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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法典编纂沿革史》的作者浅井虎夫(一八七七年一一九二八年)于明治十年(一八七七年)八月二
十日出生在日本兵库县神户市，一八九六年三月毕业于兵库县寻常中学，同年九月入熊本县第五高级
中学就读。
一八九九年九月，高中毕业后，人东京帝国大学[现在的东京大学]文科学部汉学科就读。
一九0二年七月，毕业后，于同年九月入该校研究生院继续学习。
在学期间，接受台湾旧惯调查会的委托，赴京都大学进行有关清朝制度的调查。
一九一五年，调查结束后回到神户，辞别世事，专心读书。
一九二三年三月，人福冈高等学校教授东洋史和汉文。
一九二八年十二月一日，浅井虎夫因病去世，享年五十一岁。
浅井虎夫是研究中国古代史的著名学者，是中国法制史、中国经济史、中国政治史以及书志学等诸方
面学术研究的开拓者。
其主要著作有：《中国法制史》、《中国日本通商史》、《女官通解》、《中国法典编纂沿革史》，
并参与编写《清国行政法》、《经济大辞典》；主要论文有：《关于中国法典的体裁》、《总督巡抚
兼御史考》、《明令考》、《关于明会典》、《关于唐六典》、《关于唐律疏议》、《关于中国政治
的学说》、《关于明律》等。
《中国法典编纂沿革史》是浅井虎夫先生的主要代表作之一。
在此书中，浅井虎夫先生对中国上自先秦下至清朝的法典编纂情况进行了深入的考证、细致的梳理，
勾勒了中国古代千余年的法典编纂的变化更替、继承创新的源与流。
对中国古代法典编纂情况作如此深入的考察，浅井虎夫先生恐怕不仅是在日本，即使在中国，亦是第
一位。
通过此书，可以看到浅井虎夫先生为此所花费的心血——字数不多，但是工作量巨大，同时亦可以看
到日本学者一贯的严谨学风和精深的考据功底。
本书与国内目前时尚的法律史著作风格大不相同，大体而言，本书有以下特点：一是从本书的内容上
看，作者主要考证中国封建时代成文法典的制定、修改及其编纂情况，其中包括法典之有无、篇章之
增损、形式之变化、前后之承继等内容，但是并不涉及或者较少涉及法典本身的具体内容。
因此，本书更多的是为我们提供一个某具体法典大致情况以及寻找的线索，而法典之间具体内容的演
变、承继关系，仍需我们自己考证。
如中国六朝、唐朝以及宋朝的法典编纂沿革情况，作者只是提供了相应的列表，但是我们只要按图索
骥，就能很快地知道上述各朝代法典编纂的情况。
二是从本书的方法上看，作者坚守历史考证的基本立场，只是冷静的描述，不多加评论，因此，并不
如一些学者所倡导的那样“史论结合”。
作者在字里行间或许流露了对中国古代法典编纂如此之盛的惊叹，但是，很难看到作者对中国法典编
纂内容有什么赞叹，例如对于中国法典的道德化和以刑事手段处理民事关系还颇有微辞。
可这并不意味着作者对于古代中国法典编纂的学术问题没有自己的看法，相反，对涉及法典编纂情况
的历史“公案”，作者的观点却非常鲜明、立场亦十分坚定，例如对于中国远古时代“象形”的考证
，以及认为先秦时期李悝所编《法经》是中国法典编纂之始的观点。
三是从本书所运用的史料来看，作者主要是采用了中国正史的材料，但是涉及的范围很广。
例如，《汉书》、《后汉书》、《史记》、《三国志》、《魏书》、《晋书》、《北史》、《隋书》
、《周书》、《梁书》、《唐书》、《旧唐书》、《唐六典》、《唐会要》、《宋书》、《杜氏通典
》、《资治通鉴》等等，因此，不仅史料较详备，而且可信度较高。
此外，通过本书，我们亦可以了解我国古代法典编纂的如下特点：一是诸法合体，民刑不分。
综观世界各国法制编纂的历史沿革，可知在法制文明社会的初期，大都是诸法合体、民刑不分。
例如，古罗马的《十二铜表法》，既有刑法规范，又有民法规范，还有一些行政管理规范；古巴比伦
王国的《汉穆拉比法典》，既有刑法规范，又有程序法规范，还有商法(商品交换)和民法(动产所有
权)规范；古印度的《摩奴法典》，既有确定种姓世袭的行政法规范，又有关于所有权、债权、婚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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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关系的民法规范，还有刑法规范和程序法规范。
因此，诸法合体、民刑不分是世界古代各国法制文明发展初期的共同特征，中国古代的法典亦不例外
。
但是，仍然可以看出中国古代所谓的诸法合体、民刑不分与西方古代法典诸法合体、民刑不分的区别
：中国古代法典的主要内容甚至绝大部分内容是刑法规范，自先秦李悝的《法经》至清朝的《大清律
例》一直如此；此外，另一个重要内容是官制方面的法律规范；除此二者，很难找到其他性质的法律
规范。
而西方的法典，例如《十二铜表法》中，民法规范是法典的主要内容；并且在西方法典编纂的历史过
程中，亦逐渐摆脱了用刑法手段调整民事法律关系的倾向，至十三世纪，西欧国家的法典已经是诸法
分立、民刑各别了。
其中原因，不是本文所探讨的内容，但是主要的一点，即是中国古代一直重视用法典规制王国的社会
秩序，但是对民众之间的利益纠纷，不是用国家成文法典，而更多的是用民间的礼法予以调整；当然
，如果民众间的纠纷足以危害社会秩序或王朝稳定，就会出礼入刑，用法典加以规制，但此时所调整
的法律关系尽管是民事性质，但其调整的手段却是刑罚。
本书所整理的各朝法典，向我们展现民事规范几何?读者自可细辨。
二是法律形式多样。
就法律渊源而言，世界各国可划分为二种类型，即成文法国家与判例法国家。
成文法国家例如法国、德国的法律渊源的特点是强调国家制定的成文法典的权威性，注重体系的完备
和分类有序，并严格限定法官断案只能援引制定法。
判例法国家如英国、美国的法律渊源主要是判例，较少有统一的法典，而判例是法官在断案时个案创
制的，但一旦确立却具有普遍的拘束力。
中国古代主要是成文法，成文法是国家的主要法律渊源，因此具有成文法典国家的典型特征；但是又
允许司法官吏在审案时以判例断案，同时，历朝统治者又经常乐此不疲、不遗余力汇编判例，作为制
定法的补充，因此又具有判例法国家的一些特点。
例如，秦朝的“廷行事”，西汉的“决事比”，东汉的“故事”，晋朝的“法比都目”，“辞讼比”
，唐代的“法例”，宋元的“断例”，明清的“例”，都是中国古代判例法的法律形式，对司法官吏
具有约束力，是司法官吏的断案依据。
从本书中，我们亦可清楚地看出，中国古代的法典，不仅是指制定法法典，而且还包括判例汇编。
此外，中国古代的法律渊源还有其特殊之处，就是诸如“春秋决狱”之类的以儒家经典作为司法官吏
断案依据的现象，还有以“情”、“理”作为断案依据的情况。
因此，观察中国的法律样式，肯定不能仅仅停留在法典的编纂方面，还要注意中国古代司法的具体实
践。
三是法典编纂频繁。
中国古代统治者十分重视礼制在维护政权稳定、巩固皇权方面的作用，但是，亦很重视用法律来维护
自己的绝对统治地位，即所谓“德主刑辅”。
最明显的规律是，历朝统治者在取得政权之后，最重要的事情之一就是制定法典，颁布天下，宣布自
己政权的合法性，并极力维护新取得的统治地位。
同时，在颁布新法典后，当时的统治者总希望自己制定的法典能万世不易，一代一代承传下去。
例如，明太祖朱元璋在推翻兀朝统治之后，立即下旨着手制定法典，并且每一篇内容拟定后，都要“
亲御翰墨为之裁定⋯⋯，圣虑渊深，上稽天理，下揆人情，成此百代之准绳”。
洪武三十年大明律完成时，朱元璋下令“子孙守之，群臣有稍议更改，即坐变乱祖制之罪”。
明末，满族人关后，立即制定大清律，乾隆五年修成《大清律例》。
乾隆皇帝下旨“刊印中外，永远遵守”，不再进行修改。
但是，众所周知，明、清最初制定法典的统治者都未能如愿以偿，相反，后继者频频予以修改，即使
未敢直接违背先祖陈制，亦寻找种种理由，“曲线救国”似的加以变更，最后竟到了以“例”破“律
”的地步。
不仅在明、清王朝，即使在秦、汉、魏、晋、隋、唐、宋历朝，亦存在相似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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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政权之初，立即制定法典宣称、维护自己统治的合法性，之后，随着社会情况的变迁以及成文法
典的滞后，又频频对原有的法典进行修改，几乎每一位皇帝登基，都要制定。
颁布自己的法典，因此，就形成了中国法典编纂史上频修频废、频废频立的独特景象。
以上景象，读者自能在本书得以充分领略。
本书乃陈重民先生所译，但点校者无法找到其个人具体资料，生卒、年月、事迹均无所考，深感遗憾
。
同时，由于此文译本乃刻本，且年代久远，故译本中有些字词甚难辨认，有些语句甚难读通，加之点
校者学识、水平非常有限，因此书中谬误在所难免，敬请读者诸君批评指正，以待来日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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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乃陈重民先生所译，但点校者无法找到其个人具体资料，生卒、年月、事迹均无所考，深感遗憾
。
同时，由于此文译本乃刻本，且年代久远，故译本中有些字词甚难辨认，有些语句甚难读通，加之点
校者学识、水平非常有限，因此书中谬误在所难免，敬请读者诸君批评指正，以待来日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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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作者：(日本)浅井虎夫 译者：陈重民 编者：何勤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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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总论夫汇集各种法律，组织为一法典者，夙盛行于欧洲诸国。
迄现世，犹炳炳麟麟，流风未尝稍衰矣。
还观中国法典编纂之沿革，古来留心此业，正自有人。
溯战国初李悝造《法经》六篇以来，历朝编纂法典之总目，高文典册，盖不下数百计，何其盛也!凡法
律之至于纂成法典也，其间有秩然之顺序；而其顺序则因国而不同。
于是学者聚讼纷如，不一其说。
或谓法律之第一期为习惯法时代；第二期为特殊之人集习惯法而成私法典之时代；第三期乃根据此等
私典，参以司法官判决例，作一审定法之时代；而第四期则伴与社会之进化，发布必要之单行法，然
后集以编成法典之时代也。
据此，则自习惯法时代以迄成文法典时代，须经过一定之时期。
然事实上，国家非必由此顺序，或有滞习惯法时代而不进成文法典时代者；或有从习惯法时代而直达
成文法典时代者。
今观中国古代，全由习惯法支配一切。
历史所诏明，若告我矣。
大抵习惯法时代，本众人所行之习惯，还以规律众人。
然及社会进化，事事物物，由单纯日趋复杂，迫于人性健忘，而笔录记忆之必要起焉。
卒之，上感布宪之举，下请读法之悬。
令全国人民咸能除去杌陧不安之现象者，则又自然之势也。
夫法律之公布，岂惟杜犯罪者之误触刑纲?正所以防断狱者之滥用威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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