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中国古代司法管理和司法实践中，会官审录

制度源远流长，经过历史的沉积，这种制度在明代

形成了完整、成熟的体系，在社会管理中曾起到了

不可忽视的积极作用。会官审录制度追求司法公

正，是儒家慎刑思想的体现，在专制社会中成为统

治者治民、治吏的重要手段。时至今日，学界对会

官审录制度的研究成果不断，希冀从古代法律制度

中继承、发扬先人智慧，为当今社会提供借鉴。

一、明朝会官审录制的由来

学术界对会官审录制的渊源争议颇大。部分

学者认为，会官审录始于西周的“三刺制度”[1]，也有

学者认为会官审录制度滥觞于汉代的杂治，成制于

唐代的“三司推事”[2]，还有学者认为渊源于汉代的

“录囚制度”。比较普遍的看法认为，会官审录制度

远源于西周，近源于唐代三司推事，至明朝蔚为大

观[3]。会官审录是中国古代多个官署协同审判案件

的制度，明代洪武三十年（1397年）出现会官审录之

例，之后不断丰富完善，形成了朝审、九卿会审、热

审、寒审、大审等形式。

二、明代会官审录的形式

明代会官审录制度在唐代三司推事的基础上

发展完善而来，会审样式多样，这一制度对安定民

心，维护明王朝的统治起到了很好的作用。明代会

官审录的形式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九卿会审

九卿会审，又称为“圆审”。“会九卿鞠之，谓之

圆审”，所以也称“九卿圆审”。圆审，是明代由六部

尚书及通政史司的通政使，督察院的左都御史，大

理寺卿九人会审皇帝交付的案件或已经判决但囚

犯仍翻供不服之案。

（二）多官会审

多官会审是指由皇帝直接任命中央各行政机

构官吏审理大案重囚的制度。洪武三十年（1397

年），令五军都督府、六部、督察院、六科给事中、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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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司、詹事府，以及驸马督尉等共同审理大狱、死罪

及冤案。仁宗时又特命内阁学士参与会审。

（三）朝审

朝审，始于天顺三年（1459年），明英宗命令每

年霜降之后，在承天门由三法司会同公侯、伯爵，在

吏部尚书（或户部尚书）主持下审理重囚、重大案件

的会审形式。此后，朝审成为了定制。朝审的形式

规范、隆重，间或有皇帝亲自参与。朝审是明代审

录清狱的重要形式。

（四）大审

大审，始于成化十七年（1481年），明宪宗命司

礼监宦官一员，会同三法司在大理寺共审囚徒，并

规定此后每五年定期审理未决案件。京师在押的

累诉冤枉或死罪可疑、可矜的待决犯由司礼监宦官

及三法司长官会审，京城之外则由刑部及大理寺派

出官员至省会，会同巡按御史、省布政使、省按察

使、省都指挥使会审[4]。大审有严格的程序，其地点

一般在大理寺，“凡大审，赍敕张黄盖于大理寺，为

三尺坛，中坐，三法司左右坐，御史、郎中以下捧牍

立。”[5]

（五）热审、寒审

热审，是明代时因夏季炎热，狱中囚犯多闷热

难耐，或病或死者较多，因而施行的审理囚犯，疏通

滞狱的审判制度。热审，始于明成祖永乐二年

（1404年），在农历小满后十余日令中央府、部、科同

三法司会同审理在押囚犯。热审“止决遣轻罪”，宪

宗成化年间开始涉及重罪。热审时，对囚犯的审

录，一般对于重罪、死罪情疑可矜者免死，戴枷者暂

时去枷释放，并奏请皇帝裁决；对轻罪，即徒刑、流

刑以下的囚犯，分别作减等处理，笞罪无证者，即行

释放[6]。

除热审外，寒审是明代因冬季天气寒冷而会官

审录囚犯，施行减罪消狱的会审形式。明代的寒审

无常例，没有形成定制，只是在明代宣德年间个别

时期施行过几次。除了热审、寒审以外，还有春审，

在春季由司法机构审录囚犯。按季节依据天气条

件，适时清狱恤囚的措施，在明代刑狱管理中发挥

了重要作用。

三、明代会官审录制的特点

明代会官审录形式多样，在司法实践中已形成完

备、成熟的体系，并在具体运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明代会官审录制度的特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会官审录的主体多样化

明代以前会审主体在中央主要是皇帝和三法

司机构，在地方则为州、县长官。但是到了明代，会

官审录的主体已经变为皇帝授权之下的中央、地方

司法机构，皇帝已经不直接审录囚犯，已不是会审

主体。同时，明代会审主体不断增加，除了中央和

地方司法机构参与外，还增加了通政司、司礼监、锦

衣卫、科道官、勋旧、权臣等，会审的主体扩大化、多

样化。这种集体会审能达到“兼听则明”的目的，能

集思广益，突破机构、部门之间的利益干扰，在一定

程度上能起到相互监督的作用，防止决狱不公。

（二）会官审录的对象更宽泛

明代之前的会审，审录对象主要针对重大案

件、疑难案件的囚犯进行审录，而到了明代，会官审

录的对象由涉及重案、大案、疑难案件扩展至轻罪、

未审决的关押人员。会官审录的对象比明朝以前

更宽泛。

（三）会官审录已规范化

明朝以前，会官审录主要是不定期的，皇帝会

审与监察、司法机构巡按州、县审录活动均为不定

期，而明清会官审录均为定期会审，已严格规范

化。比如朝审定制于每年霜降之后举行，大审每五

年定期举行，热审、寒审在每年夏季、冬季定期举

行。同时，各种形式的会官审录活动流程也规范化

了。比如，大审程序严格，规定了会审的地点、参与

人员、会审大堂的布置格局及监督人员的座次等

等。又如三司会审中对重囚、死罪的反复复核的规

定，“死刑三复奏”、“死刑五复奏”等，这些都加强了

会审参与官吏间的相互监督，减少了冤狱的发生。

所以，会官审录活动的过程已规范化。

（四）会官审录变成降敕的变通方式

唐代“三司推事”多为理冤，各级司法机构根据

敕令集体会审录囚，根据皇帝敕令对囚犯敕宥免

刑。张帆将明代会官审录分为两个体系，一是属于

审判体系的三司会审、圆审和多官会审；二是属于

审录体系的朝审、热审、大审。审判体系所属之会

审为中央各机关及权臣公侯等参审的初发的重大

案件，这其中包括初审与复审；审录体系所属之朝

审的对象一般是真犯死罪重囚，而热审、大审则是

针对所有关押的犯人，每隔一定的时间进行复审，

旨在让监狱中的罪囚能够“辨别冤枉”，获得平反或

减等发遣[7]。在审录体系中，皇帝通过录囚表现皇

恩的时候，降敕也伴随而行。从明代中后期的朝审

实际情况看，朝审中的死囚大多可缓死或减刑，热

审、寒审的结果也往往对于流刑、徒刑以下分别减

等处理，一般笞罪没有有力证据的，当即释放。会

官审录在明代统治者标榜的“仁政”、“明德”思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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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下变成了普施降敕的方式了。

四、明代会官审录制对现代法治的启示

明代会官审录制作为中国传统司法制度的重

要组成部分，曾在传统司法中发挥重要作用，该制

度蕴含的精神对现代法治文明的建设仍有可供借

鉴之处。

（一）注重人文关怀

明代会官审录的程序设计规范，流程严格，并

且慎用死刑。在会审活动中“慎刑”、“恤刑”的儒家

传统观念，在当今的司法活动仍值得借鉴，这一点

与当今的“以人为本”的旨趣相契合。我国刑法中

加强对未成年人、老年人、妇女儿童权益的保护，显

现了刑法中人权保障的色彩，这与明代司法中“仁

德慎刑”相照应，可以说是传统理念在当今法治建

设中塑造公民内心精神信仰与法治观念的基础。

只有将伦理化为人性，将道德外化为法律，我国的

法制建设才会更上一个台阶。

（二）完善司法监督机制

明代会官审录，在保证司法机关的参与下，使

行政官员和其他人员也介入到案件的审录活动中

来，出现对监督者的监督，以期达到公平、公正的目

的。虽然这一做法在当今法治建设中不可直接效

仿使用，但传统会审制度中内涵的价值追求会给我

们很多启示。我国法治建设中，不仅要做到司法独

立，同时还可以让社会、媒体或第三方机构、团体监

督司法活动，做到司法权运行活动的透明，这有利

于维护司法公正性。

（三）建立纠错机制，完善司法救济

明代的会官审录活动是对司法实践情况的检

测与修正行为，通过这一活动消减冤滞，对缓和社

会矛盾具有积极意义。传统司法活动中主动纠错

形式对当今司法实践仍有启示作用。伴随我国现

阶段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大发展，司法机关手里的

案件数量逐年增加，办案压力也逐渐加大，如何利

用有限的资源最大程度地解决纠纷、维护公民的利

益与权益，这成为法治建设中必须思考和面对的问

题。当前我国仍存在大量冤假错案，司法状况不容

乐观，建立司法纠错机制，完善司法救济势在必行。

五、结语

明代的会官审录制度，虽限于时代局限还有诸

多不足之处，但是这一制度客观上体现出统治者

“宽刑恤囚”、“仁德慎刑”的思想理念，在我国法制

史上具有重要意义。明代会官审录的形式与特点，

对当今的法制建设仍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 赖湘兰.中国古代会审制度探究[J].法制与社会,2014(14):1.

[2] 王立民.中国法制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3] 郭林虎.谈谈中国古代的录囚制度[J].北京政法职业学院学报,2014(1):17.

[4] 刘家楠.中国传统司法文化的现代启示——以录囚、直诉与会审制度为核心[J].云南大学学报法学版,2014(1):26.

[5] 张廷玉,等.明史·刑法志三:卷95 [M].北京:中华书局,1974:2341.

[6] 尹宇飞.浅议中国古代会审制度[J].理论研究,2011(1):109.

[7] 张帆.明代会审研究[D].北京:中国政法大学,2008:10.

（责任编辑：董应龙）

·· 5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