。虽然这种选举大都不具竞争性，你还是可以看见 

两个出身名门望族的议员候选人站在你面前。你看着那些最杰岀的社群 

成员，比如大地主或者牧师，投出他们手中的选票。你知道他们把选票投 

给了谁，因为他们会用洪亮、清晰的声音宣布自己的选择。你会跟着他们 

做同样的事。你走到你所选的候选人跟前，他会请你喝一杯朗姆潘趣酒 

(rum punch)。虽然你确实对候选人做出了选择，但你的投票行为实际上 

是对那个社群的等级制度的“重申和肯定”。在殖民地，只有显赫的人物 

才会考虑去参加竞选。

如果我们把眼光从殖民地时期的弗吉尼亚转向新英格兰，就会发现 

不同的投票模式。在新英格兰，你会在乡镇集会时选举乡镇管理委员会 

4 委员。作为选民，你仍然必须是白人、男性并拥有资产或至少是个纳税 

人，但是集会的形式显现出成员之间的平等，而不是对权威的敬畏。与弗 

吉尼亚一样，新英格兰的模式仍然反映出这样一种基本认知：政体只有一 

个共同的善，本地杰出的、富有的、根深叶茂的家族的领导者可以代表这 

种善。在新英格兰,如同在弗吉尼亚一样，异议和冲突是不能被接受的。

这就是我们的立国先贤思考公民权问题时的环境。受这种环境的影 

响，对于政治党派和任何有政治倾向的团体，国父们大都持反对意见。对 

于自由出版、立法机构里的公开辩论、候选人向选民拉票和公共教育，他 

们在很大程度上持保留意见。

从弗吉尼亚殖民地或新英格兰一直到加州车库的不记名投票这段漫 

长的时间里,美国的公民权发生了显著的转变。从殖民者抵达北美的那 

天算起，我们经历三个大不相同的时期，每一个时期都有自己的价值，也 

有缺点。最近40年，我们进入了第四个时期。开国前后的那段日子，可 

被称为“同意政治"(politics of assent)时期。19世纪早期，“同意政治”让 

位于新的“大众民主"(mass democracy) o在这个时期，投票点热闹非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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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处可见竞争党派的条幅和火炬。选举日不是孤立的特殊日子，而是持 

续数月的竞选运动的顶点。若要投票，你仍然必须是白人男性，但不一定 

要拥有财产。你参加了为竞选而举办的火炬游行，也许还穿着军队的制 

服,与跟自己同属一个政党的志同道合之士一起迈步行进。如果你对选 

举不积极,在选举日那天，可能会有一个为党派工作的人去找你,陪着你 

一起步行或坐马车前往投票点。路上你可能会见到竞争党派的团伙。为 

了阻止你去投票,他们大可能对你拳脚相加甚至开枪。

如果你成功地来到了投票箱跟前，为了让你加快脚步，你所属的政党 

可能会给你一两美元以示鼓励。这一两美元不是贿赂，而是一种感谢，感 

谢那些来投票的人为自己的党派提供了服务。接着，一个政党工作人员 

会递给你一张已经印上该党候选人名字的“选票”。这些选票在形状和大5 
小上都是独特的。这样一来，当你把选票投入票箱时，那些政党派过来盯 

梢的人很容易就能看出你把票投给哪个党了。你根本不会因为这种公开 

性而恼怒。其实,你希望你对党派的忠诚被人知晓。你与政党关系紧密， 

并不是因为这个政党提供了更好的公共政策，而是因为你的政党就是你 

的政党，就像现在的人们认为，自己的母校永远是自己的母校。在任何活 

动中，政党都热衷于分配职位，而不是宣传自己的政策。你被这个政治所 

吸引，很有可能是因为你认同这个政党的种族文化取向。你的投票行为 

是一种带党派关系的、维护团结的行为。这是一种“从属政治"(politics 
of affiliation),而不是“同意政治

在19世纪晚期的改革家眼里，上述投票方式绝不是多姿多彩、令人 

欢快的，相反，它是令人厌恶的。于是他们做了一个“大扫除”:他们使竞 

选活动变得有教育意义，变得不那么情绪化；他们颁布了选民个人登记 

法;他们施行了不记名投票方案;他们创造出的氛围让那些原本忠诚的党 

派报纸开始与党派支持的候选人撇清关系；他们通过公务员制度改革 

(civil service reform)①限制党派给支持者回报的金额；他们禁止在投票 

点附近开展拉票活动。总而言之，他们在给普通的、理性的“知情的公民” 

(informed citizen)唱赞歌。根据美国人的选举经验,“知情的公民”至今 

仍是最珍贵的理想。

他们创造出了更好的制度吗？至少，他们创造出了不一样的制度。

①“Civil service reform",字面意思为公共服务改革，但所谓的公共服务一般是指国家的 

整个行政部门及其工作人员，改革的内容是取消政党分派职位的权力，对任职人员实行岗前考 

核和业绩评估，任人唯贤。为了方便理解，本书将其译为“公务员制度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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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制度告诉我们什么是公民权以及它应该有所改变。对于大部分人而 

言,政治教育不仅来自于学校里的历史教科书或对美国的效忠宣誓 ，还来 

自于政治制度自身以及制度中的种种行为。选举可以教育我们，投票可 

以教育我们，党派也可以教育我们。联邦、州和地方管辖权的区分教育我 

们。《宪法第一修正案》教育我们。这些教育的成果就是我们的公民权， 

即人们继承下来并内化的政治期望和志向。

当孩子们去儿童棒球队玩耍时,他们的教练会通过语言给予指导和 

鼓励。教练会告诉孩子们，成立儿童棒球队就是为了让每个人都学会如 

6 何打棒球并玩得开心；每个人都有机会玩儿；队里的每个成员都与其他成

员一样重要；团队合作很重要，队员应该互相鼓励•…••可是，一旦比赛开 

始，孩子们就会了解比赛的潜规则:投球手和接球手是最关键的位置，只 

有最好的球员才有机会获得这两个位置。一垒手和游击手是第二重要的 

位置，只有技巧熟练的球员才能胜任。打到外场的球相对较少，所以弱一 

点的运动员都排着队等着当外场手。棒球最不需要的就是有绝对平等主 

义思想、用自己民主思维影响比赛的教练。如果投球手投岀的球都没飞 

过垒板，接球手连正对他扔过来的球都接不到，这比赛就不能让人获得 

任何乐趣。

那么，孩子们在接受什么样的价值观？谁是他们的老师？ 一方面，教 

练是他们的老师;另一方面，孩子们常常会用不那么装腔作势的语言互相 

教育。最冷酷无情的老师是棒球运动本身。对于这个冷酷的运动而言， 

教练所说的“让我们开始比赛和享受快乐吧''听上去十分虚伪。

我之所以谈到棒球运动中的规则，是为了让人们理解美国的政治。 

这些运动规则就好像是政治活动的基本规则，如《宪法》条文、成文法和公 

共选举活动的传统模式。政治基本规则不是政治的全部，但是，没有任何 

其他东西比它们更能影响人们对公共生活和公民权的理解。

很明显，政治的游戏规则随着历史的推进发生了转变。18世纪，美 

国的政治权力•由绅士掌控;19世纪，有关联的人结成党派，多数派获得统 

治权;20世纪，政治由所有人控制，又可以说不由任何个人控制。这个转 

变在政府行政中有所体现,如公务员考试、官僚体系中的审查程序和档案 

保存、刊登公告的要求，都显现出非人性化规则(impersonal rules)的重要 

性。这个转变在私公民①的生活中有所体现，保障个人权利成为他们对

.①“Private citizen”一般指没有公职、官位，或并非公众人物的公民。本书中作者使用的这 

一术语，主要是指关注私人生活多于关注公共生活的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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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的合法要求。 7

实际上，自民权运动以来,权利变得越来越重要，成为第四个公民权 

模式的核心要素。在投票箱跟前，“拥有权利的公民”(rights-bearing citi- 
zen)还没有取代“知情的公民”。但是,随着权利意识的增长，投票的重要 

性逐渐下降，不再是最重要的政治参与活动。政治被插上了一双叫“权 

利”的翅膀，飞进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

过去三百年的政治变化可用另一种方式概括：统治社会的权力类型 

(type of authority)从个人权力(绅士)转变成了人际权力(政党、联盟、多 

数派)，然后又转换成了非人性化权力(科学、专长、法定权利和信息)。权 

力核心最初是共有的、常常是宗教性的社群价值。然后，权力由既定政体 

和选举赋予。最后，到了个人权利受到行政公平原则和法院保护的年代 ， 

要获取统治权力必须以维护个人权利为前提。政治的地理中心从农村迁 

移到了城市，又从城市迁移到了郊区。到了今天，它也许迁移到了“科技 

郊区"(technoburbs)、“后郊"(postsuburbs)、"边缘城w(edge cities)或随 

便以什么命名的新居住地」相应地，一个好公民应该知道的东西也改变 

了：在绅士统治的时代,公民很少参与对公共事务的讨论。即便参与，他 

的观点也由他对社会地位的认知决定;在多数派统治的时代，公民投票是 

被激昂的情绪、党派的修辞和最积极的党徒带动的；在专家和官僚的时 

代,公民依赖于新闻媒体、利益团体、党派和其他信息源，很少通过与人的 

直接接触获得信息;在刚刚到来的权利时代,公民学会了细数自己可能获 

得的权益,学会了记录他们在知情或不知情的情况下所受到的种种迫害。

我们也可以说，政治领域的“所有权”发生了转变。18世纪，政治活 

动由绅士发起和控制；在19世纪，政治活动由党派组织；在20世纪，民主 

化削弱了社会阶级的权力，改革极大地削减了党派力量。此后，各种权利 

主张者通过相互竞争设立政治生活的标准。不断发展的媒体，逐渐与党8 
派分道扬镶的政治候选人，资金越来越充足、专业人员越来越多的利益团 

体，在很多方面都拒绝接受公开审查的政府官僚体系，通过“权利”的扩张 

而获得力量的公民个体，这一切都在向我们讲述什么是政治以及它会给 

我们带来什么样的体验。

不同时代的政治有不同的优点和缺点。我不会像很多人那样，因为 

今天没有达到明天的标准而否定今天。如果一个当今的民主党人穿越时 

空突然降落在殖民地时期的弗吉尼亚，他会觉得蓄奴是野蛮行为，会觉得 

不让女人和无产者参加选举是不能宽恕的错误。一个来自弗吉尼亚殖民 

地的绅士若来到我们的世界，看到候选人迅速地改变原则以安抚民意，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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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他如何快速地抛弃公善以贏得特殊利益团体的资金支持，同样会大 

吃一惊。这位绅士可能会有这样的疑问:公民美德变成了什么东西？

这种类型的比较缺乏历史意识，也缺乏社会学意识，即对特定时间段 

内社会复杂性的理解。我们不一定要按照当时的标准去接纳一个社会, 

特别是我们自己的这个社会，但我们必须知道当时的标准是什么样的。 

我们可以从过去获得启发，但是我们不能重蹈历史覆辙。每一个过去的 

权力模式和公民权模式都有其不足，我们需要找到一个适合我们这个时 

代的公民权。2
我们研究历史，不是为了用所谓的过去的辉煌来证明当今社会的不 

堪，而是为了知道我们在时间线上的位置。现今广获认同的公民权理念 

即“知情的公民”是个历史发展的产物，它是在进步主义时代(the Pro
gressive Era)才出现的，是对政党权力大肆攻击中的一颗子弹。如果让 

时间回到建国时期,对于制定美国宪法的那些先贤而言，这种公民权肯定 

是不能接受的。经过了进步主义时代的洗礼，“知情的公民”模式被确立 

了下来。后来，一个复杂的、全国性的工业化社会出现了。这时，原先的法 

定制度已经难以保障这种公民权。在最近这几十年里,岀现了一个比“知情 

的公民”更能促进公民的自由和平等的公民权模式一一“拥有权利的公 

9 民”。有意思的是，虽然“知情的公民”模式统治公民教育和公共话语的时间

已经长达一个世纪,但“有权利的公民”仍未取而代之，未获广泛认同。

当下的政治体验会是怎样的？它应该是怎样的？社会中的那些试图 

定义它的权力结构又是怎样的？共和主义美德、对党派的忠诚、“知情的 

公民”、“知晓权利的公民”，这些理念都不足以成为我们这个年代的道德 

标杆。尽管如此，我仍希望，通过重新构思和注入活力，能把上述的东西 

集合在一起，使之为我们所用。我们应该为什么样的公民权(尤其是那些 

可能实现的公民权)而奋斗？我们应该视何种标准(尤其是那些能与现代 

人的生活经验产生共鸣的标准)为理想？这些问题我且不回答，以便引发 

具有批判性的、成果丰硕的讨论。

看到加州的这个车库以及全国各地类似的场景，我们很有可能会有 

这样的疑问：那个因杰斐逊的启发而发生的，由麦迪逊孕育的、被华盛顿 

保护的，让林肯为之奋斗的，又被金①重新注入活力的伟大的试验②，怎么

① 当是指马丁 •路德•金，美国黑人民权运动领袖。

② 伟大的试验(the Grand Experiment),-般指美国或建立美国的过程。美国人认为美国 

是世界上第一个由民众和为民众建立的国家，因而被称为“伟大的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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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沃尔特・惠特曼笔下那比优胜美地、黄石和尼 

亚加拉瀑布更壮丽的西方世界“最壮观的景象和表演”——“选择日”①， 

怎么会变成了这样一幅单调的景象?彳

无论如何,现在已经是这样了。但是，这意味着什么？ 20世纪末的 

美国投票点的活动怎会如此乏味？我们是如何走到这里的？答案隐藏在 

表象背后，如同奔腾的尼亚加拉河水强大的力量,超越了我们的想象。 10

① 美国著名诗人沃尔特・惠特曼在《选举日，1884年11月》一诗中称赞了美国的选举，把 

选举日誉称为“选择日”和“最壮观的景象和表演”。



第一章

北美殖民地时代的政治活动:1690—1787

引子

按18世纪英美社会的视野即所谓经典视野来看，一个恭顺的社 

会通常是由精英和非精英构成的。在这个社会中，非精英并不憎恨 

精英，他们把精英看做在社会地位和文化上均高于自己的人，并认为 

精英领导政治活动是正常和自然的。1

本杰明・哈里斯(Benjamin Harris)以前在伦敦时是一个政治上激进 

的岀版商和书商，后来他来到波士顿，成为一家咖啡店的老板。1690年9 
月25日，这个咖啡店老板出版了一份报纸一一《国内外公共事件报》 

{Publick Occurences Both Foreign and Domestick ) o 他的目标是每月出 

一期，“如果有任何重大事件发生”就出增刊。他打算记录“那些被我们知 

11 晓的重大事件”，包括“难以忘却的神的旨意”和那些能让各地的人们“了

解国内外公共事件的发生环境”的东西。

哈里斯雄心勃勃，想要闯出一片天地，但他犯了一个严重错误:他疏 

忽了，没去申请政府出版许可。第一期报纸的军事新闻有对易洛魁族印 

第安人的批评，而易洛魁族人在威廉王之战(King William's War)中是英 

国人的盟友，和英国人一道与法国人作战。哈里斯把易洛魁族人称为“可 

怜的野蛮人”，希望不要易洛魁族人帮忙，使用全是基督徒的军队攻占法 

国控制的加拿大。这样，“全部的荣耀将属于上帝”2。这很有可能就是政 

府当局封杀这份报纸的原因，人们再也没能见到它的第二期。这就是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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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新闻业不幸的开端，在此之后很长时间里,北美殖民地一直没有报纸出 

现。直到1704年,波士顿邮政局长约翰・坎贝尔(John Campbell)出版 

了第一份连续发行的报纸一《波士顿新闻报KBoston News-Letter^
• 1690年作为美国新闻业的开端是具有偶然性的。如果说报纸的出

现象征着美国公共领域的开启，这个偶然性就更加明显。当代学者常使 

用的“公共领域”这一术语，既指独立于政府之外的公共论坛，又指人们聚 

集到一起谈论公共事件、超越家庭范围的私人联合体。在小酒馆内的言 

语交流中、在公共广场上、在法院的楼梯上或者报纸、小册子的页面上，公 

共领域都可能出现。彳公共领域是公民权的练习场。通过投票或立法这样 

的正式行为，民主公民权也许能结出一些果实，但孕育它的土壤是自由的 

公共生活。

在17世纪的北美英国殖民地，有关政治的公开文字交流是很少见 

的。选举不是既定的制度，而只是在特殊情况下才会举行。而且,在那些 

举行选举的地方,人们普遍认为，选举的结果应该是一致的/弗吉尼亚和 

普利茅斯殖民地早期的选举是没有竞争性的。纽约到1683年都还没有 

举办过全殖民地范围的选举。一位历史学家总结说，北美洲第一个70年 

的选举“几乎没有真正的对抗,也没有让民众对其产生长久的兴趣”5。政 

府是个规模不大的机构，依照社会等级制度而不是大众的利益诉求和12 
情感运行，是社会等级制度的延伸。对政府事务的公开讨论基本上不 

存在。

那么，17世纪的最后十年能被看做美国公共生活史的开端吗？当时 

政府的职能不多、资源有限，政治参与受到严格限制，大众对于政治的兴 

趣淡薄。尽管如此,17世纪90年代的人们见证了美国报纸的起源(虽然 

那份报纸很快就夭折了)，也看到了第一家业务范围覆盖多个殖民地的邮 

局带来的骚动。1691年，托马斯・尼尔(Thomas Neale)获得了在殖民地 

间开展邮政业务的皇家许可证。他于1693年开始在纽约、马萨诸塞和新 

罕布什尔之间开展邮递业务。°在这几年间，好几个殖民地的选举活动明 

显增多，代表集会逐渐成为殖民地政府举办的“固定节目”。7
此外，英国1688年的光荣革命(the Glorious Revolution)废黜了信 

奉天主教的国王詹姆斯二世，信奉新教的贵族奥兰治的威廉(William of 
Orange)登上了王位。威廉登基后，发表了《权利宣言》，这让北美的新教 

徒殖民者欢欣鼓舞，也大大增强了英国本土及其海外领地的人们对议会 

政府的信任。革命使代议制度获得了殖民者的广泛认同。在一些戏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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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事件中，如新英格兰皇家总督在波士顿遭驱逐①和纽约的血腥起义②, 

大众对政府的干预增多了。在威廉王之战(1689-1697)和安妮女王之 

战3(1702—1713)时期,殖民者经常被卷入英国的政治事务之中。*英国对 

于殖民地事务的控制增强了，这既压缩又拓展了殖民地的公共生活。 

1691年的马萨诸塞新宪章削减了殖民地的政治自治权，使国王获得了指 

派总督的权利、否决立法的权利和从议会提供的名单中选取总督阁僚的 

权利。新宪章同时也强化了世俗主义(secularism),让所有的新教徒，不 

只是虔诚的加尔文教徒，都获得了投票权和信仰自由(liberty of con- 
13 science)o9投票权与财产所有权相关，但是与教会归属无关。马萨诸塞的 

公民对参与政治的热情越来越高涨，对政府的怀疑越来越多。

在建立初期，13个殖民地在宗教、经济和社会方面有巨大差别。这 

时，全殖民地变得更像18世纪的北美，也更英国化了。城市化、印刷的推 

广、职业的发展、职业协会、大学以及其他机构创造出了一种更加英国化 

的共同文化。例如，马里兰最先为罗马天主教徒建立避难所。在光荣革 

命后,这个殖民地剥夺了天主教徒的权利，建立了英国国教教会。殖民者 

把英国宪法看做那个时代伟大的政治进步并大力称赞，使整个殖民地的 

政治愿望和理想都被英国化了。他们把1688年的光荣革命看做英国的 

政治遗产和人类现代政治经验的大集合on1767年，约翰・迪金森(John 
Dickinson)开始动笔写他那著名的《宾夕法尼亚农夫信札XLetters from 
a Farmer in Pennsylvania ) o他选定11月5日作为第一封信的日期，因 

为79年前的这一天，威廉国王在英国海岸登陆。

到了 18世纪早期,虽然新英格兰殖民地、中部殖民地、南部殖民地之 

间的分歧依然存在，但全殖民地的政治文化开始变得与英国或其他国家 

的政治文化不一样了，而且与1776年以降的美国的政治文化也不一 

样严众所周知的一些核心特征如下：

① 埃德蒙・安德罗斯爵士(Sir Edmund Andros) 1686年开始担任由多个殖民地组成的 

“新英格兰”的总督。由于多种原因，他的统治得不到殖民者认可。英国光荣革命的消息在1689 
年传到美洲，殖民者即废魁了安德罗斯并撤销了新英格兰领地。

② 英国光荣革命的消息传到美洲后，纽约爆发了由德裔移民雅各布・莱斯勒(Jacob 
Leisler)领导的农民起义。1691年,英王委派的新任纽约殖民地总督重新建立了殖民地政府，将 

莱斯勒等起义领导人逮捕、处死。

③ 由英国的安妮女王(Queen Anne)发起，是英法两国争夺北美控制权的第二次军事对

抗。



第一章北美殖民地时代的政治活动:1690—1787 | 13

1. 一致意见：在殖民地领袖的政治和社会理想中，一致意见和 

社群占有重要位置。

2. 恭顺：殖民地政治和社会运转依赖于清晰的恭顺道德观和假 

定的社会等级制度。

3. 君主统治：殖民地社会认为君主统治是理所当然的，殖民者 

认为他们既应该对国王效忠，也应该拥有和英国公民一样的、理应受 

到国王保护的权利。

4. 财产、美德和独立：与英国相比，殖民地相对要平等一些，投 

票权的普及程度较高，但是殖民者的政治哲学强调，只有经济独立的14 
人才有资格获得投票权。这个政治哲学同时也忽略了一些不平等 

（女人和奴隶的从属地位）O
5. 有限政府：殖民地政府享有管理一切行为甚至是信仰的权 

利，但是政府对人们日常生活的干涉并不多。政府其实没有做什么 

事。政治争端很少升级，政治生活的目标仅仅是促进发展。而且，大 

众对政治的兴趣很低。

6. 口语文化、戏剧文化和印刷文化：殖民地的政治由口语、戏剧 

以及印刷方式传播，印刷物改变政治观念的作用尤其明显。

从1690年到1760年，上述政治文化特征是相对稳定的，但是我们还 

是可以看到社会的变化,尤其是那些有助于扩张公共领域的变化。在这 

四分之三个世纪里,代议机构的数量和权力都有所增加，印刷媒介的触角 

越伸越远，对于政治事务的公开报道增多，市民社会即表达政治意见的非 

政府组织（包括反对英国殖民政策的新闻界）不断发展，家庭、教会和社会 

关系逐渐民主化。

不是所有的社会变革都是向前和向上的，代议制度的确立就存在反 

复o 1720年至1750年间，弗吉尼亚选举中的竞争性比18世纪60和70 
年代要强严在18世纪，马萨诸塞殖民地进行了重组，成为一个皇家省 

份，此后其代议政府在某些方面的自治性就降低了，不如17世纪。经济 

灾难和军事行动曾经提升了民众的政治热情和政治参与，但到了平静无 

事的年代,热情就消退了，参与就减少了严1765年之后美国爆发了反殖 

民斗争和独立革命,使共和思想得以强化，把人们一下子带入了崇尚共和15 
主义美德的新世界。假设没有这些事件，我们就会认为，18世纪早期那 

缓慢的社会变革并没有结出什么果实。当然，我们已没有必要作这样的 

假设，因为这些事件已经发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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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致意见与社群:乡镇集会的传说

新英格兰的乡镇是被用来建构美国人历史意识的传说之一，另 

外还有自由钟、乔治•华盛顿和边疆(the Frontier) o15

就好比谈到人类就会想到伊甸园，若谈到殖民地政治，人们首先想到 

的就是传说中的新英格兰的乡镇集会。殖民地的历史显然不仅仅是新英 

格兰的历史,我们也不一定是清教徒的嫡系子孙，但是我们继承了同一种 

意识形态。新英格兰的城镇是现代民主的源头，它所代表的理念,依然影 

响着现代民主政治系统的运作。在19世纪晚期，对党派控制的政治系统 

展开攻击的批评家把眼光投向了乡镇集会，把直接民主看做可以治疗政 

治疾病的良药严一直到1992年，乡镇集会依然在发挥影响。在这一年， 

美国总统候选人通过电视脱口秀节目倾听公众意见。为给这个试验性的 

活动正名，有人就借用乡镇集会的理念创造了“电子乡镇集会”和“电子市 

政厅”的概念。

真实的新英格兰殖民地乡镇集会与以它为原型的传说是大不一样 

的。乡镇集会只对社群中有财产的成年男性开放。更早的时候,参与者 

还必须是教会会员。在17世纪马萨诸塞的戴德姆(Dedham),持有财产 

必须达到一定时间的规定让一半左右的男性纳税人丧失了投票权。除了 

对参与者的限制，乡镇集会自身的权力也常受到市镇管理委员会的限制。 

委员会成员通常享有特权，他们无一例外的是年长的、富裕的教会成员， 

长期把持着职位。他们负责召集乡镇集会，但次数不多，而且还按他们自 

16 己设立的议程引导讨论。】7

乡镇集会不仅没有让所有人都参与进来，也未能管理一切事务。罗 

德岛早期的城镇实际上是自治的小共和国，但马萨诸塞的城镇处于州政 

府的严密监管之中。康涅狄格的州议会对其城镇的控制权更大，对乡镇 

集会应选出的官员的类型及其职责都做了法律规定。康涅狄格殖民地政 

府(the General Court)会直接干预城镇间的争端，不管这些城镇是否需 

要政府的帮助。

在康涅狄格的城镇里，民兵队不由乡镇集会控制，而仅听命于殖民地 

议会。乡镇集会对于教会也没有管理权力。殖民地给予教会征税、建造 

礼拜堂和管理小学的权利。乡镇集会甚至不能选举殖民地级别的议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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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城镇的“自由人"两年开一次会，目的是为州议会①选出自己城镇的 

“代表以。

另外，不是所有有资格的人都会去参加乡镇集会。根据政治科学家 

简•曼斯布瑞吉(Jane Mansbridge)的研究，在18世纪马萨诸塞的城镇选 

举中，只有20%—60%的合格选民投过票。(这意味着只有10%到30% 
的成年男性在全殖民地范围内的选举中投票。)】9在马萨诸塞的戴德姆 

市，“虽然只有58个人够资格参与戴德姆的乡镇集会，为这个城镇作决 

定，虽然他们讨论的问题与他们的生存密切相关，虽然每个居民都被要求 

居住在距离开会地点1英里以内的范围里，虽然每次开会缺席都会被罚 

款,虽然传令员在会议开始半小时后就会到每个迟到者的家里拜访，在 

1636-1644年间，只有74%的合格选民参与了这种典型的乡镇集会”20。 

几乎整个18世纪，波士顿只有15%—25%的成年男性参加了投票。在 

整个新英格兰，投票率也只有15%—25%。中部殖民地的投票率要高一 

些,纽约和宾夕法尼亚为20%—40%。2】在18世纪末，越来越多的城镇开 

始做选举记录，根据选举记录，选民的出席率很少超过50%。在康涅狄17 
格，乡镇集会和自由人集会(freemen's meeting)的出席率基本都在50% 
以下。很多年以后，在康科德市，也就是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鼓吹 

“城镇里的所有民众都对公共事务有发言权”的地方②，乡镇集会的平均 

出席率是42%/3

最能打破新英格兰乡镇集会的民主神话的不是有限的参与，而是一 

个规范性的前提，即不惜一切代价避免对不同意见展开公开讨论。会议 

注重的是秩序，而不是个人表达。乡镇集会不会给个体以特殊的尊重，也 

不欢迎不同意见。新英格兰的城镇之父赞扬“和谐、遵从和一致意见。真 

正的自由(他们不一定是这样表述的)只有在由意见相投的人组成的社群 

中才可能存在咖。

乡镇集会确实随着时间的改变而改变了。在一些地方，它的参与性 

变强了，包容性增大了。马萨诸塞的议会于1691年降低了对选民财产的 

要求，从80磅可课税的不动产降低至20磅。标准降低后,戴德姆市的成

① 康涅狄格殖民地的议会(the General Assembly)由普选产生的地方行政官(magistrate) 
和乡镇集会选出的“代表"(deputy)组成。虽然地方行政官和代表都是议会成员，但是他们分开 

投票，地方行政官的权力比代表大。

② 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美国著名作家、思想家。1834年移 

居康科德，书中引用的句子出自他1835年在康科德建立200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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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男性中的选民比例从40%增长到了 70%多。1680年以后，在戴德姆 

和沃特敦（Watertown）,乡镇集会对市镇管理委员会委员的影响增大了。 

会议次数增加（从一年一次变成了一年三至四次），会议中的争议增多，市 

镇管理委员会委员连任的次数逐渐减少。在其他地方，如18世纪的康 

涅狄格，乡镇集会的次数逐渐减少（宜到独立革命前，因为独立革命前活 

跃的政治活动使集会的次数增多了），市镇管理委员会委员获得了越来越 

多的自由决定权。彳?尽管如此，达成一致仍然得到强调，哪怕是在投票时。 

投票不是个人意见的表达，而是“对上帝的永恒法的解释和保护,是集体 

团结的象征咖。

在整个殖民地时期，新英格兰一直很强调一致意见。自由（liberty） 
这个词，一般是指城镇抵御外来影响的自由，而不是指个人反抗城镇的自 

18 由¥新英格兰有一个强大的精英群体。与之相比，纽约、新泽西和宾夕 

法尼亚的精英也许还没有形成群体。中部殖民地的种族和社会精神是最 

多元化的，这些殖民地比其他殖民地更早地体验到了激烈的政治竞争 。 

我们甚至可以看到为党派对抗而做的辩护。《纽约公报MNew York Ga- 
n少兌）1734年的一篇文章宣称:“一些对抗虽然并非是完全为了公益而展 

开的，却是自由政府所必需的,对公众也相当有用。”3。但是,在进入19世 

纪很多年之后，这仍然是美国政治生活中的一种少数派观点。在新英格 

兰城镇的“社群”衰落和瓦解（既是好事又是坏事）多年以后，在美国人的 

生活之中，由政治上平等的个体倡导的圣约①，依旧是政治社群的一个显 

著象征。

恭顺:绅士领头

在北美殖民地，对于社会地位较低的人,绅士们称其名而不称其姓， 

并希望对方用“先生”或“阁下”称呼自己。绅士阶层对下等人可能非常熟 

悉，与之插科打谭。但是，无论他们的学识和品行是否真的达到了绅士的 

标准，他们的言语、穿着、举止和绅士做派都与下等人有明显的不同。与

①根据刘军宁的解释，圣约（covenant）原指17世纪的清教徒所说的上帝与北美的定居者 

签订的条约。到17世纪后期和18世纪初期，这个词已经可以指邦与邦之间的协议。当这种圣 

约以宪法和宪章的形式存在之后，就变成了宪约。在美国，根据协议，各殖民地可以按各自的意 

愿结成联合体，于是就形成了联邦。宪政思想与联邦主义的核心内容之一是人类的政治秩序是 

经由彼此同意结成的，人们通过缔约来处理他们的事务。参见刘军宁:《联邦主义一一自由主义 

的大国方案》，载汪丁丁主编:《自由与秩序：中国学者的观点》，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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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相比，殖民地的社会等级制度没有那么严格，各等级之间的差别也不小 

是非常明显，但殖民者仍自觉地遵守着人分三六九等的社会等级制度 。 

例如在马萨诸塞,周日去教堂做礼拜的清教徒会发现，教会已经按照他们 

在社群中的社会等级安排好了座位。庇护制度①让社会等级制度的标志 

更加明显。历史学家戈登•伍德(Gordon Wood)认为，恭顺“不只是一种 

思维惯性，它的背后有实在的经济、社会压力咖。财主不是艺术家的顾 

客而是庇护人，不是他的雇主而是主人。社会很小,按照人际关系运转， 

这些人际关系不可避免地加强了社会等级差异的正当性。

社会等级制度肯定会影响政治关系。就算是在政局不稳的波士顿， 

社会地位最高的一小撮人，也就是其他人一见到就会本能地变得谦卑恭19 
顺的那些人，还是把持着市政府最重要的职位严先辈清教徒移民对美国 

的政治民主功不可没，他们与我们的建国之父有历史关联,但也有差异。 

新英格兰从欧洲文明那里继承的主要是等级观念，而不是政治平等或社 

会平等的主张。

恭顺的观念可以让人们回答“谁适合当领袖”这样的问题，还让人们 

不去追问执政领袖的作为。在殖民地，民众必须信任领袖，相信领袖可以 

做出明智的决定。从1715年开始，马萨诸塞议会把立法会议记录编辑成 

册出版。通过查看这些记录，细心的读者可以发现总督与议会之间的基 

本分歧，但却无法得知代表他所在的城镇的议员在争议中所持的观点 。 

采用唱名表决(roll call voting)其实就能让议员的观点公开，但是议会几 

乎从来不这么做严对会议内容保密的做法显示了殖民地立法机构对于 

英国君主干预的惧怕，也显现出这样一种观念一一选民没必要知道他们 

的领袖在干什么。

恭顺的观念影响着整个政治过程。在提名政府职位候选人时，它为 

不具竞争性的选举正名。从1728年到1775年，弗吉尼亚议会(the 
House of Burgesses)议员的选举只有三分之一具有竞争性，而且这个比 

例可能比其他大多数殖民地高严弗吉尼亚的选举与其他一些殖民地相 

比，无论是哪种类型的，有竞争性的还是没竞争性的，数量都不多。在 

1776年以前，弗吉尼亚联邦唯一的选举就是议会议员选举，而且次数还 

相对较少。弗吉尼亚的有产者(freeholder)在选举日聚集到一起之后，一

① 庇护制度(system of patronage),也被译为依附制度，是指本地有权势的人物给他人以 

恩惠和提供保护，受保护者作为交换提供一定服务并表示尊敬的一种制度。源自英国，在英属 

殖民地十分流行。参见 Robert Leach, British Political Ideologies, Prentice Hall, 1996 ,p. 74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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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只被要求做一件事，就是去那些没有竞争对手的候选人处确认一下严 

殖民地时期的弗吉尼亚人认为代议制政府和贵族统治不是水火不容，而 

是相互贯通的。有产者大都拥有投票权，但是所有的候选人都出自一个 

很小的绅士圈子严在新英格兰，地方和州一级的政府官员都是通过选举 

选出的，举行选举的频率也比较高，但是恭顺的规范依然存在。

弗吉尼亚的选举是一种加强绅士阶层统治的仪式。绅士与普通人的 

不同之处在于他们的家族姓名、服饰，在于他们拥有马车、大房子、广阔的 

20 土地和大量奴隶。他们无一例外的是圣公会教徒，还常常担任公职。虽 

然选举的结果一般不会让人感到惊奇,但选举日还是令人激动的。因为 

每个郡只有一个投票点，所以很多选民要长途跋涉。选举一般都在法庭 

开庭办公日举行，这样人们就可以去城镇的行政中心买卖土地和奴隶 ，或 

者去法庭处理其他事务。(请不要把“法庭”想象成雄壮的佐治亚风格的 

建筑，殖民地的市政建筑很少，“法庭”的办公场地常常是小酒馆。严文书 

会唱名，被点到的选民可以口头告知文书，他把票投给谁。在文书给选民 

的选择作记录时，候选人会起身向给他投票的人鞠躬以示感谢。

选举采用的是非常人性化的方式，它被看做向社群里的显赫人物展 

示个人忠诚的渠道。在弗吉尼亚，郡是最大的选区，大多数郡的选民少于 

1 000人。1758年，弗雷德里克政府(Frederick Court House)举行了一次 

选举。当地方治安官、文书和参与竞争两个议席的四位候选人都到齐了 

之后,第一个上前投票的选民是该郡的领袖人物托马斯・费尔法克斯勋 

爵(Thomas Lord Fairfax)o第二个投票的人是大牧师威廉・梅尔德伦 

(William Meldrum) o与费尔法克斯一样，他把票投给了乔治・华盛顿和 

费尔法克斯的侄子托马斯・布赖恩・马丁(Thomas Bryan Martin)±校。 

接下来的几个选民也都是本地的领袖人物。剩下的选民不难分辨风向哪 

边吹。

绅士阶层的影响还不止于此。首先，绅士可以在任何郡投票，只要他 

在这个郡拥有的土地足够多，达到了对选民产业的要求。于是，只要他们 

有意愿，他们就会去几个郡投票。其次，绅士可以在哪个郡投票，就可以 

在哪个郡担任公职。因此他们会选择自己当选机会最大的那个郡参与竞 

选。最后，绅士可以影响他人的投票。他们比一般选民先投票，而且他们 

投票时会有人大声念他们的名字，宣告他们的到来。绅士还会“招待”其 

他选民喝酒。他们会提供朗姆潘趣酒，有时还有曲奇和蛋糕，甚至是烧 

烤。乔治•华盛顿在一次议员选举时自掏腰包举办了晚宴和舞会。在另 

一次选举时,他的代理人为391个选民和很多其他人提供了 160加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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朗姆酒、朗姆潘趣酒、葡萄酒和啤酒。°。这不是贿赂,而是一种关于恭顺的21 
仪式——有产者给这位绅士投了票，绅士就通过“招待”表达谢意。绅士 

经常会招待所有的投票人，不管他们把票投给了谁，以便显示自己崇尚自 

由和宽宏大量。

选举实际上巩固了绅士的统治。这个象征性举动之所以可以帮绅士 

赢得社会地位，并不是因为它们表意明确，而是因为它们可以把明显不同 

的甚至是相互矛盾的政治文化观念令人信服地结合到一起。换句话说， 

选举这个仪式既肯定了社会等级制度，也提醒公民一个政府必须获得民 

众认可才有合法性。釘如果民众已经自愿服从了统治阶层，那么他们就会 

坚决抵制那些让他们改变观念的压力，或者是他们所说的“影响”。人们 

会自愿地把票投给那些天生的社群领袖，但是社群领袖也必须接受社会 

共识，知道哪些权力是政府官员不能行使的严

在新英格兰的乡镇集会上，选民有时投纸质的选票，也可以用嘴投 

票，说出自己的选择，或者举手表决,也可以通过挪动身体占据会议厅的 

某一位置去表达自己的投票意向。在选举民兵队长时，招待选民的活动 

和拉票活动比较常见，但在其他选举中，常常是没有招待活动的严可是， 

不同的投票方式并不能产生不同类别的候选人，选民可以选择的依然是 

富有的、社会地位显著的和有家族根基的人严

虽然选举日热闹得如同节日，但选举制度本身并未真正提升殖民地 

民众的政治兴趣和政治注意力。选民投票率并不高，对政治的冷漠是各 

殖民地的常见现象。如伯纳德•贝林①所言,人们对政治冷漠“部分是因 

为,在一个笃信天生的社会领袖就应该成为政治领袖的社会，人们缺少真 

正的选择……，，45

在18世纪上半叶，北卡罗来纳和南卡罗来纳进行过不记名投票，宾 

夕法尼亚和康涅狄格的法律允许不记名投票，但在大多数殖民地，投票过 

程是开放和公开的。"对于20世纪的公民而言，采用不记名投票的道理22 
是很清楚的：它可以保护选民的自主权和选票的真实性。但在殖民地，这 

种理念尚未获得认可。显赫的当权人物认为，保密选举会使政府变得不 

牢固。在北美殖民地广受欢迎的政治哲学家孟德斯鸠指出，公众投票是 

一个“民主的基本法则”，但下等人“应该被上等人指引，被显赫人物的庄 

严所约束呎7。

① 伯纳德・贝林(Bernard Bailyn, 1922—),哈佛大学著名历史学教授，曾两次获得普利策

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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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殖民地是一个恭顺的社会，但它施行的并不是贵族统治。如果 

说，与欧洲大陆相比，英国的共和主义是个稀罕的东西，那么对于英国而 

言,殖民地的平等主义倾向也是超乎寻常的。殖民地没有保障贵族世袭 

爵位和特权的法律条文，也没有专门代表贵族利益的立法机构。殖民地 

的绅士阶层没有明确的社会作用，甚至也没有明确的身份条件。在美国， 

身份低微的人，比如本杰明・富兰克林，总有机会上升成为名流严

与英国相比，殖民地是反叛性的、个人主义的、不信任权威的。49美国 

人是个特殊的种群。在独立革命之前,美国人就以个人主义、乐观和有事 

业心著称。即使是严格的、以克己和自制为信条的清教徒,也只要求自己 

的孩子把社会规范内化吸收，而没有要求他们服从外在的权威。科 

顿・马瑟①的《波尼法爵教宗，或有关行善的文章XBonifacius, or Es
says To Do Goo/）直接引用了约翰•洛克关于教育的论述，强调管束孩 

子不能依靠体罚,而是要靠停止宠爱这种方式让孩子知错。他希望通过 

教育让孩子“不敢冒犯我，但又从心底里喜欢见到我”5°。

后来召开的制宪会议商讨过建立贵族议院的问题。建立两个不同立 

法机构的想法获得了不少支持，但是让人困惑的是在已有一个议院的情 

况下设立第二个议院的依据是什么。关于制衡政府的经典观点，也就是 

孟德斯鸠的观点是,一个好的政府应该由分别代表君主、贵族和大众的不 

23 同机构组成。英国的模式显然反映了这种观点一一行政机构（君主）、上 

议院（贵族）、下议院（民众）。但在一个没有贵族制度，或并不希冀建立贵 

族制度的地方，建立上议院的依据何在？我们似乎找不到一个获得建国 

之父们首肯的答案。当时人们的回答也许是，单个的代议机构可能成为 

暴政的来源，所以最好建立两个议院以便互相制约卢虽然上议院制度植 

根于精英主义，但是上述的解释使建立上议院的主张不再与基本政治伦 

理和平等的思想（即后来的民主公民权所蕴含的思想之一）对立。

共和主义者怎么会爱国王

令殖民地的美国人非常自豪的是，他们拥有英国皇家政府框架下的 

自由和权利。他们认为,一定程度的自治是他们继承的合法的英国传统。 

这个自治传统确实是殖民地议会对立法过程保密的依据。殖民地议会对

① 科顿•马瑟（Cotton Mather, 1663-1728）,牧师，作家，清教徒的精神领袖。本杰 

明・富兰克林认为，马瑟写的这本书对他的影响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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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过程保密，其实是在效仿英国。在那个时候的英国，下议院非常注意 

保护议员开展秘密讨论的权利，不让国王或贵族监视严受到这个英国传 

统的影响,我们的建国之父们眼中的讨论自由，也主要是立法机构的自 

由，而不是公民表达自己观点的自由o53
支持人民主权或是共和主义并不意味着一定要支持大众代表(popu

lar representation)和维护大众权利。在17、18世纪君主制的英国，大众 

代表议政和大众提出抗议是符合惯例的。殖民者还没开始仔细思考是否 

应该彻底推翻君主制的时候，君主制早已“共和化”了〃在英国君主制的 

政治文化中，“国王”和“人民”都是合法的存在，两者在政府之内应该拥有 

平等的话语权——陪审团替人民说话，法官替国王说话；当选的议员代表 

人民，总督代表国王。按照殖民者对这个制度的理解，国王必须关心人们 

的福祉，因为上帝让他执政是为了保护人民和为人民服务严弗吉尼亚议 

会的教士威廉・史蒂斯(William Stith)在1775年的一次布道中表达了 24 
类似的观点。他认为，“国王不会做错事”是因为英国君主制的特点使他 

不可能做错事，“这就是说，他的特权永远不可能增长到能伤害和欺压人 

民的地步”56。

这样一来，信任君主就并不意味着不能反抗君主，推崇人民统治也不 

意味着不能向皇帝效忠。到了 1768年，南卡罗来纳的查尔斯顿(Charles- 
ton)还在大张旗鼓地庆祝英国国王的生日，两年之后人们才取消了点灯 

庆祝仪式。在殖民者和英国的冲突大规模爆发之前，也就是在1775年之 

前，殖民者的反抗都还不是为了独立，而是为了让自己拥有和英国人一样 

的受到君主保护的基本权利。殖民地的领袖经常表示，欺压他们的是英 

国议会，而不是国王。

殖民者都相当英国化。1774年大陆会议的大部分代表去伦敦的次 

数比他们去费城的次数要多严用“万事俱备”去形容即将爆发的革命显 

然是不恰当的。塞缪尔•亚当斯(Samuel Adams)被人看做美国独立的 

吹鼓手，可是在1774年以前，他所希望的仍然是让殖民地在英国体系之 

内进行改革。殖民地领袖很少会想，有朝一日不做英国的子民。一位历 

史学家认为，在18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早期，殖民地领袖对未来的设 

想是一种“消极的主旋律”6。。在他们描绘的政治蓝图中，找不到一个没 

有国王的政府。

在18世纪,殖民地中的代议制度，尤其是下议院的代议制度，逐渐被 

确立了。在早期的新英格兰，代表集会很重要,但在早期的马萨诸塞，当 

选官员被看做为上帝服务的上等人，而不是全体选民的代表人。一年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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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的选举并没有让有产选民认识到选出的代表应该表达民众意愿。在其 

他殖民地，直到1689年之后，下议院才成为重要的立法机构。1689年至 

1763年，下议院逐步获得了征税权，并开始立法，开始与总督和总督顾问

25 委员会分庭抗礼，开始代表全殖民地的民众用一种强有力的声音说话 。

宾夕法尼亚和马萨诸塞的下议院在18世纪30或40年代取得了统治权。 

在新泽西和南卡罗来纳，下议院在1750年后变得十分强势。在新泽西和 

弗吉尼亚，七年战争(1756—1763)①带来了很多立法需求，下议院通过立 

法活动获得了很多权力。在战争期间，一些议员显现出“高涨的自信心", 

他们利用战争提供的契机获得了重要的政治经验。1763年，英国议会颁 

布了管束殖民地的严厉法案。这时,被下议院制度熏陶过的殖民地政治 

家已不再愿意附属于英国』

所有的成绩都与殖民地当地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精英控制权的增长有 

关。他们的权力并非来自“民主”，而是来自于代议制度和一套政治原 

则。1765年以后，这些政治原则开始广为传播，为建立共和政府打下了 

基础。

在各殖民地，“代表”(representation)这个词的含义是不一样的。在 

新英格兰，议员代表的是城镇而不是教区，也不是郡(shire) o选区是由多 

个自治城镇组成的,议员是在乡镇集会上选出的，乡镇集会可以通过下达 

命令和指示控制议员。在中部和南部殖民地，选举不是在礼拜堂而是在 

户外或者法庭外举行的。选民一个接一个地宣布自己的选择，并没有一 

个组织下达指示严

除选举以外，议员是政府与民众交流的主要媒介。没有人认为公民 

或是选民应积极获取信息，应该读新闻，应该通过政党或利益团体监督政

26 府，或应该通过其他渠道与政府保持交流。他们应该做的是:选出代表自 

己的议员，然后做自己的事，下次选举时再对议员作判断。在英国，“代 

表”这个词“并不意味着议员要与选民交流，而是意味着候选人只用在七 

年才举行一次的选举中对选民负责”64。在独立革命之后，殖民地的民众 

才知道“代表”的第二个含义:立法者应让人民了解他的作为，公民应该不 

断地对公务人员做评估严

综上所述，在殖民地,“代表”一词开始有这样的含义：代表民众的议 

员不仅应该自己作判断,而且应该为他的选区说话。但在英国，“代表''一

① 七年战争(Seven Years*  War) ,1756-1763年间，由包括英法在内的欧洲主要国家组成 

的两大交战集团在欧洲、北美洲、印度等广大地域和海域进行的争夺殖民地和领土的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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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没有这个意思。殖民地居民对权利的要求变得越来越明显。人们希望 

议员住在他所代表的选区里。对于英国而言，这些东西是很难想象的。 

即使是在理论上，英国议会的成员也没有“代表”本地选民意见的必要。 

在殖民地，“代表本地”则是非常重要的。拥有财富和与其社会地位相符 

的技能和判断能力是对殖民地议员的一般要求，议员同时也应该通晓本 

地情况、代表选区的利益。这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事。既要求议员用自 

己的头脑去判断什么对公众有益，又要求他们按公众意愿办事。这样就 

形成了一对矛盾，为以后的冲突埋下了种子。

共和主义美施和投票理论

从早期一直到18世纪60年代,殖民地的政治是“同意政治"(politics 
by assent),选举主要是一种认可绅士统治的社群仪式。在17世纪，我们 

见不到候选人为了争夺职位而开展的竞选公关活动。在18世纪，这种活 

动也不多见。只是在城市化改变人们的生活,人口数量增多，人口的异质 

性增强，政治印刷物越来越容易获取,对英国的抵抗开始进入白热化阶段27 
之后，事情才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公开的政治争端和竞争性的选举首 

先在城市出现。早在1739年，就有一本小册子攻击总督乔纳森・贝尔彻 

(Jonathan Belcher),并呼吁选民去了解候选人的“意见和目的”，去调查 

“他们过去的作为”。这是个有些胆大的提议。《波士顿公报^(Boston 
Gazette)刊登的一封来信批评了这本宣传册，斥责那些“攻击最高层人 

士，通过最卑鄙的行为和最可笑的丑闻影响人民”的候选人。这说明在 

那个时候，对在职官员展开公开批评仍是完全不能被接受的。

那个年代的政治理想是,建立一个既能让民众参与又能被贵族约束 

的政府。殖民地的领袖有一个共识,那就是给选举权加上财产限制必然 

有利于建立好的政府。18世纪的政治思想家认为，拥有土地的人在社会 

中有利益牵绊，会长期依附于社会。根据弗吉尼亚宪法的权利宣言第六 

条，赋予民众以投票权的前提是,“有充足的证据证明，他们依赖社群，其 

永久的、普遍的利益与社群相关吶。与其说这个条款反映出对财富作用 

的谨慎认可,不如说它反映了一种浪漫的农耕主义思想，一种对自耕农身 

份的渴望。要求自己和他人独立、自给自足,永远忠于社群——这是自耕 

农的美德，同时也是殖民地公民的美德。托马斯・杰斐逊在阐述其立场 

的经典论述中写道:“如果上帝选中了一些人并特地把重要的和真正的美 

德注入他们的胸中，这些人就是那些在田地里劳作的人0，，6918世纪的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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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地思想家相信，农民拥有支撑一个共和国所需要的美德，但是，当他们 

看见商业和制造业兴起之时，又害怕这些产业会使支撑美国共和政府的 

美德腐败变质，而且他们相信这种情况已经在英国出现。7°
有六个或七个殖民地（新泽西的情况很复杂）要求选民拥有终身保有

28 的不动产，这意味着要投票就必须拥有一定价值（价值由土地产出或土地 

出租收入确定）的土地。其他殖民地用纳税额而非土地所有权来限定投 

票权』对投票权的限制还不止这些。有三个殖民地明确规定，选民必须 

为男性。其他殖民地虽没有明确的规定，但是他们对选民性别的要求是 

不言自明的。共和主义从一开始就有“性别特征”。跟奴隶和仆人一样， 

女人处于依附地位，而公民权只属于那些可以掌控自己生活的人。72进一 

步说，即便获取了自主地位,可以掌控自己的生活，也不一定就有投票权。 

北卡罗来纳、南卡罗来纳、弗吉尼亚和佐治亚的法案规定，自由的黑人不 

能参加投票。纽约在1701年颁布了一条法案禁止天主教徒参加投票。 

在其他殖民地，也有对天主教徒投票权的种种限制。在罗德岛、马里兰、 

纽约和南卡罗来纳，犹太人不能投票。"

以上这些规定只适用于殖民地范围的投票;在地方上,对投票权的规 

定要宽松一些。与英国相比，殖民地的土地所有权比较分散，因此，殖民 

地男性中拥有投票权的人的比例也要高一些。虽然殖民地吸收了英国的 

政治哲学，给投票权加上了种种限制，但实际拥有投票权的人相当多。例 

如在罗德岛,75%的自由成年男性所拥有的财产达到了获取投票权所需 

的标准，在其他殖民地,这个比例可能更高。74另外,选举权的限制规定实 

际上并未被严格执行。那么，我们既可以说,殖民地看重财产作用的政治 

哲学的内核是一种达不到现代标准的、反民主的世界观，也可以说殖民地 

相对普及的投票权有助于培育一个更加平等的政治社会。75
同样，我们可以自由选择，是去强调社会等级制度以及社会中的恭顺 

现象带来的影响，还是不断讲述没有家庭背景的普通民众获得社会认可 

和显赫地位的故事。76那么，我们到底是应该为殖民地广泛实行了代议制 

度而唱赞歌，还是应该为代议制度并没有为广大殖民者所用，也没有提升 

投票率而哀叹呢？合适的回答也许是:一方面，殖民地政治是当今政治的

29 序幕;另一方面,它与在19世纪早期被民主化了的政治形成了对立。

政治与社会:模糊的界限

我们很难把殖民地时期的“政治”看做一个独立于社会之外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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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东西。我们知道，殖民地有指派的和选举产生的委员会和议会，有国 

王或人民委任的当权官员制定公共政策（虽然在殖民地的很多地方，我们 

很难分清谁或者哪个机构拥有什么样的统治权力）。77但是，我们也应该 

知道,只有处于社会等级中上层位置的人，才能得到公职,才能成为政治 

机构的成员。殖民地就好比现代的大学，人的地位与责任是联系在一起 

的。在大学的教师群体中，哪些人掌控政治？按规范，学校应由选举产生 

的教师代表管理。但约定俗成的观点认为，老教师比青年教师更有资格 

承担管理的责任。谁会被提名，谁会当选，基本没有悬念。与弱小院系里 

的教师相比，声望很高的院系里的年长之辈有更大的责任。在大学里， 

“学而优则仕”，管理学校是大学教师教学、科研功能的延伸；在殖民地， 

“地位高则仕”,立法机构是当时的经济和社会等级制度的延伸。在殖民 

者眼里，政治这个东西,毫无疑问属于绅士。

在英国，政府不“多管闲事”。除了修改已有法律、弥补法律缺陷，国 

会很少开展其他的立法活动。在18世纪前期，英国政府征税不多，行政 

开销微不足道，雇员很少，处理的事务也不多。在北美，殖民地政府更加 

积极地管理经济和提供社会服务，但是殖民者也没有指望能从政府那里 

获得很多东西（他们所获得的也确实不多）O皇家总督一般不会制定立法 

规划，殖民地议会对立法也不是劲头十足。在18世纪的弗吉尼亚和宾夕 

法尼亚，大部分的立法活动缘于民众请愿而非议员提案。78
与在英国一样，在殖民地立法其实是议会的次要任务,其主要任务是 

替民众诉苦和监督行政。议会经常裁定个人的和地方的争端，政府管理30 
的有时仍是个人事务。甚至到了建国之初,美国人仍没有指望政府处理 

公共事务。若要发展公共事业，人们常常会自愿捐献财物，很少会要求政 

府通过向大众征税来募集资金。这些捐助不仅推动了公共事业的发展， 

例如建立了学院或图书馆,而且再一次肯定了社会等级制度。这是因为， 

有实力去捐助的大都是上等人，捐助行为使他们的名字和贡献被公众 

铭记。79
鉴于此，有人也许会总结说，殖民地议会的主要任务仅是让自己长久 

存在。不管事实是否如此，维持运转、让自己存在所花费的经费确实是议 

会的主要支出。在17世纪的弗吉尼亚，税收中最大的一块被用于支付议 

员、文书的工资和开销，哪怕他们一年中开会议事的时间只有短短数 

周严殖民地政府的主要任务不是改变社会基本结构，而是为巩固既定社 

会结构提供协调和帮助。

如果政府规模很小又不怎么管事，那么管理政府的政治家也就不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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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关注了。实际上，用“政治家”这个词形容殖民地官员有些不对头。殖 

民地官员从未为政治而活,也从未依靠政治职务生活。在18世纪以及随 

后的19世纪,政治只是绅士们的“业余爱好”。本杰明・富兰克林先是靠 

做印刷生意发迹，成功地使自己成为一个有钱又有闲的绅士。在此之后， 

已到不惑之年的他才“感觉到”自己是担任民兵上校这一公职的不二人 

选F殖民地的精英担任公职是对自己有利的，它能影响土地分配.提升 

威望、为自己贏得酒吧里的好名声。即便如此，殖艮地一级的立法者实际 

花在政治上的时间是有限的。希望从政的人会花时间思考议会政治，但 

他们也不会放过在议会社交季节(social season)①玩乐的机会。大陆会议 

和早先的全国性会议(national congress)经常换代表，这是因为，很少有 

人视参加这种会议为人生事业，何况与会还必须长时间离开家乡。

连政治家都只是时不时地参与行政，我们不难理解，那时的公民为什 

31 么难以获取有关公共事务的信息，为什么会没有参与公共生活的兴趣。

公共生活的媒介

过去和现在，政治祢主要是一种口语艺术。政治家混迹于小酒 

馆、客栈、议会会议室和私人会客厅，并不是因为他想保护隐私，而是 

因为他需要这些地方所提供的舒适的社交氛围严

到了独立革命的前夜，只有160年历史的北美社会有大约40家报 

纸。这个数字看上去不小，但与当时北美的3 200个教堂一比，报纸的数 

量就显得很可笑了严到了 1790年，在很多农村地区，想看到报纸依然不 

容易。可是，几乎每一个村庄都有一个新教牧师〃

在18世纪早期，印刷物的传播范围十分有限。印刷物一般都是为政 

治服务的，其出版发行的前提是符合法律和习俗。殖民者的生活以本地 

为中心，他们的文化世界靠口语支撑。随着时间的推移，印刷物在殖民地 

政治中的作用逐渐增大。到了独立革命之前的那十年，印刷物也许成为 

公共领域的支柱严

印刷商人本杰明•富兰克林的自传清晰地描绘了印刷物在殖民地生

①社交季节指一年中用于组织社交活动的一个时间段。在17、18世纪的英国以及北美殖 

民地，社会精英会在一年中的某一段时间组织舞会、餐会和慈善活动，参与者可以借此拓展社交 

范围。这个时间段因而被称为社交季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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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中所扮演的角色。在读过这本《自传》之后,所有的读者都会相信，至少 

是在费城,公共领域已经出现。富兰克林自己就是个“活的公共领域”，因 

为他创造、构建和反映了公共性(publicness) o从19世纪到现在，我们都 

找不到一个与富兰克林相当的人物。拉尔夫•纳德①也许跟他有几分相 

似，因为他也曾积极地建设和推广各种公共机构。不同的是，纳德激进和 

高调地给他的项目贴上了“公共利益”的标签，而富兰克林则比较低调，在 

为公善而奋斗之前,他先悄悄地寻求支持、消除障碍，而且他从未宣布放 

弃自己的利益。

富兰克林的《自传》是我们查看殖民者文化世界的窗口。他们的文化 

世界很小。富兰克林是工匠的儿子，自己也只是一个工匠，年轻时既无成32 
就又无社会背景，却两次受到了殖民地总督的垂青。第一位总督是威 

廉・基思爵士(Sir William Keith),他鼓励富兰克林投身印刷业。第二位 

是纽约总督威廉•伯内特(William Burnet) o他从一个船长那里听说，船 

上的一位年轻乘客带了很多书，这个乘客就是富兰克林。于是，他召见了 

富兰克林。富兰克林多次把他年轻时的伙伴称为“读者”和“爱读书的 

人”，还说因为都爱读书，所以他们成了一辈子的朋友。富兰克林的家庭 

对他读书有帮助。他父亲藏有神学论证法书籍和《圣经》。还是孩童的时 

候，富兰克林就会用身上所有的钱去买书。他先买了约翰・班扬(John 
Bunyan)的小说，看过之后卖掉,又去买了一套大概是40或50册的“通俗 

读物"----R.伯顿(R. Burton)的《历史集录 ^(Historical Collections ) o
当本杰明成长为一个年轻人时，他开始读英国文学刊物《旁观者》(T辰 

Spectator),读约翰・洛克和色诺芬，读丹尼尔・迪福的《计划论^CEssay 
on Projects)和马瑟的《波尼法爵教宗，或有关行善的文章》。他甚至还读 

了倡导素食的小册子，然后便开始吃素严

在富兰克林年轻的时候，书籍是相对较少的，报纸则更难寻觅。富兰 

克林的哥哥在波士顿做印刷生意，年少的富兰克林前往投靠，在哥哥的印 

刷厂当学徒。1721年,他的哥哥提出了办一份报纸的想法，却受到了朋 

友的嘲笑。他的朋友认为，北美地区有约翰・坎贝尔的《波士顿新闻报》 

就足够了。当时的北美没有新闻职业，只有印刷行当。在移居费城的时 

候，本杰明已是一个技术熟练的印刷工。他希望在印刷这个行当干一番

① 拉尔夫・纳德(Ralph Nader, 1934-)，被称为美国现代消费者运动之父。他一直坚持 

不懈地提高美国消费者的自我保护意识，呼吁政府规范工业生产，提高产品安全。纳德没有任 

何固定资产，没有汽车,他将自己的大部分收入都花在了创建各种消费者权益团体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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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业,但他并没有视印刷为职业或使命。印刷只是他赖以谋生的行当。 

1729年，他接管了塞缪尔•凯姆尔(Samuel Keimer)的《宾夕法尼亚公 

报》,但他没有把这份报纸视为社会公器，而只是把它当做一种属于私人 

的生意。

这并不是说富兰克林不顾公益。他在《自传》中指出，印刷是“传播指 

示的另一种方式”，所以他才从《旁观者》和“其他一些有道德的作家”的著 

作中挑选了一些文章重印，以飨读者严但是，他视《宾夕法尼亚公报》的 

成功为一种经营上的成功。他认为，《公报》之所以获得欢迎是因为它所 

用的活字的质量以及印刷质量比费城其他的报纸要好。1729年，马萨诸 

塞的议会和总督就总督的薪水问题展开了争论。富兰克林在《公报》上发 

33 表了一篇文章报道了相关争议。他^＜为，他对争议的“热情评论”使他的 

报纸被人“不断议论”,还吸引了城市中“重要人物”的注意力。很明显，他 

关心的不是他的观点能否被人接受，而是报纸的生动性。看到了他的成 

功，那些“领袖人物”就鼓励他继续努力，好让生意蒸蒸日上。

富兰克林并没有提出什么崇高的办报主张。他确实提出过让报纸致 

力于开启民智的主张，但这不过是应景的套话。他曾经为印刷业辩护，但 

他的辩护十分保守。1731年,富兰克林因为刊登了一个令人不快的广告 

而招致批评,于是发表了一篇名为《为印刷商一辩》("Apology for Print
ers") 的文章，称印刷业不过是个中立的容器。他认为，人们的观点是多 

种多样的。因为印刷这个行当“主要就是处理人的观点”,所以读者就会 

发现，“大多数的印刷物不是在支持某些人就是在反对某些人”。即便是 

只做分内的事，印刷商也必然会冒犯他人，但是做鞋子的人就不会遇到这 

样的问题。这个观点在当时的印刷业界十分流行,并不是富兰克林的个 

人见解。“印刷商的共识是，当人们有不同观点的时候，正反双方应该有 

平等的机会让自己的观点被公众知晓。如果真理和谬误有公平竞争的机 

会，真理总是会胜出。因此，只要付的钱不少，印刷商乐于为所有参与竞 

争的作者服务，不管他们在争议中持何种立场。”

根据上述观点，富兰克林进一步指出，印刷商不能为他所刊登的观点 

负责。但是,他又转过头强调印刷商确实“不赞成印制很多坏的东西，应 

该把这些东西扼杀于摇篮之中”。他说自己“拒绝印刷任何可能帮助邪 

恶、败坏道德的东西，即便屈服以迎合大众的低俗趣味可能使我赚到不少 

钱”9。。在《自传》中，富兰克林回忆说，他曾拒绝刊登一些他认为是诽谤 

或人身攻击的东西。如果作者“用岀版自由为自己辩护(他们经常这么 

做)，说报纸就像是个公共马车，任何付了钱的人都有权占一个座位，那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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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答是，如果他愿意，我会为他印制单张……但我不会(用见报的方 

式)主动散布他的诽谤呻。富兰克林宁愿把自己看做报人，而不是印宣 

传册的。报人是他的自我定位。他建议，为了“不污染自己的报纸，不给34 
自己的职业抹黑”，年轻的印刷商应该拒绝刊登个人之间的争议、虚假的 

道德指控或对邻州政府的恶言诽谤。°?

富兰克林的建议在多大程度上被印刷商采纳了？在18世纪前期，似 

乎只要有一个印刷商，就有一个办报模式。很显然，印刷商眼中的报纸既 

不是政治工具，也不是新闻采集机构。早期的报纸从来不主动采集新闻， 

他们刊登收集到的任何东西。约翰•坎贝尔创办《波士顿新闻报》的目的 

类似于作记录。他记录刚刚过去的事，记录“事件发生的脉络”。他把报 

道按时间排列，但是由于版面有限，报纸又时常停刊，所以他没有办法刊 

登来自伦敦的所有新闻。由于这些原因，他的报纸的时效性越来越差。 

到T 1718年，他所报道的新闻实际上是一年多以前的旧闻。93
本杰明・富兰克林于1729年接管的那份报纸，也就是塞缪尔・凯姆 

尔的《宾夕法尼亚公报》，志在提供“对最重大的欧洲事务的最好的和最真 

实的报道”。凯姆尔宣称，在收到了公道的订报费的前提下，他会努力“让 

每个人都满意，又不惹恼任何一个人”94。《宾夕法尼亚公报》的全名是 

《百科通用指南与宾夕法尼亚公报(The Universal Instructor in All 
Arts and Science and Pennsylvania Gazette},因为凯姆尔打算刊登伊雷 

姆•钱伯斯(Ephraim Chambers)的《百科全书》从A到Z的全部词条。 

凯姆尔的报纸创办于1728年，在富兰克林接管这份报纸的时候，也就是 

一年后，凯姆尔还在印以字母A开头的词条。从5月17日到7月25日 

这两个多月的时间里，这份报纸绝大部分版面被用于刊登百科全书中对 

“Air”这个词的解释。

与在伦敦的同行不同的是，殖民地的印刷商大都是公众人物。他们 

开邮局、在政府当文书，而且还负责印刷法律文书。但他们也只是做小 

生意的人，在他们的年代没有迹象表明报纸将会成为政治话语的中心论 

坛。在富兰克林下笔写《为印刷商一辩》的时候，党派报纸还没有在殖民 

地出现。第一份党派报纸诞生于1733年，诞生地是约翰・彼得・曾格 

(John Peter Zenger)在纽约的印刷作坊。曾格不是一个搞政治的人，他 

是个努力赚钱的生意人。在刘易斯・莫里斯(Lewis Morris)领导的政治35 
派系为了攻击总督威廉•科斯比(William Cosby)而向他寻求帮助以前, 

曾格印刷的主要是布道辞和荷兰的神学著作。在莫里斯派的指导下，他 

开始出版批评总督科斯比政策的《纽约周报MNeaYork Weekly Jo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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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l)o在殖民者眼里,1732年走马上任的科斯比是一个反面典型，因为 

殖民者从这位总督的身上发现的正是他们最担心的那种腐败——以权 

谋私。96

1735年，曾格因刊登攻击性文章而遭起诉，罪名是煽动性诽谤。在 

这个著名的案件中，陪审团裁定曾格无罪。曾格的律师安德鲁•汉密尔 

顿(Andrew Hamilton)申辩说，如果曾格刊登的全是事实，那么他就没有 

犯诽谤罪。这个辩护理由被曾格案的陪审团接纳,也受到1798年颁布的 

《归化和惩治叛乱法案MAlien and Sedition Acts)的支持，成为美国的一 

项法律传统。但在1735年,汉密尔顿的辩护并没有法律依据。根据当时 

的法律原则，任何损害政府声誉的言辞都可被认定为诽谤。汉密尔顿是 

相当幸运的，他之所以可以在法庭上大谈公道大义,是因为他面对的是一 

个急于扩大权力范围，意图掌握解释法律和定义事实的权力的陪审团 。 

虽然曾格案中支持新闻自由的判决顺应了民心，但它并没有成为判例。 

后来，莫里斯一派停止了反抗。曾格仍然从事印刷，继续出版《纽约周报》 

直至1746年去世，但他再也没有敢去试探政府的容忍限度。

这并不奇怪。殖民地的印刷商尽量避免争议。如果需要，他们会用 

富兰克林的口吻辩称中立。他们主要刊登外国新闻，这样本地读者和本 

地政府就没法挑剌。殖民地报纸主要的内容就是外国新闻。本地政治新 

闻到1765年还只是报纸上的一小块。在1728—1765年间《宾夕法尼亚 

公报》刊登的1 907篇文章之中，只有34篇涉及费城或宾夕法尼亚政治。 

在所有类别的新闻报道中，与费城或宾夕法尼亚有关的只有6%/7
在18世纪早期，政治印刷物是很少见的。在1707年的宾夕法尼亚，

36 领主①的反对者把总督的言论与议会的回应制成宣传册，在费城的咖啡 

馆中散发。1710年，宾夕法尼亚议会开始以一周两次的频率刊印他们制 

定的法案和法律，好让公民能在立法程序结束之前提出意见。在18世纪 

30年代，弗吉尼亚第一家出版机构建立。此后不久，该殖民地的议会就 

开始出版议事录和公布已通过的法律。上文已经提到过，因为与总督不 

合，马萨诸塞的议会在1715年出版发行了他们的第一份议事录，希望靠 

刊物赢得公民的支持。虽然报纸比议事录更适合展现立法过程,但新闻 

界所做的只是解释已经刊登在议事录上的东西。在危机和激烈的争议爆

① 领主(proprietor),指在美国独立前，由英王特许的独占某块殖民地的人。领主拥有大 

片土地，还拥有一定的行政管理权力。在1707年，宾夕法尼亚的领主是威廉・佩恩(William 
Pen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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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时，议会中唱名表决的次数就会增多，有人也会冒险印制一些小册子， 

刊登议事录上没有的信息。除此以外，其他印刷物都不会刊登殖民地立 

法活动的相关信息。99
在经济混乱或（和）战争爆发的时候,政治争端就会扩大。当精英与 

精英在选举中竞争的时候，他们就会印制竞选宣传册直接投递给自由人。 

在1695—1714年间，波士顿、纽约和费城三地共印制了 30种政治宣传 

册。此后的20年里,三地共印制了 145种;再往后20年，印制了 149种。 

民众原本生活在政治领域之外并自觉维护精英利益，现在，领导者开始通 

过印刷物赢得民众支持。有讽刺意味的是,虽然在精英集团的领袖们身 

上找不到一丝有民主意味的东西，但他们还是不由自主地向普通有产者 

讨选票。他们也许会反对这种新的竞选方式,担心宣传册会“哺育和培养 

不满情绪”，严重误导“无知者和对公共事务不熟悉的人”，但是他们不会 

拒绝利用印刷物为自己宣传「°。

那么，不关心政治的印刷商后来为什么允许政治言论在他们的领地 

中生长呢？也许，殖民地报纸的中立性和报纸印刷商谨慎小心的思维模 

式是一种解放力量。印刷商自私购、防御性的态度让报纸成为一个允许 

呈现不同意见的新型公共论坛。讪这个以商业利益和商业主义思维为基37 
础而形成的公共领域，与被政治原则或党派桂政治参与笼罩的公共领域 

还是有差另!I的，但它也不一定是一种退步。对于报纸自身而言,倡导中立 

是具有革命意义的。不爱政治爱利益，印刷商的这种态度，有助于让报纸 

接受相互冲突的观点。

与报纸相比，宣传册的言辞更加激烈，党派性更强，争议性更大，但是 

让君f闻报道变得有连续性、协同性和周期性的，不是宣传册而是报纸。报 

纸创造出了一个需要用新闻填充的空间，满足了对新近发生事件好奇的 

作者和读者。是报纸，而不是宣传册，创造出了一个呑同政见的市场。

报纸能够拓展公共话语空间的另一个原因是,报纸之间存在相互联 

系。它们联合起来能够帮助殖民地建立一种共同意识。殖民地报纸组成 

了一个强大的传播网络。报纸与报纸之间有相互联系是因为一家报纸需 

要借用其他报纸的内容以填充版面，更重要的是因为印刷商之间大都有 

亲戚或朋友关系,无论身处何处，他们都像是一个大家庭。富兰克林是庇 

护制度的忠实拥护者。他于1753年当上了北美邮政总局副局长，随即， 

他任命他的儿子为费城邮局局长，任命他的一个兄弟为波士顿邮局局长 

（随后接任的是这个兄弟的继子），任命他的侄子为纽黑文邮局局长，任命 

一个朋友的儿子为査尔斯顿邮局局长，任命一个朋友为纽约邮局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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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严2富兰克林的很多亲戚、以前的学徒或商业伙伴在纽约、南卡罗来纳 

和罗德岛经营报纸。富兰克林家族与布拉德福家族（该家族成员在宾夕 

法尼亚、纽约和新泽西出版报纸，曾格曾是他们的学徒）、波士顿的格林家 

族（该家族成员在安纳波利斯、新伦敦、纽黑文和费城做印刷生意）一起控 

制了殖民地的印刷业。因为印刷行业的学徒经常换地方,所以这三个家 

38 族之间也经常有联系。倔

报纸对公共论坛建设还有一种帮助:在小酒馆可以看到报纸,人们会 

在那儿大声朗读报纸上的内容。在酒馆或咖啡馆看报纸的人可能比在家 

里看报的要多，很多在场的人可以听见别朗读或讨论报纸的内容」04报 

纸以定期的形式出版、在社交场所中传播，这些都有助于维护和拓展公共 

话语空间。

当然，这不是说公共话语已经获得了充足的空间。相反，报纸并没有 

成为精英的噩梦，或者说它变成了另一个噩梦:报纸从攻击反对派®:策转 

为攻击反对派领袖。报纸上都是枪弹齐放的景象，有一次政治冲突，冲突 

双方就有一次“语言粗暴性的增强”迹。

让我们再来看看本杰明•富兰克林。这个厉害的人物在费城做了一 

些事,让别的印刷酋没法跟他相比。虽然他视印刷为生意，视报纸为非党 

派性的、用于赚钱和启蒙的工具，但是他也用报纸推进公益事业。富兰克 

林是个维护公共利益的孤胆英雄，满脑子都是促进社群发展的点子。如 

果想到了一个点子，他首先就会与“协会”（即由他和其他生意人、艺术家 

组成的阅读和讨论团体）①分享。他与“协会”和其他类似的团体商讨过 

值夜人制度。关于防火的问题，他也是先与“协会”商议，然后才把他的想 

法刊出。②此外，或者说然后，他会动笔创作并印制宣传册，呼吁人们接 

受他的主张。他就纸币和民兵队的问题制作了宣传册，同时他也会在报 

纸上写文章。例如，他曾在报纸上撰文呼吁费城建立公立医院。他在《自 

传》中称，在报纸上宣传他自己的主张是“思想动员”的“一贯性做法”。富 

兰克林并没有满足于靠印刷取得的成就，此后，他开始利用他在议会的政 

治关系和政治力量推进他的事业。

① “协会”（Junto）,又称皮围裙俱乐部（Leather Apron Club）o富兰克林在费城做印刷生 

意时组织了一个俱乐部，大多数成员都是穿皮围裙工作的手艺人，俱乐部因此得名。聚会时，成 

员会分享读书乐趣、畅谈理想和个人发展。此外，俱乐部也为城市发展出谋划策。

② 富兰克林曾提出过组建消防队和设立付酬的守夜巡逻员的建议，这些建议后来都被费 

城政府采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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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纸以及其他传播媒介为富兰克林推进社会改革提供了持续不断的 

帮助。对于报纸，富兰克林既没有忽略它的力量，也没有对它期望过高。39 
报纸的作用不是劝服而是公开，是“思想动员”，是为劝服效果和社会压力 

的产生而作的前奏。作为费城公共领域的“管理人”，富兰克林清晰地认 

识到自己“可能眼界有限",所以他总是邀请他人加入，组成一个团体去执 

行他的计划，而不是一个人去战斗。

富兰克林把印刷当做一种政治宣传武器，但这种武器还有富兰克林 

没有预计到的力量。报纸的非个人化特性有助于建立对理性话语的信 

仰严7因为印刷物具有可复制性和非个人的传播指向，所以它的受众在数 

量上具有潜在的或理论上的无限性。新的受众群体，即共和主义公众，不 

再是在教堂集会或城市集会中碰面的那些人。这些人十分具体,同时又 

被局限于某一地理范围之内，而新的受众是想象中的受众。想象中的受 

众是十分抽象的，这不利于维持传统的社会关系，不利于维持在无形中迫 

使普通民众约束自己的社会等级制度。印刷物的传播范围很难控制。人 

们会私下阅读印刷物，阅读是为了满足世俗需要而不是宗教需要。在这 

种情况下，印刷品带来的受众反应也是难以“控制"或预料的。印刷业总 

是会追逐丑闻。弗吉尼亚总督威廉•伯克利(William Berkeley)对这一 

点深有体会，他在1671年写道：“感谢上帝,这里没有免费学校，没有印刷 

业，而且我希望几百年后也不要有。因为，学习给这个世界带来了反抗、 

异教邪说、异端教派。印刷业则把这些东西公之于众，恶语中伤最好的政 

府。上帝保佑我们远离这两者。但是，上帝的保佑并没有持续多久。

1765年以降:一个农夫和一个女士胸衣裁缝

1767年12月2日，约翰•迪金森的《宾夕法尼亚农夫信札》在费城 

发布。《信札》里第一封信的开头是一个令人感动的、讨人喜欢的自我描 

述:“我是一个农夫。经历了各种机缘巧合之后，我在特拉华河河畔定居 

了……我接受了通识教育(liberal education),我为生活奔波忙碌。但我 

现在相信,人忙碌的时候会跟闲适的时候一样高兴。我的农场很小。我40 

的仆人没有几个,但他们很好。我只有一点钱可以收利息,但我也不想要 

更多....”109

迪金森原本可以用宣传册的形式发布他的《信札》(后来他确实采用 

了宣传册的形式出版了七个版本的《信札》)，但他决定先用周报发布，因 

为与宣传册相比，周报的受众更多,其受众的思想也更加单纯。迪金森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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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新派的大众领袖，利用报纸宣传成为“公众物”。新派领袖不但通 

过请愿、演讲和信件向议会发出呼吁,还通过公开传播的印刷品向大众发 

岀呼吁。迪金森的《信札》在殖民地之间迅速传播。到1768年1月，殖民 

地的23家英语报纸中已有19家刊登了他的《信札》宀。

虽然报纸在殖民地的人口覆盖率也许还不到5%,但正是依靠报纸， 

《信札》才在殖民地广为传播，其传播范围大于任何先前的政治著述。山当 

时，有很多人认为殖民地可能爆发危机,所以报人们觉得有必要刊登《信 

札》。波士顿、费城和其他地方的几份报纸没有转载《信札》，是因为当地 

的报人们迫于压力而放弃了。山很明显，迪金森是个技巧娴熟的宣传者， 

他在《信札》中就税务问题提出的意见产生了重要影响，成为一个长久的 

政治话题。辉格党人的观点在当时十分流行，于是他就用这些观点为自 

己辩护。他最成功的地方是选择了自耕农作为作者的身份。在殖民地， 

农夫的美德被人们传诵，而迪金森是第一个以农夫的身份写作的美国政 

治作家。山

迪金森在报纸上发表政治宣传文章的事件表明，印刷商已经开始政 

治化。1765年，英国国会颁布了针对殖民地的《印花税法案HStamp 
Act）。①面对这个严重影响即刷生意的法案，印刷商还是屈服了。富兰 

克林的生意伙伴、接替他管理《宾夕法尼亚公报》的戴维・霍尔（David 
Hall）在法案颁布后对富兰克林说，他后悔没有奋起反抗。真实的情况 

是，在民怨鼎沸之时他躲到了一旁。印刷商对政治的参与往往是滞后 

的。山当政治冲突变得越来越激烈，印刷商无法置身事外而参与进去的时 

候,印刷厂的数量也开始增加。1764年，殖民地有23份报纸，在16个地 

41 点印刷出版；1775年，殖民爲共有43份报纸，在24个地点印刷；到了 

1783年,26个印刷厂印制58份报纸。

到了 1765年，北美报业已经获得了长足的发展，无论是在政治抗议 

示威爆发的时候，述是在平常时候，报纸上都讨论政治问题。报纸不能像 

政治运动（比如起义或波士顿倾茶事件）那样大模发动群众，但是因为 

报纸每周都必须寻找新闻内容以填充版面，在人们被街头巷尾的议论搅 

得群情激愤的时候，报纸就必须不断地谈论政治。

① 为了给驻扎在北美的英国军队筹措军馆，英国国会颁布了《印花税法案》。法案规定，北 

美殖民地的报纸、杂志、法律文件和很多种印刷品，都必须使用伦敦制造的、带有印花的纸张，而 

购买这种纸张就必须付印花税。法案一公布就遭到了北美殖民地的强烈反对，一年之后被迫撤 

销。



第一章北美殖民地时代的政治活动:1690—1787 i 35

在危机逐渐显现的那段时间，殖民者的交流方式是多种多样的，报纸 

只是最容易被注意到的。殖民地精英通过生意往来结识。某个殖民地的 

生意人可能会去另一个殖民地购买房地产。他们可能是大学校友。耶鲁 

大学有很多来自纽约、马萨诸塞、康涅狄格的学生，也有一些来自罗德岛、 

新泽西和宾夕法尼亚。学生在耶鲁完成学业后，不一定会回到家乡，而是 

另选地方定居。在18世纪60年代，各殖民地之间也有宗教联系。许多 

殖民地的长老会和公理教会牧师都害怕英国国教教会会给殖民地指派主 

教，于是他们通过举办年会和设立通信机构联合了起来。对于殖民地教 

会而言，英国派来的主教象征着对不信奉国教者的宗教压迫，所以殖民地 

宗教组织也加入了反抗英国的政治斗争。^各种社会、经济、教育和宗教 

联系，与对科学、医药或艺术的共同兴趣,抹去了各殖民地之间的界线，把 

他们联系成为一个整体。

到了 1774年，大陆会议的代表们在各殖民地已是声名远播。有些会 

议代表互相不认识，但有一些则是老熟人。新泽西代表威廉・利文斯顿 

(William Livingston)是康涅狄格代表伊利法莱特・戴尔(Eliphalet Dy- 
er)的耶鲁同窗。康涅狄格代表、律师兼商人赛拉斯•迪恩(Silas Deane) 
遇到了来自纽约的老朋友。宾夕法尼亚代表托马斯•米夫林(Thomas 
Mifflin)在一年前去波士顿走亲戚时见过马萨诸塞代表约翰・亚当斯 

(John Adams),约翰•亚当斯则在波士顿结识了后来代表南卡罗来纳与42 
会的托马斯•林奇(Thomas Lynch) o 117

在一个殖民地范围内的交流可以通过报纸展开，但正式的、非正式的 

组织也是很好的交流渠道。在波士顿，人们去社交俱乐部和共济会会所 

谈论政治(当然还谈论其他东西)。手艺人的协会密切了手艺人之间的关 

系，这样他们就可以结成一个政治联盟去参与乡镇集会的选举。纽约没 

有类似的专门组织，人们通常去小酒馆谈论政治。^

在人们谈论政治的同时，印刷商威廉•戈达德(William Goddard)出 

于对皇家邮局的不满，开始着手建立殖民地邮政系统。在1774年3月， 

他建立邮政系统的计划获得了波士顿通信委员会的首肯，这个委员会后 

来又为他的计划向其他委员会寻求帮助。波士顿通信委员会寄来的一封 

信(作者很有可能是约翰・亚当斯)称:“我们认为邮局很重要，不仅因为 

它能为个人传递友谊信件和商业信件，还因为它能在殖民地与殖民地之 

间传递公共信息。在我们看来，建立这样一个邮局并把它交由殖民地管 

理是正确的和必要的・••…,,119

为了鼓励人们使用新的私营邮政系统，支持者指出，殖民地长期依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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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皇家邮政系统会有危险:“我们的信件很有可能会被内阁委任的官员拦 

截和打开检查，然后他会把信件的内容判定为叛国阴谋。另外，必需的、 

重要的、为公众提示危险的警钟——我们的报纸，也会因为发行量受限而 

起不到作用o,,1201775年7月26日，大陆会议批准建立殖民地邮局。在 

这时，独立革命开始变得有组织性。一年之后,《独立宣言》发表。

在迪金森那里，公众是通过报纸聚集起来的，报纸为公众建立了一个 

交流意见的场域。与报纸一样,托马斯・潘恩(Thomas Paine)所著的宣 

传册《常识》(Common Sense)也为公众建立了r个这样的场域。在1764 
年到1776年之间，殖民地印制了 195种政治宣传册。在这195种之中， 

有150种出自于马萨诸塞、宾夕法尼亚和纽约这三个殖民地。⑵很多人都 

认为，《常识》的影响很大，潘恩自己也这么认为。他在1779年的文字中 

43 提到，《常识》在北美的印售总数为15万本。历史学家认为，潘恩并没有 

自吹自擂。《常识》不只是在美国广受欢迎,这本小册子在英国被印制了 

17次,而且还被翻译成德语和法语出版。《常识》的重要作用是，把殖民 

地人民原本不敢去想的东西——独立和没有国王的共和政府，变成了他 

们想要去争取的东西。正如它的名称所言,它把独立和共和变成人们的 

一种“常识"。殖民者认为，殖民地的生活方式刚好可以证明殖民地的地 

位比英国低下。潘恩却告诉他们，这些殖民地特有的生活方式预示着殖 

民地要走自己的路。在潘恩看来，殖民者过着新鲜、原始并带有乡野气息 

的生活并不是一种过错，相反，这是一种美德。如果说美国人缺乏经验， 

那么也就是说美国人还没有被那个陈腐老旧世界毒害。他写道:“我们有 

能力重新创造一个世界。当前这样的形势，自诺亚造方舟之日一直到现 

今都没有出现过。”】22
仅1776年一年，《常识》就被殖民者翻印了 26次。我们可以说，这是 

一个相当成功的文学作品。当然，《常识》不只是一个文学作品，它还带有 

强烈的政治意味。潘恩的一个创举就是用平实易懂的语言写政治文章。 

“我的目标是让那些很少阅读的人也能看懂,所以我没有为文字添加任何 

修饰，让这篇文章的语言如同字母表一般平实易懂。”倔《常识》在理念上 

并无创新。约翰•亚当斯曾抱怨说，《常识》只不过是“总结了我在(大陆) 

会议上反反复复说了九个月的观点楓24。但是，用大众容易接受的话语， 

把这些观点编织起来变成一篇连贯的文章，使之广为流传,是潘恩对美国 

公共生活的重大贡献。

潘恩曾是个手艺人,确切地说是个女士胸衣裁缝，为有钱的女人缝制 

胸衣。早些时候，宣传册的作者不是律师就是牧师，或是商人。潘恩却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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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为普通人写作的普通人。迪金森只是装作一个普通人①，而潘恩与 

富兰克林一样，本身就是个普通人。还是与富兰克林一样，他同时还是著 

名人物乔治•华盛顿和托马斯•杰斐逊的朋友。这也许可以说明，潘恩 

是知识分子和专业员这个新兴阶层中的一员。这样的人没有狭隘的阶 

级意识，不向任何阶级或党派效忠，因而可以畅所欲言。佃 44

在独立革命时期，原本只与伦敦有联系，而在相互之间没有正式政治 

联系的13个政治团体聚集到了一起，形成了统一的政治目标和军事目 

标。先前，殖民地的领袖和公民大都还没有仔细思考过是否要脱离英国 

的统治这个问题,更别说他们已经决定这么做，但是，领袖们后来提出的 

联合起来抗争的主张还是获得了广大群众的支持，各殖民地也最终联合 

了起来。

独立革命变了殖民地的政治文化。在当时的政治观念中，意见一 

致依然十分重要，但是，在13个原先是殖民地的州联合在一起之后，政治 

就好像是詹姆斯・麦迪逊式的利益碰撞交响乐。按麦迪逊的构想，大陆 

会议应该变成可以包容各种利益冲突的机构，甚至是可获益于利益冲突 

的机构。在新时期，认为有协商就可能达成一致意见的人越来越少。

恭顺的思想和等级性的社会关系并没有被独立革命荡涤干净，但它 

们消亡的过程已经开始。在这个刚刚建立的国家，上议院存在的依据是 

一个争论焦点。如果这个国家根本没有“贵族原则”需要体现，那么为什 

么要建立上议院呢？独立革命之后，各州(只有一个议院的佐治亚州除 

外)建立了上下两院制度。有些州曾规定，与下议院相比，担任上议院议 

员需要有更多的财产，参加上议院议员选举的选民也要比一般选民拥有 

更多财产严点很明显，在那个时候有这样一种观点：美国的上议院(upper 
house)应该类似于英国的上议院即“贵族议院”(House of Lords),而不 

是下议院即“平民议院”(House of Commons) o但是，对人民主权的强调 

和以“我们合众国人民”格式开头的美国宪法标志着决定性的转变。

对君主制的信任以非常惊人的速度消失殆尽。历史学家理查德•布 

希曼(Richard Bushman)认为，独立宣言这个文件仍然蕴含着君主制的政 

治思维。他写道:“这是一个叛国罪起诉状，起诉国王没有保护人民反而 

攻击人民。(独立)宣言用洛克式的语言阐明了人民反抗的权利,但君主 

与人民签订的条约其实已经默许了这种权利。”】跻但是，在各殖民地变成

① 约翰•迪金森假借一个农夫的名义写了《宾夕法尼亚农夫信札》,但他其实是个出身名 

门望族的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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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了独立的州之后，在战争时期书写了宪法，被《邦联条例H Articles of 
Confederation)凝聚成一个整体之后，共和主义的原则就被人们接受了 。

政治史中最有价值的教训是，突破性的变革都是在原有制度的基础 

之上发生的。如果共和主义意昧着对代议制度的信任，那么殖民者对它 

已有切身体验。他们的反抗方式从在议会中陈情和抗辩转变成了上街游 

行，但游行这种活动其实也没有突破既定的制度框架。在正式的机构中 

合法地使用权力与暴民在街头胡作非为，这两者之间的差别其实不大。 

在殖民地时期，警政不是由既定的或专门的公务人员维持的，行使执法权 

力的常常是地方武装队(posse commitatus) o在殖民地，行使政府权力的 

是治安官召集的强壮男人，但在1765年至1775年之间，聚集起来搞非法 

抗议的也正是这拨人。反抗《印花税法案》以及其他英国决策的人被英国 

政府称为“暴民”，但他们认为自己是“准合法”的军事力量。殖民地的男 

人大都有在民兵队和地方武装队效力的经历，这种经历让他们在抗议时 

自觉地约束自己，不去做过激的事。我们可以说，由大众抗争发展生成的 

独立革命其实继承了“准合法性” (quasi-legitimacy)的传统严

虽然大众抗议和军事活动频繁,但革命领导者并没有让广大公众参 

与政治辩论。大陆会议要求代表起誓保守秘密。当然，会议能以军事需 

要为由为保密要求正名。在以《邦联条例》为指导的国会中，议员把自己 

看做各州的领导人，而不是人民代表,所以他们不会直接向民众公开议事 

信息，而只会向各州政府发公报。曾经有过几次让国会辩论公开的尝试 ， 

可惜都以失败告终。到了 1779年，大陆会议开始以一周一次的频率公布 

议事记录。纽约和宾夕法尼亚也在各自的新宪法中规定，立法会议应该 

公开。

如果把18世纪80年代的公共生活比作一个装了半杯水的杯子，那 

么我们应该说它是半满的,还是说它是半空的？我们只能说，那个年代距 

离现在有几百年,不能以我们现在的标准去评判那时的公共生活。在那

46 个年代，代议制度的地位越来越重要，成为一项基本准则。除了南卡罗来 

纳以外，其他所有的州都要求每年举行下议院选举。激进的辉格党人于 

是创造了一个警句:“年度选举的结束即暴政的开始。”而且，各州已经把 

举行年度选举写进了新宪法，使之变成了一项行政制度。⑶各州宪法使议 

会议员的人数在总体上增多了，并使选举议员的选区变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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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举权的普及程度也有所提高。选举权普及可部分归因于纸币贬 

值。①由于纸币贬值太厉害，几个州不得不废除了对选举权的财产限制 。 

选举权逐渐普及也是因为有几个州取消了选举权的财产限制，开始使用 

纳税额确定选举资格。启用新限制标准的州有：宾夕法尼亚（1776年）、 

新罕布什尔（1784年）、特拉华（1791年）、佐治亚（1775年）、北卡罗来纳 

（1776年）。因为获得选举权所需的纳税额仅是象征性的,所以几乎所有 

的白人男性都符合标准。1777年,佛蒙特州决定，投票无需财产,也无需 

纳税，只要是白人男性就有选举权。除了佛蒙特，其他州对选举权或多或 

少还是做了些经济方面的限制，但改革明显还是使选举权资格放宽了 

选举权普及在其他方面也有所体现。新泽西和纽约颁布了增加投票点的 

命令,在那个短途旅行都十分辛苦的年代，投票点的增加对于选民而言无 

疑是件好事。血

虽然投票权普及程度提高了，但普通公民依然难以获得政府职位。 

在这个新国家成立的前夜,政治仍然被绅士们控制着。代议制度逐渐确 

立，选举权逐步普及，但绅士依然统治着国家;报纸不断增多，但对政治事 

务的报道难觅踪影。对君主施行暴政的控诉随处可见，但人们并不对本 

地政府的作为抱太大期望,州政府的权力也因资源有限而受到限制。虽 

然民主确有发展,但殖民地的绅士依然享受着一致意见带来的好处，政治 

仍然仅是绅士阶层精英社会生活的延伸。 47

①1775年，大陆会议为了筹措军费开始发行纸币。这些纸币没有金银作为担保，因而迅 

速贬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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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宪时刻:1787—1801

引子

宪法的开头写的是“我们合众国人民”，但“合众国人民”并没有参加 

1787年费城的立宪会议。这个会议是如何邀请与会者的，似乎是个说不 

清的问题。依据《邦联条例》，中央政府其实无权举办这个会议。这个会 

议更像自愿性的，由几个主要的州的民族领袖发起。他们最终促使13个 

州中的12个派出代表参会。

立法会议的代表不是由民众直选产生，而是由州立法机构选出。与 

其说他们代表的是“我们合众国人民”,不如说他们代表的是“我们各州政 

府在立法会议上的所有投票活动中，可以投出一票的是作为一个整体 

经的州代表团，单个的代表无权投票。

普通公众并未参与立宪会议的召集，也没有参与与会代表的选举。 

而且，代表到席之后,会议厅马上就对公众关闭了大门。托马斯・杰斐逊 

当时正在巴黎安稳度日，当他听到与会代表必须发誓对会议内容保密的 

消息，他表示反对并写道：“这个试图捆住会议成员舌头的先决条件令人 

憎恶。机但是，保密制度还是被执行了，而且是被严格执行。有一次，在秘 

密即将被泄露之时,会议主席乔治・华盛顿发出了一个警告:“我必须恳 

请各位绅士变得更加谨慎,不要让会议记录被报纸掌握，不要用还不成熟 

的想法打扰公众的憩息••…・榨代表们认为，自己现在应该避开公众视线 

行事，公众以后会有机会，他们可以在宪法争取获批生效的那段时间提出 

自己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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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如此，在代表们的意识里，“我们合众国人民”还是存在的。从字 

面上来说，人民就是指一大群人。但对于立宪会议代表而言,“人民”一词 

有丰富的含义。在为会议做准备，反复论证自己的主张之时，他们把“我 

们合众国人民""合众国人民的精神"(the genius of the people),以及人 

民会做什么和不会做什么，会同意什么和会反对什么，当做合理正当的论 

据(也有几次明显的和有意思的例外)。会议常常用人民是否支持作为通 

过或否决某个提案的判断标准。代表不仅用“合众国人民”，而且常常使 

用“合众国人民的精神“这一词汇去说明，让他们支持或是反对某个提议 

的是深植于心的情感和传统，而不是一些转瞬即逝的念头。弗吉尼亚代 

表乔治•梅森(George Mason)主张施行民主制，因为“合众国人民的精 

神支持民主'J康涅狄格代表奥利弗•埃尔斯沃斯(Oliver Ellsworth)提 

出，组建国家民兵部队不符合“合众国人民的地方精神顼。另外一些代表 

虽然没有使用相同的词汇,但表达出的观点是相似的。马萨诸塞代表埃 

尔布里奇・格里(Elbridge Gerry)认为：“新英格兰人民绝不会放弃年度 

选举。”5(他错了。)他还认为“人民绝不会同意”参议员任期超过4年或5 
年。叮他又错了。)

代表们有时会承认人民拥有伟大智慧。宾夕法尼亚代表古弗尼 

尔•莫里斯(Gouverneur Morris)主张，面对立法机构的扩张，行政机构 

应该成为人民的保护者。他问道，谁能评判行政官员呢？他自己回答说， 

是“全体人民，人民会知道、看见、感受到他们的作为。同样，对于需要保49 
护和安全的人民而言，谁能比他们更有能力去判断是否应该解散军队?桝 

特拉华代表约翰•迪金森(John Dickinson)认为，由人貝选举行政官员是 

最合适的。“自己所在的州的最杰出人物是谁，人民是会知道的。来自不 

同州的人民也会相互效仿，去选那些最能让他们感到自豪的人。那

代表们并不认为人民的判断总是正确的，人民可能不了解情况。罗 

杰•谢尔曼(Roger Sherman)认为，最好是由立法机构而非全体民众选总 

统。他说:“后者(全体民众)获得的有关人选的信息永远是不足的。桝谢 

尔曼还主张众议院议员应该由州立法机构而非人民选出，宣称人民“应该 

尽可能的不去干涉政府。他们想要获取信息，但又总是容易被误导 

就连乔治•梅森这个对中央政府集权不放心的坚定的共和主义者，也认 

为公众的认知有局限性。他认为，让人民选总统没有意义，就好像“让盲 

人挑选颜色。这个国家太辽阔，使得人民不可能有对候选人各自的主张 

做岀正确判断的能力'小。梅森认为，只有在人民通过私人交往了解了候 

选人的情况下，他们才能成为合格的选民。换句话说，认识政治，主要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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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认识某些人。

与会代表认为，与在认知方面的局限一样，人民易受情绪左右这一局 

限也使他们难以管理国家。古弗尼尔•莫里斯指出，宪法框架中的一个 

难点就是找到限制富人发挥其影响的途径，因为富人常有能力操控人民。 

“我们应该铭记，人民行事依据的绝不只是理性。富人会利用他们的热 

情，把热情变成压迫他们的工具。

人民没有参与立宪会议，立宪会议却建构了“合众国人民”。与会代 

表既尊重人民又蔑视人民，在对人民的力量表示敬畏的同时，又鄙夷地称 

>0 他们容易被操控、容易受情绪感染。那些起草宪法的人对公民有什么样 

的期望？他们希望培育什么样的公民权？在宪法起草者眼中，“合众国人 

民”是国家最重要的统治者，但是对于一般的行政活动，他们必须是距离 

遥远的旁观者。政治进程如何，关键是看那些议会中的人民代表表现得 

是否合适，而不.在于全体公民对政府活动知晓多少,也不在于公民可以通 

过政治活动寻求什么。在会议进行时，有一个很能说明问题的事件:埃尔 

布里奇•格里用“合众国人民”作为依据去反对两年举行一次议员选举。 

而詹姆斯・麦迪逊称埃尔布里奇•格里只是在堆砌辞藻。他认为，民意 

总是飘忽不定的,而且民意本身都是一个十分模糊的概念。

如果我们应该按民意行事，那我们就不知道将会走上什么样的 

道路。任何一个与会代表都没法说出，他所在的选区的选民现在意 

见是什么；也没法说出，如果拥有和这里的各位一样的信息，人民会 

怎么想；更没法说出，6或12个月后人民是怎么想的。我们应该思 

考，什么是对的，和必要的……13

对于麦迪逊以及大多数支持宪法的人而言，共和国之所以可以运转， 

不是因为每个有财产的男性白人对国家事务都有发言权，而是因为有一 

个宪政机制，把他们的权力交由可以坐在一起讨论问题的人民代表即议 

员行使。当时的美国只有不到400万人，与现代美国相比人口很少。但 

对于建国者来说，这是个大得可怕的数字，意味着这个新国家是一个扩张 

了的共和国。她幅员辽阔，在种族、阶级、宗教和经济问题上，各地居民的 

差异很大。建国者认真思考代议制的细节,却很少考虑一般公民的责任 

或操守。为什么？本章将试图对此作出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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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事规则

立宪会议给那些可能会成为新国家领导者的人带来了一个先有鸡还 

是先有蛋的问题。参加会议的这些人试图建立一个共和形式的政府，权51 
力由人民而非国王或议会掌控,但在建国之初，他们该如何让人民而非他 

们自己掌控权力呢?即便是不同的州通过不同的程序挑选出了参加立宪 

会议的代表，立宪会议如何开,还是没有一个规则。就如同这个新国家一 

样，立宪会议必须自己找到出路。

1787年5月25日，星期五,立宪会议代表第一次开会。开头的工作 

迅速完成:乔治•华盛顿被选为会议主席，并成立了一个负责制定会议规 

则的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在星期一提交了商议结果。他们拟定的会议规 

则是:当与会者在发言时，其他与会者不得交头接耳，也不能“看书，看宣 

传册或印刷、手写的纸张”。若未获特殊许可，任何人不可在同一个问题 

上发言超过两次。如果某人要就某一问题第二次发言，所有其他想要发 

言的人也必须有同等的发言机会。这几个规则是为了保证与会者获得同 

等的尊重和同等机会，还有一些规则旨在鼓励与会者对议题展开细致认 

真的研讨。具体内容是:任何一个与会者都可以要求把一个复杂的问题 

分成几部分加以讨论。即使讨论已经完结,任何一个州也都可以推迟一 

天投票。任何有关的书面材料都必须先被通读一遍以获取基本信息，然 

后逐段展开讨论。委员会还对代表的行为举止做了规定：“任何与会者都 

有权要求任何其他与会者遵守秩序，然后解释那个人的行为或言论为什 

么应该受到谴责。”会议主席在这方面的权力更大一些。无须与会者提出 

要求，也无须获得与会者的同意，他可以自行要求与会者遵守秩序。

在接下来的会期中，有一条规定可能惹恼与会者，那就是:会议中的 

任何发言都不能被“未经许可地印刷、发表或传播皿。弗吉尼亚代表乔 

治•梅森应该会赞同这个规定，他在给他儿子的信中称这个规定是“在事 

情做完之前，防止错误和误传的预防性措施”。开会一星期之后，詹姆 

士 •麦迪逊给在巴黎的杰斐逊写信，列出了与会代表的名单，但是拒不透 

露有关会议讨论的情况。因为，根据规定，“即便是在私密的通讯”之中， 

也不可透露会议信息严 52

杰斐逊是不喜欢这种保密规定的，但他应该会认可会议的其他规则。 

议会的程序规则是他一生的兴趣所在。担任过副总统(1797-1801)和参 

议员主席的他写了《议会工作手册》(A Manual o f Parliament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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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actice) o这本书于1801年首次出版，此后还印制了上百个版本，一直 

到今天还有人在使用。杰斐逊用“坚持原则的重要性”作为这本小书的第 

一个章节。开篇时他引述了下议院议长阿瑟・翁斯洛(Arthur Onslow) 
的话,议事程序规则“是对多数派行为的检查和控制。在很多情况下，它 

们是少数派的庇护所和保障”。杰斐逊同意这个判断，说它“肯定是正确 

的,并且是一种合理的判断”。重要的不是原则的实际内容是什么，而是 

有原则这一事实。有原则，“议事活动就会有一种规范性，不会被议长的 

反复无常或与会者的无理取闹打乱皿。在一个民主社会里，人民或他们 
的代表制定规则。但是,在制定规则的过程中若没有保护少数企的规则 ， 

任何一种民主都是无法运作的。

在委员会拟定的规则中，只有一条没有获得大家的首肯。这条规则 

是:任何与会者都可以要求举行投票表决，并把投票表决情况记入会议记 

录。马萨诸塞代表鲁弗斯・金(Rufus King)指出，既然立宪会议讨论的 

法案在任何方面都没有将代表与他们的选区的民众联系到一起，那么也 

就没有必要向民众公开投票情况。乔治・梅森认为，把表决情况记录在 

案，会让人不敢改变自己的投票选择，即便是他的信念已经转变了。梅森 

是个敏锐的社会心理学家,他指出，即便他们有意愿改变自己的选择，先 

前已经记录在案的投票表决情况也会迫使他们坚持自己的意见;另外，这 

种记录可能会被反对立宪会议者利用，成为攻击会议的武器。以上这些 

反对意见最终被采纳了。

那么,请注意，设计国内的公共生活是一项多么复杂、微妙和富于地 

域特征的工作。如果设计的规则必须是事先确定好了的，那么制定设计 

规则时又遵循的是什么规则呢？正如社会学家埃米尔•涂尔干所言，拟 

定契约一定也必须有一个先于契约的基础(precontractual basis)对于 

立国之父们而言，这个先于契约的基础就是由英国政治思想和一个半世 

53 纪的殖民地经验孕育出来的一种共同文化。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在哈 

德逊河畔的新英格兰清教徒与荷兰地主之间，在费城的德国商店老板与 

弗吉尼亚、卡罗来纳的种植园主之间，存在重大的文化差异。在立宪会议 

上，千差万别的人必须就制定治国规则的规达成一致 。

国家的缔造者认为，政治科学，就是有关政府系统和政府结构的科 

学。这个系统和结构一旦建立,就生成商议公共事务的完美机制。他们 

设计的政府有何特征？他们对权力制衡、联邦制度和混合政府的看法如 

何？已有很多人做出了解释。但很少有人关注，对于在政府之外的，公众 

可以聚集起来、民意得以形成的公共领域，国家缔造者们的期望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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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正式的政治系统之外,会发生什么事，能让系统运转,给它以生命。

能让政党来阐明和强化政治意见吗？在这一点上，建国者们的观点 

是一致的一一绝对不可以。在18世纪的英国和北美殖民地的政治观念 

中，政党是十分不受欢迎的。无论对于公民还是对于领袖人物而言，依附 

于某个政党都是与公共美德相悖的行为严建国者们没有预计到，政党后 

来有多么受欢迎。

可以让私立协会①也就是缩小版的成形政党发表自己的言论和向立 

法机构请愿吗？对于这一点，建国那一代人的意见是不统一的，在华盛顿 

的追随者和杰斐逊的追随者之间有很大的分歧。具体情况在后面叙述。

可以让报纸肆无忌惮地批评时政吗？如果我们去查阅建国者的言 

论，正反意见都找得到，但是现实的证据显示，他们并不支持这种做法。 

建国者可能认为，新闻界没有很大作用。而且，他们中的很多人都会同意 

把批评政府的好事编辑关进监狱。

建国者设计和建立了一个共和政府。他们认可经常性的选举这个核 

心要素，却不太能容忍私立机构的存在。但是，在20世纪的思想家眼中， 

若要建立表达意见和交流思想的公共领域，私立机构是必需的要素。有 

一些建国者直言不讳地批评私立的政治组织。他们不关心报刊自由，所54 
以在1798年颁布了《惩治叛乱法案MSedition Act）。他们不希望候选人 

对投票的公众亮相。他们也没有普及政治教育的意愿。

按建国者的设想，市民社会或公共领域的范围应该是非常有限的。 

他们对民主持怀疑态度，只让有财产的白人男性参加选举，而且不希望他 

们在公共场合谈论政治。多元化的政治思想离他们还很遥远。一致意 

见、财产、德性和恭顺这些源自殖民地时期的观念，仍在他们的头脑中 

留存。

当然，立国者不是天马行空的哲学家,而是实干派政治家。他们的立 

场随着环境的改变而改变。有一些曾经在理论上反对政党制度的人，后 

来开始了建立政党的实践。托马斯•杰斐逊开始都不愿为报纸写文章 ， 

后来却为报纸提供经济资助。私立组织给当时的社会带来了什么好处？ 

如果你认为好处是让《联邦党人文集》第10篇闪烁着20世纪的多元主义 

思想，或是让托克维尔大力称赞的志愿性组织（其实并没有太多值得称赞

① 作者使用的词汇是uprivate association”，随后还使用了"private mstitutionw, wpopular 
association"等。按译者的理解，这些短语主要是指报社、政党、行业协会等非政府组建的团体、 

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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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地方，在下一章中会有说明）有了最近颇受吹捧的市民社会的模样，甚 

至是让华盛顿、亚当斯和杰斐逊的世界变得好像托克维尔1831年观察到 

的那么美好，那么你就错了。在18世纪90年代，私立组织对于公共事务 

的影响是有待商榷的，这在随后到来的悲惨的威士忌叛乱（Whiskey Re
bellion） 中就有所体现。

私立团体:“夜幕下的自

从1793年开始，民间组织如雨后春笋一般从新共和国的土壤里钻了 

出来。它们就公共问题展开辩论、批评政府、影响公共政策。在1793年 

至1798年间成立的“民主”“共和”或“民主一共和”社团有40多个（虽然 

55 在1796年后它们中的大部分已经消失）。其中最有影响力的和规模最大 

的是成员有300多人的“宾夕法尼亚民主社团”。超过100人的社团还有 

几个，但大多数社团只有20或25个人。从整体上看这些社团，或审视单 

个的社团，我们都可以发现其成员的社会属性是异质的，商人、律师、地 

主、工匠，中等或下等阶层的人都在其中严

一些社团包容不同的政治哲学。“希望峰政治社团”（位于新泽西）的 

宪章写道:“你们中的一些人，是否希望为贵族制或君主制的政府唱赞歌。 

如果在一次安排得当的辩论中，出现了真正的观点对抗，正义的事业将会 

变得更加光芒万丈。那么，请向前走，带着你的意见。我们是宽容的，不 

是懦夫。自由是你的，也是我们的。”2。一些社团欢迎别人来旁观他们的 

会议，或邀请非会员参与讨论占这些社团有意识地与强大的联邦党新闻 

界分庭抗礼。在1794年的缅因，所有的报纸都是亲联邦党的。“波士顿 

宪法社团”给“波特兰共和社团''①送去一捆报纸，目的是为了让这个社团 

看到在联邦党的报纸上看不到的新闻。这些社团传播自己的宪章，还印 

刷并散发那些他们所欣赏的爱国演说词、宣传册。

除了展开讨论，“共和社团”还开展了其他一系列活动。巴尔的摩、诺 

福克和查尔斯顿的社团监视英国军舰,看它们是否破坏了华盛顿的“中立 

宣言”②。一个査尔斯顿的团体甚至解除了停泊在查尔斯顿港的一艘英

① 波特兰是俄勒冈州的重要城市,但是在缅因州有一个同名的城市。本书中应指后者，因 

为俄勒冈州1859年才建立。

② 1793年，英法开战，法国以在独立战争中帮助过美国为由要求美国帮助自己对抗英国， 

而总统华盛顿认为，美国应保持中立，遂签署并发布了“中立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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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军規的武装。一些社团参与竞选活动，宣传共和主义的反民主观点并 

投票监督。这些社团也监督在职的立法者。肯塔基的社团让本州的国会 

议员参与社团会议并回应质疑，或是把尖锐的问题送到费城①，然后在会 

议上宣读和讨论议员的回复。还有一些社团参与了人道主义活动。宾夕 

法尼亚州卡莱尔的社团把对法国大革命的同情转换成了现实的帮助，给 

法国人送去了面粉。很多社团通过了支持法国大革命的决议，并敦促美56 
国政府履行对法国的承诺。

“民主一共和社团”认为，自己的责任就是让政府对人民的要求作出 

更多回应。一位拥护者指出，若要让人民获得保障，不能仅依靠“对宪法 

是否被遵守的检査”，也不能仅依靠“周而复始的选举”，还要依靠“对所有 

行政程序的积极检査”,而这种检査应由志愿性的公民团体开展。

以今天的眼光来看，这些社团展现出来的似乎是一种恰当的公民意 

识。但是，对于当时的很多人而言，他们体现出的是法国大革命中的暴力 

倾向和无政府主义倾向，而波澜壮阔的法国大革命让强调财产权和秩序 

的共和主义者感到害怕。在当时，政治社团饱受批评。1794年，“纽约民 

主社团”把会议中的一次发言作为对批评者的回应印上了海报，宣称在共 

和政府统治之下，公民应该有一种“责任”，即深＞＜了解政府和国家的政治 

机构，以便有一天他们可以积极响应召唤去参与行政。民主社团正是让 

民众了解政府的捷径，因为“通过我们的社团，或者其他与我们类似的社 

团,我们可以获得某种政治知识，从而让我们自己受益。如果我们把这些 

知识印刷发表出来,我们就是给您提供了一种更加有价值的服务”。于是 

有人这样评价这个社团：

现在向您讲演的这个社团，其实已经确立了纯粹的爱国主义目 

标，即让人们更加透彻地理解我国宪法的基本原则；传播政治信息； 

让人们对神圣的和不可剥夺的人类权利更加熟悉；把纯净的和神圣 

的自由之焰揽入怀中小心呵护，把对国家的热爱当做一种高尚的人 

类美德加以培养。这些是这个组织的结构中伟大的和关键性的 

部件。23

联邦党人并不相信以上的这种说辞。他们的观点与美国早期的很多 

政治观点一样，带着浓重的英国色彩。在英国，无论是君主，还是投票的57

①1790年，美国国会从纽约搬到了费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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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都在警惕地捍卫国会的权威地位。选民有没有权利“指示”他们的 

代表（即议员），即能不能要求代表坚持某种特定政策，是一个没有定论的 

问题。有时人民甚至连请愿的权利都没有——1664年颁布的法案禁止 

“煽动性的请愿”。维护国会权威者还“更加警惕地监视着任何声称代表 

公众的非官方政治组织必。在英国，下议院并不真正代表公民这一状况 

引发了一种焦虑,而私立组织又在暗地里挑战下议院的合法性地位，因此 

有人对私立组织心存恐惧。但美国的政治思维是，议会是代表民众和开 

展政治商议的机构，其他任何组织无法取代议会行使这两个职能。

联邦党人对社团的不满在1794年的威士忌叛乱中达到了顶点。这 

个重要的历史事件开端于1791年，当时的国会在财政部长亚历山大•汉 

密尔顿的催促下通过了向威士忌酒征收货物税的法案，但遭到了酿酒农 

民的反对。这是因为，对于农民而言,卖威士忌是他们为数不多的赚钱渠 

道之一，也是让自己进入广阔市场的一种方式。更让农民感到不满的是， 

此项税款由联邦收税员直接征收，逃税者将交由联邦法院审判。农民 

对这个法案做出的回应是陈情请愿，但有时也会暴力抵抗。例如，给收税 

员粘上松油和羽毛①，推倒那些支持威士忌税法的本地民众的谷仓或房 

子。华盛顿总统谴责了这些抗议行为,此后事态趋于平静。国会也降低 

了税率，并简化了收税过程。1794年，汉密尔顿对税法提出了一项新的 

改动建议:如果逃税犯的居住地离联邦地区法庭超过50英里，他就可以 

免于长途跋涉去附近的州法院受审。可是，当国会商讨这个提案的时候 

（最后通过了），西宾夕法尼亚的收税员还是在按照原有的法律积极地处 

罚农民。这意味着西宾夕法尼亚的逃税被告人不能去州法院，必须去联 

邦地方法院受审，而最近的联邦法院在几百英里以外的费城。在这个时 

候,反抗的枪声响起了。西弗吉尼亚税收检察官约翰•内维尔（John 
Neville）的房子被烧成灰烬，而保卫他的房子的联邦军队却给造反者让开 

58 了道。

随后，反抗开始增多。有人为反抗者提供帮助，有人煽风点火。“民 

主一共和社团”开始控诉联邦党人。宾夕法尼亚的一些反抗者其实就是 

“民主一共和社团''的成员。正是在“民主一共和社团”的推动下，反对威 

士忌税的决议在一些公众集会活动中被批准通过。7 000个抗议者走上

①Tarring and feathering是源于英国的一种刑罚，方式是用热的松油覆盖受刑者全身，然 

后沾上羽毛。此刑法不会杀死受刑者,其主要目的是羞辱。但是，当热油凝固后，附着其上的羽 

毛是难以剥离的，受刑者因此还是会遭受很大的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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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匹兹堡街头。自发性的抗议活动开始变成了有组织的反抗。当然，有 

一些历史学家认为有组织的反抗并未持续多久，因为抗议者们大都不信 

任这些充当组织者的社团。因为看到法国大革命中民众推翻了法国政 

府，所以华盛顿的行政班子对于美国国内的民怨十分敏感，于是采取了严 

厉的对应措施。当然,在这个时候华盛顿本人已经获得了广泛的公众支 

持,很多民主社团其实是站在他一边的。“宾夕法尼亚德裔共和社团”宣 

称西宾夕法尼亚的抵抗活动“违反了我们国家的宪法，与每一条自由原则 

都相违背“宾夕法尼亚民主社团"(位于费城)也谴责了反抗者,宣称虽 

然威士忌货物税是“压迫性的，有害于这个国家的自由，而且培养的是罪 

恶和谄媚”，“但是我们绝不认可反抗此税的每一种行为,这些行为未获政 

府许可，而政府已经接受了美国人民的审查杯。

在获得了足够多的支持之后，华盛顿才召集了民兵队,让财政部长汉 

密尔顿和宾夕法尼亚州州长托马斯・米夫林站在他身旁，带领着13 000 
人的队伍去平息暴动。在民兵队抵达西宾夕法尼亚的时候，暴动事件已 

经很少发生了。军队逮捕了一些反抗者,并把他们中的20人押送去费城 

以叛国罪审判。审判结果是两人叛国罪名成立，但后来被华盛顿赦免。貂 

从历史的角度上来看，威士忌叛乱也许根本算不上“叛乱”，但对于当 

时的联邦党人而言,这是一个重大事件。在那时，边疆地区政局不稳，并 

不完全忠于美利坚联邦。直到1789年，英国官员还希望弗吉尼亚的一部 

分、西宾西法亚尼和佛蒙特脱离联邦而加入加拿大。约翰•马歇尔(John 

Marshall)在他1804年给华盛顿写的传记中赞扬了华盛顿镇压威士忌叛59 
乱的英勇行为，称他终结了“一场可能动摇美国政府根基的暴动咖。马 

歇尔的话有些夸张了，但是，“民主一共和社团"和威士忌叛乱确实是美国 

早期的历史中最有戏剧性的一幕。这两个事件，无论是分隔开来看，还是 

合在一起看,显现出来的都是同样一个问题:在一个共和国中，如果有表 

达不同政见的方法和途径,那么何种方法和途径才是具有合法性的？

当时的一些人反对“民主—共和社团”的一个重要依据是它是“自建” 

(self-created)的，也就是说它是民众自发成立的，并没有经过任何政府部 

门批准。华盛顿在一封信中详述了这个问题。在发现民主社团是西宾夕 

法尼亚“暴动”的幕后指挥后,他写道:

自建体(self-created bodies)把自己变成固定的检查机构，在夜 

幕下召开秘密会议，去抵制国会的法案，还有什么事比这更加荒唐、 

无礼，或更加有损于社会和平？这些法案是经过了人民代表的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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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虑和严肃的讨论才产生的，人民代表是被选出来表达意愿的，他们 

带着联邦各选区民众的意志，尽其所能地工作,把人民意愿嵌入螯个 

政府的行事法则之中。在这种情况下，自建的、固定的团体(无可否 

认，人民有权偶尔集会请愿，或抗议立法机构颁布的某项法案，等等) 

宣布这条法案违宪或那条法案蕴含着恶意，宣称那些不认可他们的 

信条的人不是被私心所驱使就是受到了外国的彩响，或者干脆说他 

们是叛徒。他们的行为是如此嚣张，难道还能说他们目的崇高吗？ 

当我们看见，还是这一小撮人，既无廉耻，又不尊重真理，在不清楚政 

府当局有何种理由或获得了什么样的信息的情况下，就对其颁布的 

每一条法案提出指控，势力地摧毁民众对于政府当局的信心的时候， 

事情就更清楚了严

几周后，华盛顿给国务卿埃德蒙•伦道夫(Edmund Randolph)写信 

称:“如果这些自建的社团不能被阻止，他们就将摧垮这个国家的政府 

60 ……切在华盛顿看来，政府自己有一套完善的机制，而其他政治组织却

只会把“利益”置于美德之上，破坏能使立法者找到公善之所在的机制。 

另外一个坚定的联邦党人乔治・卡伯特(George Cabot)在此后不久指 

出：“无论如何，如果必须依赖于公众集会•…••那么那些经常被称赞的代 

议制的优势又在哪里?那2
1794年9月19日，华盛顿在国会发表了讲话。他对反叛事件做了 

一个事后总结，对自建社团在叛乱中所扮演的角色提出了批评。这让国 

会在起草声明时犯了难。按照惯例，国会两院都应对总统的讲话做出回 

应，应该起草一个声明'重申并支持总统的观点。在参议院，亚伦・伯尔 

(Aaron Bunr)对华盛顿的声明提出了反对意见，但参议院最终还是支持 

了总统。在众议院，一些议员虽然不支持这些社团，但也不愿责难它们。 

詹姆斯•麦迪逊当时担任负责起草回应性声明的委员会的主席,他既不 

愿意支持政党政治或雏形政党政治(proto-party politics)，也不愿去谴责 

群众性政治活动。•他说:“如果我们注意审视共和政府的本质，我们就会 

发现，审查的权力意味着人民审查政府，而不是政府审查人民。咖讨论了 

三天之后，众议院对总统讲话作了回应，但只是间接地提到了社团的 

问题。

除了华盛顿,还有很多人谴责威士忌叛乱，但华盛顿的讲话除了谴责 

威士忌叛乱，还批评了政治社团，这让政治社团感到愤怒。曾经批评过叛 

乱的“德裔共和社团”在费城的《联邦公报^(Federal Gazette)发文称，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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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对总统批评社团感到震惊。“如果说民主党人是西部叛乱的助推器，那 

他们为什么又会是镇压叛乱的尖兵呢？我们的兄弟组织'宾夕法尼亚民 

主社团，人数众多，但它也是受到美国总统谴责的对象之一。”为了给自己 

正名，“宾夕法尼亚民主社团”在10月通过了一项动议，称“自由和民主的61 

敌人从未停止过对我们的中伤，某位有影响力的公众人物甚至公开谴责 

所有的政治社团”34。该社团重申将致力于开展公众讨论严如果我们国 

家的法律是人民意志的体现，那么人民的意志是什么不就应该被公众知 

晓吗？政治社团自由地讨论、出版和传播有关人民意志的信息，不正是让 

公众了解人民意志的最好途径吗？只要社团的审议是谨慎和适度的，他 

们就值得受到关注。杠辞去了公职、在休养中的杰斐逊知晓这些事后非 

常愤怒，他给麦迪逊写了一封信称:“谴责民主社团是一种超乎寻常的鲁 

莽行为，独裁主义者常常这么干。真是很奇妙，总统居然让自己成了攻击 

言论、写作、印刷和出版自由的指挥者。楓6 （显然，杰斐逊所说“奇妙”意思 

其实是“莫名其妙”。）

社团同情、支持法国大革命，与本地民兵队联系紧密，而且形成了“派 

系”的态势,这些都让联邦党的领袖感到紧张和孤立。在联邦党人的政治 

哲学中（他们的政治实践则是另一回事），除了政府之外，其他引导公众生 

活的固定或半固定机构、组织是不应该存在的产在当时的政治文化中， 

还找不到能够支撑市民社会的东西。

两年后，华盛顿再次谈到了社团扰乱政府的问题。在第一任总统任 

期即将结束时①，华盛顿就有不再担任公职的想法，于是他写信给詹姆 

斯•麦迪逊，请求他帮助自己起草一个卸任声明。华盛顿自己先拟了一个 

声明大纲,告诉麦迪逊他意在让公民知道“我们都是同一个国家的子孙， 

这是一个伟大、富饶的国家，她有能力、有希望变得像我们已知的那些历 

史上的好国家一样繁荣和欢乐……”他认为，在积攒了经验之后，美国政 

府很有可能“接近于完美，也就是任何人类组织可以达到的极限状态。因 

此，为了实现这个伟大的和有价值的目标，我们毫无疑问应该全力支持和62 
巩固联邦。值得争论的唯有谁应该多出力这样的问题。虽然可能有监督 

公仆和公共政策的必要，但必须有个界限。无端的怀疑和煞有介事的猜 

忌会伤害诚实人的感情，也常常会扬恶抑善”。麦迪逊应其要求写了一个 

声明，强调了过度监督的坏处,但同时也不吝笔墨地阐述了监督的益处 ，

① 华盛顿于1789年就任美国总统，1793年连任总统直至179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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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等于偏离了华盛顿的思想轨道。对于监督这个问题,麦迪逊的观点 

是:应该维护政府和宪法，行政班子应该是有智慧的和有美德的，“对于公 

仆和公共政策的监督是确保行政当局保持这些品质的途径。在一方面， 

监督是纠正或阻止堕落行为的一种必要手段。在另一方面，容忍无端的 

或不问青红皂白的猜忌，会让公众无法获得最好的服务，因为容忍会让明 

理的方正之士失去提供优质服务的高尚动机”38。

在麦迪逊和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的帮助下，华盛顿最终在威士忌叛 

乱结束四年之后写出并发表了他的卸任声明（1796年9月17日）。华盛 

顿按照麦迪逊的思想改造了这份声明，但他无疑仍对党派政治、派系摩擦 

和联邦分裂忧心忡忡，对公众监督是否充分的问题却不太关心。在他看 

来，重要的是记住“人民有组建政府的权力与权利，但这是以每个个体自 

觉服从已建立的政府为前提的”。因此，“所有的联合体和组织，无论以什 

么样的面貌出现,只要是有左右、控制、阻碍和扰乱合法当局的审议和行 

动的意图，就会破坏这个基本原则，就有毁灭性的倾向。他们组织成立派 

系，赋予派系以不正当但又超乎寻常的力量，用党派的意志取代由人民代 

表展现的整个国家的意志，而所谓党派，常常是社群里的少数派,人数不 

多但是手段高明，并且野心勃勃。从各个党派取得的各种'成果'可以看 

岀，他们是想让公共行政当局按派别制订的杂乱无章的计划行事，而不是 

使之执行公众认可的和依照共同利益改进过的、可靠的和宥益的方 

63 案”39。

对于党派问题，与其他人相比，华盛顿也许更加敏感。毕竟，他是国 

家的首脑，同时又是一个精神象征，给这个民族提供凝聚力。其他人也许 

不会，但是他肯定感受到了分裂国家的那些力量。对于汉密尔顿与杰斐 

逊二人的不合，担心得最多的人就是华盛顿，因为他是总统，而这两个人 

是他的内阁成员。无论如何，他与当时其他的爱国领袖们,都对派系的胡 

作非为和党派精神心存忧虑。麦迪逊所作的《联邦党人文集》第10篇，透 

彻地表达了他们的担忧。塞缪尔•亚当斯在英国统治北美的时期可谓是 

个成功的政治活动家，组织了不少政治运动，可是就连他也反对在共和国 

里搞党派政治。在他看来，共和政府一旦建立，人民的自由受到一年一度 

的选举保护之后，私人组织建立的委员会就变得“无用且危险”4°。如果 

建国之父是正确的，那么一个好公民应该做的就是，选出最好的代表，然 

后就不要干涉，让代表做他们自己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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愤怒的党派和胡作非为的派系

建国之对于党派的憎恶是众所周知的，他们担心党派会维护褊狭 

的私利，置共同善于不顾。在《联邦党人文集》第10篇中，麦迪逊告诫要 

提防“派系的暴力''和“党派的愤怒”。①他把这两个短语互换使用，因为 

对于他而言，这两者的意思相同，就是说派系或党派在扰乱共和政府。我 

们今天用的“特殊利益”这个词，与麦迪逊所说的“派系”有相似的含义。 

在18世纪90年代，关于国家的发展方向问题，人们有很多不同的观点。 

那些持相同观点的人为了赢得支持，就开始建立组织。有讽刺意味的是， 

政党组织得以建立和发展，正是因为一个政党会不承认自己是一个派系， 

但又把另一个政党认定为某种派系，宣称他们为了维护褊狭的利益而伤 

害了整个民族和共同善。与当时大多数的政治思想家一样，麦迪逊也认 

为政党理应是暂时性的联合体,不应成为长期存在的对抗性机构。各个 

不同政党最终应该接受并代表全体社会的一致性政治意见。约翰•亚当64 
斯直至晚年,还秉持着这种18世纪的政党观，认为政党竞争必然会成为 

人类进步的绊脚石：

政党和派系是不会让进步发生的。如果一个人提出了某些改进 

方案，他的对手就会反对。一个政党刚刚发现了或创逵出了改善人 

类生存状况或社会秩序的措施，反对党立刻就会称之为谬论，歪曲误 

传、颠倒是非，嘲笑、咒骂它并阻挠它的实行f

虽然有这样的观点，但政治组织还是出现了，而且其发端可追溯至华 

盛顿执政时期，即代表联邦党人的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和代表共和党人 

的托马斯•杰斐逊两人展开对抗的时期。联邦党和共和党的区别在于： 

与共和党相比，联邦党更注重维护中央政府的权力,更积极地支持经济扩 

张和改变相对同质化的农业格局。当时的政治文化并不认可党派和党派 

系统，因此联邦党和共和党的斗争显得名不正言不顺。1800年，马萨诸 

塞的联邦党人开了个不公开的会议，确定了州长候选人人选。他们为这 

个会议感到难堪，于是辩称这是个“崇高的集会”，并没有左右民众投票选

① 译者查阅了《联邦党人文集》第10篇，发现“派系的暴力w(violence of faction)的确出现 

过,但未见“党派的暴怒"(rage of party)。“党派的暴怒”出自《联邦党人文集》第50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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择的意思。共和党人则把这个会议称作“政党秘密会议”，而且坚称“真正 

的伟人自然是那些被人所知晓的和认可的人”，所以人为操控和派别性明 

显的秘密会议没有存在的必要。

杰斐逊宣称:“如果我上不了天堂，而是得加入一个党派，那我还不如 

哪儿也不去了”，而且说自己既不是联邦党，也不是反联邦党佃，但是他还 

是与麦迪逊一起组织了共和主义团体去反抗联邦党。他们于1790年开 

始寻求报纸的言论支持，这是建立“党派”的第一步。在对于党派十分敏 

感的政治文化中，这可不是一小步。其实，杰斐逊和汉密尔顿两人已经开 

始试图在国会之中划出均等的势力范围。有八个州的总统选举人(elec
tor) 候选人，在竞选开始之前就公开宣布 自己支持某位总统候选人。 亚 

65 当斯和杰斐逊充分利用自己的总统候选人身份，让各自的政治观点为世 

人所知。即使党派性已如此之明显，党派性的报纸还是呼吁选民不要考 

虑候选人的政治观点，而是应以他们的品格为投票依据。在这个时候， 

“党派”还不具名称，没有正式的组织形态，也没有发布任何的政策 

宣言。“

反对党派的声音很强大，甚至被写入了正式的选举法。宾夕法尼亚 

州要求每个参加总统大选的选民必须用手写下他们所支持的15个总统 

选举人的名字，其目的就是为了防止选民使用党派提供的事先印制好了 

的选举人名单o451800年，联邦党人谴责共和党人,说他们在自由人开会 

之前散发印制好了的提名人名单的行为是反民主的；共和党人回应称， 

“集会上的某些独行专断者”会通过“明显的眼色、点头或摇头”去左右选 

举结果。因此,先印制好名单比在集会时写下名单其实还要民主一些。

在浓郁的反党派气氛中，杰斐逊再有胆量，也只敢在暗地里通过报纸 

宣传他的主张。对于整个社会而言，这种宣传大有助于拓展公共领域，能 

让那些原本关上门发表的意见公开并广为传播。

新闻界、邮政和党派

从1763年到1775年，殖民地的印刷商从47个增长到了 82个，报纸 

的数量则几近翻番，从22份增长到了 42份。針报纸的数量增多了，部分报 

纸对于本地政治的关注也在逐渐增多。1764年,费城的报纸用12%的新 

闻版面报道本地新闻。到1794年，这一比例增长到了 23%。1794年，费 

城有8份报纸，其中4份为日报;而在1764年,这个城市只有2份周报。 

《联邦公报》的编辑称，报纸让人们“在独处时关注民生……人们在专心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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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时也能像参与乡镇集会一样得到消息咖o
建国者看到了新闻界的益处，也认识到了它可能带来的危险。初期， 

他们通过邮政系统为报纸发行助力。按照1792年颁布的《邮政法案》66 
(Post Office Act)的规定，邮递报纸的费用可大大低于邮递信件的费用。 

对于给予报纸邮费优惠的做法，人们没有异议。当时人们争论的问题是， 

报纸的邮费应该是统一的，还是运输距离越长收费越高。有人主张使用 

统一费率邮递报纸，他们的理由是根据距离计费会导致偏远地区难以获 

得信息。埃尔布里奇•格里主张实行低廉的、统一的报纸邮费费率，这样 

“在全美任何一张报纸上的信息就可以从大陆的一端立刻传递到另一 

端”49。1792年的法案还规定,每个报纸印刷商都可以向其他每一个印刷 

商免费邮递一份自己印制的报纸严报纸充分利用了这条规定带来的便 

利:地方报纸三分之一的版面由印刷商之间免费交换的报纸的内容 

填充F
最终采纳的方案是:报纸的邮寄距离在100英里以内的，收取1分邮 

费;超过100英里的，收取1分半邮费。这其实是在那些要求让信息廉价 

地传播的人和要求保护地方报纸不被竞争击垮的人之间所采取的一种折 

衷方案。农村地区的报纸害怕竞争不过廉价且权威性更高的城市报纸； 

南部地区的印刷商害怕竞争不过北方的印刷商。52北卡罗来纳议员约 

翰•斯蒂尔(John Steele)在写给他的选民的信中这样称赞《邮政法案》： 

“知识的传播能带来很多的美德，也是对我们的公民权利的最有力的保 

障。榊3按照这个方案，联邦政府就得给报纸提供大量的补贴。例如,1794 
年,通过邮局寄送的报纸的重量，占到了邮局运送物品总重量的70%,而 

邮寄报纸所获得的收入，只占邮局总收入的3%卢

降低报纸邮费是一种政治行为,但有关邮局的政治斗争绝不只有这 

一种。有些人认为，联邦党的邮政局长们对邮件做了手脚。在人们为是 

否批准宪法让其生效而辩论的那段时期,几个州的反联邦竟人士宣称，为 

了影响辩论以便让宪法获得批准而生效，邮政局长故意拖延了他们的信 

件和报纸的投递时间。甚至是在十年之后，麦迪逊在给杰斐的信件中 

还称，在他最近收到的邮件中根本没有报纸。“我确信他们做了手脚。如 

果全体民众都无法获得信息，我就会怀疑他们挑选出了他们认可的报纸，67 
把其他报纸搁置在一边。而且会为自己的倾向性行为找托词，说投递遇 

到了困难。"55
在那个时候,与报纸相关的书信往来十分常见。有不少人会给本地 

的报纸去信，也有不少人会在寄给亲朋的私人信件中夹带报纸。麦迪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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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费城给他的父亲写信时，就经常会放一份报纸到信封里,这样他的父亲 

就会知道国会在处理什么事务。到后来，很多人在写信时会假设收信人 

已经看过了报纸。1801年，麦迪逊在给华盛顿的门罗(Monroe)①写信时 

提到:“如你在报纸上看到的，在给威尔逊•尼古拉斯(Wilson 
Nicholas)的信中写道:“除了你在报纸上看到的那些事，基本没有其他事 

发生。那7杰斐逊要求本杰明•富兰克林・贝奇(Benjamin Franklin 
Bache)把《广而告之报》②的广告全部放在一页纸上。这样，人们在邮寄 

这份报纸时就可以撕掉广告页，只保留新闻内容，信件的体积和重量就会 

小一些。58国会议员会直接给对自己友好的报纸写信提要求，还会关注自 

己在国会的演讲稿是否被报纸刊登。有的时候，他们会直接把自己的演 

讲稿投给报社。一个当代人士指出，即使在第一届国会中，“大家都认为， 

很多演讲是刻意为旁听席和报纸而作的碎。

联邦党控制了新闻界，这让杰斐逊、麦迪逊以及他们的朋友感到不 

安。早在1790年，杰斐逊就开始寻找一份可信赖的报纸，用于表达共和 

党的观点。在这个时候，诗人兼编辑菲利普•弗伦诺(Philip Freneau)正 

打算离开纽约另谋生路。他的普林斯顿老同学亨利・李(Henry Lee)跟 

他的另一位普林斯顿同窗詹姆斯•麦迪逊讲述了他的情况。于是，麦迪 

逊和杰斐逊看到了机会。在他们的劝说之下，弗伦诺于1791年夏天去费 

城创办了一张全国性的共和党报纸《国民公报^{National Gazette}^联 

邦党人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与约翰•费诺(John Fenno)的《美国公报》 

{Gazette of the United States)关系密切，常常用假名在上面发表文章。 

麦迪逊、杰斐逊等人希望，弗伦诺的这张报纸能够与《美国公报》相抗衡。 

杰斐逊为弗伦诺在国务院谋得一个职位，并许诺让他获得为国务院印制 

法律文书和公告的合同。弗伦诺刊登来自国务院的新闻稿，有时还亲自 

68 操刀编辑和翻译这些新闻稿匸

费诺指责弗伦诺不该拿联邦发的薪水，弗伦诺回击称费诺依靠“卑鄙 

的马屁”获得了政府的印刷合同。于是，一场名副其实的报纸战争接踵 

而至。汉密尔顿在费诺的报纸上攻击杰斐逊，弗伦诺则代表杰斐逊予以

① 当是指詹姆斯・门罗(James Monroe),美国第五任总统，时任弗吉尼亚州州长。华盛顿 

原名联邦城,是从弗吉尼亚州划出去用于建立首都的一块土地，城市在当时才刚刚建立。

② 本杰明・富兰克林・贝奇为本杰明・富兰克林的外孙;《广而告之报》，又译为《综合广 

告报》，是贝奇办的第一份报纸,全名是《综合广告和政治、经济、农业与文学报^{General Adver

tiser ,and Political, Commercial, Agricultural and Literary Journal} o



第二章 立宪时刻：1787—1801 | 57

还击。对此，杰斐逊曾担心过状况会失控。但是，当事态恶化，报纸上的 

言辞甚至都有了令人不快的派系斗争意味之时，他仍支持弗伦诺严

知情的公民

托马斯•杰斐逊和詹姆斯•麦迪逊以及其他一些人认为，在处理国 

家事务时必须充分照顾民意。但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民意具体是谁的 

意见，用何种方式表达？在什么情况下民众的质疑应该得到答复？

麦迪逊担心按民意办事会变成按民众情绪办事，而按情绪办事正是 

他所反对的。在《联邦党人文集》第49篇中，他告诫说，在宪法的相关问 

题上，特别是在不同的政府部门之间有分歧的那些问题上，不可“经常”诉 

诸民意。在麦迪逊看来，“每一次诉诸民意都暗示政府有某些缺陷”，若 

“经常诉诸民意，会极大地削弱政府通过长时间的努力获得的威信”。麦 

迪逊很清楚，在独立革命时期各州合力制定出的新宪法和建立起来的新 

政府,是可贵的历史功绩;战争的阴影“无情地压制了各种情绪，带来了秩 

序与协调”，并“扼杀了百姓对国家大事发表各种不同意见的机会吶。在 

战争阴影的笼罩之下，不协调的声音会让政府有分崩离析的危险。

那么，公众应该扮演什么角色？怎么扮演？最初，汉密尔顿提出，应 

该依靠“人民基本的共和主义美德”唤起人民，杰斐逊和其他人则持相反 

意见。无论如何,假如这种美德未能发挥作用，那么什么东西可以取代它 

呢?约翰•泰勒(John Taylor)在1793年和1794年出版的宣传册中指 

出，州立法机构应在告知公众时扮演关键角色。代表人民的州立法机构 

其实是“在不断完善的人民本身”，而且这些机构拥有关于公共事务的“高69 
级信息”。当然，因为国会参议员是由州立法机构选出的，所以州立法机 

构也应时刻关注参议院。

有一些人主张，公众监督应不受立法机构和雏形政党的干涉。那么， 

人们又该如何让自己获得信息呢？应该如何监视他们的领导人呢？这些 

问题没有人回答。华盛顿对“民主一共和社团”试图做“看家狗”一事的反 

应说明，有组织地维护公民权的行为还远未获得认同厂

与社团相比，报纸获得的认可要多一些，但在1798年的《归化和惩治 

叛乱法案》(下面会讲到这个法案)通过后，报纸变成了联邦党和共和党争 

论的焦点。报纸并不稀罕“自建社团”这样的名头。当然,报纸也不是什 

么社团。它只是个小生意，不是会员制团体;它不是政治组织，但阐述政 

治观点。本身是个非政治组织，但又涉足政治，这足以引起领袖人物的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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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新共和国的官员经常会抱怨报纸扰乱了秩序。乔治•华盛顿在 

1792年的一封信中写道:“如果报纸老是恶意攻击政府以及政府官员，又 

不肯放下架子去调查动机和事实真相，那么我相信，没有任何活着的人能 

够为国家掌舵或让国家机器运转。桝5到了 1796年，他还在为报纸烦恼。 

他的卸任演说词本来严厉批评了“美国的一些公报”“恶意诋毁”他本人的 

行为，但是汉密尔顿明智地把这一部分删去了华盛顿有充足的理由感 

到愤怒。本杰明•富兰克林的外孙本杰明•富兰克林•贝奇是个积极的 

共和党编辑。在华盛顿连任总统之后，他经常在他的《曙光报HAuroral 
上攻击华盛顿，指控他有经济上的不端行为,还摆出一副贵族和皇家的架 

子。他甚至还要求弹劾华盛顿。即对于华盛顿而言,“传播知识”在理论上 

是可以接受的，但在实践中，当时的报纸传播的“知识S让他感到愤怒和 

厌恶。 *

如果报纸不是把政府那边的信息传递给人民的放心渠道，那么人民

70 就很难直接了解政府。很多建国者都反对把政府的议事过程展现给大 

众。在1795年之前，参议院一直对公众紧闭大门。1790年，弗吉尼亚的 

几位参议员提议让参议院向公众开放,并发起了投票表决。这些议员在 

投票后发现，除了自己投出的选票,他们只获得了一张支持票。一年以 

后，又有三个南部州授意他们的参议员提出类似的提案，但是他们再一次 

失败了。参议员威廉•麦克莱(William Maclay)在日记中写道，不同意 

让公众旁听的最大理由是，如果这般,参议员的演说就会变成“为了旁听 

席和公众报纸而发表的演说”。后来参议院终于决定对公众敞开大门，但 

人们发现，那刚刚修好的旁听席距离会场太遥远，根本听不清下面的参议 

员在说什么。直到1801年,记者才被正式批准进入参tit院采访。

建国者们常常表示支持公民教育和观念的广泛传播。华盛顿的卸任 

演说表达了对公民教育和观念传播的支持，但这个演说的主要内容不是 

如何开启民智，而是对派系的担忧和对公众政治兴趣的不安。他用言辞 

赞美信息的传播，同时又在实践中限制或反对信息的扩散。

我们也许可以说，这是一种伪善,建国者们只不过是在唱高调而已。 

就如同一个普通人，在星期天宣称自己本周一定要做什么事，但后来其实 

什么也没做。如果是这种情况，我们权且可以认为他们是在随口乱说。 

但也有可能是我们误解了他们，没有真正僮得这些言辞的意涵。传播知 

识这一点之所以在原则上获得了广泛和心甘情愿的支持，也许是因为人 

们相信传播知识可以培育出顺从的而不是爱挑刺的公民。例如，推广正 

规教育也许就是出于这个目的。从殖民地时期开始直至以后，学校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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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阅读被视为能使人民遵守既定秩序的途径。当人们从理论上支持开 

启民智的时候，头脑所想的也许就是上述观点。如果知识的传播有助于 

维护公共秩序，对其唱赞歌就是理所应当的；如果会带来不满和争斗，那 

它就是危险的。

从整体上看，没有几个建国者主张政府涉足教育(本杰明・拉什 

[Benjamin Rush]①是一个例外)。几个思想开明的建国者虽然支持州一 71 
级的公众启蒙计划，但他们把此计划的任务和目标局限在一个很小的范 

围内。例如:杰斐逊1778年在弗吉尼亚提出的“更广泛的知识传播议案” 

可能是那个年代最有远见的普通教育提案，但这个提案的目的仅限于为 

那些可能成为国家领袖的人提供博雅教育。“提升公众幸福程度的一种 

有效方式是让那些被上天赋予了才能和美德的人获得良好的博雅教育 ， 

使之能够保卫兄弟同胞的神圣权利和自由，而且无论财富、出生和其他外 

在条件、状况如何,他们都应该承担起这种责任。”教育能给全体民众提供 

“历史展现的，被其他时代和其他国家的人们所掌握的事实性知识，使他 

们能够识别以各种面貌出现的野心家,从而可以尽其所能地挫败阴谋”。 

因此，教育有助于防止“暴政”7°。这也就意味着，政治教育强调的是如何 

让人民具备被动的防御能力，它应该起到的作用是使公民能够正确地判 

断人的品行。但是，关于如何提升人民对公共事务的兴趣,如何让他们积 

极主动地参与公共事务的问题，杰斐逊只字未提。

杰斐逊的“慷慨大方”之处在于他在提案之中强调了全体民众都应该 

获得基础教育，这样他就可以广泛撒网去寻找具有“才能和美德”的领袖。 

但是，杰斐逊自始至终都确定，只有“天生的贵族”而非普通公民,才能从 

事行政管理工作。对于普通公民而言，全部的责任就是充分了解什么是 

美德，以便于抵制有悖于美德的事。恰如托马斯•潘戈(Thomas Pangle) 
所言,杰斐逊希望学校教育能够培养出“知情的、警惕的公众切。但是 

“知情”仅意味着了解某个公职的候选人的品行。打个比方说，公民就像 

个医生，看到候选人身上的疹子就能判断出他以后会不会实行暴政。在 

投票的时候,也只有在投票的时候，人民可以对那些野心膨胀和自私自利的 

人说不;他们不应先于立法机构去评价公共事务，这是议员应该做的事。 72
今天的人们似乎都十分确信，几百年前的建国之父们与自己一样，把 

《宪法第一修正案》和“新闻自由”看做整个政治系统的基石和民主生活的

① 本杰明•拉什(1746-1813),«独立宣言》的签署者之一，医生、教育家，培养了 3 000多 

个医生，并创建了狄金森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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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要保障。这个观点是错误的，理由有如下六点：

第一，为了保护言论自由，《宪法第一修正案》对国会的权力加以限 

制，但它并未限制州的权力。《宪法第一修正案》的关键词是“国会”—— 

国会不能制定任何限制言论自由的法律,不是因为言论自由十分重要，而 

是因为国会权力应该受到限制。这原本是体现联邦主义思想的法案，目 

的是让各州的立法不受中央政权的干涉，而不是为了展现自由主义精 

神。72宪法的制定者们对《宪法第一修正案》并不是推崇备至。麦迪逊的 

力争使《权利法案MBill of Rights）①最终获得了国会的批准。但是，对于 

他而言，做出这样的努力只是为了显示政治忠诚，而不是因为他本人对 

《权利法案》深信不疑。对于主要的制宪者来说,《宪法第一修正案》明显 

只是在宪法制定完成之后的一种补充性思考。

第二，各州宪法其实也保护新闻自由，但是，让建国的那一代人忧心 

忡忡的不是如何保护新闻自由，而是政府的统治不稳定所带来的危害，而 

以维持政局稳定为重的思想使新闻自由难以获得州宪法这种既定条款的 

保障。独立革命的领导者和共和国早期的领导者把对新闻界的利用和滥 

用区分开来。自由的新闻界是“让各地人民联合起来反抗压迫，争取自由 

的工具”，所以应该受到保护。但如果新闻界“受权力的影响而被滥 

用”73,那么它就不再是自由的新闻界了。在殖民地时期，权力属于皇室 

以及皇室的代表，新闻界则被视为人民的代理机构，站在与皇室不同的那 

一边。在人民政府建立之后，首要的问题就是如何维护这个政府,而人民 

的政府能够继续存在的必要条件是它获得了民意的支持。“但是,”詹姆 

斯・贝亚德（James Bayard）于1799年在国会问道："如果允许邪恶和无 

73 德的人，野心极度膨胀的人向人民传达不真实的、他们明知为假的所事 

实，以达到损害政府在人民中的声誉的罪恶目的，那么（政府）何以长期获 

得民意支持呢？这是一种不道德的、欺骗性的盗取舆论支持的方式，是一 

种最恶劣的和最危险的重罪。"4

第三,秉持着对于报界的这种看法，政治领袖不但可以忽略对自由新 

闻界的宪法保障，还可以以煽动性诽谤的罪名起诉新闻编辑。那些批评 

了政府或政府官员的报纸，可能会面临犯罪指控。在《惩治叛乱法案》出 

台之前，联邦党人就依据一般法律中的煽动性诽谤罪条款起诉共和党编 

辑。法案颁布之后，对新闻编辑的起诉迅速增多。依据该法案，如果一个

① 又译《人权法案》，是第一至第十条宪法修正案的统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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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写下、印刷、讲述或发表了”对政府、总统、参议院或众议院的任何“虚 

假的、中伤性的和恶意的言论”，那么他可能面临高达2 000美元的罚款， 

以及最长可达两年的牢狱之灾。联邦党的编辑们都大力支持该项法案。 

很明显，他们还没有想过,反对派可能有扭转局面的那一天。《波士顿前 

哨报KBoston Centinel)直言不讳地宣称：“任何对当今美国政府当局友 

好的人都毫无疑问的是真正的共和党人、真正的爱国者……任何反对当 

局的美国人都是无政府主义者、雅各宾派和叛徒。桝5

在法案颁布后，联邦党人对共和党编辑发起了不下14次的犯罪起 

诉。"在那个时候，全美只有约200份报纸，其中明显有支持共和党倾向 

的不到四分之一。报界遭受了严重打击——《惩治叛乱法案》致使四分之 

一到三分之一的共和党编辑遭到了起诉。77

1798年,44票赞成对41票反对，《惩治叛乱法案》勉强获得通过，后 

来被执行了两年。1801年，国会以53票对49票的微弱优势否决了延长 

该法案时效的提议。这是因为，有六个南部的联邦党议员加入了共和派 

新总统托马斯•杰斐逊的阵营，使其在国会中的支持者总数达到了 53 
人。到了这个时候，艾伯特・加勒廷(Albert Gallatin)®才开始为新闻自 

由作更为全面的辩护，强调《宪法第一修正案》规定国会不能制定任何钳74 
制新闻自由的法律。麦迪逊也开始发声，称《惩治叛乱法案》有违宪法，一 

个自由的共和政府不会被诽谤击倒，《宪法第一修正案》已取代了有关煽 

动性诽谤的一般法律，宪法对于新闻自由的保护是绝对性的。作为反对 

派的共和党人在制定《宪法第一修正案》时没怎么考虑有关新闻自由的问 

题，在这时候却依据《宪法第一修正案》努力为新闻自由辩护。

第四，虽然已有建立邮局、降低报纸邮寄费率、让议员免费邮寄报纸 

等支持报业发展的法律，但是，当时仍然没有向公众传谨信息的正式渠 

道。只有两个州的宪法规定立法机构应向公众敞开大门。了*我们在前文  

讲到过，在华盛顿的第二个任期,参议院的讨论依然是保密的。1789年， 

国会下达命令，要求全国最少有五家报纸刊登所有的法律条文，并在波士 

顿、纽约、费城、巴尔的摩和查尔斯顿五个城市各选取了一家报纸。可是 

国会好像并没有对此抱很大期望。报纸的发行范围是有限的，除了沿海 

公路可以抵达的那些地区，在其他地方，报纸并不是一种有效率的信息传 

播途径。政府中的主要人物把报纸看做一种威胁，他们还未曾设想过，报

① 艾伯特•加勒廷，杰斐逊政府的财政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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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可能为政治传播提供有积极意JJC的、常规性的服务。79
第五，很多言论确实通过印刷品自由地表达了出去，但是建国者们却 

很少对此表示赞同，反而时常加以谴责。我们在之前说过,华盛顿对报界 

责难颇多。杰斐逊把菲利普•弗伦诺招入麾下让其办报为自己呐喊，但 

又害怕弗伦诺在报纸上所用的言辞太过激烈。如果翻阅历史文献，我们 

就会发现，对于报纸，杰斐逊既赞美过，也表达过强烈的不满。“宁可要一 

个无政府的报纸，也不愿要有一个无报纸的政府”（1787）,这是杰斐逊的 

75 名言，但他还说过（在他自己开始执政的时候），“从不看报纸的人比看报 

纸的知道得更多，因为什么都不知道的人比脑子被假话和谬误填满的人 

更接近真相。”他认为真相一旦被报纸刊登就会变得让人难以相信。他 

说，应该把报纸的内容分成四个部分一一真相、很有可能是真的、也许是 

真的和谎言,但真相那一部分可能没有几个字。8°对于广大公众而言，是 

否喜欢报纸要看报纸是否投其所好。在马萨诸塞州商议是否批准国家宪 

法的时候，任何人只要敢公然反对批准宪法，就可能成为暴力攻击的靶 

子，所以当地报纸不敢刊登任何表示反对的但又未署名的文章，以免惹祸 

上身。一位联邦党人也承认，在这个时候“写作的全部自由都被剥夺了”。 

费城、纽约和波士顿的一些报纸报道了亲联邦党和反联邦党的正反两方 

面意见。此举让报纸的订户们感到不满，于是开始拒订报纸，以此强迫报 

纸修改其报道方式F
建立国家的那一代人赞美“知情的公民”，却未致力于发展公共教育以 

培养出“知情的公民”;他们颂扬新闻自由,但没有努力去实现新闻自由。爱 

国者们一次又一次地称赞自由的新闻界，称其为人民自由权利的保障，但他 

们也坚信,不顾人民自由权利而自行其是的新闻界是对人民政府的威胁。

第六，虽然独立的新闻界是美国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在建国者的 

著述中，其踪影难觅。《联邦党人文集》被公认为这个国家最伟大的政治 

哲学著作。其中收集的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约翰•杰伊（John Jay）①和 

詹姆斯•麦迪逊的文章,原本是他们为了呼吁纽约州批准国家宪法而作。 

1787年和1788年，联邦党人在纽约的报纸上发表了 85篇文章（后来在 

其他地方被重印多次，广为流传），合起来即所谓的《联邦党人文集》。在 

全部的85篇文章中，只有一篇文章中的一段话谈到了新闻界的问题（即 

汉密尔顿所作的第84篇）②严在建立了政府框架之后，建国者们思考得

① 约翰•杰伊，美国政治家，曾任首任美国首席大法官、美国国务卿等职。

② 应作者要求,此处及原书第93、186、241、306页有细微的改动，特此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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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多的是如何在这个幅员辽阔的国家建立有效的代议制度，但却很少论76 
及如何利用印刷物消除距离障碍的问题。可笑的是，很多论及距离带来 

的政治危险的文章都发表在报纸上，并通过报纸传递到了全国各地。在 

对距离问题的讨论中，新闻界仍然只是言论的传递工具，而不是中心议 

题。在建国者对于政府架构问题的论述中，新闻界从未成为过核心 

议题严

直到受到了《惩治叛乱法案》的剌激之后，美国人才开始大胆地歌颂 

新闻自由，称其为自由公共秩序的保障。历史学家戈登•伍德称此为“美 

国人思想的民主化过程中的重要转折点桝4。确实，这是一个重要的转折 

标志。一场涉及许多方面的民主化的转型正在发生，新闻界的自由化只 

是其中的一个方面。人们的观念和一些制度都在发生转变，党派逐渐获 

得了合法化的地位，自发建立的社团的政治作用越来越大。就连选举这 

个基本性的政治活动，也出现了民主化的趋势。

“你们喜欢选举吗?”

1788年,有人在《宾夕法尼亚公报》上写道：“选举……是政治中的第 

一个调和步骤，如果在这时犯了错误,那么在后续的进程中就永远无法修 

复，然后就变成一种疾病。别说只是一个公民,也别说只有一张选票，这 

张选票可能改变选举结果。在战争中，每个士兵都应该认识到公共安全 

有赖于他手中的那一件武器。在选举中，每个公民都应该认识到公共福 

祉有赖于他手中的那一张选票。楓5

那么，投票活动实际如何呢？对于选举,美国宪法没有切实的规定， 

管理权归属于各州。18世纪80和90年代的民主改革改变了由殖民地 

时期沿袭而来的选举制度以及相关活动。例如在纽约，书面选票取代了 

口头选票，每个城镇都建立了投票点（而不是每个郡只设一个），由选举产 

生的官员也比殖民地时代要多（州长、副州长、州参议员、国会议员等新职 

位都由选举产生），而且官员选举比以前更为频繁。 77
要选出管理一个州这么大范围的官员（例如州长和副州长），或是要 

选出代表一个巨大区域的国会议员，选民就不能只把选票投给自己所在 

的那个小社区的领袖人物，候选人也不能像过去那样自然而然地就产生 

To从前，候选人产生的途径是非正式的、世袭性的；现在，提名制度的发 

展使得有关候选人的政治传播变得正式、公开和更加民主。在纽约，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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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会①负责州长候选人的提名。在新罕布什尔，立法机构的成员负责 

国会议员候选人的提名。在宾夕法尼亚，通过公开的公众集会提名候选 

人的做法起先遭到了反对，理由是这么做太容易受到人为控制。私人信 

件、传单和报纸上的公告传播候选人的名字，引导着选举活动。86后来，在 

宾夕法尼亚以及其他一些地方，通过公共集会的方式提名候选人，逐渐变 

成了一种普遍性的活动。

当然，普通人是不大可能获得提名的，显赫的家族仍然控制着局面。 

候选人会通过给本地的重要人物写信，暗示自己希望得到他们的支持，以 

此培养“利益关系”。一位历史学家把他们的信件称为“扩散式的连锁 

信”,因为一个人给他的朋友写信寻求帮助之后，他的朋友又会给很多其 

他朋友写信。如此这般，他的“利益关系”也就得到了巩固。因为先前已 

有建立“利益关系”的举措，所以提名会议的结果一般都是一位候选人获 

得了压倒性的胜利。会议结束后，会议的秘书会付钱让报纸刊登一份声 

明，宣告某某某在广为人知的、“人数众多、规模巨大”的集会上获得了提 

名，并附上会议主持人、秘书、委员会委员等人的名字；当然，他们大都是 

本地名流。1799年，纽约州奥尔巴尼的一张海报称，选出联邦党候选人 

的是“由奥尔巴尼市的有产人和选举人参与的规模很大的、崇高的集会。 

此次会议依照原先在《奥尔巴尼公报氷Albany Gazette)刊登的公告，于 

1799年4月13日住唐提咖啡馆(Tontine Coffee-House)召开”。这张海 

报列出了选定的候选人名单，并补充说，在产生结巢的那段时间，“我们感 

到十分尴尬，因为在其他几个城镇，我们的朋友们提名的人选跟我们的不 

一样——这让我们的提名工作异常痛苦・・・・・・楓8这段话表明：一般情况 

78 下，为提名而召开的大会并没有太多实质内容，其作用不过是确认一下已 

获得领头的绅士们首肯的候选人名单。

在竞选运动进行之时，敌对的各方会到当地报社提交反对性声明或 

檄文,有些人则去那里下注，赌谁会从竞选中胜出。这种赌博从某种意义 

上来说就是民意调查，因为通过看哪个候选人获得了多少赌注，就可以看 

出民心之所向。在选举日那天，地方上的绅士们自己会先喝酒聚会，接着 

召集那些社会地位较低的人，请他们喝酒。然后，绅士们会雇几架雪橇 

(如果是冬天的话)，带着这些汽上投票站。绅士们会把选票发给他们的

①1772年，在塞缪尔・亚当斯的倡议下，北美殖民地建立了“通信委员会"(Committees of 
Correspondence),希望通过这个组织来联络协调各殖民地的反英斗争。在建国后，这个机构依 

然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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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人(当然，当时还没有标准的、州政府提供的选票)，然后客人就会把这 

些选票交给选举官员。

以上说的是纽约的选举活动，也是中部各州典型的选举活动。与新 

英格兰相比，中部的选举活动更有生气、更轻松愉快。若与南部各州相 

比，中部的选举活动显得十分文明有序。在南部，选举日是喧闹嘈杂的。 

在马里兰，立法机构、国会和选举团(electoral college)①的候选人都会在 

选区拉票。不管是什么场合，斗鸡比赛时也好，教堂祈祷时也好，哪里有 

人群，他们就会去哪里演讲。％北卡罗来纳粗鲁的选举活动让来自新英格 

兰的埃尔卡纳・沃森(Elkanah Watson)感到震惊，不过他没过多久就适 

应了。当地要选出代表去审议国家宪法，一个反对国家宪法的候选人召 

集了一次会议以发表自己的观点。沃森与他的两个朋友参加了这次会 

议，目的是为了把会议搅黄。他们与人拳脚相向，差点就受伤了，但最终 

没能得逞。沃森没有放弃，他弄了一幅那个会议召集人的讽刺画像，然后 

让几个“顽强的小伙子”去投票点门口竖起画像并加以守护。那几个小伙 

子遭到了袭击，但是沃森却不觉羞耻地承认，引发愤怒、搅乱投票点和降 

低投票率正是他的目的。°】

纽约的竞选活动有时也不是那么文明。在1792年的地方长官选举 

中，有人看到，大地主兼商店老板、奥齐戈郡(Otsego)法官威廉・库珀 

(William Cooper)把选票硬塞到选民手中，然后抓住选民的手臂,“拽着 

他们去投票”。库珀的敌人说,库珀威胁称谁若不给自己投票就会让他变 

成穷光蛋。°?竞选中敌对的双方都会尽力向公众表明，自己没有去拉票， 

而对方却在操控选举。 79

无论选举在原则上是多么的重要，美国人对于拉票行为的态度却是 

模棱两可的。1788年，美国举行了第一届联邦选举。新泽西特伦顿市 

(Trenton)的一家报纸用一首诗对此事做了个总结：

激动的爱国者变成了暴民， 

演讲者的煽动引发口水战； 

自由选举人永远在牛饮， 

候选人还不值_个先令！ 

屠夫、农夫和车夫， 

拿半薪的军官和主席，

①选举团由各州选民产生，代表本州参加总统、副总统选举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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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么多狂热分子，还是有点价值，

很多无耻之茯都去给候选人投票了 ；

商人在对候选人发怒，

砍刀在铛铛作响，风笛在欢歌吟唱，

最好的朋友相互为敌， 

生死仇敌结成了伙伴， 

花钱吧，办招待晚会！ 

迎接那些空着肚子去的人， 

以贏得那些肮脏的选票； 

拳击比赛的吵闹、觥筹交错之声与咒骂此起彼伏， 

一些蠢货在笑，另一些陷入绝望； 

激动了、打断骨头了、着火了， 

篝火点燃了、爆竹响了、灯光亮了 ； 

抗议吧，挖空心思去挑剌， 

祈祷吧，绅士们，你们喜欢选举吗?阳

这首诗描写的是粗鲁的、越来越公开化的、竞争越来越激烈的选举, 

同时也从一个侧面表现出了对寻求公众支持的活动的不安，以及对候选 

人应该在多大程度上或是否应该在选民面前展现自己的疑虑。联邦党人 

觉得拉票是不合适的。直到1813年，约翰•伦道夫(John Randolph)①还 

在抱怨他的共和党对手“使用最低下和最无耻手段，即挨家挨户、不分昼 

夜地骑马去那些破屋烂房与最底层的人会面。在选举前一周，他搞了 14 
次这样的宣讲(其中7次是在夜里)”94。对于大众政治，共和党人也是不 

80 赞同的，但与联邦党人相比，他们态度要温和一些，而且更加积极地参与 

拉票活动。在1800年的总统大选期间,候选人托马斯•杰斐逊自己不便 

岀面,就叫他的同志们去帮他在报纸上做宣传。为了拉票,他为自己的党 

派拟定一个“政策宣言”，并通过私人信件发给自己的政治伙伴，但从未在 

公开演讲中谈到过这个宣言泸虽然杰斐逊主义者或共和党人十分小心 

谨慎，但与联邦党人相比，特别是与老一代的联邦党人40比，他们向选民 

献殷勤的频率要高得多。一位当代学者写道,老派的绅士们“不与群众打 

成一片，因为这种行为可能被视作拉票”。老派绅士们反对“吹鼓手，因为 

这些人以买卖人心为生”，还把那些听信于这样的候选人的民众称为“猪

① 约翰・伦道夫，弗吉尼亚州国会议员，托马斯・杰斐逊的新闻发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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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的大众”96。在18世纪90年代，共和党人比联邦党人更加积极地、更 

加有组织地参加竞选造势。当然，联邦党人也不是毫无动作'他们也喜欢 

在公众面前亮相,也收买报纸和邮寄政治信件。“我相信,在某一个方面 

我们可以学习雅各宾派，我是说积极肯干这方面,”纽约联邦党人彼得• 

范沙克(Peter Van Schaack)写道。歸

没人认为选民应该具备相应的政治知识,或者说，当时的选民不具备 

今天的公民教育家所倡导的那些政治知识。在18世纪90年代，公民所 

应该具备的知识，只是有关本地的知识。这种知识不是对法律或者原则 

的认知，而是对于人的认知。选民应该知道的，是候选人的品行。选民与 

候选人当时的关系，就好比当时的审判制度。候选人作为被告为自己辩 

护，选民则是“同类人陪审团”的成员，按照自己对被告品行的了解作出判 

断。按宪法的规定，被指控犯有罪行的被告应由“邻近”的人组成的陪审 

团审判，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联邦党人反民主的观点，同时也违背了一 

个基本原则——陪审团成员应该是公正无私的。1795年的《司法法案》 

(Judiciary Act)规定，在死刑案件中，审判应该在罪行发生的那个郡进 

行，陪审团也应该从这个郡的人民中选出。尽管有一部分建国者受到了 

启蒙运动的影响,认同普世性的价值观，但是所有的建国者都生活在依赖81 
本地知识、相信个人经验，依据自己对于候选人品行的了解作判断的社会 

之中，所以信息和理性分析还没有获得他们的认可。

一个扩张了的共和国中的代议制度

很多爱国领袖坚信共和制政府只适合于很小的州，那么，管辖范围巨 

大的联邦体系又该如何建立呢？与国会相比，州立法机构更接近民众，州 

议员代表可以与选区民众建立更加亲密的关系。“他们被派了出去，但并 

未远离家乡。他们所在选区的民众时常可以知晓他们的作为。他们会审 

视他们所服务的对象即民众，而民众也会审视这些公仆……回家后，他们 

与地位低下的邻居打成一片，看到了邻居们贫困的生活状况，知晓了他们 

的要求。网9其实在州的层面上,也存在距离的问题。州府所在地是一个 

常见的辩论议题。在1776-1812年间，最初的13个州中的每一个都就 

是否要改变州府所在地展开过讨论，最后有9个州把首府迁到了别的地 

方。^身处偏远地区的人们难以与自己的议会代表交流，有时他们甚至都 

派不出代表。一个北卡罗来纳人指出，在1789年，住在该州西部地区的 

议会代表去州府要走500多英里的崎岖路程。由于很多州都不给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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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发薪水，也不管他们的花销，而是让代表居住地的居民负责给予经济 

支持,于是很多偏远的地区就干脆放弃派出代表。迦

如果在州的范围内，距离都是个问题，那么对于整个国家而言，距离 

问题就更严重了。这个国家辽阔的幅员给旅行和通讯都带来了困难。此 

外，幅员辽阔也意味着各地的社群不会是同质的，各地的政治利益也是千 

差万别。反联邦党作家“凯托”(Cato)①如是说：

我们家庭内的关系是最为紧密坚固的。亲情关系胜过任何其他 

82 关系。离开了家，我们就会与同一个州的公民联合起来，因为相互了

解、相同的习惯和命运可以牵引出情感上的喜爱和依赖。如果再把 

圈子扩大一点，不同州的公民相互遇见的时候，虽然祁承认自己是美 

国子民，但我们相互不熟悉，也没有相同的习惯和命运。因此，在一 

定程度上，我们之间的关联被削弱了。从大的方面来看，我们聚在一 

起，只不过因为我们属于同一个物种而已

凯托强调的其实是，代表应该与他的选区民众保持一种亲密关系，代 

议制度应该“真正”代表人民，而不是“虚拟”地代表人民。在英国，没有人 

要求一个社群的代表必须在这个社群居住。与英国不同，在北美殖民地 

时期的政治观念中，议会代表就应该从某个选区的居民中选出这种分  

歧展现了民主理论中一个常有争议的话题:代表只应做其选区民众的传 

声筒，还是应该独立地思考国家的公善问题？在美国，如同“一个农夫”所 

言，有一种关于代理制度或代理机构的理念认为，代表“了解公民,公民也 

了解他”是至关重要的。似从第一届国会的情况来看，每个众议员应该至 

少代表30 000民众。“联邦农夫”抱怨称，代表无法“知晓人民的境遇，这 

些人民代表已经脱离了他的人民,无法与人民感同身受，也很难与他们交 

流”。代表“只会与其选区的少数几个值得尊敬的人物相交相识”仮。“布 

鲁特斯” (Brutus)②写道，代表数量这么少,“无法展现广大群众的感受、意 

见和特征”】"。这些话语中体现出了一种原创性的思想，即代表应该与人 

民“相似”。虽然如何产生这种相似性有待讨论，但是美国式的代议理论 

已经展现出了一种具有创新性的观点——代议机构应是全体民众的浓缩

① “凯托”是作者在报刊上使用的一个笔名，真正的作者疑为当时的纽约州州长乔治・克 

林顿(George Clinton)。

② “一个农夫”“联邦农夫”“布鲁特斯”均为当时的政治家在发文时用的假名，下文还有一 

些这样的名字，不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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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本或提炼出来的精华,而不能是一个与人民分离和独立的机构严7
这个有关代议制度的“镜子理论”可以说是基于辉格党激进派关于人 

民之中存在共同利益的假设。如果是这样，那么多举行选举，扩大选举权83 
范围,降低对于担任公职人员的条件限制，偶尔让人民请愿和发号施令， 

就能充分发挥代议制度的作用。观但是，联邦党人并不认可所谓的“相似 

性”观点。麦迪逊在《联邦党人文集》第10篇中直言不讳地提出，人民选 

择的代表不能是他们自己的翻版，而应该是比他们更强的人。他们应该 

选择那些因富有智慧和美德而闻名的人，获得本地社群认可的人。这些 

人不仅应该聪慧、品德高尚，还应该能胜任、有经验、受过训练，并且还应 

该能对集会人群发表清晰、有说服力的演讲。代表们应该商议,而不仅仅 

是作出决定。这也就是说，他们应该互相交换意见,使自己可以依照公共 

利益而不仅仅是自己选区的利益投出手中的那一票。麦迪逊明确指出了 

这个“过滤”程序的优势之所在——不让人民直接参与立法讨论，而是让 

人们的代表替代他们参与,有助于确保平和的讨论气氛，避免冲动、激情 

和情绪等东西影响人的判断。《联邦党人文集》之中随处可见对代议制政 

府“平和,，“冷静”等优点的赞扬。代议政治可以“通过从公民中挑选出来 

的人，即那些富于智慧、能够辨识国家最切实的利益的人组成的中介机 

构”，“提炼”出民意严9
在《独立宣言》发布之后以及宪法颁布之后所有的著述中，唯有《联邦 

党人文集》清晰地阐明了美国宪政目标中的矛盾。这就是，既要建立一个 

对全体民众负责的政治体系，同时又要防止多数派强迫少数派同意自己 

的观点。麦迪逊的《联邦党人文集》第10篇透露出了建国者对于公共领 

域的构想，同时也指出了它暗藏的危险。麦迪逊用精密的分析证明，代议 

民主或“共和制''下的政府要比直接民主或纯粹民主下的政府要好。他还 

提出，一个扩张了的共和国要比一个小共和国更能保卫人民的自由。

相比有关代议民主和直接民主的论断，大共和国更好的观点原创性 

更强。麦迪逊不同意共和制只适合寡民小国这种孟德斯鸠式的观点。他 

列举了几个理由说明，一个扩张了的共和国要更好一些。首先，基于代表84 
开会效率的考虑，代表的数量不能无限增多，那么共和国越大，一个民选 

议员所代表的人数就会越多，代表数与人口数的比例就会越高。但是，比 

例高怎么会是好事？ 一般人可能会认为，代表的人数越少,议员越能知晓 

人民的需要。麦迪逊却认为，高比例可以减少民众对于代表的控制。他 

指出，民众与民众代表之间的关系，就好比一把双刃剑，如果选区比较小， 

选民人数不多，那么选民就更容易控制其代表。相对应的是，代表也更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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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对这个小选区施行暴政。如果选区很小，代表就容易通过贿赂和散布 

谣言谋权篡位。在大的选区，“不称职的候选人很难耍花招，因为这些花 

招在选举中已司空见惯。人们的投票也会更加自由，他们会把注意力投 

向那些在品德上最具吸引力的人,那些具有广为人知的品行的人”。

其次，麦迪逊还提出了社会越大，党派和利益集团就越多的著名论 

断。党派和利益集团越多，它们相互斗争的可能性就越大,某一个多数派 

侵犯其他公民权利的情况就越少。简言之，利益的多元化使多数人的暴 

政难以实施。麦迪逊指出，多元的利益除了让多数派难以达到其目的，还 

让多数派很难意识到自己的存在。就算有很多人有着相同的情感和观 

念,一个扩张了的共和国广袤的地域以及社会的复杂性也会让“那些有同 

感的人难以发觉他们自身的力量，难以协调一致地行动”。我们也许可以 

说，麦迪逊这是在创造一种把传播置于核心位置的政治理论。他在《联邦 

党人文集》第51篇中继续谈到了传播的问题。他指出，派系和利益的多 

元化给建立多数派联盟增加了困难。同时，如果有多元化的状况存在，那 

么如果有人想建立多数派，他就必须利用“正义和共同善歸这些具有普遍 

性的东西为自己赢得支持。若要赢得很多不同团体的支持以结成多数 

85 派,就肯定不能用带有门户之见的说辞去说服它们。鉴于此，与小共和国 

相比，扩张了的共和国更能让政治家在政策上，或者至少是在语言修辞上 

顾及公善,而非某种狭隘的利益。

另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把建国者分成了两个阵营,这个问题是:在州以 

及联邦的层面上，应该按照人口数量还是按照“区划”去确定代表的人数。 

出于对自身利益的考虑，小州坚决反对大州按人口数量确定代表人数的 

提议。与按“领域”（人口数量）建立的代表制度相比，把州作为一个“集合 

体”去参与国家大事的讨论，不仅显示出一种整体性，还显示出社群性。 

在一个社群之中，相同的利益诉求以及密集的交流接触，能孕育出一致的 

特性或“利益”。在独立革命前夕，各殖民地都已形成了某种意义上的集 

合式代表制度。在这个体系下，平等的代表权力并不意味着人数上的平 

等，而是已经建构起来的那些社群之间的平等。

州是不可分割的整体这一观念，使得很多州在开始的时候，以州为整 

体派遣众议院议员，而不是分配议员席位到州内的各个选区。这么做的 

既有小州（新罕布什尔），也有大州（宾夕法尼亚）。宾夕法尼亚报纸上的 

言论（马萨诸塞也翻印了这些文章）支持开展大范围的代表选举，理由是 

这样人们的选择范围更广，可以选出最有能力的人，同时还能降低选举作 

弊和选举受干扰的可能性另一种观点是，按选区举行选举更好，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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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能拉近代表与选区选民的距离，同时还能防止为了维护某种特定利 

益而伤害其他人的利益。“真正的农夫”指出，代表大会就要真的像人民 

的集会，公众的意见是:人物画像的好坏就在于它是否画得像。小这种观 

点也许在各个州都会受到欢迎,但是在现实中，它仍然面临着很多问题。 

公共领域的建设似乎有永无止境的问题,无论你怎么去建设它，在让一些 

人感到满意的同时,另一些人肯定会提出质疑。 86

且举一例:在1788年宾夕法尼亚代表大会上，与会代表威斯特摩兰 

的芬德利（Findley of Westmoreland）建议把该州分为八个选区，每个选 

区选出一名国会议员。他认为，只有采用这种方式，才能选出八个知晓自 

己选民的特殊利益和共同利益的人。"2“农业之友”则在《宾夕法尼亚公 

报》发文称，按选区举行选举“会把我从一个联邦州的选举人降格为州中 

的一个区域的选举人。”山最终,宾夕法尼亚放弃了划分选区，而是选择举 

行以全州为范围的国会议员选举。麦迪逊在给托马斯•杰斐逊的信中对 

宾夕法尼亚选举方式作出了评价:“这样的选举方式可以让那些声名狼藉 

之辈无法当选，让具有美德的人获得认可。但是，采用这种方式可能会招 

致民众的非议。”麦迪逊还预测弗吉尼亚可能会划分选区（这个州后来确 

实这么做了）。他最后满怀希望地总结道各种模式都应该试一试,这样 

才能确定哪一个是最好的模式。”皿

今天的人们认为有助于培育积极的公众群体的重要机构，在建国那 

一代人眼中,要么是不那么重要的（如新闻界），要么是不可取的（如党派 

或自发建立的组织）。建国者首先关注的是把公民及其代表联系起来的 

那一套机制，以及政府调控代表之间关系的手段。建国者的思维与学者 

以及普通市民不同，他们认为,政府系统的规划设计比其他任何东西都重 

要。他们是想让我们懂得，“公共领域”应该是个有秩序、有组织的政治论 

坛，它的基石是宪法和选举系统的架构。

完美的共和国

当今的人们在给市民社会唱赞歌的时候，常常援引托克维尔所描述 

的19世纪30年代的美国为例证。但是在18世纪90年代的美国，关于 

市民社会的政治观念似乎还踪影难觅。我已经尝试着向大家说明，当时87 

不但没有为市民社会而唱的赞歌，而且，后来被当做美国政治文化精髓的 

东西,在当时其实是被人唾弃的。我既不想赞扬也不想贬低建国之父，我 

只是想强调，从他们的年代到现在,是一个漫长的历程。我们依然可以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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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之父那里学到很多东西，但是我们也必须认识到，他们所处的世界与 

我们的大不相同。他们想要摧毁那些被今天的人们看做民主保障的东 

西。即便我们仍然可以从建国者的政治思想中得到启示,但有用的东西 

也不会太多。如果有人依然沉溺于建国者的世界，那么，在试图理解两百 

年后的这个社会的时候,他会感到一阵眩晕。

很多建国者相信，宪法为“完美”的政府提供了框架。华盛顿在1790 
年写道:“(美国)政府虽然不是完美无缺的，但肯定是世界上最好的。”】】5 

杰斐逊肯定不像华盛顿这么满意。1789年，他在给麦迪逊写的信中说, 

一代人不能也不应该把自己的法律当做遗产传给下一代人。“在一个社 

会与另一个社会，一代人与另一代人之间，是没有共同的义务的。除了自 

然法则，绝无其他裁判员。”这也就是说，没有哪个社会的法律可以无限期 

地延续下去。杰斐逊认为，一个政治世代(political generation)是19年， 

所以“任何宪法和法律每隔19年就应作废。

麦迪逊与杰斐逊相反，他认为,必须树立宪法以及领导者的威信。只 

有一个国家敬畏其宪法，宪法才能成为国家的基石。1788年初,也就是 

制宪会议刚结束后不久，宪法即将获得通过之时，麦迪逊就开始为阻止第 

二次制宪会议的召开而奔走呼吁。他给埃德蒙•伦道夫写信说，行政理 

念就如同宗教教旨，一般不能被改变。如果再开一次制宪会议肯定就会 

岀现一些千奇百怪的观点，甚至是与行政理念相悖的观点。麦迪逊非常 

清楚，只有把支持宪法的那些精英团结起来，宪法才容易获得批准。他提 

88 醒伦道夫：

虽然个人决断的权利应该受到尊重，而且没有人比我更尊重这 

种权利，但是有些事情，大众并没有决断权利。这些事情他们必须也 

交由他们熟悉并信任的那些人管理。草拟出来的宪法就是这么回 

事儿严

虽然杰斐逊和麦迪逊是同志兼伙伴，但两人的差异还是十分明显的。 

杰斐逊最看重的是自由，他把自由看做一种民主要求，在过滤性的代议制 

度约束下可以发岀声音。麦迪逊也崇尚自由，但认为自由必须基于秩序、 

法律以及对法律的敬畏。他们的共同点，也是他们二人与华盛顿的共同 

点是，认为政府机构既是秩序的保障，也是自由的保障。他们意欲建立的 

政府，绝不是一个会坐下来跟其他组织或公众商议事情的组织。在他们 

看来，意见必须通过政府机构表达和传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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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的大众政治参与可谓如火如荼，与之相比，18世纪的领导人 

麦迪逊和杰斐逊允许参与政治进程的只是一小部分人。到了 20世纪，中 

央政府的管理范围越来越大，与之相比，麦迪逊和杰斐逊希望让当时的中 

央政府管理的事情并不多。他们希望看见的是，民意通过正式的政府机 

构表达出来。让民意得以表达既是代议制政府的责任，也是其基本的运 

转机制。 89



第三章

美国政治生活的民主化转变:1801—1865

引子

很多历史学家都认为，美国的民主“绽放”于19世纪。他们的说法有 

点让人不解，因为，早在18世纪，代议机构已有了长足发展，公众也经常 

参与政治活动。在18世纪，民众对政府的约束、控制逐步增强。在革命 

时期，政治生活中出现了很多的改变。而且，按詹姆斯・麦迪逊的说法， 

革命还“创造”出了一个共和政府」尽管如此，19世纪前夜的美国政治还 

跟“民主”二字没有什么关联。恭顺的政治文化得以延续，投票率很低，绅 

士阶层依然毫不费力地掌控着统治权力。不少历史学家歌颂美国的边疆 

生活，因为他们认为那里更加民主。实际上，在边疆取得政治职位的人， 

90 —般都来自于富裕的、有社会背景的家族。2宪法并未改变恭顺的传统和 

社会等级制度，当然，制定宪法者也不想改变恭顺传统和等级制度。了解 

这个背景之后，我们就能理解，为什么杰斐逊在1800年当选总统是个重 

要的转折①，以及他自己为什么后来把这次当选称为“1800年革命楓。

显然，恭顺的那种习惯不可能一夜之间就被抛弃。如历史学家乔伊 

斯・阿普尔比(Joyce Appleby)所言,政治辩论变成了恭顺与民主之间的 

斗争/维护社会等级制度的联邦主义者与杰斐逊主义者在广泛的领域展

①人们将杰斐逊的胜利称为“1800年革命”，是因为这标志着联邦主义的衰败和共和主义 

的兴起。他上任以后，立即废除了上一届政府所颁布的《归化法》《镇压叛乱法》等反民主的法 

案，保障了人民的基本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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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了斗争，他们的斗争涉及生活的各个方面，包括家庭生活、宗教、经济发 

展和变革、语言、文化、教育以及各州宪法。这场变革的深度和广度让人 

惊叹,我没有能力去描绘其全景。但是，见微知著，下面的几段话至少能 

够展现出这场变革的影响面有多大。

从1800年以降的几十年，家庭生活有了新的转变，父母特别是父亲 

的权威地位受到了民主思想的挑战。殖民地时期关于长子权利的法规和 

习俗，即长子在继承家庭遗产时享有特权，在独立革命之后迅速消失，因 

为大部分州都废除了原先的财产继承法。在1810年之后，长子与次子享 

有的继承权已无差异。一位历史学家甚至称，在1770年至1820年之间 

爆发了“长幼关系的革命”。年长者的特权减少了。在1780年以前的家 

庭画像中，父亲站在最高处，母亲站在比父亲低一点的地方，而孩子们则 

要站在最低的地方。在1780年之后，越来越多家庭会在画像时让其成员 

平起平坐。在1820年至1890年间完成的所有家庭画像中，家庭成员全 

都站在一条水平线上。5

教育领域也有变革。19世纪20年代出现了一种新观念：孩子们不 

是性本恶的，而是可以教化的。1836年出版的麦加菲(McGuffey)的系列 

教育读本用儿童故事取代了“无意义词汇的罗列”6。虽然那个年代的修 

辞学教师们还在向学生灌输18世纪60年代的繁缚文风，但一种平民化 

的、“平实”的写作风格已经出现。7 91

教育改革家们呼吁各州为其民众提供公共教育，于是“大众教育” 

(common school)运动开始兴起。到了 19世纪40和50年代，风潮已经 

席卷了美国大地。马萨诸塞的公共教育体系可谓是最完备的，但在教育 

改革之前,其公共教育其实相当糟糕。在1826年，学龄儿童中只有三分 

之一能够接受公共教育。学校的老师一般是把教书当做短期谋生手段的 

年轻男性。他们是不称职的，其中一些人连乘除法都不会,就更别说给孩 

子们上算术课了。州政府把实行公共教育的责任推给城镇政府,城镇政 

府又把责任推给下属区划或个人。霍勒斯・曼(Horace Maim)①向州府 

的官员们游说，试图让他们相信“教育有市场价值，是一种商品，可能会变 

成一种经济来源楓。霍勒斯・曼也不是唯利是图，他有一个高尚一点的 

目标:希望给新一代人灌输一种与公民精神相适应的公共道德标准。除 

了主张对教学进行改革,他还希望改变教育的目标：

① 霍勒斯・曼(1796-1859),美国教育改革家、政治家,被誉为美国公共教育之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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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到了 21岁还是农奴的人，在其后续的生涯中也不可能成为 

一个独立的公民。无论他身在奧地利还是在美国，只要是当农奴结 

果祢是一样的。如果说专制统治需要相应的奴化教育，那么自治政 

治也需要相应的自治教育。°

在新教教派林立的环境中，霍勒斯•曼秉持着一种非宗教性的教育 

思想是难能可贵的，但他还是要求学生阅读《圣经》。他认为学校教育必 

须与政治撇清关系。有一次，他所任命的一个校长带学生参加了废奴主 

义者的集会。在听说此事之后，他表示“震惊”。与同时代的教育改革家 

一样，曼倡导的是保守的改革，期望用教育去孕育民主，同时又期望用教 

育去防止过度民主，或者说防止刚刚获得自治权的大众以暴力颠覆现有 

政权。他认为全民教育可以“防止暴民政治，防止设立没收财产的法律， 

维护司法权威以及抵制杰克逊主义①者力挺的政党分肥制(the Spoils 
92 System) ”i°。

在新英格兰之外的地区，“大众教育”运动并没有结出多少果实。在 

19世纪晩期，学校的入学率才有了显著提升。在强制入学的法律出台之 

前，只有少数人能够享受正规的学校教育。从理论上说，教育对于共和主 

义有重要意义。若要建立共和政府，若要经常举行选举，公民就必须接受 

良好的教育以便能够投出明智的一票，执政官员也得接受良好的教育才 

能使自己有能力胜任。从实践层面上看，南北战争之前的推行公共教育 

的活动缺乏统一的指导思想，有时奉共和主义为圭臬，有时歌颂福音神学 

中所讲的那种个人的转变，还有时强调市场对于社会和经济的助推作 

用宀虽然改革家提倡给公众以平等的受教育权，无论他是穷人还是富 

人，是白人还是黑人，是男性还是女性，但是仅男性白人享有选举权这一 

原则毫无松动。学校教育的普及化程度越来越高，但这种教育并没有致 

力于培养“知情的公民”。19世纪晚期，各州政府开始承担起推行学校教 

育的责任，但他们又担心劳动阶层会变得难以管束，害怕农业社会的美德 

得不到传承，而且也不愿在美国的海岸上见到越来越多的非盎格鲁一撒 

克逊血统的移民。推行教育改革的目的是复杂的，三言两语难以说清，但 

有一点可以肯定:教育改革十分明确的目的是对社会实施控制，而不是培 

育出民主所需的知情的投票人。

① 杰克逊主义，指以美国第七任总统安德鲁・杰克逊为首的一些政治思想家提出的一系 

列观点和主张，例如政府应当竭尽全力维护群体的自主性，政府管理程序越简单越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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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带来的变化并不明显，但宗教却大大推进了民主精神的传播。 

基督教福音派在建国后50年的民主化进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在那个 

年代,基督教内部的调整变化很多，第二次“大觉醒"(great awakening)® 
便是其中之一。从1775年到1845年，传教士的数量增加了三倍，宗教的 

影响比以前大大加强。福音教派人数激增，很多教派的领袖人物都没有 

受过正规宗教训练或受过很少的训练。他们摒弃了加尔文主义的严苛信 

条,以重视普通人的精神愿望的态度去给群众布道。在福音教派那里，社 

会等级和恭顺并不重要,新牧师们“训导说:神赐的智慧是留给贫穷和卑 

微的人的，而不会留给骄傲和博学的人心。

为了普及选举权,每个州都发生过旨在取消选举权的财产限制的民 

主运动。越来越多的政府官员由选举产生，而不是靠委任状上台；州参议93 
员和州长由直选选出，而不是由下议院间接选举产生;各地在立法机构中 

的席位数按照地区人口数量分配，公正性有所加强严之所以列举了上面 

几个例证,是因为，按照对于政治、社会生活和政治传播的一般性理解，它 

们涉及正式的制度因而标志着重大的变革。其实，未涉及制度但影响深 

远的变革也有不少。

平等主义思潮为美国政治提供了一个远比联邦党时代民主的框架， 

所以我们可以有理有据地宣称美国社会发生了民主化转型。这个转变带 

来的影响是深远的也是复杂的。政府在形式上变得越来越民主的同时， 

社会中的一些权势人物却在利用广大群众难以掌握的手段发挥自己的影 

响。对于这个时期的州和市政府的研究表明，在对税收和支出等重要事 

务作决策时，多数人同意的原则没有被执行,决策往往是由少数人私下作 

出的卅对于全体男性白人而言，政府的门槛越来越低。与此同时，在男 

人与女人之间、新教徒与天主教徒之间、黑人和白人之间、移民和原住民 

之间的文化差异变得越来越明显，引发了政治对抗。在这个国家变得越 

来越民主的同时，其人口也显著增加了。老旧的、非正式的政治联合体分 

崩离析，影响消失。新的联合体，例如有正式组织的政党，开始出现。它 

们的出现摧毁了恭顺这一政治传统。绅士的统治开始瓦解，多数人的统 

治逐渐获得了认可，这个转变极大地改变了美国公民权的理念与实践。

① 第二次大觉醒，指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在美洲大陆兴起的类似于第一次大觉醒的宗 

教运动。第一次大觉醒发生在1720年至1740年的英属北美殖民地，被看做新教徒对抗宗教上 

的教条主义的一场运动，目的是恢复人民的宗教热情。布道者十分兴奋地发表具有煽动性的演 

讲,把听众带入一种狂热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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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举改革和宪法改革

一位学者有言:“民主是那个新时代的政治护身符”，但护身符不会每 

次都灵验严人们通过政治改革来减少压迫，但是对一些问题的妥协导致 

改革不彻底,未能如改革家所愿。在对州宪法进行改革的时候，与民主问 

题相关的一些矛盾被清晰地展现了出来。在马萨诸塞州1820-1821年 

度的宪法大会上，保守派的演说可谓精彩绝伦。约翰・亚当斯、大法官约 

瑟夫・斯托里(Joseph Story)和年青的丹尼尔•韦伯斯特(Daniel Web- 
94 ster)①等著名人物都发表了演说。在一开始，会议决定赋予所有白人男

性以选举权。其实，这已经是个既成事实一一按该州的规定，获得选举权 

所需的财产数量很小，所以当时该州的男性基本上都有选举权。后来，乔 

赛亚・昆西(Josiah Quincy)在会议上警告称，在将来的工业城镇可能会 

出现很多暴民，他们手中的选票会比那些尊重私人财产的人手中的选票 

要多。听到这个警告后,与会代表的思想发生了变化，他们改变了初衷， 

给出了一个折衷性的方案一一把拥有选举权的人限定为那些向国家或者 

州交过税的男性。

1780年的马萨诸塞州宪法规定,应该按所缴税款的数量来给州内各 

地区分配参议员席位。宪法大会原本打算保留这个老规定，但是亨 

利•迪尔伯恩(Henry Dearborn)用有说服力的演讲让与会代表改变了想 

法，于是他们决定按照地区的人口数量而非纳税金额分配议员席位。为 

了维护财产在立法体系中的重要地位,保守派领袖提出了一个动议，要求 

议会对按人口分配议席的决议进行再次审议严丹尼尔•韦伯斯特主张 

按税收分配州参议员席位。他认为，1780年的州宪法中对于议席的规定 

并不是要限制人民的权力，而只是要限制“他们的代理人的职权”。参议 

院不审查人民的权力，而是审查立法机构里众议院的权力。“让一个代理 

机构去审査或控制另一个代理机构是明智的做法。这个拥有控制权的机 

构的成员，应该在个性、情感、感受或出身方面有特殊性，要不然就根本无 

法去实施控制。”虽然韦伯斯特并没有说用纳税指标区分上下两院是个万 

全之策，但他认为马萨诸塞四十多年以来出台的法律都是很不错的，而且 

“在进行政治规划时，把财产当做有分量的、值得去考虑的东西，是完全正

① 丹尼尔・韦伯斯特(1782-1852)，早年曾做过律师、参议员，后任国务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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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的。以往的经验并没有告诉我们，财产权是有害的，其他权利是无害 

的楓7。

韦伯斯特的观点获得了与会代表的认同，但是当大会将他的提议交 

由选民表决时，马萨诸塞的公民们大都投了反对票。他们不同意继续按 

税收分配参议院席位，而是大力支持更民主的投票权限制标准。

弗吉尼亚的宪法大会很能引起人们的情感共鸣。这是因为，在这次95 
大会上，首席大法官约翰•马歇尔替里士满(Richmond)的无产人(non- 
freeholder)提交了一份让人感动的请愿书，或者说至少是能让现代人感 

动的请愿书。请愿书上说，财产所有权“不能证明有财产的人比无财产的 

人更高、更强或更聪明、更好”。请愿者认为重要的是对于州的忠诚，而并 

非财产。“美德和智慧不是土地上长出来的果实。①对于财产的迷恋，是 

一种时常带着污秽的思想，神圣的爱国主义火焰会让它落荒而逃。对于 

国家的热爱，就如同父母与孩子之间的情感,根植于我们的本性。在任意 

的环境下,在所有社会阶层之中，在任何形式的政府的统治之下，它都是 

存在的。富人对这种情感的伤害往往比穷人更大。没有伤害过它的富人 

是怪物。”对他们来说,不被允许参与投票有损人格尊严。而且，如果说无 

产者没有社会责任感因而不给他们投票权，那为什么又让他们拿起武器 

承担起保家卫国的责任？ “征兵花名册没有经过审核，没有跟土地所有人 

名单比较过，而且竟然没有考虑过把那些连自由人都算不上的人的名字 

删除。在战争时期，没有土地的人响应号召上前线去战斗。在和平时期， 

他们却要经受不让去投票的羞辱。他们没有拒绝征召令，没有满腹怨言， 

而是跟其他人一样慷慨从容地上战场抛洒热血保卫国家，现在却有人想 

让国家抛弃他们。他们应该忠于那个保护他们的政府吗？即便应该如 

此,倘若他们认可了自己的义务，抛头颅洒热血去保护理应保护的东西的 

时候，权利普及到了他们的身上，那么，他们又怎么会找不到让自己无法 

抗拒的、忠于社群的理由？

推动新州宪法出台的，不是无私的民主改革家,也不是饱含民主精神 

的文化潮流。在纽约，德威特•克林顿(DeWitt Clinton)领导的派系控制 

着州政府，由马丁 •范布伦(Martin Van Buren)领导的、民主党之中的 

“鹿尾派"(Bucktail)则希望通过修宪去压制克林顿的派系。为了限制州 

长的权力(克林顿时任州长)，“鹿尾派”把很多原本由州长委任的政府职

① 当时所说的财产，主要指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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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变成了由选举产生。同时他们还提升了政治党派的地位，因为在当时

96 组织最完备的党派就是“鹿尾派”。修改宪法让范布伦的组织得以控制州

政局长达20年之久。】9我们可以说，在19世纪中期,政治领域的局内人实 

际上是借民主之名去争夺权力。虽然他们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但也确实 

宣扬了民主思想，推进了民主实践，留下了一笔历史遗产。与殖民地时期 

的前辈相比，19世纪的谋略家们在使用平等主义的说辞粉饰一切的时 

候,显得更加泰然自若。 ,

州和联邦的成文宪法以及修改宪法的活动是具有创新性的。英国没 

有成文的宪法，别的国家也没有立法机构或其他统治机构必须遵从的法 

律。在美国，人民是统治者，他们通过委任的代表获得统治权，但代表并 

非唯一途径。让人民获得统治权的还有写在宪法里并被宪法会议不断修 

改和更新的历史政治契约。这个国家的社会平等性逐渐加强，政治民主 

化不断加深，但即便是在杰克逊主义最流行的年代,民主也并非最主要的 

政治原则。这个国家十分看重宪法，但宪法体现出来的意志似乎总是与 

选民的意志不协调，所以编辑、修改州和联邦的宪法条款成为这个国家民 

主生活中的家常便饭。

到了 1824年，每一个州的所有白人成年男性都获得了投票权。总统 

的民选(通过选举团)成为一种固定活动。1800年,只有两个州的选举团 

中的选举人是由大众投票产生的。1832年之后，只有南卡罗来纳一个州 

让州立法机构挑选选举人，其他各州的选举人皆由民选产生o 1824年， 

有六个州的州长由其立法机构选出，到了 1844年，只有两个州延续这种 

做法，其他州大都通过民选选岀州长。2。等级低一些的职位也开始由选举 

产生,特别是在西部地区。印第安纳和伊利诺伊在它们的第一份宪法中 

就规定，郡一级的一些职位应由选举产生。1832年，密西西比的太平绅 

±(Justice of Peace)®与治安官是由选举产生的。1834年，田纳西的文书 

和警长也由选举产生。按纽约1821年重新修订的宪法的规定，须选举产 

生的本地官职比以前要多。特拉华和宾夕法尼亚分别于1831年和1838
97 年对宪法做了类似的修改/

在比州级别更低的区划中，宪法也是向民主化的方向发展的。在19 
世纪20年代的波士顿，联邦党人担心乡镇集会会导致暴民统治，于是他 

们试图通过颁布城市宪章去防止这种倾向的出现，但最后的结果并不是

① 太平绅士这一职位源于英国，指维持治安、防止非法刑罚、处理一些较简单的法律事务 

的民间人士，往往由政府委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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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想要的。最终写入波士顿宪章的议员选举制度是分区选举制度，在 

市政大会上展开全市选民都可以参与的选举的方案未获通过。波士顿之 

所以这么规定，是因为受到了一种流行的观念的影响。这就是：只有让议 

员们各自代表着城市中不同群体的不一样的甚至是相冲突的利益，才能 

找到能够获得一致认可的公善，并让具有美德的议员去维护它。22
美国走到了这里,那种以共同价值观和被人们默许的社会等级制度 

为基石的乡镇集会已成明日黄花，相信领头的名士会去维护公善的年代 

已成遥远的过去。虽然理念的改变很重要,但是美国的改变并不仅是理 

念的改变，她经历的是涉及社会生活各个层面的民主化转型。

托克维尔没说的那些事

阿历克西•德•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对于美国自发建 

立的组织的赞美文字，是其著述中世人皆知的一部分。“无论年龄几何， 

无论何种社会地位、何种性情”的美国人都会成立团体。让托克维尔大吃 

一惊的是这些非政治团体的种类如此丰富——有商业的、工业的、宗教 

的、“关乎道德的、严肃的、无关紧要的、门槛很低和门槛很高的、庞大的和 

微小的。美国人联合起来举办盛宴、讨论会，建立教堂，分发书籍,把传教 

士派往异端之地。医院、监狱和学校就是这么建立起来的•…••如果他们 

希望在伟大榜样的鼓舞下转播真理或传递情感，他们就会建立一个团 

体”23。在没有贵族群体给予人能力和资源去推进伟大事业的时候，“团 

体的艺术”就是相当重要的，道德、知识组织与经济、政治组织都很重要。 

“在民主国家，怎么去联合的智慧是其他智慧之母;其他智慧的发展都仰 

仗于它。也

到了 1840年，随着社会的扩张和异质化，以及民主精神的散播，华盛 

顿当年对自建团体问题发出的警告都已被人遗忘了。在曾经由显赫之士 98 
依据恭顺的传统引领舆论、主导公共生活的地方，越来越有组织性的、由 

平等的人组成的团体开始扮演主要角色。社会控制和社会形态从个人的 

转变成为人际间的。在经济层面上，政府授权成立的银行取代了个体商 

人建立的个人信托机构。在禁酒运动早期，改革家要求绅士阶层给社会 

定调。但是，从19世纪30年代开始，生活在人口众多、异质、阶级意识清 

晰的社会的中产阶级改革家，已经不再相信家长式统治而是信任团体 。 

1826年成立的美国禁酒社团从第二次大觉醒中的福音派教会那里得到 

启发,建立了很多地方分会，面向广大的中产阶级进行宣传，要求他们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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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地克制自己严团体把在恭顺的社会中不需要团体做的那些事变成了 

团体应该做的事。从原则上看，人际性的组织比个人化的社会控制要更 

加民主，远离了由财富和土地决定的社会等级制度。用马克思•韦伯的 

话来说，社会生活开始变得有理性了。

在19世纪初，有多种因素在推动团体发展，宗教是相当重要的一个。 

在1810-1830年间，联邦政府在安息日也投递信件的政策引发了群众的 

不满。很多牧师联合起来发动信众去请愿。1815年，全国的长老会和公 

理会教徒向国会提交了 100份请愿书。在十年后，一个由宗教牧师和世 

俗群众组成的团体——基督教安息日促进总会(the General Union for 
the Promotion of the Christian Sabbath)成为安息日运动的领导者。这 

个团体不愿受教会的管束，只要你珍视安息日的传统，抵制一周七天都不 

停止营业的运输公司，就可以加入。他们通过宣传册和报纸，散发了 10 
万份运动领袖莱曼•比彻(Lyman Beecher)的演说词。他们建立了 26个 

分会。从1829年到1831年春，他们向国会提交了 900多份请愿书。大 

99 部分请愿书采用的是总会提供的标准格式，但也有一些人突破了常规。

于是，出现了 90多种不同格式的请愿书。典型的请愿书上大概有20几 

个签名，但有的多达7 000个。26
安息日运动与南北战争之前的很多运动一样，源于宗教，但在形式上 

受到了当时的政治系统的影响，例如向政府递交请愿书这种运动形式就 

能体现出这种影响。禁酒运动中的中产阶级团体与很多其他的志愿性的 

团体一样，借鉴当时的政治生活经验，自己制定宪章和次要法规，通过选 

举选岀管理者。全国各地的同类团体联合起来建立了全国性的组织，然 

后各地的团体会派出自己的代表，聚集到一起开年度大会以作出管理决 

策。27志愿性公益组织反过来也可以为政党提供可借鉴的经验。政党起 

先是通过由国会议员参加的小规模核心会议提名候选人，而对于非党派 

性的公益组织而言，召开代表大会早已是家常便饭。1831年，反共济党 

(Anti-Masons)首先召开了提名候选人大会，在此之后，其他政党也逐渐 

开始采取非党派性的公益组织所采取的方式确定候选人严

改革运动的领袖从政治系统那里学到了如何架构一个团体,还学到 

了如何运用修辞，学会了抛弃狭隘的宗派性说辞，用普适性东西去吸引 

人。公共生活绝不是地方上草根生活的汇总。在国家的早期，公共领域 

不是发源于地方,也不是发端于首都;不是自上而下，也不是自下而上发 

展的；而是从两个不同方向同时发展。如果说宗教孕育了私人组织，给了 

它生命，那么更加普及的选举权、按地理区划举行的立法代表选举、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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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强的党派的合法性（后面将有论及）和旨在赢得竞选的造势活动则培养 

了私人组织，给它打造了身体,塑造了形状。

志愿性团体的劣势就在于其“志愿性”。到了 20世纪，志愿性团体也 

许仍可以继续发展壮大，但其自愿参与的形式成为发展的阻碍。这种形 

式不太可靠，会导致团体对政治问题反应迟滞，团体也随时有可能解散。 

随着时间的推移，华盛顿逐渐成为国家的行政中心，很多重要的政治决策 

都是在华盛顿作出的。在这种情况下，与志愿性团体相比，那些反应迅 

速、能长时间存在的全国性组织更能影响华盛顿的决策者。于是，它们成 

为志愿性团体的补充，有时甚至取而代之。为了更加有效地影响决策，这 

些全国性的团体逐渐放弃了志愿性团体所采取的请愿的方式，选择直接 

向华盛顿的政治家游说。

在19世纪初，志愿性团体遍地开花。比如说，很多城市都有志愿消 

防员团体。这些互助性的组织可谓是民主的培训学校。纽约的志愿消防 

员团体每年都通过选举选出他们的头头，而且按照严苛的规章运作，但是 

不允许成员之间有异议或争吵。手艺人的团体在纽约随处可见，裁缝、制 

帽匠、船匠、泥瓦匠、桶匠、印刷匠、屠夫、面包师和木匠都建立了自己的社 

团。这些社团有的只让熟练工（journeyman）加入，有的也欢迎大师级人 

物异如果熟练工避开大师行事，或是与大师不和，大师们就会自己组成 

团体与之对抗F在19世纪30年代，手艺人甚至组建了自己的政党。

托克维尔对很多道德团体或公民团体的活动赞不绝口，但他对政治 

团体的认可程度明显要低一些。毫无疑问，托克维尔与不信任自建社团 

（即带有政治目的的志愿性组织）的华盛顿之间产生了共鸣。我们若向托 

克维尔提问：大部分人通过选举产生的官员制定法律，但有少数人自己展 

开讨论并制定可实施的法律，那会怎样？托克维尔的回答是，在这种情况 

下,“我抑制不住的想法是，公共秩序将面临重大危险”。团体不受约束的 

自由带来了极大的危险。团体有“各种形式的自由，已经到了国家所能承 

受的极限。它不一定真的会导致无政府的政治混乱，但常常会把国家带 

向混乱的边缘”32。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的第一卷中提出了上述 

观点，在第二卷上又把自己的这个观点引述了一遍,可见他认为这个观点 

十分重要。他还断言团体的自由是“一种危险的自由”33。它会催生政党 

和压力集团，而政党和压力集团能拆散国家。

因为美国没有贵族阶层，于是就需要某种社会成分去填补个人与国 

家之间的鸿沟。政治团体，特别是政党，似乎是唯一的选择。鉴于此，托 

克维尔总结道，在美国，政治团体必须被允许，因为它们是“所有公民学习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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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关于结社的一般理论的免费学校咖。政党给予托克维尔所称赞的那些 

社团以指导和启示。长老会布道士查尔斯•芬尼(Charles Finney)说: 

“政治家是做什么的？他们组织会议，散发传单和宣传册，在报纸上口诛 

笔伐。他们把船装上轮子，插上旗帜，带上水手，去街上转悠。①他们派 

马车去城市的每个角落散发传单，并送人去投票点。所有的这一切都是 

为了让他们的诉求获得关注,让他们的候选人赢得选举o"他建议教会向 

政治家学习：“我们行动的目标是吸引注意力，所以你必须有点新 

东西。‘和

托克维尔认为，与在其他民主国家相比,在美国政治团体所带的危 

险要小一些。原因如下:首先，与欧洲相比，美国的政治党派和政治派系 

之间的差别要小一些。在观点上只有“细微的差异”。其次,在美国，“大 

多数人都同意"这样的话是不能想说就说的——因为所有白人成年男性 

都有选举权，所以大多数具体是多少人，这个数字是可以确定的。于是那 

些未能代表大多数人的团体就无法令人信服地宣称自己代表大多数人 。 

如果他们真的代表大多数人，那么他们就会执掌政权。因此，对于美国人 

而言，政治团体不会带来危险。在美国，政治团体必然通过合法的竞争去 

赢得大多数人的支持，而不会借大众之名去兴风作浪严

托克维尔担心意见迥异的政治团体会扰乱秩序，他的担心不久之后 

就会变成现实。但是，扰乱秩序的不是政党,而是那些政治性越来越强的 

民间团体。

在“扰乱秩序”的民间团体中,首当其冲的是教会。在教会的影响下， 

出现了建立主日学校(Sunday school)②、传播福音书、禁止饮酒、取消奴 

隶制、维护和平的团体。这些志愿性的团体发展成为覆盖全州的组织，例 

如1798年建立的康涅狄格传教士社团和1799年建立的马萨诸塞公理会 

牧师总联合会。这些团体把传教士派往佛蒙特、新罕布什尔、缅因等边疆 

地区，以及纽约、俄亥俄和宾夕法尼亚等西部③地区。新的团体为聋人举 

办慈善活动，帮助美国的黑人奴隶回非洲定居，致力于改善精神病人的医 

102疗条件。各种运动交织在一起。各种不同类型的团体没有各自为政，而 

是联合起来。19世纪30年代，在"纪念周"(anniversary week)④中，马萨

① 当是指竞选游行。

② 主日学校是指基督教教会为了向儿童灌输宗教思想而在星期日开办的儿童班。

③ 按美国当时的版图,这几个州位于国家的西部。

④ 宗教和慈善组织在波士顿和纽约等地举办的一年一度的集会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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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塞的各种改革组织都在波士顿公园(Boston Commons)①集会。规模较 

大的组织在公园里搭建了接待帐篷，规模小的组织则去公园周边的教堂 

聚会。举办会议和发表演的组织每天有三四个。1837年，霍勒斯•曼 

邀请了他的侄子参加“纪念周”活动。他说:“这是最有意思的一周，时刻 

都有对年轻心灵的指导和激励。那8
这些团体变得越来越积极,其目标的政治意味也越来越明显。团体 

与团体开始互为喉舌，互为支撑。废奴主义者希望依靠宗教社团增强自 

己的影响。他们想让美国圣经社团(the American Bible Society)向黑人 

奴隶以及自由黑人散发《圣经》,于是就向圣经社团捐助了一笔专项资金。 

他们试图劝服美国家园传教社团(the American Home Missionary Socie- 
ty)，要他们拒绝接受奴隶主教徒提供的帮助，还要求美国福音书会(the 
American Tract Society)发表谴责奴隶制的声明。旳

若志愿性的团体仅致力于宗教活动或慈善事业,不搞公共辩论，不谈 

论政府政策，那么它们就与“公共领域”没有直接的关联。但是，对于有争 

议的公共问题，它们并未退避三舍。安息日运动明显的政治目标是改变 

关于安息日习俗的法律，以及使美国成为一个完全的基督教国家。改革 

社团的领袖大都是保守派。在19世纪40年代，这些领袖常常把道德改 

革的希望寄托在辉格党的身上。后来，他们发现政治上的变化会成为改 

革的绊脚石。人们不断地向西迁移，在西部的人更愿意把选票投给民主 

党而不是辉格党。于是，改革社团开始紧张起来。

西奥多・弗里林海森(Theodore Frelinghuysen),新泽西参议员、美 

国福音书会主席(1842-1848)兼美国圣经社团主席(1846-1862),是辉 

格党的创始人之一。他向慈善社团提出建议:必须控制住西部的人，不要 

让他们一直“缺乏道德文化"。他还说，他清楚地看到了“安德鲁国王一 

世"(King Andrew[Jackson] the First)②带来的危险。°°弗里林海森曾与 

参议员理查德・约翰逊(Richard Johnson)意见不合。理查德要求慈善社 

团不要涉足政治。他说那些提出政治目标的宗教大联合体……总是会 

来带危险。弗里林海森站在安息日运动的立场上，回击理查德说，虽然 

现在的教会问题重重，但是政府仍然应该按基督教原则行事。只有受到 

道德事业的感召，自由的人民才能生活兴旺，而“给道德事业以活力、能量

① 所谓波士顿公园，其实是波士顿市中心的一块公共绿地,很多社会活动都在此进行。

② 所谓“安德鲁国王一世”,是指美国第七任总统安德鲁•杰克逊。他政治手腕高明，善于 

夺取权力，经常使用总统的否决权，因此被他的反对派辉格党人讽称为“安德鲁国王一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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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和稳定性的，正是安息日”°2。

禁酒运动原本是与政治无关的，但它发展迅猛，影响面越来越广，于 

是后来就与政治有了干系。1835年，美国禁酒社团的成员已达150万之 

众，各种志愿服务团体超过8 000个。换种方式计算，从全国范围来看, 

每五个自由的成年人之中就有一个是美国禁酒社团成员。各种各样的禁 

酒志愿服务团体都有，有普通的社区团体，也有非洲裔美国人的团体、棉 

布工厂工人的团体、大学生的团体，甚至还有常去酒馆喝酒的人组成的团 

体(因为在禁酒社团的誓词中，被禁止的是蒸憾酒，发酵酒饮不在被禁止 

范围内)。*缅因州禁酒联合会主席尼尔•道(Neal Dow)把支持禁酒运动 

的选民联合起来组成了纪律严明的团体。在1850年，他依靠这个团体的 

选票成功当选波特兰市市长。他起草了一个覆盖全州的禁酒法案，并努 

力促成了该法案的通过。这个被称为“缅因法”(the Maine Law)的法案 

禁止在缅因州生产或销售烈酒，医用或工业用的除外。尼尔•道后来成 

为了人们学习的榜样，全国其他地方的禁酒人士都想复制他的成功。禁 

酒组织甚至会传讯强势政党的候选人，问他们是否支持禁酒运动，然后给 

予那些支持禁酒运动的候选人以背书(endrosement)①。

道德改革中的很多活动可以说是受到了新英格兰清教传统的影响， 

而且是由清教徒组织主导的，但我们也必须认识到,这些活动之所以得以 

举办，与民主在各个领域的进步不无系。也许可以说，这些改革运动是 

反历史潮流的，运动的领袖视民主化、世俗化和市场化为有损于道德的东 

西。但是,这些运动同时也是实现民主的途径和手段。这些运动中既有 

加尔文主义的受托精神(stewardship)®,又有“福音派的反击"(evangel
ical counteroffensive)®o在这两种理念的推动下，公共服务性的私人组 

织(如职业协会、图书馆、学校、大学、孤儿院和救济所)不断增多，发展壮 

大严废奴主义者的事迹就是最好的印证。

废奴主义和公共领域

在1833年,美国有74个废奴主义者社团。到了 1837年，此类社团

① 背书指表明对某个人或组织的支持。

② 加尔文主义强调人是受上帝之托而去处理事情的，人是在为上帝尽类似于管家之责。 

人应该努力工作，做出成绩,不辜负上帝的托付。

③ 在福音派看来，世界上存在着太多亵渎上帝、违背基督教教义的行为。对于这些行为， 

教会必须予以反击，予以纠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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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过了 1 000个。反对奴隶制的布道士在一个又一个城镇做宣传，建立 

新的宗教分会，而且还邀请女教士参与废奴请愿活动。废奴主义者利用 

新出现的蒸汽滚筒印刷机提升了宣传效率，把报纸和宣传单撒向了 

全国严

对奴隶制潮水一般的批评让南方人感到震惊和愤怒。他们也对废奴 

主义者搞宣传所采用的技术手段表示不满。弗吉尼亚议员约翰•琼斯 

(John Jones)说:“是的！先生。是由蒸汽推动的，目的是公开和直接的， 

即立即取消南方诸州的奴隶制。”他憎恶蒸汽动力和新闻界,说“这两个改 

变世界的伟大玩意”，被用来出版“报纸、宣传册、图画。这些东西是经过 

精心设计的，目的是煽动奴隶反抗他们的主人，让他们付出死亡的代价， 

使他们陷入奴隶战争带来的恐怖之中⑷。

宣传活动和请愿活动的规模是史无前例的，公共生活因此风起云涌。 

在南方，为了抵制废奴主义者的宣传,蓄奴者制定了禁止煽动性文字传播 

的法律。他们悬赏捉拿废奴主义者的领袖，要求逮捕任何持有废奴宣传 

品的人，还呼吁人们抵制废奴主义者的生意。1835年7月，查尔斯顿的 

一个治安队闯入邮局，搜出了一些废奴宣传品。第二天晚上，在2 000个 

高兴激动的白人观众(这个数字是该城市白人人口总数的七分之一)面 

前，这些宣传品被付之一炬。

面对这样的危机,政府官员不得不作出反应。在查尔斯顿的邮局里， 

邮政局长面临两难处境。一方面，作为联邦邮局的负责人,他有责任保护 

邮件。另一方面，他又害怕这些废奴宣传品会擦出反抗奴隶制的火花。 

他后来向纽约邮政局长塞缪尔•古弗尼尔(Samuel Gouverneur)学习，摆 

脱了困境。在纽约，废奴主义者把废奴宣传品放在信件里。因为认识到105 
有人会因此闯入邮局搜查，古弗尼尔决定直接拒收含有废奴主义宣传材 

料的邮件。他说，既然在南卡罗来纳(其实大部分的南部州也一样)邮局 

接受这种材料是违法的，那么在纽约也是违法的。

华盛顿的邮政局长阿莫斯・肯德尔(Amos Kendall)也拒收废奴主义 

者的宣传品，但他没用法律为自己辩护，而是更加大胆地说，联邦的各个 

州在很多层面上都可以说是“26个独立国家”，一个国家没有权利把煽动 

叛乱的作品传播到另一个国家o 1835年，杰克逊总统在给国会的年度致 

辞中呼吁制定一个全国性的审查法，以禁止在邮件中放置“煽动性”的材 

料。杰克逊的企图被参议员约翰・C.卡尔霍恩(John C. Calhoun)(杰克 

逊原来的副总统兼老政治竞争对手)挫败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卡尔霍 

恩虽然反对杰克逊制定联邦审查法的提案，但他并不是反对审查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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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主张是联邦把权力交给各州，让各州自己去制定审査法 。

杰克逊和卡尔霍恩的提案最终都未能获得通过，但是他们的目的还 

是达到了。杰克逊影响下的邮政当局鼓励邮政局长从邮件中剔除反奴隶 

制的宣传品。在南方各州，禁止煽动性宣传品传播的法律相继出台。佃这 

些审查过滤的举措基本没有遭到反对，即便是在北方。在北方，报纸编辑 

以及其他意见领袖都认为，应该尽量不让废奴主义者危害联邦和国家和 

平。一位牧师在批评美国反奴隶制社团(the American Anti-Slavery So
ciety) 的小册子上，用联邦党人谴责自建社团时的那种笔调写道：“巨大 

的、固定的政治组织，自己建立起来，自己管理自己，独立，但不负责任。” 

他认为，这些固定的“政治组织”明显是有违宪法的。3

在各地清除废奴宣传品的同时，成百上千的废奴请愿书，带着成千上 

万支持者的签名，如瓢泼大雨一般泼进了国会。这些请愿书要求在哥伦 

比亚特区取消奴隶制，还要求佛罗里达和得克萨斯必须以非蓄奴州的身 

份加入联邦。国会议员的一种工作就是提交请愿书。他们会站起来向国 

会说明自己代表哪个地区,请愿书的主题是什么，上面有多少个签名，然 

后把请愿书交给相应的委员会。其实，自建国之日起，很多请愿活动都是 

106这样完成的。但是，废奴主义者的斗争，让请愿活动变得比以前公开透明 

了许多。在1835年末,参众两院的一些南方议员提出了相同的要求：禁 

止在国会宣读反奴隶制的请愿书并递交给委员会，这种请愿书应该立即 

被否决。这个提议让一些反对废奴的北方议员感到不满,于是反对废奴 

者之间出现了分裂。塞缪尔•比尔兹利(Samuel Beardsley)是代表纽约 

的众议员，同时也是一群反对废奴的暴徒的头头。在听到有人要禁止请 

愿活动的时候，他却站出来保卫请愿的“神圣权利”。1836年，南卡罗来 

纳州议员亨利•平克尼(Henry Pinckney)提议建立一个处理蓄奴问题的 

委员会，取消国会管理奴隶事务的权利，并让蓄奴在华盛顿特区合法化。 

后来，一个由挑选出来的成员组成的委员会成立了。委员会提出了关于 

奴隶制问题的几点方案，其中一条就是禁止议员讨论甚至是在讲话中提 

及反对奴隶制的请愿书。亨利•平克尼说，他的主要目的只是“把对奴隶 

制的讨论限定在这些墙壁之内的范围中进行呻。

这个“封口令”在杰克逊当局的支持下获得了通过，但它不是一个固 

定的规则而只是一项决议，有效就是国会的一个会议期。若要延续其 

有效期，在下一个会期中必须再次获得批准。1837年，在下一轮的国会 

会议即将召开的时候，也就是“封口令”还没获准延长之时，马萨诸塞州议 

员即上届总统约翰・昆西•亚当斯(John Quincy Adams)朗读了一份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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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奴隶制请愿书的大部分内容,直到他被喊停为止。

虽有“封口令",但反对奴隶制的请愿书还是像潮水一般地涌向国会。 

1837-1838年间，要求在哥伦比亚特区取消奴隶制的请愿书有13 000 
份。要求解除“封口令”的有32 000份。要求在西部地区禁止蓄奴的有 

21 000份。要求禁止跨州奴隶贸易的有23 000份。在这两年间，众议院 

几位文书的办公桌长期被各种请愿书占据，而且他们不得不用一个巨大 

的储藏室去堆放这些请愿书F在1840年，“封口令”不再有效，取而代之 

的是一个固定的规章。按照这个规章，国会甚至都不能接收反奴隶制的 

请愿书，更不用说对请愿书作出回应。

外号“雄辩老将"(Old Man Eloquent)的约翰•昆西•亚当斯，在反 

对奴隶制运动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他大胆地为请愿的权利而奔走呼吁。 

在1844年，他废除“封口令”的提案最终获得了足够的支持票，封口的规 

定随即被取消。在举旗抗议的那些年里，亚当斯扮演的是市民社会的护 

民官(tribune)角色，致力于维护普通公民和私人组织在国家最高立法机 

构发出声音的权利。他一次又一次地强调，请愿是一种神圣的权利，而且107 
这种权利属于所有人，无论是白人还是黑人，自由人还是奴隶。他在国会 

上说:“请愿书是祈求，是恳求,是祷告。”他质问道，难道法律规定“在提交 

请愿书以前，你必须检查一下,看请愿的人是否是有品德的、伟大的和强 

大的人？不,先生们，法律没这么规定。请愿的权利属于所有人”52。

其实，旨在否决废奴主义者请愿权利的那些举措起到的是反作用,反 

而帮助了废奴主义者。对于不少人而言，维护废奴主义者请愿的权利与 

其说是为了解放奴隶，不如说是为了维护公民的政治自由。亚当斯这个 

在国会里嗡嗡叫的讨厌牛蝇与废奴这个规模不大但却如火如荼的社会运 

动之间的互动向我们表明，国家机构与“市民社会”之间的关系是何等重 

要。国会，特别是议员由直选产生的众议院，是这个国家的公共论坛，也 

是市民社会的组织管理者，给那些志愿性的活动以目标和动力。当反对 

废奴的人试图阻止国会的公开辩论的时候，废奴主义者就赢得了新盟友， 

即那些把国会看做人民论坛的人,无论他们对于奴隶制的态度如何严

请愿的权利属于所有人。在南北战争之前的日子里,这句话非常重 

要，因为所有人包括了女性，至少是白人女性。中产阶级的白种女人经常 

为了各种事情向立法机构请愿，尤其是她们为所支持的慈善组织争取经 

济和法律支持而发起请愿。如同道德改革运动中的男人一样，女人也很 

鄙视政党政治。可是现实的情况是，即便是她们不喜欢党派纷争，她们的 

举动也明显是政治性的，因为其目的在于影响政府机构。一方面，女性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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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强调自己在道德层面上优于和独立于党派,去证明她们能够与“政治党 

派分子设计的肮脏世界”保持距离卢另一方面，她们又通过自己的途径 

去影响政府，参与政治。在1838年，马萨诸塞的安杰利娜・格里姆凯 

(Angelina Grimke)成为全美第一个能在立法听证会上陈情的女人。还 

有一些女性经常通过与立法者的交谈达成目的。例如，在1841年，柳克 

丽霞・莫特(Lucretia Mott)就在特拉华、新泽西和宾夕法尼亚等地向立 

108法者发表过有关奴隶制问题的演说，提醒他们蓄奴是罪恶的。有一次，一 

位国会议员对女性的请愿提出了批评，说她们就政治问题向国会进言是 

不知羞耻。警觉的约翰•昆西•亚当斯对此作出了回应:“为什么呢？先 

生们。各位绅士是如何理解'政治问题'的？这个议会中设有专门部门去 

处理的，任何与战争、和平或是其他与社会重大利益相关的问题,基本都 

是政治问题。女性为什么就不能对关乎大众福祉的问题提出意见或采取 
行动呢严5

那么，让女性直接进入政治领域的理由何在？约翰•昆西・亚当斯 

的回答是，那个来请愿的女人是“我的某一个选民的母亲、妻子、女儿或姐 

妹”q对于女性团体如波士顿女性反奴隶制社团(Boston Female Anti
Slavery Society)而言，女人拥有请愿的权利并不是像亚当斯所说的，是因 

为她们与某介男性选民有关联。“请记住我们国家的代议制度是以人口 

数量为基础的，并不是以性别为基础的……但这只是一句空话，对于我们 

没有意义。我们就不是国家的子民吗?”

心理学家卡罗尔•吉利根(CarQl Gilligan)认为，女人拥有一种基于 

关系的道德观念，而男人喜欢用抽象的公平原则作为其道德观念的基 

础。但是,女性在争取请愿和直接参与政治的权利的活动中，展现出的 

是一种普世性的、个人主义的思想，而且这甚至发生在她们争取投票权之 

前。的确，这是一种民主化的表现。在共和国建立的初期，请愿这种活动 

发生了转变。起先，请愿是一种团体性行为,教会或团体会召集其成员， 

让他们在请愿书上签字。后来,人们把在请愿书上签字当做一种表达个 

人意志的激进方式严政府官员从指派变成了由选举产生，官员候选人人 

选从由立法者秘密会议决定变成了由公开的大会决定。大会的主办者是 

拥有大量选民的政党，政党受到的影响，是来自男女皆可加入的开放性团 

体的“正规”影响，而不是来自社会精英的“非正规”影响。于是，一种多数 

主义的、平等主义的和个人主义的公民权理念在这^^国家流传开来。把 

这种理念大声表达出来的，是19世纪那规模巨大的政治党派(虽然它们 

109只让男性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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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接政党时代

在这个时期，团体的发展结出一个成果，后来成为美国民主的核心性 

和关键性标志物，这就是政治党派。政党是使建国者和宪法神圣化的渠 

道，是民主参与活动的组织者，是政治家向上攀爬的阶梯。

有关政党的任何定义,都必然会提到它们是选举政治中的重要角色， 

让候选人使用他们的名字、标志和资源去参与公职的竞选。但是,党派不 

是仅为竞选而存在的组织。那些团结起来工作、团结起来去投票的政府 

官员的集合体，也是其存在形式。此外，政党还是区分投票人身份的标识 

和投票人意识形态的来源。一般来说,与其他政治组织相比，政党这个组 

织存在得更长久,包容性也更强，各种异质的公民团体都可加入其中。此 

外，它们不会只处理某单一事务,而是有广泛的目标。政党的作用是整合 

国家、制定公共政策、征召政治领袖和教育大众。显而易见，政治教育和 

政治传播中的核心机构就是政党。政党组织竞选活动，让选举变得有序， 

让人投身于选举。它们征召候选人，用标志物把候选人与选民联系起来， 

在候选人当选后还帮助他们去实现政策目标。政党还帮助公民与政府沟 

通，组织、引导公民提出要求，让大众发出自己的声音。

如果说，完全意义上的政党应该既是执政官员群体，又是竞选的组织 

者,还是选民的身份标识，那么，在19世纪30和40年代的辉格党和民主 

党之前，这样的政党是否存在？对于这个问题，历史学家们有争议。有些 

历史学家认为,1800年以后联邦党和共和党搞的一些拉票活动是政党出 

现的标志。但也有人认为，联邦党和共和党未能建立“持久”的、“有自己 

明确目标”的组织，它们的组织仅仅是围绕某个特殊的活动或事件建立 

的，不能自我延续和发展。6°
我们曾经讲到过，建国者把党派视为共和国的绊脚石。在1800年， 

杰斐逊为了竞选而积极地组建了一个共和党派。但在四年前，在他与竞 

争对手亚当斯的竞选处于势均力敌的状态的时候，他告诉麦迪逊,如果自 

己和亚当斯获得的选举人票一样多，就应该让亚当斯当选。他之所以会 

这么做，并不是因为他是在为政党思考，在思量什么党派利益的问题。他 

说，亚当斯“一直是我的上司，自我们从政以来的那一天起,而大众对两人 

的支持是均等的,这种情况下他应该占有优势那】。

在竞争性的政党体系中，一个政党不会把其他政党视为共和国的敌 

人,而是视为争夺权力的对手。竞争也许是残酷的,很多事都是利害攸关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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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但是敌对党派也不会被妖魔化。62从一定意义上来说,政党体系是在 

杰克逊主义时代才诞生的。在18世纪90年代，联邦党和共和党并没有 

把自己当做政党，而是视自己为唯一和真正能够推动国家命运的车轮组 

织。“在不执政的时候，他们的责任是从那些暂时地和不合法地行使权力 

的人手里夺回权力；在执政的时候，他们的任务是不让那些想篡权和乱权 

的人得到权力。”63这就是当时的政治局内人对政治竞争的认识。在没有 

竞争的时候,“政党”这个词基本不会被提及。对于当时的候选人而言，如 

果竞争很残酷，那么他很有可能就会放弃竞争，或者干脆转而投奔敌对派 

系，无论联邦党和共和党的政治哲学看上去有多大的差异异无论如何 ， 

这两个团体是没有固定名称的,没有正式的组织机构，也没有让选民可以 

分辨的固定标识。

18世纪90年代的政党系统在18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就逐渐分崩离 

析了，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没人去维护这个系统。还有一个原因是，在 

美国第一代领导人的心目中，政党是理应受到压制的。托马斯・杰斐逊 

在当选时向公民们说:“我们都是共和党人，也都是联邦党人。”在很长时 

111间之后，即1817年,他写道,1812年战争①带来的最好结果就是“对政党 

的完全压制”65。联邦党人在经历了 1800年的失败②之后意识到,共和党 

即使当权了也不会去摧毁中央政府。实际上，共和党人不但保留了很多 

联邦党的政策，而且还开始肯定中央集权。鉴于此，联邦党人并没有为在 

1804年的选举中击败共和党而重整旗鼓。他们退却了，不再与共和党人 

斗争。

对于一个普通公民而言，19世纪20年代以前的政党难以给人留下 

深刻印象。以联邦党为例，该党在某些州组织完备,但没有一个统领全国 

的中央组织。在国会之中，联邦党人数量很少，少到连开一个党政核心会 

议的人数都不够。反政党的意识形态依然很强大。候选人常常会展现 

出一种“高于政党”的姿态「7官员职位是属于社会精英的这一老旧的观 

念依然很有影响力严

在杰斐逊及其追随者取得了 1800年的胜利之后，联邦党的权力迅速 

消失。由于杰斐逊主义者或者说共和党人在后来的20年里都牢牢地把 

持着政府职位，所以市民的政治参与度的下降似乎是意料之中的事。一

① 1812年战争，指美国与英国在北美大陆上进行的一次战争，又称第二次独立战争，以英 

国战败而告终。

② 1800年，共和党领袖杰斐逊再次参加总统竞选，击败了代表联邦党的亚当斯而当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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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历史学家写道，在19世纪20年代,“绝大多数的公民已经丧失了对政 

治的兴趣。他们原本就很少去给总统选举投票，现在他们只是偶尔参与 

州或本地的政治事务”69。

在“第二政党系统”(second party system)岀现和有一定发展之后， 

美国的政党才第一次(从世界范围来看也是第一次)具备了固定组织，获 

得了意识形态上的合法性,拥有了大量的党众。以群众为基础的、有固定 

组织形态的政治党派是美国送给国际政治世界的最好的礼物之一(如果 

接纳者真把它看做“礼物”)。它具有以下几个主要特征：(1)以大众为基 

础。(2)自己相信自己具有合法性，注重组织的发展以及对组织的忠诚。 

(3)在一代又一代人中培养和传承对于党派的忠诚，形成对于党派的心 

理依附。(4)承认敌对党派的合法性。纽约的“奥尔巴尼摄政团”(the 
Albany Regency)是在马丁・范布伦①领导下的一个强大的民主党派系 。 

一份忠于此派系的报纸说，奧尔巴尼摄政团不会去摧毁对手，而是接受 

“平静但又注定发生的对抗”。“对抗”这个词在这个时期的政治话语中高 M2 

频出现。7°
从一开始，美国政党就有欧洲政党无法复制的独特之处。第一，美国 

的政党没有党员制。在当今美国，没有人给共和党或民主党交党费；在 

19世纪40年代的美国，也没有人给民主党或辉格党交党费。在选举时， 

美国的政党由“自证者”而不是由固定身份的党员组成。所谓“自证者”， 

就是表明自己支持某个党的人，或表示自己愿意帮某党参与竞选的人。 

你可以说他是党员，但他不需要交党费，不需要参加例会,甚至都不需要 

认可该政党的政治观点。

第二,美国政党的发展不是自下而上的。也就是说，不是从一个地方 

组织逐渐发展成为全国性的组织，而是一开始就确立全国或全州为其覆 

盖范围。地方组织，尤其是后来发展起来的城市组织，可能会因为地方的 

利益诉求而跟全国性的或州政党结成联盟，但地方利益一般与政党的政 

策没有关系。

第三，美国政党以候选人为中心。总统职位与国会相分离的制度使 

美国拥有一个与欧洲国家不同的政党体系。在欧洲的议会体系下，掌握 

了立法权就基本等于掌握了行政权。在美国，政党是为了夺取总统职位 

而出现的，党众是因为支持总统候选人才联合到了一起。7】

① 马丁・范布伦(1782—1862),美国第八任总统(1837—1841)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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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8年和1832年，民主党的组织支持安德鲁・杰克逊竞选总统。 

在后来的十年中，国家共和党人(the National Republicans)或辉格派的 

组织与杰克逊和范布伦当局展开了斗争。到了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说, 

美国政治党派的时代到来了。虽然政党争夺的是管辖全国的官职，但在 

州和更下一级的地方，它们也在建立组织，因而形成了一个全国性的松散 

的联合体。在19世纪30年代，提名总统和副总统候选人的全国性政党 

大会频频召开，于是，全国范围的协同合作成为一种政党制度。一直到今 

113天，挑选候选人都是政党的首要任务，确定立场则是次要任务。同样，对 

于竞选和拉选票的活动(politicking)而言，发表政策宣言①也不是首先就 

应该完成的任务，它只是不重要的点缀。无论如何,政策宣言和政策宣言 

委员会确实是在这个年代出现的。1832年，国家共和党和反共济党的全 

国大会起草了面向公众的政策宣言。民主党在1836年成立了一个小规 

模的委员会，起草了类似的宣言，并在全国大会的三个月后公开发表。 

1840年，辉格党没有发表政策宣言，但是民主党起草了一份宣言,并在大 

会上对宣言进行了投票表决。此举后来成为一种固定的政策宣言发布模 

式,今天的美国政党仍在沿用。睨

1824年、1828年以及1832年的竞选对于人物个性的关注比对政治 

问题的关注要多。“人与人之间的对决、精心设计的阴谋、'摧毁'敌人的 

缜密谋划”成为派系主导的政治演出的常用词。但在1836年和1840年 

的选举中,政治派系已被更加精密的政党系统取代。以前,候选人由派系 

的核心会议私下确定。现在，由公开的政党大会提名。鉴于此，候选人觉 

得，主动把自己对政治问题的意见公开是明智的，不能像以前一样被动地 

等着别人按个人名望对自己作判断。可是，即便已经公开表明观点，候选 

人也大都不会全身心地参与竞选活动。对于他们而言，拉票是不得体的， 

持有某种立场是危险的，很有可能引发对抗，因而必须约束自己。但对于 

政党的管理者而言，这种约束是不存在的。

美国的总统竞选活动就这样“诞生”了。1840年的总统竞选可谓热 

力十足。1839年9月，一个反范布伦的大会在哈里斯堡召开，声明支持 

总统候选人威廉•亨利•哈里森。同年12月，民主辉格党在同一个城市

①政策宣言(platform),有时也译为“党纲”，但美国的政党大都没有固定的党纲，而是在每 

次选举时提出自己的施政纲领,形成党的行动路线。选举活动进行之时，为了获得选民的支持， 

党派会公布一些文件，党内重要人物以及候选人会发表演说，这些政策性的文件和演说即所谓 

的党纲。鉴于美国政党的党纲不具固定性、稳定性，本文遂将之译为“政策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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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办了全国大会，会议也声明支持哈里森。这两个大会都没有发布政策 

宣言，仅凭对范布伦的批评就足以让人们团结起来。在这次大选中，候选 

人比以往更积极，竞选活动也更加戏剧化，演讲极尽夸张之能事。虽然此 

次竞选中政党所使用的手法并不新鲜,但是两个旗鼓相当的、组织完备的 

政党在全国展开全面竞争还是头一回。大选的投票率也大大高于以往的 

任何一届O74
到19世纪中期，政党已经羽翼丰满，成为国家主要的政治组织。更 

重要的是，它获得了选民的认同。选民对政党是有感情的，上一代对于某 

一政党的忠诚会感染他的下一代。政治竞选活动是狂热的，有很多展现 

团结的有趣仪式。至于竞选时展现的团结是何种性质的团结，历史学家 

们的观点存在分歧。一般来说，政党代表以民族文化上的忠诚为纽带联 

合起来的人的集合体，它力图展现不同宗教团体和不同民族团体的立场 

和风格。政党还是“男性关系建立”的园地。虽然女性也参与了一些政治 

活动,但是她们没有投票权，于是也无法进入政党生活的内部领域。

在一个对公开政治辩论推崇备至的世界里，准备辩论不仅是政治活 

动中的一个步骤，还是开展政治活动的先决条件。换句话说，如果一个人 

没有参加政治辩论的能力和经验,那他就很难登上政治舞台。女性难以 

登上政治舞台，不仅是因为她们投票的权利被剥夺了，还因为她们没有把 

自己的观点传播出去的经验。1848年，著名的女权大会在塞内加瀑布市 

(Seneca Falls)①召开。这是美国第一次有组织地全面推进女权的活动, 

但是到场的女性竟没有一人愿意主持会议。最后，只好由柳克丽霞•莫 

特的丈夫出面主持了会议。女性还缺乏参加政治辩论的经验。欧柏林 

(Oberlin)学院②的学生安托瓦妮特•布朗(Antoinette Brown)和露西• 

斯通(Lucy Stone)是两位早期的女权主义者。欧柏林学院的“淑女”课程 

中不含演讲课，于是她们二人就组织女学生对社会问题开展辩论，以培养 

她们的演讲能力。如果说欧柏林这个全国第一所男女同校的学院是在无 

意间培养了女权主义，那么废奴运动就是在无意间教会了女性用《圣经》 

评注去驳斥所谓的《圣经》认可奴隶制说。参加辩论不仅需要辩论技巧， 

还需要一系列的价值观作为论据，废奴运动给女性提供了可作为论据的

114

① 塞内加瀑布市，纽约州中西部的一个村庄。

② 欧柏林学院成立于1833年,位于俄亥俄州，是美国第一所实行男女同校政策、让黑人与 

妇女拥有与白人男性同等教育机会的高等学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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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观。追随威廉•劳埃德・加里森(William Lloyd Garrison)0的废奴 

主义者主张“全人类都拥有无条件的道德上的平等”。既然平等是属于全 

人类的，那就必然也属于女性,废奴运动中的女性于是就用这个观点去为 

自己争取权利。于是，废奴组织催生了女权组织，废奴政治活动培养了 

115女性的政治能力，女性有了政治能力后就去开展其他政治活动。

若审视早期政党的发展史,我们必然想起马克斯・韦伯，因为这个发 

展史恰如其分地展现出韦伯所描述的政治生活“理性化”的过程，即改进 

制度与实践，脚踏实地地、有效率地和有计划地去实现某个目标的过程。 

候选人提名制度的改革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起先，候选人由某个派系 

的国会议员参与的非正式秘密会议提名。后来，先是由州、地区、地方的 

政党集会选出代表，然后这些代表聚集到一起开全国性的政党大会选出 

候选人。这种改革的目标就是为了避免提名程序受到非正式秘密会议中 

各种“利益”和“影响”的干扰，以便更好地完成提名任务。首先，这是提名 

活动的民主化，把提名程序向大众公开。其次，这是提名活动的去中心 

化，夺走国会领袖的提名权力，把它放在州和郡的政治领袖手中。最后， 

这是提名活动的公开化。提名程序不仅变得更加民主，也变得更加公开 

透明，尤其是对于那些读报的人而言。

但是，在政党兴起的那段日子里，看报纸究竟意味着什么？

南北战争之前的新闻界:“枯骨可以复活”

1783年，美国第一份日报诞生于费城。到1800年，费城已有6份日 

报,纽约有5份，巴尔的摩有3份，查尔斯顿有2份。在全国各地,非每日 

出版的报纸有241份，其中大多是周报。在托克维尔到访之时，美国有 

700多份报纸，其中日报有65份。1850年,全美有2 000多份报纸，其中 

200份为日报。一位英国来访者称，美国人是“看报纸的动物杯。还有一 

位来访者写道:“报纸钻进了联邦的每一个缝隙。桝7自19世纪20年代起， 

政党间的竞争变得原来越激烈，与此相对应的是，报纸也越来越勇于表明 

自己的政治倾向性，党派性色彩日渐浓厚。

起先，例如在殖民地时期，美国报纸上的新闻主要是外国新闻。1812 
116年战争爆发后，国内新闻逐渐增多。例如，在1795年，辛辛那提报纸上的

① 威廉・劳埃德・加里森(1805-1879)，美国废奴运动领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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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新闻占新闻条目总数的43%,到1835年，比例下降为14%异19世 

纪20年代,报纸已再不像以前那样仅热衷于发表火药味十足的观点，而 

是开始注重新闻，在新闻采集工作上展开了竞争。为了采集新闻，一些报 

纸甚至开始聘用记者。聘用记者是报纸以前从来没有做过的事，一些守 

旧的政治家，如总统约翰•昆西•亚当斯，对报纸的这种做法表示反感。 

国会在19世纪20年代以前从未对议事活动做过正式的记录，而且仅有 

一份华盛顿的报纸报道国会新闻。该报成立于1800年，名为《国家情报 

员报^(National Intelligencer ) o该报记者于1802年获准进入国会旁 

听，因而能够提供最好的国会政治新闻。不尽如人意的是，当时的记者缺 

乏速记技能。塞缪尔•史密斯(Samuel Smith)是该报唯一掌握速记技巧 

的记者，但他常常生病。当他因生病而离开的时候，国会新闻就从报纸上 

消失了。

当然,报纸绝不是政府与公民沟通的唯一途径。国会议员寄给其选 

民的通函(circular letter)也是十分重要的沟通渠道。这些信件一般印刷 

在政府信纸上，然后装进信封邮寄给选民，有时也以宣传册或海报的形式 

出现。议员们偶尔也会把信直接寄给报纸让它们刊登。在一般情况下， 

议员们在一个国会会期会写一封信，然后印刷400或500份发给选民。 

400或500这个数字是当时一个国会议员所获选票数量的10%至40%。

南部和西部州的议员最喜欢发这种通函。这可能是因为西部和南部 

地区距离华盛顿比较远，地区偏僻，报纸很少，也可能是因为边疆地区的 

共和主义精神十分强烈。选举活动上的差异也是一个原因。对于新泽 

西、康涅狄格、新罕布什尔和佐治亚等东部州的议员而言，发这种信没有 

实际意义，因为这些州的议员是由宜选选出的，选民数量过于庞大，发几 

百封信可谓是杯水车薪。在西部和南部，拉票是一种常见的政治活动。 

这种通函无疑是为议员说好话的，有助于形象塑造，有助于竞选，所以西 

部和南部的议员热衷于此道。79
这些通函的内容，其实与当时报纸的内容差不多，除了政府文件以外 

很少有其他东西。一类信件可以说是政府文件的摘抄，另一类是带有政 

治倾向性和利益倾向性的国会议事分析。写信的目的常常是塑造议员高 

举共和主义旗帜的形象。1794年，纽约议员西奥多勒斯•贝利(Theo- 
dorus Bailey)在信中写道：“我一直认为，尽其所能地向他的选民传递与 

他们利益相关的信息，是一个人民信任的议员应尽的基本责任之一。”马 

萨诸塞议员塞缪尔•康纳(Samuel Conner)在1816年开始给他的选民发 

通函，并对选民说发通函是“正确的和共和主义的”行为畀虽然说过这样 

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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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套话，但他还算是个诚实的人。他说，发通函是为了更好地传播信息, 

也是为了节省时间以便给自己放假F几个月以后,弗吉尼亚议员弗朗西 

斯・普雷斯顿(Francis Preston)说了一番与西奥多勒斯•贝利差不多的 

套话:“我一直认为，自由人民的代表的最重要的责任之一,就是尽其所能 

地向人民传递与他们的利益相关的信息，越及时越好。那2肯塔基议员戴 

维・特林布尔(David Trimble)称赞舆论的力量:“・・・・・・我们不能忘记，在 

我们的政治体系中，宪法自由是自治的重要保障原则，而舆论是宪法自由 

的基本构成要素。然而，要发表正确的意见，人民首先应该知晓情况。因 

此，人民若想保护自己的自由，就必须从政治事务中汲取知识，审视公职 

人员的行为以及政策的执行过程。”視

通函不是面对面的人际传播方式，也不是私人信件，但它也不是一个 

完全公开的东西。它只是把议员的个人声音直接传递给选民的一种方 

式。这种方式至今还有人在使用，但是它的重要性已经大不如前,这是因 

为，19世纪报纸发展迅速，成为人们获取华盛顿政治信息的首要渠道。 

这种转变也是民主化改革的一个成果，预示着个人化的、带有社会等级制 

度色彩的社会生活将转变成为制度化的、公开的和更加平等的社会生活。

订阅报刊的家庭总数在增长。18世纪90年代，大概有三分之一的 

家庭订阅了报纸。到19世纪20年代，一半的家庭成为报纸订户〃报纸 

使“与世界同步”成为一种时尚，一种城市人以及乡下人都愿意追求的时 

尚。知识被现代化了，即世俗性的知识比宗教的知识要多,关于当下的知 

识比无时效的知识要多，印刷出来的关于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的信息比 

关于本地的信息要多严

有助于培养阅读习惯的机构和设施也越来越多。1810年，佛蒙特的 

温莎(Windsor)地区就有三份周报、三个印刷厂和四个书店严从1790到 

1815年，新英格兰的500多个城镇建立了图书馆。读书讨论会这样的组 

织也开始出现。例如，在马萨诸塞的莫尔伯勒(Marlborough), 14个男人 

建立了社会探寻者社团(the Society of Social Enquirers), —起讨论科学、 

农业以及其他问题。在新英格兰以及其他一些地方，交流传播的频繁进 

行，与邮局和邮政道路的增多不无关系。1792年，全国有75个邮局；到 

1812年，邮局的数量猛增到2 610个。邮政道路在1792年的总长度是 

1 875英里，20年后总长度为39 378英里。酹

1826年,大法官约瑟夫•斯托里(Joseph Story)在剑桥发表了一次 

演说，称当时是“阅读的时代楓8。按当时的情况来说，他也许并未言过其 

实。在19世纪30年代，阅读又向前跃进了一步。1833年，《纽约太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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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KNew York 创刊。这标志着报纸不再依恋政党，转而追求经济

利润，争取读者。在1833年至1835年间，纽约、波士顿、巴尔的摩、费城 

的报纸都开始以1便士的价格出售。在以前，报纸的常规价格是6便士。 

人们已经可以听见报童在街上叫卖报纸的声音。在以前，要看报只能订 

阅。“便士报”比一般的报纸更积极地去报道本地新闻，它们派记者去法 

庭采访，甚至还报道关于“社会”的新闻。有人对辛辛那提报纸的非政治 

性内容(如婚礼、讣告、火灾、犯罪等)做过统计。1795年，报纸上没有任 

何这类内容;1805年,这类条目占报纸条目总量的6%；1815年，为5%； 
1825 年，为 10%；1835 年，为 17%；1845 年，为 23%严

在奋力去争取婚礼告示、讣告这类广告的同时，便士报也奋力抢新 

闻。1835年,《纽约先驱报MNew York Herald)为了比传统报纸先得到 

杰克逊总统在华盛顿发表的对纽约的致辞，雇用了快马骑手传递信息。 

在19世纪20年代,欧洲来的船还没靠岸的时候，报纸就会雇小艇迎上前 

去，向船员索要欧洲报纸，然后赶紧赶回报社以便能抢先发表来自欧洲的 

新闻。

詹姆斯•戈登・班内特手中的(James Gordon Bennett)＜纽约先驱 

报》曾经是保持盈利时间最长的一份便士报。当然，后来霍勒斯・格里利 

(Horace Greeley)的《纽约论坛报》(Nexv York Tribune, 1841)以及亨 

利• J・雷蒙德(Henry J. Raymond)的《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 , 
1851)也获得了成功。美国报纸的老板一般都是印刷商出身，而班内特却 

不是。他先是在家乡苏格兰接受了担任罗马天主教牧师的培训，然后移 

民到了加拿大，成为一名中学教师。最后他来到了美国。到了美国之后， 

他起先是在波士顿的一个出版社谋了一个职位，接着做了校对员，然后他 

去查尔斯顿的一家报纸任编辑助理，再然后又成为《纽约问询者报MNew 
York Enquirer)的自由撰稿人兼华盛顿、奥尔巴尼和萨拉托加泉(Sarato
ga Springs)①政治新闻的助理编辑。在创办《纽约先驱报》之前，他在党 

派报纸之间不断跳槽。他支持民主党，但又跟民主党没有直接关联。

便士报鼓吹的政治独立性是报纸的发展方向，但是报纸真正实现政 

治独立却是很多年以后的事。报纸的编辑表面上为独立性唱赞歌，但私 

底下却在干支持政党的事。远近闻名的霍勒斯•格里利就是这种编辑中 

的一员。格里利的新闻生涯始于19世纪30年代。最先,他经营了一份

119

① 奥尔巴尼是纽约州首府，萨拉托加泉是纽约州的疗养度假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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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派风格的乡村周报。1834年，他去了纽约办了一份文学杂志。1840 
年，他在经营一份名为《原木屋报KLog Cabin)的辉格党报纸。报纸虽然 

寿命不长，但销量曾一度达到80 000份。1841年,他自己创办了一家便 

士报——《纽约论坛报》。这份报纸最初销量约为10 000份，坚持反对奴 

隶制的立场，倾向性鲜明，对妇女权利、社会主义者的实验等议题都进行 

120过报道。格里利自己并不是女性权利的吹鼓手,但他于1844年聘玛格丽 

特•富勒(Margaret Fuller)①为报社正式雇员，还聘卡尔•马克思为欧洲 

通讯员。

把眼光投向全国的报纸其实不多。到1846年之后，巴尔的摩和华盛 

顿的报纸才开始聘特约通讯员报道国会新闻。但到了政治竞争风起云涌 

的19世纪50年代,聘有华盛顿记者的报纸已达50家之多。这些被报纸 

聘用的记者大部分为兼职，其本职是国会中的某些委员会的文书，或是给 

政治家捉刀写演讲稿的人。为了多赚钱,他们一般会给6家甚至更多的 

报纸写稿。这就是说，新闻这个职业其实并未完全独立，未与政治领域 

分离。

实际上，19世纪中期的大都会报刊是政治党派的下属机构。对于政 

党而言，下属机构是提升凝聚力的重要组织。从杰克逊时代开始,报纸的 

编辑记者经常与党派保持着密切关系。杰克逊给至少59个记者安排了 

职位。在由杰克逊颁布的、经过参议院批准了的委任状中,有十分之一是 

给记者的。9°林肯延续了杰克逊的做法。费城《新闻报》的编辑约翰• W. 
福尼(John W. Forney)支持道格拉斯②，加深了宾夕法尼亚民主党的分 

裂。约翰・W.福尼的行为有助于林肯的当选。为了表示感谢，林肯任命 

他为参议院秘书，还给他的儿子在海军谋了一个职位。政党会把政府的 

印刷合同送给那些忠诚的编辑们作为奖励。可是在1861年，政府建立了 

自己的印刷机构，这种奖赏也就没有了。但是，不同的政府部门依然在通 

过付广告费的方式资助报纸，福尼在费城和华盛顿等地的报纸因此获得 

了成千上万的美元F联邦政府还给他的一个连襟和一个堂(表)兄弟发 

了委任状。羽翼丰满之后，福尼还促使宾夕法尼亚的道格拉斯民主党

① 玛格丽特・富勒(1810-1850),美国评论家、社会改革家、早期女权运动领袖。

② 当是指斯蒂芬•阿诺德•道格拉斯(Stephen Arnold Douglas),美国参议员，曾参加总 

统大选与林肯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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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uglas Democrats)①加入了共和党。

费城的《北美人报KNorth American)是一张亲林肯的报纸。该报获 

得了不少的联邦政府广告费，而且该报编辑的四个儿子不是获得了政府 

职位就是在军队里升了官。费城《晚公报^(Evening Bulletin)的编辑以 

及他73岁的老父亲都获得了政府任命的职位。报纸编辑获得的职位有 

部长、大使馆一等秘书，以及驻瑞士、荷兰、厄瓜多尔、俄国、都灵、香港、格121 
拉斯哥、巴黎、伦敦、赫尔辛格、维也纳、教皇国(Papal States)②、不来梅、 

苏黎世和威尼斯的领事。编辑们获得的职位还有，纽黑文、奥尔巴尼、哈 

里斯堡、惠灵、普吉特湾、芝加哥、克利夫兰、圣路易斯、得梅因的海关官员 

或邮政局长。有些编辑获得的是军队职务。例如，《纽约论坛报》的查尔 

斯・A.达纳(Charles A. Dana)就当上了助理战争部长。93

在19世纪中期，办报不是一种独立性的工作，而是在政治世界里的 

一条前进道路。霍勒斯•格里利就是一个好例子。他先开始办报，后来 

去竞选总统(1872)。甚至到了 1920年，还有俄亥俄小城市的报纸出版商 

获得两党的总统候选人提名——沃伦•哈定获共和党提名，詹姆斯•考 

克斯(James Cox)获民主党提名。当然，大部分的报纸出版商和编辑都只 

是在幕后为政党工作。

这就是托克维尔所见到的美国新闻界的真实情况。托克维尔认为， 

美国的新闻界庸俗,但又是美国民主所必需的。在他的字里行间,报纸是 

民主社会的必需品:“如果我们认为它们只是保障自由，那么我们就应该 

小看它们的重要性；它们还支撑着文明。”履但是托克维尔也说过：“我承 

认我不怎么认可新闻自由，因为只有本性非常好的东西，才能让人完全地 

和立即地爱上。我爱它的原因与其说是因为它做了很多好事，不如说是 

它阻止了很多坏事。"95这句话的意思是，美国报纸上暴力和庸俗的东西 

让他反感。托克维尔后来心安了一些，因为他觉得如果报纸的数量变多， 

不只是集中在首府,其他地方也有很多报纸的话，新闻界的影响力就会变 

小。对于托克维尔来说,美国报纸涉足于政治不是优点而是缺陷。

在托克维尔眼中，美国报纸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它与团体有密切联系 。 

“报纸成就团体，团体成就报纸”，而且两者都能抵御个人主义带来的危险

① 道格拉斯民主党指在I860年总统大选中支持道格拉斯的民主党人，原本是民主党中的 

多数派，后因废奴问题出现了分裂。

② 教皇国，始建于公元6世纪，位于现在的意大利，是一个教皇统治的，由独立或半独立城 

邦、小国和贵族领地构成的共同体。现已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梵蒂冈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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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民主的暴政。报纸是由读者组成的团体。有些美国报纸确实是按这个 

逻辑运作的。1837年，一份名为《每周宣传者报XTAe Weekly Advo- 
他兌）的早期非洲裔美国人报纸上写道：“《每周宣传者报》将会像是一条 

122锁链,把你们绑在一起成为一体。它上面的栏目将是表达你们愿望和情 

感的喉舌，是你们公开提出主张的好媒介。楓7几个月以后，这张报纸改名 

为《有色美国人报MTAe Colored American^，这就说明上文中所说的"你 

们”是指自由的黑人。为什么要办这张报纸？编辑的回答是：

因为我们在自由国度里饱受折磨的同胞们散落在近5 000个城 

市里，唯一能联系到他们的唯有纸。一份公共报刊必须传递出去， 

最少每周一次，以便唤醒他们。让他们把力量都迸发出来，在他们曾 

被践踏、麻痹和耗尽气力的那些地方找到新的力量，这样枯骨才可以 

复活。①

对于废奴主义者威廉•劳埃德・加里森而言,《解放^KThe Lib
erator） 的作用不只是把他的观点传播出去。这份报纸还能协助社群、展 

开对话、维护团结，并且为分散在各地的改革者提供一个论坛。这份报纸 

成为各地废奴人士“每周相互沟通的方式”。加里森通过报纸发表自己的 

观点，但他也刊登别人的观点°他鼓励读者来稿，在有争议的时候，这张 

报纸“刊登争论各方的来信、文章、演讲、声明和驳议”99。

这种为团体服务的办报模式与便士报的模式大不相同。便士报不以 

维系社群为目标。詹姆斯•戈登•班内特坚持不让《纽约先驱报》搞订阅 

发行，而是让报童上街叫卖。他认为，只有这样便士报才能真正获得新闻 

自由，“因为它不屈从于任何一个读者，它不知道谁是它的读者，根本也不 

在乎谁是或不是它的读者”】00。

便士报的出现并未使团体报刊完全消失（或从未消失）o它们扩张很 

快，但并未终结报刊上的公共辩论，而是使新闻界开始关注本地政治和社 

会。雄心勃勃的便士报开始去大城市以外的地方争取读者。这时候，为 

123 了能与之竞争，其他报纸不得不效仿便士报增加了本地新闻的篇幅。

与欧洲来的其他访问者一样，托克维尔对美国报纸数量之多感到惊 

奇，但没弄清楚原因。他仅按常理去推断，得出了一个错误的结论:美国

① 出自《圣经・以西结书》中的一个故事：以西结在山谷中行走，发现了很多死去的以色列 

人的枯骨。这时上帝与他交流，问他这些枯骨能不能复活，他说上帝您自己知道,于是上帝就给 

了这些枯骨皮肉和气息，枯骨就变成人复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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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纸数量很多是因为靠选举组建的政府机构很多。他说,如果公民只用 

选岀国会议员，不参加别的选举，人们聚集到一起开展政治活动的机会就 

不多，也就没有必要出版那么多报纸。但现实情况是，政府机构遍布各州 

甚至是各个村庄，这些机构的官员都由选举产生，所以美国民众“被迫”相 

互合作，而且每个人“都需要报纸告诉他别人在做什么”迹。

实际上，地方报纸很少告诉读者本地的其他人在做什么。这个年代 

的报纸很少刊登本地新闻」°?即便是在蒸蒸日上的辛辛那提市，报纸上本 

市的新闻所占的比例还不到五分之一。】在19世纪20年代，邮政系统的 

效率提升了，邮局可以把城市的报纸更快地送抵乡镇，乡镇报纸于是多了 

一个外来的竞争者。到了这个时候,乡镇报纸才开始注重本地新闻，因为 

报道乡镇当地的新闻不是城市报纸的强项，乡镇报纸可以依靠报道本地 

新闻留住读者。在纽约州的金斯顿(Kingston),当地报纸在19世纪初 

还没有报道过当地的选举,关于乡政府的新闻在1845年之后才见诸报 

端。即使有选举,报纸也基本不报道。在19世纪20或30年代，即便有 

竞选活动，在报纸上也是看不到的。

那些吸引了托克维尔注意的政府机构也确实对新闻界有所帮助—— 

它们给报纸发补助。对于党派报纸的编辑来说，政府的印刷合同是个极 

大的恩惠。若是去满足热爱民主的受众对于新闻的需求，报纸基本不能 

盈利，但是登政府广告大多能赚到钱。

那么，为什么美国有这么多报纸？最好的解释,不是因为有很多人想 

看新闻，而是因为有很多人想办报纸。成百上千的美国小镇都有人创办 

报纸,这不是因为这些城市的人口规模已经足以撑起一份报纸，而是因为 

办份报纸可以吸引外来人口前来定居。一个公路边的乡村小镇可能会有124 
人创办报纸，因为这个小镇有发展前景，小学院、大酒店都在不断增多。倔 

1857年，反奴隶制领袖在堪萨斯州建立了一个名为恩波里亚(Emporia) 
的小镇。为了给当地塑造欣欣向荣的形象,他们在建城几个月之后就创 

办了《恩波里亚新闻报KEmporia News) o任何一期《恩波里亚新闻报》， 

只要提到了城市创建事务，都会被当做宣传品寄往东部。目的是吸引移 

民来购买土地，让这个刚建成的小镇红火起来。创办一张报纸，就跟争取 

让铁路穿过城镇、成为郡行政中心或者建立一个州立大学一样，是小城镇 

发展房地产的一种手段严7在威斯康星州的密尔沃基，城市最早的两张报 

纸是由两个大地主各自创办的，一个创办于1836年，另一个创办于1837 
年，位于密尔沃基河的两岸。两个地主都积极地为新定居点做宣传，刻意 

突出自己那边的优势。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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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本地的争议，地方报纸很少表明立场。它们也不会批评自己城 

镇的社会或经济问题。一直到18世纪中期,也就是托克维尔的下一代人 

的年代，乡镇报纸才有了“与它们印刷之地的社群的紧密联系杯9。那个 

时候的地方报纸虽然已经开始报道本地新闻，但那些新闻是与政治无关 

的。当时亲党派的报纸编辑们认为，国家和州的新闻是政治新闻,但地方 

新闻是社区新闻。常见的社区新闻是与订阅者自己相关的事，关注的是 

各种个人和社会的话题,例如谁生病了，谁刚收了庄稼。报纸忽视地方政 

治事务可能是因为郡一级的政府管的事本来就不多，但同时也意味着编 

辑们在努力地保护当地的形象，因为他们害怕报道政治冲突会带来负面 

影响。总而言之，讲述地方的新闻故事意味着讲述非政治性的故事。^

当今的一些历史学家指出，在19世纪30年代,报纸的商业化进程开 

始了，或是开始加速了。在国内战争之后，报纸有了很大的发展，不再像 

以前那样文风繁縛、殷勤献媚、党派性十足、喜欢说教，或尖酸刻薄。山但 

是光有这些改变是不够的。南北战争之前的新闻界已经有了不小的政治 

影响力，但在乡村地区,政治新闻难觅踪影。在大城市里，的确有政治新 

125闻,但报道政治新闻的绝不只有想要赚钱的商业报纸，有很多报纸报道政 

治新闻是因为其依然是依附于某一政党的政党报刊 。

新闻界:演讲的推广者

“读报的动物”中最重要的那一群人就是华盛顿的国家政治领袖。第 

八届国会（1801）议员可以用政府资金订阅三份日报（也可选择份数相同 

的非日报）。34个参议员从23份报纸中挑选出自己想要看的下订单，总 

共下了 95份订单。订阅数量最多的报纸是《国家情报员报九 这份主流 

的共和党报纸，同时也是提供优质的国会辩论记录的报纸。22个参议员 

订了这份报纸，其中有4个是联邦党。13个参议员订阅了《华盛顿联邦 

党人报^（Washington Federalist},其中3位为共和党。订阅费城《曙光 

报》的有18位，全部为共和党人。订阅费城《合众国公报KGazetteofthe 
United States）的参议员有4个，全部为联邦党人。不难发现，议员们的 

订报选择受到其政治倾向的影响，但我们还应该看到，全国性的报刊是参 

议员的主流选择。在34个参议员中，只有11位订阅了其家乡州的报 

纸。^因此，私人信件必定仍是身在华盛顿的议员们获取家乡新闻的主要 

途径。

政治家不但看新闻,还制造新闻。报纸记者会对政治家说过的话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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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改进，也就是把那些难懂的语言翻译成能让人们理解的语言，或是替政 

治家说出他们想要说的话。这是对双方都有利的事，所以讲完话的政治 

家会找个位置坐下接受记者的“咨询”，好让记者检查自己的笔记，也能让 

印刷出来的文章如自己所愿。政治家常常会要求报纸延迟发表自己的演 

讲，就是为了有时间去检查报纸将要刊登的是不是自己的原话。心

对于国会辩论的报道还能让真正参加国会辩论的人提升兴趣。1806 
年，共和党人、新罕布什尔州参议员威廉・普卢默(William Plumer)在给 

儿子的信中说，在一个参议员发言的时候，其他参议员很少倾听。因为参126 
议员不怎么喜欢倾听，所以参议院里的辩论不会改变参议员的思维。威 

廉•普卢默认为，众议院参与讨论的人数要比参议院人多，是因为去众议 

院的新闻速记员更多，议员们的演讲经常会被刊登在报纸上。从总体上 

看，在那个时期众议院更受公众关注，因为众议员是由民众选出的。而 

且,众议院出台的法案要比参议院更多，唱名表决也要多一些。山

但参议院也不能被忽视。在杰克逊当权时期以及杰克逊卸任后的日 

子里，参议院的作用非同小可。在那个时期，演讲很重要，重要到成为一 

种艺术形式。参议院不是议员们展开讨论的地方，而是一个发表冗长的 

正式演说的地方。在那个年代，演讲的时间很长，长到让两个总统送了性 

命:威廉・亨利•哈里森在发表就职演说时着凉了，然后死于并发症。① 

扎卡里・泰勒在参加了为华盛顿纪念碑举办的献礼仪式后去世。^②辉 

格党人尤其喜欢发表这种冗长、正式的演讲，对于他们来说，这样的演讲 

就好像是福音派教士的说教

当时的人们对演讲的力量深信不疑。亚历山大•史蒂芬斯(Alexan
der Stephens)®认为，演讲者可以“影响大众”，“用他们的思想感动世界” 

以及“掌控民族的命运”⑴。在1840年，波士顿人认为活字印刷已有400 

年的历史，遂举办了一个庆祝活动。在这个仪式上，波士顿市长用诙谐的

① 威廉•亨利・哈里森(1773—1841)，美国第九任总统(1841年3月4日一1841年4月4 
日)。他是美国历史上任期最短的总统。就职那天寒流来袭，他不穿大衣在户外发表就职演讲， 

而且演讲长达一个多小时,然后感染风寒,31天后病逝。

② 扎卡里・泰勒(1784-1850),美国政治家、军事家，美国第12任总统(1849年3月4 
0-1850年7月9 H)o 1850年7月4日，泰勒出席了在华盛顿举行的独立纪念日庆祝活动。 

活动在户外举行，他顶着烈日一直听完了两个多小时的各种爱国演讲。后来喝了不少冰水和冰 

牛奶，导致消化系统疾病,5天后辞世,执政仅16个月。

③ 亚历山大•史蒂芬斯(1812-1883),美国政治家，曾在内战时期任南方联盟副总统，内 

战结束后任佐治亚州州长等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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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

语言讥讽新闻界：

在被他当成功绩的那些事中，最丑恶可耻的就是它(新闻界)制 

造了公开演讲。公开演讲现在是非常普遍的，如果问他新英格兰各 

州的主要特产是什么，那么他的回答不应该是花岗岩和冰，而应该是 

公开演讲。这都是新闻界的错。如果第二天的报纸上不说某某先生 

用最令人激动的语言征服了 一群兴奋无比的听众，演讲者就不能获 

得成就感，人们也不会去费力发表演讲。还不止如此，即便有一位绅 

士发表了特别无聊或特别愚蠢的言论，慈悲的新闻界也会通告说某 

某先生做了最通情达理的演说。

印刷可以大幅提升演讲的价值。1850年，威廉• H.苏厄德(William 
H. Seward)①在参议院做了处女秀，发表了反奴隶制的演讲。他印制了 

这篇演说词，在一周之内发出去10万份。还有一些报纸对他的演讲做了 

一字不漏的报道,其发行量也差不多有10万份J?《纽约论坛报》在1856 
年发行了 16 200份印有苏厄德另一篇反奴隶制演说词的报纸。1860年， 

林肯在纽约库珀学院(Cooper Union)②发表了演讲。这次著名的演讲结 

束后,他去了《纽约论坛报》办公室，检查报社将要刊登的演讲稿有没有错 

误。经过林肯亲自检查的演讲稿被《纽约论坛报》登出，别的报纸也就可 

以从《纽约论坛报》上复制这篇演讲为自己所用。林肯的拥护者、《芝加哥 

论坛报^Chicago Tribune｝的编辑约瑟夫•梅迪尔(Joseph Medill)为了 

大量散发这篇演讲稿将其印成了宣传册。⑵如果说南北战争之前的那段 

日子是美国演讲的黄金年代，那么新闻界的作用也不可小觑，因为它在用 

印刷机为演讲击鼓助威。

政治作为一种职业

生活在罗斯福新政(New Deal)之后的美国人很少会用恰当的视角 

去看待19世纪的政治史。按照最初的设计，中央政府需要管的事情很 

少。政府主要的人力资源都用在军事、邮政、税收上。在19世纪的前25 
年，联邦政府里制定法律的人比执行法律的人多，国会议员的数量大于法

① 威廉・H.苏厄德(1801-1872),美国政治家，在1861-1869年间任国务卿。

② 库珀学院是美国大企业家彼得・库珀(Peter Cooper)于1859创立的私立学院，很多政 

要都去那里发表过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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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地方检察官、执法官的数量之和。⑵对于一般民众而言,华盛顿似乎是 

个偏远的地方，是个很糟糕的缩略版城市，到处都是泥巴和烂尾建筑。在 

国会和执法部门工作的人没有因其职位而感到自豪，反而因公职暴露隐 

私而感到烦恼。当一个政治家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无论是在公开的白 

天还是私人的夜晚,恶毒的眼睛总是在盯着我看，处心积虑地想让我变成 

公众谩骂和嘲笑的对象”，约翰・昆西•亚当斯如是说。长时间担任公职 

的威廉・沃特(William Wirt)①说:“每个人，只要是担任了高级公职，为 

了保护自己，就必须变成防火的和防弹的……我的皮太薄了，做不了这 

事。”早期的国家领袖都很害怕担任公职会损害自己的形象。一位历史学 

家写道，很难想象“一个群体见到自己被描绘成不讨喜的、卑鄙的、着实让 

人厌恶的形象，还会感到高兴也2。

政治家还会因要去拉票而厌恶自己。在18世纪90年代以前，通过 

向一般大众寻求支持而当选是一种很不合适的行为。但戴维・哈克特・ 

费希尔(David Hackett Fisher)关于联邦党人选举活动的研究指出，在18 
世纪90年代，“杰斐逊主义者搞了一场拉票活动的革命”】23。杰斐逊主义 

者一点都不脸红地去向民众寻求支持。守旧的联邦党人，如古弗尼尔・ 

莫里斯，骂这伙人是“争斗狂，把声望变成了一种交易加4。年轻的联邦党 

人则希望向杰斐逊主义者学习。乔赛亚・昆西(Josiah Quincy)就说，长 

辈们那些反对拉票的原则,“不过是他们为坐视不顾而找的借口”。在 

1800年之后，联邦党人也开始像杰斐逊主义者那样通过组织召开大众集 

会去讨论通过决议和表达对候选人的支持。在纽约州，联邦党人改变了 

竞选方式。为了吸引大众，他们甚至还给自己起了一个新名字:联邦共和 

党人(Federal Republicans)o他们在镇、郡、地区和州一级的区划都建立 

了委员会,还通过年度选举选出党代表。虽然守旧的联邦党人仍然控制 

着政党的经济大权,但是他们已放手不管，任由“激进的年轻保守派，主要 

是事业处于上升期或事业刚刚开始的印刷商或律师”去拉选票严5开展竞 

选活动的时间增长了，即便是在离选举日时间很遥远的公共假日，政党也 

会开展活动。

联邦党人拿华盛顿的生日做文章，两个政党都利用7月4号独立日 

为自己做宣传。在18世纪90年代，独立日还不是一个人所皆知的国家 

假日，庆祝活动并不常见。实际上，使独立日庆祝制度化的，正是政党的

128

① 威廉・沃特(1772-1834),美国政治家，曾任美国总检察官一职。



108 |好公民一美国公共生活史

对抗。烧烤招待会是一种常见的政治活动，新英格兰地区的政党还会举 

办炸鱼餐会或烤蛤餐会。这些活动都是免费的，有兴趣的公民都可以参 

与。在人们吃东西的同时会有人演讲，内容常常是对竞争对手的人身攻 

击。在选举临近的时候,人身攻击性的言论尤其多。在南方，一个演讲者 

可能会指责他的对手煽动奴隶暴动。在新英格兰，共和党指责联邦党为 

波士顿大屠杀(Boston Massacre)①唱赞歌,还想让共和党人血流成河。

拉票活动有时也会用比烧烤招待会安静的方式进行。政党在城镇建 

立了委员会。联邦党委员会在乎每一张选票，他们会去每一个选民家拜 

129访，除非他们事先知道这个人是个杰斐逊主义者。他们给选民发事先做 

好的选票，还提供马匹和马车拉选民去投票点。报纸会发表文章呼吁忠 

于政党的读者去投票，候选人则到处巡游拉票。

这些竞选活动中的创新性举措逐渐被各地采纳并最终获得了认可。 

古弗尼尔•莫里斯在1809年写道:“我去参加了一个在我自己的郡举办 

的大众集会，这是我人生中的第一次。有一些联邦党人,如果是在十几 

年前,肯定会跟华盛顿一样对私立团体口诛笔伐，现在却联合到一起自己 

建立团体。1802年，亚历山大・汉密尔顿这个著名的联邦党人提议建立 

一个名为"基督教宪法社团w(Christian Constitutional Society)的组织，希 

望依托此组织传递信息和组织选举。汉密尔顿的计划未能实现,但是另 

一个相似的计划获得了成功。1816年，两百多人一起建立了“华盛顿慈 

善社团"(Washington Benevolent Societies) o
在美国的政治文化中，对于政党政治和政治领袖的怀疑从未消失。 

实际上，代议制民主是容不得怀疑的。如果主权归人民，那么拥有代表人 

民的权力的人以及想获得这种权力的人，就都可能是想造反的人。但是， 

出生于新共和国的第二代的美国公民与出生在殖民地的建国者是不同  

的，他们做到了建国者未能做到的事一一对团体性的政治活动安之若素。 

辉格党的《辛辛那提公报(Cincinnati Gazette)于1844年发出呼吁："立 

即组织起来。”1848年，民主党的喉舌《辛辛那提每日问询者报HDaily 
Cincinnati Enquirer)称总统大选将会是一场"廛战”，而"廈战中首当其 

冲的就是团体”⑵。参加这次总统竞选的是马丁 •范布伦。他是美国第 

一个一生仅以政治为生的总统。与所谓的“奥尔巴尼摄政团”的其他纽约 

州政治家一样，范布伦出生于一个一般的中产阶级家庭，父亲个是小酒馆

①1770年3月5号，驻扎在波士顿的英国军队与当地民众发生了冲突，后来英军开枪，导 

致数人死亡，十几人受伤，这就是“波士顿大屠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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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板。理査德•霍夫施塔特(Richard Hofstadter)®认为，奥尔巴尼摄政 

团的这些政治家是“喜欢政治集会中友好气氛的现代职业政治家,是背景 

差不多的人组成的一个小圈子,不指望成为魅力十足的优秀领导人，但希 

望靠团结、耐心和自制获得成功。他们的党派给了他们信条、职业和一个 

由志趣相投的人组成的世界旳8。 130
范布伦以政党政治为职业，并从中获益，但这么做也让他有了忧虑。 

对他而言,“政客”一词带有贬义，职业政客在一定程度上是“一个值得怀 

疑的和不稳妥的身份”。范布伦崇拜安德鲁・杰克逊，把他视为英雄，称 

他“绝不是个政客皿9。一位历史学家说，范布伦是第一个与建国领袖没 

有亲属关系和朋友关系的总统，没有为国家流过一滴血的总统，从没上过 

战场但是常常去法庭和秘密会议室的总统

范布伦与“奥尔巴尼摄政团”的同僚在19世纪20年代通过笔和嘴 

“对政治党派做了全面的、清晰的、十分复杂的和颇具现代意识的辩 

护”但是，如果不讲清楚如何防止政党政治中岀现腐败、偏袒行为和 

被利益左右的事发生，那么对政党合法性的辩护就总是不充分的。要想 

让对政党的辩护更加有说服力，就不要再用忠于政党是一种美德为由为 

政党正名，而是应该去强调政党体系的好处在于可以让各种权力相互竞 

争并最终取得好的结果。就好比法律体系给自己正名的逻辑：人们都知 

道鼓吹宣传可能会让检察官有失公允，但是控辩双方都有同等的鼓吹宣 

传权利，都可以用对自己最有利的方式去把案件呈现在法官或陪审团的 

面前，因此大家都是公平的。在范布伦的时代，很多以政治为职业的人都 

有法律背景,这也许不是个巧合。

最终，范布伦被人们遗忘了。他也许称得上美国政治党派之父，但被 

人们当做榜样的是华盛顿、杰斐逊和杰克逊。范布伦曾经当上过总统，但 

后来又因各种原因屡屡受挫。他起起伏伏的政治生涯，也许恰好说明了 

美国人对于政党这个自己的伟大发明持一种摇摆不定的态度。

反对政党的声音一直没有消失。19世纪50年代早期，一无所知党 

(Know-Nothings)②公开声明反对一切政治家和政党。为了展现希望国 

家统一的爱国情怀，共和党在国内战争时期重提该党曾坚持过的“无党派

① 理查德・霍夫施塔特(1916-1970),美国社会历史学家，哥伦比亚大学教授。

② 一无所知党是本土美国人建立的反对新移民和罗马天主教入侵的政治组织。之所以叫 

一无所知党，是因为当别人询问该组织的成员将要采取什么行动的时候，为了保密，他们都会回 

答说:“我一无所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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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 主义w(no-partyism)o 13219 世纪 70 年代，绅士改革家(genteel reformer) 
再一次发出了反对政党的呼吁，最终在一定程度上动摇了政党在美国人 

心目中的地位。19世纪50年代的一无所知党、60年代的共和党以及镀 

金时代(the Gilded Age)的改革家都未能让共和党的“无党派主义”完全 

复活。镀金时代的改革家反对的只是政党的行为，而不是政党制度。他 

们想让政治活动变得更有理性，但不追求达成政治共识。虽然在19世纪 

晚期，政党政治备受指责，但无论如何，政党的合法化是实现民主化转型 

所必需的，政党制度是民主化转型给我们留下的遗产。

在19世纪中期，建国之父们力图消灭的政党不但已经建立，而且变 

得很强大，强大到超乎联邦党人或反联邦党人的想象。政党可以说是政 

府的第四个分支，在政治教育、投票动员、立法机构和国会中领导体系的 

建立这几个方面,政党承担的责任比其他政府机构还要多。

这就是“美洲政治国家曲6民主化转型的表征有：不断高涨的平等 

主义精神，多数人同意的原则制度，培养平等主义精神和建立多数主义制 

度的宪法大会，不断增多的营利性或非营利性组织构成了喧闹的公共领 

域，当然，最重要的当属政党。从安德鲁•杰克逊到伍德罗•威尔逊的这 

段政治史中，政党是核心要件。在这段时间里，政党把公民对选举活动的 

参与度提升到了历史的顶峰。大众对政党的接纳吹散了，或者至少是掩 

盖了共和党人对于派系政治的担忧。政党既提升了大众的政治参与，又 

把人们紧密地团结到了一起。它的创立，是对民主政治的献礼。具有讽 

刺意味的是，在19世纪末，政党又一次受到了指责,批评者称其为实现真 

132正的民主的主要障碍。



间奏曲（一）I
林肯与道格拉斯辩论中的公众世界I

1858年，是否让新纳入美国版图的州实行奴隶制的问题引发了激烈 

的冲突。在关于奴隶制问题的各种斗争中，最吸引眼球的是伊利诺伊州 

参议员选举。极富争议的《堪萨斯一内布拉斯加法案MKansas-Nebraska 
Act 1854）①的始作俑者、民主党的领袖、强有力的总统职位争夺者、伊利 

诺伊州在任参议员史蒂芬•道格拉斯希望通过选举再度当选。他的对手 

是一个来自斯普林菲尔德（Springfield）的律师一亚伯拉罕•林肯。林 

肯原本是辉格党的忠实一员，在发现辉格党的前途暗淡无光之后，他与很 

多辉格党人一样，转投了共和党。林肯只担任过国会议员这一个公职，而 

且只做了一届，但他忠诚可靠地先后为辉格党和共和党服务过，因而看上 

去是候选人的不二选择。

一开始，林肯的竞争策略是跟道格拉斯拼公开露面率,道格拉斯在哪 

里刚讲过话,他就马上前往那里。与道格拉斯相比，林肯处于下风。道格 

拉斯发表演讲时下面人头攒动，他的听众则少之又少。有点绝望的林肯 

向道格拉斯发出了挑战：开展50次公开辩论。道格拉斯同意与林肯辩 

论，但他只同意辩论7次。于是，历史上著名的唇枪舌剑开始了。常常被 

人们认作美国商议民主的巅峰之作的，正是这场辩论」在那个时候，很多 

人会站在外面好几个小时，去听满腹经纶的政治家对争议性问题展开的 

细致的、复杂的辩论。什么样的政治文化才能让这种犹如狂欢的公开辩

①该法案的目的是取消奴隶制的地域限制 ，为奴隶制向新成立的州扩展扫清障碍。这条 

法案让废奴主义者非常不满，引发了争议。

133



112 I好公民一美国公共生活史

论得以开展？或者我们也可以问，当今为什么见不到这种活动？

让我们先用两个假设来回答这个问题。第一,住在伊利诺伊大草原 

上的居民对国家政治事务非常感兴趣，在过公共生活时态度积极、精神饱 

满,所以他们去听两个候选人的辩论。第二,这样的辩论是一种理性的公 

开讨论，它本身是忠于人民的代表对人民做出的回应，也是对蕴含民主理 

想的公共生活的回应。每一个假设都不无道理，但两者都未能真正展现 

出1858年的政治图景。这两个假设都是在用20世纪的政治价值观去对 

先前的事情作判断，但这些价值观在那时还没有获得认可。

我们先来看第一个假设。去听林肯和道格拉斯辩论的那些人是现代 

社会所推崇的“精神饱满地去参与公共事务的公民"吗？对于19世纪中 

期普通民众的政治观点和政治价值观，我们知道的不多。以我们所知道 

的推导不出一个清晰的答案。只要谈及这个问题，大家都会去引述托克 

维尔，但托克维尔的描述中有惊人的矛盾。《论美国的民主》分两卷，上卷 

1835年出版，下卷1840年出版，上下两卷的观点大相径庭。在上卷中， 

托克维尔说，美国公民经常积极地过公共生活，例如参加选举、当陪审团 

团员、读报、加入关注公共事务的私立社团等。但在下卷,他又说公民沉 

溺于私人生活，说他们像是小商店老板，只对赚钱有兴趣，对社会思想、哲 

学、艺术和政治却退避三舍。2 •
上卷指出,选举使社会“陷入疯狂的境地”。美国人最关心的就是政 

治:“为人民政府做事以及谈论人民政府是他最重要的事，可以说,这是他 

唯一的快乐源泉。”在美国，“对于乡镇事务、区县事务、全州的事务，每个 

男人都像对自己的事一样感兴趣楓o但在下卷中，人民又“觉得行使政治 

权利会带来麻烦，让人疲倦，使他们不能专注于生产。有人要求他们去选 

议员的时候，要求他们身体力行地支持当局的时候,或是要求他们聚集到 

134 —起讨论公共问题的时候,他们就说自己没有时间”。让人们关注公共事 

务绝非易事:“让民主社会的居民倾听是非常难的,除非他们是在讲自己 

的问题平等可以使人们团结为一个整体，但也能让人们分散开来:“若 

社会状况是平等的,每个人就都想过自己的生活，把自己当做中心，忘记 

了公众。”公民有“为了自己的蝇头小利着迷而不能自拔”的倾向。托克维 

尔总结说:“我看见不计其数的人，个个相似，个个平等，不停地忙碌转悠， 

只为了找到一些浅薄和庸俗的快感，去填补自己的心灵。他们中的每一 

个人,都退缩到自己的狭小空间里，不关心其他人的命运。对于他来说， 

'人类'这个词指的只是他的孩子和朋友。至于其他公民同胞，虽然离得 

不远，但是他注意不到。他触碰到了他们,但什么也没感觉到。他只为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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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而存在,虽然他可能还有家庭，但至少可以说,他没有祖国。”4
那么，真正的美国人请站岀来！请你来说一说，托克维尔的话到底哪 

句是对哪句是错。托克维尔是在政治党派遍地开花之前，在林肯一道格 

拉斯大辩论二十多年前到访美国的，他所见到的美国人也许与林肯一道 

格拉斯大辩论时期的美国人确有不同，但我们还是把这种前后不能统一 

的描述放在一边吧。我们真的应该把林肯一道格拉斯大辩论看做美国民 

主历史中无与伦比的经典吗？这次辩论是民众的政治道德精神空前高涨 

的例证吗？

林肯一道格拉斯大辩论曾是19世纪美国政治辩论和政治参与的高 

潮。但在为当今社会见不到这种辩论而扼腕叹息之前，请先看看关于这 

次辩论的几个重要事实：

1. 林肯与道格拉斯大辩论的全部听众都没有参加参议员选举投票 

的资格。

林肯一道格拉斯的辩论在一个叫伊利诺伊的小镇展开，那是个炎热 

的夏日午后，民众听了三个小时的辩论，但没有一个人去给林肯或道格拉 

斯投票。这是因为，林肯和道格拉斯争夺的是参议员职位，而在1913年 

《宪法第十七修正案》生效之前，美国各州的参议员都还不是由民众直选 

产生的，而是由州立法机构选出的。我们不知道，立法区划中地方性问题135 
对林肯与道格拉斯的选举竞争有多大影响。我也不知道,个人或是党派 

的支持在多大程度上左右了选举结果。我们也许永远也搞不清楚这些问 

题，因为19世纪中期的美国并没有一套完备的选举机制。那时候的美国 

还见不到选举产生职位的大量增多以及表决提案(ballot proposition)® 
等政治民主化的信号，这些东西在进步主义时代(Progressive Era)才 

出现。

2. 政治是一种娱乐。

去听辩论的民众对辩论者提出的政治观点可能没有太大兴趣。可以 

肯定，这次大辩论吸引了很多民众。第一场辩论：1858年8月21日，伊 

利诺伊州渥太华市(Ottawa),总人口数7 000,听辩论的人数在10 000至 

20 000之间。想象一下，在一个连麦克风都还没有被发明的年代，这么多 

人聚集到一起在户外听辩论是什么场景。风在吹，孩子在吵闹；衣服的摩 

擦声，昆虫的嗡嗡声，声声入耳。也许只有小部分或极小一部分听众能够

① 表决提案，即就某事举行选民直接投票表决或全民公决的提议，立法机构与公民均可提 

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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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见有人在台上讲话，能听清他们在讲什么的人只会更少。

那人们为什么去那里？他们是去为斗士的胜利欢呼的。他们确实欢 

呼了，还欢笑了，鼓掌了，呐喊了。道格拉斯在渥太华的演讲一次又一次 

地被人们的喊叫打断，人们喊着:“接着揍他啊”,“攻击他啊”,“做得好”, 

“他是躲不开你的"・・・・・・

这是这个小城镇里最好的演出。一位历史学家说，政治“给那些人丁 

不兴旺的地方提供的不只是对重要事务作决定的机会，还有参与大型娱 

乐活动的唯一机会。在那些没有任何消遣性活动的地方，政治能提供激 

动人心的戏剧表演和精神上的快乐”5。与林肯一道格拉斯辩论相比，现 

今的总统大选电视辩论是多么的严谨庄重。在1988年，总统大选电视辩 

论的主持人要求演播室内的观众不要因喜欢某个观点而鼓掌。在1858 
年，辩论的听众有没有受到政治教育，我们不能肯定;但有一点可以肯定， 

那就是他们玩得很开心。

下一章会讲到，19世纪晚期的改革家减少了政治的娱乐性,使政治 

136在实践和理念层面上都变得更加严谨正统。在19世纪晚期，竞选游行、 

烧烤招待会、铜管乐队演奏等活动都减少了，政治舞台开始自觉地拒绝情 

感的干扰。现今的人们对于政治的虔诚是从镀金时代和进步主义时代的 

改革那里继承下来的东西，与野营聚会式的竞选活动和选举也许没有太 

大关联。19世纪末的改革极大地改变了美国政治的图景,那时的政治与 

19世纪中期的政治其实已不具可比性。

3.辩论中鲜有高雅的、关注实质问题的理性话语。

林肯和道格拉斯发表的讲话，绝不像某些“神话”中说得那样高雅、理 

性。在辩论的过程中，林肯和道格拉斯二人的确都发表过细致、清晰、理 

由充分的演说，但他们也进行过人身攻击，毫无根据地指责对方在搞阴 

谋,力图使对方陷入尴尬境地。辩论中很多的时间都被两人用来“就一些 

转移注意力的东西作长篇大论的互相指责”,而且辩论的焦点常常是彻底 

的个人问题，与政治要义毫不相干。&

林肯在第一场辩论中指责道格拉斯与前总统富兰克林・皮尔斯 

(Franklin Pierce) 总统詹姆斯•布坎南(James Buchanan)和首席大法官 

罗杰•托尼(Roger Taney)一起搞阴谋，想让全国都实行奴隶制。证据 

呢？林肯不需要证据。他承认，“我们不能肯定”全国都实行奴隶制会是 

“预先制订好的计划所产生的结果，但是我们见到了很多建好了的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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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工人在搭架子,例如史蒂芬①、富兰克林、罗杰和詹姆斯。他们搭的 

架子檸头都很好，木头长度也很好，一根不多一根不少・・・・・・在这种情况 

下，我们不得不相信史蒂芬、富兰克林、罗杰和詹姆斯在一开始就是有默 

契的，而且在实施第一次攻击之肯定在一起谋划”7。

我们不得不佩服林肯在运用比喻性修辞手法方面的天赋，他用这种 

方式所作的关于道格拉斯阴谋论的论述足可以印满两页纸。接下来的法137 
律推论非常微妙含蓄，不知道有几个听众能够听懂他的意思。

我反对那种指控一我放弃一切反对性意见，因为只有被告没 

有出席才能提起申诉，我现在是出于良心才反对那种指控。如果道 

格拉斯法官真的没有与首席大法官托尼或总统商谈策划过呢？即使 

真的没有商谈过，那他是不是就不能与同伙达成共识，还是仍可以达 

成共识呢？他若否认这样的指控，我是接受的，因为我不想听到他在 

衡平法院受审时的回应，那时他肯定会说他既不知道也不相信这种 

阴谋的存在。现在我问你们,如果他否认这种指控，但他又确实做了 

这事，那么我有没有权利去证明他做了这事呢?8

林肯在后来的日子里一次又一次^&指控道格拉斯在搞阴谋,直到两 

个月后，在昆西市(Quincy)举办的第六次辩论上，他仍在用阴谋论的剑刺 

道格拉斯。这种阴谋论腔调并非由林肯首创。当时典型的共和党话语会 

把南方描述为想要剥夺北方人自由的贵族式“奴隶力量”。这种话语中没 

有对奴隶制的憎恨,有的只是对于南方势力增大的担心，害怕南方势力增 

大会引发共和党运动。这种担心不是完全没有根据，但是托词的成分也 

非常重。°

与此同时，道格拉斯也在向林肯泼脏水。林肯曾对墨西哥战争提出 

了一点反对意见。1848年，任国会议员的林肯搞了一个“地点决议案” 

(Spot Resolutions),要求总统詹姆斯•波尔克向国会说明墨西哥人在那 

些地点入侵了美国。②在7场辩论中有5场道格拉斯都抓住这事不放，对 

林肯冷嘲热讽。而且他跟林肯一样也用了阴谋论这一招，说一个共和党 

人的阴谋集团正在秘密筹划给林肯在参议院安排一个席位。

(D当是指史蒂芬•道格拉斯。

②美国对墨西哥发动战争的根本原因是美国想抢夺墨西哥的土地 。波尔克为了给战争正 

名就指责墨西哥先入侵了美国。林肯当时属于辉格党，而总统是民主党人。辉格党与民主党不 

和,所以林肯带头向总统发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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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登在报纸上的林肯与道格拉斯的辩论是编辑过的。最近,历史学 

138家哈罗德・霍尔泽(Harold Holzer)比较了共和党和民主党报纸对林 

肯一道格拉斯大辩论的报道，希望能把两位候选人真实的发言拼出来。 

霍尔泽在比较后指出，共和党的候选人与共和党报纸的编辑之间的合作 

是很紧密的,做了很多的文字加工，使之适合刊登。民主党的候选人与民 

主党报纸的编辑之间亦是如此。但是民主党的报纸不会去加工共和党候 

选人的演说词，共和党的报纸也不会去加工民主党候选人的演说词，所以 

从两位候选人敌对派的报纸上找到的讲话稿是最接近真实的讲话内容 

的严按照以前人们所知的演讲稿作判断的历史学家称，这场辩论“尽是 

让某人疲倦的重复和琐碎的争议”口，但霍尔泽还原的讲话比以前的版本 

还要粗糙和乏味。

补充一点，19世纪的报纸一般是不报道竞选演讲的。总统候选人一 

般不发表竞选演讲，竞选较低的职位时，一般也不会有演讲。当林肯向道 

格拉斯发出辩论挑战的时候，他向道格拉斯解释说,在西部边疆州，站上 

讲台发表政治演讲是一种常见的活动严报纸对林肯和道格拉斯的竞选 

演讲做了逐字逐句的报道，这在历史上还是头一回严

辩论中偶尔也有讲明白话的时候。道格拉斯坦诚地提出了自己的观 

点：“我相信政府是以白人为基础而建立的……我支持公民权只属于白人 

男性,即只属于欧洲岀生的和有欧洲血统的男人，黑人、印第安人以及其 

他低等种族不能拥有。”林肯支持非洲裔美国人的公民权利，但却不承认 

他们与白人拥有平等的社会地位，说这两个种族之间“身体上的差异”会 

“让他们永远不能获得同等的尊重，不能获得社会和政治上的平等。因此 

两个种族必须有一个是高于另一个的。我与道格拉斯法官一样，支持我 

所属的那个种族占据更高的地位。即便如此，我认为还是没有理由去否 

139认黑人拥有独立宣言所说的，生活、自由以及追寻快乐，的权利,我主张他 

与白人男性一样拥有这种权利必。

辩论中有机智的回应和清晰的说理，但这些实际上都是指名道姓的 

人身攻击。CBS新闻主持人丹•拉瑟在评论1992年克林顿一布什怠统竞 

选辩论时曾说:“如果你去看林肯与道格拉斯辩论的演说词，你就会被他 

们观点的深度和实质性所震撼。辩论令人激动，让人着迷§我怀疑拉 

瑟也许根本就没有看过辩论的内容提要，更不要说真实完整的辩论稿。 

林肯和道格拉斯的才华都浪费在就毫无根据和无关要义的指控作回应上 

To就奴隶制问题，一个人会在辩论中努力保持观点上的一致性,而另一 

个人就会一个劲地说对方的观点存在大大小小、这样那样的矛盾。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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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辩论有时恰好体现了爱默生所说的心胸狭隘之徒身上的令人讨厌之 

处。①可以说，这场辩论有一种民主的曲调，但我们听见的歌词却是“嘿 

哟嘿”和“咿咿呀”。

当然,这些政治家也不过是凡人。他们在公众面前论的问题，是政 

党在几代人的时间里都力图遮盖的问题。从1812年战争到南北战争这 

段时间里，国家最重要的政治任务似乎就是努力去逃避奴隶制问题，不对 

它作决定。1852年，两个主要党派都在政策宣言中提出不讨论奴隶制的 

问题。文学家纳撒尼尔•霍桑(Nathaniel Hawthorne)在给1852年大选 

民主党候选人富兰克林•皮尔斯所作的传记中写道:“至少对于一个局外 

人而言，国家的两个大政党几乎已经合二为一了，因为它们在重大原则性 

问题上没有什么分歧，它们保持对抗状态只是因为他们分属两个有年头 

的组织体系&

当时的很多著名政治家都把废奴主义者贬斥为不文明的挑事者和不 

讲道理的人。也就是说，在1858年，“废奴主义者”仍是一个骂人的脏词。 

道格拉斯数次把这个词用在林肯身上，而林肯则努力把自己描绘成一个 

不走极端的人，以免被称作“黑人共和党员”。就如同1988年总统大选候140 

选人杜卡斯(Dukakis)努力回避“自由主义者”这个词一样②,1858年的林 

肯只要一听到“废奴主义者”这个词,能跑多快就跑多快。

要知道，林肯和道格拉斯讨论的只有奴隶制这一个问题。这虽是一 

个对于美国民主很重要的问题，但他们是在是非已经较为清楚的背景下 

展开讨论的。换句话说，他们就奴隶制问题展开的公开辩论并不是开创 

性的，是一个老话题。这场辩论不像关于克林顿医疗改革计划这种新问 

题的辩论那样混乱不堪,而是与关于堕胎问题的辩论有几分类似。罗诉 

韦德案(Roe v. Wade)③的一锤定音并未终结关于堕胎问题的讨论,25年 

后，公共辩论仍以堕胎问题为焦点。1820年的《密苏里妥协案MMissouri

① 美国文学家拉尔夫•沃尔多•埃默森在其经典名著《自立》一书中写道:“A foolish con
sistency is the hobgoblin of little minds, adored by little statesmen and philosophers and divines. n 
(心胸狭隘之徒的讨厌之处是愚蠢地固执坚持,小政客、哲学家和牧师就喜欢如此。)

② 1988年总统大选中，老布什指责竞争对手迈克尔・杜卡斯搞过度的自由主义，因为杜 

卡斯曾让强奸犯获得假释，犯人在假释期间又犯下了新的罪行。

③ 1970年，珍妮・罗(化名)起诉代表当地法律的得克萨斯州达拉斯郡司法长官亨利・韦 

德，指控德州禁止堕胎的法律侵犯了她的隐私权。案子从地方法院一直打到了联邦法院，最后 

联邦法院的裁定是，德州禁止堕胎的地方法律违宪，珍妮・罗胜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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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romise）①也未能让奴隶制问题尘埃落定,随之而来的是对奴隶制问 

题的细致深入的讨论。到了 1858年，即林肯和道格拉斯展开辩论的时 

候，奴隶制问题实际上已被讨论了 38年。

4・林肯成为候选人意昧着南北战争以前的政治失败了 。

林肯之所以能激发政治热情，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人们厌倦了那种 

缺乏新意的政治体验。林肯代表的是第三个政党，这个名为共和党的小 

政党在两年之前才推岀了第一位总统候选人。在那个年代，人们都在抱 

怨政党头头和“操纵者”绑架了民主政治。在19世纪50年代早期，一无 

所知党（美国人党）掀起了一场浩大的全国性运动，用共和党的论调对政 

党、腐败、庇护制度展开了攻击,把政客称作“一大群靠吸人民的血中饱私 

囊的政治蚂螭”。一无所知党非常自豪地宣称，他们不会去问“这对政党 

有帮助吗?”，而是会问“这是正确的吗? ”一无所知党高举本土主义旗帜， 

反对外来移民带来的天主教，这其实也是对那些想赢得外来移民选票的 

政治家的回击。一无所知党依靠当时社会上强烈的反政党情绪发展壮 

大，共和党紧随其后，也对这种情绪加以利用。他们和一无所知党合作， 

支持一无所知党推出的候选人。作为回报,一无所知党则帮助共和党取 

得了参加总统选举的机会。到19世纪50年代晚期，一无所知党在竞选 

中的前景暗淡，很多成员于是加入了共和党。所以，林肯在1858年成功 

地向道格拉斯发出的挑战其实是第二个政党体系瓦解的信号。②若以回 

溯的方式看,林肯上台也许称得上是建立政治秩序的伟大时刻，但那也是 

个政党更迭、党争不断的时刻，若详察细观，就不会对当时的主要政党抱 

有幻想」7
林肯一道格拉斯大辩论与政治传播中其他的所谓经典一样，常被看 

做彰显民族品格的伟大时刻，但这其实只是犯了恋旧的病。让我们看看

① 1820年,南部蓄奴州议员同北部非蓄奴州议员在国会中就密苏里这个新成立的州是否 

实行奴隶制发生了争执。当时的美国，蓄奴州与非蓄奴州的数量是相等的，如果密苏里成为蓄 

奴州，那么蓄奴州的数量将会超过非蓄奴州。双方争执不下，国会最后通过了一个妥协性的议 

案，规定北纬36°30‘线作为非蓄奴的自由州和蓄奴州的分界线，允许密苏里成为蓄奴州，但同时 

也允许从马萨诸塞州划出的细因地区作为非蓄奴州加入联邦，这样蓄奴州与非蓄奴州的数量就 

依然相同，平衡得以保持。

② 一般认为,美国先后有三个不同的政党体系。第一个由联邦党与杰斐逊领导的共和党 

构成,两党相互斗争，交替执政。第二个政党体系形成于19世纪30年代，这时候联邦党已经衰 

落，辉格党和民主党为主要党派。到19世纪50年代末，辉格党分崩离析，以林肯为代表的新的 

共和党取而代之，开始与民主党展开竞争。于是，美国第三个政党体系得以形成。这个政党体 

系一直延续至今，我们经常说的美国的“两党制”，指的其实只是第三个政党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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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政治史上的几个经典事件:联邦党为争取新宪法获得批准而在纽约 

报刊上发表了才华横溢的《联邦党人文集》，但《文集》其实未能说服纽约 

州议员批准宪法;伍德罗•威尔逊总统为了向美国人“推销”他的国际联 

盟（League of Nations）而走访全国各地发表演讲,但即便是他在演讲中 

中风倒地，也未能说服美国民众;马丁 •路德•金1963年在林肯纪念堂 

发表了著名的演讲,也未能让行动迟缓的国会开始商讨公民权利法案（最 

重要的人物其实是林登•约翰逊，是他用他的能力和决心在推动公民权 

利事业）。与上述的经典事件一样，林肯与支持奴隶制的道格拉斯展开了 

著名的大辩论，但最终落败的是林肯。两年之后，他成功入主白宫，但这 

并不是因为他对奴隶制持较为温和的态度，而是因为与他敌对的民主党 

分裂了，变成了三个派系。

另外，林肯和道格拉斯在辩论中的主要观点（例如，道格拉斯提出的 

种族主义观点和林肯提出道格拉斯与他人秘密推进奴隶制的阴谋论）其 

实与当时主流的政治话语并不合拍。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政治党派和政 

治系统都回避奴隶制问题，林肯和道格拉斯就奴隶制问题展开公开辩论， 

说明反奴隶制运动二十多年的斗争终于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如果说关于 

奴隶制的争论是一种意识形态之争，到19世纪70年代，历史的钟摆从 

“意识形态性"政治又摇回到了“组织性”政治上严在内战那个短暂的、血 

腥的时间间隙里,奴隶制被取消，一系列的宪法修正案出台，为新的联邦 

权力奠定了基础,也为公民权的宪法化奠定了基础。代价是惊人的，但收 

获也是巨大的。

我的目的不是要对林肯与道格拉斯的辩论加以嘲讽,也不是想完全 

否认它的意义。这次辩论是美国政治史上的一个美妙时刻，甚至可以说 

是惊人的时刻。一个刚刚建立小政党的代表与一个主要政党的领袖人物 

展开了面对面的对抗，且直入奴隶制这个主题，直言不讳地说奴隶制有违 

道义，还指出政府应在宪法层面上对其加以约束。

但是，与现代社会的辩论一样，我们不能因林肯与道格拉斯的辩论吸 

引了很多听众就说它的意义很大，也不能说这意味着公众在热情高涨地 

对重要问题展开讨论。这次辩论是政治家们长期逃避奴隶制的问题，最 

后无法逃避而爆发的结果。我们可以通过林肯与道格拉斯的辩论管中窥 

豹，了解19世纪50年代的政治景象,但是无法从它身上汲取可以为现代 

人所用的经验，更不能把它当做批评当今社会的依据，说现代社会人们的 

政治热情消失了，比不上以前的好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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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公民权的第二次转型:1865—1920

弓I子

美国选举制度的独特之处和重要之处就是把投票定义为一种公 

民责任，而不是护党之举。】

对于19世纪晚期的政治，美国人知道得不多，而且也很少加以思考。 

为什么呢？因为当代主要的历史诠释者告诉我们,19世纪晚期是所谓的 

镀金时代,到处都是腐败，然后我们就深信不疑了。在林肯与西奧多•罗 

斯福之间那段很长的时间里，我们找不到一个有突出特征或功绩非凡、能 

让美国人记忆深刻的总统。没有太大野心、脚踏实地的人一般都是有益 

144于社会的,但几代人之后，他们就会被遗忘。这个时间段内的几位总统， 

很快就从公众的视野中消失了，就像烟花中的哑弹，飞上了政治的天空却 

未绽放。小说家托马斯•沃尔夫(Thomas Wolfe)的父亲心目中的政治 

英雄是加菲尔德、亚瑟、哈里森和海斯①。为了纪念其中一位英雄哈里 

森，他给托马斯・沃尔夫的兄弟起名为本杰明・哈里森•沃尔夫。可是 

到了 20世纪30年代，托马斯・沃尔夫却称这四位总统是“四个消失了的 

人”。“哈里森在哪里？海斯在哪里？谁下巴上有胡子？谁有络腮胡？管

① 加菲尔德、亚瑟、哈里森和海斯，均为19世纪末的美国总统,全名分别为:詹姆斯•艾布 

拉姆・加菲尔德、切斯特・阿伦・亚瑟、本杰明・哈里森、拉瑟福德・伯查德・海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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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谁是谁。"2在1870—1890年间，南方重建(the Reconstruction)®以失败 

告终,为女性争取选举权的活动踪影难觅，国家的民主进步似乎停滞了。 

在19世纪90年代的美国，特别是美国的城市，许多社会改革和政治改革 

运动开始兴起，但没有任何一个产生了广泛影响。

最近,一些历史学家和政治家发现，从阿波马托克斯(Appomattox)② 
到1900年这段时间的历史其实是有价值的，甚至是值得称赞的。在那段 

时间，选举投票率达到了美国历史的最高点。那个年代的美国人喜欢政 

治。他们觉得政治既严肃又有趣，在思想和情感层面都能让人获得满足。 

为什么会这样？有什么他们知道的或他们拥有的，是我们不知道的和没 

有的?彳

要找到答案，我们应该先看看前人对于镀金时代政治的诠释，其中最 

经典的非詹姆斯・布赖斯(James Bryce)的《美国联邦^{American Com
monwealth) 一书莫属。布赖斯于1888年出版了这本权威腔调十足的著 

作。他就像英国版的托克维尔，用流畅的笔调剖析了世纪末的美国。这 

本书可以说写得不错，生动、可读性强、有洞察力，但与托克维尔的《论美 

国的民主》相比缺少远见卓识,引述者也要少得多。与《论美国的民主》相 

比相形见细，一方面是因为布赖斯没有托克维尔那么有才华，另一方面是 

因为这本书的内容本身没有太大的吸引力 。

布赖斯写的是19世纪末的美国政治，平淡无奇，没有亮点。托克维 

尔写作的时候是杰克逊主义时代的开端,政治世界正开始急速扩张。布 

赖斯写作的时候是各项民主政治制度已经确立但看上去又不那么美好的 

时候。他试图了解当时的主要政治党派，“它们的原则是什么？宗旨是什 

么？倾向于什么？这些政党中哪一个支持自由贸易，支持公务员制度改 

革,支持积极的外交政策，支持立法管理电报，支持破产法，支持货币兑 

换，对其他二十多个与国民福祉密切相关的问题持什么态度？ ”冋完之后 

他自己沮丧地回答：

145

① 所谓南方重建，指在南北战争结束后，为了在南方解决战争遗留问题，重新建立被战火 

摧毁的家园的尝试。在“重建时期”，政治家就南方分离各州如何重返联邦、南方邦联领导人的 

公民地位以及黑人自由民的法律地位等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吵，导致重建工作无法有效进行。 

到19世纪70年代晚期，重建未能在法律、政治、经济、社会等各个层面上确保黑人的平等地位， 

南方民主党白人政治家击败了共和党控制了南方的每一个州，重建也就随之结束。

② 阿波马托克斯，美国弗吉尼亚州中南部一城镇。1865年4月9日，南方联邦将军罗伯 

特・李在此向联邦军投降，美国南北战争就此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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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人总是会向睿智的共和党员或睿智的民主党员提这样的问 

题。他总是在问是因为他一直没有得到回答。答案其实会使他陷入 

茫然。几个月后，真相慢慢揭晓了。对这些问題，两个党祢没有确切 

的意见，两个党都没有任何原则，也没有任何明晰的宗旨。°

19世纪末的政治确实就是这样，虽然选民甚众,政治热情高涨，但主 

要政党没有多少区别。19世纪末的政治世界有两个反差甚大的景象:一 

个是竞选活动如火如荼,政党不断强调政治忠诚的重要性;另一个是派系 

争斗、营私舞弊比比皆是，民族、种族和宗教的纷争随处可见，至于如何去 

实现公善的问题却鲜有人关心。政治被当做了一种团体性体育运动或社 

会团体之间的竞争游戏，这可以鼓励人们投身于公共领域，但是政治的要 

义却丧失了。

“谁投票”这个问题与“投票意味着什么”这个问题总是会有联系的。 

在北部，去给总统大选投票的选民为数众多，占合格选民总数的80%。 

如果他们热烈拥护的党派不是像布赖斯所说的那样以“取得或保持对政 

府的控制”为主要目标,如果他们曾经坚持过的那些政治原则不是都消失 

不见了，如果不是“什么都不再重要，重要的只是政府职位，以及对政府职 

位的欲望”,那么这段时间就真是美国政治史上的黄金时代。§

有人对19世纪末的政治赞赏有加，但也有人嗤之以鼻。骑墙派①以 

146及后来的进步主义者都憎恶当时那狂热的政党政治，于是创造出了一种 

新的公民身份，这使得做一个“好公民''变得更加困难了，同时也没有那么 

有趣了。骑墙派集中火力攻击政党和庇护制度，进步主义者则希望管束 

大资本家和政党领袖，还为骑墙派不可能认可的直接民主唱赞歌。虽然 

有些分歧，但这两代的改革家成功地把投票从一种社会行为改造成了一 

种公民行为。他们让选举行为变得有理性，让强制选民去投票的情况越 

来越少。°可以说，投票行为的意义转变了。我认为，读报行为与政治教育 

以及公民权与公民权理念的话语也相应地发生了转变。转变的结果是政 

治世界在很多层面上变得更加民主、包容性更强、更重视公众和集体的意

①“Mugwumps”一词来自印第安语，意为领导者、首领，后来被用来戏称自命不凡的小人 

物。在1884年的美国总统选举中，一些共和党人拒绝支持本党候选人吉姆・乔治・布莱恩 

(James G. Blaine),反而将选票投给了民主党候选人格罗弗・克利夫兰(Grover Cleveland)., 
《纽约太阳报》把他们称作“little mugwumps”，一夜之间“mugwump”变成了“turncoat”(背叛者) 

的代名词。后来，“mugwump”开始指那些对重大问题立场不明的政治家，用通俗的话讲就是中 

立派或骑墙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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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但是，政治参与性也降低了。在进步主义时代接近尾声的时候，让人 

担心的事出现了一一民主中的文化矛盾一览无余地展现在人们面前。

政党庇护制度和公务员制度改革

乔治•华盛顿•普伦基特(George Washington Plunkitt)①在著名的 

《坦慕尼系普伦基特语录^{Plunkitt of Tammany Hall 9 1905) —书中问 

道:“如果年轻人为他们自己的政党工作了，而你又没有政府职位可以给 

他们，那你怎么能提起他们的兴趣呢?  ”在他那里，公务员制度改革是“对 

民族的诅咒”。由于公务员制度改革，坦慕尼系没有办法再给那些给他们 

做过选举工作的人安排职位。“这些人在不久前爱国心是满满的。他们 

期望为城市服务，但如果我们告诉他们我们不能给他们安排位子，你觉得 

他们的爱国心还能延续吗? ”

工作职位是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政治的核心问题。在地方，如 

纽约市，政党安排工作的现象尤为明显。1897年，坦慕尼社团控制的带 

薪公职的数量是坦慕尼社团推出的市长候选人所获得选票总数的20%。 

在1913年这一比例高达36%。直到1920年之前，都不低于20%。当 

然，带薪公职并不是政治集团唯一的经济资源。政治集团还可以通过政 

府合同控制私人领域的就业，也可以对依靠于他们的公司加以“非官方形 

式”的庇护，然后收取费用。所以，上述的那些数字所反应的只是依靠政147 
党的选民中的一部分，实际的数字只会更大。*

在国家层面上，政府向样忙于“分配”工作。可以说，主要的行政工作 

就是把职位分配给忠诚的党员。对于政党而言，分配工作比处理实际事 

务更加重要。不同政党确实在一些实际事务上有分歧。比如说共和党就 

支持联邦计划，特别是联邦军队退休金计划,以及非洲裔美国人权利保障 

计划(在南方重建结束后，他们支持非洲裔美国人权利的热情衰减了) 。 

民主党则希望让个人而不是政府去解决经济和社会问题。在南部，不同 

背景和有不同利益需求的人都给民主党投票，这一方面是因为有这样的 

传统，另一方面是因为他们憎恨联邦政府给解放了的奴隶以权利。②在

① 乔治•华盛顿•普伦基特(1842-1924),美国参议员，纽约州的著名政治家。他是纽约 

市的民主党组织坦慕尼系(又称坦慕尼厅)的一员。

② 在林肯之后的五位总统均为共和党人，均支持废奴，可以说，共和党在相当长的一段时 

间内控制着联邦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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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民主党是由反对联邦的个体结成的松散联盟,很多人加入民主党是 

因为他们有南方的背景。在北部，城市中的外国移民支持民主党,贫苦的 

农村选民相对来说则更支持共和党，但是他们的政治倾向性多变,有时候 

还是会给民主党投票。国家的重要政治问题主要是民族性和文化性问 

题，例如本土居民与外来移民的矛盾、新教徒与天主教徒的矛盾、禁酒运 

动的支持者与反对者的矛盾。政党一般都会回避这些可能造成文化分裂 

的问题，政策宣言与演讲的主要内容是强调对党忠诚，对对手的人身攻击 

和爱国主义的陈词滥调。在具体问题上，民主党和共和党一贯的主张几 

乎没有差别，因此无法用意见、主张作为区分两党的指标严政党是地方 

政治团体融合而成的，是意识形态不一致的人的联合体。

分派职位也是华盛顿政治的核心内容。当选总统之后，亚伯拉 

罕•林肯表示，他安排工作的政策将会“对任何人都公平”。他的意思是， 

对他上台有帮助的所有共和党派系都会得到联邦政府的工作。'按这个政 

策去分配工作会很麻烦，但林肯还是这么做了。例如，加州的共和党分几 

148个派系，每个派系都想得到关键性的职位(旧金山港收税官、旧金山铸币 

厂主管、旧金山邮政局长、旧金山副财务长)。有一个派系的头儿是林肯 

在伊利诺伊的好朋友爱德华• D.贝克(Edward D. Baker) o贝克不仅在 

加州建立了共和党组织，还在俄勒冈建立了共和党组织，而且还当选为俄 

勒冈的国会参议员。贝克虽然取得了国会参议员这一要职，但还想在加 

州占个重要的位置。《旧金山公报KSan Francisco Bulletin)的编辑詹姆 

斯• W.西蒙顿(James W. Simonton)领导着另一个加州共和党派系，他 

也想占据加州的重要政职。林肯于是给这两个派系都安排了政府 

职位。n

政党庇护事宜让林肯忙得不可开交。最困扰他的就是如何奖赏卡 

尔•舒尔茨(Carl Schurz)的问题。舒尔茨是威斯康星州共和党的重要人 

物，希望得到一个外交官职务，但是他出生于德国，而且还是个德国革命 

者,所以他当外交官会是个敏感问题。林肯同时也认识到,舒尔茨对德裔 

选民很有影响力，所以必须认真对待。舒尔茨的问题非常突出，以至于成 

为一个公开化的问题，《纽约先驱报》写道：“除了萨姆特堡(Fort 
Sumter)①这个难题以外，政府的另一个难题就是如对待卡尔・舒尔茨的

① 萨姆特堡是位于南卡罗来纳州查尔斯顿港的一个防御工事。1861年4月12日，即林 

肯刚刚上台的时候，萨姆特堡遭到了南方军的炮轰。随后，美国总统亚伯拉罕・林肯对南方宣 

战，南北战争爆发。所以，这里所谓的萨姆特堡难题应指是否要与南方军队开战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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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这个问题似乎是最难办的。咙舒尔茨这个公务员制度改革的主要 

倡导者，最后得到了西班牙公使的职位。

林肯就职后，对1520个由总统委任的官员职位中的1 195个职位进 

行了重新任命。但这只是个开始。在争取连任的斗争中，他依然在使用 

庇护的手段。1864年9月，纽约海关的一些反对林肯的雇员被解雇；10 
月，布鲁克林海军基地的一些反对林肯的工作人员被开除；11月，林肯在 

纽约获得了 7 000张选票严这位立誓保卫联邦的总统，第一次把共和党 

联合了起来,使之成为维护统治的力量。

在林肯之后直至世纪之交的每一位总统都抱怨过“寻求职位者”给他 

们带来的压力。总统詹姆斯•加菲尔德对寻求职位者“泛滥成灾”感到惊 

诧。“我的天，这职位到底有什么好，使人那么想得到它?皿切斯特・艾 

伦•阿瑟每周“只有''三天要接见寻求职位者严格罗弗・克利夫兰在他 

的第二次就任演说中专门花时间去谴责了“道德败坏的疯狂分肥①”，他 

甚至还劝人们远离政治中心华盛顿严他希望在全面实行政党庇护制度 149 

和全面实行公务员制度改革之间寻找中间道路。他不同意“按政党的意 

图迅速解雇官员”，但同时又说，“对于那些心胸狭隘的人，我无法苟同，他 

们一点也不认可党派工作和服务的意义，用傲慢的态度鄙视所有申请政 

府职务的人,就好像他们是在干罪恶勾当一样o，，17
但这句话还不足以给分肥制度正名。对于政党庇护，克利夫兰并不 

完全排斥，而是比较谨慎地使用这种权力。记者弗兰克・卡朋特(Frank 
Carpenter)记录下了一位国会议员(未指名道姓)对克利夫兰的批评。这 

位议员说,公务员制度改革“是在政治领域中有史以来最愚蠢的尝试”。 

他还说，如果要进行公务员制度改革,克利夫兰应该跟即将卸任的总统切 

斯特•艾伦・阿瑟说:“阿瑟先生，人民确实是选择了我来接替你的位置。 

但是我认为，一个人在担任公职并干得不错的时候，他就不应该受到骚 

扰。每个人都说你是个好总统,所以我将回水牛城继续干我的法律工作 ， 

让您留在白宫。'^

全国各地的邮政局长是庇护系统中的关键职务。邮政局长既是一个 

政府职务，也是个政党职务。他们是政党报纸的代理人，也是政党机构的 

组织者;他们传播自己政党的宣传材料，同时扣留敌对党派的宣传信件； 

他们在邮局里张贴党派性的“让人恶心和厌恶的海报”，还把这些海报指

①分肥指政党执政后将无须选举产生的公职当做战利品瓜分，参见第三章“引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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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

给敌对党派的顾客看，以示嘲讽严在那个时候，邮局工作人员常在邮局 

里搞募捐以筹措竞选资金。1887年,克利夫兰下达了禁止这种募捐活动 

的行政命令,但在此之后邮局仍经常被用于政治用途 。2。邮局的职位对于 

政党相当重要，因为邮局遍布全国，占据邮局职位意味着这个政党在全国 

各地都有势力。1896年,政党庇护下的邮局职位达到了 78 500个。与在 

任总统同一个党派的普通国会议员的手中掌握着大约200个邮局职位， 

这个党派的参议员以及其他大人物则控制敌对党派所代表的地区的邮局 

职位。2】

在当时的普通公民的眼中，邮局是联邦存在的重要象征。在军队解 

散①后，邮局甚至成为联邦存在的唯一象征。“除了极少数人去海关缴纳 

进口税，征收威士忌、烟草、火柴生产税，或带印花税票去银行兑现支票这 

些事以外，没听说过其他与联邦有关的活动。”路易斯•布朗洛(Louis 
Brownlow)②回忆他在密苏里小镇度过的童年时说严

在19世纪70和80年代，联邦政府超过一半的收入来自于一个机 

构一一纽约海关。这个机构的营业规模是国家最大的私营企业的5倍。 

它是规模最大的联邦机构，也是政党庇护体系之中最重要的机构,其雇员 

不是来自于纽约，而是来自全国各地。纽约海关是个正式的联邦机构，同 

时也是罗斯考•康克林(Roscoe Conkling)③的共和党组织的据点，“象征 

着政党和州的融合'沟。

自1789年以来，纽约和其他地方的海关都在按“均分制度”(moiety 
system)分配罚金和罚没品。所谓均分制度，是指一半的罚金和罚没品上 

缴国库，另一半由举报者、海关收税官、海军军官和检察员瓜分。纽约海 

关官员用欺诈手段夺取费尔普斯一道奇进口公司财物事件东窗事发后， 

国会通过了《反均分法案MAnti-Moiety Act, 1874) o于是,海关收税官、 

未来的总统切斯特•艾伦・阿瑟的年收入从56 000美元猛跌至12 000 
美元严

政党的主要经济来源是靠政党庇护获得职位的人以及政党支持的候 

选人。政党会依据受其庇护的公职人员的工资，确定他们应缴纳的献金 

的额度。这种献金应该是自愿性的，也必须是自愿性的，因为总统拉瑟福 

德・海斯于1877年颁布了一个行政命令,要求切实执行1876年颁布的

① 当是指南北战争之后美国解散军队一事。

② 路易斯•布朗洛(1879-1963),美国著名政治学家。

③ 罗斯考・康克林(1829-1888),美国政治家、参议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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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条削减政治献金的法律。但政治家们可以自己去解释什么叫“自愿”。 

1880年,纽约州共和党主席兼副总统候选人切斯特・艾伦・阿瑟亲自监 

督了“自愿捐款”。共和党州委员在选举之前寄送了 12次催缴献金的通 

知，把所有的邮政局长、国内税局的所有在职人员、海关所有的雇员、联邦 

法官、在奥尔巴尼建造议会大厦的建筑商以及其他很多人都通知到了。151 
在寄出的每一封通知信函上，州委员会让人写上他们期望收到的献金金 

额，一般是催缴对象工资的3%。如果雇员未对催缴信作出积极回应，那 

他就会收到更多的紧急催缴信函。公务员制度改革家多尔曼・伊顿 

(Dorman Eaton)指出，这些索要捐款信件的措辞是命令性的，好像是主 

子在跟奴仆讲话，不像是一个独立的公民在跟另一个独立的公民讲话 。

除了依靠政党获得公职的那些人，政治候选人也会给政党提供经济 

支持。候选人要获得政党的支持，必须给政党一笔数目不小的资金。 

1887年，公务员制度改革的支持者威廉・埃文斯(William Ivins)为纽约 

市的候选人算了一笔账：想要成为市议员候选人，一般需要按一个选区 

15美元的标准给政党付款，而纽约一共有812个选区，所以共需12 180 
美元。想要成为众议员或参议员候选人，则要按一个选区25美元的标准 

付款，共需20 300美元。想要成为法官的候选人，则需付出10 000 
美元/7

政党是规模巨大的组织。宾夕法尼亚共和党组织聘有大约20000个 

固定工作者，比该州的大部分大型铁路公司的雇员还要多。28在纽约市的 

812个选区中，每个选区至少有四个民主党的全职“雇员”。此外，总统选 

举期间政党也需要支付大量金钱。在纽约市，两个党派都必须在812个 

选区中的每一个聘用两个选举检査员和一个文书。这三个人需要工作五 

天,每天的薪水是7. 5美元。也就是说，聘用这些人，每个政党必须支付 

将近100 000美元。当然，除了总统大选还会有其他各种选举，这就意味 

着政党还会聘用成千上万的工作人员并支付更多的工资¥

在19世纪80年代，按工资收入确定的政治献金仍然是政党的主要 

收入来源,但此后，这种收入减少了。1892年，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詹 

姆斯• S.克拉克森(James S. Clarkson)称，征收政治献金是“过时的野蛮 

行径”，政党不能向收入仅够养家的那些雇员或官员强行收取献金。他 

说,他宁可向生意人索要10 000美元，也不愿向公职人员索要1 000美 

元畀克拉克森是共和党全国委员会的主席，他反对全国性的政党机构收 

取政治献金，但州和一些地方性的政党组织其实仍在收取。在地方，收取 

政治献金的制度在19世纪90年代还存在。在辛辛那提，共和党的低级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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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职人员需要把2%—2・5%的薪水捐给政党，有时候这笔钱直接从薪水 

中扣除了。政府部门主管以及其他高级公职人员则进行“自愿”捐献，希 

望获得某一政职的候选人亦然，那些与政府签订合同的商人就更不用 

说了 F
渐渐地，地方的政党组织也不再向底层公职人员收取政治献金了，而 

是只从少数重要人物那里获取大额资助。哈佛政治科学家威廉•B芒 

罗(William B. Munro)在1912年写道:“纽约州曾有这样一段日子，那些 

在市政大厅辛苦劳动赚得几个美元的女清洁工也必须向政党的斗争基金 

库缴款，以保住自己的工作。这样的日子已经过去了。楓2其实，在1912 
年以后，一些地方性的政党组织仍以收取政治献金为主要的筹资渠道严 

尽管如此，从向普通公职人员那里收取小额政治献金到向少数人索取大 

额资助款项的转变还是有重要意义的。这个转变发生后，对于政党而言， 

普通公民不再重要。对于普通公民而言，政党也不再那么重要了。

在政府由政党控制,政党由庇护制度笼罩的时代，在政党向政府工作 

人员和候选人强行索金钱的情况下，公务员制度改革的倡导者非常明 

白，自己占据了道德的制高点。1881年，希望推进公务员制度改革的总 

统詹姆斯•加菲尔德被一个寻求政府职位未果的人刺杀身亡，这可以说 

是分肥制度造成的悲剧,也是道德危机的信号，使人们深切感受到了进行 

公务员制度改革的必要性。这场改革的道德意味明显。改革的领导者 

“就好像历史上的福音派传教士(也如同他们一般步步受阻)和十字军战 

士一样碎。改革家乔治・威廉•柯蒂斯(George William Curtis)宣称， 

他的事业是“人民的事业、人民的改革”。他还预测说首届积极推行公务 

员制度改革的政府“将会得到仅次于救赎世人的自由联邦的荣耀那5 o
公务员制度改革是一场世界性的运动。英国、普鲁士和加拿大分别 

于1870年、1873年和1882年把主要的改革主张变成了法律条款o361877 
年，纽约建立了纽约公务员制度改革联合会(the New York Civil Service 
Reform Association),此后不久它就发展成了全国性的组织。四年后，即 

1881年，国家公务员制度改革联盟(the National Civil Service Reform 
153 League)成立。这两个组织都十分积极地搞宣传。纽约公务员制度改革 

联合会在1880-1882年间散发了 50万份宣传册和其他材料，还举办征 

文比赛、向国会请愿、在报刊上发表文章。酹在那个时候，全国性的企业越 

来越多，它们的生存和发展与邮局、海关这些公务机构有密切关联，所以 

商人们也大力支持公务机构的改革严

改革看上去是无法阻挡的。总统詹姆斯■加菲尔德于1881年遭刺 



第四章 美国公民权的第二次转型:1865-1920 I 129

杀身亡后,切斯特•艾伦•阿瑟继任总统。他原本是庇护制度的执行者, 

可到了这个时候，就连他也宣称要推进公务员制度改革。后来他还签署 

了 1883年《彭德尔顿法案MPendleton Act)①,并建立了监督公务员考试 

的公务员委员会(the Civil Service Commission) o与联邦公务员制度改 

革相比，州一级的公务员制度改革要迟缓一些。在19世纪80年代，只有 

纽约和马萨诸塞两个州进行了改革，伊利诺伊、印第安纳和威斯康星于 

1895年跟进。此后不久，很多州都进行了改革。与州相比，城市一级的 

公务员制度改革要更迟缓一些。

在联邦层面上，公务员制度改革的相关法律颁布之后，改革缓慢地展 

开了。《彭德尔顿法案》要求实行公务员功绩制(merit system)②,政党为 

了保护自己的利益，首先给自己的人委以官职，然后再把这些官职变成功 

绩制之下的职位，这样敌对党派上台后就不能开除这些官员。西奥 

多・罗斯福在1908年对公务员职位的重新分类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罗斯福是共和党人，他在任时把俄亥俄河以北到密西西比河东的所有的 

第四等邮政局长都列为公务员制度改革的对象，使之成为功绩制下的职 

位。这是因为，自1896年以来，这个范围内的各州都是支持共和党的，把 

这些州的邮政局长职位定为功绩制职位,一方面能使民主党难以插足，另 

一方面也能让他的接班人、下一任共和党总统威廉・霍华德・塔夫脱继 

续庇护这些邮政局长和控制这些邮局严虽然在1883-1900年间，功绩 

制的范围不断拓展,但政党巧妙地利用功绩制谋求私利，同时联邦的职位 

也在不断增多，所以政党庇护制度依然在延续。1883年，《彭德尔顿法 

案》使131000个联邦职位中的14 000个变成了功绩制职位。到1900 
年，功绩制职位达到了 95 000个，但是政党庇护制下的职位总数仍有 

113 000个，在数量上与以前相比基本没有减少。4】政党能够适应公务员 

制度改革，因为改革“没有让它们立即付出代价观2。

虽然两党在暗地里利用公务员制度改革谋私，但在表面上，它们还是 

摆出了支持改革的姿态。这就营造出了一种新的氛围，塑造了一个新的 

理想，也让官僚们更注重为联邦服务而不是为党派服务。这也许提升了 

邮局以及其他联邦机构的工作效率，但也有损于政党组织的团结，降低了

154

① 《彭德尔顿法案》,又译作《文官法》，是针对美国公务人员任职问题而制定的一系列法律 

条款。它的通过和实施,代表政党分肥制的终结和功绩制的开始。

② 功绩制是一种文官制度，主要内容包括:公开考试、机会均等、择优录用；按工作成绩决 

定升迁、奖励；实行统一工资和同工同酬；非因过失不得辞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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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党调动追随者的能力。在政党时代,庇护制度是政治传播的核心要素。

对于19世纪的政党而言,庇护制度说多重要有多重要，但公务员制 

度改革也很重要，因为它取消了庇护制度，开启了一个新的政治时代。若 

回忆一下庇护制度的时代，我们就会发现很多大文学家都生活在庇护制 

度的保护伞下。纳撒尼尔•霍桑在他那不朽的名著《红字》中提到了塞勒 

姆镇海关(Salem Customhouse)，他自己其实就是靠政党任命在海关谋得 

了一个文书职位。赫尔曼・梅尔维尔也是一样，他在1866—1885年间任 

纽约海关的外勤检査员。还有沃尔特•惠特曼,1865年在华盛顿的陆军 

薪水出纳办公室担任抄写员。

庇护制度慢慢地走向了死亡，但美国民主的“肌肉”组织也开始萎缩， 

那些曾经能推动宪法的“肌肉”，现在动不起来了。也许，如同改革者所 

言，要建立维护公共利益的真正的民主政府，必须踢开对职位如饥似渴的 

政党这个绊脚石。从组织和精神上削弱政党，也许可以让公共领域更加 

纯净，但也会让它失去吸引人的丰富色彩。

竞选活动:“查普•克拉克怎么了？他很好！ ！ ！”

19世纪那些声势浩大的竞选活动主要在街头、户外开展。活动中会 

有很多精心准备的仪式，例如竖立高达100英尺的“自由柱w(liberty 
poles)。每个政党都会尽力升高自己的柱子，使之高过敌对政党的柱子， 

夜幕降临后还会派人去摧毁对手的柱子。与竖立“自由柱”一样,游行这 

种活动也是有竞争性的。如果一个政党让272个人参加了游行,“在后面 

凑热闹跟着走的小男孩不计数”,另一个政党的游行队伍只有251个人， 

那么“全城的人都知道这意味着什么楓5。就连音乐也是有竞争性的。

155 1896年，在印第安纳州沙利文郡，两个政党都组织了合唱团。共和党建

造了一辆可以坐上40个歌手的巨型马车,有顶棚、窗帘、彩旗。在车夫的 

后面有一架小管风琴，车身围了一圈装满食物的餐桶，以便让旁观者记起 

麦金利①的竞选口号。这辆合唱团马车“只需％匹马就能拉动，但有的竞

(D当是指威廉・麦金利(1843-1901),美国第25任总统。他于1897年就任总统，执政四 

年中美国经济繁荣，因而被人称为“繁荣总统M900年竞选连任，并于1901年再次当选，后被剌 

杀身亡。麦金利在第一次竞选总统时使用的宣传口号是“爱国、保卫和繁荣"(Patriotism, Pro
tection, and Prosperity)； 1900年竞选连任时，他使用的宣传口号才是“装满食物的餐桶，再来四 

年"(Four more years of the full dinner pail) o * Dinner pail”指普通工人用来装午餐或晚餐的有盖 

圆柱形容器。麦金利用这个口号向选民说明他能让国民继续过四年好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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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宣传马车甚至需要20头骡子才能拉动严

在20世纪晚期的人眼中，19世纪的政治选举跟大学男生联谊会组 

织的选举一样幼稚和夸张。那个时期美国的政治选举可谓臭名远扬。法 

国小说家儒勒・凡尔纳(Jules Verne)让他笔下的英雄斐利亚・福克 

(Phleas Fogg)①一抵达旧金山就遇到了一次选举。游戏场先生和老男孩 

先生(Mr. Gamerfield and Mr. Mandiboy)正展开选举竞争。两人各有 

一拨支持者，两拨人之间发生了激烈的争吵,手杖棍棒开始挥舞。福克从 

一片混乱中脱身之后，问他的行李搬运工是什么引发这种混乱，搬运工告 

诉他这只是一次普通的政治集会。福克继续问：“那一定是在选大将军 

了？ ”“不，先生，是在选太平绅士。”搬运工回答说。

政治竞选活动包括在大选之前的很多先行集会。政党在提名最终候 

选人之前，一般会举行上百场会议、核心会议和先行选举。1880年，纽约 

市的政党在决定候选人提名之前,举办了 72场先行选举，召开了 111次 

党众集会。1877年，新泽西的民主党集会参与者有1 000人之多。1880 
年,18 000名共和党人赶往芝加哥参加了共和党全国会议。*从全国性政 

党大会到州的政党会议再到小城镇的政党核心会议，这种犹如金字塔形 

状一样铺开的会议体系给公民提供了很多参与政治的机会。参与其中的 

公民会发现竞选活动十分有趣，有时还会有经济回报。在镀金时代,20% 
参加选举的选民会从选举工作者那里得到不同形式的报偿。1880年，纽 

黑文只有62000名居民，但却为竞选建立了 42个团体，组织了 64次游 

行,吸引了城市中三分之一的合格选民参加。

改革者有理由怀疑，这些活动是不是真的让公民参与到政治进程中 

去了。提名候选人的往往是参与者寥寥无几的政党核心会议，而且参与 

者的投票选择往往是一致的，都只选特定的一人作为候选人。这是因为， 

政党领袖不想出现意外严改革者威廉・埃文斯问道，如果选民“只是专 

业人士玩游戏时的筹码”，那还有没有民主？他还十分敏锐地观察到， 

1884年纽约市举行的1002个提名候选人会议中，有719个是在沙龙或 

沙龙隔壁②召开的月

156

① 斐利亚・福克是凡尔纳的名著《八十天环游地球》的主人公,他从英国岀发，用了八十天 

的时间环游了世界。

② 沙龙地方很小，能进去开会的人不多。这就间接说明参加提名会议的只是一小撮政治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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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的单一税倡导者亨利•乔治(Henry George)①在1886年参加 

了纽约市长竞选。这次选举开始之前，政党已在街头巷尾组织了上百次 

演讲集会。“常见的方式是，在公布的时间快要到了的时候，在街角停住 

一辆卡车，几位演讲人站在卡车的尾挡板处轮流向拥过来的人群发表演 

说。”这样的集会非常多，所以这次竞选被人们戏称为“尾挡板竞选”。演 

讲者一般会从一辆卡车换到另一辆卡车，在一个晚上发表2-6次 

演讲产

一般来说，组织政治游行也是政党的工作。让亨利•乔治参加市长 

竞选的是劳工组织，他们没有政党所掌握的那些资源，但他们有威廉・麦 

凯布(William McCabe)o麦凯布是个熟练印刷匠，在1882年和1883年 

组织过劳动节游行,有经验，所以也可以帮助劳工组织组织游行。他担任 

了游行的总指挥，给各个劳工组织分派工作，让“乔治贸易联盟"(George 
Trades Legion)和区域组织等游行“分部''去指定地点集合。要求支持者 

在游行当晚“点亮自己的整个家或者自己占据的那一部分"。他向支持者 

呼吁:“这次游行是最终的劳工投票大游行的序曲。我们在周六游行，到 

了周二将去投票。那么，兄弟们，请都加入游行吧，为这场旨在建立诚信 

的市政府和让辛苦工作的人不被奴役的伟大政治运动壮大声势。这样， 

你们在周六晚上就可能提前让亨利•乔治当选。柝3
游行当晚在下雨，但仍有大约30 000个支持者参与了游行。亨 

利・乔治在联合广场检阅游行队伍。他花了两个小时看着游行队伍鱼贯 

而过。游行者喊着口号：“嘿！曜！吸血蚂磺不能留”;“乔治！乔治！大 

157家选乔治! ”乔治的支持者说，这场游行的参与者没有穿统一的制服，火炬 

也很少，所以可以显示出典型的政治游行所缺乏的那种“真诚”。“参与者 

的热情不是制造出来的,他们是在自发地表达意愿。桝4

一些男性反对让女性享有投票权,理由是女性易受情绪感染。但是， 

竞选游行、政党大会以及其他各种政治集会活动也能让男性同胞情绪激 

动,所以他们提出的理由就有些站不住脚了。一些支持女性投票权的人 

如安娜・霍华德・肖(Anna Howard Shaw)对这种观点进行了嘲讽:“女 

性不应该有投票权，是因为她们是歇斯底里的和情绪化的……我听很多 

人讲过我们的情绪问题，所以我去巴尔的摩参加了最近一届民主党全国 

大会，去看看男性群体有多么沉着冷静。”她接着描述了与会男性丑态:他

① 亨利・乔治(1839-1897)，美国19世纪末期的知名社会活动家和经济学家。他主张土 

地国有，征收单一地价税，废除一切其他税收，使社会财富趋于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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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乱喊乱叫，一起唱“猎犬之歌”①。他们会把自己的帽子丢上天，叫喊 

着:“查普・克拉克(Champ Clark)®怎么样了？”帽子落下之后，捡到的人 

重新将其抛起，并一起喊:“他很好！！ ！”这样的闹剧一宜持续到凌晨5点 

才结束。安娜•霍华德・肖用讽剌的口吻总结道：“他们不是歇斯底里， 

这只是忠诚爱国，是伟大的男性在坚守原则。那5
推行公务员制度改革，并且努力使选举变得有教育意义、变得不那么 

狂热的改革家是一群自由主义者、独立人士，或者是在1884年背叛共和 

党转而支持民主党候选人克利夫兰的骑墙派。这些人主要是东北部城市 

的白人男性，大都有盎格鲁一撒克逊血统并信奉新教，一般是经商人士或 

有专门职业,所以身上带着上流社会的高尚气味，并且认为自己的目的也 

很高尚。他们的声音最洪亮的代言人——记者E.L.古德金(E. L. God- 
kin)发出了几个呼吁：阻止东欧和南欧的人移民到美国；对选民进行文化 

和智力测试,黑人选民还要进行“道德”测试；制定禁止移民投票的归化 

法，让富人掌握更多选票。(他反对给予女性选举权，因为他认为这样女 

仆会用选票压倒女主人。严古德金坚定不移地认为，盎格鲁一撒克逊人 

是文明的脊梁外国人则缺乏“盎格鲁一撒克逊人那种对于规则和法律 

传统的尊敬”。他发表这个观点后，其他改革家经常随声附和严古德金还 

认为,如果黑人通过了道德以及教育测试，还是可以有投票权的。他在奴 

隶解放后十年左右就开始提出让黑人参加道德测试，目的是想知道在奴 

隶制下长大的黑人有没有从事普通工作养活自己的能力。教育测试则是 

考察黑人有没有阅读“选举日的早报的一篇文章”的能力。他认为美国 

人太过关注人的自然权利，却不重视“教育、培训和文化的价值吶。

改革者对于政党的批评以及他们反民主的论调没有被所有人欣然接 

受，有人开始了反击。纽约州参议员罗斯考•康克林在1874年对他的共 

和党同伴说:“要让大多数人的意志成为法律，让公众发出声音，政党是最 

好和最安全的渠道。呦《明尼阿波利斯论坛报^(.Minneapolis Tribune)嘲 

笑骑墙派领袖，说他们全都有中间名，而且全都把自己的中间名完整地拼 

写出来(如 Thomas Wentworth Higginson, F. Winthrop White, James

158

① 即the Hound Dog songo在1912年的总统大选中，查普・克拉克的支持者经常唱这首 

歌。

② 查普•克拉克(1850—1921),全名为James Beauchamp Clark,美国著名政治家，民主党 

人，曾任众议院议长等职。1912年，他为了能够参加总统大选而四处游说,但未能获得民主党的 

总统候选人提名。民主党最终提名伍德罗・威尔逊参加总统大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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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eeman Clarke)是在装腔作势。①《纽约论坛报》则用了一首诗来嘲笑骑 

墙派：

噢，我们是社会的中坚，

也是人们的选择，

我们全都是有价值的人，

而且比你们要好得多！62

改革者并不想完全消灭政党或派系，他们认为党派的存在是有必要 

的，但党派控制一切、选民对党派愚忠则是不可取的。他们呼吁：不要盲 

从政党，让政党坚持自己的原则，确保候选人是德行高尚的人，而不只是 

个党棍。改革者秉•持着一种“政治上的新教主义”阴，希望让美国的选民 

变成在政治上独立的人。他们集中火力攻击的是对于党派的顽固忠诚：

大多数人是那么地遵从过去的传统和习俗，政党的名称、信条和

159 领袖，他们奉若神明。就好像印度教教徒，甘愿死于载有克利须那神

像的巨车轮下，却不愿意用自己的明智的选票打造和驾驭文明之 

辕轨。64

骑墙派对民主的疑忌颇多。他们认为，从党员人数多就能控制政府 

的杰克逊主义年代开始°5,事情就不对头了。他们试图用多种手段限制 

政党发挥其影响。公务员制度改革是一个重要手段，但是推进改革的组 

织和媒体也十分重要。他们在政党之外建立了协会组织，去推进教育、自 

由贸易、公务员制度改革、关税改革和市政改革。

在那些年，志愿性的全国团体急剧增多。农民在1867建立了格兰其 

农民协会(The Grange),在1874年和1886年两度建立了农民联盟(the 
Farmers * Alliance) ； jC 人于 1869 年建立了 工人骑士会(Knights of La
bor) ,于1886年建立了美国工人联合会(American Federation of La
bor) ；退伍军人在1866年成立了共和国荣军团(Grand Army of the Re
public) ；女性选举权的支持者于1869年建立了美国女性选举权促进会

① 英语姓名一般分三部分:名、中间名、姓。在英国，最早使用中间名的大都是贵族。在美 

国建国之初，中间名并不多见。在19世纪晚期，中间名才开始流行。而且，美国人在称呼一个人 

的时候，中间名一般会被忽略。例如，美国总统奥巴马的全名是巴拉克・侯赛因・奧巴马二世 

(Barack Hussein Obama II)o人们一般称其为巴拉克•奥巴马。若使用中间名，目的一般是让 

两个同名的人区别开来，而且这个时候使用中间名的首字母也就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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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erican Woman Suffrage Association)和全国女性选举权促进会(Na- 
tional Woman Suffrage Association),女性其他权益的支持者和禁酒运动 

的支持者于1890年组建了女性俱乐部大联盟(General Federation of 
Women's Clubs),于1874年建立了女性基督教禁酒协会(Women's 
Christian Temperance Union),于 1894 年建立了反沙龙同盟会(Anti-Sa
loon League)①。在这些兄弟会组织(fraternal orders ［②不断发展的同 

时，贸易组织和商业游说团体也在发展。1895年，全国制造商联合会 

(National Association o£ Manufacturers)成立。法院在大体上允许这些 

组织自由建立，也不干预它们的内部事务，但有一些保守的司法机构不允 

许这些组织罢工、示威抗议和抵制。

最近有学者提出，女性是组建利益团体的先锋模范。按照这个观点， 

我们似乎就能把从政党到压力团体的转变称作政治领域的女性化转变。 

女性的确是建立利益团体的先锋模范，因为她们无法直接参与政党政治， 

但是那时的男性组织其实也不比女性组织逊色，例如成员主要是男性的160 
公务员制度改革组织以及成员必须为男性的退伍军人组织。共和国荣军 

团坚持自己的立场，对公务员制度改革、关税改革以及当时的其他重要事 

务施加影响。在19世纪80和90年代，该组织为养老金问题而进行的游 

说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一位历史学家称，是退伍军人“造就了福利国 

家亦。

虽然这些团体独立于政党之外，但也不是跟政党没有关联。它们会 

把手中的选票当做筹码,让政党帮其实现政治目的。政治从一大群人向 

传统的政党组织效忠转变成为个人选择坚持原则的领袖的活动。这对政 

党以及政党的竞选活动产生了影响。政党开始迎合改革者的要求，以一 

种比较收敛的方式开展竞选活动。两党的领袖都开始鼓吹“有教育意义” 

的竞选，并不再大力支持竞选游行，而是致力于制作宣传册和传单。在 

1888年的总统大选中，寻求连任的民主党候选人克利夫兰败北，但民主 

党人仍然骄傲地称他们搞的竞选活动有教育意义，并以高兴的口气说“竞 

选赞助公司”的财产损失很大。从游行到宣传册的转变让政党组织把权 

力集中到了中央，中央宣传局、电报局以及负责安排演讲的中央演讲部门

① 反沙龙同盟会，一个禁酒组织。

② 兄弟会，或称fraternal societyo在过去，兄弟会一般是带有某种目标且能培养成员间情 

感的民间社团组织。在现代美国，兄弟会或姊妹会(sororial society)常见于大学，是一种学生联 

谊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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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了更多的权力。渐渐地，声势浩大的竞选活动踪影难觅。到了 1892 
年，全国和地方的政党领袖已不再愿为游行和展示活动提供大笔的资金 

支持「81896年，共和党宣传局局长佩里•西斯(Perry Heath)宣称，他制 

作的宣传册上没有“任何政党曾用过的侮辱性词汇，或竞选中常用的脏 

词”,而且确实“不具任何的党派性特征，以至于没有任何读者能够分辨出 

是谁制作了它，虽然它其实来自于对现实的钞票感兴趣的某些人吶。

政治游行在1900年和1904年仍能见到，但后来迅速消失了。合唱 

团和唱歌活动越来越少,在晚间举着火炬行进的活动亦然。％党徒们不再 

为他们心目中的政治英雄点亮自己的家和营业场所。1908年，《纽约世 

161界报KNeuu Yorkfs Wo厂加)观察到:“现在人们不再重视游行了。”这位社 

论作者用淡定的笔调写道：“偶见的游行只能招来好奇的看客，只是对过 

去的日子的苍白纪念。”7】

在政党核心会议、烧烤晚会、游行和竖立自由柱仪式结束后，选举日 

终于到来了。去投票点投票曾经是男人们的消遣活动。这会是吵吵嚷嚷 

的一天，忠于某个政治寡头的团体或派系把持着一切，地方的政党机构会 

派人像赶羊一样把对投票没多大兴趣的公民赶去投票。暴力事件稀松平 

常，掏出手枪开火也绝非罕见，逮捕捣乱分子的场景时常出现。72到处都 

可以见到这个人给那个人递钱。1870年，罗德岛选举活动的目击者告诉 

美国参议院调查团：“如果没有钱……罗德岛就一次选举也办不了，就好 

像是没尸体就办不了葬礼。桝3政党花钱雇来一些人，让他们到处去游说， 

在选举日之前找到那些可以拉拢的选民。在选举日，政党又雇来了一堆 

走卒，让他们劝诱选民，给选民发事先印制好的选票，选民什么都不用填 

就可以把它投进票箱。74在纽约市，有个被称作“盒罩选区”的活动，即为 

政党工作的人会置身于投票点附近，带着用雪茄盒装着的选票分发给选 

民。花钱雇人发选票是最基本的竞选开销。75政党知道有的选票会被浪 

费掉，所以会按一个选民五张的比例去印制选票。76在旧金山，手上攒着 

一大沓选票准备发的人把投票点围了个水泄不通，选民必须要拨开这些 

人才能挤到投票箱跟前。77选举日属于政党。选举本身可以说是公共活 

动,但却由私人组建的政治党派操控。就好比今天的州政府可以与私营 

公司签订合同，让他们去运营管理州内的彩票抽奖,甚至是州立监狱或公 

立学校，19世纪的民主选举也被委托给两个运营商管理。这两个运营商 

一个叫民主党，一个叫共和党。各州的法律基本上都没有对选举中的行 

为作出规定。1887年之前的新泽西的法律只是圈出了选举管理官员、规 

162定了选票的样式以及投票点的位置。78政党掌握着19世纪的政治，这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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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是事实。

在选举日，党派会给很多选民发钱，投票成了给政党打零工。新泽西 

的选民投出手上的一票一般可以获得1-3美元的收入。在选举日，五分 

之一到三分之一的选民可以得到报偿。在某种程度上，“购买”选票是19 
世纪80年代政党主要的竞选开销。79购买选票的行为绝不同于殖民地时 

代的“招待”活动。招待是由绅士举办的，象征着一种社会关系，即下等人 

对绅士恭顺。它是在投票之后而非投票的过程中举办的；是公开的而不 

是鬼鬼祟祟的。购买选票的活动则是由政党一手操办的，目的是收买那 

些没有社会地位的人，而且买卖双方讨价还价的情况时有发生。1888 
年，在纽华克市，政党雇员与选民就选票讨价还价，双方说定价格后，政党 

雇员会给选民几个黄铜代币，选民可以拿代币到附近一个沙龙的后屋去 

兑现。8°改革者视购买选票为政治腐败，但实际做这事的人认为这不过是 

政治分肥制度的衍生物。如历史学家约翰・雷诺兹(John Reynolds)所 

言:“19世纪以金钱为基础的选举制度，混淆了按劳付酬和贿赂之间的界 

限,使这两者难以被区别开来。如果政党可以在选举日付钱雇马车拉公 

民去投票，那么驾车带着自己的工人和邻居去投票的农夫为什么就不能 

指望获得报偿呢？如果卖选票的贩夫走卒可以得到回报，投票者为什么 

就不能呢?屈

选举中还有明显的舞弊行为。工人骑士会的领袖特伦斯・鲍德利 

(Terence Powderly)的记忆中就有一段关于选举舞弊的故事。1876年， 

他担任宾夕法尼亚州卢塞恩郡(Luzerne County)绿背工人俱乐部 

(Greenback-Labor Club)的主席。在选举之后他发现，三百多个俱乐部 

成员中只有三个人给自己俱乐部提名的候选人投了票。这到底是怎么一 

回事？ 一个选举委员会的成员向他解释说，这是因为他没有安排绿背工 

人俱乐部的人去选举委员会当点票员。选举委员会认为该地“天生就是 

民主党的”地盘,于是就把投给绿背工人俱乐部候选人的选票记在了民主 

党的候选人名下，以免造成选票的“浪费”。

在俄亥俄，选票既可以买又可以卖。在印第安纳，政治家在1888年 

为了一张选票付岀的钞票金额高达15美元。在密歇根和印第安纳，选举 

管理官员发布虚假的选举公报严当然，竞选失败的人会成天抱怨，说他 

人舞弊造假,但是真假难以分辨。竞选的胜利者则会尽力不让公众知道 

自己获胜的方法。1880年，副总统候选人切斯特・艾伦・阿瑟在大选中 

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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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

获胜。就任前夕，他在联盟俱乐部(Union League Club)①的晚宴上说: 

“我觉得还是不要讲我所知道的那些竞选中的小秘密比较好，因为我看见 

有记者在场，他们会把什么都记下来・・・・・・我简单说一下，在竞选中大家都 

是兴致勃勃的，把宣传单和政治文件散发到了全国各地・・・・・・要不是因为 

有记者，我就跟你们讲真话了，因为我知道你们是我亲密的朋友，也是共 

和党的忠实拥护者。”阴

在某一个州的选举投票将决定总统选举的结果(常常是纽约州或印 

第安纳州)，并且两党在该州势均力敌的时候，舞弊就是一个可以决定胜 

负的手段。当然，当代学者对于那个年代选举舞弊的描述有点过于夸张 。 

1889年泽西城(Jersey City)的选举可谓臭名昭著，因为有人称选举中有 

1万张选票都是假的。但是，有人调査后发现，仅仅只有1 500张假选票。 

这意味着,在所有选票中，只有5.5%是有问题的。这一数字改变不了当 

时的选举结果异

从描述选举活动所使用的词汇，我们就能管窥选举过程。在选民抵 

达投票点的时候，政党走卒会把“滑入票”(slip ticket)交给他们，然后一 

直跟着他们，直到看见他们把选票投入票箱。如果选民想改变政党提供 

的“一致票"(straight ticket)②上面的名字，他就会“划掉"(scratch)上面 

的名字然后写上别的名字。有一些政党走卒提供可遮盖住印刷在选票上 

的名字的粘贴纸，俗称“贴纸”(paster)或“胶条"(sticker)o詹姆士 •布赖 

斯观察到，因为候选人的数量常常很多，普通公民对于政治的了解又常常 

很少,所以那些意欲“刮除”或“粘贴”的选民，最后其实也是乱蒙乱撞，找 

不到选择的依据。尤其是在大城市，他们会陷入绝望，最终投出的仍是政 

党事先准备好了的选票严

不同的政党使用不同大小的选票，所以投票是一种完全公开的行 

为严选民将要给哪个党投票，一看他手握选票的大小便知。有些选民会 

将选票装到大衣口袋里不让人看见，但只有极少数人会这么做。“对于大 

多数的公民而言，所谓投票曾经就是与其他党众站在一起等别人来 

点数严7
那个时候的美国仍是一个农业国家。对于住在农村的选民而言，参 

加选举意味着抽出半天的工作时间赶路进城,去见朋友和处理各种事务， 

投票只是其中之一。对于农村人而言,选举日是一个节日。这不是因为

① 联盟俱乐部，一个政治家常去的高级会所。

② 一致票，指所选的候选人全属于某一个政党的选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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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人很关心某个政治问题或某个候选人，而是因为选举日属于“一年之 

中仅有的那几天，所有人都能去最近的村庄聚会”就o
即使投票已经结束，选举仪式也会继续举行，例如清点选票。在纽约 

市，选票的数量首先是在报社汇总的，所以选举日当晚报社异常忙碌。纽 

约的一位新闻编辑朱利安•拉尔夫(Julian Ralph)回忆称，投票结束后， 

记者的一个主要任务就是处理选票数据。数据“这一点那一点地传过来， 

必须像佛罗伦萨人拼马赛克一样把它们拼起来”。由于最先知道选举结 

果的是报社，于是就有很多人会聚集到报社门外打探消息。“开始只有几 

小撮人。一撮在《新闻报》门口，一撮在《时报》门口。在《太阳报》《世界 

报》《论坛报》以及其他报纸门口，也会有人聚集。后来人变得越来越多， 

公园大道(Park Row)被人群堵塞，市政厅公园(City Hall Park)里也都是 

人。人的数量多如牛毛，他们在耐心等待,一片欢声笑语……，，89

然后一切就都结束了？还没有。对选举结果打赌赢了的人现在要去 

领钱了。有人会发表庆祝竞选胜利的演说,然后有人就会发表反唇相讥 

的演说。在委任状到来的时候，胜利者欢呼雀跃，失败者则会痛责对方营 

私舞弊。

政治竞选风格发生了转变是因为政治有了新的内涵，同时，这种转变 

也赋予政治新的内涵。政党不再认真培养忠实的党徒，转而去努力劝服 

“漂浮不定者”，即那些不依附于政党的选民。这就为以政策为导向的政 

治打下了铺垫。如果国庆日的演说、传统、对职位的许诺和选举日上施加 

的压力已不足以培育出忠实的党徒，那么在新时代,政党想要取得胜利就 

必须依靠新的手段——承诺将施行某些政策。

1870-1900年间的政党不是什么政策立场都没有，只是他们的立场 

改变得太快，缺乏连贯一致性。关税问题就是个很好的例子。政党常常 

通过收关税来筹集竞选资金，所以关税政策怎么对自己有利就怎么改。 

1880年，民主党候选人温菲尔德・S.汉考克(Winfield S. Hancock)宣称 

收关税是“地方”的事务,应由地方自己来管。他肯定是正确的。但是，支 

持贸易保护主义的一般是共和党，汉考克所属的民主党一般支持自由贸 

易。这也就是说，为了维护某些特殊利益，自己党派的原则也是可以改变 

的。还有一个类似的例子:在19世纪80和90年代，共和党和民主党就 

金银货币问题发生了激烈的争执。①金银货币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问

165

①主要就是否废除以黄金为本位币的货币制度和白银自由化问题而展开的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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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它带有象征性意义一一银子是普通民众的财富，金子是商人的保障。 

政党既想迎合商人，又想迎合普通民众，于是不断改变自己在货币政策上 

的立场和原则。9。

竞选与其说是因为两党在某些问题上有分歧而展开的活动，不如说 

是制造问题的活动。随着时间的推移，政党在竞选时慢慢放弃了游行转 

而分发宣传册，于是，为了展现自己的身份特征，它们不得不清晰地表达 

并坚持自己对于某一问题所持的立场和原则。同时，教育、看管罪犯、照 

料精神病人、医疗卫生和经济管理等问题越来越受到重视,各州在这些方 

面的公共支岀越来越大，这意味着政党可以对很多现实问题表明自己的 

立场，不用一次又一次地发表不着边际、空洞无物的演说。9】政治竞选活 

动开始变得有教育意义，政府对于经济的影响也越来越大。于是，各种 

“问题"(issues)就被推到了政治战争的前线。

政治文化发生了彻底的转变，这是多种改革和多种社会变革合力的 

结果,竞选改革只是诸多改革中的一个。其他的改革，尤其是在1900年 

之后的改革，借大众民主之名或科学、效率之名对政党发起了攻击。在提 

名候选人的方式上，大众参与的预选(primary)0正式取代了秘密提名候 

选人的政党核心会议。在1900-1920年间，各州一个接一个地颁布了举 

行预选的规定。到1917年，除了 5个州以外的其他各州都有了大众直接 

参与的预选，而且，其中的32个州规定，所有州政府职位都必须经过大众 

166宜接参与的预选才能产生。1916年，已有26个州实行总统大选预选，政 

党对于候选人提名的控制越来越少。《宪法第十七修正案M1913)规定， 

参议员必须由民众直选产生。民众直选加上政党预选，割断了参议员职 

位与州内政党组织的关联。°?立法提案权、全民公决权、投票罢免权给各 

州，尤其是全面认可这些权利的西部各州，带来了一种新式的直接民主。

以“科学”之名进行的改革主要包括:减少选举产生的城市官员的数 

量、弱化市政委员会制约市长的权力。简化各行政委员会与官员参与市 

府行政的程序。加尔维斯敦(Galveston)市政府于1901年首开先河实行 

了市政委员会制度(city commission systems),到1920年,全美执行这种 

制度的城市差不多有500个。政府的统计工作不断进步,并开始设立立 

法调研机构,市政改革者也不断鼓吹政治科学的作用。这一切其实都在 

强调,应该把“情报”和“商业方法”引入政治生活。政治生活的“科学化”

①某一政党已登记的选民为提名候选人而举行的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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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州政府职责的增多以及城市中行政工作的复杂化是分不开的。市政府 

只负责收税和清扫大街的年代过去了，他们现在要负责发展教育，建立公 

园，还要经营管理公共交通、水利电力、城市照明、垃圾处理。于是，有人 

提出，市政府曾经是现在也应该是一种“生意”，因而应该“科学地”管理。 

这是一个上一代人未曾提出过的新观点，在现在的环境下，它开始流行并 

获得了官方的认可。

这几十年的社会变革迫使政府特别是立法部门开始积极行动(法院 

曾在一段时间干预过经济事务)。1887年跨州贸易委员会(the Interstate 
Commerce Commission)的成立“标志着国会开始全面、积极地行使权 

力”。1890年的《谢尔曼法案MSherman Act)®在反托拉斯方面并不是十 

分有效，不过它明确地指出法律部门有保护贸易自由竞争的“义务”。与 

跨州贸易委员会(ICC)的要求一样，该法案要求联邦政府在保护自由市 

场经济方面承担起宽泛的“道义责任和政治责任”。随着时间的推移，社167 
会的整体性提高了，同时也变得来越依赖通讯和交通基础设施。相应 

地，政府管理社会的作用也越来越大。在全国层面上，政府要管理铁 

路，还要管理联合公司和托拉斯，或者至少得摆出要去管理的姿态。在 

城市中，政府则要管理工业生产。人们感受到了一位历史学家所说的 

“更有秩序的生活方式”带来的好处，于是也就能够接受政府对诸多事 

务指手画脚。°。

在所有这些改革和社会变革之中，有一个革新常常被人忽略，这就是 

澳大利亚式投票法(Australian ballot) o②一般公民通过投票等活动了解 

政治，投票法的改变无疑有重要意义。从1888年开始至1896年,澳大利 

亚式投票法的风暴横扫全国，而且几乎听不到反对的声音。这种投票方 

式有助于在州与政党之间建立新的关系；同时，它完美地展现了此后一直 

占据着美国政治的想象空间的一个理想——“独立的公民"(independent 
citizen)。

① 《谢尔曼法案》，美国国会制定的第一部反托拉斯法，也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授权联邦政 

府控制、干预经济的法案。

② 澳大利亚式投票法，或称无记名投票或秘密投票法，因为澳大利亚最先采用而得名。具 

体方式是,选票全部由政府制作，格式样式统一，上面印有所有候选人的名字，选民圈出自己想 

选的候选人即可。有时政府还会提供密封袋，选民可以把自己的选票装入密封袋，然后投入选 

票箱。这样政党就无法得知选民把票投给了哪个候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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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举日与选票

美国人民得到了一个方舟，他们用它来放人类最神圣的东西，即 

自由人的选票。我们应该确保只有那些获得法律授权了的人才能接 

近这个方舟，任何妄图用脏手去触碰方舟的人都将被自由人民的怒 

火吞噬。这怒火与耶和华的闪电一样无坚不摧。

在19世纪40年代的英国，宪章派在一群激进人士和自由主义者的 

领导下推行政治改革。这场改革的一项内容就是推行秘密投票法(secret 
ballot) o有一些人对此表示反对，约翰•斯图亚特・密尔是他们中的一 

员。他提出，选举不是一种权利，而是一种义务，一种选民应该公开地依 

据公善而非私利去履行的义务。简言之，他反对把投票从一种特权或一 

种托付变成一种个人权利。

密尔的观点值得我们掂量。他的理由是:在过去，雇主或地主对于选 

民的制约、影响很大,在这种情况下若采用秘密投票法就能有很大的作 

用。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环境已经发生了变化。劳动阶层已经不 

再屈从于中产阶层，中产阶层已经不再屈从于上等阶层。在这种情况下， 

168各阶层的选民可能会有一种倾向，那就是只关注自己的利益，置公共利益 

于不顾。秘密投票会使这种不良倾向加剧，因为非公开的投票方式其实 

是在向选民暗示,选票是自己的私人所有物。据此，密尔指出，公开、透明 

的投票方式是更加合理的。“即使只是要求他们对自己的行为有所交代 ， 

也能强有力地敦促他们做出至少某些地方值得称赞的举动。桝6
密尔认为，雇主和地主对选民影响颇大的情况是明日黄花，已不复存 

在。这也许有点言之过早，对于美国而言肯定是言之过早了。工会领袖 

特伦斯•鲍德利称，自己决定从政是因为有件事看不过去:若接受了自己 

老板不支持的那个党派的走卒发的选票，一个“要养家糊口的男人”就要 

遭到责难。因此，鲍德利为推行秘密投票法努力抗争。°?骑墙派非常支持 

投票改革，劳工团体亦然。例如，亨利・乔治及其追随者就曾大力支持施 

行澳大利亚式投票法。1883年，乔治称澳大利亚式投票法为清洁美国政 

治所需的“最伟大的单项改革”98。乔治在1886年的纽约市长竞选中出 

尽风头(但是他竞选失败了)。竞选结束几天之后,他就向各党派发出呼 

吁，要求他们联合起来推行澳大利亚式投票法。“别人不从你那里拿选 

票，你就无法贿赂他。你不能控制他把选票投给谁，也就无法恐吓他。印 



第四章 美国公民权的第二次转型：1865-1920 | 143

制选票和兜售选票这样的事都应该结束了。这是我们应该推行的改 

革。邸9第一个支持投票改革的全国性政党是为了支持乔治竞选市长而建 

立的联合劳工党(the United Labor Party) o 100
虽然劳工团体和民粹主义者大力支持投票改革，但是第一个澳大利 

亚式投票法法案是由骑墙派推出的。1888年，在典型的骑墙派政治家理 

査德•亨利•达纳三世(Richard Henry Dana ID )的努力下，马萨诸塞州 

率先布了要求实行澳大利亚式投票法的法案。⑸到1889年，已有9个 

州跟随马萨诸塞州的脚步颁布了类似法律。到1896年，已有39个州颁 

布了类似法律。一般来说，澳大利亚式投票法意味着选票的制作经费由 

公共财政支出，选举管理官员在投票点分发选票(因此被称为“专门”或 

“官方”选票)，所有按时提交的候选人的名字都会被列在选票上(因此被 

称为“汇总选票”)o 1889年开始实行的印第安纳投票法会把候选人的名 

字按其所属政党分列在选票上,并在分列的名字前面印上政党徽章，让选 

民一目了然。选民只需先看政党徽章，然后再找寻想选的候选人的名字 

并画上一个圈即可。马萨诸塞的投票法规定，候选人应按他们的目标职 

位分类，选票上先印上职位，然后在呱位下方印上候选人名单。马萨诸塞 

投票法的支持者不认可在选票上按党派分列候选人的方式，说这样会带 

来“如同羊群一样的整齐划一性”。在1910年，有29个州按印第安纳投 

票法印制了按党派分列候选人的选票；12个州按马萨诸塞的方法印制了 

按职位分列候选人的选票；5个州依据某些妥协性方案或自己的方式印 

制选票;2个州仍未施行澳大利亚式投票法。谑

澳大利亚式选票的新颖之处不在于它是印制的，而在于它是由州政 

府印制的。似在以前,政党要在选票上花不少经费，因为选票由政党印制， 

政党还要雇人去分发选票。现在，一切都由州政府出面承担，政党不得不 

往后退一步。似选民现在必须在选票上对候选人做出选择，而不只是从政 

党那里接过选票，然后随手投入票箱，因此，政治的重心就从政党那里转 

移到了选民身上。正如约翰・斯图亚特・密尔所担心的那样，新投票法 

把投票从一种社会责任和公共责任转变成为一种个人权利。在投票改革 

后，政党对于投票行为的控制减少，个人的是非判断决定着选票的去向。 

体现依附关系和伙伴情谊的政党预制选票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有助于 

让个人对政策做出理性选择的新式选票。

很多改革者都支持采用新式投票法，以避免选民受到威逼和社会压 

力的影响而改变初衷。后来出台的相关法律禁止政党花钱雇人去投票点 

发选票，限制政党委派的投票观察员的数量,还规定政党走卒距离投票点

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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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距离不得少于若干英尺。如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新式投票法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就创造出独 

立的选民。起先，投“分票”(split ticket)①的选民少之又少。1892年，采 

用澳大利亚投票制的州投出的所有选票中，分票只占1・2%。到1896 
年,也只占2. 9%。对于分票,新投票制度允许但不鼓励严点甚至可以说， 

新投票制度在某些方面是不利于分票的。在19世纪80年代，一般是有 

第三个政党出现并联合其他政党参加竞选的时候才会出现分票的情况。 

这是因为，第三党会把自己候选人的名字与联盟政党候选人的名字混在 

一起印在选票上】,选民一不小心就会选择两个不同政党的候选人。后 

来,澳大利亚式投票法开始流行，选票由州政府印制，各州政府对政党候 

选人的资格做了一系列限制性规定，符合规定的才能将其名字印在选票 

上。这对于羽翼未丰的新建党派而言无疑是件难事。第三党难以让自己 

候选人的名字印在选票上，选票上总是只有两个党的候选人，那么分票的 

170可能性也就降低了。另外，按所属政党分列候选人名单的选票远比按目 

标职位分列候选人的选票更加常见，这无疑有助于选民投出“一致票”。

对于初次尝试者而言，澳大利亚式投票法还是有一定难度的。于是， 

1896年，纽约的政党兴办了选民“学校”，为不熟悉这种选举方式的选民 

提供指导。《纽约时报》在头版上刊登了澳大利亚式选票的摹本,并用一 

个专栏指导选民按澳大利亚的方式投票。迹《洛杉矶时报》甚至到了 1928 
年还在做与《纽约时报》类似的事一一在选举即将进行之前，用星期日头 

版的大部分版面刊登名为《下周二如何填涂选票》的专门文章。《时报》登 

出了一整张填涂好了的选票样本，还建议读者剪下报纸上的选票，带着它 

去投票现场。

对于拿着一张印有21条州宪法修正案、立法提案(initiatives)®.全 

民公决提案(referenda)以及21条市政府提案(municipal propositions)和 

2条郡政府提案(county propositions)的选票的选民而言,《纽约时报》刊 

登的文章很有帮助严°新式选票对于选民认知能力的要求大高于以前。 

市政改革家兼政治科学家威廉• B.芒罗观察到，美国选民参加市政选举 

的频率为一年一次，法国选民为四年一次,普鲁士选民则为六年一次。在

① 所谓“分票”，是指某一职位选择了某一个政党的候选人，其他职位又选了其他政党候选 

人的选票。选民投出这样的选票，说明他选择的依据是自己对候选人的判断，而不是对某个政 

党的忠诚。

② 指公民通过请愿的方式向选举人团提出的立法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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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张选票上，美国选民要选择的职位比欧洲选民多，每个职位下的候选 

人数量也要多一些。1900年之后的进步主义改革使美国选民更加忙碌 

了，不仅要参加常规选举,还要参加提名候选人的预选，但是欧洲的各国 

选民都不需要这么做。

后来,有一个对于选举改革的改革一一简易选票(short ballot) o芒 

罗为这种选票高唱赞歌。他举出一些反面例证:一些印有300或400个 

候选人名字的选票，以及一张竟然印着835个候选人名字的纽约州选票。 

“如果100 000个选民中没有一个愿意去满足选举制度的要求，那么这个 

选举制度肯定有问题。”人称“汇总选票”的东西实际上是一种对人民主 

权的嘲弄。n。这种选票的尺寸实在是太大了。1904年，威斯康星州州府 

选举的选票尺寸是34乘24英寸。1920年,纽约州总统选举人的选票尺 

寸是19乘19英寸，州政府职位的选票尺寸是17乘18英寸，州宪法修正 

案的选票尺寸是8乘7英寸。同样是在这一年，俄勒冈州波特兰市的选 

票尺寸为40乘14英寸，上面印有11个州立法提案和7个市立法提案和171 
公民公决提案，以及参与竞选52个职位的91个候选人的名字。就此，另一 

位当代政治科学家称:“普通公民，只要不是超凡的公民，都不得不承认他的 

选票是乱投的，因为候选人名单和候选职位列表可能长达9英寸。”】】】

对于简易选票的推行，纽约商人兼市政改革家理查德・S.蔡尔兹 

(Richard S. Childs)功不可没。1903年，他第一次去参加投票。他进入 

投票棚，展开自己的选票，然后就震惊了：“我感到很懊恼，因为我完全没 

有准备。在顶部有4个主要候选人的名字……但是下面的候选官员还有 

15个・・・・・・在这些名字后面……没有补充信息……我很窘迫，只好去找那 

15个竞争者的信息中有没有，共和党，这三个字，只要看到有，当然也不 

会去仔细研究这些政党领袖的提议如何，就给他们投票了。他们肯定预 

计到我会这么做。”⑴

蔡尔兹推行简易选票的主张获得了很多大人物的支持,伍德罗・威 

尔逊便是其中之一。威尔逊积极推行简易选票，他在1909年的一次演讲 

中说:“我认为，要使政府重归民治，简易选票是个关键。曲纽约州州长查 

尔斯•埃文斯•休斯(Charles Evans Hughes)在1910年呼吁立法机构 

减少须由选举产生的州官人数。“最能实现民主的目标的手段就是让选 

民把注意力集中在较少的几个职位上，这样在这些职位上官员就会认真 

负责地执政o,,1141912年，民主党和进步党都表示支持简化选票。^在这 

个时候，进步党人似乎调整了心态，承认更多的民主其实意味着更少的民 

主，更少的民主现在却能赢得更多的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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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 1912年，6个主要的大城市以及150个小一点的城市都已经进 

行了简易选票改革宀6但这并未减少由选举产生的官员数量(至今也没见 

少)。与其他民主国家相比，美国官员的任期更短，所以举办选举的次数 

更多。进步党努力推行旨在让行政变得简单的改革，但它所推行的其他 

172改革却让政治参与变得更加复杂。美国有了选举登记制度，又有了政党 

预选、立法提案、公民公决和投票罢免，选举产生的职位也大幅增多。到 

20世纪20年代，一些观察家开始对这些复杂的民主实现手段产生了怀 

疑，怀疑它们是否确实可行。政治科学家罗伯特• C.布鲁克斯(Robert 
C. Brooks)写道:“一般男人要用大部分的精力养家糊口，一般女人也会 

有大量的家务活要做。每一年，选民要登记一次，还要拿着长长的、复杂 

的选票去参与一两次政党预选和选举，于是，若没有特别让人兴奋的选举 

竞争,很多人都会选择远离政治o "117
进步主义时代的改革创造出了一种新的政治表演方式，也给参与政 

治的公民以新的政治体验。在19世纪，本地的政党组织与社群是一个共 

同体，投票是在社群与本地政党相融合的环境中的演出。相比之下，州和 

全国性的政党组织则是不一样的。它们不代表社群，也不代表经济、种 

族、地方主义的诉求，它们只是为了配合国家的政治竞争制度而存在的象 

征。在某种意义上，政党就是一个国家主义的工具,使国家事务和国民身 

份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

20世纪的投票则是以国家为参照的个人主义的演出，不是以地方政 

治文化为导向的社群的演出。19世纪的选民通过对党派的忠诚以及维 

系他最容易感知到的地方同仁之间的情感证明其公民身份。20世纪的 

选民则不得不去做前所未有的尝试——通过使自己成为知情的选民获得 

公民身份。诚然，选民无论是使用政党提供的选票，还是使用州政府提供 

的选票，都可以决定谁获得职位。但前一种情况可以说是政党在动员其 

党众，动员的党众越多，其候选人当选的可能性就越大。后一种情况则是 

个人在按自己的偏好作出选择，当选是因为很多个体选民都欣赏这位候 

选人。澳大利亚式投票法的实行意味着人们对政治有了新的认识，并且 

标志着新政治时代的到来。

机械点票机淋漓尽致地展现出了进步主义时代对于民主的期望。选 

173举那么多，清点选票成为一项繁重的工作，能不能用机器自动清点选票 

呢？这激发了美国人的聪明才智。1869年，托马斯•爱迪生获得了人生 

中第一个发明专利，专利产品就是为国会清点议员选票而发明的电示投 

票记录仪(Electrographic Vote Recorder) o但点票机真正用于一般的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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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实践是19世纪90年代的事。1892年，纽约州洛克港市(Lockport)首 

先开始使用点票机。后来，纽约州詹姆斯敦市(Jamestown)的合众国投 

票公司(United States Voting Company)对点票机进行了改进，使其更加 

实用。于是，在1900年之后，越来越多的州开始使用点票机。^到1920 
年，已有14个州批准使用点票机小° 1910年，存在至今的美国点票机公 

司(American Voting Machine Company)在其发行股票的说明书上这样 

赞美自己的产品：“它就像人类一样完美，同时又是不会犯错的可靠机 

械。”点票机“是一个冰冷无情的机器，不会偏袒任何一个候选人或政党”。 

它可以节省金钱、防止舞弊，还能捍卫“让投票完全保密的权利必。。很明 

显，这个说明书的作者已经敏锐地察觉到了美国主流政治文化的转变。

社会变革和政治变革

让我们先来看看庇护制度与消防之间的有趣关系。在19世纪，火灾 

是城市的顽疾。那时城市里的房屋是木质的，建筑质量不高，而且一幢挨 

着一幢。工业区与居民区之间也没有分隔。消防工作由志愿性的团体承 

担。到了 19世纪中期,很多人开始抱怨这些志愿性的消防团体效率低下 

且开销过高。与此同时，消防设备也有了技术进步，蒸汽驱动的抽水消防 

马车取代了水桶，也就没必要像以前一样召集一大堆志愿者提着水桶去 

灭火了。于是，辛辛那提、圣路易斯、巴尔的摩和波士顿都建立了需要付 

费的专业消防公司。纽约也是一个人口密集的大城市，按道理肯定也需 

要这样的公司。的确,纽约于1865年进行了消防改革，用专业消防公司 

取代了志愿性的消防公司。

但是，纽约之所以这么做，并不仅仅是出于城市的需要，而是政治斗 

争的结果。纽约的共和党努力推动消防改革，提岀要用专业的消防公司 

取代志愿性的组织。这是因为，志愿性的消防团体位于民主党的翅膀之 

下。对于民主党而言，消防是上百万美元的庇护金。市政府给志愿性的 

消防团体提供消防设备、消防站和制服，同时这些团体又处于政党的管辖 

之下。政党会奖励那些做出贡献的人，给他们在公家掏钱维护的消防站 

安排“铺位”，让他们免费住宿一年。专业的消防公司取代了提水桶的志174 
愿者灭火队之后，由庇护制度连接在一起的政党、社群和邻里的共生体也 

就开始瓦解了

城市医疗、教育和福利事业的改革阻挡了政党伸向社会的触手，削弱 

了政党利用庇护制度去培育忠诚选民的能力。上述的消防改革就是个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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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例证。在19世纪晚期，支撑政党、给予政党政治以活力的社群在快 

速变化，人们参与民主政治的方式也发生了变化。声势浩大的竞选活动 

没有因为一群上流社会的改革家希望它消失就消失，但开始减少，因为支 

撑这种活动的社会发生了改变。惨痛的内战结束之后，国民逐渐清醒。 

到了世纪之交，带着尚武意味的游行和军队风格的合唱团不再让人趋之 

若鹫。乐团、游行和政治伙伴所反映出来的社会各阶层之间的亲密关系 

已经消失不见了严2本地的绅士为何人？普通民众已经是一无所知。

其实，绅士已经不再是一个地方性的概念。富足的家庭自19世纪 

80年代开始向郊区迁移。他们送孩子去寄宿学校，在新建立的乡村俱乐 

部搞社交活动，去专属的度假村度假。J・P.摩根(J・P. Morgan)就此评论 

说:“你可以跟任何人做生意，但只跟绅士一起去驾船。松富裕阶层的人 

与普通阶层的人的社会交往逐渐减少，但是他们与其他地区的富裕人士 

之间的联系却变得越来越紧密。历史学家罗伯特•韦比(Robert Wiebe) 
笔下的19世纪末的“岛屿社群",不是指岛屿,也不是指与世隔绝的社群， 

而是指数量不断增多并由铁路、报纸、电报、邮件、旅行、旅游和商业联系 

在一起的中产阶级。阶层分化现象使国民的分层标准开始受到关注。由 

社会科学家和上流社会的改革家于1894年组建的全国大都会联盟(the 
National Municipal League)致力于在城市中推广统一的收入统计方式。 

1900年之后，国家人口普查局开始采用他们的方式来统计。于是，各城 

175市就能查看其他城市的情况，进而对自己做出准确的定位严4

休闲活动开始变得商业化，同时也开始阶级化，不同阶级的人参与不 

同的休闲活动。在罗德岛普罗维登斯市(Providence),新教教堂曾让雇 

主和雇员汇聚一堂，但在19世纪晚期的城市人口异质化过程中，信奉天 

主教的工人阶级开始与信奉新教的中产阶级分道扬镶。在1865年，普罗 

维登斯连一个成形的社交或体育俱乐部也没有。但到了 1886年,共济会 

(Masons)、同行互助会(odd fellows)、皮提亚会(Pythians)等兄弟会组织 

已经招揽了成千上万个会员。女性则加入了网球、自行车俱乐部和文学 

俱乐部。在南北战争之前，普罗维登斯的禁酒组织和艺术协会接纳任何 

愿意加入的白人男性(也常常接纳白人女性)。在南北战争结束之后。各 

俱乐部和兄弟会的大门只向特定人群敞开，并开始征收入会费、年费严5 

在19世纪70年代,其他地方的兄弟会组织相当多元化，组织的全国总部 

还同意让各分会使用除英语之外的其他语言。但在19世纪80年代，情 

况发生了改变，因为本土主义者开始抵制来自于南欧和东欧的移民严°

整个国家被铁路和电报交织在了一起,个人对于自己所在位置的认 



第四章美国公民权的第二次转型：1865-1920 | 149

知发生了改变，本地的时间和空间不再是他生活的全部，其他地方和其他 

地方的时间也开始影响他的生活。在19世纪70年代，火车一般只在某 

个区间运行，而且运行遵照某一个城市的时间或某一个地区的天文台提 

供的时间。到了 19世纪80年代，使用时区、标准时间的人和组织仍然很 

少，但是全国的铁路都开始按照不同时区的标准时间运作，于是地方时间 

很快就被弃之不用了。对于标准时间，《纽约先驱报》的评述是：“它已不 

只是人们的一种公共性追求，它进入到了人们的私生活之中，变成了他们 

的一部分。

在国内市场的推动下，私营信用报告机构开始岀现，包装好了、印有 

品名和广告的商品越来越多。在城市中，新的百货商店取代了小干货店 

铺，掌控着零售业。全国性的杂志、通讯社、全国性的职业协会、人口统计 

局公布的标准化的可供比较的市政统计数据，这一切都能让官僚、政治家176 
和改革家更加清楚地了解自己的城市和其他城市的状况。】28就连最偏远 

的小山村也与其他地方连接起来了。19世纪90年代，农村免费邮政投 

递运动开始兴起。①到了 1906年，美国一般邮政服务的范围已经覆盖全 

国。历史学家丹尼尔・布尔斯廷(Daniel Boorstin)称之为“美国历史上最 

重要的通讯革命”】

除了上述的那些东西，商业娱乐活动也在改变社群生活。在19世纪 

中期，人们热衷于参与政治活动，因为对他们而言那是最好的娱乐活动。 

到了 20世纪初，政治游行有了强大的竞争对手——杂耍、游乐园、职业棒 

球赛、拳击赛和橄榄球赛。人们还痴迷于自行车、留声机和五分钱影院 

(Nickelodeons)。以前人们会在日历上把马戏团来的那天做上醒目标 

记，现在大型娱乐活动全年不断。

在商业化的浪潮中，报纸的改变可谓巨大。以前报纸是政党的喉舌， 

现在商业化的程度越来砂高，同时也变得越来越独立。日报和周报都在 
为了商业利益而拼命采蕖新闻，不再心甘情愿地给政党当吹鼓手。但是 

这种转变不是一日之间发生的，大部分的报纸直至19世纪末还在宣称自 

己效忠于某个政党。在某些方面，报纸的党派性还提升了。例如在印第 

安纳，一些城市有两家相互对抗的报纸，效忠于不同的政党。这样的城市 

的数量在1880年是11个,1910年增至46个严。这是因为，有很多小城市 

扩张了，城市的异质化程度也提高了，受此影响，当地平静的、无关政治的

① 在19世纪90年代以前,美国邮局一般不往农村送信，农村居民需要跋山涉水前往距离 

遥远的邮局取自己的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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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业格局也就发生了改变。

阿道夫•奥克斯(Adolph Ochs)在接手快要倒闭的《纽约时报》后发 

表的政治独立宣言是报业寻求独立的信号。《时报》是按便士报的模式创 

办的，创办后不久就跟对共和党建党有功的反奴隶制的势力站到了一起。 

《时报》后来成为共和党的一面旗帜，因在1871年揭发了“特威德老板” 

177 (Boss Tweed)①贪污案和在1881年揭发了邮局徇私舞弊案而名噪一时。

1884年,该报帮助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格罗弗・克利夫兰击败了骑墙派。 

在那个年代，作为一份共和党的报纸，《时报》的这种行为可谓叛变。于是 

它受到了惩罚，经济损失不小。在19世纪80年代末，报社的状况有所好 

转,但因报社新办公楼耗资不菲，所以还是不能收支平衡。1893年，经营 

状况不佳的《时报》被卖给了该报的编辑查尔斯・米勒(Charles Miller) 
及其商业伙伴。后来米勒也不愿意继续经营，于是《时报》再度挂牌出售。 

奥克斯买下了这份报纸，在发刊词中做了三段声明，主要内容是:第一，他 

将努力依据该报“追寻正义的光荣历史”行事。第二,他将致力于提供“无 

偏见”的新闻。第三，为了保留现有的编辑部成员，他也会让报纸遵从某 

些特定的政治原则。

美国主流的新闻教科书一般只引用了上述三段话中的第二段。回不 

得不承认，这段话写得很好，把报纸的目标定为：“报道新闻，报道所有的 

新闻，用简洁和生动的形式，用严肃庄重的语言，而且要尽可能早地报道。 

如果其他可信赖的媒体比我们先报道了，那我们就做无偏见的报道，无惧 

亦无私，置任何政党、派系或利益于不顾，把《纽约时报》的各个栏目变成 

讨论重要公共事务的论坛，并欢迎持各种意见的人加入，展开睿智的 

讨论。”

但是,第三段话也很重要。在这一段，奥克斯一边强调该报是一份 

“非党派性的报纸”，一边又宣称要致力于“推进硬通货(sound money)改 

革和关税改革事业，反对公共行政中浪费和侵吞公款的行为，支持最低额 

度征税的好政府，要求政府除了保护国民、捍卫个人权利和法定的权利、 

让良知自由传播之外，什么都不要管这些可不只是奥克斯停留在口 

头上的宣示。为了宣传这些主张,他带着报社的高级编辑走上了街头，加

① 特威德老板，指纽约民主党政治家威廉・马西・特威德(William Marcy Tweed, 1823- 
1878),他掌控着民主党在纽约的组织坦慕尼系，因而被称为“老板”。他因贪污巨额公款银铛入 

狱，最后死于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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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了支持“黄金民主党''候选人帕尔默和巴克纳①的游行。^按《纽约时 

报》内部的历史学家②的话来说，该报致力于成为“独立的民主党报纸”， 

用见到政党二字就假装害羞的阿道夫・奥克斯的话来说,该报努力使自 

己成为“独立的保守派报纸”。在发现布赖恩③已经无望之后，《时报》开178 
始不断改换门庭，见风使舵。在1900年，该报支持共和党候选人威廉・ 

麦金利；1904年，支持民主党候选人奥尔顿•帕克(Alton Parker)； 1908 
年，又放弃了布赖恩，转而支持共和党候选人威廉・霍华德・塔夫脱； 

1912年和1916年，两度支持民主党候选人伍德罗・威尔逊。⑶

很多美国新闻史著作都说，报纸受到经济利益的驱动，为了赢得广告 

商的青睐而放弃了党派性原则，因为这样才能迎合最广泛的读者需要，拓 

展读者群。实际上，报纸脱离党派反而常常会有经济损失。^被人们当做 

典型的两份商业性报纸，即约瑟夫・普利策的《纽约世界报》和威廉・伦 

道夫・赫斯特的《纽约新闻报MNew York Journal^都毫不遮掩地支持 

民主党。普利策为了帮助他的政党，曾在密苏里立法机构短暂任职。赫 

斯特则当了两届国会议员，还在1904年为了成为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而 

奋力一搏。

尽管商业报纸仍有党派性，但是新新闻业最显著的特征并不是报纸 

上忽暗忽明地展现出政治倾向性和政治偏见。大体上看，后面发生的是 

报业巨头难以控制的事一一新闻在商业化的同时也职业化了。同时，一 

个新的新闻模式在报纸的报道中展现出来，新闻写作的形式开始改变。 

报纸从编辑用剪刀襁糊剪贴出来的给所见略同之辈看的东西变成了一个 

专门组织生产的产品。可以用几个新闻业的创新来阐释这种新变化。

最引人注目的创新就是采访。采访这种活动的流行，说明新闻界没 

有把读者看做只喜欢看支持自己政党的文章的党棍，而是看做获准“偷 

听”采访谈话的“见证人”，竖起耳朵听那些尽人皆知的“秘密”。早先的报

① 在1896年，民主党提名威廉・詹宁斯・布赖恩为总统候选人，并发布了支持银币自由 

制造的政策宣言。有一些民主党人更相信由黄釜支持的货币，不认可布赖恩和银币政策，害怕 

这样会伤害美国经济。于是他们成立了“国家民主党”,或称“黄金民主党”，并推举担任过联邦 

军队将军的约翰・帕尔默(John Palmer)为总统候选人，担任过肯塔基州州长的西蒙・玻利瓦 

尔•巴克纳(Simon Bolivar Buckner)为副总统候选人。

② 作者引述自《纽约时报》记者所作的、《纽约时报》出版的公司历史记录《纽约时报的历史 

1851—1921L
③ 威廉•詹宁斯・布赖恩(William Jennings Bryan, 1860-1925) , K主党政治家。他于 

1896.1900.1908年三度参加总统竞选，但都以失败告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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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只是翻印政府公文和立法机构辩论记录，读者不过是在读二手文件，现 

在报纸上越来越多的是为迎合读者口味而进行文学创作。但是，特地和 

专门为报纸读者而作的“采访”，即记者与公众人物之间的对话记录，是一 

种全新的文学形式。在内战之前，采访是什么，人们基本不知道。但在后 

来,采访活动迅速普及。虽然采访被很多人怒斥为野蛮行径，但是安德 

179鲁•约翰逊还是同意接受，成为第一位接受采访的总统。后来，越来越多 

的新闻界人士开始采访。到了 1880年，采访已经成为美国新闻界的家常 

便饭。到访美国的欧洲人为之惊讶，称其为美国人对于新闻业的特殊贡 

献。采访显现出的是对受众的恭敬，是对由消费者而不是党徒组成的“公 

众”的屈从严&

公开场合发表的演讲和立法辩论是传统的新闻议题，与之相关的报 

道的写作方式也开始发生改变。在19世纪中期，新闻所写的内容往往是 

按时间排序的。纽约和芝加哥的记者在报道国会新闻时，首先会描述一 

下走向议会大厦时天气如何，然后会写写会议开场是如何要求肃静的，牧 

师是如何祈祷的，接下来按时间顺序记录下议会的各个议事项目。根据 

路易斯・布朗洛对于《纳什维尔旗帜报^（Nashville Banner）的回忆，这 

是标准的新闻写作顺序。在世纪之交,该报记者在报道立法新闻时，无一 

例外地提及了牧师的祈祷严7在进入新世纪后，越来越多的新闻记者会先 

写下一个导语，对事件做一个概括性的描述。例如，对于总统给国会的年 

度致辞，19世纪中期的记者只会在对国会议事过程做“顺时针”的报道时 

顺便说一说,但不会提及致辞的具体内容（诚然，总统的年度致辞一般印 

在后面，对此事非常关心的读者可以翻过报道页找到致辞原文认真地阅 

读）。1900年之后的新闻报道，则都会在开头时就用一两个句子去阐述 

总统致辞中的重要内容。

与新闻采访一样,“总结式导语”把记者安插在了读者和政府之间，而 

且并未显现出报纸的党派倾向。这不仅显现出记者对于职业属性的清醒 

认识,也显现出对于政治的一种新的认知，那就是政治是一种管理科学， 

而不是对于政党的忠诚。

这些革新让记者意识到他们成为一个新的职业群体。在19世纪80 
和90年代，记者的收入增加了不少。新时代的记者们有了稳定的工资， 

180不再为由“版面尺寸”决定的薪水（即按报纸上记者文章所占的平方英寸 

数决定的工资）而工作。他们开始筹建行业组织。1873年，第一个新闻 

记者俱乐部在纽约成立。到19世纪80年代，芝加哥、明尼阿波利斯、密 

尔沃基、波士顿、圣保罗（St. Paul）和旧金山也都成立了新闻记者俱乐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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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华盛顿特区，记者们先后于1865年、1885年(格子俱乐部[the Gridiron 
Club]) ^1891 年、1908 年(全国新闻界俱乐部[the National Press Club]) 
组建了新闻俱乐部。1890年，E.L.古德金自信满满地称新闻已经成为 

“一个新的和重要的职业皿8。当然，这也是个著名新闻记者辈出的年代。 

著名的记者有尼利・布莱(Nellie Bly)、亨利・莫顿・斯坦利(Henry 
Morton Stanley)、西尔维斯特•司考沃(Sylvester Scovel),以及吸引年轻 

男女加入新闻行业的偶像理查德・哈丁・戴维斯(Richard Harding Da
vis) o 139

新闻业曾长期与政治脱不了干系，现在开始与之划清界限。在华盛 

顿,新闻界曾经与政界纠缠不清——记者与政治家常常住在相同的寄宿 

公寓。因为记者薪水微薄，所以就算是最有名的华盛顿新闻记者,也常常 

要在众议院或参议院做文书，多赚点钱补贴家用。一般来说，国会开会的 

时间有几个月，报社就付给华盛顿通讯记者几个月的薪水(这也从一个侧 

面说明总统的重要性不及国会)，所以记者不得不通过别的方式赚钱。在 

做国会下属委员会的文书时，一些记者会靠出卖工作中得知的秘密赚钱。 

还有一些记者靠当政治说客赚钱。一直到20世纪初期，还有记者在兼任 

文书。但是，记者当政治说客在19世纪末就已经被视为不合时宜的行 

为。1879年，通讯记者中的领军人物制定了记者资格认定要求：若当记 

者，就不能当政治说客，而且其主要收入必须是给日报发电报消息赚得的 

钱。这样一来，黑人记者和女性记者就被挡在了门外。首先，几乎所有的 

黑人记者和女性记者都只为周报和杂志写稿。其次，电报费用很高，为了 

省钱他们不会发电报，而是用邮寄信件的方式传递消息

我们可以看到，报纸出版商开始拒绝接受政党的资助，一些记者的思 

想观念也改变了，不再过嗜酒如命的下等生活，转而去上大学，追求更高 

尚的东西。但这都未能使新闻业变得更加独立。新闻业不是置身于政治 

文化之外的独立之物，它只是政治和社会生活正在发生改变的世界的一 

部分。历史学家罗伯特•韦比说,19世纪晚期美国社会转型过程可以被 

称作一个“寻找秩序”的过程。⑷新闻职业组织的发展和记者职业意识的 

增长是这个过程中的一个片段。其他人给这个复杂的社会的转型过程起 

了别的名字，如职业化、工业化、城市化、商业化，或者称之为专业管理阶 

层(professional-managerial class)的兴起。这里的任何一个名称都不足 

以概括这场社会转型中的所有重要变革。农场变成了工厂，小镇变成了 

城市，城市又衍生出了城郊。一个地域观念和宗教观念很强的社会变成 

了一个由不同阶层和不同种族的人组成的社会。以前，休闲与工作有点 

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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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以区分，而且休闲活动主要由某一地方的民众一起开展，现在，大规模 

的、商业化的娱乐场所随处可见，而且工作、家庭、休闲和政治被理所当然 

地区分了开来。无论是过去还是当下，想要理解、看清这些转变中的任何 

一个都绝非易事，但正是在这些复杂转变发生的背景下，美国公民权的二 

次转型出现了。

公民权的净化

进步主义时代的政治话语告诉人民，一个公民应该是有智慧和理性 

的，而不是激情澎湃的。公民的政治参与以前体现出的是他与政党和社 

群之间的关联，现在体现出的是他与国家和原则、具体事务之间的关联。 

那些经常读报的选民，不再嗜读为政党歌功颂德的文章，而是开始关注公 

共事务、政治家、政党、体育等各种主题的报道，以及感人故事和占据的版 

面空间越来越大的广告。

新的公民权模式要求选民按自己的知识而非对党派的忠诚进行投 

票。这就把人们从政党那里解放了出来，但同时也把一些知识水平不高 

的人挡在了投票站门外。在1890-1902年间，所有的南部州都要求必须 

纳税才能成为选民，而且还时常要求选民必须通过文化水平测试。⑷文化 

水平测试一般测试的是英语的识字水平。这个测试使南方绝大部分的黑 

人和很多穷苦的白人丧失了投票权。除了南部州，其他一些地方也有对 

182选举权的限制。在1890-1908年间,有七个南部州要求选民进行文化水 

平测试，但第一个要求进行该项测试的州不是南部州。早在1856年，东 

北部的康涅狄格州就率先颁布了文化水平测试的规定。1858年，马萨诸 

塞也颁布了同类规定。1890年，怀俄明州颁布了专门的法律，规定选民 

必须通过文化水平测试。加利福尼亚于1896年，华盛顿和特拉华于 

1898年,新罕布什尔于1906年，亚利桑那于1912年也都颁布了这样的 

法律。纽约和俄勒冈要晩一些，分别于1922年和1926年对选民提出了 

文化水平测试的要求。⑷就算是在那些没有文化水平测试的要求的地方 ， 

冗长复杂、写满了字的澳大利亚式选票其实也就是对选民文化水平的 

测试。

公民身份也变成了一种投票的限制条件。在很多州，移民曾经只要 

公开宣称自己希望成为公民就可以参加投票。从19世纪中期的某一时 

间直至90年代，有19个州同意给予移民投票权，只要他们宣称自己愿意 

成为公民。但是在20世纪20年代，这19个州统统废除了以前的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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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⑷1894年，在反移民的浪潮和经济衰退的影响下，密歇根取消了外国 

移民的选举权。而且，这项决议获得了绝大部分选民的同意，高票通过， 

成为一条州宪法修正案。⑷怀俄明于1894年（该州在1890年才给予外国 

人选举权），明尼苏达于1896年，北达科他于1898年，科罗拉多于1902 
年，威斯康星于1910年，俄勒冈于1914年，南达科他、堪萨斯、得克萨斯、 

密苏里、印第安纳、阿肯色于1925年先后取消了外国人的选举权。^在大 

多数州，外国人只占选民总数的很小一部分（北达科他与威斯康星除外）， 

因此影响不大，但这是个有象征意义的举措,意味着成为公民的门槛升高 

了O147E. L.古德金已在《国家HThe Nation）杂志工作了 30年，但还在宣 

扬排外的观点，他说:“在我们系统中的每一个角落,都可以看见冲动无知 

的外国选民像白蚁一样啃食政治的结构框架，还有一群凌驾于他之上的 

土著居民在鼓励他。

对移民权利最严苛的限制是针对中国人而设的法律。自19世纪中 

期以来，加利福尼亚的反华势力一直很强大。1870年，《宪法第十五修正 

案》①未能在加州获得通过，其实主要就是因为反华势力从中作梗。⑷在 

12年后，国会也步加州之后尘推出了 1882年《排华法案H Exclusion 
Act）o这个法案不仅禁止中国人移民美国，还禁止已在美国居住的中国 

人归化，法案的有效期还在1892年和1902年两度获得了延长。根据《宪 

法第十五修正案》的规定，黑人可以归化，但亚洲人一直到20世纪40年 

代都还没有获得这项权利。

不要看到南方的民主党人曾经致力于剥夺黑人的选举权，就以为只 

有这拨人在给选举权加限制条件。20世纪初的改革家们也希望在所有 

人中圈出那些有资格参加选举的人，他们主张参加选举的人必须具备一 

定的英语水平。威廉• B.芒罗便是其中一员，他发出呼吁说全国所有的 

州都应举办文化水平测试。“人若要对自由政府作出贡献,就必须依靠智 

慧和独立的理性去使用选票。但若没有通过报纸等普通渠道获得信息的 

能力，那他们就很难完成这个任务。”侦马里兰于1901年颁布的一条法律 

规定，禁止给文盲选民提供投票协助。这样，大量的黑人就丧失了选举 

权，因为该州已到投票年龄的黑人中，有40%为文盲。后来还有一些比 

这条法律更加彻底地排除文盲选民的立法提案，但未获通过。具有讽刺

183

① 其主要内容是给予有色人种以选举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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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味的是，支持规范公共设施管理和纯净食品法(pure food law)①等社会 

公益事业的改革团体，竟也同意剥夺黑人的选举权,还认为这是一种“进 

步主义改革”⑹。

到处都可以听到支持以文化水平作为选举权限制标准的声音，这说 

明普选权(universal suffrage)②的观念已经丧失了统治地位。⑸南方州害 

怕黑人，北方州害怕外国人和移民，西部海岸各州害怕亚洲人，于是他们 

就以担心文化水平不高的选民会“盲目投票”为借口，推出了限制选举权 

的法案。】53约瑟夫斯・丹尼尔斯(Josephus Daniels) 1941年出版的回忆录 

可以让我们对那个时代有个清醒的认识。丹尼尔斯是《罗利新闻和观察 

者报h{Raleigh Ness and Observer}的编辑，同时也是坚定支持伍德罗• 

威尔逊的进步主义民主党人。他在回忆录中毫无悔意地描述了他在19 
世纪90年代试图通过修改宪法“净化”选票的“光辉事迹”，即尽其所能地 

将所有黑人赶出投票站。为了实现目标，丹尼尔斯前往路易斯安那，亲自 

去检査祖父条款(Grandfather Clause)的执行情况。祖父条款规定，如果 

一个选民的祖先没有在1868年之前投过票，那么这个选民就必须参加文 

化水平测试。虽然这个条款没有提及种族，但大家都明白，很多白人文盲 

都不用参加测试，因为他们的祖先投过票。黑人则没有这么幸运，在 

1868年之前他们的祖先大都是奴隶，根本没有投票资格

所以，这个年代的选举改革绝不可能是仅由自由主义思潮推动的，它 

也是由一位学者所说的“种族文化性的美国主义"(ethnocultural Ameri- 
184 canism)力量推动的。很多改革者一边为美国公民的权利和自由唱赞歌， 

一边又鼓吹盎格鲁一撒克逊人拥有独特的基督教美德。⑶在以前,要做一 

个去投票的好公民，你必须要拥有土地，因为土地能带来美德。现在一个 

公民要去投票，必须满足很多先决条件，比如有法律认可的公民身份、能 

识字、有缴纳选举权所需的税款的能力和意愿、有做选民登记的能力和意 

愿等等。这些改变若以一言蔽之，即“美国化w( Americanization) o在改 

革后，一个模范的公民应该是这样：他遵守规范会去做选民登记;受过教 

育能够阅读;没有政党的指导也能投出明智的一票；十分顺从，会把自己 

不该管的事交给专家处理。

① 纯净食品法，指提升食品质量，处罚掺假行为的法律。美国进步主义改革的一项成果就 

是让国会颁布了 1906年《纯净食品和药品法案XPure Food and Drug Act) 0
② 只要是已到法律规定年龄的成年人，无论其性别、年龄、种族、信仰、经济状况和社会地 

位如何，都有参加选举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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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总体上看，新的政治模式增加了对公民的要求。与19世纪忠于政 

党的选民相比，现在的选民需要更多的信息才能投出一票。他们也需要 

更多投票动力，因为能够鼓励他们去投票的饱含兄弟情谊的社会生活在 

逐渐消失。政治的基础原来是情感，现在是利益。政治生活的首要中介 

原本是政党，现在，利益团体在一定程度上已取而代之。

可是,就在公民理应毫无遮掩地算计好自己的利益再去参与政治活 

动之时，利益与政治之间的关系却似乎发生了断裂。首先,选举产生的官 

员越来越少,选民难以按照自己的利益选出官员进而影响行政，于是政府 

机构和官僚制度对于行政工作的控制就越来越多。其次,公务员制度改 

革和竞选活动改革让参与政治活动的普通公民得不到利益回报，于是他 

们参与政治活动的兴趣也降低了。19世纪的人们可以嗅到、尝到政治给 

予的物质利益，到了 20世纪，对于政治感兴趣的人越来越少，“天生政治 

的动物”成为一种幻想。后来，只有新政扭转了这种局面，但是只是一时， 

而且采取的方法只有两个:一是推行过去已经屡试不爽的庇护制度；二是 

一个新的权宜之计——增强政府的社会服务功能和大力推行官僚制度 。

结论:政党制度陷入四茴楚歆之境

一本1888年出版的本杰明・哈里逊竞选传记宣称：“政党的存在是 

人民拥有真正自由的最好证明。楓56十几年后，战争部长威廉・霍华 

德•塔夫脱在一所大学发表关于公民义务的演讲。这个时候，情况已经 

发生了变化，他被迫为政党作了辩护：

我知道，有一些生来自由的美国毕业生非常崇尚独立思想，也非 

常希望一直能够独立行事。他们希望抛开政党制度，自己去寻找最 

好的人并给他投票。这提醒政党组织，一定要注意到独立选民的 

影响。

然而，塔夫脱又说，这些有独立思想的家伙“不久之后就将发现，如果 

不走极端的话，政党制度还是有很多值得称赞的地方”⑷。

又过了几年，即到了 1912年，耶鲁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亨利•克罗 

斯比•埃默里(Henry Crosby Emery)在耶鲁的谢菲尔德科学学院(Shef
field Scientific school)也发表了支持政党制度的系列演说，但到了这个时 

候，他的辩护已如强弩之末。他说他观察到了两个情况:一是人们常常说

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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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总是会把票投给'最好的人'，不管他属于哪个党派”;二是一些大思 

想家要求选民关注“措施,而不是人”。在埃默里看来，这两者其实都是在 

鼓吹选民应独立地投票，但却忽略了一个现实——行政政策由政党决定， 

而政党又由少数的几个领导人物掌控。他认为，国会里的议员其实并不 

重要，重要的是政党支持什么、反对什么。若非特殊情况，选民若在支持 

一个政党的人当总统的同时又支持另一个政党贏得国会职位，那就是在 

干不负责任的事。因为一个政党赢得了总统选举而国会却由敌对政党掌 

控的情况会降低政府的“效率”。他接着说:“我不是说，分别给两个政党 

投票的行为永远都是不合理的。我是想说，只是在非常特殊的情况下，而 

且是在经过了深思熟虑的情况下，你才可以这么干。”趣民主党和共和党 

之间的分歧与差异到底是什么？埃默里承认,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 

而且“对于15或20年前的选民而言,政党的问题差不多就是这个党应该 

上台或者那个党应该下台的问题”。但是，他还是坚称两个政党之间存在 

186差异和分歧，不是因为它们代表了不同的阶层或派系，而是因为它们“对 

于政府应该拥有哪些权力，何种行政政策最能保障民生福祉的问题持截 

然不同的意见"⑸。'

埃默里的这一番话，其实是在拐弯抹角地说公民应像以前一样忠于 

政党。其实,与在早些年发表演讲的塔夫脱一样，埃默里心里也知道，自 

己面对的这一群大学生，已不愿意继承过去的政党传统，他们就是那种 

“凭当时所掌握的不充分的信息形成的判断"就投出选票并认为这样就履 

行了公民义务的人严。在1900年之后，为政党政治所作的辩护变成了与 

政治氛围不协调的声音。

反政党的话语越来越流行。你可以听一听E. L.古德金在1867年对 

政党政治发起的控诉。他说，各党派的政治家乃一丘之貉,无论持有怎样 

的政见，“都会联合在一起准备强取豪夺”如。你也可以看一看威廉•艾 

伦•怀特(William Allen White)①在1912年回忆政党政治时写下的句 

子:“政党体系曾经统治着我们，它由贪欲驱动，由贵族阶层控制，要民主 

就得摧毁这个贵族阶层。”观实质性的政治改革和犹如潮水一般的批评 

“埋葬”了忠于政党的传统。但共和党和民主党没有因此消失，反而变得 

更加强大了，成为法律认可的全国性组织。它们通过筹措资金的活动与 

商界精英建立起了紧密联系，而且还开始稳固自己的政策立场。政治改

① 威廉•艾伦・怀特(1868-1944),美国报人、政治家，进步主义运动的领军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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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带来了压力，城市化带来了兴建基础设施和加强社会服务的需求，刚刚 

获得独立的新闻界不再为政党唱赞歌而是反反复复地念叨“公众”二字， 

这一切都迫使政党更加认真地考虑其政策。可是，就在培育理性和积极 

的公民的条件似乎已经具备之时,公民们却开始远离政治活动，投票率大 

幅下跌，民主的前景被阴影笼罩。 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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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的民主

引子

在我看来，全能的、自治的公民是一个虚幻的理想。这个理想是 

无法实现的。追寻这个理想会使人误入歧途。在发现这个理想无法 

实现之后，现在的人们才开始清醒。1

到20世纪20年代，喧闹嘈杂的选举日已成为历史。市政改革、公务 

员制度改革、反贪污法、总统大选预选、立法提案、全民公决提案、罢免投 

票(recall).文化水平测试和澳大利亚式投票法净化了政治世界。？以前政 

党会主动送选民去投票点，现在这种行为已被禁止。'以前政党的人会给 

188选民发政党自己制作的选票，现在选民排队从州府任命的官员那里领取 

官方制作的选票。以前政党会花钱雇一大队人马去拉票，现在这种行为 

是违法的「以前政党的走卒会一直跟着选民直到看见他把票投进票箱， 

现在新的投票规则规定政党派来拉票的人不能接近投票点。§政治变得科 

学、有效率了，也纯洁了。

在不断变迁、日趋复杂的社会中，改革者想把投票点变成一个理性的 

“孤岛”。在工业化的城市里，取代分选区投票的全民投票(at-large el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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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on)和市政经理政府(city manager government)®削弱了移民的权力。 

在南方，改革者致力于让选举变“白”，打扫清洁者眼中容不下的不洁 

之物。

这些改革都不能让政治世界保持稳定。现代生活带来了一波又一波 

的巨浪，有吞噬一切的趋势。各地的人们都发现，人类的事情变得越来越 

复杂。有多复杂,他们无法测量，甚至找不到恰当的词汇去概括这种复杂 

性。为了描述社会的变迁，英国学者格雷厄姆•沃拉斯(Graham Wallas) 
发明了一个词——“伟大社会”(the Great Society)/这一术语旨在描述 

社会的复杂性、密集性、融合性，也是在试图说明19世纪的地方的小社群 

已经消失，取而代之的是突破了地域性的大社群。约翰•杜威和沃拉斯 

在哈佛的学生沃尔特•李普曼都用过这个词去描述工业化现代社会或发 

达资本主义社会。

1912年，总统候选人伍德罗•威尔逊也对现代社会进行了描述。他 

说，自由已经不是一个单独的概念，现代的自由是一整部机器的自由，只 

有所有的部件“都安装、调配好了，把摩擦减小到最低程度”，机器才能自 

由运转。在现代，自由意味着“人类兴趣、人类活动和人类精力的完美调 

和”。在这个世界中，最好的政府并不是管得最少的政府。威尔逊想起了 

托马斯•杰斐逊：

如果杰斐逊生活在我们的时代，他就能看见：个人被各种错综复 

杂的环境搞得无所适从，对他不管不问就等于让他陷入无助境地，独 

自去面对那些他自己无法克服的障碍。因此，当今的法律必须能帮 

助他，让他得到公平的对待。能做到这样已经足够，但要做到这样并 

非易事。7

认可威尔逊“机器自由说”的人并不多。*在他的时代，人们在处理民 

主制中的问题时，不愿意把问题看得很复杂，而是倾向于把问题简单化。 

在人民意志高于一切的话语笼罩下，很多事情被贴上了“歪曲”人民意愿 

的标签。在人们眼中，“歪曲”人民意愿的主要组织仍是政党，但在20世 

纪20年代,政党的势力逐渐衰弱，其他“歪曲”力量开始出现，如宣传、压 

力集团和金钱利益。于是，竞选改革运动设立了新的目标——管束政党、

189

① 市政经理政府指一种政府管理形式，即像管理企业一样管理政府，市政府会任命市政经 

理管理城市。1914年。美国八个城市的市政经理一起成立了市政经理联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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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力集团、金钱和宣传，防止它们操控选举。

同时，“知情的公民”这一理念也开始受到怀疑。即便是那些最认可 

新公民身份的人，也开始质疑公民是否真的存在，或是否可以继续存在。 

在一战期间和一战之后，找不到出路的自由主义改革者、支持政府者以及 

批评政党者甚至开始欢迎社会主义。民主的公民权还有可能实现吗？

让人们对民主的公民权失去信心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选民投票率的 

下跌。1920年和1924年的总统大选投票率比19世纪30年代以来的任 

何一次大选投票率都要低(比1988年以前的任何一次大选的投票率也要 

低)。1924年，阿瑟• M.施莱辛格(Arthur M. Schlesinger)和埃里 

克・M.埃里克森(Erik M. Eriksson)在《新共和》杂志(The New Repub
lic  ̂发文称选民正在消失。他们发现了一个具有讽剌意味的事实，在选 

举权普及的范围越来越广、选民投票所受的外在干扰越来越小的情况下， 

去投票的选民却越来越少。“这个曾被人们看做政治权利而去争取的东 

西,现在却无法引起兴趣，人们不把它当做一种公民责任，甚至也不把它 

当做公民的机会。”他们把这种情况归因于“政党之间的差别的减少”和 

“现代生活复杂性的增强”，并用悲怆的语气说，现在的世界已经变成了一 

个“疯狂的、过于秩序化的、壮观的、城市化的和由机器驱动的世界”9。

弗洛伊德、行为主义者、群体心理学家以及其他人对于人类的非理性 

190层面的研究表明，所谓的民主的理想是难以企及的。在一战以前,著名记 

者兼政论作家沃尔特•李普曼对于民主信心满满。1922年,他却在《舆 

论学KPublic Opinion)-书中指出，民主不能指望公民无所不能。他发 

现,公民由于受到一些外在因素的制约，再加上缺乏了解政治的内在动力 

与兴趣，丧失了对政治世界做出准确判断的能力。在那个年代，公民在投 

票站是有自治权的，他可以独立自主地投票，但是“自治”的主张却失去了 

理据。弗洛伊德告诉大家,人类是由欲望驱动的动物。新兴的社会心理 

学告诉大家,人类也是社会的动物，各种社会力量都在他们心中沉淀，对 

他们产生影响。人类绝不是理性的和自治的个体的集合。

人类非理性的弱点以及不断膨胀的特殊利益需求变得越来越明显 ， 

成为民主的阻碍，而政党已不再被人看做民主的敌人。美国政治史上的 

“政党时代”已近尾声，而且人们对这个时代的结束感到高兴。当时的人 

们认为，针对民主问题而进行的改革的目标不应是复兴乡镇集会的传统 ， 

而是解决现实问题。所以，人们就让专家管理市政，建立市政经理政府， 

去“消灭分肥政治和隐藏势力。学术界和商界的领袖则通过建立智囊 

团和基金会与政党抗争宀可以说，政党在公共生活中依然扮演着比较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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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角色,但批评家把他们看做民主的毒瘤。沃尔特・李普曼指出，在 

“一夫多妻制、缠足或巫毒教”等各种问题上,政党追求的都是短期收益， 

见好就收。政党“试图转移人们的视线，不让人关注现实的美国生活”。 

于是“选民觉得政治只是个精心策划的游戏,不可能带来重大的和直接的 

后果必。政治党派并没有被彻底埋葬，但在改革者和知识分子的心目 

中，它们似乎已经灭亡、消失了。

在这样一种氛围中，民主的拥楚觉得,必须要找到挽救民主之道。他 

们认为可行的方案有：恢复对于宪法和美国政治传统的尊重；让领导人 

(特别是总统)发挥其作用;让专业人士“科学”地管理公共事务；开展科学191 
的民意调查，准确把握民意;在小城镇和居民社区召开公众集会，复兴乡 

镇集会的民主传统。

上述几个方案中，除了最后一个，其他方案其实都有相同的前提假 

设,那就是公民不是积极主动的而是被动的。李普曼对于那些不喜欢民 

主政治的现代大众的描述十分有影响力，让人对民主的前途感到忧心忡 

忡。但是当时的大哲学家约翰・杜威依然相信民主，他不认同李普曼的 

观点，于是与李普曼展开了论战。这次论战可谓精彩，但论战的双方都未 

能阐明公众的问题和出路。李普曼指出公众在心理上有缺陷，杜威未能 

作出反驳。若与激动人心的罗斯福新政和民权运动相比，他们的论战就 

有些抽象和乏味。但二人提出了一个很有价值的问题，即专家在民主政 

治中应该扮演什么角色。直到今天,无论是民主的理论还是实践都未能 

给出这个问题的答案。我们将在后面加以详述。

宣传与对自治公民的批评

格雷厄姆・沃拉斯在1908年写道:“有一天，'意见，这个词将被用来 

指代最危险的邪恶政治力量这一天来得比沃拉斯预计得要早。在一 

战之前，“宣传”只是一个晦涩难懂的词汇。在一战期间以及一战之后，它 

却成为一个相当热门的公共议题。引发对于宣传的讨论的事件是美国参 

战和公共信息委员会(the Committee on Public Information)①的建立。

① 公共信息委员会是一战时威尔逊总统建立的传播机构，其主要任务是战争宣传和新闻 

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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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信息委员会的头头是扒粪者(muckaker)®乔治•克里尔(George 
Creel),成员有来自新闻界的沃尔特・李普曼和来自公共关系界的爱德 

华•伯奈斯(Edward Bernays)等。到了二战的时候，对于宣传的讨论开 

始减少。可以说，第二次世界大战终结了或者可以说完全终结了对于宣 

传的讨论，因为二战中的美国政府又一次拿起了宣传这个武器参加战斗， 

说三道四已是枉然。

“把消息公之于众的媒介可能是我们现在的社会生活的最显著象征 。 

有一些人会抵制这些媒介，但是，至少是在一段时间里，大众传播的方式 

192可以为任何人或事制造观点。”】4大哲学家杜威这段夸张的话显示出，意 

见是多么不值得信任。杜威不相信民众意见，不是因为他身上有鄙夷民 

众的精英气质，而是因为民众的处境让他感到不安。在“伟大社会”里，信 

息对于民众而言是必不可少的，但民众仅凭自己的常识无法判断信息的 

真伪，于是他们被误导的可能性就无限地增大。

能与政党、政党的领导集团和政治寡头抗争固然是好的，但抗争的武 

器是什么?改革家的回答似乎是“信息”，那些能让公民对自己的利益和 

公共利益作出独立判断的信息。但这到底是什么样的信息？谁提供这些 

信息？报纸以前是为政党服务，现在却有取代政党之势。1914年，政治 

科学家、耶鲁大学校长阿瑟・T.哈德利(Arthur T. Hadley)说:“使人获 

得候选人提名的和使法律得以通过的，不是旧的政党制度中的那个要 

素——个人的影响。真正有影响力的是印刷出来的纸张，它可以让控制 

它的人控制成千上万的选票，无论他有何居心。

哈德利的头脑中浮现出来的人物也许是威廉・伦道夫•赫斯特，因 

为此人不但善于制造轰动性新闻，也善于制造轰动性政治事件。赫斯特 

先是在旧金山创立了自己的事业,然后去了纽约，于1885年买下了《纽约 

新闻报》并宣告进军全国。应威廉・詹宁斯•布赖恩的要求，他于1900 
年7月创办了《芝加哥美国人报^{Chicago American},为布赖恩竞选总 

统提供支持。这份报纸对共和党进行了恶毒的攻击，典型的赫斯特式的 

咒骂充斥着版面。】6赫斯特自己也有当总统的欲望，于是在1904年参加 

了总统竞选。可惜的是,他的政党提名的总统候选人不是他，但他仍很有 

势力，操控着民主党的事务。有例为证：1912年,伍德罗•威尔逊想要竞

①19世纪末，一些新闻记者对于垄断企业只顾赚钱、不管公共利益的行径感到不满，于是 

发起了“揭丑运动”，写了两千多篇揭露丑闻的文章。罗斯福总统曾把这种记者称为“扒粪者”， 

故此运动又称“扒粪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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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总统。赫斯特则为反对威尔逊的势力提供帮助，力图阻止威尔逊获得 

总统候选人提名。当然，他最终没有得逞」7
报纸和报纸出版商并不是唯一能能够操控舆论的。除了记者以外， 

还有一个新兴的职业以贩卖信息为生，这就是公共关系专家。在一战以 

前,公共信息专家已经崭露头角，在一战以后，此类人士已是多如牛毛。 

1927年,塞拉斯•本特(Silas Bent)①抱怨称，在纽约,公关专员多达5 000 193
个,在华盛顿还有2 000个。I* 根据《纽约先锋论坛报HNew York Herald 
Tribune｝编辑的估算，全美报刊上60%的新闻源自公关机构散发的材 

料。本特对于《纽约时报》的调研也证实了这个结论。在他査阅的那一期 

《纽约时报》上，依据公关机构散发的材料而作的报道占报道总数的 

60%。政治科学家彼得•奥迪加德(Peter Odegard)称，50%的新闻报道 

源自公关机构，“当今有很多记者不过是有文化的乞丐，向各个公关机构 

或新闻办公室讨要'通稿mJ E.彭德尔顿•赫林(E・Pendleton Her- 
ring)也对此有所认识，他于1927-1928年间撰写的博士论文称，华盛顿 

是“宣传的圣地和新闻专员的天堂”。除了公关机构，政府也会倒腾出“以 

吨计算的新闻素材和大量制造出来的新闻报道”。赫林指出，要分辨公关 

机构的作品和记者的作品绝非易事，“哪个是新闻，哪个是宣传。这很难 

区分。不过两者都是将事情公之于众的方式”2。。

看到政府在战时所作的宣传，产业大亨也开始效仿。例如，在战争期 

间，芝加哥电力大亨塞缪尔・英萨尔(Samuel Insull)利用英国宣传办公 

室在美国的分支机构向美国报纸传递了很多带偏见的信息，而且还把持 

着伊利诺伊州的国防委员会。战后，他成立了伊利诺伊公共事业信息委 

员会(Illinois Public Utility Information Committee),为其麾下的公共事 

业公司开展了大量公关,使公共事业成为热点议题。2】

在政治竞选中，宣传无疑是举足轻重的。人们开始关注后来被称为 

形象管理的那个活动。1920年，沃伦• G.哈定在家乡俄亥俄州马里恩市 

(Marion)搞.留守竞选(front porch campaign)他聘任了前《纽约太阳 

报》通讯员贾德森• C.韦里沃(Judson C. Welliver)管理新闻宣传。选举 

结束后，哈定让韦里沃留下来给自己写演讲稿。为哈定助选的不止韦里 

沃一人。先前是芝加哥著名的广告商,1918年之后当上共和党国家委员

① 塞拉斯・本特(1882-1945)，美国知名记者、自由撰稿人。

② 留守竞选，一种竞选方式。候选人不远离家乡，不去各地巡回演讲拉票，只在家门口接 

见到访的支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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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宣传主管的艾伯特• D.拉斯克(Albert D. Lasker)也加入了这一阵 

营。在竞选运动的初期，哈定的顾问劝他别打高尔夫球，因为这会让人觉 

得他喜欢“富人的游戏”。在哈定正在考虑怎么处理此事的时候,拉斯克 

为他安排了一场演出。拉斯克是个宣传专家，但碰巧也是芝加哥小熊棒 

194球队(Chicago Cubs)的老板之一。他安排小熊队到马里恩市比赛，让哈 

定上场作秀。在这场比赛中，小熊队的对手克里根猛士队(Kerrigan Tai
lors) 是个弱队,所以拉斯克敢让哈定上场当投手。哈定投出了最先的三 

个球，然后发表了名为“团队精神”的演说，借用棒球语言对威尔逊在国际 

联盟问题上的立场①进行了恶毒的攻击。

为了能让自己登上报纸的头条，哈定在每一个节日都会搞一点噱头， 

例如妇女节、有色人种节、外籍选民日等等。他甚至还搞了一个“马里恩 

市外来推销员日”，这是因为,他的竞争对手詹姆斯•考克斯的《代顿每日 

新闻报HDayton Daily Ness)在六年前曾把行走各地的推销员称为“十 

足的讨厌鬼”。为了给哈定搞的推销员日助阵，共和党全国委员会出资成 

立了一个大规模的组织，名为“哈定和柯立芝②商务旅行者联盟”。

拉斯克的贡献之一是设计了一个竞选口号：“我们不要再摇摆不定 

了。”他让哈定在8月底的一次演讲中提出这个口号。为了让这个口号 

起到好的作用，他给韦里沃写了备忘录，要求韦里沃确保这个口号“只能 

是一个一带而过的插入语，但・・・・・・得有感染力，听上去是有感而发的”。 

这个口号成为宣传工作的要点，通过广告牌、漫画等宣传介质很快地传递 

了出去严

这个年代的每一位总统身上都背负着操控宣传的恶名。哈定去世 

后，卡尔文•柯立芝继任总统。《新共和》杂志挖苦他说:“历史上任何一 

个统治者都没有像柯立芝先生那样掌控着那么宏大的宣传机器，而且肯 

定没有人能比他更积极勤勉地去使用这个机器……柯立芝先生是第一位 

利用宣传搞行政并获得真正成功的人。碎沃尔特•李普曼对柯立芝的继 

任者赫伯特・胡佛的看法是，他登上总统宝座“是经过了缜密策划的，而 

且一直在用最新的手段做大力宣传。他的确是第一位通过现代宣传机器 

展现整个政治生涯的总统"25。当然，富兰克林・D.罗斯福也不例外，无 

论是他的批评者还是支持者，都把他称作表演大师。他身边的那些人也

① 威尔逊主张建立一个调解国际纠纷的机构，即国际联盟。一战结束后，他为建立这个联 

盟而四处奔走。

② 柯立芝，即哈定的竞选伙伴、副总统候选人卡尔文•柯立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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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宣传高手，例如査尔斯•米切尔森(Charles Michelson) o在1932年， 

米切尔森负责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的宣传工作，被授予了相当大的权力。 

记者威尔•欧文(Will Irwin)认为米切尔森的工作对于竞选没有起到多195 

大作用，但他又说:“在幕后策划者的指挥下开展持续的宣传，这个策略确 

实让敌人溃不成军。祝6他还说，米切尔森这个宣传专家在竞选中搞了两 

套连环把戏，首先为搞戏剧性的表演打造一个背景，作为铺垫，然后就开 

始制造吸引人的新闻事件。这让有敌意的报纸也难以拒绝诱惑，不得不 

帮他们报道这些事。

“有敌意的报纸”这个词汇的意涵发生了变化。政治活动从户外挪到 

了室内，理智判断取代了情感依附，积极参与竞选的忠诚党徒变成了难以 

调动的独立的选民，投票从一种狂欢变成了个人的决策。在这个背景下， 

新闻界也发生了变化——从政党的吹鼓手变成了报道新闻的专业组织。 

新闻界变化得比较缓慢，但变化的方向是确定的。记者开始用“客观性” 

这个概念来讲述新闻职业的道德。新闻学院的数量不断增多，普利策奖 

(1917年第一次颁发)使新闻这个职业的吸引力不断增强。记者和编辑 

致力于提供不含价值观的、可以为其他报纸所用的信息，并按自己的专业 

主义思维而不是出版商的政治偏好处理新闻。这样的新闻界植根于希望 

公民能够理性地筛选出事实真相的政治思维。按这个思维逻辑，记者须 

在发掘事实时保持客观显然是一个合理的要求，而且，也应该要求政府为 

公民提供中立的或无党派倾向的信息。到20世纪20年代，已有11个州 

规定，政府必须将提交投票表决的提案的内容以及相关的正反意见印刷 

成册并向公众散发。1907年，蒙大拿和俄勒冈率先提出了这样的要求。 

其他州随即跟进。到1918年，俄克拉荷马、加利福尼亚、亚利桑那、内布 

拉斯加、俄亥俄、华盛顿、犹他、马萨诸塞和北达科他都颁布了这种 

规定。貂

在20世纪早期,信息变成了一种商品，可以买卖，可以与价值观、信 

念、信仰相分离或相区分，甚至也可以与叙事分离。在科学中的客观理念 

和政治行政中的效率理念的助推下，客观信息的理念也获得了认同并有 

了耀眼的光芒。有少数人提出了异议。例如，下议院议长乔•坎农(Joe 196 
Cannon)提岀，让新闻界与政党分离会使娱乐新闻大行其道。“与国会议 

员在辩论中的发言相比，他的胡须和他的衣服是更能吸引人的报道话 

题。”29其他一些人，例如女性选民联盟(League of Women Voters)的成 

员，则相信中立客观的信息是有益的。

女性选民联盟建立于1920年，其前身是全国女性选举权促进会(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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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

tional Woman Suffrage Association)。联盟建立后，其成员在联盟与政党 

关系的问题上产生了分歧。起先,联盟大力鼓励女性参与政党政治。但 

是，联盟以其独立性著称,此举会损害联盟得之不易的名声。此外，即便 

参与了政党政治,女性也很少能在政党内部获得重要职位。这一事实也 

让联盟感觉到，应该脱离政党自行其是严在联盟中，有一些领袖人物还 

是希望参与政党政治。新泽西的莉莲・费克特(Lillian Feickert)指出：脱 

离政党政治会把女性带回到“幼稚园年代”；搞独立政治是“一种非直接性 

的方案”,应该被抛弃。在当今时代，只要能赢得选票就是胜利；女性应该 

成为“政治工作者”。即便有费克特这样的人，但到20世纪中期，联盟还 

是放弃了政党政治，坚定了用理性辩论取代党派性狂热的决心。手攥选 

票的时候，女性认为自己就是新时代教科书上的模范公民，独立、知情、富 

于公共精神并超越了党派性。

信息还在竞选资金的筹措方式的改革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在19世 

纪,很多经济腐败案件之所以能够发生，主要就是因为政党在筹措资金时 

用的是不正当的方式，导致有空可钻。与政党的斗争(如公务员制度改 

革)胜利后，政党就不再向寻求职位者和在政府任职者索要政治献金，而 

是把眼光转向了那些富得流油的人，一般来说，就是大公司的老板。从 

1896年开始，参加竞选的两党都会相互揭丑，说对方的资金是由银行和 

大公司提供的。1932年，路易丝•奥弗拉克(Louise Overacker)出版了 

第一本研究竞选资金的学术著作。她在这本重要著作中指出，越来越多 

的人开始担心民主的前途,害怕民主“终将变成富豪做主咖。

那应该做些什么？各州相继出台了管束竞选献金和竞选支岀的法 

律，但因执行力度低下而收效甚微。联邦政府早期的竞选资金管控措施 

只有一条，即禁止从政府工作人员那里索取政治献金。但在1905年，西 

奥多・罗斯福总统在年度致辞中呼吁:通过立法禁止大公司给政党提供 

竞选资金。然后有人发现，1904年竞选总统的时候，罗斯福自己就收取 

了公司提供的政治献金。1907年，在这条可笑的丑闻推动下，禁止大公 

司提供竞选资金的法律得以通过，但它似乎没有获得重视。1904年大选 

之后的改革活动促使联邦政府开始制定“公开"法案。以各州制定的要求 

公开竞选献金来源的法律为原型，联邦制定了《联邦反腐败行为法案》 

(Federal Corrupt Practices Act),并于1910年颁布实施。法案规定，凡 

是竞选捐款等于或超过100美元的个人或公司，或捐款等于或超过10美 

元的个人，其名字、名称以及捐款的理由都必须公示。1911年，联邦立法 

机构对该法案进行了修改，增加了限制国会议员竞选花费的条款。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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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有法可依，却没有人去执法。选举中的经济腐败成为国会年复一年的 

议题。民主党在竞选时发布的政策宣言经常提到这个问题(1908.1912. 
1920、1924、1928、1932年)，共和党的政策宣言也偶有涉及(1912、1928 
年)。可以说，它成为竞选时用来攻击或反击的常规武器严

1918年，密歇根的一位政治家杜鲁门・纽伯里(Truman Newberry) 
成为争论的焦点。他在参与密歇根参议员预选时花费了 17600美元。但 

是，按照州以及联邦的法律，竞选的花费应在17 000美元以内。于是，他 

与一群竞选工作者遭到了起诉，并被判定违反了竞选法。最高法院于 

1921年推翻了先前的有罪判决，理由是纽伯里是在预选中花费了这么多 

钱,而联邦法律不适用于预选。无论如何，这个案件引起了全国的关注， 

参议院也就此展开了历时长久的调查。民主党于1924年发布的政策宣 

言称,须“防止纽伯里主义曲。1925年，联邦针对政党资金问题颁布了新 

的法律。但是，有法可依、执法不严的情况再度出现。1927年以后，没有 

任何人因违反该法而受审严 198
提供竞选资金只是企业控制政治进程的一种方式。还有一种方式是 

游说。在20世纪20年代,游说绝不是一个新鲜的招数，但游说活动中出 

现了新的变化。在以前，游说国会议员的方式是，搞私人交换、贿赂、投其 

所好提供红酒或女人。E.彭德尔顿・赫林观察到，新一代的游说人员则 

成为“国会中的第三个议院"“助理统治者”“看不见的政府”。赫林说:“这 

群人公开行事，他们没有什么好隐藏的。他们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并且知 

道如何得到。他们目标清晰，工作效率很高。呻如果他们真没什么好隐 

藏的，那么别人也不会说三道四。反沙龙联盟(Anti-Salon League)和美 

国退伍军人总会(American Legion)对游说活动进行了公开批评。联邦 

贸易委员会(Federal Trade Commission)在20世纪20年代对为公共事 

业而发起的宣传和游说活动进行了调查。随后，参议院也对此展开了调 

查。1929年，参议员雨果・布莱克(Hugo Black)提出了一个要求游说者 

向参众两院汇报姓名、目标和花费的议案。1935年，他还发起了一场针 

对游说者的、争议颇多的调查。尽管如此，一直到1946年也没有任何管 

理游说者的法律岀台严

公关也许已经是一种常见的活动，但还不是一项获得了普遍认可的 

活动。公关专家觉得，有必要为自己的工作正名。1924年，柯立芝总统 

对宣传活动作了批评，小约翰・戴维森・洛克菲勒的公关专家艾维・李 

(Ivy Lee)则予以反驳。柯立芝说:“宣传就是仅呈现一方面的事实，并扰 

乱事实之间的关系，在未对所有的事实做全面、公正的调查的情况下，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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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塞给人一个结论。”李的回应很简单:“不管对何种问题，都不可能有对 

所有事实全面、公正的调查，这是人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为了给自己的观 

点提供依据，他(准确地)引用了沃尔特•李普曼的话:“试图说出绝对的 

事实，其实就是在尝试着做人类不可能做到的事。我所能做的，仅是告诉 

你我自己对事实的解释。楓7
与艾维•李相比，爱德华・伯奈斯对宣传的热情似乎更高。为了提 

199升公关人士的社会地位,他与他的妻子多丽丝・弗莱希曼(Doris Fleis
chman) 拒绝“新闻专员"(press agent)这个词汇，开始用“公共关系顾问” 

这一好听的名称指代自己和同行。可是这个名称没有流行起来。伯奈斯 

发现他“一个人为公共关系行业而做的困难抗争”失败了。1923年，伯奈 

斯出版了《舆论透析^(^Crystallizing Public Opinion )—书。有人在书评 

中指出，伯奈斯给自己安排了一个过于困难的任务。《纽约时报》讽剌道： 

“如果改变一个名字就能改变新闻专员的道德和行为，人们就会乐于称其 

为公共关系顾问，也可以叫他们小甜心或其他任何名字。”在私企之中，公 

关人士逐渐有了一定地位,但新闻界对他们完全“不感冒”。一位批评家 

在《北美评论》(North American Review)上发文称，在公关行业的冲击 

下，记者变成了“一个只会兜售现成消息的群体”，报纸则“越来越注重发 

行，真正的新闻越来越少，按新闻的模样制作的东西越来越多碎。一些 

记者发出了抵制公关专员的呼吁。艾维•李回应称,记者的批评“就跟我 

老婆抱怨梅西百货在货架上放了太多好看的东西一样符合逻辑”39。公 

共关系已经是美国生活的一部分，但同时也是人们不信任的那一部分。

在20世纪30年代，关于宣传的争论终于有了一个圆满的句号。终 

结争议的是对于美国参加一战的反思。C.哈特利•格拉顿(C. Hartley 
Grattan)的《我们为何而战We Fought, 1929).沃尔特•米利斯 

(Walter Millis)的畅销书《通向战争之路^(Road to War 9 1935)、查尔 

斯・比尔德(Charles Beard)的《战争的罪恶理论(Devil Theory of 
War , 1936)、C・ C.坦西尔(C・ C. Tansill)的《美国参战^(.America Goes to 
War, 1938) ^H. C.彼得森(H・ C. Peterson)的《战争宣传 ^{Propaganda 
for WarK埃德温・博查德(Edwin Borchard)与 W・P.拉格(W. P. 
Lage)的《美国的中立策略 1/(.Neutrality for the United States , 1940)以 

及其他一些著述,统统在讲述一个观点:美国参加一战是一个悲剧性的错 

误严这些著作中的一部分(不是全部)认为，美国之所以会犯这个错误， 

是因为英国制造的宣传蒙蔽了美国公众的双眼，使美国放弃了中立，拿起 

武器去支持同盟国。例如，彼得森就觉得，英国的宣传“影响到了美国生 



第五章民主的救星？公民宗教、领导权、专长和更多的民主| 171

活的每一个方面”。他写道:“新闻、金钱和政治压力都在发挥影响。战争 

不仅在伦敦、纽约和华盛顿进行，还在美国的教室、牧师的讲道坛、工厂和 

办公室进行。这是一场政治运动，目标是在美国人中培育亲英国的思想200 

倾向，赢得美国人的同情，激发他们的兴趣，让他们不可能保持中立，只能 

加入欧洲战局。'⑷彼得森认为，这就是美国参战的“最重要的”原因严

这些著作全部误以为纽约的新闻界即等于全国新闻界，又误以为纽 

约的媒体都是亲英国的媒体。作者们没有看到，那些依赖英国消息源的 

报纸，其实也依赖德国的消息源，很多关于德国的报道都来自德国。他们 

最大的失误在于，过于强调宣传的力量,忽略了事件本身的说服力。与这 

些作者同时代的一些人也认为宣传的力量被夸大了。1935年，外交官查 

尔斯•西摩(Charles Seymour)写道，使美国人产生了仇视德国倾向的 

“主要是战争的进程，而不是宣传家的活动”43。但是，宣传在美国已是司 

空见惯，人们已经熟悉宣传这种活动，所以这些作者很容易就引起了共 

鸣。战后，对威尔逊的公共信息委员会的非议不断增多。查尔斯・比尔 

德和玛丽・比尔德(Mary Beard)在他们的畅销书《美国文明的崛起》 

(The Rise of American Civilization｝中写道："整个学校系统十分容易就 

屈从了，如机器一样严格按规则运转,依照官方的方式讲述战争的源起和 

荣誉，控制幼小孩子的思维。”他们认为政府对于传播的控制是史无前例 

的。“直到今天美国公民才透彻地认识到，现代政府是多么想把自己的想 

法强加在全体民众身上。他们发起了潮水一般的宣传攻势，用声明、断 

言、官方说法和反复强调扼杀异议。”查尔斯・比尔德和玛丽・比尔德忧 

伤地写道，公共信息委员会“在一片反对声中获得了成功”,成功地将战争 

“贩卖”给了美国公众。44

不计其数的思想家把宣传的存在当做宣传有效果的证明。如果他们 

没错，那么这个判断也就没错:政府和大公司之所以搞宣传，是因为他们 

认为自己能够控制也必须控制公民的思想。按照这个逻辑接着推演，滑 

稽的事出现了，宣传似乎有了一点民主的意味一一精英们搞宣传是被迫 

的。当然，让人们感到反感的，是宣传的操控意图，而不是其民主意味：宣 

传认定人类有缺乏理性的缺陷，于是就想利用这种缺陷。宣传没有把人201 

当做公民，而是当做笨蛋,奉承他、恐吓他、哄骗他，用尽一切方法，只要能 

达到目的。

20世纪20年代既是一个觉醒的年代，也是一个重建的年代。人们 

提出了各种各样的解决民主问题的方案：建立以宪法和美国历史为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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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公民宗教;用专家政治取代党派依附政治;用科学的方法调查民意;依 

托公立学校和其他社群组织开展面对面的政治讨论;提升政治领袖的地 

位，特别是总统的地位，使之成为民主不可或缺的要素。下面的文字将向 

您展示，上述的改革方案是如何改造“伟大社会”里的公共生活的。

笃信宪法輻

在一战与二战之间，宪法主义(constitutionalism ) “在美国文化中的 

地位比以前任何时候都要高的确，宪法主义就如同一个邪教，身上 

带了很多象征物，其中最明显的一个就是最高法院的办公建筑。早先的 

时候，最高法院在国会大厦的地下室办公。I860年，参议院搬到一个新 

办公地点，也就是今天的所在地，于是最高法院就搬家去了旧的参议院议 

事厅。直到1929年，国会才拨款给最高法院盖办公楼，即所谓的“正义殿 

堂”釘。为了给最高法院争取自己的办公楼，首席大法官威廉•霍华 

德•塔夫脱发起了一场运动。1928年，国会批准了他的请求，并委任他 

为法院建筑规划委员会主席。1935年，最高法院终于有了自己的办公 

楼,现在仍在那里办公。

自建国之父的年代以来，宪法的头顶上一直有神圣的光环，节日中常 

见的赞美宪法的政治话语就是一个证明。在20世纪20年代，出现了大 

量与宪法相关的活动，使宪法头上的光环更加耀眼。1916年，一场旨在 

把9月17日定为宪法日的运动开始。到20世纪20年代,运动取得了相 

当大的成功。这场运动得到了美国律师协会(the American Bar Associa- 
202 tion)的积极响应，全国教育协会(National Education Association)也通力 

配合,战争部则要求所有的驻军点开展相应的节日庆祝活动。到1923 
年，有23个州规定公立学校应开展宪法教育。对于无政府主义、社会主 

义和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惧怕，以及归化移民的需求,促使越来越多的州颁 

布此类规定。號到1931年,有此规定的州的数量上升为31个。私立大学 

也开始出资举办宪法讲座。1924年，国家演讲比赛①如火如荼，吸引了数 

以百万计的参与者。

这一系列对宪法表示尊敬的活动起到了什么作用，我们并不清楚。 

我们可以肯定的是，法院和宪法的事例意味着人们正在努力解决民主的

① 国家演讲比赛的全称为美利坚合众国宪法全国演讲比赛(National Oratorical Contest 
on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United State)，主题是美国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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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渐渐地，法院和宪法在人民心中的地位提升了。罗斯福的“填塞法 

院”计划(court-packing Proposal)①不但未能奏效，而且还起到了反作用， 

让最高法院成为一个独立的、经常挑刺的、顽固不化地捍卫宪法传统的机 

构，就连在任总统也不放在眼里。

在19世纪20.30年代，华盛顿特区成为一种国家象征。1922年，林 

肯纪念堂落成。1943年,杰斐逊纪念堂落成。1939年，富兰克林•罗斯 

福总统在为杰斐逊纪念堂奠基时特意强调，杰斐逊留下了宝贵的政治哲 

学遗产。“应该让自立为王或自封为官的少数几个人统治，还是由全体选 

民和按多数人同意原则统治？他与我们一样，都生活在这两者之间的斗 

争之中。他与我们一样，都相信普通人的意志终将高于那些自立为王的 

独裁者的意志。咧罗斯福给杰斐逊纪念堂奠基是为了表现他自己对民主 

的尊重。

以前，政府是偶尔留存档案。1934年，政府建立了一个巨型的档案 

保存机构一一国家档案馆。1920年,宪法和独立宣言原件从国务院保险 

库中移出，并于1924年送到国会图书馆公开展出。电影人摄录了这两份 

文件，全国各地的人都可以去电影院观看严与此同时，在卡尔文・柯立 

芝总统的鼓励下,雕塑大师格曾・博格勒姆(Gutzon Borglum)正在南达 

科他州的一座山峰上雕刻乔治•华盛顿、托马斯•杰斐逊、亚伯拉罕•林 

肯、西奥多・罗斯福的头像。1930年7月4日，华盛顿的头像的面纱被203 

揭开。1936年，罗斯福总统为杰斐逊头像揭幕。林肯的头像于1937年 

的宪法日揭幕。1939年，南达科他州建州50周年纪念日，罗斯福头像揭 

幕F这些头像不是普通的雕塑，它们是圣地里的神龛，是美国公民宗教 

的组成部分。有人提议把拉什莫尔山称作“民主之圣地”。福吉谷(Val
ley Forge)②、詹姆斯敦(Jamestown)③、蒙蒂塞洛(Monticello)、罗伯特• 

E.李(Robert E. Lee)®的出生地斯特拉特福庄园(Stratford Hall)也开始 

被人称作“圣地”严杰斐逊尤其受重视。1923年，人们为了重建杰斐逊的 

故居蒙蒂塞洛专门建立了托马斯•杰斐逊的纪念基金会。基金会向美国 

的儿童筹款，各地儿童踊跃捐款，基金会收到了上百万的硬币。在了解到

① “填塞法院”计划是罗斯福为推行新政扫清障碍而提出的计划。其主要内容是，总统可 

以提名另一名法官取代任何年龄超过70岁的联邦法官，包括最高法院法官。

② 福吉谷，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切斯特郡的一个国家公园，是美国的革命圣地。1777-1778 
年为华盛顿军队冬季驻军总部。

③ 詹姆斯敦，北美第一个英国永久殖民地,被誉为美国诞生地。

④ 罗伯特・E.李，美国南北战争时南方军的统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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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斐逊很受欢迎之后，共和党和民主党都开始为重建杰斐逊故居提供 

帮助。

大资本家也为建立这种公民宗教贡献了力量。亨利•福特的绿野村 

(Greenfield Village)①于20世纪20年代破土动工。到1931年，建造出 

了仿古的房屋和街道。小约翰•戴维森•洛克菲勒也在行动。他在弗吉 

尼亚的威廉斯堡(Williamsburg)买下了一大块土地，尝试着去实现他重 

建“殖民地时期的威廉斯堡”的梦想。②1933年，罗利客栈(Raleigh tav- 
em)重建工程完成。1934年，总督府重建工程完工。罗斯福总统亲自去 

为重建的格洛斯特公爵街(Duke of Gloucester Street)揭幕,并称之为“全 

美最有历史意义的街道呻。

还有一些可以展现民族身份的东西，不如上述的东西那么耀眼，但却 

十分有影响也十分有说服力，例如由1913年的宪法修正案批准的联邦所 

得税。在此之前，公民与联邦政府没有直接的经济联系，在此之后,“纳税 

人"成为公民的代名词。

另一个在国家与公民之间建立起联系的东西是统一货币。在19世 

纪，除了银行以外，宾馆、零售商店甚至妓院都发行自己的货币。1863 
年，《国家银行法案MNational Bank Act)颁布，统一货币的进程开始。国 

家发行了新钞票，但在19世纪晚期，银行发行的钞票也一起在流通。19 
世纪晚期有一个习俗，人们会在硬币上刻上“爱心象征"(love token)几个 

字。后来,法院把此举判定为“损伤”货币的行为。换句话说，国家货币开 

始有了一种神圣的光环。1909年，国会终于宣布禁止私人发行货币产

领袖艮主

当时，很多人观察到的情况是，在社会变得越来越复杂的同时，新闻 

大亨和特殊利益集团越来越强大，操控着公共信息。政治改革让普通公 

民有了更多参与政治进程的机会(有更多的官员由民众选岀)，而且参与 

的事也变得越来越复杂(立法提案、全民公决提案，都需要民众去表决)，

① 亨利•福特(Henry Ford,1863-1947),美国汽车工程师与企业家，福特汽车公司的建 

立者。绿野村位于底特律，通过一些仿古的建筑，如教堂、磨坊、火车站，展现了几个世纪的美国 

生活。

② 在殖民地时期，威廉斯堡是弗吉尼亚的首府。后来首府移至里士满，威廉斯堡则逐渐衰 

败。小洛克菲勒在原址上新建了很多仿古建筑，如下文所述的罗利客栈、总督府、格洛斯特公爵 

街等，使之成为一个旅游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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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普通公民面临对其认知能力的巨大挑战。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应该 

如何让自己的决策与公民的利益保持一种恰当的关联呢？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不少人提出应该依靠领袖，特别是总统。从一开 

始,这就不是一个让人感到满意的解决方案。它是在试图解决民主的问 

题，但似乎又有违民主精神，否定了普通公民的自治能力。无论如何，总 

统的权力确实增长了不少，原因如下：

第一，联邦政府变成了一个管理和再分配机构，与个体公民建立了一 

种“直接和强制性的关联咧。例如，以前执法工作主要由州政府和地方 

政府承担。现在,联邦政府的警察力量和其他联邦执法力量增加了不少 ， 

移民和边境管理局、印第安人事务局、酒类税务司、邮政局、国内税务局、 

国家公园管理局以及联邦调查局等执法机构变成了联邦政府不可或缺的 

组成部分严建立跨州贸易委员会、立法反托拉斯、组建联邦贸易委员会、 

颁布《纯净食品和药品法案》、立法保护环境、征收联邦收入税、资助职业 

教育、依据1921年的《谢泼德一托纳法案》(Sheppard-Towner Act)插手 

孕妇和儿童的健康事务,联邦政府把自己的触角伸向了全国各地。在19 
世纪，一位学者说我们的主要行政管理官员“管理很少的事或基本上不管 

事”57。现在，他的说法已与事实不符。

第二，在理论以及实践层面上，政府越来越以总统为中心，而不是以 

国会为中心。相对于州和地方政府，联邦政府的权力增大了；相对于联邦 

政府内的国会，总统的权力增加了，而且总统的“领袖身份”成为一个庄严 

的东西，成为美国政治中一种统治性的意识形态严从威廉・麦金利和西 

奥多•罗斯福开始,总统的个人权力开始增长。在19世纪，总统候选人 

一般会把自己竞选获胜看做他获得了人民的首肯，可以获得宪法上所规 

定的那个总统职位了。他不会认为自己竞选获胜意味着选民认可了他的 

特定的政策主张或政治倾向。简言之，选举获胜意味着人民给自己颁发 

了“委任状”。这种观念在麦金利当总统之前就已出现，但是在麦金利于 

1896年竞选获胜之时才得到了全面的认可。当时的新闻界对这种观念 

表示认同，麦金利则在就某些问题(特别是货币问题)提出主张时,强调自 

己当选是“人民作出的命令性判决"'J与前任的那些总统相比，麦金利 

与他后面的罗斯福都更加积极地干预政治事件。例如，在1902年，煤矿 

罢工延续了几个月。罗斯福单凭自己手上的权力就平息了纠纷。虽然罗 

斯福承认自己“没有权利和义务去用法律或我自己在此事中的官方影响 

施加干预”，但他还是插手了，而且成功地利用这次机会向人民表明，总统 

是受人民之托维护国民福祉的人，在国内有重大危机发生的时候绝不会

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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袖手旁观。6。

1921年《预算与会计法案MBudget and Accounting Act）①的颁布使 

总统对于立法议程的影响显著增强。这个法案其实是妥协的结果。从一 

个方面来说，该法案的通过显示岀这样一种社会认知：在现代社会，要管 

理政府，就需要制定行政预算方案。从另一个方面来说，该法案也显示岀 

了美国人不信任中央集权的传统,对总统在预算上的控制权做了限制，例 

如取消了总统对预算案的部分否决权（line-item Veto）®（在此之前，国会 

通过了一个预算法案。其中一个条款规定，预算主管的任命权由国会掌 

握。威尔逊总统否决了这个条款）匸无论如何，该法案是总统权力加强 

过程中的一个关键节点，使总统成为影响联邦政府开支的核心力量。后 

来，富兰克林・罗斯福及其继任者扩大了总统办公室的规模和职权范围 ， 

使总统的权力再度增强。

地位的提升让总统在与国会讨价还价时有了更多的筹码，也让总统 

“面向公众”，绕过国会直接面对人民，以便让自己的行动获得更多的支 

持。在电视时代，直接面对公众是总统们经常使用的策略，但在电视时代 

到来的一个世纪以前，这种策略的种子已经播下。

第三，面向公众的策略使总统成为全国关注的象征性焦点，所以总统 

能够获得更多的权力。特迪・罗斯福③成功地把总统这个宪法职位染上 

了个人化色彩。也就是说，把总统看做一个由宪法确立和约束的行政职 

位的人越来越少，把总统看做政策制定者和国家领袖的人越来越多。 

1907年，罗斯福人所周知的继承人威廉・霍华德・塔夫脱宣称，他赞同 

“罗斯福那些广为人知的政策”。这段话的新颖之处在于，塔夫脱没有说 

要去推进自己所代表的政党的事业，而是说要去追随总统个人。由于经 

常在讲话中用“我的政策”这种词汇，罗斯福遭到一些人的批评。但亨 

利・克罗斯比・埃默里1912年在耶鲁大学讲座时说：“人们并不觉得那 

些提及了'我的政策，的讲话有什么不好，因为他们现在希望总统有自己 

的政策。”在过去，确实有少数几位强有力的总统，例如杰克逊和林肯，曾 

明确表明过自己的政策立场。但希望每一个总统都有自己独特的政策立 

场是一个新出现的状况。埃默里认为这个状况将延续下去：“因为我们已 

经在说罗斯福的政策或塔夫脱的政策，所以将来我们在谈及某些立法项

① 该法案规定，政府预算由政府来执行，但预算方案必须交由国会审核。

② 即不完全否决提案，只否决提案中的部分条款的权力。

③ 即西奥多•罗斯福。特迪（Teddy）为西奥多（Theodore）这个名字的缩略昵称。



第五章 民主的救星？公民宗教、领导权、专长和更多的民主I 1力

目时,也会在前面加上未来总统的名字。"64
西奥多・罗斯福不仅积极地推行其政策，而且还频繁与公众直接交 

流。很明显，罗斯福很受美国大众的广泛欢迎，但使政治家与公众直接交 

流制度化的不止罗斯福一人。罗斯福经常与公众交流看上去似乎是因为 

他天生有这种能力，伍德罗•威尔逊坚持与公众交流则是因为他已经接 

纳了一种理论观点，即与公众交流是巩固领导权所必需的活动。1885 
年，威尔逊写了《国会政体( Congressional Government) 一书，提出在民 

主体系中立法机构必然是高于一切的。在登上总统宝座之后，他却做了 

一个大反转，开始排挤国会并试图集整个国家权力于一身。到了这个时 

候，他就改变了语调，说国会拥有的权力实在太多，而且其权力受到的公 

众审查实在太少。相对于国会，总统应该拥有更多的权力，而且应该靠经 

常与公众的交流来保持住这些权力。以前的总统只是每年给国会送去一 

个书面致辞,威尔逊则本着实用主义的精神发起了一个20世纪的总统都 

乐于参与的活动一一向广大群众发表演讲。除了对公众发表演讲，威尔 

逊也对国会做演讲，直面国会里大量的听众。也就是说，他复兴了华盛顿 

和亚当斯亲自向国会做国情咨文报告(而不是让秘书代为宣读)的传统。

与罗斯福一样，威尔逊为了竞选总统而四处发表演讲。当然，他也不 

只是为了竞选才发表演讲。1919年，为了说服美国民众，让美国加入国 

际联盟，他前往西部几个州做了巡回演讲。1911年，为了让立法机构同 

意他的改革计划，他在新泽西发表演讲。1916年，为了推行扩军计划，他 

也四处发表演说。尽管所有人都说他是个刻板的、不知变通的政治家，不 

是一个和蔼可亲的人，但他自己表示喜欢与普通市民交流。1919年，他 

在北达科他的一辆火车上对听众说我很高兴能出来见见真正的乡亲， 

很高兴能与他们握手。”他还在《新自由》(T辰New Freedom )一书中提 

到，他喜欢对“普通人”发表演讲，因为他们“与我在大学的讲座对象相比， 

能更快地抓住要点、理解观点、发现趋势和掌握原则林5。

可以说，总统与总统候选人对于公众的情绪十分敏感，但到了 20世 

纪初，对于公众的情绪敏感的人已不只限于总统和总统候选人。进步主 

义时代的改革让其他的政治家也开始关注民意。1913年颁布的《宪法第 

十七修正案》规定,美国参议员必须由民选产生0*1916 年,威尔逊做了一 

件极有可能引发争议的事——提名路易斯・布兰代斯(Louis Brande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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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布兰代斯是个犹太裔法官，在政治上比较激进，在政界有不少反对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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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最高法院法官。的确，这一举动引发大量的公共辩论，数量之多可谓前 

所未有。这些辩论显示，布兰代斯颇受民众欢迎，于是，几个先前反对布 

兰代斯的排犹参议员改变了态度，转而支持这位激进的法官。反对的声 

音变小后,参议院批准了威尔逊的提名，布兰代斯成功入主最高法院。

第四，总统的权力越来越大也是因为，从西奥多•罗斯福执政之日一 

直到二战这段时间里，美国逐步成为世界舞台的主角。渐渐地，外交成为 

政府的工作重点。鉴于总统在外交事务上的法定权力要大于其在国内事 

务上的法定权力，外交工作重要性的增加也就意味着总统权力的增加 。 

鉴于外交中的核心政策是军事政策和防御政策，外交工作重要性的增加 

也就意味着总统对于公共信息的控制权力有所增加，因为，根据国内政 

策，总统不能封锁消息，但若涉及军事问题，总统即可实施消息封锁。

最后，以大众为基础的政治竞争模式取代了以政党为基础的政治竞 

争模式。总统不仅从国会那里夺取了一些权力，也从政党那里取得了一 

些权力。与政党相比，总统在影响立法、为公共生活定调和引领人民方面 

起到的作用更大。我们会在本章末尾对罗斯福新政的研究中，更加仔细 

地探讨这个问题。

总统怎样行使其领导权？在一战和二战之间最受欢迎的领导权模式 

209是一种类似于商业管理的模式。从査尔斯• G.道斯(Charles G. Dawes) 
的文字中我们可以一窥端倪。道斯是预算局的第一位负责人，他于1921 
年6月29日参加了一次会议，与会的是政府的“整个商业管理班子”，成 

员包括总统、行政部门主管、相关的国会议员、高级文书、政府机关的主管 

与副主管。总统哈定先向与会者介绍了道斯，然后道斯向与会者说：

对我而言这不是演讲，我是作为一个商业人士在跟你们讲话，我 

属于商业管理班子的一员，班子将第一次在商业公司总裁的领导下 

开始运作，这个总裁同时也是合众国的总统。

道斯把总统称作“合众国政府的商业主管吶。他其实是说,管政府 

就像管生意。

....总统让这个国家进入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模式，即银行、制造 

企业或任何企业都有的那种模式。企业的总裁要对整个企业负责， 

同时他也有权去企业中任何他想要去的地方收集信息，有权从企业 

中任何的消息源那里得到信息，无论这个消息源是擦地板的女清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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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还是首席副总裁。68

赫伯特・胡佛的身上也有企业总裁的影子，他把自己塑造成了一位 

专家型总统。直到20世纪30年代，还有人这样称赞胡佛：“我们有了历 

史上第一位掌握了商业领导者所需的技术能力、工程学造诣、内阁经验和 

经济学基础知识的总统。吶

商业领袖或专家领袖治国的观念十分流行，但商业领袖、专家式的总 

统以及这种治国模式能够带来的东西，不是民主，而是弗雷德里克・泰勒 

(Frederick Taylor)®所说的“效率”,这一术语后来成为商界人士和行政 

改革家的座右铭；或者是比“效率”更容易理解的东西，即社会学家埃米 

尔•涂尔干所说的社会所需的“道德团结"(moral solidarity) o赫伯 

特•克罗利(Herbert Croly)②说:“寻找伟大领袖已经成为一种精神强迫 

症。”7。对于很多人而言，一个领袖必须成为人们的梦想与希望的投射 。 

李普曼在他的《政治学序论》(A Preface to Politics)中提出，希望找到这 

样的领袖:具有“创造性的思想和远见卓识”,行事的依据不是理性，而是 

能了解社会变化的那种直觉;能通过一种指引性的、振奋人心的“神话”去 

表达自己的观点』在进步主义年代，人们希望寻找到能够展现自己的愿 

望的强大领袖，让他来实现民主的理想，但这一浪漫的设想并非民主问题 

的唯一解决方案，其竞争对手是科学、效率和专长。

专家民主

1927年，政治科学家伦纳德・D.怀特(Leonard D. White)宣称，整 

个世界都在见证“专家政府的岀现”，而且他明显认同这种发展趋势。他 

写道:“我们是否应该强迫自己去把美国的政府重新定义为一种利用专家 

的服务去实现民主目标的机构？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也对于怀特而 

言，专家能够为民主效力，还能在一定程度上替代民主，而且这样会更好。 

“美国人的经验已经清楚地表明，我们不能指望选举产生官员的行政能力 

都能达到标准。”那些“行政首脑”不会容忍“政治竞选陷入窘境”，也不会 

容忍一些人占据某个政职不放。也就是说，在政府中给专家挪出位置，将 

有助于抵制“分肥政治”和“潜在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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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弗雷德里克•泰勒(1856-1915),美国发明家、工程师和效率专家。

② 赫伯特・克罗利(1869-1930),美国政论家、新闻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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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特排斥政党民主，而且还懒得说明排斥的理由。沃尔特•李普曼 

则在《舆论学》中对专家民主做了详细和严密的论证。在20世纪早期关 

于公众和舆论的著述中，这本书最为重要，影响持续的时间也最长。但就 

书本身而言，完全原创性的东西很少。与格雷厄姆・沃拉斯、杜威、公共 

关系与广告的实践者和理论家一样，李普曼深深地感受到了“社会群体” 

2H的复杂性和力量。《舆论学》的贡献在于，令人信服地剖析了那时刚刚兴 

起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研究的结论——人类关注的东西是有限的；在特 

殊的时候,他们也许会把视线从身边的、个人的世界上挪开，但这时候他 

们又不受理性的支配，而是受到情感、不断变化的环境和情绪的支配;新 

出现的、巨型的、用于劝服民众的机器正在虎视眈眈，非常愿意也绝对有 

能力利用这种情况为自己谋利。

李普曼对此所作的分析比其他人的都透彻。另外，他还通过分析得 

出了清醒的结论：民主主义者必须放弃对全面民主的幻想，以便能够保留 

住一个虽单薄一点但有价值的民主形式 。

早在1915年，李普曼就开始关注民意问题。在这一年，纽约的选民 

否决了进步主义的新宪法①，李普曼希望找到他们否决的原因。李普曼 

研究发现，局内人支持新宪法，因为他们可以直接从政府人士那里获取消 

息，而一般公众只能从新闻界那里得知消息。所以，局内人“看到的不只 

是公共生活的表象”。他认为，局内人是一个特权群体，他们亲自直接处 

理事务，而不是通过官方渠道间接处理。73在战争期间，李普曼自己就成 

为局内人，因为他与威尔逊当局建立了亲密关系。1917年，他给威尔逊 

的助手豪斯上校(Colonel House)②拟出了一份筹建“宣传局"的草案，这 

个“宣传局”也就是后来建立的公共信息委员会。”战争结束之后，李普曼 

重操旧业干起了新闻工作，但同时还在做副业，即当新闻批评家。他与查 

尔斯・梅尔茨(Charles Merz) —起发表了一篇文章，对《纽约时报》关于 

俄国革命的报道做了认真的批评。后来他还出版了一本批评新闻界的 

书——《自由与新闻^(Liberty and News )。书中指出，现代社会中很糟 

糕的一个问题就是人们得到的信息永远都是二手的，而且“当下西方的民 

主危机就是新闻业的危机杯o

① 在进步主义运动时期，美国增加了一些宪法修正案，例如第十七修正案、第十九修正案 

等。

② 豪斯上校，本名爱德华•豪斯(Edward House, 1858-1938),美国外交家，威尔逊的智

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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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制造共识是一种不被约束的私人活动”，那还能有民主吗?％李 

普曼未能给出一个底气十足的回答。他希望建立一个专业化和科学化的 

新闻界，能通过统一的方法和严格的实验去确定自己的方向，而不是为了 

实现某个目的而自行其是。了?他希望新闻专业化，希望受过新闻专业教育 

成为入行的必备条件，但立刻又说此事需要三思，因为专业主义也可能带 

来问题。他说,至少应该让新闻成为一个有尊严的职业并开展视客观性 

为原则的职业培训。他希望建立“政治观测站”，让大学和私立学院在里 

面做对新闻记者有用的研究。他还提议建立非党派性的国际新闻 

机构。"

顺着这个思路，李普曼在《舆论学》一书中做了新的探讨。在这本书 

中，他对民主问题的剖析可谓入木三分。他指出，人们不再对自己的“环 

境”做出反应，他们只是对“拟态环境”(pseudo-environment)做出反应。 

所谓拟态环境，就是新闻媒介给人们塑造的外部世界的非真实景象。但 

仅归咎于新闻界是不对的，问题也在于人类自身。我们无法得知真相不 

只是因为新闻界没有提供真相，还因为我们自己无法看到真相。人们依 

据自己的“刻板印象"(stereotypes)去理解这个世界。也就是说，我们看 

到的世界只是我们想看到的世界，由我们自己的刻板印象建构的世界 。 

到了这里，书中一个重要的转折出现了——不再只着眼于外部因素对人 

的影响，转而关注人的理性能力这样的内在问题。或者说，李普曼否定了 

传统的民主理论或任何以公民的理性为前提的理论。约翰・杜威在《新 

共和国》杂志上发表的评论称，李普曼的这本书“可能是现代思想家对民 

主所做的最有强有力的指控”79。

就在几年以前，李普曼还希望让新闻业科学化，以便推进民主。现在 

他认为新闻业无可救药。在他眼中，记者仅能对那些有精确的“机械记 

录”的新闻做准确、可靠的报道。换句话说,记者能够准确报道的是股票 

市场行情、棒球比赛比分以及其他本来就有精确记录的东西。对于其他 

的事情，他们的报道就不值得信任。对此，李普曼认为最好的解决方案就 

是建立情报机构，也就是他先前所说的“政治气象站”。他希望让现在被 

称为智囊的那些人开展科学研究和监视政治世界，成为给记者提供信息 

的专家。专家之所以是专家，不是因为他有高学历,而是因为他的求知欲 

更强，希望去了解的事比一般人更多，并能控制自己的欲望严而且，专家 

执政也是民主的最佳“自救”方式。

并非人人都认同李普曼的这个结论。1926年，约翰・杜威对李普曼 

做出了回应。他在凯尼恩学院(Kenyon College)做了一系列的讲座，并

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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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一年后把讲稿编辑成册出版，名为《公众及其问题》(T屁Public and 
Its Problem} Q在最近这些年，这本书获得的赞誉不少，因为它与“公共领 

域”和“公共知识分子”的命运有关联。但是,与杜威的大多数著述一样, 

此书中尽是让人抓狂的车辂辘话,提出的建议抽象无比，虽然不同意对方 

的观点，但又未能给出探索社会的实际可行方案。杜威大体上认同李普 

曼对公众问题的分析，但他提供命解决方案与李普曼的大不相同。他写 

道:“在大多数的人际圈中，让人们对政治性问题展开讨论是件很困难的 

事。即便开始讨论，马上就有人会打哈欠，让讨论无法继续。呦另外，在 

专家的作用问题上，杜威与李普曼的看法其实大同小异。杜威不认可专 

家统治，因为专家阶层肯定会像任何的统治阶层一样，只顾自己的私利， 

无视公共利益。只要“大众没有把自己的需要告知专家的机会”,那么专 

家统治就仍是一种寡头统治。要解决“公众的问题”，不是要把专家赶下 

台，而是要加强专家与公众之间的交流。在杜威那里，“探索的确是一项 

应该移交给专家的工作”，专家的任务不是“制定和执行政策”，而是“寻找 

和揭示前者所需的事实”。一般大众不需掌握开展社会探索的技能，只需 

“有能力分辨那些由他人提供的、有关民众福祉的知识的良莠咙。

在后面的文字中，杜威指出，要在现代社会实现民主，就必须让地方 

214的、人们之间可以面对面交流的社群延续下去。“现代生活中的显著事实” 

是，现代社会那巨大的非人性化力量，把人与地方的情感依附击得粉碎。 

我们必须使之得以重建。杜威总结说:“近距离、直接交流和情感依附所 

拥有的活力和深刻性是无可取代的。”在一段满是溢美之词的文字中，他 

称“地方是终极宇宙，就如同存在那样是绝对的”闊。

这能算得上是对李普曼的有力回应吗？李普曼一直没有忘记“现代 

生活中的显著事实”一以前的那种地方社群已经分崩离析。杜威对于 

人们可面对面交流的地方社群赞美不断，却忘记这种社群常常会阻碍他 

极力推崇的东西，或者说他心中的另一个“绝对”之物——自由的社会探 

索。杜威一次又一次地强调在政治进程中“统筹智慧"(organized intelli
gence) 和“科学方法”的重要性。他大力赞扬并试图展现那些自由主义观 

念，其实是“以科学的头脑处理社会事务的习惯已经形成的表征”84。如 

何在“伟大社会”中复兴过去的那种社群？即便可以，那它又如何与现代 

性、科学和自由主义相协调？《公众及其问题》都未能给出清晰的回答。

对于专家在民主社会中应该扮演什么角色的问题，李普曼和杜威做 

了探讨，但对于专家已经在扮演的那些角色，两人都言之寥寥。在20世 

纪20年代，已经有专家参政,有些还直接参与公共政策的制定。越来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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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的学者靠着从美国或欧洲大学拿到的博士文凭，就把自己称作某一个 

社会科学学科的专家。当然,靠受教育变身社会科学专家在那时还是不 

常见的，因为很多社会科学学科才刚刚建立。在1890年，美国基本没有 

人知道社会学是个什么东西。但是到1901年，美国就有132所大学开设 

了社会学课程。到1910年，开设社会学课程的大学已达三百多所。社会 

学的变化不只是数量上的变化。起先，社会学是改革家面向大众讲述的 

东西。后来,它成为专业人士之间的对话，专家面对的是大学、基金会和 

政府里的其他专家严

政治科学的研究生教育始于1880年(哥伦比亚大学)，但此学科在 

1900年以后才开始迅速发展。威斯康星大学和哈佛大学先后于1901年 

和1909年建立了政治科学系。到1914年，美国高校中的政治科学系已 

达 40 个o861903 年，美国政治科学协会(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
ciation )成立。1908年，亚瑟• F.本特利(Arthur F. Bentley)出版了标志 

性的著作《政府过程》(The Process of Government),把政治学确立为一 

门以经验主义为中心的学科』经济学在大学中确立其学科地位的时间 

要早一些，但也是在这个时期才开始用定量研究证明自己对政府有用 。

到20世纪20年代,大学的经验研究已有了长足的发展，能够培养和 

认证政策专家。为这些专家提供支持的不只是大学，还有私立的基金会。 

1921年，私立基金会为社会科学和历史学的研究和培训提供了 18万美 

元的资金。到1927年，资金数额已接近800万元。跖1909年,拉塞尔・塞 

奇基金会(Russell Sage Foundation)资助了匹兹堡调查①。此后，社会调 

查遍地开花。到1928年，美国已开展了 2 700项社会调查，内容涉及健 

康、住房、教育、工资、工作时间等众多与州和联邦政府有直接关联的 

问题。阳

新兴的独立研究机构也给政策专家提供了帮助。这些机构关注公共 

政策，直接聘用社会科学家为其服务，还影响立法。布鲁金斯学会 

(Brookings Institution)成立于1916年，在1927年成为一个组织完备的 

机构,并开始产生全国性的影响。这个学会的成立有赖于联邦政府，是塔 

夫脱总统的经济和效率委员会(Commission of Economy and Efficiency) 
给了它初始的推动力。委员会的主席弗雷德里克•克利夫兰(Frederick 
Cleveland)曾经管理过独立的政策研究机构，他有意建立一个全国性的

215

①1909年，在宾夕法尼亚州匹兹堡市进行了一项关于工人生活和工作条件的大规模调

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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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政策研究机构，于是布鲁金斯学会应运而生。

市政研究机构首先在纽约、巴尔的摩、费城和芝加哥这些大城市出 

现。到1916年，密尔沃基、罗彻斯特、底特律、克利夫兰、阿克伦、托莱多 

和旧金山也都有市政研究机构建立。这些私立的“效率”研究机构监督和 

216调查政府的行政工作，推行企业化的政府管理模式。9。在州的层面上，政 

治科学家查尔斯・麦卡锡(Charles McCarthy)建立的威斯康星州立法研 

究局(Wisconsin Legislative Research Bureau)颇受关注。改革家弗雷德 

里克・C.豪(Frederic C. Howe)非常欣赏麦卡锡的工作，他为之写了一 

本书，目的是向全国推广“威斯康星模式”。他在书中称，威斯康星大学是 

“州研究实验室”，社会科学的研究生在里面展开“对州的问题的细致研 

究”。他还宣称,如果麦迪逊市的州立大道①的一头没有对问题做过仔细 

的研究，那么另一头就基本不会有法律通过』

在《舆论学》中，李普曼并未提及这些研究机构,但这样的研究机构即 

他建议建立的“政治观测站”其实已经四处开花。社会研究的发展与政府 

不无关系。早在1902年，人口统计局就成为联邦政府的一个固定机构。 

20世纪20年代,政府又成立了农业经济调査局(Bureau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让其展开农业政策研究。当然，除了政府下属的研究机构， 

开展社会研究的还有独立的研究机构和研究协会，如成立于1920年的国 

家经济研究社(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成立于 1923 年 

的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以及上文提到 

的那些组织。基金会对社会研究也有巨大的推动作用。1907年，拉塞 

尔•塞奇基金会成立。1913年，洛克菲勒基金会成立。这两个基金会的 

目标基本一致，那就是推进社会、经济、政治改革。基金会推进改革的策 

略是，先对相关问题进行研究，然后对外公布研究结论。换句话说，对于 

有意推进改革的基金会而言，社会研究技能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看到制 

定政策而开展的社会研究发展迅速，一位历史学家评论说，已经有了一种 

“新的政治进程范式，即基于政策而不是政治的范式呻。

到20世纪20年代，专家治国已经成为一种主导性的理念。这种理 

念盛行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公务员制度改革。这场改革力图取消政党对公 

务员职位的控制，并推行公务员功绩制，要求寻求公务员职位者参加有竞 

争性的考试，以证明自己掌握相关政府工作所需的知识与技能。在一些

①麦迪逊为威斯康星州州府所在地，州立大道的一头是威斯康星大学，另一头是州议会大

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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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公立大学很自觉地使自己成为公务员技能培训基地 。

科学专家成为“所有行政人员的原型”。科学管理的鼻祖人物弗雷德 

里克・泰勒在一篇关于“政府效率”的文章(发表于1916年，即他去世后 

不久)中发出了呼吁，希望政府给效率专家以内阁职位，以便提升整个政 

府的效率。在战争开始前，泰勒的追随者莫里斯• L.库克(Morris L. 
Cooke)当上了费城的公共工程主管，然后就弄了两个词当自己的口号。 

一个是“专家主义"(expertism)，一个是“民主”。他后来做了很多关于市 

政办公效率的讲座且颇受欢迎。他认为，让专家执政更有利于民主，所以 

应减少由民众投票决定的事项。民众只用对“宏大的问题”作出投票选 

择,具体的行政事务应交由专家处理畀

尽管杜威对专家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但专家掌权还是成为民主的不 

二选择。弗雷德里克•豪在赞美进步主义运动在威斯康星取得胜利的时 

候说:“民主不仅制造专家，还提拔专家让其执政O,,951914年，阿瑟・T. 
哈德利做了关于美国政治的系列讲座。他在讲座结束时总结指出，可以 

也必须将民主与专长结合起来。“人民作为一个整体必须承担两种责任， 

一是对于那些民意可决断的事务作出明智的选票，二是把只有专业人士 

能处理的事务交由专业人士处理……”他说，美国要实现民主，有两件事 

是必需的:“人民主权和有效率的政府。”人民自己就可以实现人民主权， 

但要建立有效率的政府，人民就一定要听专家的。"在初中教育已经普 

及、高中教育也不断发展的情况下，与获取政党职位和政党精英身份一 

样，获取专家身份的过程是开放的，而且更注重“功绩基础”。诚然，专家 

统治只是一个选择，另一个选择不是民众统治，而是政党统治。

若以上述情况为背景，我们就可以说，李普曼与杜威二人之间的对话 

其实只是一场关乎民主前途的大讨论中的一个插曲。虽然胡佛当局那糟 

糕的政绩①可能意味着专家的作用有限，但在胡佛的继任者那里，专家的 

地位却提升了。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绝没有想复兴杜威所说的地 

方的、可面对面交流的社群。相反，他把专家统治提升到了一个前所未有 

的程度。到1938年，联邦政府聘用的社会科学家人数已接近8 000,仅经 

济学家就有500多位。97 1939年，总统行政办公室成立，而且原属于财政 

部的预算局也划归总统行政办公室管辖，于是总统的权力变得比以前任 

何时候都大。国家的经济危机和国际战争的阴影笼罩着地方社群。国

①胡佛任期内美国爆发了经济危机。

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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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若崩溃，地方社群也不会再像以前那样能够幸免于难。若如杜威所言, 

地方是“终极宇宙”，那么非常不幸的是，到20世纪30和40年代，“终极 

宇宙”已经基本消失。到二战时，领袖统治已经与李普曼推崇的专家统治 

合为一体,被华盛顿欣然接纳。杜威那复兴可面对面交流的社群,使之再 

度成为民主根基的愿望已经遥不可及。当然，小城镇与民主之间的紧密 

关联不会这么轻易就被人忘记。

小范围民主

在20世纪20和30年代，曾有人做过重建可面对面交流的地方社群 

的努力。即便忽略了在全国范围内复兴这种社群的可行性，他们的努力 

仍有助于保持民主的想象力。

重建地方社群的努力始于一战以前。在这个时期，玛丽•福莱特 

(Mary Follett)®以及其他一些人呼吁对居民社区做重新规划，并让公立 

学校成为社区的中心。他们参与了定居房运动(settlement house move
ment)®, 希望通过建立“定居房”将附近的社区居民联系起来。到1910 
年,公立学校在定居工作者的助力下成为社区中心。在波士顿，福莱特把 

一些学校打造成了娱乐和社区中心。在纽约州的罗切斯特，曾当过长老 

会牧师的爱德华・沃德(Edward Ward)发起了变学校为社区中心的活 

动，让学校成为公共图书馆.公共澡堂、剧院和会议中心，希望借此在城市 

的生活环境中重建“社区精神，即我们在进入城市之前所知的那种民 

主o沃德后来又去威斯康星州继续他的事业，把该州各地的很多学校 

改造成了社区中心，并于1912年创立了全国社区中心协会(National 
Community Center Association) o也是在1912年9总统候选人威尔逊、 

219塔夫脱、罗斯福都表示支持变学校为社区中心的活动。威尔逊在《新自 

由》一书中指出：“这些建筑是属于公众的。为什么不把它们用于开展讨 

论活动呢？就像以前用于开乡镇集会的场所那样，大家都会去，而且还能 

叫任何一个官员过来问话。”】。】除了公立学校，有一些公立图书馆和公园

① 玛丽・福莱特(1868-1933),社会活动家，学者，被誉为“管理理论之母”。

② 定居房运动是一场始于19世纪80年代，在20世纪20年代达到顶峰的社会运动。主 

要活动是在城市中相对贫苦的区域建“定居房”，让中产阶级入住。运动的组织者希望，中产阶 

级能给贫困社区带来文化和知识,从而改善贫民的生存状况。但后来，所谓的“定居房”其实变 

成了社区服务中心，由慈善组织管理，给穷人和移民提供服务，如让穷人到定居房做饭、洗澡、上 

文化课，还收容无家可归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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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被人改造成了社区中心。很多改革家认为，这些社区中心比沙龙积极 

向上,可以取代沙龙，成为过社区生活和开展政治讨论的场所。观

威尔逊认为公民若只阅读报纸新闻并作出回应，还算不上参与了民 

意的制造。“他根本算不上发表了民意，除非他对自己的邻居敞开心扉, 

与他们一起讨论时事和时局。”也就是说，让邻居们聚集到一起可以使美 

国政治重获生命力。他在纽约库珀学院做了一次演讲，语气中带着几分 

虚伪,又带有明显的真诚。他说，有些最好的问题来自“那些穿得最寒酸 

的听众……普通人……每天要为生计去拼搏的人”。威尔逊接着说，自己 

之所以支持把学校打造成社区中心的主张，是因为在社区中心“普通人可 

以得到自己的机会、提岀自己的问题、表达自己的意见，还可以向那些没 

有意识到美国充满活力的人证明，美国的活力在每一个真正的美国人的 

血液里流淌，而唯一能够找到真正的美国人的地方,就是这个民主意见的 

交换中心

要实现民主就必须往小处着眼的观念在20世纪30年代流行了起 

来。这个观念的流行与成人教育的发展不无关系。在卡内基基金会和美 

国成人教育协会(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Adult Education)的帮助下' 

得梅因市(Des Moines)开始了一场实验一一组建成人讨论小组。负责人 

为市学校教育主管约翰・斯多德巴克尔(John Studebaker),即后来的美 

国教育长官(U. S. Commissioner of Education)o 1933年，得梅因市举办 

了上百场的讨论会,与会者就当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展开了讨论。 

为什么要搞这个实验？斯多德巴克尔给出了一个常见的理由：因为现代 

社会变得越来越复杂。他写道，民主受到挑战的主要原因是“公共问题现 

在变得越来越复杂,普通市民无法理解这些问题，更没有能力去处理这些 

问题,无法履行自己的责任，于是开始陷入绝望他认为政治团体也 

起不了多大作用：“政治集会主要是让与会者对先前已经有定论的事产生 

热情,而不是仔细研究时事。”政党只会讨论有党派性的问题，还会避开那 

些可能疏远某些选民团体的问题严5
在得梅因，有六分之一的成年人参加了斯多德巴克尔组织的论坛。 

人数虽多,但实际情况并不怎么美好。在每一次举办论坛时，组织者都花 

钱雇一个负责人去维持秩序。斯多德巴克尔自己也说:“幼稚的观念、无 

知的意见、不着边际的闲谈,我们已经听了太多。我们现在得让专家和无 

私的领导者加入公共讨论。

斯多德巴克尔的愿望是，向全国推广得梅因组织的这种公共论坛，让 

“知晓行政问题和社会问题在美国成为一种'时尚，”。他提出，公民的主 

220



188 |好公民一美国公共生活史

要责任“就是知晓公共问题”】°7。可以说，他的愿望有一部分确实实现了。 

全国各地出现了社区论坛，公共事业振兴署(Works Projects Administra
tion)^ 也参与了进来，开始组织公众讨论。到1937年，全国社区论坛项 

目的数量已达1 500个。到1939年，教育办公室(Office of Education)② 
已向六百多个社区做了推广公共论坛的宣传。^

如果可以在城市中的社区复兴乡镇集会的传统，那么在小城镇中一 

样也可以。20世纪40年代，在一些知识分子中岀现了一种观念——小 

城镇代表的是真正的民主精神。当然，这里的知识分子不是指辛克莱• 

刘易斯(Sinclair Lewis)③或舍伍德•安德森(Sherwood Anderson)®,而 

是指背景迥异的一群人。共产党知识分子兼文学批评家格兰威尔・希克 

斯(Granville Hicks)用笔歌颂了纽约州的格拉夫顿镇，即他居住的那个 

小社区。在他的女儿长大去上学之后，他的妻子加入了家长教师协会，并 

开始监管一个名为“快乐少女"的女孩社交俱乐部。受到妻子的影响，希 

克斯开始管理一个男孩社交俱乐部。后来战争爆发，希克斯夫妇加入了 

格拉夫顿国防委员会，这使得他们与社群的接触进一步增多严°政治理论 

221 家卡尔• J.弗里德里希(Carl J. Friedrich)对希克斯的《小镇｛Small 
Tos/z)—书给出了积极的评价。弗里德里希尤其赞赏的是希克斯把小镇 

看做“注意实效的民主学校"并加以保护。他认为，希克斯的书中显现出 

这样一种观念:有一些人在邻里之间拥有知名度，为人所信赖。在小社群 

中，他们的政治影响力之大，绝非广播新闻评论员或报纸的新闻评论员能 

够企及的。他们展现出的是一种积极的、绝无浪漫主义色彩的“普通人的 

形象”叭

当然,不是所有人都与希克斯一样否认广播对于民主的作用。在城 

市中，有人试图通过广播开展政治讨论和复兴小城镇的政治生活。纽约 

市政治教育联盟(League for Political Education)的主席兼纽约城市大礼 

堂主管小乔治• V.丹尼(George V. Denny,Jr.)是这方面的先驱。1935 
年,NBC电台开办了一档名为“美国空中乡镇集会”的节目，丹尼担任主 

持人。他邀请了一些知名人物就重要的时事展开讨论，受到了听众的欢

① 公共事业振兴署是罗斯福在推行新政时期建立的一个机构，主要任务是解决失业问题。 

该机构花费了数十亿美元雇用了大量无专门技能的工人建设公共建筑和公路，还推广成人教育。

② 即后来的美国教育部，当时只是隶属于国内事务部的一个小机构。

③ 辛克莱•刘易斯(1885-1951),美国作家。他的作品歌颂了中西部小城镇的生活。

④ 舍伍德•安德森(1876-1941),美国作家。他厌恶资本主义现代文明，留恋小乡镇的生

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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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丹尼认为，在新英格兰乡镇集会这个代议制民主的基础被抛弃之后 ， 

美国人就丧失了“在一起进行理性讨论的能力”。但是，“通过广播的奇 

迹”,这个国家就能重新走上正轨。山

1936年，纽约城市大礼堂①在华盛顿特区与纽约州罗切斯特市之间 

建起桥梁。在罗切斯特的女性选民联盟成员通过广播提出问题，在华盛 

顿的教育长官斯多德巴克尔与其他一些官员则通过广播回答她们的问  

题。在纽约城市大礼堂的帮助下，全国各地建立了 1 300多个听众团体。 

为了指导地方社群开展公共讨论，这个广播节目组散发了很多乡镇集会 

会议公报、公众讨论组织者手册,还就如何宣传、筹款和如何在本地招募 

演讲者等问题提岀了建议。节目受到了很多听众的欢迎，节目组每周都 

能收到约2 400封听众来信。乡镇集会的支持者赞扬这个节目的听众，说 

他们没有固执地支持某个政治党派，而是用文明和包容的态度去聆听各 

种不同的声音丹尼说:“我不认为政党有什么不好”，但他又认为应把 

乡镇集会当做政党体系的补充:“这一大群不从属于政党的选民希望听到 

各方观点，权衡证据，研究问题，然后在选举日投出理智的选票。”⑴他认 

为，教育可以保卫美国的民主制度，使美国与避免席卷欧洲的独裁主义保 

持距离;能给民主以活力和“找回乡镇集会精神''的，不是政党，也不是压 

力集团这种“病毒”，而是教育。山

这几个在社区中开展政治讨论的活动都没有持续很久。丹尼的努力 

有没有带来深远的影响，我们不得而知。但他的直觉是对的——现代民 

主需要使用现代的工具去回应群众和克服日趋复杂的社会带来的阻碍。 

单个乡镇的集会和城市里公共讨论团体的不断增多并不能给整个社会带 

来民主秩序。那么，在这么大一个国家里，有没有一种实际可行的办法， 

能把公民的声音聚集起来呢？乔治・盖洛普认为他可以回答这个问题。

技术民主

如果选民因没有时间、兴趣和知识而无法了解当今问题的细节， 

那么，即便要求他发表意见的人越来越多，他也给不出一个好的公共 

意见。口5

222

①上一段所说的广播节目“美国空中乡镇集会”是在纽约城市大礼堂制作的。作者在这里 

所说的纽约城市大礼堂，其实就是指这个节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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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人在想什么？ 这正是乔治・盖洛普想知道的。他相信，民意 

调查是“了解国民思想的可行办法皿7。民意调查绝不是精英用来操控民 

众的方式，相反，它是普通民众获得控制权的一种方式——“我们知晓民 

意，是让民意成为好的指导性意见的前提。同样重要的是，民众自己可以 

听见自己的声音。按照这个思路，对于盖洛普来说，能不能把民意调查 

结果登上报纸让全社会知晓就是一件很重要的事。盖洛普以两周一次的 

频率推出名为“美国人在想什么''的民意调查报告。一些报纸买下这份报 

告并刊登，以飨800万读者。

民意调查在19世纪早期就已经出现。1824年,《哈里斯堡宾夕法尼 

亚州人报》(Harrisburg Pennsylvanian)报道了特拉华地区的总统大选 

意向调査(straw poll)①。在几十年以后，民意调查变成报纸的一项基本 

业务。1904年，《纽约先驱报》对纽约地区的选民做了民意调査。1908 
年，该报与辛辛那提、芝加哥和圣路易斯的报纸一道就选举开展了一场街 

头民意调查。1916年，《文学文摘^{Literary Digest}那著名的民意调查 

223活动开始起步。《文学文摘》的民意调查可谓没有任何科学性，在每一次 

总统大选中，他们只是把选票发给有电话的那些人。有着营销经验的盖 

洛普于1934年开始做民意调查。他很谨慎小心，只是在关键选区中挑选 

了少量样本进行抽样。1936年,《文学文摘》还是与往常一样把民意调査 

的选票送给了拥有电话的人和拥有汽车的人。这种不科学的调查方法导 

致《文学文摘》的民意调查结果与选举实际结果相差万里，完全低估了总 

统候选人罗斯福的实力。《文学文摘》预测兰登将以57%对43%的优势 

取胜，但实际结果是罗斯福以62. 5%的压倒性优势取胜。而盖洛普的调 

查预测罗斯福将以56%的优势取胜,显然比《文学文摘》的民调更接近实 

际结果。至此,《文学文摘》的这种大规模选票民意调查开始走下坡路，盖 

洛普的科学抽样调查开始流行严。

盖洛普不仅潜心于民调，他还喜欢就民调与民主的关系问题发表意 

见。在他眼中，民调机构是“新闻采集机构"。他以《宪法第一修正案》为 

依据,对政府制定的民调机构管理规则提出了批评严】他的美国民意研究 

所(American Institute of Public Opinion)由 125 家日报提供资助，花了 

钱的报纸在自己的所在地享有独家报道盖洛普民调结果的权利。他的主 

要竞争对手也是由新闻媒体资助的。例如埃尔摩・罗珀(Elmo Roper)的

①总统大选意向调查，即大选前测验民意的非正式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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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调资金来自《财富》杂志(Fortune),阿奇博尔德•克罗斯利(Archibald 
Crossley)的民调则由一些报纸资助。

在当今，有很多大学和独立的研究机构开始搞民调。它们不应在其 

资金来源上遮遮掩掩，应该公布是哪些新闻机构给它们提供了资助。当 

然，有些新闻机构现在也开始自己搞大规模民调。现在，还有很多民意调 

査问卷的设计用途不是调査民意，而是产生新闻。不是说，在大选前搞个 

试投票，看看人们会选择候选人A还是候选人B,就是所谓的科学调研。 

这么做只是出于对新闻的兴趣。

盖洛普意识到，民意不是也不能是单独的个体的意见的叠加。他认 

为，现代社会的“基本事实”是“公众是由人聚集而成的各种社会群体组成 

的"。因此，民意调查员就应该“使用选择性抽样的方法建造出'微缩版的 

公众‘”。抽样调查其实就是把全体民众中的不同社会群体按其在人口中 

所占的比例呈现出来严彳民意调查需要的是对于社会群体和社会分层的 

灵活把握，而不是机械的叠加计算。

1940年，盖洛普出版了一本颇受欢迎的书，内容是关于民意调查和 

民主的，名为《民主的脉搏》(T辰Pulse of Democracy)。书中指出，民意 

调査是“在民众和以己之名作决策的那些人之间建起桥梁的新工具。公 

众意见调查是一种迅捷和有效的方法，立法者、教育家、专家、编辑和普通 

公民都可以使用它去把握民主的脉搏。盖洛普指出，压力集团会声称 

自己为人民说话,政党领袖或“强大的报纸”也会声称自己代表的是人民 

的心声。而且,很长时间才有一次的选举不足以让人们充分表达自己的 

意见:“投票的权利，选这个或那个政党的权利，单有这些权力还算不上真 

正的民主。”真正的民主“是公民不断思索和行动的一个过程。它是一种 

自我教育。它需要的是参与、信息和作决定的能力”。但是,盖洛普指岀， 

“民意”绝不是“某种超自然的力量，可以自动控制民主系统，去创造出一 

个最完美的世界”。民意不在社会之外，也不在社会之上。“它不是一群 

无所不知的人的思想产物，而是在不断变化的社会中，由传播和个人间的 

互动形成的一个动态过程。

盖洛普认为民意调查会促进民主。他从未说过政治家应该成为民 

意调查的跟屁虫，但政治家应该倾听民意调查结果一一这话他反反复 

复说过很多次。民意调查可以清晰地显现压力集团的呼声。实际上， 

民意调查“几乎是唯一一个能够检查压力集团那不断增强的力量的东 

西也6。在竞选过程中，某项政策到底对选举有什么样影响，相关的解 

释往往是错误的，民意调查则可以清晰地展现出其影响。助民意调查还 

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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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削弱政治党派的影响，限制了“党魁'在烟雾缭绕的屋子里，挑选总统 

候选人”的权力。民意调查实现了举行预选的目的一一让人民掌握提 

名候选人的权力严8

盖洛普对选举做了强有力的批评。在很多时候，无法通过选举中谁 

获胜去判断公众支持什么样的政策。盖洛普发现，1928年，“干南方民主 

225 党人(dry Southern Democrats)①不敢把选票投给艾尔•史密斯(A1 
Smith)②,因为他们害怕这样会让别人认为自己反对禁酒。湿共和党人 

(wet Republicans)则不敢选胡佛，因为他们害怕这样会让人以为自己支 

持禁酒。此外，在立法机构中的阵营划分也与选民的阵营划分不符。盖 

洛普指岀，1936年参议院每六个席位中有五个由民主党占据，但支持民 

主党的选民只占选民总数的60%。倔

盖洛普很欣赏詹姆斯・布赖斯，经常援引他的文字。他用布赖斯的 

话来证明抽样过程的合理性。布赖斯说，得知民意的最好途径是“在不同 

类型的人之间游走，观察新闻和这一天那一天的意见是如何影响他们 

的”。布赖斯后来总结说:“谈话是得知真相的最好途径。因为在谈话中， 

人可以直接得到事实。但阅读得到的事实并不多，因为作者写的是他自 

己相信的，或者他希望别人相信的东西。”珈所以，盖洛普坚称，谈话是开 

展民意调查的好方法。但是他所说的“谈话”，是指花钱雇人向随机挑选 

的公民问问题，而且会严格按照事先设定好的问题提问。

对于盖洛普来说，民意调查可以使社会进入布莱斯所说的“民主的第 

四个阶段”。布莱斯说,“如果在任何时间都可以确定大多数公民的意愿 

是什么”，民主就可以进入这个阶段。⑶在《民主的脉搏》的结尾，盖洛普写 

下的不是称赞社会科学的词句，而是对托马斯・杰斐逊的赞美。盖洛普 

站在杰斐逊一边,反对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以显示自己是个激进的民主 

党人，一个信任普通公民的人严2
到1948年，盖洛普宣称民意调查已经对民主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 

认为，民意调查让政治领导人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时候都更清楚、更迅速地 

知晓了人民意见；民意调查加强了对于普通民众的信任，因为它表明“普 

通群众确实可以做出好的决定民意调查还使重要事务受到了关注，

① 在“干南方民主党人”以及下文的“湿共和党人”这两个短语中，干(dry)和湿(wet)分别 

指反对喝酒和支持喝酒。“干南方民主党人”指支持禁酒的南方民主党人，“湿共和党人”指反对 

禁酒的共和党人。在美国的禁酒运动中，人们通常用“干”“湿”来指代对禁酒令的态度。

② 阿尔佛雷德・史密斯(Alfred Smith)的简称。他是1928年总统大选候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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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了人们对重要事务的兴趣:

它提供的是沃尔特・李普曼在他的《舆论学》中称之为民主的必 

需品的东西——评分方法。民意调查通过注入争议性元素，通过展 

现不同意见，通过通俗易懂的语言表达把重大问题变得简单，提升了 

公众对于很多国家事务的兴趣

麦迪逊主义者反对民意调查，盖洛普对他们做了正面回应：认为民 

意调査是用民意对抗政府的观点，“不仅显现出了对民意调查的怀疑 ， 

还显现出了对大众的怀疑”。这样的观点跟墨索里尼和希特勒的观点 

差不多，其实都是在说人民过于愚蠢、太好欺骗，所以不能当权。倔是不 

是世界变得太过复杂，唯有专家掌权才合适呢？根本不是这样。如果 

一个人读过《公众及其问题》，他就会说专家只是指引我们的一种手段 ， 

而不是结果。政府行政不只是与专门技能相关。它与人类的需要和 

人类的价值观有密切关联。”盖洛普认为，“人民群众的实际经验是检验 

政治行动的最可靠的标准”，而能让人民的实际经验为人所知的，正是 

民意调查。⑷

民意调查需要每一个被调查的公民都对时事有充分的了解吗？不 

需要。“民主……需要的仅是把个体的观点集合起来以产生意义心8, 
大部分人“一般都会对问题做岀合理的判断，即使仍有不少人是无知 

的，并不了解情况心9。盖洛普觉得，面对民意调查员，公民若给出“仓 

促的意见”也并无大碍。即使意见是“仓促”和转瞬即逝的，“平均法则” 

也能解决问题。张三回答是，李四回答不是也没关系，只需把张三、李 

四、王五的回答都记下来，统计一个平均值即可。偶然因素的影响不会 

很大，因为“民意变化得很慢，而且通常只在受到重大事件的影响下才 

会发生变化”

当然,盖洛普所说的“重大事件”，有一个其实就是民意调查本身。抽 

样调查的方法在不久之后就成为被广为接受的东西，成为美国政治文化 

的一部分。人口统计学家内森•凯菲茨(Nathan Keyfitz)指出：“数字成 

为我们这个时代的一种修辞手法。”出现这种情况，大众民主中的多数主 

义是一个原因，另一个原因是行政越来越依赖于数据的产生、收集、分析， 

以及最重要的一点一一民意调查得出的数据信息的广泛传播。⑷

若如盖洛普所言，我们只有两个选择:一是用科学的民意调查方法将 

个体的意见收集起来，二是让精英、特殊利益压力集团和独裁政党操控意

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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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那么,第一个选择无疑是正确的。但是，今天的人们比1936年或 

1948年的人们更容易发现这里面存在问题，即两个选择都把意见预设为 

一种无杂质的、事先已构成了的、先于政治的、先于社会的东西。政治科 

学和经济学曾经长时间笼罩在这种观念之下。与之不同的一种观念是, 

意见有很深的社会性，也必然是社会性的，而且还是互动性的和商议性 

的。实际上，民主需要的是,个人意见不要与公众意见相分离；真正的公 

众意见只有在人们聚集到一起展开讨论之后才会出现。意见调查中的 

“公众”,不应是“数据传输机”，而应是“一个动态领域”如。按照麦迪逊主 

义的观念，或者说近期出现的所谓商议式民主(deliberative democracy) 
理论，民主的问题不在于如何找出真正的、先于社会的意见，而在于如何 

建立一种形成公众意见的机制。只找出“生的”意见是不够的，还需找到 

最佳烹饪方法，按此将其煮熟。

上述的批评意见是有道理的，社会心理学研究和民主理论都能为其 

提供充分的依据,但是这种意见还未能被大众接纳。民意调查则相反，就 

其本身而言，绝对是一种里程碑式的成就。乔治•盖洛普的民意调查既 

让人们意识到了不科学的民调方法的局限，又为民主提供了好的资源。 

可以说，他留下了宝贵的遗产。民意调查也许是19世纪的大众民主理念 

延续到20世纪后结出的果实，但这种理念其实已经发生了改变，失去了 

往日的光彩。

众法归----- 新政与政党的去中心化

各种新的思潮将如何改变美国的公共生活？这还要看富兰克林・罗 

斯福如何操控行政权力。罗斯福亲自参与了变民主为宗教的那些仪式。 

在杰斐逊纪念堂的奠基仪式、威廉斯堡的格洛斯特公爵街建成的揭幕仪 

式上以及其他一些公民庆典活动上，人们都见到了罗斯福的身影。1937 
年至1939年间，他重组了行政机构，把1921年建立的预算局从财政部搬 

了出来，使之成为一个总统直接管辖的机构，增加总统的权力，而且还组 

建了历史上第一个白宫办公厅。⑷他削弱了立法机构的权力，把国家权力 

的重心转移到由总统直接管辖的官僚机构之上。1932年9月，他在联邦 

俱乐部(Commonwealth Club)发表讲话称:“开明行政管理的时代已经到 

来。”其实，给他写讲话稿的阿道夫•伯利(Adolf Berle)原本写的是“经理 

的时代已经到来”,但这句话听上去有点过于强调专家的作用，所以罗斯 

福改变了措辞。如历史学家西德尼・米尔克斯(Sidney Milkis)所言，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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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在扩张行政部门，并使其获得更多的权力o144
当然,这不是说罗斯福不喜欢专家执政。他与以前的总统一样，通过 

操控公务员职位为自己铺路。在胡佛执政时期，80%的联邦政府职位是 

功绩制的。罗斯福上台后建立了很多新联邦机构，但是这些机构的职位 

基本上都不是功绩制的。所以，到1936年，联邦政府中功绩制职位的比 

例下降到了 60%。（1933年，联邦雇员总数为57.2万。1936年，联邦雇 

员已达82. 4万人，其中包括10万名新增的非功绩制雇员。）当时的民意 

调查显示，90%的美国人支持公务员制度改革，女性选民联盟在1934年 

至1936年间还为此发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运动。在这种背景下，罗斯福 

竟然又开始施行庇护制度。⑷女性选民联盟呼吁:“为那个工作找一个人， 

而不是为那个人找个工作。”但这似乎只是一厢情愿，罗斯福有自己的盘 

算。他增加庇护制职位不是为了控制民主党，而是为了对政府实施意识 

形态控制。在新政建立的机构中，罗斯福实施的是意识形态上的庇护制 

度，而不是政党庇护制度。^他招募的不是民主党人，而是农业科学家、经 

济学家、文科学者以及其他一些拥护新政的专业人士。民主党的组织成 

员对罗斯福的这种做法感到愤怒，但罗斯福坚持自行其是o1471940年，国 

会颁布了《拉姆斯佩克法案HRamspeck Act）o该法案使大部分新政时 

的庇护制职位变成了功绩制职位（到1941年，95%的联邦职位为功绩制 

职位）。有学者认为，颁布该法案的目的是使行政体系“不再受党派性因 

素的影响，拥护新政带来的政治秩序”⑷。

1939年至1940年间推岀的《赫奇法案MHatch Acts）基本上终结了 

联邦政府中历史漫长的庇护制度。这一系列的法案对联邦雇员的政治参 

与活动做了严格的限制。例如，禁止联邦雇员（国会议员、内阁成员以及 

其他一些高官除外）作为代表参加总统候选人提名会议。法案的第一条 

规定，联邦雇员不得利用职权“干涉选举或影响选举的结果”。第二条对 

第一条做出了解释说明：联邦雇员指的是所有未分类的和已分类的联邦 

职位。①罗斯福曾经动过否决此法案的念头，但他最后还是在法案的批 

准书上签了字。

罗斯福控制下的专家遍地的政府意欲摧毁的，其实就是进步主义者 

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一直试图打倒的敌人——政党。很多人没有意 

识到，在罗斯福那里，政党只是登上总统之位的梯子，而不是一个必须服

229

① 美国的公务员制度对职责非常明确的职位作了分类，已分类的职位有书记员、会计师、 

审计师等。那些职责宽泛不好分类的则被视为未分类职位，如总统、副总统等高级职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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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和效忠的组织。西德尼・米尔克斯有言:“新政之时的民主党是一个为 

行政而组建的政党，它将使政党政治的重要性逐渐减小。福利国家(wel- 
fare state) —旦建立，社会利益和经济利益将与行政产生直接的关联。这 

样一来，也就没有必要让政党替人民发声了。”曲但是，使政党的重要性减 

弱的不是民主党或福利国家，而是新政。

1938年，罗斯福做了一件备受关注的事——“清洗”那些反对他的立 

法提案的民主党国会议员。“清洗”中最富于戏剧性的一幕是罗斯福向佐 

治亚州参议员沃尔特・乔治(Walter George)"开炮”。1938年，他去佐治 

亚州的巴恩斯维尔(Barnesville)发表了演讲。他先对在场的乔治大加赞 

扬,然后却呼吁选民在民主党的预选中把票投给乔治的竞争对手。虽然 

“清洗”并未让任何一个南方民主党保守派国会议员丢掉饭碗(只是扳倒 

230 了一个非南方州的民主党保守派国会议员),但是能够迫使其他民主党国 

会议员支持新政立法，也能使保守派在民主党的预选中失利。

这些举措合在一起，使罗斯福显得超然于政党之外。他知道自己必 

须赢得自由共和党人(liberal Republicans)和无党派人士的支持。1932 
年，民主党还只是小党。自美国内战前以来，除了罗斯福，只有两位民主 

党人当上了总统。1932年，宾夕法尼亚的民主党选民数量只占登记选民 

数量的21%。到1936年，比例增长为42%,因为民主党努力敦促自己的 

选民去做登记。1934年,厄普顿・辛克莱(Upton Sinclair)①参加了加州 

州长竞选,很多民主党选民支持他并去做了选举登记，于是民主党在加州 

第一次成为多数党。罗斯福还尽力拉拢黑人和工会。1932年，65%的黑 

人选民把选票投给了赫伯特・胡佛;1936年，76%的黑人给罗斯福投了 

票。有了黑人和工会的支持，民主党面貌一新。党内既有北方的自由派， 

又有南方的顽固派,而且北方自由派时常压倒了南方顽固派。当然，追随 

杰斐逊的保守南方人不会轻易屈服。冲突的种子已经播下，最能引发两 

派冲突的一个种子是种族问题。】5°

在罗斯福下台之后，政党庇护制度已不见踪影。如果说公务员制度 

改革之后政党庇护制度仍在苟延残喘，那么，公务员工会组织的建立就是 

刺向其心脏的一刀。新一代的政治家必须处理新政遗留下来的问题:如 

何让非洲裔美国人以及各种少数族裔登上公共舞台。对于很多美国人而 

言，把各种族的人融合在一起，成为无区别的“公民”只是一个看上去很美

① 厄普顿•辛克莱是一位敢于揭露、批判现实的作家,在群众中很受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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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谎言，因为现实的生活告诉他们，少数种族其实只是被看做绊脚石。 

民意调查和执政的专家未指明美国黑人及其他少数种族的公民权在正式 

或非正式的场合中都得不到承认,总统们有时会承认这一现实，但语气会 

十分小心谨慎。在二战之后事情逐渐发生了改变——美国黑人发起了争 

取政治权利的运动，为新的公民权理念提供了思想基础。

在新政时期,通过政党参与政治的模式备受攻击，以其他模式展开的 

政治参与实践却不断发展，并形成了一些强大的意识形态。在这场变革 

之中，主导力量是一些秉持着进步主义精神去改造政治领域的团体，如女 

性团体、大学训练出来的专家、各种职别已分类的政府官员、致力于推进 

非党派性的新闻专业主义的记者、各类私人基金会、研究机构，甚至还有 

政治说客。这意味着政治舞台上的演员不断增多，政治正在被重新定义， 

但真正带来大变化的是后来的权利革命。在1922年或1933年，甚至是 

1945年，都不曾有人预计到，后面会出现意外一民主公民权将由最不 

受重视的非洲裔美国人改写；人们也未曾预计到权利革命的第一个对象 

是从制度上来说最难以被改变的对象一一法院。

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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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奏曲（二）

第二次大辩论

在当今，公开指的是上电视。1 
抢着看托马斯・潘恩的政治宣传册的公众和站几个小时聆听林

肯与道格拉斯辩论的公众已基本消失了；公众的关注范围变窄了，因 

为他们对电视的兴趣提升了 O2

I960年9月26日晚上8点30分，全美各地的8 000万民众打开了 

电视机，收看参议员约翰・F.肯尼迪和副总统理査德・M.尼克松的 

辩论。

通过电视观看这场辩论的成年人的数量比选举日去投票的人要多。彳 

有人称此为“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政治集会”。也可以说这是一场关于电视 

的现代神话，讲述的是电视如何提升肯尼迪的影响力（第一次电视辩论并 

未显现出肯尼迪的智慧和吸引力，在后面的辩论中才愈加明显），以及通 

过对尼克松黝黑的肤色和狡诈的面相大做文章，削弱其在演讲技巧上的 

233优势的故事。°

如果要从电视业的历史上挑岀一个事件，作为它成熟的标志，那么就 

应该是这个在电视出现十余年后发生的事件——肯尼迪和尼克松的辩 

论。5除了可以作为电视业成熟的标志，肯尼迪和尼克松的辩论也是公民 

权发生转变的标志。在殖民地时期，公民考量的是候选人的品性；在19 
世纪，公民把选票投给自己的政党；现在，公民依据候选人在电视上的表 

现作判断。很多人对这一转变进行了猛烈的批评,认为这意味着公民精 

神的丧失。他们心中的那种公民精神是从进步主义时代继承下来的，与 

“评判演技"（theater criticism）式的政治不兼容。&他们认为，人民对候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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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了解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但是人民了解候选人的渠道唯有电视, 

而电视传递的相关信息常常是错误的“伪信息"(pseudo-knowledge) o 
西奥多・怀特(Theodore White)曾经做过通讯员，后来靠出版揭露 

总统大选“政治内幕"的闲话书籍为生，而且还赚到了不少钱。他在一本 

书中指出，在I960年9月以前，电视上为选举而办的节目都是有党派性 

的。换句话说，政党和候选人在花钱购买电视时间为自己做宣传。I960 
年9月的这场电视辩论节目的时间则不是政党出钱买下的，而是由电视 

网免费提供的。于是，电视网就成了国家最重要的公民活动的赞助人。7 
电视公司这么做是因为，在智力问答(quiz show)丑闻①的阴影之下，举办 

这种夺人眼球的公共事务节目有助于改善自己在公众心目中形象。I960 
年6月，在电视公司的推动下②，国会终于决定暂停执行《联邦通讯法案》 

(Federal Communication Act)③的第315条。这个条款被暂缓执行后，肯 

尼迪一尼克松的电视辩论才有了举办的可能o8315条款又称“同等时间” 

条款。这个条款规定，无论总统候选人有15位还是20位,广播公司必须 

给所有的候选人提供“同等时间”，那些毫无获胜可能的小党派候选人也 

不例外/

一旦获得了辩论举办权，电视网就开始按照自己的意图来规划这场 

电视辩论。主管电视辩论的是电视记者。CES的霍华德・K.史密斯 

(Howard K. Smith)主持了第一场辩论。在两位候选人做了开场白之 

后,一些电视记者向他们提问。(在肯尼迪与尼克松的四场辩论中，主持 

人全部为电视记者。在第二、第三场辩论中，报刊记者获准参与。但是， 

按照电视网的指示，第一场和最后一场辩论中，参与者只能是电视记 

者。)】°在这场辩论中，电视媒体呈现出一种半官方色彩，其地位是印刷媒 

体难以企及的。一些政治人物，如富兰克林・罗斯福，曾经控制了广播电 

台，但广播电台从未有过让政治领袖听其指挥的能力。电视却做到了。

按照辩论策划者的设想，除了电视记者,社会名人或者是美国律师协 

会的主席也可以做辩论的主持人，但是最后各方的一致意见是让电视专 

业人员做主持人宀电视辩论不是总统可以掌控局面的新闻发布会，而是

234

① 20世纪50年代,一档问答比赛电视节目在美国风靡一时。有一位参赛者靠着电视公 

司事先提供的答案成为比赛的常胜将军，但在后来电视台老板觉得他已经失去了新鲜感，于是 

就找了一个人顶替他的位置。后来，这一丑闻被揭露，电视台因此失去了民众的信任。

② CBS总裁弗兰克・斯坦顿(Frank Stanton)是主要的推动者。

③ 该法案的通过时间为193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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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电视台举办和赞助的、候选人自己同意参与的电视节目。这场辩论是 

记者在为专业上的中立性而奋斗的最好证明，也是公众以及政治领袖已 

经承认记者的中立性的最好证明。电视记者第一次成为政治游戏的重要 

参与者。

总统候选人的代表以及电视台的代表都同意办一种“候选人会见新 

闻界”风格的节目，因为这样能让观众感到熟悉。因为没有人喜欢“在电 

视上看到检察官类型的人物”,所以总统候选人的代表担心，两位候选人 

会在辩论时表现得过于客气。于是他们决定把质问的权利交给记者严 

记者也就欣然接受了咄咄逼人、尖酸刻薄的角色。

许多批评家对这场电视辩论作了批评。一部分批评家认为，电视必 

将让双方注重互相攻击，而不注重问题。另一部分批评家则认为,这场电 

视辩论的组织形式使人难以对问题进行深入的讨论。其实，在这个问题上， 

批评家把因果倒置了 :不是辩论的组织形式导致辩论无法探讨具体的问题, 

而是因为辩论本身不涉及具体问题，所以才采取了这样的组织形式。若有 

具体问题，正式的辩论会进行得更加顺利，但是总统候选人的代表在辩论开 

始之前已经承认，按照设想,这次竞选本身就不会讨论什么具体问题严

即便如此，我们也不能轻易下结论，说辩论的观众不可能得知候选人 

或政党在某些问题上的立场。在选举之后，有人对选民进行了调查。肯 

尼迪的选民声称，与其他信息源相比，电视辩论提供的信息更多，是了解 

候选人及其观点的最好方式。尼克松的选民则称，电视辩论提供的信息 

235 “非常多”，不亚于其他信息源广确实，辩论的记录也显示，两位候选人都 

在十分努力地向观众表明，自己在很多问题上持有与对方截然相反的立场。

当然，这场辩论不只是一个阐明立场的活动，它还是一个集体仪式， 

或后来的学者所说的媒介事件(media event),即以百万计的人坐在家中 

的显像管前，看两位政治领袖在压力之下如何表现。批评家们担心，这样 

的仪式只会突显一些情绪化的、非理性的东西和视觉元素。老练的政治 

新闻记者塞缪尔・卢贝尔(Samuel Lubell)认为，这场辩论倾向于“突显 

个性，特别是那些具有戏剧性的个性成分叩。对于第一场辩论的评论的 

主要内容是尼克松在电视上的形象很糟糕，说他不停地出汗，下巴上肉太 

多，尽管使用了“懒汉胡须粉”(Lazy Shave)也未能遮挡住他那过于茂盛 

的胡须①，看上去像是个阴险的人。从这些评论来看，有电视这个东西，

①上镜之前，在助手们的催促下，尼克松使用了从药店买来的“懒汉剃须粉”去遮盖胡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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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似乎就有可能被娱乐表演取代。I960年末，政治科学家克林顿・罗 

西特(Clinton Rossiter)给总统国家目标委员会(President's Commission 
on National Goals)①写了一篇文章，称电视成为“罗马的大竞技场(Circus 
Maximus)而不是美国民主的论坛”,总统候选人辩论也未能展现这个媒 

体的民主潜力。罗西特警告称:“民主对话真的有被扼杀的危险°

历史学家丹尼尔・布尔斯廷(Daniel Boorstin)在1961年岀版的《图 

像KThe Image)-书中对这一情况做了精妙的描述。他说，媒介革命造 

就了一个"伪事件的时代"(age of pseudo-events),公众生活在一个“伪造 

出来的事件到处都是，自然发生的事件却无人知晓”的世界里。他认为， 

伪事件总是会胜过真实发生的事件，“电视中发生的那些事将会使电视外 

发生的事黯然失色”，肯尼迪与尼克松的电视辩论就是最佳证明。他说， 

这场采用了“智力问答的形式”的辩论(这个判断不准确)，是“对伪事件的 

详细说明，包括事件是如何制造的、如何吸引人的及其对美国民主的影 

响”。他认为此次辩论毫无可取之处，“一个人站在摄影棚的弧光灯下，不 

带稿子，用两分半的时间回答当场提出的问题的能力”与其是否能胜任总 

统这一职位没有任何关联。在电视上,脱口而出的回答比深思熟虑后的回 

答显得更好一些。伪事件可以用一种人们难以察觉的方式把现实琐碎化： 

“描述灯光如何、化妆如何、演播室设置如何,以及排练如何，等等，只会引起 

人们的兴趣。”他认为，肯尼迪与尼克松的辩论,本应是美国选民前所未有的 

接受政治教育的机会，本应讨论国家的重大问题，可到头来只是枉然」7 
虽有不少政治观察家对电视辩论节目提出了批评，说其过于戏剧化、 

注重表演和形象制造，但节目的制作者却称，为了让观众直接了解候选 

人，自己已竭尽全力。第一次辩论的制片人即后来的《60分钟》(60 Mi
nutes) 新闻节目的幕后策划者唐・休伊特(Don Hewitt)说:“我意识到制 

片人这个工作的主要任务就是不要当制片人，换句话说，就是不要把辩论 

做成一档电视节目，只是让人们能坐在家里看这个有意义的事件,这也许 

是他们在电视上看过的最有意义的事件。制片人要努力克制自己不要把 

辩论变成表演秀。我其实希望辩论在麦迪逊广场花园举行，现场有很多 

听众,然后我们将其作为特殊事件报道。我并不希望把它办成一个电视 

表演秀。心

但第一场辩论确实是一场电视表演秀(之后的那几场辩论也不例

236

① 总统国家目标委员会是设立于I960年的一个非官方组织，任务是为国家寻找前进目

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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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于是各种批评的声音自然而然地就响起了。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电 

视并不是一个好的政治传播媒介。它不是表达公民权的新模式，而是表达 

公民权的阻碍;不能让虚拟社群(Virtual Community)发出声音，却让严肃的 

政治事件变得琐碎,而且还可能是公民政治参与度下降的主要原因严

这样贬斥电视公平吗？也许，候选人在电视上的表现,正是其政治思 

想的真实展现。候选人要做出良好的表现,就意味着他要展现出一种值 

得信赖的品质。这包括与政党保持恰当的关系(不改换门庭一直为一个 

政党效力但又有独立性)以及熟悉公共政策。在候选人自我表现之后，公 

民再对他做出整体评价。I960年9月的这个晚上也许正是如此:没有新 

闻评论作者、摄影记者和选区区长(precinct captain)的干预，人们坐在自 

己客厅里对政治领袖品头论足。

西奥多・怀特一边宣告说通过电视进行的民主实验开始了，一边又 

称这个实验很糟糕并为其写墓志铭。他认为，电视“应该提供”讨论问题 

的论坛，但受播出时间的限制，无法给候选人充分思考的时间，只是要求 

他们快速作答，因而无法成为一个理性的媒介。“两人①都没有停下来慢 

慢地思索和琢磨的时间，都未能在作决定之前审慎地分析各种可能性，而 

深思熟虑正是领袖所需的内在品质。”所以,“电视辩论基本无助于对问题 

进行理性的讨论，这只不过是不成熟的政治科学家的幻想……，，2°

其实，怀特玩的是一个很容易被戳穿的把戏一一用一种象牙塔般的、 

完美主义的标准去评判电视。就算是让詹姆斯・麦迪逊去管电视网，并 

让大法官小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Oliver Wendell Holmes, Jr.)®去 

领导电视网的新闻部，电视依然无法制造出“理性的讨论”和成熟的公民。 

电视本来就不支持“慢慢地思索和琢磨”，电台、报纸和吵吵嚷嚷的立法 

辩论也是一样。C-SPAN电视台③的益处在于，可以让美国人得到他们羡 

慕的东西 英国政治传统中的“首相答辩时段"(prime minister's ques
tion period)®, 并近距褥地观看。与总统新闻发布会相比,答辩时段更有

① 当是指参加辩论的肯尼迪和尼克松。

② 小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1841-1935),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著名大法官，颇受人 

尊敬，声望极高。

③ C-SPAN是美国有线电视频道，全名为有线-卫星公共事务网络(Cable-Satellite Public 
Affairs Network),主要关注政府及公共事务。它播出参众两院的议事实况，也转播听证会、议员 

演说、选举辩论，以及总统做国情咨文等活动。

④ “首相答辩时段”是英国的一种宪政传统。每星期三英国下议院开会时，首相会到场，并 

用半小时来回答议员的提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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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气也更加有趣，有的时候还能引发阵阵欢闹，但同时也更加程式化，被 

迫的意味也更浓。它不是严肃的、理性的和商议性的。举办这种活动的 

目的是让民众满意，而不是交换意见。

公共领域是否能“运转”，不在于电视能否推动理性的讨论，而在于大 

众媒介和政党、利益团体等其他信息来源是否能够有效地监视政治世界 。 

让公共领域运转的关键是，在有问题岀现时,公民是否有多种途径有效地 

影响政府中的决策者。公共领域运转还有赖于，人们是否能够通过交谈、 

抱怨、信件、请愿、利益团体、政党、诉讼、示威、抗议的方式，感觉到自己能 

够，事实上也能够把问题推上公共议程。

虽然批评性的言论颇多,但肯尼迪与尼克松的辩论仍可谓美国公众 

生活中的美好片段,而不是公共生活已经恶化的证明。要否定这场辩论， 

仅说两位候选人在金门岛和马祖岛的这种无关要义的小问题①上纠缠不 

清是不够的。林肯和道格拉斯两人在辩论时也花了几个小时就莫须有的 

事打口水仗。要指出电视辩论中有作秀成分实乃易事，但这么做的目的 

何在？林肯和道格拉斯的辩论也是表演秀，是当时最好的娱乐节目。当 

时的听众听到林肯和道格拉斯两人用言语相互攻击后兴奋不已，1960年 

的人们只能一本正经地去讨论肯尼迪与尼克松的化妆和行为举止。我们 

应该抱怨两分半钟的答辩时间太短，无法让肯尼迪与尼克松做充分的论 

述吗？这种抱怨没有道理。林肯在1858年跟道格拉斯辩论了几个小时， 

但根本没有留下任何可以让人记住的观点，甚至连能让人记住的句子也 

找不到一个。他在盖茨堡(Gettysburg)发表的演讲时长仅3分钟，却成 

为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演讲。(还有一例:美国的政治理论家的著述可谓 

汗牛充栋,其中有好有坏，但最好的作品之------ 《联邦党人文集》第10 
篇，只有7页纸。)

对肯尼迪和尼克松辩论的批评其实是一种政治文化焦躁病的症状。 

在后进步主义时代(post-Progressive era),已经没有任何阶层或任何类 

别的组织能像殖民地时期的绅士阶层或19世纪的政党那样一手掌控政 

治。这个时期民主观念的盛行带来了一种期望一一公共生活由大家掌 

控。但是，随着这个观念而来的是竞争和困惑，使人们在任何时局下都对 

政治感到厌倦和不安。

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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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在辩论时，肯尼迪与尼克松就金门岛和马祖岛属不属于美国与台湾当局签订的共同防 

御条约管辖问题进行了争论。



第六章

在私公民时代拓展公民权

引子

1961年，政治科学家罗伯特・达尔(Robert Dahl)在其关于城市政治 

的一项经典研究中写到，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政治处于“关注的外边缘”。 

人们兴趣的中心不是公共事务,而是“与食物、性、爱、家庭、工作、娱乐、慰 

藉、舒适、友谊、社会地位等相关的基本活动”。“大多数人最关注的是这 

些活动，不是政治。

大约40年之后，人们的日常活动与政治之间的界限已经模糊。达尔 

先前所说的“基本活动”中的每一项都已经跟政治扯上了关系。如何指 

240导饮食已经成为国会的重要议题。一个名为公益科学中心(Center for 
Science in the Public Interest)的组织对电影院出售爆米花的行为做了抨 

击。众志成城的禁烟运动将禁烟条款写进了地方、州和联邦的法律全书。 

“约会强奸”“婚内强奸”“女性受虐”成为人们熟悉的法律术语。人们会针 

对“游手好闲的父亲”召开政治集会。一个最高法院法官的候选人因性骚 

扰指控而在公众面前丢尽颜面。政府对于妇女堕胎问题的政策引发了波 

澜壮阔的民粹主义运动。代议制度、正义和政治参与已经不再只是传统 

的政治理念，它们已经成为“私”生活的一部分。

19世纪50年代晚期，在康涅狄格州的纽黑文市学习的达尔从《论美 

国的民主》第二卷(并非第一卷)中看到了托克维尔所描述的公民的样子 ： 

个个忙于私人事务，若不是很容易办到和很有趣的事，他们根本不会理 

睬。达尔认为自己那个年代的公民也是这个样子。有意思的是，达尔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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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的公民沉溺于个人世界的时代，在当今的批评家眼中却是另一幅景象。 

他们认为，那是一个黄金年代，人们积极地参与政治活动，投票率如同20 
世纪20年代后期那么高，人们十分信任中央政治机构，公民政治团体发 

展迅速。诚然，人很难超越时代，达尔的观点带着他那个时代的烙印。在 

他那个年代，很多知识分子都认为公民有“冷漠”和“自满”的毛病。在电 

视上,克里夫斯一家和纳尔逊一家①不停地逗乐，让人心情愉悦,但是很 

多意见领袖却感到茫然，找不到美国的方向。这种不知所措的社会心态 

甚至影响到了总统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他设立了一个委员，让其思 

考“美国人的目标''②。约翰・F.肯尼迪也受到了这种社会心态的影响， 

于是为那些不仅身体虚弱，道德意识和公民意识也很薄弱的人设立了“国 

民健康标准”。

政治领袖认为，要与苏俄冷战,美国人就需要美德与活力。有时他们 

还会用雄壮的声音大声地提醒世人:美国已经变懦弱了。冷战也转移了 

人们的视线，缓和了一个日益严重的国内冲突，即种族冲突。若直面种族 

冲突,不仅会改变种族关系，而且将彻底改变美国的生活。从城市到郊 

区,从家庭到工作和学校，从私人世界到公共领域，各处都将有新的变化。 

直面种族冲突还将使中央政府对人们的日常生活产生影响，将提升华盛241 
顿在公众心目中的地位。

在这场涉及生活各个层面的变革之中，影响最深远的当属权利的革 

命。人民和团体越来越习惯用权利话语去定义政治；联邦政府越来越注 

重个人的权利，把其上升到宪法的高度加以保护；在权利意识的推动下， 

“政治”领域的范围变得越来越宽。政治的国家化(nationalization)与“权 

利革命”是由社会生活的私人化推动的，它们的发展则进一步加深了社会 

生活的私人化。政府的扩张、权利的增多以及社会生活的私人化这三者 

之间的互动，勾勒出了 20世纪末期美国政治的轮廓，也为“关注权利”的 

公民的出现做了铺垫。

这是好是坏？我们是否应该说,权利意识清晰的公民是被驯化了的 

公民，很容易就陷入个人、私人的世界而不能自拔？还是应该说,权利意 

识清晰的公民能在私人生活备受关注的氛围中给公共生活带来新的活 

力？本章将对二战之后“关注权利的公民”的崛起进行分析。这种公民权 

模式是挽救了美国的民主，还是给民主带来了危险,或是对民主进行了全

① 电视剧中的人物。

② 即上文所提到的总统国家目标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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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改造，则是下一章试图回答的问题。

人民大众的私生活

在约翰・杜威就公众及其问题做演讲的时候，全美国只有一半的家 

庭可以使用电能。在城市中，70%的家庭有电力供应，在农村则只有 

4%。30年以后，全美99%的住宅都已经可以使用电能。彳

美国的农村已经融入到国家文化之中，城乡之间曾差距巨大,但现在 

已经没有人记得。城乡之间的差距随着铁路的延伸和农村免费投递运动 

的发展而逐渐缩小，农村也有了西尔斯①邮购目录、汽车、公路、公立学 

校，在新政之后还有了广播。农村生活与国家生活的融合使农村地区的 

新教逐渐式微。1925年，在斯科普斯的“猴子”审判②中，威廉•詹宁斯• 

布赖恩(William Jennings Bryan)不得不向克拉伦斯•达罗(Clarence 
Darrow)屈服。1933年，支持禁酒的人士输给了反对禁酒的人士，禁酒令 

被废止。20世纪60年代以后，在州立法机构中，农村地区逐渐失去了地 

位，多种族、多民族的城市地区则取得了更多的权力。

1929-1944年间，美国14岁以下的儿童的数量大幅减少，从1400 
万降至150万。但在二战结束后，数量开始回升。到1960年，14岁以下 

的儿童的数量已达2 000万。在这个“婴儿潮”时期，人们买了汽车、房子 

和洗衣机,还投资办学。玩具、儿童书籍大量增多，休闲娱乐不断发展，说 

明人们在试图给孩子们找回在经济大萧条时期和战争时期失去的乐趣。 

在这个时期,经济增长速度很快。从1947年到1973年，中等家庭的实际 

年收入从14 100美元增长到了 28 200美元(以1984年的美元价值计 

算)。1973年以后，实际收入不但没有增长，甚至还有所下降(1984年，中 

等家庭的年收入仅为26 433美元)。彳但是，前段时期的经济取得了光芒耀 

眼的成就,所以实际收入的略微下降并没有引发很多抗议。实际上，从 

1973年到1984年，消费者的实际人均支出不断提高，这不是因为经济在 

增长,而是因为工薪阶层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在增长，出生率在降低，

① 美国的一家大型连锁商场。

② “猴子"审判，即1925年7月发生在美国田纳西州的斯科普斯进化论审判案。该州的中 

学老师约翰・斯科普斯(John Scopes)在学校违法讲授达尔文的进化论,被告上法庭。该案件中 

被告虽然败诉，但是进化论却获得普及，该案被认为是达尔文主义大获全胜的一个经典案例。 

威廉•詹宁斯・布赖恩为上述案件中的原告，时任美国国务卿，质疑达尔文的进化论观点。克 

伦拉斯・达罗是美国知名刑事律师，为上述案件中被告的辩护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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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消费者的债务在增多/

这段繁荣时期带来了一个叫“隐私”的东西。从1950年到1970年， 

65岁以上的老人的数量从1 300万增长到2 000万,但与孩子同一个屋檐 

下的老人的数量却从280万降低到了 230万。在1950年，每10个未婚 

的成年人中，有3个独自居住。到1970年，10个里面有6个选择独居。§ 

社会学家认为，繁荣带来的影响是好坏参半的，给了人们私人空间，却减 

少了社会交往。一位社会学家写道：“每个家庭都有自己的真空吸尘器、 

自己的锅碗瓢盆、自己的交通工具、供水系统、暖气，等等。因此，在富足 

的社群中，社会互动和分享已不再是必需的动力。班在战后的美国，以及 

所有的现代国家,富足和隐私把都市生活划分成了很多截然不同的领域 ， 

如工作、购物、娱乐和家庭，每一个都是一个独立的领域，靠公共交通、私 

人汽车和电话连接。这些领域并不重叠,在一个领域中，人们一般见不到 

自己在其他领域中见到的那些人。

在社交、政治和经济上，乡镇居民是与乡镇联系在一起的。相比之 

下,大都市的男女的生活则是分裂的。在社交上，他们与邻居或教堂相联 

系；在政治上,他们与城市或城郊相联系；在经济上,他们受制于自己的工 

作,从工作场所开车回家要很长的时间，而且他们喜欢到城市里消费。与 

瑞典人或者英国人相比，美国人与邻居的接触更多，参加的教会活动更 

多，白天工作的时间也更长(很多人在夜晚还要干兼职)，而且在参与社区 

事务方面更加积极。7这也就是说,这个时候美国人的公民精神、邻里精神 

还是比其他国家的人要强。即便如此，美国生活空间的私人化程度仍比 

其他国家要高。跟其他国家相比,美国拥有私有住房的人更多，而且他们 

会花大量的时间和金钱去改善自己的居住环境。社会学家戴维・波普诺 

(David Popenoe)认为，美国人希望得到更大的空间，有更多的私人空间， 

而且“在空间相对充足，公共和经济上的限制较少的地方，例如美国，数以 

百万计的个体会选择为自己打造私人空间，于是，私人空间型的社区模式 

就自然而然地出现了”8。

可以说，这种社区模式在大体上是自然而然形成的，但并不是完全没 

有外力介入，政府就没有站在一边袖手旁观。社会民主思想家迈克 

尔・沃尔泽(Michael Walzer)写道：“福利国家提升人们幸福感的方式之 

一就是鼓励人们待在家里。那在20世纪50和60年代，联邦住房管理局 

(the Federal Housing Administration)给很多有保障的房屋所有者提供 

了贷款担保，因为他们比较稳定，却不看好那些“不稳定的”居民区。住房 

管理局的这个措施推动了城郊的发展。推动城郊发展的还有联邦高速公

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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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建设项目，以及汽油低税政策一一在美国，政府在汽油上所征收的税比 

大多数工业化国家要少很多。城郊发展还有一个推动力，即美国高度的 

地方自治,但地方自治同时也使中心城区变得贫穷。与欧洲国家相比，美 

244国的地方政府对本地公共事业的控制力更强，而且还自己划分行政区域， 

并以征收房产税等方式增加自己的收入。在这个时期，富裕的居民纷纷 

搬到郊区居住，留在中心城区的则有不少是贫民，贫民需要政府提供大量 

的社会服务,但政府从贫民身上征不到什么税啓也就无法提供优质的 

服务。

与电视一样,郊区居住也是现代社会的一种特征，但人们对这种变化 

并无任何好感。社会学家大卫・理斯曼(David Riesman)在1958年就撰 

写了一篇名为《郊区的悲伤》的文章，称人们为了掌控自己的生活和安全 

而搬到郊区居住，但却发现自己其实失去了对生活的掌控°n尽管如此， 

私有化的郊区还是被人们看做“西方民主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项成 

就呵，私生活则被认作“全世界的富人一般都拥有的和努力追寻的”东 

西严到了这个时候，私生活已经成为美国中产阶层的必需品。而且，除 

了中产阶层以外,其他阶层的人民大众也可择邻而居，不必固守一处。他 

们可以自己选择自己的亚文化圈，不用再去感受当地主流文化人群对自 

己的排斥。

那么，上述问题是不是公共生活恶化带来的后果？

权利革命I—走向布朗案

1935年9月30日，弗兰克•帕尔科(Frank Palko)在康涅狄格州布 

里奇波特市(Bridgeport)打碎了一个音乐商店的窗户，偷走了一部收音 

机。在逃跑过程中，他被两名警察拦了下来,然后他掏出枪打死了这两个 

警察。政府力求让帕尔科获一级谋杀罪，但法官判他犯二级谋杀罪。检 

方认为，法官在这个案件中有严重的失误，于是提出上诉,让案件得以重 

审。第二次审判的结果是，帕尔科一级谋杀罪罪名成立并被判处死刑。

这不是一罪二审(double jeopardy)①吗？《宪法第五修正案》明文规 

定,任何人都“不该为同一罪行而两次被置于危及生命或肢体之处境”。 

帕尔科接着上诉至最高法院，他的律师以此为理由为其辩护，希望推翻第

①一罪二审，法律术语，指对已起诉或宣判的罪行进行第二次审判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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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次审判的判决。但是,《宪法第五修正案》只是对联邦政府的权力有所 

限制,并不适用于州政府。最高法院早在1833年就已宣布《权利法案》对 

于州的法律无效。内战之后，《宪法第十四修正案》颁布，这时《权利法案》 

才取得了高于地方法律的地位，才可以依据《权利法案》判定地方法律无 

效。虽已有了明文规定，但在南方重建之后，法院很少援引第十四修正案 

去打压州法律。

在高法审理“帕尔科案”时，大法官本杰明・卡多佐(Benjamin Car- 
dozo)提出了举足轻重的意见，使法院驳回了帕尔科的辩词，帕尔科然后 

就坐上了电椅。对于帕尔科而言,他输掉官司也就丢掉了性命，但这场输 

掉的官司却让《宪法第十四修正案》获得了胜利。卡多佐认为，《宪法第十 

四修正案》并不能自动将《权利法案》凌驾于州法律之上，但是《权利法案》 

所保护的一部分自由(不过不包括一罪不二审)是“有序自由"(ordered 
liberty)®这一概念的基础，而且也和那些必然适用于各州的、“作为我们 

所有的公共和政治制度的基础的那些自由和正义的基本原则”紧密相 

连。②卡多佐还特别强调了“言论和思想自由”以及“正当法律程序”(due 
process)的概念严卡多佐的这一番话，有助于建立以《宪法第十四修正 

案》为基石的新宪法秩序。

“帕尔科诉康涅狄格州案”是最高法院在打造“第二套权利法案”，即 

树立原有的《权利法案》权威，使其凌驾于州法律之上的过程中迈出的比 

较早的一步。在帕尔科案之后的几个月，高法对案情复杂不清的“美国诉 

卡罗琳产品公司案"(United States v. Carotene Products)®做出了判决。 

大法官哈伦・菲斯克•斯通(Harlan Fiske Stone)在主要意见书(majority

① 有序自由，指与秩序联系起来的自由。

② 案件的详细情况是，帕尔科在高法辩称，因为《宪法第十四修正案》规定所有的司法审判 

都要使用“正当法律程序”，包括州内的司法审判，所以州法院就不得违背《宪法第五修正案》，对 

他进行一罪二审。就此,卡多佐(他只是参加审理的法官之一)提出的意见是，“正当法律程序” 

只保护那些对于“有序自由”十分重要的权利，帕尔科的情况并不符合。最后，参加审理的九位 

高法法官通过投票表决认定，在帕尔科的这个案件中，一罪二审并不影响“有序自由”，所以维持 

州法院的原判。

③ “美国诉卡罗琳产品公司案”详情：卡罗琳产品公司跨州销售一种混合牛奶，但美国有一 

条联邦法律禁止销售混合奶，卡罗琳公司被公检机构告上法庭。卡罗琳产品公司辩称，这一法 

律剥夺了公司的商业自由权，并违背了《宪法第十四修正案》中的“正当法律程序”条款。但高法 

未采纳公司的辩词，判定其有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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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inion)①中指出，只要立法机关的行为有合理的依据，法院通常就不会 

提出反对。但在下面，他插入了一个令人吃惊的脚注，即“脚注四”②，称 

在三种情况下，法院不能屈从于州立法机关或国会。

首先,在立法机构所颁布的法律明显侵犯了包括《权利法案》在内的 

宪法所保护的那些东西的时候,法院应认定其违宪。其次,若立法机关颁 

246布的法律对“政治进程本身”产生了重大影响，并因此可能给推翻不合理 

的法律增加难度，法院可以不听从于立法机构。这也就是说，法院应密切 

注意,立法机构颁布的法律是否构成了对选举权、政治结社、言论自由、集 

会的限制。最后，对于针对宗教、少数民族和少数种族而设立的法律，或 

出于对“离散和孤立的少数派”的歧视而立之法，或影响保护少数派的政 

治程序的法律，法院都应进行仔细审查严这三个条款给各州政府和国会 

提了一个醒——司法机构在盯着它们，而且在受《权利法案》保护的个人 

自由受到侵害的时候，司法机构绝不会像往常一样屈从于它们。

在这三个条款之中，最后的那一个是最具原创性的。建国者们曾试 

图保护少数派免于多数人的暴政,但他们生活在一个相对同质的社会(他 

们的想法是，印第安人和非洲黑奴根本不能算作社会的组成部分。若按 

这个想法，社会的同质性就更强)，他们头脑中的“少数派"是指偶然出现 

的政治上的或意识形态上的少数派，而不是依据种族、宗教或者原国籍而 

划分出来的且长时间存在的少数派。到了 1938年,在卡罗琳产品公司案 

的脚注中，少数派才会被定义为“司法的特殊保护对象以。这个脚注之 

所以提到了少数派的问题，一方面也许是因为当时的社会科学思潮认为 

少数派在社会和心理上有共同点;另一方面,肯定是因为感受到了希特勒 

那不断增长的权力带来的威胁。在维护少数派应得的公民权利的道路 

上，卡罗琳产品公司案的脚注是第一个里程碑。

1944年，苦涩的"是松诉美国案”®(Korematsu v. United States )把

① 主要意见书，法律术语，当法庭中过半数法官同意某种意见时，他们所写的法律文书即 

为主要意见书。法庭将会根据此意见书作出判决,而且意见书也会成为未来的判例。

② 此脚注因是主要意见书中的第四个脚注而被称为“脚注四”,被誉为“改变了美国宪政历 

史”的脚注。

③ “是松诉美国案”详情：1942年2月，在日本人偷袭美国珍珠港事件后，罗斯福总统下达 

命令，授权美国陆军部可以确定国内某些地区为“战区”，并有权对生活在战区的人们进行任何 

必要的限制,甚至可以把他们排斥在战区之外。根据这一命令，美国西海岸军区司令下令对西 

海岸各州所有祖先为日本人的居民实行宵禁，并将其驱逐、遣送至远离西海岸的禁闭中心(de・ 
tention centers) 0弗雷德•是松(Fred Korematsu)拒不搬迁，并将美国政府告上法庭。最高法院 

审理后裁定，该项命令合乎宪法，并判是松有罪。



第六章在私公民时代拓展公民权| 211

卡罗琳产品公司案取得的成就进一步发扬光大。在这个案件中，法院又 

一次屈从于政府，只不过这次屈从的是政府的另一个分支，即行政部门， 

以及行政部门下达的拘留日裔美国人的军事命令。大法官雨果・布莱克 

(Hugo Black)为少数族裔做了辩护。他说，在这个案件中，政府以种族或 

原国籍对人进行分类是有合理性的，因为这是出于军事需要，但是这只是 

一个非常罕见的例外。“针对单个种族的公民权利的法律限制必须受到 

质疑。这不是说所有这样的限制都是违宪的，而是说法院必须对其做最 

严格的审查。迫切的公共需要有时可以为这种限制正名，但种族对抗永 

远也不能。松7虽然是松案的判决结果实际上形成了对那条在西海岸建立 

拘留营的种族主义的军事命令的支持，剥夺了日裔美国人的政治权利和 

公民权利，但大法官布莱克提出的意见再度显示岀法院希望阻止带有种 

族主义偏见的法律伤害公民的个人权利。

这些案件为保护公民和政治自由的司法运动抢占了滩头阵地。从 

20世纪早期开始一直到1937年，高法经常否决那些限制了“契约自由” 

(freedom of contract)的州法律。宪法对契约自由其实只字未提，但按照 

高法的解读,宪法是支持小政府和放任的市场经济的。于是，高法一次又 

一次地裁定，那些试图平衡雇主和雇员权利的州法律(如限制工作时长和 

设立最低工资标准的法律)违宪。高法的这种做法让富兰克林・罗斯福 

头痛。在推行新政时，他的计划常常被高法否决，于是他才设计了“填塞 

法院”计划。但在法院的1937年任期中，即罗斯福正准备将其任命新的 

(支持新政的)大法官的计划提交国会的时候，大法官欧文•罗伯茨(Ow
en Roberts) 及时转变了态度，给新政立法投出了第五张支持票。这个“拯 

救九人的及时转变”①让包括罗斯福任命的费利克斯・法兰克福特(Felix 
Frankfurter)在内的高法大法官不再像以前那样支持司法克制(judicial 
restraint)

“帕尔科案”“卡罗琳产品公司案”“是松案”告诉我们，法院的自我克 

制是有选择性的。如果政府侵犯了个人自由，法院绝不会克制，而是会进

247

① 按照“填塞法院”计划，罗斯福总统可以提名一名法官取代任何年龄超过70岁的最高法 

院法官。高法有九位大法官，只要有五位支持，罗斯福就能为新政立法。欧文•罗伯茨原本反 

对新政立法，后来转变了态度，于是罗斯福不再推行所谓的“填塞法院”计划，九位大法官的职位 

因此得以保留。

② 所谓司法克制，即要求司法机构应严格遵循先例，严格尊重立法分支与行政分支的立法 

与政策，不把自己当做制定政策的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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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仔细的审查。在1943年的"耶和华的见证人"(Jehovah's Witnesses)® 
拒绝向国旗敬礼(因为他们认为这么做违背了自己的宗教信仰)案中，大 

法官罗伯特•杰克逊(Robert Jackson)在主要意见书中写下的这段话语 

就是最好的例证:“《权利法案》的根本目的就是要使某些特定的问题免于 

政治争议，使之无法被多数派和官员撼动，同时使之成为法院应该遵守的 

248法律原则。

总之，法庭会运用汉密尔顿的执政原则(法官终身任职，有相对自主 

的权力，不受变化无常的民意的干扰)来实现杰斐逊的目标(保护个人自 

由，使其不受暴政的伤害)。换言之，沃伦法院(Warren Court)②的理论基 

础已经打好。

1953-1969年间，沃伦法院让权利问题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起 

先，法官们对"布朗诉托皮卡教育局案"(Brown v. Board of Education 
of Topeka)③做出了一致的裁定——学校实行种族隔离违宪，但这只是 

一个开头，随即而来的是“一场由法官发起的革命杠。沃伦法院成为推 

动社会和政治变革的主要机构和象征，使个人可以为了权利与政府抗争 

这一民主观念流行开来。到1969年，沃伦法院完成了最高法院于1937 
年就已经开始的《权利法案》国家化④工作。

法院的做法让不少理论家感到不安。法院似乎开始拥护“实质性的 

正当法律程序”，即20世纪早期那饱受批评的经济干预政策的法律依据 。 

名望最高的那些法律教授都是政治自由主义者，他们认为沃伦法院的推 

理有问题，但赞同其实质性的结论。法律和社会进步似乎被紧紧地绑在 

了一起。2。但是在不久之后，整个政治圈都开始担心美国法院躬心过大， 

给自己揽上比世界上任何其他民主国家的法院都“更大的制定公共政策 

的责任”21。

在1850年至1935年间，最高法院总共审理了 16个有关种族歧视、

① “耶和华的见证人”，是指19世纪70年代末在美国兴起的基督教非传统教派，他们热心 

地与其他人分享对上帝的信仰。该教派对《圣经》的理解有别于传统的基督教派。

② 沃伦法院指从1953年到1969年由首席大法官厄尔・沃伦(Earl Warren)领导的高法。 

其间，沃伦法院掀起了一场又一场宪政革命，推动了美国20世纪50和60年代的种种社会运动。

③ “布朗诉托皮卡教育局案"详情:奥利佛・布朗居住在美国堪萨斯州的托皮卡，因托皮卡 

公立学校实行种族隔离,他的女儿每天要穿行21个街区，赶到专门供黑人孩子念书的小学读书。 

为了女儿能在附近的白人小学就读，布朗等人在律师的帮助下，向堪萨斯法院提起诉讼，耍求下 

令禁止托皮卡在公办学校实行种族隔离。

④ 按译者的理解，应指让《权利法案》深入国民内心、广受认可的过程。



第六章在私公民时代拓展公民权j 213

宗教歧视、民族歧视和性别歧视的案子，而且声称自己受到歧视的人胜诉 

的只有9个案子。在1936年到1945年间，法官审理了 17个类似的案 

件,其中声称自己受到歧视的人获得胜利的为12个。在1946年至1964 
年间，法院审理了 106个有关歧视的案件，判定声称自己受歧视者胜诉的 

为90个。彳?事情的变化也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看.1935年，在法院的160 
份意见书中，仅有2份提及了公民自由和公民权利的问题。到1989年， 

法院的132份意见书中有66份提及了公民自由和公民权利严在19世 

纪，最高法院和美国的宪法主义思维关注的是“权力”，重点在于州和联邦 

政府的执法范围和权力如何划分;到了现在,关注的是权利以及政府和法 

律在保护个人权益方面的责任汁

法院的转变也带动了公民权的转变。在1937年以前，公民会试图影 

响政府，或通过他们在立法机构里的代表让州政府为自己服务(公民还能 

通过加入陪审团、接受庇护制的政府职位、加入民兵队或军队为自己谋福 

利)。但是,制定政策的法院则与公民权无关。人们去法院是为了解决自 

己与邻居的争端，不是去挑战政府权威。在19世纪，法院不是民众抗议 

和阐述政治理论之地，也不是社会运动的策源地。现在，一种新的公民权 

力和一种新的政治行动模式开始出现。

在新的公民权模式中，公民参与政治的核心地点不只是投票站，还有 

法庭。公民权能走到这一步，不只是法院单方面的努力，那些把起诉当做 

政治杠杆的志愿性的政治组织也是推动力量。可以肯定的是，在1937年 

以后，更加关注个人权利的最高法院推动了这些组织的发展，或支持它们 

采取法律策略维权。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Colored People)成立于 1909 年，但在 1939 年才设立了 

自己的法律辩护和教育基金。从此,协会有了全职的诉讼服务人员，捐赠 

者也可捐岀减免税①的捐款o25 1938年，美国律师协会建立了权利法案委 

员会。1945年，美国犹太人大会(American Jewish Congress)建立了法 

律和社会行动委员会。过去,政治运动和政治组织只有通过立法获得政 

治权力；现在，他们发现司法系统是达成目标的又一途径。1949年发表 

于《耶鲁法律杂志》的一篇文章把这些组织称为“私人总检察长"(Private 
Attorney-General) o27

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和美国公民自由联盟(American Civil Liberties

249

① 在美国，若一个人把自己的一部分收入捐给了基金会，那么这部分收入就可以免缴所得

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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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on)是权利运动中的先锋性私立组织。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是一个 

黑人、白人均可加入的组织，为非洲裔美国人所遭受的迫害而抗争。起 

250初,该组织的影响力相对较小。在1912年的选举中，民主党、共和党或进 

步党的政策宣言对公民权利都只字未提，就连社会主义党的宣言也是一 

样。在南方，几乎所有的黑人都没有投票权，这使得他们很容易遭到欺 

凌。在1912年的大选中，黑人社群中的意见领袖看上去有几分政治影响 

力。因为候选人伍德罗・威尔逊承诺说会支持黑人领袖的事业，所以 

W. E. B.杜波依斯(W・E. B. Du Bois)①宣布自己支持威尔逊。但在当选 

后，威尔逊就对联邦政府雇员实行了种族隔离。可以说，在20世纪30年 

代中期以前，黑人在政治上一直受挫。富兰克林・罗斯福在第一个任期 

里，由于受到国会中南方势力的影响，再加上复苏经济这项首要任务给他 

带来了很大压力，所以选择无视其助手哈罗德•伊克斯(Harold Ickes)所 

提出的维护非洲裔美国人权益的建议。于是，伊克斯决定自行其是。伊 

克斯是芝加哥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的前任主席，也是罗斯福的内政部长。 

他取消了内政部的餐厅和休息室的种族隔离制度，还要求由他管辖的公 

共工程管理局(Public Works Administration)进行无种族歧视的招聘。

在第二任期，罗斯福开始关注公民权利。这一改变可部分归功于罗 

斯福的夫人埃莉诺・罗斯福(Eleanor Roosevelt).她与黑人组织的领导 

人紧密合作，并自觉地把他们的声音传到总统的耳朵里。罗斯福夫人公 

开支持废除选举税(poll tax)®,同时也支持反对滥用私刑的联邦法律。 

这让那些与她走得很近的新政的支持者敢于在自己所控制的政府部门中 

推行种族平等政策。总统任命了非洲裔美国人威廉•黑斯蒂(William 
Hastie)为联邦法官，这在美国历史上还是头一回。他的新司法部长弗兰 

克•墨菲(Frank Murphy)在司法部中创立了一个民权司，同时承诺将采 

取“激进的措施来保护一个自由人与生俱来的基本权利”。美国政界第一 

次出现了由非洲裔美国人组成的“黑色内阁"(the Black Cabinet) 0所谓 

黑色内阁，包括新政中获得任命者(1935年，有45个黑人在内阁和新政 

251设立的机构中任职)，也包括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城市联盟(the Urban 
League)等主要民权团体的领导人。从1936年开始，黑色内阁每周都举 

办聚会，以商讨公民权利战略。1937年，劳德・佩珀(Claude Pepper)成

① 杜波依斯(1868-1963),美国著名黑人学者,社会活动家。

② 选举税是19世纪后期一些南部州为了限制投票权而推出的专门税。选举税与上文提 

到过的祖父条款一起，剥夺了绝大部分黑人和印第安人的投票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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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地在佛罗里达州废除了选举税。罗斯福直言不讳地对此表示赞赏。在 

1938年，他还公开发表声明反对人头税，称其“与基本的民主相悖”29。

1932年，一些著名的黑人编辑和其他社群领袖号召黑人放弃在南北  

战争时期养成的对于共和党的忠诚。①响应号召的人并不多，大部分的 

黑人选民把票投给了共和党候选人胡佛，但后来风向发生了转变。在北 

方，来自南方的黑人移民源源不断，而且黑人有去进行选民登记和投票的 

强烈意愿，于是，黑人选民的数量增加了。即使是在南方，至少是在城市 

地区，新政给黑人带来的期望也使黑人政治团体开始增多，黑人选民登记 

数量开始上升。在1936年的大选中，两个政党都致力于吸引黑人选民。 

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但相对于共和党，民主党采取了更多引人注目的措 

施，使76%的黑人选民支持民主党候选人罗斯福。3。民权运动的政治和法 

律基础已经开始显现。

权利革命I—从蒙哥马利开始

对于现在的人们来说，这是一个耳熟能详的故事：罗莎・帕克斯(Ro
sa Parks)是阿拉巴马州蒙哥马利市的蒙哥马利集市百货商场的一位裁缝 

助理。她已经工作了一整天。在下班的时候，她感觉到自己的脖子和后 

背酸痛，于是过街去药店买热敷垫。她没有找到热敷垫，但买了一些别的 

东西，然后去了公共汽车站。那个晚上公交车很拥挤，她只找到了一个空 

座位。这个座位靠过道,位于白人专用座位之后的第一排。在接下来的 

几站上来了越来越多的人，黑人都走到了车厢的后部站着。前几排白人 

专用座位已坐满，有一个白人只好站着。这个时候,汽车司机叫帕克斯和 

她这一排的其他黑人乘客给这个白人让座。按照惯例，如果一个白人在公 

交车的一排座位上坐下，那么这一整排必须没有黑人。刚开始没有一个黑 

人站起来，司机于是再次提出要求。其他人让座了，但帕克斯夫人没有。 

司机对她说:“女士，你看，我已经告诉你我要这个座位，你站不站起来?”

“不，”她回答。

“如果你不站起来，我要让人逮捕你。”她告诉司机请随便。然后，司 

机下车打电话叫了警察。不一会儿,帕克斯夫人就被逮捕，然后被送进了 

市监狱。那是1955年12月1日。那时的人们并不知道，民权运动刚刚

252

① 南北战争时期北方的领袖、废奴主义者林肯为共和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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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了决定性阶段。

帕克斯夫人后来说:“我从来没设想过这个场景，也没有想过该怎么 

处理。直到它发生的时候,我才决定不站起来。当时我很累，虽然在结束 

了一天的工作之后我一般都很累，而且会感觉不舒服，但那时候我已经有 

很长时间感觉不舒服。在很长的一段时间，我都在想，如果有人要我站起 

来给一个白人让座，我将会拒绝。”

在车上的一个女乘客给她的朋友讲了帕克斯夫人的遭遇。她的那个 

朋友给蒙哥马利市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的前任主席E. D.尼克松(E. D. 
Nixon)①打了电话。尼克松未能从警察那边打听到什么消息，于是给知 

名的自由主义白人律师克利福德・杜尔(Clifford Dun*) 打了电话。杜尔 

在得知情况后与尼克松一起去保释了帕克斯夫人。

这几个人并不是偶然聚合到一起的。帕克斯夫人、尼克松、克利福 

德・杜尔和他的妻子弗吉尼亚(Virginia)以前一起工作过。从1943年开 

始，帕克斯夫人就开始积极参与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的活动，也曾和尼克 

松一起做过选民登记工作。让尼克松和杜尔夫妇相识的是他们共同的政 

治利益。克利福德・杜尔曾是华盛顿十分活跃的新政人士，曾任联邦通 

信委员会的委员。他的妻子弗吉尼亚・杜尔则是一位顽强的自由战士， 

曾在20世纪40年代任废除选举税全国委员会(National Committee to 
Abolish the Poll Tax)的副主席。杜尔夫人曾经问过尼克松，是否可以推 

荐一个好的裁缝给她。尼克松推荐了罗莎•帕克斯。于是，从1953年或 

1954年开始，帕克斯夫人就开始频繁地出入杜尔家。尼克松和克利福 

德・杜尔在开车去监狱保释帕克斯夫人的途中，讨论了给帕克斯夫人打 

官司的胜算。他们一直在寻找给因违反种族隔离的法律而被捕的人打官 

253司的机会,但没找到人品值得信赖的当事人。他们知道帕克斯夫人是一 

个合格的人选，因为她性格坚强。而且，在那年夏天，在他俩的帮助下，帕 

克斯夫人还参加了高地人成人学校(Highlander Folk School)召开的为 

期两周的跨种族会议。他们知道，这个会议让她信心满满F
罗莎•帕克斯对于种族隔离法的勇敢反抗既不是孤立的，也不是自 

发的。在这个案件中，机会只会眷顾准备好了的人。数十年的抗争、数十 

年的协会培养以及相互之间的友谊是该案获得胜利的重要背景。具有讽 

刺意味的是，这个背景是由种族隔离制度本身打造的一一种族隔离促进

① E. D.尼克松(1899-1987)，黑人民权运动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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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黑人组织的发展,还让受教育程度各不相同的、社会地位各不相同的黑 

人都团结在了一起。

教会是黑人社区和早期民权运动的核心机构。教会提供了歌曲、演 

讲、祷告、仪式等简单易懂的文化形式以及对解放思想作用明显的意识形 

态。在教会支持的运动中，法律和政治斗争成为一种道德上的“圣战”。 

南方基督教领袖会议(Southern Christian Leadership Conference)的领导 

人、卫理公会牧师约瑟夫・洛厄里(Joseph Lowery)回忆说:“……这就是 

人们参与游行的原因。它打开了人们的眼界，让他们第一次看到种族隔 

离有多么的丑陋和邪恶……，，32

教会不仅追随者甚众，而且经济独立，白人社群的金钱无法影响其牧 

师的领导权。同时，实体存在形式让教会非常适合举办大型集会。在抵 

制①期间，蒙哥马利市参加抵制的教堂每天都会举办一次大规模的会议。 

在那里，人们每天都可以获得勇气、热情和力量。这些大型会议是“运动 

的节奏和生命线，即信息中心；鼓舞人心和焕发青春的场合，通过令人振 

奋的布道和团结人心的黑人圣歌(black spirituals)让人们前赴后继；拟订 

计划和研究策略的机会；还是资金中心最后一项很重要：教会是民 

权运动的资金中心。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主要的资金来源就是教会，而 

且协进会的大部分领导人都是牧师。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的分会在教堂 

集会。一般来说，教堂是他们唯一可以召开会议的地方。南方基督教领 

袖会议就是以教会为根据地的，教会是该组织的重要资金来源。

这样一来，就出现了一个具有讽刺意味的情况:种族隔离巩固了黑人 

民权组织，但这些组织发展壮大后就对种族隔离开刀。第二个具有讽刺 

意味的事情是，白人力量对于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的攻击反过来推动了 

运动的发展。攻击始于20世纪50年代早期，在1956年达到了高潮。那 

一年，路易斯安那、阿拉巴马和得克萨斯都发布了禁止全国有色人种协进 

会活动的命令。佛罗里达、南加利福尼亚和弗吉尼亚颁布了限制协进会 

活动的专门法律。在路易斯安那、得克萨斯,协进会成功地让法院撤销了 

禁令，但是在阿拉巴马，协进会被迫关闭。1955年，南方有12. 9万名协 

进会会员，但是到1957年,会员人数降至8万。南方有226个协进会分 

支被彻底关闭卫南方的种族隔离主义者打破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的霸 

主地位，迫使民权运动人士去尝试新的、与法律无关的战术。抗议示威不

254

① 罗莎・帕克斯被逮捕后，蒙哥马利市的黑人发起了历时甚长的抵制公交车运动，不坐公 

交车，改用其他交通工具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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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是一种仅由协进会组织的专门活动，而是四处开花。对协进会的镇压 

使运动的重心从法庭转向了教会和群众运动严

始于蒙哥马利市的群众运动使美国种族关系出现了戏剧性变化。例 

如，出现了保障黑人政治平等权利的联邦法律。在教育、住房、公共交通、 

住宿以及就业方面，也有很多维护黑人权益的重大举措。但是，如年轻的 

马丁 •路德•金所言，运动所取得的成就不止如此。1956年，最高法院 

判定蒙哥马利市的公交车种族隔离制度违宪，马丁 •路德•金认为这意 

味着抵制公交车运动可以告一段落了。他在一个大众集会上说，这“不仅 

仅是蒙哥马利市5万黑人的胜利。这个范围太小了。也不仅仅是全美 

1 600万黑人的胜利・・・・・・这将会是正义的胜利、美好意愿的胜利和光明力 

量的胜利杯。马丁 •路德•金也许想象得到，但是其他人可能想象不 

到，蒙哥马利市的抗议活动将引发一场影响多么深远的变革 。

公民权利革命掀起的波澜

民权运动为一系列新的社会运动和政治组织提供了榜样和灵感。即 

使对于那些没有参与的人来说，这个大胆的运动也给美国文化注入了一 

种新的平等主义思维。在该运动的影响下,诉讼成为一种推动社会变革 

255的工具，直接行动和非暴力示威成为抗议的武器，以权利为中心的公民权 

成为美国公民文化的核心。诉讼、抗议和权利这三点都值得做一番分析。

诉讼

首先，民权运动希望通过法庭和宪法推动社会变革，这使得诉讼策略 

受到了格外的重视。曾长期雇有诉讼专员的美国公民自由联盟开始有了 

新的转变。联盟原先一般通过自己成员中的律师提供的志愿者服务、会费 

和偶尔收到的慈善捐助开展法律活动。在20世纪60年代,联盟建立了一 

个可为捐助者减免税的诉讼基金。1970年,阿尔耶・奈尔(Aryeh Neier)① 
被任命为基金执行董事,他积极地支持一些具体的项目，如囚犯的权利、 

精神病患者的权利、军事正义等。在某种程度上，喜欢提起诉讼的新自由

(D 阿尔耶•奈尔(1937-)，美国开放社会研究所(Open Society Institute)主席，索罗斯 

基金会(Soros Foundations)总裁，国际公认的人权领域专家。他还是美国人权观察组织(Human 
Rights Watch)创始人，曾经担任过12年人权观察组织执行董事，曾在美国公民自由联盟担任过 

8年的执行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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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的出现，可归功于拉尔夫・纳德。1976年，纳德建立了应对法律研究 

中心(Center for the Study of Responsive Law)。① 不久以后，他还建立 

了公共利益研究团体(Public Interest Research Group)以及一个由公共 

利益团体组成的网络。

公共利益法(Public Interest Law)②诞生于20世纪60年代，成长于 

70年代。尽管在里根时代失去了一些支持,但公共利益法现在正在逐步 

制度化。在1969年之前，美国只有23个公益法中心，聘用的全职律师少 

于50个。到1975年，中心的数量增长为108个，律师数量增长为600 
名。1984年则有158个中心，拥有906名律师。这些中心关注的东西很 

多，如少数种族、贫民、妇女、儿童、囚犯、残疾人、同性恋者、工人、一般民 

权问题、环境问题、消费者及其他事宜大多数的公共利益律师事务致 

力于自由主义事业，这使得“公共利益”这一术语成为自由主义利益的代 

名词。保守的诉讼组织在20世纪早期就已经出现，但自由主义的诉讼组 

织始于20世纪70年代。在这个年代，自由主义盛行于法院，于是自由主 

义的诉讼组织应运而生严

很多非政府性的社会活动其实是由联邦政府资助的法律服务推进 

的。向贫穷开战(the War on Poverty)③计划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 

为穷人提供法律服务。民权运动又一次激发了人们的热情，催生了不少256 

“作为社会改革者的志愿者律师杠。与大多数的法律援助不同，经济机 

遇办公室(Office of Economic Opportunity)提供的法律援助不仅帮助单 

个的客户，还关注“法律改革”。该办公室成立后的十年内,其法律服务部 

的律师们让最高法院审理了一百多件案子畀经济机会办公室的律师们 

不仅起诉那些试图减少给穷人的医疗服务的医院，起诉以非法方式驱逐 

房客的房东，起诉企图欺诈穷人的私人企业，还起诉政府机构，特别是那 

些负责提供福利的部门。办公室打了不少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官司，增加 

了公民的福利，让他们的诉求能够在福利官僚体系内得到公平的听证和 

正当法律程序的处理。“

① 应对法律究中心是纳德在1969年建立的一个组织，被称为“政治运动指挥部和大学 

生兄弟会的混合体”。

② 公共利益法并不是指某一条特定的法律，而是指通过法律援助和公益律师打与公共利 

益相关的官司等活动的总称。

③ “向贫穷开战”是美国总统林登・约翰逊在1964年的国情咨文中提到的一个短语，其实 

是指他希望推进消除贫困的立法。在他的推动下，美国国会通过了《经济机遇法案》，于是下文 

所说的经济机遇办公室得以建立并开始推行消除贫困计划。



220 |好公民一美国公共生活史

这一切都源自和归功于那个年代的平等主义精神。经济机遇办公室 

建立了数以百计的“社区行动”机构，让这些机构的服务对象即穷人参与 

决策的制定。按法律①规定，应让“尽可能多的当地居民和组织服务对 

象”参与到计划中来。于是，社区行动机构设立了一条原则——其决策制 

定机构中至少有三分之一的人应来自低收入群体。尽管这些计划在实践 

过程中遭遇了不少挫折，但却带来了一个重要的新观念，即贫困的原因是 

贫困人口没有权力。在社区行动小组的推动下以及在20世纪60年代流 

行的社会思潮的影晌下出现了很多革新，例如平民建立了监督警察的委 

员会，出现了能影响住房政策的强大的租户组织，公立学校开始由社群掌 

控，创建了以社区为基础的“小市政厅”，让公民与城市政府之间的联系更 

加紧密严

抗议

民权运动培养出了一批喜欢直接行动的活动家。民主社会学生会 

(Students for A Democratic Society)在 1962 年发布了《休伦港宣言》 

(Port Huron Statement)®,指明了民权运动的方向。这个声明的作者称 

自己作为“当下的这一代人，在至少是小康的环境中长大，目前住在大学 

校园里，正忐忑不安地注视着我们所继承的世界”。他们写道，自己的满 

257足感被很多“不能不令人忧虑的”事件摧毁。这些事件中的第一个是“由 

南方反种族偏见的斗争揭示的那无处不在、令人痛苦的人类堕落的实 

例”,它“迫使我们中的大多数人从沉默转向积极行动'⑷。在《休伦港宣 

言》发表几年后，学生成为反战运动先锋，还参与了 20世纪60.70年代的 

各种“解放”运动，但是最初给学生启发的其实是民权运动，许多学生领袖 

都在南方的民权运动中积攒了政治经验。这使得新左派摆脱了美国民粹 

主义的窠臼。在20世纪30年代,左派力图使“黑人问题”受到社会重视， 

但在那时，他们的政治灵感并非像现在这样来自于黑人自己开展的政治 

斗争严

发起运动的学生从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在法庭上开展的斗争那里汲 

取的灵感并不多，大规模的示威游行，蒙哥马利、塞尔马、奥尔巴尼和格林

① 当是指国会通过的《经济机遇法案》。

② 1962年6月，来自民主社会学生会的45名新左派青年在美国密歌根州的休伦港集会 

并发表了宣言。《休伦港宣言》体现了 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青年对国家状况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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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德的非暴力反抗①，以及自由乘车运动(freedom rides)②和公民学校 

(citizenship school)③才是他们主要的学习对象。学生们冒着蹲监狱的 

风险拒绝服兵役、反抗在校园里的征兵人员、发起了旨在撤销大学生储备 

军官训练团(ROTC)④的大规模示威活动、封锁征兵站，而且还跟成千上 

万的反战人士一起到纽约、华盛顿、旧金山等地参加政治集会。民权运动 

告诉他们，民主是在街头找到和造就的。

权利

民权运动的一个功绩就是扩充了公民权的内涵，以及让公民权受到 

联邦政府的保护。因为民权运动以及随之而来的社会抗议以争取权利为 

目标,所以民权人士不仅要求联邦政府提供帮助，还帮助联邦政府，通过 

游说使其拥有更多的权力。政治科学家休・赫克洛(Hugh Heclo)说： 

“权利对话不仅引发，而且迫使公共政策国家化⑤。公共政策国家化尤 

其是因为，民权运动被清晰地证明了南方各州未能保护个人权利，而且甚 

至都不关心个人权利。

以权利为基础的运动大都把联邦政府当做朋友，但也有一个例外，这 

就是反战运动。在反战运动中，联邦政府是敌人而不是盟友。让活动家258 

感到很不舒服的是,他们希望政府维护国内正义，但又发现政府应该为其 

不明智的、非法的和不道德的外交政策负责。林登•约翰逊集这些矛盾 

于一身，看上去既像英勇的救世主又像悲惨的冒失鬼，因此是战后最难以 

评价的一位总统。

在20世纪60年代，公共政策国家化的推动力是以权利为基础的社 

会运动，但实际上，新政、二战的动员、冷战中形成的工业和军事的混合体

① 这几个城市都爆发了反对种族隔离的非暴力运动。

② 在20世纪中期的美国南部，黑人与白人在乘车时必须分开就坐。1960年，美国最高法 

院在一个案件中做出判决，允许跨州旅行者无视当地的种族隔离政策。于是，一些黑人和白人 

民权人士开始结伴乘坐州际巴士进入南方。黑人与白人在大巴车上坐在一起，这对于当时的南 

部州而言是不能接受的。这些民权人士之所以这么做，就是为了挑战南方的种族隔离制度。他 

们称自己为“自由乘车者”，于是这场运动就被称为自由乘车运动。

③ 在20世纪50,60年代的美国南部，一些社会人士举办了公民学校，其主要任务是给黑 

人提供免费政治教青、公民权利教育，让其获得参与政治活动的能力。

④ ROTC(Reserve O£ficers, Training Corps),预备役军官训练营。这是培养美国军官的摇 

篮,主要招募高中和大学的青年精英。

⑤ 按照译者的理解，公共政策国家化是指联邦政府迫使包括南方州在内的全国各州遵守 

其制定的公共政策，如取消种族隔离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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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曾推进了公共政策的国家化。20世纪60年代的民权运动的特殊作用 

在于使国家化不再只是社会运动的副产品，而成为一个既定目标。鈔这种 

改变可在最高法院那里得到印证——最高法院的注意力从如何分配联邦 

政府和州政府的权力迅速转移到了由联邦政府确保的个人权利身上。

当然，法院不是孤独的斗士。民权运动其实就是利用联邦政府的控 

制权与国会的权力，绕过当地政府的管辖行事。这也就是说，除了法院， 

国会和行政部门也有参与。围绕1957年的《民权法案XCivil Rights 
Act)而展开的斗争就是一个证明。艾森豪威尔总统不愿意在学校里取消 

种族隔离，但却支持给予南方的黑人公民以选举权，并就此向国会做了立 

法提案。提案中的一个条款赋予联邦法官一项新的权力，即可以判任何 

一个违反联邦民权禁令的人以藐视法庭罪。一些南方人士提出了反对意 

见，说这会伤害到陪审团的权利。①他们提出，给黑人选举权必将威胁到 

白人参与陪审团审判的权利。自由主义者很快就对南方人士的这个观点 

进行了反驳，指出了一个明显的事实:南方的陪审团普遍是从已经登记了 

的选民名单中选出来的，而注册登记的选民几乎都是白人。一个全是白 

人的南方的陪审团是不可能让某位官员因藐视民权法而获罪的。

首席大法官威廉•霍华德・塔夫脱曾经说过,把陪审团审判放在法 

院命令和执法之间，会扰乱政治秩序。艾森豪威尔总统援引他的这个观 

点来为自己的主张正名。以艾森豪威尔为首的行政部门捍卫《民权法案》 

的立场十分坚定,但是在参议院，支持《民权法案》的自由主义者认为自己 

不得不妥协，这是因为有来自工会的压力。工会一直对联邦发布禁令的 

259权力十分警惕。对于民权法原始的提案，美国劳工联合会(the American 
Federation of Labor)表示完全支持，矿工联合会(the United Mine Work- 
ers)的约翰・L.刘易斯(John L. Lewis)则提出要加上一个让陪审团参 

加审判的修正条款。最终，各方达成了一个妥协方案——如果违反了民 

权禁令的官员面临超过45天以上的监禁和超过300美元的罚款,那就必 

须让陪审团介入审判严

1957年《民权法案》的事例说明,联邦司法部门的权力的增加不只是 

自己努力的结果，国会和总统的立法提案也有助于增加其权力。1965年

①根据艾森豪威尔的民权法提案,在总统和参议员选举中不得存在任何胁迫和干涉行为， 

美国总检察长有权就此采取行动和发布禁令，还可以以藐视法庭罪起诉那些违反者。若罪名成 

立，犯罪者将被处以1 000美元以内的罚金和6个月以下的监禁。而且，法官在审理此类案件时 

无须陪审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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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投票权法案MVoting Rights Act）以及20世纪60和70年代很多重 

要的环境保护法,赋予司法机构受理个人起诉联邦执法部门案件的权利 。 

国会也开始鼓励司法机构对联邦行政机构进行监督。20世纪60年代， 

越来越激进的国会设立了更多的法律,让法院获得了更多的司法解释权。 

在以后的几年，最高法院对于宪法的解释趋于谨慎,但却时常对一般法律 

作出解释。妙

除了法院自己，还有其他组织支持以法院审判的方式解决政治问题 。 

只有在法学院，人们才能听到最高法院是推动权利革命的孤胆英雄这种 

夸张的或新保守主义的言论。通过志愿组织发起的诸多权利诉讼、法院 

对这种诉讼的接受程度的提高、20世纪50年代的民权运动以及由它引 

发的其他运动、平等主义理念在国内和国际上的传播，都是权利革命的推 

动力。联邦制本身也有助于权利革命。在联邦制度中，权力分为多层，能 

作决策的机构也很多，即使政治权力逐渐集中到了华盛顿,华盛顿联邦政 

府的权力也是散乱的、断裂的。在没有总统的领导，缺少立场坚定的、有 

责任的执政党的情况下，一些个人和组织也影响了等级低一些的联邦法 

院和国会的下属委员会，让它们承认了新的公民权利并推动政策改革。 

这样的活动获得了联邦政府和民众的支持，因为它们有助于抵御来自苏 

维埃共产主义世界的威胁。联邦政府应该支持黑人民权运动，因为共产 

主义的宣传经常对美国黑人遭受的不公正待遇大做文章。5。①

对权利的需求使联邦政府的权力得以增强，联邦权力又反过来剌激 

了权利需求，使其日益增长。女性权利问题是一个良好的例证。联邦政 

府成立了美国劳工部妇女管理局（the Department of Labor's Wopien's 
Bureau） e在这个机构的帮助下，女性开始为自己争取“权利”。规定女性 

应该获得与男性同等的工作权利的法律（1964年《民权法案》第七章）的 

颁布，以及联邦政府拒不维护女性权利的强硬态度（平等就业机会委员会 

[the Equal Employment Opportunity Commission]②未能执行《法案》第 

七章）引发了女性权利运动。事情的起因简单来说是这样的:颇具势力的 

弗吉尼亚州的民主党众议员霍华德・史密斯（Howard Smith）在众议院

260

① 苏联报刊经常批评美国的种族问题，还鼓动被压迫的黑人和产业工人团结起来，结束罪 

恶的资本主义制度。这种宣传在美国黑人中逐渐产生了不小的影响，黑人暴力斗争事件时有发 

生，这让美国社会惶惶不安。

② 联邦政府设立的保护就业权利的执法机构。其前身是肯尼迪建立的平等就业机会总统 

委员会，在《民权法案》颁布后（1965年7月）正式建立，成为了一个独立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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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决之前给《民权法案》加上了一个禁止性别歧视的修正案提案，希望用 

这个“荒唐”的提案使整个《民权法案》泡汤。①但是这个修正案却获得了 

通过，于是1964年的《民权法案》不仅保护黑人的就业权利，而且也保护 

女性的就业权利。可以说，不是有人刻意去保护女性权利，女性的权利得 

到了保护更像是一种偶然F
尽管社会上还见不到有组织的女性权利运动，尽管在国会中有很多 

议员把女性权利仅当做一种娱乐话题，史密斯提出的修正案还是获得了 

通过，并且成为法律。在1966年，负责执行《民权法案》第七章的平等就 

业机会委员会发布了指导方针。其中有一条是，招工广告可以有性别区 

别(例如标明“需要男性”或“需要女性”)，但不允许有宣扬种族隔离的内 

容。平等就业机会委员会这种只重视种族歧视而不重视性别歧视的态 

度，引起了华盛顿的一些关键人物的不满，其中包括为总统妇女地位委员 

会(the President's Commission on the Status of Women)服务的几位女 

性。与此同时,《女性的奥秘(The Feminine Mystique, 1963)的作者贝 

蒂・弗里丹(Eetty Friedan)的影响力开始增强，吸引了不少的追随者。 

在写一本以涉嫌性别歧视的法律为主题的书时，她结识了华盛顿的“地下 

女权人士”。平等就业机会委员会的理事理查德・格雷厄姆(Richard 
Graham)和法律事务专员索尼亚•普瑞斯曼(Sonia Pressman)强烈建议 

她为女性创建一个民权组织。弗里丹和其他一些人对就业机会委员会发 

布的指导方针提出了批评，但平等就业机会委员会和妇女事务局却没有 

对她们的批评作出实质性的回应，为此她们感到十分恼火。于是，在各州 

妇女地位委员会的华盛顿大会上，弗里丹在一张纸巾上写下了一个名 

261 字——全国妇女组织(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Women),现代妇女运动 

组织的旗舰就这样诞生了严所以可以说，联邦没有发起妇女运动，但联 

邦采取的行动、推出的法律和建立的通讯网络引发了一场大规模的妇女 

运动。

在20世纪60年代，也是因为没有联邦政府的支持，“福利母亲”

① 霍华德・史密斯(1883-1976)是一位坚决反对黑人权利的南方议员，也反对《民权法 

案》。在I960年代，很多自由主义者认为，现阶段应该只关注黑人权利，女性权利问题以后再讨 

论。1964年的《民权法案》本来只提出了保护黑人的就业权利，但史密斯加上了一个修正案，让 

女性也成为保护对象。有人认为，史密斯并不真的要保护女性权利，他加上保护女性权利修正 

案的真实目的是让《民权法案》流产，因为这会让反对女性权利和反对黑人权利的议员联合起来 

对《民权法案》投否决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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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lfare mothers)①开始为自己争取权利。“有子女家庭补助"(Aid to 
Families with Dependent Children, AFDC)计划是根据 1935 年《社会保 

障法案》(the Social Security Act)而推出的主要福利计划。在20世纪60 
年代，那些曾经接受该项补助的妇女通过“社区行动计划”(the Communi
ty Action Programs),即“伟大社会"(Great Society)的反贫困计划之一， 

走到了一起。她们所展开的讨论使接受福利者开始采取一些政治行动 ， 

并为国家福利权利组织(National Welfare Rights Organization)②的建立 

奠定了基础。1966年，民权人士乔治・威利(George Wiley)在华盛顿建 

立了贫穷/权利行动中心(Poverty/Rights Action Center)，后来又建立了 

国家福利权利组织。③可以说，是福利母亲给他提供了资源和人力严

乔治•威利出生于罗德岛的一个历史悠久的黑人家庭，父亲是一家 

黑人报纸的编辑。他先是在罗德岛大学读书，然后又去康奈尔大学攻读 

化学博士学位。毕业之后，他做了教师(起初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后 

来在雪城大学)和学者，并获得了学术声誉。与此同时，他越来越多地涉 

足校园政治。1965年，他离开了学术界，去种族平等议会(the Congress 
of Racial Equality, CORE)做全职的“二当家”。后来，民权组织中黑人 

和白人关系日趋紧张，乔治•威利则希望不同种族的人能在一起合作，于 

是他离开种族平等代表大会并开始着手建立穷人组织。深受激进的社会 

科学家理查德・克洛沃德(Richard Cloward)和弗朗西斯・福克斯・皮 

文(Frances Fox Piven)影响的乔治・威利认为，享受福利的人不是太多 

了而是太少了。他盼望着福利救济人员名册增厚,并且认为穷人常去的 

福利办公室能够提供建立组织的纽带。他宣称：“对于数以百万的人，特 

别是那些不能工作的人，老年人、女户主，仅仅鼓励他们去维护自己的权 

利就是一件很吸引人的事情。”他相信把有资格享受福利的人组织起来的 

可能性很大:“在一个不把人当人的体制中，让人们为自己争取作为人的 

权利的可能性很大。呻

福利办公室也许不是一个能建立组织的地点，但能够享受福利的人 

确实不多。1965年，数以百万计的人按其社会和经济状况完全具备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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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福利母亲”指那些有孩子但无丈夫供养，需要接受社会福利救济的妇女。

② 国家福利权利组织是一个为妇女和儿童权益而抗争的民间组织，主要成员为黑人妇女。

③ 乔治•威利的贫穷/权利行动中心于1966年发起了由接受福利救济者参与的反贫困大 

游行,后来还为国家福利权利组织拟定了宪章。国家福利权利组织称1966年的这次游行是一场 

运动的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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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济的资格，但是并没有得到救济。许多人不知道如何申请援助，其他人 

申请了，但州政府官员经常刻意曲解规则，找理由把他们拒之门外。还有 

一部分人，一只脚已经迈进福利机构的大门，但却没有得到应得的所有援 

助。然后他们去申诉，却又发现得不到正当的处理。到1967年,所有合 

格的人中仍只有42%可以享受福利；到1970年，这一比例上升到了 

64%,1973 年增长到 87%O55
1935年《社会保障法》颁布后，由联邦政府提供的社会福利才算是获 

得了全面的法律支持。在先前，国家政府曾为社会福利做出了实质性的 

贡献，例如给内战后退伍的联邦军人发放了养老金，以及在20世纪早期 

发放了妇女和儿童健康社会福利补贴产但是这些只是为达到特定目的 

而给特殊群体提供的福利，与那些关乎正义的、给予一般大众的福利是不 

一样的。一般大众的福利可追溯至新政。在20世纪60年代，新政时期 

出台的“有子女家庭补助”计划已经让不少人获得了援助，为医疗补助 

(the Medicaid)而颁布的相关法律又使享受“有子女家庭补助”的家庭获 

得了医疗服务，于是福利的普及程度进一步提高。此外，由于政府在推行 

向贫困开战计划,政府律师提起了很多有关“有子女家庭补助”申请资格 

的诉讼，打破了一些州关于申请资格的僵硬规则，让更多人可以申请该项 

补助。约翰逊当局的联邦官员也在为福利的普及而积极地工作。可以 

说，由官员、社会工作者和社会科学家组成的“社会福利拥亘”在努力推动 

社会变革。57在i960年至1970年间,“有子女家庭补助”的接受者增长了 

两倍多，从310万增长到了 740万。从20世纪60年代早期到70年代早 

期这十年间，按政府制定的标准，属于“贫困”阶层的人口比例从21%降 

至11%(贫困人口比例在20世纪80年代有所上升，到1992年已达 

14.5%)。针对老年人的医疗保障方案(Medicare).针对穷人的医疗补 

263助、遍地开花的食品券计划(Food stamp),以及针对老人、失明人士、残疾 

人的补充保障收入(Supplement Security Income, 1972)计划和能让社会 

保障金(Social Security Payments)跟得上通货膨胀的消费者物价指数 

(Consumer Price Index, 1972)，这些东西合在一起减少了贫困，也使社 

会福利变成了联邦的一项重要任务，使联邦为其支出了大量的金钱。

但这只不过是个开头。

无声的新政和日益增长的公民权:1964-1975

民权运动提升了宪法所保障的公民权利的普及程度，也使以公民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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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政府义务以及正当法律程序为基础的成文法得以颁布。这对于非洲 

裔美国人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先前提到过的女性和穷人的权利以及 

各类少数群体的权利都有重大影响。

在有关20世纪60年代的记忆中，这样的图景十分常见:学生烧毁征 

兵卡、年轻的女士点燃自己的胸罩(尽管这事也许根本没有发生)、旧金 

山的反战集会(be-ins).从越南运回来的尸袋、瓦茨骚乱(the Watts ri- 
ot)①、芝加哥警察在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门外棒打示威者、肯尼迪总统被 

暗杀、马丁・路德・金被暗杀、肯尼迪总统的弟弟罗伯特・肯尼迪被暗 

杀。20世纪60年代的影像记录让我们关注街头革命。

这确实是一场街头革命,而且是一场影响深远的街头革命。但是，除 

了街头革命以外，还有一场革命。这个革命难以描述清楚，但有深远、长 

久的影响。这就是国会里的革命o <1933-1935年间，即罗斯福新政初 

期，国会曾积极立法。到了 60年代，国会又一次以旺盛的精力积极开展 

立法活动。这极大地增强了联邦的权力，使联邦的概念融入了民族意识， 

并拓展了“政治"领域的范围。换句话说，只要是与政府在做的事和应该 

做的事相关的，就都是“政治”。

人们常常对国会的每一次立法做孤立的解读,未能认识到这一系列 

的立法对社会生活的诸多层面的深远影响。这一系列的立法活动被人称 

为“未被歌颂”的立法变革，我认为称之为“无声的新政”或许更加合理。 

在这十年间，联邦政府制定了大量的监管法律，数量超过先前制定的此类 

法律的总和畀中小学和大学、家庭、各行各业、就业场所、人类与环境的 

关系，以及包括政党在内的政治机构,都受到了权利革命的影响。权利革 

命使联邦能够影响地方，使地方开始遵守国家的平等规范，使平等、正当 

程序和权利的理念散播到了社会生活的每一个层面。

学校

在学校，学生的政治权利获得了认可。1969年,最高法院宣布，学生 

不会在“在校舍门口……失去他们的宪法权利”。也就是说，学生有通过 

戴袖章表达政治抗议(反战)的权利。最高法院的裁定看似理所应当，但 

实际上与当时的主流观点截然不同。在那个时候，很多人认为，学生应该 

服从教师和学校董事〃随后颁布的法律，如《全体残障儿童教育法案》

264

① 瓦茨骚乱，1965年在洛杉矶瓦茨地区爆发的黑人骚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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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5

(Education for All Handicapped Children Act, 1975),让公立学校进一 

步认可了学生的权利。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残疾人权利运动达到了 

高潮，很多人通过诉讼来维护残疾人的权利。1972年，为智障人士维权 
者在宾夕法尼亚赢得了一场关键性的诉讼。62在儿童权利运动、学生权利 

运动和残疾人权利运动中，那些曾参与公民权利诉讼和有关穷人的诉讼 

的组织，如儿童保护基金(Children's Defense Fund)和加州农村法律援助 

基金会(California Rural Legal Assistance Foundation)，发挥了关键性作 

用，使权利革命难以阻挡。

工作场所

在工作场所,正式的人事制度和反歧视的准则的出现可谓一场革命。 

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大型私营公司已成立了正规的人事部门，人事部门 

负责执行联邦制定的法规,也根据工会的要求处理员工申诉。人事管理 

专业化的程度不断提升,在私营领域中，人事关系专家负责传播正当法律 

程序的规范。

从1945年开始，各个州开始颁布禁止种族、信仰和肤色歧视的法律。 

1945年，纽约州颁布了美国的第一个平等就业机会法。这是美国历史上 
第一个全面的、可执行的反工作上的种族、宗教、民族歧视的成文法。64 

1964年，国会通过了《权利法案》，其中第七章明确禁止工作歧视。在那 

个时候，国会中61%的议员来自已颁布同等就业机会法的州。65在1964 
年以前，私人雇主不受联邦政府的干涉，可以完全按自己的意愿去雇用 

人。1964年颁布的《权利法案》的第七章则使私人雇主受到了管束。联 

邦还推出了保障雇员其他权利的一系列成文法，如1963年的《同酬法案》 

(Equal Pay Act)、1967 年的《反就业歧视法案XAge Discrimination in 
Employment Act)、1969 年的《矿山安全法案X(Mine Safety Act)1970 
年的《职业安全卫生法案M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Act)、1973 年 

的《康复法案MRehabilitation Act).1974年的《退休职工收入保障法案》 

(Employee Retirement Income Security Act)、1990 年的《美国残疾人法 

案＞(Americans with Disabilities Act)和1993年的《家庭休假法案》 

(Family Leave Act) O67
1935年的《瓦格纳法案XWagner Act)支持雇员为维权而展开集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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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判(collective bargain)①,引发了工人运动。但在这之前,一个未加入工 

会的工人(当时大部分的工人没有加入工会)在无须通知、无须经过正当 

法律程序的情况下就能被解雇，而且还不能向法院求助。自1945年开 

始，在联邦以及州的层面上，即便是未加入工会的工人也能参加集体谈判 

和享有法定权利。工人们还得到了广为流传的权利观念的支持，以及被 

工人权利运动领军人物称作员工的“企业权利"(enterprise rights)的话语 

支持。所谓企业权利，是指公司自愿给予雇员的权利，具体内容常常印在 

雇员手册上°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企业权利仍未获得州法院的支持， 

但现在它已经有了很多法律支撑。即便没有法律支撑，公司之间人才的 

争夺以及抢在工会之前收买雇员人心的需要，也会让公司，至少是大型公 

司，去维护员工的企业权利。

禁止性骚扰的法律也进入了工作场所。20世纪70年代后期，有很 

多因拒绝主管的性侵犯而遭报复的员工(通常是女员工)，依据1964年 

《权利法案》第七章提起了诉讼并获得了胜利。到1986年，即便没有报 

复、降职或者是解雇，某一行为只要是导致工作场所出现了“有敌意的环 

境”，即可被认定为性骚扰。

政府对于工作场所的管理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一位学者观察 

到，1900年至1964年间，联邦政府建立了一个管理商业的行政机构(食 

品和药品管理局)；1964年至1977年，则建立了十个商业管理的机构。 

在进步主义时期(1902-1914年)，联邦通过了 5条消费者健康和安全 

法;在新政时期，11条此类法律得以颁布；在1964年至1979年间颁布的 

此类法律则达62条。而且，比起早期的商业管理法律，这些法律的覆盖 

范围更加广阔。7。

高等教育

20世纪60年代的大学生宣称，自己享有的基本的宪法权利，特别是 

言论自由的权利,大学的行政管理者是无权干涉的。在加州大学伯克利 

分校,学生们试图打破学校对于政治演讲的限制，让政治演讲进入校园， 

引发了一场学生运动。20世纪40和50年代，正式学生团体邀请演讲者 

必须得到加州大学管理部门的批准。在反共恐慌最为严重的20世纪50 
年代早期，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管理者甚至与联邦调查局合作，找出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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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集体谈判是指劳方集体通过工会与资方就雇佣条件展开的谈判。资方必须参与，而且 

谈判结果具有法律约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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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可能带来问题的演讲者并加以拒绝。1952年，总统候选人阿德莱•史 

蒂文森(Adlai Stevenson)想去伯克利分校发表演讲，可是学校有一条保 

持政治中立的政策，于是史蒂文森被挡在了门外。后来，校园之外的世界 

与校园的界线逐渐变得模糊，校园不再是与世隔绝的象牙塔。在伯克利 

分校,1954—1955年间有7位政治演讲者发表了演讲；1959—1960年间 

有37位订962—1963年间有68位；在1964—1965年间，即自由言论运动 

(Free Speech Movement)①把校园弄了个天翻地覆的时候，则达188位。

伯克利分校的这些活动是学生运动的前奏，形成了对学校政治中立 

的挑战。到1968年，学生运动改变了大学校园与世隔绝的状态，还使民 

主党党内对于越南战争问题的分歧进一步扩大。对于校园内的政治问 

题,伯克利分校的教师进行了投票表决，投票结果是教师支持取消所有关 

于校园演讲内容的限制性规定。教师和学生们的想法逐渐趋同(虽然学 

校管理机构的想法不一样)，那就是学生拥有自由发表和聆听政治演讲的 

权利，而且学校在颁布和执行校园演讲的规定时，应保证学生受到公正的 

对待』

家庭

以权利为导向的政治也使家庭内部的个人权利受到了关注。民权运 

动特别是妇女运动使人们开始关注家庭暴力，如虐待儿童、血亲相奸和殴 

打妻子。拿虐待儿童这件事来说，早在20世纪40年代,X光专家就认识 

到，对于儿童身上一种类型的骨折和瘀伤，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他们遭受 

了父母的虐待。到20世纪60年代早期，医疗界都还不愿承认，父母实际 

的教育方式与理想的教育方式相差甚远。后来，医疗界开始关注名为“受 

虐儿童综合征w(battered-child syndrome)的疾病。这一专业术语的提 

出，使虐待儿童成为公共议题，使其受到了大众媒体、州立法机关和国会 

的关注。在1963-1967年间，所有的州都颁布了要求医生上报虐待儿童 

事件的法律条文。在医生上报了儿童受虐事件之后，州政府就不得不加 

强对儿童的保护。72
再来看看有关婚内强奸的法律。自17世纪起，英国和美国的法院就 

认定婚内强奸不构成犯罪。20世纪70年代，情况发生了改变。内布拉 

斯加州于1976年，俄勒冈州于1977年，新泽西州于1979年完全终止了

①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学生于1964-1965学年发起的一场维护言论自由的运动。学 

生们静坐示威、围堵警车，以抗议伯克利分校当局对于校园政治活动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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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婚内强奸的法律豁免。到1990年，各州或多或少都颁布了一些关于 

婚内强奸的法律条款。

在20世纪60年代之前，没有任何州为受虐儿童、受虐夫妻和强奸受 

害者提供实质上的保护。1973年，联邦政府开始资助对于受虐儿童的医 

学研究，使儿童受虐问题浮出了水面。在联邦的支持下，各州颁布了法 

律，规定医生必须报告有虐待儿童嫌疑的行为。接着，国会颁布了《儿童 

虐待防治法案MChild Abuse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Act),为受虐儿 

童服务项目提供了资金。与此同时，受到妇女运动的鼓舞,在全国各地， 

强奸危机中心(Tape crisis centers)①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到20世纪 

70年代中期，强奸危机中心的支持者开始寻求联邦政府的帮助。在遭到 

总统杰拉尔德•福特否决②的情况下，国会仍然在国家心理健康研究院 

(National Institute of Mental Health)中设立了强奸预防与控制国家中 

心(National Center for th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 Rape),为强奸受 

害者和预防强奸服务提供了新的资助。"

保护家庭中的受虐者的法律的确带来了深远影响。一项对于夏威夷 

州希罗市的研究指出，在1971至1978年间，当地法院颁布了 7条禁止施 

虐方接触其受虐配偶的临时禁令，禁止虐待配偶。仅1990年一年间，法 

院就颁布了 338条此类禁令。有新的相关法律颁布，警察的行为也发生 

了改变，他们知道什么时候该去逮捕那些家庭中的施暴者。司法机构对 

于受虐妇女问题的敏感性逐渐加强，由政府出资建立的、为男人和女人提 

供咨询服务的机构也越来越多。不只是一些法律条文有所变化，整个刑 

事司法体系都在转变。妇女的意识也在转变，她们开始认识到自己在婚 

姻中的权利。

离婚法的宽松化以及儿童监护和赡养费规定的改变，是影响最为深 

远的法律变革之一。纽约州在1966年率先采取了行动，改变了一直沿用 

的、由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于1878年写下的法律，提出了新的规定一一 

只要有法律上可接受的理由即可离婚。更引人注目的是，1970年加利福 

尼亚州率先通过了无过错离婚法(no-fault divorce law) o 1966年,有一篇 

关于坎特伯雷大主教的报道显示，天主教教会对于离婚的态度已变得比 

较温和。这篇报道显示出的信息，再加上纽约州率先做出的改变,鼓舞了

268

① 强奸危机中心，致力于保护、治疗强奸受害者的社会机构。

② 美国总统有权对国会通过的法案进行否决，但是，若国会再度通过了该法案，而且国会 

中三分之二的代表同意通过，那么总统做出的否决就无效且无权再次否决,法案依然能够通过。 



232 |好公民一美国公共生活史

加利福尼亚立法者，让他们敢于改变离婚法。而且,出乎意料的是，离婚 

法的改变竟没有引发哗然之声和巨大争议。到1974年，已有45个州颁 

布了无过错离婚法。新的离婚法与新出现的妇女运动没有什么关联，但 

它有助于婚姻中两性平等观念的传播，也有助于让人们接受州政府对于 

家庭的干预。新的法律颁布后，与以前相比，法院在为离婚双方以及双方 

与其子女的关系制定规则方面,起到了更大的作用。76

职业

在20世纪60.70年代，基本上所有的职业组织都在为拉近权威专家 

269与其客户之间的距离而努力。在个人权利似乎得到了社会的认可的同 

时，在各个职业领域都出现了一种关注公众和社群的改革精神。在医药 

行业中，预防性健康保障和社区诊所是重要的关注对象。在律师行业中， 

一些人热衷于提供法律援助。他们的办事风格也有所转变，开始与客户 

一起商议对策。在新闻行业中，调查性报道以及其他的创新对官僚行为 

展开了批评。在社会工作中，越来越受到关注的是家庭乃至社群，而不是 

个人。尽管每个职业群体都有自己的历史以及自己的特殊环境，但这些 

职业群体之所以有所改变，显然与民权运动是有关联的。有时候，这种关 

联十分具体，医疗事务中的病人权利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自20世纪 

50年代中期开始，在法院的支持下，病人获得了知晓自己治疗方案的权 

利，医生需要在进行手术之前告知病人治疗方案并征得其同意。在医学 

院，学生对于医疗伦理学的兴趣急剧上升，教师也乐于讲授医疗伦理、医 

疗政策和医疗政治课程。1969年，在多个消费者团体的要求下，私立医 

院评估机构国家福利权利组织(National Welfare Rights Organization)起 

草并发布了一份更加关注患者权利的新政策声明 ，列出了患者享有的26 
条权利。国家福利权利组织是由民权运动人士在向贫穷开战时期建立 

的，在它的推动下，“病人权利运动”(patients' rights movement)诞生了。 

1972年，美国医院协会(American Hospital Association)发布了《病人权 

利法案》(A Patient's Bill of Rights),"权利”成为“医药伦理学领域中的 

新事物”77。

环境保护

1963年.1967年以及1970年的《洁净空气法案HClean Air Acts), 
1965年.1970年和1972年的《净水法案MClean Water Acts)让联邦政府 

在保护环境方面发挥了前所未有的作用。在1963年以前，联邦政府一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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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颁布了 7条管控有毒物质的法律（最早的一条是1906年的《纯净食品 

和药品法案》）。到1975年,新增的此类法律已有14条，如《机动车辆空 

气污染控制法案MMotor Vehicle Air Pollution Control Act, 1964）、《固 

体废物处置法案MSolid Waste Disposal Act, 1965）.«职业安全和健康法 

案M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Act, 1970）、《美国消费者产品安全 

法案MConsumer Product Safety Act, 1972）、《危险品运输法案（Haz
ardous Materials Transportation Act, 1975） o这些管控法律中的大部分 

未在80年代的放松管制①中被取消，而是延续了下去。

这些法律，加上1970年建立的环境保护署（Environmental Protec
tion Agency）,是联邦用以保护环境的利器。建立新的生态意识融入政 

府行政之中，政府不仅要保护公共卫生，消除那些直接威胁到公民健康的 

东西，还要保护植物和动物种群，因为它们的长期存在对人类子孙的健康 

至关重要。对于濒危物种的保护可追溯至1894年。在那一年，国家出台 

了保护珍稀物种联邦法律（严禁在黄石国家公园追捕水牛），赢得了国民 

的赞赏。但这只是对某一特定物种的裸护。1966年.1969年和1973年 

的《濒危物种法案MEndangered Species Acts）以及1972年的《海洋哺乳 

动物保护法案MMarine Mammal Protection Act）则让联邦政府承担起了 

保护所有物种的责任。的确，这些法规存在争议，但是里根当局推行的反 

控制②也未能让这些法案被撤销。这些法规仍然存在，一种普遍性的思 

想观念也继续存在，那就是联邦政府应承担保护国家生物遗产的 

责任。"

政治进程

新的激进的公民权理念改变了政治体制。联邦法院开始密切关注选 

举活动。在1921年的“纽伯里诉美国案"（Newberry v. United States） 
中，最高法院把预选界定为政党的私人事务，不应受到干预。但在“美国 

诉克拉斯克案（United States v. Classic, 1941）和"史密斯诉奥尔莱特 

案"{Smith V. Allwright, 1944）中，高法却没有把预选看做政党的私人 

事务，而是判定政党只让白人参加预选，把黑人排除在外的行为违反宪

270

① 20世纪80年代，美国政府为了适应经济环境的变化，开始放松对经济领域的管制，废 

除了一些管制性的法律。

② 20世纪80年代初，里根就任美国总统后致力于废除70年代的环保政策，推行“反环 

境”政策。主要内容是放松环境管制，削减环保机构的预算与编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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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在20世纪60年代早期，最高法院在一系列诉讼案件中(1962年“贝 

克诉卡尔案-\：Baker v. Carr]. 1963年“格雷诉桑德斯案"[Gray v. 
Sanders] A964年"雷诺兹诉西姆斯案”[皿刃oMs v. Sims]),否决了很 

多州议会和地区立法机关的任命，因为这些任命让农村地区的代表过多 ， 

城市代表过少。这些判决掀起了一场“重新任命的革命”，让“一人一票” 

原则第一次落到了实处，也对全国各地的代议制度进行了改造。在“贝克 

诉卡尔案”中，联邦政府总律师(Solicitor General)阿奇博尔德•考克斯 

271 (Archibald Cox)指出，那些禁止黑人投票的法律和政策与不让城镇居民 

获得足够数量的议员代表的行为在本质上是类似的。了？

在西部和西南部地区，少数族裔的数量相对较少，而政府“改革”又使 

少数族裔难以获得力量。在民权运动的影响下，这些地区参加竞选的少 

数族裔候选人越来越多,获得公职的少数族裔也越来越多。在一些城市， 

一些政治家首开先河向少数族裔选民示好。自20世纪初以来，城市选举 

一般以全市为范围，现在选举范围缩小了，变成了在城市中分区域进行的 

选举，这有利于让聚集于某一区域的少数族裔选出自己的民意代表，维护 

自己的权利。20世纪70年代，阿尔伯克基市、达拉斯市、圣安东尼奧市、 

圣何塞市开始施行分区选举制度。20世纪80年代，菲尼克斯市和圣迭 

戈市也开始了分区选举畀

受民权运动的影响，民主党对其总统候选人提名制度进行了改革。 

民主党在1968年的那次重要大会之后，下一次大会(1972)之前,对提名 

制度进行了改革。这次改革可谓自安德鲁•杰克逊以来的最重大的政党 

内部改革，其目标是吸引更多的普通民众参与总统候选人预选，削弱政党 

内部人士对于提名的影响力，增强政党中央机构的权力，使之能够控制州 

一级的政党机构〃这次改革彰显的是当时的平等主义思维，确保了黑 

人、妇女和青年人派自己代表参与政党大会的权利。它同时也是杰 

夫•考恩(Geoff Cowan)智慧的结晶。杰夫・考恩是一位年轻律师，有参 

与民权运动的丰富经验。他设计建立了最初的总统候选人提名遴选委员 

会(Commission on Selection of Presidential Nominees) 0 委员会成员大 

都是在公民权利和救贫法方面有经验的律师，杰夫・考恩民权运动中的 

盟友小哈罗德・伊克斯则负责为委员会筹集资金。参议员尤金・麦卡锡 

(Eugene McCarthy)当时在参加总统竞选，考恩任其在康涅狄格州的竞 

选负责人。考恩深受民权运动领袖范尼•鲁哈默(Fannie Lou Hamer)的 

影响，密西西比自由民主党(Mississippi Freedom Democratic Party)努力 

争取成为密西西比州的合法代表参加在大西洋城举办的民主党全国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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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这一事件①也给了他鼓舞。他说:“如果不是因为1964年大西洋城 

事件,我永远不会想到借用大会的力量去推进公平和民主”严

与此同时,立法机关的行事方式也民主化了。在美国国会，顺从规则 

(rule of deference)-直到20世纪50年代乃至60年代早期还有强大的 

影响力，而且至今仍未消失。但在60年代，国会对议事程序进行了大改 

革，还有人对国会中的论资排辈制度(seniority system)和委员会主席的 

权力发起了反抗。在这个时期，下级委员会(subcommittees)激增。这使 

权力去中心化，也给包括少数族群在内的各种选民集体提供了多种参与 

国会事务的途径严国会议员之间变得更加平等，对于任何一位议员而 

言，自身的努力都要比讨好资历更老的同事重要，甚至刚上任的议员都可 

以在国会中发表演讲和提出重要的提案。

在“权利”的旗帜下，在美国生活的各个层面上出现的那些具体的变 

化，其实就是政治哲学家乔治・凯特布(George Kateb)所说的在“公民” 

这一概念的旗帜下出现的变化：

....把公民认定为有资格参加竞选和有资格为竞选投票的人， 

是一种推动力，不断地把公民身份的概念或类似的东西推入到非政 

治性的生活关系中。的确，这种推动力就是将非政治性的生活政治 

化，然后将其民主化。跖

这是对20世纪60年代政治的准确定义，也是对美国民权运动成果 

的准确定义。我们在历史文件中可以见到“权利”一词，但这些文件尘封 

已久。我们曾看见勇敢者为了维护权利而置身法庭，但这大都是孤立的 

个案。让权利的概念凸显出来的不是别的，而是民权运动。受到民权运 

动影响的很多个体点亮了权利之光，让其照进了人类社会各个领域和公 

共、私人世界的各个角落。他们还冲破民族国家的政治边界,让“人权”成 

为一种对主权的限制。在我们的时代，权利和权利意识已经成为公民权 

的推动力。

最后，在“拥有权利的公民”的时代，有两个问题是必须回答的。第

272

①1963年,密西西比州的黑人选民想要参加总统大选的预选，但遭到了拒绝。于是他们 

在1964年组建了密西西比自由民主党并发起了一系列的抗议活动，并于同年8月派出了 68个 

代表参与在新泽西州大西洋城举办的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



236 |好公民一美国公共生活史

273

274

一，在公民权个人化的时代,谁掌控政治？谁规划政治生活？在个人参与 

政治的途径不断增多的情况下，政治领域的组织、管控状况如何？谁在争 

夺权力？我们很难相信，一个个体若只有权利意识这一个推动力 ，会跟他 

人一样积极地参与政治行动。那么什么是可以相信的呢？我们将在下文 

分析政党、利益团体和媒体,看看谁掌控着政治。

第二，我们是否过于看重权利？对于权利的强调是否扭曲了政治话 

语、政治价值和政治行为，有损于社群生活或不利于培养真正具有公共意 

识的公民？对于权利的强调，是否使关于经济资源和利益的分配一类的 

重要问题被人们忽略？本章的最后一节将试图做出解答。

谁掌控政治？ I•关于政党和利益团体

谁掌控着政治？谁控制着那些可被看做政治经验的东西？

在18世纪，这个问题很好回答：社会精英控制着政治。在19世纪， 

这问题也比较好回答:政党基本上掌控着政治，定义着政治经验。但在后 

进步主义时代(post-Progressive Era),这个问题就不好回答了。谁掌控 

着政治？是大企业？政治领袖？专家？民调专家？他们似乎都在从政党 

手里夺取权力。新媒体，特别是电视媒体，也参加了争夺。通过一个世纪的 

改革和竞争，它们都获取了一定的权力，但是政党依然是政治生活的定 

调者。

在很多方面，政党的力量都比以前要弱。忠诚于政党的党众越来越 

少，政党能够召集到的积极参加政治竞选活动的人也越来越少。1952 
年,75%的美国人宣称自己属于某个政党;1992年，这一比例下降到 

61%。他们投出分票的概率越来越高：在1952年，有12%的选民投票给 

一个党的总统候选人，又投票给另一个党的众议院议员；1992年,这一比 

例上升为36%。在1952年，有一半的公民表示自己“欣赏”某一政党， 

“不欣赏”另一个政党，只有13%的公民对政党持“中立”态度；到1992 
年，表示“欣赏/不欣赏”的人数比例下降至34%,持“中立”态度的人的比 

例则增长了两倍多，达32%/6随着选民党派性的减弱，候选人也不再给 

自己贴上党派标签以获取支持。在上一代人所经历的竞选中，强调了或 

只是提及了候选人所属党派的竞选广告极少。一位英国学者说，在1992 
年总统大选中最让他感到吃惊的是两个词语的缺失：“一个是民主党，另 

一个是共和党。"87新闻媒体在报道标题和正文中一般只写候选人的名 

字，而不写他们所属的政党，这既是美国政治文化中政党衰落的表征，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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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原因严大多数美国人获取政治信息的信息源从报纸变成了电视，这加 

速了政党的衰落过程。因为，报纸仍然与政党有干系，或至少社论部分与 

政党有关，而电视是一个非党派性的机构，既无依附于政党的传统，也没 

有为政党说话的实践。

党派精神的持续衰退有诸多原因，包括：

1.政党在经济上的影响力降低。

如果你通过私人途径就可以得到自己想要的，那为什么还需要通过 

政党呢？越来越多的人有了稳定的经济来源，从政治集团那里获得工作 

和恩惠不再是迫切的需要。政治家沃尔特・迪安・伯恩汉姆（Walter 
Dean Burnham）观察到，政治变得“好像一件奢侈消费品，要去与其他的 

奢侈消费品竞争，好像一种室内运动，参与者是分离的个体，而不是老的 

团队。”加这并不是说猪肉桶立法（pork barrel legislation）①已经成为过 

去，而是说要靠庇护制度获取回报的人变少了。他们不是有工作，就是获 

得了联邦的社会福利项目或“有子女家庭补助”计划的援助。在这样一个 

世界里，人们不再急切地盼望从政党那里获得施舍,他们对于城市中的政 

党集团的依赖减少了。

在1950年，很多城市中的政治集团依然很有影响力，但是它们的力 

量在逐渐减弱。州政府和市政府的雇员开始组建工会，职业化程度不断 

提升。招聘越来越看重“功绩”，专横的解雇常常被政府雇员工会阻止。°。 

宜到20世纪60年代，宾夕法尼亚州州长还控制着4万个庇护制职位。 

到1988年,就只有2 000个。联邦政府中的庇护制也受到了公务员制度 

改革以及政府雇员工会的侵蚀。1993年，在约300万联邦文职雇员中， 

只有几千人为政党任命。°】庇护制度的心脏似乎已经停止了跳动。92

2・西部化。

美国人口逐渐向西部迁移。1940年，西部和西南部的11个州（亚利 

桑那、加利福尼亚、卡罗拉多、爱达荷、蒙大拿、内华达、新墨西哥州、俄勒 

冈、犹他、华盛顿以及怀俄明）的选举人票占总选举人票的13%（531张选 

举人票中的71张）。到1992年，所占比例已达20% （538张选举人票中 

的112张）。加利福尼亚的选举人票增加了一倍，从25张增加到了 54 
张。人口的向西迁移，带来了政治的西部化。西部的政治文化是最不欢 

迎政党的，这种政治文化影响到了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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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猪肉桶立法指政党通过立法向忠诚的党徒分肥，即分肥的一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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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进步主义时代,大多数影响深远的反政党改革都是由西部地区发 

起的，并且在西部地区取得的成就最大。市政经理以及以全市为范围、不 

分区的选举在西部地区最为盛行。93公民立法提案也源自西部。在1898 
年至1979年这么长的一段时间内，公民立法提案最多的六个州中有五个 

是西部州(另外一个是绿草遍野的北达科他州)，而且这几个州提出的公 

民立法提案的数量占了全国总数的一多半。西部州还率先颁布了给予 

女性投票权的法律,为女性投票权在全国的普及打下了基础。妇女选举 

权的主张者认为，女性能在西部取得选举权，部分原因是西部州很少受到 

来自欧洲的移民的拖累。来自纽约的著名改革家弗洛伦斯・凯利(Flor- 
ence Kelley) 1915年(那时候加州已经颁布了认可女性选举权的法律)在 

加利福尼亚州演讲时指出：“纽约州的男人并无问题。我们的麻烦来自于 

驶入的船只，他们年复一年地侵入我们的海岸。我们慢慢地同化和转化 

276他们，但是每年都要重复地做一项工作:与外国人的无知和他们关于自由 

和'女人地位'的观念作反复的斗争。那5

因为西部大多数州的管理者最先是由联邦任命的，而不是自己选出 

的，所以它们的政党机构并不完备。控制着地方的庇护制职位的是总统， 

而不是地方选举出来的领导者。在对待政党的问题上，西部地区的人们 

比任何其他地区的人都灵活，较少坚定不移地效忠于某一个政党。此外, 

19世纪的政党政治在某种程度上可被看做民族政治，与民族忠诚和仇恨 

紧密相连，而在西部地区，在土生土长的美国人和白人移民之间，在新教 

徒和天主教徒之间，敌意是相对较少的，这也削弱了政党与民众之间的联 

系。政党因为组织力量薄弱，所以鼓励候选人依靠自己的力量去参加竞 

选，而且还希望他们在当选后，像独立企业家而不是忠诚的党徒那样管理 

政治事务。

3.财政国家(fiscal state)和冷战时期的共识。

政党之间需要有值得讨论的问题，但是1945年以后问题变少了。冷 

战出现后，两党的外交政策达成了一致。这个时候,外交政策在美国政治 

中的重要性不断提升。与此同时，虽称不上完全摆脱，但在很大程度上， 

外交政策已经摆脱了政党政治的影响。

一些经济问题也不再是政党争论的话题。国家财政政策变得更加重 

要，但国会或者国会中的政党对国家财政政策控制越来越少。对联邦预 

算的控制权逐渐转移到了行政首脑的手上。而且，通过社会保障、失业补 

偿金和其他在一般预算之外的项目，越来越多的财政经费被自动地转交 

到了个人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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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经济，与保卫“自由世界”(Free World)①一样，是两党的共识。 

就像社会学家贾恩弗朗哥・波齐(Gianfranco Poggi)所观察到的那样，在 

战后的整个西方世界，经济增长是“公众注意力的绝对焦点”。而且，至少 

是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凯恩斯式的经济规划和预算编制是各种各样 

的政策制定者共同的理论基础。°?宏观经济管理逐渐成为国家工作的中 

心，而且经济管理越来越依赖于专家的专门技能而不是党派政治，于是公 

民就理所当然地认为政党与行政管理已经没有了多少关联。在20世纪 

70年代晚期和80年代，减税“供给”经济学②对广受认同的凯恩斯理论形 

成了挑战。于是，政党政治虽未在全体大众中复苏，但在国会里获得了新 

的活力。

4. 内部政治改革。

自20世纪60年代起，政党丧失了对候选人提名的控制。1968年， 

民主党左翼未能提名总统候选人，但是却操控了制度改革的过程。他们 

提出了新规定，要求通过预选而非政党代表大会来选举议员。在1968 
年，民主党举办了 15场预选，选出的议员数占总数的40%。到1976年， 

预选场次已达30次,选出了 76%的议员。99在各州的民主党组织都开始 

执行这个新规定之后，共和党也受到了影响。政党专业人士的权力减 

少了。

5. 利益团体的兴起。

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利益团体以华盛顿为总部开始 

了密集的游说活动。利益团体已经不需要依靠政党系统，可以直接影响 

政府中的政策制定者。

现在的私人协会很奇特，常常既没有私人性也没有参与性。它们的 

“私人性''之所以减弱，是因为联邦的民权立法，更重要的是因为它们依赖 

于国家财政。1981年,联邦政府花费了大约460亿美元去支持非营利性 

机构，这个数字相当于这些机构年总收入的38%o 100今天，大多数私人社 

会服务机构的资金有一半或一半多来自联邦政府、州政府或地方政府。 

政府提供的资金有两个支出途径：一是按照与提供社会服务的私人机构 

签订的合同的规定，支付给这些机构的客户；二是直接付款给个人，例如 

医疗补助,人们可以用这种补助购买医疗或社会服务。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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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所谓“自由世界”,是指实行民主制和资本主义制度的国家。

② 此理论认为若要促进生产投资、增加经济产岀，就应减税、颁布自由就业法律、降低管 

制、放松对公司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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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人协会也没有参与性。成员缴纳会费常常被用于支撑一个专业的 

政策制定团队。私人协会从个参与性的组织变成了由专家和代表管理 

的组织。社会运动中也可以看到这种转变。“运动”这个词蕴含着自发 

性和草根性的意思，但是越来越多的社会学家开始使用“社会运动组织” 

这个术语去说明公民运动的专业化，固定的、专业的人士已经成为草根性 

运动的主导者。

利益团体不断增多,它们纷纷在华盛顿特区设立办公室，直接派代表 

去国会和联邦机构游说，这就形成了对政党的威胁。边这些关注华盛顿动 

向的组织向普通公民寻求经济上的和道义上的支持。它们的关注面一般 

都比较窄,有的甚至只关注某一个单一的问题，而且常常是能够调动民众 

情绪的问题。这些组织与政党展开了争夺，争夺公众手里的钞票,争夺他 

们的时间和热情。有一个很好的例子:现在至少有100个反堕胎团体，其 

中有一些会员人数已超25万,有的团体在全国各地开设了上百家咨询中 

心。与其相比，基督教团体的关注面要宽广得多，它们关心的是广泛的政 

治权利，堕胎只是它们的关注点之一。^另一个例子：在1991年，180个 

独立的团体合作建立了国家乳腺癌联盟(National Breast Cancer Coali
tion) ，试图从“政治家、内科医生以及科学家”手中夺取对乳腺癌进行研 

究和制定政策的权力。成立后第一年，该组织就让联邦政府对乳腺癌研 

究的资金投入增长了 50%。】"

在大众思维以及政治科学思维中，利益团体都是一个不怎么招人喜 

欢的东西。利益团体类似于乔治•华盛顿所说的自建社团。虽然托克维 

尔曾经对美国的自建社团大加赞赏，但乔治•华盛顿却不信任它,并对它 

展开了批评，而且，乔治・华盛顿的观点至今仍有影响力。在过去的20 
279年里，那些代表大众或公共利益的团体一旦取得一些成就(尤其是在环境 

政策和民权方面的成就)，流行的政治话语就会把这些团体归为一类并贴 

上“特殊利益"的标签。在建立面向宽广的、具有公共精神的、以权利为导 

向的组织的可能性越来越大的时候，经济学家和政治科学家就开始唱反 

调，用一种社会行动理论去说明这样的组织不可能建立。^与此同时，社 

会学家开始关注市民社会，即国家和家庭之间那无数的联系。他们认为， 

地方的、面对面的交流和有很多固定交流的地点是至关重要的。在美国 

的传统思维中，地方民众面对面的交流必然是好的，而那些专业化的、有 

专门职员的、覆盖全国的、配备有电脑的、贴着“特殊利益”标签的团体则' 

肯定是不好的。在美国政治思维和社会思维中，这两种公共生活的图景 

依然相互对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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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这些挑战，政党没有坐等灭亡，而是开始调整以便适应。与其他 

私人组织一样，政党适应了新的以州为中心的行政体制，并由位于华盛 

顿的办公室管理，办公室由专业人士管理，会按照邮寄名单列表邮寄信件 

以筹集资金。在个体公民眼中，政党已经降格，成为为了某种目标而存在 

的一般性组织，然而由专业人士管理的政党组织机构的经济实力和影响 

力却越来越强。

在一开始，政党甚至没有固定的大本营。1918年，共和党建立了自 

己的总部，民主党则于1929年建立了总部。】°6政党的中央机构到20世纪 

70年代才开始在州一级和地方一级的选举中发挥重要作用。这是因为， 

那时出台了对竞选资金的限制性法律①，同时也是因为政党中央机构开 

始可以利用邮政编码和电脑化的邮件列表等新工具筹措资金。在主席威 

廉・布洛克(William Erock)的指导下，共和党全国委员会(Republican 
National Committee)以前所未有的方式积极行动，为1万名共和党积极 

分子提供竞选培训课程，还为地区预选中受人欢迎的候选人提供资金 

支持严7
民主党人也不甘落后，试图跟上“布洛克革命”②的步伐。他们尽其 

所能地利用自己那比共和党还要有限的经济资源，去效仿共和党的做法。 

这两个政党^15开始依赖于电脑技术、政治专业人士以及全国的协调合作， 

不再依赖地方的志愿者。当今，政党中央机构“经济无忧，机构稳固，对竞 

选活动和州、地方一级的政党委员会有非常大的影响力”似o当今的政党 

是一种庇护伞压力集团(Umbrella Pressure Group)®,有自己的特点，而 

且这些特点是政治生活不可或缺的：它们有提名候选人的权力，因此仍然 

能够给政治生活制定框架，但是它们不得不与在华盛顿的其他有权力的 

团体展开竞争，争夺在新闻中亮相的机会和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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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1970年，美国颁布了《联邦竞选财务法》，1971年又颁布了《联邦竞选法》，1974年还建 

立了联邦选举委员会。这些法律和机构对于竞选资金的筹措和运用做了严格限制和监督，使地 

方政党机构和地方候选人在资金方面的自由度降低，所以作者说政党的中央机构开始发挥更大 

作用。

② “布洛克革命”指上文所说的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威廉・布洛克发起的竞选改革。

③ 所谓庇护伞压力集团，是指给小政治组织提供资源和身份标识的大型中央机构，或者说 

把小组织纳入庇护伞之下的大型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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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掌控政治？ II •关于媒体

在1952年，电视首次播出了政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电视新闻记者详 

细报道了开幕式的情况，包括开幕式使用的旗帜、宣誓、国歌、祈祷还有欢 

迎词。但这些都不是记者的兴趣所在，他们也不希望以此来吸引观众。 

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新闻部主任西格・米克尔森(Sig Mickelson)回 

忆说，对那些记者而言，这些东西都只是“仪式性"的。电视记者想知道的 

是仪式背后的决策。米克尔森说:“我们CBS在一个月以前就已经决定, 

将对大会做大篇幅的、综合全面的新闻报道。

将大会看做是“新闻”意味着大会中任何可预计到的状都没有太大 

的新闻价值。只有那些能让人感到新奇或吃惊的东西才是值得报道的。 

米克尔森指出：“在开幕式期间，关于演讲者的报道不多。”所以哥伦比亚 

广播公司中止了对会场和会场周围的酒店的报道。对此，米克尔森做了 

一个重要总结:“政党领袖希望电视台更加关注大会的正式演讲。这使原 

本仅由电视主管作决定的状况被打破，为以后的报道树立了一个先 

例。”门°新闻价值孰高孰低很明确:“爆炸性新闻”胜过“仪式的进程”。

具有讽剌意味的是,常被看做最适合呈现精彩场景的电视媒体，现在 

却在抵制场景。没有旗帜挥舞，没有游行，只有新闻。电视对于会议的报 

道,关注的是最近发生的、最难以预见的事，并且“信息”充足。电视记者 

从未预计到自己以及电视观众会受邀当嘉宾，去参加重要的(如果不是受 

人喜爱的)政治团体的议事会议或动员会议。他们也没有意识到，政党大 

会上的象征性仪式其实就是政党内部的谈判和商议，有排除或认可某个 

派系、按弃和接纳某些思想的作用，是延续传统或是接纳新事物的举措。 

对于记者而言，最重要的不是大会上的仪式，而是大会中的新闻。按照这 

种观点，政党大会不过是候选人选举大会，或仅仅是各政党派系之间的 

斗争。

如果候选人名单在大会之前已经确定，那么媒体还有什么报道好做？ 

为什么要报道1956年民主党大会？ 20世纪60年代候选人通过预选而 

不是政党大会选出的越来越多，那为什么媒体还对大多数的政党大会做 

了报道？ 1996年金牌主持人特德•科佩尔(Ted Koppel)气愤无比地离 

开了共和党大会会场，并抱怨说这个大会没有提供任何值得报道的新闻 。 

可以说，科佩尔所遵循的新闻思维，其实自1952年开始就逐渐显现，他只 

不过是使之达到了“高潮”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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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在芝加哥召开的民主党大会上，这样的思维再次显现。在会 

议厅门外，反战人士与芝加哥警察爆发了流血冲突，给本应由电视播岀的 

休伯特•汉弗莱(Hubert Humphrey)的提名蒙上了阴影。在大会上，旧 

金山市市长约瑟夫・阿里奥托(Joseph Alioto)首先发言提名了汉弗莱。 

接着，为了感谢汉弗莱长期坚持维护公民权利，克利夫兰的黑人市长卡 

尔•斯托克斯(Carl Stokes)也提名了他。但在斯托克斯开始发表提名汉 

弗莱的讲话时，全国广播公司(NBC)已经把会议厅门外的流血冲突的新 

闻影像编辑好了。全国广播公司没有播出斯托克斯提名汉弗莱的讲话， 

而是播出了关于冲突的新闻。汉弗莱的竞选团队对电视公司的做法表示 

震惊，但电视公司却毫不在乎,坚持按照新闻价值原则挑选新闻。为了与 

同行竞争，他们竭尽全力将最有价值的抢先播出，而且表现得很专业，好 

像除了去抢最有价值的新闻之外，自己别无选择。^

把政治当做政治还是把政治当做新闻，这之间有什么差别？如果将 

政治当做新闻来看的话，那么争执比和谐好，暴力冲突比文明的争论好， 

变化要比静止不动好。知名领袖的行为比不知名小人物的作为更受关 

注，而且，若群众运动声势大到媒体不能忽视的时候，媒体报道的往往只 

是运动中的知名领袖。心媒体除了会报道单个的领袖，还常常会将政治置 

于进步主义的意识形态之下。^也就是说，政治将会被理解为大众民主， 

即在选民心中的东西，而不是机构、子群体、协会对政治权力的瓜分。电 

视较多关注中央政府，较少关注州和地方政府;较多关注总统，较少关注 

国会;较多关注统一的国家议程，较少关注某个政党的或某个地区的议 

程。所有这些都有助于减少美国政治的党派性。

到了 1972年大选的时候，电视已经成为尽人皆知的美国国家政治中 

心论坛。那年《纽约时报》为了报道竞选，专门指派了一名记者去看电视， 

这样《时报》就可以知道普通人所看到的竞选究竟是怎样的。^那一年， 

《滚石》杂志(Rolling Stone)的撰稿人蒂莫西・克劳斯(Timothy Crouse) 
没有报道竞选，而是报道了那些报道竞选的记者，揭示了印刷媒介记者和 

电视记者所扮演的象征性角色。^现在，广播网的受众份额正在下降，三 

大广播网所占的受众份额比过去要低，但它们现在仍是公共论坛的不可 

或缺的架构者。它们把自己打造成为向美国人展现政治世界的权威 

机构。

早在1936年，共和党人想要通过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节目回应罗斯 

福总统的国情咨文，但遭到了公司主席威廉・佩里(William Paley)的拒 

绝。佩里说，自己不能“屈从，让他人去作编辑判断和承担责任”纱。从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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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起，广播网便开始积攒决定公共领域基本规则的权力。想想广播网将 

要或已经获得决定权的地方有多少，设想某总统希望获得对美国公众发 

表讲话的广播时间。广播网必须判断这位总统的演讲是“总统”演讲还是 

“竞选”演讲。如果是竞选演讲，则适用于315条款即“同等时间"(equal 
time)的规定，与之相竞争的候选人也会拥有相同的广播时间。例如， 

1956年10月31日，艾森豪威尔总统通过电视发表了关于苏伊士运河危 

机的演讲。民主党候选人阿德莱・史蒂文森(Adlai Stevenson)以“同等 

时间”条款为依据，要求获得同等的电视时间去反驳艾森豪威尔,但在选 

举举行的前一天,联邦通讯委员会裁定，关于国际危机的总统讲话不适用 

于“同等时间”原则

如果总统的演讲符合“总统演讲"的特征，同时广播公司认为演讲主 

题足够重要,符合免费播岀的条件，那么，应由哪一个或者是哪几个广播 

网播出这个演讲？三大广播网①(再加上公共广播公司、CNN.C-SPAN) 
都会为其提供播出时间吗？仅一个广播网播出是不是就足够了呢？

抛开上面的问题不谈，还有其他问题。演讲应在什么时间播出？将 

会在收视率最高的黄金时段播出吗？广播网怎样与总统的代表就此进行 

协商？是否给反对党提供回应的机会？广播网会选取那些人所周知的总 

统政策的反对者，让他们对总统作回应？还是会让自己的记者作为政治 

分析家去回应总统的演讲？在越南战争期间，广播网开始搞“即时分析” 

(instant analysis),即在总统演讲完毕之后，广播网记者立即对演讲内容 

作出评价小9
还有其他的问题。例如，为什么反对党只能对总统的讲话进行被动 

反击？ 1970年，关于越南战争的争议达到了顶峰，耶鲁大学法律专业学 

生向联邦通信委员会提交了抗议书，控诉哈特福特(Hartford)的WTIC 
电视台和纽约的WCBS电视台违背了“公平原则”，让总统一次又一次在 

黄金时段陈述自己的外交政策，却没有让反对派发出声音。名为“企业管 

理者促进越南和平w(Business Executives Move for Vietnam Peace)的组 

织以及14位美国参议员也对三大广播网提出了抗议。

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总裁弗兰克・斯坦顿(Frank Stanton)对这些指 

控表示认同。他认为总统的权力“变得太大了，很多人都认可了他以自 

己的方式向全国演讲的权利，必须达到某种平衡，以避免关于公共事务

①三大广播网指全国广播公司(NEC)、美国广播公司(ABC)和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 



第六章在私公民时代拓展公民权| 245

问题只听得到一种声音”。他在一年内会给反对党几次发言机会，并同 

意播出政党用以筹募资金的付费插播广告。民主党接受了他提供的机 

会，充分利用了 25分钟的免费时间即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忠诚的反 

对派”(“The Loyal Opposition")节目提出了自己的反对意见，但在民主 

党第一次利用这个机会做了反对性的发言之后，共和党就要求广播公 

司给予作回应的时间，而且联邦通信委员会也认为共和党的要求合理， 

要求广播公司照办。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则认为，共和党这是在要求对 

回应作回应，会扭曲斯坦顿办节目的原本意图。该节目就此停止，再未 

播出过严

几乎在同时，参议员威廉•富布赖特(J・William Fulbright)提出了 

一个立法草案，要求广播公司播出国会议员对于“重要公共问题”的讨论。 

在这个时候,总统正在进行未宣即战和不得人心的越南战争。与斯坦顿 

一样，富布赖特不希望看到总统的权力膨胀。但是广播网反对他的立法 

提案,并且广播网中反对声音最高的竟然就是斯坦顿。广播电视网希望 

自己决定谁能出现在电视上，不希望国会指手画脚。于是，富布赖特的提 

案被否决

对于何时和是否播出总统或反对党的讲话，广播网的主要判断标准 

是讲话的“新闻价值”。这给了总统很大的优势，因为，如美国广播公司执 

行副总裁理查德・瓦尔德(Richard Wald)所言，总统“经常制造新闻”122。 

虽然如此，自1974年以来广播电视网至少八次拒绝给总统提供讲话时 

间一一拒绝福特一次，拒绝卡特一次,拒绝里根四次，在克林顿的第一任 

期内拒绝他两次。伽

于是，广播网这个私人商业机构可以自己决定是否、何时以及如何让 

政府的立法部门出现在电视屏幕上。对于总统和国会领袖对公众所作的 

正式的演讲，广播网在播出方面的决断权尤其明显。在每日的新闻工作 

中，记者与官员之间都会有斗争。这是一场技术和战略不断复杂化的战 

争:广播网的新闻人努力想要自主地定义政治现实，而政治领导人和政党 

候选人则希望通过新的措施使政治现实为自己所掌控，希望像柔道一样 

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利用电视的专业主义精神与其专业主义精神 

对抗。

20世纪80年代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部主管范戈登・索特(Van 
Gordon Sauter)要求他的员工去寻找值得纪念的新闻“时刻”。这也正是 

数量越来越多的、关注电视的政治顾问所看重的严41968年，“拍照机会” 

是一个具有讽刺意味的贬义词，但在1980年里根与卡特的竞选之中，它

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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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成为政治话语中的常见词汇严§

电视“原声摘要”(sound bite)是指摄像机转向记者、其他演讲者之 

前，或转回到演讲者之前,在一个场景或一个演讲者上停留的时间。在过 

去的20年里，一般的原声摘要的时长缩短了不少。很多人认为这意味着 

美国政治话语在逐渐衰落，但这个判断不一定完全正确。一方面，在报道 

竞选新闻时，缩短原声摘要的时间可以让记者更加详细地阐明政治问题 

而不是复述政治家所唱的高调另一方面,原声摘要的缩短意味着电视 

记者在尽力让自己获得讲述政治故事的权利。

夸大电视的影响力实乃易事，而且现在有很多媒体评论家正在这么 

做。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很多人相信是电视对越南战争中的大 

屠杀的生动报道让美国人开始反对这场战争。即使如此，现在我们已经 

知道，早在1967年，公众就已经开始对这场战争失去信心,那时电视上的 

新闻报道还对战争持乐观态度。甚至到了 1968年，电视也未播出过直接 

展现美军伤亡的画面。20世纪80年代，媒体评论家认为，罗纳德・里根 

之所以能够受到公众的关注和支持，并使自己那右翼的、反政府的政策获 

得了国会的大力支持，是因为他熟练地操控着电视媒体。实际上，里根在 

国会取得胜利之时，民调显示他的公众支持率相当低，比有大规模民意调 

286查以来的任何一届总统所获得的支持率都要低。公众对里根“人格”的评 

价虽然比较高，但仍低于他的前任。无论里根的魔力是什么，他主要把魔 

力用在国会议员身上，而不是用在公众身上严7
如果说电视不是人们所认为的那么强大，报纸的力量则比人们所意 

识到的要大得多。报纸不再是人们直接获取新闻的首要途径，但仍是首 

要的间接新闻来源，因为它给电视提供新闻。电视新闻甚至全国广播网 

的新闻栏目都寄生于印刷媒体。广播记者所选择的新闻，往往都是报纸 

和新闻杂志已经刊登在头条上的新闻。电视媒体确认某事为新闻，包装 

和戏剧化新闻。在直播事件的时候，它们见证新闻。但是它们很少去寻 

找新闻，这基本上是印刷媒体的任务。

电视媒体对政治领域的影晌只是一种间接的影响，它们所能决定的， 

不是政治应该如何，而是谁能参与电视辩论。所以，只有在媒体组织真正 

有权决定哪些新闻可以上晚间节目，或作为头条刊登的情况下，媒体才是 

像政治评论家所说的那样给政治“设置了议程”。但记者在决定国民应该 

讨论哪些问题方面到底有多大的权力是很难说清的，因为除了记者，利益 

团体、政党、大公司和政府官员也在设置公共议程。

电视媒体的主管和记者对美国政治的掌控权力不会比政党与利益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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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大。在特殊情况下，电视可能成为民众参与政治生活的首要途径（如电 

视播出国会听证会、总统演讲或候选人辩论时）。但是，即便是在这种情 

况下，电视媒体也不能掌控政治。在这些场合中，电视媒体是在生动地展 

现权力世界的图景，它们可以观察权力世界，传播它的景象，但无法控 

制它。

关于权利的讨论太多了吗？

权利已经成为撬动社会变化的杠杆，但是这个杠杆把它的使用者引 

向了意外的方向。在过去的十年中，批评家开始担心，强调权利会给民主 

政治带来不良后果。

法学教授玛丽•安•格兰登（Mary Ann Glendon）对于权利话语做 

了有说服力的批判。她认为,对于权利的强调使政治话语退化,使之降格 

为对于个人权利的裁定。对于她而言,“充斥美国政治讨论的那些刺耳的 

权利话语''糟糕之极。以权利为中心的政治话语“缺乏活力”。它是“空洞 

的,僵硬和刻板的”。它是“肤浅的”。它是“草率的”。这种话语没有真正 

体现人的尊严，它体现的只是“迫切的、无止境的欲望”。它使个人和集体 

的利己主义合法化，并处处强调个人的自我满足比自我约束重要，经济方 

面的比道德方面重要，眼前的比长远的重要，个人的比社会的重要。格兰 

登认为，我们做得很差并不是因为使用的语言很糟糕，但糟糕的语言会使 

我们的思想变得贫瘠，所以应该找到一种与人民一样美好的语言,去赞美 

吉米・卡特①的功绩严*

格兰登认为，当代人对权利的过分追捧可归咎于“20世纪60年代那 

些风光无限、雄心勃勃的公益律师”。她把这些律师和其他一些积极分子 

描绘成不成熟的、不耐心的、喜欢自我陶醉的人，只关心司法上的不公，追 

求全面的、不妥协的胜利。在他们眼中，打官司就要赢得司法判决，绝不 

能去讨价还价。活动家会选择那些“能够带来全面胜利的诉讼”，而不会 

去打“需要长时间的政治斗争，且斗争能带来的最好结果往往是妥协”的 

官司。联邦法院、维权检察官和学术界鼓励这些律师，并让年轻的一代也 

继承对于权利的热忱，还创造出一种氛围一一女性、反对虐待儿童者、精

287

① 詹姆斯•厄尔・卡特（James Earl Cater, Jr. ,1924年10月1日一 ），习称吉米・卡 

特,美国第39任总统（1977年1月20 H-1981年1月20日）。卡特在任职期间以及卸任之后， 

都致力于推进人权和维护人民权益，1998年获“联合国人权奖”,2002年获“诺贝尔和平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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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病人、残疾人、男同性恋和女同性恋、受有缺陷商品伤害的消费者和其 

他诸多团体都“用权利话语表达自己的关注”】29。

格兰登与其他一些批评家都认为，主张权利本位的政治是反民主的。 

因为这会使人们不关心立法而只是到法庭上争辩，会使个人比社会群体 

重要这样极度个人主义的观点合法化，并且会使学校和工作场所中的非 

288正式的人际关系受到有关权利的法院听证会和抗辩式诉讼的影响而变得 

僵硬刻板。以权利为基础的公民权必然使我们的政治过于依赖律师。批 

评家们指出，美国律师的数量很多，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要高于其他国 

家，而且这一比例在近二十年中急剧增长严。可以说，讽刺律师的笑话越 

来越多是有原因的。①

权利意识让社会付出了真实的代价。不可否认，注重个人权利的传 

统限制了政治想象力。罗伯特・贝拉(Robert Bellah)和他的同事称，自 

治和自力更生的个人所说的话是“美国道德生活的第一种语言”。他们的 

观点是正确的，但是这个观点也提示我们，美国人也许意识不到自己还掌 

握着第二种语言，即存在于社群和宗教生活之中的那种语言。⑸在每一 

天，每一个人都不是一座孤岛，独自面对其他人，一只手挥舞着《权利法 

案》，另一只手挥舞着写有“不要践踏我”的旗帜。相反，人们对家庭，对由 

教会、邻里、持久的职业或商业上的关系、乡镇、城市和母校联系起来的或 

紧密或松散的社区有着深深的依恋。我们还找不到一种政治哲学去证 

明，对社会和道德群体的依恋是对个人权利的威胁。

仅指岀个人权利与社区生活之间、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之间有冲突 

是不够的。若按这种两分法来看，由权利思维构造的世界就变成了讽刺 

漫画中黑白分明的世界。当然，只讽刺权利思维也是可以的，社群主义者 

就对权利思维提出了直击要害的批评:在权利话语的笼罩下，稍微的怠慢 

就可以被说成对权利的侵犯，有一点失望就可以声称自己受到了迫害。 

格兰登敏锐地指出，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权力话语对整个世界产生了 

影响。她不反对权利或权利话语，但不认可权利话语在美国塑造出的神 

话。她希望美国人向加拿大人和德国人学习，既主张个人权利，也重视社 

289会责任。不可否认的是，美国能从其他国家得到一些启示，但是我们也必 

须首先承认美国权利话语的价值，认识到它带来了一种很强的自我认可， 

而且这种自我认可不是当今随处可见的以权利为幌子的自怜自爱。在那

①在当代美国，很多人不喜欢律师，讽剌律师的笑话十分流行。常见的有：如何分辨一个 

律师是否在撒谎？只要他嘴唇在动就是。壬00个律师沉到海底意味着什么？ 一个好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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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最显著的、影响最深远的案例中，个人权利大都有助于构建社群，而不 

是撕裂社群。在认定对于权利的强调会使社群分崩离析之前，请先想一 

想罗莎・帕克斯。诚然，民权运动的确对南方的社群形成了挑战，但是, 

挑战的方式是对南方社群提出正当的批评，向世人展示这些社群其实是 

建立在不平等和反人道的基础之上的。

人们并不一定能够看到，在“我的权利”和“你的权利”之间、“属于我 

的权利”和“属于我们的权利”之间或者“我的权利”和“我的责任”之间存 

在的联系，但是这些联系是可以建立的。当代的社会运动既可能由“人 

权"(personalist)政治引发，也有可能源自传统的、团结的社群严2 一个个 

体会如同关注自己出身的那个社群一样关注自己后来所在的社群。几乎 

每一天，在媒体上都可以看到某个个体把自己所遭受的苦难转变成为社 

会事件，个体在以自己未能获得权利为理由构建社群。

在我所在的城市圣迭戈，波斯裔印度移民阿吉姆•卡米莎(Azim 
Khamisa)的儿子在送比萨饼时被谋杀了。杀人犯被关进了监狱，卡米莎 

和杀人犯的祖父(非洲裔美国人)合作，以他被杀害的儿子的名字创立了 

一个旨在防止青少年暴力犯罪的基金会严彳唐娜・弗莱伊(Donna Frye) 
在圣迭戈经营一家冲浪用品商店,她的丈夫常去商店附近的海滩冲浪，但 

在冲浪过后经常生病，于是她开始行动，建立了一个叫“厌倦污染的冲浪 

者"(Surfers Tired of Pollution)的组织。该组织让一名投票反对《清洁水 

法案MClean Water Act)的本地国会议员陷入尴尬，还努力促使加州通 

过了一条法律，规定每周必须对人们常去游泳和冲浪的海滩进行细菌测 

试。该组织还给海滩地区的商业机构做了培训，让他们学会如何帮助那 

些在海滩玩耍的游客报告疾病症状严4这里只举了两个例子，类似的例子 

成千上万。这些“拥有权利的公民”能够并经常在建构以权利为基础的 

社群。

个人以权利为名的社群建构甚至在立法时的法案命名上都有所体 

现——立法议案的名称上没有提出者的名字，却有那个因经历悲惨导致 

议案提出的人的名字，例如以詹姆斯・布雷迪(James Brady)命名的管制 

枪支的《布雷迪议案HBrady Bill)o布雷迪是里根总统的新闻秘书。 

1981年，有人企图暗杀总统，布雷迪不幸被子弹击中，并因中弹而瘫痪。 

他的妻子萨拉(Sarah)为了这个法律的通过进行了多年的游说。1994 
年，梅根•坎卡(Megan Kanka)在新泽西郊区被一个犯过性侵犯罪的人 

猥亵并谋杀，此后，美国很多州通过了《梅根法》，保护公民不受那些已经 

出狱的性侵犯者的伤害。^

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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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的事件是否只是民主的神话，目的是使批评者消停和阻止影 

响深远的运动的发生？政治家和媒体关注这些事件，从某种程度上来 

说是因为这些事件能告诉人们，现在的世界就是这个样子，还能暂时掩 

盖强大的权力体系和心理上的不安。但是，如果这只是神话，那也是源 

自现实的神话，讲述的是人们面对困难采取果断行动、真正改变生活的 

故事。

20世纪60年代开始的以权利为基础的民权运动改变了政治生活。 

改变的途径是迎合美国人民一直以来对于平等和自由的追求，而在建国 

之父拟定的契约中，很难找到美国人民这几个字。我们必须承认，人民在 

为权利而斗争的过程中存在一些问题。这些都是实际的问题。等待法院 

审理的案件堆积如山，其中有很多案件存在科学性和技术性的问题，如工 

业或者环境组织诉环境保护局的案件，而法官却缺乏分析这方面问题的 

能力。^如果美国要通过法律来调节经济和社会，就需要给法庭提供更多 

的资源，以便提升其工作效率。

以权利为导向的政治的一个常见后果就是，国家曾经不管不问的人 

民生活受到了政府的管束和司法机构的干涉。对自由的追求常常使政府 

管理的事变多，且一定会使公众对政府的不满增多,无论是政府在小事上 

的无能，还是大的渎职行为，都会引起公众的不满严7由权利政治带来的 

政府扩张引发了一些抗议活动，如20世纪70年代反对校车实施种族平 

291等政策的运动、由最高法院对“罗伊诉韦德案99{Roe v. Wade)^＞的判决引 

发的反堕胎运动以及目前的一些反堕胎行动。20世纪70年代权利的拓 

展倒是让共和党人得到了好处，他们通过利用人们对于权利政治的不满 

和煽风点火，获取了不少权力。

权利的政治导向，加上与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服从任何权威的政治文 

化倾向，对政府机构的管理能力形成了挑战。但是，即便不强调权利，政 

府机构也一样可能担子过重，运转吃力，就好比一双新鞋,即使这个地方 

不夹脚，另一个地方就会夹。如果不承认非洲裔美国人、女性、残疾人、 

学习障碍者、雇员、大学生、医院里的病人、遭受家暴的妇女的权利，美 

国社会会变得更美好一些吗？权利话语的批评者没有这么说过。他们 

的观点似乎是：如果权利主张受到审查，如果我们的政治文化没有总是

①“罗伊诉韦德案”，指1969年美国一位化名为杰恩•罗伊(Jane Roe)的妇女起诉得克萨 

斯州的检察官韦德，因为得克萨斯州实行的反堕胎法，使她本人无法在该州获得专业、安全的堕 

胎。该案的核心问题是妇女的堕胎自由是否受到宪法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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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励人们把自己看成受害者，如果我们的政治话语在强调权利的同时 

也强调责任，那么社会才会变得好一些。如果批评者所持的是这样的 

观点，那么他们就是正确的。全盘否定权利话语似乎并不能带来什么 

好的结果。

写在世纪之末

即将进入21世纪时，发生了一件大事：苏联解体了。1991年，在对 

政府官员贪污、效率低下和道德腐败的一片抱怨声中，苏联解体了。

20世纪80年代东欧的剧变是苏联垮台的一个推动力。东欧之所以 

发生剧变，是因为“市民社会"的发展。人们偷偷地在咖啡厅或者私人的 

住所集会，讨论政治。在公共场合无法自由发言，所以私人集会就是不二 

之选。很多西方的人们也许都意识不到，参加这样的集会需要多么大的 

勇气（在1940年到1950年间,美国南方的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成员应该 

知道，在强权之下想要推动市民社会的发展有多么困难）。

在美国，东欧剧变受到了人们的关注，但人们也很关心国内的问题， 

担心自由主义的发展过了头，担心个人主义膨胀过度，担心制度以及程序 

规则已经救不了民主政治，只能寄希望于公民美德的复兴。

但是,所谓的美德有社会基础吗？以权利为基础的自由主义给美国 

人建立了一个民主家园，却没有教会人们如何在这个家园中生活？为实 

现人民主权所付出的努力被矛盾淹没了一一人们越看中自我实现，就越 

倾向于把社会撕成碎片;人们要做出选择的事务越来越多，如选举、全民 

公决和直接决策等,他们就越没办法做出合理的选择;美国人越依赖于联 

邦政府提供的社会福利，其自救能力就越不足；司法机构对于权利的保护 

越多，关注立法程序的公民就越少。是这样吗？

在我看来，“关注权利的公民"对于民主的益处要大于坏处。如果说 

美国现在的自由主义实践有重大缺陷，那也不是因为它出过很多问题，而 

是因为美国的政治领袖在很长的时间里都没有给它认真地对待。美国在 

1965年左右才有完整的自由理论出现。随着时间的推移，它的问题可能 

会越来越多，但是这也许是因为，我们还缺乏管理一个由自由孕育的，致 

力于实现全民平等的国家的经验。

权利并不一定是社群的对立面，尽管两者有时会有尖锐的矛盾。权 

利这个东西，常常可以重新定义社群的特性。我在最后一章中会讲到， 

在当代美国，“关注权利的公民”与“知情的公民”并存，但“关注权利的

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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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并不能取代“知情的公民”。我们生活在一个崭新而又复杂的世 

界之中，而不是经过转型变得简单的世界之中。在这个世界中，很多人 

都希望找到简单化的解决方案，但也可利用现有的各种资源，开辟出新 

293的道路。



结束语］

一次公民集会I

美国的公民权并没有消失，也没有衰退，但它发生了变化。

公民权的旧模式并没有随着新模式的出现而消失。在等级明晰的传 

统家庭中，以及由这样的家庭孕育的公务员制度中，仍可以看到殖民时代 

建立在社会等级制度之上的公民权的影子。这种公民权留存在人们对于 

担任过公职、道德高尚、乐善好施，指引或帮助过年轻领袖的那些人的信 

任之中。它还通过以商议式立法程序筛选意见的宪政机制，留存在我们 

的政府架构之中。

19世纪以大规模政治参与为特征的公民权同样留存到了今天。政 

党、大众参与的社会运动、积极参与社区活动的每个阶层的公民所获得的 

社会荣誉感、政治话语中顺从舆论的谦恭之辞、“人民”和多数派决定原则 

都可以证明大众民主对现代政治做出了切实的贡献。对于进步时代理想 

中的“知情的公民”，大众民主也有巨大的影响。它是被那些恪尽职守的 

新闻记者高举着的一盏灯,指引着学校内外的公民教育，而且仍决定着选 

民对于公民义务的认知。即便是在权利思维笼罩着政治领域，法庭在公 

共生活中变得与投票站一样重要的情况下，早期政治和公民权的模式依 

然存在，有时甚至比以前更受欢迎。

随着政治理想和实践的变化，我们的公民权也在不断变化。美国从 

由绅士统治的时代进入到了由政党统治的时代，然后又进入到了有许多 

利益团体在争夺政治权力并且争先恐后地去定义什么是政治权力的时 

代。政治活动的参与者、参与途径以及政治事务这一概念的范围都已经 

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这种情况下，其实很难迅速地对公共生活的质量

2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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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判断，很难一口就说岀质量是上升了还是下降了。但是，近二十年有许 

多批评家提出，在过去的半个世纪，美国的公共生活在逐渐衰落，直至崩 

溃。政治哲学家汉娜•皮特金(Hanna Pitkin)在1981年写道：“按手头 

几乎所有的证据来看，我们正在见证大量的公众远离公共生活。楓《哈泼 

氏》杂志(Harpe八)的编辑于1990年指出：“公众生活正在消失。"此观点 

获得了很多夫由衷的赞同。2证据到处都是:政党走向没落;郊区的发展致 

使城区贫困化;人们对于政府以及其他大型机构的信任逐渐消失；报纸的 

读者在减少;投票率在降低;公民对国内和国际事务缺乏了解;竞选活动 

没有实质性的内容;人们之间的交流减少;非正式集会场所据说以前有不 

少，现在也开始减少;对街头犯罪的恐惧使人们紧闭自己的大门、丑闻被 

当做政治事件四处传播;等等。彳情况看上去毫无疑问很糟糕，唯一的问题 

就是应该怎么做。

其实知识分子早就在抱怨公共生活的退化。早在1750年,让一雅 

克•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就在日内瓦写道："我们已没有公民 

了。观而且，托克维尔于19世纪40年代,E. L•古德金于20世纪90年代， 

295李普曼于20世纪20年代，政治科学家和社会学家于20世纪50年代，都 

曾发出了类似的声音o51979年，总统吉米・卡特在演讲中表达了对道德 

和公民精神倒退的深切担忧。1985年，社会学家罗伯特•贝拉和他的同 

事又一次让人们开始关注道德的衰落。他们出版了一部颇受瞩目的著作 

《心灵的习惯HHabits of the Heart),对自由个人主义展开了批评，说它 

禁锢了美国人的政治想象力。&在20世纪70和80年代，一些历史学、政 

治科学和法学学者对18世纪的公民共和主义(civic republicanism)展开 

了热烈的讨论，提出可以用它来取代今天的自由主义或社会主义。7
人们对于私化公民(privatized citizen)提出了不少的批评，同时也提 

出了诸多重新唤起他们的政治参与热情的措施，但哈佛的政治学家罗伯 

特•帕特南(Robert Putnam)最近的著述让人眼前一亮。1993年，帕特 

南发表了一项关于意大利民主的研究成果。研究指出，根据很多历史资 

料，意大利一部分地区的民主政治之所以比其他地区发展得好，不是因为 

这部分地区的经济状况比较好或阶级之间的融合程度比较高，而是因为 

这些地区的人们有积极参与志愿性组织的传统。若要预测某一地区在 

20世纪晚期的自治程度，最好的方法就是看看19世纪后期这个地区的 

合唱团、足球队和鸟类观察俱乐部的数量有多少/这样看来，曾在《论美 

国的民主》中称赞志愿性组织为民主根基的托克维尔依然健在，并正在吃 

意大利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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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特南的著述后来获得了更多的关注，因为他接着发表了一篇短小 

但极具智慧且富有争议的文章，尝试着将对意大利的研究与美国联系起 

来。这篇名为《独自打保龄》①的文章，跟他对意大利的研究一样，主要讨 

论的是“社会资本"对于民主的重要性。社会纽带是支撑民主政治的力 

量，可以使人们积极主动地参与公共事务。保龄球联盟(bowling 
leagues).家长教师协会这些志愿者组织的建立是社群健康的标志。它 

们提供了民主政治所需的社会资源和公民训练。帕特南指出，女性选民 

联盟、红十字会以及扶轮社②(Rotary)、国际狮子协会(Lions)、麋鹿兄弟 

会(Elks)和美国青年会(Jaycees)等商业俱乐部的会员在过去的25年里 

大量减少。“独自打保龄”这个标题意味着，在这25年间打保龄球的人数 

没有变化，但是参加保龄球协会的人数大大减少。换句话来讲，人们仍在 

打保龄球，跟以前一样，但他们不再把打保龄球当做一种有组织的社会生 

活。％在帕特南发表了《独自打保龄》之后，一个批评家写了一篇名叫《众 

人踢足球》［“Kicking in Groups"］的嘲弄性的文章,说参与足球运动的人 

越来越多。

人们常常把投票率的下降看做民主衰退的标志。与从20世纪30年 

代到1964年的选民投票率相比，在1968年以及1968年以降获得投票权 

的公民的投票率明显要低不少。在1972年，罗斯福新政之后的那一代公 

民到了可以去投票的年纪，其中中学以下学历者的投票率为41%。但在 

新政时期，中学以下学历的公民的投票率为62%。受过中学教育者在新 

政时期的投票率为83%,新政之后为55%。有大学文化程度者在新政时 

期的投票率为88%,之后为79%。到1992年，除了受过大学教育者，不 

同时代出生的公民的投票率依旧有着很大的差异宀

其他指标呈现出来的画面比较复杂。例如，帕特南调查显示，家长教 

师协会的会员人数1964年为1 200万，1982年则下降到了 500万；而罗 

普民调中心(the Roper Center for Public Opinion Research)对同一地区 

的调查显示，在1969年只有16%的受访者表示曾经参加过学校教育理 

事会的会议＞1995年这一比例升至39%严从i960年到1980年，慈善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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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全名为《独自打保龄:美国社会资本的衰落并文中描述了当代美国社会的一种现象:人 

们不再热衷于社会参与和社会交往，而是独自待在家里看肥皂剧，甚至连去打保龄球也是独自 

一人。

② 扶轮社是增进不同职业之间的交流及提供帮扶服务的组织，而且轮流在各社员的工作 

场所举办聚会。全球第一个扶轮社于1905年创办于美国的芝加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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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呈减少趋势，但在1965年至1981年间志愿者自我上报的志愿性活动 

却有所增多严此外，帕特南发现自己在计算社会组织的数量时犯了错 

误,社会组织数量的下降程度并没有他先前公布的那么高〃

尽管情况有些复杂，但很多重要的公民组织的会员的确在减少。帕 

特南的数据来自最权威的、反复进行的全国性调査，比其他调查得出的数 

据都要全面完整。除了帕特南提供的数据之外，还有一些数据也能证明 

公民组织的衰落。从1966年至今，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亚历山大•阿 

斯汀（Alexander Astin）和他的同事每一年都对全国的大一新生作调查 。 

调查显示，在1966年，58%的男女大学生认为自己应该“紧跟政治时 

297事”，但是到了 1996年，只有33%的男生和27%的女生有这种想法。与 

对于政治的态度相比，人们在帮助他人的问题上，态度改变不大,但积极 

性也呈降低趋势：1966年，59%的男大学生认为“帮助有困难的人”是很 

有必要的，到1996年这一比例降至53%；认为“帮助有困难的人”很有必 

要的女学生的比例也从高达80%（在这一年的调査中，女学生把此选为 

最重要的目标）下滑到了 70%（成为第二位的目标，排在第一位的是“经 

济上的富裕”，比例为72%）严
帕特南的调查也许还不够全面。关于人们隶属于多少个社会组织的 

数据调查，能否真实反映出帕特南想要测量的社会资本？现在有成千上 

万的人去商业的健康俱乐部，在那里结交朋友并组织一些非正式的活动。 

这些活动是不是也有助于积累社会资本呢？老一代的人加入基督教青年 

会（the Y）①或麋鹿兄弟会，也许只是为了借用他们的健身房和蒸汽浴室。 

现在他们改去商业健身中心。在以前，他们会说自己是基督教青年会成 

员，但今天他们也许不会把自己常去的健身中心看做一个社会组织。在 

市场经济不断发展的情况下，一些商业组织已经可以起到以前的社团所 

起到的作用。其他社会组织，如足球联盟（没有成年人会承认他们属于这 

个组织，他们会说自己的孩子是其成员）、社区治安会和街委会（很多成年 

人都没有把它当做一个正规的协会或组织，但他们是其成员），也已经在 

给社团生活贡献活力。

我们可以做一个假设:人们的社团参与度能够被准确测量，并且结果 

显示参与度大幅下降。事实如此吗？我觉得，有可能是这样，或者说看上 

去是这样。如果不是这样，那么帕特南的批评者就有责任拿出证据。然

① 基督教青年会是以维护基督徒身心健康为目标的社会组织，给成员提供健身服务。全 

称为 The Young Men's Christian Association,一般缩略为 YMCA 或 the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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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即使帕特南的数据是正确的，我们也不能说公民参与度下降了，现在 

作出这样的结论还为时过早。这是因为，如本书最后一章所指出的，公民 

参与已经无处不在，进入了社会生活的每一个毛孔之中。经过了从进步 

时代的“知情的公民”模式到现在的“关注权利的公民”模式的转变，公民298 

权的范围已经变得十分宽广，没有了边界。不论对于社会资本的测量得 

出了什么样的结论，有一个事实是不能改变的，那就是在过去的25年里， 

社会个体的政治活动确实增多了严人们的政治参与基本不可能减少，因 

为公民权的理念已经侵入了私人的世界，占领了很多原本属于私生活的 

领域。

公民依然在投票站行使自己的公民权，但是在很多其他的地方，他们 

也可以行使公民权。他们与选举产生的立法官员有政治联系，但也与法 

庭上的检察官、声称代表人民的利益团体有联系。另外，不论在家庭、学 

校还是工作场所，他们都是公民严女性和少数族裔自觉地投身于政治， 

他们以前地位低下,现在位高权重、责任重大的职位中出现他们的名字。 

他们在为了打造一个人人在精神上都平等并能够受到平等对待的社会而 

参与政治。1991年在夏威夷,1997年在佛蒙特，同性恋者曾试图让自己 

的婚姻获得法律认可。这不只是他们的私事，其实也是政治活动(当然， 

国会中反对同性婚姻者以及认定同性婚姻违法的25个州也是在搞政治 

活动)严若一个人带上“感谢你不吸烟"的小徽章，他是在参与政治。在 

超市里教自己的孩子读营养成分标识，也是参与政治。加入对隆胸用硅 

胶、宫内避孕器、石棉绝热制品的集体诉讼，亦是参与政治。

个人世界的政治化所带来的影响，可能远比投票率的下降、家长教师 

协会会员的减少，大学新生的政治责任感和政治信仰的下降以及电视侵 

入家庭生活的影响要大。实际上，侵入家庭生活的还有谈话，如夫妻之间 

平等的交谈、夫妻之间的政治谈话。甚至父母和子女也会谈论政治。在 

这里，毫无疑问，电视新闻、恶俗的电视节目杂志(TV magazine)或脱口 

秀节目起到了助推作用®这样的谈话使用的是公共语言,其中蕴含着权 

利意识和平等意识。有例为证:有些女性宣称自己绝非女权主义者且对，299 

政治毫无兴趣，但却时常使用“男性沙文主义者”这样的词汇。19相关的证 

据还有:平民百姓给他们的国会议员写信的频率之高史无前例严

如果人们能够想起，早在20世纪50年代政治参与衰退论就曾流行 

过，那么90年代的相同论调获得认同的可能性就会降低。我记得，在我 

父母的书架上有大卫•理斯曼的《孤独的人群》(T屁Lonely Crowd) 
廉・怀特(William Whyte)的《有组织的人KThe Organization Mm)、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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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威尔逊(Sloan Wilson)的《穿灰色法兰绒套装的男人XThe Man in 
the Gray Flannel S谕)等指责美国人无个性、自满和平庸的著作。个人 

对物质的利润的追求也受到了大量的批评。我曾在密尔沃基的犹太教堂 

听到一个拉比批评我的长辈们，因为他们没有去参与社区和宗教活动。 

他称与会者为“心脏犹太人”，意思是说,他们的心确实是犹太人的心，但 

却没有加入犹太社群的生活。

在那个时期，人们对于冷战的关注最多，总在想如何去与邪恶力量抗 

衡。据说，美国人不仅缺少社群,还缺乏勇气。他们缺少行为榜样、英雄 

和才智。他们不缺少的是对主要机构的信任。历史告诉我们，他们在这 

方面的信任真的是太多了。美国人信任冷战时期的政府，但他们在不知 

情的公民身上测试放射性沉降物(radioactive fallout);信任福利机构的 

官僚，但他们把那些符合救济条件的穷人挡在门外;信任那些选举登记 

员，但他们拒绝给那些不能解释复杂宪法条款的黑人选票;信任医生，但 

他们不告诉病人死神即将降临，还隐瞒选择性手术(elective surgery)®可 

能带来的危险;信任那些教师，但他们告诉家长，孩子不能学习是因为有 

智障(但他们没有)，或者是因为他们的皮肤不是白色的。或许，他们还过 

于信任婚姻和家庭。结婚人口的百分比比之前高出很多，结婚的年龄也 

趋年轻化了，生育的孩子也越来越多,使长时期下降的出生率开始上升。 

离婚率也下降了，以前不断攀升的趋势被扭转。2】但是，核心家庭(nuclear 

300 family)就是最好的家庭模式吗？②

若缺乏基本的社会信任，社会将难以为继;若缺乏有组织的、制度化 

的不信任，民主将难以为继。正是因为不信任，我们才有了人权法案；因 

为不信任，我们才有了权力制衡;因为不信任,才有人提醒公民保持警惕。

只需描绘出20世纪50年代大致的轮廓，就能让当代公民精神在衰 

落的那种论调遭到质疑。若听到20世纪50年代就开始传唱的政治冷漠 

哀歌，看到了大卫•里斯曼说城郊居民“对于情况基本一无所知，很少发 

怒，只是间或支持某个政党”的文字，或C.赖特•米尔斯(C. Wright

① 选择性手术指可选择的、非必需的手术。

② 核心家庭指只包括父母和子女的家庭。此处译者咨询了作者。作者表示此处的论述不 

够充分，没有把问题说清楚。他补充说:结婚高潮过去后，出现了很多核心家庭，在20世纪50、 

60年代的美国十分常见，被看做标准的美国家庭模式。在后来，这种家庭模式的问题逐渐显现， 

留守在家的妇女常常会吸食毒品和过度饮酒，而且，没有祖父母的帮忙，照料孩子的繁重工作就 

落到年轻妈妈一人的肩上。70年代以来,女权主义者开始对核心家庭模式展拜攻击，掲露其问 

题。现在，核心家庭在美国依然不少，但社会对核心家庭的认可度有所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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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lls）笔下的“不作为”和“离开了”政治的公民，我们应该如何理解?22其 

实，这些想家哀叹公民不再参与政治活动的时代,正是帕特南所说的公 

民精神高涨的时代，即社会资本应该最多的那个时代，且电视还未像病毒 

一样扩散。我们应该对政治参与下降说有所警惕；对于一些做社会研究 

的知识分子来说，这种缺少根据的言论似乎可以信手拈来，不费力气。

我们怎样才能知道公民权和社群是否在衰落？要回答这个绝非用简 

单指标就可以测量的问题,我们应该采取怎样的方法？

最常的方法是看看投票率:上一代人的投票率下降了。实际上，投 

票率与公民的政治参与度的确是有联系的，因为，在某种程度上，投票不 

仅是公民参与政治的方式,还是显示公众是否信任政治体制的指标。投 

票不仅是选择某位候选人的工具，也是一种大众仪式，如果人们不加入进 

来意味着民主这个宗教的吸引力在降低。从表面上看，投票人数的减少 

是一个令人不安的信号。但高投票率也不一定是公民精神良好的标志。 

我们不仅应该考察参与投票的合格选民的比例是多少，还应考察谁有投 

票资格（1920年女性获得了投票权，合格选民人数因而翻番；1964年和 

1965年《民权法案》的通过和执行使更多人有了投票权①）以及投票行为 

意味着什么。自20世纪60年代起投票率逐渐下降这一事实还不足以为301 

证。如前文所述，在政党政治繁荣的19世纪投票率很高，但这并不意味 

着那时的公民积极健康。同样，近年来较低的投票率也并不意味着社会 

已患上绝症。

第二种方法是看看公民表达出来的对政府和其他主要社会机构的信 

任有多少。这方面也呈下降趋势。与20世纪60年代的公民相比，90年 

代的公民不太可能告诉民意调查者他们信任总统、议会、医疗职业、军队、 

最高法院、商业机构、工会、大学以及新闻媒体严但是，如前文所述，有时 

信任可能是太少了，有时也可能是太多了。例如，20世纪50年代和60 
年代初期,在冷战思维和中产阶级的自满情绪影响下，在战后经济不断发 

展，妇女和少数族裔仍被排除在公众生活之外的情况下，全体国民对于政 

府和其他主要社会机构的信任出奇的高。而今天，对于主要机构表示怀 

疑是非常正常的事。怀疑也可以是有益的。当代美国的一些怀疑论者， 

可以说是继承了美国人怀疑政治和所有政治家的传统】一些怀疑言论，

①主要指黑人和其他少数族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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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是年轻人发出的怀疑言论,表达出的似乎是明显的异化和无目的性。 

但仅以我们掌握的拙劣方法，还不能区分哪些是质疑权威的积极的不信 

任，哪些是不相信任何人和任何事的消极的不信任。

第三种可行的方法是查看人们积累的社会资本，即查看人们加入的 

那些社会团体和他们与社会团体的联系。如帕特南所言，这是一种很重 

要的方法。但是,社会资本与个人选择孰重孰轻很难衡量。让我来举个 

例子:在很长一段时期里，罗马天主教会在社区建设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对于其核心成员即城市中的工薪阶层天主教移民而言，天主教会在社区 

建设中所发挥的作用尤为明显。天主教教区由牧师管理,他们拥有巨大 

的权力，可以给人们制定日常行为规范。他们可以影响青年团体、兄弟会 

组织、教区运动队、唱诗班、女性俱乐部，当然，也可以影响教区学校以及 

教会。与新教和犹太教相比，天主教教会与社群的联系更加紧密。20世 

纪50年代，费城、芝加哥等城市的房屋出租信息是按照教区排列的。'to 

世纪60年代，美国社会经历了巨大的变革，但天主教教会的变革更大。 

1962年，教皇若望二十三世召集了第二次梵蒂冈会议，自1870年以来梵 

蒂冈第一次开这样的会议。1965年，第二次梵蒂冈会议的报告发布。报 

告指出，教会应该适应现代性，容忍教会内部的异议,支持宗教自由，修改 

礼拜仪式使其更易于理解和参与。原本用拉丁语做的弥撒开始用英语， 

面对墙壁默默祈祷的牧师开始带领教众做祷告；以前安静的教众开始唱 

赞美诗、握手,而且是站立着唱而不是跪着唱。

第二次梵蒂冈会议的报告是一份质疑权威的权威报告，影响可谓深 

远。在教会活动中，俗人(laity)①对于神职人员的顺从减少了。拿天主教 

来说,无论是其教众还是牧师都积极地参与民权运动。教区的世俗居民、 

修女和神学校学生全都沉浸于“权利”思想之中，时常将自己缺乏权力，被 

强迫集中居住的情况与美国黑人的境况作比较严第二次梵蒂冈会议的 

报告发布之后，教皇保罗六世于1968年发布了教谕《关于人生HHuma- 
nae vitae)，宣布禁止教众节育。这个教谕让很多天主教徒感到自己被欺 

骗了，或者至少是感到困惑，因为他们曾以为教廷已经开始了现代化进 

程。俗人和神职人员都开始抗议，一些俗人脱教，一些神职人员离职。 

1966年,修道会(religious orders)中的女性有181 000人。到1980年，则 

只有127 000人。而且，修道会中男性的数量也呈下降趋势。有一些人没

①即无神职的教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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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脱教，但他们置身的教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一神职人员的领导权在 

下降，俗人在教会管理中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26教堂的多元化色彩越 

来越浓，“无论是研究神学、做弥撒、忏悔罪恶，还是祈祷，都已经不再只有 

一种方式。做一个天主教徒有很多方式，人们在选择那个最适合自己的 

方式”27。后来，天主教徒开始搬往郊外。搬到郊区的天主教徒虽未完全 

脱离与教区、教堂、自己的种族之间的联系，但是这种联系在一定程度减 

少了。郊区的天主教徒并不像新教徒那样，他们变成了安德鲁•格里利 

(Andrew Greeley)所说的天主教的“想象”。与上一代天主教徒相比，新 

一代的教徒离教会越来越远，离自己的家庭越来越近。

以前的模式是不是更好些？与充分尊重个人选择、个人权利和自治 

的新模式相比，以神职人员的权威把教区结合在一起的旧模式是不是有 

利于人们的自我实现，并能提供更丰富的公共生活？当然，天主教会是一 

个非典型的社会组织，仅仅是以老旧方式积累社会资本，并且有严苛的等 

级制度。然而，它是20世纪美国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社群生活给 

城市政治集团(如民主党和工会)提供了力量。鉴于它的影响如此之大， 

我们大可不必过于在意它的非典型性。而且，它的转变恰好可以显现出 

从社群到个人主义的转变、从等级制度到平等主义的转变、从强权到民主 

的转变、从单一且严格的生活方式到多元生活方式的转变以及从强迫到 

个人选择的转变。这些转变的代价是教会、家长式家庭、政党集团和精英 

主导的社群生活的衰落，而这引发了后悔、思乡病，以及种种复兴旧式生 

活的幻想。但是，几乎没有人会认为这些东西的衰落能够成为复兴旧式 

生活的理由。

投票率、社会信任程度、社会组织的成员状况是衡量公共生活健康度 

最常见的三个指标，也是说现在的公民生活不如过去的美好的人经常援 

引的证据。除此以外，我们还应引入其他衡量指标,如第四个指标一一公 

共话语的质量。批评家们观察到，白天就有脱口秀节目，霍华德•斯特恩 

(Howard Stern)和拉什•林博(Rush Limbaugh)①在电台主持节目，网上 

有色情下流的政治传闻，电视上有上一代人只能在更衣室听到的脏词。 

而且，为了吸引那些只会播出短得不能再短的原声摘要的广播记者的注 

意力，政治演讲不断缩水，变成了吸引人的短语。这些事意味着公共生活 

已经衰落了吗？

303

① 霍华德・斯特恩和拉什・林博皆为美国电台脱口秀节目主持人，格调较为粗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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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我没有答案。但是,对于这个问题，其实也有正面的解释。粗 

俗的谈话节目所使用的那种口无遮拦的公共话语，其实也成就了情景喜 

304 剧节目《全家福KAllin the Family）和《莫德HMaudeK娱乐节目《艾伦》 

（Ellen）和《60分钟》等电视新闻节目。•这些节目与上文所述的那些粗鄙 

的脱口秀节目一样，语言直接且富有攻击性,在挑战文明社会可以容忍的 

极限。在这些节目出现的同时，有质量的新闻报道和时事分析也开始增 

多，在1960年或1965年还看不到这么多。在总体上，记者的自满情绪少 

了一些，他们致力于推进公共对话，开始写非虚构性的书籍,为杂志、报纸 

写长篇稿件。主流大报通过发行全国版本和利用自己的通讯网络（特别 

是《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洛杉矶时报》）影响到了更多的人9虽然地 

方电视新闻几乎变成了一片道德沙漠，但全国性电视网的新闻报道比 

上一代人的时代更为复杂丰富。并且，当今在一些主要的城市和地区 ， 

如芝加哥、华盛顿和洛杉矶，出现了 20世纪60年代绝对没有的优质 

新闻。

第五种衡量方法:贫富差距有多大？譬如:有没有一条经济状况的底 

线，社会会通过私人或者公共的帮助手段不让人们落到这条线之下？经 

济的繁荣并不意味着公共生活质量高，贫富差距大也不意味着公善受到 

了损害。但是穷人是否得到了良好的照顾是有标准的，没有达标社会就 

一定很糟糕。美国在提供福利的问题上依然是不情不愿，从来尽全力去 

追求经济平等，政府甚至都没有把给人们提供最低的生活保障当做一项 

义务。虽然美国的福利状况还不够好，虽然1990年的贫困人口比例比 

1980年的要高，但与1960年相比，现在贫困人口的比例还是要少一些。‘°

我们不仅要看贫富差距的大小，还要看人们的生活质量。不仅要知 

道顶层与底层之间的差距有多大，还要知道底层人民无助的感受有多强。 

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上的差异是否就像是社会等级上的差异？母亲的经 

济状况、肤色、年龄和婚姻状况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决定婴儿将来的经济状 

305况和社会地位？程度越高，公共生活就越糟。

第六个衡量标准,社会中的弱势群体对政治进程的影响力增强了还 

是减弱了？哪些人处于弱势地位？蓝领工人？如果工会的力量减弱了 

（也确实在减弱），且民主党也相应地减少了对工人阶层的回应，那么，是 

不是有很多人都失去了接近政治权力的最有效途径？

最后，受政府保护的个人权利是增多了还是减少了？如果增多了，那 

么公民生活质量就会提高，因为公共责任会增加，对公众负责的言论也会 

增多。当然，受政府保护的个人权利只是在人们认为政府或是私人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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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侵犯了基本的个人自主权的情况下才会增多，例如，政府未经许可即 

将士兵驻扎在.你的家中；贅察未获搜查证就搜查你家并对你进行搜身；因 

为宗教信仰不允你向国旗敬礼,学校委员会就把你开除;丈夫殴打你； 

因为你拒绝接受性骚扰，雇主就威胁你;你坐着残疾人轮椅想乘坐公共交 

通工具，但却发现困难重重。如果这些事都没有发生过，人们也就不会要 

求政府去保护其权利。权利受到了政府的保护，有助于防止这些违规行 

为的发生，至少，会让那些违规的人承担责任。按这个逻辑，现在的公共 

生活的质量比上一代人的时候毫无疑问要高一些。

参与公共讨论的权利增加了不少。在总人口中，有资格和有能力 

作公共决策的人越多，公共生活的质量也就越高。按这个标准，美国在 

1920年之后的公共生活就比此前的任何时候都要好，1965年之后的公 

共生活也比此前的任何时候都要好。除了在选举权上的歧视之外，还 

有一些愚蠢的歧视（如因性取向在找工作和住房方面受到歧视）也被禁 

止。与这样的歧视所做的斗争，能为公民提供发表意见和参与政治的 

充分机会。按这个逻辑，在科罗拉多州反同性恋的宪法修正案被“罗梅 

尔诉埃文斯案"CRomerv. Evans, 1995）①推翻之后，美国的社会也比以 

前更好。以前，在公共讨论中基本上听不到穷人和受压迫者的声音。 

现在，至少有一些公共利益组织、律师事务所、基金会和其他一些机构 

会为穷人和受压迫者代言。因此，公共生活应该并未衰落，而是有所 

进步。

若按这七个标准去衡量,美国今天的公共生活如何？投票率统计难 

以证明公共生活有衰落的趋势。一些民调显示人们对于主要机构的信任 

在下降，但这也不一定意味着公共生活健康度下降了。我们不知道这种 

调查意味着什么。人们对那些抽象的关于信任的问题的回答与那些能够 

表明信任度的实际行为（如服从国内税局、医生、政府官僚、学校管理者或 

法院命令）之间有何联系？我们也不知道最佳的信任程度应该是多高。 

如果有100%的人“十分”信任总统、国会、大企业、工会、医药行业、大学、 

媒体,那必然会有大麻烦。但是，最佳比例该是多少呢？是75%.50%,还 

是 25%?
我认为，民意测验可以测量出来的信任度完全不能作为衡量公共生

306

①1992年，美国科罗拉多州在其宪法中加入第二修正案，该修正案禁止州政府对同性 

恋者提供特殊保护。1995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审理“罗梅尔诉埃文斯案”后裁定科罗拉多 

州宪法第二修正案违反了美国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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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的指标。那么社会资本呢？主要公民团体会员数量的下降就是公共生 

活质量下滑的标志吗？聪明的观察者应该对此表示怀疑。公民团体团结 

性的下降的确是一种损失，但团结性的下降祠时也会带来一种收获，即个 

人自由的增长。在评价公共话语时，也应看至1正反两面。不好的一面是，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公共话语变得越来越恶毒，越来越粗鲁，越来越不文 

明;好的一面是，公共话语变得越来越诚实，参与者更多，话题更广泛.在 

以前，这些参与者和话题因不符合“文明”的要求而被排除在公共话语之 

外。在公民团体和公共话语的问题中都存在矛盾，那些让人感到遗憾的 

社会变化同时也能让人感到满意。

在贫富差距的问题上，很难见到一直在扩大或一直在缩小的趋势。 

社会的贫富差距似乎容易受到政党政治的影响。在20世纪60.70年代， 

美国社会变得越来越友善和公平，但在里根上台后，即80年代，友善和公 

平的程度大大降低,到了克林顿执政的时代又有了一点好转。

在承认和保护个人权利方面，毫无疑问，美国在过去的25年间取得 

了前所未有的进步。当然,通往权利之路是曲曲折折的。在20世纪60、 

70年代，维护个人权利者受到了攻击并开始动摇，但最终并未放弃对权 

利的追求。权利没有被放弃，相反，它成为我们新的政治基础。

总的来看，有一个指标显示公共生活在衰退，有两个指标显示公共生 

活在发展，得不岀具体结论的指标有三个,还有一个指标（信任）问题太多 

而不能被采纳。所以，用客气一点的语气来说，认定公共生活呈衰落趋势 

还为时过早。

当然，这只是一些假设性的思考，并不是对国情的准确判断。我们不 

知道怎样去测量这七个指标的变化，也不知道如何确定这些指标孰重孰轻。

；='■ .■ .•二. : /- '■ ■-

、我所作的历史分析还不足以确定公共生活的状态，但是它有助于对 

公共生活的现状做出评估，也有助于推进公共生活。例如，它能让人们注 

意到当今的公民权有很多个层面。在流行的政治话语中，进步主义时代 

的“知情的公民”理念十分重要,但“关注权利的公民”理念受到的关注很 

少。一本九百多页的美国历史教科书竟没有提及卡罗琳产品公司案的脚 

注，也没提到帕尔科案、是松案，这说明“关注权利的公民权”理念还没有 

融入美国人的意识和公民教育之中F如果因“伟大社会”计划并没有消 

除贫困，就说1965年至1975年的立法活动没有意义，那么我们就根本没 

有看清自己的时代。右派贬损“伟大社会”计划，是因为他们不顾一切地 

想去证明自己的观点——政府管得太多只会把事情弄糟。左派对“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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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嗤之以鼻,是因为他们只是忙于消除经济上的不平等，忽略了政治 

和社会层面上的人类尊严。

虽然权利意识已经融入了政治的血液之中，进入了社会生活的毛细 

血管，但我们还不知道“关注权利的公民”是否能够满足我们的世界的需 

要。我确信,在此之前的那些公民权模式没有满足当代的需求，依照那些 

公民权模式进的政治对话和政治实践基本忽略了少数族裔的权利，也 

不容忍、接纳，更不会去尊重人与人之间的差距Q但是这并不是说现在的 

“关注权利的公民权”可以解决问题。这种公民权能指导人们去做以下这 

些事情吗？（J在承认他人与自己在人格和政治上平等的前提下展开相 

互对话。（2）将少数族裔的权利牢记在心中。（3）不仅自己持有这样的 

观念，而且还要让他们的后代也秉持这样的观念。（4）要求自己在日常 

生活中坚持以己之力收集信息并参与公共生活。权利意识清晰的公民权 

是否能够构建出一个让人们做公民而不是做圣人的政治体系？能否在人 

们把自己大部分的精力投入私生活的情况下还鼓励人们承担公民责任？ 

或者,它是否让公民权退化成为“这对我有什么用”的思考？它是不是给 

那些本身因位高财丰而拥有话语权的人提供了新工具和新途径，好让他 

们获得更多的政治权力？

“关注权利的公民权”并不能解决民主政治的问题，但它是任何解决 

方案都必须包含的一个部分。此外，它还能显现出对人权利的尊重，以 

及用公共语言和依据公共规范去参与公共争论的意愿。我们必须认识 

到,权利不是公民政治意识结束之处而是开始之处。我们应该培育权利 

意识,而木是如它加以责备。我们需要让自己和我们的孩子更了解权利， 

而不是置之不理。

如果我们能了解公民权的运作方式，知道它在我们的时代如何运作， 

那么以前每一个时代的公民权都能为今天提供借鉴。在我看来,“知情的 

公民"模式仍在我们的政治价值体系中占有重要的位置，但我们需要对它 

做一些修改。这个陈旧的骑墙派观念已经不再符合我们对人类认知能力 

的认识，也不能解释我们至今也没有弄清的一个问题一一民主政治中大 

众的知识与专门的技能之间是什么关系。我建议，把公民在参与政府事 

务之前须知晓情况的责任看做一种监督性的责任。公民可以是监督者， 

不必是知情者。作为监督者的公民扫视（而不是阅读）信息，于是就能够 

了解大量不同的问题，达到很多不同的目标,并能以很多不同的方式展开 

针对这些问题的行动。作为监督者的公民会发现他们买到手的产品因有 

质量问题而被召回了；发现干旱可能会使农产品在几个星期后涨价（于是

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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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就会在还没涨价的时候去买生菜或者蓝莓) ；发现开车回家常走的那 

条路现在十分拥挤，应该绕道;发现洛杉矶发生了地震,通讯已经中断，无 

法直接联系到在那里的朋友，所以应该打开收音机等消息;发现右翼民兵 

(right-wing militia)①人数之多、态度之积极出乎他们的意料，所以他们 

应该重新认识当代政治中所存在的危险和可能性。若了解到，在克林顿 

总统正在东海岸为了推行平权政策(affirmative action)②而努力的时候， 

西海岸加利福尼亚州的选民却已投票选择终止平权政策，一些公民就可 

能会有兴趣去阅读更多的相关文章，或就此写点文字，或与朋友交谈。大 

部分人也许只会读新闻标题，但即便只读标题也能知晓舆论气候的变化。 

印刷媒体的记者经常批评广播媒体，说他们只是提供薪闻标题，但是新闻 

标题正是公民所需要的。保罗・里维尔(Paul Revere)曾在米德尔塞克 

斯郡(Middlesex)的村庄和农场之间骑马飞奔，叫喊着一个简短的句子： 

“红衣兵(redcoat)要来了！ ”③很显然，他没有因语言简短而感到难堪。昭

李普曼是正确的:如果民主需要公艮无所不能、无所不知，那就注定 

会失败。人与人之间必然有分工，处理每一件自治事务所需的认知能力 

也必然有区别。打一个比方：去山上野营很有趣，人们能够在山上过几 

天。但是在日常生活中，人们会愿意打开家里的煤气灶而不是拿两根树 

枝摩擦生火，会愿意去超市买一只包装好的鸡而不是去森林里设陷阱捕 

兔子。要使牛奶经过巴氏消毒，我们得依靠农场、牛塑加工者和政府监督 
人员，我们自己不会去做这些事。我们相信城市的廡誘机构会提供洁净 

的水,不会自己使用化学物质去净化水。那么，在公共生活中，要亲公民 

全天候地参与政治活动有何道理？

人们乐于知晓政治信息，就好比他们乐于学习野外生存技巧。知晓 

政治信息可以带来乐趣,也能带来社交优势。在一个社交圈里，如果一个 

人知道的东西比别人更多就能赢得尊敬。而且，知晓政治信息还会让人

① 20世纪90年代初，美国的一些准军事团体掀起了“民兵运动”。这些团体认为联邦政 

府的存在是对自由的威胁，还反对任何限制公民持有武器的法案。到90年代中期,美国有50个 

州建立了这样的团体，成员人数估计在2万人以上，可能高达6万人。历史学家称之为“右翼民 

兵运动”。

② 直译“扶持行动”或“肯定性行动”，指政府为了防止对肤色、宗教、性别、性取向或民族出 

身等的歧视而采取的措施和推出的政策。

③ 红衣兵是美国独立战争时期殖民地人民对英国军人的称呼。在美国独立战争中，银匠 

保罗•里维尔曾在莱克星顿和康科德战役前夜在马萨诸塞州米德尔塞克斯郡骑马奔走，警告殖 

民地民兵英军即将来袭,并因此成为家喻户晓的爱国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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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寻求权力或政府职位。但是,大多数人不会对政治如此有兴趣。那么， 

如果我们不会成为政治活动全天候的参与者，民主还能存在吗？

“监督员公民”可能是一个答案。这种公民喜欢被动地自卫而不会积 

极地出击。他们可能比以前的公民知道得更多，获得的信息更多,但是他 

们知晓情况后会怎么做，我们无法确知。跟以前的公民相比，他们的美德 

没有增加,但也没减少。

“监督员公民”致力于监视环境，而不是搜集信息。想象这样一幅场 

景:家长注视着在社区游泳池内玩耍的孩子。他们不是在搜集信息，而是 

在留意情况。他们看起来并不积极，但如果孩子有难，他们就会立即行 

动。“监督员公民”并不是缺席的公民,他一直在监视，即便同时还在做其 

他事。在竞选这类特殊的政治活动中，现今的很多民众都表现得不如政 

党时代的公民那样积极，但是现在的公民每天都在涉足政治。在过去，这 

样的公民难觅踪影。

以不伤害民主为前提，人们可以选择不去了解情况，忽视一些情况， 

但忽视多少必须有一个限度，一旦越过，民主将不复存在。在学校、在自 

己的家里,我们应该坚持不断地向孩子们讲述权利和公民责任观念，不可 

懈怠。民主教育与民主建设绝不能中断。同时，我们应设立一个合理的 

目标，能把公民的能力与专家的专门技能结合起来。我们不能够也不应311 
该成为政治活动的狂热爱好者。在过去的一个半世纪里，灾火的责任被 

移交到了专业人员手中，我们不再依靠志愿者灭火。尽管每个人都应该 

知晓火灾安全常识,但他们所要知道的仅限于要在家里、车里放灭火器， 

在家中装烟雾报警器，以及如何拨打911报警电话。父母已经将很多的 

儿童教育工作交给了公共学校和专业老师。父母仍然辅导孩子做作业， 

用他们自己的方式“加强”对孩子们的教育,并且在必要的时候会去帮助 

或者干预学校。我们已经把一部分的医疗卫生工作交给了医院和医生 ， 

另一部分则由千家万户自己承担。我们家中的架子上摆着健康饮食书 

籍、女性杂志、斯伯克医生①的育儿指南，以及一系列的非处方药。

我们已经到了必须把专门技能和个人基本生存能力分开的时代，只 

有分开，才能让两者体现出各自的价值。在政治领域，我们其实正是这么 

做的。只不过，在大众话语和民主理论之中，专家执政仍是无法被接纳

①本杰明・斯伯克(1903-1998),美国著名的儿科医生，他关于养育及教育孩子的理念影 

响了千千万万的美国家庭。他所著的《斯伯克医生育儿指南》(Dr. Spocks Baby and Child 
Care)是一本畅销书，已再版八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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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我们应该多多思考，如何在公共生活中找到可以让民主和专门技能 

相互调和的方法。20世纪20年代李普曼与杜威的辩论并没有给我们提 

供这样的方法。在今天的政治思想中，这仍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政治理论家们总是强调公共生活、公共知识分子扮演的角色、公共领 

域存在的必要性以及公善的重要性，但是我们也应着眼于私人生活，感受 

亲友去世带来的痛苦，孩子在梦中安静的呼吸声带来的温馨，享受欣赏日 

落、哼个小调儿带来的快乐。这些私人生活的点滴，与政治生活同等重 

要,或者也可以取代政治生活。一个好的社会应该能让人们享受私人生 

活，一个好公民应该知道享受私人生活。一个好的社会应该维护其成员 

的人格和社会平等，同时也应让全体大众过上令人满意的私人生活。

政治生活可以让人兴奋「政治斗争或者是政治盟友的亲密合作可以 

312让一些人充分地感受到自己的价值，感觉自己是时代的弄潮儿，彰显了人 

性。但是，在个体感受到政治带来美好感受的同时，他也很容易受到形势 

和情绪的影响而不能自拔。换句话说，机遇与危险并存。有些时候，冒险 

是有必要的，但是从长远来看，在人们参与政治活动时，所冒之险应该是 

处于可接受的范围之内，不能太大,这样才会有令人满意的公共生活。只 

有在不威胁到人们的生命、自由和良知的前提下，在不打压、贬斥私人生 

活的基础之上，让人们自由地发表言论，聚到一起讨论，带着希望一起努 

力，民主政治才能充满活力。

显然,美国还没实现这样的理想。我们所处的是一个被种族或民族 

对立弄得四分五裂的社会，一个贫富差距大到荒谬的程度而且还在扩大 

的社会，一个贫困家庭的孩子难以改变命运的社会,一个即使是中产阶级 

家庭的孩子也为不安全感所困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中，那个理想是无 

法实现的。我们的社会为很多有待解决的问题所困扰，但我们现有的政 

治系统，和过去一样，不说去解决问题，竟然还没有准备好去面对这些问 

题。但是，我们有人力以及其他资源，可以去反思这些问题，进而重构我 

们的政治世界。

如何评判现在的公民权、民主政治以及由有权利也有自治责任的个 

人构成的平等的社群？是取得了一定成果还是有一定不足？如果这是一 

个关于美国三个半世纪的历史的历史性问题，而不是对现在人们的政治 

态度的调查，那么就很好回答。对于女性、雇佣工人、少数种族、少数民 

族、同性恋、宗教信仰上的少数群体、穷人、老人而言,在过去的半个世纪， 

社会对他们的接纳程度可谓突飞猛进、节节攀升。这种社会进步在20世 

纪60和70年代尤为明显，带来了有深远和持续影响的变化，社会至今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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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适应和调整。

进步或衰退并不是真正的问题所在。要批判当今社会，我们只需要 

知道目前仍然有的严重的不公，有一些阻碍人类进步的因素摆在我们面 

前，等着我们去消除;重建社会所需的资源是有的，等着我们去寻找。不 

公和歧视依旧存在，特别是当今社会富人安逸、穷人凄惨的情况下，二者 

将继续存在。我们不需要用历史的棍棒来鞭策自己。我们无法也不应该313 

在当今推行建国者的“同意政治”，或是19世纪的“从属政治”。我们不会 

致力于复兴过去,躲在历史遗产的背后，但也不应忘记历史，即便我们正 

勇敢地直面今天的现实。 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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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Alison G. Olson, uEighteenth-Century Colonial Legislatures and Their Con
stituents ,n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79 (1992) : 564, and Anna Janney DeAr- 
mond, Andrew Bradford : Colonial Journalist (Newark： University of Delaware 
Press, 1949), pp. 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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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el J. Lacey and Knud Haakonssen, A Culture of Rights: The Bill of Rights in 

Philosophy, Politics, and Law, 1791 and 1991 (Cambridge： Woodrow Wilson In
ternational Center for Scholars an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尤其是 Wil

liam A. Gals ton, u Practical Philosophy and the Bill of Rights： Perspectives on Some 

Contemporary Issues”，pp. 215—65 和 Alan Ryan, "The British, the Americans, and 

Rights,” pp. 366—439。对权利话语和其他的思维、言说方式进行批评，说这似乎会 

催生出一种分离的、自治的个体的著述是Michael J. Sandel, Democracyfs Discon

tent :America in Search of a Public Philosophy (Cambridge： Belknap Press of Har

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6)；对宪法性法律中出现的权利话语的有力辩护见Harry 
N. Hirsch, A Theory of Liberty ： The Constitution and Minorities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2) o
130. Jonathan Rauch, Demosclerosis: The Silent Killer of American Govern

ment (New York： Times Books*  1994), pp. 80—81.

131. Robert N. Bellah, Richard Madsen, William M. Sullivan, Ann Swidler, 

and Steven M. Tipton, Habits of the Heart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5) , p. 154.

132. Paul Lichterman, The Search for Political Community : American Activ

ists Reinventing Commitmen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133. Kim Cromwell, "Khamisa's Anguish,n San Diego Magazine 49 (December 

1996)： 122—25, 188.

134. Terry Rodgers, aTaking a Stand Against Pollution,w San Diego Union- 

Tribune ,Oct. 17, 1997, pp. A-I, A-27.

135. William Glaberson, uKiller in * Megan, Case Sentenced to Death,99 Neiv 

York Times, June 21,1997, p. 1.

136. 见 R. Shep Melnick, Regulation and the Courts o

137. David Vogel 在 Kindred Strangers: The Uneasy Relationship Between 
Business and Politics in America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6) , p. 

160阐述了这种变化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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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语一次公民集会

1. Hanna Fenichel Pitkin, **Justice： On Relating Private and Public,w Political 
Theory 9 (1981)； 327.

2. aForum: Whatever Became of the Public Square?”，Harper9s 281 (July
1990) *： 49.

3. 关于交流和集会场所的减少，参见Christopher Lasch, aConversation and the 
Civic Aits",载于他的 The Revolt of the Elites and the Betrayal of Democracy (New 
York： Norton, 1995), pp. 117—28o对于交流减少论所作的批评性回应见Michael 
Schudson, "Why Conversation Is Not the Soul o£ DemocracyCritical Studies in 
Mass Communication 14(December 1997) *297 —309 和 David Simpson, 44The Cost of 
Conversation",Raritan 16(1997) ； 75_85 0 关于丑闻，参见 Suzaxme Garment, Scan
dal： The Culture of Mistrust in American Politics (New York： Times Books,
1991) o关于对于机构的信任的减少，典型的著作是Seymour Martin Lipset and Wil
liam Schneider, The Confidence Gap, 2nd ed.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7)。关于报纸读者的滅少，参见 Newspaper Association of America, Facts 
About Newspaper 1997 (Vienna, VA： Newspaper Association of America, 1997)o 
这份报告显示，在1970年，78%的成年人会读一份平日出版的报纸。到1980年，这 

一比例下降到了 67%,1990年为62%,1996年为59%。

4. aDiscourse on the Sciences and the Arts" (1750), in Donald A. Cress, ed., 
Basic Political Writings of Lean-Jacques Rousseau (Indianapolis: Hackett, 1987), 
P.17. “我们有物理学家、几何学家、化学家、天文学家、诗人、音乐家、画家;我们已经 

没有公民了。”

5. 在20世纪50年代，除了第六章提到的罗伯特・达尔之外,David Riesman也 

对郊区作过论述:新的郊区居民“即便关注政治，不是只着眼于地方利益，只关注本地 

的学校和供水系统,也易成为艾森豪威尔式的共和党人，很少知晓情况,基本不发怒， 

只是时而不时地有党派性。” David Riesman, "The Suburban Sadness,” in William 
M. Dobriner, ed. , The Suburban Community (New York： Putnam's, 1958), p. 377. 
另外还有Herbert J. Gans,他对莱维敦(Levittown)的中下产阶级的描述：“一般来 

说，莱维敦人对于全国范围的社会没有什么兴趣，而且还认识不到它对他们生活的影 

响。只要有工作，能够实现合理的个人目标，他们就不需要联邦政府或其他的国家机 

构，并且只关注地方,不关心自己的社群之外的世界。其实，他们也许应该被称作地 

方下级居民(sublocals),S为他们以家庭为导向，而不是以社群为导向ewHerbert J. 
Gans,TheLevittowners (New York： Pantheon, 1967) , p. 189.还有 C. Wright Mills0 
他观察到，“公众的政治冷漠广为散播这一事实”给美国政治生活蒙上了阴影。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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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是政治的陌生人。他们不是激进主义者，不是自由主义者，不是保守主义者。 

他们不会因事而动，而是无动于衷;他们认为事不关己。如果我们认同希腊人对于蠢 

材的定义——只关心私人利益的人，那么我们必然得出这样的结论:美国的公民群体 

基本上是由蠢材组成的”。C. Wright Mills, White Collar (New York： Oxford Uni・ 
versity Press, 1953) , p. 328.

20世纪20年代，除了已被引述过很多次的沃尔特・李普曼，政治科学家Robert
C. Brooks也做过相关论述:“普通男人一般都会发现他的精力被谋生过程消耗掉了 ； 

普通女人主要忙于持家……选举登记每年一次，预选、选举每年一次或两次，还有长 

长的、复杂的选票，除了偶尔可见的、激动人心的竞争出现之时以外，很多人开始远离 

政治。"Robert C. Brooks, Political Parties and Electoral Problems (New York： 
Harper, 1923) , p. 429.

关于19世纪90年代，可以看看E・L・古德金(E. L. Godkin)提出的观点：“根本 

就不可能・•・・・・让一个生活在1897年的人感受到生活在1817年的人那种对于他的政 

党机构的运作的兴趣。绝对更能吸引他的注意力的有对于事物的需求、改善自身状 

况的机会以及那些可以拓展自己的活动范围的领域。”古德金还写下了电视批评家可 

能会关注的评论:“在现今可以阅读的公众中，在我们的民主中，最令人感到霍惊的就 

是注意力的不断丧失。积极的报纸读者・・・・・・在査看一系列的事件时，习惯于从一个 

事件快速地跳到另一个事件，无论事情是小是大。在从一件琐事跳到另一件琐事的 

时候，他们会无意识地,用那种慵懒的、没什么兴趣的目光瞟一下。这样一来,人就是 

在几乎没有任何认识的情况下阅读，并且不会记得自己读过什么。”见E. L. Godkin, 
Un foreseen Tendencies of Democracy (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898 ) , pp. 
70—71o

6. Robert N. Bellah, Richard Madsen, William M. Sullivan, Ann Swidler, and 
Steven M. Tipton, Habits of the Heart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5).

7. 对此问题的有价值的评论和分析，见Joyce Appleby, Liberalism and Repub
licanism in the Historical Imagination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2)o

& Robert D. Putnam, Making Democracy Work : Civic Traditions in Modem 
Ital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3), pp. 115, 150.

9. Robert D. Putnam> **Bowling Alone," Joumal of Democracy 6 (1995)： 65— 
78.关于此问题的更加深入的论述，以及对于社会资本减少的原因的解释，见Robert
D. Putnam, **Turning In, Tuning Out： The Strange Disappearance of Social Capital
in America”，PS： Political Science and Politics 24 (1995) : 664—83; Robert D. 
Putnam, "The Prosperous The American Prospect 13 (Spring 1993):
35_42； Robert D. Putnam, “The Strange Disappearance of Civic America", The 
American Prospect 24 (Winter, 1996) ： 34—48.批评性的文章有 Nicholas Leman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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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cking in Groups", Atlantic Monthly 277 (April 1996) : 22—26； Michael Schud- 
son, "What If Civic Life Didn't Die?”，The American Prospect 25 (March-April 
1996) : 17—20 ； Theda Skocpol, * Unravelling from Above,n The American Prospect 
25 (March-April 1996) : 20—25； Richard M. Valelly, MCouch-Potato Democracy?w, 
The American Prospect 25 (March-April 1996): 25—28； William A. Galston, 
"Won't You Be My Neighbor?w, The American Prospect 26 (May-June 1996) ： 16— 
18； Alejandro Portes and Patricia Landolt, "The Downside of Social Capitalw, The 
American Prospect 26 (May-June 1996) : 18—22 以及由 Roper Center for Public 
Opinion Research 出版的 The American Prospect 杂志第 7 期整本(June/July 1996)。 

报刊对于此争议而作的评论，见 Richard Morin, "So Much for the * Bowling Alone9 
Thesis”，Washington Post National Weekly Edition 9 June 17—23, 1996, p. 37 ； An
thony Lewis, "An Atomized America,w New York Times, Dec. 18, 1995, p. Allo

10. Lemann, **Kicking in Groups,w pp. 22—26.
11. Warren E. Miller and J. Merrill Shanks * The New American Voter (Cam

bridge ：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 54—55.
12. Everett C. Ladd, "The Data Just Don't Show Erosion of America's 6Social 

CapitaL 9 99 The Public Perspective 7 (June/July 1996) ： 7.
13. Christopher Jencks, "Who Gives What?,” in Walter W. Powell, ed. , The 

Nonprofit Sector ： A Research Handbook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7), pp. 321—39.

14. John F. Helliwell and Robert D. Putnam, "Correction," PS： Political Sci
ence & Politics 29 (1996) : 138.

15. Alexander W. Astin, et al. 9 The American Freshman : Thirty Year Trends, 
1966—1996 (Los Angeles: Higher Education Research Institute * UCLA, 1997), 
pp. 86—87, 116—17.

16. Jack L. Walker, ** Interests, Political Parties♦ and Policy Formation in 
American Democracyin Donald T. Critchlow and Ellis W. Hawley, eds. , Federal 
Social Policy: The Historical Dimension (University Park: Pennsylvania State Uni
versity Press, 1988), pp. 141—70. Walker指出，利益团体在发展，它们有代表被政 

党所忽视的团体的能力，还能展现政党系统不承认的那些问题。他总结说:“我们的 

政治参与已经达到了更高的水平，无法逆转”(P. 167)。

17. 一些思想家也许会说，我们应该从权利的公民权模式转变成为差异的公民 

权模式。在学术界，有很多人不再为自由主义的话语和制度所迷，而是主张建立一个 

尊重和支持人类差异的新模式。而且，他们认为自由主义在对待人时，总是以他们的 

同质性为依据。就这个观点有很多可以谈，但谈到最后就会发现鼓吹差异其实与自 

由主义是合拍的。以权利为基础的自由主义强调，应该把人们看做在基本的人格上 

平等的人类，但自由主义并未要求人们变得一样,并未要求他们都要具备白人或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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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盎格鲁一撒克逊人或异性恋的特征。其实，过去的四分之一个世纪的告诉我们， 

《独立宣言》、盖茨堡演讲、《宪法第十四修正案》的作者们的眼中也许没有女性或各种 

少数群体,但他们所使用的语言包含着一种被一个又一个的群体称之为自己的价值 

的普世价值。那些能够展现出现有的自由主义在实际层面上比理论层面狭駐的群体 

的正当要求，一个广义上的自由主义者必须认可。要么，他就必须解释为什么要为在 

社会实践和《独立宣言》或《宪法第十四修正案》明确表达出来的精神之间设立障碍而 

辩护。

当然，关于差异，仍有不少复杂的问题。例如,一些平权政策的支持者会说，为了 

让那些在过去曾遭受歧视的少数群体最终获得同等对待，现在必须给予其区别对待。 

有一个争议很大的问题:法律和公共政策是否应该按男人和女人的生理差异作调整。 

另外,法律和公共政策是否应该按儿童和成人的生理差异作调整这一问题也带来了 

很多争议。这些问题很复杂，我认为美国的传统政治思想无法提供靠的答案。我 

认为权利理念根本不可能提供万能药。但据我所知，各种后自由主义的思想也提供 

不了。从实证的角度来看,公共生活的话语丝毫没有忘记强调权利。从規范的角度 

来看,我找不到忽略权利的理由。

1& E. J. Graff, “In & Out in Vermont,” The Nation 265 (Oct. 20,1997)： 
19—20.

19. Jane Mansbridge, “The Role of Discourse in the Feminist Movement* , 
Working Papers of the Center for Urban Affairs and Policy Research9 1993.语言转变 

的有关证据，又见 Sally Engle Merry, "Wife Battering and the Ambiguities of 
Rights", in Austin Sarat and Thomas R. Kearns, eds. , Identities, Politics, and 
Rights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97) , pp. 271一306。

20. David Thelen, Citizenship in the Age of Televisi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6).

21. Steven Mintz and Susan Kellogg 9 Domestic Revolutions: A Social History of 
American Family Life (New York； Free Press, 1988), pp. 178—79.

22. 见注释5。

23. 帕特南的著述中引用了相关的数据。Lipset and Schneider的"e 6斥 

dence Gap已经有些年头，但仍是一本经典的著作。

24. John T. McGreevy , Parish Boundaries : The Catholic Encounter with Race 
in the Tiventieth-Century Urban North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6) 9 pp. 20—21.

25. Ibid. , pp. 218—19・

26. Jay P・ Dolan, The American Catholic Experience (Grarden City, NY： Ek)u- 
bleday, 1985), pp. 435_39.

27. Ibid. , p. 453.
2& Andrew M. Greeley, The Catholic Myth (New York： Scribner's, 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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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角度更为宽广的论述，见 Michael Schudson, The Power of News (Cam
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 pp. 169—88o

30. 60年代早期，21%的人口处于贫困线之下。20世纪70年代早期，比例下降 

至 11%。到 1992 年，升至 14. 5%o James Patterson, America 5 Struggle Against 
Poverty, 1900 —1994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4) , pp. 224—25.

31. John M. Blum et al. 9 The National Experience : A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8th ed. (San Diego: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1993).

32. David Hackett Fischer认为，保罗・里维尔(Paul Revere)喊的是“正规军要来 

了！”保罗・里维尔喊的肯定不是“英国人要来了！”，因为他跟他所警告的那些人都把 

自己认作英国人。见 David Hackett Fischer, Paul Revere's Ride (New York： Ox
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 pp. 109—10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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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216
Berkeley, William 威廉•伯克利,40 
Berle, Adolf阿道夫・伯利，229 
Bemays,Edward爱徳华・伯奈斯，192,

199—200
Bible《圣经＞,33,92,103
Bill of Rights 权利法案,73, 246—

48,301
Black, Hugo雨果・布 莱克，199,

247—48
Bly,Nellie尼利・布莱，181
Bonifacius: Or Essays to Do Good

(Mather),＜波尼法爵教宗，或有关 

行善的文章》(马瑟)23,33
Boorstin,Daniel丹尼尔•布尔斯廷，

177,236
Borchard,Edwin 埃德温•博査德,200 
Borglum,Gutzon 格曾•博格勒姆,203 
Boston 波 士顿：colonial 殖民地的，12,

13, 17, 19, 28, 41 ； Committee of
Correspondence of 通信委员会，43 ； 
community centers in 社区中心， 

219； Constitutional Society of 宪法 

社团，56 ； fire righting in 消防，174 ； 
newspapers iri 报纸，75, 76, 119,
181 ； oratory in 演讲，127 ； ward sys
tem instituted in分区选举制度，98 

Boston Centinel《波士顿前哨报》,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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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ston Committee o£ Correspondence 波 

士顿通信委员会,43
Boston Female Anti-Slavery Society 波 

士顿女性反奴隶制社团，109
Boston Gazette《波士顿公报》,28
Boston News-Letter《波士顿新闻报》， 

12,33,35
Botein,Stephen,321n90 9322nl01
**Bowling Alone” (Putnam)，"独自打保 

龄”(帕特南)296-97
Bradford family, 38,322nl 03 
Brady Bill布雷迪议案，291
Brandeis, Louis D.路易斯・D.布兰代 

斯,209
Britain 英国:civil service reform in 公务 

员制度改革，153； during colonial 
era在殖民地时代,12—15,23,25— 
27,29； lack of written constitution 
in没有成文的宪法97；marital rape 
exemption in婚内强奸罪豁免,268； 
model of government in 政府模式， 

24, 30； nineteenth-century political 
reform in 19世纪的政治改革，168; 
parliamentary sovereignty in 国会的 

权威地位，57—58 ； political thought 
in 政治思想，53, 54； prime 
minister's wquestion period" in 首相 

答辩时段，238； during Revolution 
在革命期间，44—46； in World War 
I 在一战期间，194,200,201

British Declaration of Rights<英国权利 

宣言》，13
Brock, William威廉・布洛克，280 
Brookings Institution 布鲁金斯学会,216 
Brooks, Robert C.,罗伯特・C.布鲁克 

斯 172,366n5
Brown, Antoinette,安托瓦妮特•布

朗115
Brown, Robert, 319n75
Brozvn v. Board of Education of Tope

ka 布朗诉托皮卡教育局案 

(1954),249
Brownlow, Louis路易斯•布朗洛， 

151,180
Bryan,William Jennings 威廉•詹宁斯 

・布赖恩,178,193,243
Bryce, James 詹姆斯•布赖斯，145—46, 

164,226,338^5
Buchanan,James 詹姆斯•布坎南,137
Budget and Accounting Act《预算与会 

计法案 >(1921),206
Bunyan, John 约翰•班扬，33
Bureau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U. S. 

美国农业经济调查局，217
Bureau of the Budget 预算局，210, 

219, 229
Bureau of Indian Affairs 印第安人事务 

局，205
Burnet, William 威廉•伯内特,33
Burnham,Walter Dean 沃尔特・迪安• 

伯恩汉姆，275
Burr, Aaron 亚伦•伯尔,61
Burstein, Paul, 359n65
Burton ,R. R.伯顿，33
Bush,George 乔治•布什，140
Bushman,Richard 理査德•布希曼,45
Business Executives Move for Vietnam 

Peace企业管理者促进越南和 

平,284

C-SPAN有线-卫星公共事务网络， 

238,284
Cable Network News (CNN)美国有线 

新闻网，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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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bot,George 乔治•卡伯特,60 
Calhoun, Craig, 315—16n3
Calhoun, John C.约翰• C.卡尔霍 

恩,106
California 加利福尼亚:affirmative action 

ended in平权政策终止，310； divor
ce laws in 离婚法,269 ； information
al bulletins on elections in 在选举时 

的信息公告，196； 1996 election in 
1996 年的选举，1—3,5,10；patron- 
age in 庇护制度，148—49 ? popula
tion growth in 人 口增长,276 ；regis
tered Democrats in登记的民主党 

A ＞ 231 ； restrictions on franchise in 
对于选举权的限制，183

California Rural Legal Assistance Foun
dation 加州农村法律援助基金 

会，265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加州大学：at 

Berkeley 伯克 利分校，262, 267— 
68；at Los Angeles (UCLA)洛杉矶 

分校，297
Calvinists 加尔文主义者,13,93,104 
campaigning 竞选:debates as method of 

辩论作为一种竞选方法133-43, 
233——39； direct communication with 
public in与大众直接交流,208 j fi
nancing of资金筹措，197—99； 
nineteenth-century 19 世纪，5,115, 
117—18, 129—30, 150, 155—58, 
175； in post-Revolutionary era 后革 

命时代，79—81 ； propaganda in 宣 

传，194—95； reform of,改革 6, 
158—62,166；television coverage o£ 
电视报道,283—84

Campbell,John 约翰・坎贝尔,12,33,35 
Canada 加拿大，59 ； civil service reform

in公务员制度改革＞153? individual 
rights and social responsibilities in 
个人权利和社会责任,289；in King 
William's War威廉王之战,12 

Cannon, Joe 乔•坎农,197
Cardozo9 Benjamin本杰明•卡多佐， 

246,356nI4
Carlisle( Pennsylvania )卡莱尔(宾夕法尼 

亚)，56
Carnegie Foundation 卡内基基金,220 
Carolene Products footnote 卡罗琳产品

公司案脚注,246—48,308 
Carpenter, Frank 弗兰克•卡朋特,150 
Carter, Jimmy 吉米•卡特，285,286,

288,296
Catholics 天主教徒,14,29,94,120,141,

176,269, 302—4 
Cato 凯托,82—83 
Census Bureau,U. S.美国人口统计局，

175—77,217
Center for Science in the Public Interest 

公益科学中心，241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Responsive Law 

应对法律研究中心，256
Chamber, Ephraim 伊雷姆•钱伯斯,35 
Chambers,William Nisbet,333—34n63 
Charleston ( South Carolina )査尔斯顿

(南卡罗来纳)：abolitionist activities 
in废奴主义者的活动,105-6 ； colo
nial 殖民地的，25 $ newspapers in 
报纸＞ 75,116; popular associations 
in民间社团，56

Chartists 宪章派，168
Chicago芝加哥：Catholics in天主教徒， 

303； municipal research bureau of 
市政研究所,216； newspapers in报 

纸，180, 181,305 ； 1968 Democrat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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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ional Convention in 1968 年的民 

主党全国大会，264；polling in民意 

调査，223
Chicago American《芝加哥美国人 

报＞,193
Chicago Cubs baseball team 芝加哥小熊 

棒球队，195
Child Abuse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Act《儿童虐待防治法案》 

(1973),268
Children's Defense Fund 儿童保护基 

金,265
children's rights 儿童权利，265
Childs, Richard S.理査德・S.蔡尔 

兹J72
Chinese immigrants 中国移民，183
Christian Constitutional Society 基督教 

宪法社团，130
Cincinnati 辛辛那提：fire fighting in 消 

防，174 ； newspapers in 报纸，117, 
119,124,130；polling in 民意调査， 

223$ Republican Party in 共和 

党,153
circular letters 通函,117—18
civil liberties 公民自由，245—52
Civil Rights Act《民权法案 H1957 ), 

259—60
Civil Rights Act《民权法案 H1964 ), 

261,266,301
civil rights movement 民权运动，8, 

249—62,264, 290? legacy of,民权 

运动的遗产268,272,273,291
Civil Service Commission 公务 员委员 

会,154
civil service reform公务员制度改革，6, 

150, 153—55, 158, 161, 185, 188； 
expertise and专家与公务员制度改

革,217, 229,230
Civil War 内战,131—32,140,175,252, 

332n53 $ pensions for Union veter
ans of联邦退伍军人养老金，263

Clark, Charles ,321n91
Clarke,James Freeman 詹姆斯•弗里曼 

・克拉克，159
Clarkson,James S・詹姆斯• S・克拉克 

森，152
Clean Air Acts《洁净空气法案H1963； 

1967；1970),270
Clean Water Acts《净水法案 H1965; 

1970； 1972), 270,290
Cleveland,Frederick弗雷德里克■克利 

夫兰，216
Cleveland,Grover格罗弗・克利夫兰， 

149—50,161,178
Cleveland 克利夫兰，municipal research 

bureau of市政研究所，216
Clinton,Bill 比尔・克林顿，140,141, 

285,307,310
Clinton,DeWitt德威特・克林顿，96
Cloward, Richard理査德•克洛沃 

德，262
Cold War 冷战，241,259,277,300,302 
Collective bargaining 集体谈判,266 
Colorado 科罗拉多:anti-homosexual 

state constitutional amendment in 
反同性恋的宪法提案,306 J popula
tion growth in 人 口增长,276； re
strictions on franchise in 对 于选举 

权的限制，183
Colored American, The《有色美国人 

报＞,122
Columbia Broadcasting System (CBS) 

哥伦比亚广播公司,140,234,281, 
283,285,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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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umbia University 哥伦比亚大学，216 
Commission on the Selection of Presi

dential Nominees总统候选人提名 

遴选委员会,272
Committee on Public Information 公共信 

息委员会，192, 201,212
common school movement 大众 教育运 

动,92—93
Common Sense ( Paine)《常 识》(潘 恩)，

43—44
community action.社区行动，257 
Community Action Programs 社 区行动

计划，262 
community-building 社区建设，219—23 
Congregationalists 公理会教徒，42,99 
Congress of Racial Equality (CORE)种

族平等议会,262
Congress,U. S.美国国会，82,112,124, 

128,151, 205,264,283,333n53；ab
olitionist petitions to废奴主义者的 

请愿书，106—9 ； civil rights legisla
tion in 民权立法，142,251,259— 
61,266； and civil service reform 公 

务员制度改革，154； counting of 
votes in 点票，174 ； creation of 创立， 

51 ； domestic protection legislation 
国内保护立法,168,169； economic 
policy role of在经济政策中扮演的 

角色，277,278； expressions o£ pop
ular trust in公众所表达出来的信 

任，302； First 第一个，68, 83； 
growth of power of president rela
tive to与总统权力增长的关系， 

206—10； Hamiltonian-Jeffersonian 
split iri汉密尔顿派与杰斐逊派的 

分裂,65； Hearst in 赫斯特,179； 
and Kennedy-Nixon debates 肯尼迪 

与尼克松的辩论，234； limits on 
powers of对于权力的限制，73,75； 
lobbying of 游说，279； New Deal 
and 新 政和，230—31, 357n3O5 
newspaper coverage o£ 报纸的报 

道,117,121,126,180, 181；nomina
tion and election o£ members of 成 

员的提名和选举,78,79,87； party 
leadership in政党的领导权，132； 
party tendencies in 党派倾向，186 ； 
positive authority used by 积极地行 

使权力，167； procedural reforms in 
程序改革,273；Reagan and里根和， 

287 ；Sabbatarian petitions to 安息日 

请愿，99； separation of presidency 
from总统职位与国会相分离，113； 
spending limits on campaigns for 对 

于竞选花销的限制，198； Supreme 
Court and 最高法院，202, 246— 
48 $ television time for members of 
给国会成员的电视时间»285； trust 
of people in 人民的信任，307 ； and 
Whiskey Rebellion 威士忌叛乱，58, 
60,61

Congressional Government (Wilson)《 国 

会政体》(威尔逊)，208
Congressional Record 议会记录，180 
Conkling, Roscoe罗斯考•康 克林， 

151,159
Connecticut康涅狄格：colonial殖民地 

的,17, 18, 22, 38, 42； electoral 
practices in 选举实践，117； restric
tions on franchise in对于选举权的 

限制，183
Conner, Samuel 塞缪尔•康纳，118 
consensus 一致意见，14,18,45 
Constitution,U. S・美国宪法,63,77,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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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110, 260, 300, 320厨5； civil 
rights litigation and 民权立法，256； 
framing of 制定，48—55,81 $ laissez- 
faire economics and放任的市场经 

济和，248 ； preamble to 开头，48 ； 
ratification of 批准,67,76,79,88— 
89 ； reverence for 尊重，191,202—3 

Amendments宪法修正案：First第一条，

6,73, 75, 224, 332n53 ； Fifth 第五 

条,245； Fourteenth 第十四条，246, 
361n79,367加 7 ； Fifteenth 第十五 

条，183, 184, 361n79 ； Seventeenth 
第十七条,135,167,209 

Constitutional Convention 制宪会议,23,
45, 48—53,88

constitutions, state 各州宪法，94—98 
Consumer Price Index消费者物价指

数，264
Consumer Product Safety Act《美国消 

费者产品安全法案》，270
Continental Congress 大陆会议,25,31, 

42—44,46
Cooke, Morris L.莫里斯• L.库克，218 
Coolidge,Calvin 卡尔文•柯立芝,195, 

199,203
Cooper, William 威廉・库珀，79 
Cornell University 康奈尔大学，262 
corrupt practices acts反贪污腐败法案， 

188, 198
Cosby, William威廉・科斯比，36 
Cowan,Geoff 杰夫•考恩，272 
Cox, Archibald阿奇博尔德•考克

斯,271
Cox,James詹姆斯•考克斯,122,195 
Creel,George 乔治•克里尔，192 
Croly, Herbert赫伯特•克罗利，

210—11

Crossley, Archibald阿奇博尔德•克罗 

斯利，224
Crouse,Timothy蒂莫西・克劳斯，283
Crystallizing Public Opinion ( Bernays ) 

《舆论透析》(伯奈斯)200
Cunningham, Noel, 333n6O 
currency 货币，204—5
Curtis,George William 乔治•威廉•柯 

蒂斯,153
customhouses 海关，151

Dahl,Robert 罗伯特・达尔,240,241 
Dana,Charles A.査尔斯• A.达纳，122 
Dana,Richard Henry, DI 理查德・亨利 

・达纳三世，169
Daniels, Josephus约瑟夫斯・丹尼尔 

斯,184
Darrow, Clarence克拉伦斯・达罗，243
Davis,Richard Harding 理查德・哈丁 ・ 

戴维斯，181
Dawes, Charles G.査尔斯• G.道 

斯，210
Dayton Daily News《代 顿每日新闻 

报＞,195
Deane,Silas赛拉斯•迪恩，42
Dearborn,Henry亨利・迪尔伯恩，95 
debates 辩论:Congressional 国 会的， 

newspaper coverage of 报纸的报 

道，126—17 ； Kennedy-Nixon 肯 尼 

迪与尼 克松，233—39? Lincoln- 
Douglas 林肯与道格拉斯，133—43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独立宣言， 

43,45,84,139,203,367n!7
Dedham ( Massachusetts )，戴德姆(马萨 

诸塞),16—18
deference 恭顺，14,19一24,90—91,292, 

307； to Constitution 对于宪法，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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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 ； equality versus 9 in town meet
ings 在乡镇集会中，与平等相对，5, 
22； and governmental structure 和 

政府结构,23-24,45
Defoe,Daniel 丹尼尔•迪福,33
Delaware 特拉华：abolitionists in 废奴主 

义者，109 ； election of local officials 
in地方官员的选举，97； polling in 
民意调査，223 $ post-Revolutionary 
后革命的，47 ； restrictions on fran
chise in对于选举权的限制»183

Democracy in America ( Tocqueville)《 论 

美国的民主》(托克维尔)，101, 
134,145

Democratic Party 民主党，3,110,112— 
14, 133, 140, 146, 148, 186—87, 
233,285； African Americans and 非 

洲裔美国人和，252, 357/130； blue 
collar workers and 蓝领工人和， 

306 $ campaign practices of 竞选活 

动，156, 158, 161—63, 166, 195, 
198； Catholic Church and 天主教教 

会和,304；and civic religion 和公民 

宗教，204 ； and civil rights 和民权， 

251 ； declining significance of 重要 

性的下降，275; Gallup on盖洛普， 

225—26 ； Hearst and 赫斯特和， 

193；national organization of 全国性 

组织,280—81; New Deal and 新政 

和，229—31 $ newspapers and 报纸 

和,120—22,130,139, 178—79； in 
New York State 在纽约州，96—97, 
112； 1968 National Convention of 
1968 年全国 大会,264,282； pat
ronage and 庇护制和，174； reform 
societies and 改革社团和,103； re
forms of 改革，272,278；and restric

tions on franchise对于选举权的限 

制,184 ； Vietnam War and divisions 
in越南战争与党内分化,267

Democratic-Republican societies 民主共 

和社团，55—62, 70
Denny, George V. , Jr.小乔治• V.丹 

尼，222—23
Depression 大萧条,243
Derthick, Martha ,361n79
Des Moines, adult education in 得梅因， 

成人教育,220-21
Detroit, municipal research bureau of 底 

特律,市政研究所，216
Devil Theory of War ( Beard)《战争的罪 

恶理论》(比尔德),200
Dewey,John 约翰・杜威 89, 192,211,

213—15,218—19,242,312,351於 3, 
352n93

Dickinson,John 约翰•迪金森,14,40— 
41,44,50

divorce law 离婚法，269
Dole,Robert罗伯特・多尔,1,3

Douglas, Stephen史蒂芬•道格拉斯，

121, 133—43, 233, 239
Dow,Neal 尼尔•道，104
Du Bois, W. E. B. W. E. B.杜波依 

斯,251
due process 正 当法律 程序，246 ； sub

stantive 实质性的，249
Dukakis9 Michael迈克尔・杜卡斯， 

141,355n5
Durkheim, Emile埃米尔•涂尔干， 

53,210
Durr, Clifford克利福德・杜尔，253 
Durr, Virginia弗吉尼亚・杜尔，253
Dyer,Eliphalet伊利法莱特・戴尔，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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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aton,Dorman 多尔曼•伊顿，152 
economic growth 经济增长，277—78 
economic inequalities经济上的不平等， 

305, 307
Edison,Thomas托马斯•爱迪生，174 
education 教 育：adult 成 人，220—21, 

223 ； founding fathers1 attitudes to
ward 建国之父的态度，71-72,76； 
nineteenth-century reforms in 19 世 

纪的改革，91—93; rights-orienta- 
tion in权利导向，265

Education for All Handicapped Children 
Act《全体残障儿童教育法案》 

(1975),265
Eisenhower, Dwight D.德怀特・ D.艾 

森豪威尔,241,259,284
Eisenstadt, Abraham S. ,337泌 

electioneering 拉票，see campaigning 参 

见竞选

elections 选举，1—5 »97—98； in colonial 
era在殖民地时代，4—5, 12—14, 
17—18, 20—23, 27—29； Gilded 
Age 镀金时代,152,162—65,168— 
74 ； patronage and 庇 护制和，147— 
49 ； polling and 民意调査和,224— 
25 $ post-Revolutionary era 后革命 

时代，77—82； primary 预选,156, 
166—67i reformers and 改革家和， 

6 ； and Revolution 和独立革命，47 ； 
sanitized 净化，188—89； see also 
campaigning参见竞选

Electrographic Vote Recorder 电示投票 

记录仪,174
EllenCtelevision program)＜艾伦》(电视 

节目),305
Ellsworth, Oliver奥利弗・埃尔斯沃 

斯，49

Emerson, Ralph Waldo拉尔夫・沃尔 

多・爱默生，18
Emery, Henry Crosby亨利•克罗斯比 

・埃默里,186—87,207—8
Employee Retirement Income Security 

Act《退休职工收入保障法案》， 

(1974)266
Emporia Nes$《恩波里亚新闻报＞,125
Endangered Species Acts《濒危 物种法 

案》(1966； 1969； 1973),271
Enlightenment 启蒙运动，81 
entertainment, commercial 商业 娱乐活 

动,177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环境 保护， 

270—71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 

(EPA)环境保护署，271,291
Episcopalians 圣公会教徒，21
Equal Employment Opportunity Com

mission (EEOC)平等就业机会委 

员会,261
Equal Pay Act《同酬法案＞(1963),266
Eriksson,Erik M.埃里克• M.埃里克 

森,190
Ervin, Spencer, 348n32
Essay on Projects(Defoe)《计划论》(迪 

福)，33
Evangelical Christianity 基督教福音 

派，93
Exclusion Act(1882)＜排华法案》，183
Executive Office of the President 总统行 

政办公室，219
expertise 专长，192,211—19,229

face-to-face community面对面交流的社 

群，214一15,219—23
factions 派系，64—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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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irfax,Thomas Lord 托马斯•费尔法 

克斯勋,21
family 家庭:democratization of 民 主化， 

91 ；rights-oriented politics and 以权 

利为导向的政治,268—79
Family Leave Act《家庭休假法案》 

(1993),266
Farmers*  Alliance 农民联盟，160
Federal Bureau of Investigation (FBI) 

联邦调査局，205,267
Federal Communications Act 联邦通讯 

法案，234
Feder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 

(FCC)联邦通讯委员会,284,285
Federal Corrupt Practices Act《联邦反 

腐败行为法案＞(1910),198
Federal Election Campaign Act《联邦选 

举竞选法案X1971), 348h34
Federal Gazette《联邦公报》,66
Federal Housing Administration 联邦住 

房管理局,244
Federal Republicans 联邦民主党人，129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联邦贸易委 

员会,199,205
Federalist papers《联邦党人文集＞,55, 

65,69,76,84,85,142,239
Federalists 联邦党人，84, 91, 94, 98, 

111—12, 131 ； election practices of 
选举活动,65—66,78,80, 81,110, 
129—30 ； newspapers and 报纸和， 

56, 68, 70, 74, 76, 126, 328n77； 
popular associations opposed by 反 

对民间社团，56—59, 61,62, 106 j 
postal service and 邮政服务，67

Feickert,Lillian 莉莲・费克特，197 
Feminine Mystique, The(Friedan)《女性 

的奥秘》(弗里丹)，261

feminists 女牲主义者，261—62； nine
teenth-century 19世纪，115

Fenno,John 约翰•费诺，68_69
Finney,Charles 査尔斯•芬尼，102
fire companies 消防公司 ‘volunteer 志愿 

者 101,174—75
Fischer,David Hackett 戴维•哈克特*  

费希尔，129,316—17加9
Fleischman,Doris多丽丝・弗莱希曼， 

199—200
Florida 弗罗里达:admission to Union of 

加入联邦 106； civil rights move
ment in 民权运动，255 ； repeal of 
poll tax in废除选举税,252

Follett, Mary 玛丽・福莱特， 

219,354nI49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食品和药 

品管理局(FDA), 267
Ford,Gerald R.杰拉尔德• R.福特 269, 

285
Ford,Henry 亨利・福特,198,204 
foreign policy 外交政策，209 $ Cold War 

consensus on冷战时期的共识,277
Formisano, Ronald, 333M0
Forney,John W・约翰・W・福尼，121
Fortune magazine《财富》杂志，224
France 法国：frequency of voting in 投票 

频率,171|in King William's War 威 

廉王之战，12 ； during Revolution 在 

革命中,44
Frankfurter,Felix费利克斯•法兰克福 

特，248
Franklin,Benjamin本杰明•富兰克林， 

23,31—35,38—41,44,70,322nl 03
Franklin, James詹姆斯・富兰克林,33
Franklin, William,322nl03
Freedom Rides自由乘车运动，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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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eehling, Wiliam W. ,337n9
Free Speech Movement 自由言论运 

动，267
Frelinghuysen, Theodore 西奥多・弗里 

林海森，103—4
French Revolution 法国大革命，56—57, 

59,62
Freneau, Philip 菲利普•弗伦诺，68—

69,75
Freud,Sigmund西格蒙德•弗洛伊德， 

190—91
Friedan,Betty 贝蒂•弗里丹，261—62
Friedrich,Carl J.卡尔・J.弗里德里希， 

221—22
Frye,Donna唐娜•弗莱伊,290
Fulbright,J. William J.威廉・富布赖 

特,285
Fuller,Margaret玛格丽特・富勒，121 
fund raising, party 筹措资金，政党， 

151—53

Gallatin, Albert艾伯特•加勒廷，

74—75
Gallup9George 乔治・盖洛普，223—28
Galveston(Texas)加尔维斯敦(得克萨 

斯)，city government in 市政府，167
Gans, Herbert, 365n5
Garfield,James詹姆斯・加菲尔德,145, 

149, 153, 154, 339nI4
Garrison,William Lloyd 威廉•劳埃德 

・加里森,115,123
Gazette of the United States《合众国公 

报＞,68,126
General Association o£ Congregational 

Ministers公理会牧师总联合 

会,102
General Federation of Women*s  Clubs 女

性俱乐部大联盟，160
General Union for the Promotion of the 

Christian Sabbath基督教安息日促 

进总会,99
gentry 绅士阶层,see deference?social hi

erarchy 参见恭顺、社会等级制度

George, Henry 亨利・乔治,157— 
58,169

George,Walter沃尔特・乔治，230
Georgia佐治亚：colonial殖民地的，29 ； 

electoral practices in 选举活动， 

117； legislature of 立法，45； post
Revolutionary 后革命的，4 7

German-Americans 德裔美国人，149
Germany 德国:individual rights and so

cial responsibilities in 个人权利和 

社会责任,289； and Revolution和革 

命，44； in World War I 在一战 

中，201
Gerry, Elbridge埃尔布里奇•格里，49, 

51,67
Gettysburg Address 盖茨堡讲话， 

239,367加7
Gilligan,Carol卡罗尔・吉利根，109
Glendon, Mary Ann 玛丽•安•格兰 

登,288
Glorious Revolution 光荣革命，13,14
Goddard, William 威廉•戈达德， 

43,322加03
Godkin, E. L. E. L.古德金，158—59, 

181,183,187,295,338n5,366w5
Goldwater, Barry,363nllS
Gouverneur, Samuel塞缪尔•古弗尼 

尔,105—6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政府印刷机 

构，121
Grand Army of the Republic 共和国荣



346 ］好公民一美国公共生活史

军团,160,161
Grange格兰其农民协会,160
Grattan,C. Hartley C・哈特利・格拉顿， 

200, 349M0
Gray v. Sanders(1963),格雷诉桑德斯 

案(1963),171
Great Society 伟大社会,Progressive no

tion of进步主义理念,189, 193, 
202,215

Great Society anti-poverty programs 伟 

大社会反贫困计划，262, 308
Greeley, Andrew安德鲁•格里利， 

303—4
Greeley, Horace霍勒斯•格里利， 

120—22
Greenback-Labor Party 绿背工人俱乐 

部，163
Green family 格林家族，38
Grimke, Angelina安杰利娜•格里姆 

凯,108

Habermas, Jurgen尤根・哈贝马斯， 

315—16n3
Habits of the Heart (Bellah et al・)《心 

灵的习惯》(贝拉等)，296
Hadley, Arthur T.阿瑟• T.哈德利， 

193,218
Hall,David戴维・霍尔，41
Hamilton, Alexander亚历山大•汉密尔 

顿，58,59,63—65,68, 69,76,130, 
226,249,269

Hamilton, Andrew,安德鲁•汉密尔 

顿,36
Hancock,Winfield S.,温菲尔德• S.汉 

考克，166
handicapped rights movement 残疾人权 

利运动，265

Harding, Warren G.沃伦• G.哈定，

122,194—95,210
Harper's magazine《哈泼氏》杂志，295
Harris, Benjamin 本杰明•哈里斯,11— 

12
Harrisburg Pennsylvanian《哈里斯堡 

宾夕法尼亚州人报》，223
Harrison, Benjamin本杰明・哈里森， 

145,185
Harrison, William Henry 威廉•亨利• 

哈里森,114,127
Harvard University 哈佛大学，189, 

216,296
Hastie,William威廉・黑斯蒂，251
Hatch Acts《赫奇法案》(1939； 

1940),230
Hawaii 夏威夷，269 ； same-sex marriage 

in同性婚姻，299
Hawthorne ♦ Nathaniel 纳撒尼尔• 霍桑， 

140,155
Hayes,Rutherford B.，拉瑟福德• B.海 

斯,145,151
Hays,Will H. ,340M4
Hazardous Materials Transportation Act 

《危险品运输法案X1975) ,271
Hearst, William Randolph 威廉•伦道 

夫・赫斯特，179,193
Heclo, Hugh休・赫克洛，258
Herring,E・ Pendleton E.彭德尔顿•赫 

林，194,199
Hewitt,Don 唐•休伊特,237
Hicks, Granville格兰威尔•希克斯，

221—12
Higginson, Thomas Wentworth 托马斯 

・温特沃思・希金森，159
Higher education 高等教育,see universi- 

ties参见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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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ghlander Folk School 高地人成人学 

校，254
Hitler, Adolf阿道夫・希特勒， 

227, 247
Hofstadter, Richard理査德•霍夫施塔 

特,130
Holmes, Stephen, 332n53
Holzer, Harold哈罗德・霍尔泽， 

138—39
Hoover, Herbert 赫伯特•胡佛，195, 

210,218,226,229,231,252,352n93
House, Col.豪斯上校，212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U. S.美国众 

议院,61,83,109,152,181,275； an
ti-slavery petitions to反对奴隶制请 

愿,107,108 ； election of representa
tives to 议员选举，50,51,86； lobby
ists and 游说者和，199 ； newspaper 
coverage of 报纸报道，127

Howe,Frederic C.弗雷德里克• C.豪， 

217,218
Hughes, Charles Evans 查尔斯・埃文 

斯•休斯，172
Humphrey, Hubert 休伯特•汉弗 

莱,282

Ickes, Harold哈罗德・伊克斯，251
Ickes, Harold, Jr.小哈罗德•伊克 

斯，272
Idaho 爱达荷，population growth in 人口 

增长，276
Illinois 伊利诺伊：civil service reform in 

公务员制度改革＞154； election o£ 
local officials in 地方官员选举，97； 
Lincoln-Douglas debates in 林肯与 

道格拉斯辩论,133—43； Public U- 
tility Information Committee 公共 

事业信息委员会，194； State Coun
cil of Defense州国防委员会，194

Image, The ( Boorstin)《图像》(布尔斯 

廷),236
immigrants 移民，restrictions on 限制, 

183—84
Independence Day 独立日，institutional

ization of制度化，129
Indiana 印第安纳：ballot in 选票，170 ； 

campaign practices in 竞选 活动， 

155—56,164；civil service reform in 
公务员制度改革,154； election of 
local officials in 地方官员选举，97； 
restrictions on franchise in 对于选 

举权的限制，183
individual rights 个人权利，see rights- 

bearing citizen model 参见拥有权利 

的公民模式

informed citizen model 知情的公民模 

式,6,9,182—85? founding fathers 
and建国之父和,69—77

Insull, Samuel塞缪尔・英萨尔，194 
intelligence, citizenship of 信息，公民 

权,182—85
interest groups 利益团体，160—61, 

278—81
Interior Department, U. S.美国内政 

部,251
Internal Revenue Service 国内税局,151, 

205,307
Interstate Commerce Commission (ICC) 

跨州贸易委员会，167,205 
interviews 采访，179—80
Iroquois Indians易洛魁族印第安人，12
Irwin, Will 威尔•欧文，195—96
Isaac, Rhys, 320n85
Italy 意 大利，voluntary associations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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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愿性组织，296
Ivins, William 威廉・埃文斯,152,157

Jackson, Andrew安德鲁・杰克逊，103, 
106,107,113, 120, 121,127,131, 
132,207,272

Jackson, Robert 罗伯特•杰克逊，248 
Jacobins雅各宾派，81
James U , King of England 英王詹姆斯 

二世,13
Japanese-Americans 日裔美国人，intern

ment of 拘留，247—48
Jay, John约翰・杰伊,76
Jefferson,Thomas托马斯・杰斐逊，4, 

10,54,62,87—89, 129,131,189— 
90,231,249, 319n6S,326n53；edu- 
cation advocated by 推行的教育，

72 ； and framing of Constitution 宪 

法的制定，49,52—55；Gallup on 盖 

洛普，226; ideal of yeoman farmer 
of自耕农的理想,28； Mount Rush
more bust拉什莫尔山半身像， 

203一4 ； newspapers and 报纸和， 

55,66―69,75—76； Paine and 潘恩 

和，44 ； popular associations suppor
ted by支持的民间社团,62； presi
dency of 总统，64—65,74,81,91, 
111,112

Jefferson Memorial杰斐逊纪念堂， 

203,228
Jehovah's Witnesses耶和华的见证 

人，248
Jews 犹太人，29,300,303
John XXin, Pope教皇若望二十三 

世，303
Johnson, Andrew 安德鲁•约翰逊，179 
Johnson,Lyndon B.林登・B.约翰逊

142,259, 363nll8
Johnson, Richard 理查德•约翰逊，104 
Jones, John约翰・琼斯,105 
journalism 新闻，newspapers 参见 

报纸

Judiciary Act《司法法案＞(1795),81 
Junto 协会,39
Justice Department, U. S.美国司法部，

Civil Rights Division 民权司，251

Kanka, Megan 梅根•坎卡,291 
Kansas 堪萨斯：newspapers in 报纸，

125 ； restrictions on franchise in 对 

于选举权的限制，183
Kansas-Nebraska Act《堪萨斯-内布拉

斯加法案M1854), 133 
Kateb, George乔治・凯特布，273 
Keimer, Samuel 塞缪尔•凯姆尔,33,35 
Keith, William 威廉・基思，33 
Kelley, Florence弗洛伦斯・凯利，276 
Kendall,Amos阿莫斯・肯德尔，106 
Kennedy, John F.约翰・F.肯尼迪， 

233—39,241,264
Kennedy, Robert F.罗伯特• F.肯尼 

迪，264
Kentucky 肯塔基：circular letters in 通 

函，118； Democratic-Republican so
cieties in民主共和社团，56

Kenyon College 凯尼恩学院，214 
Keyfitz, Nathan内森・凯菲茨，227 
Keynesian economics 凯恩斯经济学， 

277—78
Khamisa, Azim阿吉姆•卡米莎,290 
King,Martin Luther, Jr.小马丁 •路德

・金,10,142,255,264
King,Rufus 鲁弗斯•金，53 
King Williams War 威廉王之战,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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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leppner, Paul,342/184
Knights of Labor工人骑士会,160,163
Know-Nothings 一 无所知党，131, 

132,141
Korematsu v. United States 是松诉美国 

案(1944), 247—48,308

Labor Department, U. S.美国劳工部, 

Women's Bureau 妇女管理局，261
labor movement 工人 运动，160, 163, 

259—60 9 266, 306
Lage, W. P. W.P.拉格,200
Landon, Alf艾尔弗・兰登，224
Lasker, Albert D.艾伯特• D.拉斯克，

194—95
leadership 领 导地位，191,205一11 ； ex

pertise and专长和，219
League for Political Education 政治教育 

联盟，222
League of Nations 国际联盟，142, 

195,208
League of Women Voters 女性选民联 

盟,197,229
Lee, Henry 亨利•李，68
Lee,Ivy艾维・李，199
Lee, Robert E.罗伯特• E.李,204
Letters from a Farmer in Pennsylvania 

(Dickinson)《宾夕法尼亚农夫信 

札》(迪金森)14,40—41
Lewis,John L.约翰• L.刘易斯,260
Lewis,Sinclair辛克莱・刘易斯,221
Liberator, The《解放者报》，123
Liberty and the News (Lippmann)《自由 

与新闻》(李普曼),212
Liberty Trees 自由树，320—21n85 
libraries 图书馆，119
Library of Congress 国会图书馆，203

Lincoln, Abraham亚伯拉罕・林肯，10, 
144,207；debates with Douglas 与道 

格拉斯辩论，133—43, 233, 238— 
39 ； Mount Rushmore bust of 拉什 

莫尔山半身像，203—4 ； newspapers 
and 报纸和,121,128；patronage and 
庇护制和，148—49

Lincoln Memorial 林肯纪念堂，203
Lippmann, Walter沃尔特・李普曼， 

189,191—92,195, 211—15,217— 
19, 226, 295, 310, 312, 351n73 , 
352n93

Literary Digest《文学文摘》223—24 
litigation 诉讼，strategies of 策略，256— 

57,260
Livingston, William 威廉•利文斯顿,42 
lobbying 游说,100,160,199
Locke,John 约翰・洛克,23,33,45
Log Cabin , The《原木屋报》，120
Lonely Crouud , The ( Riesman)《孤独的 

人群》(理斯曼)，300
Los Angeles Times《洛杉矶时报》， 

171,305
Louisiana 路易斯安那:civil rights move

ment in KtZ 运动，255； restrictions 
on franchise in对选举权的限 

制,184
Lowery, Joseph约瑟夫•洛厄里，254 
Lubell, Samuel塞缪尔•卢贝尔，236 
Lusky, Louis,356nI4
Lynch, Thomas 托马斯•林奇,43

Maclay, William 威廉•麦克莱，70
Madison,James詹姆斯・麦迪逊，4,10, 

45, 61, 65, 76, 84—85, 87—90, 
111,227,228； and Bill of Rights 和 

《权利法案》，73,75；at Constit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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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 Convention 制宪会议，51,52,88； 
factionalism opposed by 反对帮派 

主义，64 ； newspapers and 报纸和，

67—69 ； and Washington's Farewell 
Address和华盛顿卸任演说， 

62—63
Magdol, Edward, 332n45
Maine 缅因:Democratic-Republican so

cieties in民主共和社团，56 ； mis
sionaries in 传教士，102 ； restrictions 
on franchise in对于选举权的限制， 

183 ； temperance movement in禁酒 

运动，104
Man in the Gray Flannel Suit 9 The 

（Wilson）《穿灰色法兰绒套装的男 

人》（威尔逊），300
Mann,Horace 霍勒斯•曼，92,103 
Mansbridge,Jane简・曼斯布瑞吉，17 
Manual of Parliamentary Practice, A 

（Jefferson）《议会工作手册》（杰斐 

逊）,53
Marine Mammal Protection Act《海洋哺 

乳动物保护法案＞（1972）, 271
marital rape 婚内强奸,268
Marshall, John 约翰•马歇尔，59—

60,96
Marshall, T. H. ,315n2
Martin,Thomas Bryan 托马斯•布赖恩

・马丁，21
Marx,Karl卡尔•马克思，121
Maryland马里兰：colonial殖民地的，

14, 29, 38； Democratic-Republican 
societies in 民主共和社团,56 ； elec
toral practices in 选举活动,79 ； re
strictions on franchise in 对 选举权 

的限制，184
Mason,George 乔治•梅森，49,50,52

Masons 共济会,176
Massachusetts 马萨诸塞：abolitionists in 

废奴主义者,108； ballot in选票， 

169, 170； circular letters in 通函， 

118；civil service reform in 公务员 

制度改革，154； colonial殖民地的， 

12—20, 25, 26, 33—34, 37, 38, 
41—43 ； constitutional convention in 
制宪会议，94—95 ； Democratic-Re
publican societies in民主共和社团， 

56；Federalists in 联邦党♦65,98；in- 
formational bulletins on elections in 
在选举时的信息公告,196； public 
education in 公共教育，92 ； ratifica
tion o£ Constitution by 批准宪法， 

76； reading and discussion groups in 
阅读和讨论团体,119; reform or
ganizations in改革组织，102—3 ； 
representation in House of 议院的 

代议制，86一87 $ restrictions on 
franchise in对选举权的限制，183 

Mather, Cotton 科顿•马瑟，23,33 
Maude（television program）《莫徳》（电 

视节目），305
McCabe,William威廉・麦凯布，157 
McCarthy, Charles查尔斯 ・ 麦卡 

锡,217
McCarthy,Eugene 尤金・麦卡锡，272 
McGerr, Michael, 340M4
McGuffey's readers 麦加菲读本，91 
McKinley,William 威廉麦・金利,156, 

179,206
media 媒介，see newspapers ； television 参 

见报纸、电视

Medicaid 医疗补助,263,279 
Medicare医疗保障方案，263 
medicine 医疗，rights*orientation  in 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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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向，270
Medill,Joseph约瑟夫・梅迪尔，128
Megan's laws 梅根法，291
Meldrum, William 威廉•梅尔德伦,21
Melville, Herman赫尔曼•梅尔维 

尔，155
Merz,Charles査尔斯•梅尔茨,212
Mexican War墨西哥战争，138
Michelson, Charies查尔斯•米切尔森， 

195—96
Michigan 密歇根:campaign practices in 

竞选活动，164, 198；restrictions on 
franchise in对于选举权的限制，183

Mickelson,Sig西格•米克尔森,281
Mifflin,Thomas 托马斯•米夫林,42,59 
Milkis, Sidney西德尼•米尔克斯， 

229,230
Mill, John Stuart约翰•斯图亚特•密 

尔 168—70
Miller, Charles 査尔斯•米勒，178 
Millis,Walter沃尔特・米利斯，200 
Mills, C. Wright C.赖特・米尔斯， 

301,365n5
Milwaukee 密尔沃基：municipal research 

bureau of 市政研究所，216 ； news
papers in 报纸，125,181

Mine Safety Act《矿山安全法案》 

(1969),266
Minneapolis 明尼阿波利斯，newspapers 

in 报纸,159,181
Minnesota 明尼苏达，restrictions on 

franchise in对于选举权的限 

制，183
Missionary Society Connecticut 康涅狄 

格传教士社团，102
Mississippi 密西西比，election of local 

officials in地方官员选举，97

Mississippi Freedom Democratic Party 
密西西比自由民主党，272

Missouri 密苏里，restrictions on fran
chise in对于选举权的限制，183

Missouri Compromise《密苏里妥协 

案》，141
Mohr,James C. ,344n!21
moiety system 均分制度，151 
monarchy 君主统治，14,24—27,45
Mondale, W alter, 355n5 
monitorial citizen 监督员公民，310—11
Monroe,James,詹姆斯•门罗，68
Montana 蒙大拿：informational bulletins 

on elections in在选举时的信息公 

告，196； population growth in 人口 

增长，276
Montesquieu 孟德斯鸠，23,84
Montgomery bus boycott 蒙哥马利抵制 

公车运动,252—55
moral reform movements 道德 改革运 

动,99—100,102—4
Morgan,J. P. J.P.摩根，175
Morris, Aldon, 35 7
Morris,Gouverneur古弗尼尔•莫里斯， 

49,50,129, 130
Morris,Lewis刘易斯•莫里斯，36
Motor Vehicle Air Pollution Control Act 

《机动车辆空气污染控制法案》 

(1965),270
Mott, Lucretia柳克丽霞•莫特， 

108,115
Mount Prospect (New Jersey) Political 

Society希望峰(新泽西)政治社 

团，56
Mount Rushmore 拉什莫尔山，203—4
Mugwumps 骑墙派，146—47,158—60, 

169, 178, 338w5,3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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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nicipal reforms 市政改革，167, 
175,188

municipal research bureaus 市政研究所， 

216—17
Munro,William B.威廉・ B.芒罗，171, 

184,348n32
Murphy,Frank弗兰克・墨菲，251
Mussolini, Benito贝尼托・墨索里 

尼，227
Mutch, Robert E. ,348n34

Nader,Ralph 拉尔夫•纳德,32,256
Napoleon 拿破仑，Emperor of France 法 

国皇帝，325龙4
Nash,Gary,322nl00 ,323n2O7
Nashville Banner《纳什维尔旗帜 

报＞,180
Nation, The ＜国家》杂志，183
National American Woman Suffrage As

sociation 全国女性选举权促进 

会，197
National Archives 国家档案馆，203
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

ment o£ Colored People (NAACP) 
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250,251- 
55,258,292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Manufacturers 
全国制造商联合会,160

National Bank Act《国家银行法案》 

(1863),204
National Breast Cancer Coalition 国家乳 

癌联盟，279
National Broadcasting Company (NBC) 

国家广播公司，222,282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国家经济研究社，217
National Center for th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Rape国家强奸预防与控 

制中心，269
National Civil Service Reform League 国 

家公务员制度改革联盟，153-54 
National Committee to Abolish the Poll 

Tax废除选举税全国委员会,253
National Community Center Association 

全国社区中心协会,219
National Education Association 全国教 

育协会,202
National Gazette《国民公报》,68
National Institute of Mental Health 国家 

心理健康研究院，269
National Intelligencer《国家情报员 

报＞,117,126
National Municipal League 全国大都会 

联盟，175
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Women 

(NOW)全国妇女组织,261—62
National Park Service 国家公园管理 

局,205
National Press Club全国新闻界俱乐部， 

181
National Republicans 国家共和党人4 

113,114
National Welfare Rights Organization 

(NWRO)国家福利权利组织， 

262,270
National Woman Suffrage Association 全 

国女性选举权促进会，160
Native Americans 印第安人，247
Neale,Thomas托马斯・尼尔，13
Nebraska 内布拉斯加：informational 

bulletins on elections in 在选举时的 

信息公告，196; marital rape prose
cution in婚内强奸诉讼，268 ； re
strictions on franchise in 对 于选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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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的限制，183
Neier, Aryeh 阿尔耶•奈尔，256
N erone ,John,335n!03
Neutrality for the United States (Bor- 

chard and Lage)《美国的中立策略》 

(博査德与拉格)，200
Nevada 内华达，population growth in 人 

口增长，276
Neville,John约翰・内维尔，58 
Newberry, Truman杜鲁门・纽伯

里，198
Newberry case纽伯里诉美国案

(1921),271
New Deal,新政,185,192,209,228—32, 

253, 263, 357n50 ； African Ameri
cans and非洲裔美国人和，251—
52； consumer health and safety laws 
in消费者健康和安全法, 267； and 
integration of rural America into 
national culture和美国的农村融入 

国家文化中 242 ； nationalization of 
public policy in公共政策的国家化， 

259； silent 无 声的，264—65； Su
preme Court and最高法院，248 

New Freedom , The (Wilson)《新自由》

(威尔逊)，208,220
New Hampshire 新罕布什尔：colonial 殖 

民地的 >13 ； electoral practices of 选 

举活动,86,117； missionaries in 传 

教士，102； nomination process in 提 

名 程序，78； post-Revolutionary 后 

革命的,47 restrictions on franchise 
in对于选举权的限制，183

New Jersey 新泽西:abolitionists in 废奴 

主义者，109 ； campaign practices in 
竞选活动,156,163,164；colonial 殖 

民地的，18—19, 26, 28, 38, 42；

Democratic-Republican societies in 
民主共和社团，56； electoral prac
tices in 选举活动，117, 162—63 ； 
marital rape prosecution in 婚内强 

奸诉讼，268 ； post-Revolutionary 后 

革命的，47 ； Wilson's reform pro
grams in威尔逊的改革计划，208 

New Left 新左派，258
New Mexico 新墨西哥，population 

growth in 人 口增长，276
New Republic , The《新共和》杂志，190, 

195,213
newspapers 报纸，6 ； as patrons of orato

ry 演讲的推广者，126—28； cam
paign coverage by 竞选报道，139； 
colonial-era 殖民地时代，11一13, 
32—42 ； commerctalizatlon of 商业 

化，177—82； elections and 选举， 

165 ； Federalist 联邦党，56,68—69 ； 
founders5 attitudes toward 建国者 

对报纸的态度，69—77 ； Lippmann's 
critique of李普曼的批评,212—14； 
nineteenth-century growth of 在 19 
世纪的发展,116—26； postal sys
tem and邮政系统和，66—68 ； prop
aganda in 宣传，193—97, 201 ； and 
Revolution 和独立革命，41—43； 
television and 电视和,287

New York City 纽约：antiwar demon
strations in 反战示威，258 ； ballot in 
选票,169,171,172 ； Bureau of Mu
nicipal Research市政研究所,216； 
campaign practices in,竞选活动 

156,157,162 ： divorce laws in 离婚 

法,269； fire fighting in 消防,174； 
machine politics in政治集团政治， 

147,152,153； newspapers in 报纸, 



354 |好公民一美国公共生活史

75,76,116,119—21,128,177—81, 
193—94,201 ；patronage in 庇护制， 

149,151； polling in 民调 223； radio 
broadcasting from 电台广播，222 ； 
volunteer fire companies in,志愿性 

消防公司 101; vote counting in 选 

票点数，165
New York Civil Service Reform Associa

tion 纽约公务员制度改革联合会， 

153—54
New York Enquirer《纽约问询者 

报＞,120
New York Gazette《纽约公报》，19
New York Herald《纽约先驱报＞,120, 

123,149, 176, 223
Neuu York Journal《纽约新闻报》， 

179,193
New York State 纽约州：abolitionists in 

废奴主义者，106； ballot in选票， 

171 ； campaign practices in 竞选活 

动，164； circular letters in 通函， 

118；colonial 殖民地的,12,13,17— 
19,26,19,35—38,42,43；宪法 con
stitution of, 96—97, 212； electoral 
practices in 选举活动，77,79,129； 
equal employment opportunity law 
in 平等就业法，266； missionaries in 
传教士，102 ； newspapers in 报纸， 

124；nomination process in 提名程 

序,78； party politics in 政党政治， 

112, 130—31; post-Revolutionary 
后革命的，46, 47 ； ratification o£ 
Constitution by 批准宪法，76,142； 
restrictions on franchise in 对于选 

举权的限制，183
New York Sun《纽约太阳报》，119,194 
New York Times《纽约时报》，120,171,

177—79, 194, 200,212,283,305
New York Tribune《纽约论坛报＞,120, 

122,128,159
New York World《纽约世界报＞,161— 

62,179
Ne-urYork Weekly Journal《纽 约周 

报＞,36,37
Nicholas,Wilson尼古拉斯・威尔逊，68
Nixon,E. D. E.D.尼克松，253
Nixon, Richard M.理査德・M.尼克 

松，233—39,355n!8
Norfolk 诺福克，popular associations in, 

民间社团，56
North American Review《北美评 

论＞,200
North Carolina 北卡罗来纳：colonial 殖 

民地的，22,29； electoral practices in 
选举活动，79 ； legislature of立法机 

构，82 ； post-Revolutionary 后革命 

的,47
North Dakota 北达科他：informational 

bulletins on elections in 在选举时的 

信息公告，196 ； initiatives in 提案， 

276； restrictions on franchise in 对 

于选举权的限制，183
…一、：— .

Oberlin College 欧柏林学院，115
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Act《职 

业安全卫生法案X1970) ,266,270
Ochs,Adolph阿道夫・奥克斯,177,178 
Odd Fellows同行互助会,176
Odegard,Peter彼得・奥迪加德,194
Office of Economic Opportunity 经济机 

遇办公室，257
Office of Education 教育办公室,221
Ohio 俄亥俄：campaign practices in 竞选 

活动，164； informational bulleti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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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elections in在选举时的信息公 

告，196； missionaries in 传教士， 

102 ； newspapers in 报纸，122
Oklahoma 奥克拉荷马，informational 

bulletins on elections in 在选举时的 

信息公告,196
Onslow, Arthur,阿瑟•翁斯洛,53 
oratory 演讲，press as patron of 新闻界 

作为推广者,126-28
Oregon 俄勒冈:ballot in 选票，171—72； 

informational bulletins on elections 
in在选举时的信息公告,196； mari
tal rape prosecution in 婚内强奸诉 

讼，268； population growth in 人 口 

增长,276； Republican Party in 共和 

党，149； restrictions on franchise in 
对于选举权的限制，183

Oreskes, Michael 9 354—55n5
Organization Man , The ( Whyte)《有组 

织的人》(怀特),300
Overacker, Louise路易丝•奥弗拉 

克，197

Paine, Thomas 托马斯•潘恩，43— 
44,233

Paley,William 威廉・佩里，283
Palko v, Connecticut帕尔科诉康涅狄 

格案(1937),245—46,248,308
Pamphlets 宣传册，37—38,41,56； Rev

olutionary 革命性，43—44
Pangle,Thomas 托马斯•潘戈，72
Parker, Alton奥尔顿・帕克，179 
Parker, James, 322nl 03
Parks, Rosa罗莎・帕克斯，252一 

54,290
patientsJ rights 患者权利，270 
patronage 庇护制，147—53 ； fire fighting 

and 消防和，174—75 ； New Deal 新 

政,185,229—31
Paul VI,Pope教皇保罗六世，303
Pendleton Act《彭德尔顿法案》 

(1883),154
Pennsylvania 宾夕 法尼亚:abolitionists 

in 废奴主义者,109 ； campaign prac
tices in竞选活动，163 ； colonial殖民 

地的，17,19,26,30,33,36—38,42, 
43 ； Democratic-Republican societies 
in民主共和社团，56； election laws 
in 选举法,66 ； election o£ local offi
cials in地方官员选举，97 ； handi
capped rights in残疾人权利，265； 
missionaries in 传教士，102 ； nomi
nation process in 提名程序,78； pat
ronage in 庇护制，276 ； post-Revolu- 
tionary 后革命的，46,47,59； repre
sentation in House of议院的代议 

制，86—87 ； Republican Party in 共 

和党,152 ； split in Democratic Party 
in民主党的分裂,121； Whiskey Re- 
bellon in 威士忌叛乱，58—60

Pennsylvania Gazette《宾夕法尼亚公 

报》，33,35,36,41, 77, 87 
penny press 便士报，119—20,123 
Pepper, Claude 劳德•佩珀，252 
personnel practices 人事管理，265—66 
Peterson,H. C. H. C.彼得森,200,201 
Petitions 请愿，100； anti-slavery 反奴隶 

制,105—9
Phelps, Dodge import company 费尔普 

斯-道奇进口公司，151
Philadelphia 费城,54, 218； Catholics in 

天主教徒,303 ； colonial殖民地的， 

32—33, 35—41 ； Continental Con
gress in 大陆会议,25 ； municipal 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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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arch bureau of 市政研究所，216; 
newspapers in 报纸，66,68,75,76, 
116,119,121,12? popular associa
tions in民间社团，59,61

Pickering, Thomas, 326n53
Pierce, Franklin富兰克林・皮尔斯，

137,140
Pilgrims移民(朝圣者)，20 
Pinckney, Henry亨利・平克尼，107 
Pitkin,Hanna汉娜・皮特金，295 
Pittsburgh 匹兹堡,support for Whiskey

Rebellion in支持威士忌叛乱,59
Piven,Frances Fox弗朗西斯•福克斯 

・皮文，262
Plumer,William 威廉・普卢默，126—27 
Plunkitt, George Washington 乔治•华 

盛顿・普伦基特，147
Plymouth Colony普利茅斯殖民地，12 
Poggi, Gianfranco贾恩弗朗哥•波

齐,277
political parties 政党，5—7, 191,274— 

81 ； attitude o£ founding fathers to- 
ward建国之父的态度,5,55,64- 
66,111—12；decentering of 去中心 

化，228—32； declining economic 
significance of经济上的重要性的 

降低，275—76； economic growth 
and 经济增长和,277—78； fund-rai
sing by 资金筹措，151—53 ； interest 
groups and 利益团体 278—81 ； in
ternal reforms of 内部改革» 278； 
and locus of authority 权利核心,8; 
newspapers and 报纸和，121—22, 
178—79 ； nineteenth century growth 
of 19 世纪的发展，101, 110—16； 
patronage and 庇护制，147—53； 
policy oriented 政策导向，165—66 ； 

popular antagonism toward 来自社 

会的抵制 130—32,141—42,146— 
47, 158—60, 185—87； and west
ward poputation shift 和人 口向西 

迁移，276一77$ see also campaig
ning ；specific parties 又见竞选、特 

定的政党

Polk,James K.詹姆斯・K.波尔克，138 
Polling 民调,192,223—28,307 
Popenoe,David 戴维•波普诺,244
Port Huron Statement 休伦港宣言，257 
Portland(Maine)波特兰(缅因)，Repub

lican Society of共和社团,56
Post Office Act《邮政法案＞(1791),67 
postal system 邮政系统：anti-slavery lit

erature in反奴隶制材料，105—6 ； 
colonial-era 殖民地时代，13, 43； 
nineteenth century growth of 19 世 

纪的发展，119,124 ； patronage and 
庇护制和，150—51 ； post-Revolu- 
tionary 后革命的，66—68,75；rural 
free delivery in农村免费投递，177 

Poverty/Rights Action Center 贫穷/权 

利行动中心，262
Powderly, Terence特伦斯•鲍德利， 

163,169,341—42宛74
Preface to Politics, A ( Lippmann)《政 

治学序论》(李普曼),211
Presbyterians 长老会教徒，42,99,102 
presidential leadership 总统的领导权， 

205—10
President's Commission on Economy and 

Efficiency总统经济和效率委员 

会,216
President's Commission on National 

Goals总统国家目标委员会,236 
President's Commission on the Status of



索 引i 357

Women总统妇女地位委员会,261 
Pressman,Sonia索尼亚•普瑞斯曼，261 
Preston, Francis弗朗西斯•普雷斯 

顿，118
primary elections 预选，156, 166— 

67,188
primogeniture 长子继承权,91 
privacy 隐私，abundance and 繁荣和， 

243—44
Process of Government, The ( Bentley) 

《政府进程》(本特利)，216
professions 职业，rights-orientation in 权 

利导向，269—70
Progressivism 进步 主义，9, 136, 137, 

211,234,183； and civil rights 和民 

权，251； and consumer health and 
safety laws,与消费者健康和安全 

法，267；electoral reforms of 选举改 

革，146—47, 171—73, 276； and 
New Deal 和新政,230,232；and re
strictions of franchise和对于选举 

权的限制,182,184； informed citizen 
model of知情的公民模式，294, 
298—99

Prohibition 禁酒时期,226,243
Propaganda 宣传，192—202 ；anti-slavery 

反奴隶制，105
Propaganda for War (Peterson)《战争 

宣传》(彼得森)，200
protest movements 抗议运动，257—58 
Protestants 新教徒,13,32,92,94,176, 

243, 277,304
Providence ( Rhode Island )普罗 维登斯 

(罗德岛),176
Prussia 普鲁士 ： civil service reform in 公 

务员制度改革，153； frequency of 
voting in投票频率，171

pseudo-events 伪事件，236
Public and Its Problems , The ( Dewey ) 

《公众及其问题》(杜威)，214 — 
15,227

Public Broadcasting Sysrem(PBS)公共 

广播公司，284
public discourse, quality of 公共讨论的 

质量,304—5,307
public interest law 公共利益法，256
Public Interest Research Group 公共利 

益研究团体,256
Public Opinion ( Lippmann )《舆 论学》 

(李普曼),191,211—14,217,226 
public relations 公共关系，192—94, 

199—200
Public Works Administration 公共工程 

管理局，251
Publick Occurrences Both Forreign and 

Domestick (newspaper)《国内外公 

共事件报》，口

Pulitzer,Joseph 约瑟夫•普利策，179
Pulitzer Prize 普利策奖，196
Pulse of Democracy , T/ie(Gallup)《民 

主的脉搏》(盖洛普),225-26
Pure Fcod and Drug Act《纯净食品和药 

品法案》(1906),205, 270
Puritans 清教徒,16,19,23,54,104
Putnam,Robert 罗伯特•帕特南，296— 

98,301, 302
Pythians皮提亚会,176

Quadagno, Jill, 3 5 7
Queen Anne's War安妮女王之战，13
Quincy,Josiah 乔赛亚•昆西,95,129

Radio r播，222
railroads 铁路，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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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leigh News and Observer《罗利新闻 

和观察者报》,184
Ralph,Julian朱利安•拉尔夫，165 
Ramspeck Act《拉姆斯佩克法案＞,230 
Randolph, Edmund埃德蒙・伦道夫，

60,88
Randolph,John 约翰•伦道夫,80
Rape 强奸,268—69
Rather,Dan 丹•拉瑟,140
Raymond, Henry J.亨利・ J.雷蒙

德,120
Reagan, Ronald 罗纳德•里根，256, 

271, 285—87, 291
Reconstruction 南方重建，145,148,246 
Reforms 改革，188—90； ballot 选票，

168一74；campaign practices 竞选活 

动，156—62,166；civil service 公共 

服务, 153—55, 158, 161,185； edu
cational 有教育意义的，91—93； in
formation and 信息和，193； moral 
'道 德，99—1009 102—4； municipal 
城 市的，167, 175； of nominating 
process 提名程序，278 ； political 政 

治的，94—98 ； and restrictions on 
voting对于投票的限制,184—85 

Rehabilitation Act《康复法案》

(1973),266
Religion 宗教，302—4 ； civic,公民 202—

5 ； democratic ethos in 民主精神 93； 
reform and 改革和,99,102—4 ； see 
also specific religions 参见特定的 

宗教

representation 代议：in colonial era 殖 民 

地时代，25—27；in post-Revolution- 
ary era 后革命 时代，82—87 ； and 
Revolution 和独立革命,46—47 

Republican Party 共和党，1,3,113,146, 

186—87,233,283,285,340皿4 ； Af
rican Americans and非洲裔美国人 

和,252 ； ballot reform supported by 
倡导选票改革,172； campaign prac
tices of 竞选活动, 156, 158, 159, 
161, 162, 164, 166, 194—95, 198； 
declining significance of 重要性的 

降低，275； discontent encouraged by 
引发不满情绪，292； and civic reli
gion 和公民宗教，204； and civil 
rights 和民权，251； during Civil 
War 在内战 期间，131—32 ； Gallup 
on 盖洛普，226； and Lincoln-Doug
las debates与林肯和道格拉斯的辩 

论，133,138,141 $ national organiza
tion of 中央 机构，280—81; New 
Deal and 新政和，231 ； newspapers 
and 报 纸和，121, 122, 139, 177, 
179,193； patronage and 庇护 制和， 

148—49, 151一54, 174 ； reforms of 
改革，278； television coverage of 电 

视报道,282
Republicans 共和党人,Jeffersonian 杰斐 

逊主义，65, 66, 80, 81, 110—12, 
126,328^77 ； Sedition Act Opposed 
by反对《惩治叛乱法案》，70, 
74—75

Revere,Paul保罗・里维尔,310 
Reynolds,John 约翰•雷诺兹，163 
Reynolds v. 雷诺兹诉西姆斯案

(1964),271
Rhode Island 罗德岛：campaign practices 

in竞选活动，162； colonial殖民地 

的，17,29,38,42
Rhode Island, Uhiversity of 罗德岛大 

学,262
Riesman, David 大卫•理斯曼，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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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301,365/15
rights-conscious citizen model 权利意识 

清晰的公民模式，7 — 10,245—52, 
308—9 ； civil rights movement and 
民权运动，252—64； critics o£ ex
pansion of权利扩张的批评者， 

287一92 ；in education 教育，265 ； en
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环境保 

护和，270—71 ； in home在家中， 

268一69 ；media and 媒体，281—87 ； 
parties and interest groups and 政 

党和利益团体与，274—81 ； in politi
cal process,在政治进程中，271— 
73； in professions 在职业领域，269 
一 70； in universities 在大 学里， 

267—68； in workplace 在工作场所， 

265—67
Rise of American Civilization, The 

(Beard)《美国文明的崛起》(比尔 

德),201
Road to War (Millis)《通向战争之路》 

(米利斯),200
Roberts,Owen欧文・罗伯茨，248
Roches ter (New York)罗切斯特(纽约 

州)：community centers in 社区中 

心，219 ； municipal research bureau 
of 市政研究所，216 ； radio listening 
group in电台听众团体,222

Rockefeller,John D. ,Jr.小约翰・戴维 

森・洛克菲勒，199,204
Rockefeller Foundation 洛克菲勒基金 

会,217
Roe v. Wade罗伊诉韦德案(1973), 

141,292
Rolling Stone《滚石》杂志，283
Roman Catholics罗马天主教徒，see

Catholics参见天主教徒

Romer v. Evans罗梅尔诉埃文斯案 

(1995),306
Roosevelt»Eleanor 埃莉诺•罗斯福，251 
Roosevelt, Franklin D.富兰克林• D.罗 

斯福，195,207,218,224,228—31, 
235,283； African Americans and 非 

洲裔美国人和，151； court-packing 
proposal of填塞法院计划,203, 
248； Jefferson memorialized by 纪念 

杰斐逊,203,204,228
Roosevelt, Theodore西奥多・罗 斯福， 

144,154,198, 204,206—9,220
Roper, Elmo埃尔摩•罗珀，224
Roper Center for Public Opinion Re

search 罗普民调中心，297
Rossiter,Clinton 克林顿•罗西特，236
Rousseau, Jean-Jacques 让一雅克•卢 

梭，295
rural life 农村生活，integration into na

tional culture of融入国家文化中， 

242—43
Rush,Benjamin 本杰明•拉什，71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拉塞尔•塞奇 

基金会,216,217
Russian Revolution 俄国革命，212

Sabbatarian movement 安息 日 运动, 

99—100,103—4
St. Louis 圣路易斯，polling in 民调，213
St. Paul 圣保罗，newspapers in 报 

纸,181
San Francisco 旧金山：be-ins in 反战集 

会，264； campaign practices in 竞选 

活动，162； municipal research bu
reau of市政研究所，216； news
papers in 报纸，181 ； patronage in 庇 

护制,148—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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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uter, Van Gordon 范戈登・索特,286
Scalia, Antonin, 346n5
Scarlet Letter, The( Hawthorne)《红字》 

(霍桑),155
Schell, Iona than, 3 5 5nl 8
Schlesinger, Arthur M・阿瑟・ M.施莱 

辛格,190
school social center movement 学校社区 

中心运动,219—20
Schurz,Carl,卡尔•舒尔茨，149 
scientific management 科学管理, 

217—18
Scopes “monkey” trial 斯科普斯“猴子” 

审判，243
Scovel, Sylvester西尔维斯特■司考 

沃,181
Second Great Awakening 第二次大觉 

醒，99
Sedition Act《惩治叛乱法案H1798), 

36,55,70,74—75,77
Senate,U. S.美国参议院,49,61,71, 

74,75,121,151,181,102,226 ； anti
slavery petitions to反奴隶制请愿， 

107 ； campaign financing investiga
tion in竞选资金调査,162,198；civil 
rights legislation in 民权立法， 

259—60； elected by state legisla
tures 由州立法机构选举产生，70 ； 
Jefferson as presiding officer o£ 杰 

斐逊任主席，53 ； and Lincoln-Doug
las debates与林肯和道格拉斯的辩 

论,133,138； lobbyists and,游说者 

199；newspaper coverage of 报纸报 

道，126一27 ； popular election of 大 

众选举,135,167,209
Seneca Falls Convention 塞内加瀑布市 

大会，115

settlement house movement 定 居房运 

动，219
Seven Years*  War 七年战争,26
Seward. William H.威廉・ H.苏厄德，

127—28
sexual harassment 性骚扰，266—67 
Seymour,Charles 查尔斯・西摩,201 
Shaw,Anna Howard安娜・霍华德・

肖，158
Sheppard-Towner Act《谢泼德一托纳法 

案＞(1921),206
Sherman,Roger 罗杰•谢尔曼,50
Sherman Act《谢尔曼法案＞(1890),167 
short ballot reform 简易选票改革， 

171—73
Simonton,James W.詹姆斯・W.西蒙 

顿，149
Sinclair, Upton厄普顿・辛克莱,231
60 Minutes(television program)《六十 

分钟》(电视节目)，237,305
Skocpol, Theda, 341 nd 7
Skowronek, Stephen, 340n40
Slavery, opposition to 反对奴隶制，see 

abolitionism参见废奴主义

Small Town(Hicks)《小镇》(希克斯)， 

221—22
Smith,Al艾尔・史密斯，225—26
Smith, Howard K.霍华德・K.史密 

斯，234
Smith, Howard W.霍华德・W.史密 

斯,261,358w51
Smith,Samuel塞缪尔・史密斯，117
Smith v. Alluuright史密斯诉奥尔莱特 

案(1944),271
Social hierarchy 社会等级制度：in colo

nial era在殖民地时代，4,5,7； and 
disparity between rich and poor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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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富差距 >305； and locus of author- 
ity和权利核心,8 ； Gilded Age镀金 

时代，175—76；in post-Revolutiona- 
ry era在后革命时代，78一79 ； see 
also deference 参见恭顺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 社会科 

学研究理事会,217
Social Security Act《社会保障法案》 

(1935),262,263
Solid Waste Disposal Act《固体废物处 

置法案 >(1965),270
South Carolina 南卡罗来纳：abolitionist 

activities in废奴主义者的活动， 

105——6 ； civil rights movement in 民 

权运动,255；colonial殖民地的，22, 
25, 26, 29, 38, 43； Democratic-Re
publican societies in民主共和社团， 

56 ； electors chosen by legislature in 
由立法机构挑选的选举人,97 leg
islative elections in立法机构选 

举,47
South Dakota 南达科他，203—4 ； restric

tions on franchise in对于选举权的 

限制，183
Southern Christian Leadership Confer- 

ence(SCLC)南方基督教领袖会 

议，254
Soviet Union 苏联，241,260,292 
Spectator, The《旁观者》，33
Spengler, Oswald, 348n31
Stalinism斯大林主义，292
Stamp Act《印花税法案》(1765),41, 

46,320厨5
Stanley, Henry Morton 亨利•莫顿•斯 

坦利，181
Stanton,Frank弗兰克・斯坦顿，285 
State Department, U. S.美国国务院，

68,203
Steele,John约翰•斯蒂尔，67
Stephens,Alexander亚历山大•史蒂芬 

斯，127
Stevenson, Adlai阿德莱•史蒂文森， 

267,284,363^18
Stewart,Donald K. ,328n77
Stith William威廉・史蒂斯，24—25 
Stokes,Carl卡尔・斯托克斯,282 
Stone,Harian Fiske 哈伦•菲斯克•斯 

通，246,356nI6
Stone,Lucy露西・斯通，115
Story,Joseph 约瑟夫•斯托里,94,119
Studebaker,John约翰•斯多德巴克尔， 

220—22
Students for a Democratic Society (SDS) 

民主社会学生会,257
student movement 学生运动，257—58, 

267—68
suburbs 郊区，244—45
"Suburban Sadness ,"『'(Riwsman)"郊 

区的悲伤“(里斯曼),245
Suez crisis苏黎世运河危机，284
Supplemental Security Income 补充保障 

收入(SSI),264
Supreme Court, U. S.美国最高法院， 

198, 202, 209, 241, 171, 332n53, 
346n5 ； expressions of popular trust 
in公众所表达出来的信任，302； 
rights-oriented decisions of 以权利 

为导向的决定，246—50,255,257, 
259,260, 265, 292； Roosevelt's at
tempt to pack罗斯福去填塞的尝 

试,203,248
Surfers Tired of Pollution 厌倦污染的冲 

浪者,290
Syracuse Uriversity 雪城大学，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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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ft,William Howard 威廉•霍华德・ 

塔夫脱,154, 179, 186, 187, 202, 
207—8,216,219—20,259

Tammany Hall 坦慕尼厅，147
Taney,Roger 罗杰•陶尼，137,138
Tansill,C. C. C. C.坦西尔,200
Taylor, Aun,328n92
Taylor,Frederick弗雷德里克•泰勒，

210,217
Taylor,John约翰・泰勒，69
Taylor,Zachary 扎卡里•泰勒，127
Television 电视 245,281—87；debates on 

辩论，233—39
temperance movement 禁酒运动，99, 

102,104,160,176
Tennessee 田纳西‘election of local offi

cials in地方官员选举，97
Texas 得克萨斯:admission to Union of 

加入联邦，106； civil rights move
ment in 民 权运动，255, restrictions 
on franchise in对于选举权的限 

制，183
Tocqueville ♦ Alexis de 亚历西斯•德• 

托克维尔，55,87,98,101—2,116, 
121—22, 124—25, 134—35, 145, 
241,295—96,335/194,96

Toledo(Ohio)托莱多(俄亥俄)，munici
pal research bureau of 市政研究所， 

216
town meetings 乡镇集会，4—5,16—19, 

22,26,98, 192,221
Treasury,U. S.国库，151
Trenton ( New Jersey )特伦顿(新泽 

西)，80
Treasury Department, U. S.美国财政 

部,219,229
Trimble,David戴维•特林布尔，118

trust in government 对政府 的信任,307； 
decline in,减少，302

T weed * William Marcy 威廉•马西•特 

威德,177

unions 工会，$ee labor movement；specific 
unions参见工人运动、特定工会

United Labor Party 联合劳工党，169
United Mine Workers 矿工联合会，260
United States v, Carolene Products 美国 

诉卡罗琳产品公司案(1938),246- 
48,308

United States v. Classic 美国诉克拉斯 

克案(1941),171
United States Voting Company 合众国 

投票公司，174
universities 大学:rights-orientation in 权 

利导向，267—68； training of spe
cialists in训练专家,215—17

Urban League 城市联盟，252
Utah 犹他:informational bulletins on 

elections in在选举时的信息公吿， 

196 ? population growth in 人口增 

长，276

Van Buren, Martin 马丁 ・范布伦，96— 
97,112—14,130—31

Van Devanter, Willis, 356nl4
Van Schaack,Peter 彼得■范沙克,8] 
Vatican II梵蒂冈第二次会议,303 
Vermont 佛蒙特：institutional infra

structure for reading in 为阅读而建 

立的设施＞119；missionaries in 传教 

士，102 ； post-Revolutionary 后革命 

的，47,59 ； same-sex marriage in 同 

性婚姻，299
Verne,Jules儒勒・凡尔纳，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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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etnam War 越南战争，264,267,284— 
86；opposition to 反对，258,282

Virginia 弗吉尼亚：circular letters in 通 

函，118； civil rights movement in 民 

权运动,255；colonial殖民地的，4, 
5,9,12,15, 20—21,24—26, 29— 
31,37,40；constitutional convention 
in 制宪会议，95—96 ；Declaration o£ 
Rights of 权利宣言，28 ： Democrat
ic-Republican Societies in民主共和 

社团，56； education in 教育，72； 
post-Revolutionary 后革命的，59； 
representation in House of 议院的 

代议制，87
voluntary associations 志愿性组织， 

196一98, 302, 307 ； denounced by 
Washington被华盛顿谴责61—64, 
70,101,130,279； Gilded Age 镀金 

年代，160—61 ； newspapers and 报 

纸和，112—23 ； post-Revolutionary 
后革命的，54一64 ； reformist改革 

家，98—104 ； see also specifc groups 
参见特定团体

voter turnout, decline in 选民投票率降 

低,190,297,301—2, 307
voting: restrictions on 投票限制，182— 

85 ； see also elections 参见选举

voting machines 点票机，173—74 
Voting Rights Act《投票权法案》 

(1965), 260,301,361宛79

Wagner Act《瓦格纳法案》(1935),266
Wald,Richard理査德・瓦尔德，285
Walker jack L. ,367n7 7
Wallas, Graham格雷厄姆•沃拉斯,

189,192,211,346朋
Walzer,Michael 迈克尔•沃尔泽，244

Ward, Ed ward 爱德华•沃德,219
War Department ,U. S.美国战争部,203 
War of 1812 1812 年战争,111,116,140 
Warner,Michael,32Qn85 ,322—23nl07 
War on Poverty向贫穷开战计划，256, 

263,270
Warren,Earl厄尔・沃伦，249
Washington, D. C.华盛顿 特区：broad

casting link between New York and 
与纽约在广播上的联系,211； civil 
rights demonstrations in 民权示威， 

258 feminist undergroimd” in -地 

下女权人士interest group 
headquarters in 利益 HI 体豆蓦. 

278 9 279 » 281; new^papeis 
121,126—27,181.for 
abolition of slavery in 废 

的请愿,106—7
Washington,George 乔冷•华■■ 4. 

10, 16, 11,54—56,71,75.88,98, 
131,326n53 ； at Constitutioiial Con
vention 在制宪会议上，49,52$cde~ 
bration of birthday of 庆祝生日， 

129； Mount Rushmore bust of 拉什 

莫 尔山半 身像，203—4 ； newspaper 
attacks on,报纸的攻击 70； Paine 
and，潘恩和，44 ； split in cabinet of 
内阁的分裂，65 ； voluntary associa
tions denounced by谴责志愿性团 

体,61—64, 70, 101, 130, 279; and 
Whiskey Rebellion 和威士忌叛乱， 

58—61 ； Washington Benevolent So
cieties 华盛顿慈善社团»130

Washington Federalist 华盛顿联邦 

党，126
Washington Post《华盛顿邮报＞,305 
Washington State 华盛顿州：infor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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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onal bulletins on elections in 在选 

举时 的信息公告，196； population 
growth in 人 口增长，276； restric
tions on franchise in对于选举权的 

限制,183
Watertown( Massachusetts )沃特敦(马 

萨诸塞)，18
Watson, Elkanah埃尔卡纳•沃森，79 
Watts riot 瓦茨骚乱，264
Weber,Max马克斯・韦伯，99,116
Webster, Daniel丹尼尔•韦伯斯特，

94,95
Weekly Advocate, The《每周 宣传者 

报 >,122—23
welfare programs 福利计划，262—64
Welliver,Judson C.贾德森• C.韦里 

沃,194,195
Wesberry v. Sanders格雷诉桑德斯案 

(1963),271
Whigs 辉格党，47, 83, 110, 113, 114, 

133 ；moral reform and 道德改革和， 

103,104； newspapers of 报纸，120, 
130； oratory of 演讲，127

Whiskey Rebellion 威士忌叛乱，55,58— 
60

White,Winthrop温斯罗普・怀特，159
White, Leonard D.伦纳德・ D.怀 

特,211
White, Theodore 西奧多•怀特，234, 

237—38
White, William Allen 威廉•艾伦•怀 

特，187
Whitman,Walt沃尔特・惠特曼,10,155 
Why We Fought(Grattan)《我们为何而 

战》(格拉顿)，200
Whyte, William 威廉・怀特，300
Wiebe,Robert 罗伯特・韦比,175,182

Wiley,George 乔治・威利，261—63 
William of Orange 奥兰治的威廉,13,14 
Williamsburg威廉斯堡,Colonial殖民地 

的,204,229
Wilson,Sloan斯隆・威尔逊，300
Wilson, Woodrow伍德罗・威尔逊， 

131, 184, 189—90, 201, 207—9, 
212,219—20,346n8,352n93 ； Afri
can Americans and非洲裔美国人 

和,251 ； election reform supported 
by支持选举改革,171；and League 
o£ Nations 和国际联盟，142,195, 
208 ； newspapers and 报纸和， 

179,193
Wirt,William 威廉・沃特，128
Wisconsin 威斯康星：ballot in 选票， 

171 ；civil service reform in 公务员 

制度改革，154； community centers 
in 社区中心，219 ； Progressivism in 
进步主义,218{restrictions on fran
chise in对于选举权的限制，183

Wisconsin, University of 威斯康星大学， 

216,217
Wolfe, Benjamin Harrison 本杰明•哈里 

森・沃尔夫，144
Wolfe,Thomas托马斯・沃尔夫，145 
women女性：abolitionist废奴主义者， 

108—9 ； advancement of rights of 权 

利的推进，115,120—21,261—62, 
268； interest group organizing by 建 

立利益团体,160{suffrage for投票 

权,145,158,160,197
Women's Christian Temperance Union 

女性基督教禁酒协会,160
Wood,Gordon 戈登・伍德,19,77 
workplace, rights-orientation in 工作场 

所的权利导向，265—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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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ks Projects Administration 公共事 

业振兴署，221
World War I 一战，190,192—94,200— 

201,212, 349超0
World War II 二战，192,209,219,143, 

159, 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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