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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为了帮助法学专业学生更好地了解、掌握《中国法制史》这门课程，本书编者们精心编写了这部教材
。
     本教材以教学大纲和司法考试大纲为指导，描述了中国法制史的产生及其演变发展，并结合多年教
学与司法考试的经验，突出了学科知识点。
从横向看，本教材注重引导学生从三方面把握法制史内容，即立法思想、立法概况及主要内容、司法
制度，其中第二方面内容较多，我们突出了重点、要点。
从纵向看，四千年法制史可分为三大阶段，即先秦、秦至清、近代，教材注意突出了三大阶段的历史
与法律文化特点，以使学习者较易掌握，从而培养起学习的兴趣与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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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节宋朝法制的变化一、立法及法律体系（一）立法指导思想和原则的变化宋朝的立法思想仍然是
汉唐以来的儒家思想。
宋初的皇帝都认识到儒家理论在治国化民中的作用，如太宗曾指出：“丧乱以来，经籍散失，周孔之
教将坠于地。
朕即位之后，多方收拾，抄写购募，今方及数万卷，千古治道，并在其中矣。
”①真宗还亲著《崇儒术论》，宣扬儒家理论。
儒家思想在隋唐时期与佛、道学派的争论中，吸收佛、道理论中的精华部分，于北宋形成新的理论形
态——理学，儒家理论因此更为系统，更为精致。
在政治、法律方面，理学则完全继承了儒家传统的“德主刑辅”、“礼法并用”原则，如理学大师朱
熹曾说：“政者，为治之具；刑者，辅治之法；德礼则所以出治之本，而德又礼之本也”④。
在奉行儒家“德主刑辅”、“礼法并用”理论的同时，结合形势需要，宋朝统治者又提出了一些具体
的立法指导原则：1．集权中央，防止割据为巩固新生政权，防止重蹈五代各国短运而亡的覆辙，宋
太祖采纳宰相赵普的建议，制定了对有可能割据一方的藩镇、节度使“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
兵”的政策，先后采取了“杯酒释兵权”、“收诸道精兵”、“诸州租课悉送京师”以及以文官出知
州县事等措施，加强中央集权。
同时在中央和地方增设行政、监察机关，分散职权，实现对各级官署的权力制衡，加强对各级官员的
监督。
2．义利并重，，重视理财北宋中期以后，由于冗官、冗兵和向辽、西夏国纳绢输币，造成国家财政
的极度匮乏？
，理财成为当务之急。
与此相适应，宋朝君臣及儒士在思想上也有转变，由传统的“讳言财利”转变为主张“利义均重，利
义相辅”。
神宗曾下诏称：“政事之先，理财为急”。
南宋“永嘉”功利学派则提出“以利和义”，主张“善为国者，务实而不务虚”，批评程朱理学是“
既无功利，则道义者，乃无用之虚语耳”。
上述理论对宋王朝的民事经济立法有重要影响，对经济的发展也有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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