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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治《大明会典》纂修考述
原瑞琴

【提　要】《大明会典》①是明代重要的官修典制体史书, 无论从文献学的角度, 还是从

史学史 、法制史的角度, 都是具有重要价值的著作。弘治 《大明会典》 的纂修是 《大明会

典》 纂修的最初阶段 。正德本 《大明会典》 实际上是正德皇帝对弘治 《大明会典》 的校正 、

删补和刊行, 并非重加改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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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 《大明会典》 的纂修, 近一二十年

中, 有些中国史学史著作和文献学 、 史料学等

著作, 甚至中国法制史 、 文化史等著作中, 在

谈到 《明会典》 时, 多有涉及于此者, 但都十

分简略, ②说法也不十分统一 。或说 “明修会典

前后四次” ;③或说 “明朝在其存续的近三百年

间, 一共有过三本会典, 即正德本 、 嘉靖本和

万历本” ;④或说 《大明会典》 一书 “在英宗复

辟之时即开始酝酿, 此后有三次纂修” ;⑤还有

的学者说:“ 《大明会典》 从明英宗正统年间开

始编纂, 至孝宗弘治十五年 (公元 1502 年)

成书, 共 180 卷。但未及颁行天下, 明孝宗就

去世了 。此后, 武宗 、 世宗 、 神宗三朝均重加

校订增补, 编有 《正德会典》 、 《嘉靖续纂会

典》 和 《万历会典》 。”⑥甚至有学者错误地认

为:“ 《明会典》 最初编于英宗正统年间, ”⑦或

“自明英宗时起开始编纂具有行政法规大全性

质的 《会典》, 至孝宗弘治十五年 (公元 1502

年) 《大明会典》 初步编成”⑧等。笔者认为搞清

《大明会典》, 尤其是弘治 《大明会典》 的纂修经

过, 有助于更深入地认识和运用 《大明会典》, 故

①　《大明会典》 简称 《明会典》 或 《会典》 。

②　参见瞿林东著 《中国史学史纲》 , 北京出版社 1999年版,

第 598～ 600页;向燕南 、 张越 、 罗炳良著 《中国史学史》

第 5 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 年版, 第 66 ～ 69页;谢保

成主编 《中国史学史》 , 商务印书馆 2006 年版, 第 638 ～

640页;宋衍申主编 《中国史学史纲要》 , 东北师范大学出

版社 1992年版, 第 227页;刘节著 《中国史学史稿》, 中

州书画社 1982年版, 第 286页;施丁著 《中国史学简史》 ,

中州古籍出版社 1987年版, 第 154页;尹达主编 《中国史

学发展史》 , 中州古籍出版社 1985年第 1 版, 第 197 页;

张舜徽主编 《中国史学名著题解》 , 中国青年出版社 1984

年版, 第 244～ 245 页;傅作璋 、 傅正著 《明清史学史》 ,

安徽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版, 第 33 ～ 34 页;陈梧桐主编

《中国文化通史 ·明代卷》 ,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2000 年

版, 第 369～ 370页;刘青松主编 《中国古典文献学概要》 ,

湖南大学出版社 2002年版, 第 148页;张志哲主编 《中国

史籍概论》 , 江苏古籍出版社 1988 年版, 第 461 ～ 462 页;

薛梅卿 、 叶峰著 《中国法制史稿》 , 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0

年版, 第 278～ 279页;林明主编 《中国法制史》 , 上海人

民出版社 2003版, 第 221～ 222页等。

③　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 卷 81 《明会典》 提要。

④　张晋藩 、 怀效锋:《中国法制通史》 第 7卷 《明》 , 法律出

版社 1999版, 第 43页。

⑤　瞿林东:《中国史学史纲》 , 第 598页。

⑥　林明:《中国法制史》,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年版, 第 221页。

⑦　郭成伟:《中国法制史》 , 中国法制出版社 1999年版, 第

309页。

⑧　曾宪义:《新编中国法制史》 , 山东人民出版社 1987年版,

第 30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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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诸多文献, 缀辑遗文, 较为详细的考察弘

治 《大明会典》 的纂修经过, 对其作一较细致

的缕述和考订。

一 、 酝酿阶段

《大明会典》 的修纂, 动议于英宗复辟之

时 。 《明英宗实录》 卷 288 载:“天顺二年闰

二月丁丑, 吏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李贤等言:

`洪惟祖宗创业垂统, 立经定制, 为万世法,

则久而后备 。臣等伏读 《诸司职掌》, 系洪武

年间所修, 彼时制度尚未有定, 以后渐加增

损, 与前或异, 若不重新编纂刊正 , 难于考

据遵行 。乞令各衙门查照洪武 、 永乐以来更

定在京衙门并官员职名等项, 逐一备细明白,

开报本院 。委官数员, 仍照旧式, 类编为书,

完备进呈 。官为刻印, 颁与各衙门遵守施行,

是亦皇上继志述事之一端 。' 上是其言, 即命

各衙门 查 报 。” ① 明武宗 《御制明会典序》

亦云:

我太祖高皇帝稽古创制, 分任六卿,

著为 《诸司职掌》, 提挈纲领, 布列条贯,

诚可为亿万年之大法也 。顾其为书, 作于

洪武之中岁, 晩年续定者, 虽官署名职,

间有更易, 列圣相承, 随时与事, 因革损

益, 代各不同, 而皆不失乎皇祖之意。是

以政化旁行, 重熙累洽, 有前代所不及。

然岁月既积, 簿籍愈繁, 分曹列署, 或不

能遍观尽识, 下至遐方僻壤 、 闾阎草野之

民, 盖有由之而不知者 。迨我英宗睿皇帝

复辟之时, 尝命内阁儒臣纂辑条格, 以续

《职掌》 之后, 未底于成 。②

从上述记载可以看出, 《诸司职掌》 是洪

武年间太祖高皇帝稽古创制时敕修, 成书于洪

武二十六年, ③ 供中央政府各机构使用。它的

编纂毕竟是在制度运行的初期, 相对来说内容

不十分完备, 仅有十卷。以后一段时期, 政治

制度不断有一些调整和发展 。据明人所记, 国

初事简, 有 《诸司职掌》 为典章制度之依据 。

到英宗天顺年间, 已经历了六十多年, “衙门

名目 、 制度改革 、 官员品秩 、 事体更易又多与

国初不同, 亦多该载未尽者” 。④ 正如正德皇帝

所说 “代各不同, 官署名职, 间有更易”, 鉴

于 “岁月既积, 簿籍愈繁, 分曹列署”, 亦即

经过漫长岁月, 《职掌》 的相关规定已经不起

作用, 如 “兵部之整点军士飞报声息” 旧属

“司马部”, 当时已属 “职方清吏司” 等 。还有

该载而没有完全记载的, 如 “兵部之将官将军

勇士” 的记载不完全等 。 《诸司职掌》 已不能

作为万民遵守的行政法则, 所以英宗皇帝 “命

词臣纂修条格, 以续 《职掌》 之后”, ⑤ 想要臣

下编纂出取而代之的新的条格, 即欲将 《诸

司职掌》 “删订增广成书, 使一代之制灿然明

白, 垂之万世而足可征”⑥的完典 。可是,

“未及成帙耳” , ⑦英宗就去世了, 续编 《诸司

职掌》 的工作也因此而停顿下来了 。英宗开

始构想的条格恐怕可以说是 《大明会典》 的

原型吧 。

随着时代的继续发展, 《诸司职掌》 中的

一些规定, 亦较英宗时更显得过时了, 大量的

新的典制需要增修。宪宗在位期间, 朝臣要求

续编 《诸司职掌》 的呼声更高了 。成化六年

(公元 1470年) 春正月, 翰林院署院事侍读尹

直等奏:“典章制度必大备于文明之朝, 著述

纂修当不废于承平之世 。验之今日, 实维其

时。 ……仰惟圣德神功已, 各详登于秘史, 其

它仪文法制未尝汇载以成书。虽有 《诸司职

掌》 一书, 然遗漏尚多, 更革不一, 或事同而

例异, 或名有而实无, 百年于兹未有定制 。欲

示治平之永则, 合椊典章之大成至 。 ……乞分

为两局, 一本 《诸司职掌》 而删润, 以为 《大

明通典》 一书;一遵朱熹 《凡例》 而为 《纲目

续编》 一书, 用以资益治道, 黼黻太平, 传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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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明英宗实录》 卷 288 “天顺二年闰二月丁丑” 条。

武宗:《御制明会典序》 , 载申时行等撰万历 《明会典》 , 中

华书局 1989年版, 卷首。

《明太祖实录》 卷 226 “洪武二十六年三月庚午” 条。

⑥　陆容:《菽园杂记》 卷 11, 中华书局 1985年版。

⑦　沈德符:《万历野获编》 卷 1 《重修会典》 , 中华书局 1959

年版。



永远, 事下礼部覆奏, 直等所言礼制 、 重典宜

移文内阁大臣, 详酌裁处从之。” ① 此奏文很清

楚地道出了 《诸司职掌》 “遗漏尚多, 更革不

一”, “百年于兹未有定制”, 已不能成为治国

平天下的永远法则了, 亟待在 《诸司职掌》 的

基础上制定一部汇载仪文法制于一书的著作 。

尹直甚至把书名都想好了, 经删润过的 《诸司

职掌》 称为 《大明通典》, 与后来修纂的 《大

明会典》 只一字之差 。

到成化十年六月, 兵科给事中祝澜又上疏

请求说:“祖宗酌古准今制 《大诰》 定律 、令及

《诸司职掌》 、 《洪武礼制》 等书颁布中外, 俾臣

民遵守, 然民生日繁, 庶事百出, 制书有未备

载者, 或朝廷有所施行, 臣下有所建请, 遂因

之以为条例, 故事同而授引, 或异罪一, 而议

拟各殊官司得以任情迁, 就吏胥得以高下其手。

如文武官品级同, 而其父母妻葬祭殊例, 诉冤

之人同, 而给引与递送殊科, 乞敕在京文武大

臣, 备查内外新旧条例, 务归至当, 以类相从,

编集奏闻, 取旨裁决, 定为见行条例, 刊板印

行, 则天下皆可遵守, 而无惑矣 。”② 宪宗皇帝

对这两次奏请, 均表示同意, 后来不知何故,

未能实行 。明孝宗即位时, 因 《诸司职掌》 所

载冠礼止有亲王, 而东宫者不载;婚礼只有亲

王 、 公主, 而东宫者不详。及建立东宫册封亲

王 、 幸太学 、耕耤 、 田土 、 徽号等礼又都没有。

弘治五年五月, 鸿胪寺右少卿李鐩应诏, 言十

二事一定礼制, “乞敕礼部取近年行过仪注, 并

廷试进士, 面谕大臣 。天下诸司朝觐, 诸未备

礼仪, 逐一议处得宜, 或续于 《职掌》 之后或

别为一书与 《职掌》 并行” 。③由此可知, 《大明

会典》 是在英宗复辟之时即开始酝酿, 此后有

三次纂修 。

二 、 纂修阶段

弘治 《大明会典》 是明代最初编纂的一

部会典 。弘治十年 (公元 1497 年) 三月初六

日, 孝宗敕谕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书 、 谨

身殿大学士徐溥, 太子太保礼部尚书兼武英

殿大学士刘健 , 礼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读学

士李东阳, 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侍讲学士谢

迁说:“朕嗣承丕绪, 以君万邦, 远稽古典,

近守祖宗成法 。夙夜祗惧, 罔敢违越, 惟我

太祖高皇帝创业定制, 所以为子孙计者至矣 。

御制诸书连篇累帙, 宏纲众目 , 极大而精,

随制随改, 靡有宁岁, 后所施行, 未尽更定,

迨我太宗文皇帝继正大统, 益弘远图, 列圣

相承 。至于皇考, 皆因时制宜, 或损或益,

盖有不得不然者, 期不失乎 。圣祖之意而已 。

顾其条贯散见于简册卷牍之间 。凡百有司艰

于考据, 下至闾里, 或未悉知 。皇祖英宗睿

皇帝尝有志纂述, 事弗克竟, 以遗朕躬, 是

不可缓 。兹欲仰遵圣制, 遍稽国史, 以本朝

官职制度为纲, 事物名数仪文等级为目, 一

以祖宗旧制为主, 而凡损益同异, 据事系年,

汇列于后, 萃而为书, 以成一代之典 。俾天

下臣民咸得披诵 。庶几会极归极, 底于泰和 。

尔等其各殚心力, 详录而谨书之, 务使文质

适中, 事理兼备, 行诸今而无弊, 传诸后而

可征, 以称朕法祖图治之意, 其钦承之, 故

谕” 。④ 朝廷遂任命徐溥 、 刘健 、 李东阳 、 谢迁

等为总裁, 太常寺卿兼翰林院侍讲学士程敏

政 、⑤ 翰林院侍读学士兼左春坊左谕德王鏊 、

翰林院侍讲学士杨守址充任副总裁⑥纂修 “一

代之典” 。徐溥等奉敕纂修书籍, 他认为 “必

须断自宸衷, 赐以名目, 使中外有司晓然知圣

意所在, 纂修者有所依据, 承行者易于遵奉”,

在徐溥等的请赐下, 孝宗当日就亲自为书命名

为 《大明会典》 。⑦从此拉开了修纂 《大明会典》

的序幕 。

此后, 纂修工作在不断地进行着 。孝宗皇

帝对这次修典工作十分重视, 对所修之书, 不

仅下诏敕谕内阁, 修书前为此书命名, 并对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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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明宪宗实录》 卷 75 “成化六年春正月丙午” 条。

《明宪宗实录》 卷 129 “成化十年六月壬戌” 条。

《明孝宗实录》 卷 63 “弘治五年五月乙未” 条。

弘治十年三月初六日 《皇帝敕谕内阁》 , 载万历 《明会典》

卷首。

《明孝宗实录》 卷 123 “弘治十年三月戊申” 条, 将 “程敏

政” 误写为 “程敏改” 。

⑦　 《明孝宗实录》 卷 123 “弘治十年三月戊申” 条。



纂人员加强管理, 并礼待他们, 《明孝宗实录》

中即有记载。如弘治十年五月庚戌, 大学士徐

溥引年乞致仕。孝宗说:“卿德望老成, 辅导年

久, 正宜委任, 岂可引年求退所辞, 不允。遇

风雨大寒暑免朝参。”① 为进一步加强修纂 《会

典》 的力量, 八月壬申, 孝宗又命太常寺少卿

兼翰林院侍读学士李杰 、 太常寺少卿兼翰林院

侍讲学士焦芳充任纂修 《大明会典》 副总裁。②

到弘治九年 《明宪宗实录》 编纂成后, 朝廷又

升司经局洗马杨杰充当东宫讲读官, 同修 《大

明会典》 。③ 这次修纂 《大明会典》, 除了动员在

京的翰林院 、 春坊 、国子监官员外, 还征召和

起复了外地官员及养病在外的官员入京修纂。

据 《明孝宗实录》 卷 154载:“弘治十二年九月

戊寅, 命詹事府掌府事礼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学

士傅瀚, 及南京翰林院侍讲学士张元祯充纂修

《大明会典》 副总裁官。时元祯养病家居, 命吏

部行取供职。”④ 太常寺卿兼翰林院侍讲学士程

敏政八年丁母忧, 以纂修 《大明会典》 召为副

总裁, 服阕赴京供职 。⑤征召和起复外地官员入

京修纂, 是继修 《明英宗实录》 时采取的

方法 。⑥

在修纂弘治 《大明会典》 的过程中, 还起

用了一些誊录译字的官员 。据 《明孝宗实录》

卷 155 载:“ (弘治十二年十月壬辰) , 授纂修

《会典》 誊录监生乔宗 、 李淇 、 王珙为中书舍

人, 译字官黄元等为鸿胪寺序班内阁制敕诰敕

房书办, 从大学士刘健等请也” 。⑦ 译字, 即今

天的外文翻译, 其在纂修 《大明会典》 中被任

用, 足见 《会典》 还涉及到了诸番国及四夷之

典制。180卷的 《明会典》 中有 6卷都有关于诸

番国及四夷土官人朝贡或朝廷给赐诸番四夷土

官人的内容, 安排一些译字官员入会典馆是非

常必要的 。

另外, 《明孝宗实录》 卷 197和卷 214记载

亦可以佐证参加 《大明会典》 的编纂人员。如

卷 197载:

以 《大明会典》 成, 升纂修官翰林院

学士梁储 、王华俱为詹事府少詹事仍兼学

士, 侍读学士刘机 、 江澜, 侍讲学士武

卫 、 张苪俱为学士, 左春坊左中允杨廷和

为春坊大学士兼侍读学士, 左谕德刘春 、

杨时畅, 侍读白钺俱为侍讲学士, 右中允

靳贵为左谕德兼侍讲, 修撰毛澄为右谕德

兼, 修撰朱希周 、 毛继, 编修顾清为侍

读, 编修兼校书傅圭为左中允兼, 编修陈

澜为修撰, 典籍夏赉为检讨, 潘辰为五经

博士, 催纂官 、 太仆寺少卿李通升俸一

级, 大理寺左寺正胡清为礼部郎中, 誊录

官员外郎中兼正字周文通为顺天府府丞,

郎中兼正字刘棨为尚宝司卿, 仍加从四品

俸并散官兼职如故, 郎中岑业为东布政司

参议, 陆华为右参议员, 外郎蒋恭 、 徐

鹗 、 沉冬魁俱为吏部郎中, 右评事刘安 、

刘学, 右寺副中书舍人李瑝为右评事, 左

寺副黄林, 中书舍人何泽 、 赵式 、 乔宗 、

李淇 、 王珙 、 方英 、 邓相序班, 汪麟 、 庄

临 、 陈厚供升俸一级, 通以下各供职如

故, 翰林院秀才张天保为鸿胪寺序班诰敕

房供事 。⑧

从上述记载中知 :翰林院学士梁储 、 王

华, 侍读学士刘机 、 江澜 , 侍讲学士武卫 、

张苪, 左春坊左中允杨廷和, 左谕德刘春 、

杨时畅, 侍读白钺, 右中允靳贵, 修撰毛澄 、

朱希周 、 毛继, 编修顾清 、 陈澜, 编修兼校

书傅圭, 典籍夏赉, 检讨潘辰等为纂修官;

太仆寺少卿李通, 大理寺左寺正胡清为催纂

官;员外郎中兼正字周文通, 郎中兼正字刘

棨, 郎中岑业 、 陆华, 外郎蒋恭 、 徐鹗 、 沉

冬魁, 右评事刘安 、 刘学, 右寺副中书舍人

李瑝, 左寺副黄林, 中书舍人何泽 、 赵式 、

乔宗 、 李淇 、 王珙 、 方英 、 邓相, 汪麟 、 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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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 、 陈厚, 翰林院秀才张天保等为誊录官一

同参加了编纂 。

又如 《明孝宗实录》 卷 214 记: “詹事府

事 、 礼部尚书兼翰林学士吴宽荐入典诰敕修

《大明会典》 充副总裁 。”① 从这条记载中又可

知, 翰林院学士吴宽也是纂修 《大明会典》 副

总裁官。显见 《大明会典》 的纂修班子是庞大

的, 记载也是详细的 。

到弘治十五年 (公元 1503 年) ② 十二月,

《大明会典》 才修成 。 《明孝宗实录》 卷 194

记载:“弘治十五年十二月己酉, 纂修 《大明

会典》 成 。翰林院进呈 。上御奉天殿受之 。

文武百官各朝服侍班行礼毕 。赐总裁等官少

傅兼太子太傅户部尚书谨身殿太学士刘健等

宴于礼部 。命英国公张懋及六部尚书 、 都察

院左都御史侍宴” 。③ 由 “英国公张懋及六部

尚书 、 都察院左都御史” 等作陪 。可见, 庆典

仪式是非常隆重的 。

从皇帝敕谕修纂到修成进呈, 经过了 5

年多的时间, 终于完成了 《大明会典》 。据

《明孝宗实录》 卷 194 “弘治十五年十二月己

酉” 条知, 第二天 , 弘治皇帝还亲自为此书

作序 。序文如下:“朕惟自古帝王君临天下,

必有一代之典, 以成四海之治 。虽其间损益

沿革, 未免或异, 要之不越乎一天理之所寓

也……朕祗承天序 , 即位以来, 早夜孜孜,

欲仰绍先烈, 而累朝典制 , 散见叠出, 未会

于一 。乃敕儒臣发中秘所藏 《诸司职掌》 等

诸书, 参以有司之籍册, 凡事关礼度者, 悉

分馆编辑之 。百司庶府, 以序而列 。官各领

其属, 而事皆归于职, 名曰 《大明会典》 。辑

成来进 , 总一百八十卷 。朕间阅之 , 提纲挈

领, 分条析目, 如日月之丽天, 而群星随布 。

我圣祖神宗百有余年之典制, 斟酌古今, 足

法万世者, 会萃无遗矣 。特命工锓梓, 以颁

示中外 。俾自是而世守之 , 不迁于异说, 不

急于功利 。由朝廷以及天下, 诸凡举措, 无

巨细精粗, 咸当乎理而得其宜 。积之既深,

持之既久 。则我国家博厚高明之业 , 雍熙泰

和之治, 可以并唐虞轶三代而垂之无穷, 必

将有赖于是焉 。遂书以为序 。”④ 此序道出了:

《大明会典》 共 180 卷, 弘治皇帝命令刊刻

《大明会典》 , “颁示中外” 。但是, 弘治 《大

明会典》 最终并没有刊刻 。有关这一点, 武

宗在正徳四年十二月十九日的 《御制大明会

典序》 中称:“皇考孝宗敬皇帝继志述事, 命

官开局, 纂辑成编, 厘为百八十卷 。其义一

以职掌为主, 类以颁降群书, 附以历年事例,

使官领其事, 事归于职, 以备一代之制 。仍

会府部院寺大小诸司, 面相质订, 登进于廷,

将欲布之天下, 未几而龙驭上宾矣 。” ⑤ 弘治

皇帝虽然准备刊刻 《大明会典》, 颁行天下,

但不久就因去世没能实现 。不过, 就弘治

《大明会典》 完成于弘治十五年十二月, 而弘

治皇帝却死于弘治十八年五月来看, 也不能

完全说是由于时间不足 。正德皇帝在 《御制

大明会典序》 中说:“朕嗣位之四年, 为正徳

己巳, 检阅前帙, 不能无鲁鱼亥豕之误” 。也

就是说正德皇帝看到弘治 《大明会典》 的稿

本, 发现了其中文字抄写之误 。这一点是不

是弘治 《大明会典》 刊刻推迟 、 最终未能刊

行的原因呢 ? 由于弘治 《大明会典》 的稿本

并未留存至今, 我们只能通过后来被人们习

惯称为正德 《明会典》 来推测弘治 《大明会

典》 的全貌了 。

三 、 重校刊刻阶段

我们现在看到的 、 人们通常称之为正德本

《明会典》, 并非正德时重修 。这一点在 《明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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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典》 充副总裁, 书成, 进礼部尚书兼学士仍典诰敕修

《通鉴纂要》 。

据笔者所见材料几乎都将 “弘治十五年 ( 1503)” 写作 “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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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实录》 中没有明确的记载, 但在 《明世宗实

录》 则有清楚的记载 。如:卷 100 “嘉靖八年

四月戊辰” 条记 “我皇伯考孝宗皇帝, 命儒臣

纂修 《大明会典》 一书。 ……我皇兄武宗皇帝

又命儒臣再加参校 、 重进, 然后刊印颁行” ;①

卷 81 “嘉靖六年十月己酉” 条记 “正德间, 又

尝略为校正” ;② 卷 86 “嘉靖七年三月己卯” 条

记 “武宗皇帝即位之初, 又命儒臣参校颁

行” 。③ 这些记载都可说明正德本 《明会典》 是

对弘治 《明会典》 的校正刊行 。另外, 正德

《御制大明会典序》 也称:“朕嗣位之四年, 为

正徳己巳, 检阅前帙, 不能无鲁鱼亥豕之误,

复命内阁重加参校, 补正遗阙, 又数月而

成。” ④ 此序写于正德四年 (公元 1509 年) 十

二月二十九日 。又据明人沈德符所记 “至弘治

十年丁巳始创立, 此书成于弘治十五年, 赐名

《大明会典》 。进呈之日, 上御奉天殿受之, 宴

总裁刘健等于礼部, 命英国公张辅侍宴, 典极

隆重, 即日孝宗御制序之, 但未及刊行 。至正

德四年, 删润而登之板” 。⑤ 沈德符所指 “正德

四年, 删润而登之板”, 也许就是将弘治 《明

会典》 进行删削和润色, 而后刊印成书 。今人

李晋华在 《明代敕书考》 中为正德 《大明会

典》 作解题时也指出:“正德四年十二月, 武

宗命大学士杨廷和 、 焦芳等重加参校, 补正遗

缺。六年四月命司礼监刊赐群臣, 颁行天

下。” ⑥ 李先生所说 “正德四年十二月, 武宗命

大学士杨廷和 、 焦芳等重加参校, 补正遗缺”,

并非十分准确, 因为正德皇帝的 《御制大明会

典序》 中说得很清楚, 正德皇帝下令 “内阁重

加参校, 补正遗阙, 又数月而成” 。由此可知:

正德四年十二月并不是 《会典》 开始重校的时

间, 下令重校 《会典》 在其完成时间正德四年

十二月之前的几个月 。

那么, 正德皇帝什么时间下令重校正德

《大明会典》 的 ? 有关这一点, 《明武宗实录》

也没有明确的记载 。商传先生在其 《 〈明会

典〉 及其史料价值》 文中通过对正德 《御制

大明会典序》 进行分析得出 “此次刊行, 对

弘治原书有所校补, 且时经数月 。正德校刊

会典, 始于四年五月” 。⑦ 究竟什么时间正德

皇帝下令重校, 据现有的资料还不能有一明

确的答案, 只能推断出正德皇帝下令重校

《会典》 是在其完成时间正德四年十二月之前

的几个月, 大概在正德四年夏天或秋天 。但

是, 有一点是清楚的 , 即正德四年十二月二

十九日弘治 《大明会典》 已校补完毕, 正德

皇帝为此作序是没有任何疑义的了 。所以从

正德皇帝下令重校到完成不过半年多的时间,

180 卷的巨帙, 若全部重修, 是很难完成的 。

故正德 《大明会典》 并非新编, 或者增补,

只是以弘治 《大明会典》 为本, 另作校正和

补缺而已 。

此外, 据现存正德刊行的 《大明会典》 和

万历本 《大明会典》 卷首所录文件亦可窥见一

斑。今存正德刊行的 《明会典》 的卷首有:弘

治十五年十二月十一日 《明会典序》 、 正德四年

十二月十九日 《明会典序》 、 《校正明会典官员

职名》 和一个 《凡例》 。今存的万历 《大明会

典》 的卷首有:弘治十五年十二月十一日 《御

制大明会典序》 、 正德四年十二月十九日 《御制

大明会典序》 、 万历十五年二月十六日 《御制重

修大明会典序》 、 弘治十年三月初六日 《皇帝敕

谕内阁》 、 嘉靖八年四月初六日 《皇帝敕谕内

阁》、 万历四年六月二十一日 《皇帝敕谕内阁》 、

《弘治间凡例》 、 《嘉靖间续修凡例》 、 《重修凡

例》 和 《奉敕重修大明会典官员职名》 等。从

这两部 《明会典》 的卷首所录的序文等文件的

称谓和内容上, 可以较清楚地分辨出我们通常

称其为正德本 《大明会典》, 实际上是弘治 《大

明会典》 。这是因为:第一, 正德皇帝的序文称

《明会典序》 或 《御制大明会典序》, 并非称

《重修大明会典序》 或 《御制重修大明会典序》 ;

第二, 受命参校的儒臣被称为 “校正 《明会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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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员”, 而不用 “纂修 《明会典》 官员” 、 “续修

《大明会典》 官员” 或 “重修 《大明会典》 官

员” ;第三, 从 《凡例》 来看, 现存万历 《大明

会典》 卷首有 《弘治间凡例》 、 《嘉靖间续修凡

例》 和万历 《重修凡例》, 并没有 《正德间凡

例》 ;第四, 弘治十年三月初六日 《皇帝敕谕内

阁》 的末尾添上了一笔:“司礼监太监张永等传

奉圣旨:《大明会典》 一书乃皇考敕令纂修。朕

今命儒臣, 再加参校重进, 以备一代制度, 有

益治道 。司礼监便命工刊印, 颁赐群臣, 传行

天下, 以称朕继志图治之意, 该衙门知道。正

德六年四月初十日。”①这一条资料说明正德 《明

会典》 的刊刻。正如前引 《御制大明会典序》

所言, 经过几个月, 完成了重校工作 。 《御制大

明会典序》 接下来说:“仰惟圣祖神宗, 鸿猷盛

烈, 不能尽述, 其大而可见者, 略在此书。国

是所存, 治化所著, 皆于此乎系 。比方励精新

政。乙览之余, 特敕司礼监命工刻梓, ”②即在弘

治 《明会典》 稿本重校终了的正德四年十二月,

正德皇帝命令司礼监刊刻。其结果最终在正德

六年四月十日刊行 。刊印的这部书一般被称为

正德本 《明会典》 。

另外, 今存正德 《大明会典》 凡 180 卷,

与正德皇帝在 《御制大明会典序》 中所说 “皇

考孝宗敬皇帝继志述事, 命官开局, 纂辑成编,

厘为百八十卷” 的卷数一致。李东阳 《重进大

明会典表》 中曾提到皇上 “特令臣等重订是编,

当卷帙之粗, 成荷奎文之载” 。李东阳接着说:

“深知校阅之难, 测海窥天, 讵免遗忘之失 。伏

愿上念宗祧之重大, 下知稼穑之艰难, 主善为

师, 任贤立政, 惟一心之克协, 罔庶狱之攸兼,

不愆不忘, 率祖考宪章于有法, 可久可大配乾

坤, 德业于无疆。谨以校 《大明会典》 一百八

十卷, 合 《凡例》 、目录随表上进 。”③由此资料

亦可佐证:正德 《明会典》 校阅刊订, 并非重

修, 又总裁李东阳所进 《大明会典》 卷目与弘

治原书卷目相同, 且无新的编纂 《凡例》 。另现

存的正德 《明会典》 所记事例, 亦仅仅记到弘

治十五年 (公元 1503 年 ) , 也与弘治原书同 。

故后人记续修 《会典》, 或有不记此修者。

综上所述, 正德本 《大明会典》 实际上是

正德皇帝对弘治 《大明会典》 的校正 、 删补和

刊行, 并非重加改修 。因此, 笔者认为通常所

说的 “正德 《大明会典》” 改称为 “弘治 《大明

会典》” 则更妥当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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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此节添加在万历 《大明会典》 卷首之弘治皇帝的 《皇帝敕

御内阁》 后。

②　武宗:《御制明会典序》 , 载万历 《明会典》 卷首。

③　贺复征:《文章辨体汇选》 卷 139 《表十五· 重进 〈大明会

典〉 表》 , 景印文渊阁 《四库全书》 本。

On Hong Zhis Compilation of Da Ming Hui Dian

Y uan Ruiqin

Abstract:Da Ming Hui D ian is an impo rtant historical book w ith the institution sty le com-

piled by the government in Ming Dynasty.Hong Zhis compilation of Da Ming Hui D ian ,

w hich w as the init ial stag e o f the compilation of DaMing Hui D ian , is a w orks of g reat val-

ue whethe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hilo logy and histo rical histo ry , o r f rom the legal

histo rys point of view.The Zheng Des edition of Da Ming Hui D ian was a corrected, re-

vised or supplemented, printed and published edition to Hongzhis Da Ming Hui D ian ,

rather than recompilation of Da Ming Hui D ian.

Key words:Hong Zhi;Da Ming Hui D ian;compi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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