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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韩国影视剧中，法官、检察官
和律师等是常见的职业题材。这些
剧作通常涉及法律和社会正义问
题，向观众普及韩国司法系统的运
作方式，也借此塑造以检察官为代
表的法律群体形象。有人特别注意
到，近年来涉检韩剧出现了“跨界传
播”现象。“跨界传播”往往会使剧作
的影响力叠加，甚至出圈。研究流媒
体时代影视剧的“跨界传播”现象，
对正在兴起的国内检察题材影视
剧，不乏益处。

韩剧“跨界传播”，主要有赖于
创作动因、叙事技巧、制作方式、“网
飞”助力和以邻为鉴等方面。

创作动因
社会问题意识

一部影视作品不仅仅是用来消
遣娱乐的，它还是创作者和民众表
达民意的舆论场。由此，“社会问题”
意 识 成 为 韩 剧 创 作 的 一 个 重 要 动
因 ，催 生 了 奥 斯 卡 最 佳 影 片《寄 生
虫》，也产生了像《熔炉》《辩护人》等
这样改变法院判决甚至推动法律修
正的影片。

2011 年 9 月上映的 《熔炉》 聚
焦 2005 年韩国光州一所聋哑障碍人
学校发生的性暴力事件，抨击了学
校的道貌岸然与司法的不公。由于
该 影 片 所 描 绘 的 事 实 太 过 惊 世 骇
俗，上映后立即引发极大关注，推
动旧案重审，曾被判缓刑获释的一
名涉案人被改判入狱十二年。2011
年 10 月，韩国国会通过了 《性暴力
犯 罪 处 罚 特 别 法 部 分 修 订 法 律
案》，又名“熔炉法”，修改了量刑
偏低的性侵犯罪。另一部韩国电影

《辩护人》 使“釜林事件”于 2014
年 9 月进行了复审宣判，33 年前曾
被判有罪的 5 名被告人在几十年后
被法院认定无罪。

从 2010 年的《不当交易》、2015
年的《局内人》、2017 年的《王者》等
影片，到近年热播的《秘密森林》等
连续剧，都是揭露政商勾结、公权私
用、凌驾于法律之上的爆款。《局内
人》是一部影射当代韩国社会、财阀
控制政治和舆论的电影。电影讲述
的故事并不复杂。黑道分子为获得
公权力庇护，攀附了政治掮客——
主流媒体《祖国日报》的主编。经其
引荐，他成为总统竞选人以及大财
阀未来汽车会长的“鹰犬”。政客在
黑道打手和财阀“政治献金”的帮助
下 ，打 压 对 手 ，获 得 竞 选 经 费 和 优
势，掌握国家权力。电影中，原本应
该监督政府的媒体主编却成为官员
与商人之间的掮客，为腐败政客和
财阀发声，甚至操纵舆论干扰司法，
法 律 成 了 权 力 与 媒 体 合 谋 的 牺 牲
品。唯一让观众感到安慰的是片中
的检察官，他为了将犯罪分子绳之
以法穷追不舍，最终伸张了正义。

近年来，韩国影视创作者没有
把 时 间 和 精 力 放 在 对 “ 新 技 术 ”

“后电影”等所谓互联网“未来影

视”的探索上，而是着眼于人类面
对的新问题，积极探寻自身在“现
代性”问题上的犹疑与彷徨。连续
剧 《鱿鱼游戏》 讲述一群在韩国底
层社会的“多余人”，为争取巨额
奖金参加了一场生存游戏，遭遇了
犹如地狱般的惨痛经历，如同伴死
亡、被人暗算、遭人背叛等，以一
种酷烈与深刻对“并没有进化得那
么快的”普遍人性进行了一次意味
深长的刺痛与省思。

叙事技巧
言有尽意无穷

近年来，韩国犯罪题材影视片
在类型上的杂糅状态十分明显，犯
罪、悬疑、喜剧等类型混合交织，如

《检 察 官 外 传》《极 限 职 业》《钱 袋》
等。原本严肃的检察官、警察成了人
人可见的普通人，凶恶的歹徒也因
滑稽的动作变得笨拙。高大伟岸的
形象变得平易近人，其嬉笑怒骂、情
绪爆发，体现了检察官、警察等“普
通人”的工作生活场景。

2019 年冬季播出的《检察官内
传》，改编自韩国“生活型检察官”金
雄撰写的同名畅销书。该剧讲述了
在韩国地方城市中过着平凡上班族
生活的检察官们之间发生的故事。
它不同于其他检察官题材的电视剧
满屏的精英气质，这部剧的切入点
是生活，甚至是鸡飞狗跳的日常生
活。“这是工作，只是工作。有时甚至
是不想承认的工作”——男主检察
官开场即因在军事违禁区域野钓被
带到警所，被警察询问职业时他内
心 一 百 个 不 情 愿 怕 被 得 知 真 实 身
份；男主接到通知儿子在学校卷入
校园霸凌事件，他做好心理准备打
算给儿子鼓劲，没想到儿子是霸凌
的那一方……各种逆转安排，总是
让人眼前一亮。剧中还有一位女检
察官是一对双胞胎幼儿的妈妈，每
天她都要在工作与家庭之间来回奔
波。恰逢孩子生病，她顾此失彼，影
响到工作。办案雷厉风行的女主直
言建议她休职专心带孩子，她的内
心很受伤，但是除了跟前辈诉诉苦，
她也只能咬咬牙，继续撑下去。《检
察官内传》给观众呈现出普通检察
官真实而脆弱的一面，这样的剧情
或许会令一些观众失望，但是观众
在看到检察官们真实的一面后会明
白，在办案时他们会将心比心，去体
谅每一个人的境遇。而后，才更会去
相信——法律，不仅有公道，还有温
度。

国内有些检察题材影视剧在人
物角色塑造上，不够细腻和精巧。一
味地将目光聚焦在大案要案和所谓
的官场争斗上，在剧情方面铺设悬
念多，解决问题的方法过于简单粗
放，加上人物情节设计有时较牵强，
这不仅很难让观众“入戏”，还容易
被观众质疑。

“悬念大师”希区柯克醉心于
把片中人物将要遇到的麻烦事先透

露给观众，制造一种“当局者迷，
旁观者清”的局势，引导观众“入
局”并让观众替“不知情”的片中
人揪心。这种模式被各国影视从业
者竞相借鉴、模仿。但韩剧中并非
简单的“拿来主义”，韩国影视片
几 乎 没 有 传 统 意 义 上 的 好 莱 坞 式

“孤胆英雄”，更多表现人在面对逆
境 和 极 度 恐 惧 时 所 迸 发 的 东 方 式

“舍我”精神，更多讲述真正让人
感到无助的不是绝境和灾难，而是
近在咫尺的生离死别，以及猝不及
防的永失我爱。作品传递的是一种
价值迷失与心理焦虑，以及东方文
化色彩浓郁的关于“人性”的温情
思考。《熔炉》 将目光对准一直处
于“沉默”状态、被侵害被侮辱而
难以发声的残障弱势群体，揭露的
黑暗触目惊心，电影展现了一道无
形铁幕式的集体压迫力量，如社会
对残障者的普遍忽视，执法者“大
事 化 小 、 小 事 化 了 ” 的 敷 衍 态 度
等。影片最后，施害者“被判处轻
刑，并得以缓刑，翻译成手语的瞬
间，法庭内充满了听力障碍人士发
出的惊呼声”。这样的结局“现实
到 沉 重 ”。 如 片 中 男 主 人 公 所 言 ，

“我们一路奋战，不是为了改变世
界 ， 而 是 为 了 不 让 世 界 改 变 我
们”。随着影片结束，这种遗憾和
无力之感会带入到现实社会，引发
观众强烈的思考。观众思考的时间
越长，电影的张力便越大。这种言
有尽而意无穷的观影体验是传统叙
事机制给不了的。

制作方式
以编剧为中心

韩剧“受宠”，有一个很重要的
原因，就是剧本中心制的影视制作
机制。韩国编剧的地位相对较高，会
全 程 参 与 影 视 作 品 的 整 个 制 作 过
程，他们对剧作的拍摄和制作都有
一定的决定权。

韩剧制作播出高度市场化，即
一边制作一边播出。一般来说，一部
韩国电视剧的筹拍周期为两年半，
由电视台或者编剧确定好选题后，
导演、编剧、制片人三方共同策划剧
本、选择场景，编剧甚至可以直接参
与演员的挑选工作。编剧一般会先
写好剧本的前面部分，然后剧组才
开机，后面的部分则是根据拍摄进
度边拍边写。这样的操作模式可以
在剧中随时加入时下流行元素，比
如流行语、社会新闻、流行音乐等，
拉近观众和剧中人物的距离感。边
拍边播的过程中，可以在听到观众
的反馈后适当修改剧情，使之更受
欢迎。

故事线索清晰，人物性格张力
十足，整体节奏收放自如，韩国编剧
这种出色的叙事能力来自于对生活

细致入微的洞察。洞察和叙事能力
是衡量一个编剧水平的重要标准，
将直接决定一部影视作品的质量。
相比较而言，目前中国编剧一般是
从电影学院或戏剧学院等院校的编
剧专业毕业后从事专业编剧工作，
或者是作家兼编剧工作。前者往往
因为缺少生活经验的积累、人生阅
历以及艺术磨砺，作品语境融入度
不高；后者中的很大一部分人往往
把影视剧的创作当成一个副业，创
作热情投入度不高。检察题材剧作
有相当的专业性，行业内鲜有《检察
官内传》那样水平的作家出现，而非
行业内的编剧，即便付出几个月的
时间在检察机关采风，也很难在短
时间内完美驾驭此类题材。

由于各种原因，韩剧的这种边
写边拍边播的模式，我们目前很难
模仿，但至少可以在创作阶段，对剧
本加强打磨，对观众的预期进行更
加精准的判断，尤其是要把“宣传”
功能隐藏在精彩的叙事中，避免概
念化、脸谱化和说教色彩。

“网飞”助力
传播半径叠加

网飞（Netflix，美国奈飞公司简
称）是一家以视听内容点播为主要
业务的流媒体平台公司，最初主要
以版权购买、海外独立发行等方式
获得电影内容。2016 年进驻韩国市
场后，网飞开始投资制作原创或合
拍的韩剧，并将其推广到全球 190 多
个国家和地区。即便在疫情期间，众
多韩国影视作品传播半径也在不断
叠加，收获全球百万以上播放量的
现象级事件频频涌现。

“ 本 土 文 化 背 景 +欧 美 热 门 题
材”制作思路源于网飞的“个性化算
法”。网飞早在 2010 年便开始测试这
一算法，2016 年推出个性化推荐页
面，结合点赞和评分精准推测用户
喜好，不断统计判断观众爱看的类
型和题材，有针对性地打造“热门剧
集”，即“只拍观众爱看的”。在网飞
介入下，韩国影视业优质投资的优
势逐渐显现。票房和大制作之间的
关联性被破坏，专业人员不再迷恋
大制作，而将更注重观众的兴趣爱
好作为影视的主要思考因素。这些

“网飞版”的韩剧往往具有更大胆的
表现手法，也更容易吸引优质投资，
为韩剧打造更高水准和更广阔视野
的内容，并利用其强大的分发能力
传播到全球各地。网飞的一项统计
数据显示，截至 2021 年 12 月，网飞
平 台 北 美 订 阅 用 户 已 突 破 7300 万
人，每天近 3.2 小时的平均观看时长
中，韩国电影是备受青睐的优质内
容。且大多数用户并不具有相关文
化背景，部分用户在观看后表示有
旅游观光、进一步了解当地文化的
意愿。网飞在韩国市场取得的巨大
成功让 HBO、Disney+等其他流媒体
平台看到机会，相继宣布进军韩国
市场。

影视不是光有创作激情就可以
实践的艺术，整个影视产业的发展，
需要影视行业创作者的努力，更需
要产业链维护者们的不断完善与升
级。韩剧热播的背后是整个韩国影
视产业的发展和联动。1998 年韩国
电影制度作出了重大调整，韩国影
视创作空间和可操作的自由度得到
巨大提升。针对上世纪后期好莱坞
大片的强势攻入，韩国政府推出“电
影配额制”，强制规定电影院、电视
台必须播放一定时数比例的国产作
品，义务上映制度对本土影视片起
到了很好的保护作用。韩国影视业
有 十 分 先 进 的 制 作 理 念 和 行 业 水
准，制作方从创作开始，就将剧目所

面 向 的 消 费 者 进 行 了 图 式 化 的 定
位，按照消费者的喜好加入各种悬
疑、暴力等元素进行针对性极强的
创作，先进科技打造的配乐、画面充
分刺激着大众的感官。

此外，韩国制作人利用影视剧
热播所能带来的衍生效应，及时开
发 影 视 剧 中 的 化 妆 品 、服 饰 、食 品
等 标 志 产 品 ，发 展 文 创 产 业 ，形 成
更多富有创意的文旅商品，扩大影
视剧热播带来的附加效益，从而达
到艺术、市场、价值取向上的完美结
合，完成了对世界观众的一次又一
次吸附。

以邻为鉴
“引进来”“走出去”

机遇也伴随危机。网飞在韩国
“制—发—放”一体化以及国际传
播的垄断性优势，很大程度上牵引
着韩国影视文化被创作、被发行、
被传播。从长远来看，会钳制韩国
影视文化的独立性、自主性和民族
化的自由发展。海外企业对影视产
业源头的掌控和本土人才资源的挖
掘则是韩国面临的更为严重的潜在
危机。资本垄断的文化工业，使得
韩国影视剧为了迎合市场，带有风
险的内容被自主性去除，韩剧的内
容越来越难以避免套路化的窠臼。

以邻为鉴。韩剧发展模式风险
提醒我们警醒内在危机、探索健康
良性发展路径。影视作为文化的一
种表现形式，既要具有艺术性质，表
达深刻的社会价值，同时商业化又
要求获得经济效益。做好中国检察
剧，必须处理好工具理性和价值理
性的冲突，实现艺术性和商业性的
统一。盲目地商业跟风、效仿复制、
利益至上、消费观众情怀，这样的作
品观众不会买单。

首先，顺应流媒体传播特点、发
挥自身优势特长、创新传播思路，借
助互联网流媒体的平台优势“引进
来”“走出去”。检察影视创作者要研
究把握新时期传播策略，趋利避害、
前瞻布局，探索合理的本土化创作
方法，创新表达方式，不断推出视听
语言、故事情节俱佳兼具社会内涵
的“好电影”“好剧”。

其次，提高作品原创力，合理
巧妙地呈现精彩检察内容。2017 年

《人民的名义》 把检察工作带到话
题热点的巅峰，2020 年开播的 《巡
回检察组》 带来良好反响，但其后
未有叫好又叫座的影视作品接续出
现。多出精品力作、有影响力的大
作，“刑侦戏”供给侧调整是检察
影视高质效发展避不开的课题。我
们需要摒弃创作投机心理，提高作
品原创力，用心打磨剧本，用更多

“辨析戏”“控辩戏”去展现法庭上
的检察官形象，克服人物扁平化、
定型化的问题，并以此为基点进行
深入挖掘和探索，加以恰当的叙事
技巧运用，从不同业务种类全面反
映 检 察 机 关 法 律 监 督 工 作 ， 实 现

“四大检察”题材影视作品全面协
调充分发展。

最后，打造成熟的影视产品开
发机制，培养具有国内和国际市场
眼光的导演和制片人。对影视业的
认知不能仅仅停留在影视剧内容生
产商层面，面对检察影视剧消费者
市场的细分，我们需要自觉提高导
演和制片人等团队专业素养，探索
影视剧大规模运作和标准化制作，
降低在制作、传播、播放等环节所
产生的费用，探索无差异性市场营
销 模 式 ， 进 一 步 开 拓 国 内 国 际 市
场。

从发展传播学的视角来看，网
飞与韩国影视的“联姻”带来了流媒
体时代影视格局的跨界重构。在全
球化加速、市场竞争、文化差异等多
重考验下，我们需要积极探寻彰显
自身优势与时代机遇的影视发展路
径，提升传播影响力。“检影光曜、法
彰义显”，用优质作品震撼人们的心
灵，最终变成一种力量，推动国家法
治进程，成就检察影视业的辉煌与
价值。

流媒体时代涉检剧的跨界传播
高斌

铜瓦厢作为与黄河文化密
切相关的历史地标，位于旧兰阳
县城西北 25里处，即现在的河南
省兰考县东坝头镇辖区内。历史
上有所记载，明清时期的地图上
也多有显见。浏览与铜瓦厢相关
的历史文献，有写实，也有传奇，
更不乏研究者。铜瓦厢被载入史
册，留得雅名并烙印于人们的记
忆，透过历史纵深，观照历史与
现实，这其中有许多情节令人感
喟，促人反思。

古时候但凡江河水路，漕
运必不可少，渡口的位置就至
关重要。铜瓦厢所处的特殊地
理位置，使其成为黄河下游一
个重要渡口。铜瓦厢渡口河水
流速缓慢，深浅适宜，水面宽阔，
地势平坦，是当时最大的渡口
之一。《兰考县志》记载，铜瓦厢
初名“铜牙城”，元朝时曾设铜牙
县，为县治所在地。明朝在铜瓦
厢设置管河厅，嘉靖二十一年

（1542 年）改建河道分司。“大门
垣之伟丽，庭阶之宏阔，廨宇严
邃清幽，过者改观而改容”“人民
丛聚，课税渐”。

铜瓦厢的战略位置也十分
重要。此地控黄河南北要冲，扼
豫冀咽喉，一军据守，天堑莫
开。为保社稷平安，官府有军队
驻扎。秦时即是武将驻军的城
池，经过汉、三国、晋、隋、唐、五
代十国、宋、金、元的变迁，铜瓦
厢渐成历朝历代都看好的码头
重镇。

古镇因河而兴，天远地阔，
一河如带，再加上街道宽阔，屋
宇巍然，店铺林立，商贾熙攘，铜
瓦厢亦成为明清黄河下游风景
壮美、商业繁华的古渡名埠。

明弘治五年（1492年），河溢
铜牙城。河水退后，百姓用筒瓦
镶城口，黄色的琉璃瓦，贴护堤
坝，远望金光闪闪，如铜墙铁壁，
又因此城在黄河之左厢，故改铜
牙城为“铜瓦厢”。

还有一传说是，镇上有个
烧琉璃瓦的人家，烧制的琉璃

瓦有铜的质地，结实又好看，人们都叫这家主人铜
师傅。琉璃瓦是盖庙宇、宫殿必不可少的材料，是个
冷热买卖，但为了能及时满足供应，铜师傅家总是
有很多积存。

这年秋天，河段历险危急，经奋力抢险，保住了
河堤。为了固堤保平安，河官苦无良材可用。一筹莫
展之际，铜师傅想出一个办法，就是用琉璃瓦一块挨
一块砌到大堤上，可防御大水冲刷，保护河堤安全。
铜师傅说这琉璃瓦一文不要，全捐！铜师傅的义举感
动了铜牙城人，为了记住和感谢铜师傅，人们便把铜
牙城的名字改作“铜瓦镶”。为了好写好记，“铜瓦镶”
逐渐衍变为“铜瓦厢”。

铜瓦厢在当时的百姓心目中，就像是一道闪烁
金光的平安符，美好又暖心。

《清咸丰朝实录一百七十卷》记载，清咸丰五
年（1855年），宁夏黄河于五月二十日（旧历，下同）
至二十三日“长水八尺三寸”。陕州万锦滩黄河于
五月十六、六月初三等日两次“长水六尺七寸”。武
陟沁河于四月十九日及五月十六、十七、二十三等
日五次“长水一丈三尺”。在黄河岸线险情迭出的
严峻形势下，六月中旬，铜瓦厢险工段水位猛涨一
丈以上，又遇大雨，水势更为汹涌。六月十五日至
十七日，下北厅志桩长水积至一丈一尺。继之一昼
夜，上游各河汇注下游，以致洪水漫滩，“一望无
际，间多堤水相平之处”。六月十八日（阳历 7 月 31
日）晚，铜瓦厢三堡以下无工之处塌宽三四丈，仅
存堤顶丈余。适又南风大作，风卷狂澜，浪拍危堤，
崩塌迅速加剧。六月十九日（阳历 8 月 1 日），这段
堤防终于溃决，眨眼间，铜瓦厢被一鼓荡平，沉入
河底……

没有了堤防的约束，洪水如脱缰野马，纵横捭
阖，奔腾不息。所经之处，百姓溺毙无数，尸骨遍地，
哀嚎声声。7000余村庄湮灭于洪流，700万灾民流离
失所，3万多平方公里几成泽国。

铜瓦厢决口，是黄河变迁史上最后一次自然大
改道，使原来的东西走向注入黄海，变为南北走向，
在山东折向东北注入渤海，结束了近 700年夺淮入
海的历史。

1855年前后，是清政府的多事之秋。风起云涌
的农民革命和西方列强的武装入侵，危及摇摇欲
坠的清王朝政权。频繁的战争和西方列强的压榨、
掠夺，使经济社会受到严重打击。据《清史稿·食货
志》记载：“……国家多故，耗财之途广而生财之道
滞……天府太仓之蓄，一旦荡然。”正是在这种情况
下，铜瓦厢决口发生了。

当时的黄河行政管理乱象丛生，贪腐盛行，
上下官吏串通舞弊，河工开支极大。由于河政腐
败和清朝政府经费拮据，工程失修，黄河河道状
况日益恶化。道光末年至咸丰初年，已经难以维
持局面。咸丰元年 （1851年），黄河在丰北厅三堡
决口，堵口三次，都没有成功。一直到铜瓦厢决口，丰
北口仍然没有堵住。

铜瓦厢决口不仅是天灾，也有人祸存焉。就像
一部历史剧的悲情角色，湮没于汹汹洪流的铜瓦厢
有着自己满腹的怨怼……握一把历史的苍凉，带着
伤痛的记忆，在黄河安澜满目胜景的东坝头镇，我特
地走进铜瓦厢遗址牌楼一侧的“铜瓦厢民俗馆”，捕
捉沉淀于历史深处的铜瓦厢文化元素。

馆内分户牖、铜牙城、铜瓦厢、东坝头、黄河精
神等展室，详细介绍了铜瓦厢前生后世的历史渊源
和发展变化。展台上陈列着不同时期水利、农耕、饮
食、家居等与人们生产生活相关的代表性物品。一件
件展品穿越时光长廊，如沧桑老者一样，默默讲述着
昔日的凋敝与繁华。

黄河宁，天下安。“铜瓦厢古镇”被“打捞上岸”，
蕴含着人们的怀念，兼有复兴古镇的愿景。如今，我
们铭记一段沉痛的历史，不仅是陶醉于兴盛的过去，
更多的是理性的反思，是反思后的觉悟、变革与奋发
图强。沉睡于母亲河怀抱的铜瓦厢古镇已被唤醒，重
焕光彩，再展新颜。

铜
瓦
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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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 762 年，也就是唐代宗李豫
即位那年的六月，在西域重要的中
西陆路交通枢纽高昌城，发生了一
起严重的交通事故。一男一女两个
八岁的孩童，被一辆奔驰的牛车撞
成重伤，引出了一场刑事附加民事
的官司。

六月的高昌城，骄阳似火，天气
闷热。市民史氏八岁的儿子金儿和
曹氏八岁的女儿想子在商人张游鹤
的店铺前玩耍时，被一辆拉土坯的
牛车撞伤，两个孩子腰部以下全部
骨折，生命危在旦夕。

肇 事 人 是 “ 行 客 ” 靳 嗔 奴 的
“年工”——30 岁的年轻男子康失
芬。“行客”是指来高昌做生意的
外地人，“年工”是指被雇佣一年
的长工。这个案件的卷宗是 1973 年
在新疆阿斯塔古墓出土的文物中发
现的。该卷宗提供的审判程序和处
罚原则都比较完整，揭开了 1200 多
年前那次车祸的事实真相，唐代交
通肇事处理的具体方法得以展现在

我们面前。
事故发生后，史氏和曹氏分别

向官府提交了诉状，陈述了自己孩
子被牛车轧伤的经过，向官府提出
了处理的要求，也就是把雇主靳嗔
奴告上了法庭。史氏的呈词这样写
道：“男金儿八岁，在张游鹤店门前
坐，乃被行客靳嗔奴家生活人将车
碾损，腰已下骨并碎破，今见困重，
恐性命不存，请处分。谨牒。元年建
未月日，百姓史拂牒。”

案件是一个叫“舒”的法官处
理的。在案件调查中，舒先是询问

肇事人康失芬，康失芬说牛车是借
来的，自己驾驶技术不过关，在牛
奔 跑 的 时 候 ， 自 己 “ 力 所 不 逮 ”，
以致酿成大祸。法官舒问康失芬有
什 么 打 算 ， 康 失 芬 表 示 “ 情 愿 保
辜，将医药看待。如不差身死，请
求准法科断”，态度还算可以。就
是先请求保外为伤者治疗，如果受
伤的人不幸身亡，再按法律处罚自
己，也就是流放三千里。

唐朝法律 《唐律疏议》 卷第二
十六中，有“街巷人众中走车马”
一条规定：“诸于城内街巷及人众

中，无故走车马者，笞五十；以故
杀伤人者，减斗杀伤一等。”这一
条的意思是：在众人中跑车马伤人
的 ， 比 照 斗 杀 伤 之 罪 减 少 一 等 量
刑。斗杀伤就是故意杀人，最高刑
是死刑，比它减一等，就是长流三
千里。这是唐代五刑之一流刑中的
最高等级。一般还有附加刑——三
年 “ 居 作 ”， 就 是 三 年 佩 戴 枷 锁
劳动。

《唐 律 疏 议》卷 第 二 十 一 还 有
“保辜”条款：“诸保辜者，手足殴伤
人限十日，以他物殴伤人者二十日，

以刃及汤火伤人者三十日，折跌支
体及破骨者五十日。限内死者，各依
杀人论；其在限外及虽在限内，以他
故死者，各依本殴伤法。”保辜是唐
代的一个法律用语，意思是在伤害
案件中，伤者伤势尚未确定时，先保
留犯罪人的罪名，让其先为受害者
筹钱医治，然后在一定期限之后，再
来量刑处理。

据此规定，康失芬案件的保辜
期限是五十日，他今后会被判什么
刑，要根据这五十日之内两个受伤
孩子的病情来判断。只要有一个人
死亡，他就会被判流放三千里，因为
其行车伤人，罪行比斗殴轻一个等
级，斗殴杀人是死刑，减少一等就是
流放三千里了。

从此案可以看出，唐朝对交通
肇事处理的严格超乎想象，也看出
了当时的治理者对交通肇事案件的
重视程度。当然，唐朝的牛车肇事与
我们现在的飙车肇事、醉驾肇事比
起来，可谓是小巫见大巫了。

唐代一起交通肇事案
刘绍义

《唐律疏议》卷二十六中，有“街巷人众中走车马”一条规定：“诸于城内街巷及人众中，无故走
车马者，笞五十；以故杀伤人者，减斗杀伤一等。”这一法条的意思是：在众人中跑车马伤人的，比
照斗杀伤之罪减少一等量刑。

《局内人》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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