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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对2003年2月第一版教材的适当补充和调整，旨在满足该专业课程教学之需，及时呈现学科
研究的最新成果。
增加了体现和阐述中国古代法律传统中蕴涵的中华民族的理性与智慧，阐述了体现和总结中华法系跨
越时空的民主因素，为当前的法制建设提供历史借鉴等内容；此外，吸取读者的反馈意见，在每章结
尾补列“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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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第一章 中国法制文明的起源与夏商法律制度（公元前21世纪-前11世纪）第一节 概述中国是
世界上历史悠久、举世闻名的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也是人类社会法制文明起源较早的重要地区。
大约从公元前30世纪的炎帝、黄帝时代起，由于生产力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和社会分工的日益扩大，
中国早期的华夏文明即率先在北方黄河流域一带孕育发生，原始氏族公有制社会开始向阶级社会过渡
。
此后，以黄河流域的中原地区为中心，相继经历了唐尧、虞舜、夏禹等各个时代的数百年发展。
到公元前21世纪左右，夏禹之子夏启悍然破坏以往长期沿用的选举继承制度，采取军事征服和暴力手
段夺取王位，变“天下为公”的“大同”之世为“天下为私”的“小康”①之家，标志着以夏后氏为
核心的夏代国家的正式创立。
夏后氏政权的统治共传14世17王，历时400余年。
约公元前16世纪，商部族首领汤率部起兵推翻夏桀统治，继夏政权之后又建立了商代国家。
商政权的统治共传17世31王，历时约500年。
至公元前11世纪的纣王统治时期，商代国家又被西周政权所灭亡。
夏商两代是黄河流域中原地区先后形成的两个相对集中统一的宗族国家集团，其社会组织内部仍然长
期保留着以血缘亲属关系为纽带的家族与宗族制结构。
但是，它们业已摆脱原始公有制的氏族社会性质，蜕变为阶级社会与政治国家。
特别是自商代中期以后，中国古代的早期国家及其宗族社会进入了高速发展的历史时期，创造了青铜
时代辉煌灿烂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化。
随着原始公有制的氏族制度的瓦解和早期政治国家制度的形成，中国古代早期法制文明起源的历史序
幕也被迅速揭开。
中国古代早期法制文明最初脱胎于原始社会末期，其法律制度以源于原始习惯和传统习俗的习惯法为
主，法律渊源主要包括礼与刑两大组成部分。
前者基本是由史前社会的信仰崇拜和宗教禁忌等祭祀礼仪规则以及伦理道德习俗改造而成的，后者则
大多是从复仇惩戒或军事征讨等暴力手段及其行为规范发展而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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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法制史(第2版)》：普通高等教育“十五”国家级过河教材,面向21世界课程教材,全国高等学校
法学专业核心课程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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