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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1991年版《渠县志》第51页记载，清
雍正八年（1730 年）在三汇设分县，管理渠
北三汇镇、涌兴、贵福、文崇、丰乐、龙会、义
和、小杨家等八乡镇的一般政务，到民国二
十四年（1935 年）撤销三汇分县，时间长达
206年。在清代有108人任县丞，民国时期
有28人任分知事（县佐）。儿时曾听年长的
三汇人提及三汇分县衙门的一些过往旧
事，笔者闲暇之余也曾多次查阅相关资料，
现就来聊聊三汇分县衙门的龙门阵。

三汇分县衙门论规模不大，毕竟只是
一个分县衙门，其核心建筑部分占地面积
约3000平方米。虽说只是个分县衙门，县
丞在清代也仅仅是个小小的正八品官，但
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衙门的设计和建筑却
是严格依照朝廷建造衙门的规制而建。

据相关资料记载，清代修建衙门时，首
先在选址上，衙门必须坐北朝南，究其原因
是自古皇帝南面称尊，宫殿坐北朝南。清
代的省、道、府、州、县各有大小不同的衙
门，依据天下衙门向南开的惯例和规矩，一
律坐北朝南。三汇分县衙门当不例外，它
背靠安汇寨，面朝牛奶尖，确属坐北朝南。
听年长者说，三汇分县衙门在临街处（1949
年后的先锋副食店）的地方，三汇人习惯称
衙门口，那儿依规修有一个特殊的建筑物，
从四面来看都像牌坊，合起来看，像个无顶
的亭子，高出一般商铺民房，被民众称之为

“簸箕天”，其作用是，凡逢皇帝寿辰、登基、
驾崩等大典办皇会时，都要供奉当今皇帝
万岁万万岁牌位于其上，办会期间，在下面
笙箫鼓乐齐备，吹吹打打好不热闹。依例
只有有衙门的地方才有资格修建这一特殊
建筑物。清代因交通不便，民众出行艰难，
能走南闯北逢州过县出远门者甚少，故民
间常对脚迹不远，少见世面的人，爱说一句
笑话：“你见过几个簸箕啷大的天嘛”！民
国四年（1915 年）五月十三日黎明时分，百
余名土匪武装洗劫三汇镇，挨户抢劫商铺
和民众财物，并纵火烧毁纸市街和衙门街，

“簸箕天”毁于匪火。
在“簸箕天”后面不远处，建有灰白色

砖墙的影壁又称拥壁，其高度约二丈，长度
约四丈，宽度约二尺。对影壁的高度、长度
及宽度，我曾请教过张仲芳老师等多位老
三汇人，得到他们的印证。2020年10月26
日，我随达州网络写作群“千年古镇采风活
动”到三汇镇采风时，认真仔细观察原禹王
宫残存的影壁，都有近二丈高，以现残存影
壁一端位置推算，影壁长度应在四丈左
右。三汇分县衙门前的影壁，应不小于在
三汇镇上的商业会馆禹王宫宫前的影壁，
由此可以判断上述分县衙门影壁的尺寸是
可信的。影壁向衙门的大门一面呈微微有
点弯曲形状，墙面上书写有二尺见方的

“清、慎、勤”三个大字，三个大字下方画有
红轮海日初升图景，波澜壮阔气势磅礴，十
分气派。

清代实行的是行政、司法合一体制，县
知事或县丞直接审理管辖区的民事、刑事
诉讼，凡因具禀控告在案者，准与不准，必
须贴出批示，其批示贴在影壁的向街一面
墙面上，让原、被告和民众知晓明白。衙门
口，从影壁到衙门头门之间有一块很宽敞
的空坝子，面积约上千平方米，靠衙门头门
两边分列成八字形砖墙，人们常说的“衙门
八字开”就是指的这里。凡新到任的分县
县丞下车伊始，接纂视事的履新红告示，便
依例贴在八字墙的右边，以后凡有朝廷禁
谕、谕示，官府的告示、通告，都可在这墙上
首先看到。头门两侧有大型石狮一对，石

狮头身雄壮，眼、牙、毛、爪均雕刻细腻，栩
栩如生，狮脚有台，狮作半立状，高约一丈，
威风凛凛，以此彰显衙门官府威严气势，民
众则是心存敬畏。

在八字墙内先是头门，其大门常年敞
开不得关闭。次是二门，二门又称仪门，二
门则可以关锁，并有衙役值守。这两道门
的高低宽窄与房屋构架，在清代各级衙门
都有严格的尺寸要求，不得僭越。

进入二门至大堂建有甬道、甬道圣谕
牌坊。甬道山头门直通至大堂，宽约一丈，
高出地面约一尺，平直如箭。甬道两边不
得栽种任何树木，究其原故是当时人们迷
信风水，汉字“门”中有木为困字，谁也不想
被困在其中。甬道中段有木质结构圣谕牌
坊一座，向外一面，大书“圣谕”二字，向内
一面，上书圣谕四句：“尔俸尔禄，民膏民
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其高低位置恰
恰使坐在大堂上问案的分知县（县丞）大老
爷可以清楚地看见圣谕，而令其触目关
心。据说此四句圣谕是清康熙皇帝所颁，
对天下衙门直接亲民之官的县知事（县
丞），予以深刻的昭示，由此可见康熙之用
心良苦。

大堂又称大堂坝，是衙门的中心，是间
宽敞的大厅，其进深、宽度与檐口的高低，
大堂背面中门高度宽度等，都是按清制修
造。这里气象森严排场不少，其为：

大堂与二堂之间的大门，共为六扇，平
常不开。有上司官员莅临衙门巡视，或县
丞本人所尊重的恩师、同年、同寅来访时方
开中门迎接，在礼仪上以示敬意。

公案：县丞问案时，高踞的公案置于高
于地面约一尺的石台之上，公案后方有比
一般座椅高约一倍的背靠木座椅，县丞坐
在上面有居高临下之感，令原、被告望而生
畏。

公案后的六扇大门上挂朱红色大幅堂
帐，上齐门枋，下及于地面，成人字形分挂
两边。公案上置有签筒两个，黄色布包，五
寸见方印盒一个，锡笔架一个，锡砚台一
个，惊堂醒木一个，案侧有肃静、回避虎头
牌两面。以上这些排场，在民间被统称为
衙门的威武架子。

设直径约五尺的堂鼓一面，高高地安
放在木架上。是供民众来不及写禀帖告状
时，特击鸣堂鼓紧急告状喊冤所用的。击
鼓喊冤，属惊扰官衙，如经审理稍有不实，
击鼓喊冤者要挨一百大板，因此，无人敢轻
易尝试。

放衙炮，衙门于每日正午十二时用铁
质炮筒朝天轰鸣三声，响彻全衙，称为放衙
炮。

大堂地面由青石板铺砌得平平展展。
除大堂公案、堂帐、堂鼓等排场设施外，其
余部分是空荡荡的，没有任何可以供人坐
的板凳，除有功名在身，秀才以上生员可站
立供答外，原告、被告和街正、证人都得跪
下供答，由此可见清代衙门的大堂坝，老百
姓只有跪的地方，没有坐的资格。辛亥革
命推翻清朝，人民有初步的民权，革除下跪
的陋习后，民众在打官司时才能站立供答。

旧时衙门的差役又叫“皂隶”“衙役”
“差人”，老百姓则鄙称“差尻子”“差狗儿”，
是所谓的“公事人”。衙门的差役有捕班、
快班、壮班之分（或称快、马、步三班）。其
具体分工为：捕班专管城乡偷抢奸杀赌娼
案，持拘票、火牌拿人。拘票是地方官用朱
笔当堂写的“立拿某人到案”的“堂谕”（又
叫朱谕）。火牌形似泥工用来调泥的泥掌，
上面画有虎头，下面画着火焰，中间是地方

官朱笔划的“行字”，背面是白底黑字“立拿
某人到堂听审”。所谓行字是一种符号，不
仅写在火牌上，还写在解票、听审牌、灯笼
上。

捕班捕人常用的武器是铁尺和链锤。
铁尺比锏略短略窄略薄，长约一尺，宽约寸
许，藏于袖中，使用时抖将出来，专打人犯
的肩、肋、膝、踝，使其失去抵抗力。链锤缠
于腰间，拿人犯时以快速手法一掣而去，隔
三五尺距离，哐啷一声飞出套在人犯的颈
项上，拖起便走。捉拿女犯不用器械，一扬
手将其头髻拍散，反手一挽，挽起女犯的头
发倒拖而走。

快班又叫“马快”，骑马持弓箭、挠钩、
专拿杀人越货江洋大盗，挠钩又叫“留客
住”，在四五尺长的木杆上安装钩镰，刅上
有倒钩刺，在马上挥钩横扫，勾住人犯的
腰、腿或臂，倒钩扎入人犯身体，故人犯万
难挣脱，快班纵马急驰，人犯即被拖翻倒
地，拖得遍体鳞伤，岂不束手就擒？

壮班是专门站堂提刑的。因他们要在
县丞升堂审案时吼堂威，又叫吼班。

县丞升堂前，壮班分列于大堂左右，拖
怪声长叫：“唬——嗬——”连吼三遍“堂
威”后，门子打开中门，县丞从中门来到公
堂，门子喊道，“下来了！开案了！”县丞就
升座。壮班班头便走到公案前单腿跪下左
手伸直触地唱声：“禀大老爷禄位高升！”县
丞拿起审讯名册朱笔点名某人，班头马上
站起高喊道：“带某某！”手执刑杖的壮班随
即也跟着大声附和高叫道：“带某某！”随即
将人犯押解到公堂跪下听审。

这些衙役经过严格的专门训练，办公
差做事干净利落，捉拿、逮捕人犯时手脚特
别麻利泼辣，说是手到擒来真的毫不夸张。

三汇分县衙门依例在衙门照壁右手边
设有一座监狱（1949 年后的英明街办公室
和机面店所在地），关押待审和已判决的
男、女人犯。曾听年长者摆龙门阵说，古
时，监狱里面曾有专门守犯人的神兽叫狴
犴，相传此神兽是尧舜时代皋陶所养，民间
称其为猫猫监。此神兽刻在监舍（牢房）的
门坊上，形似虎脸，咧开大嘴，人犯入监时，
会有要被狴犴吞噬的感觉。民间还有监狱
里面有狱神的传说，夜深人静时狱神巡风，
如用钥匙轻轻敲响牢房的门，意味着人犯
即将释放，如用手轻轻拍牢房的门三下，发
出嘭嘭嘭三响，则是提示犯人要转移其他
监狱，让犯人有个思想准备。

三汇分县衙门监狱衙役押解犯人出监
到渔码头河边去挑水时（监狱生活用水），
除了小心看护外，还会给犯人戴上铁脚链，
铁手链等刑具。对押解到渠县衙门的犯
人，则要戴上铁手链、木枷等刑具，以防犯
人途中逃跑。由此，在三汇地方上，民间街
坊邻居发生纠纷时，相互间咒骂对方道，

“你个戴铁链子的犯人，戴板板枷的犯人”，
则是常用的言子。

辛亥革命推翻清朝后，三汇分县虽说
取消了衙门一说，县丞先改称分知事，后再
改称县佐，但仍然承担管理渠北八乡镇一
般政务。民国二十四年（1935 年），撤销三
汇分县至解放时，随着渠县行政区划的变
化，分县衙门所在地先后改作渠县3区、1区
区署办公地，改称区公所，1949 年 12 月 14
日，范绍增率国民党川东挺进军在三汇镇
起义，三汇和平解放，原三汇分县衙门被人
民政府接管后交三汇市管会（三汇工商所）
使用。至此，三汇分县衙门彻底成为历史，
不复存在了。

三汇古镇那些人和事：

三汇分县衙门三汇分县衙门
□邓坤

清代的衙门大堂清代的衙门大堂（（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