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秦律中的刑徒及其刑期问题

高 恒

秦时
,

因犯罪而定为城旦春
、

鬼薪
、

白集
、

隶臣妾
、

司寇
、

候的
,

身份如何 ?有无刑期了

这是云梦秦简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
,

也是中国法制史上的一个重要问题
。

秦律中的刑徒

所谓
“
刑徒

” ,

即因犯罪而被剥夺 白由
,

强制服劳役者
。

在我国古代
,

统治者强制罪犯

服劳役
,

不外有两个 目的
:

一是侮辱罪犯
。 《唐律疏义

.

名例
》 云

: “
徒者

,

奴也
,

盖奴辱

之
” 。

再就是迫使罪犯无偿地劳动
,

对其进行残酷剥削
。

从 《睡虎地秦墓竹简
》
中可以看 出

,

秦时
,

不仅已决的罪犯要服劳役
,

甚至 尚未审问
,

或待决的罪犯
,

即所谓
“ 下吏 ” 者也要服劳

役
。

这些服劳役的罪犯
,

按其服刑期限
,

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

一
、

终身服琦受的刑徒

秦时
,

因袭周代旧制
,

仍将某些罪犯依罪行轻重定为终身服役的刑徒
,

即官奴隶
。

据 《秦

简
》 所载

,

其中的城旦春
、

鬼薪
、

白粱
、

隶臣妾
、

司寇
、

候
,

就是终身服役的刑徒
。

这类刑

徒又各按附加身体刑的不同
,

分为若干等级
。

城旦春
。

城旦是男刑徒
,

从事修建城垣
。

春
,

女刑徒
,

服春米的劳役
。

据 《秦简
》所载

,

秦时的城旦春
,

按施加的不同身体刑
,

又分为 “ 斩左趾
、

黔以为城旦
” 、 “ 斩左趾为城旦 ” 、

“ 黔剿为城旦
” 、 “ 黯城旦

” 、 “
完城旦

” 等
。

①

鬼薪 白集
。 “

薪
”

指
“
蒸薪

” ,

即木柴
。

聚
,

即上等白米
。

鬼薪
,

为祠鬼神砍柴的男刑

徒
。

白 梁
,

为 祠 祀 鬼神择米的女刑徒
。 《汉旧仪 》 : “

鬼薪者
,

男当为祠祀鬼神伐山之蒸薪

也
。

女为白集者
,

以为祠祀择米也
” 。

鬼薪
、

白集也以不同的身体刑
,

分为数等
。 《秦简

》

中有 “ 耐为鬼薪
” 、 “ 鬼薪鉴足 ”

等
。

隶臣妾
,

即男
、

女奴隶
。 《汉书

·

刑法志 》 颜师古注
: “ 男 子为隶臣

,

女子为隶妾
” 。

隶臣妾的来源较复杂
。

除因犯罪而罚为隶臣妾的以外
,

还有因其它原因沦为隶臣妾的
。

因犯

罪而定为隶臣妾的
,

也分为几等
。 《秦简

》
中有

“
耐为隶臣

” 、 “
黔颜领为隶妾

” 等
。

隶臣妾与其它终身服役的刑徒
,

有一 明显不同之处
,

即 “
隶臣妾

” 的名称就表示出这类

刑徒按法律规定不是固定从事某一种劳役
。

虽然其它刑徒实际上从事的劳役也不是单一的
,

但原来在确定名称时
,

是规定该刑徒仅从事某种固定的劳役
。

如城旦
,

筑城 ;
鬼薪

,

砍柴
,

等等
。

司寇
。 《

后汉书
·

鲁王传 》 : “ 司寇
,

刑名也
” 。

司寇的职责
,

就是负责监视敌人
。

据
《秦

简
》 所载

,

秦刑徒司寇所服的劳役
,

是监督
、

带领服城旦春劳役的刑徒
,

有
“ 城旦司寇

” 、

“ 春司寇
” 。

① ` 秦简
,
中还有

“
刑劳成旦

”

的规定
,

此处之
“
刑

”

字
,

或即指
“
黔

” 刑
。

简文中的
“ 刑为鬼薪

” 、 “ 刑为隶臣
”

当也如此
。



候
。 《

说文
》 : “ 伺望也

” ,

即从事侦察敌情的刑徒
。 《

秦简
》
中有两条定为

“
候

”
的律

文
,

都是对官吏犯罪的惩罚
。

①

以上是因犯罪而定为终身掇役的刑徒
。

从秦律中可以看出
,

就刑罚等级来说
,

城旦春
,

刑最重
。

鬼薪
、

白集轻于城旦春
。

隶臣妾轻于鬼薪
、

白集
。

司寇轻于隶臣妾
,

候最轻
。

这一

类刑徒有以下特点
:

1
.

因犯罪而被定为城旦春
、

鬼薪
、

白集等等身份之后
,

终身服役
,

非经赦
、

赎不得改变

身份
,

恢复为 自由人
。 《

秦简
》
中载有隶臣妾赎免的三种规定

:

一
,

以 人赎替
。

二
,

以军爵

赎
。

三
,

以冗边赎免亲人的隶妾身份
。

②

2
一般都施加身体对

。

所谓
“
身体刑

” ,

指别 (斩趾 )
、

刻鲸等肉刑 和 耐刑 (也叫做
“
完 ”

即剃鬓
、

须 )
。

对某些重犯
,

甚至施加两种肉刑
,

如 “ 斩左趾黔以为城旦
” 、 “ 黔剔为城旦

”

等
。

3
.

法律上规定
,

这类刑徒所服的劳役与其刑名相一致
。

也就是说
,

对其判处的刑罚
,

就

是固定从事某一种劳役
。

当然
,

在执行中
,

各类刑徒不一定从事一种固定的劳役
。

二
、

有服劳役期限的刑徒

根据秦律的有关规定
,

另一类刑徒是有服刑期限的
,

即服刑期满后
,

恢复为自由人
。

这

一类刑徒
,

按所受刑罚的不同
,

分以下二种
。

1
.

资摇
、

资居边
、

资戍
。

按照
《说文 》

解释
: “

资
,

小罚以财自赎也
” 。

这就是说
, “

资
” 即是 “ 罚金 ” ,

是对

轻微犯罪或过失的一种处罚
。 《秦简

》
中有关法律条文说明

,

秦时不仅有资财
,

而且还有资

劳役的刑罚
, “

资摇
” 、 “

资居边
” 、 “

资戍
” ,

就是罚服一定时期的劳役
,

刑满释放
。

资摇
。

即罚服一定时期的摇役
。 《秦简

·

法律问答
》 : “ 或盗采人桑叶

,

藏 (脏 ) 不盈一

钱
,

可 (何 ) 论 ? 资摇三旬
” 。

资居边
,

即在边疆服劳役
。 《

秦简
·

秦律杂抄
》 : “ 冗募归

,

辞 日
: `
日已备

,

致未来
’ 。

不如辞
,

资 日四月居边
妙 。

资戍
,

即罚戍边
。 《秦简

·

秦律杂抄
》 : “ 不当察军中而察者

,

皆资二 甲
,

废
;
非吏也

,

戍二岁
; 徒食

、

屯长
、

仆射弗告
。

以上条文说明
,

凡被罚资摇
。

资居边
、

资戍的刑徒
,

其服刑期都有明确的规定
。

2
.

“ 居资
、

赎
、

债 ” 。

所谓
“ 居资

、

赎
、

债
” ,

即用劳役抵偿资罪
、

赎罪和所欠官府的债务
。

其中
“ 居债

” 者

或因为是强制其服劳役抵债
,

故也按刑徒待遇
,

由管理刑徒的机构
“ 司空

”
管理

。 “
居资

、

赎
、

债
”
刑徒的刑期长短

,

根据他应缴纳财物的数额
,

折合计算
。

秦律规定
,

刑徒的劳动 日值是

八个钱
。

③如果欠宫府八十钱
,

就要 自备伙食
,

劳动十天
。

居资
,

指用劳役抵偿罚纳财物的罪
`
秦律中有资

“ 甲
” 、 “

盾
” 、 “

络组
” (穿系甲札的绦

带 ) 等
“
资罪

” 。

甲
、

盾
、

络组
,

当有官定的价格
,

缴纳不起的
,

就按价劳动一定的日期
。

居赎
。

赎
,

指赎刑
,

即缴纳财物免罪
。 嵘秦简, 中所见到的赎刑有

:

赎耐
、

赎鲸
、

赎宫

见 《 秦简
·

秦律杂抄 》 。

详见高恒
《秦律中

“
隶臣妾

”
问题的探讨

》 ,

载
《 文物

, 1 97 7年第 7期
。

心秦简
·

司空律
》 : “

有罪以资
、

孩及有债于公
,

以其令日问之
,

其弗能人及偿
,

以令 日居之
,

日居八钱
, 公食者

,

日居六钱
” 。

又 : “ 或赎迁
,

欲入钱者
,
日八钱

” 。

①②⑧



三岁刑的说法
,

应赎迁
、

赎鬼薪鉴足
、

赎死
。

凡处 “ 赎刑 ”
的刑徒

,

即令其缴纳一定的财物
,

赎免相应的刑罚
。

无力缴纳者
,

允许服劳役抵偿
。

按秦律规定
, “

赎刑
” 是刑种之一

,

只有

依法判处
“
赎刑

”
的罪

,

才可以纳财赎免
,

并非一切罪都准许纳财赎罪
。

居债
,

即欠宫府的债无力偿还
,

而用劳役抵偿
,

其服劳役的期限
,

根据所 欠债 的 数 目

决定
。

以上三种刑徒
,

都是因为缴纳不出财物
,

而用劳役抵偿
,

因而都有服刑期限
。

并且享有

以下待遇
:

一
、

农忙时回家种田
。

二
、

请人代替或帮助劳动
。

三
、

一室有两人以服劳役
,

允

许留一人在家
,

轮流服役
。

四
、

可以用私人奴隶或牛马代替①
。

此外
,

服劳役的刑徒之中还有
“
下吏

” 者
,

即交付审判尚未判决的罪犯
。 《司空律

》
规

定
, “

下吏毋耐者
” ,

即未施加过
“
耐

”
刑的未决犯

,

服城且劳役时
,

要穿红色囚衣
,

带
“

梅

犊操杖
”
刑具

,

令人带领着
,

以防他们逃跑
,

并且禁止
“ 下吏 ”

者从事官府的佐
、

史工作② 。
.

“
下吏

”
者服劳役的期限问题

,

判决之后才能决定
。

终身刑徒问题

据以上所述
,

秦律中的刑徒按有无服刑期分为两类
,

一类是终身刑徒
,

无刑期
。

另一类

刑徒有服刑期
。

后一类刑徒有刑期
,

问题很明显
,

无需论证
。

前一类刑徒是否有刑期
,

尚需

进一步说明
。

一
、

城旦春
、

鬼薪
、

白莱等刑徒无刑期
《秦简

》
中所见到的秦律条文

,

虽不是秦法令的全部
,

但如此大量的律文
,

均不载城旦

春
、

鬼薪
、

白集等刑徒的刑期
,

当不会是偶然的
。

很可能这一类刑徒就是无刑期的
。

律文中

凡说到判处某种罪犯为城旦春
、

鬼薪
、

白集等刑徒
,

都明确写着
“ 完为城旦

” 、 “ 薪为城旦
” 、

“
刑为城旦

”
等等

,

即施加一种或两种身体刑
,

确定为
“
城旦

”
或其它刑徒身份

,

并令其终
-

身从事某种劳役
。

主张有刑期的同志认为
, 《秦简

》
中有三条法律答间提到

“ 又系城旦六岁 ” ,

从而得忠
“
城旦刑徒的刑期为六岁的印象

” 。

③ 这是误解
。

这三条 “ 法律答问
”
如下

:

1
.

“
葆子狱未断而诬告人

,

其罪当刑为隶臣
,

勿刑
,

行其耐
,

又系城旦六岁
” 。

2
. “
葆子狱未断而诬告人

,

其罪 当刑鬼薪
,

勿行
,

行其耐
,

又系城旦六岁
” 。

3
.

“ 当耐为隶臣
,

以司寇诬人
,

何论 ? 当耐为隶臣
,

又系城旦六岁
” 。

以上三条答问都是回答未决犯又犯诬告罪后
,

如何加重处理的问题
。

三条答问中的犯罪者

的身份不同
,

所犯的罪行与处刑的轻重也不相同
。

但处理的方式是一样的
,

即凡待决犯又犯诬

告罪的
,

不变更原罪应判处的刑罚
,

另加
“ 系城旦六岁

” 。

所谓 ,’: 乙系城旦六岁
” ,

即拘系

起来服城旦劳役 (修筑城垣 ) 六年
。

张政娘先生 曾指出
, “ 又系城旦六岁

” , “
并不等于城旦

刑
” 。

④这一看法
,

是对的
,

不能据此而认为
,

’

城旦春
、

鬼薪
、

白集等刑徒是有刑期的
。

如果

说秦刑徒都有刑期并且城旦是六岁刑
,

鬼薪
、

白集是四岁刑
,

隶臣妾是三岁刑
,

司寇是二岁

刑
,

候是一岁刑
。

那末
《
秦简

》
中与上述三答问相似的答问就难以理解了

。

例如有一则答阿

说
: “

当耐司寇而以耐隶臣诬人
,

可 (何 ) 论 ? 当耐为隶臣
” 。

按照司寇是二岁刑
、

隶臣是

① 见 《 秦简
·

司空律
》 。

② 《秦简
·

内史杂
, : “

下吏能书者
,

毋敢从史之事
” 。

又 : “
侯 (候 )

、

司寇及群下吏毋敢为官府佐
、

史及禁苑宪盗
, 。

.

③ 高敏
: 《

关于
《秦律

,
中的

“
隶臣妾

”
问题质疑

, ,

载
` 云梦秦简初探

, ,

河南人民出版社 1 98 1年 7月出版
。

④ 张政娘
: 《 秦律 “ 葆子 ” 释义 》 ,

载 《文史 》
第九辑

,

中华书局 19 8。年出版
。



三岁刑的说法
,

应判二岁刑的罪犯
,

又以更重的罪名诬告他人
,

仅加重一岁刑
。

这与
“ 又系

城且六岁
”
的规定相比轻多了

。

秦律有关定罪量刑的规定
,

都很注意掌握分寸
,

绝术会在同

一篇法律中
,

相对类似的罪
,

作田如此畸轻畸重的规定
。

如果说
,

城旦是六岁刑
,

那末
《
封诊式

·

告臣
》
中将私人奴隶卖给公家做为城旦的刑罚

制度
,

也很难理解了
。

现将这则爱书抄录如下
:

“
告臣爱书

:

某里士五 (伍 ) 甲缚诣男子丙
,

告曰
: `

丙
,

甲臣
,

骄悍
,

不田作
,

不听 甲

令
。

渴卖公
,

斩以为城旦
,

受价钱
, 。

讯丙
,

辞日
: `
甲臣

,

诚悍
,

不听 甲
。

甲未尝身免丙
。

丙无

病也
,

无它坐罪
’ 。

令令史某诊丙
,

不病
。

令少内某
、

佐某以市正价贾丙垂某前
。

丙中人
,

价

若干钱… … ” 。

根据爱书记载
,

官府准许了某甲将私人奴隶
“ 渴买公

,

斩以为城旦 ” 的要求
。

所谓 “ 斩

以为城旦
” ,

即施加月U刑
,

作为官奴隶
“
城旦

” 。

将私人奴隶买来
,

斩趾后作为官奴隶
,

是

对奴隶主私人财产的保护
,

也是对该奴隶的惩罚
。

如果城旦是六岁刑
,

官府决不会以
“
市正

价
” 将该奴隶买来作为有期的刑徒

。

那样
,

就不是对
“ 不田作

,

不听令 ” 奴隶的惩罚
,

而是

纵容
。

因为
,

丙作为私人奴隶
,

终身不 自由
,

并要俯首听令
,

干种田之类的重活
,

但作为城

旦后
,

仅服劳役六岁
,

就可以恢 复为 自由人
。

这绝非秦律规定将不听令的私 人 奴 隶
“ 渴买

公
,

斩以为城旦
”
的目的

。

其次
,

官府买丙时
,

还
“
令令史某诊丙

” ,

即检验丙的身体
,

看他

是否有病
。

如果城旦仅是一个有期刑徒
,

而不是终身服役的官奴隶
,

也就根本无需
“ 诊丙

”

了
。

总之
, 《封诊式

·

告臣 》 中有关记载
,

足以说 明秦时的城旦以及鬼薪
、

白集等刑徒不是

有期的
。

据以上所述
,

城旦春
、

鬼薪
、

白条等刑徒
,

既是刑徒
,

也是终身服劳役的官奴隶
。

这就

是当时的刑罚制度
。

但是
,

这不是说各种刑徒之间 没有 区别
。

从 《秦简
》
中所 见到 的区别

有
:

一
、

各种刑徒所从事的劳役有轻重之分
。

二
、

城旦春
、

鬼薪
、

白集服劳役时
,

必须穿红

色囚衣
,

带刑具
,

并由司寇看管
。

三
、

隶臣妾
、

司寇可以看管城旦春
、

鬼薪
、

白粟 ; 而城且

春
、

鬼薪
、

白集则不能任用为看管刑徒的
“
将司者

” 。

四
、

隶臣妾以下的刑徒允许有家室
、

财

产
,

而定为城旦春后
,

则要收其妻
、

子
。

五
、

对各类刑徒施加黔刑的部位或花纹各不相同
。

二
、

关 于汉文帝减刑诏令 与 《 汉 旧仅 》 中的刑期问题

刑徒城旦春
、

鬼薪
、

白集
、

隶臣妾
、

司寇由终身服役
,

改为有期徒刑
,

是汉文帝十三年

改定的
。

与此同时
,

取消了定为
“ 候 ”

的刑罚
,

汉代的 “ 候
”
已不是刑徒

,

而是士卒
。

① 主

张秦刑徒有刑期的同志
,

常以文帝诏令与
《汉旧仪 》

论证秦简中刑徒的刑期
,
实误将汉制当

做秦制
。

(一 ) 关于汉文帝十三年的减刑诏令

西汉文帝时期
,

对法制作了许多改革
,

十三年颁布的减刑诏
,

就是其中的一例
。

该诏令

不仅废除肉刑
,

并且将终身服役的邢罚制度改为有期的刑罚制度
。

这道诏令说
: “
其除肉刑

,

有以易之
,
及令罪人各以轻重

,

不亡逃
,

有年而免
。

具为令
” ②

。

根据这道诏令
,

垂相张苍
、

御史大夫冯敬定出了具体减刑措施
:

一是 “
除肉刑

” ,

即
“ 以答代刑

”
(代替鲸

、

刻
、

BJl 等

肉刑 )
,

一是规定各种刑徒的刑期和对原已服刑者的减免办法
。

原文如下
: ,’ 罪人狱已决

,

① 侯
,

即斥候
,

是招募的士卒
。 `汉书

·

苏武传 》 : “ 募 士斥候百余人俱 ” 。

颇师古注
: “ 募人以充士卒

,

及在道为斥

候者 ” 。

② 《
汉书

。

刑法志
》 。



完为城旦春
,

满三岁为鬼薪
、

白集
。

鬼薪
、

白集一岁
,

为隶臣妾
。

隶臣妾一岁
,

免为庶人
。

隶臣妾满二岁
,

为司寇
。

司寇一岁
,

及作如司寇二岁
,

皆免为庶人
。

其亡逃及有罪耐以上
,

不用此令
。

前令之刑城旦春岁而非禁锢者
,

如完为城且春岁数以免
。

臣殊死请
。

制 日
: `可 ’ ” 。

这段文字有一点是清楚的
,

即规定出了刑徒的刑期
,

也就是改终身服役为有期劳役
。

这
-

是中国古代刑罚制度的一大变化
。

持秦刑徒均有刑期论点者认为
: “ 文帝下这道诏令只不过

是受少女缓萦代父赎罪事所
`
感动

’ ,

无非是强调一下应照规定 办 事
,

不要 `有 年 不 免
’ ,

罢

了
” 。

①这样理解
,

不仅贬低了这道诏令的意义
,

而且也与原意不符
。

( 1) 诏令原文
: “

令罪人各以轻重
,

不亡逃
,

有年而免
” 。

这就是说
,

根据罪行轻重
,

定出刑期
,

罪人在服刑期内不逃亡
,

刑满即释放
。

上述诏文并不包含原已有刑期规定的意思
。

因而
,

也就无从谈起
“ 照规定办事

” 的问题
。

其次
, “ 有年而免

” 之后
,

还有 “ 具为令
”
三

字
,

颜师古注
: “ 使更为条例

” ,

即更改以前实行的刑徒终身服役制
,

根据诏令精神重新市少

定出
“ 罪人有刑

” 的法令
。 “ 具为令 ” 的含意是清楚的

,

不能作其它解释
。

( 2) 《汉书
·

刑法志
》 记载张苍

、

冯敬陈述的是各种刑徒的刑期
,

并末涉及其它任何问

题
。

如果汉文帝诏令
“ 无非是强调一下

,

司法机关应照规定办事
,

不要有年不免
” 。

那么
,

根据诏令精神拟定的法令草案
,

就应当规定出制止司法机关不照规定办事的具体措施
。

否则
,

仅仅重 申一下刑徒的刑期
,

是不能够防止
“ 有年不免

” 问题发生的
。

而且
,

文帝也不会点头

日
: “ 可 ”

的
。

但是
,

这两位大臣在
“ 奏言

”

中
,

竟然只字不谈司法机关对刑徒
“

有年不免
”

方面的事
。

这又作何解释呢 ?

另一种意见认为
,

汉文帝诏令中的
“ 有年而免

” 是针对秦之
“
隶臣妾是终身不免的情况

`

说的
” 。

② 这也说不通
,

首先
,

诏令说的是
“
令罪人各以轻重

” , “ 有年而免
” ,

并没有专拾
某一种刑徒

。

其次
,

根据诏令拟定出的法令
,

也不是仅规定隶臣妾的刑期
,

而是规定出了包

括隶臣妾在内的各种刑徒的刑期
。

因此不能据此而得出秦时仅隶臣妾终身服役
,

其它刑徒均

有刑期的结论
。

显然
,

汉文帝前元十三年诏令的意思
,

是要求垂相
、

御史大夫规定城旦春
、

鬼薪
、

白集
-

隶臣妾
、

司寇等刑徒的刑期
。

在此之前
,

这类刑徒终身服役
,

没有服刑期限
。

( 二 ) 《汉旧仪 》 记载的刑徒期问题

论者常以东汉卫宏的
《汉旧仪 》 为据

,

证明秦时的城旦春
、

鬼薪
、

白集等刑徒是有服科

期限的
。

认真研究一下
《汉旧仪 》

中有关刑徒的记载
,

不难看出
,

卫宏说的并不全是秦制
。

现将
《汉旧仪 》 有关记载抄录如下

: “ 秦制
,

有罪各尽其刑
。 · ” 一凡有罪

,

男晃钳为城旦
,

城旦者
,

治城也
;
春者

,

治米也
,

皆作五岁
,

完四岁
。

鬼薪三岁
。

鬼薪者
,

男当为祠祀神伐

之蒸薪也
; 女为白集者

,

以为祠祀择米也
,

皆作三岁
。

罪为司寇
,

男备守
,

女作如司寇
,

皆
-

作二岁
。

男为戍罚作
,

女为复作
,

皆作一岁到三月
” 。

上述引文中可见
: 1

.

秦时
, “
司寇

”
下面

,

还有
“
候

” 。

汉代的
“ 候 ” 已不是刑徒

。

因而
「

卫宏也未将
“ 候 ” 列为刑徒

。

这说明卫
,

宏所说不全是秦制
。

2
.

秦时无
“ 凳钳城旦春

” 之名
。

汉文帝前元十三年
,

将秦时的
“
黔城旦春

“ ,

改为 “ 凳钳城旦春
” 。

所以
,

此刑名 也非 秦制
。

3
.

据秦律规定
,

秦时的
“
资戍

”
仅作为对军人犯罪的惩罚手段

,

并 非一般 的 刑罚
。

并 且 也无 :

① 黄展岳
: 《

云梦秦律简论
》 ,

载
《
考古学报

》 1 98 0年第 1期
。

② 高敏
: `关于 (秦律

》
中的

“
威隶妾

”
问题质疑

,



` 复作
”
之名

。

据以上分析
,

卫宏所说的并不全是秦制
。

因而不可以根据
嵌
汉旧仪

》
认定秦时

的城旦春
、

鬼薪
、

白桑等对徒
,

有固定的服刑期限
。

秦刑徒终身服役制与我国古代徒刑制度的演变

所谓
“
徒刑

” ,

即剥夺罪犯一定时期的人身自由
,

强制其服劳役
,

刑满后恢复自由身份的

刑罚
。

在我国封建时代
,

这种
“
徒刑

” 正式成为一种刑罚
,

是经过长期演变后确立的
。

了解
这点

,

或许有助于理解秦时存在的终身刑徒的问题
。

因此
,

在论述秦的刑徒有关制度时
,

有

必要对我国古代徒刑制度的演变过程
,

作简略的考察
。

在阶级社会里
,

刑罚是进行阶级斗争的一种手段
。

任何一种对罚制度都是统治阶级根据

豁阶级斗争的需要而确立的
。

但是
,

统治阶级使用什么样的刑罚
,

则要受到这个时代政治
、

经济
:

以及文化发展水 平 的影响
。 《
说文

·

女部
》 : “

奴
,

奴裨
,

皆古之罪人也
” 。

东汉许慎的这一说
;法

,

是有根据的
。

将一部分犯罪者定为官奴隶
,

令其终身服役
,

是奴隶时代的刑罚制度
。 《汉

书
·

刑法志
》
载

,

周代的
“
五刑

,

墨罪五百
,

剔罪五百
,

宫罪五百
,

Dll 罪五百
,

杀罪五百 ”
一

。

凡杀人者踏诸市
,

墨 者 使 守门
,

剿者使守关
,

宫者使守内
,

肌者使守囿
,

完者使守积
。

其

奴
,

男子入于罪隶
,

女子人春稿
。

凡有爵者
,

与七十者
,

与未妞
_

者
,

皆不为奴
” 。

这种刑罚的

实质
,

就是将犯罪者的大部分
,

定为奴隶
。

这个时代被定为
“ 奴 ” 的形徒

,

有以下特点
: 1

,

终

身服劳役
; 2

.

都施加肉刑
,

并根据不同的肉刑分为若干类
; 3

.

根据不同的肉刑
,

从事不同的

劳役
。

春秋战国时期
,

是我国社会由奴隶制向封建制急剧变革的时代
,

在政治
、

经济等各方面

都发生了很大变化
。

但也有一些方面并未发生根本变化
。

在这个时斯
,

仍然实行将部分罪犯

定为终身服劳役的奴隶的刑罚制度
。 《
左传

·

襄公二十三年
》 : “

初斐豹隶也
,

著于丹书
” 。

晋人

社预注
: “
盖犯罪没为官奴

,

以丹书其罪
” 。

不仅将某些罪犯没为
“
官奴

” ,

甚至也还实行 把 一

些重犯的亲属没为奴姊的制度
。 《
秦简

》
中有关资料说明

,

战国时期也仍然实行此种留度
,

但

在具体作法上有所不同
。

因犯罪被强制终身服役的刑徒
, 已不是按施加的肉刑分为

“ 墨者
” 、

“
剿者

” 、 “
别者

” 、 “ 宫者
” ,

而是根据应服的劳役命名
。

例如
,

从事修筑城垣等土木工程的对

徒
,

称做
“
城旦

” 。

为祠祀鬼神砍柴的刑徒
,

叫做
“
鬼薪

” ,

等等
。

从这一点可以看到
,

肉刑与

劳刑分开 了
。

也就是说
,

因犯罪而定为终身服劳役的刑徒
,

并不一定要施加肉刑
,

如
“
完城

旦
” ,

仅剃其鬓须而已
。

这一变化
,

为汉代废除肉刑创立 了前提条件
。

西汉时期
,

与刑徒有关的制度发生了重要变化
。

前面已经说到
,

汉文帝前元十三年废除

肉刑和规定出刑徒刑期的诏令
。

这道诏令
,

不仅免除 了刑徒受肉刑之苦
,

而且结束了奴隶时

代以来实行的
,

将部分罪犯定为奴隶的残酷刑罚制度
。

① 由于这一变化
,

汉文帝前元十三年

以后
,

因犯罪而定为
“
城旦

” 、 “ 鬼薪
”
等等徒刑

,

仅是服一定期限劳役的刑徒
,

而不具有官

又隶身份了
。 “

城旦
” 、 “

鬼薪
”
等名称

,

仅用来表示各类刑徒应当从事的劳役和服 刑 的 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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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这些终身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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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劳役刑罚
,

都有刑期
。

最高刑可能是五岁
,

最低河可能是二岁
。 ①

晋代罚服劳役的刑罚
,

虽直接按刑期长短分等级
,

但各级仍要加身体刑
。

据
《

香书
`而

法志
》
载

,

晋徒刑共分二岁
、

三岁
、

四岁
、

五岁四等
。

其中
,

二
、

三
、

四岁翘
,
须加

“
耐

”

刑
。

因而这三等刑
,

统称为
“
耐罪

” 。

五岁刑须加
“
毙钳

” ,

于是又常以
“
凳钳

才,

表录五岁刑
。

北周时期
,

刑罚制度义有遨一步发展
。

这一时期并始
,

将剥夺一定期限的人身自由
,

强

制服劳役的刑罚
,

称做
“
徒刑

” ,

列为封建时代的
“
五洲气答

、

杖
、

徒
、

流
、

死 ) 之益甘 并将
·

“
徒刑

”
按刑期分为一年

、

二年
、

三年
、

四年
、

五年五等
,

各加一定数 目的鞭
、

答刑
。

陪
、 、

唐 时
,

徒 对仍分为五等
,

但缩短 了刑期
,

每擎急间相差半年
:

一年
,

一年半
、

二年
、

二年

半
、

三年
。

此后各朝代的徒刑制度大体相同
,

无实质性的变化
。

综上所述
,

徒卿制度是随着社会政治
、

经济制度的
.

剪化
,
逐渐向前发展的

`

封建时筏实

行的有固定刑期的徒对湘彭度
,

是由奴隶制时代将罪犯定为首奴隶
,

令其终身服役的别窃制度

逐渐演变而形成的
。

从这望可以看到社金性质的变化
,

对徒刑希嚼的发晨有决定寸坐石会静响
、

但是
,

由于徒刑制度作为一种法律制度
,

是社会上层建筑的一部分
,

又有它本身相对独五石分
’

形成和发展的历史
。

因而
,

徒刑制度并非一定随着经济基础的变化而立街处凳生根 本 佳梦布
钓

。

再者
,

由于奴隶制社会与封建制
.

社会
,

又都是实行等级制度的社会
。

麟
.

以
,

在西周玫前
制崩溃之后的相当长的时期

,

也就是在孙建社会的初期的秦代
,

仍然将部分罪犯定为终身服

劳役的官奴隶
,

并不是不可理解的
。

1 0 7 7年
,

笔者曾提出
: “

秦时的刑徒
,

可能发恕是没有服荆期的终身服刑
” ②

。

此后
,

稼几位专

家就此问题发表了意见
,

并提出了不少有益的则解
。

也有同志提出了
“
质疑

” 。

今著此女进

一步阐明我的看法
,

就教于读者
,

以期将此问题讨汹背德
,

①

②

见 《晋书
·

刑法志 》 引 《
魏律序路

》 。

高恒
《 秦律中

“ 隶臣妾 ”
问题探讨

》 。 《文物 》 19 7 7年第 7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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