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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将政治文化及其研究方法纳入研究的视野，主要出于两方面的考虑：首先，法治国的政治文
化与思想表达自由及其限制有着内在的关联性：政党政治和议会民主都是通过自由的思想表达来运作
和实现的。
公民在政治参与的过程中所表现出的礼貌、守则、诚信、客观、公允、自律，以及对少数派和异见人
士的宽容和人格上的尊重等，本身就是政治文化乃至整个现代民族文化的组成部分。
甚至从某种意义上说，思想表达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就是政治文化的代名词，而法文化学和政治文化学
又都关注两个基本问题：国家权力的合法性和限制性。
从这个意义上讲，两个学科是殊途同归的。
其次，本书将考察思想表达自由及其限制作为法的现象与政治背景紧密联系的原因还有一个：法与道
德的关系是战后德国法秩序建构和法律思想发展的重大课题。
也就是说，真正主导法治国实践，即法文化潮流的因素是法与政治的关系。
法的秩序建立的基础是一个社会的政治共识。
在真正实行政党政治的国度中，法文化发展的主流取决于代议政治的抉择。
因此，战后德国法文化与其说是在新的法律和传统伦理的紧张关系中演进，毋宁说是在传统法律和新
的，即自由主义政治意识形态的冲突中，夹缝生存，艰难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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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从外法史、法理和宪政的视角出发，特别运用行为法学通过亲历、体验、观察和数据说明问题的
方法，主要以欧洲政治和法律思想史中有关表达自由的内容为主线，并以广播电视领域里的相关实践
为例，对德国思想表达自由的理论源流、文化背景、社会现实、法理基础及法律适用等问题进行了较
详细与全面的描述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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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柏拉图　　（1）人性的本质，柏拉图的正义在现实世界里虽是相对的，但在理念世界中却是恒
久的。
超越的自由理念无疑是价值一元论思考的结果。
人性作为人的特征由物质和精神组成：前者是固定的、有形的，后者是流动的、无形的。
精神本是自由的，一旦附着在物质上就成为不自由的了。
按柏拉图的观点，灵魂本是快乐的天使，后被贬到地上依附于肉体，就注定要受苦受难。
人既然是物质和精神的复合体，就必定要寻求两方面的欲望满足。
①物质要求相对比较固定，容易得到实现；而精神要求的期待是无止境的，是对自由的追求。
从生理上（物质上）看，人是弱小动物，适应环境的能力差，因而必须结成团体和社会。
在一个共同体里大家的利益是相同的，要和平共处就必须彼此尊重，伦理规范、礼仪规范和法律规范
由此产生。
规范的目的在于限制自由，使人的精神和物质相符合。
行为规则的制定虽然限制了人的无限自由，但同时又使人的有限自由尽可能地发挥出来。
由此而言，人性中确实具有不可割裂的社会性。
同时，又使人性能够不断地完善。
人类在不断地追求自我完善和更高远的境界。
②依柏拉图的观点，这就是人性的自由本质。
　　（2）《理想国》，作为欧洲古典人性论的奠基人，柏拉图的《理想国》对德意志的人性论和自
由观具有持久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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