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多元的法律文化

租借1 ? 费用
。

第 b 条 倘 自由民【出租1 ? 房屋给他人
,

【… … 1证实

【
, · ·

…房屋所有人… … 1
,

则彼不得获得谷物【… … I

第 c 条 倘 自由民【出租?1 房屋给他人
,

【… …】它的

租金应为【
·

一】

第 d 条 倘 自由民之妇女【… … ]她的丈夫
,

此妻子

【… … 】

第 e 条 倘 自由民【… … 】他的妻子【… … ]

第 f 条 倘【自由民… …和】医生【治愈其病… … ]

第 g 条 倘 自由民【… … 和】医生治愈其病 ( 具体疾

病 ? )
,

【则彼应交付】银五舍客勒
。

第 h 条 倘【自由民… … 和】医生治愈其病 (具体疾

病 ? )
,

【则彼应交付】银四舍客勒
。

第 i 条 倘【自由民… … 和】医生治愈其病 ( 具体疾

病? )
,

【则彼应交付 1银一舍客勒
。

第 j 条 倘女织工 (或洗衣工 ) 受雇
,

彼应得每 日工钱

【是
, · ·

… 1

第 k 条 【倘】他/她的租金为谷物 20 塞① ;【… … 】他 /

她的租金为谷物六塞 ; 【… … 】他 /她的租金为谷物七十塞
。

第 1条 倘卖酒妇给他人大捅啤酒
,

则庄稼收获时【她

应得 1谷物五十塞
。

第 m 条 倘 自由民【给他人】三百塞的谷物为有息借

货
,

它的利率应为【33 % l
。

第 n 条 倘 自由民【给】他人十舍客勒的银为有息借

① 塞
,

苏美尔文为 “ 抽 ,

阿卡德文为
s
湘

,

古代西亚容积计量单位
,

1 塞相当于 l 卡

( ?q )或 60 舍客勒 ;也相当于十分之一苏图 (苏美尔文为 “ 动
,

阿卡德文为拍 ut )
,

1苏图约

4 公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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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
,

主要包括如下几种特权
:

(一 )教会的特权

公元 41 2 年
,

霍诺里乌斯与狄奥多西二世发布一项救令
,

主要内

容如下
:

应当严格限制那些针对各个城市教堂的指控
。

不得以

强占的方式损害教堂
,

不得以卑鄙榨取的方式站 污教会的

土地
。

不得时教会的财产课征过重的税收
·

一对于教会财

产的使用
,

不得强加任何负担
,

除非教会法本身要求
,

或者

突发性的意外事件需要对其加 以 某种负担
。

违反本救令

者
,

在遭受衰读神灵的惩罚后
,

还将被判处放逐刑
。

①

显然
,

这项救令给予教会财产以特殊的保护
,

使其在很大程度上

免于各种法律负担
。

后来卡鲁斯在一项救令中免除了基督教堂的人

头税
。②

公元 528 年
,

优士丁尼在一项救令 (致大区长官德莫斯汀 )中规

定
: “

教堂
、

医院
、

修道院
、

孤儿院
、

老人院
、

精神病院等教会财产有权

免受任何干扰
。

尽管法律对于其他人具有完全的约束力
,

然而
,

出于

仁慈
,

对于那些用于神圣目的的财产
,

法律的力量应当减弱
。

难道我

们不应该区分神法物与人法物并且赋予前者一些特权吗 ?
” ③在另一

项救令中
,

优士丁尼规定教会的不动产适用 40 年的取得时效期间
,

罗马的教堂适用 100 年的取得时效期间
。

在优士丁尼时代的罗马法

中
,

不动产取得时效期间一般为 or 年或 20 年
:

如果当事人住在同一

C
.

1
.

2
.

5
.

C
.

1
.

2
.

8
.

C
.

1
.

2
.

18

①②③

—
了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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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奴隶
。 ” ①(( 新律》第 12 3 号救令第 17 章规定

: “

如果某个奴隶被任

命为神职人员
,

其主人对此并未表示反对
,

那么
,

他将获得解放
,

而且

将成为生来自由人
。

然而
,

如果主人不知道这种情况
,

那么
,

他有权

在一年的期间内证明被任命者的奴隶身份
,

并主张该奴隶归属于

他… …
” ②这两项救令给奴隶获得自由人身份提供了新的渠道

,

尤其

是第二项救令
,

给予成为神职人员的奴隶以生来自由人身份而不是

解放自由人身份
,

充分体现了罗马皇帝对基督教的尊崇
。

除此之外
,

优士丁尼在《新律》第 81 号救令中赋予主教自动脱离家父权支配的

特权
,

这使得身为家子的主教从他权人变为自权人
,

取得完全的权利

能力
。

(三 )基督教徒在财产方面的特权

1
.

税收方面的特权
。

公元 343 年
,

君士坦丁二世在一项救令中

规定
: “

任何人都不得向神职人员或其奴隶征收新的税种
,

神职人员

拥有免于这些税收的特权
。 ” ③公元 357 年

,

君士坦丁二世又与尤利

安联合发布一项救令
,

宣布所有的基督教徒免于不正当的税收以及

其他不正当的负担
。

④

2
.

神职人员的特有产
。

莱奥一世与安瑟尼乌斯规定
: “

主教
、

神

父
、

教堂执事可以取得任何财产并享有其所有权
,

即便他们仍处于其

父亲
、

祖父或曾祖父的家父权支配之下
,

亦是如此
。 ” ⑤优士丁尼在

《新律》第 123 号救令第 19 章扩大了此种制度的适用范围
,

规定
:

“

神父
、

教堂执事
、

副执事
、

唱诗班成员等神职人员有权把他们取得

C
.

1
.

3
.

35
.

12 3
.

17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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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奴隶
。 ” ①(( 新律》第 12 3 号救令第 17 章规定

: “

如果某个奴隶被任

命为神职人员
,

其主人对此并未表示反对
,

那么
,

他将获得解放
,

而且

将成为生来自由人
。

然而
,

如果主人不知道这种情况
,

那么
,

他有权

在一年的期间内证明被任命者的奴隶身份
,

并主张该奴隶归属于

他… …
” ②这两项救令给奴隶获得自由人身份提供了新的渠道

,

尤其

是第二项救令
,

给予成为神职人员的奴隶以生来自由人身份而不是

解放自由人身份
,

充分体现了罗马皇帝对基督教的尊崇
。

除此之外
,

优士丁尼在《新律》第 81 号救令中赋予主教自动脱离家父权支配的

特权
,

这使得身为家子的主教从他权人变为自权人
,

取得完全的权利

能力
。

(三 )基督教徒在财产方面的特权

1
.

税收方面的特权
。

公元 343 年
,

君士坦丁二世在一项救令中

规定
: “

任何人都不得向神职人员或其奴隶征收新的税种
,

神职人员

拥有免于这些税收的特权
。 ” ③公元 357 年

,

君士坦丁二世又与尤利

安联合发布一项救令
,

宣布所有的基督教徒免于不正当的税收以及

其他不正当的负担
。

④

2
.

神职人员的特有产
。

莱奥一世与安瑟尼乌斯规定
: “

主教
、

神

父
、

教堂执事可以取得任何财产并享有其所有权
,

即便他们仍处于其

父亲
、

祖父或曾祖父的家父权支配之下
,

亦是如此
。 ” ⑤优士丁尼在

《新律》第 123 号救令第 19 章扩大了此种制度的适用范围
,

规定
:

“

神父
、

教堂执事
、

副执事
、

唱诗班成员等神职人员有权把他们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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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奴隶
。 ” ① ((新律》第 2 13 号救令第 7 1章规定

: “

如果某个奴隶被任

命为神职人员
,

其主人对此并未表示反对
,

那么
,

他将获得解放
,

而且

将成为生来自由人
。

然而
,

如果主人不知道这种情况
,

那么
,

他有权

在一年的期间内证明被任命者的奴隶身份
,

并主张该奴隶归属于

他… …
” ②这两项救令给奴隶获得自由人身份提供了新的渠道

,

尤其

是第二项救令
,

给予成为神职人员的奴隶以生来自由人身份而不是

解放自由人身份
,

充分体现了罗马皇帝对基督教的尊崇
。

除此之外
,

优士丁尼在《新律》第 81 号救令中赋予主教自动脱离家父权支配的

特权
,

这使得身为家子的主教从他权人变为自权人
,

取得完全的权利

能力
。

(三 )基督教徒在财产方面的特权

1
.

税收方面的特权
。

公元 343 年
,

君士坦丁二世在一项救令中

规定
: “

任何人都不得向神职人员或其奴隶征收新的税种
,

神职人员

拥有免于这些税收的特权
。 ” ③公元 357 年

,

君士坦丁二世又与尤利

安联合发布一项救令
,

宣布所有的基督教徒免于不正当的税收以及

其他不正当的负担
。

④

2
.

神职人员的特有产
。

莱奥一世与安瑟尼乌斯规定
: “

主教
、

神

父
、

教堂执事可以取得任何财产并享有其所有权
,

即便他们仍处于其

父亲
、

祖父或曾祖父的家父权支配之下
,

亦是如此
。 ” ⑤优士丁尼在

《新律》第 123 号救令第 19 章扩大了此种制度的适用范围
,

规定
:

“

神父
、

教堂执事
、

副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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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奴隶
。 ” ①(( 新律》第 2 13 号救令第 71章规定

:“

如果某个奴隶被任

命为神职人员
,

其主人对此并未表示反对
,

那么
,

他将获得解放
,

而且

将成为生来自由人
。

然而
,

如果主人不知道这种情况
,

那么
,

他有权

在一年的期间内证明被任命者的奴隶身份
,

并主张该奴隶归属于

他… …
” ②这两项救令给奴隶获得自由人身份提供了新的渠道

,

尤其

是第二项救令
,

给予成为神职人员的奴隶以生来自由人身份而不是

解放自由人身份
,

充分体现了罗马皇帝对基督教的尊崇
。

除此之外
,

优士丁尼在《新律》第 81 号救令中赋予主教自动脱离家父权支配的

特权
,

这使得身为家子的主教从他权人变为自权人
,

取得完全的权利

能力
。

(三 )基督教徒在财产方面的特权

1
.

税收方面的特权
。

公元 343 年
,

君士坦丁二世在一项救令中

规定
: “

任何人都不得向神职人员或其奴隶征收新的税种
,

神职人员

拥有免于这些税收的特权
。 ” ③公元 357 年

,

君士坦丁二世又与尤利

安联合发布一项救令
,

宣布所有的基督教徒免于不正当的税收以及

其他不正当的负担
。

④

2
.

神职人员的特有产
。

莱奥一世与安瑟尼乌斯规定
: “

主教
、

神

父
、

教堂执事可以取得任何财产并享有其所有权
,

即便他们仍处于其

父亲
、

祖父或曾祖父的家父权支配之下
,

亦是如此
。 ” ⑤优士丁尼在

《新律》第 123 号救令第 19 章扩大了此种制度的适用范围
,

规定
:

“

神父
、

教堂执事
、

副执事
、

唱诗班成员等神职人员有权把他们取得

C
.

1
.

3
.

35
.

12 3
.

17

3
.

1
.

3
.

2
.

3
.

32
.

CCC

①④②③⑤



多元的法律文化

灾祸皆源于神抵的喜怒
,

为了讨好神抵
,

他们经常举行宗教仪式
,

通

过杀牲来祭祀各种神
,

甚至有的时候还以人的性命献祭神抵
。 ① 《十

二表法》中也有一些条款涉及献祭
。

第八表第九条规定
: “

夜间在快

要熟的庄稼地放牧的
,

或收割此等庄稼的
,

如为适婚人
,

则判处死刑
,

吊在树上祭谷神… …
” ②对于破坏他人庄稼的行为

,

古罗马人首先想

到的是这种行为触犯了神抵而不是损害了庄稼所有权人的利益
。

将

行为人杀死以祭谷神的目的是为了平息谷神的愤怒
。

第九表第二十

一条
、

第二十四条也有类似规定
。

这些规定表明献祭在古罗马社会

生活中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

君士坦提乌斯二世以及狄奥多西一世

发布的救令 ( C
.

1
.

11
.

1 ; C
.

1
.

11
.

2) 都明确禁止献祭活动
,

因此这些

活动充满了血腥味
,

比较残忍
,

违背了基督教的人道主义精神
。

圣火在古罗马传统宗教中是至高无上的
。

古罗马每个家庭都设

一个火炉供奉女灶神维斯塔
,

炉中之火属于圣火
,

永远不许熄灭
,

必

须以虔诚的心来照顾它
,

因为它象征着家庭的生命与连绵不绝
。

③

整个城邦也有共同的圣火 (城灶 )
,

由六位贞洁的处女常年守护着

它
,

罗马人定期举行盛大的祭典来拜祭圣火
。④ 在罗马人阪依基督

教之前
,

圣火是他们的精神支柱
,

是他们的家庭与国族世代延续的象

征
。

瓦伦丁尼安三世与马尔提安禁止在祭坛上点燃圣火
,

无异于给

古罗马传统宗教宣判了死刑
,

在亚平宁半岛上燃烧了一千多年的圣

火就此熄灭
。

四
、

基督教对晚期罗马法的影响

基督教对晚期罗马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

尤其是对
“

人法
”

的影

① 前引蒙森《罗马史》 (第 1卷 )
,

第 157 页
。

② 徐国栋等译
: 《十二表法新译本》

,

载《第 3 届罗马法
·

中国法与民法法典化国际

研讨会论文集》 ( 2 00 5 年
,

北京 )
,

第 61 5 页
。

③ 〔美」威尔
·

杜兰
: 《恺撒与基督》

,

东方出版社 200 3 年版
,

第 73 页
。

④ 前引蒙森《罗马史》 (第 1 卷 )
,

第 巧3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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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祸皆源于神抵的喜怒
,

为了讨好神抵
,

他们经常举行宗教仪式
,

通

过杀牲来祭祀各种神
,

甚至有的时候还以人的性命献祭神抵
。 ① 《十

二表法》中也有一些条款涉及献祭
。

第八表第九条规定
: “

夜间在快

要熟的庄稼地放牧的
,

或收割此等庄稼的
,

如为适婚人
,

则判处死刑
,

吊在树上祭谷神… …
” ②对于破坏他人庄稼的行为

,

古罗马人首先想

到的是这种行为触犯了神抵而不是损害了庄稼所有权人的利益
。

将

行为人杀死以祭谷神的目的是为了平息谷神的愤怒
。

第九表第二十

一条
、

第二十四条也有类似规定
。

这些规定表明献祭在古罗马社会

生活中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

君士坦提乌斯二世以及狄奥多西一世

发布的救令 ( C
.

1
.

11
.

1 ;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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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11
.

2) 都明确禁止献祭活动
,

因此这些

活动充满了血腥味
,

比较残忍
,

违背了基督教的人道主义精神
。

圣火在古罗马传统宗教中是至高无上的
。

古罗马每个家庭都设

一个火炉供奉女灶神维斯塔
,

炉中之火属于圣火
,

永远不许熄灭
,

必

须以虔诚的心来照顾它
,

因为它象征着家庭的生命与连绵不绝
。

③

整个城邦也有共同的圣火 (城灶 )
,

由六位贞洁的处女常年守护着

它
,

罗马人定期举行盛大的祭典来拜祭圣火
。④ 在罗马人阪依基督

教之前
,

圣火是他们的精神支柱
,

是他们的家庭与国族世代延续的象

征
。

瓦伦丁尼安三世与马尔提安禁止在祭坛上点燃圣火
,

无异于给

古罗马传统宗教宣判了死刑
,

在亚平宁半岛上燃烧了一千多年的圣

火就此熄灭
。

四
、

基督教对晚期罗马法的影响

基督教对晚期罗马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

尤其是对
“

人法
”

的影

① 前引蒙森《罗马史》 (第 1卷 )
,

第 157 页
。

② 徐国栋等译
: 《十二表法新译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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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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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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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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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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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父之权威
。

如果一对男女没完成这样的仪式就生下子女
,

该子女

就不是
“

合法的
”

子女
,

不能进人家庭这个宗教团体
,

与生父之间不

能形成宗亲关系
。

婚生子女与非婚生子女的身份划分即由此产生
。

每个家庭都有自己的家神
,

每个氏族 (家族
,

ge n et s
)也都有自己

的神— 可能是各家庭共同祖先中的英雄或者是他们共同崇祀的某

些自然神
。

当氏族合成部落
,

部落再合成城邦时
,

又会按
“

求同存

异
”

的方式产生部落神
、

邦神
。 “

犹如罗马的神抵主宰罗马民社那

样
,

主宰外国民社的也有其自己的神抵
。 ” ①崇祀不同神灵的各个城

邦是大的宗教团体
,

那些外来居民尽管也居住在罗马城内
,

但由于他

们隶属于另外一个宗教团体
,

所以他们不受罗马市民法 (奎里蒂法 )

的保护
,

他们仍然应该按照 自己所属的那个宗教共同体的法则生活
。

城邦的疆域与宗教在观念上被区分开来
,

在有形的城邦内还有一座

无形的宗教之城
,

只有这座小城里的人才是
“

自己人
” ,

其余的都是
“

外人
” 。

罗马市民与异邦人
、

拉丁人的身份划分由此产生
。

古罗马传统宗教是一种威权型的宗教
,

诸神是冷酷的
、

非人性

的
,

古罗马人与其说是崇拜
、

爱戴神
,

还不如说是敬畏神
。 “

神之于

人正如债主之于债户 (债务人— 笔者注 ) ;每一个神都各有其正当

权利
, · ·

…尘世有多少事
,

天上就有多少神
,

对任何一神的祭祀和祈求

如有疏忽或不当
,

报应便见于与之相应的事中
。 ” ②为了讨好神

,

人们

必须循规蹈矩
、

言行谨慎
,

必须经常举行各种祭祀仪式去贿赂神
。

在

家庭内部
,

只有作为祭司的家父才谙熟神事
,

知道应该如何行事才能

避免得罪神
,

家父也因此在家内获得至高无上的地位
,

家神的威权转

化为家父的威权
,

对家神的敬畏也转化为对家父 (在他死后也会变

成一个家神 )的敬畏
。

于是
,

在罗马家庭内部
,

就形成了威权型的身

份等级关系
:

家父是至高无上的
,

妻子儿女则是渺小的
,

家父的人格

① 前引蒙森《罗马史》 (第 1卷 )
,

第 146 页
。

② 前引蒙森《罗马史》 (第 l 卷 )
,

第 158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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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父之权威
。

如果一对男女没完成这样的仪式就生下子女
,

该子女

就不是
“

合法的
”

子女
,

不能进人家庭这个宗教团体
,

与生父之间不

能形成宗亲关系
。

婚生子女与非婚生子女的身份划分即由此产生
。

每个家庭都有自己的家神
,

每个氏族 (家族
,

ge n et s
)也都有自己

的神— 可能是各家庭共同祖先中的英雄或者是他们共同崇祀的某

些自然神
。

当氏族合成部落
,

部落再合成城邦时
,

又会按
“

求同存

异
”

的方式产生部落神
、

邦神
。 “

犹如罗马的神抵主宰罗马民社那

样
,

主宰外国民社的也有其自己的神抵
。 ” ①崇祀不同神灵的各个城

邦是大的宗教团体
,

那些外来居民尽管也居住在罗马城内
,

但由于他

们隶属于另外一个宗教团体
,

所以他们不受罗马市民法 (奎里蒂法 )

的保护
,

他们仍然应该按照 自己所属的那个宗教共同体的法则生活
。

城邦的疆域与宗教在观念上被区分开来
,

在有形的城邦内还有一座

无形的宗教之城
,

只有这座小城里的人才是
“

自己人
” ,

其余的都是
“

外人
” 。

罗马市民与异邦人
、

拉丁人的身份划分由此产生
。

古罗马传统宗教是一种威权型的宗教
,

诸神是冷酷的
、

非人性

的
,

古罗马人与其说是崇拜
、

爱戴神
,

还不如说是敬畏神
。 “

神之于

人正如债主之于债户 (债务人— 笔者注 ) ;每一个神都各有其正当

权利
, · ·

…尘世有多少事
,

天上就有多少神
,

对任何一神的祭祀和祈求

如有疏忽或不当
,

报应便见于与之相应的事中
。 ” ②为了讨好神

,

人们

必须循规蹈矩
、

言行谨慎
,

必须经常举行各种祭祀仪式去贿赂神
。

在

家庭内部
,

只有作为祭司的家父才谙熟神事
,

知道应该如何行事才能

避免得罪神
,

家父也因此在家内获得至高无上的地位
,

家神的威权转

化为家父的威权
,

对家神的敬畏也转化为对家父 (在他死后也会变

成一个家神 )的敬畏
。

于是
,

在罗马家庭内部
,

就形成了威权型的身

份等级关系
:

家父是至高无上的
,

妻子儿女则是渺小的
,

家父的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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