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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铜川法院志》的出版，是全市各级人民法院全体干警值得庆贺

的一件大事。

中国历史上有“盛世修志”的优良传统。1978年12月，中国共产

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后，国家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

时期，全国出现了Ⅳ百业振兴”、 “政通人和"欣欣向荣的新局面。

所以，修志工作势在必行，这是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的要求和

新中国盛世英姿的一种展示，也是中共中央、国务院赋予的继承历

史、反映现实、服务“四化”、有益后世的光荣重任。

《铜川法院志》是在中共铜川市委的领导下，陕西省高级人民法

院的关怀指导下，在中共铜川市中级人民法院党组的直接领导与参予

下，历时两年半的时间，于1 988年9月完成了初稿工作。在编写时，

始终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针，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

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本着详今略古，继承历史，实事求是，反映现实，力求使志书真正起

到为“振兴铜川、建设铜川”提供法律借鉴和参考资料的作用。

《铜川法院志》共18章80节。约计1 o万余字。主要记述了民国

32年(1 943)同官县(1 946年改为铜川县)建立司法处，到1949年4月28日

铜川解放至1 986年底，铜川县司法处和县、(市)人民法院及市中级人

民法院44年的历史和现状。特别是全面系统地记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后，铜川各级人民法院各个时期的审判工作，在打击敌人，惩罚

犯罪，保护人民和调处民事、经济纠纷，维护社会秩序，保卫社会

主义建设和促进改革开放等方面所取得的经验和教训。雄辨的事实同

国民党时期的司法机关镇压人民，维护剥削阶级利益的反动本质形成

了鲜明的对照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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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志是一项开拓性的新工作，在编写过程中，由于时间紧，编写

人员水平有限，加之缺乏这方面的经验，因而错误和疏漏之处在所难

免，敬请读者及同行们批评指正。

；乞(韬苏
一九八九年九月三十日

张开宏系铜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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