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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古代文献散佚极为严重。
前代艺文志或经籍志中录著的书籍，过了一个时期后有不少便散失不存，找不到了。
《新唐书?艺文志序》中说：“藏书之盛，莫盛于开元，其著录者五万三千九百一十五卷，而唐之学者
自为之书者又二万八千四百六十九卷。
呜呼，可谓盛矣！
⋯⋯今著于篇，其有名而亡其书者，十盖五六也，可不惜哉！
”清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序》也指出：“汉、隋、唐、宋之史，俱有艺文志。
然《汉志》所载之书，以《隋志》考之，十已亡其六七；以《宋志》考之隋、唐，亦复如是。
”拿古代判词来说，散佚现象同样也极为严重。
宋郑樵《通志·艺文略》第八《案判》列判词二十部七十九卷，今除白居易《百道判》和张鹜《龙筋
凤髓判》尚存外，余均未见。
宋本《名公书判清明集》前有《清明集名氏》栏，列书判作者姓名字号籍贯者共二十八人，而今本《
名公书判清明集》中确证其有书判者仅十三人。
也就是说，《清明集名氏》栏中十五人的书判在今本正文中并不能确证或已散佚。
例如《清明集名氏》栏中有朱熹，而今本中已不见朱熹判词。
《宋史》卷四百一十称范应铃所著有“断讼语日《对越集》四十九卷”，今已不传。
宋朝洪迈《容斋续笔》卷一十二称“元微之有百余判”，今《四库全书》本《元氏长庆集》补遗卷三
仅得元稹所拟判词十一则。
甚至近代出版的书籍，其散佚之严重也令人瞠目。
20世纪30年代，上海中央书店印行一套十本清代名吏判牍，其中《于成龙判牍》、《袁子才判牍》、
《胡林翼判牍》在上海已找不到，余下几本中有的因毁损严重，上海图书馆已不供外借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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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古代判词三百篇》是本辑注类的书，所以得说说本书的“辑”和“注”。
    从“辑”的角度来说，一个主要问题就是所谓实判和虚判的取舍。
众所周知，从功用和性质来分，判词一般可以分为实判和虚判（拟判）两种。
通常认为，实判是官府衙门判罪定案的判词，那当然事实要清楚，引用法律要准确，来不得半点含糊
。
所以实判当然是我们了解、研究古代司法制度的珍贵资料。
而虚判则是“取备程试之用”。
特别是唐朝选拔官员时考试、考核的内容是“身、言、书、判”四个方面，而“吏部所试四者之中，
则‘判’为尤切。
盖临政治民，此为第一义”。
加上“判”的考核标准为“文理优长”，这就必然导致应考拟写判词的人着力去追求文辞的典雅、用
典的精当。
所以一般认为这些为应试准备的练笔或游戏之作，纯属虚构，仅具文学欣赏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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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春秋决狱董仲舒（前179～前104），西汉广川（今河北省景县）人。
以治《春秋》，汉景帝时为博士。
“下帷讲诵，弟子传以久次相受业，或莫见其面，盖三年董仲舒不观于舍园，其精如此。
进退如此，非礼不行，学士皆师尊之。
”元光元年五月，汉武帝诏日：“贤良明于古今王事之体，受策察问，咸以书对，著之于篇，朕亲览
焉。
”于是董仲舒上书，被任为江都相，“事易王。
易王，（武）帝兄（刘非），素骄，好勇。
仲舒以礼谊匡正，王敬重焉。
”因董仲舒喜好“以《春秋》灾异之变推阴阳所以错行”，又以此治国，被废为中大夫。
董仲舒推说之意被看作“大愚”而下吏当死，“诏赦之，仲舒遂不敢复言灾异”。
不久因丞相公孙弘忌恨进谗，武帝将董仲舒出为胶西王（武帝之兄刘端）相。
董仲舒“恐久获罪，病免”，此后便“以修学著书为事”。
 董仲舒“博物洽闻，通达古今”，他主张用《春秋》大一统的思想来加强对百姓的统治。
他认为，“《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
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
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
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
”他还认为，“天道之大者在阴阳。
阳为德，阴为刑，刑主杀而德主生。
是故阳常居大夏，而以生育养长为事；阴常居大冬，而积于空虚不用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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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古代判词三百篇》是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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