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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_A1_95_E7_AC_94_E8_c80_253396.htm 第二章 法律历史 第一

节 法律历史概说 一、古代的法律 人类最初的法律脱胎于原始

氏族规范。原始规范是氏族习惯，是简单的、非正式的，同

原始社会的生产力低下的状况相适应。(1)原始规范的实施主

要依靠人们内心信念、习惯、氏族首领的威信，(2)原始规范

中没有权利义务之分，(3)原始规范以血缘关系为基础而建立

社会秩序，其调整范围也以血缘关系为界限。以上实施保证

、规范内容、调整范围三点也是原始规范与法律之间的区别

。 古代存在着奴隶制和封建制两种历史类型的法。它们在许

多方面存在共同点，所以在法学上常被合称为“古代法”。 

公元前18世纪的《汉谟拉比法典》是奴隶制社会古巴比伦法

的代表，也是世界上迄今为止基本完整保留下来的最早的成

文法典。中国古代奴隶制法大约出现在公元前21世纪至11世

纪的夏商王朝，西方奴隶制法的主要代表是古希腊法（以实

行民主政体成文法为主的雅典和实行贵族政体习惯法为主的

斯巴达为代表）和古罗马法（公元前449年的《十二铜表法》

是古罗马以原习惯法为基础制定的第一部成文法；公元前6世

纪的《查士丁尼民法大全》是反映简单商品经济关系的对后

世影响重大的一部完备的奴隶制法律文献）。 中国是最早进

入封建社会的国家这一。战国初期李悝的《法经》是中国历

史上第一部比较系统的封建制法典。秦汉后历代都有统一的

系统法典，唐律更以其体系严谨、内容详备、风格成熟成为

中国封建制法的典范。欧洲封建社会地方习惯法、罗马法、



教会法、城市商法以及国王的敕令多种法律并存。不同时期

不同国家各有侧重，但一般都经历了由分散的地方习惯法向

全国统一的成文法的发展过程。 奴隶制法和封建制法的本质

是相同的：都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确认和维护统治阶级

在政治、经济和思想上的统治地位。 奴隶制法和封建制法的

历史更替可从它们各自的特征的变化中得到反映。 (1)从极端

的野蛮性到残酷刑罚的系统化。 (2)从公开的特权性到特权关

系的制度化。 (3)从原始的残余性到法律的神秘化。 二、资本

主义法的产生与发展 资本主义法萌芽于封建社会中后期。带

有资本主义因素的法的出现有三种情况（例证）：一是商法

的兴起，二是罗马法的复兴，三是资本原始积累的法律的出

现。 资本主义法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自由资本主义阶段、

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和当代资本主义阶段。第一阶段法律采劝

自由放任主义”政策；第二阶段则积极干预，法从个人本位

转向国家本位；第三阶段出现了法的“社会化”，法的本位

从国家利益转向社会利益，担当了“社会福利”的职能。 三

、社会主义法的产生 社会主义法是人类历史上出现的崭新的

法律类型，其产生是以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为前提，在彻底否

定旧法体系效力的基础上创制产生，但同样存在继承问题。 

中国社会主义类型法的出现是以革命根据地时期的法律为基

础。建国后，我国开始了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

经历了国民经济恢复（19491952）和社会主义改造（19531956

）两个阶段。后一阶段还产生了我国的第一部宪法1954年宪

法。 第二节法律历史的规律 一、法律起源的一般规律 (1)跟

随生产力发展进程渐变的规律。 (2)与国家同步产生的规律。

(3)与宗教、道德从融合到分化的规律。 (4)法律的产生经历了



出习惯到习惯法再到成文法的漫长过程。 二、法律发展的一

般规律 (1)不断进步的规律； (2)法律发展受经济条件决定的

规律； (3)法律历史类型的更替与继承的规律； (4)依赖于革

命或改革而发展的规律。 第三节 法律的历史传统 一、法系与

历史传统 1.法系：根据若干国家和地区基于历史传统原因在

法律实践和法律意识等方面所具有的共性而进行的法律的一

种分类，它是这些具有共性或共同传统的法律的总称。 虽然

法系的划分标准主要是依法律的历史传统进行的，但法系的

分类标准是仍然是相对的，又是综合的。这是因为： (1)标准

不同可以进行不同的分类，如按照历史类型、按照法律渊源

（形式）、按照宗教与法律关系（宗教法系与世俗法系）、

按照地域与传统（远东法系与西方法系）等。 (2)在同一标准

下，考察的主要部门法不同，可以有不同的分类。 (3)在同一

标准下，时代不同，一国法律可划归不同法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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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