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質J竿的法律意聽

宋小莊

在中關古代民運其法律髒係上， 1質J是指與約券囂的…種影式。〈左傳﹒文公六年〉

「始為路設，弄到琴手典，在法罪，辟獄期，蓋起j墊，由黨要，的當持'

，續常轍，出滯繩。........便有諸轉園，以寫常法。 J其中的 f質」即指樂的。孔

疏: 1白質要者，謂斷爭晨才之擻，用券事~iE定立也 o J葦謂財物之出入，皆用聽約、睡

房 tJ為憑據定奪斑。但「質J~IJ底是甚麼興約，可自〈潛禮〉證乏。〈潛蘊﹒天官. IJ 、

以質劑。 J{聽聽﹒地當﹒質人) : 1質人掌成市立貨賄、人民、牛馬、

器、學異，凡質{竇者，質宵j藹，大古以質，小市tJ劑。 j鄭注: 1質寄IJ者，為之春，

立血。大市人聽牛馬去!灑用長券，小市兵器吟異之物用起脅。 J可見古代其實人民(蚊

牌)、馬牛的頭帶稱「蠶J '買賣兵器診異的與非稱「劑J 0 

質脅。由翼翼雙方各持一份。〈閱體﹒秋官，輯士} : 〔積〕者，有興謹以治

則騁。 j鄭注: 1*1] ，半分布會者，故嘴何為縛。 J賈疏: 1質劑、{磚引j 、分友金同，兩

家各得其_""義也 o J自此，質糊在訴訟時可作為說據。〈閉嘴﹒地宮﹒哥市) : 1以質海i

結{言而吐語。 Jf:安代亦然。〈金獎﹒李晏傳) : 1設問判大睦親請事諜的家有民黨勢，積

其患不能讀，悶沒聽紋。 J

對楊及質暫的科紛，我路古代接地域遠近和管轄輒醋，設期限受理。〈罵禮﹒總

﹒費人) : 1凡治質灣j者，閣中一旬，笑ß二旬，野三旬，都三月，邦盟誓。期內聽，

器外弓之聽。 J 兄涉及蠶劑即翼麓的爭議，均應照總路範聞名在輯限內纜的，方予受案。

買賣爭議的訴訟時效最錢為一年。這種時效制度的雄車，在世界法制與中還是比較早

。

〈說文) : 1筒，以特招數。 J指以「輯j作為抵押。在我盟古代民事法律聽係上，質

除指f以物為質J外，還指「以人為覽J '那價務人以人作賞，向懷權人擔保債還債務。

最遲到普普代，我國日禁止強人質償。〈秦律﹒法律答問) : 1百姓有資〔債J '勿敢槽強

質。攘強質及和受質蠢，皆樹立甲 o J說胡強人聽債要接處以罰金。但自輔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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嚷，在唐tJ藹，

〈警書﹒梅沖f響ì : í 
乃以;中為質。 J

績。 J(南齊書﹒

為實券。」皆可誼之。

中詞語文通訊

。

'沖兄弟藍少， '母鹿須羊tJ解，無由得之，

: í持有尹辜者，家麓，母熊，自以身貼錯，
: í梅州|主簿顧擻，以兩奴就鮮〔陣清弟〕質錢，鮮死，子

唐代雖不禁 lt:以杖脾質債， {旦禁11:以良人質蟻。〈唐律iD1t儀﹒建律) : 

人為奴搏，用質i賞者，各樣自相賣罪三等;知揹那瑕器，艾喊一等，

籃。 J (宋芳IJ繞〉荐者向樣的境定。〈賽克諜法等等額〉學八十輩輩門事藍教還規定:

負實當人口，

以哀人質債。

，人致遠傻，錢物不追， 。 J皆可歪輯

以 ，但唐代以竄入覽館的現象依然存在。

告四O典帖良人 女等狀曾記載: í臣前任教州來IJ 見時，臉袁州界內，

人，立在是其人 。袁扑i至少，尚有七百餘人，天下諸丹、l' 其數當書暫不少。 此舊唐

書﹒榔京導)?J)荒草案: rtqn外j土俗'tJ揖女質綴，過期間沒入主委主，京荒草拉其揖法。其

己沒者，的也在鐸聽之，歸真艾母。 j可昆韓盔、鄉宗芝在追方當時，皆依法草其

勢。東謹以人賀龍比較少見。但若強佇執持人質，境財運罪，如今臂之脅持人蠶黨員才

或摸出其龍女棋條件蠢，員Ij{衣律處以極刑。〈唐律疏議﹒賦盜ì : í諸有間規蟬，而執
持人為質藹，皆斬。 J

以物賢餘，於律不禁，歷代踐行。〈梁盤﹒!寶說傳> : r鄰人有險認為盜者，被治

.7]以書質錢二萬，詣，

鐘。 ﹒褚澄博} : r兄鼎藥，潑以

為其親，代之酬備。 j此即指以書質

干，就招提奪，聽太粗所賜白居坐

: r苦;豎起曉東農品質文達1詩兵'禱。 Jút郎以招縛作{音質挂擇。

罷理之氓，殺之，艾教埋之 c

注: r聽錯軸者 ， tJ物質錢，

對以物質賤的解釋﹒概括

我悶響秩戰園時期，

。

，臨其笨，至麓，惟有教錯帖子數百 o J 說

，以為無驗，他臼關于本接收聽。」胡三盔、

為馬甚大。強國脅 ，尋尋頭書信強國侵

1120 出於政治、軍事上的縷縷雷聲，報鐘之謂不乏設迫或告顯首長達王子或童子往能聽

學IJ 嚨海人蠶的史俏，稱為質子。部〈左傳﹒嘻去十年?穿警執罷慎，子桑El : I歸之話

，必得大成。 J(盤諾﹒譯詩} : r不若以諦 ， tJ要苦苦蹋之誠，復其君前質其誨

，幌子交代處，秦問可以無督。 J此即以「質子」交換蟬妝被伴君主之條件。又如〈戰

﹒晶策四) : I走皇太居新用車，著每急攻之。趙、民求救於齊。齊日: r必以長安韌的

出 o j J此郎以 作為徐兵助戰的前提。文如〈在傳﹒襄公元if.ì : r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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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會彭城，曹人以為討。三月，齊大于光為質於置。」此即以「質于」避免被曹國討伐

的措施。

但春秋戰國時期的質子未必是單方面的，出於信守盟約的需要，也有交換「質于」

的要例。〈左傳﹒隱公三年} : I周鄭交頁，王于孤為質於鄭'鄭去于忽為質於周。」叉

〈哀公三十年) : I先王與吳王有質。」皆指此。交換「質于」雖旨在結信，但往往因他事

而交惡，故左丘明對此有所譏評。〈左傳﹒隱公三年〉君于曰: I信不由中，質無益

也!明想而行，要立以禮，雖無有質，誰能間之。苟有明信， l間、溪、沼、址之毛，

蘋、黨、蘊、藻之菜，霞、莒、鍋、三產之器，潰、汙、行j京之水，可薦於鬼神，可蓋

於主公。而況君于結三國之信，行之以禮，又焉用質 ?J顯然，交換質于並不能達到

和平共處的目的。

四

綜上所述， I質子」用以維繫邦國關係僅通行於春秋戰國， I質」作為契約券書也只

流行於古代，但「質」作為物的擔保則傳諸後世。質權至今仍是我國民法旱的一個重要

概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