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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长期以来，由于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法律渊源不同，法学教育模式迥异。
大陆法系的典型特征是法律规范的成文化和法典化；而英美法系则以不成文法即判例法为其显著特征
。
从法律渊源来看，大陆法系以制定法为其主要法律渊源，判例一般不被作为正式法律渊源，对法院审
判亦无约束力，而英美法系则以判例法作为其正式法律渊源，即上级法院的判例对下级法院在审理类
似案件时有约束力。
两大法系法律渊源的不同，导致归属于两大法系国家的法学教学存在较大差异。
大陆法系国家的法学教育采用的是演绎法，教师多以法学基本概念和原理的讲解为主，即使部分采用
了案例教学，也重在通过案例分析法律规定，而英美法系采用的是归纳法，判例就是法源，通过学习
判例学习法学原理。
在我国，制定法为法律规范的主要渊源，长期以来，沿用大陆法系的演绎法教学模式。
众所周知，法学是一门实践性、应用性很强的学科，法学教育的目标之一就是培养学生运用法学知识
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为此，改变传统教学模式，引入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案例教学法成为必需。
多年来，我校在这方面进行了有益的尝试和探索，总结了一套行之有效的理论和实务案例相结合的教
学模式，深受学生欢迎。
这套教学模式，根据大陆法系成文法的教学要求，借鉴英美法系的案例教学模式，将两大法系的教学
方法有机地融为一体，既能使学生系统地掌握法学原理，又培养了学生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为了及时反映我校法学教育改革的新成果，更好地满足法学教育的需要，我校组织编写了这套《新编
法学核心课程系列教材》。
这套教材具有如下特点：第一，覆盖面广。
涵盖了现今主要的法学核心课程。
第二，体例格式新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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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适应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与实施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需要，培养适合时代要
求的法学人才，全面提高法律人才的素质，我们组织编写了这部中国法制史教材。
　　《中国法制史：理论实务案例》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按照中国法制史学科发展的总体方向和教
学要求，在吸收国内外关于中国法制史研究的最新成果的基础上，根据教育部颁行的《全国高等学校
法学专业核心课程教学基本要求》的规定编写而成。
本教材力求通俗易懂，正确阐述本学科的基本理论和基础知识，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努力做到
科学性、系统性和实践性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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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中国法制史是一门专门研究中国历史上法律制度的产生、发展、实施、作用、特点、本质及其演变规
律的学科。
从学科性质上来说，它是介于历史学与法学之间的一门交叉学科。
也就是说，它既是历史学的一个分支，又是法学学科中一门重要的基础课程。
在学习中国法制史的具体内容之前，我们有必要首先了解如下一些问题。
一、中国法制史的研究范围中国法制史的研究范围非常广泛。
从时间的角度上看，中国法制史正式开始于公元前21世纪的夏朝，历经商、西周、春秋、战国、秦汉
、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等，其时间跨度可谓上下四千年。
从地域的角度上看，中国法制史立足于中华民族生息、繁衍的辽阔的中华国土，其地域跨度可谓方圆
千万里。
换言之，中国法制史的研究范围应包括自中国法的形成至研究者所处的年代这一期间，在中国地域中
出现的各种类型的法律制度，即奴隶制法、封建制法、半殖民地半封建法和社会主义法。
从内容上看，中国法制史的研究对象应包括如下几个方面：1.中国各个历史时期的立法活动及其立法
成果，包括立法体制、立法活动、立法根据、立法技术，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各种形式的法律规范及其
对前代法律的继承与对后世的影响等。
2.中国各个历史时期的司法状况，包括各种类型政权的司法机关、司法体制、诉讼制度、诉讼原则、
狱政管理、具体的司法活动等。
3.对各个时期法律制度产生过重要影响的哲学思想、政治法律思想和学说。
法律制度与法律思想是紧密不可分的，法律制度的制定往往离不开法律思想的指导。
因此，尽管法律思想的内容属于中国法律思想史的研究范围，但在制度史的研究中，是无法脱离思想
因素的。
4.中国各个历史时期内社会各个阶层的价值观念、风俗习惯，以及调节家族、乡里关系的家法族规、
乡规民约、宗教等对于我们全面、深入地研究和了解中国法制史也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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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法制史》：“十一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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