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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其。据f吏学指南》的解释，是"反于先义"之意"夫犯罪之人或先

有事而后无事，或先是而后非，文意相违而不相遇，曲直相背而不相入，若

此之类 ， 故称其以别之。川大请律集解附例叫3说 "其者，变于先义 ， 谓如

论八议罪犯，先奏请议;其犯十恶，不用此律之类。"因此"其\就是指法

律适用中的例外情况，相当于现今的"但旨"。

六、及。据《吏学指南F的解释，是"事情连后"之意。 《大淆二律集解附

例F中说"及者， 事情连后，渭如彼此俱罪之赃及应禁之物则没官之类。"

因此"及"， 是前后两罪的情节与内容虽不一致，但在处理上是相同的，故

以"及"字联属之，有"以及"的意思。

七、即。据f吏学指南》的解释， 是"条虽同而首别陈"之意。 f大消律

集解附例》 264即者，意尽而复明，谓如犯罪事发在逃者，众证明白，即同狱

成之类。"因此，咱口，是指行为人犯罪事实确凿，罪状显明易见，不需罪

犯供词便可以定罪量刑的意思。

八、若。据《吏学指南》的解释，是"文虽殊而会上意"之意。从中国古

代刑法看"若"字主要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是例举、假设之意。《大请律

集解附例》:"若者，文虽殊而会上京，谓如犯罪时未老疾， 事友时老疾，以

老疾i仑，若在徒年内老疾者，亦如之之类， ;二是"以及飞"或者"之意， (唐

律·名例律f十恶"条"七曰不孝"注: "ì目告言、诅营祖父母.父母、及祖

父母、父母在别箱、异财，若供养有阙，居父母丧，身自嫁娶，若作乐 i 释服

从吉。"因此， 44若\是指同条律文内规定的要件虽有不同，但以"若"字会

遇上下文，作为更端之词。

(段嗡 ff)

311. 我国古代刑法中的"律眼十三字"

是什么?

我国古代刑法中的"律眼十三字"，是律文中经常适用的作为定罪高

低和量弄IJ轻重的十三个专门词语。 早在《唐律疏议E中，就己对这些字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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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适用作了解释， 但未系统归类。至元朝徐元瑞的《吏学指南>， 始从法理

上对一些常用的专门字类jJ日以解释。 其后，王明德的《读律佩蹦》将魏晋

以31毛刑法特别是《店在Ib 以降经常'适用的专门词语归纳为但、同、惧、并、依

从、从重i"t:、累减 . 递减、听减、得减、军二同.同罪等十三字。

一 、 但。据 《诙律佩fúr.，l) 的解释，是11'律义-于重大处， 每用但字以别之" ，

即作为限定假设条件的关联词语。女日《大明律 ·刑律 · 贼盗). ."谋反太逆"

条 z"凡谋反及大逆，但共谋者 ， 不分首从，皆泼迟处死。"因此，古代刑法

中的"但， 有"只要"的意思。

二、 同。据《吏学指南E的解释，是"比类真犯"的意思，即该行为虽非

真犯，但1宵节与真犯相同，可以比照真犯的罪名定罪。如《唐律 ·职制律，

"奉使部送应寄人"条《疏议) : tl若监临官司将所部典行放取物者，并同监

l恼 受财之浊。"

三、俱。据《读律佩翩》的解释，是"取乎肢括 ， 因其事理散殊p 故特概

言而统之以俱。"即从总体上加以概括， 有"全部"、"都"的意思。如《唐律 ·

户婚律川军口娶人妻"条 "诸和娶人妻及嫁之者，各徒三年 1妾，减二等1 各

离之。，，(疏议? : (l各离之，谓妻妾俱离。"

四、 并。据《吏学指南E的解释， 是"情无轻重谓之并"，即不论首从轻

，童，只要罪情相同，则科以相应的刑罚。"并"与"俱"的主要区别，就在于

"俱".:_般是尊卑上下等纵向的关系，而"并"则是轻重首从等f行的美系。

虫的唐律 . . 只婚律): ."监临娶所监临女"条《疏议::>: "仍各离之者J胃夫自嫁

妻妾及女，与枉法官人，两俱离之。 妻妾及女理不自由，故并不坐。"

五、依。据《吏学指南》的解释， 是 "照其正犯谓之依，即律文有明文

规定的， 需按照律文定罪量刑。如 f唐律 · 名例律)"犯时未老疾"条J诸

犯罪时虽未老、疾，而事发时老、疾者，依老 . 疾论。"

六、从。据《吏学指南)的解释，是"酌情就罪谓之从"， f!P犯罪情节复

杂，需根据实际情况， 酌情处理。如f唐律 · 诈伪律>， U诈为官私文书及

i曾减"条"诸诈为宫私文书及增减，欺妄以求财赏及避没入、备偿者 ， (佳盗

叫 >台 i赃轻者，从诈为官文书浊。"

七、 从重论。据(~卖律佩鳞P的解释，是"较量轻重，从某重者以i{;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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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即对一些性质和情节较为严重的犯罪，在量刑上需从重处罚。如《唐

律·名例律川本条别有制条" :"即当条虽有罪名 ，所为重者，自从重。"

八、累砾。据《读律佩~P，J>的解释，是"层累而减之\即所犯之罪，律文

-~规定有多种减罪条件的，则可按照这些条件逐一减罪。 <j音律·名例

律f人兼有议请减"条"若从坐减、自首减、故失诚、公坐相承减，又以议、

请、减之类，得累减。"

e九、递减。据《读律佩踹F的解释，是"分等而减之"即数人犯有同一

罪，可因其职位、贵贱、亲疏等不同，分别轻重予以i成罪。如《大明律·名

' 刑律f同僚犯公罪"条..若申上司不觉失错准行者，各递减下司官吏罪二

等。"

十、听减。据‘读律佩自!P，i~的解释，是在"罪人虽无应减之法，实有可减

乏时"的情况下，所采取的特别的减罪措施。如《唐律 · 名例律) "无官犯

罪"条 f疏议) : "父祖无宫时子孙犯罪，父祖得七品官事发，听赎 ;若得五品

宫，子孙听减。"即子孙原无可减之条，但因犯罪事发时父祖已得五品宫 ，

因而从宽予以减罪。

v 十一、得减。据《读律佩自~l'的解释，是"法无可i成为之推情度理，因

" 其不得减而又减之n 即法律无减罪之条，但考虑到具体情况而特予以罪。

} 如《唐律·户婚律川尝为袒免妻而嫁娶"条 《疏议F J元是袒免以上亲之妾

而娶者，得减二等。"

+二、罪同。据(. ì卖律佩瞄p的解释，是"λ虽不罔 "ð8虽各别，而罪无

- 轻重"的意思，即犯罪主体与行为虽不相同，但其情节轻重却是一致的，故

尔科以相同的刑罚。如f唐律. )既库律} "犬伤杀畜产"条 f疏议) : ~故-放令

杀伤他人畜产者，……各与故杀伤罪同。"

十三，同罪。据《读律佩剧~>的解释，是"同有罪也"，即该行为的情节

与量1fiJ与正犯都是一样的i 但最高刑有所限制，死罪减一等。如《唐律·

户婚律) "娶逃亡妇女"条 u诸娶逃亡妇女为妻妾，知情者与同罪，至死者

黯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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