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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必武对中国社会主义
法治之路的探索

杨鹏亮　张小军

【提　要】董必武是新中国法律制度的奠基者和领导人之一 。他积极探索马克思主义法

的一般原理同中国具体法制建设相结合的方法 、 途径, 深入研究社会主义法律制度的精义 、

价值, 为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奠定了理论基础和框架结构。他在党内较

早提出一些重要观点, 如:政治文明必须实行法律文明, 必须明确党和法律的关系, 依法

办事是法制建设的中心环节, 司法要讲政治等, 迄今都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学习和研究

这份宝贵的思想遗产, 既是新中国法制史的一个课题, 也是丰富和发展我国法学理论的需

要, 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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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无产阶级的革命家和法学家 、 中国共

产党的创始人 、 社会主义法制理论的奠基人 、

新中国法律制度的缔造者之一, 董必武坚持马

克思主义法的一般原理, 尊重人类法治文明,

不断探索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与法的理论同中

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途径, 不断探索建设有中

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道路, 产生了一

系列具有历史意义的成果, 这些成果是马克思

主义中国化所产生的第一大理论成果———毛泽

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是对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法治建设之路的具有重大意义的探索和

实践 。

一 、 重视学习和宣传马克思

　　主义的社会政治　　　

　　理论与法律观　　　　

　　董必武曾于 1911年10月参加辛亥革命, 11

月加入同盟会。1914年 1月东渡日本留学, 就

读于东京私立日本大学法律科。1919年在十月

革命和五四运动影响下, 接受马克思主义 。

1920年, 他和陈谭秋 、 包惠僧等在武汉建立了

共产主义小组和社会主义青年团, 并且亲自讲

课, 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① 1927年 12 月, 他

奉命到苏联学习, 并于 1928年 8月入莫斯科中

山大学特别班, 1929 年后转入列宁学院 (即苏

共党校) 英文班学习。期间, 刻苦攻读马列主

义著作, 并于 1931年冬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列

宁学院。② 1932年回国后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

曾先后担任了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 (即中央党

校) 教务长 、副校长, 在党校工作期间, “注意

用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学员”, ③因此, 作为中国

共产党的早期创始人之一和新中国法治建设的

重要领导人之一, 董必武强调对马克思主义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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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观的学习和掌握。新中国成立后, 在 1951年

全国政法系统干部大会上强调要培训一批不仅

懂得国家的政策, 而且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关

于政法方面的基本理论的领导干部, 不但要有

计划地学习马恩列斯关于国家与法律的理论,

而且要重视毛泽东著作中间 “关于政权和法律

的思想”, ① 因为, “科学是发展的, 马列主义也

是发展的”, ② “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

中国的应用和发展。”

关于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和研究范式,

董必武强调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 “必须躬行

实践, 身体力行”, 反对 “抄袭书本, 装腔作

势, 自欺欺人” 的作风, ③ 在对待苏联的法学

理论与实践的立场上, 董必武强调, “我们并

不否认也应从苏联的立法过程中吸取有益的

经验 。他们所走过的弯路, 我们就不应该再

走了 。” ④ 在年轻的共和国诞生之时, 在处于

帝国主义的严密包围和意识形态严重对立的

条件之下, 重视对社会主义的先行者的法制

建设经验的主动学习无疑是必要的选择 。而

且按照董必武的观点, 这种批判的学习也是

有见地的 。

董必武始终强调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与

法的理论联系中国实际的方法, 认为学习理

论 “也要防止另外一个偏向, 就是钻到书本

子里不与实际联系 。” ⑤在担任最高人民法院

院长期间, 他一直强调, 在实体法和程序法

来不及制定的情况下, 用总结审判经验的方

法, 从实体到程序规范法院审判案件的工作 。

二 、 法治文明观

马克思曾经说过:“人们创造自己的历史,

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 并不是在他

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 而是在直接碰到

的 、 既 定的 、 从 过 去继 承 下来 的 条件 下

创造 。” ⑥

董必武曾考取过清末的举人, 受到过系统

的传统文化教育, 而且曾在日本留学, 专门研

读法律, 熟悉资产阶级的法律思想 。因此, 董

必武对于东西方的法律文化具有比较深入的掌

握, 对法治文明认识非常深刻 。

董必武重视法律在社会变革和发展中的重

要作用, 他曾说:“我们的法制体现了我们国家

最大多数人的意志 。法制有什么作用 ? 没有它

行不行? 上面说过没有它是不行的 。中国二千

多年以前有位大贤, 叫孟轲, 他曾说过:`上无

揆道也, 下无法守也, 朝不信道, 工不信度,

君子犯义, 小人犯刑, 国之所存者, 幸也。' 又

说:`不以规矩, 不能成方圆 。' 这个道理对不

对? 我看很有道理 。人类从进入文明社会以后,

说到文明, 法制要算一项, 虽不是唯一的一项,

但也是主要的一项。简单地说, 国家没有法制,

就不能成为一个国家 。”⑦董必武把法制提到人类

文明的主要内容和国家不可或缺的基础的高度

来认识, 与他对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的准确把

握以及对法制理论的精深理解密不可分, 是对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继承与发展 。正是在这样的

思想认识指导下, 在董必武的直接领导和参与

下, 我国的人民民主法制早在第二次国内革命

战争时期, 从建立革命根据地起, 就逐步形成,

这在世界上是罕见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

利的经验有很多, 但重视法制建设, 严格依法

治党 、治军 、 治政, 应当是其中极其重要的一

条。正如董必武所总结的那样, “在过去国内革

命战争的各个时期, 各个革命根据地, 在党的

统一领导下, 制定了许多代表人民意志和符合

革命利益的政策法令。尽管它们在形式上较为

简单, 而且不可避免地带有地方性, 但是它们

有力地保障和促进了革命事业的发展。不仅如

此, 它们并且是我们现在人民民主法制的

萌芽 。” ⑧

从法律的角度看, 人类历史是一个不断走

向自由王国的过程,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也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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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 “文化上的每一个进步, 都是迈向自由的

一步 。” ① 英国著名法学家也曾经说, “所有进

步社会的运动, 到此处为止, 是一个 `从身份

到契约' 的运动 。” ② 法治文明的理念是马克思

主义对西方法律文化的扬弃, 董必武将这一优

秀成果与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相结合, 无疑

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建国之初, 在全面否定中

国传统法律文化, 批判西方资产阶级法制占主

导地位的历史环境中, 董必武对法治文明的强

调和重视, 显示出马克思主义法学家的智慧和

胸襟 。

三 、 共产党的历史使命 、 人民

　　民主与依法治国相结合　

　　董必武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 他不但

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 、 观点和方法, 而且

以马克思主义的法的范式解决中国革命和法

治建设的新问题, 产生出诸多理论与实践的

重大成果 。在董必武的民主法制思想里面,

贯穿着一个理论的红线, 那就是共产党的历

史使命 、 人民民主与依法治国相结合, 进行

我国的法治建设 。

(一) 法律是政治的一种手段, 但法律有它

本身的范畴

关于党的领导地位, 董必武说:“党组织

要领导国家机关工作, 这是不可动摇的原

则。” ③ 关于执政党实现对国家政权机关领导

的途径, 他指出:“党是经过在政权机关中党

员的工作, 使政权机关接受党的政策, 来实

现领导的 。” “党领导着国家政权, 但这决不

是说党直接管理国家事务, 决不是说可以把

党和国家政权看作一个东西, … …党对国家

政权的领导应当理解为经过它, 把它强化起

来, 使它能发挥其政权的作用 。强化政权机

关的工作, 一方面是党支持政权机关, 另一

方面是政权机关受了党的支持之后就会更好

地实现党的政策 。” ④

“所以, 那种把政治和法律对立起来的看法

是完全不对的。但是, 法律仍有它本身的范畴,

…那种把政治和法律完全混淆起来的看法也是

不对的。”⑤

董必武认为, 首先党要使政府真正成为群

众的政府;要使政府有职有权, 坚决反对以党

代政, “党包办政府工作是极端不利的, 政府

有名无实, 法令就不会有效 。政府一定要真正

有权 。过去有些同志以为党领导政府就是党在

形式上直接指挥政府, 这一观点是完全错误

的” 。⑥

(二) “人民是主人, 人民代表和政府干部

都是长工”

( 1) 国家权力来源于人民, 要服务于人民

董必武用长工和主人关系的例子阐述 “国

家权力来源于人民, 要服务于人民” 的民主原

理。新政权应该为谁服务, 或者说, 谁是主人,

谁是长工 ?董必武的答案是:“人民是主人, 人

民代表和政府干部都是长工。” “只有人民代表

会议或人民代表大会是代表人民行使国家政权

的机关, 是代表人民做主人” 。⑦

民主是国家权力的基础, 人民是国家的主

人, “主权在民” 。他说: “政府的权源出于群

众, 政府负责人是群众代表选举出来的 。” ⑧

人民赋予政府权力的目的是什么 ? 董必武

认为:“政府要为群众做事, 为群众谋幸福。” ⑨

“我们从事革命的人决不是为着个人的利益,

而是 为着人 民, 主 要是 为着劳 动人 民的

利益 。” ⑩

在论述政府的合法性和政府的权威时, 他

说:“政府的权威, 不是建筑在群众的畏惧上,

而是建筑在群众的信任上 。” 11

( 2) 建立宪政, 保障人权

新政权的法律创制权属于谁 ? 董必武认为,

新法统的创制权属于人民, 人民通过人民代表

会议或人民代表大会去行使法律创制权, 我们

的法律要 “根据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的意志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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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定,” ① “我们的人民民主法治, 是工人阶级领

导的人民群众通过国家机关表现出来的自己的

意志 。” ② “人民代表会议或人民代表大会一经宣

告成立, 它就可以相应地制定各种制度和法律,

而其他任何制度则必须通过人民代表会议或人

民代表大会批准, 或由它授权的机关批准, 才

能生效” 。③

早在 1944年, 董必武在一次座谈会上就指

出:“民主是宪政的先决条件, 民主更是动员人

民参加抗战 、加强团结的先决条件 。没有民主,

没有言论 、 出版 、 集会 、 结社自由, 就不能实

现人民的总动员, 也不能认真地由人民研究宪

草, 宪政也就不可能实现 。” ④

新中国成立后, 董必武主张 “中国新的政

权机构中, 必须包括工人 、农民 、 小资产阶级 、

民族资产阶级及爱国民主人士。在各级人民代

表大会或代表会议及政府中, 特别是在县以上

的政权机构中, 都应该有他们的代表参加, 并

且有职有权。” ⑤ “在逐步完备起来的人民民主制

度和人民民主法制之下, 人民的民主权利应该

受到充分的保护 。” ⑥ “在我们人民民主国家中,

任何不重视人民民主权利 、 违反人民民主制度

的现象都是不能允许的。” ⑦既要充分保障公民的

人身人格权 、生存权, 又要保障人民的选举权 、

被选举权 、投票权 、 罢免权 、 批判权 、 控告权 、

检举权 、 建议权 、 监督权 、 公共事务参与权等

政治权利 。

( 3) 倡导建立和健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建立民主制度, 需要一定的组织形式。早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以前, 董必武就已

根据党中央有关工作方针和指导思想, 具体科

学地阐释了新中国政权建设思想 。他在 1948年

指出:“我们的政权组织形式就是人民代表大

会, 全国的政权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这

个代表大会, 就是一切权力都是归于它。我们

由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政府, 政府的权力是由人

民代表大会给的 。他的工作要受人民代表大会

的限制。”⑧他还指出:“怎样充分发扬民主, 开

好人民代表大会, 使之成为我们政权的基本制

度, 真正体现广大人民群众的意志, 既有民主

又有集中, 使人民真正感觉到自己就是国家的

主人, 调动其更大的积极性, 是需要很好研究

的问题。” 这一个问题一直到现在, 仍然具有重

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仍然是摆在我们法学工

作者面前的一个重大课题 。

随着社会实践的变化, 1951 年他又进一步

深入分析指出:“人民政府是人民代表大会开会

时选出来的办事机关。人民代表大会讨论决定

要做的事情, 它就要做, 如果不做就是违法;

同样, 人民代表大会决定不做的事情, 它就绝

对不能做, 如果做了也是违法。只有这样的人

民代表大会才是我们国家的根本制度。” ⑨

董必武认为, 我国的人民民主专政具有巨

大的优越性, 它 “直接与亿万人民相联系, 集

中人民群众无限的力量和智慧”, “是最好的基

本政权组织形式 。是最民主的 、 能包括一切人

民群众的组织 。” ⑩

(三) 社会主义的法制原则

在论述新政权建设时, 董必武指出, “建立

新的政权, 自然要创建法律 、 法令 、 规章 、 制

度, 如果没有法律 、 法令 、 规章 、 制度, 那新

的秩序怎样形成呢 ?因此, 新的建立后, 就要

求按照新的法律规章制度办事 。” 11

他说, “对于宪法和法律, 我们必须带头遵

守, 并领导人民群众来遵守, 假如我们自己不

遵守宪法和法律, 怎么能领导人民群众来守法

呢?” 12 “教育人民守法, 首先就要国家机关工作

人员守法” 。 13经过建国几年的经历, 董必武已经

认识到国家工作人员极易利用职权违法乱纪,

使任何建设法治秩序的努力都付诸东流。于是,

董必武明确地提出要按法律办事, 法律不是单

用来治理老百姓的工具, 国家工作人员也必须

遵守 。在论及如何实现按法律办事时, 董必武

指出, 首先要有法可依, 逐步建立完备的法律

体系, “今后如果要按法制办事, 就必须着重搞

立法工作” 。 14

1956年 9月 19日,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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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大会召开, 董必武在大会上发言, 将其法

治思想归纳提炼为 “依法办事” 。他说:“依法

办事是进一步加强法制的中心环节, … …依法

办事有两方面的意义:其一, 必须有法可依。

这就促使我们要赶快把国家尚不完备的几种重

要的法规制定出来, … …其二, 有法必依。凡

属已有明文规定的, 必须确切地执行, 按照规

定办事。” ① 对那些故意违反法律的人, “不管他

现在地位多高, 过去功劳多大, 必须一律追究

法律责任 。” ②在这次会议上, 董必武还全面回顾

了人民民主法制的形成 、 作用, 总结了人民民

主法制的基本经验, 分析了目前存在的问题及

其根源, 提出了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根本

途径, 形成较为完整的法治思想体系。

他说:“我们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要想办

法使人民从不信法 、 不守法变成信法 、 守法” 。③

“培养群众的守法思想, 对于健全人民民主制

度, 巩固人民民主专政, 保证国家建设, 有着

极为严重的意义” 。④ 因此, 他明确提出这样的

要求:“进一步加强我国国家的法制建设的一个

迫切任务就是要大力加强法制宣传教育工作,

提高干部人民群众的法制观念, 使大家知道什

么是合法和什么是违法, 使大家都知道严格恪

守国家法制就是维护自己的民主权利, 就能受

到国家的保护” 。⑤

董必武提出的 “有法可依, 有法必依” 、

“依法办事” 的著名论断, 高度凝炼简白地阐明

了社会主义法治的内涵。邓小平在党的十一届

三中全会上提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 必须加

强法制 。必须使民主制度化 、 法律化, 使这种

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 不因领

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改变而改变 。” 进而将社会

主义的法治的原则和要求概括为 “有法可依,

有法必依, 执法必严, 违法必究”, 继承和发展

了董必武的法治思想 。

四 、 把马 、 恩 、 列 、 斯的观点

　　和毛泽东基本思想贯彻到

　　司法工作中去　　　　　　

　　人民司法的思想是董必武将马 、 恩 、 列 、

斯的观点和毛泽东基本思想贯彻到中国社会主

义司法中产生的又一个重大理论成果 。早在

1950年召开的第一届司法会议上, 董必武就明

确提出了 “人民司法” 的概念, 强调要建立人

民司法制度, 培养人民司法干部, 加强人民司

法的思想建设, 并且特别指出要在建设人民司

法工作上的若干基本问题的认识上 “求得” 一

致, ⑥按照董必武的看法, “人民司法的基本精

神, 是要把马 、 恩 、 列 、 斯的观点和毛泽东基

本思想贯彻到司法工作中去” ;“人民司法基本

观点之一是群众观点, 与群众联系, 为人民服

务, 保障社会秩序, 维护人民的正当权益 。” ⑦

第一, 建立人民司法的前提是思想建设 。

董必武认为, “司法工作在初建之际, 思想建设

特别重要, 必须把它视为司法工作建设的前

提” 。⑧ “旧法制是旧中国占统治地位的少数人压

榨广大劳动人民的一套很精巧的机器, 必须破

除”, “建立新的法律系统, 对旧的法律系统就

要给一个打击, 也就是要对旧的做系统的批判 。

这是一个思想改造的工作 。”⑨

建立人民司法之前必须进行文化观念的更

新, 使我们的政法工作坚持 “直接来巩固人民

民主专政” 的方向, ⑩使人民享有真正的民主和

自由 。

第二, 人民司法必须以保障人民的民主

权利为中心 。“在逐步完备起来的人民民主制

度和人民民主法制之下, 人民的民主权利应

该受到充分的保护 。由于过去处在紧张的战

争和大规模的社会改革运动中, 由于法律还

很不完备, 司法制度特别是检察制度还不健

全, 有些公安 、 司法机关还有粗枝大叶 、 组

织不纯甚至使用肉刑的现象 , 以致有一些人

错捕 、 错押或错判, 人民的民主权利受到侵

犯 。为克服这种现象, 今后必须从立法方面,

从健全人民司法 、 公安和检察制度方面, 对

人民的民主权利给予充分保护 。” 11董必武批评

了不少部门和地方存在的违法乱纪和侵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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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群众民主权利的现象以及脱离人民群众的

强迫命令的作风, 并一再要求与这些不良现

象作坚决的斗争 。

第三, 人民司法必须以为人民服务为宗

旨, 便利人民群众 。董必武认为, 新中国的

人民民主法制是表现人民意志的和为人民服

务的法制 。因此 “人民司法工作者必须站稳

人民的立场, 全心全意地来运用人民司法这

个武器” 。 “实践以什么为标准 ? 就是一切以

广大人民的利益为标准, 也就是一切以广大

人民的最高利益为最高利益” 。 “单是这样是

不是就够了呢 ? 不够 ! 还一定要采取最便利

人民的方法解决人民要求解决的问题 。” ① 否

则, “人民就责备我们, 反对我们, 说我们的人

民法院, 不是共产党的法院, 而是国民党的

法院 。” ②

为此, 他提出 “研究怎样建立便利于人民

的审判制度, ” “要设陪审制 、巡回审判制, 院

要设立问事处 、 接待室等” ③人民群众所欢迎的

司法制度, “审判机关还是应该从便利于人民着

想, 尽量使手续简化 。”④并以 “便利人民” 为指

导思想领导法院组织法与检察院组织法的编制

工作 。他在贯彻执行这两个组织法时格外强调:

“这两个组织法的基本精神都是便利人民” 。⑤他

强调评判司法工作的标准就是 “看我们的审判

工作是不是便利于老百姓, 是不是有利于巩固

人民民主专政, 是不是对建设社会主义起保障

和促进作用” 。⑥ 因此他要求法院应简化自己的

办事手续, 尽量从 “便利于人民着想, 尽量使

手续简化, 在农村和大城市不要强求一样。” ⑦

五 、 董必武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法治理论与法治建设　　　

　　之路探索的意义　　　　　

　　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限于当时所处的历

史环境, 侧重于对资产阶级的社会制度及其

意识形态进行批判, 马克思主义的法律观主

要是在批判 、 解构和破坏资产阶级的法律观

的基础之上形成的, 这当然与马克思主义大

法律观形成时的历史条件的限制有关 。对于

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法治, 需要我们在实践中

不断摸索和学习 。在中国, 随着工人阶级夺

取政权, 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 由被统

治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 以及马克思主义由

非主流的意识形态变为官方的意识形态 。马

克思主义的法律理论的主要任务逐渐从批判

转向建构 。董必武的法律思想是将马克思主

义的法学原理与中国法治建设相结合的实践

相结合的过程中形成的一套思想体系 , 是对

马克思主义法制理论的继承和发展, 是将马

克思主义的法学原理同中国革命和法制建设

的实践相结合, 探索马克思主义法学中国化

的道路, 探索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

建设这一前所未有的事业之途, 极大地丰富

了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中的法学内容,

奠定了依法治国的理论基础 。

董必武等新中国法律制度的缔造者们, 对

马克思主义法学中国化不断探索和实践, 形成

了许多具有历史性贡献的成果, 对于我们当代

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有巨大

的价值。董老曾经长期领导我国的司法工作,

他的许多理论, 例如司法的政治性 、司法为民 、

树立法的权威 、 法治文明等理论至今仍然具有

极大的现实意义和价值。可以说社会主义法治

理念, 如依法治国 、 执法为民 、 公平正义 、 服

务大局 、 党的领导也是董老的法律思想在新的

历史阶段的发展。

学习董必武法律思想 , 能使我们正确把

握新中国马克思主义法学的发展脉络 , 从而

继承马克思主义法学的优秀成果, 与时俱进,

不断发展马克思主义法学, 为不断完善中国

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学而努力 。新中国的法治

建设由于受到复杂的因素的影响, 起伏坎坷,

历经挫折, 但是我们不能抹煞老一辈法学家

和法律工作者的贡献, 一概将过去斥为 “阶

级斗争法学” 。事实上, 我们今天法学研究和

法治建设所取得的成绩很难与他们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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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ng Biwus Exploration on Chinas Road towards

Socialism Rule of Law

Yang Peng liang 　Zhang X iaoj un

Abstract :Dong Biw u is one of the founde rs and leaders of Chinas legal sy stem.He posi tive-

ly explored the me thod and approach which could combine the general legal principle of

Marx ism with Chinas concrete legislative w ork, and further studied the essent ial meaning

and the value o f so ciali sm law s sy stem.What he did lay s the theo ry foundation and frame-

wo rk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Chinese characteristic socialism legal sy stem.He propo sed

some important view s early in the party , such as the political civilization must be accompa-

nied by the implementat ion of the legal civilizat ion;the relationship betw een party and law

must be cleared;administration by law is the co re of legal sy stem construction ;the judica-

ture needs to st ress poli tics and so on.Until now , these proposals have important inst ruc-

tive meaning s.Research on this precious thought inheritance is no t only a subject of Chinese

leg al histo ry study , but essential to the enrichment and development of Chinas legal theory ,

as is helpful to construct the harmonious sociali sm society.

Key words:Dong Biw u ;so ciali sm rule o f law ;po li tical civi lization ;administration by law ;

peoples judicature

观点选萃

同样的不幸和不同的命运

王　鹏　李丽丽

西北工业大学人文与经法学院副教授王鹏和硕士研究生李丽丽在 《同样的不幸和不同的命运———论知识分子:

孔乙己和伊卡包德》 一文中指出:虽然相隔近百年, 在地球的两侧, 孔乙己和伊卡包德还是有着惊人的相似。 华

盛顿· 欧文 ( 1789———1859) 的小说 《见闻札记》 ( Sketch Book) 发表于 1819 到 1820 年间。 自1783 年美国独立战

争结束后, 美国逐步开始了其国家的建立发展过程。 19 世纪初正是美国西进运动进行得如火如荼的时候。 而鲁迅

的 《孔乙己》 完成于 20 世纪初的五四运动这一变革时代。 可以说, 二者有着相似的时代背景, 那就是发展与变

革。而在这相似的背景下, 相似的性格, 两人却有着不同的命运。 伊卡包德顺应时代的变化, 选择适应自己的生

活方式, 不断充实改变自己, 最终成为国家的有用人才 。而孔乙己却没有如此幸运, 他无视时代变迁, 一味沉迷

于封建社会古老腐朽的科举制度 , 执着于自己一朝中举的美梦, 没有做出相应的改变, 而后落得个惨死的悲剧

下场。

(马光　摘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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