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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之声］

清 朝 积 案 问 题 的 治 理
□ 陈 丽

秦腔剧本《刘巧儿告状》的革命法制宣传价值
□ 宋 鋆 宋晓阳

1943 年，兼任陕甘宁边区高等
法 院 陇 东 分 庭 庭 长 的 马 锡 五 在 下
乡 时 ， 审 理 了 著 名 的 封 捧 儿 案 。
随 着 “ 马 锡 五 审 判 方 式 ” 的 推
广 ， 封 捧 儿 案 作 为 边 区 践 行 婚 姻
自 由 的 典 型 案 件 进 入 大 众 视 野 ，
广 大 文 艺 工 作 者 也 据 此 展 开 了 创
作 。 如 木 刻 专 家 古 元 创 作 的 木 刻
版 画 《马 锡 五 同 志 调 解 诉 讼》， 陇
东 中 学 语 文 教 师 袁 静 创 作 的 秦 腔
剧 本 《刘 巧 儿 告 状》， 陕 北 著 名 民
间 盲 艺 人 韩 起 祥 创 作 的 说 书 作 品

《刘 巧 团 圆》， 上 个 世 纪 50 年 代 新
文 艺 工 作 者 王 雁 等 人 改 编 的 评 剧

《刘 巧 儿》 等 。 其 中 秦 腔 版 的 《刘
巧 儿 告 状》 以 地 方 特 色 与 法 律 色
彩 相 结 合 的 方 式 ， 展 现 了 马 锡 五
深 入 调 查 研 究 、 贯 彻 群 众 路 线 的
生 动 实 践 ， 受 到 了 边 区 群 众 的 广
泛欢迎。

普及革命根据地婚姻法律规定

陕 甘 宁 边 区 注 重 保 障 婚 姻 自
由 ， 先 后 制 定 了 一 系 列 政 策 法
律 。 如 1939 年 《陕 甘 宁 边 区 婚 姻
条 例》 总 则 第 二 条 规 定 “ 男 女 婚
姻 以 本 人 之 自 由 意 志 为 原 则 ”， 第
四 条 规 定 “ 禁 止 包 办 强 迫 及 买 卖
婚 姻 ”。 在 “ 结 婚 ” 一 章 第 五 条 规
定 “ 男 女 结 婚 须 双 方 自 愿 ”， 第 七
条 规 定 “ 结 婚 之 双 方 须 向 当 地 乡
政 府 或 市 政 府 请 求 结 婚 登 记 由 乡
或 市 政 府 发 给 结 婚 证 即 为 合 法 ”。
边 区 对 婚 姻 自 由 的 重 视 不 言 而
喻 ， 为 马 锡 五 正 确 审 理 封 捧 儿 案
提供了制度前提。

1928 年 ，封 彦 贵 与 同 区 三 乡 农
民 张 金 才 商 议 ，将 女 儿 封 捧 儿 与 张
金 才 次 子 张 柏 订“ 娃 娃 亲 ”。 随 着
边 区 聘 礼 大 增 ，封 彦 贵 借 婚 姻 自 主
之 名 ，“ 以 法 币 两 千 四 百 元 硬 币 四
十 八 元 将 捧 儿 卖 于 城 壕 川 南 塬 张
宪 芝 之 子 为 妻 ”，后 被 张 金 才 告 发
导 致 婚 约 取 消 。 1943 年 ，封 彦 贵 又

经 媒 人 介 绍 ，将 封 捧 儿 卖 给 新 堡 区
朱 寿 昌 为 妻 。 但 封 捧 儿 此 时 已 与
张 柏 产 生 感 情 。 张 金 才 携 众 族 人
深 夜 抢 亲 ，将 封 捧 儿 抢 至 张 家 。 当
日 封 彦 贵 控 告 至 华 池 县 府 ，县 司 法
处 判 处 张 金 才 徒 刑 六 个 月 ，封 捧 儿
与 张 柏 婚 姻 无 效 。 当 事 人 双 方 对
判 决 皆 不 满 意 。 1943 年 6 月 ，马 锡
五 亲 赴 当 地 调 查 案 件 ，详 细 询 问 了
当 地 乡 干 部 和 附 近 群 众 并 征 求 了
封 捧 儿 的 意 见 ，之 后 在 乡 政 府 院 里
公开审理该案。

马 锡 五 在 审 理 封 捧 儿 案 时 ，依
据 边 区 政 策 法 律 ，认 定 封 彦 贵 屡 次
卖 女 应 受 刑 事 处 分 ，“ 以 女 儿 当 牛
马 出 售 ”，买 卖 婚 姻 款 项 予 以 没 收 ；
张 金 才 等 人 抢 婚 ，“ 不 论 封 姓 怎 样
不 好 ，须 得 以 理 交 涉 或 控 告 ”，其 行
为 引 起 群 众 恐 慌 ，也 应 受 到 惩 罚 ；
封 捧 儿 与 张 柏 之 婚 姻 ，“ 在 尊 重 男
女 婚 姻 自 主 原 则 下 ，应 予 成 立 ”。
同 时 ，批 评 了 华 池 县 司 法 处 初 审 判
决 ，认 为 其“ 系 极 端 看 问 题 ，只 看 现
象 ，不 看 本 质 ”，对 封 捧 儿 和 张 柏 婚
姻的自主性“尚未真正顾到”。

《刘 巧 儿 告 状》 将 马 锡 五 的 判
决 改 编 为 唱 词 ， 对 张 金 才 （剧 本
化 名 赵 金 才）：“ 赵 金 才 抢 亲 犯 法
令 ， 扰 乱 地 方 惊 四 邻 ， 罚 他 禁 闭
六 个 月 ， 以 后 做 事 要 慎 重 ！” 对 封
彦 贵 （剧 本 化 名 刘 彦 贵）：“ 刘 彦
贵 几 次 卖 女 儿 ， 诈 骗 钱 财 丧 天
伦 ！ 罚 他 苦 工 两 个 月 ， 收 下 的 财
礼 要 退 清 。” 对 朱 寿 昌 （剧 本 化 名
王 寿 昌）：“ 王 寿 昌 偷 买 活 人 妻 ，
狠 心 拆 散 好 婚 姻 ， 他 的 财 礼 全 没
收 ， 留 在 乡 上 作 公 用 。” 对 封 捧
儿 、 张 柏 （剧 本 化 名 刘 巧 儿 、 赵
柱 儿）：“ 柱 儿 巧 儿 相 恩 爱 ， 自 然
应 该 配 成 婚 ， 男 耕 女 织 勤 生 产 ，
做 一 对 边 区 好 公 民 。” 对 媒 婆 ：

“ 刘 婆 平 日 不 劳 动 ， 乡 长 督 促 来 务
正 。” 边 区 禁 止 抢 婚 、 维 护 婚 姻 自
由 、 鼓 励 劳 动 的 规 定 通 过 朗 朗 上
口的秦腔唱词为群众所理解。

呈现“马锡五审判方式”的实践特点

《 刘 巧 儿 告 状 》 生 动 呈 现 了
“马锡五审判方式”的实践特点。

马锡五通过就地审判、巡回审
判的方式便利边区群众诉讼，这让
封 捧 儿 向 马 锡 五 告 状 成 为 了 可 能 。

《刘巧儿告状》 中，马锡五深入边区
基 层 ， 在 路 上 被 刘 巧 儿 一 句 “ 噫 ！
专员”叫住，随即剧情进入核心部
分“我告我的大 （父亲） ”，马锡五
邀刘巧儿坐在路边石头上就案情展
开了询问。

马锡五在批评原审判决时，对
裁 判 员 唱 道 ：“ 断 案 子 第 一 要 明 白
内情，要调查要研究是非分明，不
能凭一面词轻易判决，法令书死套
子也用不通。有问题要向那邻里访
问，遇难事要听取群众呼声，若只
凭主观上大概推测，使是非和黑白
混淆不清，常言说万事不离母，根
据 事 实 顶 要 紧 ， 大 事 应 该 化 为 小 ，
民 间 纠 纷 要 调 停 。” 这 些 铿 锵 有 力
的唱词生动展现出“马锡五审判方
式”注重调查研究的细节。

“马锡五审判方式”深入群众的

特点也在剧本最后一场 《大会》 中得
到生动演绎。群众受邀旁听马锡五审
案 ， 表 示 “ 这 是 咱 们 老 百 姓 的 事 ，
大家都想听听专员断案子哩”，并积
极发表对案件的看法，“他 （指刘彦
贵） 不该贪财卖女儿”“他 （指赵金
才） 不该抢亲来犯法”。马锡五通过
深入群众的方式了解群众意见，在
宣判时对边区群众唱道：“我先感谢
众乡亲，各人的道理讲得清……父老
的意见我尊重，犯法的也要受处分，
裁判员来把决议念，有意见还可以再
讨论。”最终得到了群众“公平公平
实公平”“赞成赞成都赞成”的合唱
回应。

此 外 ，“ 马 锡 五 审 判 方 式 ” 具
有 兼 顾 法 理 、 人 情 的 特 点 。《刘 巧
儿 告 状》 中 ， 马 锡 五 在 宣 判 时 唱
道 ：“ 根 据 法 令 来 审 判 ， 照 顾 风 俗
和 人 情 。” 在 宣 判 后 考 虑 到 该 案 的
审理可能影响刘彦贵、赵金才的关
系，问赵柱儿“你老丈人心里不畅
快，两亲家关系搞不好，这可怎么
办 呢 ？” 赵 柱 儿 语 塞 ， 马 锡 五 提 出
若有矛盾，应及时调停和解，否则

“ 耽 误 生 产 又 伤 了 和 气 ， 实 在 不 上
算 ”。 经 过 马 锡 五 的 调 解 ， 赵 金 才

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向刘彦贵作揖道
歉 ， 刘 彦 贵 也 当 众 承 认 错 误 ， 二 人

“互相让烟”。

打造边区创作者宣传革命法制的范本

边区文艺工作者充满对红色法治
故事的创作激情和宣传热忱，以袁静
为代表的创作者通过接地气的方式创
作出了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红色法治
故事。

袁 静 生 于 北 平 ， 1930 年 参 加 革
命，1940 年赴延安并陆续创作了 《减
租》《刘 巧 儿 告 状》 等 优 秀 剧 本 。
1949 年，袁静与孔厥创作的 《新儿女
英雄传》 出版，谢觉哉为其作序，在
序 言 中 肯 定 了 这 类 作 品 的 重 要 性 ：

“ 中 国 人 民 为 着 解 放 自 己 …… 可 歌 可
泣的英雄事迹，实在太多了；出生入
死 百 折 不 屈 的 人 民 英 雄 ， 实 在 太 多
了 。 而 描 写 人 民 英 雄 的 战 斗 史 绩 像

《新 儿 女 英 雄 传》 一 类 的 文 艺 作 品 ，
又实在还嫌太少了。”

1945 年，袁静创作完成剧本《刘巧
儿 告 状》，该 剧 本 由 陇 东 剧 团 在 庆 阳
首 演 ，后 由 延 安 文 艺 团 体 排 演 ，风 靡
一 时 。《刘 巧 儿 告 状》语 言 通 俗 ，西 北
方 言 特 色 明 显 ，符 合 边 区 群 众 审 美 喜
好。毛泽东曾在 1942 年 5 月延安文艺
座谈会指出文艺要为最广大的人民大
众 服 务 ，该 剧 本 便 是 此 类 作 品 的 典 型
代表。

《刘 巧 儿 告 状》 第 一 场 《说 亲》
中 媒 婆 的 唱 词 为 “ 赶 脚 靠 的 两 条 腿 ，
说 媒 靠 的 一 张 嘴 ， 傻 小 子 我 能 说 的
灵 ， 丑 女 子 我 能 说 的 美 ”。 整 个 剧 本
中 多 次 出 现 “ 可 不 敢 ”“ 我 看 那 人 对
着 哩 ”“ 收 不 下 好 庄 稼 一 季 子 ， 娶 不
下好婆姨一辈子”等方言型唱词，让
剧本更具趣味性，受众更广泛。

同 时 ， 剧 本 巧 妙 实 现 了 文 学 元
素 与 法 律 元 素 的 融 合 ， 在 实 现 文 学
价值的同时，为边区婚姻宣传工作贡
献了绝佳样本。如对于边区婚姻自由
原 则 的 表 达 ， 马 锡 五 的 唱 词 为 ：“ 她

如果不愿意嫁给柱儿，抢亲事才算是
无 理 行 凶 ， 她 若 是 与 柱 儿 言 和 语 顺 ，
这 一 对 好 夫 妻 就 该 配 成 。” 刘 巧 儿 的
唱词“要是硬硬的把我们拆开，那我
就 要 告 到 专 员 跟 前 ， 专 员 那 里 不 行 ，
要 告 到 边 区 政 府 ”， 也 从 侧 面 向 观 众
宣 传 了 群 众 遇 到 纠 纷 时 可 采 取 的 救
济方式。

剧本还对封捧儿、张柏青梅竹马
的真实情况进行了改动。剧本中刘巧
儿 的 父 亲 说 “ 从 小 给 你 寻 了 个 傻 女
婿，下地不会拿锄头，回家不会喂牲
口 ， 不 懂 人 情 世 故 ， 像 一 块 石 头 ”，
直到刘巧儿成年后偶遇正在劳动的赵
柱 儿 ， 才 感 慨 对 方 “ 年 轻 朴 实 人 稳
重”“红光满面好劳动”。这种变青梅
竹马为一见钟情的浪漫演绎，体现了
边区青年重视劳动的新择偶观，增强
了故事性。

《刘 巧 儿 告 状》 作 为 宣 传 革 命 法
制故事的优秀作品，影响了后续文艺
工作者的创作，上个世纪 50 年代，新
凤霞主演的评剧 《刘巧儿》 的剧本就
以 此 为 重 要 蓝 本 。 革 命 根 据 地 时 期 ，
文艺工作者创造了一批兼具文学性与
革命法制宣传性的文艺作品，除 《刘
巧儿告状》 外，还包括 1944 年袁静创
作 的 秧 歌 剧 《减 租》， 1949 年 获 奖 的
西 蒙 创 作 的 歌 舞 剧 《买 卖 公 平》、 胡
石言创作的部队广场剧 《一切缴获归
公》 等。这些优秀作品以润物无声的
方式实现了革命法制的宣传。

【本 文 系 西 北 政 法 大 学 2024 年 教
师思想政治和师德师风建设研究项目

《高 校 教 师 党 建 、 课 程 思 政 建 设 和 科
研 工 作 建 设 “ 三 建 融 合 ” 研 究 》

（JSSD202402） 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西北政法大学法治

学院）

司法领域中的“积案”是指违
反审限制度而积压未结的案件。传
统 中 国 理 讼 断 狱 皆 有 程 式 ，“ 失 出
入以外之责，最著者莫若诉讼之时
期一事，历代各有规定，俾无罪者
免久系不决之 苦 ”。 限 期 理 讼 断 狱
对 保 障 百 姓 利 益 、 规 范 官 吏 责
任 、 维 护 社 会 秩 序 发 挥 了 重 要 作
用 。 积 案 问 题 是 清 朝 的 司 法 症 结
和 治 理 难 题 ，“ 词 讼 ”（又 称 为

“ 细 故 ”） 和 “ 案 件 ”（又 称 为
“ 重 情 ”） 均 存 在 被 积 压 的 情 形 。
顺 治 元 年 （1644 年）， 清 廷 认 可 孙
襄 “ 以 清 狱 宁 人 、 讼 简 刑 清 ” 为
问 刑 衙 门 “ 第 一 义 ” 的 观 点 ， 逐
步 完 善 理 讼 断 狱 法 规 。 顺 康 雍 乾
时 期 ， 官 方 有 大 量 清 理 积 案 的 实
践 ， 两 次 厘 定 审 限 制 度 ， 制 定 一
系 列 案 件 定 期 汇 报 制 度 ； 乾 隆 晚
期，吏治衰颓，功令废弛，积案渐
增 ； 嘉 庆 以 降 ， 积 案 问 题 集 中 爆
发，百弊丛生；及至晚清，时事日
艰，积案问题愈演愈烈。

制度内外：清朝积案问题的成因

有 些 案 件 具 有 一 定 的 审 理 难
度 ， 因 而 久 拖 难 决 。“ 原 被 人 等 远
出 生 理 ， 回 归 无 期 ， 难 于 审 结 ”

“案涉疑难，每多延宕”“关提犯证
不 到 ， 以 致 案 延 不 结 ”。 具 体 个 案
难结原因有异，清朝亦建立相关的
展限、扣限、疑案处理制度。但一
些制度内外的因素导致清朝积案丛
集更具一般性。一言以蔽之，是案
件“量”上的增多和审理“质”上
的下降形成的矛盾和张力。

案 件 “ 量 ” 上 的 增 多 。 一 方
面，乾嘉转型时期人口增长、世风
日 下 ， 民 众 对 资 源 的 争 夺 更 激 烈 ，
进入公门的案件增多。道光三十年

（1850 年）， 清 朝 人 口 达 到 4.1 亿 ，
200 年 间 增 长 近 3 倍 ， 人 均 资 源 占
有 量 大 幅 减 少 。“ 自 好 者 居 然 有 沟
壑 之 忧 ， 不 肖 者 遂 至 生 攘 夺 之
患 。” 在 地 方 几 乎 只 靠 正 印 官 理 讼
断狱的架构下，这也意味着司法资
源的人均占有量减少。 1819 年，平
均每名州县官“督临着数百个村庄
和 平 均 250000 人 口 ”。 尽 管 各 地 的
政务繁简不同、诉讼实态有别，但

“ 案 多 人 少 ” 是 当 时 的 社 会 现 实 。
移民和会党浪潮也此起彼伏，给社
会 带 来 了 种 种 不 安 。 晚 清 门 户 洞
开，民教争讼案件随之增多，审结

不 易 。“ 近 年 教 民 日 多 ， 民 教 争 讼
之案往往恃教为护符，而领事、教
士 从 中 干 预 。” 此 外 ， 灾 害 频 发 、
民生日蹙，也造成社会问题的累积
与爆发。另一方面，客观司法环境
鼓励诉讼。清廷为祛除信息壅蔽而
开放言路、鼓励京控，法律条文的
确定化使得民众对诉讼结果有一定
的 预 期 ， 而 出 现 缠 讼 、 翻 控 的 情
形，部分生监群体代作呈词、教唆
词讼也加剧了这一情形。

审 理 “ 质 ” 上 的 下 降 。 一 方
面 ， 司 法 官 员 素 质 低 下 造 成 审 判
质 量 降 低 。 一 是 吏 治 衰 颓 ， 司 法
官 员 因 循 怠 忽 ， 刑 名 能 力 有 限 。
嘉 庆 朝 御 史 王 嘉 栋 访 闻 “ 山 僻 小
县 ， 往 往 以 地 僻 事 简 ， 耽 于 安
逸 。 至 于 附 省 首 邑 及 地 当 冲 繁 之
缺 ， 则 又 终 日 奔 走 衙 门 ， 伺 候 上
官 酬 应 ， 差 使 往 来 络 绎 ， 于 地 方
公 务 转 或 视 为 后 图 ， 即 在 勤 干 之
员 ， 亦 无 暇 悉 心 经 理 。 以 致 诸 务
因 循 ， 案 牍 丛 积 。” 清 廷 不 得 不 勅
下 各 省 督 抚 严 饬 州 县 勤 察 民 生 ，
力 除 积 习 ； 二 是 奸 吏 蠹 役 等 舞 奸
弄 弊 ， 造 成 司 法 腐 败 。 御 史 程 伯
銮 曾 说 ：“ 顾 思 积 案 之 由 ， 其 于 官
员 之 玩 延 者 犹 少 ， 成 于 差 役 之 操
纵 者 尤 多 。 而 操 纵 之 弊 ， 莫 若 漏
规 一 项 尤 为 可 恨 ！” 另 一 方 面 ， 在
行 政 司 法 合 一 的 机 制 下 ， 司 法 资
源 未 能 有 效 应 对 与 日 俱 增 的 狱 讼
挑 战 。 一 是 地 方 既 缺 少 专 门 的 司
法 机 构 和 人 员 ， 又 匮 乏 办 公 经
费 ， 还 受 到 证 据 规 则 、 刑 讯 制
度 、 勘 验 技 术 等 的 制 约 。 如 受 技
术 手 段 的 限 制 ， 断 狱 尤 重 口 供 ，
务 必 取 具 输 服 供 词 ， 刑 讯 逼 供 、
屈 打 成 招 在 所 不 免 ， 各 式 非 刑 和
黑 牢 层 出 不 穷 ； 二 是 逐 级 审 转 复
核 制 和 官 员 连 坐 制 导 致 官 员 之 间
包 庇 、 回 护 ， 上 司 既 不 依 法 考 核
属 员 ， 也 不 遵 例 亲 提 案 件 ， 造 成
案延民累。

总 之 ， 案 件 难 结 受 到 案 件 本
身、当事人、客观社会情势、司法
环境的变化、司法官员的素质以及
行政司法合一机制等诸多因素的影

响。许多案件未被速审速结，是因
为多方力量在其中角逐，导致蔓延
拖累、不易裁断。清朝积案问题具
有时空分布不均、类型多样的典型
表 征 ， 造 成 政 治 失 序 、 司 法 不 公 、
吏治腐败、民生受困、社会发展迟
滞等诸多危害。

全面施治：清朝积案问题的应对

政平讼理是传统社会清明政治
的 体 现 之 一 。 清 朝 为 防 治 积 案 问
题，坚持官民并治、央地统筹，防
治结合、正本清源，临事创设、持
续改进的思路与方针，从法律、政
治、教化等方面采取了较多细致的
做法，产生了一定效果。

官民并治，央地统筹
一 方 面 ， 清 朝 为 防 治 积 案 问

题，从官方与民间两大群体、中央
与地方两大维度、实体与程序两个
方面制定并完善相关立法。一是严
于 治 官 ， 改 善 吏 治 。 大 清 律 、《大
清 会 典》、 则 例 等 对 案 件 速 断 和 公
正审理都作出了严格规定，官吏违
反相关法律将受到罚俸至革职的行
政处分，如出现故勘平人、讳盗诬
良、受财枉法裁判等情形将受到刑
事制裁。二是严格立案程序，规范
诉讼秩序。民众诉讼须遵循一定的
程式，控告的内容和提供的证据均
须达到让地方官员“准理”的相对
重 要 程 度 ， 否 则 将 面 临 “ 不 准 理 ”
或“立案不行”的后果。清廷通过
持续立法，不断完善诉讼秩序和审
级制度，打击越诉、诬告、投匿名
文书告人、教唆词讼的行为，还出
台灵活的单行刑部通行章程规制审
断问题。地方省例或通饬、地方大
员奏准的清讼章程也根据实际细化
或补充国家法，对防治积案问题发
挥了一定作用。

另一方面，依靠行政手段牵引
与规范。一是形成积案定期奏报机
制，分别奖惩。雍正朝制定自理词
讼按时报告上级制度；嘉庆十二年

（1807 年） 确 立 直 省 督 抚 莅 任 伊 始
奏 报 积 案 情 形 制 度 ； 嘉 庆 十 五 年

（1810 年） 制 定 督 抚 每 半 年 奏 报 京
控案件审结情况制度。二是勒限清
理，扫数完结。在一定期限内将积
案全部清理，这是各地制定的清讼
章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员随时跟
进清理进度并奏报，直至所有积案
审结为止。三是加强对书吏、幕友
和衙役的约束。清朝一再严禁胥吏
高下其手，杜绝书差染指，裁汰逾
额差役。四是组建专业化队伍和准
司法机构处理案件，打破僵化的案
件管辖制度，集中优势司法资源审
理案件。

防治结合，正本清源
一 方 面 ， 通 过 教 化 改 善 民 风 。

首先，宣讲圣谕律例，使得民众崇
尚良法美意，从源头上减少人际纷
争、防止缠讼滥诉，从而减少诉讼
数量。其次，严禁生衿涉讼，重视
士风培养。让有功名之人远离鼠牙
雀角，打击生衿帮作呈词、诉状的
行为。最后，重视官箴教育，培养
勤 勉 供 职 、 清 正 廉 洁 的 司 法 官 员 。
由于道德教化需长期坚持，收效较
缓，因此这些教化手段主要作为清
理积案的辅助措施适用。

另 一 方 面 ， 坚 持 多 元 解 纷 路
径。受司法资源、人际关系、诉讼
成 本 等 因 素 的 影 响 ， 清 朝 注 重 宗
族 、 乡 约 、 地 保 、 行 会 、 邻 右 等
民 间 力 量 对 矛 盾 的 化 解 和 细 故 的
调 解 ， 也 重 视 发 挥 保 甲 制 度 的 治
安 防 控 、 基 层 治 理 、 互 助 应 急 等
功 能 。 在 官 方 主 导 下 设 置 的 人 员
和 组 织 不 仅 负 责 调 解 民 间 纠 纷 ，
还 监 督 乡 民 的 行 为 ， 一 定 程 度 上
减 少 了 案 件 的 发 生 。 学 者 俞 江 指
出 ：“ 清 代 州 县 细 故 审 理 逐 渐 形 成
和 解 优 先 的 做 法 ， 州 县 官 通 常 促
使 或 命 令 当 事 人 寻 求 调 解 ， 由 此
形成多元的结案形式，批词和判词
外，息呈、销呈、保状、甘结等均
是重要的结案形式。”

此 外 ， 清 朝 不 断 健 全 救 荒 体
系，对保障民生、化纷止争、抑制
诉讼起到了一定作用；不断完善田
房交易规则和程式，有助于推动确
权止争。

临事创设，持续改进
清 朝 中 后 期 积 案 问 题 渐 趋 严 重 ，

采取了临事创设专门的清讼机构，培
植专业的清讼人才，并持续改进积案
问题的防治举措。各地纷纷设立了发
审局、清讼局、发审处、发审公所等
机构，有专门的人员、经费、职掌及
相 应 活 动 。 最 晚 于 嘉 庆 五 年 （1800
年）， 山 东 设 置 了 发 审 局 。 清 朝 中 晚
期，各首府遍设发审局。一些地方还
设立用以培养、考核候补官员司法能
力 的 专 门 机 构 ， 如 陕 西 的 学 律 馆 ，

“ 遴 派 学 律 馆 学 习 委 员 常 川 到 馆 ， 专
办清讼事务，就各属所赍月报，稽核
勤 惰 ， 开 折 呈 报 ”。 此 外 ， 清 朝 从 中
央到地方还对清讼办法持续改进。曾
国藩的清讼事宜和清讼功过章程至少
两次被清廷下旨推广于全国。光绪二
十四年 （1898 年） 七月，清廷又令各
地增补道府功过章程。山东省在光绪
初期参考曾国藩清讼事宜，并在实践
中不断改进，对功过一条屡次增删。

清代积案问题是由多方面因素造
成的，因此清廷采用全面施治策略予
以治理。整体来看，清朝嘉道时期积
案问题虽显著，但其时国家权力聚集
于 中 央 ， 尚 能 勉 力 支 撑 。 及 至 晚 清 ，
内忧外患，积案问题更加棘手，清廷
疲于应付，各地治理方式各异。

酌古准今：清朝治理积案问题的审思

虽然清朝的一些地方官僚为凸显
治绩不免有抑诉、压讼，瞒报、漏报
积 案 ， 粗 放 、 简 单 销 案 息 讼 的 情 形 ；
乾嘉社会转型之后，有限的司法资源
由于人口增长、风俗日凋、吏治衰颓
等因素更趋紧张。但清廷始终以政平
讼理为目标，持续为治理积案问题设
规立范、饬吏安民，贤臣循吏不断在
实践中诫谕民众止争息讼、革新词讼
月报程式、创制清讼章程，其治理思
路和举措具有启示价值。

一是做实纠纷预防化解，减少诉
讼增量。清朝在清理积案的同时，也
预防积案问题的产生。因司法资源有
限，州县户婚、田土、钱债纠纷通常
先 由 当 地 保 正 、 里 长 、 族 众 、 邻 右 、

行 会 等 调 解 ， 未 经 其 调 处 径 行 报 官
者，官府一般会劝令回乡调处，调处
不 成 最 后 方 由 官 府 受 理 。 此 外 ， 清
朝 注 重 对 民 众 进 行 法 律 宣 教 和 道 德
劝 谕 ， 一 定 程 度 上 改 善 了 民 风 ， 减
少 了 矛 盾 纠 纷 发 生 的 可 能 性 。“ 听 讼
者即其事、察其情，度之以理而后决
之 以 法 。”“ 让 纠 纷 消 弭 于 萌 芽 ， 从
源头减少诉讼增量”是解决案多人少
困境的治本之策。目前，我们应做实
纠纷预防化解，促进“新乡贤”在定
分止争中发挥积极作用，坚持和发展
新时代“枫桥经验”，整合基层矛盾化
解 力 量 ， 健 全 非 诉 讼 纠 纷 解 决 机 制 。
同 时 ， 创 新 普 法 工 作 ， 加 大 普 法 力
度，深入推进全民守法，从源头上化
解矛盾，减少诉讼增量，促进和谐社
会建设。

二是完善案件分流机制，动态合
理调配司法资源。清朝根据多项标准
对司法案件进行分类，对“细故”和

“ 重 情 ” 倾 注 不 同 程 度 的 司 法 力 量 ，
如 提 倡 多 种 力 量 多 种 途 径 解 决 “ 细
故 ”， 减 少 了 进 入 公 门 的 案 件 数 量 ；
清朝中后期各省专门设置发审局，集
中 优 势 司 法 资 源 加 紧 审 办 上 控 案 件 。
当下，应继续探索和完善案件分流机
制，建立健全程序转换机制，畅通案
件流转渠道。因各地域经济、文化发
展 不 平 衡 ， 诉 讼 规 模 和 类 型 亦 有 差
别，我们应坚持既有的司法统计公报
制度，充分利用统计数据，因时、因
地动态合理调配司法资源，提高审判
质效。

三 是 持 续 优 化 法 官 绩 效 考 核 制
度 ， 加 强 法 官 责 任 制 。 清 人 有 言 ：

“ 清 讼 为 恤 民 之 根 本 ， 功 过 即 察 吏 之
准 绳 。 立 法 虽 极 周 详 ， 要 在 实 事 求
是，况多方繁简不一，功过亦难执一
以 为 衡 ， 正 本 清 源 ， 得 人 则 治 。” 清
朝为监督案件审结速度和质量，将断
狱理讼纳入官员考核标准。当下，面
对案多人少的客观现实问题，单纯增
加办案人员数量并非长久之计，而应
在减少诉讼增量的同时，持续优化法
官 绩 效 考 核 机 制 ， 充 分 考 虑 审 判 质
量 、 地 方 诉 讼 实 态 等 因 素 ， 因 地 制
宜 、 因 案 制 宜 ， 明 确 法 官 主 体 责 任 ，
加强法官队伍建设，不断提高司法人
员素质。

【本 文 系 教 育 部 人 文 社 会 科 学 研
究青年项目“国家治理视域下的清朝
积案问题研究”（24YJC820006） 的阶
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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