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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两扇沉沉的大门缓缓推开，现出了阴森森的公堂：公堂上，“秦镜高悬”（后又写为“明镜
高悬”）的匾额高高悬挂：公堂左右。
“肃静”、“回避”的牌子令人肃然起敬；公堂正中，官老爷正襟危坐，惊堂木拍在案上。
唬得人心惊胆战：公堂两旁，三班衙役持棍肃立，一声“威武”，喝得人魂飞魄散⋯⋯这。
大概便是大多数人对衙门的最直观的了解了。
　　衙门是古人对官府的俗称。
“衙”字本写作”牙”，《诗经·小雅·祈父》上说。
“祈父，予王之爪牙”，祈父是周代的官名，即司马，职掌武备，好比是猛兽的坚爪利牙。
所以军队的大旗被称为“牙旗”，军营的营门也被称为“牙门”。
魏晋南北朝时。
由于战争频繁，军政合一，军事长官常常在军营内处理民政事务。
这样一来，久而久之，牙门便成为官府的代称了。
后来人们又讹“牙”为“衙”，称为“衙门”。
而它原来的意义，却渐渐被人们所淡忘，以至于鲜为人知。
　　古代衙门作为国家事务的管理机构，与百姓关系最为密切的，大概要算是地方衙门了。
而在地方衙门所管理的事务中，与百姓关系最为密切的，一是钱粮税收，一是审理案件。
除了这两件事以外，百姓可能一辈子都不会与衙门打交道。
而这两方面，又恰恰是地方衙门的主要职能。
尤其是审理案件的活动，具体体现了衙门的“权威”。
而衙门的习气、衙门的办事作风等等，也都通过案件审判活动表现出来。
所以，要了解衙门，必须先了解地方衙门：而要了解地方衙门，又必须先从地方衙门审判案件的活动
入手。
这，也正是本书的基本出发点。
　　衙门虽然只是一个办事机构，但是，它又是古代国家和社会生活的缩影，涉及的范围和内容非常
广泛。
仅仅从衙门的审判活动而言，衙门官吏在审理案件时徇私枉法、任情滥断，可以说是一个普遍现象，
但是，如果我们翻开史书，却不难发现，历朝历代的封建统治者，无不把对衙门官吏断狱责任的要求
放在十分重要的地位。
可为什么冤假错案却偏偏史不绝书呢？
同样，衙门官吏贪赃枉法，可以说是社会的一大“公害”，“千里为官只为财”，被一些人奉为做官
的信条：“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被视为是天经地义：可是，历代的封建刑典中都明文规定，
对贪赃者严惩不贷。
明太祖朱元璋甚至用剥皮、抽肠的手段来对付那些贪官污吏，可贪赃现象不但没有根除，反而愈演愈
烈，连朱元璋也无可奈何地说：“我想杀尽贪官污吏，却怎奈他们朝杀而暮犯！
”其间的症结又在哪儿呢？
再者，衙门办案，或是去衙门打官司，为的都是讨一个“公道”，可为什么百姓们却对衙门怀有一种
“恐惧感”，以至于宁愿吃亏，私下和解，也不愿去衙门打官司呢？
⋯⋯所有这些问题，在读了本书之后，相信会得到一些启示。
　　由于古代衙门所涉及的问题非常多，本书只能通过表面的叙述、介绍，给读者勾勒出古代衙门活
动，尤其是衙门审判活动的基本情况。
所以，一些比较深奥、复杂的理论问题，虽然极有学术研究、探讨的价值，也只能忍痛割爱，不在本
书中涉及了。
此外，从古至今流传下来的有关衙门的史料虽然为数不少，但其中大多数的“正史”和“官书”经过
封建史官和史学家们的削删、修饰，早已面目全非，很难使我们对古代衙门情况有全面、客观的了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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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我们不得不求助于那些“野史”。
所幸的是，在古人的笔记与小说中，记载了大量的有关内容，虽然不能看作是“信史”，但它们从一
个侧面反映了衙门活动的情况，尤其是揭露了衙门的黑暗。
所以，对于这些内容的大量引用，相信读者也是能够理解的。
　　有关古代衙门的史料与记载多而凌乱。
在本书的撰写过程中，参考了大量的史籍和有关书籍。
在此，也对这些书籍的作者和编集、整理者致以诚挚的谢意。
　　殷啸虎　　1996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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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系“中国古代社会百态”丛书之一。
　　衙门是中国古代政权直接管理地方行政事务的机构所在，它往往能集中反映地方政府的行政设置
、事务处理、官民关系、世风民情及官府内幕。
全书共分九大类，具体涉及古代衙门的地方官员、衙役、幕僚、讼师、公堂办案、监狱黑幕等主要情
况，除展现了古代衙门的一般概况外，还披露了封建官府上下勾结、任情滥断、鱼肉乡民的丑恶现实
。
全书资料丰富，叙述生动，不仅能为广大文史爱好者提供古代衙门的相关知识，而且还对法律工作者
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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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殷啸虎，男，1959年出生，华东政法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
曾任华东政法学院科研处副处长、《华东政法学院学报》常务副主编，现任华东政法学院图书馆馆长
、宪法学与行政法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导师组组长，兼任中国宪法学研究会理事，上海市政治学会理事
，上海市统一战线研究会理事，上海市高等学校学报研究会理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海市委员
会委员。
主要从事宪法学与宪政问题研究。
主要著作有《近代中国宪政史》、《新中国宪政之路》等；主要论文有《论“政治性修宪”及其完善
》、《论宪政模式选择中的本土文化传统因素》、《宪政中的人性预设与制度安排》、《政治文明与
宪政文明关系论纲》、《协商精神与宪政建设》；主编《宪法学》和《宪法学教程》。
2003年被评为上海市十大“优秀中青年法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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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衙门中的“父母官”　　3　千里为官只为财　　曾有这样一则官场笑话：某官初到衙门上
任时，向神发誓说：如果左手要钱就烂左手，右手要钱就烂右手。
可没有多久，前来送金银行贿的人源源不绝，他想接受下来，却怕违背了自己的誓言；如果不接受，
又实在舍不得。
于是便自我解嘲，取来一只空盆，让送礼的人把金银放在盆内捧进来。
他的理由是：当日发誓是不要钱，没有说不要金银，再说自己也没有动手接钱，接金银的是盆子，要
烂也只烂盆子，与他无关！
　　古人常说，千里为官只为财，做官的目的，就在于发财。
尤其是那些花钱捐官的人，无不把做官看做是一种有利可图的“投资”。
俗话说：“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
”如此厚利，也难怪会引来众多的“投资者”了。
而这些“利”，自然是来自于衙门管辖之下的小民百姓。
虽然从宋朝起，地方衙门前都放有一块“戒石铭”，上书“尔俸尔禄，民膏民脂。
下民易虐，上天难欺”十六个大字，作为衙门官员的座右铭；而地方衙门的官员，也都把“爱民若子
，执法如山”奉为圭臬，但在金钱面前，这些都走了样。
　　在关汉卿的名作《窦娥冤》里，有一位楚州太守桃杌，当无赖张驴儿去衙门告状时，他竟然也朝
张驴儿跪下来。
衙役不解，问他为什么反倒去跪告状的，他大言不惭地说：凡是来告状的，就是我的衣食父母！
 　　⋯⋯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古代衙门>>

编辑推荐

　　衙门虽然只是一个办事机构，但是，它又是古代国家和社会生活的缩影，涉及的范围和内容非常
广泛。
仅仅从衙门的审判活动而言，衙门官吏在审理案件时徇私枉法、任情滥断，可以说是一个普遍现象，
但是，如果我们翻开史书，却不难发现，历朝历代的封建统治者，无不把对衙门官吏断狱责任的要求
放在十分重要的地位。
可为什么冤假错案却偏偏史不绝书呢？
同样，衙门官吏贪赃枉法，可以说是社会的一大“公害”，“千里为官只为财”，被一些人奉为做官
的信条：“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被视为是天经地义：可是，历代的封建刑典中都明文规定，
对贪赃者严惩不贷。
明太祖朱元璋甚至用剥皮、抽肠的手段来对付那些贪官污吏，可贪赃现象不但没有根除，反而愈演愈
烈，连朱元璋也无可奈何地说：“我想杀尽贪官污吏，却怎奈他们朝杀而暮犯！
”其间的症结又在哪儿呢？
再者，衙门办案，或是去衙门打官司，为的都是讨一个“公道”，可为什么百姓们却对衙门怀有一种
“恐惧感”，以至于宁愿吃亏，私下和解，也不愿去衙门打官司呢？
⋯⋯所有这些问题，在读了《古代衙门：中国古代社会百态》之后，相信会得到一些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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