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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这本《中国法制史(第3版)》由马作武主编，依照国家教育部颁行的《全国高等学校法学专业核心课程
教学基本要求》编写完成，按照历史发展的先后顺序，全面、系统地介绍了中国法律产生、发展及演
变的历史，对不同历史时期的法律思想、主要立法及法律制度的基本内容予以总结和评述。
本教材吸收了中国法制史学科研究的最新成果，学术观点上采用目前学界的通说，并虚心而审慎地以
其他相关著作和教材为参考和借鉴，从而使本教材具有资料丰富、内容简明、线索清晰、评论允当的
特点，是高等学校法学专业学生及其他爱好中国法制史的读者理想的教材和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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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法律和国家有紧密的联系，但并非国家产生之时就突然产生了法律.如果追本溯源，那么，在
国家产生以前就有了相当于法律规范的习惯法，再向前就是原始习惯了。
在原始社会，没有法律，但要维持一定的社会生产和生活秩序，肯定需要调整社会关系的行为规范，
这个规范也为氏族成员承认和遵守，我们将其概括为“礼”。
在夏朝的成立过程中，原始氏族父权家长制并没有彻底解体，氏族社会的风俗和血缘关系也没有随着
氏族社会的解体而消灭，因此，夏朝的建立就不可避免地具有家国一体的特点。
原来在氏族社会长期形成的氏族习惯和在祭祀中形成的“礼”也延续下来，成为古老法律的一个重要
组成部分。
在原始社会，生产力极为低下，人们生活在非常严酷的自然条件和社会条件中，恶劣的自然环境迫使
氏族成员团结一致进行抗争，在此过程中，氏族社会出现了图腾崇拜。
图腾崇拜使氏族成员的信仰和观念统一起来，而且氏族成员在长期的共同生活中也形成和遵循共同的
行为准则。
经过漫长的历史阶段，原始的风俗习惯也产生了。
如对天神不敬或不祭祀祖先，或者在敬天神、祭祀祖先过程中有不尊重礼仪的行为都要受到氏族的惩
罚。
为了维护氏族成员之间的秩序，氏族首领对破坏氏族秩序的行为也进行惩处。
在对外关系上，因原始部落比较多，复仇观念也很强，为了取得胜利，他们同仇敌忾，遵守统一的氏
族习惯。
由于这些因素，氏族习惯慢慢系统化，并进一步规范化，从而在形式上渐渐地演变为一种普遍性的规
范。
《说文解字》曰：“礼，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
”礼最初是从祭祀中开始产生的。
在祭祀过程中，仪式逐渐得到强化和系统化，而且随着阶级的分化，祭祀的仪式因为等级的不同而不
同，因此，礼仪在这个时候成为确定不同等级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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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法制史(第3版)》为21世纪中国高校法学系列教材,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之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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