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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 晶

唐代 中前期的法律体系 由 律 、 令 、 格 、
式所组成 ，

除 了传世本 《唐律疏

议》 保存了 唐 《律 》 及 《律疏》 的基本内容外 ， 其他三种法律形式皆 已佚

失 。 自近代 以 来 ， 中 日学术界开始积极地复原唐令 、

？ 辑佚唐式
、

？ 唐格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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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国 国 家 图 书馆 藏两件 敦煌法典残 片考 略 １ ７ １

而这些工作的展开 ，
在很大程度上须依靠敦煌藏经洞所 出 的 唐代法典文献

的残卷 。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
，
日 本学 者池 田 温 、

冈野诚全面概论 了敦煌 、 吐鲁番

出 土 的 ２５ 件唐代法典文献 ，
附有录文 和校 勘 。 其 中

， 为 中 国 国家 图书馆所

藏 （ 原称
“

北图藏
”

，
以下皆 略称

“

国 图 藏
”

） 的 敦煌法典文献有
“

河字

１ ７ 号
”

《名 例律疏 》 残卷 。
？ 在此基础上 ， 池 田 、 冈野两 氏与 山本达 郎一

起整理 出版 了 由 英文 解题 、 录 文 （ 附校勘 ） 、 黑 白 图 版所 组成 的 《 敦煌 、

吐鲁番社会经济文献 》 第
一辑 《法制 》 卷 。 该辑分上下两册

，
上册是英文

概要与录文
，
下册是 图版

，
所收录 的文献数量同于上文 。

？

在中 国方面 ，
首次系统整理敦煌 、 吐鲁番法制文献者 ， 首推刘俊文

，
他于

１９８９ 年 出版 了 《敦煌吐鲁番唐代法制文书考释 》 ，
内分律

、
律疏 、 令 、

格 、 式 、

令式表 、 制敕文书 、 牒 、 案卷等 ９ 类
，
考释文书 ５０ 件 。 就国 图藏敦煌文献而

言
，
刘著较上述 日本所 出录文 多了 一件

“

丽字 ８ ５ 号
”

《职制律 》 残片 、

一

件
“

周字 ５ １ 号
”

《开元职方格 》 残片 。
？ 刘 氏 《考释》 出 版的翌年

，
唐耕耦 、 陆

宏基出 版 了 《敦煌 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 》 第 二辑 （ 以 下 简称 《真迹释

录》 ）
，

？ 且唐氏于 １ ９９４ 年又单独 出 版了 《 中 国珍稀法律典籍集成 》 第三册

《敦煌法制 文书 》 ，

？ 但并未增加所收国 图藏敦煌法典文献的数量 。

２００ １ 年
，

日 本东洋文库再次编集 、
出 版 了 《敦煌 、

吐鲁 番社会经济文

献》 第五辑 《增补》 卷 。 该辑的 编集形式 一如此前 出 版的各辑 ， 其 中
“

法

制
”

部分增收了 ９ 件第一辑所无的文献 。 就 国 图藏法典文献而言 ， 未见于上

述刘著 、 《真迹释录 》 者 ，
还有 １ 件

“

周字 ６９ 号
”

的 《户部格》 残卷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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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７２ 法律文化研究 第十三辑 ： 敦煌 ． 吐 鲁番汉 文法律文献专題

由 于国 图藏敦煌文书至 ２０ １ ２ 年方才出 齐全部的 图版 ，

？ 因此上述所及

部分法典文献的完 整 图版至此才被公布 于众 。 本文结合最新的 图版 ， 对两

件法典文献略作考析 。

一ＢＤ１６３００ 号 《职制律 》 残片

（

―

） 学术史与新录文

最先公布这
一文献者

，
为 日 本学者 中 田笃 郎 。 他在调查

、
编纂北京 图

书馆藏敦煌文献总 目 时
，
发现 了

“

丽字 ８５ 号
”

《 目 连救母变文 》 纸背所贴

的三块 《唐律 》 残片
， 并将之拼接 、 复原 。

？

１ ９ ８３￣ １ ９８ ５ 年 ， 黄永武主 编 的 《 敦煌 宝 藏 》 在第 ５ ６￣ １ １ １ 册 中
，

陆续 公布 了８ ７３ ８ 号 国 图 藏敦煌文书 的 图版
， 其 中 第 １ １ ０ 册首 次公 布 了

这三块残片 的拼接图 。
？１ ９ ９０ 年 出 版 的 《 真迹 释录 》 公布 的 图 版 仅 收

录 了 其中 两块残片 （ 见图 １ ） 。
？ 所 以不论是 １ ９９ ２ 年 冈野 氏所撰

“

职制

律断简
”

的章节 ，

？ 还是 ２０ ０ １ 年 日 本 东 洋 文库所 出 版 的 《敦煌 、
吐鲁

番社会经济 文献 》 第五辑 《 增 补 》 卷 ， 都采用 了 《 敦煌宝 藏 》 的 图 版

（ 见 图 ２ ） 。

需要注意的 是 ， 虽然 《敦煌 、 吐鲁番社会经济文献 》 第五辑 《 增补》

①１ ９ ９９
￣ ２００ １ 年 ， 中 国国 家 图 书馆 与江苏古籍 出 版社 合作 ， 以 《 中 国 国 家 图 书馆 藏敦煌

遗书 》 为名 刊布 国 图 藏敦煌文献 的图 版 ， 但仅 出 版 ７ 册 。 ２００５ 年 ， 由北 京 图 书 馆 出 版

社 开始重新出 版 《 中 国 国 家 图 书 馆 藏敦煌 遗 书 》 ， 至 ２０ １ ２ 年 出 版完 毕 ， 共计 １ ４ ６ 册 。

有关 国 图藏 敦煌 文献的 相关情况 ， 参见陈丽萍 《 中 国 国 家图 书馆藏敦煌契约文 书汇 录 》

（

一

） ， 载黄正 建主编 《 隋 唐辽宋 金元 史论丛 》 第 ５ 辑 ， 上 海古 籍 出 版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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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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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所用 图版依然 是 《敦煌宝藏 》 的版本 ，
但其编号 却发 生 了 变化 ：

“

北图

丽 ８ ５ 、 霜 ８９ 黏贴
”

。 换言 之 ，
自 中 田 氏 以 降 ，

学界 一 直将其编 为
“

丽字

８ ５ 号
”

或
“

丽 宇 ８ ５ 号 黏贴
”

，
而此时 编号却增加 了

“

霜 ８９ 黏贴
”

。 其原

因 在于 ，
冈野诚在 １ ９９２ 年发表 的论文猜测 ， 北图藏 丽字 ８ ５ 号 《 目 连 救母

变 文 》 残 卷可与 同馆所 藏 的 霜字 ８ ９ 号进行缀合 。
？ 既 然丽字 ８ ５ 号背面贴

有用 于修 补 的 残 片
，
那 么 霜 字 ８ ９ 号背 面 也 可 能 贴有 《 唐律 》 的 残 片 。

１ ９９４ 年 ，
冈野 氏在北 京图 书馆调 阅 原卷时又 发现 了 从 霜字 ８９ 号背 面 剥 离

的两块残 片 。 可惜的是 ， 限 于当 时的 条件 ， 冈野 氏 仅以 录 文 的方式重新缀

合 了 这件拥 有 ５ 块残片 的 《职制律 》 文献 （ 见 图 ３
） ， 而未能附加 图版 。

？

①唐耕耦 、 陆宏基编 《 敦煌社 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 》
（
第二辑 ） ， 第 ４９９ 页 。

②Ｙ ａｍ ａｍ ｏｔｏＴａ ｔ ｓｕ ｒｏ
， ｌ ｋｅ （ｉ ａＯ 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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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ｐ
．１ ．

③ 岡 野誠 ： 《敦煌資 料 ｈ 唐代法典研究——西域 発見〇唐律
？ 律疏断简刃洱検討 》 ， 第 ５ ２０ 页 。

④ 岡 野誠 ： 《 中 国 国 家 丨圃 書館所藏乃唐律斷简
——

〈 目 连救母 變 文 〉 》 （
二丄 ｉｌ Ｔ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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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因 为 如此
，

《敦煌 、
吐 鲁番社会经济文献 》 第 五辑 《增 补 》 卷的 录

文没 有吸收 冈 野 氏 的缀合成果 ， 但用 下 注
“

丽字 ８ ５ 号 黏 贴
”

予 以 限 定，

亦 即该录文 仅限于 以 往刊 布 的那 三块残 片 。

①Ａ
、

Ｂ
、

丨） 是粘贴 于丽字 ８ ５ 号的 三块残片 ，
Ｃ

、
Ｅ 是 冈 野诚调 査 原卷 时新发现的 从霜字 ８ ９

号剥 离 下来的 两块 残 片 ＩＩ 内 文 字 是残片 上缺 少笔画 的残 字 ． 而加 了 傍线 （ 实线 ）

的 文字 则是依据传世文献追补 出来 的 参 见 岡野 誠 《 中 间 国 家圖 辩館 所藏乃唐律 斷簡 （
二

——

〈 目 连救母變文 〉 Ｕ丄 ；ｆＬ Ｔ 》 ， 第 ７ １ 页 。

②Ｙ ａｍ ａｍｏ ｔｏＴ ａｔ ｓｕ ｒ
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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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国 国 家图书 馆 藏 Ｗ件 敦煌法典残 片 考 略 １ ７５

以 下根 据该残 卷 的 图版 ，
并结合现存 《律附音 义 》 ， 《 唐律疏议 》 、

３

《宋刑 统 》 ，

？ 以及过 往校 录之 文
， 将该残卷重新过 录如下 ，

Ｘ 《 中 国 国 家图 书馆藏敦煌 遗书 》 第 １ ４６ 册 ， 北京 图 书 馆 出 版社 ， ２０ １ ２ ， 图版第 ９３ 页 、 条

记 ０ 录第 ４２ 页 。

② 孙奭 撰 《律附音义 》 ， 上海 古籍 出版社 ，
丨 ９ ８ ４

③ 长孙无忌 ： 《 唐律疏 议 》 ， 刘俊 文点校 ， 中 华书局 ，
１ ９ ８３

：，

④ 明乌丝栏抄本 《 重 详定刑 统 》 ， 共 ８ 册 ， 天一 阁 旧 藏 ， 现存 于台 北
“

故宫博 物 院
＂

笔 ＃

所据 ， 乃 是东京大学东洋文 化研究所藏复制版 ， 名 为 《 天一阁 藏宋刑统 》

⑤ 该残卷前后两边皆 有残字笔 ＿ ， 可参见图 ３ 所示 冈 野氏 的录文 本 文軻不补 录

此次 出 版 的 《 中 国 国 家 图 书馆藏敦煌遗 书 》
（
以下 称 《 遗书 》 ） 终 于

刊布 了 该件文献的完整 图版 （ 见图 ４
） 。
？ 其 《条记 目 录 》 记载 ： 该件 文献

包括 ５ 块残 片
，
是从 ＢＤ０４０ ８５ 号背 面揭 下来 的裱补纸

，

现 已 缀接 ， 故 而 录

成一号 。 该残 片首尾
、
上下 皆残

，
其尺寸 是 ７ 厘米 Ｘ ２０ ． ４ 厘米

，
目 前 尚 存

４ 行文字
， 每行残 １ ６ 个字

，
且有双行小字 。 其 中 ， 所谓 的 ＢＤ０４ ０８ ５ 号 即

“

丽字 ８５ 号
”

，
因此其中 两块残片与

“

霜字 ８９ 号
”

没有关系
，
这 与 冈野 氏

前述 的调研情况有所差异
，
不明 其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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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７ ６ 法 ｆ４
ｔ文 化研究 第 卜三辑 ： 敦煌 ． 吐鲁 疳 汉文法律文献 专题

（ 前缺 ）

１一年 。 驿驴 减二等
驴

２ 诸在外 长官及使人于 使处有犯者 ，
所部 Ｉ

属官等不疼
̄

３ 即 推 ， 皆须 申上听裁 。 若犯当死罪 ， 留身 Ｉ 待报 。 违者 ， 各

４ ｜

减所犯
｜罪 四 等 ^

（ 后缺 ）

对于该图 版及笔者 的录文 ， 需要说明者 有三 。

第一
， 《真迹 释 录 》 交代 ：

“

２ 行与 ３ 行 、
４ 行顶 头 相对连在一起＇①

其所谓 的 ２
、

３
、

４ 行
，
分别是笔者录 文 的第 １

、
２

、
３ 行 ； 所谓

“

顶头相 对

连 在一起
”

， 即 图 １
、 图 ２ 所展示 的残 片样 态 。 而从 图 ４ 可 见 ， 《遗 书 》 对

５ 块残 片进行 了 重新处理 、 拼接 。

第二
，
通过与 图 １ 、 图 ２ 的 比勘 ， 便 可发现 ， 《遗书 》 增 加了两个残 片 ：

其一录有
“

罪 四等
”

；
其二补全 了 录文第 ３ 行

“

上 听裁 。 若犯当死罪 ， 留 身
”

的 残字 。 前述 冈野 氏缀合的 录文 已体现 了第
一

个残片 的
“

罪 四 等
”

，
但对 于

第 ３ 行的
“

犯 当死罪 ， 留 身
”

这 ６ 个字
，
仍认为是残字 （ 参见 图 ３

） 。
？

第三
， 《条记 目 录 》 将第 ４ 行 录补为

“

丨 各减所犯 ｜罪 四 等
”

； 冈 野 氏缀

合 的 录文将此补 录为
“

１ 减所犯 Ｉ罪 四等
”

。
？ 从 第 ２ 行可 知 ， 此件文献每 行

有 ２ １ 个大字 ， 若第 ３ 行也是 ２ １ 个大字 ，
则应 断至

“

各
”

字
， 而在 第 ４ 行

起首补人
“

减所犯
”

三字 ， 因此 冈野 氏 的看 法可从 。 只是 目 前图 ３ 所见 的

残 片拼接 ，
仅在第 ４ 行

“

罪
”

字之上 留 了两 个字 的空 间 ，

这就 与文字推补产生 矛 盾 。 仔细研究 图 ３ 后
，
笔者 发现 ：

写有
“

罪 四等
”

的 残 片 右侧 边缘 留 有残 笔
，
与 拼接 的 另

一

残 片上的
“

皆须
”

二字无法密 合 ，

“

皆
”

字下半部多 出

一

竖 ，

“

须
”

字左半也 同一般写法 有异 。 唯一 的解 决办法

是 ： 将这 一残片往下移一个字距 （ 见 图 ５
） 。

－ ｆ

ｆｔｍ
．

图 ５

①唐耕耦 、 陆 宏 基编 《 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 》 （ 第 二辑
）

， 第 ４ ９ ９ 页
。

② 岡野 誠 ： 《 中 国 国 家圖書 館所藏乃唐律 斷簡
——

〈 目 连救母變 文 〉 （
二 ；托 Ｔ 》 ，

第 ７
１ 页 。

③ 岡野 誠 ： 《 中 国 国 家圖 書 館所藏乃 唐律斷簡 ——

〈 目 连救母 變文 〉
（ 二丄权

＂

０〉 ，

第 ７ １ 页
。



中 国 国 家 图书 馆藏 Ｗ件敦煌法典残 片考 略 １ ７７

（ 二 ） 抄写格式

由于此件文献残存文字太少 ，
无法据 以判断其所据 《唐律 》 之本为何

年代 ，
刘俊文暂时定为

“

永徽
”

律 ；

？ 池 田 温仅对其背景作 了 推断 ， 即这

些残片可能在 ８ 世纪后期 以降被作为废纸进行了二次利用 ；

？ 冈野诚通过

对其所贴补 的 《 目连救母变文 》 的考察
， 推定这

一

《变 文 》 大概抄于 １ ０

世纪初期 ， 因破损而需修理 ， 故而将废弃 的律文抄本予 以贴补 ， 因此这一

律文有三种时代的可能性 ：
唐律 （ 唐后半期 的律抄本或转写本 ） 、 五代之

律 、
沙州归义军时期 的律 。

？ 且不论其年代 为何 ， 既往学者皆 注 意到 了 这

种条文起首
“

诸
”

字高抬
一

格的书写格式有 别于其他 《 唐律 》 残卷 ， 冈野

氏进而判断 ， 这种律 的
“

精写本
”

可 能是原来 的官方写本 。

？

循此思路 ，
笔者逐

一检视 了 目 前所 见敦 煌 、
吐 鲁 番所 出 《唐律 》 残

片 。
？ 除 了 部分残卷 因残缺过甚而无法显现其抄写格式外 ，

其他 《唐律 》

的写本格式有如下三种 。

Ａ ． 条文 与条文 之 间并 不换行 ， 但大 约 间 隔 一 至两格 ， 如 Ｐ ． ３６０ ８＋

Ｐ ．３２ ５２
《 职制律 》 《 户婚 律 》 《 厩库 律 》 残卷 （ 部分 图 版 见 图 ６ ） 、

？

Ｓ ＿ ９４６ ０Ａ ｖ
《 名 例律 》 残片 （ 见 图 ７ ） 、

？
ｆｌｘ ．１ １ ４ １ ３ ｖ

《厩库律 》 残 片 （ 见

①刘俊文 ： 《 敦煌吐鲁番唐代法制文书考释 》 ， 第 ３ ９ 页 。

② 池田温 ： 《最 近 唐 代法制资料発見 紹介 》 ， 载 唐代 史研究会 《 中 国律 令制Ｏ

展開 ｔ 七 Ｗ 国 家 ？ 社 会 ｔ ＣＯ 関 係一周辺諸 地域 （７ ）場合 旮 含 Ｓ６ Ｔ 》 ，
刀 水 書房 ，

１ ９ ８４
，

第 ６５ 页 。

③ 岡野誠 ： 《敦煌資料 ｔ 唐代法典研究——西域発見 唐律 ？ 律疏断简Ｏ再検討 》 ， 第 ５２３ 页 。

④ 如池 田温 ：
《 最近 （二 扫汁 易唐代法制 資料 発見 乃紹介 》 ， 第 ６５ 页 ； 岡野 誠 ： 《 敦煌 資料 ｔ

唐代法典 研究——西域発見《 唐律 ？ 律疏断简《再検討》 ， 第 ５ １ ８￣ ５ １ ９ 页 。

⑤ 具体文献 序号 、 所载条文及其出 处 ， 可参见辻 正博 《 敦煌 、 吐鲁番 出土 唐代法制 文献一

览表 》 ， 氏著 《 敦煌 ？ 吐鲁番 出 土唐代法制文献研 究之现状 》 ， 周东平译 ， 载周东平 、 朱

腾主 编 《 法律史译评 》 ， 北京大学 出版社 ，
２０ １ ３

， 第 １ ４２ 页 。

？ 有关 ＾ ３６０８ 《 职制律 》 残卷 的缀合 、 校 录与 考释 ， 可参见 丫咖細〇 １〇 １

＇

灿 １１ １

＇

〇
，

１１ １（； （ １３ 〇 １１
，

Ｏｋａｎ ｏＭ ａ ｋ ｏｔｏ
，ｃｏ

－

ｅ ｄ ｉ
ｔｅｄ

，Ｔｕｎ －

ｈｕａｎｇａｎｄＴｕｒｆａｎＤｏｃｕｍｅｎ
ｔｓｃｏｎ ｃｅｒｎ ｉｎｇＳ

ｏ ｃ ｉａｌ ａｎｄＥ ｃｏｎｏｍ ｉｃ

／ｆｃ ｌｏｒｙ ，Ｉ ，
（
Ａ

）Ｉｎ ｔｒｏ ｄ ｕｃ ｔｉｏｎ＆Ｔｅｘ ｔｓ ，ｐｐ． １
－

５
； 刘俊 文 《敦 煌吐鲁 番唐代法制 文书考

释 》 ， 第 ４ １￣ ８ ５ 页 。

⑦ 有关 Ｓ ． ９４６０Ａ 《名 例律 》 残 片的校录 、 考释 ， 可参 见刘 俊 文 《 敦煌吐鲁 番唐 代法制文书

考释》 ， 第３ ０
－

３ １页 ；
Ｙ ａｍ ａｍｏ ｔｏＴ ａｔ ｓｕ ｒｏ ， Ｉ ｋｅ ｄ ａＯｎ ，Ｄｏｈ ｉＹｏｓｈ ｉ ｋ ａｚｕ ， Ｋｅｇ ａｓａｗａＹ ａｓｕ ｎｏ ｒｉ

，

Ｏｋａ ｎｏ Ｍ ａｋ ｏｔｏ
，Ｉｓｈ ｉｄ ａＹ ｕｓａｋ ｕ

，ＳｅｏＴａ
ｔｓｕｈ ｉｋｏ ，ｃ ｏ－ ｅｄ ｉｔｅ ｄ

，Ｔｕｎ － ｈｕａｎｇａｎｄＴｕｒｆａｎＤ 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ｃｏ ｎｃｅｒｎｉｎｇＳｏｃ ｉａ ｌ ａｎｄＥｃｏｎｏｍ ｉｃＨｉｓ ｔｏｒｙ ｙＶ ，（
Ａ

）Ｉｎ ｔｒｏｄｕ ｃｔ ｉｏ ｎ＆ Ｔｅｘ ｔ ｓ
，ｐ ， １

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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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陈国 灿判定此
一

残片 出 自 吐 鲁 番 ， 参见陈 国灿 《 〈 俄藏敦煌 文献 〉
中吐 鲁 番 出土的 唐代文

书 》 ， 载 《敦煌吐兽 番 研究 》 第 ８ 卷 ， 中 华 朽 局 ， ２ ００５ ， 第 １ ０９
？

丨 １ ０ 页 ； 后 收 入 氏 著

《 论吐鲁番 学》 ， 上海古籍出 版社 ， ２ ０ １ ０ ， 第 １ ８３ 

￣

 １ ８４ 页 。 史 睿认 为此一 《厩 库律 》 残 片

应为背 面 ， 而 非 《俄藏敦煌文献》 所定正 面 ， 参 见史 睿 《 新 发现 的敦 煌吐鲁 番唐律 、 唐

格残 片研究 》 ， 《 出土文 献研究 》 第 ８ 辑 ， 上海 古籍出 版社 ， ２００７ ， 第 ２ １４ 页 。 唯需指 出

者 ， 史 文注 ⑧ 将此 残 片 的 出 处录 作
“

《 俄 藏 敦煌 文 献 》 １ ４
… … 第 １ ５ １ 页

”

， 注① 将

ｆｌｘ ． ０９３ ３ １＜ 断狱律 》 残片 的出 处录作
“

《俄藏敦煌 文献 》 １ ５

”

， 辻正博 《敦煌 、
吐鲁 番 出

土唐代法制 文 献一览 表 》 亦 间 ， 实 则 二文 所 录册数与 页 码皆 有误 ， ｆｌｘ ． ０９ ３ ３ １
《 断狱律 》

残片 的 图版在第 １ ４ 册 。

② 有关 ｆｌｘ ． ０ １ ３ ９ １ 《 名 例律》 残 片 的校录与 考释 ， 可 参 见刘 俊文 《 敦煌吐 鲁番 唐代法制 文 书

考 释 》 ， 第３ ２
￣

３ ８页 ； Ｙ ａｍａｍｏ ｔｏ Ｔａｌ ｓｕ ｒｏ ， Ｉ ｋｅ ｄ ａＯｎ
，Ｄｏ ｈ ｉＹｏ ｓｈ ｉ ｋａ ｚｕ ，

Ｋ ｅｇａ
ｓａｗ ａＹ ａｓｕ ｎｏ ｒ ｉ

，

Ｏｋ ａｎ ｏＭ ａ ｋｏ ｔ
ｏ

，Ｉ ｓｈ ｉ ｄ ａＹｕ ｓａ ｋ ｕ
，Ｓｅ ｏＴａ ｔ ｓｕ ｈ ｉ ｋｏ ，ｃ ｏ－ ｅｄ ｉ ｔｅｄ ，Ｔｕ ｎ －

ｈ ｕａ ｎｇ
ａｎ ｄＴｕ ｒｆａｎＤｏｃｕｍ ｅｎ ｔｓ

ｃｏ ｎ ｃｅｒｎ ｉｎ
ｇＳ

ｏｃｉ ａ
ｌ ａｎ ｄＥｃｏ ｎｏｍ ｉｃＨｉｓ ｔｏｒ

ｙ ，Ｖ，（
Ａ

） Ｉ ｎ ｔ ｒｏ ｄ ｕｃ ｔ ｉ ｏ ｎ＆Ｔｅｘ ｔ ｓ
，ｐ

．８ ；ｉｔ正博近 来 发

现 ， 这一 残片 可与 ｆｌｘ ．

 ０８ ４６７ 残 片进行缀合 ， 并对其所 载条 文 的 年代进行了 再次 考 释 ， 参

见辻正 博 《敦煌 ？ 吐鲁 番 出 土唐代法制 文 献研究之现状 》 ， 周 东平译 ， 第 １ ３ ２
？

１ ３ ３ 页

③ 以 下 所附 图 版 ， 未单 独 出 注 者 ， 皆 截 取 自
“

国 际敦 煌 项 （

丨 ＤＰ
） 网 站 ： ｈｕＰ ：／／

ｉ ｄ ｐ ．

ｎ
ｌ ｃ ．ｇ

ｏｖ
．

ｃ ｎ／

图 ８
）

；

①

Ｂ ． 条文 与条文之间须换 行 、 顶 格 重 写 ，
但条 文 起首

“

诸
”

字并 未高

抬一 格 ， 而是平行抄写 ， 如 取 ． 〇
１
３ ９ １

《 名 例 律 》 残 片 （ 见 图 ９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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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国 国 家 图 书馆 藏 两件敦煌法典残 片 考 略 １ ７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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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俄藏敦煌文献》 第 丨 ５ 册 ， 上海古籍出版社 、 俄 罗斯科学出版社东方文学部 ，
丨 ９９

７
， 第 ２

１ ２ 页 。

② 《 俄藏敦煌 文献 》 第 ８ 册 ， 卷首彩图 第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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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

％

ＬＭ ２０

此外
，
若是将考察的 范围扩展至 《律疏》 ，

那么 ＢＤ０ ６４ １ ７ 《 名 例律疏》

残卷 、 羽 ２ ０ 《杂律疏 》 残卷 的 抄写格式为 Ｂ 种 ； 而池 田 温 、 冈 野诚 、 荣

新江皆已 先后指 出 采用 Ｃ 种抄写格式者 ，
还有 Ｐ． ３６９０ 《职制律 》 残 卷

（ 见 图 １ １ ） 。

①荣新江最早 刊布这一残片 ， 并将之与 大谷 ５ ０９ ８
、 大谷 ８ ０９ ９ 相缀 合 ， 参见 荣新江 《 唐 寫

本 中 ＜５０ 〈 唐 律 〉 、 〈 唐 禮 〉 及 ７ 乇 Ｃ
７） 他 》 ， 森 部 豐 译 ， 《 東 洋 学報 》 第 ８ ５ 卷第 ２ 號 ，

２ ００ ３
；
中 文增订本 《唐 写本 〈 唐律 〉 、 〈 唐礼 〉 及其他 》 ， 《 文献 》 ２ ００９ 年第 ４ 期 ， 第 ３ ̄

７ 页 郭富纯 、 王振芬亦刊 布过图 版 ， 并 作录文 ， 氏 著 《 旅顺博物 馆藏西 域 文 书研究 》 ，

万卷 出版公司 ，
２ ０ ０ ７

， 第 １ ７９ 页 。 冈野诚调 査过原卷 ， 刊布过彩色图 版并在荣文基础上详

加考析 ， 分別参见氏 著 《 旅順博物館 ？

中 国 同 家圖 書館 〈 唐 律 〉 〈 律疏 〉 断片

０原卷調査． 》 ， 载土肥 義和编 《 内 陸了 夕了 出 土４
￣

１ ２ 世紀０漢語 ？ 胡 語 文献０整 理 ｈ 研

究》 ， 平成 ２ ２
？

２４ 年度科学研究 費補助金 （ 蕋盤研究 Ｃ
） 研究成果報告書 （ 平成 ２２ 年度

分冊 ） ，
２ ０ １ 丨 年 ， 第 ９

？

１
１

、

１２ 页 ； 《 新之 （二 紹介 吐 魯 番
？ 敦煌本 〈 唐律 〉 〈 律疏 〉

斷 片
——旅順博物館及 ７中 国 国家圖 書 館所藏資料 奁 中心 Ｕ 》 ， 载土肥義和 编 《敦煌

？

吐

魯 番 出 土漢 文文 書乃新研究》 （
修訂版 ）

， 東洋文庫 ，
２０ １ ３

， 第 ９ ３￣ １ ０ １ 页 。

② 旅 顺博物館 、 龍谷大学共编 《旅順博物館藏新疆出 土 漢文 佛經選粹 》 ， 法藏館 ，
２ ００６ ， 第

２０２页 。

③ 池 田 温 ： 《最近 纪杉斤 冬 唐代法制 資料発見刃紹介 》 ， 第 ６ ５ 页 ； 岡 野誠 ．

？

《 敦煌 資 料 ｋ 唐

代法典研究——西域 発見乃唐律 ？ 律疏 断简〇 再検討 》 ， 第 ５ １ ８ 页 ； 荣新 江 ： 《 唐写 本

〈 唐律 〉 、 〈 唐礼 〉 及其他 》 ， 第 ６ 页 。

Ｃ ． 条文与条 文之 间须换行重写 ， 条文起首
“

诸
”

字 高抬一格 ， 如本文

所讨论 的 Ｂ Ｄ １ ６３ ００ 号 《职制律 》 残 片 ，
以 及 旅顺博物馆藏 ＬＭ２０

－

１ ４５ ７
－

２０
－

０ １
《 贼 盗律 》 残 片 （ 见图 １ ０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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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国 国 家 图书 馆 藏 Ｗ 件敦煌法典残 片 考 略 １ ８ １

图 １ １

综上 所述 ， 在敦煌 、
吐鲁 番出 土 的 《 唐律 》 写本 中

，
抄写格式总体而

言可 以依据 以下标准分为 两 大类 ： 条 文 与 条 文之 间是 否 另起 一行 。 其 中
，

条文另起一行抄写者 ， 又存在 着 是否将
“

诸
”

字抬高
一格抄写 的 区别 。 史

睿在 判定 ｆｌｘ ．
ｌ

ｌ ４
１
３ ｖ

《厩库律 》 残 片为随 意抄写 的 习 字时 ， 言道 ：

“
一般

而言
， 目前所 见敦煌吐鲁 番 文 书 出 土 《唐律 》 或 《 律疏 》 抄本 皆 书写工

整 ， 每条律 文另起
一行书写 。

”？ 然而 由 上述 可知 ，
各条律 文连续抄写 的情

况并不少见 。

或许更有 意 义的 问题是
：
唐代 法典的 官方书式究 竟 如何 ？ 冈野诚 曾 经

指 出
：
北宋初年

，
为律学参考 而复 刻唐律所形 成 的 《律 附 音 义 》 ， 其律 的

书式 即 为 Ｃ 种 。 由 此反推
，
除 了 每行的字数 以 外 ， 《 律附音 义 》 中 律 的书

式忠实地反映 了 原本 。
？ 黄正建还 以 天

一

阁 藏 明抄本 《 天 圣令 》 残 卷也 采

①史 睿 ： 《 新发现的 敦煌吐 涔 枏唐汴 、 唐格 残 片研究 》 ． 第 ２ 丨 ５ 页

② 岡 野誠 ： 《 敦煌 資 料 ｔ 唐代 法 典研 究——西 域 発 見乃 唐律 ？ 律疏 断 简 （７ ） 冉 検討  ＞ ， 第

５ ２ ３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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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２

①黄正建 ： 《 敦煌吐鲁番法 典文 书与 唐代法律 文化》 ， 载 《 中 ＿敦煌吐鲁 番学会 ２ ００８ 年 度理

事 会议暨
“

敦煌汉藏佛教艺术与 文 化学 术研 讨会
”

论文集 》 ，
５ 秦出 版社 ，

２ ０ １ １

， 第 １ ８３

页注 ２ １ 。

② 参见 《 中 国 国家图 书馆藏 敦煌遗书 》 第 １ ４３ 册 ， 北京 图 书馆 出 版社 ，
２０ １ ２ ， 图 版第 ３ ３８

页 、 条记 目 录 第 １ ９ 贞 。

用 Ｃ 种格式 的现象 ， 补证 了Ｃ 种是官方法典书式的观点，虽 然 目 前我们 未

必能 够据此完全确定 唐代法典的官方书式 （ 尤其是 不 同 时段 的书式或许还

有所变化 ） ， 但这些信息无疑为进一步思 考提供 了 宝贵 的线索 。

二 ＢＤ １ ５４０３ 号 《 监门宿卫式 》 残片

（

一

） 概述 与校录

据 《条记 目 录》 所载 ： 此件残片 曾 被编 为
“

简字 ０６８０７ ３ 号
”

，
正背面

皆有 文字 。 残 片 尺寸 为 １ ５ 厘米 ｘ ２５ 厘米 ， 首残尾脱 ， 通 卷下残 ， 有栏线 。

其正 面残存 ８ 行 ， 最长 一行存 １
４ 字

， 被拟名 为 《监 门 宿卫式 》 （ 参见 图

１
２

） ； 背面残 存 ７ 行 ， 最 长一行存约 １７ 字
， 被拟名为 《夹注金刚经疏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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迄今为止 ， 此残片 并未 引起学界 注意 ， 现据 图版及 《条记 目 录 》 过录

正面文字如 下 ：

（ 前缺 ）

１ｎ门付 丨

２ 骁卫 、 左右武 ｜

卫 、 左右威卫 、 左右

３卫
、
左右金吾 ＴＪ

． Ｉ

４ 前数 。 其百人以下 ， 仗者 丨 ．

５ 并不人 。 若唤半仗 ，
亦与 百人仗同 。 若

６ 唤廿人以 下 ， 不须带仗 ，
准监人法

， 于口

７ 下立 。

８ 每年陈设 、
晦付并腰嚳 Ｉ

（ 后缺 ）

对于上述录文 ，
需交代者如下 。

第
一

， 第 １ ￣ ３ 行 ， 第 １ 行勉强可 辨者是
“

仗
”

字 ；
第 ２ 行则 可 读 出

“

骁卫
” “

武
”

等字 ， 《条记 目 录 》 在
“

武
”

字前 释 出
“

左右
”

二字
，
从

“

武
”

字前一个字留 下的偏旁
“

口
”

来看 ， 应该可从
； 第 ３ 行残存文字 十分

清晰 ， 即
“

卫 、 左右金吾卫
”

。 从后文 的考述可知
，
此残卷与朝会等的

“

立

仗
”

相关
，
检诸 《唐六典 》 卷二四 《诸卫》 以及 《新唐书 》 卷二三 《仪卫

志上 》 ， 可知左右卫 、 左右骁卫 、 左右武卫 、 左右威卫 、 左右领军卫 、 左右

金吾卫等十二卫府承担着太极殿左右厢 、 正殿两阶
、
正殿东西廊以及诸 门仪

仗的功能 。
？ 据此在第 １ 行末补人

“

左右
”

二字
，
在第 ２ 行

“

武
”

字后补

人
“

卫 、 左右威卫 、 左右领军
”

。 此外
， 据 《 条记 目 录 》 判 断第 ５ 行文 字

完整 ， 并据此推断此件文书每行 １ ４ 字 。 虽然 这一判断存在问题 ，

？ 但补 全

①李林甫等撰 《 唐六典 》 卷二四 《 诸卫 》 ， 陈仲安点 校 ， 中华书局 ，
１ ９９２ ， 第 ６ １ ５

￣

６２４ 页 ；

欧阳修等撰 《 新唐书 》 卷二 《 仪卫志上 》 ， 中 华书 局 ， １ ９７ ５ ， 第 ４８ 丨
？ ４８ ９ 页 。 渡边 信

一郎根据如上记载 ， 对朝会时的诸卫仪仗进行 了总结 。 参 见 氏著 《 天空 玉座—— 中 国

古代帝 国Ｗ朝政 ｔ 儀礼》 ， 柏 書房 ， １ ９ ９６ ， 第 １ ６６
？

丨 ６７ 页 。

② 如第 ６ 行 目 前所 见 已 有 １４ 字 ， 若与第 ５ 行相较 ， 其下应有 １ 个缺字 ， 如此
“

每行 １ ４ 字
”

之说便不能成立 ？ 不过 ， 雷闻 所 考释的 开元 《 礼部式 》 残卷 也存在类 似问题 ． 其所补 全

的文字每行为 １ ３
－

１ ５ 字不等 。 参雷闻 《吐鲁番新出 土唐 开元 〈 礼部式 〉 残卷考 释》 ， 《 文

物 》 ２００７ 年第 ２ 期 ， 第 ５ ７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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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２ 行后恰好也是 １ ４ 字 ， 亦可为所推补的文 字增加旁证 。

第二 ， 第 ４ ￣ ７ 行 ， 部分文字残 失 ， 但大致文意可 以 判断 ， 即 分
“

百

人以下
” “

半仗
” “

廿人以 下
”

三 种情况 ，
规定仗者的行为 要求 。 文 意最

为完整的是第 ５￣ ６ 行
“

若唤廿人以下 ， 不须带仗 ， 准监人法
”

。 这在 《新

唐书 》 卷二三 《仪卫志上 》 中亦见类似记载 ：

内 谒 者承 旨 唤仗 ，
左右 羽 林 军勘 以 木 契 ， 自 东 西 閤 而 入 。 内 侍 省

五品 以 上 一 人 引 之 ，
左 右 卫 大将 军 、 将 军 各一 人押之 。

二 十人 以 下

入
，
则 不 带仗 。

三 十人入
，
则 左 右厢监 门 各二人 ， 千 牛备 身 各四人 ，

三卫 各八人 ， 金吾一人 。 百 人入 ， 则 左右 厢监 门 各六人 ， 千 牛 备 身 各

四人
，
三 卫 三十 三 人 ， 金吾七 人 。

二百 人
， 则 增 以 左 右 武 卫 、 威卫 、

领 军 卫 、 金吾 卫 、 翊 卫 等 。 凡仗 入
， 则 左 右 厢 加

一 人监捉 永巷
，
御

刀 、 弓 箭 。 及三 卫 带 刀 入
，
则 曰

“

仗 入
”

。
三 卫 不 带 刀 而 入

， 则 曰

‘ ‘

监 引 入
”

。
①

其中
“

二 十人 以下人 ，
则 不带仗

”

与 此残卷记载 的文意
一致 。 只不

过 ， 《 新唐 书 》 所载
“

百 人
”

的 文字
， 其规范意图 是在常规的 护卫之外 ，

再增加相应的保卫力量
“

左右厢监 门各六人 ，
千牛 备身各 四人 ， 三卫三十

三人
，
金吾七人

”

， 而此残卷所要求的 是
“

仗者
”

该如 何做 ， 与护卫人数

无关 ，
这从

“

并不人
”“

不须带仗
”“

于 口下立
”

中可 以窥见 。

其中 ，
所谓

“

半仗
”

，
是指仪仗减半 ，

如
“

宴蕃客 日
， 队下

，
复立半

仗于两廊 。 朔望 受朝及蕃客辞见 ，
加翥 、 稍 队 ， 仪仗减半

”

。
？ 征诸礼典

，

使用
“

半仗
”

者
，
还有 以下情况 ： 册命三师 、 三公 、 亲王 ，

“

皇 帝服袞冕

之服
， 鼓吹令设十二案 ， 乘黄令陈车辂 ， 尚 辇奉御陈舆辇 ， 诸卫设黄麾半

仗
”


；

？ 皇太子纳妃 ， 临轩命使 ，

“

未 明二刻 ， 诸卫勒所部屯 门 ， 布黄麾半

仗人陈于殿庭如 常仪
”


；

？ 受 蕃客使表及 币 ，

“

诸卫勒所部列 黄麾半仗屯 门

①《新唐书 》 卷二三 《仪卫志上 》 ， 第 ４８９ 页 。

② 《 新唐书》 卷二＝－ 《仪卫志上 》 ， 第 ４８９ 页 。

③ 《 大唐开元礼 》 卷一〇 八 《嘉礼 》

“

临轩册命诸 王大臣
”

， 民族 出版社 ， ２０００
， 第 ５ ０８ 页 ；

杜佑撰 《通典 》 卷一二 五 《 礼八五 ？ 开元礼築类 二 〇 ？ 嘉 礼 四 》

“

临轩册 命诸王大臣
”

，

王文锦等点校 ， 中华 书局 ，
１ ９９２

，
第 ３２ １ ０ 页 。

④ 《 大唐开元礼 》 卷


《嘉礼 》

“

皇太子纳妃 ？ 临 轩命使
”

， 第 ５ １ ９ 页 ； 《 通典 》 卷
一

二

七 《 礼八七
？

开元礼纂类二二 ？ 嘉礼六》 ， 第 ３ ２４８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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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人陈于 殿庭
”

；

？ 皇帝宴蕃 国使 ，

“

诸卫各 勒所 部列 黄麾半仗 ，
皆 与 上

仪同
”

。
？

第三
， 第 ８ 行

， 《 条记 目 录 》 误释
“

翬
”

字为
“

辇
”

，
这从 图版便可

清楚辨识 ，
且 《唐六 典 》 卷一一 《殿中省 》

“

尚辇局
”

条之注载
：

“

翬有

三
：

……三 曰 腰翬 ，
则常御焉

”

，

③ 亦可为证 。

（ 二 ） 定名

前述 已及 ， 从残片第 ４￣ ７ 行的 内容来看 ， 这很明 显是对于仗者的行为

要求
，
应属制 度性条文 。 唐代承载制度性条文 的 法律形式有律 、

令 、 格
、

式
、
格后敕 。 《唐六典 》 卷六 《 尚 书刑部 》

“

刑部郎 中员 外郎
”

条载 ：

“

凡

律 以正刑定罪 ，
令 以设范立制 ， 格 以禁违正邪 ， 式以轨物程事 。

”
？ 若以 条

文是否含有刑 罚为标准 ， 则律为刑 罚 规范 ， 令与式为非刑 罚 规范 ， 格则兼

具刑 罚 、 非刑罚 两种 规范 。
？ 至于格后敕 ， 其与格一样 ， 都是对散行制 敕

的系统整理 ， 将之升格为
“

永法
”

， 因此在法律性质上与格相 同 。 从本残

片 的条文 内 容看 ，
可 以 明确判定它绝非律文 ；

从其形式上看 ， 第 ７ 行并无

记录颁行时间 ，
亦可排除其为格后敕的 可能性 。

？ 因 此 ， 若残片 所载条文

确为法律条文 ，
则其所属 法源只可能是令 、

格
、
式 。 《遗书 》 的整理者将

之拟名 为 《监 门宿卫式 》 ， 应是基于该条文 的制 度性规范属性而作出 的判

断 。 对此 ， 笔者 申 述拙见如下 。

第一 ， 《唐六典 》 卷六 《 尚 书刑部》

“

刑部郎 中 员外郎
”

条载 ：

“

凡式

三十有三篇 。 （ 亦以 尚 书省列曹及秘书 、 太常 、 司农
、
光禄 、 太仆 、 太府 、

少府及监 门 、 宿卫 、 计帐 为其篇 目
，
凡三十三篇

，
为二十卷 。 ）

” ？ 然据其

①《大唐开元礼 》 卷七九 《 宾礼 》

“

皇帝受蕃使表及币 ＇ 第 ３ ８ ８ 页 ； 《通典 》 卷一三一 《 礼

九一 ？ 开元礼纂类二六 ？ 宾 礼 》
， 第 ３ ３ ７ １ 页 。

② 《大唐 开元礼 》 卷八 Ｏ 《 宾礼 》

“

皇帝宴蕃 国 使
”

， 第 ３ ９ １ 页 ；
《 通典 》 卷一 三一 《礼 九

一

． 开元礼纂类二六 ． 宾礼 》 ， 第 ３ ３７ ５ 页 。

③ 《 唐六典 》 卷一一 《殿 中省 》 ， 第 ３ ３２ 页 。

④ 《唐六典 》 卷六 《 尚 书刑部 》 ， 第 丨 ８５ 页 。

⑤ 参见滋贺 秀三 《 中 国 法制史論集——法典 ｔ刑 飼 》 ， 創文社 ， ２００３ ， 第 ８０
？

８ １ 页 。

⑥ 根据戴建 国的总结 ， 唐代的格后敕保 留 了 每条制敕 的颁 行时间 。 参 见氏 著 《 唐格 后敕 修

纂体例考 》 ， 《 江西社会科学 》 ２ ０ １ ０ 年第 ９ 期 ， 第 １
４６

－

１ ５３ 页 ？

⑦ 《 唐六典 》 卷六 《 尚 书刑部》 ， 第 丨 ８５ 页 。 当然 ， 这一记载仅是 《 开 元式 》 的篇 目 ， 并不

能完全适用于此 前的诸部式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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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列篇 目 ， 应为 ３４ 篇
，
这便 引起了 学者的讨论 。 如 仁井 田 陞虽然发现了这

一 问题
，
但存而不论

；

？ 韩 国 磐 以 为 ，

“

如果监 门 、 宿卫合为
一篇 ， 则恰为

三十三篇
”


；

？ 滋贺 秀三怀疑 ，
在开元七年 （

７ １ ９
） ，

尚书省二十 四 司 中 有一

司并无独立式篇 ；

？ 霍存福不 同意韩 氏之说 ， 认 为
“

考之 《
唐律疏议 》

以

及 日 本古文献 《令集解 》 中所引 的 《监 门式 》 ，
是独立成篇的

，
与 《宿卫

式 》 无涉 ，
可证当时二式是独立 的

”

。
？ 笔者赞同霍 氏之说 ，

且认为 即便二

篇可能合
一

，
但

“

监 门
”“

宿卫
”

所规范 的 内容截然二分 ， 条文亦应各有

所属 ， 所 以时人才可 能 明确指 出 哪
一条文是 《监 门 式 》 ， 而不致混淆二者 。

因此
，
即便此件残片为唐式 ， 亦不应拟名 为

“

监门宿卫式
”

。

第二
， 《唐六典 》 卷五 《 尚 书兵部 》

“

兵部郎 中 员外郎
”

条亦有与诸

卫相关的记载 ， 涉及宿卫官 的上番次第 、 人选 、 品第高下 、 考课升迁 以及

卫士管理等 内 容 ，

？ 总体而言 ， 这些都属 于诸卫的组织性规范 。 上 已 述及
，

据 《唐六典 》 所载 ， 式篇之中有 以 尚 书省 列曹为名 者 ， 而格亦
“

以 尚书 省

二十 四 司为篇名
”

，

？ 由此可 以推测 ， 《 兵部格 》 或 《兵部式 》 亦存在与诸

卫相关的条文 ， 但应属 于组织规范 ， 而非本残 片所载 的行为规范 。

第三 ， 《唐六典》 卷二五 《诸卫府 》

“

左右监门卫
”

条载 ：

“

左右监 门

卫大将军 、 将军之职 ，
掌诸门禁卫门 籍之法 ……若大驾 行幸 ，

则依 卤簿之

法 ， 率其属于牙门之下 以为监守 。 中 郎将掌监诸 门及巡警之法 。

” ？ 由 此可

见
，
监门卫 的主要执掌与 门 禁相关 ，

这一点也可从霍存福 复原 的 ８ 条 《监

门式 》 中得到 印证 。
？ 上述职能范围 与本件残片 所涉诸卫仪仗的行为规 范

有相 当大的差距 。 因此 ， 此件残片不应是 《监 门 式》 。

①仁井田 陞 ： 《 唐式ｗ構成 》 ， 氏著 《 補訂 中国 法制史研 究 法 ｔ慣 習 ？ 法 ｈ 道德 》 ， 東京大

学 出版会 ，
１ ９９ １

， 第 ３ ３ ５ 页注 ４
。

② 韩 国磐 ： 《传世文献 中所见唐 式辑存 》 ， 第 ３ ９ 页 。 刘 俊文在 胪列 唐式 篇 目 时 作
“

监门 宿

卫
”

， 亦即将 二者合为一篇 。 参见刘俊文 《 唐代法 制研究 》
， 文津 出 版社 ，

１ ９９９
，
第 ２ ７

、

４ ２ 页 。

③ 滋賀 秀三 ： 《 中 国 法制史論集——法典 ｔ刑 罰 》 ， 第 ８ ６ 页注 ２ １
。

④ 霍存福 ： 《 唐式 辑佚》
，
第 ６７ 页 。

⑤ 《 唐六典 》 卷五 《 尚书兵部 》 ， 第 １ ５ ３
￣ １ ５ ７ 页 。

⑥ 《唐六典 》 卷六 《 尚书刑部 》 ， 第 １８ ５ 页 。

⑦ 《 唐 六典 》 卷 二 五 《 诸 卫 府 》 ， 第 ６４０ 页 ； 亦 见 《 旧 唐 书 》 卷 四 四 《 职 官 三 》 ， 第

１ ９ ０２页 。

⑧ 参见霍存福 《 唐式辑佚 》 ， 第 ５ ６３
－

５ ８ ０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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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 ， 《唐六典》 卷二四 《诸卫 》

“

左 右卫
”

条载
：

“

左 、 右卫大将

军 、 将军之职 ，
掌统领宫廷警卫之法令 ，

以督其属之队仗 ， 而总诸曹之职

务 。

” ？ 且该卷历数诸卫在朝会等时 的不同 服色 、
位次等仪仗规范 。 据此可

知
，
如果存在与仪仗行为 相关的 法律规定 ，

应该 在 《宫卫令 》 或 《宿卫

式》 中 。

第五 ， 《唐律疏议 》 卷七 《卫禁律 》

“

已 配仗卫辄回 改
”

条疏议载 ：

“

依式 ：

‘

卫士 以上
，
应当 番宿卫者 ，

皆 当卫 见在长官 ，
割配于 职掌 之所 ，

各依仗卫次第坐立 。

’ ” ？ 这条式文规定 ，
卫 士当 番宿卫 ， 由 所属 之卫的长

官进行分配 ，
且按照 本卫所在 的 次序坐立 ， 这便是 涉及仗卫 的行为 规范 。

刘俊文 、 霍存福皆将之推断为 《 宿卫式 ：ｈ？ 据此 ， 本残 片所载的仗卫规范

应该载诸 《宿卫式 》 。

第六 ， 若残 片 为 《 宿卫式 》 ，
则其 制 定 于何 时 ？ 《 唐六典 》 卷二 四

《 诸卫 》

“

左右 骁卫
”

条 注 文 载 ：

“

皇朝 置左 、 右骁卫府 。 龙朔二 年除

‘

府
’

字 。 光宅元年改为左 、 右武威卫
，
神 龙元年 （

７ ０６ ） 复为左 、 右

骁卫
”

；

？“

左右 武卫
”

条注文载 ：

“

至 隋
，
采诸 武职名 ，

置左
、
右武卫

府… … 皇朝因 旧 。 光宅元年改为左
、
右鹰扬卫

， 神龙元年复故
”

；

？ 卷二五

《诸卫府 》

“

左右金吾卫
”

条注文载 ：

“

大业三年
，
改为左

、
右侯卫… …皇

朝 因之 。 龙朔二年
，
改为 左

、
右金吾卫

”

。
？ 此残卷清晰可辨者有

“

骁卫
”

“

武
ＩＵ

”“

左右金吾卫
”

，
因此就有两种 可能性 ： 其一是龙朔二 年 （

６６２
）

以后 、
光宅元 年 （

６８４
） 以 前 的式 文

； 其二 是 神 龙 元年 （
７０６

） 以 后 的

式文 。

论者往往征 引 《唐会要 》 卷三 九 《定格 令 》 所 载
“

龙朔二 年二 月 改

易官名 ，
敕… …重定格式 … … 至麟德二年 奏上 之 。 至仪凤二年官号 复 旧 ，

又敕删辑。 三 月 九 日 删辑格式毕 ， 上之
”

，

？ 认 为存在 《 麟德式 》 或 《仪

①《 唐六典 》 卷二 四 《 诸卫 》 ， 第 ６ １ ６ 页 。

② 《 唐律疏 议 》 ， 第 丨 ６０ 页 。

③ 刘俊文 ： 《 唐律疏议笺解 》 ， 中华书局 ，
丨９ ９ ６

， 第 ５９ １ 页 ；
霍存福 ：

《唐式辑佚》
，
第 ５ ８２ 页 。

④ 《 唐六典 》 卷二 四 《 诸卫 》 ，
第 ６ １９ 页 。

⑤ 《 唐六典 》 卷二 四 《 诸卫 》 ，
第 ６２０ 页 。

⑥ 《 唐六典 》 卷二五 《 诸卫府》 ， 第 《８ 页 。

⑦ 王溥 ： 《唐会要 》 卷 三九 《定 格令 》 ， 上海古籍出 版社 ， ２ ００６ ， 第 ８ ２０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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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式 》 。
？ 笔者认为此说存在三大 疑点 ： 第

一

， 据 《 唐六典 》 卷六 《 尚 书

刑部 》

“

刑部 郎 中员 外郎
”

条注 文载
“

皇 朝 永徽式十 四 卷
，
垂拱

、 神 龙 、

开元式并二十卷 ， 其删定与定格 、
令人同也

”

，

？ 永徽至垂拱 之间并未修纂

颁布过
“

式
”

，
且 《 旧唐书 》 卷四六 《经籍志上 》 、 《 新唐书 》 卷五八 《 艺

文志二 》 亦未见其式存 目 。 然而 ， 在此期 间修纂完成的 《 永徽 留本司 行格

中 本》 《永徽散行天下格 中 本 》 《永徽 留 本 司行格后本 》 之名 既见 诸旧 、

新二志
， 其立法活动等亦载诸 《唐六典 》 ，

可见当 时可能并未修
“

式
”

。 第

二
， 《唐六典 》 卷六 《 尚 书刑部》

“

刑部郎 中员外郎
”

条注文叙述 了麟德 、

仪凤 年 间 源 直 心 、 刘 仁轨 等先 后 刊 定
“

令
”

、 删定
“

格
”

，

？ 但有 关 修
“

令
”

之举却未见于前引 《唐会要 》 的记载
，
更鉴于唐代史 籍 中

“

格令
”

“

格式
”

等记载往往泛指为
“

法
”

，
并 非指 向 特定 的法源

，
故而笔者怀疑

《唐会要 》 中所载两次修法活动 ， 可能限 于
“

令
”

与
“

格
”

。 第三 ， 近来 ，

许多研究者皆已指 出 ， 不能依据 《
唐六典 》 对于式篇的描述去理解唐中前

期 的
“

式
”

，

？ 当时的式未必具有 与律 、
令

、 格并驾 齐驱 的地位 ， 因 此编

修时也未必完全保持 同步 。 综 上所述 ， 笔 者认 为 龙朔二年 以 后 、 光宅元

年以前可能并无修
“

式
”

之举 ， 故而本残片 的时 间 断限暂不考虑这种可

能性 。
？

又
， 《唐会要 》 卷三九 《定格令 》 载

“

神 龙二年正 月 二十五 日 已前制

敕
，
为

《散颁格 》 七卷 。 又删补 旧式 ， 为二十卷 ， 表上之 ， 制 ： 令颁于天

下
”

，

？ 由 此可确认 《神龙式 》 的存在 ；

至于
“

开元式
”

所指 为何 ， 由 于

《 旧唐书 》 卷 四六 《经籍志上 》 载
“

《开元前格 》 十卷 （姚崇等撰 ）

…
…

《式 》 二十卷 （姚崇等撰 ）

”

，

？ 根据前引 《唐六典》 所述式的
“

删定与 格
、

令同人
”

， 可知这二十卷 《式 》 的修撰与 《 开元前格 》 同时 ， 即为 《开元

三年式 》
；

又据 《新唐书 》 卷五八 《艺文志二 》 载
“

《 开元后格 》 十 卷
；

①如刘俊 文 《 唐代法制研究 》 ， 第 ３２
￣

３ ４ 页 ； 霍存福 《 唐式辑佚 》 ， 第 １ ９
－

２３ 页 。

② 《唐六典 》 卷六 《 尚 书刑部 》 ， 第 １ ８ ５ 页 。

③ 《 唐六 典 》 卷六 《 尚 书刑部 》 ， 第 １ ８ ５ 页 。

④ 相关讨论 ， 可 参见拙稿 《 唐令复原所据 史料检证——以 令式 分辨为 线索 》 ， 《 中 研 院历 史

语言研究所集刊 》 第 ８６ 本第 ２ 分 ，

２０ １ ５
， 第 ３ ３ ６

￣

３３ ７ 页 。

⑤ 针对部分论者所论证 的 《 太极式 》 ， 笔者亦持类似的怀疑态度 ， 故不再赘言 。

⑥ 《 唐会要 》 卷 三 九 《 定格令 》 ， 第 ８ ２ １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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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
， 《令 》 三 十卷 、 《式 》 二十卷 。 （ 吏部侍 郎兼侍 中宋璟 、 中 书侍 郎苏

颞 、 尚 书左丞卢从愿 、 吏部侍郎裴漼 、 慕容珣 、 户 部侍郎杨滔 、 中 书 舍人

刘令植 、 大理司直高智 静 、 幽州 司功参军侯郢琎等删定
，
开元七年上 。 ）

” ？

可知存在 《开元七年式 》
；
而 《唐会要 》 卷三九 《 定格 令》 载

“

（ 开元 ）

二十五年九月 一 日 ， 复删辑旧 格式律令 … … 总成律十 二卷
，
律疏三 十卷

，

令三十卷 ， 式二十卷 ， 开元新格十卷
”

，

？ 可 知还有 《开元二十五年式 》 。

综上所述 ， 神龙元年 以后 ， 唐廷颁布过 《神龙式 》 、
《
开元 三年式 》 、 《 开

元七年式 》 与 《开元二十五年式 》 四部式典
，
此残片应属其一 。

总之 ， 笔者推测 ，

ＢＤ １ ５４０３ 号残 片 所载可能是 唐代 《 宿卫式 》 的 条

文
，
且属于神龙元年 以 后 的唐式 。 唐代令

、
格

、
式 皆 已散佚 ，

尤其 是格 、

式之文 ， 见诸传世史籍与 出 土文献者依然不多 ，
此一残 片值得研究唐代法

制者重视 。

【 本文 原栽 《 隋唐辽宋金元 史论丛 》 第 ６ 辑 ，
上 海 古藉 出 版社 ，

２０ １ ６
；

后 又进行修订 ，
发表 《 中 国 国 家 图 书 馆藏 ＢＤ １ ６３００ 号 〈 职制 律 〉 残 片 缀合

与 录 文勘 正 》
，
栽 《 隋 唐 辽 宋 金元 史论 丛 》 第 ７ 辑

，
上海 古 藉 出 版 社

，

２０ １ ７ 。 现将二文合并 ， 并再行修订 】

① 《新唐书 》 卷五八 《艺 文志二 ＞ ， 第 １ ４９３ 页 。

？＜唐会要 ＞卷三九 ｛定格令 ＞ ， 第 ８ ２２ 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