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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    

无论是作为一种理论或者理想，还是一种制度或者运动形态，社会主

义均表明人类文明发展到了一个更高阶段。宪政则是人类在千百次试错之

后所创造的文明中的少数几颗璀璨明珠之一。从国家权力行使入手并试图

让人类在国家权力关照之下一步步走向全面解放，正是宪政存在的现实意

义。对于宪政和宪政文化，是实在是有太多的误解和争议；太多的设想和

理想；太多的实践和反复，这成了我们，尤其是当代中国一个论争纷繁，

却又呼之欲出甚或横空出世、甚或淡然呈显的宏大蓝图。

什么是宪政和宪政文化，如何勾勒宪政和宪政文化萌生、发展的脉

络，如何厘清当代中国宪政和宪政文化分析和构建的思路等，这些宏大同

时又细致入微的问题可能面临一种类似现代性的两难困境：复杂的描述忽

略了对事物本质的概括和抽象，导致研究中的无用；简单的描述沦于一种

直线的抽取，从而走入研究中的误区。面对宪政和宪政文化学说，我们能

够做些什么？本书作者张志昌是我多年的学生，从本科开始到硕士、博士

求学阶段，他在这一领域潜心钻研，数年后以《宪政文化的学理分析》为

其书稿命名，在学术上至少在如下几个方面有所推进和贡献：

一、在一定意义上，该书在研究内容上填补了我国在宪政文化基础研

究上的空白。多年来，我国对宪政的内涵和规范性研究比较多，而对于宪

政的文化研究或者说从文化角度介入的宪政基础研究略嫌不足，专著尤其

少。迄今为止的人类史都是文化发展的历史，进而是文明发展史，引领时

代风气之先。宪政和宪政文化当然属于政治文明史的有机组成部分。政治

文明作为人类社会政治生活的进步状态，指人类在政治实践活动中形成的

文明成果，包括政治思想、政治文化、政治传统、政治结构、政治活动和

[1] 秦前红、叶海波，《社会主义宪政研究》，山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44—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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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制度等方面的有益成果，核心内容是民主发展的积极成果。作为一种

思想意识，宪政和宪政文化被证明是民主和社会进步过程中不可或缺的。

斯蒂芬·L·埃尔金告诉我们：“政治学研究既不应是一种脱离为最基本

的人类利益服务宗旨的单纯的经验式活动，也不应是一种对于政治设计的

限度漠不关心的规范主义空谈，而应该关注如何改善政治制度；建立一种

完全公正的共和政体或为人类力所不及，但是政治生活的重大改善则是可

能的，政治生活的安排有优劣之分，我们不必听天由命。”[1]思考当代中

国政治体制的形成和变革，知识的增加和科学的发展，经济关系的变革，

道德水平的提高，教育事业的发展，人与自然关系的调整等都应该上升到

人类政治文明和宪政文化发展的高度去考量。作者在这一方面进行了比较

深入系统的探索，难能可贵，应为后来者继续研究奠定良好基础。

二、从文化角度介入来研究宪政和宪政文化，应时该书在切入上的又一

创新。在研究和分析人类历史上诸种政治体制之后，作者认为宪政是一种相对

理想的生活方式；宪政文化是从价值、思维、理念上框建的一种意识体系。文

化是体制之母，贯穿和概括了人类发展的所有历史。面对文化的巨大深沉力

量，人们所能做的和反思的就是坚持不懈地追求一种推进历史进展，符合人们

自由发展和诗意生活的理想模式，并在实际运行中对可能发生误读的观念，

可能失范的行为进行反思和规范，以最终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诗意栖

居”。作者始终坚持从文化角度介入进行分析和研究，目前在学术界就这一课

题的论著是不多见的。

三、作者在后半部分从中西方文化比较的角度来研究宪政文化的构

建途径问题，提出了富有新意的见解，独具匠心。从伏尔泰、狄德罗、

孟德斯鸠、黑格尔、马克思、列宁直到汤因比、斯塔夫里阿诺斯、博登

海默、哈贝马斯、罗尔斯等人类历史上伟大的思想家都在某种程度上关

注中国和东方文化。巨人们从多种不同角度切入，基本上认为不同的经

济社会历史发展历程，不同的局部境遇和大地环境等形成中西方不同的

文化基因和传统、不同的政治运行机制和模式，以及人们不同的生活状

态和行为模式等。虽然在人类历史上大致相同的年代，人们面临大致相

同的问题，然而中西方这两个世界实在是大相迥异了。具体就宪政和宪

政文化而言，差异更大。作者注意从人性善恶、国家治理方式、模式选

[1]斯蒂芬·L·埃尔金等：《新宪政论——为美好的社会设计政治制度》，周叶谦译，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1页。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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择、政治家道德理想、普及和演进方式等方面列举和研析了这些不同。

中西方宪政及宪政文化各有优劣，理想相同，道路不同，文化交融共

生，涵化濡化共同构成人类政治文明史、思想史发展过程中德瑰丽奇葩。

从作者在硕士阶段开始，作为导师，我一直赞许他的这一方向选择和持续

努力。

四、该书富有时代精神，提出并阐释了社会主义宪政文化发展繁荣的重

大问题人类社会是经济、政治和文化的有机统一体，人类文明也是由物质文

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有机构成的统一体。人们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实践活动

中形成的有益成果，表现为物质生产方式和经济生活的进步，即物质文明在政

治实践活动中形成的有益成果；表现为政治生活的进步，即政治文明在改造客

观世界的同时改造主观世界中形成的有益成果；表现为精神生活的进步，即精

神文明。一定的政治文明建设以一定的物质文明为基础，以一定的精神文明为

条件，同时又影响和决定着一定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方向和进程。政治文

明发展过程中人类世界具有共同的规律和成果。宪政被愈来愈多的学者、国家

和政府证明为科学、合理、文明的理性抉择。社会主义宪政于资本主义宪政应

该并相发展。在当代中国，十六大的召开，十七届四中、五中、六中全会精神

均表明政治文明、法治、依宪治国进而宪政是时代的进步潮流。作者提出并阐

释了社会主义宪政文化发展繁荣的内涵理念、模式抉择、差异特征等方面的若

干重大问题和建设性建议。从文化切入又不迷恋于文化；涉及到基础教育类民

生问题、人身自由、私有财产、住宅权等公民基本权利，以及宪法文本、修宪

程序、宪法修正案等根本大题；着眼于宪政及宪政文化的建构又立足于社会主

义中国的现实国情，全书立意高远，说理清晰，富有鲜明的时代精神和特征

我深信，关于宪政及宪政文化的讨论将日益热烈，这一讨论也将日益服

务于宪政中国的当下和美好未来。我希望作者在这个领域和课题上得研究更加

深入，期待着他的下一个成果。

是为序。

                              

                                                                        2011年12月于陕西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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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政文化的学理分析

第一章        引论

第一节    宪政文化问题目前的研究现状

一、宪法和宪政概念研究背景的简要回顾

从19世纪下半叶一直到20世纪上半叶，宪政这个词作为一个移植词语

曾经是中国政治界和学术界的热门话题，各阶层政治力量和思想家从不同

的立场和利益角度抛出自己的方案、思想。中国人需要怎样的政治生活？

中国人需要怎样的制度秩序来安顿他们的政治生活？怎样的政治生活能让

中国社会稳定，人民生活安适，在国际上扬眉吐气？思考这些问题离不开

宪政、民主、人权、政治、主权、民族等关键词。这些问题也引发了众多

知识分子的思考和实践，形成了浓厚的宪政情结。仅从1908年到1949年短

短41年时间里，不同政治力量公布了全国性的宪法文件大约12部，几乎每

3年多时间颁布1部宪法，这在世界宪政历史进程中是绝无仅有的。[1]在近

半个世纪的过程中，多数政治力量希图借助宪法、宪政来确认自身在尽可

能长的时间里、尽可能大的一定地域中的政治合法性，宪法、宪政成为一

个耀眼的招牌。实质意义的宪法并没有产生，现代意义上的宪政也并没有

实施。“任何一种统治都试图唤醒和培养人们对其合法性的信念”，一切

权力“都要求为自身辩护”[2]。任何政治力量要取得或者控制政权都离不

开宪法。从19世纪下半叶以来，企图登上旧中国历史舞台的诸种政治力量

主观上进行了长期的以制定、修改、解释、维护宪法为中心的复杂斗争，

客观上使得宪法和宪政文化观念传播大江南北，并不断深入人心。中国近

代以来的历史就是一部宪政文化萌芽和发展的历史，也是一部诸种政治力

[1]  谢维雁：《从宪法到宪政》，山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5-6页。

[2]  〔德〕尤尔根•哈贝马斯：《合法性危机》，刘北成、曹卫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28页。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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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编：概念与历史

量以宪法、宪政为主题的波澜壮阔的斗争史。这一过程中，诞生了伟大的

《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这是中国第一部现代意义上的宪法文件，其依托

的宪法理念以及由此构建的宪法体制与现代西方宪法十分接近。作为批判

的武器在被社会现实进行了无情的批判过程中，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对其革

命理论与思想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反思，为此后的南京国民政府宪法和社会

主义宪法提供了一个理论上的有效借鉴和行动上的基本指南。这一历史阶

段的确是需要怀念和深刻反思的：传统与现代反复较量，理想与现实背道

而驰，随着岁月的不断推移，其中的思想精华今天看来也闪耀着光芒。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为了建设一个统一、富强的民族国家，中国

共产党以史为鉴，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制定了第一部社会主义宪法，

直接延续了革命根据地时期宪法的基本思想与根本制度，通过阐释历史宣

告了政权的合法性。在波考克（J.G.A. Pocock）看来：“革命导致了一部

宪法，革命是一种奠基行动，它创建了许多东西，包括一种‘传统’，这

种样式在很大程度上立基于美利坚的立国文件（《独立宣言》、《合众国

宪法》以及其他相关文件）。”[1]

政权合法性的宣告迅即完成。接下来的任务是什么呢？共产党的缔造

者和领袖们殚精竭虑，思考和谋划的就是如何规范和设计国家权力体系；

如何保障人民权利；如何用一种先进的理论引导全国人民胸怀崇高理想，

共同富裕，朝气蓬勃地走向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对于民生问题、权力规

范问题、权利保障问题、国家统一问题、人民民主和专政问题、农民地位

问题等等，新中国的四部宪法立足于“国家统一、人民团结”的基本保证

之下，始终没有放弃过对稳固政权的制度安排；始终没有放弃过关注、解

决现实问题的努力；始终没有放弃过对人的全面解放和自由这一宪政终极

价值的关怀、挖掘。

以民主与专政为例，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四部宪法都在文本的前三条对

其做了重要的规定。1954年《宪法》第1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

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国家。”第2条：“中华人民共

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1975年《宪法》第1条：“中华人民共和国

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

第3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1978年宪法沿用和接

[1] 〔美〕J．G．A．波考克：《众国、共和国与帝国——早期近代视野中的美利坚立国》，复旦大学思想史研究中心编：

《共和主义、古典与现代》，任军锋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43页。

3



4

宪政文化的学理分析

受了1975年《宪法》关于民主与专政的错误关系。1982年《宪法》第1

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

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第2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

民。”马克思列宁主义认为，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以后，必须建立无产阶

级专政，但无产阶级专政采取什么形式，只能根据各国的历史条件和具体

情况而定。毛泽东同志结合中国国情创造性地提出了人民民主专政的模

式。

人民民主专政的含义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始终代表最广大

人民的根本利益，可以使用专制的方法来对待敌对势力以维持人民民主政

权。暗含在人民民主专政这个词汇背后的含义是，专政统治手段有时是必

须的，如果没有专政，政府可能会面临瓦解并造成比专政还更坏的情况。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政权在人民内部实行民主，逐步扩大社会主义

民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对境内外敌对势力和犯罪分子实行专政。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渐次认识到：民主与专政是相辅相成的，人民民主

专政是新型民主与专政的统一，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前提下，民主实现途径

更加现实化和科学化。

党的十七大报告进一步明确提出：“坚定不移地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

治”，认为“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

我们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应该说，党不断赋予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

鲜明的实践特色，在实践中驾驭和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不断丰富，经

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已经并列成为新

时期党夺取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开创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实现民族伟

大复兴自觉遵循的理性探索和伟大使命。    

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

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进一步指出要

不断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研

究和运用，这标志着党对三大规律的认识更加成熟。理论上的成熟对一个

政党而言，必然是政治上成熟的基础；而理论上成熟的有效途径和主要标

志，就是理论创新。只有创新，才能推动理论进步并在每一具体的历史阶

段趋于成熟。中国共产党努力探求在当代中国特殊的执政规律，从政治文

明发展的内在角度而言，就是要求党必须稳步推进政治文明建设特别是政

党文明建设，实现政党文明建设和政治文明建设的有机结合、良性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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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党必须重视制度建设，以透明、稳定、科学的制度来规范党的领导和

执政，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切实实行依法治国的方略；要求党必须发

展党内民主，将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有机地结合起来，以党内民主推进人

民民主；要求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

切实坚持和维护改革发展稳定的大政方针和大好局面，并以此作为我国社

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一个基本遵循。

新中国成立以来至改革开放前的宪政和宪政文化发展始终是一个曲折

的发展过程，宪政和宪政文化的学理研究自然也是一个曲折的过程。这其

中，中国共产党人经历了对宪政的重视和宪政文化发展的热情；也存在对

宪政的怀疑、迷惑和实质上的否定；当然也历经了对专政、民主等问题的

极端判断。毋庸讳言，“中国1954年宪法制定后，从1957年起开始，‘极

左’路线盛行，五四宪法的民主原则和法制原则受到破坏，在‘文化大革

命’十年期间则完全遭到践踏，更谈不上宪政了”[1]。这一过程表明，新

中国成立前在物质上追求为劳苦大众谋求福利；在夙愿上保证普通民众最

终自由；在外在形象上确立国家富强和民族独立的崇高愿望严重失落了。

共产主义本是体现人文理想和有序社会的美好家园，初级阶段的实践中一

旦偏离宪政和宪政文化，面对政教合一缠结甚深的传统中国文化，人们应

该反思：那种宗法化的社会主义能体现作为人文理想的共产主义方向吗？

因为那一段时间以来，“‘文化大革命’在与纳粹集权相比较的意义上被

从思想上溯源于一种凌驾于世俗之上的理想（理念：idea）主义，人文精

神情绪被视为消极浪漫（或道德主义）的没落回音，一切关于普遍价值理

想的话语都被视为潜在的精神专制特权要求而遭到呵斥”[2]。

二、宪政概念的最低认同

20世纪大约从80年代开始，当代中国重新关注和讨论宪政问题，从

最初的试探性研究到再度形成一个学术视阈，对宪政思潮和建设的广泛关

注与讨论时至今日已呈愈来愈热烈之态势。近30多年来，宪政理论研究得

到了蓬勃发展，遂使宪政理论在学界逐步成为一种显学，而且吸引了法

学、政治学以外其他学科学者不同程度的关注，为国人瞩目。这其中除了

宪政的中国渊源和历史性原因外，其他因素是可以推测的：一是宪政与国

[1]  白钢、林广华：《宪政通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120页。

[2]  尤西林：《人文精神与现代性》，陕西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77—17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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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富强的关系，有人倾向于认为二者之间是有密切联系的；二是宪政与宪

法的关系，有人认为宪政以宪法为起点，但仅有宪法是远远不够的；三是

宪政与民主、法治和人权的关系，有人认为后者是前者的构成元素；四是

宪政与市场经济的关系，有人认为宪政与市场经济是有对应关系的；五是

宪政与文化的关系，有人认为宪政是一种理想的文化生活方式等等。种种

观点后文中均有涉及，恕不一一列举了。

但是关于宪政的概念人们从来没有达成一致的意见，仅有最低限度

的普遍认同：第一，宪政是由一组用于制定规则的自足和自觉的规则构成

的，即宪法是“法之法”；第二，宪政是由意识形态和文化决定的一系列

特殊的道德观点，如尊重人的尊严、承认人生而平等、自由并享有幸福的

权利；第三，任何有意义的宪政概念必须考虑到“合法性”（国家权力、

公共政策和法律的合法性）和“同意”（人民对政府及其行为的承认和赞

同）。[1]

当然，这也是一种正常现象，宪政的概念和文化的概念一样，从观

念上人们没有形成一个相对认可的一致观点，说明了问题的复杂性和多元

化。这个最低限度的认同自然也成为后续学者研究的基础。

三、宪政文化的两种代表性观点和本书的介入

宪政概念的研究既然如此，宪政文化研究的看法要趋同就更难些。目

前国内对宪政文化的研究相对于宪政研究而言还相当薄弱，能够收集到的

专门文献还十分有限。根据检索，近些年来的代表作主要是王人博的《宪

政文化与近代中国》。其他涉及宪政文化的著作主要有：程燎原的《从法

制到法治》，童之伟的《法权与宪政》，王德志的《宪法概念在中国的起

源》，季金华的《宪政的概念与机制》，王人博的《宪政的中国之道》，

石毕凡的《近代中国自由主义宪政思潮研究》，郭宝平、朱国斌的《探索

宪政之路》，蔡定剑的《宪政讲堂》和《论道宪法》，肖君拥的《宪政原

论》，谢维雁的《从宪法到宪政》，白钢、林广华的《宪政通论》，王三

秀的《走向良治的宪政结构》，何华青的《宪政基础研究》，王怡的《宪

政主义：观念与制度的转捩》，汪进元的《良宪论》等。能看到的主要论

文有完岷的《论宪政的普适价值及其社会基础》，谢维雁的《由对抗到妥

协：宪政的平衡性探析》、殷啸虎的《宪政中的人性预设与制度安排》、

[1]  张文显、信春鹰：《民主＋宪政＝理想的政制》，《比较法研究》，1990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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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宪政模式选择中的本土文化传统因素》，高珣的《宪政文化：我们的

追求》，任喜荣的《中国宪政的多元文化背景》等。

在这些论著中，关于宪政文化发展的代表性观点有两种。

一是王人博强调的“富强为体，宪政为用”的实用理性文化范式。他

认为“‘实用理性’使我们逃脱了西方天堂与地狱的宗教煎熬和折磨，但

也使我们在许多问题上付出了代价”，这种代价便是“对西方宪政文化的

便当省事的‘截取’”，所造成的“中国宪政文化的无根与浅薄”，事实

上“近代中国宪政文化最要命的是，对富强价值的执著追求是以对个体自

由或个人权利的漠视、舍弃和牺牲为代价的。而这本身就与原来的宪政主

旨不同”[1]。

另一种是在前者的基础上加以演绎的，“从文化的交流与传播方面审

视，对宪政的‘误读’并非缘由于‘宪政—富强’的文化范式，即不是因

为追求富强而导致‘误读’宪政。这种‘误读’更主要的是来自传统文化

对宪政的裁剪或贬斥”。“更重要的是，宪政与富强这两个价值目标是中

国现代化所追求的。从社会历史层面上看宪政与富强都是与现代化过程相

伴的。甚至不妨说，宪政和富强是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和结果。对于缺少宪

政传统的近代中国而言，不仅现代化为宪政生成准备了理由，而且现代化

为宪政的发育提供了土壤，开辟了道路。”[2]

事实上，前者着力证明“富强为体，宪政为用”的文化范式直接造

成了对宪政的误读，这种误读又决定了中国百年宪政的无根与浅薄；后者

则论证了这种误读的不可避免，强调“误读”是现代化过程中的必然阶段

甚或是合理的代价。二者虽都以近代宪政文化发展为探讨对象，但前者认

为“今天的中国仍拜领它的感召和驱动”[3]。后者则不乏更直白的支持，

“是成熟的宪政体制诞生之前的痛苦的前奏”[4]。作为一个特定的历史阶

段，其最终的超越只能有赖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完善，这是一个

典型的“实用理性”。

从德国著名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Max Webber）到美国的同行塔尔

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再到海外华人学者杜维明和林毓生，都有

着相同或近似的分析思路。他们基本上认为，西方法治、宪政的演进，虽

[1]  王人博：《宪政文化与近代中国》，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7页。

[2]  程燎原：《宪政与现代化》，《现代法学》，1999年第1期，第127—129页。

[3]  王人博：《宪政文化与近代中国》，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7页。

[4]  林来梵：《规范宪法的条件和宪法规范的变动》，《法学研究》，1999年第2期，第34—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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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包含有各色各类的政治改革或制度革命，但更主要的是西方社会和文化

的一种自然演进。与之相较，中国的宪政文化却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面

临亡国灭种的危机时局下的被动选择。深刻的社会变迁使得皇权统治的正

当性受到质疑和挑战，出现了政权的合法性危机。任何政治力量如欲掌控

国家权力，都必须问鼎宪法，宪法与政宪交织在一起，成为各派力量斗争

的焦点。传统文化在和宪政渴望的对峙过程中，前者的纠结和后者的呼之

欲出互相映照，上层建筑和现实层面也出现了理论上的多元复杂化，生活

中众生的浮躁、焦虑，暗流涌动，当此时，文化转型的出现就不可避免。

传统文化成长的被动转向，新文化建设的政府推动，文化的成长不再是

“自然”的。基于迫切的政治目的以及中国传统文化在思维方式和价值取

向上与西方文化的根本不同，使得近代中国在诠释宪政之时发生了严重的

“误读”，对西方宪政中的自由主义观念、个人权利意识、分权制衡的政

体原则等的理解都或多或少、有意无意地偏离了原意或与原意相抵触。就

此而言，文化传统的阻碍是主要原因。在这种意义上，从客观的环境、

地域、物质条件、社会发展历史等方面着手分析也成为一种大致流行的思

路。“正是由于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没有西方那种社会伦理和政治伦理，以

及现实的中国社会与西方社会所存在的巨大差异，所以，宪法所规定的一

系列西方式的价值准则很难得到有效的实施。归根到底，中国宪法中的某

些价值准则并非中国社会自然生成，而是根据西方宪政或宪法程序化——

或简单宣示的。这些宪政文化术语准则、程序或价值规则等无法与根深蒂

固的文化传统相融合，也无法与中国社会既有的社会伦理、政治伦理相一

致。”[1]这当然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却有可能导致这样一种理论逻辑：

宪政是西方文化的产物，中国文化作为西方文化的对立物不能自然地结出

宪政之果，因此中国无宪政；因而，所谓中国的“宪政”，是片面理解和

移植西方宪政制度的结果，并受到本土文化的排斥。笔者认为这种观点忽

视了20世纪中国新文化的成长，强调其历史渊源，忽视了新的精神文化要

素的培育和产生；不理解“宪政”内涵在中国语境中的适当变迁，中西文

化的冲突、封建文化与社会主义文化的冲突、不同民族的文化冲突所形成

的多元文化事实也被忽略了。

因此，在政治文明的视野中，从中西方宪政文化比较的角度介入，对

[1] 程燎原：《关于宪政的几个基本理论问题》，《现代法学》，1999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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