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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法律思想史主要以中国历史上曾经出现的法思想、法意识为研究对象，既包括传统中国的法律思
想，也包括近现代中国的法律思想。
但由于自近代以来整个法律体系以西方法为导向的全面转型，导致我们今天在理解传统中国的法观念
方面存在很大的困难，所以，我们首先必须探究一下在传统社会，什么是“法”？
什么是“法律思想”？
什么是“中国”？
为什么开始要谈这个问题，因为这直接涉及本学科的学习范围和思路等问题。
现在学界、包括学生都在批评这门学科存在的一些问题，比如说，就学习和研究对象而言，它与任何
一门中国思想史专史，尤其是中国政治思想史的区别何在？
人还是那些人，背景还是那些背景，思想还是那些思想，给我们的印象好像是思想史中出现的人物都
是大同小异，都是百科全书式的学者。
又比如撰写体例极其单一，从整体结构上讲，“我们的思想史家按照时间的顺序安排着他们的章节，
大的思想家一章，小的思想家一节，仍不够等级的话可以几个人合伙占上一节，再不济的话也可以占
上一段⋯⋯思想的历史也就自然成了思想家的博物馆，陈列着他们照片。
一半仿佛编花名册，把已经逝去的天才的生平与著作一一登录在案，一半仿佛挂光荣榜，论功行赏或
评功摆好。
”①从每个思想家的写法来看，先是叙述宏观社会背景，接着是思想家的生平，最后是归纳出的具体
法律思想几条几款，最后是评述，而且在评述中还少不了其阶级局限性。
这些问题确实存在，但也有夸大和误解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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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教材以历朝历代的法律思想为线索，以中国历史上各个不同阶层、社会集团、学派及其代表人物的
法律理论和观点为研究对象，突出春秋战国和鸦片战争以后的近现代两个重要的转型期的法律思想，
本教材社会法学本科及研究生教学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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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贵连，男，1946年出生于广东五华，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北京大学近代法研究所所长，华中科技
大学近代法研究所名誉所长，曾长期担任《中外法学》副主编。
主要从事中国法律思想史、中国近代法的教学研究工作。
著有《沈家本年谱长编》、《沈家本传》、《近代中国法制与法学》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法律思想史>>

书籍目录

第一编  中国传统法律思想  第一章  中国传统法律思想导论    一、本课程的研究对象及其特点    二、学
习中国法律思想史的态度    三、学习中国法律思想史的方法    参考阅读材料  《国学丛刊序》  第二章  
中国上古时期的神权法思想    第一节  夏、商、西周的神权法思想      一、夏代的“天命”、“天罚”
思想      二、神权法思想在商代的发展    第二节  神权法思想的衰落——西周      一、“以德配天”说      
二、“明德慎罚”说      三、大宗法制下的礼治思想    参考阅读材料  《史记·鲁周公世家》节选  第三
章 儒家的法律思想    第一节儒家学说概述      一、儒家学说在先秦之形成      二、先秦儒家学说之思想
脉络简介    第二节“为国以礼”的礼治思想      一、礼治思想的渊源      二、儒家对西周礼治思想的继承
和发展      三、儒家礼治思想的等级社会观      四、礼的作用和礼与法的关系    第三节  “德主刑辅”的
德治学说      一、“省刑罚，薄税敛”，“富而后教”      二、“以德去刑”      三、“宽猛相济”、“
德主刑辅”    第四节  儒家的“人治”学说    第五节  先秦儒家法律思想的命运和历史地位    参考阅读材
料  《荀子》节选  第四章  墨家的法律思想    第一节  儒、墨两家的对立与互融      一、“敬鬼神而远之
”与“事鬼神”      二、“爱有差等”与“兼相爱”      三、“小人喻于利”与“交相利”    第二节  墨
家以“兼爱”为核心的法律思想      一、“天下之人皆相爱”的理想社会      二、“法天”的法律观      
三、“尚贤”      四、墨家的一些重要刑罚命题    参考阅读材料  《墨子：法仪第四》  第五章  道家的法
律思想    第一节  老子的法律思想      一、“法自然”之“道”      二、对仁义礼法的批评    第二节  庄子
的法律虚无主义      一、庄子思想概述      二、主张绝对无为，否定仁义礼法    参考阅读材料  《庄子·
在宥》篇节录  第六章  法家的法律思想    第一节  法家法治思想产生的社会背景    第二节  法家的法律观
     一、关于法律的本质      二、关于法律的起源      三、关于法律的作用    第三节  法家推行“法治”的
理论      一、“法治”与“礼治”、“德治”和“人治”的对立      二、法家推行“法治”的理论前提    
 三、法家推行法治的方法    第四节  法家主要代表人物简介      一、被法家奉为先驱的管仲      二、法家
的开创者李悝      三、法家思想的奠基人商鞅      四、以重“势”著称的慎到      五、重“术”的申不害   
  六、集法家思想大成的韩非    参考阅读材料  《韩非子·定法》  第七章  秦以后的正统法律思想    第一
节  秦汉之际正统法律思想的形成      一、法家思想在秦汉之际命运由盛而衰的大转折      二、黄老思想
在汉初的得势与衰落      三、儒学在汉初的发展      四、董仲舒与儒学独尊    第二节  法律儒家化的展开   
  一、经义决狱      二、引经注律的“律学”      三、《唐律疏议》中所体现的正统法律思想      四、理学
与宋明法律思想    参考阅读材料  《春秋繁露·实性》  第八章  明清之际启蒙思想家的法律思想    第一
节  黄宗羲的法律思想      一、抨击君主专制和限制君权      二、以“天下之法”取代“一家之法”    第
二节  王夫之的法律思想      一、以“夷夏大防”为中心的民族主义      二、立法以成就“一代之制”      
三、“任法”不如“任人”      四、成就“一代之制”的司法举措    参考阅读材料  《明夷待访录》节
选第二编  中国近现代法律思想  第九章  中国近现代法律思想导论    第一节  中国社会从传统到近代的
转型      一、近代前夕的中西社会情形      二、近代中国学习西方的逐渐深化——器物、制度和文化    第
二节  中国近代法律思想发展之脉络      一、近代早期西方法的输入      二、近代转型的中心任务——宪
政和法治      三、中国近代法律思想演变综述    参考阅读材料  《警察国与法治国之矛盾及归宿》  第十
章  洋务派的法律思想    第一节  洋务派及其“中体西用”思想    第二节  张之洞的法律思想      一、变而
不失其道的变法观      二、整顿中法与采用西法      三、博采东西诸国律法，力求合于国家政教大纲      
四、任法不如任人    参考阅读材料  《劝学篇·变法第七》  第十一章  改良主义的法律思想    第一节  19
世纪的社会改良运动和“戊戌变法”    第二节  康有为的法律思想      一、维新时期的“变法”思想      
二、康有为晚年的法律思考——《拟中华民国宪法草案》    第三节  梁启超的法律思想      一、“随时
创法”之变法观      二、君宪与共和——梁启超的宪政观      三、“民权”与“法治”      四、“立法”
与“司法”      五、地方自治    第四节  严复的法律思想      一、严复的变法思想      二、严复的自由与民
权观      三、严复的法治观    参考阅读材料  《请定立完开国会折》  第十二章  晚清法律改革和沈家本的
法律思想    第一节  晚清法律改革      一、对《大清律例》的改造      二、外国法典和法学著作之翻译      
三、制定新法律    第二节  法律改革中的礼法之争      一、礼法之争概述      二、“因伦制礼，准礼制刑
”和效法西方“齐—法制”之争      三、有关伦常诸条款之争      四、国家主义与家族主义之争    第三节
 沈家本的法律思想      一、治国强国的法律救国论      二、儒家仁政与人道主义思想      三、酌古准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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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会中西      四、中西法律的融会点——法理    参考阅读材料  《法学名著序》  第十三章  革命派的法律
思想    第一节  孙中山的法律思想      一、对传统法律和司法的批判      二、“三民主义”的立法指导思
想      三、民主主义的“法治”理论      四、“权能分治”和“五权宪法”    第二节  章太炎的法律思想   
  一、革命时代的法治理想      二、民国的法治方案    小结    参考阅读材料  《国民政府建国大纲》  后记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法律思想史>>

章节摘录

中国法律思想史主要以中国历史上曾经出现的法思想、法意识为研究对象，既包括传统中国的法律思
想，也包括近现代中国的法律思想。
但由于自近代以来整个法律体系以西方法为导向的全面转型，导致我们今天在理解传统中国的法观念
方面存在很大的困难，所以，我们首先必须探究一下在传统社会，什么是“法”？
什么是“法律思想”？
什么是“中国”？
为什么开始要谈这个问题，因为这直接涉及本学科的学习范围和思路等问题。
现在学界、包括学生都在批评这门学科存在的一些问题，比如说，就学习和研究对象而言，它与任何
一门中国思想史专史，尤其是中国政治思想史的区别何在？
人还是那些人，背景还是那些背景，思想还是那些思想，给我们的印象好像是思想史中出现的人物都
是大同小异，都是百科全书式的学者。
又比如撰写体例极其单一，从整体结构上讲，“我们的思想史家按照时间的顺序安排着他们的章节，
大的思想家一章，小的思想家一节，仍不够等级的话可以几个人合伙占上一节，再不济的话也可以占
上一段⋯⋯思想的历史也就自然成了思想家的博物馆，陈列着他们照片。
一半仿佛编花名册，把已经逝去的天才的生平与著作一一登录在案，一半仿佛挂光荣榜，论功行赏或
评功摆好。
”①从每个思想家的写法来看，先是叙述宏观社会背景，接着是思想家的生平，最后是归纳出的具体
法律思想几条几款，最后是评述，而且在评述中还少不了其阶级局限性。
这些问题确实存在，但也有夸大和误解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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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本书为高等院校法学专业课教材。
既然是教材，就有一定的标准。
这个标准就是必须比较完整、系统地阐述该学科最主要的内容，讲授最基本的知识。
目前，中国法律思想史教材在国内是汗牛充栋。
各种教材基本内容相似，但是各部分内容的详略、重点内容的比例、结构编排体例则各不相同。
学术之所以能有所发展，必须注重学术传承，在此基础上推陈出新。
职此之故，本书对张国华先生所著的《中国法律思想史新编》（北大社1998年版）多有借鉴，张老师
关于中国法律思想史课程重点在社会大转型时期的观点、对先秦诸子法律思想的见解，在本书中皆有
不同程度的体现。
但本书仍有如下显著特点：第一，引文尽量用白话表述。
本书正文对古文献资料的引文，除少量需要用原文表述者之外，大部分引文都尽量口语化，以方便读
者理解，提高其学习兴趣。
第二，重其所重，轻其所轻。
每一门学科根据教学研究者对该学科的把握，都有其所认为的重点内容，此不足为异。
当年钱穆先生在北京大学讲授《中国通史》，认为“委悉周备”不如“简明扼要”之为难。
这的确是个中经验之谈，在大学认真讲授任何一门学科，可能都是如此。
中国法律思想史虽为中国通史内一专门史，既要照顾“委悉周备”，又要做到“简明扼要”，也非易
事，故取舍必有一标准。
那我们这个教材取舍的标准是什么呢？
中国法律思想史是“思想”的史。
“思想”是人所独具的，而人的思想以社会转型期最为丰富多彩。
因此，社会转型期思想家的思想一般都是思想史的重点，法律思想史自不例外。
中国社会发展至今，有两次最大的转型期，即春秋战国和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的近现代。
因此，本书突出这两个时期的法律思想，是谓重其所重。
公元前221年秦王朝建立至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是中国漫长的君主专制社会。
在这期间，社会定型，思想相对凝固。
在法律思想上，原创性思想较少，阐说前人思想较多。
因此，本书减少这一时期的内容，是谓轻其所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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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法律思想史(第2版)》：21世纪法学系列教材·基础课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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