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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是世界著名的文明古国之一，法制的历史可以上溯到公元前三千年左右，而且辗转相承，迄未中
断。
这是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印度等国所不具备的一大特点和一大优点。
由此而形成了历史悠久、源流清晰、特色鲜明、内涵丰富的法制传统。
它产生于中国的文化土壤，是中华民族的智慧与创造力的体现。
它的完整性与系统性以及遗留至今的浩瀚的法律文献与档案资料，均为世界所少有，雄辩地说明了中
华民族对世界法文化宝库的巨大贡献，以及中华法系何以受到各国的尊重，长久地傲然自立于世界法
制之林。
中国古代法制是依托于社会的发展而发展的，尤其是在社会转型时期法制也相应地发生巨大的变革，
并以其特有的功能为社会的转型发挥着催生的作用。
从法制与社会的相互关系中可以把握法制发展的阶段性与规律性，以及法制传统与中国国情、社情的
适应性。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不同的民族在不同的时代，对于中国法制的形成与发展所起的
作用各有不同。
但无论如何，中国法制历史是各民族人民共同缔造的，凝聚了各族人民的法律智慧，是各族的法律文
化与法制经验相互交流与吸收的结果。
但是，这种多元性并没有影响到华夏文明的主体性与统一性，如同海纳百川一样，中原汉族的法制文
明正是吸收了各民族的法律文化，才形成了多样性的发展及绚烂多彩的历史传统。
就文化源头而言，同样存在着多元性与主体性的统一。
自春秋中叶起，儒、墨、道、法等各家学说，都尽其可能地支配、影响着中国古代法制的发展。
但在这个过程中儒家思想逐渐取得主导地位。
儒家思想及其施政原则，始终指导着法制的构建进程与司法的总体规范，这是由深厚_韵宗法社会的
道德理想主义，以及法、理、情三者相统一的文化土壤所决定的。
汉以后的外儒内法表现了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诸子百家学说的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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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法制历史的内涵极为宽广，富有超越时空的民主性因素。
研究中国法制史的目的，就是为了正确认识法制在漫长发展中如何不断的完善自己，以及它在社会的
进步当中所处的位置和价值；就是要从固有的法制历史中总结出理性思维的成果，为当前的法制建设
提供准确的历史借鉴。
     本书分为形成期、确立期、定型期、发展期、转型期这五个时期，对中国法制进行了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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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在甲骨文中记载了不断发生的掠夺土地、牲畜、奴隶的侵权行为，如“告土方牧我田十人”，对此或
控诉于商王，或请求商王以武力排除。
在婚姻与继承方面，从史书记载和卜辞中证明，占统治地位的婚姻形态是一夫一妻。
但是，无论是王还是贵族，却往往于正妻之外大量娶妾，武丁时庶妻多至六十四人，在贵族之间还实
行以“娣”随嫁的“媵嫁”制度。
随着宗法制度的确立，王位继承由兄终弟及转向父死子承，最终确立了嫡长子继承制。
至帝乙时，“有妻之子而不可置妾之子”。
已成为严格的法律。
“帝乙长子日微子启，启母贱，不得嗣。
少子辛，辛母正后，辛为嗣。
帝乙崩，子辛立，是谓帝辛，天下谓之纣。
”。
《吕氏春秋·当务》的记述更为详细：“纣之同母三人，其长日微子启，其次日仲衍，其次日受德，
受德乃纣也，甚少矣。
纣母之生微子启与仲衍也，尚为妾，已而为妻而生纣。
纣之父、纣之母欲置微子启以为太子，太史据法而争之日：‘有妻之子，而不可置妾之子。
’纣故为后。
”嫡长子继承权的确立是统治阶级内部为保证其财产权和政治特权不受侵害，以及维持内部秩序而实
行的一种制度，至周朝进一步法律化，并扩及整个社会。
商的刑事法律，无论史书记载还是卜辞记录均较之夏充实。
主要罪名，有的沿袭夏法，如不孝仍为重罪。
《吕氏春秋·孝行》引《商书》说：“刑三百，罪莫重于不孝。
”高诱注云：“商汤所制法也。
”传说伊尹放太甲的原因之一，就是太甲不明居丧之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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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法制史》：中国大学法学教科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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