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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法学教育的目标和任务在于培养法律人才。
提高培养质量，造就社会需要的高素质法律职业人才是法学教育的生命线。
根据教育部关于高等学校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精品课程建设的精神和要求，结合中南财经政法大
学精品课程建设的总体规划，在全面总结我国法学教育经验和分析法律人才社会需求的基础上，我校
确立了以培养高素质法律人才为目的，以教材建设为核心，强化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的融会，稳步推
进法学精品课程建设的方案。
两。
年来，我校法学精品课程建设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已有民法、知识产权法等十余门课程被确定为国
家、省、校三级精品课程，并在此基础上推出了《法学精品课程系列教材》。
《法学精品课程系列教材》是一套法学专业本科教材及其配套用书，涵盖了我校法学本科全程培养方
案所列全部课程，由教材、案(事)例演习和教学参考资料三个层次的教材和教学用书构成，分为法理
学、法律史学、宪法与行政法学、刑法学、民商法学、诉讼法学、经济法学、环境与资源法学、国际
法学和法律职业实训等十个系列。
《法学精品课程系列教材》由我校一批具有良好学术素养和丰富教学经验的教授、副教授担纲撰写，
同时根据需要约请法学界和实务部门的知名学者和专家加盟，主要以独著、合著的形式合力完成。
《法学精品课程系列教材》遵循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原则，以法学理论的前沿性、法律知识的系统性
、法律制度的针对性、法律运作的可操作性为编撰宗旨，以先进的教学内容和科学的课程体系的统一
为追求，融法学教育的新理论、新方法和新手段于一体，力图打造成一套优秀的法学精品课程系列化
教材。
《法学精品课程系列教材》是我校在推进法学教育创新，深化法学教学改  革，加强教材建设方面的
一次尝试，也是对以“一流教师队伍、一流教学内容、  一流教学方法、一流教材、一流教学管理’
’等为特点的法学精品课程在教材建  设方面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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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法制史》将中国法制史的五千年历程分为起源时期、争鸣时期、整合时期、定型时期、变
革时期等五个时期，注重总结中国法律传统作为一个整体的宏观变迁规律。
　　突出强调每个朝代（时代）中国法制发展的主要特色或成就，并于章节标题中宣明。
　　注重历代的政治体制及行政、监察制度与中国传统司法制度之间的整体性联系，避免用西方“司
法”眼光曲解古代中国体制。
　　增加“关于中国法律起源的传说与事实”、“春秋战国时期各国法制的主要内容”、“辽夏金法
制与北方少数民族法制的特色”、“中华人民共和国初期的法制历程”等章，初步弥补过去教科书在
叙述夏以前法制、春秋战国时期法制、北方少数民族政权法制、新中国法制等方面内容上的缺陷。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法制史>>

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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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关于上古无法制时代的追忆第二节 关于中国法制起源的猜度和观念第三节 关于中国法制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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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期三大著名变法运动第三节 战国变法运动的历史意义第七章 春秋战国时期各国法制的主要内容第
一节 各国政治体制和行政制度第二节 主要刑事法制第三节 主要民事法制第四节 主要经济法制第五节 
主要军事法制第六节 列国关系法制第七节 司法和诉讼制度第三编 整合时期的中国法制(秦汉魏晋南北
朝时期的法制)第八章 秦朝法制与中央集权君主专制法律制度的确立第一节 秦朝的基本政治制度第二
节 秦朝立法概况与云梦、里耶秦简第三节 秦朝的刑事法制第四节 秦朝的行政法律制度第五节 秦朝的
民事和经济法制第六节 秦朝的司法与诉讼制度第七节 秦制与中国法律传统主要特质的形成第九章 汉
代法制对秦制的因袭及中国法律儒家化的开始第一节 治国思想、立法概况与法律形式第二节 汉承秦
制与汉基本政治制度第三节 文景刑罚改革与汉刑事法制第四节 汉代的民事和经济法制第五节 汉代的
司法诉讼制度第六节 春秋决狱、法律章句与法律的儒家化第十章 魏晋南北朝法制与法律儒家化的加
深第一节 三国法制及“八议”制度的形成第二节 两晋法制及“准五服以制罪”原则的形成第三节 南
北朝法制与法律儒家化的深入第四节 司法制度的发展变化第四编 定型时期的中国法制(隋唐至明清时
期的法制)第十一章 隋朝法制因袭北朝及其启后意义第一节 立法概况及主要法律形式第二节 对北朝法
制的因袭及其启后意义第三节 隋律的地位及隋代法制的教训第十二章 唐代法制与中华法系的形成第
一节 唐初治国理念与立法指导思想第二节 立法概况、法律形式和体例第三节 唐代主要刑事法律制度
第四节 唐代的主要民事法制第五节 唐代政府体制和司法诉讼制度第六节 唐律的地位影响与中华法系
第十三章 宋代法制与传统人文精神的发展第一节 社会转型与宋代法制第二节 宋代刑事法制第三节 宋
代民商法制第四节 宋代行政法制第五节 宋代司法制度第十四章 辽夏金法制与北方少数民族法制的特
色第一节 辽夏金的政治与行政制度第二节 辽夏金的刑事法制第三节 辽夏金的司法诉讼制度第四节 辽
夏金法制的民族特色与汉化追求第十五章 元朝法制与民族歧视和法制汉化第一节 立法思想与立法概
况第二节 元代刑事法制第三节 元代民商法制第四节 元代行政法制第五节 元代司法制度第十六章 明代
法制与君主专制集权政体的加强第一节 立法思想与法律形式第二节 明代的刑事法制第三节 明代的民
事法制第四节 明代的经济法制第五节 明代行政法制第六节 明代司法制度第十七章 清代法制与中华法
系的衰微第一节 清代的立法概况第二节 清律的内容及其特点第三节 清代司法制度及其特点第四节 太
平天国的法律制度第五编 变革时期的中国法制(清末、民国与新中国法制)第十八章 清末法制变革运动
第一节 清末新政前的法制变化第二节 清末预备立宪运动第三节 清末修律与相关法律制度的变化(上)第
四节 清末修律与相关法律制度的变化(下)第十九章 民国时期的法制建设运动第一节 南京临时政府的法
律制度第二节 北京政府时期的法律制度第三节 广州、武汉国民政府的法制第四节 南京国民政府的法
制建设第二十章 中共革命根据地的法制建设运动第一节 苏区工农民主政权的法制(1927-1937年)第二节
抗日根据地人民民主政权的法制(1937-1945年)第三节 解放区人民民主政权的法制(1946-1949年)第二十
一章 中华人民共和国初期的法制历程(1949-1957年)第一节 宪法和行政法第二节 刑事法制第三节 民事
和经济法制第四节 司法制度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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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三节  关于中国法制起源的事实追忆关于中国法制起源的事实，古人作过许多追忆。
这些追忆，常常主要是追忆刑法或者刑罚的起源，常常无法追忆更重要的法制--“礼义”、“礼乐”
的起源。
这些追忆，大致有几类。
第一类是讲谁最先创制刑法或刑罚；第二类是讲最早的刑法或刑罚与军事征战不分，第三类是讲最早
的刑罚并非真的肉刑死刑，而是以服饰来象征刑罚。
第一类是讲哪个帝王最先创制刑罚或刑法。
主要有几说：黄帝制刑《史记·五帝本纪》说：“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
而神农氏弗能征。
于是黄帝习用干戈，以征不享。
诸侯咸来宾从。
”“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代神农氏，是为黄帝。
天下有不顺者，黄帝从而征之，平者去之。
”《汉书·刑法志》：“黄帝以兵定天下，此刑之大者也。
”《商君书·画策》：“故黄帝作为君臣上下之义、夫妇妃配之合，内行刀锯、外用甲兵。
”《淮南子·览冥训》：“黄帝治天下，法令明而不暗。
”据说，黄帝时就设置了法官日“李官”，其刑法日“李法”：“黄帝李法日：壁垒已定，穿窬不由
路，是谓奸人。
奸人者杀。
”①皋陶制刑或尧舜制刑《尚书·尧典》载尧帝时就有刑法：“象以典刑，流宥五刑。
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赎刑。
眚灾肆赦，怙终贼刑。
”并且“流共工于幽州，放雅兜于崇山，窜三苗于三危，殛鲧于羽山。
四罪而天下咸服”。
元人金履祥《资治通鉴前编》说：“帝尧七十有六载制五刑。
”帝舜继位后，又命大臣皋陶起草法律。
“帝日：皋陶，汝作士，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宅，五宅三居。
惟明克允。
”《竹书纪年》说：“帝舜三年，命咎陶作刑。
”汉人史游《急就篇》说：“皋陶造狱，法律存也。
”《后汉书·张敏传》说：“孔子垂经典，皋陶造法律，原其本意皆禁民为非。
”夏禹制刑《左传·昭公六年》：“夏有乱政，而作禹刑”。
《尚书大传》：“夏刑三千条。
”《汉书·刑法志》说：“禹承尧舜之后，自以德衰，始制肉刑。
”《隋书·艺文志》；“夏后氏正刑有五，科条三千。
”苗民制刑  《尚书·吕刑》：“蚩尤惟始作乱，延及于平民；罔不寇贼，鸱义奸宄，夺攘矫虔。
苗民弗用灵，制以刑。
惟作五虐之刑日法，杀戮无辜。
爰始淫为劓刖橡黥。
”汉人《尚书》注解说：“蚩尤作乱，当是作重刑以乱民，以峻法酷刑民。
”蚩尤发明的酷刑被后世苗君继承，“习蚩尤之恶，而更制重法，惟作五虐之刑，乃言日此得法也。
”宋人蔡氏《尚书集传》注解《吕刑》谓：“苗民承蚩尤之暴，不用善而制以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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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我们是一群多年从事法律史教学和研究的学人。
因为从事法律史教学多年，每每有些心得体会。
对我们多年使用的各种教材，我们虽然从中学到了不少东西，受了不少启发，但也常常感到局限尚多
，迫切需要改进，需要发展。
我们自己过去也参加过一些教材的写作，但因为常常是以局部加入别人的整体，又因为常常是“急就
章”，所以也未能对自己所看到的问题加以实际修正和补充。
去年以来，我们就编写一部新的中国法制史教材问题，进行过集体思考，最后形成了本书的基本写作
框架。
应该说这一教材写作框架亦即解说中国法制史五千年发展历程的思路是有新意的。
这一思路受俞荣根、范忠信、刘笃才主编的《中国法律思想史》(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的影响。
俞荣根先生最先提出要把中国法律思想的发展历程分为起源时期、争鸣时期、整合时期、定型时期、
变革时期等五个时期。
受其启发，范忠信主张在本书的写作中也以这五个时期来划分中国五千年法律制度史，得到大家的同
意。
因为法律制度的发展与法律思想的发展本来就有平行或对应的关系，同时中国法制的发展史分为这五
个阶段也比较合乎事实。
当然，把“争鸣’’时期作为中国法律制度传统的一个发展时期，也许有人认为不妥当，但是我们认
为春秋战国时期列国的变法改革从制度上讲本来就是一种百家竞赛、百家试验的状态，将这种状态称
为“争鸣”没有什么不妥。
除这种编写框架思路上的创新外，本书在原始法制萌芽部分、春秋战国部分、辽夏金部分、新中国部
分增加的内容较多，有些是填补从前教材的空白。
此外，我们于每章都特别强调各个朝代法制史的最大特色并彰显于标题。
我们坚信我们的改革是有意义的。
本书是大家分工合作的结果。
具体分工是：范忠信：主编，执笔导论、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第九章、第十一章、第十二章、
第十七章；撰写古代部分全部17章之内容提要、关键词、重点问题提示、思考题、参考书目；撰写古
代部分四编之“本编概述”；修改增补第四、五、六、七章；修订前四编所有各章。
陈景良：主编，执笔第十三章、第十五章。
武乾：副主编，执笔第十八章、第十九章、第二十一章，修订第五编(近现代编)全部四章，并撰写此
四章之内容提要、关键词、重点问题提示、思考题、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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