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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苏格拉底被指控腐蚀青年人，经公民陪审法庭投票判决死

刑。这种判决并不公正，以致许多人建议苏格拉底逃亡海外

。苏格拉底以“服从法律”这一更深层的道德义务为由，拒

绝逃亡，慨然赴死。 两千多年来，苏格拉底的死给人们留下

了深深的遗憾。但苏格拉底以自己的死向后世展现了一种辉

煌的精神：服从自己所同意的法律制度是人的基本道德义务

。尽管这一法律制度在具体运用时因人们的愚昧而犯错误、

对自己作了不公正的判决，自己也不能为反对这一特定的判

决而否定、违反自己的更一般的、更普遍的、更基本的道德

义务。 一般来说，对于普通社会成员来说，遵守法律的理由

有两种：一种是理性的理由，一种是道德的理由。 理性的理

由是：法律的背后有国家的武力，如果触犯了法律，会受到

以国家的武力为支撑的处罚。这实际上是功利的守法观念。

这种守法观念的前提条件是对武力的畏惧，其基本着眼点是

避免受到报复性的损害。这是在利益比较和权衡下的一种谨

慎的行为选择。这种选择的根本出发点还是对自我利益的考

虑。 出于理性的理由(或功利的理由)而守法，对一个人的行

为来说，也确能起到行为约束的作用。但这种约束极不可靠

。如果一个人有把握确信：自己占绝对优势而不必担心受侵

害人的报复，代表国家武力的人并不在事发现场，除自己和

另一方当事人而外没有目击证人，那么他的卑劣的贪欲就有

可能突破理性的薄弱的防线，驱使自己作出违反法律、损害



他人的行为。 守法的道德理由是另一种理由。这种理由不提

供个人利益的功利性考虑，而是给人提出一种绝对性的义务

要求：必须遵守法律。它是一种纯纯粹粹的绝对命令。它不

考虑守法对自己是有利还是不利：即使守法使自己处于某种

不利状态，即使像苏格拉底那样要使自己付出生命的代价，

也要守法。它也不考虑违法之后自己是不是会受到惩处：即

使违法之后不可能受到国家武力的惩处，也要守法。 近代西

方进步的思想家们曾对守法的道德理由进行过透彻的思考和

论证。这种论证包括宏观的关于国家结构方式的思考和微观

意义上的个人的自由意志的思考。 宏观的国家结构方式的道

德性，是人们绝对地遵守法律的前提条件。法律必须体现人

民的意志，那种在专制统治制度下制定的、体现着统治者的

专横意志的法律并不是真正的法律；对这样的法律人民非但

没有遵守它的道德义务，相反，人们还有打破这种法律、推

翻专制统治的道德义务。就这一意义而言，宣扬法是统治阶

级意志的体现，同样不能给要求人民守法提供理由。 但是，

在一个实行民主制度的国家里，对那些经民主程序制定出来

的法律，人们有遵守义务。在这样的国家里，官方也有充分

的理由要求人们遵守法律。 微观意义上的个人的自由意志是

人们绝对地遵守法律的更深层的理由。在民主国家，经民主

程序制定的法律实际上是人们相互之间的协议、约定。这种

协议、约定是人们在自己的自由意志的支配下对众多而复杂

的行为规则表示的一致同意。而每个人所表示的同意，不仅

仅表达着自己对这些规则的赞成，而且表达着自己对所在社

会的其他成员的一种承诺：我将遵守这些规则。 个人对所制

定的规则的同意和承诺是要求个人承担绝对地遵守法律规则



的义务的终极理由。法国思想家卢梭提出，国家成员之间联

系的基础是义务，个人义务的基础是人们相互之间的约定。

不附带任何条件地信守自己的承诺，承担自设的义务，这是

遵守法律的真正的道德基础。 信守诺言，承担自设义务，这

一基本道德义务要求看似简单，作起来并不简单，企求全社

会成员都普遍地做到这一点更非易事。 可以说，法治社会的

形成主要地并不是依赖于国家的武力，而是依赖人们信守诺

言和遵守规则这一小小的、无形的观念。不发达国家对之心

驰神往、并将之视为发展经济秘方的市场经济，其运作也维

系于“守信”这一简单、无形观念之纤细一线。 德国社会学

家马克斯?韦伯曾指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源头和本质不在

于其工业化、不在于其制度，而在于其文化精神。这种精神

中包含着的一个极其重要的信条就是信守约定。 无条件地信

守约定、遵守法律的社会主流文化精神的形成，是西方世界

在长达两千多年的历史进程中除了依赖像苏格拉底这样的杰

出的道德典范的人格对人们的道德观念的强大感召和呼唤之

外，在更大程度上是依靠基督教和各种新教教义对人们的孜

孜不倦、世代相继、潜移默化、春风化雨般的影响和熏陶。

由宗教意义上的无条件地信守人和上帝之约，到世俗意义上

的无条件地信守人和人之约，这是法治社会的诚信守约观念

的自然天成的逻辑脚印。 我们不可能要求每个人都成为苏格

拉底，不可能要求每个人都能像苏格拉底那样以关于遵守法

律的深邃的哲理思考指导自己的行动，不可能要求每个人都

具备苏格拉底那样的以生命去实践自设义务的崇高的道德精

神，但在一个社会里提倡普遍地遵守法律，要求人们在一般

情况下具有遵守法律的自觉意识，却是一个社会稳定、和平



、安全地交往和协作的最基本条件。 在实行现代民主法治的

国家旗帜上高书着一个口号－－法律至上。但是，法治以人

们普遍地对法律的忠诚、服从为维系，如果人们普遍地以功

利主义、机会主义的态度去看待和对待法律－－有利于自己

的规则判决就服从、不利于自己的规则判决就不服从－－就

不可能有法治社会。 （作者系中央党校政法部教授） 100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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