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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循吏司法与地方司法实践的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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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邓建鹏，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

【摘要】近年来一些涉及清代地方司法审判的重要研究多以判牍文集和官藏书为基础，常见文献《清史稿·循吏传》等反被忽略。判牍文集

等主要反映了清代少量优秀官员的司法业绩，或表达了一些地方官的司法理想，恐非清代地方司法实践的常态。循吏勤于理讼，善决疑狱，平反

冤案。然循吏在地方官中占比极少，其存续的政治生态环境异常恶劣。正史有关循吏的记载，另折射出大量官员在司法实践中庸碌无为，普遍应

付了事。清代地方司法之常态是滞狱重重、违法裁决，甚至经常强令民众自行调解结案。这种状态与官僚制特点、财政约束等制度因素密切相

关。受海外法律史研究的客观影响，国内部分研究专注不常见的史料，聚焦地方官司法时的爱民情感，及其在司法过程中对“情理法”的综合考

量，忽视了司法主体自身的利益诉求与各类制度性困境，和常见文献折射出的司法实践之常态，具有“掐尖法”或以偏概全的倾向。

一、判牍文集与官箴书局限性辨析及反思

数十年前，日本法律史专家利用这些当时不易获睹的文献，难能可贵。但此类文献多经作者或书商刻意精选，论者谓清代李笠翁编辑《资治

新书》不无“求名”或“牟利”的意识。作者或为颂扬自己以流芳后世，或配合王朝道德教化与“普法”需要，或作为同僚司法实践参照的典

范。如张伟仁所述，明清时有不少司法者著述颇多，能补充立法之不足，但毕竟不是法条，并无统一性，未被司法者普遍接受，其与司法实践常

态有一定距离。

同治八年（1869），聂亦峰在广东新宁县知县任，当地余、李两姓因械斗而死亡一千多人，酿成重大命案。据《大清律例》谋杀和斗杀

律，该案首犯当处死罪，同时案件应向上级审转复核。但聂亦峰“令余姓给李姓贫苦身死安厝费银五百两，并由余姓另辟一途，以资李姓永远出

入，免酿后祸而息争端”。两广总督批评其“优容滥纵”，聂亦峰之子亦认谓总督“四次批驳，然按法律亦振有词”。颇有深意的是，作者文集

未详载此案，而是由其子事后转述。依据《大清律例》及命盗案件审转复核的程序规定，聂亦峰显未“一秉至公”。这表明，判牍文集与官箴书

或因作者删减自身负面信息，或由当时编者精心挑选，难免存在片面夸大、主观自颂的倾向，仅能反映清代地方司法实践的有限侧面。

二、循吏司法及其存续的困境

清代循吏虽在断狱理讼方面为人称道，但其存续的政治生态环境却异常恶劣。顺治时，江苏常熟知县汤家相“前令被劾逮问，（汤）家相左

右之，力白其诬，以是忤巡按御史”。循吏虽政绩卓越，却易遭他人忌恨；或勤于理讼，忙于本职工作，无暇讨好上级；或禀公直言，易忤逆上

司而遭弹劾。其结果，循吏们仕途多不顺畅。

多数循吏严于律己，对包括司法在内的业务兢兢业业，工作强度极大，实非常人所能为。如道光时，江西南昌知府石家绍，“首邑繁剧，而

尽心民事，理讼尝至夜不辍”。光绪后期，王仁堪调任苏州知府后，每日忙于清理积案，仅三个月就过劳辞世。于宗尧“以劳致疾”，在江苏常

熟知县任上辞世时，年仅二十三岁。据学者统计，多达41名循吏在任上劳累去世，占比高达37．6％。结合陈康祺之论，残酷事实表明循吏远非

常人所能为，若对循吏的司法实践正面解读并推而广之，则扭曲清代地方司法实情。

三、《循吏传》折射的庸吏司法常态

循吏优异的司法业绩离不开大量庸吏的烘托。如顺治时，福建建宁府“有方秘者，杀方飞熊，前令已谳定大辟”，推官姚文燮审得方秘因复

仇而杀方飞熊，方秘得以不死。乾隆初，牛运震在甘肃秦安知县任上，“巡检某诬马得才兄弟五人为盗，前令弗察，得才自刎死”。循吏前后任

及周边充斥着庸吏（如方秘案、马得才案原审县令），广大官吏庸碌无为，甚至胡乱审判，反衬托出少量的循吏才能出众。

循吏常深得人心，离任时当地百姓常多方吁留。康熙时，江西宁都知县宋必达为便民而改革食盐销售制度，被上级罢免职务，“宁都人哭而

送之”。循吏勤于听讼，上任不久，常滞狱一空。如康熙五十一年的举人叶新任泸州知州，“讼者至，立剖决，滞狱一空”。循吏每到一任，争

讼恶习日渐稀少，民风向善。嘉庆时，刘体重任湖南知县，“讼狱日简”。循吏擅长片言折狱，讼至立剖。康熙时，山西平阳知府刘棨“讼牍皆

立剖决之”；赵吉士在山西交城任上，“每断狱，立与剖决，面定案词，判其曲直。受责者无不叹服而去”。

《清史稿·循吏传》各侧面反映了庸吏听讼的常态。循吏听讼的成就，是庸吏群体的榜样。循吏清理的积案越多，越折射出广大庸吏尸位素

餐的事实。循吏分身乏术，必有更多积案迟迟未能及时清理。循吏上任伊始，滞狱一空，表明本地甚至周边州县大量案件长期积压，成为当时司

法领域常见的“恶疾”。乾隆以后，各省州县案件积压严重，历任皇帝及高官痛斥州县官不能清理狱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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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庸吏司法存续的制度环境

有学者曾指出18世纪的清朝腐败无所不在（如官员收受陋规、敲诈勒索等），甚至断言乾隆以降吏治大坏，为官目的在于发财，仅凭薪水

过活的官员至为罕见。诸多文献足以支撑这些见解。地方官普遍向民众索取钱财，既有个人道德品性方面的因素，更与当时的财政制度密切相

关。论者谓清代无论社会经济情况发生怎样的变化，均不得突破经制所规定的支出范围和额度。这种不能因事设费、在制度上存在支出缺口的财

政体制，可称之为“不完全财政”。“不完全财政”主要表现为官吏薪俸低微、地方公费缺乏和军费开支不足，这导致官员在施政过程中贪污行

贿、额外苛索。制度性缺陷催生出官员普遍腐败。

乾隆以降，清政府挪移原为各省专用作地方财政急需缓冲的耗羡盈余。中央政府把地方财政需要视为一成不变，在此情况下，地方政府或增

加陋规以应付公共支出及私人收入的需要，甚或仅以敷衍塞责的态度照章办事，俾免纪律处分。官员的上述普遍行为与当时家产官僚制组织的特

征关系密切。受不完全财政所限，清初制定的官员薪水捉襟见肘，长期不曾增长。朝廷将基层政府具有天然垄断性的公共事务（比如纳税、徭

役、治安和诉讼等）一次性委托（发包）给受利益激励支配的州县官群体。这相当于把地方治理大权全权委托给个人，导致地方衙门高度集权，

具有“一人政府”特征，这在州县层级表现得尤为明显。全权委托意味着权力可能被滥用，朝廷为此设置上级层层监督机制。从法制上看，地方

司法运行受不同上级层层监督，多层监督强化了上司对下级官员的支配压力。

受上述因素制约，如学者谓，官员的行政与财政体制日益窘迫，为节省法律行政成本，违背覆审制度的规定，尽量将命盗案件的审理在地方

官府层次完结，并规避上级官府监督。地方官府为免遭到弹劾惩处，通常极力掩盖辖区内命盗重案以减少通报与解审。州县官政务繁忙，责任重

大，多以各种理由拖延（实为变相拒絶）受理案件，如批示当事人自己寻求族长或乡绅调解，此被学者称为“官批民调”。如光绪三十四年，浙

江龙泉县瞿自旺控瞿长青等持强抢贴案，瞿自旺前两次呈状，知县均要求族内调解，未予批准。再续之词中，瞿自旺以调解无果，请求知县审

断，至此知县签发第一件传票。与之类似，大部分晚清浙江省黄岩诉状表明，知县受理自理词讼前，多要求当事人自邀族众调解。

结 论

循吏包括司法在内的政绩在清代具有导向性意义，是朝廷宣传的重要内容和典范，但这只是地方司法实践的冰山一角，更重要的层面在各类

正面宣传的字里行间若隐若现。在这个层面，庸碌无为的官员多专注于应对上级考核和获取自身利益，面对纷至沓来的争讼，他们多是勉强应

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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