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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汉代法制中的重民思想
成 峥

摘 要 重民思想在中国古已有之，在法制中则较早见于汉代。中国古代的重民思想是古代处于主流的统治思想，以民为

本、爱民存民是其核心内容。在《汉书·刑法志》中，重民思想崭露头角。汉律通过年龄限制减少了刑杀，而且其减罚慎刑，

导民相爱，突破了前朝法例，重民思想展露无余。其实通过社会根源我们会发现重民思想重视于汉代自尤其历史必然性。

虽然尚有局限，但不可否认其深远之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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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的重民思想是古代处于主流统治思想，以民为本、

爱民存民是其核心内容。重民思想在中国古已有之。先秦诸子

在自己的著作中有所体现，如墨家的“兼爱”、“非攻”，儒家的“仁

爱”、“民本”等。孟子是集大成者，他认为“保民而王”和“民贵君

轻”，对汉代法制中的重民思想形成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汉书

·刑法志》中，重民思想崭露头角。“夫人宵天地之貌，怀无常之

性，聪明精粹，有生之最灵者也。”开篇显志，通过赞美人而发现

人。从赞美神，赞美尧舜等杰出人物到赞美整个类，与文艺复兴

时期，《大卫》、《蒙娜丽莎》、《西斯廷圣母》等艺术作品有异曲同工

之妙。通过表现人的大美从而发现人。本文以《汉书·刑法志》

为研究汉代法制的窗口，探讨汉代法制中的重民思想。《汉书·

刑法志》记载汉朝前期、中期的法制状况，并不是系统阐述汉代法

制思想的理论，但其重民思想流露于字里行间。

一、重民思想的表现方式

（一）制定刑事责任年龄，抚老恤幼废疾

“年八十以上，八岁以下，及孕者未乳，师，侏儒当鞠亲者，颂

系之。”至孝宣元康四年，又下诏曰：“朕念夫耆老之人，发齿堕落，

学期既废，亦无逆乱之心，今或罗于文法，至于囹圄，不得终其年

命，朕甚怜之。自今以来，诸年八十非诬告，啥商人，它皆勿坐。”

至成帝鸿嘉元年，定令：“年未满七岁，贼手杀人及犯殊死者，上请

廷尉以闻，得减死。”通过这种方式减少刑杀，树立实然意义上的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风尚。体现了重民思想

以及对社会弱势群体的保护。

（二）废除肉刑

肉刑带有很强的奴隶制刑罚色彩，具有报复性和残忍性。在

罗马法中也屡见不鲜。观之人类发明史,由野蛮走向文明是一种

必然发展趋势。

（三）减免刑罚

汉初崇尚黄老思想,清静无为。反思秦灭亡经验,加上恢复生

产的需要,汉初几代的君王主张减免刑罚。《汉书·刑法志》中多

次指出“朕甚怜之”，可以看到君主对人民的悲悯。

（四）保护隐私

化行天下，告奸之俗易。商鞅变法时，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

与斩敌者同赏。至汉推行教化，邻里和睦。合作生产，使得人民

内心得以安顿。不致于人相贼。

（五）疑罪上书复审

“所不能决者，皆移廷尉，廷尉亦当报之。廷尉所不能决，谨

具为奏，傅所当比律，令以闻。”商鞅时专任刑杀,虽具有威慑剧场

效应,但也视生命为草芥。汉代通过慎刑的方式一定程度上保障

人的生命权和健康权。

（六）亲亲相隐,开始关注民众中局部平等与人民的内心感受

中国一向有大义灭亲的传统，将民众推向非万众敬仰的道德

巨人，则人人得而诛之的罪犯小人的两难境地。这其实是割裂了

情与理之间的关系，不符合人性的发展。

二、同时重民法制思想毕竟是人治社会的产物，存在着一系

列的局限性

1．存在侮辱刑。大者陈诸原野，小者致之市朝。罪犯也是

人，也具有与他人平等保护的人格尊严。这与罗马法中不把奴隶

视为市民一样，可见其重民思想的局限性。

2．刑法是给民众制定的，范围存在局限性，八议制度，法为王

法，不及皇帝等。

3．死刑太重，生刑太轻。罪刑不适应的适用问题以及刑罚报

应论的存在，都体现了重民思想的局限性。当然，我们不能用现

代法制的标准去衡量两千年前封建社会初期的重民思想，这对于

历史而言是不公平的。当时出现的重民思想是法制的进步。

三、在封建社会形成初期汉代，法律中形成重民思想，有一定

的历史必然性与社会根源

（一）汉代吸取前代灭亡的经验

不可一世的秦始皇，振长策而御宇内，履至尊而制六合，威震

四海，不可一世。统一后仍抱着法家治乱世之重典不放，奉为皋

涅，严刑峻法，激化矛盾，历二世而亡。中国古代封建王朝建立之

初对前代灭亡的教训可谓不可小视，力求避免才有了刘邦的约法

三章。通过减少刑罚，安抚民众，体现重民保民的法律思想应运

而生。

（二）经济发展的需要

汉初经济调弊，饿殍遍野。汉高祖刘邦出行时竟找不到四匹

同色的驾车之马，可见一斑。同时废井田开阡陌，土地农民私有

制，土地所有制变革带来了生产方式的变革，铁犁牛耕逐步推广，

农业朝着精耕细作的方向发展，无论是二牛挽犁式还是一牛抬扛

式都需要大量劳动力，水利合作的扩大，也需要大量的劳动力，但

经历常年战乱之后，最稀缺的也正是劳动力。因此国家在法律制

度上矜老恤动，废除肉刑，减轻刑罚，与民休息，无为而治，重民保

民。

（三）军事战争的需要

汉武帝雄才大略，讨匈奴，通西域，全民皆兵，军费浩繁。汉

代分为中央军队、戍边军队与国民兵。中央军队分为卫戍首都的

北军与保卫皇宫的南军。汉代 23 岁以后壮丁需要服兵役，各地

壮丁轮流到了中央军服役，期间一切费用政府承担，这就需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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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与实体的利益。

（二）强化法院的审判独立原则

审判独立原则能为法官在诉讼过程中提供一个客观理性公

正的良好的外部环境，能保障程序公正的实现。具体表现为两

个方面。一方面审判独立可确保司法中立性、程序对等性的实

现。法官在诉讼过程中坚守中立性和程序对等性是确保在诉讼

过程中的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平等，使法官对待各诉讼主体做到

一视同仁、平等对待。法官中立与程序对等是审判独立的一种

形式。具体而言，如果法官不能做到中立或者不能够在诉讼过

程中使双方利益主体的法律程序权利得到平等参与或主张，那

么法官在对事实的认定上会产生偏差甚至导致错误的裁判结果

出现，损害实体的公正性。二是法院审判独立能保障法律程序

理性的实现。在诉讼过程中一个拥有独立自主审判权的法官在

对案件事实的核实过程中能做到充分调查当事人提供证据的真

实性与客观性，并对双方当事人的陈述做到理性对待、充分考量，

从而从而使双方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得到充分的实现。可见，审

判独立既可以保障法官客观的对待证据、冷静地听取双方当事

人的陈述，又可以充分保障双方当事人的行使法律程序的权利

得到保障，从而公正无偏地解决纠纷。

（三）保障法律程序的公开性与及时性

法律程序的正义性来自于公众对于法律的信任。而这种信

任的基础在于法律程序要做到公平、公正、公开。法律程序的公

开一方面有利于当事人、社会大众、利害关系人对于具体法律事

实的了解，另一方面也是对于执法人员与司法人员在法律程序

过程中的法律行为给予监督，使其做到合法行政，司法公正。因

此，只有公开透明的法律程序才能使公众信服与信任。在具体

的实践中，法院可以通过司法文书上网等措施，使案件的审判情

况接受公众的监督与时间的考验。同时法律程序要确保及时性，

只有及时才能使实现真正的公平正义。尽管绝对的正义一直以

来是大家期望的结果，但是在实践中要使法院的每一次的裁决

做到绝对的公正是很难实现的。正因大家对绝对正义的追求，

在具体司法实践过程中存在大量的发回重审或者再审的现象出

现。尽管重审与再审程序的设计是为了正义的需求，但是发回

重审与再审中的效率与时间问题往往容易被忽视，存在正义没

有得到及时实现的情况。

综上所述。在法治建设的过程中，法律制度体系，以及与社

会经济发展相适应的法律文化、法律精神、法律价值观体系的建

立和完善是实现法治社会的精神内涵和固有要求。在法治社会

中，对公平正义的追求，其实质就是追求“程序公正”基础之上的

“实体公正”。而实体公正的前提是程序公正。本文拟从法理学

的角度来研究法律程序的一般理论，讲述了法律程序的价值内

涵以及遵循法律程序对法治建设的意义。然后对法律程序价值

的正当性进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明确了我国法律程序价值的

理论构想。明白在我国法治社会的建设过程中，只有充分坚决

地捍卫法律程序公正，才能充分保障实体的公正，从而真正的实

现法律程序价值。

参考文献：

[1]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哲学及其方法．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
[2］季卫东．法律程序的意义．中国社会科学．1993．

量的人力财力，封建政府主要财力为赋税（大致分为田租与人头

税），这就需要富民、养民。因此在法律上体现为重民思想。

（四）政治统治的需要

汉代的政府机构比以往更加完善，国家机器中的单元向精细

灵活方向发展。中央三公（丞相、大尉和御史大夫）九卿（太常、光

禄勋、卫尉、太仆、廷尉、大鸿胪、宗正、大司农和少府）。地方为郡

县制，郡太守和县令，汉代有一百多个郡，一个郡管辖十几个县，

同时完善监察制度，中央向地方派遣刺史。围绕皇帝的有“六尚”，

围绕宰相的有“十三曹”。加上郎官小吏，这要多少官吏，九卿与

郡太守都是两千石的俸禄。而汉初推行轻徭薄赋、三十税一、与

民休息的税收政策,这显然是一对矛盾,顺民保民,增加人口,增加

人口税和田中赋税才为合理, 为了这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这要

多少赋税田税？如果还实施专任刑杀，将繁重的负担加在少数劳

动力之上，难免不成仁义不施攻守之势之异也。同时汉初为了安

定社会秩序,缓和社会矛盾,遂采用亲亲相隐,废除告奸的法律制

度。

（五）文化的大力推动,汉代法律儒家化

汉武帝接受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推行德

主刑辅，治国之先行道德教化。教化形成一种人内心对礼制道德

的崇尚与敬畏。就像康德墓志铭中提到：有两样东西，我们思索

得欲久，就欲使心灵充满景仰和敬畏：我头上的星空和我心中的

道德法则。中国人也是敬仰敬畏上天，受道德伦理的纲常约束

的，主观不愿触犯法律。礼法并用，明儒暗法，儒家“仁爱”、“民

本”思想大力推崇着重民思想。

学者仰为泰山北斗，寰中望若甘雨和风。董仲舒上“天人之

策”提出”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的建议。汉武帝在长安

设太学，初设五经博士专门讲授儒家经典《诗》、《书》、《礼》、《易》、

《春秋》。太学弟子毕业后可先为郎吏，作为候选青年官吏，是学

子入仕的重要途径。这就通过教育的方式改造汉代官吏的思想，

以致以后“仁爱”“民本”等重民思想运用到国家社会方方面面。

其中代表人物为董仲舒、司马迁、马融、郑玄、贾谊等儒家泰斗，以

及《汉书》的作者班固。班固十六岁便入首都洛阳大学求学，更是

将“仁义礼智信”学到了血液之中。

汉代法制中的重民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从奴隶制五刑过渡到封建制五刑，从专任刑杀到德主刑

辅，反映了人类文明从野蛮走向文明。宽恕容过、携老恤幼，本乎

人情、探求真相、区别对待和亲亲相隐等思想为后世立法所延用。

2．德主刑辅，宽减刑罚，以礼治国为南北朝时礼律进一步融

合奠定了思想基础。

3．引发了今天立法的一系列反思。道德法律化的问题一直

存在争议。主要问题是如何融合，度的问题，可以在立法的过程

中借鉴汉代律法进行深入思考。

在封建法制中即使有重民思想，其根本仍是维护政治统治，

是伦理学的副产品。“痛苦和快乐是人们的两个最高道德标准。”

这显然与汉代法律中的德道、五常等相悖，所以立法过程中扎住

脚下的根，寻本溯源，也许更能推进中国法制思想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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