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提    要

在「破碎化」史學、「新材料」史學學術風氣盛行的當下，系統閱讀基本史學資料，是初

學者從事學術研究的基本路徑。本書以西方部門法學分類為標準，具體為立法概況、法律理論、

行政法律、刑事法律、軍事法律、經濟民事法律、婚姻家庭與繼承法律、獄訟法律、刑法志，

系統輯錄《史記》、《漢書》、《後漢書》、《資治通鑒》（秦漢部分）中關於法律的相關史料，以

編年的形式對於相關史料進行考證分析，同時在重點史料之下以「按語」的方式記錄自己對於

史料的認識，以及學界研究的可取之處，或及進一步閱讀的書目文獻，本書對於法律史初學者

熟知先秦秦漢法律歷史的發展提供重要的史料支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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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法律史研究，首重法律史料的收集、分析。近年來，法律史料整理

工作取得重要進展。一大批歷史上的政書典籍、公文判牘、司法檔案、民間

規約、學者論述，乃至於新的考古發現，相繼整理出版，既豐富了法律史料

的內容、種類，也直接推動法律史研究的深化與拓展。相比之下，對於中國

古代正史之中法律資料的整理、出版，則相對較弱。 
中國古代正史之中關於法律的資料，對於法律史研究具有極其重要、又

不可替代的作用。第一，正史編修，在法律資料的運用方面，有著嚴苛的條

件與標準。這一原則，確保了正史法律資料的真實性、權威性。第二，正史

編修之時，與前朝在時間上相去不遠。多數情況下，豐富的前朝文獻遺存，

使得編修者能夠充分選擇最能代表前朝法律真實狀態的相關資料。第三，正

史多為官修，編修機構能夠充分調動官方資源，以實現對於權威、真實的

前朝法律資料的有效運用。當然，編修機構的官方背景，也會對正史法律

資料的篩選產生一定的消極作用。此外，正史對於法律資料的運用，以及

對於前朝法律的描述、評價，在真實、準確的基礎上，還融合著本朝在法律

方面的價值導向，體現著本朝對於法律思想、法律制度的理想化追求。因

此，通過正史關於法律資料的研究，可以全面瞭解前朝法律制度與本朝法律

目標。 
閆強樂編纂的《正史法律資料類編》，以二十四史、《資治通鑒》為基

礎，摘錄其中與法律相關的資料，並分類編排。根據歷史分期，全書分為五

卷：先秦秦漢卷，魏晉南北朝卷，隋唐五代卷，宋遼金元卷，明清卷。每卷

的內容編排，主要以近代部門法為分類標準，分為立法概況、法律理論、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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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法律、刑事法律、軍事法律、經濟民事法律、婚姻家庭與繼承法律、獄訟

法律等。 
以歷朝法律典章、公文判牘、契約文書、正史法律資料為主體，輔之以

學者論述、類書記載、文學作品以及與法律相關的遺跡、實物等，我們能夠

全面再現中國古代法律的原初面貌，能夠深入分析中國古代法律的基本精

神、主要制度及其社會作用。《正史法律資料類編》的編纂出版，為中國法律

史研究提供了更為方便的史料條件。 

 

朱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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