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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班固编修<汉书·刑法志》，首创司法志书体例，，后为

《晋书》、《旧唐书>、<宋史》、《明史：}及‘清史稿》等历代正史所

沿袭。清宣统《湖北通志'记载有司法内容。新编<湖北省志·

司法》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记述了自1838年至1986年湖北

省司法一个半世纪的历史过程，反映了司法活动鲜明的阶级性和

每一时期的历史特点。． ，

+ +t

司法机关是重要的国家机器，法律制度是历代统治阶级意志

的集中表现。湖北在全国政治经济上占有重要地位，历史上出现

过许多重大司法．活动和著名人物。清代，湖广总督林划徐禁烟禁

毒，提出。禁烟六第”；太平军四进湖北境地，宣扬和实行太平天

国的司法制度；张之洞为维护封建统治而推行新政，创立警察，改

良监狱。这一时期先后发生的崇阳钟人杰农民起义案、刘静庵

。目知会，，J案、詹大悲、何海呜。大江报’案和彭楚藩、刘复基，

扬宏胜武昌辛亥首义案，均属高举推翻清朝封建统治的义旗而惨

遭屠杀的英勇悲壮、可歌可汪的重大案件f此外，还发生了湖北

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暴行而横遭清廷镇压的14起教案．。领事

裁判权”的出现和华洋诉讼的实行，使湖北封建司法制度逐步吴

有丰殖民地丰封建性质，使湖北人民遭受国内外统治阶级的双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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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压迫，而毫无人权可言。

民国时期，鄂军政府创建资产阶级革命法翻；北洋政府恢复

旧制，残酷杀害工人领袖林祥谦、施洋，制造震惊中外的“二·

七”惨案；武汉国民政府改革司法，实行新司法制度，先后匍定

和颁发200多项法律、法令和法规，如董必武主持制定的《湖北

省惩治土豪劣绅暂行条例》等，为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提供了有力

的法律武器；1927年7月，汪精卫步蒋介石后尘，叛变革命，国

民政府逐步实行司法党化、行政化、特务化，把矛头直接指向共

产党人和革命人民，制造许多骇人听闻的惨案，以其司法活动配

合国民党军队的军事战争，竭力维扩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

资本主义的统治。中共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李汉俊、中共第

一任妇委书记向警予、中共湖北省委委员夏明翰、中共湘鄂西特

委书记何功伟在敌人的法庭上和监狱里坚持斗争，不屈不挠，直

到壮烈牺牲。
‘

_一

‘；

1民国时期与国民党政权相对峙的共产竞领导下的湘鄂西、湘

鄂赣、鄂豫皖、湘鄂川黔等革命根据地和鄂豫边区、解放区，在

广泛发动群众积极开展武装斗争的同时，为建立红色根据地，巩

固苏维埃政权，保护公民合法权益，镇压土豪劣绅，打击敌特分

子和各种犯罪活动，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立法、’司法工作，如颁布

并实行《土地革命法令'，《保护工农法令'、‘保护人权法令》、

<婚姻法令》、《肃清反革命法令》、《苏雏埃政府革命法庭的组织与

政治保卫局的关系及其区别》、‘破坏抗日秩序治罪暂行条例)等

等。革命根据地和解放区的司法制度，体现了依靠群众审理案件、

注重调解、严禁刑讯等显著特点和重要原则，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制建设的渊源。十年内战时期在错误路线

指导下错判错杀的教训，也已被后来的法制建设引为鉴戒。t
·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湖北法制建设是国家法制建设的重

要组成部分，随着各个时期政治、经济形势的演变而演变，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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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革命”中法制建设被破坏的教训。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

全会以后，司法工作走上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

设的轨道，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绩。平反昭雪一大批冤假错案，保

证了社会主义民主争法制建设的顺利发展。 。

鉴于《湖北省志·司法》的政治性强、专业性亦强的特点，并

且要突出湖北特色，故全书按历史发展阶段分为晚清、民国和人

民共和国建立后三个时期断代记述。全书采取综速历史，分陈事

项，以纵领横的方法编纂。每个时期首设综述，然后依业务类别

分为公安(治安)，内卫(保安)，检察，审判，司法行政，监狱、

劳改、劳教等事项。综述部分记述了各个历史时期司法的重大活

动及其历史和地方特点，反映出司法在每一历史阶段的重大变化

及性质，起到提纲挈领、保持历史完整面貌的作用。分陈部分则

资料较为丰富，力求脉络清楚。

新编‘湖北省志·司法》，是一项全新的工作，有许多问题值

得撂究，缟纂难度较大。尽管前后经历10年寒暑，政法各部门、

档案系统各单位和各协作单位大力支持，百余人搜集资料，数十

人潜心撰写，各级领导和专家学者不吝指教，但由于编者学识有

限，错漏之处在所难免。故祈望广大读者赐教，不胜感激之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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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

(213)

(216)

(221)

(223)

(226)

(226)

(227)

(234)

(234)

(234)

(238)

(240)

(241)

(242)

(244)

(246)

(246)

(253)

(259)

(259)

(259)

(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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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出庭公诉⋯⋯⋯⋯⋯⋯⋯⋯⋯⋯⋯⋯⋯⋯⋯⋯

4．抗诉⋯⋯⋯⋯⋯⋯⋯⋯⋯⋯⋯⋯⋯⋯⋯⋯⋯⋯

(--)经济检察⋯⋯⋯⋯⋯⋯⋯⋯⋯⋯⋯⋯⋯⋯⋯

(三)法纪检察⋯⋯⋯⋯⋯⋯⋯⋯⋯⋯⋯⋯⋯⋯⋯

1．查处侵犯公民民主权利案件⋯⋯⋯⋯⋯⋯⋯⋯

2．查处其他法纪案件⋯⋯⋯⋯⋯⋯⋯OQ0100⋯⋯⋯

(四)监所检察⋯⋯⋯⋯⋯⋯⋯⋯⋯⋯⋯⋯⋯⋯⋯

1．刑事判决、裁定执行的监督⋯⋯⋯⋯⋯⋯⋯⋯

2．执行劳改方针政策、法律的监督⋯⋯⋯⋯⋯⋯

3．对重新犯罪的检察⋯⋯⋯⋯⋯⋯⋯000 000⋯⋯⋯

(五)控告、申诉检察⋯⋯⋯⋯⋯⋯⋯⋯一⋯⋯⋯

1．受理来信来访⋯⋯⋯⋯⋯⋯一⋯⋯⋯⋯OO·000 000

2．平反纠正冤假错案⋯⋯⋯⋯⋯⋯⋯⋯⋯⋯liO OOO

六、审判⋯⋯⋯⋯⋯⋯⋯⋯⋯⋯⋯⋯⋯⋯⋯⋯⋯⋯⋯一

．(一)刑事案件审判⋯⋯⋯⋯⋯⋯⋯⋯⋯⋯⋯⋯⋯

1．反革命刑事案件审判⋯⋯⋯．．⋯⋯⋯⋯⋯⋯⋯·

2．普通刑事案件审判⋯⋯⋯⋯⋯⋯⋯⋯⋯⋯⋯⋯
， ， ·3．经济犯罪案件审判⋯⋯⋯⋯⋯⋯⋯⋯⋯⋯⋯⋯

‘

4．审判监督⋯⋯⋯⋯⋯⋯⋯⋯⋯⋯⋯⋯⋯⋯⋯⋯

(二)民事案件审判⋯⋯⋯⋯⋯⋯⋯⋯⋯⋯⋯⋯⋯

1．婚姻案件审判⋯⋯⋯⋯⋯⋯⋯⋯⋯⋯⋯m⋯⋯

． 2．财产权益案件审判⋯⋯⋯⋯⋯⋯⋯⋯⋯⋯⋯⋯

(三)经济纠纷案件审判⋯⋯⋯⋯⋯⋯⋯⋯⋯⋯⋯

(四)审判程序制度执行⋯⋯⋯⋯⋯⋯⋯⋯⋯⋯⋯

1．刑事审判程序制度执行⋯⋯⋯⋯⋯⋯⋯⋯⋯⋯

2．民事审判程序制度执行⋯⋯⋯⋯⋯⋯⋯⋯⋯⋯

七、司法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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