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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治思索的坦诚记录

———读刘松山教授《运行中的宪法》

刘松山教授是我在华东政法大学的同事和朋友。在松山教授气

势颇为恢弘的著作《运行中的宪法》马上就要出版的前夕，他嘱我为之

作序，让我既感新奇又觉为难。在我们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传统

中，一般学者都是找大人物为他们的作品作序的，而所谓大人物，要么

是时下身处庙堂之高的政学两栖人士或曾经身处庙堂之高的政学两

栖人士，要么是经常获得“御用”或曾经经常获得“御用”的文人。现

在松山教授看得起我，宁愿命我这种至多能算是江湖游侠的人给他的

著作作序，其脱俗的气慨令我感动。我的难处在于，不写几句像样的

话对不起松山的抬举，而要写又得把他那么厚一本书看一遍，得费好

几天时间，弄不好还要耽误我看故事情节令人很难割舍的电视连续剧

《贞观长歌》———中国的电视连续剧比电影拍得好得多: 有故事、有文

化、有思想，不像那些通常由学摄影的人或其他什么出身的人做导演

拍出来的所谓电影大片，除喧闹的声音、宏大的场景、华丽的画面外几

乎一无所有。

在接受了松山交代的任务一两个月后，我终于在“五一”放假前后

花几天时间一目十行地拜读了他洋洋数十万字的巨著。这一读不打

紧，读下来还真悟出一些东西，产生了一些自以为值得记录的感想。

不过，我还是不愿用“序”这个字作我正在写作的这篇短文的标题，这

倒不是怕别人说自己摆谱，而是此文的确只能算是自己读了松山著作

后的一点感想和感慨。

松山教授差不多比我年轻一轮，但我们俩却是有十来年交往历史

的老朋友了。记得大约是 10 年前，当时我在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任教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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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在《法商研究》杂志主持编务。某一天我在为数很多的稿件中看到

一篇谈论执政党与人大关系的文章，觉得言之成理，就挑了出来，请作

者做若干修改后推荐审稿会采用了。当时在互动过程中我了解到，此

文作者是个 30 来岁的青年，原来在北师大学中文，后来到中政大学刑

诉，毕业后受官本位意识的引导，放弃在大学做教学研究的机会，到全

国人大常委会那个大机关里边做起小干部来。后来我到上海，又听说

松山在官员的阶梯上进步了一个台阶，而且投奔了我们宪法学的队

伍，拜在韩大元教授门下在职读博士。松山当了韩教授的学生，我进

京办事承蒙朋友们款待，酒桌上自然能够见到松山，如此一来二去慢

慢我们就成了朋友。还记得，某次一大桌人一起吃饭，大家正喝得有

了些兴致，却有位朋友说感冒了喉咙疼不能再喝。这时韩教授吩咐:

“松山，赶紧到药店去买点药来!”松山不得已离了席。当时我正想，怎

么好把刘处长当跑堂的使唤呢，多不好意思! 但岂料只过了十几秒钟

的功夫，松山就回到酒桌上来了，告诉我说他已经让餐馆服务员到附

近药店去了，代价是出了十元跑路费。看来松山不简单，事情按老师

的要求办了，还一点不耽误喝酒。我当时就盛赞松山脑子活络能办

事。

据我所知，松山原来在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国家法行政法室工

作，后来又调到新成立的法规备案审查室做事，那些地方对于法律工

作者来说，都是做大事的地方，也是很能让人长见识的地方。我认识

的朋友都说松山是很有前途的。那些年中，松山的确是在悬梁锥股做

研究，写出了不少有分量的论文。本书近一半以上的篇幅，似乎就是

他在那个阶段的研究心得。

后来，松山或许是在机关呆的时间长了，对天天坐班产生了厌倦

情绪，希望换个环境生活，或许是因为出身在南方，希望到有江南气息

的上海生活，或许是误信了我许多年前劝他弃官从学的戏言———不管

是什么原因吧，反正松山在那年来到了上海，并很快在华东政法大学

做到了法学教授的位置。对于华政来说，这算得上是慧眼识珠，而对

于松山本人而言，应该说也是很幸运的。我之所以说他幸运，是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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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做到教授的年龄，我不过做到讲师而已。我以为，松山选择走法

学教学、研究的路子是对的。有思想、有学术能力的人在官场如果不

十分得意，不能够直接施展自己的抱负，不如到教育学术界开拓对社

会的贡献来得大。

我与松山教授在法价值观上冲突甚少，但在学术问题上我们通常

是和而不同。一个健全的社会，法学者之间奉行的法价值观和原则应

该是没有根本区别的，如果在这些方面发生争议，在性质上不属于学

术争议的范围。例如，是实行民主、法治好，还是实行专制、人治好，制

定、实施法律可以违宪还是不能违宪，这类争论就不是什么学术争议，

而是法价值观冲突。我记得松山与我从来不曾在诸如此类问题上有

过大的意见分歧。但在学术问题上，松山是比较爱抬杠的人，别人说

东他往往说非东，别人说西他往往说非西，而且说得头头是道。有个

朋友曾对我说过一番很有意思的话，大意是: 做官需要“求同”思维，上

边怎么说就怎么做，别人怎么做自己就怎么做; 搞学术需要“求异”思
维，你得在大家确认为“是”的东西中找到“非”，在大家都视为“非”的
东西中找到“是”。

松山来学术界后，我发现他求异思维的能力很不错。这应该算是

他富于批判精神的一种表现。大凡求异思维能力强的人，在有基本的

言论自由的社会做学术是比较合适的。他们一般不大适合做官，尤其

是不适合做不需要多少创造力的风尘小吏。因为这种考虑，我可能是

最早劝松山弃官从学，到法学界来做事的人之一。我相信对他个人来

说，做法学方面的教学和研究，是会比在公共机关跑事务更有作为、更
能把握自己的命运的。而且，一个人在学界做，也并非没有为公共事

务做贡献的机会，如果他 /她真想在公共参与方面有所作为的话。

后来我还发现，松山在官场做事的时候，也很能适应那边的生存

环境的，求同的能力与他在学术界表现的求异能力一样强。我曾见过

法工委两位领导，说起松山来他们都对他显得颇为赏识，没有任何一

点把他看成单位的“刺头”的意思。同一个人，在官场能求同，到学术

界能求异，一切应对自如，自己毫不感到委曲，这是很不简单的，真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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谓求仁得仁，取义得义是也!

文如其人，我介绍松山这个“人”，其实是要循其人说其文。

松山这本书实际上是一本论文集，其中的文章，从前好几年发表

的到最近发表的都有。我以为，这些文章真实地记载了一个时期中松

山作为宪法工作者或宪法学工作者以自己的方式追求宪治的心路历

程，值得那些关心同样话题的人们一读。

我个人愿意推介这本书，首先是因为其作者表现出的立足中国实

际，适应中国现阶段需要，探讨中国宪法学领域亟需解决的问题的研

究取向。在我国宪法学领域，研究者不了解中国实际、把握不住中国

宪法学面临的真正问题、甚至离开中国宪法的文本谈论中国宪法等倾

向，一直是比较严重的。这样的研究对中国来说，没有多少实际的意

义。人们经常说我国宪法学对法治进步的影响不大，如果确实是这

样，那么我相信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这类原因造成的。本书作者受过很

好的法学教育，又较长时间在国家最高立法机关的一线工作机构做实

际工作，其作品很幸运地避免了上述消极倾向的影响。

本书表现出的一个明显闪光的地方，是其中反映出的作者独立思

考、特立独行的精神。松山的文章，基本上都是他综合运用逻辑、基本

理论、基本知识和自己的工作体验，通过独立的分析研究得出结论后

写成的，所以，我们从这些文章中几乎完全看不出它们被相同领域的

各种所谓通说或时髦提法所左右的痕迹。而另一方面，他的文章也表

明，作者对于相关的各种通说并非不熟悉。同时，作者还表现出了相

当好的逻辑思辨能力，这点突出地体现在他关于法律以下的规范性法

文件何以不能成为法院行使审判权的依据的那些十分独到的论述中。

本书收录的不少文章写得都很大气，反映了作者相当好的宏观把

握能力。我国法学界条块分割很严重，专业领域原本就分得窄，近年

来更有越分越窄之趋势，以至于形成了一种氛围，在这种氛围下，似乎

每个人都只能在自己那个一亩三分地上耕耘，搞小农耕作式研究。久

而久之，这就造成了两种结果: 一是各二级学科甚至三级学科各自为

战，对其他学科的情况不闻不问，也反对按现有的分工属于其他二、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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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学科的研究人员涉足自己所在学科的课题; 二是在严重的条块分割

状况下，各二、三级学科的研究者思考和解决本学科的问题时往往缺

乏通盘的考量。这两种现象反映到宪法学领域，集中表现为宪法学的

研究与具体部门法研究脱节、与法律的制定和实施的各个具体环节脱

离。松山的文章基本上克服了不少宪法学者这方面的通病，既站在了

宪法应有的高度，又深入到了立法和法律实施的具体环节中。

从本书收录的文章看，作者对中国宪制和中国人大制度的理解是

比较平衡、比较到位的。做到这一点不容易。长期以来，我国由于宪

法学研究缺乏最必要的违宪审查资源和宪法解释资源，致使人们对宪

法教学不够重视，结果造成很多今天的高位阶法律工作者和法学工作

者不能正确理解中国宪法和中国宪制，对人大制度核心的内容不甚了

了。这种种情况反映在过去十多年中出现的一些引人注目的讨论过

程中，如十余年来人们对于所谓“宪法司法第一案”的断断续续的评

论，就内容而言，大体上就属于这种情况。另外，在有关国家机关对待

司法体制改革的做法和提法中，也明显显露出了这方面的偏差。松山

教授关于违宪审查的论文、评论最高法院行使职权状况的论文、批评

司法改革之非的论文，在我看来都是在我国宪法、宪制研究方面明显

有正本清源效果的力作。在这些文章中，作者以自己对中国宪法、宪
制的较平衡理解，从学理上对于已经出现的实践性偏颇做了力所能及

的遏止。

当然，一个人的作品总是受自己的生活经历、工作经历和其他背

景制约的，松山的作品也不能例外。他曾在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工作机

构中工作，自己是其中的一个官员、所接触的也都是官员，所参与处理

的事务，主要为全国人大常委会行使立法职权服务的事务。这种背景

有助于松山正面、实事求是地认识中国宪法和宪制，这是好的方面。

但这种背景又无可避免地使他的思路、用语和研究问题的论证方式受

到较多“正统”的、官员式思维的影响，以致本书中的有些文章明显带

有某些“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风格。学界中有些人士或许并不十

分习惯于这种风格，但我以为与其将其视为某种缺点，不如说它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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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特点。世间的人们，不论处世还是为文，风格应该多样化才好，那种

以一己的标准苛求他人的人，有时虽然用了民主、自由的名义，但其实

骨子里反映出来的，不过是心态的专制。

松山写宪法文章，自己怎么思考就怎么说，不装蒜，既不假装学问

大得不行，也不心里明明清楚却假装糊涂故意不说，更不逢迎谁讨好

谁，这种坦诚的学风值得提倡。基于这种考虑，我把评说松山研究宪

法、探求宪政的这部著作的小文章命名为《宪治思索的坦诚记录》。

按照自己历来秉持的一切有利于社会发展进步的评价标准和自

由、多元的价值观，我以为松山这本书很值得一读，愿借此机会向关心

中国宪法和宪制进步的人们郑重推介。

童之伟

2007 年 5 月 30 日于上海新华路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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