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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探们的必备法宝：
独到计策和蛛丝马迹

【人物简介】
黄霸，西汉宣帝时大臣。生活于汉武

帝、汉昭帝和汉宣帝时代。因为通晓文

法、明察秋毫、为官清廉、文治有方，性情

又温良懂得谦让，为政外宽内明，力劝耕

桑，推行教化，治为当时第一。后世将他

与龚遂作为“循吏”的代表，称为“龚黄”。

“循，顺也，上顺公法，下顺人情也。”

【断案成就】
黄霸断案却崇尚仁政，反对酷刑;对

疑案坚持从轻处理;主张对犯罪实行外宽
内明，教化为先，把重点放在防患于未然
上。

黄霸为治理天下，多次颁发刑律均告
之于民，达到家喻户晓，使犯罪率大大降
低。常派官员微服私访，并亲自以平民身
份，深入民间，了解官吏情况，关心百姓疾
苦。

【断案故事】
前汉时期，颖川郡有一家富户，兄弟

俩在一起生活，他们的媳妇都怀孕了。兄
长的媳妇生了个死胎，但是一直隐瞒着不
告诉别人。弟弟的媳妇生了个男孩，兄长
媳妇便生了恶念，将孩子强夺过来并声称
是自己所生。双方各执一词，一直论争了
3年都未能断决。

颖川太守黄霸听闻此事后，派人把孩
子抱到法庭中间，命令她们妯娌俩上去争
夺，表示谁能把孩子抢过去，便将孩子判
给谁。兄长媳妇争夺时用力很猛，一副不
管不顾的样子;反观弟弟媳妇，既想把孩
子争回来，又恐怕会伤着孩子而不敢使劲
儿用力，表情极为悲伤。看到这里，黄霸
顿时明白了其中缘由，斥责兄长媳妇说：

“你只想得到儿子，怎么会顾虑到用力争
夺会使孩子受到伤害呢?孩子是谁所生，
这件事已经非常明白了。”随即把孩子归
还给了弟弟媳妇，兄长媳妇只得认罪。

黄霸

【人物简介】
况钟小时候家庭贫困，7岁丧母，从小聪颖

好学，秉心方直，律己清严，习知礼仪，处事明

敏。宣德五年出任苏州知府。况钟治苏 9 年

任满，例应上调朝廷，而苏州府士民张翰等一

万三千人联名向直隶巡抚按察使张文昌上书，

恳请转奏朝廷，乞求况钟连任。

明英宗朱祁镇准奏。

况钟卒于苏州任所，享年60岁。他死后，

1 府 7 县都建况公祠，百姓家中均立况钟牌位

祭祀。

【断案成就】
苏州是一个繁华富庶的地方，是江南巡抚

的治所。况钟到任后，经过一个多月的调查，
当众处死了六个贪污不法的胥吏。又对苏州
府管辖下的官吏进行考核，并注意清理冤狱，
为民伸冤。

苏州府管辖七个县，他排了一个日程表，
每天勘问一个县的案件，周而复始，从不间
断。况钟一个县一个县地轮流审问案件，不到
一年，就清理了1500多件案子。

【断案故事】
大明宣德年间，况钟来吴江县调查案件。

到吴江县便发现这里县衙和当地的鸿泰客栈
发生许多离奇的事件。况钟在居住鸿泰客栈
的时候，屡次被刺客行刺。根据刺客所遗留的
线索顺藤摸瓜，悬疑贯穿，最终发现一个不为
人知的故事。

有一位臭名昭著的县令，成天只顾着鱼肉
百姓，冷落了自己的夫人莫遇春，这位夫人忍受
不了寂寞，终于红杏出墙，与一位商人相好。没
有不透风的墙，终于一日被县令发现了。在危
急的时刻，夫人出手相救，帮助商人逃到吴江
县，拿着贪官的一笔赃款开了一个客栈。

谁想到没过几年，县令被降职，调到吴江
县。此时，这夫人再次与情人相遇，于是密谋
除掉县令。夫人为了保全自己的身份能继续
搜刮民脂，于是就想出了一招“偷梁换柱”。可
是到哪里去找和县令如此相似的人呢?

正在二人一筹莫展之时。天降奇福，发现
一穷书生常住自己客栈。一打听，这穷书生是
外地人士，多年参加科举考试从未考中，虽然书
生家境贫寒，但自幼志向远大，立志为官，为百
姓谋福，此人长相与知县极其相似。二人大喜，
于是密谋决定找此书生顶替县令。

后来，况钟查明了真相后，假的知县本意
善良得到了圣上开恩，既往不咎，考取功名。

况钟：顺藤摸瓜断假冒知县案

况钟

【人物简介】
赵广汉，生活的年代大致在汉昭帝后期及汉宣帝前期(公

元前73年前后)。年轻时做过郡吏、州从事，以廉洁和礼贤下

士出名。他的一些办案和惩恶计策独到而有效，深得百姓赞

颂。赵广汉身为京兆尹，清正廉明，威制豪强，由此得罪了皇

亲贵戚。后来，赵广汉又因办案得罪了当朝丞相和司直，他们

罗织罪名，诬陷赵广汉，最终使得赵广汉惨遭腰斩。

【断案成就】
发明了中国最早的举报箱。为了有效地抑强惩恶，

为民除害，赵广汉受“存钱罐”的启发，他令手下人制成瓦
质的“缿筒”，奖赏告密。“缿”筒，类似古代储钱或接受告
密信件的器具，形状如瓶，有小孔，口很小，投放简牍，可
入而不可出，谓之“受吏民投书”，这种“缿筒”，可以说是
中国最早的举报箱。

巧用“离间”法瓦解强豪。赵广汉奖励一些可利用之
人，让他们接受自己的指令举告不法，在收到告发信以
后，一经核实，便依法治罪。赵广汉还故意泄漏一些揭发
材料，同时故意隐去揭发者的姓名，一旦有人投书揭发，
就削去揭发者的名字，而假装成某一豪强大族子弟所写，
让大族间互相猜疑埋怨，相互告发，以引发他们的内讧。

【断案故事】
有一次京城发生了一起绑架案：有两个劫贼了解到

宫中侍卫苏回很有钱，便在半路将他劫持，接着向他的家
人敲诈勒索。

接到报案，赵广汉从蛛丝马迹中寻找线索，最后找到
了劫贼的住处，马上带着官兵赶去。他想到硬冲进去抓
人可能使人质受伤，为了稳住罪犯，赵广汉自己在庭院站
下，叫长安丞龚奢敲门通告。龚奢敲门后对里面的劫贼
说：“里面的人听着，京兆尹赵君要我传话，劝你们千万不
要杀害人质。他是皇帝的侍卫，杀了他，你们也完了。如
果你们现在自首，将得到良好的待遇，万一有幸碰到大赦
的机会，说不定还可以获得宽大!”两个劫贼素闻赵广汉
威名，想想也没其他出路，知道无法逃脱，被迫放了人质，
开门叩头请罪。赵广汉也有礼貌地说：“幸好你们让人质
活了下来。”他们被关进监狱后，赵广汉实现诺言，叫看守
好好对待他们，并送酒肉给他们吃。

【人物简介】
莱国忠愍公寇准，北宋政治家、诗人。其政治才能深

受宋太宗赏识。为人刚直，因多次直谏，渐被皇帝重用。

后因参与宫廷权力斗争，被丁谓等人排挤。贬至雷州(今

广东海康)、衡州(今衡阳)。

【断案成就】
任知县期间，对属下衙役要求严格，不准他们横行乡

里，搜刮民财，鱼肉百姓，严格按照朝廷的明文规定征收赋
税和徭役。为了防止属下不法之徒巧立名目，额外增收，
以饱私囊，他令人把县中应当纳税、服役者的姓名、住址等
项，写在纸上，张贴在城门中，公布于众。老百姓见寇准执
法公正，为政清廉，体察民情，爱民如子，都深受感动。凡
是应该缴纳赋税者，无不如数按时送交，从不拖延时日。

【断案故事】
一日，寇准像往常一样正在县衙处理公务。忽然，有

两个人拉拉扯扯、争吵不休地来到大堂告状，其中一人的
手里还拿着一个袋子，里面盛着铜钱。原来，是一个卖羊
肉的与砍柴的都说钱是自己的。

寇准沉思了一会，然后对一个衙役说：“去拿个盆来，
里面要盛满清水”。又对另一个衙役说：“你去找个火炉
子来”。两个衙役马上出去奉命办事。片刻功夫，他们就
把火炉和盛满清水的一个盆弄到了大堂上。这时只听寇
准命令两个衙役：“把钱袋子里的两千铜钱全部放水中，
把水盆放到火炉上”。

不一会儿，盆里的水冒出了热气。寇准起身离坐到
水盆边看了看，只见盆里的水上浮着一层厚厚的油花，一
股羊膻味也从盆里散发出来。钱属于卖羊肉的人。砍柴
人受到了应有的惩罚，两千铜钱分文不少地归卖肉人。

寇准机智断案的名声也越传越远了。

赵广汉：对劫贼同样信守诺言

寇准：用水盆和火炉智判铜钱案

黄霸：争儿案中巧辨细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