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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吓人。规定的学分必须按期拿满，少一分都毕不了业、拿不到

学位。那呈赭红或灰色的建筑，被学生比喻为“染满鲜血的混凝

土”。如此看来，我们做父母的也可以暗自庆幸：儿子没进

MIT，也不遗憾，可以少受“虐待”了！ 

在美国，从西海岸到东北部，我们参观了10所著名大学，每

到一所大学，都受到友好的接待，工作人员都彬彬有礼，没有国

内(如在北大碰到的)那种带有敌对的、冷漠的、显示权力的面

孔。更重要的是，他们都是全开放性的，充满学术自由，理性思

考和对人性的尊重。 

 

 

 

 

十一、民主和法治制度孕育出和谐社会 

 

 

2004年5月至8月的不到3个月时间，2006年至2007年约一年

多，我和老伴两度到美国探亲旅游，尽管时间很短，走马观花，

但还是使我们大大地开阔了眼界，获益匪浅。记得上世纪50年代

初，我在读中专时，那时才十四五岁，就忙着检查和肃清自己脑

袋里的亲美、崇美、恐美思想。好像大家都这样一来，就国富民

强了。又是近一个甲子过去了，苦难的祖国，还要多久才能“从

此走向繁荣富强”？在美国的所见所闻，又使我们陷入了沉思。

一代代执政者，一个个执政党，都说是人民利益的代表，给人民

开出了一沓又一沓的“空头支票”，而民主政治则可望而不可

及。 

现在世界大变了，孙文有云：“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

昌，逆之则亡。”这个潮流，就是民主、自由、宪政和法治。 

一位中国将军说过这么几句话：“美国真正的可怕之处在哪

儿？美国虽然有着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最先进的科技，但我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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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这并不可怕。据说它的隐形飞机来去中国很自由，但这也没有

什么可怕的。它可怕的东西不是这些。”他认为，美国可怕之处

有三点：“第一，美国的精英体制不可小觑。”“第二，美国的

大气与宽容。”“第三，精神和道德的伟大力量。这是最可怕

的。”是的，美国的强大，有可惧之处，要害在于美国是一个实

行自由民主宪政法治制度的国家。她承认民主自由的普世价值，

并始终捍卫它。一个民选总统的国家，一个尊重人权、维护人权

的国家，一个给人民带来福祉的国家才能培育出自愿、自律和守

法的公民，才能产生“精神和道德的伟大力量”！这才是美国强

大的根本！ 

下面就谈谈我们在美的有关所见所闻： 

我和老伴每天清晨外出散步，常在路上遇到美国人，无论是

开邮箱取书报的、晨练的、驾车的、遛狗的，一旦与我们相遇、

两目对视时，都能主动用“morning (早晨好) ”和我们打招呼，

我们也同样有礼貌地回敬他。在路上，我们推着婴儿车，有的美

国人主动走上前来和车上的小孙子逗着玩。我们遇上的美国人大

多乐于助人，你求助于他们，无论是开车的，街上步行的，你只

要一声“Excuse me，Can you help me？”（对不起，能帮我一下

吗？），人家都会停下来耐心回答问题；有的人看到你似乎有难

题，还会主动走上前来询问需要什么帮助。还从未听说过要索取

“指路”钱什么的。 

在奥斯汀老大处，我们还看到，网上订购送来的或邮局寄来

的包裹，从摄像机到一本书、一盆花，投递员或邮递员把物品送

到门口时，如家里有人，揿个电铃递进来，有时也会让签个字，

但如家中无人，他把东西朝大门口一搁就走了。我们在路边散步

时，常看到人家门口草地或甬道上有用塑料袋装着的报纸，就这

么一放算送到了。许多人家白天车库的门敞开着。车库除了停

车，还是摆放各种家用机器如剪草机、吸尘器以及鞋类、肥料等

杂物的地儿，似乎不怕被盗。有一次，媳妇晚上下班回来，忘了

关车库门，次晨一看，车库并没有丢失任何物件。老大家房子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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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有十多个大小玻璃窗和门，他们俩有时外出一二十天，家里也

平安无事。这里体现着人的品德素质，国家、地区的社会风气。 

“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现象是否普遍，不敢讲，但美国总的社

会环境岂是我们国内可比的？ 

在美国，人们保护野生动物的意识很强。老大家旁边树木繁

茂，常有野生鹿群出没。有的鹿群二三代同堂，五六只一伙，在

草坪里大摇大摆，啃草皮，吃树叶，连人们喜欢的花草也不放

过。有一阵子，儿媳把一株茶花栽到屋外的空地上，怕鹿来吃，

特意买了铁栅栏围起来。谁知鹿腿一伸就跳进来了。尽管它也躲

避人，但似乎又从来不把人放在眼里。草坪里发现有穿山甲在地

里打了不少洞，不能伤害它，只好听取专家的建议，用灭蚁的办

法，切断它的“食物链”，让它走开。 

家院里、公园中、马路边、校园处处，一只只大尾巴松鼠奔

来跳去，根本不怕人；各种鸟类在庭院周围的树上鸣叫，说实

话，有的鸟鸣声并不优美，晚上不歇息地叫个不停，影响睡眠，

但没有人想到要赶走它们，更不用说去伤害了。河里的龟鳖之类

很多，美国人大多不习惯去捕捉杀害或食用。 

在一个和谐的社会，人类和动植物都是和谐共处的。 

美国人的自律守法精神也令人感动。讲究秩序，遵守法令。

规定商店19点钟关门，顾客来了也不营业，因为那会影响公平竞

争；事事排队。不光是在银行，包括机场等的安检、买车票、饭

单，甚至上厕所，美国人都自觉遵守排队规矩：不贴身、不越

线、不扎堆、不穿越。秩序井然。而我们国内，什么都是抢、

挤，不讲次序。上公交车、上火车挤，在银行挤，连办理医院出

院手续都要胸膛贴背地挤。我曾因在银行取款坚持一米线(该银

行有明示)，使一些人恼怒、出言不逊。他们中有退、离休干

部，也有年轻人。更奇怪的是，这个银行的工作人员对我的投诉

回答是：“我管不了！” 

美国人的乐于助人和服务意识是非常自觉和强烈的。志愿者

活动受到国家和民意的高度重视。规定学生必须参加志愿活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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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逐年增加，不参加志愿活动的中学生不能毕业，并且难以进

入著名高等学府。高校在录取学生时，也把有否参加各种志愿活

动作为观察和考量学生为人品行和有无社会工作经历经验以及社

交能力的一个方面。我们的两个儿子、一个儿媳在读研究生时，

均参加过接待新同学，帮助他们熟悉校园情况、适应新生活的联

谊互助活动，当然，他们自己也都曾是互助的受益者。美国的机

场车站也有志愿者服务队，及时帮助老人、病者和残疾人办理转

机、搬运行李等。志愿服务被视为国家未来发展的希望所在，认

为这种活动可以唤醒人们的互帮互爱意识，增强社会活力，显示

社会生机。无论是政府还是民间，都形成了志愿服务网络；无论

学生还是老人，都把参加志愿活动看成是一个学习的机会，展示

自我才华、进行自我开发的过程；是以少量付出，获得崇高精神

享受与充实、升华自已人生价值的行动。这也同他们所信奉的宗

教观念相符合。做善事，积阴德，拯救他人，是主的教诲。而教

会也会积极活动，邀请新生参加活动，组织参观旅游，让每个人

有到家的感觉。 

我们从波士顿返回新泽西，在纽约市附近，车子一不小心出

错了道口，开到布鲁克林区了。眼看着太阳即将落山，儿子在一

家加油站旁停了车，向旁边的一位司机打听起路径来。终于又上

了95号州际高速。7月28日，在结束华盛顿特区的3天行程后返回

途中，小儿子驾车寻找加油站，走了数十英里路无目标，七拐八

拐进入马里兰州农村腹地，穿越大片森林，沿山路前行，不时见

到如城市郊区别墅般的住宅。后来终于在当地人的指引下找到加

油站。 

在这里，各种社会服务也很完善。我们准备从华盛顿特区返

回新泽西时，在旅馆的停车场，儿子的汽车突然打不起火，发动

不起来了。他立即打电话通知北美汽车协会(AAA)，请他们把车

拖到附近的修理厂。儿子每年交会费。汽协除了帮助制订远程行

车规划、制作线路图等服务外，还提供拖车服务。幸运的是，在

等待的过程中，儿子左试右试，竟然获得成功。这时协会的大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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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也到了，他仍然签字并告知情况，对方也毫无怨言。 

自觉管好自家环境卫生，也是美国人的习惯。不时剪草坪，

修树枝，家家在院落四周栽花种草，弄得漂亮如花园；还要定期

给绿地、树木灌水。老大家房前屋后的草坪分7个灌水点，全部

是自动化定时喷灌。美国人喜欢自已动手丰衣足食。无论修车、

打理草坪，大多自已干，男女老少不论。对门的一对白人老夫

妻，草坪有几亩地大，常见老人扶剪草机作业，还专门有剪理草

地边沿的机器，把草地修剪得齐整有样儿；大树根底下，花池

里，都铺上厚厚的木屑，保持土壤墒情良好。美国人之所以事必

躬亲，人工费高（每小时最低50美元）是一个原因，但更多的人

把这看作是一种运动，一个参与过程。自已动手把事情办好了，

有极大的成就感。当然，社区物业管理部门或者“居委会”也起

重要的管理作用。他们会循章办事，要求各户及时修剪草坪，不

得在窗台或公共绿化地上晾晒衣物，乱放东西，不得在住宅区喧

哗等。居委会的管理网是居民自发组建的，只对居民的利益负

责，注重的是邻里的安全、社区的宁静，以及向政府有关部门反

映问题、提出要求等。在他们看来，保持小区的整洁美观，不光

是个人家庭之事，还关系到整个社区的品位甚至影响到未来的房

价、投资的回报等。联想到我们国内，有的甚至是受过正规高等

教育的干部、知识分子，把家里装饰得像星级宾馆，但是从来不

问家门之外楼梯道的卫生，甚至随地吐痰，乱丢烟蒂，随手乱倒

垃圾，做这些损害公共利益的事，毫无顾忌。更有甚者，竟视窗

外就是垃圾场，废物扔出窗外就行了。二者差距之大，不可同日

而语。 

在美国，残疾人受到特别关照，在几乎所有的大停车场，都

有显著的残疾人泊车车位标志，非残疾人是不能在那儿泊车的。

在休斯敦参观约翰逊航天中心，中心内的游览车有专门的残疾人

的上下通道，他们在上下车时，受到优先照顾。 

路上行车，是绝对不能在有校车标志的车后超车的，你违法

去做，就准备吃数百美元的罚单。你的“劣迹”、信用记录就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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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受用的。 

美国许多收费的公共参观景点，对六十岁以上的老人，收费

都打折扣，无论你是哪国人。收费者让你自报年龄，你不必出具

书面证明。这是认定你是诚实可信的。近几年，我们在国内旅

游，许多城市公园、公共交通对老年人都有出示证件，免费优待

的规定，但你持有的甲地老年优待证，到乙地去，就不管用了

(就在一个省内)。 

在美国，有的事情，看起来不起眼，但给纳税人的优惠是实

实在在的。例如使用公共厕所是全免费的，还提供盥洗设备，洗

手后，有干净的纸供擦手。卫生纸也是免费提供。很多公共场所

有饮水设备，也免费享用。2006年3月8日，我在上海北广场长途

汽车总站旁一公共厕所小便一次，还得掏1元人民币！一切都在

不言中。 

以色列总理梅厄夫人在她的自传里说：“请任何地方的任何

人不要有丝毫怀疑，我们的孩子和我们孩子的孩子永远不会满足

于比自由更少的东西。”以民主、自由为核心的西方制度文明，

产生了制约权力的手段：立法、司法、行政三种权力的相互制

衡。这三权分立，是人类共同创造的政治文明。实践证明，它才

是管理国家、管理社会的有效工具，它最大限度地杜绝了强权、

避免了类似在中国发生的由极权导致的空前灾难(如文化大革命

的浩劫、祸国殃民的三面红旗、饿死三四千万人、反右运动

等)。它是国家、民族走向繁荣昌盛，人民享有幸福的不二法

门。有人成天价喊“民主是个好东西”，但总是强调因为特殊国

情，一而再，再而三地延缓民主政治的实施，这是没有诚意的表

现。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 

从一定意义上讲，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前途，取决于国民

道德(守法也在其内)，在包括权力受到制衡的良好制度里，国民

（包括所有的政府公务员）普遍道德高尚，讲诚信，就一定能确

保有一个健全的自由民主的制度，就能建立一个守法、和谐、公

正的社会。这样的社会是人类都向往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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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凰周刊》记者在2006年11月20日对史学大师余英时做了

一次专访，余先生关于构建和谐社会有一段精辟见解： 

 

西方音乐讲的和谐“harmony”就是指不同的音阶经过一定

的处理才能够搭配得比较得当，才会有和音的形成。和谐的前提

就是承认不同，尊重不同，只有不同才能和谐，和谐不是保持一

致，否则就是强制一律，反而会造成不和谐。 

 

归根结底，建设一个民主、自由、宪政、法治的国家，让人

民真正当家做主，才能彻底告别专制独裁政治，杜绝贪污腐败，

才能构建真正的和谐社会，否则，只是空口说白话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