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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官婉儿，你被特赦了 □记者 张丽娜

除了特赦，还有大赦

上官婉儿，你被特赦了

说说娜娜 河 洛

大赦天下是有限度的，并不是所有的犯
人都会被赦免。

十恶不赦之徒，该掉脑袋还是得掉。
隋初，佛教兴盛，封建统治者将佛教

的“十恶”之名引入律法，“十恶”罪名正
式出现。

唐代，《唐律疏议》对“十恶”之罪作了详
细规定：

谋反（企图推翻朝廷）、谋大逆（毁坏宗
庙、陵墓、宫殿）、谋叛（背叛朝廷）、恶逆（殴
打或谋杀尊长）、不道（杀死或肢解一家多
人）、大不敬（冒犯皇帝尊严）、不孝（不孝顺
祖父母、父母，或在守孝期间结婚、作乐等）、
不睦（谋杀亲属，或女子殴打、控告丈夫等）、

不义（平民谋杀地方官、士兵谋杀长官、学生
谋杀老师等）、内乱（亲属之间通奸、强奸等
乱伦行为）。

犯了这些罪的人，大赦天下时也轮不到
他们，不但本人要被处死，亲友也会跟着遭
殃，要么一起死，要么被流放。

对那些危及皇权与朝局稳定的贪官污
吏，皇帝也不会心慈手软。

唐太宗曾在赦令中特别声明，贪官污吏
不在大赦之列。

洛阳籍皇帝——宋太祖赵匡胤，也曾声
明“官吏受赃者不原”，与“十恶杀人者”同。

法律是有底线的，践踏底线的人，无论
古今，都得付出代价。

古装影视剧里，常有皇帝大赦天下的剧情。
我国古代便有赦免罪犯的先例，这在古籍《尚书》里有记载。
洛阳人熟悉的上官婉儿，受爷爷连累吃尽苦头，多亏武则

天下了一道特赦令，她才得以扶摇直上，成为唐代“第一女官”。

上官婉儿是河洛人，生于陕州陕县（今三门峡境内）。她
本人无罪，但她爷爷上官仪有罪，至少武则天是这么认为的。

武则天还没在洛阳登基当皇帝的时候，是唐高宗的皇
后。唐高宗惧内，大事小事都听武则天的。

老臣上官仪看不惯皇帝的窝囊样子，替皇帝起草废后诏
书，想帮主子赶跑其霸道的老婆。

结果，人家两口子床头吵架床尾和，上官仪成了挑拨离
间的罪人，丢了脑袋。

他心爱的孙女也跟着倒霉，随母亲被发配到内庭当奴
婢。还好上官婉儿的母亲有智慧，创造机会教女儿学习。上
官婉儿也争气，学习成绩比皇子们还出色。

公元677年，武则天召见了14岁的上官婉儿，当场出题
考试，要瞧瞧她的实力。上官婉儿须臾成篇，文辞优美。

武则天爱才，当即下令免除上官婉儿的奴婢身份，让其
掌管宫中诏令。

公元690年，武则天自立为帝，定都洛阳。
上官婉儿违抗旨意，罪当处死。武则天下了一道特赦

令，赦免了她的死罪，只让人在她脸上刺青，以示惩戒。
女皇恩威并施的手腕，征服了上官婉儿。她在脸上画了

一朵梅花遮盖刺青，对女皇言听计从，成了皇家“第一秘书”，
武则天甚至放手让她处理奏表。

曾经的“特赦犯”，成了人人都得高看一眼的“女相”。

特赦，指以国家命令的方式对已被判刑
的特定罪犯免除执行刑罚。

古代除了特赦，还有大赦。
大赦与特赦不同。特赦对象是特定的，

大赦则是以国家命令的方式对某个时期的
特定罪犯或一般罪犯免除全部或部分刑罚。

古时，逢登基、立后、立太子或是天降祥
瑞等大事件发生，皇帝常会颁布大赦令，大
赦天下。据不完全统计，我国历史上大赦的

次数不下千次。唐宋时期，平均一年半左右
就大赦一次。

武则天创大赦次数之最——她在位15
年，大赦18次。

公元696年，武则天从神都洛阳出发，
前往嵩山祭天，大赦天下，免除当年全国百
姓的租税。此举自然有笼络人心、稳固政权
的政治目的，但从客观上来说，也确实减轻
了百姓的负担。

“十恶不赦”是指哪“十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