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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472/2021_2022__E6_B3_95_E

5_88_B6_E5_8F_B2_E6_c67_472399.htm 中国历史上首次采用十

二篇编纂体例的封建法典是 A.北齐律 B.开皇律 C.曹魏律 D.晋

律 「答案」 A 「考点分析」本题考查的知识点是中国封建法

典编篡体例的流变。李悝制定的《法经》六篇是中国封建社

会立法的基本模式。此后历代的立法，都基本遵循此一架构

，只是在篇目和内容等方面进行某些调整和完善。汉代肖何

制定《九章律》，在《法经》六篇的基础上增加三章；曹魏

律则增加至十八篇；晋律二十篇。北齐在晋律基础上，进一

步完善了法典的编篡，篇目精减为十二篇，篇名为名例（相

当于总则）、禁卫、婚户、擅兴、违制、诈伪、斗讼、贼盗

、捕断、毁损、厩牧、杂律。《北齐律》在体例、结构上具

有开创性，一直为以后各朝所沿用，因此，程树德说：“南

北朝诸律，北优于南，而北朝尤以齐律为最”。《开皇律》

继承了十二篇的编纂体例。 「考生注意」三国两晋南北朝时

期，特别是北齐时期，是中国古代法律体系重要的发展时期

，此时，许多的法律制度开始成熟定型，并成为隋唐法律的

渊源。因此，此阶段的法律制度应当予以相当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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