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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所有的道路都通向城市”，作者以凡尔哈伦的这句诗作为当代中国社会变迁的一个隐喻，同时也作
为当代中国法治实践的背景和基本制约。

    以开放的学术视野，融和了多学科的知识，作者从制度的角度切人，集中讨论了处于空前的社会变
革时期的当代中国的一些法律理论和实践问题，例如，中央与地方关系及其制度化、习惯在立法中的
地位、最高法院在宪政结构中的位置、法官遴选以及其他一系列司法改革的问题；作者试图通过细致
的理论论述和实证分析水到渠成地展示并凸现这一法治实践中独特的中国问题，例如大国法治、建国
法治、转型法治以及这些问题中隐含的诸多两难。
本书可以说集中展示了作者对当代转型中国社会中法治实践的独特分析思路和看法。

    本书的基本关注是理论的，但其附着的问题是具体的；它追求对当代中国法治实践问题的社会科学
解说和经验研究，追求——种对规范性法学研究的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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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苏力，现为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院长，出版过多部著作，包括社出版的《波斯纳及其他》、《批评
与自恋》以及《也许正在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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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                                  书摘     就分权而言，也是如此。
分权是一种政治措施和手段，是为解决具体社会的治理问题而提出的一种基本权力架构。
因此，这个问题总是首先反映在政治实践中，然后才可能成为一个理论的问题。
当然，一个社会政治实践甚至宪政追求会受当时的流行理论的影响，但宪政主要不是一种理论，而是
与一个国家的历史和现实状况、自然地理、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状况相联系的政治实践。
相反，即使采取了某种理论的言说，后来的政治实践也往往会逐步修改这些理论言说的内容，甚至偷
梁换柱，李代桃僵。
例如，在欧洲15世纪以后，在一些“国家”出现了绝对君主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统一的民族国家，
后来一般都采取了单一制；而在另一些国家，其近代国家形式是由多个享有相对主权的完整政治实体
组成的，其作为现代统一民族国家的整体往往是由于各个政治实体的同意和联合形成的，其内部可能
有众多的民族，因此，最终形成了联邦制。
    其次，但与上述问题相联系，在纵向分权问题上，许多学者往往忽略了无论是单一制还是联邦制在
政治家眼中都是解决国家治理问题的工具，这两种制度本身都不具有独立的意义，其意义在于且仅仅
在于能否实现政治家及其代表的社会群体所追求的目标——我们暂且不必评价这一具体的目标如何。
至于其选择的工具能否实现这个目标，则取决于社会各方面的条件。
不去考察中国社会的问题，不去考察当年中国共产党的领袖对中国问题的理解(即使是错误的理解)，
而只是在一般层面上套用西方宪政理论、经验来讨论中国纵向分权的实践问题，则无疑是缘木求鱼。
    因此，要理艇1949年后的中国社会的纵向分权问题，就必须考察当时中国社会面临的主要问题，考
察当时的中国共产党人，特别是其中的核心层，对这些问题的理解，以及他们试图解决这些问题的基
本思路。
事实上中国共产党人从1921年以后的革命经验已经使他们认识到，新中国的治理问题必须针对中国社
会革命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考虑到中国社会的一系列因素以及考虑到这一系列因素的流变来不断设
计、调整、完善自己的宪政制度。
那么什么是近代中国的核心问题?或者更准确的说，什么是中国共产党人看到的当时中国的主要问题
呢?从毛泽东等人的一系列著作以及中国共产党的一系列文件中，我们也许可以对此有所了解。
    首先，中国是一个各地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的国家，它还没有一个统一的市场，甚至在中国经
济中占主导地位的仍然是农业经济，工商业基本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的一些大中城市。
在广大农村，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使得农村可以相对独立于城市。
没有经济联系作为纽带，各地之间的联系就相当松弱，如果没有高度的政治上、文化上的统一，就很
容易发生分裂或割据。
    其次，虽然近代以前的中国在一定意义上是一个封建专制国家，但由于它一直是一个地域辽阔的大
国，没有欧洲15、16世纪的那种绝对主义国家的历史，因此中国的皇权对全国的统治更多是一种政治
文化意义上的，象征性的。
“天高皇帝远”是中国近代以前的一个现实，国家权力没有能有效深入到社会之中，中国人缺少一种
民族的认同，仅仅有一种文化的认同。
也正是由于这一点，中国实际上是一盘散沙的状态，近代以后，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国很快沦落
为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
    第三，近代中国又是一个受到各个帝国主义国家问接控制的国家，各帝国主义国家对中国的各地有
不同程度的影响。
新中国的政治性质使得西方各国不愿意出现一个统一的大国，他们希望并且实际上也在中国特别是边
远地区制造某种政治上的分裂，经济上对于帝国主义国家的依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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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你看到了什么?(代序)你看到了什么?(代序)    25年前的那个秋天，你来到了北大法律系——那时还是法
律系。
懵懵懂懂中一转眼，就1／4个世纪了。
如今北大的绝大部分学生那时都还没有出生呢!而如今，你已经是满头华发。
你是同当代中国法学的恢复、发展一同成长起来的一代法学人。
    按理说，你早就不该感叹人生了，但你还是常常感叹。
因为这l／4个世纪至少是近代以来中国变化最大的一段时期，尽管不是动荡最大的一个时期，却是变
化最深刻的一个时期。
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的、根本性的转型。
中国的法制在发展，法律职业在发展，法学也在发展。
你当年的文学梦已经远去；你也许暗自庆幸自己当年被“计划”进了法律系；你已经爱上了这个行当
。
    生活在这样的一个时代，不知道你是什么感觉。
反正你多次说起，一个世纪之前的中国学人，他们面对当时的中国，至少有些人只有“绝望”。
而你哪怕是再“愤青”，对现实再多不满，也正目睹着中国的崛起和复兴。
    于是，有了这本书，你想勾勒转型时期中国法治和法学25年发展的一个轮廓，或一个当代的法律切
面。
    当代是难以勾勒的。
身处其中，如在暗夜，何方是你的希望所在；又如在白日，周围无数景色都会吸引你，信息太多同样
令你迷失方向。
更何况，由于“上帝”的死去，你不知未来会如何，应如何。
也许你只能如鲁迅笔下的“过客”，只是要到一个叫做“前面”的地方去，不知是茫然，还是必然。
    意义和确定性都是语境的构建。
因此，你在《引论》中首先勾勒了你心目中关于中国的社会变迁的基本脉络，试图以此赋予你的前后
左右发生的诸多事件某种融贯的意义，同时也为后面各章节的整合提供一个理论框架。
把所有的变化都与这一社会变迁相互关联，又将之视为这个社会变迁的构成部分。
    你说的是“构建”，而没有说(尽管企图如此)描述或展示。
发生在这片土地上的事件太多了，每个人都会赋予这些事件一些特定的意义。
但是它们是否具有一个整体的意义?这个问题至少是开放的，是供人们不断解释和建构的。
你和其他人一样，似乎总是需要生活的融贯意义；你试图从“零乱”的历史中整理出线索。
    尽管有人说你是后现代，但即使从这一点上看，你就注定不是也不可能是一个后现代主义者。
“我们这一代都是现代主义者”。
你需要意义，并且你已经不会像更年轻的那代人一样，能且会从琐细的个人日常生活中寻求意义。
就你们这一代人中的绝大多数而言，你们都只能，也习惯于从社会、历史和民族中发现你作为个体存
在的意义。
    你注定会被下一代学人嘲笑。
但你不担l心，因为正如霍姆斯所说，“就实践而言，人都注定是地方性的”。
你“深深嵌在这个世界之中”了。
但又何止是你呢?你们的前辈，你们的后辈其实都会这样。
因此，你没有尼采批评的那种迟到感，也不感叹“我的青春一去不回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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