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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忠诚与国家认同

左高山

[摘  要 ]   全球化在给民族国家带来国家认同危机的同时, 也为其建构国家认同提供了新的可





地接受别人的观点并乐意认识到自己的缺点和错

误。0�lx
在休谟看来:承诺是人们 /借以束缚自己去实

践任何某种行为 0的语言形式, /当一个人说,他许诺

任何事情时,他实际上就表示了他做那件事情的决

心,与此同时,他又通过使用了这种语言形式, 如果

他失约的话,就使他自己会受到再不被人信任的处

罚 0�ly
。

政治忠诚是国民对国家和宪法的一种效忠。效

忠国家和宪法是个人义务的完美超越。 5左传 #昭

公元年 6说: /临患不忘国, -忠 .也。0东汉的杜延也

指出: /忠臣不私,私臣不忠。0�lz y�



必要的条件。
�l}
任何政党都必须在宪法允许的范围内

从事政治活动, 如果政党不遵守宪法, 不忠诚于宪

法,甚至严重侵害宪法,它就是一个违法的政党。宪

法也是政府官员行政活动的基础,是依法执政的关

键、依法治国的根本和依法行政的核心。因此, 政府

官员对宪法的忠诚具有某种先验性,因为他们的身

份和地位是由宪法所决定的, 他们代表公意来行使

权力, 是公共利益的服务者,是国家整体利益的维护



致的, 如果他们不能严格遵守宪法, 忠诚宪法的精

神,那么任何一方都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