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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读了李永贞同志大作《清朝则例编纂研究》后，认为该书写得很

好，可资治当今，垂范后世。有感而发，写上几句。

清代“则例”，是法律的补充。由于法律不可能面面俱到，因此出

现了“法律空白”或“法律漏洞”。为保持法律的尊严，不可能三天两

头地修改法律，这时就需要制定“则例”参佑执行，我们经常说的“下

不为例”，就多少有这个意思。“则例”作为国家大法的补充，是一种

辅助的法律形式。

从迄今可以见到的档案文献看，“例”在唐代就已出现，《旧唐

书》载，唐高宗时详刑少卿赵仁本撰《法例》三卷，宋高宗认为查阅太

繁琐，认为“何为更须作例，致使触绪多疑”（《刑法志》卷五十），遂废

而不用。这说明唐朝已出现“例”，尽管皇帝认为查阅不便，但并未废

弃不用。

宋朝的“例”有了很大发展，宋仁宗庆历年间诏刑部、大理寺“集

断狱编为例”（王应麟《玉海》卷六十六），规定凡“法律不载者，然后

用例”，“取从前所用例，以类编修”，当“律”、“例”不合时，以“律”为

准，不能“引例破法”（《宋史》卷一百九十九，《刑法志》）。说明宋代

不仅在司法裁断时广泛使用“例”，且已经进行“例”的编纂工作了。

元朝继承了这一传统。

“例”的发达，是在明清时期。明太祖朱元璋统治晚期，洪武三

十年（１３９７年）颁行的《大明律》，虽然没有附“例”，但其御制序中
已经有了“例”的存在，如“榜文禁例”、“赎罪条例”等语。明成祖



永乐年间，条例不断增加，并逐渐形成“律例合编”，律例合用，直至

明亡。

清承明制，沿用明朝成法，历经清初动乱，康熙七年（１６６８年）八
月制订《现行则例》，即指未入律的条例，并边执行边修改，至康熙三

十四年（１６９５年），重修律例取得成果，标志着清王朝立法开始走向
成熟。

国家制定律例，必须编纂成《会典》、《则例》等典籍，人们才能遵

守，法官才能执法。从档案文献看，康熙十分重视对“律例”的编纂，

他统治几十年，几乎从未停止这种编纂，奠定了清代历朝重视编纂

“则例”之良好传统。

清王朝是我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它主要靠几百万人口的少数

民族，统治着一个几亿人口的泱泱大国，清初统治者很注意汲取历朝

统治经验，因而清中期以前的统治阶级比较重视档案工作，编纂了大

量档案文献汇编，其中包括清政府各部“则例”的编纂，它的内容集我

国封建君主专制在法制建设上之大成，亦使封建法治文化达到全面

成熟、硕果累累的阶段。

清王朝确实使我国封建君主专制制度进入史无前例的高峰时

期。一提到“专制”，似乎就没有法制了，其实，清前期的几位统治者，

如康熙、雍正、乾隆等，还是很在意完善、健全封建法制的，清朝则例

编纂的成就就证明了这一点。

以史为戒，鉴往知来。古往今来，人类任何自觉的言论行动，以

及一切努力奋斗，无一不是用历史的经验和教训，作为衡量现实行动

的唯一准绳。人们只能从档案的记载中去钩沉索引、稽古探微，洞察

历史的真实面貌，清朝则例档案，就是我们温故知新的宝贵档案

文献。

档案是人类思想、言论、行动的历史记录。人类自从有了文字，

进入到文明社会，就形成了档案，随之形成档案文化。由于档案是记

录而非创作，因而当一人或一事不同文献记载各异时，人们总是以档

案记录为准，档案的凭证作用和参考作用最权威，是谓“今人赖之以

知古，后人赖之以知今”。

Ⅱ 　清朝则例编纂研究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档案多为手稿孤本，这既说明档案珍贵，又使档案原件难以永久

保存，造成利用不便，因而，自孔子开始，就试图将档案文献编纂成

书，广为传播、此失彼存。我国是纸张、印刷术的故乡，因而我国古往

今来档案文献编纂事业极为发达，历朝都十分重视这项工作，并使编

纂成果汗牛充栋、浩如烟海，这是中华民族和全世界宝贵的文化遗产

之一，亦是我们后人应认真学习、研究的宝贵精神财富。

李永贞的硕士学位，是在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完成的，这使她获

得了较扎实的法学理论知识。继而她又以高分“过关斩将”，考入中

国人民大学信息资源管理学院，攻读博士学位。在读博期间，她凭借

自己的努力，有幸参加了“国家撰修清史工程”（简称“修大清史”）和

“中国人民解放军档案馆档案著录”等国家级科研项目的撰写工作。

至于她参加有关信息资源管理的国家级和省部级科研项目，就更多、

更不在话下了。

正是在上述学习和科研基础上，李永贞才能够完成《清朝则例

编纂研究》这部跨学科，包含清史、法学、档案、编辑等内容的综合

理论专著，她若没有上述学习和研究经历，完成此专著是不可想

象的。

作为李永贞的博士生导师，我在教她三年的教学实践中，觉得她

不仅学习刻苦、成绩优秀、勤于笔耕、文章不断，而且还有一种为事业

拼搏献身的精神，有一件事至今仍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２００８年上半年，李永贞正在中国人民大学住校学习博士课程必
修课，她背井离乡，远别亲人，其困难可想而知。彼时安徽阜阳突然

流行一种儿童传染病（手足口病），且来势汹汹。李永贞万般无奈，将

不到五岁的儿子带到北京，她问我能否带着孩子来上课，我认为课堂

是神圣的，要保证课堂效果，就让她不用来上课，在学生宿舍照顾小

孩。但我上课时，却见李永贞也来了，一问之下方知她将儿子锁在宿

舍里了。我担心小孩一个人在屋里发生意外，遂让她停课回宿舍，但

她却坚持到下课。这使我联想到最近的报载：某名牌大学某位教师

为了所谓港台影星的到来，竟让全班同学旷课。可见李永贞的学习

至上态度，更值得表扬。

Ⅲ序　



“则例”档案编纂可见之史虽短，可溯之源甚长。在我们今日面

临完善社会主义法制的形势下，研究、借鉴清朝则例编纂的经验，很

有意义。

刘耿生

于中国人民大学

２０１１年１１月２６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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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我国的档案文献编纂工作源远流长，从春秋时代孔子编订“六

经”算起，档案文献编纂工作历代相因，不断发展，其规模之巨大，成

果之丰富，是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所不能比拟的。在我国古代乃至

近代文献中，尚未发现有关档案文献编纂学的专门著述，档案文献编

纂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科目只是到了现代才开始形成。但是，历

史上的文献编纂活动及其积累的大量成果，都凝聚着关于档案文献

编纂学丰富的原始素材。一些学者、文献学家、历史学家、法学家，在

文献整理编纂和史学研究的实践中，把对目录学、校勘学、历史编纂

学、法学的研究与对档案文献编纂的理论和方法的研究熔为一炉，对

档案文献编纂的原则与方法进行了认真的探讨和总结，提出了许多

有价值的见解，为我国档案文献编纂学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珍贵的

思想资料。辩证地传承这一文化历史遗产，是丰富和发展档案文献

编纂学的必要措施。

在中国档案文献编纂过程中，有关政典法令的编纂是从唐朝开

始的。唐朝的《唐律疏仪》是我国保存至今的最早的法律文集，《唐

六典》收入了许多唐代诏令。宋朝法典档案文献的编纂主要有《宋刑

统》、“编敕”、“条法事类”。《元典章》、《通制条格》是元朝政府的档

案文献和案例的汇编。《明会典》是根据１２种明代律例、训诰等档案
文献汇编而成的。清朝《大清会典》、《大清会典则例》、清朝各部院

的“则例”等，都是依据档案文献编纂而制定的。

清朝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最后一个王朝。清朝档案文献编纂工作



作为中国古代封建社会文化进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它的延续

和总结；并且清朝又是处于近代社会的开端，近代西方科学技术、文

化的传入，促进了中国档案文献编纂工作由古代传统模式向近代模

式的转变，为近代档案文献编纂工作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清朝的档案文献编纂主要有《实录》的编纂、《起居注》的编纂、

“诏令”的编纂、“奏书”的编纂、《大清律例》的编纂、《会典则例》的

编纂、“方略”的编纂等重要内容。《大清律例》和《会典则例》的编纂

是清朝档案文献编纂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清王朝通过立法定例治

理国家、加强专制统治的重要手段。

清朝“会典”和“则例”的编纂材料来源十分广泛。清朝各衙门

整理的文书档案材料，查抄实录，各种史书、政书、诏令、政令，选录的

有关御旨和臣工条奏，各种典籍图书等，如《永乐大典》、《古今图书

集成》、《钦定大清一统志》等等，都是清朝编纂律典、则例的档案

资料。

“律”与“例”是清朝两种非常重要的法律表现形式，它们构成了

清代行政立法和刑事立法的主要内容。尤其是“则例”的编纂对清朝

和近现代的法律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律”，是自秦汉以来历代王朝迄今最正统、最持久、最稳定的法

律形式。律的形式起源比较早，“自魏文侯以李悝为师，造《法经》六

篇，至汉萧何定加三篇，总谓九章律，而律之根基已见。”①魏晋朝以

后，律不断地发展完善，随着隋唐时期唐代律疏的颁行，标志着“律”

这一法律表现形式的基本成熟。

“例”，作为中国传统法律体系中判例性质的一种法律表现形式，

发源于唐代，明清时期使用得比较广泛。明清两朝的例主要有条例、

则例、事例三种形式。一般说来，条例是作为律的补充和辅助的刑事

规范，其制定通常需要经过一定的程序，如明代的《问刑条例》、清代

历朝各部院纂修的则例等。所谓“条例”，即一条一条的例。条例陆

续产生，增加或减少失当的情况难免出现，所以到一定的时候就必须

Ⅱ 　清朝则例编纂研究

① 见苏亦工《明清律典与条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第１６７页。



把条例分类整理加以编纂，汇编成册，进入条例编纂工作。

关于清代律例关系的论述问题，从中华民国以来，学术界一直存

在这样的一种观点，认为清朝的律已经形同虚设，几乎只是具体的条

文，丧失了律本身的功能，而例却比律优先、活跃，有时甚至出现用例

打破律的情况，曾经“以例破律”、“以例代律”的情况形成了统治者

用“例”统治天下的局面。这种观点的重要依据之一，就是来自《清

史稿·刑法志》中关于律例关系的一段论述：“盖清代定例，一如宋时

之编敕，有例不用律，律既多成虚文。而例遂愈滋繁碎，其间前后抵

触，或律外加重，或因例破律。”就是说，清代制定的条例，就像宋朝的

编敕表现形式一样，在司法实践中，有例就不使用律，律就成了虚设

的条文。而例越来越多，有的例前后矛盾等，出现了以例破律的情

形。笔者以为，上述这段论述存在着以点带面、以偏概全的问题，并

没有全面分析论述律例的关系。清代律例关系的主要内容应该像

《清朝通志》所叙述的：“律以定罪，例以辅律。”①律是定罪量刑的标

准，例只是补充辅助律的。在作用上，例是律的补充；在地位上，例依

附于律，并不独立存在。至于重例轻律、以例代律的现象，是司法实

践中存在的一种弊端，是在法律实施过程中出现的非正常现象，应该

是政府官方一直设法避免并极力纠正的一种偏差，并不能反映律例

关系的真正实质。

清朝律例关系的主旨是以律为主导，例为补充、辅助和变通，律

例并行而决不是偏废某一方，两者相辅相成，互相补充。相互替代只

是有条件的，不是普遍的。用哲学的术语来表述就是，律例是一对矛

盾的统一体，两者既互相对立，又互相统一，互为前提、互为条件，同

时并存。如果说律是以不变应万变的话，例则是以变应变，比较灵

活。所谓“律守一定，例则因时变通”。②又所谓“律者一定之法，例者

无定之权。以一定教无定而使万变不越乎范围”。③

Ⅲ摘　　要　

①
②
③

见《清朝通志》卷七十六，浙江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第７２０５页。
见王凯泰《重修律例统纂集成序》，节选自《大清律例增修统纂集成》。

见孙士毅《新增成案所见集全编序》，节选自《成案所见集》。



与律例关系相似，清代中央法规与地方法规以及行政法中清会

典与则例的关系都与律例关系有着根本相同的地方。清朝在行政法

典、法规与则例的制定方面，确立了一个基本原则，即把指导总体的

法律制度“律”立为典，如《康熙会典》等；具体的实施“细则”定为则

例，如《户部则例》、《兵部则例》等。凡是“典”都以六部为纲要，经皇

帝制定颁发实施；“则例”就按部门分别制定，经皇帝钦准颁行，其法

律效力与法典相同。这样，清代的行政立法就达到了以“会典”为大

纲，以“则例”为细目的规范化形式。清代则例的编纂与发展，是我国

早期行政立法史的一大贡献。

史学家们在评论则例的历史意义时曾说：“清以例治天下，一岁

汇所治事为四季条例，采条例而为各部署则例。新例行，旧例即废，

故则例必五年一小修，十年一大修。采则例以入会典，名为会典则例

或事例。”①清代先后修例一百余种，其中最重要的是六部则例，现保

存下来的汉、满两种文字的则例有五十多种，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有

《六部现行则例》和《六部则例》。

因此，可以认为，清朝法律形式运用的基本原则是强调基本法律

（律典）的主导作用，发挥灵活性则例的补充、辅助和变通作用。清会

典是基本法，则例服从基本法，是基本法实施的具体细则。清朝统治

者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制定和颁布各种则例，实施细则，发挥其各自

的作用，使之共同维护其封建统治。这也是清代编纂众多则例的根

本目的。本书分五章内容重点对清代则例的编纂进行系统研究和

分析。

第一章，律例档案编纂渊源；

第二章，清朝则例编纂概论；

第三章，清朝会典与则例编纂；

第四章，清朝则例编纂详析；

第五章，清朝则例编纂作用。

本书力图从档案编纂学、史学、法学、考证学等多角度系统地对

Ⅳ 　清朝则例编纂研究

① 见邓之诚《中华两千年》卷五，中华书局１９５８年版，第５３１页。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清代则例进行梳理和研究，以期有助于研究清朝这一代大王朝的政

治、经济、法律、文化制度等，希望对我国的清史研究能起到抛砖引玉

的作用，亦算是笔者的一点小心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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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ｅＣｏｄｅ，ｃａｌｌｅｄｔｈｅｃａｎｏｎｉｃａｌｃａｓｅｓ，ｏｒｃａｓｅｓ．”ＴｈｅＱｉｎｇＤｙｎａｓｔｙｈａｄａ
ｈｕｎｄｒｅｄｋｉｎｄｓｏｆａｍｅｎｄｍｅｎｔｓ，ｔｈｅｍｏｓｔ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ｔｈｉｎｇｗａｓｔｈｅｃａｓｅｓｏｆ
ＳｉｘＭｉｎｉｓｔｒｉｅｓ，ｔｈｅｙｈａｄｂｅｅｎｐｒｅｓｅｒｖｅｄｄｏｗｎｗｉｔｈｔｈｅＨａｎｚｕ，Ｍａｎｚｕ
ｗｏｒｄｓｍｏｒｅｔｈａｎ５０ｋｉｎｄｓｏｆｃａｓｅｓ，ｏｆｗｈｉｃｈｔｈｅＣａｓｅｓｏｆＳｉｘＭｉｎｉｓｔｒｉｅｓ
ａｎｄＳｉｘＭｉｎｉｓｔｒｉｅｓ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ａｒｅｍｏｒｅ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ｖｅ．Ｔｈｉｓｐａｐｅｒ
ｃｏｎｔａｉｎｅｄｆｉｖｅｃｈａｐｔｅｒｓｗｈｉｃｈ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ｔｕｄｉｅｄａｎｄａｎａｌｙｓｅｄｔｈ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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