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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书中所集诸文，多作于最近两年，分为场景、记忆、事件、语词和商谈五部分。
各文长短不一，体裁异见，而总括其旨，均不外立足背景而爬梳琐屑，直观世相以寻求事理，在感受
时间的娓娓道来中，进求事理之中的法理，体味法理之外的道理与情理，关切时代脉搏。

《现代中国的国家理性》是作者许章润在历史语境下有关族群政治和身份认同的省思，抑或是循沿法
学进路对于日常政治的规范之维的探讨，也不论是探查法律正义、寻觅如何运用宪政驯化国家，还是
追究人性的多元内涵与国家的多重担当，此番努力，悉依“中国问题”打转，牵挂的不外是现代中国
的国家建构进程中的国家理性及其制度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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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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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在中国现有的社会经济条件下，社会生活中的不平等将是一个长期存在的现象。
也就是说，差别是社会生态的天然构成要素，社会公义的实现还只能多半停留于理想层面。
职是之故，以法律平等和法律正义弥补其不足，实现全体公民的政治平等与和平共处，便是良制和善
治力所能及之处，也是造成良制与善治的法制接口。
法律正义主要是一种体现平等原则的法权程序主义安排，不仅追求实质性公平的正义效果，而且主要
和首要的在于为全体当事人提供追求这一实质性公正效果的程序体制，特别是平等的起点正义。
从校正正义来看，于具体个案中追求常识、常理和常情所能认同的公正，即为法律正义；自分配正义
角度而言，立法在于提供利益分配机制，最好是经过博弈而达致大致平衡的利益分配格局。
而首先和直接的在于，法治为此提供全体公民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价值理念，建构全体公民藉由法律
程序追索正义的制度可能性。
由此，法权程序的公平与立法的民主化，已然成为并且必将继续成为中国社会法律生活的主要奋斗目
标。
置身全球体系的大国成长语境中，国家能力还表现为国家的国际地位和捍卫国族利益的权能。
在此全球化时代，中国作为一个正在成长中的大国，其参与和处理双边和多边国际事务的程度与能力
，是中国成长为成熟的政治民族的必要历练，也是评判其执政党及其领导人政治智慧的指标。
作为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中国无可选择地卷入所谓大国游戏，否则，作为一个沉默的大多数，何以
向世界和自身交代？
正是在此，藉由各种现有国际机制，善用国际法规范，以捍卫国族利益，维护国际公义，是中国历练
和展现国家能力的重要方面。
综上所述，过往三十年，中国国家能力的增长与中国社会的发育齐头并进，部分实现了国民憧憬和公
民理想。
未来三十年，藉由法治辅助社会成长，实现良制和善治，强化国家能力，将会是时代的主旋律，也是
中国民族的奋斗目标。
由此，对于法律的“信仰”，一种有关政体的德性和政制之理性的确信状态，作为一种全民道德事实
，就是一种国家能力.蔚为其中的重要一维，更是彼此都“别怕”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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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现代中国的国家理性:关于国家构建的自由民族主义共和法理》是由法律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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