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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数民族法制史研究的力作 

白  华

    《中国历代民族法律典籍--"二十五史"有关少数民族法律史料辑要》历经多年的精心编著，于今年1月
出版发行。该书的编著者方慧，是云南省培养的第一位女博士，云南大学第一批女博士生导师，长期从事
民族史的教学和研究。七年来，她在工作之余，呕心沥血，投入了几乎全部的时间和精力，把这一个在她
所主持过的国家级课题和省级课题中难度最大，花费时间最长的课题整理、编著为130余万字的成果付梓
出版，从而填补了我国法制史学界的一大空白。 
    我国自古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各族人民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共同创造了中华民族的光辉历史和灿
烂文化，其中包括各具特色的法律文化。"中华法系"作为法律文化的一个重要方面，在世界法制史上有着
重要的地位并引起世界的广泛关注。中华法系的形成和发展虽然是以汉民族为主导，但离不开其他少数民
族的贡献，中华法系正是融合了各民族的法律意识和创造力而最终形成的。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一直
到现在，法制史学界在某种程度上还存在以汉族法制史代替中国法制史的现象，这种现象已引起法制史学
界和民族史学界的广泛关注。加强少数民族法制史的研究，已成为学术界的共识，这本书的出版，鲜明体
现了我国各族人民都是历史的主人这一思想。 
    进行少数民族法制史的研究，对当前加快少数民族地区的民主法制进程，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加
强民族团结和巩固国家统一，有着积极的意义。 
    这本书的价值还在于，由于历史的原因，很多民族没有本民族的文字，而汉族文献中记载少数民族法
制状况的史料甚少，这给研究工作带来很大困难。本书从浩如烟海的"二十五史"中，把有关少数民族法律
的史料逐条辑出，为少数民族法制史的研究提供了极大方便，这项少数民族法制史研究中的基础工作，必
将推动少数民族法制史的研究向纵深发展。 
    综观全书，有以下特点： 
    一、纵深拓展，史论结合，"概说"导读。该书按照中国历史上中央王朝对少数民族治理方式的重大改变
和各少数民族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不同阶段，大体把"二十五史"中的有关记载按时间顺序分为先秦-
汉、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辽金夏、元明清五个时期。每一时期在史料之前，编者都作了一个精
当、简要的概说，对这一时期编著者认为少数民族法制史的主要变化和特点，中央王朝这一时期对少数民
族地区治理的情况，作了介绍。同时，对这一时期除"二十五史"外还可参考的文献，也作了说明。这一有
着相当广阔性的"概说"，对整本书的内容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 
    二、全面、系统、科学。对少数民族法制史的研究范围，该书的编著者认为应包括历代王朝对少数民
族地区的治理，调整其国内与少数民族关系的法律规范；历史上存在过的各少数民族政权的法律制度规
范；历史上各少数民族群体调整本民族内部及其他民族关系的法律规范等内容。根据这一思想，编著者把
每一时期的内容分为历代王朝对少数民族地区的治理和少数民族法制状况两大部分，每一部分又根据当时
的具体内容细化。这样处理，使整本书内容丰富，条理清楚，逻辑性强，便于查找，并可看出各个民族、
各个朝代之间的联系。 
    三、作为鸿篇巨作，该书的另一个特点是严谨。以中华书局出版的"二十五史"为基础，每条史料都注明
出处、页数，能看出时间的，在括号内作了补充。对原文中个别明显的错别字和标点符号，编著者作了改
正，而对史料本身，未作任何改动。此外，本书收集史料内容广泛，除了各少数民族的法律制度外，也包
括其政治、经济、文化制度，同时包括历代王朝对少数民族治理的思想，为研究者提供了丰富史料。 
    该书集资料性、研究性为一体，且在宏观策划及谋篇布局上具有很强的探索性，对于丰富和拓宽我国
法制史、民族史的研究内容，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背景材料："二十五史"专指《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书》、(宋书》、(南
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周书》、《隋书》、《南史》、《北史》、
《旧唐书》、《新唐书》、《旧五代史》、《新五代史》、《宋史》、《辽史》、《金史》、《元史》、
《明史》、《清史稿》等二十五部纪传体史书，记录了我国上下几千年的历史，其中以汉族史实为主，也
包括同一时期的少数民族资料。 



    
    
    （刊于《云南日报·理论版》2004年7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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