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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仲舒“德主刑辅”法律思想浅析
左金平

摘 要 董仲舒作为公羊学说的大师，以儒家经典思想为基础，结合了法家、阴阳家和道家顺应天意、道法自然的思想并将

儒家的家庭伦理、理想社会形态纳入了统治思想的范畴，对汉代以及后世的法律制度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本文拟从“德主刑

辅”思想为视角来分析董仲舒的法律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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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仲舒，西汉广川(今阿北枣强县广川镇)人，约生于汉文帝前元

元年(前 179)，约卒于汉武帝太初元年(前 104)，其生率年月一说约前

194 年至前 114 年。西汉著名儒家学者，哲学家、经学家、《春秋》“公

羊学”大师。

董仲舒的思想学说，在中围思想文化史上具有宽大的影晌。在哲

学上，他以《春秋》“公羊学”为骨干，广泛汲取了先秦诸子宣扬的“天

命”和“天志”、“刑名法术”、“无为”等思想，以及先秦阴阳家、秦汉方士

神秘化了的"阴阳五行"学说，并利用当时天文、历数、物候等自然科学

的新成果，构造出了一套以“天人感应”为核心的神学目的论体系。用

“天不变，道亦不变”的观点，论证封建的“大纲人伦、道现、政治、教化、

习俗、文义”等的永恒合理性。他的“阴阳灾变”理论，为后来兴盛的谶

纬神学提供了依据。在人性论上，董仲舒主张“性三品”说，认为人性

有善、恶、中二等之分。在道德论上，认为应该“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

道不计其功”，突出强凋道德的重要性而轻视功利。在社会政治学说

上，强调“大一统”，系统提出并论证了“三纲五常”理论，其“君为臣纲，

父为子纲，夫为妇纲”的“三纲”理论，对后世有极其巨大且有害的影

响。

董仲舒是中国历史上最早最系统地神化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

想、全面论证封建制度的合理性和永恒性的思想家。他一生虽未被重

用，但其思想学说在当时的思想界占有重要地位，所以被尊为“汉代孔

子”。本文拟以“大德小刑”为视角，浅析董仲舒的法律思想。

一、维护皇权的《春秋》法统说

（一）封建“大一统”思想

经历了秦朝的苛政和楚汉之争的多年战乱，汉初统治者着重于重

建社会生产力，实行以“无为而治”的黄老思想为中心统治，经过七十

年的恢复发展，生产力和社会财富世大的发展和积攒，而汉初分封的

诸侯王也因此而势力强大起来，构成对中央集权的威胁，至此汉初“无

为而治”的思想对这种威胁似乎有些力不从心，于是就亟需一种可以

自圆其说、可以深入灵魂、可以既辩证又统一的“大一统”的意识形态。

用董仲舒的话提纲挈领，就叫作“《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今古

之通谊也”①。

董仲舒认为，孔子作《春秋》是为后王立法，治国理民应当按照《春

秋》的“微言大义”行事。他把儒家的大一统思想和法家的君主集权思

想相结合，力主加强中央集权，坚持大一统必须“一统于天子”②“天子

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③，皇帝承天意以行事，具有绝对的权威，

地方诸侯不得据土撑雄。他继承了贾谊等人的观点，主张“强干弱枝，

大本小末，一指也”。④皇帝的至尊权威不受任何侵犯，否则以法律形

式规定最严厉的刑罚。凡是侵害皇帝个人和皇权统治的行为均视为

最严重的犯罪。均构成“死罪”，如“欺漫”、“诋欺”、“诬”、“废格沮事”、

“诽谤”甚至“腹诽”和“阿党”，“通行饮食”、“见之故纵”等罪名，有一些

是对皇权统治构成危胁的罪名但更多的是对皇帝个人权威的法律保

护，即皇帝个人代表了国家意志。

（二）“罢黜百家”，统一思想

董仲舒认为，维护封建大一统局面的关键在于统一思想。只有禁

绝异端学说、统一思想，才能进而统一制度和法令。所以，他向汉武帝

建议：“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僻之说

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⑤这就是著名的“罢黜

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

二、君权神授，法自君出

（一）天人感应与天罚论

董仲舒把天描绘成创造一切，支配一切的神。“人之性情，有由天

者矣”⑥。这就是他的所谓“天人合一”。董仲舒从“天人合一”又进到

“天人感应”。在他看来，君主的统治是天意的具体体现，因此君主必

须秉随“天意”来行事。他认为，人的行为根据，一定要在天的行为中

去追寻。天与人之间有着密切的关联，人是天的副本。

“天人感应论”一方面树立了君权神授的渊源，一面则假天之威，

提出了对皇帝言行的要求。既然天人相应，君王便当顺应天命，为臣

民的表率。皇帝必须时刻注意上天的喜怒哀乐，按上天的意志来行

事。董仲舒在《春秋繁露》里诠释天意，对皇帝甚至提出了从礼仪到举

止的一整套规范。这些规范一方面彰显出受命于天的合法性和皇权

的神圣性，譬如“徙居处，更称号、改正朔、易服色”等等。但在另一方

面，权力的程序性则构成了对于皇帝一举一动的制衡。譬如中国历朝

对于胥吏下乡都有所限制，以防过多扰民。但对于皇帝就不能由形而

下的法律来限制。这时关于皇帝出行的繁文缛节和一切具有祖宗家

法性质的宫廷典仪，在事实上构成了可以最大限度减少皇帝扰民的文

化力量。

（二）君权神授，法自君出

董仲舒说：“王者随天意以从事”；“天子受命天天，天下受命于天

子”⑦。君权不仅是神授的，而且君主又是代表上天来统治人世的，这

就把天和人沟通起来，建立起“君权神授”说。

君权神授论，使这一皇权官僚体制中的统治权变得至高无上，皇

帝成为九五之尊，上天的儿子，和大祭司。从此君为臣纲，春秋时代那

种宾主之间亦师亦友的关系已然不在。

然而君权神授论本身，一方面树立了君王的绝对权威，另一方面

作者简介：左金平，厦门大学 2006 级刑法硕士研究生。

理论新探



2008.11（下）

Legal System And Society

便在君王的脑门之上高悬了一个大象无形、大音无声的“天”。董仲舒

进而企图通过将对于“天”的解释权即对于一个无形的“宪法”或“自然

法”的解释权牢牢抓在儒生职业集团的手中，以实现对君权的适当限

制。

董仲舒的“君权神授”等说教，实际上是人间大一统的封建君主的

影子在天上的曲折的反映，是大一统专制下“神圣”君权的反映。

三、三纲五常说

“三纲”二字最早见于《韩非子》这一法家著作，而“三纲五常”连用

则是在董仲舒之后的《白虎通义》中。董仲舒说：“凡物必有合⋯阴者

阳之合，妻者夫之合，子者父之合，臣者君之合。”⑧及“君臣父子夫妇之

义，皆取诸阴阳之道。君为阳、臣为阴；父为阳、子为阴；夫为阳，妻为

阴⋯是故臣兼功于君，子兼功于父，妻兼功于夫”，又说“丈夫虽贱皆为

阳，妇人虽贵皆为阴”⑨。并且认为：“天子受命于天，诸侯受于天子，子

受命于父，君妾受命于君，妻受命于夫”⑩基于这种思想指导在立法过

程中很多汉律的条文都体现了这一思想根源，也使“三纲”除了做为一

种道德规范外，更成为一种强制性的社会行为规范，至此个人、家庭、

社会与政治统治从行为规范到法律制度形成了内在的统一。

三纲是实现董仲舒理想社会等级秩序的总纲，概括了人们生活中

最主要的社会关系，在这三种关系中，父子、夫妇关系是基础，这种对

家族宗法伦常关系的强化，是与自给自足的家庭小农经济相适应的。

董仲舒认为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君臣关系就是家庭伦常关系的扩大，国

家是大“家”，家庭是小“家”，其中的上下尊卑关系是相同的。倡扬维

护尊卑贵贱等级秩序的礼，是儒家的一贯传统，“礼治”的根本任务就

是要维护等级制。

从儒家创始人孔子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到法家集大成者

韩非子的“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顺则天下治，三者逆则天下

乱。此天下之常道也”，再到董仲舒的“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反映

了封建统治原则逐步权威化、神圣化的历史过程。

所谓“五常”是指“仁、义、礼、智、信”五种伦理道德，它是处理人与

人关系的重要行为准则。

“五常”之道是董仲舒在汉武帝一次策问中提出，其服务对象主要是

维护大一统政治局面，他说：“夫仁义礼智信，五常之道，王者所当修饰也。

王者修饰，故受天之佑，而享鬼神之灵，德施于外，延及群生也”，可见

“三纲”是用以约束臣民，而“五常”则延及范围包括君主，以礼区分社

会等级的尊卑制度和行为标准，而“仁、义、礼、智、信”则是整个社会的

伦理本位和道德价值标准，其中君主的表率作用亦不乏其中。董仲舒

认为，只要统治者努力用此种伦理道德去教化人民，就能得到天和鬼

神的保佑，恩德施及远方和广大民众。“五常”也是上天意志的体现，

是维护封建秩序的重要手段，所以统治者应该不遗余力地进行宣传和

说教。

虽然董仲舒也主张“更化”、“改制”，但是“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

变道亦不变”，“三纲五常”对于维护封建统治秩序的稳定发挥了极大

的作用。

四、德主刑辅论

董仲舒认为汉朝必须实行“更化”，并提出“大德而小刑”的法律原

则，系统地论述了德主刑辅说。董仲舒说；“教，政之本也；狱，政之末

也，其事异域，其用一也。”董仲舒的德主刑辅论是由天道引申出来的，

在董仲舒看来，必须强调礼乐教化的优越性。他也重视刑罚，但主张

法律教育互补说，而非单纯的惩罚目的说，也据此减刑了许多肉刑，使

犯罪者得以改过机会，而非将其处死做为处罚目的。他主张以德教为

主，兴办学校，提倡儒家教育，把犯罪苗头从心理上消灭掉，而刑罚只

是辅助之作用。董仲舒认为，要根据人们不同的“性”而有所侧重地施

行刑罚。他创造了“性三品”说，即根据人性善恶的多少，可分为“三

品”：“圣人之性”、“中民之性”、“斗筲之性”。他提出：“圣人之性，不可

以名性。斗筲之性，又不可以名性。名性者，中民之性。”中民之性是

最具有代表性的人性，既可以为善，亦可以为恶，所以应该用“德”来扶

植其“仁”质而使之为善，同时用“刑”来防止和惩戒其“贪”质而使之不

为恶，但应以教化为主。

董仲舒在先秦儒家德主刑辅的思想基础上，加以发展的“阳德阴

刑”的德主刑辅理论，是儒家法律思想的核心。其中包含的重民思想

是值得肯定的。

五、《春秋》决狱

“春秋决狱”是汉代断狱的一种方法和制度。所谓“春秋决狱”，即

除依照法令断狱以外，还直接引用儒家经典《春秋》作为审判的依据。

其主要目的就是运用法律的力量，使儒家的伦理道德真正成为人们各

项活动的准则。其要旨是，根据案情事实，追究行为人动机，并以其动

机有无恶意做为定罪量刑的首要条件，而首犯、从犯、已遂、未遂只是

次要条件。董仲舒揉合各家所长，致使其这种思想为统治者所用，因

此，董仲舒成为社会管理阶层后大行其道，不但引礼入律，还礼律并

用，甚至以礼代法，并注有《春秋决事比》。以“春秋决狱”这种办法，纯

粹以判案人的主观意志为断案标准，可以完全不顾及客观事实而上下

其手，即“原心定罪”。所谓“原心定罪”是根据犯罪的动机、心理来定

罪量刑，而将犯罪的行为、效果放到次要的地位。原心定罪的“心”即

董仲舒所说的“志”，“《春秋》之听狱也，必本其事而原其志。志邪者不

待成，首恶者罪特重，本直者其论轻”。“心”或“志”指思想意象、动

机、念头。

董仲舒把儒家经义置于法律之上，并运用于司法实践，代替了公

平、正直的法律原则。这一方面助长了罪同论异与法令废弛，一方面

也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限制酷刑滥伐的作用。

六、结语

董仲舒以儒家经典思想为基础，结合了法家、阴阳家和道家顺应

天意、道法自然的思想并将儒家的家庭伦理、理想社会形态纳入了统

治思想的范畴，进而在法律上影响了汉律以至历朝历代的立法和人文

思想、生活习惯、道德规范，进而更使儒家思想法律化、制度化。董仲

舒在树立一套进行思想控制的大一统意识形态上，在承认并且膜拜这

种权威的同时，借助意识形态对现实的专制力量所企图进行的种种制

衡上都是非常杰出而有创意的，对维护封建君主专制以及儒家学说的

首要地位上都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注释：

①汉书·董仲舒传．

②春秋繁露·符瑞．

③春秋繁露·为人者天．

④春秋繁露·十指．

⑤汉书·董仲舒传．

春秋繁露·为人者天．

春秋繁露·基义．

⑩春秋繁露·顺命．

论语·颜渊．

韩非子·忠孝．

汉书·董仲舒传．

春秋繁露·楚庄王．

春秋繁露·精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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