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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社会主义法治建设需要法学理论家，更需要大批法律实践工作者。
我国的法学教育近些年取得了长足发展，主要面对在职成人的法学继续教育也越来越受到重视。
中央广播电视大学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起开展法学教育，已培养数十万名法律实践工作者。
如果说以往主要是开展补偿教育性质的学历提升教育，现在中央广播电视大学的法学教育正逐步转向
重点为终身化学习提供教育服务。
教育部于1999年决定实施“中央广播电视大学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和开放教育试点”项目，其核心是构
建远程开放教育人才培养模式及相应的教学模式、管理模式和运行机制。
以在职成人为主要培养对象、以应用性人才为培养目标的法学专业，几年来以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
革为重点进行教学改革，在教学方法和手段等方面也进行了许多改革实验。
但中央广播电视大学法学教育如何才能更好地适应社会主义法治进程和各类社会成员多样化学习需求
，还有许多课题有待于在实践中继续探索．其中非常重要的就是教学资源的建设与应用。
从当前情况看，适合成人在职学习特点及实际需要的高质量的教学资源仍很匮乏，已经成为提高中央
广播电视大学法学专业教学水平，进一步推进人才培养模式及教学模式改革的“瓶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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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法制史”是教育部指定的十四门主干课程之一，讲述几千年来中国古代法律制度的发展历史。
本书通过古代典型案例讲述古代主要法律制度，书中所选取的案例都是每一个朝代重要法律制度的渊
源，每一个故事首先给出比较全面的案情介绍，给出了简单的判决结果；然后再比较详细地介绍本案
例所涉及的当时的法律规定和具体的适用；再者通过介绍本案例的历史影响来突出其中的重要的法律
制度；最后列出思考题再次强调本案例所涉及的法律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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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七章三国两晋南北朝的法律制度东汉末年，因农民大起义导致天下被魏、蜀、吴三家鼎足而立，史
称三国。
此后曹魏强大，但不久大权落于司马氏之手。
公元265年，司马炎代魏称帝，国号晋，史称西晋。
后爆发“八王之乱”，西北各民族乘机进入灭西晋。
残存政权于公元317年南迁建康，史称东晋。
东晋末年，权臣刘裕篡位建宋，此后又被齐、梁、陈取代，合称南朝。
北方一支少数民族拓跋氏建立北魏，以后分裂为东魏、西魏，不久分别被北齐、北周代替。
在政权更替频仍的情况下，法律制度仍然继续发展，为隋唐法律制度的完备奠定了基础。
汉律经过四百年的实施，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因此魏明帝对汉律进行了一次大整理，制定魏律
十八篇。
魏律的篇目比汉九章律增加一倍，但傍章科令则大大简化了。
此外还进行了一些有影响的改革，如改具律为刑名，列于律首；规定五刑，使封建刑罚进一步规范化
；规定八议，加强了对官僚贵族特权的保护；限制从坐的范围与私人复仇等。
继魏之后，西晋统治者根据简约的原则对魏律进行了进一步改革，晋律是带有总结性的产物，它影响
了南朝二百余年。
魏晋两代对传统法律的改革，在中国法典编纂史上有突出的贡献。
南朝在士族统治下，轻视名法，崇尚清谈，对封建法制的发展贡献较小。
以鲜卑族拓跋氏为主体建立的北朝政权，为了统治广大中原地区的需要，非常重视法律。
北朝修律以汉律为宗，并且吸收魏晋以来的立法成就，综合比较，择善而从，使北朝法律具有自己的
特色。
尤其是《北齐律》以“法令明审，科条简要”为特点，无论体系还是内容都与隋唐律有直接的渊源关
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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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中国法制史”是教育部指定的十四门主干课程之一，讲述几千年来中国古代法律制度的发展历史，
在法学专业中是一门重要的基础理论课程。
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法律与政治、经济、文化等紧密相连，法律制度的出现与完善依托于社会发展
．换句话说，古代每一种法律制度的形成过程都可以凝聚成一个故事，我们现在称之为案例。
通过案例讲授法律是比较实用的一种教学方法，尤其对于“中国法制史”这门课程而言，案例教学可
以寓乐于教，通过一幅幅鲜活的历史画面勾画出一个个具体的法律制度。
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实施“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和开放教育试点”的核心是改革教学模式，建设出适合我
国远程开放教育的课程资源，其中法学专业系列案例教材的编写是其中重要的工作之一，而《中国法
制史案例教程》是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开放教育法学案例教材丛书之一。
本书为了理论联系实际，达到通过古代典型案例讲述古代主要法律制度的目的，特别注重案例故事的
选取以及体例的编排。
历史上有许多著名的案例，但未必涉及重要的法律制度，所以本书所选取的案例都是每一个朝代重要
法律制度的渊源。
在编写体例上力求新颖、实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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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法制史案例教程》为教育部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和开放教育试点法学案例教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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