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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喜事。它的问世，对加强今后法院的工作和搞好法院自身的改革将

有着积极的和重要的意义。

，《楚雄州审判志》以记实的文字，记述了楚雄州境1987年以前审

判工作的概况，特别是本着详今略古的原则，比较详尽地记述了新中

国成立以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州人民法院的创立、发展和

曲折前进的进程，充分肯定了所取得的重大成绩，也实事求是地记述

了曾经发生的失误和挫折，总结了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和教训。以

史为鉴是我们编撰审判志的目的，我们要以志书为鉴，了解历史，认

识历史，从历史的事实、事件中吸取经验和教训，使我们在今后的工

作中避免或者减少失误和挫折，让我州法院的建设和审判工作沿着

正确的道路健康发展，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做出应有的贡献。

目前，法院面临着十分艰巨的任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

发展，对法院的审判工作提出了更新、更高的要求，要完成这些艰巨

的任务，适应更新、更高的要求，需要法院干警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本着继往开来的精神，使法院的各项工作不断地迈上新台阶。我想，

读者可以从这部志书中获得有益的启迪。只要我们认真地总结和吸

取过去的经验、教训，以史为鉴，勇于改革和探索，一定能够完成新

时期人民法院所担负的各项任务≯更好地为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服

务。

由于客观上的原因，本志书记述的事实难免有遗漏和不准确的

地方，请读者给予指正o ，

“

普桂和

一九九六年五月八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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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凡：j 例
1、宗旨。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

以来的路线为指导，贯彻实事求是的基本原则，如实记述楚雄地区审

判工作的存在、变化、发展，为司法工作提供历史的借鉴，为了解彝

州、促进彝州的发展和繁荣服务· 舂

2、结构。分为序言、凡例、目录、概述、大事记、专志、文献

辑存、附录等8个部分，约60万字。概述、大事记和专志是志书的

主体。专志分为1l章，章内分节、目。专志以审判工作的类别为横

线，以时间顺序为纵线，力求做到横不缺项，纵不断线，叙述全面，

并穿插了一些图表，协助表达。

3、断限。上限不限，下限1987年。 ，

4、地域。以1987年楚雄彝族自治州所属10市县为主要记述范

围。由于行政区域变迁的影响和审判级别管辖的分工，有时为了保持

所叙事物或审判活动的完整性、准确性，也叙及州外其他地区或省级

政权机关的活动。 ，

5、文体。使用记叙体进行记叙，寓观点于记叙之中，力求述而

不论。涉及国家、政党、政权机关、团体和个人的名称均直叙其名，

不加褒贬之辞。
’

6、数据。依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国家出版局、国家标准

局、国家计量局、国务院办公厅、中宣部联合发布的《关于出版物上

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安排使用数据。年度统计数字使用司法统计报

表的数据，专题统计数字用专州法院的统计数据。

7、文字。使用现行汉民族文字记叙。并依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

员会1986年公布的《简化汉字表》使用简化字。

8、标点。依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和新闻出版署1990年3月

联合发布的《标点符号用法》安排使用标点符号。．

9、注释。用脚注注释。 ，

10、引文。若原文有错别字和掉字，用方括号[]将补正或纠

正的字标出，如：“上级法院在一定时问⋯⋯对已发生法律效力的判

决裁定的案件分类排队，逐步审核，集中评议，是帮助审判人员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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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水平，划清政策界限，不放(纵]一个坏人的积极有效的办法。”

11、资料来源。主要来源于历史文献和档案资料，个别资料来源
于知情者的回忆笔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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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雄彝族自治州位于云南省北部，东与昆明市相邻，西与丽江专区和大理白族自治州

接壤，南至思茅、玉溪两专区边界，-北与四川省攀枝花市和凉山彝族自治州相望，其地球

版图的经纬位置是东经100。43’至102。30'，北纬24。13’至26。30’，属中华人民共和国云南省．

的一个专区级民族自治地方。全州总面积29258平方公里，人口238．65万余人①。中华人

民共和国在楚雄州境内设有州级地方自治机关——州人民代表大会和州人民政府．州级自

治机关辖楚雄市、双柏县、牟定县、南华县、姚安县、大姚县、永仁县、元谋县、武定县、

禄丰县等县级行政区域。与地方国家权力机关相适应，州内设有州级审判机关——楚雄彝

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和县级审判机关——楚雄市人民法院、双柏县人民法院、牟定县人

民法院、南华县人民法院、姚安县人民法院、大姚县人民法院、永仁县人民法院、元谋县

人民法院、武定县人民法院、禄丰县人民法院。本书系记述楚雄州境审判机关沿革和工作

情况的一部地方专业志。
‘

据考古工作认定：在距今300万年至800万年的时间内，楚雄州境曾有类人猿在活动，

但它们是猿不是人，考古工作者据化石的发现地将它们分别命名为。禄丰腊玛古猿”、搿元

谋蝴蝶腊玛古猿一。在距今170万年左右，楚雄州境曾有人类的一个亚种在生活；考古工作

者根据化石的发现地将其命名为。直立人·元谋新亚种捧，简称“元谋人片。。元谋人”是地

。球上最早的人类之一．考古工作还表明，楚雄州境的早期人类经历了旧石器时代、新石器

时代．这两个时代都属原始社会时代。据‘尚书)、‘吕氏春秋》等早期文献记载，距今约．

4000年左右，当黄河流域的夏族进入夏、商、周等奴隶制社会的时候，楚雄州境曾生活着

氐、羌、雾、濮等族群。史家认为，这些族群属于原始社会末期以血缘为纽带联结起来的

部落，过的是游牧和采集相结合的生活。部落内有简单的劳务分工，但尚未产生具有强制

性、主权性和普遍约束性的国家政权．在原始社会里，人们过着群居生活，共同劳动，互

相扶持，顽强地与自然界搏斗着。在搏斗中，人类改造着自然，也改造着自己。由于生产

工具简单，生产力极低，饥寒交迫是常有之事，所以人类中没有贫富分化，没有阶级，没

有剥削，没有压迫。调整社会成员之间相互关系的行为规则是不成文的传统习惯。一切按

传统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习惯行事。元谋县大墩子新石器遗址和永仁县菜园子新石器遗址

的发掘和研究都表明了楚雄州境确实存在着人类原始社会的石器时代。

楚雄市万家坝和牟定县伏土龙等地出土的青铜器表明，公元前六百多年，楚雄州境的

人类已进入奴隶制时代．大大小小的部落酋长或首领统率着自己的民族生衍繁息。有的民

族还进入了以农业为主的定居生活，形成了较为固定的活动区域，具有自己统一的语言、经

①此为1993年末的统计数据．

1

≯，：，．，^

：，鲁

．札

J，I

。，》，管移婶‘，

乒

≯

，l，专

^

F。



《楚雄州审判志’

济生活、风俗习惯、宗教信仰和心理素质．部落与部落之间常发生战争，被征服的民族和

战争中的俘虏成了征服者的奴隶。到了公元前三百年左右，楚雄州境及其附近巳出现了奴

隶制国家雏形。<史记·西南夷》中所记载的靡莫、劳浸、邛都、滇国等都是在楚雄州境及

其附近建立的奴隶制国家。

公元前339年至公元前329年，楚威王派部将庄跞略滇，楚国势力到达楚雄州境的禄

丰、楚雄、姚安一带。公元前308年，秦国取楚国商于之地置黔中郡，庄跞及其部属被迫

落籍滇池地区，与焚入融合，楚雄州境的东部、中部和南部成为滇国辖地。公元前285年，

’秦国蜀郡太守张若取笮及其江南地①，楚雄州境西北部被纳入秦国势力范围。公元前109,

年，西汉王朝征服滇国，楚雄州全境被纳入汉朝版图。公元前112年，西汉王朝征服邛、笮

等部落，设越惜郡管理邛、笮地区。次年，西汉在泸水②北岸设三绛县，在青蛉水③设青

蛉县，两县归越僖郡管辖，这是楚雄州境设立地方政权机构之始。此后，西汉王朝又在楚

雄州境设立了弄栋县、秦藏县、双柏县。西汉时期县级地方行政区的划分沿袭秦朝的习惯，

一般以一万户为设县的标准。在当时情况下，楚雄州境设置了5个县级地方政权，应该说

是比较完善的了。东汉时期沿袭匿汉建置，仍以上述5县作为楚雄州境的县级建置。公元

188年，东汉王朝为了镇压农民起义，将汉武帝时期分设的13个州级监察区改设为中央之

下郡之上的地方政权机关，越崔和益州郡归益州管辖，州治成都。公元225年，蜀汉政权

在楚雄州境设云南郡，郡治弄栋城，辖青岭、弄栋2县，楚雄州境开始出现郡、县两级地

方政权，秦臧、双柏、三绛等县继续存在．西晋时期，楚雄州境的地方政权有云南郡、青

蛉县、弄栋县、三绛县、秦藏县、双柏县，这些郡县都归公元271年设立的宁州管辖。公

元306年，流民起义军首领李雄在成都建立成国政权，楚雄州境成为成国与西晋、东晋争

夺的对象，所以地方政权区域发生过较大的变化，除保留有青蛉、弄栋、秦臧、双柏等县

外，还分设过新安、经云、永丰、临江、麻应、遂安等县，也设过兴宁和建都两个郡级地

方政权。南北朝时期，楚雄州境先后归属过宋、齐、梁、陈等朝，但从公元548年起即成

为爨氏自主的地盘。隋朝时期，废除了郡级地方政权机构，只设州县两级地方政权，隋朝

统治者曾派军队征服过楚雄州境的土著民族，但征服之后没有建立起健全的地方政权机构，

有的地方设立了管辖范围较小的州，有的地方仅由驻守在惜州的将领。岁一至其地”抚慰

一下，有的地方则“弃其地”④，置之不管。唐朝前期，唐朝统治者在楚雄州境设置过州、县

级地方政权。此外，唐朝还在弄栋城设置过权力在州级地方政权之上的军政合一的地方政

权机构——姚州都督府。唐朝把姚州都督府视为西察洱海，东镇滇池，南抚威楚的战略要

地，把云南境内的57个羁縻州置于姚州都督府的管辖之下。唐朝天宝年间，南诏两败唐军

之后，楚雄州境成了南诏的辖地。南诏是奴隶制兼封建制的国家，南诏统治者在楚雄州境

①【晋】常璩t‘华阳国志·蜀志'．笮，即1四111省盐源县、盐边县和云南华坪县、永胜县、宁浪县一带，江南地
皮包括宾川、大姚、永仁等地域．

②泸水。即金抄江．
‘

⑧青蛉水t即青蛉河，龙川江支流，在大姚、元谋两县境内． ，

④‘资治通鉴·唐纪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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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过军政合一的节度地方政权，在节度之下设过府、州、县的地方政权机构。大理国时

期，大理国统治者在楚雄州境设置过府、州、县、赕、川等地方政权，也曾认可罗婺部、罗

部、华竹部、白鹿部等自然形成的土著部落政权存在。元朝初期，蒙古统治者在楚雄州境

设过万户府、千户所、百户所等军事管制政权。云南全境平定后，元朝统治者在楚雄州境

设过路、州、县三级地方政权。明朝时期，明朝统治者在楚雄州境设置过府、州、县三级

地方政权。清朝时期，清政府在楚雄州境设置过府、直隶州、县、散州等地方政权。民国

初期，云南军政府在楚雄州境设置过府、直隶州、县、散州地方政权。从1929年起，蒋介

石政权在楚雄州境设置过县级地方政权。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楚雄州境设置过专区

和县两级地方政权．经国务院批准，1958年4月裁撤专区级地方政权，建立楚雄彝族自治

州，形成州、县两级地方政权．． ．，
，

，

狱讼官署是执掌司法的机关。从秦汉至民国中期，楚雄州境的狱讼官署都由地方政权

充当，地方政权长官集行政权和司法权于一身。执掌一地之政，治理地方，决讼断辟，劝

农赈贫，讨猾除奸，兴养立教，是地方政权长官的基本职权。在地方政权长官牢牢把握地

’方审判权的同时，国家也设置一定属员辅佐地方政权长官兼理司法，但这些属员只属具体

办事人员，无审判权。1924年，楚雄州境开始出现与地方行政机关相分离的初级审判机关

——武定司法公署，但这一初级审判机关仅存在了4年就在人、财两乏中撤销了。1941年

9月20日，楚雄州境诞生了与地方行政机关完全分离的初级审判机关——楚雄地方法院。

这一审判机关实行审检合署制，检方承担公诉机关的职能，院方承担审判职能，但这一审

判机关只能管辖楚雄县内一般普通刑民案件，特种刑事案件、重大普通刑事案件、行政诉

讼案件，仍归地方政权长官或上级政权机关管辖。1945年至1946年，楚雄州境未设地方法

院的各县相继建立县司法处。县司法处是从行致长官兼理司法向司法独立的过渡性机构，只

一受理辖区内的一般刑、民案件的审判，检举、勘验、缉捕、递解、公诉、刑事执行等司法

工作仍由县级行政长官执掌；特种刑事案件、重大普通刑事案件和行政诉讼案件的审判权

由地方行政长官分级管辖。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时，依I：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

领》的规定，废除了国民党政府的一切法律、法令和司法制度，制定保护人民的法律、法

‘令，建立人民司法制度。楚雄州境最初建立有专员区人民法院和县级人民法院，同时还依

1950年7月14日政务院第四十一次政务会议通过的I：人民法庭组织通则》，在各县成立了

直接受县人民政府领导的人民法庭。《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暂行组织条例》颁布后，专

员区人民法院改为省人民法院的分院。依人民法院暂行组织条例的规定，各级人民法院

(包括最高人民法院分院、分庭)为同级人民政府的组成部分，受同级人民政府委员会的领

导和监督，其审判工作也受上级人民法院的领导和监督。根据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必须

领导一切的规定，各人民法院在审理案件的过程中还严格遵循着同级党委审批重大案件的

制度。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中华人民共

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颁布施行后，云南省人民法院楚雄分院改名为楚雄地区中级人民法

院；中级人民法院和县级人民法院都从人民政府的体制中分离出来，形成独立的审判体制，

3



<楚雄州审判悫》

各人民法院对本级人民代表大会负责并报告工作．此外，各人民法院在审判过程中仍严格

遵循着由地方党委审批重大案件的制度。1958年4月15日，楚雄彝族自治州成立，楚雄地

区中级人民法院改名为楚雄彝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1958年。大跃进”的并县活动中，县

级行政建制被裁撒的地方，其县级人民法院亦被裁撤。一年后，县级行政机构恢复的地方，

其县级人民法院随之恢复。“文革"期间，州、县人民法院都被取消，州级政法部门的职权

由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和州革命委员会人民保卫组行使，县级政法部门的职权由县公检

法军事管制领导小组和县革命委员会人民保卫组行使。审判工作被降低为一般事务性工作，

由公检法军事管制机构和人民保卫组中的办案组负责办理，重大案件报党委审批。1973年

9月至1974年8月，军事管制机构和人民保卫组裁撤，州县人民法院恢复。1979年lo月，

依中央指示精神，地方党委停止执行审批案件的制度，各人民法院执行以事实为依据，以

法律为准绳，对案件实行独立审判的制度。1983年10月，楚雄撤县设市，楚雄县人民法院

改为楚雄市人民法院。自此，州、县(市)人民法院的格局稳定下来。

审判机构与地方行政机构相分离后，审判机构的内部组织和机构设置经历了由不完善

到逐步完善的历程。民国时期，审判机关与检察机关在职能上没有截然分离，地方法院和 、

各县司法处的内部没有明显的刑、民分工，公证室、提存所等司法行政机构也设在审判机

关之内。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审判机关与检察机关截然分开了，但刑、民分案审理和

审判机关与司法行政机关的分离则经历了较长的过程。1950年至1953年，各人民法院内设

有审判委员会，但没有刑事审判庭和民事审判庭之分，而是划分为审判、行政、后勤等三

个部分。1950年至1952年建立的镇反法庭，依1950年7月公布施行的‘人民法庭组织通

则》的规定，“其性质是县(市)人民法院之民事庭、刑事庭之外的特别法庭”，“直接受县

(市)人民政府的领导，同时又是县(市)人民法院的组成部分之一’’。1951年12月至1952

年5月开展的。三反运动’’中在专区机关建立的。三反人民法庭力和1954年普选工作中建

立的普选法庭，都属特别法庭的性质。1953年7月至1954年11月建立的一平浪人民法庭，

则属工矿专门法庭。1954年制定的人民法院组织法颁布施行后，各人民法院内部继续保留

有审判委员会的同时，开始建立刑事审判庭、民事审判庭、司法行政科等机构，同时在人

口较聚居的地区或案件较多的地方建立县人民法院的派出机构——人民法庭。依人民法院

组织法的规定，这样建立的人民法庭。是基层人民法院的组成部分，它的判决和裁定就是

基层人民法院的判决和裁定”。1958年至1959年的。大跃进一中，各人民法院的刑事审判

庭和民事审判庭被取消，，代之以分片包干的巡回审判组。巡回审判组既管刑事审判又管民

事审判，同时又兼管指导基层调解组织．1959年7月，在恢复各项审判制度和程序的工作

中，各人民法院的刑事审判庭和民事审判庭得以恢复。。文革”中法院被取消期间，审判委

员会、刑事审判庭、民事审判庭、司法行政科、人民法庭等法院内部组织和机构都随之消

亡．“文革劳后期，州、县人民法院恢复后，刑事审判庭、民事审判庭、司法行政科等机构

随之恢复，同时开始在州中级人民法院建立中国共产党的基层党支部，而人民法庭则延至

1976年8月及其以后才陆续恢复．州、县两级法院的审判委员会直到1980年才全部建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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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1月，州中级人民法院内开始建立中国共产党党组。1980年，司法行政机构从人民

法院内分离出去，法院内部建立专管行政事务的机构——办公室．与此同时，各人民法院

开始建立经济审判庭。1984年，州中级人民法院在机构改革中增设了审判监督庭、执行庭、

信访科、研究室、人事科等机构。1985年1月，州中级人民法院建立中国共产党的基层组

织总支部委员会。至1986年，全州人民法院基本实现经济审判工作从民事审判中分离出来，

执行工作从审判工作中分离出来，审判监督工作由审判监督庭具体办理。1985年3月，全

国法院干部业余法律大学云南分校楚雄分部成立，同时成立其办事机构——业大办公室。

1987年3月，全州县级人民法院普遍建立中国共产党党组。同年10月，州中级人民法院建

立行政审判庭，裁人事科，设政治处。至此，全州法院系统基本实现党务、审判、行政分

类管理体制．法院院长既是党组书记，又是行政首脑，也是院内最高审判组织——审判委

员会的组织者和主持者。副院长协助院长工作，并分管一定的工作。+．
‘

刑事审判是审判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原始社会末期，随着私有制的产生出现了阶级

和阶级压迫，继而出现了国家政权，刑事审判也就开始了。楚雄州境的刑事审判由于历史

发展的特殊原因，从秦汉至民国都表现为两种基本形式。一种形式是土著民族内部对战争

中的俘虏和本民族内部违反部族规章制度的行为进行的审判，另一种形式是中央王朝设置

的政权机关对被统治民族和人民违反中央王朝刑法的行为进行的审判。第一种审判原本不

具有刑事法律处罚的性质，但由于封建王朝先后实行羁縻政策和土司制度，所以部落的审

判得到封建王朝的认可，未受到干预，长期沿袭下来。此种审判一般无规范性的刑种和刑

罚，而是依部族内部不成文的规章、制度和习惯进行，世代沿袭i审判中具有明显的残暴

性、随意性和神明裁判性。其具体处罚都是生命刑、肉体刑或役使刑，同时附加财产刑。役

使刑中一般都是没为奴．由于审判无正规记录，也不建立档案制度，所以原始审判资料保

存下来的极少，多数都是从后来的调查研究人员撰写的文章和材料中反映出来。第二种审

判，在秦汉至隋唐都开展得不多，主要是针对着不服从中央王朝管辖的反叛行为进行。中

央王朝对楚雄州境各土著民族的反叛行为，首先是采取军事镇压，在迫使土著民族放下武

器投降归顺的基础上，再动用司法机关予以处理。司法机关处理时，主要是对军事进剿中

因负隅顽抗而被俘获的头目、骨干及其毙俘头目骨干的家属。在具体处理上往往刑事处罚

与宽大相结合，既体现封建统治者对反叛行为的决不容忍，又体现封建统治者对边疆土著

民族的怀柔，达到震慑犯罪，收买人心，巩固边疆之目的。南诏和大理国是奴隶制兼封建

制国家，统治者一是把土地收归统治者和奴隶主贵族所有，并给统治者和奴隶主贵族许多

特权，二是对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实行残酷镇压，将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降为奴

隶。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丧失了生产资料和一切自由权，成了会说话的工具，除了给

统治者和奴隶主贵族耕种土地、饲养家畜家禽和承担家务外，还常常被迫对外征战，替统

治者充当炮灰．审判工作也是建立在这一系列阶级对立的基础之上．元、明、清时代，随

着中央王朝在楚雄州境的地方政权机构的健全、巩固和发展，除了中央王朝对楚雄州境的

谋反、谋大逆、谋叛等十恶案件予以高度重视之外，司法机关对诸杀、殴伤、诸奸、六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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