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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公平正义乃人类恒久追求的理想目标。
公平正义的实现，有赖法治国家的真正建立。
欲达此目的，除了经济繁荣、政治昌明、法制健全之外，人们对法律的普遍尊崇和切实信仰，才是法
治国家建立的社会基础和根本保障。
因为，法律作为社会关系的调节机制，人类交往的行为准则，定分止争的裁判规范，纠纷处理的程序
保障，只有被社会普遍认可和尊崇信仰，才会具有真正的意义。
所以，公平正义的实现、法治国家的建立，除了加强法学研究，构建科学完备的法律体系之外，法律
人才的培养和法学教育的普及，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
自古以来，法学作为公平正义之学、治国安邦之术，一直被贵族阶层所垄断。
即使到了中世纪，法学研究和法学教育也始终未曾得以真正普及。
虽然，大学建制化的法学教育始于欧洲大陆1l世纪末的波伦亚大学，但真正近代意义上的法学教育，
实际产生于民族国家的建立，尤其是法典编纂和学科分化确立之后。
尽管，我国清末也建立了所谓的法律讲堂，但其非现代意义上的法学教育。
应当说，随着“西学东渐”和现代大学教育制度的引入，20世纪初的中国才有了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法
学教育。
新中国的法学教育，除了20世纪50年代初短暂的存续、引进和改造之外，其实真正兴起于十一届三中
全会以后。
伴随着改革开放30年波澜壮阔的历史巨变，我国的法治建设业已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可喜进步。
历经几代法律学人的不懈努力，我国的法学研究和法学教育事业亦呈现出蓬勃发展的良好势头。
法学教育机构由原来的几所、十几所，现已发展到600多所。
法学教育的层次由最初的本科教育，现已发展为本科、硕士、博士等层次齐全的法律教育体系。
随着法学教育规模的不断扩大，法学教育质量也在持续稳步提高。
改革开放后培养的新一代法律、法学人才，正在逐步成为现代法治建设的生力军。
法学教育在法治建设中的重要作用日益显现，并逐步被社会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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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法律思想史》是该丛书之一。
本书共包括十八章：第一、第二章分别对夏、商、西周时期的法律思想，以及春秋初期革新者的法律
观点做了介绍；第三章着重探讨先秦儒家以修身、治国、安民为中心的法律思想；第四、五、六章对
先秦时期墨家、道家、法家等学派的主要法律观念予以分析比较；第七章则重点介绍封建正统法律思
想的形成与主要内容；第八章至十三章是历代众多政治家、思想家从不同角度与侧面对正统法律思想
的维护或修缮；从第十四章至十十七章则为近代各个阶层人物在西学东渐过程中发表的法律观点。
本书第十八章介绍了中国共产党人在民主革命时期的法律思想。
    本书是在第一版的基础上修订而成，除增加第十八章中国共产党人的法律思想外，对原有各章的内
容进行了部分调整与充实，学科前沿成果基本得以反映。
本书作为河南省高等学校规划教材，主要适用于法学专业的硕士研究生与本科生。
此外，也可作为司法工作者学习理论法学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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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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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目的第一章  夏、商、西周的神权法思想  第一节  夏、商奴隶主的“天命”、“天罚”思想    一、神
权法思想的产生    二、夏代的“天命”、“天罚”思想    三、“天命”、“天罚”思想在商代的发展  
第二节  周公“以德配天”说与“礼治”思想    一、西周的“以德配天”说    二、礼治与“明德慎罚”
思想第二章  春秋时期革新家的法律思想  第一节  管仲的“令顺民心”与“以法统政”思想    一、仓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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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猛服民  第三节  邓析“事断于法”的法律思想    一、不法先王，不是礼仪    二、私造竹刑，传授法
律第三章  先秦儒家的法律思想  第一节  孔子的法律思想    一、“为国以礼”的礼治论    二、“为政以
德”的德治观    三、“为政在人”的人治论  第二节  孟子的法律思想    一、以“仁政”去邪化民    二、
民贵君轻与暴君放伐    三、“惟仁者宜在高位”的人治论  第三节  荀子“隆礼重法”的法律思想    一
、国家与法的起源    二、隆礼重法则国有常    三、强本，节用，以政裕民    四、有治人，无治法第四
章  墨家的法律观  第一节  儒、墨两家的对立与互融    一、社会秩序存立的背景力量不同    二、社会生
活的安排与期待不同    三、个体关系的社会构成不同  第二节  兼相爱，交相利    一、“天下之人皆相
爱”的理想社会    二、以“天志”为基础，以“兼爱”为原则的法律观    三、不党父兄，不偏富贵与
赏当贤，罚当暴    四、杀人者死，伤人者刑与杀盗人非杀人    五、立足于“利民”的经济立法原则第
五章  道家的法哲学思想  第一节  老子“道法自然”、“无为而治”的法哲学观    一、道法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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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西周的“礼治”思想源于周初的血缘宗法伦理体制，又反过来维护贵族世袭特权和统治人民的上层建
筑，实质上也就是西周奴隶主贵族专政的代名词。
在西周初期各地区经济联系极其薄弱的情况下，它所维护的宗法等级制对于稳定社会、政治秩序，巩
固一个疆域辽阔的王朝来说，曾起过重要的历史作用。
到。
了春秋战国时期，随着奴隶制的衰落，封建制的兴起，阶级斗争和贵族内部矛盾的激化以及宗法关系
的日益疏远，它已变成阻挠社会前进的严重障碍并不断分崩离析。
在当时思想领域的百家争鸣中，除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仍然主张“礼治”外，其他各家特别是主张“
以法治国”的法家都强烈反对“礼治”，从而展开了一场长达两百多年的礼、法之争。
不过，儒家虽然维护“礼治”，却对周礼有所修正，要求“尊贤使能”、礼下庶人。
法家虽然反对“礼治”，主张刑上大夫，但并不反对等级特权。
所以当时礼、法之争的过程，也就是礼下庶人、刑上大夫两相结合的过程。
（三）周公“明德慎罚”思想“以德配天”说是以周公为代表的周初统治者改造夏商天命神权思想的
重大成果，这一学说具体运用到法律领域就是“明德慎罚”思想。
最早使用“明德慎罚”这一概念，明确提出明德慎罚思想的是辅佐成王摄政的周公旦。
周公在其命书《尚书-康诰》中指出：“惟乃丕显考文王，克明德慎罚，不敢侮鳏寡，庸庸，祗祗，威
威，显民，用肇造我区夏，越我一二邦，以修我西土。
”这是说周文王靠实行德政，谨慎使用慎刑，任用贤才，敬事人民，才使周国小邦日益强盛起来的。
又说：“告汝德之说于罚之行”，意指“明德”就在“慎罚”之中。
“明德慎罚”，就是要求统治者重视道德教化的作用，立法、司法都必须宽缓、审慎，执行刑罚更要
慎重，即要德刑并用，以教化为先，反对以刑杀为要。
“明德慎罚”思想的提出与周初的政治局势有着密切的联系。
在西周初年，统治阶级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时时刻刻担心王权失手，“夏监”、“殷监”是他们的
口头禅，几乎天天挂在嘴边。
周公提倡“明德慎罚”，就是要告诫西周统治者，吸取和借鉴殷商迷信天命，滥施酷刑而亡国的教训
，在“明德”的基础上谨慎地使用刑罚。
鉴于周初殷民不服，邦国不稳，周公首先致力于统治集体内部的团结。
他在封其子伯禽于鲁的命辞中曾指出：“君子不施（弛）其亲，不使大臣怨乎不以，故旧无大过，则
不弃也，无求备于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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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本书是郑州大学法学院、河南大学法学院、河南科技大学文法学院、上海财经大学法学院、河南理工
大学、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郑州航空管理学院等高校从事法律史教学与科研的教师集体合作的
结晶。
各章撰稿分工如下：绪论、第三章，梁凤荣（郑州大学）；第一章、第十三章，王云红（河南科技大
学）；第二章，云剑（郑州航空管理学院）；第四章、第五章、第八章，田留轩（河南理工大学）；
第六章、第十二章，孙英伟（河南政法管理干部学院）；第七章、第十八章，孙海霞（郑州大学）；
第九章、第十一章，余小满（河南大学）；第十章，李国锋（河南政法管理干部学院）；第十四章、
第十五章，吕铁贞（上海财经大学）；第十六章、第十七章，梁庆亚（郑州大学）。
中国法律思想史是一门内容繁博的学科，在本书的编写过程中吸收借鉴了前辈学者及同道同仁的研究
成果，在此一并表示诚挚的感谢。
受编写者水平的限制，书中错漏之处在所难免，敬请方家指教。
本书由梁凤荣任主编，田留轩、吕铁贞、王云红任副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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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法律思想史(第2版)》：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十一五”规划重点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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