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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凝结了芦部宪法学的精髓。
作为学问研究的方式，先生原本一向优先选择撰写专题性论文，在宪法制定权力、议会政治、宪法诉
讼等领域，接连发表了诸多引领学界的论文，但始终无意撰写将这些加以综合起来的宪法概况的体系
书，但始终无意期盼过那种将这些加以综合起来的宪法概况的体系书，为此，许多人曾期盼过那种将
芦部宪法学之全貌加以简明呈现的体系书的出版。
在这种期盼不断累积的过程之中，本书的初版终于在1992年问世，并得到读者们压倒性的欢迎。
为回应这种情形，先生这方面也不断努力完善本书，先是于1997年、进而在1999年先后推出其新版和
新版的增订版。
据闻，直至新版增订版的完成，先生才吐露出其中内容终于始可接受这样的感慨。
　　本书在内容上极具高度，而其不仅叙述简易平和、可读性强，且在如下一点上还下了功夫，即：
如果能读出其平实的文字之中所蕴蓄的深意，那么自然就能掌握有关现代宪法的高度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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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芦部信喜，1923年生于日本长野县，1949年东京大学法学院毕业，1963年任东京大学法学院教授。
之后，历任学习院大学法学院教授，放送大学客座教授。
1999年逝世。

　　著作有：《宪法诉讼的理论》（在斐阁）、《现代人权论》（在斐阁）、《宪法诉讼在现代的展
开》（在斐阁）、《宪法与议会政治》（东京大学出版会）、《宪法制定权力》（东京大学出版会）
、《人权与宪法诉讼》（有斐阁）、《人权与议会政治》（有斐阁）、《宪法判例读解》（岩波书店
）、《演习宪法（新版）》（有斐阁）、《宪法学》、I、II、III（有斐阁）、《宗教、人权、宪法学
》（有斐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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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部分　总论　第一章　宪法与立宪主义　　一、国家和法　　二、宪法的含义　　三、宪法的分
类　　四、宪法规范的特质　　五、立宪主义与现代国家——法的统治　第二章　日本宪法史　　一
、《明治宪法》的特点　　二、日本国《宪法》的成立经过　　三、日本国《宪法》成立的法理　　
四、日本国《宪法》的法源　第三章　国民主权的原理　　一、日本国《宪法》的基本原理　　二、
国民主权　　三、天皇制　第四章　和平主义原理　　一、《宪法》第九条成立的经过　　二、战争
的放弃　　三、战争力量之不保持　　四、交战权的否认　　五、安保体制第二部分　基本人权　第
五章　基本人权的原理　　一、人权宣言的历史　　二、人权的观念　　　三、人权的内容　　四、
人权的主体　第六章　基本人权的界限　　一、人权与公共福利　　二、特别法律关系中的人权之界
限　　三、私人间关系中人权之保障与界限　第七章　概括性基本权与法之下的平等　　一、生命、
自由与幸福追求权　　二、法之下的平等　第八章　精神自由权：内心的自由　　一、思想·良心的
自由　　二、宗教信仰自由　　　三、学问自由　第九章　精神自由权：表达自由　　一、表达自由
的含义　　二、表达自由的内容　　三、表达自由的界限　　四、集会、结社自由，通信秘密　第十
章　经济自由权　　一、选择职业的自由　　　⋯⋯　第十一章　人身自由　第十二章　国务请求权
与参政权　第十三章　社会权第三部分　统治机构参考文献判例索引细目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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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本书几乎可以说是日本原东京大学教授芦部信喜先生一生中留下的唯一的一部完整的宪法学体系书，
集中地凝结了作者对日本现行《宪法》的体系性思考，可列为法教义学意义上的宪法学的现代经典。
原书第一版完成于1992年，甫经出版，在日本即备受瞩目，甚为畅销，在台湾地区亦曾有译本(1995
年)，且在大陆学界的部分学人之间流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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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推荐

日本著名宪法学家芦部的这部《宪法》作为教材与国内教材最大的不同是言简意赅，读起来不累。
全书33.5万字，包括了译者序，几版前言，和详细的参考文献及索引。
正文共349页（16开本），但涉及了宪法学的几乎所有问题。
看了几本国内教材，都在36万字以上。
法的理解是从宪法本质价值上去把握的，更多关注寓于宪法之中的理念，认为近代宪法就是一种以限
制国家权力来守护国民自由权利为目的的宪法。
由于他认为宪法的根本规范是人的尊严原理以及由此决定的人的基本权利原理和国民主权原理，所以
全书用一半以上的篇幅论述基本人权。
——beautyb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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