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神佑美国与伦理立宪

惠虎宇：儒家文化与未来中华文明的重建（中）

霍华德‧钱德勒‧克里斯蒂创作的油画，描绘1787年美国先贤在费城签署美国宪法时的情景。主席台上站立者为会议主持人华

盛顿将军。(MPI/Getty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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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2025年01月03日讯】（继上文）从儒家文化的自然契约功能可以看出，儒家文化本

质是一套充满先天理性的伦理体系。西方哲学史上将先天理性主要应用于认识论研究、探讨知

识的来源与可靠性，而中华文化早已将先天理性运用于规范社会关系与构建国家秩序，创造出

人类历史上最符合天道的伦理社会体系。这正是华夏族（汉族）得以发展成为全球最大民族的

文化与制度基石，也是中华文化优越性的历史见证。

儒家文化在朝堂上形成了由儒士阶层和天子共治天下的权力架构，儒士们以伦理规范制衡天子

的权力，有点类似于西方近代的二元君主立宪制，不同之处在于，前者基于自然契约，后者则

依托社会契约。在民间社会，儒家文化构筑了乡村宗法礼治体系，在皇权管辖之外形成一种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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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公序良俗的小共同体自治社会，这种乡村小共同体社会不仅是华夏族几千年来诗意迁居的乐

土，更是中国人乡土情怀的文化源头。

中共解体后，未来中国亟需全面恢复儒家文化，在乡村恢复宗法礼治下的小共同体自治社会，

在国家系统中恢复儒家伦理体系的核心地位，在此基础上，构建现代宪政体系，实现伦理文化

与宪政制度的有机融合。

西方宪政体制的建立和宗教信仰的角色

16世纪以来，西方国家从古代国家体制向近代国家体制转型，纷纷建立起宪政国家系统。

（图一）

如图一所示，左边是西方古代的国家系统结构图，右边是西方近代的国家系统结构图（本图显

示的是君主立宪的国家系统，把图中的君主去掉就是共和立宪的国家系统）。可以看到，西方

国家实施政教分离后，宗教组织退出了国家系统（但作为民间信仰体系在社会系统继续存

在），而天赋人权的理念（作为自然法）充当了宪政国家系统中的最高权威，向下衍生出一种

尊重人权的文化系统，然后制定宪法（社会契约），以宪法作为政权运作准则来保障基本人

权。

西方在走向宪政体系的重大国家结构变革中，排除了宗教组织，这虽然消除了教权与王权之间

权力斗争的弊端，却也在国家系统中失去了政权机构与神意之间联结沟通的关键环节，埋下了

系统性隐患。如果有一天，大多数统治者不再信神，天赋人权的自然法理念将失去其先天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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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属性，支撑整个宪政大厦的根基将随之动摇。届时，宪政体制或将不再是天赋人权的有效保

障，而可能演变为另一种形式的专政，甚至滑向暴政。

天赋人权理念在宪政体制中的有效性，很大程度上需要对神的信仰作为保障。以美国为例，美

国建国先父们深谙此理，因此通过国家元首在就职仪式上手放在《圣经》上宣誓来强化政府与

神的联系。美国首任总统乔治‧华盛顿在就职仪式上率先将手放在《圣经》上宣誓，奠定了这

一传统。然而，美国宪法并未明文规定这项宗教仪式，美国宪法保障了即使不信神的人，只要

拥护宪法，也可担任政府职位。因此，华盛顿作为国父，在就职仪式中以个人对神的信仰宣

誓，象征性地填补了宪政框架内政府机构与神之间的联系空白。此外，华盛顿在连任两届总统

后，主动卸任，不再竞选连任，为美国留下总统连任不得超过两届的另一个重要政治传统，进

一步巩固了宪政体制的稳定与权威。

华盛顿既以对上帝的虔诚宣誓彰显美国宪政的神圣根基，又以率先垂范的实践巩固宪法在权力

架构中的至高权威。这两项开创性的伟业交相辉映，共同沉淀为美国政治文化的核心价值，成

为支撑美国宪政体制两百余年稳健运行的不竭源泉。

英国在建立宪政后，依然保留着国教传统，英王作为英国国教的领袖，使政府与神意之间保持

着紧密的联系。然而，随着英王权力的逐步削弱，到现代，英王的元首身份几乎仅剩象征意

义，其宗教领袖身份在国家政权结构中的作用也日益微弱，英国宪政因而失去了原有的神圣根

基。根据2021年的人口普查，英国基督徒的比例已经不足一半；2024年初发表的一项为期三

年的研究显示，英国的无神论人口已超过有神论人口，这标志着英国进入首个无神论时代。近

十年来，英国政府的左倾化趋势越发明显，以无神论为核心内涵的文化——马克思主义逐步成

为英国社会的主流思想，这对传统价值观造成了强烈冲击。在这股极左思潮的推动下，英国的

宪政体制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步入危机时代。

与此同时，美国的宪政体制也基于同样原因，导致社会撕裂加剧，并在2020年大选中爆发了窃

选疑云，成为美国宪政史上前所未有的危机时刻。这恰应了美国第二任总统约翰‧亚当斯的名

言：“我们的宪法只适用于有道德和宗教信仰的人民，它对其它任何治理模式都无能为力。”

中国近代建立宪政的努力为何频遭失败

近代中国自晚清起便开始探索宪政建设，随着辛亥革命成功推翻帝制、建立中华民国，开启了

共和宪政体制的新篇章，中国从传统国家体系开始走向近代宪政国家体系。



（图二）

如图二所示，中华民国时期的宪政国家系统，位于最上层的是一套尊重宪法的文化系统，这区

别于西方宪政国家系统顶层的天赋人权理念，盖因为西方共和制源于天赋人权的思想，而中华

民国的共和制是建立在三民主义理念的基础之上。天赋人权是自然法，而三民主义中的民权主

义只是自然法下面的衍生概念，因此，建立中华民国宪政体系的关键是需要量身打造一套尊重

宪法的文化系统。

在这个新兴国家体系中，若要创建一套尊重宪法的文化系统，则必须依赖于政治强权人物率先

遵守宪法，将其个人权威转化为宪法权威，从而建立起新的政治传统，就像华盛顿总统所做的

那样。在北洋时代，袁世凯无疑是最适合承担这一重任的领袖，当时的内外政治环境也为此提

供了有利条件：外部没有外敌入侵，内部也未形成军阀割据的局面。然而，袁世凯最终留下的

却是践踏宪法的政治遗产，这使中华民国错失了建立成熟宪政机制的历史良机。

此外，中华民国初建之际，中国社会虽然仍保有传统伦理体系，但新国家系统中却缺乏相应的

伦理架构，无法依据伦理原则制衡强权人物。原有国家系统的伦理结构被移除了，而新国家系

统的宪法权威迟迟不能确立，在当时没有任何机制可以制约袁世凯，这造就了袁世凯的专权。

袁世凯之后，中国迅速陷入严重的军阀割据局面，脆弱的新型宪政体系遭到重创，几近支离破

碎。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党不得不再次选择军政之路，以重建国家秩序。直到1928年，蒋介石成

功统一中国，建立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使全国进入训政时期，开始构建尊重宪法的文化和体

制。1936年，国民政府计划正式实施宪政，为中国开启现代法治时代。然而，日本侵华战争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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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爆发打乱了这一进程。而抗战胜利后，中共在前苏联的支持下再度发动战争窃取了中华民国

大陆主权，中华民国的宪政发展几乎连根折断。

值得庆幸的是，在中共窃取大陆主权前夕，1946年中华民国召开国民大会，制定正式宪法，并

于1947年行宪，蒋介石当选首任总统。蒋介石随后带头遵守宪法，将其个人权威沉淀为宪法权

威，确立了宪法在国家治理中的核心地位。虽然国府随后因中共叛乱而迁台并经历威权体制时

期，但这套完整的宪政架构始终未遭破坏，这也是当今中华民国台湾自由区在结束动员戡乱法

令后得以迅速实现宪政的根本原因。

中华民国的宪政发展经历近一个世纪的波折，最终在台湾自由区得以实显。然而，这套系统自

诞生之初便存在一个先天缺陷，即缺乏与传统文化伦理架构的有机结合。如果这一系统漏洞长

期得不到弥补，新的国家体系终将面临深层次危机。2019年5月24日，中华民国台湾自由区通

过同性婚姻合法化法案，成为汉文化圈乃至亚洲首个承认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地区。此举与中华

文化所强调的天道与伦理背道而驰，显然偏离了中国人百年来追求宪政的本意。同英美一样，

由于左派思潮泛滥，台湾地区的宪政也进入危机时代。

伦理立宪：伦理主体架构下的宪政体制

美国的成功在于神佑美国，在于美国建国先父以深刻的先见之明创造出的优良政治传统，在于

根植于美国大多数民众心底的基督教信仰。而美国的宪政危机则在于这一传统的弱化，在于宗

教信仰正在被扫除出课堂、学术机构和政府机构。不过，保守力量的代表川普总统再度入主白

宫，意味着美国可能会迎来新一波的复兴潮。

中国曾经拥有最完善的伦理国家系统，敬天、信神、法祖、孝亲，华夏文明延绵5000年，传承

不绝，香火兴旺。儒家文明实际上是共产主义的天然屏障，如果我们的伦理社会体系一直保持

完整，共产党势力就没有任何机会能在中国形成气候。

一个国家宪政制度的建立，必须与其传统文化进行有机的衔接。英国、美国、日本、德国等世

界上宪政体制成熟的国家无一不是这样。中华民国的宪政构建一开始就与传统文化出现断层，

在国家系统中丢掉了伦理体系；而1919年五四运动中激进分子喊出打倒孔家店，意味着社会系

统中的儒家伦理大堤也出现溃堤，中华文明由此开始遭受共产红祸带来的百年国难。



有鉴于此，中共解体后，新政权必须全面复兴真正的儒家文化。将中华传统伦理体系与现代宪

政体系相结合，以天道的至高道德权威重建伦理秩序，形成自然契约；以宪法的法律权威构建

国家政权，形成社会契约。笔者称这种国家结构为“伦理主体架构下的宪政体制”，简称“伦

理立宪”，如图三所示。

（图三）

未来的中国宪法修订中，应该将中国是一个伦理国家写入宪法的封闭条款，永不改动。将天道

和伦理作为国家系统的核心和顶层设计，未来的国家元首的就职仪式应该在天坛举行，由礼官

主持祭天大典，元首祭拜上天并宣誓就职。

未来的国家公职人员除了遵守宪法和法律之外，还需要遵守伦理规范。在国家机构中设置伦理

委员会，独立于国会之外，与国会形成二元权力体系，相互制衡而不互相统属。各级政府都设

有相应级别的伦理委员会。伦理委员会可以依据公职人员违背伦理规范的行为而对其提出弹

劾。

伦理委员会还负责制定公务员统考试题，试题内容可以包含传统文化、中外历史、儒学和宪法

等。所有公职人员入职都需要通过这项考试，然后再参加岗位所需要的专业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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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的中国应该实施精英治国，可以由伦理委员会选总统，由国会选总理。伦理委员会的委员

在全国范围内产生，不分区选举，只选择那些德高望重、有口皆碑，且可以治理国家的君子。

国会议员则分成选区，每区根据人数比例选举一定数额的议员。总统掌管外交、军事、文化和

财政四大权力，总理掌管经济、教育、司法、银行、民兵、警察等其它权力。简而言之，就是

依据图三所示的国家系统结构图，构建一个由伦理体系和宪法体系所构筑的二元体系下的中华

伦理立宪国家。（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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