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歷史的轉捩點──第九講 美國獨立 

第九講 美國獨立 
 

一、獨立戰爭的背景 

二、戰爭的爆發 

三、美國獲勝的原因 

四、作為歷史轉捩點的意義 

 

一場偉大的革命已經產生──這一場革命的發生不是由於任何現存國家中力量

的變化，而是由於在世界的一個新地方出現了一個新種類的國家，它已在所有的

力量關係、力量均勢和力量趨勢方面引起一個巨大變化，就像一個行星的出現會

在太陽系中引起一個巨大變化一樣。 

──愛德蒙．伯克，《法國革命論》 

 

一、獨立戰爭的背景 

（一）航海法  

十七世紀中葉起，英國政府在重商主義的原則下，公布一系列合稱為「航海法

案」（The Navigation Acts）以管理殖民地事務。這些法案包括幾項基本要點：1. 只

有英國或殖民地人民所擁有、製造或行駛的船隻可以裝運英國殖民地的貨物，其他

船隻不准參與殖民地貿易；2. 若干經政府指定的殖民地產品只准運銷到英國本土或

其他英屬殖民地，這些產品包括煙草、糖、棉花、靛青、生薑、染料木、海運造船

原料、銅與毛皮等；3. 禁止從英國以外的歐洲國家將製造品直接運銷殖民地；4. 控

制殖民地製造事業，即限制殖民地生產與母國有競爭性的產品，如紡織品與鐵器，

而鼓勵殖民地生產母國需要的產品如造船用的松脂、瀝青、船桅，船桁與生鐵等。

這些規定的目的，顯然是為了使殖民地為母國的經濟利益服務，使英國政府、商人

與人民都可直接或間接的從殖民地獲利。航海法對殖民地甚為不利，但由於三千英

里海路所造成的交通困難、十七世紀英國政治的動盪不安、光榮革命後英王與國會

對殖民地統治權的混淆不清、英王與國會對殖民地缺乏興趣，以及英國政府缺乏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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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管理殖民地的有效專責機構等因素，都使航海法案實際上無法嚴格地執行。因此，

在十八世紀中期以前，除了偶一關注之外，英國政府對殖民地大致上是置而不問的。  

一七五六到一七六三年，英、法兩國因爭奪殖民地而發生七年戰爭。這次戰爭

在北美殖民地上稱為「法國與印第安戰爭」（The French and Indian War）。由於戰

敗，法國在一七六三年締訂的「巴黎和約」中正式將北美殖民地全部讓給英國，使

英國在北美的殖民地幾乎增加了一倍。但是英國為贏得這片廣大的土地，卻欠下了

巨額的國債。同時，新獲得的土地也需駐軍戍守，以防止法人與紅人死灰復燃。駐

軍需要補給，國債也要償還，英國政府必須設法增加收入才可應付。為了解決這個

財政上的困難，英王的大臣們想到了殖民地。國債既是為殖民地利益而欠，駐軍既

是為殖民地安全而設，要求殖民地負擔一部分費用自是名正言順之事。因此，開始

在殖民地加強徵稅。但是這一個解決財政的方法，最後卻斷送了北美大陸。  

（二）衝突情勢的升高──三法案  

「法國與印第安戰爭」之後，英王喬治二世任命擅長理財的格林威爾（George 

Greenville）為財政大臣，負責解決英國政府所面臨的財政困難。他就職後採取一連

串相關措施，命令殖民地海關加強徵稅，派遣海軍巡邏殖民地沿岸取締走私。自一

七六三年四月到次年五月，他促請國會先後通過三個法案加強在殖民地的收稅。首

先，「蔗糖法案」（The Sugar Act）作了四項重要的規定：1. 將糖蜜的關稅從一加

侖六便士降為三便士（他以為六便士確實太高，殖民地人民只好走私或行賄。將之

降為三便士，要比行賄所需為低，商人就會規規矩矩的繳稅）；2. 凡輸入殖民地的

糖、靛青、咖啡、酒、甘椒與紡織品都須繳納關稅；3. 為防止走私，採用一套非常

複雜的報關手續；4. 凡是違反關稅規定的人都須在沒有陪審團的海事法庭（Admiralty 

Courts）中受審。其次，「印花稅法案」（The Stamp Act）規定殖民地人民必須在一

切法律文件、報紙、紙牌、曆書與骰子上貼印花稅票。最後是「駐軍法案」（The 

Quartering Act），要求各殖民地須為駐紮其境內的英軍提供營房及一些日用品。這

三個法案立即引起殖民地人民的不滿。糖蜜稅雖降為一加侖三便士，但比行賄要高，

商人仍難接受。新報關手續過分複雜，商人一不小心就會犯錯受罰，船貨兩失。但

是最使殖民地人民難以忍受的是，他們認為英國政府顯然已不再把殖民地人民視為

英國公民。他們堅信殖民地人民與英國本土的人民一樣，也享有未經他們選舉的代

表同意就無人可以向他們徵稅的權利，但現在國會卻以印花稅法案向他們直接徵

稅，以駐軍法案與蔗糖法案向他們間接徵稅。此外，違反蔗糖法案的人必須在海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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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庭受審，也使殖民地人民覺得被剝奪了在陪審團面前受審的公民權利。 

殖民地的抗拒、英國工商人士的請求，以及英國政府的改組，終於使國會在一

七六六年三月撤銷了印花稅法案。雖然國會同時也通過了一個「宣言法案」，重申

國會制訂任何有關殖民地法案的權力，但在一片和樂友好的氣氛中，也就無人去理

會它所含有的不祥之兆。  

（三）波士頓大屠殺  

一七六六年七月，湯森（Charles Townshend）就任英國財政大臣，負責籌措稅

收。他也把腦筋動在殖民地身上。一七六七年，他促請國會通過一連串法案，對輸

入殖民地的鉛、染料、紙張、玻璃與茶課徵入口稅，否定了殖民地堅持國會無權在

殖民地徵稅的原則。湯森同時也改組了殖民地的海關，以確保新稅的徵收。他在波

士頓設立一個「特別關稅委員會」就近監督管理海關收稅。殖民地對湯森法案的反

應溫和而堅決。各殖民地議會再度否認國會在殖民地徵稅之權；商人們再度抵制英

貨；而自由之子們也再度監督抵制行動的徹底執行。在緊張的對峙之中，終於發生

了流血事件。一七七○年三月五日，一群波士頓暴民集聚在海關之前戲弄嘲笑站崗

的英軍士兵。英兵受不了侮辱，憤而開槍。結果暴民五死六傷。這件在美國史上被

稱為「波士頓大屠殺」的事件，自然更大大加深了殖民地對母國的仇恨。  

（四）茶葉法案 

與此同時，英國的工商人士正致力於撤銷湯森法案。最後，一七七○年正月剛

就任財政大臣的諾斯（Lord North）建議除了茶稅之外，湯森法案的其他稅目一律廢

除。這樣既可保持國會徵稅之權，也可使嗜茶的殖民地人民為滿足口腹之欲而不得

不繳稅，國會通過了他的建議。湯森稅的撤銷恢復了殖民地對母國的好感。商人再

度輸入英貨，貿易也再度繁榮。事實上，只要關稅委員會繼續留在波士頓，只要英

國海軍繼續巡邏沿海，只要海事法繼續沒收殖民地人民的船貨，殖民地對母國的懷

疑反感就不會完全消滅。所以，即使在此和樂融洽時期，一些激進分子如維琴尼亞

的亨利（Patrick Henry）與麻薩諸塞的亞當斯（Samuel Adams）等人，仍能以殖民地

權利或國會專制的問題繼續煽動人民的視聽。就在亞當斯的推動之下，麻薩諸塞各

個村鎮紛紛組織委員會起草各種伸張殖民地權利的文件，以及彼此互通消息。一七

七三年，由於維琴吉尼亞議會的建議，這種「通訊委員會」的組織也推廣到其他殖

民地去。其後，這些民間組織就成為協調各殖民觀點與行動的主要工具，在美國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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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與建國的過程中發生重大的作用。  

當亨利、亞當斯與其他激進分子為殖民地的團結一致奠立基礎時，諾斯則正在

為解決東印度公司的財務困難傷腦筋。他最後想出的辦法是利用北美殖民地的嗜茶

習慣。一七七三年五月，他促請國會通過「茶葉法案」。此一法案准許東印度公司

將其庫存的茶葉直運北美殖民地，經由公司的銷售網直接賣給消費者，因為免除了

中間商人的利益及部分關稅（輸入英國的部分），東印度公司的茶價大為降低，即

使加上輸入殖民地的入口稅，茶價還仍比非公司茶為低。依諾斯的預計，殖民地人

民必定會爭飲公司茶。如此一來，不但東印度公司的財務困難可以解決，而且也可

迫使殖民地默認茶稅與國會的徵稅權。但是諾斯顯然過分高估了殖民地人民飲茶的

嗜好，而過分低估了他們保持其既有權利的決心。殖民地堅決地反對東印度公司的

茶在當地銷售。當第一批公司茶到達時，暴民們不是迫使原船駛回，就是只准將茶

葉存放在倉庫裏，不得運出。但在波士頓，亞當斯與他的同伴們卻在一七七三年十

二月十六日乘夜登船，將茶葉全部倒進海裏去了。 

（五）懲罰波士頓  

在此次「波士頓茶黨」事件之後，諾斯決定懲罰桀驁不馴的波士頓。他促使國

會通過幾個法案：關閉波士頓港直到該港賠償茶價、限制麻薩諸塞的自治權、任何

政府或海關官員如被控謀殺，可移回英國受審，以擺脫當地陪審團的左右，以及授

權軍事指揮官可視情況需要，駐軍於任何村鎮。為了有效的執行這些被殖民地人民

稱之為「不可忍受的法案」，英政府任命蓋奇將軍（General Thomas Gage）為麻薩

諸塞的總督，並率軍進駐波士頓。這些法案與軍事行動雖只針對麻薩諸塞一地而發，

但諾斯顯有殺雞儆猴之意，企圖以屈服麻薩諸塞來教訓其他殖民地承認國會對殖民

地的最高統治權，包括徵稅權在內。  

各殖民地的通訊委員會立刻發動聲援，同時也安排召開殖民地代表會議，商討

應付之道。一七七四年九月來自十二個殖民地（喬治亞未派人參加）的五十五位代

表齊聚集費城。第一次「大陸會議」決議抗拒「不可忍受的法案」，並對英國及英

屬西印度群島實施貿易抵制。大會也通過決議，正式否認國會對殖民地有任何的統

治權，但如國會的法案僅為管理貿易，殖民地可以接受。這些決議的義涵實際上是

建議英國政府重新恢復以前的角色──即監督而非統治。英國政府無意接受此一建

議，所以對大陸會議的決議未作任何表示，仍堅持執行「不可忍受的法案」。英國

政府顯然不打算對殖民地作任何讓步，必要時，甚至不惜一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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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戰爭的爆發 

殖民地預料武力衝突難免，開始做必要的準備。麻薩諸塞各地民兵在激進分子

領導下儲集武器彈藥。蓋奇知道這事，但未立即採取行動。一七七五年四月中英國

政府命令伺機剿平叛民，十九日他派遣一支英軍到康考德去沒收彈藥。英軍乘夜自

波士頓出發，走到半途的勒克辛頓時，適逢當地民兵集合晨操。英軍隊長下令民兵

解散，民兵起初也奉命惟謹，但在解散之中，不知誰突然放了一槍，這一槍開啟了

美國獨立戰爭的序幕。  

波士頓武力衝突事件爆發之後，各殖民地紛紛響應。面對這種跡近叛亂的抗議，

各殖民地的總督先後逃亡。原有的皇家政府垮台之後，各殖民地的代表議會順理成

章的代行統治權而成為臨時政府，並著手招兵徵稅，為戰爭做準備。為了謀求採取

聯合行動，各殖民地議會推派代表於五月在費城舉行第二次大陸會議。這次大陸會

議開幕之後，立即將集聚在波士頓外的民兵編組為正式的國家軍隊，號稱「大陸陸

軍」，以華盛頓為總司令。直到此時，殖民地人民還只是反對英國國會的專制統治，

並不想別建新國。因此，七月中，大陸會議向英王提出一分請願書，要求撤銷各種

迫害的法案。他們保證只要英國承認殖民地的權利，他們就立即放下武器。但英國

已下定決心以武力屈服殖民地，英王不但拒絕殖民地的請願，並且增派軍隊馳援已

在殖民地的英軍。八月，英國政府正式宣布殖民地處於叛亂的狀態中，並關閉了殖

民地對外的貿易和交通。  

（一）獨立宣言 

英國堅不讓步，殖民地也日趨極端。如南卡洛萊那早在三月就已制訂一部共和

政體的憲法，這無異獨立；羅德島則撤銷須效忠英王的法律；在四月與五月，北卡

洛萊那與維琴尼亞即訓令其代表正式向大陸會議建議獨立。七月二日大陸會議即通

過獨立的決議。但為向全世界昭告此一決定，代表們推派五人組成一個委員會，負

責起草一份獨立宣言。實際起草工作由傑弗遜（Thomas Jefferson）擔任。七月四日

大陸會議予以通過，並向全世界宣布。  

美國的「獨立宣言」是人類爭取自由民主史上的一部重要文獻。全文大致可分

為四部分：第一部分是前言，說明發布宣言的理由。第二部分說明宣布採取的理論

基礎。它開宗明義說，人生而有一些不可剝奪的權利，為了保障這些權利，人們組

成政府，其統治權是來自被統治者的同意。故當政府不能達成其組成的目標時，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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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就有權加以改組或推翻，建立一個更能保障其權利的新政府。這雖然是洛克（John 

Locke）自然權利論的翻版，但是卻沒有其他的文字將民主的真諦像「獨立宣言」這

樣簡潔有力的陳述清楚。所以這短短一百多字竟成為美國，甚至全人類嚮往民主自

由的啟示源泉。第三部分則是列舉了英王的罪行，以證明英國政府不但未能善盡其

保障人民權利之責，反加迫害，已不配為政府。第四部分是向全世界正式宣布十三

個殖民地斷絕與英國的一切關係，並組成美利堅合眾國。  

獨立既經正式宣布，戰爭的意義則為之改變。在此之前，殖民地只是為了反抗

英國的專制而戰；此後則是為了建國而戰。這一轉變大大振奮了美國的民心士氣，

有更大的決心堅持到底。 

（二）華盛頓的危機 

大陸軍組成後，由維吉尼亞華盛頓統領。此時的大陸軍未經訓練，缺乏領導，

也無組織。華盛頓吃驚地發現很多幹部是無賴，既無能又膽小。要將這群新英格蘭

人磨練成軍人，對華盛頓而言是嚴厲的挑戰。直到後來有一些歐洲軍官自願到美洲

加入大陸軍服役，才使大陸軍的訓練與軍紀上軌道。但華盛頓更大的困擾是要不斷

應付永遠缺乏彈藥、糧食、兵源、金錢的問題和根深蒂固的地域觀念。大陸議會印

的紙幣不值錢，幾乎等於廢紙，也不敢徵稅，因為怕人民反對。而兵源的問題是：

役期只一年。役期一結束，不管華盛頓訴諸愛國心或配給更多的甜酒，很少人願意

延長役期。譬如一七七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圍攻波士頓的士兵役期已滿，結果當天

士兵不顧戰況立刻收拾行李回家，整個軍營如同搬家，好像戰爭已經結束。華盛頓

沒想到，他所期待領導的「為自由而戰」的「自由人」如此欠缺克己為公的精神和

美德。他們愛好自由，也討厭當兵的不自由。幸好有新英格蘭的民兵和義勇軍填補，

戰力才得以維繫。整體而言，獨立革命戰爭初期，美軍什麼都沒有，有的只是「為

自由而戰」的理想和「自由人必定戰勝自由的敵人」的信念。圍攻波士頓時，許多

士兵只有既短且輕的矛和斧頭。一七七五年寒冬，華盛頓退守近郊福吉谷，士兵吃

不飽也領不到薪水，衣不蔽體也無鞋穿，活像一群稻草人，據估計餓死凍死的達二

千五百人，馬也餓死超過一千五百匹。問題並不是殖民地窮，而在於人民的冷漠和

運輸補給出問題，此時社會各階層都狂熱於做生意謀取暴利。賓州則是親英忠王，

在很多的地方，例如費城的上流社會，仍然歌舞昇平。不過這惡劣的環境卻造就了

堅忍不拔的美軍，福吉谷成為逆境中美國勇氣的象徵。  

經濟上也好不到那裏去。硬幣消失，紙幣不值其票面所值。州政府無效率，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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絕望中以增稅解決問題；但是人民太窮而且無組織，所以徵不出稅。一七八○年，

在六十幾個縣中，繳稅的縣不到半數。軍需官和募兵官幾乎全然靠搶劫維生。傑弗

遜愛好和平，設法折衷和解與維持憲政秩序。面對戰爭暴力的事實，他心理上毫無

準備。他好像對情況的嚴重性一無認知，當立法機關建議大幅降低州的軍建經費時，

他也默許通過。傑弗遜必須提供給華盛頓在北方及蓋茲在南方的軍需。他最需要錢，

而且他最短缺的也正是錢。華盛頓的軍隊既缺兵源也缺物資，他每月至少寫兩封信

向傑弗遜抱怨並懇求幫助。 

就產業而言，美國獨立革命戰爭時，美方人口約二百五十萬，九成是農業人口。

英方約九百萬人口，其製造業的資源、備戰、應戰和支持戰爭的能力，都遠遠超過

美方。英方有強大的艦隊和陸軍，美方卻連火藥都要由法國走私進口。在此情勢下，

戰爭的頭三年，沒有任何國家公開支持「美獨」，只有看不清事實和熱愛自由的人

才敢和英國打仗。 

（三）英國的失敗 

相較於美國困窘的形勢，英國人本來可說是穩操勝券，但因為種種因素，情勢

終於逆轉。一般而言，派去美洲的英軍將領都年輕優秀。英軍是高度訓練有素的職

業正規軍，他們在歐洲戰場具有優勢，不過在廣闊的美洲森林裏卻未必能發揮戰力。

與中規中矩的英軍相比，美軍像印地安人，善用地形地物，拔槍快而且射擊較準確，

加上英軍的紅色制服鮮明醒目，容易瞄準，其指揮官更成為顯著的射擊標靶。遙遠

的運輸補給也是英軍的大問題，三千哩的長途遠航造成兵疲馬困，大批家眷隨行也

非常耗費軍需。英將威廉．豪（William Howe）用兵之所以延誤時機，其原因之一便

是運輸補給的問題造成英軍無法乘勝追擊，這是英方敗戰的重要原因。1

（四）撒拉托加的勝利  

英軍的另一個問題是過於自信。訓練有素的英軍視美軍為一群叛亂的無賴，再

加上初期戰役的順利，更增添了英軍的信心。美軍攻打魁北克失敗後，英將伯戈因

（John Burgoyne）帶著精銳的兩棲部隊追逐潰散的美軍。他的路線在報上登了出來，

就是出於自信與輕敵，他未走水路而入森林沼澤地帶，結果美軍毀橋、斷木擋路，

迫使他造了四十多座便橋，結果二十哩路走了二十天。隨行的大批家眷與運輸補給

問題，加上預定在紐約州會合三面夾攻的計畫未實現，導致一七七七年伯戈因在紐

                                                 
1 有關獨立戰爭時美軍的作戰方式，可以看梅爾吉勃遜的電影《決戰時刻》，他所飾演的摩根上校是真實的

歷史人物。摩根上校和格林將軍所率領的民兵在南方戰線拖垮了英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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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州的撒拉托加慘敗，六千人被俘投降。這是美國獨立戰爭的轉機。褔蘭克林終於

能使法國國王相信英國有被打敗的可能，一七七八年二月法美結盟，後來西班牙和

荷蘭也提供海軍支持，法國的金錢與物資源源而來，更重要的是僅次於英國的法國

艦隊投入戰爭，這是戰勝的重要關鍵。從一七八一年的春天到夏天，戰爭的決定性

局面已經來臨。獲得海軍上將格拉斯（Grasse）率領法國強大艦隊的支援，華盛頓與

法軍將領羅尚博（Rochambeau）的軍隊於九月三十日攻占約克頓。十月十九日，英軍

投降，獨立戰爭終於結束。  

三、美國獲勝的原因 

美國獲勝的原因除了堅定的決心與法軍的支援之外，還有其他的原因。在開戰

之初，除了革命分子外，大概很少有人預期美國會贏，因為英國太強大了。它有訓

練精良的軍隊，有經驗豐富的軍官，有舉世無匹的海軍。相反的，美國卻只有缺乏

訓練的民兵，缺乏經驗的軍官，裝備補給不良，更沒有海軍。兩國作戰的能力幾乎

完全不成比例。但實際上，英軍所面臨的一些困難，卻完全抵消了它具有的優勢。

三千英里的海上距離使補給、支援、指揮的效能都大打折扣。英軍在殖民地上最多

時也不過四萬二千人。這樣少的兵力在一千英里長的疆域上作戰，兵力分散。這些

困難已使英軍由優轉劣。何況美國的特殊環境與美軍的作戰方式對英軍尤其不利。

獨立之初，十三個獨立的州，都缺乏能扼全州命脈的重要中心，因此英軍無法佔領

一、二重鎮後迫使美國屈服。英軍既無法以攻城掠地取勝，就只有消滅美國的主力

部隊。但是當時美國是全民參戰，除了華盛頓的陸軍可算是正規軍外，其餘都是小

部分民兵或較大的民兵集結。華盛頓用兵謹慎，沒有把握絕不與英軍正面作戰，因

此英軍無法將之殲滅。當英軍主力與華盛頓在東部沿海地區相持不下時，其他英軍

則須與民兵周旋。美國民兵固然缺乏作戰的訓練與經驗，也不耐煩命令與軍紀的束

縛，但他們長期與印第安人爭鬥所訓練出來的伏擊、偷襲等非正規戰鬥技術，卻非

正規作戰的英軍所能應付。由於這些原因，在總體戰力上，美國雖遠非英國之比，

但殖民地的戰鬥卻對美國日趨有利。尤其是在美、法同盟條約一七七八年二月簽訂

後，法國的援助（包括物資、金錢、軍隊）源源來到美國，更確保了美國的最後勝

利。因此，當屯駐在維琴尼亞州約克頓英軍主力為美法聯軍所迫，於一七八一年十

月十九日向華盛頓投降時，英國在殖民地上已無可為，英國政府只好尋求議和，並

在一七八三年簽訂的巴黎和約中正式承認美國獨立。經過七年的苦戰，美國的獨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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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為事實。  

四、作為歷史轉捩點的意義 

關於美國獨立革命的原因與意義，歷來美國史學家的意見極為分歧。早期史家

大都認為，獨立戰爭是由美國的愛國心對自由平等的愛好所引發的反抗英國專制之

戰。班克羅夫（George Bancroft）相信美國革命是上帝意志實現。上帝以北美授予美

國人進行偉大的民主實驗，革命建國只是實現此一上帝設計的一步驟。盛行於二十

世紀前半期的進步史家堅持「雙重革命論」。他們確信革命是由各殖民地下等階級

所發動，既向英國爭獨立，也向內部的統治階層爭平等的參政權，所以具有政治革

命與社會革命的雙重意義。這一雙重革命論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受到一輩保守史家

的嚴格批評。他們指出革命不限於任何一階層，因此革命的社會意義並不明顯，殖

民地人民之所以走上革命的不歸路，純粹是因為發現除了脫離英國之外，沒有其他

更好的方法可以保持他們久已享有的自治權利。這些看法孰是孰非，此處無法詳論。

但如從動機而言，殖民地期的反抗可能有經濟利益的原因，但後來，確保自治成為

殖民地最重要的考慮。如只為經濟利益，在湯森撤銷茶稅以外的其他稅收時，殖民

地人民應可妥協。他們之繼續抗拒正因為他們認清茶稅雖輕，卻象徵著英國國會在

殖民地徵稅之權。由於涉及原則之爭，所以妥協讓步已不可能。因此，合而言之，

美國革命外爭獨立的政治意義應大於內爭平等的社會意義與維持繁榮貿易的經濟意

義。  

美國革命還包含創建統一國家的工作。在此之前，十三個殖民地各自與英國政

府產生關係，彼此之間甚少有橫向的聯絡。合作與聯合行動在反抗英國加強統治之

後才常有。因為如此，獨立宣言雖以美利堅合眾國名義發表，但空名大於實際，因

為初獨立時的十三州無異獨立國，大陸會議無異同盟國的代表會議。伴隨獨立而生

的工作，是如何將此十三個原來彼此不相統屬的個體組成真正統一的國家。而這工

作不是一蹴可及。事實上，其後又經過了八十餘年的紛爭與另一次更大規模的流血

衝突之後，建立真正統一國家的工作才算完成。 

（一）新的統治原理 

從世界歷史的觀點看，美國革命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它創造了一個依據新的統

治原理而建立的國家。宣告一個政治體制無效，另設一個新體制取代，乃是根據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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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運動一個典型的主題：「政府存在的目的何在？」「政府是不是做到了應該做的

事？」但在美國獨立之前，啟蒙運動的諸多假設，從來只是理論上的探討，而無人

（包括提倡者在內）認真思考建立依據理論而生的新國家。然而美國獨立卻必須面

對這個課題。獨立宣言列舉民怨，就是要彰示英國在北美的作為，連一個好政府的

起碼標準也達不到，從而為建立新的統治原理提供依據。宣言肯定人有追求幸福的

權利，就是以一般人的幸福為政府的當務之急。這意思不是說，政府因此應該巨細

靡遺的管理人民所有活動，而是說政府有責任提供條件，使有理性的人可以追求幸

福，同時不受政府或他人不必要的干涉。這是統治原理上一個重大的改變。自《聖

經》以來，大多數政府並不宣稱其統治的正當性基礎在於是否能創造幸福，不直接

以增進幸福的能力作為統治正當性的基礎，因為若這樣做，等於給人民評判政府是

否勝任的標準。柏拉圖以來的政治理論，可以說大都特意將幸福與正當性問題一分

為二。這其中不免有兩面取巧之嫌：倘若某理論提倡的統治型態的確增進了人民的

幸福，理論家就自以為是；倘若情形不如人意，就又強調所謂正當性並不以幸福為

基礎。然而人權宣言卻明白將正當性與幸福的追求直接掛勾，提出生命、自由、幸

福三大權利，而政府存在的目的就是要保障這些權利。這種觀念的提出，影響是十

分深遠的，它使日後所有統治型態，都不能宣稱本身即具有正當性，而至少必須費

盡苦心證明自己是為人民福祉而存在。因為上述革命統治原理的提出，人們就有了

反抗暴政絕對而無限制的權力，與獨立宣言同樣重要，潘恩（Thomas Paine）的《常

識》發揮了這點，由於目睹獨立戰爭期間，英國政府統治雖然瓦解，但北美社會依

然運作的事實，使他擺脫自霍布斯以來假定的自然狀態人將相食的說法。他指出，

社會自有其積極追求幸福的能力，政府只是用來消極的遏制人類少數的惡行，即使

在最佳狀態下，政府也只是必要之惡，所以如果當政府不但不能遏制惡行，本身還

成為罪惡的來源，就應該堅決推翻它。他這種觀點，對於最初猶豫不決，不知應否

獨立的北美人民，具有很大的影響。華盛頓就是讀了潘恩的《常識》，才決心投入

獨立戰爭。 

美國人的獨立，為世界各地的改革者帶來鼓舞，其所捍衛的諸多權利，如宗教

信仰自由、集會自由、出版自由、不受任意扣押的自由，都成為後來歐洲革命立憲，

打倒專制君王的重要依據。譬如後來法國〈人權宣言〉的起草委員會便承認：「這

一崇高的思想產生於美洲，在美洲確立起自由的那些事件中，我們攜手合作。北美

洲啟示了我們究竟要基於什麼樣的原則來捍衛自己。」更重要的是美國已成為自由

和機會的一個象徵，它作為一個沒有數千年包袱卻擁有廣大土地的國家而受人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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羨。德國音樂家舒伯特（Franz Peter Schubert）便宣稱：「在美國，十三扇金色的大

門向不容異說和專制政治的受害者敞開著。」 

（二）天賦人權的理想 

進而言之，這個國家的創新之處正在於它背後有種自覺的精神。美國人深信自

己揚棄了人類史上存在過的種種政治形式，人類史將自此展開新頁。自開天闢地以

來，人們受制於國王和祭司的統治，文明社會的政治地位都是世襲而得，個人的存

在乃是為了社群與國家統治者的利益。但是自切斷與英王喬治三世乃至大布列顛的

臍帶之際，美國人不僅向暴虐的君王統治說不，更是向創世以來一切的政治體制挑

戰。當然，它們也向史上熟知的少數共和體借鏡；儘管如此，它們的體系仍有獨特

之處，因為完全奠基於「天賦人權」的理念之上。基於這種精神，美國人理直氣壯

地宣揚「個人至上」的觀點，這種想法雖然有時略顯幼稚，但與法國大革命為廣大

人民的共同願望而戰，俄國布爾什維克革命要讓勞動階級出頭天，納粹德國為保護

優等民族的「理念」相較，美國革命的精神確實有其獨特的價值，象徵著對個人價

值的肯定，也進一步形成了人道與人權等普世價值。 

（三）美國獨立進步意義的侷限性  

在讚揚美國獨立對世界歷史的貢獻時，有三點是經常容易被誤解而須特別注意

的。一是美國的獨立在一開始並沒有明確的民族認同，甚至於在建國之後也沒有萬

眾一心的氣象。與其說美國人生來愛好自由民主，不甘被壓迫因而獨立建國；不如

說美國在建國之初，因為根本沒有強固的民族意識，因此不得不訴求高遠的民主、

自由理想以作為民族認同的號召（甚至於圖騰）。在這個意義上，五月花號上的那

批英格蘭移民的正面形象往往也被過度的誇大，事實上那條船上的許多人只不過是

臨時為了湊數以開船的無賴或罪犯，與所謂冒險、獨立之精神其實毫不相干。 

第二個值得注意的是，美國的獨立並不意味著美洲大陸成為多元民族的樂土。

事實上，美國在建國之後對於少數民族的迫害，並不比英國人對美國人的壓迫少（正

如歷史所常見，一個民族的獨立往往是國內其他種族苦難的開始。）尤其在西部開

拓時，美國人冒險犯難的牛仔形象背後往往是對原住民印地安人殘酷的屠殺，它迫

使印地安人拋家棄子遠離家園。而美國自印地安人手中奪取的大量土地，卻成為日

後發展小農經濟的重要基礎。這是美國人在高唱自給自足和平高貴的自耕農情懷時

所刻意忘記的。因此我們必須謹記，美國革命自始自終都是一個有限度的革命，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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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將權力限制在白人地主階級的革命。 

最後我們必須知道，美國革命所代表的諸多精神，之所以為今日世界所讚揚，

其背後一個重要的原因在於，美國的勢力籠罩了今日的世界。在美國勢力所及之處，

資本主義成為當地秩序的核心，而個人自由等美國革命所頌揚的精神，其實正是為

了配合資本主義下消費習慣的一種價值觀。其它如自由貿易、民主政府等美國念茲

在茲的普世價值，說到底也是為了美國人在各地的利益。因此在讚揚美國革命所帶

來光明意義之時，也有必要了解那些黑暗的一面，對於現代世界的形成才能有一個

公正的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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