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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法律有关的名言

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商鞅

欲着其罪于后世，在乎不没其实。——欧阳修《魏梁解》

法者，非从天下，非从地出，发乎人间，合乎人心而已。——《慎子·佚文》

小恶不容于乡，大恶不容于国。——苏轼

无论是我或任何人都不能摆脱法律光荣的束缚。——卢梭

在一个法治的政府之下，善良公民的座右铭是什么？那就是“严格地服从，自由地批判”。

——边沁

法者，天下之公器也。变者，天下之公理也。——梁启超

天下从事者，不可以无法仪；无法仪而其事能成者无有也。——墨子

法律的力量应当跟随着公民，就像影子跟随着身体一样。——贝卡利亚《论犯罪和刑罚》

大海和陆地服从宇宙，而人类生活是受最高法律的命令的管辖。――西塞罗《法律篇》

法者，天下之程式也，万事之仪表也。——《管子·明法解》

没有信仰的法律将退化成为僵死的教条，而没有法律的信仰将蜕变成为狂信。——伯尔曼

不教而诛，则刑繁而邪不胜；教而不诛，则奸民不惩。——《荀子·富国》

我不想得到城堡的恩赐，我只要求得到我的权利。——卡夫卡（奥地利）《城堡》

官不私亲，法不遗爱，上下无事，唯法所在。——《慎子·君臣》

那最神圣恒久而又日新月异的，那最使我们感到惊奇和震撼的两件东西，是天上的星空和我们心中

的道德律。

——康德

自由是一种务必有其自我的权威纪律以及制约性的生活方式。——李普曼

法者，公天下持平之器。——完颜雍（金世宗）

法律因罪恶而发展，并且惩办罪恶。——弗洛里奥

赏罚明，则将威行。——《黄石公三略·上略》

自由是做法律所许可的一切事情的权利。——孟德斯鸠

法者，编着之国籍，设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者也。——《韩非子·难之》

法律是无私的，对谁都一视同仁。在每件事上，她都不徇私情。——托马斯

凡是解释越简单的法律，也就是也公正的法律。——托马斯·莫尔《乌托邦》

解释法律系法律学之开端，并为其基础，系一项科学性工作，但又为一种艺术。——萨维尼

志邪者不待成，首恶者罪特重，本直者其论轻。——《春秋繁露·精华》

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浊之源也。——司马迁

法治意味着，政府除非实施众所周知的规则，否则不得对个人实施强制。——哈耶克

人类受制于法律，法律受制于情理。——托·富

法是一套权威性的审判指南或者基础。——庞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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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行于贱而屈于贵，天下将不服。——苏辙《上皇帝书》

法律是人民意志的自由而庄严的表现。——罗伯斯庇尔《革命法制和审判》

有权衡者不可欺以轻重，有尺寸者不可差以长短，有法度者不可巧以诈伪。——《慎子》

宪法是一个无穷尽的一个国家的世代人都参与对话的流动的话语。——劳伦·却伯

法施于人，虽小必慎。号令不虚出，赏罚不滥行。——欧阳修《准诏言事上书》

法平则吏无奸。——《商君书·勒令》

法者，定分止争也。——管子

要使事物合乎正义（公平），须有毫无偏私的权衡；法律恰恰正是这样一个中道的权衡。

——亚里士多德（古希腊）《政治学》

法者，上之所以一民使下也。——《管子·心术上》

法令至行，公正无私。——《战国策·秦策》

法立，有犯而必施；令出，惟行而不返。——王勃《上刘右相书》

法令所以导民也，刑罚所以禁奸也。——《史记·循吏列传》

法发展的重心不在立法、不在法学，也不在司法判决，而在社会本身。——埃利希

法令明具，而用之至密，举天下惟法之知。——苏轼《策别第八》

法律规定得愈明确，其条文就愈容易切实地施行。——黑格尔《法哲学原理》

王者之政莫急于贼盗。——《法经》

人民的愉悦是至高无个的法。——西塞罗

法立于上，教弘于下。——《三国志·魏书·钟会传》

行法严而国人悦服，用民尽其力而下不怨。——袁淮

国家必有文武，官治必有赏罚。——《韩非子·解老》

法律显示了国家几个世纪以来发展的故事，它不能被视为仅仅是数学课本中的定律及推算方式。

——霍姆斯

法律提供保护以对抗专断，它给人们以一种安全感和可靠感，并使人们不致在未来处于不祥的黑暗

之中。

——布鲁纳

人民应该为法律而战斗，就像为了城墙而战斗一样。——赫拉克利特

知法治之所由生，则应时而变；不知法治之源，虽循古终乱。——《淮南子·汜沦训》

今立法而行私，是私与法争，其乱甚于无法。——邓析 

带来安定的是两种力量：法律和礼貌。——歌德  

法律的制定是为了保证每一个人自由发挥自己的才能，而不是为了束缚他的才能。——罗伯斯庇尔

法大行，则是为公是，非为公非。——刘禹锡《天论》

世界上唯有两样东西能让我们的内心受到深深的震撼，一是我们头顶上灿烂的星空，一是我们内心

崇高的道德法则。

——康德

法不察民情而立之，则不威。——《商君书·壹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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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之功，莫大使私不行。——《慎子》

言不中法者，不听也；行不中法者，不高也；事不中法者，不为也。

——商鞅《商君书·君臣》

法律是人类为了共同利益，由人类智慧遵循人类经验所做出的最后成果。——强森

赏不行，则贤者不可得而进之；罚不行，则不肖者不可得而退也。——《荀子·容国》

有理智的人在一般法律体系中生活比在无拘无束的孤独中更为自由。——斯宾诺莎

立法设禁而无刑以待之，则令而不行。——苏辙

法律考虑近因，而非远因。——培根

自由不是无限制的自由，自由是一种能做法律许可的任何事的权力。——孟德斯鸠

为法，必使之明白易知。——《商君书·定分》

法，国之权衡也，时之准绳也。——吴兢

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孟子》

加强法制重要的是要进行教育，根本问题是教育人。——邓小平

惩罚是对正义的伸张。——奥古斯丁  

法律的基本原则是：为人诚实，不损害别人，给予每个人他应得的部分。——查士丁尼

法无不改，势无不识；事例无不变迁，风气无不移易。——龚自珍 

重其轻者，轻者不至，重者不来，此谓以刑去刑，刑去事成。——《商君书·靳令》

行赏之本，在乎劝善而惩恶。——魏征

尽量大可能把关于他们的意志的知识散布在人民中间，这就是立法机关的义务。——边沁

国不可无法，有法而不善与无法等。——沈家本

法律应该是稳定的，但不能停止不前。——庞德

故治国无其法则乱，守法而不变则衰。——欧阳询《艺文类聚》

明法者强，慢法者弱。——《韩非子·饰邪》

善人赏而暴人罚，则国必治。——《墨子·尚同下》

不中程，为法令以罪之。——《商君书》

夫人君所与天下共者，法也。——《晋书·刑法志》

法律就是秩序，有好的法律才有好的秩序。——亚里士多德

法律是一种强制性秩序。——凯尔森《法律和国家概论》

法分明，则贤不得夺不肖，强不得侵弱，众不得暴寡。——韩非

虽有良法，要是人民不能全都遵守，仍不能实现法治。——亚里士多德

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孔子·论语》

让我们维护公平，那我们将会得到更多的自由。——约瑟夫·儒贝尔

法律的基础有两个，而且只有两个：公平和实用。——伯克

法律和制度必须跟上人类思想进步。——杰弗逊   

无功不赏，无罪不罚。——荀子

自由就是做法律许可范围内的事情的权利。——西塞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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赏善而不罚恶则乱，罚恶而不赏善亦乱。——元结

赏无度则费而无恩，罚无度则戮而无威。——孙武

治人者，法也；守法者，人也。人法相维，上安下顺。——《元史·许衡传》

家有常业，虽饥不饿；国有常法，虽危不乱。——韩非

赏不当功，则不如无赏；罚不当罪，则不如无罚。——张孝祥

天下之事，不难于立法，而难于法之必行。——张居正《请稽查章奏随事考成以修实政疏》

疏法胜于密心，宽令胜于严主。——吕坤《呻吟语·治道》

法者，治之端也。——荀况《荀子·君道》

善良的心是最好的法律。——麦克莱

言行而不轨于法令者必禁。——《韩非子·问辩》

法者，天下之仪也。因此决疑而明是非也，百姓所县命也。——管子《管子·禁藏》

吏不良，则有法而莫守；法不善，则有财而莫理。

——王安石《临川先生文集·度支副使厅壁题名记》

法立于上则俗成于下。——苏辙《河南府进士策问三首之一》

得其人而不得其法，则事必不能行；得其法而不得其人，则法必不能济。人法兼资，而天下之治成。

——海瑞《治黎策》

治其本，朝令而夕从；救其末，百世不改也。——苏轼《关陇游民私铸钱与江淮漕卒为盗之由》

法无古今，惟其时之所宜与民之所安耳。——张居正《辛未会试程策》

水者火之备，法者止奸之禁也。——桓宽《盐铁论·申韩》

不廉则无所不取，不耻则无所不为。——顾炎武《日知录》

进不失廉，退不失行。——《晏子春秋·内篇问上》

凡法事者，操持不可以不正，操持不正，则听治不公，听治不公，则治不尽理，事不尽应。

——《管子·版法解》

有法不行，与无法同。——苏轼

立善防恶谓之礼，禁非立是谓之法。——傅玄《傅子·法刑》

治天下者，用人非止一端，故取士不以一路。——欧阳修《乞补馆职札子》

恃德者昌，恃力者亡。——司马迁《史记·商君列传》

善用人者，必使有材者竭其力，有识者竭其谋。——欧阳修《乞补馆职札子》

纵有良法美意，非其人而行之，反成弊政。——胡居仁《居业录》

法官是法律世界的国王,除了法律就没有别的上司。——卡尔.马克思

法律总是把全民的安全置于个人的安全之上。——西塞罗

法律乃是改革的主要力量，是解决冲突的首要渠道。一一埃尔曼

世不患无法，而患无必行之法。——恒宽

宪法，就是一张写着人民权利的纸。——列宁

天网恢恢，疏而不失。——老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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