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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出土法律文献研究》收录了作者有关出土法律文献研究方面的论文22篇。
 书中涉及张家山汉简、居延汉简、睡虎地简、银雀山简中的法律史料，作者将它们与传世文献结合起
来，对秦汉律的特征作了广泛的考察和研究。
　　《出土法律文献研究》有三个鲜明特点： 一、涉及面广，比较全面地反映出当前出土法律文献的
概貌；二、采用了传统的考据学方法，言必有据；三、文贵出新，本书多有独到之见。
　　在学术界，简帛研究已经成为一门显学。
本书以出土法律文献研究为视角，纵横开合，会给读者颇多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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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伯元　男，1942年生，江苏无锡人。
现为华东政法学院法律古籍整理研究所研究员。
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法律文献的整理和秦汉法制史的研究，出版专著《法律文献学》 (获司法部优秀成
果三等奖)、 《古书存亡史话》等5部，发表《法律文献考订例释》 (曾获上海社科优秀论文三等奖)、 
《“爵戍”考》等论文4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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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总序　序　　　前言《汉律摭遗》与《二年律令》比勘记读《二年律令》札记《二年律令·津关令》
与汉令之关系考《二年律令》编联札记(四则)“爵戍”考秦汉律中的“亡律”考述秦汉律中的“收律
”考述秦汉法制中的尊卑等级秦汉律令中的“廷行事”秦汉律刑处述略说“辜”二题“先令券书”简
解析居延“言变事”案复原夏侯谭、原宪斗殴案编序张宗、赵宣赔偿纠纷案解说汉简法律术语零拾(四
则)《法律答问》与“秦律说”“三尺法”与律令简牍“如律令”的再认识有关契券的几个问题银雀山
汉简《田法》二题《盗跖》篇与盗、贼律附录：出土法律文献简表后 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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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除传世的法律文献外，近百年来地下考古发掘出土了大量的简牍，其中不乏法律史料。
特别是近二三十年来，秦汉律令的发现，填补了秦汉法制史上的许多空白，为中国法学研究开辟了一
个崭新的天地。
 　　以往的秦汉法制研究，大都囿于纸本文献之上、法学史界之内，画地为牢，孤军奋战，而如今，
古代法制史的研究成了热门的课题，不仅有法史学界的学者参与，而且许多历史学界、考古学界的专
家也在潜心整理和研究着出土法律文献，不仅为研究法制史的学者提供了最好的释文文本，而且许多
高质量的专题学术论文不断涌现，形成了一个蔚为壮阔的研究热潮。
 　　王国维曾经说过，“中国纸上之学问，赖于地下之学问者，固不自今日始矣。
”(《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见之学问》)陈寅恪先生也说：“一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
。
取用此新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
”“此古今学术之通义，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者也。
”(《陈垣序》) 　　作为法史学界的一员，参与出土法律文献的研究是义不容辞的责任，要把纸本历
史文献与出土法律史料结合起来，将中国古代法制历史、古代法律思想的研究引向深入。
这是法史研究的必由之路，是今后数十年乃至更长期的法制史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
我想，这方面的工作还刚刚开始，最显著的例子是张家山汉简出土至今已有20年，而其中《二年律令
》526枚竹简的编联问题还正在讨论中，编联问题没有解决，律目的次序、律条的归属不落实，其后续
研究也就可能出现偏差，日后返工，事倍功半。
 　　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是大变革的时代，各方面都可以用日新月异来概况，对地下发掘来说更是这
样，有人说自1901年斯文赫定在新疆汉代遗址中发现简牍以来，简牍与甲骨文、敦煌写本和内府档案
并称为二十世纪东方文明的四大发现。
但不管是几大发现，我认为，这是当代人的幸运，两三千年以后的今天有如此大量的发现是前无古人
的大福分，也恐怕是后无来者的大机缘。
特别是最近30年的简牍发现，数量惊人，举世瞩目。
举以近期出土的秦汉法制简牍之大者言，就有1973年继三十年代发现居延汉简之后又出土竹木简2万多
枚，即《居延新简》，1979年1月四川青川县郝家坪出土的秦更修为田律木牍，1981年甘肃武威磨嘴子
出土的西汉晚期的《王杖诏书令》，1983年12月湖北江陵张家山247号墓出土西汉早期的《奏谳书》、
《二年律令》，1987年湖北荆门包山2号墓出土战国包山楚简文书，1989年冬湖北云梦龙岗6号墓出土
《秦律》，1993年湖北江陵荆州镇郢北村王家台出土秦简《效律》，1996年10月湖南长沙走马楼仓井
出土吴文书，2002年4月湖南龙山里耶古城址一号井发现大批官文书等等。
据传，还有新的出土法律文献正在整理，尚待公布。
 　　会不会享受到这种福分，能不能抓住这份机缘，是需要眼力和勇气的。
我们的前人在出土文物的研究方面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诸如甲骨卜辞、钟鼎碑石、敦煌写本等领域，
著作丰富，功勋卓著。
但是他们主要是从考古学、历史学、文献学、语言文字学的角度做出的研究，对出土文献与法制的关
系及影响，关注还是不够的，事实上，传统法制的起源、发展乃至嬗变都有它自身的特点和规律，要
求考古学、历史学、文献学、语言文字学等学者来解决法制史的问题是不切实际的，也实在是强其所
难。
这还是要靠法学界研究法制史(包括相关边缘学科)的学者通力合作来逐步完成。
责无旁贷，应该有“舍我谁与”的志愿。
 　　《出土法律文献研究》一书的写作本意是试图在梳理已见出土简牍的基础上，结合传统的法制史
史料和历史背景资料，做综合性的考察和研究。
然而力不从心，事与愿违，较多的只是在阅读出土法律文献的过程中针对一些零星的问题谈了自己的
粗浅看法。
《出土法律文献研究》全书共22篇，谈得最多的是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有语词的解说，有竹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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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编联，还有与传统文献的比较等。
书中论文的内容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简介如下： 　　1．张家山汉简的研究 　　(1)与《汉律摭遗
》的比较研究　　从四个方面加以比较：律目的比较；同一律目内容的比较；《汉律摭遗》有而《二
年律令》所无的律目内容比较；《二年律令》有而《汉律摭遗》所无的律目内容比较。
通过比较对汉律的认识前进了一步。
 　　(2)法律术语的解释　　例如，与唐律“过致资给”一语相近意思的，在《二年律令》中则是“
通饮食馈遗”，文章分析了它们的同和异。
在《说文解字》中曾引有汉律一条，但是对这条律文中的“妇告威姑”解释得并不妥帖，经过考证，
其实它是“妇告威公”之误，威公，就是舅姑(公婆)的意思。
“爵戍”是不是衍文?经过考证，认为“爵戍”就是用爵级来抵偿戍边惩处的意思。
 　　(3)竹简编联方面的问题 对《二年律令》简的编联提出了几点看法：认为盗律应放在《二年律令
》之首；具律中分出的不是囚律而是告律；厩、兴、户在汉律中的位置应是厩、户、兴；津关令的位
置不应在《二年律令》末尾。
 　　2．秦汉律特征的考察 　　主要是通过秦律、汉律的比照，从法制的层面上明确对“汉承秦制”
的认识。
汉律对秦律有继承的一面，也有发展和新创的一面，不能一概而论。
 　　3．居延简的研究 　　居延汉简的发现较早，专家们已做过广泛而深入的研究。
本书中有关居延简的4篇，都带有很大的探索性，发人未发，自觉有启人思维之效。
 　　(1)《“先令券书”简解析》　　“先令券书”就是我们现在说的遗嘱，这是较早的遗嘱继承实
例，时间是五凤二年三月，即汉宣帝时，公元前56年3月。
这一时间比仪征胥浦一○一号汉墓出土的朱凌“先令券书”要早60年。
 　　(2)《居延“言变事”案复原》　　从A8破城子出土的杂乱木简中疏理出与“言变事”案相关的
简14枚，考察了“言变事”案的当事人，串联出事件的前经后过，推断出“言变事”案的结果。
 　　(3)《夏侯谭、原宪斗殴案编序》　　对原编序做了调整，摆出了调整的若干理由。
 　　(4)《张宗、赵宣赔偿纠纷案解说》　　对张宗、赵宣赔偿纠纷案中，诸如“□书”所指可能是
爰书等6个问题做了释疑。
 　　4．睡虎地简、银雀山简等的研究 　　一篇是关于秦简的研究。
从《法律答问》的角度着眼，看秦时的“律说”(法律解释)的特点，应该说它是汉律说的前奏。
 　　一篇是关于银雀山简的研究。
仅取两则：一公人与刑处。
联系《二年律令》及有关历史记载，对“公人”概念做了考证，及其刑处特点。
二作务。
在《龙岗秦简》、《睡虎地秦简》、《二年律令》中都出现有“作务”一词，应如何界定，有何特征
，本文做了较全面的考察。
 　　再有一篇是由庄子的《盗跖》篇谈到秦汉时期对盗贼所采取的法律手段等等。
 　　5．简牍制度、文书特点的研究 　　三篇。
由“三尺法”谈简牍制度，从“如律令”看文书特征，从木简实物看契券特征和用途等。
 　　6．附录：《出土法律文献简表》 　　本书题名《出土法律文献研究》，诚然是一个外延比较宽
的题目。
考虑到本书中较多文章是谈秦汉法制的，因此多位专家提议在题名前加上“秦汉”二字。
意见是可取的，只要稍作调整就行。
不过，书题是申报课题定的，再作改动为课题申报规章所不允。
我想，这本书只是就重要的，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个人感到有点新意的，与古代法制相关的出土简牍做
了些探索和研究，零打碎敲，难免缺乏系统性、针对性。
 　　介绍了内容之后，再想谈一下论文作法的几点体会： 　　一、本书的写作主要采用了考据学的
方法。
考据，也称考证，是指对古籍的文字音义及古代名物典章制度等进行考核辨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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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主张历史文献的研究必须采用考据学的方法的。
尽管没有做好，总算是有个努力的方向；尽管有时会被人嗤笑为“断烂朝报”、“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我却始终认为法制史的研究与文史的考据有着紧密的联系，而且应该把文史考据法的掌握看做是
法制史研究者的基本功。
 　　二、文贵出新。
我之所以由对传世历史文献的整理研究步入对出土法律文献的研究，其中一个原因恐怕就是因为它是
“新”的东西，是二三千年以来无人搬弄过的“新”史料；不过，有亘古未有的新史料，有趋新求奇
的好古之心，并不一定能写出有新见的文章来。
人贵有自知之明，自知在许多方面是需要做更多的补课的。
比如居延汉简的发现早在上世纪30年代，1973—1974年又整理出居延新简2万余枚，专家们做了深入的
研究。
但学术无止境，本书中有关居延简的4篇，如《居延“言变事”案复原》、《“先令券书”简解析》
等都带有很大的探索性，贻笑大方，恳请读者诸公多提宝贵意见。
如果说“新”为猎奇，“新”而无据，那就失去了甚至亵渎了“新”的意义了。
 　　三、在学习、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融会贯通。
古人云，人之能力主要有两种，一强识，一通悟。
二者相比，通悟者上，非如我辈学人所能企及。
然而，吸收前人研究成果，充分把握相关历史资料，博采众长，博古通今，毫无疑问是文献研究的必
要前提之一。
即使是研究全新的出土文献，也自有融通的必要。
出土文献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出土简牍也只是其承上启下的某一阶段的文字记录，何况还有相同或
相近的历史遗存存世，局促一隅，井蛙则无与语大海。
刊于1912年的《汉律摭遗》，是法学家沈家本先生晚年的一部力作，他没有见到秦简、汉简，却能从
浩繁的史料中勾画出汉律律令的大致面貌(约计30万言)，完全是他淹博融通的结果。
尽管《汉律摭遗》中有些汉律条文可以从《二年》中得到印证，但是《二年》中的大部分律文内容尚
须我们做深入的考察和研究。
本书《与比勘记》一文，凭借识记和资料，也只是试作补充而已。
 　　在写作《出土法律文献研究》的同时，我也担任教学工作，以上数点体会主要是对我的学生谈的
，不足与方家道也。
 　　　　　　　　　　　　　　　　　　　　　　　　　　　　　　　作　者 　　　　　　　　　
　　　　　　　　　　　　　　　　　　　2004年6月8日 　　　　　　　　　　　　　　　　　　　
　于华东政法学院法律史研究中心 　　　　　　　　　　　　　　　　　　　　　　　　　法律古籍
整理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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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近年来,考古发掘出了大量的秦汉律令的简牍，本书作者根据这些原始考古资料著述了论文22篇，涉及
张家山汉简、居延汉简、睡虎地简、银雀山简中的法律史料，将它们与传世文献结合起来，对秦汉律
的特征作了广泛的考察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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