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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古代打官司 



 
 

誰說世風日下，人心不古？ 
  違法行為自古就有，看古代法律怎麼防，怎麼治！ 
 
  黑心商人在食品裡摻假混毒，山老鼠盜採林木，
蓋違建侵佔公有土地，釘子戶拒絕拆遷開發，隨地亂
丟廢棄物，商販聯合哄抬物價，偽造劣幣假鈔，官員
假藉公務名義喝花酒、非法報銷公帳，國家考試夾帶
舞弊……，打擊犯罪，古人自有好方法。 
 
  滴血認親，訟師鬥法，上告御狀， 
  古代訴訟名堂還真不少，笑看古人的法律智慧！ 

打擊不法~原來古人是這樣幹的!! 



 
 

周星馳電影『九品芝麻官』 
詭計多端、刁鑽無賴、伶牙俐齒的訟師-方唐鏡 
 
《清稗類鈔．獄訟》記載了一個壞律師 
    人送綽號「破鞋」，可見其口碑之差，人品之爛。 
 

訟師在古代還有個諢號叫「訟棍」? 
好了傷疤忘了疼，屢教不改，屢打屢犯 

收入高，風險高-古代律師不好當 



 
 

古代見義勇為者的獎勵那是貨真價實，不像今天
獎勵若干萬元，授予英雄稱號，披紅戴花就完了

那時，對於見義勇為者是可以授予官職的。 

隋文帝時期 
當時首都長安治安差 

「懸賞通緝盜賊 
提供線索者， 

盜賊獲埔後家產沒收 
賞給舉報人。」 

 
 

見義勇為與見死不救-古代賞罰分明 



 
現代網際網路的發達，網路成為民眾
檢舉貪官最便捷和高效率的舉發平台
受眾廣、傳播快，消息一出舉國皆知 
 

戰國時代的李悝到漢朝的趙廣漢再到
南北朝梁武帝，檢舉信箱經歷了從陶
到竹再到木頭的材質演變，從偏僻角
路走上通衢大街、城門鬧市，成為人
們檢舉不法行為的重要途徑。 
 

路標背後的故事-古代的檢舉信箱 



 
 
 

武則天製造的檢舉信箱 
被稱為「銅匭」 

方形銅匣共有四個門 
顏色不同名字也不同 
功能也有不相同 

有進無出，放進去拿不出來 
 結構最複雜、最精緻 

材質也最貴重。 

古代檢舉信箱 
巔峰為『武則天時期』 



 
 

在現代，製造假幣，出售、 
購買運輸和持有都是犯罪行為 

處罰嚴厲 
但假幣還是層出不窮? 

 
在古代，造假鈔的行當有一個
別稱，叫「火門」。這是因為
古代的貨幣以金屬貨幣為主，
在造假的時候區要冶煉，後來
「火門」就成了造假鈔的代稱，

包括偽造紙幣的行為。 

「火門」-古代的貨幣戰爭 



 
 
 

在古代，很早就了設立自然 
資源管理和環境保護的機構 
當初，舜接受堯的禪讓 
登上帝位，在組閣的時候 
任命博益為自然資源與 

環境保護部部長官 

命叫「虞」。 

砍手砍腳打屁股- 
古代人如何搞環保 



 
 

在古代，食品安全也是一個相當嚴重的問
題，例如有唐一代，就有多位皇帝因為飲
食問題丟掉了性命。一國之主的食品安全
尚且不能有保障，平民百姓就可想而知了。 

「食不厭精，膾不厭細」食品安全三卂年 



 
古代名人代言廣告雖然不像
今天這麼普遍，但三教九流、
各色人等都有參與，皇帝、
宰相、詩人、書法家等都在
有意無意之中充當了代言某
種商品的名人。 

伯樂一顧，其價十倍- 
古代名人代言廣告 



書中所述的古代事件，與我們現代生活中電視天天在播
的新聞一樣不斷的上演新的戲碼。 
從古代就一直演變到現代持續發生，不法事件也重複著，
古代可預防的方法卻與我們現代人有大大的差異，也不
得不佩服古代人的思維真的遠遠超過於我們現代人，而
他們的做法雖然殘酷，卻也是希望周邊的每個人能感同
深受，體會當中，不好的事物就不要發生在任何人身上
不是嗎? 

心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