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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讼师，是中国传统法文化中不可忽视的现象。
然而遗憾的是，在汗牛充栋的法文化研究成果中，学界对讼师的关注才刚刚开始且少之双少。
概略地说，讼师在古代社会中扮演着准律师的职能。
他们可能为金钱利益而充当“挑词架讼”的讼棍角色，也可能因以法维权而赢得讼师的尊称，具有极
强的两面性。
在中国这样一个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的国度里，对于讼师这样的现象绝不能简而言之，它的出现
和存在具有深刻的经济、政治、法律制度、文化等根源，与西方源远远长的律师现象有相当大的区别
。
    讼师的行为，主要业务是代写书状，这些书状包括遗嘱、各种契约、呈状以及工商行政方面的申请
，更多的是谋写诉状。
    讼师的活动，离不开具体的有形物质基础。
他们的外化名称在不同的时期因不同的社会背景而不同，但这一职业的内涵 和外延则大同小异。
讼师多出身于运途不畅的士人，具有一定社会关系的吏人、干人、衙役宗室的子弟，以及胆大横行的
豪民。
不同时代，讼师活动则因社会经济、政治诸方面的差异呈现出明显的地域性。
    讼师和儒家的精神从根源上并不是不可调和的冲突。
因为讼师们所处的社会背景是儒家思想的德礼之治，所以，他们的思想毫无疑问地带着儒家的烙印。
    讼师秘本是讼师世界的全方位的再现和反映，它不但使我们对讼师群体的书写状文技巧有了全面的
了解，而且，从中展现了古代讼师在法文学、道德和法律普及教育以及教育以 及笄状谋方面的卓越成
就。
同时对古代的立法和司法活动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至于对今天的法制文明推进，也具有十分可贵的借
鉴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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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其时漏三下，晚衙已闭，巡逻之役见执奸至者，谕令姑停班馆，俟早衙呈报。
于是安置生妇于密室，而群众外室以待旦。
师密持重金，偕生妻饮泣而来。
役识讼师，佥日：“先生何为暮夜至此？
”师指生妻日：“是为予外妹，所执之男子，其夫也。
妹误谓杀奸，则夫已死，痛不欲生。
予日：‘执奸者为族人，焉敢杀？
’妹不信，必欲一睹夫面，予故偕来。
”语次，以金授役。
役笑日：“既为先生妹，请至密室观之，无恙焉。
”健妇扶妻入。
未几，天曙，传呼放衙，师呼妹出，仍披发掩面，唤舆送归。
无何，官升座，讼者入告，命役将生与妇人帏而给衣，生出，诘之日：“儒者作奸犯科，可乎？
”生日：“夫妇居室，人之大伦，何为不可？
”官日：“被执者是汝妻耶？
”生日：“然。
”官日：“安得同宿某家？
”日：“生与某姓至戚，向为司事，戚某死，其妇少寡，生欲别嫌，是以偕妻同居，不意族人误执也
。
”遂唤生妻出，众见非妇，气馁而不敢辩，遂杖族人而释生夫妇。
二人归，厚酬讼师。
　　这是具有典型意义的讼师贿役通吏的案例，此案中讼师并没有参与写诉状，所有的业务都是由讼
师和衙吏交涉进行的。
从中我们可以看出讼师与吏役贿通的整个过程：　　首先，当生与少妇因和奸而被当场抓获送官后，
此事可说是定案定性了。
按照《大清律例》，和奸者，无夫者杖八十，有夫者杖九十。
双方均被当场拘禁，连衣服也没穿，人证俱在，除非异想天开，生与少妇必受惩罚无疑。
所以后来生妻求讼师，讼师说：“奸已执双，何从置辩？
”意思是此案奸被捉双在床，铁板钉钉，没有辩解和翻案的余地了。
　　接着，生妻示重金而予，讼师乃言：“能从我计，尚可为也。
”这说明讼师除了已经设想好计谋外，还有一层成功把握的因素，那就是此计谋必须通过役吏才能顺
利实施。
他之所以胸有成竹，说明他与吏役有非同寻常的工作关系。
　　于是，讼师乃嘱生妻披发毁装，唤健妇扶之，“密持重金”，携同往班房。
这里，讼师已作好了贿通衙吏的准备，并且采取现金交易的方法。
而“役识讼师”，也就是说，讼师早已不是完全地下运作了，而是同官府吏役勾通，已发展成为半公
开的职业，所以和衙役都是老熟人了。
　　及至，役吏问日：“先生何为暮夜至此？
”即装作一本正经，又很尊敬地故意问讼师意欲如何。
讼师授给其金钱后，吏役态度马上转严肃为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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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讼师在古代社会中扮演着准律师的职能。
他们可能为金钱利益而充当“挑词架讼”的讼棍角色，也可能因以法维权而赢得讼师的尊称，具有极
强的两面性,它的出现和存在具有深刻的经济、政治、法律制度、文化等根源，与西方源远流长的律师
现象有相当大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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