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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讲演录为我们勾勒了一个由三十多为西方法政思想家组成的思想长廊；为我们展示了一个有关古今
政法思想的历史路径和演变机理，展示了一个在繁复多元的思想观念中古今一贯的政治主题，即如何
寻找和塑造一种适合人性的良善政制；在遵从古典思想的前提下，这套讲演录强调的乃是现代的自由
政治，即从历史生成的视野来审视现代的自由主义法政思想以及制度实践，它旨在强调指出，建设一
个自由、共和、宪制、民主的现代政治，不仅是西方千年历史的未必是完美的思想成果，而且也是解
决现代中国问题的一大症结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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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高全喜，曾就学于南京师范学院、吉林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1988年获哲学博士学位。
曾任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现任教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教授。
研究领域为政治哲学、法哲学和宪政理论。
出版的学术专著有《法律秩序与自由正义》、《论相互承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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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欧洲宪政思想的主要奠基者与罗马公法　三、罗马公法在欧洲政法传统中的地位和价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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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主义宪政理论李洪雷：公民共和主义与现代公法刘训练：共和主义的复兴及其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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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三、哲人与立法之言只是在城邦之内，在为城墙所环绕的那一块空地之间，公民的言行才具有了这种
意义。
城邦是公民言行的舞台，换言之，公民之言的出现是后于城邦的建立的，它的内容不可能涉及城墙本
身，即不可能涉及建立城邦的活动。
但是，城邦从何而来？
当然不可能是公民通过自己的“言行”建立的。
因为此时尚没有公民的言行，只有已经有了城邦，有了为城墙所环绕的空间，才有公民的行动。
这一个问题其实具有普遍性。
任何一种政治生活形式都面临解释它的合法来源的困境，因为政治生活形式本身总是先于“合法”观
念的出现。
具体地说，任何一种法律制度都不可能自己建立起使这一法律制度成为合法的前提，换言之，任何法
律制度的合法性都不能来自于自我叙述，正如一个人不可能拔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面一样，他也不可
能制造自己立足的地面。
当一种政治生活形式谈及自己的合法性基础时，它的这种“谈”只能是作为一种对于“历史”的回忆
。
回忆是一种留恋，留恋开创行动所迸发的力量（而这一力量必然始终处于衰竭过程之中，衰弱得愈厉
害，留恋也就愈强烈）。
政体（生活方式）的悖论在于：“合法”只有在既定的制度法律框架之内才是有意义的，它是后者的
产物，因此这种“合法”是不能反身运用于对于政体的辩护的。
由于这一悖论的存在，假设一种外在（近代以来是内在的）力量的存在就非常必要。
这种力量可以不受政体的限制（具有超越性或内在性），并导致了政体的创造，它是政体合法性的源
泉。
任何一种政体形式，只要它试图维持自己的存在，就不能不顾及它的起源，它必须持续地从它的起源
中汲取合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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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从古典思想到现代政制:关于哲学、政治与法律的讲演》由法律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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