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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从大一初学中国法制史开始，至今已近30年。
在这漫长的岁月里，我的学术工作大多与中国法制史的学习、教学和研究分不开。
从学生到教师和研究者，再到如今的教材编写者，在这多重身份的几次转换中，有一个挥之不去的问
题在我的反复思考中逐渐清晰起来：我们究竟需要怎样的中国法制史教材？
与之相关，现有的中国法制史教材到底存在哪些问题？
2009年，我做了一个简单的统计，我发现，当当网在售的中国法制史教材（不包括各种教学参考书）
，版本多达47个，名称除了使用率最高的“中国法制史”之外，还有“新编中国法制史”、“中国法
律制度史”、“新编中国法制史教程”、“简明中国法律制度史教程”等等。
不可谓不多。
但是，随后的简单翻阅，浇灭了与各种精美封面设计一同而至的对内容丰富性的憧憬，与五颜六色的
外表相比，体例和内容的差别显得微不足道。
当然，这不是中国法制史教材编写中独有的现象，只是情况在这里比较严重罢了。
长年与教学打交道的人估计都能感觉到，我国的教材编写始终贯穿着一种基本认识，即只有能够确定
、没有疑义的东西才能写进教材，不能确定、尚未成为通说的一己之见不是教材中应当出现的内容，
否则，除了造成学生的疑惑之外别无益处。
因此，我们相信，凡教材讲述的便确凿无疑，即便事实上根本不可能确定的东西，我们也要用通说将
其固定。
法制史尤其如此，原因在于，历史既然是已经发生的事实，自然更无法容忍猜测和不确定。
这种思想意识榨干了法制史教材中所有充盈着活力的内容，剩下的就是由史料和通说支撑的重要人物
、法律文献和大事记，仿佛只有这些东西才是正规的历史。
这种潜在观念支配着法制史教材的编写，否定了编著者的独特思考，同时也剥夺了学生们的学习乐趣
，导致了无论由谁编写、由哪个出版社出版，教材内容都不会有大的区别。
以这样的中国法制史教材为基础，教学和学习自然难有生气，并造成了几十年如一日的不变景象。
近年来，虽有个别中国法制史教材展露出了新的气息，但整体的格局依然沉闷、单调。
所以，我们仍须抡起变革的大锤，打破僵化，倡导编著者个性化智慧的运用，鼓励以多种形式出现、
内容各有侧重、充满思想活力的新一代巾国法制史教材！
每种教材都可以精心雕琢自己的闪光点，充满活力的新局面会激发出创造力并推动我们的教材走向成
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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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新编中国法制史教程》采用纵横交错的体例，系统论述了中国从古至今五千余年的法律发展史
，既用“古代进程”、“近代转型”、“当代开端”和“当代发展”四章来统一勾画中国法制发展史
的全景图，又分章节对各大历史时期的主要法律部门进行统一阐述，以增强学习者对于中国法制发展
史的完整感。
同时，《新编中国法制史教程》还对一般中国法制史教材大多忽略了的中国古代法的体系与结构、思
维方式与基本精神以及中国古代的法律艺术等重要内容设专章进行介绍，对各种重要的民间法给予高
度重视和相当的篇幅，并将新中国（包括港澳台）的法制建设也纳入教程。
但在内容的取舍上又力求突出主干、舍弃繁琐的枝叶和细节，具体表述力求简明扼要，因而整体的篇
幅比通常的中国法制史本科教材缩减了许多。
　　《新编中国法制史教程》力图合理地沟通历史与现实、连接古代知识与现代学生，内容和材料的
取舍也尽可能考虑现代法律生活的实际需要和现代法律人的实际观感；在表述上则力求通俗化，除个
别经典的名词、格言、佳句或精彩的判词之外，正文基本上未出现古文而采用现代汉语表达。
因此，《新编中国法制史教程》既可作为法学专业本科生、研究生的教学用书，也适合法律实务工作
者用作参考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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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胡旭晟，男，1963年12月生，湖南益阳人。
曾在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求学10年，先后获法学学士、硕士、博士学位。
现任湖南省社会主义学院院长、中南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全国政协委员、湖南省法学
会副会长、中国致公党中央法制委员会副主任、中国致公党湖南省委副主委、长沙市人大常委会副主
任、长沙仲裁委员会主任、中南大学应用伦理研究中心教授、湘潭大学法学院博士生导师等职，先后
出版《法的道德历程》、《解释性的法史学》等多部著作，在《法学研究》、《比较法研究》及《人
民日报》、《光明日报》等报刊发表学术论文80余篇，主要从事法史学、法律文化和法理学的教学和
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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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言 我们究竟需要怎样的中国法制史教材?第一章 中国法制的古代进程第一节 神权法时代第二节 礼治
时代第三节 缘法而治时代第四节 礼法融合时代第五节 礼法合一时代第六节 后礼法时代第二章 中国古
代法的体系与结构第一节 别具一格的中华法系第二节 完备系统的形式体系第三节 合而有分的内容体
系第四节 严密稳定的调控结构第三章 中国古代刑法第一节 刑法的基本原则第二节 犯罪的认定第三节 
主要罪名第四节 刑罚的体系与种类第五节 刑罚的特殊适用第四章 中国古代财产与契约法第一节 中国
古代民法的形态第二节 土地所有权制度第三节 永佃制第四节 其他财产所有权制度第五节 契约制度第
六节 担保制度第七节 其他民事习惯第五章 中国古代家族与婚姻继承法第一节 家族第二节 婚姻第三节 
继承第六章 中国古代行政法第一节 中国古代行政法概述第二节 行政主体制度第三节 行政行为制度第
四节 行政救济制度第七章 中国古代工商法第一节 手工业法：第二节 专卖制度第三节 市场管理制度第
四节 对外贸易制度第五节 商事习惯法第八章 中国古代环境法第一节 古代的环境与环境问题第二节 古
代森林保护法第三节 古代动物保护法第四节 古代水法第五节 古代环境执法机构第九章 中国古代诉讼
法第一节 司法机构第二节 法律职业者第三节�诉讼基本制度第四节 诉讼程序第五节 诉讼证据第六节 司
法判决第七节 特殊的司法机制第八节 中国传统诉讼文化的特质第十章 中国古代的法律艺术第一节 法
律创制艺术第二节 法律执行艺术第三节 诉权运作艺术第四节 案情侦勘艺术第五节 法庭审理艺术第六
节 判词表达艺术第十一章 中国古代法的思维方式与基本精神第一节 思维方式第二节 基本精神第三节 
历史影响第十二章 中国法制的近代转型第一节 近代转型的历程第二节 立法：从机构到体系第三节 走
向宪政之路第四节 走向依法行政之路第五节 近代刑法的形成与发展第六节 近代民商法的形成与发展
第七节 诉讼法制的转型第十三章 中国法制的当代开端第一节 发展历程第二节 宪政法制第三节 土地劳
动法制第四节 民事法制第五节 经济法制建设第六节 刑事法制第七节 诉讼法制第十四章 中国法制的当
代发展第一节 发展历程第二节 宪法与行政法制第三节 民事法制第四节 经济法制第五节 刑事法制第六
节 诉讼法制第七节 港澳台地区法制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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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人身类犯罪刑法对人身利益的保护，乃其产生之日起即具有的重要功能。
可以说，从中国古代刑法萌芽之际，侵犯人身及其相关利益的犯罪就开始为刑法所严厉打击，并逐步
形成了许多颇有特色的罪名。
（一）杀人、伤害罪早在夏商周三代，杀人罪已见于史料，称为“贼”。
《法经》规定杀人者予以处死，并籍没其家，足见惩罚的严厉。
秦律中屡见“贼杀人”、“贼伤人”的提法，并对教唆杀人、拒捕杀人等具体杀人行为以及伤害罪进
行了比较详细的规定。
汉初，刘邦约法三章，杀人与伤害罪就占据了两项，后来汉律还逐步对“谋杀”、“斗杀”、“戏杀
”、“狂易杀人”、“轻侮杀人”等不同情节的杀人罪，予以区别对待。
唐律对杀人、伤害罪的规定更为完备，尤其是在杀人罪方面形成了“六杀”犯罪形态的详细区分：
（1）谋杀。
谋杀是杀人罪中最严重的犯罪，指经过预谋与策划的杀人。
多数谋杀罪还被列人“十恶”。
谋杀属于阴谋犯罪，谋即成立犯罪，如果谋而未成、杀而成伤或者将人杀死，则属于不同的犯罪形态
，处罚也分别由徒刑、流刑至死刑（绞与斩）。
（2）故杀。
故杀就是故意杀人，但事先并无预谋，往往是临时起意或者情急杀人，一般处以斩刑。
（3）斗杀。
斗杀是指在相互斗殴的过程中出于激愤而将他人杀死，一般减故杀罪一等处罚。
（4）戏杀。
戏杀是指双方一致同意游戏，从而在游戏过程中导致一方死亡，一般减斗杀罪二等处罚。
（5）误杀。
误杀是指由于种种客观原因的限制，杀人的对象发生了错误而导致另外的人伤害或死亡。
误杀本有杀人之心，只是由于对象错误而导致另外的伤亡结果，因此一般仅减故杀罪一等处罚，有时
甚至直接以故杀罪处罚。
（6）过失杀。
过失杀是指主观上疏忽大意或者不能预见也无法避免而导致他人人身伤亡，一般“以赎论”，即允许
以铜赎罪。
唐律在伤害罪方面的设置主要散见于《斗讼律》中，往往都是依伤害的轻重分别设立定罪量刑的条款
，并且规定有“保辜”制度。
后世宋元明清基本继承了唐律有关杀人、伤害罪方面的规定并略有新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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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编教材历来是个费力不讨好的苦差事，所以几年前就曾对朋友们坦陈不想再参与此事。
但2008年初，我的学术关系刚刚转至中南大学便接到了主编中国法制史教材的任务。
虽然颇不情愿，也虽然委婉地推辞，但终究不想初来乍到就予人不服从安排、不服从大局的坏印象，
便只好应承下来。
不过我还是附加了条件，那就是必须允许我按照自己的思路进行力所能及的创新。
好在法学院和出版社的同仁们十分开明也十分认同我的所谓新思路——这些思路的基本内容现已体现
在本书的“序言”之中。
接下来，我一方面开始寻找合作者，一方面继续清理自己的主编思路。
在前一方面，基本认同我的思路并愿意鼎力相助从而先后加入合作者行列的有：孙丽娟（史学博士、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副教授）、肖洪泳（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法律史专业博士生、湖南大学法学
院讲师）、刘志云（中南大学法学院讲师）、胡平仁（法学博士、湘潭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教授、博
士生导师）、陈熹（中国政法大学中美法学院比较法学专业博士生、中南林业科技大学政法学院副教
授）、黄东海（法学博士、南昌大学法学院讲师）、刘军平（法学博士、湘潭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宁洁（湘潭大学法学院法律史专业博士生）、王海军（华东政法大学法律史专业博士生）、郭成龙（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法律史专业博士生）、陈秋云（法学博士、海南大学法学院教授）、夏新华（法
学博士、湘潭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肖海英（湘潭大学法学院法律史专业博士生
）。
2008年5月，我将本教材的“编写原则”和章节初步设计发给各位作者征求意见。
“编写原则”主要包括：“编写出中国法制的‘大’历史”、“尽可能简明扼要”、“尽可能通俗易
懂”、“尽可能生动活泼”、“要有强烈的现实关怀”以及“教材的预期效果”等等。
全书章节的设计则在各位作者（特别是孙丽娟博士）的建议下不断得到了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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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新编中国法制史教程》：高等学校法学专业核心课程规划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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