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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的突出优点是简明扼要、言简意赅，既全面系统又通俗易懂。
同时本书尽量使文字的表述通俗易懂，对生僻词语稍加解释，使读者易于明白，读之不仅不会感到乏
味，反而会觉得英制盎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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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崔敏，男，1938年生，原籍山西省太原市。
l961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法律学系，分配到中央政法干部学校工作，曾任校办秘书、秘书科长，1984年
改建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后，任法律系副主任、主任。
现为法律系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中国法学会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顾问，最高人民法院特邀咨询员
。

    多年从事法理学、法律史学、刑事诉讼法学、刑事证据学、刑法学与犯罪学研究，主持”刑事证据
的理论与实践”、”毒品犯罪发展趋势与遏制对策”、“毒品犯罪证据研究”等三项国家社科基金项
目，出版专著十余部．在各种学报、刊物发表论文27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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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封建法律的制定和完善  第三节　唐以后历朝立法概述第二章　宗法·家族·伦理——中国古代法
律之核心  第一节　以确立宗法、分封、世袭三大制度《为主要内容的周礼》  第二节　作为中国法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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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中国古代的诉讼法　第一节　上古奴隶制时代的诉讼制度　第二节　中国封建社会的诉讼法
第五章　清末修订法律及沈家本对旧法的批判　第一节　《大清律例》概述　第二节　沈家本的修律
主张及对旧法的批判　第三节　清末几部新法律草案的编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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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奴隶制刑法的产生　　综观我国以往的所有古典书籍，直至夏朝以前的尧、舜、禹之时，还
没有出现过“法”、“律”之类的概念，当时人们不知“法律”为何物。
　　中国历史上最早出现与法律相关的概念是“刑”。
“刑”的含义同近代的理解相似，即惩罚犯罪的手段。
相传在尧舜以前的上古时代，就开始出现了“象刑”。
所谓“象刑”，就是对有罪的人施以某种象征性的惩罚。
其办法有三种：“上刑墨檬赭衣杂履，中罪赭衣杂履，下罪杂履而已。
”译为白话就是：对犯有重罪者令其头蒙黑巾，身着褐衣，脚穿草鞋；对犯中罪者，令其穿褐衣、草
鞋而头不蒙巾；对犯轻罪者只令其穿草鞋而衣冠不变。
意思是采用这种“画衣冠、异章服”的方法标明其罪犯的身份，使之知耻，以示惩戒。
这是我国史籍中最早记载的刑罚制度。
　　中国的奴隶社会，历经夏、商、周三个朝代。
后来的许多史书都记载：“夏有乱政，而作《禹刑》；商有乱政，而作《汤刑》；周有乱政，而作《
九刑》”。
西周时，周穆王又命吕侯制定《吕刑》。
上述《禹刑》、《汤刑》、《九刑》、《吕刑》，一脉相承，都是奴隶主阶级维护其统治的重要工具
。
《吕刑》记载于《尚书》，保留了完整的内容。
其他如《禹刑》、《汤刑》、《九刑》等，其内容均已无法考据，但它们在奴隶制时期是确实存在过
的，并足以确证中国古代最先出现的法律无疑是刑法。
　　一、“礼”与“刑”的相互补充　　在中国上古奴隶制社会，与惩治犯罪的“刑”配套实施而具
有同等法律效力的另一类行为规范是“礼”。
　　“礼”原本是古人祭祀祖先和鬼神以求得赐福与保佑的某些仪式。
按照《说文解字》的解释：“礼，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
”后人对此又有进一步的解释：“礼之名起于事神，引申为凡礼仪之称。
”进入奴隶制社会以后，继续沿用了这种祭祀的习惯，并且一切重要活动（大到政治、经济、军事、
文化和立法、司法活动，小到贵族、官宦的起居衣食）都要同敬神的礼仪结合起来进行，因而“礼”
就引申为统治者约束人们行为的习惯法。
流传至今的许多古籍足以确证：早在奴隶制的夏、商、周三朝，统治者已十分巧妙地实现了“礼”与
“刑”的结合。
其中，“礼”发挥着思想禁锢和行为约束的作用；而“刑”则用以对违反礼仪者进行惩罚。
所谓“礼者禁于将然之前，刑者惩于已然之后”，“出于礼则人于刑”，就是对于礼、刑关系的精确
表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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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古代刑与法》由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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