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会主义法是工人阶级意志的体现

唐 琼 瑶

法的阶级性问题
,

也就是法的本质问题
。

法的强烈的阶级性
,

在于它是通过国家所表现出

来的统治阶级的阶级意志
。 “

法律是统治阶级公开以武装强制执行的所谓国家意识形态
。 ” ①

“

法律就是取得胜利
、

掌握国家政权的阶级的意志的表现
。 ” ②我国的社会主义法的阶级性

,

就

在于它是通过无产阶级专政政权所表现出来的工人阶级的阶级意志
。

这是由我国的社会主义

经济基础的性质
,

无产阶级专政政权的性质
,

我国的法的历史使命所决定的
。

首先
,

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来看
,

上层建筑由经济基础所产生
,

其性质由产

生它的经济基础的性质所决定
。

有什么样性质的经济基础
,

必然产生什么样性质的上层建筑
。

我国的法是我国社会主义社会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
,

反映着社会主义公有制的要求
,

对维

护和巩固社会主义公有制起着积极的作用
。

社会主义公有制
,

包括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和社

会主义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
。

后者是过渡性的
,

前者则代表着发展方向
,

是工人阶级根本利益

的所在
,

是工人阶级利益的集中体现
。

所以
,

由体现工人阶级根本利益的社会主义公有制这个

经济基础所产生的我国的法
,

只能是工人阶级意志的体现
。

其次
,

从国家政权和法的关系来看
,

法是由掌握着国家政权的阶级
,

即统治阶级所制定的
。

它的性质
,

是由制定它的国家政权的性质所决定的
。

有什么样性质的国家政权
,

必然产生什么

性质的法
。

工人阶级 (经过共产党 )在国家政权中的领导地位
,

无产阶级专政政权的性质
,

决定

了它所制定
、

贯彻
、

执行的法
,

必然是我们国家的领导阶级— 工人阶级意志的集中体现
。

共

产党对社会的全面领导
,

是决定我国的法的阶级本质的根本因素
。

党的纲领
、

路线
、

方针
、

政策
,

集中地准确地反映着工人阶级的根本利益和要求
,

指明奋斗的目标和前进的方向
。

无产阶级

专政的国家政权
,

在制定
、

执行反映工人阶级意志的法的时候
,

必然把党的纲领
、

路线
、

方针
、

政策作为依据
、

准则
、

灵魂
,

使法成为党的纲领
、

路线
、

方针
、

政策的具体表现形式之一
,

成为实

现党的纲领
、

路线
、

方针
、

政策的重要工具之一
。

这一点
,

已被我国的立法实践和司法实践听

完全证实
。

执行
、

遵守社会主义法同服从
、

加强党的领导是一致的
。

为了统一社会主义法制
,

保

证革命法制的稳定性
、

连续性和极大的权威
,

取信于民
,

不能党政不分或以党代政
,

以党代法
。

这不是否定我国的法的阶级性
,

而是强调社会主义法具有自己本身的特点和特殊的作川
,

说明

我国的法同党的纲领
、

路线
、

方针
、

政策是从不同的方面和不同的角度
,

体现和反映着工人阶

级的阶级意志
,

为无产阶级的利益服务
,

为实现四个现代化服务,o

第三
,

从我国的法的历史使命看
,

同样证明它是工人阶级意志的体现
。

在阶级社会里
,

各个

阶级都有各自不同的奋斗目标
,

都有自己的历史使命
。

统治阶级依靠它掌握的国家政权
,

运用

各种阶级斗争的方式和手段
,

从各个方面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
,

为实现 自己的历史使命服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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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作为掌握在统治阶级手里的重要工具之一
,

当然也是如此
。

工人阶级的伟大历史使命
,

是消

灭阶级
,

消灭剥削
,

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

我国的法
,

通过调整各种法律关系
、

社会关系
,

即通过正确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
,

从而保障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
。

所以
,

我国的法只能是工人阶级意志的体现
,

而不可能是其他任何阶级意志的体现
。

我国的法
“
体现资产阶级意志

”
吗? 回答是否定的

。

在我国的具体历史条件下
,

在工人阶

级掌握了国家政权和国家经济命脉的基本前提下
,

民族资产阶级经过同工人阶级的几次重大

较量之后
,

接受社会主义改造
。

他们的代表人物
,

参加国家政权的管理
,

举手同意社会主义的

宪法
,

说明工人阶级对他们所实行的改造政策是正确的
。

无论从理论上或从实践上
,

认为我国

的法
“
体现资产阶级的意志

” ,

都是错误的
。

这种观点以极左的面目出现时
,

则把我国社会主义

性质的法
,

歪曲
、

污蔑为
“
体现资产阶级意志

”
的法

,

然后加以
“
名正言顺

”
地反对

、

攻击
、

否定
。

林

彪
、 “ 四人帮

”
就是这样干的

。

我国的法
“

是广大人民群众意志的体现
”
吗? 我认为

,

这种对我国的法的阶级性的提法
,

是

不确切的
,

也可以说是不科学的
。
如果说我国的法

“
是广大人民群众意志的体现

” ,

那就是指我

国的法所反映和体现的阶级意志
,

除了工人阶级的阶级意志之外
,

还反映和体现着农民阶级
、

城市手工业者
、

农村中非农业生产的劳动者
、

知识分子以及其他一切愿意献身四化和实现祖国

统一的爱国者等各阶级
、

阶层的意志
。

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
,

无产阶级在历史上的革命作用的

最高表现是无产阶级专政
,

即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
。 “

承认无产阶级专政
,

即承认不与任何人分

掌而直接依靠群众武装力量的政权
。 ” ①

’ `

无产阶级专政是一个阶级的政权
” ② , “

掌握在一个

阶级即无产阶级手里的国家政权
,

可能并且应该成为把非无产阶级劳动群众吸引到无产阶级

方面来的工具
” ⑧

, “ 无产阶级专政就是由资本主义的全部历史准备好的去担负领导作用的唯

一阶级
,

对一切被资本家阶级压迫
、

窒息
、

压制
、

吓倒
、

拆散和欺骗的全休被剥削劳动者实行最充

分的领导
。 ” ④ 就是说

,

无产阶级专政是工人阶级一个阶级掌握国家政权
,

即这个政权的领针权

完全掌握在工人阶级一个阶级手中
,

工人阶级依靠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
,

对社会实行个 llrl]

领导
、

管理
、

统治
,

而不与其他任何阶级 (包括自己的同盟者 )分享领 导权
。

当然
,

除工人阶级之

外的其他劳动人民群众
,

他们的根本利益和工人阶级是一致的
。

但是
,

工人阶级所具仃的阶级

意志
,

他们并不完全具备
,

只有经过工人阶级对他们的教育或者某种程度的斗争
,

经过改造之

后
,

他们才可能逐步接受工人阶级的意志
。

这需要经过一个过程
。

在这个过程结束之前
,

人民

内部的阶级的划分则必然存在
,

他们同工人阶级就有差别
,

其阶级意志则不可能完全一样
。

!}{I

而
,

说我国的法
“

是广大人民群众意志的体现
” 这种提法是不科学

、

不确切的
。

当前
,

在我国
,

作为阶级的地主阶级
、

富农阶级已经消灭
,

作为阶级的资本家阶级也己经不

再存在
。

那么
,

国内阶级状况的变化
,

是否改变了我国社会主义法的阶级性呢? 也就是说
,

在

我国
,

作为阶级的剥削阶级 (即敌对阶级 ) 不存在了
,

我国社会主义法是否也就不具有阶级性
,

而变成了
` ,

全民
”
的法了呢 ? 不能这样认为

。

第一
、

法是统治阶级进行阶级斗争的工具
。

剥削阶级的消灭同阶级斗争的消灭 是 两 回

事
。

在我国
,

虽然剥削阶级 (即敌对阶级 )消灭了
,

但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
。

在人民内部
,

资产

阶级以及封建阶级意识形态还将长期存在
,

还必然有所表现和反映
。

对此
,

我们也要进行长

期的教育和斗争
。

这种教育和斗争则是阶级斗争在人民内部的反映和表现
。

总之
,

阶级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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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已经不是我国社会目前的主要矛盾
,

进行阶级斗争应该围绕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个

中心工作并为这个中心工作服务
,

但阶级斗争作为客观事实的存在
,

则是不可否认的
。

华国锋

同志在五届人大二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
: “

我们要在实现四个现代化
,

大力发展社

会生产力
,

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同时
,

继续正确地进行经济上
、

政治上和思想上的阶级斗争
” 。

正

确地进行阶级斗争
,

也就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中所指出的
: “

对于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

斗争
,

应该按照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方针去解决
,

按照宪法和法律规定

的程序去解决
” , “
做到有法可依

,

有法必依
,

执法必严
,

违法必究
。 ”

社会主义法在进行社会主义条件下的阶级斗争中
,

作为无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的工具
,

是

必不可少的
。

它是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服务的
,

是为实现四化服务的
,

是打击社会主义敌人的

有力武器
,

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工具
。

这个工具当然具有阶级性
,

当然不会因阶级状况的变

化而改变它所固有的为无产阶级利益服务的阶级性
,

当然不会变成
“

全民
”
的法

。

第二
、

法是实现阶级专政的工具
。

社会主义法是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
。

无产阶级专

政的任务
,

除了进行阶级斗争外
,

还有组织
、

领导
、

改造整个社会
,

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和实现共

产主义的使命
。

剥削阶级的消灭
,

不等于社会主义的完全建成
,

不等于共产主义的实现
。

保障

人民民主权利的充分实现
,

发展社会生产力
,

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

都是无产阶级专政的

职责
。

无产阶级专政的这些职能
,

没有社会主义的法作为保障
,

是无法实现的
。

只有切实按

照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规律的要求
,

完备
、

加强社会主义法制
,

发挥社会主义法制的极大威力
,

才

能创造和保障更加良好的社会秩序
、

生产秩序
、

工作秩序
、

教学科研秩序和人民群众生活秩序
,

创造和保障更加巩固的安定团结
、

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
。

这样
,

才能调整各种关系
,

调动一切

力量
,

迅速发展生产力
,

有计划
、

按比例
、

高速度地发展国民经济
,

实现无产阶级的历史任务
。

通过以上分析
,

我们可以看出
,

保障无产阶级专政的职能得以实现的社会主义法
,

其阶级

性是显而易见的
,

它只能是工人阶级意志的体现
。

社会主义法的这个阶级性
,

在无产阶级专政任

务全部实现以前
,

绝不会因为阶级状况的变化而改变
,

绝不会变成没有阶级性的
“

全民
”

的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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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靠抓人杀人来发动群众
,

推动运动
。

有些冤假错案的形成
,

就往往跟这种搞法有直接关系
。

当然
,

刑事审判工作
,

是要考虑当前国家整个政治形势的
,

例如
,

当前亚须研究打击刑事犯罪

分子
,

促进安定团结保卫四化顺利进行的问题
,

但对犯罪分子的论罪科刑
,

应该从犯罪事实出

发
,

实事求是
,

依照法律
,

作出正确的判决
,

而不能不顾犯罪事实
,

违背法律
,

根据政治形势的

需要作出任意的判决
。

只有正确的判决
,

对形势才能起到积极的作用
。

为了形势需要而盲目

杀人
, “
形势

”
一过去又要平反纠偏

,

这样的教训不应该忘记
。

对正确执行少杀政策
,

现在有了比已往任何时候都好得多的条件
。

我国有了第一部刑法

和刑事诉讼法
,

审判死刑案件有了具体的依据
。

对林彪
、 “ 四人帮

”
篡党夺权

、

祸国殃民罪行

的揭发批判和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
,

解放了绝大多数司法干部的思想
,

消除了
“
余悸

” 。

党

中央对于当前我国阶级和阶级斗争状况所作的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分析和工作着重点转移的战

略决策
,

武装了广大司法干部的头脑
,

鼓舞了斗志
。

我们相信
,

不废除死刑
,

尽量减少使用死刑

的原则
,

一定会在司法工作中得到正确的贯彻执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