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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法学，亦称法律学、法律科学，是以法律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学科。
是随着法，特别是成文法的出现而出现，并随着法律的发展而发展。
至近代，法学已发展成为一门体系庞大、门类众多、结构严密的学科。
对法学的学习与熟悉，不但可以增长我们的知识，拓宽我们的眼界，更可以让我们从中了解到秩序的
重要、平等的价值和自由的意义。
无疑，法学已成为当代人一门必修的课程。
然而，法学学科体系庞大，结构复杂，内容丰富，学习起来有相当的困难。
不要说普通人，就连那些一辈子钻研法学的专业人士，也不敢说自己对法学面面俱到、无所不通。
鉴此，我们采取了更为直观的图文呈现手法，引入“图说”理念，推出《图说法学》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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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学习和掌握法学知识，不但可以增长见识，拓宽视野；更可以学会保护自己，悟解秩序的意义、平等
和自由的真谛。
本书采用直观的图文呈现手法，引入“图说”理念，用通俗易懂的叙述语言讲述法学的发展历史，记
录法学名家的人生历程，阐释法学的重要理论，文字深入浅出，注重科学性、文化性和趣味性的统一
。
同时，通过创新的体例和新颖的版式设计等多种视觉元素的有机结合，营造出一个具有丰富文化信息
的多彩阅读空间，使读者在轻松愉悦的阅读氛围中跨越历史的间隔、文化的差异、专业知识的障碍，
更快更好地掌握必要的法学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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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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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法之母”——英国宪法的缓缓出世　为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辩护——国际法学的奠基人格劳秀斯　特
许权的转变——现代专利法的产生　李尔本受鞭笞案——沉默权的由来　国家为保护人民的权利而存
在——分权学说的首创者洛克　倡导三权分立，寻求法的精神——孟德斯鸠与《论法的精神》　孤独
的流浪者——古典自然法学派的杰出代表卢梭　为保卫人类而呐喊——贝卡利亚的《论犯罪与刑罚》
　追求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边沁与功利法学派　在泥瓦匠家中起草的文件——《独立宣言》在
烈火中诞生　法是作为理念的自由——黑格尔与哲理法学派　没有开成功的课程——奥斯丁与分析法
学派　大革命中产生的人权保护“圣经”——法国第一部宪法性文件《人权宣言》　马伯里诉麦迪逊
案——美国违宪审查制度的肇端　“不会被任何东西摧毁的，会永远存在的，是我的民法典”——拿
破仑与《法国民法典》　为权利而斗争——耶林的《为权利而斗争》　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梅因
的《古代法》　基因的奴隶——“犯罪学之父”龙勃罗梭　阿布拉哈姆诉合众国案——霍尔姆斯与实
用主义法学派　从学习到变革——日本近代法制的建立　异常精确的法律的金线精制品——经典的《
德国民法典》　“日不落帝国”留下的历史遗产——普通法系的形成附录一：西方主要法学流派附录
二：中国法学发展大事年表附录三：外国法学发展大事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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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第一章 古代法学刑起于兵——中国法的起源法不是从来就有的，而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
阶段才出现的社会现象。
它是在原始社会逐渐解体的基础上，取代氏族社会世代相传的习惯而产生的。
在中国，最早研究法的起源问题的是郭沫若。
他在对殷代甲骨、金石器和古籍侠书进行系统研究的基础上，第一次把中国古代史放在整个人类历史
的发展过程中进行研究，但法诞生于何年何月何日，郭老也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答案。
至今有关中国法的起源仍是一些传说和故事。
皋陶的故事就是关于中国法起源的最早的故事。
从这个故事中我们可以知道，早在上古时代中国就有法了。
尧禅让给舜，舜任命皋陶为士官，此职位相当于后来的大理寺卿和现代的最高法院院长或司法部长，
后来舜禅让给禹，但禹认为皋陶贤明、正直，想把部落联盟领袖的位子禅让给皋陶。
可惜禹还没来得及禅位，皋陶就死了。
皋陶凭何德何能可做禹的继承人呢？
从以下皋陶与舜帝的对话中，我们可以窥见皋陶为部落人民生活的安定所做出的贡献。
皋陶主要生活在舜、禹时期。
舜帝时期，华夏族与苗蛮族的战争接连不断，族内犯罪也频频发生，真可说是一个内忧外患的时代。
舜对皋陶说：“皋陶啊，现在少数民族不断侵犯中原，抢劫的寇和杀人的贼内外并起，我任命你为士
官，领导部落同苗蛮族作战和处理族内犯罪问题，你觉得如何？
”皋陶说：“我愿意为部族效劳，但鄙人才疏学浅，难以担当如此重任。
”舜说：“没有关系。
只要你记住以下施法的原则和要求，就一定能把法官做好。
对于应当处墨、劓、刖、宫、大辟五种刑罚的犯人，要各服其罪，但在执行刑罚的时候，要分不同的
情况进行处理。
犯轻罪的要在原野中处罚，犯较重罪的要在市朝处罚，而官吏犯罪要在部落大堂处罚，有知识的人犯
罪要在闹市处罚。
对判处墨、劓、刖、宫、大辟五种刑罚以下的人，应当宽大处理，而对不忍用刑、改为流放的犯人，
根据远近，也要有所区别。
严重犯罪的要流放到遥远的少数民族地区，犯较严重罪的流放到九州之外，一般犯罪的要流放到千里
之外。
只要你能明察秋毫，正确定罪量刑，就能使罪犯信服。
你现在明白了吧？
”皋陶回答道：“那好吧，我就遵循这些原则尽职尽责地去做。
”皋陶果然没有辜负舜的期望，他在做大法官期间，用獬豸（一种神兽）帮助自己判案。
只要皋陶遇到不能断的案子，他就把獬豸牵来，如果獬豸撞犯罪嫌疑人，就说明他有罪；如果獬豸不
触碰犯罪嫌疑人，就说明他无罪。
依靠这只獬豸，皋陶不枉不纵，不偏不倚，严格执行各种法律，做到了罪、责、罚相当。
在实施法律的过程中，皋陶还制定了许多行之有效的法规，用以惩治天下罪恶，使违法犯罪主人都被
绳之以法，为整个部落的安定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不仅如此，皋陶还总结出了一些实施法律的原则：刑罚不要牵连子孙，功赏要远及子孙后代。
对于过失犯罪，即使罪很严重，也要从宽处理；而对于故意犯罪，即使罪行很小，也要严加处罚。
罪行和刑罚的判定有疑点不能确定时，要从轻处罚；对功劳的奖赏有疑惑时，要从重行赏。
为了不杀错人，宁可姑息犯人，由自己承担量刑不当的责任。
作为执政与执法者，只要善用慎杀好生的德行教化、感化民心，那么天下人将以行善为风气，不去作
恶犯法，最后也就用不着司法者去惩治了。
皋陶在上古时期所倡导和实施的法律原则，不仅对4000余年来的我国奴隶社会、封建社会法律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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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了重大影响，而且对于今天的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仍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法最早产生于原始社会的后期，主要是因为氏族战争与法的起源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中国自古以来
就有“兵刑同一”和“刑始于兵。
的说法，所谓兵刑同一，是说在古看来，战争与刑罚或刑法是一回事，二者在本质上相同。
所谓刑始于兵，则是说法律起源于远古的氏族战争。
皋陶的故事充分体现了这个理论。
首先，皋陶所在的时代正是华夏族和苗蛮族的大规模战争时期。
战争是一种集体行为，为了取得胜利，需要有严明的纪律，需要制定严格的法律来约束每一个成员的
行为，因此，制作刑罚或者刑法来规范战争行为成为形势所需。
《汉书，胡建传》关于尧舜时有。
皋陶作刑。
的明确记载就充分证实了这一事实。
其次，上古时代的司法官名称也带有“兵刑同一”和“刑始于兵。
的痕迹。
上古的士，既是司法长官，又是军事长官。
据《尚书，舜典》的记载，舜对皋陶说：“皋陶，蛮夷猾夏，寇贼奸宄，汝作士，五刑有服，”未加
入华夏联盟的苗蛮族和东夷族侵乱华夏，这本是氏族间的战争，应该采取军事行动，而舜却命皋陶作
士，运用五刑，讨伐外族，并惩罚内部犯罪。
在这里，军事长官与司法长官合二为一，由皋陶担任，既反映了上古时代的兵刑同一，又反映了刑始
于兵的事实。
总之，通过皋陶的故事，我们可以相信，中国法起源于上古时代。
姜诗之妻的委屈东汉时有个叫姜诗的人，他的妻子非常贤惠，料理家务井井有条，伺候婆婆也非常细
心周到。
婆婆喜欢喝长江的水，姜诗的妻子就不辞辛苦地每天走六七里路到江边挑水。
有一次，她在路上遇到大风，没能及时赶回。
婆婆口渴，便向姜诗抱怨。
姜诗一怒之下，竟将其妻休弃。
我们不由得为姜诗之妻抱不平，这么好的妻子怎么会被休弃？
更让我们大惑不解的是，姜诗怎么能够说休妻就休妻，而其妻又为什么只能被动地接受，一点儿办法
都没有？
关于休妻，姜诗完全可以在当时的法律中找到一个堂而皇之的理由：不顺父母。
“不顺父母。
是法定的七种可以休妻的情形之一，这七种情形只要符合其中任何一项，男方即可以不经任何程序，
一封休书就将妻子逐出家门。
七种关于休妻的条件滥觞于周代的礼制。
西周初年，成王年幼，由其叔父周公姬旦辅政。
周公在平定周初的叛乱以后，为了维护周王室的统治，稳定社会秩序，以“亲亲”（亲近应该亲近的
人，指按血缘关系确定亲疏长幼）、“尊尊。
（尊重应该尊重的人，指按等级关系确定政治上的贵贱高低）为指导思想，对夏商以来所推行的维护
奴隶主阶级利益的各种行为规范，特别是其中的礼仪制度进行加工改造、充实更新，制定了一整套完
备而严谨的典章制度和礼节仪式，史称“周公制礼。
”“礼”是奴隶制法律的重要组成部分，具备法的三个基本特征：规范性、国家意志性和强制性。
“礼。
与当时的“刑。
互为表里，起着维护宗法等级秩序的作用。
在周公所制定的礼中，关于婚姻关系的解除有如下的规定“不顺父母去，无子去，淫去，妒去，有恶
疾去，多言去，窃盗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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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所谓的“七出”，或称“七去”、“七弃”。
此制度对后世影响极为深远，在中国历史上延续了2000多年。
以后历朝的法律都规定有“七出。
，除了在前后顺序和用语上略有差异外，基本内容都是一致的，没有超出周礼所规定的范围。
“七出”制度是宗法制度下夫权的典型反映。
从其名称来看，本来是离婚，却要叫做“出”、“去”、“弃。
，字面上就充溢着浓厚的夫权气息。
离婚的主动权把持在丈夫或夫家之手，妇女完全处于被动的地位，没有离婚的自由。
从具体内容来看，“七出”的规定也是专横霸道的，表现出对妇女野蛮的钳制和压迫：一、不顺父母
。
按古代的礼，媳妇要孝敬和绝对服从公婆，这是。
内和理。
的前提，也是“家长久”的保障。
其实，“顺”不“顺”父母，更多是主观感受，最终得父母说了算。
不顺，从另一个角度也可以理解为父母看不顺眼，所以丈夫休妻有时完全是依据父母的好恶，而非出
于本意。
姜诗的妻子被休弃，其主要是因为婆婆的抱怨。
二、无子。
古代婚姻的一个主要目的便是“下以继后世”。
因此，为家族生儿育女、传宗接代乃是妻子最重要的任务。
但是，无子的原因无非是双方或一方有生理疾病，将无子的责任完全归咎于女性，不仅荒谬，而且愚
昧。
三、淫。
按照礼制，丈夫可以纳妾，而妇女则必须保持贞操。
妻子有不贞行为即被视为乱族，会破坏夫家血统的纯正，所以淫被列为休妻的一大理由。
这一点很容易被滥用。
丈夫有时只是怀疑妻子有淫乱的行为，但没有证据，往往也将妻子休弃。
四、妒。
这里的妒不是指一般的嫉妒，而是与丈夫纳妾蓄婢相联系，主要针对那些对丈夫多置妾室不满、在言
语和行为上敢于表现的正妻。
嫉妒被认为是违背了妇女的柔顺之德、贤惠之道，将“妒”列为七出的理由之一，目的是为了维护父
权制家庭丈夫多妻、家族多子的利益。
妻子反对丈夫纳妾蓄婢完全是正当合理的，但在以男性为主导的古代社会竟成了被驱逐出夫家的理由
。
五、有恶疾。
关于恶疾，一般认为包括两类疾病：一是不治之症，二是疠病，即麻疯病。
妻子身染重病就要被丈夫休弃，这是何等不入道。
相反，礼却要求妻子“从一而终”，“嫁鸡随鸡，嫁狗随狗”，无论发生什么情况都不能离弃丈夫，
古代社会男女的不平等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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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图说法学》经典内容有：用通俗易懂的叙述语言讲述法学的发展历史，记录法学名家的人生历程，
阐释法学的重要理论，文字深入浅出，注重科学性、文化性和趣味性的统一。
精美图片近200幅精美图片，包括人物画像、著作书影、文物照片、历史背景图等，与文字相辅相成，
在展示法学世界博大精深的同时，给读者以强烈的视觉感受和广阔的想象空间。
理想读本创新的体例、生动的内容、精美的图片和新颖的版式设计等多种视觉元素有机结合，让学习
法学知识变得轻松、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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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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