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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世纪西欧议会代表观念研究》

内容概要

中世纪西欧议会代表观念研究》对议会代表观念在中世纪西欧的起源、形成和发展过程进行研究，分
析其社会条件、思想来源、构成要素、特征以及影响。
《中世纪西欧议会代表观念研究》内容介绍：议会代表与常见的象征代表相区别，是政治代表关系的
一种特殊类型。在“谁来代表”的构成性问题上，议会代表以委托代理观念和法人观念为基础，是一
种团体性代表；在“谁被代表”的合法性问题上，议会代表以权力源于共同体的观念、同意观念以及
选举观念为基础，是共同体内部宏观层面的代表关系；在“如何代表”的正当性问题上，议会代表以
公共善观念和法制观念为基础，强调代表关系的回应性和责任性。议会代表概念的内涵并不是固定不
变的，随着各观念要素含义的变化，议会代表观念呈现出历史的复杂性。
在古希腊和古罗马时期不存在议会代表观念，议会代表观念是中世纪西欧的首创。希腊城邦民主制下
的抽签选举体现着轮流执政的公民理想，对少数职位的投票选举则是一种择优机制，并不是为了选取
代表。城邦同盟是独立城邦之间的松散联盟，同盟大会是城邦之间的外交集会，而非代表机构。罗马
共和制下的高级官员和元老院是混合政体的组成部分，人民大会则实行直接参与原则，都不具备代表
性质。罗马帝制下的行省会议是皇帝批准的地方寡头集会，而非行省的代表机构。委托代理观念和法
人观念在古典罗马法中只得到初步的发展，作为议会代表观念核心要素的法人代理观念并未形成。在
古典政治传统与议会代表观念之间不存在直接的关联，古典政治观念不是议会代表观念的直接源头。
中世纪西欧议会代表观念的源头存在于日耳曼传统、基督教和封建主义之中。日耳曼传统中的民众大
会与要人参政传统、政治权力源于人民的观念、同意观念、习惯法传统以及“王在法下”的法制观念
构成议会代表观念的萌芽。以基督教二元政治观、权力神授观念和有机体论为基础所形成的教皇与世
俗统治者作为上帝代理人、有机体头颅的象征代表观念，是中世纪早期对代表问题的基本认识，是议
会代表观念得以兴起的背景。同时，早期教会中的大公会议传统和选举实践也为中世纪晚期教会公会
运动中议会代表理论的兴起提供了基础。封建主义是中世纪西欧议会代表观念据以产生的直接母体，
议会代表观念的出现以封建契约下的同意和咨议观念为观念前提，以封建咨议会为制度平台。
在中世纪中期城市兴起的背景下，罗马法复兴直接促成了议会代表观念的形成。罗马法复兴所提供的
法人代理观念、“关涉全体之事，须得全体同意”原则以及“全权”观念使城市代表得以出现，由封
建咨议会向议会的转变由此实现，是推动中世纪西欧议会代表观念形成的直接原因。中世纪教会法学
家和罗马法学家发展了古典罗马法的法人理论，区分了与头颅代表身体的象征代表观念不同的代理人
代表法人的法人代理观念，为议会代表观念提供了核心构成性要件。“关涉全体之事，须得全体同意
”的罗马私法原则被运用于公法领域，既为国王召集议会、封建等级参与议会提供了合法性支持，也
为议会代表制提供了程序上的合法性论证，使得议会成为表达同意的机构。“全权”观念使议会代表
成为国王与城市之间博弈的中间环节，使国王可以通过代表约束城市、城市可以通过代表参与议会，
为议会代表观念提供了正当性基础。
在亚里士多德革命的影响下，中世纪议会代表理论趋于成熟。马西利乌斯认为最高权威存在于共同体
之中，将统治者视做人民的代表。从唯名论哲学出发，奥卡姆认为整体性代表是不可能的，坚持个体
性的代表关系。在教会的代表问题上，他们都将大公会议而非教皇视做整个教会的代表。这种观念被
教会公会主义思想家在理论上进一步发展。但是，教会公会运动在与教皇的斗争中走向失败，同时，
在王权与议会的博弈中，欧陆各国的王权压倒了议会，象征代表观念进一步强化。英格兰所形成的国
王与议会共同代表王国的“王在议会”观念是中世纪议会代表观念发展的顶峰。中世纪议会代表观念
尚未突破象征代表观念的限制，议会作为共同体最高代表机构的观念并未确立。
现代议会代表观念与中世纪议会代表观念有诸多不同，但是，其发展是以中世纪议会代表观念为基础
的。议会代表观念是中世纪西欧的创造，现代议会代表观念只是对中世纪议会代表观念的现代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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