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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令的法典化及其儒家化研究 

马韶青

    晋代所制定的令，从法律形式、令典体例，到法律内容及实施制度等方面，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明

显具有承前启后的时代特征。因此，本文将从晋令的基本内涵、晋令的法典化和晋令的儒家化三个方面来

对晋令进行研究，以揭示晋代的令在中国古代封建行政法和民事法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下面，拟对本文的

理论背景、逻辑结构和创新之处作一简要阐述。 

    

    一、理论背景 

    

    当前，学术界对晋令的研究处于零星和分散的状态，只是在研究晋律的同时附带涉及一下晋令的内

容，没有上升到专门化和系统化的高度。目前,对晋令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方面： 

    

    （一）晋令的独立性 

    

    关于晋令的独立性问题，学术界存在两种不同的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律是固定性的规范，令是临时性的制度，二者是主从关系。持这种观点的学者主要有

中田薰、韩玉林、薛梅卿和张晋藩等人。中田薰认为，“令，依然是根据以律为背景的所谓‘违令之罪’

而强制执行的法规，依然没有独立于律外。归根结底，它依然是作为补充律的副法的古代法残滓”[1]。

韩玉林在《魏晋律管窥》一文中提出，“律是固定性的规范，令是暂时性的制度”[2]。薛梅卿指出，

“律是相对稳定的具有刑事性质的国家基本法典，令则是作为律的重要补充形式”的结论[3]。张晋藩也

认为，“律是定罪量刑方面的相对稳定的基本法典，令则是典章制度方面的政令法规，二者之间是一种主

从关系”[4]。 

    

    另一种观点认为晋令具有独立性，并且已经形成固定的法典。持这一观点的学者主要有堀敏一、马小

红和张建国等人。日本学者堀敏一在《晋泰始律令的形成》中提出，“律法典和令法典都作为体系化的法

典而并立起来，始于晋的泰始律令……”[5]。马小红认为，“魏晋时期，划一制度，改革律制，律与令

的范畴有了初步的划分。律以刑事为主，主罚犯罪；令则以制度为主，用以约束官吏。……从此，令成为

与律并行的稳定形式，构成中国封建社会所特有的律令体系”[6]。张建国指出，“晋出于特殊原因所定

之令，最初包括固定性的和暂时性的两部分，暂时性的那一部分又包括刑罚和非刑罚的两类内容。‘违令

有罪则入律’不表示令不独立于律，我认为令已相当独立，这句话的重心是‘有罪’二字，是否要‘入

律’，取决于有罪还是无罪，不影响到令的独立性”[7]。 

    

    对于此问题，笔者赞成第二种观点，即认为晋令已经成为独立的令法典。首先，从编撰体例上讲，晋

令作为一个整体的令典概念出现，它明确地以四十篇命名，从而与汉代所划分的令甲、令乙、令丙和曹魏

所划分的州郡令、军中令、尚书官令有了明显的区别，体现出晋令所具有的统一性和系统性；其次，从内

容结构上讲，晋令包括行政、民事、军事三个大方面的内容，大多数行政和民事方面的规定均具有固定

性，它们无论在西晋还是在东晋，都必须贯彻执行，不能随意进行变动，这就具备了一部法典所必须具备

的稳定性与固定性要求。所以，从编撰体例和内容结构上看，晋令均体现了法典化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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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晋律令界限区分 

    

    关于晋律令界限区分的问题，学术界也有两派观点： 

    

    一派观点认为，律令界限明确区分在于晋律制定之时。持这种观点的学者主要有祝总斌、韩玉林和堀

敏一等人。祝总斌认为，“晋律超过以往法典之处首先就在于律、令界限分明了。即‘令’仅正面规定各

项规章制度，违令有罪如何惩罚属律的范围，律成了专门的刑法典”[8]。韩玉林在谈到“晋律体例更加

完备”时说，“魏律对汉律删繁去芜，扩充了正律律文，节省了傍章科令，比汉律有很大的改进。但它对

律令的界限，始终没有明确区分。晋律开始别令于律……可见，律是固定性的规范，令是暂时性的制度，

违令有罪，属于律的范围，非依律不能定罪，把律令区分得非常清楚”[9]。日本学者堀敏一在分析晋律

令的制定及其意义时指出，“在晋以前，令后随附罚则，律和令区分不清晰。晋令去掉罚则，入之于律，

律和令相互独立、分工明确。因此，晋律设‘违令罪’意味着晋代律和令建立了划时代的关系”[10]。 

    

    另一派观点认为，律令明确区分界限并不在晋时，而是在魏律制定之始。这一派的学者有刘笃才和张

建国。刘笃才在谈到曹魏的刑制改革时提出，“（曹魏）按照法律内容重新界定律与令的分别。……魏明

帝这次改定刑制，在制定新律的同时，还编纂了《州郡令》、《军中令》、《尚书官令》等。律、令分

编，意味着两者各自有各自的内容”[11]。张建国指出，“律外无律，律仅为正律即刑律，律外之法无

刑，……在这个意义上，律令之间界限区分的很清楚，所以如果讲律和令相互独立，分工明确，似乎以曹

魏改订刑制为一个转折点更符合历史的实情”[12]。 

    

    笔者以为，不能够简单判断律令界限明确区分在魏还是在晋。魏晋均属于过渡时期，体现了律令界限

区分的趋势，但终其两朝均未实现如学者们所认为的“律令界限的明确区分”，律令界限的明确区分恐怕

到唐代才真正得以实现。而且，对这一问题还要根据不同的标准进行具体分析：若以法律形式为标准，则

律令界限明确区分始于律令出现之始，即战国时期；而若以法律内容为标准，则魏律令的内容好像已经区

分开，不再只是时间先后上的差别，但是晋令却又或多或少地包含律的内容。所以，魏晋时期只是律令界

限区分过程中的一个阶段，并不是终端。 

    

    

    二、逻辑结构 

    

    本文将运用新的史料，从晋令的内容、晋令的法典化和晋令的儒家化等三个方面对晋令展开研究。 

    

    第一章通过对晋令内容的剖析，得出晋令既包括固定性的法律规范，也包括临时性的法律规范，但以

固定性的法律规范为主的结论，这为第二章得出晋令法典化的结论奠定了基础。 

    

    第二章通过对汉代至唐代的令的对比分析，得出晋令形成了统一的、体系化的令法典的结论。晋令之

所以能够法典化，主要在于其适应了魏晋时期行政制度发展的需要。魏晋时期行政制度要求自然村落向行

政村落转变，要求加强国家对人民的直接统治。所以，统治者通过制定一部系统化的令典来顺应这一趋

势。 

    

    第三章从晋令中儒家化的具体体现及其原因两个方面对晋令的儒家化展开研究。晋令的儒家化主要体

现在四个方面：令的制定者大多为儒家倾向主义者；《户令》规定“士籍”制度，严格保障世袭特权；

《学令》规定学校教育要以儒家典籍为教学内容；《丧葬令》规定“大臣得居三年丧”，体现“以孝治天

下”的精神[13]。对于晋令儒家化的原因，本文认为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士族门阀享有政治、经济

和司法特权，他们要求用法律和制度将这些特权确定下来；二是儒学的复兴和发展，使得儒家思想得以延

续，从而为晋统治者将其作为法律的指导思想奠定了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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