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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华法系(第3卷)》共分五个模块分别是：学术研究、学术聚焦、法治人物、学术新人、学术动态等
内容。
中华法系，是中国的封建法律和亚洲一些仿效这种法律的国家法律的总称。
到清朝末年，在修律的过程中中华法系宣告解体，同时建立了中国近代法制的雏形。
中华法系在历史上不但影响了中国古代社会，而且对古代日本、朝鲜和越南的法制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华法系（第3卷）>>

书籍目录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华法系（第3卷）>>

章节摘录

版权页：   三、重伦常关系的伦理法传统 中国古代是沿着由家而国的途径进入阶级社会的，因此宗法
血缘关系对于社会和国家的许多方面都有着强烈的影响，尤其是宗法与政治的高度结合，造成了家国
一体、亲贵合一的特有体制。
早在西周初期，以尊尊、亲亲为核心内容的宗法血缘关系已然制度化，宗法制度被赋予浓重的政治色
彩。
家是国的缩微，国是家的放大，国家的组成、政治结构与国家活动，都以贵族的宗法血缘与政治的二
重原则为依据。
进入封建社会以后，宗法制度的政治属性有所淡化，但宗法的精神、原则依然具有较强的约束力，特
别是儒家三纲五常的理论说教，使得伦常关系——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成为最重要的社会
关系，受到法律与道德的双重维护。
在重伦常关系的历史背景下，伦理法在整个法律体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封建时代的伦理法，经历了一个由简单到复杂的发展过程。
从汉朝起，随着封建法律儒家化的开始，国家用法律维护家长制家庭，调整父子、夫妇、兄弟之间的
关系，确立父权、夫权的统治地位，以期达到“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义，妇听，长惠，幼顺
”的和谐关系。
至晋朝，继续推进法律的儒家化。
晋武帝时撰修的《泰始律》是我国封建社会第一部较为典型的儒家化法典，它“峻礼教之防”，以礼
为本，严格名分，使宗法伦理原则在国家制定法中得以确立。
由此。
“准五服以制罪”正式入律。
唐朝是家族本位伦理法的完备时期，作为中国封建法典典范的《唐律疏议》，继承和发展了秦汉以来
伦理法的原则和规定，是中国封建家族本位伦理法走向成熟的标志，凡是涉及家长权和族权的基本方
面，几乎都为国家制定法所确认。
对于严重违反家族伦理道德的犯罪行为，如恶逆、不孝、不义、不睦、内乱等均列为十恶重罪。
由宋迄清，一些大族多制定家法族规用以约束子弟。
由于家法族规与国家制定法的要求相一致，因此，官府认定其合法性，它对伦常关系与道德义务无疑
是又一重法律保障。
 综上可见，伦理法的主要内容是以法律的形式确认宗族内部的尊卑伦常秩序，树立家长、族长的统治
地位，调整族内成员的权利义务关系。
在伦理法的作用下，法律义务与道德义务相统一，法律得到道德的支撑而趋于稳定并减少了适用的阻
力，道德得到法律的强制保障而更具有约束力。
中国古代的伦理法制，是产生在中华民族土壤上的本土化的法制，它体现了中国法文化的突出特色，
是世界法文化所少见的。
这和农业自然经济的形态密切相关，因为家庭实际上是一个生产单位，家长的权力正是为了维持再生
产的需要。
儒家所主张的“天无二日，土无二王，家无二主，尊无二上”为伦理法提供了精神支柱，伦理法的主
要内容实际上是儒家提倡的某些道德规范的法律化。
历代统治者也从长期的统治经验中认识到父权、族权、夫权对于维护国家统治所具有的特殊作用，因
而力图把巩固封建国家的任务落实到社会的细胞组织——家庭上来。
总之，中国古代的伦理法绵延数千年，成为一个重要的传统，确实有其社会的、历史的和文化的渊源
。
 四、稳定的血缘地缘关系保留了某些习惯法传统 中国古代在宗法制度作用下，出现了聚族而居的现
象，同一个村落往往同族同姓，长期共同营建经济生活，维持族的繁衍与发展。
除此之外，由于从事农业的生产方式具有保守性，又形成了安土重迁的观念，世代居住在同一地域。
这种世代比邻而居的地缘关系经常是和稳定的血缘关系联系在一起的，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曾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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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缘是稳定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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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华法系(第3卷)》给予了高度的关注，并产生了一大批重要的学术成果。
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史学研究院，作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我们也始终以中华法系作为
重点研究领域。
希望《中华法系(第3卷)》的出版能够为中华法系的研究，提供一个新的园地，我们的将充分发掘、展
示并弘扬中华法系的厚重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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