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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法系视野下的古代工程建筑法典研究

,,,以'营造法式(为中心的分析

喻平
"湖南理工学院 法学院#湖南 岳阳 5(5$$0$

摘3要#中国古代法典体系丰富多元$不仅有律典$也涉及其他领域" 工程建筑法典是中华法系法典的重要方面"

在此之中$'营造法式('营缮令(与'擅兴律(互动关系明显$三者构成宋代工程建筑法律体系" '营造法式(作为工程建

筑法典代表$在统一建筑样式!管控人工物料及维护礼法制度等方面具有规范功能" 在中华法系视野下研究古代工程建

筑法典$揭示其法属性$探究其法体系$发掘其法功能$总结其法典化启示$不仅有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之法典维

度的理论价值$还有明确当代工程建筑法范畴体系的借鉴价值$更有助力新时代工程管理法治化的实践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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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法系凝聚了中华

民族的精神和智慧#有很多优秀的思想和理念值

得我们传承&(

!在法治中国建设过程中#应挖掘

与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 成文法典是中华

法系之机枢#以其体系化的规范构造与精湛的立

法技术#集中体现了中国古代法制的文明水平&

诚如沈家本言! '律为万事根本#刑律其一端

耳&(

"中国古代法典体系丰富多元#并非仅有以

刑为主的律典#也有涉及专门领域的部门法典#北

宋时期的)营造法式* )营缮令*即工程建筑法领

域的代表性法典& 然而#就古代工程建筑法而言#

既有研究存在两个层面的进步空间& 其一#就中

华法系法典体系而言#学界主要关注律典#兼及令

典#对部门法典措意不多& 对此#近来已有学者提

出反思& 例如#杨一凡等强调全面认识中国古代

法体系的必要与可行&

# 其二#学界对律%令的研

究颇丰#但就)营造法式*而论#长期以来#学界大

体将其视为建筑设计施工专书#从法学视角考察

的并不多见&

$ 目前#此类研究仅见牛来颖的

)'功限('料例(与唐宋工程管理,,,1天圣营缮

令2和1营造法式2的比较*

%

& 该文认为#)营造

法式*是唐宋建筑施工领域的法典性文献#对其

研究可探索唐宋国家财政管理和职司运作的制度

变迁& 该文对从法律视角探讨)营造法式*具有

开拓之功#但篇幅所限#文章只涉及'工限( '料

例(等部分内容#并未对 )营造法式*展开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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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喻平"(6*1,$#男#湖南长沙人#博士#讲师#主要从事唐宋法制史与工程法研究&

习近平!)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有力法治保障*#)求是*!$!(年第 "期&

沈家本!)历代刑法考"下册$*#商务印书馆 !$((年版#第 !!页&

杨一凡!)重新认识中国法律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年版#第 5,"页&

早在 !$世纪 #$年代#围绕)营造法式*展开的释读与研究已从营造学社开始#成为几代建筑史人的毕生事业#代表性成果有梁思

成的)1营造法式2注释*与陈明达的)1营造法式2大木作制度研究*& 参见梁思成!)中国古建筑典范,,,1营造法式2注释*#三联书店

"香港$有限公司 !$("年版-陈明达!)营造法式大木作制度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 (66#年版& 近年来#)营造法式*研究走向多元#从建

筑%遗产保护%美学%装饰艺术等专业领域对)营造法式*的探讨变得常见#展现了)营造法式*的学术价值&

牛来颖!)'功限('料例(与唐宋工程管理,,,1天圣营缮令2和1营造法式2的比较*#)故宫博物院院刊*!$(6年第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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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

事实上#古代工程建筑法典是中华法系法典

传承脉络的重要侧面& 作为其代表的)营造法

式*不仅具有法典化形式#在宋代工程建筑法体

系中具有重要地位#且在工程管理领域具有独特

的规范功能#地位不容忽视& 从中华法系传承与

创新的视角深入研究古代工程建筑法典#揭示其

法规范属性#探究其法体系地位#发掘其法规范功

能#总结其法典化启示#不仅具有传承中华优秀传

统法律文化之法典维度的理论价值#还具有明确

当代工程建筑法范畴体系的借鉴价值#更具有助

力新时代建筑工程管理法治化的实践意义&

一3中华法系中的古代工程建筑法典

及法律体系

中华法系具有悠久的成文法传统#工程建筑

领域的立法亦渊源久远#可追溯至)礼记0明堂

位*诸篇关于建筑礼制之规定& 依据现有史料#

工程建筑法典则见于唐宋#)擅兴律* )营缮令*

)营造法式*为其代表& 对于律%令是法#学界已

无疑义#但)营造法式*的法律属性仍需进一步

申说&

首先#'法式(属于规程性法律系统一脉#是

一种类似部门规章的法律形式& 秦汉以降#在律%

令之外#存在规程性法律系统#大体由程%课%科%

式%则例等组成& 上述法律形式虽经流变#但均具

有与部门职能相应#规定某类事项#配合律%令实

施等特征#类似当代部门规章& 以式为例#据)唐

六典0刑部*!'凡式三十有三篇(共二十卷#'以

尚书省列曹及秘书%太常++为其篇目(

!

& 唐式

是以列曹职司为规范事项的部门规章& '法式(

为法#也偏重于部门规章条例& 宋代以'法式(命

名的法律繁多#例如)禄令法式* )度量衡法式*

)军器法式*等#均规范某类具体事项& 例如#)禄

令法式*规范官俸标准#粮科院依此发放#专勾司

照此审检"

& 这符合规程性法律系统的基本特

征& 可见#就规范属性言之#法式与式类似#

#均

为部门规章或办事规程& 所不同者仅为#式以机

构为篇名#法式以事项为篇名&

其次#)营造法式*经由法典式的编纂颁行程

序& )营造法式*经历两次修撰#跨神%哲%徽三

朝& 成书之后#)营造法式*经审核并进呈圣览&

原本#尚书省令抄送在京部门#但李诫奏称#)营

造法式*'系营造制度%工限等#关防工料#最为切

要#内外皆合通行(#徽宗于崇宁二年准奏#)营造

法式*遵敕命颁行全国& 可见#)营造法式*由最

高立法者敕令编修#经过修撰%看详%进呈%颁行等

立法程序#是具有普遍约束力的法典文本&

最后#)营造法式*具有法典式的结构体例&

)营造法式*凡三十四卷#全书纲举目张#总%分结

构明显& 其中#'总释( '总例(可视为总则& '总

释(诠释各种建筑%构筑物以及建造工序的名称

及源流& '总例(对 (! 类建筑标准及用材%用工%

预算%造价等活动作原则性规定& 总则的实质为

法律定义%法律原则等总体规定& 分则包括制度%

工限%料例及图样四部分& 除图样外#'诸作制

度(成为壕寨%大小木作等不同工种的样式%工

序%规格等礼制与技术标准& 例如#'窑作制度(

将 分为六等#将方砖分为五等$

& '诸作工限(

'诸作料例(分别为上述不同构件%工序的劳动定

额与材料限量制度& 例如#'诸作工限(区分粗%

精加工的计功#规定在石件的制作计功中#若仅为

打磨%切割等基础工序#按尺寸计平面及褊棱功#

若需雕刻#则应专门计雕刻功%

& '诸作料例(对

材料计算的精细程度令人叹服#如在琉璃瓦的用

药中#'中料#长一尺二寸 #六两六钱一分六毫

六丝六忽(

&

& 对人功%物料计算标准的细致规

定#是准确完成造价%预算的制度保障&

事实上#唐宋时期#工程建筑法典不仅有)营

造法式*& 除)营造法式*外#)擅兴律*有 # 条涉

及工程管理'

#)天圣营缮令*载宋令 !* 条#是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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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此问题#唐宋律文一致& 为便于律文编码#本文以钱大群撰)唐律疏义新注*为材料#下文表格亦同#不再赘述& 参见钱大群!

)唐律疏义新注*#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年版#第 "#0,"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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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的工程建筑令典规范!

#三者互动关系明显#共

同构成有机联系的古代工程建筑法律体系&

首先#)营造法式*补充解释)营缮令*& )营

缮令*是营缮事项的基本规定#但部分令文尚需

解释& 与此相应#)营造法式*补充令文#确保令

文落实& 例如#)营缮令*宋 ( 条!'诸计功程者#

四月%五月%六月%七月为长功++为中功++为

短功&(

"

'功(即一个劳动力工作一日的劳动量单

位& 令文将工程所费劳动量#依季节不同造成的

昼夜差异分为三等& 但是#令文未明示功的等差

间的换算#以致计功无法执行& )营造法式*解释

了此问题& 据)总例*!'诸称功者谓中功#以十分

为率& 长功加一分#短功减一分&(

#意即#一般称

'功(者为中功#长功计中功的 (($l#短功计

6$l& 至此#计功变得可操作& 又如#)营缮令*

宋 (5 条!'诸杂匠#如有别项和雇者#日给米三

升&(

$宋代'兵民并役(#匠人分为军匠%民匠#二

者计功差异如何换算#令文未明示& 而据 )总

例*!'诸式内功限并以军工计定#若和雇人造作

者#即减军工三分之一&(

%准此#普通和雇匠人计

功相当于军匠的三分之二& 此外#)营造法式*

'功限('料例(二章功料细则均为对令文的解释#

据此明确工程所需功料&

其次#)擅兴律*保障)营缮令*实施& )擅兴

律*所载 # 条律文对违反)营缮令*事项予以处

罚#二者对应关系明确#如表 (所示&

表 (3'擅兴律(与'天圣营缮令(规范事项对应表&

律3文 对应令文编号及其规范事项 备注

诸有所兴造#应言上而不言上#应待报

而不待报#各计庸#坐赃论减一等& 即

料请财物及人功多少违实者#笞五十-

若事已损费#各并计所违赃庸重者#坐

赃论减一等& "第 !5$条$

州镇城郭所需人功报批"宋 !$#临时营建及功料报批

"宋 #$#三京营造物料及杂物储备核算申报"宋 (!$#在

外营造及其功料报批"宋 (#$#修理军器功料调配"宋

("$#堰堤修缮计功申报"宋 !$$#州县官衙修缮功料调

配"宋 !"$#别敕修造申报"宋 !1$

此条律文及相关令文规范二事!

工程兴建的报批#功料预算及上

报& 部分情况下#上述二事项合

并上报#如宋令 (#&

诸非法兴造及杂徭役#十庸以上#坐赃

论& "第 !5(条$

公私宅第楼阁限制"宋 0$#宫内大型营缮开工时限"宋

1$#津桥道路修缮时限"宋 (6$#堤堰修缮时限"宋 !0$#

河堤内建造限制"宋 !*$

)擅兴律*第 !5$%!5( 条的区别!

前者营造事项合法#问题在于未

履行申请报批程序#后者营造事

项本身非法&

诸工作有不如法者#笞四十#不任用及

应更作者#并计所不任赃%庸#坐赃论

减一等& "第 !5!条$

太庙及宫殿礼制规格"宋 5$#官员屋舍等第"宋 "$#军

器署名要求"宋 *$#车同轨要求"宋 6$#匹%端等布料单

位规定"宋 ($$#土牛%耕人制作形制和颜色要求"宋

(($#鍪甲具装修缮要求"宋 (0$#瓦器质量责任"宋 (1$

)擅兴律*第 !5(%!5! 条的区别!

前者营造事项本身非法#后者强

调项目质量%等第等不合法式&

33从上表可知#)营缮令*宋令主要规范事项为

工程预算上报%工程施工限制以及工程礼制规格

与质量标准等三项#)擅兴律*# 条律文恰好与之

一一对应&

最后#)营造法式*与)擅兴律*具有双重互动

关系& )营造法式*与)擅兴律*的互动分为两个

层面& 其一#借由)营造法式*对)营缮令*的解

释#以及)擅兴律*对违反)营缮令*行为的处罚#

)营造法式*与)擅兴律*构成间接互动& 其二#

)营造法式*与)擅兴律*之间存在直接互动#主要

集中于)擅兴律*第 !5! 条#该条处罚营缮工作不

如法%违样式的行为& )营造法式*'诸作制度(的

规范实质为各类建筑及其工序的规定样式%标准&

自崇宁二年颁行之后#它成为营缮领域最为全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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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致%可行的样式标准& 若言营缮行为不合法式%

样式者#必然以)营造法式*为据& 据此#)营造法

式*与)擅兴律*第 !5! 条直接互动#)营造法式*

'诸作制度(成为该律条类似于近代刑法的'准用

性规范(&

综上#律%令%法式是古代工程建筑领域的重

要法典#三者互动关系明显#共同构成有机联系的

宋代工程建筑法律体系& 学界关于律%令的研究

颇丰#下文以 )营造法式*为中心分析其规范

功能&

二3古代工程建筑法典的典型代表#

'营造法式(的规范功能

梁思成在研究)营造法式*时指出!'北宋建

国百年之后#国家各类建筑工程++逐渐增多#亟

需制定各种设计标准%规范++一则以明确等级

制度#以维护封建统治的等级%体系#一则以统一

建筑形式%风格++更为重要的是制定严格的料

例%工限#以杜防贪污盗窃&(

!可见#考察)营造法

式*在工程管理实践中的规范功能#可从统一建

筑样式%管控人工物料以及维护礼法制度等方面

入手&

首先#)营造法式*具有统一建筑样式的规范

功能& 在宋代#'法式(作为建筑工程标准的事例

并不少见& 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百九十八!

'工部言!.诸路经略安抚司#自今后#如因修葺城

楼器具#请先行比对元丰法式#参照兴修&/(

"可

见#在崇宁)营造法式*之前#不仅有元法式#还

有作为建筑工程样式标准的元丰法式& 又据)宋

会要辑稿0方域八*!'崇宁五年"(($0 年$十月

十日#诏降元丰城隍制度法式#京畿转运司如增修

诸辅遵以从事&(

#在城隍建设中#徽宗令有司遵

照'元丰城隍制度法式(执行& 又据)续资治通

鉴*卷一百三十二#靖康之后#汴京陷落#金主曾

欲以汴为都#故命张浩等主持修缮& '浩等至汴#

金主时使宦者梁糵来视工役++殿既成#糵指曰!

.某处不如法式&/(

$梁糵之意即宫廷建筑不符合

'法式(所定的标准样式&

若言上述'法式(并非)营造法式*#那么#下

例应为)营造法式*作为建筑标准规范的实例&

据)宋会要辑稿0方域八*!'宣和六年"((!5 年$

三月二十九日#湖南安抚司奏!.契勘潭州城壁兴

筑年深++门楼屋各依法式创新起造++(

%笔

者认为#此'法式(即为)营造法式*& 其一#)营造

法式*颁行于崇宁二年"(($# 年$#潭州修缮于宣

和六年"((!5 年$#相隔不久& 其二#此处法式并

未称前朝法式#应为当朝法式#即崇宁)营造法

式*& 又据)文献通考0异物考*!'"宣和$七年

"((!"年$二月丙戌#张杲言#北岳庙++获石柱

十六条#修短阔狭#皆应)营造法式*#用建正门#

毫矨不差&(史籍所载'异物(#本为虚言#但时人

认为#石柱所'异(者#因其与)营造法式*相合&

可见#)营造法式*为建筑标准规范& 综上#两宋

时期#熙宁间便有作为建筑标准的法式#此后的元

丰%元亦有之& 在此背景下#不乏)营造法式*

适用的实例#可知)营造法式*具有统一建筑样式

的规范功能&

其次#)营造法式*具有管控建筑功料的规范

功能& 宋人重视营造功料预算#认为应制定规范

予以管控#在类似工程营造的军器缮治领域便是

如此& 据欧阳修)乞置弓弩都作院諸子*!'若蒙

朝廷许置都作院++制定工料法式#明立赏罚#可

以责成++(

&为妥善制造弓弩#欧阳修建议设置

都作院#并'制定工料法式(强化管理& 又据)宋

会要辑稿0舆服六*!'徽宗政和三年"(((# 年$

闰四月十八日#江南东路提点刑狱司奏!.江宁府

都作院岁额#合造马甲四百副#旧丝黑漆& 今承降

到朱红马甲#工料法式样制#合用三朱为观

缘&/(

'江宁都作接受马甲营造任务时#朝廷同时

规定了'工料法式(& 在工程营造领域#)宋史0

职官志*记载将作监职能时#其中之一即!'凡营

造有计帐#则委官覆视#定其名数#验实以给之

++凡出纳籍帐#岁受而会之#上于工部++路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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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监修造差拨人功物料#遵执元丰条格#不得应

副&(

!可见#营造活动所需功料的预算%查核%差

拨及汇总上报#是将作监职能& 作为将作监部门

规章#)营造法式*专辟'功限('料例(二章#逐一

规定不同工序所费功料标准& 可以想见#将作监

将依照)营造法式*履职&

在实践中#宋人工程预算造价清晰%周详& 苏

轼在杭州任职时#曾主持开凿石门河工程#苏轼奏

称!'建议++凿为运河++度用钱十五万贯#用

捍江兵及诸郡厢军三千人#二年而成++谨昧死

上临所陈)开石门河利害事状*一本#及臣所差观

察推官董华用临之说#约度功料#及合用钱物料状

一本#并地图一面& 伏乞降付三省看详#或召临赴

省#面加质问++又贴黄!董华所料#只是约度大

数#若蒙朝廷相度可以施行#更乞别差官入细计

料&(

"在苏轼奏状中#其一#他列举了开运河的造

价%人功及工程所需时间-其二#他指派专人制作

了功料%钱物预算及地图#供朝廷审核-其三#他认

为所奏功料预算仅是估算#建议朝廷复核& 从苏

轼对于运河工程预算的细致与负责#可知预算背

后定然有可行的制度依据& 苏轼上奏为哲宗元

六年"($6(年$#如上文所言#神宗熙宁%元丰间已

有营造'法式(#哲宗元六年)营造法式*书成&

此处苏轼所据#当为上述法式& 据李诫)营造法

式0諸子*#元)营造法式* '只是料状#别无变

造用材制度-其间工料太宽#关防无术(

#

& 所以#

朝廷才令将作监重修)营造法式*& 可见#较之前

代'法式(#崇宁二年)营造法式*对功料预算的规

范一定更为细致&

再次#)营造法式*具有维护礼法制度的规范

功能& 中国古代#在作为礼的外在形式上#官式建

筑与舆服%仪卫等别无二致#均为礼之器& '礼(

的目的在于建立尊卑有序的等级制度& 如)礼记

0礼器*所载!'有以高为贵者!天子之堂九尺#诸

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

$等级成为中国

传统官式建筑的核心特征之一& )营造法式*作

为营造规程#对建筑规格%功料等级的规定细致周

详& '大木作制度(开篇即称!'材有八等#度屋之

大小#因而用之&(梁思成解释!'按建筑物的大小

和等第决定用材的等第++我们大致可以归纳为

按建筑的等级决定用哪一组&(

%可见#功料随建

筑等级高低而增减&

在实践中#)营造法式*对于维护礼法制度起

到了规范作用& 明堂#是礼制建筑的典型代表&

据)礼记0明堂位*所载!'明堂也者#明诸候之尊

卑也++太庙#天子明堂&(

&在传统中国#明堂等

礼制建筑#不仅是礼仪场所#也是礼乐治国的象

征#其建造过程必然严肃慎重& 据)宋会要辑稿

0礼二四*#徽宗欲建明堂#以备严父配天之礼&

仅见于史料者#他分别与李诫%姚舜仁%蔡攸等商

议建造事宜& 在确定殿基装饰时#蔡攸言'修造

法式#殿基用石螭(

'

& 一方面#)营造法式* '石

作制度(中却有殿阶螭首之制(

& 另一方面#徽宗

建造明堂在政和五年"(((" 年$#)营造法式*于

崇宁二年"(($# 年$颁行全国#相隔不久#此处所

言法式应为)营造法式*&

三3中华法系视野下古代工程建筑法

典的现代启示意义

从中华法系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视角

言之#深入研究以)营造法式*为代表的古代工程

建筑法典#具有重要的现代启示意义&

其一#古代工程建筑法典研究有助于传承优

秀传统法律文化之法典维度& 习近平总书记指

出!'中华法系凝聚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和智慧#有

很多优秀的思想和理念值得我们传承&(

)自)法

经*始#'法典化(伴随中国法律史的悠久传统#以

法典为统率的成文法体系是中华法系的重要特

色& 应当指出#中华法系不仅有律典#还有)营造

法式*)营缮令*等国家统一颁行的规制营造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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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具有学理性%系统性%确定性的部门法典& 深入

研究古代工程建筑法典#极大拓展了传统法典研

究的维度#使得古代法律体系的重新整理更加完

整与丰富& 同时#学者指出#'法典化(是完善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必然之举#是推进'中

国之治(的重大法治工程!

& 近年来#随着)民法

典*通过与实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正

在成长为以部门法典为统率的成文法体系& 此

外#学界倡导制定'行政法典( '商法典( '环境法

典('教育法典(等部门法典#并探索其可行性与

编纂路径"

&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之'法

典化(与传统法制文化一脉相承& 从法典编纂维

度看#作为传统部门法典的工程建筑法典所蕴含

的深刻法理#值得深入发掘与发展&

其二#古代工程建筑法典研究有助于明确当

代工程建筑法的范畴体系& 范畴是反映客观事物

普遍本质的基本概念#范畴体系的建立是某一法

律部门走向成熟的标志& 学者们提出#法学或法

律现象由普通范畴%基本范畴%中心范畴和基石范

畴构成#前二者是对法律现象的初级抽象#中心范

畴是对法律现象普遍联系%一般规律的高度抽象#

基石范畴是构成法律现象的起点与基石#四者逻

辑严密%层次分明#$%

& 中华法系历史悠久#形成

了较为系统的范畴体系#如)唐律0名例*言!'德

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尤昏晓阳秋相须

而成者也&(

&传统立法者将德礼刑罚理解为本用

关系#也就是说#德礼关系是中心范畴%基石范畴#

是传统法制需要解决的基本问题#是立法者的价

值追求& 这一范畴意识反映到建筑工程法领域亦

复如是& 古代建筑工程法的逻辑起点与基础价值

追求在于维护礼制#它成为相关律%令及)营造法

式*的基本规范功能& 在此基础上#渐次规范工

程申报%人功物料预算%工程质量管控等行为并设

置处罚措施& 当代工程建筑法规范分布于行政

法%民商法%经济法%刑法%程序法等部门法之中#

不同的部门法范畴体系各异#故而工程建筑法的

范畴体系有待明确& 已有学者注意到这一问题#

他们认为工程建筑法或者工程法学应将'工程正

义(作为基石范畴与逻辑起点'

& 在'工程正义(

的统摄之下#要求工程法律关系各类主体在工程

征收%许可%招投标%签约%施工%监理%诉讼%犯罪

追究等各种活动中做到程序正义与实质正义#从

而理顺整个工程建筑立法%执法%司法%守法等运

行机制& 时移世易#古今法律的范畴体系尽管发

生变化#但是古代工程建筑法基于明确的范畴意

识使得法律规范具有层次分明的鲜明特征#是可

资借鉴的&

其三#古代工程建筑法典研究有助于完善新

时代工程管理法治化建设& 当前#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法律体系虽已形成#但就法典化程度言之#仍

有必要补齐部分部门法领域的法典化短板& 建筑

工程事关国计民生#在司法实践中#工程招投标%

建筑工程合同纠纷%工程保险%建筑安全以及建筑

工人权益保护等均为复杂棘手的法律问题& 其

中#建筑工程法律法规存在争议与龃龉是原因之

一#有关问题在)民法典*颁行之后仍然存在(

&

当前#虽有)建筑工程法律法规汇编*等文本#但

有必要进一步加强建筑工程领域的系统立法#加

强建筑工程法律体系内部的协调以及与其他法律

部门的配合#推进工程建筑管理法治化建设& 古

代工程建筑法具有较为科学的法典体例#律%令%

法式所形成的法律体系协同配合#是新时代工程

建筑法治的源头活水& 深入研究古代工程建筑法

典为当代工程建筑法治化建设提供了可供借鉴的

制度资源#实现了传统与现代的有机衔接&

结论

根据上面的论述#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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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卷 喻平!中华法系视野下的古代工程建筑法典研究

一#古代建筑工程法典是中华法系法典传承脉

络的重要侧面#)营造法式* )营缮令* )擅兴律*

是古代工程建筑法典#三者互动关系明显#共同

构成古代工程建筑法律体系& 其二#以文本,

实践视角观之#作为古代工程建筑法典代表的

)营造法式*是将作监等部门从事工程管理的准

据#在统一建筑样式#管控人功%物料等工程管

理活动以及维护礼法制度中具有重要规范功

能& 其三#从中华法系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

展的视角言之#古代工程建筑法典研究有助于

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之法典维度#有助

于明确当代工程建筑法的范畴体系#有助于完

善新时代工程管理法治化建设& 中华法系视野

下的古代工程建筑法典不仅凝聚了中华民族的

精神和智慧#也是推进当代工程建筑法治建设

可资借鉴的历史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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