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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艰难的开拓—毛泽东的

　　　法思想与法实践》评介

张 少瑜

重庆社会科学院院长俞荣根教授的新著《艰难的开拓——毛泽东的法思想与法实践》一

书,已于 1997年12月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这部近 30万字的著作,从一个独特的

视角,对毛泽东的法律思想和实践活动进行了系统的描述和分析, 开创了毛泽东研究的一方新

开地, 丰富了我们对 20世纪中国法律思想史的认识。笔者有幸较早地阅读了这部书,受益非

浅,觉得它在选题构思、体系安排、材料运用和语言风格上都有自己的特色,值得一读。

毫无疑问,不论从哪个角度看,毛泽东都是 20世纪中国最有影响力的巨人之一。他参与缔

造和领导了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因此,尽管当今人们对他存在各

种不同看法, 但不管怎么看,你都不能回避他的巨大影响。回避了他,你就无法正确地认识历史

和现实;但正视他,研究他, 又有材料、观念上的许多条件的限制。这就是毛泽东研究课题的魅

力和难点所在。本书作者知难而上, 展开了对这个课题的研究,并取得了可贵的成果。就这一

点而言,本书是有开拓性价值的。

本书是一部学术著作, 具有学术上的严谨性。全书内容从逻辑上可分为三个部分:前言部

分对与毛泽东的法思想与实践有关的概念进行了辨析,指明了本书探讨的范围;正文部分为七

章,按照历史的顺序,叙述了毛泽东从青年时期到晚年的各个时期的法思想与实践的基本情

况;最后在析论和结语部分从法哲学角度对毛泽东法思想的成功与失误进行了分析并指出了

他留下的时代课题。这种结构安排是符合本课题的特色的。毛泽东是一位革命家而不是一位

法学家,更不以法律作为自己的职业;他的法思想主要不是体现在法学专著或法律实务中, 而

是体现在他对中国革命的各种问题的思考和改造社会的实践活动中。本书选择了将毛泽东的

法思想与法实践相结合的角度, 按照历史发展的脉络展开叙述和分析,比较好地说明了他的思

想产生和发展的过程及其特定的历史和社会根源,有助于读者在具体的历史环境中去感受和

理解毛泽东, 而不去苛求于前人。

本书作者怀着对人民领袖毛泽东的崇敬和热爱之情,高度评价了毛主席在中国革命和建

设的各个时期的法思想及对法制建设所作出的杰出贡献,同时也冷静、客观和恰当地指出了这

位伟人晚年在法制问题上的失误。作者从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党的建设、阶级斗争、民主追求

和重视人的作用六个层面展开剖析, 可以说是抓住了毛泽东法思想的主要特质。在分析到毛泽

东晚年的失误时虽涉及到了个人责任,但作者并没有过多纠缠于个人的是非功过或心理气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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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强调对更为深刻的社会经济、政治与文化背景的发掘与分析。这种态度完全是符合历史唯

物主义的,只有这样, 才能使后人得出深刻的教训,哀之亦鉴之,找出切实有效的社会改革办

法。

从总体上说, 本书属于法史性质的著作,同时也不乏深刻的哲理分析。作者在这里显示了

很强的治史功力、深刻的哲学思维和严谨的治学态度。他搜集使用了大量的、在当时条件下可

以得到的史料,坚持从史实出发,下笔有据,不空谈妄断, 因而很有说服力。尤其可贵的是,对这

样一种介绍、研究领袖人物的题材,作者却使用了一种别致清新的写作风格。他在述说毛泽东

的思想与事迹时, 有故事,有情节, 有史实的辩证和背景的介绍,也有历史的联想和观点的论

析,行文朴实,生动活泼,从而使本书有较强的可读性。这也是本书的成功之处。

本书读罢两遍,掩卷深思,在得到深切教益之余,也仍然感到有一些不满足之处。主要有这

样几点:

首先,本书从材料使用的充实性上说还有待增补。现在使用的材料主要是《毛泽东选集》和

《毛泽东文稿》中已收的著作、公开出版的党和国家的文件及国内所出的各种传记、回忆录等,

可以说一般的中文材料都使用了,但是要说明毛泽东,目前这些材料还不充足。除了大量散在

民间的材料有待搜集外,国外的材料也应受到重视。毛泽东研究是一门世界性的学问。现在国

外研究毛泽东的资料和成果数量非常大,尽管他们的立场观点与我们可能大相径庭,但他们的

工作对我们深入认识毛泽东无疑是很有用处的。本书作者在搜集和运用这些外文资料方面明

显是有欠缺的。

其次,从方法上看,由于缺乏必要的横向比较研究,人物的形象显得有些呆板和孤立。本书

是《马克思主义法学在中国》丛书中的一种,其他几种分别写刘少奇、周恩来和邓小平的法思想

和法实践。由于这种体例上的限制,本书中毛泽东的思想与实践就缺乏与我党其他领袖人物的

比较和联系(同时也缺乏与我国同时代的其他重要人物如孙中山等的比较研究) ,显得孤立和

单薄,毛泽东的伟大与过人之处也就因此而削弱了吸引人的魅力。大凡写人的作品,抓人之处

必在于: 先要写出此人在什么样的条件下想问题、办事, 次要写出在同样条件下, 别人在怎样

想、怎样办,而此人却要这样想、这样办,并因此而获得不凡的效果。这样写,主人公的过人之处

就表现出来了。本书在这方面存在一些不足。

再其次, 从什么样的角度去观察和评价毛泽东, 也值得我们更深刻地去思考。本书写作于

90年代初期, 1993年定稿, 等待出版,自那时至今已有五年之久。这期间我们党和国家在法治

建设上的认识又有了新的发展, 这突出表现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治国方略和

奋斗目标的确立。现在我们正处于 20世纪的最后两年, 面临新世纪的挑战, 抚今追昔,不能不

引发人们对整个 20世纪历史的回顾和反思。什么是 20世纪中国历史发展的主流? 不同的人

们可能会有不同的看法,但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依法治国、建设现代化的民主法治国家是

这一主流中的重要的基本内容之一。我们应该用这样的标准去衡量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一切历

史人物的是非功过。对于前人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所产生的思想和活动,我们可以给予充分的理

解和尊重,但对其评价还是应该实事求是, 不可过分拔高,否则,既无益于正确树立毛泽东的形

象,也无益于我们当前的法治建设事业的开展。

总的说来,本书是一部有重要的开拓性学术价值的成功之作, 值得一读。研究当代领袖人

物的书不好写,需要作者有极大的理论勇气和社会责任感,因而本书的写作是值得鼓励和支持

的。考虑到本书选题的难度、资料的限制和成书时间较早,书中存在一些不足也是很自然的。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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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我们也要从具体的历史条件去理解,不可用今天的认识苛责于作者当年的工作。该书现在

取得的成果, 无疑是开了一个好头,对今后类似题材的研究工作是个极大的鼓舞。我希望能看

到更多更好地研究现代法制史和法律思想史的著作出版,以繁荣学术并有益于现实的法治建

设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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