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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293/2021_2022__E6_B3_95_E

7_A1_95_E5_A4_8D_E4_c67_293071.htm 中国法制史课程所涉

及的是中国历史上的法律制度。与法学领域中的其他课程，

特别是与现代部门法课程相比，其难度不是制度本身的思辩

性、技术性，而是对历史环境的认识、对历史上法律制度及

其社会土壤的理解。可以说，如果考生不能进人到历史的环

境之中，在对历史上法制发展有一个基本的、整体的把握基

础上去学习、理解，而是仅仅就局部问题去死记硬背，就会

感到处处是难点、处处有障碍，其效果肯定是事倍功半。所

以，如果考生能在全面复习的基础上，把握好各项制度的历

史渊源与发展演变的线索，清楚地了解该项制度或问题在历

史源流中的位置，一定能收到事半功倍之效。 从以往的教学

和考试情况看，以下一些问题相对有一定的难度： 1．中国

法的起源问题； 2．西周的礼刑关系问题； 3．春秋时期公布

成文法的原因与历史意义； 4．《法经》的内容及其历史地

位； 5．汉朝法律指导思想的转变； 6．“春秋决狱”的特点

及影响； 7．魏晋南北朝时期“名例律”的演变与立法技术

的进步； 8．唐律规定的类推制度； 9．唐律的特点及历史地

位； 10．北宋时期的“重法地法”与“盗贼重法”； 11．两

宋的编救活动； 12．《明大诰》的内容与特点； 13．清律中

的民族统治特色； 14．清朝的会审组织与会审制度； 15．清

末预备立宪活动及其评价； 16．清末修律的内容、成果、特

点及意义； 17．《中华民团临时约法》的制定背景、性质、

特点； 18．国民党政权的六法体系； 19．“马锡五审判方式



”。 以上内容在《考试指南》中都有详细的论述说明。考生

可以通过阅读教材、仔细思考，疑难之处是可以完全解决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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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