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法制史>>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中国法制史>>

13位ISBN编号：9787300118994

10位ISBN编号：7300118992

出版时间：2010-5

出版时间：赵晓耕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0-05出版)

作者：赵晓耕

页数：419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法制史>>

前言

我们正处在教育史，尤其是高等教育史上的一个重大的转型期。
在全球范围内，包括在我们中华大地，以校园课堂面授为特征的工业化社会的近代学校教育体制，正
在向基于校园课堂面授的学校教育与基于信息通信技术的远程教育相互补充、相互整合的现代终身教
育体制发展。
一次性学校教育的理念已经被持续性终身学习的理念所替代。
在高等教育领域，从1088年欧洲创立波洛尼亚（Bologna）大学以来，21世纪以前的各国高等教育基本
是沿着精英教育的路线发展的，这也包括自19世纪末创办京师大学堂以来我国高等教育短短一百多年
的发展史。
然而，自20世纪下半叶起，尤其在迈进21世纪时，以多媒体计算机和互联网为主要标志的电子信息通
信技术正在引发教育界的一场深刻的革命。
高等教育正在从精英教育走向大众化、普及化教育，学校教育体系正在向终身教育体系和学习型社会
转变。
在我国，党的十六大明确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之一就是构建学习型社会，即要构建由国民教育
体系和终身教育体系共同组成的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教育体系。
教育史上的这次革命性转型绝不仅仅是科学技术进步推动的。
诚然，以电子信息通信技术为主要代表的现代科学技术的进步，为实现从校园课堂面授向开放远程学
习、从近代学校教育体制向现代终身教育体制和学习型社会的转型提供了物质技术基础。
但是，教育形态演变的深层次原因在于人类社会经济发展和社会生活变革的需求。
人类社会开始进入基于知识经济的信息社会，知识创新与传播及应用、人力资源开发与人才培养已经
成为各国提高经济实力、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关键和基础。
而这些是仅仅依靠传统学校校园面授教育体制所无法满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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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法制史的内容丰富，涵盖了几千年的传统法律文化主要的发展变化过程。
本教材将中国法律制度的发展分为十二个时期，引用了大量的文献资料、史书记载等来阐述每个时期
的法律制度的特点及对当时中国社会各方面的影响，并在每章都设了“学习目标”、“本章小结”、
“参考案例”、“关键概念”和“思考题”等栏目，使读者能对本教材内容提纲挈领、加强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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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赵晓耕，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法学博士。
中国法律史学会理事，中国儒学与法律文化研究会理事，中国监狱史学专业委员会理事，主要从事中
国法律史和台湾法的科研与教学工作。
参加并主持国家科研项目及专业课教学大纲的编写等工作。
出版专著：《韩非子》、《宋代法制研究》、《宋代官商及其法律调整》、《中国古代土地法制述略
》、《台湾地区法律概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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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导论第一章　习惯法时代——夏商两代中国传统法律的产生第一节　夏代法律的形成第二节　商代的
法律——由成文习惯法向国家制定法的转变第二章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奠基时期——西周的礼法制
度第一节　西周的礼法文化第二节　西周的法律制度及其特点第三章　缘法而治时代——春秋战国时
期成文法的公布与法典化第一节　春秋时期的法制变化第二节　战国时期的法制变化第四章　缘法而
治时代的终结——秦代的“治道运行。
皆有法式第一节　法制指导思想与立法第二节　秦代法律的内容与特点第五章　法律之儒家化——两
汉的法律发展第一节　两汉法律儒家化的历史成因第二节　两汉法律的内容特点第六章　儒家思想的
法律化——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法律制度第一节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法律制度的主要发展变化第
二节　魏晋律学与刑罚制度的发展变化第三节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司法诉讼制度第七章　礼法结
合之完成——隋唐法制与中华法系第一节　隋代法律制度第二节　唐代法律制度第八章　礼法合一的
发展与变化——宋、辽、金、元时期的法制第一节　宋代法律制度——礼法合一的发展第二节　辽金
元时期的法律制度——中原礼法文化对周边少数民族法律的影响第九章　从德主刑辅到明刑弼教——
明代法律制度的发展第一节　明代立法思想与立法概况第二节　明代法律内容的发展及其特点第三节
　明代司法制度的发展变化第十章　“参以国制”与“详译明律”——清代法律制度的发展变革第一
节　清代立法概况第二节　清律的基本内容第三节　清代司法制度第十一章　中华法系的近代化——
清末法律制度的变革第一节　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的基本情况和清政权性质的变化第二节　清末预备
立宪第三节　清廷的其他立法第四节　司法制度第十二章　共和国体与专制制度——中华民国时期的
法律制度第一节　南京临时政府的法律制度第二节　民国北京政府的法律制度第三节　南京国民政府
的法律制度第四节　新民主主义时期人民民主政权的法律制度参考书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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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在时间上包括自公元前475年至公元220年期间的法律制度。
从春秋以后，中国开始有了向全社会公布的成文法，从此，中国的法律开始过渡到以成文法为主体的
状态。
我们通常所说的“传统法律文化”、“传统法律制度”，其主体就是在这一时期形成、发展和成熟的
。
我们可以把这一漫长的历史时期划分为以下几个发展阶段：（1）战国时期。
这是由早期习惯法向成文法转变的重要阶段。
战国时期处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动荡、大变革时代的后半期。
而社会变革的许多重要成果，中国的许多思想文化精华都出自这个时期。
在法制方面主要表现为以成文法为主体的新的法律体制开始在更大的范围内、以更成熟的形式建立起
来。
其中，战国初年魏国李悝制定的《法经》，就是战国时期法制变革的代表性成果。
另外，在整个中国古代社会中，影响最大的两大学术流派儒家和法家的主要政治法律思想，也都在这
一时期内成熟并在政治舞台上发挥广泛的影响。
（2）秦汉时期。
这是中国古代成文法法律体系全面确立时期。
时间上包括自公元前221年至公元220年这段历史时期。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以中央集权为特征的统一的专制王朝，确立
了以后几千年中中国传统的政治格局和政治模式。
在指导思想上，秦代奉行的是法家学派的“法治”、“重刑”等理论，而且在实践上贯彻得比较彻底
，秦代的法律制度很自然带有明显的法家色彩。
在中国历史上，战国时代和秦代是法家学派最活跃的时期，所以，秦代法制特色是极为鲜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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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中国有文字的历史有五千多年，传统法律的历史从有文字起就开始了。
从初时的只言片语，到以后的煌煌长篇巨典，这其间的发展历程，所承载的思想与制度，都是很值得
我们深刻体味与思考的。
现实生活中的种种表现，都不免受到传统文化的影响，其中，尤以传统法律文化对今日法制的影响最
为明显。
从法的观念到法律制度，从法典的制定到具体法律条文的司法运用，这当中的政治取舍，利害权衡，
均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我们的法制建设。
了解中国历史上的法律思想与法律制度的变化，对一个关注现实中国法制的人来说是不无裨益的。
当我们谈论当今法制建设应当如何如何的时候，我们是否已清楚自己的国家能够承受什么样的法律文
化？
当我们不厌其烦地解说别人成功的法律制度的时候，我们是否已了解其成功背后的社会结构与文化传
统？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但首先你必须是一个识玉之人。
每一个关心自己民族命运的人，每一个关注国家法制建设的人，应该了解一下自己民族的法律文化的
历史。
有此同感者，愿引以为知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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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法制史(第2版)》：是21世纪远程教育精品教材·法学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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