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代 中后期重要条例版本略述

杨 一 凡

明代的条例与宋代的条例
、

断例和元代的条格
、

断例有类似之处
,

并在其基础上有所发展
。

重视制例
,

律例并行
,

于明太祖朱元璋执政的洪武朝已开其端
。

永乐及以后各朝沿相编例
,

从未

中断
。

仁宗
、

宣宗
、

英宗
、

景帝即位时均曾颁诏
,

将前朝所定事例
、

条例革去
,

故这几朝颁行的定

例已不多见
。

宪宗以后
,

新定的例辅律而行
。

当时已有人将成化
、

弘治两朝的定例案犊全文抄

录
,

或加以删节
,

按题奏时间先后编辑成书
。

《皇明成化条例 》
、

《皇明弘治条例 》就是这一性质的

文献
。

也有人将成化
、

弘治条例以类编次
,

辑成卷峡浩繁的《皇明条法事类纂分
。

明代君臣经过

自开国初至成化一百余年的长期立法实践
,

到弘治时
,

已形成一套相当成熟的律例关系理论
,

“
依律以定例

,

定例以辅律 ”、 “

律例并行 ”被确认为制例的基本指导原则
。

依据这一立法原则
,

明

中后期各朝进行了大量的制例
、

修例工作
,

其中有史料可查的重要条例有数十种
,

定例案犊之

多
,

以数百万字计
。

明代中后期颁行的条例及定例汇编性文献
,

有些 已经失传
,

但一些最重要的条例
,

仍有明

刊本传世
。

我们在编《中国珍稀法律典籍集成 》乙编第二册时
,

以版本稀见
、

有保存价值为取舍

标准
,

把《军政条例 》
、

《宪纲事类 》
、

《皇明成化二 十三年条例 》
、

《皇明弘治六年条例 》
、

《吏部条

例 》
、

弘治《问刑条例 》
、

《大明律直引 》所附《问刑条例 》和《比附律条 》
、

《大明律疏附例 》所载《续

例 附考 》和《新例 》
、

《嘉靖新例 》
、

嘉靖《重修问刑条例 》
、

《宗藩条例 》
、

《嘉隆新例 》
、

《真犯死罪充

军为民例 》等十三种文献
,

逐一标点校勘
,

以成书或刊出时间为序编排
,

予以收录
。

在上述条例

中
,

《问刑条例 》作为明代中后期最重要的刑事法律
,

在弘治
、

嘉靖
、

万历年间曾三次修订
,

且辅

律而行达一百四十年之久
,

在治国实践中发挥了突出的作用
。

其他条例或作为某一方面的单行

法规
,

或作为某一朝
、

某一时期的重要立法
,

也是研究明代法制不可缺少的珍贵资料
。

明代中后

期诸条例
,

除了万厉《重修问刑条例 》版本较多外
,

其他文献版本均较稀见
。

本文仅就收入《集

成 》乙编第二册的十三种条例及其法律的内容和版本简述于后
。

一
、

《军政条例 》
、

《宪纲事类 》和《吏部条例 》

《军政条例 》是有关清理军政
,

勾补
、

编发军役
,

根捕
、

起解逃军等方面的规定和禁例
。

书中

所辑条例
,

分别在宣宗宣德四年 年
、

英宗正统元年 年 至三年 年 制定
。

由

于有关明代军政方面的立法多已散失
,

因而此书是考察当时军事特别是逃军问题的重要史料
。

《宪纲事类 》于明英宗正统四年 年 十月刊行
。

据该书卷首皇帝救谕
,

它是宣宗朱瞻

基救礼部同翰林儒臣所定
,

书成
,

宣宗驾崩
,

未及颁布
。

英宗继位后
,

复命礼部刊印颁行
。

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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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
,

其中
“

宪纲 ”
条

、 “ 宪体
”

条
, “

出巡相见礼仪 条
, “

巡历 事例
”

条
, “

刷卷条格叱

条
,

内容均系风宪官的职守
、

行事规则
、

礼仪
、

纪纲禁例及对违背纪纲者如何处置的法律规定
。

《吏部条例 》于弘治十一年 年 七月吏部奉救编纂刊行
。

全书辑官吏违碍事例 条
,

其中给 由纸牌违碍事例 条
,

给由官吏违碍事例 条
,

丁优起复官吏违碍事例 条
,

听选官

吏并阴阳
、

医生人等给假等项违碍事例 条
,

除授给由官员违碍新例 条
。

这些事例大多为先

年行过旧例
,

因各级官吏常不遵守
,

故重新申明
,

并将有关现行事例与其通类编纂
,

颁示天下大

小衙门施行
。

现见的这三种文献版本
,

除北京图书馆藏《皇 明制书 》嘉靖刊本外旧 本名古屋的蓬左文库

和京都的阳明文库藏有南直隶镇江府丹徒县官刊《皇明制书 》明嘉靖刻本
,

其文字与北京图书

馆藏本毫无差异
,

可断定二者是同一种版本
。

另外 旧 本 日比谷图书馆市村文库
、

东京大学东洋

文化研究所藏有此书丹徒县刊本明万历四十一年 年 补刻本
。

东洋文库
、

尊经阁文库所

藏明万历七年 年 张卤校刊《皇明制书 》本
,

收有明代法律典籍 种
,

《宪纲事类 》为其中

一种
,

但该书未辑《军政条例 》和《吏部条例 》
。

二
、

《皇 明 成化二 十 三 年 条例 》和《皇明 弘治六年 条例 》

此两种条例均载于《条例全文 》一书
。

《条例全文 》是成化
、

弘治年间条例题奏文本的汇编
,

按年月先后编排
,

记载了天顺八年 年 至弘治七年 年 共三十一年间六部
、

都察院

等衙门及大臣的题本
、

奏本和经皇帝救准的条例约 余条
,

其中《皇明成化二十三年条例 》

为 条
,

《皇明弘治六年条例 》为 条
。

据《明史
·

艺文志 》故事类存目记载
,

有《条例全文 》 卷
,

然至今未见有刻本传世
。

现见的

该书明人手抄残本不分卷
,

抄录者不详
。

北京图书馆存成化二十三年条例一册
,

宁波天一阁藏

书楼存成化六
、

八
、

九
、

十
、

十三年条例和弘治二
、

六
、

七年条例
,

凡八册
。

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

言研究所存成化七
、

十一
、

十三
、

十四
、

十六至十九
、

二十二年条例九册及另一部两册 含成化十

四
、

十五年条例各一册
,

并存有弘治元年至 四年条例凡二十册
。

史语所藏本是否系《条例全

文 》抄本
,

有待考证
。

然从天一阁藏本成化八年 年 条例封面标有
“

条例全文
”
字样及有关

抄本体例
、

字迹与其相同的情况看
,

《皇明成化二十三年条例 》和《皇 明弘治六年条例 》应是《条

例全文 》的一部分
。

我曾把这两种条例与《皇 明条法事类纂 》所辑成化二十三年条例和弘治六年条例逐字作过

对勘
,

发现《皇明条法事类纂 》所收条例与此两朝条例不仅条数篇名大多一致
,

各篇内容也基本

一样
。

不同的是
,

两朝条例是以题本
、

奏本的进呈时间为序编排
,

错
、

脱
、

衍文字甚多
,

而《皇明条

法事类纂 》是以类编次
,

错脱文字虽然也达到每页
、

每段均有错的地步
,

但较两朝条例要好得

多
。

据初步考证
,

我认为两朝条例成书在前
,

《皇明条法事类纂 》成书在后
,

很可能是基于编纂

《大明会典 》和弘治《问刑条例 》的需要
,

在两朝条例的基础上作了初步整理而成
。

《皇明条法事

类纂 》作为成化
、

弘治两朝条例的分类汇编
,

几书参照对校
,

可以厘正彼此的失错之处
。

就成化
、

弘治条例各篇的编写体例而言
,

它同《条例全文 》
、

《皇明条法事类纂 》所辑条例也

大体一致
,

基本上分为四个部分 标题
。

概括题奏的主要内容和处理意见
。

各部
、

院题奏
。

交待时间
、

题奏部门
、

题奏人和题本奏本内容
。

引录与题奏相关的前朝条例或现行条例
,

用

以比附
,

作为拟议的参考
。

下达圣 旨
。

成化
、

弘治条例全部系明代档案
,

其中绝大多数是首

尾齐备的题本
、

奏本
,

多为《明实录 》
、

《明史 》
、

《大明会典 》及明代诸史籍所不载
,

少数有记载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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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行文简略
,

语焉不详
,

故它不仅为研究成化
、

弘治乃至明一代的法律制度
、

法律思想及法律

实施状况提供了大量生动具体的资料
,

而且对于研究明史的诸方面提供了他书不可代替的史

料
,

具有考史
、

证史
、

补史的价值
。

三
、

弘治《问刑 条例 》和嘉靖《重修 问刑 条例 》

《问刑条例 》是明代中后期最重要的刑事法律
。

它初颁于明孝宗弘治十三年 年
,

系

由刑部尚书白昂奉救主持删定
,

计 条
,

曾在弘治
、

正德
、

嘉靖三朝实行五十年之久
。

嘉靖二

十九年 年
,

刑部尚书顾应祥奉诏主持重修《问刑条例 》
,

增至 条
,

在嘉靖
、

隆庆和万

历初实行三十余年
。

万历十三年 年
,

刑部尚书舒化主持再次重修《间刑条例 》
,

计

条
,

并以律为正文
,

将例附于各相关刑名之后
,

律例合刊
,

颁行于世
,

迄明末未改
。

三次删定的

《问刑条例 》
,

均贯彻 了
“

革冗琐难行
” , “

情法适中
” 、 “

立例以辅律 ” 、 “ 必求经久可行
”的指导思

想
,

对《大明律 》和前一《问刑条例 》的过时条款予以修正
,

针对当时出现的社会问题
,

适时补充

了许多新的规定
。

《问刑条例 》的修订和颁行
,

突破了“

祖宗成法不可更改 ”的格局
,

革除了明王

朝开国百年来因事起例
、

轻重失宜的弊端
,

使刑事条例整齐划一
,

对维护明王朝的统治起了重

要作用
。

弘治《问刑条例 》颁行之初
,

只有单刻本
,

稍后有私人编纂的律例合刊本行世
。

现见的该条

例单刻本
,

载于明镇江府丹徒县官刊《皇 明制书 》嘉靖刻本和万历四十一年 年 补刻本

中
。

据此书所载
,

《间刑条例 》计 条
,

而《明孝宗实录 》则记为 条
。

参阅各版本校勘
,

可知

二者不同系翻刻所误
。

即原为 条
,

其中有两款翻刻时提行误加
“

一 ”字
,

而成 条
。

现见

的弘治《问刑条例 》律例合刊本
,

有北京图书馆藏《大明律疏附例 》明隆庆二年 年 河南府

重刊本
,

其书所载《问刑条例 》
,

各条散附于相关律条之后
,

排列顺序
、

条数与单刻本有异
,

然文

句相同
。

另外
,

也有一些把弘治《问刑条例 》同其后续定的条例混编在一起的律例合刊本
,

如明

胡琼撰《大明律集解 》三十卷正德十六年 儿 年 刻本 此书系现存最早的明代律例合刊本
,

北京图书馆和 日本尊经阁文库各收藏一部
,

《大明律直引 》明嘉靖五年 年 刊本 现藏尊

经阁文库 等
。

嘉靖《重修问刑条例 》初以单刻本行世
,

美国国会图书馆藏有该书嘉靖刊本
。

其后于嘉靖三

十四年 年
,

又有《续准问刑条例 条颁行
,

美国国会图书馆藏嘉靖三十五年 年

序刊本《南京刑部志 》中
,

载有这 条全文
。

嘉靖《重修问刑条例 》颁行不久
,

即有律例合刊本问

世
。

现见的该典籍律例合刊本有 北京图书馆藏万历初年巡按山东监察御史王藻重刊《大明律

例 》三十卷本
,

台湾中央研究院史语所藏嘉靖三十三年 年 江西布政使汪宗元
、

潘恩重刊

《大明律例 》三十卷本
,

台湾中央图书馆藏明雷梦麟著《读律琐言 》嘉靖四十二年 年 款县

知县熊秉元重刊本
,

日本 内阁文库藏《大明律例附解 》嘉靖池阳秋浦象山书舍重刊本
,

蓬左文

库
、

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分别藏《大明律例附解 》嘉靖二十三年 年 刊江书院重刊本

和刊江书院原版嘉靖重刊本等
。

在诸律例合刊本中
,

以例附律的编排顺序不尽一致
,

《读律琐

言 》在编排上较为尊重单刻本的原来次序
。

四
、

《大 明律直 引 》所附 问刑 条例 》和《比附律条 》

《大明律直引 》
,

不注撰人
,

凡八卷六册
。

日本尊经阁文库藏嘉靖丙戍 五年 本
。

该书字体

稚拙
,

外错疏漏遍布全书
,

疑为民间书坊刊印
。

卷首有洪武三十年 年 五月《御制大明律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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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和刘惟谦《进大明律表 》
,

但前者题名被误刻为《御制大明律直引序 》
。

各卷卷首所记书名与

该书封面书名不同
,

卷一至卷七为《大 明律直引增注 比附条例释意假如 》
,

卷八为《大明律直引

为政规模节要 比互假如论 》
。

《大明律直引 》的内容
,

卷一至卷七除载《大明律 》外
,

还将《间刑条

例 》和相应注释附于有关律条之后
。

卷八载律歌 服制歌
、

检验尸式
、

真犯杂犯死罪刑名及《为政

规模节要论 》
、

《金科玉律 》
、

《时估折钞则例 》
、

《做工则例 》等
。

其中
,

《大明律直引 》所附《问刑条

例 》以史料稀见最值得注意
。

与现见的明代问刑条例勘对
,

可知《大明律直引 》所附条例
,

系弘治《问刑条例 》和弘治十三

年 年 后续定的例
、

比附律条混编而成
。

其中名例律附续定例 条
,

吏律附比附律条

条
,

户律附续定例 条
、

比附律条 条
,

礼律附比附律条 条
,

兵律附续定例 条
、

比附律条

条
,

刑律附续定例 条
、

比附律条 条
,

工律附续定例 条
。

总共附续定例 条
,

附比附律条

条
。

这 条法律
,

是研究明代比附律条和弘治《问刑条例 》颁行后刑事法律制定情况的宝贵

资料
。

五
、

《大 明律硫附例 》所载《续例附 考 》及《新例 》

《大明律疏附例 》
,

凡三十卷
,

八册
。

不著撰人
。

其书首录律文
,

而于诸律条后附以《问刑条

例 》
,

再附以《续例附考 》及《新例 》
。

书末附有《新例补遗 》
。

其所附《问刑条例 》与单刻本弘治《问

刑条例 》例文文句相同
。

其所附《续例附考 》
,

据辑者注云 “ 凡正德年间事例
,

已悉停革
。

间有题

行于弘治十八年以前
,

可以参酌遵行者
,

兹附载备考
。 ”

可知《续例 》系弘治十三年颁行《问刑条

例 》以后至弘治十八年 年 孝宗死以前陆续制定的条例
。

此外
,

从吏律
“

官吏给由
”
条所附

例下注有
“
正德五年九月吏部题准 ”看

,

亦有少数例为武宗正德年间所定
。

其所附《新例 》
,

均注

明为嘉靖某年所定
,

最晚者制定于嘉靖二十二年 年 四月
。

据此推测
,

《大明律疏附例 》一

书应写于嘉靖二十二年后不久
。

又
,

此书末所附《新例补遗 》的例
,

有嘉靖二十四年 年 十

月所定者
,

而此书原刊本系河南巡抚李邦珍于嘉靖二十九年 年 中进士
、

初笙仕时即已

购得
,

所以
,

增补《新例 》和刊刻此书的时间当是嘉靖二十四年后不久
。

其书原刊本已不得见
,

北

京图书馆藏有该书隆庆二年 年 河南府重刊本
。

六
、

《嘉靖新例 》和《嘉隆新例 》

《嘉靖新例 》
,

一卷
,

嘉靖年间御史萧世延
、

按察使杨本仁
、

参政范钦编
,

嘉靖二十七年

年 梧州知府翁世经刊
。

该书收入嘉靖元年 年 至二十四年 年 的定例凡 条
,

其

中名例例 条
,

吏例 条
,

户例 条
,

礼例 条
,

兵例 条
,

刑例 条
,

工例 条
。

书后有嘉

靖二十七年秋七月梧州府儒学训导丘云霄题跋
,

就编刊此书的缘由作了简要说明
。

《嘉靖新

例 》中的例
,

除绝大部分系六部题准外
,

还编入皇帝圣 旨原文 件
,

诏令 件
。

这些定例
,

多是

嘉靖朝为应时变而制定的新例
,

也有一些系对旧例的修订或重申先例的法律效力
。

现见的此书

版本有 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藏嘉靖二十七年梧州知府翁世经刊本
,

我国南京图书馆

藏翁世经原刊本《玄览堂丛书三集 》影印本
。

此外
,

嘉靖年间
,

巡抚四川右副都御史张时彻也编

有《嘉靖新例 》一卷
,

台湾中央研究院史语所藏有该书嘉靖二十五年 年 刊本
,

其体例与

萧世延等所编本不同
,

非为一书
。

《嘉隆新例 附万历
,

六卷
,

四册
,

附于明张 卤辑《嘉隆疏钞 》后
,

神宗万历年间刊
。

此书辑

嘉靖朝
、

隆庆朝及万历元年 年 至六年 年 定例 条
,

依吏
、

户
、

礼
、

兵
、

刑
、

工六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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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逐年编排
,

其中
,

吏例 条
,

户例 条
,

礼例 条
,

兵例 条
,

刑例 条
,

工例 条
。

其

中
,

嘉靖朝定例 “ 条
,

隆庆朝定例 条
,

万历朝定例 条
。

以该书所辑嘉靖朝的定例与《嘉

靖新例 》对校
,

可知二者重复甚多
。

《嘉靖新例 》中的许多定例
,

为嘉靖
、

万历年间重修《问刑条

例 》时所采纳
。

因此
,

此书对于后人 比较全面地了解嘉靖
、

隆庆
、

万历三朝例的制定及其沿革情

况甚有用处
。

《嘉隆新例 》万历刊本
,

现藏台湾国立中央图书馆
,

北京图书馆藏有原书缩微件
。

七
、

《宗藩条例 》

《宗藩条例 》
,

二卷
,

二册
,

系嘉靖时礼部尚书李春芳主持修订
,

于嘉靖四十四年 年

二月经世宗旨允颁行
。

其书由四部分组成 首为目录 次为嘉靖四十四年二月初七 日礼部尚书

李春芳领衔上书题本及同年二月三 日世宗朱厚熄总批准施行并赐名为《宗藩条例 》的圣 旨 三

是嘉靖四十一年 年 十月二十四 日礼部尚书严呐等题本一
,

嘉靖四十二年 年 十一

月二十九 日
、

嘉靖四十三年 年 十二月初三 日及四十四年正月十六 日礼部尚书李春芳题

本三
,

叙述条例续纂过程 四为条例正文 条
。

《宗藩条例 》所收诸例
,

是针对明中叶以来宗藩

繁衍
,

朝廷开支 日增
,

藩王多行不法的现状
,

汇集历年来的有关诏令
、

定例而成
。

《宗藩条例 》实施的时间并不长
。

隆庆初
,

李春芳受排挤辞归
,

礼部又纂累朝事例
,

并《宗藩

条例 》删繁撮要
,

分为 条
,

附奏格册式于各条之后
,

乞命史馆编入《会典 》
,

颁示各藩
。

万历十

年 年 三月
,

神宗览之称善
,

赐名《宗藩要例 》
。

《宗藩要例 》今已佚
,

《宗藩条例 》自首次刊

行后迄无再版
。

北京图书馆藏有该书嘉靖礼部刻本
,

原书除 目录
、

李春芳进呈题本及严纳题本

共十一页 已残外
,

其余文字完整齐备
。

八
、

《真犯死罪充军为民例 》

甩

伪︺孟
‘

《真犯死罪充军为民例 》
,

系万历十三年 年 奏定
,

其后又于万历年间增补续题
。

现见

的该书较早版本有 日本内阁文库藏明郑汝壁纂注《大明律集解附例 》万历二十二年 年

刊本 简称郑本
,

尊经阁文库藏明衷贞吉等纂注《大明律集解附例 》万历二十四年 年 刊

本 简称衷本 我国北京图书馆藏万历丙 申年 二十四年 都察院重修
、

辛丑年 二十九年 巡按

直隶监察御史应朝卿校增本
,

台湾国立中央图书馆藏万历三十八年 年 浙江巡抚高举发

刻《大明律集解附例 》本 简称高本
。

高本依据郑本
,

内容有所增损
。

黄彰健先生在《明代律例

汇编 》一书中
,

曾将高本所附比例收录
。

在诸版本中
,

以郑本成书为最早 高本例的总数最多
,

计

条 应本在损益万历间所颁此例的基础上而成
,

更加定型化
,

实施的时间也较长
,

其基本内

容为清代所沿袭
。

应本与高本相比较
,

新增 条
,

删并 条
,

总条 目为 条
。

这两种版本
,

虽

然内容大多相同
,

但有 余条刑罚有重大变化
,

文字相异者几乎涉及到所有条款
,

达数百处之

多
。

另外
,

高本《为民例 》共 条
,

而应本未设
,

这些例在应本中大多被改为
“
极边 口外充军 ”

等

例
,

有些则被删掉
。

考虑到应本与高本文字差异甚多
,

我们把应本收入《集成 》第二册
,

以供读者

参阅
。

将此例的上述四种明刻本和清顺治四年 年 所颁《清律集解附例 》附《真犯死罪充

军为民例 》比较研究
,

就会对它在明代后期至清初的沿革变化情况有个大体了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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