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提    要

西夏文《亥年新法》是西夏繼《天盛律令》之後制定、頒佈的又一部重要法典，出土於內

蒙古額濟納旗黑水城遺址，現藏俄羅斯科學院東方文獻研究所，1999 年刊佈於《俄藏黑水城

文獻》第九冊。現存《亥年新法》都是手抄本，有甲、乙、丙、丁、戊、己、庚、辛諸種本，

其中第三有甲、乙種本，主要為關於盜竊罪的法律條文，有關於一般盜竊、盜親、群盜、監守

自盜等的具體規定。

本書共分為五章，第一章是對《亥年新法》第三的譯釋，以乙種本為底本，校以甲種本並

參照《天盛律令》中的相關內容，對《亥年新法》第三進行逐字翻譯，也就是對譯，然後在此

基礎上進行意譯，給出一個較為完善的漢文譯本。第二章是《亥年新法》第三與《天盛律令》

第三的比較研究，從中可以看出西夏前後法律制度的發展變化情況。第三章、第四章是西夏盜

竊法與《唐律疏議》盜竊法以及宋朝盜竊法的比較研究，主要通過對比《天盛律令》與《唐律

疏議》、《宋刑統》、《慶元條法事類》中有關盜竊法的內容，從而瞭解了西夏法典的「源」，瞭解

其吸收、借鑒了唐宋的哪些法律成分。第五章是西夏盜竊法與遼金盜竊法比較研究，由於遼代、

金代沒有完整的法典流傳下來，因此通過對比《遼史》、《金史》中零星的相關法律條文，瞭解

西夏與其同時的少數民族王朝法律的異同，對於西夏、遼、金三個少數民族王朝吸收、借鑒中

原王朝法律的不同特點也有所認識。通過對西夏重要刑法內容盜竊法的對比研究，可以更深刻

地認識西夏對官私財物的保護、保護統治階級既得利益、維護社會穩定的對策和前後發展的變

化，加深對西夏社會、特別是晚期社會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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