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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星空］

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国家”。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
——孟子

多方以求其生：王士禛的刑官志业
□ 赵进华

跨越国界的抗战情谊
——读《无问西东：抗战时期的外国友人》

刘小兵

清初文坛上，王士禛是举足轻
重 的 一 号 人 物 。 王 士 禛（1634—
1711 年），字贻上，号阮亭，又号渔
洋山人，世称王渔洋，山东新城（今
桓台县）人。其名士禛后因避讳被
改为士正，又改士祯。

王士禛多才多艺，由此带来了
多重身份。他是学富五车、著作等
身的卓越学者，前后著述 36 种 560
余卷，阐述诗文理论的《蚕尾集》《带
经堂诗话》，记载典章故事、旁及怪
异的《池北偶谈》《香祖笔记》《居易
录》是其代表作；又是引领风骚的一
代诗宗，一生作诗 4000 余首，主“神
韵”说，时人诩之：“其名位声望为一
时山斗者，莫如王阮亭。”（赵翼《瓯
北诗话》卷 10）还是一代书法大家
和藏书名家，“书法高秀似晋人”（钱
仪吉编纂《碑传集》卷 18），其一手
创建的池北书库享誉齐鲁之间。

文名太盛，便掩盖了王士禛的
其他贡献。实际上，在“主持风雅数
十年”的同时，王士禛还是大清王朝
官僚队伍中的重要一员。他于顺治
十五年（1658 年）释褐后，从扬州府
推官做起，历任礼部主事、员外郎、
户部郎中、翰林院侍读、国子监祭
酒、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讲、都
察院左副都御史、户部侍郎、左都御
史，官至刑部尚书。值得注意的是，
王士禛一生所任职务中不少均与司
法有关，号称“与刑官相终始”，其司
法建树荦荦可观，充分展现了帝制
时代后期一名司法官员的志业和
风采。

维扬信谳

顺治十六年（1659 年），殿试二
甲的王士禛经过短暂的观政兵部
后，通过谒选程序获授江南扬州府
推官。推官，明朝时为各府佐贰官，
每府设一员，正七品，掌理刑名，赞
计典。当时有“府之狱讼，悉蔽于推
官”（赵时春《赵浚谷文集》卷 5）的
说法。清初沿明制，世人推重其职，
多以理刑、司理（司李）称之。十七
年春，王士禛赴扬州上任，其母孙夫
人送至渑水边，告诫士禛云：“汝少
年为法吏，吾惧之。然扬，故尔祖旧
游地也。其务尽职守，以嗣前烈。”

（王士禛著，袁世硕主编《王士禛全
集》，以下称《全集》第六册，齐鲁书
社 ，2007 年 ，第 5064 页）在 其 母 眼
中，虚岁 26 岁的王士禛似乎仍然不
够成熟，担心其难以胜任艰巨的司
法工作，是以搬出乃祖业绩以资劝
勉。王士禛的祖父王象晋曾于明崇
祯年间任职扬州兵备副使，“下车摘
伏如神，十城惮其风采”。（《全集》第
六册，第 5052页）

初入仕途的王士禛谨记母亲的
教诲，在推官的岗位上全力以赴，坚
持守正有为。他一方面坚守原则底
线，“居官公正严肃，不畏强御”，另
一方面积极高效完成本职工作，“每
疑谳重狱，据案立决，牍无留滞”。

（《全集》第六册，第 5068 页）表现出
过硬的职业操守和不俗的司法才
能。其间，王士禛还不遗余力地为
地方兴利除弊。在他的建议下，知
府下令废止了华而不实、靡费民财
的迎春陋习。王士禛又积极游说当
地官商，号召众人割俸捐金，并上书
当道，清结了二万余两的历年积欠
钱粮，民困大苏。此又可见王士禛
的“恤民之慈”。

当然，作为刑官，理刑断狱始终
是王士禛的主业主责，也是他展现
吏材、造福一方的主要舞台。在王

士禛所经手的诸多案件中，通海案和
居烈妇案最具代表性。

顺治十六年，以郑成功为首的海
上势力联合南明张煌言部溯江直上，
相继攻陷瓜洲、镇江等地，直逼南京，
后兵败撤退，史称“长江之役”。战后，
清廷大肆清算响应者，派户部侍郎叶
成格、刑部侍郎尼满驻江宁，查办“通
海”案，“辞所连及，系者甚众。监司以
下，承问稍不称指，皆坐故纵抵罪”。
作为参与审理通海案的刑官之一，王
士禛顶着巨大的政治压力，本着不枉
不纵的原则，“理其无明验者出之，而
坐告讦者”（《全集》第六册，第 5065—
5066 页），保全了良善无辜之人，也惩
罚了奸佞阴险之徒。令人欣慰的是，
王士禛对案件的处理得到了上级的认
可，其间或许有运气的成分，不过起决
定作用的应该是其实事求是的办事精
神。不管怎么说，“全活无算”在王士
禛心中无疑是一桩大功德。

高邮百姓居士骥的母亲张氏和嫂
子申氏为妇不洁，先后与同族的居轩
勾搭成奸。后士骥娶妻向氏，居轩又
百般引诱向氏，均为向氏严词拒绝。
恚怒之下，居轩伙同张氏、申氏将向氏
活活打死。案发后，向氏之父崇德告
到官府，江都县令和扬州府同知因拿
了居轩好处，一口认定崇德诬告，案经
数月不决。后来，上级将案件交由王
士禛办理。在其严谨细致的讯问和查
证之后，案情终于大白，居轩、张氏、申
氏皆被处以弃市之刑。冤案平反之
后，当地百姓奔走相告，惊呼王士禛为

“神君”。
据悉，王士禛“在扬五年，完大案

八 十 有 三 ”（《全 集》第 六 册 ，第 5125
页），不仅数量可观，而且质量可靠。
经其手办理的这些案件，事实清楚，证
据扎实，在王士禛心目中已达到了“信
谳”的标准。后来，王士禛总结其在扬
州任上的审判经历，撰成《维扬信谳》
一书，可惜没能传下来。

一如历史上的许多优秀刑官，王
士禛坚持用刑之慎。在技术层面，往
往表现为避重就轻，由此带来失出的
职业风险。失出为律典中“官司出入
人罪”的一种具体情形，是指司法官员
由于疏忽而将有罪判为无罪或将重罪
判为轻罪，反之则为失入。中国古代
素有“重失入轻失出”的传统，对失出
相对宽容，反映在制度上，如明律和清
律均规定失入减罪三等，失出减罪五
等。然而，制度与实践之间总有或大
或小的缝隙，真实历史时空中的制度
运行并非总是遵循其应然逻辑。清初
政治形势紧张，“时失出法严”，在此背
景下，司法问责成为家常便饭。康熙
元年（1662 年），王士禛因一案被刑部
驳回，“至镌级”。此时，孙夫人再次给
王士禛以精神支持：“人命至重，汝但
存心公恕，升沉非所计也。”（《全集》第
六册，第 5068 页）各方面证据显示，在
王士禛的司法生涯中，母训发挥了非
常重要的作用。

不敢缄口

康熙二十九年（1690 年）三月，王
士禛迁都察院左副都御史、三朝国史
副总裁。明、清两代的都察院既为风
宪衙门，又是三法司之一，分享部分司
法权力。左副都御史是都察院的副长
官，佐左都御史掌院事，顺治三年定设
满、汉各二人，为正三品。至此，王士

禛跻身卿贰，手握实权，也获得了更多
影响大清帝国司法机器运转的机会。
同年四月十三日，由于京师畿辅不雨，
皇帝命三法司赴刑部清理重囚。王士
禛以副宪的身份参与了这次录囚，据
其自述，“原者百十八人”。（《全集》第
六册，第 5091 页）同年七月，王士禛又
参与了一年一度的秋审大典，纠正了
两起错案。

其一为杨成案。杨成为京师平头
百姓，借贷于旗人某甲。过年时，杨成
去探视父母，留妻子独自在家。适逢
某甲来要债，得知杨成不在家，顿生歹
心，竟然强奸了杨妻。次日杨成归家，
妻哭诉了遭遇，杨成按捺不住，便跑去
质问某甲。某甲矢口否认不说，还对
杨成暴力相向。杨成见状便逃，某甲
手持木棍追击。逃跑过程中，杨成从
一家商铺顺手拿起一把小刀，投向某
甲，竟直中要害，致某甲死亡。刑部判
定杨成故杀，处以斩刑。王士禛指出，
凡是故杀案件，被告无不有“必死其人
之心”，表现在外在行动上，一定是随
身携带棍棒和匕首等凶器。而本案中
杨成是赤手空拳去找被害人，反被被
害人殴打追逐，杨成是在情急之下、仓
皇之中使用小刀来进行防卫，应该定
为误杀。此外，本案中被害人有错在
先，定罪量刑时也应考虑这一因素。
在王士禛的极力坚持之下，杨成的罪
名从故杀改为误杀，并且秋审结果定
为“可矜”，从而免去了死刑。

其二为萧儒英案。江西士子旷鼐
与妻萧氏侨居衡阳，生活窘迫，软弱
可欺。当地有一个叫萧儒英的人，长
期以旁门左道招摇惑众。盐商王子明
在旅店丢了三百两银子，发布悬赏，
重酬能找回失银者。萧儒英找到王子
明，炫耀自己有通灵之术，能至阴间
查知盗名。次日萧儒英又告诉王子
明 ：“ 我 已 去 过 阴 间 ， 会 一 青 面 鬼
王，鬼王提示我偷银者乃旷鼐。”二
人于是率其党羽，把旷鼐夫妇抓来严
刑拷问，又强奸了萧氏。湖南巡抚依
强奸律判萧儒英绞刑。针对该案王士
禛指出，萧儒英不应定绞刑，而应依
左道律处以斩刑。如果按照湖南省的
意见办理，秋审的结果就极有可能使
大奸漏网，旷鼐夫妇的冤情如何伸张
呢？在王士禛的据理力争之下，萧儒
英最终被正法。

康熙三十二年九月，王士禛又以
户部侍郎的身份参与了当年的秋审，
在九卿覆议环节，王士禛针对三起“情
真”案件发表了自己的意见，从而改变
了三案结果：聊城的于相元案原定故
杀，改为缓决；太平县王训案，原定故
杀，改为可矜；齐河县房得亮案原定故
杀，亦改为缓决。在王士禛侃侃而谈
之后，“诸公皆叹服”，对王士禛表示：

“公平反三狱，我侪今日集议，不虚此
行矣。”（《全集》第六册，第 5094页）

这样的经历和场景在王士禛的职
业生涯中不止一次。康熙三十八年

（1699 年）九月，已为都察院左都御史
的王士禛又一次在秋审中发挥了重要
作用，刑部河南司上报的闫焕案、山西
司上报的郭振羽案、广西司上报的窦
子云案，初拟情实，均
因王士禛的意见而改
为缓决。这三案有一
个共同特点，均是因
救父而犯罪。考虑到
此种主观因素的特殊
性，尽管三位被告均

使用了刀具，王士禛还是力主轻判。
就此而言，王士禛忠实地继承了由西
汉大儒董仲舒所开创的原情定罪的司
法传统。

综观王士禛的职业生涯，无论是
否身在法司，他对司法工作始终抱有
饱满的热情和高度的责任意识，“予每
遇秋审、朝审，必尽言以俟诸公决择，
不 敢 缄 口 ，类 如 此 耳 ”。（《居 易 录》
卷中）

以理去官

康熙三十八年十一月，王士禛迁
刑部尚书，成为大清帝国最高司法机
关的“掌舵人”。清代，朝廷官制大体
沿袭明制，因不设宰相，六部地位较唐
宋时代有所提高。六部中，刑部“掌天
下刑罚之政令，以赞上正万民，凡律例
轻重之适，听断出入之孚，决宥缓速之
宜，赃罚追贷之数，各司以达于部，尚
书侍郎率其属以定议，大事上之，小事
则行，以肃邦纪”。（《大清会典》卷 41，
嘉庆朝本）作为刑部之长，刑部尚书级
别为正二品，“掌折狱审刑，简核法律，
各省谳疑，处当具报，以肃邦纪”。（《清
史稿》卷 114）王士禛任刑部尚书长达
五年，他忠于职守，夙夜在公，不因暮
年 而 松 懈 荒 怠 ，交 出 了 亮 眼 的 事 业
答卷。

康熙三十九年五月，王士禛平反
徐起龙案。京师百姓徐起龙，有女嫁
冯继隆。过门没几日，继隆母曹氏就
招引奸夫辛二、宣召，逼迫徐氏就范，
严刑之下，徐氏无奈只得顺从。两月
后 ，归 宁 的 徐 氏 向 父 母 泣 诉 屈 辱 经
历。徐起龙愤怒之下，叫上表弟侯六，
直奔冯家，打算教训一下曹氏，结果与
曹氏、辛二打成一团。事情闹到官府，
局面一发不可收拾。承办该案的刑部
司官敷衍了事，给起龙兄弟定了个白
昼抄抢，草率结案。作为刑部的“一把
手”，王士禛并没有轻信属下的汇报，
而是做了认真细致的调查，弄清了案
件的来龙去脉。当他看到戴着刑具的
徐起龙和侯六，不禁大怒，将案卷扔到
地上，训斥主办官员：“汝曹畏势乎？
狥情乎？抑纳贿乎？如此爰书，乃敢
诳我？天地神明其可欺乎？”他下令释
放徐、侯二人，拘来曹氏、辛二和宣召，
一番拷问，三人纷纷招供，且口供能够
互相印证。在王士禛的主持之下，一
桩冤案就此翻了过来，曹氏、辛二、宣
召伏法，徐氏被断离异归宗，“都人皆
以 为 快 ”。（《 全 集 》第 六 册 ，第
5099—5100页）

总体而言，刑部尚书任上的王士
禛保持了他一贯的司法理念，以仁恕
之心行宽大之政。康熙四十二年三月
十九日，王士禛“赴畅春苑，启奏刑部
释放囚犯八百余人，是日请旨，御批又
减等二十一人。”（《全集》第六册，第
5103 页）《 年
谱》中 的 这 段
记 载 ，让 我 们
看到一幅君臣
同 心 、追 求 刑
措的画面。

康熙四十三年（1704 年）九月，王
士禛因王五案失出而遭罢官。据《清
史列传》记载，当年七月，刑部受理宛
平县薛应元控告捐纳通判王五、太医
院吏目吴谦一案。一番审理下来，刑
部的结论是王五逼索私债，纵仆斗殴，
革通判职；吴谦不知情，免议。死者
家属不服，继续申告。皇帝下旨由三
法司会审，审理结果为王五系已革工
部匠役，改名捐纳通判，屡逞凶毙
命，应斩；吴谦同谋诈索，应绞。于
是，负责该案审理的刑部官员被一一
处分，王士禛亦遭降三级调用。事隔
两月，都察院又对王士禛提起弹劾。
因为据已被革职的刑部司员反映，他
们在审理该案过程中，因为有关系人
传话请求关照吴谦，是以只拟了王五
的流刑。拟稿报给刑部堂官，王士禛
与陈姓侍郎交换意见后认为：“两名
被告，一流徙，一免议，轻重太觉悬
殊。”命令司员改稿，于是把王五的
流刑改为褫革。在该案中，王士禛并
未接受关系人请托，但以“瞻循”而
被革职。

对王士禛的遭遇，当时朝野上下
一片同情。去京之日，“送者填塞街
巷，莫不攀辕泣下”。负责兼管刑部
的内阁大学士吴琠唏嘘叹道：“大贤
去国，余不能留，负愧多矣。”而按
照王士禛自己的说法，“此案司官委
咎 于 堂 官 ， 满 官 又 委 咎 于 汉 堂 官 ”
（《全集》 第六册，第 5104 页），其
中或别有内情，莫可究诘。值得注意
的是，在王士禛的刑官生涯中，前后
两次遭受处分均与失出有关，应该不
是一种偶然。说到底，其一以贯之的
司法理念或是决定性因素。正如时人
所评价的那样，“公既由司理起家，
复以大司寇致政，与刑官相终始。每
谳狱，必多方以求其生”。（《全集》
第六册，第 5125 页）王士禛坚持为囚
求生的司法哲学，办案力求宽大，自然
难免失出之虞。

《大清律例》有“以理去官”条，所
谓“以理”，是指“以正道理而去，非有
别项事故者”。具体包括任满得代、改
除、致仕等情形，但不包括因犯罪而解
任者。（见田涛、郑秦点校《大清律例》，
法律出版社，1999 年，第 93 页）表面上
看，王士禛因公罪而去职，似不在“以
理去官”之列。然而，诚如宋人吕本中

（一说范仲淹）所言，“公罪不可无，私
罪不可有”，王士禛坚持司法正道，为
此付出政治代价，又何尝不是一种“以
理去官”。《汉书·刑法志》云：“今之听
狱者，求所以杀之；古之听狱者，求所
以生之。”王士禛“必多方以求其生”的
刑官志业上足以接续中国古典司法传
统，下足以启迪昭示后人。

【本文获得辽宁省社科基金规划
项目（批准号 L21BFX005）资金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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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
法 西 斯 战 争 胜 利 80 周 年 。 历 史 不 会 忘
记 1931 年 9 月 18 日 这 个 刻 骨 铭 心 的 日
子 。 是 夜 ， 日 本 悍 然 发 动 侵 华 战 争 ，
英 勇 的 中 国 军 民 奋 起 抵 抗 ， 用 自 己 的
血 肉 之 躯 筑 起 了 巍 然 不 倒 的 钢 铁 长
城 ， 经 过 14 年 的 浴 血 奋 战 ， 终 于 打 败
了 日 本 侵 略 者 。 在 这 场 气 壮 山 河 的 抗
战 中 ， 中 国 人 民 的 同 仇 敌 忾 赢 得 了 国
际 社 会 的 广 泛 同 情 与 支 持 。 新 近 出 版
的 《无 问 西 东 ： 抗 战 时 期 的 外 国 友
人》（江 苏 人 民 出 版 社 2025 年 5 月 出
版） 以 质 朴 而 生 动 的 文 字 ， 倾 情 讲 述
了 国 际 力 量 支 持 并 援 助 中 国 军 民 抗 战
的 故 事 ， 从 而 揭 开 了 抗 日 战 争 时 期 外
国 友 人 与 中 国 人 民 并 肩 战 斗 的 鲜 活
历史。

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
要 组 成 部 分 ， 其 作 为 东 方 主 战 场 对 全
球 反 法 西 斯 斗 争 的 胜 利 作 出 了 不 可 磨
灭 的 贡 献 。 在 那 场 旷 日 持 久 的 抗 战
中 ， 舍 生 取 义 的 中 国 军 民 为 了 捍 卫 国
家 的 独 立 和 民 族 的 尊 严 ， 抛 头 颅 、 洒
热 血 ， 在 广 阔 的 抗 日 战 场 上 谱 写 了 一
曲 曲 气 贯 长 虹 的 壮 丽 凯 歌 。 与 此 同
时 ， 中 国 人 民 视 死 如 归 的 抗 战 精 神 ，
也 深 深 赢 得 了 全 世 界 正 义 国 家 的 普 遍
尊 重 。 彼 时 ， 一 些 国 际 友 人 也 纷 纷 来
到 中 国 ， 与 中 国 军 民 一 道 结 成 了 牢 不
可 摧 的 世 界 反 法 西 斯 统 一 战 线 ， 用 自
己 的 奋 斗 和 牺 牲 ， 铸 就 了 一 段 不 朽 的
抗 战 传 奇 。 这 些 国 际 友 人 ， 来 自 新
闻 、 军 事 、 医 疗 、 经 济 、 文 化 教 育 、
人 道 主 义 救 助 等 各 个 领 域 。 他 们 中 有
在 抗 战 爆 发 后 专 程 来 华 援 助 者 ， 也 有
侨 居 中 国 、 在 日 军 铁 蹄 下 保 护 中 国 民
众 、 协 助 中 国 军 民 抗 战 的 正 义 人 士 。
他 们 的 慷 慨 义 举 不 仅 因 助 力 抗 日 战 争
而 为 中 国 人 民 所 永 远 铭 记 ， 也 作 为 世
界 反 法 西 斯 战 争 的 组 成 部 分 而 彪 炳
史册。

这些青史留名的国际友人，尽管来
自不同的国家，信仰也各异，但维护正
义 、 追 求 真 理 的 初 心 却 令 人 肃 然 起 敬 。
当年，埃德加·斯诺出于对战火纷飞中
的中国的深切同情，只身前往革命圣地
延安，采访报道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
运动。他奋笔疾书写下的 《红星照耀中
国》 这一著作，一版再版，将中国共产
党领导下的抗日革命根据地实况展现给
全球，从而揭示了中国蕴含的光明与希
望。史沫特莱同样以记者的身份来到中
国，曾协助宋庆龄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
盟，参加中国进步文化运动，并为外国
报刊撰写关于中国革命的报道，为中国
赢 得 更 广 泛 的 国 际 援 助 贡 献 了 一 己 之
力。史迪威和陈纳德将军，则凭借他们
丰富的作战经验，带领友军出没于抗战
一线杀敌致胜，协同中国军队痛击了日
寇的嚣张气焰。白求恩和柯棣华作为援
华医生，不顾个人安危，始终奋战在战
地医院，直至献出宝贵的生命。路易·
艾黎则在中国西北创立学校，本着“手
脑并用，创造分析”的宗旨，为中国培
养了一大批技术人才，促进了民族经济
的融合与发展。这些耳熟能详的历史名
人，凭着他们的无畏和顽强，以及对中
国和中国人民的无限热爱，毅然投身到
风起云涌的抗日战场。或用手中的笔和
相机，向世界宣传和介绍中国人民抗击
日本侵略者的爱国行动；或亲自指挥和
率 领 援 华 部 队 ， 在 抗 日 战 场 奋 勇 杀 敌；
或冒着敌人的炮火，深入前线，用精湛
的 医 术 积 极 救 治 战 场 上 受 伤 的 中 国 军
民；或筹钱筹物，不辞劳苦地奔忙在革
命的后方，大力推动工业合作运动，为
中国人民的抗战事业，奠定了坚实的物
质 基 础 。 当 然 ， 在 这 些 国 际 友 人 的 背
后 ， 其 实 还 有 更 多 默 默 支 持 中 国 人 民
抗 战 事 业 的 无 名 英 雄 们 。 在 抗 战 和 世
界 反 法 西 斯 历 史 中 ， 无 名 英 雄 们 用 他
们 可 歌 可 泣 的 英 雄 事 迹 ， 书 写 出 正 义
终将战胜邪恶的恢宏篇章。

全书从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角
度 ， 回 顾 了 中 、 苏 、 美 、 英 、 法 等 国
在 东 西 方 战 场 共 同 抗 击 强 敌 入 侵 的 历
史 ， 并 以 群 雕 的 塑 造 方 式 ， 集 中 展 示
了 埃 德 加 · 斯 诺 等 各 国 友 人 以 中 国 人
民 的 抗 战 事 业 为 己 任 的 热 切 担 当 ， 热
情讴歌了他们崇高的国际主义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