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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文明散论》

内容概要

《美国文明散论》汇集了作者近年来发表的有关美国文明的文章。内容涉及美国作为英国殖民地创立
至今的许多重大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和社会文化现象，贯穿于其中的一条主线就是美国人的思维习惯
和政治理念，及其来龙去脉。正是这些思想和信念决定了美国人在历史关键时刻作出何种选择，并影
响这个国家的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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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文明散论》

作者简介

钱满素，1946年生于上海，哈佛大学美国文明史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外文所研究员，南京师范大学
特聘教授，主要从事美国文明的研究，著有《爱默生和中国对个人主义的反思》、《美国文明》、《
美国自由主义的历史变迁》，论文集《飞出笼子去唱》、《一个大众社会的诞生》；主编过《年轻的
美利坚》、《我有一个梦想》、《我，生为女人》、《韦斯特小说集》等书，发表过不少有关美国历
史、文学、政治的论文和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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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文明散论》

章节摘录

　　威廉斯在罗得岛进行了重大的社会改革，实施了宗教自由和政教分离等民主原则，坚持和平协议
解决争端。他深信，自由是对一切人的自由，不应区分种族信仰，贫富贵贱。他不仅容忍新教内部的
不同派系，尊重其信仰自由的权利，而且把这一权利推广到一般新教徒所不能容忍的天主教、犹太教
乃至异教。贵格会友在马萨诸塞受迫害，威廉斯不顾个人好恶，毫不犹豫地接纳了他们，罗得岛成为
北美大地上第一块享有法定宗教自由的乐土。威廉斯对印第安土著也十分友善，尊重他们对自己乡土
的所有权，向他们购买土地来建立殖民区。他还认真研究印第安人的语言，写出了第一部有关专著，
充分表现出他对种族平等的民主态度。　　为了保障罗得岛不受其政教合一的北邻的干涉威胁，威廉
斯于1644年从同情他的英国国会那里获得建立罗得岛殖民地的特许状。在英逗留期间，他发表了著名
的《镇压良心的血腥教条》一书，集中表达了他的宗教和政治观点。该书一发表便激怒了马萨诸塞当
局，其宗教首领科顿著文反驳道：《圣经》中上帝的话如此清楚明了，任何人都足以被说服。如果一
个人固执己见，那就不是出于良心，而是违背了他自己的良心，因此惩罚他并非镇压良心，而是镇压
违背良心的罪恶。威廉斯和科顿写了好几百页的文字进行针锋相对的辩论。《镇压良心的血腥教条》
标志着殖民地清教思想一次最重大的发展，成为美国民主进程中的一个里程碑。　　在《镇压良心的
血腥教条》一书中，威廉斯彻底否定了以暴力解决宗教争端的做法。他认为在宗教战争中千百万新教
徒和天主教徒为各自良心所洒的鲜血既不为耶稣所要求，也不为耶稣所接受。《圣经》反对迫害良心
，然而某些人，其中包括加尔文以及新英格兰的教会，却反其道而行之。他们企图维护迫害异端的理
论，尽管历史已经证明这一理论是造成一切冤魂血债的祸端。威廉斯进一步指出，凡行政机构及其官
员都不是精神问题与宗教事务的裁决人或监护人，不得对之进行干预。上帝的意志是允许一切民族和
国家中的所有异教徒，犹太人，反基督徒的良心与崇拜。若与他们斗争，只能使用一种武器，那就是
《圣经》。上帝并不要求政府强行统一宗教，因为这种统一正是战争的根源，它摧残了千百万心灵，
使之虚伪变形。基于清教关于人类堕落和性恶的理论，威廉斯不仅认为政府无权规定什么是真理，教
会也同样无此资格。他不能接受清教领袖自认掌握真理的狂妄态度，更反对用刀剑强迫人民接受某种
信仰。强制性的信仰不是发自内心，也就不成其为信仰，而是对基督教原则的否定。如果教徒必须接
受教会对《圣经》的解释，那么新教允许教徒自己阅读理解《圣经》的做法岂非多此一举？他的结论
是，只有允许宗教自由，才符合上帝意愿，才是国泰民安的根本保证。　　从一开始，基督教历史上
就没有停止过迫害异端。宗教之争，神学之争，分了多少派，斗了多少年，死了多少人！西班牙宗教
裁判所在三百五十年中估计活活烧死约3万人，其他各种被惩处者更不计其数，这一切都是在拯救灵
魂，捍卫真理的名义下完成的“业绩”。毁灭异端的肉体以“拯救”他们的灵魂——这就是教会的“
爱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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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文明散论》

精彩短评

1、钱先生驾驭这种题材和文字实在是轻车熟路
2、这是我在图书馆看了以后买的，已经看了两遍，可惜不小心掉了，还要买一本吗？
3、多元化建立于共识之上。
4、深刻丰富有条理逻辑性强
5、美国民主
6、第一次知道钱满素先生的名字还是在北京出版社出版的《房龙文集》里的序言里，很佩服她对美
国文化的把握，之后就很少系统读到她的文字了。终于在七八年后遇到了这本书，读后觉得有必要推
荐这本相当不错的集子。颇难想象这样一个分析美国文明（而且还是肯定赞扬的）的书居然是东方出
版社出版的！本书和花城出版社那本《一个大众社会的诞生》有很多文章是重合的，两选一即可。我
之所以挑选这本，因为它多出四万字篇幅以及围绕美国这个主题更加集中。文章分为四编，各有核心
：第一编是围绕美国文明中的清教因素，尤其是其蕴含的民主基因，本编特别好的一点是，它会告诉
你，这个清教徒奠基的国家并非一开始就采取信仰自由，也是要等到罗杰·威廉斯在罗德岛开创实验
后才慢慢形成的；第二遍围绕美国精神，选取了其制宪会议、爱默生、梭罗、罗斯福、实用主义几个
切入点。其中《美国宪法：分权·制衡·民主化修正》对美国宪法简述得很到位，《作为美国民族精
神的实用主义》对实用主义的介绍极其完整；第三遍围绕当代美国知识分子现状，其中对新保守主义
、新左派的评介均很客观——尤其是介绍华勒斯坦的“新左派”，确实是对历史解读很有意思的一个
思潮，但具体实施，则克里斯托的新保守主义又确实更胜数筹；第四遍是散论了，可看做前三遍的补
余。我以为本书是至少可以和林达的《近距离看美国系列》相比的，虽然我承认本书内容深了些，钱
先生文笔的学术气息也更足。但是正因为如此，我才要推荐这本揭示更深层次、更思想性的美国的著
作！
7、钱满素的阅读笔记，文章内容比较繁杂，写作水平不一，没有太强的学术性，所以不难懂，许多
文章很有启发性，后面的几篇都不错，看得出作者还是很用心的在读书。
8、看过那么多本总论，对散论的视角和细节填充充满惊喜以及又填平了好多沟沟壑壑。
9、帮助了解美国文化
10、本书是从公开课上看到的，买回来细细回味
11、补充了许多之前不知道的史实
12、1社科类散文 2师公的作品 3好喜欢《梭罗的账单》《爱默生从神学走向自立》《林肯的噩梦》
13、作者从事美国文明研究发表的一些文章的集合，大体以时间为序，除了对历史事件的整理论述和
对他人的作品和观点的评价之外，有主流的看法也有自己的思考。我觉得一个民族的性格对一个国家
的方方面面有很大的影响，从此书中可以窥见一二。第三部分是个人觉得比较沉闷的部分（可能是里
面涉及的很多内容就我知识水平而言比较陌生），其他几个部分都很有趣，对很多文化名词和文化现
象的论述有深入浅出、醍醐灌顶之感。
14、讨论的都是一些基本问题，如自由、平等、公共知识分子、民族认同、女性解放等等，但也是重
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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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文明散论》

精彩书评

1、挺喜欢这本书的。一本关于美国文明的发展历程的书。与古老的四大文明相比，美国文明短短的
历史恰如新出炉的蛋糕，新鲜诱人。从清教徒的北美立国，到黑奴解放，妇女解放，新左派等等思潮
，美国自由平等的基本文明观被确立，造就了全世界人的“美国梦”。从文明史中，也就不难理解，
为什么拉美和亚洲国家的所谓“民主”最终会画虎反而类犬了。
2、真正了解之后你还会向往吗？读到作者对同化的独到见解，突然想到了许多。自由、宽容作为公
认的社会追求真的是好的吗？当且仅当它能真正带来改变时。但如果权威太大，以至于人们一面能自
由发言，一面又难以撼动埋藏在完善法律法规之下的问题根源，那么这种自由与宽容只是一种形式，
它在强大的现实前只是小打小闹而已。曾经有人羡慕在美国你可以向总统扔鞋子，但这种举动的自由
能说明什么？你大可以举行集会，公众演说，但是永远无法打破权力层层的保护。曾经看留美医生讲
述感受，“在中国，全是问题，因而到处都存在改变的机会”这种对现实的不满也正是让我们生命搏
动的刺激。但是美国，一切似乎已那么成熟完美，要在平静的表面上，让社会问题昭然若揭，是更长
更难的路，伴随难以引起激愤的漫长牺牲。无论政治自由，能生活得多有意义，还依赖于社会本身性
3、上月刚读完刘瑜的民主的细节，一下子对美国这个国家变的很感兴趣，不是说之前不了解美国，
而是我看到的光光就是它的表面，至于真正的美国精神代表着什么？我还真的说不出来。我试图去发
现并寻找它，而民主的细节这本书是从很多发生在美国的真人真事作为例子，从事实的角度来讲述美
国人的思维方式，而散论这本书又以历史为纵贯线，以英国在北美的殖民时代到美国的南北国内战争
，再到50年代的女性解放运动等等伟大的事件为要点，清晰的讲明白了美国的政治思想史以及作为美
国根本大法的宪法本身的演变和修正。所以，与其说美国精神代表着勇敢开拓，奋发进取，不断创造
的话，不如说美国宪法体现的人文关怀与法律制约才是真正的美国精髓。
4、读中国作家写的西方思想史比译作果然还是舒服很多。其视角更易理解，说到中西方思想有很大
分歧之处还会特意强调，还会不时引中文典籍以比较之。总体来说，较少metaphor而更多就事论事，
较少激情宣讲而更多在字里行间流露出“我意如此，信之则已，不信亦无意与你力争”的淡然的信仰
。。并非为吸引大众眼球而作，也并非十分艰深学术，当你想从一个观察者的角度去了解美国思想史
的话，或者当你只是想了解一下美国那些政治家，哲学家们的话，这本书十分适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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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文明散论》

章节试读

1、《美国文明散论》的笔记-第47页

        现在有人痛心于辛亥时候，清皇帝和平退位了，但是后来并没有能换得国家的安定。他们恨后来
的革命暴力，总是希望历史能重来，靠着几个人，靠着中国的华盛顿，就可以使得中国在当时安定下
来。但是历史的发展必有其内在的因果。中国没有华盛顿，也不会产生华盛顿；更没有当时的美国自
治、民主的传统。社会形态和社会之个体的状态决定了整个历史的走向。

2、《美国文明散论》的笔记-第12页

        任何纯粹的信仰，任何认为是真理的掌握者，是正义的守护者的人，都必定是不宽容，都是坚定
地反对异端的。

3、《美国文明散论》的笔记-第52页

        制定宪法的时候可以说其是为社会全体成为所协商达成，但是后世的民众呢？他们对于宪法就只
能是尊重？他们的意见如何保障？修宪是否应该成为常态呢？

4、《美国文明散论》的笔记-第99页

        不难看出，不服从的成功是需要一定社会条件的，就国家而言，这必须是一个基本实行法治的国
家，至少法律是经过合法程序产生，并有可能在舆论的压力下进行修改；对于不服从者的处置也能依
据一定的法律和程序。若对一个言出即法的独裁者采取不服从，则无异于自杀式的无谓牺牲。就民众
而言，必须具有一定程度的对正义的共识，否则就不存在诉诸的对象了。如果一个社会缺乏正义感，
或者公民毫无参与意识，只知屈从而不会独立判断，那么不服从者终将对牛弹琴。

5、《美国文明散论》的笔记-第55页

        信任表示自己放弃一部分权力，而对政府公权放弃自己的权利则意味着放弃自由。只有时刻质疑
政府才能保障公民的自由和尊严以及权利。建立在信任基础上的政府，必是权威和专断的。

6、《美国文明散论》的笔记-第36页

        直到今天，天安门前还有华表矗立着。只不过，它变成了装饰品和点缀。

7、《美国文明散论》的笔记-第87页

        简化简朴生活，是对物欲社会的批判和纠正，更是对人生的思考。

8、《美国文明散论》的笔记-第16页

        思想的统一，唯有使得多数人不能、不会思考才能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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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文明散论》

9、《美国文明散论》的笔记-第60页

        美国虽明面上没有统一的意识形态。但实际上，其意识形态的认同是很明显的，且专注的。所谓
正邪，他们是尤其关注的。清教徒的宗教狂热基因始终存在于他们体内。

10、《美国文明散论》的笔记-第29页

        思想的内因总是因着个人的外因而生成的，屁股决定脑袋，屁股处的地方不同了，脑袋里想的就
会不同。所谓亘古不变的真理，所谓普世价值，真的放一万年，十万年就还是成立的？真理都是有条
件的。
社会形态是活的，才能变通，才能适应。社会是给人用的，人常变，人常新，岂能人变而形态不变？

11、《美国文明散论》的笔记-第19页

        因为有着强烈的宗教信仰，北美的殖民地可以去实践自己的天国的理想；同时北美广阔的土地，
也给了他们实践的处所，而且是相对封闭的处所，可以专心做自己的实践。这是北美最后脱颖而出的
原因之一。

12、《美国文明散论》的笔记-第74页

        别人怎么思考，怎么想只能作为有益的参考。关键在于自己如何考虑的。你可以信别人的，但必
须是经过自己的大脑。

13、《美国文明散论》的笔记-第21页

        乘坐“五月花”去美洲的，是为了生计，也是有宗教的使命感。

14、《美国文明散论》的笔记-第101页

        救世先救己，救己先从各扫门前雪开始。

15、《美国文明散论》的笔记-第72页

        此也符合基督教关于否定和禁止偶像崇拜的教义。上帝化为无形，上帝只能是无形，才能无所不
能，才能无所不知。

16、《美国文明散论》的笔记-第16页

        所有的权威，都是一种少数人对多数人的凌驾。

17、《美国文明散论》的笔记-第55页

        杰斐逊曾经说过：“自由政府是建立在猜疑之上，而不是建立在信任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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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文明散论》

18、《美国文明散论》的笔记-第45页

        此正是社会传统的作用。当新的传统没有建成时，起作用的是还是旧传统。虽然可能形态是新的
，但是社会的惯性依旧。

19、《美国文明散论》的笔记-第95页

        投票的多数决形式，决定了其为多数人凌驾于少数人的本质。公意为众人的利益，但是人多不一
定代表众人，也不一定就是表示正确。

20、《美国文明散论》的笔记-第10页

        不管是在政教合一的社会，还是政教分离的社会，政府都只是手段，政府是社会秩序的手段，达
到秩序才是目的。

21、《美国文明散论》的笔记-第35页

        民主政府，故而讲舆论；政府主民，则讲权威。

22、《美国文明散论》的笔记-第24页

        既然政府是为了维护教会而存在的，是为了服务教会而存在，是教会的差人，那么进一步，政府
就是人民的仆人，为人民服务的。教会由教友组成，人人信教，则人人都是教友。反天主教，则教会
虽然有神职人员，但是彼此在人格上是平等，在上帝面前是平等。人人可以成圣。故而为教会服务的
政府也就是为教友为服务的，推而广之，人与神的契约推广到人与人的契约，就是为人民服务的。

23、《美国文明散论》的笔记-第83页

        子孙自有子孙福，任何个体都是独立的，都是唯一的。都是不可代替的。前人走好自己的路，行
自己的路，把考虑的权利归还于后辈。任何人必须对自己，也只能对自己的人生负责。

24、《美国文明散论》的笔记-第6页

        所谓真理应该是每个人自己的感触，是个体的体验而不是集体的体验。它可以是众多个体体验的
集合，但不能成为集体的先验，然后再反馈给个体。

所谓权威正是集体的先验。未经个体判断的外加的先验。故而个人可以判断后，开始质疑权威。

25、《美国文明散论》的笔记-第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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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契约精神的核心在于双方自愿，且都自愿为违约而接受惩罚。只有可以得到惩罚的、能付诸于惩
罚的契约才是合理的、有效的契约。

26、《美国文明散论》的笔记-第4页

        对任何制度而言，构建相对容易，而形成一种制度下的传统不容易。同时摆脱旧的一种传统也很
难。社会与体制的革命可以一日完成，但是文化上的革命恐怕要上十数百年方可。

27、《美国文明散论》的笔记-第42页

        公意天然存在，不以公众理解同意为限，政府因公意而生，为公意而存在，则政府权利就是神授
的。也就说，君权变成了公意。这就是法国革命的内在逻辑。

28、《美国文明散论》的笔记-第96页

        我所做的未必一定正确，也不会是绝对真理。我因信而行动，因着自己的思考而做事。不盲从，
这就是我存在的意义。

29、《美国文明散论》的笔记-第103页

        何谓真理？谁能代表真理？多数人可以代表民主，但民主只是形式和模式，而不能代表作为目的
的真理。真理可以被少数人所认识和掌握。且多数的时候，真理都是从少数人开始的。很多时候，也
只有少数人可以真正的了解真理，那么到底何谓真理呢？或者说，谁才能代表真理呢？谁才能评价真
理呢？
何谓人道？符合多数人的可以是人道，那么为少数人的呢？人道可以说是人这个群体所共有的，那么
真理呢？真理的价值在何处呢？

30、《美国文明散论》的笔记-第67页

        人心中永恒的呼唤是什么？公平正义？既然基督教宣扬人心是恶的，那么人心中永恒所呼唤的就
是撒旦。那么人类文明便是恶的结果。

31、《美国文明散论》的笔记-第39页

        美国革命是分家，法国革命是成家。

32、《美国文明散论》的笔记-第15页

        因信而罪的前提是，有些信息是对的，有些信息是错的。我们只能相信对的信息，而不能相信错
的信息。但是，什么才是对的，什么才是需错的呢？标准是什么呢？谁来制定标准呢？某些人垄断了
这样的裁判权，所以他们自认为是真理的掌握者，是唯一的真理的主人。

33、《美国文明散论》的笔记-第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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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与舟的关系有那么紧密么？只是舟一定要水，而水完全可以不要舟的。水和舟的关系，不是载
和覆的关系，而是舟离不开水，舟的存在的依据是水。

34、《美国文明散论》的笔记-第53页

        社会由人组成，人的集合方为社会，政府服务于人。

35、《美国文明散论》的笔记-第83页

        自救和他救永远是双生的，而人们从来都是期待他救。所以有了神仙上帝。有信仰的，都是因信
而得救的，都是以一个人的自救而获得信仰的他救得。但，人不论他信什么，他必须自救，他必须要
用她的脑袋救他自己。因信而得救——因信自己而得到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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