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赔命价是人类历史上最早的人命赔偿。指的是杀人者按照被

害者的身份和价格，支付给死者家属一定数额的金钱或实物

，作为补偿。而被害人家属放弃复仇。从此两不相欠，和平

共处。 按照文化人类学家的观点，赔命价是人类社会从对复

仇的公开支持走向否定的标志，也是人类社会“人物不分”

阶段的产物。它的产生大致有以下几个原因：一是人类社会

还处于物质非常匮乏的时期。因而物质对当时的人们来说，

和人命一般贵重。二是已经出现私有财产和商品交换，赔命

价成为可能。三是当时的人类对本身价值的意识还处于比较

低的层次，人和物还并没有太大的区别。四是同态复仇和血

亲复仇给社会带来极大的混乱，也造成很大的物质浪费和人

们之间更深的仇恨。五是社会发展产生国家机器，统治阶级

需要一个和平的手段，来解决人命纠纷，减少仇杀，维护社

会稳定。 所以，命价银虽然一产生就成为有钱有地位者杀人

逃脱偿命的护身符，但相比如同态复仇和血亲复仇，也有着

其积极的进步意义：减少了仇杀，避免世代怨怨相报，有助

于维护社会的稳定和发展经济。 但是，赔命价不是对死刑的

否定，而是对复仇的否定。因此，赔命价并不排斥死刑。它

的适用与否和身份的高低、犯罪的恶性有很大关系。比如，

有的民族限于杀死平民，杀死贵族必须偿命，有的民族限于

过失杀人，故意杀人者仍要偿命。而且命价一般都很贵，凶

手个人是承担不起的，多由凶手家族共同分担，同样，赔命



价的所有权也属于家族共有，被害者家属只能得到其中的一

部分，而且，还要拿出一部分为死者做丧事。这都是由当时

具体社会形态所决定的。后来，还要向统治阶级交纳一部分

，这就是后来的罚金。下文的叙述也将证明这一点。 后来随

着人的价值得到进一步重视，法律规定故意杀人者必须偿命

，但过失杀人者仍然可以通过赔偿方式免于死刑。 在民间，

复仇习惯则长期存在，用金钱处理命案的做法也一直存在，

这就是我们常说的“私了”。但是这些习惯法已经不为社会

和政府承认，失去了它们原来在国家和社会中的法律地位，

并且成为政府法律限制与打击的对象。 二、外国赔命价的情

况 世界许多民族都有这样一个赔命价的阶段。在西方许多国

家近代以前的成文法典中，赔命价有着很重要的地位。在古

代盎格鲁－撒克逊人中便有此俗，称Wergild Wer，意为人命

的价格。赔命价的英语说法即渊源于此。 西方现代法律三大

法源之首的罗马法，虽然《十二铜表法》规定：“杀人的处

死刑，过失致人于死的，应以公羊一只祭神，代以替本人”

。但公元前三世纪的《阿奎利亚法》规定，“如果某人非法

杀死一名他人的奴隶或者一个属于牲畜的、他人的四足动物

，他将被判罚按照该物在当年的最高价值向所有主赔偿。” 

日耳曼法赔命价的历史更为悠久。日耳曼法留下了许多蛮族

法典，比如《撒克利法典》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规定各个等

级的人命价格。一般，贵族最高，自由人次之，以此类推，

至于最贱的奴隶。日耳曼法还规定，杀死女性要赔偿更高的

命价。赔命价金额大多很高，一般都在一百金币以上，平民

是根本承受不起的。后来，除了赔偿命价银给被害人家属之

外，法律还要求交纳一定的“和平金”给国王和领主。因为



统治者开始认识到杀人影响了社会秩序，需要予以惩罚。这

就是今天罚金的雏形之一。>伊斯兰教的《古兰经》记载，穆

罕默德曾教谕他的信徒和臣民：“今以杀人者抵罪为你们的

定制，公民抵偿公民，奴隶抵偿奴隶，妇女抵偿妇女。如果

尸亲有所宽赦，那么，一方应依例提出要求，一方应依礼给

予赔偿”。这一规定随着伊斯兰势力的扩展，影响了中亚、

西亚和非洲国家的法律。我国新疆境内的哈萨克族受《古兰

经》的影响之后，也曾有以赔命价解决命案的习惯法。伊拉

克萨达姆当选总统的时候，曾经下令，所有罪犯赔偿被害人

家属一定数额的金钱之后，即可以释放。但被害人家属不同

意的除外。这无意也是赔命价习惯法的余波。 三、中国赔命

价的一般特点 中国的赔命价记载很丰富。但是没有汉族的记

载。从古代汉族一直有着私和人命案件的做法推断，汉族也

应该有过这样一个赔命价的阶段，只是在汉文记载中我们已

经看不到了。 中国赔命价记载主要集中于少数民族。北方民

族的记载主要集中于二十四史，南方民族的记载主要集中于

近代调查资料。这也从一个方面反映了赔命价习惯的存在和

消亡情况。 我们首先看其一般特点。 在建国初期，我国曾组

织一批专家学者对少数民族进行了一次历时数年的大范围的

社会和历史调查。搜集了大量反映人类初期法律情况的宝贵

资料。南方民族赔命价的的记载主要集中于这些调查资料。

可能因为资料的关系，与北方民族相比，南方民族的赔命价

习惯法比较完备。因此对中国赔命价习惯法内容一般特点的

考察，将以这些资料为主。 1、赔命价的存在是和社会形态

密切联系在一起的。 西南存在赔命价习惯法的民族多半都处

在奴隶社会。傣族所在的“西双版纳地区还保留着比较完整



的封建奴隶制”，并拥有部门比较齐全的成文法。四川大凉

山彝族地区也同样如此。胡庆钧先生整理有135条“凉山彝族

社会习惯法”。其中，涉及赔命价的即有13条之多。藏族是

我国封建农奴制度保存最为完整和悠久的民族。从吐蕃时代

到元明之际，以至解放前后，包括西藏（包括前后藏）、西

康（现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和青海、甘肃的广大藏区，一

直都奉行赔命价的习惯法。过去有藏区无“大辟”的说法，

这主要就是因为藏区大都采取赔命价来处理人命纠纷，而不

宣判死刑。傈僳族和景颇族的社会发展情况也是如此。 2、

杀人是赔命价还是偿命以及命价的高低是和当事人身份密切

相关的。 在彝族社会，首先看等级的高低，如主子命重，娃

子命贱，“主子该打死娃子，不赔命价”，“如果娃子杀死

主子，根据一个黑彝抵四个白彝的原则，除杀人者抵命外，

还应另赔三个娃子的命价”。“杀死黑彝，无论有无直接主

奴关系，凶手均须抵命。”二看关系的亲疏，“杀死两代以

内的姑表亲或姨表亲，凶手要抵命。”“如无主奴关系，也

不是家族内部或姑表、姨表亲，一般只赔命价”。藏族因为

崇信佛教，喇嘛在藏族群众中威望很高，在政治和经济生活

中地位重要，法律规定：“喇嘛和官员及其重要人员如被杀

了，就必须以命抵命。但能以钱财赔命价时，就比普通命价

增加10倍至20倍。”而打死穷人“一条命最多赔藏洋160元即

可了结”。“若凶手是无钱可罚的穷人，则将其判给头人做

娃子或长工，贫穷人家打死头人家中1人者，则要抵命。” 3

、赔命价的适用还和犯罪的主观条件有关。 傣族规定：“犯

死罪的人，得用银抵死罪。”但是以下四种情况，杀人可以

免于处罚：“奸夫被本夫杀死，为非作歹时被杀，偷东西被



打死，夜里闯进人家屋子被户主杀死。”藏族也规定：“盗

贼及造反有罪的人是应该杀的，不须偿命”。现代法律也有

类似的规定。这些规定很有实事求是的精神。 4、赔命价的

所有权并不完全属于被害人家属。 云南傈僳族习惯法：在械

斗结束后，“如果一方死亡的人太多，另一方必须付给偿命

金”，“赔偿的财物归集体分摊，当事人及近亲属要多负担

一些。对方得到的偿命金也大家分享，被害者家属可多得一

些。”傣族规定赔命价的人，还“应出绳子银三两三钱；刽

子手的刀银三两三钱；拴绳子的银五厘”。（P110）西康藏

族“农奴被杀，凶手赔偿的命金有时由主人和死者家属瓜分

，有时全部给死者家属而土司向凶手索取额外的罚款”。藏

族还规定，处理人命案件，凶手赔偿命价之外，还要给死者

家属一笔叫“格致”的财物，“格致”是“超度费”的意思

，一部分用于给死者诵经，超度亡灵，另一部分购置经卷布

施给寺院积聚善德。一些过失杀人案件，可以不赔命价，但

一定要支付“超度费”。这也是和喇嘛们的经济利益紧密挂

钩的。 对于这一点，北方民族也有记载。比如乌桓。这也是

史籍中记载较早的。《三国志－魏志－乌丸传》注引《魏书

》/《后汉书－乌桓鲜卑列传》：(乌桓)“其约法，违大人言

者罪至死；若相贼杀者，令部落自相报；不止，诣大人告之

，听出马牛羊以赎死”。这里用来“赎死”的“马牛羊”所

有权属于谁，没有明言。但是从全文可以看出，这是在复仇

（“部落自相报”）不能解决问题的情况下（“不止”），

在“大人”（国家力量）的主持下，采取的和平方式。理所

当然的，要更多考虑被害人部落的利益，“赎死”的“马牛

羊”应该是归于被害人部落所有。 四、中国赔命价习惯法对



封建王朝法律的影响 下面考察赔命价习惯法对成文法也就是

对封建王朝法律的影响。这一考察以北方民族为主。因为生

活在中国北方的少数民族虽然存在时间先后不一，在历史上

的影响也有大有小，但是差不多都有赔命价的习惯法。而北

方民族许多都曾经建立国家政权，甚至统一过整个中国。这

些少数民族建立国家之后，对赔命价习惯法是一个什么态度

呢？换一个说法，赔命价习惯法对国家的法律有什么样的影

响呢？甚至，有没有影响呢？以下大致按照历史顺序，分民

族论述之。 考察所见记载，把部落赔命价习惯法又以法律形

式颁布的，只有建立北魏王朝的鲜卑族。《魏书`刑罚志》：

“昭成建国二年，当死者，听其家献金马以赎；犯大逆者，

亲族男女无少长皆斩；男女不以礼交皆死；民相杀者，听与

死者家马牛四十九头，及送葬器物以平之；无系讯连逮之坐

；盗官物，一责五，私则则十”。但与北魏其他法律相比，

赔命价不但很快就被放弃了，对中原的法律也没有产生什么

影响。 又：《辽史》卷一一五记载，（西夏党项族）“杀人

者，纳命价钱百二十千。”这是“命价”一词在古书中的最

早和最明确的记载。与古代盎格鲁－撒克逊人的

“WergildWer”（意为人命的价格），不谋而合。但是在西

夏的《天盛律令》里，我们也找不到赔命价的影子。 同样的

情况还出现在建立金朝的女真族及其建立清朝的后裔满族身

上。在女真远祖肃慎时代就有赔命价的记载。《晋书`肃慎氏

传》记载：“凡有杀伤人者，征其家人口一、马十偶、 牛六

、黄金六两，与所杀伤之家，即两解，不得私斗。” 在女真

始祖完颜部落时代，又有“杀人者偿马牛三十”的习俗。这

是《金史》本纪一所明确记载的。《金史`刑法志》还记载：



“金人旧俗，轻罪笞以柳，杀人及劫盗者，击其脑杀之，没

其家资，以十之四入官，其六偿主，并以家人为奴婢，其亲

属欲以马牛杂物赎者从之。或重罪亦听赎”。这一“旧俗”

不但要求杀人者赔偿被害人家属（“主”），还要向国家（

“官”）交纳罚金。这和日耳曼法的“赎罪金”和“和平金

”十分相似。不难判断，此时女真族和日耳曼族社会发展阶

段很接近，国家机器在社会中的作用正在逐步增强。但是女

真族建立的金朝也没有把赔命价定为法律颁行中外。和西夏

的统治者一样，在汉化的影响下，女真统治者很快就放弃了

赔命价的习惯法，《泰和律义》和《天盛律令》都是以唐宋

法律为蓝本制定的。 女真的后裔满族也有赔命价的习惯法。

《清会典》(中华书局本)：“国初，凡过失杀伤人者，鞭一

百，赔人一口”。（P799）在入关初期，满族统治者曾想保

留这一习惯法：“顺治五年定：‘凡与人斗殴误伤致死者，

责四十板，赔人一口。其素有仇怨而斗杀者，仍依本律审拟

，请旨定夺。”（P799）康熙三年题准：“凡旗下过失杀伤

人者，仍照例鞭责赔人；民人有犯，责四十板，追银四十两

，给付被杀之家”。（P799）但到康熙七年，就下令“停其

追银赔人之例”，而向汉族原有的烧埋银制度靠拢，一切“

依律”办理。康熙十六年，对在“出征之处杀人”的处理，

已完全按照烧埋银制度来处理了：“奉旨免死者，鞭一百，

照律追埋葬银二十两，给付死者之家。”“其口外蒙古等有

犯，亦鞭一百，以追银二十两，折牲口一九给付死者之家，

令军前效力赎罪。”（P815） 需要说明的是，赔命价的习惯

法也并不只是消极地退出历史舞台。在蒙古族统治中国的元

朝，它和中原地区原有的私和银结合，曾形成了一个新的制



度：烧埋银。蒙古族是世界历史上影响极大的一个游牧民族

。蒙古习惯法内容非常丰富，中外史家甚至有“蒙古法系”

之议。对蒙古早期法律的考察可以发现，在成吉思汗时代，

铁木真曾经在他的扎撒里规定：“杀一穆斯林者偿四十巴里

失，而杀一契丹人则仅偿一驴”。窝阔台并曾背诵这一条文

来教训看不起穆斯林的契丹人。但建立元朝之后，受中原文

化的影响和统治的需要，蒙古统治者不得不放弃赔命价习惯

法。并把命价银与中原地区原有的私和银结合，创造出了烧

埋银制度。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系统的损害赔偿制度。并

对以后的中国法律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作者已另外著文论及

。参见《人命至重的法度：烧埋银》，载《读书》2003年第2

期。 五、中国赔命价习惯法的回潮 从以上考察不难发现，在

接触中原汉族文化之后，大多数少数民族赔命价的习惯法都

逐渐消亡了。像古代的鲜卑、女真（包括后来的满族）、党

项，在他们建立的国家的法律里，甚至看不到一点赔命价习

惯的影子。这里面有汉族文化的影响。但更是各民族本身进

步的结果。这是他们放弃赔命价习惯的真正原因和根本条件

。相应的，如果条件发生变化，赔命价就很可能死灰复燃。

在蒙古族和藏族地区，赔命价习惯就根深蒂固并出现回潮。

这自然是和这两个民族生活条件、意识形态改变不大很有关

系。>蒙古族在回到大漠之后，赔命价习惯即又“死灰复燃”

，由他们创设的、为明清法律所继承的烧埋银制度反而从此

销声匿迹。清朝乾隆五十四年（1794）制定的《蒙古律例》

中，对于杀人犯罪，除极少数情况外，采取了许多赔钱或物

的惩罚手段。历史记载，这完全是清政府出于照顾蒙古习惯

法的考虑。 甚至到了20世纪50年代，内蒙古阿拉善旗还有赔



命价的残余。著名民族史专家翁独建先生主持的调查发现，

虽然一般情况下，“杀人者死，以命抵命，主人杀阿勒巴图

也是同样，没有以物质、金钱赔命的习惯。但是雇工在投放

牲畜当中，由于迷失方向或其他原因而致死的，雇主除受到

罚牲畜、打板子、打黑鞭、或关押一个时期等处分外，得以

物质金钱牲畜来偿命。” 之所以出现这一回潮，原因也不外

上述两个方面。蒙古族对汉文化一直很隔膜，建立元朝之后

仍是如此。在元朝被朱元璋推翻之后，蒙古族又回到了原来

的生活环境。很自然的，他们又会习惯于原有的法律。出身

蒙古族的札奇斯钦先生把这种法律完全归于蒙古族游牧的生

活环境，可能有失全面。西南许多民族如傣族、彝族都不是

游牧民族，但是也有这种习惯法。最根本的原因应是社会发

展情况。 藏族生活条件一直变化不大。青藏高原环境恶劣，

交通闭塞。与中原文化交流也远不如其他少数民族广泛和深

入。赔命价的习惯既适应于藏区的社会条件，又在观念上一

直没有受到汉化的冲击和影响。“一个人只要其民族的和地

方群体的传统没有被打破，那么他就仍然受这种传统的习惯

思想方式的制约，以致于把在其他群体中被理解的思想方式

看作是奇异的、错误的、模糊不清的，甚至异己的。”因此

：从六、七世纪（吐蕃时期）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漫长时

间里，赔命价的习惯法一直存在。>后来，这一习惯法又因为

喇嘛教的宣传，进一步强化。因为佛教认为，伤害生命是一

种恶业。死刑同时害死两条生命，所以执行死刑是造孽的行

为。喇嘛教在藏区一直有着深远的影响。随着喇嘛们的四处

宣讲，这一做法又有了宗教色彩，更加深入人心。>解放初期

，西康藏区人民政府在处理赔偿命金等问题上，也不得不“



适当地照顾了当地的惯例”。以后随着民主改革和法制的进

步，赔命价习惯逐渐销声匿迹或转入地下。但是近十几年来

，这一习惯做法又成为藏区私下处理人命案的法外之法。有

被告人提出的，也有被害人提出的，甚至对一些刑满释放的

罪犯还要追赔命价。最低的2000元，最高的竟达20余万元。 

需要注意的是，近年西藏赔命价的回潮，其性质实际已经发

生变化。是不能以历史上的回潮目之的。因此解决问题的方

法也要随着改变。首先，藏族的社会生活条件已经大为改善

，远离赔命价的所谓历史条件。而藏族群众也不会还认同“

人命与物等同，可以金钱衡量“的观念。他们要求赔偿命价

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和经济利益联系在一起的。现在的刑法

第36条规定赔偿只限于直接经济损失，民法通则第119条规定

，扩展到医疗费用、丧葬费用、抚养费用。而法学家们早已

指出，这是很不完善的。被人辱骂以及意外的交通事故，受

害者及其家属都能依法得到比较满意的损害赔偿金，而遭到

更加严重伤害的的刑事被害人，竟然得不到相应的赔偿。这

实在有失公平。藏族群众认为“刑可以不判，命价不可不赔

”，实在是有其具体原因的。因此，我们就不能仅从所谓的

法制统一和冲突上理解和解决问题，而要更多的反思制度上

的缺陷。 前面提到：满族入关之后，自己放弃了杀人“鞭一

百赔人一口“的习惯法。一个重要原因是找到了制度的代替

。这就是烧埋银制度。被杀之家不必以放弃复仇或刑罚就能

得到合理的物质补偿，为什么不放弃赔命价呢？所以，近年

藏族赔命价的回潮是和现在损害赔偿法律制度还不够完善很

有关系的。 综上所述，第一，中国少数民族大都存在赔命价

的习惯法，其存在与消亡呈现出从古到今、从南向北的趋势



，这是和各民族发展的速度紧密联系的。第二，由于少数民

族本身的进步和汉族文化的巨大影响，赔命价的习惯法对中

国法律影响微弱，包括由少数民族建立的国家。这是和西方

（如日耳曼法）迥然不同的一个地方。第三，由于生活条件

（包括物质条件与意识形态）变化不大以及传统的巨大惯性

，在一些民族（比如蒙古族和藏族）中，赔命价习惯出现回

潮。这是中国民族地区法制建设的重要问题，只有通过进一

步完善法制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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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