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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名词 1.《春秋》决狱 在汉朝如果遇到法律无有关规定，同

时又无适当判例可以比照时，可以《春秋》经义附会法律作

为断案的依据。这一制度是汉武帝时董仲舒所创，受到朝廷

的重视。 2.女徒顾山 汉代专为女犯设立的赎刑，女犯定罪判

决后可以释放回家，但每月必须出钱三百由官府雇人到山上

砍伐木材，以代替女犯应服的劳役。 3.《九章律》 汉高祖时

萧何制订，共九篇。萧何在《法经》六篇的基础上，又吸收

了秦律，增加了《户律》、《厩律》、《兴律》三篇，合为

九篇，故称《九章律》，这是一部综合性的法典。 4.亲亲得

相首匿 允许一定范围的亲属之间对于一定的犯罪可以首谋隐

匿。汉律规定，卑幼匿尊亲长，不负刑事责任；尊亲长首匿

犯死罪的卑幼，虽应处刑，但可以请求减免，首匿犯一般罪

的卑幼也不负刑事责任。 5.通行饮食罪 指给农民起义军通情

报、当向导、供给饮食。汉律严格镇压此种行为，犯者处死

刑。 6.见知故纵之法 官吏看见或知道有人犯法，特别是看见

或知道“盗贼”在活动，则必须举告，不举告即为故纵；官

吏对应判刑的罪犯，则必须判刑，不判刑者也为故纵。见知

故纵者与罪犯同罪。 7.决事比 以类似的法律条文和典型案例

来比照断案法。西周、秦、汉乃至以后的封建王朝都广泛采

用这种做法。 8.上请制度 唐律规定的一项保障贵族官僚封建

特基本原则。指贵族官僚犯罪，一般司法官吏无权审理，须

先奏请皇帝裁断，以使其予以减刑或免刑。 9.约法三章 这是



汉朝最早的立法，刘邦进入咸阳与秦民“约法三章”：“杀

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 10.魏律 三国时期魏国一部主要法

典。公元229年（魏明帝太和三年）陈群、刘劭等增删汉律而

成，在汉九章律的基础之上增加九篇，并改汉之具律为刑名

，列于全律之首。 11.晋律 晋代法律的总称（主要是《泰始律

》），晋武帝泰始三年完成，为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唯一推

行全国的法典。晋律以汉律、魏律为基础，共二十篇，六百

二十条。 12.北齐律 25.御史台 中国古代全国最高监察机关。

西汉时称之为“御史府”或“御史大夫寺”，东汉光武帝时

改称“御史台”。唐代御史台以御史大夫为长官，御史中丞

为次官，下设台院、殿院、察院。台院设侍御史若干人，负

责纠弹中央百官，并负责参与大理寺的审判活动和审理皇帝

交付的案件。殿院设中侍御史若干人，负责纠弹百官在宫殿

中违法失礼之事，并巡视纠察京城及朝会、相等。察院设监

察御史若干人，主要负责监察地方官吏。宋、元沿袭唐制，

继续称御史台。明初改御史台为“都察院”，清沿明制，御

史台之名遂废。 26.三司推事 又称三司会审，中国古代三法司

（三个司法机关）共同审理重大案件的制度。《商君书？定

分》：“天子置三法官，殿中置一法官，御史置一法官及吏

，丞相置一法官。”后世的“三法司”之称即源于此。汉代

以廷尉、御史中丞和司隶校尉为三法司。唐代以刑部、大理

寺和御史台为三法司。明、清两代从刑部、大理寺和都察院

为三法司，遇有重大疑难案件，由三法司会同审理。 27.宋刑

统 《宋建隆重评定刑统》的简称，它是我国宋朝第一部刑事

法典，也是我国第一部刊版印行的封建法典。所谓“刑统”

，是按照新的体隶编纂的刑书，一般以刑律为主，而将其他



刑事性质的敕、令、格、式分载在律文各条之后，依律目分

门别类地加以汇编。 28.元律 （主要是《元典章》）元代法律

的总称。元代制定颁行的法典有：（1）《至元新格》，公

元1291年颁行，是元朝统一后颁布的第一部法典。（2）《风

宪宏纲》，元仁宗时颁行，纪、吏治方面的法典。（3）《大

元通制》，公元1323年颁行，是元朝统一以来法例的汇纂。

（4）《大元圣政国朝典章》（《元典章》），元英宗至治年

间编订，汇集了从元初到至治二年五十年间有关政治、经济

、军事、法律等方面的圣旨和条画（元初的法律），共六十

卷。内容为诏令，圣政、朝纲、台纲、吏部、户部、礼部、

刑部、工部，十门，凡三百六十三目，每目分若干条格。其

中《刑部》最多，有十九卷，其刑仍是答、杖、徒、流、死

。（5）《至正条格》，公元1346年颁行，系增删《大元通制

》而成。这些法律实行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镇压农民阶级

的反抗斗争，维护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剥削和压迫，确认畜养

奴婢的制度，并保留了习惯法。 29.重法地 宋代对盗贼规定从

重处刑的地区。宋仁宗嘉佑年间，以开封府诸县为重法地，

以强化首都的治安。以后逐渐扩展，元丰年间，河北、京东

、淮南、福建等地皆用重法。 30.编敕 敕是皇帝发布命令的一

种形式，具有至高无上的法律效力，起初并不是具有相对稳

定性和普遍性的法律。编敕是对于散敕的汇编，是使敕上升

为一般法律形式的立法程序，从而使编敕在宋代成为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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