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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法制史学习指导》

前言

《中国法制史学的发展》是中国政法大学“2ll工程”《中华法系的复兴与和谐社会的构建》的子课题
之一。本课题由10个专题组成。每个专题中代表人物代表作的选择，依据著作发表时间的先后、学术
影响的大小排列。通过对各种代表作的基本内容和特点的评介分析，以及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关系
和作用的考察说明，展现中国法制史学发展的主流成果和学术路径，为中华法系的复兴与和谐社会的
构建提供法制史学方面的宝贵资源。因为课题完成时间紧迫，大量著作和论文难于仔细阅读领会，只
好优先选择我们比较了解的代表人物的代表作进行评论。为提供更多的信息，我们编制了“中国法制
史学主要论文目录”附录于10个专题之后，以供读者查考。本课题只从某些方面展现了对中国法制史
学的发展有影响力的学术成果，总结了这些成果所具有的领先性的价值和意义。要恰当地总结这些成
果的优点，写出我们较为满意、别人看了会有所受益的评论，是非常不容易的。特别是对那些因为我
们的学力所限、时间所限而未能评论的优秀著作，是深感遗憾的。我们期待着更多的法史学者来参与
评论，以便更清楚、更准确、更全面地认识中国法制史学发展的优秀著作，为学界提供更有广度、更
有深度的法史学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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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法制史学习指导》

内容概要

本课题由10个专题组成。每个专题中代表人物代表作的选择，依据著作发表时间的先后、学术影响的
大小排列。通过对各种代表作的基本内容和特点的评介分析，以及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关系和作用
的考察说明，展现中国法制史学发展的主流成果和学术路径，为中华法系的复兴与和谐社会的构建提
供法制史学方面的宝贵资源。因为课题完成时间紧迫，大量著作和论文难于仔细阅读领会，只好优先
选择我们比较了解的代表人物的代表作进行评论。为提供更多的信息，我们编制了“中国法制史学主
要论文目录”附录于10个专题之后，以供读者查考。
本课题只从某些方面展现了对中国法制史学的发展有影响力的学术成果，总结了这些成果所具有的领
先性的价值和意义。要恰当地总结这些成果的优点，写出我们较为满意、别人看了会有所受益的评论
，是非常不容易的。特别是对那些因为我们的学力所限、时间所限而未能评论的优秀著作，是深感遗
憾的。我们期待着更多的法史学者来参与评论，以便更清楚、更准确、更全面地认识中国法制史学发
展的优秀著作，为学界提供更有广度、更有深度的法史学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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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夏商周　◆内容提示　◆基础知识图解　◆重点知识讲解  ◆配套习题  ◆参考答案第二章　
秦　◆内容提示　◆基础知识图解　◆重点知识讲解  ◆配套习题  ◆参考答案第三章　汉　◆内容提
示　◆基础知识图解　◆重点知识讲解  ◆配套习题  ◆参考答案第四章　三国两晋南北朝　◆内容提
示　◆基础知识图解　◆重点知识讲解  ◆配套习题  ◆参考答案第五章　隋唐　◆内容提示　◆基础
知识图解　◆重点知识讲解  ◆配套习题  ◆参考答案第六章　宋辽金　◆内容提示　◆基础知识图解
　◆重点知识讲解  ◆配套习题  ◆参考答案第七章　元　◆内容提示　◆基础知识图解　◆重点知识
讲解  ◆配套习题  ◆参考答案第八章　明　◆内容提示　◆基础知识图解　◆重点知识讲解  ◆配套习
题  ◆参考答案第九章　清（上）　◆内容提示　◆基础知识图解　◆重点知识讲解  ◆配套习题  ◆参
考答案第十章　清（下）　◆内容提示　◆基础知识图解　◆重点知识讲解  ◆配套习题  ◆参考答案
第十一章　中华民国　◆内容提示　◆基础知识图解　◆重点知识讲解  ◆配套习题  ◆参考答案第十
二章　革命根据地民主政权　◆内容提示　◆基础知识图解　◆重点知识讲解  ◆配套习题  ◆参考答
案综合测试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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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西周时期法制思想  1．西周统治者继承了夏商时期的天命思想与神权观念，继续宣称自己“受命
于天”，并打出“恭行天之罚”的旗帜。但是，在朝代更迭的过程中，西周统治者发现，“受命于天
”的夏商两代政权，却先后覆灭，吸取这样的历史教训，西周统治者对“天命”有了更新的认识和解
释，认为“天命无常”，所谓天命并非固定不变，上天会选择有德者作人间统治者，从而首次提出了
“以德配天”，并进而形成了“敬天保民”、“明德慎罚”的政治思想和法制原则。所谓“明德”即
主张崇尚德治，提倡德教，统治者治理国家首先要用“德教”的办法，通过道德教化，用道德力量来
教育、感化民众；所谓“德罚”即主张在适用法律、实施刑罚时应该审慎、宽缓，不应一味用严刑峻
法来迫使民众服从。因此“明德慎罚”就是强调将教化与刑罚相结合。而前者是前提，是第一位的。
其具体内容，西周统治者逐渐将之归纳成内涵广博的“礼治”。2．“以德配天”、“明德慎罚”的
主张，代表了西周初期统治阶层的基本政治观点，为西周社会的发展确定了基本的方向。在这一思想
的指导下，西周各代统治者把道德教化和刑罚镇压相结合，形成了中国早期“礼”、“刑”结合的法
制特色。这种法律思想的形成表明了统治阶层在政治上已经趋于成熟，其影响也极其深远。它不仅在
西周各种具体法律制度宏观特色的形成、发展过程中发挥了直接的指导作用，而且深深扎根于中国传
统政治理论之中，被后世各朝统治阶层奉为政治法律制度的理想原则和正统的标本。  二、西周时期
礼刑关系  西周的礼与刑是两种重要的法律形式，它们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相辅相成、互为表里、密
不可分，共同构成了西周的习惯法体系。1．礼的内容和性质。礼是中国古代社会长期存在的、维护
血缘宗法关系和宗法等级制度的一系列精神原则以及言行规范的总称。发展至西周，礼制的内容和规
模都有了空前的发展，调整着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礼包含两方面的内容：①抽象的精神原则，即“
亲亲”与“尊尊”两个方面。“亲亲”即要求在家族范围内，按自己身份行事，不能以下凌上。且“
亲亲父为首”；“尊尊”即社会范围内，尊敬一切应该尊敬的人，君臣、上下、贵贱都恪守自己的本
分。在“亲亲”、“尊尊”两原则下，又形成“忠”、“孝”等具体精神规范。②具体的礼仪形式。
西周时期主要有五个方面，通称“五礼”：吉礼(祭祀之礼)、凶礼(丧葬之礼)、军礼(行兵仗之礼)、宾
礼(迎宾待客之礼)、嘉礼(婚冠之礼)。西周的“礼”已经具备法的性质，具有规范性，国家意志性和
强制性，并对社会生活各方面起调节作用。  2．礼与刑的关系。  (1)礼与刑相互联系，密不可分。正
如古人所言：“礼者禁于将然之前，而法者禁于已然之后”，礼是统治者制定或认可的要求人们自觉
遵守的指导性规范，全面规定了国家基本制度、社会等级秩序及日常行为规范，是积极、主动的规范
；而刑则是一种惩罚性规范，是为了处罚、遏制犯罪。违反了礼就要受到包括刑在内的法律的制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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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高等政法院校必修课程学习指导丛书：中国法制史学习指导2》以基础求贯通　　基本概念与
原理助你触类旁通　　以经验求成功　　名师张晋藩教授与你分享学习心得　　以习题求巩固　　期
末考试、考研、司考真题帮你举一反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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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当当的物流很给力，书的质量也很好，非常满意~
2、这本书到货的时候拆开一看才发现，书脊裂了，但是书的内容很好，很不错，不光有知识点重点
讲解，同时每道练习题也有讲解，挺全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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