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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青年毛泽东的良法思想
!

郑志锋#$!

"#(福建师范大学 社会历史学院#福州 $L"""J+!(福建中医药大学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研部#福州 $L"#!!$

摘C要!青年毛泽东的良法思想是在中国近现代特殊的国内外环境中$在中国传统法文化

和近代各种法律思潮的影响下$在其自身的学习实践过程中逐步形成的$其中包括了对法与社

会%法与国家%法与人民关系的认识# 这是毛泽东成长为马克思主义者%确立马克思主义法律

观过程中必要且有益的一环#

关键词!青年毛泽东&良法&法律思想

中图分类号!PMN#(GNC文献标志码!PC文章编号!#GJ! Q"LFM"!"#$$"# Q"##G Q"L

CC什么样的法是良法& 古代儒家认为!合乎伦

理道德的法是良法*而法家认为良法是推动社会

发展%强国富民的有力工具!能够保证秩序%规范

行为" 明末清初启蒙思想家批判封建专制的#一

家之法$!认为良法是天下之法*资产阶级改良派

受西方近代民权思想和宪法思想的影响!强调良

法的#公意$性*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

派提出了#五权宪法$为核心的良法思想!其良性

宪法的设想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不同时期的良法

思想具有明显的时代性" 毛泽东在其成长与早期

革命实践过程中!受到这些思想的影响!逐步形成

自己对良法的认识"

一

毛泽东从小嗜书!将中国文史古籍作为不替

的旨趣!他认为#中国现时的新政治新经济是从

古代的旧政治旧经济发展而来的!中国现时的新

文化也是从古代的旧文化发展而来的!因此!我们

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 但是这

种尊重!是给历史以一定的科学的地位!是尊重历

史的辨证法的发展!而不是颂古非今!不是赞扬任

何封建的毒素$

0#1J"M

" 在六年-M/#$ 岁.私塾教

育中!他熟读经书!积淀了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

这对其良法思想的产生有着深刻的影响"

毛泽东良法概念的提出很明显是受到法家的

影响" 法家的代表人物之一商鞅!是青年毛泽东

论及良法时最早提到和推崇的人物" #F#! 年毛

泽东就读于湖南全省高等中学校时的作文+商鞅

徙木立信论,

0!1#K$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毛泽东最早

的手稿!也是毛泽东流传下来的最早的一篇论述

法律的文章!毛泽东也因此被认为是中国现代时

期最早提出良法概念之人0$1GN

" 文章借商鞅变法

之事的讨论!透露出了青年毛泽东朴素的良法思

想" 他以#商鞅之法!良法也$为立论基础!提出

良法概念!并在两个层面体现了法家的良法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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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他认为法是谋求幸福的工具!善法才是良

法" 善法能为民谋福!并会得到民众的支持-#法

令而善!其幸福吾民也比多!吾民方恐其不布此法

令!或布而恐其不生效力!必竭全力以保障之!维

持之!务使达到完善之目的而止$.*反之!恶法不

仅不能给民福利!还会带来危害!必然会遭到排斥

-#法令而不善!则不惟无幸福之可言!且有危害

之足惧!吾民又必竭全力以阻止此法令$." 二

是!在良法的判断标准上!他提出的#务耕织以增

进国民之富力!尚军功以树国威!孥贫怠以绝消

耗$!与法家将法作为推动社会发展和强国富民

有力工具的观点相吻合"

法家以功利为出发点!强调以国家暴力为后

盾的法律的作用!并主张#当时而立法$" 青年毛

泽东也曾经表露出#治乱世用重典$的中国传统

刑法思想" 如他在 #F#G 年 J 月 #M 日的+致萧子

升信,中论及湖南当时驱逐都督汤芗铭时!提出)

#汤在此三年!以严刑峻法为治!一洗从前鸱张暴

戾之气!而镇静辑睦之!秩序整肃!几复承平之

旧"$

0!1N$又如!他在读清代王夫之+读通鉴论,卷

十七+梁武帝,#若夫坏人心!乱风俗!酿盗贼篡弑

危亡之祸者!莫烈于俗儒$时!他作了批注)#儒俗

者万千!而贤者不一!不如过去法家之犹讲一些真

话"$

0N1$N$法家思想虽然存在过于夸大法律特别是

刑法作用等缺陷!但它为结束春秋战国时期诸侯

割据%民不聊生的社会状态提供了现实的治理方

法!促进了封建经济的巩固与发展!符合#当时而

立法$逻辑" 毛泽东称商鞅之法为良法!也正是

认同#当时而立法$的观点!看到了商鞅之法在当

时特定历史时期所起的重大作用)#鞅当孝公之

世!中原鼎沸!战事正殷!举国疲劳!不堪言状" 于

是而欲战胜诸国!统一中原!不綦难哉& 于是而变

法之令出!22$

0!1#

青年毛泽东在对法的认识上也有着儒家思想

的痕迹" 如在对待法与道德的关系上!儒家关注

伦理道德!认为法律应反映和体现一定道德!以德

为主!以刑为辅" 毛泽东在 #F#J/#F#M 年阅读

+伦理学原理,第五章#义务及良心$时批注道)

#此所谓义务直是法律!法律则止于禁人为恶!而

不强人为善!岂道德上至要紧之义务而可如此哉&

义务者!对己者也!对己之义务无有在一定程度中

止之理"$

0!1!$M所以政治%法律%宗教%礼仪制度之

类的东西并非为君子所设!而是为小人所设!法律

的效用只是辅助性的!这就类似于传统中的#德

主刑辅$观念" 又如在人的本性问题上!荀子认

为礼法是为限制人的欲求的无限度扩张而设置

的!#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

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 争则乱!乱则穷" 先王恶

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

使欲必不穷乎物!物必不屈于欲!两者相持而长!

是礼之所起也$"

0L1$$G因此!将#礼仪$#法度$等道

德和法律规范作为改造人们恶本性的手段!#今

人之性恶!必将待师法然后正!得礼仪然后

治$"

0G1#L毛泽东在+致蔡和森等,的信中谈到#人

类生活全是一种现实欲望的扩张" 这种现实欲

望!只向扩张的方面走!决不向减缩的方面走$!

#俗语'这山望见那山高(!'人心不知足!得陇又

望蜀(均可证明这个道理$"

0J1L他还在 #F#J 年 N

月 # 日发表于+新青年,的+体育之研究,一文中

论及)#人静处则甚逸!发动则甚劳!人恒好逸而

恶劳!使无物焉以促之!则不足以移其势而变其好

恶之心$"

0!1JNKJL很明显!毛泽东受到了荀子 #性

恶$论的影响!主张#法律本于人情$"

0J1!GF由此!

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他在+商鞅徙木立信论,

中将#惩奸宄以保人民之权利$放在良法判断标

准的首位了" 再如在#人治$与#法治$的关系上"

虽然法家也主张#人性本恶$!但认为人的恶性是

无法改变的!所以将法律视为唯一有效的统治方

法" 而毛泽东并未走向法家的这一极端!他在

+体育之研究,中说#有圣人者出!于是乎有礼!饮

食起居皆有节度$

0!1GG即可为证" 在他看来!社会

的治理既要有良法!还要有圣人" 他在 #F#J 年 M

月 !$ 日+致黎锦熙信,中指出)#今之天下纷纷!

就一面而言!本为变革应有事情*就他面而言!今

之纷纷!毋亦诸人本身本领之不足!无术以救天下

之难!徒以肤末之见治其偏而不足者!猥曰吾有以

治天下之全邪4 此无他!无内省之行!无外观之识

而已矣" 己之本领何在!此应自知也" 以飁栌之

材!欲为栋梁之任!其胸中茫然无有!徒欲学古代

奸雄意气之为!以手腕智计为牢笼一世之具!此如

J##

第 # 期CCCCCCCCCCCCCCCCCC郑志锋*论青年毛泽东的良法思想



秋潦无源!浮萍无根!如何能久& 今之论人者!称

袁世凯%孙文%康有为而三"$

0!1MNKML其中显露出的

国家需要由大智慧的圣贤来治理的观点明显是受

到儒家思想的影响"

二

少年毛泽东受到了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教

育!但他的思想并不囿于私塾教育的框架!#我是

家里的学者" 我读过经书!可是并不喜欢经

书"$

0M1M在十三到十五岁停学的两年间!毛泽东

#贪婪地阅读能够找到的除了经书以外的一切书

籍$"

0M1F其时!毛泽东常去听韶山的一位维新派教

师李漱清讲维新变法的故事!并从他那借读了当

时影响极大的关于西学新法的新书///郑观应的

+盛世危言,

0F1#N

!#我当时非常喜欢这本书" 作者

是老的改良主义学者!认为中国之所以弱!在于缺

乏西洋的装备///铁路%电话%电报%轮船!所以想

把这些东西引进中国$

0M1F

!#+盛世危言,激起我

恢复学业的愿望$

0M1##

" #F#" 年!#G 岁的毛泽东

来到湘乡县的一所新式学校///东山小学读书"

#毛泽东这时较多地接受了维新派思想$

0#"1F

!并

一度将康梁二人视为崇拜的对象" 资产阶级改良

派在批判封建专制之不法的同时提出了自己的善

法观!认为法律应由多数人共同制定并合乎#公

意$" 康有为认为!变法须变其#本$!要求变君主

专制为君主立宪!改革法律!#宪法为何而立也&

为敌人主专制其国而立也!为去人主私有其国而

立也! 为安国家而官明其职人得其所而立

也"$

0##1NN而康有为的+大同书,在其空想的大同

社会意义上却是法律虚无主义者0#!1MG

!#盖法律之

立!所以预防为非" 太平之世!苟尚有恶欲若此

者!必非自好之士!亦必不畏法律!故无须以

制刑书也"$

0##1G#

!这表现出康有为的理想与实践

确实存在的巨大差距0#$1!LL

" 毛泽东也曾在阅读

+伦理学原理,的批注中写到#吾尝梦想人智平

等!人类皆为圣人!则一切法治均可弃去!今亦知

其决无此境矣"$

0!1#MGK#MJ但毛泽东受康梁君主立宪

思想的影响更为深刻" 他在+新民丛报,合订本

第四号梁启超的+新民说,第六节#论国家思想$

处批注道)#正式而成立者立宪之国家!宪法为人

民所制定!君主为人民所拥戴*不以正式而成立

者!专制之国家!法令为君主所制定!君主非人民

所心悦诚服者" 前者!如现今之英%日诸国*后者!

如中国数千年来盗窃得国之列朝也"$

0#"1FK##梁启

超的立宪立法思想中包含了立法权必须归属国

民%国会必须适合中国国情等良法思想!同时他认

为变法必先变人!#徒法不能足以自行$!#虽有良

法!不得人而用之!亦属无效$" 他在+法理学大

家孟德斯鸠之学说,中提出)#盖国之所以乱!其

故有二)一由民之不守法律*一由法律之不善!驱

民日趋于恶"$

0##1J"毛泽东对此亦表赞同!他在

+商鞅徙木立信论,中的#吾于是知执政者之具费

苦心也!吾于是知吾国国民之愚也!吾于是知数千

年来民智黑暗国几蹈于沦亡之惨境有由来也$!

也是发于良法与民智关系的感叹"

三

辛亥革命爆发后!毛泽东参加革命军当了半

年兵!并从当时鼓吹革命的报纸+湘江日报,中受

到了社会改良主义的影响" 他还阅读了西方十

八%十九世纪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和近代科学著作!

如卢梭的+民约论,%达尔文的 +物种起源,%亚

当3斯密的+原富,%孟德斯鸠的+法意,等!这使

毛泽东受到了一次集中的西方启蒙思想的教

育0#N1#L

" #F#$/#F#M 年!毛泽东在湖南师范学习

期间!杨昌济是对毛泽东影响最大的老师" 杨昌

济学贯中西而以中为主!推崇宋儒的心性之学和

明末清初以王夫之为代表的经世致用之学!这都

对青年毛泽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其时!他开始

读+新青年,杂志!#我当时非常佩服胡适和陈独

秀的文章" 有一段时期!他们代替了梁启超和康

有为!成为我的楷模"$

0M1$#师范毕业时值五四新

文化运动高潮!毛泽东因组织赴法勤工俭学活动

进京!在北大图书馆任助理馆员的机遇使他能够

在这个新文化运动的发源地阅读各种新出书刊!

并认识李大钊%陈独秀%蔡元培%胡适等先进人物!

加上自身的斗争实践和读书思考!到了 #F!" 年夏

天!毛泽东#在理论上和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成

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0M1$F在这一过程中!毛泽

东对良法又有了新的认识"

"一$明确提出良法对民智的要求#变法应先

变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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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商鞅徙木立信论,中!毛泽东发出了#民

是此民矣!法是彼法矣$的感叹!认识到民智低下

给良法的实现造成的障碍" #F#J 年在写给黎锦

熙的一封信中更明确地提出了变法应先变人心"

面对#天下亦大矣!社会之组织极复杂!而又有数

千年之历史!民智污塞!开通为难$的状况!他指

出#欲动天下者!当动天下之心!而不徒在显见之

迹$!这是因为#天下之生民!各为宇宙之一体!即

宇宙之真理!各具于人人之心中!虽有偏全之不

同!而总有几分之存在" 今吾以大本大源为号召!

天下之心其有不动者乎& 天下之心皆动!天下之

事有不能为者乎& 天下之事可为!国家有不富强

幸福者乎&$

0!1MLKMG

"二$对良法的大本大源的探索

青年毛泽东初提出良法概念时!对于什么是

良法!从保障人民权利%增加国民财富%增强国力%

杜绝资源浪费等四个方面提出了抽象的判断标

准" 随着其学习实践的发展!逐步向良法的实体

问题进行探讨" 在 #F#J 年的+致黎锦熙信,中!

毛泽东说#今日之变法!俱从枝节入手!如议会%

宪法%总统%内阁%军事%实业%教育!一切皆枝节

也" 枝节亦不可少!惟此等枝节必有本源$" 因

此! 他提出变法必有本源! 这本源是#宇宙之真

理$!离开了本源!#夫以与本源背道而驰者而以

之为临民制治之具!几何不谬种流传!陷一世一国

于败亡哉&$

0!1ML此后!他在 #F#F 年 J 月 #N 日+湘

江评论,创刊宣言中指出)#世界什么问题最大&

吃饭问题最大" 什么力量最强& 民众联合的力量

最强" 什么不要怕& 天不要怕!鬼不要怕!死人不

要怕!官僚不要怕!军阀不要怕!资本家不要

怕"$

0!1!F!从中可看出毛泽东对#宇宙之真理$的

社会本源问题逐渐清晰!民众%人民性成了其思想

的基础" 是年 #! 月!他又在+学生之工作,一文

中进一步提出了#社会制度之大端为经济制度"

家庭制度之大端为婚姻制度"$

0!1NLN毛泽东对#本

源$问题的这些探索!从其#法$思想来说!就是要

解决#良法$应该以什么为本位%以什么为重点的

问题"

"三$良法与民意

在+商鞅徙木立信论,中初提出良法概念时!

对于良法与民意之间的关系!毛泽东只是间接地

从民众对法的支持或排斥的态度来反映" 随着早

期的实践!青年毛泽东的良法思想一方面逐渐突

出法的人民性和社会经济制度等法的基础问题!

另一方面力图去法律的专利化!希望法能为普通

民众所知晓!法亦能为普通民众所需要" #F!" 年

$ 月 #! 日!他在与黎锦熙的+湖南建设问题条件

商榷,中提出#举办遗产税%所得税及营业税" 减

轻盐税" 废除两年来新加各苛税"$#完全保障人

民集会%结社%言论%出版之自由"$

0!1NJ"KNJ!表明毛

泽东在经济立法上主张通过税制法律来解决社会

贫富悬殊问题!在政治上主张保障人民言论自由

的权利" 是年 F 月 G 日!毛泽东在+绝对赞成#湖

南们罗主义$,一文中认为#原来准照兼公所提解

释们罗主义的三个条件'我们用心干我们自己应

干的事(!'我们绝对不干涉别人的事(!'绝对不

许别人干涉我们的事($!是#于最大多数的人民

心理顶相合的$!#我料得这最大多数人民必定是

-一.种田的农人!-二.做工的工人!-三.转运贸

易的商人!-四.殷勤想学的学生!-五.其他不管

闲事的老人及小孩子"$

0!1L#"可见毛泽东在其早期

的外交立法思想上也是非常倚重普通民众的意愿

的" 同年 F 月 !J 日!他在关于湖南自治问题的

+释疑,一文中!针对有一些人心里怀的不该疑的

#疑$!提出原因在于这些人#还是认政治是一个

特殊阶级的事!还是认政治是脑子头装了政治学

法律学身上穿了长褂子一类人的专门职业$!这

是#大错而特错了$" 接着!毛泽东以子产治郑%

意英法美劳动者的政治运动%俄国工人农人的办

政为例!认为#以后的政治法律!不装在穿长衣的

先生们的脑子里!而装在工人们农人们的脑子

里"$所以!政治法律不是学政治法律职业人士的

专利!#不论你是农人也罢!工人也罢!商人也罢!

学生也罢!教员也罢!警察也罢!乞丐也罢!女人也

罢!你总有权发言!并且你一定应该发言!并且你

一定能够发言"$

0!1L#FKL!#该论述表现出了毛泽东去

法律专利化%将法律普众化的趋向!而法律的普通

化%民众化恰恰是#立信$的重要基础" #" 月!毛

泽东等 $JJ 人提出的+由#湖南革命政府$召集

#湖南人民宪法会议$制定#湖南宪法$以建设#新

湖南$之建议,中提出#要说由人民动议!则革命

政府之首领!即是一个人民" 由革命政府的首领!

合之其政府内的僚属!及其他所有的党徒!业已成

为一大势力!由之发动召集宪法会议!实为事势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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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必经!而亦并无不合理论之处"$

0!1GF$在此!毛泽

东等人直接提出了宪法由人民制定的建议!更加

突出了其法律观的人民性"

四

受时代%社会等环境因素的影响!毛泽东认为

其早期的思想是#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空想

社会主义等观念的大杂烩$!#对'十九世纪的民

主(%乌托邦主义和旧式的自由主义!抱有一些模

糊的热情$"

0M1$#因此!他早期的良法思想也在一

定程度上呈现出了多元性!反映了 !" 世纪初叶中

国特殊的政治经济社会环境中人们多维共居的思

想" 随着毛泽东成长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他彻

底摒弃了原来改良主义%旧民主主义%无政府主义

等法律思想!逐步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法律

观0#L1

" 青年毛泽东的良法思想是这一过程中必

要且有益的一环" 如毛泽东早年关于#变法必有

本源$的探索及#社会制度之大端为经济制度!家

庭制度之大端为婚姻制度$的认知!反映在革命

根据地的法律实践效果就是率先对土地和婚姻制

度立 法* 又 如 毛 泽 东 的 + 论 人 民 民 主 专

政,

0#G1#NGMK#NM!和他在 #FLN 宪法制定过程中对人民

意见的极其重视0#J1$!NK$$#

!都可在其早年的良法思

想中找到依稀可辨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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