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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161/2021_2022__E6_B3_95_E

5_BE_8B_E7_A1_95_E5_c80_161324.htm 法制史 概述：由于法

制史在试卷中所占的比例是最少的，但是知识点本身又比较

多、比较杂，因此为了删繁就简，在体例上将不再按章节进

行编辑。在试题分类上将采用如下几条线索进行：法律思想

（实际上就是立法的指导思想，更多也就是刑律里面的一些

体现某一朝代法律思想的规定或者是刑律里面的定罪量刑的

主要原则）、法典（尤其是要注意那些第一次出现的制度）

、司法制度、民事立法；此外太平天国、辛亥革命以后的一

些法律制度将构成另外一部分。 一、 律思想史 有下面一些朝

代需要注意：西周的“明德慎罚”春秋时期的法律公布战国

相关的立法指导思想秦朝汉朝唐朝明朝清末修宪与修律 历年

试题： 36．按照唐律规定的化外人相犯原则，阿拉伯人与日

本人在长安相犯，应适用的法律是（ ）。[2005]A．唐律 B．

阿拉伯法律C．日本法律 D．阿拉伯法律或日本法律 61．汉

朝法律中体现儒家指导思想的制度和原则主要有（ ）

。[2005]A．亲亲得相首匿 B．春秋决狱 C．上请 D．秋冬行

刑 64．清末“礼法之争”的焦点主要包括（ ）。 [2005]A．

修律的必要性 B．无夫奸 C．子孙违反教令 D．正当防卫70．

请运用中国法制史的有关知识，分析下列史料。[2005分析]《

明史刑法志》：“刑法有创之自明不衰古制者：廷杖、东西

厂、锦衣卫、镇抚司狱是也。是数者，杀人至惨而不丽于法

。踵而行之，至末造而极。举朝野命，一听武夫、宦竖之后

，良可叹也。” 1、夏商统治者在君权神授的理论基础上，



提出了 和 的神权法思想。[2000]2、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 、 

制度的形成，标志着封建特权法制度的进一步发展。[2000]4

、自唐律开始，中国法律就规定了亲亲得相首匿制度。[2000

判断] 7、明朝实行"重其所重"的原则，加重了对伦理教化方

面犯罪的处罚。[2000判断] 6、 元朝曾在法律上将境内之民分

为高下四等，以实施同罪异罚的原则。[2001判断] 3、 “亲亲

相隐”原则是（ ）在法律上确定下来的。[2001]A、春秋时期

B、汉朝 C、唐朝 D、明朝 6、 汉唐法律在刑罚适用上采

取[2001]A、从轻主义原则 B、从重主义原则 C、从重从新主

义原则 D、从重从旧主义原则三、 简答题（本题6分；请将答

案写在答题纸相应位置上）[2001] 《唐律疏议?名例》规定：

“诸断罪而无正条者，其应出罪者，则举重以明轻；其应入

罪者，则举轻以明重。”（简要回答其含义）31．春秋时期

公布成文法是没落的奴隶主贵族阶级挽救其统治的重大措施

。[2002判断] 46．《唐律疏议?名例》中说：“诸八议者，犯

死罪者，皆条所坐及应议之状，先奏请议，议定奏裁；流罪

以下，减一等。⋯⋯诸犯私罪者，以官当徒者，五品以上，

一官当徒二年； 九品以上，一官当徒一年。若犯公罪者，各

加一年当”。请就此予以分析。[2002分析]13、《唐律疏议》

的重要指导思想是（ ）。[2003] A．明刑弼教 B．明德慎罚 C

．德主刑辅 D．德本刑用54、阅读下面文字，分析清末《钦

定宪法大纲》的实质。“大清皇帝统治大清帝国，万世一系

，永永尊戴。”“君上神圣尊严，不可侵犯。”“立法、行

政、司法皆总揽于统治大权，故一言以蔽之，宪法者所以巩

固君权，兼以保护臣民者也。”[2003分析]62、关于唐律中的

刑罚适用原则，下列表述正确的有（ ）。[2004]A、 十恶犯



罪为常赦所不原 B、老年人和残疾人犯罪可减免刑罚 C、禁

止以类推方法定罪量刑D、外国人犯罪一律依照唐律处罚69

、请对下列文字进行简要分析：唐律疏议.断狱律规定：诸断

罪皆须具引律、令、格、式正文，违者笞三十。诸制敕断罪

，临时处分，不为永格者，不得引为后比。若辄引，致罪有

出入者，以故失论。[2004分析]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

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