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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继承是一种重要的文化现象，本书所谓继承，指家族成员之间，由族规、行政或法律加以规范，具有
强制性、制度性的继承行为。
本书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研究并介绍了中国历史上各种继承制度的背景、产生、发展、变化和衰微
的历史，揭示了中国继承制度从古代的宗祧继承，政治身份世袭、社会身份传承，财产继承与司法继
承并存，到晚清以后专指财产继承并逐步实现近代化，以及新中国继承制度的建立与发展这样一个基
本线索与规律。
此外，本书还介绍了中国古代少数民族和港澳台地区的继承法律制度，具有很强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
义。
本书观点新颖，体例严谨，资料翔实，对读者了解中国历代继承制度、增强继承法律意识、继承和弘
扬优秀传统文化，具有一定作用。

　　本书的价值在于独辟蹊径，提出了中国继承制度史这样一个独特的研究课题和体系，并且运用历
史唯物主义以及现代科学方法，规范了中国历史上的继承的概念，比较完整地研究了中国历代继承制
度产生、发展和消亡的历程，揭示了中国继承制度发展的规律，以及与现代社会的关系。
就总体上说，本书是一部新意迭出、有一定开拓性和独特学术价值的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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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程维荣，1957年生，上海市人。
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本科、华东政法学院研究生毕业，法学硕士。
现为上海市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
从事中国传统文化与当代法制研究，主要著作有《中国审判制度史》、《走向法治时代》、《当代中
国司法行政制度》，译著有《中国法制史考证》(魏晋南北朝隋唐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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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　　私有制与家庭的发展，使继承具有了更加突出的必要与可能。
马克思在谈到继承权不可废时说：“人们为自己的子女储蓄，他们的主要目的就是要保证子女有生活
资料。
如果子女的生活在双亲死后能够得到保障，那双亲就不会再去操心给子女留下生活所需要的资料了。
”家庭内部继承的实现，进一步巩固了私有财产与家庭制度。
　　上古不但出现了财产继承，而且出现了部落联盟首领的世袭。
　　在母系氏族社会里，儿子属于他们母亲的氏族，儿子与父亲不属于同一个氏族。
父亲的财产或职务，当然不能传给异族的人。
父亲死后，其财产和职位只能传给自己的兄弟中的一个，或者从父亲的氏族内另选继承人。
但是，究竟传给自己兄弟或氏族其他成员中的哪一个，要由氏族会议决定。
所以，母系氏族社会里，酋长的更替都是通过氏族成员民主选举，在一定范围内产生，而不可能实行
传子。
到父系氏族社会，父亲已经可以确定自己儿子的身份，氏族与部落首领个人的权势日益增大。
为了保持自己家族的统治地位的连续性，他们滋生了把首领位置传给自己的儿子的念头。
于是，出现了选举与世袭之间的斗争。
　　在黄帝及其以后的时代，通过阪泉之战、涿鹿之战和伐三苗的战役，中原华夏族部落联盟的力量
迅速增长。
当然，由于当时人们的私有观念还比较缺乏，把首领的职位视为绝对私有的想法还未明确。
同时，母系氏族社会的一些旧传统不是一下子就能铲除干净的，因此仍然沿用民主选举部落首领的做
法。
　　这种民主选举，就是古人所称的“禅让”，由上一代首领把位置传给有能力与威望的、得到部落
成员拥戴的下一代首领。
尧、舜是黄帝后裔，以炎黄部落为核心的部落联盟最高首领就实行禅让制，但是已经限制在黄帝的后
裔子孙范围之内。
据说尧、舜、禹时部落联盟首领地位的更替，也是实行禅让制度。
但是，这个时期的禅让制的内容发生了变化，已经不完全等同于过去的民主选举。
史籍上对此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说法。
　　第一种说法，是部落联盟首领经过长期考察，在年老时，经过部落联盟会议同意，把首领的位置
传给最贤能的人。
据说，尧、舜虽然身为部落联盟首领，仍然与人民共同生活、共同劳作，在生活上与一般平民差距不
显著。
如《尚书·尧典》所载，当时公共事务要经议事会集体讨论，首领在听取众人意见的基础上作最后裁
定，首领的继位人选也要经过同样程序。
作为一种和平交接首领地位的方式，继位主要靠自己的能力与品格，任何人没有法定的特权。
这是禅让制与传子制的区别。
由于在候选人提名过程中，习惯上优先考虑前任首领的兄弟或儿子，很容易形成实际上的首领家族的
兄终弟及或父死子继。
这是因为他们在首领的道德规范方面得到更多的教育，也有更多机会展示自己的才能。
因此，所谓禅让，实际上有一定的局限，并不是任何家族的成员都可以享受平等的继承权。
    P2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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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书评继承是一种重要的文化现象，本书所谓继承，指家族成员之间，由族规、行政或法律加以规范，
具有强制性、制度性的继承行为。
本书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研究并介绍了中国历史上各种继承制度的背景、产生、发展、变化和衰微
的历史，揭示了中国继承制度从古代的宗祧继承，政治身份世袭、社会身份传承，财产继承与司法继
承并存，到晚清以后专指财产继承并逐步实现近代化，以及新中国继承制度的建立与发展这样一个基
本线索与规律。
此外，本书还介绍了中国古代少数民族和港澳台地区的继承法律制度，具有很强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
义。
本书观点新颖，体例严谨，资料翔实，对读者了解中国历代继承制度、增强继承法律意识、继承和弘
扬优秀传统文化，具有一定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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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继承是一种重要的文化现象，本书所谓继承，指家族成员之间，由族规、行政或法律加以规范，
具有强制性、制度性的继承行为。
本书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研究并介绍了中国历史上各种继承制度的背景、产生、发展、变化和衰微
的历史，揭示了中国继承制度从古代的宗祧继承，政治身份世袭、社会身份传承，财产继承与司法继
承并存，到晚清以后专指财产继承并逐步实现近代化，以及新中国继承制度的建立与发展这样一个基
本线索与规律。
此外，本书还介绍了中国古代少数民族和港澳台地区的继承法律制度，具有很强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
义。
本书观点新颖，体例严谨，资料翔实，对读者了解中国历代继承制度、增强继承法律意识、继承和弘
扬优秀传统文化，具有一定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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