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海阳纪略"中#就有!申饬原告
自拘示"和!告词条规示"等#其
中就提到$休宁县健讼成风#为
官者既不能使民无讼# 只能在
诉讼实践中想方设法解救民
众% 他说#向来两造告状#官府
一定要派皂快前往拘提# 事无
大小#而皂快视为奇货#需索酒
食&路费#贪得无厌%为此#他颁
布告示# 规定此后凡是不得已
打官司的# 就发给纸皂纸牌自
拘$ 原告领牌# 亲自交与该保
甲#保甲即交被告#逾期不到应
诉者# 责被告% 倘原告匿牌不
交# 诳禀添差者# 即拘保甲讯
实#除告词不准外#仍将原告加
倍惩处%若是保甲匿牌不交者#

与之同罪% 关于廖腾煃的行政
实践#不仅见于传世的!海阳纪
略 "#而且 #在徽州文书中也有

着明确的记载%已故的著名'徽
学(专家周绍泉先生#曾利用中
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珍藏
的一册徽州文书# 专门研究过
十七世纪晚期的一桩诉讼案
件%根据他的研究#康熙年间休
宁发生 '胡一案 (#儒学生员李
炳&李同#状告李家世仆胡一之
子胡得寿强奸朱三德之媳余
氏# 要求县令拘究胡一等#'惩
奸锄凶(#以期'振纲肃纪(% 对
此 # 廖腾煃批示曰 $ '准纸皂
拘) ( 此一批示说明#'纸皂代
差( 在清代前期的徽州的确实
施过# 而这当然也从一个侧面
印证了上揭文书的真实性%

清
代官府执法中的'纸皂
代差(# 是一种颇为理

想化的制度设计# 它希望小事
由乡族调处#大者才用'纸皂代
差(#这样做不仅可以减少差役

扰民# 而且对于违法者也是先
礼后兵的一种警告%当时#官府
和士绅通过各种方式劝导民众
息讼%例如#清代流传于徽州的
'劝民息讼歌(中就唱道$

世间有事莫经官! 人也安

然己也安然"

听人刁唆到衙前! 告也要

钱诉也要钱"

差人奉票又奉签! 锁也要

钱开也要钱"

行到州县费盘缠! 坐也要

钱睡也要钱"

乡约中证日三餐! 茶也要

钱烟也要钱"

三班人役最难言! 审也要

钱和也要钱"

自古官廉吏不廉! 打也要

钱枷也要钱"

唆讼之人实可嫌! 赢也要

钱输也要钱"

听人唆讼官司缠! 田也卖

完屋也卖完"

食不充口衣不全! 妻也艰

难子也艰难"

#$

在当时人的印象中#官员或
是由科举正途出身#或是殷实人
家捐纳而成# 相对而言知书达
理#行事亦多顾忌% 而吏役则出
身卑微#浑然不知礼义廉耻之所
在#为人处事自然是无所不用其
极% 也正因为如此#'纸皂代差(

之出现#目的就是尽最大可能地
减少差役对那些迫不得已打官
司的百姓的滋扰% 对此#清代前
期著名官僚于成龙就认为#'使
百姓省一分之差费#即可早完一
分之正供(%从其初心来看#这是
一种便民措施#也通常被视为为
官一方的德政%不过#一方面#在
现实生活中#涉嫌违法者可谓五
花八门 #其中 #循规蹈矩的 '良
民(固然不少#但钻山打洞之'刁
民(想来亦不乏其人%因此#无论
是纸皂代差还是木皂代隶#其实
际效果却并不理想%明代余自强
甚至认为 '木皂隶无用(# 他在
!治谱"中指出$

木皂隶不要钱!不要酒肉!

设此法者!其意良苦!然木皂隶

去几次而人不至!非活皂隶去!

能知木皂隶在谁家乎%

木皂隶如此# 纸皂恐怕亦
不例外% 揆情度理#无论是木皂
还是纸皂# 都只是一种类似于
时下 '整改通知书( 那样的东
西# 目的是希望当事人自觉遵
纪守法# 但其实际成效如何却
颇多疑问% 想来#自古迄今#'老
赖(从来都不曾少过%

而在另一方面#差役总在想
方设法&寻找扰民的机会% 根据
理想设计#以纸皂自拘#两造至#

直接由官员判定是非曲折#而不
假手于吏役% 不过#原告与被告
常常视如水火#仇人相见#分外
眼红#势必会引发争执% 在这种
背景下#原告很可能就会勾结吏
役#撕衣毁票#将事情闹大#以激
怒官府#从而使得事态变得不可
收拾%这就为吏役的正式介入#创
造了充分而有利的条件%对此#清
代褚人获深有感慨地说道$'今纸
皂虽设#而隶卒之需索如故#名存
而实亡矣% (

在清代的官箴书*如黄六鸿
的!福惠全书"&陈朝君之!莅蒙
平政录"等+中#都曾提及'纸皂
牌式(# 这说明纸皂代差的做法
颇为普遍%以徽州的实际情况来
看# 就在各地广泛推行木皂&纸
皂代差的同时#在清代前期的婺
源#抄本!控词汇纂"则为我们展
示了另外的一幅画面$'柜上交
粮#名虽自封投柜#实出六房书
办% (雍正四年*

!"#$

年+#当地
'奉抚宪魏大老爷严禁滥差扰
民(# 规定是以纸皂和木皂征收
钱粮% 但在实际上#婺源县的催
征# 仍然是滥用图差& 正差&帮
差&限差&籖差名色#以至于东&

西&南&北四乡#'山陬僻壤#无一
地而无差#无一日而无差% 正供
之外#差费数倍#百姓无何#实有
告流不能&求生不得苦况(%苛政
猛于虎#基层民众最为切身的体
会#就是衙役下乡的滋扰% 这一
点#无论是'木皂代差(还是'纸
皂代差(#都未能真正杜绝%

看来# 理想化的制度设计
虽然看似完美# 但在执行过程
中# 实际上所面临的社会现实
却颇为复杂%

!作者为复旦大学中国历

史地理研究所教授"

!

!"#$

年
%

月
!&

日 星期五
!"

学林
!

资讯

学人

"

!上接
!"

版"

清代流传于徽

州的#劝民息讼歌$%

民间日用类书抄本%

王振忠收藏

细数今天中国社会发展的关键

词!&转型'无疑是最受关注的一个"青

年学者如何理解转型中的中国社会%

这个问题的答案关乎中国学术及中

国社会发展的今天与明天"

&中国转型过程中的问题'是(探

索与争鸣)杂志社近期举办的第二届

全国青年理论创新奖征文活动的主

题! 目的在于鼓励青年学者从自身

研究领域出发! 关切国家和社会发

展的重大问题" 创新中国学术话语

体系已成为当代知识分子的学术自

觉与历史使命" 华东师范大学中国

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赵修义曾

感慨!&最重要的自信并非老祖宗给

我们留下了什么! 而是未来我们能

够创造什么'"

此次征文活动面向全国
%&

岁以

下的青年学者征稿! 共计收到来稿

'"#

篇!涉及
#&

个学科!高校青年教

师和博士研究生无疑是此次来稿的主

力军" 但是!英雄莫问出处!与教授*副

教授同台共舞! 并不影响一位来自上

海大学文学院的大三学生脱颖而出"

问题意识对于理论创新具有至

关重要的作用!不善于在社会进程中

找到问题*提出问题!没有将关涉现

实的问题作为理论工作的引导!所

进行的理论探讨就只能是私人的*

浮泛的* 抽象的" 从征文来稿情况

看! 大部分青年学者能够从特定的

研究领域出发!把握时代问题" 虽然

讨论的都是中国转型问题! 但视角

多样!话题多元!比如+中国西部底层

乡校再生产发生的日常机制* 传统

文化的当代传承* 国学在现代化进

程中的使命* 从政治经济学视角对

网红直播进行讨论!等等!都对当下

社会充满关切"

今天的青年学人在研究方法上

有何独到之处% (探索与争鸣)杂志主

编叶祝弟表示!从来稿情况看!青年学

人更为重视实证研究和数据分析!这

一方面与征文中社会科学方面的文

章较多有关!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当代

青年学人受到良好的学术范式的训

练"然而!也因为过于重视形式上的精

致!部分文章思想性有所欠缺" 此外!

受到阅历与经验的限制!有些青年学

人对于中国转型中的重大问题思考

不够深入,有些青年学者习惯于在象

牙塔里专注学理思考!与现实问题的

结合成为研究工作的短板"

当然!也有不少青年学人并不满

足于做书斋里的学问!更关注象牙塔

外中国的转型发展*改革创新!关注国

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改

革'*&创新'*&转型'-包括 &社会转型'

&传媒转型'&中国基层治理的转型'

&外交战略转型'&乡土文学转型'&师

范院校的转型与.青椒/的学术行动策

略'等等0是来稿中频频出现的热点,

&全球治理与中国外交'*&教育治理体

系'*&社会治理中的伦理问题研究'*

&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城市治理

与服务型政府'*&古今中国的江湖治

理'*&古代文化中的治理观'$$关于

&治理' 的话题不断被青年学者提及1

他们从不同角度大胆探索!有理有据

地提出自己的观点"

&行百里者半九十!等待我们这

些青年学者去做的事情还有太多太

多'!现供职于中共上海市委党校党史

党建教研部的袁超是(探索与争鸣)杂

志社第一届全国青年理论创新奖的

二等奖获得者!对他而言!获奖只是个

人学术生涯中一个新起点+&这一年半

以来!对于我而言最难的就是身份的

转换!渐渐明白了做学问要扎实!更要

接地气的道理" '

青年学人从不同角度关照中国

的转型与发展历程!在其中发现或明

显或潜藏*或宏观或具体*或经典或潮

流的问题与疑难,从自身的知识结构

出发!对具体问题进行较为深入的讨

论!并给出自己的解决思路"这无疑对

中国在社会治理*文化传承*国家政策

等方面的进一步调整与实践有着重

要的现实意义与价值"同时!这些文章

让也我们感受到了中国当代青年学

人的敏锐眼光与理论热情"

讲好中国故事是每个中国青年

学人重要的使命"当代青年学人一方

面关注国家改革发展*治理能力现化

代等宏观层面问题!另一方面深入思

考与自身联系紧密的教育*信仰等微

观层面问题!进而在这两方面思考的

基础之上!自觉地突破西方学术话语

及其研究范式!积极践行中国学术话

语体系创新"青年学人们也以今日的

独特视角关注中国!有的凭借敏锐的

思维和专业的知识背景!大胆揭示在

社会经济政治话语中被忽视*被遮蔽*

被误导的深层内容,有的对于当下发

生的事情具有过人的洞察力!关注网

红*直播*玄幻小说*流行语等时新的

话题"这些讨论都具有鲜明的青年特

色与时代特征!同时创新了话语表达

方式"

做学问最终要建构的并不是空

中楼阁!学人的成长也褪不去时代的

色彩"作为评审!年近八旬的赵修义教

授感慨不已!他将&后生可敬'与&后生

可畏'送予后辈学人" &我发表第一篇

像样的文章时! 大概已经是
%(

岁的

中年人"我非常羡慕你们!成长在这样

一个渴望思想*渴望理论!更能够出思

想*出理论的时代" '

今天的青年学人研究什么! 如何研究!

本报记者 刘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