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者按】　20 世纪初年 , 是中国由一个封建专制国家向现代宪政国家艰难起步的年

代 , 站在保守立场上的既得利益集团同新兴势力从各方面作了激烈的交锋 , 时隔近百年 , 今

天的我们仍然能感觉到 20 世纪初、中叶那场制度转换之争中的硝烟还未散尽。走向现代化

的中国 , 需要的 , 仍然是对宪政历史的深深思考。我们刊发这组文章 , 以期有助于认识中国

近代的宪政起点状况 , 并为推进中国的现代法治化进程提供一个参考点。

中国立宪主义的起点
———对清末君主立宪主义的一个省察①

林来梵　凌维慈

　　内容提要 　清末的君主立宪运动 , 虽然被辛亥革命所切断 , 但它既是中国君主立宪主义的终点 , 也是

中国整个立宪主义的起点。这场运动 , 其实可分析出“自上而下的立宪运动”和“自下而上的立宪运动”

两条线索 , 其背后所依据的是两种颇不相同的立宪理论 , 但在民族危亡的严峻情势之下 , 在政治文化的传

统语境之中 , 二者之间却有着一种共同的逻辑 , 而这其实又在迄今为止我国立宪主义的全部展开过程中 ,

投下了深长的暗影。

关键词 　清末君主立宪运动 　自上而下 　自下而上 　立宪主义 　国家优位

一、引言 : 历史的叙说以及叙说的立场

　　治史的人多认为 , 从鸦片战争到甲午之役 , 我国作为东方最大的一个后进国家 , 在西方文明的冲

击之下遭遇全面的危机 , 从而首先兴起了以“中体西用论”为指导思想的洋务运动。这一运动企图通

过学习西方的器械技术 , 实现强国之梦。然而甲午战争的惨败 , 无情地惊醒了这场运动的梦幻 , 当时

的精英阶层转而认识到 : 要让国家富强 , 不仅要学习西方的器械之理 , 更要学习西方的政治制度。②

在这种情势之下 , 意识形态的话语符号自然也发生嬗变 : 引入机械、技术就被视为“末”, 而引入西

方政治的根本原理则被视为“本”。在维新派的极力劝说下 , 1898 年 6 月 11 日 , 清光绪皇帝毅然下

诏“明定国是”, 仿效当时日本的君主立宪制 , 展开了把清王朝从上至下改编成君主立宪国家的变法

运动 , 开始了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百日维新运动。③但这个变法运动不久就失败了 , 当时保守派的西

太后发动的军事政变将其扼杀于摇篮之中 , 实质上并没有实行正式的立宪。中国人开始接触立宪主

义 , 并关心宪法 , 正如梁启超的论文《立宪法议》 (1901 年) 的发表所显示的那样 , 是从康有为、梁

启超等人亡命日本之后才开始的。④

上述这种对历史的重述 , 似乎已经陷入了“西洋的冲击 ———中国的回应” ( Westert impact - Chi2
nese response) 那种近代中国研究的传统模式之中。这种模式 , 曾被美国的中国史学者柯恩 ( Paul A.

Cohen) 批判为忽视了近代中国自身内在的变革冲动。⑤

笔者虽然不否认近代中国在政治、法律的层面上深受西方的影响 , 但在一定程度上认同柯恩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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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评的意义。从这一立场出发 , 我们的确可以追究这样的一些问题 : 中国在接受“立宪主义”这一纯

粹属于西方的理念和制度的最初过程 ———清末立宪运动的过程中 , 其本身已经形成了何种内在的变革

力量 ? 这些力量之间存在何种的张力关系 ? 这种关系的动态结构又是否导致以及如何导致西方式的立

宪主义理论在我国的变容 ? 也就是说 , 我国立宪主义是否在它的起点上就走上一种“歧路”? 如此众

多且重大的问题 , 注定是无法在一篇短文中得到全面解决的。本文只能姑且带着上述的问题意识 , 通

过有限的追寻 , 初步接近上述问题的核心。

应该承认 , 在义和团运动失败之后 , 由列强入侵所造成的民族危机以及这种民族危机的意识愈发

深重 , 以打倒清王朝 , 要求中国再生为近代立宪国家作为革命动机的武装斗争不断发生 , 开明的地主

和资产阶级中 , 要求立宪改革的呼声高涨。在这期间 , 亲手镇压戊戌维新的清王朝的上层统治者 , 就

不得不发布上谕 , 提出“新政”, 恢复“戊戌维新”的一系列变法政策。并在 1905 年和 1907 年中 ,

清王朝两次派大臣去日本和欧洲考察各国的宪政。其间 , 清王朝于 1906 年 , 颁布“预备立宪”的诏

书 , 同时为了实施立宪政治 , 还开始改革官制 , 设立宪政研究会和法政学堂 , 改组宪政编查馆 , 到了

1907 年 8 月 , 钦令准备设立中央一级的“资政院”作为将来“国会的基础”, 地方上各省的“咨议

局”为地方议会做准备。在多方的呼吁以及革命的压力下 , 清王朝于 1908 年 8 月 27 日公布《钦定宪

法大纲》, 1911 年 11 月 3 日 , 颁布《宪法重大信条十九条》 (简称“十九信条”) , 作为“延命之策”,

着手开始实行君主立宪。

这些都是我们耳熟能详的历史事实 , 但如果将以上清王朝的立宪活动理解为“自上而下的立宪运

动”的话 , 我们还不能忽视还存在另一方面的、“自下而上的立宪运动”的线索。这主要表现为 , 以

开明地主和资本家为代表的“立宪派”曾最初呼吁立宪改革 , 并呼应清王朝的“预备立宪”而组织相

应的立宪团体 , 进行了三次“速开国会请愿运动”, 有力地推动了清末立宪运动的进程。特别是 1909

年 11 月 , 各省成立咨议局 , 大量的开明地主和资本家进出该局 , 不仅成为立宪派强固的政治地盘 ,

而且由此形成了此后我国立宪主义最初的社会基盘。如果这样看的话 , 20 世纪初我国的立宪运动 ,

其实可谓是由“自上而下的运动”和“自下而上的运动”这两股力量彼此协同、交错进行 , 为此也得

以在比“戊戌维新”更广泛的社会基础上展开的一场运动。

中国清末君主立宪运动的结局 , 虽然被 1911 年的辛亥革命所切断 , 但它既是中国君主立宪主义

的终点 , 也是中国整个立宪主义的真正起点。下文就力图沿着“自上而下的立宪运动”和“自下而上

立宪运动”这两条线索 , 着重探讨其不同的立宪主义构想。

二、“自上而下的立宪运动”中的立宪主义

　　 (一) 海外考察与君主立宪主义思想的形成

以“自上而下”作为推动立宪进路的清王朝统治者阶层 , 尽管之前断然地排斥伴随着“西方的冲

击”而进入中国的政治思想 , 但当立宪运动开始之初 , 也不得不两次派遣大臣巡游日本、欧洲等国 ,

考察它们的宪政实况并学习立宪理论。通过这样的渠道 , 他们将海外考察所得与其自身原有的政治利

益和政治意志结合在一起 , 形成了传统绝对主义色彩极为浓厚的君主立宪主义的意识形态。其中具有

代表性的 , 可见诸分别被派遣去海外考察的载泽和达寿这两人所写的归朝奏折。

正像史家所熟知 , 载泽第一次被派遣去海外考察宪政时 , 是清王朝的贵族大臣。他会见了日本的

伊藤博文首相 , 从伊藤那里听取了关于日本明治维新和帝国宪法的介绍 , 并得到了很多的“教示”,

诸如 : 贵国是君主国 , 主权必集中于君主一人之手 , 断不可旁落于臣民 ; 臣民的自由权由法律规定 ,

是政府所给予的 , 而非按照人民的意志的自由 , 云云。⑥返朝之后 , 载泽以日本明治宪法为例 , 阐明

了君主立宪的意义在于“尊崇国体 , 强化君权”, 并进一步指出立宪的三大利点 , 即皇位永定、减少

外患、灭绝革命。其中 , 载泽力陈立宪的君主神圣不可侵犯 , 因为行政上的责任乃由大臣负责 , 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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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会的弹劾 , 政府还可引咎辞职并成立新的内阁 , 这恰似中国传统王朝政治中“相位旦夕可移 , 君位

万世不变”的运作原理。⑦载泽的这种立宪观尽管颇为粗陋 , 但由于其本人在政治上的独特身份以及

成功的话语转换技术而具有强大的说服力 , 在当时清王朝的统治阶层中产生了很大影响。

真正更加体系化的也更加深刻的君主立宪主义正统理论 , 是形成于第二次海外派遣考察之时。当

时被派到日本的学部右侍郎达寿 , 对此作出贡献。有关其人其说 , 我国法史学界长期没有详加考究。

其实 , 达寿从 1907 年 9 月到 1908 年 7 月一直滞留在日本 , 在伊东巳代治的帮助下 , 得到了穗　八

束、有贺长雄、太田峰三郎等著名学者的指导 , 回国后归纳整理了比较宪法、日本宪法史、议院法、

涉及司法、行政、财政等六个方面的材料 , 凡五编十五册 , ⑧不仅对清末的君主立宪 , 而且对此后中

国的立宪理论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在达寿回国复命的上奏文书中 , ⑨体现了他以下两个主张。

其一是国体论。他首先基于当时的日本国权主义宪法学家穗　八束所创立的所谓“国体和政体”

的区分理论 , 指出 :“国体”指的是国家统治权 , 因根植于历史之中而不发生轻变 , 但存在君主国体

和民主国体两种类别 ; 而政体则可随着时势的变化而变化 , 其中亦有立宪和专制的区别。达寿以日本

的情况为例 , 论述政体的转换和国体没有关系 , 即采行立宪的政体可以照样维持君主国体。他还介绍

了从欧美宪法的发端到日本宪法的成立这一段历史 , 指出建立立宪制度乃是世界历史发展的趋势。

其二是钦定宪法论。达寿在日本学者的指导下已经学得 : 宪法的形式可分为钦定、协约和民定三

种 , 相应于这三种 , 国家的统治形态也依次分为大权政治、议会政治和分权政治。他指出日本是大权

政治 , 即君主位于权力的中心 , 行政、立法、司法三个机关分立 , 由君主进行统一。达寿从前述的国

体维持论出发 , 论证了日本的钦定宪法在有关君主、臣民、政府、议会、军队五个方面上的优点。

(1) 有关君主权方面 : 与欧洲各国皇帝相比 , 只有日本的天皇拥有由宪法明确记载的十二项大权 , 中

国应该加以参考 ; (2) 有关臣民的权利方面 : 在日本 , 臣民的自由权利限定在法律的框架之内 , 加之

行政处分的强制权和下达戒严令的非常大权也都得到宪法上的承认 , 为此臣民的所谓自由权利大多只

是宪法上的装饰 , 或曰不过是安慰臣民期待的装饰品而已 ; (3) 有关政府方面 : 表面上国务大臣的权

限很大 , 但立宪君主制的微妙就在这里 : 君主神圣不可侵犯乃是宪法的原则 , 国务大臣不是对议会负

责 , 因为天皇保有对其任免权 , 因此国务大臣实际上只是对天皇负责。当然 , 为了防止专制的弊端 ,

对于违反宪法的行政命令 , 大臣拥有拒绝副署的权限 , 而没有大臣副署的行政命令则是无效的 , 这实

际上类似于中国自古以来的封驳制或中书省的制度 ; (4) 有关议会方面 : 君主国体下的大权政治国

家 , 与民主政体下的议会政治国家 , 其各自的议会制度是有所不同的 , 根据日本的宪法 , 国会除了行

使“协赞立法权”和预算议决权以外 , 什么权力也没有。在这一点上 , 明治宪法的确可被称为是“纯

粹的钦定宪法”; (5) 有关军队方面 : 军队的统帅权和国务大臣的行政权之间的调整是立宪国家的难

题 , 但关于这一点 , 日本的明治宪法居然规定军队的统帅权属于天皇 , 这是“世界上无比之善例”,

也是日本强大的原因之所在。

从达寿上述的立宪论中可以看出 , 其出发点主要在于延长和强化已经濒临危机的清王朝的绝对支

配权这一政治意图和政治利益之中。但与载泽的“卑见”相比 , 达寿在理论层面有所精进 , 技术层面

上也更加具体 , 为此就成为当时清王朝统治阶层的立宪论的完成版。达寿回国后不久的 1908 年的九

月 , 清王朝就制定并公布了“钦定宪法大纲”, 而从该大纲的内容来看 , 达寿对明治宪法所进行解读

和说明的立宪理论对当时“自上而下的立宪运动”产生了重要的作用。不仅如此 , 如前所述 , 达寿的

立宪论对之后中国的宪法理论、政治理论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⑩

(二) “钦定宪法大纲”、“十九信条”及其背后的君主立宪主义

1908 年诞生的“钦定宪法大纲”受到了日本近代君主立宪主义很大的影响。

在“君上大权”的部分 , 除了“大清皇帝统治大清帝国万世一系 , 永永尊戴”和“君上神圣尊

严 , 不可侵犯”两条款外 , 其余十二条明确记载了君主的“大权”, 包括君主总揽立法、行政、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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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权 , 还有统帅权 , 戒严权和皇室自律权等。

这里的君权实质上已经不是中国传统意义上封建的君权了。根据 Benjamin I. Schwarts 的观点 ,

在传统的中国 , 政治文化的根基中存在某种“普遍的、包含一切的社会政治秩序的概念”。这种秩序

即是“一种以建立在宇宙论基础之上的普遍王权概念为中心的秩序”�λϖ 。但君权一旦实定化 , 即被宪

法列举并明确加以记载 , 君主的神圣不可侵犯性必然减缩。根据中国的学者沈才彬的研究 , 在中国的

封建社会中 , 作为正统的、支配的意识形态儒教学说中的“天子思想”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 : 一方面

是“君权神 (天) 授”, 作为天子的皇帝是奉“天”之“命”, 代替“天”来治理民众 , 从而拥有绝对

的权威的 ; 另一方面则是“有德为君”, 要求施行“德治”, 失去了“德”的情况下 , 就承认“异姓革

命”。而这两方面是互相关联的。�λω联系到清王朝 , 历经数度“领土割让”、“主权丧失国威失坠”之

后 , 其统治已然被认为失去了“德”性 , 支持君权神圣不可侵犯的这个正统性的基础基本上崩溃了 ,

再加上违反了自古以来的“刑不可知则威不可测”的原理 , 君权不得不进行法律上的明确记载 , 这就

实际上意味着君权乃由“神授”转化为“人授”。�λξ“钦定宪法大纲”公布后 , 就兴起了三次以制约君

权为目的的 , 要求迅速召开国会和设立责任内阁的全国性的“速开国会请愿运动”, 并且在 1911 年末

爆发武昌起义 , 其后清王朝立刻颁布了“宪法重大信条十九条”, 进一步承诺将亲自大幅度地限制君

权。这些都证实了君主主权神圣不可侵犯是可以受到质疑 , 并且实际上也受到质疑了的。

在臣民的权利和义务部分中 ,“钦定宪法大纲”规定在法律、命令的规定下 ,“臣民”可以就任文

武官员和议员 , 具有言论、著作、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 , 不受非法的逮捕、监禁、处罚 , 可以向

法院提起诉讼 , 受专门法院的审判 , 财产以及住所不受侵犯 , 以及必须纳税、服兵役、遵守法律。一

如达寿所言 , 与“大日本帝国宪法”相比较 , 这些权利自然只是君主立宪主义的“装饰品”, 而且

“臣民”的权利比起作为范本的明治宪法的范围还要小得多。大纲将“遵守法律”作为臣民的义务加

以了规定。这是“法律”只是为政者治理民众的“器具”这一中国传统法治文化的构想在“钦定宪法

大纲”中的表现 , 对后世的中国影响至深。整部“钦定宪法大纲”与“大日本帝国宪法” (即明治宪

法) 相比 , �λψ具有更加浓厚的外见性的立宪主义性质。

但与“钦定宪法大纲”不同 , 1911 年 11 月 3 日陷入窘境的清王朝所公布的“宪法重大信条十九

条”, 则在内容和效力上有了很大的变化。

第一 , 虽然也指出了“大清帝国的皇统万世不易” (第一条) 、“皇帝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第二

条) , 但明确记载了“皇帝的权力由宪法规定进行限制” (第三条) , 大幅度地缩小了皇帝的权限 , 同

时扩大了国会的权限 , 将立法权、宪法的起草议决权 (第五条) 以及宪法修正的提案权 (第六条) 委

任给了国会 , 皇帝只是进行公布 (第五条) , 还有国会拥有了财政预算案的议决权 (第十四条) , 皇室

经费的决定也由国会来议决 (第十五条) , 在行政权上 , 还规定了官制“以法律定之” (第十三条) ,

上议院议员“由国民于法定特别资格中公选之” (第七条) , “总理大臣由国会公选 , 皇帝任命之 ; 其

他国务大臣由总理大臣推举 , 皇帝任命之 ; 皇族不得为总理大臣 , 其他国务大臣并各省行政长官”

(第八条) , 并且规定“国际条约 , 非经国会议决 , 不得缔结”, 国会闭会期间 , 进行宣战或媾和的 ,

“必须由追认之” (第十二条) 。更有进者 , 该文件第十一条规定“不得以命令代替法律”, 第十四条规

定“预算案所无者 , 不得为非常财政之处分”, 对以皇帝为中心的行政体制进行了很大的限制。在统

帅权方面 , 规定了“皇帝直接统帅海陆军 , 但对内使用时 , 须依国会议决之特别条件” (第十条) , 而

在司法权方面 , 第十七条规定“国务裁判机关由两院组织之”。其他还有明确记载了 , 皇位的继承顺

序由宪法来规定 (第四条) , 皇室大典不得与宪法相抵触 (第十六条) 。

第二 , 从第九条“总理大臣受国会之弹劾时 , 非解散国会即内阁总理辞职 , 但一次内阁不得为两

次国会之解散”的规定和上述第八条等的条文来看 ,“十九信条”规定的政治体制近似于议会内阁制。

尽管“皇帝的权力”仍然继续存在 , 但通过国会对其进行有力的制约 , 并在国会的基础上成立内阁和

“国务裁判机关”, 这种政治体制显然具有一定程度的国会优位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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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我们所理解的以上两个特征 , 在“十九信条”中 , 皇帝的权限被大幅度地缩小 , 即使继续存

在 , 也处于不得不被“弱化”的立场 , 类似于梁启超所期待的“虚君”。绝对主义的色彩比之前的

“钦定宪法大纲”淡了 , 甚至比“大日本帝国宪法”还要淡得多 , 特别是从责任内阁的导入和“国会

优位”的性质来看 ,“十九信条”意味着 20 世纪开始萌发的中国立宪主义 , 已经从当初日本君主立宪

主义的舞伴的身份中摆脱出来 , 而接近于英国的君主立宪主义。

与只是作为一种单纯的许诺的“钦定宪法大纲”不同 , “十九信条”有了某种法的效力 , 具有了

所谓的临时宪法的性质 , 但其并没有涉及国民的权利 , 这是很大的欠缺。

三、“自下而上的立宪运动”中的立宪主义

　　 (一) 从立宪团体之成立到国会请愿热潮

20 世纪初 , 中国民间各类立宪团体的成立一般认为是建立在民族资本主义发展和中国新旧知识

分子的壮大这两个基础上的。1905 年至 1908 年是中国民族资本发展的一个高峰 , 他们的成长和觉醒

为立宪派的壮大和立宪团体的建立创造了物质条件 , 奠定了阶级基础。而接受了西方资本主义科学文

化知识 , 具有近代政治思想意识的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群体 , 则构成了立宪派的思想和组织基础。�λζ

当时在上海、广州、日本东京等各地相继成立的上海宪政研究会、预备立宪公会、吉林自治会、

宪政公会、帝国宪政会、政闻社等各类立宪团体 , 以促进立宪为目标。在清王朝统治者派遣大臣海外

考察、改革官制、颁布宪法性文件的同时 , 民间政治团体、地方代表展开各种立宪活动 , 自上而下地

推动了清末立宪的进程 , 两者互相作用 , 共同汇成当时中国君主立宪主义运动的潮流。

(二) 梁启超的立宪主义理论

在理论上 , 除了前述的“自上而下”立宪运动中的立宪理论上的准备之外 , 同时也出现了促进

“自下而上的运动”的立宪理论。其中具有代表性的 , 首推当时亡命日本 , 研习立宪理论 , 并通过一

系列活动呼吁国内进行立宪运动的梁启超的立宪主义思想。

面对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中国的民族危机 , 梁启超所提出的“新民说”等思想 , 实际上乃是将国

民国家的形成作为当时中国的基本历史课题。因此 , 他首先创造出作为新的政治主体的国民 (“新

民”) 这一概念 , 提倡以此为承当者支撑起立宪体制 , 组织国民国家。梁启超的这一理论 , 是从以下

两个根本理论的推演而来的。

其一 , 是以国家有机体说和国家法人说为基础的国家论。概括的说 , 就是“国家是一个具有人格

的统治权主体”, 由各个机关进行意思表达和行为 , 从而构成行使统治权的有机的整体。这个国家有

机体在于“君主、大统领、国务大臣、一切的行政 , 司法大小官僚、国会、进行选举的公民都是国家

的机关。”�λ{这里的国家论 , 特别是作为理论根据的国家法人说 , 吸收了当时日本的美浓部达吉博士的

国家法人说。�λ|

其二 , 是基于以上的国家论的君主立宪论。�λ}在这一方面 , 梁启超的想法和美浓部达吉博士所主

张的“国体概念反对说”则有所不同 , 他和达寿一样对国体和政体进行了区别 , 但他认为“国体的区

别以最高机关的所在为基准”�λ∼ , 而这又不是美浓部达吉博士所反对的那个国体的概念。梁启超认为 :

立宪和专制的不同不在于国体是君主还是民主 , 而在于对国家权力行使的限制的有无 , �µυ并且在与当

时主张共和制的革命派论争时 , 极力主张 : 共和制和君主制的不同 , 不在于国家主权是君主拥有还是

国民拥有这个问题 , 而在于国家的“最高机关”在哪里这个问题。他认为君主立宪制当然是“最高机

关”属于君主。梁启超提出了有名的“三世说”, �µϖ他主张在民智未开的情况下 , 作为国家的“最高机

关”君主有必要象日本天皇那样“总揽”三权 , 但同时又应是接受限制的“虚器”。为了对君主的

“虚器”化进行制度上的保障 , 他提倡应该导入实行大臣副署制那样的责任内阁制。他一方面认为责

任内阁制对国民选举产生的国会负责 , 即是对国民负责 , �µω另一方面 , 又把议会构想成可以代表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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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全体的意志”作为“国家意志”加以代表的、从而可以拥有立法权的机关 , 认为它才是君主立

宪制的根本。一些日本学者认为 , 梁启超的君主立宪论 , 特别是他的那种由民权来制约君权的思想 ,

可以说有点类似于理念化的英国君主立宪政治。�µξ

梁启超立宪思想的精要之处是同时内含了“限制君权”和“国民创出”两个方面。概括来说 , 他

提倡立宪 , 但首先要直面担当立宪政治的“民”处于“民智未开”的状态 , 因此他认为在实现真正的

立宪政治的“民政世”阶段到来之前 , 只能实行“君民共主”的立宪君主制。�µψ而为了制约传统的绝

对君权 , 他构想确立责任内阁制 , 并将代表“全国各方面的势力”、“民意”的议会这一机关放在非常

重要的位置。但是 , 既然议会是作为代表“民意”的一种“意志机关”, 其最终就必须有待于摆脱

“民智未开”的状态 , 有待于能够参加“普通选举”的“国民”的存在。在此 , 梁启超面临当时他所

认识到的中国国民的“民智”状况 , 陷入了苦闷当中。而为了从“专制君主”和“未成熟的国民”的

进退两难中摆脱出来 , 他提倡“新民说”, 即改造具有“奴隶根性”的中国人的国民性 , 通过教育国

民创造出“新民”, �µζ同时主张在这种改造实现之前 , 实行不是通过革命的立宪共和制 , 而是作为“过

渡时代”的一种“开明专制”的君主立宪制。�µ{

四、结语

　　20 世纪的迫近 , 曾使得数千年悠然自得的中国 , 在不断深化的“西方的冲击”之下 , 从制定

“钦定宪法大纲”开始 , 经历了苦闷的、艰苦卓绝的立宪主义历史。我们若将梁启超的《立宪法议》

(1901 年) 一文的发表作为一个划时代的标志 , 那么中国的 20 世纪 , 实际上可称之为“立宪法的世

纪”。

但追溯这一历史的出发点 , 可以发现 , 在 20 世纪初的君主立宪主义运动中 , 由清王朝所推动的

“自上而下”的君主立宪运动 , 其目的充其量是在通过推行外见性的立宪主义来吸收民众的能量 , 以

壮大国家的实力 , 从而保持将国家人格化的皇帝的权力。而在“自下而上”的君主立宪运动中 , 作为

精神指导者的梁启超等人 , 也在将民众视为国家资源的中国传统的“民本主义”之下 , 提倡君主立

宪 , 即使同样在另一种性质的“自下而上的立宪运动”中主张共和立宪主义的革命派指导者孙中山等

人 , 也基于中国民众是“一盘散沙”的认识 , 而力图将中国塑造成中央集权的近代立宪国家。�µ|这样

看来 , 柯恩 ( Paul A. Cohen) 努力寻找近代中国自身变革冲动的做法虽然可贵 , 而且并没有完全错

误 , 但与其说当时中国已经预先存在了这种变革的力量 , 倒不如说正力图塑造出这种力量。这似乎仍

然属于一个相对安逸的“老大国”面临西洋冲击的宿命。

在这种宿命和回应的结构下 , 20 世纪初中国立宪主义的各种运动 , 就不可能产生出个人与国家

相互对峙的思想 , 而且更有甚者 , 与重视国民个人的权利相比 , 自然更倾向于重视“国家”, 即显然

是向“国家优位”的倾斜。传统的中国在数千年的“大一统”的支配构造下 , 一方面存在着不断积累

的公的政治文化 , 国家第一位的指向性原本就已然极强 , 另一方面则又在大众的政治文化中 , 存在着

一种“传统的政治不信任和反权力性”的倾向 , 这种公的政治文化和大众的政治文化的紧张关系 , 形

成了“集权的国家”和“未组织的社会”之间的对峙状态 , 这种对峙状态在全面的民族危机之下 , 被

20 世纪初的中国的精英们所深切感受 , 从而形成了“国家优位”或“国家本位主义”的历史的、社

会的、文化的背景。在这种背景下 , 无论是“自上而下的立宪运动”还是“自下而上的立宪运动”,

自然都有着一种黯然的默契 , 一种共同的逻辑。

哈耶克说“剥离一切表层之后 , 自由主义就是立宪主义”。�µ}笔者认为 , 这一论断就西方的情形而

言其实可以改为、而且最好改为 :“剥离一切表层之后 , 立宪主义就是自由主义”。但上述我们所描述

的我国立宪主义的起点 , 一开始就不同于西方传统的这种立宪主义的精神结构 , 这对后来我国立宪主

义的展开无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 投下了深长的暗影。全面省思这种影响 , 非笔者以本文所能胜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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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此姑且还想指出的一点是 : 迄今为止把立宪主义单纯理解成为民主主义的那种宪法理论 , 在我国

本身的语境之下 , 自然无法超越类似于“人民代表机关中心主义”的这一近代性的、悬而未决的历史

课题 , 而且在许多情形下仍然逃脱不了把人民当作一种可以动员的资源的那种思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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