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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编者有感于旧邦新命“依然是当下中国的主要问题，而就如青年马克思所言，问题是时代的格言，遂
着意于《历史法学》的刊行，将长期积蓄的心事落实为编事，以法意演绎史义，藉史义揭示法意，而
法意与史义者，人生与人心也。
其基本命意在于，上接历史法学理路，由阐扬其思绪而践履其理念，通过省察民族国家法律生活的历
史理性，揭示中国文明规范体系的比较文化意义，从而求裨于中国当下的艰难历史转型，下启汉语文
明法律智慧的想最空问，以渐成汉语法学，为中国人世生活提炼和展现规范世界的意义之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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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许章润，法学博士，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主治法律哲学与政治哲学，兼及宪政理论与刑事法学，尤其关注“中国问题”意义上舶来理念与固有
生活调适过程中的法律方面，而念念于中国人世生活与人间秩序的现代重构性阐释，汲汲于儒家优良
传统的法律复活和中国之为一个大国的法律布局，追求法律理性与人文精神的统一，寻索学术的人道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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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框架下，用族群政治化解民族政治　民族主义·国家主义·抑或是国民主义?　宪法认同　民族问题
：国家认同还是国家统合?　大国崛起中的政治反思　宪法是底线，公民身份是最大公约数　统一的多
族群国家如何可能?　互相竞争的人类联合模式与国家认同问题主题论文：多元文化视野中的族群政治
、国家认同与法权体制　国家认同、民族主义与宪政民主　——当代政治哲学的发展与反思　民族国
家：双重规训与政治成熟　——一个主要基于近代中国语境的自由民族主义共和　法权解释　中华民
族与中国认同　——论宪法爱国主义　涉藏问题与宪法忠诚主题译文：宪法爱国主义　道德、认同与
宪法爱国主义　为民主提供情感安全?　——论宪法爱国主义　民主与集体认同：为宪法爱国主义辩护
　作为宪法爱国主义之表达的司法审查形态思想·人物：悼念尼尔·麦考密克教授　民族主义可以被
知识界尊重吗?　悼尼尔·麦考密克　苏格兰民族党致麦考密克的悼词读书·评论　作为内政问题的国
际秩序　——关于康德《永久和平论》的若干思考　主权的地理之维　——从领土属性看中国民族国
家之形成　作为民族国家的中国问题　——变局中的遭际与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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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族群政治与国家认同主要涉及前面两个维度。
在现代国家体制中，国家作为一个最大的伦理共同体，国家之下的民族、族群以及团体构成小型伦理
共同体，这些伦理共同体都是建构的或想象的共同体，并不是血缘性身份共同体，因而它们都不是不
可改变的社会组织。
哈贝马斯的进路是，在国家范围内，国家作为最大的“容器”，包容其他小型伦理共同体。
国家要能够容得下各种伦理共同体，它就应有宽广的“胸怀”，而只有以普遍之善作为它的“平台”
，才能具备这样的“胸怀”。
在现代民主国家，基本人权价值便是普遍之善的主要体现，这些价值的普适性在于它们尊重和关怀每
个个体之人，在于它们对于所有的人有益无害，例如人格尊严、思想自由以及公平审判等价值。
为了使这些基本人权价值不至于成为“霸权条款”，它们的形成需要经过公民的商谈和同意。
然后，在现代民主国家的建构或重构中，把这些基本人权价值予以宪法化。
这样一来，这些体现普遍之善的基本人权价值就具有了行动力量，而不是仅仅停留在认知或一般话语
层面。
这样一来，国家行为受到这些基本人权价值的限制，对内不易蜕变为暴政，对外不至于侵害其他民主
国家的权益。
这就是“宪法爱国主义”的要义。
没有这样的宪法，国家的行为具有不确定性，甚至会蜕变成暴政。
在这种情况下，“爱国”不仅会有害自己和其他公民同伴，而且会对其他国家的公民带来伤害。
在这种以基本人权为基础的宪法架构下，各个伦理共同体可以享受充分的自由，建构种族、民族、宗
教以及其他的集体认同。
这样，国家认同主要是宪法认同，国家之下的族群可以是与宪法相容的各种认同，两者是包容与被包
容的整合关系，而不是国家主义的统合关系，更不是地方主义的对抗关系。
按照这样的思路，可以实现“道并行而不相悖”。
也许，中国的问题很复杂，哈贝马斯的理论无助于解决中国的当代民族与国家之间的问题，但是，应
该指出的是，认为哈贝马斯的理论仅仅针对欧洲问题，则是一种误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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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历史法学(第3卷):宪法爱国主义》由法律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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