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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法制史》

内容概要

本书共分四编十九章，以中国历史进程为基线，按中国法律的形成期、发展期、发达期以及走向法律
的近代化之历程四个阶段，详细介绍了自华夏文明起源开发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中国历代法
律制度。 
本书相当注重体系的完整性、叙述的清晰感和史料的扎实质，描画出中国法律发展和演进的历史长卷
。作者在全面论述中各个时期的法律理念、立法概况、法律制度和法律文化的同时，也对相关的法律
人物、事件和司法案例加以介绍也注重吸收该学科最新的理论研究成果，并发表自己的观点，兼具广
度和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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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郭成伟，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博士后指导教师，曾任校学术委员会委员、校学位委员会
委员，科研处处长，校项目成果评审委员会主任。现任中国法律史学会常务理事、中国法制史专业委
员会副会长、董必武法律思想研究会常务理事等，独立承担多项国家级、省部级科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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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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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1927年—194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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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夏商法律制度　　（约公元前21世纪——前11世纪）　　公元前21世纪前后，中国古代
社会以禹传位于启为标志，完成了原始氏族公社制向奴隶制君主专制的质变过程，产生了中华民族最
初的国家形态——夏国家，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法律制度。从夏启到夏桀，夏国家传十四世，十七王，
历时400余年。夏朝法律制度作为奴隶主阶级实施阶级专政的工具，伴随夏国家的发展变化，也开始了
奴隶制习惯法向奴隶制成文法过渡的漫长过程。　　公元前16世纪前后，世居在黄河下游的商部落，
在首领商汤的率领下，推翻了夏桀的残暴统治，建立起奴隶主贵族专政的商王朝，定都城于毫（音bo
，今河南商丘）。至公元前14世纪左右，商王盘庚迁都于殷（今河南安阳），史称殷商。商朝自汤兴
至纣亡，相继传十七世，三十一王，约600年左右。商朝在继承夏朝法律的基础上，发展了奴隶制法律
，进而稳定了社会秩序，巩固了奴隶主阶级统治。　　应当指出，夏商法律制度是我国奴隶制社会法
律制度的发祥与形成时期，也是中华法系的渊源时期，它的内容与特点对日后中华法系的形成产生了
重要影响。　　第一节　中国法律起源与夏朝法制简况　　一、中国法律起源　　（一）夏奴隶制国
家的产生　　原始社会因历史条件所限，不可能产生带有阶级专政属性的国家，也不可能产生体现为
国家形态的法律。人类社会只有发展到一定的历史阶段后，才能产生服务于统治阶级需要的国家与法
律。中国和世界早期文明地区一样，在经过漫长的发展时期，以及生产力的一定发展后，开始出现私
有制，社会也开始分裂为对立的两大阶级。即奴隶主阶级与奴隶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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