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通天文摘 - 当今人世, 君知多少?

(一一一)



禁止赞美神

在美国生活中，神无处不在。这个国家的箴言──“我们信仰神”
（In God We Trust），不仅出现在美国国歌的歌词中，也印在日
常使用的美元纸币上。美国的《独立宣言》将神称为造物主，并认
定我们的人权是造物主赐予我们的。美国所有政府官员，包括总统
和法官，在宣誓就职的时候都要在最后说“请神帮助我”（so 
help me God）。总统演讲的最常见结尾是“神佑美国”（God 
bless America）。而公立学校例行的“效忠宣誓”（Pledge of 
Allegiance）中，也将美国描述为“在神之下的国”（One 
nation, under God）。

这些传统有的持续了二百多年，几乎与美国自建国以来的历史相始
终，但在过去六十年间，却不断受到共产主义追随者的挑战。

前文提到的全国性律师联盟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打掉在美国公众场
所的“（摩西）十诫”，其中最著名的案例发生在阿拉巴马州蒙哥
马利市。2001年，该组织要求强行移除位于州法院圆形大厅里的
“十诫”石板，他们找到了当时的一位民主党总统任命的法官审理
此案。此位法官写了76页的判词，做出了有利于该组织的判决，
其理由听起来十分荒唐，比如他说圆形大厅庄严肃穆的环境、石板
后的壁画和人工瀑布所营造的神圣气氛是他要移除“十诫”的理
由，还说石板斜著放置，仿佛一本打开的《圣经》，这让人有理由
“感到阿拉巴马州在推动、认可或赞成基督教”。[15]

事实上，这并非故事的开始，也不是结束。早在1980年，美国最
高法院就已经禁止在公立学校的课堂里出现“十诫”。该判决引发



了在全美移除“十诫”的潮流。该组织甚至在犹他州宣布，如果谁
发现了仍存在的“十诫”，向该组织举报即可获得奖励。[16]

美国一巡回法院在2002年6月26日裁决，禁止公立学校的“效忠
宣誓”，因为其中有“在神之下”的文字（这一判决在2004年6月
14日被最高法院推翻）。[17]

这种较量一直在进行，从美国国歌、国家箴言、效忠誓词、学校祷
告等等，都在无神论者或左派活动人士的攻击下。

这里需要简单说明的是，“神”在上述场合出现的时候是泛指的
神，独立宣言中称为“造物主”。每种宗教都有自己对造物主的认
识和定义，因此“神”这个字本身，并没有在宣传某个特定的宗
教，也没有违反美国的宪法修正案。试图在法律上禁止赞美神这样
的极端情况在一个具有深厚信仰的国家的出现，深刻揭示了魔鬼对
法律领域渗透的严重程度。

通过释法与判例改变宪法内涵

美国的国父们在制定《宪法》的时候确定了“三权分立”的原则，
其中司法权原本是权力最小的。国会负责立法，总统负责行政，而
最高法院既没有立法权，也没有行政权。

在最高法院关于“效忠宣誓”的案件审理期间，民调显示90%的人
都支持保留“在神之下（under God）”的内容。而国会416票对
3票、[18]参议院以99票对0票支持“效忠宣誓”，显示出民意代
表们所反映出的真实民意。[19]



作为民选的国会议员和民选的总统，任期从两年到六年不等，之后
便要重新选举。如果主流民意符合神所制定的道德，那么总统和议
员能够倒向左派的空间有限（譬如当主流民意反对“同性婚姻”
时，无论参选官员如何想支持共产邪灵的“同性婚姻”计划，实施
起来都相当困难），如果过分悖逆民意，就有被选下台的危险。相
反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不必听取民意，任期为终身制，一旦任命通过
就可能工作长达30年甚至更长。而大法官只有9人，影响这9个人
的决定，比影响主流民意要相对容易。

法官根据法律条文判案，而法律条文又是根据宪法制定的。因此要
想通过法律改变社会，改变宪法就成了必须完成的任务。在美国，
修宪需要三分之二的议员支持，以及四分之三的州接受，这是相当
严格的规定。

因此，进步主义者的策略不是修宪，而是通过解释宪法，来改变宪
法文字的原始内涵。他们将宪法视为一个“活着的”并不断“进
化”的文本，并通过大法官以“判例”形式将左派的意见变成法
律，这种做法实质是在变相颠覆宪法，也等于是在违反宪法。

神的诫命不再是最高的原则，宪法又在自由派大法官的法槌敲击下
伤痕累累。因为大法官的判决是终审判决，连总统都要遵守，因此
美国国父们提倡的民众自治（self-governing）和“三权分立”有
滑向司法权一家独大的倾向。这使得美国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司法
至上主义”，赋予了大法官部分立法权甚至行政权。



自由派大法官给美国带来的后果是十分严重的，而且难以清除。现
实情况是最高法院的大法官可以通过判例下令公立学校和公共场所
、公园移除“十诫”；重写刑事诉讼程序；加税；承认堕胎权、承
认同性婚姻权利、展示和印刷色情图片的权利等等。

“司法至上主义”和自由派大法官成为被共产邪灵利用而实现其主
张的重要工具。

选自《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