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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如果说，建筑乃一个时代凝固的音乐，刻录了它所诞生的那个时代的悲欢离合。
那么，法典就是一个民族无声的语言，记载着这个民族成长过程中的沧海桑田。
所以，法典与建筑一样，都是历史最好的见证。
忘却自己民族曾经有过的法典，就意味着对历史的忘却。
正如同摧毁自己民族的建筑，就意味着对历史的摧毁一样。
中国的法典文化史正如其建筑文化史一样源远流长。
自战国时代李悝撰《法经》，尔后虽历经千秋万变，法典文化却经久不衰，《秦律》、《九章律》、
《北齐律》、《开皇律》、《唐律》、《宋刑统》、《大元通制》以及《大明律》等法典承先启后，
一直延至《大清律例》。
大清晚年，尽管在内忧外患的双重冲击下，“法统”不古，但其在半推半就之中所推行的预备立宪运
动，却开启了中国“宪法典”文化的历史纪元——它不仅留下了《钦定宪法大纲》、《九年预备立宪
逐年筹备事宜清单》和《宪法重大信条十九条》等重要的宪法性文件，而且为其后的中国立宪运动奠
定了思想基础和文化基础。
正是受惠于晚清立宪运动的洗礼，武昌首义之后，即有《中华民国鄂州约法》出台，随后又有《中华
民国临时约法》问世。
此后，尽管国家政局飘摇动荡，北洋政府“大旗频换”，然制宪却从未间断——北洋政府期间先后制
定了四部成文宪法典；南京政府时期也先后颁布过三部宪法典；北伐战争前夕，还在湖南、浙江和广
东等省相继诞生过“省宪法典”。
尽管其中有些宪法典未能正式颁布实施，那些正式颁布实施的宪法实效也大多未尽如人意，但这些似
乎并不应当成为阻碍我们去挖掘其文化价值和历史意义的正当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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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自1906年清政府宣布实行预备立宪以来，已过去100多年了。
今天，当我们回顾这段历史的时候，或许可以在其覆满枯枝败叶的墓穴之中，发掘出一些为我们曾经
所忽视或者所不屑的“遗产”和启示⋯⋯尽管预备立宪是在立宪派的压力和世界大势的驱迫之下不得
已做出的选择，但清政府对待立宪问题的审慎态度却是耐人寻味的——从出洋考察到仿行宪政再到宪
法大纲，每一步都不乏可圈之处；清政府在预备立宪过程中所采行的措施也基本合乎国情——选择官
制改革和地方自治作为切入点，制定预备清单，层层推进。
然而，立宪终究没有按照预备的路线向前推进更远，本欲借助立宪挽救威望的晚清王朝，亦随立宪预
备的终结而覆亡。
此情此景，我们难道不应该有所触动、有所反思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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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传统社会结构的逐步解体，对社会进步来说是十分重要的事件。
如上所述，在传统社会中，士绅阶层乃是社会的重心，农、工、商乃是外围阶层，这种“士”与其他
阶层的分野很明显地表现出传统社会的不平等性。
然而，以科举制为核心的传统教育保障了农、工、商阶层向士阶层流通的渠道，从而使得传统社会的
不平等因素得以限制，并且在最大范围内形成了社会共识，达到了社会整合的目的。
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中国两千余年来的传统社会有着一种异乎寻常的超稳定结构，若没有外在因素的
影响，中国能否缓慢进入资本主义萌芽期是颇值怀疑的问题。
①然而，由于科举制的废除，延续了一千多年的社会整合机制被打破，传统社会的重心丧失，从而使
得社会逐步走入一个没有重心而摇摆不定的状况之中。
士人阶层的解体，使得“士”日益边缘化，其对社会的影响力日益减小。
在近代化的过程中，“士”日益分解为近代知识分子，并最终向从商和从军两个大方向发展，但无论
如何，近代知识分子远远不能发挥士人阶层整合社会的功能，反而与社会存在一定的紧张关系。
乡绅进入城市经营商业，扩大了城乡的差距，而军化的知识分子则在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步成为军阀势
力的重要助力。
凡此种种，都可说是废科举、实行教育改革的负面影响。
近代中国一直在试图重建社会重心，然而短期内却始终难以奏效。
“我们这六七十年的历史所以一事无成，一切工作都成虚掷，都不能有永久性者，依我看来，都只因
为我们把六七十年的光阴都抛掷在寻求建立一个社会重心而不可得。
”②中国近代数十年的纷争，与此有着很大的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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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本书是中国立宪评论丛书之一。
丛书主编确定了全书框架和各章节结构，江国华独立撰写了《代序》，并与肖芃、王娟、尹夕阳合作
撰写了《出洋立宪政治考察评论》，与张剑、李永健分别合作撰写了《（钦定宪法大纲）评论》以及
《（宪法重大信条十九条）评论》；周叶中与李永健合作撰写了《导论》；易斌与李炳辉、李宇虹与
杨呖、彭庆丽与杨蓉、段慧芳与杨天波、周俊胜与项坤、仇小东与刘卫、唐成与张强等分别合作撰写
了《预备立宪之官制改革评论》、《预备立宪之教育改革评论》、《预备立宪之法制改革评论》、《
预备立宪之地方自治改革评论》、《预备立宪之资政院评论》、《预备立宪期间之国会请愿运动评论
》、《（九年预备立宪逐年筹备事宜清单）评论》。
杨蓉、朱道坤、李鹰、肖芃、张锦、张莹、葛欣、蔡武进、梁新宏等参与了全书的校对并提出了若干
建设性意见。
全书最后由丛书主编修改、定稿。
在写作过程中，作者参考并援引了许多专家们的论著，在此表示衷心感谢！
虽然我们力求在引文内容、注释及参考书目的列举方面能尽量准确、全面，但难免有遗漏及错谬之处
，恳请原作者及读者谅解！
此外，虽经多次通读和再三修改，但由于本书成稿时间较长，并由多人执笔，各执笔人之间行文风格
存在一定差异，各章节之内容详略、衔接以及协调等方面的缺漏在所难免，恳请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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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博弈与妥协:晚清预备立宪评论》：如果说，历史就像是一本充满智慧的教科书，那么立宪史就是这
本教科书中最富启发的一页——读懂了历史，便也读懂了宪法，便也掌握了未来⋯⋯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博弈与妥协>>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