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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外国法制史是一门描述世界各主要国家两千多年法律发展历史及其规律的学科。
学习外国法制史有助于充分了解法的起源、发展、演变的基本线索及其社会历史背景，有助于把握法
的发展演变规律，也为充分了解中国现行法律制度提供了基本背景和参照。

周伟文等编著的《外国法制史(国家级教学团队精品教材)》的编写以科学、准确和简约为目标，以方
便学习者的学习并掌握所学内容为宗旨，较系统地介绍了人类历史上所存在的若干种主要的、有代表
性的法律体系，对各主要法律体系中有特色的、影响深远的制度作了较详细的阐述，对当代主要国家
法律制度的最新发展亦予以了特别关注。

《外国法制史(国家级教学团队精品教材)》适用于普通高等教育法学专业本科教学，对从事法制史方
面的研究者以及对外国法制史感兴趣的社会读者也具有较好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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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楔形文字法第一节 概述一、楔形文字法的概念楔形文字法（Cuneiform Law）是指从公元前3000
年起至公元前6世纪新巴比伦王国灭亡时止，西亚两河流域地区各奴隶制国家以楔形文字镌刻而成的
法律的总称。
两河流域是世界上最早诞生文明的地区之一。
公元前3500年左右，两河流域最早的居民苏美尔人就创造了象形文字，它们被人们用芦秆等刻在泥板
上，形如楔子，故称“楔形文字”。
在以后近3000年的时间里，两河流域的各奴隶制国家都是采用这种楔形文字记载和书写自己的法律。
这些国家的法律不仅具有文字形式上的共同特征，而且具有这一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发展水平
所决定的基本模式和共同点，从而形成了一个统一的法律体系，即楔形文字法系。
二、楔形文字法的产生和发展公元前3000～前2500年，两河流域地区的苏美尔人和阿卡德人建立了一
批城市国家。
它们有自己的首脑、长老议事会和诉讼机构，已具备国家的基本特征。
随着城市国家的建立，传统的部落习惯逐渐演变为法律。
公元前2113年，乌尔纳姆（Ur-Nammu，公元前2113～前2096年在位）创建了乌尔第三王朝（约公元
前2113～前2006年），统一了两河流域南部。
该王朝实行中央集权统治，国王集军事、行政和司法权于一身。
为适应中央集权统治的需要，乌尔纳姆统治时期颁布了《乌尔纳姆法典》。
这部法典用楔形文字写成，除序言外，有条文29条，保存下来的有序言和部分条文。
法典的内容已涉及损害与赔偿、刑罚、婚姻、家庭和继承以及保护奴隶制、维护私有财产等方面。
《乌尔纳姆法典》是迄今为止所发现的世界上第一部成文法典。
公元前19世纪，阿摩利人建立了古巴比伦王国。
到公元前18世纪，巴比伦第六代王汉穆拉比（Hammurabi，约公元前1792～前1750年在位）完成了两
河流域的统一，并制定了著名的《汉穆拉比法典》。
它比较集中地反映了汉穆拉比时期两河流域的政治、经济和法律发展状况，而且是世界上第一部完整
地保存下来的法典。
因此，它是我们研究楔形文字法的最可靠的史料，在世界法律史上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
古巴比伦王国灭亡以后，楔形文字法逐渐走向衰落，公元前6世纪新巴比伦王国灭亡之后，严格意义
上的楔形文字法也就退出了历史舞台。
第二节 《汉穆拉比法典》一、法典的制定《汉穆拉比法典》原文刻在一个玄武岩石柱上，故又被称为
“石柱法”①。
其制定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实现法的统一的需要。
两河流域统一前，各城邦国家都已有了自己的习惯法和成文法，但存有较大差异。
汉穆拉比统一两河流域后，无论是从强化中央集权统治的角度，还是从法的实施的角度，都需要实现
法的统一。
因此，制定一部通行于全王国的法典就成为当时的一种迫切需要。
第二，调整新的经济关系的需要。
汉穆拉比时期，巴比伦社会的农业、手工业和商业贸易都得到发展，新的雇佣关系、交换关系、租赁
关系和土地所有制关系相继出现，这些新经济关系在原有的各国法律中未得到反映，因而需要用新的
法律予以规范和调整。
第三，缓和社会矛盾、稳定社会秩序的需要，由于私有经济和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社会各阶层、各
阶级之间的矛盾尖锐化，高利贷剥削和债务奴役制度猖獗一时。
为缓和社会矛盾，稳定社会秩序，也亟须制定一部统一的法典。
二、法典的结构体系《汉穆拉比法典》由序言、正文和结语三个部分组成。
在序言部分，汉穆拉比列举和颂扬了自己的丰功伟绩，自称是“众王之神”，是“巴比伦的太阳”，
序言部分还集中宣扬了“君权神授”、“君权至上”思想。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外国法制史>>

与此同时，序言也包含了一些原始的公平正义、司法为民的观念。
法典的正文部分共282条，主要涉及法院与诉讼、财产关系、婚姻家庭和继承、损害赔偿、劳动和劳动
工具等。
其内容之丰富，体系之庞大，在人类早期法中实属罕见。
从《汉穆拉比法典》的结构和内容看，它典型地体现了古东方法诸法合体、民刑不分的特点。
在结语部分，汉穆拉比反复告诫人们遵守法典，不得变更和废除，并严厉诅咒那些将来不遵守法典的
人们必将受到神的惩罚。
这部分文字充分表达了汉穆拉比本人及那个时代的人们关于法的神圣和永恒的思想。
三、法典的基本内容和主要特征《汉穆拉比法典》是楔形文字法的代表，也是古东方法的代表，因而
法典的内容比较集中地反映了古东方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状况。
《汉穆拉比法典》的基本内容和主要特征有如下几个方面。
（一）维护君主专制统治制度古巴比伦王国是典型的君主专制国家，国王居于最高的统治地位，行政
、立法、司法和祭祀的大权都归属于他，任何人不得违抗。
为了论证专制君主至高无上的权利，法典用大量篇幅树立汉穆拉比的绝对权威。
法典序言称汉穆拉比为神“任命的牧者、繁荣和丰产富足的促成者”，是“常胜之王”、“四方的庇
护者”、“众王之统治者”，是“巴比伦之太阳”。
结语中称汉穆拉比为“凌驾于众王之上之王”，其“言辞超群出众”，其“威力莫可与敌”，并要求
其后继者应当遵守法典的有关规定，不得随意变更或废除。
法典还通过对军队的特殊规定，来巩固其对君主专制制度的支持。
（二）土地国有与有限度的私有巴比伦王国地处美索不达米亚平原正中，当时西亚的商道之上，土地
肥沃，气候条件良好。
在其全盛时期，农业、畜牧业、手工业和商业都已经具有了较高的发展水平，但巴比伦的私有制尚不
发达，灌溉农业在巴比伦经济中居首要地位，水流受公社和国家的统一支配。
由这种生产方式所决定，《汉穆拉比法典》所反映出来的土地所有制基本形式是公有制。
这种公有制表现为全国土地基本以王室土地和公社土地的形式存在。
王室所有的土地，大概占全国可耕地的一半左右。
王室土地又分为三个部分：一部分为王室直接享用，如王室庄园、国王牧场等；另一部分作为份地交
给穆什根奴（Mu比kēnum）耕种，耕种者交纳实物租税；第三部分赐给军人家庭耕种，作为军人服
兵役的报偿。
后两部分土地均不得作为买卖、赠与的标的，也不得用于抵偿债务。
公社是巴比伦中央集权统治的基础，由国王派官吏管理，公社所有的土地归公社成员集体所有，交各
个家庭耕种。
各家庭使用这些土地时，必须以履行对公社的义务为先决条件，还必须受国家和公社的水源支配权的
制约。
当然，由于私有经济的发展，《汉穆拉比法典》已经开始确认和保护有限度的土地私有制。
法典对私有土地和房屋的买卖、抵押、租赁、赠与和继承等作了明确的规定（法典第39、42～47、60
～65、150、165、178、191条等）。
从法典的规定可以看出，在汉穆拉比时期，土地和房屋等不动产作为私人所有权的标的所形成的买卖
、继承等关系一般都限制在公社和家庭范围内。
至于动产私有权，则已经相当发达，奴隶主的私有财产已开始受到保护，法典共有三十余条条文涉及
了对奴隶这一私有财产的买卖、侵害等的规定。
（三）社会结构根据法典规定，巴比伦居民分为自由民和奴隶。
奴隶在法律上是奴隶主的动产。
奴隶主可以对奴隶任意处置，例如，可以买卖、赠与、抵押、租赁，也可以作为遗产，甚至可损其肢
体或处死。
同时，法典又规定，杀死或损伤他人的奴隶，要向奴隶的主人负赔偿责任。
巴比伦的自由民被分为两个不同的等级，分别享有不同的法律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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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民的上层被称为“阿维鲁穆”（Awī lum），包括国王、大臣、僧侣、商人、高利贷者、自耕农
和手工业者，他们享有完全的权利。
《汉穆拉比法典》为阿维鲁穆确立了特权地位，严格保护他们的人身和财产所有权。
自由民的另一个等级被称为“穆什根奴”，是处于公社之外而依赖于王室经济为王室服务的人，包括
耕种王室份地的“纳贡人”、以服兵役为条件而获得王室土地的人以及为王室负担其他义务的人。
这一部分人的法律地位比阿维鲁穆低，但由于他们与王室经济有着密切的关系，因而他们也享受很多
特权，其人身和财产受到法律严格保护。
在巴比伦社会结构中，军人也是一个特殊的阶层，他们属于不享有完全权利的穆什根奴，但法典对军
人作了一些特殊规定，并对军人财产给予特殊保护。
例如，军人不得拒绝国王的差遣，也不能雇人代替，如果不履行服兵役的义务，则处死（第26条）；
如果军人在战争中被俘，则由王室收回他的土地，另授他人（第27条）；军人的儿子想要得到其父的
份地，也必须以承担其父服兵役的义务为条件（第28条）；凡侵犯军人人身和财产，夺取国王赐给军
人的土地、牲畜、住宅者，要处死（第34条）。
这些规定使得军人这个阶层紧紧依附于王室，成为巴比伦国家的军事支柱。
（四）婚姻、家庭和继承法在巴比伦，实行的是以契约为基础的买卖婚姻制度。
契约的订立，是在男方和女方父亲之间进行的，男方向女方父亲交纳一笔定金和身价费。
这种婚姻形式表明女方在婚前是处于父权控制之下的，同时也就决定了婚后夫妻之间的不平等地位。
法典允许丈夫纳妾（第137条），丈夫也可随意提出离婚。
而妻子只有在发生丈夫离家出走、被俘及失踪等情形、使其无法生活时，才可以提出离婚。
从《汉穆拉比法典》的规定来看，在巴比伦还保留着严重的家长权。
例如，父亲可将子女出卖为奴偿清债务，可以剥夺儿子的继承权，有权决定子女的婚姻。
如果儿子殴打父亲，父亲可割去儿子的手指。
在继承方面，法典确立的是家内继承原则。
儿子们在父母死后，可继承同等份额的遗产，女儿则取得一份作为嫁妆。
在巴比伦，已出现了遗嘱继承的萌芽，例如，法典规定，父亲以盖章文书形式将土地、房屋赠给其所
喜爱的继承人，该父死后，兄弟分割遗产时，该子应先取得其父所赠之财产，然后参与均分所剩遗产
（第165条）。
此外，法典第171条的规定也涉及了遗嘱继承的问题。
（五）债权法在巴比伦，债的重要形式是契约。
法典提到的契约种类主要有买卖、借贷、租赁、承揽、寄存、合伙、雇佣等。
法典规定重要契约必须采取书面契约的形式，例如，金银、奴隶、牛羊等物的买卖与保管，必须要有
证人。
订立契约，如无证人和契约，则以盗窃论，处以死刑（第7、122条）。
法典还用大量的条文对土地、田园、房屋、牲畜、船舶等的租赁中的一系列问题作了明确规定，如租
金数额及交付方式、租赁物之赔偿、承租人的责任、出租人违约的法律后果等。
出于稳定当时社会秩序、平衡社会各阶层的利益、保证兵源、维护奴隶主阶级的统治的考虑，法典开
始重视对借贷利息的限制和对债务人的保护。
例如，法典规定谷物的借贷利息为33畅3%，白银的借贷利息为20%（第89条），如果出借人在此之外
又提高利息，则丧失其所贷之物（第91条）。
如果出借者没有谷物和白银返还，可以其他动产返还，出借人不得拒绝，应予接受（第96条）。
另外，法典在确立以债务人或其家属作为人质拘留于债权人之家的债的担保制度，以保证债的履行的
同时，还保护债务担保人质的安全，如果人质在债权人家遭殴打或虐待而致死，则债权人要受到严厉
的法律惩罚（第116条）。
在巴比伦，也开始对侵权行为作出规范。
例如，法典规定，如果自由民放水灌溉自己的田时不慎淹了其他人的田地、牧民牧羊不慎致使所牧羊
群吃了其他自由民的庄稼、自由民不通知田园主而擅自砍伐了其树木，那么，就必须作出金钱赔偿（
第55～59条）。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外国法制史>>

（六）刑法在《汉穆拉比法典》中，刑法规范与所有权、债权、婚姻、家庭、继承等规范是混在一起
的，法典涉及的犯罪主要有如下方面：（1）国事罪。
在法典中仅有一条文，即第109条，该条规定：如有人在酒家“聚议”谋反，而卖酒妇不将其逮捕并送
往宫廷，则该卖酒妇应处死。
（2）侵犯人身的犯罪。
有杀人、伤害肢体、因职务犯罪致人死亡、非法拘留人质、虐待人质等。
（3）侵犯财产的犯罪。
有盗窃与藏匿奴隶，帮助奴隶逃跑，消除表示奴隶身份的印记或否认自己的奴隶身份，盗窃宫廷、寺
庙和奴隶主的财产，利用契约将标的物据为己有，砍伐他人树木等。
（4）诬告罪。
有诬告他人杀人、诬告有夫之妇行为不端等。
（5）职务犯罪。
有建筑师所建房屋倒塌致人死亡、医生手术中致人死亡、法官擅自改动判决书等。
从《汉穆拉比法典》来看，当时的刑罚手段极为残酷，有火焚、水溺等，除广泛适用死刑外，还施行
残害肢体刑，如挖眼、割耳、割舌、割乳房、断指等。
作为早期奴隶制的刑法，《汉穆拉比法典》还保留了同态复仇的氏族习惯。
例如，法典规定，如果自由民损毁任何自由民之眼，则应毁其眼；如果折断自由民之骨，则应折其骨
；如果自由民击落与之同等之自由民之齿，则应击落其齿（第196～200条）。
法典还规定，在一些情况下，犯罪者的所在公社和亲属要负连带责任。
例如，法典规定，打死自由民之女则应杀其女（第210条）；建筑师建造的房屋不坚固而致房主之子死
亡，则应杀该建筑师之子（第230条）。
如果发生盗窃案而未能抓到罪犯，则案发地或其周围公社及长老，应承担赔偿责任（第23、24条）。
（七）诉讼制度在巴比伦，诉讼活动已基本脱离宗教的影响而由世俗法院管辖，但司法权与行政权尚
无严格的划分。
公社首领兼行基层司法审判权，王室法官接受国王指派负责各大城市的案件的审理，国王享有最高的
司法审判权和赦免权，并亲自审理一些重大刑事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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