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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断案，用现代的话讲就是审判。
在人类社会生活中，案件的发生是层出不穷的。
正确认定案件事实是司法公正的基础。
司法公正是人类社会千百年来一直在探索的一个目标。
各种各样的案件，无论是刑事案件还是民事案件，法官或审判官要断好案并实现司法公正首先要解决
的就是要认定案件事实。
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判案依据经历了从愚昧到科学的漫长发展过程。
远古时期神明裁判神秘的面纱，曾寄托了人类最虔诚的希望。
神明裁判，即以神证为主的断案方法。
所谓神证，就是让神来帮助法官认定案件事实。
在很多国家的历史上都曾经采用过神证的方法。
据史书记载，我国历史上舜帝时期的司法官皋陶，他在审理案件的时候，如果遇到疑难的案件，查不
清楚，就会把犯罪嫌疑人带到神羊的面前。
若神羊用角顶嫌疑人的话，说明嫌疑人就是有罪的；若神羊对嫌疑人很友善，不用角顶他，说明嫌疑
人是无罪的。
这也可以说中国历史上也有带有神明裁判色彩的断案方法。
神明裁判的面纱揭开之后，人类司法历程开始走出愚昧的阴影，而注重审案以人证、物证和科学分析
判断了。
人证包括我们现在社会生活中大家讲的证人、当事人，刑事案件中指的是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被害
人。
古代人断案其实也要使用人证，要听当事人的陈述。
也要听证人的陈述，人证成为了司法证明的主角，也就是成为法官断案的最主要的依据。
在各种各样的人证中，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西方国家，最主要的人证都是当事人的陈述。
刑事案件中，被告人的供述就非常重要，所以在我们中国的历史上曾经有非常重视被告人口供的这样
的司法传统。
大家知道我们古代的法官办案，无论是包青天，还是一些其他的酷吏贪官，都要拿到被告人的口供，
当时的说法叫做“无供不录案”，断罪必取输服供词。
而物证即是以科学证据为主的断案方法。
在《秦简·封诊式》里就记载了很多断案的案例，包括现场勘察的一些物证或者痕迹的状况，比如记
载有手迹，还有漆迹、足迹或者其他的一些衣物等。
这就告诉我们在秦朝的时候，司法者在断案的时候，已经认识到要运用物证来查明案件事实了。
因此，要认定案件事实，准确断案最需要的就是明察的智慧，不察明事实，则不可能洞察事物的本来
面貌。
而断案经验和本领来自实践。
断案天才不是生来就有的，而是不断总结经验，日积月累，孜孜以求，细心揣摩，“大胆假设，小心
求证”，不放过任何蛛丝马迹，方能知晓案件本来面目。
听讼断狱要能做到不枉不漏，就一定要对涉及全案的任何细节都进行认真思考，要准确把握涉案人的
心理特点，方能去伪存真。
有些断案之所以产生乱判，不是断案人无德，就是少才。
无德指的是断案者受利益驱使不能公正行事；少才则是指断案者察情不细，推理不详，虑事不周，以
疑似为真实，凭想象作结论。
因此，断案者明察案件真伪不仅需要才高，更需要德馨。
虽然古代人刑侦破案时的硬件技术不发达，但古人往往能以高超的智慧明辨案件之真伪，断案方法不
拘一格，甚至诙谐幽默，妙不可言！
本书以丰富翔实的史料、生动活泼的文笔，勾勒了中华上下五千年发生的经典有趣的断案故事，以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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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的语言和活泼的方式解密了深奥艰深的断案智慧。
书中的故事都经过精挑细选，断案点评更是一针见血，读之，定让人的心灵为之震撼，头脑为之清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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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古人的断案故事多如满天星斗，每一颗星，无不闪烁着古人的智慧之光。
古代的断案方法不拘一格，格格诙谐幽默，像是星辉夜空下模糊的山峦，黑得看不清脊和山路，却在
峰回路转时候，雄鸡一唱天下白。
　　古人断案时的智慧，古人的机智和幽默，妙不可文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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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苏章不洵私情苏章字孺文，扶风平陵人也。
八世祖建，武帝时为右将军。
永平年间，在窦固的军队担任奉车都尉，随军攻打北匈奴、车师有功，受封为中陵乡侯，后来做官到
南阳太守。
苏章从小就十分博学，善于写作。
安帝在位的时候，朝廷荐举贤良方正有学识的人，苏章应对得当，策论高妙，得以任用，担任议郎这
一职务。
在皇帝面前几次议论政策得失，发表的言论切中时弊，群臣都认为他十分正直。
不久外放做了武原县令。
其为人刚正无私，后来苏章异地交换做并州刺史，上折得罪了当地权贵，因为违反了皇帝的旨意当即
被罢免。
苏章隐居在乡间，不与官场来往。
后来叉被朝廷征召为河南尹，不肯前去就职。
当时，天下日益动荡，人民多有疾苦，有评论的人向朝廷举荐苏章有治国之才，然而朝廷始终没有任
用他，苏章最后在家乡去世。
汉顺帝时候，有位清官名叫苏章。
他为官清正、公私分明，刚直不阿，深受百姓的爱戴。
有一年，苏章被委任为冀州刺史。
上任伊始，苏章便认认真真地处理政事，办了几件颇为棘手的案子。
可是有一天，发生了令苏章更为头疼不已的事情。
苏章发现有几个账本记得含混不清，不由得起了疑心，派人调查过后，得知是清河太守贪污受贿，且
数额巨大，事实清楚。
苏章大怒，决心马上将其逮捕法办，可是当他的目光停留在报告上清河太守的名字上时，不由得呆住
了。
原来这个清河太守就是他少年时情胜手足的好友。
苏章感到非常痛心，更十分为难。
但苏章接到案子后，就带着衙役到了清河县，住进了驿馆。
清河太守安顿好苏章后，想到自己不仅是苏章的部下，更是苏章的好朋友，二人是多年的至交。
虽听说有人在苏章处告了自己，但刚才并没有看出苏章有责难的意思，而且苏章还提出让自己为其“
设酒宴”接风，以洗去一路的劳顿，心里不免坦然起来了，喜滋滋地安排了丰盛的宴席，当晚款待了
这位上司兼老朋友。
两个人相对饮酒说话，痛痛快快地叙着旧情，苏章绝口不提案子的事，还不停地给老友夹菜，气氛很
是融洽，看起来似一般的访友而不是来办案子的。
这时候，清河太守心里的一块石头终于落了地，他不禁得意地说道：“苏兄呀，我这个人真是命好，
别人顶多有一个老天爷的照应，而我却得到了两个老天爷的荫护，实在是幸运啊！
”回家就对家人说自己没有事了，老朋友让自己设宴款待，还会办了自己不成，于是美美地睡了一个
安稳觉，喜滋滋地由美梦伴随度过了一个舒适的夜晚。
可不想，第二天，清河县大堂上，苏章一脸严肃坐在正位上，清河太守则跪在大堂下，听着苏章历数
着自己的罪行。
此时，他充满了沮丧，想想昨晚，苏章怎么能这样呢，一肚子的想不清楚。
正在他胡思乱想时，听到苏章大喝一声：“你在清河郡为非作歹，罪行累累，民愤难平，定不能饶！
”再命衙役摘去了他的乌纱帽，接着被几个衙役像提死猪似的押走，关进了大牢。
苏章不徇私情，按照国法将罪大恶极的清河太守正法了。
断案点评一起喝酒，是尽私人的情谊；升堂审案，仍然会公事公办。
公是公，私是私，绝对不能混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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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私情，两人手足之谊永存，于公，一个为贪污犯，一个乃执法者。
东汉周纡辨尸彼假案周纡，邳徐县人。
喜好韩非子法家之术，曾担任过廷尉史、南行唐县长、博平县令等职。
他的最大的优点就是嫉恶如仇，对于狡猾奸诈的恶人定会杀之。
很多时候，即使有的犯人的赦令到了。
他也不放人，而是先把赦令藏起来，把犯人处决了，然后再宣布大赦诏书。
因而，他的严酷之名在当时是人人皆知的。
凡是不小心落入他手下的犯人，只有叫苦的份，老百姓对他的嫉恶如仇也表示敬畏。
他所控制的地区在他的严厉管辖下，其犯罪率也很低。
周纡在任时，有个任廷掾之职的人想压一压周纡的威风，便想了个办法来整他。
一天这人趁天还没亮，去城外的乱坟岗子找了一具刚刚被人扔了的死尸，将其手脚砍断，立在周纡的
官署门边。
天亮以后，周纡官署的侍卫们一开大门，那具尸体就倒进了门里，吓得他们慌忙跑去通知周纡。
周纡刚刚上任，就出现这样大的案子，他丝毫不敢怠慢，赶忙来到大门口看个究竟。
他来到死尸旁边，反复察看。
然后他告诉属官们，说要和死尸谈谈，让大家远远地看着，谁也不许靠近他。
只见周纡站在死尸面前，比比画画的，一会说几句，一会又凝神静听，一会点点头，一会又摆摆手，
好像与这个死尸谈得很投机的样子。
随从们因为站得很远，谁也听不清他在说什么。
其实，周纡什么也没有说，只不过是装模作样地比画一番而已。
他在与死尸“谈话”的时候，又对死尸进行了仔细的观察，他发现死尸的嘴角、眼角等低凹处有一些
稻芒，他心想在城里很少有稻芒的啊，只有城外种庄稼的人家才可能有啊。
再看看死者的手脚被砍断的地方，似乎不像是活着的时候被人砍断的，种种的疑问在周纡脑中盘旋。
“谈话”结束后，周纡秘密地把看守城门的人叫来，问他今天早上有没有赶稻草车的人进城。
看门的人说：“只有廷掾一大早拉着一车稻草进城。
”周纡又问属下，当他与死人“谈话”的时候，有没有人对他与死人的谈话怀有疑心，属下说：“好
像只有廷掾知道您和死人谈话时非常不安。
”于是，周纡立即叫人把廷掾押来审问，廷掾果然承认是他出城去乱坟岗子找来死尸搞的恶作剧。
断案点评周纡利用犯罪心理的一般规律，巧妙地制造与死人谈话来迷惑人，促使加剧作案者的异常心
理表现，使其自我暴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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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华上下五千年断案趣话》：千百年来，他们的美名在百姓中广为流传，或因昭赫政绩，或因斐然
文采，或因书画技艺的高绝⋯⋯他们的断案故事却同样的妙趣横生，在历史的长河中沉淀下一粒粒智
慧的金沙。

Page 8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华上下五千年断案趣话>>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