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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闭] 

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1755—1804） 

 

      美国著名政治活动家和政治思想家，联邦党领袖。出生在英属西印度群岛的尼维斯岛，1772年移居美国，1773～1774年就读

于皇家学院。1776年，他参加了美国独立战争中的长岛战役和白平原战役，翌年被任命为华盛顿的军事秘书和革命军的团长，追随

华盛顿四处征战，为赢得独立战争的最后胜利屡立奇功。1783年回纽约任律师，1787年代表纽约州参加在费城召开的制宪会议，

是美国宪法的主要起草人。华盛顿出任美国第一任总统后即任命汉密尔顿为财政部长，成为华盛顿最信任的左膀右臂。后因政党恶斗

导致“决斗”而丧失生命。 

      集中体现汉密尔顿政治思想的是《联邦党人文集》。1787年5月，根据美国联邦国会的邀请，在华盛顿的主持下，在费城举行

了全国代表会议，制定了一部新宪法以取代执行8年之久的《联邦条例》。这次会议就是美国历史上著名的制宪会议。新宪法在费城

会议通过后，要由13个州的代表会议分别批准，有9个州的同意方可生效。但是在各州的批准过程中，对新宪法产生了两种截然相反

的意见。于是发生了美国历史上一场最激烈的论战。汉密尔顿主张加强中央政府的权力，而杰斐逊则竭力维护地方权力，导致了他领

导的联邦党与杰斐逊领导的民主共和党在内外政策上的矛盾和斗争，美国两党制由此初露端倪。汉密尔顿与约翰·杰伊、詹姆斯·麦

迪逊三人为争取新宪法获得批准，在纽约报刊上共同以“普布利乌斯”的笔名发表了85篇系列论文，这就形成了政治哲学名著《联

邦党人文集》。汉密尔顿政治思想的理论基础是性恶论和等级论，而分权制衡的思想是其理论的核心。他主张在美国建立一个中央集

权的强大的联邦政府，以消除人性的凶残多疑、损人利己和无政府状态，实现国内社会秩序的安定，促进政治和经济繁荣。同时又要

对政府权力进行制平衡，以防止权力的滥用。在当时的条件下，汉密尔顿的政治哲学思想对于美国政治上的统一和资本主义经济的发

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为美国三权分立政治制度的最终确立奠定了基础。一般认为，《联邦党人文集》是对一直沿用到今天的美

利坚合众国宪法和联邦政府所依据的原则的精辟说明，美国最高法院曾把它作为宪法的来源加以引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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