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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著作： 

 劉欣寧，2019，＜秦漢律令中的婚姻與奸＞，《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

刊》，第 90 券第 2 期，頁 199-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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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 89 卷第 3 期，頁 451-513。 

 劉欣寧，2017，〈秦漢訴訟中的言辭與書面證據〉，李宗焜編，《古文字與古代

史（第五輯）》，頁 339-371，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簡評： 

劉欣寧現任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助研究員，三篇代表作都發表於《中央

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主要利用出土的律令、行政文書，研究秦漢的法制

史、政治史與社會史。解讀簡牘文獻是很專門的學問，劉博士具備這方面的知識和

研究能力，能運用大量的史料，透過細緻的分析，在前人豐富的研究基礎上，提出

新的研究議題，並受到國際學界的重視。 

〈秦漢律令中的婚姻與奸〉利用出土的律令和相關簡牘，較全面性探討漢代的

婚姻制度與相關法律問題。另兩篇論文主要探討漢代政務溝通與訴訟過程中「口語

表達」的功能。過去的研究都強調秦漢有嚴格的文書行政制度，此二文試圖說明除

了公文文書之外，口語也扮演重要的功能。但是口語的史料不易保留，劉博士透過

細緻解讀簡牘，從一些指涉口語傳遞的文字，推論在漢代地方行政及訟訴過程中，

言辭使用的情形，進一步說明秦漢基層行政與法律的程序。劉博士這方面的研究細

緻深刻且具原創性，並受到國際學界的重視，研究成果令人推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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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歷： 

劉欣寧，2006 年自臺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畢業，2007 年入職中央研究

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之後赴日留學，於 2013 年獲日本京都大學文學研究科歷史

文化學博士學位。研究領域為秦漢史、法制史、簡牘學。主要利用出土簡牘中的法

律與行政文書進行研究，關注制度規範與社會生活的互動，以及基層行政的運作樣

態，盼能在此基礎之上進行長時段及跨文化的比較，提供反省現實處境的資源。著

作包括《由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論漢初的繼承制度》，及〈秦漢律における同

居の連坐〉、〈秦漢時代の戸籍と個別人身支配─本籍地に関する考察─〉等中日文

論文數篇。近年也跨足數位人文領域，主持中央研究院數位文化中心「『簡牘字典』

開發計畫——開放性資料庫的結構及技術探索」。 

代表作簡介： 

Background: 

這三篇文章是利用新出土材料，而對

秦漢時代的行政與法律制度進行研

究，以了解當時的規範、行動模式與

價值認知。 

Approach: 

透過對出土材料的正確與細緻解讀，

配合廣泛蒐集與檢討相關材料與研究

成果，而對研究主題有完整的認識。 

Outcome: 

得知秦漢時代行政與司法場域中如何 

認識文書與口頭兩種不同性質的訊息

傳遞方式，兩者在實務中如何配合使

用及其意義。以及秦漢時代法律如何

認定婚姻與婚外性關係，其中反映的

人倫價值與社會實態。 

Significance: 

對於研究主題得到嶄新而可靠的認

識，可作為跨時代、跨地域比較的基

礎，增進對人類社會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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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獎感言： 

半路出家進入歷史學領域，時常感到自卑與孤寂，所幸一路走來獲得許多貴人

的提攜，支持我跌跌撞撞緩慢前進。這個獎對我而言是莫大的肯定與鼓勵，終於能

夠確認自己的研究工作的價值，有信心面對將來更多的挑戰。感謝邢義田老師、冨

谷至老師等師長長期的栽培與關懷，感謝史語所無可挑剔的研究環境，也感謝家人

與好友，特別是我的先生，儘管不太了解我的研究工作，卻總是給予最溫暖與堅定

的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