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司
法
院
秘
書
長
函

受

文

者

：
 

機
關
地
址
：
臺
北
市
重
慶
南
路
一
段
一
二
四
號

興
：

速
別
：
速
件
 

密
等
及
解
密
條
件
：

發
文
日
期
：
中
華
民
國
九
十
一
年
一
月
二
日
 

發
文
字
號
：
(九
一
)
秘
台
大
一
字
第

o

o

o三七
號
 

附
件
：
如
文

主
旨
：
本
院
大
法
官

爲

審
理
聲
請
解
釋
憲
法
案
件
，
須
參
考
羲
大
利
蕙
法
法
院
，
先
後
於
一
九
六
一
年
、
一
九
六
 

八
年
、
一
九
六
九
年
宣
告
義
大
利
刑
法
第
五
五
九
條
通
姦
罪
，
違
反
憲
法
第
三
條
和
第
二
十
九
條
規
定
之

 

判

決

，
究
竟
其
違
.露
理
由

爲

何
？
請
惠
予
協
助
提
供
相
關
判
決
原
文
及
判
決
要
旨
譯
文
。

説

明
：

一
、
 依
司
法
院
大
法
官
審
理
案
件
法
第
十
三
條
第
一
項

规

定

辧

理
。

二

、
 檢
附
義
大
利
刑
法
典
第
五
五
九
條
規
定
中
譯
。

正
本
：
外
交
部

副
本
：
•取
義
大
利
代
表
處
、本
處
第
一
科



本
部
致
駐
義
大
利
代
表
處
九
十
一
年
一
月
八
日
第

5
7
1

號
去
電
抄
件

事
由
：
協
查
義
大
利
蕙
法
法
院
於
一
九
六
一
年
、
一
九
六
八
年
及
一
九
六
九
年
宣
告
義
大
利
 

刑
法
第
五
五
九
條
通
姦
罪
-違
反
該
國
蕙
法
第
三
條
及
第
二
十
九
條
規
定
之
判
決
事
 

駐
義
大
利
代
表
處
(急
)：
頃
准
司
法
院
秘
書
長
本
(九
十
一
)
年
一
月
二
日
(九

一
)

秘
台
大
一
字
 

第
0
0
0
三
七
號
函
略
以
，
該
院
大
法
官
為
審
理
聲
請
解
釋
蕙
法
案
件
，
須
參
考
義
大
利
憲
法
法
院
於
 

1

九
六
一
、
六
八
、
六
九
年
判
決
宣
告
義
大
利
刑
法
第
五
五
九
條
通
姦
罪
違
反
其
憲
法
第
三
條
及
第
二
 

十
九
條
規
定
，
其
違
憲
理
由
為
何
？
請
查
明
判
決
原
文
並
檢
附
相
關
資
料
報
部
，
以
憑
轉
復

=

外
交
 

部
(條
二
)

D
U



G9105682

外

交

部

 

函

受
文
者
：
司
法
院
秘
書
長

速
別
：

最
速
件

密
等
：
 

解
密
：
公
布
時
解
密
 

年
 

發
文
日
期
：
中
華
民
國
九
十
一
年
二
月
廿
六
一
 

發
文
字
號
：
外
條
二
字
第09104104600

號
 

附
件
：
如
文

月

機
關
地
址
：
台
北
市
凱
達
格
蘭
大
道
二
號
 

傳
 

真
：(02)

 

2312-1161

傳
遞
方
式
：
寄
送
傳
真
電
子
交
換
 

r

自
動
解
密
工
作
完
成
或
會
議
終
了
時
解
密
附
件
抽
存
後
解
密
 

聯
絡
人
：
陳
玲
玲
 

電
話
：

(02)

 

2348-2509

主
旨
：
關
於
協
查
義
大
利
憲
法
法
院
於
一
九
六

一

、
六
八
及
六
九
年
宣
告
義
大
利
刑
法
第
五
五
九
條

 

通

姦

罪

，
違
反
該
國
憲
法
第
三
條
及
第
二
十
九
條
規
定
之
違
憲
理
由
及
相
關
判
決
資
料
如
說

 

明
，復

請

查

照

。

復
貴
秘
書
長
本
(九
十

一

 )
年
一
月
二
日
(九
一
)
秘
台
大
一
字
第

o

o

o三
七
號
函
。 

本
案
經
駐
義
大
利
代
表
處
本
年
二
月
二
十
五
日
第

I
T
A

 84
4

號
電
查
證
略
以
：

一
)
經
該
處
法
律
顧
問

G
i
a
n
n
i

 de
l
P
A
i
u
t
o

律
師
協
查
獲
覆
函
告
以
，
義
國
刑
法
第
五
五

 

九
條
當
時
係
為
有
利
丈
夫
所
制
定
，
僅
對
妻
子
犯
通
姦
罪
處
以
罰
責
，
對
丈
夫
則
無
任
何

規

範

。
鑒

此

，
義
國
蕙
法
法
庭
於
一
九
六
八
年
根
據
蕙
法
第
三
條
『
所
有
國
民
不
分
性
別
、

第

I

頁

說
明

二



■J

_
_
_

—袭
_

iT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線
 t

三

種

族

、
語

言

、
宗

教

、
政
治
論
點
及
社
會
及
個
人
等
條
件
，
在
法
律
面
前
一
律
平
等
。
』 

及
第
二
十
九
條
『
義
大
利
共
和
國
承
認
家

i
之
1

立
來
自
婚
姻
關
係
，
婚
姻
關
係
則
建
立

 

在
夫
妻
雙
方
道
德
及
法
律
之
平
等
基
礎
上

 <

之
原
則
，
判
決
確
認
刑
法
第
五
五
九
條
違

 

憲

。

(二
)

該
判
決
原
文
如
下
：
無
庸
置
疑
地
，
夫
妻
之
通
姦
行
為
將
破
壞
家
庭
和
諧
，
倘
法
律
訂

 

立
不
同
標
準
處
罰
之
(
註
：
僅
對
妻
子
處
以
罰
則
)

，
將
使
夫
妻
關
係
破
壞
加
劇
，
不
但
 

反
應
在
夫
妻
彼
此
對
待
之
態
度
上
，
並
將
導
致
夫
妻
心
理
層
面
之
後
遺
症
；
故
刑
法
第
五

 

五
九
條
第
一
款
及
第
二
款
之
規
定
明
顯
違
反
義
國
憲
法
第
三
條
及
第
二
十
九
條
有
關
夫
妻

 

在
家
庭
中
具
有
平
等
地
位
之
原
則
，
非
但
無
法
使
家
庭
和
諧
，
反
而
給
予
丈
夫
特
權
，
應
 

予
以
廢
止
等
語
。

、
檢
附
駐
義
大
利
代
表
處
上
述
電
影
本
、

D
顧
問
覆
函
影
本
、
義
大
利
憲
法
第
三
條
及
第
二
十

九

條

、
刑
法
第
五
五
九
條
條
文
及
判
決
原
文
等
資
料
供
參
。

正
本
：
句
法
院
秘
書
長
 

副
本
：

部
長

^

9

4
f
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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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 義 大 利 代 表 處 電 報
!°!

1 Q 1 3 8專 號 ： IT A  屮  91/02/25
曰

第一頁
期

收  電  時  間  

共 7 頁 附 件 5 頁

事 由 ：有 關 協 查 義 大 利 憲 法 於 一 九 六 一 年 、一 九 六 八 年  

及 一 九 六 九 年 宣 告 義 國 刑 法 第 五 五 九 條 通 姦 罪 違 反 該 國  

憲 法 第 三 條 及 第 二 十 九 條 規 定 之 判 決 事  

外 交 部 鈎 鑒 （急 ）：條 二 第 5 8 4號 電 奉 悉 。一 、本 案 經 請 本  

處 法 律 顧 問 Gianni dell'Aiuto律 師 協 查 獲 缓 函 告 以 ，義國刑  

法 第 五 五 九 條 當 時 係 為 有 利 丈 夫 制 定 ，僅 對 妻 子 犯 通 矣 罪  

處 以 罰 責 ，對 丈 夫 則 無 任 何 規 範 。鑒 此 ，義 圈 蕙 法 法 庭 於  

一 九 六 八 年 根 據 憲 法 第 三 條 「所 有 國 民 不 分 性 別 、種 族 、 

語 言 、宗 教 、政 治 論 點 及 社 會 及 個 人 等 條 件 ，在 法 律 面 前  

一 律 平 等 。」及 第 二 十 九 條 「義 大 利 共 和 國 承 認 家 庭 之 建  

立 來 自 婚 姻 關 係 ，婚 姻 關 —係 則 建 立 在 夫 妻 雙 方 道 德 及 法 律  

之 平 等 基 礎 上 。」 之 原 則 ，判 決 確 認 刑 法 第 五 五 九 條 違

裝1

I

tr ；

線 丨■ i

□ 部 長 □ 政 次 □  ^  次 次 □ 主 秘 □ 秘 苕 发 □ 亞 太 司  □ 亞 □ 非 珣 司 洲 司  □ 北 美 司  □ 申 来 - 关 司 货 條 法 司 E D S 妲 司  □ 新 文 3  □ 禮 賓 g  □ 經 g 司  □ 鸪 務 哥  □ 棺 賁 處  □ 窀 務 處 □ 人 芋 處

□ 政 風 處  □ 會 計 處  

〇 領 務 局  □ 亞 協

□ 研 設 會  D ngo要 a 會 □ 法 级 會  □ 固 职 组 □ 外 講 所  □  i t  協

外 交 即 總 收 電 09104104600
25-FEB-2002  2 3 : 09 0339 G BB45V72 9Qy.

V



駐 義 大 利 代 表 處 電 報

專號 ： ITA 

第二頁

蕙 ，其 判 決 原 文 如 下 ；無 庸 置 疑 地 1 夫 妻 之 通 矣 行 為 將 破  

壞 家 庭 和 諧 ，倘 法 律 訂 立 不 同 標 準 處 罰 之 （註 ：僅 對 妻 子  

處 以 罰 則 ），將 使 夫 妻 關 係 破 壞 加 劇 ，不 但 反 應 在 夫 妻 彼 此  

對 待 之 態 度 上 ，並 將 導 致 夫 妻 心 理 層 面 之 後 遺 症 ；故 刑 法  

第 五 五 九 條 第 一 款 及 第 二 款 之 規 定 明 顯 遠 反 義 國 憲 法 第 三  

條 及 二 十 九 條 有 關 夫 妻 在 家 庭 中 具 有 平 等 地 位 之 原 則 ，非 

但 無 法 使 家 庭 和 f皆 ，反 而 給 予 丈 夫 特 權 ，應 予 以 廢 止 。 

二 、謹 隨 電 傳 呈 D 顧 問 覆 函 影 本 、義 大 利 憲 法 第 三 條 及 第  

二 十 九 條 條 文 、刑 法 第 五 五 九 條 條 文 及 判 決 原 文 等 實 料 各  

乙 份 共 立 頁 ’敬 請 蓉 察 ° 駐 義 大 利 代 表 處

25-FEE-2052 23-13 0039 6 B04S772 9GX P.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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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FCC G U ^ ^ D M J ^ U J Z ^ T O

X ^ M ^ ib  BaOtrfati 197 
0016? Kffjva ^

Td 0£JPtO S4S0F^ 0 ^ JU P ^ 9 ^

All^Uffido di Rappieseixtanza di Taipei 
C J i .  Si^. Iliccaxdo

-
n ^  oz.

C axo Riccaido, come ti s^evo aatidpato d invio copk deBc ttanne in 
maxeria di aduhcnc c concubiiuto cbe $〇no state didaiatats 
cosiiniadaiaimcnie illegittime oltre ttentfanni &Coc〇£ vedi le fag^oai soao prindpalnicatc 5ulla drcoscaoza che.exft piunto sola VidulttBO d d k  m o^ie e noa qutlld d d  mante.Per capire h  viceoda dobbiamo dcordaid che al momento in cui vetme scdtto H codica pensJe (1930) esasnevano case di/piaccre. per uomitd. In quesc*epd〇i potanto, cm  ammesso chc l7uomo pccesse £cequcajtaic queste case di plzcece e, ia  cal $cnso} era puclto 5d o  Tadulcciio d d k  m pglitLe cagioai per oil h, Cone Co^iituaoaale lu po t̂o ad. aulk. quena 
uotmi £〇ao basace sul pnnopio di uguaglknza uz uosxuoi e doxum ch.e e 
5caco mseiito aella cosdnsdone 194S (quiadi ^uccessiva al codice 
penalc).Dqbbiarao inoltx« tenexe presence che nel 1956 vennero aboHte con h  legge chiamata Merlin (dd. aome dela semtnee clic la propose) le ca$e di toTIejanTx Ancbe per questo uxotcro i tempi eiang onrm  pfonti pcc rinterrento della Coite Cosncuzion^e.JUcordo infia^, pex ，伽  migliore compraisioQfi, eke nd  noetro otdtQAmeato la Goatc Costituzioasle seayc per venficaie b. compaabiEta di ogsa l^ggc con H Castkuzdoiie del 1948.Rcsto a rui disposiziooe pec ogni e^entuale ulwnoie atccssiia o 
chiarimecto. '

giazie per la fiducaa. cbe mi avew ancoa volts

0M.L) a/^

ITA- 許  I23 ： 10 0039 6 6845772 ^G*/.

CocdisJm eatc^cc〇£dai〇.

P .0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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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stitiizione deUfl Repubblica italiana, flpprovata daU'Assem- blea Gostituente il i2  dic^ihbre 1947, prormijfgatfl dal Capo prowtsorio dello Stato il 27 djeembre 3947"ed Enirata ill vi- gore il 1° g€tmaio 1948 (1),fl} La i  jtaia pubyksfa peUa d  c?d 27 dicembre ijM人 jti, 298(^dilion* itraaj：d!na/i〇.■ i . ■ .-■■•■ ■ ■ ' ■ ,
■ _ * a ■ - ■ ■ . . .  ■ ..■!-■■■PR tN G IPl F O N D A M E N T A U  ‘ '： , ... ■ 1 ■ v  -' .■  ’ . - . , - 1, -  LhfraJia uoa Repubblica demo- cratica, fo^data aid lavoro. ： 1 La fbvcanit4 apparfieoe ad popolo, che la cserclra qelJe (otoit c pe; limiri della Cosrihi2L〇ne.

(L) V I. 26ni^giol97p(a  300> 
Ap^f〇di[t, LfltBrp̂  d.P.'R. 9 djcembrc cl. 903, ivt. Crr, stlueil Conven- ziont di New York del IS dictmbfe L979 JulTelijiutiBiione di o^ni foiuia di discrintTnaziaot nei tonfronti della2. -  La Repubblica riconoscfi e garan- tisce i diritti ioViotabili deilVo^fi t |̂ 13-15,21^24], sia come aingoloiiaaeJ- le forma^iobi socmli f lB, 25>} 39, 45, 49], dve si svolge la sus peti〇D4lirii e richiede Tadem pimento dei doveri ia- derogabili di soJidarietJ poliLica, ecg- nomfea e socia^rt '-— —Tui u i cictsJini hanno pari dijgniri ' sociaJe e sona^gujUi^jy>hfj aUa leg- g^, senza .d(5.ti( îpne J j  sessd '̂ di raz- ia, di lingua, di： rellgioae,- di opiniont poliriche, di conHInonTpersort^Ji e so- ciaii {lj. :H caimpirD'delJa Rc^ubbLica Hrauo- 

- vEce gti osRroli di ordine eccmoratco c iociale, che, Limit^ndo di ffltto la li- berfd e reguagljania cki cittsdini‘ .inv pedisrau.o il pieno svHuppti.deJh per- S〇na lunana e lkeffect('va parietripazic  ̂necli tutri i lavoratdre ^I'organizzajio- ne_ puLitica, economica c sociaie del 
Paese. .

d〇 nni (t. 14 on̂ rze) 1985, n, i^2), entr*- 
ram vi^arcil 10 lu l̂ip i90J.

4 ；:-  ta Repub^jlica. ricoppsce a rdiri j 
cirtidini iJ diritto a! Jev〇 j：o e p/oinuo- 
ve le condiiioru che rendano effeuivo 
questo Jirilro CO- • . ;  - -

O^ni ci^aiiino ha il dovere ds iyol- 
gere, secondo ie prppfi'e possibitiri e 
U propria srelia, art'atdviti 〇  un-d fun- 
ziorc che cohLorraal progeessa inato- 
rialc o spirituale del)a socierl,

( i }  S p ll'occopA zIorie  g io va a ilp  v. l0giug.ffu I977.TI- ?85;d.-L 3〇3ettein. 
brs 1977, n. 7X>6, conv, ncUa L 13 no- vembir lp77, n. 864; d«-L 6 lû Jio (97Sj nl i51; coriv. neUs I, 4 ĝosto 197S, n. 479； J 2fi febt. ™〇 1986, ^  78{i. ：

5, — Ls RtrpubliUra, une e indivisibilp, 
ritunosce t pronmoye le amomomie 
iotaJi [114-133] ； »tiua nei servtTi che 
dipendono rl&ilo Scaco D piu junpio 
dccenirafneotO arninidhTrarivo; atfe-



s 「. C05rirvZ^O>JB UEILA jjEPUaELICAp AR.TT, 21-2^
(2) Sulla dUcipluia dc\h scampa v* 1- B febbra/a 1948, c. 47. f3) V. 1,5 igosco 19BI, n, 416, diid- ■ pliaa dellc imprew rditrici c provyi*' ■dtn'ic per I'eilftoriji, tnDdificara-piriiTi!i 1 ：conL JO ftprik.iPSi.nVi^^ie^qrcohl, 10 gcnnwol^flS, n；i ;  v.dlrrerf 1,7 ago-. i« j_ ,c u 2 5 0 ,  1 …22. -N ejsatio  pu6 esiere privatoT per motivi pobrici, della capacitiL^Luridica [c.c. H, della cittadinaqidj del npme [c.c, 6j.2 J. — Nessuna prestuione personae 

6. ptcrimoniale pud essere huposrafe non in base aJU Eegge. ’
-i _24. -  Tutii dos30no a îre iri gjujiaiq per fa nifek dgl pfnjlfl dll'ifci"? inte- .reskriegitfimi【c.d. 2y07】:—O ..! '"ta1 1 jjirJttQ invioIaLbit  ̂ in■Ofini start) e prado deLprocedupifh'to, Spno ■jsJcufail ai n〇;T'ftbUieilH conaonnsirl m^»i uVr f?jji-fendar^i davanri >d ogni ftturhditiohg 

())■「 .： ■'La legge dererminale cdodiicrDrii e f mbcJi per la'ripaiaaione TlKuJft etrori 6 M iS a H S T p .T r i'5 7 4  . ；. :. -〇> SuJgririiilQjjiitoriDipv. c.d. 3〇. (ticembre 19̂ 3̂  n. 3282; |,J i l ^  )973; n. tvhi； I. J 0Jugtiq lp^O, !!1. 217; d.m, 3 fiovembre 
■ L : v m ^ h i i \ -  - ■ ' - v '；,■；；；■：

_ V _ i 11 * m
■2S.-~ Nesstiita pu6.es5ere dis^olio dal, udice narnrale precoilituilo pef Jeg- «e. ./ 'Newuno pub e«ere punico se non io forajhdl unajeage chfi innm e«o「c.p.io fora^dl Hv；£〇re pftmadcl lano comme« ‘2f i d  ■ ： ■ ；；"NessuQO pu6 ess ere souopoEfo a misure di sicuietii se lioo nei, C?tsl previsu diijla legge [c.p. 139-240] (2),(I) V. wi.丨 j. 24 novembfe 1981. p..6B9. …

(2) V.U?iJi«mhfel5>5^n. 142 夂 
1 1. 31 maggio 1963, n. Cfr. alrrei]sit. 221. J|2 mB&sio n，152.

*26. -  t'eurad.izione di?) drtaditio pa6 :!&4se『e'.c;6.nseniira:s9ltii^.r6..6vb-:, si»- e；3pr(f«4jTien re pfe v is t a dali c cb ove o ■. ziojii inrema^tbnaU [10; c.p. 13； c.p;p. ti61-671]. ；Nan  pu6 in alcua cmq essere »m- rnej»  per read palitici (〇.(!) II comma 2 lion s! appHca >i dê：' licci d> ieiiDcidio {^--UDico I. usf, 21 ■ gi^ii'61〇67, (?. !).. : ■
_ - 1 r27 - -  La respons^biUt  ̂penaje^ perso- nale.iTImpulato & consideraco col- pcvole sinb alk  condinua defniuv^ [c；p.p. 576?J. ■Le pgoe iiQn po îspno consiicere 10 tfactamenti contrail arienspttruiriini- d  ^evoao wnaere dla riaducB^ione d,el.co〇qaLflnfl[〇 j l i . .Non  e ammeisa (a pena t3i mbrte; se noo nei c^i pr«visti daJte leggi roilim- ri diguerra tc.p, 21].

■ _ J •： • i' ■、' r{L) SulTordioutictiiit) penhentiirfo v. l.2tilu5lio 19? 5,11.354. -■M* - 1 fuo^ionafj e i.dipendenri detlo ^ a to  e degiTexm pubbJLCi sqr\p dtiet- . V̂ e n w  卿 ⑽ ! 饰 ^时 trlt  le g - , mpeniUyCLVili caiifli'qirrist^aiive； degli etti^cOlufil trr!" Ilf "rt D J tiziurre ■ ri t-' ri (i). In rati caijiii teippnsabilJU cjvi- le si estende oJlb.Srato e agij enti pub- bUci;. . (U : .V. tu. l〇henrviio 15)5.7: ru i,ilU .ipfliuipnLiiilJo jiiiuca dt̂ JjjrpjfitEgHtiri ■ ' civilf detlDStaio^TITOLOI1
R a PPORTF E T lC O S C iC IA U , .La Ksoubblica riconosce i dirkti

»v

-C5 O ST ] T U  Z3 O  扛 ..DE LL—A_ ftEV U B B LIC A7~A W T T 2 9  r 3 4 _

della ramigliai come society n&turaJe fondata tu" nrucnmomq.u matfifponto e ordin^ro iuila. eguafillanza morale e giuridica dei co- niURi^cpq i UmiiJ siapuin oalla icREe V /  garamifl deU'unitSL'familiare [c c r 143^  
js ., 1 $9.jf3Q•二 E dovere e d(ri【《j. dei.geniiori maritenere, iitruirc ed educ^re J figli, anche se nati fuori del marrimonio [oc M7,261,27p].Nei Casi di inrapacii^ del £«nirorir la legge prbwede a che liaao asiolti I lord cQcapjM [c,c. 400].leggc aisicura si figli nari fuori del rrucrimonio ogni mcela^undicae lociale, coiapatibile con i diticti dei raembri della fam'iglia leginimi [c,c. 250 ss., 536 58〇i 592 ss.].

legge non pup in nessun cajo violare i llmiri fmposti daJ rispetio della persona umana [A).' fl) V. l. bluglja.i9Gfi,n.(Sl5； l. 10 maggio 19?̂ / 319; i. 24 diccmbre'1979,  t\. 610. Cfr. Dircrtiva 62(5.0̂  CEE, 5u/ rijcM dU incfdcfitr rjlevonii 
iiaanesiL con determLmte arcrviri i îu  ̂iirlaii; v. altresl 1.̂  giugnoI^O, rulJ^p tecsriie p『ogr：uQ̂ ia di intcrvenri yr_ 
■senit [«r b prcvcnrione e li bria can- uoJ'AIDS.

(2) V,'»rr, 6 I.̂ L4 febbraio 19M, n.)6;u k . 3i s'i. r̂ d, JO dicembft 1923, n, 284! f!r J tlicembrc 1931, n, 1580.(3) Sulla diidplina degli stupcf?- . . .cenii ar((. 9 U 〇 2.t.r22 dkembrc197̂ , rt. 685; 1.13mHggio 1976, r. 180; I..26 giuĵ nD 1990, n, 162.V. arc, 5 I, 20 maggio '9?〇. n：300, in ApptnJin, Lavito,33.La deiu  le norme e i iimifi p e \ j  ~ L1ar*e t  Ja sclenia sono libere eU  ricerca de]i.a piatemili [c.c. ne 气l:iQSeg_nahie_fU〇.31. -  La B-epiubblica agevpJa con mjsn-re economiche e Bltre prowidenze la f〇rm?2i〇ne della famigiia^e I'^dempi- mento del comptci relativj, cori pani- colajrc ri^uardo alle numerd-se.1 Protegge la materruH [373̂  i'infan- 2ia e IxgjDveniiip favorendqgli iuiruri
□ e c e i^ E id 这 te J e s c o p a  (1).(1) V. rd, 24.dicf/nbM 193*1, fi. 2316； I. l^lugllo l?4Lr n. 936：I- 4 mag- gi〇 iP83,n, 1B4, laApptrdrft. AJoiicnr,I. 22 raagjjo 1978, n. \9A\\. II did̂ iqbre1990. n.379. 、32. -  La Uepubbljca tutela U cd/ne fdQcJ^Tieriuie dirirto deJi'indi- viduo e interease cielijcoSleTtivn^ <i), e fiatanrisc :̂ cure grsmiie agli indigca- cr(2).Nessuno pu6 ĉ ssere obbligato a un tieterjTiiDato rrattamenro sanirario ae non per dispQiizione di legg^ (3)̂  Jt-3.

"La Repuhblica detta |e norme gene- rali suirLsrj-uzione ed isrimisce sruole stataif per fu(ci g)J oedini e grsdi.Endc privati hanoo II difittb di isti- ruirescuole ed.istimUdi educazfcm.e, seraa oneri per I〇 Swto.'La lcggie, nd  fissird i dirim e gli ob- blighi delle scaole non jcaTali che chiedona k  parita: deve assicurare.id esse piena libeni e ：fti lorp alunni tin rrau&mento-scalajcfco.equj^ollefue a quelio'de^li iiunni,di scuoJe scatali/E presrrfno esaroe c|i Stato per Tainmissione oi vari ordini r^radi d£ jcuofe o per Is conclusioae di e$ji e per I'abjUrazione aJl'eicrciiio prafei- sionale. /
Le istiiuzLoni di iJca cul^ura, unjver- slr̂  ed accid^mie, hiano iL dirjao di darsi ardinunemi autonomi nei limit] siabtJiri datlt leggi deMo Siato.34. — La scuola apena & ruili.L,Jistru2ionc it f̂eriore, imparrita 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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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dicc I cria e c di Proctdura Penaie 1 1c ]eggi compifrin*niaii - ToTiuria Miiltuncdia
Art S511 Cod. PetL 
{Adalte, ia)559. (At ]uhrrio). La TnogUe aduiterai； punita con la reclusianc Sptio a on anno (l). Corv la i Essapena t  puniro ii c〇 ir&3 dc!radultera(*).
La pena e d:!la reclusione fino a due anoi ncl caso di rtlazione adulterina C3).11 deltttc  ̂p unibile a quereh (320; 336 c.p-p.) dej marito (561 s 562, 563) f1).

('3 Lo CbrtAcosTituzioTtale conseme/iza IPdicembre 1968, n. 126, ha dichsarato incosrJruzianali iiprimb e 
^condo corAmQ dj q-uesw ar!icoia.(̂ ) La C  >rte caMintzionale con sentenza 3 dicambre I9 6 9 t n. 147^ ho d ich iarato  1 'UlegiCtfmita cos litu^ona lc  d ti 
terzo e  ̂ commit d i qus^to d^ticolot

Cc pyrighl - Case Editrice La Tribuna - Tutti i dirini xistrv^ci - E1 vicxata la jiproduzioac anchc parjiale
I T A -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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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 ^siiha n. 303 S
Prpn^ncia cl 0126 del 1968 cro Majssima: 3035 Rdlaure: VERZT  Uaiqn a  PubbKca T ijo  | iudizio: IN CS】 
-< ± )1  C C S X26/6S A . Fa M IG LIA  - EGUAGLIAN ZA  GrURCDICA E  M ORALE  DEI C O lilU d  E . PEN., ART* 559 (REATO  X>1 ADUJLTERIO) - VIOLAZION E  B E G L l A M T . 3 E  29 

了. - IL L E G r m M T K  COSTrrUZTONALE  D E IP B lM lD tJE C O M M L  IIHuita ^m iliare  castitoisce indubbiamenie un pericolo sia Tadulteio del mariro sia quello oglie; m a quando la  legge fascia  ud dii^rente Tratramento> questo pericolo assume oni piu gfavi, sia per i riflessi sul comportamcato di entrambi i coniugi, sia  per lc  snze EsjcalogiighfLgiil^agEgJiL Pertanxo,, i comim  primo e secondo deli'ait. ̂ 3 -d e l codice
咖  〇 T d ^ lL d L illfig ittim iiiL ga^ itu ziggale  tariferiTpeoto  3gli.artt」 ■上3 -d e U a X fls tiliiz iQ iie :
o saanciscono yna deroga al piiacipio  di egiiagliaiiza dei coniugi non essenziale per laj garapzit dell'iaxiia fenuliait, ma risolventesi, pitrftosto, per II m aiito, hk m p rivilegio ; e que： c o n i tjtd  i privilegj, viola  il priticipio di parita.

Per]dtJI i3 i  pro »〇 con egfu pen le  m

IT A ^ -rhtcp：//ww v.c inccostiitmonale.it/pr〇ivfPronuncc/Massime/AEmo%201968/3035.Htra 24/03/02p , 0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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