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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法的本质问题是法理学研究过程中需要讨论的一个基本问题。本文主要通过研究马克思在不同时期发表的著作的方式,

试图对其中体现出来的法本质问题进行大致归纳总结。旨在从马克思主义法学的视角对法的本质问题进行大致概括和说明,从而

让大家更好的理解马克思主义法本质观的相关观点,进而更好地继承和发展马克思理论中关于法本质观的重要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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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essence of law is a basic problem that needs to be discussed in the process of jurisprudence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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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马克思关于法本质思想的起源的历史追溯 

探究马克思关于法本质思想的起源离不开他所处的时

代背景,更离不开他的批判主义精神及其革命斗争实践经

历。在理论思想形成上,对他影响 大的是以黑格尔和费尔

巴哈为代表的哲学思想；其次是他对西方人本主义、西方自

由思想以及西方古典经济学的辩证吸收。一个人思想的形成

与他当时所处的社会历史背景是直接相关的。正如列宁所说

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显著特点是：在分析任何一种问题

时,都要把该问题用一种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放到特定的历

史时期去分析。”因此,我们将会从一下几个方面去分析马克

思关于法本质思想的起源历程。 

1.1 马克思思想起源的时代背景 

马克思于1818年5月5日出生于德国莱茵省。从其所处的

时代来看,是资本主义快速发展,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

盾不断激化,无产阶级追求新的思想武器的时代。这毫无疑

问为他思想的形成提供了必要的条件。  

1.1.1 马克思对现实问题的辩证思考 

19世纪上半叶,英、法、德三国均处于资本主义原始积

累的后期。这一时期,英、法、德这三个国家还正处于资本

主义的快速上升阶段,其政权还被掌握在资产阶级和实际上

控制着资产阶级的封建贵族势力手中。随着机器大生产的不

断发展,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矛盾不断加深与加剧。正如列宁

所说的,随着技术革命而来的必然是：“社会生产关系被极大

程度上破换掉,各种生产者联合组成的集团之间彻底决裂,

现实与传统的生产关系不能对接,进而导致资本主义所有的

黑暗面猛然出现并不断加剧和扩大。”机器生产本来可以减

轻工人繁重劳动的工具,但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却变成

了榨取工人劳动血汗的工具。莫泽斯.赫斯在《德法年鉴》

上发表的《论金钱的本质》一文充分揭露了无产阶级的困境：

随着工业革命的发展,工人阶级的处境不仅没有得到改善,

反而变得更加恶化了。由于莫泽斯.赫斯和马克思、恩格斯

是同事和朋友,所以赫斯使恩格斯转向了共产主义,并介绍

马克思进入了社会学领域和经济学领域。在黑格尔唯心辩证

法转向马克思唯物主义辩证法的过程中,莫泽斯.赫斯扮演

了举足轻重的角色。虽然此时的马克思对于哲学的辩证思考

还不是十分系统,但是对这些思想的认识不可避免地促进了

马克思政治立场和哲学世界观的转变。 

1.1.2 马克思的革命和批判精神 

恩格斯说：“马克思同志是一个彻彻底底的革命家,他一

生中 大的使命便是现代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这种意志的

产生起源于他曾经以某种方式参加的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及

其所建立的国家的事业,通过这次革命事业,他第一次意识

到革命本身的地位和意义,意识到只有通过革命这种方式才

能开启他心目中的理想国。”首先,马克思是一个具有革命批

判精神的无产主义者。比如他的哲学批判的和自我批判的精

神始终贯穿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整个发展历程。马克思曾指

出：“新的思想潮流的价值就在于不按照既定的历史的传统

的教条方式去设想未来,而依托于不断的批判旧世界。通过

不断批判旧世界这种方式来发现新世界”。其次,从马克思一

生来看,他也是一位不折不扣的革命批判精神的执行者。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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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马克思为了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坚忍不拔的持续奋斗,过

度劳累损害了他的身体健康。但在晚年病痛缠身的日子里,

为了寻求无产阶级解放的理论,他仍要从他的著作中批判吸

收哪些有用的知识和广泛阅读文章。其中,在给恩格斯的信

中他写道：“此时我完全不适宜于工作,所看的是卡盆特的生

理学,罗德的生理学,寇克的组织学,斯普茨亥谟的脑系统和

神经系统解剖学,司旺和施莱登关于细胞的渣滓。罗德这家

伙虽相信宗教,但在他的通俗的生理学中,对骨相学有良好

的批判。”这一系列事实无不体现了马克思的革命斗争和批

判精神。 

1.1.3 马克思亲身参加的革命实践 

马克思从1842年投身于社会主义事业起,到1883年逝世

止的40余年里,把自己的心血全部投身于无产阶级革命事

业。他经常说：“我并非属于某一个特定的国家,我作为一个

属于全世界的公民,走到哪儿便愿意为革命事业奋斗到哪。”

马克思从不向反动势力屈服,“马克思同志的一生便是在不

间断斗争中完成的,为此斗争是他惯用的手段,但可惜的是,

他进行的斗争卓有成效的少之又少。”1842年,马克思被聘任

为《莱茵报》主编,再次期间,他以《莱茵报》为革命基地,

发表了《评普鲁士 近的书报检查令》和《关于林木盗窃法

的辩护》等一系列文章来反对普鲁士政权的不合理统治。在

遭到普鲁士政府的迫害后,他于次年退出《莱茵报》,流亡巴

黎,在巴黎从事编印《德法年鉴》的工作,继续与当局作斗争。

在此期间,他发表了《黑格尔哲学批判导言》等文章。1845

年,马克思再次遭到法国当局的迫害驱逐,流亡到比利时继

续斗争。并于1846年和恩格斯在布鲁塞尔成立“共产主义通

讯委员会”。随后,其又于1864年,创立了第一国际。从中我们

可以看出,马克思不论走到哪里,一直在为无产阶级的革命事

业而不断奋斗。列宁指出；“马克思主义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

起,直到二十世纪,一直在同那些与它意见不同的理论坚持进

行不懈斗争。”虽然马克思参加的革命实践活动是有限的, 但

是这些革命实践活动带给他的是无限的经验总结。他们就像

一剂强效的催化剂,使马克思的思想不断走向成熟。 

1.2 马克思思想起源的理论追源 

马克思的思想是站在其时代的大舞台上,结合了德国古

典哲学(以黑格尔的辩证法)、英国的政治经济学和费尔巴哈

的唯物主义为代表产生的。 

1.2.1 西方哲学主义 

马克思早期政治起源思想开始于对黑格尔政治哲学的

批判与继承。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对

其作了高度的评价,他说：“德国的国家哲学和法哲学在黑格

尔的著作中得到了系统、丰富和 终的表述。”[]我们不得

不肯定,“黑格尔政治哲学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具有不可

代替的正面影响,马克思在与黑格尔唯心主义的内容方面存

在的分歧,正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从不完全继承和发扬某一理

论的精神。换言之,马克思主义正是在不断继承和批判的基

础上,完成了自身理论思想的转变。”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思

想对马克思的哲学思想有着重大影响,不仅是因为黑格尔的

系统代表了“德国古典哲学的成果 ”,而且更重要的是,黑

格尔是西方哲学的集大成者,他建立了西方哲学史上 庞大

的哲学体系,其中包含着对以往所有哲学的批判性的继承；费

尔巴哈哲学虽然不如黑格尔那样全面、系统,但也代表了西

方唯物主义传统的 高阶段。正因为如此,马克思对黑格尔

和费尔巴哈批判性的继承,使他得以有选择地继承西方哲学

的精华,而且在此基础上实现了西方哲学史上的根本变革。 

1.2.2 西方自由主义 

西方自由主义始于17世纪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约翰·洛

克 早系统地阐述了以理性主义和个人主义为基础的自由

主义政治原则,其后经过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和美国独立运

动的实践,自由主义运动在19世纪70年代达到高峰,古典自

由主义思想体系达到了完整的发展。其中,洛克、亚当斯密

和孟德斯鸠等人都对人权问题发表过自己的主张。而马克思

可以说毕生都在追求全人类的“自由”。在马克思看来,西方

传统的人权概念向来都有着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人权概

念即公民权和作为“市民社会的成员的权利”的“人权”。

狭义的人权概念则仅指后者。但是在实际的社会生活中,人

们尤为重视的却是狭义的人权。正如《人权和公民权宣言》

所指出的；“所有通过政治手段进行结合的根本目的,都是为

了维护我们至高无上又凛然不可侵犯的人权”,“政府的设

立是为了使人能够行使自然的和不可剥夺的权利。”马克思

的这些自由思想都是源自于西方的自由主义。 

1.2.3 西方古典经济学 

马克思在其经济学理论研究的生涯中,把批判资产阶级

经济学,尤其是把批判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作为其主要任务

之一。马克思经济学就是在批判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中创立

和发展起来的。在《资本论》和《剩余价值理论》中,马克

思特别揭露了庸俗经济学的“三位一体”公式的庸俗性和反

科学性。按照“三位一体”公式的逻辑,土地成了地租的源

泉,资本成了利润的源泉,劳动成了工资的源泉。马克思说:

“这种宗教是一种庸人的生活方式,是平庸之辈的虚构。在

这些庸人的构想中,现实的正反通过一种极端不合理的方式

表现了出来。”马克思还说：“土地所有权, ——这听起来有

一种超现实主义的魔幻风格。由于我们把土地的使用价值和

土地的交换价值不分青红皂白的随意地混合起来,虽然这种

观念可能会被求助于自然解本身来试图解释地租这个法律

概念 ,但这种解释借助于某种不得而知的魔力把土地的所

有权人变得神圣化了。”在谈到劳动是工资的源泉的时候,

马克思首先指出,这种说法“庸人混淆了把劳动和雇佣劳动

两个概念,从而也混淆了把工资和劳动产品这两个概念”,

但“至少其中一点我们是可以知悉的,即我们通过创造劳动

而获得了工资。”由此可见,马克思对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的

批判和评价是科学、深刻、全面而允当的,对于我们认识当

代西方经济学的基本性质仍然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2 马克思相关法学著作中体现的法本质思想的演变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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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法学的产生是法学史上 伟大的革命。下面

我们主要通过《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哲学的

贫困》、《论住宅问题》、《资本论》等著作进行简要分析,考

察其中体现的马克思关于法本质的思想。 

2.1《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法本质思想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法的本质的学说并不是他们臆想出

来的。在马克思、恩格斯对法本质问题进行探讨之前,就已

经有很多法学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观

点有两种,分别是霍布斯等人的权力决定论和施蒂纳的意志

决定论。而马克思关于法本质这一问题的 早表述,出现在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法律内的各种权利义务关系就

如同国家这个概念一样,不能从国家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

国家发展的一般规律来理解。之所以不能这样去理解国家和

理解法律内各种权利义务关系一样,她们都是源自于其所依

附的物质生活条件。”随后,马克思、恩格斯在他们的巨著《德

意志意识形态》中明确提出：法不是自由意志的体现,而是

由统治者的“共同利益所决定的意志的表现”。接着,马克思、

恩格斯在批判了施蒂纳等人错误理论之后,对法的基础进行

了科学的表述:“我们脑子里产生的某种想法和某种概念,

并且大脑通过组织相关语言把这些思想表达于外部。这一系

列的精神领域的活动从哪里产生的呢？包括一些特有的语

言,像政治活动、宗教运动、法律建构等等。答案是物质生

活,是我们所处于的特定社会的物质生产活动赋予了我们这

些本能。”同时,马克思、恩格斯也指出：“统治我们的那些

统治者的统治必须是一个一般的统治。因为无论是统治者,

还是被统治的我们,其所处于同样的社会物质条件之中。这

些条件并非统治者所独享的,而是所有统治阶级的人和被统

治阶级的人共同享有的。并且这种物质条件并非对立的。而

由所处于同等物质生活条件之下的这类人的群体共同意志

的集合体便构成了法律。”在这里,马克思、恩格斯提出了三

种关于法本质表述的观点：(1)法是以现实的社会物质生活

关系为基础。(2)法律是统治阶级由其共同利益决定的具有

国家形式的国家共同形式的表现。(3)法律为在生产关系中占

统治地位的阶级的利益服务。 

正如马克思原文所表述的,“是什么东西构成了国家

呢？是那些不依赖于任何某个人的个人意志而发生移转的

物质生活。并且这个假设即使放在某个人或者某些人相互制

约的生产关系和生产方式的大框架上都是合理的。因为刚才

我们所谈及的构成基础,并非由国家政权而繁衍出来的,恰

恰相反的是,他们本身才是构成国家政权的基础决定力量。”

“立法者应该把自己当成自然科学家。他不是在制造法律,

不是在发明法律,而仅仅是在表述法律”,“在我们大多数法

学家的观点中,都存在一种错误的观念,即法律并非社会存

在的基础。与此正好相反的是,法律应该以社会为基础。因

为法律是由人们创造的,因此它应该是人类共同意志的概念

集合体,而不是个人意志的专断独裁。而人们是处在不同阶

段和层次的物质文化生活中,因此法律也应当是不同物质生

活的表现,而非超越物质生活而独立存在。”等等。马克思和

恩格斯的上述观点,科学的说明了法律现象的产生、存在和

发展的根源,标志着其历史唯物主义法学的形成。《德意志意

识形态》是一部划时代的理论巨著,在该书中,马克思、恩格

斯第一次明确阐述了生产力决定“交往形式”、“市民社会”

决定上层建筑的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并以此为基础,形

成了一个宏伟壮观的历史唯物主义法学理论体系。 

2.2《共产党宣言》中的法本质思想 

马克思法学划时代的贡献,就是科学地揭示了法的本质

问题。在《共产党宣言》这本书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深刻的

表述了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法学的世界观。在这篇著作

中,他不仅揭示了法的运动规律,而且深刻分析了资本主义

法的阶级本质及其特征。他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你

们的观念本身是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的产物,正像你们的法

不过是奉为法律的你们阶级的意志,而这个意志的内容是由

你们这个阶级的物质生活条件决定的。”马克思这句话虽然

原意是针对资本主义法的本质来说,但他同样揭示了法本质

的多层性属性。这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关于法本质的论

述是具有一致性的。因此,这也是马克思主义法学中关于法

本质的经典论述之一。 

2.3 其他著作中的法本质思想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长期的革命实践活动中,他们关于法

本质的观点也得到不断深化。例如在《哲学的贫困》这本书

中,马克思对历史唯物主义法律观进行了补充。他认为,“不

管政治立法还是市民立法,都只是对经济关系要求的一种表

明和记载,经济关系与发展的需要及要求正是决定法律的力

量所在,而这种关系绝不会如蒲鲁东所主张的那样——法律

是决定经济关系的力量。”1849年2月,马克思在对抗普鲁士

政府的两次诉讼中,又一次阐述了他和恩格斯关于法本质的

学说。他在文中指出：“刚才我们从前文中已经表述过一个

正确的观念,即法律是以社会的存在为基础。不仅如此,法律

还应该是人类共同意志的概念集合体,而不是个人意志的专

断独裁。而人们是处在不同阶段和层次的物质文化生活中,

因此法律也应当是不同物质生活的表现,而非超越物质生活

而独立存在。正如我现在手里所拿的这本拿破仑法典并没有

创立现代的资产阶级社会。相反的,资产阶级社会,只是在这

本法典中找到了他的法律的表现。”同样的,恩格斯在《论住

宅问题》中也指出；“在社会发展的某个很早的阶段,产生了

这样一种需要,把每天重复着的生产、分配和交换产品的行

为用一个共同规则概括起来,设法使个人服从生产和交换的

一般条件。这个规则首先表现为习惯,后来便成了法律。随

着法律的产生,就必然产生出以维护法律为职责的机关——

公共权力,即国家。”表面上“立法就显得好像是一个独立的

因素,这个因素并不是从经济关系中,而是从自己的内在基

础中,例如从’意志概念’中,获得存在的理由和继续发展的

根据。人们往往忘记他们的法权起源于他们的经济生活条件,

正如他们忘记了他们自己起源于动物界一样。”在《资本论》



现代教育论坛 
第 2 卷◆第 5 期◆版本 1.0◆2019 年 5 月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630-5178 

Copyright  c  This word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38 

Modern Education Forum 

这篇巨著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更深层的论证了法与经济的关

系,更进一步阐明了每一种生产方式必然产生特定的法律关

系。其次,在《资本论》中,法的职能和作用被更全面的阐明。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法的主要作用就是把有利于统治阶级利

益的现状神圣化。法具有公共社会功能,法在维护阶级统治

职能的同时具有公共社会化职能。再次,马克斯、恩格斯也

揭露和批判了资产阶级法的本质和作用。在文中,他们指出

资产阶级运用法律进行原始积累,制定恐怖的法律来造成公

共劳动的浪费以防止无产阶级的过火行为,防止阶级矛盾。

由于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法本质原理是其历史唯物主义的重

要内容,所以关于法本质的论述也散见于《反社林论》、《法

兰西内战》、《法学家的社会主义》等其他著作中,本文在此

就不一一论述。 

3 马克思法本质观的内容总结 

通过对马克思的经典著作进行分析,我们不难看出,马

克思对法本质的定义主要包含以下几个层次：国家意志性、

阶级意志性和物质制约性等三个方面： 

3.1 法的形式本质——国家意志性 

首先,法律是一种国家意志。法具有国家意志性,体现了

法是一种社会调控措施,指出了法的形式本质。法作为一种

社会调整措施,不是从来就有的现象。而国家是社会在一定

发展阶段上的产物。法体现为一种国家意志,揭示出国家在

统治阶级的意志客观化为法律规范的过程中的“中介作用”,

国家使法成为社会的“共同规则”。同时,也揭示了法与国家

千丝万缕的联系。因为二者的作用是相互的,法律一旦制定

出来就立刻对产生它的国家权力具有制约作用,非经法定程

序不得随意修改。 

3.2 法的阶级本质——阶级意志性 

法具有阶级意志性,揭示了统治阶级意志的法律性,指

出了阶级社会法的实质本质。另一方面,统治阶级的意志经

国家这一环节转化为社会普遍的行为规范,就获得了由国家

强制力保护实现的一体遵行的效力。一方面,马克思恩格斯

指出,法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法属于社会意识,是上层建

筑现象。同时,统治阶级的意志只有上升为国家意志的那部

分意志才能构成法。在一定情况下,统治阶级并不是单一的

某个阶级,而是以某个阶级为主导的阶级联盟。另一方面,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由国家强制力保障的“法律”中的统治

阶级意志才是法。这里的“法律”泛指法律规范的一切外在

表现形式。 

3.3 法的实质本质——物质制约性 

统治阶级的意志根源于现实的经济关系和物质生活条

件,根源于社会关系,揭示了法的物质根源即物质制约性。法

具有物质制约性,体现了统治阶级意志的客观性,揭示了人

类社会法的本质发展的客观规律,指出了人类社会法的实质

本质。唯物史观认为,国家是社会的表现形式。在国家与社

会的关系的问题上,绝不是国家决定和制约市民社会,而是

市民社会决定和制约国家。用恩格斯的话说,这是马克思主

义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因此,分析法的本质,就必须深入到

市民社会中,深入到社会的物质生活中。法固然是国家意志、

阶级意志的体现,但这种意志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形成的,它

始终受到社会的物质生活条件的制约。法的这两种性质,表

明法反映了人的主观意志,具有主观性。如果对法的本质的

认识仅仅停留于此,那么就会陷入唯心主义的唯意志论。马

克思主义在法所体现的主观意志背后,找到了社会物质生活

条件这一决定性的客观力量,这就把法的主客观结合起来

了。法的客观性要求统治阶级在制定法律时,必须从客观经

济条件出发,而不能臆造它、违反它。 

从马克思主义和恩格斯的一系列论述中可以看出,马克

思恩格斯关于法的本质学说,是在深入批判唯心主义和旧唯

物主义法律观的基础上,以社会及历史发展的基本事实为依

据形成的,是建立在科学的世界观与方法论基础上的,具有

强大的内在逻辑力量,直至今日对于我们认识法的本质,应

该说仍具有普遍的理论指导意义。只有在马克思恩格斯法本

质观一般原理的指导下,结合当前的历史条件,针对具体情

况具体分析,才能深刻认识社会现实,得出当前社会主义法

的本质的正确观点,从而也才能进一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

义法学的一般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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