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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的 , 应当是商业借贷。但其余的借贷 , 仍是日用消费。

一、回鹘文借贷契约的格式

关于回鹘文借贷契约的格式 , 杨富学先生认为 : “回鹘文书的基本结构与唐宋时代中原地区

(包括西夏) 的同类文书十分相似。开头都是立契日期 , 继而是借款人与债主双方的名字及借贷

原因、所借东西与数额 , 其后就是还债期限、利息数额 (有的未写) 和保证 , 最后是证人、债务

人和立文人的签字或盖章。”[1 ] ( P79) 他考察了回鹘文契约文书的纪年方法 , 推测这些借贷文书

很可能因袭了中原地区唐宋时期同类汉文契约的基本结构。笔者以为 , 回鹘文借贷契约的格式 ,

尽管与唐宋时期汉文契约有类似的地方 , 但还有一些不同。这是我们应当注意的。

为便于分析 , 让我们先看下面两件文书。

三·1 契 (《博尔迷失借银契》) 云 :

鼠年四月初一 , 我博尔迷失因需要有利息的银子 , 而从汉·奥古尔那里借了六两银

子。我使用几个月 , 将按每月每 (两) 付半钱银子的利息如实地偿还。如果在偿还之前

我有什么好歹 , 就让我妻子准确如实地偿还。证人 : 博尔鲁克奇 , 证人 : 艾尔·普化。

这个印章是我博尔迷失的。我雅克纳都统遵嘱而书。

三·9 契 (《吐尔巴依借布契》) 云 :

龙年二月二十五 (日) , 我吐尔奇因需要 (以) 酒 (作利息) 的棉布 , 从凯依姆杜

那儿借了一个半棉布。秋初时节将跟容量为三十坛钵的一袋子酒一起偿还 (他) 。如果

我拖着不偿还 , 按民间惯例我得连利息一起如实地付给 (凯依姆杜) 。如果在支付之前

我有什么好歹 , 将由我儿子铁木耳·普化 (及) 家里的人们共同如实地偿还。证人 : 喀

喇·法师 , 证人 : 铁木耳。这个手印是我吐尔奇的。我亲自书写的 (该文书) 。

三·1 契和三·9 契显示 , 回鹘文借贷契约与汉文契约有如下不同 :

第一 , 回鹘文借贷文书 , 采取的是以第一人称“我”与第三人称 (名字) 叠加的方式记载

的。如“我博尔迷失”、“我吐尔奇”等。其余 18 件契约也是如此。这里的“我”, 因借贷文书类

别的不同 , 分别指代不同的人。如借贷契约中的“我”指债务人 , 三·4《尼古收银字据》中的

“我”指收银主 , 三·5《后补借银契》中的“我”是债权人。而在沙知先生所辑《敦煌契约文书

辑校》① 中的借贷契约 , 则均是以第三人称 (名字) 叙述的 , 不存在第一人称“我”的字样。回

鹘文借贷文书中的“我”是文书出具人。“我”的强调 , 表明其是单式借契 , 契约由债权人收执 ,

用为追还债务的凭据。

能够为此提供佐证的 , 是续补契约。三·12 契 (即《借皮革与丝绸的后补契约》) 载 :

蛇年正月二十四日 , 我巴里克 (和) 乌玛尔二人在塔西克·巴西的住处借了托里半

(张) 皮子 (和) 半 (捆) 丝绸。因为他 (原来的正式) 的文书丢了 , (所以) 我们

(又) 合情合理地给了他一件回执文书。今后 (原) 文书若出现 , 因为有了 (这件) 补

充文书 , (原文书) 将无效。(后略)

这是债务人写的补充文书 , 由于债权人将原借贷契约丢失 , 债务人应债权人的要求 , 另立一份补

充文书 , 以证明借贷关系存在的事实。

同时 , 我们也可以从当时借贷文书的手印或印章的细节看出这一点。蒙元时期畏兀儿人的借

贷契约中 , 按手印者或盖章者 , 是债务人或证人 , 未发现按有债权人的手印或图章的借贷契约。

这正反映了契约由债权人收执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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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债权人收执的契约 , 在债务人履行债务后 , 契约仍可以继续留存在债权人手中 , 但在契约

上 , 似应有所注明。三·8《斯西等借布契》中最后一行记载 : “已还讫 (或 : 布已还)”, 可见债

务偿还之后 , 债权人将此事实记载在借贷契约之后 , 证明债务已还 , 契约已经履行。自然不应再

提起重复履行或偿还之事。保留已履行的契约的习俗 , 可能与纸张的再利用有关。

再者 , 李经纬先生曾对三·4 (《尼古收银字据》) 和三·22 (《铁木耳借银契》) 进行分析 , 认

为宋元时期畏兀儿人有类似于解放前发生在内地民间的“收印子钱”的收息形式。原契约中要写

清这样的话 :“一两半银子 , 我铁木耳收到了。当来给文书上加 (盖) 标记时 , 我就付给其利息

一钱银子。”[2 ] ( P134 , P175) 这时的交息“折子”, 是由债主收执的。若债户按期交息 , 收息人

就在折子上盖一个戳子 , 表示当月利息已收讫。这样的“印子钱”交息“折子”, 也表明契约是

掌握在债主手中的。

但吐鲁番也存在复式借贷契约。三·5 契 (《后补借银契》) 载 :

狗年二月初九 , 我坎吐尔迷失·吐克尔已将借给克狄热的有利息的五两银子全部收

到了。由于他原先 (的) 文书丢失 , 我 (又) 给了他一张补充文书。今后他早先的那张

文书若出现 , 将不足为证 , 只有这张补充文书有效。(后略)

这是债务人也持有契约的情形。由于债务人将保存在自己身边的借贷契约丢失 , 因此当其偿还债

务时 , 债权人只好写一份补充文书 , 来证明债务已经还清的事实 ; 即使保留在债务人身边的原借

贷契约再现 , 也将不具有效力。

第二 , 吐鲁番回鹘文借贷文书中 , 有息借贷尽管也一无例外地写清利息率 , 但在行文的开

头 , 大都预先通过“需要有利息的某物”或“需要带利息的某物”等字样作出有息的强调。20

件借贷文书 , 三·6 和四·11 是无息借贷 , 三·4 和三·12 非原始契约 (分别是收银字据和续补契

约 , 后者是一个证明已经偿还完债务的文书) , 情况较为特殊。而在其余的 16 件借贷契约中 , 10

件具备有息借贷的强调 ———“有利息的”或“带利息的”占 6215 % , 只有 6 件不具备有息字样 ,

占 3715 %。与《敦煌契约文书辑校》所集录的 89 件借贷契约全部缺乏此类强调语词的现象相比

较 , 笔者认为 , “有利息的”或“带利息的”这样的有息强调 , 不是故意的重复 , 也不是特例 ,

而是蒙元时期畏兀儿人借贷契约中的一种常用格式。

第三 , 20 件回鹘文借贷文书中 , 17 件文书都有债务人或债权人的图章、印章或手印 , 只有

三·11 和三·15 两件缺 , 三·22 文书无。图章、印章或手印的作用 , 是以其唯一性作为契约最终

成立的证明 , 而印押者就是该借贷契约的主要义务人。如果是债务人出具给债权人的契约 , 就应

当由债务人出押手印或印章。如果是续补契约 (如三·5 契) , 债务人已经清偿了债务 , 债权人就

有义务为此作证 , 此时契约中的印章便是债权人的。关于印章与图章 , 尽管翻译过来的汉文借贷

文书中有“图章”和“印章”之分别 , 但在回鹘文借贷契约中却是同一个回鹘文单词。因而 , 回

鹘文借贷契约中实际上只记载了手印 (9 件) 和图章或印章 (10 件) 两大类 , 它们各自所占的比

例也很接近。笔者推测 , 手印和图章是蒙元时期畏兀儿人“签字画押”的主要形式。85 %的借贷

文书都载有手印和图章 , 以及“这个手印是我 ⋯⋯的”之类的强调话语 , 反映了当时畏兀儿人借

贷契约的格式化程度较高。

值得注意的是 , 三·6 契云 :“这个印章是我们两的”, 三·10 契云 : “这个印章是我们三个人

的”, 三·17 契云 : “这个图章是我们两个人的”, 但这三件借贷契约的印章 (图章) 的主人并不

只是债务人或债权人。李经纬先生在解释三·17 借贷契约中提到 , 据日本学者山田信夫的理解 ,

这里的“我们两个人”应是指的借贷人和保证人。同理 , 三·6 借贷契约似乎也可以作这样的推

测 , 其“我们两”也是债务人和保人 , 即债务人凯西杜都统和他的弟弟奥斯迷失·托合利里 ; 三·

10 借贷文书 , 由于有缺文 , “这个印章是我们三个人的”, 应当是债务人阿毕赤及保证人“弟弟

艾努力克及家里人们”等三个人的。[2 ] ( P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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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回鹘文借贷契约中的保人

借贷契约中的保人 , 承担着保证债务履行的责任。即当债务人不履行义务时 , 由其代负偿还

责任。应当说 , 有足够财产及良好信誉的人 , 才有资格成为保人。因此 , 保人的资格、身份、数

量和保人与债务人的关系 , 应当是我们研究蒙元时期畏兀儿人借贷关系的重点。

(一) 保人在回鹘文借贷契约中的地位

吐鲁番出土的回鹘文借贷契约中 ,保人的出现频率很高。20 件借贷文书 ,其中有 13 件有保

人 ,占借贷契约的 65 % ;有 6 件无保人 ,约占 30 % ;另有 1 件缺 ,占 5 %。具体情况如表 1 所示 :

表 1 : 回鹘文借贷契约中的保人

契约编号 债务人 债权人 保 　人

三·1 博尔迷失 汉·奥古尔 妻子

三·2 博尔迷失 依西拉 妻子

三·3 博尔迷失 阔森奇 弟弟塔尼克·塔奇

三·4 无

三·5 克狄热 坎吐尔迷失·吐克尔 无

三·6 凯西杜都统 辛逊·萨里 弟弟奥斯迷失·托合利里

三·7 克利尔库孜 雅巴杜 无 (有抵押)

三·8 斯西 , 阔鲁 奥奎 弟弟奇逊 , 弟弟桑格 , 家里的人

三·9 吐尔奇 凯依姆杜 儿子铁木耳·普化 , 家里的人

三·10 阿毕赤 艾泰阿　梨伯克 弟弟艾努力克 , 家里的人们

三·11 依纳尔·巴尔斯 雅前克尔 缺

三·12 巴里克 , 乌玛尔 托里 无

三·13 喀乌西杜 伊尔·



后者则只要求在债务人死去的情况下才由保人代还。”[1 ] ( P83) 后者的“好歹”确实可以理解为

身亡 ; 而前者 , 正如法国学者童丕所言 781 年的一件契约条款 : “如取钱后 , 东西逃避 , 一仰保

人等 ⋯⋯”, 另有一件契约记载“如负债者逃 , 保人代偿”, 两件契约保人担保的范围都是指债务

人的逃脱。



表 3 : 回鹘文借贷契约中保证类型、保人与债务人的关系

保证类型 总 　计 契约编号 与债务人关系

人保 13 件 三·1 , 三·2 妻子

三·9 , 三·14 , 三·17 儿子 (或及家里人)

三·3 , 三·6 , 三·8 , 三·10 , 三·13 , 三·15 弟弟 (或家里人)

三·16 家里的人

三·18 其他无身份介绍的人

物保 (抵押) 1 件 三·7



(四) 人保和物保在借贷契约中的比重

吐鲁番回鹘文的 20 件借贷契约中 , 只有 1 件是土地的抵押 ———物保 (无保人) , 13 件是人

保 ; 敦煌契约中 , 37 件设有物保 (其中包括只有物保以及物保和人保同时存在等情况) , 有 17

件是纯粹的人保。应该说这是一个很大的差别。敦煌无息借贷契约中 , 除无保人和缺保人的情况

外 , 纯粹人保的是 4 件 , 其他契约中或是物保 , 或是物保和人保同时存在 ; 有息借贷的情况截然

相反 , 23 件有息借贷 , 纯粹人保的是 13 件 , 纯粹物保或物保与人保同时存在的只有 5 件。因

此 , 敦煌无息借贷中的保证制度侧重于物保 (多是物保和人保并存) , 有息借贷中的保证制度则

侧重于人保 , 少有物保的参与。这种现象与唐宋法典对于无息借贷的保护以及对于有息借贷的原

则上的不保护立场是相一致的。《宋刑统》卷二六《杂律》受寄财物辄费用门附《杂令》云 :“诸

公私以财物出举者 , 任依私契 , 官不为理。每月取利不得过六分 , 积日虽多 , 不得过一倍。⋯⋯

若违法积利 , 契外掣夺 , 及非出息之债者 , 官为理。” [ 6 ] ( P412) 因此 , 受到官方保护的无息借

贷便多采用物保和人保同时存在的保证形式 , 以保护债权人的权益 ; 而原则上不受官方保护的有

息借贷更多采用人保的保证形式 , 因为即使有物保方面的约定 , 也无法依靠官方的强制力实现。

敦煌有息借贷的保证制度与蒙元时期畏兀儿人的借贷契约中的保证制度十分相似 , 当也是出于同

一原因 ———由于统治者对待无息借贷和有息借贷的不同的态度 ———而使蒙元时期畏兀儿人的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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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回鹘文借贷契约中的证人情况

契约编号 债务人 债权人 证 　　人

三·11 依纳尔·巴尔斯 雅前克尔 ?, 坎奇·白尔苏 , ?

三·12 巴里克·乌玛尔 托里 吐尔奇 , 布尔鲁克·喀喇

三·13 喀乌西杜 伊尔·铁木耳 喀班 , 布孜格克

三·14 楚利 凯依姆杜 铁木耳 , 萨哈

三·15 索马什·依力 凯依姆杜 缺

三·16 苏利亚西里 凯依姆杜法师 库尔吐喀雅 , 艾西格克奇

三·17 依格特迷失 恰汗 巴恰合 , 库玛奴

三·18 蒙·铁木耳 吐里法师 台瑟克·吐尔迷失 , 博尔塔孜

三·22 铁木耳 向雅 ⋯依 , 托鲁 , 博尔迷失 无

四·11 克森 , 拔萨·托合里尔 凯里尔特 , 玛亚克

阿尔斯兰·拔尔班

上表共 20 件契约中的证人数量是 : 有两个证人的 , 共 14 件 , 占 70 % , 包括三·1、三·2、三·3、三

·5、三·7、三·8、三·9、三·12、三·13、三·14、三·16、三·17、三·18、四·11 ; 有五个证人的 ,

共 1 件 , 占 5 % , 即三·6 ; 缺证人的 , 共 1 件 , 占 5 % , 即三·15 ; 无证人的 , 共两件 , 占 10 % ,

即三·4、三·22 ; 至于三·10 和三·11 两件契约 , 因有缺文 , 前者至少是三个证人以上 , 后者至少

一个证人。

可见 , 蒙元时期畏兀儿人在缔结借贷契约时很重视证人的参与 , 每一件借贷契约都有证人 ;

并且 , 畏兀儿人显然多用 2 个证人 (该比例为 70 %) 。而敦煌借贷契约中却有不少不存在证人。

我们查阅敦煌借贷契约 , 发现也不存在蒙元时期畏兀儿人借贷契约中证人个数较固定的情况。

另外 , 证人数量与交易的关系 , 三·10 契约是个典型。我们可以就此作些分析。见表 5 :

表 5 : 回鹘文借贷契约中的三·10 契约

利息情况 债务人 债权人 保 　　人 证 　　人

有息 阿毕赤 艾泰阿　梨伯克 弟弟艾努力克 , ?, 博哈姆·山坤 , 提布兰西·库提赤 ,

家里的人们 阿斯兰

　　该契约有残缺 , 不能肯定是 3 个证人还是更多 , 但至少有 3 个证人。它是一个有息借贷 , 借

贷的物品是一千件官布 , 这是吐鲁番回鹘文借贷契约中所记载的借贷数额最大的一件。或许就是

由于标的物数量大、价格高的原因 , 证人也不同于通常所用的 2 个人。

四、回鹘文借贷契约中的书契人

保人为债务提供担保 , 必要时要承担债务清偿责任 ; 证人见证契约订立过程 , 证明借贷契约

记载的各个要素的真实性和确定性。那么 , 书契人充当的是什么样的角色呢 ?

书契人是按照借贷双方要求 , 准确地记录双方合意、书写契约的人。在回鹘文借贷契约中 ,

标明书契人的契约的比例是非常大的。在 20 件借贷文书中 , 14 件有书契人 (占 70 %) ; 4 件无

书契人 (占 20 %) , 另有 2 件缺 (占 10 %) 。可见书契人也是蒙元时期畏兀儿人借贷关系的一个

重要的参与者。

契约要明确地写清书契人的姓名。书契人一般是由交易双方特别聘请的。书契人自然是识文

断字且熟悉契约语言的人。书契人要按照双方的意思 , 准确写清交易内容 , 同时要写明“我某某

某遵嘱而书”。当然债务人或债权人识文断字且熟悉契约语言的话 , 也可以充当书契人 , 一般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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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表述 :“我某某某亲自书写的。”关于聘请书契人情况及由债权人或债务人充当书契人的情

形 , 可参见表 6 :

表 6 : 回鹘文借贷契约中的书契人情况

契约编号 书契人 与债务人 (债权人) 关系 契约编号 书契人 与债务人 (债权人) 关系

三·1 雅克纳都统 无 三·11 缺

三·2 依肯齐都统 无 三·12

˜É˝‡¶…˛Þ人人人人统统人务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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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 回鹘文借贷契约的利息率

契约编号 借贷期限 还债数额 利 　　率 换 　　算

三·3 五月初八 —? 每月每两付利息 1 钱 月息 10 % 月息 10 %

三·7 三月初二 —秋初时节 四捆棉布 (2 倍) 熟息 100 % 5 个月约 20 %三



子 10 石 ,有息。第四次 ,为奥杜思脱克尔的丧事借贷。这次丧葬借 10 石谷子 ,有息。

文书叙述道 :“借带利息的债 , 是沉重的负担 , 由于还不了债 , 利上加利甚多 , 总计是十七

锭十七两 (银子) 。三次殡葬方面的费用家里还不起 , 利上再加利 , 还不了 , 利上又生利 , 已经

还的 , 尚未还的合在一起 (共) 有七锭四十两 (银子) 。”[2 ] ( P272 - 275)

这件文书 , 记录人在文书中三次提到了借贷活动中出现了“利上加利、息上加息”、“利上加

利甚多”、“利上再加利 , 还不了 , 利上又生利”的情况。通过对文书中所记录的 4 次借贷活动的

借本及所偿还金额的研算 , 我们可推测出元代畏兀儿人借贷活动的利息率 , 以及“回利为本”的

具体情况。

由于该件文书是一个家庭内部事务的记录文书 , 存在着简略化、非正式性的特点 , 因此 , 4

次借贷活动中仅有一件详细记录了利息率和偿还利息的数额。根据为祖父伊安奇的丧事而借贷的

情况得知 , 借贷的利息率分别为年息 20 %和 30 % , 此借贷利息率与“元代普通放债利息反而低 ,

月息为二厘五”的说法相吻合。[7 ] ( P50) 因此 , 笔者推定这四次因婚丧事而借贷的年利息率为

20 %左右。

蒙古汗国时期有所

˛79.0-Ô.70.2 5130.7 19.9 130.6 19.8 c
130.5 20.0 l
131.9 20.5 l
d
(´˚) T Tj
9.1 0.0 …3.9 16.8 194.0 17.3‡76.1  0.2 192.7 20.»9.0 17.0 139.1 16.8(%)] TJ
/F0 10.5 Tf
20.9 0.0 Td
(”˝) Tj
 Td
(¡£) Tj
9.1 0.0 ×Ü
(Àß) Tj
10.5 0.0 
(´˚) T/F1 10.0 Tf
1d“ G

BT
61.1 495.8 Td
(ˆÉ) Tj
10.5 0.0˚Td
(ˇ¢) Tj
10.5 0.0 6.0 5.4 30 5
287.6 5§3.2 0.0 Td
(,) Tj
 6.0 5.4 37
10.5 0.0˚Td
(ˇ¢) T7
10.5 0.00555532 168 c
130.5 `‰55532 168 c
130.5  Td
(˚–) Tj
10.5 0.0 Td
(˘Ú) Tj
10.5 0.0 Td
(Ó—) 5 210.0 16.4Td
(¶¤) Tj
10.8 0.0 Td
(Õâ) Tj
10.8 0.0 Td
(¸˜) Tj
10.8 0.0 ˘(˛æ) Tj
10.5 0.0 TdˇÞ6.1  
370.5 0.0 Td
(Ö“) Tj
/ Tf
40.2 5dð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