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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余少为学，耽于古典文学名著，由是而对史书有所偏爱，虽未必知道何为史学，而私心向往也，故于
三十年前，报考大学，所填第一志愿本为史学。
然阴差阳错，最终于1978年入西南政法学院（现改称西南政法大学）研读法学，但爱史之心未衰。
嗣后，在西北政法学院（现改称西北政法大学）从事法律史学之教学研究。
从教之初，多为人云亦云式，囿于教学计划和指定教材，很难越雷池一步。
因为即使到了大学，中国学生仍在一定程度上延续着应试教育的模式，毕竟，学生是要考试的，而所
有考试几乎都要求有标准答案。
不过，经过一段时间的教学相长，尤其是为研究生开设法律史学方法论课程，促使余不得不思考，即
使为了应试，在法学本科开设中国法制史学课程，究竟应该选择怎样的方向？
循此目标，遵循古圣先哲之教诲，边学边思，发现实际上有多种中国法制史学，或者准确地说，有多
重意义上的中国法制史学，至少有史学意义上的、法学意义上的、法社会学意义上的，而在法学本科
阶段所开设的中国法制史学，无疑应该是法学意义上的。
因此，这部教材的基本思路就是按照法学意义上的中国法制史学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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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首先介绍了中国法的起源问题，主要探讨了中国法起源的两种途径及其相应的模式。
其后，作者又对中国古代的刑罚体系以及以五刑为中心的刑罚体系之间的发展过渡着手。
此外，作者又结合当前法学研究的热点与研究的方法，对中国古代民事法例及司法制度乃至近现代以
来的宪政发展内容与特点逐一进行了较为细致的分析与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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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二节 探明方法一、研习中国法制史学的目的与价值中国法制史学既然能列入法学类的必修科目，且
由国家教育管理部门核定为核心课程，自必有其深层价值存在。
（一）中国法制史学与现代法学现代法学是体系庞大、门类众多、结构严谨、内容丰富的社会科学学
科群，对其研习与把握自有相应的入门途径，此即法理学与法史学。
其中自法理学（或法哲学）入门，重理论的抽象指导，自可达到提玄钩要、举纲张目、得其精华的目
的。
然如仅凭理论而忽视历史，则无非海市蜃楼，虽可灿烂夺目于当时，但最终却难免昙花一现。
因为，现代法学的概念、体系、理论、学说等，都是由古代和近代发展演进而来，是历史上法学之积
淀与升华，故如欲研习现代法学并希望对其有深入、全面、准确的把握，以促进现代法学的进步与发
展，自应同时以法律史学作为人门之径。
非如此，不足以使对中国现代法学的研习做到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惟如此，才可能尽量避免现代法
学的发展落人肤浅空洞与空中楼阁之窠臼。
（二）中国法制史学与现代法制中国拥有五千多年陈陈相因、不曾中断、卓尔不群、独树一帜的法制
文明历史。
中国法制历史又具有成功与失败的经验和教训，即使曾经受到过外来因素的影响，但在其发展演进中
也逐渐与之融合。
这一点对于中国现代法制文明的建设并非毫无意义。
现代中国法制虽然是在世界一体化潮流中形成与发展的，必然受到域外法制文明的强烈影响，但却未
尝不是以中国固有法制文明作为直接渊源和根底的。
数典不应忘祖，饮水亦应思源，因此，当代中国法制建设以及法制现代化，必须以开放的心态，宽阔
的胸怀，兼容并蓄的方式，不仅应求于外，求于新，而且更应求于实，求于用；且先贤有言，温故即
可知新，推陈当能出新。
据此就可以说，研习中国法制史学，总结中国法制发展的历史规律，可鉴往以知来；而汲取中国法制
在历史上的经验教训，也能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弘扬优良传统，避免无谓失误。
（三）中国法制史学与中国传统文化法制作为社会文化现象，系一定社会条件中文化活动的产物，必
然依托于深厚的社会文化基础。
中国历史上的法制乃是在中华民族数千年不断演化而一脉相承的文化背景下形成与发展的，必然带有
民族文化的深深印痕。
也就是说，中国传统法制，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无疑与中国传统的哲学思想、价值观
念、伦理道德、民族精神、政治制度、经济构成等存在着不可分割的互动关系。
因此，通过研习中国法制史学，有助于了解和把握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法、法律、社会、人际关系以
及政治、经济、伦理道德等观念和理论，并用现实、客观、科学的态度来对待和反思中国传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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