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首    页   |   中国法律史学会   |   会员名录   |   学会机构   |   编辑出版   |   学术会议   |   精彩瞬间   |   法史博客  ::. 

使用大字体察看本文 
阅读次数：945    

唐宋“四等官”审判制度初探 

童光政

    中国古代国家机构行政与司法不分，审理民、刑案件是其主要职能之一。唐宋两朝是中国古代传统国
家制度发达完善时期，其法律制度对中国传统法律具有代表性。本篇即是对唐宋两朝审判机关审判与内部
监督机制——“四等官”制的探讨和研究。 
    唐宋审判机关的内部司法官按其权限和职掌可分为四等：长官、通判官、判官、主典。他们在判案过
程中，既各司其职、连署文案，又相互牵制、承担连带责任。这既是一项基本制度，又是同一审级中的内
部监督机制，对明清的法制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中国古代国家有两个司法监督系统：一个是外部的监督系统，如刑部、御史；一个是内部的监督系统
即如“四等官”制。内部监督系统是对整个审判过程的监督，外部监督系统是对审判活动的事后结果进行监
督，两者共同发挥监督职能，以保障司法的公正与效率。相比较而言，内部监督具有自身的优越性，因为
内部的司法官对同职者办案的情况最了解、最熟悉，勘覆、评议、驳正准确，审判人员很难弄虚作假。本
来唐宋统治者设计“四等官”制的目的和宗旨也就在于防止弄虚作假。宋高宗时名臣周琳明确地指出了这一
点。他说：“狱司推鞠，法司检断，各有司存，所以防奸也。”为了达到“防奸”的目的，就必须充分发挥“四
等官”审判制度的内部监督职能。其要有二：一是从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两方面进行监督，以保证司法的
公正；一是对审判案件的时限进行监督，以提高审判的效率。对此，除“四等官”的运行机制外，在唐宋两
朝的审判监督机制中，还存在实施监督的激励机制和发挥检查职能的勾检制度。 
    要发挥“四等官”制度的监督作用离不开勾检制度。依“四等官”审判程序，连判连署的案件应经勾检官的
勾检稽失、署名勾讫后才能生效。“勾检稽失”是勾检官的主要职能，就是检查案件的处理是否在法定的期
限内完成，检查案件的处理是否失当。要求在法定的程限内审判完结，则意味着审判的高效率；要求推鞠
合理、检断平允，就是要求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则意味着司法的公正。因此，“勾检稽失”实际
上就是在审判过程中检查案件审判的公正与效率，就是对审判的内部监督。唐代办案效率较快，判案质量
较高，与勾检制度的实行密切相关。 
    “四等官”审判对明清的司法制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明清律都对此予以明确的规定，并根据实际情况进
行了改进。《大明律》和《大清律例》在《名例》“同僚犯公罪”条中都有类似的规定。此后，直至民国初
年《法院编制法》的修正，“四等官”制度才最后退出历史舞台。 
    
    文章来源：《法学研究》2001年第1期，第96-10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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