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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中)	本文以傅柯的權力論述為基礎，分析酷刑在不同階段、不同場合呈現的樣貌，並分析酷刑書寫產生的原因，在在受到傳統專制統治的壓抑及扭曲，鑄成獨特的民族性格，以及奇特的酷刑書寫現象。


論文共分六章，第一章為緒論，先展開問題意識，兼述研究動機與目的，文獻回顧以「公案本身的小說探討」、「文學研究的法律向度」、「小說研究的宗教觀照」三大前提檢討研究現況。第三節提出研究範圍與研究方法進路，第四節提出問題意識，並說明章節安排與理論應用情形。


第二章「公案的論述基礎」，先檢視公案的論述基礎，從名詞義界到發展、流變，再討論公案的精神內涵，區分為儒法融攝、德主刑輔、懲惡揚善與人治社會四項。其次討論「公堂」這個充滿複雜意義的場所，從文化意義的角度剖析公堂空間的權力感知，分為人間世與幽冥界兩大分野，冥界又分為文字建構與圖畫想像兩大類。


第三章「哀鳴的身體」，為古今中外的酷刑論述考察源流，探討文本中酷刑之名稱，並從歷代法制史中考察酷刑中的法內與法外之刑，作為本文的法制論述基礎。其後以實際文本細讀來重審公案，抉發酷刑中有關身體的哀鳴之處。文本細讀時，咀嚼傅柯的規訓、懲罰與酷刑之間的辯證，作為切入思考的重點，並將三者性質作一番比較，制定出其性質之主從關係與文化背後的意義。傅柯《規訓與懲罰》書中並詳細討論了酷刑使用的原則及現象，可資參佐。酷刑的種類，按發生的原因和性質，區分為拷訊問刑（又分為人間與地獄兩類）、酷虐施刑、異聞用刑三項，透過受刑者在文本中透露的哀鳴聲，反思屈打是否成招，並分析文本中的酷刑敘事及文化意義。


第四章「壓抑的心理」，以導異為常的民族壓抑心理思維，提出榮格的「集體無意識」說明深植於民族性格中何以能吸納並接受「異」的現象，隱然有俄國形式主義「陌生化」的寫作策略，藉由激烈的懲戒手法，不但展現執法者的權力，亦藉由酷刑書寫發洩集體意識；另援用英國文化研究大師雷蒙‧威廉斯的「感覺結構」，說明晚清具有諷刺譴責的公案之群起效應。其次，從公案文本的酷刑實例中歸納發現酷刑書寫的密碼，以人間亂象、替罪羔羊、看客心態、因果流轉來解讀酷刑書寫現象，闡述執法者運用懲罰或酷刑時，不僅是對受刑者的懲處，也是對圍觀者的一種規訓與借鏡。另外並分析刑具使用的物質文化呈現，以及酷刑寫作的恐怖卅暴力美學，如何成為壓抑心理之下的一種變形審美觀念。


第五章，從規訓、懲罰與酷刑之間彼此的辯證關係中，可觀察出權力的運用非常關鍵，權力可使得身體內化為柔順馴服，身體可作為一種文化符碼，從身體承受的刑罰，來體現刑罰如何實現，執法者按職權不同而予以細分，如清官、酷吏、衙役、獄卒、劊子手等等，討論其濫用酷刑時，身體與權力卅身體與意志的交鋒。最後回歸到規訓體系之內，討論中國的獄訟體制走到清代末年，沈家本對於人性的終極關懷所作的努力。


第六章「結語」，就本文開頭之問題意識提出回應，並作總結與檢討，歸結本文大致研究結果，敘述研究內容的承先啟後意義，以及內容尚待發揮的空間，作為日後繼續努力的方向。


由文本對公案文本的細讀中，不難發現酷刑書寫現象帶有統治者的專制威逼的暴力手法，亦有民族性格中自私怯懦的一面，交織成一面複雜的人性與司法網絡，並由此引發一系列與規訓和懲罰相關的政治、法律、權力觀，見證中國傳統社會是如何通過酷刑對身體的瘋狂肆虐，達到對精神的普遍隱形暴力，而達到規訓人民的目的。



	摘要(英)	This article is based on the power theory of Foucault, to analyze the appearance of torture under each stage and place, and to analyze the reason why the torture writing developed, under the oppressive and distortion by traditional autocratic governance to make the unique character of people and the special torture writing phenomenon. This article will present four interpreted codes from the torture writing phenomenon of China complicated legal cases which are, “The presentation of Power and Torture”, “The Bearing of Crime and Injustice”, “The Humanity of Careless and Bloody”, “The Alert of Retribution and Sentence”. There are autocratic force from the ruler, the selfish and cowardice character from people, to interweave complicated humanity and law net, and to cause a series of thoughts of politics, law, and power of rules and punish, to prove that how the Chinese traditional society to pass the crazy wanton cruelty to the body from the cruel torture, how accomplish the invisible violence to the mental, to reach the goal to rule and teach the peo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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