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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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发展路径的不同、文化背景的差异，东方社会与西方世界对于法律的意义、底蕴的理解、阐释存
有很大的差异，但是，在各自的发展过程中，都曾比较注重法律的制定与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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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法制史》一书是中国人民大学21世纪法学系列教材之一。
我们在总结以往教材编写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教育部新颁行的《全国高等学校法学专业核心课程教学
基本要求》的规定，编写完成了此书。
　　全书以历史时序为经，以每一王朝的法律思想、立法概况、主要法律制度为纬，对以中华法系为
代表的中国传统法律文化进行了系统的论述。
在具体编写中，力求做到思想与制度相关，典籍与事例互证，重点与特点突出。
全书约38万字，分总论及15章，内容涉及自夏商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中国法律历史发展进程。
　　该书可供法律专业本科、专科学生和爱好中国法律史的读者选用与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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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夏商的法律制度第三节 商代的法律制度一、商代法律思想的发展“天讨”、“天罚”的神权
法思想在商代发展到了高峰。
商代统治者以迷信鬼神而著称。
《礼记·表记》说：“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
”随着商王权力的加强，在当时的宗教中出现了一个主宰一切的至上神“帝”或“上帝”，举凡国家
大事，都要通过占卜向上帝请示。
发展到后来，为了假托神意，商王几乎无事不卜，无日不卜，甚至定罪量刑也要诉诸鬼神。
正如《礼记·曲礼》所说：“敬鬼神，畏法令也。
”将实施刑罚说成是上帝的意志，是秉承神的旨意，代天行罚。
“敬鬼神”的目的是为了使民“畏法令”。
二、《汤刑》及商代的主要法律形式目前所见商代甲骨刻辞中没有关于商代立法活动的记载。
但是，从文献记载来看，商代统治者已经进行了立法活动，并且制定了刑事法律。
（一）商代的立法概况1．《汤刑》《左传·昭公六年》记载：“商有乱政，而作《汤刑》。
”这是晋国叔向在反对郑国子产“铸刑书”时提到的。
《汤刑》很可能就是商代初期所制定的刑事法律。
又，《孟子·万章上》记载：“伊尹相汤以王于天下，汤崩，太丁未立，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太甲
颠覆汤之典刑，伊尹放之于桐，三年，太甲悔过，自怨自艾，于桐处仁迁义，三年以听伊尹之训己也
，复归于毫。
”《史记·殷本纪》也说：“帝太甲既立三年，不明，暴虐，不遵汤法，乱德，于是伊尹放之于桐宫
。
三年，伊尹摄行政当国，以朝诸侯。
帝太甲居桐宫三年，悔过自责，反善，于是伊尹乃迎帝太甲而授之政。
帝太甲修德，诸侯咸归殷，百姓以宁。
”从这些记载可知，商汤曾制定了刑事法律。
但汤之孙太甲即位后却不遵行，因此被相伊尹软禁于桐宫。
所谓“汤法”、“汤之典刑”就是《汤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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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本书是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21世纪法学系列教材之一，是按照教育部所确定的法学专业核心课
程和颁布印发的《全国高等学校法学专业核心课程基本要求》编写而成，主要供法学专业本科教学使
用。
本书由曾宪义教授任主编，郑定、赵晓耕教授任副主编。
各章再版撰稿人（以撰写章节先后为序）是：曾宪义（中国人民大学）：总论；李力（中国青年政治
学院）：第一、二、三章；崔永东（中国政法大学）：第四、五章；田小梅（中华女子大学）：第六
、七章；赵晓耕（中国人民大学）：第八、九、十五章；郑定、马小红（中国人民大学）：第十章；
郑定、丁相顺（中国人民大学）：第十一章；夏锦文（南京师范大学）：第十二、十四章；肖周录（
西北工业大学）：第十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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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法制史(第3版)》是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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