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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市场经济就是法制经济。
为适应21世纪市场经济新要求，迎接“入世”的新挑战，培养高素质的法学专业人才，根据国家教育
部关于普通高等院校法学专业开设课程的要求，我们组织了十多所院校法学专业的教师编写这套系列
教材，以供法学专业本、专科学生使用。
本教材具有以下特点：　　1.反映法学理论发展的新成果和立法执法的新情况。
本套教材力求吸收法学理论研究的新成果和前沿理论观点，采用新颁布的法律法规，特别是加入WTO
后我国颁布或修订的法律法规。
　　2.注重编排体例的科学性。
本套教材作为一个整体，我们在编写时，一是注意每一本书内部体例的科学性和逻辑性，二是注意处
理好学科与学科之间的交叉和衔接关系，避免重复和疏漏。
　　3.注重基础教材，合理把握内容难度。
本套教材按照法学专业本科生教育的要求和全国统一司法考试的要求来设计内容的深度和广度，做到
既反映一定的学术前瞻性又注重法学的基本框架、基础知识和基本理论，力求使本科学生易于掌握并
达到应有的要求。
　　4.简明实用、通俗易懂。
本套教材针对本科学生的特点和各课程的学时安排，力求简明扼要，注重实用，写作符合规范，语言
通俗易懂，便于学生自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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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商朝法制的指导思想商朝奴隶制国家的确立和发展，使由来已久的神权政治得到充分发展。
史载殷商奴隶主贵族极端迷信鬼神。
所谓“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
听命于神，是商朝法制的指导思想和基本特点，甲骨文的“卜辞”生动地说明了这一点。
殷商统治者每遇大事，必须先行占卜，以求消灾降福。
在“天”、“神”和王权之间的中介则是“巫”、“史”等神职人员，他们代表鬼神，指导国家政治
和国王行动，说明“巫”、“史”知识高于一般人，为人所信服，他们是当时意识形态领域的权威，
也拥有相当大的政治权力。
另外，以天命、祖命宣布王命，将祖先崇拜与“天”、“神”崇拜相结合，使“天”、“神”直接为
政治统治服务，是商朝神权政治高度发展的重要标志。
统治者将其祖先与天(神)基本上合二为一，具有深刻的政治性，对于此后的封建法制也有很大的影响
。
二商朝法律的主要内容(一)《汤刑》及商朝的立法活动目前所见商朝的甲骨刻辞中没有关于商朝立法
活动的记载。
但是，从文献记载来看，商朝统治者已经进行了立法活动。
商朝的立法主要包括：1．《汤刑》文献记载的《汤刑》是商朝法律的总称，整个商朝一直沿用。
据记载：“商有乱政，而作汤刑”，这是文献中关于立法原因的较早的表述。
“夏后氏五刑之属三千，殷因于夏，有所损益”，“祖甲二十四年，重作《汤刑》”，此属商代立法
活动中修订法律的记载。
所谓“重作”，可能就是在《汤刑》的基础上，重新作了修订，使之内容更加完善，更适应当时社会
发展的需要。
这一切都说明，以刑法为主的中国古代法到商朝已初具规模。
苟子关于“刑名从商”的论断，也证实了这一点。
2．《汤之官刑》除了《汤刑》之外，商朝初期还制定了单行刑事法律。
“先王之书，《汤之官刑》有之。
日：‘其恒舞于宫，是谓巫风，其刑：君子出丝二卫，小人否⋯，“此官府之刑，汤所制也”。
这是战国时期有关《汤之官刑》的文字记载。
3．“弃灰之法”商朝还有极严酷的“弃灰之法”，谓之“弃灰于公道(街)者，断其手”。
子贡与仲尼曾有一段对话，深刻地描述了“弃灰之法”：“殷之法，刑弃灰于街者”。
子贡以为重，问之仲尼。
仲尼日：“知治之道也。
夫弃灰于街必运人，掩人，人必怒，怒则斗，斗必三族相残也，此残三族之道，虽刑之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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