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纲要求提示 1了解中国法制发生、发展的基本线索，以及中

国古代法制的基本特点； 2掌握中国法制史的学习意义和学

习方法。 核心内 容速记 一、中国法制发生和发展的基本线索

公元前21世纪建立的夏朝，标志着中国国家的形成，中国法

制的雏形相应出现，历经商 、周，逐步定型为宗法制的法律

制度。西周确立的 “ 亲亲 ” 、 “ 尊尊 ” 原则及有关制度

，对 后世封建法制有深远的影响。 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巨变

，各大诸侯国相继实行改革，公布了第一批成文法，并为此

发生论 争。战国时编撰的《法经》，是第一部比较系统的封

建法典。 秦始皇统一中国，确立中央集权的封建君主专制制

度，一直延续到清末。维护和巩固这种君 主专制，成为二千

多年来传统法制的出发点和中心任务。三国两晋南北朝逐步

引礼入律，礼 律结合，为唐律 “ 一准乎礼 ” 、礼法交融作

了长期准备。封建制度至唐而鼎盛，封建法制也 臻于成熟、

完备。唐律不但为后世王朝奉为立法楷模，且被引进至东亚

诸国。此后，封建社 会进入后期，君主专制制度不断强化，

而商品经济在重重抑制下，在宋、明、清各朝有不同 程度的

发展，封建法制也愈益缜密，经济立法和民事立法均颇有进

展。 鸦片战争后，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从20

世纪初清政府 “ 变法修律 ” ，到30年代南京国民政府陆续

公布《六法全书》，标 志着向半殖民地半封建法制的过渡和

确立。这一时期的法制仿照德、日等资本主义国家大陆 法系



的形式，大量吸收其法律的内容，但仍掺杂了不少封建传统

法律。清末政府、北洋政府 、南京国民政府更实行独裁专制

，实行秘密的非法镇压和军事统治。 一百多年来，中国人民

的革命斗争不断创造新型的法制。太平天国农民革命政权进

行了首次 尝试。辛亥革命后建立的南京临时政府颁布了中国

历史上惟一的一系列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性 质的法律。 在中国

共产党的领导下，革命根据地建立的人民民主政权创设了人

民民主法制，历经曲折艰 辛，逐步走向成熟，并成为中华人

民共和国社会主义法制的前驱和渊源。 二、中国古代法制的

基本特点 (一)法律以君主意志为转移 中国古代 “ 法自君出 

” ，君主始终掌握国家最高立法权。一切法典、法规皆以君

主名义颁行 。皇帝的诏敕往往直接成为法律，皇帝可修改、

废止任何法律。 皇帝又拥有最高司法权，一切重案、要案、

疑案，以及一切死刑案件(隋唐以后)皆须皇帝裁 决、批准。

皇帝可以法外用刑，也可法外施恩，赦免任何罪犯。 (二)法

律以礼教为指导原则和理论基础 中国古代法律不受宗教影响

，而强调遵循礼教，强调维护纲纪伦常。经过汉儒改造，礼

融进 了诸子中的可取成分，又成为 “ 礼教 ” ，成为指导立

法、司法的原则和理论依据。其要旨即 是 “ 三纲 ”“ 君为

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 ” ，以 及由此衍生的 “ 亲亲 ” 

、 “ 尊尊 ” 的政治和伦理原则。在这种原则下，礼的许多

内容被直接 定为法律， “ 七弃三不去 ” 、 “ 八议 ” 以及

丧服制度等相继入律，并为后世法典所沿用。 礼教力倡 “ 无

讼 ” 、 “ 息讼 ” ，也导致人们的权利意识非常淡漠。 (三)

法律以刑法为主 刑始终是中国古代法律的主题。古代没有部

门法的划分，历代法典  律遂通称刑律，社会 生活各个领域各



类违法犯罪行为，统统规定于此，统称犯罪，处以刑罚。一

部律中，实体法 与程序法也不区分，民事诉讼程序与刑事诉

讼程序混一，作证与招供同等看待。另一方面， 专制君主无

视下民的主体权利，平民百姓也不具有这种意识，并以 “ 对

簿公堂 ” 为耻、为累 ，一般民事纠纷也无关政权安危大局，

商品经济又长期不发达，如是等等，致使中国古代民 事立法

偏枯，与刑法畸重形成强烈反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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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