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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李俊芳编写的《晋朝法制研究》通过将晋朝法制与秦汉、曹魏法制的相关内容进行比较，指出其因袭
承继与相互影响的关系。
本书从汉魏法律体系特征以及晋朝法律文本完善、罪名、刑罚体系、司法制度等方面系统考察晋朝法
制的渊源与流变，进而将晋朝法律对中国古代法制体系的影响与历史地位提高，在学术界关于儒法融
合的基础上还补充了儒法冲突的一面，全面深入地认识了晋朝法律儒家化的进程。

全书结构合理，论述逻辑清晰，史料引用丰富，个案剖析得当，整体系统化强，且作者的史学研究功
底深厚，对晋朝法制的学理性阐述深刻，所研究的内容具有较强的学术创新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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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师范大学历史学博士后。
曾先后任教于长春市三十九中学、长春师范学院，现为河北大学宋史研究中心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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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完成省社科基金项目一项，主持在研国家社科基金一项。
目前从事宋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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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萧何制律不能脱离其所处时代，秦社会矛盾的焦点是秦的苛法，约法三章就是为了除秦苛
法，争取民心。
《史记·高祖本纪》：召诸县父老豪杰日：“父老苦秦苛法久矣，诽谤者族，偶语者弃市。
吾与诸侯约，先人关者王之，吾当王关中。
与父老约，法三章耳：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
余悉除去秦法。
”秦苛法主要体现在刑罚残酷，“诽谤者族，偶语者弃市”。
樊哙在鸿门宴上指出秦社会主要矛盾，导致秦灭亡的原因亦是：“夫秦王有虎狼之心，杀人如不能举
，刑人如恐不胜，天下皆叛之。
”但是因三章之法存在“不足以御奸”的缺陷，结果相国萧何“作律九章”。
将上述记载前后联系起来，萧何制律过程便清晰地展现在我们的面前。
秦汉之际社会矛盾的焦点是秦刑罚苛酷，萧何为缓解社会矛盾，继承秦律时，工作重心自然放在调整
秦律刑罚苛酷上。
六律属刑典，《唐律疏议·名例》：“魏文侯师于里悝，集诸国刑典，造《法经》六篇。
”《唐六典·尚书刑部》注：“律，法也。
魏文侯师李悝集诸国刑书，造《法经》六篇。
”由睡虎地秦简《法律答问》亦知六律为刑罚规定。
而《户》、《兴》、《厩》三律不仅与管理国家息息相关，对萧何而言也是熟悉的工作领域，六律与
《户》、《兴》、《厩》成为“萧何次律令”的工作重心自然成为情理之中的事情。
日本学者大庭惰谈及萧何制律时说： 大庭惰的观点有不准确的地方，其他各律并非原封不动，《魏律
序》所载汉《厩律》成篇过程如下： 《魏律序》所载也得到出土秦汉简牍的证实，《秦律十八种》中
的厩律、厩苑律、传食律、行书律都是萧何《厩律》的来源，而《二年律令》还有传食律、行书律，
也就是说萧何制《厩律》后，剩余律条依然成篇存在。
这也恰好解释了人们长期存在的一个困惑：秦律出土后，《厩律》、《户律》都有，怎么史载是萧何
所创造呢？
实际上萧何的《厩律》与秦《厩律》是不同的，原因在于汉《厩律》是萧何将不同律的内容放在一起
了，显然与原厩律不同，保留了《厩律》的名称，却改变《厩律》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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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晋朝法制研究》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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