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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清朝则例编纂研究》由李永贞编著。
 《清朝则例编纂研究》内容简介：
在中国档案文献的编纂过程中，有关政典法令的汇编是从唐朝开始。
在清朝，《大清会典》、《大清会典则例》，清朝各部院的则例等，都是依据档案文献汇编纂修而成
，是清王朝通过立法治理国家、加强专制统治的重要手段。

清朝在会典与则例的编纂制定方面，确立了一个基本原则：将指导总体的法律制度“律”立为典，具
体的实施“细则”定为则例。
其法律效力与法典相同。
这样，清代的行政立法就达到了以会典为大纲，以则例为细目的规范化形式。
清代则例的制定与发展，是我国早期行政立法史的一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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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大学信息资源管理学院著名的博士生导师刘耿生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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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清朝经世文编的编纂数量更大。
清代编纂的第一部经世文编是乾隆四十年（1775年）陆耀编纂的《切问斋文钞》。
晚清以后，与社会经世致用的呼声相应，一时间出现了数量诸多的经世文编。
如魏源的《皇朝经世文编》（又名《清经世文编》）、葛士浚的《皇朝经世文续编》、张鹏飞的《皇
朝经世文补编》、饶玉成的《皇朝经世文编续集》、盛康的《皇朝经世文续编》、陈忠麟的《皇朝经
世文三编》、何良栋的《皇朝经世文四编》等等，其影响延及近现代。
四、金石档案汇编清朝金石档案汇编多集图文与考释为一体，主要有乾隆初期内府铜器汇编《西清古
鉴》四十卷，阮元的《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法帖》十卷、徐同柏的《从古堂款识字》十六卷、吴士芬
的《摭古录金文》三卷、方浚益的《缀遗斋彝器款识考释》三十卷、吴大瀓的《愙斋集古录》二十六
册、王昶的《金石萃编》一百六十卷、邵晋涵等的《寰宇访碑录》十二卷等。
　　五、以档案材料为主的编年体史料长编和专题史料汇编　　（一）《明实录》　　明朝共修十四
部实录，即《太祖实录》二百五十七卷，董纶等修，解缙等重修；《成祖实录》一百三十卷，杨士奇
等修；《仁宗实录》十卷，蹇义等修；《宣宗实录》一百十五卷，杨士奇等修；《英宗实录》三百六
十一卷，陈文等修；《宪宗实录》二百九十三卷，刘吉等修；《孝宗实录》二百二十四卷，刘健、谢
迁等修，后焦芳等续修；《武宗实录》一百九十卷，费宏等修；《睿宗实录》五十卷；《世宗实录》
五百六十卷，徐阶等修、张居正等续修；《穆宗实录》七十卷，张居正等修；《神宗实录》五百九十
四卷，温体仁等修；《光宗实录》八卷，叶向高等修；《熹宗实录》八十四卷，温体仁等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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