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常识（英汉双语对照）》

书籍信息

版 次：1
页 数：
字 数：
印刷时间：2013年09月01日
开 本：16开
纸 张：胶版纸
包 装：平装-胶订
是否套装：否
国际标准书号ISBN：9787515318639
丛书名：塑造美国的88本书



编辑推荐

 

《联邦党人文集》和《常识》是
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塑造美国的88本书"
中的两种，这两本书的内容决定了美国自建国以来美国国家的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  

托马斯�潘恩，美国赢得独立战争的重要贡献者，其著作《常识》是美国独立战争胜利
的关键著作。《常识》不仅为美国的独立，更是为整个人类迈向自由的历史，做出了极
为特殊的贡献，成为哺育人类自由思想的经典之作。《常识》的伟大之处，还在于它把
美国独立提升到建立全人类全新政治制度的高度，成为了现代美国政治制度的灵魂，为
后来二百多年来美国所走的道路铺设基石。  

美国国会图书馆遴选出的"塑造美国的88本书"书单，列举了由美国作家所著、对美国社
会具影响力的88部书籍，《常识》位列其一，足见它经久不衰的魅力与非凡的影响力。 

 

 

重磅推荐：《联邦党人文集》 

 

内容简介

 

   
1775
年，美国独立战争伊始，不仅普通民众不明局势，因循守旧，就连亚当斯、富兰克林，
甚至连华盛顿等美国开国元勋，都对美国到底该不该独立、脱离英国后是否应建立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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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英国君主立宪制完全不同的政体而心存疑惑。当时只有托马斯�潘恩一个人鲜明、坚
定地支持独立，建立民主共和制度。  

   
1776年1月10
日，一本匿名出版、宣扬独立和共和制的小册子《常识》问世，成为当时仅次于《圣经
》、影响力*、传播范围最广的一本书。托马斯�潘恩用浅显、清晰的语言，提供简单的
事实、浅白的论点和基本常识，剖析局势，分析利弊，迫使人们在独裁统治和自由民主
之间做一个选择。  

《常识》鼓舞了民众参军战斗的热情，普及了共和制的基本理念，坚定了民众脱离殖民
统治、建立美利坚合众国的信心，成为美国独立战争胜利的最关键著作。  

《常识》还成为了哺育人类自由思想的经典，为整个人类迈向自由的历史，做出了极为
特殊的贡献。其后的美国《独立宣言》，法国《人权宣言》，都从潘恩的《常识》中获
得了思想营养。  

《常识》的伟大之处，更在于它把美国独立提升到建立全人类全新政治制度的高度。他
看重的不仅是美国独立本身，更看重的是美国独立之后，要建立一个和英国的君主制、
法国的贵族统治等完全不同的民主共和制度，他追求的是一个能为全人类树立样板的伟
大政治体制，这是潘恩支持美国独立的初衷和理想。而后来二百多年来美国走的道路，
正是在潘恩等铺设的基石上。 

 

作者简介

托马斯�潘恩（Thomas Paine，1737-1809），英裔美国思想家、作家、革命家。潘恩生
于英国，出身贫寒，年轻时便热心民权。后受本杰明�富兰克林赏识，远赴美国。美国
独立战争初期，他的战斗缴文《常识》极大地鼓舞了北美人民的独立情绪。之后，他弃
笔从戎，奔赴前线作战。在战局危急，士气低落之时，他以笔代剑，写下《美洲的危机
》，华盛顿命人在军前朗读，一时间士气大振，大战告捷。为美国独立建国立下汗马功
劳之后，潘恩受到法国大革命鼓舞，提笔写下轰动英法两岸的《人权》，促成了法国革
命的转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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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编者的话
1910年，年仅19岁的胡适考取“庚子赔款”第二期官费生赴美留学，就读于康奈尔大学
。偶遇美国小学新生开学，胡适难抑好奇跑去旁听，内心受到极大震动。美国启蒙第一
课只有一个内容，便是令全体学生宣读誓词：“我保证善用我的思辨才能；我保证发展
我独立的思想；我保证接受教育，从而使自己能够独立判断。”正是这段誓词，让胡适
深刻体会到：美国之所以成为美国，全在于其“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而这一理
念成了胡适先生一生坚守的信念。
美国，距其建国不过200余年，却已是世界强国。我们不禁要问：这个民族，究竟是如何
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做到经济上飞速发达，政治上游刃有余的？更为重要的是，它如何将
这关系国本的“思想与精神”赋予它的民众，令他们秉持信仰，坚守信念？
2012年5月，美国馆藏量最大、历史最悠久的国会图书馆遴选出88部对美国社会最具影响
力的书籍，定名为“塑造美国的书”（BooksThatShapedAmerica）。《飘》、《麦田守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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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了不起的盖茨比》、《第22条军规》、《汤姆叔叔的小屋》等历久弥新、耳熟
能详的经典名著均入选。这些书籍或曾在当时社会引发争议，或甫一亮相即引起极大轰
动，或令人愤慨，或引人怒骂，或发人深思，但仍对美国乃至全世界读者了解美国社会
发挥了重要作用。编者的话 1910年，年仅19岁的胡适考取“庚子赔款”第二期官费生赴
美留学，就读于康奈尔大学。偶遇美国小学新生开学，胡适难抑好奇跑去旁听，内心受
到极大震动。美国启蒙第一课只有一个内容，便是令全体学生宣读誓词：“我保证善用
我的思辨才能；我保证发展我独立的思想；我保证接受教育，从而使自己能够独立判断
。”正是这段誓词，让胡适深刻体会到：美国之所以成为美国，全在于其“独立之精神
，自由之思想”，而这一理念成了胡适先生一生坚守的信念。 美国，距其建国不过200
余年，却已是世界强国。我们不禁要问：这个民族，究竟是如何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做到
经济上飞速发达，政治上游刃有余的？更为重要的是，它如何将这关系国本的“思想与
精神”赋予它的民众，令他们秉持信仰，坚守信念？ 2012年5月，美国馆藏量最大、历
史最悠久的国会图书馆遴选出88部对美国社会最具影响力的书籍，定名为“塑造美国的
书”（BooksThatShapedAmerica）。《飘》、《麦田守望者》、《了不起的盖茨比》、《
第22条军规》、《汤姆叔叔的小屋》等历久弥新、耳熟能详的经典名著均入选。这些书
籍或曾在当时社会引发争议，或甫一亮相即引起极大轰动，或令人愤慨，或引人怒骂，
或发人深思，但仍对美国乃至全世界读者了解美国社会发挥了重要作用。 为此，我们引
进并翻译出版了这套“塑造美国的88本书”丛书。力争客观、原生态地呈现美国的人文
社会、政治制度以及美国历史发展和民主进程，在一个个美国故事中，讲述真实的美国
和美国人，宏观展示美国的诞生、成长和强大，美国人自我意识的觉醒和认同。它们包
括：推动北美人民走上公开独立道路的战斗缴文《常识》；成就美国宪法和联邦制度的
政治经典《联邦党人文集》；激励无数年轻人的世界上最著名的自传《富兰克林自传》
；影响美国五代人的经典教科书《美国语文读本》；美国哲学和美式生活方式的代表之
作《实用主义》；美国移民人手一册的人生指南《穷理查智慧书》；点燃美国20世纪60
年代性解放运动的性学经典《金赛性学报告》；来自美国总统世家的对教育的反思与批
判《亨利？亚当斯的教育》；出版史上的奇迹、永远的励志畅销书《人性的弱点》，等
等。 这套“塑造美国的88本书”丛书将自始至终贯彻严肃认真的学风和生动活泼的文风
，分辑陆续推出。 约四百年前，弗朗西斯？培根在《伟大的复兴》一书序言中，曾经这
样谈到书中描述的对象，他“希望人们不要把它看作一种意见，而要看作是一项事业，
并相信我们在这里所做的不是为某一宗派或理论奠定基础，而是为人类的福祉和尊严⋯
⋯”我们怀着真挚的感情，把这段话献给“塑造美国的88本书”丛书的读者，希望广大
读者关心她、批评她、帮助她。 让她成为我们共同的事业。 中青文传媒
“塑造美国的88本书”丛书编委会 2013年6月
显示全部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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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没有《常识》作者这支笔，华盛顿所举起的剑，将是徒然无功⋯⋯历史将会把美国
的革命归功于托马斯�潘恩。 

——约翰�亚当斯（美国开国元勋，第2任美国总统） 

  

托马斯�潘恩的文章，我永远也读不厌。 

 ——亚伯拉罕�林肯（第 16任美国总统） 

  

我认为潘恩是美国最伟大的政治思想家。我们还没有，而且也许永远都无法超越《独立
宣言》和美国宪法，所以潘恩的理念也就永远无人可以超越。 

——托马斯�爱迪生（美国电学家、科学家、发明家） 

 

潘恩之所以全身心地投入这场美国革命，并不是作为一个美国人，局限在为美国的利益
，而是作为一个自由人，一个世界公民，他坚信，他为美国所做的努力，就在为英国、
法国以及所有被奴役的地方争自由的努力。 

——悉尼�胡克（美国当代著名哲学家） 

  

他有《常识》，反抗那时候的专制传统；他有《人权论》，反抗社会传统；他有《土地
公平论》，反抗的是经济传统；最后有《理性时代》，反抗的是宗教传统。这样一来，
他就把那个年头能得罪的人类权势力量都得罪完了。 

——朱学勤（当代著名学者）

在线试读部分章节



论政府的起源与目的，并简评英国政体
有些人将社会和政府混为一谈，对这两个概念没有多少区分，甚至完全没有区分。但是
，这两个概念不但有区别，而且起源也不同。社会源于我们的欲望，政府则产生于我们
的邪恶。前者汇集我们的情感，从正面增进我们的幸福，后者抑制我们的恶行，从负面
推动我们的幸福；前者鼓励人们相互交流，后者却制造阶层间的差异。前者是守护者，
后者是惩戒者。
无论在任何状态下，社会都是人民的福祉。可是政府呢，即使在最好的情况下，也只是
一种必要之恶；在最糟糕的情况下，则令人无法忍受。这是因为当我们忍受着或面临着
由政府带来的苦难时，虽然这样的苦难在一个无政府的国家里也可能遇到，但只要想到
是我们亲手制造了这个苦难的根源，我们便会感到格外痛心。政府，就像伊甸园的衣服
一样，是丧失纯真的标志，国王的宫殿建立在天堂亭榭的废墟上。这是因为，倘若良心
的召唤是清晰、坚定、不容抗拒的，人类就不需要再有其他立法者。但是，正因为情形
不是如此，人们便发现有必要放弃一部分个人财产，来建立起保护自己其他财产的机制
。就像在处理其他事情时一样，审慎的原则提醒人们两害相权取其轻。既然安全是设立
政府的意图和目的，那么毫无疑问，无论是何种形式，能花费最小代价而获得最大利益
的就是所有人都愿意接受的。
为了更清楚、更明确地理解政府的意图和目的，让我们假设这样一种场景：在世界上某
个偏僻角落里居住着一小群人，与世隔绝，他们代表着在任何国家或整个世界上定居的
第一批人。在这种天然的自由状态下，他们首先想到的是组成社会。有无数条理由促使
他们这样做：凭个人的力量不足以满足他的需求，他的精神状态无法适应长久的孤独，
等等。因此，他很快就不得不向他人寻求帮助或慰藉，而后者也会反过来向他提出同样
需求。只要四五个人团结起来，就能在旷野中建起一间还算不错的小屋，但单个人可能
穷尽一生却一事无成。他能伐倒一株大树，却没法搬走它；就算能搬动它，也没法将它
立起来。同时，饥饿会迫使他中断工作，每个不同的需求都需要他做不同的事情。疾病
都可能导致死亡，更别提厄运和灾难。就算不足以致命，也可能令他丧失生活能力，让
他陷入一种与其说是活着，不如说是等待死亡的状态。
因此，就像万有引力一样，需求很快推动我们这些刚到的移民组成社会。在社会成员彼
此公正、真诚相待的情况下，成员之间的相互扶助替代了法律规定和政府管制，也使后
者变得毫无必要。但是，除了天堂以外，任何地方都可能孕育邪恶。在人们克服了移民
初期遇到的困难——正是这些困难最初使他们紧密团结在一起，他们开始懈怠于自己的
义务，也减轻了对彼此的依赖。这种懈怠意味着有必要建立某种形式的政府，来弥补道
德上的缺陷。
只要一棵位置适宜的大树，就能成为他们的集会场地。整个聚居区的居民都能聚集在树
荫下，讨论公共事务。很可能，他们最初的法律只是一些简单条例，唯一的惩罚措施则
是公众的蔑
视。在这种最初的议会
中，每个人都自然而然地拥有一个席位。论政府的起源与目的，并简评英国政体 有些人
将社会和政府混为一谈，对这两个概念没有多少区分，甚至完全没有区分。但是，这两
个概念不但有区别，而且起源也不同。社会源于我们的欲望，政府则产生于我们的邪恶
。前者汇集我们的情感，从正面增进我们的幸福，后者抑制我们的恶行，从负面推动我
们的幸福；前者鼓励人们相互交流，后者却制造阶层间的差异。前者是守护者，后者是
惩戒者。 无论在任何状态下，社会都是人民的福祉。可是政府呢，即使在最好的情况下



，也只是一种必要之恶；在最糟糕的情况下，则令人无法忍受。这是因为当我们忍受着
或面临着由政府带来的苦难时，虽然这样的苦难在一个无政府的国家里也可能遇到，但
只要想到是我们亲手制造了这个苦难的根源，我们便会感到格外痛心。政府，就像伊甸
园的衣服一样，是丧失纯真的标志，国王的宫殿建立在天堂亭榭的废墟上。这是因为，
倘若良心的召唤是清晰、坚定、不容抗拒的，人类就不需要再有其他立法者。但是，正
因为情形不是如此，人们便发现有必要放弃一部分个人财产，来建立起保护自己其他财
产的机制。就像在处理其他事情时一样，审慎的原则提醒人们两害相权取其轻。既然安
全是设立政府的意图和目的，那么毫无疑问，无论是何种形式，能花费最小代价而获得
最大利益的就是所有人都愿意接受的。 为了更清楚、更明确地理解政府的意图和目的，
让我们假设这样一种场景：在世界上某个偏僻角落里居住着一小群人，与世隔绝，他们
代表着在任何国家或整个世界上定居的第一批人。在这种天然的自由状态下，他们首先
想到的是组成社会。有无数条理由促使他们这样做：凭个人的力量不足以满足他的需求
，他的精神状态无法适应长久的孤独，等等。因此，他很快就不得不向他人寻求帮助或
慰藉，而后者也会反过来向他提出同样需求。只要四五个人团结起来，就能在旷野中建
起一间还算不错的小屋，但单个人可能穷尽一生却一事无成。他能伐倒一株大树，却没
法搬走它；就算能搬动它，也没法将它立起来。同时，饥饿会迫使他中断工作，每个不
同的需求都需要他做不同的事情。疾病都可能导致死亡，更别提厄运和灾难。就算不足
以致命，也可能令他丧失生活能力，让他陷入一种与其说是活着，不如说是等待死亡的
状态。 因此，就像万有引力一样，需求很快推动我们这些刚到的移民组成社会。在社会
成员彼此公正、真诚相待的情况下，成员之间的相互扶助替代了法律规定和政府管制，
也使后者变得毫无必要。但是，除了天堂以外，任何地方都可能孕育邪恶。在人们克服
了移民初期遇到的困难——正是这些困难最初使他们紧密团结在一起，他们开始懈怠于
自己的义务，也减轻了对彼此的依赖。这种懈怠意味着有必要建立某种形式的政府，来
弥补道德上的缺陷。 只要一棵位置适宜的大树，就能成为他们的集会场地。整个聚居区
的居民都能聚集在树荫下，讨论公共事务。很可能，他们最初的法律只是一些简单条例
，唯一的惩罚措施则是公众的蔑视。在这种最初的议会中，每个人都自然而然地拥有一
个席位。 但是，随着聚居区的扩大，公共事务也会随之增加，大家居住的距离越来越分
散，要想每次集会都把所有人召集起来，就变得非常困难了。 现在已经不像当初，那时
居民人数很少，住的地方挨得很近，公共事务数量很少，而且琐碎。现在的情形表明，
把立法事务授权给从全体居民中选择出的一部分人来管理，更为方便可行。这些代表应
该与委任他们的人有同样的利害关系，并且处理事务的方式也应该和全体居民都在场时
一样。如果聚居地继续扩大，就有必要增加代表的数量。为了保证聚居地每个部分的利
益都被充分考虑到，人们会发现，最好是把整个聚居地划分为几个大小合适的区域，每
个区域委派出相应人数的代表。为了确保当选代表绝不会谋求与选民们不同的利益，审
慎原则提醒我们，有必要经常进行选举，这样一来，几个月后当选代表能够重新回到并
融入全体选民中。由于考虑到以权谋私的后果，他们对公众的忠诚度便得以保障。同时
，这种频繁的角色互换会在社会的每个部分产生共同的利害关系，人们之间会自然而然
地相互支持。政府的力量和被统治者的幸福便是依赖于这个基础，而不是毫无实际意义
的帝王之名。 这便是政府的起源和发展。换句话说，软弱的道德品行本身不足以统治世
界，因此有必要采用政府管理模式，这也是成立政府的出发点和目的，即自由与安全。
尽管这个纷乱杂陈的世界会迷惑我们的眼睛，声音会欺骗我们的耳朵，偏见会扭曲我们
的意志，利益会迷住我们的心窍，但自然和理性却会用最朴素的声音告诉我们：这样做



是对的。 我对政权形式的理解基于自然界的一条原则，这条原则是人力无法推翻的，那
就是：一件事物越是简单，就越不容易出问题，即使出了问题也比较容易被修复。依据
这条原则，我想对备受吹捧的英国政体发表一些看法。当前的英国政体诞生于黑暗的奴
隶制社会，对那个时代而言，它无疑是先进的。当整个世界都处于专制暴政下的时候，
哪怕最轻微的改进都是伟大的进步。但显而易见的是，英国政体并不完善，容易引发社
会动乱，也没有能力兑现自己的承诺。绝对的专制政府（虽然它们是人性的耻辱）也是
有好处的，那就是：它们很简单。如果人们遭受苦难，他们知道自己苦难的源头，也知
道补救的方法，不会在形形色色的原因和解决方法中迷茫困惑。但是，英国政体极其复
杂，以至于在整个国家经受了多年的苦难后，也没能发现症结所在。有些人说在这里，
另一些人说在那里，每个政治医生都会开出不同的药方。 我知道，要克服狭隘的或长期
的偏见很困难。但是，如果仔细审视英国政体的组成部分，我们便会发现：它包含了两
种古老专制政体的遗留物，再混合了一些共和制的新元素。
首先，以国王为代表的君主专制遗存。 其次，以上议院为代表的贵族专制遗存。
最后，以下议院为代表的新的共和政体的成分，他们的品格决定了英国的自由。 前两者
是世袭的，与人民毫无关系。从政体意义上说，它们对英国的自由毫无裨益。如果说英
国政体是这三种权力相互制衡的统一，未免可笑，要么这几个词毫无意义，要么它们彼
此自相矛盾。 当我们说下议院能制约国王权力时，这种说法隐含了两个前提：首先，在
没有人监督的情况下，国王是不可信任的，换个方式说，对绝对权力的渴望是君主制的
天然弊端。其次，被委任监督国王行为的下议院，要么比国王更睿智，要么比他更值得
信任。但是，这同一个政体既授予下议院制约国王的权力，允许他们反对国王的财政预
算；又授权国王牵制下议院，允许他否决下议院的其他法案。这样的做法无疑是在假定
国王比那些本应比他更聪明的人更聪明，多么荒唐！ 在君主制政体中，还有一些极其可
笑的地方：它先是剥夺了一个人获得信息的手段，然后又授权他在需要最明智决断的事
情上做出决策。
国王的生存环境使他昧于世事，但身为国王的职责却又要求他世事洞明。 这两种不同的
方面，不自然地互相对立、彼此损耗，由此证明整个君主制政体是荒唐无用的。 有些人
是这样解释英国政权的。他们说，国王是一回事，人民是另一回事；上议院的贵族们代
表国王的利益，而下议院的议员们则代表人民的利益，这就好比一个议会里存在彼此对
立的两个派别一样。尽管这种说法看起来很有道理，但一旦仔细审视，就会发现它措辞
空洞，意思含糊不清。这样的情形经常发生：如果用最华美的词藻去描述某些要么根本
不存在、要么过于复杂无法用言语表达的事物，它们就成了一些只有声音的词汇，听着
很动听，却无法传递出任何信息。因此，这种解释掩盖了一个先决问题，那就是：国王
是如何得到这种人民不敢给予且需要一直牵制的权力的？这样的权力不可能来自于明智
的人民。任何需要被牵制的权力，也不可能来源于上帝。然而，英国政体却允许这种权
力的存在。 但是，这种安排却无法起到应有的作用。这样的政体要么没有能力，要么不
想去满足人民的愿望，这整个安排无异于自杀。天平上较重的那一头总是会翘起较轻的
那一头，一部机器的所有轮子也总是由其中一个来带动的，因此，现在只需要知道英国
政体中的哪一部分分量较重，它就是统治势力。尽管其他势力或这些势力中的一部分也
可能阻碍或牵制整体运转速度，但只要它们没能力让它停下来，它们的努力就是徒劳的
。第一驱动力最终将如愿以偿，它在速度上的缺憾也将被时间所弥补。王权是英国政权
中的决定性势力，这一点已经毋庸赘述。仅仅通过授予官职和津贴，王权就确立了现在
的影响力，这点是显而易见的。看来，尽管我们明智地关闭了绝对专制的大门，并上了



锁，但同时愚蠢地把钥匙交到国王手中。 英国人对他们这个由国王、上议院和下议院共
同组成的政府偏爱有加，这种偏爱一半来自理智，一半来自民族自傲，甚或后半的成分
居多。 毫无疑问，与一些其他国家相比，人们在英国更为安全。但是，国王的意志就是
法律，这点在英国和在法国是一致的。唯一的区别在于，在英国，国王的意志并不是直
接从他的口中传达出来，而是通过更令人敬畏的国会法案的形式被传递给人民。查理一
世的命运只是让后世的国王们变得更加含蓄，而不是更加公正。 因此，一旦撇开所有的
民族自豪感和对某种政体模式的偏爱，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英国国王之所以不像土
耳其国王那么暴虐，完全归因于人民的品质，而不是政府形式。 在眼下这个时候，探讨
英国政权形式的体制上的弊端是十分必要的。原因是，如果继续受某种强烈的偏爱所影
响，我们就永远无法公平地看待他人；同样地，如果仍然禁锢于某种顽固的偏见，我们
就永远无法公正地对待自己。正如一个眷恋娼妓的男人不适合选择或评价妻子一样，任
何偏袒某种腐朽政体的先入为主的思想，也都会使我们无法辨别出一个良好的政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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