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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近代中国以来的宪政思想与制度的演生始终嵌有可称为“中国性”的某种特质。
其理论基点、价值欲求、权力构造与西方明显不同。
问题是：在宪政问题上，中国就是一个东方主义的“他者”影象？
还是可能存在另样的解释？
众者所知，西方有关宪政的思想与创设缘于社会契约主义由自然状态向公民社会跃升的一种“逻辑拟
制”。
“拟制”不是对“理想国”雄心勃勃的规划，而是对已破茧成蝶、或正在蜕变的政治结构与社会生活
的正当性与合理性的阐释或论说。
即是说，契约主义是解释宪政的一种方法，是宪政主义发生的理据而不是宪政生成的根据。
当然，宪政在西方的成长，还得益于其自然法思想和法治传统的浸润，二者与权利观念与权利制度关
系密切。
这样表达可能更符合西方宪政的语法：“我们认为以下真理是自明的，人人生而平等，他们被他们的
造物主赋予了某些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
”列奥·斯特劳斯由此不但发现了“宪政美学”，而且也建构了“宪政富荣学”：“这段话老被人引
用，但是因为其凝重雅致，使得它免遭因为过度熟稔而滋生的轻视和由于过分滥用而滋生的厌恶。
献身于这个命题的民族，毫无疑问部分地是由于他们献身于这个命题，现在已经成为了世界民族之林
中最为强大和繁荣的一个。
”（《自然权利与历史》，第1页）美国无疑是这个世界的“老大”，也许美国式的政治修辞与它成
为世界“老大”有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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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文以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的一致性预设为主线，借助民本、民权、民主、民意这一组范畴，解读中
国近代宪政理论在对民主与权利的理解、权力结构的设计、民意怍用机制以及宪法与政府关系等方面
的诸多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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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三是，中国政权合法性的落点：政权合法性中的民意认同被授予了统治者（政府），而非内化于宪法
，因此，在政府与宪法的关系中，不是政府必须依照宪法行动，而是政府实际上主导着制宪权。
对于本文来说，重要的不仅是结论本身，得出结论的方法和思考问题的角度更为关键。
宪政的特质是一个宏大的叙述，可以有很多不同的角度和路径来解读。
本文以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的一致性预设为主线，从民权和民意的角度，借助价值法则、政治法则和
程序法则这样一组层次分明的范畴，o解读中国近代宪政的特质，及其形成原因、作用机理，并在此
基础上进一步解读中国近代宪政模式限定了一个什么样的宪政转型目标和路径。
调整个人利益和国家（公共）利益的关系，兼顾二者，是所有政治社会必须面对的问题。
西方文化对此一直走的是一条外在超越的道路，它通过宪法在自由、民主的价值之上构建了一个协调
机制，以达到在保护个人自由权利的同时兼顾公共利益的目的；中国文化，因预设了个人利益与国家
利益的一致性，故而秉承一贯的内在超越的思维范式，并寻找到了“民权”这个可以打通自由与民主
的价值分界并融合二者的内在的价值交织模式。
外在的超越与协调需要一套合理的“程序规则”，而内在交织与互融则更加需要“道德的训诫”。
如是，中国近代宪政的特质将主要通过价值法则和政治法则表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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