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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面向“十二五”法学专业规划教材：中国法制史（第3版）》严格按照教育部颁行的《全国高
等学校法学专业核心课程教学基本要求》，结合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法学研究最新成果和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编写及修订而成。
　　从总体上看，《面向“十二五”法学专业规划教材：中国法制史（第3版）》具有以下特点：　
　一是系统性。
该书注重法学基本概念、基本观点和基本原理的分析和阐述，释义准确，论点明确，重点突出，结构
严谨，便于学生全面系统地学习和掌握法学知识。
　　二是实用性。
该书包括《法理学》、《宪法学》、《刑法学》、《民法学》、《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学》、《经济
法学》、《刑事诉讼法学》、《民事诉讼法学》、《婚姻家庭与继承法学》、《合同法学》、《国家
赔偿法学》、《证据法学》、《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概论》、《知识产权法学》、《法律文书》、《律
师实务》、《中国法制史》、《外国法制史》等，基本上涵盖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具有较强的实
用性和可操作性。
　　三是通俗性。
该书作者力求将深奥的法学专业术语及原理作通俗的表述，简洁明了，深入浅出。
因此，本套教材既可作为高等学校（含高等职业技术学院、高等专科学校、成人高等学校）法学专业
教材，也可作为广大法律从业人员业务培训用书，还可供广大法学爱好者自学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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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夏商法律制度　　（约公元前21世纪一公元前11世纪）　　第一节 夏朝法律制度　　【案
例链接1-1】　　尧派舜调解纠纷　　尧询问各部落首领，谁可以继承天子之位，统领天下。
首领都举荐以孝闻名的舜。
历山的农人发生田界的纠纷，舜前往历山耕种，经过一年的时间解决了纠纷。
生活于河滨的渔人为争夺打鱼的有利地势而发生纠纷，舜前往与渔人一起打鱼，经过一年的时间，渔
人效法舜，将有利的地势让与长者。
东夷的手工业者制造的陶器易碎，舜前往东夷与陶人一起制陶，经过一年的时间，制陶的人将陶器制
作得坚固耐用。
　　（资料来源：《史记，五帝本纪》。
）　　这个故事反映了国家与法律在传说时代产生的途径，即部落习俗。
部落间的战争萌生了最初的“刑”，而部落习俗通过祭祀萌生了具有法律规则性质的“礼”。
　　一、中国法的起源　　中华民族和世界上其他民族一样，经历了若干万年的无阶级、无剥削的原
始社会，大约在公元前五千年，我国黄河和长江流域的一些部落，先后由母系氏族公社转变为父系氏
族公社。
从此之后，私有制发生、发展起来，剥削、阶级以及特权等逐渐形成，原始社会开始走向解体。
在私有制和阶级逐渐形成和掠夺战争不断进行的过程中，氏族首领的职权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们
从氏族的公仆变成了统治整个氏族的权威。
例如，禹在出兵攻打三苗之前的誓师会上，俨然以国王的口气发号施令。
会稽大会时防风氏迟到，被禹下令处死。
在社会占统治地位的不再是血缘关系，而是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剥削者和被剥削者的关系。
　　至公元前21世纪，夏启破坏民主“禅让”制，夺取政权建立夏王朝，确立王位传子的世袭制度，
从此我国历史便出现了第一个家天下的王朝，中国的国家和法律制度正式形成。
　　关于中国法的起源，历来说法不一。
有的说中国法取自“三苗”，认为有苗氏最先制定了法律。
苗族是中原以外的一个先进部落，该部落最先摆脱了神权的束缚，制定了肉刑。
有的认为“刑（法）起于兵”，认为中国古代不仅法与刑不分，兵与刑也不分，用战争惩罚来论证法
的起源。
中国在进入阶级社会前后的一段时间，发生了多次较大的战争，关于上古时代战争的有关描述史不绝
书，如：黄帝蚩尤之战、黄帝炎帝之战，以及夏和有扈氏的战争。
约束军队，奴役和剥削俘虏都需要刑（法）加以管束和镇压，刑起于兵的说法在古代影响极大。
关于法的起源还有刑（法）以定分止争的观点，刑（法）起于“性恶”说，刑源于天说，等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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