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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探“夏洛克”的中国故事

星报邀三十位读者看大戏

“皖乾杯”少儿书画展亮相

宋慈：
以多年亲检的经验写成法医专著

【人物简介】
宋慈，中国古代法医学家。出生在一个朝

廷官吏家庭，少年受业于同邑吴稚门下，吴稚是

朱熹的弟子，因此，宋慈有机会与当时有名的学

者交往。一生二十余年的官宦生涯中，先后担

任四次高级刑法官，后来进直宝谟阁奉使四路，

也是“皆司臬事”。

【断案成就】
中外法医界普遍认为正是宋慈于公元1235

年开创了“法医鉴定学”，因此宋慈被尊为世界
法医学鼻祖。宋慈所著《洗冤集录》是世界上最
早的法医专著。

【断案故事】
在宋慈的书中，记载的是他多年的断案经验。
一位男子被人杀死，浑身有伤十余处，都是

镰刀斫伤。检官发现财物无损、衣物俱在，断定
这是一桩仇杀案。经过调查探访，检官锁定了
嫌疑犯。他让附近居民交出家中所有的镰刀，
分别排列地上，总共有七八十张镰刀。当时正
值盛夏，苍蝇聚集在其中一把镰刀上，停留不
去，检官揪出了这把镰刀的主人。检官说，苍蝇
嗜血，这把镰刀杀人后血腥气仍在，导致苍蝇聚
集，而其他镰刀则无此状况，可以推断这把镰刀
的主人曾经杀人的事实。在证据面前，杀人者
低头认罪。

袁可立：救无辜渔民免遭屠戮

【人物简介】
袁可立历万历、泰昌、天启、崇祯四帝，为

“四朝元老”之臣，诰“五世恩荣”之赏。

【断案成就】
无论皇亲国戚，还是朝中重臣，凡有贪纵不

法，袁可立一并弹劾论处。并亲自审理有重大影
响的疑难刑民案件，理雪伸冤，惩治奸吏无数。

【断案故事】
一次，袁可立奉命巡海琉球，一个李姓千总

邀袁可立共饮，席间出赠三把倭寇“武士刀”，袁
可立谢绝了。

过了几天，海上传来战报，说军队打了胜
仗，击毙倭寇数百，擒获20名俘虏和大量物资及
船舰。但在审验时却没有战俘的口供，也没有
证据，案件一筹莫展，但急于报功的军方要求草
草结案将犯人处死。巡按感到棘手，交给推官
袁可立查办。

袁可立接手时，有两人已毙死杖下，另外的
十八人也被以毒药致哑，即便不哑也因为语言
不通而无法辩冤。袁可立据理力争，上奏朝廷
将人犯缓死暂系狱中。袁可立仔细地查验了所
有缴获的物品，惊讶地发现自己曾经见过的三
把“倭刀”竟然也在其中，又被当作“战利品”上
报。顿觉案件大有蹊跷，马上找来李姓千总对
质，但千总死不承认诬良为盗，并一不做二不休
一口咬定说就是在海上俘获的倭寇。

不久，琉球贡使来中国，胸有成竹的袁可立
请他们过来指认，贡使辨认出这些全都是琉球良
民，是一次在海上运输粮食时因风失舵而漂流海
上才不幸被官兵捕来冒充倭寇的。后来这十八
个琉球国民被无罪释放回到家中。为感谢袁可
立救命之恩，在琉球建庙塑像奉祀，敬若神明。

翘首以待的剧粉终于盼到了《神探夏洛克》回归的消息，其圣诞特辑将于2016年元旦播出。从特辑的正式片
名——《可恶的新娘》剧照中，夏洛克和华生老派的绅士装扮，会把观众带回到100多年前的维多利亚时代。

其实，在中国古代，断案奇才们真是太多了，这些文官们读的是四书五经，参加的是科举考试，没有受过任何
刑侦教育，却人人都是狄仁杰。

狄仁杰之所以被塑造成中国古代的福尔摩斯，完全得益于《狄公案》这样的小说。正史上的他，是以治理国家留名。
无论如何，古代的这些神探们，个个都善于从不起眼的细节处分析，成为断案高手。比如智断无数奇案的安

徽人包拯、西汉宣帝时的大臣黄霸、明朝经常为民伸冤的况钟等等。
他们的故事，绝对比夏洛克的精彩。

【人物简介】
包拯，庐州合肥（今安徽合肥肥东）人，北宋名

臣。廉洁公正、立朝刚毅，不附权贵，铁面无私，且

英明决断，敢于替百姓申不平，故有“包青天”及“包

公”之名，京师有“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之语。

【断案成就】
自幼聪颖，勤学好问，尤喜推理断案，他努力学

习律法刑理知识，为长大以后断案如神，为民伸冤，
打下了深厚的知识基础。后世将他奉为神明崇拜，
认为他是文曲星转世，由于民间传其黑面形象，亦
被称为“包青天”、“包黑炭”。

【断案故事】
包拯在定远县任县令时，常常微服私访。
一天，包拯带着衙吏经过某山岗时，发现草丛

里躺着一具男尸，面目难辨，背上压着块大青石板，
肩上还搭着只马褡裢子，内有木制“宋记”印戳——
原来是个收卖粗大布的，查问地保，知本地没有姓
宋的贩布商人。

第二天，包拯贴出布告，说要在大堂上审石
板。堂中央，铁面无私的包拯喝道：“大胆石板，竟
敢谋财害命，目无国法，给我狠打四十大板！”差役
扬起板子，狠狠向石板打去，“噼噼啪啪”震得差役
虎口疼痛。大家见状，都忍不住笑出声来。包拯斥
责道：“本县断案，大堂上理应肃静，你们竟敢喧哗
公堂，该当何罪？”

众人见包拯发怒，一齐跪下，口称“知罪”。包
拯说：“那好，你们讲，愿打还是愿罚？愿打，每人打
四十大板；愿罚，每人举保画押，限定三日，交上三
尺大布。违者严惩！”大家愿罚。心想：“包大人真
有意思，找不到凶犯，让众人来献一条孝布。”

三天之内，近街远集的粗大布一购而空。包拯的
手下一边收布，一边核对布头上的印记，竟发现不少
人交上的粗大布上有“宋记”印戳，与死者的印戳丝毫
不差。经查问知是某布庄的。当下把某布庄老板抓
来。老板一见死者的印戳，面如土灰，只得供认：死者
宋某从外地收购粗大布，盖上印戳后寄存在他那里。
他谋财害命，但匆忙之中忘了毁掉马褡裢子。

【人物简介】
徐有功是国子监博士徐文远的孙子，是唐代最

著名的专司审案的官吏。长期在司法任上，是唐武

则天时期与酷吏斗争的一面旗帜，也是历史上罕见

的一位以死守法、执正的法官。平反成百上千冤

案，救活人命多达万人以上而名留青史。

【断案成就】
在蒲州任司法参军期间，徐有功3年任满，竟没

有一次在审判案犯时用了杖罚的。因而“徐无杖”
之名也就越传越响，传到了京城长安。

永昌元年唐高宗去世，武则天以皇后身份临朝
执政，当时，酷吏恣横，构陷无辜，严刑峻法，独徐有
功犯颜护法。由于徐有功前后执正大案六七百件，
救活人命数以万计，因而难免得罪酷吏、奸臣，频遭
弹劾、推审，但最终皆因找不出他贪赃或徇私枉法
的证据，使他三次被控死罪，三次被赦，两次被罢官
又两次复出。

【断案故事】
润州刺史窦孝谌妻子庞氏被家奴诬告，武后命

薛季昶审讯。薛歪曲事实，庞氏即当问斩。徐有功
据理力争，说明庞氏冤枉。薛季昶反回来诬陷徐有
功与逆党合谋，罪当处死。

当时徐有功还在处理公务，令史哭着把消息告诉
了他。徐有功听后，慢慢起身，安步回府。武后看到
薛秀昶的奏章，召有功诘问道：“近来你断案为什么多
有失误?”徐有功回答说：“失误，是我的小错；好生，是
陛下的大德。我正是按陛下的好生之德办事啊!”武
后听了，默然不语。庞氏终于免去死刑，而有功也为
此被削职为民。为民请命，不惜身家性命，作为法官，
这种高尚的精神实在难能可贵!

后徐有功又被起用作司徒少卿，与皇甫文备共
同审案。文备曾诬陷有功犯有非法释放逆党罪，可
是后来文备自己犯罪入狱时，徐有功却以实办案，
拯救了他。有人问徐有功：“过去他曾陷你于死地，
今天你却救活了他，这是为什么呢？”徐有功回答
说：“你所说的是私怨，我所要遵守的是公法。我不
能因私害公啊!”

包拯：大堂之上审石板 徐有功：以实办案救诬陷自己之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