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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人类文明与文化的发展中，中华民族曾作出过伟大的贡献，不仅最早开启了世界东方文明的大门，
而且对人类法治、法学及法学教育的生成与发展进行了积极的探索与光辉的实践。
在我们祖先生存繁衍的土地上，自从摆脱动物生活、开始用双手去进行创造性的劳动、用人类特有的
灵性去思考以后，我们人类在不断改造客观世界、创造辉煌的物质文明的同时，也在不断地探索人类
的主观世界，逐渐形成了哲学思想、伦理道德、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等一系列维系道德人心、维持一
定社会秩序的精神规范，更创造了博大精深、义理精微的法律制度。
应该说，在人类所创造的诸种精神文化成果中，法律制度是一种极为奇特的社会现象。
因为作为一项人类的精神成果，法律制度往往集中而突出地反映了人类在认识自身、调节社会、谋求
发展的各个重要进程中的思想和行动。
法律是现实社会的调节器，是人民权利的保障书，是通过国家的强制力来确认人的不同社会地位的有
力杠杆，它来源于现实生活，而且真实地反映现实的要求。
因而透过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时代的法律制度，我们可以清楚地观察到当时人们关于人、社会
、人与人的关系、社会组织以及哲学、宗教等诸多方面的思想与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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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1.必修课和选修课教材以“×××原理与案例教程”为书名，理论与案例紧密结合，在案例中讲原理
，在原理中谈实务，以适应培养应用型法律人才的需要。
体例与内容开拓创新。
正文之外设立了“参考文献”、“参考法规”、“引例”、“问题与思考”、“索引”等栏目，以案
例引出正文叙述，并为学生提供规范的研究路径指引。
    2.案例研习教材以“×××案例研习教程”为书名，以典型案例串联学科基本法律制度，通过案例
研讨法律实务。
全书从对整个学科有贯穿作用的综合性案例开始，讲授本学科案例分析的基本方法，激发读者学习本
课程的兴趣。
每章以若干案例讲解基本法律制度，并附若干探讨案例和司考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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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夏商西周的法律制度第一节　历史与法制发展概况夏、商、西周是中华文明的起源和奠基时期
，也是中国占代法律制度萌芽、发展并逐步形成特色的时期。
这一时期的历史资料匮乏、零散，后世的记载和追述真伪杂陈，为此有必要对我们目前所掌握的这一
时期历史与法制的发展状况以及关于这一时期研究的基本资料作一简单的交代。
这一节将根据目前考古资料与文献资料记载，讲述两个问题：一是上古时代的历史沿革；二是上古时
期法律制度的演变与主要特点。
一、历史沿革夏（约公元前21世纪～前16世纪）是中国历史上唯一无文字可稽的世袭王朝，也是中国
历史上出现的第一个奴隶制国家。
据《史记·夏本纪》记，自夏禹传位于子启，至夏桀时夏亡，夏代历时近五百年。
商（约公元前16世纪～前11世纪）是继夏之后的王朝。
商族原是臣属于夏王朝的一个方国，主要活动于黄河中下游地区。
大约在公元前16世纪左右，商人在其首领汤的带领下，联合一些反对夏统治的部落或方国讨伐暴虐无
道的夏桀，推翻了夏朝，建都于亳（今河南商丘），后数次迁都，至盘庚时定都于殷（今河南安阳）
。
商朝政权维系了600年，至公元前11世纪商纣被周人推翻，结束了商的统治。
西周（约公元前11世纪～公元前771年）是中国奴隶制社会的发展兴盛时期。
周族兴起于渭水中游的黄土高原，原为商王朝的方国，大约在公元前11世纪迁移至岐山下的周原（今
陕西岐山）。
周族在此发展农业，改革旧习，营建城都与宫室，力量逐渐强盛。
而此时商王朝内部阶级矛盾激化，纣王无道，连年耗费巨资对东夷用兵。
周武王联合附近八百多个反商部落或方国，于公元前1027年讨伐纣王，击溃商王的军队，纣王自焚，
商亡，周人夺取了政权，定都镐京（今陕西西安）。
公元前771年周幽王被杀，平王迁都雒邑（今河南洛阳）。
19武王建周至平王迁都，史称“西周”。
西周历时二百六十余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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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法制史原理与案例教程(第2版)》适用于在读法律硕士研究生，亦可适用于普通高等院校法学本
科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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