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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12 月 8 日 晚上 Rev. Dr. Ambrose WANG  王艾明牧师 

第八讲 加尔文与现代西方文明：美国政治制度        提纲          

Calvinism and USA             

   

1. 重要的日期和事件 

1620 年 11 月 11 日，《“五月花号”公约》; 

1775-1783，美国独立战争； 

1776 年 7 月 4 日宣布《独立宣言》（杰斐逊起草）； 

1789 年 9 月 25 日 

，“美国宪法之父” 詹姆斯· 麦迪逊 《权利法案》，其中最具历史意义的是《宪法第一

修正案》； 

1776 年 7 月 4 日 费城大陆会议《美国独立宣言》： 

 

“ 我们认为下述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若干不可让与的权利，其中

包括生存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权。为了保障这些权利，人民才在他们中间建立政府，而政府的

正当权力，则是经被统治者同意所授予的。任何形式的政府一旦对这些目标的实现发生破坏作用

时，人民便有权予以更换或废除，并建立一个新的政府。” 

  

《美国宪法》（1789）：三权分立原则；联邦主义原则；宪政原则；共和体制； 

《第一修正案》： 译文：国会不得制定相关法律涉及到：确立国教或禁止宗教信仰自由；剥夺言

论或出版自由；或剥夺人民和平集会和向政府请愿之权利。 

 

2. 如何认识美国的制度 

托克维尔 1805-1859。法国思想家、历史哲学家。《论美国的民主》（1835）；《旧制度

与大革命》(1856)； 

自由，平安，博爱，法国启蒙运动的理想和信念，可是在法国却成为暴力革命和血腥冲突

的导火索，并未达到基本权利的保障。而新大陆那些来自欧洲的移民后代所建立起来的制

度和法则却建立起与欧洲不一样的民主制度，有效地平衡了自由与平等之间的冲突和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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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在个人权利与社会秩序之间建立起互助互利的特殊法则和体制，预示着未来新的文明

范式。 

 

 

3. 如何解释美国的制度设计 

马克斯· 韦伯，Max Weber, 1864-1920。德国思想家、社会学家、经济学家、政治学家。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他的著名命题：清教主义伦理预备着理性资本主义的萌芽与发展 。在西方文明史上，基

督教傳統是严格区分圣俗关系，尤其是世俗领域关于财富所采用的立场影响了经济领域的

作为。那么为什么以大规模产业化规模，以信用系统并国际贸易等方式全面开展的理性化

资本主义起源于在日内瓦的加尔文改教创制？ 

这种特殊的被界定为资本主义精神是如何成为理性的世俗秩序的？作为历史学家和社会学

家的韦伯，他的研究表明，是通过一整套基于敬虔的基督信仰的伦理体系所孕育出来的，

那就是源自宗教改革时期瑞士日内瓦加尔文的改教创制。历史证明，清教主义传统所建立

的秩序，可以抵御任何有违神圣正义原则和信念的力量，无论是专制暴君，还是来自芸芸

众生的极端民粹者，或来自种族主义的集体狂热，或者来自激发阶层斗争和动乱的极具煽

动性的意识形态。 

近代历史上，欧洲各君主国家从专制主义演变成不同的模式，法国过渡到极端民主化和民

粹主义模式；英国过渡到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模式；德国演变成民族主义、国家主义，最

后被异化为极端种族主义，俄罗斯演变民族主义和极权专制政体，日本异化为极端民族主

义和军国主义。基督教的欧洲国家都是在挣脱罗马公教会千年法统，以维护民族主权利益

为名，形成的王权、国家或民族主义主权至高无上的世俗专制政体。所谓威斯特伐利亚体

系就是这样的格局。而加尔文主义在那个时代却预先超越了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国家主

义时代性，从而在面对着各种类型的集权和专制政体，都可以保持特殊的超然性，尽管加

尔文主义者作为特殊群体，一再受挫和失败，最后被迫逃离欧洲，漂流到北美新大陆。 

4. 加尔文主义对现代西方文明的贡献 

a.  政教分离原则 

b. 宪法第一修正案：言论自由原则 

c. 代议制政体：三权分立原则；权力制衡机制 

d. 法治、民主与宪政 

e. 公民社会；公民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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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自然神学；公共神学；普遍恩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