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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之声］

贴书吏：
司法文书的实际管理者

宋代的司法文书管理制度堪称确
保 司 法 机 器 正 常 运 转 的 “ 精 密 齿
轮”。大理寺作为最高审判机关，日
常 需 要 处 理 大 量 的 司 法 文 书 ， 然
而 ， 宋 神 宗 元 丰 年 间 改 革 官 制 后 ，
由于大理寺具有品阶的司法官员有
限，许多司法辅助性工作由大理寺
的胥吏负责，如查阅、抄写、整理
各类案卷文书等。剧中，赵不尤作
为贴书吏，时常出入架阁库，对各类
文书档案情况较为熟悉，故而成为大
理寺司直的得力助手。

从身份上来说，贴书吏是胥吏的
一种，并不是品官。据史载，宋代在
大理寺、国子监和光禄寺设置专职贴
书吏，其中大理寺的贴书吏为六人。
从名义上看，贴书吏主要负责整理司
法文书，身份低微，但他们全程参与
了案件的审理过程，对裁判的影响不

容小觑。相比其他的胥吏，供职于中央
司法机关的胥吏对专业性要求更强。

为了提高他们的法律素养，宋神
宗熙宁年间变法时期，对中央司法机
关胥吏的选拔规定较严：选拔考试每
三年举行一次；考试内容与法律密切
相关，分为初试和复试。先由转运司
进行初试，合格后，应试者可以向刑
部或中书省申请复试；初试和复试各
分五场，每场有一道断案题，涉及七
至十个刑名案件。如果考试合格人数
多，则须加试 《宋刑统》 大义五道；
复试后最多录取十人。有司法实务经
历的可以优先录取。应试者此前不曾
犯罪，还需要五人为其品行作担保。

为了敦促其他胥吏习法，宋代还
在专门的胥吏考试即“流外铨”中设
置法律内容。与“流内铨”旨在考察

“身、言、书、判”不同，“流外铨”
着重考察“人才、书札、刑名”内
容，其中与法律知识密切相关的“刑

名”考试尤为重要。因此，宋代胥吏的
法律素养普遍较高。

在基层司法裁判活动中，贴书吏要
全程负责记录。据宋代官箴书 《作邑自
箴》 记载，县衙每日应当安排一名专门
的贴书吏值班，对县官所作出的判决文
书进行整理，形成档案文书，并进行妥善
保管。除此之外，贴书吏还需要将犯人
零碎的口供整理成一份完整的“录本”。
作为定罪量刑的重要材料，“录本”的整
理工作十分考验贴书吏的法律功底。

架阁库：
司法文书的保管场所

架阁库是宋代统治者设置的以架阁
形式来专门保管各类档案的场所。使用
架阁可以充分利用空间，多层放置文书
档案，既增加了档案保存的数量，又便
于查找。架阁制度肇始于宋真宗景德年
间。宋徽宗崇宁元年 （1102 年），朝廷
正式设置了专职架阁官，开创了中国古
代档案管理系统化运行的先河。

宋代架阁制度的系统性集中体现在
“流水线式”的文书管理流程中。

在归档环节，架阁库是“文书流转
的制度屏障”，完善了流程管控的协同
闭环。其中，宋代首创的“三日归卷”
机制最具代表性。中书舍人慕容彦逢曾
在“理会架阁札子”中提出“逐案承受
文字，已结绝及无行遣，限三日发送上
簿，接续结押”的建议，旨在以时效性
规定有效遏制文书篡改风险，保障司法
公信力。该建议获朝廷采纳成为定制。

在保管环节，架阁库是“档案治理
的索引链条”，实现了分类储存的科学
进阶。架阁制度早期采用的是“逐案异
架”法。所谓“逐案异架”，以中央文
书库——金耀门文书库为例，就是将三
司混杂在一起的文书档案，分为三司二
十案，分别架阁。然而，随着文档数量
的持续增多，“逐案异架”也难以有效
解决案牍混乱的问题。宋仁宗时期，江
南 西 路 转 运 使 周 湛 创 制 “ 千 文 架 阁 ”
法，将需要架阁的档案按照时间排序，
再结合 《千字文》 顺序，确定每一份档
案的字号后架阁，使得狱讼档案的检索
效率显著提升。其后出现的“别库架
阁”法，则根据文件的重要性，把文书
分为长留文书和非长留文书，并将长留
文书别库架阁，单独长期存放。从“逐
案异架”到“别库架阁”，司法文书的
档案管理方法日臻完善。

在销毁环节，架阁库是“信息过
滤的时间标尺”，确保了文书管理的动
态平衡。针对非长留文书，宋代建立
了 “ 三 年 检 简 ” 制 度 。《庆 元 条 法 事
类》 规定：“诸架阁公案非应长留者，
留十年，每三年一检简，申监司，差
官覆讫除之。”由此可见，非长留文书
架阁保存的最长期限为十年，每三年
便有专人检查鉴定。对于有保存价值
的文书，便重新架阁甚至别库架阁长
留 ； 对 于 没 有 保 存 价 值 的 文 书 ， 则

“充官用，有余者出卖”。整个流程环
环相扣，周期审查科学合理，既实现

无效文书的及时清理，又保证了重
要档案的长期储存。

小吏堪大用：
司法公正的保障密码

专业化吏员培养体系与精密化
案牍管理机制，为宋代司法公正的实
现提供了双重保障。以贴书吏为代
表的专业型胥吏，在文书整理、律例
检索等环节发挥了较大作用。剧中
赵不尤在勘破“梅船案”时，通过比对
船体烟熏痕迹，结合天竺人制造假祥
瑞的线索，还原了作案手法。面对权
贵施压，赵不尤运用策略调换了关键
名单，协助开封府揭露真相，充分印
证了“小吏堪大用”的治理智慧。

小小贴书吏之所以能在司法裁
判中发挥较大作用，与宋代系统化
的架阁制度密切相关。作为客观司
法的制度基石，架阁制度在三重维
度上实现了“案牍定谳”的突破。

第一，搭建了狱讼案件的证据
网络。以 《名公书判清明集》 所载
为例，在“陈安节争产案”中，司
法 官 刘 克 庄 通 过 调 取 架 阁 库 中 的

“阿江案”卷宗和“砧基薄”，查明
了 田 产 归 属 。 在 “ 范 纯 仁 谋 反 案 ”
中，庆州架阁库保存的差遣公案为
范纯仁提供了不在场证明，成为洗
冤的关键。

第二，锁定了定分止争的精准坐
标。元丰改制后，六部架阁库“分储律
敕条例三万六千余卷”。因此，宋代利
用“新法现行”“旧制封存”的分类储管
方法，形成动态更新的法律数据库。在

“江齐戴案”中，司法官援引淳熙敕令
与户绝法，将江齐戴家产析为嗣子、宗
亲、官府三份之判，正是该体系“律令
如网、疏而不漏”效能的最佳注脚。

第三，构筑了穿越时空的正义
防 线 。 一 方 面 ， 架 阁 制 度 自 身 的

“三年检简制”为官员及时发现案件
的 可 疑 之 处 提 供 可 能 。 另 一 方 面 ，

“三日归卷”的严密管理又为案卷的
真 实 性 和 权 威 性 提 供 了 坚 实 保 障 。
这种“案卷溯源——疑点筛查——
真相再现”的复核机制，让司法官
得 以 在 “ 郭 氏 刘 拱 礼 诉 产 案 ” 中

“连勘六卷而冤情毕现”，注入司法
体系自我纠正的内生功能。

在专业人才与科学制度的双重理
性保障下，从“吏通律令，官守经义”的
专业分工，到“重害文书别库藏”的档
案管理，宋代涉及严密的司法制度，不
仅彰显了“事为之防，曲为之制”的治
理智慧，更为后世留下了“证据入档
则冤狱可雪”的法治启示。

（作者单位：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剧中正在架阁库上直的官员。 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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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热播的电视剧《清
明上河图密码》，讲述的是
北 宋 时 期 东 京 城 雀 儿 巷 赵
不尤一家的普通生活，一次
意外，他们被卷入一起大案
中，赵不尤便开启了破解各
类 疑 案 的 过 程 。 赵 不 尤 是
在 大 理 寺 任 职 多 年 的 贴 书
吏，长期参与架阁库的文书
工作，积累了丰富的司法经
验，故而能在得罪上司被辞
退后帮助开封府屡破奇案。
作为观众，不免有疑问：贴
书吏为何许人也？架阁库又
为何物？二者在宋代司法中
发挥着怎样的作用？

“放了我弟弟，停下车！”被
执行人的亲属正驾驶面包车对扣
押被执行人的警车进行追逐拦
截，意图阻碍执行。面包车一会
儿在警车左侧剐蹭，一会儿在警
车尾部撞击……“别理他，继续
开！”警车快速行进，执行法官
李立华语气坚定、沉着。

这一幕出自第十一届“金法
槌奖”微电影类二等奖、最佳编
剧奖获奖作品 《利剑》。该微电
影由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出品，
根据河北省盐山县人民法院执行
法官李立华的真实办案故事改
编。影片讲述了李立华执行团队
坚持如我在诉，与抗拒执行的被
执行人刘昭及其哥哥斗智斗勇为
欠薪女工拿回执行款，并用心用
情为王大爷化解积郁十余年心结
的生动故事。

把司法温度传入千家万户

影片中，19 名留守妇女在
照顾孩子和老人的同时，到电
子厂打工补贴家用，不料却迟
迟拿不到工钱。为维护自身合
法权益，她们将电子厂厂长刘
昭起诉到法院。

讨 薪 官 司 虽 然 打 赢 了 ， 但
刘昭却不履行法院生效裁判文
书 确 定 的 义 务 ， 竟 举 家 搬 走 ，
人 找 不 到 ， 电 话 也 联 系 不 上 。
女工因此到法院，点名要见李
立华。

虽然涉案金额才 8 万余元，

但却是 19 名不同原告的 19 起案
件。李立华执行团队首先动之以
情、晓之以理地给女工做工作，
安抚她们的情绪。在征得女工同
意后，依法将这 19 起案件进行
合并执行，根据案情制定执行方
案，通过四处走访，深入细致地
调查刘昭的活动路线。

在发现刘昭的踪迹后，李立
华执行团队立即启动执行预案，
在必要路口进行布控，实时监测
相关车辆信息。刘昭一出现，他
们迅速行动，成功将其控制……

影片以这起劳动报酬纠纷案
的执行为主线，同时设置了一
起登门调解了多次的申请排除
妨害案的执行作为辅线。这样
既 丰 富 了 剧 情 、 塑 造 了 人 物 ，
也更加全面地展现了执行法官
的工作状态。

如果说办理刘昭的案子像一
场惊心动魄的追踪，那么办理
70 岁王大爷的案子就是一场马
拉松。

同村 6 户村民因安装自来水
管道开槽挖沟，在经过被告王大
爷家门口时遭到他强烈阻挠，因
此发生冲突。后来王大爷被诉至
法院并败诉。

案件进入执行程序后，李立
华执行团队一次又一次地上门给
王大爷做思想疏导工作，风里来
雨里去，耐心倾听他的心声，了
解其中缘由，最终解开了王大爷
的心结，化解了长期未决的“老
大难”问题，让自来水管道顺利
安装，邻里之间化干戈为玉帛。

打通实现公平正义的“最后
一公里”

影 片 开 头 的 一 段 “ 飙 车
戏”，真实再现了李立华执行团

队在执行中遇到的险情。现实中，
执 行 现 场 有 时 确 实 像 一 个 “ 战
场”，但执行法官不忘初心、雷厉
风行、执法如剑，用一次又一次的
执行行动，着力打通实现公平正义
的“最后一公里”。

2023 年 ， 一 件 搁 置 三 年 的 案
件迎来转机。得知远在浙江的被执
行人有履行能力却拒不履行还款义
务时，李立华立即调配干警，连夜
带队驱车 10 个小时，在凌晨时分
抵达现场。

面对被执行人及其亲友的抗
拒，李立华果断指挥，成功将抗拒
执行的人员控制，并扣押被执行人
车辆。最终，被执行人将所欠执行
款 50余万元一次性履行完毕。

执行工作不仅是对法律权威的
维护，更是对司法温度的彰显。在
办理一起长达两年、涉及 200 余名
村民与村委会因土地承包引发的群
体性纠纷中，李立华在村里吃住了
一个星期，实地勘验、挨家挨户调查
走访。最终，促成双方达成和解，百
余名村民敲锣打鼓，把锦旗送到法
院，表达对她的感激与敬意。

用心用情擦亮司法为民底色

执行法官开展工作，离不开家
人的理解和支持，离不开团队的齐
心协力。

父亲住院做手术，她不能长时
间陪伴照顾；母亲想打电话沟通治
疗情况，她的电话却无法接通……
虽然父母会失落，但他们仍以孩子
是执行法官而骄傲。父亲告诉李立
华，自古忠孝两难全，既然选择了
这份职业，你要对得起人民。

良好的家教和家风，不但塑造
了李立华敢作敢当、敢打敢拼的执
行风格，也让她能将从家庭中感受
到的爱和温暖带给当事人。

“当事人的难题就是执行法官
自己的难题。”李立华把上访的女
工 当 作 姐 妹 ， 通 过 建 立 微 信 群 ，
及时与女工沟通交流，案件执结
后，她们仍以姐妹相称；她还自
掏腰包给当事人家属买拐杖，到
当事人家里时主动帮忙择菜做饭、
挑水浇花……

李立华工作 20 余年来，始终坚
守初心、公正司法，用满腔热忱书写
司法为民情怀，以出色业绩赢得了
广泛赞誉。她曾荣获全国先进工作
者、全国模范法官、全国优秀法官、
全国法院先进个人、全国法院办案
标兵等诸多荣誉，荣立一等功一次、
二等功一次、三等功两次。

艺术来源于生活，但却高于生
活。纵观全片，刘昭、王大爷的身
上有着许多被执行人的影子，而李
立华则是许多执行法官的缩影。这
部展现执行法官刚与柔的微电影，
真实演绎了法院执行工作的艰辛与
不易，为观众讲述了执行法官为民
司法、情系百姓的使命情怀，呈现
了执行工作的价值所在。

执行法官高擎司法利剑，为每
名申请执行人披荆斩棘，将判决书
上的“白纸黑字”变成当事人 手
中 的 “ 真 金 白 银 ”。 这 样 的 故
事，在现实中还在不断上演。

（ 作 者 系 微 电 影 《利 剑》
编剧）

（作者单位：河 北 省 高 级 人
民法院）

高 擎 司 法 利 剑
守 护 人 间 烟 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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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奖奖牌。
冉小毅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