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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9B_BD_E6_B3_95_E5_c36_50612.htm 基本内容 一、宋元法

律的主要内容 (一)《宋刑统》与编敕 1.《宋刑统》 (1)制定：

宋太祖建隆四年(公元963年)，在工部尚书判大理寺卿窦仪等

人的奏请下，开始修订宋朝新的法典。同年7月完成，由太祖

诏“付大理寺刻板摹印，颁行天下”，成为历史上第一部刊

印颁行的法典。全称《宋建隆详定刑统》，简称《宋刑统》

。 (2)编纂体例：《刑统》的编纂体例可追溯至唐宣宗时颁行

的《大中刑律统类》。北宋初一度沿用的《大周刑统》，便

是《刑统》体例在五代时发展的结果。《刑统》在具体编纂

上，仍以传统的刑律为主，同时将有关敕、令、格、式和朝

廷禁令、州县常科等条文，都分类编附于后，使其成为一部

具有统括性和综合性的法典。 (3)特点：《宋刑统》和《唐律

疏议》相比有这样一些特点： 一是两者的篇目、内容大体相

同。《宋刑统》也是30卷，12篇502条。 二是《宋刑统》在12

篇的502条中又分为213门，将性质相同或相近的律条及有关

的敕、令、格、式、起请等条文作为一门。 三是《宋刑统》

收录了五代时通行的部分救、令、格、式，形成一种律令合

编的法典结构。 四是《宋刑统》删去《唐律疏议》每篇前的

历史渊源部分，因避讳对个别字也有改动，如将“大不敬”

的“敬”字改为“恭”等。 2.编敕 (1)敕：敕的本意是尊长对

卑幼的一种训诫。南北朝以后成为皇帝诏令的一种。宋代的

敕是指皇帝对特定的人或事所作的命令。敕的效力往往高于

律，成为断案的依据。依宋代成法，皇帝的这种临时命令须



经过中书省“制论”和门下省“封驳”，才被赋予通行全国

的“敕”的法律效力。 (2)编敕：编敕是将一个个单行的敕令

整理成册，上升为一般法律形式的一种立法过程。编敕是宋

代一项重要和频繁的立法活动，神宗时还设有专门编敕的机

构“编敕所”。从太祖时的《建隆编敕》开始，大凡新皇帝

登极或改元，均要进行编敕。编敕的特点是： 第一，仁宗前

基本是“敕律并行”，编敕一般依律的体例分类，但独立于

《宋刑统》之外。 第二，神宗朝敕地位提高，“凡律所不载

者，一断于敕”，敕已到足以破律、代律的地步。 第三，敕

主要是关于犯罪与刑罚方面的规定，所谓“丽刑名轻重者，

皆为敕”。 (二)刑罚的变化 1.折杖法 《宋史刑法志》说：“

太祖受禅，始定折杖之制。”建隆四年颁行“折杖法”，意

在笼络人心，改变五代以来刑罚严苛的弊端。新的折杖法，

规定：除死刑外，其他笞、杖、徒、流四刑均折换成臀杖和

脊杖。 具体的折换办法是：笞杖刑一律折换成臀杖，杖后释

放。徒刑折换成脊杖，杖后释放。流刑折换成脊杖，杖后就

地配役一年。其中加役流以脊杖二十，就地配役三年。 评价

：折杖法使“流罪得免远徙，徒罪得免役年，笞杖得减决数

”。折杖法对缓和社会矛盾曾有一定作用。但对反逆、强盗

等重罪不予适用。具体执行当中也存在流弊，《宋史刑法志

》就曾说：“良民偶有过犯，致伤肢体，为终身之辱，而愚

顽之徒，虽一时创痛，而终无愧耻。” 2.配役 配役刑渊源于

隋唐的流配刑。推行折杖法之后，原有的流刑实际上便称为

配役。为补死刑和折杖后的诸刑刑差太大，有轻重失平之弊

，朝廷遂增加配役刑的种类和一些附加刑，使配投刑成为一

种非常复杂的刑名。 配役刑在两宋多为刺配，刺是刺字，即



古代黥刑的复活；配指流刑的配役。刺配是对罪行严重的流

刑罪犯的处罚。刺配缘于后晋天福年间的刺面之法。宋初刺

配并非常行之法，《宋刑统》也无此规定。太祖时偶一用之

，意在补推行折杖法后，死刑与配役刑之间刑差太大的弊病

。但仁宗以后，刺配的诏敕日多，刺配之刑滥用，渐成常制

。刺配对后世刑罚制度影响极坏，是刑罚制度上的一种倒退

，在宋代和后世都曾颇遭非议。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

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