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辑推荐】

凡是过往， 皆为序章。 新中国宪法史

一路磕磕绊绊， 终于在以 “八二宪法” 为

开端的改革阶段稳固下来， 本书从时间和

空间两个范畴， 探讨在改革开放的风云变

幻中， 宪法制度如何深刻地影响中国社会

历史变革和制度创新， 揭示宪法在理论和

实践双重维度上的演进。

本书装帧设计夹带 “私货”， 重庆为

西南地区 “法学重镇”， 又和作者的求学、

工作经历息息相关， 故封面以重庆的摄影

作品为主设计。 摄影师是美国国家地理、

星球研究员签约作者， 其作品多次入选

《中国国家地理》 《这里是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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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一部扎根在中国大地上的宪法研究

著作， 探讨中国宪法制度如何展开。 书

中讨论的“宪法”， 不是一个简单的文本

或某种西方的普世理论， 而是站在中国

宪法 （尤其是 “八二宪法”） 的自身实践

基础上， 展现中国宪法和制度的自身逻

辑与发展道路。

全书辑集了作者 2010 年以来的 9 篇

作品， 记录下一位青年学者 10 年来的学

术探索。 作者有着深刻的“问题意识”，

在梳理改革开放 40年以来的历史基础之

上， 不仅探讨了中国宪法研究中的概念、

范畴、 方法和理论， 还通过批判性分析

对比美国宪法， 试图打破西方理论的普

世神话和话语霸权， 进一步提出立足于

中国实际的研究方法。 同时， 围绕中国

宪法的实际框架， 具体分析和研究了中

国国家治理体系的合理性及其积极意义。

【内容简介】

田雷， 江苏丰县人， 华东师范大学

法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 立法与法治

战略研究中心主任。

2008 年于香港中文大学获得政治学

博士， 此后曾执教于重庆大学人文社会

科学高等研究院。 主要研究领域为宪制

理论与历史变迁， 并主理“雅理” 品牌

下多个出版系列。

【后 记】

中国是一个超大型的政治文化共同

体。 作为一个大国， 中国有着全世界最

多的人口， 14 亿的总数已经超过了欧

洲、 中北美洲、 非洲和大洋洲的人口总

和； 就疆域而论， 中国约有 960 万平方

公里的国土， 仅次于俄罗斯和加拿大，

与美国大致持平； 在民族问题上， 中国

有汉族与 55个少数民族， 各民族的分布

呈现出“大杂居、 小聚居” 的格局； 就

社会经济发展程度而论， 各个地区之间

的发展很不平衡。 以上不仅是国情教育

的基本事实， 也是“八二宪法” 所面对

的现实格局。

法学理论的思考与法制建设的探索

不可能脱离一个国家的基本国情， 正因

此， 中国是一个复杂多元的超大型政治

共同体， 这一命题应当时刻规定着学者

的思考。 但我们的现状却并非如此， 法

学者看起来在中西古今之间自由穿梭，

早已忘记了此命题对中国论述所具有的

无处不在的约束力。 苏力教授曾为这一

病态现状归纳出两点原因， 首先是此命

题“不是法言法语”， 其次是“柏拉图或

霍姆斯从来没说过”。 我在这里再加上第

三点， 即宪法学者还未能将这一国家学

说或国情论述转变为一种宪法学理的表

述。

相应的， 本节希望完成三重任务，

首先是用宪法的语言来阐释本命题， 将

其法言法语化； 其次是从经典及当代的

中国论述中重新发现本命题； 后也重要

的是， 借用费孝通“差序格局” 的概念，

概括中国政治空间所具有的复杂、 多元、

差异的结构性特征。

“差序格局” 如要得以提出， 宪法

理论首先应当走出在国家结构形式上由

单一制和联邦制所设置的认识论误区。

首先， 中国宪法学的通说认定中华人民

共和国是一个单一制的国家， 主张单一

制乃是中国宪法的一项基本原则。 但问

题在于， “八二宪法” 并未在文本内规

定单一制的基本原则， 而学者们所给出

的教科书体例的论证实际上理论化程度

并不高， 宪法序言中出现“统一的多民

族国家” 并不能成为单一制中国的直接

理据。

近年来， 宪法学及相关学科在中央

与地方关系上的论述开始挑战中国作为

单一制国家的通说。 在对单一制学说进

行修正之时， 学者的常见策略就是为单

一制或联邦制加上前置的修饰词。 政治

学家郑永年近年来提出了“事实联邦制”

或“行为联邦制” 的概念。 而宪法学界

更是有丰富多彩的创新， 近年来有不少

论者在单一制前加上了“中国特色” 这

个一劳永逸的形容词。 这些论述一方面

确实丰富了我们对中国国家结构形式的

认识， 但另一方面， 这种修正论述的策

略也在表明， 单一制和联邦制只能是我

们认识的起点， 我们的理论探索应当突

破这种在理想型概念中植入修饰词的方

法， 而中国政治空间结构的“差序格局”

就是在这一理论自觉之下提出的。

（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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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选取如胎儿继承权、

高铁霸座 、 抢夺方向盘 、 高

利贷 、 高空抛物等百姓普遍

关心的热点问题 ， 编写成三

字一句的整齐句式 ， 每部分

内容又结合经典案例 ， 进行

了扼要 、 点睛式的分析 ， 并

配以四格漫画和法条链接 ，

便于快速 、 精准地学习和理

解民法典所调整的各类法律

关系 ， 是一本学习掌握民法

典知识 、 指导解决法律纠纷

的通俗普及读物。

请求权基础方法在教学场

景中体现为鉴定式案例分析，

在诉讼场景中则体现为法庭报

告技术。

本书是作者研究请求权基

础理论、 践行鉴定式案例教学

十余年的成果。 全书上篇三章

勾勒方法 ， 中篇五章梳理体

系， 下篇四章则以现实案例演

练方法并验证体系， 以期从方

法、 体系与实例三个层次， 立

体呈现请求权基础的方法逻

辑、 规范体系及其适用细节。

本书为当代英美法哲学的

开创者、 英国著名法学家 H.

L.A.哈特的一部论战性作品 。

在法律道德王义 “死灰复燃”

的时代背景下， 作者有力地重

申了约翰·斯图亚特·密尔著名

的伤害原则 : “只有意在阻止

对他人的伤害时， 以违背文明

共同体中任何成员之意志的方

式运用权力才算是正当的 。”

在 “道德的法津强制” 这一议

题上， 它已经成为绕不过去的

里程碑作品。

《法律、自由与道德》《民法典普法三字经》《请求权基础———方法、体系与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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