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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把历史悠久的中华文明古国建设成社会主义的法治强国，是全国各族人民的一个共同心愿。
为了实现这一历史性的宏伟目标，造就大批德才兼备、具有广阔的知识背景和扎实的法学功底的专门
人才，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司法部在广泛征求各方意见和借鉴国外法学教育先进经验的基础上，于世
纪之交推出了培养“高起点、宽口径、实用型”法律硕士专业学位（暂定名为Juris Master，简称JM）
的新举措。
目前，复旦大学等高等院校正在积极进行JM教学的试点工作，已经具有法学学士学位或其他本科学科
学位的学生，在为期三年的JM课程的学习中，将能接受系统、深入的法学理论教育，全面提高法律素
质，能够为国家的法制建设贡献更大的力量。
有鉴于此，具有七十多年法学教育历史的复旦大学法学院，力图将长年积累下来的丰富多彩的法学教
育经验和研究成果集中体现在JM的教学工作之中，并为此专门组织研究生导师编写了一套适用于JM
教学的、内容涵盖法学教育主要专业课程的研究生教材。
编写这套教材的目的有三：一是集中反映复旦大学法学院的整体研究水平和教学经验，重视学术规范
，突出JM教学中的法律素质教育的主题。
二是强调教材的理论深度和广度，希望学生能够通过这套教材的学习获得更加全面而坚实的法律知识
和实践能力，把握法学研究的前沿课题和研究方法。
三是弥补JM教学中缺乏系统的、高质量的专用教材的缺陷，为进一步提高JM教学水平进行新的尝试
和探索。
法学是一门古老的学科。
在蓬勃发展的中国，法学又是一门充满活力的蒸蒸日上的学科。
这套教材不仅强调反映法学研究的历史成果和学术遗产，更注重体现国内外法学研究的最新动态和发
展趋势，不仅希望为学生提供体现当前研究水平的一般结论，更要求为学生提出一系列代表法学发展
方向的研究课题。
因此，这套教材并非仅适用于JM的课堂教学，同时还是具有一定阅读理解能力的读者的法学理论读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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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为全面系统阐述中国法制的学术著作，现在为复旦大学法学院法律系专业硕士研究生教材。
共分八章，分别为：“中国法律的起源及其早期发展”、“中国传统法制的指导思想”、“中国传统
法律的形式”、“身份法”、“亲族法”、“刑事法”、“财产法”、“司法制度”。
作者为复旦大学教授，本书为第二版作了较大的修订和补充，增添了法学界有关中国法制史专题的最
新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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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四、法律运作殷商和西周时代法律的实施状况，现在只能从铜器铭文中反映的少数几件案例加以推测
。
总的来看，当时在审判中并不具引法律的条文，而是由司法官依据有关礼的原则为指导来判定是非、
决定相应的处理方式，包括执行刑罚。
《智鼎》记载了一起买卖奴隶违约的争讼案，被告名叫限，先后两度对这件交易毁约，法官井叔认为
，限是王室的工作人员，买卖既谈成就不应违约，判决如约履行。
这里的根据就是一般的交易习惯，并强调了当事人的身份。
《琱生簋铭文》记载了一个较为复杂的关于田土奴隶的争讼案。
根据《周礼》所载的惯例，案件需要征询群臣的意见，在这件记载中适可得到印证，称为“讯有司”
。
但对于判决结果起决定性作用的是法官召伯虎的父母，他们也是当事人碉生的宗亲，故可能以宗族尊
长的身份对案件施加影响，是宗法权力的体现①。
西周晚期的《似匝铭文》记载了两个贵族关于五名奴隶的争讼，原告是小贵族牧牛，第一次控告大贵
族败诉，故重新提起诉讼，法官伯扬父认为，牧牛控告自己的上级，并违背前次的判决后的誓言，必
须处以刑罚。
这里的两项依据都是当时礼制的原则和惯例；但因为牧牛再次宣誓服从判决，如约履行，所以法官伯
扬父决定，原判拟处较重的墨刑及鞭三千，鉴于牧牛的表现，可以将墨刑减一等；最后，根据具体情
况，法官决定再次减轻其处罚，判决对牧牛罚铜并鞭五百。
这一减轻处罚的过程，并没有强调有关的法律明文，而更多地体现了司法官结合事实和惯例进行的自
由裁量。
从这几件案例可以看出，当时在司法实践中，法官是依据习惯法以礼为主体的有关原则、惯例处理争
讼。
成文法在其中的作用并不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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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自1980年复旦大学法律系恢复招生以来，由叶孝信教授开创的中国法制史课程已有二十多年的历史。
在教材建设方面曾于1987年编写了学校内部刊印的《中国法制史》教材。
1989年经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指导委员会同意，由叶孝信教授主编了《中国法制史》全国自学考试
教材。
1996年又出版了该教材的修订版。
经过二十年教学科研的积累，我们一直打算编写一本能够反映本教研室教学科研成果、具有本校特色
的中国法制史教材。
这一愿望在2000年得以实现，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这一本供法律硕士研究生学习中国法制史的教
材。
本教材出版几年来，在教学中受到了学生的欢迎，也得到了同行的很多鼓励。
鉴于在教学中发现的一些不足，而几年来又新公布了不少法制史史料，我们自己在学术研究中也有了
更多的一些新的心得与成果，因此我们在上海人民出版社编辑陈敬山先生的积极鼓励下，对本教材进
行了较大幅度的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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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法制史(第2版)》：法律专业硕士研究生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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