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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寄簃文存》旧书稿　　　　　 沈氏著作 《寄簃文存》封面

　　 　
《沈寄簃先生遗书》目录 （部分）　　 《沈寄簃先生遗书》封面



　　

　　　　清代审案场景　　　　　　　　　　　清末示众刑

　　

　　晚清的菜市口刑场　　　　　　　清代北京菜市口行刑场面



　　
晚清法制的重要文献：《大清法规大全·法律部》

　　　　　　　　　　　　　

　　　　　　　　　　　　　清末刑事诉讼改革奏折 （片段）



“迥殊”的图景：清季中西刑事诉讼之对照
（代序）

刑事诉讼制度在很大程度上表征着一国的司法文明，也是

衡量人权保障水平的重要标尺，故而各国对此无不重视。在我

国，一直以来，刑案也总能引起官民的广泛关注。无论中国古

代的戏剧小说还是当代荧屏热播的古装剧，我们常能见到其中

关于刑案审断的场景刻画。

就清朝刑事诉讼状况而言，清人李宝嘉所著小说里有过十

分形象生动的描绘。他在其代表作品 《官场现形记》第十五回

就描述了一幕清代建德知县庄大老爷开堂接案的场景：

此时通班衙役两旁站齐，大堂上灯笼火把照耀如同白昼。

庄大老爷坐定之后，告状的一班乡民，把个大堂跪的实实足足。

庄大老爷皱着眉头，哭丧着脸，向底下说道：“我想你们这些百

姓真可怜呀！本县是一县的父母，你们都是本县的子民。天下

做儿子的受了人家欺负，那做父母的心上焉有不痛之理！今日

之事，不要说你们来到这里哀求我替你们伸冤，就是你们不来，

本县亦是一定要办人的。”庄大老爷的话还未说完，堂下跪的一

班人一齐都叫：“青天大老爷，真正是小人们的父母！晓得众子

民的苦处！你老吩咐的话，都是众子民心上的话，真正是青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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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爷！也不用小人们再说别的了。” 〔１〕

而对于庄大老爷的升堂问案，他用这样的文字写道：

老爷这里又把官媒婆传了上去，把惊堂木一拍，骂了声：

“好个混帐王八蛋！我老爷把重要贼犯交你看管，你胆敢将他凌

虐至死！到我这里，谅你也无可抵赖。我今天将你活活打死，

好替兰仙偿命！”说罢，便吩咐差役将他衣服剥去，拿藤条来，

替我着实的抽。两边衙役答应一声，立刻走过七八个似狼如虎

的人，伸手将媒婆衣服剥去，只剩得一件布衫，跪在地下，瑟

瑟抖个不了。老爷又喊一声 “打”，便有一个人提着头发，两个

人一边一个，架着他的两只膀子，一个拎着一根指头粗的藤条，

一五一十，一下下都打在媒婆身上。五十一换班，打的媒婆
“啊呀皇天”的乱叫，不住的喊 “大老爷开恩”。老爷也不理他。

看看一口气打了整整五百下，方才住手。 〔２〕

李宝嘉的另一部谴责小说 《活地狱》更是痛陈直指清代判

案衙门为 “活地狱”：

谁是阎王？坐在堂上能打得人，枷得人，那个官就是阎王。

你看他把惊堂木一拍，好不惊人！不要等到开口，人已经被他

吓昏了。谁是小鬼？一个衙门里头，小鬼却多得很：头一个原

差，是无常鬼。票子一到，链条一套，拉了就走，拖了就跑。

未曾提审，先往待质所里一送。有钱的只好花上几文，家里的

人就准进去探望，商量着替他打点；无钱的只好坐着呆等。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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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２〕

（清）李宝嘉著，阚健点校：《官场现形记》，安徽文艺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

第１４５页。
（清）李宝嘉著，阚健点校：《官场现形记》，安徽文艺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

第１３２～１３３页。



以这待质所，有个外号，叫做 “望乡台”。一座衙门里，又有一

座 “公生明”牌坊，提审的犯人，都要打那底下走过。到了这

个时候，什么公生明，明明是不公不明，拉人到枉死城罢咧。

大堂之中，公案之上，本官是阎罗天子；书吏是催命判官；衙

役三班，好比牛头马面；板子夹棍，犹如剑树刀山。不要等到

押下班房，禁在牢狱，这苦头已经够吃的了。哎，上有天堂，

下有地狱！阴曹的地狱，虽没看见；若论阳世的，只怕没有一

处没有呢！所以我说它的厉害，竟比水火刀兵，还要加上几倍，

正是这个缘故。 〔１〕

以上所引虽属文学作品，但它却是我国清季刑事诉讼图景

的现实反映。这正如近代维新人士郑观应评论清朝刑事诉讼所

说，“若夫人非险狠，则公堂对质每多嗫嚅；人若奸顽，则虽三

尺当前，犹能诡辩。使无律师以代伸委屈，则审官每为所愚。

中国之问官，司审既于律法非所素娴，而所用之刑名幕支，又

于律学不轻传授。生死系其只字，枉直视其片词。稍有依违，

则官司之前程难保；若无贿赂，则在讼之受屈必多。则何如明

张其词，按律辩论之为得也” 〔２〕。同治、光绪年间，曾闹得朝

野震动、家喻户晓的 “杨乃武案”便是这种诉讼体制的产物。

而观之与此同时代的西方，其刑事诉讼却呈现出另一番

“迥殊”的图景，这尤其给晚清出使西方的中国使臣留下了深刻

印象。

光绪二年 （１８７６年），刘锡鸿作为郭嵩焘的副使被派遣出驻

英国。在体验了９个月有余的英伦社会生活后，刘锡鸿写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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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２〕

《中国近代文学大系·小说集》（１８４０～１９１９）第五卷，上海书店１９９１年
版，第５２４页。

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２版，第５０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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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轺私记》一书。在书中，他记述了伦敦讯案时的情况：

……其推鞫之法，两造各请律师六人代质。刑司据台上坐，

律师环台下坐。台上有所詰驳，则台下检案卷起立辩答，无跪

审刑讯之事。 〔１〕

光绪三十一年二月十九日 （１９０５年３月２４日）下午，清末

出洋考察宪政大臣戴鸿慈在参观德国柏林裁判所时，也看到了

在国内未曾见过的法堂：

上坐者五：中为正法官，次为陪法官二人，又次则书记官

一人、政府所派检查官一人。旁一栏设有几，被告者坐之。面

法官者，为辩护士位。其余四人，率司书记者也。廷丁往来传

递案卷及侍候观客。室前，即听审栏。入观者随意，惟严整勿

哗而已。 〔２〕

通过以上清季中西刑事诉讼之对照，可以发现，我国大清

刑事诉讼并无类似西方的专门法庭，审案地点而多设在官府衙

门的大堂，大堂上端坐着的问官往往是自称为 “老爷”、并未受

过法律专业训练的如 “县令”之流的行政官，大堂两侧肃穆而

立的是凶神恶煞般、手持杀威棒的府丁衙役，堂下则是自称

“小的”或 “蚁民”的原、被告及证人，西方之陪审员、检察官

和律师并未出现于此。在 《大清律例》“无供不能定案”的规则

下，问案官员希冀的是 “人犯的快快如实招供”，为此他一身兼

任西方法官和检察官两种角色，当然在遇到困惑时还会不时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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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２〕

（清）刘锡鸿：《英轺私记》，湖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１年版，第１１７页。
（清）戴鸿慈： 《出使九国日记》，湖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２年版，第１２３～

１２４页。



教于幕后同台听审的 “刑名师爷”。整个审讯过程，原、被告和

证人都必须跪着接受所谓 “官爷”的问话，他们毫无人格尊严

可言，动辄遭到问案官员的责骂训斥甚至刑讯凌辱。这显然与

讲求 “专业司法”、“控审分立”、“律师辩护”、“无罪推定”等

刑事诉讼理念的西方近代化国家形成了强烈反差。而正是中西

之间的这种 “律法迥殊”，成为了西方列强攫取中国领事裁判权

的口实。这也反过来促使晚清政府及以沈家本为首的法律改革

派开始对大清法制进行反思，大清刑事诉讼图景的重构也从此

开启。

康黎

２０１３年５月１１日于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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