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之下
,

王下,弓下声哪‘ 叫 , 目护口 切扣叼脚‘
碱卜 佃 帕 卜明卜

番
论 法 制 的 概 念 ‘喇卜毗卜州 卜月即

口

叫竹阳叫脚叼办 , 叫扣
口

叫卜

备
番
、咖命蜘咖咖

喇即
咖咖咖咖咖咖啦咖 陈 春 龙 , , , , , , , , , , , , , , 声

关于法制概念的问题
,

建国以来法学界一直存在有不 同意见
。

粉碎 “ 四人帮 ” 后
,

随着我国法制建设的迅速进展
,

法学界又就此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

究竟什么是法制
,

法制的概念应该如何理解
,

这是一个事关法学 研究和法 制建设的 重要问题
。

不 把 法

制的概念弄清楚
,

我国的法学 理论体系就难于形成
,

健全法制的正确途径也不易找准
。

因此
,

关于法制概念的讨论
,

既具有理论意义
,

又具有现实意义
。

本文试就这一问题谈

谈 自己的粗浅看法
。

一
、

法 制 的 字 义

“法制 ” 一词首见于我国史籍
,

应为记载西周制度的《礼记 》
,

书中的《月令篇 》

说 “是月也
,

命有司
,

修法制
,

缮图圈
,

具梗桔
,

禁止奸
,

慎罪邪 ” 。

所谓 “ 法 ” ,

我国古代指定罪判刑
、

定分止争
、

兴功惧暴的一种规矩绳墨
,

即主要

是刑事方面 的法规
。

礼记 《月令篇 》把 “修法制 ” 同 “缮图圈
,

具栓桔
,

禁止奸
,

慎罪

邪 ” 联系起来
,

就说 明了这一点
。

所谓 “制 ” ,

据 《增韵 》
、

《说文 》和 《释名 》等字书解释
,

其 本 义 为 “正 ” ,

与 “政 ” 相通
,

皆所以设范立制
,

使下有所正也
。

我国古代使用的 “制 ” 字
,

偏重于典

章制度方面的规定
。

“ 法 ” 与 “ 制 ” 虽然含义有别
,

但两字可以通用
,

或者以 “ 法 ” 作为制度的统称
,

或者以 “ 制 ” 作为成文法来解释
。 “ 法 ” 与 “制 ” 组合成 “法制 ” 一词

,

则兼两种含

义
,

形成一个独立的概念
,

并屡见于古代典籍之中
。

如 《管子 》任法篇说 “ 以法制行

之
,

如天地之无私也 ” 《商君书 》指出 “法制 明则民畏刑
。

法制不明
,

而求民之行

令也
,

不可得 也
。 ” 告诫统治者应该 “慎法制

,

言不中法者
,

不听也 行不中法者
,

不

高也 事不中法者
,

不为也 ” 《韩非子 》也有 “ 明法制
,

去私恩 ” 的提法
,

并指出了

“慈仁听
,

则法制毁 ” 的严重后果
。

在我国古代
,

一切大权均操于君主一人之手
,

设政施治皆出诸君命
,

所有法律制度

都由君王建立
。

所 以
,

在古籍上有时干脆把 “法制 ” 叫作 “ 王制 ” “ 王制者
,

治天下

之法制
,

汉文帝令 阵士诸生作
。 ” 礼记

·

王制 》 这充分反映了当时法制的本质和内容
。

“ 法制 ” 一词世界其它国家也广泛采用
。

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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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 文 合法
,

法制

法 文 色 色 合法性
,

法制

西班牙文 合法性
,

合法地位
,

法制

德 文 合法性
,

法制
,

俄 文 法制
,

法律制度
,

合法性
, 合理性

,

遵守法律

日 文 木冲匕丫法 制 法制
,

法律和制度
,

根据法律制订的各种制度
,

法

律
、

条例
、

章程的总称

英
、

法
、

西
、

德等国使用的法制概念
,

均与合法性同义 日本使用的法制概念
,

与

法律和制度相通 , 苏联的法制概念则兼有两种意义
。

二
、

法 制 的 类 型

从上述法制的字义可以看出
,

我国古代和外国对法制概念的使用
,

主要有 两 种 含

义 一是侧重于法律和制度
,

一是侧重于合法性
。

这两种含义反映了两种不同类型的法

制
,

即奴隶社会
、

封建社会法制和近代资本主义法制的差别
。

历史上各个不同的统治阶级
,

为了维护本阶级的政治统治和经济利益
,

都要把自己

的意志制定成法律和制度
,

并保证这些法律制度的实施
。

因此
,

尽管在性质
、

内容和形

式上有所不同
,

但任何国家都有自己的法制
,

都有维护自己法制的要求和相应措施
。

不

仅资本主义国家有法制
,

奴隶制和封建制的国家也有法制
。

早在公元前十八世纪
,

古比伦奴隶制国家就颁布了《汉穆拉 比法典 》
,

对刑事
、

民

事
、

贸易
、

婚姻
、

继承和审判制度等均作了规定
。

汉穆拉比国王一再申明 必须遵从他

在他的石柱上所铭刻的正义言词
,

不得变更他所决定的司法判决
,

他所确立的司法裁定
,

不得破坏他的创制
。

罗马法学家经常谈到 必须遵守法律
,

他们的格言是 法律是严酷

的
,

但这是法律
。

罗马法的体系就是在一定范围内调整社会关系 主要是财产关系 的

法制基础
。

在封建社会中
,

也有封建阶级的法制
。

例如在欧洲封建中央集权君主制的形

成时期
,

国家政权在克服大封建主的分立倾向时
,

就曾力图保证它所颁布的法令得以遵

守和执行
。

一位著名的封建帝王说过这样一段话 “ 因为正是国家管理才需要那样坚决

地保护公民的权利
,

而当不保护他们或者把他们当作纸牌玩耍时
,

法律条文就失去了意

义 ” 。

①

在我国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相交的春秋战国时期
,

法家就法律的公布和实施
,
法制

的统一
,

守法对于维护法制的意义等问题作了大量论述
,

并针对当时天下大乱的局势强

调指出 “ 君臣
、

上下
、

贵贱皆从法
,

此谓为大治
。 ” 《管子

·

七臣七主篇 》 把君

臣
、

上下
、

贵贱都服从法律
,

遵守法制
,

作为大治天下的根本措施和主要标志
。

到了封

建中央集权国家兴盛时期的唐朝
,

封建法制更加系统化和周密化
。

在立法方面
,

法典内

① 恩
·

阿
·

伏斯克列什斯基 《 彼得一世的法律文件 》。

苏联科学院出版社
,

年莫斯科一

列宁格勒俄文版第 卷
,

第 页
。

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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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全面
,

结构合理
,

条目简明
。

不仅有法律
,

还有法律解释
。

形成了由 “律
、

令
、

格
、

式 ” 四种法律形式组成的法制体系
。 “律 ” 主要是定罪量刑的刑法条文

,

也包括民法
、

诉讼法等内容 , “令 ” 是关于国家制度和组织等方面的规定 , “格 ” 是皇帝救令
、

指示

的汇编 , “ 式 ” 是关于国家机关组织和活动原则的规定
,

具有行政法的性质
。

它们的相

互关系是 以律为纲
,

以令补充律之不足
,

以格
、

式辅助律
、

令的施行
。

在执法方面
,

以唐太宗李世民为首的统治阶级的核心人物
,

鉴于先朝覆亡的教训
,

比较强调按照法律

规定办事
,

以维护整个封建法制的权威
。

但是这种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法制
,

实行公开的等级特权制
,

完全没有法律面前人

人平等的观念
。

我国自西周至清代的法律
,

都明确规定对上层统治集团的犯罪行为
,

实

行各种庇护的 “八议 ” 制度
,

以维护少数奴隶主和封建主的法内特权
。

至于法外特权 ,

就更是汗牛充栋
,

无所不及了
。

所以 ,

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法制
,

是一种专制性质的

法制
。

近代资本主义法制则与此不同
。

它是在反对封建专制和等级特权
、

维护和发展资本

主义私有经济基础上产生的
。

资产阶级提出了 “天赋人权 ” 、 “ 主权在民 ” 的 口号
,

反对

封建阶级的君权和神权
,

主张民主
、

自由
、

平等
、

博爱
,

要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

实行
“罪刑法定 ” 和 “罪刑相适应 ” 原则

,

建立了包括三权分立
、

代议制和普选制在内的一

整套崭新的法律制度
,

创造出许多前所未有的民主形式
,

对立法
、

司法
、

行政和各级官吏能

够进行比较有效的监督
,

有利于制止破坏法制的个人专横
。

曾执掌资产阶级政权
、

被列

宁称赞为 “伟大的资产阶级革命者 ” 的罗伯斯庇尔
,

就是维护资产阶级法制的典型
。

他

认为 蝴及从法律是每个公民的义务 ” ,

并特别要求公职人员守法
,

自己也身体力行
。

法国

制定一七九一年宪法时
,

没有接受他的民主主张
,

罗伯斯庇尔曾对这部宪法草案进行了

激烈批评
。

但当宪法正式颁布施行后
,

他却认为应当 严格执行 , 宣布 自己是 宪法的
“保卫者 ” 。

他在回答别人的疑惑时说 “作为制宪会议的成员
,
我曾竭尽全力来反对

那一切现时受到社会舆论非难的法令
,

但是从宪法文件一成立
,

并经普遍同意确认的时

候起
, 我就只要求确切执行它

。 ” ①

必须指出
,

资本主义法制是作为对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实行专政的手段确 立 起 来

的
。

当阶级斗争形势对资产阶级的统治造成根本威胁的时候
,

它就感到法制是 一 种 累

赘
,

在某种程度上束缚了它
,

从而逐渐抛弃自己的法制
。

无产阶级也不能把 自己的斗争

局限在资本主义法制允许的限度内
,

而必须起来摧毁资本主义法制
。

列宁指出 “利用

资产阶级建立的法制的时代将由伟大的革命斗争的时代所代替
,

而且这些革命斗争在实

际上将摧毁全部资产阶级法制
,

摧毁整个资产阶级制度
,

而在形式上将以资产阶级企图

摆脱法制的慌张挣扎而开始 现在已开始
。

法制为资产阶级所建立
,

如今却成为它所

不能忍受的东西了 ” ②

在摧毁资本主义法制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法制
,

与上述两种类型的法制完全

不同
。

它既彻底排除了奴隶
、

封建法制的专制
,

又把资本主义法制对全体公民一律平等

① 《 革命法制与审判 》。

商务印书馆 年版
,

第 页
。

② 《 两个世界 》。 《 列宁全集 》第 卷
, 人民出版社 年版

,

第 页
。

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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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原则付诸实施
, 以其强烈的阶级性和真正的民主性

,

谱写着人类法制史的新篇章
。

三
、

我国法制概念的使用

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
,

我国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也建立了自己的社会主义法

制
。 “法制 ” 一词在党和国家文件

、

法学文章和著作中被广泛采用
。

但迄今为止
,

对这

一概念还未形成一个统一明确的解释
。

归纳起来
,

对 “法制 ” 概念的使用和理解
,

大致

有如下几种意见

第一种意见
,

法制就是国家的法律和制度
。

最早最明确提出这个概念的
,

是我国老

一辈革命家
、

法学家董必武同志
。

一九五七年三月十八 日
,

董必武同志在军事检察院检

察长
、

军事法院院长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 “有 人问
,

究竟什么叫做法制 现在世界上

对于法制的定义
,

还没有统一的确切的解释
。

我们望文思义
,

国家的法律和制度
,

就是

法制
。

什么叫制度
,

制度就是在一个国家里面
,

包括社会的组织
,

大家都要遵守一定的

秩序
。 ” ①董必武同志谦逊地提出的这个法制概念

,

得到法学界许多同志的赞同和广泛

使用
。

一九八 年出版的我国第一部法学专科辞典
,

在 “ 法制 ” 条 目中正式列上这一解

释
。

有些同志在同意这个解释的前提下
,

进一步给它充实了内容
,

如指出法制的基本特

征和阶级属性
,

使这一概念更加准确
。

他们认为
,

法制就是经过国家机关制定或认可
,

并由国家强制力保证执行和遵守的
、

表现统治阶级意志的法律和制度规范的总和
“ 。

另

一些同志对 “法律 ” 和 “制度 ” 作出了具体解释
,

使这一概念更加完整
。

他们认为
,

法

制就是指国家的法律制度
,

即包括成文法
、

不成文法在内的全部法律规范和包括立法
、

执法
、

守法等方面的各种法律制度 ⑧
。

第二种意见
,

法制不仅包括法律和制度
,

而且包括立法
、

司法和守法的全部内容
。

持这种观点的同志认为
,

法制是统治阶级按照自己的意志
,

通过国家政权机关建立起来

的法律制度
,

包括立法
、

执法
、

守法和保证法律的实施等几方面的内容
。

它要求一切 国

家机关
、

社会团体
、

企业事业单位
、

公职人员和公民个人都要遵守法律
,

上述机关
、

团

体
、

单位和公民的合法权利和利益
,

均受国家法律的保护
。 厂

一

, 全

第三种意见
,

法制不仅包括立法
、

司法和守法
,

还应包括法制宣传
、

法律教育
、

法

① 《 在军事检查院检查长
、

军事院院长会议上 的讲话 》。 《 论社会主义 民主和法制 》。

人民

出版社 年版
,

第 忿页
。

② 《 民主和法制讲话 》。

天 津人民 出版社 了 年版第 页
。

③ 《 评法制概念的广狭二义说 》
。

《 学 习与探索 》 年第 期
。

④ 《 法律常识手册 》。

中国青年出版社 年版
,

第 页
。

⑤ 《 法律知识问答 》。

北京 出版社 年版
,

第 页
。

⑥ 《 国家和法的理论基本知识 》。

陕西人民出版社 年版
,

第 页
。

⑦ 《 “ 四人帮万 是破坏社会主义法制的罪魁祸 首 》。 《 辽 宁大学学报 》 了 年第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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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研究等各个方面
。

①

第四种意见
,

法制是法律和制度以及统治阶级法律意识的总称
。

持这种看法的同志

认为
,

必须把统治阶级的法律意识包含在法制这个概念的范畴之内
,

才能完整地
、

准确

地了解
、

掌握法制的全部含义
。

如果把法制的含义仅仅局限于法律制度问题 ,

或者局限

于立法
、

执法
、

守法问题
,

则是不全面的
。 ‘

共

第五种意见
,

法制是法律制度和根据该制度建立的社会秩序
。

一九七九年出版的
、

我国 目前最大的综合性辞书《辞海 》给法制下的定义是
“

统治阶级按照自己的意志 ,

通

过 国家政权建立起来的法律制度和根据这种法律制度建立的社会秩序
。 ” ③ ④ ⑤ ⑥

第六种意见
,

法制是国家的一种管理方法
。

具体说
,

所谓法制就是民主制 国家的国

家机关
、

社会团体
、

全体公民严格遵守法规 , 实现国家任务
,

保障公民权利的一种管理

方法
。

⑦

第七种意见
,

法制是统治阶级的一种原则
。

尽

第八种意见
,

法制就是严格执行法律
。

、

第九种意见
,

法制这一 名词有四种意义
、

国家所制定的法权规范的总和
、

国家的立法活动
、

实现专政的方法
、

国家机关活动的原则
。

乞

第十种意见
,

法制概念分为广义与狭义两种
。

这种观点认为 从广义上说
,

法制是

指统治阶级技照自己的意志
、

通过政权机关建立起来的
、

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其实施的法

律制度
。

它包括立法
、

执法
、

司法
、

守法等方面
。

因此
,

历史上无论是奴隶制国家
、

封

建制国家
、

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都有自己的法制 , 狭义的法制是资产阶级革

命的产物
,

是指所有国家机关
、

社会团体
、

公职人员和公民都必须严格地
、

平等地遵守

建立在民主基础上的统一的法律制度
。

从这个意义上说
,

历史上只有资本主义法制和社

会主义法制
。

皿 招 多

将上述十种意见 当然还可以分得更细些 归纳一下
,

可以看出 第一至第五种法

制概念的内涵中
,

均包含有 “法律和制度 ” 。

只是有的以法律和制度为限
,

有的进一步

① 参加第八次全国司法工作会议的中直和国家机关代表座谈会上的意见
。

② 《 浅谈民主与法制 》。

河南人民 出版社 年版
,

第 页
。

③ 《 辞海 》。

上海辞书出版社 年版
,

第 页
。

④ 《 法制一词含义 的初步 探讨 》。
《 西南政法学院学报 》 年第 期

。

⑤ 《 现代 法制概念试解 》。 《 西南政法学院学报 》 了 年第 期
。

⑥ 我国出版发行的《 北京周报 》 ,

近些年将法制一 词译成 日文时
,

也改掉过去传统的译法
,

而

采用 “ 法秩序 ” 、 “ 法体系 ” 这种解释
。

⑦ 《 谈加强法制的几个问题 》。 《 吉林大学学 报 》 年第 期
。

⑧ 《 法学词典 》。

上海辞书出版社 。年版
,

第 页
。

⑧ 《 国家和法的理论讲义 》
。

第 页
。

⑩ 《 新名词词典 》。

上海春明出版社 弓 年第 版
,

第 页
。

《 什么是法制 》 。 《百科知识 》 年第 期
。

《 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间题 》 。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年版
,

第 页
。

⑩ 《 什 么是法制 》 。 《 北京 日报 》 ‘
年 月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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犷大了范围 第六至第八种意见
,

都是从某一方面或某种角度给法制下定义 , 第九
、

十

两种意见
,

则只是客观地反映法学界的几种观点
,

未必能说得上是对法制概念的独立看

法
。

为什么关于 “法制 ,, 概念的问题会出现如此众说纷纭
、

莫衷一是的局面呢 这一方

面是因为
,

长期以来我国的法制建设不被重视
,

对法学缺乏认真
、

深入的研究
,

对我国

历史上和外 国的法学理论
,

更是采取一种盲目排斥的左的态度
,

从而妨碍了我国法学的

发展 , 另一方面
,

这也是科学发展进程中常会出现的一种现象
。

有时尽管对某一对象进

行的研究相 当广泛
,

但要对该对象下一个准确公认的定义
,

却又议论纷纷
,

难以定夺
。

概念是反映对象本质属性的思维形式
,

是人们通过实践
,

从对象的许多属性中抽出本质

属性概括而成的
。

在概念形成阶段
,

人的认识已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
,

把握了事

物的本质
。

而把握住事物的本质
,

是需要一个过程的
。

只要这个过程没有完结
,

就会出

现争鸣不巳的现象
。

这样说来
,

我们是否就只能坐等这个过程的终结
,

而安于现状
、

无所作为呢 不能
。

因为 “ 法制 ” 概念的不确定
,

已在实践中造成了不 良后果
。

当前发扬社会主义民主
,

健

全社会主义法制的新形势
,

迫切要求法学理论工作者尽可能快一些解决这一问题
,

为我

国的法制建设和法学研究开辟新的道路
。

我国三十年法制建设的实践和正反两方面的经

验教训
,

也已为解决这个问题提供了条件
。

四
、

法 制 的 定 义

我们认为
,

法制是统治阶级按照自己的意志
,

通过国家政权关机建立起来并由国家

强制力保证实施的法律和制度
。

这里所说的 “法律 ” , 既包括由立法机关按照立法程序
,

用条文形式制定公布实施

的成文法 , 也包括不经通常的立法程序
,

而由国家承认其效力的习惯法和判例法等 , 既

包括规定人们之间权利与义务
、

罪名和刑罚等的实体法
,

如 民法
、

刑法
、

婚姻法
、

行政

法
、

劳动法等
,

也包括规定诉讼活动程序的程序法 既包括作为国家根本大法的宪法
,

也包括法律
、

法令
、

条例
、

章程
、

命令
、

决议
、

指示等所有法律规范
, 以及由立法机关

对现行法律的意义
、

内容和适用等问题所作的具有法律效力的法律解释
。

这里所说的 “ 制度 ” ,

是指按照法律规定所建立起来
,

全国统一实行
,

具有普遍约

束力的有关立法
、

司法
、

行政和守法的各种制度
,

例如关于立法
、

司法
、

行政机关的性

质
、

地位
、

组织
、

工作程序和方式的规定
,

普选制度
,

代议制度
,

审判制度
,

检察制度

等等
。

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
,

为了维护不同统治阶级的利益
,

有着性质根本不同的法制
。

我国的社会主义法制是国家按照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意志建立 起来的 法律 和制

度
。

它总结人民群众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经验
,

保护公民的民主权利和

合法利益 , 打击敌人
,

惩罚犯罪
,

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
,

建设社会主义的重要工具
。

从这个定义中可以看出
,

我们是赞同上述十种意见中的第一种意见的
。

这是因为

一 尽管其它意见均有自己的道理
,

但往往概念不清
,

彼此重叠
,

形式繁琐
,

使

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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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不得要领
。

比如 “法制不仅包括法律和制度
,

而且包括立法
、

句法和守法 ” 的法制概

念
,

实际上是一个混合体
,

内容广泛
,

不符合概念应该具体确定的要求
。

在行文上
,

先

说 “法制是 ⋯ ⋯法律制度 ” ,
已经给法制下了定义 , 接着却又用 “包括 ” 、 “要求 ” 等

字眼罗列了立法
、

司法和守法等内容
,

使法制的概念不明确起来
。

认为法制应包括统治

阶级法律意识的观点
,

则超出了法制概念的应有范围
。

法律意识是人们对法的理解
、

看

法和态度
。

这些理解和看法尚未形成法律
,

而且还可能改变
,

怎么可以成为法制的一部

分要人们去遵守呢 如果那样理解
,

就有可能为 “ 以言代法 ” 的非法行为 提供 合法依

据
。

至于认为法制还应包括法制宣传
、

法律教育
、

法学研究等各个方面的观点
,

就离确

切的法制概念更远了一步
。

第六种至第八种意见均从某一角度对法制涵义进行概括
,

用意力图简明
,

但未抓住本

质
。

强调法制同民主的联系是对的
,

但否认奴隶和封建社会存在法制
,

则与历史事实和

古籍记载不符
。

而且定义讲 “法制是
· · · ·

一种管理方法 ” 或 “法制是
· · · ·

一种原则 ” ,

下面的内容却是立法
、

司法和守法
,

与自己的定义不相符合
。

将上述十种意见进行比较
,

不难看出
,

关于法制概念的第一种意见 , 简单明了
,

内

含准确
,

鲜明地体现了法制的本质属性
,

易与其它法律概念相 区别 ,

有利于推动国家法

制的建设
、

法学研究的开展和法律知识的普及
。

二 “法制就是法律和制度 ” 的法制概念
,

在我国由来已久
, 习用为常

。

古代关于法制是指 “设范立制
,

使有所循 ” 或 “狱讼之准绳
,

政化之规范 ” 的解释

一直相沿至我国近现代
。

解放前的 《法律大辞书 》写道 “法制简称为法律制度
, 乃指

法律之编制与形式
,

法律所采取之主义以及法庭之组织等之总称而言 ” 。

一些著名法学

家也曾给法制下过与此相类似的定义 “
为社会生活之规范

, 经国家权力之认定 , 并具有

强制之性质者
, 日法

。

为社会生活之形象
,

经国家公众之维持
,

并具有规律之基础者
,

曰制
。 ” ①虽然这些解释带有形而上学的缺点

,

未能揭示出法制的阶级实质
,

但却说明
“法制即法律制度 ” 的说法在我国成了一种传统

。

我们完全可以给这种传统的解释注入新的阶级内容 ,

为我国的法制建设服务
。

马列

主义经典作家早就这样作了
。

列宁在谈到改革全俄肃反委员会时指出 “我们的政权愈

巩固
,

民事流转愈发展 , 就愈加迫切需要提出实施更多的革命法制的坚决口号
, 就愈加

需要缩小那些回答阴谋者任何打击的机关的活动范围
。 ” 泛 很显然 , 这里说的 “法制 ”

是把司法
、

守法等内容排除在外的
,

不然
,

就不能 “实施 ⋯ ⋯法制 ” 了
。

毛泽东同志也

是在 “法律和制度 ” 的意义上使用 “法制 ” 一词的
,

如说 “我们要求所有的人都遵守革

命法制 ” , “法制要遵守 ” 等等
。

③长期担任政法领导工作的谢觉哉同志
,

对 “法制 ”

的概念也是这样理解的 , 如说 “建立法制 ,

遵守法制 ” , “有了法制禁令
,

就得 遵

守 ” 等等
。

④

① 陈顾远 《 中国法制史 》。

② 《 全俄苏维埃第九次代表大会 》。 《 列宁全集 》第 卷
,

人民出版社 年版
,

第“ 页
。

③ 《 在省市 自治 区党 委 书记 会议 上的 讲话 》, 《 毛泽东选集 》第 卷 人民出版社 年

版
,

第 页
。

④ 《 谢觉哉同志 日记摘抄 》。 《 民主与法制 》 ,

人民 日报出版社 年版
,

第“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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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可以使用 “法治 ” 概念
,

容纳其它意见中关于立法
、

司法和守法等内容
。

应该指出
,

关于法制概念应包括立法
、

司法和守法的思想
,

关于强调法制同民主相

联系的思想
,

都是很宝贵的
,

对当前我国的法制建设有着现实意义
。

然而
,

这些重要内

容早就属于 “法治 ” 这个概念了
。

法治
,

即以法治国
,

就是用体现整个统治阶级集体 意志的法律作为治理 国家的依

据
,

国家的组织和统治权之行使
,

社会或个人相互关系之调整
,

慨以法律为准绳
。

它是

一种联系民主
、

排斥专制的治国方法
。

无产阶级法治
,

要求制定一部完善的宪法和一整

套完备的法律制度
,

使各方面的工作都有法可依多 坚持一切党政机关和社会团体
、

一切

工作人员和公民个人都要严格遵守法律
,

依法办事 , 法律和制度必须具有稳定性
、

连续

性和极大的权威
,

任何个人和组织都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
、

独处于法律之外
。

“ 法治 ” 一词最早亦见于我国古籍《礼记 》
,

其中说 “ 先王之 为乐 也
, 以法治

也 ” 。

恩格斯也使用过法治这一概念
,

他在《英国状况英国宪法 》一文中说
“
这些法令

和条例彼此矛盾
,

结果让完全不法的状态代替了
‘

法治状态 ’” 。

①谢觉哉同志 《在司法训

练班的讲话 》中说道 “我们不要资产阶级的法治
,

但我们却要我们的法治
。 ” 史良同

志在《三年来人民司法工作的成就 》一文中也曾说 “ 新中国人民司法工作是在人民民

主的法治道路上健康地前进 ” 。

解放初期
, “法治 ” 一词在我国还是使用的

。

后来随着法律虚无主义和盲 目排外的

左倾思潮的泛槛
, “法治 ” 二字几乎消声匿迹

。

直到如今
,

一些同志仍未最终摆脱这种

思潮的影响
,

认为似乎法治是资产阶级的口号
,

无产阶级不宜采用
,

即使采用
,

也要来

个折衷 —人治与 法治 相结合
。

宁愿在已有定义的 “ 法制 ”

一词 中加进诸如立法
、

司

法
、

守法等意义
,

也不愿痛快地采用言简意赅的 “法治 ” 一词来概括它们
。

粉碎 “ 四人帮 ” 以来
,

在解放思想
、

实事求是方针的指引下
,

法学领域的禁区一个

一个被打破
。

许多同志明确提出要法治不要人治的正确主张
,

论述了实行社会主义法治

的必要性
,

为 “法治 ” 恢复了名誉
。

这种主张已被党和国家所采纳
。

中共中央在关于坚

决保证刑法
、

刑事诉讼法切实实施的指示中明确指出 刑法和刑事诉讼法能否严格执行
,

是衡量我国是否实行社会主义法治的重要标志
。

因此
,

当论及我们国家以法治理时
,

应

用 “健全社会主义法制
,

实行社会主义法治 ” 的提法
,

不再用牵强费解
、

文义欠 通的
“加强法制 ” 或者 “加强社会主义法制 ” 的提法

, 以期准确鲜明
。

同时也再无必要把立

法
、

司法和守法等内容硬塞进 “法制 ” 的定义中去
,

而应让它们归其正位
。

让我们从繁杂琐碎
、

包罗万象
、

扯不清
、

撕不断的 “ 法制 ” 概念的迷宫中钻出来
,

给 “ 法制 ” 确立一个简单明确
、

不容误解
、

不易混淆
、

科学实用的定义
,

而把它不应包

括的内容留给别的法律概念吧

① 《 马克思 恩格斯全集 》第 卷
,

人民 出版社 年版
,

第 虎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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