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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古代
,
法治一词的含义与现代不 同

。

它是封建专制制度的从属物
。

尽管如此
, 只

要我们认真考察历史就会发现
,
法治与社会经济发展也是密切相关的

。

实行法治或法治状况

好
,
社会就稳定

,
经济就发展 , 否则

,
社会就紊乱

, 经济就停滞
, 甚至遭破坏

。

“
法治

” ,
中国古代称为

“
以法治国

” ,
在古文献中最早见于 《 管子

·

明法 》 : “

威不两

错
,
政不二门

, 以法治国
,
则举措而已

。 ”
意思是说

, 只要君主集中权力
,
实行

“

法治
” ,

治理好国家是很容易的事
。 “

法治
”

作为一种主张提出后
, 经一 些政治家

、

思想家阐述和实

践
,
战国中期之后发展成为系统的学说

。

当时持这一主张的政治家和思想家被后人称为
“

法

家
” 。

其代表人物有商软
、

慎到
、

申不害
、

韩非和秦始皇
、

李斯等
。

综合法家代表人物的著作和言论
,
其

“

法治
”

主张的基本内容是
:

( 一 )
“

法治
”

对于治理国家十分重要
, 反对

“

人治
” 。

他们说
: “

明王之治天下也
,

缘法而治
。 ”

( 《 商君书
·

君臣 》
)

“

法者
,

天下之程式也
,
万世之仪表也

。 ”

( 《 管子
.

明法

解 》 ) 他们还说
: “

君人者
,

舍法而 以身治
,

则诛赏夺与从君心出矣… … 君舍法而 以 心 裁 轻

重
,
则是同功而殊赏

,
同罪而殊罚也

,
怨之所由生也

。 ”

( 《 慎子
·

君人 》 )

( 二 ) 法律的制定要适应历史发展
,
符合当时实际

,
反对因循守旧

。

商软提出
: “

是 以

圣人苟可以强国
, 不法其故 , 苟可以利民

, 不循其礼
。 ” “

各当时而立法
, 因事而制礼

。

礼法

以时而定
,
制令各顺其宜… …治世不一定

,
便国不法古

。 ”

( 《 商君书
·

更法 》 ) 韩非 也

认为
,
法应随历史的发展而变化

: “

故治民无常
,
唯治为法

,
法与时转则治

,
法与世异则有

功… … 时移而治不移则乱
。 ”

( 《 韩非子
·

心度 》 )

( 三 ) 法令是人们 言行的标准
,
君上和臣下都不得曲法任私

。

他们认为
,

法令必须
“

布之

于百姓
”

(
《 韩非子

·

难三 》 )
, 以

“

使万 民皆知所避就
” ,
使

“

吏不敢非法遇民
, 民不敢犯法

以干法官
”

( 《 商君书
.

定
、

分 》 )
。

君主本人也要
“

慎法制
” ,

作到
“
言不中法者

, 不听也 ,

行不中法者
,

不高也
;
事不中法者

, 不为也
。 ”

( 《君臣 》 ) 商鞍还总结历史经验
,
得出了

“
法

之不行
,

自上犯之
”

的结论 ( 《 史记
.

商君列传 》 )
,

提出要
“

壹刑
” 。

他说
: “

所谓壹刑者
,

刑无等级
,
自卿相将军以至大夫庶人

,
有不从王令

, 犯囚禁
,
乱上制者

,

罪死不赦
。 ”

( 《 赏

刑 》 ) 韩非也认为
: “

法不阿贵
,
绳不挠 曲

, 法之所加
,
智者弗能辞

,
勇者弗敢争

。

刑罚不

避大巨
,
赏善不遗匹夫

。 ”

( 《 韩非子
·

有度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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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以法为本
, 法

、

势
、

术结合
。

这种结合的思想
, 《 管子 》 一书已经提出

,

韩非在

此基础上使之更加系统化
。 《 管子

·

任法 》 : “

有生法
,
有守法

,
有法于法

。

夫生法 者 君

也
,
守法者臣也

,
法于法者民也

。

君臣上下贵残皆从法
,
此之谓大治

。 ”
韩非说

:
治 国要

“ 以法为本
”

(
《 饰邪 》 )

。

为了使法得以实行
,

君主还要有
“

势
” 。

所谓
“

势
”
就是实力

、

权势
。

韩非还进而提出君主要
“

擅势
” 。

他说
: “

抱法处势则治
,
背法去势则乱

。 ”

( 《 难

势 》
) 当然

“

势
”

也离不开法
,
有

“

势
”
无法就会是

“

人治
” , 而管理好国家

, “

人治
”
远

不如
“

法治
”

更为可靠
。

有
“

势
”
和 法还必须有

“

术
” 。

韩非说
: “

术者
,
因能而授官

,
循

名而责实
,
操杀生之柄

,
课群臣之能者也

。 ”

( 《 定法 》 )
“

术者
,
藏之胸中

, 以偶众端
,

而潜御群臣者也
。 ”

( 《 难三 》
) 由此可以看出

,
术是监督考核和驾驭群臣的手段

。

法家学说存在着一个基本矛盾
,
即

:

一方面强调
“

法治
” , 宣扬依法办事 , 同时又强调

君主的权力
, 唯君主 之命是从

。

从根本上说它是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从属物
,
有很大的阶级

局限性和历史局限性
。

不过在当时新兴地主阶级处于上升时期
, “

法治
”
理论基本上符合时

代要求
,
有些论述在以后很久

, 以至于今天仍具有生命力
。

正 因法家的
“

法治
”
主张适应当

时社会经济发展需要
,

因而受到各国的普遍接受
,

其中
,

尤以商鞍变法后的秦国最为突出
。

公元前 3 61 年秦孝公即位
。

为了增强国家实力
,
他任用商软进行了大刀阔斧的变法改革

。

这次改革的宗旨是推行
“

法治
” ,

主要措施有
:
废除井田制

,
鼓励开荒和农业生产 , 奖励军

功
,
禁止私斗 , 迁都咸阳

,
推行郡县制

夕
按人 口征收军赋

,
统一度量衡 , 奖励告好

,
实行连

坐和改革落后的风俗等等
。

商软的变法改革虽曾遭宗室贵族强烈反抗
,
但由于得到秦孝公的

大力支持
,
对于包括太子犯法的行为也惩治不贷

,
深得民心

,
所以获得了很大成 功

。

史 称
“
行之十年

,
秦民大悦

,
道不拾遗

, 山无盗贼
,
家给人足

。

民勇于公战
,
怯于私斗

,
乡邑大

治
。 ”

( 《 史记
·

商君列传争
) 其后秦国诸王直至秦始皇执政

,
均奉行

“

法治
, ,

秦法在商

秧之后不断丰富和发展
。

秦国强大起来
,
成为何鼎中原的大国

,
最后完成全国统一

。

在中国古代法律史上
,
秦法是有名的

,
秦推行的

“

法治
”

影响巨大
。

根据文献记载
,
尤

其是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竹简
,
我们能看到秦

“

法治
”
的概况

。

距今两千多年前的秦律
,
要

比我们原来想象的完备得多
。

以下试举例说明
:

( 一 ) 有关国家机构和官吏职务的法律
。

见于云梦秦简的 《 除吏律 》 、 《 置吏律 》 是有

关官吏任免的法律 , 《 中劳律 》 、 《 军爵律 》 是关于劳绩计算
,
军功爵予夺的法律 , 《 尉律,

、

《 内史杂律 》 是关于法官
、

内史等职务的法律 , 《 行书律 》 是关于公文
、

书信传递的法律 ,

《 传食律 》 是关于释传伙食供给
、

马匹饲养标准的法律
。

①这些律类似现代的行政法
,

内容之

详细
,
规定之具体

,
有些完全可与现代的行政法规媲美

。

( 二 ) 有关刑事法律
。

云梦秦简未发现史籍中记载的
、

商较以李懊 《 法经 》 为蓝本制定

的六篇秦律
,
但其中的 《 法律答问 》 却是对这部刑律的解释

,
不少地方还引用了秦律原文

。

从 《 答问 》 看
,
秦的刑事法律对罪名

、

刑罚
、

法律概念以及诉讼程序等都作了明确规定
。

为

了便于司法
,
秦律还规定了一系列刑罚适用原则

。

对于案件现场的勘验与取证也非常仔细
,

① 以上所引法律见《 睡虎地秦基竹简》
.



诸如法医学和痕迹学知识 已开始运用于侦查犯罪
。

(三 )有关民事与婚姻家庭的法律
。

云梦秦简中的法律和后来在四川青川出土的秦 《 田

律 》 都表明
,
自商鞍之后

,

秦土地是国有制和私有制并存
,
法律对二者均予保护

。
《 田律 》

规定了农田
、

道路的规格和作为 田界标识 的封垮的大小
。

云梦秦简 《 法律答问 》 引秦刑律规

定
: “

盗徙封
,

赎耐
。 ”

这说明
,
法律对标志土地所有制的封界是严加保护的

。

秦律对保护

其他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私有权
,
诸如牛

、

马
、

羊
、

猪以及器物的 规 定 更 多
。

在债的关系方

面 ,
秦律对借贷作了规定

,
不得超出限额

。

借公家的器物
,
要有担保

,
借 用 者死亡

, 由担

保人赔偿
。

秦律还允许劳役抵债
,
说明国家严格保护债权人的利益 , 但不允许擅 自 以人 质

抵债
。

在婚姻家庭方面
,

商鞍变法时就禁止
“

父子同室内息
” ,

后又规定男女结婚要经官府认

可
。

秦律规定
“
不孝

”
罪 夕

维护作为家长和父亲的权力
。

法律还规定了父子
、

夫妻间的继承

关系
。

( 四 ) 有关经济管理的法律
。

云梦秦简中有关经济管理的法律比重较大
, 说明了秦统治

者对以法律手段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视
。

首先看关于农林牧业管理的法律
。

法律在保护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前提下
,
对农

、

林
、

牧

业的管理作了明确规定
。

农业方面有关于种子的保管
, 不同作物用种量的规定

,
有官吏及时

报告庄稼生长
、

受雨面积及遭虫
、

涝
、

早灾的规定
,
有关于按时修整水利工程的规定

。

林业

方面有关于不得随意砍伐山林
, 不得捕捉幼鸟

、

幼兽和鱼鳖的规定
。

牧业方面
,
对牛

、

马
、

羊的饲养和繁殖有规定指标
,
并规定每年四

、

七
、

十月和正月对牛的饲养检查评比
,
成绩优

异者奖励
,
低劣者受罚

。

其次看关于手工业管理的法律
。

云梦秦简涉及手工业管理的法 律 有 《 工 律 》 、 《 均工

律 》 、 《 工人程 》 和 《 司空律 》 。
《 秦律杂抄 》 中也抄录了有关条文

。

从规定看
,
秦已建立

了手工业工人的培养制度
、

新老工人和女工的劳动定额制度
、

质量检查评比制度 等
。

其 中
《 工律 》 规定

: “
为器同物者

,
其大小短长

、

广亦必等
。 ”

这是我们现在能看到的中国古代

最早关于手工业生产标准化的规定
。

再看关于金融和贸易方面的法律
。

史籍称秦统治者
“

重本抑末
” ,

但据秦简
,
他们并非

不重视对商业贸易的管理
。

秦时
, 金

、

钱
、

布同时作为等价物在市场流通
。

为便于交换
, 三

者之间的比价
: “

钱十一当一布
。

其入钱以当金
、

布以律
” 。 ① 意思是

, 十一钱折合一布
。

如入钱折合黄金或布
, 按法律规定

。

布有一定规格
: “

布裹八尺
,
幅广二尺寸

。

布恶
,
其广

裹不如式者
, 不行

” 。
② 《 金布律 》 规定市上出售的小商品

,
凡一钱以上的

,
都要系签标明

价格
。 《 关市律 》 规定

,
如官府出售手工业产品

, 收到买者付的钱
, 必须当面将钱投入盛钱

器物
。

违反此项规定
,

罚恺甲一副
。

外邦人 到秦国通商
, 必须到官府验证

, “

客未布吏而与

贾
,

贷一甲
” 。 ③

最后看关于赋税摇戍和物资管理方面的法律
。

秦既有土地税
, 又有人 口税

。

国家除征税

赋外
,
还征发摇戍

。

秦律规定男于十七岁为
“

傅籍
”

年龄
, 得为国家服摇役

。

到傅籍年龄不

如实申报者
,
家长

、

本人及里典都要受惩罚
。

秦律对物资财富的保管也作了具体规定
。

如粮

食和饲草的存放
,

一般为万石一积
,

故都栋阳为二万石一积
, 国都咸 阳为十万石一积

。

粮食和

①②⑧ 以 上所引法律见 《 睡虎地秦 墓竹简 》
.



饲草入仓后要严加封存
,

并登记上报
。

粮食出仓有严格手续
,

非出仓人员出仓要先清查粮食总

量再出仓 ; 出仓人员不得中途更换
。

如不足数则由出仓者赔偿
, 剩余则上缴

。

仓中粮食或库中

物品
,

如不按时扬晒致使发霉或鼠虫咬坏
,

保管者
、

直接负责人和上级主管官吏均要被追究
。

以上所列举的例证向我们展示了秦的
“

法治
”

实践和封建地主阶级上升时期 的 社 会 概

貌
,
其中有些规定不仅在两千多年前很了不起

,
今天看来仍然不乏

:
新鲜感

。

正是建立了这种
“

法治
” ,

才使秦得到长足发展
。

商教变 法前
,
秦国有内忧

, 河西地被三晋攻夺
,
受诸侯鄙

视
。

商教变法后就开始改变面貌
, 昭王时进一步改观

。

荀子考察秦国后称其
: “

佚而治
,
约

而详
, 不烦而功

,
治之至也

。 ”

( 《 荀子
·

强 国 》 ) 秦王政执政时
, 国力大大增强

,
与各国

之间的力量对比 已发生根本变化
。

秦王政最后能完成全国统一大业
,

成为
“
千古一帝

” ,

固然

有诸多因素
,
但实行

“

法治
” ,

促进社会进步
,
发展经济

,
增强了国家实力

, 不能不说是最

根本的原因
。

当然
,
秦统一不久即告灭亡

,

成为历史上的短命王朝
。

但这不是象有些人说的

是实践法家
“

法治
”

理论所致
。

恰恰相反
,
秦始皇在胜利形势下

,
头脑膨胀

, 忘乎所以
,
置

法律于不顾
, 乐以刑杀为威

,
严重破坏 了社会经济发展

,

致使天下愁怨
,

溃而叛之
。

这 说明
,

秦之灭亡正是由于破坏了商秧以来行之有效的
“

法治
”

政策的结果
。

三

代秦而起的西汉王朝的第一代统治者
, 目睹了秦王朝的兴衰和暴政速亡的事实

,

一开始

便将废除秦酷法
、

恢复
“
法治

”

作为当务之急
,
所以他们很快赢得了民心

, 开创了帝业
。

随

着统治经验的积累
,
西汉中期开始

,
中国封建法律逐步伦理化

。

尽管如此
,
在以 后 的 两 千

年中
,
无论王朝如何改姓

, 皇位如何更替
,
凡有作为之王朝或皇帝

,
无不重视封建法治

。

( 一 ) 西汉前期举例
。

西汉统治者恢复封建
“

法治
”

是从三个方面进行的
:

1
.

废除秦酷法
。

刘邦等刚攻占咸阳
,
立足未稳

,
就

“
… …召诸县父老豪杰日

:

父老苦秦

苛法久矣
,
诽谤者族

,
偶语者弃市

。

吾与诸侯约
,
先入关者王

,
吾

.

当王关中
。

与父老约
,
法

三章耳
:
杀人者死

,
伤人及盗抵罪

。

诸吏人皆案堵如故
。 ”

( 《 史 记
·

高 祖 本 纪 》 ) 结

果
, “

兆民大悦
” 。

从文献记载看
,
刘邦所废除的酷法应是秦始皇统治后期对秦法的附加

。

秦

律中原有的酷法是以后陆续废除的
,
如

“

挟书律
” 、

廿三族罪
” 、 “

袄言令
” 、 ’ “

收努相坐律

令
” 、 “

肉刑
”

等
。

后来
,
有些酷法又有恢复

,

但总的趋势是减缓的
。

2
.

沿袭宜于时的秦法
。

高祖时
,
肖何取秦律之

“

宜于时者
”

定 《 九章律 》 , 比秦律增加

了 《 兴 》 、 《 厩 》 、 《 户 》 三篇
。

从云梦秦简所载秦律看
,

所增加的三篇也来源于秦律
。

这并

不奇怪
,
汉与秦社会制度相同

,
经济发展水平大体一致

,
尤其汉代前期

,
很长时间并不很稳

定
,
此种情况下

,

沿袭秦律不仅需要
,
而且可能

。

3
.

制定新法
。

据 《 晋书
·

邢法志 》 : 《 九章律 》 制定后
, “

叔孙通益律所不及
, 《 傍章 》

十八篇
。

张汤 《 越宫律 》 二十七篇
。

赵禹 《 朝律 》 六篇
。 ”

新法中还包括名 目繁多的令
,

如
:

《 宫卫令 》 、 《 品令 》 、 《 秩禄令 》 、 《 任子令 》 、
《 金布令 》 、

《 田令 》
、 《 钱令 》 、 《 津

关令 》 等等
。

江陵张家山汉简记载有 《 二年律令 》 和 《 律令二十口种 》 的篇题
。

史载
,
文帝

时
,
晃错就削诸侯权力事提出更定法令

。

至景帝时
, “

错所史令三十章
,
诸侯喧哗

”

( 《 汉

书
·

晃错传 》 )
。

目前不少中国法律史著述都论及黄老的无为而治对汉初统治者法律思想的 影 响
。

我 以

为
,
有影响是事实

,
但不可估计过高

。

事实上
, 汉初以至汉代前期的统治者无论 在 平 定 叛

_
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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乱
、

实行
“
法治

”

或稳定边疆方面
,
都是很有作为的

。

正 由于此
,
才迅速结束了混乱状态

,

稳定了局势
,
发展了经济

。

史称
: “

汉兴
,
摒秦之敝

,
诸侯并起

, 民失作业
,
而大饥懂

。

凡

米石五千
,
人相食

,
死者过到兰

。 ”
而经高祖

、

吕后
、

文帝和景帝
,
情况大变

: “
至武帝之初

七十年间
, 国家亡事

,
非遇水早

, 则民人给家足
,
都鄙察庚尽满

, 而府库余财
。

京师之钱累

百矩万
,
贯朽而不可校 ; 太仓之粟陈陈相因

,
充溢露积于外

,

腐败不可食
。

众庶街巷有马
,

肝

陌之间成群
,
乘件化者摈而不得会聚

。

守间阎者食粱肉 , 为吏者长子孙 , 居官者以为姓号
。

人人自爱而重犯法
,
先行谊而黝愧辱焉

。 ”

( 《 汉书
.

食货志 》 ) 这就是史家笔 下 著 名 的
“

文景之治
”

的社会状况
。

( 二 ) 唐代初期举例
。

唐初隋末的形势与秦末汉初类似
。

隋文帝晚年和隋场帝期间
,
肆

意破坏他们亲手制定的法律
, 严刑酷罚

,
力几上穷兵簇武

,
致使海内骚然

, 民不堪命
。

一个统

一不久的王朝
,
在蜂拥而起的农民起义冲击下

, 迅速崩溃
。

目睹隋王朝由兴而衰的李渊
、

李

世民父子和唐初的其他统治者
夕
自太原起兵即提出废隋苛法

,
攻占长安之后

, 又
“

约法为十

二条
,
惟制杀人

、

劫盗
、

背军
、

叛逆者死
,
余并姆除之

” 。

他们提出
: “

立法务在宽简
,
取

便于时
。 ”

在此一思想指导下
,
武德初

,
唐高祖李渊便命刘文静等

“
因开皇律令而损益之

,

尽削大业所由烦峻之法
”

( 均见 《 旧唐书
,

刑法志 》 )
。

之后裴寂等撰定律令
,

武德七年颁行

天下 ,
是为 《 武德律 》 。

太宗李世民即位后
,
命房玄龄等撰定新律

, 比隋代旧律
“

减大辟者

九十二条
,
减流入徒者七十一条

, … … 凡削烦去蠢变重为轻者
, 不可胜纪

。 ”

( 《 旧唐书
.

太

宗纪 》 ) 高宗李治即位当年
,
再命长孙无忌等以 《 贞观律 》 为蓝本编撰新律

。

为使其内容更

加严密
,
长孙无忌等又奉命撰定 《 律疏 》 ,

永徽四年颁行
。

律
、

令
、

格
、

式等法律形式
,
构成

了唐代法律的基本体系
。

唐初法律的一个主要 内容是实行均田制和租
、

庸
、

调法
。

按武德七年 ( 公元 62 4年 ) 均

田法 :
亩百为顷

, 丁男中男给一顷 , 笃疾废疾给四十亩 ; 寡妻
、

妾三十亩
,
若为户者加二十

亩
。

所授之田
, 十分之二为世业

,
八为 口分

。

世业之田
,
身死则承户者使授之

, 口分田则收

入官
, 更以给人

。

唐初之均田制后来进一步完备
。

与均田制相应的是新的赋役法的推行
。

赋

役之法
,
每丁岁入租二石

。

调则随乡土所产
,
绞绢纶各二丈

,
布加五分之一

。

输续绢纶者
,

兼调棉三两
,
输布者麻三斤

。 “

凡丁
,
岁役二旬

,
若不役则收其庸

,
每日三尺

。

有事而加役

者
,
旬有五日

,
免其调

, 三 旬则租
、

调俱免
。 ”

( 均见 《 旧唐书
.

食货志 》 )

李渊
、

李世民等统治者
, 不仅重视立法

, 而且重视法律的实施
。

首先
,
进一步严格了死

刑的审批程序
。

贞观元年李世民规定
: “

自今以后
,
大辟罪

,
皆令中书

、

门下四品已上及尚

书九卿议之
。

如此
,
庶免冤滥

。 ”

( 《 贞观政要
.

刑法 》 ) 由此
,
在历史上首创了

“

九卿议

刑
”

制度
。

贞观五年
,
李世民在死刑

“
三复奏

”
基础上规定了

“
五复奏

” , 即处决死罪
,
如

在京城
, 两天 内要复奏五次

。

其次
,

要求执法不畏权贵
, 不偏祖功臣故旧

。

贞观九年
,
氓州

都督高某诬告李靖
“

谋反
” ,

据律高应处死
。

有人以高是李世民的老部下请求宽恕
。

他坚持

依法办事
, 说 : “

虽是藩邸旧劳
,

诚不可忘
,

然理国守法
,
事须画一

,
今若赦之

,
使开侥 4辛之

路
。

且国建义太原
,
元从及征战有功者甚众

,

若甄生获免
, 虽不凯觑

,
有功之 人

,
皆 须 犯

法
。 ”

再次
夕 皇帝本人 也要守法

。

贞观初
,
李世民下令在

“

选举
”

中
,
如伪造资历而不 自首

者处死刑
。

后发现 一 伪造资历的人
,

大理寺少卿戴胃依律判处流刑
。

李世民责怪 戴 胃使 他
“
示天下以不信

” 。

戴宵给他讲 了国法是大信
,

国法大于皇帝一时喜怒之言
,

并指出人君应忍

小忿而存大信的道理
。

最后李世民听从 了戴胃的意见
,
并称赞戴胃

: “

卿能正之
,
联复何忧



也丈
”
他还 曾说

:“

君不约己而禁人为非
, 是犹恶火之燃

,
添薪望其 :J[ 焰

,
忿池之浊

,
挠流

欲止其流
,
不可得也

。 ”

(
《 吏观政要

。

帝范 》
)

由于唐初统治者注意完善立法和严格执法
,
很快扭转了隋末那种

“

耕输失时
, 田 畴 多

荒
” , “

百姓穷困
,
财力俱竭

” , “

转输不息
,
摇役无期

, 士卒填沟壑
,
骸骨 蔽 原 野

,

黄

河之北则千里无烟
,
江淮之间则鞠为茂草

”

的社会经济凋敝局面 ( 《 资治通鉴
·

隋纪 》 )
,

出现了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著名的政简刑清的太平盛世
,
史称

“

贞观之治
” 。

当 时 的情 况

是
: “

官吏多自清谨
。

制驭王公妃主之家
, 大姓豪猾之伍

,
皆畏威屏迹

,
无敢侵欺细人

。

商

旅野次
,
无复盗贼

,
图圈常空

。

牛马布野
,
外户不闭

。

又频致丰捻
,
米斗三四钱

。

行旅 自京

师至于岭表
,
自山东至于沧海

,
皆不责粮

,
取给于路

。

入山东村落
,
行客经过者

, 必厚加供

待
,
或发时有赠遗

。

此皆古昔未有也
。 ”

( 《 贞观政要
.

论政体 》 ) 以上描写对隋末之 凋 敝

和贞观时社会发展所起积极作用基本是历史事实
。

重视法治是唐代能成为中国封建社会鼎盛

时期的重要原因之一
。

( 三 ) 宋以后几个史例
。

中国古代社会 自宋 (
’
9 60 一 1 2 6 7年 ) 之后

,
封建君主专制制度进一步发展

。

类似前述秦

国
、

汉之前期和唐代初年的封建
“

法治
”

状况未再出现
,
但在重视以法律治理国家推动社会

经济发展方面也有许多重要经验教训
。

1
.

王安石变法
。

北宋 ( 960 一 1 1 2 7 ) 由于长期施行
“

不抑兼并
” 、 “

不立田制
”

的政策
,

大地主阶级占有全国土地的百分之七十左右
,
而且享有免税免役的特权

,
广大劳动人民负担

极其沉重
。

更由于无限地扩军和官僚机构膨胀以及其他开支的增加
,
国家财政和社会面临深

刻危机
。

宋神宗即位后
,
支持王安石实行变法

。

王安石变法的目的是富国强兵
,
内容以发展经济为中心

。

他认为要富国强兵必须
“

权时

之变
” , “

立善法于天下
” 。

针对当时顽固派假借
“
天命

” 、 “
法祖

”

对变法进行攻击
, 王

安石说
: “

祖宗之法
,
未必尽善

, 可改则改
,
不足遵守

。 ”

( 《 王临川集
·

本序 》 ) 只 要新

法可行
, “

当于义理 ,
何恤乎人言

”

(
《 续资治通鉴长编 》 熙宁八扛 )

。

王安石不仅提出排

除干扰
,
制定

“

善法
” ,

而且还说
: “

理天下之财者莫于法
,
守天下之法者莫如吏

”

(
` 《 王

临川集 》 卷四十九 )
,

主张选择严于执法的官吏
。

这些都说明他是中国古代一位具有远见卓识

的改革者
。

在上述思想指导下
,

王安石从熙宁二年 ( 1 0 6 9年 ) 推动神宗颁行了一系列新法
,

主要有
:

第一
,
均输法

。

规定每年由政府派官统一采购物资
,
防止富商大贾操纵

, 以使国用可足
, 民

财不匾
。

第二
,
青苗法

。

规定政府每年在夏
、

秋未熟之前以二分利贷粮款给农民
,
收获后归

还 ,
防止豪强地主乘青黄不接对农民高利贷敲榨

。

第三
,
农 田水利法

。

鼓励农民开垦农田
、

兴修水利
夕
较大的工程由政府贷款资助

。

第四
,

免役法
。

规定乡村四等户 以上按户收免役钱
,

原来不负担差役的富户也按定额半数交纳
,
需用差役由国家雇人

,
减轻农民负担

。

第五
,
市

易法
。

规定在京师设市易务
,
收购市场滞销货物

,
当市场需要时

,
中小商人可以赊购

,
年息

二分
,
防止豪商大贾屯积居奇

, 以平抑物价
。

第六
,
方 田均税法

。

规定每年九月由官府丈量

土地
,
分等级定额纳税

, 以防止官僚地主隐瞒土地
,
增加国家赋税收入

。

第七
,
将兵法

。

规

定裁减老弱兵士
,
选择精 良军官

,
合并兵营

,
操练军队

, 以提高军队素质和战斗力
。

第八
,

保甲法
。

规定乡村民户十户为一保
, 五十户为一大保

, 十大保为一部保
。

如家有 两 丁 以 上

的, 要抽一个当保丁
,
农闲时训练 , 平时维护治安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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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安石变法 以后一段时期颇有效果
,

出现了
“
四方之民

,

幅奏开垦
,

环数千爪
,

异为 良

田
’ , “ `

卜外府库
, 无不充衍

”

的局面
。

但由 f 其变法基础薄弱
, 又受到代表大地主

、

大官

僚利益的守 旧派顽强抵抗
,
宋神宗死后

,
新法相继被废

。

此后
,

北宋王朝之衰落更为加速
。

2
.

朱元璋以法律稳定社会和发展经济
。

朱元璋是明朝开国皇帝
。

他认为元朝灭亡的重要

原因是
“
法度不行

” ,

所 以十分重视立法
。

早在全国统一前便草拟 了 《 大明律令 》 刊布天下
。

经过多年准备
,
洪武二十二年 ( 1 3 8 9年 ) 朱元璋命翰林院同刑部官 更定 《 大明律 》 ,

在 《 名

例 》 之下按六部分目
, 为

: 《 吏 》
、 《 户 》 、 《 礼 》 、 《 兵 》 、 《 刑 》

、 《 工 》 共七篇
。

这

一变化
,
改革了隋唐以来沿用八百年之久的旧体例

, 更适于对国家的管理
, 不能不说是一大

历史进步
。

洪武三十年 ( 1 3 9 7年 ) 朱元璋又编纂了 《 钦定律浩 》 一百四十七条
,
附于明律正

文之后
, 总名 日 《 大明律 》 。

终明一 代
,
除洪武三十年所附之 《 律浩 》 被删去之外

, 《 大明

律 》 正文 一直被视为
“

成法
” , 未再变更

。

洪武时加强了经济方面的立法
。

农村中重点在于清查欺隐田粮
,
增加 国家赋税收入

。

为

此 ,
规定编造黄册和鱼鳞册

,

详细登记每乡每户的土地亩数和各户人丁情况
,

作为朝廷向人民

征收赋役的依据
。

为适应农业
、

手工业和商业发展需要
,
除 《 大明律 》 增加 《 市崖 》 、 《 田

宅 》 、 《 钱债 》 、 《 营造 》 等篇条外
,
还增订了 《 钞法 》 、 《 盐法 》 和 《 茶法 》 等法律和规

定
。

这方面的内容要比唐
、

宋
、

元各代都更完备
。

朱元璋不仅重视法律的制定
, 而且重视其实

施
,
要求各级官吏严格执法和守法

,
尤其是对于贪官污吏更是坚决惩治

。

这使国家较快地从

战乱中得以恢复
,
并有力地推动 了社会经济的发展

。

3
. “

康乾盛世
”

的形成
。

清朝 ( 1 6 4 4一 1 9 1 1年 ) 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末代王朝
。

同历史上

许多王朝交替时的情况类似
,
清统治者入关后也面临战争和灾荒所造成的严重形势

。

他们除

政治上笼络汉族地主
,

军事上继续平定反抗之外
,
积极着手制定法律

,
恢复和建立法制

。

顺

治二年 ( 1 6 6 5年 ) 在
“

详译明律参 以国制
”

·

( 《 大清律例
·

原序 》 ) 的思想指导下制定了 《 大

清律集解附例 》 。

之后几经修订
, 至乾隆五年 ( 1 7 4 0年 ) 完成 《 大清律例 》

。 《 大清律例 》

吸取了历代王朝立法得失
, 总结了清朝入关前后统治经验

,
内容丰富

、

全面 ,
有关经济关系

的调整较以前更加完备
。

《 大清律例 》 制定后被视为祖宗成法
, 之后未再修订

。

事未完备或

形势发展所需增加之内容
,
由 《 会典 》 和 《 则例 》 加以规定

。

清代的典
、

例主要是行政法
,

但由于是 以官统事
,
所 以也有大量民事和经济管理的规定

。

其中之 《 户部则例 》 和 《 J 二部则

例 》 主要是经济管理方面的规定
。

上述法律的实施
,
有力地推动了经济发展

。

在农业方面
, 全国耕地面积大 增

。

史 称
:

“

清初经明季之乱
,
逃亡未复

, 土地荒芜
, 田数仅五百余万顷

。

至 乾 隆 末
,
遂 达 七 百 万

顷
” 。

① 手工业方面有很大发展
。

·

苏州
、

杭州
、

江宁
、

上海
、

佛山的纺织
,
景德镇的瓷器

,

北京
、

南京
、

苏州的铜器
,
其他如造纸

、

制茶
、

制糖
、

冶铁和修造等都达到了很高水平
。

商

业也 日渐繁荣
,
商品流通量和品种都有增加

。

江宁的丝织
,
尤受各地欢迎

。

对外贸易也逐渐

发展
, 全国出现 了许多工商业城市和对外贸易 口岸

。

经济发展
, 促进了国家收入

。

康熙二十

四年 ( 2 6 5 5年 ) 之前
,
清政府的田赋总收入为银 2 4 4 4 9 7 2 4两

,
粮 4 7 3 1 4 0 0石 ,

到 乾 隆 + 八

年 ( 1 7 5 3年 )
, 仅直省田赋收入即为银 2 9 6 2 1 2 0 1两

,
粮 s遵0 6 4 2 2石

。

②加上当时盐 课 收入

3 8 4 3 5 2 3两
,
关税收入 4 3 2 4 0 0 0两

, 工部关征 2 7 2 5 4 6两
, 以及其他杂课

、

杂税和实物征 收
,

① 邓之诚
: 《 中华五千年史 》 卷五

.

② 谭 仲方
: 《 中国历代户 口

、

田地
、

田斌统计 》
.



使国库充裕
, 国力大增

, 呈显了昌盛之世
。

自战国尤其是秦始皇统一全国后的两千多年
,
在中国这块古老的土地上实行的是十足的

封建君主专制统治
。

按理
,
专制与法治是绝然相矛盾的

。

然而本文谈的中国古代的法治
,
并

非杜撰
,

也不是有意 附会
。

正如文中所列举的
,

中国古代
, 不仅有人很早就提出了

“
法治

”

这

个词
,

而且作了相当充分地论述
,

更有人为之实现献出了生命
。

尽管在历史上它的几次出现

均是较短的
,
并且也不典型

,
但在一定时期和一定程度上还是为社会带来了勃勃生机

。

本文

丝毫无美化中国古代法治的意思
, 只是想借历史事实说明

,
在 中国古代以 自然经济为基础的

君主专制制度下
,
法律反映了经济的要求

,
依照法律办事也比凭某个人的个人意志

、

尤其是

比个人专横更能符合社会经济发展
。

中国历史上的乱世和治世
、

衰世和盛世留下的经验难道

不是十分生动地说明了这一问题吗 !

( 作者单位
:
中国社会科学院 法学研究所 )

责任编辑
: 张少瑜

论菲律宾侵占我国南沙群岛的非法性

刘 楠 来

南沙群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
,
最晚从明代开始

,
除一度被 日本侵占外

, 一

直处于中国政府的管辖之下
。

中国对于南沙群岛的主权
, 历来为世界各国所普 遍 承 认

。

但

是
,
由于这群岛礁地处联结太平洋和印度洋与大西洋的交通要道

,
战略地位十分 重 要

,
而

且蕴藏有丰富的自然资源
,
所以

,
自本世纪三十年代以来

, 不断地受到外国势力的侵扰
。

第

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不久
,
刚刚获得独立的菲律宾也开始把手伸到这里

,
对南 沙 群 岛提

出了领土要求
,
并在七十年代 以后

,
多次派 出军队

,
先后 占领了南沙群岛的 8处岛礁

,
从 而

在中菲两国之间挑起了领土争端
。

菲律宾的行为侵犯了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
, 也是对公认

的国际关系准则的粗暴践踏
。

菲律宾染指南沙群岛的图谋由来已久
,
早在 四十年代 已见端倪

。 1 9 4 6年 7月
,
当时 的 菲

律宾外长季里诺曾声称
,
菲律宾

“

拟将南沙群岛并入国防范围之内
” ①

。
1 9 5。年 5月 13 日 ,

《 马尼拉纪事报 》 发表社论
,
呼吁菲律宾政府与美国一起

, 对西沙和南沙群岛共同采取紧急

行动
,
并要求立即占领南沙群岛

。

此后 ,
菲律宾国防部表示

,
将与外交部讨论此事

。 ② 进入

① 《 中央日报 , ,

民国 5 6年 5月 2。日
。

② 赵宗岑丰二
《 地图周刊 》 ,

第 5T0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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