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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单项选择题(每小题 2 分，共 20 分} 

1."昏、墨、贼，杀"中的刑名是(D.杀 )。 

A. 昏 B.墨 c. 贼(D.杀 ) 

2. 商朝法律的总称是(c. 汤刑)。 

A. 禹刑 B.九刑(c. 汤刑)D.宫刑 

3. 西周的诸侯和臣属对土地只有占用、使用权而无处分权，不许买卖，所谓的(c.永业田 )。 

A. 不抑兼并(c.永业田 ) B. 田里不曹 D. 禁榷 

4. 秦朝掌握最高司法权的是(B. 皇帝 )。 

A. 延尉(B. 皇帝 )c.大理寺卿 D.御史大夫 

5. 除谋反大逆"决不待时"外，死刑的处决须在(D.霜降后冬至前 )进行。 

A. 夏至 B. 春分 c. 立冬 D.霜降后冬至前 

6. 最早确立"十恶"罪名的法典是(B. ((开皇律》) 

A. ((大业律》B. ((开皇律》c.<< 九章律》D. ((贞观律》 

7. 编敷和以放代律是(D. 宋朝)立法活动的主要特点。 

A. 隋朝 B. 唐朝 C. 西晋  D. 宋朝 

8. <<大明律》编修体例上的一大变化是(A. 篇目改为七部分) 

A. 篇目改为七部分  B. ((名例律》列于律首  c.律后附教  D. 律疏结合 

9. 中国历史上最后一部传统法典是(A. ((大清律例》) 

A 大清律例 B. ((大清现行刑律》C. ((大清新刑律)) D. ((大清民律草案》 

10. 1923 年颁布的(D. ((中华民国宪法》)又被称作"贿选宪法"。 

A. ((中华民国宪法草案)) B. ((中华民国约法》C. ((中华帝国宪法草案》D. ((中华民国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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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单项选择题(每小题2 分，共20 分) 

1.商朝法律制度的总称叫做(B. 汤刑 )。 

A. 禹刑B. 汤刑c.汤浩D. 九刑 

2. "以五声昕狱讼"中的"五昕"作为断案的依据，最早规定的(C. 西周 )。 

A. 夏朝B. 商C. 西周D. 春秋 

3. ((法经》的作者是)。A. 李悝 

A. 李悝B. 商鞍c.韩非D. 屈原 

4. 秦朝有一种将罪犯活着投入水中使其淹死的刑罚，叫做(C. 定杀 )。 

A. 具五刑C. 定杀B.祖诛D. 肮 

5. 汉朝律典的代表是(D. 九章律 )。 

A. 傍章c.约法三章B. 左官律D. 九章律 

6. ((大明律》编修体例上的一大变化是(A. 篇目改为七部分 )。 

A. 篇目改为七部分B. 名例律列于律首 

c.律后附敷D. 律疏结合 

7. 旧中国起草的第一部近代结构的民法典是(D<< 大清民律草案》)。 

A. ((中华民国约法>> B. ((清会典》 

c. ((唐六典>> D<< 大清民律草案》 

8. 太平天国后期的施政纲领是(B.资政新篇 )。 

A. ((天朝田亩制度>> B. ((资政新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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