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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个巨大的系统工程，需要各个方面的协

调合作，其中道德与法律以及道德建设与法制建设的和谐、

互补无疑是十分重要的。 首先，应该承认，作为两种调节手

段，道德与法律具有明显区别。这主要表现在：从作用机制

来说，道德是内在的“自律”，法律是外在的“他律”道德

主内，法律主外；从操作方式来说，道德扬善抑恶，法律惩

恶扬善。其实，早在二千多年前孔子就对道德和法律对于维

护社会秩序、规范人的行为的不同作用有过精辟的论述，那

就是：“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

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道德与法律，不可

相互替代或混淆。法治建设属于政治文明、政治建设，道德

建设属于思想建设、精神文明。对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和谐建

构来说，“依法治国”依靠法律的权威性和强制性，避免随

意性和任意性，以此保证国家社会生活秩序和人们的合法权

益；“以德治国”依靠社会舆论，依靠人的价值判断，依靠

人的良知和传统习惯来维系，在社会生活中也是一种强大的

约束力量。 其次，道德与法律的区别，不仅不表明两者的对

立，反而决定了两者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和相互依赖。具体

地说，法律和道德都是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都是规范人们

思想、行为的重要手段。在这方面，儒家与法家的有关论述

是典型的例子。儒家推崇德治，法家力主法治，为此拉开了

旷日持久的儒法之争。尽管如此，双方都没有绝对否认道德



或法律的作用，而是在某种程度上承认道德与法律的互补：

一方面，孔子在幻想德治的同时并不排斥法律的作用，还将

树立法律观念视为君子必备的修养，于是《论语》中才有“

君子怀刑，小人怀惠”的说法；另一方面，韩非在奉法而治

的过程中，也肯定道德在社会中所发挥的作用。社会发展到

今天，在社会主义社会的和谐建构中，道德建设与法制建设

更是一个都不能少。不仅如此，只有协调两者的关系，才能

确保社会主义社会的和谐建构。这是因为：一方面，人类社

会的文明进步体现为由他律到自律的过程。就目前的社会环

境而言，道德要靠法律的保证做后盾。而道德作为一种自律

，一种习惯，其影响和效果要深远和持久得多。这就决定了

当代的社会主义和谐建构应先用法律树立权利和义务观念法

律规定“不应该做的”，就坚决不去做。另一方面，法律又

需要道德的支持。违法一定与道德相连，但违背道德的不一

定违法。失德与违法、犯罪之间有一片断层带，这个断层地

带显然要靠道德自觉来规范。法律必须以社会上公认的道德

为基础和前提，如果缺少道德基础，法律不仅会失去自身的

权威甚至会法不责众。究其原因，是因为法治以其权威性和

强制手段规范社会成员的行为，德治以其说服力和劝导力提

高社会成员的思想认识和道德觉悟。法律的落实程度，与人

的思想道德素质密切相关。人的素质不同，对法的理解也就

不同，执行的结果就会大不相同。于是，经常会出现这种的

情形，同样的法规，在不同地区、不同群体中会产生不同的

效果。这再次证明，法律离不开人的素质，离不开道德的支

撑。法律规范是一种外在力量，对人类来说只是一种外律或

他律。基于这种情况，法律的实施和贯彻只有借助于道德才



可能使它内在化，变他律为自律，把外在规范提升为内在的

自律准则。这也决定了实施法律应该“以教为先”，首先进

行道德教育和法律知识教育。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孔子说：

“不教而杀谓之虐”。荀子说：“不教而诛，则刑繁而邪不

胜。” 众所周知，中国具有德法合一的传统，儒家崇尚的礼

，是集道德与法律于一身的。从魏晋时代起开始以礼入法，

使礼拥有了与法同等的意义，道德审判与法律审判往往合一

。中国古代的德法合一传统，无疑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

建提供了历史借鉴。 更多信息请访问：百考试题公务员网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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