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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法政治》

内容概要

《宪法政治:中国政治发展的必由之路》编著者周叶中等。现代政治文明以宪法为标志，宪法政治是现
代政治的基本形态。站在新的历史起点的当代中国，努力探寻积极推进别具中国风格的宪法政治之道
，既是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必然，也是对人类政冶文明发展的重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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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周叶中，男，1963年8月出生，湖南省武冈市人，法学博士。现任武汉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武汉大
学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武汉大学比较宪法研究中心主任。兼任第六届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
成员（法学组）、教育部高等学校法学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法律硕士专业学位教育指导委员会
委员、中国法学会理事、中国法学会宪法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人权研究会理事、国家司法考试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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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一、碰撞与对接：西学东渐 学界一般认为，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西方各种学说开
始成规模传人中国，其中，也包括近代西方的各种政治学说和法律学说。诚然，在鸦片战争以前，西
方思想业已在中国大地上有所宣扬，不过相对而言，其影响力较小。因此，西学东渐在鸦片战争之后
开始兴起，这一点并没有太大疑问。对于西学东渐或日西风东渐，思想史上的讨论已颇为充分，笔者
无须重复前人的研究成果，不过，对于与宪法和宪法政治相关的一些问题，仍有探讨的必要。 西学东
渐，顾名思义，乃是西方学说传人东方的过程。如果做这样的理解，今日仍然处在西学东渐的过程之
中。而将其看做历史概念，则可以说西学东渐是一个历史进程。它在某个特定时间点已经结束，在这
一时间点上，东方文明接受西方文明的某些基本价值判断，实现了对于西方文明的对接。以一些学者
的研究来看，东渐终于东方的现代化。然而，中国的现代化却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时至今日，人
们也不能宣称，中国在所有方面都进入了现代化；自然也无人敢于承认，在当今中国，西学东渐的进
程早已结束。在中国批判地吸收世界优秀文明成果的时候，判明我们究竟应该吸收什么乃是一个十分
重要的问题。由此形成第一个重要的问题，即东方与西方究系何指。没有人会将西方或东方单纯地看
成地理概念。正如伯尔曼所言，用罗盘是找不到西方的。①东西方承载了太多的文化内涵，在很大程
度上冲淡了其地理色彩。这使得人们在谈及东西方问题时，往往会产生一定的疑惑。 从概念起源上来
说，东西方的界分无疑是立足于地理区位之上的。若按照国际通行的地理观念，以伦敦的本初子午线
为界，可将伦敦以东划分为近东、中东和远东。但在实际上，东西方的划分有其相对性，对于伦敦而
言，开罗在东方，而对于北京来说却在西方，然而我们中国人却不会说埃及是西方国家。由此，我们
不得不接受这样一个事实，即所谓的西方与东方的分界、中东与远东的区别，都是以西欧作为标准的
。换言之，由于近现代以来西欧科技文化的异军突起，整个世界的秩序都不可避免地带上西欧的烙印
。在美国尚未崛起到可与西欧抗衡之前，西风东渐即意味着西欧文明向东方的扩散。随着西欧文明的
扩张，包括美国在内的一些国家成为这些文明的继承者，它们遂成为西方的一员。由此，西方的概念
发生了进一步的变化。它不再局限于西欧范围，而是带有浓烈的文化、文明的色彩，从而将一些传承
西方文明的国家包含在内。而自冷战以来，东西方的内涵又发生了变化。除了文明因素，它又包含了
十分明显的政治因素。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形成政治意义上的东西方，将货物从布拉格运至
东京在地理上说是从西方到东方，在政治上却是从东方到西方。①也正因为西方概念带有明显的政治
意味，那些虽然传承了西欧文明然而国力不振的国家，自然无缘投入西方的怀抱，许多实行资本主义
制度的国家不在西方阵营之内，而是被归入第三世界。 人们划分东西方的标准至此大概有三种：第一
，单纯的地理界分。依照此种划分方式，日本是东方国家；第二，以冷战阵营作为划分标准，社会主
义阵营为东方，资本主义阵营为西方。依照此种划分方式，日本是西方国家，俄罗斯原先是东方国家
，现在是西方国家。此种划分方式的最大弊端是无法将第三世界的广大国家包容进去，形成异常臃肿
的夹缝地带；第三，以文化作为划分标准，接受了西欧资本主义文化的为西方。这种划分显然更加复
杂。在当代，几乎所有国家都或多或少地接受了始自西欧的文化，而大部分国家都实行源自西欧的资
本主义制度。新加坡是东方还是西方？韩国呢？墨西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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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宪法政治:中国政治发展的必由之路》由中国法制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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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你写得好正式，突然感觉穿一黑色正装男出现在眼前了。。。。。。。
2、LZ是大饼本人？
3、　　此书无疑是在充分立足中国实际的情况下，审慎甚至是艰难平衡之后，为中国的政治改革设
计了一条可行的路径。论证过程不可谓不缜密与充分（当然，个别问题的论证确实存在说服力不够的
情况，然而这些问题在当下政治现实之中也确实无法给出一个有足够说服力的答案，更多的是一种对
现实的妥协乃至无奈吧）。
　　一些对宪法学的基本问题的探讨无不渗透着作者对当前国家实际问题的理解和对若干流行理论的
思考、批判与扬弃。可以说，若一些陈旧却又无比重要的概念不被认真重新思考，中国宪政理论之建
构或者将是空中楼阁，或者将是一潭死水。
　　然而，如此审慎地考虑了国情之后设计出的保守却又切实的方案若是还不能为执政者所接受并逐
步实施，那么失望必然与危机一并浮现。
4、开头不错，看到最后，终于明白能够出版的原因。
5、此书无疑是在充分立足中国实际的情况下，审慎甚至是艰难平衡之后，为中国的政治改革设计了
一条可行的路径。论证过程不可谓不缜密与充分（当然，个别问题的论证确实存在说服力不够的情况
，然而这些问题在当下政治现实之中也确实无法给出一个有足够说服力的答案，更多的是一种对现实
的妥协乃至无奈吧）。然而，如此审慎地考虑了国情之后设计出的保守却又切实的方案若是还不能为
执政者所接受并逐步实施，那么失望必然与危机一并浮现。
6、放权、分权、守宪，哪条路都不会好走。
7、扯扯淡而已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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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此书无疑是在充分立足中国实际的情况下，审慎甚至是艰难平衡之后，为中国的政治改革设计了
一条可行的路径。论证过程不可谓不缜密与充分（当然，个别问题的论证确实存在说服力不够的情况
，然而这些问题在当下政治现实之中也确实无法给出一个有足够说服力的答案，更多的是一种对现实
的妥协乃至无奈吧）。一些对宪法学的基本问题的探讨无不渗透着作者对当前国家实际问题的理解和
对若干流行理论的思考、批判与扬弃。可以说，若一些陈旧却又无比重要的概念不被认真重新思考，
中国宪政理论之建构或者将是空中楼阁，或者将是一潭死水。然而，如此审慎地考虑了国情之后设计
出的保守却又切实的方案若是还不能为执政者所接受并逐步实施，那么失望必然与危机一并浮现。
2、此书无疑是在充分立足中国实际的情况下，审慎甚至是艰难平衡之后，为中国的政治改革设计了
一条可行的路径。论证过程不可谓不缜密与充分（当然，个别问题的论证确实存在说服力不够的情况
，然而这些问题在当下政治现实之中也确实无法给出一个有足够说服力的答案，更多的是一种对现实
的妥协乃至无奈吧）。一些对宪法学的基本问题的探讨无不渗透着作者对当前国家实际问题的理解和
对若干流行理论的思考、批判与扬弃。可以说，若一些陈旧却又无比重要的概念不被认真重新思考，
中国宪政理论之建构或者将是空中楼阁，或者将是一潭死水。然而，如此审慎地考虑了国情之后设计
出的保守却又切实的方案若是还不能为执政者所接受并逐步实施，那么失望必然与危机一并浮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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