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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一部为满足广大司法考试考生备考需要，根据最新司法考试大纲要求而编写的《中国法制
史》教材。

　　我们在编写过程中力求紧扣司法考试大纲要求和出题思路。
《中国法制史》以法制史发展脉络为基础，分为11章，每一章开篇即突出本章重点和难点内容，并以
图表形式简明扼要地勾勒出该章节知识结构；正文部分正确地阐述相关朝代中国法制史的基本理论、
基本概念和基础知识，注重内容的科学性、系统性和稳定性，并在其后附有特别选取的典型案例，以
案说法，使读者在案例中复习和巩固所学内容；我们在每章章末都列有若干司法考试真题，以供读者
进一步检测学习成果，做到事半功倍。

　　《中国法制史》是有志于参加司法考试的读者的必备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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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赵晓耕，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法制史教研室主任，中国人民大学刑事法律科
学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人民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刑事法律史研究所所长，中国人民大学法律
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
中国法律史学会执行会长。

　　张璐，中国人民大学法学博士，现为中国矿业大学(北京)文法学院法律系讲师。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法制史>>

书籍目录

第一章 夏、商、西周法律制度
　第一节 夏、商法律制度
　第二节 西周时期的法律制度
第二章 春秋战国时期的法律制度
　第一节 “礼崩乐坏”与儒、法两家的法律思想
　第二节 春秋时期法律制度的转型
　第三节 战国时期封建法律制度的发展
第三章 秦代的法律制度
　第一节 统一后秦代法治发展概况
　第二节 秦代法律的主要内容和特点
　第三节 秦代的司法诉讼制度
第四章 汉代法律制度
　第一节 汉代法律指导思想的变化
　第二节 两汉的主要立法及法律形式
　第三节 汉代的刑法制度及刑罚改革
　第四节 汉代的行政、民事、经济法律制度
　第五节 汉代的司法制度
第五章 三国两晋南北朝的法律制度
　第一节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法律制度的主要发展变化
　第二节 魏晋律学与刑罚制度的发展变化
　第三节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司法诉讼制度
第六章 隋唐时期的法律制度
　第一节 隋代的法律制度
　第二节 唐代立法概况、法律形式和体例
　第三节 唐代主要刑事法律制度
　第四节 唐代的主要民事法制
　第五节 唐代政府体制和司法诉讼制度
　第六节 唐律的历史地位和影响
第七章 宋元时期的法律制度
　第一节 宋代法律制度
　第二节 元代法制
第八章 明代法律制度
　第一节 明代立法思想与立法概况
　第二节 明代法律内容的发展及其特点
　第三节 明代司法制度的发展变化
第九章 清代法律制度
　第一节 清代立法概况
　第二节 清代的行政法律
　第三节 清代的刑事法律
　第四节 清代的民事经济法律
　第五节 清代的司法制度
第十章 清末法律制度
　第一节 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的基本情况和清政权性质的变化
　第二节 清末预备立宪
　第三节 清廷的其他立法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法制史>>

　第四节 司法制度
第十一章 民国时期法律制度
　第一节 民国时期立法概况
　第二节 民国时期的司法制度
附录：外国法制史
　第一节 罗马法
　第二节 英美法系
　第三节 大陆法系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法制史>>

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1.礼的内容与性质。
礼是中国古代社会长期存在的、维护血缘宗法关系和宗法等级制度的一系列精神原则以及言行规范的
总称。
礼起源于原始社会祭祀鬼神时所举行的仪式。
商、周两朝在前代礼制的基础上，都有所补充，尤其在周朝，礼制的内容和规模都有了空前的发展，
调整着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中国古代的礼有两层含义：一是抽象的精神原则，可归纳为“亲亲”与“尊尊”两个方面。
“亲亲”，即要求在家族范围内，按自己身份行事，不能以下凌上、以疏压亲，而且“亲亲父为首”
，全体亲族成员都应以父为中心。
“尊尊”，即要在社会范围内，尊敬一切应该尊敬的人，君臣、上下、贵贱都应恪守名分，而且“尊
尊君为首”，一切臣民都应以君主为中心。
在“亲亲”、“尊尊”两大原则下，又形成了“忠”、“孝”、“义”等具体精神规范。
二是具体的礼仪形式。
西周时期主要有五个方面，通称“五礼”：吉礼（祭祀之礼）、凶礼（丧葬之礼）、军礼（行兵仗之
礼）、宾礼（迎宾待客之礼）、嘉礼（冠婚之礼）。
西周时期的礼已具备法的性质。
首先，周礼完全具有法的三个基本特性，即规范性、国家意志性和强制性。
其次，周礼在当时对社会生活各个方面都有着实际的调整作用。
2.“礼”与“刑”的关系，（1）“出礼人刑”。
西周时期“刑”多指刑法和刑罚。
“礼”正面、积极规范人们的言行，而“刑”则对一切违背礼的行为进行处罚。
其关系正如《汉书·陈宠传》所说的“礼之所去，刑之所取，失礼则入刑，相为表里”，两者共同构
成西周法律的完整体系。
先秦时期的五刑通常指墨、劓、剕（刖）、宫、大辟这五种残人肢体的肉刑和死刑。
（2）“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
这是中国古代法律中的一项重要法律原则。
它强调平民百姓与贵族官僚之间的不平等，强调官僚贵族的法律特权。
“礼不下庶人”强调礼有等级差别，禁止任何越礼的行为；“刑不上大夫”强调贵族官僚在适用刑罚
上的特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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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法制史》具有以下特色：1.“双师型”作者。
该套教材编写者都是司法考试辅导业内赫赫有名的专家，同时也在知名政法院校从事一线教学工作，
他们有着丰富的司法考试辅导经验及丰富的本科教学经验。
2.与司法考试相结合。
该套教材在体例设计和内容：安排上，注重本科教学与司法考试的融合。
3.简明清晰。
该套教材体例简洁，语言清晰，注重阐述基本概念、理论与制度，不作过多的理论分析和观点评述，
便于学生理解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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