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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政党立宪研究》一书的作者叶海波博士要我为本书的出版写序，我收到请求时曾有刹那间的犹豫。
其原因在于我内心一直有一种情结：著书立说，至为神圣。
古代先贤之所以强调述而不作，是因为文章千古事，内心不可不存一份敬畏。
而为他人著作出版作序，我更以为非年高德劭、学富五车的贤达所能胜任不可。
本人才薄德浅，何堪担当如此重要的使命。
故拙文虽名为序，其实不过为本人的一些杂感而已。
叶海波博士曾师从我六年之久，是我所带的第一批博士生中的一员。
他属于那种既有天分又特别勤奋的学生，尤属难得的是有一份对学问由衷的爱好和坚持。
光阴飞逝，历史遗风犹存。
先贤云：中国人三十岁前为儒家，是入世的情怀最彰显的时候。
在人生的这个阶段血脉赍张，充满了对治国平天下的憧憬。
叶海波博士毕业的时候，风华正茂，博士的身价在社会上还广为看好，他本人也有从政的潜质和机会
，但依然选择了“西风凋碧树，忘断天涯”的为学之路，他对理想的坚毅与持守，颇值得嘉许。
在新的时代，学问的增益实质上已消解了“名师出高徒”的科律。
师徒之间实际上是相互砥砺，共同提升的。
我多次对我的学生半开玩笑半当真地说过，我坚持做学问的动力来自于“要顽强地证明自己”。
如果不坚持不懈地更新知识体系，放弃对问题的思考，可能很快就沦落到连博士、硕士论文都看不懂
的地步，遑论什么为学生释疑解惑了。
过去的一段岁月，我和叶海波博士有过许多学术上的合作。
很多合作让我们双方都获益匪浅，彼此理解上的契合也使合作的过程充满了愉悦。
在我以为，学术的合作若不是完全出于功利，就会心轻上天堂。
因为心轻者，才拥有豁达开阔的胸怀，才不曾为太多的身外之物充斥了心窍。
虚伪、狡诈、阴险、冷酷、孤傲、麻木都像铅般沉重，而诚实、善良、坦荡、淡泊、明智则如同天使
的羽翼，放弃了尘世的累赘，拥有了一份脱俗的轻盈。
《政党立宪研究》一书是以叶海波的博士论文为基础修改利、充而成。
用一句俗套但也是最贴切的话来说，这是一部既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又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的著作，同时
该著作所探讨的又是在当下中国具有高度挑战性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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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东莞法院与厦门大学法学院的合作已经有好些年了，除了厦门大学法学院在社会的影响力外，更
重要的原因在于齐树洁教授持续不断的推动。
齐教授是个非常和善但治学却极为严谨的学者。
我们在研究兴趣点上有很多的共通之处，其中最重要的是我们都感到研究法律除了需要扎实的理论功
底外，司法实践是法科学生理解法律从而真正进入法律之门的必要途径。
而要实现这一点，加强院校与司法实务部门的合作是最便捷也是最为有效的路径。
对于长期在审判第一线工作的法官来说，能够在理论上得到提升，从而提高办案水平亦是其最为渴望
的事情。
显然，与院校交流是一个有效的办法。
2009年之前，我们的合作主要是进行课题研究以及指导学生实习，合作出书只是口头上说说，并没有
付诸行动。
自从我从中级法院调到第一法院工作后，面对着法官们辛勤工作之余撰写的文章，深感其内容丰富且
有现实意义，意识到如能将其结集出版可谓善莫大焉。
其意义在于，一是可以好好总结。
从人均案件量来看，2009年东莞法官人均结案达355件，可以说，东莞的法官几乎是全国最忙的法官，
东莞法院极其丰富的案件资源是学术界认识分析探究中国司法或者法律实践最好的素材，其中许多纠
纷可能是中国最先碰到的问题，而这些法官的经验确实有必要好好总结。
二是为了分享。
我希望这些成果能够让全社会尤其是法律职业从业者一起来分享，因为东莞的今天或许是内地很多城
市的明天，东莞法官今天面临的问题很有可能就是内地法官或者其他法律工作者明天面临的问题。
从这个角度看，将东莞的经验公开实在是多赢的事情。
根据齐树洁教授的建议，我们还会组织更多的学者参与撰写这套丛书，使其内容更加充实，既立足当
下又面向未来。
经验与学术结合、理论与实践互动将是这套丛书的主要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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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齐树洁，男，河北武安人，1954年8月生。
1972年12月自福建泉州一中应征入伍，1978年4月从新疆军区某部退役。
1982年7月毕业于北京大学法律系，获法学学士学位。
1990年8月毕业于厦门大学民商法专业，获法学硕士学位。
2003年11月毕业于西南政法大学诉讼法专业，获法学博士学位。
曾在西南政法学院、中国人民大学、香港大学、澳门大学、台湾中山大学、菲律宾Atene0大学、英国
伦敦大学、德国Freibur9大学、巴黎第二大学研修和访问。
现为中国法学会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副会长，厦门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司法改革研究中心
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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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第二章 政党立宪的逻辑前提：政党性质确认第一节 政党性质的学理之争作为议会制民主的支
柱之一，政党历来是政治学研究的对象，也惯常地出现在宪法学的视野之中。
翻阅当下的宪法教科书，政党便赫然在目。
然则，宪法学理上对何谓政党这一问题多有偏爱，并形成一定程度上的共识，及于政党的法律性质这
一主题，则多是一片沉寂的景象，我们仅能从政党在宪法学体系中的归属，来初步地揣摩学者关于政
党性质的观点。
立宪主义意义上的宪法由宪法权力和宪法权利两部分组成，以国家与人民间的关系为研究对象的宪法
学，在体系上相应的分为宪法总论、宪法权力和宪法权利三部分内容，政党在宪法学体系中的位置，
因学者对政党性质理解的分殊而呈现鲜明的对照。
一种常见的做法是不安排专节内容，而将政党置于“宪法权利编”的“结社自由”之中，20世纪中国
宪法学的部分经典之作是其代表。
王世杰和钱端升合著的《比较宪法》（1936年增订三版）虽在第六编第四章第一节第一目中以“中国
国民党的组织”为标题论述了中国国民党的组织与结构，并将之置于“国民政府的机构”的总标题之
下，将中国国民党视为政府机构，但在关于宪法原理、国家机构及公民权利一般论述的前五编，并无
关于政党的只言片语，即使在“结社自由”一目，也未将政党与其他结社组织加以区隔，由此可以推
断，作者视政党为私法社团。
除此之外，张知本著的《宪法论》一书也采用这种体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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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跨入宪法学的殿堂，颇为偶然。
本科时代，我在图书馆闲逛，翻到一本《市场逻辑与国家观念》的书，国家与公民的观念深入我心，
对国家责任的问题我百思不得其解。
法学部门中，与国家这一主题最密切者，非宪法莫属，于是我决定考宪法学的研究生。
其时，依法治国入宪不久。
大学三年级下学期，一位任课教师一时兴起，问起我们关于未来的安排，我回答说：法治是中国的唯
一出路，我考研，宪法学专业。
那位教师一时语塞。
我想，这大概是他听到的最让人彷徨的答案了。
事实上，这位教师是对的。
十年后的今天，我们依旧在言说法治的故事，只是宪法第五条的规定被尘封已久。
在校对这部书稿时，本科时代课堂上的这个小插曲时不时地浮现。
这一抹不去的记忆，也使得我常以一种怀疑的眼光看待自己，包括这份书稿。
“政党立宪”的标题在论文答辩之时便引发争论。
我至今仍坚持如下的解释：政党在立宪，为政党立宪。
重点当然在后者。
在规范宪法的国家，政党在宪法之下，即便宪法文本对政党未置一词。
在名义宪法的国家，政党常在宪法之上，即便宪法文本义正词严地宣告自身的至上性。
两种国家下的政党，均有恶治的前科，原因则十分不同。
前者在于立宪主义的缺陷，后者则因为立宪主义的缺失。
政党立宪，于规范宪法国家而言，具有纠偏补缺的意义，于名义宪法国家而言，则是建构立宪主义国
家的开始。
在解读这样一种历史趋势时，“政党法治化”似乎是常用的语词。
但“化”字具有“彻底”的意味，在政党的法律规范问题上，这正是我所反对的。
最终确定使用“政党立宪”，源于生活中的见闻。
每次参加婚礼，我总是会注意主持人的主婚词和厅堂里红纸上写的内容，“天地党亲师”者，时有出
现。
我无意评价此举是否合适，但显然，这是民间对我国政治最直接的感受。
宪法学理论不能不回应此一问题。
我试图作初步的努力，先以西方实践为对象进行理论分析，为日后分析中国问题作积累。
求学十年，最终出手的，虽只有一份文稿，但师生朋友的情谊，却是满满当当的。
感谢恩师秦前红教授。
六年前您引我入门，六年来您传道授业解惑，提携关切信任，让我一路平安走来。
感激师母。
您悉心关怀我和我的家人，让我感激不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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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政党立宪研究》是由厦门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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