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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政法大學「清律讀書會」現況簡述∗

 

李典蓉∗∗
 

一、緣起 

（一）「清律讀書會」的成立 

北京的中國政法大學（以下簡稱「中政法」），在法學研究領域，有

著「五院四系」1首位之稱，亦為大陸中國法制史研究的重鎮。鑒於日本

與臺灣唐律相關的讀書會成果斐然，尤其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高明士

教授在 1994年成立的「唐律研讀會」，已經舉行 20多年，有不少研讀成

員都進入學界，持續研究的精神十分值得效法。2019 年 11 月，中政法

法律史學研究院（以下簡稱「法史院」）經過籌畫，決定成立「清律讀書

會」（以下簡稱「讀書會」），正式開展以《大清律例》為研讀文本的讀書

會。 

讀書會的成立宗旨，最初是希冀提高本校法律史學科的博碩士生，

閱讀與理解清代律例以及法律史料之能力。成立初時計畫，以院內朱勇

教授、林乾教授、顧元教授為讀書會指導教師，陳煜副教授、李典蓉副

教授為常任領讀教師。 

                                                        

∗
 本文為中國政法大學創新團隊「信息渠道視域下傳統國家治理與法治建設研究」

（項目號：24CXTD03）成果。 

∗∗
 中國政法大學法律史學研究院副教授 

1 五院：中國政法大學、西南政法大學、西北政法大學、中南財經政法大學和華東

政法大學；四系：北京大學法學院、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吉林大學法學院和武

漢大學法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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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計畫外的變化──從校內到校外 

讀書會的最初設計，主要是為了本校博碩士生的法史修習，至 2020

年初已經進行了 7次。但是「計畫外的變化」，卻改變了讀書會的規模。

因疫情爆發，影響整個世界的教育方式，不少學校採用隔離政策，師生

無法到校上班上課，讀書會遂在 2020年 4月，轉為線上方式讀律。由領

讀人製作 PPT或是使用 PDF、WORD文檔，開啟共用螢幕講解，大家上

線一起討論。使用各種通訊軟體視訊線上上課，剛好將世界各地的同好

者聯繫在一起，校外的研究力量大量湧入。同年 9 月，讀書會與中政法

的博士研究專業課正式結合在一起，成為法史專業博士的學位課選項。 

早在 2019年底開始，讀書會已在通訊軟體上建立群組，確立線上研

討方式之後，不少海內外的師友們陸續透過通訊軟體群組加入到讀書

會，透過每週公佈的網路會議號在線互動討論。至於每週次研讀的時間，

固定在週二早上 9點至 12點之間。2020年常態化之後，到 2024年底為

止，讀書會已經進行了 120周的讀律活動。 

二、實際運作 

（一）讀律方式與方法 

讀書會原本計畫由法史院所有清代法律史專業的教師們共同參與讀

律，後來因僅能使用視訊方式研讀，遂由李典蓉副教授負責主持，與陳

煜副教授同為常任領讀教師。在 2020年 9月前，讀書會線上視訊講讀對

象主要為本校的碩博士生，以及少數幾位在疫情開始前就加入讀書會的

外校生。之後除了每屆本校新入學的法史博碩士加入，對法史有興趣的

學者與校外博碩士生，也陸續加入到群組之內。畢業的博碩士，到了其

他學校或是單位，也不乏介紹新的同學或同事加入到群組之中的情況。

熱衷參與讀書會的校外學者，如臺灣的政治大學法學院陳惠馨教授，還

有瀋陽師範大學法學院張田田副教授、上海交通大學歷史系特聘教授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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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生、華中科技大學柯嵐教授等，亦時常加入至讀書會群組討論，或是

線上領讀之時，給與意見。 

讀書會使用的主要的參考文獻，鑒於清朝律下例條數目不斷增加的

實際情況，目前以清末薛允升（1820-1901）的《讀例存疑》2，清同治

年間（1862-1874）版本的《大清律例》3，以及原本為刑部內部文獻的

《大清律例根原》4為主，主講人在講授律例時，還需要比對清前期的律

例文本，以及明萬曆年間（1573-1620）或更早之前的《大明律集解附例》。

輔助參考文獻則不限於此，如唐律、宋律與元代法律文獻，都是必備。

律學文獻如明人王肯堂（1549-1613）的《律例箋釋》5、清人王明德（1886

進士）《讀律佩觿》6、清人沈之奇（活躍於康熙年間〔1662-1722〕）《大

清律輯注》7、清人吳壇（1724-1780）《大清律例通考校注》8，各版本

《大明律》與《大清律》之校注。根據領讀律例的內容，可以再輔以清

代其他的文獻檔案如：刑部檔案題本奏摺、《清實錄》、《上諭檔》、《朱批

奏摺》、《刑案匯覽》等。 

讀書會以讀完《大清律》為終極目標，讀完名例律之後，鑒於刑律

是古代法律的核心，以及原本建立讀書會主要授課對象即為法學院的學

生，讀律進度就直接進入到刑律，但是隨時溯及名例律、律圖，以及其

他律目、則例。目前刑律的賊盜部分已經講完，進入到人命。 

主持教師們對集體讀律設計的具體方式是，先列出一些律條，開放

校內外的師友們認領負責部分。頻率一週一次，隨著學期起訖時間運作。

                                                        

2 清．薛允升著述，黃靜嘉編校，《讀例存疑重刊本》（5冊，臺北，成文出版社，

1970）。 

3 上海大學法學院、上海市政法管理幹部學院編，張榮錚、劉勇強、金懋初點校，

《大清律例》（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1）。 

4 清．吳坤修等編撰，郭成偉主編，《大清律例根原》（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

2012）。 

5 明．王肯堂原釋，清．顧鼎重輯，《王儀部先生箋釋》（收於《四庫未收書輯刊》

輯 1冊 25，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影印清康熙 30年〔1691〕顧鼎刻本）。 

6 清．王明德撰，何勤華、程維榮、張伯元、洪丕謨點校，《讀律佩觿》（北京，

法律出版社，2001）。 

7 清．沈之奇著，懷效鋒、李俊點校，《大清律輯註》（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 

8 清．吳壇撰，馬建石、楊育棠主編，呂立人等編撰，《大清律例通考校注》（北

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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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有以為時間間隔太短不利於找尋資料，讀書會透過以下三種方式解決

問題：第一，提前釋律。評估研讀時間，每三個月左右釋出定量律條，

以保證研讀順序以及降低出現意外的可能性。第二，分組讀律。清律與

前代之律相較，律下附例極多，常有一條律下附十數條至數十條例的情

況。主持教師會根據律的難度與例的數量，來決定一條律是否分工以及

幾個人分工研讀。第三，不計時間。主持教師會調節時間，以一條律內

之正律與附例全部逐條講完，為此律之結束。有的律條如果內容複雜，

可能得持續數周才能講完。 

（二）線上、線下結合的讀律方法 

具體如何研讀律例，目前採用的研讀方法為： 

1. 回溯：凡律例均有形成時間，研讀時可梳理律與例的歷史背

景、形成時間與過程；亦可以比對《大明律》、《順治律》、《雍

正律》與道、咸、同、光朝（1820-1908）之後的律例文本內

文字的差異。建議以表格陳列內容的方式，排比文字，以便理

解。 

2. 詮釋：律例之意，個人如有創見，自是最好。或是將各家律學

文獻，對此條律例深意之見解看法，排比羅列，俾使參與者進

一步理解律文。 

3. 分析：分析可以使用學界的相關研究論文，也可以使用案例，

方便參與討論者更好的理解律意，如有與領讀律例相關案例，

在律文與例文之後補充，以為說明。如實在尋無學術論文與案

例可供分析，直接詮釋律例之意即可。 

舉例言之，有學生程實獨自負責領讀刑律賊盜門下「盜馬牛畜產」律，

首先進行律條流變溯源，並且核查各個版本的《大明律》與《大清律》

的內容異同，考察明朝《會典》與清朝《會典》中太僕寺的職掌變化，

以及清朝熱河的馬政，並比較《蒙古律例》的相關規定。這條律在明末

《大明律》律下只有 2條附例，清末有 16條，全部講完用了三到四周次

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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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是例條太多一人無法全部消化，便採用小組的方式。例如刑律賊

盜門下「白晝搶奪」律，這條律在明末《大明律》律下只有 1 條附例，

清末有 27條，就由三人分工，約 5至 6周的時間讀完。小組成員之間必

須要同時在現場或是線上，彼此之間互相提問或解決問題。有的律條之

間如果彼此相關，其他的小組可以支援，如「白晝搶奪」律與「強盜」、

「恐嚇取財」律有相關之處，就互相提問。 

其他參與者在讀書會上有疑問，主持教師通常會鼓勵即時提出並且

參與討論。線上與線下同時進行的過程中，主持教師除了要分配任務、

控制時間，即時對線上線下的問題答疑或是提出參考性質的見解。如果

會後仍有問題，記載下來，在群裏直接提出，或是下一次討論時提出；

成員亦可以分享相關研究。承擔律條領讀者，需要提前將大綱提交到群

組內，讓大家先行瞭解相關重點，提前準備互動。選修讀書會課程的學

生，在學年結束時，各自提交一篇學術報告，並且鼓勵優秀的論文往外

投稿。目前讀書會計畫選出優秀的文章，修訂集結成冊。 

此外，讀書會還舉辦了多場與清代法律直接相關的學術講座。這些

學術講座的性質，是因為讀律內容專設的，是附屬於讀書會的活動。目

前已舉辦過的講座如下： 

1. 2020 年 9 月 2 日，社科院學者劉小萌專題講座「北京契約文

書概況與研究」 

2. 2021年 3月 30日，社科院學者定宜莊專題講座「清代八旗制

度簡述」 

3. 2021年 9月 28日，本院林乾教授專題講座「社會轉型與清朝

法律的重構」 

4. 2022年 4月 12日，李典蓉組織師生對談沙龍「讀書會與研究

生專業課的結合──以清律讀書會為例」 

5. 2022 年 11 月 28 日內蒙古大學法學院那仁朝格圖教授專題講

座「清朝法制與蒙古律例」 

6. 2023年 6月 27日政治大學陳惠馨教授專題講座「清代律例中

的性別關係」 

7. 2023年 9月 25日華中科技大學法學院柯嵐教授專題講座「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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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史視野中的紅樓十二伶」 

以上講座，有的是線上視訊與線下互動同時進行，有的是純線上互動。 

三、「清律讀書會」的特色與困難之處 

（一）法律與歷史專業的調和 

一些大陸院校的法律史讀書會，開始是逐條讀律典，後來多半改成

按參與者所長以及興趣來選擇律條、不按順序的研讀方式（簡牘班不在

此限內），「清律讀書會」堅持要逐條按順序通讀，唯一沒有嚴格按照律

內順序的做法，就是讀完名例律之後，直接進入到刑律。但是刑律是傳

統中國律典的主要核心部分，又因為顧及到律學研讀，需要法史學交叉

學科的搭配，才能有效進行。法學出身者，自然是對傳統刑律更有理解

能力與共情；律學與傳統考證文獻學，關係密切，此等研讀方式是史學

出身者擅長，只是史學出身者，有時未必能夠把握律意。 

嚴格來說，目前主持教師為歷史學出身，與常任領讀教師，現皆為

法史學領域，平日在設置研讀任務與進行講解時，可能會因為專業受限，

更側重于制度史與史料的補充。但是參與成員不少是純法學出身，他們

會給予現代法學的思維，這時候，線上線下參與者，都要去討論這個部

分，是否可以用某個現代法學思維去解釋，使用現代法學思維，是否能

更好的切入律意。如果有的可以，要記錄下來；如果這個部分不適合採

用現代法學思維，則應該從傳統哪些部分去尋找出處與根源。在擴充讀

書會成員時，目前參與者，是以中政法的法史方向博碩士生為主，次之

為校外的法史專業教師與博碩士生，再次之為校外的歷史專業博碩士

生，以及海外對清律有興趣的法史與文化史方向學者。 

研讀清律時，經常可見法學與史學的碰撞與差異。例如歷史學出身，

尤其是明清史方向，對明清的制度比較嫺熟，講起皇帝的個性、年代、

大事記，猶在講授自家人的故事，如數家珍。但是純法學出身者，若剛

進入到清律的研究，容易因缺乏相關的歷史基礎，而感到困惑，導致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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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時有窒滯。例如有人在講授乾隆皇帝（1735-1796在位）的政局變化與

個性，若沒輔助講解，對清朝的特性以及這個時期應該要注意的關鍵歷

史變化進行解釋，可能某些參與者會對一些條例的歷史背景感到困惑。

再者，法學出身的法史學領域研究者，也有斷代領域之分，這時候主持

教師要針對領讀者本身的特性進行調整，若是隋唐法制的研究者來領

讀，就會請他們多講唐宋時期此律的精義與變化，並且告訴他們可以尋

找哪些清代的資料作為補充。 

整體而言，無論是法學專業還是史學專業的博碩研究生，對於新知

識的追求的啟發，都比已經進入科研教學工作的研究者，更有吸收力與

調整性。已經有經驗的研究者，更能提出多角度的想法與研究前沿實況，

但也偶爾會有其他的問題。例如少部分博碩士生，是已經有工作經驗再

重新入校學習，若是在司法實務中工作的法官或律師，在領讀講解的過

程中，更為傾向與現行法律結合在一起，並可能會講一下自身的實務經

驗。這樣的講解非常生動精彩，有時候卻也未必切合古代的律意。又有

已經講課多年的教學者參與，整場的研讀思路，容易被地方性法學制式

教育思維控制。在清律中，有些律條可以這樣講，有的不行。如果遇到

這樣的情況，主持人要想辦法切入更多的提問，並且鼓勵更多的參與者

發言，找出更多的討論點與平衡點。 

在目前的參與者中，有不少本身對於司法制度或是明清法律有興

趣，他們在領讀的時候，就更能準備充分細緻的比對內容，提供豐富的

案例去解釋律例的變化與運作。遇到熟悉律例的領讀成員，只要維持線

上與線下的互動正常交流即可。 

（二）研讀清律的難點 

1. 關於版本問題 

清律雖然是承襲明律的架構，但也有因時制宜、突破創新之處。所

以要貫通清律，首先要對清律目前可以常見使用的版本熟悉，例如順治

制定的律，清康熙年間流通的律，以及雍正年間修訂的律，乾隆年間定



340 李典蓉 

版的律例與日後的續增條例。對其他的則例，尤其是各部處分例與《戶

部則例》以及成案，也要熟悉或是理解如何運用。 

在研讀律文的時候，也要回溯《大明律》。明律的版本研讀，需要《大

明會典》、《皇明條法事類纂》與之類文獻的輔助。如果回溯元朝與唐宋，

需要的律學文獻就越多。不是每一個主講者與參與者都能很好的把握這

些文獻，讀書會成員之間可以幫忙，領讀教師也可以額外指導。 

2. 成員的流動問題 

每個讀書會，都會遇到一個不可避免的問題，就是參與者的流動性。

在學的學生總是要離校找工作，校外的師友總是有自己的安排。如何吸

引更多的參與者，是一大考驗。儘管每年會有更專業的研究者加入，也

有優秀的研讀者因參與工作而離開。讀書會需要新血，更需要熟悉運作

的成員常駐，這樣可以省去每一次額外解釋問題的時間，提高運作的效

率，還可以在群內互相幫助。鼓勵真心喜歡律學研究的研究者留下，並

且持續利用通訊軟體保持互動，是讀書會日常維護運作的核心之一。 

3. 大量的知識與交叉學科的碰撞 

目前通訊軟體內的群組人員，有 300人，經常互動者，只有 20餘人。

這 300 人內其實不乏跨學科領域的研究者。清律之學，直接涉及法學與

史學領域。目前參與讀律的學生，以法學出身居多。比照臺灣「唐律研

讀會」最初主要的參與者，多為史學專業出身的學者。要求法學專業的

學者，尤其是有部門法基礎者，一直專注法史中的律學，在面對人生實

際的問題與選項，有時比史學領域來得複雜一些。但是法學專業出身的

學者，在律學研究中是不可或缺的。平心而論，法學與史學在律學的視

角，有重疊之處，亦多有不同之處。傳統律學的精義，固有與現行法相

結合之處，史學可以受益於法學觀點。惟理解律例條文的背後，又必須

兼具對政治制度史理解的基本功，這個基本功來源於史學方法。以目前

讀律班的成員來說，兩者兼具，但兩個專業的基本功均非一蹴可幾，教

師與學生之間仍在互相努力閱讀，務求彼此精進。 

讀書會目前正在努力做到：一、加強動態的史觀研究，如經濟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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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史、法醫學、性別研究、社會理論、語言研究、民族地理研究，開

展法學領域視角的思路。二、鼓勵分組集體讀律，同時各自獨立研究，

參與者對讀律的內容或興趣點進行深入研究，才能建立更強大的讀律基

礎，並且共同分享更多的學術已發表資源。三、組織更多的講座或學術

沙龍，邀請與清律內容相關的研究學者分享研究成果，並且籌畫更多的

線下互動機會，舉辦學術工作坊或會議，鼓勵參與成員組織研究論文，

在保護智慧財產權的前提下，進行實際分享。四、堅持。讀書會需要長

期投入才能見到成果，最大的努力付出，就是堅持運作。 

目前計畫選擇可以發展的學生論文題目，集合成冊出版論文集。博

士的論文方向需要結合個人未來的規劃，認真思考才能決定，目前有些

博士論文的選題是受清律讀書會的影響，也不乏受到讀書會啟發的單篇

論文（下文簡述）。 

四、對未來發展的期許 

相較臺灣的法史研究，由於現在中國法律史（或稱中國法制史），在

大陸高校的法學院內，普遍還是設置為必修課程，司法考試目前也沒有

棄考中國法律史，是以在中國法律史學科下的相關研究，依舊能夠找到

空間與人群去開展，也能夠建立起來交流平臺。2023 年 7 月 15 日，法

律史學研究院舉辦了以「清律讀書會」為主題的法史青年論壇，提交的

會議論文依序是： 

1. 張田田（瀋陽師範大學法學院）：〈三種 「注釋律學」作品的

比較：以「刑律．人命」部分條文為例──兼談張楷《律條疏

議》的整理〉 

2. 張偉、史良（西南政法大學法學院）：〈條例增訂：清代律典定

型時期的立法嬗變與規範銜接〉 

3. 王毓（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法學院）：〈清律小注的創新性發展〉 

4. 肖芬芳（蘇州大學歷史系）：〈從戴震所涉墓地贖回案看宋代到

清代司法審判標準的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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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邢天宇（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法學院）：〈寓理於情：駁案所見「情」

與司法制度邏輯〉 

6. 尹子玉（南開大學法學院）：〈清代納贖制度的變革〉 

7. 楊靜（西北政法大學法學院）：〈清代田土檔案中民事糾紛的司

法考量〉 

8. 申巍（山西員警學院法學院）：〈清代州縣司法中的具結狀〉 

9. 王悠（芝加哥大學歷史系）：〈女耕女織：利用法律材料探索清

代江南的性別分工〉 

10. 崔李酉子（北京師範大學歷史學院）：〈滿漢融合視角下清代旗

人立嗣法規的傳承與變遷〉 

11. 顏麗媛（中國海洋大學法學院）：〈差序交叉性：清代服制命案

中「卑幼女」的禮法困境〉 

12. 黃韶海（南開大學歷史學院暨中國社會史研究中心）：〈清初兵

部督捕衙門初探〉 

13. 張心雨（北京大學經濟學院）：〈清代蒙古監獄制度考述〉 

14. 孫聰文（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歷史學院）：〈街頭巷尾：看街兵

與清代中晚期京師社會治安〉 

15. 來鳴家（中國政法大學法學院）：〈舊體例與新規範——明清「詐

欺官私取財」律例的調整〉 

16. 寇子璿（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法學院）：〈清代教令犯罪立法研究〉 

17. 陳媛媛（西南政法大學法學院）：〈「夜無故入人家」條漢唐演

變考〉 

18. 田茂澄（遼寧大學法學院）：〈清代律典中貴州苗疆整治「略賣

人口」的立法演變〉 

19. 沈秀榮（清華大學法學院）：〈清代因瘋殺人的刑罰考察〉 

20. 李典蓉（中國政法大學法律史學研究院）：〈《清史稿．刑法志》

姐妹作《新舊刑律平議》〉 

從以上 20篇論文發表人學校院系的結構來看，中政法是大陸所有政法院

校的領頭學校，此次參與青年論壇的法學專業參與者，還是以「五院四

系」為主。又 20篇論文中，有 6篇是歷史專業出身者所提交；這並不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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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史學研究者對此興趣不大，而是取決於宣傳，以及最後是否能提交論

文給會議組的情況。 

目前法史院的規劃是，會持續用與研究生專業選修課結合的方式，

來保證「清律讀書會」的持續運作。相較於大陸其他院校舉辦的長期常

態讀書會，四年的時間 120 周頻次，算是表現比較突出的。再者，線上

與線下同時進行的方式，就比較能維持讀書會在學術圈的潛在影響力，

畢竟網路世界影響力可能比硬梆梆的課堂教學來得快與廣泛。2024 年 7

月法律史學研究院和廣東的汕頭大學法學院共同舉辦了青年論壇，其中

發表的論文就有出自「清律讀書會」的成員何元博（河南大學歷史博士

生）在讀書會中對「造畜蠱毒」律的領讀報告〈宋代造畜蠱毒研究〉。2024

年 11月法律史學研究院主辦的「法典編纂與中國傳統法律文化」學術研

討會，其中發表的陳麗（華中師範大學法學院講師）〈論清代刑部通行章

程的生成與功能〉，本人為資深讀律班成員；另一位萬文杰（遼寧大學法

學院博士生）發表〈明清律學視野下的戲殺律例研究〉，將參與戲殺律條

的心得寫成文章。 

保持線上方式，也是筆者的堅持，線上有非常大的優勢。只有與更

多相關學術圈的研究生保持互動，才能使讀書會避免單一的思考與教學

模式。教學相長，其他院校研讀生的加入，也等於是即時提供各種不同

的觀點，刺激更多的聯想。筆者甚至認為，線上的研讀，由於不硬性要

求發言人打開鏡頭露出真容，也允許使用通訊軟體即時留言，在一定程

度內給習慣東亞灌輸式教學而非習於面對面討論的學子們「安全感」，多

少消除了部分人的「社恐」，透過不露面的發言或留言，就可以達到互動

的效果。這也是線上讀書的一大優勢。 

當然，線上也有缺點，大陸在疫情結束之後，不少學術單位取消了

線上活動，就是認為這樣的教學方式容易導致精神不集中、不專一，可

能還有安全風險問題。筆者倒是想如果沒有興趣，在現場也會精神不集

中的。讀書會的過程中，精神可以集中的人，自然會集中。偶爾聽到互

動一下，有只要有正面的互動或是啟發，就有價值。 

提到安全風險問題，在此確實要說明，線上教學受到外界干擾的情

況是比較大，在 2022年時，不少其他院校的線上教學雲端會議室，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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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遇過以下問題：或網路不穩定教學受阻，或有不明身份者強行干擾，

或外界人士側錄視頻侵權，或資料外泄的問題；此外，也有不明人士隨

意舉報問題的情況。筆者認為面對問題最好的方式是，涉及個人智慧財

產權的不要隨意公開，嚴格謹守教學與學術內容；涉及侵權，可走司法

途徑維權。 

期許在未來的日子內，「清律讀書會」可以運作的更順利，並且融入

更多其他學科的喜好者共同參與。雖然不知這個讀書會是否能以「唐律

研讀會」為目標，維持讀律的風氣，但相信即便這個讀書會以後不存在

了，學界對清律的研究也不會因此消失。更相信真正的參與者日後如果

進入到學術領域深究了，也不會忘記在讀書會中的時光，並且還可以找

到更多的平臺去推廣律學研究。 

期望能有這樣的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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