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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界对《大宪章》的研究颇为单薄，可在现

今我们却仍旧能够在世界各地看到“大宪章”的身

影。作为一个里程碑式的文献，其影响不仅限于历

史上的英格兰，更广泛影响世界各地。著名英国历

史学家丹·琼斯将《大宪章》这一枯燥乏味的文本

赋予鲜活的生命，生花巧笔地带我们有效厘清了其

演变过程，重新审视了这一份特许状空前绝后的地

位。

本书主要研究1215年《大宪章》的故事，包括《大

宪章》的诞生背景、演变过程以及深远的影响。《大

宪章》作为英国历史上重要的一环，不仅在当时重

大意义非凡，在现世也同样不朽，而本书就给予我

们这样一个长时段的视角去了解这一名垂千古的文

本。本书考察了《大宪章》在中世纪英格兰历史和

当代不列颠历史中的地位，简要叙述了这份特许状

如何飘洋过海进入美国以及更广阔的世界，考量了

《大宪章》走过八百年历程后，其内涵是如何被一

步步被讨论及引申。此外本书附录部分还呈现了《大

宪章》的文本供读者参照，以便溯本求源。

本书共分为 10章节，作者通过简短的文字描

述，梳理清楚了《大宪章》这一文件出台的始末以

及 800年的传世神话。第 1—6章，作者介绍了《大

宪章》诞生的背景。作者没有把视角局限于约翰一

世，而是把时间拉长到 1154年亨利二世在位的统

治时期，试图更加清晰地解释清楚《大宪章》出现

的原因，以及为什么男爵们如此孜孜不倦地想要将

约翰置于枷锁之中。在作者的观点里，《大宪章》

的签署并不仅仅是约翰一世所导致的结果，在某种

程度上，它也是对两代人倒行逆施的充满历史意义

的一声疾呼。在亨利二世、理查以及约翰的统治时

期具有暴政的共同特征，他们肆意征税、对外征战，

激化了王国与君主之间的矛盾，再加上，约翰在位

期间，不仅推行了一系列压榨性的政策，而且英格

兰又遭遇了一连串麻烦，比如 1204年诺曼底丢失、

与教宗英诺森三世反目成仇，与诸男爵之间的恩怨，

1214年对法兰西入侵失败，以及 1215—1217年的

内战，在这一系列冲突的综合作用下最终导致了《大

宪章》的签署。

第 7—9章，作者主要介绍了《大宪章》签署

的过程、《大宪章》的内容以及失败的原因，让我

们更加清晰地了解到《大宪章》的性质以及失败的

原因。作者认为《大宪章》不仅仅是对君主与臣民

关系、民众权利的规定，更多的是对约翰王权力的

束缚。《大宪章》的核心矛盾在于诸男爵所创立的

防范机制，即一旦国王的权威遭到滥用，就让王国

这个共同体凌驾于国王权威之上，而这看似合理的

机制恰恰成为导致《大宪章》失败的重要原因，它

将大家所想要维系的和平付之一炬。但在寻找约束

强力君主的道路上，英格兰一直在反思努力，而这

种精神正是其威名远扬的重要因素。

第 10章，作者主要介绍了其演变过程及千秋

万岁的具体表现。亨利三世即位后，《大宪章》的

性质从妥协的产物变成诚信履约的保证，平均每五

年就确认或重新颁布一次《大宪章》。事实上，《大

宪章》的历史基本就是诸国王不断违背其各项条款

的历史。但不可否认，到了 13世纪末，这些和平

条约在很多方面确实已经成为英格兰法律和治理的

基石。到 16世纪，《大宪章》已经成为司法史上

的古董，遭到了一个多世纪的冷遇。直到 17世纪，

《大宪章》才真正成为英格兰和其他地方众人瞩目

的目标。人们开始将《大宪章》从背景中剥离开来，

将它引申为自己所用的内涵，这一做法出现在美国、

旧题重温《大宪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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