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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王存河主编的《中国法制史》系统论述了中国近五千年的法律发展史，全面阐述了法律史学科的基本
理论和主要内容。
《中国法制史》在编写过程中，在参考大量史料和文献的基础上，注重吸收国内外考古及法律史的最
新研究成果，意在开阔学生的法律文化视野，培养学生的理论分析能力。
本《中国法制史》对中国近现代法制改革着墨颇多，以期通过对法律传承的分析和理解，提高学生的
法学素养及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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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存河，男，1969年生，甘肃临洮人。
甘肃政法学院副教授，法学硕士，兰州大学在读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法理学、法律史、民族理论与
法制。
在《现代法学》、《法学评论》、《民间法》等刊物上共发表论文20余篇，参编教材两部，出版学术
专著《治道变革与法精神转型》(法律出版社，200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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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第一节 明德慎罚与西周立法公元前1l世纪，周武王起兵灭商，建立周政权，定都镐京
，史称西周。
到公元前770年平王东迁洛邑时止，西周共传十一世十二王历时二百余年，成为继夏商之后的一个十分
发达的宗法制国家。
它所确立的“以德配天”、“明德慎罚”的法律思想和礼刑并用的法律体系，是中国早期法制建设初
步走向成熟完备的典范，直接影响到后世两千多年法律制度的发展方向。
春秋后期的孔子，就曾高度赞扬西周的法制文明和礼乐制度：“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
吾从周。
”①一、“明德慎罚”的法律思想夏商时期，因为人们认识水平低，天命天罚思想观念为包括当时的
老百姓在内的人们所信奉。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西周政权对于夏商两代的政治法律思想，既有继承又有发展。
一方面，它继承夏商时期的天命神权思想，敬事“上帝”为神，宣称自己“受天命”。
如《诗·周颂·昊天有成命》称：“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
”《尚书·康诰》亦载：“闻于上帝，帝休，天乃大命文王。
”“二后”即指文、武二王；“帝休”则指“上帝”赞扬文王的政绩。
西周效法夏商两代，不仅宣称自己“受天明命”②，而且同样祭出“行天之罚”③的大旗。
另一方面，在坚持“天命”、“天讨”、“天罚”的神权法思想的同时，西周统治者也从夏商周三代
的政权更迭中发现一个问题，即同样是“受天命”的夏商政权，其统治却不长久，先后走上亡国之路
。
如果不能及时找出夏商两代覆灭的原因，西周政权就难免重蹈覆辙，很可能也会像夏商两代那样，被
另一个“受天命”的政权所颠覆。
因此，必须总结汲取夏商两代的失败教训，“不可不监于有夏，亦不可不监于有殷”④。
从夏桀和殷纣王暴虐无道的前车之鉴中，西周统治者逐渐悟出“天命靡常”⑤的道理，提出天只是保
佑有德之人。
夏桀和殷纣王就是由于没德而被上天所遗弃。
以德为媒介，西周的政权和神权又发生了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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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法制史》是高等院校法学本科应用型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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