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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恩格斯等马克思主义
经典作家的法律观*

一、马克思主义法学的创立

马克思主义法学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创立的，历经了由革命民
主主义法学向马克思主义法学的转变与发展过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
段:

( 一) 马克思早期的法学思想

马克思出身于法学世家，祖父精通犹太律，父亲是当地著名律
师，曾担任莱茵省律师协会会长。良好的家庭教育，使马克思从小就
受到法学的熏陶。1835 年，马克思按照他多年的志愿和长辈们的期
望，考入波恩大学，攻读法学专业，1836 年转入柏林大学。大学期
间，富有创造和开拓精神的马克思，发现历史上的法律过于苛刻、过
于烦琐、没有人性，于是力图创立一个新的法学体系，并撰写了一个
法学大纲。后来，马克思发现他写的大纲，同康德的法学相类似。通
过反思，马克思认识到要在法学中有更大的成就，首先必须要有深厚
的哲学基础，因此写信告诉他父亲，为了学好法学，必须先学好哲
学。马克思刻苦攻读，直接影响到他的身体健康。1837 年春夏之交，
马克思利用他在柏林郊区施特纳劳休养的时机，几乎阅读了哲学大师
黑格尔的全部著作，还结识了 “博士俱乐部”的成员，并参加了青

* 本文系李龙教授在中共中央政法委组织的副部级以上政法干部全国会议上的
报告。该报告在《人民日报》发表，并和其他有关文件印成单印本在全国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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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黑格尔运动。从此，马克思认真学习黑格尔的哲学，尤其是对黑格
尔法哲学极为感兴趣，在毕业时同时获得了耶拿大学哲学博士学位。

1841 年大学毕业后，严酷的现实和尖锐的斗争，使马克思清醒
地认识到: 黑格尔的法学思想与现实生活存在着极大的反差。在此期
间，他先后写下了一系列法学专论，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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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林木盗窃
法的辩论》等，特别是 1843 年所写的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的源头的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一书，不但表明了年轻的马克思与黑格尔法哲
学的决裂，而且也反映了马克思批判地接受了费尔巴哈的人本学观
点，更显示了马克思进行法学革命的信念。讲到这里，我不禁想起了
法学界一度出现的流言: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没有法学专著，因
此，不存在马克思主义法学。我认为这至少是个重大误解，在 《马
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l 卷收集的 36 篇论文中，便有 9 篇是法学专著
与法学专论。其中就有洋洋数十万字的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法学
专著。再以宪法专论而言，先后就有 1844 年恩格斯写的 《英国状况
英国宪法》、马克思 1848 年的《法兰西共和国宪法》、1855 年的《大
不列颠宪法》等 8 篇宪法专论以及列宁有关宪法的讲话，还有一系列
法学名言警句，如“法典就是人民自由的圣经”( 马克思) 、“没有无
义务的权利，也没有无权利的义务” ( 马克思) 、 “宪法是法律的法
律”( 马克思) 、“宪法是人民权利的保护伞”( 马克思) 等。当然，自
1844 年以后，马克思恩格斯的主要精力集中在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
成部分的写作上，但其中还有不少有关法学的经典论述，包括法学基
本理论和部门法理论的论述。

早在马克思担任《新莱茵报》主编期间，就深深感到黑格尔的
法哲学与当时德国的现实格格不入，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当时产生了
“苦恼和疑问”。为了批判黑格尔法哲学这个庞然大物，马克思作了
一系列准备工作，其中既包括阅读了大量的法学和历史著作，并形成
俗称“克罗茨纳赫笔记”，也包括借鉴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更包括
马克思本身对现实生活的体验与总结，等等。贯穿于 《黑格尔法哲
学批判》一书的基本思想，就是市民社会决定国家与法。后来，马
克思自己在评论该著作时写了这样一段名言: “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
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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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条件。”① 这是一个伟大
的发现，在法学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以往的法学理论，不管是西方
还是东方，都认为国家与法决定经济，而马克思在这里把两者的关
系，即国家与法同经济的关系从根本上颠倒过来了，并以此从根本上
动摇了黑格尔法哲学体系。马克思在这里讲的市民社会，实质上是指
私人利益，是指以私有制为核心的生产关系，亦即我们现在讲的私有
制的经济关系。当然，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在这里还仅仅是一个开
始，但是个良好的开端，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发源地，也是马克思主义
法学的发源地，之后他又发表了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等一系
列著作，从学术上判处了黑格尔法哲学的死刑。

通过学习马克思早期的法学思想，我们至少在如下几个方面受到
教育: 第一，马克思早期法学思想的显著特点之一，就是坚持了理论
结合实际，每篇法学论著都是针对德国的重大现实问题，都是针对德
国腐朽的法律制度，如关于出版自由问题便写了两篇专论，指出了普
鲁士书报检查制度的反动本质，并且具体运用法学理论，明确提出法
律是针对人的行为的，普鲁士针对思想的法律是恐怖主义法律。事实
证明，任何法学理论只有与现实相结合，才能发挥其特殊功能。同
时，这也证明了只有民族的东西才是世界的东西，才能体现理论的价
值。因此，我们法学与法律工作者只有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伟
大实践，只有以解决我国法制建设中的重大现实问题，才能彰显法学
理论的价值。第二，马克思早期的法学思想另一个重大特点，就是坚
持创新，并把它建立在对旧制度错误法学理论的严肃批判上，《黑格
尔法哲学批判》就是这方面的代表。马克思之所以批判黑格尔法哲
学，不仅在于黑格尔法哲学有个庞大的错误的理论体系，更在于黑格
尔法哲学阻碍了社会的进步。当然，时代在前进，我们现代的创新应
体现时代精神，能促进社会的进步。社会科学的创新，特别是法学创
新，必须有正确理论基础，这个理论就是唯物史观。如果以唯心史观
为理论基础，不从中国实际出发，机械搬用西方的法学理论，其后果
肯定是不好的。第三，马克思早期的法学思想重点是从唯心主义法律
观向唯物主义法律观转变，从民主主义法学向马克思主义法学转变，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3 卷，人民出版社 1962 年版，第 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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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转变的关键在于弄清国家与法同经济的关系，在于对人们的物质
生活条件的认识步步深化。这是一个不断探索的过程，是一个从实践
到认识，从认识到实践多次反复的过程。这不仅表明了马克思寻找真
理的艰辛道路，而且也昭示了他对人民的深厚感情。这种崇高的品德
和伟大的精神永远都是我们学习的楷模。

( 二) 马克思主义法学的奠基之作——— 《德意志意识形态》

马克思的伟大功绩是永载史册的，其中最基本的是他的两个伟大
发现: 第一个伟大发现是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第二个伟大发现是创
立了剩余价值学说。《德意志意识形态》就是第一个伟大发现的经典
之作，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法学的奠基之作。

大家知道，马克思在批判黑格尔法哲学时，曾经合理地借鉴了费
尔巴哈的人本主义的唯物论，并取得了重大成果———从根本上动摇了
黑格尔那个庞大的哲学体系，也表明了马克思本身的思想由赞同黑格
尔向否定黑格尔的方向转变; 同时，该书的出版也成为了马克思主义
法学的奠基之作。这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法学属于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
主义范畴。换句话说，唯物史观是马克思主义法学的理论基础，这正
是马克思主义法学与非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区别所在。当然，历史唯物
主义博大精深，这不是我们今天讲座的主题，但它是我们研究马克思
主义法学的前提。在这里，我们至少要了解该书的基本点: 一是该书
的中心思想。“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即我们经
常所讲的“不是社会意识决定社会存在，而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
识”。二是指历史发展的前提。马克思与恩格斯明确指出: “它的前
提是人，但不是某种处在幻想的与世隔绝、离群索居状态的人，而是
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发展过程中的
人。”① 就是说，历史发展的前提不是抽象、离群索居的人，而是具
体的人、现实的人、活生生的人。这样，马克思主义不仅同费尔巴哈
的人本主义划清界限，而且坚持从现实的人出发，实际上就是从物质
资料生产出发。这正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也是马克思主义法
学的理论基石。在这个基础上，马克思恩格斯在该书中科学地揭示了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60 年版，第 3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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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下法学原理:
第一，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明确指出了国家与法对所有制的依赖

关系，认为一定的国家与法，必须同一定的经济关系相适应; 离开了
所有制，国家与法是不可想像的，就是说，会带来严重的后果，正如
马克思恩格斯所讲的: “经常发现法律在世界的 ‘硬绷绷的东西’上
碰得头破血流。”①

第二，马克思恩格斯首次对法的本质这个历来被剥削阶级法学家
弄得“糊涂不堪”的重大问题作了科学的说明: “由他们的共同利益
所决定的这种意志的表现，就是法律。”② 这里讲的 “他们”，就是
指“统治阶级”。接着，两位导师指出了三点: 1. 统治阶级的意志，
“不受他们之中任何一个单个人的任性所左右”③，而是这个 “共同
利益”决定的; 2. “国家意志即法律”④，只有上升为 “国家意志”
的那部分统治阶级意志才是法律; 3. 归根到底受到经济关系的制约。
因此，法律具有两重性，即主观性，更有客观性。关于这个问题，在
一些人的心目中，曾经称这为 “意志论”一概加以否认。这不是事
实，因为两位导师反复强调法的内容是由物质生活条件决定的，具有
客观性。当然，他们提到“阶级意志”与“国家意志”，指出法律有
主观性的一面，但归根到底是由物质生活条件决定的。其实，论法是
一种意志由来已久，什么“公意论”、“主权者命令”等，这不还是
西方的东西吗?

因此我们要看专著，弄清真实情况，不要信口开河。
第三，马克思恩格斯提出了 “私法和私有制是从自然形成的共

同体形式的解体过程中同时发展起来的”。这就打破了 “法律是永恒
的、经久不变”这一不符合客观事实的非马克思主义法学思想的空
想。

①
②
③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60 年版，第 379 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60 年版，第 378 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60 年版，第 378 页。
马克思、恩格斯: 《德意志意识形态》 ( 单行本) ，人民出版社 1963 年版，

第 36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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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马克思主义法学成熟的标志——— 《共产党宣言》

《共产党宣言》是科学社会主义第一个纲领性文献。它的出版，
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的诞生。大家知道，19 世纪 40 年代，欧洲工人运
动风起云涌，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和著作在无产阶级队伍得到广泛传
播并日益成为革命行动的指南。1847 年 6 月，“共产主义者同盟”在
伦敦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同年 11 月，在该组织第二次代表大会上，
马克思恩格斯受大会委托，以宣言形式制定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纲领，
于 1948 年 2 月正式出版。《共产党宣言》的问世，意味着人类进入了
一个崭新的时代，开辟了无产阶级革命的新纪元，其历史意义是极为
深远的。与此同时， 《共产党宣言》也是马克思主义法学成熟的标
志，意味着马克思主义法学以其严整的科学体系进入一个崭新的历史
阶段。在这一光辉著作中，在法学方面，两位导师主要提出和阐述了
如下观点:

第一，在揭示 “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同样是不可
避免的”这一规律的基础上，深刻地揭示了资产阶级法的本质，明
确指出: “你们的观念本身是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和所有制关系的产
物，正像你们的法不过是奉为法律的你们这个阶级的意志一样，而这
种意志的内容是由你们这个阶级的物质生活条件来决定的。”① 两位
导师这段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名言，虽然是针对资产阶级法讲的，但在
阶级对立社会具有普遍意义: ①它指出了法的阶级属性，法是一种奉
为国家意志的统治阶级意志; ②指出了法的物质属性，就是说法的内
容是由统治阶级的物质生活条件决定的。当然，在社会主义制度下，
法必然是人民意志的体现，也必须受到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制约，即
有其客观规律性。

第二，科学地提出了和论证了民主的重要性，明确指出: “工人
革命的第一步就是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② 两位导
师，不仅强调了民主的重要性，而且明确指出了它是革命的重要目
标。《共产党宣言》虽然这时还没有提到无产阶级专政，但在这一论

①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289 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29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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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中已经表明了它的实质。
第三，号召无产阶级利用法律武器来保护自己的利益。马克思与

恩格斯认为，无产阶级在同资产阶级的斗争中，在暴力革命的同时，
也可以利用合法斗争，“利用资产阶级统治所必然带来的社会和政治
条件作为反对资产阶级的武器”，“利用资产阶级内部的分裂，迫使
他们用法律形式承认工人的个别利益”。在这里，他们指出了资产阶
级法律阶级本质的同时，也要看到它同封建制法律比较而言有进步的
一面，就是说他们打着 “自由、平等、博爱”的旗号，主张契约自
由，高喊民主、人权、法治。当然，这些东西实质上是虚伪的、是骗
人的; 但社会发展到这个历史阶段，我们既要认清其本质，又要利用
它进行“合法”斗争，迫使他们承认工人阶级、劳动人民的某些权
利，如 1886 年芝加哥的工人阶级争得了 “八小时工作制”，这一天
已被国际组织确定为“国际劳动节”。

第四，最重要的是，在 《共产党宣言》中提出了构建和谐社会
的伟大理想，明确指出: “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
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
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① 这就是共产主义和谐社会，需要一个很长
的历史时期。目前我国正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是它的准备和
前提。而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民主法治则是它的基
石。

二、马克思主义法学的发展

自《共产党宣言》发表后，马克思主义在世界范围内得到广泛
的传播，马克思主义法学思想不断丰富和升华，马克思在 《1848 年
至 1850 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资
本论》、《法兰西内战》、 《哥达纲领批判》中，恩格斯在 《反杜林
论》、《论住宅问题》、《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使马克思
主义法学发展成为严谨的科学体系，下面重点学习两本书，从中了解
马克思主义法学的真谛。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29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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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资本论》中的法学思想

《资本论》是马克思毕生的著作，是人类思想和智慧的精华。该
书是马克思主义的百科全书，它不仅是经济学的专著，而且涉及哲
学、政治学和法学，甚至还涉及文学中的基本问题。这部给人类带来
巨大影响的巨著，共分四卷。马克思亲自写成并主持于 1867 年出版
了第 l卷，第 2 卷、第 3 卷是由恩格斯整理马克思的文稿分别于 1885
年和 1891 年出版。第四卷由恩格斯委托考茨基编辑出版，题名 《剩
余价值学说史》。这里主要介绍第 1 卷中的法学思想:

第一，马克思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观点: 法的关系，是一种反映经
济关系的意志关系。这种法权关系或意志关系的内容是由这种关系本
身决定的。这一观点建基于唯物史观的基础之上。

第二，马克思认为，在商品经济 ( 其高级阶段为市场经济) 条
件下，应树立与之相适应的法律观念，即自由、平等、权利的法律观
念。马克思说过: “流通中发展起来的交换价值过程，不但尊重自由
和平等，而且自由和平等是它的产物; 它是自由和平等的现实基
础。”① 接着，马克思明确指出: “劳动力的买和卖是在流通领域或商
品交换领域的界限以内进行的，这个领域确实是天赋人权的真正乐
园。那里占统治地位的只是自由、平等、所有权和边沁。”②

第三，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强调了规则和秩序的重要性及其
辩证关系，明确指出: “这种规则和秩序本身，对任何要摆脱单纯的
偶然性或任意性而取得社会的固定性和独立性的生产方式来说，是一
个必不可少的要素。”③ 他要求用明文的法律把法律与规则神圣化，
认为“如果一种生产方式持续一个时期，那末，它就会作为习惯和
传统固定下来，最后被作为明文的法律加以神圣化”。④

第四，马克思在这里特别提到法的职能问题。马克思指出，国家
与法具有两种职能: “既包括执行由一切社会的性质产生的各种公共

①
②
③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6 卷 ( 下) ，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477 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3 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199 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5 卷，人民出版社 1974 年版，第 894 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5 卷，人民出版社 1974 年版，第 89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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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务，又包括由政府同人民大众相对立而产生的各种特殊职能。”①

当然，马克思这里所讲的是资产阶级国家与法的职能，但它具有普遍
意义，即法有两种职能: 1. 公共事务的职能; 2. 政治统治的职能。
后来，恩格斯在 《反杜林论》中，进一步指出了这两种职能的相互
关系，政治职能到处都是以执行某种社会职能为基础，而且政治职能
只有在它执行了它的这种社会职能时才能维持下去。

( 二) 《法兰西内战》中的法学思想

1871 年的巴黎公社，是无产阶级革命用暴力夺取政权、建立无
产阶级专政的第一次尝试，马克思专门写了 《法兰西内战》，深刻总
结了巴黎公社的历史经验，提出和验证了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和法学思
想的基本原理，主要有下列几点:

1. 无产阶级政权必须打碎旧的国家机器与法律制度。早在 1848
年，马克思在总结欧洲革命经验时就提出要打破旧的国家机器和废除
旧的法律制度的原理。他在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提出这
一思想，终于在巴黎公社中成为了现实。巴黎公社掌握政权后，立即
摧毁一切旧的国家机器，建立与人民主权相适应的自己的国家制度与
法律。如废除征兵制，建立人民的军队; 废除资产阶级的议会制、内
阁制，建立了“议行合一”的政权; 废除了各种官僚体制，建立人
民自己的政权组织，成立了 10 个委员会，废除了旧的司法制度，司
法机关由普选产生等。

2. 马克思提出了 “公社原则永存”的著名口号，这些原则归纳
起来有: ( 1) 暴力夺取政权，人民组成自己的政权，人民当家作主，
工人阶级在政权中起领导作用。 ( 2) 实行 “议行合一”原则，用马
克思的话说就是: “公社不应当是议会式的，而应当是同时兼管行政
和立法的工作机关。”② ( 3) 人民当家作主、管理国家，公社主要由
普通工人组成，并发挥广大人民的积极性与创造性; 同时公职人员接
受人民的监督，是人民的勤务员。 ( 4) 公社实行民主制度，选举具
有广泛性与普遍性。 ( 5) 公职人员工资与普通工人差不多，甚至没

①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5 卷，人民出版社 1974 年版，第 432 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7 卷，人民出版社 1963 年版，第 35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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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区别。公职人员由社会主人变成人民的公仆。 ( 6) 建立民主的司
法制度。当然，巴黎公社这些原则是永存的，但随着历史的发展也在
不断丰富和完善。

( 三) 恩格斯晚年对马克思主义法学发展的杰出贡献

恩格斯是马克思最亲密的战友和同志，与马克思共同创立了马克
思主义法学，特别在他们共同撰写的 《德意志意识形态》和 《共产
党宣言》中实现了人类法学史上的伟大变革。恩格斯出身于富裕的
商人家庭，在高中毕业前就坐在他父亲的商行办公桌前。后来，他通
过青年黑格尔派接触黑格尔的学说，并给予高度评价; 1841 年恩格
斯在服兵役期间，以旁听生的资格在柏林大学听哲学课，很快就参加
青年黑格尔派。1841 年开始在 《莱茵报》上发表文章，与马克思一
样，他对普鲁士书报检查令给予了严厉的批判。1842 年 11 月，恩格
斯在访问《莱茵报》编辑部时，会见了主编马克思。由于他们思想
接近，分别时恩格斯答应为 《莱茵报》写英国方面的通讯。此后，
两位导师书信来往，并于 1845年和 1848年共同撰写两部划时代的著作。

在马克思主义法学发展过程中，恩格斯是作出了杰出贡献的，且
不说他的《反杜林论》、《自然辩证法》震动了整个世界，仅就他晚
年作出的对发展马克思主义法学的贡献，就具有划时代意义:

首先，丰富了马克思法学中经济与法辩证关系的原理，指出了法
的相对独立性。在进一步阐述经济关系决定法的内容与发展的基础
上，明确论证了国家与法等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恩格斯在
给施米特的信中，明确指出了国家权力、法律制度对经济的反作用有
三种形式，它可以沿着同一方向起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就会发展得比
较快; 它可以沿着相反的方向起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它在每个大民族
中经过一定时期就会遭到崩溃; 或者是它可以阻碍经济沿着某些方向
走，而推动它沿着另一种方向走。”

其次，论述了国家的起源，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通过科学的历史
考察，有力地批判 “法律是永恒的”观点，论证了法的起源的经济
条件和政治条件，得出了三个结论: ( 一) 氏族习惯的基本特征及其
与法律的重大区别; ( 二) 法律是在商品交换的过程中逐步产生的;
( 三) 法律产生的一般规律是: 氏族习惯———习惯法———法律。这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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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时代著作写于 1844 年。该书的出版，划清了马克思主义法学在国
家与法的起源问题上同资产阶级法学的界限。

再次，恩格斯对法的继承性和法的相对独立性作了科学的论证。
恩格斯重视研究法学的历史，更注意法的继承性和相对独立性问题，
他认为，问题决不能简单地抛弃两千多年的全部思想内容，而是要批
判它，要从这个暂时的形式中，剥取那些错误的，但为时代和发展过
程中本身所不可避免的唯心主义形式中获得的成果。同时，恩格斯对
资产阶级自由、平等法的批判极为深刻，对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部的
杜林的批判极为有力，鼓舞无产阶级的斗志。尤其是恩格斯晚年关于
历史唯物主义的通信，极大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法学。

恩格斯晚年对马克思主义法学的杰出贡献是光照千秋的。大家知
道，马克思于 1883 年 3 月与世长辞后，指导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捍
卫、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重担便落在恩格斯一个人身上。除了集中力量
整理和出版马克思 《资本论》手稿的艰巨工作外，还直接领导了反
机会主义斗争; 除用马克思主义武装无产阶级外，还要进一步发展马
克思主义法学，使之成为更严谨的科学体系。我们学习恩格斯晚年对
马克思主义法学的杰出贡献，至少在下列几点受到启示和教育: 第
一，恩格斯对无产阶级革命的坚定性和对发展马克思主义法学的刻苦
精神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如他为了创作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
的起源》一书竟花 10 余年工夫。他不仅以自己一生中积累的关于史
前研究的全部资料，而且精读摩尔根的 《古代社会》一书和马克思
的《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的资料。正如列宁所评价的那
样: “这本书的每句话都是可信的，都有科学的根据。”第二，恩格
斯既坚持真理，又与人为善，这种实事求是、平等待人的学术风格令
人敬佩。如在《反杜林论》中对杜林的批判是极为尖锐与深刻的，
但当杜林受到柏林大学开除的不公正待遇时，恩格斯又站出来为杜林
说公道话，这种精神只有无产阶级宽大胸怀的革命家才能做到。第
三，恩格斯善于运用正确的方法与策略同各种敌对者进行斗争，也善
于根据实际情况进行理论创新，使马克思主义法学永葆活力。

( 四) 列宁对马克思主义法学的丰富和发展

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列宁不仅创造性运用与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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