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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试图运用法学、政治学、历史学和社会学的一些理论和方法，全面阐述当代中国宪法与传统政治
文化、近代西方法律文化的关系，把当代中国的宪法文本和制度内容与客观历史条件、各种具体部门
法、人们的实际社会观念、现实客观事件等结合起来进行讨论，阐述宪法范围内的公民权利、所有制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政治协商会议、党政关系等问题，以形成当代中国宪法学的新的理论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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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中国传统法典的法理基础与政治学分析第一节传统法典述要法律是社会生产发展到一定阶段的
产物，它经过了一个从氏族习惯到习惯法，再从习惯法到成文法的演变和发展过程。
其中，由于宗教、道德、政治等多方面的影响，使法律在不断的变迁过程中，具有不同的形式特点以
及逐渐积累起来的法律的基本精神，由此产生了不同的法系，诸如中华法系、大陆法系、英美法系等
等。
据相关史书记载，中国古代法律的起源可以追溯到传说中的黄帝时代。
据记载，“蚩尤惟始作乱，延及于平民，罔不寇贼，鸱义奸宄，夺攘矫虔。
苗民弗用灵，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日法”。
由此可见，“法”是为了统一号令和奴役战败的部族而创制的五种惩罚措施。
到了尧舜禹时期，刑罚制度已十分完备。
随着父系家长制度的发展，以父系血缘为纽带的宗法制度及其特征就逐渐渗透到当时的法律中。
发展到西周时期，法律既包括习惯法，也包括成文法。
西周的《周礼》涉及国家制度、社会制度、典章制度和人们的日常行为规范、礼节、仪式等。
有的相当于刑法典，如《九刑》和《吕刑》。
除此之外，还有统治者颁布的誓词、命令等。
它们具体形式虽有差别，但都具备调整社会关系、规范人们行为的作用。
法律是阶级统治的工具，是为了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而制定的。
春秋战国时期，商鞅认为“法”起源于“民乱”、“私利”。
他说：“古者未有君臣上下之时，民乱而不治。
是以圣人列贵贱，制爵位，立名号，以别君臣上下之义。
地广，民众，万物多，故分五官而守之。
民众而奸邪生，故立法制、为度量，以禁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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