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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法制指导思想：引礼入律的深化中，突出以儒家思想为

主导的正统法律思想，又呈现出阶段性发展的规律。 二、立

法概况： (一)《魏律》：又名《曹魏律》就〈法经〉中的“

具律”改为刑名，置于律首。将“八议”制度正式列入法典

。 (二)《晋律》：与张、杜注律。〈晋律〉又名泰始律，增

加了法例律。同时，律学家张斐、杜预为律作注，与律具有

同等效力，称为“张杜律”。 (三)《北魏律》：孝文帝年间

，律学博士常景等人撰成《北魏律》。 (四)《北齐律》：武

成帝河清年间由封述等人制定了《北齐律》。《北齐律》在

中国封建法典发展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对隋唐时期的

法典具有十分重大的影响。重罪十条就是最先规定在《北齐

律》中。 三、刑事立法 (一)准五服以制罪：《晋律》首先规

定准五服以制罪。在刑法适用上，凡制服愈近，以尊犯卑，

处罚越轻，而以卑犯尊，处罚越重。制服愈远，正好相反。 (

二)官当：正式规定于《北魏律》与《陈律》中，是指官贵可

以官爵折抵徒罪的一种特权制度。 (三)八议入律：源于西周

的“八辟之议”，曹魏时期正式入律。是指“议亲”、“议

故”、“议贤”、“议能”、“议功”、“议贵”、“议勤

”、“议宾”。八议制度表现出封建特权思想的鲜明特色。 (

四)重罪十条：具体是指反逆、大逆、叛、降、恶逆、不道、

不敬、不孝、不义、内乱。 (五)封建五刑：规定绞、斩死刑

；规定流刑；规定鞭刑、杖刑；废除宫刑制度。 四、司法制



度 (一)中央司法机关的变化：北齐正式设大理寺，以大理寺

卿和少卿为正副长官。 (二)登闻鼓直诉制度：允许击鼓鸣冤

，加强了上级司法机关对下级司法机关的检查监督。 (三)死

刑复奏制度：为减少错杀无辜，将死刑权收归中央。 (四)刑

讯制度化：刑讯残酷野蛮，反映当时司法的腐败和黑暗。 下

面来看一些历年真题： 2006年真题： 33、《法经》中规定杀

人、伤人等侵犯他人人身安全犯罪及其刑罚的篇目是(B) A.盗

法 B.贼法 C.具法 D.杂法 [分析]《法经》的篇目结构共有六篇

，其中《贼法》是有关危及政权稳定和人身安全的法律，故

本题答案为B. 34、西汉武帝时颁布“告缗令”的目的主要

是(D) A.加强社会治安管理 B.加强对外贸易管理 C.推行国家

专卖制度 D.推行重农抑商政策 [分析]汉承秦制，坚持执行“

重农抑商”，汉武帝时颁布“告缗令”，向商人征收苛重的

财产税，并鼓励人们告发不实申报者，故本题答案为D. 36、

中国历史上首次采用十二篇编篡体例的封建法典是(A) A.北齐

律 B.开皇律 C.曹魏律 D.晋律 [分析]《北齐律》在中国封建法

典发展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其特点在于：形成12篇的

法典体例，首创《名例律》的法典篇目，确立“重罪十条”

，确立死、流、徒、杖、鞭五刑，对隋唐时期的法典具有十

分重大的影响。故本题答案为A. 2005年真题： 34.中国历史上

第一部初具体例的封建成文法典的编纂者是(D) A.商鞅 B.子产

C.邓析 D.李悝 [分析]公元前536年，郑国执政子产的“铸刑书

”；公元前530年，制作“竹刑”，但“铸刑书”和“竹刑”

都是奴隶制性质的，题干要求“封建”性质，因此排除选项B

、C.战国初年，魏国李悝制定《法经》，它是封建法典，而

且篇目为六，初具体例，所以D正确，商鞅只是将《法经》



稍作修改移植到秦国，因此排除选项A，故本题答案为D. 35.

历史上称为“张杜律”的法典是(B) A.北齐律 B.晋律 C.开皇律

D.九章律 [分析]律学家张斐、杜预为《晋律》作注；张杜的

“注”，经晋武帝批准，与《晋律》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

因此，经张杜注解后的《晋律》，称为“张杜律”，故本题

答案为B. 38.“公室告”与“非公室告”的诉讼类别出现于(A)

A.秦朝 B.汉朝 C.三国两晋南北朝 D.唐朝 [分析]秦朝将诉讼分

为“公室告”与“非公室告”。“贼杀伤、盗他人”为“公

室告”，对公室告，百姓必须告发，官府必须受理；“子盗

父母，父母擅杀、刑、髡子及奴妾”是“非公室告”，“非

公室告”不得告发，官府也不得受理，子女强行告发的，应

受处罚。故本题答案为A. 61.汉朝法律中体现儒家指导思想的

制度和原则主要有(ABCD) A.亲亲得相首匿 B.春秋决狱 C.上

请 D.秋冬行刑 [分析]选项AC是法律儒家化在刑罚适用原则上

的体现，选项BD是法律儒家化在司法制度上的体现，故本题

答案为ABCD. 2004年真题： 38、最早规定重罪十条的法典

是(A) A.北齐律 B.开皇律 C.晋律 D.北魏律 [分析]《北齐律》

在中国封建法典发展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其特点在于

：形成12篇的法典体例，首创《名例律》的法典篇目，确立

“重罪十条”，确立死、流、徒、杖、鞭五刑，对隋唐时期

的法典具有十分重大的影响。故本题答案为A. 39、秦朝中央

最高司法审判机关是(C) A.刑部 B.大理寺 C.廷尉 D.司寇 [分

析]秦朝重视审判工作，廷尉位于“九卿”之列，是中央最高

司法审判机关，故本题答案为C. 42、法经的篇目是(A) A.六篇

B.七篇 C.九篇 D.十二篇 [分析]《法经》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比

较系统的封建成文法典，作者李悝。篇目结构共有六篇：《



盗法》、《贼法》、《囚法》、《捕法》、《杂法》、《具

法》。故本题答案为A. 61、秦朝的法律形式包括(AC) A.律 B.

编例 C.封诊式 D.格 [分析]秦朝的法律形式主要有：律、令、

法律问答、封诊式、廷行事、云梦秦简。故本题答案为AC.

2003年真题： 10.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以律为形式公布的封建成

文法典是(D) A.铸刑书 B.竹刑 C.法经 D.秦律 [分析]律是秦朝

法律主体，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以律为形式公布的封建成文法

典是《秦律》，故本题答案为D. 11.秦汉时期中央司法机构的

长官称作(C) A.大理 B.大司寇 C.廷尉 D.大理寺卿 [分析]秦朝

重视审判工作，廷尉位于“九卿”之列，是中央最高司法审

判机关，故本题答案为C. 抓紧时间，好好复习，百考试题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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