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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人但知过怒过哀足以害性，而不知过

喜过乐亦足以伤生。 ——《退庵随笔》”
健康快乐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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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百年间，包公审案的故事被编入杂剧、南戏、话
本、评书、小说、清京剧，以及众多地方戏中；近代以来，
“包公案”还被多次改编成影视剧。无数中国人都通过
“包公戏”了解古代的司法制度与司法文化；一些学者也
以“包公戏”为样本，煞有介事地分析传统的“人治司法
模式”，反思“中国传统司法迟迟不能走向近代化的重要
原因”。

然而，“包公戏”的故事几乎都是草野文人编造出来
的，他们在舞台上重建的宋朝司法情景，完全不符合宋
代的司法制度。如果以为“包公戏”展现的就是宋代的
司法过程，那就要闹出“错把冯京当马凉”的笑话了。现
在我们有必要来澄清被“包公戏”遮蔽的宋朝司法传统。

□据《同舟共进》

2016《中国好声音》合肥电视海选总决赛5月28日
晚在安徽南翔汽车智慧新城激情开唱，经过二个月的
初赛、复赛、半决赛的一路“厮杀”，最终，有16名选手成
功脱颖而出，获得进入总决赛的资格。高手对决，拼的
就是心跳，选手们各显身手、激情竞唱，演绎了一场酣
畅淋漓的听觉盛宴，唱响合肥赛区梦想最强音。

本次赛事由灿星制作、合肥广播电视台、远闻传媒
主办，垄上行传媒承办，安徽南翔汽车智慧新城全程冠
名，本次赛事共吸引了来自省内外的1000多名音乐爱
好者参与，场场火爆，在合肥掀起了一场好声音狂潮！

本次大赛采用两轮晋级制，第一轮先声夺人，16名
选手按抽签顺序依次演唱，4位评委老师各选出三名选

手晋级到第二轮比赛；第二轮比赛巅峰对战，进入到第
二轮的12名选手重新抽签，演唱完毕后，根据得分评选
出“十强选手”并评出冠军、亚军、季军，他们将代表合
肥赛区参加全省总决赛的比拼。梦想的战场注定是残
酷的，只有实力和表现最为出色的选手才能成为赢
者。但无论最终是否能够留在中国好声音的舞台上，
热爱音乐的梦想永不止步！这个夏天，中国好声音，为
梦想而战，为音乐而战！

2016《中国好声音》合肥电视海选总决赛打响

包青天没有尚方宝剑狗头铡：

被“包公戏”扭曲的宋朝司法制度

尚方宝剑三口铡刀丹书铁券
就如《封神榜》中的各路神仙登场必亮出

法宝，“包公案”的包青天也携带着皇帝御赐、
代表最高权力的各类道具：尚方宝剑、三口铡
刀、丹书铁券。包青天成了有史以来最厉害的
法官，遇佛杀佛，遇鬼杀鬼。

然而，如此富有戏剧性的权力道具对决的
情节，绝不可能出现在宋朝的司法过程中。因
为宋代并没有向大臣御赐尚方宝剑、赋予其专
杀大权的制度，要到明代万历年间，才出现了
尚方宝剑之制，皇帝才赋予持剑人“如朕亲临”

“先斩后奏”的超级权力。包公的三口铡刀更
是民间文人幻想出来的刑具，历代都未见将铡
刀列为行刑工具，很可能是入元之后，民间文
人从蒙古人用于铡草的铡刀获得灵感，才想到
了给包公打造一副铜铡的情节。

至于所谓的“免死金牌”，尽管北宋初与
南宋初在战时状态下，宋朝皇帝为安抚地方
军阀，曾赐李重进、苗傅、刘正彦等将领丹书
铁券，但赐丹书铁券并非宋朝常制，而且随李
重进、苗傅、刘正彦叛变事败，自焚、被诛，铁
券已被销毁，铁券之制遂不复存。因此，在宋
朝司法过程中，不可能出现丹书铁券对抗尚
方宝剑的戏剧性情景。到明朝时，丹书铁券
才成为常制。

我们看“包公戏”或“包公案”小说，还会发现一个

细节：人们到开封府诉讼，不管是大案小案，还是刑事

民事，都由老包一个人审理，仿佛偌大一个开封府，只

有包青天一个法官，顶多有一个公孙策在幕后赞襄。

但实际上，北宋开封府设置有庞大的司法机构，其

中的判官、推官、司录参、左右军巡使、军巡判官、左右

厢公事干当官，都负有司法之职能，其主要职权便是审

理刑事案与民事诉讼。百姓到开封府告状，通常是左

右军巡院受理，开封知府不过是统率一府之公事而

已。如果每桩案子都要包公亲审，以宋代的健讼之风，

且“开封为省府，事最繁剧”，老包得像孙悟空那样有分

身之术才行。

这其实是宋代司法专业化的体现：国家建立了一

个专业、专职的司法官队伍来处理司法。不独作为国

都的开封府如此，其他的州郡一般也都设有三个法院：

当置司、州院与司理院。有些大州的州院、司理院又分

设左右院，即有五个法院。

而且，宋朝的司法官在获得任命之前，必须通过司

法考试。考试的分数必须达到 8 分（不知总分是不是

10 分），且对重罪案例的判决没有出现失误，才算合

格。必须承认，这个司法考试的制度已经非常严密、详

备了。

包公包办了所有诉讼案？

“包公戏”中的包拯，集侦查、控诉、审判、执行四权

于一身，一桩案子，明察秋毫的包公往往当庭就问个清

楚，然后大喝一声“堂下听判”，义正词严地宣判后，又

大喝一声“虎头铡侍候”，就将罪犯斩首了。

问题是，“包公戏”展现的完全不是宋代的司法制

度，因为宋朝司法特别强调“分权与制衡”。首先，侦查

与审讯的权力是分立的，宋代的缉捕、刑侦机构为隶属

于州、路衙门的巡检司，以及隶属于县衙门的县尉司，

合称“巡尉”，相当于今天的警察局，其职责是缉拿、追

捕犯罪嫌疑人，搜集犯罪证据、主持司法检验等，但按

照宋朝的司法制度，他们不可以参与推勘，更不能够给

嫌犯定罪。

案子进入州府的庭审程序后，先由一名法官审查

事实，叫做“推勘”。这位推勘官将根据证人证言、证

物、法医检验、嫌犯供词，将犯罪事实审讯清楚，能够排

除合理怀疑。至于犯人触犯的是什么法，依法该判什

么刑，他是不用管的。被告人画押之后，便没有推勘官

什么事了。但如果审讯出错，则由他负责。

这一道程序走完，进入第二道程序。由另一位不

需要避嫌的法官，向被告人复核案情，询问被告人供词

是否属实、有没有冤情。这道程序叫做“录问”。如果

被告人喊冤，前面的庭审程序推倒重来，必须更换法庭

重新审讯。这叫做“翻异别勘”。如果被告人未喊冤，

那进入下一道程序。

案子的卷宗移交给另外一位独立的法官，这名法

官将核查卷宗是否有疑点，如发现疑点，退回重审；如

没有疑点，则由他根据卷宗记录的犯罪事实，检出嫌犯

触犯的法律条文。这叫做“检法”。推勘与检法不可为

同一名法官，这就是宋代特有的“鞫谳分司”制度。宋

人相信，“鞫谳分司”可以形成权力制衡，防范权力滥

用，“狱司推鞫，法司检断，各有司存，所以防奸也”。

检法之后，将案子移交给一个判决委员会。判决

委员会负责起草判决书，交委员会全体法官讨论。若

对判决没有异议，则集体签署，将来若发现错案，所有

署名的法官均追究责任。这叫做“同职犯公坐”。对判

决持异议的法官，可以拒不签字，或者附上自己的不同

意见，这叫做“议状”，日后若证实判决确实出错了，“议

状”的法官可免于问责。

判决书必须获得全体法官签署，才可以进入下一道

程序：送法院的首席法官（即知府、知州）做正式定判。

首席法官定判后，还需要对被告人宣读判词，询问是否

服判。这时被告人若称不服判，有冤要伸，那么将自动

启动“翻异别勘”的程序——原审法官一概回避，由上级

法院组织新的法庭复审，将前面的所有程序再走一遍。

原则上刑案被告人有三次“翻异别勘”的机会。

如果被告人在听判之后，表示服法，那么整个案子

告一段落，呈报中央派驻各地的巡回法院（提刑司）复

核。巡回法院若发现疑点，案子复审。若未发现疑点，

便可以执行判决了。但如果是死刑判决，且案情有疑，

则必须奏报中央法司复审。

宋代刑事司法程序之繁复、严密，堪称历代之冠，

即使在今日看来，也会觉得过于“繁琐”。包拯要是像

“包公戏”表演的那么断案，毫无疑问，属于严重违反司

法程序，早就被台谏官弹劾下台了。

宋代司法重不重程序？

后人还创造了一个大义灭亲、不近人情的包公故
事。然而，所谓的包公铡侄案绝不可能发生在宋朝。

即便包拯确有侄子犯罪，也轮不到包拯来大义灭
亲。因为宋代司法特别讲求亲嫌回避，在司法审判的
各个环节，都设置了非常严格而周密的回避制。

宋朝法院如果受理了一起诉讼案，在开庭前要做
的第一件事，就是核定回避的法官。所有跟诉讼的原
告或被告有亲戚、师生、上下级、仇怨关系，或者曾经有
过荐举关系者，都必须自行申报回避。如果有回避责
任的法官不申报呢？许人检举、控告。如果包拯的侄
儿因为贪赃枉法而被告上法院，那包拯首先就得提出
回避，绝不可能亲自审讯此案。

不但与诉讼人有亲嫌关系的法官需要回避，在一
起案子的审判过程中，负责推勘、录问、检法的三个法
官，也不能有亲嫌关系，否则也必须回避。而且，法律
还严禁推勘官、录问官与检法官在结案之前会面、商讨
案情，否则“各杖八十”。

如果是复审的案子，复审法官若与原审法官有亲
嫌关系，也需要回避；对隐瞒回避义务的法官，处罚非
常严厉。甚至上下级法官之间也要回避——即有亲嫌
关系的法官不能成为上下级。

这样的司法回避制度，可以说已经严密得无以复
加了。那些批判传统司法制度欠缺程序正义的人，显
然是将戏说误当成历史了。

大义灭亲与司法回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