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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星空］

罚严令行，则百吏皆恐；罚不严，令不行，则百吏皆喜。故明君察于治民之本，本莫要于令。
——（战国）管 子

昙花一现的“太康之治”对后世法制的影响
□ 刘建新 王韶卿

晋武帝像。 资料图片《晋律》。 资料图片

主责主业更需要精研善用法律方法
□ 刘树德

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张军在 2024
年 8 月 30 日 最 高 人 民 法 院 党 组 理
论 学 习 中 心 组 （扩 大） 围 绕 “ 融
会 贯 通 做 实 党 的 二 十 届 三 中 全 会
精 神 ， 深 入 践 行 习 近 平 法 治 思
想 ， 更 好 把 进 一 步 全 面 深 化 改 革
的 决 策 部 署 落 到 实 处 ” 集 体 学 习
研 讨 时 的 讲 话 中 强 调 ，“ 严 格 公 正
司 法 是 人 民 法 院 的 主 责 主 业 ”。 此
处 结 合 近 期 拜 读 雷 磊 教 授 《时 代
棱 镜 中 的 法 学 方 法 论》（北 京 大 学
出 版 社 2024 年 版 ， 以 下 援 引 此 著
标 明 “ 雷 磊 著 及 页 码 ”） 一 书 时
的 所 思 所 感 ， 就 如 何 精 研 善 用 法
律 方 法 做 深 做 实 主 责 主 业 “ 严 格
公正司法”谈些浅见。

当下立足“努力让人民群众在
每 一 个 司 法 案 件 中 感 受 到 公 平 正

义 ” 的 司 法 目 标 和 人 民 法 院 “ 严
格 公 正 司 法 ” 的 主 责 主 业 ， 具 体
个 案 法 官 精 研 善 用 法 律 方 法 就 更
为 必 要 。 正 如 雷 磊 教 授 所 言 ，“ 方
法 论 是 一 套 正 当 化 司 法 裁 判 的 学
说 ， 它 最 主 要 的 工 作 就 是 使 我 们
的 价 值 判 断 尽 可 能 地 可 视 化 、 客
观 化 、 可 操 作 ”“ 方 法 论 是 一 种 达
致 ‘ 善 良 和 衡 平 ’ 的 技 艺 ”“ 方 法
论 研 究 对 于 司 法 实 务 而 言 能 够 提
升 其 理 性 说 理 与 论 证 能 力 ”（雷 磊
著 ，第 312、313、314 页）。 为 此 ，办
案法官应在以下几个方面下功夫：

精 研 善 用 狭 义 的 法 律 解 释 方
法 。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在 《充 分 认 识
颁 布 实 施 民 法 典 重 大 意 义 ， 依 法
更 好 保 障 人 民 合 法 权 益 》 中 指
出 ： 要 发 挥 法 律 解 释 的 作 用 ， 及
时 明 确 法 律 规 定 含 义 和 适 用 法 律
依 据 ， 保 持 民 法 典 稳 定 性 和 适 应
性 相 统 一 。 法 律 解 释 是 指 为 保 证
法 律 的 正 确 适 用 而 对 法 律 规 范 含
义 的 阐 明 。 法 律 解 释 根 据 不 同 的
标 准 可 以 作 不 同 的 分 类 ， 例 如 ，
以 解 释 效 力 为 标 准 分 为 立 法 解
释 、 司 法 解 释 和 学 理 解 释 ； 以 解
释 目 标 为 标 准 分 为 主 观 解 释 和 客
观 解 释 ； 以 解 释 立 场 为 标 准 分 为
形 式 解 释 论 和 实 质 解 释 论 ； 以 解
释 方 法 为 标 准 分 为 文 理 解 释 和 论
理 解 释 ， 其 中 文 理 解 释 又 可 细 分
为 字 面 解 释 、 扩 张 解 释 和 限 缩 解
释 ， 论 理 解 释 又 可 细 分 为 历 史 解
释 、 体 系 解 释 、 目 的 解 释 。 法 官
具 体 办 理 个 案 ， 从 司 法 三 段 论 逻
辑 而 言 ， 确 立 大 前 提 包 括 “ 找
法 ”“ 释 法 ”“ 适 法 ”， 均 离 不 开

狭 义 的 法 律 解 释 方 法 的 充 分 合 理
运用。

精 研 善 用 指 导 案 例 适 用 方 法 。
无 论 是 成 文 法 系 国 家 法 官 还 是 判
例 法 系 国 家 法 官 办 理 具 体 个 案 的
裁 判 思 维 与 推 理 模 式 存 在 系 列 相
同 点 ， 但 亦 呈 现 出 诸 多 差 异 处

（刘 树 德 、 孙 海 波 主 编 ：《类 案 检
索 适 用 指 南 （第 二 版） 》， 北 京 大
学 出 版 社 2024 年 版 ， 第 22—27
页）。 我 国 适 应 成 文 法 与 判 例 法 相
互 融 合 的 法 治 发 展 趋 势 ， 正 式 建
立 了 具 有 中 国 特 色 的 案 例 指 导 制
度 。 为 此 ， 最 高 人 民 法 院 通 过 制
定 若 干 司 法 规 范 性 文 件 对 包 括 指
导 性 案 例 在 内 入 库 案 例 的 参 照 适
用 作 了 明 确 规 定 ， 包 括 ：《关 于 案
例 指 导 工 作 的 规 定 》 第 七 条 规
定 ，“ 最 高 人 民 法 院 发 布 的 指 导 性
案 例 ， 各 级 人 民 法 院 审 判 类 似 案
例 时 应 当 参 照 ”；《人 民 法 院 案 例
库 建 设 运 行 工 作 规 程 》 （ 法

〔2024〕 92 号） 在 《关 于 统 一 法 律
适 用 加 强 类 案 检 索 的 指 导 意 见

（试 行） 》 基 础 上 ， 作 出 了 如 下 的
进 一 步 规 定 ， 即 第 十 九 条 规 定 ：

“ 各 级 人 民 法 院 审 理 案 件 时 ， 应 当
检 索 人 民 法 院 案 例 库 ， 严 格 依 照
法 律 和 司 法 解 释 、 规 范 性 文 件 ，
并 参 考 入 库 类 似 案 例 作 出 裁 判 。”
我 们 要 高 度 重 视 成 文 法 体 系 下 法
官 判 例 法 思 维 的 培 养 与 训 练 ， 提
高运用指导性案例的方法和能力。

精 研 善 用 裁 判 释 法 说 理 方 法 。
《关 于 加 强 和 规 范 裁 判 文 书 释 法 说
理 的 指 导 意 见》（以 下 简 称 《指 导
意 见》） 规 定 ，“ 裁 判 文 书 释 法 说

理 的 目 的 是 通 过 阐 明 裁 判 结 论 的
形 成 过 程 和 正 当 性 理 由 ， 提 高 裁
判 的 可 接 受 性 ， 实 现 法 律 效 果 和
社 会 效 果 的 有 机 统 一 ”， 同 时 要 求

“ 阐 明 事 理 、 释 明 法 理 、 讲 明 情
理 、 讲 究 文 理 ”。 尤 其 是 ， 该 《指
导 意 见》 规 定 ：“ 民 事 案 件 没 有 明
确 的 法 律 规 定 作 为 裁 判 直 接 依 据
的 ， 法 官 应 当 首 先 寻 找 最 相 类 似
的 法 律 规 定 作 出 裁 判 ； 如 果 没 有
最 相 类 似 的 法 律 规 定 ， 法 官 可 以
依 据 习 惯 、 法 律 原 则 、 立 法 目 的
等 作 出 裁 判 ， 并 合 理 运 用 法 律 方
法 对 裁 判 依 据 进 行 充 分 论 证 和 说
理 。” 正 如 弗 朗 茨 · 比 德 林 斯 基 所
言 ，“ 方 法 论 的 功 能 在 于 弥 合 事 实
与 规 范 之 间 的 隔 阂 ， 从 而 尽 可 能
限 制 法 官 在 弥 合 隔 阂 过 程 中 的 恣
意 活 动 ， 保 证 法 律 适 用 的 有 序 与
合 理 ”（ ［奥］ 弗 朗 茨 · 比 德 林 斯
基 、 彼 得 · 比 德 林 斯 基 ：《法 学 方
法 论 入 门》（原 书 第 三 版）， 吕 思
远 译 ， 中 国 政 法 大 学 出 版 社 2024
年 版 ， 第 7 页）。 显 然 ， 从 司 法 实
践 来 看 ， 那 些 没 有 明 确 法 律 依 据
可 适 用 的 个 案 往 往 属 于 “ 疑 难 案
件 ” 或 “ 难 办 案 件 ”（孙 海 波 ：

《裁 判 对 法 律 的 背 离 与 回 归 ： 疑 难
案 件 的 裁 判 方 法 新 论》， 中 国 法 治
出 版 社 2019 年 版 ， 前 言 第 2 页 以
下）， 更 需 要 法 官 精 研 善 用 包 括 漏
洞 填 补 、 利 益 衡 量 等 在 内 的 各 种
法律方法来进行释法说理论证。

精研善用社科法学方法。学者
季 卫 东 教 授 认 为 ：“ 以 庭 审 为 中 心
的 中 国 司 法 改 革 的 成 功 关 键 在 于
公 正 的 程 序 和 以 理 由 论 证 为 特 征

的 法 律 议 论 ”， 但 是 ，“ 由 于 情 理 法
的 文 化 传 统 和 具 体 情 况 具 体 分 析 的
思 维 方 式 ， 中 国 特 色 的 法 律 议 论 始
终 没 有 预 设 普 遍 主 义 立 场 ， 也 在 相
当 程 度 上 放 弃 了 确 定 性 的 诉 求 ”（刘
树 德 ：《无 理 不 成 “ 书 ”： 裁 判 文 书
说理 23 讲》，中国检察出版社 2020 年
版 ， 序 言Ⅱ、Ⅳ页）。 立 足 于 此 ， 我
国 “ 疑 难 案 件 ” 或 “ 难 办 案 件 ” 的
办 理 更 需 要 引 入 和 运 用 社 科 法 学 知
识 作 为 论 据 来 论 证 裁 判 理 由 （ 《指
导 意 见》 第 十 三 条 规 定 ：“ 除 依 据 法
律 法 规 、 司 法 解 释 的 规 定 外 ， 法 官
可 以 运 用 下 列 论 据 论 证 裁 判 理 由 ，
以 提 高 裁 判 结 论 的 正 当 性 和 可 接 受
性 ： …… 采 取 历 史 、 体 系 、 比 较 等
法 律 解 释 方 法 时 使 用 的 材 料 ； 法 理
及 通 行 学 术 观 点 ； 与 法 律 、 司 法 解
释 等 规 范 性 法 律 文 件 不 相 冲 突 的 其
他 论 据 ”）。 针 对 社 科 法 学 能 否 在 司
法 个 案 以 及 在 哪 些 个 案 中 运 用 ， 法
学 界 大 致 存 在 三 种 观 点 ： 其 一 认
为 ， 社 会 科 学 只 是 法 教 义 学 的 补 充
和 考 虑 因 素 ， 不 是 独 立 的 思 考 方
式 ； 其 二 认 为 ， 法 教 义 学 主 要 用 来
处 理 常 规 案 件 ， 社 科 法 学 主 要 是 法
律 经 济 学 ， 在 疑 难 案 件 中 更 具 指 导
优 势 ； 其 三 认 为 ， 社 会 科 学 不 只 用
来 处 理 疑 难 案 件 ， 而 且 可 以 贯 穿 整
个 司 法 裁 判 过 程 （侯 猛 ：《法 社 会 科
学 ： 研 究 传 统 与 知 识 体 系》， 北 京 大
学 出 版 社 2024 年 版 ， 第 174 页）。 若
立 足 《指 导 意 见》“ 要 根 据 案 件 社 会
影 响 、 审 判 程 序 、 诉 讼 阶 段 等 不 同
情 况 进 行 繁 简 适 度 的 说 理 ， 简 案 略
说 ， 繁 案 精 说 ， 力 求 恰 到 好 处 ”， 社
科 法 学 显 然 在 疑 难 案 件 裁 判 中 更 有

用 武 之 地 。 相 比 于 教 义 法 学 而 言 ，
我 们 当 下 法 官 所 掌 握 的 社 科 法 学 知
识 及 其 在 裁 判 释 法 说 理 中 的 运 用 无
疑 更 显 不 足 ， 因 而 更 需 要 通 过 “ 终
身学习”来加以弥补。

正 如 实 务 界 的 观 点 ：“ 在 目 前 的
法 学 教 育 和 司 法 实 践 中 ， 法 官 大 多
缺 少 对 法 律 方 法 、 法 律 解 释 和 法 律
推 理 等 的 深 入 认 知 和 系 统 培 训 ， 他
们 的 理 解 仍 停 留 在 ‘ 法 学 教 科 书 ’
的 阶 段 ， 而 并 未 内 化 为 自 身 的 知 识
体 系 和 话 语 体 系 ”（刘 峥 ：《论 社 会
主 义 核 心 价 值 观 融 入 裁 判 文 书 释 法
说 理 的 理 论 基 础 和 完 善 路 径》， 载

《中 国 应 用 法 学》 2022 年 第 2 期）。
显 然 ， 要 改 变 这 种 状 况 ， 无 疑 需 要
学 术 界 和 实 务 界 双 向 奔 赴 、 共 同 发
力 ， 在 既 有 法 学 方 法 论 研 究 成 绩 的
基 础 上 ， 总 结 分 析 和 把 脉 其 尚 存 在
的 不 足 （具 体 包 括 ： 1. 方 法 论 研 究
的 精 致 化 和 深 耕 化 程 度 仍 有 不 足 ；
2. 方 法 论 研 究 的 整 体 发 展 脉 络 有 待
澄 清 ； 3. 对 方 法 论 研 究 中 的 “ 道 ”
与 “ 术 ” 的 关 系 正 视 不 够 ； 4. 方 法
论 研 究 成 果 对 司 法 实 务 部 门 的 影 响
有 待 提 高 。 雷 磊 著 ， 第 310—314
页）， 从 而 促 推 法 学 方 法 论 研 究 迈 向
新 台 阶 、 提 升 法 学 方 法 论 指 导 司 法
实 践 的 影 响 力 、 提 高 法 官 运 用 法 律
方法办理疑难复杂案件的司法能力。

（作 者 单 位 ： 中 国 应 用 法 学 研
究所）

晋武帝司马炎（236 年—290 年），
字安世，河内郡温县（今河南省温县
招 贤 乡 安 乐 寨 村）人 。 西 晋 开 国 皇
帝，晋宣帝司马懿之孙，晋文帝司马
昭嫡长子。说起司马炎，他的功过历
来饱受争议，主要原因就是在其打下
孙吴后怠惰政事，荒淫无度，分封诸
王，埋下了“八王之乱”“五胡乱华”的
隐患，导致晋王朝在短暂的时期内分
崩离析，轰然倒塌。

然 而 ，在 他 的 统 治 前 期 还 是 非
常 有 作 为 的 。 这 期 间 ，他 重 构 政 治
制度，通过制度创新与政策调整，推
行 占 田 制 振 兴 农 业 ，修 订 晋 律 废 除
连坐，兼容百家复兴文化，刚柔并济
稳定边疆，在集权与分权、传统与革
新 间 找 到 精 妙 平 衡 ，将 战 乱 频 仍 的
三 国 时 代 引 向 安 定 繁 荣 ，开 创 了 民
生 为 本 的 太 康 盛 世 ，也 独 创 了 一 套
较 为 完 善 的 法 律 制 度 体 系 ，成 功 化
解 了 许 多 历 史 遗 留 矛 盾 ，为 社 会 秩
序的重塑与民生福祉的提升奠定了
坚实根基。

在立法方面，晋武帝命贾充等
人 编 撰 了 《晋 律》， 也 叫 《泰 始
律》， 这 是 中 国 法 制 史 上 第 一 部 以

“律”命名的法典，是中国历史上第
一部系统化、儒家化的法典。陈寅
恪先生指出，中国法律儒家化的起点
可以追溯至 《晋律》：“古代礼律关系
密切，而司马氏以东汉末年之儒学大
族创建晋室，统制中国，其所制定之
刑律尤为儒家化，既为南朝历代所
因袭，北魏改律，复采用之，辗转
嬗 蜕 ， 经 由 （北） 齐 隋 ， 以 至 于
唐，实为华夏刑律不祧之正统。”

《晋律》共 20 篇、620 条，在继承汉
魏旧律的基础上有所创新，这部法典
体现了“宽简”的立法思想，删减了前
代律令中繁杂苛刻的条文。

据史料记载，汉朝开国以后，因
为承袭秦制的原因，法律条文总数
迅速扩张，以至于出现了“文书盈
于几阁，典者不能遍睹”（《汉书·
刑 法 志》） 的 情 况 ， 到 汉 武 帝 时 ，

“律令凡三百五十九章，死罪就有一

万多”。可以说，《晋律》 是中国历
史 上 法 律 条 文 删 繁 就 简 的 分 水 岭 ，
它在汉代律文基础上，将法律条文
删除十分之九，实现了传统儒家法
律简约化的理想，使中国法律走上
了一条简约化的道路。虽然律文的
篇目比旧律大为增加，但其条目却
比旧律减少了 2000 多条，克服了旧
律错杂重出的弊病。

在其影响下，历朝律例皆有简
化，南北朝时期的重要法典 《北齐
律》 律文为 949 条；唐代永徽年间制
定的 《永徽律》 律文为 502 条；定本
于明洪武三十年的 《大明律》，律文
仅 460 条；定本于乾隆五年的 《大清
律例》 律文总计 436 条。至此，中国
法律的简约化任务完成。

对 比 前 代 律 令 ，《晋 律》取 消 了
“减枭、斩、族诛、从坐之条”等严刑峻
法 ，对 女 子 的 刑 罚 也 有 从 轻 从 宽 之
意，这在封建时期是非常具有人性化
的改革，彰显出宽厚治国的精神，对
缓和阶级矛盾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
起到了积极作用。

此外，《晋律》颁布后，律令界限
清晰化，令不能再转化为律，其主要
特 点 是“ 峻 礼 教 之 防 ，准 五 服 以 制
罪”，实行“纳礼入律”，将儒家的“服
制”礼入律典。“准五服以制罪”，确定

了亲属间相互侵犯、伤害的情形，以
及赡养、继承等民事权利义务关系，
是自汉代开“礼律融合”之先河以来
封建法律儒家化的又一次重大发展，
它不仅体现了“礼律并重”的特点，也
是中国封建法律伦理法特征的集中
表现。

《晋律》 比汉魏旧律更为完善准
确 。 它 首 次 把 作 为 规 章 制 度 的

“令”与刑法典的“律”正式区分开
来，并注意到犯罪与违法行为的界
限，强调加减刑、累犯加重和数罪
并罚等制度。

《晋律》还开创性地运用了“提取
公因式”的立法技术，集中体现就是

《法例律》。比如，以前在每项具体犯
罪规定中，都要写上“八十岁以上老
人免罪”，现在把这一条提取出来，在

《法例律》里面设一个“免例”：“若八
十，非杀伤人，他皆勿论，即诬告谋反
者反坐”。类似的法例在《泰始律》中
有很多，使得晋律在篇幅大为减少的
同时仍能保持细致周密。

从整体上看，《晋律》比以往的法
典显得更加规范和科学。特别是对
于刑法理论中一些概念的论述，罪与
非罪，此罪和彼罪的区别界线都作了
比较科学的划分，是三国两晋南北朝
时期唯一通行于全国的法律，对后世

影响很大。其“礼”“法”思想，体现了
中国法律文化的特色，彰显出传统社
会治理的独特智慧。

晋武帝时期还制定了《晋令》40
卷，与《泰始律》并行。《晋令》主要规
定行政管理制度，它首次以法典形
式系统化整合行政管理制度，将分
散的诏令整合为逻辑严密、层次分
明的法律规范，详细规定了官员职
责、赋税征收流程等，形成了中国
古代最早的独立行政法典框架。这
种体例创新为后世行政法典 （如唐
令） 奠定基础，推动了律令法体系
从粗疏走向精密。

《晋令》 中明确规定了官吏的休
假 制 度 ， 包 括 五 日 一 休 的 休 沐 制
度、夏至和冬至的假期，以及新增
的 田 假 和 授 衣 假 。 田 假
可 以 使 家 中 有 田 的 官 员
在 农 忙 时 节 回 家 务 农 ，
而 授 衣 假 则 是 为 了 方 便
官 员 在 冬 季 准 备 衣 物 。
田 假 和 授 衣 假
的 设 定 体 现 了
对 官 员 实 际 生
活的关怀，使得
官员能够在农
忙和冬季有
更多时间处

理家务和个人事务，增强了官员的归
属感和工作积极性。《晋令》 中还首
次提出了轮休制度，即“番休”，这
种制度允许官员轮流休假，能够有效
平衡官员的工作与休息，以提高工作
效率。这些措施不仅在当时具有创新
性，也为后世的休假制度提供了重要
的参考和借鉴。

晋令的体系化构建标志着律令法
制的成熟，其“律主刑杀、令存事
制”的分工模式被南北朝至隋唐继
承，成为中华法系行政立法的典范。

在司法制度方面，晋武帝建立
了相对完善的司法体系，完善了审
判 程 序 ， 规 定 重 大 案 件 需 经 三 审 。
同 时 设 立 廷 尉 、 御 史 台 等 司 法 机
构，加强对地方司法的监督，地方
则 由 刺 史 、 太 守 等 官 员 负 责 审 判 ；
并 规 定 重 大 案 件 必 须 上 报 中 央 复
核 ， 体 现 了 对 司 法 权 的 集 中 控 制 。
他 还 强 调 “ 明 刑 慎 罚 ” 的 司 法 理
念，要求官员审案必须详查案情。

还有就是直诉制度。登闻鼓制
度是始于西晋时期的法定化直诉机
制，是老百姓向最高统治者申诉冤
情的重要途径，我们在影视片中看
到冤屈百姓在衙门口击鼓鸣冤时所
击的大鼓就是登闻鼓。司马炎要求
将 鼓 悬 挂 于 朝 堂 外 或 重 要 官 署 前 ，

命名为登闻鼓，百姓若有冤屈，可
直接击鼓鸣冤，由皇帝或高级官员
受理，司马炎还曾多次亲自审理击
鼓鸣冤的案件。所以，登闻鼓制度
打 破 了 常 规 司 法 程 序 的 层 级 限 制 ，
为底层民众提供了直接申诉的机会。

晋武帝还重视法律的普及教育，
在太学设立律博士，专门讲授法律知
识，培养法律人才。特别是在《晋律》
颁行之时，他命令尚书郎裴楷诵读，并
亲临殿堂为大臣宣讲，他还接受侍中
卢珽、中书侍郎张华等人的建议，将法
律条文中有关死罪的条目誊抄出来张
贴在各地的亭传驿站里，让百姓前去
观看了解，扩大在民间的影响，体现了
他尊重法律、带头实施法律、宣传法律
的统治思维，这在整个封建时期都难
能可贵。因此，可以说晋武帝时期开
创了中国古代法律教育的先河。

总体而言，晋武帝时期的法制建
设承前启后，既总结了前代经验，又
有所创新，为后世法制发展奠定了基
础。其“宽简”的立法思想和律令并
行的法律体系对南北朝乃至隋唐法
制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其礼法并重的
治国思路和基本精神在当今仍具有
一定的启示意义。

（作者单位：河南理工大学文法
学院；河南省温县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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