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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根据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及教育部、司法部、中央综治办、共青

团中央、全国普法办《关于进一步加强青少年学生法制教育的若干意见》

（教政法【2013】12号），以及教育部、司法部、全国普法办关于印发

《青少年法治教育大纲》（教政法【2016】13号），经过深入学习、调查

研究和与部分学校青少年学生及有关教师座谈，编写了《青少年学生法治

知识教育读本》。

一、本书适用对象

（一）从事青少年学生法治教育的教育工作者，包括大中小学的政治

法律课教师、司法部门所属失足青少年教育、矫正机构的教育工作者。

（二）小学高年级学生、初高中学生、中等专业学校学生、职业技术

学校的学生、大学学生。

（三）与青少年法治教育有关的组织、机构（例如图书馆、青少年活

动场馆）、社区、家长。

二、本书特点

（一）简洁、明了

《读本》用简洁的语言将法治思想、知识、原理以及与青少年学生有

关的法律规定做了全面清晰地阐述。

（二）实用、生动

《读本》一方面可以作为大中小学教师及司法部门所属失足青少年

教育、矫正机构教育工作者的教材或辅助材料；另一方面，又可以作为与

青少年法治教育有关的组织、机构（例如图书馆、青少年活动场馆）、社

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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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家长在教育青少年学生时的参考用书；也可成为青少年学生实际生活

中的维权手册。

本书以图文并茂、生动活泼的形式，让学生由浅入深地了解法律知识

和思想；知道在学习和生活中，如何运用法律维护自己的权利不受侵害；

知道什么是违法犯罪及其后果；懂得如何守法，不做违法犯罪的事；懂得

如何尊重别人的权利。

本书帮助家长培养孩子的法律素质，提高孩子知法、懂法、用法的法

律能力，依法有效地维护孩子的法律权利不受侵害。

本书帮助思品老师在法律课的教学中，运用本书的内容体系和案例，

形象生动地讲授法律知识，围绕青少年成长的阶段性特点，有针对性地制

定教学方案，让学生在案例教学、模拟教学中，轻松、愉快地学习、掌握

法律知识和思想。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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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法律的历史画卷

世界万物都在不断地运动、变化，表现在周而复始的产生、发展、消

亡的过程，本章就是要告诉同学们，法律产生、发展、消亡的原因、条件

和历史过程。

第一节　人类社会为什么要有法律

亲爱的青年朋友们、同学们，我们渴望和平、安祥、自由的生活，

然而，当今世界到处存在着矛盾冲突，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冲突，民族与民

族之间的冲突，人与人之间的冲突，这些冲突时刻都会引发战争。这些冲

突要么根源于领土争端，要么根源于经济资源的掠夺，要么根源于权力的

争斗，要么根源于宗教信仰，要么根源于文化差异。这些冲突的原因最终

可以归结为对人的生存条件的争夺，这些条件无非是物质、权力和精神三

个方面，有了这些条件，人才能过上好的、丰衣足食、心满意足的自由生

活。这是每一个人、每一个民族、每一个国家所追求的生活。同学们可能

会问：大家相互谦让就不存在冲突了。不错，道德还有很多宗教主张宽

容、友爱、谦让以缓解人们之间的紧张关系和冲突，然而，人作为自然的

产物，与生俱来的自为性，为了生存必然要获取、争夺生存条件，自人类

社会产生以来，冲突一直伴随人类社会至今。

宗教和战争是解决人们之间冲突的古老方式。宗教是通过建立人们之

间的共同信仰来解决人们之间的矛盾冲突，战争是通过武力直接的杀戮、

掠夺和征服解决矛盾冲突，法律是继宗教和战争之后人类发明的解决矛盾

冲突的一种新的方式。法律事先规定或命令人们可以做什么，不能做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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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必须做什么，来规范人们的行为，解决矛盾冲突。进一步说，法律是

分配社会利益，维护人们生存条件的一种方式、手段。在法律秩序下，人

们通过法律程序解决纠纷、冲突，可以减少、避免战争，所以，法律是解

决冲突的一种文明的方式。尽管当代社会还有战争，在法律的框架下，战

争会越来越少，人们更多地诉求法律解决争端，赢得和平、安定、自由的

生活。

小 贴 士

战争与法律——欧洲统一之路

1991年12月，欧洲共同体马斯特里赫特首脑会议通过《欧洲联盟条

约》，通称《马斯特里赫特条约》。1993年11月1日，《马斯特里赫特条

约》正式生效，欧盟正式诞生。欧洲第一次在法治的框架下实现了统一。

目前欧盟有28个会员国，有会旗、首都、国庆日、国家代码，有立法、司

法、行政、军事机关，有统一的货币、银行。

此前，在历史上欧洲曾有过多次统一。

绘画：刘宸

公元前27年，屋大维建立罗马帝国；公元418年，克洛维建立法兰克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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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公元962年，德意志国王奥托一世建立神圣罗马帝国；1804年，拿破仑

建立法兰西第一帝国；1933年，由希特勒创建的纳粹德国（第三帝国），

这些统一都是通过战争建立的，给国家、社会和人民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和

灾难。罗马帝国在征服迦太基的过程中，共进行了三次“布匿战争”，三

次战争双方伤亡人员共计近40万人。第三次“布匿战争”，罗马军队攻入

迦太基城，屠杀了20万人，焚城16天，把城夷为平地，把剩下的5万居民全

部卖为奴隶。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直接死于战争及与战争相关原因（战争导

致的灾害、饥饿、缺医少药、传染病蔓延、征兵、劳工、屠杀等）的人约

为7000万，加上伤者，全球伤亡近1.9亿人，共损失4万亿美元。

微 评

今天，欧洲用法律再次实现了统一，建立了邦联制国家，避免了战

争、屠杀、死亡。欧盟的建立表明，经过战争的苦难，人的理性不断觉

醒，人们努力避免战争、远离战争，法律成为当代人类解决国家和社会冲

突的一种主要的方式。2012年，欧盟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第二节　法律是怎样产生的

大家会说，法律是由立法机关制定而产生的，不错，所有的法律都是

由立法机关制定而形成的，然而，我们这里讲法律的产生，不是讲法律规

范是怎么产生的，也就是立法意义上的产生，而是追问法律作为人类社会

的历史现象它是怎么产生的。作为历史现象的法律不仅包括法律规范，还

包括法学家、法官、法院、监狱、法律思想理论、法律调整的内容和方式

等等所有法律的问题，也就是追问法律的历史是怎么开始的，当然，最后

还要告诉大家法律是怎样消亡的。

人是社会化的动物，也就是说，人在社会组织中才能生存。社会组

织是由规范结构而成的，从内容上看，社会规范包括经济生活规范、政治

生活规范、精神生活规范和人类自身繁衍的规范。经济生活规范包括生产

劳动方式，劳动工具、土地等生产资料归谁所有，劳动产品如何分配；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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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生活规范包括统治、管理社会的权力属于谁，权力如何行使；精神生活

规范包括宗教信仰、意识形态、思维规则；生育规范主要是指禁止近亲生

育，避免繁殖体质、智力有问题的后代。从形式上看，社会规范包括习惯

规范、宗教规范、道德规范、法律规范。

法律的产生是指作为人类社会规范的一种形式是怎样在历史上发生

的。社会规范四个方面的内容伴随人类社会始终，社会规范的形式在历史

上存在着时间先后。

人类社会最初的规范是习惯规范，这种习惯规范是迫于自然的压力

而形成的必然性的规范。宗教规范是对习惯规范的自觉形式，是对习惯规

范的逻辑化，即赋予习惯规范以生存意义。道德规范是对习惯规范、宗教

规范的自觉形式，是对生存意义的肯定，即“善”，以“善”给予习惯规

范、宗教规范绝对性、权威性、强制性。绝对性产生对规范的信仰，权威

性产生对规范的服从，强制性产生对违犯规范的思想和行为的惩罚，以此

来达到对人们思想和行为规范的目的，实现社会的稳定和统一。

法律是迄今为止人类社会最后形成的一种规范形式，但对法律的产

生，古往今来主要形成三种不同的理论认识，一种是古代神学的认识，其

后是近代资本主义自然法思想的认识，最后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认

识。

一、神学的认识

古代神学都以神、天、上帝说明法律的来源。中国古代，以宗法关

系为根本的儒家思想一统天下，西汉的董仲舒把孔、孟的宗法礼教发展

为“三纲五常”，并以“天意”“天道”把“三纲五常”神圣化、绝对

化、永恒化，提出君权神授、法自君出。“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

天子”a，“王者承天意以从事”b。君主、皇帝因知“天意”而为“圣

人”，而为统治者。表达君主、皇帝的言论是体现天意的“名”，因而是

a《春秋繁露·为人者天》

b《汉书·董仲舒传》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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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定是非的标准，具有法律效力的规范。“欲审曲直，莫如引绳；欲审是

非，莫如引名。名之审于是非，犹绳之审如曲直也。”a源于“天道”的

宗法礼教，通过君主、皇帝的意志成为统治社会的法律，宗法礼教因“天

道”而成为法律的根据。

在古代西方，同样以“上帝”“神”来解释法律。公元前5世纪古希腊

的思想家柏拉图在《法律篇》中指出：“在家庭和国家两个方面都要服从

我们内心中那种永恒的素质，它就是理性的命令，我们称之为法律。”b

理性根源于冥冥之中的“理念”。“理念”是具有能动性的客观精神，是

宇宙、自然和人类社会的根源，因此，也是法律的根源。“理念”由哲学

家、圣人的理性所感悟、认识，并由哲学家国王制定为法律。古罗马法学

家西塞罗认为，“上帝”是宇宙万物的创造者，世界的立法者，“法律是

上帝的一贯意志，上帝的理性依靠强制和约束来指挥一切事务”c。

无论是古代东方还是西方社会的思想家，都以“神”“上帝”为根

源解释法律的产生，然后君主、国王自称为“神”或“上帝”的使者、代

表，把自己“绝对化”“神圣化”，只有他们能把“神”或“上帝”的意

志转化为统治社会、规范人们思想和行为的法律。

二、近代资本主义法学的认识

近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思想家，以人权思想解释、认识法律。自13

世纪以后，文艺复兴、宗教改革等人文主义运动，以及近代自然科学的发

展和形成，一方面，为人类认识宇宙、自然和人自身提供了新的方法，以

人的理性取代了上帝的意志，以人对经验的实证分析取代了宗教启示和信

仰；另一方面，人的能力、人的尊严、人的地位被重新认识，人取代上帝

成为自己的主人，世界的主宰。在法学领域，产生了以维护人的尊严、权

利和幸福为目的的“自然法”思想，主要代表人物有：英国的霍布斯、洛

克，法国的孟德斯鸠、卢梭，美国的杰佛逊、潘恩等。自然法思想坚信生

a《春秋繁露·深察名号》

b…西方法律思想史资料选编［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23.

c…西方法律思想史资料选编［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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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自由、平等、财产是人与生俱来的“天赋权利”，是国家、法律的依

据和目的。洛克在《政府论》中指出，为了保障、实现“天赋权利”，促

使人们订立“社会契约”，建立政府，政府制定并运用法律保障人们的自

由、平等、生命、财产权利。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为防止集权

专制，提出立法权、司法权、行政权三权分立并相互制衡，认为，只有民

主共和国家制定的法律才能有效保障、实现人们的“天赋权利”，因为在

民主共和国家，人民是国家权力的主体，“只有人民可以制定法律”a。卢

梭在《社会契约论》中明确提出了“人民主权”思想，认为国家主权应该

属于人民而且永远属于人民；主权不可转让、不可代表、不可分割，主权

是绝对的、神圣的、不可侵犯的至高无上的权力，主权不外乎是“公意”

的运用，法律是“公意”的宣告，是主权者为自己做出规定的行为，“因

为法律只不过是我们自己意志的记录”b。

小 贴 士

社会契约

社会契约是17、18世纪自然法学思想家提出的建立国家、构建政治

社会的一种方式。他们认为，在自然状态下每个人都有维护自己的权利、

增进自己利益的自由，这就导致利益冲突和权利战争，“正是这种情形使

他们甘愿各自放弃他们单独行使的惩罚权力，交由他们中间被指定的人来

专门加以行使；而且要按照社会所一致同意的或他们为此目的而授权的代

表所一致同意的规定来行使。这就是立法和行政权力的原始权利和这两者

之所以产生的缘由，政府和社会本身的起源也在与此c”。通过全体人的

一致同意，即把原来属于每个人都有的立法权、司法权、行政权交给大家

建立的政府或国家，政府按照立法所形成公益，维护、增进每一个人的权

利，从而避免了自然状态下，人与人之间权利的战争，达到个人与社会的

a［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11.

b［法］卢梭.…社会契约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2：47.

c［英］洛克.…政府论：下篇［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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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在新的状态中，可以从同一社会的其他人的劳动、帮助和交往中

享受到许多便利，又可以享受社会的整个力量的保护，因此他为了自保起

见，也应该根据社会的幸福、繁荣和安全的需要，尽量放弃他的自然权

利。这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公道的，因为社会的其他成员也同样是这样

做的a。”卢梭在《社会契约》中指出：“‘创建一种能以全部共同的力

量来维护和保障每个结合者的人身和财产的结合形式，使每一个在这种结

合形式下与全体联合的人所服从的只不过是他本人，而且同以往一样的自

由。’社会契约所要解决的，就是这个根本问题b。”“社会公约一旦被破

坏，每个人便立刻恢复了他原来的权利c。”

微 评

自然法学思想家们，以十分童话的形式，讲述了国家或政府产生的方

式和道理。道理就是维护人的权利，增进人的福祉。方式就是全体人民通

过协商一致，转让自己的自然权利，形成公共权力，以公共权力维护每个

人的权利。

虽然形式很童话，但是思想却是深刻的。他们以人的尊严、人的权

利、人的福祉为根本、为依据，提出国家或政府的目的是维护人的权利，

增进人的幸福。为保证这一目的的实现，国家或政府只能由全体人民通过

协商而建立，把立法、司法、行政权委托给大家同意的代表来行使，并要

监督、控制这些代表时刻为人民谋取最大的利益，而不能用人民的权力谋

一点私利。

资本主义社会，对法律的认识又历史性地前进了一大步，人类理性

的觉醒和自然科学的发展把法律从宗教神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以人为核

心、为目的的自然法，取代了“上帝”的统治地位成为人类社会法律的根

源、合法性的依据、正义的符号。法律不再是上帝的使者任意妄为，不再

a［英］洛克.…政府论：下篇［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79.

b［法］卢梭.…社会契约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19.

c…［法］卢梭.…社会契约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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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天使对人类的恩赐，而是人自己利益的诉求和保障。

自然法学思想，它以真诚的态度和科学的方法揭示了法律的依据和目

的是人的权利、人的尊严、人的理性，法律是人们之间通过自由平等的协

商订立的“社会契约”，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为人民谋利益的国家或政府。

自然法思想的核心是，立法权是最高的权力，只能掌握在主权者人民的手

里，人民通过法律，首先表达、诉求自己的利益；其次建立国家机关，把

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委托给人民选举出来的执政者来行使；第三，人民

并没有把所有的权力委托给他们选举出来的执政者，而是保留了作为主权

者最根本的权力，即对行使国家权力的代表决定、监督、控制的权力，如

果代表们没有履行好自己的职责，没有保障好人民的权利，甚至损害人民

的利益，人民有权罢免他们，追究他们的责任，并选举新的代表为人民行

使国家权力，从而始终保持国家权力在人民的监督和控制之下，始终保持

国家权力为人民谋取最大利益。

自然法思想为现代社会的政治法律制度提供了理论基础和科学依据，

在自然法思想的影响下，1776年美国制定了建国纲领《独立宣言》，法国

1789年8月颁布了“旧制度死亡证明书”《人权宣言》，这些历史性的法律

文件所依据的自然法思想仍然是现代西方政治法律制度建设的理论依据。

正如法国现代哲学家弗朗索瓦·夏特莱在《理性史》中所指出的：“自然

法的观念慢慢渗入法国，然后是欧洲，并成为现代国家的实际组织的源

泉a。”

小 贴 士

美国的建国纲领《独立宣言》

1776年7月4日，《独立宣言》由第二次大陆会议于费城批准，这一天

成为美国独立纪念日。

美利坚合众国是按照“天赋人权”“主权在民”的自然法思想建立起

a弗朗索瓦·夏特莱.…理性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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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的现代国家。《宣言》的第二部分指出：“我们认为下面这些真理是不

言而喻的：造物者创造了平等的个人，并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

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人们才

在他们之间建立政府，而政府之正当权力，则来自被统治者的同意。任何

形式的政府，只要破坏上述目的，人民就有权利改变或废除它，并建立新

政府；新政府赖以奠基的原则，得以组织权力的方式，都要最大可能地增

进民众的安全和幸福。的确，从慎重考虑，不应当由于轻微和短暂的原因

而改变成立多年的政府。过去的一切经验也都说明，任何苦难，只要尚能

忍受，人类都宁愿容忍，而无意废除他们久已习惯了的政府来恢复自身的

权益。但是，当政府一贯滥用职权、强取豪夺，一成不变地追逐这一目

标，足以证明它旨在把人民置于绝对专制统治之下时，那么，人民就有权

利，也有义务推翻这个政府，并为他们未来的安全建立新的保障——这就

是这些殖民地过去逆来顺受的情况，也是它们现在不得不改变以前政府制

度的原因a。”

微 评

人与生俱来的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权是建立国家或政府的

基础、依据和目的，政府是公民为了保障这些权利而建立的，如果政府

不能保障、并损害公民的权利，公民就有权利推翻它，建立一个新的政

府。

立法机关、司法机关、行政机关、军队是国家权力实体，按照自然法

的思想，这些国家机关的权力主体是全体公民，公民通过选举政党领导人

行使权力。在美国，一般是民主党或共和党的领导们当选总统或党员当选

议会议员代表公民行使国家权力，在总统选举中获胜的政党成为执政党，

失败的成为在野党。从理论上讲，美国所有的政党都可以参加选举，其中

包括美国共产党，实际上由于历史和文化的原因，角逐美国政权的只是民

主党和共和党，所以美国是两党制国家，政权在两党之间交替。

a…外国法制史资料选编：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2：440-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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绘画：刘宸

美国人最害怕执政者的权力过大（易产生独裁、专制、腐败、暴

政），对执政者的权力始终保持高度的警惕，为此，美国的开国者们把

国家的政权结构分为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宏观结构是：“主权”与

“执政权”的结构关系，“主权”决定、监督、控制“执政权”，“执

政者”以“执政权”为“主权者”谋利、服务；如果“执政者”以“执

政权”为自己谋利，损害“主权者”的利益，那么“主权者”有权更

换“执政者”。这样，在政权的宏观结构中，始终保持“主权”对“执

政权”的控制，始终保持“执政权”由能为“主权者”谋取最大利益的

“执政者”行使。微观结构是：立法、司法、行政三权的结构关系，即

三权分立与制衡，目的是防止任何一方的权力过大或不受控制，造成权

力滥用，最终导致凌驾于“主权”之上，破坏整个权力结构的专制。

三、马克思主义法学的认识

古代社会，以天、神、上帝来说明法律的产生，近代资本主义社会，

以“天赋人权”“社会契约”来说明法律的产生，它们都没有真实地揭示

出法律产生的原因和历史过程，马克思主义法学以社会基本矛盾原理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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