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狄仁杰是唐武则天时代的名

相!断案如神!政绩卓著" 但他的历

史故事却传是经过一个荷兰汉学家

高罗佩之手!才被广大中国人熟知"

这是真的么#

“元芳，你怎么看？”一句几年前
播放的电视剧《神探狄仁杰》中的台
词，近日又在网络上风靡起来。此话
出自唐代神探狄仁杰之口，元芳是
其身边最得力助手。其实该剧中还
有很多经典语录，被网友引为笑谈：
这是一个巨大的阴谋。
这里的水很深啊。
我所知道的远比你知道的多得

多。
不可说，不可说啊。
好歹毒的计策！
……

狄仁杰：两朝重臣
在国人眼中，狄仁杰已经被神

化了，犹如福尔摩斯附体，什么案件
到他手里都迎刃而解，他的性格既
严肃又不乏幽默，但他的卓越能力
似乎也仅限于司法领域。狄仁杰
!"#年出生于并州（今山西太原）一
个官宦世家。他在 $!岁时通过明经
科进入仕途，起初担任的是汴州判
佐，一个从七品下的低阶官吏。唐朝

的科举制度分为明经科和进士科，
前者重帖经、墨义，后者偏重时务策
略，因此明经科比较好考，相对职务
也低。任判佐期间，狄仁杰被人陷
害，幸得时任工部尚书、河南道黜陟
使阎立本受理该案。阎立本是唐代
著名画家，素有“丹青宰相”之称。阎
立本不但为狄仁杰平反，还称赞其
为“河曲之明珠，东南之遗宝”，并荐
其为并州都督府法曹，这是个执掌
司法的官职。任职法曹期间，狄仁杰
通晓吏治、兵刑等封建典章和法律
制度，这对他一生的政治活动都有
重大影响。
狄仁杰一生仕途，可分为两个

阶段：唐高宗与武则天时期。唐高宗
仪凤年间，%!岁的狄仁杰从地方进
入中央，升任大理寺丞，为从六品上
官职。头一年他就判决处理了大量
积压案件，涉及 &'(((多人，无人诉
冤，一时名声大震。他为人刚直不
阿，直言力谏，多次向高宗进谏以维
护法律公正。高宗时期，狄仁杰还担
任侍御史，负责审案，弹劾百官，后
历任朝散大夫、度支郎中、知顿使、
宁州刺史、豫州刺史。

在高宗时期为官逾 "(年的狄
仁杰，其盛名在武则天时期达到顶
峰。《旧唐书·狄仁杰传》记载：“唐祚
中兴，诤由狄公，一人以蔽。”意即唐
朝国运的中道复兴，是狄仁杰一人
敢于谏诤的结果。武则天自立为武
周皇帝时已经 !'岁了，第二年她委
任 !&岁的狄仁杰为地官侍郎、判尚
书、同凤阁鸾台平章事。同凤阁鸾台
平章事是与中书省、门下省协商处
理政务的职务，乃等同于宰相。虽然
后来他因来俊臣诬陷案被贬为彭泽
县令，但不久又被召回朝中，官拜鸾
台侍郎、同凤阁鸾台平章事，加银青
光禄大夫，兼纳言，恢复宰相职务。

可见武则天对其极为信任与欣赏。
到了晚年，武则天对狄仁杰更为倚
重，直呼他为“国老”。狄仁杰官拜宰
相，一心辅国安邦，对武则天的诸多
弊政加以匡正，功勋卓著，可以说以
一己之力影响着唐王朝的运程，在
上承贞观之治下启开元盛世的武则
天时代，功不可没。尤其是在太子的
废立上，狄仁杰的直言进谏被认为
是对唐朝最大的功绩。当时有人游
说武则天立武家人为嗣，一派人则
主张迎立武则天与高宗之子李显，
而武则天左右摇摆，犹豫不定。狄仁
杰直陈利弊，促使武则天亲自迎接
庐陵王李显回宫，立为太子。狄仁杰
不仅是个高明的法官，更是杰出的
政治家，但是各种狄公小说和电视
剧往往只注重刻画其判案方面的能
力，忽略了作为政治家的一面。

高罗佩的狄公情缘
电视剧《神探狄仁杰》所依据的

原著版本是推理小说集《狄仁杰断
案传奇》，其作者是荷兰人罗伯特·
汉斯·梵·古利克，中文名叫高罗佩。
他被认为是现代西方对传播中国文
化贡献最大的名士，而他翻译的《狄
公案》小说以及创作的《狄仁杰断案
传奇》的影响力远超任何中国研究
著作。
高罗佩确实是位奇人。他的父

亲是荷属东印度的军医，他 &)&(年
在荷兰出生，* 岁随父母侨居印尼
雅加达，学会了中文、爪哇语和马来
语。后来他在荷兰莱顿大学与乌特
勒支大学分别攻读法律和语文，修
习汉文、日文、藏文、梵文。他一生精
通 &*种语言。上大学之前，高罗佩
已经参加编辑印第安“黑足族”文字
词典，学士论文是《如何改良荷属东
印度有关华侨的法律》，硕士论文是

米芾《砚石》英译，$*岁时以汉日印
藏诸民族的“拜马教”考证获得博士
学位。就在这一年，高罗佩进入荷兰
外交部工作，先后被派驻日本、埃
及、中国、印度、黎巴嫩、美国、印尼
和马来西亚。

&)%&年，日本在内的轴心国向
荷兰宣战，身在东京的高罗佩第二
年随同其他同盟国外交人员紧急疏
散。然后他就来到了中国，作为荷兰
流亡政府驻中国使馆第一秘书，与
偏安重庆的蒋介石国民政府过从甚
密，并广交名士。在那里他结识了妻
子水世芳，清末名臣张之洞的外孙
女，齐鲁大学毕业生。&)%"年，他们
在重庆结婚，婚礼一西一中，众多中
外名士参加，婚后共育有 %个子女。
战争结束后，他辗转去了荷兰驻美
大使馆，&)%)年又回到日本，%年后
调任印度。&)!'年，还不到耳顺之
年的高罗佩在荷兰海牙因病去世。
高罗佩说自己一身三任：外交

官是他的职业；汉学是他的终身事
业；写小说是他的业余爱好。在外交
上，他似乎并无出彩之处，可是在汉
学研究领域却大放异彩。他爱好广
泛，琴棋书画无不擅长。一手“高体
字”自成一格；师从叶梦学琴，著有
《琴道》一书；学中国画，学治印，写
旧体诗词，著《书画鉴赏汇编》，译
《书画说钤》；亲自养猿观察，作《长
臂猿考》；研究中国春宫画和房中
术，著《中国古代房内考》和《秘戏图
考》……在有些人眼中，高罗佩只是
业余的汉学家，但其涉及领域之广
泛，对中国文化的研究考证，比大部
分中国学者更考究。而他最有影响
力的，莫过于对狄公小说的译著和
推广。
高罗佩在重庆时读到清初公案

小说《武则天四大奇案》，与柯南道

尔的《福尔摩斯探案》比较之后，发
现中国古代公案小说的问世远远早
于西方的推理小说，而且中国古代
的逻辑推理和破案能力也并不逊
色，于是他将这“四大奇案”翻译成
英文。译完后，他欲罢不能，就以狄
仁杰为主人公，用英文创作了《铜钟
案》，并打算用中文定稿。但是在特
殊年代，中国出版界出版不了该小
说，而日本出版商认为书中对佛教
界有侮辱之嫌不愿出版，所以只能
用英文出版，没想一炮走红。随后他
接连创作了《迷宫案》《黄金案》《铁
钉案》等小说，合成一辑出版。他几
次宣布歇笔，由于出版商和读者的
挽留，又再接再厉共写了 &"本狄公
小说。
高罗佩笔下的狄公案作品，既是

推理小说，也是文学作品。他对唐代
的典狱、刑律、政治、外交、军事、工
商、教育、民情等方面都作了考据，因
此从他的狄公小说可探究唐代的社
会制度。他文学素养极高，小说文笔
非常精炼，风格独特，因此在西方也
非常受欢迎。在 $(世纪 +(年代以
前，国内一直没有发现高罗佩用中文
定稿的狄公小说，'(年代末学者陈
来源和胡明拟元明口语翻译了 &"(

万字的《狄公案全集》。国内拍摄的狄
仁杰电视剧所依据的版本就是两人
翻译的拟元明口语译本。
学者赵毅衡曾考据得知，高罗

佩 &)*$年从日本调任荷兰驻印度
使馆，在新德里他曾将《迷宫案》翻
译成中文，题为《狄仁杰奇案》，在新
加坡南洋印刷社出版。不过，国内现
在出版的狄公小说皆是采用陈来源
等人的译本，可惜高罗佩没有将《狄
公案》全部写成中文，要不高罗佩也
将随同元芳一样风靡一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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