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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这里，我们首先想到的是应当重重地感谢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杨耕社长、叶子副总编以及该出版社
的马洪立、李洪波两位编辑，是他们宽广的学术胸怀和书家的胆识接纳了这部约百万字的宪法学教科
书。
该教科书与同类教科书相比，不仅在体量上堪称是“鸿篇巨作”，而且在形制和内容上也都有特异之
处。
在主著看来，下如此大的气力，用如此长的篇幅来完成这部教科书，决不是“贪大求量”的创作观点
使然，而是由某种储藏已久的“夙愿”驱使的。
酝酿、积淀已久的想法恰似箭在弦上，不得不发。
一、目前正在使用的有几十部之多的各种版本的宪法学教材，除极少数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丰富的
资料之外，绝大多数的教材在内容、体例上都大同小异，相当雷同的结果就是给入以呆板和缺乏新意
的感觉，决定用哪种版本的教材往往不是由其品质，而是由定价决定的。
这种状况早已引起包括本人在内的许多宪法学术界同仁的忧虑，有识之士认为这种状况应当尽快予以
改变，但囿于情势，又不想或不能为此做点什么。
本人从事宪法学研究和教学30多年，自觉有责任应该作出些实际的工作。
本教科书的编著就是本人为此作出的实际努力的一部分。
二、从专业的立场上看，在本教科书的编著过程中，确实在刻意作出进取，力求有所创新，主要体现
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本人认为，现有的同类宪法学教科书基于传统、成型的知识体系，固定化了的学术思维模式，
通常将写作的重点放在基本的传统理论方面，鲜有旁及其他相关理论；而在学术思维模式方面，大多
数是演绎型的，或者是注释型的，少见实证型的；针对这种状况，本书专门增加了宪法本身的基本知
识和宪政的基本知识等相关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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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法学核心课系列教材新世纪高等学校教材，全书在吸收我国宪法学界的理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
以案例分析的形式对现代宪法学理论作了系统全面的分析，在内容和研究方法上作出新的探索。
本书可作为高等院校法学专业的教学用书，也可供读者阅读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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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引述：某月某日三位探险家共同到一地下溶洞进行探险。
行进间突发地震，洞口被震碎的岩石封堵，三人除了等待救援，别无逃生机会。
在等待25天后，所带食物及饮用水用完。
绝望中，有人提议：三人共同签署一纸“生死契约”，用抽签办法决定一人自愿被其余二人杀死并充
作食物，以延缓两人的生存时间等待救援。
另两人同意并共同签署了一份“生死契约”。
随后进行了抽签。
巧的是，正是提议者抽中了死签。
接下来的事情就是按照“生死契约”进行了。
两人因得到食物而得以活命。
待被困31天后，封堵的洞口被救援者打通，于是二人得救，重返社会。
二人康复后，便被司法机关逮捕，面临杀人指控。
此案看起来虽有些极端，但有广阔和深入分析的空间。
首先，此案例可以引发刑法上的分析。
罪与非罪，在认定犯罪的前提下，是重罪还是轻罪？
是刑罚还是免罚？
这些都是值得考量和深入探讨的问题。
其次，此案又可以引发民法上的分析。
传统上的契约理论是否适用本案？
三人完全基于意思自治而订立的“生死契约”是否具有法律效力？
此等“生死契约”是否可以作为免除刑事和民事责任的依据？
这些显然也是值得认真考量和深入探讨的问题。
再次，此案还可以引发法理学或法哲学上的分析，其中的权利与义务、生命伦理则应当成为特别值得
考量和深入探讨的问题。
最后，此案更是可以引发宪法学上的分析。
表面看来，此案与宪法无涉，只需司法机关以刑法和民法上的裁定就可以结案了。
但实际上，此案关系到刑法和民法赖以扎根的宪法和立宪主义方面的一系列深层次问题。
即使是法理学或法哲学上的问题，通常也要通过宪法和宪政体现出来，并外见于特定的国家法律效力
。
宪法不一定甚至根本不可能直接规定这类案件的处理规范，立宪主义必定会在远离这类具体的、个别
的事件上展现其原则和精神。
然而，此案若要得到刑法和民法上合法、合理的裁处，或在法理上得到科学的解释，最终还要依赖于
宪法和立宪主义所确定的一系列原则和精神，尽管这些原则和精神通常不是由宪法规定出来，或者往
往是由相关的宪法解释或司法判定呈现出来的。
宪法和立宪主义为此类案件确定的原则和精神，要者有如下一些。
一、关于罪与非罪的最终认定是由宪法和立宪主义担当和完成的罪与非罪说到底是一个社会认定，确
切地说，在近、现代国家，是一个宪法认定。
什么是犯罪，什么不是犯罪，在不同的社会和国家，在同一个社会和国家的不同时期，从来没有一个
固定不变的标准。
这个标准只能由社会和国家来认定，而这种社会和国家认定则是通过宪法来体现出来的。
以杀人是否就是犯罪来说，就不能一概而论。
在一般的社会情境中，从古至今，自中而外，无故杀人都是被视为严重的犯罪行为，要遭到严厉甚至
极刑的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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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再次感谢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特别是策划编辑马洪立的慷慨接纳和大力帮助。
初期与众位同仁的联络工作，主要由郭殊博士担任，后期由博士后研究人员翟东堂副教授担任，并在
后期统一文稿、编辑等方面作了大量的辅助工作。
夫人刘淑珍教授在整理主编著个人写作的章节方面，提供宝贵的帮助和支持，全部手稿变成电子稿，
也是她一手完成的。
对于以上提供必要和帮助的单位和个人，主编著在此表示诚挚的谢意。
本教科书疏漏及错误之处，还望学术界同仁、有识之士指出，待日后补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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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现代宪法学》：新世纪高等学校教材·法学核心课系列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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