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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法制史学科是法学的一门基础学科，又是一门专门史学。
它是研究中国法律的起源以及各个朝代、各种类型的法律制度及其发展变化过程与规律的学科。
在长期的中国法制史的教学与研究过程中， 我们发现， 对于中国法制史的研究与教学外延范围，不
应当局限于单纯形式化的“ 法律制度” 的发展历史。
任何一个时代的法律现象都是十分丰富多彩的。
包含着丰富多彩的法律现象的法制历史应当是多层面、立体化的历史画面。
我们要了解中国历史上的法律现象，至少应当了解三个层面的法律现象， 即法律思想理论层面的法律
思想、立法层面的法律制度和法律规范、法律运行层面的法律实践活动与状况。
基于上述认识，我们在中国法制史教材的编写过程中，力图改变过于单一化的针对狭义“ 法律制度”
历史的平面化陈述，而尽量从体例上实现对中国法制史的多层次、立体化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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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这本中国法制史教材，在2003年8月第一次出版时，我们在汲取前人和国内外学者研究中国法制史成果
的基础上，在编写体例上就进行了一些创新性的探索。
这种探索受到读者的一致好评。
2004年12月，本教材被中国法律图书出版发行联合会授予“首届中国优秀法律图书奖”。
2006年8月，由山东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这本中国法制史教材被教育部确定为“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
国家级规划教材。
”中国法制史教材编写组的同志按照教育部的文件要求，用了两年的时间，针对原版中国法制史教材
进行了精心修改。
经过修改之后的中国法制史教材力求体现中国法制史发展的系统性、规律性、宏观性、重点性和立体
性。
它包含了以下特点：第一，为了体现法制历史发展的系统性和规律性的特点，在中国古代法制史部分
，本教材打破了传统的断代史的编写体例，而是围绕着立法史、身份法律制度史、刑法史、行政法史
、婚姻家庭法史、司法制度史等几条主线，作纵向的系统论述。
其目的在于使读者能够从纵向的历史发展线索的角度，对于各种法律制度的发展过程有一个明确、清
晰的认识，便于从中总结各种法律制度的发展规律。
第二，为了体现宏观性特点，在每一种法的历史类型之前，设有专章进行宏观介绍，例如，在奴隶制
法律制度之前设有“中国奴隶制法概述”一章，在封建制法律制度之前设有“中国封建制法概述”一
章，在近代法律制度之前设有“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法律制度概述”一章，这些概述性的介绍，目的
在于使读者对于特定时期的法制发展概况具有宏观认识和总体把握。
第三，为了体现重点性特点，对于中国法制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法制发展变化设专题加以论述。
例如，对于“中华法系的基本特征”问題、“中国封建法律的儒家化”问題、“中国法律的近代化”
问题，等等。
对于这些问题的专门论述，有助于读者对于中国法制史上一些重要问题的系统思考。
第四，为了体现中国法制史的立体化内容，即中国法制史不仅仅是制度史，更是有人物、有思想、有
司法活动、有事件的活生生的法制历史，本教材增设了有关法制名人、名案、名事、名言点评的内容
，即“中国奴隶社会法制名人、名案、名事、名言点评”、“中国封建社会法制名人点评”、“中国
封建社会法制名案点评”、“中国封建社会法制名事点评”、“中国封建社会法制名言点评”、“半
殖民地半封建时期法制名人、名案、名事、名言点评”等章节。
其目的在于使读者从重要法制人物、著名案例、著名法制事件和著名法制言论申，更丰富地了解中国
法制史的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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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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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按照中国古代历史时期划分，中国的奴隶制礼会是指夏朝、商朝、西周王朝和春秋时期。
从时间断限上讲，大约是从公元前21世纪至公元前475年。
中同奴隶制时代的法律制度即指这一时期的法律制度。
在长达一千多年的中国奴隶制社会中，建立在以井田制为核心的农业文明和以宗法制度为核心的家族
社会基础之上的中国奴隶制法律制度，无论从法律形式上，还是从法律制度的内容上看，均表现出了
不同于西方奴隶制法律制度的鲜明特点。
法律现象是人类社会进入阶级社会以后特有的历史现象。
但是，法律现象不能仅仅从它自身来理解，而应当从法律现象所处的特定社会环境来理解。
特定社会的经济基础、社会结构、政治制度等等各种因素，均对法律现象起着重要的甚至是决定性的
影响作用。
为了理解中国奴隶社会的法律现象，我们有必要首先剖析奴隶社会的各种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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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这本中国法制史教材经过多年教学实践的检验，受到广大读者好评。
在教学过程中也收到了读者许多宝贵的修改建议。
2006年8月，这本中国法制史教材被教育部确定为“普通高等教育‘ 十一五’ 国家级规划教材” 。
借此修改机会，本教材编写组采纳读者建议，吸收法史学界最新的研究成果，在体例上和内容上进行
了较大幅度的修改，期盼这本教材能够更适合广大读者的需求。
本书主要撰稿人是：李玉福（绪论、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第五章），赵玉环（第四章、第七章
、第十八章、第十九章），韩慧（第十六章、第十七章、第二十四章），曲伶俐（第七章、第八章）
．岳悍怡（第十一章、第十二章），管伟（第二十章、第二十二章），刘凡振（第六章、第十五章）
，支强（第十三章、第十四章），都玉霞（第二十一章、第二十三章），林树金（第九章、第十章）
。
全书最后由李玉福通稿、定稿。
在本书的编写过程中，我们参考了兄弟院校编写的同类教材和法史学界的研究成果， 得到了山东大学
出版社的大力帮助。
在此表示感谢。
由于时间仓促，水平所限，疏漏之处在所难免，敬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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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法制史》由山东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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