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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宪法学说史研究(上下)》主要以梳理、整理与研究中国学者本土的宪法理论和宪法学说为主。
根据历史发展的阶段的不同，以新中国的成立为界，将中国宪法学说史的研究工作分为新中国成立以
前中国早期宪法学、新中国成立后新中国宪法学发展两个阶段，在每个阶段又具体分为若干历史阶段
。
具体章节结构如下：导论、背景篇、历史篇和范畴篇。
导论部分解释了中国宪法学说史的基本概念、基本脉络和基本体系。
背景篇介绍了西方宪法学对中国宪法学说的影响。
历史篇介绍了新中国成立前及成立后中国宪法学说的发展。
范畴篇阐释了人权、基本权利、制宪权、公民、基本义务等概念及其演变。
本书由韩大元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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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导论 一、中国宪法学说史的基本概念 中国宪法学发展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在不
同的历史时期以不同的形式展现其不同的社会功能。
有学者，有学术，有学术活动，自然就有学术研究的载体与形式，也就形成学说的发展史。
不管人们是否承认，学术的历史脉络与生命是连绵不断的，处于无法隔断的历史进程之中。
中国宪法学说史研究，在逻辑结构上包含四个基本构成要素：（1）中国；（2）宪法；（3）学说；
（4）史。
如果要对中国宪法学说史总体演变过程进行研究，首先需要对这四个构成要素的逻辑内涵和外延进行
界定。
只有明确了这几个要素的特定含义，才有可能对中国宪法学说史概念有一个较为清晰、完整的界定。
 （一）中国 中国宪法学说史中的“中国”是从空间上对研究对象的限定，即中国宪法学说史的研究
对象是中国的宪法学说，而不是外国的或者西方的宪法学说。
根据《汉语大词典》的解释，所谓中国是指“古代华夏族建国于黄河流域一带，以为居天下之中，故
称中国。
后成为我国的专称。
全称中华人民共和国”。
由此可见，中国首先是一个历史地理概念，泛指在历史上形成的特定地域范围。
作为一个历史地理概念，它有两种含义：一种是广义的中国概念，即历史上形成的我国各个朝代的泛
称，如秦汉、宋元、明清等于现在皆可以称为中国；另一种是狭义上的中国，专指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国宪法学说史中的中国应该是广义的中国，指的是在中国文明发展历史中，中国人关于宪法的较为
系统的看法、态度和观点等。
 在中国宪法学说史的研究中，需要注意中国宪法学说史与西方宪法学说史的关系问题。
在一定意义上，“中国”是与“西方”相对应的概念，但是由于在中国的传统法律文化中并没有现代
意义上的“宪法”概念，现代意义上的宪法概念主要是欧风美雨、西学东渐的产物。
因此，中国宪法学说史的研究就面临一个无法回避的难题：中国宪法学说史尽管是关于中国本土的宪
法学说的梳理和研究，但是其研究对象在本质上与西方的宪法学说具有不可分割的历史联系性，这决
定了中国宪法学说发展中浓厚的“西方背景”。
这样，中国宪法学说史研究在某种程度上变成了中国人在中国本土研究西方的宪法概念，即所谓的中
国宪法学只不过是“西方宪法学在中国”。
尽管在宪法传人中国的一百多年中，不少有识之士一直在为“宪法学的中国化”而努力，但是，毕竟
“宪法”这个概念是一个舶来品。
中国的法律文化传统中尽管存在现代宪法的某些元素或宪政价值的片段，但总体上还缺乏宪法的“保
障人权”和“限权”等基本价值内涵，宪法学的中国化仍然是长期的发展目标。
因此，在对中国宪法学说史中的“中国”进行限定时，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就是：在百余年的宪法学
说发展中，大部分内容是中国学人对西方宪法学说的引入、介绍和评说，而缺乏一种学术意义上的反
思，没有根据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制度结构，独立地建立起一套系统的宪法学说。
这是我们研究中国宪法学说史时，需要关注的一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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