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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有关“情理法”的问题，不但是我们古圣先贤论述的核心问题之一，也是当今法史学界探讨的重
要理论问题之一。
我们权且不管古圣先贤的论述，也暂时不从理论上去阐述，仅从字义上看：　　所谓的“情”，在《
汉语大词典》罗列有16种意思：　　1.感情；2.本性；3.情欲，性欲；4.爱情；5.意愿，欲望；6.私情，
人情；7.民心，舆论；8.情趣，兴致；9.思想，精神；10.道理，情理；11.实情，情况；12.形态，情态
，姿态；13.诚，真实；14.拿，要；15.尽情，尽管；16.方言中的等待之意。
　　从古代立法的角度来讲，所要关注的“情”则要照顾到上述2、7、9、10、11、12项所包涵的内容
，其中最重要的是第2项，因为最早的字义解释是“人之阴气有欲者”，“董仲舒日：情者，人之欲
也；人欲之谓情。
情非制度不节。
礼记日：何谓人情？
喜怒哀惧爱恶欲。
七者不学而能。
左传日：民有好恶喜怒哀乐，生于六气。
孝经援神契日：性生于阳以理执，情生于阴以系念”。
(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心部》)按照这种说法，“情”是强调伦理与情感的，基于人的本性，但又
不是个人的本性，应该包括民心、舆论、思想、精神、道理、实情、形态等多方面的意思，所以在立
法方面要求是顺乎“民”而应乎“天”的，符合大多数人们的意愿，要“君子以遏恶扬善，顺天休命
”(《易·大有第十四》)。
有学者也认为：情，“是一般人认为的自然感觉、想法和习惯，或是应该尽量使良好的人际关系得以
维持或恢复的概念。
”(寺田浩明：《日本的清代司法制度研究与对“法”的理解》，载王亚新、梁治平编译：《明清时期
的民事审判与民间契约》，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这是基于立法不能违背民心、违反人情，不能失去法
利于大多数人的根本原则而得出的基本看法。
　　所谓的“理”，在《汉语大词典》罗列有22种意思：　　1.治玉，雕琢；2.治理，整理；3.治理的
好，秩序安定：4.医治；5.物质组织的纹路；6.本性；7.道理，事理；8.忠恕；9.容止或行动；10.名分
；11.法纪，法律；12.治理狱讼的官；13.掌刑狱的官署；14.使者，媒人；15.申诉，辩白；16.顺；17.辨
别，理解；18.理睬，多用于否定；19.温习，重提；20.奏起(音乐)；21.通“里面”；22.姓氏。
　　“理”是介于立法与司法之间的，其重要性则不仅要求在立法方面去“顺乎天而应乎人”，还要
求在天人之间寻找一种平衡，是所谓“天理人情，两全无失”。
清代文字学家段玉裁认为，“理也者，情之不爽失也，未有情不得理得者也。
天理云者，言乎自然之分理也。
自然之分理，以我之情絮人之情，而无不得其平是也。
”(段玉裁：《说文解字注·玉部》)唐人颜师古则认为：“理，法也，言以法律处正其罪。
”(《汉书》卷6《武帝纪》师古日)所以日本的中国法律史学者滋贺秀三认为是指“欠债还钱”或“父
在子不得自专”等旧中国文明中不成文却为人们所广泛承认的种种原理原则，是一种强调相互公平的
原则。
这种原则与“情”相结合，就能够理解为是社会生活中健全的价值判断，有一种“平衡的感觉”(滋贺
秀三：《清代中国偺朄偲裁判》，东京创文社1984年版)，是理与情、与法都有关联。
既然“理”连接着立法与司法，其在“情”与“法”之间的作用就不能忽视。
于立法而言，“理”既要照顾到自然的分理，又要关注大多数人之“情”，同时还必须关注司法，在
司法过程中不要偏离天理人情。
是所谓立法之意在“息讼端即以安民也”，以维护社会秩序，不逆天理，不违背民情，为“理”之大
者；司法之时要“发奸摘伏”，要取得“革薄还淳，以端人心，以励风俗”(《光绪大清会典事例》
卷818《刑律·诉讼》)的效果，是顺天理以正民情的移风易俗，为“理”所用之大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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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谓的“法”，在《汉语大词典》罗列有18种意思：　　1.刑法，亦泛指法律；2.依法惩处；3.规
章，制度；4.标准，模式；5.常规，常理；6.仿效，效法；7.方法，作法；8.古代对天子御用设备的专
称；9.法术；10.相术家指人的面相、手相、骨相等；11.我国战国时期的学派名；12.指历法；13.指法
酒(进酒礼)；14.通废；15.古代数学术语；16.助词，用于陈述句、疑问句和感叹句；17.佛教语；18.姓
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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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翻阅明清的《经世文编》，检索诸家奏议和笔记，查看各位皇帝的谕旨朱才比，披览卷帙浩瀚的
实录、会典、则例，可以看到司法不公、非法滥刑的问题好像一道幽灵，断续盘旋于公文私牍之间。
道学之徒或愤然而斥之、经世之士或蹙然而忧之，学者文人或慨然而论之。
但也有许多人，尤其是权力拥有者，不但不去积极解决问题，反而是熟视无睹。
统治者的治标不治本，仅出于政治策略的需要，时而从严，时而从宽，缺乏明确的标准，不但破坏了
传统社会秩序，而且戕害了道德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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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柏桦，男，北京市人，1953年生。
法学硕士、历史学博士、文学博士(日本)。
现任南开大学法学院及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双聘教授、博士生导师。
主要专业：中国政治制度史、中国法律制度史。
主要著作有《中国帝王宫——宫省制度与中国古代政治》、《三国志官名集释》、《三十六计全书》(
合著)、《天子·帝宫·政道——中国古代宫省智道透析》、《中国官制史》(合著)、《明代州县政治
体制研究》、《明清州县官群体》、《中国政治制度史(第2版)》(合著)、《中国政治制度史教学参考
资料》、《中国古代刑罚政治观》等。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柏桦谈明清奇案>>

书籍目录

前言：天理国法人情1.立毙杖下——洞房绑架为楔子2.杖下生命——豆腐打出财无限3.青大问案——漫
说青天分皂白4.能吏断狱——把酒夜审老瓜贼5.酷吏枉法——官官相为依亲属6.贪官坏法——人纵可欺
天亦怒7.昏官滥法——大官告示通衢张8.循吏败法——貌似清明实坏法9.疑难杂案——但向前途问迟
速10.巧断疑案——古代几多奸弊事11.冤狱难平——冤成一字案终疑12.草菅人命——亦与贪人记败
类13.智断伪情——破伪并非圣贤书14.巧宦循情——强中更有强中手15.菜市问斩——凡杀人者踣诸
市16.京师混杂——有虎有虎当道立17.讳盗为窃——县官养捕如养虎18.盗贼开花——花钱消灾洗贼
名19.动之以情——不是思君是恨君20.巧辨僧奸——谅难三宥全开网21.壬寅宫变——十六宫女英名
在22.情不及亲——人间有情法无情23.法外开恩——知易行难法何循24.夫尊妻卑——一丘黄土百年
心25.惩贪纵贪——好官不过多得钱26.盗案无盗——事权在手令便行27.乡愚惑众——一人倡首百人
从28.姑息养奸——七大恨与天朝法29.混一天下——多尔衮功罪转换后记：不与古人论短长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柏桦谈明清奇案>>

章节摘录

　　有关“情理法”的看法，以及“情理法”的运用，在明清司法审判中可以找出许多鲜活的例证。
当时有人认为：“古人立法，止在于生人而不在于杀人。
”所以要求司法官“问拟重案，当思此案何处有可轻之情，所犯何人有可生之路，有可宽之罪，于律
例有何条可引，恰与之相合，求全案之可轻而不可得，则于所犯之人而求之，于所犯之人求其可生可
宽，而又不得则于律例中求其可相援引者，而委屈以合之。
总之，念念以生人宽人为要，不厌烦琐周详”。
这是因为“古人制律之心原存恺恻，盖因所犯之罪虽一，而所犯之情不一，故又原其情”。
所以“今人用律之心，与古人制律之心，本无殊异，是贵原其情而分别之矣”。
不过，原情是有一定原则的，“事有关于纲常名教，或强盗叛逆，为法之所不容贷者”，是不能原情
的，“彼虽遭显殛，于我无可憾也”。
如果是“贫难小民，为饥寒所迫；无知乡愚，为匪类所引；计所得之赃，衣不过数件，银不过数两，
而遽令耕颈就戮，不亦惨乎？
”所以要求司法官必须认理，“我认理既真，比拟确当”，就应该没有什么冤狱了，人心也就顺服了
。
(黄六鸿：《福惠全书·刑名部·问拟余论》)当然，这仅仅是个人的见解，在现实中如何应用，则会
是因人而异。
这正是：　　事方掣肘科条缚，人尚吹毛翻复寻。
佛法依来都饿死，有　　司读律莫教深。
(清·袁守定：《有司》)　　什么是有司呢？
这是古代设官分职，各有专司，本诗内的有司则泛指道府州县等“亲民之官”，他们既是行政官，又
是司法官。
作为司法官，他们要认理、原情，还不能违反国法。
任何一级司法官都是处在上下左右包围的复杂政治环境之中，不但要求司法官具有应付上下左右的能
力，而且需要他们使出浑身解数以对付各种难以预料的问题，容不得有半点疏忽和松懈。
因此，对上阿谀奉承、谄媚邀宠，对左右寒暄恭维、各怀各计，对下恩威并施、沽名钓誉等各种权术
，就成为各级司法官得以安位的重要条件。
而戒备防范、排挤倾轧、阴谋毒计、尔虞我诈等手段也成为各级司法官得以进取的必要措施。
以此之故，人性的善良博爱，人心的光明磊落，人际关系的互敬互爱，有时能在各级司法官身上体现
出来；然而，人性软弱怕事，人心的谨小慎微，人际关系的冷漠无情，也常常能在各级司法官身上表
现出来；至于人性的卑鄙龌龊，人心的阴险毒辣，人际关系的尔虞我诈，更会在各级司法官身上表现
得淋漓尽致。
不但在官场上的“官之龌龊卑鄙之要凡，昏聩糊涂之大旨”(李伯元：《官场现形记·自序》)，于各
级司法官中习为常见，而且大凡官场上的丑陋现象和宦海沉浮，都可以在各级司法官中找到例证。
这不仅说明各级司法官的政治权术的多样化，也表明各级司法官政治权术是与当时的政治体制和社会
结构相适应的。
　　各级司法官是如何面对各种各样的案件的？
又是如何在各种法规科条掣肘下来认理、原情的？
且看后文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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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传统法制与西方法制迥然不同。
中国传统法制完全是独立发展的，与西方法制无任何关联。
它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集中地反映了我们祖先的智慧，是当时的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的具体体现
，具有浓厚的民族色彩。
 《柏桦谈明清奇案》以讲故事的形式将真实的案例说出，再根据案例来讲法理、析情由，进而将一些
明清司法审判的历史、常识、文化及演变过程揉进故事情节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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