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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_AE_B6_E8_B0_882_c67_491869.htm 复习是应试的基础，是

考研成功的根本保障。一切应试技巧都是建立在认真复习、

全面掌握有关知识的基础之上的、离开全面、认真、深入、

细致的复习，一切应试技巧都是无水之源、无本之木，可以

说扎实复习，吃透教材是最根本的应试技巧。冰冻三尺非一

日之寒，考生必须明确这一点，踏踏实实搞好复习，不可怀

有侥幸心里，到考场上去碰运气，这是安通要特别强调的一

点。但是在复习时也应当掌握必要的复习技巧，这可以帮助

考生少走弯路。尤其法律硕士应试的考生在本科阶段都不是

学习法学专业的，因此好的技巧及其方法可以帮助解决长时

间复习不能吃透的问题。当然，复习方法是因人而异的，不

管哪种学习方法，只要符合自己口味并能提高学习的质量和

效率，就是正确的方法。综合课可以单独复习，也可以和专

业课穿插复习，这样能够保证知识不会因时过境迁而遗忘。

一个好的学习方法会事半功倍。此外，学习是没有时间限制

的，正所谓“活到老，学到老”，此其之谓也。所以，该努

力时就应当努力，在努力学习上，没有一个完整的时间表。 

在备考复习业务课时，不能偏废外语的复习。由于复习方法

是因人而异的，没有一个具体的模式，因此如果考生的外语

水平较高，可能就会把时间较少的用在外语上，否则就会花

很长的时间，这是不言而喻的。外语十分重要，尤其是英语

，即便是考上法律硕士，在就业时大部分用人单位都要看你

的英语水平。我认为，把三分之一的时间花费在外语上是值



得的，当然，如果你的英语水平较好，可以适当缩短，但是

必须给外语一定的复习时间。一般来说，应当把一天中记忆

最好的时光给外语。总之，复习时正确处理外语和业务课的

关系，有利于确定正确的发展方向。 中国法制史是研究中国

历史上法律制度发展演变的一门独立学科，既是法学领域中

的一门重要的基础课程，又属于历史研究的一个分支。由这

种学科特性所决定，学习、研究中国法制史具有多方面的难

度：其一，中国法制史的内容极为广博。从纵向上看，包括

自夏朝建立以后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四千多年的

法制发展过程，从横向上看，则包含各个时期的立法思想、

立法活动及立法成果、刑事法制制度、民事法律规范、经济

法律规范、行政制度与行政法规、司法体制与诉讼制度等极

为丰富而复杂的内容。在如此丰富的内容面前，许多初习者

和考生都感到无所适从；其二，相对于法学其他学科而言，

中国法制史所涉及的都是历史上的、甚至相当一部分是古代

的法律问题，初习者或考生平时较少接触，因而感到不知从

何下手。而且中国法制史许多内容需要在记忆上多花工夫，

也使许多人在接触这门课程之初就有一种畏惧的情绪。不过

，学术研究、一般学习与应试考试是有不同的标准和要求的

，特别是国家实行的正式标准化考试，其要求与标准也是清

楚和明确的。所以，考生只要在全面掌握教学大纲、应试教

材的基本内容的基础上，有重点地进行复习，掌握本学科的

基本知识、基本理论和主要制度，同时把握一些基本要领，

是完全可以达到考试要求的。 一、中国法制史复习的重点 中

国法制史上下四千余年，内容极为丰富。从时间顺序上看，

可以按中国历史发展的客观阶段，按政权的变化分为夏、商



、西周、春秋、战国、秦、汉、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

宋、元、明、清等朝代及清末、南京临时政府、北洋政府、

国民党南京国民政府、革命根据地等重要时期。从整体上看

，中国历史上的法律制度的发展，与中国历史上的政权变迁

一样，有一种历史的联系性。也就是说，从夏朝以后，中国

的历史就是代代相因，不能割断。中国的法律制度也是从无

到有，从简单到丰富，在不断地发展进步。从另外一个角度

看，中国历史的发展，包括中国历史上的法律制度的演进过

程，我们可以把中国四千多年的法制历史大致分为奴隶制法

制（包括夏、商、西周及其春秋时期，在时间上包括从公元

前21世纪至公元前476年）、封建制法制（包括从战国至清朝

前期，在时间上包括从公元前475年至公元1840年）、近代及

中华民国法制（包括清末、南京临时政府、北洋政府及国民

党政权法律制度）、革命根据地法律制度及新中国法律制度

等几个大的发展阶段，也可以分为习惯法时代（夏、商、西

周时期）、古代成文法时期（自春秋中期直到鸦片战争以前

的清朝）、近代法时期（包括清末及民国法制）、革命根据

地时期、新中国时期等若干时期。可能不同的教材，所采用

的分期、归类的方法不尽相同，但还是有共同的规律可寻的

。 （一）从纵向看本课程的复习重点从历年法律硕士专业招

生考试的试题情况看，在中国法制史这门课程中，古代部分

（包括夏、商至清末以前）的试题比重大于近代（指1912年

中华民国成立以后民国若干政权的法律制度）及革命根据地

部分。其中，古代部分所占比重一般在试题总量的70%-80%

，甚至高于80%.所以，相对于近代及革命根据地法律制度而

言，古代法律制度无疑是中国法制史这门课程的考试重点。 



而在古代部分中，不同的朝代又有各自的重点问题： 1.夏商

周时期。夏商周时期又被称为 "奴隶制时期"或"习惯法时代".

主要是因为在这一时期中，中国古代法尚处于发展的初级阶

段，以不成文的习惯法为主要形态。这一时间主要涉及中国

法的起源、夏朝法制概况、商朝法制概况及西周法律制度等

问题。其中，西周法律制度是这一部分的重点。比如说，西

周提出的"以德配天、明德慎罚"的法律思想、西周的"礼"及礼

刑关系、刑事法律原则与刑事政策、民事婚姻制度、司法诉

讼制度，等等，都是对后世有重大影响的重点问题。 2.春秋

战国时期。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动荡、大变

革的时期。在此期间，中国古代法律实现了由不成文习惯法

向成文制定法的伟大转变。同时，在社会变革中兴起的 "诸子

百家"，特别是儒、法、道、墨等学派提出的法律主张与法律

思想，也成为中国古代最有代表性的法律思想、法律理论。

在这一时期内，春秋时期的公布成文法运动、战国时期的《

法经》、秦国的"商鞅变法"以及儒家、法家的主要法律主张

，都是应该掌握的重点内容。 3.秦汉时期。秦汉时期是中国

古代封建法制全面确立的时期。在此期间，秦朝及两汉的法

律制度各有特色，也各有其独特的历史地位。秦朝的法制特

色，在于全面推行法家的 "以法治国"、"轻罪重刑"等法律主张

，因而秦朝的刑事法律、经济法规、司法诉讼制度都是颇有

特色的内容。汉朝法律制度的重点，则在汉初主要立法、西

汉中期的刑罚改革、法律指导思想的转变、法律原则的变化

及司法制度中的"春秋决狱"，等等。 4.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古代成文法飞速发展的时期。在

此期间，封建立法技术、法典结构、法律内容等方面都有巨



大的进步。其中，魏律、晋律、北魏律、北齐律等重要法典

的制定，名例律的形成与封建法典结构的完善， "八议"、"官

当"、"重罪十条"等重要制度的确立，都是这一时期法律制度

的重点内容。 5.隋唐时期。隋唐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顶峰

时期，也是中国古代封建法律制度的成熟、定型时期。特别

是以《唐律疏议》为代表的唐朝法律制度，成为中国古代法

律文化发展成熟的标志。因而唐朝法律制度的若干内容，理

所当然地成为中国法制史课程的重中之重。唐朝的主要立法

《唐律疏议》总则和分则各篇的基本内容、唐律的基本精神

、唐律的特点及历史地位、唐朝的司法机关及诉讼制度等，

都是不能忽视的重要内容。 6.宋元明清时期。宋元明清时期

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后期。在此期间，中国古代封建在唐律所

确立的基本精神、基本框架基础上，在法律形式、法律内容

上都有所发展，特别是随着中央集权、皇权专制的进一步强

化，这一时期的法律制度也体现出为强化专制独裁制度服务

、法律镇压职能进一步加强的特点。这一时期的复习重点包

括宋朝的立法和编敕活动、北宋的 "重法地法"与"盗贼重法"、

宋朝刑罚制度的变化、宋朝司法机关的变化、明朝的主要立

法、明律的结构体例、明代法律"轻其轻、重其重"的特点、

明朝刑罚制度的发展、明朝司法机构的变化及特务统治、清

朝主要立法、清朝法律的民族统治特色、清朝对明律的继承

与发展、清朝的会审制度等诸多内容。 7.清末时期。清末时

期是指公元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至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成立

，清朝灭亡这一特殊历史时期。1840年以后，由于西方列强

的入侵，中国社会发生了剧烈变化，由一个主权独立的封建

国家蜕变为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在这种特殊的社会背



景下，中国也艰难地开始了由古代法律制度、法律文化向近

现代法律文明的转变。因此，清末法律制度的变化在中国法

制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这一时期的学习重点包括清末预

备立宪及宪法文件、清末对部门法的修订及其主要成果、清

末修律的特点及其历史意义、清末司法制度的变革、外国在

华领事裁判权制度的确立及其后果，等等。 8.民国时期。

自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先生在南京宣布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

府成立至1949年国民党统治集团退出大陆，是中国近代史上

的民国时期。在此期间，先后存在过南京临时政府、北洋政

府和国民党南京国民政府等政权。在20世纪初的特殊社会环

境下，中国近代法制开始艰难迈步。南京临时政府的《中华

民国临时约法》、北洋政府的宪政活动与宪法文件、南京国

民政府的六法体系、南京国民政府的宪法、民法、刑法、诉

讼法等主要法典的制定、国民党政权的司法制度等，是这一

时期的复习重点。 9.革命根据地时期。在革命根据地时期，

中国共产党领导根据地人民群众进行了一系列法制创建活动

，为新中国法制建设的发展积累了丰富的经验。革命根据地

时期的宪政活动与宪法文件、土地立法、劳动立法、婚姻立

法、刑事法律、司法诉讼制度及 "马锡五审判方式"等，都是

复习的重点。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

。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