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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法律硕士联考辅导丛书:法律硕士联考法制史特训强化手册(2014)》结合作者丰富的辅导经验，博采
众长，使书中的结构和内容具有鲜明的特色。
精编了大量的同步辅导与强化特训试题，全面展现解题思路，让考生在短时间内能掌握命题思路和解
题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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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葛肖，清华大学副教授，全国法律硕士联考考前辅导专家；讲课生动，信息量大，深受考生欢迎；著
有《2011全国法律硕士联考辅导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全国法律硕士联考大串讲》（北
京大学出版社）等教程。
 李学勤，北京大学副教授，全国法律硕士联考考前辅导专家；多次参与全国法律硕士联考阅卷工作，
深谙全国法律硕士联考命题规律和出题动态，讲课生动，信息量大，深受考生欢迎；著有《2011全国
法律硕士联考同步辅导与强化训练》（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全国法律硕士联考重点、疑点与难
点精解》（北京大学出版社）等教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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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1）起诉。
唐朝法律规定，对严重危害国家政权等重大犯罪，如“谋反”、“谋大逆”、“谋叛”等，任何人都
有告发的义务；对一般犯罪，一般人可向官府控告，但限制卑幼告尊长、奴婢告主人，80岁以上、10
岁以下或笃疾者以及在押的犯人一般也无控告权。
告诉必须严格按照法定程序进行，从县、州到中央逐级告诉，不得越诉。
但有严重冤情无处申诉者，可以直接向皇帝告诉。
为了防止滥诉，法律严禁诬告，诬告人者各反坐。
 （2）回避制度。
据《唐六典》记载，唐代统治者为防止司法官吏因亲属或仇嫌关系，而故意出入人罪，规定了司法官
审判回避制度。
即：“鞫狱官与被鞫人有亲属仇嫌者，皆听更之。
” （3）死刑复奏制度。
①死刑三复奏。
按《唐六典·刑部》载：“凡决死刑，虽令则杀，乃三复奏”。
即对刑杀之人，死前一天可以允许复奏两次，执行死刑当日仍可复奏一次，用以避免错杀无辜，冤枉
好人。
②死刑五复奏。
唐太宗为避免错杀，进一步慎重死刑执行制度，他又将行刑前的“三复奏”更改为“五复奏”。
即决前一天两复奏，决日当天三复奏。
但因各地离京城远近不同，实行“五复奏”有困难。
故唐太宗又规定各地死刑案件仍行三复奏，只有在京的死刑案件实行“五复奏”。
而犯有“恶逆”以上罪者，以及身为贱民的部曲、奴婢犯杀主人罪者，则实行一复奏后，就可动用死
刑。
 （4）法官责任制度。
为保证审判结果符合国家法律要求，唐代严格规定了法官的责任制度。
首先要求法官必须严格依据律、令、格、式正文定罪。
《唐律疏议·断狱》明确规定：“诸断罪皆须具引律令格式正文，违者笞三十。
”同时还规定，对于皇帝针对一时一事所发布的敕令，如果没有经过立法程序上升为普遍法律的“永
格”者，不得引用以为“后比”。
如果任意引用而致断罪有出入者，属故意，以故出故人罪论处；属过失，以过失出入人罪论。
 三、宋代法律制度 （一）立法概况 1.法律形式 宋朝的法律形式，除律即《宋刑统》之外，敕、令、
格、式是并存的法律形式。
据《宋史·刑法志》记载，神宗曾指出其区别：“禁于已然之谓敕，禁于未然之谓令，设于此以待彼
之谓格，使彼效之之谓式。
”即，有关犯罪与刑罚的规定叫做敕，有关约束禁止方面的规定叫做令，有关吏民等级及论等行赏方
面的规定叫做格，有关体制楷模方面的规定叫做式。
此外，还有断例、指挥、申明、看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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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法律硕士联考辅导丛书:法律硕士联考法制史特训强化手册(2014)》为了更好地帮助考生复习，顺利
通过法律硕士联考，赢取高分，葛肖和李学勤等基于多年参加阅卷和法律硕士联考辅导班的教学实践
经验，以及分析了近几年考题中的考点、难点、重点及命题套路，倾力推出这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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