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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传统法制历经上千年积淀演进至元代，形式和内容都发生了许多变化。
忽视成文律典编纂，重视颁行条画，大量运用司法断例，都标志着元代法制运行的独特性，也表明中
国传统法制传承的多样性。
《元代画与断例》适用于人文社科学者、法学及历史学专业研究生参考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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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告状格式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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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二章 条画、断例与元代行政法制建设元代史料文献中有着丰富的行政法条画与断例，规定着元朝的
行政制度运作方式。
其中，条画类别涉及元代国家的行政制度建设、行政组织规则、行政职能分配和行政权力运行过程等
内容，是对元朝的政治与行政制度的原则性规定；断例类别则表现得更为具体，记录了元朝政府对国
家机关各级官吏的选拔任用、品秩薪俸、行为准则、升迁黜置以及奖励惩罚等内容，也记录了各级官
吏对百姓所发生的在行政管理和行政执法中存在的各种违纪违法，以及承担行政责任的事项。
因而，元代行政法条画与断例所反映的是元代官吏所处的实际地位以及各级官吏与国家政府之间的权
利义务关系，也反映了作为管理者的元朝政府与被管理者百姓之间的官民利益冲突关系。
一、规范行政文书语言文字作为规定国家各级权力部门的组织构成及其运行方式的元代行政法条画，
包括了丰富的皇帝圣旨和诏条，对于行政区划统筹、行政机构设置、行政权力实施范围、行政关系的
内外构成等内容都进行了详细规定，以法的形式规划了元代行政建制，较为系统地明确了元代的行政
制度结构，其中，作为行政法制建设的交流工具，元代独具特色的行政文书语言文字构成类型和表达
方式也有其特殊的地位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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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研究元代条画与断例问题一直是我的夙愿。
十年前毕业于北京大学法学院，完成博士学位论文。
其间曾萌生对元代条画、断例问题进行仔细的研读和整理的志向，由于课业繁重及学位论文紧迫，未
能抽出大量时间予以投入。
毕业后由于岗位课业负担沉重，加之生活工作中烦杂琐事的缠绕，每日几乎疲于奔命，无暇静心系统
地研读史籍，夙愿遂一度搁置下来。
一晃数载过去，岁月荏苒，时光转瞬即逝，颇有时不我待之感。
近年来，在完成教学工作之余，对元代条画、断例始终不断地进行研读和整理分析，逐渐摸索出对元
代条画、断例的系统性认识，故决心从现代部门法学的角度对之进行一次分类研究，根据元代的法制
构成和社会问题解决的特殊状况，将元代条画、断例纳入不同的法的形式领域进行考察、研究，探究
元代法律体系的完整性与真实性，还原元代社会法律生活的实际样态。
本选题之初衷来自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恩师余大钧先生的多年教诲。
余先生作为引导我入门学习和研究元代法律史的启蒙导师，在学业上给过我无尽的关怀和帮助。
我的任何一点点进步与收获，都与先生的谆谆教导密切相关。
如今，先生已驾鹤西游，无法看到弟子在学业上的点滴汇报，此已成为永远无法弥补的遗憾，弟子惟
有以付梓之稿报答先生。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饶鑫贤先生作为我的博士指导教师，始终对我的研究想法予以肯定和支持，尤其
先生在身患重病期间仍不忘鼓励弟子推进研究，其情其景历历在目。
如今，弟子亦谨以初步的研究成果告慰先生在天之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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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元代条画与断例》对元代条画和断例的精选与释要，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它不仅丰富
了中国法制史学的专题研究内容，还为各类高等院校的法学教育教学提供了难得的古代案例内容，它
可以直接适用于理论法学研究生的基础教学与研究之用，也可以成为本科生中国法制史课堂教学重要
的辅助性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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