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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古代法制史学史研究:以历代古籍为中心》旨在以史学史的眼光对中国古代的法制史研究成果进
行探究，主要梳理和考证古人“学以致用”的学术观点及学术源流传承关系，并从中观察其异同之处
，总结其规律，以增强当前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主动性与积极性，具有重要理论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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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维新，男，湖南南县人，华东政法大学法学博士，湖南文理学院法学院副院长，副教授。自2004年
以来，主持或参与学校重点课题或省部级科研项目十余项，参与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基金项目1项，
发表科研论文五十余篇，其中全国中文核心期刊或CSSCI来源期刊18篇，2篇被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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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第三节 《晋书·刑法志》 对法制史问题的研究 唐代以前，有关西晋历史的私人著述有二十
余家，以南齐臧荣绪所撰一百三十卷《晋书》最为著名。唐太宗在位期间认为旧有各家“制作虽多，
未能尽善”，于贞观二十年下诏命令房玄龄、褚遂良、许敬宗等人监修，以臧荣绪版本为蓝本，参考
其他版本史料，一改司马迁、班固私家修史模式，开创官家主持修史，专家集体撰写之先河，历时两
年修成一百三十卷《晋书》，一般题作房玄龄等撰。《晋书·刑法志》共一万四千余字。模仿《汉书
·刑法志》的撰写体例，选材广博，内容翔实，凸显“法律儒家化”主题。 “法律儒家化”是中国古
代法制史学史研究中一个十分重要的主题内容。所谓“法律儒家化”，简单地说，就是糅合儒、法学
说，用儒家理论去理解和解读法家法制学说，用儒家的“礼、德”精神指导和贯穿于国家的立法、司
法及其法学研究之中，这就是中国的“法律儒家化”。一般认为，汉武帝重用董仲舒“罢黜百家，独
尊儒术”标志着中国法律儒家化的开始，到唐高宗任用长孙无忌等人编修《唐律疏议》制定“一准乎
礼标志中国法律儒家化完成，其问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魏晋时期正是这一儒家化过程的非常
重要的承前启后阶段。”《晋书·刑法志》主要从立法历史、司法历史与法学研究历史等不同层面和
角度，记载了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法律儒家化”的发展路径及其转型，具有重要的法制史学史价
值和意义。 一、从立法制度演变史层面凸显“法律儒家化”主题 《晋书·刑法志》记载了历代法制
的立法与编修历史，上溯秦汉以前之上古法制，并论述礼刑关系、刑法之社会功能以及犯罪心理。下
级后汉至魏晋时期的法律演变与重要刑事政策之珍贵史料。 从《晋书·刑法志》中可以看出历史上几
次重要的修律情况，它首次记载战国时魏国李悝变法。“愧撰次诸国法，著法经”李悝著《法经》六
篇，都是有关罪名的规定，由于“王者之政，奠急于盗贼”，所以《法经》开始两篇为“盗”、“贼
”篇；最后一篇是“具律”，用以加减刑罚，相当于现代法律的“总则”篇。《晋书·刑法志》记载
了战国时期我国第一部成文法典，即李悝《法经》的篇目及其概况，对东汉、魏、晋三代法制刑政的
演变历史作了较为详细的论述，弥补了《后汉书》无《刑法志》编目与《三国志》没有“志”类篇章
的缺漏，填补了其间法制记载于法制史学史研究的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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