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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法穿越时间:为什么? 如何可能?

来自美国的经验      

田 雷*

摘 要 像人类学家一样去观察美国宪法史,其宪法实践呈现为一种跨越代际而存在的

自治政治,这种自治在规范上要求当代人以及子孙后代信守制宪者写入宪法文本的“先定承

诺”。但为什么制宪者有权订立垂范千古的宪法? 为什么遵守先定承诺反而是民主正当的?

美国宪法的路径是建构出一种在时间维度内绵延的“我们人民”这一政治主体以及一种跨越代

际而生生不息的共同体模式。美国宪政是一种“叙事宪政”。宪法故事的讲述构成了宪政实践

的文化基础,培育了每一代美国人对原初宪法的认同、热爱和信仰。美国宪法之“活”,原因在

于美国人有能力去讲述美国宪法之内、之外、之间、之上、之前和之后的故事,由此形成美国这

个宪法共同体共同分享的源头叙事。

关 键 词 先定承诺 人民 制宪者 宪法文化 历史叙事

制宪者已逝,但宪法长存。
———弗里德里希·道格拉斯 〔1〕

如果您渴望知道我们宪法的精神,以及在从宪法得以确立至当下时刻,

是什么政策主导着这个伟大的时代,就请您在我们的历史、我们的议会法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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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日志中,而不是在“老犹太人”的讲道或“革命协会”的晚宴祝酒词中去寻

求它们吧。

———埃德蒙·伯克 〔2〕

引 言

1789年9月6日,法国大革命的现场,美国驻法大使托马斯·杰斐逊提笔写下一封长信,

收信人是时在大西洋彼岸的费城宪法之父詹姆斯·麦迪逊。两年前,杰斐逊因身在法国而错

过费城会议,而在这封长信中,他所批判的正是这种为“我们人民”以及“子孙后代”立法的行

为。〔3〕杰斐逊认为,自治政府的原则要求每一代人都应有自己的宪法,任何跨越代际的统治

都是一种祖先专制,此命题后来成为著名的“每19年革命重来”的“不断革命论”。有学者称杰

斐逊的这封信为第二次“独立宣言”。1776年的《独立宣言》宣告了北美13个殖民地脱离英帝

国的宗主统治,这封信则是“时间性的独立宣言”,宣告了每一代人都可以独立于任何祖宗成法

而自治,每一代人的政治都是一个新的开始。〔4〕

两百年后,美国宪政的发展否定了杰斐逊的命题。首先,1787年的原初宪法非但没有随

着革命一代人的逝去而被埋葬,反而在保持文本基本结构稳定的前提下“活”到今天。历史并

未站在杰斐逊这一边,反而是道格拉斯这位黑人逃奴概括出了宪法与时间之间的关系:“制宪

者已逝,但宪法长存”。其次,如何解释这一部有着两百年历史的宪法文本,美国当下最具统治

力的学说就是原旨主义的解释论。〔5〕原旨主义者主张,宪法解释应当回归制宪者的意图或

宪法文本的原初含义,这又是与杰斐逊的学说背道而驰的。不仅如此,杰斐逊本人也不是杰斐

逊道路的身体力行者。1787年《宪法》诞生19年之际,正是杰斐逊出任总统期间,他却并未严

肃思考过重开制宪会议以制定一部新宪法,或是对原初宪法进行正当性的续期。

若只是以成败论英雄,宪法学有理由遗忘杰斐逊的命题。但本文以杰斐逊为引言,所要表

达的就是,杰斐逊虽然建构了一个现实政治永远无法实践的自治模式,但这个荒诞不经的答案

却是基于一个理论家应予认真对待的问题。在学术研究中,提出正确的问题通常都要比给定

正确的答案更重要。如下文所示,宪法学者曾用不同的二元概念去概括杰斐逊命题所关切的

·293·

中外法学 2015年第2期

〔2〕

〔3〕

〔4〕

〔5〕

(英)伯克:《法国革命论》,何兆武等译,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页41,题记引文参考伯克原文对商

务版中译做了微调。
杰斐逊信的中译文,可参见(美)托马斯·杰斐逊:《杰斐逊选集》,朱曾汶译,商务印书馆2011年

版,页478-484。

JedRubenfeld,FreedomandTime:ATheoryofConstitutionalSelf-Government,YaleUniversi-
tyPress,2001,p.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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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生活的内在紧张,比如麦克尔曼所说的“法治政府”和“自治政府”,列文森的“基本法理念”

和“人民主权理念”,鲁本菲尔德所区分的“活在当下的政治”和“时间延展的自治”。〔6〕学者

在建构理论体系时未必自觉地怀有杰斐逊情节,但他们的理论展开却有一个杰斐逊的语境,正

因此,杰斐逊作为引言有助于我们开启一种讨论宪政的新视野,这就是宪政的时间性问题。

认真对待杰斐逊的命题,原因尚不止于此。首先,杰斐逊并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而是身处

西方政治思想的一个脉络内。此脉络关注的是政治的当下性,即主权者意志在某个时刻的绽

放,也因此忽略了政治的连续性,亦即成文宪法作为高级法的理念和实践。在晚近的宪法讨论

中,如果说原旨主义是一种反杰斐逊命题的论述,那么与其并驾齐驱的活宪法说则保留了杰斐

逊理论的火种。其次,历史虽然并未走上杰斐逊的道路,但这并不等于否定它的意义。两百年

后,美国的原初宪法已经呈现出种种病理,由此在近年来催生了一波从根本上检讨美国宪政体

制的学术声音,有学者甚至主张要重开制宪会议,只有另起炉灶制宪,才能实现革故鼎新,因此

就有了“杰斐逊的复仇”这一说。〔7〕还有一处应予指出的历史细节:比较宪法学者统计了历

史上所有的成文宪法典,其平均寿命恰恰是19年! 〔8〕难道这真是杰斐逊的诅咒? 杰斐逊笑

到了最后?

本文主要分三部分来展开论述。第一部分沿着杰斐逊的思路,在时间性的维度内去追问

什么是宪政,但答案却是反杰斐逊之道而行之的。宪政是一种跨越代际的自治政治,表现为当

代人对写入宪法规范的“先定承诺”的信守。第二部分是对信守先定承诺进行正当性的论证。

为什么一时的制宪者可以制定出垂范千古的宪法,为什么21世纪的美国人还要受制于18世

纪的已经死去的白人男性有产者制定的宪法,就此而言,杰斐逊的幽灵是挥之不去的。在此问

题上,自由主义宪政作为一种学说,其内部存在着根本的对立和紧张。本文的论述将借用社群

主义和共和主义的理论资源,建构出一种在时间维度内绵延的“我们”这个主体。在这种生生

不息的共同体模式内,每一代人的肉身终将腐朽,代际的更替不可避免,但每一代人却在文化

身体的意义上构成了一个单数的“我们”,而宪政的正当性也就建立在这一共同体的模式之上。

第三部分将转入美国宪政的文化研究。先定承诺的正当性取决于共同体的文化建构,但没有

一种普遍分享的历史叙事,政治文化的共同体就无法形成。“每一部宪法背后都有一部史

诗”,〔9〕美国宪政实际上是一种“叙事宪政”。宪政故事构成了美国宪政实践的文化基础,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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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了每一代人对宪法的认同、热爱和信仰,而信守作为先定承诺的宪法规范也因此成为美国人

的公民宗教。就此而言,宪政之“活”,恰恰在于我们是否有能力去讲述一部宪法之内、之外、之

间、之上、之前和之后的故事,有没有一种关于历史源头的共同叙述。

一、先定承诺的宪政

(一)杰斐逊及其语境

杰斐逊在写给麦迪逊的信中开宗明义,“一代人是否有权约束另一代人”,这是在大西洋政

治世界内未得到认真对待、但却事关“所有政府之根本原则”的问题。杰斐逊的论述起始于一

个在他看来不证自明的命题:“地球的用益权属于活着的人,死去的人对之既无权力,也无权

利”。由此出发,杰斐逊构建了一种代际政治模型:“让我们假定一代人全部出生在同一天,在

同一天达到成年年龄,并且在同一天死亡,让接下来的一代人全体在此时刻进入成年”。在这

种“代代公民如同游行方阵式同生同死”〔10〕的政治模型中,既然“地球总是属于活着的那一代

人”,没有共同体可以去制定一部“永恒宪法”,而在代际交接之时刻,前一代人的宪法应当随着

他们的肉体消失而自动失效,因此,杰斐逊的结论是,“在每19年终结时,每一部宪法和法律都

将自然过期”,“如果宪法得到更长时间的执行,宪法就成为暴力的法律,而不是权利的法

律———因此可以说,每一代人事实上都有其废止权,惟其如此才得以自由,如同宪法或法律明

文限定在19年”。〔11〕

杰斐逊的上述命题代表着政法论述内由来已久的一个传统。与杰斐逊同期的潘恩就发表

过异曲同工的论述:民主是当下人的自治,“是反对过去的战争”。潘恩反对伯克所主张的

1688年英国议会可以制定永恒法律的观点,主张“在任何情形内,每个时代和每一代人都应当

如它先前的那些时代和那些代人一样,有自主行动的自由”。〔12〕诺阿·韦伯斯特也曾写道:

“制定永久宪法的企图就是设定了有权去控制未来世代的意见;我们对他们没有权力,正如我

们对亚洲的一个民族没有权力,但却预设了我们有权为之立法。”〔13〕在这里,韦伯斯特用空间

的位移去比拟时间的流转,既然在“空间位移”的场景内,美国人无权为同时代的亚洲某民族进

行立法,那么在“时间流转”场景内,1787年的美国人也无权为21世纪的美国人立法,否则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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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的概括,参见(美)史蒂芬·霍姆斯:“先定约束与民主的悖论”,载(美)埃尔斯特、(挪)斯莱格

斯塔德主编:《宪政与民主:理性与社会变迁研究》,潘勤、谢鹏程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页

247。
杰斐逊,见前注〔3〕,页479、480、482。
霍姆斯,见前注〔10〕,页228-230。将杰斐逊和潘恩放在一起的讨论,参见 GordonWood,“The

RadicalismofThomasJeffersonandThomasPaineConsidered”,inGordonWood,TheIdeaofAmerica:

ReflectionsontheBirthoftheUnitedStates,PenguinBooks,2012,pp.213-228。
转引自GordonWood,TheCreationoftheAmericanRepublic,1776-1787,UniversityofNorth

CarolinaPress,1998,p.3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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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时间性的帝国主义”。〔14〕

杰斐逊晚年仍未改初衷,一直保持着革命派的本色。他在1824年的一封信内再次回到这

个话题,“没有什么会永垂不朽”。首先,杰斐逊如历史上的所有革命家那样“粪土当年万户

侯”、“造物主创造世界是为了活人,而不是为了死人”、“死人连物都不是,构成他们肉体的物质

微粒现在已成为其他无数种动植物或矿物的主体”。既然肉体已经腐朽,那么原本附随于肉身

的权力就不可能永存,而必须在代际流转之际将权力的接力棒交到新一代人的手中。杰斐逊

的结论是,“除了不可让渡的人的权利以外,没有什么是不可改变的”。〔15〕

(二)“活在当下”的政治及其批判

杰斐逊之所以认为每一代人都应有自己的宪法,代际交替要求宪法政治从头再来,就

在于他将共同体的政治生活进行了以“代”为单元的区隔。每一代人在时间进程中都构成

了一个自给自足的单元,自治政府只能在此尺度内生长。不仅如此,各代人彼此之间还是

相互独立的,在共同体内,第n-1、n和n+1代人就如同中国人、美国人和德国人一样,相

互间不存在政治继承关系。杰斐逊命题实质上否定了政治生活在时间进程中的连续性,每

一代人都有自治的主权,正如每一民族都有自治的主权。再进一步,每一代人既没有过去,

也没有未来,只是在时间历程中的一个独立片段或“绽出”。不断革命论主张造反有理,每

代人都要“遗忘”此前的政治传承,非如此不足以活出自我的新一代,所基于的就是这种“不

念过去,不畏将来”的共同体模式。鲁本菲尔德教授将这种无限扩大政治生活之代际间隙

的学说概括为“活在当下”的政治。

根据鲁本菲尔德的论述,活在当下的政治看似符合民主自治的抽象原理,政治的每一时刻

都是崭新的,如同一次记忆格式化后的重启,而此状态下的个人也是最“自由”的,因为没有记

忆带给他的负担,所以最能实现偏好的最大化。但是,活在当下的政治是完全碎片化的,是没

有时间性的,其每一刻都是一次旧的结束,同时又是一次新的开始。而在这种政治中生活的人

既没有过去,也没有未来,有的只是一个又一个彼此分裂和独立的“当下”、“时刻”或“瞬

间”。〔16〕

在“活在当下”的政治中,自由就是没有时间性的自由,所谓自由人不过是只知道此刻欲望

的动物或经济学上为当下偏好所俘虏的理性人,而不是共同体内的政治人,其自治也只是动物

的欲望满足,而不是人类政治社会的民主自治。人之所以为人,就是因为不可能永远活在当下

这个时刻。我之所以成为一个“我”,就要求行为的连续性,不能简单地以今日之我去否定昨日

之我。意思自治并不意味着当下偏好或欲望的统治,而是要求要信守承诺。在时间的流转中,

昨日之我、今日之我和明日之我是“同一个我”,既然无法完全活在当下,那么就要信守承诺,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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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isonLaCroix,“TemporalImperialism”,158UniversityofPennsylvaniaLawReview,pp.1329
-1374,(2010).

杰斐逊,见前注〔3〕,页705-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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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仅服从当下的欲望或偏好。

在此意义上,活在当下本身就是对政治可能性的否定,因为活在当下意味着政治生活已经

失去了元规则。根据杰斐逊的学说,每经过19年就要重新制定一部全新的政治宪法,就是要

求每一代人必须从政治国家退回自然状态,重新商定新的社会契约,进行最根本的共识形成。

周而复始的推倒重来不是宪政,而是“折腾”。因此,正如私法学说不允许以当下的意思表示去

推翻此前的承诺以及基于此的合理期待,民主自治所要求的也不是当下时刻的意志统治,而是

对先定承诺的信守。正是先定承诺划定了当下之我们的政治决策的领域。宪法理论常说,宪

政就是要将某些议题安放在政治决议的范围以外,但这种限制与其说是少数对多数的制约,不

如说是一种在历史维度内生成的有限政治,与其说是一种“反多数难题”,不如说是一种“反当

下的难题”。〔17〕

(三)作为先定承诺的宪法

宪法规范是在时间维度内生成的先定承诺,宪法就是对先定承诺的书写,因此不可能是杰

斐逊所预设的一代人尺度内的文件,而宪政就是对“先定承诺”的信守,呈现为一种跨越代际的

自治工程。作为本文的核心概念,先定承诺(pre-commitment)的重点并不在于“承诺”,〔18〕而

在于“先定”:“先定”意味着宪法是共同体在当下之前所形成的规范,意在构筑起未来世代之自

治政治的基本框架。〔19〕巴尔金的新著《活原旨主义》致力于调和“原旨主义”和“活宪法”这两

种原本水火不容的学说,根据他的论述:宪法的核心功能在于“设定政府的基本结构,让政治成

为可能,并且创造一个未来宪法建设的框架”。〔20〕

先定承诺的最佳示例就是“尤利西斯自缚”的故事:为防止女妖塞壬迷人歌声的诱惑,尤利

西斯提前在清醒时刻要求同伴将自己绑缚在船的桅杆上,同时用蜜蜡封住自己的耳朵。〔21〕

美国19世纪的政治家约翰·波特.斯托克顿曾指出:“宪法是锁链,人们在清醒时刻用以绑缚

自己,从而防止在他们疯狂的日子里死于自杀之手”;经济保守主义的吹鼓手哈耶克也有过异

曲同工的表述:“宪法是清醒时的彼得对醉酒时的彼得的限制”。〔22〕而宪法学家桑斯坦曾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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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18〕

〔19〕

〔20〕

〔21〕

〔22〕

鲁本菲尔德对反多数难题在时间维度内的再阐释,可参见Rubenfeld,supranote4,pp.10-12。
关于宪法承诺的一般性讨论,即为什么写在羊皮纸上的宪法可以去约束掌握着枪杆子和钱袋子的

政治力量,为什么多数派在宪法承诺不利于当下时仍选择服从,参见DarylLevinson,“ParchmentandPoli-
tics:ThePositivePuzzleofConstitutionalCommitment”,124HarvardLawReview,pp.657-746,(2011)。

关于先定承诺在社科以及政法理论中的讨论,参见JonElster,UlyssesUnbound:StudiesinRa-
tionality,Pre-commitment,andConstraints,CambridgeUniversityPress,2000,pp.88-174;JonElster,
“Don’tBurnYourBridgeBeforeYouCometoIt:SomeAmbiguitiesandComplexitiesofPre-commitment”,

81TexasLawReview,pp.1752-1788,(2003)。
“框架式原旨主义”的论述,参见JackBalkin,LivingOriginalism,HarvardUniversityPress,

2011,pp.21-23。
埃尔斯特曾在社科论域内发掘出此故事,参见Elster,supranote19;另可参见冯克利:《尤利西斯

的自缚》,中信出版社2013年版。
转引自Elster,supranote19,p.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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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宪法写入先定承诺,策略就是要去克服集体的短视或意志脆弱”。〔23〕

因此,宪法以及任何法律作为一种行为规范,都是在为未来立法。如果用“代”作为时间度

量的基本单位,那么宪法就表现为前代人对后代人的约束,它必定不是一时一刻的政治,而需

要在一种历时延续、跨越代际的政治生活中才能得以展开。美国1787年《宪法》的序言就提供

了一种跨越代际的叙事:“我们合众国人民,为……使我们自己和后代(ourselvesandourpos-

terity)得享自由的幸福,特为美利坚合众国制定本宪法。”就此而言,美国宪法的制定及其两个

世纪的历史发展表明,宪法是一种建国时刻的祖宗约法,一部志在“为万世开太平”的基本法。

约翰·马歇尔就曾在美国银行案中对宪法“管长远”而非“管一时”有过经典阐述:美国宪法“被

设计去经受漫长岁月的考验,因而必须适应人类事务的各种危机”。正是因此宪法在起草时有

时必须是“宜粗不宜细”的:“宪法的性质要求,宪法条款仅能勾勒宏伟纲要、指明重要目标,并

从目标本身的性质中,推断出组成那些目标的次要成分。”〔24〕

二、宪政的共同体基础

尤利西斯的故事并没有提出先定承诺的正当性问题,原因很简单,这是一个人的“自缚”,

是尤利西斯在其尚且清醒时的理性决定,意在约束未来有可能自我毁灭的尤利西斯。但宪法

作为先定承诺有本质的区别,如果说“宪法是清醒的彼得,而人民则是醉汉彼得”,〔25〕而在代

际交接的政治发展内,此彼得已非彼彼得。根据《美国宪法》的序言,“我们人民”是为“我们自

己”以及“子孙后世”制定了本宪法。由此可见,一旦宪法的效力跨越代际而延续,那么杰斐逊

的幽灵就在宪政之上盘旋。

为什么一时的制宪者可以制定出千古永续的宪法? 为什么在今天奉行原旨主义不会造成

“死人之手的统治”? 为什么一个由早已死去的白人男性有产者所制定的宪法,还可以统治生

活在21世纪的美国人? 〔26〕杰斐逊确实道出了宪政之先定承诺的正当性困境:一时的制宪者

如何有权制定千古的宪法,当制宪者———很多情形内都是背负着原罪的制宪者———早已退出

历史舞台,其肉身早已化为矿物质后,为什么由他们制定的法律并未“身与名俱灭”,其效力反

而如不废江河一样万古长流。为什么先定承诺是民主正当的,这是本部分所要解决的问题。

(一)现有理论的失败

为什么信守先定承诺,为什么遵守祖宗成法不会造成“死人之手的统治”,美国宪法学界有

三种最具代表性的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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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24〕

〔25〕

〔26〕

CassSunstein,“ConstitutionalismandSecession”,58UniversityofChicagoLawReview,p.641,
(1991).

McCullochv.Maryland,17U.S.316(1819).
霍姆斯,见前注〔10〕,页262。
关于死人之手的统治,可参见AdamSamaha,“DeadHandArgumentandConstitutionalInterpre-

tation”,108ColumbiaLawReview,pp.607-680,(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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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种论述来自于死硬的保守派。在他们看来,宪政的本意就是要遵守祖宗成法,死人之

手在道德上是可欲的。美国保守派宪法理论的旗手斯卡利亚大法官曾指出:宪法的“全部目的

就是要拒腐防变(preventchange)———要以未来子孙后世不可能轻易夺走的方式去确保某些

权利。一个订立权利法案的社会并不相信,‘体面标准的进化’总是‘标志着进步’,社会总是在

‘成熟’,而不是‘衰朽’”。斯卡利亚在回应德沃金时举过一个例子:美国1787年《宪法》中写入

了禁止“残酷刑罚”的规范,这就构成了一种先定承诺,之所以要将此规范写入宪法,就是为了

防止“子孙后代们更残酷的道德感”。〔27〕

既然社会有可能“衰朽”,宪法的用意就是要“拒腐防变”。伟大的制宪者们将他们的先定

约束写入宪法,意在强化子孙后代拒腐防变的能力。而这种先定约束之所以成立,所基于的就

是斯卡利亚建构的衰败叙事:建国时刻的先人更有德性,第二代人及其以后就有可能腐化堕

落,因此制宪者为后世约法,是要防止后来人忘记这经由奋斗和牺牲所取得的胜利,背叛宪法

去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在此场景内,伟大的制宪者和堕落的当代人形成了二元对立,死亡之手

被淡化了,取而代之的是有德先贤的统治。

第二种论述是实用主义的论述。根据这一理路,之所以当代美国人还要服从两百年前的

宪法,并不是一个道德问题,而是当代人基于便利的考量而做出的选择。换言之,之所以这部

两百年的宪法在当下仍有其权威,原因就在于有它要比没有它更好、更方便和更便利。

“尽管美国宪法有其缺陷,但总体说来,宪法是件好事,因为它解决了那些必须以这种

或那种方式予以解决的问题”,“有时候,更重要的是要解决问题,而不是正确地解决问题”。

在斯特劳斯教授看来,一部由两百年前的男性白人有产者所制定的宪法,今天已经无所谓

道德意义上的权威,“宪法条款的约束力根源于它解决争议的功能能力,而根本不是制宪的

主体应当被服从或者得到‘忠诚’”。〔28〕而美国宪法的定纷止争功能,主要在于它提供了一

个争议各方都承认的“共同基础”,如果没有这个由宪法提供的“说服平台”,〔29〕有些激烈的

政治争议就失去了妥协的基础,无法得到和平的解决,结局就是你死我活的斗争或者共同

体本身的分崩离析。

第三种论述以政治哲学的资源去认真对待先定承诺的正当性问题。此论述起始于杰

斐逊在《独立宣言》内所说的美国立国原则:政府的正当性来自于“被统治者的同意”,因

此一部宪法是否有让我们遵守的权威,就在于它是否得到了我们的同意,这是人民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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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28〕

〔29〕

严格说,斯卡利亚并非极端的原旨主义者,他认为“原旨主义”只是“更小的恶”,参见 AntoninSca-
lia,“Originalism:TheLesserEvil”,57UniversityofCincinnatiLawReview,pp.849-866,(1989),正文

所引出自AntoninScalia,AMatterofInterpretation,PrincetonUniversityPress,1997,pp.40,145。

DavidStrauss,“CommonLaw,CommonGround,andJefferson’sPrinciple”,112YaleLawJour-
nal,pp.1725,1734,(2003).

“说服平台”,参见Balkin,supranote20,pp.129-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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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说的一种表达。〔30〕

同意学说比较成功地解释了公民为何要守法的问题,但宪法作为一种根本法却对此学说

提出了严肃的挑战。因为宪法是“管长远”的根本法,其所写入的是先定的承诺,因此,最简单

的同意学说无法解释为什么当下的人要服从宪法文本内的先定承诺,因为活着的当代人并没

有对其表示过自己的同意。生活在今天的美国人并未参与费城宪法的起草、选举和批准过程。

更何况,1787年的制宪主体本身就是一个有时代局限的“我们人民”,至少黑人、女性、未成年

人和无产者都被排除在这次“民主盛举”以外。〔31〕而且,美国宪法是文本上最难修正的宪法,

两百年来仅有27条修正案,不是每一代人都有机会参与修宪的民主盛举。布莱斯特教授早在

1980年就指出:“美国宪法的权威来自于其批准者的同意,这是最深植根于美国传统的政治理

论。但即便是宪法批准者曾自由地表示对宪法的同意,这也并未能形成一个充分的基础,要求

对这一建国文件的继续忠诚,因为那一代人的同意不可能约束后来人。我们并没有批准这部

宪法,宪法的批准者已经死去,已经离开。”〔32〕

既然简单的同意学说无法挽救一部古老宪法的命运,同意论就发展出形形色色的修正版

本,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隐含同意”论。根据这种修正版本,同意既可以是明示的,也可以

是推定或隐含的。保守派学者巴内特曾将隐含同意学说的逻辑概括为“不爱它,就离开它”

(loveitorleaveit)。“同意的真正根源是‘我们人民’对政府形成的原初同意,自此后,只要人

民并没有成功地对政府造反,就可以认为他们已经隐含地对政府表示同意。”〔33〕换言之,只要

一位公民没有通过自杀、移民或造反而选择“离开它”,那就是“爱它”,也由此可推定出“同意”。

但这种对同意的推定实属牵强,难以证成先定承诺的民主正当。

(二)回到共同体:从自由主义到社群主义、共和主义

在人民主权学说的脉络内,同意理论展示了一个有希望的思路,但问题仍在于制宪者和

“我们”在这一思路内所形成的二元对立。对宪法表示同意的是建国时刻的制宪者,但制宪者

不是“我们”,而是已经故去的他者,能构成同一个我们的就是活在当下的人。在本文看来,与

其在同意的认定上做手术刀般的技术修正,不如回到一个事关政治共同体的根本问题:美国宪

法开篇以“我们人民”进行效力的自我宣示,那么宪法理论就必须回答,作为美国宪法的书写

者,“我们人民”在时间性的维度内究竟是复数的主体,即每一代都形成了彼此间相互独立、而

仅在空洞的时间维度内有过切面交接的共同体,还是一个在时间流转过程中所形成的绵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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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31〕

〔32〕

〔33〕

参见 AkhilAmar,“TheConsentoftheGoverned:ConstitutionalAmendmentoutsideArticleV”,

94ColumbiaLawReview,pp.457-508,(1994)。
在进步主义的历史叙述中,费城制宪本身即是有产者对革命果实的篡夺,参见(美)查尔斯·比尔

德:《美国宪法的经济观》,何希齐译,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

PaulBrest,“TheMisconceivedQuestfortheOriginalUnderstanding”,60BostonUniversityLaw
Review,p.225,(1980).

RandyBarnett,RestoringtheLostConstitution:ThePresumPtionofLiberty,PrincetonUniver-
sityPress,2003,p.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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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体(temporallyextendedcommunity)。而如果我们人民是一个单数,那么是什么让我们

成为了一个我们,让不同世代生活的人可以认同一个“我们人民”?

回答以上问题,就需要一个关于“我们”的叙事,讲述一个有关“我们”的故事。但这个

关于我们的宪法故事,却不可能在自由主义学说中找到其伦理的资源。社群主义哲学家麦

金太尔就曾批判自由主义的个人是没有叙事能力的:在回答“我应当做什么”的问题时,首

先应当去回答一个更前的问题,“我自己构成了哪一个故事的片段”。〔34〕因此,如果要重新

讲述一种有关个体、共同体和时间的故事,就必须从社群主义和共和主义的政治学说中寻

找新的资源。

1.自由主义学说的缺失

杰斐逊的幽灵在承载着先定承诺的宪法之上盘旋。杰斐逊设想的是每一代人都能重新开

始的政治,在他的共同体模式中,每一代人都似寄居于偶然时空内的过客,他们没有能力“继往

开来”。而这种在时间绵延过程中仅占据一格的共同体模型,就是一种没有时间感的共同体。

自由主义所理解的共同体就是这种没有时间感的共同体。以罗尔斯的论述为例,在《正义

论》的开篇,罗尔斯就对社会有一个定义,社会是“自给自足的个人联合体”,“为了相互利益的

合伙”。具体地说,个人认识到生活在一起有可能让彼此生活的更好,所以大家选择生活在一

起,正义原则就旨在分配由社会共处和合作所产生的权利、义务以及收益和成本。〔35〕

由此可见,根据自由主义的学说,社会不过就是一个“合伙”,个人是先于社会共同体而存

在的,社会本身即根源于人的选择或授权,而选择或授权都是基于利益的一个理性判断。罗尔

斯的关键工具“无知之幕”正可以表明,在原初情境内立约的个体都是没有故事的,没有“叙事

能力”的。事实上,正是这种没有故事的个体才有最大程度上的选择自由,而正是个体的选择

决定了个体以及共同体的身份。根据桑德尔对罗尔斯的批判,自由主义所设定的个体是一种

离群索居的自我(unencumberedselves),是先行个体化(antecedentlyindividuated)的和彻底

脱嵌(radicallydisembodied)的主体。在无知之幕下的原初状态内,个体是没有面目的,“没有

了眼睛也没有了嘴唇”,他无法讲述自己的故事,因此不可能结成一种在时间维度内代际绵延

的共同体。〔36〕

2.社群理论的批判

自由主义认为,“对于离群索居的自我来说,最重要的,对我们的个人性而言最本质的,并

不是我们选择的目标,而是我们选择目标的能力”。〔37〕但问题在于,虽然活在当下的个体可

以实现选择能力的最大化,但对于生活在社会内的个体来说,选择的能力与“讲故事”的能力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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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35〕

〔36〕

〔37〕

AlasdairMacIntyre,AfterVirtue:AStudyinMoralTheory,UniversityofNotreDamePress,

2007,p.216.
JohnRawls,ATheoryofJustice,HarvardUniversityPress,1999,pp.4,6.
MichaelSandel,LiberalismandtheLimitsofJustic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98.
MichaelSandel,Democracy’sDiscontent:AmericainSearchofaPublicPhilosophy,Harvard

UniversityPress,1996,p.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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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反比的。麦金太尔也正是基于此提出了对自由主义的批判:自由主义的个体是没有故事的,

由此他提出了“叙事性自我”的概念。自由个人主义认为每一个人都是“赤裸裸地”来到这世

界,我的故事来自于我的选择,而不是“一个人的继承”,但麦金太尔认为“我的生活故事总是嵌

入在共同体的故事中,从共同体那里,我得到了我的身份。我生来就有一个过去;个体主义的

模式希望去隔断我自己和那个过去,这是在扭曲我当下的关系”。〔38〕

对于叙事性的自我来说,我应当做什么并不完全取决于我的选择,而是要回到“我发现自

己构成哪个或哪些故事的一部分”。每个人一降世就镶嵌在一种或多种叙事之中,人这一世并

非只活在由出生到死亡的自然生命,他有未出生前的过去,也有死亡后的未来。同样,在另一

位社群主义者沃尔泽看来,“自由主义的实践看起来是没有历史的”,自由主义想象的都是“完

全孤独的个体”、“理性的自我中心者”、“由不可让渡的权利所保护并且孤立开来的人”。〔39〕

在组成社会后,个体“想象他享有着权利,社会就是相互陌生的自我们的共存,因为自由主义的

权利……更多的是关于退出(exit)而不是声音(voice)的权利”。〔40〕沃尔泽对自由主义个体观

也有深刻的批判:

自由社会的成员没有共同的政治或宗教传统;他们仅能讲述关于他们自己的故事,这

就是从无到有的创世故事,故事起始于自然状态或原初情境。每一个人都相信他自己是

绝对自由的,无所拘束的,自治自决的,而仅仅是为了风险的最小化,才进入社会,接受义

务。〔41〕

……

我们自由人可以自由去选择,而且我们有权去选择……我们难以记忆起我们昨天做

了些什么;我们也无法确定预测我们明天将会做些什么。我们不可能提供一种有关我们

自己的适当叙述。我们不可能坐在一起,讲述整全性的故事,而且我们发现自己的故事,

只不过是没有情节的碎片化叙述,如同无调音乐和抽象艺术。〔42〕

3.共和主义的批判

“我们都是共和主义者了”,有学者这么形容上世纪80年代美国宪法理论“共和主义复兴”

的盛举。〔43〕共和主义复兴作为一种理论思潮,其核心是以共和主义的理论资源去批判美国

政治的多元主义模式。本文没有必要梳理共和主义复兴的理论全景,仅选择讨论其中最具影

响力但在中文学界未能得到应有关注的弗兰克·麦克尔曼的论述。

麦克尔曼宪法理论的内核始终指向美国宪政实践中一种根本性的二元对立,他在不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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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40〕

〔41〕

〔42〕

〔43〕

MacIntyre,supranote34,p.221.
MichaelWalzer,“TheCommunitarianCritiqueofLiberalism”,18PoliticalTheory,p.7,(1990).
Ibid.,at8.
Ibid.,at7-8.
Ibid.,at9.
共和主义在美国宪法学内的复兴,可参见《耶鲁法学杂志》(YaleLawJournal)在1988年第97卷

的第8期,为“共和主义宪法理论”的专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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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对此二元对立有不同的表达。在《宪法书写》中,麦克尔曼提出了所谓的“权威—书写综合

症”。〔44〕根据他的论述,成文宪法的书写是一种历史事实,而宪法以及宪法文本所写入的政

治原则却具有当下的规范权威,这其中的紧张就是“我们应当如此,因为他们指示如此(We

oughtto,becausetheysaidso)”,因此生成了“权威—书写综合症”,也即宪法如何通过“书写”

的历史事实而取得了当下的规范权威。在更早期的《法律的共和国》中,麦克尔曼使用了另一

对范畴来表达这种根本的对立:“自治政府”与“法治政府”。〔45〕自治和法治同是美国宪政的

基础,但两者在实践中却有着深层的紧张,因为“自治”的主体是“我们”,是当下之治,而“法治”

的主语是法律,法律必定是生成于某个先于当下的时刻,是过往之治。就此而言,美国宪政如

何可以既自治又法治,在时间性的维度内显然构成了一个问题。在麦克尔曼看来,这是美国宪

法实践所提出的一个困难、艰深并且永恒的问题。〔46〕

在1988年《耶鲁法学期刊》的“共和主义”专号中,麦克尔曼受邀写作“头条”文章“法律的

共和国”,文章起始于“自治”和“法治”的讨论。首先,自治和法治都是“宪政主义的共识”,“政

治自由的要求”,应为所有人尊重;但“我们人民”和法律又是完全不同的两种秩序,前者要求

“人民自己去决定那些统治其社会生活的规范”,后者要求“人民享有免于恣意权力的保护”,两

者之间存在着“显而易见”的紧张。〔47〕根据麦克尔曼的观点,解决这一紧张的关键在于能否

形成一种政治,让法治的主语“法律”同时也是自治的主体“我们”。而自治与法治的统一需要

社会规范性共识的存在,但现代社会的多元性却已摧毁了这种共识的基础。“如果有哪种社会

条件定义着现代美国政治,这就是多元性,就此而言,现代美国如何形成‘法律生成的政治’

(jurisgenerativepolitics)?”〔48〕只有在这种“法律生成的政治”中,所形成的法律才能是“我

们”的法律,而我服从法律也就是服从我自己的意志,是一种“自缚”,而不是外来异己力量的宰

制。“调和宪政的两个前提,看起来要求我们设想到一种法律生成的政治的可能性,它有能力

赋予其立法产品以一种作为‘我们的’法律的‘效力感’。”〔49〕

“法律生成的政治”是一种“我们”的政治。但问题在于到哪里去寻找“我们”。在麦克尔曼

看来,日内瓦的公民可以通过直接民主来实现积极自由,但对美国人民而言,全国政治不可能

提供一种真正的自治舞台。他在1986年发表于《哈佛法律评论》的经典论文“自治政府的踪

迹”内指出,美利坚民族“看起来注定要承诺在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主权分离”,“国会不是

我们。总统不是我们。空军不是我们。‘我们’并不‘存在于’这些有机体内。它们的决定并不

是我们的自治”。但麦克尔曼在这里所否定的是一种积极意义上的人民可以出现在美国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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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45〕

〔46〕

〔47〕

〔48〕

〔49〕

FrankMichelman,“ConstitutionalAuthorship”,inLarryAlexander,ed.,Constitutionalism:

PhilosophicalFoundations,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98,p.67.
Michelman,supranote6,pp.1500-1503.
Michelman,BrennenandDemocracy,PrincetonUniversityPress,1999,pp.4-5.
Michelman,supranote6,p.1501.
Ibid.,at1506.
Ibid.,at1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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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却并未因此否定自治的可能性以及人民主权的修辞。而所谓“自治政府的踪迹”也就是要

重新去发现“我们”,建构起一种有着“制度化纪律”的“法律生成的政治”。〔50〕

麦克尔曼的答案就是共和主义的审议政治,原本理性自利的私人在进入政治后就成为以

公共利益为导向的公民,他们所参与的政治审议就定义了一种法律生成的政治。换言之,共和

主义的审议政治可以最大限度地去调和自治和法治的张力,可以在多元性的现代社会生成“我

们的法律”,服从法律就是在实践一种公共自由。可以说,以麦克尔曼为代表的共和主义宪法

理论,最大的启发就是对“我们”这个概念的再讲述。

(三)人民的两个身体

美国宪法是“我们人民”所写就的,因此,如果人民自建国迄今形成了一个生生不息的单数

主体,那么信守宪法内的先定承诺,就实现了根本法与人民主权的综合,因为先定承诺对我而

言,并不是一种外在的力量,而是我个人以及我们这一代人所嵌入的我们人民的意志。但难题

仍在于,在一个以多元合理性为前提的现代世界内,在一个文化革命后以杂多主义为标签的当

代美国,在一个以重新发现亚文化为政治正确的学术场域内,如何才能想象一个在时间进程内

寓杂多于单一的美国人民。换言之,我们人民何以构成一个单数的共同体,为什么每一代的新

人换旧人并不会增生出一个全新的共同体,〔51〕反而是在生成一种生生不息、世代绵延的共同

体呢?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本文提出“人民的两个身体”的命题。〔52〕“国王已死,国王万岁”,

同理,我们人民也有两个身体,一个是每一代人必将衰朽的肉身,另一个是每一代人都参与

创造和维护的文化身体。如要进一步阐释此命题,就要回到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特性,这

就是人有时间感,有记忆能力,因此是一种政治动物。牲口是没有时间感的,也因此牲口的

世界没有进步,所有的只是周而复始但原地踏步式的循环往复。而人之不同就在于“他无

法学会忘记,其总是留恋于过去;不管他跑得多远,跑得多快,那锁链总跟着他”。〔53〕人不

仅无法忘记过去,人也无法逃避未来,“在所有有生命的物体中,只有人类自觉地预期着死

亡;在死亡必至的预期下选择如何行动———思索着如何死去———这随之而来的需要就将我

们人类与其他动物区分开来。经营死亡的需要是人类特有的命运。”〔54〕由是观之,纵然现

·304·

宪法穿越时间:为什么? 如何可能?

〔50〕

〔51〕

〔52〕

〔53〕

〔54〕

FrankMichelman,“TracesofSelf-Government”,100HarvardLawReview,p.75,(1986).
巴内特教授认为,我们人民不过是一种“虚构”,参见RandyBarnett,“ConstitutionalLegitimacy”,

103ColumbiaLawReview,pp.111-148.,(2003);斯特劳斯教授基于实用主义的立场否定存在着一种“世
代相继的美国人民”:“今天的许多美国人并不会怀有对前代美国人的忠诚,他们与前代人之间没有关系或联

系”,做一个美国人并不需要信仰“美国人民在历史进程中的统一性”或者“准种族的美国身份”。参见

Strauss,supranote28,pp.1723-1725。
此处的讨论受到“国王的两个身体”的启发,参见ErnstKantorowicz,TheKing’sTwoBodies:A

StudyinMediaevalPoliticalTheology,PrincetonUniversityPress,1997。
(德)尼采:《历史的用途与滥用》,陈涛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页1-2。

DrewGilpinFaust,ThisRepublicofSufferings:DeathandtheAmericanCivilWar,Knopf,

2008,p.x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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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人越来越生活在一个扁平的时空内,活在当下已然成为现代人的潮流,但人仍然无法摆

脱过去和未来的重负。

也是在此意义上,英国政治理论家伯克有过一段经典的“人非苍蝇”的论述。一个夏天内

的苍蝇,生命是短促的;但仅就生命长度而言,人和苍蝇不过是程度之别。根据伯克的论述,人

之所以会沦为苍蝇般生活,就在于一代人将自己作为共同体的主人,不承认祖先所规定的先定

承诺,由此造成法制的朝令夕改和共同体的变动不居。每一代人的政治都自成一体,这在杰斐

逊看来是民主自治的真谛,而在伯克眼中就是如苍蝇般的生活。在此意义上,动物之区别于人

就在于它只有当下,隔绝于过去和未来,动物在代际链条内只不过是周而复始地重复着,没有

继承,也谈不上传承。“苍蝇的每一代都重新开始其故事,没有背负对过去的重负和对未来的

义务……正是这种与过去和未来的断裂,使得苍蝇的生命在人看来是如此异类。”〔55〕

人不同于苍蝇,就在于人不仅生存在一个自然世界内,还生活在一个文化世界内。根据耶

鲁法学院前院长科隆曼的阐释,文化世界是一个区别于自然世界的人造世界:自然世界是一个

纯粹的物世界,而文化世界是一个意义的世界,一个符号的系统。文化世界有两个基本特点:

第一是“可积累的”,人可以进行那些在一代人的时限内无法完成的工程,由此人就具有了对抗

自然命运之暴政的能力。第二是“可毁灭的”,这是指文化世界的人造物并非一劳永逸的永恒,

“如果不能加以适当保育,它们终将会失去,仅仅将它们书写下来从来不足以将之维持,因为有

很多法律和诗歌的书籍,我们虽然拥有,但却无从知道如何去阅读……保护一个法律的体系要

求这样的教育项目,它可以向每一代新人介绍法律,让新人们学会解释法律的方法。”〔56〕文化

世界的脆弱性,就要求每一代人都自觉地作为共同体在当下的“租用者”,在先人和后人之间承

担起“信托”责任。而且,也正是在这种无实体的文化世界内,一个共同体才成为了生生不息的

共同体,而不是陷入每一代人反对每一代人的战争。反之,如果只是在断裂的自然世界内求生

存,失去了文化世界的传承和连续,那么人就只有短促而可鄙的此在生命而已。

回到伯克,人如果像一个夏天内的苍蝇那样生活,“首当其冲”的后果就是人类将不再学习

“法理科学”(scienceofjurisprudence)。法理科学是“人类智识的骄傲”,它虽然有种种“缺陷、

冗杂和错误”,却是“世代积累而成的理性”。〔57〕而一旦人不再学习法理科学,“用不了几代

人,共和国本身就会瓦解,分崩离析为个体性的尘埃,最后随着天上的风而消逝”。〔58〕正是以

这段有关“法理科学”的阐释为过渡,伯克才得出他最著名的结论:如果国家是一种契约的话,

那么此契约是发生在活着的人、死去的人和将会出世的人之间的。在此意义上,一个共同体是

不是有宪政,并不在于它是不是有一部成文宪法,也不在于成文宪法是否已经司法化,而在于

这个共同体是否生成了作为我们的法律的先定承诺,可以有效地约束当代人以及任何一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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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56〕

〔57〕

〔58〕

AnthonyKronman,“PrecedentandTradition”,99YaleLawJournal,p.1050.,(1990).
Ibid.,at1053.
伯克,见前注〔2〕,页127。
伯克,见前注〔2〕,页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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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不去违反先定承诺,以防后世人在危机时刻陷入疯狂状态,作心血来潮的回应。〔59〕

罗杰·斯坎伦顿曾借用伯克的概念去批判自由主义的国家:“自由主义的国家没有家园,

无法生成一种跨越代际的忠诚,因此不可能在已逝去的和未降生的多代人之间形成一种契

约”。而哈贝马斯在论述二战后德国的宪政爱国主义时也曾有过同样的阐发:“通过一张家族、

地域、政治和智识传统编织起来的网,也就是通过一种塑造我们今日之身份的历史语境,我们

的生活形态就与我们的父辈以及祖辈的生活联系在一起。我们无人可以逃脱历史的语境,因

为我们的身份认同,无论是作为个体的人还是作为德国人,都已经与之不可分割地织缠在了一

起。”〔60〕

由此可见,宪政需要建立在一种社群主义的共同体基础上。我们可以从社群主义的叙事

性自我推演到宪法理论的有叙事能力的共同体。在社群主义的论述中,个人的故事首先是镶

嵌在共同体自身的历史叙事内的。保罗·卡恩在论述个体和共同体生成的同一性时曾写道:

“就在共同体的身份得以创造和维持的那个过程中,我们也创造和维持了我们的个人身份。因

此,在历史意义上具象的沟通,位于社群主义理论的核心,同时创造了个体和共同体。脱离了

创造和维持共同体的沟通,个体身份不会存在。”〔61〕而人民的文化身体也正是生活在这种有

叙事能力的共同体内,由此才在宪法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成其为一个单数的我们人民。

既然我们人民不再是一个线性时间观内的“瞬间”的“偶在”,并不寄寓在从过去、现在到未

来的时间流以内,而是存在于过去、现在和未来彼此交融的“可能世界”内,形成了一个单数的

共同体,那么由此形成的政治共同体在代际关系上既非西式的“交接”,也非中式的“反哺”,而

是一种生生不息、世代绵延的共同体。在此意义上,人民对宪法的历史书写,每一代人对所继

承而来的先定承诺的信守,非但不是自由派所标签的“死人之手的统治”,反而成为了一种高级

法意义上的自治,由此调和了宪政和民主、法治和自治、根本法和人民主权、历史书写和当下权

威等种种困扰美国宪法学者的二元对立。

三、宪法叙事的生成及其技艺

“这一革命的共同体具有一种跨越时间式的存在:所有的个人———现在的和未来的———都

是作为人民主权的成员而参与其中。基于这一原因,建国者的行为可以继续约束未来的世代:

所有人都是一个单数我们的组成部分。”〔62〕美国宪法之所以可以生生不息地“活”起来,是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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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法并非一部自杀契约,可参见(美)理查德·波斯纳:《并非自杀契约:国家紧急状态时期的宪

法》,苏力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Jan-WernerMüller,ConstitutionalPatriotism,PrincetonUniversityPress,2007,p.37.
PaulKahn,“CommunityinContemporaryConstitutionalTheory”,99YaleLawJournal,p.5.,

(1989).
PaulKahn,“PoliticalTime:SovereigntyandtheTranstemporalCommunity”,28CardozoLaw

Review,p.271.,(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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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美国人民在历史发展中通过共同的奋斗、牺牲和记忆而结成为同一个共同体———不仅是由

地理空间所定义的,还是由时间所塑造的。只有我们认同一部我们继承而来的宪法,使之成为

“我们的”宪法,宪政才找到了它的伦理基础或文化资本。巴尔金曾写道:“南非宪法可能被广

泛地称颂为当代宪法制定的典范之作,但它并不是我们的宪法”,“当我们认同并且热爱一部宪

法,宪法就成为我们的法律,而无论我们是否以一种正式或者法定的形式对宪法表示了同

意。”〔63〕

巴尔金的表述实际上道出了人民主权理论的关键缺失,现有的论述将人民的意志归结为

“正式或法定形式的同意”。但巴尔金在此却区分了同意与认同及热爱,当且仅当我们认同并

热爱一部宪法时,这部宪法才成为我们的宪法。巴尔金的区分指向着一种更普遍的二元对立,

一方面是基于理性审议的同意,另一方面是基于意志表达的认同。在此二元对立下,宪法正当

性的论述大都是“政治科学”的变种:建构出种种可操作的标准,去认定是否存在正式、法定或

隐含的同意;但基于意志表达的认同、热爱和信仰,并不是可以用科学手段加以复现、测量和统

计的,而需要政治神学的学说才能去感知。〔64〕

如巴尔金所言,虽然南非宪法被公认为现代宪法的典范,美国宪法却留存着时代刻下的尴

尬错误,但美国人民不会认为南非宪法是我们的宪法。即便“世界是平的”,美国人也不会认为

他们和南非人构成了同一个我们。为何我们可以成为同一个我们,回答这一问题,关键在于要

理解政治信念就其本质而言是以下所讲的“使相信”。“使”相信,是在告诉我们,信念并不是从

天上掉下来的,而是生成在一种有关共同体的历史叙事之中的,在此意义上,现代国家不仅是

“想象的共同体”,还是一种“被想象”或“叙述”的共同体,正是在这种叙事中,我们才可以跨越

不同的代际而共同起来。

(一)叙事宪政

“每一部宪法背后都有一部史诗”,巴尔金近期也在论证他的“叙事宪政”的概念。所谓叙

事宪政,就是去讲述有关宪法的故事:宪法成为我们的法律,与我们将自己想象为在历史流变

中同一个我们人民,是两面一体的。一方面,宪法成为我们的法律,有助于培育我们人民的政

治认同;另一方面,唯有每一代人都有此历时而不变的政治认同,宪法才能成为我们的法律,这

在逻辑上似乎是一种循环论证,但叙事宪政在实践中就是如此水乳相容。因此,美国宪政的文

化基础在于一种作为公民宗教的宪法信仰,〔65〕但信仰则生成在一种历史叙事之中。“将美国

宪法视为‘我们的宪法’本身就是一则宪法故事———一种构成性的叙事,经由这一叙事,人民将

他们自己想象为一个分享着记忆、目标、愿景、价值、义务和理想的共同体。”〔66〕因此成功的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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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lkin,supranote20,p.60.
关于美国宪政与政治神学,参见PaulKahn,PoliticalTheology:FourNewChaptersontheCon-

ceptofSovereignty,ColumbiaUniversityPress,2011。

SanfordLevinson,ConstitutionalFaith,PrincetonUniversityPress,1988.
Balkin,supranote20,p.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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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都是一种有故事的宪政,因为只有在故事的讲述中,我们才能养成对现有宪法的“热爱”。热

爱是一种信仰,“热爱是一种不同于同意的态度”,正是有了对宪法的热爱,“生活在宪法下的人

民———美国人民———才将这部宪法理解为他们的宪法”。〔67〕

关于如何制造政治和宪法信仰,埃德蒙·摩根在《发明人民》中曾有精彩论述:

政府必须制造信念(makebelieve):使人相信国王是神圣的,王权不会为非作歹,或

者,使人相信人民的声音才是圣音;使人相信人民可以直接发出声音,或使人相信人民必

须由代表发言;使人相信统治者是人民的仆人;使人相信所有人生而平等,或者使人相信

他们并不平等。〔68〕

摩根的表述有意识地告诉读者,信仰的实体内容经常是并不重要的,政治的关键在于总有

一些东西可以成为信仰。回到摩根的语境,他的问题是现代政治在消灭了国王作为“国家的神

秘肉体”后,如何重新确立主权。如保罗·卡恩所言:“民族是一个信念的共同体……革命杀死

了国王,但也宣布了一种新主权的存在:我们人民。”〔69〕在此意义上,摩根的“发明人民”论,所

讨论的就是人民主权是如何完成对君权神授学说的革命的。根据摩根的论述,我们可以知道,

我们人民在现代政治中本身就是一种“信念”:“政府的成功要求虚构的认受,要求自愿地中止

怀疑,要求我们相信国王是穿着衣服的,即使我们看到赤裸的他……英国和美国的人民政府是

建立在虚构之上的,苏联政府同样如此。”就此而言,我们人民是一种“虚构”,并不就像巴内特

所批判地意味着人民主权学说的失败。准确地说,现代政治中的人民从一开始就是一种虚构,

是需要“发明”出来的,“人民的同意必须由意见(opinions)来维持”,〔70〕因此人民的同意以及

人民主权本身就是意见的产物,而非取决于私法学说中要约承诺的认定标准。

(二)宪政叙事的模式

美国宪政是一种有故事的宪政,本文在此归纳美国宪政文化中现有的五种叙事模式,分别

为:①创世纪的迷思;②连续性的建构;③永恒性的想象;④同一性的认同;⑤进步性的叙

述。〔71〕

1.创世纪的迷思

美国是一个宪法共同体,正是宪法将美国建构为一个历时而存在的共同体。而且,美

国制宪者起草了人类政治史上第一部成文宪法典,〔72〕这就区别于英国政治传统中那“亘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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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bid.,at60,61.
EdmundMorgan,InventingthePeople:TheRiseofPopularSovereigntyinEnglandandA-

merica,Norton&Company,1989,p.13.
Kahn,supranote62,p.266.
Morgan,supranote68,p.13.
本节的讨论或可归为卡恩所说的法律的“文化”研究,参见PaulKahn,TheCulturalStudyof

Law:ReconstructingLegalScholarship,UniversityofChicagoPress,1999.
但这并不意味着成文宪法典涵盖了美国宪法的全部,美国也有“不成文宪法”,参见 AkhilAmar,

America’sUnwrittenConstitution:ThePrecedentsandPrinciplesWeLiveBy,BasicBooks,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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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将”的“古代宪法”———美国宪政有其可确定的诞生日。阿玛教授的《美国宪法传》,正文

第一句话就讲:“Itstartedwithabang”;第一章解释美国宪法序言,章名为“IntheBegin-
ning”,最好不过地表达出费城制宪乃是美国政治之“创世纪”的意涵———革命领袖们以我们

人民的名义为自己以及子孙后代立法,此政治作为实在是开天辟地式的史诗,标志着政治

时间的开启。〔73〕

现代宪法的制定都是人民主权的绽放。制宪本身是一场革命,而革命则是政治时间的分

水岭,以革命为分界,可以将时间分为“制宪前”和“制宪后”的两个阶段。更重要的是,制宪之

后,制宪前的历史就被吸纳入一种新的叙事。在此意义上,建国前的历史是没有政治意义的,
它所呈现出的都是一种追溯既往式的再建构,“殖民地时期的美国经验并不被理解为一种英国

人的生活,而是一种为了美国独立的训练”,“过去就重新编入了革命的叙事之中”。〔74〕过去

成为为了新开始的预备,新开始才是真正的开天辟地。
早在1776年,独立战争刚打响第一枪,约翰·亚当斯就在抒发着革命者敢叫日月换新天

的壮丽情怀:“我亲爱的朋友,你和我生活在即便最伟大的古代立法者都会羡慕的时代!”〔75〕

而在《联邦党人文集》第十四篇内,麦迪逊已经在主张美国道路的普遍意义:“这是美国的幸福,
我们相信,这也是全人类的幸福,革命者在追寻一种新的、更崇高的事业。他们完成了一场在

人类社会编年史中无可比拟的革命:他们在地球上建立了史无前例的政府组织。他们设计了

一个伟大的联邦,他们的后世有义务改进它,使之永存。”〔76〕要知道,当时费城宪法草案前途

未卜,美利坚民族的命运处在生死存亡的关头,现实世界无比暗淡,但丝毫未见联邦党人因此

心灰意冷,麦迪逊的修辞显然是要他的读者纽约州民众“使相信”。
创世纪的迷思之所以生成,不只是亲历历史者的“虚构”,更重要的是后来人在原初叙事基

础上形成的信仰和再表述。美国制宪是开天辟地的史诗,历来就是美国保守派宪法论述的一

个永恒主题。根据极端的原旨主义叙述,宪法的历史就终结在制宪时刻,自此后不再有我们人

民,只有对祖宗成法亦步亦趋的“报废的人”。1986年,里根总统出席伦奎斯特首席大法官和

斯卡利亚大法官的任职典礼并发表演讲,这对于美国保守主义宪法运动无疑是一个里程碑式

的事件,而里根在结束他的演讲时讲到:
韦伯斯特告诉我们:“奇迹不会再次发生,坚守住美利坚合众国的宪法以及在宪法基

础上立起来的共和国———6000年的历史只发生过一次的事情,从不会再次发生。坚守住

你们的宪法,因为如果美国宪法失败了,那么全世界就会出现无政府状态”。〔77〕

里根的话带有美国保守主义的典型修辞风格,就事实而言荒诞不经,但却洋溢着无

知者无畏的天真烂漫,在这里如美国的自由派那样去批判此种叙事与史实不符也没有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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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khilAmar,America’sConstitution:ABiography,RandomHouse,2006,pp.5,5-53.
Kahn,supranote62,p.274.
转引自(美)拉里·克雷默:《人民自己:人民宪政主义与司法审查》,田雷译,译林出版社2010年

版,页75-76。
(美)汉密尔顿、杰伊、麦迪逊:《联邦党人文集》,程逢如等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页70。
转引自JamalGreene,“SellingOriginalism”,97GeorgetownLawJournal.,p.713,(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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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意义,因为这种叙事从来不是要在理性的场域内去说服自由派的知识精英,而只不过

是要对美国那些沉默的大多数们进行“洗脑赢心”的政治动员。事实业已证明,美国保守

派通过这种叙事,基本成功地夺回了对法律的控制权。这种将建国制宪神迹化的历史叙

事,在美国保守主义内是层出不穷的。近期茶党运动的主要组织者迪克·阿曼就在《纽
约时报》上撰文声称,宪法是“一种如宗教经典的神圣文件,它由基督教信徒所起草,有可

能得到神意的启示,起草者希望它能得到严格文本主义的解读。宪法包括了解决当代美

国人所面临的全部公民问题的方案”。〔78〕这是一种宣扬制宪者全知全能的叙事,而如果

制宪者真的是“半人半神”,得到神意启示的宪法就是上帝为子民订立的圣约,信守上帝

之法哪里还会有死人之手的问题呢?
创世纪的迷思作为一种历史叙事,关键在于神话美国的革命、建国和制宪,让国父们成为

真正的fathers,宪政因此就成为因父之名的统治,这虽然是自由主义政治理论所不允许的,但
确实是美国政治的一种现实。建国史学家戈登·伍德就曾指出:“没有哪个主要民族会像我们

美国人那样尊重过去的历史人物,尤其是那些生活在两个世纪前的人物。”美国国父在离世前

就已走上神坛,“等到杰斐逊和约翰·亚当斯在1826年7月4日同日离世,而当天正是《独立

宣言》五十年诞辰,神圣的光环就开始笼罩着建国一代人”。〔79〕

而对于美国民众的历史意识的塑造而言,主要的不是象牙塔内的学术论述,而是大众通俗

读物。1966年出版后重印至今的《费城奇迹》,影响了数代美国人的心灵,标题中的“奇迹”来
自于该书题记所引的华盛顿的一句话:“在我看来,来自这许多不同的州的代表们,带着他们的

方式、环境和偏见,可以联合起来形成一个全国政府的政体,真不啻为一次奇迹。”〔80〕而奇迹

既不是政治科学所能解释的,也不是社会契约所能设计的,面对奇迹,人只有信仰、服从,为之

牺牲。《费城奇迹》只是代表,美国公共历史读物对于建国一代人的讲述可以说是不厌其烦,每
年都会出版多本有关美国革命、建国和制宪的“普法”新著———建国奇迹的讲述还在继续,它不

会终结,直至美国消亡。

2.连续性的建构

戈登·伍德指出,现今的美国人“会想要知道杰斐逊将如何思考少数族群平权行动,或
者华盛顿将如何判断伊拉克战争”。〔81〕美国内战史权威麦克弗森也曾讲过一个故事,他曾

在林肯诞辰175周年之际的一次演讲后接受电视采访,受访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林肯

活到今天,他将对堕胎和预算赤字持何种立场?”麦克弗森就此指出,美国政治文化中有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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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引自SanfordLevinson,“HowILostMyConstitutionalFaith”,71MarylandLawReview.,

p.959,(2012).
GordonWood,RevolutionaryCharacters:WhatMadetheFoundersDifferent,PenguinPress,

2006,pp.3-4.
CatherineDrinkerBowen,MiracleatPhiladelphia:TheStoryoftheConstitutionalConven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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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以林肯为参照系(getrightwithLincoln)”的政治心态,这也是本文所说的连续性的叙

事。〔82〕连续性的叙事就是要勾连起制宪者的法律和当下的政治问题,以制宪者意图为准

绳去解决当下的问题。

首先应承认,美国宪政的连续性并不只是由历史叙事建构出的信念,而首先是一个基本的

法律事实:美国原初宪法,200年来仅有27次文本修正,至今仍是美利坚民族的根本法。我们

视费城会议为“奇迹”,很大程度上也是一种事后的意义赋予,遮蔽了历史发展的开放性和偶然

性:正是美国宪政的连续性事实让费城会议不是一场“失败的遗产”,而成为美国宪政胜利征途

的原点。在此意义上,连续性的叙事是美国宪政的一个组织框架,正是有了这个叙事,美国宪

政发展才有了一种目的论式的整体图景。拉克劳斯教授近期写道:“不同于许多现代宪政民主

国家,美国仍处在其第一共和。这意味着由美国宪法所创造的、名为‘美利坚合众国’的这个实

体,可以说是存在于从1789年到如今的一种连续性关系中。”而美国宪法的核心预设之一就是

“2010年的共和国在根本意义上是与1789年的共和国相连续的”。〔83〕

但更重要的是,两百年的故事始终只是一个“神话”或“迷思”。无论如何,与时俱进是必需

的,不可想象一部18世纪的宪法可以原封不动地适用于今天的美国,只有一部宪法并不意味

着这部宪法没有修正、转型和断裂。因此,连续性的叙事不能否认必要的宪政变革,挑战在于

如何在叙事中吸纳变革的元素。换言之,是在连续性的叙事中定位变革,还是在变革的叙事中

捕捉连续,结构的不同就意味着基调的区别。这样看来,美国宪政的连续性既是一种基本的法

律事实,也无法离开叙事的建构,而如何在连续性的主旋律内吸纳变动的片段,同时又不至于

颠覆叙事的基调,这就是法律人的工作。

美国宪政经典内俯仰皆是连续性的叙事。林肯葛底斯堡演讲旨在阐述一种“自由的新

生”,但自由之所以新生,是发生在一种连续性的叙事内的。众所周知,葛底斯堡演说的第一句

话就重现了一个我们与建国者同在的历史场景:“八十七年前,我们的先辈在这个大陆上创立

了一个新国家,它孕育于自由之中,奉行所有人生而平等的原则。”由于创世纪的迷思和连续性

的建构往往是交织在一起的,保守派同样是连续性叙事的行家里手。原旨主义的兴起,之所以

在2008年的持枪权案件判决后“我们现在都是原旨主义者了”,不只是因为其在学术市场上的

成功营销,〔84〕归根到底,还是此学说所隐藏的连续性叙事更贴合美国沉默的大多数的政治心

理结构。因为美国人相信,当下的我们与历史上的制宪者是生活在一个连续的共同体内,共享

着一套语意编码的系统,〔85〕正是因此,原旨主义在学理上早已是千疮百孔,而保守派对连续

性修辞的操控也是路人皆知,但只要它迎合了美国人的政治心理,就可以实现对他们“洗脑赢

心”的政治动员。

·014·

中外法学 2015年第2期

〔82〕

〔83〕

〔84〕

〔85〕

JamesMcPherson,Abraham LincolnandtheSecond AmericanRevoluti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1,p.i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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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永恒性的想象

自由主义政治理论认为宪法是一种社会契约,美国制宪为之提供了最好的案例:数十位集

政治智慧、经验、美德于一身的革命者齐聚费城,经过集体的深思熟虑设计出了一部“可自动运

转”的宪法,〔86〕这对应着社会契约论的结构:从想象的自然状态出发,人们基于理性的能力经

由协商谈判而形成了对社会规则的共识。〔87〕

但作为美国宪政的基础理论,社会契约论至少有三个局限。首先,社会契约论是非历史

的。其次也与第一点相关,社会契约论无法解释美国宪政发展的过程和结构,“美国宪政作为

一种实践……挑战了由社会契约传统所代表的自由思想的整体风格”。〔88〕最后也是最重要

的是,社会契约的隐喻内含着不断革命的危险,而这与宪政的保守性是背道而驰的。卡恩曾写

道:“无论本人的政治气质如何,社会契约的理论家都是革命的哲学家。他们在理论中植入了

革命的可能,这表现为社会契约的再制定。”因此,如果宪法是一种假然的社会契约,那么宪政

实践在理论上就有被不断革命切割成碎片化政治的危险,因为根据社会契约理论,一旦政治权

力的运行违反了理性人在自然状态内所设定的条件,不仅是“越权无效”,也有可能导致政治权

力的重组。〔89〕因此,美国宪政如要想象一种“永恒性”,就必须超越经典的社会契约论。而青

年林肯在一篇题名为《我们的政治永世长存》的演讲中就提供了一种超越社会契约论的永恒性

叙事。〔90〕

面对着斯普林菲尔德青年学会的听众,当时尚且未到29岁的林肯在开篇就提出一个宪政

问题,我们的政治制度并不是我们这代人所创建的,而是我们继承而来的,“它们是祖先留给我

们的财产,我们的祖先曾是坚强、勇敢和爱国的,现在已与世长辞,深受哀悼”。而青年林肯告

诉在座也许更年轻的听众:“我们的任务就是要把美好的国土和政治大厦传诸千秋万代”。林

肯所提出的是一个根本的宪政问题,也就是如何守护我们所继承的祖宗成法。〔91〕

但我们所继承的先定承诺如要长存,就必须考虑到“新形势所提出的新问题”:如果说新形

势就是代际交接,那么新问题就是如何去继承革命。在林肯看来,我们政治制度的设计者已经

离世,他们是亲历独立战争的一代人,“战争结束时,几乎每一个成年男子都亲身参加过斗争的

场面。其结果是,在每个家庭中,那些场面都从丈夫、父亲、儿子或兄弟的身上反映了一部活生

生的历史”。这是一种活的历史,刻画在残缺的肢体和伤口疤痕上,塑造着人民的情感。人性

在和平年代的嫉妒和贪婪,在战争状态下就会受到制约,有时甚至会转化为公民参与的积极因

素。但对于后革命时代的青年人来说,独立战争不过是书本上的知识,“它必将会被人们淡忘。

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变得愈发模糊”,他们对于独立战争不再有先辈那样的感同身受,流血牺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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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 MichaelKammen,AMachinethatWouldGoofItself:TheConstitutioninAmericanCul-
ture,Knopf,1986。

Kahn,supranote62,p.262.
Ibid.,at263.
Ibid.,at262.
参见(美)亚伯拉罕·林肯:《林肯选集》,朱曾汶译,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页3-12。
同上注,页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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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所见”变成“所闻”,最终成为“所传闻”。林肯动情地讲到,独立战争的经验“曾经是一座强

大的堡垒”,但是“入侵的敌人永远做不到的,无声的时光的大炮却做到了”。因此,林肯这里所

讲的就是如何在革命之后继承革命的问题:如何让革命者所留下的政治制度永存永续,这是宪

政设计时必须自觉考虑的问题。〔92〕

在此时,共和国内部出现了一个“不好的兆头”:“全国普遍地越来越不把法律放在眼里,越
来越倾向于以粗暴的感情替代法庭的严肃裁决,以颐指气使野蛮的暴民代替司法官”。在林肯

看来,公民不守法或者共和国内的普遍不守法就会摧毁“人民对政府的深厚感情”。对此问题,
林肯提出的应对之道如他所言那样是“简单的”:这就是每一个美国人都要守法,尊重法律,即
便是那些所谓的“坏法律”,在通过常规的政治过程予以废止前,也必须得到严格遵守。〔93〕换

言之,林肯是不承认所谓的公民不服从的,共和国的每一位公民都无权以所谓的良知或信仰自

由去抵抗法律。
更重要的是,林肯在论述公民为什么要守法时所依据的是一种旗帜鲜明的历史叙事,而不

是功利主义的趋利避害或自由主义的同意论。换言之,守法在林肯看来应是每个公民的政治

信仰,是在革命之后对前人忠诚和对后人负责的一种“心理状态”,每一个美国人都要记住“违
犯法律就是践踏他的前辈的鲜血,就是撕碎他自己的和他子女的自由宪章。让每一个美国母

亲对在她膝上牙牙学语的婴儿灌输对法律的尊重;让法律在小学、中学和大学讲授;让它写进

识字课本、缀字课本和历本;让它在布道坛布讲,在立法机关宣布,在法院执行。”〔94〕

4.同一性的认同

我们是如此不同,但又生活在同一部宪法之下。霍姆斯大法官尝言:“宪法是为具有根本

不同观念的人们而制定的”,〔95〕就此而言,如何在“众声喧哗”乃至“诸神分裂”的条件下,让先

定承诺的宪法规范成为共同的游戏规则,在一部宪法必定会出现各自表述的情况下,不至于造

成文化分裂乃至内战,就需要本文所说的“同一性认同”的叙事。换言之,宪法作为先定承诺,
本质上是经由历史的政治斗争所形成的共识,而宪政就是按宪法的既定方针办,因此宪法就是

“一”,而宪政就是要“定于一”,也是在此意义上,宪政就要解决“由谁说了算”的问题。
查尔斯·休斯在担任纽约州长时就曾说过:“我们生活在一部宪法下,但宪法是什么却是

由法官说了算的。”当然,在现代社会科学的检验之下,所谓“大法官说了算”的命题不过是一种

“空洞的希望”。〔96〕但从宪政文化的意义上去关照,这种司法审查的神话恰构成了一种同一

性的叙述。在此问题上,杰克逊大法官有过一番更坦诚的现身说法:“我们不是因为我们永不

犯错才成为终局审;而是因为我们是终局审,我们才不会犯错。”无论是“说了算”,还是“终局

审”,所说的都是一种同一性的叙事,就是由谁来定纷止争的问题。近年,一批左翼背景的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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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94〕

〔95〕

〔96〕

林肯,见前注〔90〕,页11-12。
林肯,见前注〔90〕,页6-8。
林肯,见前注〔90〕,页8。

J.Holmes,dissentinginLochnerv.NewYork,198U.S.45(1905).
GeraldRosenberg,TheHollowHope:CanCourtsBringaboutSocialChange? UniversityofChi-

cagoPress,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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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高举人民宪政的理论旗帜,要去造司法审查的反,他们所招致的批评之一就是人民宪政会

形成一种宪法解释的多元主义政治,因此破坏着宪法的安定性。〔97〕

罗伯特·卡沃的论文“法与叙事”可以说是阐释法律的多元性和安定性的经典。卡沃创造

了一对相生相克的概念:“生法”(jurisgenesis)和“灭法”(jurispathic)。生法是指法律的生成,
在一个多元社会内,每个社会群体都有本群体的叙事以及在此基础上对法律的理解,因此生法

的结果就是一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多元格局。“正是这种形成关于共同仪式和法律的不

同紧密程度的共同体的行为本身,才是通过法律分裂的法律生成”。因此,生法的过程及其形

成的多元法律,是对社会多元性的一种正当回应。〔98〕

但一个社会不能只有生法,生法之后,还要灭法,而灭法的过程就是要确定谁才是法律中

的法律,谁才是国家暴力机关所维持的法律,就是要“去伪存真”。这里的灭法更像是一个法社

会学意义上的描述,它不那么清新、温情,不讲多元竞争、适者生存、言论自由市场或看不见的

手,而是强调国家暴力及其在“罢黜百家”后的一元化。但现实的政治是,只有百花齐放式的叙

事和生法并不能自动形成一个良好的法制,“法律规范在整个共同体内激增,这一生法的原则,
从来不可能脱离暴力而单独存在。解释总是发生在强力的阴影下……法院,至少是国家的法

院,就是这种‘灭法’的”;“值得指出的是,在神话和历史中,法院的起源和存在依据很少被认为

是对法律的需求。正相反,法院被认为是基于要去压制法律的需要,在两种或多种法律之间进

行选择的需要,为诸法律进行层级排序的需要。正是法律的杂多性,生法原则的多产,所造成

的问题使得法院和国家成为了解决手段”。〔99〕在此基础上,卡沃给出了一个非常具有革命性

的判断:“法官是暴力人士。因为他们所掌握的暴力,法官通常不是创造法律,而是杀死法律。

他们是灭法的办公室。面对着繁荣生长的争鸣百家的法律诸传统,法官主张某一传统是法律,
同时毁灭或要去毁灭其余的传统。”〔100〕

虽然卡沃在此文发表后不久即去世,但他这篇文章却成为美国引证率最高的论文之

一,关于“生法”和“灭法”启发了一代又一代宪法学人的心智。卡沃关于生法的论述,蕴
含着革命和变革的种子,尤其是他承认每一个解释共同体都在生成法律,反映出他作为

民权运动积极分子所怀有的造反有理的精神。而卡沃关于灭法的论述也表明他不是一

个只讲亚文化、多元合理和学术正确的学者,他非常清醒地指出:“任何一种法系统都必

须是统一的,这是指其要有一定程度的意义共同性,才能使得连续的规范活动成为可

能。”〔101〕确实如此,美国作为一个宪法共同体,不能只有生法,因为随着各路社会运动的

风起云涌及其造成相互割据的多元法律格局,共同体会发生裂变;但是也不能只有灭法,
因为如果法律完全是由一个代表国家暴力的主体的宣言,那么这种法律也对我而言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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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100〕

〔101〕

例如参见LarryAlexander&FrederickSchauer,“OnExtrajudicialConstitutionalInterpretation”,

110HarvardLawReview,pp.1359-1387,(1997).
Cover,supranote9.
Ibid.,at40.
Ibid.,at53.
Ibid.,at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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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异己的力量,法治和自治之间也就出现了最大程度的撕裂。

生法和灭法是一对相生相克但又相辅相成的范畴。从生法到灭法,是一个共同体内多元

主体之间相互接触、竞争和斗争的过程,没有这一个竞争和斗争过程,也就不会生成一个“我
们”,这就是我们常说的“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在宪法文化中,多元主体间的斗争实际上

会重塑一个共同的过去,“过去,过去的意义,以及关于过去的记忆,都是一个政治共同体的成

员可以利用和共享的资源。我们彼此之间可能会不同于过去意味着什么;我们可能会在过去

中记忆着不同的东西……但吊诡的是,我们有关于过去的不同意见,却是那些让过去成为我们

共同资源的东西。”〔102〕卡多佐大法官在1935年经济大萧条过后也曾写下一句经典的同一性

叙事:“联邦宪法所基于的理论是,各州人民必须浮沉与共,并在长远看来,繁荣和拯救在于联

合而非分裂。”〔103〕

5.进步性的叙述

进步性叙事的主旋律是“明天会更好”。“更好”未必是尽善尽美,更多时候可能是要兑现

现状所未能实现的承诺,也就是马丁·路德.金所说的那张因“资金不足”而被退回的空头支

票。进步性的叙事需要延展到明天、未来或现在之后,其实质是主张当下一代人以及每一代人

都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将美国建设成为一个更自由、更平等和更公正的社会。

美国宪法的序言本身也提供了一个面朝未来的目的论叙事:“我们合众国人民,为了形成

一个更完善的联邦,建立正义,保障国内安宁,提供共同防御,促进普遍福利,并将自由的恩赐

播及我们与子孙后代,特制定和创立这部美利坚合众国的宪法。”自此后,“AMorePerfectU-
nion”的表述就成为美国通俗文化讲述费城制宪的关键词。据说在制宪会议代表签署宪法草

案之时,富兰克林指着独立厅内华盛顿座椅后的一幅画说,即便是艺术家也说不出画中的太阳

是在升起还是在落下,但现在他告诉更年轻的代表们,“我终于有幸得知,这是朝阳,而非落

日”,接着流下了热泪。〔104〕

进步的叙述所讲的就是我有一个梦想,只是这个梦不是个人梦,而首先是一个民族梦。约

翰·马歇尔在1819年的美国银行案判词内,就在司法讲坛上阐释出了一个伟大的美国梦:“在
广袤的共和国内,从科罗克斯海峡到墨西哥湾,从大西洋到太平洋,政府将征缴并且支出岁入,

调遣同时给养军队。民族危机的关头可能要求北款南调,西税东流……难道我们的宪法解释

应当让这些运作变得困难、危险和昂贵?”基于这段叙事,马歇尔吹响的是一种“司法民族主义”

的号角,他的传记作者称他为“民族的定义者”。〔105〕但就事论事的话,“广袤的共和国”只不过

是马歇尔用法律语言所书写的一个美国梦。在他写下这段话的1819年,美国并不“广袤”,其

·414·

中外法学 2015年第2期

〔102〕

〔103〕

〔104〕

〔105〕

JackBalkin,ConstitutionalRedemption:PoliticalFaithinanUnjustWorld,HarvardUniversity
Press,2011,p.15.

转引自张千帆:《西方宪政体系》,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页168。
(美)阿奇博尔德·考克斯:《法院与宪法》,田雷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页31。
关于马歇尔法院与司法民族主义路线,可参见G.EdwardWhite,TheMarshallCourtandCultur-

alChange,1815-1835,OxfordUniversityPress,1991;关于民族的定义者,参见JeanEdwardSmith,John
Marshall:DefinerofaNation,HenryHoltandCo.,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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疆域远不是一个“从大西洋到太平洋”的“自由帝国”。就在数年前的1812年战争中,英国军队

还一举攻占并放火焚烧了美国首都,美国可否在世界民族之林中占有一席之地尚且存疑。而

马歇尔是一位复转进法院的革命军人,因此他的判词不仅在讲述着美国的自由帝国梦,还时刻

关怀着国家安全、民族建构和宪政彼此间的相互构成:“我们永远不应忘记,我们正在解释的乃

是一部宪法”,美国宪法“被设计去经受漫长岁月的考验,因此必须适应人类事务的各种危机”,

而美国银行因为可以在“民族危机的关头”推动“北款南调”和“西税东流”,因此是实现“国家安

全”的“适当与必要”的手段,因此是合宪的。

(三)附论:走向美国宪政的文化研究

前文主要讨论了三个虽然可独立开来但更需要进行体系论述的问题,可概括为美国宪政

是什么,为什么与怎么办。首先,美国宪法在时间性的维度内表现为一种先定承诺,而宪政就

要求去信守先定承诺,此概念的内核决定了宪法政治在基本面上的保守性。其次,作为一种政

治实践,先定承诺的政治会提出美国古老宪法的正当性问题,〔106〕这就是为什么已逝的制宪者

制定出了垂范千古的宪法,在此意义上,宪法政治有它的伦理基础,必须生长在一种生生不息、

代代绵延的共同体基础之上。再次,代际共同体的模式以及由此形成的宪法信仰,在美国从来

都不是一种自生自发的秩序,而是一种经由公民教育培养出来的政治态度,一种在历史叙事中

生成的政治信念。

而本文对美国宪法的历史叙事做抛砖引玉式的探讨,旨在试验中国宪法学在面对和进入

美国宪政实践和理论时的新视野与方法。长久以来,我们自觉地“像法律人那样去思考”,“等
待戈多”式地“生活在别处”,不断重述着美国宪法历史和现实的“童话”与“神话”。而本文所试

验的“文化研究”,则意图去探索我们能否“像人类学家那样去思考”并且以此为立足点去观察

美国宪政的历史与实践,因为唯有如此,我们才能在面对美国宪政时确立自己的主体性,并且

在此基础上找到可以攻玉的他山之石。

为什么法律人要饰演起人类学家的角色,原因还是在于宪法叙事与宪政建设之间的相互

作用。宪法叙事的政治功能在于“制造信念”,在于“使相信”:在这个祖先污名化、道德扁平化、

时间当下化和神圣世俗化的时代,历史叙事生成着关于国家和宪法的“神话”,由此参与到民族

建构或国家建设的政治过程中去。由此出发,我们可以去体验美国宪法专业研究者所承受的

身份张力:一方面,他们皓首穷经在学术专著内论证“国王原来没有穿衣服”。以列文森为例,

他近年来在新著内直言批评美国宪政的“不民主”,甚至在文章标题内自我剖析“我是如何失去

宪法信仰的”。但另一方面,这些学术专著的受众极其有限,大多数都归宿于大学图书馆那些

无人问津的书架上,反而文化政治领域内却讲述着一个又一个有关宪法的神话、迷思和童话。

列文森曾在费城制宪两百年之际出版名著《宪法信仰》,没有谁比他更理解宪法信仰在宪政实

践中的基础作用。〔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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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107〕

关于宪法与正当性理论的评述,可参见 RichardFallon,“LegitimacyandtheConstitution”,118
HarvardLawReview,pp.1787-1853,(2005)。

Levinson,supranote7,65,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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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看来,像法律人一样思考,在象牙塔内的青灯黄卷中潜心阅读那无人问津的书,我们

只是在体验着美国宪政的“一个方面”。就好像巴内特以私法学说的标准去宣布我们人民只是

一种“虚构”,我们也会在课堂上津津乐道着“宪法顶个球”的段子。但是,只要还停留在“一个

方面”而未能自觉,我们对美国宪政的研究就陷入了卡恩所说的“当代法律学术的悖论”:“研究

法律,我们却变成了法律的一部分,”〔108〕而对中国学者来说,这里面甚至还嵌入了第二层的悖

论,即我们研究美国法,却成为了美国法的一部分,忘记也可能是从来没有自觉意识到美国宪

法在规范意义上是同我们“不相关”的。像人类学家那样去思考,就是要从听其言进入到观其

行,从外部去观察美国宪法的“言”与“行”之间是如何既分裂又抱合的,事实上只有理解到美国

宪法实践还有着“另一方面”,意识到美国宪政的历史与实践首先是一种特殊性的文化现象,我
们才可能真正展开具有中国学者自身主体性的美国宪政的文化研究。

Abstract:Foreveryconstitution,thereisanepic.ThisisespeciallythecasefortheAmericanconsti-

tutionalhistoryandpractice.FortheconstitutionalstudentsinChina,themostintriguingfeatureofA-

mericanconstitutionalepicistheimpressivelongevityofitsConstitution,whichwasenactedin1787and

hadminortextualrevisionsthroughoutitsjourneyofmorethantwocenturies.Thisarticle,employing
themethodologyofculturalstudy,aimstoexaminethemeta-stabilitymythofthedominantAmerican

constitutionalnarrativeandconstructanewnarrative,whichisdistinguishedbyatrans-generationsyn-

thesiscombingthestabilitywiththelivingaspect.Inthisnewsynthesis,theoriginalConstitutionisre-

veredforitisenactedbytheframerswhoarealsotherevolutionariesthatwontheWarforIndependence

andthefoundingfathersthatunitedtheUnitedStates.SolongasthereisthesingleAmericanRepublic,

thepre-commitmentswrittenintheConstitutionaltextareandwillbethereasonedwillofeverygenera-

tionofthisconstitutionalcommunity.SincetheUnitedStateshasbeenconstructedasasingletemporal-

ly-extendedconstitutionalcommunity,constitutionalism,asadialogue,struggle,andfinallysynthesis

betweengenerations,isdemocraticallylegitimate.Inthissense,wemusttakeseriouslythenarrative

craftofAmericanconstitutionalhistory,whichisoverlookedinourcurrentresearchandcanbediscov-

eredbytheobserversoutsideofAmericanconstitutionalpractice,employingthemethodologyofcultural

study.

KeyWords:Pre-commitment;thePeople;theFramers;ConstitutionalCulture;HistoricalNarrative

(责任编辑:章永乐)

·614·

中外法学 2015年第2期

〔108〕 Kahn,supranote71,p.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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