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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春秋战国是中国由奴隶社会走向封建社会的转型时期，此间列国改革风起云涌，加速了中国社会的封
建化进程。本书通过对几次最具典型意义（东方齐国、中原三晋、南方楚国、西方泰国）的改革的剖
析与比较，从广阔的社会层面多角度地透视了春秋旧中国封建化改革的背景、动力、内容、领导力量
、主要特点及其成败得失，论述了各具鲜明特色的改革模式及其历史走向，揭示了这场子封建化改革
的基本规律和历史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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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春秋时期各国的改革变法一、土地、赋税变革公元前685年齐国管仲首先采用了“相地而衰征”的
新税法；公元前645年《左传》载晋国“作爰田”，《国语·晋语三》记之为“作辕田”，可知“爰”
“辕”乃一音之转；公元前594年鲁国实行“初税亩”；公元前590年鲁国又“作丘甲”；公元前563年
郑国“为田洫”；公元前548年楚国“书土田”；公元前538年郑国子产“作丘赋”；公元前408年秦国
实行“初租禾”。在这些平淡的记载下，表述了中国几千年农业社会里非常重要的土地、赋税变革的
过程。公元前483年，鲁国又“用田赋”。这是一种按居民实际占有土地数量的多少来征收军赋的制度
，故以“田”字命名。而“丘赋”则是按居民行政编制单位纳赋的制度。由“丘赋”到“田赋”的改
革，是由于井田制瓦解，村社人口大量流失造成的。据银雀山汉墓简书《孙子兵法·吴问》篇，春秋
末年，晋国的中行氏、知氏、范氏、韩氏、魏氏、赵氏等六卿也采取了按亩论赋的军赋制。这说明“
田赋”制在春秋晚期已经很流行了。二、成文法前564年宋国“(庀)刑器”九年春，宋灾。乐喜为司城
以为政。使伯氏司里⋯⋯使华臣具正徒⋯⋯使华阅讨右官，官庀其司。向戌讨左，亦如之。使乐遄庀
刑器，亦如之。使皇郧命校正出马，工正出车，备甲兵，庀武守使西鉏吾庀府守，令司宫、巷伯儆宫
。二师令四乡正敬享，祝宗用马于四墉，祀盘庚于西门之外。郑国铸刑书公元前536年，郑国执政子产
将郑国的法律条文铸在金属鼎上，向全社会公布，史称“铸刑书”。当时“鼎”是礼器，是国家权力
的象征，把法律条文铸在鼎上，向全社会公布，是为了强调国家法律的尊严，同时，也有利于法律在
全社会范围内得到贯彻执行。郑国竹刑郑国的大夫邓析是一位与子产同时代的思想活跃的人物，他曾
在郑国办私学传授法律知识，并经常帮助他人进行诉讼。公元前530年，邓析总结当时各国法律，编成
刑书，刻在竹简上，称为“竹刑”。后来邓析因政治纷争而被执政者杀害，但他的竹刑仍在郑国流传
并为执政者接受，成为官方的法律。晋国铸刑鼎公元前513年，晋国赵鞅把前任执政范宣子所编刑书正
式铸于鼎上，公示于众，史称“铸刑鼎”。另外，据说楚律 《鸡次之典》《仆区之法》《茅门之法》
也是成文法，那么时间更得推前《仆区之法》规定：“盗所隐器，与盗同罪。”——楚文王时期制定
《仆区之法》，这是一部关于惩治窝藏罪的刑律。《茅门之法》规定：“群臣大夫诸公子入朝，马蹄
践[雨留]者，廷理斩其辆，戮其御。”——楚庄王时期，有关王宫禁卫的法规称为“茅门之法”， 茅
门楚王宫宫门之一此外。即是关于王宫出入管理的规定。楚国有一部统领各个领域的法律大典，叫《
鸡次之典》。《战国策·楚策》说，吴人入郢(公元前506年)，楚昭王偕臣属逃走，百姓离散，有一个
叫蒙谷的人，“遂入大宫，负鸡次之典以浮于江，逃于云梦之中。昭王返郢，五官失法，百姓昏乱；
蒙谷献典，五官得法，而百姓大治。此蒙谷之功，多与存国相若”。《鸡次之典》，又叫《离次之典
》，何以得此奇名，不得而知。按鲍本的说法，“离，是所治离局者”，是“楚国法也”。它既藏于
大宫，当然是一部重要的法律。失去它，全国大乱；得到它，全国大治，故“多与存国相若”。这样
看来，这部法典是楚国立国以后，经不断增删而成的综合性的国家法律大典。可惜的是它早已亡失，
其内容就无法知道了。三、晋国的法制进程唐叔虞之法：启以夏政，疆以戎索晋献公改革：士蒍之
法+废除公族晋惠公改革（吕甥改革）：作州兵、作爰田晋文公改革：郭偃之法、被庐之法（执秩之
法）+被庐之搜（三军六卿）赵宣子改革：赵宣子之法（夷之法、夷搜之法、常法）、打击公族扶植
卿族（新“公族”制度）范武子之法：参考周室礼法，基本恢复被庐之法晋悼公改革：司空辛、士渥
浊重修“士蒍+范武子之法”+绵上之搜（恢复三军六卿）范宣子之法（范宣子刑书、新法）：恢复赵
宣子之法晋国铸刑鼎（成文法）：把范宣子之法颁诸于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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