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4 年 1 月
Jan. ,2004

当 　代 　法 　学
Contemporary Law Review

第 18 卷第 1 期 (总第 103 期)
Vol. 18 , No. 1(Ser. No. 103)

·项目追踪·

吐鲁番回鹘文买卖契约分析

霍存福　王宏庆

(吉林大学 法学院 , 吉林 长春 130012)

摘　要 : 吐鲁番出土的蒙元时期回鹘文买卖契约 , 在订立过程中除买卖双方外 , 尚有保人、证

人、书契人等相关人参加。在当时 , 证人是必具的 , 一般有多个 ; 保人则较少见 , 且所保内容有限。

卖方的所有权问题是关注的焦点 , 故契约中往往要提到“有权提出所有权争议的第三人”, 因而卖方

在契约中必须有所有权不存在瑕疵的声明或公示 (买方的声明则是从另一个角度的强调) , 并要作出

所有权瑕疵担保。这些问题是当时买卖契约的实质性内容 , 对认识蒙元时代吐鲁番地区买卖契约的法

律性质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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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卖契约是中国古代民事契约的主要的、也是较古老的形式之一。李经纬先生汉译并收录在

其所著《吐鲁番回鹘文社会经济文书研究》一书①的 107 件蒙元时代吐鲁番回鹘文契约及其他文

书 , 归入买卖类的契约文书有 28 件。但其中的 4 件文书并非买卖契约 , 如一·8 文书性质是两个

奴隶的主人约定对私自结婚成家的各自所有的男奴、女奴及其劳务分别进行占有的契书 , 一·10c

文书是奴隶的主人赋予其所买奴隶以长子身份 (具有收养性质) 而立下的身份确认文书 , 一·10d

文书是前述奴隶控告其主人的状词 , 一·13 文书则是一件奴隶主人解放奴隶的文书。它们或者被

错划入买卖契约 , 或者仅与某个买卖契约有关而列于其下 , 本文对其不作讨论。其余的 24 件 ,

包括买卖人口文书 12 件 , 买卖土地文书 12 件 ; ②另外 , 该书借贷文书的三·21 为赊买卖 , 也属于

买卖契约的一种 , 我们的讨论将以这 25 件文书为范围。本文拟从这些买卖契约所涉及的保人、

证人、书契人等相关参与人等方面 , 对吐鲁番回鹘文买卖契约文书进行分析 ; 并对买卖契约中买

卖双方所有权归属问题的声明或公示条款、有权提出所有权争议的第三人问题及卖方的所有权瑕

疵担保条款等三个相联系的问题加以研究 , 总结当时买卖契约的主要特点。

基金项目 :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吉林大学理论法学研究中心重大项目 : 中西法律文化比较研究
(01JAZJD82000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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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吉林市人 , 吉林大学法学院法律史专业硕士研究生。
①李经纬著 :《吐鲁番回鹘文社会经济文书研究》, 新疆人民出版社 1996 年版。下引契约文书内容及文书顺序号 (如“一·8”,
为第一类文书即买卖契约第 8 件 , 余依此类推) , 皆据该书 , 不具引。

②买卖人口文书中 , 一·7 契约被李经纬定名为“典当亲子契”, 文契中 3 次使用了“典当”、两次使用了“典当惯例”、1 次使
用了“典押”字样。并约定 : 承典人若负担其捐税 , 将按民间典当惯例 , 不供给其衣着穿戴 ; 若让其干家务粗活 , 将按例供
给 ; 吃住问题也按惯例处理。买卖土地文书中 , 二·18 契约被定名为“典田抵债协议书”, 文契中 3 次使用了“典押”、两次
使用了“抵偿物”和“赔偿品”字样 ; 相当于回赎的文字 , 则两次使用了“还给”、1 次使用了“退还”。按 , 典当自有回
赎 , 前者虽不言回赎 , 但出典人按惯例应享有回赎权 ; 后者明言 3 年回来后 , 只要还清典价 , 就可以得到原有的典田。虽然
典契与卖契有较大差别 , 因古代“典、卖”连称 , 一为活卖 (带有回赎条件的卖) , 一为绝卖 , 且回鹘文契约中只有此二例
典契 , 故本文仍将其放在买卖契约中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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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买卖契约的相关参与人

吐鲁番回鹘文买卖契约订立时有明确身份的参与人 , 除了买卖双方外 , 一般包括保人、证

人、书契人等三种人。

(一) 保人和证人

在这些回鹘文买卖契约中 , 证人是契约必不可少的重要参与人 , 每件买卖契约中都存在证

人 ; 而保人却不是必需的。在 25 件买卖契约中 , 有保人的只有 4 件 , 占买卖契约总数的 16 %。

其具体情况见附表 1。

[附表 1]

买卖契约中保人与证人情况
11 买卖人口文书

契约编号 　保人 　　　　证人

一·1 空缺 吐热杜 ; 吐鲁尔·蒙苏斯 ; 托尔奇 ; 道人

一·2 空缺 萨比·普化 ; 库特鲁克·铁木耳·塔雅克 ; 博塔逊

一·3 空缺 依纳勒·确克 ; 奥胡里·统阿 ; 鞠旦 ; 塔什·汗

一·4 空缺 艾力克 ; 塔克确克 ; 塔里木 ; 吐甫拉

一·5

　

斯吕 ; 女婿之弟伯狄孜

奇·萨斯奇·玛西

柯坦·托合利里 ; 克孜·吐尔迷失 ; 玛西

　

一·6 空缺 索玛 ; 喀喇昆纳斯 ; 克普恰克

一·7 空缺 阿克比拉 ; 卡塔卡依 ; 卡里木杜·都统

一·9 定惠大师 唐古忒·普化

一·10a 空缺 巴恰克·托合里利 ; 亦剌卜

一·10b 空缺 雅皮克 ; 巴恰克·托合里利 ; 巴雅楚克 ; 淘井匠阿三·契丹

一·11 空缺 威德阔克 ; 伊利奇·普化 ; 吐什铁木尔

一·12 空缺 库特鲁尔迷失 ; 布洋·统阿 ; 凯德·佛尔汗

　　21 买卖土地文书

契约编号 　保人 　　　　证人

二·10 空缺 布尔汗·库利 ; 雅甫·托合利里 ; 雅本苏

二·11 空缺 吐尔迷失·铁木耳 ; 麦尔克得 ; 艾山·普化 ; 巴尔斯·普化

二·12 空缺 塔尔鲁克都统 ; 布尔汗·库利 ; 吐孜克 ; 铁匠伊尔楚克

二·13 空缺 苏严·都督 ;库奇·巴尔斯里克 ;布尔汗·库里 ;雅孜尔·统阿

二·14 空缺 克赖 ; 铁木耳·普化

二·15 空缺 提里克·喀喇 ;铁木耳·普化 ;太仓 ;尤拉西 ;乌格伦奇·普化

二·16 空缺 伯格·艾尔逊浑 ; 本格 ; 逊古西
二·17

　

尹奇·普化的弟弟阿 三 ;

雅鲁克的儿子喀喇·拖合

玛 (同取代保人)

托尔奇 ; 吐律克·喀喇

　

　

二·18 空缺 凯尔斯辛 ; 吐克伦奇·普化

二·19 空缺 契丹·白尔提 ; 奥斯迷失 ; 玉科伦奇·喀喇 ; 库提汗

二·20 空缺 依尔奇·普化 ; 乌尔·卡雅 ; 乌狄奇 ; 乌得迷失

二·21 空缺 库伦琼都统 ; 塔孜 ; 坎吐尔迷失 ; 阿比楚克

　　31 赊买卖文书

契约编号 　保人 　　　　证人

三·21 阿力克·的斤的家里人 确鲁克

　　从附表 1 可以看出 , 绝大部分买卖契约并没有保人参与 , 这与这些回鹘文的赊买卖契约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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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贷契约有很大不同。推测其原因 , 当是这样的 : 一般的买卖契约与赊买卖契约 , 二者虽同属买

卖 , 但因即时付款与延期付款的不同 , 使得保人的必要性以及保人的作用都有很大差别。一般的

买卖契约由于是即时付款 , 若有保人的话 , 保人是针对卖方的所有权作保 , 以免出现所有权瑕疵

而产生争执 ; 即时付款是不存在支付能力问题的 , 因而也不存在针对买方的支付能力作保的情

形 , 除非它是赊买卖契约。赊买卖契约的保人则与借贷契约的保人相似 , 是对赊买人的支付能力

或偿还能力作出的保证。就一般的买卖契约而言 , 买卖契约在订立时 , 大部分都要强调买卖双方

已经做到了钱、货两清 (关于价款的支付 , 契约中的句式一般是 : “售价 ⋯⋯在缔结文契之日

〈或成交之日〉, 我 ⋯⋯完全数清收到了 ; 我 ⋯⋯也完全数清付给了”。即使订立契约与实际交付

价款时间相差两三天 , 也会在契约的尾部 , 补充写清价款实行交付了 , 如一·4 契约) , 这时的买

卖契约可以看作是买卖交易过程的结束 ; 而赊买卖契约和借贷契约的订立 , 则意味着交易过程刚

刚开始。一般的买卖契约订立 (同时也就是完成) 后 , 买卖双方大抵已不会有后续接触 , 除非出

现卖方所有权瑕疵或有一方悔约① 的情况。此处的保人一般是针对卖主的所有权的完全性作保 ,

但卖主一般都会在契约中声明或公示自己对出卖物的所有权 , 可以理解为已经解决了所有权瑕疵

问题 , 出现争执的情况应当较少。如果出现悔约的情况 , 则可以依据契约规定的所有权瑕疵担保

条款的赔偿约定来进行惩罚 , 同时这种赔偿的金额一般都较高 (通常是悔一赔二的加倍惩罚) ,

保人的作用在这里似乎不大。由于有了卖方的所有权瑕疵担保 , 另设保人对于买卖契约就不是必

要的了 , 吐鲁番回鹘文买卖契约正好可以证明这一点。

在存在保人的 4 件买卖契约中 , 有两件契约分别存在 2 个保人 (如一·5 之斯吕、女婿之弟

伯狄孜奇·萨斯奇·玛西 , 二·17 之尹奇·普化的弟弟阿三、雅鲁克的儿子喀喇·拖合玛〈同取代保

人〉) , 1 件契约存在 1 个保人 (如一·9 的定惠大师) , 赊买卖契约中的保人以一个家族的形式存

在 , 标明是“阿力克·的斤的家里人” (多人 , 数目不明确) 。多个保人 , 可以理解为使得保证力

更强。虽然保人在买卖契约中出现情况很少 , 因而较难归纳出其普遍性的特点 , 但保人中大抵有

卖方的亲属存在 , 或者是由有身份的人充任的 , 则是突出现象。如一·5 之卖主库屈的女婿之弟

伯狄孜奇·萨斯奇·玛西 , 二·17 中买主尹奇·普化的弟弟阿三、买主雅鲁克的儿子喀喇·拖合玛 ,

血亲之子、弟或姻亲之女婿之弟 , 都充当了保证人。当然 , 后者的情况 , 所谓“同取代保人”,

是一方面作为保人 , 同时作为交易一方 (买主) 的双重身份而出现的 , 与敦煌、吐鲁番汉文契约

的情形相同。其余保人 , 一·9 的定惠大师 , 是宗教界的有地位的人 ; 一·5 之斯吕、三·21 赊买

卖中的“阿力克·的斤的家里人”, 虽不明身份 , 但都应是当时在乡里社会中的有声望的活跃分

子。同时 , 由于作保的对象和具体情况不同 , 一·5 和一·9 两个契约是为卖方的所有权瑕疵进行

担保的 , 二·17 和三·21 两个契约是为买方的支付能力担保的。前两个契约的保人担保 , 可以理

解为是将卖方所有权瑕疵保证 (如一·2 和一·3 契约都声称 : 若有纠纷的话 , 由卖主本人“负

责”) , 转移到了保人身上 , 是保证主体的替代 , 也是保证效力的加强 ; 而后两个契约 , 却都可以

理解为赊买卖 , 不是一般的即时买卖契约。二·17 当是祖父死时由哥儿俩共同出资买下了属于本

家大嫂的祖产 , 当时交付了 100 锭钞 , 余 500 锭未交付 (部分赊欠) ; 三·21 是以 50 个粗棉布的

价格赊取了 1 件货物 (何物不详) 的契约 , 因仿照汉文契约借贷惯例 , 所以违期要加倍偿还。这

里的保证 , 正如前文所云 , 是对买方支付能力的担保。

与保人不同 , 证人是订立买卖契约所必不可少的参与人。25 件买卖契约都明确记载了证人

的姓名 , 有的还载明了证人的身份。由附表 1 可以看出 , 买卖契约的成立必须有至少一个证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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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 , 一般订立契约会有 3 - 4 个证人参加 , 最多为 5 个证人。据笔者统计 , 在 25 件买卖契约

中 , 有 4 个证人参与订立的契约为 10 件 , 占契约总数的 40 % ; 有 3 个证人的契约为 8 件 , 占总

数的 32 % ; 有 2 个证人的契约为 4 件 , 占总数的 16 % ; 有 5 个证人的契约为 1 件 , 占总数的

4 % ; 有 1 个证人参与的契约为 2 件 , 占总数的 8 %。证人已成为买卖契约成立所不可或缺的因

素。证人数量大 , 是为求得证明力强的效果。尽管我们难以确定所有这些证人的身份 , 以及当时

对证人身份有无限制等 , 但有个情况是值得注意的 , 这就是同一个人频繁地为他人充当证人。在

不同的契约中 , 常会出现同一个人名 , 如一·1 文书与二·17 文书中的证人托尔奇 , 一·10a 文书和

一·10b 文书中的证人巴恰克·托合里利 , 二·10 文书、二·12 文书和二·13 文书中的证人布尔汗·

库利 , 二·14 文书和二·15 文书中的证人铁木耳·普化。这种情况表明 : 两件以上契约出现同一个

证人 , 一方面说明这些契约是在同一时期、同一范围的群体中订立的 ; 另一方面说明这些证人在

当时的经济活动中是非常活跃的 , 他们或可能因为声望较高 , 受信赖程度高 , 因而出场率也高。

此外 , 有一点也应值得注意。25 件买卖契约中 , 一·11 文书和二·15 文书结尾处 , 有人在契

约上按过手印。这些人既非保人、证人、书契人 , 又非买卖双方 , 推测其身份应为见人 , 其地位

和作用也相当于证人。这是这些买卖契约的特殊之处。目前所见 , 也只有上述 2 件文书存在这种

情况 , 占买卖契约总数的 8 %。其中 , 一·11 文书中存在 1 个见人 ; 二·15 文书中存在 5 个见人。

(二) 书契人

书契人 , 顾名思义 , 即书写契约的人。就书契人的功能本身而言 , 并没有什么特殊之处。书

契人须得识文断字 , 懂得契约语言及书写习惯 , 同时也应当是值得信赖的人 , 这应当是对书契人

的一般要求。但是 , 吐鲁番回鹘文买卖契约中书契人的身份 , 却值得我们认真研究。

[附表 2]

买卖契约中书契人及其身份的统计
11 买卖人口文书

契约编号 书契人 书契人的身份

一·1 铜马法师、库特鲁克 买方

一·2 凯里姆杜 卖方

一·3 道人苦利·都统 非交易参与人

一·4 艾得居·托合利里 非交易参与人 (书契人与卖方同姓)

一·5 百户长·阿萨克 非交易参与人

一·6 阿斯克·布里迷失 非交易参与人

一·7 卡里木杜·都统 证人

一·9 定惠大师 买卖中间人

一·10a 阿体 卖方

一·10b 腾里木·库提· 非交易参与人

赛温奇·卜群

一·11 西拉 非交易参与人

一·12 海锁都统 卖方

　　21 买卖土地文书

契约编号 书契人 书契人的身份

二·10 阿三·都统 非交易参与人

二·11 萨达 卖方

二·12 楚奎·桐 非交易参与人

二·13 楚奎·桐 非交易参与人

二·14 甫严·铁木耳 非交易参与人 (书契人与卖方同姓)

二·15 土尔布合 非交易参与人 (书契人是卖方的亲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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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16 空缺

二·17 托合玛 同取代保人

二·18 巴尔恰·吐尔迷失 非交易参与人 (书契人是典卖方的孙子)

二·19 依乃楚克 非交易参与人

二·20 台尔皮西 卖方

二·21 苏塔黑·比孜 非交易参与人

　　31 赊买卖文书

契约编号 书契人 书契人的身份

三·21 空缺

　　从附表 2 的统计可以看出 , 书契人的身份大致可以分为两类 , 一类是买卖交易的参与人 , 另

一类是非交易参与人。其中 , 书契人作为交易的参与人又包括买卖双方、证人、买卖中间人、同

取代保人① 等五种身份。具体来讲 , 在本书 25 件买卖契约中 , 书契人作为交易参与人的身份出

现在契约中的有 9 件 , 占买卖契约总数的 36 %。这其中 , 卖主作书契人的契约有 5 件 ; 买主、证

人、买卖中间人、同取代保人作书契人的契约各有 1 件。书契人作为非交易参与人而出现的契约

有 14 件 , 占契约总数的 56 %。而二·16 文书和三·21 文书则未注明书契人的姓名与身份 , 这占契

约总数的 8 %。卖主、买主及同取代保人直接作书契人 , 利用了他们识文断字、懂得契约语言及

书写习惯的特长 , 也省却了另找书契人的麻烦 , 因为他们是契约订立的不可或缺的参与人 ; 而证

人、买卖中间人充作书契人 , 也未始就不具有这样的利用其特长与便利的考虑。专门聘请书契

人 , 说明卖主、买主、同取代保人、证人、买卖中间人都不具有该能力或特长 , 无法取得上述便

利 , 这从契约表现的总量上看要相对大一些。但有 36 %的契约不另聘请专门的书契人 , 似可说

明当时的交易频繁 , 人们大多精通此道。

还应注意的是 , 尽管有些书契人不是买卖交易的直接参与人 , 但他们与交易的直接参与人

(一般为卖方) 之间有着某种联系。这种联系有两类 , 一类是书契人与卖方同姓 , 可能有某种直

系血亲或旁系血亲的亲缘关系 , 另一类则直接标明书契人是卖方的亲戚。存在这种情形的契约有

4 件 , 占买卖契约总数的 16 % , 其中书契人与卖方同姓的契约 2 件 , 书契人与卖方为亲戚关系的

契约 2 件。亲戚之中 , 关系最近的是卖方的孙子。

此外 , 在 25 件买卖契约中 , 二·12 与二·13 两件契约的书契人为同一人。若考察当时吐鲁番

地区的经济文化环境 , 可以推测 , 当时书契人也可能是比较活跃的 , 甚至有可能是以一种半职业

化的身份参与契约订立的。作为非交易参与人身份出现的书契人可能有很多属于这种情况。

二　买卖契约中有关所有权问题的条款

研究吐鲁番回鹘文买卖契约的内容 , 应从其关键性的契约条款入手。一般来讲 , 中古时期的

买卖契约 , 十分重视所有权问题 , 因而有关所有权的条款也多。这主要包括买卖交易完成前后所

有权的归属问题 , 有无第三人提出所有权争议问题 , 及卖方对所有权瑕疵进行担保的问题。这些

条款或被明确约定了的问题 , 起到了保障和规范买卖双方的权利和义务的作用 , 构成了买卖契约

的主要内容架构 , 实现了订立契约所要达到的目的。关于所有权归属问题的条款包括两方面 , 即

买卖交易完成前标的物的所有权归属和买卖交易完成后标的物的所有权归属 , 这两者可以称做所

有权声明或公示条款 ; 有无第三人提出所有权争议问题 , 在契约中一般是较为具体地列示出有权

提出所有权争议的可能的第三人的亲属范围、同属一“社”的范围 (如十人、百人) ; 至于卖方

·9·

①同取代保人即同取人和代保人的合称。



的所有权瑕疵担保问题的条款 , 也包括两方面 , 即赔偿条件与赔偿金额。

(一) 所有权声明或公示条款

契约订立时有关买卖交易完成前后之标的物的所有权归属条款 , 可以分为两种 : 一是买卖之

前的标的物的所有权归属 , 此时 , 标的物归卖方所有 , 是卖方所有权声明或公示条款 ; 二是买卖

交易完成后标的物的所有权归属 , 此时 , 标的物归买方所有 , 是买方所有权声明或公示条款。在

25 件买卖契约中 , 明确记载了卖方的所有权声明或公示条款的契约有 19 件 , 占买卖契约总数的

76 % ; 其余 6 件契约文书中 , 有 3 件文书未明确记载卖方的这种条款 , 有 3 件文书缺少卖方的这

种条款。明确记载了买方所有权声明或公示条款的文书有 19 件 , 占买卖契约总数的 76 % ; 未明

确记载这样的条款的文书有 3 件 , 缺少买方所有权声明或公示条款的文书有 3 件。

[附表 3]

买卖契约中的所有权声明或公示条款
11 买卖人口文书

契约编号 卖方所有权声明或公示条款 买方所有权声明或公示条款

一·1

　

无明确的所有权声明或公示条款

　

这个名叫库特鲁克的女人将千年万日

(即永远) 地归库特鲁克·铁木耳所有

一·2

　

我凯里姆杜把从 (别) 人那里合乎手续买

来的名叫吐拉克的女奴

该女奴将千年万日地归布拉提所有

　

一·3 我的一名十二岁的、名叫塔克·坤的女奴 该奴隶将永远属于依尼楚克所有

一·4 我的名叫晋逊的女奴 该奴隶将永远归依男奇所有

一·5

　

我的名叫卜兴的男奴隶

　

这个名叫卜兴的奴隶已归京村·阿亚克喀

·台给木里克所有

一·6

　

我的名叫姆百热克·柯奇的儿子

　

我这个儿子将千年万日 (即永远) 地归

桑格塔孜·阿喀所有

一·7 我亲生的、名叫布里迷失的、作僧人的儿子 布里迷失已归堪布克杜·都统所有

一·9 空缺 萨英从今以后属他 (薛赛) 自己 (所有)

一·10a 空缺 空缺

一·10b 名叫斌通的契丹男子 , (即)我的奴隶 该奴隶将永远归薛赛大师所有

一·11

　

我自己的名叫庸奇的十三岁的儿子

　

该庸奇将千年万日 (即永远) 归阿尔皮

西所有

一·12 我名叫狄锁的儿子 无明确的所有权声明或公示条款

　　21 买卖土地文书

契约编号 卖方所有权声明或公示条款 买方所有权声明或公示条款

二·10

　

我自己的葡萄园 这四界之内的葡萄园到千年万日为止将

归拔萨·托合利里所有

二·11

　

　

我坐落在肃姑河边的与苏雅克里克·苏利亚

共同有份的属于我的那个需要六个人丁耕

掘的葡萄园

这四界之内的葡萄园将千年万日地归索

尔旦·普化所有

　

二·12

　

我们位于楚开 (河边) 的土地

　

从今以后这块土地到千万年为止都归艾

尼楚克大哥所有

二·13

　

我们坐落在堤居河边的 ⋯⋯的土地

　

从今以后 , 这块土地将永远归拔萨·托合

利里所有

二·14

　

　

　

　

属于我吐列克·铁木耳的位于吐峪沟的石桥

东边的、环绕着围墙的菜园子 , 和位于羌

古尔谷口的七斗土地、以及位于突尔特克

利·确克 (地方) 的四石土地 , 以及位于博

裕·克拉 (地方) 上方 (即北边) 花圃上的

无明确的所有权声明或公示条款

　

　

　

　

·01·



　　21 六石土地 , 以及位于下方 (即南边) 花圃

上的四石土地等属于我的这么些土地

二·15

　

我把跟我的女婿塔甫迷失 (共同) 有份的

耕地和挤奶子的地方

从今以后 , 该葡萄园、土地、水 (和 )

房产将统归法甫苏都所有

二·16

　

　

我的坐落在克屯·克喇一带克孜·克台尔格

地方的、与我哥哥坎楚克共有的、有同等

份额的三石土地

这块以此为四界的土地 , 将至止千年万

日归库特鲁克·塔什所有

　

二·17 空缺 空缺

二·18 属于我所有的需要三个人丁耕作的葡萄园 无明确的所有权声明或公示条款

二·19

　

　

无明确的所有权声明或公示条款

　

　

以此 (为) 四 (界) 的土地归伟古斯·喀

喇·阿　梨 (和) 依提迷失·喀喇·阿　梨

所有了

二·20

　

　

我父亲分给我的、位于太仓的需要 十六个人

丁耕掘的葡萄园中属于我的、与契尔库什分

得的 ,即得自东边的我的那一半葡萄园

从此以后直到千年万日 (永远) 归乌狄

奇·普化 (和) 艾山两个人所有

　

二·21 我们位于河上游的七石种粮食的地 从今以后 ,该地将永远归库达特迷失所有

　　31 赊买卖文书

契约编号 卖方所有权声明或公示条款 买方所有权声明或公示条款

三·21 无明确的所有权声明或公示条款 空缺

　　在附表 3 中 , 我们将契约中有关所有权声明或公示条款的类型划分为这样几种 : 除了明确记

载了所有权声明或公示条款的契约外 , 对于所有权归属记载模糊的契约 , 称其为无明确的所有权

声明或公示条款的契约 ; 对于应该存在所有权声明或公示条款却未记载的 , 称之为空缺所有权声

明或公示条款的契约。但记载不明确与空缺的 , 绝不意味着卖方或买方没有所有权或将不具有所

有权 , 只是未作强调而已。我们注意到 , 契约中要么是卖方声明 , 要么是买方声明 , 一般不会同

时不明确或空缺。2 例同时空缺的 , 一件不是原始的买卖契约 , 而是保人的单纯担保契 (如一·

10a 契) , 对卖方的所有权瑕疵进行担保 , 无必要作这样的声明 ; 一件是在履行过程中续立的明

确自己和同取代保人责任的保证契约 (如二·17 契) , 也不是原始契约 , 担保的是履行能力 , 也

无必要声明什么。1 例赊买卖契约 , 卖方所有权声明记载不明确 , 对买方又缺乏这样的声明 (如

三·21 契) , 当是因对方是商人 , 经常进行赊销业务所致。

关于所有权声明或公示条款的形态 , 上述 25 件买卖契约反映了一种固定模式的存在。卖方

所有权声明或公示条款的基本模式为 : “我 (们) 的名叫 ⋯的奴隶 (儿子)”, 或“我 (们) 的坐

落在 (位于) ⋯⋯的土地 (葡萄园)”。这当中 , 凡奴隶或子女必须列示其姓名 , 有的还指出其年

龄 ; 对于奴隶 , 个别的还要讲清其来源。凡土地或园地 , 必须指出其地理方位 , 虽不像汉族地区

那样 , 件件要求载明更明确的四至 (即东至、西至、南至、北至) , 但有的也将周围环境或固着

物作了较充分的说明 , 有不少也写清了四至 (如二·10、二·11、二·12、二·13、二·16、二·19、

二·21 等 7 件契约) ; 至于面积 , 也通过所需人力 (3 例) 或亩产 (3 例) 给予说明 ; 更重要的

是 , 作为所有权声明或公示条款 , 必须解决好共有问题 , 故而有两个契约中 , 卖方都明确地提供

了共有人的姓名 (2 例) 、甚至身份 (2 例 , 一为女婿 , 一为兄长) ; 有的虽不存在共有问题 , 但

说明了土地来源于继承 , 属于单独的继承份额 , 与其他继承人没有产权纠葛 (2 例) , 意图仍是

十分明确的。

买方所有权声明或公示条款的基本模式为 :“该奴隶 (所卖人口的姓名)将千年万日 (即永远)地

归 ⋯⋯所有”,或“从此以后 ,这四界之内的土地归 ⋯⋯所有”。同卖方所有权声明或公示条款一样 ,

买方也大多列示奴隶 (3 例)或子女 (3 例)的姓名 ,也有因为上下文的关系而不指出其姓名者。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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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约 (如一·12 契)中 ,买方甚至还宣布自己的亲属也不得抢占买来的奴隶 (表面是养子) ;如果有谁

“想抢拉走”,他们将“受到亚萨地方的惩罚”。无论其惩罚内容为何 ,其保护意图是明显不过的。①

至于土地方面 , 则只宣布永远易主就完事了 , 不再作进一步的说明。

在上述所有权声明或公示条款之后 , 契约中往往还有一个强调句式 , 如有 6 件卖奴隶契的表

述是这样的 :“如果合意 , 他就自己使用 ; 如不合意 , 任其转卖给他人。”9 件卖土地契的表述是

这样的 :“如果合意 , 他就自己留用 (或留下耕种) ; 如不合意 , 任其转卖给他人。”这是从处分

权的角度 , 对上述“千年万日 (永远) 地归 ⋯⋯所有”的所有权给予的进一步肯定。

所有权声明或公示条款普遍存在于吐鲁番回鹘文买卖契约中 , 它既是对卖方的所有权不存在

瑕疵的一种保证 , 又是对交易完成后买方权利的一种维护。这一条款的存在对保障买卖双方 , 尤

其是买方的权利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 同时也使契约的内容更加完善。

(二) 有权提出所有权争议的第三人

有权提出所有权争议的第三人 , 虽然不参加契约的订立 , 但其身份特殊 , 对契约履行的影响

较大 , 因而几乎成了买卖契约不能忽略的对象。

买卖契约中 , 卖方所卖的人口 (一般是奴隶) 或土地可能会存在所有权争议。为防止这种情

况的出现 , 避免有人在交易完成后对买卖标的物 (所卖人口或土地) 提出所有权瑕疵的争议 , 从

而出现纠葛 , 故在订立契约时 , 卖方一般都会在契约中特别声明 : 有权提出所有权争议的可能的

第三人 , 都不得提出所有权争议 , 强调卖方是有权出卖该项标的物的。这些契约所列示的有权提

出所有权争议的第三人的情况 , 见下列的附表 :

[附表 4]

买卖契约中有权提出所有权争议的第三人
11 买卖人口文书

契约编号 有权提出所有权争议的第三人

一·1 卖方的哥哥、弟弟 ; 卖方的十人 , 卖方的百人

一·2 空缺

一·3 卖方的叔伯、兄弟和亲友

一·4 卖方的兄弟、亲朋、叔伯、娘舅

一·5 卖方的女婿珊西巴、弟弟西习、弟弟西习·乌尔

一·6 卖方的债权人、债务人、哥哥和弟弟 ; 卖方的十人 , 卖方的百人

一·7 空缺

一·9 空缺

一·10a 空缺

一·10b 卖方的兄弟、亲朋、甥侄、伯叔

一·11 空缺

一·12 买方的弟弟、哥哥、儿子、亲友 ; 卖方的弟兄、亲友

　　21 买卖土地文书

契约编号 有权提出所有权争议的第三人

二·10 卖方的兄弟和亲友

二·11 卖方的兄弟、亲属、子嗣

二·12 卖方的兄弟、亲朋 ; 其他任何人

二·13 卖方的兄弟、亲友 ; 卖方的其他任何人

二·14 卖方的兄弟和亲友

·21·

①六·10 结帐文书说 : “我将受到雅沙 (地方) 的刑罚”, 可能此处的“惩罚”也是刑罚。见李经纬著 :《吐鲁番回鹘文社会经济
文书研究》, 新疆人民出版社 1996 年版 , 第 315 页。



二·15 卖方的女婿的兄弟、堂侄、叔伯

二·16 卖方的弟弟、哥哥、亲戚、朋友

二·17 空缺

二·18 空缺

二·19 立契人的哥哥、弟弟、亲属、朋友

二·20 卖方的兄弟、甥舅

二·21 卖方的哥哥、弟弟、亲朋、儿女

　　31 赊买卖文书

契约编号 有权提出所有权争议的第三人

三·21 空缺

　　在附表 4 所列的 25 件买卖契约中 , 明确记载了有权提出所有权争议的第三人身份的契约有

17 件 , 占买卖契约总数的 68 %。值得注意的是 , 这些人的身份有相似之处 , 大多是卖主的亲戚

和朋友。亲戚中包括兄弟、叔伯、娘舅、女婿、甥侄、儿女等。据笔者统计 , 共有 17 件契约的

记载中包括卖主的兄弟 , 占 25 件买卖契约总数的 68 % ; 11 件契约的记载中包括卖主的朋友 , 约

占 17 件契约中的 65 % , 占买卖契约总数的 44 %。可见 , 在买卖交易中 , 最普遍的有权提出所有

权争议的第三人是卖方的兄弟 , 其次就是朋友。其余亲属 , 叔伯占 4 例 (其中 , 与叔伯并提侄儿

的 2 例) , 甥、舅及甥舅双方关系的占 3 例 , 女婿 1 例 , 这尚不计算泛泛提到的“亲属”、“亲

戚”、“亲朋”等。出乎人们意料的是 , 卖主的妻子、儿女反而很少成为有权提出所有权争议的可

能的第三人。在 17 件买卖契约中 , 明确表示子女有权提出争议的契约只有 3 件 ; 妻子似乎根本

无此权利 , 没有一件契约提到妻子可以作为第三人提出所有权争议。其原因可能是 : 作为父亲或

丈夫的家长 , 有权处理家内财产 (包括奴隶与土地) , 不必等待妻子甚或子女的同意 ; 就如同罗

马法“是以现实中平等的、主权的和有产的家父及其相互关系为模式创造的”一样 , “这些家父

代表着理想中的人及其在法中的中心地位”, [1 ] (P3) 处于非中心的子女及妻子 , 也就不存在此

权利或资格 , 法律或习惯也不认可他们的这种权利或资格。

买卖契约中的兄弟和朋友等之所以占有如此重要的地位 , 其原因当是这样的 : 首先 , 兄弟作

为最普遍的有权提出所有权争议的第三人 , 以及叔侄成为当然的有权提出所有权争议的可能的第

三人 , 应是由中国古代财产占有的方式决定的。中国古代财产占有的主要特点是家族或大家庭的

同籍共财 , 即家族或大家庭中的同辈兄弟、叔侄具有共同占有家族或大家庭财产的机会。所以 ,

当卖主就家族或大家庭财产进行交易时 , 其同辈的兄弟以及叔侄有权就卖主的完全所有权 (这里

表现为完全或全部的处分权) 提出异议。同时 , 这可能也与汉族地区通行的家族内较近的亲属有

权回赎族产或家产的习惯有关。汉族地区的土地等财产的典卖要“先问亲邻” (更严格顺序的是

“先问房亲 , 次问四邻”) , 其中所谓的“亲”或“房亲”即近亲 , 当然最主要的就是兄弟和叔侄。

只是在吐鲁番地区 , 回鹘社会中的兄弟所占位置较叔侄来的更重些。更为特殊的是 , 外甥、舅舅

等外亲也出现于这个行列 , 这是回鹘社会亲属关系及其交往习惯不同于汉族地区的一个方面。其

次 , 卖主的朋友之所以占有重要地位 , 是由于吐鲁番回鹘社会受中原汉族地区儒家的“五伦”思

想的影响 , 使其中的一伦 ———朋友 , 在日常生活尤其是经济活动中取得了更为实际或切实的地

位。因此 , 在进行买卖活动时 , 朋友参与其中并起了重要作用就成了一种普遍现象。当然 , 对此

可以有另外一个解释 , 这就是 : “亲朋”之“朋”, 主要相当于汉族地区的邻居。汉族地区所谓

“典卖房地 , 必问亲邻”中的“邻”, 实际上就是回鹘社会的“朋”。汉族地区人常讲“远亲不如

近邻”, 紧急可以互相扶助 , 近邻是朋友。回鹘人以邻为朋 , 似无问题。

此外 ,从附表 4 可以看到 ,有些买卖契约列出的有权提出所有权争议的人员的身份比较特殊。

在一·1、一·6、二·12 和二·13 等 4 件文书中 , 均出现了比较特殊的有权提出所有权争议的

第三人 , 如“我们的十人 , 我们的百人”或“其他的任何人”这样的表述。这些人的身份 , “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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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百人”都是“社”的范围内的人。回鹘人有结社的习惯或制度。关于这些“社”的来源 ,

学者以为 , 一是与回鹘人在漠北时实行的“每十个人中安排一人作领导人”的制度有关 , 二是吐

鲁番地区原来就有的“社”而被回鹘人继承 , 三是元朝的“社”制推行到了吐鲁番地区。这样 ,

“十人”、“百人”, 作为范围大小不同的“社”员 , “是作为卖主的关系人而提出来的 , 他们与卖

主的关系 , 与卖主的哥哥、弟弟与卖主的关系具有同等或相似的意义 , 这就表明他们是处于一个

互相承担一定义务的组织里 , 这就是社。”[2 ] (P454 - 456) “社”是汉族地区典卖田房时必须顾

及的亲邻关系的扩大 , 在民事习惯制度中是极为特殊的一个方面。当然 , “互相承担一定义务”,

也就意味着承担相应的权利 , 此处的提出所有权争议本身 , 就是他们的权利之一。

在一·6 文书中 , 出现了卖主的债权人和债务人作为有权提出所有权争议人员的记载。卖主

如果负有债务 , 其债权人的权利应受到保护 , 这是不成问题的。当卖主不能偿还债务时 , 债权人

有权对卖主所要出售的标的物提出权利要求 , 以此来维护自己的利益。至于债务人 , 笔者一时无

法解释 , 很可能这是误写或误译。卖主的债务人应当无权对卖主提出权利要求。

另外 , 在一·12 文书中 , 买主的兄弟、儿子和亲友也可以提出争议。出现这种情形的原因可

能是 , 买主用来进行买卖交易的钱财 , 是属于其家族共有的 , 因而其家族成员有权提出争议。在

二·15 文书中 , 有权提出争议的人 , 还有卖主的女婿的兄弟、堂侄和叔伯。据该契约记载 , 卖方

所卖出的土地是卖主与其女婿所共有的财产 , 所以其女婿的亲属有权对所有权瑕疵提出争议。这

是特例。但对于家族共财的共有效力而言 , 却又是通例。

(三) 卖方所有权瑕疵担保条款

吐鲁番回鹘文买卖契约中 , 卖方所有权瑕疵担保条款可以分为两部分 , 一是所有权瑕疵担保

赔偿条件条款 , 二是所有权瑕疵担保赔偿金额条款。

11 卖方所有权瑕疵担保赔偿条件条款

由于买卖活动必然导致人口或土地的所有权转移 , 为了防止卖方的所有权瑕疵而导致买方的

利益损失 , 在买卖契约中 , 一般都会明确规定买方在何种情形发生时有权要求赔偿 , 这就是卖方

所有权瑕疵担保的赔偿条件条款。

在 25 件买卖契约中 , 明确记载了卖方所有权瑕疵担保赔偿条件条款的契约有 20 件 , 占买卖

契约总数的 80 % , 其余 5 件则缺少这样的条款。引起笔者注意的是 , 在 20 件记载了卖方所有权

瑕疵担保赔偿条件条款的契约中 , 有 4 件契约存在 2 条赔偿条件条款 , 如一·3 文书、一·11 文

书、一·12 文书和二·21 文书均有 2 条赔偿条件条款。详见附表 5。

[附表 5]

买卖契约中的卖方所有权瑕疵担保赔偿条件条款
11 买卖人口文书

契约编号 卖方所有权瑕疵担保赔偿条件条款

一·1

　

谁都不得争执。谁依仗有权的官老爷、官太太、使臣、掮客的势力制造纠纷 , 说 :

我们要赎回 , 我们要带走

一·2 若就该女奴引起纠纷 (和以此) 行骗

一·3

　

3 均不得争执。(谁) 依仗权绅、贵妇的势力说 :“我要赎、我要买”, 欲造争端 ①;

关于该奴隶 , 若有人出来争吵 ;

一·4 谁都不得争执。如果 (谁) 挑起争端

一·5 谁都不得争执。如果有谁争吵

一·6 谁都不得制造纠纷。如果闹事

一·7 空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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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9 无论是谁来争执

一·10a 空缺

一·10b

　

谁都不得制造纠纷。如果谁依仗有权的官吏、女绅、异邦使者的势力想赎走 (或)

带走

一·11

　

3 该庸奇今后若向富人偷窃、行骗 (或者) 背叛 , 反抗 ; 无论是十人 , 还是百人 ,

若制造纠纷 ; 无论是谁若欲制造纠纷

一·12

　

3 我、我的弟兄、我的亲友若依仗有权势的官宦之力说 (什么) “我要把狄锁领

走”; 我狄锁若不忠诚地为我的主子效力并言称 :“我要离去”;

　　21 买卖土地文书

契约编号 卖方所有权瑕疵担保赔偿条件条款

二·10 谁都不得制造纠纷。如果谁想挑起纠纷

二·11 谁也不得制造纠纷。如果谁依仗有权的官吏、官太太、掮客、说合人的势力争执

二·12

　

任何人都不得制造纠纷 , 不得索要、不得要求 (退还) 。如果谁要依仗有权的官老

爷、官太太的势力说什么 :“我要带走、我要赎出”

二·13

　

任何人均不得制造纠纷、打听 (情况) 和 (提出) 要求。如果谁依仗有权的官老

爷、官太太的势力说什么 :“我要带走 , 我要赎出”的话

二·14 空缺

二·15 谁都不得制造纠纷。一旦谁依仗有权势的官员 (和) 女绅的势力制造纠纷

二·16

　

不得有争议。如果 (有谁) 依仗有权势的官员 (和) 女绅的势力 (或动用巫师的

力量) , 企图收回 (该土地)

二·17 空缺

二·18 空缺

二·19 谁也不得争执。如果谁要争执 , 说什么“我要赎” (等话)

二·20 无论是谁都不得制造纠纷。若万一有谁依仗权绅、女人 (或) 外使之力制造纠纷

二·21

　

3 均不得索求。万一 (谁) 要依仗官绅之力说什么 : 我们要拿走的话 ; 我们之中

哪一个人若违背此言

　　31 赊买卖文书

契约编号 卖方所有权瑕疵担保赔偿条件条款

三·21 如果我拖延着不支付

　　同所有权声明或公示条款一样 , 卖方所有权瑕疵担保赔偿条件条款也有固定的书写模式 , 常

用的基本模式为 :“无论是谁都不得争执 (或制造纠纷)”, 这是基本项 , 表达的是基本态度 ; 进

一步地 , 又有“如果谁依仗有权的官老爷、官太太 (或其他有地位的人) 的势力说什么‘我要赎

回、我要带走’的话”的文字 , 这是通过条件从句而假设的情况 , 对可能出现的情形进行预设。

后者表明 , 当时官员及其家人对民事行为的干预和影响是很大的。

该条款中的“谁”,是专门指有权提出所有权争议的可能的第三人的 ,从而与前述有关第三人的

条款相衔接。就是说 ,一旦有权提出所有权争议的第三人挑起了争端 ,为回赎行为实行了准备 ,甚

至走了官员或绅士的关节 ,都不能影响下文约定的惩罚性赔偿 ,因为这是对买方利益的保护。

之所以针对卖方而设立所有权瑕疵担保赔偿条款 , 其原因在于 : 在买卖交易中 , 买卖契约一

般是卖方出具给买方收执的、作为买方财产所有权的证明文书 , 为保证交易的稳定 , 在内容上要

求卖方作出保证。卖方也有义务作出这样的保证。

应当说明的是 , 在卖方所有权瑕疵担保之外 , 还有另外一些卖方保证。如一·2 契说“若就

该女奴 ⋯⋯ (以此) 行骗”, 可能指卖方重复典卖的行为 ; 如果是将别人的奴隶出卖 , 就仍然属

于卖方所有权瑕疵担保。一·11 契又有“该庸奇今后若向富人偷窃、行骗 (或者) 背叛 , 反抗”

的说法 , 这也不属于卖方所有权瑕疵 , 它不是权利瑕疵 , 而属于品行担保。一·12 契的“我狄锁

(被卖的儿子 ———作者注) 若不忠诚地为我的主子效力 , 并言称 :‘我要离去’”, 这同样不是卖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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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权瑕疵 , 也属于品行担保的内容。

21 卖方所有权瑕疵担保赔偿金额条款

卖方所有权瑕疵担保赔偿金额条款是买卖契约中的关键性内容 , 它最直接地昭示了订立买卖

契约的意义 , 是保障买卖双方尤其是买方权利的重要条款。

在上述 25 件买卖契约中 , 明确记载了卖方所有权瑕疵担保赔偿金额条款的契约有 18 件 , 占

买卖契约总数的 72 % ; 契约中未明确说明该内容的文书有 5 件 ; 契约中不存在卖方所有权瑕疵

担保赔偿金额条款的文书只有 2 件。

[附表 6]

买卖契约中卖方所有权瑕疵担保赔偿金额条款
11 买卖人口文书

契约编号 卖方所有权瑕疵担保赔偿金额条款

一·1 要相应地付给跟这个库特鲁克一样的两个人

一·2 无具体赔偿金额条款

一·3 给依尼楚克两名跟这个奴隶相等的奴隶去赎买

一·4 用两个这样的奴隶去赎买

一·5 用跟这个奴隶同样的两个奴隶去赎买

一·6 交出跟这个人相等的两个人

一·7 空缺

一·9 无具体赔偿金额条款

一·10a 空缺

一·10b 付给跟该奴隶相等的两个奴隶去赎买

一·11 向皇帝陛下贡奉一锭白 (银) , 向诸王缴纳供乘骑的马

一·12

　

# 向窝阔台陛下呈献两匹白骆驼、向掩鼻城的达鲁花 (赤) 们奉献坐骑 ; 向陈锁
阁下加倍赔偿的重罚 ①

　　21 买卖土地文书

契约编号 卖方所有权瑕疵担保赔偿金额条款

二·10 拿跟这个葡萄园相等的两个葡萄园去赎买

二·11 付给跟河边的这座葡萄园相等的两个葡萄园

二·12 支付跟 (楚开) 河边的这块土地相等的两块地去赎买

二·13 提供跟这条河边的这块土地相等的两块土地去赎买

二·14 无具体赔偿金额条款

二·15 向皇帝陛下缴纳一锭金子 , 向地方官缴纳一匹坐骑

二·16 付给库特鲁克·塔什两块跟该河边的这块土地相等的土地

二·17 无具体赔偿金额条款

二·18 无具体赔偿金额条款

二·19 用跟这块土地一样的两块土地赎买

二·20

　

向皇帝陛下缴纳一个金锭 , 向内库缴纳一个银锭 , 向 (地方) 君王们各缴一匹供

骑乘用的坐骑的罚金

二·21

　

# 付给与河上这块土地相等的两块土地方可 ; 雅尔甫·雅阿和艾得古 , 任何一人违

背誓言 , 将各向上级缴纳三百二十五个官布的罚金

　　31 赊买卖文书

契约编号 卖方所有权瑕疵担保赔偿金额条款

三·21 每件各加一倍地偿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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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析这 18 件买卖契约中卖方所有权瑕疵担保赔偿金额条款的具体内容 , 可以看出 , 在蒙元

时代吐鲁番地区买卖契约的卖方所有权瑕疵担保 , 其赔偿方式一般有两种 : 一种方式是当时比较

盛行的普遍做法 , 即一赔二的赔偿方式 , 赔偿的金额是买卖交易中标的物 (无论人口或土地) 的

两倍 (加倍赔偿) 。18 件契约中规定以此种方式进行赔偿的契约有 14 件。另一种方式是要求保

证方向王公大臣 (甚至包括皇帝) 缴纳一定数量的罚金 (和牲畜) 。18 件契约中规定以此种方式

进行赔偿的契约有 5 件。其中的二·21 文书的赔偿金额条款 , 包括上述两种赔偿方式。

一赔二的加倍赔偿是一种惩罚性的赔偿。这意味着赎买者要多出一倍的价钱 , 才能得到原

物。在经济上是不划算的。实际上 , 它的功能就是阻止这样的回赎 , 保护买方权益。正如有些契

约中所说的那样 ,“赎买者将吃亏 , 持有该文书的 (买主) 将不受损失” (如一·3、一·4、一·10

b 等契) ,“加倍赔偿”是一种“重罚” (一·12 契) 。经济上的损失之外 , 有的契约 (如一·1 契)

又指出“制造纠纷的人声誉将受损害”, 更威胁以道义上的损失。同样 , 缴纳罚金和牲畜也是惩

罚性的。因为即使用原价回赎了原物 , 但罚金和牲畜是多支付的 , 在经济上同样不划算 , 也起着

阻止回赎的作用 , 以保护买方利益。

问题当然不止于此。卖方所有权瑕疵担保赔偿金额条款 , 有的竟然对保证人进行既赔偿又处

以罚金的双重惩罚。如一·12 文书和二·21 文书就是如此。一·12 文书的赔偿包括向王公大臣缴纳

牲畜 , 并同时向买主加倍赔偿 ; 二·21 文书也包含了一赔二与缴纳罚金两种惩罚方式。

出现第三人争执时 , 吐鲁番回鹘文买卖契约除了前述的赋予保人以所有权瑕疵担保的责任

外 , 个别的也直接写明由卖方本人负责 , 与这里的惩罚性赔偿并列而行。如一·2 契云 : “若引起

纠纷 , 由我凯里姆杜 (卖主) 负责”; 一·3 契云 : “若有人出来争吵 , 由我喀林·喀喇·阿奇 (卖

主) 负责”; 一·11 契云 : “无论是十人还是百人若制造纠纷 , (都) 由我库克塔牟尼 (卖主) 负

责”。但这些条款只出现于买卖奴隶契约 , 买卖土地契约则不见有。至于卖方“负责”的内容 ,

究竟是承担契约中约定的惩罚性赔偿 (包括一赔二的加倍赔偿和缴纳罚金) ? 还是负责平息争端 ?

两种可能性都是有的。因为对买卖双方而言 , 保证交易的稳定性是极则。争执能够平息 , 买方不

损失什么 , 没有必要非得追求一赔二的机会 ; 平息了争端 , 卖方家族或其亲近之人免受惩罚性赔

偿及遭受高额罚金的重创 , 在经济总量上不受损失 , 也是可欲可求之事。如果不能平息争执 , 那

就只能承担惩罚性赔偿及受罚了。

总之 , 在吐鲁番回鹘文买卖契约中 , 绝大多数的契约文书均是按照惯例与固定的模式而订立

的 , 其条款内容亦会恪守一定的规范。但是 , 有的买卖双方会在订立契约时根据双方合意而作出

违法的约定。如在 25 件买卖契约中 , 二·12 文书与二·13 文书即存在这种约定 , 它们均是关于土

地赋税问题的违法约定。二·12 文书的约定为“这块土地将不再出任何捐税”, 二·13 文书的约定

是“该地再无任何捐税”。照理 , 土地的所有权无论如何移转 , 都必须缴纳赋税 , 这应是当时的

法律所要求的。一般的规则是赋税随着土地走 , 即拥有土地所有权的人缴纳赋税。而这 2 件文书

作此约定 , 在性质上属于违法约定。在蒙元时代的吐鲁番地区 , 这种违法约定是否合理 , 当事人

的双方合议能否高于律法 , 契约的意思自治是否高于一切 , 这些问题都还有待进一步考证。值得

一提的是 , 这 2 件契约文书的卖主是同一个人 , 而除这 2 件文书外 , 其余 23 件文书均不存在这

种违法约定。可见 , 这种契约中的违法约定并没有普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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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The Huihu Language sales contracts of Mongoloid - Yuan period unearthed in Turfan were at2
tended by a number of related parties besides buyer and seller , such as guarantor , witness and contract - writ2
er , in the process of concluding. At that period , witness was necessary and always served as by several per2
sons. On the contrary , guarantor was rare , and the issues guaranteed by such person were also limited. Seller’

s ownership was the focus of concern , so“third party who has the right to challenge ownership”was often men2
tioned in the contracts. Thus , sellers had to make some statements or expressions in the contracts which indi2
cate that the ownership didn’t have defects (the statements of buyers were stresses from another viewpoint) ,

and sellers also had to make guarantees on ownership defects. These issues were the substantive contents of

sales contracts at that time , and have important significances for us to recognize the legal nature of sales cont2
racts in Turfan district of Mongoloid - Yuan 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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