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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明清时期，以讼师秘本为主要载体的民间讼学，发展成为中国古代法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明清讼学以落魄文人为职业群体，以乡村百姓为主要传播对象，采摭律学成果，杂以刀笔珥语，假以
公案判例，提炼撰状技巧，兼容合成为一种诉讼攻防之术．它根植于乡土社会，表达了基层民众的话
语方式，满足了民间纠纷诉讼常备的法律知识，激发了乡村民众的诉讼热情，不仅冲击了中国古代无
讼观的价值理念，并对地方司法体制形成潜在的挑战。
尽管明清讼学一直受到官方的排斥和打击，但它仍然以各种隐秘的方式存在着，并填充了正统学问所
不备的诉讼实学的真空，成为民间日用应酬常识的草根法学，为了解我国古代乡村民众的法律知识形
成及其处置纠纷的基本技巧，提供了生动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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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龚汝富，1965年生，江西宜丰人。
江西师范大学教育学学士（1988年）、北京大学历史学硕士（1 994年）、华东政法大学法学博士
（2005年），曾任江西财经大学学报副主编、研究中心副主任、法学院副院长兼法律硕士教育中心主
任。
现为江西财经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江西省中青年学科带头人、
新世纪百千万人才、首批省情教育专家。
主要从事江西地方经济、法律文献的收集、整理与研究，发表学术论文近百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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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二章　民间法律知识的形成与传播　　第一节　民间法律知识形成的主要渠道　　一、民间法
律知识的形成　　法学的存在就普通老百姓来说，就是怎样把制度化的行为规范诠释为日用常识，使
之一目了然，进而潜移默化为一种生活习惯和人格养成。
因此，越是接近民众生活的法律学问，其宣传和教育的方法就越是显得通俗平实和丰富多彩。
我国古代统治者对于以“刑法”为核心的法律体系一直是抱着十分谨慎的态度：一方面法律是明主治
国不可或缺的手段和工具，但又是圣人所“不尚”且应哀恤敬慎的“无冤刑祥”。
这种整体法律价值观的评估实是源于传统儒家正统思想对人性论的基本回答：性善欲恶论决定了对个
人必然要去恶从善，而对于群体则要消除害群之马，弘扬正气。
善与恶、礼与刑、义与利、天理与人欲、君子与小人等一系列范畴构成了封建治道的基本框架，因而
法律在其适用上存在差别，本身就体现了人性论在法律价值观的基本判断。
与法律价值观相适应，我国古代现实司法中有一个形而上学的范式，即秉公执法、除暴安良的衙门老
爷总是在天理、人情与国法之间反复权衡，稍微偏失其中一端，即招来天怒人怨，也为国法所不容。
另一方面对于法律与民众的现实关系，强调要广为教谕，使之周知易晓，反对不教而诛。
但通观我国古代法律发展史，一个鲜明的事实是：法律体系越是完备复杂，越是远离百姓的视野。
在获得法网“密而不漏”的好处同时，民间法律事务不得不求助于诸如“讼师”之类的非法的“法律
职业者”。
法律职业化的前提正是法律体系在日益复杂繁密之时，却远离了民众。
但封建统治阶级并不乐意看到分化出来的法律职业者来分享法律资源和尊严权势，因而我们所看到的
历史事实是，封建统治者总是想一相情愿地开展一项十分有趣的教化工作，把日益丰富的法律内容压
缩成更简单的生活和处事规则，使老百姓耳熟能详，而漠视日渐复杂的财产关系正促使人们不断增强
捍卫财产权利的意识。
尤其到封建社会后期的明清时期，如何让老百姓熟悉和接受日益庞大复杂的律例体系，而又尽量减少
甚至消除“讼师”对民间法律事务的非法干预，加大法律宣传与教育力度势在必行。
通过接触丰富的历史材料，我们发现明清时期无论政府和民间，在传播法律知识和开展法律教育方面
，的确采取了许多积极措施，花费了不少心血，做出了一些成绩：积累了相当多的历史经验，至今仍
然值得我们学习借鉴。
　　重视法律的宣传与教育是我国古代的优良传统。
《周礼。
秋官。
大司寇》中就讲到，每年“正月之吉”，大司徒、乡大夫要向民众悬法、颁法，其后州长、党正、族
师每年分别向属民“读法”二、五、十二次，闾胥甚至每逢集会就向群众“读法”；经过儒家改造过
的《周礼》当然有理想主义的色彩，但是我国自古以来由乡党什伍所组成的民间社会，却一直存在着
集体教化、申明功过的传统，此即后来乡约保甲之祖例。
春秋战国时期，伴随着官府垄断法律知识和教育资源的局面被打破，出现了私人诠释法律并且讲学授
徒的现象。
“造竹刑”并教学生“执两可之说”的邓析可谓是我国古代最早的“法律职业者”。
据《吕氏春秋．离谓》所载，邓析“与民之有狱者约：大狱一衣，小狱襦裤。
民之献衣襦裤而学讼者，不可胜数。
”在我国封建儒家正统法律思想看来，邓析也是教唆词讼的讼师鼻祖。
但无论怎样评价，让更多的老百姓了解他们必须遵守的行为规范，显然是非常迫切的事情。
秦始皇以法家思想一统天下，实行“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的治国方针。
法条成为教材，法吏成为楷模，不可谓不重视法律，但终因法令繁密、民无措手足而二世遂亡。
秦汉之际，刘邦鉴于秦朝刑法“密如凝脂”，便与百姓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及盗者抵罪。
”实际上就是以最简洁明了的语言表达与老百姓当时最切近和最起码的法律要求。
不仅如此，加强各级官吏学法用法，也是十分迫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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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魏明帝时，卫觊就曾认为“百里长吏，皆宜知律”，并建议。
请置律博士，转相教授。
”律博士之设反映政府已经开始把官僚学习法律知识摆到了议事日程。
但到隋代，由于出现个别律博士玩法弄律，舞文作弊，隋文帝将律博士和部曹明法、州县律生一并停
废。
尽管当时人们不可能思考到道德风险问题，但从整个社会中分化出来的法律职业阶层是否能忠实于法
律和民众，已经开始受到怀疑。
制定贴近民众的简洁明快的法律让更为广泛的人群学习掌握，不失为治道之先筹。
律法简约是我国古代立法的基本要求，如被称为我国古代法典瑰宝的唐律就是以科条简约而闻名，其
中已经蕴含着方便老百姓知法守法的深刻用意。
　　明代朱元璋在阅览《律令直解》时，对大理寺卿周祯等人反复叮嘱：“律令之设，所以使人不犯
法。
⋯⋯直解其义，颁之郡县，使民家喻产晓。
”“今吾以《律令直解》遍行，人人通晓则犯法自少矣”。
洪武十九年五月，为申明游民之禁，“命户部板刻训辞，户相传递以示警戒。
”洪武二十三年二月，朱元璋又教谕六科给事中说：“尔等朝夕在朝廷观法议刑，犯者必以法断之，
使不善者人人思过相劝为善，则庶几刑措不用。
奈何小人玩法罔畏，今朕欲尔等父兄、伯叔来朝观朕所行，归谕乡里，使民无犯王法，皆知所劝，实
为美事。
”永乐二年成祖在听取大理寺臣奏称“市民以小秤交易者，请论违制律”后，有一段话耐人寻味：“
上向工部臣曰：‘小之禁已申明否？
’对曰：‘文移诸司矣。
’曰：‘榜谕于市否？
’对曰：‘官府虽有令，民固未悉知之，民知令则不犯，令不从则加刑。
不令而刑之，不仁。
其释之。
”’说明法令在统治者心目中并不仅仅是“文移诸司”的具文，而应该是向老百姓“申明”、“榜谕
”过的规则，让民众有法可依，知法而后守法。
洪武二年五月，明太祖命各省府州县建立申明亭，“凡一乡劝善惩恶、申明教化之事，俱在此惩戒”
。
因而政府各级官吏向属民申明、榜谕、讲解律令便成为一项重要的职责，并写进了律典中。
　　明清时期是我国封建法律体系不断复杂化的阶段，由于科举制度将法律摒弃于考试内容之外，因
而，现实的法律知识不仅不易为百姓所知晓，就广大知识阶层来说也是非常陌生的。
其实，这一现象早在宋代就已经出现了，“顷有一士人，忘其名，初以进士登科，后为法官至刑部侍
郎，尝有表曰：‘臣本实儒生，初非法吏，清朝夺其素守，白首困于丹书，虽以文辞自名者无以过也
。
”，有的官僚甚至放歌“讼庭钩距非吾事，吏案烦苛都可却。
’”这种轻视法律和耻为法吏的风气，到清代仍然没有根本的变化。
在正统儒家道学看来，法律之学仍被认为是刻薄寡恩的学问，是士子不屑于齿的：“刑名之学，如韩
子所著书，惨刻寡恩，为天地所恶，学者寓目如芒刺，著之胸中如毒药。
士有出人才智，即当困厄时，亦必有以自见”。
其后果造成由科举起家的官僚集团在天理仁义方面滔滔不绝，而对法律知识和司法实践却显得一筹莫
展的尴尬局面。
有鉴于此，清代杨潮观《刑律》就曾呼吁，“若将律令颁布学宫，俾与《五经》并行诵习，闱场试士
判式从新，务明乎律之意，无泥于律之文。
设为疑难之端，爱观剖断之识，黜其昧妄，简其精明。
”但长期积淀的“政治文明”并不因为遭遇现实的冲击就会改变它的运行轨道，社会只要形成一个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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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利益阶层，而且该阶层能够代表当时整个社会的总体水平，这个制度也就可能合理地继续存在下
去。
当科举落榜的知识分子在百般无奈中转习法律而成为幕吏师爷或劣衿讼师时，他们往往又成为衙门内
外玩法害民的蠹虫，似乎官府和百姓被他们玩弄于股掌之中。
如何采取切实有效的宣传教育形式让官员和老百姓了解现实法律知识，从而避免受玩法者戏弄，便成
为统治者必须重视和迫切需要解决的治道难题。
　　二、官方法律知识的普及与教育　　通过对现存的大量历史材料的分析研究，我们有理由肯定明
清统治阶级在这一方面做了许多的工作，有针对性地开展了一系列普及法律知识和开展法律教育的活
动。
　　一是对各级政府官僚进行法律知识培训。
吴元年十二月，朱元璋曾就制定律令事告诫李善长等群臣，“卿等既读书，于律亦不可不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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