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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亚法典的形成 X

(日) 仁井田　XX 著　　霍存福　丁相顺XXX 译

前　　言

本文所讲的东亚律令法主要从固有法与继受法着眼。

在东西方法的历史中 , 法的继受主要是指 : 缅甸以及其他东南亚各国法律史上对印度法的继受 ; 亚

洲、非洲各国法律史上对伊斯兰法的继受 ; 日耳曼法律史上对罗马法的继受 ; 以及东亚各国法律史上对

中国法的继受等。虽然对各种继受的政治、社会、经济各个条件不能作同等看待 , 但是这些法律继受都

是各自历史上发生的重大事件。

但是 , 即使在两个相邻的法领域中 , 如果没有共同基础和互相需要 , 也不会产生法的继受。例如 ,

中国和蒙古虽然相邻 , 但双方的 (法律制度) 也只不过停留在某种程度上的影响关系而已。在继受成为

可能的共同基础中 , 必须要有经济基础 , 并且要有共同的需要。可以说 , 继受是根据需要的程度而产

生的。虽然日本在继受隋唐律令以前就开始和其他各种文化一道不断地继受中国法 , 但是我认为 (日

本) 在某一个时期中通过大量的立法 , 继受了中国法。也就是 , 日本在新经济体制的基础上 , 出现了统

一国家的要求 , 这大大促进了对中国法 , 特别是隋唐法的继受。朝鲜和越南也或多或少地存在同样的因

素。从文献中可以看到 , 日本、朝鲜、越南三国都有古老的继受法 , 但是我认为 (隋唐时期) 是三个国

家中资料最为丰富的时期。日本是以大宝律令为中心 ; 朝鲜是唐亡以后十世纪后开始建国的高丽法以及

在此基础上出现的李氏朝鲜法 , 特别是十五世纪的经国大典 ; 越南主要是以据说为现存最古老的法典

———十五世纪的黎朝刑律为中心。高丽也好 , 越南 (黎朝) 也罢 , 都是在唐亡国后建立的 , 都受到了宋

元以及明代法的影响 , 并且直接或间接地受到了唐代法的影响。

以下记述的只不过是问题的一部分而已 ———没有涉及田制和税制 ———用一句话来概括记述的目标的

话 , 就是以唐代为首的法律对东亚各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不过 , 虽然可以在刑法和交易法的层面上作

如此说明 , 而在亲属法和继承法的层面上东亚各民族并没有抛弃自己的固有法而完全臣服在中国法面

前。这样 , 就出现了在亲属法和继承法方面没有贯彻 (唐代继受法) , 抑或没有完全贯彻 (唐代继受法)

的问题。本文就对这一继受和拒受的曲折过程加以探讨。从近代亚洲在欧美入侵以前都面临共同的课题

这一角度上来讲 , 是“亚洲一体”的。这时 , 亚洲各国各民族拥有不同的法律、经济、社会和文化环

境 , 在这方面“亚洲一体”是不矛盾的。现在 , 中国有五十余个少数民族 , 各个少数民族拥有各自的固

有法 ———只要不与体制相矛盾 ———就得到承认。这种情况与“统一的中国”没有任何矛盾。这里就要回

顾一下在同一东亚区域内 , 日本、朝鲜、越南三国与中国之间曾经具有何种程度的异质法 , 这三国又是

在何种程度上继受了中国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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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武力统治与权威主义法律体系———律令格式

所谓武力英雄就是尽量掌握“武力统治”并将其隐藏起来 , 依靠这种潜在的“武力”来轻而易举地

维系稳定的统治。当然 , 这并不是意味着在需要使用武力的时候不使用武力。法是现实中由掌权者制定

的 , 但是 , 君主自己制定法律并不能掩盖法的统治与被统治关系的对立。根据儒教的观点“天生民 , 作

之君 , 作之师。”也就是说 , 君主是受天的付托 ———根据天命来行使政治 , 法是接受天的付托由君主制

定的。总而言之 , 这是在标榜实体法的正当性。如果法单纯地为君主恣意的话 , 将是难以维持的。旧中

国权威主义法思想的根源就是天对制定法律的君主的一种付托。

但是 , 为了实现君主的统治 , 发挥权威主义的法实效 , 还需要帝王君主的外在表现行为。中国的帝



赏格 , 式是以公文书式等为其内容。但是 , 在这些法典中得以流传到今天的是唐代《开元律》律文十二

卷、律的注释书 ———《唐律疏议》三十卷、《唐六典》三十卷、还有《唐开元礼》一百五十卷、以及

《宋刑统》三十卷、《庆元条法事类》八十卷 (部分缺失) , 其他的法典只能历数而已。过去 , 《唐律疏

议》被认为是高宗永徽四年 (653) 年敕撰的永徽律疏 , 并且对日本律的编纂也起到了参考作用 , 但是

我认为这是错误的。永徽律疏除了部分内容以外几乎没有流传下来。在《唐律疏议》中附加了永徽四年

进表 , 在永徽之后八十余年的玄宗开元二十五年 (737 年) 撰成了《开元律疏》, 日本律的编撰年代更

加古老 , 除去敦煌发现的律文短片以外 , 日本的养老律令才是东亚现存的最古老的法典。过去的唐律研

究必须在这一点上加以纠正。

历经六朝、隋代、唐代以后 , 唐代法被继受到我国 , 对法律的形式和内容带来了非常大的革新。隋

唐的律令是建立在当时政治的统一统治的基础之上 , 并对我国 (日本) 的政治统一起到了参考作用。在

我国的律令之中 , 最为有名的就是大宝、养老两律令。前者是在文武天皇的大宝元年 (相当于唐武则天

大足元年) 制定的。但是 (与前代的令一样) 大宝律令在今天也没有流传下来 , 仅仅知道其一些短文而

已。我曾经在过去尝试着对大宝律令的一篇 ———田令加以复原。一般所说的大宝律令是大宝律令编纂十

余年后的养老二年 (相当于唐玄宗开元六年) 制定的养老律令。但是 , 根据中田博士的观点 , 养老律令

是在制定后数十年才最终得以实施的。从日本律令的整个外形来看 , 与唐代的律令比较起来 , 在规模上

是很小的。可以说有点象大规模的唐都长安与我国的奈良古都加以对照的意味。但是 , 也应该看到两者

之间二者存在着质的差别。在隋律中有开皇律十二卷以及大业律十一卷 (又云十八卷) 。根据隋书的记

载 , 开皇律的篇目与唐律相同 , 但是与大业律存在差别。在唐律中有武德、贞观、永徽以及开元七年

(又云四年 , 以下同之) 律。据说都有十二篇 , 五百条。

根据《唐律疏议》, 开元二十五年律为十二篇 , 五百零二条 , 篇目是 :

11 名例 ; 21 卫禁 ; 31 职制 ; 41 户婚 ; 51 厩库 ; 61 擅兴 ; 71 贼盗 ; 81 斗讼 ; 91 诈伪 ; 101 杂律 ;

111 捕亡 ; 121 断狱律。

与之相对 , 据说大宝律有六卷 , 养老律有十卷 , 篇目为 :

11 名例 (由上下构成) ; 21 卫禁 ; 31 职制 ; 41 户婚 ; 51 厩库 ; 61 擅兴 ; 71 贼盗 ; 81 斗讼 ; 91 诈

伪 ; 101 杂律 ; 111 捕亡 ; 121 断狱律诸篇组成。

但是 , 其中名例、职制、卫禁、贼盗四律与九条家本《延喜式》纸背的斗讼律一部分以外的内容 ,

除去作为佚文散见于各种书籍中的以外 , 还没有听说过流传。唐令有武德、贞观、永徽、开元七年以及

开元二十五年令 , 都有三十卷。

据说开元七年令由二十七篇一千五百四十六条组成。根据唐六典 , 开元七年令的篇目有 :

11 官品 ; 21 三师三公台省职员 ; 31 寺监职员 ; 41 卫府职员 ; 51 东宫王府职员 ; 61 州县镇戍狱渎

关津职员 ; 71 内外命妇职员 ; 81 祠令 ; 91 户令 ; 101 选举 ; 111 考课 ; 121 宫卫 ; 131 军防 ; 141 衣服 ;

151 仪制 ; 161 卤簿 ; 171 公式 ; 181 田令 ; 191 赋役 ; 201 仓库 ; 211 厩牧 ; 221 关市 ; 231 医疾 ; 241 狱

官 ; 251 营缮 ; 261 丧葬 ; 271 杂令。

但是 , 根据各种史料 , 可以从贞观令中看到开元七年令没有的 (二十八) 封爵 , 在永徽令中也同样

开元从贞开元七年令没有同索的 (二十八) •â ¾ô

¿“ Ô“ ( .6120 G
n
293.8 19.6 ´˜ÕŒ m
205. Tf
3.8 -0.7 Td
(¶þ) Tj
10.5 0.0 Td
(˚fi) Tj
10.5 0.0 Td
(¾í) Tj
11.8 0.0 Td
(¡£) Tj
 Tf
10.4 -0.7 Td
(•â) Tj
10.5 0.0 Td
(¾ô) Tj
/F3 10.0 Tf
13.2 0.0 Td
(,) Tj
/F1 10.5 
n
293.8 19.6 •â̊fi ¾í ¡£ Õ» •â ¾ô •â̊fi ¾í ¡£

¸µ `Ò „œ„É Ó—¶þ ˚fi ¡£ Õ»,养老律有二十。.6310 G�n�214.5 22.8 卷。成家十令 ¨1 10.511.8 0.0 Td
(‡É) Tj
11.8 0.0 Td
(¡£) Tj
9.1 0.0 Td
(‚ø) Tj
10.5 0.0 Td
(¾Ý) Tj
10.5 0.0 Td
(´É) Tj
10.5 0.0 Td
(Ó—) Tj
10.5 0.0 Td
(¶þ) Tj
10.5 0.0 Td
(˜¿) Tj
10.5 0.0 Td
(Ó—) Tj
/F3 10.0 Tf
12.5 0.0 Td
(:) Tj
ET

BT
61.0 369.2 Td
(1) Tj
/F4 10.5 Tf
4.9 208252.5 2288 2568.6 17.6 m
298.3 17.7.2 c
42727.8 21.
13824.153.9m
136.3 300.3l
135.8 187.8l
135.7 c
494135.7 c
474135.7 c
461.4 35.7 c
44  35.7 c
44  35.8 126.1.5336.4 c
126330.1 38 16330. 16.1 l
2330. 16.10 g
 34. 16.10 g
 34. 16.11 g
 34.4 c
251 34.6 293.0 34.9 126.1.5336.1 384.1 35.6 30181 35.4 c
154.6
0.08 c
26 l
13820 c
26 l
140.2 c
428.5140.3 38 819.0 58384.1 40.6 c
301.8 40.6 293.0 413 16.111 4139 c
382.0 4139 c
30 l
13827 c
30 l
13827 c
31 l
13829 l01.7 36.1 c
289 36.2 126.1.5339.7 285.4 35.9 428.6 35.9 42851.5339.7 28576 35.9 42899 36.2 1
154.6h
13827 c8 c
34339.7 c131 l
136.7 300.0Td
(¿“) Tj
10.5 0.0 Td
(Ô“) T Td
(140.0 Td
(10.5 Tf
7.4 0.0 Td
(„Ù) Tj
10.5 0.0 Td
(˘•) Tj
/F3 10.0 Tf
12.5 0.0 Td
[(;)-558.˛») Tj
 Tf
10.4 -0.7
13.2 0.0 Td
(1) Tj
/F1 10.5 Tf
7.6 0.0 Td
(¨ý) Tj
10.5 0.0 Td
(˚ƒ) Tj
10.5 0.0 Td
(2.5 0.0 Td
[(;)-558.6(7)] TJ
/F4 10.5 Tf
13.2 0.0 Td
(1) Tj
/F1 10.5 Tf
8.1 0.0 Td
(¨ý) Tj
10.5 0.0 Td
(˚ƒ) Tj
10.5 0.0 Td
(”É) Tj
10.5 0.0 Td
(2.5 0.0 0.8 0.0 Td
(2.5 0.0 0.8 0.0 Td
(6(7)] TJ
/F4 10.5 Tf
13.2 0.0 Td
(1)619.5F1 10.5 Tf
8.1 0.0 Td
(Ò˙) Tj
10.5 0.0 Td
(Ö˘) Tj
/
(Óü) Tj
ET
¶«5 0.0 0.8 0.0 Td
(2.5 0.0 0.8 0.0 Td
(2.5 0.0 0.8 0.0 Td
(6(7)] TJ
/F4 10.5 Tf
13.2 0.0 Td
(1)619.5F1 10.5 Tf
8.1 0.0 Td
(Ò˙) Tj
10.5 0.0 Td
(Ö˘) Tj
/
(Óü) Tj
ET
¡¶) Tj
10.8 0.0 Td
(.6120 G
n
8 0.0 Td
(2.5 0.0 0.8 0.0 Td
(6(7)] TJ
/F4 10.5 Tf
13.2 0.0 Td
(1)619.5F1 10.5 Tf
8.1 0.0 Td
(Ò˙) Tj
10.5 0.0 Td
(Ö˘) Tj
/
(Óü) Tj
ET
Éæ5 0.0 0.8 0.0 Td
(ìó7)] TJ
/F4 10.5 Tf
13.2 0.0 Td
(1)619.5F1 10.5 Tf
7.6 0.0 Td
(Ò˙) Tj
10.5 0.0 Td
(Ö˘) Tj
/
(Óü) Tj
ET
Éfi5 0.0 0.8 0.0 Td
(˜(2)13.6(7)] TJ
/F4 10.5 Tf
18.0 0.0619.5F1 10.5 Tf
8.1 0.0 Td
(Ò˙) Tj
10.5 0.0 Td
(Ö˘) Tj
/
(Óü) Tj
ET
2.5 0.0 0.8 0.0 Td
(.6120 G6(7)] TJ
/F4 10.5 Tf
18.0 0.0619.5F1 10.5 Tf
8.1 0.0 Td
(Ò˙) Tj
10.5 0.0 Td
(Ö˘) Tj
/
(Óü) Tj
ET
2.5 0.03 20.49l
384.5 96 491.81.8 3 25287.01.8 3 c
293.9 43.7 28576 43.7 28556 43.7 2855.4 355.9 4913 355.9 4912 4.3 59c
289.5346.3 c
2041.7 59c
2041.7 9 l
271.4 .7 9 l
293.9 48.7 l
293.9 48.7 l
21
341.5  16.111 45.9 l
382.45.9 l
389.5342.3 2
251342.9 4913 352.9 49149.5342.58384.1 46.7 493.7 46.7 47101.4 410.5c
29
341.5 5006 571.5 5006 871.5 5006 91.4 4102 c
188 4102 c
118 4102 c
118.5342.3 22251342.2 22251342.2 22251c44.7 5622251342.0622251342.8 c
282.0 41380 G
0.63 .7 10.6350 G
n
298.6 17.6 m
298.3 1“) Tj
10.43.0 Td
(.0(1)13.6(9)] TJ
/F4 10.5 Tf
18.2 0.0 16.11) Tj
/F1 10.5 Tf
8.1 0.0 Td0.5 0.0 Td
(5 0.0 Td
(˚ƒ) Tj
10.5 0.0 Td
(2.5 0.0 1(Óü) Tj
ET
0(2)13.6(0)] TJ
/F4 10.5 Tf
18.2 0.0619.5F) Tj
/F1 10.5 Tf
8.1 0.0 Td
(5˙) Tj
10.5 0.0 Td
(Ö˘) Tj
/
(428.3 21.9 Ù) Tj
11(Óü) Tj
ET
.6120 G6(7)] TJ
/F4 10.5 Tf
18.0 0.0619.5F) Tj
/F1 10.5 Tf
8.1 0.0 Td
(5˙) Tj
10.5 0.0 Td
(Ö˘) Tj
/
(428.3 21.9 ¡) Tj
11(Óü) Tj
ET
—ð120 G6(7)] TJ
/F4 10.5 Tf
18.0 0.0619.5F) Tj
/F1 10.5 Tf
8.1 0.0 Td
(5˙) Tj
10.5 0.0 Td
(Ö˘) Tj
/
(428.3 21.9…Ì) Tj
11(Óü) Tj
ET
¸ˆ120 G6(7)] TJ
/F4 10.5 Tf
18.0 0.0619.5F) Tj
/F1 10.5 Tf
8.1 0.0 Td
(5˙) Tj
10.5 0.0 Td
(Ö˘) Tj
/
(428.3 21.92.5 0.0 1(Óü) Tj
ET
8(1)13.6(2)] TJ
/F4 10.5 Tf
18.3 0.0619.5F) Tj
/F1 10.5 Tf
7.6 0.0 Td
(5˙) Tj
10.5 0.0 Td
(Ö˘) Tj
/
(428.3 21.9´˜) Tj
/1(Óü) Tj
ET
.6120 G6(7)] TJ
/F4 10.5 Tf
18.0 0.0619.5F) Tj
/F1 10.5 Tf
7.6 0.0 Td
(5˙) Tj
10.5 0.0 Td
(Ö˘) Tj
/
(428.3 21.92.5 0.0 0.Óü) Tj
ET
8(1)13.6(3)] TJ
/F4 10.5 Tf
18.3 0.0619.5F) Tj
/F1 10.5 Tf
7.6 0.0 Td
(5˙) Tj
10.5 0.0 Td
(Ö˘) Tj
/
(428.3 21.92.5 0.0 0.Óü) Tj
ET
8(1)13.6(4)] TJ
/F4 10.5 Tf
18.3 0.0619.5F) Tj
/F1 10.5 Tf
8.0 0.0 Td
(5˙) Tj
10.5 0.0 Td
(Ö˘) Tj
/
(428.3 21.92.5 0.0 0.Óü) Tj
ET
6(1)13.6(6)] TJ
/F4 10.5 Tf
18. m
286.2 19.68 212.0 T84 295.3 66.0 m
2c
34 66.0 300.4l4 66.0 3002 26919 l019 26919 l01 l
h
6919 l017 270.9.2 293.70.9.2 295.6 76.5 l
160 76.5 l
160 76.2.2 295.6 76.3 l
160 76.4 l
160 76.5.2 295.6 76.1 c
427l4 66.3 159.043 66.1 159.043 66.1 1545.1 l66.5 c
429268. 16.11 268.3 c
297.8 66.2 427.6267.9 428.0267.6 c
f*
0.0.6 c
428.0267.1
428.026.7 16.1 l
2866.6 293.0 66.7 295.6 66.7 2956l
2866.5 l019 266.5 3002 266.5 3006l
2866.5 l0140 G866.5 l018 266.0.5 l
2960.2 255.8
2866.2 c
255866.2 c
22 266.5 c
155.6266.5 154.9266.0 154.9266.3 c
293.0 66.3 c
227l4 60.5 158.9l4 60.5 178.9l4 60.5 1780  60.5 1017 26 20.1 l6
0.0.6 9 l
213.66.7 297.8 66.7 288.0.8 66.1 297.8 66.3 l
160 6820.1 l6
0.0.8.8 l
295.66.6 4298  66.1 171 l
2869.5 30140 G869.5 3018  66. 1c
h
4 66. 1c
h1
0.0.8.0 m
298.66.5 154.9260.3 c
13
0.0.8.4 158.9l4
n
298.6 17.6 m
298.3 17.755 342.1755 3«) Tj
10.5 0.0 Td
(˚˙) Tf
9.711(;)-5581) Tj
/F11 10.5 Tf
8.1 0.0 T
(Ò˙) Tj
10.5 0.0 Td
(Ö˘) Tj
/F3 10.0 Tf
12.5 0.0 Td.5 Tf
18. 
0.6310 g
0.6310 G
n
286.2 22.80 0.0 Td
(1) Tj
/F1 10.5 Tf
8.0 0.0 Td
(Ó“) Tj
10.5 0.0 Td
(ÉÉ) Tj
/F3 10.0 Tf
12.5 0.0 Td
[(;)-558.6(2)13.6(6)] TJ
/F4 10.5 Tf
18.0 0.0 Td
(1) Tj
/F1 10.5 Tf
8.1 0.0 Td
(„«) Tj
10.5 0.0 Td
(˚‰) Tj
/F3 10.0 Tf
12.5 0.0 Td
[(;)-558.6(1)13.6(8)] TJ
/F4 10.5 Tf
18.0 0.0 Td
(1) Tj
/F1 10.5 Tf
8.1 0.0 Td
(Ìï) Tj
10.8 0.0 Td
(`î) Tj
/F3 10.0 Tf
12.5 0.0 Td
[(;)-578.0(2)13.6(1)] TJ
/F4 10.5 Tf
18.2 0.0 Td
(1) Tj
/F1 10.5 Tf
8.1 0.0 Td
(†Ö) Tj
10.8 0.0 Td
(¿â) Tj
/F3 10.0 Tf
12.5 0.0 Td 10.0 Tf
13(2)13.6(2)] TJ
/F4 10.5 Tf
18.3 0.0 Td
(1) Tj
/F1 10.5 Tf
8.1 0.0 Td
(†Ö) Tj
10.8 0.0 Td
(¿â) Tj
/F3 10.0 Tf
1Ò˜) Tj
10.8 0.0 Td
(8(2)13.6(4)] TJ
/F4 10.5 Tf
18.3 0.0 Td
(1) Tj
/F1 10.5 Tf
7.6 0.0 Td
(¾˙) Tj
10.9 0.0 Td
(˜`) Tj
/F3 10.0 Tf
1….5 0.0 Td
[(;)-587.80.6310 g
0.6310 G
n
286.2 22.80 0.0 Td
(1) Tj
/F1 10.5 Tf
7.6 0.0 Td
(Óü) Tj
ET
0.9490 g
0.9490 G
n
340.6 602.2.5 0.0 Td
[(;)-587.8(2)13.6(7)] TJ
/F4 10.5 Tf
18.0 0.0 Td
(1) Tj
/F1 10.5 Tf
7.6 0.0 Td
(„Ø) Tj
10.9 0.0 Td
(˚—) Tj
/F3 10.0 Tf
12.5 0.0 Td
[(;)-587.8(2)13.6(3)] TJ
/F4 10.5 Tf
18.3 0.0 Td
(1) Tj
/F1 10.5 Tf
8.0 0.0 Td
(„Ø) Tj
10.9 0.0 Td
(˚—) Tj
/F3 10.0 Tf
12.5 0.02 1“) Tj
10.4.0 c
Tf
16(1)13.6(8)] TJ
/F4 10.5 Tf
18.0 0.0 Td
(1) Tj
/F1 10.5 Tf
8.0 0.0 Td
(Ó“) Tj
10.5 0.0 Td
(ÉÉ) Tj
/F3 10.0 Tf
12°) Tj
10.5 0.0 Td
(0(1)13.6(9)] TJ
/F4 10.5 Tf
18.2 0.0 Tj
/F1 Tj
/F1 10.5 Tf
8.0 0.0 Td
(Ó“) Tj
10.5 0.0 Td
(ÉÉ) Tj
/F3 10.0 Tf
1¡£) Tj
ET
0.6120 g
0.6120 G
n
293.8 19.6 m
294.3 20.28252.5 2288 256n
2.0 560.6 c
4250.5 492.6l
2.5 56c
301350.2 c
351350.9.00001.4 50.4 493.935*
0.00001352.1 19141.4352.46c
3013510.5c
2113510.5c
201.4352.0 c
29 352.0 c
2355.3 5 c
129.5320.5 1546935*
0.2995  52.5 30140.5320.0.2995  51.4 c
127 51.8 c
129.532 19.6 301.51.0 c
2355.1.4 c
159.75.1.4 c
159351.0 l
1262.5 56c
159.75.1.1 c
127 50.4 c
f4 250.5 49282.0 50.5 4
293.9 50.6 4298  50.6 42927 50.4 c2851.5350.4 c28462.5 7 126.15.1.1 c
389.5351.9 l
3895.1.4 c
382.57.4 490.6.532 19.6
293.9 4939 c
30 l
14 16.0 l
2l
14 15 l
382.47.8 427.5349.6 293.0c
14 12 383.9 4 12 3834 250.0 c2851.5350.0 c2851350.0 c2871350.0 c7101.4 50.0 c0073.9 50.0 c992  50.0 c995  50.0 c9960c
14 12 39
7934 12 39
8934 12 39
89c
14 18 301.7 47.8 401.7 47.8 c
292.214 15 l01.7 47.4 l01.7 47.3 39
89c
14 13 0000 g
 .7 c
.6740 G
0.0000 g
0.0000 G

BT
61.23
190.2 23 256n
2.2.8 c
287.0119.9 c5 355. g
0.63755. g3 c
252.65. g3 c
2l
342.4.8 l4 342.4.8 l32.65. g1 c
2135. g3 c
2035. g3 c6 91.4 . g
0.1 355. g00.1 355.322.81681355.4 80.1 355.3270.1 355.326 c6 91.4 .2.2 213055.321 c
2135.3.4.8 l32.65.3.4.8 l4 342.2 213555.326 c
252.65.3000 G
7 5.4 80.2 355.322.82681355.0.5 29557.0119.3 c
293.9 17.0 c
1555. g1 c2851354.9 49149.5354.9 49131354.5 l
3895.4.4 c
251.5354.59c
204156.0 l
213356.2 c
2952 l
34 16.1 128352 9 l
293.9 52 9 l
2
2l
153.1 38 16356.2 213.6353.3 2
251.65.3.4.l
3895.5.9 4913 316.7 15441.4 .2.2 c2851357.3 494.2357.3 47101.4 57.3 40073.9 5.9 20.52  5.9 20.55  5.9 20.561.4 57.3 494.2357.4 c
159353.4 l01.7.4 57.3 c
29 357.3 c
29 357.2 l01.7.4 57.1 c
29 357.0 c
29 352.2 39
89c
152.9 30101.9 17.1106.3 Td
(¿“) Tj
10.5 0.0 Td
(Ô“) Tj
10.16.2 19.6¨—) Tj
10.5 0.0 Td
(––) Tj
/F3 10.0 Tf
1»Õ) Tj
10.5 0.0 Td
(Öä) Tj
/F3 10.0 Tf
1¶°´fi ¶þ ˜¿ Àˇ Ó—‚ˆ †˛ ¿ý ˜¿ µä ¶þ Ö• ¶þ



格式是弘仁格式 , 其后编纂了贞观格式、延喜格式。今天的格是通过会聚三代格的形式流传下来的 , 而

式则只存在着延僖式。

可以从高丽史中看到高丽法律与唐法律的关系。但是 , 因为高丽是唐亡后十年建国的 , 在宋元明期

间存续了近五百年 (918 - 1392) , 因此也受到了宋元明法律的影响。

《高丽史》谈到了高丽使用过的律 (律令) 的篇目和条数 :

11 狱官令二条 ; 21 名例律十二条 ; 31 卫禁四条 ; 41 职制律十四条 ; 51 户婚律四条 ; 61 厩库律三

条 ; 71 擅兴律三条 ; 81 盗贼律六条 ; 91 斗讼律七条 ; 10、1 诈伪律二条 ; 111 杂律二条 ; 121 捕亡律八

条 ; 131 断狱律四条。共十三篇七十一条。

而且 , 高丽史所引的高丽法律中有很多被认为属于唐律令体系。浅见博士汇集了这些引文 , 认为属

于高丽的律还不到七十一条。而且 , 从高丽史中我还可以指出许多源自唐令的条文。列举一下来自唐令

篇名的话 , 有 :



三、外国人———属人主义与属地主义

(一) 外国人与其归化

在罗马上 , 外国人没有任何权利 , 无论在身体上、还是在财产上都得不到任何保护。“Hostis”这个

词是“敌”的意思 , 同时也是“外国人”的意思。无论是谁 , 只要抓到 Hostis , 就属于无主物的财产。

将外国人看作劣等人种 , 几乎不承认他们的任何权利和得不到任何保护。古代的希腊也不例外。在中国

古代文献的范围内 , 未将外国人看作“敌”, 并且在同一个词语中也不表示这一意思。但是 , 中国从古

代开始将外国人称作化外人、蕃夷、外藩人、胡人等。如果是商人 , 就称作胡商、商胡等。华夷相分的

意识表现在“化外”这样的用语中。外国或者外国人 , 中国或者中国人并不是相提并论的 , (中外之间)

可以见到不对等、不等质的内容。这与中华意识、天下意识是不可相分的。唐代称为“波斯”、“胡商”

等的外国商人大多称为玉商 , 善于名玉的鉴别。当然 , 即使被称为外国人的并不仅仅局限于化外人 , 也

就是所谓的西域人 , 北方、东方的的各国人或者外来于中国的化外人也为外国人。化外人的规定在继受

唐代法的日本高丽以及越南法中也有同样表述。我国养老令的注释书 ———《令集解》中将唐人、唐国以

外的人也列入夷狄之列。

根据唐代法 , 外国人与中国政府互市 , 与一般的老百姓进行私人交易 , 互相缔结交易契约 ; 得到公

许的情况下 , 还可以与中国人通婚。但是 , 禁止外国人与所娶妇人结伴回国。因此 , “唐代法之下只要

没有特别法令予以禁止 , 原则上享有 commercium et connubium”。在庆元条法事类中有蜚夷门一篇 , 收录

了南宋时代的外国人以及归化的规定。当时也存在外国人与中国人交易 , 也允许雇佣中国人 , 允许与中

国人通婚 , 但是禁止与所娶的中国人、所雇佣的中国人或者与中国人之间所生的孩子一起到国外 (宋

《卫禁律》) 。

唐代还允许外国人归化。归化也被称为“投化”、“归朝”; 而且 , 对于归化人还可以免除十年间课

役。宋代也与唐代一样允许外国人归化。宋代的归化也叫做“归明”。归化人也就是归明人在制度上免

除土地缴纳公课的优待。还有 , 在外国奴隶 , 也就是化外奴婢归化时 , 全部解放为良民。即使外国主人

已经先此而归化 , 也不能将奴隶再次纳为奴隶 (宋代户令) 。唐令的原文虽然还不是明确 , 根据日本令

与宋令的类似点来看 , 也大体上可以想见得到唐令的原形。“欧洲中世的 Wildfangsrecht , 国王或者领主

在某一期间内享有对在其领域内停留的外国人强制地纳为自己的隶民 serfs 的权利 , 而唐代法中则没有

与此相当的东西。”宋代在这一点上也是如此。

(二) 属人法主义与属地法主义

四、五世纪的时候 , 在欧亚大陆展开了东西民族大转移。中国北方民族大规模南迁以后 , 进入了南

北两朝对立时期。由于当时的北方民族侵入到中国的北半部 , 法律的属人对立就不可避免。但是 , 当今

对属人法主义以及属地法主义的规定最明确的是在唐代以后。不仅唐代 , 其他朝代也发生了在中国聚居

的外国人、异民族之间以及他们同中国人之间发生的法律冲突。当时处理涉外法律关系的原则是属人法

主义以及属地法主义。人们居何处就随此人适用的法律称为属人法 , 对于涉外各种法律关系适用属人法

的原则为属人法主义。与之相对 , 对于地域内任何人都适用的法律称为属地法 , 涉外法律关系适用属地

法的原则称为属地法主义。

根据唐时来到广州的阿拉伯商人 (Soleyman) 的旅行日记记载 , 在广州发生的伊斯兰教徒的诉讼是

由教徒担任法官 , 组成特别裁判所适用教徒的本国法进行审判。唐代时期 , 当同类外国人相互之间犯罪

时 , 根据属人法主义依据其本国法处理 ; 异类的外国人 , 例如高丽人与百济人之间的犯罪 , 则根据属地

法主义适用中国法律 (唐律) 。这一原则为从唐代以后的中国各个王朝以及周边的各国 , 辽、宋、金、

高丽、黎氏安南、日本等所采用。日本律和黎律都原文照搬。现在 , 列举唐律以下相关的条文 :

唐律 : 诸化外人、同类自相犯者、各依本俗法 , 异类相犯者、以法律论 (宋刑统相同) 。

辽制 : 凡四姓相犯、皆用汉法 ; 本类自相犯者 , 用本国法。

金律 : 诸同类自相犯者 , 各从本俗法。(诸字依意补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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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丽律 : 诸化外人 , 同类自相犯者 , 各依本俗法。

安南黎律 : 诸化外人 , 同类自相犯者 , 各依本俗法 , 异类相犯者 , 以法律论。

日本律 : 凡化外人 , 同类自相犯者 , 各依本俗法 , 异类相犯者 , 以法律论。

其中 , 辽法所说的四姓是指契丹、渤海、奚以及汉人。该法与唐律不同 , 并不使用“化外人”这一

用语。虽然契丹人是统治民族 , 但是自己也适用该法 , 例如对于契丹人与渤海人之间的犯罪不是适用契

丹法 , 而是适用中国法 (汉法) 。而且 , 契丹人之间的犯罪、渤海人之间的犯罪、以及中国人之间的犯

罪分别适用各自的本国法律。金律对于统治阶级的女真族人之间的犯罪、对于被统治民族的中国人之间

的犯罪以及契丹人之间的犯罪也分别适用其本俗法。但是女真人的情况也好、中国人的情况也好 , 这里

所说的本俗法都是指金律 , 而未必是女真人自己的、本来的乡土法。但是 , 因为很难强迫女真人适用与

中国人一样的法律 , 所以在金律 (或者是金律令) 的条文中规定了针对女真人按照女真固有法、适用于

同中国人不同的法律的规定。例如女真人就与汉人不同 , 不禁止女真人在父祖生前别藉 ; 还有 , 禁止汉

人和渤海人迎娶死去的有服兄弟的妻子 , 也就是禁止 levirate , 而只对于女真人则不予禁止。宋代法律对

于国内异民族之间的问题 , 有时也适用异民族法律。

另外 , 明清律中也有化外人适用中国法律的规定 , 可以看出过去的属人法主义被废止了。但是 , 这

里的化外人与唐律不同 , 明律中的化外人是指“来降”的化外人 , 而不是指化外人本身。清律也是如

此 , 只是对蒙古人单独适用蒙古律例这样的特别法规。

四、刑法诸原则

(一) 犯罪的外部行为与内部心理

与世界其他民族、其他国家的法律比较起来 , 中国刑法从很古老的时候就发展到了一定的水平。欧

洲在进入十六世纪以前 , 其刑法还是未开发的状态。据说 , 中国七世纪的刑法典“即使是唐律 , 比起欧

洲十九世纪的刑法典来也毫不逊色”。例举中国刑法典优秀性一面的话 , 与希腊、罗马、日尔曼古代法

体系不同 , 中国古代法律从古代开始原则上对于没有犯罪意思的行为就不予处罚。日尔曼古谚说“行为

杀人”, 法只是处理结果的问题 , 不问主观的责任。无论是故意还是过失 , 只是根据发生的结果。其后

的刑法在很长时间内都是以这种行为的客观结果为基准的。行为与其说是自由意思作用的 , 莫如说是鬼

神的力量导致的命运 ; 与其说是责任 , 莫如说是宿命。过失与偶然也没有作出区分。而且 , 没有在行为

中表现出的意思不具有法律意义。因此 , 不能够处罚未遂、教唆、帮助等 (行为) 。进入法兰克福时代

以后 , 在教会忏悔习俗的影响下 , 更多地开始考虑意思的要素。一般地看来 , 法兰克福时代仍然是建立

在结果责任的基础上 , 这似乎是在很晚的时候 , 看到了中国刑法的发达以后 , 加以借鉴的结果。

不用说中国 , 七、八世纪的唐律 , 即便在更早的时候实际上就开始区分故意和过失。对于未遂与着

手前的预备 (准备行为) 、阴谋 (犯罪的合意) 以及对于教唆等也给予处罚。因此 , 例如唐律将九十岁

以上、以及七岁以下的人作为绝对无行为能力人 , 对其行为不追究刑事责任。八十岁以上十岁以下、以

及七十岁以上十五岁以下的 , 作为限制责任能力人给予减轻处罚。中国古代刑法的责任论考虑犯罪人的

犯罪意思 (恶意) , 这是以一种道义责任论为核心的。中国古代刑法重视犯罪人的内心 , 但是并非不考

虑犯罪人的外部行为。也就是 , 犯罪人要对自己所选择的行为负责任。这种责任是对行为量的比例的报

应 (等量的报应) 。法律规定 , 即使是同样的伤害罪 , 殴打他人损伤人的一枚牙齿、或者折断一根手指、

或者打瞎人的一只眼睛处以徒刑一年 ; 损伤他人的两只牙齿、或者两根手指时处以徒刑一年半 ; 打瞎人

的两只眼睛时是处以徒刑二年 ; 拔掉人的头发一寸以上时 , 处以杖八十 , 如果拔人头发以致于不能够形

成发髻程度的话 , 处以徒刑一年半。

中国古代刑法很早就是权力统治的最极端方式 , 对于君父的犯罪科处最高刑。只要是阴谋杀害君父

———在着手以前的预备阴谋阶段 ———就已经可以处罚。宋代以后 , 对于君亲犯罪科处极刑 ———凌迟处

死 , 也就是活生生地剥掉、切碎犯人的骨肉 , 或者活生生地切掉手足以及胸腹、露出内脏 , 最终割首处

死 ; 而且禁止埋葬处死的犯人。不能从使用这种刑罚的中国人的国民性来理解中国古代的刑法。对于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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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拥有无限恩情的君父的 , 就要科处无限的制裁。在这种情况下 , 责任就是行为量的比例 ———无限对无

限 ———的科刑。

这样 , 在承认犯罪外部行为的现实意义的同时 , 也重视内部的心理动机的中国刑法的观点也在日

本、朝鲜以及越南的法律中继承下来。也就是说 , 我国的律、高丽初期的法、以及越南的黎律基本上都

继承了中国古代刑法区分故意和过失 , 对于未完成行为的未遂、以及着手以前的预备 , 对阴谋的处罚

法 , 关于责任能力的规定 , 按照责任与行为量的比例采取报应刑主义等内容。还有 , 养老律也好、越南

的黎律也好 , 都处罚教唆行为 , 由于受到唐代以后的中国刑法的影响 , 越南法甚至还继承了凌迟之法。

(二) 自由刑制度的发展

作为中国古代刑法优秀性的一面 , 自由刑 (劳役刑) 在刑罚体系中所占的地位很重要 , 必须说明自

由刑的发展程度。从古代开始 , 中国自由刑的发展程度就是世界其他国家所无法比拟的。即使在被称作

欧洲划时代的十六世纪德国刑法典中 , 也规定了车刑 (用车撕裂) 、串刺刑、断手刑、断指刑、抉目刑

(挖眼睛) 、断耳刑、断鼻刑、断舌刑等 , 死刑的执行方法也是多种多样的 , 大量存在流血的刑罚。中国

也不是没有流血刑罚的历史时期 , 也实行过黥刑、劓刑、刖刑、以及宫刑 (男子去势) 。但是 , 这一历

史时期是在公元前 , 也就是在汉代以前的历史时期中存在。而且 , 与之相反 , 取而代之的是笞杖刑这样

的身体刑 , 以及徒流这样的自由刑。但是 , 即使是自由刑 , 中国也不是为了进行道德教育。中国自由刑

史由程度 Ò†¡£ `¸ ˚Ü µ‰˚˙ „æ×Ô ÓÉÖ—„œ·œ̊–˚˙̊ •̊ •̊ •`¸ , 中国刑代代容罚之存在之中国自家地育行刑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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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的意图。因此 , 加上对人民力量的评价认识 , 虽然中国也不能无视人民的力量 , 但是中国与欧洲刑法

思想的基础中存在着历史性的、质的差别。

上述中国的法定主义的主张正如从晋律和唐律中所规定的那样 : 断罪必依律令正条 , 就清楚地体现



天在中国和日本实行的保证制度中 , 保证人是从债务人 , 负有保证人或者与主债务人一样的债务。但

是 , 在唐代的杂令中有“如负债者逃 , 保人代偿”的规定 , 这里的保人 (保证人) 负有保证债务人不得

逃亡 , 注意防止债务人不逃亡的注意义务 , 如果债务人逃亡的话 , 应该加以搜索 , 并将其送回原地。而

且 , 万一搜索不到或者不能将其带回原地的话 , 保证人应该负代偿义务。这里的保证就是学者们所说的

留住保证 (Stillesitzburgschaft) , 从中也可以看到对债务 (Schuld) 以及责任 (Haftung) 的区分。当然 , 在

不存在债务的前提下 , 也不存在责任。一般地 , 债务人负有债务履行的义务 , 这里的保人则不同 , 要担

保债务人不得逃亡、停留在原地 , 也就是担保债务人的行为和不行为。保人与债务人并不负担同一债

务 , 而是要负担独立的单独债务这一点是与近世法律保证制度相区别的特色。而且 , 在库木吐喇和和阗

发现的唐代借钱文书中 , 在唐令和对其相互印证的保证文书中可以看到“如举钱后 , 东西逃避 , 一仰保

人代还”,“如身东西不在 , 一仰同取保人代还”等内容。这种保证也可以在巴伐利亚和荷马的奥德塞的

史料中看到。

(二) 宋元以及日本、越南的留住保证

然而与唐杂令相同的规定也可以在《养老杂令》中看到 , 在正仓院文书中也可以看到这种保证文书

的存在 (发现唐以及日本法中留住保证的是中田博士) , 其中可以看到唐法的影响。前述唐代保证文书

并不单纯是从库木吐喇和和阗出土的 , 宋代的关市令以及金代和元代的令中也有规定。在元代的文书中

也体现出相关的保证制 , 这种保证制即使在明清时期让位于新的保证制度以后 , 也在继续使用。在金瓶

梅中也有这里所说的古代保证制。但是 , 这种留住保证制度也可以在黎氏安南的刑律看到。黎氏刑律是

在中国明代 (十五世纪) 时期制定的。这种保证法虽然在明律中没有看到 , 也不能说没有宋元法律的影

响 , 但是其来源于唐代法 , 至少间接地与唐代法有关系。为了参考 , 下面列举唐、宋、金、元、日本以

及黎朝的法律 :

唐令 : 诸公私以财物出举者 , 任依私契 , 官为不理 , ⋯⋯家资尽者 , 役身折酬 , 役通取户内男口 ,

⋯⋯若违法积利、契外擎夺、及非出息之债者、官为理、⋯⋯如负债者逃、保人代偿 (参见宋刑统所引

杂令) 。

宋庆元令 : 诸负债违契不偿、官为理索、欠者逃亡、保人代偿、各不得留禁、云云 (据庆元条法事

类) 。

金泰和令 : (元至元杂令) 诸以财物出举者、⋯⋯若欠户全逃、保人自用代偿 (据事林广记) 。

日本令 : 凡公私以财物出举者、任依私契、官为不理、⋯⋯家资尽者、役身折酬、⋯⋯若违法积

利、契外擎夺及非出息之债者、官为理、⋯⋯如负债者逃避、保人代偿。

安南黎律 : 诸负债逃亡者、咱保主代偿本分、即原契、有约同伴代偿、如之、违者杖八十、若有子

咱追于其子。

应该注意上述规定都是有关债务人逃亡、以及保证人代偿制度。最近 , 根据护雅夫的研究 , 从西域

发现的元代维吾尔文书中也可以看到这种保证制度。

六、财产的私人扣压制度

(一) 私人扣押

与保证制度一样 , 在东亚各国法上相关联、应该注意的一个问题是财产扣押 ———财产的私人扣押制

度。唐代的金钱、粟帛的消费借贷中 , 有附利息的和无利息两种方式。在无利息消费借贷的情况下 , 当

债务人不履行债务时 , 就要象唐律规定的那样 , 由官对之科处刑罚并强制履行。在附利息的情况下 , 即

使不履行也不适用该法。并且 , 官吏对于契约的成立也不得加以干预。但是 , 正如中田博士指出的那

样 , 在欧洲法律史中 , 同法兰克时代的 Privatpfandung 同样 , 唐的法律是由债务人向官府提出 , 对不履

行债务的债务人的财产通过自力的方式牵掣 (掣夺) , 也就是这里所说的允许进行私人进行扣压。而且 ,

(债务人) 未向官府提出时 , 即使扣压 , 当扣压金额超出债权额的时候 , 或者未对 (债务人) 处罚、但

超出债权额的时候 , 可以根据杂律对之进行处罚。唐杂令规定在附利息的消费借贷时 , 在债权的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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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承认民间扣压。今天 , 根据斯坦因探险队和阗发现的唐代借钱、借粟证书中 , 附利息和无利息中都附

载着私人扣压的特约。其文言是“如违限不还、一任僧虔英牵擎霍昕悦家资牛畜、将充粟值、有剩不

追”“过月如上不付、即任牵擎家资、用充本利值”之类 , 扣压家资以及其他家畜 (牵掣) 充当原本和

利息 , 有时 , 也有即使私人扣压额超出债权额、也不返还旨趣的特约。而且 , 这种文书也可以在斯坦因

和佩理欧两探险队的敦煌发现中看到。但是 , 即使根据相关的财产扣压制度也不能满足债权的时候 , 债

权人可以拘禁债务人一家中的男子 ; 如果没有男子的话 , 可以拘禁债务人自身 , 让其通过劳务来代偿还

债务。在宋刑统中援引的唐代杂令中 , 可以看到相关的条文中有“家资尽者、役身折酬、役通户内男

口”的规定。也就是 , 在唐以及宋初的法律中 , 债权人首先就债务人的总财产实现财产偿还责任 , 其次

享有扣压债务人或者其家族的身体、实现身体的代偿责任的权利。允许债权人在其现实的支配力量下 ,

确保 Haftung。事实上 , 在唐代作为债权人强制债务人履行义务的手段 , 不仅仅债务人的财产、债务人

自身以及其家族的人身也常常被扣压。这也是与古代奴隶制相对应的制度。与之相对 , 在十三世纪初南

宋时代的庆元令中 , 不仅看不到扣压规定 , 相反 , 却规定了禁止扣压规定 ; 在法条上属于属于同一系统

的元代法条中 , 没有扣压以及禁止扣押的规定 ; 在明清律中 , 不仅禁止扣押身体、就是财产也禁止私人

扣压。在国家制定法上 , 私人的执行范围经过一定的时代变得狭窄了 , 最后完全被禁止。但是 , 现实

中 , 不能否定高利贷和地主私人私人扣押的事实 (特别是明清时期的地主 , 例如 , 参照《皇明条法事类

纂》和江苏省例。)

(二) 日本、朝鲜、安南的私人扣压

那么 , 唐令中看到的私人扣压方法也被上述各国所继承。下面例举一下唐、日本、高丽以及安南黎

朝的律文。

唐律 : 诸负债不告官司、而强牵财物、过本契者、坐赃论

日本律 : 凡负债不告官司、而强牵财物、过本契者、坐赃论

高丽律 : 负债不告官司、强牵财物、过本者、一尺笞二十、一匹三十、⋯⋯十匹徒一年、⋯⋯五十

匹徒三年、仍勒依原契还主 (顺便说明一下 , 高丽律的“一尺笞二十云云五十匹徒三年”与唐律的“坐

赃论”意思相同。)

安南黎律 : 诸追偿不告官司、而强牵财物、过本契者、杖八十、计其财物偿之、余还负债者。

对于日本律令中看到的私人扣压 , 虽然中田博士已经与唐律作了比较并加以论述 , 同样 , 私人扣压

在高丽的律和越南的律中 (十五世纪) 作了规定。而且 , 如前述那样 , 在中国唐代以后私人扣压制度受

到限制或者干脆被禁止 , 黎律保存了中国古代法律的原形 , 也就是唐律的风貌 , 由此不难看出以唐律为

范本制定制度的渊源。

七、亲等制度

在东西法律历史之中 , 计算亲族之间远近的亲等计算法有几个类型。在东亚有代表性的是中国和朝

鲜。它们之间类似于日尔曼与罗马法的计算法。那么 , 中国的亲等制是否为毗邻的朝鲜继受下来了呢 ?

如果继受下来的话 , 其形态又是如何的呢 ? 在罗马法式、也就是日本法的情况下 , 关于直系亲 , 如果有

象亲子那样一代的间隔 , 就计算为一亲等。旁系亲等的计算法是从旁系亲二人开始追溯到其共同祖先 ,

来计算其世代数的总数。因此 , 兄弟是二等亲 , 叔父与其侄子是三等亲 , 从兄弟是四等亲。与之相对 ,

在日尔曼法中 , 计算旁系亲远近的方法寺院法制度是对与自己有共同祖先的同一世数的旁系亲 (这种情

况除去兄弟姐妹) 的分类法。根据这一分类法 , 第一类是从兄弟、第二类是再从兄弟、第三类是三从兄

弟、第四类是四从兄弟。这是与自己同一世代的横向排列。但是 , 对于与自己共同祖先不是同一世代的

旁系亲 , 例如 , 自己与叔父之间的亲等 , 是根据两人到共同祖先世数的较长一方为基准来计算的。其结

果 , 叔父也好、从兄弟也好 , 与自己都是同等亲。再从兄弟、其父亲 , 以及其祖父三者都是自己的同等果 范再从的较同



亲族分类法在中国亲族关系的各种制度 , 特别是五等丧服制度 ———五服制度中明显表现出来。

在五服制度中 , 说到旁系亲 : 11 兄弟被称为期亲 , 丧服期间为一年 ; 21 从兄弟是大功亲 , 丧服期

间为九个月 ; 31 再从兄弟是小功亲 , 服丧期间是五个月 ; 41 三从兄弟是缌麻亲 , 服丧期间是三个月。

这种与自己同一世代的横向排列上的亲族被分成各类 , 并根据其亲疏来决定丧服。比缌麻亲更远的袒免

亲是丧服极其简单的亲族。在旁系亲中 , 对于和自己是共同祖先但世数不同的 , 不管世数远近和自然血

缘亲疏 , 都是按照到共同祖先长的一方来分类。但是伯叔拟作父亲 , 侄子拟作儿子 , 都是够格的期亲。

还有 , 中国固有的亲等计算法不是象罗马式和宗教法那样单纯地计算世数的世数亲等制 , 而是反映出家

父长制的各种关系 , 或者说具有身份亲等制的特征 (性格) 。也就是 , (儿子) 对父亲的丧服期间和其父

亲对儿子的服丧期间之间存在差异 ; 即使同是儿子 , 嫡子是三年 , 其他众子是一年 , 即使同是孙子 , 嫡

孙是一年 , 其他众孙服九月丧期 ; 还有 , 夫和妻妾之间的丧服期间也存在差异。

与中国这种所谓的日尔曼法方式的亲等计算法相对 , 在东亚朝鲜从很久以来使用罗马法方式的计算

法。在朝鲜直系亲与旁系亲中 , 除了兄弟姐妹用各自固有的亲族名来称呼以外 , 其他表示亲等时用

“寸”。而且 , 这种旁系亲之间的亲等计算法完全同罗马法一样 , 按照从旁系亲开始到共同祖先的世数之

和。世数之和如果是四 (世代) , 那么就是四寸亲 , 如果是六 (世代) , 就是六寸亲。而且 , 如果甲是乙

的九寸亲 , 甲就相当于乙的三从兄弟。再有 , 如果甲是乙的八寸亲 , 甲就相当于再从兄弟的孙子 (参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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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关于家族共产制的问题

(一) 家产分割与遗产继承

考察各个民族的历史 , 虽然存在不能说象罗马法这样的父子共产制的情况 , 但是 , 象印度、斯拉

伯、日尔曼等这样的家族共产制明确的情况也不少。在家族共产制中 , 父子之间成立共产的情况与从共

同继承父的财产的兄弟开始共产的情况也很多。在中国 , 唐代前后 , 在兄弟这样的旁系亲之间成立共产

是很明确了 , 但是在唐代以前父子之间是否成立共产制则不很明确。但是 , 根据纪元前的儒教经典和注

释书以及土地买卖证书等 , 我认为是否可以说在很古的时候就出现了父子之间的共产制。七、八世纪唐

代法典以后 , 毫无疑义 , 兄弟之间成立财产共产制 , 父子之间也成立“同居共财”关系。而且禁止将家

长管理的共产任意变卖和质押 , 让他人盗窃“己家之物”时 , 以“未得家产管理者家长同意山寨用财

罪”处罚。也就是 , 家财是“己家之物”, 子本人不过是其中的所有人之一 , 让人偷盗时 , 子本人并不

成立犯罪。还有 , 根据唐代法律 , 妾与不是奴隶的所有人 , 因此也不是奴隶的主人。所以 , 奴隶即使奸

淫家长的妾 , 也不能构成冒犯主人。但是 , 家长之妻和女儿都是奴隶的所有人和主人 , 奴隶奸淫家长之

妻和女儿 , 就构成奸淫奴隶。从这一点来看 , 毫无疑义 , 在唐代法中 , 父子之间成立共产制 , 除了妾以

外 , 妻子和女儿是家财的共有人。虽然有家父长子的阴影 , 即使在唐后的法律和注释书中 , 也难以看到

应该否定这种父子间团体所有关系的根据。

上面以唐律和明律这样的法律为中心进行了论述 , 那么在一般社会中如何看待家产关系呢 ? 就此 ,

也可以看到父权专有制的观点 , 但是并不一定统一 , 父子共产制直到后世也没有被否定。关于对这一问

题的理解 , 在财产交易的时候 , 由谁作为交易的主体也是断定问题的一个方法。

对外交易由家长担当 , 未必与家族有直接的关系。但是 , 根据我所调查的清代土地买卖证书的种

类 , 可以在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广东等很广的范围内看到父子共同成为买主、卖主的习惯。父子

作为卖主成为共同的价金受领人 , 如果卖掉不属于自己的土地时的责任由成为卖主的父子共同负担。这

样的事情不仅仅在清代 , 往前追溯 , 汉代的土地买卖证书 , 从斯坦因探险队在敦煌发现的奴隶土地买卖

文书中也有写明。在清代买卖证书中写有“父子合口商议”, 这说明作为卖主的父子在变卖家产的时候

经过商量的 (事实) 。在兄弟商量的基础上变卖的情况下 , 同样写有“兄弟合口商量”。

但是 , 日本的律令参考了唐律令规定了家族“同居共财”的家制。根据中田博士的看法 , 姑且不看

规定的外形 , 其实质并不是以唐代那样的共产家族 , 而是以家父长专有主义为基础的非共产的家制度。

因此 , 和唐令一样 , 也有禁止儿子任意买卖质典财产的规定 , 其财产在令义解中说明为“家长物”。日

本律令制实质上是受到唐律令的影响 , 但是可以看到与唐律令不同的地方。越南法也长久地受到中国法

的影响 , 但还有固有法的浓厚色彩。观察黎朝刑律 , 与唐律一样 , 有关于“使人盗己家财物”的规定。

在唐律中 , 即使让人盗己物 , 让人盗窃的儿子也不构成盗犯 , 就是因为儿子也是己家的财物的所有人。

但是 , 越南法上 , 让人盗 (己家之物) 的儿子也要受到法律的处罚。为什么呢 ? 就是因为在越南法中夫

妇 (父母) 之间也成立共产制。考察越南黎朝时期的财产继承文书的话 , 没有区分象唐代法这种意义上

的“己家财物”, 而是区分了“夫妻己物”。那么 , 朝鲜又是如何呢 ? 对此的解答是很复杂的。即使让别

人盗窃同样的家产 , 越南法作为盗罪处罚 , 高丽法中比照如果没有得到家长的许可而使用家财的规定来

处罚。还有 , 高丽法中 , 与唐律令一样 , 设置了共产分割规定 (应分财物条) 。共产分割与继承在法律

上的含义是不同的。分割共产并不是继承。继承就是将自己拥有的地位在时候传承下去。那么 , 高丽法

的内容在实质上是否与中国法一样 , 是父子共产制或者不是父 (或者父母) 的专有财产制 , 对于这一问

题还不能立刻作出明确的回答。调查李朝的法律并由此来类推李朝法律的沿革 , 这或许是研究上的一个

方法。但是在各个民族的法律中 , 根据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的历史条件 , 即使象日尔曼法那样就实行父

子共产制 , 也有在后来父子之间的共产关系消灭的事例。因此 , 从李朝时代开始类推是否合适 , 我认为

还存在问题。但是可以想象的一个可能是 , 高丽法中唐律令的影响是很强的 ———或者说以唐律为准据法

———因此 , 不能说现实的法在规定的表面上隐藏了许多。与高丽时代李朝一样 , 我认为 , 被称为父母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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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的法习惯是否在规制着现实的社会呢 ? 对此 , 还有待于今后的研究。但是 , 李氏朝鲜时代中尽管有明

代法的影响 , 但是 , 规定“父母奴婢”或者“父奴婢”继承法的经国大典是存在的。显然 , 这不是家产

分割法 , 而是遗产继承法。其中并不以父子共产制为前提。

(二) 遗嘱制度 (遗言)

围绕东亚各国的家族共产制的问题 , 可以通过调查遗嘱制度得以解释。日尔曼古代法中 , 财产的继

承人是根据血缘自然确定的 , 而不是象在罗马法遗嘱制度中那样指定继承人。在罗马家父长拥有的处置

财产的自由并不仅仅限定在生前。罗马的家父长权力的绝对性要求在 (处置) 自己死后的事情的遗嘱中

具有无限制的自由。在罗马 , 此种财产继承制是以家父长的生前处分或者遗言为前提。也就是说 , 家父

长确定继承人是以作为被继承人的家父长的自由意思的自由继承主义为前提 , 在生前处分和没有遗言的

情况下 , 才开始进行法定继承。这一点与中国的制度和原则是完全不同的。在中国虽然不能说没有遗言

制度 , 但是遗言的内容一般在共产分割中而不是在遗产继承中。法律上的分割比例是对儿子均分 , 并且

原则上也不能根据遗嘱加以任意改变。我国的大宝令从表面看来与唐令一样 , 但是到了养老令 , 不问财

产继承制是生前处分还是遗嘱处分 , 其内容是由家父长对家父长个人的财产进行处分。法定继承成为补

充。越南黎律也与日本一样 , 同中国法不同。它们都是以遗嘱继承为原则 , 父母可以在生前任意或者通

过遗嘱处分其财产 , 法定继承规定是在没有遗嘱的情况下开始进行。不采取父子共产制的日本以及越南

法与中国法在遗嘱制度这一点上是对立的。所以 , 如果不理解遗嘱制度 , 越南法也好 , 日本法也好 , 就

难以理解继承制的重要部分。李氏朝鲜也是“按照遗嘱对子女分割财产时 , 一般也要相妻妾 , 兄弟分割

财产”。所以可以说李朝时期的父母所有权 , 也就是除了儿子以外的父母的所有权已经很明确了吧。高

丽时代的遗言制度还不是很清楚。其中的一个理由是在形式上继受了不将遗嘱制度作为一个重要内容的

中国家产分割法而导致的结果吧。

(三) 女子份额

在东亚各国中 , 对于孩子是不问男女 , 不问嫡庶 , 都可以占有财产。但是 , 关于分配额或者说分配

率 , 各国法律是存在差别的。在革命之前的中国 , 对于女子的分配额是极其少的。在唐代法中家财也是

在男子之间分配。不过 , 女子在结婚之际 , 可以获得所占有的财产 , 其数额是男子分得数额的一半。但

是 , 女子的地位以及等级在很长的历史中一直很低 , 其中有一个历史时期应该给予重视。那就是十二、

三世纪南宋家产法上女子的地位。这正象谚语所说的“男子是两手 , 女子是单手”来获取家产 , 也就是

“女子应该承继男子的一半家产”。这里的女子分法 ———在后世虽然被忘记了 ———我认为这是建立在南宋

占据的淮河或者长江流域以南地带中从很古的时候就存在的习俗。南宋时期家产法反映的女子地位在中

国法史中颇有特色 , 但是这在以中国为核心的东亚各国中却未必珍稀。在日本养老令中 , 女子可以与男

子一起共同继承遗产 , 其继承份额是男子的一半。养老令的女子分与大宝令和唐令也不同。在越南律

中 , 为了祭祀祖先 , 只对长子给予增加家产二十分之一的 (优遇) , 其他家产在兄弟姐妹之间均分。在

朝鲜的高丽时代 , 由男子占据土地的分割份额 , 奴隶 , 父母的其他财产在男女 (子女) 之间平均分配 ,

到了高丽末期 , 土地也是按照这种方式分配。(旗田教授) 李朝初期的继承法也是规定女子与男子共同

继承土地和奴隶。其继承比例是首先承认祭祀继承人享有五分之一的增额 , 除了增额以外 , 对于嫡子不

问男女平等分配。还有 , 根据嫡庶异分主义 , 虽然对于妾的子女在基础上处于极其不利的地位 , 但是即

使在这种情况下 , 在妾子之间 , 男子与女子在继承的份额上也是平等的。与继承法上男子优先的原则并

行 , 类似于罗马继承法

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