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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克中辰纪明

《史记·淮阴侯列传》中有一段很有名的

话"狡兔死，走狗烹;高鸟尽，良弓藏;敌

国破，谋臣亡。"这段话表明，在古代专制制

度下，功高不赏甚至功臣遭杀身之祸是常见的

事。这本书所选取的都是历代较为典型的人物

和事件。人们从历代冤案中可以发现，这些冤

案都是私有制下专制制度的产物。

随着私有制的产生，国家出现了，官僚政

治日益发展和成熟起来。正如《礼记·礼运》

中所说，人们这时不再以"天下为公"而是

"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

货力为己"。在这种情况下，上下都为私心所

驱使，处心积虑争权夺利，而法律又不健全，

且执法之人又不严格按法律办事，产生冤案也

就自然难免了。随着专制制度的发展，冤案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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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频率也就越来越高。因为专制制度越发展，人治的因素就

越强烈，法制的因素就越淡薄"以权代法"的现象就越多，

产生冤案的可能性自然就越大。

中国经历了漫长的封建社会，而封建君主专制经历了一个

日益强化的过程。正是在这种封建君主专制强化的过程中，有

多少仁人志士被冤杀，有多少一心为国为民的忠梗之士身陷囹

圄，甚至遭灭门之祸。因此，在这里有必要简单地回顾一下君

主专制日益强化的轨迹。

先秦时期姑且不论。自秦汉以后，封建君主专制日益强化

的轨迹就非常明显。这种强化在皇权和相权的关系上表现得最

为典型。在封建时代，皇帝可视为国家元首，王相则是政府首

脑。如果翠相的地位较高，发言权较大，表明君主专制的程度

相对较轻。相反，如果作为百官之长的王相地位就很低，在皇

帝面前没什么发言权，那就更不用说其他的官员了。这就表明

君主专制的程度就较重。

从总体上来看，秦汉时期的相权是比较重的。当时，翠相

"掌王天子，助理万机"入则参与廷议，出则号令百官，事无

不统，负有第一线的责任。翠相是所谓三公之一，但地位最

重。垂相上朝，皇帝还要从御座上站起来，表示一下尊重之

意。皇帝如果在路上遇到亟相，还要下舆打一下招呼。Zß相如

果有病在家休息，皇帝甚至要"亲至问候"。这种礼遇是后世

翠相所不敢想望的。有人说，秦和汉初是Zß相责任制时期，应

该说是有一定道理的。

汉武帝是个专制心理很强的皇帝。他为了加强皇权，就用

近侍去分夺垂相的权力。他在内廷设尚书台，实际上就是他的

内廷秘书处，用来参决机务，甚至还让宦官参与其间。尚书台

的地位日益显赫，相权随之日趋低落。东汉时，尚书台的权力

进一步扩大，尚书成了事实上的翠相，三公形同虚设 O 至此，

"事归台阁，三公论道而已。"这里的台阁就是指尚书台。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隋唐时行三省制度，三省长官同为王相，互相牵制，谁也

不能专权。一般都有四五个人同时为相，多时达十余人。他们

同时议事，最后由皇帝裁决。唐中期以后，皇帝还常常派亲信

"同平章事"、"参知政事"表面意思是同翠相们一起处理章

奏，参与知道政府事务。后来，这些人也渐渐地成了"相"。

再到后来，即使原来的三省长官，如果没有这些头衔，也不敢

执政事。与秦汉时相比，这时的相权大大削弱了，而皇权则得

以加强。

宋代的封建君主专制发展到一个新阶段。宋太祖赵匡胞在

称帝的第二天就要了个小花招，故意装着眼睛昏花，要翠相范

质把章奏送到他跟前，趁机让宦官将范质的座位撤掉。于是成

为定制，以后王相在廷上与皇帝答话，再也不能"坐而论道"

了，而必须"立而陈言"。另外，皇帝对相权又进行了分割，

分军事权给枢密院，分财政权给三司使，?t相只管行政。这还

不够，官员还必须经皇帝"差遣"方可任事。否则，不论什么

官职，都无权任事。这表明，宋代的君主专制得到了空前的强

化。

到了明代，封建君主专制就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与

此相适应，延续了千余年的垂相制也被废除了。明太祖朱元璋

以垂相胡惟庸谋反为借口，乘机"罢王相不设"一切皆由

"襄裁"。他还把这一点立为"祖训"以后如有哪个大臣请设

亟相，就要立即"处以极刑"。这样一来，皇帝就不仅仅是

"代天行命"的君主，而且是事必躬亲的行政首脑。因政务纷

繁，朱元璋设"四辅官"以备顾问。明成祖时又改设内阁，

就像一个内廷秘书处。

清承明制，只是稍加变通，内阁也几乎成了虚衔，实权转

移到军机处，一切完全听命于皇帝。其君主专制的程度一点也
不亚于明代。

人们可以想象，在这种君主专制不断强化的过程中，天下

3 

前

言



4 

前

言

臣民的身家性命系于君主一言，即使再英明的君主，也难免会

产生冤案。更何况封建时代英明的君主少，昏庸的君主多，出

现冤案就更不可避免了。这些君主或有意，或无意，或受某些

倭臣的蒙蔽，使一些忠梗大臣被误杀，这就成了很普通的事，

历代皆有。人们还可以看到，君主专制越是强化的时代，这类

冤案就越多。例如明代，在君主专制极度强化的同时，还实行

特务统治，所以明代的冤案就显得特别多。

造成冤案的具体原因多种多样，大体说来可归纳为以下几

种情况。

其一，君主昏暗，或受某些因素的迷惑，对忠梗大臣的谏

言听不进去，对他们的犯颜直谏无法忍受，因而就对他们进行

诛杀。例如伍子膏被冤杀一案就是如此。他头脑清醒，知道越

王勾践像奴仆一样侍奉吴王夫差是烟幕，而主张彻底将越国灭

亡。吴王夫差却执迷不悟，对伍子膏的直言不胜其烦，所以竟

将这位使吴国振兴起来的大功臣处死，造成千古奇冤。明代的

杨继盛弹劫权奸严肃，嘉靖帝却对严肃信赖有加，杨继盛的下

场自然就很悲惨了。

其二，在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中，一些人成了无辜的牺牲

品，构成冤案 o 例如秦始皇时的名将蒙恬，曾率 30 万大军北

击匈奴，收复了今天内蒙古河套的大片土地。他督众修筑长

城，镇守边关，使匈奴多年不敢南犯。但秦二世在宦官赵南的

支持下夺位，伪撰诏书，逼秦始皇的长子扶苏和蒙恬自杀。明

朝的建文皇帝被明成祖推翻后，方孝南宁死不向明成祖投降，

致使被诛杀"十族"。在土木堡之变中，英宗被俘，景泰帝继

位，在名将于谦的带领下，击退了蒙古瓦剌部的南犯，取得了

北京保卫战的胜利。但英宗复辟后竟将于谦处死。统治集团内

部的政治斗争十分残酷，许多功勋卓著的名臣往往不明不白地

成了牺牲品。

其三，一些大臣功勋卓著，已达到所谓"功高震主"的程



度，引起皇帝的猜疑。这些大臣又没有自保之术，不懂得功成

身退的道理，最后就被以各种各样的理由杀了头。其中最著名

的例子大概就是韩信了。另外像南北朝时期北朝的独孤信和斜

律光，也属于这种情况。相反，像汉初的张良和明初的刘基，

他们都有过人的智术，在新王朝建立后自动引退，所以都未遭

一般功臣的杀身之祸 O 在一个新王朝刚建立的时候，这类因功

高震主而被杀身的情况最多。

其四，皇帝本人出于某种私心，不从国家的全局出发，而

对一心报国的忠良之士进行排挤，甚至诛杀，造成冤案。例如

北宋灭亡后，宋高宗赵构逃至杭州建立了南宋，他不希望岳飞

完全收复失地，不希望被金兵俘获的徽、钦二帝返回。因为

徽、钦二帝返回的话，他就要让位。而岳飞则出于民族大义，

忠心报国，力主北伐，完全收复故土，从而违反了宋高宗的真

实用心。因此，岳飞就被以"莫须有"的罪名杀害了，成为千

古奇冤。

其五，一些有责任心的大臣认识到国家政治弊端，忧国忧

民，为改变现状而勇于革新，因而得罪了旧势力，得罪了那些

既得利益者。旧势力对他们进行百般攻击和陷害，使这些革新

者有的被杀头，有的被贬逐，下场都很可悲。例如战国时期的

商鞍和吴起，他们都是著名的改革家，分别使秦国和楚国变得

富强 O 但是，在旧势力的反击下，商轶被车裂而死，吴起被旧

贵族乱箭射杀，极为悲惨。北宋改革家范仲淹的境况稍好一

些，他只是被贬逐，结果病死道旁。

其六，有的大臣勇于任事，忠心报固，但皇帝却中了敌方

的反问计，致使大臣被误杀。例如明朝末年的名将袁崇焕，两

次出镇辽东都卓有功绩。当清兵绕过山海关逼临北京时，他急

忙率军入援。但是，崇祯帝却中了皇太极的反问计，以为袁崇

焕已和清廷相勾结，因而将他下狱处死。北齐名臣斜律光之死

也和齐主中了敌方的反问计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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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七，有时君臣之间产生误会也会造成冤案。例如汉武帝

时，李陵在出击匈奴时因寡不敌众，投降了匈奴。司马迁认为

李陵是迫不得已，不是真心投降 O 汉武帝则为此大怒，认为司

马迁是在为降臣开脱，因而使司马迁遭受了腐刑 O 如果是在一

个民主社会里，无论司马迁说的对还是不对，都属于正常议

事，决不至于遭如此惨祸 O

其八，有的大臣见识高远，而主上却昏庸无能，主上嫉妒

臣下的才能，这也会造成冤案。例如三国时期袁绍的部下田

丰，权略多奇，曾劝袁绍迎东汉天子以令诸侯，袁绍不纳 O 他

劝袁绍不要与曹操进行官渡之战，袁绍不听，结果大败。袁绍

怕为田丰所耻笑，居然将田丰杀掉，致有历史上"袁绍失计杀

田丰"之讥。

其九，专制君主有意滥杀，即出于某种目的和需要，故意

诛杀功臣，制造冤案。这种情况在一个新王朝建立之初最为常

见。例如明太祖朱元璋建立明朝后，就无缘无故地找个借口屠

戮功臣，人为地制造了许多大冤案。李善长是明朝开国的第一

号功臣，常留守后方，调度兵食，明朝建立后任第一任翠相，

其地位相当于汉初的萧何。他居官谨慎，平生无大过，没想在

致仕后年己 76 岁时，还是被朱元璋借故杀掉了。冯胜和傅友

德都功勋卓著，都位居明朝开国的八大勋臣之列， {明史》上

称他们二人为"百战挠将也"且没有任何明显的不法行为。

但是，朱元璋为了让文弱的皇太孙以后能坐稳江山，还是借故

将这两个大勋臣杀掉了 O

其十，有些忠贞梗直的大臣被恶势力所陷害，造成冤案。

例如明末大太监魏忠贤擅权，对不依附自己的东林党人大力口迫

害，残忍地制造了"六君子狱"和"七君子狱"成为历史上

著名的大冤狱。

以上所列举的十种情况只是荤荤大者，实际上每一个冤案

都有不同的具体原因。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即这些冤案都有一



个共同的根源，即君主专制制度 O 在那种制度下，君主有至高

无上的权力，且不受制约。不要说一般人民群众没有任何权

力，就是一些功勋卓著的大臣在君主面前也如同奴仆，有冤无

处申诉。因此，冤案的出现就成了社会必然现象 O 本书所选取

的都是史书上有记载的重大案例，都发生在著名的大臣身上。

至于发生在千百万小民百姓当中的冤案，就更加不胜枚举了。

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明确规定，国家权力属于人

民。这就为人民当家作主提供了根本保证 O 在 1999 年初通过

的宪法修正案中又明确规定，要"依法治国"。这就为我国建

立一个民主与法制的社会指明了方向 O 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任何人都不能以权代法，以言代法，任何权力都要接受人民的

监督和制约，这就为减少冤案并最终消除冤案奠定了基础。

鲁迅先生曾说过一段著名的话"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

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

的人……这就是中国的脊梁。"正是这些中华民族的优秀分子，

他们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大利益，往往为邪恶势力和专制君主所

不容，以至以身殉国，甚至连及亲属，弄得家破人亡 O 但历史

是公正的。历史将洗刷掉波在他们身上的污泥浊水，还他们以

清白，而将那些奸邪之徒永远钉在耻辱柱上。

中国历史上的冤案可谓多不胜数，这里所选取的只是其中

一部分较有代表性的人物和事件 O 本书成于多人之手，行文风

格不尽一致，对事件的评论也难保十分准确 O 对书中的缺点和

错误，尚祈读者指正。

1999 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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迹，电吉竟遭朵身

1 一一伍子膏之冤

中
国
冤
案
实
录伍子青是春秋时期楚国人，原名伍员，子

膏是他的字。他帮助吴国强大起来，整军经

武，不久就攻破楚国，使吴国成为霸主。后

来，吴王夫差在如何对待越国等问题上受到欺

蒙，伍子膏屡谏不听。最后，伍子晋竟被赐剑

自尽，被称为千古奇冤。

伍子膏奔吴

伍子青的生年不详。因为他曾受封于申

(今向南南阳市北) .所以历史上又称他为申

膏。

伍子青的父亲名叫伍奢，哥哥名叫伍尚。

伍奢很受楚平王的信任，做了楚平王太子的太

傅。当时楚平王的手下有个叫费无忌的人，被

任命做了太子建的少傅。费无忌很妒忌伍奢备



受平王和太子的宠信，便想讨好平王，并千方百计离间平王和

伍奢的关系。

有一天，费无忌对平王说"太子年龄已经不小了，该给

他娶妻了。"平王听了他的话，便为太子从秦国娶妻，并派费

无忌前往迎亲。可是费无忌迎亲回来后却对平王说"秦女是

个绝色女子，王不如自娶之，再另为太子聘娶个女子就是了。"

平王被他说动了心，便自己娶了秦女。费元忌便因此而讨得了

平王的欢心。

过了不久，费无忌又对平王说"城父(楚邑，在今河南

宝丰县东)是我国的北方重镇，对城父的城墙应该大加修固，

并派太子亲自去镇守，这样既可以和北方交通，又可以收南方

之利，这就得到天下了。"平王听信了他的话，便把太子建派

到城父去了。

过了一年，即到了周景王二十三年(前 522) ，费无忌向

平王诬陷太子和伍奢说"太T因为君王娶了他的妻，对王很

不满。现在他和伍奢打算领着方城(楚国在北方所修的长城)

外的人背叛。他们自以为占据方城，就如同一个诸侯国一样，

又有齐、晋两国辅助他们，他们必将危害楚国，应及早着手解

决。"平王听信了费无忌的话，便把伍奢召来质问。伍奢回答

说"君王有了一次过错(指娶太子的妻)就已经够严重了，

为什么还要听信诬陷之辞!"平王昕了大怒，便把伍奢囚禁起

来，并派方城司马奋扬前去杀太子建。奋扬知道太子是被诬枉

的，便暗中把太子放跑了。太子建逃奔到了宋国。

费无忌又对平王说"伍奢有两个儿子，都很有才能，如

果不除掉，恐怕将会成为楚国的后患。可以让伍奢以父命召他

的两个儿子，他的两个儿子就→定会来。"于是平王使人对伍

奢说"你能把你的两个儿子召来，就饶你活命，否则就将处

死!"伍奢说"老大伍尚心地仁慈，听到我的召唤将会到来。

老二伍员性情刚毅，能成大事，他看到来了不会有好结果，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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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不会来的。"楚王不信他的话，便派人以伍奢的名义去召

他的两个儿子。

平王派出的使者找到伍尚和伍员后，便对他们说"你们

跟我回去，便可以放了你们的父亲。否则，你们的父亲就难逃

活命了。"听了使者的话，伍尚打算眼使者回去。伍员说"楚

王召我兄弟，并不是真想给父亲以生路，而是怕不能斩草除

根，留下后患，因此以父命诈召我二人。我二人一回去，必定

与父俱死无疑，对挽救父亲的生命不起任何作用。所以我们如

果回去，就正中他们的圈套，以后就没有人能为父亲报仇了。

现在我们不如逃奔到别国去，将来好借别国的力量报仇，切不

可走共同灭亡之路!"伍尚说"我知道，就是回去了也不能保

全父命。但只恨他们以保全父命的名义召我，我不昕召，就是

不孝。将来一旦父亲被害，仇也不可不报。所以我决定回去与

父同死，你可以留下来，将来好为父报仇。现在你赶快逃走

吧!让我们用不同的方式尽孝道。"于是伍尚眼使者回去了。

伍奢见伍员没有来，感叹道..楚国的君臣恐怕将要吃不成安

稳饭了!"楚王果然把伍奢和伍尚一起杀害了。

因为太子建逃奔在宋国，所以伍员也逃到了宋国。但因正

赶上宋国内乱，伍员和太子建又从宋国逃到郑国。郑国本来待

他们二人很好，可是由于太子建受到了晋国的唆使利诱，答应

给晋国做内应，帮助晋国夺取郑国。郑国恼火了，一怒之下，

便把太子建抓起来杀了。伍员恐慌了，便带着太子建的儿子胜

连夜逃出了郑国。

伍子青决定逃往吴国。当他到达吴、楚交界的昭关(在今

安徽含山县北)时，看到楚国的士兵盘查甚严，关门口还挂着

伍子青的画像，过往行人都要与画像对照一番，确认不是伍子

青以后才放行。伍子青报仇心切，当时又没有其他退路，所以

陆入了极度的忧愤之中。他在旅舍一夜不能入睡，一头黑发居

然在一夜之间全变成白色。于是，后人便流传着一句俗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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