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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封建成文法典的编纂者是( )。 A.商鞅 B.子产 C.邓析 D.李悝 

【答案】D 【考点分析】商鞅，法家学派主要代表人物。姓

公孙氏，名鞅，又称卫鞅，号商君。公元前361年，秦孝公继

位下令求贤，商鞅携带李悝《法经》入秦，主持秦国变法进

行了比较彻底的改革，确立了新的封建制，改“法”为“律

”，以《法经》为蓝本制定秦律，商鞅变法是一次深刻的变

革，在深度和广度上可以说是战国时期最为成功的一次社会

改革，使秦国成为国力强盛，制度先进的大国，为统一六国

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同时也为封建制度体系的建立提供了宝

贵的经验。子产，春秋末期政治家，法家学派的先驱。公元

前543年到公元前522年任郑国执政，公元前536年郑国执政子

产“铸刑书于鼎，以为国之常法”，将法律条文铸在刑鼎上

，公布与众，史称铸刑书。使郑国在向封建制转型的道路先

迈了一步，这是中国法律历史上一件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法律

事件，它宣告了中国奴隶制法律形式的结束，拉开了封建成

文法的诞生的序幕，为历代封建王朝的成文法的发展奠定了

基础。邓析，春秋末期政治家，法家学派的先驱，曾任郑国

大夫，邓析的“竹刑”：即子产铸刑书之后，郑国大夫邓析

于公元前502年自行修订的郑国的法律，书于竹简之上，称为

“竹刑”。晋杜预于《左传》注中说：邓析“欲改郑所铸刑

旧制，不受君命，而私造刑法，书之于竹简，故称竹刑”。 

邓析的“竹刑”最初属于私人著作，但在当时有很大的影响



，后来邓析因为政治纷争，被执政者杀害，但由于他私收门

徒、传授法律，他的“竹刑”仍在郑国流传，并为执政者所

接受，进而成为官方的法律。他第一个提出反对礼治的思想

，重视法律，主张“事断于法”，为法家法治思想的形成奠

定了基础。魏相李悝为保障变法的顺利进行“撰次诸国法”

即考查各国成为法，吸收各国立法经验，制定出魏国的基本

法《法经》。《法经》原文早已经失传，在篇目结构上，《

法经》共有6篇：－为《盗法》，二为《贼法》，三为《囚法

》或者《网法》，四为《捕法》，五为《杂法》，六为《具

法》。李悝认为“王者之政，莫急于盗贼”，所以将《盗法

》和《贼法》列在法典之首。《法经》规定了各种主要罪名

，刑罚及相关的法律适用原则，涉及的内容已比较广泛，其

基本特点在于维护封建专制政权，保护地主的私有财产和奴

隶制残余，并且贯彻了法家“轻罪重刑”的思想。《法经》

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比较系统，比较完整的封建成文法典

，在中国封建立法史上，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 【注意】本

题考查《法经》的相关知识，从《法经》体例和内容上看为

后世封建法典进一步完善奠定了重要基础，同时作为战国时

期，政治改革的重要成果，同是封建立法的典型代表，因而

它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初具体例的封建成文法典。 2．历

史上称为“张杜律”的法典是( )。 A.北齐律 B.晋律 C.开皇律

D.九章律 【答案】B 【考点分析】泰始三年(公元267年)，晋

武帝司马炎诏颁《晋律》，又称泰始律，共二十篇，620条。

《晋律》的主要成就一是新增法例篇目，丰富了刑律总则的

内容；二是精简律令章句，“以刑宽禁减而著称”；三是再

度改革而刑制，使刑罚继续朝相对宽缓、人道方向发展；四



是增加律注，并与法典本文合为一体，为法典的适用提供了

统一的标准，改律的主要特点：“峻礼教之防，准五服以制

罪”。因这部法典的颁行之后，又经两位大律学家张斐、杜

预为律作注，经晋武帝批准，“诏颁天下”，与晋律具有同

等的法律效力，因而晋律又称《张杜律》。总之，《晋律》

作为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唯一一部曾经通行全国的成文法典

，对后世影响深远。《北齐律》是北齐政权制定的三国两晋

南北朝时期最高水准的封建法典。其特点在于，形成与创制

了12篇的法典体例；二是首创《名例律》的法典篇目；三是

确立“重罪十条”，为后世改为“十恶”所本原；四是确立

了死、流、徒、杖、鞭五刑，为隋唐封建制五刑体系的最终

建立，奠定了基础，并在中国封建法典发展史上，起着承前

启后的作用，特别是对隋唐时期封建立法尤具影响。 隋朝初

年，隋文帝制定了“宽简”为原则的“开皇律”，正式确立

封建制五刑，其“宽平”思想表现在进步废除了前代的酷刑

，改以笞、杖、徒、流、死为基本刑罚手段，同时在北朝刑

罚体系的基础上，对流刑的距离、徒刑的年限及附加刑的数

额，作了减轻的规定。经过改革，隋朝在开皇律首次正式确

立了轻重有序、规范而完备的封建五刑体系，即：死刑分斩

、绞两等；流刑自一千里至两千里分为三等，每等以五百里

为等差；徒刑自一年至三年为五等，每等以半年为差；杖刑

自六十到一百为五等；笞刑自十到五十分为五等，每等均以

十为差，这种刑罚体系于奴隶制五刑相比，是历史的进步，

顺应了中国古代刑罚从野蛮走向文明的发展趋势。封建制五

刑自此正式确立，并一直沿用到明清，成为后世法典一项基

本制度。汉朝建立以后，高祖深感“三章之法不足以御奸”



，故命令丞相萧何参照秦法，“取其宜于时者，作律九章”

，即所谓《九章律》。《九章律》在秦律《盗律》、《贼律

》、《囚律》、《捕律》、《杂律》、《具律》6篇基础上，

增加《户律》、《兴律》、《厩律》3篇而成。《九章律》是

两汉的基本法律。 【注意】：《晋律》又称《张杜律》是因

为张斐、杜预为律文作注，释文与例文有同等的法律效力，

而不是改律的主要制定者是张斐、杜预的缘故。 3．按照唐

律规定的化外人相犯原则，阿拉伯人与日本人在长安相犯，

应适用的法律是( )。 A.唐律 B.阿拉伯法律 C.日本法律 D.阿拉

伯法律或日本法律 【答案】A 【考点分析】“化外人”指对

中国境内的外国人的法律称谓，最早见于《唐律》。《唐律

疏议名例》卷六：“诸化外人，同类相犯者，各依本俗法；

异类相犯者，以法律论。”《疏议》曰：“化外人，谓蕃夷

之国，别立君长者，各有风俗，制法不同。岂有同类相犯者

，须问本国之制，依其俗法断之。异类相犯者，若高丽与百

济相犯之类，各以国家法律论之。”，即同一国家侨民在中

国犯罪，由唐朝司法机关按其本国法律处断，实行属人主义

原则；不同侨民之间相犯，或者唐朝人与外国人相犯，由唐

朝司法机关按照唐律处刑，实行属地主义原则。阿拉伯人与

日本人在长安相犯，依据《唐律》规定，适用属地主义原则

，应以唐律处断。故选A。其余为干扰项，故不选。 【注意

】本题考查唐律关于化外人的规定，除理解此规定的意义之

外，应结合实际加以应用。 4．开创在法典中附载“五服图

”先例的是( )。 A.唐律疏议 B.元典章 C.大明律 D.大清律例 【

答案】B 【考点分析】《元典章》全称《大元国圣政国朝典

章》，是元代地方政府对元世祖以来约50年间有关政治、经



济、军事、法律等方面的圣旨条画、律令格例以及司法部门

所判案例的汇编，共60卷，分为10类，前集和后集两部分，

《元典章》最早附载“五服图”，其后被大明律所承袭。(请

尊重知识产权，本文由北京安通学校提供) 《唐律疏议》原称

《永徽律疏》或者《律疏》。唐高宗李治永徽二年(公元651

年)，长孙无忌等人在《贞观律》的基础上撰定律令，同年完

成12篇500条的《永徽律》，颁行天下，永徽3年长孙无忌等

人奉命又制定律疏，对律文进行逐条逐句的解释，目的在于

说明法条的精神及专门术语的概念，以期各级执法之吏通晓

律文，准确适用援引，永徽4年完成，共30卷，附于律文之后

，于律文同时颁行，附予律文同等的法律效力，称为《永徽

律疏》，元代以后称为《唐律疏议》，它是我国到目前保存

下来最早最完整的封建法典，成为中国封建法典的标志，表

现高超和成熟的立法技术，具有典型性，对后世封建各个王

朝的立法产生深刻影响，同时作为中华法系的典型代表，对

亚洲特别是东南亚各国产生重要影响。《唐律疏议》的特点

“一准乎礼”继承和发展以往礼法并用的统治方法和立法经

验，是法律内容“一准乎礼”，真正实行了礼与法的统一。

全面贯彻礼的核心内容三纲五常，但其后不附载“五服图”

。《大明律》和《大清律例》是封建后期，中国封建法典高

度发展的标志，遵循《元典章》的先例，其后都附载“五服

图”，故本题选B。 【注意】《元典章》最早附载“五服图

”，其后明清基本法典均沿袭此体制。 5．“公室告”与“

非公室告”的诉讼类别出现于( )。 A.秦朝 B.汉朝 C.三国两晋

南北朝 D.唐朝 【答案】A 点击进入免费体验:百考试题在线考

试中心 更多优质资料尽在:百考试题论坛 百考试题在线题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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