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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中国法律的变迁史上，自19世纪末期至20世纪中叶半个多世纪，是中国公法新生和崛起的时代。
在这一时期，政治的变革与法律的革命相呼应，公法率先离经叛道，打破三千年中华法律的沉静，开
启了中国法律现代化的旅程。
在半个世纪里，政治的风云变幻，刺激和催生着公法的成长，使其位居各法之首，引领着这一时代法
律和制度的走向，并成为中国近代法律体系中的显法。
与公法的崛起相随，公法学成为近代中国法学中的显学，也成为整个社会科学的显学而名盛一时。
        公法与公法学在近代中国变化之显、地位之重，缘于公法与政制之间的特殊关系。
一个时代的政制往往形成一个时代公法的母体，公法则成为一个时代政制的表征；政制演变促成公法
的转向，公法的新生与崛起也可能促成一种新的体制逐渐得到孵化。
一般而言，政制的性质与公法的地位和生命相关，政制的变革必然引起公法的革命，引起公法调整或
者促进公法的生长。
正因为如此，近代公法的变与兴，便属自然之理。
因为无论是清末还是民国，政制转型成为时代的主旨，也就注定了公法的勃兴，旧政制的变革和新政
制的创立总是以公法为依托，这是现代政制的特征，也是近代公法新生与兴旺的动因。
如果说私法是法治社会之根底的话，公法便是法治国家或宪法政治的支柱。
当法治国家和立宪政治成为近代政制目标的时候，也就注定了在近代中国的法律世界里公法的繁荣昌
盛，最终形成了中国法律现代化以公法引领私法的历史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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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作为21世纪的中国人，探寻湖南省宪这一段历史，并非仅是发思古之幽情。
“今天的中国是昔日的天下的产物，无论你视为遗产还是包袱，都不能不接受”。
有论者认为，知识是积经验而成，而所谓经验，就是一人或数人，又或无数的人所受的或成功或失败
的各种事业的试验，这种试验可以供未来的人考证，无论取其可模仿的痕迹，以为将来行事的方针，
或鉴其可矫正的过失，以为将来自律的规矩，都有可能减少今后做事的困难。
[11]还有学者说：“当代中国的法治理论研究，要具有深厚的历史根基，并避免片面膜拜西方的法治
原理，就必须对这50年（指1900－1949年）的法治学说及其社会、文化背景进行全面的回溯和深入的
透视”。
而“当今法学界的某些学术轻狂，以及某些‘学术泡沫’，正是以对历史的无知和轻蔑为基础的。
”“翻开近代中国的法治文献，就会发现，讨论这一主题的或主张的文论并不鲜见；其思想高度和理
论水准，也未必比时人‘新论’逊色。
其实，那个时代的法治学术，在中国法治学术史上，有不少的开创之论”。
要实现法治，首先要实现宪治。
在当今中国宪政还未完全实现的具体情况下，如何实现宪治，即宪政的实现，不但需要我们借鉴国外
的经验，同时也需要借鉴历史的经验。
正如钱穆所说，任何“政治制度，必然得自根自生。
纵使有些可以从国外移来，也必然先与其本国传统，有一番融和媾通，才能真实发生相当的作用。
否则无生命的政治，无配合的制度，决然无法长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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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湖南省宪研究》编辑推荐：中国近代公法研究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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