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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传统文化当中的法制文明——中华法系是古代世界五大法系之一，是世界法制文明中的一枝奇葩
；它凝聚了中国古代几千年的思想精华，是中国古代几千年制度文明的沉淀和结晶。
中华法系独特的制度原理、法制体系和以西方法治文明为基础的现代法律制度以及法学原理存在很大
差异。
学习中国法制史，了解中国传统法制文化，对我国的法制建设和法制教育来讲，是非常有必要的。
因此，“中国法制史”被指定为各高等院校法学院必修科目之一。
中国法制史的研究对象——中华法系内容十分丰富，体系也十分庞杂，作为法学和历史学的交叉学科
，很多初次接触本科目的同学都感到十分棘手。
为了使大家能够在学习中领略这门课程的魅力，我们精心编写了这部《中国法制史同步辅导与案例集
》。
本书以张晋藩教授主编的《中国法制史》（高等教育出版社·第二版）为蓝本，参照曾宪义教授主编
的《中国法制史》（第二版）以及陈晓枫教授主编的《中国法制史新编》等多本优秀教材，并结合多
部中国法制史优秀教材、经典著作和专门法史著作等研究成果，在精选近年各重点院校经典考研真题
、司法考试真题并总结的基础上，对中国法制史这一门课程的知识点和内容结构进行了系统梳理。
本书适合初步学习“中国法制史”的本科生、准备司法考试的考生以及准备研究生入学考试的考生，
有目的地使用，以便更清晰地把握本学科内容和脉络。
由于本书的知识框架、基本观点和相应材料均采用了目前中国法制史学界的通说，故而对通说性内容
的参考，本书将于参考文献部分统一说明，不再于全书内容中反复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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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法制史同步辅导与案例集》是以张晋藩教授主编的《中国法制史》（高等教育出版
社&#8226;第二版）为蓝本，结合多部优秀的中国法制史教材，参考了曾宪义教授主编的《中国法制史
》以及陈晓枫教授主编的《中国法制史新编》等多本教材，并结合了多部法制史的经典著作和专门法
史著作的研究成果。
以及近年来各重点院校经典考研真题、司法考试中的考题，对中国法制史科目的结构和知识点进行了
系统的梳理，适合初步学习中国法制史的本科生、准备司法考试的考生以及准备研究生入学考试的考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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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正权，男，武汉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湖北珞珈律师事务所律师，曾任新疆大学法学院
教授、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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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在早期，刑、法二字是相通的，所以刑起于兵实际上是中国古代法律起源论的一种说法。
对这种起源论的阐释，存在多种观点。
比较主流的是兵刑一体说，即根据《汉书·刑法志》所记载的黄帝的五刑所形成的一种阐释：“大刑
用甲兵，其次用斧钺，中刑用刀锯，其次用钻凿，薄刑用鞭扑。
”这种说法的主流观点认为刑是战争手段的直接模拟，“刑”是小规模的“兵”，而“兵”是大规模
的“刑”。
兵刑一体说也还有另一种解释，即认为刑是产生于战争中统率军队所运用的行为规范，这种行为规范
和礼在适用原则上不同，礼以身份为适用标准，即在不同的人之间差等适用；而军队中为了统一行动
，行为规范的适用在不同人之间有普遍性，即所谓“师出以律”，这种说法的主要依据还有中国古代
法律制度中很多直接源于军旅生活的概念，如“衙门”原称“牙门”，最早指军营驻扎处的门口，还
有“士”等都是军队中的官职后演变为掌管法律的职官。
其他的还有将这种说法和苗民制五虐之刑的刑法起源论相结合，主要认为刑这种社会规则是苗民集团
的文化产物，而黄帝所代表的中原文化则是礼文化；但通过战争征服，苗民的刑文化被吸收，从而产
生与礼并存的社会规范——刑。
但结合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来考察，这应当是指在氏族社会晚期，各氏族集团为了争取生产生活资料
和更好的生存环境，彼此之间发动战争。
由于氏族内部是以血缘为纽带建立起来的集团，因此内部行为规范的适用便因为身份而不同，即发展
为后来的“礼”；而战胜氏族对被征服部落的规范适用，要打破被征服部落内部的控制而建立起战胜
者对战败者全体的统治，因而便要适用和身份无关的行为规范，后来这种行为规范也适用于氏族内部
的矛盾，即发展为后来的“刑”。
从这样的历史流变来看，“刑”最早是和部落征服战争有关的，即起于“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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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法制史(第2版)同步辅导与案例集》：著名法学专家、武汉大学终身教授马克昌先生亲任丛书总
顾问国家重点大学“双师型”(教师＆律师)团队亲自操刀、精华呈现全国高等学校法学专业模拟课程
教辅系列·法学专业考研指定参考书法学专家、重点大学教授、知名律师事务所推荐参考书权威 经典
实战助广大学子在考研、司考大军中脱颖而出！
顺利、轻松实现理想！
一直被模仿 从未被超越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法制史>>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