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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椇清代为防范讼师在司法诉讼中包揽词讼暍播弄乡愚棳在查拿违禁讼师的同时棳
创设了官代书制度暎官代书的设立是州县司法制度的一项改革棳把写状人的身份由民间转

移到官方棳对清代地方司法秩序的稳定与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暎但在几百年的实践过程

中棳设立官代书的原初意义逐渐发生了变化棳最终与讼师无别而被取缔暎
关键词椇暥南部档案暦暋官代书暋清代州县司法制度

目前国内外学人利用典籍文献或民间契约棳特别是利用明清州县司法档案进行法制史的研究已

取得令人瞩目的成果暎对历来为朝廷所禁暍不被官方认可的讼师棳研究者更是给予相当多的关注棳
而对衙门确认的 暟代人写禀帖和诉讼状纸暠的具有合法地位的官代书却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暎所见

论著棳仅为概述性的棳或研究讼师时顺带提及棳并无专题研究暎暡棻暢研究者在考察现代律师制度起

源时棳探讨的也多是与讼师的关系棳少有人认为与官代书制度有渊源暎暡棽暢由此给人的印象是棳在

州县司法诉讼中棳为乡民提供法律服务是讼师们的事暎他们善于词状且活动频繁棳非官代书所能

及棳官代书是一个无足轻重的角色暎不少研究者甚至模糊讼师与代书的功能棳将二者混为一谈暎但

事实上棳具有合法身份的官代书棳在清代各州县均存在棳且历时久远暎它作为联系官府与民间司法

诉讼的纽带棳对清代地方司法秩序的稳定与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暎以往学者之所以对官代书研究

甚少棳一个重要原因是受资料限制暎笔者通过对清代 暥南部档案暦等材料的查阅棳发现里面有大量

的涉及官代书的历史记载棳从而使得对它的研究成为可能暎
暥南部档案暦是现藏于四川省南充市档案馆的清代县级衙门档案棳目前已列入第二批中国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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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华师范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暎
本文写作得到导师杨天宏教授的悉心指导棳中山大学温春来暍武汉大学杨国安暍成都理工大学张国平暍四川大学苟德仪等

老师也给予了帮助暎
参见田涛等主编椇暥黄岩诉讼档案及调查报告暏前言暦棳法律出版社棽棸棸棿年版椈椲日椵夫马进椇暥明清时代的讼师与诉讼

制度暦暍暥明清时期的民事审判与民间契约暦棳法律出版社棻椆椆椄年版椈吴吉远椇暥清代的代书与讼师暦棳暥文史杂志暦棻椆椆棿
年第棾期椈王学辉椇暥讼师暍讼棍与官代书暦棳暥历史大观园暦棻椆椄椆年第棽期椈邱澎生椇暥争讼暍唆讼与包讼椇清代前期

的查拿讼师运动暦棳第二届清代档案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椈陶希圣椇暥清代州县衙门刑事审判制度及程序暦棳食货出版有

限公司棻椆椃棽年版椈那思陆椇暥清代州县衙门审判制度暦棳台北文史哲出版社棻椆椄棽年版椈林乾椇暥讼师对法秩序的冲击与

清朝严治讼师立法暦棳暥清史研究暦棽棸棸椀年第棾期椈王铭铭椇暥读 暟椉黄岩诉讼档案及调查报告椌暠暦棳载 暥走在乡土上

暘暘暘历史人类学札记暦棳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棽棸棸椂年版暎斖斿旍旈旙旙斸斖斸斻斸旛旍旟 椇
棶斢旚斸旑旀旓旘斾棳斆斸旍旈旀旓旘旑旈斸椇斢旚斸旑旀旓旘斾斦旑旈旜斿旘旙旈旚旟斝旘斿旙旙棶棻椆椆椄暎

认为官代书制度比讼师更接近现代律师制度之雏型的棳笔者仅见一篇棳见汪毅夫椇暥讼师唆讼椇清代闽省内地和台地的

社会问题暦棳暥厦门大学学报暦棽棸棸椂年第棽期暎



文献遗产名录和国家清史纂修工程项目暎它记录的历史比 暥巴县档案暦提前了整整一百年棳是目前

国内所存清代档案中棳保存最完整暍最系统暍时间跨度最长的县级地方政权档案暎它于棻椆椂棸年发

现于四川省南部县公安局一间推放杂物的库房中棳棻椆椂椀年移交南充地委档案科暎后按吏房暍兵房暍
刑房暍户房暍工房暍礼房暍盐房七房整理棳共计棻椄棸椃棸卷棳椄万余件暎它包括了从顺治十三年

棬棻椂椀椂年棭至宣统三年 棬棻椆棻棻年棭棽椀椂年间南部县衙履行职责暍执法行政的官方文书棳内容涉及行

政暍农业暍手工业暍水利暍教育暍司法暍宗教暍民俗暍医学暍气象暍军事暍外交等各个方面棳是清

代县衙行政管理活动的全方位记录暎此档案填补了清代县衙档案断档暍脱档的空白棳极具文献价

值暎其中司法档案棻棻棸棸棸余卷棳涉及司法律例章程暍经济暍命案暍凶殴暍赌博暍强奸暍盗窃暍欺

诈暍家庭婚姻暍继承暍物权暍租佃暍借贷暍契约等民刑事诉讼棳是研究清代地方法制的珍贵资料暎
笔者利用这一珍贵的地方档案棳并结合 暥大清律例暦暍暥清实录暦暍暥大清会典事例暦暍官箴书等文献棳

参考 暥巴县档案暦暍暥宝坻档案暦暍 暥黄岩档案暦暍 暥淡新档案暦等州县档案棳以及 暥徽州千年契约文书暦暍
暥湖南省例成案暦等资料棳从法律社会学视野棳对清代官代书作一试探性的研究棳以求教于学人暎

一暍制度缘起椇从代书到官代书

本文所谈论的官代书棳是指清代州县衙门里代人写禀帖和诉讼状纸的人暎官代书源于代书暎所

谓代书棳顾名思义棳代他人书写暎所写内容可涉及司法或非司法文书暎在乡村社会棳老百姓多不识

字棳遇有冤抑棳不得不求助于能书写之人棳代书也顺应而生暎
代书起于何时不详棳但自唐代始棳法律对代书人的代书行为做了限制暎暥唐律疏议暏斗讼暦规定椇

暟诸为人作辞牒棳如增其状棳不如所告者棳笞五十棳若加增罪重棳减诬告一等暎暠 暥宋刑统暦沿袭了唐

律的这条规定暎根据陈智超暍邱澎生暍郭东旭暍田涛等人的研究棳宋朝的代书这一现象与书铺暍钞写

状书铺户有渊源关系暎当时被称作 暟茶食人暠暍暟把持人暠暍暟佣笔之人暠的代书就在书铺里协助民众书

写状纸棳但受到官府的严格控制暎暡棾暢元代仍存此制棳时称 暟书状人暠暎大德十一年棳书铺从民办转为

官办棳并由吏员加强管理棳规定 暟今后举会有司于籍记吏员内遴选行止谨慎暍吏事熟娴者轮差一名专

管书状棳年终更换棳果无差错棳即便收补棳仍先责书状人甘结状暎暠暡棿暢明代初年棳暟书铺暠自政府法

令中消失棳取之以 暟代书人暠暎明律对 暟为人作状暠与 暟教人诬告暠方面则加重了处罚棳规定 暟凡教

唆词讼棳及为人作词状棳增暍减情罪棳诬告人者棳与犯人同罪暎若受雇诬告人者棳与自诬告同暎暠暡椀暢
吕坤 棬棻椀棾椂棴棻椂棻椄年棭任山西按察使时棳针对当时山西 暟刁风日甚棳状中数语暠就让区区小案骇人听

闻的情形棳着手提升 暟代书人暠在诉讼中的功能棳下令 暟凡各府州县受词衙门棳责令代书人等俱照后

式填写暠暎他开列了近三十种告状式棳规定 暟如不合式者棳将代书人重责枷号棳所告不许准理暠暎暡椂暢
纵观唐至清初这一时段的代书人棳其代书行为为官方所认可棳且有法律的规范棳但总体上他们写

状仍然是一种民间行为棳且多为讼师把持暎随着清代商品经济的蓬勃发展和人口的迅猛增长棳讼师的

活动更加频繁暎他们包揽词讼棳播弄乡愚椈捏词缠告棳挟制官吏椈协助民众京控棳败俗伤财暎暡椃暢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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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智超椇暥宋代的书铺与讼师暦棳载 暥刘子健博士颂寿纪念宋史研究论集选编暦棳日本同朋舍棻椆椆棸年版椈戴建国椇暥宋代的

公证机构潳潳书铺暦棳暥中国史研究暦棻椆椄椄年第棿期椈邱澎生椇暥以法为名椇讼师与幕友对明清法律秩序的冲击暦棳 暥新史

学暦卷棻椀棳第棿期椈前引棻棳田涛主编书棳第棻棽页以下椈郭东旭椇暥宋代之讼学暦棳载 暥宋史研究论丛暦棳河北大学出版社

棻椆椆棸年版棳第棻棾棾页以下椈裴汝成椇暥宋代 暟代书状人暠和 暟写状书铺暠暦棳载 暥半粟集暦棳河北大学出版社棽棸棸棽年版棳第

棾棸椂页以下暎
暥元典章暏刑部暏典章暦
棬明棭雷梦麟椇暥读律琐言暦棳怀效锋暍李鸣点校棳法律出版社棽棸棸棸年版棳第棿棻椂页暎
棬明棭吕坤椇暥新吾吕先生实政录暦棳卷椂棳载 暥官箴书集成暦第棻册棳黄山书社棻椆椆椃年版棳第椀椀椀页暎
暥清实录暦棳棬雍正朝棭卷棻椃暎讼师的弊端在许多清人的著述中都有记载棳如何耿绳的 暥学治一得编暦暍潘月山的 暥未信编暦
和王有孚的 暥一得偶谈暦初集等暎



地方行政资源严重不足以及行政兼理司法的体制下棳他们的行为加重了衙门的负担棳直接影响到州县

司法功能的正常运转棳也使原有的法律秩序受到巨大冲击棳于是从乾隆年间开始了查拿讼师的活动暎
乾隆元年定例椇暟讼师教唆词讼为害扰民棳该地方官不能査拿禁缉者棳如只系失于觉察棳照例

严处暎若明知不报棳经上司访拿棳将该地方官照奸棍不行査拿例棳交部议处暎暠暡椄暢
另据四川按察使李如兰条奏棳乾隆七年中央又定例棳对讼师秘本也开始查禁棳旨在 暟拔本塞

源棳以杜讼端暠暎暡椆暢乾隆二十九年暍三十九年的定例又加大了对讼师的处罚力度棳并加强了官员查

拿讼师的行政责任暎暡棻棸暢
在查拿讼师的同时棳清政府另行开辟出一条旨在杜绝讼师兴讼的渠道暘暘暘官代书制度暎其实在

清代早期棳一些州县 棬如徽州棭就曾试设专门的代书棳且状纸上盖有代书戳记暎暡棻棻暢康熙年间棳黄

六鸿任山东郯城知县时棳为制止讼师惯弄刀笔棳曾增设代书棳并发给他们一小木印记暎上刻正堂花

押棳下刻代书某人棳凡系告诉状词于纸尾用此印记暎暡棻棽暢雍正七年还将考设代书制度推及全国棳通

令直省府州县依考选办法设立代书棳协助民众书写状词棳规定椇暟内外刑名衙门棳务择里民中之诚

实识字者棳考取代书暎凡有呈状棳皆令其照本人情词据实誊写棳呈后登记代书姓名暎该衙门验明棳
方许收受暎如无代书姓名棳即严行查究棳其有教唆增减者棳照律治罪暎暠暡棻棾暢

官代书制度的正式设立是在乾隆年间暎乾隆六年棳刑部等衙门议复暍稽察内务府事监察御史七

格奏陈 暟请考设官代书暠棳要求 暟行文都察院转饬五城棳如已经设立者棳务令遵照定例棳实力奉行暎
如未经设立者棳作速召募诚实之人充暎暠暡棻棿暢这是笔者所查资料中有关 暟官代书暠一词的最早记载暎

官代书制度的设立是对州县衙门诉讼制度的改革棳它把写状人的身份由民间转移到官方棳加大

了代书人的责任棳并以制度的形式确立了官代书的法律地位暎这不仅是官方对以前代书人功能认识

上的一个突破棳而且也为限制讼师的活动空间暍规范法律制度在基层的实践起到了重要作用暎

二暍资格确定椇官代书的考选与职数

官代书的资格须经考试方可取得暎县令初到任时棳需按例考试代书棳暡棻椀暢暟先期牌示棳某月日招

考代书暠暎暡棻椂暢形式一般是 暟定日当堂考试暠暎暡棻椃暢考试当天棳暟应考者静候点名给卷棳试以策论或告

示棳所命题率为清讼息争暍奉公守法等语暎暠暡棻椄暢除此以外棳还要从文化水平暍人品暍相貌暍书写

等方面进行考核暎基本要求是要 暟诚实识字暠棳暡棻椆暢暟事理明白暍字画端楷暠暎暡棽棸暢暟不但择其文理棳还

当觇其人品棳或状貌善良棳语言醇正暠棳暡棽棻暢而且要 暟历素朴直棳谙公无劣暠暎暡棽棽暢
除正式录取的官代书外棳一些地方还设有备取代书暍副代书或学习代书棳以适应官代书人事代

谢之需暎例如在四川巴县棳若代书名额已满棳而应考代书又合格棳便列入副榜棳以备正式代书出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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暡椆暢暡棻棸暢 暥大清律例暏刑律暏诉讼暦教唆词讼条暎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收藏整理椇暥徽州千年契约文书暦棬清暏民国编棭棳卷一 暥康熙五十九年至雍正三年祁门郑暍
倪二姓互控状纸暦棳花山文艺出版社棻椆椆棻年版棳第椄棿页以下暎
棬清棭黄六鸿椇暥福惠全书暦棳清康熙三十八年金陵濂溪书屋刊本棳卷棾棳第棽棻页暎
同前引 暡椄暢暎
暥清实录暦棬乾隆朝棭棳卷棻棿椃暎
棬清棭觉罗暏乌尔通阿椇暥居官日省录暦棳咸丰二年刊本棳卷棻棳第椀椃页暎
棬清棭徐轲辑椇暥清稗类钞暏胥役类暦暎
前引 暡棻棽暢棳黄六鸿书棳第棽棻页暎
前引 暡棻椂暢棳徐轲书暎
同前引 暡椄暢暎
棬清棭不著撰人椇暥安平县杂记暦棳台北台湾银行本棳台湾文献丛刊第椀棽种棳第椆棻页暎
前引 暡棻椀暢棳乌尔通阿书棳第椀椃页暎
四川省档案馆藏椇暥巴县档案暦椂棴椂棴棽椄棽 棬依次表示全宗号棴目录号棴卷号棳以下同棭棳光绪二十九年闰五月至三十二

年四月暎



后顶补暎暡棽棾暢对于没有考取的棳暟如系远方混游棳立行驱逐暎如系土著棳敢有捏虚擅书棳立拿重责枷

示暎暠暡棽棿暢巴县知县刘庸在任时棳对考设官代书深有体会棳主张 暟到任之初棳即应照例考代书棳不妨

多取数人棳当时给戳暎当差者两三人棳此外数人棳记名候补棳概行榜示暎暠暡棽椀暢
录取官代书的数量棳各地不一暎在巴县棳光绪二十五年棳新任知县考取正副代书各棻棸名暎暡棽椂暢

在台湾的淡水暍新竹地区棳衙门通常会录用椀名代书 暎暡棽椃暢而在湖南湘乡县棳乾隆六年知县禀请上

级将代书由棿名增至棾棸名棳其理由是以前设棿名代书时棳代书仅盖戳记棳作状之人系略识数字的

地方无业游民暎暟与其从若辈代人写状棳不若明收若辈充作官 棬代书棭棳便就约束暎暠这样一来棳也

有利于抗衡讼师暎经过商议棳湖南巡抚将员额确定为棻椀名暎暡棽椄暢而在南部县棳根据对南部档案的随

机抽样统计棳一知县任内考设官代书通常为椀棴椄名 棬见表一棭暎

表一椇一任知县的官代书及数量 暡棽椆暢

时任知县 任期 官代书 总数

王仲选
约道光二十年九月暙
道光二十三年二月

敬全忠暍马三纲暍王致和暍
马于逵暍向时遇暍任怀坦

椂

丁云章
约咸丰十年十二月暙
咸丰十一年十一月

马三纲暍雍鼎新暍向流芳暍
柯庭玉暍陈天正

椀

复 成
约同治九年四月暙

同治九年九月

林上春暍敖文衡暍李元智暍
王玉龙暍陈佐治

椀

罗秀书
约光绪元年二月暙

光绪三年三月

陈佐治暍王玉龙暍王茂才暍柯庭玉暍
敖文衡暍林上春暍张明福暍夏友乾

椄

徐金镛
约光绪三年八月暙
光绪四年十二月

陈佐治暍柯庭玉暍张明福暍
敖文衡暍林上春暍王玉龙

椂

官代书名称中带有官字棳却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官暎之所以名称中有官字棳是因为他们是官方考

定录取暍为官方所认可且在地方诉讼中完成官方授予的职权暎但他们不是衙门中人棳他们通常在

暟歇家暠完成其职分而不是在衙门办公棳暡棾棸暢也无俸禄可领 棬这一特点乃是清代职官制度使然棭暎其

正常收入主要靠写状费暍盖戳费棳其身份介于官暍民之间暎与讼师相比棳他们为衙门所承认暍身份

合法棳而讼师则是打击的对象暎较之于现代律师棳其权力又相对受限棳不能出庭辩护棳也不能查阅

案件卷宗棳调查证人暎
官代书虽经考试录用棳但一般任职人选较为稳定 棬见表二棭暎

暏棽椀棻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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暡棽棾暢
暡棽棿暢
暡棽椀暢
暡棽椂暢
暡棽椃暢

暡棽椄暢
暡棽椆暢

暡棾棸暢

张我德暍杨若荷等椇暥清代文书暦棳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棻椆椆椂年版棳第棽棿棿页暎
前引 暡棻棽暢棳黄六鸿书棳第棽棽页暎
棬清棭刘衡椇暥庸吏庸言暦棳同治七年楚北崇文书局刊本棳上卷棳第棻椃页暎
暥巴县档案暦椂棴椂棴棽椄棽棳光绪二十九年闰五月至三十二年四月暎
斖斸旘旊斄棶斄旍旍斿斿棳 椇 棳斢旚斸旑旀旓旘斾棳
斆斸旍旈旀旓旘旑旈斸椇斢旚斸旑旀旓旘斾斦旑旈旜斿旘旙旈旚旟斝旘斿旙旙棳棻椆椆棿棳旔棶棻椃椃棶
暥湖南省例成案暏刑事诉讼暏越诉暦棳卷椄棳第棻棸页以下暎
知县任期无确切资料可查棳此任期依诉讼档案所写日期制成 棬据同治九年 暥南部县志暦增刻本记载棳王仲选 暟道光二

十一年任暠棳与档案记录出入较大棭暎
除 暟歇家暠外棳还有 暟代书房暠棬见 暥南部档案暦棻椀棴椄棿棻 棬依次表示目录号棴卷号棳以下同棭棳光绪二十九年八月廿二

日棭椈暟代书公所暠棬见 暥四川官报暦棳光绪三十三年棳第棽椄册棳第椂页棭暎



表二椇南部县官代书受理的诉状数量统计表 棬光绪元年至光绪十二年棭暡棾棻暢
年

份
姓

名
元年 二年 三年 四年 五年 六年 七年 八年 九年 十年 十一年 十二年 合计

敖文衡 棿棾 棾棽 棾椆 棽棸 棽棿 椀椄 椀椀 棿棻 椀棽 棾棸 椀椃 椆棿 椀棿椀
陈佐治 棽椆 棿棾 椀棸 椂椀 椀椃 椂椄 棽椃 棾棸 棴 棴 棴 棴 棾椂椆
戴仕文 棴 棴 棴 棴 棴 棽椂 棿椃 棻棸 椂 棿 椃 棾 棻棸棾
何正瑜 棴 棴 棴 棴 棴 棴 棴 棴 棿 棻椆 棻棻 棽 棾椂
柯庭玉 棴 棿棾 棻棸棸 椄棻 椃椄 椆椀 椆棸 椄棾 椀棻 棽棽 棻棻 棻椃 椂椃棻
李逢金 棴 棴 棴 棴 棴 棴 棴 棴 棴 棴 棴 椄 椄
李士煜 棴 棴 棴 棴 棴 棴 棴 棴 棴 棴 棻棻 棻椃 棽椄
林上春 棴 棿 棻椀 棴 棽 棴 棴 棴 棴 棴 棴 棴 棽棻
马文正 棴 棽 棴 棴 棴 棴 棴 棻 棴 棴 棴 棴 棾
任敬中 棴 棴 棴 棴 棴 棴 棴 棴 棴 棴 棴 棻 棻
王步清 棴 棴 棴 棴 棴 棴 棴 棴 棴 棴 棴 棽 棽
王大顺 棴 棴 棴 棴 棴 棴 棴 棴 棴 棴 棴 棻 棻
王迪章 棴 棴 棴 棴 棴 棴 棴 棴 棴 棽棻 棾椆 棽棸 椄棸
王茂才 棻椀 棻棾 棻 棴 棴 棴 棴 棴 棴 棴 棴 棴 棽椆
王庭章 棴 棴 棴 棴 棴 棴 棴 棴 棴 棴 棻 棴 棻
王玉龙 棻棿 棽棾 棾 棻棻 棿棾 棽椄 棻椆 棻棾 椀 棾 棴 棴 棻椂棽
夏友乾 棴 椀 棴 棴 棴 棴 棴 棴 棴 棴 棴 棴 椀
杨树发 棴 棴 棴 棴 棴 棴 棴 棴 棴 棴 棴 椀 椀
张明福 椂 椂 椀棻 棿棸 棽椃 棻 棻棾 棻椃 棽棾 椄 棽棾 棿椃 棽椂棽
赵兴富 棴 棴 棴 棴 棴 棴 棴 棴 棴 棽棿 棾棽 椀椄 棻棻棿
图不清 棻棸 棸 棿棾 棿椃 棽椄 棾椀 棿棿 椀椂 棾椀 椂椀 棿椂 椆棸 棿椆椆
合计 棻棻椃 棻椃棻 棾棸棽 棽椂棿 棽椀椆 棾棻棻 棽椆椀 棽椀棻 棻椃椂 棻椆椂 棽棾椄 棾椂椀 棽椆棿椀

暋暋由上表可知棳棻棽年中棳南部县官代书总数共棽棸人暎有的官代书甚至历任几朝棳直到退出官代

书职位为止暎如敖文衡棳在同治五年就考为官代书棳直到光绪二十二年仍为官代书棳历时棾棻年暎
这种任职特点在其它州县也有体现暎如顺天府宝坻县官代书朱士先棳就历任嘉庆暍道光暍咸丰三

朝棳时间长达棿椂年之久暎暡棾棽暢不过棳官代书也并非全都连续任职暎原因在于新官上任棳都会重新考

设官代书棳所以有的官代书不一定能考中连任棳上表中林上春暍马文正等人就属此类暎又如柯庭

玉棳从咸丰元年开始任官代书棳到光绪十八年仍为官代书棳但在同治四年十二月到同治八年庆泰为

南部县知县时却一度失去代书身份暎下一任知县承绶上任棳又复任官代书暎但在之后的刘恩长暍胡

寿昌暍罗凤岗任知县时棳又没有充当官代书棳直到沈棫出任知县的第二年棳即光绪二年闰五月才再

次出任官代书暎

暏棾椀棻暏

法律社会学视野下的清代官代书研究

暡棾棻暢
暡棾棽暢

此数据是根据南充市档案馆所藏 暥南部档案暦第椃至椆目录在光绪元年到光绪十二年中所有状纸统计而成暎
暥顺天府档案暏法律词讼暦棳转引自郑秦椇暥清代法律制度研究暦棳法律出版社棽棸棸棸年版棳第棻棻棸页暎



官代书呈现的这种任职特点棳或许与该职掌需要具备一定的专业知识与技能棳却又不参与官场

政治有关暎专业知识的掌握使之总是能够在官方选拔官代书的考试中脱颖而出棳而本身不是官暍不

参与官场政治棳也不会遭遇一朝天子一朝臣的尴尬暎

三暍书状规制椇官代书写状及戳记的法律意义

棬一棭官方对官代书写状的法律制约

官代书为他人代写词状是他的基本职责棳但这种代写并非随心所欲暎从中央到地方棳对写状都

有严格的法律规制棳若不遵守棳即会受到惩责乃至革职暎
暥大清律例汇通新纂暦规定椇暟被告干证不得牵连多人棳如有将无干之人混行开出及告奸盗牵连

妇女作证者棳除不准外棳仍责代书椈无代书戳记者不阅棳违式双行叠写棳定责代书椈冒名代告棳旧

事翻新棳虚词诬枉者棳除本人反坐外棳仍移代书责革暎凡争控坟穴山场棳俱应据实直书棳如敢以毁

冢暍减骸盗发等词棳架词装点棳希图耸听者棳除不准外棳定将代书究革暎凡投词须查明两造前后批

词及地邻原差一切禀恳批语棳全开叙夹单呈阅暎如敢故为遗漏开载不全及削改字句棳只将初呈一暍
二批语填写者棳察出棳定该代书责革暎暠暡棾棾暢

从上可以看出棳官代书在其书写的词状中棳不能牵连多人棳特别是妇女椈须盖代书戳记椈不能

替冒名代告者写状椈应据实直书椈多次告状须查明前后批词等暎不仅朝廷对此有规定棳有的州县还

针对代书写状制定了更具体的约束条款棳以防他们沦为讼师暎约束条款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椇
其一棳对状式的要求暎在台湾淡水暍新竹棳暟呈词不得过三百字暎如不遵呈式逐一填注棳并双

行叠写棳暛暛不准暎暠暡棾棿暢在四川巴县棳暟词面状式双行叠写者棳除不准外棳并严惩代书暎暠暡棾椀暢在四

川南部县棳暟呈词只许一告一诉棳续请添唤多人棳列砌多次棳并双行叠写者棳不准暠暎暡棾椂暢浙江黄岩

县棳暟棬呈词棭不遵状式并双行叠写棳无代书戳记棳副状及呈首不填写新旧字样棳并不另纸写粘历次

批语者棳不准暎暠暡棾椃暢在山东郯城县棳 暟凡告状不用印格眼者 棬按指官颁印制好的有格状纸棭棳不

准暎暠暡棾椄暢
其二棳对自来稿暍代写稿的要求暎在浙江黄岩县棳暟呈词有来稿者棳代书查问做状人姓名棳务

须注明确切姓名棳如违究处暎暠暡棾椆暢在四川巴县棳暟原有自来稿棳不注明何人所作棳及联名公禀不注

明何人亲到者棳不准暎暠暡棿棸暢有些地方也规定 暟凡来写辞者棳必问明或系自作棳或托人代作棳并问

明代作之人姓名暍居址暎暠暡棿棻暢
其三棳对士绅暍妇女暍老人告状的规定暎四川南部县规定椇 暟绅衿暍老暍幼暍残废暍妇女无抱

告棳及捏名抱告而抱告不到者棳除不准外棳并将代书惩责暎暠暡棿棽暢山东郯城县规定棳 暟生监及妇女暍
老幼暍废疾无抱告者棳不准暎暠暡棿棾暢周石藩任知县时棳要求 暟绅衿来告棳则问明何职官棳何科案棳分

别填注棳以杜假冒暠棳暟妇女事非切己重情棳不准告举他人事实暎嗣后如有妇女出头棳则问明有无夫

暏棿椀棻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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暡棾棾暢
暡棾棿暢
暡棾椀暢
暡棾椂暢
暡棾椃暢
暡棾椄暢
暡棾椆暢
暡棿棸暢
暡棿棻暢
暡棿棽暢
暡棿棾暢

暥大清律例汇通新纂暦棳同治十二年编篡棳台北文海出版社棻椆椂棿年版棳第棽椆棽棾页暎
暥淡新档案暦棾棾棾棽椀棴棽棽暎
暥巴县档案暦椂棴椂棴棻棸棻棾棳光绪八年九月暎
暥南部档案暦棻棻棴棽椂椂棳光绪十八年九月暎
前引 暡棻暢棳田涛等主编书棳第棽棾棿页暎
前引 暡棻棽暢棳黄六鸿书棳第棿页暎
前引 暡棻暢棳田涛等主编书棳第棽棾棿页暎
暥巴县档案暦椂棴椂棴棻棸棻棾棳光绪八年九月暎
棬清棭周石藩椇暥海陵从政录暦棳道光十九年家荫堂刊本棳第棽椆页暎
暥南部档案暦棻棻棴棽椂椂棳光绪十八年九月暎
前引 暡棻棽暢棳黄六鸿书棳第棿页暎



男暍有无子孙暍现年若干棳何不听其夫男子孙呈控棳填注明白暎暠暡棿棿暢
其四棳对改名翻控的规定暎在四川巴县棳暟原告控案后棳被告改名翻控棳希图拖累棳代书不查

虚实棳除将该代书责革外棳并将歧控之人重惩不贷暎暠暡棿椀暢
其五棳对写状字迹的要求暎浙江黄岩县规定棳 暟呈内字画务须端楷棳不许潦草棳如蝇头细字棳

除不准外棳定提代书重究暎暠暡棿椂暢
其六棳要遵循当地衙门的一些另行规定暎如在南部县棳针对当时 暟诬报之案愈多棳刁唆之风日

炽暠的情形棳规定 暟嗣后遇有命案词讼棳需令保甲先行来案禀明棳因何身死棳有无伤痕情形暎投具

不虚甘结棳静候批示核夺暎代书作呈棳必需保甲亲到词禀棳并递暎暠暡棿椃暢
除此之外棳官代书在写状时还有很多需要注意的棳如告婚姻需有媒妁暍婚书椈告奸情需有实

据棳且不能任意牵连妇女椈人命盗窃等事需有约棳且有邻暍牌暍保报呈椈告田土暍债欠棳需粘连契

约棳暡棿椄暢两造歇家住址及有功名者必须实填棳暡棿椆暢告状前期不准棳后期复告棳将前批填载词面棳如抹

煞情节棳希图朦混者棳查出定究代书等暎暡椀棸暢
棬二棭官代书的写状

在实际写状中棳官代书须照状式的格式填写暎状式的格式是衙门先行印制好的棳大致可分为形

式事项暍实质事项暍衙门批词暍状式条例四个部分暎状式条例部分主要是官代书写状的注意事项棳
内容多为我们在前节讨论的法律约束暎形式事项部分主要包括作状者姓名暍年龄暍歇城何处暍具体

住址暍距离县城里数棳若有抱告则写明与抱告者的年龄及与被抱告者的关系暎除此之外棳还要写明

所告 棬诉棭对方及中证的姓名及年龄暎衙门批词则是衙门收呈后所批的处理意见暎四部分中最主要

的为实质事项部分暎开篇冠以 暟为暛暛事暠字样棳道明事由暎事由一般为 暟四字珠语暠棳旨在对全

状作总体概括棳以使判案者能一目了然暎如 暟欺嫌卷逃棳叩唤严究暠暍暟藉娶押搕棳叩唤法究暠暍暟乱
伦颠诬棳诉准列质暠等暎正文部分若为新案棳一般要写明缘由暎若为旧案棳一般先写以前衙门批

词棳再叙重告 棬诉棭理由暎
官代书在写状时棳在格式上须按状式条例的要求严格执行棳否则会受到处罚暎如嘉庆十七年宝

坻县官代书郭安庆暍赵松年均因写状不妥受责暎知县批示椇暟该代书并不询明根由棳混行缮写殊属

不合棳从宽记责暎倘再玩忽棳定行责革不贷暎暠暡椀棻暢在修辞上棳他们少有象民国时期的诉讼那样据法

力争棳更多的是运用冤抑控述的策略棳注重以情动人暎为了获得衙门的受理棳在书面上反映出来

的棳往往是对所陈述的事实与情节有所夸张棳甚至是虚构暎暡椀棽暢
按 暥大清律例暦诉讼篇教唆词讼条规定棳官代书所写状纸在事后审出没有据实书写棳而有增减

情节暍诬告人之处棳要加以重处暎但实际案例表明棳要求官代书据实书写棳仅是要求其按照两造的

要求依口直书棳并不是要代书查核所告事实的真实与否暎县官在批词中也经常对状词的真实性提出

质疑暎如南部县西路宣化乡何锡状告何明国任清明会首十余年来私吞会钱一案中棳县衙批语为棳
暟何全国等控词业已准理在案棳所呈是否属实棳候并唤讯究暎暠暡椀棾暢衙门对于代书误写案情棳只要即

时纠正棳也不会予以处罚暎如代书敖文衡在光绪二十二年八月初一日所写的蔡思义具控陈文举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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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引 暡棿棻暢棳周石藩书棳第棽椆页暎
暥巴县档案暦椂棴椂棴棻棸棻棾棳光绪八年九月暎
前引 暡棻暢棳田涛等主编书棳第棽棾棿页暎
暥南部档案暦棻椄棴棾棻棽棳光绪三十三年十二月初四日暎
暥南部档案暦棻棻棴棽椂椂棳光绪十八年九月暎
前引 暡棻暢棳田涛等主编书棳第棽棾棿页暎
暥徽州千年契约文书暦棬清暏民国编棭棳第棻棾棸页暎
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暥顺天府全宗暦棻椄椀号暎
对案情的夸张与虚构在档案里随处可见棳限于篇幅棳不再举例说明暎以前的研究基本上认为这些都是讼师的挑唆所致暎
事实上棳官代书暍讼师暍乡绅暍两造暍族内成员都有可能是虚构的始作俑者棳笔者对此问题将另文探讨暎
暥南部档案暦棻棾棴棿椀椄棳光绪二十二年十月廿九日暎



中棳将价钱五千二百串讹为五百二十串棳经本人禀告棳衙门 暟从宽免究暠暎暡椀棿暢不过衙门有时也会提

出警告暎如某代书因催謄投递甚急棳误将万才之名讹写芳才暎衙门批道椇暟以后依口直书棳务须留

意棳切毋草率棳干究暎暠暡椀椀暢
棬三棭官代书戳记的法律意义

官代书戳记经衙门授权棳是官代书代表衙门行使部分司法职能的一种外在表现形式暎戳记作为官

代书代表衙门的凭证棳是不能随意私刻的暎须 暟于省会地方定一镌刻铺户印刻暠棳 暟令佐杂等报明上

司棳将应用钤记棳即就官铺镌刻棳但不许悬挂包刻门牌棳以除陋习暎其余市肆棳一概不准私雕暎暠暡椀椂暢
后来为了行事方便棳由在任知府 棬县棭暟自画押一个棳交刑房书吏刻成木戳暛暛每遇接收呈词棳盖

用此戳棳又名恩戳暎暠暡椀椃暢戳记内容体现了时任官员的执法理念暎戳记一般由时任知县暍花押暍官代

书姓名三部分组成暎花押一般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汉字连写而成棳字体多用草书形式棳弯曲难辨暎
内容有 暟无欺暠暡椀椄暢暍暟执法如山暠暡椀椆暢暍暟依口直书暠暡椂棸暢暍暟一片冰心暠暡椂棻暢暍暟正直无私暠暡椂棽暢等暎新

官上任棳都要将前任所颁戳记收回棳重新刻印棳花押的内容也随之发生变化暎代书病死棳须将戳记

呈缴暎暡椂棾暢
自有官代书起棳凡乡民告状棳须在写好的状式上加盖官代书戳记棳否则衙门一般不予受理暎在

制度层面棳各州县都有类似的规定棳如 暟不遵用状式棳无代书戳记暍副状者棳不准暠暎暡椂棿暢在具体的

司法实践中棳衙门原则上会照此办理暎如在 暥黄岩档案暦中棳第棽棾件因没加盖戳记棳批词为 暟无
戳不阅暠暎但也有例外棳暥黄岩档案暦保存相对完好的前椃椂件档案中棳有第棻棻暍棾棻暍棾椂暍棾椄暍椀椂暍
椂棾暍椂棿暍椃棸暍椃椀件共椆件档案系正规状式棳没有用戳而被准理棳受理数占总数的棻棻棶椄棿棩暎乡民

不用戳的原因已另用一红色小纸条随贴状式棳内容有 暟家贫如洗棳无力用戳暠暍暟家贫无力棳求恩免

戳在内暠等暎第棻棻件贴有 暟代书不敢用戳暠的红色小纸条棳田涛估计是代书人怕受牵连棳不敢署

名用戳暎暡椂椀暢而在南部县棳笔者所见正规状式的状纸超过棻万件棳没看到一件没有盖戳的 棬保存不

完整的状纸不在此统计范围内棭暎未盖戳记而被受理的主要是没有用衙门印制的正规的状纸暎但此

类情况受理的甚少棳在万余件状纸中不到棽棸件棳比例远不如 暥黄岩档案暦高暎制度的规定与实践

之所以不一致棳原因可能是 暟家贫如洗暠棳交不起盖戳费棳或者本不应该受理棳但考虑案情较重也

予以处理暎这既体现了衙门重视戳记作为法律象征意义的严肃性的一面棳也反映了他们在处理这些

问题上有自由裁量的空间暎
值得一提的是棳在早期官代书的职能中棳代人写状与盖戳是合二为一的棳但在后期发生了分

离棳即盖戳为官代书经手棳而写状却不一定是官代书所为暎黄宗智曾指出棳在淡水暘暘暘新竹地区棳
椄棸棩以上的词状是在送到衙门前由私人代笔写好的暎暡椂椂暢状纸不由官代书书写的情况棳也能在 暥南
部档案暦中看到暎暥南部档案暦中的状式表明棳咸丰初年棳戳记左侧出现 暟呈稿 斬斬斬做 斬斬斬暠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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暥南部档案暦棻棾棴棽棻棻棳光绪二十二年八月十一日暎
暥南部档案暦棻椀棴椄棿棻棳光绪二十九年八月廿二日暎
棬清棭王先谦椇暥东华续录暦棬乾隆朝棭棳乾隆椂椆棳清光绪十年长沙王氏刻本暎
棬清棭延昌椇暥知府须知暏考取代书暦棳卷四棳四库未收书辑刊棳第棿辑第棻椆册棳第棽椀棸页暎
暥南部档案暦棿棴椂椄棳道光二十年四月廿八日暎
暥南部档案暦棻棾棴椆椃椂棳光绪二十三年六月十八日暎
暥巴县档案暦椂棴椂棴棽棸棻椄棳光绪二十九年二至三月暎
暥南部档案暦棻棻棴椄椄椆棳光绪十九年七月十四日暎
暥淡新档案暦棳民事类棳第棽棽椀棻椆椀号暎
暥巴县档案暦椂棴椂棴棽椄棽棳光绪二十九年闰五月至三十二年四月暎
暥南部档案暦棻棻棴棽椂椂棳光绪十八年九月暎
前引 暡棻暢棳田涛等主编书棳前言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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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暎暡椂椃暢光绪三年后棳几乎每份状纸都变成 暟呈稿依口直书斬斬斬写暠暎暡椂椄暢在四川南部县棳状式之所

以在咸丰年间发生如此变化棳依笔者对诉讼状数量的考察棳是因为这一时期民间诉讼日增棳官代书

应付不过来而采取的一项措施暎到光绪三年左右棳索性由书吏根据告状者本人陈述棳暟依口直书暠棳
而官代书仅盖戳记暎随着时间的推移棳有些书吏后来经过考试变成了官代书暎如赵天祜棳在光绪十

三年还是书吏棳暡椂椆暢而在光绪二十三年时棳则成了官代书棳拥有自己的戳记暎暡椃棸暢 再如何正瑜棳从光

绪元年九月到光绪九年四月十八日期间棳在所涉及的棻椀棾份状纸中均以书吏身份出现棳直到光绪九

年四月十九日才成为官代书暎暡椃棻暢

四暍积久弊生椇官代书运作中的问题暍社会原因及其最终废除

如前所述棳官代书制度的设立是对州县衙门诉讼制度的改革棳它把写状人的身份由民间转移到

官方棳以法制的形式确立了官代书的法律地位棳从诉状书写的角度规范了清代的地方诉讼制度棳其

积极意义十分明显暎然而棳随着时间的推移棳官代书在法律实践过程中也逐渐出现了一些问题棳主

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椇
一是关通吏役暎代书与衙役一样棳其任职时间较长棳且一般不受知县变动的影响暎然而棳阅历

既久棳对衙门利害关系了如指掌棳为维护私利棳他们往往与吏役沆瀣一气暎光绪八年棳顺天府房山

县代书张江与承发房李心藻狼狈为奸棳把持公事暎暡椃棽暢光绪三十年棳河南新乡县某代书棳为迎合知

县鲁恒祥之意棳将其女许之为妾暎暡椃棾暢由于与官吏勾结棳在官与民发生官司时棳则多护持官员椇暟若
民人所告之事棳稍有涉于在官人役者棳代书还多方劝解棳或用言恐嚇棳使小民含冤自己棳竟不得申

诉于官暎暠暡椃棿暢官代书的活动场所多在诉讼各方在县城居住的 暟歇家暠棳而这些 暟歇家暠又多为书吏暍
差役暍长随等人开设暎这些人为自己的私利常常合谋棳让诉讼中的两造都成为他们的受害者暎

二是勾结讼师暎官代书以作状为职责棳但他们为谋取自己利益棳往往与讼师互相勾结棳危害百

姓暎官代书制度实行后棳讼师代人写状受到法律限制棳这导致他们主动贿赂官代书棳以达到将自己

所写的底稿由官代书誊抄棳其后共同分利之目的暎所谓 暟讼师所捏虚词棳欲图衙门收受棳务必嘱代

书登记姓名暎代书惟利是图棳遂与登名暠棳暡椃椀暢就是这一事实的写照暎清人张我观在阅呈词时也发

现棳所呈之词 暟多有讼师起稿棳代书誊清用戳暠棳而讼师 暟小题大做棳唆讼不已暠暎暡椃椂暢有些官代书

原本就是讼师考取而成暎如在李伯元所著的 暥活地狱暦中棳刁占桂就是个讼棍出身棳后蒙本县大老

爷恩考得代书资格暎暡椃椃暢讼师代书棳一身二任棳危害更大暎
三是教唆词讼暎一些代书为民作词棳往往 暟颠倒是非棳捏造黑白暠暎暡椃椄暢在这一点上棳他们实与

暏椃椀棻暏

法律社会学视野下的清代官代书研究

暡椂椃暢
暡椂椄暢

暡椂椆暢
暡椃棸暢
暡椃棻暢
暡椃棽暢
暡椃棾暢
暡椃棿暢
暡椃椀暢
暡椃椂暢
暡椃椃暢
暡椃椄暢

暥南部档案暦椀棴棿棽棳咸丰七年四月廿一日暎
暥南部档案暦棻棻棴椄椄棿棳光绪十九年四月十八日暎笔者发现棳在咸丰年河南陕州进士卫元燮任南部知县时棳状式也发生

了改变棳除了官代书戳记外棳旁边还附有 暟呈稿马三纲做杨国霖写暠的字样暎因戳记内官代书为马三纲棳可以判断此

状初稿由官代书马三纲所写暎而杨国霖又是什么身份呢椏 根据文献记载棳嘉庆二十二年 暥大清律例暦规定椇暟凡有控吿

事件者棳其呈词倶责令自作棳不能自作者棳准其口诉棳令书吏及官代书棳据其口诉之词棳从实书写暎暠棬暥清实录暦嘉庆

朝棳卷棾棾棸棭暎由此可以大致推断杨国霖的身份为一般书吏暎
暥南部档案暦椆棴椃椀椂棳光绪十三年三月初三日暎
暥南部档案暦棻棾棴椆椄棽棳光绪二十三年八月廿二日暎
暥南部档案暦椄棴椄棾棻棳光绪九年四月十九暎
暥清实录暦棬光绪朝棭棳卷棻椀棿暎
同上书棳卷椀棾椃暎
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藏明清史料暦棳棻椂棽棽椀棻暎转引自前引 暡棻暢棳邱澎生文暎
同上暎
棬清棭张我观椇暥覆饔集暏刑名暦棳卷一 暥条告暏饬谕事暦棳续修四库全书本暎
棬清棭李伯元椇暥活地狱暦棳第一回棳台北广雅出版有限公司棻椆椄棿年版暎
暥南部档案暦棻椄棴椂棾椆棳光绪三十四年六月十九日暎



讼师无异暎如在四川黔江县棳暟代书以唆串架砌为惯技暛暛词中用一 暜勾暞字一 暜串暞字即可击及

无干暎用一 暜统暞字一 暜纠暞字即可求诸案外暎暠暡椃椆暢
四是勒索百姓暎一些官代书为从百姓处获利棳在为民作词时 暟每遇呈词棳棬代书棭无不多方需索棳

而后代为书写暎经官准理棳诘以呈内之言棳本人茫无以应者棳十居八九暎暠暡椄棸暢在四川巴县棳一些代书

巧立名目棳恃戳记以为利棳暟每词一张勒取戳记钱四百六十文棳辛力写字钱三百六十文暠棳暡椄棻暢大大超

过了 暟每张给笔墨辛力戳记钱二百六十文棳写字钱四十文暠暡椄棽暢的官方规定暎
之所以导致以上弊端的出现棳原因是多方面的暎
一是从经济上看棳官代书的收入不足以维持他们的生活需要暎如前所述棳官代书没有固定的收

入棳名义上靠出卖状纸暍写状暍盖戳的酬金为生暎在南部县棳道光三十年棳暟每张止 棬只棭给笔资

钱一百文暠棳暡椄棾暢到光绪二十三年棳仍维持不变暎暡椄棿暢官代书写一纸所收取费用按棻棸棸文计算棳一年的

收入棳根据表二所得数据的统计棳最多者可达棻棸棸棸棸文棳最低则仅为棻棸棸文暎若把图像不清楚的档

案一并归入所列官代书书写棳求其收入的平均值棳最高为光绪六年棳每位官代书年平均收入为

棿棿棿棾文暎最低为光绪二年棳年平均收入为棻椆棸棸文暎此收入相当于同一时期一个农业雇工一年的收

入 棬约在棽棸棸棸棴椀棸棸棸文铜钱棭暎暡椄椀暢收入低者棳一年的收入不及南部县一个拉船的雇工 棬一年工钱

五串棭暎暡椄椂暢
代书收入微薄棳但他们尚需打点与官府的关系棳以期得到照顾暎衙门向有陋规之说棳官代书因

此常受盘剥暎如湖北按察使周季堂棳暟每逢放告之期棳先令代书呈缴制钱五十千文暠暎暡椄椃暢在四川苍

溪县棳暟每于新任接印之时棳各房班等人送到任礼钱二百千文暍门礼钱二十千文棳名曰 暜进财暞暎将

考代书等公送上礼钱一百二十千文棳门礼钱一十二千文暎暠暡椄椄暢在四川内江县棳知县吴勤邦棳 暟派差

役书吏暍代书等出银二千余两棳以充私橐暎暠暡椄椆暢代书收入本来就少棳如此折腾棳难免问题迭出暎
二是从制度上看棳法律规定有失严谨是导致上述弊端的重要原因暎暥大清律例暦暟教唆词讼暠条

规定椇暟其见人愚而不能申冤棳教令得实棳及为人书写词状而罪无增减者棳勿论暎暠依此律文棳讼师

若在上述两种情况下为民人写状棳衙门即可不予过问暎这无异于为讼师代人书写状纸留下了一个合

法的理由棳也为官代书与讼师勾结棳共同操纵词讼提供了条件暎所以朝廷虽一再打压讼师棳但仍会

出现讼师与官代书共谋作案的情形暎如道光十年棳四川总督在本省十八个厅州县即查出了涉及 暟讼
棍三十人棳共犯三十三名暠的大案暎暡椆棸暢

在查禁讼师秘本上棳法律的规定也有疏漏暎如上文所述棳乾隆七年开始棳从中央到地方都查禁

讼师秘本棳但对变相的讼师秘本则无防范措施棳以致在实际效果上如薛允升所言棳暟刻本可禁棳而

抄本不可禁棳且私行传习棳仍复不少棳犹淫词小说之终不能禁绝也暎暠暡椆棻暢不仅如此棳即使没有讼师

秘本棳当时普通人也能从日用类书中学到一些讼学知识暎而在清代前暍中期棳要获得刊有讼学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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暥四川官报暦光绪三十四年棳第二十八册棳第棽页暎
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藏明清史料暦棳棻椂棽棽椀棻暎转引自前引 暡棻暢棳邱澎生文暎
暥巴县档案暦椂棴椂棴棽椆棿棳光绪卅三年三月至卅四年三月暎
暥巴县档案暦椂棴椂棴椄棿棾棳光绪廿九年二月十六日暎
暥南部档案暦棿棴棽棸棽棳道光三十年三月初三日暎
暥南部档案暦棻椄棴椆椀棳光绪三十四年九月初一日暎
转引自前引 暡椂椂暢棳黄宗智书棳第棻棿椆页暎
暥南部档案暦棻棻棴棿椃棸棳光绪十八年八月初五日暎
暥清实录暦棬嘉庆朝棭棳卷棽椀棸暎
暥南部档案暦椃棴棿椂棽棳光绪四年二月初八日暎
暥清实录暦棬道光朝棭棳卷棾椀棻暎
棬清棭祝庆祺编次暍鲍书芸参定椇暥刑案汇览暦棳卷棿椆棳刑律棳诉讼暎
棬清棭薛允升椇暥读例存疑暦棳教唆词讼条暎



的日用类书并非难事暎暡椆棽暢官代书为了让自己所写之状能被受理棳甚至希望打赢官司棳难免会借鉴

这些抄本及日用类书中的讼学知识暎而讼师本身更是技高一筹棳又使两者为各自的私利相互勾结成

为一种可能暎而法律在这方面却没有作为暎
三是从司法上看棳州县官判案有欠公正棳对于上述弊端愈演愈烈也起到了催化作用暎清代地方

诉讼中棳暟无谎不成状暠是人所共知的事实暎谎言暍诬告在状词里俯拾皆是暎而衙门对这些谎言暍
诬告置若罔闻棳处理策略通常是忽视其虚构情节棳力图 暟摆平着数暠棳一般也不会对提供不实状词

的写状者及当事人予以定罪和加以处罚暎如此一来棳势必会使虚夸之风泛滥棳形成恶性循环暎
随着时间的推移棳官代书制度的弊端愈来愈明显棳渐渐丧失了最早设立时的积极意义棳它的被

废除也是早晚的事了暎
早在乾隆三十一年棳江苏布政使苏尔德就认识到官代书制度存在的问题棳建议 暟禁革外省官代

书暠暎而刑部官员没有通过棳理由是棳暟该布政使所称代书之弊棳正讼棍所作之奸棳在官之代书棳尚

难稽查棳岂私揽之讼棍反易查察棥 势必巧为推卸棳狡黠有甚于代书者暎暠乾隆皇帝接受了刑部意见棳
暟仍令各该督抚严饬所属代书暠棳暟毋得姑息棳以滋弊端暠棳并将此令 暟通行直省棳一体查照暠暎暡椆棾暢不
难看出棳在朝廷看来棳官代书制度虽有问题棳但在对付讼师上棳利大于弊棳仍有保留的价值暎到了

清末棳西风东渐棳以慈禧为首的统治者从光绪二十七年开始推行长达十年的 暟新政暠暎这一年棳上

谕命各省革除书吏差役暎暡椆棿暢书吏如此棳官代书之废除当在情理之中暎
光绪三十四年棳四川总督赵尔丰在 暥督宪通饬各属整顿吏治文暦中棳对官代书存在的问题进行

了精辟的论述暎他认为棳暟代书虽为例设棳然积久弊生棳择肥噬瘦棳勒索呈费棳实与讼师无异暎甚

至内串门丁棳外联书差棳弊端百出暎暠当时 暟举发代书者绝少暠棳实因 暟其奉有官戳棳愚民何知棳以

为应当如此暠所致棳遂下令各属不用代书暎暡椆椀暢一时省内各属纷纷回应暎
在南部县棳知县史久龙于 暟六月初一日棳已将各代书一律裁撤暠棳暡椆椂暢对状式也进行了改革暎裁

撤代书之后棳考虑到百姓多不识字棳无法作呈棳史久龙遂令承发房书班代写暎但赵尔丰认为不妥暎
他责令南部县棳 暟嗣后应于坐堂收词之时棳准其口诉棳饬书在旁录供棳存以备查棳更不必拘定格

式也暎暠暡椆椃暢
四川省其他各县也大多如此暎在郫县棳官府 暟将代书八名一律裁去棳另谋生计棳不准代人作

词棳以期杜绝暎暠暡椆椄暢在太平县棳 暟代书既裁棳准倩人代作棳准当堂口诉棳并准于下乡时面诉棳立予

判断棳以判语存案暎即此一事棳地方官并不加劳棳并不加费棳而民间已省去多少累害棳省去多少费

用棳足见便民之政棳随处可行暎暠暡椆椆暢在纳溪县棳 暟代书裁撤之后棳其不识字之民并准其口诉暎令值

日典吏书供存案棳何等直捷了当暎惟称可行于词讼简少之区棳不可行于词讼繁多之区棳是又不然

夫暎即必日坐大堂棳官勤讼理词讼暎暠暡棻棸棸暢在黔江县棳 暟该令于既经裁革之后棳又复妥为安置棳派往

油厘查卡棳俾资糊口棳免致坐城包揽棳尤见防维周密暎讼风之盛棳起于民贫暎该令志在亟开利源讲

求实业棳以清讼源棳而敦民俗棳可谓知治本矣暎暠暡棻棸棻暢江油县裁代书棳早已行之暎暡棻棸棽暢巴县裁代书后棳
状式条例也由先前的 暟代书依口代笔棳不许增减情节棳违者严惩代书暠改成了 暟自作或倩人代笔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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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陈俊椇暥明清日常生活中的讼学传播暘以讼师秘本与日用类书为中心的考察暦棳暥法学暦棽棸棸椃年第棾期暎
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藏明清史料暦棳棻椂棽棽椀棻暎转引自前引 暡棻暢棳邱澎生文暎
暥清实录暦棬光绪朝棭棳卷棿椄棽暎
暥四川官报暦光绪三十四年棳第十八册棳第棽页暎
暥南部档案暦棻椄棴椂棾椆棳光绪三十四年六月十九日暎
暥四川官报暦光绪三十四年棳第二十八册棳第椂页暎
暥四川官报暦光绪三十四年棳第十九册棳第棻页暎
暥四川官报暦光绪三十四年棳第卅一册棳第椆页暎
暥四川官报暦光绪三十四年棳第二十八册棳第棽页暎
同上书棳第棽页暎
同上书棳第椀页暎



不许增减情节棳违者严惩暠棳且状纸中也没有了官代书戳记暎
以上可见棳光绪三十四年以后官代书在四川所属各县逐渐成为历史暎官代书在四川的消失只是

清末新政全国范围内法制改革的一个缩影棳在各地也先后被废除暎暡棻棸棾暢总体上说棳随着清末变法修

律和西方律师制度的引进和发展棳作为官方考选录用的官代书在全国各地退出了历史舞台暎在民国

初期棳四川已无官代书之称棳但在诉讼中仍然吸收了先前状式的部分内容棳如有的状式仍盖有戳

记棳只不过是将官代书换成了写状生暎暡棻棸棿暢其后棳随着律师制度的推行棳写状生也退出了历史舞台暎
此后棳为乡民写状的代书虽然存在棳但已经不复具有官方色彩暎

五暍简短的结语

有清一代棳清廷为防范讼师在司法诉讼中包揽词讼暍播弄乡愚暍危害社会棳一方面查拿讼师棳
另一方面新创官代书制度暎官代书作为联系官方与民间司法诉讼的纽带棳在社会生活中产生了以下

效果椇
首先棳成为乡民到衙门进行诉讼的第一道关口暎不遵守法律规定的告状棳如不按状式条例提供

证据的棳可能会被官代书拒之门外暎衙门不受理未经官代书盖戳的状纸棳也使得官代书对诉状的审

查更多了一份责任棳减少了一些虚诬的词状棳也因此而减轻了衙门的工作压力暎
其次棳构筑了一条向乡民宣传法律知识的途径暎官代书的职能以及法律对他们作状的限制棳使

得他们与乡民存在很多互动暎通过这个互动棳乡民可以获得一些法律知识棳知道哪些是可以做的棳
哪些是不能做的暎如 暟告婚姻无媒妁暍婚书者不准暠的规定棳使得乡民懂得婚姻中媒妁暍婚书的重

要性暎
此外棳官代书的职能也有所衍生暎正如美国学者 斖斸旘旊斄棶斄旍旍斿斿认为棳官代书的职责不只是核

阅呈状暍盖戳记棳他有时形同保证人棳甚至被当成官府之属吏暎暡棻棸椀暢
总而言之棳官代书制度在地方行政资源严重不足以及行政兼理司法的体制下棳对清代地方司法

秩序的稳定与发展起到了有益的作用暎但在运行过程中棳设立官代书的原初意义发生了变化棳积久

弊生棳与讼师无别棳最终在清末法制改革的大趋势下予以取缔棳而为其后的律师制度所替代暎其

实棳律师制度的发展也并非完全尽如人意棳有意曲解法律文本暍收取超额费用棳甚至挑动诉讼的事

实也是大量存在的暎因此棳如何规避任何一种制度在实践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弊端棳确保它良性运

转棳是摆在所有法学家面前的课题暎

暏棸椂棻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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暡棻棸棾暢
暡棻棸棿暢
暡棻棸椀暢

官代书在川外各地被取缔的具体情况将另文考察暎
暥南部档案暦棻椄棴椆椄椃棳中华民国三年一月九日暎
前引 暡棽椃暢棳斄旍旍斿斿文棳第棻椃椂页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