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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史札记
·

韩月卜子论法与君权

受类受必涛吓铁 川

芬类类泛受互受荟泛类艾公

奢

司马谈在 《 论六家要旨 》 中说
:“

法家严而少恩
,

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
,

不可改矣… …

法家不别亲疏
,

不殊贵贱
,

一断于法
. ”

这段话有两层含意
:

一是
“

正君巨
_

I’.
一

下之分
” ; 二是

在此前提下
, “

不别亲疏
,

不殊贵贱
,

一断于法
” .

现在有些学者只注意了后者
,

而忽略了

前行
.

这就不免使人们发 hJI
:

君权与法的关系是什么 ? 如果君主犯法
,

是否 也要不因其贵而
“

一断于法
”

? 本文对此略作考述
.

韩非对君权与法是有所区别的
,

他不主张
“

联即法律
” .

首先
,

他提出
“

法者
,

编著之

图籍
,

设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者也
”

( 《 难三 》 )
,

而不言法由君主制定
.

其 次
,

他 主

张法是治国的唯一准则
, “

明主之国
,

无书简之文
,

以法为教
,

无先王之语
,

以 吏 为 师
”

( 《 五蠢 》 )
.

再次
,

他提出人们不得以己之
“

私
”

来干扰法律的施行
,

他说
: “

夫立法令

者
,

以废私也
,

法令行而私道废矣
.

私者
,

所以乱法也
”

( 《 诡使 》 )
.

如单从 这 三 点 来

看
,

法律具有极高的权威性
,

并从逻辑上还可推出
“

法大于君权
”

的结论
。

然而
,

韩非并未明确地道出这一点
,

而恰恰讳言了一个重要的问题
:

即君主木人是否应

该守法? 君主犯了法
,

应如何办 ? 通观 《 韩非子 》 诸篇
,

对此只字未提
,

他勺卜的呈所有臣民

应该守法
: “

法者… … 臣之所师也
” , “

法也者
,

官之所以师也
”

( 《 说疑 》 )
;

他说的是

对臣民应不殊贵贱
,

赏罚分明
: “

刑过不避大臣
,

赏善不遗匹夫
”

( 《 有度 》 )
。

不仅如此
,

韩非还提出了
“

术
”

和
“

势
”

的理论
,

致使法在君权而 前变成一纸废文
.

法

是公开的
,

为官吏所使用的
,

而术却是不公开的
,

为君主专有
: “

术者
,

藏之胸中
,

以偶众

端而潜御群臣者也
,

故法莫如显
,

而术不欲见
”

( 《 难三 》 )
,

势
,

即权势
,

主要为赏罚二

柄
,

亦只为君主独占
。

韩非说
: “

明主之所导制其臣者
,

二柄而 已矣
。

二柄者
,

刑德也
.

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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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承人有特定抚养义务为由
,

认为遗嘱不得

取消缺乏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的代位继

承人的代位继承权
,

那就会与最高人民法院
《 关于贯彻执行 < 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 >

若干问题的意见 》 第 2 8条的规定 精 神 相 违

背
.

这是顺序继承与代位继承上在法律性质

的区别之一 所以
,

我认为该 《 意见 》 第 2 8

条的规定不仅适用于因法定情形而丧失继承

权情况下的代位继承问题
,

也适用于因遗嘱

而被取消继承权情况下的代位继承问题
.

但是
,

上述之遗嘱可 以取消代位继承人

的代位继承权
,

是指被继承人死亡时生效的

遗嘱
,

而不是指未生效前的遗嘱
.

如果被继

承人立的遗嘱在死亡时已由于某种原因而归

于无效时
,

则被该遗瞩取消代位继承权的代

位继承人仍可享有代位继承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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谓刑德 ?杀戮之谓刑
,

庆赏之谓德
”

( 《 二柄 》 )
, “

术
”

和
“

势
”

既为君主
一

奋有独占
,

那

么还有谁能监督保证君主遵守法律呢 ? 君权事实上 已凌驾于法律之上
.

韩非关于法的理论的进步性在于它打破了
“

刑不上大夫
,

礼不下庶人
”

的原 则
,

他 认

为
,

除了君主之外
,

犯法者必件
,

公卿大夫乃至君主的亲戚宠幸也不例外
.

但他却未能进而

提出君主犯法
,

与民同罪
。

韩非一方面进说君主厉行
“

法治
” ,

一方面又允许君权超于法律之上
,

原因何在? 我以

为这是他的阶级本质以及他对人的社会关系的看法决定的
。

韩非不仅是一个地主阶级的思想家
,

也还是一个政治家
,

他想当官
,

就必须游说君主
,

自然不会说出法大于君权一类的不恭之语
.

在韩非眼中
,

君臣关系
,

父母子女关系
,

一般人

与人的关系
,

全都是赤裸裸的金钱利害关系
,

人的本性是恶的
,

这类观点俱见于 《 难一 》 、

《 备内 》 、 《 六反 》 等篇
.

因此
,

在他看来
,

君主不能相信任何人
,

而要专断独裁
.

他所宜

传的
“

法治
”

说到底是臣民守法而君主独裁
.

(作者单位
:

上海华东师大史学所 )

责任编辑
:
余 光

·

法学动态
·

部分中青年法学工作者

主张借鉴判例法

19 8 7年 5月 6 日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

政法研究室召开
“

判例法在改革中的借鉴作

用
’

研讨会
.

出席会议的有北京
、

上海 科

研
、

教学单位
、

司法实践部门的中青年法律

工作者20 多人
。

与会同志认为
,

当今世界上

正在发生英美法系与大陆法系相互吸收
、

兼

收并蓄的趋势
.

英美法国家制定出越来越多

的成文法规
,

而大陆法国家则采用判例作为

成文法的补充
.

判例法使发达资本主义国家

的法律制度能够适应高速发展的商品社会的

需要
,

并促进了近代 以来经济的飞速发展
.

当

前对于我们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

我国历来有

运用案例指导司法实践的传统
.

1 9 6 2年毛泽

东同志指出
,

要搞刑法典
、

民法典
,

还要编

案例
。

近几年来彭真同志也一再强调要编案

例
.

我国正在进行的改革要求建立适应新体

制的法律制度
,

充分发挥法律的作用
,

可以

用判例法弥补成文法的不足
,

利用判例法所

具有的革新和发展法律的作用
,

通过总结判

例法所积累的经验材料
,

促进成文法的健全

和修改
,

积极为改革服务
.

一部分同志则认为
,

我国历来有利用案

例作为审判参考的做法
,

目前各级法院也正

在这样做
,

但只是
.

案例
”

而不是
“

判例
” ,

不能起判例法的作用
.

今后只要加强对案例

的分析研究并扩大其影响范围就可以了
,

而

搞判例法不适合我国国情
.

与会者一致认为
,

判例法在目前最有直接借

鉴意义的
,

是它的分析
、

研究案例的方法
.

这种方法贯穿
“

社会实践是不断发展的
,

法

律精神也是不断发展的
”

这一精神
,

及时创

制新的法律规范
,

保护和促进社会的健康发

展
.

这种方法值得我们的法官
、

律师
、

学者

和其他法律工作者学习
.

(曹 培 )

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