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法律思想史>>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中国法律思想史>>

13位ISBN编号：9787562033080

10位ISBN编号：7562033080

出版时间：2008-11

出版时间：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作者：侯欣一 编

页数：328

版权说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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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法律思想史>>

内容概要

坊间有关中国法律思想史的教材已不下几十种，我们还有什么理由再续写一本？
这种困惑和自醒一直伴随着本教材编写的全过程。
在现代学科分化愈发细致，在西方法学话语系统和学科标准早已成为“普世”性工具的大背景下，如
何借助这种话语系统和按照这种标准尽可能准确、简捷地描绘出属于我们民族自己的原汁原味的法律
思想，这是笔者从教以来一直思考和追求的。
本教材就是这种思考和追求的近期结果。
存高远之理想，做现实可能做之事，这是笔者的一贯原则。
由于学力所不逮和其他种种原因，本教材与理想和追求之间仍然存在着一定的差距，所以我们还需努
力。
    作为一个已经存在了近百年的学科，中国法律思想史的教材体例早已有了相对固定的模式，因而，
我们深知任何一点突破都可能承担着极大的风险。
好在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一个狂飙奋进的转折时代，中国人对于任何剧变，都早已气定神闲和波澜不惊
。
    本教材的特色，大致有如下几个方面：    在体例安排上，本教材根据历史顺序但又并非完全依据朝
代，而是根据我们所理解的中国法律思想的内在发展逻辑为章节，将同处一个时代的社会各个阶层，
如统治者、思想家、律学家、手工业者、执法者和普通民众的法律思想分别加以叙述，以求完整地反
映某一历史时期法律思想的全貌。
    在内容取舍上，按照相对严格的学科标准，将那些与法律思想关系不大的政治思想、哲学思想等内
容进行了必要的剔除，使之尽可能地成为一部真正意义上的法律思想史，而不是中国政治思想史、中
国思想史中的法律问题，坚持言说者的学科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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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侯欣一  辽宁锦西人，南开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教授、法学博士、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法学会理事
、教育部法学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法律史学会常务理事、中国法制史研究会秘书长、中国法理
学研究会理事、天津市法学会副会长等。
长期从事中国法律史的教学与研究，先后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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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上编　　先秦时期的法律思想从公元前21世纪的夏代，到公元前221年是中国历史上的先秦时期。
社会从蒙昧、野蛮时代进入到文明时代，其重要的标志是国家的出现和法律的产生。
先秦时期就是中国国家、法律的产生时期。
伴随着国家、法律的产生，中华民族也开始了对法律这种新近出现的社会现象的观察与思考，并逐渐
形成了相对系统的理论。
由于中国国家、法律产生的路径与其他民族有着明显的不同，因而，中华民族对法律问题的认识也具
有鲜明的特色。
按照历史学家的分类，先秦时期又可以细分为夏、商、周三代和春秋战国两个时间段，两者的国家形
态具有明显的不同。
夏、商、周三代均以某一显贵家族为中心组成统治集团。
在统治集团内部，宗法组织和国家组织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父系家长制的传统被大量保留，而全国范
围内则建立起一套融政权和族权为一体的等级森严、尊卑有序的政治制度。
与此相适应，凝结着本部族人亲情的原始习惯——“礼”，也就自然成了统治者维系其统治的最为重
要的手段。
但从公元前770年起，也就是从所谓的春秋开始，由于生产力水平的提高，生产关系的变化，中国开始
出现了天崩地裂的社会变动，旧的宗法秩序被破坏，族权与政权开始分离，新的官僚制度开始出现，
法律在社会统治和管理中的作用开始彰显。
如果从法律思想史的角度来考察，夏、商、周三代，特别是其中的夏、商两代，中国人对法律现象的
认识尚处于萌芽阶段，而春秋战国时期的法律思想则已出现了繁荣。
先秦时期，特别是其中的春秋战国，由于各种原因的汇聚，中华民族对法律问题的思考达到了相当的
深度，其成果蔚为大观，先秦时期的法律思想构成了日后数千年中国法律思想的渊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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