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1 2卷第 1期

2 0 1 0年 0 1月

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JOURNAL OF HIT (SOCIAL SCIENCES EDIT ION )

Vo.l 12 No. 1

Jan. , 2010

收稿日期: 2009- 08- 31

作者简介:郑率 ( 1975- ) ,男,黑龙江依兰人,讲师,历史学博士,从事中国近现代史研究。

民末宪政刍议

郑 率

(吉林大学 文学院,长春 130012)

摘 要: 民末宪政 是一个新提出的学术课题, 该课题相关内容在以往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中长期未能提

上重要位置。与民末宪政相关的研究虽早已有之,但由于研究视角和研究视野的限制长期没有深入的进展, 民

末宪政并没有真正进入历史学的视野。民末宪政的整个过程,经历了从酝酿、制宪到行宪三个阶段。随着新资

料的发掘,民末宪政各个阶段的历史细节都需要进行充实。民末宪政是中国近代政治史上一场重要的政治改

革 ,基于对宪政和民主概念的认知, 认为从蒋介石、从国民党或从整个近代中国政治发展等不同视角看问题, 对

民末宪政的历史诠释就会丰富起来,研究视野就会得以拓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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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概念和新课题的提出

倘若我们按传统史学的认识模式将民国比

作中国历史上的一个朝代,那么抗战后的几年可

以看做民国的末年。本文尝试性提出 民末 这

一说法,所谓民国末期,即指 1945 1949年这个

时期。

在抗战后短暂的四五年时间内, 中国经历了

时局的风云变幻, 戏剧化的政治场面连番上演,

和平与战争、民主与专制、团结和分裂穿插其中。

其实, 从抗战后期开始, 民国历史的主题就由中

日战争转为国共对抗。在动荡且莫测的时局中,

围绕着宪政, 各种政治势力进行着角逐。几年

里, 国民党推行的宪政犹如一部政治题材的戏

剧,情节起伏,不断出现引人瞩目的场景。

抗战胜利后,面对社会各界的呼吁和出于对

抗中共的考虑,经过政治协商会议和国民党六届

二中全会的酝酿, 1947年国民党正式开始实施

一再推迟的宪政。与此同时,国民党进行 戡乱

总动员,全面进入战争状态。国民党在内战之前

的有利形势下不去开放政权,而到局势恶化时才

实行宪政。一边 戡乱 , 一边 行宪 ,导致战时

体制和宪政体制的彼此冲突,结果弄巧成拙, 大大

削弱了国民党政权,最后不得不放弃宪政。这一

幕结束训政、实行宪政的政治大戏,经历了从政治

协商会议到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从 制宪国大

到 行宪国大 , 再到 非常委员会 出台的转变。

国民党从训政到宪政,再转回到实际上的训政,转

了一圈,又退回起点。蒋介石一手策划、导演并直

接参与了民末宪政的始终, 其间中共和民盟中途

退出,青年党和民社党追随至终但不脱附庸地位。

究其实,民末宪政只是国民党的 一党宪政 。

到目前为止, 关于民末中国政治的研究,多

集中在国共政治、军事斗争以及国共美苏三国四

方的复杂关系, 相关的著作文章林林总总, 不胜

枚举,不过其中对于民末国民党 一党宪政 问

题、特别是宪政前前后后蒋介石的作为, 目前的

学术探讨还明显不足, 尚待加强。特别是目前对

于民末宪政, 还只是将其置于国共对抗的背景来

看。如果我们从近代中国宪政历史或者从近代

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进程看,民末宪政的历史地

位和重要意义就迥然不同了。从清末预备立宪、

民初宪政到民末宪政, 中国民主政治在半个世纪

的时间里经历了起落和曲折,如果不纳入民末宪

政的内容,就无法完整地审视近代中国民主政治

的发展。同时,民末宪政也构成了中国宪政的历

史遗产, 无论是从积极的一面看, 还是从消极的

一面看,都对后来的历史产生了重大影响。



对于近代中国的宪政, 由于历史分期的问

题,一些研究者将近代中国的宪政研究的下限仅

仅定位于民国初年,给人的印象是近代中国的宪

政 试验 至民初就已经宣告结束, 中国就走上

了另外的政治发展道路。而将中国近代史的下

限定位于民国末年的研究者,在论及清末预备立

宪、民初宪政时详而论及民末宪政时略, 且观点

含混, 言辞闪烁,不能将这段重要的历史清晰地

展示在世人面前。

考察国民党大陆统治时期中国政治的众多

研究成果, 关注训政者众而研讨宪政者寡。诚

然,在国民党 22年的大陆统治时期, 有 20年是

在训政, 但最后这两年的宪政也很重要, 因为它

是国民党历史上一次关键的政治转变。短短两

年的行宪, 不但对国民党的政治理念是一个检

验,也影响到国民党退居台湾后的统治, 甚至关

乎国民党放弃一党专政后的台湾政局。如此看

来,民末宪政是一个非常重要而有意义的研究课

题。因此,提出 民末宪政 这个课题对于中国

近代史的研究是很有必要的。

二、与民末宪政相关的学术研

究状况

民末宪政虽可称作一个新的学术课题,但相

关的研究实际上早已有之。最早的关于民末宪

政的著作是民国时期的法学专著, 如陈茹玄的

增订中国宪法史 (世界书局, 1947年版 )、张

君劢的 中华民国宪法十讲 (商务印书馆, 1948

年版 )、萧公权的 宪政与民主 (中国文化服务

社, 1948年版 ),即涉及民末宪政的话题, 不过其

时正值历史当时, 且这些著作属于法学性质。今

日看来, 这些著作反映了当时人对宪政的看法,

在今日的历史学研究中具有史料价值。

从历史学的角度对民末宪政进行研究,目前

还没有专门的著作。民末宪政研究主要还是散

落在各种宪法史、政治制度史、政治史乃至近代

中国通史的著作中, 而蒋介石的多种传记中则

对民末宪政着墨不多、用力不深。

到目前为止, 国外学者对民末宪政并不关

注, 从事相关研究的主要是中国学者。

台湾方面,荆知仁的 中国立宪史 对民末

宪政有所论述, 在描述历次议会修宪的情况时,

对民末政协修改 五五宪草 及随后在 1946年

国民大会上通过 中华民国宪法 也有所涉及,

在海内外均有重要影响。不过, 全书 16章,其中

仅第 16章 制宪大业之完成 论述了民末宪政,

且论述较为简略, 与其他各章形成显著差距
[ 1]
。

另外, 张朋园的 中国民主政治的困境,

1909 1949 集中于民末行宪过程中国民大会、

立法院、监察院的选举, 并非完整的民末宪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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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著作罗列如下:荆知仁著 中国立宪史 (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 1984年版 )、张朋园著 中国民主政治的困境, 1909

1949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08年版 )、徐矛著 中华民国政治制度史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2年版 )、耿云志等著 西方民

主在近代中国 (中国青年出版社, 2003年版 )、王人博著 宪政文化与近代中国 (法律出版社, 1997年版 )、陈瑞云著 现代中国政

府 (吉林文史出版社, 1988年版 )、程舒伟著 议会政治与近代中国 (商务印书馆, 2006年版 )、张皓著 中国现代政治制度史 (北京

大学出版社, 2004年版 )、王永祥著 中国现代宪政运动史 (人民出版社, 1996年版 )、袁继成等编 中华民国政治制度史 (湖北人民

出版社, 1991年版 )、孔庆泰等著 国民党政府政治制度史 (安徽教育出版社, 1998年版 )、张晋藩和曾宪义编 中国宪法史略 (北京

出版社, 1979年版 )、蒋碧昆编著 中国近代宪政宪法史略 (法律出版社, 1988年版 )、殷啸虎著 近代中国宪政史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7年版 )、刘伟和饶东辉著 中国近代政体发展史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8年版 )、付春扬著 民国时期政体研究 (法律出版

社, 2007年版 )、姜平著 中国百年民主宪政运动 (甘肃人民出版社, 1998年版 )、徐祥民著 中国宪政史 (青岛海洋大学出版社,

2002年版 )、陆德生主编 中国宪政史纲 (中国长安出版社, 2004年版 )、张学仁和陈宁生主编 二十世纪之中国宪政 (武汉大学出

版社, 2002年版 )、郭宝平和朱国斌著 探寻宪政之路 从现代化的视角检讨中国 20世纪上半叶的宪政试验 (山东人民出版社,

2005年版 )、闻黎明著 第三种力量与抗战时期的中国政治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4年版 )、秦立海著 民主联合政府与政治协商会

议 1944 1949年的中国政治 (人民出版社, 2009年版 )、李建新和李锦顺著 近代中国的议会与宪政 (甘肃人民出版社, 2005年

版 )、崔之清主编 国民党政治与社会结构之演变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7年版 )、郭贵儒著 从繁盛到衰败 大陆时期的中国

国民党 (华文出版社, 1999年版 )、汪朝光著 中华民国史 第 3编第 5卷 (中华书局, 2000年版 )、朱宗震和陶文钊著 中华民国史 第

3编第 6卷 (中华书局, 2000年版 )、汪朝光著 中国命运的决战 ( 1945 1949)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7年版 ) , 等等, 均涉及民末

宪政。

国外史学界关于民末政治最具代表性的著作如美国学者易劳逸的 毁灭的种子:战争与革命中的国民党中国 ( 1937 1949)

(王建朗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9年版 ) ,书中视角并未涉及民末宪政的问题。

另外,较近的日本学者家近亮子所著的 蒋介石与南京国民政府 (王士花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5年版 )仅在第五章结语

实行宪政与蒋介石权力之确立 中提及民末宪政与蒋介石的关系的相关问题,不过该书中并未就此展开论述。



方方面面
[ 2]
。

陈瑞云的 现代中国政府 是大陆方面较早

的一部研究民国政治制度的著作,该书对民末宪

政的来龙去脉有较完整的论述。陈瑞云指出: 宪

政时期的南京政府与军政、训政时期的南京政府

相比, 有若干非本质的变化,但根本性质与基本

制度没变。这表现在, 一方面, 孙中山生前主张

宪政时期政府实行五权分立,而宪政体制下南京

政府虽有五院, 五权之间亦有制约, 但权力高度

集中于总统,五院为其附属物, 是大权归一,根本

谈不上五权分立;另一方面,宪政体制下, 名义上

取消了国民党的党治原则,国民党再无权指挥政

府,但行宪之后政府的大权仍由国民党员掌握,

甚至多数机构的原班人马没有变动或变动不大。

重大的事情仍由国民党决定,党的决定再到政府

系统走法律程序。后来蒋介石下野后,干脆组织

党方面的非常委员会架空政府。因此, 行宪

后,国民党仍是南京政府的主宰者
[ 3 ]
。

徐矛在 中华民国政治制度史 中以较大篇

幅论述了民末宪政,特别是徐矛指出 1946年 中

华民国宪法 形式上满足了国民党五权宪法的

要求, 实际上宪法采用的是符合世界民主潮流的

民主制衡原则。徐矛在书中还认为: 如果国民

党是一个对民族负责的政党,沿着这部宪法走下

去, 中国可能成为实行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共

和国。
[ 4]

程舒伟在 议会政治与近代中国 中认为,

近代中国的议会制度在实施中被扭曲、破坏, 国

民党实行的宪政具有欺骗性,这也是国民党政权

垮台的原因。程舒伟通过深入的分析指出:近代

中国国体和政体的不一致性、矛盾性和排斥性,

使议会政治在中国无法扎根
[ 5]
。

以上遴选了专著中若干重要者简要介绍, 其

余不一一赘述。

学术论文方面,特别是最近十多年有一些学

者开始关注民末宪政的一些问题。与著作相比,

论文中的观点更新颖,分析也更精当。

张朋园的 国民党控制下的国会选举

( 1947 1948)
[ 6]
论述了 1947 1948年国民党

的国会选举。通过对选民调查、候选提名、竞选

投票、选举结果等的叙述分析, 文章认为这一次

选举并不成功, 原因是国民党全面控制, 弊病多

端,所谓民主, 有名无实。张朋园还分析了民主

政治在中国难于发展的原因,在于中国社会与经

济环境均难以配合,执政的国民党更有偏差。到

1949年中国民主政治何去何从,盖难论定。

张皓的 蒋介石与 CC系在 中华民国宪法

下的权力之争
[ 7]
, 论述了 1948年国民党行宪

之后, 在宪政体制下, 行政院和立法院围绕行政

院长人选和质询权问题展开的纷争。文章通过

翔实的资料、细致的分析,揭示了宪政体制下国

民党内权力之争的实质是蒋介石和 CC系矛盾

的体现。张皓文章所揭史实一般不为人所注意,

众所周知的是国民党败退前的蒋桂矛盾,而蒋介

石嫡系内部矛盾, 特别是蒋介石与其长期倚为柱

石的 CC系之间的矛盾, 其实也是暗潮汹涌。这

对于深入研究民末国民党政局的情况以及宪政

对国民党统治的影响, 均具有启示意义。

郑大华的 重评 1946年 中华民国宪

法
[ 8]
和 张君劢与 1946年 中华民国宪

法
[ 9]
,通过对 1946年 中华民国宪法 的重新

研读,认为其与此前国民党一党制定的 五五宪

草 比较,存在着一些重大区别。与 五五宪草

不同, 1946年 中华民国宪法 多多少少带有一

些民主性质或色彩。这些民主性质和色彩是中

共、民盟以及全国人民与国民党斗争的结果。郑

大华还指出, 张君劢作为学术中人,其政治活动

很少有人注意。实际上,在民国末期张君劢的政

治活动比张君劢的学术活动对社会的影响更大。

张君劢是 1946年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宪草修改

十二条原则的主要提出者和 中华民国宪法 的

起草人。张君劢是民末宪政中值得关注的重要

人物。

邓丽兰的 民国宪政史上追求 直接民主

的尝试及论争 从 国民大会 观民国政制的

演变
[ 10]
和 权力制度化的追求与挫折 民国

政制史论纲
[ 11]
以较开阔的视野从宏观上审视

了民国时期政治体制的变迁。邓丽兰认为,民国

初年制度移植受挫, 除客观的社会文化原因外,

更主要的是中国思想界主动追求 改造代议制

的结果。国民党统治时期的制度选择追求超越

型宪政模式, 却带来制度实际运作的困难, 不得

不转而 重回代议制 。制度反复选择的结果是

制度与价值的疏离、制度与利益的疏离、制度与

行为的疏离。民国政制的演变始终处于一个寻

找制度的过程, 未能完成正常的制度转轨, 这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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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民国政治动荡不安的重要根源。关于国民大

会,邓丽兰认为, 国民大会是 20世纪 20年代中

国人追求直接民权的制度构思,孙中山的政制设

计也使用了这一组织形式。在南京政府 30年代

的制宪过程中, 改造代议制 抑或 重回代议

制 的不同意见反映在有关国民大会职权设置

的争论中。在 40年代的宪政运动中, 国民大会

职权问题再次在国民党内外掀起轩然大波。中

间势力与中国共产党人的合作使 1947 1949年

宪政走上了 重回代议制 的道路。

以上这些研究成果在历史视野上和历史诠

释上, 均给人以启发。

通过考察以往关于民末宪政的研究, 得出如

下结论:

首先,民末宪政这一课题从来没有被专门提

出过。就目前的研究状况来说, 民末宪政 仍

属于民国史或中国近代政治史、制度史中处于草

创阶段的一个问题。其实, 民末宪政是个大问

题,其牵涉之广、历史渊源之长久复杂、历史影响

之深远,都是目前研究中被严重忽视的。就宪政

这个题目而言,民末宪政的研究力度是远远不及

清末预备立宪和民初宪政的。事实上,民末宪政

作为近代中国立宪政治发展的一次高潮, 作为近

代中国一次重要的自上而下的政治改革, 单独列

为研究专题并加强研究力度大有必要。

其次, 对于民末宪政的论述, 多属于附属性

质。研究者几乎均将其列为民末国共战争背景

下的问题或政治战场上的斗争,而没有将其视为

中国近代一次重要的政治改革。可见,民末宪政

在研究中并没有独立的地位。民末宪政这一课

题,并没有以往次第热门的鸦片战争、太平天国、

洋务运动、戊戌变法、义和团、辛亥革命、清末新

政、国民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中国近代史

大专题的地位,甚至较之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相对

较小的某些课题诸如戊戌政变、西安事变等, 亦

嫌力度稍逊。

再则, 在相关著作中,对民末宪政的评价以

否定为主,而且这些否定的评价其实有些并未切

中要害。当然, 如国民党 威权政治 时代台湾

史学界那种对民末宪政全盘肯定的评价并不足

取,但今日重新审视民末宪政, 并不难发现其中

的积极因素。民末宪政作为一次受挫的政治改

革,其积极面和消极面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均具

有意义,而且对于已经面临跃上新层次契机的当

今史学界来说,应该能够从容面对和客观评说民

末宪政这一课题。

另外,关于研究视野的问题。民末宪政的历

史渊源, 即民末宪政在民国政治演化中的位置,

民末宪政在国民党历史演变中的位置,甚至说在

中国整个历史中的位置,目前有这种宏大视野的

论著还是较少的。视野问题是个重要的、非常关

键的问题,短时期负面的评价在长时段历史的视

野下很可能就会变成正面的评价,而短时期次要

的历史问题在长时段的视野下观察很可能就会

变成主要的历史问题, 反之亦然。视野的拓宽,

应该是推进民末宪政研究的趋势所在。

三、民末宪政的阶段性划分及

历史事实的充实问题

关于民末宪政的历史轮廓, 大致分为三个发

展阶段:

第一阶段, 酝酿阶段, 1943 1946年, 即从

第二次宪政运动到制宪国大前。抗战胜利前后,

由于宪政运动的推动, 加之中共以 联合政府

口号与国民党的政治抗衡, 再有美国方面的呼吁

以及国民党内部的民主呼声,蒋介石决定实行拖

延已久的宪政, 对宪政的态度由消极转为积极。

不过, 蒋介石积极推动宪政的重大政治变化,是

以国民党为中心、以维护国民党的统治地位为出

发点的。从重庆谈判到政治协商会议,蒋介石以

温和的态度对待中共及中间势力的政治主张。

然而当蒋介石发觉宪政的推进使政府即将脱离

国民党控制的范畴时, 态度又转而强硬。国民党

在六届二中全会上推翻了政治协商会议的承诺,

拒绝协商民主,转而积极推行国民党严格操控下

的 一党宪政 。

第二阶段, 制宪阶段, 1946 1947年, 即从

制宪国大召开到改组政府。在国民党六届二中

全会上国民党政治态度的重大转变使民末宪政

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到全面内战爆发后,蒋介

石更试图以宪政为政治武器, 不战而屈人之兵,

制服中共。开国大, 行宪政, 实际上是蒋介石在

政治上招降中共的如意算盘。以中共为政治对

手,战场上会场上同时向中共施加压力和进行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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击,基于此种考虑,蒋介石推行宪政, 实现自己权

力的合法化,由一党领袖变为全国领袖。对于蒋

介石的意图,中共和民盟非常清楚, 针锋相对地

采取强硬方针, 拒绝参加 1946年召开的国民大

会,国民党只能拉住青年党和民社党等中间势力

装饰国民党 还政于民 的门面;而且,对于国民

党既定的政治理念而言, 会上制定出的 中华民

国宪法 却更接近政协决议, 这背离了 五五宪

草 的原则, 五权宪法体制面临着发生重大变异

的可能性,真正的西式民主可能在修正后的体制

中诞生并威胁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和蒋介石的个

人独裁。对于这样种瓜得豆的局面, 蒋介石心有

不甘, 异常恼火, 在种种场合发泄心中的不满, 这

些实际上体现出蒋介石在宪政问题上的失意。

形势虽已经如此, 但基于军事上的信心, 蒋介石

仍决定踢开中共, 单起炉灶继续推进宪政, 制宪

国大后, 国民党又改组了国民政府, 即所谓的

1947年 联合政府 , 为正式的行宪做好了准备。

第三阶段, 行宪阶段, 1947年底到 1949年,

即从宪政正式开始到国民党退到台湾。 1947年

国民党宣布 动员戡乱 , 年底宪政正式开始实

施,种种复杂、棘手的政治问题接踵而至。宪政

的推行,实际上是蒋介石自己给自己出了一道难

题,一边剿共,一边行宪,战时体制和民主政治同

步推行,这有悖于常理。制宪国大后, 蒋介石发

觉自己的错误,进退维谷中仍将宪政推上不归之

路,蒋介石只能受宪政的拖累。如此局面, 手段

再高超的政治家恐怕也难于处理好。如果说此

前的宪政举措作为政治策略是合理的,那么此后

继续行宪则完全是错误的决策。随着军事形势

的恶化,蒋介石的宪政也终于走不下去了。国民

党内部在宪政体制下的纷争取代了国共关于宪

政的斗争, 这极大地削弱了蒋介石的权威和地

位。蒋介石在被迫下野后, 重拾一生中屡次使用

的权术故技, 恢复训政乃至独裁, 宪政实际上被

架空。宪政由政治工具变成政治累赘,蒋介石的

如意算盘彻底落空。

对民末宪政的阶段性划分, 可以为该课题研

究提供基本的历史线索。更重要的工作是民末

宪政历史事实的完善和充实,这在资料日益完备

的今天已经成为可能。民末历史资料的发掘,除

以往的出版物外, 近期蒋介石日记的公布和 蒋

中正档案 的开放为研究民末宪政创造了新的

条件。 在充实民末宪政历史事实的细节方面,

如蒋介石关于宪政的决策、国民党围绕宪政展开

的政争等问题的研究, 都可望取得新的进展。

四、关于民末宪政的历史诠释

历史学研究首要重视资料的发掘、整理及解

读,在尊重事实的基础上客观叙述历史。在民末

宪政的论述中, 应当重视对历史背景、事件起因

的分析,也应当重视对历史影响的归纳。对于事

件本身,则力求恢复本来面貌,对民末宪政起源、

发展、高涨、消退的整个演变过程进行完整的叙

述。我们应该结合新旧史料的发掘和解读,重新

梳理史实。

不过,理论的应用也非常有助于历史诠释。

研究民末宪政离不开政治学理论的应用,具体而

言是宪政理论以及民主政治学说。特别需要注

意的是, 对宪政、民主这两个概念进行区分具有

重要意义,宪政概念的含义较民主概念的含义要

广,见图 1。

宪政并不一定是民主政治, 民主政治可能只

有宪政的外壳而没有民主精神的内核,这是最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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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资料问题,较常见的如 民国宪政运动 、史料荟萃:近代中国宪政历程 、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 、总统蒋公大事长

编初稿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 对日抗战时期 、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 、革命文献 、国民参政会纪

实 及其 续编 、中华民国史史料长编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 、国民党政府政治制度档案史料选编 , 等等。实际上, 我们

对这些文献的利用和解读还是不够的,笔者翻阅中,经常会发现平时大家未注意而史料价值较高之处。一些重要的历史当事人的记

载也为解读蒋介石的政治心理和政治决策以及更深入地研究民末宪政提供了线索,如蒋介石、陈立夫、李宗仁、白崇禧、程思远、张治

中、王世杰、蒋经国、唐纵、王云五、陈启天、蒋匀田、李璜、黄炎培、梁漱溟等人的回忆录或日记。再有,当时国民大会秘书处所编印的

文献,如 国民大会会议录 、国民大会实录 、国民大会代表提案原文 、第一届国民大会第一次会议提案原文 、中华民国宪法

草案代表提案意见摘要 、国民大会代表对于中华民国宪法草案意见汇编 、国民大会代表对于中华民国宪法草案发言记录 、国

民大会代表立法院立法委员监察院监察委员选举概要 、国民大会全貌 、国民大会特辑 、国民大会专辑 ,等等, 内容也较为丰

富,有待加以利用。另外,第二历史档案馆所藏的有关国民大会的档案史料还有待发掘。台湾的 蒋中正档案 目前也正在逐步开

放,供学者利用。值得一提的是, 史料价值极高的蒋介石日记,数十年来零散问世,原件现被蒋介石后人保存于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

研究院,目前正由胡佛研究院人员整理并逐步对外开放。



图 1 宪政与民主的关系

两个世纪各国宪政发展史所体现出来的常见现

象。虽然宪法的确定也是民主政治进展的表现,

但是缺乏民主内核的宪政还不能称之为民主政

治;只有宪政被填充进民主政治的内核,法治、分

权、制衡、人权等要素得到体现, 才是真正的宪

政。这其中尤以法治为宪政第一要素,著名政治

学家萧公权曾言: 宪, 法也; 政, 治也; 宪政者,

法治也。
[ 12]
唯有力行法治, 宪政才渐次进入民

主政治的轨道。通过上文的论述可以看到,民末

宪政缺乏民主政治的诸要素, 特别是法治要素。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从民主政治的立场上看问

题,民末宪政是失败的。

在民末行宪的过程中, 宪法、国民大会和五

院框架虽然最后都保留了,但民末宪政最后遭遇

了重大挫折,国民党行宪的实际结果仍以失败告

终,因为蒋介石依靠 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

变相恢复了国民党的训政,甚至是退步到蒋介石

个人独裁的地步。

综合各种因素分析,实施宪政受挫, 蒋介石

的政治意图落空主要是囿于以下原因: 其一, 国

民党政治改革过程中人治、党治、法治三者之间

的矛盾不断显现,政治理念和政治现实中的矛盾

之处太多,民主逻辑和专政逻辑互不兼容;其二,

就政治技术的角度而言,宪政设计的技术含量不

高,国民党缺乏高超的政治技巧, 宪政的设计和

执行中各个环节都存在重大缺陷;其三, 战时的

政治环境是宪政推行的不利因素,国民党面临存

亡绝续的致命挑战,在此关口行宪绝对不是一个

好时机;其四, 政治斗争使宪政严重偏离了政治

改革的轨道, 政治斗争的色彩严重超过了政治改

革的色彩, 政治改革被政治斗争扭曲直至归于

失败。

与此相关的问题是蒋介石的政治能力问题,

这与民末宪政的成败有着紧密的关联。民末宪

政是在国民党走向失败的过程中展开的,它随着

国民党的失败而失败,这其中, 蒋介石是一个关

键性人物。剖析民末宪政, 是离不开蒋介石的,

从蒋介石的政治决策入手, 能够较好地理解民末

宪政的来龙去脉和成败利害。从民末宪政的整

个过程看,蒋介石把宪政作为政治武器和政治工

具,有时甚至是政治玩具,决策频频失误,终至局

面无可收拾。可以认为,作为国民党领袖和民国

政坛的关键政治角色, 蒋介石的政治策略和政治

能力与民末宪政的失败直接联系在一起。从这

个角度来审视,国民党的失败也可以与蒋介石个

人因素联系起来, 蒋介石的所作所为实际上是国

民党失败的最主要原因。

从国民党史的角度看, 从孙中山到蒋介石,

民主政治与威权政治之间存在着极其微妙的纠

葛。孙中山的政治设计对国民党的政治选择产

生了根本影响,而蒋介石自身无法改变孙中山的

政治设计。虽然蒋介石试图利用孙中山的政治

设计为自己的权力服务,但实际政治操作的结果

是五权宪法体制被修改,这种修改在框架上来说

是不利于蒋介石的。蒋介石只能借助非常规体

制即战时体制来架空宪政, 从而保持自己的独裁

权力。国民党的政治理论和政治实践之间的关

系仍值得我们继续深入探讨。

另外,还需要从更广阔的视野、更多样的视

角认识近代中国宪政的发展趋势。民末宪政严

格地说是短时段内发生的历史事件, 要深入研究

民末宪政,必须放宽视野, 调整视角。从清末预

备立宪, 到民初代议政治,再到民末国民党的一

党宪政,将其联系起来鸟瞰近代中国民主政治发

展的曲折历程,可以获得更多的宏观认识。从革

命的角度或从改革的角度、从国民党的角度或从

共产党的角度抑或从中间的角度、从不同人物的

角度看问题, 可以了解历史的多面性。在近代中

相关研究参见刘会军、郑率的 论蒋介石个人独裁的制约因素 ( 东疆学刊 , 2003年第 3期 ) ,郑率的 蒋介石 1928年统一前

后政治运筹评议 ( 史学集刊 , 2003年第 4期 )和 抗战胜利前后蒋介石政治运筹评议 (未刊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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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主政治进退失据的个中缘由其实非常复

杂,杂,不同的视野, 不同的视角, 就会形成不同

的观点,得出不同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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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Constitutionalism in Late Republican China

ZHENG Shua i

( Co llege of Human ities, Jilin University, Changchun 130012, Ch ina)

Abstract: "The Constitu tiona lism in La teRepub lican China" is a new academ ic subject, and the conten t about th is sub-

ject has not been put on an im portant position. A lthough re lated research has long been ex isted, there is no In- depth prog ress

for the restrictions o f research v iew and research pe rspective, and " the Constitutionalism in Late Republican China" has no t

rea lly entered the v is ion of h isto rical fie ld. The who le process o f " the Constitu tiona lism in Late Repub lican Ch ina" exper-i

enced such three stages as fo llow s: gesta tion, constitutiona l establishm ent and constitutiona lism prom otion. W ith new m ate rial

be ing d iscovered, the historica l de ta ils of every stage shou ld be enr iched. A s the important po litical reform in m odern Ch inese

po litica l histo ry, based on the cognizance on the concept o f constitutiona lism and democ racy, th is paper proposes that the h is-

tor ica l interpretation w ill be d iversified and the hor izons of the research w ill be broadened if people survey this sub ject from

such d iffe rent ang les such as Chiang Ka i- shek, KMT or the who le po litical deve lopm ent in modern Ch ina.

K ey words: the constitutiona lism in la te repub lican Ch ina; academ ic sub ject; academ ic situa tion; h istor ica l facts; h is-

tor ica l interpre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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