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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进入21世纪以后，法律专业自学考试仍受许多考生的欢迎，有些地方的考生还有增无减。
中国法制史仍然是这些考生的必考科目。
根据广大考生的意见和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指导委员会法学类专业委员会的决定，段秋关教授和我
主编了2004年版的《中国法制史》自学考试用书。
依据这一用书，我与同事和学生又编写了这本自学辅导书。
以下我向考生们介绍相关的几个问题。
　　一、新版《中国法制史》一书的主要特点　　把2004年版《中国法制史》（以下简称为“新版《
中国法制史》”）与1999年版的《中国法制史》（以下简称为“旧版《中国法制史》”）相比，新版
《中国法制史》具有以下三个特点。
第一，字数明显减少。
旧版《中国法制史》有39万字，而新版《中国法制史》只有34余万字，少了将近5万字，更为精练了。
第二，以纵向阐述为体例。
旧版《中国法制史》是横向体例，即按朝代排列其呐容。
；新版《中国法制史》则是纵向体例，依制度等内容垂直安排其体例，其发展脉络更为清晰。
第三，更具可读性。
旧版《中国法制史》中引用的古文较多，，还有一些没有现代文的解释；新版《中国法制史》减少使
用古文，而且在使用古文的地方一般都有现代文的解释，可读性较强。
从这三个方面的特点来看，新版《中国法制史》更便于考生自学、理解和掌握其中的内容。
　　二、此本自学辅导书的突出方面　　为了满足有些考生的需求和依照以前的一些做法，我们根据
新版《中国法制史》及其教学大纲、题型的要求编写了这本《中国法制史自学辅导》。
本书的内容主要有两大部分构成。
一部分是要点概述，即把新版《中国法制史》中的主要内容概要做了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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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进入21世纪以后，法律专业自学考试仍受许多考生的欢迎，有些地方的考生还有增无减。
中国法制史仍然是这些考生的必考科目。
根据广大考生的意见和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指导委员会法学类专业委员会的决定，段秋关教授和我
主编了2004年版的《中国法制史》自学考试用书。
依据这一用书，我与同事和学生又编写了这本自学辅导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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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3）“范武子之法”，由晋国执政范武子所制定，是关于行政及贵族官员等级的规定。
　　（4）铸刑鼎，公元前513年，大臣赵鞅将上述“赵盾之法”公布在铁鼎之上。
　　8．请简要叙述楚国“仆区之法”和“茅门之法”的主要内容。
　　（1）“仆区之法”是楚文王时期制定的，“仆”指隐匿，“区”指逃犯。
该法规定，凡为盗贼隐藏其赃物者，按盗窃者论罪。
　　（2）“茅门之法”是楚庄王时期所制定的与该法可能是关于王官出入管理的规定：公子及群臣
的车驾不得进入官门之内，马匹不得践踏积水，有违禁者，砍断其车辕，并将驾车者处死。
　　9．请简要叙述春秋时期郑国的立法概况。
　　（1）铸刑书，郑简公三十年（公元前536年）郑国执政子产“铸刑书于鼎，以为国之常法”，这
是中国历史上首次公布成文法。
　　（2）郑献公十三年（公元前503年），郑国的执政驷颛杀死郑国的大夫邓析而采用邓析所定的“
竹刑”。
“竹刑”原是邓析私人著述，本无法律效力，但后经郑国的统治集团认可和采用，便成为郑国的国法
，具有适用于郑国的效力。
　　10．请简要叙述春秋时期公布成文法的情况。
　　（1）夏、商、周时期的法律为习惯法，但并非秘不示人，尤其西周，定期公布刑法已成为制度
。
但是其审判过程与处理结果是不予公开的。
在这种制度下，立法公开，司法隐秘；刑名公开，罪名隐秘，造成了三朝法律半公开、半秘密的特征
。
　　（2）春秋时期具有成文法特征的被庐之法、赵盾之法、范武子之法等，虽已制定并付诸实施，
但并未公布，这些成文法的适用仍处于传统的隐秘状态。
　　（3）郑简公三十年（公元前536年）郑国执政子产“铸刑书于鼎，以为国之常法”，开创了法律
公布的先例，这是中国历史上首次公布的成文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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