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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鞅之*法+的政治哲学反思
!

222兼论法治的功能)价值和精神

吴保平
!

林存光

摘
!

要!以商鞅之*法+的含义和目标为切入点(有助于理解商鞅以*以法治国+为中心(围

绕*农战+而形成并展开的法治思想'商鞅*以法治国+的主体虽是君主(但*以法治国+除

了要达到富国强兵的目标外(还要实现*万民自治+)*天下大治+以及*至德复立+)*能述仁

义于天下+的政治理想'在政治哲学视域(商鞅之*法+体现出法治的功能)价值和精神'

关键词!商鞅.以法治国.法治.政治哲学

商鞅是先秦时期前期法家著名代表人物(也是我国古代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他围

绕*农战+所制定和推行的一系列改革措施(不仅使秦国实现了*富国强兵+的目标(也为秦

国后来统一六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商鞅制定和推行的一系列改革措施之所以能被贯彻

落实并取得成效(靠的是*刑赏+的推动(而*刑赏+则是*法+得以实施的重要手段'换言

之(*法+不仅是具体的法令)政策(也是商鞅政治思想的理论核心或核心理念(是*农战+和

*刑赏+的内在规范'因此(在政治哲学视域下重新审视并反思商鞅之*法+

"的含义和目

标(有助于理解商鞅政治思想的要旨(并为当前的法治中国建设提供借鉴'

一)*法+的含义

在#商君书/修权$篇(商鞅提出了*法+的概念(即*法者国之权衡也+

,蒋礼鸿(

!2%&

!

%1

-

'这一概念道出了商鞅之*法+的三层含义!在基本语义层面(*法+就是法律)禁令.在

政治思想层面(*法+指的是一种理想的治理国家)组织社会)建立秩序的政治原则)路线和

方略.在具体制度层面(*法+又具有*使法必行之法+的深层意涵(即制定相应制度以保障

*法之必行+并最终实现天下大治'

,一-基本语义层面的含义

基本语义层面上的*法+等同于法律)禁令(#商君书$中的*法令+)*法制+以及有时所

言的*法+都有此种含义'如(*言不中法者不听也(行不中法者不高也(事不中法者不为

也+

,蒋礼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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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法+(即指规范)约束人们言行及社会活动的法律)禁令.*民众

而奸邪生(故立法制为度量以禁之+

,蒋礼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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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令者(民之命也(为治之本也+

,蒋礼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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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法制+)*法令+都含有法律)禁令之义'此外(商鞅所制定的一系列

有关农战的奖惩措施(则是*法+的进一步具体化(如#垦令$中颁布的
/"

条垦荒法令'正

"

*世传#商君书$为商鞅及其后学者所著+的观点在学界已成定论'因此(有学者认为此*后学者+为*秦法家+(并

在论著中将商鞅及其*秦法家+简称为*商+或*商鞅+(如林存光在#政治的境界!中国古典政治哲学研究$中即以

此称之.有学者则将此*后学者+称为*以商鞅思想为中心的商学派+(如郑良树在#商鞅评传$中即以此称之'鉴

于此(本文所言*商鞅之6法7+中的*商鞅+(既指商鞅本人(也指*商学派+.*商鞅之6法7+中的*法+(既包含商鞅

本人的法治思想(又包含*商学派+的法治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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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商鞅之*法+具有基本语义层面的含义(商鞅所主张法律之规范性)公开性)公平性)通俗性等特征
,吴

保平)张晓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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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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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得以凸显(他的一系列政治原则)路线和方略才具有可以实施或实现的载体'

,二-政治思想层面的含义

政治思想层面的*法+作为一种理想的治理国家)组织社会)建立秩序的政治原则)路线和方略(体现

了商鞅系统而完备的法治思想理论'较之基本语义层面上的*法+(更能突显商鞅政治思想的特质'在

#商君书$中(商鞅将其表述为*缘法而治+)*任法而治+)*以法相治+

,蒋礼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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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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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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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意指依靠法

律的强制性和规范性来约束臣民乃至君主(实现富国强兵的目标(并最终实现天下大治'就此而言(商

鞅之*法+是对#管子$*以法治国+

"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即*以法治国+作为商鞅之*法+的深层结构(其含

义主要是!*明主治国(惟法是视(不仅要立法创制(而且要坚守法令度量(做到动无非法(依法赏诛而不

阿贵不遗贱'+

,程燎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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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

具体而言(政治思想层面的*法+(即商鞅的法治思想包含了*以法为治+(

*生法者君也+(*法之必行+(*救世)富强)致治)尊君+等四大互相关联的要义
,程燎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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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法

之必行+是商鞅法治思想的关键.无此(即使有法可依(也难以实现*救世)富强)致治)尊君+的政治理想'

那么(商鞅如何使*法之必行+呢3

其一(要使*法之必行+(必须使所颁布的法律)禁令取得公众的充分信任(即具有公信力'商鞅认

为(*法在推行和严格执行过程中是一个严肃性)权威性和有效性的诚信问题'这是迈向6法治7最为关

键的一步(因为这事关法律的威慑力'一旦身处上层的权贵破法不罚(身处下层的民众就难以建立起对

新法和国家的信赖+

,吴保平)张晓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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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商君列传$中记载商鞅*徙木立信+的故事正说明

这一点'同时(商鞅也道出了新法乃至统治者获得公众信赖的重要性(*民信其赏则事功成(信其刑则奸

无端+

,蒋礼鸿(

!2%&

!

%/

-

.*夫民力尽而爵随之(功立而赏随之(人君能使其民信于此如明日月(则兵无敌

矣+

,蒋礼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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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要使*法之必行+(必须保证所颁布的法律和禁令完全公开)通俗易懂'商鞅主张公布成文法(

并在#定分$

,蒋礼鸿(

!2%&

!

!$&

-

篇再三强调其*法+要*明白易知+.同时(又主张*为法令置官也置吏也为天

下师+(以利于法律)禁令的普及(使妇孺皆知'因此(*圣人立天下而无刑死者(非不刑杀也(行法令明白

易知(为置法官吏为之师以道之(知万民皆知所避就(避祸就福而皆以自治也+'可见(完全公开)通俗易

懂的法律)禁令(不仅是*法之必行+的前提(也是实现万民自治的基础'从秦国*妇人婴儿(皆言商君之

法+

,何建章(

!22"

!

3!

-

可以看出(普法教育成效显著'

其三(要使*法之必行+(必须坚持法的公平性'商鞅将法的公平性视作*壹刑+(也就是司马谈所称

的*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

,司马迁(

!202

!

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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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国禁(乱上制者(罪死不赦'+

,蒋礼鸿(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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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商鞅看来(*法之必行+的

关键在于*上+和*贵+(只有自*上+)自*贵+行法(*刑无等级+才不致成为一句空话'因此(商鞅将*法之

不行+归于*自于贵戚+

,司马迁(

!20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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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自上犯之+(并*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师公孙贾+

,司马迁(

!20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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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惩太子犯禁之过'

其四(要使*法之必行+(必须保证*权制断于君+'商鞅认为(权势只有集中在国君一人之手(所颁布

的法律)禁令才具有威慑力(才能保证*法之必行+(才能顺利推行*法治+'他说!*国之所以治者三!一曰

法(二曰信(三曰权'44人主失守则危(君臣释法任私必乱'故立法明分而不以私害法则治(权制独断

于君则威'+

,蒋礼鸿(

!2%&

!

%/

-

对于国君而言(不仅要独揽大权)树立威势(还要*重信而不以私害法+(即作

尊法)守法)依法行使的表率(才能称得上*明主+(才能使所颁布的法律)禁令具有威慑力(进而推动*法

之必行+.对于民众而言(*从令+是*尊君+的最好表达方式(因为*君尊则令行(44民不从令而求君之尊

也(虽尧)舜之知不能以治+

,蒋礼鸿(

!2%&

!

!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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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子/明法$曰!*威不两错(政不二门'以法治国(则举措而已'是故有法度之制者(不可巧以诈伪'有权衡之称者(不可欺以

轻重'有寻丈之数者(不可差以长短'+这段话道出了*法治+的深层含义(即*依法治国+'参见黎翔凤!管子校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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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具体制度层面的含义

商鞅在#画策$篇指出!*国之乱也(非其法乱也(非法不用也'国皆有法(而无使法必行之法.国皆有

禁奸邪刑盗贼之法(而无使奸邪盗贼必得之法'+

,蒋礼鸿(

!2%&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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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认为(要使*法之必行+(除所颁布的

法律)禁令应具有规范性)公开性)公平性等特征外(还应有*使法必行之法+以及*使奸邪盗贼必得之法+

作保障'那么(*必行之法+和*必得之法+中的*法+指的是什么呢3

商鞅认为(实施*为法置官吏+制度(就是*使法必行之法+以及*使奸邪盗贼必得之法+'在#定分$

篇(商鞅详细论述了*为法置官吏+制度的方法)目的和意义'他认为(从中央到地方统一设置法官)法

吏(既可达到*天下之吏民无不知法者+的普法目的(又可形成*吏不敢以非法遇民(民不敢犯法以干法

官+之人人守法的良好社会秩序(还可杜绝类似于*天下之吏民虽有贤良辩慧(不能开一言以枉法'虽有

千金(不能以用一铢+等违法)贪腐案件的发生
,蒋礼鸿(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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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该制度又以*重刑+作保障(即对

知法犯法的法官)法吏施以严酷的刑罚(用商鞅的话来说就是*守法守职之吏有不行王法者(罪死不赦(

刑及三族+

,蒋礼鸿(

!2%&

!

!"!

-

'首先(商鞅要在臣)民之间形成一种相互制约和相互监督的机制(从而营

造一个人人知法)人皆守法的良好的社会秩序.其次(这种机制和社会秩序的形成之时(也就是万民自

治)天下大治之时'所以(商鞅所指*必行之法+的*法+既是一种制度的支撑(也是在这一制度支撑之下

法治的根本精神和价值的体现'虽然这一制度是在*重刑+的保障下实施的(但是仍对法治社会建设具

有积极意义'商鞅之*法+在制度层面的深层意涵也正表现在于此'

二)*法+的目标

商鞅之*法+的目标分两个层级逐步推进(第一层级的目标是由*法+致*强+(即实现富国强兵.第二

层级的目标是由*法+致*治+(即实现天下大治'为此(商鞅以*法+为工具(以*刑赏+为手段(建构了一套

逻辑严密的政治治理体系'

,一-目标的实现原则

商鞅*法+之目标的确定乃至政治治理体系的建构都是从*定分+开始的'*定分+即确定名分(而与

当时社会历史密切相联的焦点问题就是*名分+'战国初期(*土地私有的国民富族正催促着以血族纽带

为基础的土地国有制发生变化+

,侯外庐等(

/""$

!

/":/!

-

(从而使战争的性质也发生了改变'七国纷战犹如

*众人逐兔+一般(看似在争夺霸主之位(实质则是要确定土地的权属,名分-问题'那些*奸恶大起(人主

夺威势亡国灭社稷+

,蒋礼鸿(

!2%&

!

!$0

-

的祸乱现象(均源于*名分+之不确定'基于此(商鞅认为!*分定而

无制(不可(故立禁'禁立而莫之司(不可(故立官'官设而莫之一(不可(故立君'+

,蒋礼鸿(

!2%&

!

0/

-

这

样(在*土地私有与公权制度以及法律相为联带的关系+

,侯外庐等(

/""$

!

/!

-

之下(*分定
*

立禁
*

立官
*

立君+逆向承接(构成了一个逻辑严密的政治治理体系'在这个体系内(国君管理群臣(群臣执行法令(

法令保障之下的土地)货财)男女等*名分+问题得以确定(纷乱和争斗随之止息'同时(为使*公私之分

明+(商鞅还将*名分+法律化(即*先王知自议私誉之不可任也(故立法明分(中程者赏之(毁公者诛之+

,蒋礼鸿(

!2%&

!

%$

-

'正如蒋礼鸿所言!*商鞅之道(农战而已矣'致民农战(刑赏而已矣'使刑赏必行(行

而必得所求(定分明法而已矣'+

,蒋礼鸿(

!2%&

!

!2

-

可见(*定分明法+之后(君主治理国家的依据和臣民行

为的规范都更加明确(*致民农战+的手段更加集中(富国强兵的目标也更加明确'为实现这一层级的目

标(商鞅提出*教民作壹+的主张(并通过*壹赏+)*壹刑+)*壹教+三项原则(以统一思想认识(驱使人民于

农战之中'在这三项原则的合力下(商鞅之*法+第一层级的目标得以实现'

对于商鞅之*法+第二层级的目标222天下大治(商鞅认为(要通过人民的*自治+才能实现'那么(

人民何以*自治+呢3 这仍需要*定分+)*明法+以及通过法律的强制性来实现'在商鞅看来(只有将*名

分+问题以法律的形式将确定下来(同时让人人都了解法律的利)害之处(纷乱和争斗才会随之止息(人

民才会安于*自治+'正所谓*名分定(则大诈贞信(民皆愿悫而各自治也+

,蒋礼鸿(

!2%&

!

!$&

-

'但是(无论

是从*定分+到*自治+(还是从*避祸就福+到*自治+(都要通过法律的强制性使外在的*硬约束+变为人民

内在的行为习惯'也就是说(*人们行为习惯在法律这种稳定性及明确性的制度约束下(经过长期潜移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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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化的熏陶(将由外在的行为规范逐渐转化为个体内在的自律(并且最终内化于心成为无意识的行为习

惯(法作为对权利的保护和对过错的防范将让人们产生发自内心的信仰+

,何山)张磊(

/"!/

!

20

-

'由此(社

会开始进入*刑赏断于民心(器用断于家+和*治不听君(民不从官+

,蒋礼鸿(

!2%&

!

$"

)

$!

-

的自治而有序的

*天下大治+

,蒋礼鸿(

!2%&

!

!$&

-

状态(并经此迈入*至德复立+

,蒋礼鸿(

!2%&

!

03

-

和*能述仁义于天下+

,蒋礼

鸿(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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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至德+阶段'令人扼腕的是(这种*至德+的理想社会形态的设计还未及成型(即随着商鞅

身遭*车裂+之刑而陨灭于萌芽状态(从而留给后人的只是一个*由非人格化的法律机制)6技术7和神秘

的权势支配+

,史华兹(

/""1

!

102

-

的*乌托邦+梦想'然而(就是这个*梦想+让人体悟到(*社会完全法治化

之日(恰恰又是社会高度道德化之时(至大至刚的法之精神与至善至美的伦理境界水乳交融+(所形成的

*仁义的真正底蕴+

,曾振宇)崔明德(

!223

!

1/

-

(正是当今社会孜孜以求和亟须实现的目标'

,二-目标原则的特质

政治哲学的社会功能在于提出和论证时代所需要的政治价值(而*政治价值以具有特定社会文化内

涵的6人7及其本质特征为基本内容(构成人类政治生活的价值标准与价值目标+

,吕嘉(

/""&

!

3&

-

'依此观

照商鞅之*法+(其*法+之目标222富国强兵和天下大治(正是其价值目标.其*法+之目标的实现原

则222*壹赏+)*壹刑+)*壹教+(也正是围绕价值目标而形成的价值标准'在*特定社会文化+背景之下(

二者共同成为秦国社会政治生活的主题'

首先(从价值标准的制定来看(*壹赏+)*壹刑+)*壹教+的提出和实施不仅有理论支撑(而且还具有

*特定性+'商鞅*壹赏+)*壹刑+)*壹教+的制定(完全以*历史进化观+)*好利恶害人性论+和*力治说+为

依据'其一(在*历史进化观+的支撑下(新法的制定才有了理论基础.以新法为工具(*壹赏+)*壹刑+)

*壹教+的提出和实施也就有了制度上的保障'同时(自战国初期各国展开以*求富求强+为目标的变法

活动(是一股顺应社会历史发展变化的政治潮流'在这股洪流的推动下(商鞅根据秦国国情以*壹赏+)

*壹刑+)*壹教+为原则形成的*农战思想+(呈现出显著的*特定性+222既与当时各国的发展趋势相一

致(又以秦国的社会现实为基础'可以说(*历史进化观+是实施*壹赏+)*壹刑+)*壹教+的前提'其二(

提出*壹赏+和*壹刑+的出发点在于人民具有*好利恶害+的本性'战国中期前的秦国(是一个地处偏远

边境的*半野蛮国家+.在这个国家(只有上层阶级才有条件*受到中华文明的影响+

,史华兹(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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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商鞅看来(这一特定文化背景下的大多数秦人都具有*好利恶害+的本性'因此(将*利禄官爵+之*实+

和*名+的获取限定在*军功+的范围内(即*令民之欲利者非耕不得(避害者非战不免+

,蒋礼鸿(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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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则有利于在短期内实现*富国强兵+的价值目标'其三(人民在*刑+与*赏+且是*刑+大于*赏+的利)害权

衡之下(*壹赏+最终将富国强兵的价值目标实现(即*利出壹孔
*

作壹
*

民不偷营
*

多力
*

国强+'这

样(蕴藏在*壹赏+之中的*力治说+随之清晰地呈现出来'总之(*教+)*刑+)*赏+通过法律的强制性来规

定和实施(使政治生活的价值标准与价值目标(即*壹赏+)*壹刑+)*壹教+和*富国强兵+很快成为秦国臣

民的共识'

其次(从*壹赏+)*壹刑+)*壹教+各自的功效来看(价值标准与价值目标能被秦人很快认同和实现'

对于*壹赏+)*壹刑+)*壹教+各自的功能(商鞅总结道(*壹赏则兵无敌(壹刑则令行(壹教则下听上+

,蒋

礼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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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见(*壹赏+)*壹刑+)*壹教+三者逆向依次递进而又相互补充(即由*下听上+实现*令

行+(由*令行+致*兵无敌+(从而成为实现商鞅之*法+第一层级目标222富国强兵的有力推手'也就是

说(*壹教+不仅强化了人民的法制意识(同时又使商鞅所制定和树立的价值标准与价值目标得到全社会

的普遍认同.在*壹刑+的法律保障之下(这个*全社会普遍认同的价值标准与价值目标+沿着既定的方向

前进.*壹赏+则最终将该价值目标变成现实'

三)政治哲学视域下的重新审视与反思

在国家治理中(*法+是*以法治国+)*法治国家+和*法治社会+的核心(而*以法治国+则是实现*法治

国家+和*法治社会+的主要手段'*以法治国+是*运用和依照法律来治理国家+(且*在字面上等同于近

现代法治的意味+

,卓泽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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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以法治国+过程中(法治应兼具法律的基本特征'这样(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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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在工具价值和治理功能上自然也就体现出法律的强制性特征'这种强制性作用将具有特定社会文化

内涵的*人+的行为逐渐由他律转化为自律后(法治的发展开始进入到*法治国家+阶段(其间也需要道德

的内化作用'在*法治国家+阶段(法治在工具价值和治理功能上主要体现出自律性特征'当国家与社

会完全依靠法治及道德的自律性作用运转时(即社会完全法治化和高度道德化时(法治的根本精神和价

值得到充分发展和体现(法治的发展开始进入*法治社会+阶段'需要指出的是(无论是在*法治国家+还

是在*法治社会+建设过程中(或者是在二者共同建设的过程中(法治的强制性作用都没有被弱化(而是

内隐于其自律性特征或根本精神价值之内'依此观照商鞅之*法+(商鞅*以法治国+的主体虽是君主(但

*以法治国+除了要达到富国强兵的目标外(还要实现*万民自治+)*天下大治+和*至德复立+及*能述仁

义于天下+的政治理想'因此(商鞅之*法+中同时体现出法治的功能)价值和精神'

既然在*以法治国+过程中法治具有法律的基本特征(那么商鞅所言的*法治+也兼具时代性)必要

性)公开性)公平性)强制性等法律应具有的基本特征'其一(商鞅以历史进化观为依据(认为治国不应

墨守陈规)照搬旧法(而要根据社会发展的需要制定法律'以法治的功能和作用反观商鞅*度俗而为之

法+

,蒋礼鸿(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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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法+(虽没有*忠实代表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反映人民的根本意志+(但却是根据秦

国的社会现实*努力改造人民群众中的某些落后意志+

,郝铁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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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列宁,

!2%&

-指出(*千万年来人

们所形成的习惯势力是最可怕的势力+'这种*最可怕的势力+一旦上升为法律(将直接影响国家治理的

良性发展'从这个意义来说(商鞅之*法+所呈现出的时代特征(才使*以法治国+具有了现实针对性和可

行性'其二(要*运用和依照法律治理国家+(必须充分认识*法+的必要性'在商鞅看来(法律是*民之

命+和*治之本+

,蒋礼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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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慎重立法并做到*立法明分+(才能使*民不争+

,蒋礼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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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才能实现*治+的目标'商鞅对法的必要性的认识(是其*运用和依照法律治理国家+的前提'在此基础

上(*以法治国+也就具有了实施的可能性(而不终落为一种理论的设想'其三(法的公开性既有助于加

快法治发展的步伐(又有利于维护安定的社会秩序'商鞅主张公布成文法并为此设置*法官+(以使臣民

明确知晓法的内容并按其要求约束自己的行为(从而达到令臣民主动守法的目的'同时(也能在臣)民

之间形成一种相互监督)相互制约的机制'由人人知法)人皆守法所形成的良好社会秩序以及相互监督

制约的机制(不仅是*使法必行之法+运行的最优环境和最佳制度支撑(也是*法治国家+阶段的基本特

征'其四(法的公平性)强制性是*以法治国+的要旨所在'商鞅认为(法代表的是国家与社会的整体利

益(因而必须兼具公平性和强制性的特征(赏与罚应一律平等(不能因人而异'这样(坚持法的公平性和

强制性才能将人性好利这种*可资因循利用的人性弱点+

,林存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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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挥到极致(才能将人民驱使

到农战之中(进而实现富国强兵的政治目标'总之(商鞅对法之时代性)必要性)公开性)公平性的认识

和阐述(突出的是法治的工具价值和治理功能'同时(在法的公平性)强制性作用下(刑)赏共同实施于

农战之中(法治的工具价值和治理功能才能充分发挥作用(从而为实现富国强兵的政治目标及进入*法

治国家+阶段夯实基础'

商鞅之*法+中还含有通过法治实现*万民自治+和*天下大治+的政治理想'商鞅认为(通过法治的

工具价值和治理功能(尤其是表现于其上的强制性作用(不仅可以实现富国强兵(还可以使秦国进入*法

治国家+或*法治社会+阶段'商鞅理想中的*法治国家+或*法治社会+的标志是*刑赏断于民心(器用断

于家+和*治不听君(民不从官+的*天下大治+状态(特征是*至德复立+和*能述仁义于天下+'同时(这一

特征恰恰又是以社会完全法治化和高度道德化为标志(进而充分体现出法治的根本精神和价值'

从法治的主体来看(*法治的主体是社会不是个人(故而得到满足的是整个社会不是某个人+

,鲁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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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法治的价值也不应是个体价值的体现(而应该是整个社会价值的体现'作为君主专制的

倡导者(商鞅把君主定位为全国唯一的)最高的立法者(依此来树立君主的绝对权威'这样(君主专制制

度下的*以法治国+(自然也就成了君主的*以法治国+'如果法治的主体222君主不变(那么商鞅之*法+

终将是君主治理国家)统治人民的一种手段或工具'所以(商鞅的*以法治国+注重的是统治阶级对人民

的控制)驱使和镇压(体现的也仅是法治在工具价值和治理功能上的强制性特征.而法治的根本精神和

价值也只能停留在理想状态(无实施也更无实现的可能'在此意义上而言(商鞅的一系列政治主张随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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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保平 等!商鞅之*法+的政治哲学反思

秦朝的速亡而融于*外儒内法+的绥靖政策之内(也在情理之中'若要使*以法治国+真正体现出法治的

功能)价值及精神(则必须将法治的主体归于社会)归于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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