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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權主義基本理論之探討

朱嘉生

TI餘年來中國λ一直在企間建立一個理想』甘中國，問此在每一個不同的階段，他們

或多;，IG少鈍附來-!_}~中國人應追求的日憬，尤在今日來力追求現代化之際，特別是政治

現代化，思:恕與理論建設的立一作是很重要的，適當理論的制立，不是抄襲「八、十九世

紀的問洋理論就可以辦得到的，拓、2頁仰賴研究與思維，研究是塔外的工作，思維是塔內

的工作，塔內與塔外活動的互柏倪告，才能推動控史的巨輪向前邁進 jl (~l".) 閃此 關

史 而規辦歐美學說事跡，是一千塔外的工作，再對"1 1閥傳統故治社會的認識?是塔內的

1 作，閥 rffJ獨口創獲 奈非美式、亦非;正式，而是中關式的L~ct政治，凶為此消制度是

一生態的系統，自然亦適用生融學的原則，環握的適應是成功的要件，抱不可生吞活剝

的強行移蟬，所以-國政治鵑啦!的順利運的，必氯與其政治主化和適應，故在缺乏西方

民主政治丈化的j崔健的關索出l完全1*冊的方民主關家的法制，亦不可能有的方民主政治

的質際運作。前以 關史將關方引進的民主體制、民+:政治文化融和於技間傳統政治丈

化形成一4個新的民主模式步是我國建立穩體民主體制的最佳途徑， (註一〉凶此本文特對

其主張比1民懷 k萃的背;}k -, U 拉! 理論&1il!作 分折 J ~~利我國民主模式的真正確立與

民主敢泊的太多續展。

第一詩 中國採用氏權制度約草歪曲

拉國自鴉Jt戰爭以來，闖入的不斷在現代化的路 l 摸索，而成敢不著府 9 其原閻雖

屬多端，圳位知科控之復仿，均不知從制度上JE手， ft恨本之改革實為之厲惜，當然

關家現代化的因素或條n祖多，倒在現代化的過屋中，絕對司、能離間民主~屬此論。

(注三〉 關文推刺三「餘'1 的專制，括一草建立 l 駕于狀主之 LI 之現代化國家，因此提

倡民權主義，依 國文之意?民權主義說是民主政治，民權恩怨就是民主思想，所以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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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

「所以我們在中國草舟，決定採用民權制度，一則為順應世界潮流，二則為縮但

國內戰爭。 J (詩附

其理由何在，茲分述如次:

一、順應世界潮流

在廿世紀當中，民主政治己成為現今故治 t出m流，而葉之能禦，其地位是無可取

代的，也正是當今政治思潮的主流所在。正如 國文所說:

「就種種方而來觀察，世界一天進生長一天'i'i:們便知道現在的潮流，已經到了民

權時代。」位日

飯然世界民榷的潮流已經湧到，使非採用民權不可， I無論怎接都阻JI:不住的J .我們

中國要在世界固生存，就不能不順應世界的潮流，所以 國文在「中國革命史」中曾

謂.

「巾國古背有唐處之揖讓，溺武之中侖，只;垂為學說者，有所謂『天跟自我民棍

，天體自i'i:民聽~ .有昕謂 『氏為貴，君為輕』此不可謂無民權jU想尖，然有

其思想而無制度，故以民立國之訓，不可不取資於歐美。 J (除六〕

出此可知，且是干年來中國傳統政治土化的特點及缺點. I民本」思想雖是說國歷代聖賢

之士所 再提倡的原則，但蚓沒有「民治」的觀念與制度，府以和民主的實質內涵，並

非相同，誠如金耀基先生所說: I民本思想與民主思想，雖相似但非全似，雖可通但非

一物，民本思想不必有民泊之精神，民主思想則以民治為基點，兩者雖只隔一間，但光

景固有不同也。 J (註七〉就由於「民本」與「民主」有若干的距離，致使巾闊的政治一

直軀法突破，一直無法通向民主，一直無法朝向政治現代化的道路發展。

雖然說. I以民立國之訓，不可不取資於歐美J .但 國究卸特別強調:

「十三年的守主舟，做效外國改革故泊，成立民主故膛，日的是取法于上，所以把

外國很高的故治哲理和最新的政治思想，都拿來實行，這是中國政泊思想 t一個

最大的變動， 但是民權問題在外國故治上，至寺沒有根木辦法，至寺還是一

個大問題，就是外國人幸最新發明的學悶，來研究民攏，解決民權問題，在學理

一方面，根本上也沒有好發明，也沒有得到一個好解決的方法，所以外國的民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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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法不能做成們的標車，不足為教們的師害。 J (~t;\) 

又說

人主學報

「司、於外國民權 9 所以沒有大進品的原凹，是由 l1i:外閥H於民權的根本辦法，沒

有解決 所以歐主實行民槽，在中途便道了許多挫折，遇了許多障礙。!

〔泣九〕

閃此，在1'1 1閥 l'I:施民 k政治，雖然主要淵源於西方民主也想與體制，叫未必完是要遵循

;柯力的民主軌泊向 "1發展。

歐美的物質科學S1!峙 9 rt.r關可以完全做敢冒歐美的政治科學進主很懂，中間不能完

仝做效，歐美民主政府的原則會大體是相同~ Ij I關可以同樣~用，但歐玉民主政!府的制

度，沒有兩國完是相同的. rf[歷史文化、社會環境的不悶，各國政府制度有顯宮的不間

，所以 l -t l閑不能完全踩用1至何關眾的制皮 .'1\;們雖然不能完全做紋， {P 可惜鑑於歐美作

:Q. r f. 1關改革學考。 U ，， "O)誠如國史所說:

「凶為歐美有歐美的社會，我們有tt們的社會，彼此的人情風土，各不相同，我

們能夠照白己的社會情形，迎合情界潮流做去，社會才叮以改且，國家才可以進

品。 J (,:1--) 

立巾已非常明白指出西方故治體制不可能完全移用淤中闊的道理。

在就'fl餘的故治發展而瓦，尤其是關於一積MC1i帝制度的引用， 刀闊它是描摹於個

別聽史的;有緒，月 --jì面它潔兵發展世界歷史的院大思義，易活之，即在個別的時空考

慮，構成一個世界悴的問題，對易做新開圓寂寂講，草韓國的阱即中?歧持用彈問便睡

在社押文化的普遍性興地方文化的獨特悅之間尋得 個滿藍的誠和 9 一個現代化的民接

關笨，不們要代JÆ所謂 l什界丈化(潮流)的政治應用而且也現在現的Yl各自特別與遺產

的刊載暫且。 c;:".~)因此步一個識見高速的政治家，在;JJ;順應如一界潮疏的過程巾必三面對

其制度的可行性、適切性加以評估?自l是:r可能促進一國的政泊推展。

二、縮短間內戰爭

在中關要貨行民權 9 雖然是時代潮誼之所趟，而且還有特殊的前耍，間為政治是人

類社會古往今來無時不在的現象，肝以泣，政治是個就會的過程，在此過程中幾于人人

都有尋求權力. ;IUl !flt\心理學者，均承認人類別權力的愛好卅日天性，亦正如孟德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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氏權主義基本瘦諭主揮討

鵬所謂的人人愛好權力，所不同只是慾堂的強弱而已，政治權力自古以來【位成為λ頹

追逐的吉布物，惟任何關家系統之中，只能有白俯政治權力，而故治權力的草布，又具絕

對排他性，日 )1斤以，既得權力者，便想保持、擷大，缸缸"夸耀其權力， ïiQ且肯努力

去克服 切可能使他失去權力的因素;閃而未獲得權力品，使J控告積撤爭取權力，閑之

，很此間往iJ發生對立、街爽的現象。(注一阱。所以在專制政體之 f" ，有主就會僅有了 }~f

斷權力，可以為所欲為，揖作成咄. i監朋威勢，違犯了正義與道德原則，通常都說，酷

迫力愈品，則反抗力愈強，問此畢故獨裁必然容易引起暴亂、革命的頗仍，所以I'jl國監

史上的改朝換代，政權串轉多有以JA~1J方式的之而且腦出不窮。

關丈品為中國應在民權革命成品聾，建立民權主義J:l骨胖的共和政體，來代替睞來

為了爭皇帝而造良的之無休11:的戰爭，所以他:說

「間為自古以來，有大，也、之人多想做皇帝，如劉邦且秦始皇的外學便刊: r犬丈

夫當如是也J， 0 ~羽亦U: r彼可取 IllÌ i~ t叫。此等野心家fUV!~tt1 ' "自-&提問

革命之初，其來贊成者，十人之中，是不多有六七人是布于重皇帝思姐! 仗1./ 1

閥輝史講，每換個朝代，都有戰1~ 中關慌史常是治亂，當亂的l時候，

總是在》皇帝，外關當有附宗教 l而戰、自由而驗的，但Ifl國且是 F年以來所戰的都是

最啼 個問題，我們革舟黨為先將來戰爭包兒，冊以當初發起革命的時候，使主

張共和，不要Ea帝。 J c'-t-!'~) 

閃此IMt可划，中臨的軍朝歷代的戰爭，無非都是為了政治權力的爭奪所致， 閻究為

了澈底解決此 問題，主張起立一個民主共和故攏， r用四萬萬人來做史喵汁，貨施澈

底的民主政泊，以解決我國政治衝突的恨源，創造一個進主主而干rr諧的社會。

民主共和改體係以那性為基礎，反暴力、斥權勢、政爭問題採用和不討論及自 111投

祟方式解決之，廿六)在此民主共和政體r[ l的政泊街突，正由狀悠都是前EfF￡聞及初iTî.

的性質，其權力的爭奪呈現週期性，在獨裁政艘中別無，大遷的作用便是將關注車要職

位變成競爭對象，失敗耘，就將韓伯政府的強制搬稱及執怯機構，交閉路利話，雖有故

拾置突，但有一店規律， (立一七〉在此民主社會l扣，人民適監事與政泊，也使社會在法見

一致與意見分歧間取得平銜，政治的水如此會使人民對於候選人或問路發生爭論，造成

WI 宙的台異，何如果社會的制度控街致旦和諧甘守品，這些裂縫必讀得技法彌補， ~j某門

)c眩PII的協主益，儘管是籠統的，通常都能彌補裂縫，用選舉導和干方式來解決街突斜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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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助於獲得 致與利諧。(注入)由此可知，政泊卡的街突，乃是故wì系統'1'不可避

免的現象，在本質上， ltît品傾向股紐 111曇力 i(d表現山東的趨勢，在專制政治制皮 F尤

齒，所以 國女為了解決歐消 l…不可避免的街突，乃採1日 L~Jó共和政體，保持民權自圳

、理性、和平的結持故治體系的穩定。

第二節 氏榷主義的基本目標

就貨際的故治價值選擇而且，睿智的決后必先假定存在有可供判斷的充分消息與可

引導選擇的某些標車、價值此日標。為了提供所需的引導，對政泊價值必頭探忠熟慮，

以便罪;主套可行的社會與政治的優先次序，叫一九)唯告間此，個人對改泊的追求，才

有-定的方向 o ïM今天人顯在政泊的l想[:JJIî搞調的主要政泊價值，無非是自市與平等問

題，如果沒有1'1 11，平等這兩個思想，便不可能產'，L民主故泊。悶此， 關丈認為民權主

義的日標，說是w現臼巾、質現平等，唯其主張之鬥恥、平等則與西方民主政治主張f甘

自由平等，有其個然不間的;意義，茲特分別品述於去.

一、合理白白

西方俾航民主理論段基本的心積假定，就是「自由J '直不是:&們常識意義的隨心

所欲，而是指人生而且得芋口出能力，也成是一種彈性能力或H治能力。(泣-:-.ü)吾人可

見到古代的)j民主耳II論乃描恨恨 i 匕世紀護單UiU在闋的的向市場社自(Iree rnarket 

socìety) 與自由國家，以及巾洛克到過泌的 Arlü義辯護者，這種自巾式的關家、前!

會、及理論早在事故榷的Kl化且民主理論受到推崇與知識!::riJ主張立前半世紀個建立

了。 c:;:"'>)因此，我們可以說府方的民主主義是自由主義的政治形態，資本主義則是自

由主義的經濟形態。

傳統對於自由的概念，毋寧假定府已在也泊中確覽有選擇之機會與權利，所以作這

頃假定，無非認為自由是對人性之控體希墓的贊賞內苦，並因苛政們對於關方人文主義

中個人概念的尊崇 9 也就是主張其個人具有獨立之行為、月1性的判斷與真實的存在會

Cc: ""~)而此說來，自巾是依照內己的意志而曲的意思，傲然，歐美人民在當時有犧翱'1::

侖，去乎取自由，一位墊高為了提個自由而去戰爭，是有其特殊的監直背最和需要，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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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關文在「民權主義」第三講中所說:

「歐洲一二百年前為自由戰爭，當時人民聽到自由，便像現在中國人聽道發財一

樣，他們為甚麼要那樣歡迎內由呢 9 因為常時歐洲的君主專制發達到了極點。

那個時候，大者玉，小有侯，最小者還有伯、于、男都很專制，那種封建政體

，比較中國周憫的列國封建制度，還要專制得多，歐洲人民在那種專制政體之下

所受的痛苗，我們今日還多想不到，比之中國歷朝人民所受專制的痛苦，還要更

利害。 人民安久了那梭殘酷的專制，深感不自由的 li有耳，所以他們唯一的方

法，說是要奮間去爭自的，解除那種痛苦。 J (,;t ~三)

所以西方歷史可以說是追求日由的歷史，無論就祉會制度或政治制度的演變來看，問歐

從封建步入民族國宗的社會組織，同時也是個人從傳統瞞業解放出來的社會，尤其科學

知識自問之後，人類所有的門出意識增強，個人的產論也增高，學與及貢獻社會的意識

增長，閃此，個人一方面從傳統制度解股出來，另 方面也形成新的社會觀念，此即個

人可對國家社會做權益的要求。社二四)因此，在一般的自由主義者便主張，自由是不受

歡府壓迫的意思，把它當做權利者，自由是不受政府壓迫的權利。流弊所丑，在政治 h

主張有限故府，各部們權力互相制衡，造成政府無飽，在經濟上採放任敢策、自由競爭

，造成一方面生產過剩、工廠倒閉，使富者2!)感恩慌， 方面貧無立錐'溫飽難得，即

如國文所說

「提前歐洲在民權初萌芽的時代，便主張爭自由，自n 目的已達，各人都擴充自

己的自 rE .於是由於自由太過，便發生了許多流弊。 J (立一五〉

國女基於此 認識，認為我國人民的自向老早就很充分，為先冉的西方爭取自由的覆轍

，再加圈人對國家整體的存在缺乏強烈的自覺，但為了把社民接危麟，中國人就必讀提

倡國家的自由，他說:

「由于中國人自由太多，所以中國要革命。中國革命的目的與外國不同，所以方

法也不呵，到底中國為甚麼要革命呢?直接了當說，是和歐洲革命的目的相反，

我們是因為自山太多，沒有團體，沒揖抗力成 盤散沙，因為是一盤散沙，所以

受外國帝國主義的侵略，受到列強經濟商戰的壓迫，技們現在便不能抵揖'要將

來能夠拉拉外國的壓迫，就要打破個人自由， 個人京寸太過自由，國家要得

完全自由。 J (;t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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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這里所改的「閥家白山」和通常 酸人所了解的人民自由，是吉布衝突矛脂的地方 9

間為通常所了解的人民自由，雖然分為:一是政泊自由，二:是個人自巾，政治自巾就是

關公民舉與政泊的權利，油1個人自由則為個人人格發展的必要條付，均以閑談刊存發

展為前提。所以 關史所提柄的 l 國家 n Lh _l ~il ~ìÍJ述般人所 r解的內巾，不但不是對

立的，而且是相諧的，闕家的內，11是對外關而言，雖非~I人民 i附近，沒有關按自由，人

民的政治自由與個人，將也必致仰人鼻息。「 槃散砂J 式成「故齡不鷗」式的市 Ih典

國軍的1'1咐，則是對立， IIIJ 不是中目諧的，間出這樣口由足以紡礙民族國家爭版自 '"與維

持獨立。 cr.ulfl此 關文是特)JIJ "'叫回家門1i1f，{j。在 !iJ 段話，他又強調l剖體自由的

重要，他說:

「大家要活常革命成功，使盟犧判個人的府巾，個人的平等，把個人的府'"平等

，都頁搬到革命黨內來，但是黨內的紀律，大家都要遵守，黨內的命令，大家都

要服從，全黨昂勁，一致進行，只óè篇社自由，個人不能的巾，然後我們的革命

，才可以落成功。」心 λ〉

誼之史哎. r九十世紀的 n ， IJt義的黃金時代業已完fk成為冒著史的服眩，就þu 關文引用

彌勒氏的…民"1日所說.

íJ在關打 個學有吽做彌勒氏的，便說 A個人的白的，以不侵犯他人的自r.I，為搞

間，才是真仇的，如果侵犯他的範間，使不是自由 u 歐夫人講自由，從前沒有前

間，到兒閥需勒氏才立了自叫1祐閥，有了範闕，使減少很多的出了。 J (ι二九〉

由此可知，做 k~已從無阪制l的個人而，1. 1轉變成為有限制的個人自由，於此，益足道問

國文_i1ij[ll關法自巾、團體自由的巨張為當守政泊潮流立新趨勢。

由前面所述，是否 國艾只監祖國家與關蟬的巾，您服個人自由的價值 9 事質不然

，他說

「此次革命，乃國民革命，乃為關貝多數造幸福，凡事以人民為重。 J (立三ol

可且 國究對於個人間，11權利是很重棍，唯常有一前提在，就是個人自由權利，是不可

過聶'是要有一定限制的，不然的話，便由發生種種弊端，重蹈歐美個人主義、自由 lò

義之路。

而以事質 liii ~.品，這個時代為們的圳市付山的心血與制會代價太崗，以致於許多商

店人無力主付，閑之反而倒退去尋求專制與姆拉制度. (詩三)因此自由 k義者及右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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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f三至少應認真考!眩，是苦悶自由之故反而製起 個沒有內 111的世界，艾德蒙﹒抽血

(Edmund Burke) 串t.llì: 1 政府小是白自然權利昕造成。自然權利 l可能{J在於它的是

然獨立之中 存在於 1!R限及抽象的完美之中，這桶的象的完美也就是現呵巾的缺失。

以一種為所敢為的權利來泣 。仰和 11111 與限制 品是閑時制宜，且允許無限制的佫

正，它們無法設定任何抽象的姐則用以遵循，且L投宿 Jt想要朋某一個原則來討論l已們更

屈讀了。 j 位三〉由上所述， f兒們 riJ以隨招到，內的的限皮應符合國家政治發展的需要

, 'fi't'i無 放諮四海骨間的標車。也就是混為了關家安全，個人的白 111此應受到限制。

問此. 'fl1i )H~主理論所追求的內巾的念，岐然已不適合時代需要，所以 關丈提山

了集體日間的主張，其目的就Jt:西方民 Ll'義，所造成混亂斗、安的社會，解決一般人已

視JU1.1廳里的制度。

二、具正干等

傳統民主理論的另叫頃某水位直是「人:I~叫平等」。這院正主治開論家雖然湖里持到個

人有性質 h立是具 p 怨而他們堅佑，這種個人不間刊賞之美異，在政治上並~1'其任何jbf

義 9 他們對於政治平等的ìi 置:焦點 9 乃著重在人類對於秩序嫂粒之需求~ Hobb臼甘fG

為 人類在過守其個人，1，利之命令且追逐個人利益 1:均是平等的。 C;-t 三)所以血代民主

政lÁJ理論 f 的草木假定是:人人都平等地具有車與政治的能力，凶而也I!J'字有學典故泊

的權利。(立三四〉這叫政治 I 的地位干唔，亦即機會平等。

但是在民 k故治質胞的過程中，這苦i 假定fu l' r 的一誰是經不起積討， 1-且人非生而平

唔，不論在身肉、 1美蚓、才智、能力方而皆然，在'1!{際政泊中，少數統治，多數控拾乃

必然現象，所以盧坡之散，儘管I屯口的人生而自由平等，強調必在{在絕對 'f'i.哩的革礎土人

人器與政治，但是他所倡的人人干等顯然屬於瞧然隔矢， 1而不是恤認定的貿然m象，

(立剖開此，是否每個人身 1m為人之權利是干唔，享受獨立主體之地位亦是平等的，是

一個值得探討的問題。

關史在 IJ~權幸義」中封j明白指山:

「白人類初史過自禹年以前，推到迢來此權萌丑時代，從沒有見過去賦有1]"等的

道理。曾叫則天性的品物來講，除了水而以外沒有一物是平的。 由此可見天

地間所恆的東西，總沒有相同的，既然都是不相同，府然小能夠說是平等，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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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且是沒右平等，人類文怎麼有干等呢?天生人類本來也是不平等的，到了人類專

制發達以後，專制帝王尤其變本加厲，弄到結果，比較天生的更是不平等了。」

(，茫，、)

所以「生而平等」並非事賞，困在真質快界里，人們並非在平等條件 t起峰，有些人開

始就占有家族財富渴正式敢有的優勢，有些人因其種故受歧靚而遭悶，而運氣在訣定何

人獲得!旦有人人追求的工作七往往扮演若望命角色。除了這些明顯的不平等以外，人在

設施、才智'"其它天賦能力上也不平等。(計三七)然而人類之更不平芋，主要是來 n政治

問題，因為天生的不平等是支現在」智、中材、下愚或貧富的0-別土，而政治上的不平

等，乃來白人為如專制制度、封建制度及階訟制度所造成之不平等，因此 因丈所主張

的平等是:

「說到社會上的地缸平等 9 是始初點的地位平等，後來各人根按天賦的聰明才力

，自己去造就，因為各人的聰明才力有天賦的不同，所以造就的結果，當然不

同，造就倒是不悶，們然不能有平等 p 像這tJ~講來?才是真正平等的道理。」

C;I_二 λ〉

也就是說人人有平等的權利與機向發展且說，並獲得與各盯努力相當的報償，這一立足

點平等的原則， -IiJ適用於政治、法律、經濟、教育各方面臨可使個體發展潛力，促使社

會進主 9 又不致薩1:.不公道。 c門hl這樣的平等才具有對質的意義。

但是 因艾並不以立足點的平等為滿足，他說:

「所以我們草侖木能夠單詞是守主平嘿，要主張爭畏懼@如果民權不能夠完全豆豆遣

，就是爭到了平等，也不過是 時，不久便要消滅的。 我從前發問過個道

理，就是世界人無其得之天賦詩，約分三種，有先知先覺者，有後知後覺者，有

不知不覺者， 天之生人，雖有聰明才力之不平等，但人心目I必故使之平等，

斯為道德上立最高目的，而人類當努力進行者。 J (注凶C)

這種平等的車藹，日經超越了政泊日的下的權利觀念 1 Till成為道德目的之義務概念，人

λ平等地在各自所能之最大義務，日的則為人幫整體進步，因為這種理想的平等境界?

無法謊言吉於法律與強制力，而有朝於教育的力量，增益大眾服務的道德心，發揮大眾至

高的利他思想，才可能買親的。 u阿)尤在當今注重社會連帶關係'尊重大致的整體思

想上，認為個人是社甜的一分于，和別人有一分工合作關係，而各有其應盡職卦，為使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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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盡職分，才 7拉起其權利。

泣正是世紀以來 9 平等原則已成為世界此消忠潮的巨流，以及刺注重各種改革和革命的

幕本勁)J之峙。 C-i-.附〉在傳統或專制的政治社會，為維持祉會和政治秩序，多強調階層

們的縱向價值和規範，面l忠、丰、順搓、是史上芋，個人白幼被訓練如何在此階層的縫隙

巾好好扮演其應有角色，而不是如何去實現問我. U_四)所以 國文有感而發忍為:

「聰閱:r )Jl重大者，當吉拉其能刀以驅「踏人之務，造于萬人之福。聰間才力時小

報，當殺其能力服十討之務，過十討人之福。所調巧者拙之紋，說是這個道斑。

五於全身t閻明才力品，亦啃盡 己之能力，以服心人之路，造一人之蝠，間這能

做法;雖天生人之聰明:r力有不平等， [(11人之服務站德心發達，必可便成為平等

'這是:;lÎ.~事的結義。 J (州州〉

每 個人卡?能叫盯己的能力去追求自政的貨現，這是-種機會的平等，人人都有均等的

模會1、發揮其:r賦，去創造主是具的個人成就，這是平等最兩價值的市義，岡時在廿世車已

多兀化的時代里，干草〉ifFlp之形成與具體化過程仆，的民主決定還有丹丹 個意義;在同

個社會與關家秩序諧音-致情形鈍，共同的世界觀與固定的性::t;r;-型態，就可以輝成一

股創造法律規範的力罷，對于'\!f定律的解潭，亦有一致化的功用，這種詰1月I 咕土不但協

調社會之中的各楠矛盾，亦擴展到關家社會之間。(立問冗)所以，平嚀並非絕對的，唯街

真正了解其意義，我們的祉會才會獲得和諧車手。

從以上的分衍可以知道 9 關文的平等月1論，首先否定了西方博統民主耳!論中「人

你 iftj半嘻」的假定， 1IHH J.、生自1川、平等，惟有發展民權，才能實現平等，也就是打破λ

為的不平等，說肯定個人的尊嚴內在價值，即然l僅容的、甚至積極保障其追求賢親的政

的一-VJ 自由'@!.E承認人人平等，口應容前日鼓勵主J;垂與社會和政治事務。位四川唯怯懦

托克維爾 (Tocqueville) 骨;iJì: r人類偶而在某 方面獲得平等，便常會服理成草地

自站在每-)jllií都是干等的。 J (江四七)倘平等沒有其界恨，將會造成氾濫，破壞了-切

社會的秩序，所以 關文舉出主閥、法關革命-百多年，把平等爭到了昕生的流弊是:

「歐美平等的流弊究竟是老樣呢?簡單的說，般是他們把于等兩個宇認得耳朵

了。歐美爭得干等以後，為什麼緣故里!發生流弊呢?就是由於民權投布充卦發達

，所以自i.l j平等還不能夠將rJ j_[軌道主走。 I C，J:V!l入〉

間此質施民權才是正逸，亦即在→個國家憲法保悴的範園的m正的平等才可能其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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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而言之，自由與平等是緊密相連的二個政治價值 (Political Values) ， JE因為

二者如此密切的糾結，所以一些學者祖甚如同位於天平土 一端增，另一端必減。

阻四川尤在近百年來的人類社會中，政治自由與經濟的平等，常有不協調的現象，為了

獲得經濟平等而捨政治的自由，是社會主義的見解;為了發揮政治自由而走入資本主義

的經濟結構， (，~-伍。〕就事實而言，每個人都渴望某些自由而且能設別人平等看待，可是

我們無法兼得內由與平等，只能選擇其一，例如我們脆不能-方面享有財產權干上無限

制的自由，而且又做→些有關提供別人在經濟生活七平等擻脅之事， (立在〉因此民主國

家為調和此 不和諧的現象，也有人權社會化的措施，即把人權恨制在基本人權方面，

而在工作機會上進行社會化的努力。〈占去一〉如此相互調誼，俾求得彼此間之最大利益，

但有-觀念:&們必氯確立，就是由於自向太過於可貴以致無法令人捨棄，然而不論任何

以公正、平等、秩序、;主威等名義所加以白的之阻礙，我們都應胺謹地認其為正當而許

其存在。同樣地，基於社會自由武機會平等之理論，我們對於一切加諸於平等之限制，

亦~祖其為正當而許其存在。人頭需要自 '8 也需要平等，惟自巾不能過度受到貶抑，以

免忽現了人穎的發展，而致使民誡人性之幽靈孕育而生。 CI'ii三)所以在歷史上說，公平

與白白之間以及公平和潛力之間的政治連約，一直是平等的理想，在此現代化的社會，

這種連結仍是 個強有力的道德力宜，但是由於它大致迄未質現，因此，處理許多緊張

局面成了新興國家經濟的 大問題。(主五向前以要詢和白由與平等，必須記住一點，即

二者僅是于跤，用以達成發揮個人人格潛能的目的，不同的人格發展，需要大量的自由

，以抵制強加於社會和經濟平等的死水司，另一方面，如果人類事相有韋責，叫和平討

論來消除歧見，則必頭以平等立騙行立，大家必在1平等相待，然後才能討論，但五五)因

此，教們認為自由和平等是民主政治基本信念，皆具有道德的效用，做為政府形式的民

主故洽，其目的就是在擴大這些理念，實眩這些理想。

第三節 民權主義的~論基礎

歐美泣代民權思想的發生，與民權運動的發展，建立了近代民主政治，這對人類近

代的文閱，質為劃時代的貢獻，但就以往一般民主國家來說，他們在理想和思想方面

，幾莫不安盧擾的天賦人權泣的影響，尤以美國和法闋的民主革命所受盧援學說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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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大，不過盧梭的學封閉t然有不可磨滅的 .sJJ績和民獻，但以後各關民主政泊所發性的各

結缺點干u流弊，天賦人111 ijIì蚓也難辭其咎了，品世界歷史f: '對於肢授學前提Hl批評的

，如大哲學家休誤 (D. Hume) 過扎、(J. Bentham) ，路史家史谷特 (E. Scott) 法

學氣薩爾孟 0. Salmond) 不11祉會學家赫甘黎 (Huxley) 帶都骨先後對庇氏學說加以

攻擊，廿五八){日 國文除了對盧氏天賦人權蕊加以根本批判外，並提出革命民權說月1以

代替龐梭的天賦人權說，以之作為蹺代民主政治的理論基髓。

革命民權說乃是 國文諸民權亭'1'扭重要的一-個，同時亦是近代 IU 界民權早就'1'技

兵時代 E義立價值，徊在關艾創立竿命民1陸學說之間按兵植威的11，權學誨，是虛氏為代

表的天賦人權論 9 受了這種學甜的影響，的之凶方之所謂基本人權，在血論有如 F的特

宜C.tjl~-t;)

基本人權是屬於人的:人之所以為人，決不能沒有惡本人權(不論係(i覺地7'

有基本人權，尾巴不自覺地已芋布拉本人權) ，否划，名義上!l![t.t，1$人，宜際 l 使過非人的

~f:.括 J 0 又!宵"村人，常然故不限於公民，凡屬問頂方昭之人，都包拉拉間。

二、草本人權是不可剝奪的、不能出讓的:恭本人權係故釗除草政的叫做權恨以外

的權利，它是作、可侵犯的，可、“I剝奪的，從 I~J '也是不能的護的 G

二、 1在本人權是與生俱來的 基本人權是自然的權利 (natural rights) ，是隨山

哄而即具有的，不能因法律規定之布無，決定其赴百 lftl 。這是人權理論的一個極重要

的的援。

四、草本人權是向視同仁。

而 闡女#很客觀的挂歷史進化的事賞，批如盧梭所主張的天賦人權;說，缺乏歷史

HI~IRl祟， 國咒認為民權絕對不是自然的it物，而是時勢和潮流昕製造Iil來的產物，

關於這點， 闖文在「民權主義」第講中混得很清楚，他說

「此歷史 t進化的ií\~1品，只棋不是天付己的來的，是時勢和潮流所造蛇出來的，

故推到進化的時史 1，: .並沒有虛授所說的那種r~罐車 l1t ' 這就是盧峻的口論沒有

根瘦，所以反對此權的人，便拿盧梭沒有根脹的話去做材料。但是政們主張民權

的，不必要先 k張局論，內為?仙fH冉的道理，都是先有事實，然後才發生言論，

並不是先有市論，然後才發生事咒。 在它們要研究宇i訂閱的道理，領先耍弄事

哎，不叮專靠學者的言論。 J (立在八)

-198 一



人文學教

由此看來，鹿授的天賦人權泣，完全與監5t: !Jf買不得，缺乏腔史 I 的根接，已拉明顯，

不惜從歷史進化的道理，個會間沒干ï lliit梭肘 J卸的那種，即使從自然持的現象來觀談，盧梭

的天賦!f等泣，也是完全沒布根按的 u 閃馮玉 '1 品物，總是沒有相間的，g![然是不扣I呵

，便不能iiQ是干等，自然界如此，人頭常抉亦是如此 c 關於這點 關究在 I 民權主表 l

第三講票面說得很遠澈

「天生人究竟是測試有平等的特權恥~ ?站把這個問題拿來研究清楚，從前莉第一

講巾， j住四月 I~榷的來源，白人如初!U揖 H 品位!一以前，推至近來民權萌JJ- 時代，從

沒有見過天賦有干穿的道理。譬如用天't的;有物來講，除了lK且i以外，沒有一物

是半的，就拿半地來比較，也沒有-處是民平的。 再就限的Ifu論，拿炭 i 這

一瓶的花來看，此刻我于內所幸的;主校花，是愧花，大概看起來，以為每片葉于

都相同，于普朵花是科l悶，但是若細考寮起來')JlG用驛l徵鈍;試驗趕來，沒有那flilt

葉于冗全是111闊的，也沒布那兩朵花完全是相間的，就是 眛愧樹的幾于萬斤葉

巾，也沒有完全社If司的，推到空洞時間的關係，此處地方的愧葉利彼處地主的楓

葉，更是不相同的。-'f1fC.)有生的機車和去年所生的愧槳，又是不相同的。由此可

見荒地問所刊的車間，總沒有相同的，既然都是不相同，自然不能夠品是平等，

門然界且是沒省干芋，人類咒怎麼有干等呢? J U-1i.}L) 

綜 t 可知，正!賦人權站起種論斷過於虫、妞，不能為事質上的證憫，再就近代意義的吉，

祇有個人在關權保除之下，才有權利耐Jü '仟i刊以這個人的自然權利，可以侵犯他人的

自然權利，結果 切刊 出懼，必自根本取;甘心，心)天賦人權品已不符現代的政治潮流

需要。

的此， 國女民權上義的理論某礎，不在天賦人權的在革命民權，這問然是由於夫

賦人權學品的1!!!.品有缺陷，所以他才提出以革命民驅車作為民權主義的立論根攘，在

r1t 1闖關民黨第 4品全閥t~豆、大會提互 J ,'[, ，很蚵白的說，

「國民黨之此權主義，與所謂「天賦人權 1 者殊秤，需求所以適合:ð~現在中關革

命之需要。主[1且閥之民權，唯民國之關民乃能革之，必不輕投此權研皮划民關之

人，值得持以做瞳L<'闕，并 j，之 1 J!IJ凡真正灰的情關主義之個人及團體 dtJ1早于;

有 切自由及權利. iúi背國悶悶以效忠於1兩國主義及軍閥者，如論JU思周服或個

人，皆不得享有此等自由且權利。 J (甘、)

-1的一



民權主義基本經命之揮持

這種革命民權的理論與所謂的「與天賦人權者殊科J '根按政治學家周道濟先生認為

有幾個觀念投們必:i!\釐清 (芷六三)

一、二者向是提倡平等及反對君權，因此並非完全是對立的。

二、民權的「民」典人權的「人J '在對象方面殊有不同，民權的「民J '指的是

「社會人」、「政治人」刊5是對於社會和國家而言，人權的「人J '指的是

「自然人J '乃是對自然而言。

三、民權側重在事故權或政治上的權利，人權划指個人的一股鬥 IlJ及權利。

四、革命民權是革命時期的產物，適用於~VJ革命時期及憲政基礎向末鞏固的非常

時期。

五、革命民權是自由人權合理化的一環，它在國家發展之過程巾，有其必要性，但

也不過是一種手段而己，在本質上，它仍是一種變通和權宜之計。

18前述可知 p 這種理論相當適合政圓的客觀事質與時代的需要，因為在故國幾千年

的專制故治體系下，人民間f拇鼠的是臣民的角色，僅是盡其國民義務，服從政府當局的

命令，而不主動嘉興戲的的事務決定。(..;:古、三〉在這樣情形之下，若是我們在革命之後，

就給人民以充分的民權，生1;結果不是人民拋棄不用，就是敷衍塞責，所以許多學者亦認

為，一個國家實行民主故泊，必須具備若干先決條件，諸如土化價值、開放的社會體系

、某一程度的經濟水准、人民某種徨度的誡字寧等。(占、叫我因此時J互些條件都甚貧乏

，或者甚至很木不存在，勉強給予人民充分民權，必定淪為有名無賀，不是少數寡頭藉

民主之名行專政之實，就是政府權威過弱，幾于成無政府狀態的暴民故泊，換句話說，

就是三民主義的故治建設，在企間鞏固人民的政權，以保障人民平等的地位，凡是「一

切反對民國」的人，都不能授以故治上的權利，因為他們若是取待政權，可以從事反革

命的活動，仿足以動搖民權建設的根本。(立六日其目的無非在保障真正民權的實現，實

現主權在民的理想。〔註六六)

又說

「若單設立憲，此時全國的大權都落在人家手里，事已們要立憲，也是要從人家于

衷奪栗 。 J c;，六七)

可且得 國史是很明顯的認為民權決不是由於天賦，乃是JR用革命的方法爭來的，他

歷舉英、主、法三國人民艱苦備嘗，以革命于跤，經過流血犧牲始爭到民權的事實，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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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聲明。換言之，為閃主所賴怯于f踐的民權，乃是人民用鐵師和熱血去換來的，沒有經

過革命和流血，民權決不自缸天而降，為天所賦予。(甘、λ〉例如在質際的政治發展的過

如巾，如英關選舉權之取得初以責接1.限，其後興財產權不可卦，附注愈多者，則享有

愈多投身;權卜心九五七年起婦女:J一可貴草原倖仗並可為貴胺院最具，何能進入距拉拉開會

，均是 九六年以後的事， ii'lí美國均主之 jfr票權迄一九 :.0年通過憲法修正案以控始

得權忍，將人品市化戰爭前仍是南方人之紋路，一九七二甘美國國會才通過憲法路正單

調: I 美利堅合眾關!:1lt任何州不得內性別剝奪或眼制法呵，塊吃 F立平等權列J i C::六川

等等事宜均顯示人此權利立獲得均非正賊，而且經過♂番奮間::rfJ早來的。

所以，權利並非天賦的權力 1 ]rlÍ為前!自生活的產物. 'f!i'際為憲法或法律賦予一國國

民之力盔，悶1.權利的存在布賴於法律的結絆，權利的的容，有輯於法律的組眩，離開

法律， llU權利不成其為權利，交於白然法學者，說權利是人們與'1 俱來的，並J，現實法

律所賦予互云，是一種純憑想憬的說法，不足採侶， Ci:-\:;口)蓋權利概念之本身，除了人

與人之間的關係為革體外，質無從想像其另有布在之根膛，就近代法學}g潮而吉，自然

權利論J:l比較古老的理論， JiH 由權利i淪為比較進步1i-J!/[之學品，革命民權的J!I!_論典社會

法學派思想相告，主張人民之權利義務觀念章顱，人民享受民國之權利，亦有í\l阿峙闢

之義務，而天賦人權祇重權利?忽略義務，誠如 國丈所說:

又說:

「古等現巾以隸地{缸， 躍l甜的主人地位，實為主太幸福，惟歐馮主人翁，即駐

香其應負之責任。力今l\;國初鐘，已有端待理，民之於關為挂大之要素。欲國富l~

強，即能而立， )III}L ti艱難事務吾人都且其全斑。 J <it t-) 

「若閻民身受民權之庇護，識其為無 t光榮，則由必出死力以街民權，雖有幸破

衛在閩中，亦莫吾毒。 J ""七一)

此即 國丈主張享受民權的人，必須「完畢其閑自之義務」的道理。

在革命民權識之下，當然以人人革有岡荐的民極為)j;(則，但對於一切反動派則為倒

外， il'ií且由於革命民權設具有近個重要草義 9 所以他值和天賦人權混殊秤，因此他對於

民正民主政治的誼踐，車較有把握且保障，間為在→般許多的開發國家中，社會的分歧

的根源是根深蒂固的，其存有其文化與歷史的問素，所以，民權便難免布時要n&動派

的壞人P!r利用，利用之作為搗亂和做壞的 I 具和武器，致使反正的比主政治無法寶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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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v. fl 還要受到重三的19m" C;t 七: '_)誠如 Lipson 所必 Il~主政的有保反自己的權利，

可以為 r 自保l耐不讓別人利用 ílrh 之名為非作歹。 Ju 七川) .所以，如果很按天賦人權

的原則，仍然屯無限制的給予反動派以阿拉巨的民權.J(結果，勢必將助長反動派勢力的

兒佑，反使民主政治本身受到重大傷害，並且隨時部有改顛覆的危險，所以現仟 股民

生闖京對一此對於闖京不于認阿之人，成違反 ，;fti 樹闖京安全與秩序啊，給予過 '11:制紋，

誰棍牢Jt政治學與 h的諸多權利，而泣種積措施不也正是對天賦人權誠的 椅也、定。 J良

何;再函，不論個人行徹如何，凡是有違反閥混民族利位1月1破壞民 E制度的}~1..恕不 i行為，

一律背瞎扯兒為反動派仙剝奪共暴政權利，此乃民主咒峙的保障。

而在[述關大綱 l 中 國文更對於開放完米的民權，應布戶前蜓的條件，凶開發中

國家現代化的一項重大障礙是許多首艷的事務均缺乏客觀的評斷拉哇啦， L16主政治的前股

亦更應確定評晰的標啦，此有fH原啦，不宜太低，也不宜過 r~ti 0 廿七五)收且在和j政泊制度

的運行，都有頓鈴政治主化的配合，聯合閥憲章第 i 一章使現注: I 假如一個地服，其

人fki尚未錄自泊之充卦程度者 按各做土及其人民特誅之滾揖及其進化之階段發展鬥

諦。 I (注l;;:，)明白指出民權是漸進發展而來，所以 國艾:認為在專制梳的下的故國人民

，瞧先培養人民行使民權的能力，他說:

「在訓政時期，政府當派骨經訓練考試合格人貝，到各縣協助人民， ~車備 n泊 o

m其人t~ 甘受阻權使用訓練，而完畢jt國民之義務，哲fj革命之』義者，得選舉

縣官，以執行一縣立故事，符選學議ll' 以議 縣之法作﹒始能ß-冗主自治之

縣。 J c;t t; U 

在此還教巾，也享受民權的草木條件，規定得相常具體且可行。

第四節結 論

總之，的確今天聽到的詐多對民主改治的批評， N&(!'j 自]是理想，它祇批評民 k制度

不能J~l地運作，位泣商品L拌均!忽略了 般民主政治立論基健關躍， I!J j'l{r 立論 i二的缺

失，故民主政治的賞現、維持lb~笠少令人滿E的運作，常有自!礙，問任何 種蓓的制度

轉變到 4重新制度的時候， 'fl-先些做到的{一作，就是要建 {r 曰:司 Ja土的基礎，使這個叫皮

能夠在理論 Ult到有力的恨攘，謊必如是，然後這個制度在貴踐的時候，才更有昕號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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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r更順利更鞏悶。(~~，七八〉所以民權 k義經 18理論的實踐和訓度的安排，構成 r一個

說完整的政治耳l急時系。用現代改治發展研究軒的觀點來泣，風代化發現的愈平，特定

社會變遷的時間就越長，叫它必三ft 110對的~力與衝突，可能就越是海品l叫應，相對的，

現代化發悍的越退，特定社會能夠運用的時間與資源就越有限，而各椅環境問車間糾結

限制的程度也可能來得愈高 1 Gt-I:九)尤在政國傳統之M"J:眾昆、教育小普及、交通不發

達、經情末開發、溝通本主j使等客觀條叫，以及人民干i 故治文化上迷位權威，做泊冷感

，缺乏主動著參與等主觀囚素來說. (注八心如故民主改治能以順列運作，必滋事先予以施

密的設計，這種什書政治嬰有成功績效，就必績有 正確的理論，作為政治連設的導 [itl

指標，所以國究的內權主義，正是針對我闋的故治環境，再加且對世界各國歷史輝驗的

肢解土，所提 Hj"，-~具體可行的策略 9 依照此一-策略， 個 i'\}後的祉會不僅能逐多達到

1立治學典的土而擴大， liiî O. i.iJ避免整個過程中叮能iit: 'j 的流弊，此八)問此，我們er函

，國文的民權!ι想，將是故國建立現代化氏主政治的歧佐保護。

詮釋

~t ~:日亞11: I 政的發且是與民主汀， Jï:. WJ間吉 111版社，民國六十八年卡JI '捕 。一立 u

提 --:"_!*力謹: r依民牌 1 義精神睦立'1'閻民J 模式J '載於「底改思潮」閉刃 I 六捕，民間

七十勿 f 一月，第 七頁。

泣二，甘濟望自 [-E~l 法的與間家現代化J '載於「憲政思潮」站Jí.才 胡'.h:閥;/，，[【九年十

三月， m 六頁。

註阿: 關Ä: I民權1 義」第一講， 國艾全集 111 冊，第七七J'( o

註瓦，同前註，第七六頁。

註 7、﹒闢父。 r 中國革命史J '民國十三年 YI-lUl， H 講， 闢父全集早已二朗，插 入 頁。

註七﹒肅去權 i 誰叫立存J '單字吐!版 jjlJ: '民國 J1.十九年十月，第入八~八九宜。

註八國父: r民權正義J t名 lí.講， 國父全集揮一間，第一二一瓦。

正丸，間前且，第土寸寸頁。

år.→ 0: 傳單靠'"﹒ r '1 1山思想本草J ' 國究這是史研究曲，民六十1i. 1F- 月，第一九入頁。

iJ一一阿拉/丸，揮 ':':":"ñ.區。

註-二﹒閻詠飾譯 「民主政治與政的與聶展 J '載1，令「重政血犧」第十八j明，民間六 i 年凹

月，第五一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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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一一科全作 「京命民主政策 1年論， 1 'IFJ)' j}日，民間七六年十月 1 第-()五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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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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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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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十入期，民間 tlγ、作六月，扭三六瓦。

前-::-.---::-.: Robert and Teffrey?法，阮旭建譯﹒ l 自由與平等J 故於「憲政思潮」第七十九

則，民國七十六年九月，第 f八九頁。

註_，﹒問父 r民權!義」第講， 國句:全itc窮脈，第入三 -j\于1頁。

証 四﹒成中革: ["中國現代化的哲學者且J '京大闡刮去司，民間七十七年八月，第六芷~六

六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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詰二六.向前在，第λ九~九0頁。

品 七﹒崔書莽﹒「三民王蓋新論 J '聶精崗務印書館， 其間七十三年十月華北十六脹， t有一個

。頁。

計一人 國父 「革命成功憫人不能有自 111 闡體要有自 11刊， 國父母某第間，第七三凹宜。

詰九﹒同註三，第入 t.;/、宜。

計三O 國安 「肉的之前諦J ' 閻艾全集第二1肘，第二;'，0頁。

正三-王絡卉譯﹒[自由與平嘻的絕對性J '載!jH滋政思潮 J 軒在十三-期，民關七十年2月

z 揖 六頁。

註--間前丘，第一一人頁。

計二二:阮旭控譯 「自由照平等J '載於「憲政且潮」單 tl 九期， 民間七十六句九月，第一

九一頁。

~l 門 中央大時工作會III ﹒「三民主義的結義與實踐 J '民國七十七年七月， m....Q九f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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芷 江回同油註。

註-六 闢父: r民權 i 義」第三講， 國父全!Ii窮到時，1$丸。一頁。

åL:::. 1::; : Ronald Dworkin, A Maller of Princip!t九 Cambridge， Ma: Ha ward 

University Pre~s， 1985, Cha. P. 9 

見張正銘譯 I 自 111主義者搭起關心什荐的理111 ，[ ，戲於:軍政思潮 1 第七 l 九期，

民關 b 卡六年九月，第-九六瓦。

~t'~入 向前註，第九三頁。

註三九 同証二阱，第一一一宜。

位門。 國艾﹒ r n;權1 鐘!第二講 s 闢父全年第 1肘，第六阿頁。

註間-而且上二凹，第一一一頁。

証間二: i.I柄倫 「平等與權威J '晶怯「口[11與法治 1 '時祿文化中司，民國七十位年 lí.} l ' 

閉目鼠。

註間三: ì:I炳倫: 1 耳聾健全的個人主義以過間無卸髓的個人 I 義J '1叫前城書，師三Ol"- ω

註凹凹 闢父: r民權 1 立學」插二講， 國父全集第冊，第 0凹~已五頁。

iJ凹瓦那于不節譯 ì JF等且合法區別J '載於「憲政思潮」第4期，民盟 fi.十入年一月 第

五凹頁。

註阿六，同註凹王一 3 譚一九民。

註間-[斗目何証阱 ，站~I二頁。

~t阿八 間交 「民權主義J 第→講，間合全集站間，掉。頁。

註問九 H“ t::-;_~ ，第八人頁。

立五。 柯，1 11 間，第六 ú 宜。

註]1.一﹒同註三于亡，單九凹瓦。

;:1;瓦 ItiJ前謊。

~:t五:三: )r~前泣。

nE冗凹 程是人譯 「邁向現代化的璁論J '載Jn 盤政思潮 l 第二期，民間主↑七年七月 J 串

弋h宜。

芷江在 [i~ ，;t:? '第一九頁。

註 h/" 林杜闢 i 師父思想晶晶J 'lT中書局 2 民間六 f 八年十月阿眠，站三間1í瓦。

註 f'七，周迫濟 1，"權 1 拉研究J 載怯「一氏主義研究 1 '中央文物供應祉，民間七|五作

三月，第間 h~凹六宜。

註li:八 國父: r正是帶主車j 那一講， 因艾全集車間 1 前七凹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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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權主義基本護論之捍計

正在九 國侵: 11迋徘可義」第三講， 間安全集第→加，站九曰頁。

~t/、心 服幼削﹒(稅，Vi法律也淵之銳錢與Ic權7費w、立叫神J '故於l'1i 村11憲法論文!kJ _J, IIJI ' 
帕米爾需肘，民間六 f 勾十 )~ jfj版， i:í5 血。

芷六- 闊艾: 1 仆，闢闢且常諦 .j( -:Ê間代表俏，比去 1 ' 闊艾~集古寫字腸，第八入一~八入

三頁。

註/、一 liíJ~-于 lc七，諾阿八立。

i上六三﹒彭懷息: IJ_<\'盡 R! 的政rf?文化J '跋於 1三講時芋騙 「以及的民 -1:.] ，叫 l闊論現祉，

民國六十九年 i 月，卸工。凹頁。

註八用 同 '~!!)J: r 政泊發展與民主 1 'ÌÎ_兩間 15公叫， 1[';間只÷入{F. '1" J J '站阿-:1i頁。

~L'.::冗: 1口'J ，;I;)、口，第一 :二瓦。

挂λ尺， 間交 「 民 1 矗立具體辦法J ' 閻父主!UIl '1的，串門口J、立。

因tλb ﹒ 開父，「中國悟建投共和關J ' 間多定可!Jl、;'1l二盼，且I 九六丘。

註f、入，林他惘。「國艾思想與現代政泠忠潮 1 '彈倒文化企司 R 民間六 f 九{f '1 一月，單七

七頁。

jJ/、)c: tt濟令1，: r民主法消與闖京現代化J '載於「攝政，1，1\潮 A 前于l. "J 期，民間7、 I')L作 l'

一月 IU 眩，第一三)1，頁。

~I: 七0: 林訓東: 1 法根結論 J 'Zí南 11.1服祉，民國七{二年十叫六服，插一 六耳。

註七一﹒ 國安﹒ 11是關閣成須~;_jt愷品之tl:{f J ' 關父f主張æ 助，第三一七頁@

註七二. 國艾 I 【 1 1 ;;1在民間之垃義 1 ' 國父-'è%m一珊，第三丘 J{" 

誼七三: ì，:;J芷j、八，前八一宜。

~l 七開 采咚草 llèi排主義與吉'1\'仙台思潮載肘 i :t夜政忠、制」第冗 1 六期，民國 J;，!'年 1一

:CJj'第九只瓦。

註七五阿拉六冊，第一0頁。

話七六:同註七間，第九七頁。

註七七﹒ 闊父: 1盟關大制 I ' 間父是華第一朋，插七五一~七五二頁。

註七八且開註六八，第九入了( 0 

註七九﹒任位原﹒ l 對【 l'山 _%Jj 建國總想立體認J '載於 1.1-1 1[1社會科學譯粹」插一嘩括一期，

11. 1 山大學Ij，'i! l 學神I研究所，民間七 i 凹年 1 一:月tl\版，第 九頁。

註八0: JflJ知f ﹒「對拉關民 1 黨政臨企 l 的認識J '故於[憲政也糊」第五 1..--- :t:1j' .1:\': 1喝六 l'

九年十二月，第-頁。

~I:八 t:阻力 llè辦主主主與政括:且代化就於 1 ' 1'莘學報]帶入卷揖二期，民國七 j'~' 七

月，車 。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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