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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566/2021_2022_2009_E5_B9_

B4_E6_B3_95_c80_566044.htm 单项选择题 1．据《左传昭公六

年》载：“周有乱政，而作( )”。 A.禹刑 B.汤刑 C.九刑 D.吕

刑 【答案】 C 【考点分析】 此题主要考查的知识点是周朝的

立法状况。西周大规模的立法活动，包括制定周礼和编定刑

书。其中刑书主要包括“九刑”和《吕刑》。九刑有两种含

义，一是指周朝初年制定的刑书，《左传昭公六年》载：“

周有乱政，而作九刑”。《逸周书》中说“太史箧刑书九篇

”，或指九刑，其具体内容已不可考；二或是指西周的刑罚

，即墨、劓、(刖)、宫、大辟五刑加上赎、鞭、扑、流等刑

罚，合起来称“九刑”。其主要立法精神在于严厉打击危害

国家统治与社会秩序的刑事犯罪。因此本题正确答案为C。 

【注意】禹刑成于夏朝，《左传昭公六年》载：“夏有乱政

，而作禹刑”。禹刑不是一部成文法典，而是泛指夏朝的法

律和刑罚，即大致为启及其后继者根据氏族晚期习俗陆续积

累汇集而成的习惯法。汤刑成于商朝，《左传昭公六年》载

：“商有乱政，而作汤刑”。汤刑是商代法律是总称，包括

不成文的习惯法和国王发布的“誓”、“诰”“命”等。“

吕刑”是西周穆王为革新政治，命令当时吕国的诸侯兼周王

朝司寇的吕侯所作，它是一部刑事法律规范和刑事诉讼法性

质的法律文献，通篇体现了西周“明德慎罚”的立法指导思

想，在中国古代法律制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2．中国

历史上第一次以律为形式公布的封建成文法典是( )。 A.铸刑

书 B.竹刑 C.法经 D.秦律 【答案】 D 【考点分析】 此题主要



考查的知识点是战国时期法典编篡体例的变化。在中国古代

，法律的名称先后历经“刑”、“法”“律”等变化。夏、

商、西周时期，法律称为“刑”，如九刑、吕刑；春秋中后

期，新兴地主阶级为反对奴隶主贵族的法律特权，要求以“

平之如水”的“法”代替“有差等”之“刑”，以强调法律

的公平与正直。于是刑改称为“法”；但到战国时期，随着

封建法律的不断发展和法制建设经验的进一步积累，人们已

不仅仅满足法的公平性，进而强调法律的普遍性和必要性。

于是商鞅“受《法经》以相秦”，在变法过程中改法为律。

所谓“律”，最早指定音的竹笛，转指音乐的旋律，节拍，

节奏，具有稳定、恒常、和“均布”之义。“律者，罚罪也

。”以律代法，目的是更突出强调法律规范的刑事性、普遍

性、经常性、必行性，使之具有“范天下之不一归于一”的

功能。自此以后中国古代的法典基本上都以“律”命名。因

此以律为名的成文法典应是战国之后商鞅主政的秦国所颁布

的秦律。 【注意】 铸刑书是春秋时期郑国的立法活动，也是

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公布成文法的活动。竹刑是春秋时期郑国

大夫邓析私刻的法律规范。《法经》是我国第一部封建成文

法典，为李悝所作。但三者都不是以律为名。 3．秦汉时期

中央司法机构的长官称作( )。 A.大理 B.大司寇 C.廷尉 D.大理

寺卿 【答案】 C 【考点分析】 此题考查的知识点是秦汉时期

的中央司法机关。秦统一六国以后，在皇帝之下，设立廷尉

为中央司法机关，其长官称为廷尉，属九卿之一。《汉书百

官公卿表》载：“廷尉，秦官，掌刑辟”，即掌管皇帝直接

交办的刑事案件的审判，也即掌管诏狱的审理工作，并审理

全国上报的重大疑难案件。除廷尉外，御史大夫也掌握一定



的审判权。两汉时期，中央最高司法机构及最高司法长官虽

一度更名，景帝中元六年曾更名为大理，武帝建元四年复称

廷尉，哀帝元寿二年又改称大理，至光武帝时复称廷尉，但

其职能并没有大的变化，仍是处理皇帝直接交办的诏狱和复

查或审理地方移送廷尉的重大疑难案件和上诉案件，不过增

加了监禁重罪囚犯的职责。而且，此题所问的是秦汉两朝，

所以选C。 【注意】 考生注意中国各个不同历史时期法律制

度的沿革、变化，在中央司法机关及其最高司法长官的设置

上，历代有着继承，又有创新。夏朝中央司法机关称为大理

，商、周则为大司寇，到秦朝改设廷尉，掌管司法，魏晋南

北朝北齐时正式改廷尉为大理寺，唐时以大理寺、刑部和御

史台为中央司法机关，其中大理寺是中央最高的审判机关，

刑部则为中央司法行政机关，除掌司法政令外，还复核大理

寺流刑以下及州、县徒刑以上的犯罪案件，御史台则既是中

央监察机关，又是负责法律监督的三大司法机关之一。宋代

则以大理寺、刑部和审刑院为其中央司法机关，同时以御史

台为中央法律监督机构。元朝取消了大理寺，中央司法机关

为大宗正府、刑部、御史台、宣政院；明清时恢复了大理寺

，并改御史台为都察院，这样中央司法机关为刑部、大理寺

、都察院，简称三法司。其中刑部是中央最高审判机关，大

理寺掌复核，降为慎刑机关。都察院不仅负责中央行政监察

，也担负中央法律监督的职责。到清末修律时，刑部改称法

部，只掌司法行政，大理寺改称大理院，成为中央审判机关

，同时废除都察院，设立各级检察厅。 4．中国古代把具律

改为刑名并置于律文之首的法典是( )。 A.秦律 B.汉律 C.曹魏

新律 D.北齐律 【答案】 C 【考点分析】 此题主要考查的知



识点是三国时期的法典编篡体例的变化。三国魏明帝时期，

鉴于汉末法律过于庞杂，于是下诏改定刑制，命陈群、刘劭

等大臣“删约旧科，傍采汉律，定为魏法，制《新律》十八

篇”。《新律》是曹魏一代的国家基本法典，一般又称为魏

律，它总结了前代各个时期的立法成就和经验教训，不仅在

法律内容上有重大进展，而且在法典编篡体例形式上有重大

突破，将《具律》一篇改为《刑名》，置于律首。《具律》

类似于近代刑法总则部分内容。从李悝制《法经》后，《具

律》始终位居第六篇，也能起到指导分则各篇的作用。萧何

制《九章律》也采用这一体例。其《具律》虽作为总则，但

篇目既不在全篇之首，也不在其后，显然不符合律典篇章体

例结构的正常顺序。曹魏《新律》改“具律”为“刑名”，

并将其位置提到律文之首，改变了原来既不在其始，又不在

其终、不规范的弊病，突出了其作为律典总则的地位与作用

，是中国刑事立法技术的一大进步。 【注意】 考生注意律典

总则发展的沿革。战国时期，李悝在魏国进行变法运动，为

了保证变法的顺利进行，李悝在考察各国成文法吸收其经验

的基础上，制定了《法经》六章。《具法》是其第六篇。《

具法》的内容主要是关于定罪量刑中从轻从重等法律原则的

规定，起着“具其加减”的法典总则作用。《法经》的此种

编排体例被后世沿用，并不断地完善。汉朝的《九章律》在

《法经》六篇的基础上增加了户、兴、厩三篇，使得《具律

》的位置位于律中。《魏律》改具律为刑名，置于律首，使

法律编纂体例更加科学，西晋《泰始律》将《刑名律》分为

《刑名律》和《法例律》两篇，南北朝时《北齐律》又将《

刑名律》和《法例律》合并，其中“刑名”取其“名”，“



法例”取其“例”，合为《名例律》，置于律首。自此，我

国的封建成文法典都以《名例律》命名，并一直沿用到清朝

。 5．《唐律疏议》的重要指导思想是( )。 A.明刑弼教 B.明

德慎罚 C.德主刑辅 D.德本刑用 【答案】 D 【考点分析】 此

题主要考查的知识点是唐朝的立法指导思想。唐初统治者“

动静必思隋氏，以为殷鉴”，对封建法制建设十分重视，并

对立法的指导思想进行了反复的探讨和反思。唐初统治者顺

应了自汉魏以来法律儒家化的潮流，继受了儒家的德主刑辅

、礼法并用的正统法律思想，将礼、法由互补发展为统一的

体用关系。《唐律疏议名例》明确提出：德礼为政教之本，

刑罚为政教之用，犹昏晓阳秋相须而成者也。”这一思想既

强调治理国家必须兼有德礼和刑罚，又强调德礼和刑罚在实

施政教中的关系是“德本”、“刑用”。因此本题答案是D

。 【注意】以礼为主，礼法结合是中华法系占统治地位的主

导法律思想。早在西周初年，周公旦就提出了 “明德慎罚”

的思想，指导西周的法制建设。至西汉时期，大儒董仲舒提

出完整的“德主刑辅”的理论体系，改“民本”为“君本”

，得到了武帝的确认，后来逐渐发展成为国家立法的指导思

想。唐朝统治者把这一理论发展到“德本刑用”的高度，推

进了唐朝的封建法制建设。由于社会历史阶段的变化，明太

祖朱元璋时，开始推行重典治国，于是强调传统的“明刑弼

教”，以其作为立法的指导思想。“明刑弼教”重在明刑，

以刑辅教，偏离了传统的德主刑辅的精神，反映了封建社会

开始走向衰落。清朝则以 “尚德缓刑”为其主要的立法指导

思想。 考试●大100test.com编辑竭诚为你提供全面的优质考

试资料！考试＊大编辑预祝大家考试★大100test.com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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