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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法制史是指中国法产生、发展、演变的历史，研究的是传统中国的法律思想、法律规则和法律实
践。
中国法制史课程自1998年起就被教育部确定为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法学专业的十四门主干课程之一，是
法学的一门重要基础课程。
中国法制史是近代中国最早形成的基础法学学科，通过沈家本、程树德、杨鸿烈、陈顾远等人的努力
，整个学科体系逐渐形成。
但在新中国的很长时期内，受前苏联的影响，中国法制史被称之为“国家与法权的历史”，主要以阶
级分析的方法研究中国国家与法律历史的本质和发展变化规律。
改革开放后，中国法律史学会成为中国法学界首先成立的国家一级学会，从而确定了中国法制史的学
科名称，经过二十多年的努力，中国法制史学科的研究对象和方法已经逐渐从单一走向多元化；从单
一的制度研究转变为制度与实践的研究；从单一的国家法研究转为国家法、地方法与民间法的研究；
从单一的通史研究转为通史、断代史和部门法史的研究；从单一的阶级分析转为历史分析、社会学分
析。
逐渐体现出“据了解之同情”，不苛求古人的实事求是研究态度。
近年来，随着社会对中华文化的进一步重视，中国法制史将对建立符合中国自身社会文化传统的社会
主义法治建设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对法科学生而言，学习中国法制史有着更重要的现实意义。
传统中国法的学习与现行有效的法律学习不同，由于不具有现实的约束力，故而中国法制史课程带给
学生的，并不是对具体法律规则和法律条文的掌握和运用，而是通过了解中国法的历史，培养起以中
国传统文化的视角来看待中国法的多样性和特殊性。
任何一个国家的法律都体现着该国家的民族精神，虽然中国近代法治是通过学习西方法律而建立，但
这并不代表着中国的法律就完全脱离于中国的传统法律文化而存在。
事实上，在人们日常生活中，特别是基层社会的规则体系中，传统中国的法律文化依然发挥着重要的
影响。
不学习中国法制史，就不会懂得中国法律的历史源流，也就很难准确理解当下中国的法律问题。
不仅如此，传统中国法律许多具体的制度和规则也在现代社会得到尊重或保留，如传统中国的吏治、
司法体系、民事习惯等。
在大量引进西方法制的时期，通过中国法制史的学习，我们可以进一步了解传统中国的法律制度，对
建立一套符合中国国情的法律制度具有重要的意义。
囿于教科书体例和教学的需求，一些理应作为中国法制史研究的内容未能纳入其中，教材中所涉及的
法律制度还只能是以中央立法的全国性制度，或者说是一种正式的官方设计；而由于各时期、各地方
、各民族不同的文化习俗，中国传统法所表现出来的真实面貌并不尽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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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共分12章，按照编年史的顺序逐朝逐代地介绍了各个历史时期的法律思想、立法成果、法律制度
和司法体系等内容，时间跨度从中国法的起源一直到民国时期。
每部分均有导读、重点和课后思考及阅读的建议，在正文阐述中力争做到脉络清晰、表述准确，并有
原典阅读、人物介绍、百家争鸣、法律条文等板块，在提升读者兴趣和开拓思维方面进行了一定的探
索。
　　本书适合法学、历史学的本科生和研究生阅读，也适合对中国法制史有兴趣的人士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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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吉礼：用于祭祀的礼仪，要求人们虔诚地敬侍鬼神，包括棰祀（祀天帝）、实柴祀（祀日月）
、血祭（祭社稷）、肆献裸（享先王）等十二种形式。
凶礼：用于丧葬的礼仪，要求人们哀痛、忧思，包括丧礼（哀死亡）、荒礼（哀凶荒）等五种形式。
宾礼：用于朝聘会同的礼仪，要求人们注意礼貌，包括朝、宗、觐、遇等八种形式。
军礼：用于征伐的礼仪，要求兴师动众要果断，包括大师礼（用众）、大均礼（恤众）、大田礼（简
众）等五种形式。
嘉礼：用于吉庆活动的礼仪，主要是讲饮宴婚冠的繁琐仪式，包括饮食礼、婚冠礼、宾射礼等六种形
式。
除了以上五礼之外，《周礼》所载的内容还包括官制等方面的内容。
《周礼》六官的分工大致如下：天官主管宫廷，地官主管民政，春官主管宗族，夏官主管军事，秋官
主管刑罚，冬官主管营造。
“周礼”是周公等人根据夏礼、商礼和周人本族的风俗习惯制定的一整套以维护宗法等级制为核心的
行为规范及相应的典章制度、礼节仪式。
所以，“周礼”作用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维护宗法等级制度。
周礼所确定的全部规范和制度中，始终贯彻着“亲亲”、“尊尊”、“长长”和“男女有别”四个原
则。
“亲亲”父为首，“尊尊”君为首。
“亲亲”是宗法原则，旨在维护家长制；“尊尊”是等级原则，旨在维护君王制。
“亲亲”、“尊尊”既是周礼的基本原则，也是宗法等级制的核心内容，又是西周立法的指导思想。
其次，调解社会秩序。
西周统治者把礼作为治理国家的唯一准绳。
从法的角度，周礼就像现代的根本法，西周的一切政治、经济、军事、司法等方面的根本原则都包括
在内。
最后，预防犯罪。
《礼记·经解》：“礼之教化也微，其止邪也于未形，使人日徙善远恶而不自知。
”礼可以教化人心，使其避恶而归善，可以达到预防犯罪的目的。
四、礼与法的关系在西周社会中，从较为广义的概念上来讲，礼与法是同义词，礼就是法。
在周人心目中，礼就是传统社会中“法制”的主体，是真正意义上的法。
下面从较为狭义的概念上来讨论礼与法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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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法制史》：内容权威，专业，全面吸收最新学界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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