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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法是人类伟大的社会文明

陈云生

　　在当代民族国家 ,除了英国、新西兰两国的

“不成文宪法”以外 ,各国都有一部成文宪法 (有

些国家的宪法 ,如以色列国的宪法是由几个文

件构成的 ,被称为“复式宪法”) 。除此之外 ,像

欧洲这样地区性“超国家联盟”也制定了自己的

宪法 ,为宪法大家族添加了新的成员。由于“宪

法”一词和宪法现象早已为人们耳熟能详 ,不仅

普通民众 ,就是政治家、法律界实业人士 ,甚至

宪法理论界专业人士或许都没有细想 ,或者没

有意识到全世界普遍存在的宪法现象究竟是怎

样形成的 ,以及这种现象存在的根本意义是什

么。在宪治昌明的当代 ,为彰显宪法在治国安

邦方面的突出作用 ,我们不应当满足于宪法是

由权力机关制定的政治、法律性文件 ,以及宪法

是国家的根本大法或国家的总章程之类的说

法。而应探幽察微 ,从广阔深厚的人文背景上

来认识和理解宪法的现象及其本质。

事实上 ,要说明全世界各国普遍都有一部

成文宪法 (个别除外) 这一简单的事实 ,并非是

一件容易的事。我们在这里只能粗略地表明一

点 ,即宪法现象的产生和存在决非是人类一种

即兴的、偶然的行为所致 ,宪法实质是人类最伟

大的社会发明 ,是迄今为止人类在政治法律事

务方面所能达致的最高文明成果。

人文的经验和哲理教导我们 ,任何一个人

文的创造物想行之久远 ,必因其内在的合理性

并因此得到社会广泛而持久的认同 ,宪法作为

人类最伟大的社会发明之一 ,也不例外。近、现

代国家之所以都需要一部成文宪法 (少数例

外) ,除了它在规定和规范的内容上具有国家和

社会的根本性 ,被赋予最高的法律地位和最大

的法律效力 ,以及在形式上易读、好记和便于实

施之外 ,更为重要的 ,或许就在于宪法所蕴涵和

体现的各种原则和精神。表面看来 ,宪法不过

是一个或长或短的被称为“宪法”的文件 ,由章、

节、条、款等语言文字所组成 ,但实际上 ,决定宪

法的权威、力量的是潜藏在文件背后的各种原

则和精神。正是这些原则、精神构成了宪法的

灵魂 ,也只有这个灵魂才能使宪法由文字、语言

组成的躯干变得生动和富有活力。宪法之所以

被近、现代的民族国家所普遍认同和采纳 ,归根

到底是这些原则和精神为人类社会设计和构建

了最佳的社会构成形式和最良善的政治组织形

式。须知 ,人类把自己组织起来生活在一个较

为合理的社会和政治结构中 ,并不是一件容易

的事。在经过几千年的艰难探索 ,并付出了无

数难以计量的痛苦和牺牲以后 ,人类最终才在

近代找到这一模式。由此可见 ,宪法和宪政在

确立人们的价值观和使人过上美好生活方面 ,

是人类迄今为止的一切人文发明所不可比拟

的 ,也是不可替代的。正是人类心目中普遍认

同的和愿意遵行、信仰的宪法原则和精神 ,才构

成宪法经久不衰的伟大权威和力量所在。只有

认识到了这一点 ,我们才能认识全世界所有的

民族国家都要制定和实施一部称之为“宪法”的

文件这个事实的原因所在。当然 ,近、现代人类

之所以采纳宪法作为自己经世治国的总章程 ,

原因可能并不只是这一个 ,但毫无疑问 ,这是一

个极其重要的原因。

宪法是一个多价值的政治法律文件 ,人们

从各个不同的角度认识宪法的价值体系 ,并尽

可能地发挥其各方面的价值功能 ,这是理所当

然的。但宪法作为人类最伟大的社会发明 ,这

一点无论如何不应当被忽视。这一认识之所以

重要 ,就在于它关系到人们对宪法的态度和行

宪水平。如果一部宪法不能在国家的政治、法



律、社会生活中起到根本性的规范和调控作用 ,

那就需要从对宪法现象这个根本性的认识上找

找原因 ,并切实加以改善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