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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非旦夕可竞，建国为根本大计。司法为国家建设一大端，将以维

护国本，奠安黎庶，泯后方之纠纷，斯可励前敌之士气。昔曹刿与鲁庄公
论战曰“小大之狱，虽不能察，必以情”，忠之属也，可以一战；管子曰“刑法
不审则盗贼胜，百姓不安其居，则轻民处而重民散，兵弱而士不厉，战不胜
而守不固”，从而可知司法之与战事固息息相关，在昔已然，于现代之立体
战争为尤烈。孰谓士师文吏而可自轻其责耶？是用秉承国策，黾勉以从
事，不敢因战时环境之困难而忽于改进。

———谢冠生：《战时司法纪要·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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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从衰败走向振兴的伟大转折点。抗日战争历史
文化资源是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抗日战争有前方和后方两条战线。巩
固的战略大后方，是坚持持久抗战的基础和赢得反侵略战争的保障。作
为大后方的西部地区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以战时首都和
陪都重庆为中心的抗战大后方历史文化，应在抗战研究中具有突出的重
要地位。然而，由于种种原因，抗战大后方研究一直为学术界所漠视。直
至抗战胜利即将届满七十周年之际，作为战时国家政治、军事、经济、文化
和外交中枢的重庆，率先启动并大力推进“抗战大后方历史文化研究工
程”，抗战大后方研究热潮随即展开。２０１０年，我主持的“抗战大后方司法
研究”被列为重庆市委重大课题委托项目；２０１１年，在此基础上设计的“抗战
大后方司法审判制度的改革与实践研究”又成功获得国家社科基金立项。
法制是抗战大后方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司法审判制度与人们的社会
生活有着密切的关系，对国家政治及社会管理具有重要影响。正如战时司
法行政部长谢冠生所论：“司法为国家建设一大端，将以维护国本，奠安黎
庶，泯后方之纠纷，斯可励前敌之士气。”通过对战时司法审判制度的研究，
探讨战争对司法的影响，司法对战时社会关系的调整和适应，司法对稳定战
时社会秩序的作用，以凸显司法的抗战建国（所谓建国，是指建立一个“现代
的国家”，“一个统一的政府、统一的法律、统一的制度，根据其本国的主义和
政策而治理一切”的法治国家。详见张知本：《法治与抗战建国》，转引自居
正、张知本等：《抗战与司法》，国立出版社１９３９年版，第３页。）功能，对于认
识司法与战争的关系，无疑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近年来，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以重要研究课题为平台，培养研究生
和青年教师的学术能力，打造一支由青年学子为主体的学术团队，已成为
高校及研究机构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一大亮点。抗战大后方司法研究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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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立项和研究的全过程，可谓此项改革实践的成功例证。本课题相关工
作均由本人指导的博士研究生承担。他们来自各地高校教学岗位，对抗
日战争历史文化颇有兴趣，且兼备法学和史学素养。课题申报的资料准备、
立项论证、课题框架设计、研究内容分工和撰写初稿的过程，既是他们在导
师指导下进行专业学习和研究实践的训练，也为其学位论文选定了研究方
向，积累了丰富的资料，厘清了写作思路，掌握了研究方法，从而为他们顺利
完成博士研究生学业，撰写博士论文，通过学位论文答辩奠定了基础。

张伟博士系法学科班出身，具有完整的法学专业学习经历和较丰富
的法律实务工作经验；２０１０年考入重庆市重点学科西南政法大学法律史
学科，在我门下攻读博士学位，顺理成章地成为我主持的两大项目团队的
一员。鉴于抗战大后方司法研究具有一定的开创性，可资借鉴的成果很
少，须在各地档案馆、图书馆和高校数据库查阅、搜集、整理相关司法档案
材料和民国时期的书籍、杂志、报纸资料等，基础资料准备工作量巨大。
张伟在全程参与的过程中，经受了其学术道路上的首次重大挑战和磨练，
不仅在资料搜集、整理和运用方法方面获益良多，而且在课题研究中找到
了“感觉”，选择其中的刑事部分作为自己的主攻方向，并随着研究工作的
展开，逐渐将其确定为博士学位论文的选题。

２０１３年夏，张伟在完成课题研究任务的同时，提交的博士学位论文也
通过了层层严格审核和答辩，获得博士学位。现在，作者在博士论文的基
础上，经过近三年的充实、修改和提炼，成为一部专著。本书突破常态下
的司法研究，以陪都重庆的司法改革与实践为样本，以馆藏民国司法档案
为基础资料，以法社会学方法为主要研究方法，对抗战大后方的刑事司法
改革与实践进行实证研究，力图再现大后方各类各级司法机关在战时环
境下开展的刑事审判和军法审判活动；反映了战时司法的特色，揭示了当
时人们法律生活的实然状态；探讨全民族抗战视域下大后方司法制度改
革实践的理性与经验，以及战时司法的社会功能，这都有助于弥补抗日战
争研究和南京国民政府法制研究的薄弱环节。

作为一名从教多年的教师，我感觉最满足最欣慰的是经常听到自己
学生成长和成功的喜讯，看到弟子的成果和成就，哪怕是点点滴滴！在张
伟博士的专著即将付梓面世之际，作为他博士研究生阶段的导师，欣喜之
余，援笔为序。

曾代伟
２０１６年５月

重庆沙坪坝紫荆花园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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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一、论题选择及意义

全面抗战爆发前，南京国民政府为达到其政治统治目的及适应国内
形势发展的需要，广泛吸收外国的优秀法制成果，制定并初步实施了一整
套较为完整的法律体系，在中国法律史上树立了法制近代化的里程碑。
然而，以“卢沟桥事变”为起点的中国抗日战争之爆发，打乱了国民政府原
定的司法改革步伐，国民政府疲于应付内忧外患，战前制定的司法改革计
划不得不因此延缓或停顿。在战火硝烟笼罩下，当保家卫国、争取抗战胜
利成为整个国家的主旋律时，国民政府在政治、经济、司法等方面的举措
容易被忽略。这些为了适应战争剧变而采取的战时应急措施，为取得抗
战最终胜利作出了应有之贡献。于是，国民政府在刑事审判制度上的
“变”与“不变”，以及具体到惩治犯罪的刑事审判实践的效果如何，成为了
本书所要研究的问题。

笔者一直在思考：大后方刑事纠纷是否得到有效解决，又是如何解决
的？在战争的影响下，刑事法律制度如何适应？具体有哪些调整和改革？
这些调整和改革的出发点是什么，是否仅仅只是为了节省司法资源？战
时刑事审判的特点有哪些？消灭犯罪和不法行为的效果如何？有何借鉴
之处和不足之处？这些问题都需要解决，但就目前学界研究而言，仍显薄
弱。所以，笔者将从制度层面和司法实践两个方面着手，着重梳理和展现
在全民族抗战的特殊形势下大后方刑事司法生存的实然状态，探讨大后
方刑事审判的战争特点，挖掘大后方刑事审判的社会意义。

重庆作为国家战时首都和陪都，是中国抗战的大本营和战略大后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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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核心，其刑事司法实践具有代表性和典型性。另外，重庆市档案馆目前
馆藏民国司法档案近３０万卷，保存比较完整，没有遭到破坏；包括当时司
法院、司法行政部、最高法院、四川高等法院第一分院、重庆地方法院、北
碚地方法院的司法档案，含有各种文书档案和诉讼档案。其中，大部分档
案记载时间集中在抗日战争时期（１９３７年—１９４５年）。诉讼档案中的起
诉状、答辩词、庭审笔录、判决书、裁定书等，具体详细地记载了重庆各级
法院的刑事审判实践全过程。本书选择以重庆为中心进行考察，试图通
过重庆的地方实践的描绘展示整个大后方刑事审判实践的基本面貌。

本书所依托史料主要是重庆市档案馆馆藏司法档案，辅之以司法公
报、战时书报、地方史志等材料，力求将研究建立在详实的史料基础上，尽
可能真实地展现陪都重庆各级法院的刑事审判实践原貌，并尽量避免以
论代史和就文本谈文本。

本书主要从两个角度来探讨抗日战争时期以陪都重庆为代表的大后
方的刑事法律制度和刑事审判实践。一是宏观的角度，对整个战前国民
政府刑事法律制度进行总体概述，阐明其内容及历史作用。在战争环境
下，国民政府在实体法和程序法上产生新的变化，这些变化有的是对原有
法律精神的继承，有的则是否定或背离；这种制度层面上的调适体现着国
民政府在军事、政治上的价值选择。二是从微观入手，对于抗战大后方的
犯罪惩治进行细致分析，尽可能揭示司法档案所反映的司法实践的真实
状况，以及文本上的司法实践所体现的制定法与司法官员之间的互动。

二、论题研究现状

目前，国内学界在研究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法律制度方面成果较多，
但对于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刑事法制与实践的研究还不多见，具体研究
抗战大后方的刑事审判实践的文章较少。西南政法大学罗金寿的博士学
位论文《战争与司法———陪都时期重庆的法院及审判》〔１〕涉及战时重庆
的主要审判组织、典型的案例，涉及一些民事和刑事案例，以及战争与司
法的关系，主要从战争与司法的关系角度进行论述，即战争如何影响司
法，以及司法如何策应战争，其援引的案例以１９４４年、１９４５年、１９４６年发
生的居多，并未对具体刑事审判制度进行深入探讨，其着眼点在战时司法
体制上。西南政法大学宋宏飞的博士学位论文《战时首都重庆的民事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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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制度与实践》〔１〕主要以战时首都重庆的民事审判制度及其实践为样
本，探讨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民事审判的实然状态，并对民事审判战时的
社会功能和意义进行评析，分析民事诉讼程序上的变化以及与战争密切
相关的案例，包括典权回赎、房屋租赁以及管制物品买卖的案件。抗战时
期，学者们开始审视当时的司法体制，并相继发表文章探讨。其中，涉及
刑事审判方面的有以下论文。如陈盛清的《抗战期内的司法》〔２〕一文认
为司法在战时也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抗战前途；主张乱世用重典，特别
法优于普通法，甚至更须优先适用特别法中之特别法；提倡尽量扩充军法
审判的领域，扩充到不能扩充为止。司法审判与军法审判范围的大小，因
前方后方或戒严与否不同。后方一般轻微刑事案件和民事案件应当充分
利用调解方法解决。李立侠的《抗战建国期间司法的重要性》〔３〕一文论
述了司法的重要作用，并提出应当健全司法机关，主张司法独立；应提高
司法效率，增加办事的机动性和自主性。胡恭先在《抗战时期的立法和司
法》〔４〕一文中提出：审判案件应当较之平时严厉、迅速；检察官应积极履
行职责；司法院应厉行考绩。司法行政部部长谢冠生的《抗战建国与司
法》〔５〕一文指出司法在监犯调服军役和协助兵役的推行上对军事胜利的
帮助。同时，还有若干专著面世，如张知本、张庆桢等人编著的《抗战与司
法》〔６〕一书在法治与抗战建国、抗战一年司法设施、抗战期间的司法行政
改革、司法制度改革、立法政策、民法与刑法和改进西康司法等几个方面
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并提出了各自的见解。李生泼的《战时司法》〔７〕一书
在战时司法的意义、高等法院巡回审判制度、战时处理刑民事案件办法、
战区司法人员的安排、监所犯人的安置办法等方面阐述了自己的主张。
孙仁山编著的《惩治贪污条例释义》〔８〕一书与朱观编著的《刑事诉讼法要
义》〔９〕一书对于具体的刑事法律条文、判解进行了整理和归纳。此外，最
高法院、司法行政部、中华民国法学会、陈璞生、沙千里等机构和个人对当
时国民政府颁发的法律法规及各种司法解释进行了汇集和整理，并集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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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
抗战胜利后，１９４８年时任国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部长谢冠生主持编著

的《战时司法纪要》一书，从司法行政部隶属之变更、增设各省法院、简化
诉讼程序等２６个方面归纳总结了１９３７年至１９４７年的战时司法大概情
况，对于战时刑事审判研究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除此之外，研究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的相关政治、社会、文化、经济、
金融制度的成果较多。如重庆出版社１９９５年出版的丛书：《重庆国民政
府》（杨光彦等主编）、《抗战时期重庆的经济》（韩渝辉主编）、《抗战时期重
庆的教育》（李定开著）、《抗战时期重庆的文化》（苏光文主编）；２００８年出
版了重庆市档案馆和重庆师范大学合编的《中华民国战时首都档案文献》
丛书（５卷本），从国民政府之迁都（定都与还都）、战时动员、战时工业、战
时金融、战时社会等五个专题进行了文献整理和收集；２０１１年出版了《中
国抗战大后方历史文献联合目录》（上、中、下）、《抗战时期重庆大轰炸日
志》、《重庆大轰炸档案文献：财产损失》、《抗战大后方歌谣汇编》、《英雄之
城———大轰炸下的重庆》、《重庆大轰炸档案文献：轰炸经过与人员伤亡》、
《抗战时期西南后方社会变迁研究》、《重庆大轰炸档案文献：证人证言》等
著作。这些研究成果，是对抗战时期抗战大后方的中心———陪都重庆的
政治、经济、文化研究的基本资料。

但是专门从刑事审判制度和实践两个角度来研究战时大后方刑事审
判与犯罪惩治，目前还没有直接研究成果；在当今的法律史教材中，抗日
战争时期的刑事审判制度基本上是空白。谢振民编著的《中华民国立法
史》（上、下册）〔１〕、张晋藩主编的《中国司法制度史》〔２〕、朱勇主编的《中
国法制通史》（第９卷）〔３〕梳理了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刑法和刑事诉讼法
的基本问题，但对于抗战大后方这样具体时空的法制情况则关注较少。

目前学界对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刑事法制的研究成果，与本书主
题———“抗战大后方的刑事审判改革与实践”有一定关联性的主要有：南
京大学陈书梅和陈红民撰写的《抗日战争时期立法院的立法工作述
论》〔４〕，根据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资料，从战时法令、一般法令
和立法院其他活动等几个方面，对立法院在抗日战争时期的立法活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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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比较全面的概述。四川大学黄小彤的博士学位论文《民国时期民控官
的途径与控案处置———以川政统一后的四川基层政权为例》〔１〕，以２０世
纪三四十年代的四川为例，着重探讨了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民控官的途径
以及控案处置，以揭示该制度的实质，并深入展现该时期的社会政治实
态。四川大学吴燕的博士学位论文《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四川基层司法审
判的现代转型》〔２〕关注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四川各县诉讼的全过程，通过
起诉书、判决书，直接观察这一时期四川普通民众民事法律观念的形成、
变化，从基层司法建设的举措及成效、基层司法的实践研究基层司法的转
型。张仁善的《司法腐败与社会失控（１９２８—１９４９）》〔３〕一书对民国后期
的司法混乱与腐败的现象作了深入的分析。苏州大学孙宝根的博士学位
论文《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缉私研究（１９３１—１９４５）》〔４〕指出抗战全面爆发
后，国民政府全面调整缉私工作的整体格局，统一缉私机关，颁行一系列
规章制度，规范缉私行为，明确缉私职责，建立了统一的战时缉私制度，取
得了显著的缉私成效。四川大学鲁克亮的博士学位论文《政治腐败、认同
危机与政府应对———民国时期广西民众控告县长》〔５〕，冯尚的《南京国民
政府禁止烟毒立法浅析———以南京国民政府“二年禁毒、六年禁烟”时期
（１９３５—１９４０）为中心》〔６〕，梁敏捷的《试论抗战时期国统区司法改
革》〔７〕，黄小彤的《从军法到司法：２０世纪三四十年代国民政府贪污案审
理权的转移》〔８〕，盛波的《陪都时期重庆法律人群体的特征研究》〔９〕，王
圳霖的《南京国民政府训政时期的司法实践研究》〔１０〕；孟国祥、程堂发合
著的《惩治汉奸工作概述》〔１１〕，张群的《抗战·军婚·人权———我国近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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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小彤：《从军法到司法：２０世纪三四十年代国民政府贪污案审理权的转移》，《云南民族大学
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７年第２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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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人婚姻立法初探》〔１〕，高远的《抗日战争时期四川匪患治理研究》〔２〕，
曾代伟、盛波合著的《陪都时期重庆法律人群体的特征》〔３〕，谢冬慧的《南
京国民政府时期刑事审判制度述论》〔４〕，曾代伟的《民国时期刑事审判中
的自由心证———基于司法档案的考察》〔５〕，李雅茹、潘敏合著的《国民政
府惩治汉奸法令述论》〔６〕，等等，这些研究成果范围较广，对于近代国民
政府的刑事审判制度与实践进行了有益的探索，然而具体涉及抗日战争
期间大后方刑事审判的不多。

三、论题研究方法

不同的研究方法会导致不同的研究成果，科学方法的运用对于一本
书的研究和完成而言尤为重要。法律史学作为一门交叉学科，兼顾法学
和史学的研究方法。本书在指导思想和研究方法上，坚持以历史唯物主
义为指导，结合历史学、法学、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对抗战大后方特别是战
时首都重庆的刑事审判改革和实践进行整理和分析，用历史的、全面的、
发展的眼光考察近代中国刑事法制的传承和发展，探究其原因和规律，总
结其经验和教训。具体而言，本书主要采取以下研究方法。

第一，法社会学的方法。注重刑事案例及犯罪惩治所处的社会背景
与传统文化之间的联系，并通过个案的深入剖析，体现一些大的问题。

第二，客观的方法。实事求是地研究和评价抗战大后方刑事审判历
史，在挖掘其真实面目的同时，不以是为非，亦不以非为是，更不能因为阶
级立场差异而否定其作用或价值，而拒绝汲取其有益内容，应尽量对于抗
战大后方刑事审判活动的内容和影响作相对客观、准确、全面的评价。

第三，档案文本分析的方法。通过对一系列重庆市档案馆馆藏的司
法档案进行比较、分析、综合，从中提炼出自己的观点和思想。从微观入
手，着眼宏观，力图避免先入为主，保持“价值中立”理念，增强研究对象和
研究结论的客观性，试图发现一些重大理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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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比较分析法。通过战时与战前战后、战区与大后方的刑事审判
制度的对比，寻找它们之间的相似性、差异性及其原因之所在，并借以解
释说明该特定时期———战争状态下的大后方的法律运行现象，探讨特定
历史状态下的刑事审判制度，并为当今中国刑事审判改革的路径选择提
供借鉴之处。

四、论题创新之处

本书论题的创新之处主要有以下三点。
（１）研究视角上的独特性。目前，学界大多关注常态下的刑事审判研

究，即研究民国时期国民政府的刑事审判；而非常态下的刑事审判状况的
研究成果鲜见，尤其是在战争状态下，在关系民族生死存亡的特定时期，
国民政府的刑事审判实践较少受到关注。本书的选题和研究视角拓展了
民国时期刑事审判的研究视野，也深化了对司法审判功能及刑事审判与
社会关系的认识。

（２）研究资料上的新颖性。研究民国刑事审判离不开民国司法档案
资料，它能真实地反映刑事审判的实然状态。战时首都重庆的司法档案
资料丰富完整，真实地反映了当时法律制度的运行状况。其中的起诉状、
答辩词、庭审笔录、判决书等，具体详细地记载了抗战大后方的刑事审判
实践活动。目前学界使用该资料的不多，本书以之为资料主体，研究大后
方的刑事审判活动，在资料使用上有一定的新颖性。

（３）观点上的创新性。新的研究视角加上新的研究资料，其结论也就
有可能得出新的观点；而对于那些以为战时刑事审判与非战时刑事审判
大相径庭的通说提出质疑，能加深对国民政府时期刑事审判的整体性认
识，这也是本书的学术价值之所在。



８　　　　 ? 抗战大后方刑事审判改革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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