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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美国宪法为什么会有如此长久的生命力？美国宪法是美国社会某一阶级的工具还是所有阶级的工具？
美国宪法的至高无上性表现在何处？美国宪政机制是如何运作的？为什么美国宪法会在“自由”和“
平等”的旗帜下容忍类似奴隶制这样不可思议的邪恶？权力制衡到底是促进美国发展的动力，还是阻
力，还是两者兼而有之？1990年代的美国联邦制与1790年代的联邦制有何不同？美国内战是为了废除
奴隶制和是为了保存联邦的统一？两者的关联何在？弱势群体（包括黑人、印第安人、其他少数族裔
、妇女等）是如何被纳入到宪政体制内的？为什么这种纳入进行得如此缓慢？为什么联邦最高法院
在19世纪容忍助长种族隔离的政策而在20世纪中叶却带头宣布种族隔离违背了美国宪法的精神？为什
么如日中天的尼克松必须因水门事件而辞职、而他的辞职竟对美国体制的稳定丝毫无损？为什么60年
代的“权利革命”发生之后，公民权利和自由的定义却反而陷入困境？美国在国际上的势力扩张与其
在国内进行的宪政改革有什么样的相互作用？本书是关于美国宪法发展历程的问题史著作，对于美国
宪法进行了认真和深刻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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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希，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印第安纳大学（Indian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历史系教授，2005年3
月起应聘担任北京大学历史学系长江学者讲座教授。1984年赴美留学，获哥伦比亚大学美国史博士学
位（1993），曾任哈佛大学杜波伊斯研究所博士后研究员（1993—94）。教学和研究领域包括：19世
纪美国史、美国内战与重建、美国黑人史、美国宪政史、美国制度发展；著有：The Trial of Democracy
：Black Suffrage and Northern Republicans,1860—1910（1997）、《原则与妥协：美国宪法的精神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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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原则与妥协》(美国宪法的精神与实践修订本)的作者提出：美国宪法是美国建国初期多元利益
集团谈判和妥协的结果；宪法所创立的也是一个利益谈判和妥协的政治机制；在美国两百多年的历史
上，不同的利益集团（群体）因应不断变化的历史环境，利用依宪法衍生的宪政机制，就各自的利益
和联邦的“公共”利益的定义和定位，相互进行一种连续不停的谈判和妥协；谈判和妥协使旧的宪法
原则和实践得以修正，使新的宪法原则和实践得以产生，宪法的生命力不断得到更新，表现出一种“
超稳定性”，成为一部“活着的宪法”。　　作者同时指出：因为“谈判”和“妥协”是美国宪政的
中心内容，“谈判”为改革的力量提供了机会，但同时也为反改革势力提供了同样的机会来阻挠改革
。即便是推动那些进步意义十分明显、而且对美国整体发展甚为有利的改革，也不可能做到一蹴而就
，而必须经过艰苦的“谈判”才能获得成功，而所获得的成功往往与预定的目标相去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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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还想读。。我想读那个旧版本的。。淡蓝色皮的那个，有谁要转，联系偶~~
2、这才是国家的未来。
3、美国的民主为什么如此独特，政权基础是如何构成的，此书可作为一种解答。美国的宪法赋予了
美国人民法定的自由及活力，是美国强大的根本基础。
4、比林达的书籍少一点生动但是更深入全面
5、写得真好！
6、终于看完了！这本太厚了，不过学术性与可读性兼备，是近来不可多得的好书，值得收藏！
7、联邦与州，总统，国会与最高法院的权力斗争和妥协过程，20世纪以后的部分略显单薄
8、有真材实料的学者写的书就是不一样，以厚重的实施铺成出跌宕起伏的美国宪政之路。美国的宪
政虽能为各种冲突与矛盾之间，寻得基本原则之下的妥协，但绝非一帆风顺，权利是斗争来才是真理
。。
9、在阅读的过程中我的内心随着宪政制度的改革一起一落。然后再看看Trump，对美国如今三权分立
的崩坏感到惋惜，不知道美国宪政能否度过这次危机。
10、很好，序言部分更加精彩
11、历史、宪政结合得最好的一本书
12、为什么人家的宪法是活的，我们的宪法只是摆设。因为美国立宪的过程是一个协商和妥协的过程
，大量利益集团的博弈建立在一定的原则之上，由此产生的宪法也是多元利益相互妥协的产物。而这
一环，我们显然缺失。
13、我的大学（版本又不对-_-||）
14、会对美国的初期历史有了更多的认识和了解，挺好，但是。。。真心觉得太厚了。。。
15、好书，是读到过有关美国宪政发展最好的一本，内容客观详尽， 唯一的遗憾是本书只到80年代为
止， 而后冷战时期一直到911后的时段没有涉及，不过新版加上了这部分内容
16、大学时候啃的大部头
17、理解美国宪政制度的最佳读物之一
18、整体而言比较清晰地梳理了美国宪政的发展史，适合读者做一般性的了解。缺点在于体例编排呆
板，对个案的分析缺少深入，平均用力以致平淡繁琐。特别是用强烈的马克思主义政治观来批判美国
宪政史，不无迂腐和可笑之处。
19、想了解美国宪政历程，此书应属必读。
20、就是就是....好枯燥
21、读本而已 倾向性比较重
22、mark
23、不卑不亢！美国历史上的关键改革之所以发生，要么是总统非常的强势，要么是国会非常的团结
或与总统有良好的配合。在很多选区，某一党派的势力始终是多数，少数党几乎不做努力，因为努力
了也是白费。这跟选民的心理和政治习惯有关。真正具有竞争性的选区实际上是为数不多的。国家遇
到重大危机的时候，党派对峙的僵局会被打破。是最高法院的命令保住了布什的优势，让2000年大选
的真正赢家成为一个永久的无解之谜。美国民主制中同时含有“民主”和“非民主”的机制和内容，
甚至有些时候还要加上“反民主”的建制和成分。亚裔家庭的平均收入在美国算是高的，受教育的程
度也很高，所以被认为是“模范少数族裔”。这在某种意义上是真实的，但也掩盖了另外一种真实，
即很多亚裔是工薪阶层，他们的生活状况很少得到报道。
24、稳健
25、可以再精简一下容量，稍微增加一些宪法理论，就更好了。
26、美国民主与宪政是怎么来的？本书做了详致的介绍
27、新版在哪里呀新版在哪里？
28、国内对美国宪政的看法要么嗤之以鼻，要么五体投地，这本书则相比之下态度比较中立，才开始
看。绝版书。
29、2011-07-27：看到这样一个帖子 http://www.douban.com/group/topic/21308902/
指望道德改变社会只是良好的愿望罢了，Be the change you want to see in the World,那也得能够在一次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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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祸里保住性命才能“change”。转载文章那位LZ的“拙见”确实很拙很扯淡，难道是修炼成圣人才
具备公民资格才能向政府问责吗？荒谬程度如同裘千仞的狡辩——“裘千仞孤身在此，哪一位生平没
杀过人、没犯过恶行的，就请上来动手。”利己是天性，道德和修养只能约束自己的行为，不能拿来
约束陌生人，更无法约束蛀虫，有效制约权力的永远是选票和制度。[ Ethics in Government Act,1978. ]
30、可以在美国开宪法讲座
31、简直是救命的书，政治太无聊了
32、40政教合一是早期殖民地政治文化重要特征41罗得岛为美洲大陆首个真许宗教自由的殖民地65和
平协议1783年是英国与所有殖民地共同签订（不是和每个）71民主被视为暴民政治，共和政府思想占
主导。穷人投票会增加大有产者利益95合众国政府：联邦制federal和中央集权制national96借参议院减
弱暴民政治140党不靠意识形态靠利益143汉密宪法执行政府意志；杰：限制政府230一无所知党413社
会法理学463加州1919年红旗法472学区案：宗教自由476各部门战争配合512二战后司法能动主义
33、笔法一般，可以当科普读物了。
34、這書在美國絕對是三流作品，大體相當於國內誰寫了個什麽《經學 通論》之類的，到了中國來就
有的販賣了。
35、非常好的入门书籍，对于了解美国宪法和宪政理念很有帮助。
36、这么厚啊。。
37、美国历史夹杂
38、真的不太明白这本书写作的意义，可能就是为了给中国读者普及知识吧。毕竟这本书没有一个字
会影响美国史研究者的判断与学术塑造。——美国人时常自嘲自己对世界其他国家的认识很低，中国
人与中国学界又何尝不是。
39、大三的时候写读书笔记，用这本书交了两门课的作业。。。哈哈
40、值得再读一遍的好书
41、比任东来的书相对来说难读一点，但内容和深度丝毫不差
42、我是把它当成小说读完的
43、书名是很好的概括，对于宪法尤其是 
44、对美国宪法最了解的中国学者
45、从头到尾的细致梳理，非常好！后悔这么晚才去听王希老师的课了。。。
46、呆板而无灵性，顶着宪政的名头，就能伪装成五星级好书，
47、美国宪政必读之二
48、读完本书，可以负责任的说作者是偏左翼的：对自由市场、对代议制民主和以基督教为基础的美
国传统价值有些不屑。应了那句老话，美国校园充斥着左翼，包括黄皮肤的。
49、想要了解美国，想要了解美国的强大之处，就必须要了解美国宪法史
50、看到一半，换成自由的故事了，之后就是几个月之后再把剩下的这半看完。因为老师的写的更好
，所以这本学生的就快速过过过。资料确实很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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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Page 9



《原则与妥协（修订本）》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Page 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