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革命.宪法.现代性>>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革命.宪法.现代性>>

13位ISBN编号：9787562043355

10位ISBN编号：7562043353

出版时间：2012-5

出版时间：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作者：孟庆涛

页数：361

字数：27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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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革命.宪法.现代性>>

内容概要

　　西南政法大学法学理论学科于1979年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获得硕士学位授予权，属于全国最
早一批设立硕士学位授予点的二级学科。
本学科于1992年被确定为校级重点学科，2000年被确定为重庆市重点学科，2003年被批准为博士学位
授权点，2004年开始招收博士研究生。
2007年，本学科负责的“法理学”被教育部评为国家级精品课程。
2008年，本学科开始招收博士后研究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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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孟庆涛（1979-），男，辽宁建平人，讲师，西南政法大学古典学研究中心、人权教育与研究中心
研究员，主要从事宪政、法哲学与古希腊法律研究，先后于西南政法大学获法学学士、硕士、博士学
位（《现代性视野下的革命与宪法》获首届“孙国华法学理论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奖”二等奖），公开
发表论文二十余篇，译著有《古希腊的僭政与政治文化》、《古希腊的法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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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传统革命的现代转向
第一节 革命的现代含义
一、现代“革命”在西方的涌现
二、现代革命意识的三重含义
第二节 传统革命理念的现代诠释
一、传统的革命理念
二、现代革命意识的渗透
三、传统革命暴力含义的发扬
第三节 革命与现代中国的建立
一、从私人性朝廷到公共性国家
二、现代政党的现代国家想象
三、现代化论争中的革命建国
四、俄国人的道路
第四节 革命的政治实践
一、革命的政党伦理
二、集权的政党组织形态
三、军队的政党化：党军的形成
四、革命与“党一国体制”
第二章 宪法的流变与现代性
第一节 宪法的现代性问题
一、宪法的古典含义
一、人为”挑战“自然”
三、中国宪法的两种现代性表现
第二节 清末“宪法”论争与现代性的楔入
一、现代宪法初现中国
二、儒家经义对“宪法”现代精神的开掘
三、“宪法”的法定化及其现代性
第三节 从“国民”宪法到“人民”宪法
一、普遍视野下的“国民”宪法
二、阶级视野下的“人民”宪法
第三章 宪法中的“继续革命
第一节 无产阶级专政与“不断革命”
一、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渊源
二、夺取政权后的“不断革命”
第二节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及其宪法命运
一、“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提出
一、“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要点及其党章化
⋯⋯
第四章 人民革命与宪法
结论 革命的终结与宪政的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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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三、现代化论争中的革命建国 建国不但是当时的政党所要思考的问题，亦是那个时代的现
代知识分子所普遍关切的一个根本问题。
在上个世纪30年代关于现代化的论争中，胡适曾提议：“大家应该用全副心思才力来想想我们当前的
根本问题，就是怎样建立起一个可以生存于世间的国家问题。
”孟森、蒋廷黻、吴景超、钱端升、丁文江、张奚若、陶希圣、张佛泉等学术名流，纷纷卷入了这场
现代化大论争中。
整个论争的理论大背景是“现代化”，即由于西方现代性的发展及其内部争斗所引发的中国对待西方
文明的态度问题。
当然，“问题”的出发点永远是中国的，即中国的民族主义问题，它内在地包含了国共两党合作时所
达成的基本共识，即对外打倒帝国主义，对内建立统一的民族国家。
论战虽然是由孟森的《现代化与当务之急》和胡适的《建国问题引论》引发的，但其后的争论实际上
主要是围绕蒋廷黻的《革命与专制》展开的。
其基本议题涉及革命、专制、独裁、民主、宪法宪政、政治、文化等同建国的关系问题。
就革命与建国的关系而言，当时的争论涉及的主要是革命是建国的手段和必要步骤，还是革命灭国的
问题。
革命同建国的关系虽然不是论战的重点，但至少在蒋廷黻的视野中，这个问题得到了特别的强调。
而从虽未明言但从隐含的思想意识来看，实际上存在着支持革命建国和反对革命建国两种政治主张的
论争。
 20世纪初至20年代，在短短的20年时间里，西方的现代性在中国遭遇了其在西方一百多年时间里所遭
遇的命运。
西方的第一次现代性，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特别是苏俄的共产革命之后，遭到了质疑。
对胡适所说的“精神是爱自由的个人主义，生产方法是私人资本主义，政治组织是英国遗风的代议政
治”的质疑之风，在“五四运动”之后逐渐在中国弥漫开来，世纪初那种向西方寻求真理的坚定不移
变成了迟疑与矛盾，并从而引发了对于什么是“新”与“现代”的争论。
胡适显然清醒地意识到了西方现代性的内在矛盾，基于其一贯的立场，他因苏俄共产革命的暴力性而
更倾心于西方的第一次现代性。
他提醒人们，中国近几十年来的革新，无论是缓和的改良运动还是激进的革命，都因偏重主义之争而
忽略了用主义来帮助解决的问题：“革命是为什么，岂不是为了要建立一个更好的中国？
立政府是为什么？
岂不是为了要做这建国的事业？
练兵是为什么？
岂不是为了要捍卫这个国家？
现代化是为什么？
岂不是为了要使这个国家能站在这个现代世界里？
——这一切的工作，本来都只是为了要建立一个更满人意的国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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