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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嵚

善莫大焉汉景帝

杜绝冤家错案，这个口号从
夏商周起，统治者就挂嘴边，夏
商周的法律条文里，都有相关精
神，到了《尚书》里，更总结出“五
过”，就是司法干部绝不能犯的
五种错：包括做假证，受贿，判错
案，徇私枉法，和罪犯有不正当
往来。理论上，犯了就严惩。

春秋年间晋国名臣李离，复
查案卷时惊见自己错杀了好人，
立刻主动找晋文公深切检讨。饶
是晋文公好言劝慰，说错误不是
你一人犯的，处理几个部下就好
嘛。李离依然沉痛表白：错是我
犯的，杀错人就该偿命，说完就
悲壮抹了脖子！

但这是靠官员自觉，若老百
姓自己伸冤在秦朝是要犯“妖言
罪”的，连老百姓议论朝政都是
罪。在经过了无数次悲剧后，汉
初终于废了妖言罪，公元前143
年，终于由汉景帝发布了重大意
义的法律：平冤狱令！根据这条
法律，从此老百姓打官司，只要
对地方判决不服，可以向上级机
关告，上级解决不了？继续往廷
尉府告。关键是，就算没改变判

决，上告本身也无罪。
从此，官员办错案被追责的

事，越发变得多了，仅汉朝就有
好几位，汉昭帝年间的李种，就
因判错了罪当街问斩。东汉年间
的零陵太守刘康，也因错杀无辜
下狱，最终死在牢里。是为两汉
著名的官员追责事件！

而且两汉的统治者们，也大
多警觉这事，隔上些年头，会有
一次大规模复查。最出名的一
次，是东汉邓太后，在洛阳监狱
里一口气平反了三十多起冤狱，
捎带把洛阳县令法办了。

《唐律》冤案追责看动机

追责官员真正开始变严是
从唐朝开始的。《唐律》的贡献，
比较前代更独一无二，不但重申
了司法公正的原则，更好比一张
细网，一旦发生冤案，哪个官员
该谁的责任，是谁都没跑。最具
创造性的，就是复奏制度，一旦
明确死刑判决，地方死刑要经过
三次复核，京城死刑案更要五次
复查。而且，一个死刑命令是司
法机关集体决议，前后反复审核
定案，所有办案人员都得签字，
一旦出了问题，签了字的谁也跑
不了。

过错追究讲究主观动机，如
果是受贿所致，不仅要重新审
判，官员被撤职流放是最基本
的。但如果只是工作失误，就可
以从轻发落，降职了事。但主观
动机的认定就比较灵活了，晚唐
名臣牛僧孺曾叹息：出身显贵的
官员，办了错案，也就当过失处
理了，出身寒门的官员，出现了
过失，经常被当错误严惩。错还
是不错，关键要看生的好不好。

宋朝问责只看结果

同样是错案追责，放在宋朝
就没这么便宜了。因为宋朝也不
看原因，只看后果。若造成冤假
错案，特别是冤杀，一定会被定

“故入人罪”，严惩不待。
宋仁宗年间，陇县乡民马文

千，被人诬告为土匪，与四个好
友一起被捕。马文千惨遭严刑拷
打，悲惨死在牢里，其他四位含
泪画押招供，不久后执行死刑。
谁知刚执行完，真凶落网了。

为此，陇州判官李谨言在内
的五名直接办案人员，全数被开
除公职后发配广东劳动改造。经
办此案的狱卒官员，全都被刺字
充军劳改，这几个官员受刑后不
久，正好赶上大赦天下。但宋仁

宗早防着，提前下好令：谁都能
赦，就他们不能赦！既然判错案，
就要付出最惨代价！

明太祖朱元璋，穷苦人出
身，最恨司法黑幕，尤其恨官员
造冤假错案。一旦出现错案，官
员流放充军是最轻的。永乐二十
一年，御史王愈误判四人死刑，
罪行和宋仁宗年间那几位一样，
但判的更重：包括王愈在内的主
审官员死刑，家产全部赔给受害
者。这个案子，一度是明朝追责
量刑尺度。

到了明英宗朱祁镇年间，创
立了朝审制度，每年秋天复核案
卷，发现问题就平反，发现官员
渎职就追责。隆庆年间朝审，查
出个问题案件，涉案官员当时已
经八十多岁退休在家，还是被充
军了。

清朝的死刑复核制度，继承
了明朝朝审制度，发展成朝审和
秋审，其死刑案件审核之严格细
化，堪称历代之最。

当然最有名的，就是清末同
治年间杨乃武小白菜案，这也堪
称清朝所有大案里，官员追责力
度最大的一次。案件真相大白
后，浙江一百多名官吏被追责，
巡抚杨昌浚革职，杭州知府和宁
波知府革职，还有多地涉案知县
革职查办。虽说官最大的杨昌
浚，没几年后又高调复出，但就
官员追责力度来说，清代几位铁
腕帝王，真心不如慈禧太后！

看古代怎么问责制造冤案官员
每个冤案昭雪的消息，无论古今，都令人欣慰。但欣慰之后，回看案情，依旧是虐心的痛：可能就是

普通老百姓家的好青年，平时老实巴交，不留神摊上案子和无良官员，立刻被悲惨拷打扣上罪名。那些
制造了冤案悲剧的无良官员，会被追责吗？历史上，他们被追责难不难？

获罪被逐出玉蝶

清入关前，从无传位遗诏当
上皇帝的皇太极开始，皇权归处
的斗争直到乾隆以后才逐渐减
弱，爱新觉罗亲族之间的恩怨在
玉牒中也有所反映，典型表现就
是“不入玉牒”。

多尔衮指挥清军入关，先后
受封叔父摄政王、皇叔父摄政王、
皇父摄政王，死后不仅被剥夺亲
王封号，甚至被掘坟扬灰。所以在
早期清玉牒中，努尔哈赤第十三
子与第十五子紧密相连，根本不
提第十四子。直到乾隆四十三年为
多尔衮恢复亲王称号和宗室身份
后，才在乾隆五十二年以后的玉牒
中出现了努尔哈赤第十四子。

翻看史料，多尔衮戎马一生
的最大受益者是顺治，然而，他对
这位亲叔叔的恨实在耐人寻味。
至于清入关前后有多少爱新觉罗
族人因为获罪被逐出玉牒，《康熙
朝实录》有这样的记述：“查革退
宗室内除原任和硕睿亲王多尔衮
无嗣，无庸议外，其原任贝勒莽古
尔泰、德格类，和硕英亲王阿济
格……子孙共二百一十六人俱应
给以红带，记黄档内，纂修玉牒时
一并载入。又宗室阿尔通阿之子
孙四人，现入觉罗红档，无庸另
议，应将阿尔通阿之名补入黄档
内，增载玉牒。其觉罗勒尔森、昂
阿拉、吴丹等之子孙共二十九人，
俱应给以紫带，记红档内，亦俟纂
修玉牒时一并载入。”

宗室成员也被除名

被逐出玉牒的还包括康熙年
间参与夺嫡，后来被逼改名的阿
其那和塞思黑。对他们后人的态
度，到了乾隆年间也有了变化，

《清实录》中记载：“从前阿其那、
塞思黑不孝不忠，思乱宗社获罪，
皇祖我皇考万不得已止令削籍离
宗”，遵从康熙“若屏除宗牒之外，
恐将来日久，则与庶民无异”的考
虑，也采取康熙五十二年的做法，

“将阿其那、塞思黑之子孙，给予
红带，收入玉牒。”当然，此后仍有
犯罪爱新觉罗族人“不入玉牒”，
不过再没有谋逆之类大罪。

记录在案有嘉庆年间的一
例，《清实录》里这样记述：“又谕：
刑部奏审明魁敏、窝什布图钦、图
敏等私习西洋教，业经反复开导，
该犯等仍坚不出教，请将魁敏等
发往伊犁充当折磨差使等语，图
钦、图敏俱系苏努曾孙。雍正年间，
苏努因犯罪黜革宗室降为红带
子，是该二犯本属罪人子孙，理宜
安分守法，乃敢私习洋教，经该部
再三开导，犹复始终执迷不悔，情
殊可恶。图钦、图敏著革去红带子，
并于玉牒末除名。”在这个案件中，
获罪宗室成员被彻底除名。

时过境迁，当争斗变成前尘
往事，恩怨随同主人公化作飞灰
之后，与当初的恩恩怨怨相比，后
世爱新觉罗族人似乎更在意的是
祖上都有哪些人，做过什么事。在

《爱新觉罗宗谱》中，当年斗个你死
我活的兄弟们又都恢复了原来名
字，长幼有序、整齐划一地排列在
了一起。 据凤凰历史

多尔衮曾遭顺治开除“族籍”

在每次清玉牒编修的序言中，都有关于哪些犯罪族人不入玉牒
的说明，《清实录》中对这些情况也有很多记述。早期不入玉牒的代
表人物就是多尔衮，这位为清一统天下立下汗马功劳的宗室，生前
和死后境遇天壤之别。

人有三急

这一词中的三急通常说
法是：“内急”“性急”“心急”。
现在“人有三急”也多用来指
排泄、饮食等问题，即尿急、
便急、屁急，虽看着似乎不登
大雅之堂，但却与人的个性、
心理、伦理等或多或少有些
关联，所以这种引用倒也形
象贴切，无可厚非。

三媒六证

旧时婚姻，由父母包办，
还必须有媒人介绍，表示郑
重其事。三媒具体是指：男方
聘请的媒人、女方聘请的媒
人，还有就是给双方牵线搭
桥的中间媒人。

六证具体来说指：在天
地桌上摆放一个斗、一把尺、
一杆秤、一把剪子、一面镜
子、一个算盘。出自元·武汉
臣《生金阁》第二折：“我大茶
小礼，三媒六证，亲自娶了个
夫人。”

三姑六婆

“三姑”：指的是，尼姑、
道姑、卦姑。尼姑，是庙里的
女性；道姑，是道观里的女
性；卦姑，专门给人占卜算卦
的女性。

“六婆”：牙婆、媒婆、师
婆、虔婆、药婆、稳婆。

牙婆，旧时汉族民间以
介绍人口买卖为业而从中牟
利的妇女；媒婆，专门为男女
说亲事撮合双方的妇女；师
婆，又叫巫婆，以装神弄鬼、
画符念咒的巫术作为生活来
源的妇女；虔婆，指开设秦楼
楚院、媒介色情交易的妇人；
药婆，是蛊药婆的简称，利用
药物给人治病或加害他人；
稳婆，是旧时民间以替产妇
接生为业的人。

此成语原本指的是古代
中国民间女性的几种职业，
现代汉语拿来常指社会上各
式市井女性。

女婿为何叫金龟婿

将丈夫称为“金龟婿”，
与唐代官员的佩饰有关。据

《新唐书·车服志》载，唐初，
内外官五品以上，皆佩鱼符、
鱼袋。鱼符以不同的材质制
成，“亲王以金，庶官以铜，皆
题其位、姓名。”装鱼符的鱼
袋也是“三品以上饰以金，五
品以上饰以银”。

武后天授元年 ( 6 90 )改
内外官所佩鱼符为龟符，鱼
袋为龟袋。并规定三品以上
龟袋用金饰，四品用银饰，
五品用铜饰。可见，金龟既
可指用金制成的龟符，还可
指以金作饰的龟袋。但无论
所指为何，均是亲王或三品
以上官员。

后世遂以金龟婿代指身
份高贵的女婿。但在现代汉
语中，其“贵”的含义正在逐
渐减弱，而“富”的含义却有
逐日加强之势。与“乘龙快
婿”、“东床婿”指“女儿的配
偶”不同，金龟婿侧重于指

“女子的配偶”。
据网易新闻中心

官员为政清廉与否，自律
很重要，但他律亦不可少，而父
母兄长的告诫尤为重要。

母劝子廉

东晋西征大将军陶侃做浔
阳县吏时，曾主管县衙鱼肉及
精美食品供应。有一回，他派人
送一瓦锅鱼制品给母亲谌氏。
谌氏原封未动让人退回，并附
信一封 :“你做县吏，送给我公
物，不但不能使我受益，还会增
加我对你的担忧。”她规劝儿子
要为政清廉。在母亲的教导下，
陶侃改过自新，后来以政绩显
著闻名于世。

兄劝弟廉

清顺治年间，侯抒愫任潍
县知县时，其哥哥侯抒恽就劝
戒说:“我们家世代清白，你如果
贪一文钱回来，我就不认你这
个弟弟了。”一次，大商人郭某
遭了官司，有十多个官员为其
说情，侯抒愫都闭门不见。

下劝上廉

金海陵王执政时，刘焕任
丘县县尉。任丘县县令是个贪
财的人，刘焕遇事就提醒他“收
敛贪财之心，少干贪占之事”。
这个县令还能听进他的劝告，
与刘焕共事期间干了许多实
事、好事。

后来，朝廷考核官员时，县
令受到奖赏。县令置酒感谢刘
焕:“你有廉慎之德，使我获得了
奖赏，感谢你的提醒和规劝。”

据《检察日报》

古人如何劝官廉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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