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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法律史论稿》共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关于本学科建设的一些基本问题包括指导思想
、研究对象、涉及范围、体系建构、发展阶段、批判继承、研究方法以及历史发展大要等等问题的论
述。
第二部分是关于各家各派思想对本学科发展之影响的探讨，其中除选录有关儒学和黄老之学的简要论
述以外，另有关于封建正统法律思想以及唐初期和明代法律思想的几篇文稿。
唐、明两稿中，前者仍主要在于论说儒学和黄老，后者则涉及宋明理学在法律方面的影响。
第三部分是关于封建各朝代，主要是唐、宋、明、清几代若干重点人物之法律思想的评介，所占篇幅
较大，涉及面也较广；其所以作此抉择，拟于下文申述。
第四部分属于杂著一类，大都是序言或书评；所述一般无关宏旨，只是表达我对于当前的法律史研究
及其发展感到的欣慰和对一些同学者们的景仰。
第五部分仅收文稿一篇，是关于我对本世纪中国法律思想史学研究的大体观感和对今后走向的蠡测。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法律史论稿>>

作者简介

饶鑫贤，别号辛咸，1923年2月生，湖南省沅江市人。
40年代后期毕业于南京国立政治大学，同时加入中国共产党从事革命工作。
50年代调入北京大学，先后担任法律学系讲师、副教授、教授、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导师，兼任系学术
和学位委员会委员及法律史教研室主任，并兼任中国法律史学会副会长和中国法律思想研究会会长。
在此期间，曾相继应邀在国内多所大学和美国华盛顿大学法学院讲学。
90年代初获国务院颁发的“有突出贡献”专家证书，享受政府特殊津贴。
在从事中国法律史的教学和科学研究工作中，力主博观约取，厚积薄发，要求在奠定坚实的基础之后
，逐步建立自己的学术风格。
在最近20年当中，曾先后培养20多届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以及多名国内外进修教师。
主要著作有上海辞书版《法学辞典》（编委兼主要撰稿）、《中国大百科全书·法学卷·中国法律思
想史分支》（副主编及修订版主编）、《中国法律思想史纲（上下册）》（双主编之一）、国家“八
五”重点科研项目《中国法律思想通史》（常务编委及《明代卷》主编）、《北京大学法学百科全书
·中国法律思想史分卷》（主编）；其中《史纲》一书曾获国家及北京市优秀教材奖。
此外还陆续发表了有关法律史的多篇学术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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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中国法律思想史学科建设论要 《中国法律思想史》研究对象商榷 中国古代法律思想和制度的历史发
展大要 中国法律思想的历史发展阶段浅议 儒学与中国古代法律思想的发展 儒经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 
汉初黄老学派法律思想略说 封建正统法律思想的形成和发展 明代法律思想概述 “贞观之治”和当时
的社会安定政策——论唐太宗李世民的政治法律思想 关于陆贽的先德后刑理论 简评吕温的法律平等
观 韩愈的“道统论”及其在法律思想上的反映 评柳宗元的法律进化观点和“断刑”理论 自居易的礼
刑关系论和犯罪根源说浅析 范仲淹司法改革思想述评 李觏法律思想论略 王安石变法革新思想简析 论
陈亮的功利主义法律思想 改革家张居正的法律思想 王守仁的“致良知”理论及其在法律上的运用 沈
家本爱国主义思想探析 《唐律>研究的新成果——钱大群教授主撰《唐律》系列研究五书简评 中国法
制史研究领域的一大力作——韩延龙教授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制史》一书简评 李贵连著《沈家
本评传》序 关于清官——《中国古代案例选》一书“代前言” 附：《中国古代案例选>各部分《按语
》 二十世纪之中国法律思想史学研究及其发展蠡测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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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中国的奴隶社会发展到西周，法律制度和法律思想又有了重要的发展。
它的具体表现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礼治”思想成为法律的指导思想 西周初期，相传在奴隶主
贵族的大政治家周公姬旦的主持下，以往昔的宗法传统习惯为基础，制订了一整套以维护宗法等级制
为中心内容的行为规范及相应的典章制度和礼节仪式，即所谓“制礼作乐”。
礼，就是一般所说的“周礼”。
附带说明一下：“礼”在中国法律史领域内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概念，在下面所讲的内容中，将要经常
提到它。
 “礼”所包含的内容十分庞杂，从国家的立法和司法，到人们日常的衣食住行，诸如婚丧嫁娶和人情
来往，无所不包，不少内容具有法律（主要是民法和行政法）、甚至国家根本大法的性质，是治理国
家的凭借，因此有所谓“为国以礼”或“礼治”的说法。
其中的基本原则“亲亲”和“尊尊”，是当时立法和司法的基本指导思想。
 （二）“亲亲”和“尊尊” 作为“周礼”的基本原则，“亲亲”是指必须亲爱自己的亲属，特别是
以父权为中心的尊亲属；子弟必须孝顺父兄，晚辈必须敬重长辈。
“尊尊”是指下级必须尊敬和服从上级，特别是天子和诸侯国的国君；必须严格上下等级，不得僭越
和犯上作乱。
 由于宗法关系和国家组织的密切结合，这两项原则往往是二位一体的。
它们鲜明地体现在法律上。
例如“不孝不友”，就是不孝顺父母，不友爱兄弟，它必然会导致不尊敬和不服从天子和国君，因而
被认为是“罪大恶极”的犯罪，必须给予严厉惩罚，不准赦免。
这是因为“罪莫大于不孝”，它是直接违背“亲亲”和“尊尊”的原则的。
 （二）“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 记载在古籍《礼记·曲礼上》里面的这两句话，是“礼治”的
最重要的特征之一。
“礼不下庶人”，主要是指“礼”赋予各级贵族的权利，特别是世袭特权，奴隶和平民一律不得享受
，但奴隶和平民却必须承担“礼”所加给他们的各种义务。
“刑不上大夫”，主要是指刑罚的锋芒不是针对大夫这种职位以上的贵族，而是针对着劳动人民的。
当然，这些贵族的行为，如果侵犯了奴隶主阶级的根本的和整体的利益，仍然是不免于受惩罚的。
 基于这种法律上公开的不平等，各级贵族凭借他们的特权，即使行为违背了礼的规定，一般也不受刑
罚的制裁，而只受社会的谴责。
纵令用刑，通常也能享受各种照顾。
例如“王之同族有罪不即市”，“有赐死而无戮辱”，“命夫命妇不躬坐狱讼”，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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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法律史论稿》主要收集了饶先生改革开放以来的部分学术论文。
这些论文几乎涉及到了中国法律思想史学科的各个领域：既有对中国古代和近现代历史人物法律思想
的横向比较和纵向剖析，又有对整个中国法律思想史之脉络全方位的概括和总结。
而对于我们这些弟子来说，出版此文集更有一种特殊的意义，那就是借此文集表达我们对先生的景仰
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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