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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唐律集先代立法之大成，开后代立法之先河，集中
体现了中国传统法制在立法技术、概念原理、观念文化 方面的精华总成。
唐律研究对于理解与借鉴传统法制意
义重大，唐律研究的切入点当为唐律中具有基础性、一 般性的问题。
“七杀”在唐律乃至中国传统律学中最具
代表性、是当时科学程度最高的概括。
唐律“七杀”立 法各具特征与侧重，其立法技术、法律原理、法制观念
方面的成就无疑代表了中国传统律学发展的最高峰。
 《唐律七杀研究》以研究内容为标准，将主干分为三部分：唐
律“七杀”的具体研究、整体研究与比较研究。
唐律 “七杀”的具体研究将唐律谋杀、故杀、劫杀、斗杀、
戏杀、误杀、过失杀以律文为基础结合传世文献解析 “七杀”立法的构成特征、罪刑详情与法律实践
状况。

整体研究把“七杀”作为一个系统来考察其特质与结 构。
比较研究涉及的是唐律与西方古代经典罗马法以
及唐律与中国现行刑法关于杀人罪立法对比，试图追 寻中西古代法文化的同质与差异，及古代法文化
与现 代法文化应有的历史联系。

刘晓林的《唐律七杀研究》是中国刑法史研究的断代专书，拓展了当 下 刑法理论研究的历史视野，
弥补了唐律研究的微观视
域，是一部补白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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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刘晓赫1981年生，山东潍坊人。
法学博士，吉林大学古籍研究所博士后研究人员。
现为甘肃政法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

研究方向：法理学、法律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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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我国台湾地区学者对于唐律研究乃至中国法律史、传统文化的研究始终抱有极大的
热情。
戴炎辉在唐律研究领域成果卓著，1964、1965年，戴氏分别出版了专著《唐律通论》、《唐律各论》
，戴著对唐律律文含义、立法技术、法律原理等逐条解析，必要之处加以述评，颇得唐律研究之真髓
；刑法学者蔡墩铭1968年出版了《唐律与近世刑事立法之比较研究》，蔡著立足于《唐律疏议》作为
刑法典的本质特征，将唐律中的刑法原理与我国台湾地区的刑事法原理做比较研究，对比突出了古今
法律原理的差异与暗合；高明士自20世纪80年代至今主编了一系列唐律研究论文集，对唐律若干核心
问题皆有深入讨论，如：1999年出版的《唐律与国家社会研究》、2003年出版的《唐代身份法制研究
》、2005年出版的《唐律诸问题》等；刘燕俪1996年出版了《唐律中的夫妻关系》，对唐律中涉及夫
妻关系的律文逐条研析，突出了唐律中家族主义对立法的影响。
我国台湾地区的学者对唐律的研究侧重于专题性考论，其对律文条分缕析、相互参证，相关史料的利
用也颇为充分，因此，其研究方法值得借鉴。
 自20世纪初，海外学者尤其是日本学者对唐律研究投入极大的热情，并取得了一批重要成果。
1933年，日本学者仁井田陞所辑《唐令拾遗》在日本出版，1989年该书由长春出版社在国内出版。
仁井田陞自中国古代典籍中辑出唐令715条，复原了近一半唐令，填补了中国古代律令研究在资料方面
的空白，对于研究唐代法制与文化提供了便利。
池田温在此基础上著成《唐令拾遗补》，通过重新审查旧籍，对《唐令拾遗》进行了校正和补充，进
一步深化了唐令的复原工作。
另有仁井田隍所著《唐宋法律文书の研究》、泷川政次郎代表的律令研究会所编《译注日本律令》均
对唐律研究作出了巨大贡献。
 除了专门的唐律研究，学者们在进行法制通史、刑法史乃至语义学研究时，对唐律的关注与讨论也从
未中断，并且硕果益丰。
 法制通史类论著中的唐律研究从体例上看，既包括法制通史类专著也包括大量法律史教材，其中针对
唐律所作的探讨既有以隋唐断代为专章进行的研究，也有以部门法划分为线索展开的论述。
此类论著限于著述体例与宗旨，对唐律若干问题的研究并未深入，多限于概括性介绍。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唐律“七杀”研究>>

编辑推荐

《唐律"七杀"研究》是中国刑法史研究的断代专书，拓展了当下刑法理论研究的历史视野，弥补了唐
律研究的微观视域，是一部补白之作。

Page 8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唐律“七杀”研究>>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