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丽 舌

编写《黄冈市法院志》，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据查，在现今黄冈市

辖区，过去未编纂市(地区)一级法院专志。当今编写《黄冈市法院志》

专志，也应当填补本区域法院专志的空白。

古人云：“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又说：“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

郡国者以志为鉴”。现今黄冈市辖区的司法审判，，有着悠久历史。早在

秦朝，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统一中国后，黄冈区域内就开始

设立司法审判机关衡山郡，是为天下“三十六郡”之一。与有的地方相

比，这是黄冈区域司法审判历史的一个特点。随着历史发展，黄冈区域
J

的司法审判，包括审判机关设置等等，发生许多变革、变化。至公元

1922年，黄冈区域内建立中国共产党组织。在革命战争时期，黄冈中共

党组织领导建立起民主政权审判机关，探索、总结、创造出人民司法审

判的有效制度和经验。这与有的地方相比，也是黄冈区域司法审判历

史的一个特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黄冈市(地区)各级人民法院，

在机构设置、法官队伍建设、审判制度改革、坚持公正执法等等诸多方

面，皆有新的变化、创建和发展，显现出许多新的特点。了解历史，总结

历史，学习历史，编写《黄冈市法院志》确实是必要的。

这部《黄冈市法院志》的编写，需要说明以下几点主要情况：

一、编写范围。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立足黄冈市现辖区，追溯

历史，力求反映黄冈市法院的历史发展过程。时间上，首起秦朝时期的

公元前221年，下至公元1999年。审判机关(法院)，历史上曾属黄冈市



辖区而现今划出的，在行文中提及，不作其他记述，不收名录。现今黄

冈市各级法院；以及曾经组建法院，后又撤销，而辖区现属黄冈市管辖

的，统一记述，编人名录。

二、编写资料。以历史典籍、档案文献为主，同时参考相关司法审判

的其他资料；有一部分资料来源于当事人或知情人的口碑。有一些资料

出现相互不一致的，以有文献记载的为准，或结合实际考证后认定。资料

来源一般不注出处，有些在行文中述明。资料求真，编写求实。

三、编写体例。按照“明古详今，详近略远”的原则，横排纵写，纵横

结合。横分司法审判类别内容，纵述黄冈市法院历史和现状。建章立

节，事以类从。第一、第二、第三章，以时期分章，以内容分节。第四章

叙述民国时期黄冈区域内，中国共产党组织领导的民主政权审判。第

五、第六、第七、第八章，以人民法院工作基本门类分章：各章以主要业
，

务分节。第九章为古今案例选编，以案件类别分节。关于纪年，历史朝

代以旧纪年，夹注公元纪年；中共民主政权审判及至人民法院成立后，

使用公元纪年。

四、编写方式。采用语文体、记述体，文字叙述与表格、名录、图片

相结合的形式。依行文需要，志中所记不同时期管辖区域和地名等叙

明情况，再注明简称。法院机构名称；一般在第一次出现时使用全称，

之后记述使用简称。第四章章题，系直接简称。各章设一综述，概括该

章内容；尔后分节，纵向记述。

上记所言，旨在提及《黄冈市法院志》的编写，以及编写指导思想与

主要原则等，谨备存此。
’

编写人

· 1999年11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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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古代司法审判概况

现今黄冈市辖区，在古代封建社会的司法审判，经过历史发展变革

过程。从秦朝始，本区域设置司法审判机关。古代封建社会审判机关

执行封建王朝法律，主要是维护封建君主专制及地主阶级利益，镇压百

姓民众反抗，亦惩处犯罪，调整民事关系。本章概略记述当今黄冈市区

域古代封建毽会的司法审判情况。

第一节 审判机构

古代中国，地方司法审判皆由行政长官兼理，行政机关亦为司法机

关，置主司审判人员。现今黄冈市管辖区l域在古代封建社会(以下称

“黄冈区域”)，一直设置有司法审判机构。秦朝，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

前221年)统一中国后，在黄冈区域置衡山郡，治所邾城(在今黄州城

北)o郡为地方最高一级审判机关。郡设郡守，负责一郡政事，掌管诉

讼审判。衡山郡辖区，相当现今河南信阳、湖北红安以东，安徽霍山、怀

宁以西，南至长江，北抵淮河地区。郡之下设县。秦朝时黄冈区域，一

说未置县，一说设有邾县。据《辞海》载：“秦置邾县”。县设县令，兼理

讼狱。置县丞、啬夫，亦理诉讼。县设狱椽，管理狱政。秦时，乡置啬

夫、有秩、游微等乡官，分掌一乡纠纷讼争、巡察缉捕等事；乡“三老”(被

推举的德高望重者)，亦调处一般的民间纠纷和轻微刑事案件。乡不为

一级审判机构，秦法律赋予乡官一定的审理讼争事件之职权。

汉朝，地方司法审判机构，分为州、郡、县三级；另置封国，大体与郡
1



并行，具有相对独立的审判权。在黄冈区域，汉时先后设立衡山郡、衡

山国、江夏郡(治所曾驻西陵，在今武汉市新州区境内)、蕲春郡。衡山

郡管辖西陵、邾县等县；蕲春郡管辖蕲春、浔阳(今黄梅)等县；郡、县隶

属于豫州(治所先后在今河南省、安徽省境内)。州是地方最高审判机

关，亦是郡县上诉机关。郡置郡守(太守)，执掌司法审判之权o‘郡守之

下设决曹椽史，佐理司法审判。郡为一审的上诉审级。县置县令，掌管

一县之政与司法；下设县丞，助理审判讼狱。县置有啬夫、有秩等官吏，

负责乡村讼事。县为初审(一审)司法机关。汉代，“郡县守令皆有专杀

权”，死刑需待立秋后执行。实际上，汉朝各级审判机关并无明确的案

件审理级别区分o

从三国时期，经晋朝(含西晋、东晋)，至南北朝，战事频繁，政权更

迭。黄冈区域内的司法审判机构，随着地方政权机关的变动而变化。

此时期，地方审判机构大致分为县、郡、州三级，各级在不同时期的审判

辖区亦不同。三国时，置蕲春郡。东晋咸和四年(329年)西阳郡由今河

南光山境内南迁至黄冈区域，筑西阳城(在今黄州城北)。西阳郡领辖

邾县、西陵、蕲春三县，大致相当于现今黄冈市辖区。晋咸康四年(338

年)，豫州由今河南境内南迁至黄冈区域邾城。南北朝时期，黄冈区域

先后置有齐昌郡(治所在今蕲春县境)、永安郡(治所在今浠水县境)、建

宁郡(治所在今麻城市境)、齐安郡(治所在今麻城市西南)，等郡。此时

期，黄冈区域先后置有衡州(治所在今麻城市境)、蕲州、沙州(治所在今

麻城市西北)、江北州(治所在今红安县境)、东义州(治所在今麻城市
●

●

东)、巴州(治所在今浠水县境)，等州。这一时期，州辖郡、郡辖县，其行

政区划变化较大。县设县令，兼理司法审判；设县丞，佐理诉讼司狱。

郡置太守，掌理司法。州设刺史，断一州讼案。州是地方最高一级审判

机关。审理案件，一般是先由县令判决，县不能决断之案，呈送郡太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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