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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明公案》殘本研究 

洪敬清
 

（收稿日期：109年 3月 31日；接受刊登日期：109年 6月 29日） 

提要 

《神明公案》全稱《鼎雕國朝憲臺折獄蘇冤神明公案》，因闕葉的關係，致使其刊刻

者與刊刻年分不詳。此書現存十二則案例，其中三則因無目有文、闕葉導致故事不全，另

有半葉插圖四幅，為我們保留了重要的文本訊息。本文依據上海古籍出版社於 1990 年出

版之《古本小說集成》收錄的《神明公案》為觀察，詴圖從編纂策略、敘事特色兩大面向，

深掘《神明公案》與明代萬曆年間湧現的公案小說之可能關係。 

透過上述的提問與論析，《神明公案》現存案例雖然無法讓我們掌握其真實全貌，但

是透過卷一、二所保留的連貫性案例，我們得以從案例之間的關係，進一步分析《神明公

案》的編纂策略以及敘事特色，填補過去明代公案小說研究中所缺席的位置。 

 

 

 

關鍵詞：《神明公案》、出版文化、余象斗、《廉明公案》、《諸司公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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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神明公案》全稱《鼎雕國朝憲臺折獄蘇冤神明公案》，目前所見古籍影印本，收入

1990 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彙編的《古本小說集成》，此書影「據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

所藏本影印」。1《神明公案》因闕葉關係，僅存部分卷一、二的內容，刊刻者與刊刻年

分不詳。目前學者對《神明公案》僅有零星的記載，例如路工、2曹中孚3與易汀4對此書內

容的概要與介紹，成為研究者的珍貴資訊。在書目記載與研究方面，則未見與《神明公案》

相關之文章，例如孫楷第《中國通俗小說書目》僅記載八本公案小說的書目資料；5莊司

格一、6阿部泰記、7苗懷明、8陳麗君9等學者，聚焦於各公案故事之間的改寫研究，可惜

未將《神明公案》納入討論範圍。因此，《神明公案》的文本面貌究竟為何？是為本論文

的問題起點。 

過去關注明代公案小說敘事特點的論者，例如楊緒容、石昌渝將明代公案小說分為傳

                                                        
1  曹中孚：〈前言〉，收入《古本小說集成・神明公案》（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年），

頁 1。 
2  路工：〈古本小說新見〉，《訪書見聞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年），頁 156。 
3  曹中孚：〈前言〉，收入《古本小說集成・神明公案》，頁 1-2。 
4  易汀：〈神明公案殘本〉，收入石昌渝主編：《中國古代小說總目・白話卷》（太原：山西教

育出版社，2004 年），頁 324。 
5  它們分別為：《新刻全像海剛峯先生居官公案》（簡稱《海公案》）、《新刊京本通俗演義全

像百家公案全傳》（簡稱《百家公案》）、《龍圖公案》、《新刻皇明諸司公案傳》（簡稱《諸

司公案》）、《皇明諸司廉明奇判公案傳》（簡稱《廉明公案》）、《新刻名公神斷明鏡公案》

（簡稱《明鏡公案》）、《新鐫國朝名公神斷李卓吾詳情公案》（簡稱《詳情公案》）、《新

鐫國朝名公神斷詳刑公案》（簡稱《詳刑公案》）。詳參孫楷第：〈卷三   明清小說部甲〉，

《中國通俗小說書目》（臺北：木鐸出版社，1983 年），頁 127-130。 
6  莊司格一以九本公案小說為論：《龍圖公案》、《百家公案》、《新刻海若湯先生彙集古今律

條公案》（簡稱《律條公案》）、《廉明公案》、《諸司公案》、《明鏡公案》、《詳情公案》、

《詳刑公案》、《海公案》。詳參日・莊司格一：《中国の公案小說》（東京：研文出版，1988

年），頁 34-369。 
7  阿部泰記以八本公案小說為論：《百家公案》、《廉明公案》、《諸司公案》、《明鏡公案》、

《詳刑公案》、《律條公案》、《新刻郭青螺六省聽訟錄新民公案》（簡稱《新民公案》）、

《海公案》。詳參日・阿部泰記著，陳鐵鑌譯：〈明代公案小說的編纂〉，《綏化師專學報（社

會科學版）》第 4 期（1989 年），頁 20-26+34；日・阿部泰記著，陳鐵鑌譯：〈明代公案小說

的編纂（續完）〉，《綏化師專學報（社會科學版）》第 1 期（1991 年 4 月），頁 39-51+34。 
8  苗懷明專書中的〈第二章  明代公案小說的繁盛及其特質〉以多本公案小說為討論，但並未將

《神明公案》納入。苗懷明：《中國古代公案小說史論》（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5 年），

頁 59-86。 
9  陳麗君以九本公案小說為論：《百家公案》、《廉明公案》、《諸司公案》、《詳刑公案》、

《律條公案》、《詳情公案》、《新民公案》、《海公案》、《龍圖公案》。陳麗君：《「判」

的再書寫——明代公案小說研究》（臺中：東海大學圖書館，2015 年），頁 77-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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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單傳體公案小說，以及書判／諸司體公案小說。前者是為某位審判官的故事專集，後

者則由多位「諸司」、「名公」審判的公案所組成。10黃岩柏聚焦明代公案小說的內容演

變，指出：故事情節開始由「神判」進至「人判」發展；由法律常識到故事插圖之側重；

內容由判詞為主轉向以故事為主。11此外，小川陽一、12尤陳俊13發現訟師秘本的部分內容，

尤其是詞狀範本，不僅被轉移至日用類書，甚至成為明代公案小說的內容來源之一。本文

的討論對象——《神明公案》——屬於書判／諸司體公案小說，內文結構的特徵是以故事、

判詞（原告的狀詞、被告的訴詞、審判官的判詞），以及部分按語所組成。因此，相較於

明代出版的公案小說，《神明公案》的敘事特色與文本個殊性又有哪些呢？ 

下文將依據上海古籍出版社於 1990 年出版《古本小說集成》收錄的《神明公案》為

觀察，詴圖從編纂策略、敘事特色兩大面向，深掘《神明公案》與明代萬曆年間湧現的公

案小說之可能關係。 

二、《神明公案》的編纂策略 

（一）現存案例篇數的歧異 

 重讀學者對《神明公案》殘本的資料記載，目前現存的篇數、葉數存有歧異之處。

在篇數方面，路工提及： 

 

《鼎雕國朝憲臺折獄蘇冤神明公案》，明萬曆年間金陵刊本，不見著錄。書殘，僅

存卷一：兩篇，卷二：七篇。半葉十行，行二十四字，圖存四葉，插在文中，與富

春堂刊本傳奇的格式與構圖相似。此公案小說對惡霸、地主、高利貸者進行尖銳的

揭露，具有一定的史料價值。14
 

                                                        
10  楊緒容：〈明書判體公案小說集之間的相互關係及文體演變〉，《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

第 1 期（2005 年 1 月），頁 110。石昌渝：〈明代公案小說：類型與源流〉，《文學遺產》第

3 期（2006 年 5 月），頁 110。 
11  黃岩柏：《中國公案小說史》（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1991 年），頁 147-148。 
12  《新鍥燕臺校正天下通行文林聚寶萬卷星羅》卷三十二〈奇策門〉下層「公案要訣」收錄 25 則

判決文與《廉明公案》相同；《廉明公案》與《蕭曹遺筆》相同處有 61 則。日・小川陽一：《日

用類書による明清小說の研究》（東京：研文出版，1995 年），頁 54-58。 
13  《律條公案》收錄的「八字西江月」、「六律總括歌」。尤陳俊：《法律知識的文字傳播——

明清日用類書與社會日常生活》（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 年），頁 151-153。 
14  路工：〈古本小說新見〉，《訪書見聞錄》，頁 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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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工所指「僅存卷一：兩篇，卷二：七篇」，實際與曹中孚、易汀的記載不同。曹中孚在

《古本小說集成・前言》提到，「路工《訪書見聞錄》稱此書『僅存卷一兩篇，卷二七篇』，

然實際卷一為三篇，卷二為七篇」，15此觀察與易汀的介紹相同。其次，是現存殘卷的葉

數。曹中孚指出：「今存兩個殘卷為：卷一應有四十一頁，現存第二十六頁至四十一頁，

卷二則自第一頁起至二十六頁止。」16易汀將曹中孚所說的「頁」更改為「葉」： 

 

今僅存殘本為兩個殘卷：卷一存第二十六葉至第四十葉。闕前二十五葉；卷二存第

一葉至第二十六葉，闕第二十七葉以下。17
 

 

易汀以「葉」作為標示，更精準地說明現存《神明公案》的實際狀況。但是，重新核對《古

本小說集成》，除了「卷二存第一葉至第二十六葉，闕第二十七葉以下」符合之外，「卷

一存第二十六葉至第四十葉」卻未見「第二十六葉」。今見《神明公案》收錄的第一則為

〈高侯斷打死弟命〉，版心中題「一卷」，下題「三三」，因此曹中孚、易汀所指的第二

十六葉至第三十二葉未見。 

那麼，目前所見的《神明公案》究竟收錄多少則案例呢？是否為曹中孚、易汀在前文

所提的十則呢？曹中孚在《古本小說集成・前言》有一段內容特別值得注意： 

 

但在〈訔御史斷謀命沒屍〉一篇的末尾原書卻有缺頁，故此篇未完；接下去為另一

案件，所述內容為汲太尹斷案，然所存僅二個半頁又五行，前面一大段也已佚去。

18
 

 

〈訔御史斷謀命沒屍〉是為《神明公案》卷二第八則故事，19此故事與余象斗出版《諸司

公案・許大巡問得真屍》相似，20講述一名雇員攜帶妻子離縣工作，於當地向某富豪租其

屋居住，不料富豪私下姦淫其妻子，事後被雇員知曉。某日雇員經過富豪門前被捆打，折

其左肱疼痛而死，最後被棄屍於幽遠溝壑。比較兩則故事的末尾： 

                                                        
15  曹中孚：〈前言〉，收入《古本小說集成・神明公案》，頁 1。 
16  曹中孚：〈前言〉，收入《古本小說集成・神明公案》，頁 1。 
17  易汀：〈神明公案殘本〉，收入石昌渝主編：《中國古代小說總目・白話卷》，頁 324。 
18  曹中孚：〈前言〉，收入《古本小說集成・神明公案》，頁 1。 
19  明・佚名：《神明公案》，收入《古本小說集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年），頁 46-57。 
20  明・余象斗：《皇明諸司公案》，收入《古本小說集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年），

頁 4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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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明公案・訔御史斷謀命沒屍》 《諸司公案・許大巡問得真屍》 

……明日早堂覆審，心生一計，令各犯遠

跪門外。單抽干證支封跪在案前，不問狀

中事情，只問其鄉村、門巷何如，樹木、

泉石何（葉 18b） 

真收監。夜深時焚香祝地祇曰：「單全真

平生好善，今遭死屍遺門，地方呈首哭

訴，無知神其有靈，為我報示，何名何姓，

殺死何人，有何緣故。」（葉 19a） 

……次日覆審，令都遠跪門外。單抽干證

蔡弘來，不問狀中事，只問其村巷、門戶、

樹石之詳，公點頭聽之，然後令押入後堂

左去。又抽干證衛完來，亦不問狀中事，

只問其居止、人口、孳畜之詳，亦點頭聽

之，令押入後堂右去。（頁 56） 

 

《神明公案》葉 19a：「真收監。夜深時焚香祝地祇曰：『單全真平生好善，今遭死屍遺

門，地方呈首哭訴，無知神其有靈，為我報示，何名何姓，殺死何人，有何緣故。……』」

明顯與葉 18b 後半段的故事內容相違，將其與《諸司公案・許大巡問得真屍》比較，文意

亦不相同。由此可知，葉 14b-18b 講述〈訔御史斷謀命沒屍〉前半部的故事內容，葉 19a-20a

則屬於另一則故事。除了曹中孚所指的〈訔御史斷謀命沒屍〉之外，我們亦能在《神明公

案・羿代巡辨脫尼姑死刑》發現相似的狀況。 

〈羿代巡辨脫尼姑死刑〉開篇內容是一名尼姑法名惠貞，辭別家人前往咸平縣東關口

去城五里道左的妙真庵修煉。21惟故事接續葉 21a，內容卻無法與葉 20b 銜接，致使此篇

故事的前、後半部形成斷裂。由於〈羿代巡辨脫尼姑死刑〉後半部內容篇幅較為完整，經

本文比對，其與《諸司公案・劉刑部判殺繼母》、22《律條公案・武主政斷為父殺繼母》、
23《詳情公案・鄭刑部判殺繼母》24的公案故事相近。以《諸司公案・劉刑部判殺繼母》

為觀察： 

 

 

  

                                                        
21  明・佚名：《神明公案》，收入《古本小說集成》，頁 57-64。 
22  明・余象斗：《皇明諸司公案》，收入《古本小說集成》，頁 15-23。 
23  明・陳玉秀選校：《古今律條公案》，收入《古本小說集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年），一卷，頁 32-39。 
24  明・陳繼儒：《新鐫國朝名公神斷李卓吾詳情公案》（東京：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藏，明

存仁堂陳懷軒刊本），四卷，葉 8b-12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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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明公案・羿代巡辨脫尼姑死刑》 《諸司公案・劉刑部判殺繼母》 

住持本庵數年，修煉得法，養粹無瑕，道

範熙然，都麗不可當。東西南北四方名姝

淑媛，有志出家者，莫不仰望其丰采，投

進門下，願執弟子禮，終（葉 20b） 

□□□奪玄娘手中利刃，亦將玄娘砍死。

頃刻之間，妻殺夫，子殺母，鄰里莫不駭

異。（葉 21a） 

扶風縣民方廷敘，先娶室張氏，生男方大

年，已十七歲矣。既而張氏卒，廷敘又娶

繼室陳氏，甚凶悍妬忌，累抗夫虐子，又

時搬家財於外家。廷敘常□□□□□□□

諭，終執拗不從。一日不勝忿爭，夫婦毆

打。陳氏發起凶性，手持利刀，將夫殺死。

子大年見父死於非命，即奮不顧生，徑奪

母手之刀，將母亦一刀斬死。此日妻殺

夫、子殺母，鄰里莫不駭異。（頁 15-16） 

 

葉 21a 的內容提到：「□□□奪玄娘手中利刃，亦將玄娘砍死。頃刻之間，妻殺夫，子殺

母，鄰里莫不駭異。」是為一則講述妻子刺殺丈夫，而兒子刺殺繼母的家庭命案。之所以

能夠判斷〈羿代巡辨脫尼姑死刑〉前、後半部內容相違，除了葉 21a 內容與《諸司公案・

劉刑部判殺繼母》相似之外，其後半部內容的故事發生地點、判詞以及按語，明顯與葉

20a-20b 不同。葉 21b 出現「廣平縣尹嵇公，一見大顯告詞，勃然不悅，曰：『我為廣平

尹，而百姓有此惡逆，乃天地間極大變異。……』」、葉 22b「嵇公斷曰」，以及葉 23a

「武主政判曰」，可推測此則罪案發生於廣平縣，並由嵇公、武主政審理。其次，是審判

官對如錦刺殺繼母的判詞，以及故事文末所附加的按語，二人的判詞內容、按語皆圍繞於

如錦的刑罰輕重，並未與葉 20a-20b 的內容有所關聯。因此，透過相似案例的比較，以及

後半部內容的故事發生地點、判詞與按語，可以判斷〈羿代巡辨脫尼姑死刑〉葉 20a-20b

以及葉 21a-23b 屬於兩則不同的故事。 

從上文對於〈訔御史斷謀命沒屍〉、〈羿代巡辨脫尼姑死刑〉的討論可見，以故事篇

名作為計算方式，《神明公案》確實共有十則案例；若以故事的內容情節為判斷，〈訔御

史斷謀命沒屍〉、〈羿代巡辨脫尼姑死刑〉應細分為四則故事，其中兩則故事無篇名但有

內容，如此說明方能呈現《神明公案》收錄案例的實際狀況。綜合前人的研究論述，以及

重新校對上海古籍出版社於 1990 年出版《古本小說集成》的書影可知：目前藏於中國社

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的《神明公案》原書高二〇五毫米，寬一二〇毫米，版式的特色為：

全書半葉十行，一行二十四字，無小註，四周雙邊罫線。版心無魚尾，上記書名「神明公

案」，中為卷次，下記葉次。全書的卷數不詳，現存兩卷殘卷，計十二則案例，共四則故

事附有半葉插圖。卷一收錄三則案例，第一則〈高侯斷打死弟命〉文中附一半葉插圖；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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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三則案例無插圖，卷一文末題「鼎雕國朝憲臺折獄蘇冤神明公案一卷終」。卷二收錄

九則案例，其中〈訔御史斷謀命沒屍〉後半部、〈羿代巡辨脫尼姑死刑〉前半部無篇名且

內容相異，應一分為二，計為四則故事；第十二則〈沙兵憲斷問兩兇〉因闕葉，致使故事

不全。卷二首題「鼎雕國朝憲臺折獄蘓（按：蘇）冤神明公案卷之二」，其中共有三則案

例的文中附有半葉插圖，分別為第六則〈沙兵憲紀三府斷人命偷屍〉、第八則〈訔御史斷

謀命沒屍〉，以及第十二則〈沙兵憲斷問兩兇〉。 

（二）罪案類別：以「人命類」故事為中心 

 《神明公案》雖為殘本，缺少目錄以致無法確認全書總篇數，以及其對罪案的編排

分類，但是現存的部分卷一、二內容，卻意外地保留書中連貫的故事案例，透過案例之間

的關係，我們得以推敲《神明公案》的編纂特色。追蹤《神明公案》各案例的承衍關係，

其與明代出版之公案小說如《新民公案》、《律條公案》、《詳情公案》、《海公案》等

有所關聯，經過本文對比後發現，《神明公案》尤其與余象斗出版之《廉明公案》、《諸

司公案》最為密切。下文將以余象斗編纂的兩本公案小說為論，進一步論析《神明公案》

的編纂策略與特色。 

 

1. 《神明公案》與《廉明公案》：第一至六則的案例關係 

 

將《神明公案》現存的案例與余象斗《廉明公案》相互對照，我們可以發現，《神明

公案》收錄的前六則案例皆與《廉明公案》上卷收錄的「人命類」案例相似，近乎佔據全

書一半的篇幅。觀察兩本公案小說對案例標題的設計，《廉明公案》主要以「某官判某案」

為題，如「人命類」第十三則〈夏侯判打死弟命〉。《神明公案》則有兩種變化：在第一

至三、五至六則，以「某官斷某案」為題，如第一則〈高侯斷打死弟命〉；第四則〈鄧太

府判累死兄弟〉與《廉明公案・丁府主判累死人命》採用相同的「某官判某案」作為案例

標題的設計。 

除了案例標題相似之外，《神明公案》前五則的編纂策略亦值得注意。《廉明公案》

與《蕭曹遺筆》的關係密切，林桂如曾指出： 

 

另外在人命類中，《蕭曹遺筆》有七則，但《廉明公案》卻為五則，所缺兩則正是

《廉明公案》中有目無文的〈范侯判逼死節婦〉與〈鄧代巡批人命翻招〉。25
 

                                                        
25  林桂如：〈書業與獄訟——從晚明出版文化論余象斗公案小說的編纂過程與創作意圖〉，《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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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所見的《神明公案》未見引文所提的〈范侯判逼死節婦〉與〈鄧代巡批人命翻招〉內

容，但是若從《神明公案》、《廉明公案》與《蕭曹遺筆》的編纂順序觀察，《廉明公案》

的編纂順序是以《蕭曹遺筆》第二至六則為參考，二書的內容近乎相同；《神明公案》自

第一至四則案例與《廉明公案》第十三至十五、十八則，《蕭曹遺筆》第三至六則相同，

惟第五則〈郜理刑斷謀姪命〉是為《廉明公案》第十二則、《蕭曹遺筆》第二則較靠前的

案例。 

 

《神明公案》 《廉明公案》26 《蕭曹遺筆》 

5 郜理刑斷謀姪命 12 吳推官判謀故姪命 2 告謀故姪命銅陵縣事 

1 高侯斷打死弟命 13 夏侯判打死弟命 3 告打死弟命萬年縣事 

2 鄢侯斷打死妻命 14 馮侯判打死妻命 4 告打死妻命宗仁縣事 

3 黃侯斷伸姊冤 15 孫侯判代妹伸冤 5 告為妹伸冤繁昌縣 

4 鄧太府判累死兄弟 18 丁府主判累死人命 6 告累死德化縣事 

 

阿部泰記在考究《廉明公案》的成書指出，「序文雖云：『先敘事情之由』，但書中並非

如此者卻有六十二則」，認為這些內容採錄自《蕭曹遺筆》，主要以訴訟判決文書為主，

並缺乏故事情節。27比較以上五則案例的內容，《廉明公案》第十三至十五、十八則，《蕭

曹遺筆》第三至六則相同；《廉明公案》第十二則〈吳推官判謀故姪命〉擴寫了《蕭曹遺

筆》第二則〈告謀故姪命銅陵縣事〉中的「通族明首」，其內文提及：「其壽春明係猛桂

毒死，及嫁罪於孟槐。故族長周錫等會通族十八人明首出曰：……。」28《神明公案》第

五則〈郜理刑斷謀姪命〉的內容則是缺少連名狀詞中提及秦儈、岳飛等內容。29從上述的

                                                                                                                                                           

國文哲研究所集刊》第 39 期（2011 年 9 月），頁 11。 
26  這五則案例在《廉明公案》的目錄及內文中的順序不同，目錄的編纂順序為：第十二則〈吳推

官判謀故姪命〉、第十四則〈夏侯判打死弟命〉、第十五則〈馮侯判打死妻命〉、第十六則〈孫

侯判為妹伸冤〉、第十七則〈丁府主判累死人命〉。明・余象斗：《廉明公案》，收入劉世德、

陳慶浩、石昌渝主編：《古本小說叢刊》（北京：中華書局，1991 年），第二十八輯第三冊，

頁 1005-1006。 
27  日・阿部泰記著，陳鐵鑌譯：〈明代公案小說的編纂〉，頁 21-22。 
28  明・余象斗：《廉明公案》，收入劉世德、陳慶浩、石昌渝主編：《古本小說叢刊》，頁 1076-1077。

明・竹林浪叟：《新鍥蕭曹遺筆》（東京：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藏，明萬曆二十三年序刊

本），卷一，葉 13a-13b。 
29  《廉明公案》、《蕭曹遺筆》在連名狀詞提及：「秦檜殺岳飛，萬世罪人；文王澤枯骨，□古

仁政。」《神明公案》文中不見此句內容。明・余象斗：《廉明公案》，收入劉世德、陳慶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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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可見，《神明公案》前五則的編纂特色，除了具有案例順序的特徵外，此五則案例皆

屬於《廉明公案》、《蕭曹遺筆》的訴訟判決文書，將前者與《神明公案》比較，《神明

公案》在若干處展現出差異：最為明顯的是其在訴訟判決文書之前，增添了故事情節；其

次則是案例與故事人物的名稱、狀詞與判詞的內容等有所不同，豐富了故事的可讀性。 

倘若我們將《神明公案》第六則〈紀三府斷人命偷屍〉納入思考，此書所編纂的案例

具有「故事不完整性」趨向於「故事完整性」的變化歷程。〈紀三府斷人命偷屍〉有別於

前五則案例，此則故事與《廉明公案・舒推府判風吹休字》、《新民公案・強僧殺人偷屍》

相似，它們屬於較為完整的公案故事，具有《廉明公案》所強調的「先敘事情之由」的敘

事方式。這種「故事完整性」的案例特點，也延續至《神明公案》後半部所收錄的罪案故

事。 

 

2. 《神明公案》與《諸司公案》：第七至十二則的案例關係 

 

《神明公案》收錄的第七至十二則案例中，分別與《律條公案》、《詳情公案》、《新

民公案》多有相似之處，其中又與余象斗編纂的另一本公案小說──《諸司公案》──相

似度極高，共有四則案例相近。前文已經指出，《神明公案》卷二現存九則案例，其中〈訔

御史斷謀命沒屍〉後半部、〈羿代巡辨脫尼姑死刑〉前半部是為無篇名且內容相異者，應

計為四則故事。不過，由於以上兩則故事內容過於簡短，目前尚未知它們與其他公案小說

之關聯。至於《神明公案》第十二則〈沙兵憲斷問兩兇〉同為闕葉不全的罪案故事，30但

是透過僅存的文字訊息，可以確定其與《諸司公案・曾大巡判雪二冤》、31《詳情公案・

判雪二冤曾代巡審》、32《新民公案・井中究出兩命》33有所關聯。以四則故事最初的情

節為例： 

 

 

 

 

                                                                                                                                                           

石昌渝主編：《古本小說叢刊》，頁 1077。明・竹林浪叟：《新鍥蕭曹遺筆》，卷一，葉 13b。

明・佚名：《神明公案》，收入《古本小說集成》，頁 28-29。 
30  明・佚名：《神明公案》，收入《古本小說集成》，頁 64-69。 
31  明・余象斗：《皇明諸司公案》，收入《古本小說集成》，頁 1-15。 
32  明・陳繼儒：《新鐫國朝名公神斷李卓吾詳情公案》，四卷，葉 1a-8b。 
33  明・金成章：《新民公案》，收入劉世德、陳慶浩、石昌渝主編：《古本小說叢刊》（北京：

中華書局，1991 年），第三輯第四冊，頁 1598-16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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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明公案・沙兵憲

斷問兩兇》 

《諸司公案・曾大巡

判雪二冤》 

《詳情公案・判雪二

冤曾代巡審》 

《新民公案・井中究

出兩命》 

南寧縣有兇屠于

付，存心險惡，及

（極）貪及（極）殘，

專一謀害人財。適有

求定縣牛客鮑本，趕

大小牯牸牛十有六

隻，價值六十餘金。

更深時分，乃到付

家，付思黑夜無人醒

覺，即設酒肉，再三

勸飲。鮑本跋踄（涉）

長途，艱辛已甚，一

到付家，寬懷痛飲，

遂爾重醉，不省人

事。付乃縊本身死，

屍丟後園古井，了無

知者。五載後，求定

復有一富商常如

期，裝載各樣華麗貨

物，亦來南寧縣發

賣。 

廣元縣有民岳充，貪

殘不仁，屠宰為生。

一日，昭化縣有客人

史符，趕豬十餘頭，

約值白銀三十兩。一

更時，到岳充家，充

見夜深無人知覺，即

偹酒殽慇懃勸飲。史

符遠途跋涉，初到地

頭寬心放飲，不覺大

醉。岳充遂縊死之，

丟屍於後園背井

中，竟無人知者。三

年後，昭化復有一富

商安其昌，到廣元賣

買。 

廣元縣有民岳充，屠

宰為生。一日，昭化

縣有客人史符，趕豬

十餘頭，約值價銀二

十兩。一更時，到岳

充家，充見夜深無人

知覺，即辯酒殽慇懃

勸飲。史符遠途跋涉

言其跋山川涉水渡而

來，初到地頭寬心放

飲，不覺大醉。岳充

遂縊死之，丟屍於後

園背井中，竟無人知

者。三年後，昭化復

有一富商安其昌，到

廣元賣買。 

建安富沙廟前有一

賣棺材客人葉乾，乃

連城人，立心奸險，

極貪極殘，住在城

外，專一謀害孤客。

適有浙江開化客人

方瀾，販得色綢兩

擔，價值百餘兩銀

子。來店借歇，已是

二更時分，城門俱

閉，無人看見，挑夫

放下轉大明去了，葉

乾見其財物重大，即

設酒殽，盡心勸醉。

方瀾行路辛苦，已喜

飲盃壯神，乃開懷痛

飲，遂成大醉，不省

人事。葉乾即將客人

勒死，丟屍後園井

中，絕無人知。兩年

後，仍有開化一客

人，亦姓方名廿五，

少年人物，心卻乖

覺，裝載各樣貨物，

到建寧發賣。 

 

《神明公案・沙兵憲斷問兩兇》、《諸司公案・曾大巡判雪二冤》、《新民公案・井中究

出兩命》分別在城縣地點（南寧縣、廣元縣、建安富沙廟前）、兇手（于付、岳充、葉乾）、

兇手職業（兇屠、屠宰、賣棺材）、被害人姓名（鮑本、史符、方瀾）、待售物品（牛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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豬隻、色綢）、價值（六十餘金、白銀三十兩、百餘兩銀子）、富商姓名（常如期、安其

昌、方廿五）等有所不同，唯棄屍於後園的井口、富商至故事預設的城縣地點，以及買賣

的目的則維持相同。值得注意的是，《詳情公案・判雪二冤曾代巡審》與《諸司公案・曾

大巡判雪二冤》的城縣地點、兇手、兇手職業、被害人姓名、待售物品、富商姓名等相同，

唯《詳情公案》有三處與《諸司公案》不同，分別為：文中不見岳充「貪殘不仁」的形容、

待售物品的價值為「銀二十兩」，以及針對「遠途跋涉」作小字雙行註解曰「言其跋山川

涉水渡而來」。《詳情公案》與《諸司公案》的關係密切，如同大塚秀高認為《詳情公案》

在文字、內容上，多承接於《諸司公案》、《律條公案》、《詳刑公案》的看法。34
 

 綜合此節的觀察與發現，《神明公案》第一至十二則案例與明代出版之公案小說的

關係，列表如下： 

 

序 故事標題 備註 余象斗出版之公案小說 其他明代出版之公案小說 

1 
高侯斷打

死弟命 

半葉圖 

一張 

《廉明公案・夏侯判打死弟

命》 

《律條公案・蘇侯斷問打

死人命》35
 

《新民公案・吳旺磊債打

死人命》36
 

《海公案・第五回・姦夫

殺客為女有他姦》37
 

2 
鄢侯斷打

死妻命 
 

《廉明公案・馮侯判打死妻

命》 

《新民公案・爭水打傷父

命》 

《海公案・第六回・決東

明鄉劉松冤事》 

3 
黃侯斷伸

姊冤 
一卷終 

《廉明公案・孫侯判代妹伸

冤》 

《海公案・第二回・僧徒

姦婦》 

                                                        
34  日・大塚秀高：〈公案話本から公案小説集へ──「丙部小説之末流」の話本研究に占める位

置〉，《集刊東洋学》第 47 期（1982 年 5 月），頁 63-76。 
35  《古今律條公案》目錄作〈蘇侯斷打死人命事〉。詳參明・陳玉秀選校：《古今律條公案》，

收入《古本小說集成》，頁 2。 
36  《新民公案》目錄作〈吳旺磊算打死人命〉。詳參明・金成章：《新民公案》，收入劉世德、

陳慶浩、石昌渝主編：《古本小說叢刊》，頁 1403。 
37  《海剛峰先生居官公案傳》目錄作〈奸婦殺客人〉。詳參明・虛舟生：《海剛峰先生居官公案

傳》，收入劉世德、陳慶浩、石昌渝主編：《古本小說叢刊》（北京：中華書局，1991 年），

第七輯第一冊，頁 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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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鄧太府判

累死兄弟 
卷之二 

《廉明公案・丁府主判累死

人命》 

 

5 
郜理刑斷

謀姪命 
 

《廉明公案・吳推官判謀故

姪命》38
 

《新民公案・游旆謀毒三

命》 

6 
紀三府斷

人命偷屍 

半葉圖 

一張 

《廉明公案・舒推府判風吹

休字》 

《新民公案・強僧殺人偷

屍》 

7 
施太尹斷

火燒故夫 
 

《諸司公案・張縣令辨燒故

夫》 

 

8 訔御史斷

謀命沒屍 

半葉圖 

一張 

前半部 
《諸司公案・許

大巡問得真屍》 

 

9 後半部   

10 

羿代巡辨

脫尼姑死

刑 

 

前半部   

11 後半部 
《諸司公案・劉

刑部判殺繼母》 

《律條公案・武主政斷為

父殺繼母》 

《詳情公案・鄭刑部判殺

繼母》 

12 
沙兵憲斷

問兩兇 

半葉圖一

張；故事不

全、闕葉 

《諸司公案・曾大巡判雪二

冤》 

《新民公案・井中究出兩

命》39
 

《詳情公案・判雪二冤曾

代巡審》 

 

從上表可見，《神明公案》收錄的案例或與《新民公案》、《律條公案》、《詳情公案》、

《海公案》等有所關聯，但相較於余象斗出版的兩本公案小說──《廉明公案》、《諸司

公案》──更具緊密關係。《神明公案》現存的十二則案例，其罪案類型特色皆與命案故

事相關，屬於《廉明公案》、《諸司公案》中的「人命類」故事。細看此十二則案例，《神

明公案》的編纂具有「故事不完整性」趨向於「故事完整性」的變化歷程：第一至五則案

例以《廉明公案》汲取自《蕭曹遺筆》訴訟判決文書──僅有「狀詞（原告、被告）、判

                                                        
38  《廉明公案》目錄作〈吳推府判謀故姪命〉。詳參明・余象斗：《廉明公案》，收入劉世德、

陳慶浩、石昌渝主編：《古本小說叢刊》，頁 1005。 
39  《新民公案》目錄作〈井中究出兩屍首〉。詳參明・金成章：《新民公案》，收入劉世德、陳

慶浩、石昌渝主編：《古本小說叢刊》，頁 1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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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並無相關故事的鋪陳──加以書寫，屬於「故事不完整性」的公案故事；自第六則

案例開始，《神明公案》的罪案故事與其他公案小說具有同等的完整性。因此，《神明公

案》收錄的案例具有哪些個殊性？其敘事特色又展現了哪些特點呢？ 

三、《神明公案》的敘事特色 

（一）「故事不完整性」的承衍 

 相較於《廉明公案》，《神明公案》第一至五則案例的敘事結構，具有「故事＋狀

詞（原告、被告）、判詞」的特色。因此，《神明公案》究竟如何編纂其所收錄的公案故

事？相較於余象斗出版的公案小說以及其他相似案例，《神明公案》又有哪些值得注意的

敘事特色呢？ 

第一則〈高侯斷打死弟命〉40與《廉明公案・夏侯判打死弟命》、41《律條公案・蘇

侯斷問打死人命》、42《新民公案・吳旺磊債打死人命》、43《海公案・第五回・姦夫殺

客為女有他姦》44相似。《廉明公案》在此篇故事的鋪陳上，設有進狀人、訴狀人以及夏

侯的判詞，對於故事內容的交代較為簡略，僅有一葉的篇幅。《海公案》與《廉明公案》

相似，其於訴訟判決內容前增加了故事情節，此則內容源自於《耳談類增・臨海令决獄》。
45相較於前二者，《神明公案》、《律條公案》、《新民公案》的故事情節相似，例如受

害者（馮仲、馬孔昭、羅子仁）的借貸動機為出外經商、上訴人為受害者的哥哥（馮孟佳、

馬孔佳、羅子義）等，並填補了受害者按時還錢，債主抬高利息以致命案發生的故事脈絡。

以《神明公案》為例，其設定受害兄弟為商人，「時有姓馮，名孟佳者，開店營生。有弟

馮仲，欲為經商。……借到蔣木本銀八兩，販賣雜貨」。在受害者與債主的衝突書寫上，

《神明公案》強化了受害者馮仲與債主蔣木二人的角色性格： 

 

                                                        
40  明・佚名：《神明公案》，收入《古本小說集成》，頁 1-7。 
41  明・余象斗：《廉明公案》，收入劉世德、陳慶浩、石昌渝主編：《古本小說叢刊》，頁 1078-1079。 
42  明・陳玉秀選校：《古今律條公案》，收入《古本小說集成》，一卷，頁 16-23。 
43  明・金成章：《新民公案》，收入劉世德、陳慶浩、石昌渝主編：《古本小說叢刊》，頁 1502-1519。 
44  明・虛舟生：《海剛峰先生居官公案傳》，收入劉世德、陳慶浩、石昌渝主編：《古本小說叢

刊》，頁 160-162。 
45  明・王同軌：《耳談類增》（臺北：國家圖書館藏國圖代管原平圖古籍微片，明萬曆三十一年

金陵書賈唐晟刊本），卷之六，葉 6a-6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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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仲）自備銀兩，照依鄉例，納息交還。蔣木見仲生意利達，勒要加息，重加磊

算。……仲曰：「我不認還，便為脫負。今一一照例奉還，人心天理一毫無昧。但

遇倍磊算，欺騙持橫，則不服耳。」蔣木大怒，乃罵仲曰：「州城內外遠近人等，

誰不借我債？誰不依我算？汝獨放刁，若不打你，便長刁風。他日我亦放債不得。」

遂命家僮數人，將仲紐打仆地，遍身重傷，登時氣絕。46
 

 

小說透過正直／惡霸的對立書寫，塑造了馮仲是為按時並遵守借款規定還錢的良民，但因

個性不願向蔣木升息牟利之行為所屈服，最後被蔣木的手下毆打致死。蔣木的人物形象在

故事開篇便埋有伏筆，因蔣木家世富有，致使永平縣的借款人皆不敢對蔣木之不當行為發

聲：「放債取利往往違禁，千門萬戶無不受其苦害。怨其苛殘，但或家計淡薄，資本蕭條，

不得不忍氣吞聲，揭借一二。」文本透過故事開篇的伏筆與故事內容進展相互結合，成功

地藉由正直／惡霸的對立書寫，重塑馮仲與蔣木的人物形象。 

最為精彩的部分，則是《神明公案》豐富了高侯在審判此案所增添的四位佐證人──

周龍、秦鳳、禇童、衛仁──以及蔣木兩次誣賴馮仲的情節。《神明公案》把握了《廉明

公案》夏侯判詞所提的「人心不昧，鄉有公評」，將故事的後半部透過「鄉有公評」之情

節，進一步以審判官的觀察書寫了蔣木的個人形象： 

 

高侯明知孟佳理直，蔣木情虛，乃呼里鄰干證，周龍、秦鳳、禇童、衛仁等細細鞫

審，皆曰：「馮仲白日還債事真，黑夜竊盜事假。蔣木磊債毆傷是實，獲盜打死是

虛。」蔣木又生奸計，誣誑周龍、秦鳳等曰：「此四人皆私受孟佳買賄銀二十兩，

故此偏證陷害小民，且俗語有云：『富者多怨』，乞天明察，庻不冤枉良善。」47
 

 

文末以「一是一非，一曲一直」，描述四位鄉里居民對張仲、蔣木二人事情的評價。蔣木

最後的破綻，乃是其誣賴馮孟佳賉賂四位佐證人所作的聲明。文中提及「此四人皆私受孟

佳買賉銀二十兩」，此「銀二十兩」可視為蔣木個人對於金錢使用的經驗，因為「銀二十

兩」對於普通借債人而言，那是一個天大數額。馮仲最初與蔣木所借的金額僅為「八兩」，
48相較於二十兩，對於馮家而言並非隨手可取。因此，四位鄉里居民才提及：「孟佳貧漢，

                                                        
46  明・佚名：《神明公案》，收入《古本小說集成》，頁 1-2。 
47  明・佚名：《神明公案》，收入《古本小說集成》，頁 4-5。 
48  「（馮仲）借到蔣木本銀八兩，販賣雜貨。」明・佚名：《神明公案》，收入《古本小說集成》，

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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衣食且不給，安得有分毫銀子買賉小的四人？」49此篇故事，最後透過蔣木誣賴馮孟佳賉

賂之事，不僅刻畫了蔣木心機誣賴的惡霸形象，並展現出鄉里居民如何與審判官一同審理

罪案的過程。 

 「鄉有公評」的情節除了以文字內容敘述之外，《神明公案》在此則案例的插圖，

擇以四位鄉里居民在公堂與高侯對話的情境，有意彰顯其獨有的特色。50相較於同屬的相

似案例，《廉明公案》因篇幅較短，與故事相符的插圖為「沈機喝僕／亂打仲升」，意在

突顯公案發生之關鍵情境。51《律條公案》的篇幅較《廉明公案》豐富，此則故事共有七

幅插圖，與故事相符的插圖為「研審史魯／理虧自招」，插圖主要突顯惡霸史魯在公堂接

受鞭刑的情景，此與《神明公案》相異。52《新民公案》為手抄本與《海公案》同為無插

圖。換言之，《廉明公案》、《新民公案》因所著重的內容情節不一，《廉明公案》擇以

公案發生之關鍵作為插圖內容，而《新民公案》則突顯惡霸受刑的情景。相較於前者，《神

明公案》選擇其所獨有的內容情節——「鄉有公評」——作為小說構圖元素，有效地彰顯

出此篇罪案故事與他者之不同。由此可知，《神明公案》對此篇故事突顯了兩個部分：一

為債主蔣木之心機誣賴的惡霸形象；其次則是《神明公案》以獨有的「人心不昧，鄉有公

評」之情節，透過四位鄉里居民的佐證與對話，製造另一波蔣木誣賴的事例，成功增添故

事所強調的是／非、真／假、實／虛的公案情節。 

與前述同為打死命案的第二則〈鄢侯斷打死妻命〉，主要講述人為「霸截水利」，進

而影響農田灌溉所引起的糾紛命案，53其與《廉明公案・馮侯判打死妻命》、54《新民公

案・爭水打傷父命》、55《海公案・第六回・決東明鄉劉松冤事》56相似。就敘事結構而

言，《神明公案》、《廉明公案》、《新民公案》具有告詞、訴詞、催告詞與判詞，《海

公案》則少了催告詞的內容。在故事情節方面，《廉明公案》僅有訴訟判決的內容，《海

公案》雖然在訴訟判決內容之前，增添故事情節，但是其故事內容源自《耳談類增・朱省

郎决東明獄數事》，57講述淳安縣東明鄉劉松的冤事，實與訴訟判決內容相違。相較於前

二者，《神明公案》與《新民公案》具有較完整的故事情節，但是內容卻各不相同。《神

                                                        
49  明・佚名：《神明公案》，收入《古本小說集成》，頁 5。 
50  明・佚名：《神明公案》，收入《古本小說集成》，頁 6。 
51  明・余象斗：《廉明公案》，收入劉世德、陳慶浩、石昌渝主編：《古本小說叢刊》，頁 1079。 
52  明・陳玉秀選校：《古今律條公案》，收入《古本小說集成》，一卷，頁 21。 
53  明・佚名：《神明公案》，收入《古本小說集成》，頁 7-13。 
54  明・余象斗：《廉明公案》，收入劉世德、陳慶浩、石昌渝主編：《古本小說叢刊》，1079-1081。 
55  明・金成章：《新民公案》，收入劉世德、陳慶浩、石昌渝主編：《古本小說叢刊》，頁 1519-1527。 
56  明・虛舟生：《海剛峰先生居官公案傳》，收入劉世德、陳慶浩、石昌渝主編：《古本小說叢

刊》，頁 162-165。 
57  明・王同軌：《耳談類增》，卷之六，葉 7a-7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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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公案》豐富了故事情節，串聯與《廉明公案》、《海公案》相似的訴狀詞，促使其成為

更具完整性的公案故事。此則故事講述兩家農民在天旱之際，因魏玉阻截水利，宗仁傑與

之商討，一言不合之下，魏玉將宗仁傑之妻穆氏打死，《神明公案》為故事開篇增添了人、

事、物等背景，促使此宗罪案故事更具有張力。《新民公案》則將「打死妻命」作「打傷

父命」，死者家屬由丈夫妻子關係，變更為父子關係，訴訟判決的內容亦與其他公案故事

不同。值得注意的是，《神明公案》、《廉明公案》、《新民公案》催告內容的敘述對象

同為審判官，因此內容十分相近（框內文字為相同之處）： 

 

告□□□宗仁傑，告為懇恩定供歸結事：爺政精明，萬民瞻仰。兇惡魏玉，打死

身妻，告蒙檢明，致命重傷。將經一月，未蒙覆審成招。惡錢廣用，日久奸生。

仁臺旦夕喬遷，冤民卧轍不及。乞速取供，免遭奸計，生死感恩。哀哀催告。58
 

 

與上述相近的例子尚可見於第三至五則案例。以第三則〈黃侯斷伸姊冤〉為例，59其與《廉

明公案・孫侯判代妹伸冤》、60《海公案・第二回・僧徒姦婦》61相似，三者具有相同之

狀詞、判詞的敘事結構，《廉明公案》僅有訴訟判決內容，《海公案》挪移《耳談類增・

林公大合决獄》62與訴訟判決內容組成一則「新」公案故事。《神明公案》則重新梳理故

事罪案地點、故事人物姓名等細節，促使故事情節與訴訟判決內容更為吻合。 

 從上述的討論可知，明代公案小說在編纂的過程具有雷同的情形，它們或以不同的

故事元素作為展演，如罪案地點、人物姓名與背景等；又或是更動被害者的關係，增添新

的情節內容，以豐富故事的完整性。透過故事之間的比較，這些內容或轉載於日用類書、

訟師秘本等不同文類的書籍中，但在重組為「新」公案故事的過程，每本公案小說都顯現

出其獨有的文本風格。 

（二）由「故事不完整性」轉變為「故事完整性」 

 觀察《神明公案》與《廉明公案》、《諸司公案》之間的關係變化，自第六則案例

開始，《神明公案》的故事結構由「故事不完整性」轉變為「故事完整性」，除去無目有

                                                        
58  明・佚名：《神明公案》，收入《古本小說集成》，頁 12。 
59  明・佚名：《神明公案》，收入《古本小說集成》，頁 13-18。 
60  明・余象斗：《廉明公案》，收入劉世德、陳慶浩、石昌渝主編：《古本小說叢刊》，頁 1081-1082。 
61  明・虛舟生：《海剛峰先生居官公案傳》，收入劉世德、陳慶浩、石昌渝主編：《古本小說叢

刊》，頁 154-156。 
62  明・王同軌：《耳談類增》，卷之六，葉 1b-2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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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的第九至十則案例，其餘案例則與屍體、孝行相關。第六、七、八、十二則，依序形成

一組與屍體相關的命案：偷屍、焚屍、遺屍與棄屍；第十一則為繼子刺殺繼母為生父報仇

的孝行罪案。 

 

1. 偷屍、焚屍、遺屍與棄屍 

 

在這組命題中，前文提及第八、十二則案例闕葉，致使情節較不完整，下文將以內容

相對完整的第六、七則作進一步討論。第六則〈紀三府斷人命偷屍〉為「偷屍」罪案，63

其與《廉明公案・舒推府判風吹休字》、64《新民公案・強僧殺人偷屍》65相似，是為《廉

明公案》中唯一屬於「故事完整性」的相似案例。此則故事講述的是收田租者因與租田者

一言不合，錯手將其打死，為了避免審判官驗屍定罪，因而偷走屍體並埋於寺觀中的花園。

有趣的是，《廉明公案》與《新民公案》所設定的收田租者為僧人，《神明公案》則設定

為道人，因此罪案發生地也因為收田租者的身分設定為：北京大名府資福寺、甌寧縣斗峰

寺、雲南大理府龍泉觀。在故事前半部，《新民公案》、《神明公案》對於收田租者的動

機（因縣／官中催納錢糧，缺少銀兩）、與租田者的對話、口角、打鬥、租田者家人看見

的情境等，交代得十分清楚，相較於《廉明公案》僅以「有一僧海曇，往鄉下取苗租。其

佃人潘存正與海曇角口。曇發怒性，將存正痛打嘔血而死。」匆匆帶過。此案件之所以能

夠尋到被埋藏起來的屍體，全仰賴於故事所埋伏的字詞提示。《廉明公案》是以「忽空中

飄一張狀紙來，中間只有一『休』字」，審判官最後以拆字的方式得知屍體埋藏地點：「□

字明是人字傍放一木字，敢莫人在木傍乎？」《新民公案》沒有提及「休」字的情節，其

安排審判官郭爺在臨睡前，耳邊報來四句詵，「屬耳垣牆不見天，斗峯寺裡是神以。人問

莫道無明報，新土離離舊草添。」，最後以擲筊求問觀音娘娘「屬耳垣牆不見天」是否意

為「屍在竹牆園中深處」，以三個陰筶而破案。擲筊求問的情節亦出現於《廉明公案》、

《神明公案》，與前者不同的是，《廉明公案》、《神明公案》擲筊求問的目的在於罪案

是否要繼續追查：「若訟者自休，願得聖筶。官司當休，願得陽筶。死者陰魂不肯休，則

得陰筶。」66《神明公案》對於「休」字情節的書寫上，則是融匯了前兩者的內容，同樣

                                                        
63  明・佚名：《神明公案》，收入《古本小說集成》，頁 31-40。 
64  明・余象斗：《廉明公案》，收入劉世德、陳慶浩、石昌渝主編：《古本小說叢刊》，頁 1041-1046。 
65  明・金成章：《新民公案》，收入劉世德、陳慶浩、石昌渝主編：《古本小說叢刊》，頁 1553-1564。 
66 明・佚名：《神明公案》，收入《古本小說集成》，頁 38。《廉明公案》的描述與《神明公案》

相似：「倘此訟當休息乎，得聖筶。或我官當罷休乎，得陽筶。抑或死者陰魂不肯休乎，得陰

筶。」明・余象斗：《廉明公案》，收入劉世德、陳慶浩、石昌渝主編：《古本小說叢刊》，

頁 1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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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淺眠之際，審判官耳邊有人歌曰：「南去北來休便休，龍泉觀裡好優遊。舉頭三尺神明

在，荒草斜陽土一丘。」最後以「人在木傍，但南來北往未識耳」，審判官才得以破案。 

 無論是「休」字提示，或是「屬耳垣牆不見天」，園中樹下皆是為三者所關注的破

案關鍵。不過，《神明公案》所提歌詞：「南去北來休便休，龍泉觀裡好優遊。舉頭三尺

神明在，荒草斜陽土一丘。」除了將「休」字融匯於歌詞之外，「荒草斜陽土一丘」亦成

為了此則案例插圖的元素，是為《廉明公案》、《新民公案》所沒有的情節內容。《神明

公案》在此則案例的插圖中，左上繪有斜陽、屍體被藏於兩樹之中，是為明代公案小說中

較少見的案發現場。67與《廉明公案》比較，插圖「登藏經閣／看二大樹」僅突顯屍體埋

藏的地點。68值得注意的是，《廉明公案》對於屍體的敘述、繪畫集中於圖「僧眾暮夜／

開棺偷屍」，文中提及「及命仵作等撞開棺木，取屍檢驗，只是一空棺，並無屍身。」69

此段情節是《新民公案》、《神明公案》所未提及的。從《廉明公案》、《神明公案》對

於內文與插圖的敘述方式觀察，兩者將各自獨有的故事情節置入於小說的內容與插圖，藉

由文字與圖像相互彰顯出各自的文本特色：《廉明公案》將「偷屍」過程作為故事的賣點，

《神明公案》則以歌詞安排了「荒草斜陽土一丘」作為「偷屍」破案的情境及元素。 

 接著，我們來看《神明公案》中的「焚屍」命案。第七則〈施太尹斷火燒故夫〉70的

故事情節與《諸司公案・張縣令辨燒故夫》71相似，惟《神明公案》在書寫少婦雷氏謀害

丈夫樊城的詭計過程、雷氏與樊城之弟樊墉在公堂上吵架的情境，多有著墨。《神明公案》

在故事開篇細說了雷氏與丈夫樊城發生口角之故，主要是因為雷氏正值芳齡二十，欲與步

入六十歲的樊城離婚，「（雷氏）嫌其夫年老不稱……且日夜言語深求離異，生不樂為樊

城之妻，死不願為樊家之鬼。」但樊城因「愛惜其美麗而不忍嫁逐」，最後一步步掉入其

妻預謀的計畫： 

 

忽有一夜，城自外歸，筋刂勞倦。雷氏陽為憫恤。即具酒肴飲之食之，城以其為愛

已遂深納其意醉飽而睡。三更時分，雷氏持刀刺城心窩，登時致死，因放火燒燬房

舍，詐稱夫被火焚死，故殊無哀憐之意。72
 

 

                                                        
67  明・佚名：《神明公案》，收入《古本小說集成》，頁 36。 
68  明・余象斗：《廉明公案》，收入劉世德、陳慶浩、石昌渝主編：《古本小說叢刊》，頁 1045。 
69  明・余象斗：《廉明公案》，收入劉世德、陳慶浩、石昌渝主編：《古本小說叢刊》，頁 1042。 
70  明・佚名：《神明公案》，收入《古本小說集成》，頁 40-46。 
71  明・余象斗：《皇明諸司公案》，收入《古本小說集成》，頁 60-64。 
72  明・佚名：《神明公案》，收入《古本小說集成》，頁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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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明公案》以酒肴之宴的情節，進一步豐富了雷氏的惡毒形象，致使樊城最後死於自己

妻子所準備的「最後一餐」。 

 除了雷氏詭計多端的形象刻劃之外，其與樊城之弟樊墉在公堂上吵架情境，亦書寫

得十分精彩。無論是樊墉或是審判官施縣尹，二人都覺得此案最大的疑點是，為何僅有雷

氏在火災中生還。雷氏針對案發當時的狀況指出： 

 

雷氏訴曰，夫已同我先走出門外，復奮身入房，救取衣服等物。此時煙熖蔽空，魂

飛魄散，逃躲無計，豈能推夫入火？况一夜夫妻，百歲姻緣，何忍下此毒手？樊墉

曰：「往日吵鬧，口口聲聲惡兄老邁，欲嫁少年，今日在老爺眼前飾出許多假情假

愛，計圖脫殺夫之罪耳。雷氏復訴曰：「雖有兩句言語，只是頃刻之怨。此亦人情

之常，豈可執口頭之話，誣我謀害丈夫？」施侯聞兩家爭辨之言，便知樊城之死，

必遭雷氏之手，其罪不能逃矣。73
 

 

引文底線所強調之處，是為《諸司公案》所沒有的情節。雷氏在面臨雙方質疑他何以生還

之際，雷氏以雙重的疑問姿態，回應樊墉與施縣尹，說道：「豈能推夫入火？况一夜夫妻，

百歲姻緣，何忍下此毒手？」雷氏的應答以「夫妻之情」應有的情理，迴避了滅夫的質疑。

其次，則是樊墉追問雷氏與其兄樊城吵架之事，雷氏亦巧妙地回答道，「此亦人情之常，

豈可執口頭之話，誣我謀害丈夫？」最後，此罪案透過兩頭豬模擬火災情境而破案： 

 

（施縣尹）曰：「城之死，或在火先或在火後，最易辨真。但樹一所茅房分作兩間，

取豬二口，一殺死者，放在東間；一未死者，放於西間。然後四圍積柴新燒之，我

自有辨。」……施侯乃謂原被告曰：「人豬雖不同，其惡死之情則一故，即豬之死

於火，而人之死於火者，可列觀矣。……但見東間殺死之豬，口中無灰；西間活燒

之，行口中有灰。盖死者無氣出入，故無灰。入口生者有氣呼吸，故有灰入口。……

驗樊城之屍，其口果然無灰……分明是汝（雷氏）先殺丈夫，然後放火圖脫罪愆。」74
 

 

《神明公案》於此案例中，透過夫妻相處的人倫之道，書寫了常態婚姻的生變罪案，不僅

為我們展演了明代社會中的家庭悲劇，同時呈現了公案審判過程所進行的罪案推理。 

 

                                                        
73  明・佚名：《神明公案》，收入《古本小說集成》，頁 43-44。 
74  明・佚名：《神明公案》，收入《古本小說集成》，頁 4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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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孝行罪案：繼母殺生父，繼子殺繼母 

 

第十一則〈羿代巡辨脫尼姑死刑〉現存的後半部內容，其故事情節與篇名不相符，主

要講述繼子有文將繼母玄娘砍死，繼母哥哥大顯憤而告上衙門的公案故事。尹嵇公基於「父

仇雖不共天，報難加於母氏。殺人固當填命，權有在於士師」，初判為斬決。判決書送至

刑部主政武承文，其反覆思索此案的判決，認為有文雖與玄娘具有繼子關係，但是玄娘「手

刃如錦之親父，下手之時，母恩絕矣。在律，父祖被人毆而子孫助闘者無罪，縱有所傷亦

從未減」，最後判如錦「無殺人之柄，杖以戒專」。此則故事與《諸司公案・劉刑部判殺

繼母》、75《律條公案・武主政斷為父殺繼母》、76《詳情公案・鄭刑部判殺繼母》77相似，

四則故事的情節結構由告詞→訴詞→繼母兄曰→繼子辯曰→某公審問干證→某公斷曰→

刑部主政判曰所組成。《神明公案》與《諸司公案》的文末附有按語，《律條公案》在部

分字詞旁標註發音，《詳情公案》則對部分字詞有雙行小字註解。《神明公案》與《律條

公案》的罪案地點、繼子、繼母、繼母兄、刑部主政的姓名設定相同，唯《律條公案》審

判官作「尹蘇公」而非「尹嵇公」。《諸司公案》與《詳情公案》則與前兩則有所不同：

罪案地點廣平縣→扶風縣；繼子有文→方大年；繼母玄娘→陳氏；繼母哥哥大顯→陳自良；

審判官尹嵇公→程縣尹；刑部主政武承文→劉景。 

值得注意的是，〈羿代巡辨脫尼姑死刑〉與《諸司公案》文末附有按語，是《律條公

案》、《詳情公案》所沒有的內容。《諸司公案》的按語說道： 

 

按此卷人惟知不合殺母議罪，不知其繼母殺夫已非吾母。殺之，是殺一有罪之人也。

止與擅殺有罪凡人同。惟當擬杖，豈得以殺母例論乎。78
 

 

〈羿代巡辨脫尼姑死刑〉的按語則進一步強調，世上犯了與如錦同樣罪行的人，應該要像

如錦一樣，不應以殺人問罪判處死刑： 

 

按此款獄情，常人惟以如錦不合殺繼母問罪，不知繼母忍殺其父已非錦之母，乃天

下之罪人也。錦能殺之，是殺一有罪之人耳。止與擅殺有罪凡人同律。惟當問杖罪，

豈得以殺母例論乎。武主事獨出奇見，特創大議，一時院道凜然翕從。如錦遂得免

                                                        
75  明・余象斗：《皇明諸司公案》，收入《古本小說集成》，頁 15-23。 
76  明・陳玉秀選校：《古今律條公案》，收入《古本小說集成》，一卷，頁 32-39。 
77  明・陳繼儒：《新鐫國朝名公神斷李卓吾詳情公案》，四卷，葉 8b-12b。 
78  明・余象斗：《皇明諸司公案》，收入《古本小說集成》，頁 2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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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逆之誅。世有□如錦之罪者，惡可不以活如錦者活之耶。79
 

 

以上兩則按語聚焦於繼母身分的認定，由於繼母先動手殺死繼子父親，導致天倫之變，屬

於有罪之人；後由繼子為父報仇而將繼母殺死，此時繼子殺繼母實屬殺一父仇之人，因此

這宗家庭命案應「當問杖罪」而非「以殺母例論乎」。與此相近的刑罰故事，亦可見明代

吳訥（1372-1457）編纂《棠陰比事原編・漢武明經》，故事發生於漢景帝時期，情節內

容與前者所提相似，唯故事最後是以死刑結案。吳訥對此案的按語提及： 

 

謹按《大明律》云：「凡繼母殺其父，聽告不在干名犯義之限。」今觀《漢史》所

云：「防年繼母殺父，因殺繼母，宜與殺人同，不宜以大逆論。」竊詳此實倫理之

變，若比殺常人，則故殺者斬。若比父母為人殺而子孫擅殺行兇人者，杖六十，其

即殺死者勿論。盛世倫理修明，固無此事。萬一遇此，所司當體究的確，比擬奏請。80
 

 

將〈漢武明經〉與此則明代公案故事相比，前者注重刑罰的罪名，因此最後以「宜與殺人

同，不宜以大逆論」判處死刑；《神明公案》等相似案例，尤其是吳訥的按語，進一步將

被殺者分為常人與殺父母者，故「若比殺常人，則故殺者斬。若比父母為人殺而子孫擅殺

行兇人者，杖六十，其即殺死者勿論。」突顯出不同朝代對於相同命案的各別考量，以及

按律判刑之不同。81
 

《神明公案》十二則案例中，共有四則附有按語，分別為第四、六、七、十一則。第

四則〈鄧太府判累死兄弟〉屬於全書較為特別的案例，其按語是相似案例《廉明公案・丁

府主判累死人命》82所沒有的內容： 

 

按此詞曲直是非，全在鄰里人等公論中審出。苟非鄧公神識卓越，問之山鄰黨里，

又問之禁子歇家。考其家舍遠近，又考其後園隱顯。審其繫獄幾日，又審其還家幾

時，決不能得湯奎之虛情，決不能破湯奎之奸計，決不能折湯奎之強办，決不能服

                                                        
79  明・佚名：《神明公案》，收入《古本小說集成》，頁 64。 
80  明・吳訥：《棠陰比事原編》，收入《原刻景印百部叢書集成》，《學海類編》（臺北：藝文

印書館，1967 年），葉 1a-1b。 
81  有關吳訥編纂《棠陰比事》與江戶註解本《棠陰比事諺解》的關係論析，可參見林桂如：〈漢

儒、書賈與作家：論《棠陰比事》在江戶初期之傳播〉，《政大中文學報》第 24 期（2015 年

12 月），頁 33-64。有關此則故事於《漢武故事》與《孔叢子》的討論，可參見賴信宏：〈《漢

武故事》成書時代新探〉，《東華漢學》第 17 期（2013 年 6 月），頁 57-59。 
82  明・余象斗：《廉明公案》，收入劉世德、陳慶浩、石昌渝主編：《古本小說叢刊》，頁 10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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湯奎之刁心矣。惟鄧公不聽原被紛□爭办，而徧審眾人，真善察獄情，足稱神斷。

世之聽訟者，安可自有肺腑而不審公論耶。83
 

 

文中提到，「此詞曲直是非，全在鄰里人等公論中審出」，呼應《神明公案》對此篇故事

所添增的情節──鄉有公評──促使審判官最後得以破解此案。此按語細數審判官審案的

歷程，以「問、考、審、決」的調查方式，「真善察獄情」才得以不被原告的片面之詞，

影響審判官追查罪案的真相。第六則〈紀三府斷人命偷屍〉的按語提及： 

 

按此樁獄情，雖曰米大之冤魂不散，故使永清之罪惡難逃，其實由於紀公之英明，

用心密察，乃能悟「休休」之意，發隱隱之奸，決疑獄之幾微，定大辟之罪狀。申

按院而即賜依擬，服奸凶而永無怨。嗟世之斷獄者，倘遇偷屍詭譎，其以紀公為法

耶。84
 

 

與其相似的《廉明公案・舒推府判風吹休字》文末雖沒有以「按」作為標示，但內容接近： 

 

立成文案，申於按院。方大巡即依擬，將僧海曇秋季斬訖。此雖潘存正之冤魂不肯

故終取償命，抑亦舒公之英明，用心察獄，乃能猜出「休」字，以昭雪其情。不然

此案卷幾何而不為疑獄哉。85
 

 

以上兩則按語的主要內容在於審判官悉心審查罪案的細節，並悟出「休」字出現的含義，

方能順利破案、含冤昭雪。不過，相似案例的《新民公案・強僧殺人偷屍》卻沒有出現按

語，僅以郭爺判詞為結束。86最後，是第七則〈施太尹斷火燒故夫〉按語： 

 

按惡婦殺夫而焚屍，禍起房惟，冤埋袵廣，陰險至極，最不易决。惟施公生死兩豬

辨，其罪惡則至公至明奸宄破膽。此殺夫之婦雖甚□譎到此亦心服，而不敢強以口

舌爭矣。世有欲辨生前死後燒屍者，此固其龜鑑即。87
 

 

                                                        
83  明・佚名：《神明公案》，收入《古本小說集成》，頁 24。 
84  明・佚名：《神明公案》，收入《古本小說集成》，頁 39-40。 
85  明・余象斗：《廉明公案》，收入劉世德、陳慶浩、石昌渝主編：《古本小說叢刊》，頁 1046。 
86  明・金成章：《新民公案》，收入劉世德、陳慶浩、石昌渝主編：《古本小說叢刊》，頁 1563-1564。 
87  明・佚名：《神明公案》，收入《古本小說集成》，頁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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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其相似的《諸司公案・張縣令辨燒故夫》按語提到： 

 

按殺死而復燒屍，此婦之計誠狡。惟張侯以生死二豬辨與眾看，則人皆心服，而此

婦遂無詞矣。後人欲辨生前死後燒屍者，此案可為世鑑。88
 

 

文中強調「世有欲辨生前死後燒屍者，此固其龜鑑即」或是「後人欲辨生前死後燒屍者，

此案可為世鑒」，二者突顯辨明生前死後燒屍的驗屍程序對於當時代公案審判的重要性。

觀察上列四則按語的內容可知，《神明公案》企圖透過「按語」的設置，強調審判官對罪

案明察秋毫的重要性，有意將這些公案故事形塑成為具有參考價值、知往鑒今的審判案

例。 

四、結語 

 由於《神明公案》的內容不全，致使過去的論者對此部小說的關注，不如明代出版

的其他公案小說熱衷。本文是以《神明公案》現存的十二則公案故事為觀察，詴圖從編纂

策略、敘事特色兩大面向，深掘《神明公案》與明代萬曆年間湧現的公案小說之可能關係。 

 文中指出：《神明公案》全書的卷數不詳，現存兩卷殘卷，計十二則案例，共四則

故事附有半葉插圖，其中第九、十、十二則案例為無目有文、內容不完整的罪案故事。追

溯《神明公案》所收錄的十二則案例中，其與明代出版之公案小說如《新民公案》、《律

條公案》、《詳情公案》、《海公案》等有所關聯，當中與余象斗出版之《廉明公案》、

《諸司公案》的「人命類」罪案故事最為密切。全書案例採由「故事不完整性」轉變為「故

事完整性」的編纂策略：第一至五則案例是以《廉明公案》汲取自《蕭曹遺筆》訴訟判決

文書加以書寫而成，自第六則案例開始，《神明公案》的罪案故事與其他公案小說具有同

等的完整性。 

其次，從敘事特色觀察，第一至五則案例具有「故事＋狀詞（原告、被告）、判詞」

的敘事結構，它們之間具有情節相似或是雷同之處，甚至在不同文類的書籍如日用類書、

訟師秘本等，能發現彼此的蹤跡。實際上，每則「新」公案故事的重新編纂，各公案小說

皆有細微的不同之處，如《神明公案・高侯斷打死弟命》的故事背景脈絡、豐富惡霸的形

                                                        
88  明・余象斗：《皇明諸司公案》，收入《古本小說集成》，頁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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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描述，以及獨有的「人心不昧，鄉有公評」之情節，促使文、圖的相互呼應，皆是為其

他公案小說所未出現過內容。自第六則案例開始，《神明公案》的故事結構由「故事不完

整性」轉變為「故事完整性」，除去無目有文的第九至十則案例，第六、七、八、十二則

依序形成一組與屍體相關的命案──偷屍、焚屍、遺屍與棄屍；第十一則為繼子刺殺繼母

為生父報仇的孝行罪案。這些案例無論是破案情境的描繪、罪案結構的變化，又或是「按

語」內容對於審案的謹慎程度──「問、考、審、決」──之強調，都能閱讀出《神明公

案》在相似的眾多罪案故事中，其所獨有的情節與內容，使之成為《神明公案》的文本特

色。 

綜觀上述所論，《神明公案》現存案例雖然無法讓我們掌握其真實全貌，但是透過卷

一、二所保留的連貫性案例，我們得以從案例之間的關係，進一步分析《神明公案》的編

纂策略以及敘事特色，填補過去明代公案小說研究中所缺席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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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hen Ming Gong An is known as Ding Diao Guo Chao Xian Tai Zhe Yu Su Yuan Shen 

Ming Gong An in full, yet its author and the year of publication are both unknown due to the 

missing pages. In total, there are 12 legal cases preserved in this book; three of which are 

incomplete resulted from titleless and missing pages, and four illustrations covering one of the 

half pages preserve important textual information of the time.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e 

potential relations between this book and other detective-style novels appeared during the Ming 

dynasty in terms of their compilation strategies and narrative features. The investigation is 

based on the study of Shen Ming Gong An which was included in Gu Ben Xiao Shuo Ji Cheng, a 

publication of Shanghai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 in 1990. 

Through the abovementioned questions and analyses, despite the fact that the existing legal 

cases in Shen Ming Gong An do not present the full picture, we can still further analyze the 

compilation strategies and narrative features of Shen Ming Gong A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relationships among those continuity legal cases preserved in volume 1 and 2. In doing so, it is 

able to fill the missing gap in the past studies of Ming dynasty detective-style nov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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