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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王法》

前言

帝王是中国古代社会的最高统治者。帝王拥有立法、司法的最高权力，是古代社会最基本的政治常识
。在民间的谚语里经常出现的“王法”一词，就反映了“王”与“法”的紧密关系。可是帝王也是凡
人；不可能亲自去面对所有的法律事务，总得依靠官吏集团来实施法律。尤其需要专门的法官来裁断
是非、审判案件、适用法律。汉语里“法官”这个词最早出现在战国时斯的法家著作《商君书》的《
定分》篇，在这一篇里作者建议说：“天子置三法官，殿中置一法官及吏，丞相置广法官，诸侯郡县
，皆各为置一法官及吏。”“吏民(欲)知法令者，皆问法官”。设想，各地官吏以及百姓有不知道法
律条文规定的，要向当地的法官询问；而地方的法官也有疑问的，就要向中央朝廷的丞相府的法官来
核对法律文本；如果连丞相府的法官也有疑问的，就要向天子宫殿里的那位殿中法官进行核对，以殿
中法官保管的法律文本为最标准文本。显然在《商君书》里说到的“法官”，是一种制作及保管法律
文本的官职，和现代汉语中主持审判的“法官”官职是两回事。然而有意思的是，法官以后却长期成
为司法审判官员的通称。司法审判官职的实际具体称呼在古代叫做廷尉、大理、推官、判官、司理、
司法等等，当代则叫推事、承审员、审判员、陪审员，并没有明确的具体的官职叫做“法官”，可是
，当作为司法审判官员统称的时候，还是叫做“法官”。在中国古代，几乎没有终身任职的法官。司
法审判机构作为整个官僚统治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它的成员总是处在不断的流转、升迁之中，似乎
很难从官僚阶层中划分出一个法官集团。然而，当法官又确实是中国古代官员的主要职责，尤其是各
级地方官员，审判事务一直是最重要的职责，甚至可以说，中国古代官员的特性，很大程度上是在充
当法官角色的时候显示出来的。在传统戏曲、小说里的官员角色，一般都是以他们的审判事务来出场
的，公案戏、清官戏直到今天仍然盛演不衰，以至于在一般百姓的心目中，官员就是坐大堂、判案件
的法官。本书就是试图将古代无数官员“定格”在他们担当法官角色的瞬间，并将他们在履行审判职
权时与帝王的关系、冲突连接起来，试图像电影一样，用有限的瞬间来留住时间，来反映出中国古代
社会的一个侧面。⋯⋯四历来的史家都把注意力集中在王权与相权的关系上，这确实是解析中国政治
史的关键所在。不过实际上王权与法官执行的司法权力的关系，也是一个重要的课题。当然相比宰相
而言，古代的法官执行的司法权力是处在权力结构的下一个层次上的。中国古代皇帝，是立法者，至
于他自己是否应该遵守自己颁布的法律，并没有明确的制约。由于高度中央集权的政治局面。社会上
并不存在一个可以皇帝违法为理由实施武力威胁的力量，这就和西欧中世纪时代到处是大大小小诸侯
的情况大相径庭。皇帝遵守祖先的或自己发布的法律，要靠自身的把握，出于自己对于法律的理解，
尤其是对于“天命”的体会。只是历史上很多皇帝想不到这一点。清末主持法律改革的资深法官沈家
本在他的《法学盛衰说》一文中就感叹，中国历史上有着太多的如隋文帝、明太祖这样的皇帝，他们
会制定和发布很好的法律，可是同时自己往往也就是破坏法律的主角。犯罪触犯的是皇帝的法律，皇
帝可以加罪于人，自然也就可以赦免人的罪过。宋徽宗曾经说“能生死谓之王，擅利害谓之帝”，皇
帝作为最高和最后的裁断者，有着无上的审判权。在这样的情况下，法官只有做艰难的选择：要么一
味顺应皇帝的意旨办案，甘心做皇帝的鹰犬；要么就是尽力维护法律的尊严，尽力以法律为“天下之
平”、“天下大信”之类的理由来劝谏皇帝放弃擅断，走一条艰险的宦途道路。本书将给读者介绍历
史上一些皇帝与法官之间的故事。

Page 2



《执王法》

内容概要

《执王法:中国古代帝王与法官》主要内容：帝王是中国古代社会的最高统治者，拥有立法、司法的最
高权力。在中国古代，帝王与法的关系最简单明了的表示就是王法。因此，在封建社会，无论是帝王
还是官吏，所执之法均为王法。《执王法:中国古代帝王与法官》所说的法官，和现代汉语中及现代审
判制度中主持审判的法官官职是两回事。在中国古代，很难从官僚阶层中划分出一个法官集团。但是
，当法官，又确实是中国古代官员的主要职责。尤其鉴别级地方官员，审判中务一直是他们最重要的
职责。甚至可以说，中国古代官员的特性，很大程度上是在充当法官角度的时候显示出来的。在传统
戏典、小说里的官员角色，一般者是以他们的审判事务来出场的。公案戏、清官戏直到今天仍然盛演
不衰，以至于一在般百姓的心目中，官员就是坐大堂、判案件的法官。 
《执王法:中国古代帝王与法官》试图通过讲述三十一位有个性的法官司与二十二位帝王绕执法而发生
的故事，反映中国古代社会的一人侧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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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王法》

作者简介

郭建，一九五六年九月出生于上海。一九八二年一月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一九八五年复旦大
学法律系法律史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后留校任教至今，现为复旦大学法学院教授，主要研究与教授中
国法制史。主要著作有《中华文化通志·法律志》、《帝国缩影——中国历史上的衙门》、《师爷当
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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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王法》

书籍目录

前言1. 圣人之间的对话——大舜与皋陶2. 甘棠佳话——周公与召公3. 一对走极端的君臣——秦始皇与
李斯4. 伟大的法律改革者——汉文帝与张释之5. “苍鹰”和他的主人——汉景帝与郅都6. 大有为皇帝
的好帮手——汉武帝手下的张汤7. 作为工具的执法者——汉武帝手下的杜周8. 榜样的力量——汉宣帝
与黄霸、于定国9. “柔术”与“强项”——东汉光武帝与董宣10. 好儒的君臣——东汉章帝与郭躬、陈
宠11. 伪善与直言——晋武帝与刘颂12. 智慧的化身——宇文泰与柳庆13. 朝令夕改的皇帝与不怕死的法
官——隋文帝与赵绰14. 君臣相得的佳话——唐太宗和戴胄15. 英主豢养的恶狗——武则天与酷吏16. 圣
人的大德——武则天与徐有功17. 与强权的斗智斗勇——武则天与狄仁杰18. 宽容大度与铁面无私——
宋仁宗与包拯19. 变法时代的守法者——宋神宗手下的王安礼20. “老猾”变能吏——金章宗手下的王
倚然21. 从征服到管理的转变——元世祖与何荣祖22. 淫威下的法官——明成祖手下的郑赐23. “通达”
皇帝和“偏执”法官——清圣祖与施世纶24. 被判三次死刑的法官——清高宗手下的阿克敦25. 结束中
华法系的法学专家——慈禧太后手下的沈家本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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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王法》

章节摘录

插图：《史记》记载的皋陶事迹这个故事里谈到的皋陶，就是在历史记载上中国第一位有名有姓的大
法官。他的名字有多种写法，有的写作“咎陶”(后面的“陶”要读做yao)，或者是“咎由”。中国第
一部通史著作、司马迁写的《史记》里，专门记载了这位法官祖师爷的事迹。据说他曾经在雷泽(传说
中的一个大湖泊，大概方位是在今天的山东中部。奇怪的是《史记》说大舜也在这个雷泽打过鱼)垂钓
，被著名的圣君尧帝发现和重用。等到尧把王位传给了大舜，舜就任命皋陶为“大理”，专门处置罪
犯，裁决诉讼案件。《史记》里还记载了舜对皋陶的“任命状”，大意是说：野蛮民族侵犯中国之土
，杀人越货，内忧外患。你来担任“士”的职务，五刑要量刑适中，裁定五种犯罪，要分送三处执行
，分别给予三等之居，并要有一定尺度。只有公正廉明才能使人心服。所谓“三处”，据说是“大罪
陈诸原野，次罪于市朝，同族适甸师氏”(大的罪恶通过军事讨伐，在战场上惩罚；中等的罪恶在市场
上和朝廷里通过刑罚处罚；部族内部的冲突则由专门的机构来讨论决定处罚)；“三等之居”，是指“
大罪投四裔，次九州之外，次中国之外”这样的流放。据《史记》的说法，皋陶当时和后来治水立下
功勋的大禹同在舜帝朝服务。有一次朝会上大家讨论如何治理国家。皋陶阐述他的主张：“信其道德
，谋明辅和。”大禹问他具体是什么意思？皋陶解释说：“首先是要自己慎重修行，考虑长远的规划
，亲近九族，任用贤明，使高风亮节的品德，从自己身边推到边远。”大禹听了大为赞叹，连说是呀
是呀。皋陶又说：要点是在“知人”、“安民”。大禹立即领会他的意思，说：“哎呀，说得太对了
。尧帝也说最难的就是知人善任，把适当的人安排到适当的位置，就使百姓安宁，体会到朝廷的德政
，还怕什么獾兜这样的坏人，有苗这样凶恶的外族，也不会被善于花言巧语的人钻空子。”于是皋陶
又讲了一大通任用人的大道理，说：“任用人要看他做事，要观察被任命的人是否宽大而又庄重，柔
和又能办事，坚持原则而又恭敬，有志向而又有毅力，公正而又温和，简洁而又明确，刚强而又适宜
，经常能够表现这些特色，就是大吉。不是这样的人做官，就是扰乱天意，就要代表天意来使用五刑
，进行处罚。我这样的想法能够实行吗？”大禹连忙说：“您说的都是可以实行的。”皋陶还客气一
下，说：“我实际上也不明白，只是想赞美政治的正道。”从这段对话里，我们可以发现皋陶完全是
一位成熟的政治领袖人物。《史记》正是以这番对话为伏笔，在下文里就提到，大舜当了39年的国王
，在南方巡视时去世。大禹以治水的功绩被推举为国王后，立即就推举皋陶为下一任国王，可是正要
准备禅让授予权柄的时候，皋陶却已经去世了。他只好把皋陶的后代封在英、六一带(一般认为就是现
在安徽六安)为诸侯，算是一种表彰，一种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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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王法》

后记

正如“纪传体”这一名称所表示的那样，中国古代的正史突出的是以人物形象来表现历史。而20世纪
以后的中国史学，大多习惯以事件、制度、学说、观点来演绎历史，生动活泼的人物形象不再是史书
的主角。这个风气也影响到其他专门史的编写，比如我所在的中国法制史领域，长期以来这个领域产
生的各类书籍教材，都是阶级分析或者典章简介，很少会看到古代法官的形象。可是在中国民间，历
史仍然是以人物故事为主线而被大众记忆的。人们最熟悉的是人物形象最丰满的三国时代的历史，尽
管这段历史在整个中国历史上占的分量并不重。人们尤其熟悉包公那样的法官形象，包公的神奇断案
以及他那三把大铡刀，直到21世纪依然是中国普通百姓最熟悉的中国法制史知识。促使我注意到这一
现象的是这样一件事：有一年在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中我们出了一个例举题：“请例举5名中国历史
上最著名的法官”，要求只写出名字就可得分。出乎我们意料的是，20多名考生中居然没有一个人能
够回答这个问题，只有两三个人写上了“包公”而已。显然，我们的中国法制史教学与研究是排除了
有血有时的“人”的，我们的学生获得的只是一大堆毫无生气的冷冰冰的古代法条、制度之类的知识
，以及阶级分析、历史评价之类的观点。这次考试后，我开始注意收集古代法官的事迹，作为平时教
学的补充资料，在教学中经常讲述一些古代法官的故事，来作为课程内容的补充，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上个世纪90年代初，上海古籍出版社历史编辑室主任陈稼禾先生(已故)建议我编写一本有关中国法
官历史的书，并帮我确定了《古代法官面面观》的书名。我很感激他的建议以及帮助，这本于1993年
出版的小书，也是我出版的第一本书。2005年在中央电视台12频道开了“社会与法”的“法律讲堂”
栏目，我参与了其中的“故事与法”的节目，在古代文学作品中法文化这个题目讲得差不多的时候，
编导刘乃溪又为我出了一个“王者与法”的选题，这个正好和哦原有的一些积累有联系，我勉力而为
，写了几段稿子，试讲了几讲。虽然因为该节目撤销，这个选题并没有正式播出，还是引发了我对这
个选题的兴趣。不久，陈立旭先生在策划选题时同我议定了这个题目。说来惭愧。这个题目定了以后
，我一直迟迟不能完成，总是被其他事务插进来打断。好在得到了陈立旭先生的谅解，一直鼓励我，
并同我多方商量书稿的组织和结构等问题，终于使我能够写完此书。帝王与法律的关系，帝王与法官
的关系，是一个大题目，细究起来，可以牵涉到多个学科来进行分析。本书主要的意图是在提出问题
，希望读者在读完了本书的故事后，能够促进对于“法治”的思考，能够体会到“法治”在落到实处
时的复杂性，能够更进一步理解“中国特色”。那就是对作者的最大褒奖了。人们常说“开卷有益”
，但是在这个忙碌的社会，开卷有益的前提或许是先要“开卷有趣”。作者对于本书已经尽可能做了
最大的努力，希望能够使读者在获得阅读的乐趣的同时，能够获得促进思考的益处。郭建2007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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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王法》

编辑推荐

《执王法:中国古代帝王与法官》讲述了三十一位有个性的法官与二十一位他们的君主围绕着执法官发
生的故事。在封建时代，君主的王权和法官执法始终是一对不可解的矛盾。在这种矛盾冲突中，有的
法官以身护法，力图限制君王的个人旨意，甚至不惜被押上刑场；有的法官则以身卖法，甘愿当君主
的走狗，唯一的目的是自己加官晋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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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王法》

精彩短评

1、较好，有益
2、感觉很不错，喜欢看！
3、这一辈子活得精彩 获得安稳 获得安静 送给安静的自己
4、很有趣的一本关于中国各朝各代的类似于法官的官职职员的故事。。。
5、就中国的法律发展有独到见解。
6、书的质量不错，以文字为主，还不错
7、法官的故事，适合闲时怡情。3折价
8、古人法的精神
9、质量很好，。。。。
10、从另一个角度看历史，视觉不同，感受不同，和历史学者写的不一样。有趣味、有含量。
11、、神化他的人则需要一面旗帜，以便将他们的诉求和理想贴在那面旗帜上，然后举着这个旗帜向
他们喜欢的方向前进。将一个人魔化或神话，等于将自己矮化，等于将自己这个具体的个体交由某个
抽象的力量去统治。因此，无论是魔化还是神话他，从本质上讲，都是唯心史观的思想在作怪。但是
，我们也必须看到，一个他政治符号的出现也会成为特定条件下推动历史发展的动力；它的积极意义
在于：以往那些零散的、杂乱无章的、不同诉求的各种斗争和抗争会在各自的政治符号下集合，一个
真正意义的社会变革有可能籍此拉开序幕
12、视角不同，效果不同。有意思！
13、从法律层面了解一下古代王朝
14、皇帝的王权与法官的执法权是一对矛盾，当然，在封建社会里，有敢于坚持真理，秉公执法的法
官，也有秉公执法，大义灭亲的皇帝。但也有与此相反的法官和皇帝；此外还有明君赃官，清官昏君
，总之，这本书中都渋及到了。
15、从师爷当家,到獬豸投影,郭教授讲述中国法文化的点滴确实让人受益良多.獬豸投影这本书印刷和
包装太过粗糙!!!!
16、封面不错，内容还没看，应该也不错
17、把理论写得很生动
18、了解中国的法治进程，也理解现今法罪错位的由来
19、郭教授的教育背景决定了他是一位知识渊博的中法史老师，不管是不是学法律的，权当消遣读物
也很不错。赞一个！送货速度挺快，给四星的原因是卖家没主意我双休日的送货要求，稍稍造成了一
些不便。
20、便宜，闲来无事长长见识。
21、掌权和执法都不容易，过去和现在都一样啊。本书选择的人物和实践都很典型，值得一读。
22、还可以，不过看着看着会觉得有点闷~~
23、内容一般，看看还行，了解下古代那些执法者的故事
24、闲来无事，可以看看，还有点意思。
25、讲古代法制与帝王的故事，通俗易读。
通过故事，论述了些古代的法律思想，值得一读！
文笔很好，描绘清晰生动。
26、讲的挺好。。我是学法律的，感觉对法制史讲的不错
27、书刚收到，还没看，但貌似不错，很喜欢
28、“执王法”看看还不错.
29、只能说还可以了，纯粹的就是在讲述一个个帝王和一个个法官的故事，不过我蛮喜欢作者在讲完
这些故事之后在结尾处添上的自己的一些小见解，有些见解还是蛮好的，只可惜真的只是“小”见解
，只有短短的几行，而且也不是每个故事之后都有的
30、了解那是王法的王霸之道
31、搞活动时收录的，书字大行稀，以购入价论，不算亏。
32、噶
33、呵呵，因为老公想看这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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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讲古代法官与皇帝故事的通俗书籍。通过讲故事，普及了些古代法律思想，人物描写也比较细致
，值得一读！另外，郭教授文笔很好，描绘清晰生动。
35、基于对这方面阅读的兴趣，加之便宜，权当资料收集了。内容还没仔细看。草草翻了一下，基本
属于提供研究线索型作品。
36、要说我买的时候只6.4元，很是便宜。纸张、印刷都没问题，封面并且很有些气势。照理说，文学
功底深厚而富于思辨的法律人写法律史或者法律故事，会很好看。然而这本书还是令我失望了。作者
显然没有达到我所期望的高度，不过是把些跟法律有点关系的历史故事以白话文罗列出来罢了，而且
罗列得还那么枯燥。说史说故事不如直接看史书的生动连贯；说理思辨也不如直接看那些法学理论的
雄浑周密。对爱好思想深度的人来说，这书太肤浅和无头绪；对爱看故事的人来说，这书的语言和组
织又太乏味。既不学术又不八卦。不知道是写给谁看了。
37、作者写作功底很深，此书读来浅显易懂，读后也能从中了解到很多历史知识
38、这本的印刷不太喜欢啦。有点紧凑。内容蛮好的。
39、这本书讲述了中华帝国君主与臣子在处理法律事务方面的各种关系。实际上，同现代社会不同，
中华帝国既没有专业的立法者，也没有专业的执法者。作为君主的立法者集各种角色于一身，而作为
臣子的执法者也是如此。君主专制制度不可避免地要依赖于官僚制来管理国家，因而君主与臣子在执
法上的冲突也就不可避免。本书所讲述的故事非常生动，折射了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一个侧面。
40、对官吏有些初步了解
41、在中国，法与权从来都只偏一方
42、好书，活动价折上5折给力！感兴趣的可以入手。

个人收的郭建教授的第三本书。
43、可惜的是，中国从来就没有法统，法律只具有参考价值，从来都不是生活中的核心内容，勉强地
说中国的法官如何如何，没有现实意义，更不用说古代的法官了，中国古代也没有法官呀，裁判都是
由行政官员以父母官的名义执行进行，一定要意淫，说我古中华，自古就是法治国家的说法很可笑。
44、内容不错，很好，掌握历史有帮助。
45、还行的一本书，也蛮便宜的
46、写古代的法官和帝王，笔法通俗，意思浅近，但也不是言之无物的快餐读物，起码收集这些史料
就是一个大工夫。透过历朝法官与皇帝的恩怨，也能窥探出中国古代法治的脉络，不失为另一个角度
的中国法制史。
47、　　此书虽然称不上惊艳，但比起早先让我很是失望的师爷当家，自是改良了许多。 
　　依然是面向大众的普及性法律书籍，也让我看的津津有味，比起上课时受制于时间的浅尝辄止，
著书能够将所思所想洋洋洒洒地付诸于文字，显然更让著者过瘾，读者快意。 
　　说它比师爷当家好，不在内容而是形式，按时代排序来写就帝王与法官的关系，可读性明显增强
。 
　　由此可见，清晰的思路和有序的条理，未必能显示出作者的才气，但必然是一本书能吸引读者至
关重要的因素，辅之以丰富的知识背景和幽默的语言，这才是郭老师独有的风范。

48、很独特的角度，我喜欢
49、中国古代的官员和王的故事
50、只能当作故事书看看
51、这个价格买这本书，应该还是不错，内容写的不是很细致，不过能粗略了解一些历史
52、这书真不错，内容有趣，又很有文化含量
53、有很常见的插图，内容一般
54、真心觉得东西一般般，果断送人了。
55、相对于此书，个人认为，教授的《师爷当家》更加意味深长，但是本书正如教授在后记中所言，
恐怕很少有人能列出来悠长中国史中的5位法官⋯⋯
56、选取了古代的一些司法故事，这些故事可读性不错，这本书可以当做闲书来看看，故事写完后，
往往点到为止，还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嚼劲不足，故事之后是什么呢？不知道。估计作者写这本书
的定位就是 通俗、可读。 这本书的价格也挺便宜，应该还是很值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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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通俗化的读本，还是值得一看
58、喜歡本書的切入點，但是內容上似乎有點辜負。文筆好像差了些，讀起來不覺得暢快。
59、了解历史，有意义
60、应该叫中国历史上的法官，都是生平故事集合，看着当休闲吧
61、执王法应该是我看走眼了，写的真心简单，也就是适合初中生 撑死适合高中生，
62、还可以吧，总体不错
63、可以主要是便宜
64、就是纸张不太给力。压缩成本吧。
65、比较浅显易懂，适合作为休闲读物
66、很好，老师上推荐的阅读书目，也是老师写的书，值得读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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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此书虽然称不上惊艳，但比起早先让我很是失望的师爷当家，自是改良了许多。依然是面向大众
的普及性法律书籍，也让我看的津津有味，比起上课时受制于时间的浅尝辄止，著书能够将所思所想
洋洋洒洒地付诸于文字，显然更让著者过瘾，读者快意。说它比师爷当家好，不在内容而是形式，按
时代排序来写就帝王与法官的关系，可读性明显增强。由此可见，清晰的思路和有序的条理，未必能
显示出作者的才气，但必然是一本书能吸引读者至关重要的因素，辅之以丰富的知识背景和幽默的语
言，这才是郭老师独有的风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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