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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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法制史>>

内容概要

本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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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出强调每个朝代中国法制发展的主要特
色或成就，注重分析历代的政治体制、监察制度与中国传统司法制度之间的整体性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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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范忠信，1959年生，法学博士，博士生导师。
全国优秀教师，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湖北省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
现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律文化研究院院长，中国法律史学会执行会长。
有学术专著、译著九种，论文一百余篇，其中在《中国社会科学》、《法学研究》等刊物发表十余篇
，有四篇论文被译为英日文在海外传播，著作《情理法与中国人》被韩国翻译出版并指定为大学教学
参考书。
两次获全国高校人文社科奖，获“钱端升法学研究成果奖”一等奖。
陈景良，1958年生，法学博士，博士生导师。
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河南省跨世纪学科带头人，河南省高校优秀中青年骨干教师，湖北省优秀教师
，校“511人才工程”学科带头人，曾任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院长、河南大学法学院院长。
出版《当代中国法律思想史》、《中国法制通史》（“宋卷”副主编）等专著多种；在《法学研究》
、《中国法学》等期刊发表论文五十余篇；参与十余种法制史教材编写。
曾获国家图书奖、省人文社科成果奖等多种奖项，主持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课题等省部级课题多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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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　隋唐代法制与中华法系的形成　　第一节　隋朝法制因袭北朝及其启后意义　　第二节　唐初治
国理念与立法指导思想　　第三节　唐立法概况、法律形式和体例　　第四节　唐代刑事法律制度　
　第五节　唐代的民事法律制度　　第六节　唐代政府体制和司法诉讼制度　　第七节　唐律的地位
影响与中华法系　第十章　宋代法制与传统人文精神的发展　　第一节　宋代立法思想与立法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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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一章　辽夏金元法制与游牧民族法制汉化　　第一节　辽夏金法制的主要内容和特色　
　第二节　元代立法思想与立法概况　　第三节　元代刑事法制　　第四节　元代民商法制　　第五
节　元代行政法制　　第六节　元代司法制度　第十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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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代的行政法制　　第五节　明代司法制度　第十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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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代刑事法制及其特征　　第三节　清代民事法制及其特征　　第四节
　清代司法制度及其特点　　第五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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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制)　第十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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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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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六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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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书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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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中国法制史，表面上看，就是作为地缘文化政治共同体的“中国”历代法律制度演进的历史。
但是，透过外表我们可以看到，它正是这三种历史的真实展示。
我们先看表面的中国法制史。
中国法制史，是中国过去数千年法律制度进化的历史。
这些法律制度，如果用近代西方传来的法制概念来描述，可以说包括关于中国国家基本政治体制的发
展史，包括国家民商事法律制度、刑事法律制度、经济法律制度、行政法律制度、司法和诉讼制度的
发展史。
这样一种划分也许有问题，因为中国古代的政治和法律是按照中国自己的逻辑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是
自己的一个特有逻辑的整体。
对于这个逻辑整体强行用西方的宪法、民法、刑法、行政法、经济法、诉讼法之类的部门划分来描述
，必然导致误读或者歪曲中国自己的这个体系。
但是，现在我们的困境是：我们不能用中国传统法制的语言概念体系来描述中国法制史，因为它们无
法与西方法制概念沟通，目前也找不到在中国法律传统和西方法律传统之上的第三套解读语言（符号
体系）或概念体系。
所以，我们在编写教科书时又不能不按照这样的部门法划分来组织材料、建构解释框架，否则无法谈
论中国法制史。
中国传统社会有自己的社会秩序，不管是理想的秩序还是实际存在的秩序。
这个社会秩序，有自己的体系，有自己的框架，有自己的构成原理。
即使不用西方的法制语言符号，也可以勉强大致作出描述，只不过这种描述没有按西方部门法体系概
念来描述那么简单方便明晰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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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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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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秋战国时期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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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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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法制史(第2版)》：法学精品课程系列教材,法律史学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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