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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任何一种观点、理论或思想的形成都不可能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同样地，马克思主义法学观的嬗变

亦需遵循与之相匹配的逻辑规律。纵观人类文明各种社会形态下的法律文化及思想潮流不难发现，不同

学派的思想家们总是竭力通过多种多样的法律思维等来探求诸多法律现象背后的内在深层次奥秘。但从

整体上来看，自马克思主义法学诞生以前，无论中西方的优秀法律文化遗产是何等丰富，其始终都摆脱

不了唯心史观的消极影响。在唯心史观视域下，法学家们常常会把纷繁复杂的法学现象视作某种超时空、

超人类及超阶级的抽象产物。然而，这种做法很难使人们正确认识法的本质亦或是真正掌握法的产生、

演进及发展的规律性及内在逻辑性。某种意义上，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基础上诞生的马克思

主义法学观不仅极大地促进了人类文明进程的演进，亦为人们认识客观现实世界和改造客观现实世界等

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思想武器。质言之，马克思主义法学观的诞生，为法律学科的整体发展拓开了一条

无限发展的康庄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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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formation of any single viewpoint, theory, or thought cannot be without its sources. Therefore, 
the evolution of the Marxist legal perspective must follow its corresponding logical laws. A review 
of legal cultures and ideological trends under various social forms of human civilization alwa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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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eals that all thinkers of different schools have tried their best to explore the deep-seated mys-
teries behind various legal phenomena through plenty of legal thinking. However, no matter how 
rich the excellent legal cultural heritage in both the East and the West was, it could not shake off the 
negative influence of idealist historical views before the birth of Marxist jurisprudence. Also, ac-
cording to the perspective of idealist historical views, jurists often regard the complex phenomena 
of law as some abstract products that could transcend time, space, humanity, and class. Such an ap-
proach makes it difficult for all people to correctly and completely understand the essence of law 
and truly grasp the regularity and inherent logic of the emergence, evolution, and development of 
law. In a sense, the Marxist legal perspective, born on the basis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and dialec-
tical materialism, has not only greatly promoted the evolution of the human civilization process but 
also provided a powerful legal ideological weapon for human beings to understand and transform 
the objective reality. To summarize, the birth of the Marxist legal perspective has opened up a broad 
avenue of infinite development for the overall advancement of the legal discipline for 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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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马克思主义学说涵盖万千、包罗万象。其中，马克思主义法学作为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自

然而然地与马克思主义本身有着某种藕断丝连的关系。因此，同整个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发展历程一样，

马克思主义法学观的诞生并不是凭空臆想的产物或是某种历史的偶然的产物。恰恰相反，其是建立在辩

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之上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是经过马克思和恩格斯两位伟大先哲的多

重实践检验而验证了的客观真理。总的来说，马克思主义法学观的发展并非是平直进行的，而是呈现出

有规律性的、有阶段性的曲折发展进程。 

2. 理论逻辑奠基：理性批判与现实超越 

1835 至 1848 年是马克思法学观发展的第一阶段，在这一阶段，马克思实现了其对法学的变革。“国

家问题是一个最复杂最困难的问题，可以说，也是一个被资产阶级的学者、作家和哲学家弄得最混乱的

问题”([1]: p. 59-60)。这里的国家是蕴涵法律工具在内的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起初，马克思恩格斯受到

资产阶级传统理性法观点的影响不可谓不深。就古典自然法学派而言，他们二人尤其重视卢梭、康德及

早期菲希特等学者的自由主义、理想主义法学观。随后，马克思和恩格斯两位伟人又对费尔巴哈的人本

主义法学观展现出浓厚的兴趣。诚然，青年时期的马克思主义法学观提倡的新理性主义法学批判思想深

受资产阶级学者理性主义、自由主义法学思想的影响，然而其提出的新理性批判法学观同传统资产阶级

学者们所倡导的旧理性主义法律观有着本质区别。非但如此，马克思和恩格斯两位先哲在社会生活实践

的推动下逐步摒弃最初坚持的新理性批判主义法学观，取而代之的是历史唯物主义法律思想体系。 
(一) 马克思主义法学观孕育的古代智慧 
马克思主义法学观的诞生离不开 17 至 18 世纪现实社会的土壤，亦离不开古希腊时期法律思想的奠

基。众所周知，古希腊是当之无愧的西方法律发源地。早在公元前 8 世纪至 6 世纪就古希腊城邦制国家

形成之际，就俨然产生了法律思想的雏形。不过彼时的法学并没有独立的地位，大多从属于哲学、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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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及政治学等其他学科。古希腊的无数伟大先哲们在进行思想理论创新时，往往会涉及到一些法律相关

的问题。譬如，前有柏拉图的“理念论”作为衡量是非曲直的标准，后有亚里士多德将“公平”与“美

德”作为衡量是非曲直的标准。简而言之，古希腊的思想家们大多将美德作为法律的衡量标准。当历史

推进到古罗马时期，生活于共和国末的西塞罗在继承古希腊斯多葛学派自然法理论基础上，创造性地提

出“自然”是衡量一切是非曲直的标准。随后，罗马版图不断扩张，法律思想也日渐呈现出一派繁荣的

气象，尤为出名的代表即罗马帝国时期的“五大法学家”盖尤斯、伯比尼安、保罗、乌尔比安及莫迪斯努

斯。不得不说，罗马法的兴盛与完善，使得法学逐渐从哲学、伦理学及政治学等其他学科中抽丝剥茧开

来，并逐渐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好景不长，法学独立学科的地位在罗马帝国覆灭后便不复存在了。取

而代之的是黑暗中世纪的注释法学派，在这一时期，法学逐步沦为黑暗神学的婢女。文艺复兴时期，涌

现出一大批诸如格劳秀斯、斯宾诺莎、霍布斯、洛克、孟德斯鸠、卢梭等代表新兴资产阶级利益的古典

自然法学派思想家。与此同时，劳资关系日趋紧张，空想社会主义的法律思潮此起彼伏，如法国 18 世纪

启蒙运动的代表人物摩莱里、马布利以及 19 世纪空想社会主义的三大代表圣西门、傅里叶和欧文。 
(二) 马克思主义法学观诞生的近、现代动因 
17 至 18 世纪的资产阶级革命某种意义上促进了近代第一次制宪高潮的形成。在英国，基于 1215 年

的《自由大宪章》而颁布的 1679 年《人身保护法》、1689 年《权利法案》、1701 年《王位继承法》等

建立了资产阶级君主立宪制的雏形；在美国，基于第二界大陆会议 1776 年的《独立宣言》而颁布的 1787
《联邦宪法》产生了有别于资产阶级君主立宪制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在法国，资产阶级制宪会议于

1789 年通过的《人和公民的权力宣言》倡导反封建斗争，并于 1791 年建构起资产阶级的君主立宪制。值

得一提的是，在资产阶级革命浪潮和制宪高潮的此起彼伏中，各个资产阶级国家的立法活动风靡一时。

其中，影响最大的当属拿破仑一世的 1804 年《拿破仑法典》最为出名。虽然“典型的资产阶级社会的法

典”([2]: p. 347)宣扬“自由”、“权力”和“法治国家”，但是其仍脱离不了为资产阶级辩护的桎梏。以

德国为例，一方面，德国部分领土深受法国资产阶级影响先后推行 1807 年《十月赦令》、1811 年《调整

赦令》及工商法、税收法和解放犹太人法等来扼杀封建专制及农奴制；另一方面，德国行会制及家庭手

工业盛行，因而资本主义的发展进程异常缓慢。基于以上两点，德国的法制有别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

法制，呈现出明显的软弱性和妥协性。 

3. 实践逻辑考察：思想的形成与演进 

“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3]: p. 502)。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

标准，青年马克思的法学观亦离不开丰富多彩的实践活动。换言之，青年马克思主义法学观的核心理念

即其与实践的紧密联系。更具体点讲，马克思主义法学观不仅认为法律是理论上的抽象存在，亦是人类

社会主、客观实践的产物。为此，马克思认为，法学的研究离不开人类社会的现实生活，因而法学的研

究需要得立足于现实、尽可能地满足无产阶级及广大人民群众的需求并最终将抽象的法学理论转化为具

体的能够推动社会变革的实际行动力。由此，青年马克思主义法学观自始至终都秉持着从实践中来，到

实践中去的崇高价值理念。 
(一) 马克思主义法学现实场域下的实践演绎 
“判定认识或理论是否真理，不是依主观上觉得如何而定，而是依客观上社会实践的结果如何而定。

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4]: p. 284)。青年时期马克思的法学观是在马克思、恩格斯及一众马克

思主义者们共同的理论探索和革命实践过程中一步一步塑造而成的。理论层面，这一时期的法学观旗帜

鲜明地提出法学的阶级性和革命性，并指出各种扑朔迷离的法律现象背后的残酷底层逻辑，在对社会矛

盾及阶级斗争的深刻批判中尽可能地为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最终解放提供有效的理论武器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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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层面，青年时期的马克思主义法学观主要体现在其对封建主义法律制度和资产阶级法律制度措施虚

伪性的深刻批判及对无产阶级新的法律观念的深层次探讨。马克思、恩格斯及马克思主义者们通过对政

治、经济、文化等诸多领域鞭辟入里的分析，得出了法律即统治阶级的意志体现这一重要论断。其认为，

法律具有两面性。一方面，法律不可避免地会受到统治阶级的意念掌控而服务于该阶级；另一方面，法

律也免不了会受到现实社会生活条件的制约。 
总的来说，马克思主义的法学观在现实场域下从始至终都坚持无产阶级应当自觉拿起法律的武器来

谋求自己主观层面的切身利益，并在不知不觉中进一步推动人类客观现实社会的变革。值得一提的是，

马克思主义法学观实践演绎不仅为其无产阶级自身的革命实践提供了重要的法律理论指导，更为后来马

克思主义法学的蒸蒸日上奠定了最初的基础。不得不说，青年马克思主义法学观在整个现实场域下的实

践演绎中生动形象的地诠释了马克思主义法学是集人民性、实践性及发展性于一体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

论，是指导人们正确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伟大理论武器。换言之，其意义与价值在于马克思主义法学

观从头到尾都旗帜鲜明地站在最广大人民的立场上、致力于为全人类谋求福祉及竭力为构建公平公正的

人类社会制度而存在。 
(二) 马克思主义法学观在法律改革中的探索与实践 
“只要它们脱离了作为它们基础的经验的现实，就可以像手套一样地任意翻弄，这一点是已经由黑

格尔充分地证明了的，黑格尔曾运用这个方法来对付那些空洞的思想家，是有他的理由的”([5]: p. 374)。
毋庸置疑，马克思主义法律观自身的形成与发展源于丰富且生动的社会法律现实实践生活。因而，某种

程度上而言，若是不了解马克思主义法学观诞生的具体情景，就很难真正意义上把握住马克思主义法学

观的本质内涵及马克思主义法学的具体特点。总而言之，马克思主义法学观兼具人民性、真理性、实践

性与发展性等不可比拟的突出特点，因而其之所以被视作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法律准则，恰恰是其在过往

一百多年来法律社会实践的生动诠释与真实映射。 
诚然，青年时期马克思的法学观并非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在同人民群众的实践中慢慢形成与发展演

进的。总的来说，青年时期的马克思法学观大致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马克思学生时代至《莱

茵报》前期，即 1835 年至 1842 年上半年期间，马克思从最初信奉的康德理想主义法律观转变为对黑格

尔现实主义法律观的信奉；恩格斯则从“青年德意志”派变为黑格尔主义。也正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

开始了不谋而合的长期合作，即坚定站位且无条件支持新理性批判主义的法律观。第二阶段，《莱茵报》

后期至《德法年鉴》创办时期，即 1842 年下半年至 1844 年初期间，该阶段马克思曾在《莱茵报》及《德

法年鉴》从事相关工作；恩格斯则是在曼彻斯特活动，期间其亦曾为《德法年鉴》撰写文稿。总之，该阶

段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两位伟大先哲的新理性批判主义法律观转向历史唯物主义法律观的过度阶段。两位

伟人虽身处异地，但法律观却殊途同归。他们坚守在各自的岗位上同步进行着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深刻哲

思与批判，与此同时，二者皆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费尔巴哈唯物主义及人本主义法律观的影响。第三阶

段即 1844 年春至 1846 年，从《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到《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再到《德意志意识

形态》的问世，期间马克思和恩格斯两位伟大先贤曾无私无畏地投身英、法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

阶级革命实践，并在同人民群众共呼吸的革命过程中进一步促成了无产阶级政治立场及科学世界观的塑

造。尤其是自 1844 年 8 月开始的涉及整个资产阶级法学意识形态的全面立体批判，一定程度上加速了全

新的历史唯物主义法学观即马克思主义新理性批判主义法律观的诞生，自此法学领域的变革大体上完成。

第四阶段即 1846 年至 1848 年，这一阶段有关法学的代表性作品《哲学的贫困》及《共产党宣言》先后

问世。在此之前，马克思和恩格斯两位伟大先贤所撰写的诸多有关法律的文稿大多数是以手稿的形式留

存于世，因而彼时并未在大范围内宣传开来。然而，随着无产阶级革命斗争需要科学法学理论作为思想

指导的迫切现实需求的产生，马克思、恩格斯及一众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产出了系列法学相关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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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是《共产党宣言》问世意义非凡，其标志着马克思主义法学体系的公开问世，适应了无产阶级同资

产阶级间革命的历史潮流与必然趋势。 

4. 历史逻辑分析：法学观念的转型 

青年时期的马克思，在面临德国腐朽没落的社会现实与世界资本主义初步发展的外部环境影响下，

马克思开始投身于社会现实生活的研究及思考国家与法律二者间的内在本质联系，并进一步形成了其自

身独具特色的法学观。 
(一) 马克思法学观揭示历史变迁中的法律革命性变革 
1835 年至 1842 年，马克思实现了从康德的理性理想主义法学观到黑格尔的理性现实主义法学观的

转变，恩格斯也从“青年德意志”派到黑格尔主义的转变。此外，马克思和恩格斯两位先贤在批判继承

前人优秀成果的基础上亦确立了以人类自由理性为核心的新理性批判主义法学观。这一时期的重要代表

作品诸如《给父亲的信》《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博士论文》)、《评

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关于出版自由和公布等级会议记录的辩论》《法的历史学派的哲学宣言》

《第 179 号“科伦日报”社论》《德国民间故事书》《参加巴登议会的辩论》《普鲁士出版法批判》《普

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恩斯特·莫里茨·阿伦特》《谢林和启示》《〈刑法报〉停刊》《集

权与自由》等均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青年时期马克思法学观念的发展与进步。1942 年下半年至 1844 年

初，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实现了从新理性批判主义法学观到历史唯物主义法学观的过渡。在这一时期，

马克思和恩格斯两位先哲意识到与传统有别的新理性批判主义法学观虽在一定程度上对革命起到了积极

指导作用，但其归根结底还是脱离不了黑格尔主义理论的桎梏。因此，为了适应革命的现实需要及理论

的变革需求，必须破除黑格尔主义理论对其法学观的固有影响，并在此基础上创造出新的适应客观现实

的法学观。1844 年初至 1846 年，在整个人类社会文明发展史上具有举足轻重作用的历史唯物主义法学

观基本确立。1846 年至 1848 年，马克思和恩格斯两位伟人先后写出《普鲁士宪法》《德国的制宪问题》

《哲学的贫困》《道德化的批评和批评化的道德》《共产主义原理》及《共产党宣言》等一系列重要文

章。某种意义上，这标志着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法学观的公开问世！ 
(二) 时代变迁中的理论觉醒与革命性突破 
“世界上第一次广泛的、真正群众性的、政治性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6]: pp. 47-48)，这从侧面反

映出无产阶级运用法律武器反抗资产阶级残暴统治的意识渐趋觉醒。就法学而言，自混沌之后人类社会

进入文明时代以来便一直被唯心主义法学所主导。而唯心主义视域下的法学有着其自身固有的弊端，即

其希冀于一种抽象的、超越阶级的及超越人类的方法或观点等来试图歪曲或否定法的本质。也正因此，

马克思新理性批判主义法学观应运而生，该法学观与传统法学观有着本质上的区别，其诞生深刻折射出

马克思和恩格斯这两位伟大科学巨匠在艰苦的时代浪潮中逆风前行、迎难而上的伟大与无私。 
马克思主义法学观的诞生过程发人深思，从资产阶级古典自然法学派到以康德和费希特为代表的理

性法信仰，再到黑格尔的法哲学以及费尔巴哈人本主义法律观点的接受，最后进展到历史唯物主义法律

体系的创立等，无不让人感叹马克思和恩格斯两位伟大先贤的智慧。换言之，新理性批判主义法律观与

传统的理性法律观的本质区别即是否具有激进的革命民主主义倾向。总的来讲，马克思的新理性批判主

义法律观有以下几个核心观点：其一，在世界观和方法论方面，马克思的新理性批判主义法律观离不开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其二，马克思新理性批判主义法律观自始至终都坚定地站在人民群众的

立场对封建势力及资产阶级加以无情的批判；其三，马克思新理性批判主义法律观强调它自身是一种不

断发展的科学法律体系，而非一成不变的金科玉律；最后，马克思新理性批判主义法律观是马克思和恩

格斯两位伟大先哲在批判继承各种法律思潮的基础上自然而然形成的一种贴近现实、符合法律演进客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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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律的科学观，其不仅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法律思想的变革，亦为马克思主义法学体系的创立提供了不

可替代的核心价值。 

5. 结论 

青年时期的马克思主义法学观虽然尚未完全成熟，但它为后来马克思法学理论体系的整理建构奠定

了最初的基础，并对后世法学科的发展影响深远且重大。彼时的马克思在批判继承德国古典哲学尤其是

黑格尔法哲学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了历史唯物主义法学观这一伟大观念。以唯物史观为核心，马克思将

关注点聚焦于法与阶级、法与经济及法与社会变革等系列举世瞩目的热点话题。因而，青年时期的马克

思主义法学观已然展现出其独特的理论特质与深邃的历史洞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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