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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人类文明与文化的发展中，中华民族曾作出过伟大的贡献，不仅最早开启了世界东方文明的大门，
而且对人类法治、法学及法学教育的生成与发展进行了积极的探索与光辉的实践。
在我们祖先生存繁衍的土地上，自从摆脱动物生活、开始用双手去进行创造性的劳动、用人类特有的
灵性去思考以后，我们人类在不断改造客观世界、创造辉煌的物质文明的同时，也在不断地探索人类
的主观世界，逐渐形成了哲学思想、伦理道德、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等一系列维系道德人心、维持一
定社会秩序的精神规范，更创造了博大精深、义理精微的法律制度。
应该说，在人类所创造的诸种精神文化成果中，法律制度是一种极为奇特的社会现象。
因为作为一项人类的精神成果，法律制度往往集中而突出地反映了人类在认识自身、调节社会、谋求
发展的各个重要进程中的思想和行动。
法律是现实社会的调节器，是人民权利的保障书，是通过国家的强制力来确认人的不同社会地位的有
力杠杆，它来源于现实生活，而且真实地反映现实的要求。
因而透过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时代的法律制度，我们可以清楚地观察到当时人们关于人、社会
、人与人的关系、社会组织以及哲学、宗教等诸多方面的思想与观点。
同时，法律是一种具有国家强制力、约束力的社会规范，它以一种最明确的方式，对当时社会成员的
言论或行动作出规范与要求，因而也清楚地反映了人类在各个历史发展阶段中对于不同的人所作出的
种种具体要求和限制。
因此，从法律制度的发展变迁中，同样可以看到人类自身不断发展、不断完善的历史轨迹。
人类社会几千年的国家文明发展历史已经无可争辩地证明，法律制度乃是维系社会、调整各种社会关
系、保持社会稳定的重要的工具。
同时，法律制度的不断完善，也是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显著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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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法律制度和其他社会现象一样，都有自己产生、发展的过程和规律。
因此，对于任伺一种法律制度的研究，都应当把它放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进行历史分析。
这就是说：考察问题最可靠、最必需、最重要的就是不要忘记基本的历史联系，考察每个问题都要看
某种现象在历史上怎样产生，在发展中经过了哪些主要阶段，并根据它的这种发展去考察这一事物现
在是怎样的。
　  外国法制史与法学基础理论有着直接而紧密的关系。
法学基础理论根据法制史和部门法学提供的历史和现实材料，抽象、概括出普遍适用于法学的概念、
原理和规律。
研究外国法制史必须以马克思主义关于法学的基础理论为指导；研究法学基础理论也必须以丰富的、
具体史实为依据。
恩格斯曾说过原则不是研究的出发点、而是它的最终结果。
这些原则不是被应用于自然界和人类历史，而是从它们中抽象出来的；不是自然界和人类去适应原则
，而是原则只有在适合于自然界和历史的情况下才是正确的。
这一精辟的论述，科学地阐明了历史和理论的关系。
外国法制史与法学基础理论的关系也是如此。
　  外国法制史与西方法律思想史的联系，是制度与思想之间的联系。
法律制度的创建、发展经常体现出某些法律思想家的理论和思想；而一定时期的法律思想的产生和发
展，也离不开法律制度实践的检验。
这方面的例子，在历史上是屡见不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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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古埃及法第一节古埃及法的形成和演变古埃及法是指适用于埃及奴隶制国家的整个历史时期（
约公元前3000年至公元前6世纪）的法律规范的总称。
地处非洲东北部的埃及是人类文明的发源地之一，流贯南北的尼罗河每年定期泛滥，不仅灌溉了万顷
农田，而且在洪水退后，留下一层肥沃的淤泥，有利于农作物的生长。
尼罗河滋润着两岸的土地，哺育着这里的居民。
古希腊学者希罗多德称埃及是尼罗河的赠礼。
古埃及人在这里创造了高度的文明，大约在公元前5000年，埃及人已经进入定居的农业生活，成为世
界上最早的农业地区之一。
在公元前4000年代后半期，由于农业、手工业、畜牧业和渔业都有了很大的发展，埃及的原始公社开
始解体，公元前3500年左右，古埃及逐渐出现了几十个奴隶制国家。
经过长期的征战和兼并，形成了上、下埃及两个王国。
公元前3100年左右，上埃及王美尼斯统一全国，定都提尼斯，后又迁都至孟斐斯，统一的埃及步人奴
隶制文明时代，从这时起到公元前332年埃及被马其顿王亚历山大征服止，经历了早王国、古王国、中
王国、新王国和后期埃及几个时期，共计31个王朝。
自公元前11世纪起，动荡的埃及先后被埃塞俄比亚人、亚述人、波斯人和马其顿的亚历山大所征服，
公元前6世纪以后，埃及基本上沦为波斯、希腊和罗马的行省，从此古埃及彻底失去其独立地位。
埃及法最古老的渊源是奴隶制国家形成初期的不成文的习惯法，它是由氏族习惯演变而来的。
随着古代埃及统一国家的形成，习惯法逐渐转变为成文法，根据古典作家狄奥多拉斯的记载，古埃及
的第一位立法者就是第一王朝的第一位法老美尼斯，以后还有萨吉西斯、塞索西斯和博克贺利斯等法
老。
据说，萨吉西斯曾颁布一道法令：借债时可以将自己亡父的木乃伊作为抵押，或以自身未来的木乃伊
作为偿还债务的担保，债务清偿以前，本人的木乃伊不得埋葬。
公元前13世纪，拉美西斯二世为了以法律形式确认奴隶制统治秩序，颁布了关于整顿军队的成分和以
出身、职业及特权作为区别依据的“种姓制法律”。
公元前8世纪，则有《博克贺利斯法典》的公布，全书共8部（40册）。
依据该法典，债务奴役制被废除，限制借贷利息，准许农民典卖自己的份地，订立契约不必通过宗教
仪式，而且司法权也不再为祭司所垄断，该法典被认为是古代埃及最重要的法律典籍。
除了法老颁布的法律之外，宰相和其他高级行政官员发布的政令起着补充法律之不足的作用，因而也
具有法律的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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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法制史(第4版)》为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21世纪法学系列教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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