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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柳雪珍 章亚鹏 毛清英

日前，《龙泉司法档案选编》 第三辑发布
会暨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龙泉司法档案
整理与研究” 结题会在杭州举行，“龙泉司法
档案”再次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

时间自咸丰八年(1858)至新中国成立，共
17333 件卷宗 88 万余页，“龙泉司法档案”是
国内目前发现保存最完整、 数量最大的民国
时期基层法律档案文书。 它从多个侧面折射
出晚清民国时期地方社会的世相百态， 是研
究晚清特别是民国时期的地方司法、 日常生
活、社会变迁的珍贵史料。 现如今，“龙泉司法
档案”已是一个专有名词，并逐渐成为龙泉继
青瓷、宝剑之后的第三张历史文化“金名片”。

发现：一座地方文史资料的“富矿”

“龙泉司法档案”得以重见天日，离不开
一个人。 2007 年，时任浙大历史系教授的包伟
民带领浙大地方文书研究团队在丽水调研。
“在龙泉档案馆的库房里，我见到了这批收藏
在密集型书架上、 占据大半个库房的珍贵资
料———龙泉晚清民国地方法院司法档案。 ”多
年后，包伟民对龙泉司法档案的“发现之旅”
记忆犹新。

“龙泉司法档案”原属龙泉法院所有，
于 1985 年由法院移交给了龙泉档案馆。 龙
泉僻居深山，民国时期包括抗日战争在内
的多次战乱甚少波及，这是这批档案得以
完整保存的重要原因。

像“龙泉司法档案”这样丰富、完整、连续
的清代和民国县级司法档案， 在全国非常罕
见。 对于历史学者包伟民来说，这无疑是一个
地方文史资料的“富矿”。 但“开采”之前，保护
工作先被提上了日程。 从晚清至民国，这批档
案几经易手，进馆前保管条件较差，致使 60%
以上的案卷存在虫蛀、霉变、破损等情况，旧
纸脆弱得让人不敢去触碰。

2008 年， 龙泉市档案馆与浙江大学历史
系达成全面合作协议， 对这批档案卷宗进行
数字化工作，并建立专门的数据库。 工作人员
和 20 多台扫描仪加班加点， 花了近一年时
间， 才把这摞满半屋子书架的档案全部扫描
完毕。 在此基础上，浙江大学研究团队的编研
力量，对这批档案进行了全面的编目整理。

2013 年，“龙泉司法档案整理与研究”被
批准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 2015 年，
《龙泉司法档案选编》第一、二辑获该年度省
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 2017 年，中华
书局提出的《龙泉司法档案选编》第三、四、五
辑出版计划得到国家出版基金资助。

随着研究整理工作的不断推进， 在阴暗
的库房中沉睡多年的“龙泉司法档案”重新焕

发了生机，并受到《浙江日报》《光明日报》和
人民网等权威媒体的关注， 逐渐成为龙泉历
史文化的“金名片”。

还原：民国基层社会的市井百态

“龙泉司法档案”声名远播之后，上门的
访客络绎不绝，大都为研究学者，但其中也有
例外。 今年 3 月份，龙泉普通市民小李走进了
龙泉档案馆，请求查看这批档案。“曾听家里
的长辈讲起祖辈有过打官司的经历， 我想看
看能不能找到当时的档案， 了解一点祖辈的
生活情景。 ”他说。

那么，通过“龙泉司法档案”这些岁月长河
中遗留下来的“记忆碎片”，我们能拼凑出怎样
的民国时光呢？“从山林、 田地的经济纠纷，到
买卖婚姻、伪造婚书，再到‘刁民’的赌博、官员
的贪污，‘龙泉司法档案’ 描述了一幅生动的清
末民国年间浙西南地区基层民众日常生活的图
景。 ”龙泉市档案局局长魏晓霞介绍，这些档案
资料记录了民国时期司法纠纷和案件发生、调
解、提起诉讼，直至最后判决、上诉和执行的完
整的法律过程， 其中不少资料还生动展现了晚
清及民国时期人们日常生活、 社会关系和经济
活动的细节。记录了近代地方社会结构、经济形
态、家庭婚姻、民众观念等方面的变迁，涉及民
众生活的几乎所有内容。

除了记录案例本身以外，“龙泉司法档
案” 中的很多案卷还记载了珍贵的地方历史

信息。 从一份记载仿古青瓷案件始末的档案中，
可以了解当时龙泉青瓷业传承发展的情况：

生于晚清龙泉的廖献忠潜心钻研，成功仿制
宋代官窑瓷器。 有人从他手里买了仿古瓷器，又
当作真古瓷出售骗人。 官司打起来后，调查到了
廖献忠头上，自觉上当的买家把廖家的瓷器和未
完工的半成品都收缴而去。 廖献忠遂也提起诉
讼， 并呈文到当时的浙江省长公署和浙江实业
厅。 省城的官员最后做出了这样的表态：仿古和
伪造不同， 若廖献忠果能仿制古代官窑青瓷，理
应保护。 今天的龙泉瓷匠均以能还原出哥窑古瓷
的裂纹为骄傲，这个案子不仅让人们一窥百年前
一位瓷匠先辈的真实生活，也为了解民国早期龙
泉仿古瓷情况提供了难得的资料。

见证：清末到民国地方法制的变迁

“龙泉司法档案”横跨近 100 年历史，记录的
诉讼案件超过 2 万个，对研究我国近代民间法制
具有重大作用，被海内外专家誉为司法档案的一
次重大发现。

档案中卷帙浩繁的诉状、辩诉状、口供和作
为证物保存下来的契约、文书等等，记录了大量
的社会生活信息，而且它们还直接反映出法律更
革与社会变迁之间的互动机制和过程，这是其他
类型的文献资料所缺少的。

“龙泉司法档案”清晰记录了中国法律制度
和司法实践从传统到近代变革的完整过程。 中国
古代司法一直延续的是行政司法合一的制度。 表
现在地方司法上，就是县衙审判，典史和知县（幕
友）判案。 这套制度，到了清末民初开始改革。

在一些细节上，也能看到民国司法的巨大变
化。 包伟民举了一个见证法制变迁的例子：状纸
的用语。 比如，原、被两造所提交的诉状、辩诉状
等的结尾，在清末和民初，状纸中“号泣青天大老
爷明鉴”之类用语还相当普遍，逐渐地这种旧式
状纸上的习语被“伏乞知事暨承审官俯赐”或“请
求县政府恩准 / 赐准”这样的用语所取代。 到了
民国后期，状纸的结尾则较为统一地使用“请求
察核”“谨呈 / 诉龙泉地方法院公鉴” 这样的语
句。 这不仅说明民国司法从政法合一的县知事判
案向司法独立的转变，同时也从某种程度上反映
出民众对于诉讼、执法机关的观念的变化。

其他许多细节，甚至包括案卷文书格式的历
次演变等等，都可以在这批档案中得到清晰的展
现。 这就使得这批文献不仅具有相当高的学术价
值，更具有无可替代的社会价值，可以为当前社
会司法制度的改革，提供直接的参考数据。

随着“龙泉司法档案”的整理编纂出版，历史
的面纱将被越来越多的研究者所揭示，将为当今
构建一部具体、实际、完整的近代中国法制史提
供重要的帮助。

国内目前发现保存最完整、数量最大的民国时期基层法律档案文书———

龙泉司法档案带你到民国看世相百态
继青瓷、宝剑之后，龙泉再添历史文化“金名片”

阅读提示

“龙泉司法档案”是国内目前发现保
存最完整、 数量最大的民国时期基层法律
档案文书。 它从多个侧面折射出晚清民国
时期地方社会的世相百态， 是研究晚清特
别是民国时期的地方司法、日常生活、社会
变迁的珍贵史料。

工工作作人人员员对对档档案案进进行行裱裱糊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