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章  春秋战国的法律制度 

(公元前770-- 公元前221年)



教学目的与要求 

★了解春秋战国法制运动的方向及各国的立

法情况.

★ 掌握春秋时期各国成文法公布的情况

★掌握战国时期魏国?法经?的主要内容

★掌握商鞅变法的主要内容







第一节 春秋时期法律制度的变革

一.礼崩乐坏

二.主要表现

三.成文法的公布



一.礼崩乐坏
。

        表现：统治权力

下移，礼乐制度破
坏，篡杀事件层出
不穷

         

合礼 违礼

“礼乐征伐自天
子出”

“礼乐征伐自诸侯
出”

天子效祭行“八
佾之舞”

诸侯祭祀“八佾舞
于庭”

诸侯行朝觐周王
之礼

诸侯不行朝觐周
王之礼

父慈子孝，君礼
臣忠

臣弑君，子弑父

周王分封赐爵 公侯自封晋爵



原因

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根底决定上层建筑。

■生产力的开展引起生产关系、阶级关系的变化
         铁器牛耕的使用---开垦井田以外的荒地----私田出现

---新兴地主出现---农民、自耕农出现----打破井田制

■周王实力丧失
           诸侯经济政治实力提高，周王天王共主的地位开始动
摇。

           

--



二.法制变革的主要表现

       

       1. 春秋时期，流行“法〞的概念。
             



2. 各主要诸侯国纷纷自立新法

§ 春秋时期的成文法运动



晋国

       其一﹑晋文公重耳执政时期作“被庐之法〞.

         “被庐之法〞 为晋国晋文公时期制定，据孔子

认为，此次制定法律仍然遵守着晋的祖先唐叔的
法度。但"被庐之法"可能没有公布于众.

   

   



   其二﹑赵宣子作“夷蒐之法〞;

       制事典、正法罪、辟〔理〕刑狱、董〔

督  逃〕、由质要、治旧污、本秩礼、续常
职、出滞淹… …使行诸晋国，以为常法。

                             ?左传?

   



§ 其三 ﹑范宣子修订刑书.范宣子于晋平公
时代执常国政，修订过刑书，但没公布刑
书；

§ 其四、公元前513年晋国“铸刑鼎〞，将范
宣子刑书公布于众。



楚国

其一﹑楚文王时制定“仆区之法〞.

      “仆区之法〞为楚国楚文王时制定。规定
严禁奴隶逃亡，有逃亡者要大力搜捕；同
时规定隐匿盗所得器物者，与盗同罪。



法制史案例:楚庄王太子案



直躬父窃羊案

§
　　此案发生于春秋时期楚国。据?论语?、?吕氏春秋?记
载，楚国有个很坦率的人，其父偷了别人的羊，他便亲自
到官府揭发。官府抓其父并要处以死刑，他请求代父受刑。
他说：“父窃羊而谒之，不亦信乎；父诛而代之，不亦孝
乎；信且孝而诛之，国将不诛者乎？〞楚王听后，下令免
去其父死刑。孔子听说后，很不以为然，以为父子相隐才
是正直的品德。〔据?论语•子路?〕

§        孔子提出“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的思想，认为这是
不言自明的道理。后世封建法律允许亲属相隐皆以此为本。
汉朝儒家思想定为一尊之后，“亲亲得相首匿〞，成为定
罪量刑的一项原那么。从这个案件中可见,春秋时期礼治、
法治思想的交锋.



三.成文法的公布

§ 〔一〕成文法公布的原因

§ 〔二〕成文法公布的举动

§ 〔三〕成文法公布的争论

§ 〔四〕成文法公布的意义



§ 春秋末期，郑国和晋国先后“铸刑书(鼎)〞，传统的研究
成果认为：中国古代的成文法始于此类事例，并由此打破
了古代传统秘密法的状态。代表性论著有：杨鸿烈的?中
国法律兴旺史?;陈顾远的?中国法制史??中国法制史概要
?;张金鉴的?中国法制史概要?;?中国大百科全书·法学卷
?“中国法制史〞词目;孔庆明的?铸刑鼎辩正?等。 
　　但是也有学者对上述观点持反对意见，认为早在商代
或者西周时期就出现了成文法，并公布于众。如杨剑虹的
?“铸刑鼎〞考释?，俞荣根的?晋刑鼎再议?.但早在20世
纪前期，钱穆先生在其?周官制作时代考?一文中，对?周
礼?“象魏〞之制为西周公布法律的证据这一观点进行了
批驳。 



〔一〕公布成文法的原因.

        其一、时代的要求，新的法观念、法意

识影响的结果，大势所趋；

        其二、地主阶级为打破奴隶主贵族司法

垄断与专横及实行“法治〞的需要。
        其三、春秋时期成文法运动的结果。



〔二〕公布成文法的举动

§ 子产铸刑书

§ 重点名词:铸刑书

§        中国法制史上首次公布成文法的举动.

公元前 536年,郑国大夫子产为稳固改革成

果,使全国上下都有章程可循,将刑书铸于
鼎上予以公布,作为国家的常法,史称铸刑
书.



人物简介

§ 子产〔？-前522〕，又名公孙
侨，字子美，郑国贵族，与孔
子同时。他于公元前543年到
522年执掌郑国国政，是当时最
负盛名的政治家。子产没有著
述传世，他的言行事迹，主要
载于?左传?、?史记?等书籍。
子产是一个刚从奴隶主贵族转
化而来的封建贵族，为了保持
贵族的某些特权，他不但不公
开反对周礼，反而赞美它，甚
至认为"礼"是"天之经也，地之
义也，民之行也"。但是，子产
执政后，却进行了一系列违反
周礼而有利于封建化的改革，
在个别问题甚至带有比较激进
的法家色彩。因此，他的法律
思想具有折中于礼、法之间的
特征.





邓析“造竹刑〞

§ 重点名词:竹刑

         春秋时期郑国大夫邓析所拟定的一部法

律,因书于竹简而得名.竹刑起初系私人著
作,并不具有法律效力.后来郑国执政大臣
认为竹刑更适合于国情,于公元前501年杀

邓析而用其竹刑.至此,竹刑正式为郑国所
采用,成为国家的法律.



法制史案例:邓析被杀案

§       此案发生于公元前509年。邓析，郑国大夫，是代表
新兴地主阶级利益的革新派。当时，郑国执政子产进行了
一系列有利于封建化的改革，但为了维护贵族特权，要求
在很大程度上保存"周礼"；邓析那么反对礼治，要求"事
断于法"。邓析不满子产所铸刑书，私自编了一部更能适
应新兴地主阶级要求的成文法，把它写在竹简上，故而称
为"竹刑"。他对法律很有研究，曾聚众讲学，并充当"诉
讼代理人"。在邓析的倡导和鼓吹下，当时郑国曾兴起一
股革新浪潮，给新、老贵族的统治造成严重威胁，以至"
郑国大乱，民口欢哗"。公元前501年，"驷歂杀邓析，而
用其竹刑。"郑驷歂〔CHUAN〕是继子产、子大叔之后
的郑国执政，他杀了邓析却不得不用邓析的竹刑。〔据?
左传·定公九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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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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