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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按照年代顺序，介绍了自夏、商至新中国成立前我国主要历史时期的基本法律制度，包括各历史
时期法制的指导思想、立法概况及司法制度等内容。
本书的编写过程参考了司法考试对中国法制史考察的要求，同时采用通俗易懂的风格，对重点学习内
容有所突出，在兼顾应试需求的基础上便于学习者进行学习，，更好地掌握中国法制史的内容，增进
学习效果。
本书配有与历史事件相关的图片，增强了学习的直观性。
    本书适用于普通高等教育法学专业本科生、专科生及法律硕士研究生，同时也可供参加国家统一司
法考试的人士参考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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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中国法的起源与夏、商的法律制度（约公元前21世纪-公元前11世纪）相传约公元前21世纪，禹
传位给自己的儿子启，突破“禅让制”的传统，代之以“家天下”的王位世袭制，建立了中国历史上
第一个国家“夏朝”。
夏朝自启至桀，共存在了约400余年。
约公元前16世纪，生活于黄河下游的古老部落商，在其首领汤的率领下攻击夏桀，夏朝灭亡，商朝建
立。
商朝的政治、经济、文化都有了空前的发展，但到商朝末年，商纣王暴虐，国内矛盾十分尖锐，商朝
终被灭亡，商朝历时近600年。
夏朝、商朝是中国最早的朝代，这两个朝代的法制是中华法系的渊源，它的内容深刻地影响了日后中
国法律的发展。
本章将介绍中国法的起源及夏、商法律制度的主要内容。
学习本章，重点在于掌握夏朝、商朝的法制概况与法制的主要内容。
第一节 中国法的起源与夏朝的法律制度一、中国法的起源中国法的产生，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
马克思主义法理学认为法律是由社会经济基础决定、由国家制定或认可、由国家强制力保障实施、规
定人们在社会中的权利和义务的社会规范。
应该指出，理论上可以将法律的产生与国家的产生相联系，但并非国家产生之时就突然产生了法律。
法律作为一种社会规范，有其发展的独立的客观规律，它经历了由原始禁忌、习惯到习惯法再到成文
法的过程。
原始社会虽不能产生体现为国家意志的法，但却产生了法的胚胎形态——氏族习惯。
作为调整人们行为的社会规范，法以维护秩序为其第一要义，在国家产生之前，这种维护社会秩序、
调整人们相互之间关系的“法”（即社会规范）就已经存在，法的起源，实质上是氏族习惯向奴隶制
习惯法的质变过程。
正因为如此，虽然夏朝被大多数学者认为是中国历史上出现的第一个朝代，但是对中国法起源的探讨
不应停留在夏朝，而应追溯到夏以前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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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经过我们的共同努力，《中国法制史》教材与大家见面了。
此书借鉴以往《中国法制史》教材的优点，结合司法考试的特点编写而成。
参加本书撰写的有：王立民、高殉、沈大明、姚远、洪佳期、王捷及王沛。
分工情况如下：导论、第七章 王立民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第六章 高殉第四章、第五章、第九
章、第十章 洪佳期、王捷第八章、第十一章、第十二章 沈大明第十三章、第十四章 姚远 第十五章 王
沛全书由王立民、高询。
沈大明及姚远审稿。
由于时间有限，亦由于我们能力有限，书中难免有不足乃至错误之处，敬请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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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法制史》特点：符合国家统一司法考试的要求。
《中国法制史》在设计体例和内容时，非常注意与司法考试相衔接，有关司法考试的内容在书中都有
阐述，可以基本满足司法考试的需要采用通俗易懂的风格。
《中国法制史》对难懂的古汉语资料有较为详尽的解释，语言风格尽可能做到通俗易懂。
同时配以图表资料，增强学习的直观性。
突出重点内容。
重要的内容能直接反映某些历史时期的特点，《中国法制史》重点突出，对具有明显特色且对中国法
制史影响较大的内容作了较为具体的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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