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揖内容提要铱 马克思主义法学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 李达是实现马克思主义法学中国

化的开拓者。 他一生不断追求真理, 拥有丰富的法学学术经历, 其开创性研究使之成为马克思主义

法学中国化的奠基者。 在 《法理学大纲》 中, 李达第一次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对法学的基本理

论进行了阐述, 是中国近代以来用马克思主义的视角对西方法学流派进行批判的第一人。 新中国成

立后, 李达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 对新中国的宪法基础理论也进行了有相当深度的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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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 ), 武汉大学法学院资深教授、 博士生导师 (湖北武汉摇 430072)。

李达是我国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先驱者、 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 也是我国杰出的马克思主义

理论家,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 经济学和法学等方面颇有建树。 李达的一生, 是对真理孜孜以求的一

生。 侯外庐淤曾评价他是 “为真理而斗争的李达同志冶于。 在法学方面, 李达是我国马克思主义法学

的领路人与奠基者。 1947 年, 李达在湖南大学担任法律系教授, 期间撰写了作为法律系教材使用的

《法理学大纲》 一书盂, 这是我国第一本由中国人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阐述法学基本理论的著

作。 新中国成立后, 李达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 对新中国的宪法基础理论也进行了阐述。

一、 法学学术背景与经历

李达的两次赴日留学经历, 点燃了其马克思主义法学的 “星星之火冶。 1913 年, 怀揣救国理想

与抱负的李达以优异的成绩考取留日官费生赴日留学。 当时日本知识界有许多追求进步和共产主义

理想的人士。 1917 年, 因病辍学短暂回国休养后, 李达再次赴日, 考入日本第一高等学校 (后改称

东京帝国大学) 学习理科, 立志 “实业救国冶 “科学救国冶。 1917 年 11 月, 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消

息很快传到了日本。 李达从日本报纸上得知此消息后, 开始关注并了解马克思主义。 1918 年, 他弃

理从文, 开始在日本学习、 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 并 “很快地成了马克思主义的笃信者与宣传

者冶榆, 也为日后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奠定了根基。
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与建树, 是李达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法学事业开拓者的基础。 “法

·04·

淤
于
盂
榆

侯外庐 (1903-1987), 原名兆麟, 又名玉枢, 自号外庐, 山西省平遥县人。 中国历史学家、 思想家、 教育家。
汪信砚主编: 《李达全集》 第 1 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7 年, 第 43 页。
李达: 《法理学大纲》, 北京: 法律出版社, 1983 年。
宋镜明、 刘捷: 《李达年表 (1890—1966)》, 《江汉论坛》 1981 年第 3 期。



理学原是法律哲学。 法律哲学, 是一种特殊哲学, 是哲学中的一个分支。 特殊哲学与哲学, 具有密

切的关系。冶淤 1920 年, 李达结束日本留学生活回国。 回国前, 在日本翻译了长达 21 万字的 《社会

问题总览》 《唯物史观解说》 《马克思经济学说》 3 本书, 后于 1921 年由中华书局出版。 这三本书

对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进行了比较系统的介绍。 其中, 《唯物史观解说》 一书精要介绍了马

克思恩格斯关于唯物史观的基本论述。 1926 年, 现代丛书社出版 《现代社会学》, 这是李达的第一

本哲学专著, 也是李达第一本通过对唯物史观的理解, 以阐述中国社会实践与中国社会问题的专著。
1937 年 5 月, 上海笔耕堂书店出版了他的专著 《社会学大纲》于。 与此前不同, 《社会学大纲》 全

面、 系统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 并且, “首次在中国话语中用 ‘实
践的唯物论爷 表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冶盂。 毛泽东称赞这本书是中国人自己写的第一本马列主义的哲

学教科书, 并在其延安时期撰写 《矛盾论》 《实践论》 时, 给予李达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高度

评价。 新中国成立初期, 李达投入到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宣传、 研究之中, 并在与毛泽东的学术互

动中, 先后在 《新建设》 杂志上发表了关于毛泽东 《实践论》 的一系列论文榆。 1979 年, 《 掖实践

论业 解说》 和 《 掖矛盾论业 解说》 以及相关系列文章由三联书店合编为 《 掖实践论业、 掖矛盾论业 解

说》 出版发行。 这些哲学方面的著作, 奠定了李达在中国哲学界的地位。 之后, 李达被推选为中国

科学院学部委员 (哲学社会科学部), 并担任中国哲学会第一任会长。
李达一生都在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和法学教育的实践与理论研究。 1921 年, 党 “一大冶 推选

李达为中央宣传主任, 兼任人民出版社社长 (主持翻译出版马克思、 列宁著作达 15 种)。 党的 “二
大冶 以后, 李达应毛泽东邀请主持湖南自修大学教学工作、 主编 《新时代》 杂志, 并在自修大学以

及湖南公立法政专门学校 (湖南公立法政专门学校即湖南大学法科的前身) 讲授唯物史观。 1926 年

至 1927 年, 李达到武汉任国民革命军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代理政治总教官, 在该校和农民运动讲习所

讲授唯物史观。 大革命失败后, 在中共地下党人张庆孚的支持下, 李达在上海法政学院和上海暨南

大学担任教授, 讲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1932 年, 应冯玉祥邀请, 李达到山东泰山讲授马克思主义

哲学。 同年 8 月到北平, 任北平大学法商学院教授和朝阳大学教授, 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 马克思

主义经济学、 货币学和社会进步史。 这一时期是李达在理论上硕果累累的时期。 《社会学大纲》 《经
济学大纲》 《社会进化史》 《货币学概论》 四部专著就是在此期间撰写完成的。 其中, 马克思主义哲

学专著 《社会学大纲》 总共 47 万字, 第一篇是唯物辩证法, 第二篇至第五篇是历史唯物论, 1935
年首次印行。 七七事变爆发后, 李达被迫离开北平。 陆续在广西大学、 广东坪石中山大学任教。

1947 年春, 经中共地下党组织协助, 李达通过时任湖南大学法学院院长李祖荫的介绍受聘湖南

大学, 开始讲授 “法理学冶 的课程。 在此期间, 为更好地讲授法理学课程, 李达凭借其长期对马克

思主义学习与研究的积淀, 结合中国的实践, 撰写了 《法理学大纲》, 即当时用以给学生使用的教

学讲义。 在日本留学期间, 李达就曾翻译惠积重远的 《法理学大纲》虞 并引入中国。 两本著作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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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同, 但李达撰写的 《法理学大纲》 在理论基础和方法论等方面却与之不同。 该书运用唯物辩证法

科学地阐释了法理学的基本内容, 系统论述了马克思主义法学的基本原理。
新中国成立后, 李达先后担任中央政法干部学校副校长、 湖南大学校长、 武汉大学校长, 当选

为第一、 二、 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 中共第八次

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等, 参与起草了新中国第一部宪法。 宪法颁布之际, 为解释与宣传新宪法, 李达

撰写了一系列文章, 如: 《谈宪法》 (1954郾 6)、 《学习宪法摇 拥护宪法》 (1954郾 6)、 《我国宪法是人

民革命胜利的保障和为社会主义斗争的旗帜》 (1954郾 8)、 《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1954郾 10)
等。 1956 年 11 月, 李达编写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讲话》 (以下简称 《宪法讲话》), 由人民出

版社出版并对外公开发行。 《宪法讲话》 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 阐明了宪法本身以及相关涉及的问

题, 揭穿和批判了资本主义国家与旧中国宪法的虚伪性与反动性, 提高了人民对新中国宪法的马克

思主义思想基础与新宪法之真实性与人民性等特点的认识。

二、 对法学基本理论的阐述

李达的 《法理学大纲》 是中国人第一次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对法学基本理论进行的阐述。
中国的法理学自古 “有其实而无其名冶。 直至 1904 年, 梁启超在 《中国法理学发达史论》 一文

中第一次使用 “法理学冶 三个字。 但该文并非专为阐述法理学而作, 文中也无具体回应法学基本问

题的内容。 此后, 经翻译引入中国的外国法理学著作中, 开始出现 “法律哲学冶 与 “法理学冶 等,
在中文字眼、 内容上也不乏系统地探讨法理学之研究对象与研究任务等涉及法理学基本理论的方面,
但基本上都囿于资本主义法理学视角的窠臼。 当时的法理学教材, 也几乎都是西方法理学教材的中

文译本淤。
李达的 《法理学大纲》, 一方面, 系统精炼地阐述了法理学基本要义; 另一方面, 第一次运用

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 界定与确定了法理学的研究对象与研究任务, 科学地阐释了法理学的基本内

容, 并阐述了法律与国家的关系、 法律的本质与现象、 法律的内容与形式、 法律的属性等问题。
首先, 李达开篇即指出, 唯物辩证法是哲学方法基础, 并对唯物辩证法的内容进行了精要阐

述于。 在 《法理学大纲》 中, 李达把唯物辩证法的三大规律 “对立统一规律冶 “量变质变规律冶 “否
定之否定规律冶 用精练的言语概括至尽; 认为这是科学的世界观, 是研究整个世界发展的一般法

则, 因而也是法理学的一般法则。 同时指出, 采用科学的社会观以研究法学, 也就是唯物史观———
“社会的存在规定社会意识冶, 而 “法律观被包摄于社会观之中, 直接由社会观所指导冶。

李达指出, 进行法学研究的科学社会观应包括三点: “ (一) 在社会的存在与社会意识的正确关

系上, 也理解各种历史的社会的现象。 (二) 在全体的关联上去理解各种社会的现象。 (三) 在发展

过程上去理解各种社会现象冶盂。 这种阐释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主要观点相契合。 李达并进一步指

出, 法理学的研究对象应该是法律发展法则, “科学的法律观, 与从前各派法理学相反, 它是以暴

露法律发展法则为对象的科学冶榆。 因而, 法理学的任务就是要 “阐明世界法律发展的普遍原理, 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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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法律的发展与世界发展的关系, 认识特定历史阶段上的法律与社会的关系冶淤 等。
在法律与国家的关系上, 李达阐述为: “法律制度与国家形态, 是一体的两面……法律是实现

国家目的的工具。冶于 随后, 归纳四种先前的国家观法律观, 并进行分析与批判: 即 “神学的国家观

与法律观冶 “绝对主义的国家观与法律观冶 “民约论的国家观与法律观冶 和 “玄学的国家观与法律

观冶, 认为, 这些观点 “都是主观, 不是客观的; 是玄虚, 不是科学的冶盂。 在此基础上, 李达提出

科学的国家观与法律观, 应该是 “历史上一切的国家都是阶级统治的机关冶; “法律的功用, 从根本

上说来, 就是实现国家的目的。 法律是附丽于国家而存在的冶榆。 这些阐述, 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法学

“国家与法都具有阶级性, 法是国家维护阶级统治的工具冶 的观点并将之进一步发展。
对于法的本质的问题, 李达阐述了法律现象与法律本质的定义与关系: “所谓法律的现象, 即

是人类的社会关系在国家规范领域中的表现形态冶, 简单地说 “是法律关系的表现形态冶, “法律的

本质是法律现象的各种形态中所潜藏的根本关系。 为要发现法律的本质, 必先考察法律的现象虞冶。
之后, 李达剖析了人类社会从奴隶制社会到封建社会再到近代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三个阶段所包含

在奴隶制、 封建制及资本制三种经济形态的、 以及与之相对应三种不同阶级社会中法律的存在形态

与特点, 指出这三种社会发展的过程就是法律的本质逐渐显现的过程, 即 “法律的本质是阶级性,
其功用是保障特定的阶级的经济结构冶愚。

在法律的内容与形式上, 李达指出, 法律应该是 “内容与形式的统一冶舆, 进而阐述法律的 “内
容与形式之矛盾的发展冶余 的情形。 李达从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出发, 指出: “内容与形式的范

畴, 和本质与现象的范畴, 是同列的。冶 也就是说法律的内容与形式, 要归入到物质的本质与现象

的规律当中来。 物质的本质的存在需要依托于一定的形式, 同时 “一定的形式中结晶于一定的内

容冶, “内容于形式是矛盾的, 却是统一的冶俞。 进而指出, 法律的内容就是法律关系的内容, 应该

“是其财产关系, 基础是生产关系即经济关系冶, 法律的形式是 “生产关系或经济关系在国家规范中

所采取的形式冶。 因而法律就是 “摄取经济关系的内容而具有成文或不成文形式的国家规范冶訛輥輮。 在

此基础上, 李达通过梳理作为法律形式的习惯法到判例法再到成文法发展的历史, 指出: “法律的

内容通过形式而发展, 常常伴随着内容与形式的斗争冶; 其表现形式就是阶级斗争。 最后, 得出了

法律形式的发展是 “经济结构进化的结果冶訛輥輯 这一论断。
在法律的属性方面, 李达指出, 法律的各种属性应该 “渊源于法律的本质, 并受限本质所规

定冶訛輥輰。 然而, 由于书稿在出版前遭受了遗失的厄运。 因此, 这一部分内容以及此后的相关内容已难

晓其貌。 因而, 对李达关于法律属性观点的了解只能遗憾地止步于 “规范性与命令性强制性冶、 且

未能见其论述全貌的两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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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对西方法学流派的马克思主义视角批判

李达是中国近代以来对西方法学流派进行马克思主义视角批判的第一人。

“在西方, 法理学思想历史久远。冶淤 针对法的本质的不同理解、 法的价值的不同观点、 法的规

范作用不同程度的重视等, 西方法学中形成了各种不同的法学流派, 也可称法理学流派于。 换言之,

“对核心问题的意识与逻辑起点不同形成了不同的法理学流派冶盂。 其中, “对法的本质的不同认定,

是决定各个流派法学思想的基石与前提冶榆。 不同的法学流派代表了不同的法学思想。 主要派别为人

所熟知的西方三大法学流派———自然法学派、 分析法学派、 社会法学派, 另外还有历史法学、 功利

主义法学、 新康德主义法学等近代法律思潮。

随着鸦片战争中国国门被西方列强用炮火硝烟打开, 法理学概念以及西方法学各流派的思想也

随之进入中国。 一方面, 法理学学科的产生是在奥斯丁 1832 年出版 《法理学研究范围》 这本著作

之后才从法学中独立出来的。 另一方面, 当时的中国法理学, 或许可以用 “中国古代无法理学之

名, 却有法理学之实冶 这句话来概括, 并没有专门的法理学学科。 但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 不同的

中国思想家、 法学家与政治家也相继提出了不同的关于 “法冶 的认识。 如先秦时期有以管仲为代表

的法家思想、 以墨翟为代表的墨家思想以及老子的道家思想和孔子的儒家思想等, 两宋时期范仲淹

的改革思想与王安石的变法思想等。 从先秦开始, 中国的法理学在历史的演进中变更与发展, 直至

近代, 也基本形成了一套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 包括法的本质、 法的产生、 法的作用、 法的形式以

及立法、 司法和法律监督的理论。 西方法理学传入中国之后, 在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的中国引发了

三种论争, 那就是礼法之争、 中西之争和革命与保皇之争。

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与以康有为为首的保皇派之间关于法治的辩论, 也就是革命与保皇之争,

是中国思想史上特别是法理学史上一场重大的思想论争。 辩论的焦点在 “反对君主制, 反对君主立

宪冶 “宣扬宪法国民之意思想, 倡导五权宪法冶。 “五权宪法冶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代表着中国宪法制

度的起步, 具有标志性意义。 但是, “五权宪法冶 的理论依旧是建立在唯心史观基础之上的 “权能

分治冶 理论 (不过, 当时并没有人洞悉与道破)。

由以上三种论争引发的争辩与斗争中, 资产阶级民主派取得了胜利, 此时的中国法理学由西方

资产阶级的法律思想占上风, 也因而开始形成了一系列深深印有资产阶级印记的法理学教材。 在数

量上, 从清末至 1949 年, 中国出版的法理学教材 (包括法理学、 法律学、 法学通论、 法学概论和法

律哲学等) 共 424 种, 其中冠以 “法理学冶 名称的有 20 种, 冠以 “法律哲学冶 的名称有 11 种虞。

然而, 这些教材几乎均大同小异, 结构基本相同, 大都以介绍西方资产阶级的法学派别为主要内容。

李达在 《法理学大纲》 这本著作中, 按照从古代、 中世纪、 近现代的历史发展为主线, 辅以研

究方法, 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之唯物辩证法与历史唯物论, 分析了从希腊时期起至二十世纪初期的

每一法学流派产生之历史背景、 主要观点及其代表人物的思想并展开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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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达对自然法学派的批判, 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 自然法学派是拥护君权的法学派

别, 自然法学派是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历史过程中, 随着市民阶级势力的成长, 进而产生了新的

意识形态的潮流之下, 为冲破宗教与神学的桎梏应运而生。 它产生的条件决定了它自身具有阶级的

属性。 李达在书中写道, 自然法学派 “所倡导的 ‘自然世界爷、 ‘自然权利爷、 ‘社会契约爷、 政府契

约爷 等理论, 后来变成了市民阶级的革命理论的来源冶。 (2) 近代自然法学派创始人格劳秀斯的自

然学说则陷入 “玄学论冶 的泥潭。 李达批判道, 格劳秀斯尽管在自然领域以感觉论为认识起点, 与

马克思的唯物论相近, 然而却以人性论为认识出发点作用于社会领域, 则陷入观念论之说, 这是空

想和不切实际的。 李达的批判, 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 在否定中肯定其正确之处, 在肯定

中否定其不足。 (3) 针对自然法学派成熟时期的代表人物洛克, 李达评价其为 “经验论的哲学

家冶淤。 先肯定洛克民约论较前人的进步, 说其 “透彻而明晰, 更适合于市民的要求冶。 同时, 也指

出了其具有局限性: 是 “所谓基于意志自由的契约冶, 也并非是一切人的意志自由, 而是市民议会

的自由意志契约, “而市民以外的人们是不能参加于契约的冶于。

针对分析法学派, 李达认为既有其优点也有其缺点。 优点方面: 第一, 分析法学派揭露了 “从

前法理学上所探求的超现实的神秘的理想法、 正当法, 或所谓法是道德或正义———这一类玄虚冶;

第二, 分析法学不认为法是 “市民议会 (即立法者) 的意志的表现冶, 认为法律是 “立法者有意识

的创造物冶; 第三, 肯定了分析法学派对 “法律是命令, 具有强制力冶 的主张。 缺点方面: 李达首

先指出分析法学派在研究方法上的不足, 指出 “这派谨守形式伦理学的三段论法, 根据法条判例,

严格的做演绎功夫, 所得的结论是否与社会的现实相合, 无暇过问冶; 然后, 指出分析法学派并没

有参透事物发展 “新事物是由旧事物发展演变冶 的规律, 即 “一切的新事物, 都纳入与于旧原则之

中, 法律进化的原理如何, 他们是不懂的冶; 最后, 李达还指出, 分析法学派因未能运用联系的观

点看问题而导致的局限性, “局限于法典与判例的周围, 专事注释, 至于法律以外的社会情况, 以

及政治经济等, 概不涉及冶盂。

另外, 李达对社会法学派也进行了批判, 认为社会法学派的解释方法有失科学榆。

四、 关于宪法基础理论的观点

近代中国的宪法理论, 在很大程度上来说, 一方面是受到日本明治维新的影响; 另一方面是在

鸦片战争之后随着国门被打开, 在西学东渐中从西方习得而入。

也就是说, 近代中国的宪法理论, 基本上就是西方资产阶级的宪法理论。 作为西方近代国家的

政治理论, 这种宪法理论的基础是基于一个关于 “社会契约冶 的预设。 “宪法被认为是法治社会的

基本契约, 它在国家和公民之间划分权力, 也划分各个不同政府分支之间的权力。 宪法规定的是国

家最为根本的问题, 它不仅是组织政府的依据, 更是公民权利的保障书。 政党和政府都在宪法之下,

所有人都必须遵循宪法, 法律也必须依据宪法来制定而不能违反宪法。冶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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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宪法理论深深地影响了 19 世纪中后期的中国, 也开启了中国宪法的实践尝试道路。 戊戌变

法是君主立宪方案的一次实践; 到了晚清, 出现了预备立宪与宪法性的文件——— 《钦定宪法大纲》;

随后, 《中华民国临时约法》 代表了中国民主共和的宪政目标; 北洋政府时期, 出现了 《天坛宪草》

续议与 《中华民国宪法》;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 从国民党一党专政之下的 《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

到 《中华民国宪法草案》 再到民国最后一部宪法———1946 年的 《中华民国宪法》, 也不乏制宪活

动。 但是, 这些资本主义宪法理论及其宪法活动并不适合中国的实际情况, 都以各种不同程度的失

败而告终。

在 20 世纪 50 年代初新中国宪法制定前后, 李达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阐明了宪法本身以及宪法

所涉及的一些问题。 同时, 他揭穿与批判了资产阶级国家与旧中国宪法的虚构型与反动性, 提出了

其所理解的宪法观点, 构建了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宪法理论基础。 换言之, 李达是中国阐述马克思主

义法学指导下宪法基础理论的第一人。

一般认为, 宪法的基础理论应该包括宪法的概念, 即宪法的定义、 特征、 本质、 如何分类, 宪

法如何发展、 创制, 有何基本原则、 价值与作用等, 并应涉及人们的基本权利、 政治权利和社会权

利如何规定、 国家机构如何搭建与运行、 宪法如何实施等问题。

李达所阐述的宪法基本理论, 明显与西方的宪法理论不同。

李达延续马克思主义关于宪法的思想, 认同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律冶。 同时认为, 宪法具有

阶级性, “它表现一国的统治阶级的意志, 巩固统治阶级的专政冶淤。 这样的表达一方面是对宪法的

定义, 另一方面指出了宪法的特征与本质。 李达对宪法的如是定义, 是建立在一定的国家观与法律

观之上的。 在 《宪法及宪法之史的考察》 (1953郾 10) 一文中, 李达论述道: “法律以国家的存在为

前提。 如果没有国家, 法律的效力就等于零; 反之, 如果没有法律, 国家就不能完成自己的职

能……法律是国家的统治阶级按照自己阶级的意志制定的……法律不仅表现某一种社会中的财产关

系, 并且又以保护和巩固这种财产关系为目的: 它不仅巩固于统治阶级有利的经济制度, 并且还巩

固于统治阶级有利的政治制度, 即巩固某一统治阶级专政及其在社会中的领导作用。冶于 李达进一步

指出, 西方的宪法以及中国近代以来宪制实践中的宪法, “是资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并掌握了政权

以后才被制定出来的冶盂, 即明确表明了其宪法是资产阶级意志的反映的观点。 他认为: “资产阶级

所以需要宪法, 其主要目的是巩固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成果, 巩固生产资料的资本家所有制, 并实

行资产阶级专政。冶榆 并在梳理奴隶社会的国家与法律、 封建社会的国家与法律、 到资产阶级社会的

国家和宪法、 再到苏维埃社会主义的国家和宪法的历史之后, 考察宪法的起源与发展变化的过程,

总结出在不同社会经济结构基础上的法律或宪法的存在形态与特点。 在此基础上指出, 我国宪法是

与上述所有宪法不同的, 是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

李达运用唯物史观指出, 历史经验的总结是我国宪法的来源, 即我国的宪法是在一定的历史时

期, 通过一定的历史过程的积累逐渐发展而来。 具体地说是: “中国人民百多年以来英勇斗争的历

史经验的总结冶, “中国近代关于宪法问题和宪政运动的经验的总结冶, “新国家成立以来新的历史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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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的总结。冶淤

李达还指出了我国宪法的价值与作用: 是 “确定建成社会主义为我国国家的法定目标冶 “巩固

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冶 “加强各名族间的大团结冶 和促成 “国际统一战线与和平外交冶于。
以此为基础, 李达论述了我国社会主义性质宪法规定之下的国家性质、 国家制度和社会制度的

情况, 并指出, 我国国家性质, 是 “工人阶级领导的、 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国家冶; 人民

代表大会制, 是中国国家的政治制度, “根据人民代表大会制组成的国家机关, 是人民民主专政的

最有效的武器冶盂。
在国家机构的组成情况和活动原则上, 李达认为, 国家机构分为最高国家权力机关、 最高国家

行政机关、 地方国家权力机关、 地方审判机关和监察机关; 五种不同的机关, 各自开展其活动, 并

且以 “人民群众将参加国家管理冶 “民族权利平等冶 “民主与集中冶 “人民民主法制冶 为基本活动原

则榆。 中国共产党是国家机构的领导核心。 进一步详细论述了各层级权力机关的职能和地位。
在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上, 李达指出, 新中国宪法之下不允许特权阶级的存在, 坚持 “公民

在法律上一律平等的原则冶虞; 各民族与种族权利平等、 妇女与男子平等, 区别于资产阶级国家中各

民族的不平等; 而妇女在资产阶级国家并不享有与男子同样的政治权利, 最为人所熟知的是选举权

被剥夺愚。 在义务方面, 李达指出, 公民义务也与资产阶级国家不同, 在新中国宪法之下, 保护私

有财产是每一个公民的义务。
总的说来, 李达 “是我国新法学的奠基人和创始人之一冶舆。 他的法学思想是丰富的, 是具有开

拓意义的。 用韩德培先生的话来说, 李达是我国 “一位少有的马克思主义法学家冶余。 但应当明确的

是, 由于历史的原因和新中国成立前的实际情况, 李达对资产阶级法学派别的批判存在一定的隐晦

性, 随着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发展, 这种以马克思主义为视角的批判式研究将更加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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