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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系政治学和社会学经典著作，至今仍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原书分上下两
卷，篇幅较大，为方便中文读者阅读，我们特编选出版这个精粹本。
    所选内容囊括了美国的地理环境、英裔移民的影响、美国的分权制度、联邦政府与各州政府的关系
、政治社团的作用、美国联邦制的优点及与其他国家联邦制的比较，美国人的哲学观念、宗教思想、
社会心理、民族性格，以及民主的弊端与可能导致的问题等等，集中呈现了托克维尔对美国民主制度
的观察与剖析，也体现了他本人对于国家制度和民主之路的探索与思考。
    略去未选的则主要是偏重史实陈述、较为细碎繁琐、可读性稍欠的内容。
如原书上卷第一部分第五章“在叙述联邦政府之前必须先研究各州的过去”和第八章“联邦宪法”等
，就未全部收录，下卷的第一和第三部分涉及当时美国社会生活的诸多细节，亦未选入。
此类内容今天或者已较为熟知，或者有众多的替代读物可供选择，故对于读者领会本书的主旨当不会
有太大影响。
    本书目录保留了原书章节次序，未做重新编排，以便读者明了所选和未选的内容。
    由于水平所限，本书的编译难免存在疏漏与不足，欢迎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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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论美国的民主》中，托克维尔从古典自由主义的思想传统出发，探索美国的民主制度及其根
源。
当全世界对“民主”这一新奇的观念或制度仍然存在幻想、误解及恐惧时，托克维尔却以超越时代的
真知灼见阐述了民主的是非利弊，将美国的社会状况、哲学观念、宗教思想等与以英法为代表的西欧
国家进行对比，探讨了如何以美国为参照，从本国现状出发，建成民主制度。
书中所言影响深远，极具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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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托克维尔(1805-1859)，法国历史学家、社会学家。
主要代表作有《论美国的民主》第一卷、《论美国的民主》第二卷、《旧制度与大革命》。

出身贵族世家，经历过五个“朝代”(法兰西第一帝国、波旁复辟王朝、七月王朝、法兰西第二共和国
、法兰西第二帝国)。
前期热心于政治，1838年出任众议院议员，1848年二月革命后参与制订第二共和国宪法，1849年一度
出任外交部长。

1851年路易?波拿巴建立第二帝国，托克维尔对政治日益失望，从政治舞台上逐渐淡出，并逐渐认识到
自己“擅长思想胜于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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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上卷
绪论
第一部分
第一章 北美的地貌
第二章 英裔美国人的起源以及该起源对他们未来的影响
英裔美国人某些特殊法令和习俗产生的原因
第三章 英裔美国人的社会状况
英裔美国人社会状况最突出的特点在于它本质上是民主的
英裔美国人社会状况的政治后果
第四章 美国的人民主权原则
第五章 在叙述联邦政府之前必须先研究各州的过去
美国的乡镇组织
乡镇的行政区划
新英格兰的乡镇政权
乡镇的生活
新英格兰的乡镇精神
美国行政分权的政治效果
第六章 美国的司法权及其对政治社会的影响
第七章 美国的政治审判
第八章 联邦宪法
美利坚合众国宪法与其他联邦国家的宪法有什么不同
联邦制的一般优点及其在美国产生的特殊作用
联邦制为什么不能推及到所有国家以及为什么英裔美国人能够采用它
第二部分
第六章 美国从民主政府获得的真正好处
美国民主政体下法制的总趋势以及执法者的本能
美国的公共精神
美国的权利观念
美国对法律的尊重
美国无处不在的政治活动及其对社会的影响
第七章 多数在美国的无限权力及其后果
多数的无限权力在美国是怎样增加民主所固有的立法与行政的不稳定性的
多数的暴政
多数的无限权力对美国公务员专断行为的影响
多数在美国对思想的影响
多数的暴政对美国国民性格的影响以及谄媚精神在美国的表现
美国共和政体的最大危险来自多数的无限权力
第八章 美国怎样削弱多数的暴政
不存在行政??br /&gt; 美国的法学家精神及其如何成为平衡民主的力量
美国视陪审团为政治机构
下卷
第二部分 民主对美国人情感的影响
第一章 为什么民主国家爱平等比爱自由更加热烈和持久
第二章 论民主国家的个人主义
第三章 为什么个人主义在民主革命完成时比在其他时期更强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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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美国人怎样通过自由制度对抗个人主义
第五章 论美国人在市民生活中对结社的运用
第六章 论结社与报刊的关系
第七章 一般结社与政治结社的关系
第八章 美国人如何利用“正确理解的利益”原则来与个人主义作斗争
第九章 美国人怎样在宗教上应用“正确理解的利益”原则
第十章 论美国人对物质享受的热爱
第十一章 对物质享受的热爱在民主时代产生的特殊效果
第十二章 为什么有些美国人会表现出狂热的唯灵主义
第十三章 为什么美国人生活富足却忧虑重重
第十四章 美国人是怎样把对物质享受的爱好、对自由的热爱和对公共事务的关心结合起来的
第十五章 宗教信仰是怎样不时使美国人的心灵转向非物质享乐的
第十六章 过分热爱物质财富为什么会损害物质财富
第十七章 为什么在平等和怀疑的时代人们的行动目标要放长远些
第十八章 为什么美国人认为一切正当的职业都是高尚的
第十九章 为什么几乎所有美国人都喜欢从事实业
第二十章 为什么实业可能产生贵族
第四部分 民主的思想和情感对政治社会的影响
第一章 平等自然使人爱好自由制度
第二章 民主国家人民关于政府的观点自然有利于集权
第三章 民主国家人民的感情和思想一致引导他们走向中央集权
第四章 导致民主国家走上中央集权或避免中央集权的若干特殊和偶然的原因
第五章 尽管当今欧洲国家统治者的地位不如从前稳固，但最高权力却日益加强
第六章 民主国家害怕哪种专制
第七章 以上各章的延续
第八章 主题概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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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个中央政权，不管它多么开明，多么睿智，都不可能独自处理一个伟大民族生活中的一切细节。
它不可能做到，是因为这样的工作超出人力所及的范围。
当它想要独自创造那么多发条并使其运转时，要么满足于不完美的结果，要么消耗大量精力而一无所
得。
不错，中央集权确实轻易就能使人们的外在行为获得某种一致性，人们最终爱上了这种一致性，却忘
了为何要有这种一致性，就像那些虔诚的教徒，只顾膜拜神像而忘了神像所代表的神是谁。
中央集权可以毫不费力地让日常事务呈现秩序井然的外貌，可以合理整治社会治安的方方面面，镇压
小规模骚乱，惩治轻微的违法行为，可以让社会维持一种既非衰退又非进步的现状，在行政上陷入一
种习惯被官僚们称为良好秩序和集体安宁的昏睡当中。
总而言之，中央集权长于保守，短于创新。
一旦社会需要深入改革或快速发展，中央集权就显得力所不逮了。
只要它的各项措施需要个体协助才能完成，这架庞大机器便会突然暴露出自身的弱点，陷入无能为力
的状态。
有时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中央集权也会向公民求助，但说的却是：“照我说的去做，我说做多少就
做多少，一定要按我指定的方向去做。
你们弄好细节就可以了，不要去想怎么指挥全局。
你们要能经受黑暗，不要计较过程，要根据结果来评价我的事业。
”这些条件显然不能使人的意志发挥作用。
人需要行动自由，需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才能发挥他的意志。
他宁愿站在原地，也不愿被动走向一个他未知的目标。
一个权威，时刻伴随着我，尽力满足我的需求，它在我的前方飞翔，为我排除一切潜在的危险，那些
危险，我甚至想都不用去想，可是，如果这个权威在扫除我前进道路上的一切荆棘之时，也成为我生
命的绝对主人，剥夺我的个体自由，那么，要这个权威作什么？
如果这个权威控制了众人的行动，决定了众人的生存，以至于在它颓丧之时举世颓丧，在它沉睡之时
举世昏睡，在它灭亡之时举世衰亡，那么，要这个权威有什么意义？
欧洲很多国家的居民像殖民地的居民一样，对自己居住地的命运毫不关心。
国家发生了重大变革，而他并未参与其中。
他甚至不太明白究竟发生了什么，那些事件，他只是偶然听别人讲起。
而且，就连自己村庄的财产、家门口那条路的治安、定期去做礼拜的教堂和神甫住房的命运，他都从
不加以关注。
他认为这些事跟他没有任何关系，认为它们应该由我们称为政府的那个陌生权力来处理。
对他来说，享有用益权就可以了，他的脑子里没有所有权的概念，也不考虑改良现状。
这种漠然发展到一定程度，便会出现如下可能：如果某天他的个人安全或者他后代的安全受到威胁，
他也不会努力化险为夷，而是双手抱在胸前，等全世界的人来救他。
不过，这个人尽管完完全全牺牲了自己的自由意志，却不比其他人更喜欢服从。
确实，他服从一名小职员的颐指气使，但是一旦没有强力的压迫，法律在他眼中就如同一个战败的敌
人，他就敢于触犯法律。
因此，我们看见他总是在奴性和任性之间摇摆。
当一个国家到达如此境地，它就必须修改法律，改良民风，否则只能走向灭亡，因为公共道德之源已
经枯竭，国有庶民而无公民。
在我看来，这样的国家正等着被征服。
如果它还没有从世界舞台上消失，那是因为它周边的国家与它相似，或者还不如它，因为人们还怀着
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爱国本能，不假思索地为祖国感到骄傲，对祖国历史上的辉煌有着模糊的记忆，
这些情感，尽管没有什么实质内容，却在必要的时候使他们产生保卫国家的冲动。
有一些民族为了保卫祖国做出了英勇的努力和牺牲，而在这个祖国，他们却活得像外国人，如果以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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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证明爱国本能之强烈那就大错特错了。
要注意，他们保卫国家最主要的动机几乎总是宗教。
维持国家的寿命、荣耀与繁华成为了他们神圣的信仰，在保卫祖国的同时，他们也保卫了自己的圣城
，他们是这座圣城的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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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没有一位外国观察家关于美国国家制度以及文化的著作，能超越托克维尔的《论美国的民主》，甚至
连能与之媲美的都没有。
——《纽约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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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译林人文精选:论美国的民主》入选《中国书评论》“改革开放30年中国最具影响力的300本书”。
作者托克维尔“驰想于未来”，其影响已然从19世纪持续到21世纪，估计还会延伸至21世纪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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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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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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tushu007.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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