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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部分；红色为07年新增内容。 第一章 夏商西周春秋法律制

度 第一节 夏商法律制度 一、中国法律的起源 夏朝的建立与

中国法律的产生；中国法律起源的特点。 二、立法概况：禹

刑；汤刑。 三、刑事立法： 奴隶制五刑：墨，劓，制（刖）

，宫，大辟 四、司法制度：天罚与神判；监狱。 第二节 西周

法律制度 一、立法概况 “明德慎罚”的立法指导思想；《吕

刑》；九刑；周公制礼；礼与刑的关系；宗法制度。 二、刑

事立法 主要刑法原则；主要罪名。 三、民事立法 契约：质剂

，傅别；婚姻：一夫一妻制，同姓不婚，“父母之命，媒妁

之言”，六礼，七出（去），三不去；嫡长子继承。 四、司

法制度 大司寇；狱，讼；五听。 第三节 春秋法律制度 一、

成文法的公布 郑国“铸刑书于鼎”；邓析“竹刑”；晋国铸

刑鼎；成文法公布引起的论争。 二、成文法公布的历史意义 

中国法律起源的特点。 第二章 战国秦汉三国两晋南北朝法律

制度 第一节 战国法律制度 一、立法指导思想 “一断于法”

；刑无等级；轻罪重刑；法布于众。 二、《法经》 李悝变法

与《法经》的制定；《法经》的内容、特点和历史地位。 三

、商鞅变法 改法为律；连坐法；分户令；变法的历史意义。 

第二节 秦朝法律制度 一、立法概况 立法指导思想：“缘法而

治”，“法令由一统”，严刑重法；主要法律形式：律，令

，法律答问，《封诊式》，廷行事；云梦秦简。 二、刑事立

法 定罪量刑的主要原则；主要刑名。 三、经济立法 农业管理



与自然资源保护立法；官营手工业管理立法；市场与货币管

理立法。 四、司法制度 中央司法机关；诉讼程序；审判制度

。 第三节 汉朝法律制度 一、立法概况 立法指导思想：汉初

黄老思想与“约法省刑”，汉武帝时“德主刑辅”与封建正

统法律思想的确立：“约法三章”；《九章律》与“汉律六

十篇”；法律形式；律，令，科，比。 二、刑事立法 文景时

期的刑制改革；刑罚适用原则：上请，“亲亲得相首匿”；

主要罪名。 三、经济立法 盐铁酒专卖；抑商制度；对外贸易

立法。 四、行政立法 皇帝制度；中枢与地方行政机构；官吏

管理制度；监察制度。 五、司法制度 诉讼与审判；春秋决狱

；秋冬行刑。 第四节 三国两晋南北朝法律制度 一、立法概况

曹魏律；晋律；北魏律；《北齐律》；《麟趾格》；大统式

。 二、刑事立法 “准五服以制罪”：“官当”、“八议”入

律：“重罪十条”；封建制五刑的初步形成。 三、司法制度 

中央司法机关的变化；登闻鼓直诉制度；死刑复奏制度；刑

讯制度。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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