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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已经进入以法治为基本制度，建设现代化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新阶段，

需要我们对过去的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和治理经验进行更深入的梳理，为今天

的实践提供历史的借鉴。 

一、为何重视商鞅？ 

中华传统政治文明的高度，是由道儒法三家的精华界定的。政道的高峰在老

子，人道的高峰在孔子，治道的高峰在商鞅。商鞅奠定了中国制度文明的基础。

没有商鞅变法创新形成的制度文明，中国会是另一个中国。缺少对商鞅的中肯的

理解，中华文明观是残缺的。 

二、如何研究商鞅？ 

非西方国家的现代大多是从西方学来的，但现代国家的最早源泉却是在中国。

根据韦伯对现代国家的定义，科层制的官员制度，是迈向现代国家的唯一尺度，

而汤因比、霍尓佐克、福山、李侃如等英、德、美的学者都指出，秦孝公商鞅时

的秦国，已经形成科层制的种种特征。从中国现代性的角度看，中国现代性，一

部分是学西方的产物，一部分是从中国历史中走出来的，是生长于历史、适用当

下、有益未来的观念和现象。商鞅是研究中国现代国家和国家治理绕不过去的问

题。 

三、商鞅治道的思想和制度遗产 

（一）商鞅治道的灵魂，可以概括为：因循变化，强国利民，求真务实，赏

罚分明，创新图强。 

（二）商鞅的治道有五大思想遗产，这就是：1. 变法创新的治理哲学：治

世不一道，便国不必法古，没有永恒不变的治理之道，一切都要根据变化的情况

而改变不合时宜的旧办法。2. 以法治国的治理原则：法治取代人治，是社会发

展的基本规律；3. 赏罚结合的治理机制：利益是治理的吸引机制，强制是治理

的保障机制，两者互补形成国家治理的动力机制；4. 强国利民的治理目标：强

国，是激烈的国家竞争中生存发展的客观需要；利民，是百姓生存发展的客观需

要，两者结合，能激发国家和民众的活力。5. 求真务实的治理精神：敬真理、



讲真话、办真事、动真格，敬圣贤但更敬真理；改革需要探索创新，不必事事和

于俗同于众；法治必须刻薄寡恩铁面无私；治理国家必须要了解各方面的真实情

况，入境必知十三数。 

（三）商鞅治道的五大制度遗产：1. 中央集权制度：反对封建，实行权力、

法律、军队、度量衡、财税和意识形态的统一。为什么是强国家不是弱国家？国

家竞争首先是国家制度竞争，商鞅创建的中央集权至今己有 2358年，是人类最

有生命力的国家制度。是中华民族五千年历史连续不中断的制度保障；是维系中

华民族统一的根本制度。2. 科层制为核心的官吏管理制度：以科层制取代家长

制，以事功制取代世袭制，明确的职权与责任，严格的上下级关系，定期的检查

监督与报告，使得中央集权能够有效率的运行。经过后来的推举制和考试制的补

充，这一制度影响中国两千三百年。3. 以法治国的制度：确定了法律面前人人

平等的原则，强调治不听君，民不从官的原则，并且在改革中践行法之不行自上

犯之，于是刑太子师及傅，确定了明确的法律条文、罪刑法定、设置法官法吏、

普及法律、一切按法办事的制度。4. 三农治理的制度：扩大农民阶层，限制商

业对农民、农业和农村的盘剥，提高农民的地位，农民以粮功和军功可以授爵授

官，以授田制、垦田制取代井田制，大田制取代小田制，实行统一的赋税制度，

保护农村环境，移风易俗，小家代大家，允许土地买卖，使得秦民（农民）大说、

粮食大增、乡邑大治。商鞅提出的三农问题，影响中国二千三百年。5. 军队治

理制度：形成了职业军官与农兵一体结合的制度，培养军队的勇战善战风气，对

后来的军队的建设有积极的启示。 

四、商鞅治道的历史评价 

商鞅是一个有重大缺陷的政治家，他没有处理好力与德、农与商、法与权、

国与民的基本关系，对商鞅思想和实践中的弊端，应进行批判。但应客观肯定和

评价商鞅的治道，商鞅是制度文明的开拓者，现代国家的奠基者，冷峻无私的执

法者，国家统一的推动者。国家统一、三农问题、上下流动、以法治国、官吏整

治，是中国国家治理的五大重要问题，商鞅不仅全部提出来了，而且都有重大的

建树；商鞅治秦形成的制度文明，使中国在农业文明时代走在国际社会的前列，

并长期保持领先地位，为后来的中国奠定了国家统一的制度文明基础，也是今天

现代国家治理的重要的历史文化遗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