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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大诰研究》

作者简介

杨一凡，男，1944年4月生，汉族，陕西富平人。1967年毕业于北京政法学院（即今中国政法大学）法
律系，1978年10月至1981年7月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法学系学习，获法学硕士学位。从1983年起
，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院、北京大学法律系研究生的授课任务，1985
年被聘为南开大学法学研究所兼职研究员。1987年10月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工作，任副研究
员、法制史研究室副主任，兼任中国法律古籍研究会秘书长。1992年以后至今，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法
学研究所研究员、法制史研究室主任、所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
师，兼任中国东方文化研究会法律分会会长，中国法律史学会东方法律文化分会会长，北京法律文化
研究中心理事长，国内外多所大学兼职教授。由于学术上的成就，先后受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人
事部、国家教委、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国务院的表彰。1990年被授予国家级"做出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
家"的荣誉称号，并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
长期从事法律史学和法学理论的研究，已出版著作、法律古籍整理成果和其他书籍近40部，其中法学
和法律史成果26部。主要专著有：《明初重典考》、《明大诰研究》、《洪武法律典籍考证》等。合
著有：《中国法学新思维》、《中国法律思想通史·明代卷》、《明代法制考》、《中国的法律与道
德》等。主编有：《中国珍稀法律典籍集成》（14卷本）、《中国珍稀法律典籍续编》（10卷本）、
《中国法制史考证》（甲、乙、丙编，15卷本）、《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制史》、《中国法律史国际学
术讨论会论文集》、《中外法律史新探》等[1]。还参加了《沈家本未刻书集纂》（上下册）[2]、《
中国历代治国方略文选·法治卷》的整理和《中国大百科全书·法学卷》[3]部分辞条及一些书籍的撰
写。发表法律史学、历史学和其他法学论文上百篇，其中《法史学科体系探讨之我见》、《中国古代
匦函制度考略》、《明代法律史料的考证和文献整理》、《五四运动与中国法律文化》、《中国社会
主义法制建设的发展道路和基本经验》、《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地方法制建设》等20多篇论文曾提交
有关国际和全国学术会议。
杨一凡"治学严谨，研究中国法律史成果显著。特别是明代法律史研究领域，取得了重要突破，其学术
水平在国内外处于领先地位"[4]近年来，其学术成果获三项国家级奖、四项省部级奖。其中《明大诰
研究》1994年获全国优秀法律图书奖；《中国珍稀法律典籍集成》1996年获中国社会科学院第二届优
秀科研成果荣誉奖；《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制史》1998年获第十一届中国图书奖，1999年获第四届国家
图书奖提名奖、中宣部全国"五个一"工程奖，他参加的《沈家本未刻书集纂》2000年获中国社会科学
院第三届优秀科研成果三等奖。目前正在主持中国社会科学院特别重大项目"中国稀见法律文献的整理
与研究"（多卷本）和"法史考证系列专著"（即《中国法制史考证》丁编，18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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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大诰研究》

精彩短评

1、#每日一书之1# 四编大诰：朱元璋的苦口婆心与严刑峻法，内容涵盖从政治制度到社会生活的里里
外外，有很多有趣的细节，值得深究。明大诰研究：基本上基于大诰文本进行阐发，史学价值不大。
2、额，好认真的赶脚。
3、精细的考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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