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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_80_83_E6_B3_95_E5_c36_54158.htm 司法考试中，法制史占

有一定比例，包括中国法制史和外国法制史。由于该学科在

生活中不使用，所以大家比较陌生。那么，应该如何复习呢

？ 首先，学习法制史应当从各个历史时期的经济的、政治的

具体状况入手。只有这样，才可以在对法制史知识有深入理

解的基础上去记忆，避免学习中的枯燥，不至于陷入死记硬

背的困苦之中。 法律作为人类社会的现象，和其他社会现象

是存在密切联系的。我们知道，法律是统治阶级意志和根本

利益的集中体现，而各个历史时期统治阶级的意志和利益是

由他们所处时代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力量对比决定的。举例来

说，中国奴隶社会的法律有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法律的秘密

性。法律是不公开的，而这种秘密的、不公开的法律，在社

会发展到春秋战国时期，就有所改变，春秋战国有了成文法

的公布，这是中国法制史上的一件大事，即“铸刑书”和“

铸刑鼎”事件。 那么，为什么成文法的公布会发生在春秋战

国时期，而不是更早或者更晚的时代呢？这就要从春秋战国

时期的政治角度出发来考虑。从经济角度来说，由于生产力

的发展出现了土地的私有，改变了生产关系。这种生产关系

变革是适合生产力发展的需要的，也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

它必然带来阶级关系的变革，即产生了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

。地主阶级要求逐步走上政治舞台，要把符合他们利益的规

则变成国家的法律，就要打破奴隶制社会中少数奴隶主大贵

族垄断国家法律的特权。因此，随着地主阶级在一个个诸侯



国掌握了国家政权，他们就要把法律公开，以剥夺奴隶主大

贵族种种特权的要求。正是在春秋战国时期有经济的发展、

阶级关系的变化和政治力量的较量，才能出现成文法公布这

种重大的事件。因此，我们学习法制史，应当对引起法律制

度发生变化的经济政治背景有所了解，才能在理解的基础上

记忆它。 其实，在对其他具体法律制度的学习上，也可以采

取这样的学习方法。比如说学习《反分裂国家法》，就要了

解为什么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权要通过这么一部法律，这就

需要了解通过这部法律的背景：为了遏制台独势力。因为自

上个世纪末以来，台独势力一年比一年嚣张，陈水扁鼓

吹2008年“修宪”，企图公开将台湾从祖国分裂出去。以全

国人大立法的方式，高票通过这部法律，就为遏制台独势力

分裂国家的行为从法律上提供了保障。这部法律也反映了海

内外广大中国人民(包括海外的华侨)的意志。只有弄清了法

律产生的背景，才好记忆。 其次，学法制史仅看教材是不够

的，可以设法听一听老师的辅导讲课。因为教材是以文字的

方式表达，文字是有限的，它不可能一一详细解释每个知识

点，而老师的讲课却会根据法制史的一些难点，或者古文中

比较难懂的词句进行讲解，这比考生自己查字典，找资料容

易得多。因此，参加一些考前的辅导班、听一听老师讲课，

学习起来会事半功倍。 再次，就前两年国家司法考试的法制

史部分来看，出题方式都是选择题型。选择题型考的是对基

本概念、基本知识的鉴别能力。这就需要我们注重把握各个

知识点之间的差别。 因此，在学习中国法制史的时候应注意

各个朝代法律制度的变化，变化本身就是差别。对一个知识

点不妨从四个方面去把握： 第一，时间。可能是具体的年代



，如中国近代第一部宪法性文件《钦定宪法大纲》产生

于1908年；更多的是某一事件发生的朝代，如春秋决狱始于

西汉中期，终结于隋唐。 第二，人物、政权。特别是制定某

一部法律或实行某一法律原则、设置某一司法机构的人物或

政权。如《法经》是李悝制定的，秋审是清代实行的，审刑

院是宋代设置的等。 第三，掌握某一概念或事件的主要特征

。如《法经》由6篇组成，其贯穿全篇的中心思想或原则是“

王者之政莫急于盗贼”。明《大诰》的主旨是体现朱元璋“

重典治国”，尤其是“重典治吏”的思想等。 第四，了解对

某一部法律或某一法律事件的历史评价。如《法经》是我国

历史上第一部比较系统、比较完善的封建性成文法典。“袁

记约法”是中国近代历史上一部十分反动的法律。春秋决狱

审判方式是对法制的破坏，是不可取的等。 至于外国法制史

部分，主要有三部分知识：罗马法、英美法系、大陆法系。

对于罗马法，它毕竟是奴隶制社会的法律，不妨将它同中国

奴隶制社会的法律(主要是西周及春秋时期的法律)对比着掌

握，如将《十二铜表法》同《法经》相比较。对于英美法系

同大陆法系，也可以将二者对比学习，因为二者的许多特点

是相反的。这样就比较容易把握各自的特点。 总之，法制史

内容包罗万象，涉及古今中外，内容比较庞杂。但又不是无

规律可循，只有把握法律发生发展演变的规律，才能够学习

起来比较轻松，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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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