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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新出简牍、文书为中心，以政府、民间互动为视角，对汉魏时期法律、社会领域发生的重大变
化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通过本书细致的考证，有关秦汉刑名、刑罚级别构成等旧问题得到新的解释，魏晋法律体例的玄学化
，汉唐户主称谓、身份以及户籍分合、同居概念的变迁等学界未曾措意的新问题得到揭示。
在此基础上，本书进而分析了法律、社会领域发展变化的原因，指出法律自身发展规律的要求，经济
制度如土地、赋税制度的演变以及政府与民众的博弈才是造成这些变化的主要动力，从而对学界视为
定谳的“法律儒家化”学说提出了质疑，为进一步认识中国古代法律和社会的变迁提供了新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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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韩树峰　1966年生于山东省庆云县。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
199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获历史学博士学位。
主要从事秦汉魏晋南北朝史的教学与研究。
著作有《南北朝时期淮汉迤北的边境豪族》、《秦汉法律文化研究》(合著)。
在《历史研究》、《中国史研究》、《文史》等刊物发表论文20余篇。
现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课题“简牍、文书中的概念、称谓与汉唐社会变化研究”。
目前主要以汉唐简牍、文书为中心，从事法制史、社会经济史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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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收律》中有如下条文：“罪人完城旦、鬼薪以上，及坐奸府（腐）者，皆收其妻、子、财
、田宅。
其子有妻、夫，若为户、有爵，及年十七以上，若为人妻而弃、寡者，皆勿收。
”罪人犯罪，假如子女已经结婚，或者已经另立户籍，或者有爵位，又或者年龄在十七岁以上，均不
在连坐被收之列。
十七岁以上与为户作为“勿收”的并列条件，意味着十七岁以上的子女肯定没有单独为户，而是与父
亲共籍。
汉政府与秦政府在对待成年男性共籍方面态度上的差异，在《户律》如下条文中得到了较为明确的反
映：“子谒归户，许之。
”这一条文对要求归户的子女没有任何限制，不论年龄大小，也不论是否尚有其他子女与父母共籍，
已经分异的子女均有归户的权利。
前引《户律》规定：“毋它子，欲令归户人养，许之。
”似乎在没有其他子女的情况下，才允许已经分异的子女与父母合户。
但是，在这条规定中，是父母要求子女归户，而不是子女主动要求归户。
没有子女共籍，父母有可能在生活上发生困难，在这种情况下，不必征求子女意见，只要父母要求子
女归户入养，政府一律准许，这是对父母权益的保护。
不过，假如有其他子女共籍，父母无权要求分异的子女合户。
当然，子女有合户的愿望即“谒归户”，政府也会允许，这又是对子女权益的保护。
法律禁止父母子女合户的情况只有一种，而对子女要求合户却不加任何限制，这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
政府对合户的隐隐提倡之意。
有研究者认为，《二年律令》鼓励民间分户析产的意图显而易见，但从以上的讨论可以看出，汉政府
对百姓分异基本采取听凭自愿的态度，除特殊情况，百姓固然有分异的自由，但同样有合户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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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汉魏法律与社会》是中国人民大学汉唐研究丛书之一。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汉魏法律与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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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