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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_80_83_E9_87_8D_E9_c36_50710.htm 春秋战国时期 西周以后

按历史时期划分进入了春秋和战国。分别进入了法律的公开

化和法律的法典化。 在春秋时期，体现的是各个诸侯国为了

扩大各自的势力而选择了一种新的社会规则，也就是法家理

论指导下的“法治”规则。 （一）铸刑书与铸刑鼎 1.铸刑书

。公元前536年，郑国执政子产将郑国的法律条文铸在象征诸

侯权位的金属鼎上，向全社会公布，史称“铸刑书”。这是

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公布成文法的活动。 2.铸刑鼎。公元前513

年，晋国赵鞅把前任执政范宣子所编刑书正式铸于鼎上，公

之于众，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二次公布成文法的活动。 （二）

《法经》与商鞅变法 1.《法经》的主要内容及其历史地位。

《法经》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比较系统的封建成文法典。它

是战国时期魏国魏文侯的相李悝在总结春秋以来各国成文法

的基础上制定的，在中国立法史上具有重要历史地位。 《法

经》共六篇：《盗法》、《贼法》、《囚法》、《捕法》、

《杂法》、《具法》。其中《盗法》、《贼法》是关于惩罚

危害国家安全、危害他人及侵犯财产的法律规定。《杂法》

是关于“盗贼”以外的其他犯罪与刑罚的规定，主要规定了

“六禁”，即淫禁、狡⒊墙㈡医⑼浇⒔鸾取！斗肺院笾泄撤

傻姆ǖ浠於俗畛醯幕 ?/p> 2.商鞅变法的主要内容及历史意义

。 （1）变法的主要内容。 一是改法为律，扩充法律内容。 

二是运用法律手段推行“富国强兵”的措施。 三是用法律手

段剥夺旧贵族的特权。 四是全面贯彻法家“以法治国”和“



轻罪重刑”和“刑无等级”的主张。其一，强调“以法治国

”；其二，“轻罪重刑”；其三，不赦不宥；其四，鼓励告

奸；其五，实行连坐。 （2）商鞅变法的历史意义。商鞅变

法是一次极为深刻的社会变革，在深度和广度上都超过了这

一时期其他诸侯国的改革。商鞅在秦孝公死后被旧势力车裂

而亡，但其变法成果被秦国继承和发扬。秦国在商鞅变法之

后迅速强盛起来，最终一统六国，建立了历史上第一个中央

集权的封建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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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