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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家类著作在古典目录分类中的发展演变

侯星星

"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陕西西安
!

$#"##G

#

摘
!

要!法家类著作在古典目录分类中的发展演变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汉书2艺文志0中法家类著作被归入到诸子略

中的法家&从/隋书2经籍志0开始逐渐稳定下来$除在明代法家类著作被附录于杂家中外$从/隋书2经籍志0一直到/四库

全书总目提要0都被归入到子部的法家或法家类&伴随着这一过程$法家类著作种类不断得到丰富和发展&从以法治为核心

的法家类著作$到后来逐渐增加的宏观法制理论著作)治狱类著作)对法家经典进行考订的法家类著作)微观法制理论著作及

辑本&

关键词!法家类著作!古典目录!发展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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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古代图书分类法经历了西汉/七略0/汉书

2艺文志0的六分法)西晋/中经新薄0)隋唐/隋书2

经籍志0一直延续到清代/四库全书0的四分法两大

阶段&

在/汉书2艺文志0中$法家类著作被列入*诸子

略+$称为法家&法家在诸子略中排名第四$其思想

地位显而易见&此类著作共有十部$如下%

李子三十二篇%名悝!相魏文侯!富国强兵%

商君二十九篇%名鞅!姬姓!卫後也!相秦孝公!

有列传%

申子六篇%名不害!京人!相韩孝公!终其身诸

侯不敢侵韩%

处子九篇%

慎子四十二篇%名到!先申韩!申韩称之%

韩子五十五篇%名非!韩诸公子!使秦!李斯害

而杀之%

游棣子一篇%

鱳错三十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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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十事十篇%不知作者%

法家言二篇%不知作者%

&

#

'

#$&%

这十部书最早成书于春秋战国时期$最晚成书

于西汉末$是这一时期我国法家思想的结晶&/商

君0)/慎子0)/韩子0在/汉书2艺文志0)/隋书2经

籍志0)/旧唐书2经籍志0)/新唐书2艺文志0)/宋

史2艺文志0中均有记载$至今还有存书&/申子0在

/汉书2艺文志0)/旧唐书2经籍志0)/新唐书2艺

文志0中均著录$在宋代所成之书/太平御览0等皆引

有/申子0之文$而在/宋史2艺文志0中无著录$则该

书或在南宋时逐渐散佚$清马国翰有/申子0一卷辑

本&/李子0早已亡佚$但在魏晋隋唐时尚存零简残

篇&/汉书2艺文志0对法家的总结为%*法家者流$

盖出于理官$信赏必罚$以补礼制&+/李子0)/商君0)

/处子0)/慎子0)/韩子0是以*法治+为核心的先秦法

家理论的著作$/游棣子0)/晁错0)/燕十事0)/法家

言0的内容虽不详$但多少也带有法家的风格&

自/隋书2经籍志0开始$经史子集四分法从此

固定$并延续后世&法家类著作不在归于*诸子略+$

而被列入子部的*法+&在/隋书2经籍志0中$法家

类著作仅著录六部$如下%

管子十九卷%齐相管夷吾撰%

韩子二十卷目一卷%韩非撰%梁有晁氏新书三

卷!汉御史大夫鱳错撰!亡%

世要论十二卷%魏大司农桓范撰%梁有二十

卷%又有陈子要言十四卷!

!

豫章太守陈融撰%蔡

司徒难论五卷!

"

三公令使
#

命撰!亡%

商君书五卷%秦相卫鞅撰%梁有申子三卷!韩

相申不害撰!亡%

正论六卷!汉大尚书崔萛撰%梁有法论十卷!刘

邵撰%政论五卷刘广撰!魏侍中刘广撰%阮子正论

五卷魏清河太守阮武撰%亡%

慎子十卷%战国时处士慎到撰%

&

!

'

$%

此时法家类著作记载于/汉书2艺文志0中的十

部书留下来的有/韩子0)/商君书0)/慎子0三部著

作&新见于/隋书2经籍志0法家类著作有/管子0)

/世要论0)/正论0&/管子0在/汉书2艺文志0中被

列入*道家+$在/隋书2经籍志0中被归入法家$至今

尚存&/世要论0)/正论0)/晁错新书0)/刘氏正论0)

/阮子正论0)/桓氏代要论0)/陈子要言0在/隋书2

经籍志0)/旧唐书2经籍志0)/新唐书2艺文志0中

均有记载$后来佚失$清马国翰著有辑本&/隋书2

经籍志0对法家的总结为%*法者$人君所以禁淫慝$

齐不轨$而补于治者也+&/韩子0)/商君书0)/慎

子0)/管子0是以*法治+为核心的先秦法家理论的著

作$而/世要论0)/正论0)/晁错新书0)/刘氏正论0)

/阮子正论0)/桓氏代要论0)/陈子要言0是关于法制

理论的著作$已经脱离了*法治+的核心$但多少保持

了在国家和社会宏观领域中讨论法律的地位和作

用&将/隋书2经籍志0中该类书籍按类划分"见表

#

#&

表
#

!

*隋书+经籍志,中法家类著作分类表

数量 书目

法治
A

/韩子0/商君书0/慎子0/管子0

宏观法制理论
$

/世要论0/正论0/晁错新书0/刘氏

正论0/阮子正论0/桓氏代要论0/陈

子要言0

!!

资料来源%/隋书2经籍志0

/旧唐书2经籍志0著录法家类著作十五部$仍

将此类著作归入子部的*法家+&这十五部著作中

/管子0)/商子0)/慎子0)/申子0)/韩子0)/崔氏正

论0)/晁错新书0)/刘氏法论0)/刘氏正论0)/阮子正

论0)/桓氏代要论0)/陈子要言0这十二部书在前代

有所记载外$新出之书有三%

(治道集)十卷!李文传撰%

(春秋
$

狱)十卷!董仲舒撰%

(五经折疑)三十卷!邯郸绰撰%

&

&

'

!"&#

/春秋决狱0是一部以/春秋0大义为审判决狱依

据的治狱类专著&两唐志中称作/春秋决狱0$/崇文

总目0中称为/春秋决事比0$大概在宋以后就佚失

了&/春秋决狱0在/汉书2艺文志0和/隋书2经籍

志0中被归入*春秋类+$而在/旧唐书2经籍志0中被

纳入法家&/春秋决狱0在两唐志治狱类著作被纳入

法家类$使得这一时期法家类著作呈现出了新的特

点$在收录理论的基础上$开始涉及到具体的办案技

术&/旧唐书2经籍志0该类书籍按类划分"见表

!

#&

/新唐书2艺文志0将此类著作归入子部的*法

家类+&除著录了旧唐书所收的这十五部著作外$又

著录%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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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知章注(管子)三十卷%

又注(韩子)卷亡%

杜佑(管氏指略)二卷%

李敬玄(正论)三卷 %

&

A

'

#@&#?#@&!

表
!

!

*旧唐书+经籍志,中法家类著作分类表

数量 书目 备注

法治
@

/管子0/商子0/慎子0/申

子0/韩子0

宏观

法制

理论

G

/世要论0/正论0/晁错新

书0/刘氏正论0/阮子正论0

/桓氏代要论0/陈子要言0

/治道集0/五经折疑0

新增两种%

/治道集0

/五经折疑0

治狱
#

/春秋决狱0

!!

资料来源%/旧唐书2经籍志0

/管氏指略0在/汉志0/隋志0/两唐志0/宋史2

艺文志0/崇文书目0中均著录$后来佚失$仅数篇见

于/通典0/太平御览0/艺文类聚0中$今人陈树德/九

朝律考0辑存其中六条&尹知章注/管子0)注/韩

子0)杜佑/管氏指略0都是对法家著作进行考订的

著作&这三部书被录入/新唐书2艺文志0$这标志

着考订法家的著作开始被归入法家&/新唐书2艺

文志0该类书籍按类划分"见表
&

#&

表
&

!

*新唐书+艺文志,中法家类著作分类表

数量 书目

法治
@

/管子0/商子0/慎子0/申子0/韩子0

宏观法

制理论
G

/世要论0/正论0/晁错新书0/刘氏正

论0/阮子正论0/桓氏代要论0/陈子要

言0/治道集0/五经折疑0

治狱
#

/春秋决狱0

考订
&

尹知章注/管子0注/韩子0)/管氏指

略0)/正论0

!!

资料来源%/新唐书2艺文志0

宋代官私所藏书典$远逾前代&官修的目录学

著作有/崇文总目0)/宋史2艺文志0$私家目录学著

作有/郡斋读书志0)/直斋书录解题0)/遂初堂书目0

等&/崇文总目0)/郡斋读书志0)/直斋书录解题0都

将法家类著作归入子部的*法家类+$只是所著录的

书目部数篇数不一$但都是前代所著录过的&/宋史

2艺文志0著录法家类著作十部$也将其归于子部法

家类&但在这十部著作中$除前代留下来的/管子0)

/商子0)/慎子0)/韩子0)尹知章注/管子0)/管氏指

略0/春秋决狱0/治道集0这八部书外$新出之书有%

丁度(管子要略)五篇卷亡%

张去华(大政要
%

)三卷%

&

@

'

@!"!

/宋史2艺文志0中将该类书籍按类划分如下%

在明代$法家类著被附录于杂家之中&官修的

/明史2艺文志0列入子部的有十二家%儒家)杂家)

农家)小说家)兵书)天文)历数)五行)艺术)类书)道

家)释家$并未设法家&在杂家类下注曰%*前代艺文

志列名法诸家$然寥寥无几$备数而已&今总附杂

家+

,

%

-

!&!A

&私人撰述的/千顷堂书目0中也写到%*前

代艺文志列名法诸家$后代沿之$然寥寥无几$备数

而已$今削之$总名之曰杂家+

,

$

-

&!&

&

表
A

!

*宋史+艺文志,中法家类著作分类表

数量 书目 备注

法治
A

/管子0/商子0/慎子0

/韩子0

宏观法

制理论
!

/治道集0/大政要录0

新增一种/大

政要录0

治狱
#

/春秋决狱0

考订
&

尹知章注/管子0)/管氏

指略0)/管子要略0

新增一种/管

子要略0

!!

资料来源%/宋史2艺文志0

/清史稿2艺文志0收录的仅是清人的书籍$/清

史稿2艺文志0

,

D

-

A&&A?A&&@将子部分为十四类$法家居

于第三位$仅次于儒家)兵家之后&/清史稿2艺文

志0所收录的法家类著作无论从数量还是种类上来

说$都远远大于前代&从数量方面来看$/清史稿2

艺文志0所收录的法家类著作达六十多部之多!从种

类上来看$所收录的法家类著作有宏观法制理论著

作$有治狱类专著$有对前代法家经典进行考订的著

作$还出现了微观法制理论著作和法家专著的辑本

等&值得注意的是这时的法制理论著作不同于前

代$更倾向于法制的微观层面$如对法律条例本身的

解释&现将/清史稿2艺文志0中的法家类著作按类

划分"见表
@

#%

由于/清史稿2艺文志0收录的著作有限$仅是

清人的书籍$/四库全书总目提要0可对其作一定的

补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0

,

G

-

%A?$@将法家类著作归

入子部的*法家类+&收录的法家类著作有八部九十

四卷$法家类一十九部一百五卷皆附存目&可将/四

库全书总目提要0中的法家类著作按类划分"见表

%

#&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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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

*清史稿+艺文志,中法家类著作分类表

数量 书目 备注

治狱
#&

/疑狱集笺0/洗冤录详义0/洗冤录摭遗0

/洗冤录集证0/洗冤录辨正0/洗冤录集

解0/洗冤录证0/提牢备考0/审看拟式0

/折狱卮言0/办案要略0/检验合参0

考订
#@

/删定管子0/管子校正0/管子义证0/弟

子职集解0/弟子职笺释0/弟子职集注0

/弟子职注0/弟子职正音0/弟子职音

谊0/弟子职正音0/管子地员篇注0/商

君书新校正0/韩非子识误0/韩非子校

正0/韩非子集解0

微观

法制

理论

&"

/钦颁州县事宜0/巡城条约0/风宪禁

约0/爽鸠要录0/牧令书辑0/筮仕金鉴0

/学治臆说0/学治续说0/学治说赘0/佐

治药言0/续佐治药言0/学治一得录0

/学治偶存0/吏治悬镜0/续刑法叙略0

/读律佩鬌0/读律朗0/读律提纲0/读

律心得0/明刑管见录0/明刑
!

教录0

/幕学举要0/未信编0/萧曹随笔0/治山

经律諸记0/守禾日记0/天台治略0/问

心一隅0/寄鋎文存0/寄鋎文存二编0

辑本
G

/折狱龟鉴0"乾隆时敕辑#)/申子0)/晁

错新书0)/崔萛政论0)刘訥/部论0)阮

武/政论0)桓范/世要论0)陈融/要言0

"马国翰辑#)李悝/法经0"黄辑#

!!

资料来源%/清史稿2艺文志0

表
%

!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法家类著作分类表

数量 书目 备注

法治
A

/管子0/邓析子0/商子0

/韩子0

治狱
##

/疑狱集0/补疑狱集0

/折狱龟鉴0/棠阴比事0

/棠阴比事附录0/洗冤

录0/无冤录0/折狱卮

言0/王恭毅驳稿0/疑狱

笺0/名公书判清明集0

其中
%

部附录存

目%/洗冤录0/无

冤录0/折狱卮言0

/王恭毅驳稿0/疑

狱笺0/名公书判

清明集0

考订
@

/管子补注0/管子榷0

/诠叙管子成书0/韩子

迂评0/法家裒集0

其中
A

部附录存

目%/管子榷0/诠叙

管子成书0/韩子迂

评0/法家裒集0

微观

法制

理论

G

/刑统赋0/刑法叙略0/政

刑类要0/唐律文明法会

要录0/巡城条约0/风宪

禁约0/读律佩鬌0/续刑

法叙略0/祥刑要览0

皆附录存目

!!

资料来源%/四库全书总目提要0

值得注意的是/邓析子0一书$在/汉书2艺文

志0)/隋书2经籍志0)/旧唐书2经籍志0)/新唐书

2艺文志0)/宋史2艺文志0中都被归入子部的名

家$而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0却被列入法家类&先

秦古书佚失者多$/邓析子0幸而仅存&

伴随着法家类著作在古典目录分类中的发展演

变$法家类著作的种类也逐渐得到丰富和发展&/汉

书2艺文志0中著录的都是以法治为核心的先秦法

家著作$它们主张*法治+$讨论法在国家治理中的作

用$与*法治+相对的是*人治+&/隋书2经籍志0中

著录的除了法治类著作外$又新增了宏观法制理论

著作&它们已经没有了在人治与法治中的取舍$探

讨的是一般法律的使用和在国家社会中所发挥的作

用&/旧唐书2经籍志0在原有的基础上又新增了治

狱类的法家著作$法家类著作不在局限于理论$开始

深入实践$讨论具体的操作与应用&/新唐书2艺文

志0在/旧唐书2经籍志0基础上又增加了考订类法

家著作$主要是对法家经典进行注解或校订$解决的

是文句)句读问题&/清史稿2艺文志0和/四库全书

总目提要0中又增加了前代法家类著作辑本和微观

法制理论著作$法家类著作不再仅限于研究一般的

法律问题$开始深入到具体的法律本身&

法家是中国历史上提倡以法治为核心的重要学

派&他们极为重视法治$提出了至今仍然影响深远

的以法治国的的思想和主张$他们还把法律视为一

种有利于社会统治的一种方式&虽然法家所提出的

思想和主张与现代社会所追求的法治有一定的差

距$但对于我国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和社会主义民主

法治建设仍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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