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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被张扬的苦情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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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印文章】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五月的一个夜晚，北京东城的小菊儿胡同发生了一桩凶杀案。死者名叫春英，是个旗人，系被人用菜刀砍

死。原告是春英之父文光；被告即死者之妻阿氏。此案疑点甚多，刑部未经认真调查，就对阿氏及其母严刑逼供。案件审理旷日持久，

到光绪三十四年(1908)三月草草结案，前后长达两年。  

    1906年，正是摇摇欲坠的清王朝被迫“预备立宪”，提出废除刑讯的时候。朝廷标榜要改革君主政体，实行还政于民，并且连连派

遣大员出国考察国外宪政实行情况。全国范围内，改良政体，还政于民的呼声很高，民主风气明显增强。人们对新政将信将疑，拭目以

待，等着看此案的公正审理。因为这个案件审理的群众反响很大，当时北京的大小报纸都发表了大量的文章，披露民众对审理此案的议

论和谴责。其中以《京话日报》最为积极。  

    作为无数北京小报中的一种，《京话日报》专门报道北京消息、坊间新闻，在京城周边颇有名气。春阿氏一案案发和审理期间，从

1906年6月至8月，《京话日报》连篇累牍地刊登有关春阿氏案情的消息报道、读者来函及质疑文章，扮演了一个推波助澜的厉害角色。

春阿氏案发受审以后，《京话日报》馆立即发表“编者按”：“春阿氏的冤枉，京城已经传遍，事关人命，本馆可不敢硬下断语。究竟

有什么凭据，有甚么见证，知道底细的人，请多多来信，以便查考。”随后，《京话日报》逐日收到许多读者来函，议论纷纷，见仁见

智，表现了民众对此案的极大关心。此外，《京话日报》又在政府执法机关之外，派出专人对此案详加调查，摆出了一副引导舆论，辨

明是非，监督司法公正的架势：“现在中国改定法律，为自强的转机。外人的眼光都注重在我们的刑法上，故此不嫌麻烦，极力调查这

回事，并不是为一人一家的曲直。如果春阿氏实在冤枉，提督衙门的黑暗，也未免太无天理了!还求知道底细的人，再与本馆来信。如

有真凭实据，本馆敢担争论的责任。” 从实际效果来看，这种做法还是起到一定的作用的，如同后来王冷佛在根据此案改编的小说中

写道的：  

    走堂的去了半日，举着报纸过来，口里嘟嘟念念，向连升道：“喝，”这张报可了不得，自要是登出来，这家儿就了不得了，打头

人这样儿好哇，洋报上什么都敢说，哪怕是王爷中堂呢。自要是有不好儿，他真敢往实里说？喝，好家伙，比都察院的御史，还透着霸

道呢。”说罢。又赞道：“嘿，好吗。”  

    春阿氏一案的沸沸扬扬、耸动众听，反映了清朝末年西学东来、民智渐开的社会现实。事实证明，日后春阿氏一案也确实没有像许

多哄动一时的事情那样很快成为过去，为人们所遗忘。宣统年间，北方的里巷坊间就开始有春阿氏故事的钞本流传，很受人们欢迎，现

存最早的版本，是高阳齐氏（如山）百舍斋收藏的题为《时事小说春阿氏》抄本，书中署明录于“宣统三年小阳月”（1911年农历十

月）。结案后不久，旗人作家王冷佛就根据春阿氏案的实情，在清末钞本小说的基础上，写出了十八回的小说《春阿氏》。《春阿氏》

据实事与时事改编，因为葫芦官判断葫芦案，真相不明所以，结果不了了之，难免引起众多猜测和谣言，小说抓住这一令京城广大民众

注目的事件作为素材渲染点化，在满足公众窥视欲和对于正义的想象的同时也取得了商业上的成功。该书民国三年（1914）5月正式印

行初版，民国五年二版，民国十二年三版，直到30年代，仍不断印行，而且还有标点本出现。1987年，吉林文史出版社重新校订出版。

1996年中国文联出版公司也以《春阿氏谋夫案》为名，将其与刘半农等人的《赛金花本事》合在一书出版。  

    春阿氏原是北京一个旗人的女儿，母家姓阿，乳名三蝶儿。三蝶儿父亲早逝，自幼随母投靠姨母。和表弟聂玉吉青梅竹马，两情相

悦，双方家长本也有联姻之意。但后来聂父病死，家道中落，三蝶儿之母悔婚，并逼着女儿嫁给家境富裕的春英。三蝶儿与玉吉旧情难

断，出嫁后又备受丈夫、婆婆折磨，痛不欲生。一向对三蝶儿情深义重的玉吉，见她备受虐待，气愤不过，杀死了春英。三蝶儿不忍供

出玉吉，甘愿领罪。玉吉见连累了三蝶儿，悔恨不已，又怕玷污了她的名声，不敢自首。刑部颟顸无能，难以定案。关心此事的社会人

士市隐等人请出大侦探张瑞珊调查，张查访出了玉吉杀人的原委，但出于对他的同情，没有把他缉拿归案。最后，三蝶儿病死于狱中，

玉吉也吊死在三蝶儿坟前。  

    奇情冤案、怪狱诡讼，在现实世界与虚构文本中历来都不是新鲜话题。晚清以来，更是不绝如缕，周楞伽在《清末四大奇案》记载

的慈禧垂帘听政的同治、光绪之交发生的四大奇案——杨乃武与小白菜、名伶杨月楼诱拐、太原恋人私奔、张汶祥刺马新贻，都是轰动

一时的新闻。额满见遗的尚有1858年咸丰八年顺天府乡试舞弊案、南通淫妇杀子报案等等。这些现实中的案件也多被改编成小说戏剧，

不过春阿氏案别有不同在于，上述四大奇案都是案情最后大白天下，或者沉冤得雪，或者善恶有报，并且甚至惊动圣听，得最高当道慈

禧亲自过问。春阿氏案在官方却是稀里糊涂了结，民间人士出于自发的正义寻求真相。而当事实浮出水面，又因为传统的道德和仁义观



 

念，没有揪出真凶，从而使得整个故事带有一种异样的色彩，折射出清末民初转型时代法制、行政、民间伦理、社会舆论之间相互制衡

扦挌的情形。  

    对春阿氏案感兴趣的不仅是文学界，春阿氏的故事甚至还被搬上了戏剧舞台。《前北平国剧学会见于书目》中，记载有京剧演出本

《春阿氏》，它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叫《冤怨缘》。民国时期，此剧久演不衰，颇受北平市民的欢迎，春阿氏的事情，当时也就可以说是

家喻户晓。甚至有人说，《春阿氏》一剧，可以名列京剧的“四大悲剧”之一。直到50年代中期，在北京天桥的剧场戏园里，还时常上

演评剧《春阿氏》。1998年，这个故事还被改编成电视剧，成为《京都神探》中的一个案子。这中间固然有着人们对那个香消玉殒、沉

冤不白的柔弱女子寄予的同情，也是对那个风雨如磐、暗无天日的时代一种传奇式的描摹。更主要的是，由这个故事本身牵扯到的清末

民初的社会生活诸如旗人生计、纳妾习俗、司法公正、新闻媒体、侦探破案、文人落魄的方方面面，几乎可以称之为当时世情民生的一

幅浮世绘。  

    更值得注意的是，在整个案件由现实故事向小说文本转换的过程中，大众传媒和社会舆论在中间所起到的积极参与作用。此案件发

生在首善之区的核心地带北京东城，却胡乱结案没有如同杨乃武案那样引起最高统治阶层的注意，这也表明后者不过是特例，如果不是

因为新闻从业者的社会关怀意识——《春阿氏》的作者王冷佛本身就是《公益报》、《爱国白话报》的编辑——这个案件注定如同无数

同类事情一样湮没无闻。事隔十年之后的1918年，河北滦县也出了一件平民杨三姐告状的传奇，这个故事的喜剧性结局也更多带有偶然

和机遇色彩。就此而言，小说《春阿氏》具有了我们观察那个时代新闻媒体介入社会事件的程度和限度的特质。  

《春阿氏》从形式上一般会直观地被认为是公案小说的一个变种，事实上它确实同《冤狱缘》、《钱塘狱》等小说差不多，有着公案小

说的特点。曲折乖谬、悲欢离合的案件故事总是大众阅读的一个兴奋点，从“三言二拍”里的“十五贯”小隙引发的大祸，到清人笔记

中记载的大量离奇案件，都在在显示了通俗趣味与朴素的正义观念。暨自晚清的公案小说蔚为大观，包公案、施公案、刘公案、海公

案，可谓层出不穷，多不脱“清官断案”的窠臼，或又羼入侠客义士协助侦察的花絮。1904年12月，吴研人就署名“岭南将叟重编”开

始在《新小说》连载根据雍正年间广东的谋杀奇案改编的《九命奇冤》，1906年在春阿氏案发生时由上海广智书局出版。这个小说从叙

事笔法和对于社会世态的摹画来说，都可以算是一种继往开来的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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