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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法变迁与宪法适应性之关系刍论 

秦前红

    宪法的变迁是建立在关于宪法本身具有适应性的判断之上的。宪法理论有关宪法属性的言说，除了许

多是实然意义的描述外，更多是在一种价值期求的基础上对宪法的意义赋予。在某种意义上说宪法就是一

种道德法或价值法。宪法最重要的属性是它的最高权威性，其他属性比如稳定性、适应性等都是在这一命

题下展开的子项。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宪法权威是宪法正当性的表征，也是区分法治政府和人治政府的重要基准。宪法权威是宪法的法律强

制力和社会公信力的集成。近代成文宪法产生以后，宪法作为国家实定法的一部分，当然被赋予国家强制

力。只是这种强制力并不限于普通法的司法强制力和行政强制力，它还包括赋予立法者一种行宪的责任，

强调立法贯彻宪法的作为义务。宪法的公信力来自于多个层面：通过宗教赋予宪法神圣性，使人们真诚地

崇奉宪法；通过社会大众的共同约定，产生一种自律性的义务，而自觉遵守宪法；通过宪法制定的民主性

和宪法内容设定的正当性，使人们心悦诚服地接受宪法。宪法不能没有强制力，但宪法又不能只有强制

力。强制力能保证宪法行之一时，但不能保证宪法行之久远。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所谓宪法的适应性，是对宪法规范和社会现实关系的张力状态的一种描述，是指宪法规范在一定范围

和一定程度内的时势变化下仍有适用的价值和效用。宪法不具有适应性时通常产生宪法失范和宪法废止的

后果。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宪法适应性的讨论仅在罗文斯坦所谓"规范宪法"的语境内才有意义。[1]而"名义宪法"和"语义宪

法"原本不追求或者不具备现实的适应力，当然也就没有所谓的"适应性"问题了。罗文斯坦认为：一个国

家、一个社会要产生出名实相符的宪法，就要提供使宪法具有鲜活生命力的水土条件。宪法仅仅具有法律

效力还不足以具有鲜活性。宪法必须在国家和社会的怀抱里成长；反之，国家和社会也必须在宪法的"罩

影"之内成长。"易言之，宪法与社会必须进入一种共同栖息的关系。在这种情形之下，宪法的诸规范驾驭

着政治过程；相反，权力过程也能适应和服从宪法规范。"[2] 宪法必须适应性的原因在于：宪法规范是

表达社会现实的载体，社会现实是充盈宪法规范的内核。由于社会现实的恒动性导致宪法规范要保持必要

的适应性。正如英国法学家梅因所说"社会的需要和社会的意见常常是或多或少的走在"法律"的前面的。

我们可能非常接近地达到它们之间缺口的接合处，但永远存在的趋向是要把这缺口重新打开来。因为法律

是稳定的，而我们所谈到的社会是进步的。人民的幸福的或大或小，完全决定于缺口缩小的快慢程

度。"[3]按照民约主义或契约论式的宪法理论，宪法是社会契约缔结的结果，也是民意聚合的结果。既然

缔约主体是有时空归属的，那么宪法也应有代际的划分，宪法要重视适应性的价值。美国著名政治思想家

杰弗逊在1789年法国大革命的风暴中，基于地球用益权属于生者的理论提出了定期更换法律的建议。他认

为没有任何人可以把自己的宪法和法律强加给另一个人，因为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天赋人权，因此，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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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社会能制定永恒的宪法和法律，只有活着的一代人才有权行使对地球的用益权，死者对地球没有任何

权利，法律应该以一代人即每19年至20年更换一次，不能让活人受死人所制定的法律的限制。杰氏的论证

未免有太过极端之嫌，但他却提出了一个有关宪法正当性的重要问题。制宪者的理性局限性导致制定宪法

的文本出现内容不完备、规范不科学、结构不合理、文法不适当的缺失，导致宪法规范游离或滞后于社会

现实，难以满足人们对宪法的价值预期，因此需要通过宪法变迁来增强宪法的适应性。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宪法适应性的解决机制通常有三种： 

    

    第一种是在民主的范式下的政治判断机制。宪法适应性的解决需要量度的把握，但这通常是可欲不可

为的。在多样化的时代里，由于每个人的利益需求、智识水平、对社会变化的敏感度等条件的区别，更造

成把握宪法适应性规律的困难。于是人类发明了一种减少决策困难的便利制度设计，就是在宪法文本自设

宪法修改的程序制度，并且通常规定只要获得制宪或修宪机关的多数同意，即可修改宪法。宪法修改是一

种政治判断，做出理智的政治判断应该具备比较丰富的政治经验和智慧，应该能够准确地把握社会的发展

规律，预见未来形势的变化。只有这样，人们才可以在修宪过程中进行理性设计，按照变化了的愿望和新

的认识改造宪法；才可以全面审查宪法，修改所有不符合社会发展要求的地方，缩小宪法与社会现实之间

的距离；才可以根据对于未来发展趋势的预测，做出前瞻性的规定，以使宪法保持长期的适应性。但是在

人的理性局限导致结果与愿望适得其反，我们所看到的不过是在"人民主权"的幻觉下，陷入程序多数霸王

主义的泥沼，用正当性掩盖了关于合理性的诉求。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第二种机制是在法治范式下的宪法解释机制。如果说宪法修改隐含宪法是有缺陷的假设，它表征了一

种或强或弱的反宪法权威的态度。那么宪法解释似乎假定了宪法的完美无缺，因此宪法的权威已被历史确

证，宪法无须具有适应性的品质。但事物的真谛往往出乎人们的预料，这两种解决机制虽然出发点不同，

却在提高宪法的适应性上实现了殊途同归。宪法修改是在明显的宪法工具论思想导引下，把宪法公开作为

确认、保障和促进社会发展的工具，人为地建构宪法的适应性。而宪法解释却暗渡陈仓。它在结合社会现

实的需求解释宪法规范时，既促进了宪法的自我完善又增强了宪法适应社会的能力。宪法解释不象宪法修

改那样引人瞩目，它往往是潜在的，是在宪法文本不变的情况下发生的变化；它是悄悄的，可能隐含在对

一个宪法案件或宪法事例的言说之中；它是渐进的，日积月累，通过宪法意涵的点滴变化，积累而成关于

宪法条文的颠覆性理解。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第三种机制是在历史自然主义的范式下宪法的演进机制，其中尤以宪法惯例的生成为典型。宪法惯例

是增强宪法适应性的一条重要进路。正如英国宪法学家詹宁斯所言："宪法惯例的意义在于，它们充实和

丰富了空洞的法律框架，使宪法得以发挥功能，并使宪法与思想观念的发展保持联系。"[4]他还认为，宪

法惯例具有两种功能，它能使僵化的法律制度符合日益变化的社会需要和日益变化的政治思想，并使统治

者得以运转统治机器。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1] 罗文斯坦曾提出一种"存在式"的宪法分类法。他把宪法分为"规范宪法"、"名义宪法"和"语义宪

法"三种。并认为"规范宪法"是名实相符的宪法，"名义宪法"是仅具法律约束力但并无现实效力宪法，"语

义宪法"是点缀和装饰政治权力的宪法。参见王世勋，江必新编著：《宪法小百科》，，北京，光明日报

出版社1987年版，第44-45页。 ( 燕南, http://www.yannan.cn ) 

    [2] 参见林来梵：《规范宪法的条件和规范宪法的变动》，《法学研究》（京）1999年第2期。 

    [3]（英）梅因：《古代法》，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15页。 

    [4]（英）詹宁斯著：《法与宪法》，龚祥瑞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

56页。（中国宪政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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