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版序及致謝

在本書得以和中文讀者見面的時候，我的感覺，好像自己在經歷了

多年的異國生活之後終於有機會回到故鄉，有一種激動和溫馨，也有一

種情怯和生疏。儘管曾經生於斯長於斯，儘管如今鬢毛衰而鄉音在， 

但手裏的這份帶給父老兄妹孫侄的禮物，卻不僅輕微菲薄，而且打着舶

來的印記，也很像自己不僅漢語不再雄辯，而且還要不時夾帶洋涇浜尚

不能達意。好在這是回家，回家是可以說心裏話的。那麼，就請允許我

在這裏先說幾句作為本書作者的感言，希望有助於讀者接近作者的內心

世界並增加對於本書的閱讀興致，也可能會幫助讀者理解此書的內容和

宗旨。

威權主義政治為什麼有一個民主圖章？

首先，中國政治及其民主化，是我自八十年代中期以來，三十多年

來長期關注的問題，而本書則從一個特定的角度切入這個話題。這個角

度就是聚焦於中國政治運作中的一項特定制度，即中國共產黨的全國代

表大會。

中國共產黨自1921年創立，將近一百年來，經歷了時代嬗替的風

雲變幻，浸潤於政治鬥爭的波詭雲譎，其性質、特點、組織、人員、路

線、政策，都可謂變化多端。然而，自中國共產黨於1922年制定其第

一部黨章以來，不管黨章如何大幅度修改，更不管這背後的種種上述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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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i ︱ 中文版序及致謝

化怎樣匪夷所思，黨章所規定的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大會的角色，卻從

未有過任何變化和修改。無論何種版本的黨章，無一例外，都宣稱黨的

全國代表大會是「全黨的最高領導機關」。全國黨代會，也就是坊間所稱

的「幾大」、「十幾大」（「十九大」預定將於2017年秋季舉行，目前正是

輿論熱點），為什麼會有這樣的崇高地位，而且能夠保持這種地位不

變？更進一步，對於了解民主政治及其歷史的人來說，「代表大會」云

云，本來是民主制度的產物，那麼中共的代表大會是不是具有某種民主

要素呢？如果沒有，為什麼卻要採取代表大會的組織形式作為全黨最高

權力機關呢？既然採取了本來作為民主運作形式的代表大會來行使全黨

的最高權力，並不民主的中共又是如何使得其運作不僅不民主、而且是

對專制進行背書的呢？如果多多少少或真真假假有一些民主要素，那

麼，又有沒有可能通過落實和擴大這些要素而逐步地從全國代表大會的

改革來入手將中共乃至中國政治民主化呢？

本書的主要內容，就是研究中共的全國代表大會從歷史到今天是怎

樣行使（準確地講，僅僅是象徵性地行使）它的三大根本權力：第一，

決定黨的路線與方針；第二，制定和修改黨的章程；第三，選舉黨的中

央領導機構。為了概括性地了解中共黨代會在行使上述三項權力時的運

作過程，書中專門辟有一章（第三章），研究中共是如何開會，特別是中

共的全國黨代會如何舉行。過去有句話說，「國民黨的稅多，共產黨的

會多」；現在據說共產黨會多稅也多。而中共最高級別、最有權威的會

議，莫過於黨的全國代表大會。但是，對於中共的「會議學」或「開會

學」，似乎還缺少系統的研究；本書在這一點上，也許可以說是有某種

篳路藍縷之功的吧？

研究上述三項功能也好，開創所謂「會議學」也好，都是為了要通

過這樣的研究來回答前面提出的那些有關民主和民主化的問題—這

是本書的關注焦點所在。「民主」這個概念，自從1919年前後引入中國

被尊為「德先生」，可以說是命運多舛；一百年下來，今天經常是連自己

本來姓誰名何都搞不清楚了。究竟什麼是民主？其實，民主就是要解決

一個問題，即政治上的合法性問題，也就是誰可以執掌公共權力的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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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這個問題，不自有民主始，而是自人類生活中有公共權力始。中國

傳統上，自大禹之子啟登位而建立夏朝，也就是自我們民族有最早的文

字記載的歷史起，一直都沿用血統加天命的辦法來解決這個問題：一個

朝代內部，靠誰是誰誰的精子來決定誰有執掌權力的合法性；改朝換代

之際，新的統治者沒有了來源於某個「正確」的精子的合法性，就轉而

宣稱承擔有「天命」。其實不光中國的傳統是這樣，西方的歷史乃至整個

人類的歷史，截止十八世紀的美國革命與法國革命之前，也是這樣。但

是，這兩場大革命，從根本上改變了上述傳統，確立了「人民主權」的

原則，也開創了由民眾通過某種制度機制來決定誰執掌公共權力的新傳

統（或「道統」—套用一個中國傳統政治詞彙來說）。這種制度機制，

就叫作「民主」。本書的理論章（第二章），做了某些旨在正本清源的努

力，試圖把「合法性」這個長期以來被認為是政治研究中最模糊的概念

之一加以釐清，並系統地比較了民主制度和當代威權主義制度在合法性

問題上的不同特點，指出了當代威權主義由於不能這樣解決問題而面臨

合法性上的根本困境。

進一步說，中共政權不是傳統的、一般的威權主義，而是極具特點

的某種威權主義。這些特點，不是很容易說清楚的。或者說，它與傳統

的、一般的威權主義相同之處，比較容易說清楚，但它與傳統的、一般

的威權主義相比，有什麼不同，人們往往認識不清。這就常常出現兩種

情況：一種是把中共政權與傳統政治和一般的威權主義相混同，這就解

釋不了很多當代中國政治的獨有特點，可以說是有廣度但缺少深度；另

一種是強調中共政治的一些特點，比如意識形態、群眾動員、高度組織

化等，但不免忽略了理解中共政治所可能有的歷史的和橫向的比較視

野，似乎有深度而無廣度。本書並不企圖全面地討論這個問題，而僅僅

是從代表大會制度的角度入手，抓住中共的一個自我悖論，那就是：共

產黨是在美國革命與法國革命之後的人類政治發展中出現的產物，它開

初並不否定民主的原則，乃至借用了不少民主的形式，包括代表制、國

會制（中共的全國代表大會的官方英譯為 congress，與國會是同一個詞；

事實上，毛澤東曾經明確說這就是「黨的國會」）、選舉制、監督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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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但所有這些制度都最終服務於中共的威權主義政治。以黨的全國代

表大會為案例，發現這個悖論，解析其中的制度涵意，即是本書的精義

所在。

至於書中究竟做出了怎樣的解析，我想這裏最好不去重複了，一則

書中已經有了論述，二則這種解析必須細緻入微，不宜簡單化。當然，

結論是可以直白的，那就是：中共通過逐步發展起來的精細的「制度操

控」而將全國代表大會變成了威權主義政治的民主圖章，這是民主其虛

表與操控其實裏相得益彰的一種複雜運作；因此，民主的精義已經不復

存在，那種試圖通過把黨代會民主化來實行所謂「黨內民主」並進而走

向全民民主的思路，只能是一種幻想。

實證經驗為什麼需要學術昇華？

其次，本書深深植根於我在中國所經歷過的政治運作，但它不是個

人經歷的產物，而是學術研究的結果。

1986年秋，中共開始籌備十三大，並把政治體制改革確定為大會的

主題之一。因緣際會，我當時參加了中共中央最高層主持的政治體制改

革研討，並參加了中共十三大報告的起草—我們知道，現任中共中

央向黨的全國代表大會所作的報告，一向被視為中共的綱領性文件；十

三大報告就是當時在任的第十二屆中央委員會由其代總書記趙紫陽向中

共第十三次全國代表大會所作的報告。 相關討論過程，我在《趙紫陽與

政治改革》（香港：太平洋世紀出版社，1997）一書中已有詳盡的記錄。

這裏要說的是，這段經歷雖然不長，卻對於我後來的人生道路有很大的

影響。1989年天安門事變之後，這段經歷成為一種負資產，我不得不滯

留美國，轉而走上治學的道路。

自那至今，我在英文世界按起源於西方的國際學術規範治學，也有

二十多年的時間了。這期間，研究的興趣和相關產品，分散在多個領

域。就學科方向而言，橫跨比較政治、國際政治、政治理論、比較政治

經濟學；就地區涵蓋而言，首先當然是中國政治，同時也涉獵中外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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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港台政治，以至全球化、全球資本主義、和全球治理；就研究側面

而言，那就更多了，諸如政治轉型、政治發展、精英政治、政治傳播與

大眾媒體、多邊外交、人類安全、民族主義、社會抗議，等等；就方法

論而言，也轉益多師，試圖博採新制度主義、歷史分析、政治經濟學等

眾家之長。最近一些年，決心聚焦，致力於由博轉約、由散轉深，而本

書是下了這種決心之後的第一個產品。在這個意義上，本書也可以說是

個人學術歷程上的一個小小的里程碑。

很明顯，個人經歷對於確定研究的選題、觀察事物的能力、展開論

述的價值導向，無疑都是具有重要作用的。當年的經歷，決定了我選擇

政治學研究，引起了我對中共政治制度及其轉型的興趣，後來也幫助我

決定寫作本書以深度剖析中共黨代會。但是，要想深入理解某個主題，

不僅個人經歷是遠遠不夠的，就是僅憑哪怕超越了個人局限的廣泛實證

經驗，也仍然是很不足的。學術研究首先要求廣泛佔有資料，這必須是

超越任何個人經驗的；學術研究同時要求客觀、科學的分析態度，這必

須是超越個人偏好的；有質量的學術研究，還要求在人類既有思維成果

的基礎上達到新的理論高度，這也必須是超越感性經驗的。本書力求實

現這三種超越：本書徵引研究資料近千種，其中，關於自1921年以來中

共歷屆黨代會的材料，主要來自於中共官方出版物，所涉遠遠超出我的

個人經驗範圍；本書的內容是實證的，即根據歷史上發生了的事實來展

開分析，首先說清「是什麼」（不管作者個人喜歡不喜歡這種事實），在

此基礎上才來討論「為什麼」。更重要的是，本書試圖把中共黨代會這個

研究對象放到相關的比較圖景之中來觀察和理解，並由此得出超越這一

具體研究對象本身的概念和結論。

我猜想，書中對於相關歷史事實的搜集和敘述，可能會比較容易引

起中文讀者的興趣。在這個基礎上，我希望至少有一部分讀者還會對本

書的概念和理論產生興趣乃至共鳴。讀者會看到，本書最大的比較框

架，在於民主制度與非民主制度之間—如前所說，這固然是由於我

對於民主及民主轉型有一種價值上的關懷，但同時也是對於公共權力的

合法性的追問所必然導致的研究方向。其次，對於中共黨代會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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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裏也涉及到了與比如蘇聯共產黨代表大會的比較。這樣的比較在本

書中並沒有系統展開，這裏有篇幅限制的原因，更多地則是時代變遷的

原因：蘇聯已成往事，中共卻在世界共產主義垮台之後依然強盛；我所

着眼的，並不僅僅是歷史。所以，倒是關於東歐民主轉型乃至日本民主

政治下的派系政治等比較維度，在書的結論章中變得突出起來。再次，

我甚至援引了著名人類學家Cli�ord Geertz在研究前殖民地時代的傳統印

尼巴厘國時提出的所謂「劇場國家」概念，藉以解讀會場虛文在威權主

義政治中的重要性，從而試圖把對於中共黨代會的理解上升到超越中

共、也超越中國的政治哲學層面。

本書在概念和理論上下了較大的功夫，對合法性、民主制度和威權

主義制度的異同等做了自認具有原創性的釐清，並提出了威權主義的合

法性赤字、「制度操控」等一系列原創概念。在翻譯過程中，如何用中文

表達這些概念，也是一個挑戰。在長期的雙語寫作過程中，我深感，中

文是一種詩意的語言，而不以概念的多樣、清晰和準確見長。即使是中

國人最喜歡談論的話題之一政治，這也是中國最有傳統、包括最有文字

傳統的一個主題，在中文中也十分缺少現代概念。本來，中華文明創造

了很多概念來討論政治問題，從上古尚書到春秋諸子，從賈誼過秦到魏

源論政，漢語中原來不乏多種多樣的用來討論政治的詞彙和概念。但

是，二十世紀初期的白話文革命之後，我們已經很少使用這些傳統的詞

彙和概念來討論政治問題了。今天，國人討論政治問題所使用的語彙，

大體上是源於西方的。我曾經與不是研究中國問題的洋人同事說起這個

觀察，他們對此感到震驚：他們很難想像，一個歷史如此悠久的文明，

能夠這樣徹底地脫離自己的傳統，而幾乎完全使用外來概念，討論對於

自己的民族至關重要的話題。反過來說，即使已經經過了上百年的融貫

磨合，那些源自西方的政治和理論概念，在中文世界裏，至今仍然要麼

缺少對於相關源流的了解，要麼根本沒有基本的界定，以致很容易出現

雞同鴨講的交流上的困擾。在本書中，我在某些地方做了一些努力，試

圖融匯西方政治學概念與中國傳統的政治概念，打通二者以暢交流、互

補和互益。比如，在結論章中，我討論了「禮」與制度的概念。在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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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過程中，譯者趙燦的學識和能力，也對表達上的技術完善做了重要的

貢獻。但是，這不是能夠一蹴而就的事情。不管是概念的原創與翻譯，

其中肯定都有不當之處，期望得到讀者的指教。

致謝

一本書固然微不足道，但其中卻總是凝聚着遠遠超出作者一人的很

多很多人的勞動和心血，它永遠是作者深深感受很多相識乃至並不相識

的朋友們的種種美意和善舉的載體。書的問世所帶給作者的最大快樂，

就是終於有這樣的機會來申致謝意於萬一。

對於本書漫長的寫作過程中作者所得到的諸多幫助，英文版「致謝」

已經有了粗略的表達，這裏不再重複。可惜，由於技術上的失誤，那裏

錯漏了一些朋友的名字，下面借機補上，並對這些朋友致歉。更主要的

是，本書中文版的出版過程，依然是作者得到多種幫助的過程，必須借

這個機會，哪怕是言難盡意地，表達我的深深感謝。

首先，感謝本書的中文譯者趙燦。他中英文俱佳的語言造詣，在中

國、歐洲和加拿大所受的廣泛學術訓練，和認真而投入的工作態度，是

保證本書譯文質量的首要因素。

同時，感謝中文大學出版社的編輯們，他們對出版本書中文版所抱

的熱忱和在編輯出版過程中所做的多種努力，使本書得以有了高質量製

作的中文版本；包括這篇中文版序，如果沒有他們的敦促，都會胎死腹

中的。

老朋友鮑樸、吳偉平、孫競昊為尋找相關研究資料多有貢獻，老朋

友陳小平、何頻為在中文世界擴大此書的影響多有幫助，老朋友魏承

思、林道群為中文版的出版多方操心，這裏一併鞠躬致謝！

我在中國的家人大都不能閱讀英文；本書中文版的問世，使我得償

夙願，那就是能夠把自己在異域的研究成果與家人分享，特別是與年近

九十的母親分享—她戴着老花鏡字字句句地認真讀過我的許多中文

著述，那個場景在我心中永遠溫馨而勵志！父親去世已近十年，在他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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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viii ︱ 中文版序及致謝

前我少有機會與他就包括本書主題在內的那些他很感興趣的話題做深度

交流，在他身後我因埋首著述及世俗瑣務纏身而遲遲未能完成一篇追憶

他老人家的文章，這都是兒子心中的深深愧疚。我會將此書中文版帶到

父親墳前獻祭，叩首酹酒，請他老人家在天之靈保佑後人永秉傲岸之風

骨、自由之心魂。

此書英文版是獻給內人廖曉英的，這裏把中文版也一併獻給她，作

為對我們共有的生活、共同的理念、和共享的價值的一種卑微但永久的

見證。

      吳國光

   2017年7月底，於桴浮書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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