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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作者是著名的藏书家和法律史专家，穷半生精力致力于古代中国的契约和法律文书的研究，经他
之手使许多珍贵的法学秘籍得以重见天日，化身千百。
本书是作者近二十年来的论文与随笔的结集，因是从文献学的路径研究法律，故称“第二法门”。
作者指出，中国法律史研究的主要缺陷在于忽视法律文献的整理，而他的工作则生动地揭示了中国古
代社会并非像很多人批判的是一个没有法律的人治社会，事实上它在很多方面甚至比今天的司法程序
还要严格。
作者不仅关注民间习惯法的延续性，对中西法律交通和清末法制改良也颇具慧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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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田涛，共和国的同龄人，祖籍山东，文革中上山下乡，后返城进入大学读书。
现任上海大学法学院教授、清华大学法学院兼职教授，著名拍卖法专家、法律文献专家，曾经出访日
本，美国、法国等多所著名高等学府讲学。
主要著作有：《田藏契约》、《黄岩诉讼档案及黄岩调查》，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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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前言一、说律  大清律例前言  淹没三百年的李自成大顺朝法律被发现  中国城市管理走向近代化的里程
碑  ——新发现的清末北京城市管理法规研究  累寸积铢群芳荟萃  ——中国珍稀法律典籍续编总序  中
国珍稀法律典籍续编  ——清代宫廷法规六种点校说明  中国珍稀法律典籍续编  ——唐明清三律汇编前
言二、说刑  明清公牍秘本五种前言  龙筋凤髓判校注点校说明三、说契  本土民法的素材  个中甘苦我
心知  ——田藏契约文书粹编前言  梦到酣时不愿醒  ——黄岩诉讼档案及黄岩调查报告前言四、说象  
法史文献辩伪四题  清末翻译外国法学书籍评述  十七世纪以来西方人眼中的中国法律五、说缘  沈家本
在清末外法引进中的地位与贡献  沈家本、董康与法制改良的悲剧  枕碧楼印象  中西闻见录、格致汇编
影印本序  日本大木干一所藏中国法学古籍述略  日本国大木干一所藏  ——中国法学古籍书目后记六、
说庙  水流云在忆郑秦  ——中国法制史纲要代序  平准天地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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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法学古籍的挖掘整理是一个并不轻松的话题，首先是目前市场经济条件下，大小公共图书馆视古
籍为“资源”，往往是借书难，借古书更难，借稀见的古籍善本则难之又难矣。
尽管是想尽办法借到手，还需费尽心力将古书上的文字抄录或拍摄下来，最后能有几家出版社在没有
赞助的情况下，甘冒风险去出版这些来之不易的材料，就更是不得而知了。
几年前，我和几位同道，陆续整理出版了一些法学古籍，这其中以影印的方法出版，似乎是一个较为
可行的方法。
但是这种方法出版的书，成本较高，如仅一册《清末北京城市管理法规》售价近百元；另一部《中国
官箴书集成》，虽然收录历代官箴书籍一百余种，但影印后分装十巨册，售价近三千元，对于广大学
人而言，难免力不从心。
用点校整理的办法，既可压缩篇幅，使用也较方便，但此事涉及点校者本人能力，编辑水平，甚至制
版、排字、校对等诸多环节，出现错漏的几率会明显增多。
不久前，我和郭成伟教授共同点校整理了一部《龙筋凤髓判》，就是因为我的经验不足，加之又从原
来的竖排版突然改为横排版，颠倒之间，出现了不少错误，招致批评，这个教训是非常大的。
但是这也更加坚定了我们继续收集整理法学古籍的决心，起码令我知道我们的工作受到关注，也自当
为此更加努力。
这次出版的五部古代法学作品，在分类上非常有趣：其一，明代的《四六合律判语》，与唐代张鹜的
《龙筋凤髓判》在风格上有不少相近之处。
我们选择这部作品，一则是因为此书未见著录，当是甚为罕见珍本，内容风格与明代末期出版的同类
作品显有差异，其四六骈体则与前面提过的《龙筋凤髓判》略有渊源，将其搜集整理，一则为研究唐
以来判词的发展提供借鉴的资料，另一方面也表达了我们继续法学古籍整理的决心。
此书原无署名，分卷上、卷下两部分，每卷尾刻有“新刻合律判语卷之上（下）终”字样，似为足本
。
但令人遗憾的是“吏律”中有缺页，佚“滥设官吏”、“贡举非其人”二目全文，并造成了与之相连
的前后二目也有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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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前言　　很久以前，我去武汉的归元寺，据说那是一座有着一千多年历史的古刹，进得山门便看
见正殿的左侧有一个边门，上书四个大字“不二法门”。
大意是指佛门的规矩，教徒和修行之人以此惟一，在佛教经典中，见于《阿含经》就有“如来开法门
，闻者得笃信”的记载，后来被引申为“不二法门”。
此后，就有了门径之说，大意是指既入我门，便行我法。
可惜我俗缘未了，难以一心向佛，跳不出三界之外，藏身在五行之中，虽去寺中拜谒，却一不。
肯烧香，二不曾许愿，只是当作参观游览而已，未能对此佛门偈语加以深思。
　　此后，我开始学习法学，不曾想反而对“不二法门”加深了理解。
我国法学大家多矣，可谓门派林立，忽而武当，忽而少林，自成一格，莫衷一是。
余生也晚，虽东临西向，南拜北求，可惜终不得入。
于是下定决心，信我惟是．以为可以自成一家。
　　其实，门径无处不在，只要耐心寻找，世人皆可登堂入室。
如此过了近二十年，前后写了数十篇论文，或者有些心得，不过是“与众不同”而已。
所谓“与众不同”大致有两个方面，首先是将重点放在法律文献学上，这是因为我有机会藏了不少书
，其中又以法学古籍为主，初步统计约有三千种，两万册，加之我费尽心机收藏的数以万计的明、清
契约文书，成为了一个很有价值的宝藏。
近年来，法学界对文献的整理开始重视，大约是因为我下手较早，抢了个先行之利，陆续整理了几十
部法学古籍，有些是和我的朋友一起完成的。
在整理之初，曾经将文献的内容、整理的过程以及相关研究做了一些概括性的说明文字，现在将其收
集起来居然可以编成一部小有规模的文集。
　　其次，我曾经对于研究家们取得的所有成果深信不疑，那时候我对“诸法合体”是所谓“中华法
系”的代表笃信不二。
及至后来，我有机会东渡日本、西行欧美，接触到一些从不同角度审视中国法律发展历史的研究方法
，特别是了解到在人类法律的发展史上，曾经普遍存在过类似“诸法合体”的历史过程，慢慢地心下
产生了一些疑问，这些疑问导致我开始对所谓的“定论”提出反思。
最初，这种批评仍然是从文献学的角度出发对一些研究成果提出了不同见解。
如对《法经》、《平冤录》、“冥契”等作了辩伪性的讨论，并且对清代的《则例》的属性作了新的
探讨。
这种对文献进行考查分析的方法逐渐形成了我的一种主要研究趋势。
　　我想起一个故事，据说有人做过一个有趣的实验，把一群羊关在羊圈里，在羊圈的出口处挡上一
根栏杆，前面的几只羊从栏杆上跳了出来，后面的羊跟着一起跳，这时将栏杆撤掉，会出现什么情况
呢?虽然已经没有栏杆了，后面的羊还是跳着出来。
我不知道这个实验的意义何在，如果我是一只羊，我会怎么样出来呢?如果我溜达着出来，而不是在没
有栏杆的地方仍然要跳一下，结果会怎么样呢?说不定，先出来的羊会斥责我，“你凭什么溜达着出来
，难道你是想证明我们跳错了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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