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古代刑事法律制度    
      



    在我国古代虽然并没有纯粹现代意义上的刑法典，不过历代的
律典相当于现代规定犯罪与刑法的刑法典。此外历代以君王名义颁
布的单行法规中，最重要的也是刑事方面的法规。统治者视刑事法
是统治的主要工具，对于刑事立法予以高度重视。中国古代“重刑
轻民”的思想，使得我国的刑罚发展有着特殊的体系性与完整性，
每个朝代的法律文件似乎都有自己特别的规定与对前朝规定的发展，
直到1911年清政府颁布《大清新刑律》才使得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
刑罚体系替代了封建性质的刑罚体系，自此中国古代的刑罚制度宣
告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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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周刑罚基本原则
秦朝刑罚基本原则
汉朝刑罚基本原则
三国两晋南北朝刑罚基本原则
唐朝刑罚基本原则
宋朝刑罚基本原则
明朝刑罚基本原则
清朝刑罚基本原则





三、重视社会危害与惩罚相关联性
1、区分故意与过失的原则
2、自首原则 

3、对犯罪未遂行为的处理原则
4、对累犯与再犯的处理原则 

5、对共同犯罪的处理原则
6、正当防卫原则
7、“重其重罪”与“轻其轻罪”的原则 

8、诬告反坐原则 

四、罪刑法定主义原则与比附、类推原则的矛盾 

1、罪刑法定原则  2、比附、类推原则

     

此外，时效制度与法不溯及既往的原则、涉外案件的处理原则等体

现了古代刑法原则一定程度上的科学性。



西周：
立法思想：以德配天，明德慎刑；刑罚世轻世重

      西周奴隶制法律制度得到完善，开始确立定罪量刑的刑法原则：

① 矜老怜幼原则
② 区分故意与过失、惯犯与偶犯的原则
③ 罪疑从轻、从赦的原则
④ 贵族特权原则

          

           



①矜老怜幼原则

②        即老年人和未成年人行为虽然构成犯罪，但不施加刑罚的原

则。

         据文献记载，西周时期有“三赦之法”的规定：“一曰幼弱，
二曰老耄，三曰蠢愚”这三种人犯罪，可以赦免。《礼记·曲礼

上》明确规定：“八十、九十曰耄，七年曰悼。悼与耄，虽有罪
不加刑焉。”即八十岁以上老人和七岁以下儿童犯罪，不追究刑
事责任。

     
           这一原则体现了“明德慎罚”的思想，但更主要的是由于老

幼行为能力有限，对社会尤其对统治阶级构成的威胁或危害较小。
这一原则的确立，标志着我国刑法对刑事责任年龄的初步确定。



②区分故意与过失、惯犯与偶犯的原则

 　  《尚书·康诰》记载：“人有小罪，非眚（sheng），乃惟终
…乃不可不杀。乃有大罪，非终，乃为眚灾…时乃不可杀。”“
眚”为过失，“非眚”为故意；“惟终”为惯常，“非终”为偶
犯。这段话，讲明了司法官在量刑上应遵循的两条原则：所犯即
使是小罪，但如果是故意、惯常，则要严惩；所犯虽为重罪，但
如果是过失、偶发，仍应宽宥减刑。

  　
      区分故意与过失、惯犯与偶犯原则，确立了以犯罪主观动机

和客观危害为定罪量刑的依据。这在当时的世界刑法史上是罕见
的，是中国刑法史上的一大进步。





④贵族特权原则

         贵族特权是宗法等级制度的产物，是“刑不上大夫”的具体

化。它是指不同身份等级的人犯同样的罪行，承担的法律责任和
处罚结果是不同的。西周时期贵族享有一系列社会特权，包括一
些刑法特权。

          西周中晚期实行“八辟”之法。即具有特殊身份或特殊经历
的贵族，在犯罪以后，享有法定的宽宥、减免特权。《周礼·秋
官·小司寇》记载：“以八辟丽邦法，附刑罚。一曰议亲之辟，

二曰议故之辟，三曰议贤之辟，四曰议能之辟，五曰议功之辟，
六曰议贵之辟，七曰议勤之辟，八曰议宾之辟。”“辟”指法，
“丽”指附着，即适用法律。

        “八辟”是对八种特权人物犯罪减轻刑罚的法律。三国曹魏时

期改为“八议”制度，并为魏晋以后的封建法典所沿用。
      





① 刑事责任年龄原则 

    　　  秦律规定，未成年人犯罪，不负刑事责任或减轻刑事责任。
对于成年与未成年，秦朝以身高来划分。秦规定，身高不到六
尺，不负刑事责任。

                秦简《法律答问》里有一个案例：“甲小未盈六尺，有马一
匹自牧之，今马为人败，食人稼一石，问当论不当?不当论及
偿稼。”意思是说，有一个身高不到六尺的小孩，放马。马受惊
吓吃了别人家的庄稼，问如何处置这个小孩。答复是不负刑事
责任，也不赔偿。

               需要指出的是，秦的刑事责任年龄，是追究犯罪者本人应负
刑事法律责任的法定年龄。至于受连坐株连的家属则无年龄限
制。

              按照身高来确定是否负担刑事责任，显然是不科学的。但秦
朝开始注意主体的犯罪能力以及根据不同的能力来划分是否犯
罪，无疑又是进步的。后世对责任年龄逐渐加以完善。  





③区分有无犯罪意识
  

　　秦律开始注意到犯罪意识对犯罪的作用，根据有无犯罪意识来
确定是否定罪。

　　《法律答问》记载： “甲盗，赃值千钱，乙知其盗，受赃不
盈一钱，问乙何论?同论。”又“甲盗钱以买丝，寄乙，乙受，
弗知盗，乙论何也?毋论。”第一个案例说，有一个人甲盗窃千
钱，另一个人乙知道甲盗窃，虽然乙受赃不到一钱，但与甲一样，
同样以盗窃论惩罚。而第二个案例是说，甲用偷来的钱买了丝绸
寄给乙，乙接受了，但乙不知道这是甲用偷来的钱买的，所以乙
不承担任何责任。对比这两个案例可知，秦律根据有无犯罪意识
来确定是否定罪量刑。



　
　

④数罪并罚
   　
　　　数罪并罚，就是对一人所犯数罪的合并处罚。秦律里出现了

有关数罪并罚的记载。秦简《法律答问》：“诬人盗值廿，未断，
又有它盗，值百，乃后觉，当并赃以论。”一个人先诬告他人盗
窃价值二十钱的东西，尚未判决，同时又发现该人还犯有盗窃罪，
赃值一百钱，依律“并赃以论”，即两罪合并处罚。

　　　在现代刑法中，构成数罪并罚有时间限制，并罚的计算也有
不同的原则，这在秦律中都没有详细的规定。

⑤累犯加重原则

　　   秦律区分初犯和累犯，累犯加重处罚。如果有人以犯了应“
耐为隶臣”刑罚的罪，又诬告他们犯当受“司寇”刑的罪，则“
耐为隶臣，又系城旦六岁”。不仅加施前罪当受之罚，而且施加
比后罪所当受刑罚更重的系城旦刑。



⑥共犯加重

   　 秦朝规定五人以上(含五人)共同犯罪为共同犯罪，对共同犯
罪人不加以区分，均要加重处罚。

　　　秦简《法律答问》：“五人盗，赃一钱以上，斩左止(趾)，
又黥以为城旦；不盈五人，盗过六百六十钱，黥劓以为城旦。”
在秦朝，如果五个人共同盗窃，只要赃一钱以上，就要斩左趾，
并刺面，然后服“城旦”；但如果不到五个人，只有偷盗六百六
十钱，才被刺面割鼻子，然后服“城旦”。



⑦自首从轻原则

   　自首，就是犯罪者在罪行被发觉前主动到司法机关投案。在
秦朝，自首叫“自出”或“自告”。秦律规定，自首减轻处罚。　　　　　　　　
《法律答问》有一处记载：“司寇盗百一十钱，先自告，可(何)

论?当耐(剔除胡须)为隶臣(为奴)，或曰赀二甲。”应受到司寇
刑的人又盗窃一百一十钱，本应耐为隶臣，但因为自首，所以从
轻处罚为二甲。

   　
　　　自首是我国刑法独有的制度，通过提供犯罪者悔过自新的机

会，有利于分化瓦解犯罪、减少社会不安定因素；同时有利于及
时破案，减轻司法工作。秦朝统治者已经认识到自首的意义，在
司法实践中实施自首制度。



⑧诬告反坐

  　　秦律规定了诬告反坐制度，诬告者以其所告之罪罪之。秦律
将诬告称“诬人”，构成诬人的条件必须是“端告”，即故意捏
造事实，控告他人有罪或罪重。而秦律将不是出于故意而是过失
控告他人犯罪而与事实不符的行为，叫做“告不审。”

　　　秦简《法律答问》：“甲盗羊，乙知，即端告曰甲盗牛，问
乙为诬人，且为告不审?当为告盗加赃。”乙在知道甲盗羊的情
况下，控告甲盗牛，乙为故意，乙即犯了诬告罪，而不是告不审，
对乙要以盗窃罪并增加赃数来处理。





ü邻里连坐，《史记·商君列传》载，商鞅变法实行“令民为什伍，

而相牧司连坐”。秦法把居民按五家为一个单位组成“伍”，令五
家为保，十保相连，互相监督纠举，有罪株连。从秦简看，邻里连
坐的是里典和伍人，受连坐的邻里，不一定与犯罪者同等刑罚；官
吏和有大夫以上爵位者，一般不受邻里连坐。

ü职务连坐。职务连坐是指官吏犯罪，有关同僚要受到处罚。秦律
规定，对于犯有失职罪的官吏，有关人员要受到连坐处罚。如，县
府尉官有罪，县令与丞要连坐 。



⑩教唆同罪，教唆未成年人犯罪，犯罪加重处罚
 

　　　《法律问答》：“甲谋遣乙盗。一日，乙且往盗，未到，得，
皆赎黥”即甲教唆乙行盗，一并“赎黥（qing）”。“甲教唆乙
盗窃杀人，甲得到赃款十钱，乙身高不到六尺（乙未成年），甲
被判处磔刑。”甲教唆身高未及六尺的未成年人乙杀人，又接受
赃款，所以甲被重罚，被处以车裂之刑。





①保障官僚贵族封建特权的上请原则

　　　随着法律制度的开始儒家化，汉朝一反法家“刑无等级”的
法治传统，将西周时代“刑不上大夫”的司法特权正式法律化，
确立了上请的刑罚原则。

          所谓上请，即某些官僚贵族犯罪后，一般司法机关不得擅自

审理，须奏请皇帝，根据其与皇帝关系的远近亲疏、官职高低、
功劳大小，决定刑罚的适用或减免。它是汉律中赋予贵族官僚的
一项法定特权。



　　西汉时期享有上请特权的对象是郎中或六百石以上的官吏和公、
侯及其子孙。适用上请的犯罪一般为耐罪之上，耐罪以下可以通过
赎免的办法来免除其刑罚。高祖七年(公元前200年)，“令郎中有
罪耐以上，请之”，是汉朝实行上请原则之始。其后，上请对象的
范围逐步扩大。东汉时期，总的来说，凡是公侯及其子嗣以及三百
石以上的官吏都享受“上请”的特权。同时，应请之罪也不仅仅是
耐罪以上，而是不论什么犯罪，都可以通过上请得到减免。

　　上请制度是儒家思想中“尊尊”原则的要求，也是“刑不上大
夫”原则的具体体现。





③亲亲得相首匿的相隐原则

   　亲亲得相首匿，即法律允许某些亲属之间互相首谋藏匿或包
庇犯罪而不负刑事责任。这一刑罚原则，源于儒家伦理道德观念。
孔子曾明确主张：“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儒家
视“父为子隐”为“仁”，“子为父隐”为“孝”。汉朝统治者
标榜“以仁孝治天下”，遂将这一儒家伦理道德观念上升为亲亲
得相首匿的刑罚原则，正式赋予其法律效力。

　　　宣帝地节四年(公元前66年)即明令规定：子匿父母，妻匿丈
夫，孙匿祖父母，均不治罪；而父母匿子，丈夫匿妻，祖父母匿
孙，即使是殊死重罪，也要上请廷尉区别对待。根据这一规定，
卑幼首匿尊长，不负刑事责任；尊长首匿卑幼，死罪可上请减免
刑罚，其他罪则不负刑事责任。从此，亲亲得相首匿的刑罚原则，
始终为后世封建政权所沿用。



④自告除其罪
⑤　
⑥　　　自告就是自首，按照汉律规定，犯罪以后能向官府自首的

可以免除其刑罚。与秦朝相比，但汉律中“先自告除其罪”的规
定是有条件的。

  　　第一，如果系共犯或集团犯罪，而为“造意”和“首恶”者，
即使自告也不能免罪。如淮南王刘安谋反，淮南中郎伍被参与其
谋，事发后，伍被虽主动自首，但因其为主谋者之一，所以不能
赦免，仍被处以死刑。

  　　第二，如果一人犯数罪，只能赦免其自首的罪行，其没有自
首的罪行，依据法律照样予以惩罚。例如，衡山王刘赐的儿子刘
孝，他先自告了谋反的行为，因此免除了其谋反行为的罪责。但
刘孝同时还犯有与其父王御婢通奸的罪行，这不属于“先自告除
其罪”之例，因此，“孝坐与御王婢奸，弃市”。



三国两晋南北朝：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刑罚制度是中国刑罚制度发展史上重要
的国度阶段，它上承秦汉，下启隋唐，整个发展过程呈现了一种
刑罚逐步减轻、体系日益规范的趋势。表现在刑罚基本原则的变
化有以下几个方面：

① “准五服以治罪”原则

②贵族官僚特权刑法原则

③ “重罪十条”

④存留养亲





以上内容仅为本文档的试下载部分，为可阅读页数的一半内容。如要下载或阅读全文，请访
问：https://d.book118.com/096004203124010212

https://d.book118.com/0960042031240102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