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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如果政治是可能性的艺术，那么妥协就是民主的艺术。除非政府的所有机构都由一党意识形态支配，
对全体公民的利益来说，妥协是一种必要的执政手段。即使拒绝妥协会冒风险，也会使政治偏向于维
持现状，但在很多情况下人们还是会拒绝妥协。那么，为何妥协在当今美国政治中难以实现？
《妥协的精神》中将拒绝妥协和执政竞选——这一当今美国民主的永久性活动联系起来。竞选公职需
要对抗妥协的思维，要坚持动员选民、猜疑对手的原则，以赢得竞选。而良好的政府却需要相反的态
度和做法，妥协的思维使政客们偏向于调整自己的原则并尊重对手，有助于他们欣赏并利用可欲的妥
协带来的机会。历史上的妥协事件，如1986年里根总统时期的税制改革和2010年奥巴马总统的医疗改
革，均来之不易。但只有税制改革的妥协发生在两党之间。这些美国政治中重要的妥协及失败的妥协
能为人们提供不少借鉴，改变和调整现有的政治体制、程序及思维方式，从而在竞选和治理之间取得
更好的平衡。当代政治中，应多一些更加广泛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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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艾米·戈特曼（Amy Gutmann，1949—）
曾于1976—2004年担任普林斯顿大学校长，现任宾夕法尼亚大学校长，是一位杰出的政治科学教授和
优秀的政治理论家。
丹尼斯·汤普森（Dennis Thompson，1940—）
哈佛政治哲学教授，在政治伦理和民主理论领域以拥有开创性研究而闻名。政治学界称他“贡献了比
罗尔斯更加具体的政治思想和对真实政治世界的独到理解，从而影响了整个政治学界”。汤普森与戈
特曼的合著有《为何要协商民主？》（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民主与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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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就事论事，理性中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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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by 韩明睿2013年11月21日，美国参议院以52票对48票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四十年来对议事规则最大
的修改。此前，联邦司法机构或行政部门数以千计的中、高级职位在参议院的提名程序中，需要60票
方可终止辩论，所以在赞成票过半但未到五分之三时，少数派可以通过冗长发言来阻挠议事（filibuster
）。此次规则变化将除联邦最高法院提名之外绝大多数事项终止辩论的门槛降到了50票。推动这一变
化的原因是，近年来少数派使用“阻挠议事”战术的频率明显增加，大量赞成者事实上已达多数的提
名和立法议程无法顺利推进。如果参议员们，尤其是那些有茶党背景的拒不妥协者，及其选区内的活
跃支持者们，都能静下心来读一读宾州大学校长和政治学教授艾米·戈特曼以及哈佛大学政治哲学教
授丹尼斯·汤普森合著的《妥协的精神》，也许上面这一幕本无需出现。两位作者对1986年里根总统
牵头的税制改革和奥巴马上台后的医改、债务上限争议作了比较。里根虽常以坚持原则的强硬形象示
人，但其实那更多地是体现在国际事务上。在税改这样的国内事务中，他懂得何时、怎样作出让步以
促成两党达成共识。而奥巴马主导医改时，两党为了坚持各自推进或阻碍议程的目的，放弃了一个个
妥协的机会，使得医改法案与历史上多数里程碑式立法不同，在未获得跨党派支持的情况下，仅以几
票之差勉强过关，并在此后几年中引发了共和党几十次撤销该法案的努力，甚至因其拨款问题造成了
一次联邦政府关闭。两位作者分析说，不妥协的局面，首先是因为竞选的心态侵蚀日常治理所致。不
妥协的理念在竞选中确是适宜的。战后初期，美国两党的政治主张几乎无法区分，选民在选择和追究
执政责任时无所适从。美国政治科学协会1950年为此发布报告，建议两党向选民提供迥异而鲜明的政
见。自70年代开始，两党立场逐渐分化，近年来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而共和党的右倾远比民主党的
左倾严重[1]。但没有必要怪罪于前者。正如奥巴马胜选时《新闻周刊》那篇经典封面报道[2]所说，
几十年来，美国都是一个保守派国家，否则难以解释，自70年代起近四十年的时间里，美国人民只选
出过两位民主党总统，执政时间合计尚不及共和党几位总统的一半。并且其中一位是虔信基督，开启
去管制时代，任命鹰派联储主席的卡特，另一位是与“新政”自由派传统格格不入，高调宣称“大政
府时代已经结束”，并身体力行在任内消灭财政赤字的克林顿。这样的背景下，民主党二十年来试图
推行全民医保自然屡战屡败（甚至在奥巴马医保法案已成为正式法律的今天，民调也显示其反对者多
于支持者）。2009年同时控制白宫和参众两院，终于让民主党人看到了推进改革的机会。也正因为是
次选举的胜利，民主党人受竞选而非治理的理念影响，不再把以妥协来换取对方支持看作必要的策略
。而新兴的茶党对共和党建制派的选举压力也使他们更倾向于坚持原则而非妥协。美国从而陷入了半
个多世纪以来少有的政治僵局中。另一方面我们知道，政治学家Matt Grossmann等人研究发现，美国
政治的一大惯例是，并不因某一议题被舆论热炒，就急速推动相关立法。多数法案是由政治精英在该
议题远离舆论中心时从容地辩论和通过。本书的两位作者也注意到，里根税改在两党达成共识前后，
都不是竞选活动中的热点话题；反观医保改革，在近年来几次竞选中备受关注，此类情势下急于立法
，难免引入舆论中面红耳赤的争议，及其伴随的不妥协的理念。竞选模式渗透进政治家的日常治理，
原因之一是竞选捐款限额。既然每位捐款者在每次选举周期中捐给特定候选人的金额上限只有区区几
千美元，那么，就如两位作者正确地指出的，这“迫使候选人花更多时间去争取更多的捐助者”。同
时，虽然本书没有提到，但根据政治学家Sean Kelly等的研究，对俗称“猪肉桶”的政治性直接拨款的
禁令，也使议员们丧失了妥协的一大动力。我们再一次看到，看似意愿良好的管制，造成了恶劣的非
意图后果。给定制度短期内无法调整，该怎样促成更多的妥协？书中给出了不少建议。比如，政治家
们不应动辄怀疑对方的诚意，自始至终不抱信任。并且，商议国事时，不能仅仅着眼于双方的共同点
。毕竟，共同点可遇不可求。更现实的做法是，即便立场毫无交叉，也各退一步，满足于妥协的结果
胜于现状，而不是要么全有要么全无。媒体也可以做得更好。它们不应将政治家们的动机一概解读为
自利。如此渲染，不符合美国的现实——在民主制度下，政治家们的动机是混合的，和大部分人一样
——对公民和政治家们所处的政治氛围也没有建设性作用，不利于国家治理。本书原版于2012年出版
，政治哲学大师沃尔泽称赞其“无比及时”。本文已经提到过，其后美国的政治极化与国会僵局愈演
愈烈，终于酿成了近二十年来的首次联邦政府关闭。议员们显然接受了教训。2013年底，参众两院终
于通过了五年来首份正式预算案。也许，美国的政治家们真的要开始重新拥抱妥协的精神了。[1]
http://www.voteview.com/political_polarization.asp[2]
http://www.newsweek.com/meacham-were-conservative-country-92333（本文已发表于《中华读书报》2014
年9月3日书评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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