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章
CHAPTER

01

「中國」的憲法意象
1

 1 本文的一個删節本，曾以〈憲法中的「中國」—對民族國家與人民共和

國意象的解讀〉為題，載《文化縱橫》2010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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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以「八二憲法」序言作為分析文本，梳理其中呈現出來的

諸種「中國」意象，具體化為作為歷史文化（倫理）共同體的文化中

國，和作為政治法律（道德）共同體的政治中國，以及政治中國在當

下所呈現出來的民族國家意象和共和國意象。並通過對民族、人民、

階級等關鍵詞的分析，揭示「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共和

國意象）是如何落實「統一的多民族國家」（民族國家意象）的。

一、憲法序言中的「中國」表述

「八二憲法」序言共13個段落、1 ,648個漢字，「中國」一詞共出

現26次，單獨使用3次，含義不盡相同。與其他詞語結合使用23次，

其中作為被修飾語1次，即「封建的中國」；作為修飾語22次，即「中國

人民」6次、「中國各族人民」5次、「中國共產黨」5次、「中國人民解放

軍」1次、「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1次、「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

利和社會主義事業的成就」1次、「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1次、「中

國革命和建設的成就」1次、「中國的前途」1次。此外，「中華」一詞共

出現5次，其中「中華民國」1次，「中華人民共和國」4次。這26次「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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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以及5次「中華」的使用，共同建構了中國的憲法意象，也就是

說，憲法是如何想像中國的。2

不過中國的這個憲法意象並非簡單明瞭、清晰可見的，其意義之

模糊、關係之複雜，真可謂「橫看成嶺側成峰，遠近高低各不同」。

為什麼這麼說呢？我們先看看「中國」一詞的3次單獨使用。第一次

是第一段第一句：「中國是世界上歷史最悠久的國家之一」，這個「中

國」肯定不是指中華人民共和國，因為後者到今天才只有六十多年的

歷史，那麼這個「中國」指的是什麼呢？揆諸歷史，我們說她指的只

能是包括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內的、時間上向前向後均無限延展的作為

整體的中國，一個生生不息、永恆存在的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憲

法為什麼要描述這樣一個作為整體的中國呢？第二次的「中國」使用

是第三段：「20世紀，中國發生了翻天覆地的偉大歷史變革」，這個

「中國」與第一段中的「中國」相同嗎？看起來是相同的，作為整體的

中國在20世紀發生了重大的歷史變革，但這個中國因為前面的修飾語

「20世紀」，又可以具體化為晚清、中華民國、中華人民共和國，而所

謂「翻天覆地的偉大歷史變革」，實指三者的依次取代和中華人民共和

國的自我完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為什麼要將晚清和中華民國納入

其中呢？第三次「中國」的使用是第十二段第三句話：「中國堅持獨立

 2 本文無意於研究「中國」一詞在歷史變遷中的含義，這方面已經有了很多的研究。本文的目

的在於探討當下中國的憲法意象，「意象」一詞意味着憲法對中國的想像有歷史的基礎，但又

不完全是歷史事實，毋寧是對歷史的重新闡釋，表達的是一種政治願景，其中包含着規範的

維度和應然的面相。關於「中國」一詞的歷史含義及其變遷，可參見王爾敏：〈「中國」名稱

溯源及其近代詮釋〉，《中國近代思想史論》，上海：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年，370–400

頁；【日】川島真：〈從「天朝」到「中國」—清末外交文書中「天朝」和「中國」的使用〉，復旦

大學歷史學系、復旦大學中外現代化進程研究中心編：《近代中國的國家形象與國家認同》，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265–281頁；郭成康：〈清朝皇帝的中國觀〉，載《清史研

究》，2005年第4期，1–18頁；胡阿祥：《偉哉斯名—「中國」古今稱謂研究》，武漢：湖北

教育出版社，2000年；如葛兆光：《宅茲中國：重建有關「中國」的歷史論述》，北京：中華

書局，2011年；許倬雲：《說中國：一個不斷變化的複雜共同體》，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

社，20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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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的對外政策，⋯⋯」第十二段闡述的是中國的外交政策，解釋上

應該認為這個「中國」是指中華人民共和國。由此可以看出，「中國」

一詞的三次單獨使用，表達的是三種不盡相同的意思，為什麼會出現

這種情況呢？這三次「中國」一詞的使用，所表達出來的中國意象之

間又是一種怎樣的關係呢？

我們再來看看與其他詞語聯合使用的「中國」，在六次「中國人

民」使用中，第二段「1840年以後，⋯⋯中國人民為國家獨立、民族

解放和民主自由進行了前仆後繼的英勇鬥爭。」這裏的中國人民應指

1840 年以後的全體中國人，包括晚清的治者和臣民，中國自然也就

包括晚清以及中華民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第四段「⋯⋯，創立了中

華民國。但是，中國人民反對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歷史任務還沒有

完成。」這裏的中國實指中華民國。第五段「⋯⋯，建立了中華人民共

和國。從此，中國人民掌握了國家的權力，成為國家的主人。」這裏

的中國實指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五段之後的另外三次「中國人民」的

使用中，中國同樣指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人民」這個詞，在六次使

用中至少表達了三種不同的含義，相應的是不同的中國意象。類似

的情況同樣出現在「中國共產黨」、「中國各族人民」等其他詞語組合

中。我舉出這些例子，想要說明的是，同樣的「中國」兩字，在憲法

序言的不同地方，可能表達着不同的含義，從而呈現出不同的中國意

象。問題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憲法中為什麼會出現如此多的中國意

象呢？她們之間的關係如何呢？如此複雜的表述具有什麼樣的政法蘊

含呢？

為了釐清這些問題，我們需要建立一個座標體系，看看各種中

國意象在這個體系中的位置，同時也可以看出各種中國意象之間的

關係。這個座標體系的橫軸是歷史軸線，憲法序言中提到了三個時

間點，即1840年、1911年和1949年，這三個時間點劃分出四種中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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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即「封建的中國」（1840年以前的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

國」（1840至1911年的中國）、中華民國（1912至1949年的中國）以及中

華人民共和國（1949年至今）。此外，憲法序言中還暗含着一個時間

點，即1954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從新民主主義國家過渡到社會主義國

家。更為重要的是，所有這些中國意象連接在一起，構成了作為整體

的中國，一個在時間上向前向後均無限延展的中國。這些在時間軸線

上的劃分，勾勒出中國的「家譜」，中國作為一個整體，通過一個個具

體的中國得以延續至今。這個座標體系的縱軸是現代國家的譜系，晚

清以來的中國國家與社會轉型，基本上是在回應現代國家的兩種敍事

模式，即民族國家敍事和共和國敍事，雖然我們有自己的特殊境遇，

但總體上仍能夠納入到這兩種敍事模式中，150年來的中國革命，目

的就是為了建立起自己的民族國家和共和國。因此，縱軸的一端是民

族國家，另一端是共和國。

二、文化中國與政治中國

憲法序言第一段用兩句話勾勒了作為整體的中國：第一句是「中

國是世界上歷史最悠久的國家之一」，這句話至少表達了兩層含義：

首先中國不再是天下秩序中的「中央之國」，3而是世界體系中的「國

家之一」，這是中國晚清以來宇宙觀轉變後的自我定位，我們只是這

 3 章太炎在〈中華民國解〉一文中說：「中國云者，以中外別地域之遠近也」。根據王爾敏教授的

考察，早在秦漢統一之前，中國一詞就有「中央之國之意」，並一直沿用，直到清末才意識到

「吾國古來自稱中國，對於四夷言之也。以今日論，則不符矣。」（汪康年語）梁啟超甚至認

為「曰中國，曰中華，又未免自尊自大，貽譏旁觀。」以上引文參見參見王爾敏：〈「中國」名

稱溯源及其近代詮釋〉，《中國近代思想史論》，上海：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年，371、

38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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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星球上的一個民族國家而已；其次，在這個國家體系中，我們引

以為豪的，或者說我們的特徵，是我們悠久的歷史，這使得我們失去

「中央之國」的位置後，仍能聊以自慰。當然，對歷史的強調不僅僅

是突顯我們與其他國家的與眾不同，更重要的意義在於，歷史在某種

意義上是正統性與合法性的源泉，歷史維度的展開就像家族族譜的展

開一樣，我們在其中找到了我們的位置，不僅獲得了歸屬感，同時獲

得了正統性。

第一段第二句是「中國各族人民共同創造了光輝燦爛的文化，

具有光榮的革命傳統。」首先，如果說歷史維度的鋪陳展開了中國

的家譜，那麼我們在這個家譜中看到的便是「光輝燦爛的文化」，

「五四」以來的反傳統文化，尤其是大革文化之命，現在被「撥亂反

正」，開始了新的回歸。歷史的中國通過家譜中一代一代的延續，今

天具象為「光輝燦爛的文化」，「文化中國」，其意在此；其次，這

個「光輝燦爛的文化」，也即歷史的中國，是人民創造的，帝王將相

是歷朝歷代的締造者，但歷史與文化的真正創造者是人民。不僅如

此，這個人民是包括漢人在內的各族人民，所創造的文化自然是包括

漢文化在內的多元文化，所謂中華民族，所謂華夏文明，自始便具有

多元性，並在此獲得了憲法上的承認；最後，中國具有「光榮的革命

傳統」，這或許可以解釋為中國一代代延續的動力機制，或許也是中

國能夠創造悠久的歷史和燦爛的文化的背後動力。4 憲法序言先後六

次使用「革命」一詞，可謂是「革命的憲法」，對「革命」的強調具

 4 對這句話中是否要寫具有「光榮的革命傳統」，憲法起草委員會曾有激烈的爭論，反對者認

為「改朝換代沒有根本性變化」，「不能說有革命傳統」；支持者認為，改朝換代的主體是

人民，中國人民還是有革命傳統的。相關的討論參見許崇德：《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史》，

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年，671–672頁。



007

第一章   「中國」的憲法意象

© 2017 香港城市大學 © 2017 香港城市大學

有極為重要的意義，「革命」是貫穿整部憲法序言的敍事線索，也是

合法性論證的基礎。5

在第一段的兩句話中，我們注意到歷史、文化和革命這三個關鍵

詞，歷史鋪陳了中國的「家譜」，文化是歷史中國的存在形式，而革命

或許可以解釋為中國五千年來延續至今的內在動力，所有這些結合在

一起，構建了一個整體的中國意象。作為整體的中國向前無限追溯，

向後無限延展，她在時間的軸線上無遠弗屆。這裏需要注意的是，憲

法序言第一段只是在時間的軸線上呈現作為整體的中國，目的是鋪

陳中國的「家譜」，但並不試圖在空間的範圍上界定中國， 6 因為歷史

上的中國，天下秩序沒有邊界的，她從中心向四周無限擴散的。7 我

們將第一段所描繪的中國稱為「文化中國」，這是非常廣泛意義上的文

化，包含了今天仍然可以以各種方式呈現出來的歷史上的一切。

憲法序言第二至五段書寫了「文化中國」近一百五十多年來的政

治與社會變遷。1840年是一個重要的時間節點，它標誌着中國天下秩

序開始瓦解，作為民族國家的現代中國開始孕育。不過這個誕生過

 5 當然，這裏的革命主要是「人民革命」（反帝反封建）意義上的革命，有着自己獨特的邏

輯，但阿倫特關於革命與建國的出色討論，仍然有助於我們理解為什麼制憲者要以革命作為

貫穿整部憲法敍事的線索。在阿倫特看來，革命始終是與「開端」和「建國」相聯繫的，

參見漢娜．阿倫特（Hannah Arendt）：《論革命》，陳周旺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07

年，10–24頁。

 6 當然，不界定中國的邊界並不意味着沒有地理空間概念，誠如強世功在解讀憲法序言第一段

時所言：「『中國』這個概念的基礎之一就是在上述歷史由此展開的一個特定的地理空間，在

這個地理空間裏建立的任何政治支配都屬『中國』的範疇，如果沒有這個地理空間，政治支

配就不可能存在。」參見強世功：《立法者的法理學》，北京：三聯書店，2007年，94頁。

 7 關於歷史中國的空間範圍，參見顧頡剛、史念海：《中國疆域沿革史》（重刊版），北京：商務

印書館，2004年；葛劍雄：《中國歷代疆域的變遷》，北京：商務印書館，1997年。關於中國

從帝國蛻變到民族國家過程中牽涉到的疆土意識和國家想像，參見葛兆光：〈國境、國家和中

國—也說「中國境域」〉，載《南方周末》，2007年8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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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極盡艱難和曲折，先是清朝被迫成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 8

然後經由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建立中華民國，再經由新民主主義革

命，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1919年辛亥革命的重要意義，在於它標誌

着傳統朝代中國的正式結束，現代共和中國的正式誕生，而從中華民

國到中華人民共和國只是共和中國的內部變革，是共和的內部之爭，

而不再是帝制與共和之爭。這個從晚清到中華民國再到中華人民共和

國的變遷過程，這個唐德剛所謂的「歷史三峽」，波瀾起伏、血雨腥

風，充滿了太多的屈辱與抗爭、無奈與悲情，需要一種超越意識形態

的同情理解。

與前面作為整體的「文化中國」相對照，我們將憲法序言第二至

五段書寫的中國稱之為作為階段的「政治中國」，她們是「文化中國」

在特定時間段下的具體存在形式，是「文化中國」在特定時間段下的

政治表達。這個晚清以來的變遷過程，僅僅是中國這個整體的內部超

越和取代，被否定者依然存在於中國譜系之內，而且具有她曾經具有

的正統性和正當性，後來者只有承認先前者的正統性和正當性，才能

建立起自己的正統性和正當性。在這個依次否定的過程中，我們再次

看到了革命這個關鍵詞，這150年來的政治與社會變遷，正是靠革命

敍事串聯起來的，這就解釋了為什麼第一段將「光榮的革命傳統」與

「光輝燦爛的文化」並舉。

這個「文化中國」與「政治中國」的區分以及「政治中國」的變

遷，共同構成了完整的中國意象。比較之前的憲法序言，我們會更加

清楚地看到這個意象所呈現出來的重要的政法意蘊。無論是《共同

綱領》，還是「五四」、「七五」、「七八」三部憲法，時間只從1840年開

始，晚清和中華民國僅僅以「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面貌

 8 憲法序言將傳統中國概括為「封建的中國」，這個「封建的」既不同於秦以前分封建制中的封

建，也不同於西歐封建社會中的封建，毋寧乃是「共和」的對立面，一切舊傳統的代名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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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現，雖然開篇就強調「一百多年的英勇奮鬥」，但憲法序言根本沒給

晚清和中華民國留下任何位置。相反，在「八二」憲法序言中，第二

段肯定了晚清治者及其臣民為「國家獨立、民族解放」，甚至可以說

「民主自由」進行的「英勇奮鬥」，第四段肯定了中華民國廢除封建帝

制的歷史功勳，這樣就使得「一百多年的英勇奮鬥」更為連續、豐滿

和完整，歷史的連續性得以呈現。9 更為重要的是，《共同綱領》以及

「五四」、「七五」、「七八」三部憲法中都沒有「文化中國」的意象，彷

彿中華人民共和國橫空出世，她與母體的聯接至少在憲法上沒有呈

現，中華人民共和國似乎外在於中國譜系，或者說之前的中國被徹底

否定了，歷史的連續性被徹底割裂，正統性更無從談起，進而也影響

到合法性論證。

為什麼「八二」憲法中要寫入「文化中國」的意象呢？為什麼晚

清和中華民國也被寫入憲法並給予一定的地位呢？我想原因在於，

國家不僅僅是政治法律共同體（道德共同體），同時也是歷史文化共同

體（倫理共同體），作為政治法律共同體，國家可以更迭，呈現為代際

性，但作為歷史文化共同體，國家必須而且只能是連續性的。歷史文

化共同體是政治法律共同體的母體，而政治法律共同體是歷史文化共

同體的當下存在，兩者互相依存，共同構築了國家的完整面相。任何

一個國家必然同時展現出這兩種面相、兩種屬性，中國尤其如此。如

下面將要討論的，是中國作為一個民族國家，其基礎並非僅僅是「民

族自決」這樣的現代理念，文化中國的歷史性和特殊性，決定了中國

作為一個民族國家的正當性，而所謂的「民族自決」，只不過是一種現

代的政治修辭而已。

 9 想想人民英雄紀念碑的碑文，「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從那時起，為了反對內外敵

人，爭取民族獨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歷次鬥爭中犧牲的人民英雄們永垂不朽！」整個近代

史經由「人民英雄」串聯起來，成為一個整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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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統一的多民族國家

前面所述的時間維度，呈現了中國譜系下「文化中國」與「政治

中國」的關係以及傳統帝制中國向現代共和中國的蛻變，即從天下秩

序蛻變為民族國家，從君主政體蛻變為共和政體。如果將這個蛻變過

程放到現代國家形成史中看，它實際上回應了現代國家普遍具有的兩

種敍事模式，即民族國家敍事和共和國敍事。

憲法序言第二段道出了1840年之後中國人民的三項任務，即爭取

「國家獨立、民族解放和民主自由」，這三項任務具體表現為第四段

和第五段中所述的反抗「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鬥

爭。反抗帝國主義，爭取的是「國家獨立、民族解放」，目的是建立

中華民族獨立自主的國家；反抗封建主義，爭取的是「民主自由」，

目的是建立人民當家作主的共和政體；至於第五段所謂的「官僚資本

主義」，解釋上實為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相互結合的產物。反抗官僚

資本主義不僅內在於反抗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鬥爭之中，構成民族

國家和共和國建構過程的一部分，它同時也是共和國內社會主義制度

的建構過程，是共和體制的一種新的探索。由此可見，傳統中國向現

代中國的蛻變，同時涉及到國的再造（國家獨立）、族的再造（民族解

放）和民的再造（民主自由），從而構成了現代中國誕生的民族國家敍

事和共和國敍事。10

1840年鴉片戰爭開啟了中國從傳統的天下秩序向現代民族國家秩

序蛻變的歷史，這個過程到今天依然沒有徹底完成，國家的分裂和多

元族群的整合，仍然是中國民族國家建設所要面對的重要問題。天

 10 有關「國的再造」、「族的再造」和「民的再造」的詳細討論，參見翟志勇：〈中華民族與中國認

同—論憲法愛國主義〉，載《政法論壇》，2010年第2期，11–1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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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秩序是建立在以皇權為核心的大一統之上的，「普天之下，莫非王

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而民族國家秩序是對天下秩序的瓦解，

不僅意味着一個民族不受外族的專斷統治，而且意味着不受族內某人

或某些人的專斷統治。因此，中國民族國家建設自始就面臨着雙重任

務：一方面要應對外敵的入侵，維持清治理下的作為整體的多元族

群的獨立性，也就是後來發展出來的中華民族的獨立性。「中華」不

僅是個文化概念，同時也是個民族概念，作為集體政治想像與政治身

份認同的中華民族，正是在1840年以後反抗帝國主義侵略的抗爭中逐

步發展和充實起來的，使其從一種自發的存在轉變成為一種自覺的存

在。11 無論第一共和中華民國還是第二共和中華人民共和國，都要在

國號中冠以「中華」兩字，正是要在世界民族國家體系中宣稱，這個

國家乃中華民族之國家，而非法蘭西、德意志、英吉利民族之國家，

「國家獨立、民族解放」，其意基本在此。

中國民族國家建設面臨的另一個任務是如何在內部整合大清治理

下的多元族群關係，雖然到了中晚清，「華夷之辯」經過士大夫們的重

新闡述，已經不再是滿族統治的理論障礙， 12 但族群之間的區隔和不

平等依然存在。更重要的是，清末民族主義傳入中國，邊疆族群亦有

脫離中華民族獨立建國的訴求。因此，從最初的「驅除韃虜」到民國

建立後的「五族共和」，再到今天的「民族區域自治」，這一路的努力

無非是尋找一種妥善處理中華民族內部多元族群關係的恰當方式，從

而構成了近代中國民族國家建設的重要一環。

 11 費孝通主編：《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北京：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1999年，3頁。

 12 汪暉：《現代中國思想的興起》上卷第二部〈帝國與國家〉，北京：三聯書店，2004年，551–

578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