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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尔霍恩文集（上、下）》

内容概要

“美国精神”的最后一位“国父”，美国国会史上最伟大的九人之一，160余年来作品中译本首次推出
阿克顿：在民主思想的本质要素当中，卡尔霍恩的分量一点都不逊色于卢梭和杰斐逊。
=====
《卡尔霍恩文集》（上）包括《论政府》和《美国的宪法和政府》两部长篇。《论政府》对政府与 社
会、国家、人民之间的关系以严谨缜密的逻辑作出了精彩论证；《美国的宪法和政府》则从宪法的性
质、政府的构成等角度阐述了州权的重要性。
《卡尔霍恩文集》（下）收录了卡尔霍恩十篇著名的演讲和信件。这些作品涉及国家的权利、奴隶制
、联邦司法权的发展和卡尔霍恩“一致多数”的学说。
英格兰经过内战的洗荡和列强竞争的考验，已经发现了霍布斯主义的妙用，准备适当改造国内宪制，
争取在爪牙见血的世界上出人头地。然而，历史的步伐在新大陆慢了不止半拍。新诞生的美国拷贝了
都铎英国的国际地位和地缘形势。只有列强遗忘、海洋保护的世外桃源才能安心享受没有常备军的自
由。都铎宪法的奥义在于：她的政府只有几百名仪仗队性质的军队，自耕农以上的阶级几乎家家自备
武器。中央的强制力取决于号召各郡民兵自费勤王的声誉。地方政权掌握在法官手中，法官由自掏腰
包的乡绅担任。税收由乡绅和商人自己确定，自己征收。有产阶级如果决定饿死政府，运用国会都是
多余的。他们只要自己低估产业的价值，然后通过自己的陪审团宣布逃税无罪就行了。没有人把无产
阶级当回事。人们不假思索地假定：他们当然会拥护本乡本土的“天然统治者”，也就是供应下议院
议员的绅商阶级。在这样的国家，政治斗争经常以法律诉讼的形式进行。因此不足为奇，律师在国会
议员中所占的比例格外高。只要将“都铎”换成“美国”，前面的描述就可以一字不改地适用于南北
战争前的美国。正如托克维尔指出的那样，真正的自由是极为昂贵的，卡尔霍恩则是真正准备好了以
鲜血浇灌自由之树的伟人。
=========
作为南方的思想领袖，虽然南方在美国内战中战败，但卡尔霍恩对世界史以及美国宪法的解释不但没
有衰落，而且还获得了如日中天的地位，其影响力主宰了战后直到今天的美国立法和主流的司法解释
工作，卡尔霍恩也因此同杰斐逊一起成为美国精神的共同塑造者，并取代林肯，成为杰斐逊的真正继
承者。

★ 在民主思想的本质要素当中，卡尔霍恩的分量一点都不逊色于卢梭和杰斐逊。
——阿克顿勋爵
★ 卡尔霍恩是一个拥有最高级别公共知识和独特天赋的美国政治家。
——托马斯·L.克兰纳威特
★ 卡尔霍恩可能是为美国奠定基础政治思想的最后一位政治家。
——霍夫斯塔特·理查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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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尔霍恩文集（上、下）》

作者简介

约翰·C.卡尔霍恩（1782—1850），美国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和政治思想家，毕业于耶鲁大学，从政
前是一位极出色的律师，曾担任众议员、参议员、战争部长、副总统、国务卿等重要职务。因其贡献
，作为“美国最伟大的五位参议员”之一，卡尔霍恩于2000年又被评选为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七人
”之一。
曾担任众议员、参议员、战争部长、副总统、国务卿等重要职位。早期是联邦主义者，主张实行国家
主义政策。后来，逐渐转变为地方主义者、州权论者。他是“美利坚联盟国”的理论导师，在美国历
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他是“美利坚联盟国”的理论导师，在美国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他经常说的一句话是：无论在什么
情况下，绝不能低头屈服！
1782年3月18日生于南卡罗来纳州阿布维尔
1804年毕业于耶鲁大学
1807年取得律师资格并获准在家乡开业
1808年～1809年，南卡罗来纳州议员
1811年～1817年，国会众议员
1817年～1825年，门罗政府陆军部长
1825年～1832年，副总统
1832年～1843年，国会参议员
1844年～1845年，国务卿
1845年～1850年，国会参议员
1850年3月31日在首都华盛顿逝世
====
林国荣，哲学博士，现任职于西南政法大学，“海国图志”系列丛书编委，《法意》学术杂志编委，
代表专著有《罗马史随想》《君主之鉴》《帕纳萨斯山来信》《希腊四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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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目录
导读: 通向罗马之路
卡尔霍恩文集（上）
=====
论政府
美国的宪法和政府
附录：
1798年弗吉利亚决议案
1798年肯塔基决议案
詹姆斯·麦迪逊就弗吉利亚决议案提交的报告
卡尔霍恩文集（下）
=====
否决权（1842年2月28日）
关于奴隶制问题决议案的演说（1847年2月19日）
在查尔斯顿公民集会上的演说（1847年3月9日）
俄勒冈议案演说（1848年6月27日）
关于接纳加利福尼亚为成员州问题的演说，兼及联邦的普遍状态（1850年3月4日）
关于外事委员会决议案的演说（1811年12月12日）
关税议案演说（1816年4月4日）
解释与抗议（1828年12月19日）
希尔堡演说:各州与联邦政府的关系问题（1831年7月26日）
关于废奴请愿书的演说（1837年2月6日）
致约翰·鲍斯科特及诸友人的公开信（1837年11月3日）
附录：
美国内战及其历史地位 （阿克顿）
论新帝国 （亚当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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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尔霍恩文集（上、下）》

精彩短评

1、卡尔霍恩的作品。
2、附录部分，阿克顿的关于内战的文章在《自由史论》里有。
3、卡尔霍恩，他经常说的一句话是：无论在什么情况下，绝不能低头屈服！
4、不期而遇刘仲敬的“导读”，其中谈到热力学第二定律。讲得有趣，但谁在读后不会生出许多疑
惑呢？需要一篇 ground-breaking 的论文，才能解开重重迷雾之一角⋯⋯
5、复合多数，共和，自由退出
6、联邦制最大的反面不是邦联制，而是国家主义性质的全国体制，“我们，美利坚合众国的人民”
，其意义不该是“我们美国人民”，而是“我们，美利坚合众国各州的人民”，合众国基于各州，各
州基于各州的人民，不是合众国基于人民，也不只是基于各州。
7、我的天啊。传统传统传统。
8、复合多数政府的可操作性在哪？
9、无语，看背面竟然写着霍夫施塔特.理查德，但凡学过美国史的都不会犯这种错误吧。瞬间这本书
的质量就被拉低了，也不知是出版社的问题还是译者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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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约翰·考德威尔·卡尔霍恩（1782—1850），生于美国独立战争开始的第二年，卒于美国南北战争
之前，这两次战争看似和他毫无关系，但却或深深地影响了他，或被他深深地影响。前期致力于美国
国家民族的强盛，摆脱英国的影响，后期致力于维护奴隶制度，甚而至于被称为“美利坚联盟国”的
理论导师，这美利坚联盟国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南部邦联。独立战争期间，卡尔霍恩家族为北美的独立
事业作出了贡献，成为一个声名显赫的家族。约翰的父亲帕特里克·卡尔霍恩是一位老资格的政治家
。他的舅舅约翰·考德威尔是个坚强的反英斗士，牺牲于与亲英派的斗争中，卡尔霍恩的名字就是来
源于于此，他的母亲用她这位兄弟的名字为儿子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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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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