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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_88_B6_E5_8F_B2_E5_c36_222607.htm 1.六赃。指《唐律》规

定了六种非法获取公私财物的犯罪。唐律要求官吏廉洁奉公

，严惩利用职权牟取私利或贪赃枉法的行为。在量刑上，对

于官吏以权谋私、贪赃枉法的行为，唐律中均规定了较常人

犯财产罪更重的刑罚。六赃具体包括以下罪名： （1）受财

枉法；指官吏收受财物导致枉法裁判的行为。 （2）受财不

枉法；指官吏收受财物，但无枉法裁判行为。 《唐律》职制

篇规定，即使不枉法，赃满30匹也处仅次于死刑的加役流。

此外，《唐律》职制篇还规定了有“事后受财”即“诸有事

先不许财，事过之后而受财者，事若枉，准枉法论；事不枉

者，以受所监临财物论”。此类规范对时下官员贪污行为中

的“权力期权化”的防范，当是不无借鉴意义的。 （3）受

所监临； （4）强盗； （5）窃盗； （6）坐赃； 2.六杀。《

唐律》贼盗、斗讼篇中依犯罪人主观意图区分了“六杀”，

即所谓的“谋杀”、“故杀”、“斗杀”、“误杀”、“过

失杀”、“戏杀”等。“六杀”理论的出现，反映了唐律对

传统杀人罪理论的发展与完善。反映出唐律无论在立法技术

还是适用法律的原则上都达到了一个很高的水平。今天我们

强调“罪刑法定”，唐律中也有类似的要求：“定罪皆需依

据律令正文”。同时，唐律也考虑到所有成文法典国家所面

临的一个困难法条有限，情状无穷，所以唐律又总结了一系

列的原则，其中一个重要原则就是“类推”，类推原则在古

代司法经验的积累上形成了“举重以明轻，举轻以明重”的



适用原则。 唐律规定了不同的处罚。谋杀人，一般减杀人罪

数等处罚；但奴婢谋杀主、子孙谋杀尊亲则处以死刑，体现

了对传统礼教原则的维护。故意杀人，一般处斩刑；误杀则

减杀人罪一等处罚；斗杀也同样减杀人罪一等处罚；戏杀则

减斗杀罪二等处罚。过失杀，一般“以赎论”，即允许以铜

赎罪。 另外唐律“化外人”原则，“化外人”原则是指：按

照中国传统说法，不受中华文明的都是教化以外的。所谓“

化外人”就是现在的外国人，“化外人”原则在强调：唐代

是一个中外交流的频繁的时期，当时有许多外国人到中国进

行交易，进行各种生活，这就不免产生矛盾，发生矛盾就需

要适用法律，唐王朝为了体现开放性，确定“化外人”原则

。 “化外人”原则规定：如果两个外国人，共属一个国家，

他们在当时的唐王朝统治的中国发生纠纷，唐王朝官府准许

适用本国法律来解决纠纷，叫做“依其本俗法”。如果两个

化外人，分别属于不同国家，或者一个化外人和中国人发生

纠纷，就要按照“属地”原则。就要适用唐王朝的法律。适

用这样一种规则(来源:考试大)，来尽可能体现法律的公平。

这样既维护了主权原则又体现了公平原则，又适用了开放的

社会局面。所以唐律所归纳总结出的原则，即使对今天的司

法实践，也有许多借鉴原则。 这样的古代法典原则，到了明

律以后就改变了，大明律就规定，只要是化外人，不管是否

一国，只要在明王朝的统治地域内，一律适用大明律。这就

是单纯的“属地”原则。 唐律在这些内容方面还有许多特别

值得关注的，按照司法考试大纲的要求，对于所涉及的这些

原则，大家都应该把握并区别彼此的不同，如诬告反坐的原

则、自首的原则等等。 隋唐之后，既起的就是宋元，宋是一



个很特殊的王朝，从两汉以后，作为一个单一的王朝，统治

中原时间最久的就是宋朝。从北宋到南宋，政权存在三百三

十余年，所以宋代对中国后期的帝制影响，和传统法律的影

响是非常深远的。宋代在各个方面都留下了痕迹，例如：汉

字被称为“宋体”、四大发明除造纸一项早于这个时期以外

，其它都和两宋有关，算盘的发明、罗盘、火药都完成于这

个时期。中国传统社会有许多值得我们深思的现象。 这个社

会有着很广博的包容性，它能够容纳我们所说的各种新生事

物，社会结构具有很强的保守性，能够将这种新生事物不断

的同化掉，让他们适应这种既有的社会结构，体现它的惰性

。 中国人发明航海的罗盘，但以后的千百年来，曾经一度有

着非常发达的航海业，但终究被这套制度和思想观念所阻碍

。以后的罗盘在中国人手里，不过就是风水先生的堪舆之具

，却提供给了西方人发现新大陆。火药也是如此，到了以后

中国人精细成了烟花炮竹。西方人却用来进行一系列的扩张

掠夺。所以一个社会现象的产生，可能最早出现在中国，但

真正给社会历史进程产生重大影响，却在外国。 100Test 下载

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