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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如果说，建筑乃一个时代凝固的音乐，刻录了它所诞生的那个时代的悲欢离合。
那么，法典就是一个民族无声的语言，记载着这个民族成长过程中的沧海桑田。
所以，法典与建筑一样，都是历史最好的见证。
忘却自己民族曾经有过的法典，就意味着对历史的忘却。
正如同摧毁自己民族的建筑，就意味着对历史的摧毁一样。
中国的法典文化史正如其建筑文化史一样源远流长。
自战国时代李悝撰《法经》，尔后虽历经千秋万变，法典文化却经久不衰，《秦律》、《九章律》、
《北齐律》、《开皇律》、《唐律》、《宋刑统》、《大元通制》以及《大明律》等法典承先启后，
一直延至《大清律例》。
大清晚年，尽管在内忧外患的双重冲击下，“法统”不古，但其在半推半就之中所推行的预备立宪运
动，却开启了中国“宪法典”文化的历史纪元——它不仅留下了《钦定宪法大纲》、《九年预备立宪
逐年筹备事宜清单》和《宪法重大信条十九条》等重要的宪法性文件，而且为其后的中国立宪运动奠
定了思想基础和文化基础。
正是受惠于晚清立宪运动的洗礼，武昌首义之后，即有《中华民国鄂州约法》出台，随后又有《中华
民国临时约法》问世。
此后，尽管国家政局飘摇动荡，北洋政府“大旗频换”，然制宪却从未间断——北洋政府期间先后制
定了四部成文宪法典；南京政府时期也先后颁布过三部宪法典；北伐战争前夕，还在湖南、浙江和广
东等省相继诞生过“省宪法典”。
尽管其中有些宪法典未能正式颁布实施，那些正式颁布实施的宪法实效也大多未尽如人意，但这些似
乎并不应当成为阻碍我们去挖掘其文化价值和历史意义的正当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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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自晚清以来，地方自治主义与联邦主义就一直是近代中国变革思潮中的重要一脉。
在袁世凯复辟帝制之后，国民对于历经10余载的“自上而下”的立宪模式已失去信心或者耐心，沉寂
多时的地方自治主义与联邦主义终于演变成一场声势浩大的“自下而上”的立宪尝试，即“联省自治
”和省宪运动。
期间，湘、浙、粤、闺等省相继出台自治宪法⋯⋯然而，随着北伐战争的爆发，风靡一时的省宪运动
终在炮火中偃旗息鼓⋯⋯当后人打开这段被尘封但并不久远的历史时，难免会以自身喜好和立场来对
其评头论足。
但任何对于历史做出是非判断的企图，都将可能无情地暴露出我们自身的肤浅和幼稚，或许．历史就
是历史，其意义就在于它曾经真实存在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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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法规；（5）制定本省税则、募集省公债及订结省政府有负担之契约；（6）制定户籍法及登记
法；（7）省公产及营造物之处分；（8）各级学校、学制及与教育相联属之事项；（9）矿业农林之保
护及发展；（10）各种公共实业及关于实业之法规；（11）省以内之河川、道路、土地整理及其他土
木工程事项；（12）省以内之铁道、电话、电报支线之建设。
但为谋交通行政之统一，联络省际商业之发达及应国防上之急需，国政府之命令得容受之；（13）省
内之军政、军令事项；（14）省警察行政事项；（15）卫生及各种公益慈善事项。
之所以采列举的方式来阐明省之事权，其用意在于“吾国之省，在法理上向无可固有事权之可言，所
有事权皆国之事权，苟非于省宪中先为具体的列举划定一省应守之界域，则省之地位仍不明了，且恐
将来制定国宪时觉不应归于国有之事权，亦划归国有，省政府无可对质以为抗拒。
故不若先于省宪中，将省之事权明白列举，较为妥善，且现实自治运动之争点，非为民治对官治之争
，尤为地方自治对中央集权之争，省于事权上若无明确可守之界域，则自治二字，空无所着”。
①这种做法，是仿效西方联邦国家对中央和地方的事权规定，在国宪制定前，先在省宪法内对省的事
权明白规定，并理清中央与省的关系，究其实质还在于为省权与国权之间的博弈奠定法理基石。
《湖南省宪法》的绝大部分都是围绕着国、省事权的界定展开的，其中既有分毫不让的针芒相对，也
有为达成目的顾全大局的妥协。
具体表现为：（1）特别强调省议会对省政府和省司法机关的监督和弹劾权，尽量减少中央行政及司
法对其控制的可能。
根据《湖南省宪法》第39条之规定，议会之职权包括：选举官吏、对省务院的监督权、对省长的弹劾
权、对司法的监督和弹劾权、对省务员及审计院院长的弹劾权以及对于各类官员的监督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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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这是一段并不十分遥远的历史但我们却似乎已经忘却了我们曾经有过这样一段历史为了不再忘却我们
试图接近尘封已久的历史之墓企望从支离破碎的瓦砾之中拼凑起它的某些图片是的，只是某些图片而
已面对浩瀚的历史我们过于渺小而幼稚无力随心所愿地描述它的全貌不过，仅仅是为了不再忘却而已
我们没有还原历史的魄力与宏愿如果我们所拼凑的某些图像能够为历史留下点滴记忆那当是我们的幸
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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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自下而上的立宪尝试:省宪评论》：如果说，历史就像是一本充满智慧的教科书，那么立宪史就是这
本教科书中最富启发的一页——读懂了历史，便也读懂了宪法，便也掌握了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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