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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法学教育是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基础
，并居于先导性的战略地位。
在我国社会转型的新世纪、新阶段，法学教育不仅要为建设高素质的法律职业共同体服务，而且要面
向全社会培养大批治理国家、管理社会、发展经济的高层次法律人才。
近年来，法学教育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法科数量增长很快，教育质量稳步提高，培养层次日渐完善，
目前已经形成了涵盖本科生、第二学士学位生、法学硕士研究生、法律硕士研究生、法学博士研究生
的完整的法学人才培养体系，接受法科教育已经成为莘莘学子的优先选择之一。
随着中国法治事业的迅速发展，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法学教育的事业大有可为，中国法学教育的前
途充满光明。
教育的基本功能在于育人，在于塑造德才兼备的高素质人才。
法学教育的宗旨并非培养只会机械适用法律的“工匠”，而承载着培养追求正义、知法懂法、忠于法
律、廉洁自律的法律人的任务。
要完成法学教育的使命，首先必须认真抓好教材建设。
我始终认为，教材是实现教育功能的重要工具和媒介，法学教材不仅仅是法学知识传承的载体，而且
是规范教学内容、提高教学质量的关键，对法学教育的发展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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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这本简明本的《中国法律思想史》本科教材的写作源于对十多年前《中国法律思想发展简史》的修改
。
1994年受中国政法大学教材编委会的委托，我主编了自己从事教学以来的第一本教材，虽然信心不足
，几次推辞，但最后还是组织教研室的同仁开始了撰写。
直到现在我都感谢当时的系主任裴广川教授，如果没有他的鼓励和赏识，当时的我绝不会有如此的勇
气来“主编”一本教材。
而在主编这本教材的过程中，同仁之间对“教材”定义的切磋也使我终生受益。
当时，我们为教材定的“标准”是：学生通过阅读教材，在专业方面应该达到这样的水平：第一，系
统了解中国历史上出现的学派和思潮的代表人物，掌握这些代表人物的基本法律观点和主张；第二，
能够对中国法律思想的产生、形成、发展、演变有一个较为明晰的印象，对传统法律文化的特征有初
步的认识；第三，能够对中国法律思想史的学术意义和现实价值有一定的理解。
鉴于此，我们确定了“简明扼要、中心突出、概念准确、条理清晰”的编写指导思想。
《中国法律思想发展简史》将重点放在“介绍专业基础知识和观点”，以与学术专著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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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本章阐述中国国家与法律的起源。
需要说明的是因为年代的久远、资料的匮乏，我们只能根据考古成果和后人的追记进行归纳，这种归
纳受资料的制约是不完整、详细的，有时甚至是不确定的。
第一节国家的起源有关国家与法律的起源问题，不同的学派有着不同的观点。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总结了以往的研究成果，归纳出国家形成的普遍规律，
提出了国家形成的标准。
恩格斯的理论对于我们研究中国国家的起源有着指导意义。
我们应该注意的是，不同地区的国家和法律的起源既有共同的规律，同时由于地域的不同也有着自己
的独特性。
在中国，国家和法律的起源与形成始于黄帝时代，至夏禹之时，国家的形态已经基本具备。
一、国家产生的标准按照恩格斯的理论，国家的产生有以下两个明显的标志：1.由原先的按血缘划分
国民变为“按地区来划分它的国民”。
以往共同居住生活在一起的氏族成员都具有血缘的关系。
国家的行政区划则打破了这种血缘的关系，在同一地域生活的人未必具有血缘的联系。
2.氏族社会的民主制度瓦解，“公共权力”设立，氏族民主选举制或禅让制变为世袭制。
所谓“公共权力”，就是将以往氏族成员所具有的权利剥夺，改为统一由部落首领或王来行使。
以往氏族制下所没有的专门的军队、监狱及各种强制机关在此时也出现了，并成为公共权力的象征。
   二、中国国家的起源1.五帝时期国家已经开始形成（1）黄帝在战争中确立了自己的权威，并获得了
对辽阔疆土的统治权。
《史记·五帝本纪》记，通过战争，黄帝的统治区域东至于海，西至空桐（陇西一带），南至江（湖
南一带），并以涿鹿（河北一带）作为都城。
黄帝的一生在征战中度过，“迁徙往来无常处，以师兵为营卫”。
（2）五帝时期出现了“官”，统治者垄断了祭祀上天的权力。
黄帝置左右大监，到各个地区巡视，又置官而统领不同的氏族。
黄帝之后，颛顼对部落内部的风俗进行了改革，《尚书·吕刑》记“绝地天通”，意即将祭祀上天的
权力收归为帝（首领）所独有。
最高统治者垄断了祭祀上天的权力，“君权神授”思想开始萌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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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法律思想史》：21世纪法学系列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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