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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粱启超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著名的思想 家．他 的法律 思想，不仅 以变法维新为主要 内 

容，提 倡 德治”、正确处理好“法治”与“德 治”的关系、主张党政、强调在法律规定范 围内的 自由等 ． 

也是梁启超法律思想的重要 内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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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 (187 3年～1929年 )字卓如 ，号任公 ，又 

号饮冰室主人。在从事变法维新的过程中，他发表 了 

许多宣传西方政治和法律思想的文章和著作，系统 

地介绍了西方 一些著名法律思想家如霍布斯、斯 宾 

诺莎、卢梭和孟德斯鸠等人的法律思想 ，并阐述 了自 

己的一些法律思想 ，如《变法通议 》、《中国法理学发 

达史论*等 ．对当时 中国的政界、法律界及思想界发 

生过重要的影响。在梁启超诸多有关法律的论述及 

对中西方法律思想 的研讨中，笔者认为有以下几方 

面值得进一步进行分析。 

一

、 法与道德的关系 

梁启超认为，在“变法 ”的同时，必须要进行 国民 

遭德的改造，提出了“国民道德改造说 1](P144)。 

他在 1896年前 后，就 开始 酝酿国 民道德 改造 的思 

想。提出“风气同时并启，人才同时并成”，“变法之本 

在育人才 ，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兴在变科举”。 

他主张要“开民智”，提高中国广大人民群众的文化 

智识水平，使整个社会有良好的道德风尚，革除国民 

中存在的奴性 、愚 昧、为我、好伪、怯懦、无动等六个 

方面的道德特性，从而“兴 民权”．最后达到在中国实 

现民主政治的目的。梁启超提出“权智相倚”的观点， 

认为“权者生于智”，“有一份智，即有一份权”Ez] 

(P388)。从 以上的论述可以看出：只有对 国民进行 

道德教育和思想启蒙教育．进行诸如资本主义的科 

学技术、文化教育、思想观念、道德风尚等资产阶级 

社会启蒙运动，对国民的道德进行改造和更新．才能 

“激发国民的正气”，使国民认识到自己的权利．达到 

“自由，平等 、博爱”等思想深人人心 ．进而达到 民主 

政治的 目的。这种民主政治 ，是“法治”，是资本主义 

的法治 ，不是封建主义的法治。封建主义的法治 已经 

不适应 中国当时的社会 了，所以要变法。那么究竟什 

么是道德?道德与法的关系如何?”法治”“人治”与 

“德治”的关系如何?梁启超对此有 自己独特的看法 

1，关于道德 

梁启超分析和研究了一些 中外思想家关于道德 

起源的认识，特别是亚当 ·斯密以及达尔文和斯宾 

塞等人认为道德来源于人类的社会生活和人类的本 

能的道德起源的观点．同时继承和发挥了苟子认为 

道德起源于人类的物质生活需要E3](P190)的道德 

起源说．将这些观点进行分析综合并加以改造．形成 

了自己的道德起源说，认为：“道德就是由社会生活 

的需要而产生的，即为调节人与人之间 ，个人与社会 

之间的关系而产生的。”[1](P1 5 3)道德有非常鲜明 

的社会性，维护的是广大社会成员的利益，满足的是 

人们共同生活 的需要。梁启超在其所著的《新 民说》 
一

书中，专门有“论公德”和“论私德”两篇，对人的道 

德观念作了比较深刻的论述。认为“人人相善其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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谓之公德”．“人人独善其身者谓之私德”。公德具有 

社会的强制力．只有公德和私德的完美结合·民族兴 

旺和国家的强盛才具备必要的条件。但是 ，在一个 国 

家 ．单凭道德来进行统治是根本不可能 的t所以 ，梁 

启超提出了道德与法应当“相须为用”。 

2．道德与法 

粱启超认为．道德与法的关系是；“两者是异用 

而同体．异统而同源．且相须为用，莫可偏废。”[3]法 

与道德不同．它们是两种不同的社会规范t不能将它 

们混为一谈。他认为法不能独立存在+只有人们有了 

良好的道德习惯．用道德教育来辅助法律的实施，法 

律才能得到真正的遵守和施行，否则法律就像一张 

度纸 如果法律脱离了道德而存在，法律仅仅靠国家 

强制力来维 护，是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所 

以．在一个文明国家 ，不仅要强调法律 的作用．还要 

特别重视道德对法律的作用。启发民智、对国民进行 

道德教育 和思想启蒙教育 ，是 中国进行“变法”和走 

上富强之路的一项根本之策。当然 ，梁启超所分析的 

道德与法的关系．实质上是要把当时的人民的思想 

意识改造成符台他所祟尚的君主立宪政体的法制要 

求．“道德”是符台君主立宪政体的所谓“国民道德”， 

法是与君主立宪政体相适应的法律。但不管怎样，粱 

启超所提出的道德与法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关系 

对当时乃至以后中国的法律思想都有一定的影响 

3．“法治”、“人冶”与“德治” 

梁启超认为，“法治”与“人浩”不可偏废[2] 

(P3 90)．但 又不能过分强调一种 。他反对只要“人 

治”的主张 ．认为“人治”台带来很多弊端 。第一 ，“人 

治”是以某一人或某几人为转移；但一人发挥作用的 

时间短．范围小。而“法治”发挥作用的时间长，范围 

广。第二，“人治”是一种贤人政治，遇贤则国治+遇昏 

君则国乱 第三．中国的实际是国家大+政务繁+专靠 

人治是行不通的L4]。同时．梁启超又反对只靠“法 

治“一即所谓的“徒法而治”。主要有 以下两点理由：第 

一 一“人能制法，非法制人 ”。“法不能 自立”，法要由人 

来制定+所以制定法的人的“德”与“智”非常重要+只 

有同时具备“德”与“智”的人，才能根据需要制定和 

修改法律，制定出“善法”。第二．“徒法不能自行”。法 

律不能制定 自己，也不能 自己去实施 自己。有“善 

法”才能有“善治”，善法要靠人来铋定，也要靠人来 

实施。只有这样．才能发挥更好的作用[2](P391)。 

由此也可以看出-不论是 梁启超所提 出的“法治”还 

是”人治”·都与“德”密切相关，都要通过“德”来实 

现 即在“法治”和“人治”中，必须要有“德 治”，“德 

治”是“法治”和“人治”的前提，是“法治”和“人治”中 

不可缺少 的一部分 。“法治 和“人浩”中体现 出“德 

治 ”，没有“德治”+就不可能去通过“人治”去实现最 

终的“法治”。 

无论是“法治”、“德治”还是“人治”．梁启超的这 

些观点都是为了他的“君主立宪”提供理论依据 以 

达到“变法维新”和“教亡图存”的目的 

二、“君主立宪”的思想及其发展变化 

梁启超曾在康有为主持的万木草堂学习．受康 

有为变法维新思想 的影 响颇深 他认为．变法的一个 

关键就是要改变政体，戊戌变法运动．实质上就是中 

国近代史上的一次君主立宪恬动 在进行变法运动 

的前后，粱启超写了大量的文章衷宣传维瓶变法和 

立 宪，这些 文章发表在《中外纪文 》、《时务报 、《湘 

报》和《湘学新报》等刊物上 ，后来 被编 为《饮 冰室台 

集》，集 中反映了他 的宪政和变法维新思想 但是．在 

戊戌变法以前以及戊戌变法之后t梁启超立宠主张 

的内容有所不同，分述如下 

1．戊戌变法前梁启超的君主立宪思想 

戊戌变法之前一直到戊戌变法时期+梁启超始 

终是康有为的支持和追随者，他积极协助康有为组 

织和宣传变法维新的宪政纲领 ，在这个时期 ，梁启超 

的宪政思想基本上与康有为的立宪思想是相同的。 

主张要变革封建的专制政体，实行君主立宪。宪政的 

理论基础主要借助的是《春秋》中的“公羊三世说“。 

认为 “据乱世”、“升平世”和“太平世”是人类社会历 

史发展的三个阶段，分别代表着君主制、君主立宪制 

和民主共和制三种不同的政治制度 人类社会由“据 

乱世”进入“升平世”．然后进入“太平世”，国家制度 

也相应地由“专制”进入“立宪”t再由“立宪”进入“共 

和”。根据中国当时的情况，对封建的集权专制制度 

进行变法维新，实行君主立宪是社会和历史发展的 

必然趋势。但是，戊戌变法运动的失败，使粱启超的 

思想受到了深劐的冲击，加之在 日本逃亡期间的所 

闻和所见，受近代西方资产阶级政治思想的影响，他 

的立宪思想有了重要的发展和变化。 

2 戊戌变法后梁启超的立宪思想 

戊戌变法运动失败之后．粱启超力推西方资本 

主义国家的立宪政治 希望设立国会制定宪法 但 

是+他极力反对共和立宪制+认为共和立宪在当时的 

中国会引起革命和流血，人民的生活会受到极大的 

影响，国家也会嗣此而不稳定。所以反对进行武装斗 

争夺取政权+主张实行君主立宽。特别是请政府倒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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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粱启超写了几十篇文章论述宪政。北洋政府时 

期．君主立宪几乎不可能实现 +梁启超在游历欧洲 回 

国之后 ．义开始主张制定一部资产阶级的宪法。他在 

哀告议员*一文中曾说 ：国会恢复后 的第一件事是 

立宪．第二件事是立宪，第三件事还是立宪。但直至 

北洋政府倒台，粱启超的宪政理想在当时的中国还 

没能实现。 

梁启超的宪政思想，是当时中国社会中新兴资 

产阶级思想的反映 ，也从另一个侧 面反映了历史发 

展对中国社会的要求 

三、“君主”、“朝廷”与“国家”的关系 

由于受西方资产阶级思想 的影响，在中国实行 

君主立宪一度成为粱启超的理想 ，为 了寻找理论根 

据 ．他从 社会契约论”、”人民主权论 ”等西方资产阶 

级的政治观点 出发，提出：国家是一个公司，朝廷是 

公司的事务所，而君主则是这个事务所的总办[1] 

fP1 79)。朝廷代表的是国家的利益 ，为国家效力 。君 

主通过朝廷对国家进行治理，爱朝廷就是爱国家。一 

个国家的君主应当忠于国家、代表人民浩理国家，对 

于所有的国家事务，不能独断专行 ，实行 专制统治， 

防止专制统治的最好方式就是实行君主立宪。这样， 

梁启超从另一个角度 为自己所主张的君主立宪找到 

了理论根据。需要指出的是，这种观点是针对清政府 

的封建专制统治和光绪皇帝在戊戌变法中公开表示 

支持倡导变法的维新派时而提出的，在戊戌变法失 

败 后就投有再提及 。 

四 、关于自由 

粱启超 的自由观，主要 是受 17、18世 纪西方一 

些资产阶级思想家理论和学说的影响 。他所主张的 

自由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所倡导的 自由，是一种受 

法律规范的自由。其主要观点如下： 

1．粱启超在分析欧洲和美国等西方资本主义 

国家发展过程的基础上，得出了自己的结论 他认为 

自由是这些 国家的立国之本 这些国家几百年的发 

展过程实质上就是人民为 自由奋斗的过程 。他对这 

种自由的崇尚在其《新民说》等文中有所反映。中国 

的发展和民众道德观念的改变必须依靠“自由之 

德”，要用“自由之德”来救 中国 自由有多种形式 ．真 

正的自由是在一定界限和范围内的自由，是不以侵 

犯他人的自由和社会整体利益为前提的。 

2．在真正的拥有 自由的国家 +民众首先要遵守 

“公理”，其次要遵守 自己所制定的法律 再次是要少 

数服从多数。这种在法律基础上的自由观．充分体现 

西方资本主义思想对粱启超的影响。梁启超认为+西 

方 国家法制健全 ，法律 的制裁 力强 ．在 这样 的前 提 

下，民众才有可能得到真正的自由[1](Pl 80)。 

综上所述，梁启超 的法律思想集中在其 变法 ” 

和“立宪”的主张中+同时他又十分强调”道德”和”自 

由”对政治和法律的影响 。不管实际结果如{可，他的 

这些思想即使通过变法实现了，也只能达到资产阶 

级上层参与政治的目的，不能改变当时中国社会的 

根本状况。他的法律思想 ．在 当时起到 了一些启蒙作 

用，对后来中国一些知识分子的法律观也有相当重 

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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