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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大叙事#范式下的近代中国立宪
!

杨志民

摘
!

要!导致近代中国宪政运动走向失败的原因很多%究其根本%是中国的文化传统对泊

来宪政实施了重构$"宏大叙事#的文化范式乃是这种文化传统的表现之一$近代中国的

宪政运动始终追求集权的政治力量%而非分权$宪法沦为了推进集权的工具%而不能有效

地对国家权力进行制约&公民的权利和自由缺乏宪法保障$这就启示我们今后不能继续

采取宏大叙事的方式来研究宪法和宪政%不能将宪法和政治混为一体%而应当借鉴理性的

"微观论证#的文化范式%更多的重视制度规则设计%着重于加强限制权力和保障人权的法

律制度性建设$

关键词!宏大叙事&微观论证&直观&理性

甲午战争的失败%使部分中国人认识到!西方小国之所以强大%不在于有坚船利炮%而

是有议会'宪法等古老的中国所不曾拥有的东西$他们认为%中国要变得富足强大实现救

亡图存%就必须仿袭西方的宪政体制$自此%近代中国的宪政之道得以开启$

然而%纵观整个近代中国立宪%自
";#$

年满清政府颁布中国第一部宪法性文件*钦定

宪法大纲+始%虽相继制定过名目繁多的宪法和宪法性质的约法%但始终是有宪法而无宪

政$近代中国的宪政运动最终以失败告终$

探讨失败的原因%笔者认为%近代中国宪政运动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文化上的

"宏大叙事#$在"宏大叙事#的文化范式下%近代中国的立宪被政治化%宪法与政治融为一

体&而政治又始终无法打破"权力一元化#的传统模式$因此%在近代中国的立宪活动中%

宪法始终缺乏对国家权力进行有效制约%缺乏对公民权利和自由进行切实保障$因此%中

国若要实施宪政%就必须注重"微观论证#的理性分析%将对宪法和宪政研究的重点积聚于

对国家权力的限制和对公民权利保障的具体制度设计上$

一'"宏大叙事#与"微观论证#的中西文化差异

所谓"宏大叙事#%是"法理学研究所关注的问题视野以及实际选题往往偏重于对社会或

国家具有全局性问题的论述$诸如法与正义'法与政治'法与经济'法与科技'法治问题'人

权问题'法律价值'法律文化以及立法问题等等$#

!也就是说%在法律和法学领域%"宏大叙

事#着眼于研究法律现象在整个社会'国家中的地位'作用'意义$注重的是对法律问题进行

整体性和全局性研究%缺乏对法律所应该涉及的具体制度'规则细节问题的微观剖析$

与"宏大叙事#相对立的是"微观论证#$所谓"微观论证#%是指法学研究的问题视域

只及于法律本身%而不及于和法律相关的外部世界$它是通过对法律之内部问题的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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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梳理%以解决实在法可能存在的冲突'漏洞'不足'超前'滞后等问题%以完善实在法从纸面的法到实践

行动中的法之过程!

$与"宏大叙事#迥异的是%"微观论证#强调的是借助形式逻辑的分析和推理手段%

通过对法律体系具体问题和具体细节的深层剖析%以探求法律问题的内在实质规律$"宏大叙事#与"微

观论证#是两种截然相反的分析和观察问题的方式$

对事物从宏观和整体层面进行"宏大叙事#式的分析%是传统中国特有的文化范式和思维模式$与

之相反%西方宪政文明的发展%十分重视微观论证和理性的逻辑推理$梁簌溟先生曾对此有过较深论

述!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为"直观#%即"总是不变更现状的看法%囫囵着看%整个着看%就拿那个东西当那

个东西看#$相反%西方人则不一样%"西方的文明成就于科学之上#%"科学总是变更现状的看法%试换个

样子来看%解析了看%不拿那个东西当那个东西看%却拿别的东西来看#$为了说明中西方思维方式的具

体区别%梁先生还举了一个医学方面的例子!"同一个病%在中医说是中风%西医说是脑出血$中医说是

伤寒%西医说是肠窒扶斯$为什么这样相左, 因为他们两家的话来历不同%或者说他们同去观察一桩事

而所操作的方法不同$西医是解剖开脑袋肠子得到病灶所在而后说的%他的方法他的来历%就在检查实

验$中医中风伤寒的话%窥其意%大约就是为风所中%为寒所伤之谓$但他操何方法由何来历而知其是

为风所中'为寒所伤呢, 因为从外表望着象是如此$#

"中国人看问题的方式是整体而直观笼统%表现为

宏大叙事&西方人则讲求科学%分析问题讲究抽丝剥茧式的严密的逻辑推理%表现为微观的理性论证$

梁先生认为%"中国政治的尚人治%西方政治的尚法治%虽尚有别的来路%也就可以说是从这里流演

出来的$#

$即传统中国崇尚人治%而西方遵从法治%从文化上来分析都与中西方分析问题方式的差异有

关$具体而言%由于"整个着看#的"宏大叙事#的传统文化范式%表现在哲学层面就是追求"天人合一#%

即达到以人为中心的与万物"融为一体#的最高境界%也就是主张主体与客体不分%强调主客体的统一%

反对将主客体二元界分$由于没有将认识对象从所属整体事物中独立出来%由认知主体对之进行解剖

式的逻辑化认识过程%因而很难达到对事物进行本质性认识的程度%

$由于"宏大叙事#的影响%传统中

国从老路子里根本无法衍生出法治与宪政$整体化的"宏大叙事#和"天人合一#表现在国家治理层面就

是追求"家国一体#$在"家国一体#的结构模式下%不但不能将国家与社会进行二元界分%而且社会被国

家的强权阴影所遮蔽%公民的自由和权利被国家强权所吞噬$法律沦为了政治的附庸%法律的核心价值

目标是维护一元皇权的稳固%而非限制国家权力从而保护公民的权利和自由%法律与政治在价值追求上

完全实现了合一$由此可知%在传统中国%法律根本就没有肯定过公民应当享有权利和自由%而只有一

个至高无上的一元化皇权$在法律上该一元权力不容分割%并且以之为原点自上而下地进行权力分配$

它既不存在受到横向的其它权力制衡%也不像西方国家权力要受到公民权利自下而上的逆向制约$在

古代中国%公民只能被称为"臣民#而不是国家的主人$

西方人崇尚科学和对事物进行微观论证的思维模式是以理性为特质$其主要特征被叶秀山总结为

"对象性思维方式#

&

$所谓对象性%就是从主体出发%将客体视为外在的客观实在%并在主体和客体之

间划出泾渭分明的界限%从而预设了主///客体二元分立的认识结构$对象性思维通过严格区分主体

与客体%从而强调主体的独立性$主体可以运用逻辑方法以探求客体的内在本质'

$这与传统中国追

求主体与客体合一的一元化'整体化和直观化的"宏大叙事#思维模式迥异$对此%哲学家张岱年教授也

曾指出!人类的思维方式%不同民族之间%既有共同性%又有差异性$西方民族的思维是以逻辑性为其基

本特征$远在西方古代%理性的"形式逻辑比较发达$比如亚里士多德就已经提出了比较完整的逻辑体

系$#

(通过不断地对事物进行二元界分%并依据形式逻辑来探求事物的内部结构和本质%西方人逐渐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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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志民!"宏大叙事#范式下的近代中国立宪

成了对事物注重于从微观层面进行理性分析的文化特质$而这种对事物进行二元划分和强调形式逻辑的

思维方式在传统中国却并不具有$

正是这种中华文明中所不曾具有的理性精神%促进了西方宪政文明的衍生$强调二元界分和微观

论证的理性思维使得西方人在思考国家的建构时%首先把国家从社会中分离出来%对国家公权力与公民

私权利进行二元划分$其次%为了防止因滥用公权力造成对私权利的侵犯%二元划分的理性思维进一步

促使人们对公权力进行必要的界分%从而廓清权力的行使边界$在对权力和权利通过微观论证进行分

离的同时%仍然通过微观论证%设置权力制衡机制%如违宪审查机制等等$通过这些机制严格限制公权

力的行使范围以防止其被掌权者滥用$正是由于对权力的界分和对权力行使边界的廓清%西方宪政文

明中形成了一个重要理念%就是权力应当受到有效的制约并且只能在有限的范围内行使%而不能逾越被

设定的界限$否则%"绝对的权力会导致绝对的腐败#$再次%在社会权利层面%法律也同样将公民的权

利与义务不断进行微观化和具体化%并制定了比较完善的权利保障体系%而且在法律上不同位阶的权利

与义务之间形成了符合形式逻辑的有机体系$最后%在公民的私权利和国家的公权力之间也同样存在

逻辑关系$从宪法上说%国家的公权力来自于公民的私权利%因此公权力始终要接受公民的民主监督$

在国家权力的有序运行和公民权利有效保障之间形成了符合形式逻辑的有机体系$综上所述可知%由

于强调对法律问题进行微观论证的理性思维%西方催生出了宪政和法治文明$

二'"宏大叙事#的文化范式重构了近代中国立宪

近代中国虽然大量地移植和仿袭了西方的宪法%但由于"宏大叙事#的文化传统所发生的重构作用%

使西方宪法上的分权制衡的权力结构设计被破坏%国家的权力结构始终朝着一元化的方向发展%从而导

致近现代中国宪政运动最后失败$具体而言%在近代中国由于"宏大叙事#的传统文化范式对立宪的影

响%法律与政治仍然融为一体而缺乏应有的界分%法律始终是为实现国家权力的集权服务$"有宪法无

宪政#因此也就成为"宏大叙事#的文化传统重构舶入宪法的精确评定$

立宪各派都自觉或不自觉的功利性地解读了宪法%将宪法视为推进政治集权和维护权力一元化的

重要工具%反对将宪法从政治中剥离出来并将宪法的核心功能定位为捍卫公民的自由权利$自由主义

甚至被当成是导致国人"自由散漫#和"一盘散沙#的有害的东西来对待!

$例如%梁启超就曾认为!"自

由云者%团结之自由%而非个人之自由也$#

"所谓"团结之自由#%其实就是主张强化国家权力形成国家

集权$这与宪法'宪政追求个体自由的价值目标完全背道而驰$究其根本原因在于%近代中国学习西方

宪法的根本动力不在于保障公民的个体自由%而在于寻求富国强兵和自强图存的良方$实现国家的富

强需要的是有一个强大的国家力量来整合各种政治资源和社会资源%而不是自由主义的宪政$因此在

近代中国%公民的权利和自由不但不能制约国家强权%反而被国家强权所压制$对此%无论是在理念上%

还是在权力结构的设计上%亦或是在宪法的文本上%"宏大叙事#的文化范式下追求权力一元化的现象都

表现得十分明显$

首先%在理念上%无论是革命党人%还是立宪党人'满清皇室%他们无不希望借助宪法来专控国家的

最高权力$革命党人立宪的主要目的并不是追求保障公民的自由和权利%而是希望借助立宪来聚集革

命力量进行排满%从而控制国家最高权力$关于这一点%孙中山曾认为%为了争取国家富强%实现"扑满

而兴汉#的目标%唯一的办法就是通过牺牲个人自由%把个人做成像堡垒似的革命团体$

$立宪党人则

希望通过仿效英国的宪法实现"议会主权#'"君主虚位#和"责任内阁#%把国家的最高权力集中在由立宪

派控制的国会中%从而架空皇室'排斥革命党$满清皇室则更是希望通过立宪实现"皇位永固#

%

$

其次%在权力结构的设计上追求权力的一元化%反对对最高权力进行分割$在近代中国立宪史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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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看到一系列精心设计的影响宪法实施的障碍!比如%在选举法中对公民行使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设定苛刻的条件%使得只有极少数人具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又如%"五权宪法#中的"万能政府#和"权能

分治#&立宪以后还须经过"行宪#才能建国&再如以党训政等$通过这种障碍设计使得人民主权被虚化%

国民大会不能真正代表国民$国家权力仍然体现的是集权而不是权力制衡!

$我们试以孙中山的"五

权宪法#为例来说明$

孙中山认为%西方的"三权宪法#存在众多弊端%比如容易造成立法专制等$为了消除此类弊端%创

造"中西合璧#式的宪法%孙中山发明了"五权宪法#$"五权宪法#的权力结构设计不是采取分权制衡的

结构设计%而是追求行政集权的"万能政府#$五权宪法思想始终强调%治理社会必须依靠一个强有力

的'集权的"万能政府#来整合各种政治资源%从而迅速推进中华民族走向富强"

$"万能政府#的集权主

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在人民的"政权#与政府的"治权#之间%集权于政府的"治权#&二是在政府的"五

权#之间推行行政集权$

在"五权宪法#中%人民享有四项"政权#%即选举'罢免'创制和复决权%又被称为"权#&而政府则行使

行政'立法'司法'考试和监察五项"治权#%又被称为"能#$在"政权#与"治权#的关系上%"五权宪法#并

不追求宪政国家的"政权#对"治权#的制约%而是希望人民不是事事牵制政府%应该对政府表示充分的信

任%即实行"权能分治#$所以在机构设置上国民大会并不设立常设机构%只是一个临时议事的机构$这

种"权能分治#的制度设计就使得代表国民行使四大民权的国民大会往往会被架空%处于有权难行的状

态%而政府则实现了集权$同时%组成政府的五个"治权#之间也不是采取诸权之间相互制衡的制度%而

是分工配合的关系$孙中山认为分权只会导致各权之间相互牵制而降低政府的工作效率$政府各权之

间的关系应当像一窝之中的蜜蜂"分职任事#%各自担任觅食'采花'看门等不同的任务$这样政府五权

之间就能够相互帮助%以形成群力%那么政府就可以发生无限的威力$

%也只有这样%"政府才可望发展

成为强有力的万能政府#%也就可以像"日本和德国的进步%一日千里#

%

$由此可知%从五权宪法各权之

间"分工配合#的权力设计来看%"万能政府#就是趋向于强化政府权力的政府$五权之中最为重要的权

力就是行政权$五权之间的分工配合关系在权力的实际运作过程中所导致的一个必然结果就是其余四

权都要配合行政权力来整合资源%所以%"万能政府#也是追求行政集权的政府$

最后%在宪法文本上%权力的一元化设计也体现的尤为明显$从
";#$

年满清政府所颁布的*钦定宪

法大纲+开始%到
";8<

年南京国民政府的*中华民国宪法+%期间虽然有数目繁多的宪法或宪法性文件%

但无一例外都是追求权力的一元化$以
";!$

年国民党颁布的*训政纲领+为例%*训政纲领+第一条开门

见山地规定!"中华民国于训政期间%由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国民大会领导国民行使政权#$第

二条规定!"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闭会时%以政权付托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执行之$#仅此二

条规定%便实现了训政时期的"以党治国#'集权于党的政治原则$虽然*训政纲领+第四条规定国民政府

实行五院制%分别行使五项治权%但第五条同时又规定!"指导监督国民政府重大国务之施行%由中国国

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行之#$第六条规定!"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组织法之修正及解释%由中国国

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议决行之$#国民党中执委不仅可以指导监督国民政府的重大国务%同时

甚至还可以修正及解释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组织法$因此在训政时期%国民党中执委在国家权力体系中

的地位毫无疑问是一元化的$

三'从"宏大叙事#到"微观论证#!中国宪政之路的必然选择

虽然近代中国宪政运动失败的原因很多%但"宏大叙事#的文化传统无疑是十分重要的因素$它内

在地导致了近代宪政的失败$我们已经认识到%宪政可以强国%宪政还可以富民%但如何实现宪政%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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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志民!"宏大叙事#范式下的近代中国立宪

建设一个可以强国富民的宪政%则需要使法律与政治保持必要的价值分野%通过务实和理性的"微观论

证#来进行$从法律的制定及实施层面%来具体研究如何实现对公民的权利和自由的制度保障&合理界分

国家机关的权力%实现各机关之间的权力制约&在国家权力的行使和公民权利的保障之间形成有机体系$

首先%应该明确%宪政之目的在于保障民权%而不是其他$

!##8

年
B

月
"8

日%我国宪法修正案明确

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说明%建设社会主义宪政国家%运用法律治理国家%通过法律实现民权保

障%是宪政的核心和归宿$要实现这一目标%就要求加强对公民权利和自由的研究和保障%科学地'符合

逻辑地设计立法'司法$

比如%公民的基本权利如何保障, 这个命题实际包含有非常广泛且具体的内容%必须进行理性的设

计$应该包括!逻辑地解析基本权利的具体内涵和外在表现形态%并以完整准确的法律术语进行表述&

在包含各个不同阶位'不同门类的具体法律中进行具体的'符合逻辑的'不相矛盾的规定&在司法实践

中%充分保护这些权利的实现$一个十分明显的例证!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公民享有辩护权%辩护权可

以自行%也可以委托律师实现$但是%在案件侦查阶段%律师如何会见犯罪嫌疑人%成为一个老大难问

题$新的律师法赋予律师的会见权%由于与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规定不相衔接%甚至矛盾%导致该权

利的实现成为一个问题$近几年发现的一系列有影响的案件%无不与辩护权被轻视'漠视有关$对该项

权利的漠视必然导致对公民基本权利的损害$宪法规定公民享有平等权'言论自由权'批评权'建议权'

申诉权'控告权'监督权等等%但是%却没有对这些权利进行全面'准确表述的法律$现实存在的对公民

居住权'房产权等等的大量侵害案件问题%就是因为法律的缺省'含糊所导致$

其次%应该明确%政府的权力应该具有边界$现代宪政国家采取的"小政府%大社会#模式%就是有限

政府$只有明确了政府的权力边界%才能考察政府是否恪尽职守%是否超越职责%是否滥用权力%是否懈

怠'推诿%损害人民利益$现实中出现的"没有拆迁就没有新中国#'"没有收费公路的政策%就没有中国

交通的现状和成就#等等%应该属于政府或者政府工作人员在具体工作中出现了对行政权力滥用的情况

所致$相反%过多的上访事件等等%则存在民众过度依赖政府%造成政府负担过重的问题$而如何解决

这些问题%需要理性设计政府各个系统'部门'机构及个人的权力职责范围%并予以清晰地界定$

再次%应该明确%政府的权力应该受到制约$包括合理界分国家机关的权限%实现权力相互制约%以

及人民对于国家机关权力行使的监督制约$

我国的基本政治体制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我国的国家机关体系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

国家权力机关%其余国家机关都由其产生并应当向其负责或报告工作$但是%由于我国的国家机关之间

缺乏合理的权力界分%不仅使得作为国家权力机关的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缺乏应有的法律地位%甚至被

冠之以"橡皮图章#的称谓$相反%现实中部门立法'行业立法却屡见不鲜$这些冠以法律之名的所谓

"法律#不过是部门利益'行业利益'地方利益%有时甚至是少数人个人利益的体现%既不是国家意志%更

不是人民意志$在司法及行政行为中%以国家利益'公共利益名义出现%实为私利的更是见怪不怪$我

国刑法的原则之一!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禁止适用类推$但是%许霆案却为了银

行利益%类推定罪处刑$由于对国家行政权力缺乏有效的制约%行政机关滥用职权的现象不断见诸于各

类新闻媒体$

综上所述%由于传统"宏大叙事#文化范式的影响%近代中国的宪政始终是法律与政治融为一体%宪

法没有发挥其限制政府权力和保障公民自由的应有价值$西方宪法在舶入中国后成为了帮助推行行政

集权和维护国家权力一元化的重要工具$近代中国宪政运动的失败%启示我们在今后的宪政建设中必须

放弃这种"宏大叙事#的文化范式%而将改革的中心集中在具体的制度设计上%从微观的视角来制定符合逻

辑的限制国家权力和保障公民自由的法律制度%以更加务实的理性态度来进一步推进中国的宪政进程$

!#

作者简介!杨志民%武汉大学法学院博士生&湖北 武汉
8B##A!

$

!#

责任编辑!车
!

英

$

.

B;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