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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英国社会学家和哲学家霍布豪斯(L．T．Hobhouse，1864～1929)在《自由主义》一书中开宗明义地说
道：“现代国家是一种独一无二的文化的特殊产物”，[1]霍布豪斯所谓之“现代国家”是启蒙运动以
降建立在现代立宪主义(theModernConstitutionalism)基础之上的各类民主共和国。
现代立宪主义既是政治思潮，又是政治过程，更是一种政治和法律行为模式，其本身就是一个复杂的
文化现象，是“一国之中道德、理性和文化习俗的”组成部分，[2]因而现代立宪主义不是突然形成的
，而是一个历史的过程，有独特的文化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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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就西方文化本身的范畴而言，本书试图在复杂的文化现象中为现代立宪主义抽象出一个基础结构。
以这个结构为分析框架，可以在基本共性上深刻认识以自由主义、民族主义和社群主义三大释宪传统
为代表的各种现代政治思潮和政治运动，现代民主宪政国亦因此被解释为某种独一无二的文化的特殊
产物。
    从文化的角度来解释一种思潮、政治过程以及相应的政治和法律行为模式，可以有多个切入点。
本书旨在展开一种“元叙事”式的文化结构研究，即试图抽象出共享于不同时空欧洲各民族心灵中的
基本结构。
这个结构蕴含一套相对稳定的思维结构、哲学观念和价值信仰，现代立宪主义是与此相适应的思想、
行为模式和社会制度，即一种受理性思维支配，以自然法哲学为基础的文化传统。
而所谓宪政制度，就是受理性思维主导的制度形态。
它试图建立起理性型的政治关系以取代原始支配型和征服型的关系，从而为各个领域的利益斗争建立
起一种以比例为原则的民主协商解决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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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主张文化绝对主义的是从古希腊文明到18世纪晚期这一段理性主义居于绝对优势的时期，这一时期极
为推崇理想文化或精英文化。
无论是古希腊亚里士多德(Aristotle)的伦理哲学，还是16世纪至18世纪英国的霍布斯(TomasHobbes
，1588～1679)、洛克(JohnLocke，1632～1704)，德国的普芬道夫(S．Pufendort，1632～1694)、康
德(Kant)，意大利的维柯(G．B．Vico)等，这些理性主义者、自然法学家、现代立宪主义的启蒙思想
家们，无不共同将文化视为“世界上最好的思想和言论”，[1]这是一种古典而唯美的文化哲学观。
17世纪的普芬道夫是欧洲文化概念的先行者之一，他认为文化与“人的尊严”密切相关，而文化生活
，究其实质就是精神生活。
但所谓精神生活，不是为了服从权威或者尊重某种宗教戒律而压抑自己的心灵的生活，而是作为社会
的人的天性得以充分发展、是探索人类群体建立基础的一致性、使人类的各种潜在能力依据自然权利
得以发挥的生活。
所以，普芬道夫的文化观是建立在自然权利基础之上的文化观。
[2]这种文化观充满浪漫主义、理想主义的意味，有文化意味着有教养、有道德、有理性，同时意味着
拥有一套可以促成这些美好德行的美好制度，而在17、18世纪被启蒙思想家们认为最有理性、最美好
的制度，就是英国、美国和法国立宪革命以来建立的宪政民主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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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关于思想思想皆有其宿命。
所谓思想的宿命，亦可谓一种无论如何努力也难以逃脱的执念。
10多年来的学习、研究生涯，我的执念就是不断地固执地追寻着一切法律表象背后那只看不见的规律
之手。
或者说，我其实是一个过于僵硬的理性主义者，以致面对任何“偶然”，都热切地希望能在偶然的背
后，推导出哪怕仅仅有那么一丁儿点儿蛛丝马迹可循的必然来。
所以，当面对存在于中国法治和民主宪政发展中那些永远难以逃脱的人治怪圈，深刻存在于我思想中
的理性因子开始蠢蠢欲动。
在对我国法治现状各种弊端缘由的追问与分析中，我从最初重视法律体系的构建，逐渐转向于更重视
支撑这套体系如何构建并运行的那些因素：包括整个国家的政体结构特征、支配这些特征形成的思想
、政治行为模式和国民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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