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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与社会主义法制

王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的重要特

征,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重要表现。加强社

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是社会主义建设的战略

任务之一,而社会主义法制又是建设社会主

义的重要工具。因此,我们研究社会主义精

神文明与社会主义法制的关系问题,无疑在

理论上和实践上都具有重大意义。

从理论上来讲,有的同志认为社会主义

法制包含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之中;有的则

认为社会主义法制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二者

有着完全不同的内容。笔者认为,社会主义

精神文明与社会主义法制都是社会主义社会

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两者既具有同一

性,又有着差别性。

根据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原理,任

何一个社会形态都是由该社会的经济基础和

上层建筑两部分所构成。所谓上层建筑
“
是

社会对于政治、法律、宗教、艺术、哲学的

观点,以及适合于这些观点的政 治 法 律 制

度。
”
 (斯大林《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第

r——2页 )这就是说,上层建筑 是 指 观 点

(意识形态 )和 制度 (政治制度 与 法律 制

度 )两个部分及其相互关系。社会主义精神

文明的内容,具有多方面的结构体系,但它

主要是指人的智慧、知识、思想、觉悟等,

显然这是属于意识形态,属 于上层建筑中的
“
观点

”
部分;社会主义法制主要是指社会

主义的法律和制度,这是对国家事务的管理

制度,属 于政治生活领域,即属于上层建筑

中的
“
制度

”
部分。因而,社会主义精神文

方  伸

明与社会主义法制的关系,原则上可以概括

为观点与制度的关系,即思想与政治制度的

关系。

当然,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与法制在一定

程度上是具有同一性 的。 法 律 观 点 和 理

论,各门法律科学,总起来称法律思想9以
及用这些法律思想去教育人们获 得 法 律 知

识、增强法律观念、懂得司法业务等,社会

主义法制在这个思想理论性方面是包括在社

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内容之中的,它是属于意

识形态 ,属 于精神生产的领域。但是 ,社会主

义精神文明与社会主义法制又有着明显的差

别性。作为
“
国家意志

”
的法 ,是政治化了的

精神,是统治阶级对于经济统治 、 政 治 统

治、思想统治的要求,是统治阶级的整体意

志的表现。它既反映物质文明的要求,也反

映精神文明的要求;既作用于物质文明,也
作用于精神文明,因 而法 (法制 )是管理国

家事务——处理阶级斗争关系、生产关系.

人与自然的关系的一种手段或工具。法 (法

制 )在其历史上的作用类同国家,法制本身

就是国家制度的组成部分。而精 神 文 明 的

基本要求或实质,则是培养人、教育人。所

以,法 (法制 )是相对独立 的,在 绝 大 程

度上属于政治范畴,而不包括在 精 神 文 明

之内。至于恩格斯讲
“
国家是文 明 的概 括

”

(《 马克 思 恩 格 斯 选 集 》第4卷 ,第 1T2页 ),

当然亦可说
“
法制是文明的概括

”
。因为 ,

国家与法制是不可分割的。但必须指出,这
里的

“
文明

”
是对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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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而不是指两者中的某一羽,更不是特指

精神文明。总之,法制与精神文明这两个概

念在内涵和外延上都不等同。精神文明这个

综合性概念,是不包括政治制度和l法律制度

的。

尽管精神文明与法制两者的内容和只体

任务有着明显的区别,伍是,社会主义精神

文明与社会主义法制由于都是建立在社会主

义公有制经济基础之上,都是以马克思列宁

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都是工人阶级领

导的广大劳动人民意志的体现,都是服务于

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维护和巩固人民民主

专政政权的社会主义的上淫建筑,因 j⒈L`共

同的经济基础、共同的思想基础、共 i∷ 的历

史使命,决定了两者的本质是相同的,作用

是一致的。两者紧密联系,相辅相成,不可

分都。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与法制的相Ⅱ联系,

-方面表现为:社会主义法制是保障和促进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娶工具、

首先,社会主义法制保障社会主义精神

文明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是我国立

法的一项重要内容,它反映在宪法和各部门

法的一些规定之中,而在宪法中得到高度集

中和全雨的体现。新宪法的总纲和l公 氏的基

本权利和l义务两章共
"条

,关于精神文明建

设的规定就有 19条之多,如果包括涉及和关

系到精神文明建设的地方,则有
'条

款 之

多,突出地表明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在我国

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

新宪法规定:两 家大力发展 教 育 、 科

学、文化事业,培养为社会主文服务的知识

分子。这是精神文明建设中有关文化建设的

规定。在新宪法中对教育、科学 、 文 学 艺

术、卫生体育等作了专条规定, 即反 映 在

笫 19、 孔、?∶ 、2p、 23条 中9这是过去几部宪

法所没有的,囚 雨是这部新宪法的特点和优

点之一。相应地新宪法也规定丁公及有管璎

8C

因家文化事业和享有受教育、从事科学研究、

文学艺术创作等文化生活权利,以及在精神

文明建设中应尽的义务。

普遍地提高全国各族人民的 文 化 、 科

学、技本水平,培养出大量的各 种 专 门 人

材,是建设社会主义不可缺少的条件。列宁

说过:在 一个文肓充塞的国家里是不可能建

成共产主义的。人民如果没有文化或文化很

低,就无法掌握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所必需

的先进科学和技术;人民如果没有文化或文

化很低,就不懂得也无能力管理 好 国 家 ,

民主制的国家制度就难以真正建立起来,官

僚主义和专制独裁的弊端就难以避免。所以 ,

发展教育、科学、文化事业十分重要。

对培荞知识分子和发挥他们的作用的规

定,有利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囚为精

神文明问题在其实质上是教养人的问题,所
以,重视和充分发挥知识分子在这个问题上

的作用就抓住了问题的关键;并且有助于彻

底克服由于
“
左

”
的错误影响而长期存在的 ,

特别是在十年内乱中达到登峰造极地步的那

种歧视、迫害知识分子的错误观点和行径。

新宪法规定:国 家提倡遵守社会主义公

德,树立共产主义崇离理想和道德风尚,做
到人 人向觉遵纪守法,反对腐朽 思 想 的 侵

蚀。这是精神文明建设中有关思想建设的规

;i∷ 。如,关于树立共产主义理想 郡l道 德 问

题:新宪法规父j“ 因家通过蒈及理想教育、

i苴 德教肓、文化教育、纪律和法制散育,通 过

在城乡不同范围内的群⒋中制定和执行各种

守则、公约 ,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
”

;

“
网衣提倡爱祖口、爱人民、爱劳动、爱科

学、爱 |∶∶公Ιi义公符,在 人民群众中进行爱

国主义、集体主义村|国 际主义、共产主义的教

育,进行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教

育,反对资本主义的、封建主义的和其他的

腐朽思想
”(笫 54条 ):F可 衣扭‘关及其工作

人员
“
不得有蹈越宪法和泫仲的特杈

”(第



5条 ),必须
“
接受丿、民群众的监督,努力

为人民服务
” (第 27条 ),国营企业和城乡

集体经济组织的劳动者都应当
“
以国家主人

翁的态度对待自己的劳动
” (第 姒 条 )等

等。这些规定付谙实现,必将大大提i缶 全舀

人民的共产主义觉悟。叉如,关于维护民族

自尊心和祖眇尊严闷题。斩宪法不仅序言中

记载了中国人【从事革命斗卡的光荣历艾朽

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所取停的f卜 大戍礻t,妍定

了国家在姘Ⅱ刂
·
期的总仟务,而且辶仁总细中

明确规定午个忄民必羽
“
纩护扭Ⅱ的玄个、

荣誉私珥益
” (笫“∶条 )吞丨

“
祆 1i∶ t¤ 、抵

抗侵酵,足 中华人已失千Ⅱ豇t一个 '土卜民的神

圣职责
” (笫 F5条 )。 这些历史的记载和对

公民的要求,宜人↑l充满了民族 臼穿感,进

而坤强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枉臣的信心。

再如,关于遵纪守法的观念闩题,奸宪法在

序言中指出, 
“
全国各族人民、一切国家机

关和人民武装力景、各政茭和各扯会团体、

各企事业红织,都必纽以宪法为柢本的活动

准则,氵钅:负有驻护宪法的尊严、仁 :E宪法实

施的职责
”
。又在第 5条 中规莛, “

一切国

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梵和各社会殒体、

各企业事业细。织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浊存
”

,

每个公民部必彡丿】
“
遵守劳动纪律、遵守公共

秩序
” (第 5=条 )。 这些规̀定 ,对于培荞丿、亻门

的遵纪守法观念,维护法制的统一和尊严 ,

维护各种规章制度,保证安定西绪,具有重

要作用。

以上新宪法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 没的

全面体现,也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法

律化、制变化。 宀于宪法中有了这些规定 ,

就能够运用田家强 i副 力钍障社会主义精神文

明建设事业的顺利发展。当然社会主义精神

文明建设的法往化、竹!芰化,叉 是社会主义

氏主制坤社会主义宪硖的性质和贯彻推行的

唼求所决定的。

其次,社会 i义 法帘刂怔过社会主义精神

文明的建诠。这个促进作用右三个方面的表

现和内容:一是组轵

^、

民文化生活;二是发

展社会精神生产;三是进行法制教育。

在法律上纽织 人~民 文化生活,表现为 :

第一、保证

`民
充分革有文化生活的权利。

公民有受教肓的权利;从事科学研究、文化

艺术到作的衩利;炭表个 人的研穷、写作成

果衤liⅡ 版的权苏f;'人、格尊 、言论 自山、通

信 n由 、绪社 向:女 ,人人平等的权利,以及

休息、钵齐、获得夂疗傺健的权 利 等 。 第

二、国家建立各种文化管理机狩,依法管理

文化事业,为人民实盱过好文化生活服务。

如建立教学中心、丌丬·斫中心、文化中心;如
设置书店、团书馆、博物馆、剧 院 、 l冖J影

院、体育场;如遍布城乡渐广蛞 IL祝 Ⅱf,保

证人民及 u心 收听丨彐际曰内新闻,观赏文娱体

育活动等。可见,人饣l所实际享受的丰宙多

彩的文化生活,是由法 i芊 所涑证的。用法律

倮证着全田人民过着革宫多彩的文仲{生活 ,

最能够有效地不姘提高人民的思想觉悟衤n文

化水平。

在法律上发展社会精神生产表现为:第
一,对国家建设的要求作出纲领性的规定和

制定出实现纲领性规定的具体法规。文化建

设和思想建设的纲领性规定反映在宪法总纲

中。实现文化建设和思想建设纲领性规定的

各种具体法规,热 由管理文化建设的因家机

关制定,并领导教肓、科学、艾化事业机构贯

彻实施,如 管理和发展教育方面的法规;管
理和友展科学技术方面的法规;管理和发展

文学、艺术、玉生、体育等方 I耐 n0法规;以
及教育改迭犯军分子的法兢等。笫二,法律

规定公民必须认萁履行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

明方面的义务。在文化建设战线上 :从事教育

的 ′、疋教师必须努力捉飞教学质量,教书又

教人,而受教育的学生必纱:努 力△习,做到

德、柙、体仑百发灯it∶ 从事 fi学 J攴 本研究的

^、

贝,必须以
“
攻关

”
的精神拿 Ⅱ∶研 究 成



果,多 出先进水平;从事文学、 艺 术 的 入

员,必须忠于生活、生产出经得起时间推磨

而不失色的真的、善的、美的作品,使人深

受真、善、美的熏陶。可见,发展社会精神

生产,从法制上看, 由有关国家管理机关和

教育、科学、文化事业机柯承担责任而仔汪

实现的。

法 制 教 育是 氵it行 共 产 主 义 理 想 教

育、共产主义道德教育、无产阶级纪律教育

的一个重要途径。法制教育本身通过以下诸

种教育方式,可 以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

建设。第一、在

^~民

群众中普及法律知识 ,

能够使人民群众明确 自己的权利和义务,从

而增强法律观念,傲到 白觉守法和 自觉遵守

社会公德。第二、执法活动,能够启迪人们

树立好思想、好情操。如通过依法对婚姻家

庭关系的调整,能够加强人们的道德修养。

第三、运用社会主义法律 (刑法 )打击各种

犯罪分子的破坏活动,也就是维护社会主义

公德,保卫社会文明。在惩办各种犯罪分子

的过程中,通过揭露犯罪事实、犯罪根源、

犯罪对社会的危害,不仅能够起到教育、警

戒不稳定分子改邪归正预防犯罪的作用,而

且也是对剥削阶级思想影晌和各种丑恶思想

的有力批判,对改变不良社会风气,树立共

产主义道德风尚也起着巨大作用。可见,在

进行共产主义理想教育、道德教育的同时 ,

结合我国当前综台治理社会治安的工作,充

分发挥社会主义法制教育的作用,是社会主

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宙。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与法斜的相互联系 ,

另△方面表现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社会

主义法制建设不断完善和法律实施的重要条

件。

苜先,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要求和

发展,是制定法律、修改法律、废除法律、

完各法律的一个重要因素。 由国家 |h刂 定并用

国家强制力傺 i汪 实施的社会主义法彳ir,它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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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修改和l庋 涂虽然要受到一定的历史条

件和实际情况的制约,但又必须与无产阶级

意识形态郎共产主义理想、共产主义道德、

无产阶级纪律的要求相适应,并 据 以 为 指

导。这样,才能佼待社会主义法律既具有必

委的灵活性,叉 能使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在任

何时候都保持若无产阶级的环则性,而不因

历史的局限、具体实际的变化而有所偏离。

实践证明,随着共产主义思想的 日益发扬 ,

共产主义道德水平的 日益提矿f,无产阶级纪

律性的
"益

增强,必然影畹社会主义法制的

不断发展,从而向人们提出新的法律规范的

耍求。同时,社会主义事立本身是一个历史

过程,在社会主义条件丁,为社会历史发展

的基本规律所决定,社会主义制度也必然处

于历史性的改苹之中。改革是社会主义历史

发展合乎规律的现象,也即社会主义制度下

的不断革命的具体形式。而且,社会主义改

革所涉及的范围十分广泛,它包括了政治、

经济、文化、科技等领域。因此,诸如科研

体制的改革,教育体制的改苹, 以 及 其 他

文化事业体制的改革,都必然促进社会主义

法制建设的不断发展。还必须看到,科学技

术的发展,科研成果的广泛应用 , 必 将 提

出许多新的社会问题,从而产生许多新的法

律要求。总之,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上的成就

和发展,是社会主义法律规范充实和完各的

重要条件之一。

其次,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对于社会

主义法律的执行和遵守起若重要 的 促 进 作

用。在思想建设方面,共产主义的理想、道

德和无产阶级的纪律性是法律实施的重要精

神条件或精神力量。如果通过共产主义的理

想教育、道德教育和无产阶级的纪律教育 ,

人们的共产主义思想觉悟显著提高,那么人

们就必然会 自觉地守法、护法,积极地同各

种违法犯罪行为作斗争。 当前,城乡不同范

围内的 人、氏群众,在其实现 白治的要求与基



础上自觉订立的
“
爱国公约

”
、

“
五讲四美守

则
”

等各种形式的公约和守则,是对遵守社

会主义法制的有力配合。至于广大群众立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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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能,贯彻推行法律即完善社会主义法制

(上接第34页 )

工人,按工资额的1%交 保险全,雇主按 工

资总额的1%交老年保险税。19∠ 0-19钍 2年 ,

双方各交1.5%,19压 3-19在 5年 各 交2%-
】θ在6t19在 8年备交2。 5%,1949年 1月 1日 以

后备支付3%。 见德怀特·L· 杜蒙德:《 瑰代

荚国》,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 sgO页 。

⑩恩格斯: 《反杜林论》, 人 民 出版

社,1956年版,第 SO2页 。

④《斯大林文选》,上,弟 8-硅 页。

④ 《列宁仝集》,第 17卷 ,第 212页。

⑧⑧《列宁仝集》,第 31卷,第⒛ 2、

169页 。

④福斯特 《美洲政治史纲》,人 民出版

社,1956年版,第 575页。

@⑧ 《马克思恩格斯仝集》,第 4卷 ,

第在98页 。

⑩吉尔伯特·C· 菲特、吉姆·E· 里斯 :

《美国经济史》,辽 宁人民出版社,1981年

版,第 72在 页。

⑦⑩P· D· Cotm″纟
``:Vot`〃

〃氵sJ° /σ 氵m

扌乃
' r″

f臼 r/f`乃 C'衍扌“9v,Ⅰ o″乐钔夕″c70勿 pE莎J,

也不可能。

此外,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还可以起到弥

补法制不足的作用。在法制不完 备 的情 况

下,对一些暂时没有法律调整的社会关系,

商以通谴檑种文瑚中的漶憩教育工作保证其

实施,如计划生育中的只生-个孩子。在一

些并不需要法律调整的社会关系中,则常常

依靠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中的共产主义道德规

范予以调整,如爱情关系等。

总之,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与社会主义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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