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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正是基于传统法律文化发展的道路选择和农民群众了解传统法律文化的现实权利，我们选择将《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今读》作为农家书屋的组成部分向广大农民群众介绍，并力求通俗化、大众化，便
于农民阅读。
农民群众非常喜爱历史知识和历史故事，笔者曾在甘肃陇东、河西等地农村蹲点，看到整村的父老乡
亲，步行数十里，去看一场下乡演出的秦腔《秦香莲》《三堂会审》等折子戏；还有陇东的剪纸、通
渭的民间书法绘画等，农民对中华文化和国学的挚爱令人感佩。
加之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农村社会结构已发生深刻变化，又经过“五·五”普法教育，当代新型农民
已具备一定的阅读和欣赏水平，不可小看了当代农民。
本书虽也尊重史料，但不拘泥于过多研究。
由于作者专业研究不足，错漏不当之处，乞请读者和专家赐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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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韩雪梅，女，甘肃武威人，经济法硕士，兰州大学法学院讲师。
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法制史学、中国法律思想史学。
目前，已在国内学术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十余篇，参与国家级科研项目两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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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一、概述
1．中华法系：中华民族法制文明的杰作
2．“神兽决狱”的传说：中国古代“法”的萌芽
3．中国古代法律的起源
4．礼源于祭祀：谁是上天意志的执法者
5．刑起于兵：战争，远古时代法律最宏伟的舞台
6．儒家思想：开启中国占代法制大门的钥匙
7．朕即法律：法律维护皇权至上
8．宗法：宗法制下的中国古代法律制度
9．司法从属于行政：中国古代司法传统
10.刑、法、律：古代“法”观念的演变
11.刑、法、律、令、典：形式多样的古代法律
二、古代的法制指导思想
1．天命天罚：王权“天”授的夏商神权法
2．以德配天：周公对“天”的新认识
3．礼崩乐坏：孔子的愤怒
4．垂法而治：秦王赢政的梦想之旅
5．无为而治：汉朝立国安民的黄老之学
6．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汉武帝的决断
7．德主刑辅：中国封建法制思想的灵魂
8．纳礼人律：儒家思想成为法律
9．准五服以治罪：家庭内部犯罪的量刑原则
10.亲亲相隐：孔子认定的道理
三、中国古代的主要法典
1．“禹刑”：以治水英雄命名的刑法
2．“汤刑”：商朝的法律
3．“九刑”：刑罚还是刑法
4．《吕刑》：我国现存最早的法律文献
5.《法经》：封建法典之祖
6.《云梦秦简》：法官大人的陪葬
7．萧何定律：汉朝第一部刑法典的制定
8.《傍章律》：让刘邦感受皇帝级待遇的法律
9.《汉律六十篇》：大汉王朝的全套法律
10．《魏律》：三国时代魏国的法典
11．《晋律》：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唯一推行全国的法典
12．《北魏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少数民族政权的法典
13．《北齐律》：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立法成就最高的法律
14．《开皇律》：隋朝的法典
15．《唐律疏议》：盛世唐朝绽放的法律之花
16．《宋刑统》：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刻版印刷的法典
17．《大明律》：历时三十年制定的明代大法
18．《大清律例》：中国封建社会最后的法典
四、中国古代的刑法
1.刑罚世轻世重：古代的刑事政策
2.用命赏于祖，弗用命戮于社：中国最早的军事法令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今读>>

⋯⋯
五、古代的行政法律制度
六、古代婚姻家庭与继承法律制度
七、古代的土地和赋税法律制度
八、古代民事法律制度
九、古代的经济和商业贸易法律制度
十、古代司法制度
十一、古代法律人物故事
十二、敦煌法律文献和法律故事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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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7．军机处：清朝皇帝的私人秘书　　军机处，又称“军机房”、“总理处”，是处理军国大事
的机密之地，是清代中后期中央中枢权力机关。
雍正皇帝在故宫内设立军机房，主要工作是处理紧急军务、辅佐皇帝处理政务，后来改称“办理军机
处”，简称“军机处”。
军机处的主要官员是军机大臣，由皇帝从满汉大学士、尚书、侍郎等官员中选拔。
军机处成立后，一切机密大政均归于军机处办理，军机大臣们与皇帝共商处理军国大事，并奉旨对各
部门各地方发布指示，因此它在清廷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真正成为执政的最高国家机关。
但是，清朝的军机处则纯粹是皇帝的秘书机构，军机大臣只是提出建议、执行皇帝的决策，决策权都
由皇帝直接掌握。
此外，军机处只是一个临时机构，而非正式机构，其成员无品级，组成完全由皇帝任意安排，军机大
臣则只算是皇帝的私人秘书。
军机处的设立是清代中枢机构的重大变革，标志着清代君主集权发展到了顶点。
军机处自设立以来，到1911年清王朝灭亡，历经了180余年。
　　8．州郡县：封建社会地方政府层级的变迁　　州郡县是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地方行政管理制度
。
“郡”是地方最高的地方行政机构，郡的长官是郡守，负责传达中央命令，并管理下属官员。
“县”是郡的下级行政机构，县的长官称县令，由朝廷任命，主要任务是治理民众，管理政财、司法
、狱讼和兵役。
郡守通过每年的考核和平时检查，对县令的工作进行考察。
　　“郡”和“县”都是地方的一级行政区划，最早出现在春秋初期，战国开始形成郡、县地方两级
行政管理制度。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为加强对地方的控制，分全国为36郡，后增至40郡，每郡下辖若干县。
西汉初年，地方实行郡县制和封国制并存。
封国是由诸侯王直接管理的独立地方行政管理组织，实力很强，直接威胁中央政权的稳定。
因此，汉武帝在全国又设立13州，作为监察地方的行政组织，各州设刺史一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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