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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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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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湖南制宪首倡于前，浙江继起于后。
后继者不乏其省，桂、川、苏、闽、粤、滇、赣等省，奋起直追，相继汇入省宪潮流。
“夫处今日之势，做今日的人，要说是反对制定省宪，我敢说一句，假使这个人不是犯了神经病，是
决计不会说这句话底。
”当时的浙人制宪，真可谓“人同此心，心同此理”。
浙江省宪运动与其他各省，尤其是湖南省宪运动有着密切的联系。
然而，浙省宪法反映了“浙人治浙”的现实与梦想，纠葛着浙人自治的利益与荣耀。
军阀、绅阀、平民、知识分子，各色人物，抱着不同的目的，以宪法为旗帜，粉墨登场；阴谋、智慧
、奸诈、武力，各种戏法，出于不同的动机，打着制宪的招牌，层出不穷。
浙人制宪心情之急切，仅用不足3个月时间就起草并通过了《浙江省宪法》（世称“九九宪法”）。
不久，该宪法陷入流产。
半年后，浙江各县共起草宪法达100部之多，后来整理为“三色宪法”，其宪草之繁杂，程序之严密，
堪称世界之最。
未几，该宪法方案又归于泡影。
但浙人制宪并没有就此罢休，而是越挫越勇，不到一年时间，浙人又制定了《浙江省自治法》，并最
终把它付诸实施。
但到此时，浙人的梦想已不再具有生存空间。
国民革命的兴起，国家政局的剧变，依据《省自治法》所产生的浙江省自治政府，仅存三天就烟消云
散了。
浙江制宪旷日持久、进行激烈；宪法文本不断翻新、五彩纷呈，但最终都束之高阁。
重读浙江这段色彩斑斓的宪政史以及宏幅巨制般的宪法内容，让人感慨万千，心存太多的遗憾与设想
。
近一个世纪前，浙人对宪法有着怎样的梦想与憧憬？
他们在实现自己的梦想过程中遇到了什么样的障碍？
他们梦想的破灭给我们留下了什么样的经验以及思索？
这都是本文始终关注的问题，在正式开始阐述这些问题之前，有必要先交代一下本文的基本思考路径
及研究方法。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浙江省宪研究>>

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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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本文需要论述的基本问题集中于浙江省宪。
要想较清楚地认识“浙江省宪”，就须对与之相关的一些基本概念或事实进行必要的阐述。
联省自治、省宪等概念，无疑与浙江省宪有着密切的关联，而在联省自治与省宪之间，又有各种难分
难解之关系，甚至在许多场合之下，可以相互转换。
当然，如果对两者关系进行更深入的研究，那么还是可以发现它们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差别。
下面对联省自治以及省宪的由来分别加以考察，以界定本文论题的界限及范围。
一、“联省自治”之由来“联省自治”一词大概为中国所独创。
据笔者的考察，第一次提出并使用该词的是张继。
1920年9月，张继游历西班牙回国后到了湖南，正值章太炎在湖南主张湘、川两省结成“自治同盟”。
章氏向张继征求意见，张氏借题发挥，与章太炎一起在长沙定王台将自治同盟改名为“联省自治”。
数年后，张继在所发的声明通电中称：“‘联省自治’四字，自我发之，自我收之，一言丧邦，弟自
知罪。
”这也印证了张氏为“联省自治”的首倡者。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浙江省宪研究>>

后记

本书是在我的博士论文《浙江省宪研究》基础上稍做修改而成的，基本上保持了原博士论文的风貌。
本书在短时间内得到出版，承蒙西南政法大学“近代公法研究丛书”以及“湖南省法学研究基地”的
出版资助。
为此，我非常感谢我的导师汪太贤教授、湖南省法学研究基地负责人夏新华教授以及法律出版社的编
辑丁小宣先生和郭相宏博士。
在西南政法大学攻读博士期间，我有幸师从汪太贤教授。
汪老师言传身教，带我进入学术的殿堂。
经汪老师的精心点拨，刚入学门，就定下研究方向。
从收集资料，到文章大体布局，再到字词的运用，汪老师都为之付出过心血。
学生愚钝，虽然勤奋用功，三年来不敢丝毫懈怠，但在许多方面可能还是没有完全领会老师的真意。
感谢读博期间的任课老师唐忠民教授、肖唐标教授、郑传坤教授、王学辉教授等各位师长。
正是他们的诲人不倦，让我接触到了西政的特质及其学术传统。
没有他们，本文无论如何也是很难完成的。
感谢周伟教授、程燎原教授、陈伯礼教授，他们在我的论文答辩时，帮我提出了许多中肯的意见。
一日为师，终身难忘。
感谢我的师母吴晓秋副教授。
她在从事教学科研的同时，还要兼顾了繁杂的家务琐事。
我从异地到重庆求学，人生地不熟，每次向汪老师家登门求教，吴老师总是不厌其烦，热情款待，让
我感受到回家般的温暖。
感谢我的夫人谭志哲女士，多年来默默地给予了我生活上的关怀与精神上的鼓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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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浙江省宪研究》编辑推荐：中国近代公法研究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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