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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该教材系统论述了中国近五千年的法律发展历史，全面阐述了法律史学科的基本理论和主要内容。
该教材在编写过程中，注重吸收国内外法律史学研究的新成果，开阔学生的法律文化视野，培养学生
的理论分析能力。
全面、准确、精要地介绍中国法制史的发展历程，适合法学本科教学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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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经过上述各朝的不断改进完善，中国的帝制法制在隋唐时期达到了鼎盛。
作为中华法系的代表作，《唐律疏议》遵循“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①的宗旨，总结汲
取了历代立法经验，融礼法于一体，将中国古代法制推向了巅峰，其“一准乎礼”②的指导思想、系
统严密的体例内容以及《唐六典》的形成，标志着秦汉以降中国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的帝制法制的最终
完善，中华法系由此定型，并极大地影响了后世中国及周边国家和地区。
五代、宋、元、明、清时期（1907-1911）是中国帝制法制走向没落衰亡的阶段。
宋朝面临内忧外患的严重局面，进一步强化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坚持“守内虚外”、重惩“贼盗”的
基本国策，并以“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戒律禁锢人们的思想言行。
法制上在继承唐律体系的基础上，突出君主的人治心治，灵活运用敕、例、条法事类、“重法地法”
等各种法外之法，并于法定五刑之外新增凌迟、刺配、决杖等野蛮酷刑，以加强对社会的控制。
唐宋以来商品经济的活跃和人身依附关系的削弱，也使宋朝的民事、经济立法有所加强，租佃、典卖
、借贷等契约制度空前发达。
元朝是一个文化落后的少数民族军事政权，建国之后大力推行政教合一及民族压迫制度，在法制方面
，既保留本民族的习惯法传统，又先后“循用金律”③，“遵用汉法”④，吸收借鉴唐宋立法成就，
尤其是受两宋编敕、编例的直接影响，先后制订了《至元新格》、《风宪宏纲》、《大元通制》、《
元典章》等综合性法律汇编，但整个社会的实际法制状态十分混乱。
明朝政治更趋保守，统治者以“明刑弼教”、“重典治国”为指导思想，废宰相，戮大臣，于正律《
大明律》之外，又钦定《大诰》及教民榜文，动用凌迟、充军等野蛮酷刑以及“厂”、“卫”等特务
组织，严厉镇压危害专制集权的言论思想，强化君主专制中央集权。
在法制方面，它一改《法经》以来按“罪名之制”或“事律”之条“集类为篇，结事为章”⑤的篇章
结构，根据中央六部的职掌范围，将“名例律”以外的《大明律》律文内容分为吏、户、礼、兵、刑
、工六篇，更加突出了君主专制行政主导的立法司法体制，后又把有关诏令条例附于律文之后，开创
了律例合编并行的法律编纂体例。
其《大明会典》则上承《唐六典》，下启《大清会典》，推进了古代官制官规方面的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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