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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从时间上说，本书收录的五篇文章，大抵在两三年前就已经基本写毕了，现在结集出版，心中十分感
慨，非常感谢法律出版社，尤其是编辑董彦斌先生的古道热肠。
两年来，我虽然陆续写作了一些风格各异的文章，出版了《我的轭——在政治与法律之间》和《何种
政治？
谁之现代性？
》两部书稿，其实，这些篇章的思想底色大多源自上述的五论，现在把它呈现在读者面前，我既有一
种了却心愿的释然，又有一种如执火炬的热烈。
屈指算来，自己的新一轮学业转向已经有十年之久了，其间所作的哈耶克、休谟与黑格尔的文本研究
，对于自己来说，只能是一种步入法政之道的学术训练。
自己潜质平庸，学问做得并不精粹，但仍不愿面壁向学，死守空道，而是关注所谓的中国之大问题，
于是贸然写作了几篇涉及宏大叙事的文章，即宪法政治、共和政体、国家利益、政治社会与民族主义
五题也。
记得我在《何种政治？
谁之现代性？
》这本小册子的序言中曾经写道：“在左派激进主义、右派保守主义和教条自由主义的夹缝中，我愿
意选择一条边缘性的中庸之道。
”此话道出了眼下吾之五论的本意。
在当今言辞滔滔的中国法政思想界，我知道自己的言说卑之无甚高论，属于乏味的散文，但大道藏于
拙，或许我的这些笨拙之言能为那些致力于经世致用的学子们提供某种砥砺，如斯自己就不作他求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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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收录作者近年撰写的五篇论文，涉及宪法政治、共和政体、国家利益、政治社会与民族主义
五题。
作者视野开阔、立意高远，从中国问题出发，以法政制度为中心，以自由政制为指归，左右中西，诉
求中华民族的政治成熟，探究文明赓续的大国之道。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现代政制五论>>

作者简介

本书为国内政治哲学法哲学领域代表性人物之一高全喜教授，集中讨论当今政治哲学最重要议题即宪
法政治、共和政体、国家利益、政治社会与民族主义五题的专著。
作者通过对以上论题古今中西的梳理，意在为有中国特色的政法理论提供理论资源，为中国在世界和
平崛起，在国内实现政治正义提供理论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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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自序 第一章　论宪法政治——关于中国法治主义理论的另一个视角　导论：“宪法政治”理论的时代
课题　一、政治法、国家法与宪法　　（一）孟德斯鸠的政治法思想　　（二）黑格尔的国家法理论
　　（三）施米特的宪法理论　二、常规政治与宪法政治　　（一）施米特的二元政治观　　（二）
阿克曼的二元政治观 　三、宪法政治的几个理论问题　　（一）主权形式与内容之关系问题　　（二
）民主政治与主权归属问题　　（三）法治主义与宪法政治的程序第二章　论共和政体——关于中华
人民“共和国”的一种政体论思考　一、古典共和政体　　（一）希腊共和政体　　（二）罗马共和
政体　二、宪政共和政体　　（一）英国混合政体　　（二）美国联邦共和政体　三、共和政体与共
和主义以及中国问题第三章　论国家利益——关于中国现代社会的一种国家哲学思考　导论：国家利
益问题对于我国的重大意义　一、国家利益问题的一般理论　　（一）现实主义的传统理论　　（二
）自由主义的传统理论　　（三）其他理论形态的视角　　（四）关于国家利益的几个重要理论问题
　二、中国的国家利益观　　（一）世界政治格局的演变与现代状况的挑战　　（二）中国政治社会
的内在诉求与应战　　（三）现时代的中国国家利益观　　（四）中国国家利益观的几个关键问题　
　结论：中国政治社会之时代问题的理论转型第四章　论政治社会——关于中国现代社会的一种政治
经济学考察　一、西方关于政治社会的一般理论　　（一）政治社会：狭叉和广义　　（二）“政治
社会”的问题形态　　（三）英、法、德政治社会理论之异同　二、中国现代社会之特殊性　三、中
国现时代之政治社会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一）政治经济学的核心问题　　（二）政治经济学视野
下的几个重点问题第五章　论民族主义——关于民族主义问题的一种自由主义考察　一、民族认同的
政治基础　二、从民主主义看民族主义　三、从共和主义看民族主义　四、从宪政主义看民族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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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因此，施米特有关政治决断的主权理论从一个侧面为国家在非常时期的政治责任提供了理论的依据。
总的来说，凯尔森是把日常政治绝对化为普遍的政治，而施米特则是把非常政治绝对化为普遍的政治
，两人在理论上都没有把握好非常政治与日常政治的区别，没有区分好法律规范与政治决断的作用，
没有达成日常与非常、规范与决断之间有效的平衡。
笔者认为，比他们早一百多年的思想家黑格尔在上述问题的处理上，反而比他们高明。
在黑格尔看来，国家主权是一种拟制的国家最高权力，它高于市民社会，不同于市民社会的法律规范
，具有纯粹形式的意义，从这个维度上可以开启出凯尔森形式主义的国家法学，作为主权化身的王权
在黑格尔的理论中仅仅是一种国家的人格化的符号。
但是，与凯尔森形式法学不同的是，黑格尔在王权中又谈到了个人（君主）的决断，因此赋予了国家
法在维护市民社会上的政治决断能力，为了国家目的，主权者有权要求公民作出牺牲，从这个维度上
同样可以开启出施米特实质主义的国家法学。
关键的是，黑格尔并没有偏向一个极端，尽管他的市民社会与国家伦理二分的法哲学理论存着这样那
样的问题，但毕竟他达到了一种有效的平衡，从这个意义上说，他超越了后来的施米特与凯尔森，为
我们研究中国现时代的宪法政治提供了新的路径。
有意思的是本章在此还要提到另外一位理论家哈耶克，他在自己的书中曾明确地否定过主权概念，但
是在笔者看来，他后期提出的宪法新模式理论，实际上是用另一套语言在国家问题上同样超越了施米
特与凯尔森。
哈耶克讨厌用德国公法的烦琐语言谈国家问题，但他的新宪法实际上就是建构一种国家学说，其中最
关键的是他的“普通法的法治国”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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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现代政制五论》是法政思想文丛之一。
新的中国问题之视角。
集汉语学界之学术力量。
审慎研究中西政治与法律理论。
期冀开辟中国与西方传统政治的两种资源。
寻找适合中国国情的一般政治与法律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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