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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法制史关键问题》是“命题作文”。
按照出版社的规划，《中国法制史关键问题》应当达到两个目的：第一，用问答的形式引导读者产生
研习中国法律史的兴趣，通过阅读此书掌握本学科的基本问题、热点问题，进而由此能够入门；第二
，期待能够对目前各种各样的考试，尤其是对各招生单位的博士生、硕士生的入学考试起到良好的参
考指引作用。
另外，部门法的研习者，通过阅读本书也可以对中国法律发展形成基于历史角度的认知，并有所收获
。

　　我们希望读者通过对《中国法制史关键问题》的研习，能够做到举一反三，从而对中国法律史的
学科热点问题有所了解。
首先，对答题的要领有所掌握，对学科的研究方法有所感悟。
其次，作为学科研究的入门书，基础知识也不可或缺。
为了帮助读者概括地了解中国法律史的学科基础知识，我们以时代特征为线索，力求在有限的题目中
反映各个时代的法律特色，以便于读者掌握数千年法律发展的基本规律。
为此，《中国法制史关键问题》共分九个历史时期。
以夏商西周为例，该段历史时期的主要问题围绕着法律的起源、神权法、礼治等内容。
在掌握这些基础知识的过程中，读者会认识到，这一历史时期的研究热点和难点在于史料的匮乏，因
此，对资料的去伪存真是研究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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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三、人情对国法的渗润中国古代的法律传统是一种“礼法结合”的法律传统，“礼”处于重
要地位，从而使中国古代的法律制度成为一种人情法，人情成为法律的核心。
所谓“人情”当指人们共同认可的一些常识、常理、常情，并用以判断是非善恶。
可以说，“人情”是“天理”在“国法”中的一种落实。
中国古代法律虽然受“天理”的指导，但是天理是飘忽不定的，何谓“天理”，谁都说不清楚。
因此，中国古代的统治者和立法者认为天理源于人情，而人情则是人人皆有感受的东西。
这样，神秘的天理不再是空中楼阁，不可捉摸的理念，而是可以落实到人定法中的可操作的信条。
当法律能够维系、支持这些价值目标时，它就实现了“天理”，就成为人们所渴望得到的“良法”。
在中国古代法律制度中，只有合乎人情的法才能体现“公正”，只有按照人之常情办事才算得上正直
，因为公正体现在人情之中。
孔子、孟子曾经大力推行人情对法律的修正，所以出现“父为子隐，子为父隐”才合乎人情的观点。
至汉代以后，立法、司法中是否能体现人情，成为人们评价君主、官吏与法律的标尺。
这意味固守法条不知变通，虽然是清廉堪为天下仪表的官吏，也不免被视为酷吏；以法体现出礼的宗
旨，才算得上良吏明主。
就人情的具体内容而言，受传统文化的熏染，固有的宗法伦理道德成为衡量行为的是与非、善与恶的
标准，因此，是否符合仁义礼智、忠孝节悌、诚信廉耻的要求，便成了判断是否符合人情的常识、常
理。
而最核心的，则为崇尚忠孝思想和等级制度的“礼”。
“礼治”便是要实行“亲亲”、“尊尊”的原则。
所谓“亲亲”是以父权为中心的尊亲属，主张家族利益为上。
所谓“尊尊”是指地位低贱者必须尊敬和服从地位尊贵者，特别是要服从国君。
以“亲亲”、“尊尊”为出发点，适应家族本位的社会发展，儒家尊崇“忠孝”思想。
在家为“孝”，在国为“忠”。
“孝”体现了“亲亲”的宗法原则，“忠”体现了“尊尊”的等级制度。
只有在家做到了“孝”，才能在国实现“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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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法制史关键问题》：关键问题深度阐释学科重点理论，体系梳理有效引导法学研究进路，名校
真题全面展现考研考博趋向。
“法学关键问题系列”按照各个部门法学的学科特点。
对本学科的重点、难点按照“问题”的形式进行体系化整理，并予以详细解析。
每个“问题”包括三个部分：分析和阐释问题、延伸阅读、考研考博真题。
可以帮助专业学生深度理解学科知识，引导学科研究进路，帮助考研考博学子有针对性地备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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