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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_88_B6_E5_8F_B2_E8_c80_161369.htm 一、夏、商法制指导思

想 在夏、商两代（约公元前21世纪至公元前11世纪），神权

法思想一直是点统治地位的法制指导思想，它是原始自然宗

教与阶级社会性有政治目的的天神崇拜相结合的产物。 （一

）王权神授 来源：www.examda.com听命于天，听命于神成为

夏、商法制的主要指导思想。 （二）天讨与天罚 夏、商统治

者声称自己是奉“上天”之意来治理天下，而颁而法律、实

施刑罚也是奉行“天意”。这样不仅为其残酷的立法和司法

披上宗教神学的外衣，而且大大增强了法律制度的威慑力量

。 这种将祖先神与上帝神合二为一，将王命与天命、王罚与

天罚相结合的神权法思想直接影响后世中国社会家天下的政

治理论和社会格局。 二、西周法制指导思想 西周一方面继承

了夏商以来的神权法思想，仍然以“天讨”，“天罚”等神

权政治观来证明自己推翻商朝暴政、统治天下的合法性，但

另一方面又不得不思考并回答这样一个问题：既然王权神授

，夏商统治者都拥有“天命”，他们又为何会灭亡？统治者

拥有“天命”之后如何才能长治久安？基于以上现实的政治

需要，西周统治者修正了传统的神权政治学说，并确定了周

王朝新的统治策略，从而提出了“以德配天”、“明德慎罚

”、“刑罚世轻世重”等等一系列新的法律指导思想。 （一

）“以德配天” 周初统治者认为，“上天”只把统治人间的

“天命”交给那些有“德”者，统治者“失德”他们就会失

去上天的庇护，新的有德者即会应运而生，并取而代之。 所



谓“以德配天”，其“德”的要求主要包括三个基本方面：

敬天、敬宗、保民。西周这种以德为核心的天命观高度重视

“民”的重要性，即所谓“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

听”，“民之所欲，天必从之”，认为民心向背决定着王朝

的盛衰、兴亡，而统治者能否行“德政”又关系到民心的向

背。 （二）“明德慎罚”来源：www.examda.com “以德配天

”思想具体落实到法制领域便是“明德慎罚”。“明德慎罚

”要求统治者首先要用“德教”的办法来治理国家，也就是

通过道德教化的手段使天下民臣服，在制定法律、实施刑罚

时应当宽缓、谨慎，而不应一味地用严刑重罚来迫使臣民服

从，统治者把道德教化与刑罚镇压结合起来，形成了西周时

期“礼”、“刑”结合的法制特色。 “明德慎罚”的具体要

求可以归纳为“实施德教，用刑宽缓”。其中“实施德教”

是前提，是第一位的。至于“用刑宽缓”则集中体现在西周

的各项刑罚适用原则之中。 （三）“刑罚世轻世重” 西周初

期，统治者们在政治上、法律上更加成熟，在总结前代立法

用刑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著名的“刑罚世轻世重”理论，并

以此来指导周王朝的法律实践。 “刑罚世轻世重”是指应根

据时世的变化来确定用刑的宽与严、轻与重，具体内容是“

刑新国用轻典，刑平国用中典，刑乱国用重典”。 （四）西

周法制指导思想 “以德配天”、“明德慎罚”法制观的历史

影响是极为深远的，它不仅对西周各种具体法律制度及其宏

观法制特色的形成与发展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而且深深扎根

于中国传统政治和法律理论中，被后世奉为政治法律制度的

思想的原则与标本。西汉中期以后，“以德配天“、“明德

慎罚”的主张被儒家发挥成为“德主刑辅，礼刑并用”的基



本策略，从而为以“礼法结合”为特征的中国封建法制奠定

了理论基矗” 三、春秋时期的法制指导思想来源

：www.examda.com 春秋（公元前770年至公元前476年）时期

是我国奴隶制度崩溃、瓦解，封建制度萌芽、兴起的社会大

变革的时代。作为这种社会大变革的思想反映，在意识形态

领域，春秋时期的革新派和保守派从各自的立场出发，就立

法思想和法制原则等问题展开了针锋相对的论争，从而为当

时的法制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思想指导。 政治保守派从社会

混乱不堪的现实出发，提出了新形势下的“礼治”路线，主

张“为国以礼”，“以礼明是非”，要求保存礼制，维护亲

亲、尊尊等级各名分以及礼仪不可僭越的宗法等级制度。与

此针锋相对，以管仲、邓析等人为代表的政治革新派则极力

倡导“君臣上下贵贱皆以法”和“事断于法”坚决要求打破

宗法的等级秩序与维护这种秩序的法律制度，提出了以法明

辨是非，以法规定社会等级，认为法是判别是非曲直的唯一

标准，试图创造新型的法制来取代奴隶社会的礼制。针对奴

隶制时期刑不预设、临事议制的法制传统，春秋时期的政治

革新派明确主张法布于众、民征于书，要求打破奴隶主贵族

对于法律的垄断，将成文法公布于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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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