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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律令制研究》

前言

中国古代国家制定法自秦汉以来便形成了以律为核心，以令、科、格、式、敕、例等其他形式为补充
的法律体系，这种律令制的法律体系从此延续了二千余年的历史，贯穿了整个中国封建社会，成为调
整国家政治、经济生活的重要行为规范。因此，探究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研究中华帝国法律的本质
特征，首先要从律令制入手，律令制度是中华法系的主干。    自近代以来，许多著名的法学家治中国
法律制度史也皆从治律令制开始，如我国著名的法学家沈家本、程树德等人，他们在其著作《历代刑
法考》和《九朝律考》中，用了大量的篇幅对汉、魏、晋、北魏、北齐、隋、唐、宋、明、清各代的
律、令法典形式作了精辟的分析，其研究成果至今仍为学术界所津津乐道。而在海外法史学界，对于
律令制法律体系的研究也颇为重视，如中国的近邻日本，自20世纪日本律令研究会成立以来，以泷川
政次郎为会长的律令研究会对古代律令制的研究做了大量的工作，其研究成果也是有目共睹的。相比
之下，我国法史学界对律令制的研究明显滞后，代表性的研究成果也不多，这种现状很值得法史学界
深思。    律令制的法律体系肇端于战国秦汉，发展于魏晋南北朝，到隋唐时期逐渐完善。唐高宗永徽
年间制定的《唐律疏议》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封建法典。它的遗存为我们研究唐代律令制提供了方便条
件。从上世纪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日本学者仁井田陞历经数年之功，对唐令进行了复原，其研究成
果《唐令拾遗》1933年由东方文化书院出版，仁井田陞复原的唐令约为原有条文的一半。自1983年起
，东京大学名誉教授池田温等人又在仁井田陞《唐令拾遗》的基础上作了补遗工作，其研究成果
于1997年由东京大学出版会出版。《唐令拾遗》和《唐令拾遗补》的出版使我们对唐代律令制的法律
体系有了新的认识。但是，由于文献的匮乏，加之唐代另外两种法律形式格、式也已佚失，学术界对
唐代格、式的研究还很薄弱，目前发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也不很多。因此，对唐代律令制法律体系的
研究仍然有许多工作要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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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律令制研究》

内容概要

长期以来，学术界对唐代法律史的探究仅侧重于唐律一种法律形式，而没有把律、令、格、式四种法
律形式当作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加以综合考察。本书以现存的唐代律、令、格、式四种法律形式为线
索，结合新出土的文献敦煌吐鲁番文书，以及中外古代典籍，对唐代律令格式的法律体系、中日律令
制的关系以及律令格式体制下的唐代经济、民事、宗教和涉外法律进行探讨，以期弥补这方面研究的
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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辜制度的历史沿革        二、唐律关于保辜制度的规定        三、从康失芬伤人案卷看唐代保辜制度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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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唐代的《祠令》和日本的《神祗令》  第三章律令制下的唐代经济      第一节律令制下的唐代土地法
律        一、律令格式体制下的唐代土地的立法        二、唐代土地所有权的特征        三、唐代对于土地的
法律保护        四、唐代的土地类型及其相关的管理法规        五、唐代土地的买卖、租赁和继承的法律规
定    第二节律令体制下的唐代的赋税立法      第三节律令体制下关于商品买卖的法律规定        一、中国
古代关于不动产商品买卖的法律文书        二、关于中国古代动产交易的法律文书    第四章律令制下的
唐代民事法律      第一节律令制下的唐代婚姻        一、关于唐代结婚年龄的问题        二、唐代婚姻法的
基本原则及禁止性规定        三、关于唐代结婚成立的要件        四、唐代婚姻的法律效力        五、唐代离
婚的法律程序      第二节律令制下的唐代家庭财产继承制度        一、中国古代家庭财产继承制的演变       
二、唐代财产继承的法律规定        三、从敦煌文书看唐代的财产继承      第三节律令制下的唐代债权保
障制度        一、唐代法典中所见的债权保障规定        二、唐代债的不同类型及相关的法律规定        三、
唐代债权保障的具体措施——担保制度      四、敦煌契约中所见的唐代债权保障措施    第五章律令制下
的唐代涉外法律      第一节关于唐代的涉外法律体系      第二节唐代的涉外行政管理法      第三节律令制
下的唐代涉外民事法律      第四节律令制下的唐代涉外经济法律    第六章律令制下的唐代佛教      第一节
关于唐代佛教僧尼的法律规定        一、关于唐代佛教的经济法规        二、关于限制僧尼社会活动的法规
       三、有关唐代僧尼违背礼教的法规        四、有关唐代僧尼违犯刑律的法律规定      第二节唐代律令体
制对佛教寺院经济的制约        一、唐前期颁布授田法令，对寺院僧侣占田进行限制        二、唐前期政府
制定有关的法规，对依附于寺院的劳动人口进行限制        三、唐代前期政府颁布了许多法令，对寺院
经济的来源进行限制        四、从唐前期有关的法律规定看佛教寺院经济的变化      第三节  唐代佛教寺院
土地买卖的法律规定        一、唐代寺院土地的来源及相关的法律规定      二、唐代寺院买卖土地的动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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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关于道、佛教的法律规定      二、唐代关于道、佛教的法典——《道僧格》      三、对唐代《道僧
格》条文的复原    附录主要参考文献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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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四章  律令制下的唐代民事法律    第一节  律令制下的唐代婚姻    中国古代的婚姻家庭法律制度经过
漫长的发展，到隋唐时期终于成熟和完备，以唐律为核心，令、格、式并存的法律体系涵盖了唐代婚
姻法的主要内容。以唐律为例，《唐律疏议》中的《户婚律》篇，其中很大一部分篇幅就是关于婚姻
制度的规定。此外，在唐代的令、格、式以及《大唐开元礼》中，也有许多婚姻制度方面的内容。    
学术界关于唐代婚姻制度的研究起步较早。1928年，章寿昌在《法学季刊》第3号上发表了《罗马婚姻
法与唐明律之比较》，对古代东西方婚姻制度的异同进行了比较。自此之后，中外学者如陈顾远、董
家遵、杨鸿烈、仁井田陞等曾专门对唐代婚姻制度进行了研究，①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进入二十
世纪八十年代以后，对唐代婚姻法的研究更为活跃，1983年，著名的唐代法制史专家杨廷福发表了《
唐代妇女在法律上的地位》一文，指出唐律已明确规定必须有主婚人，必须经过六礼的仪式，并以法
典的形式确定了婚书的法律效力。②此外，胡曰武在《唐律“婚书”考》一文中，提出了唐代以婚书
作为法律依据，替代了过去的习惯法。③1999年，杨际平教授发表了《敦煌出土的放妻书琐议》，以
敦煌文书中的离婚书状对唐代的离婚制度进行了剖析，④最近，笔者也发表了《律令制下唐代妇女的
法律地位》一文，对唐代妇女的婚姻权利进行了探讨。⑤所有这些研究成果，都直接推动了唐代婚姻
法研究的深入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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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这本小书是笔者自1997年到中国政法大学工作后所撰写的部分研究成果。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
从1983年步入神秘的大学课堂至今已有二十几个年头了。这期间虽屡经辗转，四处求学，饱尝了世事
的艰辛与清贫。但我仍痴心不改。现即将跨入不惑之年，虽曰“不惑”，反而觉得更加困惑，发现自
己所学甚寡，所知甚少，今后仍需加倍努力。在此姑且引屈原《离骚》中的一句话以自勉：“路漫漫
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二十余年来，我由一个涉世未深的青年成长为一名大学教师，固然
有自己的努力，但与众多老师的提携、妻子的支持、朋友的关怀是分不开的。可以说没有他们的帮助
，也就没有我的今天。在此，我要深情地对他们说一声“谢谢！”    首先要感谢的是我大学的启蒙老
师高蕴华先生。高老师虽非名家大师，但他对事业的追求、对学生认真负责的态度却丝毫不逊色任何
一位名家。正是高老师把一名名像我这样的无知青年引向了治学之路。1994年，当我收到博士录取通
知书的时候，高老师因常年劳作，被肺癌夺去了年轻的生命。在他弥留之际，仍写信勉励我治学要持
之以恒，切勿松懈，争取在自己的研究领域取得更大的成绩。    此后，我又有幸遇到了吴枫和宁可两
位老师。吴老师是著名的文献学专家。他强调研究历史要从基本的文献资料人手，不要先入为主，尤
其不能凭主观想像构筑材料，这种治学态度对我影响很大。宁可先生是国内知名的学者，素以治学严
谨而著称。我在读博士期间，经常看到先生为核对一条材料而奔走于各个图书馆之间。宁先生对我们
也关爱有加，甚至在我毕业之后，也是有问必答，如这本小书中的某些章节就曾请先生审阅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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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闲暇时了解一下，不错
2、最近写文章正好能用到，正好趁着有活动买下来。
3、这本书的特点是法史结合，还不错
4、很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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