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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社会的法律观》

前言

中国的历史和文化源远流长、光辉灿烂，曾对世界文明的发展做出过重大贡献。今天，当历史车轮进
到20世纪和21世纪交替的年代，中国人民又肩负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伟大历史使命。实现这
一宏伟目标，既有重重困难，也有种种有利条件。充分利用丰富的文化宝藏，对广大人民，特别是青
少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传统美德教育，就是我们的一大优势。毫无疑问，普及祖国的历史知识，弘
扬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向社会提供营养丰富的精神食粮，将对提高中华民族的素质，增强民族自信
心和凝聚力，具有积极意义。有鉴于此，北京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与大象出版社携手合作，共
同推出“中国历史文化知识丛书”。我们希望这套丛书能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北京大学具有研究和
弘扬中国历史文化的传统和优势。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为了进一步发挥这一优势，学校领导于1992年
初决定成立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中心成立后，依托中文、历史、哲学、考古等系，组织各方面的
教师和专家开展工作。一方面，致力于专深的学术研究，编辑出版《国学研究》年刊和《国学研究丛
刊》；另一方面，注重于文化普及工作，“将大学课堂延伸到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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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社会的法律观》

内容概要

《中国古代社会的法律观》内容简介：该书作者从先秦典籍、正史、笔记中撷取大量资料，深入分析
了中国古代社会的传统法律中体现的人情观、道德观、人治观、平等观、自然观、法治观，并论及这
种融习俗、人情、道德等为一体的法律体系的特征、渊源、社会影响及对现实法制建设产生的影响，
提出：中国古代社会有别于西方的突出表现为社会的治理以道德为基础，由里及表。这种观点对于现
代法制的建设仍有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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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社会的法律观》

章节摘录

两个互相对立的学派互相吸收，共同服务于政治，表现了中国古代政治家的成熟。礼法融合，也表现
了中国古代法律体系有博采众家之长的能力。凡有利于社会稳定与治理的思想及主张，中国古代法律
无不将之纳入体系之中。对外来文化亦不排斥，而是因势利导，充分发挥其积极效益。东晋后，由印
度传人的佛教渐盛，佛教教义经中国文化融合，有了新的内容与特色。有人将佛教中的“五戒”附会
于传统的伦理道德，认为“不杀，仁也；不盗，义也；不邪淫，礼也；不饮酒，智也；不妄言，信也
”。①佛教中因果报应，转世轮回的说教被统治者用来扼制人们的“恶念”，以预防犯罪。地狱的恐
怖，来世的煎熬使人们确信：“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一些连死都不怕的“亡命之徒”在宗教的精
神压力下，亦不得不有所收敛。有人言：“若彼愚夫、愚妇，理喻之不可，法禁之不可，不有鬼神轮
回之说，驱而诱之，其不入井者几希。”②中国古代法律体系和谐开放。道德伦理、风俗习惯、家规
乡约、宗教等等在这和谐开放的体系中皆占有一定的地位，并充分发挥各自的作用。和谐开放，促进
了开明。其三，崇拜自然、效法自然是中国古代为政传统。自然界的博大和谐，万物皆有所归及其有
条理的变化规律，为中国古代法律体系提供了最好的模式。礼法并举，恩威并用及执法平等的主张，
无不源于自然界的启发。崇拜自然是人类社会发展伊始的普遍现象。原始社会时，由于生产力的低下
，人们对自然界的一些现象无法理解，无论是出于恐惧，还是出于依赖，他们相信自然之中存在着神
力无边的主宰，因而对自然便顶礼膜拜。中国先民的智慧之处表现在：在崇拜自然的同时，更注重仿
效自然，以求用“人事”应“天道”，用“天道”制约“人事”。传说中的伏羲“仰观象于天，俯察
法于地，因夫妇，正五行，始定人道”。①成书于战国秦汉之际的《周礼》，仿效自然，设天、地、
春、夏、秋、冬六官，以人事应天道。《汉书·刑法志》开篇便道出法律的诞生是圣人受大自然启发
的结果：“圣人既躬明哲之性，必通天地之心，制礼作教，立法设刑，动缘民性，以则天象地。故日
：先王立礼‘则天之明，因地之性’也。刑罚威狱以类天之震曜杀戮也。温慈惠和，以效天之生殖长
育也。《书》云：‘有秩有礼’、‘天讨有罪’。故圣人因天秩而制五礼，因天讨而作五刑。”这段
话的意义在于说明礼与法、教与刑都是圣人与大自然沟通的产物，是圣人对沉默不语的大自然底蕴的
领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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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社会的法律观》

后记

近几年来，为配合成人教育，我经常去各地司法部门讲授“中国法律思想史”课程。出人意料的是许
多学员对传统法律有浓厚的兴趣，他们常常联系工作中的实际情况，反思传统法律对现实的影响，使
我确实感到历史并非是“死学科”。正如马克思讲的那样：“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
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
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现实中的法制
建设，必须是，也只能是传统法律的改造、更新与发展。对数千年传统法律熟视无睹，现实中的法制
建设就难免误入歧途。因此，“中国古代社会的法律观”这一课题，来源于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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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古代社会的法律观》：中国历史文化知识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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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社会的法律观》

精彩短评

1、古今对比，有异有同
2、马老师的这本书属于实实在在的“干货”，逻辑很清晰，对后续进一步研究有启发意义——没白
花钱买此书。
3、东西很好，很不错！
4、为了写法制史的作业买的
5、法制史方面的书，买来准备论文的
6、和历史很贴合。
7、没有的，我们以前没有，现在也没有，现在连道德观也要没有了。
8、适合从图书馆借来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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