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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人注定要死亡，而且确知自己要死亡，所以人愿望永恒言说。
除了语言，没有什么发明比文字的创造更伟大，它把语言和思想凝结为可以收藏和无限复制的符号，
使有限的现实性向无限的未来开放，是超越死亡的艺术。
有了文字，自然也就有了以文字为生的人，有了传播知识的职业；有了文字，同样也就有了承载文字
的物质和这些物质的组装形式——书。
从此．希望超越死亡的人便要著书以立言。
　　我的今生大概只能以出卖言语为生了。
因此，除了在人的耳力所及的范围内留下一些即鸣即逝的声波以换取养家糊口的资财外，毕竟还需要
留下点文字，权当自己生命的印痕。
　　在一个对文盲有定量化标准但却无法区分（官定的）非文盲和文人的社会．在一个文字严重失血
而又不断地被暴虐的时代，我无法乐观地期待读者不会先人为主地把我当作“又一个（本）”。
不管是碰巧还是有意识地打开了这本书的读者，在您决定是否揭开“真面目”之前，请耐心地听我说
几句。
　　奉献给读者的这个由一堆印满文字的纸张装订在一起的东西，它除了在物理性上符合“书”的词
义之外，能否在精神的意义上配当“书”的称谓呢?这取决于每一个读者的评价，也是作为署名作者的
我最担心的问题。
我必须首先说服自己，同时也希望告诉读者：按照我的意思集合在这些纸张上的文字表达了一个公共
的问题，而且是我们每一个公民都应该在意的根本的公共问题。
这个问题就是：有没有一种政治权力的结构方式既能使　　人民感到国家确实提供了有效的公共保护
又不至于使国家成为永恒的诅咒，使官员腐化、异化为权力咒语的巫师?这个问题其实是一个问题域，
里面包含许多问题，具体的问题是什么，或者哪些问题重要，完全取决于观察　　的角度和方法。
同时，我还要告诉读者，面对这个公共问题（问题域），我是秉着一个公民的公共精神和一个学者的
知识责任来思索和言说的，不敢敷衍和苟且。
　　下面简要说明一下，反映在这本集子中的几个主题和主要论点。
当一个人回顾自己的思考“历程”时，总免不了美化、甚或神话某一个（某些）阶段，或给各个阶段
之间赋予一种本来并没有设定的意义，似乎一切从开端就已经完整设计出来。
事实上，一般人很少如自我描述的那样。
但是。
为了证明这些文章之所以能集装在一起，成一本“书”，我必须发现某种一致的意义，这样也就必然
会把自己前后的思考装扮成“历史”，一种围绕着某个问题、某个理念，或朝着某个目标的发展过程
。
实际上，当我对各篇文章进行整体反思的时候，我确实多少有这样的一种感觉（甚至为之窃喜），而
且增强了明确规划未来研究的念头。
　　何为宪政?我最早的认识结晶为《宪政初论》，名之日“初论”，实为“初识”，不过是将我博士
期间读过的有关知识融会在一起而已，考虑到建国以后还没有系统地、正面地介绍宪政概念的文章，
所以整理发表出来。
多年以后在《法制日报》写了六期专栏（因为懒散，没有继续下去），在课堂上和会议上谈过宪政，
见识略长，但一直没有系统地形成论文。
我对宪政的基本认识是：第一，宪政主义是一种政治结构理论，是对政治体的结构性认识，其理念可
以简单地归结为“结构决定功能”；第二，宪政是有限政府．所谓有限政府就是对绝对主权的对抗，
因此本质上是“国家一社会”二元论，虽然未必可以归入自由主义，但无论如何必须承认个人和社会
的独立空间；第三，宪政主义是法治主义，就是用法律的思维方式言说、商讨国家政治。
　　为了深化对宪政的认识，特别是为，探求中国宪政的司能性，我们必须观察、评判中国的实际权
力运作。
“国家权力篇”收录的文章分别论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包括法律程序）、政治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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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论文事先并没有体系规划，最终的结果却基本覆盖了几个基本的权力问题。
我有意地设想过写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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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进步与宪法第二部分　主权理论我们时代的国家理论需求　博丹的立法主权理论 　人民主权的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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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约论》中的人民主权的实践原理 　论中国宪法的根本原则及其格式化修辞 　主权政治与政治主权
：香港基本法对主权理论的应用与突破 　主权国家是可超越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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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化及其批判　法律程序价值观第四部分　公民权利《财产权与宪政》译序　排他性与他者化：中国
农村“外嫁女”案件的财产权分析　农民工的新“公共”渴求 　在衙门与广场之间——立法的公众参
与附：（译文一篇）　司法推理中应用的基本法律概念（霍菲尔德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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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何为宪政？
我最早的认识结晶为《宪政初论》，名之曰“初论”，实为“初识”，不过是将我博士期间读过的有
关知识融会在一起而已，考虑到建国以后还没有系统地、正面地介绍宪政概念的文章，所以整理发表
出来。
多年以后在《法制日报》写了六期专栏（因为懒散，没有继续下去），在课堂上和会议上谈过宪政，
见识略长，但一直没有系统地形成论文。
我对宪政的基本认识是：第一、宪政主义是一种政治结构理论，是对政治体的结构性认识，其理念可
以简单地归结为“结构决定功能”；第二，宪政是有限政府，所谓有限政府就是对绝对主权的对抗，
因此本质上是“国家——社会”二元论，虽然未必可以归入自由主义，但无论如何必须承认个人和社
会的独立空间；第三、宪政主义是法治主义，就是用法律的思维方式言说、商讨国家政治。
　　　为了深化对宪政的认识，特别是为了探求中国宪政的可能性，我们必须观察、评判中国的实际
权力运作。
“国家权力篇”收录的文章分别论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包括法律程序）、政治腐败。
这些论文事先并没有体系规划，最终的结果却基本覆盖了几个基本的权力问题。
我有意地设想过写一篇《中国行政权观念批评》和一篇《中国司法正义观批评》，但偏偏没有落实。
　　　在中国，宪政如何发端？
《对峙》一文揭示了行政诉讼制度反传统的精神图式，文章的标题已经暗示了文章的中心观点：行政
诉讼把政府和公民的对峙公开化、正当化、仪式化，从而颠覆了压制型秩序的精神结构，开启了宪政
的“侧门”。
原计划写作“对峙、互动与平衡”的三部曲，后来不了了之。
　　　继《行政诉讼法》之后，最具有宪政意义的一部行政立法是《行政许可法》，但它注定会遭受
意义挫折，而只能具有纲领性价值。
《行政许可与个人自由》一文在资源配置效益之外另辟一径，从个人自由的角度论证了行政许可的本
质。
作者应用分析法学的方法，解析了许可、行政许可的法律意义，认为行政许可就是通过行政程序创设
个人自由或财产性权利的构成性事实。
在这个基础上，论文进一步将行政许可权推归本原——个人自由，提出行政许可权的合理性与正当限
度在于个人自由与公共利益的平衡。
　　中国司法为什么不能独立？
我以为我们在两个观念上存在严重的问题，一个是正义观，另一个是民主观。
就前者我只完成了一篇《法律程序价值观》，就后者曾经发表过《司法与民主》。
法律程序是否具有独立的价值？
《法律程序价值观》一文没有自己立论，而是总结了西方学者的观点，用一种中国学生易于理解的方
式传输了只鳞片甲的知识。
这方面我原本打算深入研究，后来也胎死腹中，我主编《法律过程与行政程序译丛》时，由于种种原
因竟然连我最喜爱的著作也没有收编。
关于司法与民主，我认为现行司法制度的一个病因是：错误地将司法和民主直接扭接在一起，从群众
与司法的关系到司法机关的组织原则和方式，再到司法与代议机关的关系，民主观念从内部到外部都
扭曲了司法。
　　　政治腐败的制度根源何在？
《国家权力作为财产》认为腐败的根源不在于官员的个人道德修养，也不在于人民，而在于权力结构
不合理，即人民作为国家权力的所有者退隐了，占有制取代了所有制。
按照卢梭的意思，主权者不活跃，国家必然涣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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