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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义地区志·审判志》编写说明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

导，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实事求是地记载遵义地

区地、县两级审判机关明清以来的发展历史和现状。

二、本志力求全面，要事不漏，大事重笔。时间上限自明万历二十九年(公

元1601年)，下限至公元1997年。因历史衔接及收存部分史料所需，个别地

方超出所限。

三、本志资料，主要来自历史文献、各类档案及经考证鉴别之口碑材料，力

求翔实可靠。个别史实有不同说法的，或诸说并存，说明资料不同来源；或经

考证后，选取较为可靠的记载。

四、本志除引文之外，一律用现代汉语记述。专业名词术语、计量单位及

数字用法，一律以国家公布的规范或有关部门颁布的标准为准。历史资料中

涉及的名词术语及度量衡单位，按原有资料记述，视情况加注今名或换算成现

行法定计量单位。

五、年代表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使用当时称谓的年号，用括号注

明公元纪年；建国后采用公元纪年。

六、使用简称，均在第一次使用全称后加括号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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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遵义，古称播州。春秋战国时期，遵义属巴、蜀、夜郎等邦国的领地。西汉

时置犍为郡，唐贞观十三年(公元639年)建播州。贞观十六年(公元642年)，

播州所辖罗蒙县改名遵义县，这是遵义之名的最早出现。唐乾符三年(公元

876年)，山西人杨端受朝廷招募，率部击退南诏人的侵占，入主播州，建立杨

氏土司政权，世守其地。明万历二十八年(公元1600年)，朝廷平息播州末代

土司杨应龙之乱，结束了杨氏土司29代历724年的世袭统治。次年(公元

1601年)废土司制度，改流官统治，分播州为遵义、平越2府，前属四川，后属贵

州。清顺治十五年(公元1658年)，清兵攻占遵义。清袭明制，遵义仍属四川

管辖。清雍正五年(公元1727年)，为补贵州钱粮之不足，遵义改隶贵州。民

国时期，贵州设11个行政督察区，遵义为第五行政督察区。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后，设遵义地区o 1997年国务院批准撤销遵义地区，设置地级遵义市。

遵义的行政辖区并不十分稳定，时大时小，大时为现今疆域的5倍，小时

仅为现今的1／30 1997年，全区共辖遵义市(县级)、遵义县、桐梓县、习水县、

仁怀市、赤水市、绥阳县、正安县、道真县、湄潭县、凤冈县、务川县、余庆县共3

市10县。依行政区划，在县市一级设立13个基层人民法院131个派出法庭；

在地区一级设遵义地区中级人民法院。

尹，一一

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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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时期，也仅能从地方志、疏奏、野史、笔记等史料的零星记载中勾勒一个大

概。其基本的表现是：

1．土司审判。从唐乾符三年(公元876年)至明万历二十八年(公元1600

年)的700余年间，遵义为杨氏土司世袭统治，土司行使其领地上的政治、军

事、经济和司法权。土司审判，既不遵循政府律令，也无明确的习惯法，往往依

据其自身的好恶和当事人贡献的大小，评判是非，决定生杀予夺；而且一审终

结，不准再诉。史载：播卅I宣慰使杨应龙，性猜忌嗜杀，令人称己为千岁，其子

朝栋为后主；选州人子女为绣女、阉人，民间有女13岁以上皆献，如不呈身而

嫁人者即处死。由此可见一斑。

2．流官审判。明清两代，见于史料的案件主要有3类。一是农民起义的

案件，主要由督抚审判。通过审判这类案件，镇压农民起义，维护封建地主阶

级的统治。如陈玉川等反“洋教”起义案。光绪二十五年(公元1899年)仁怀

大石冈人陈玉川与四川人张立贵、廖子香联合，领导当地“哥老会”成员聚众数

千，举行反“洋教”起义，兵败后，首领陈玉川等数十人被俘押送贵阳，经贵州巡

抚王毓藻督同司道“提讯，当即恭请王命，将首逆陈玉川凌迟处死，余匪一并正

法”。二是土司、团首犯事案件和官吏贪渎案件，这类案件也由督抚审判。通

过审判这类案件，推进“改土归流"，调整统治关系。播州土司杨应龙因宠妾杀

妻引发的“谋反”案，即是由四川巡抚审判的，几反几复，杨应龙被逼而反，引发

朝廷军事平播，最终废土司而改流官统治。三是盗匪等治安案件，主要由府县

审判。此类案件事关百姓切身利益，涉及一方安定，因而成为封建时代下层官

吏为官之第一要务。

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首先在湖北武昌打响第一枪，由此结束了中

国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统治。11月4日，贵州自治党人领导的辛亥革命成功，

贵州进入民国时期。

民国前期(公元1912～1935年)，贵州军阀混战，政局动荡不稳。其司法

审判的基本特征是：当政军阀总揽大权，司法审判机关时撤时建，适用法律前

后有别。这一时期的遵义，执政当局一直未建立起专门的司法审判机构，各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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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务仍由地方行政官员兼理，沿袭行政司法合一的体制。

国后期(公元1935～1949年)，国民政府建立起对贵州的直接统治，司

法审判机关也由上而下逐步建立起来。民国25年(公元1936年)至民国36

年(公元1947年)间，遵义先后设立遵义、桐梓、赤水、仁怀、湄潭等地方法院以

及桐梓地方法院松坎分院(与桐梓地方法院同一审级)o遵义地方法院建于民

国25年(公元1936年)，是遵义有史以来设立的首家专门的司法审判机构。

民国28年(公元1939年)贵州高等法院第三分院成立，管辖遵义、桐梓等6个

地方法院和风冈、德江等7个县司法处以及桐梓地方法院松坎分院。民国36

年(公元1947年)第三分院改名遵义分院。

国民政府《修正法院组织法》规定，司法审判由过去的四级三审制改为三

级三审制：一切刑、民事案件，均由地方法院进行一审。按此规定，遵义分院受

理遵义行政督察区各县市的二审上诉案件，不服遵义分院判决的，直接向最高

法院上诉。

国民政府时期的司法审判有以下特点：一是刑、民分离，操作混同，普遍存

在把未能自觉履行判决的民事被告作为“管收”案件，投入监狱，与刑事犯罪分

子混同关押，待兑现执行内容或提供实物担保，才予释放。二是法官审判案

件，通常以封建的“三纲五常”立论，分辨是非，区别轻重。以下犯上者严惩，以

上凌弱者从宽。认定事实采取“自由心证主义”，“官无悔判”风气盛行。律师

辩护，主持公道者少，乘危要挟，索取高酬者多；有的与法官勾结，对当事人进

行敲诈勒索。三是陋规积弊多，平民百姓见而生畏。据《贵州省各县司法方面

陋规与积弊及其革除方法纲要》一文记载，有陋规23件，积弊13种。诸如投

递诉状要交“投状费”，送“收发茶费”；送达传票、文件要交“发脚费”和“草鞋

费”；审讯前与当事人报到要交“开名单费”、“值堂费99、66站堂费”；羁押被保释

时要付“保结费”、“解带费”；诉讼获胜要给“报喜钱”；进监狱要送“管狱员茶

敬”、“监狱煤水费”等等，名目繁多，不胜枚举。传达员、法警雇用下手(俗称

“二牌”)，代其下乡传唤当事人或送达文件，乘机强吃白拿，闹得鸡犬不宁。四

是监狱设备落后，卫生条件极差，被押人犯伤亡病死多，甚至发生过全监数十

人因失火被全部烧死的惨案。五是虽推行审判独立，但行政干预司法之事仍

十分突出，军、警、宪、特人员和地方行政官员过问、参与审判之事屡见不鲜，司

法并未真正做到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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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1949年11月，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遵义，随后遵义各县相继解放。中国

人民解放军军事管制委员会或人民政府派出司法接管组。接管组根据中国共

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废除国民党的六法全书与确定解放区的司法原则的指

示》等有关规定，接管了国民党地、县两级司法机构，宣布废除中华民国地、县

两级司法机关，停止行使其职权；宣布中华民国政府的一切法律、法令无效，禁

止引用。

接管工作结束后，由来自老区的干部担任领导或骨干，配以新干部，选择

留用民国司法人员，筹备组建人民司法机构。1950年11月，正式建立遵义专

区人民法院，次年3月改设为贵州省人民法院遵义区分院。1955年3月，根据

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之规定，又改设为遵义地区中级人民法

院，各县(市)人民法院先后改设为基层人民法院。

由于建国初期忙于镇压反革命的斗争，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对留用的旧

司法人员没有很好的组织他们学习新民主主义的路线、方针、政策，进行思想

改造，使得他们在思想上、作风上仍习惯于旧法院的那一套。因此，在“三反”

运动中，人民法院内部暴露出组织不纯和思想不纯的问题。为了解决这一问

题，1952年9月，全区法院自上而下地开展了以“反对旧法观念、旧司法作风”

为内容的司法改革运动。通过开展司法改革运动，不仅纯洁了司法队伍，更重

要的是司法人员从思想上初步划清了旧法观点、旧法作风与人民司法的原则

界限，推动了审判工作向前发展o

1956年9月15日至27日，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大会

决议指出，在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国内的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社会

主义制度与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但是，随后在“左”的错误思想影

响下，遵义全区政法战线出现了“有案办案，无案生产”、“一长代三长，一员代

三员，下去一把抓，回来再分家”的一揽子办案做法，审判工作中发生了一些冤

假错案。但从总的方面看，1956～1966年的审判工作还是取得了较大的成

绩：不失时机地大张旗鼓地惩治严重刑事犯罪分子和经济犯罪分子，深入田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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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地角处理民事纠纷，及时为民排难解忧，维护了社会稳定和民族团结；严格执

行刑事政策，正确区分罪与非罪的界限；加强了基层基础工作，培训调解人员，

把很多纠纷解决在萌芽状态。桐梓县法院抽派干部建立巡回法庭，定时定点

接待群众审判案件的经验在全省得到推广。

1966年下半年，全区司法审判工作开始受到“造反派”的干扰和冲击，在

“砸烂公检法”的口号下，大批法院干警被送到“五七”干校，边劳动，边搞“斗、

批、改”和“清理阶级队伍”，司法审判工作遭受空前浩劫，法制出现倒退。

1978年12月，中共中央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进入一

个新的时期，全区法院认真贯彻中央和省委的指示精神，解放思想，开拓前进，

积极探索法院改革的路子，不断加强法院建设，使法院各项工作与改革开放和

经济建设同步发展o
．

首先是落实党的政策，平反纠正冤假错案。对其中“反对林彪、反对‘四人

帮’，为邓小平鸣不平”的三类案件重点进行复查。遵义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复

查的“三类案件”3件4人，全是冤错案件，并作了彻底平反。到1979年12月，

全区已复查“文革”中刑事案件3131件，全部平反的354件，免予刑事处分174

件，改判39件。以上案件的复查，对于维护社会安定团结，调动群众建设社会

主义的积极性，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其次是改革审判方式，建立健全公开、公正、民主、高效的审判运行机制o

1990年，全区在遵义市法院试点，审理民事、经济纠纷案件，采取直接开庭方

式，由当事人负举证责任，改变过去先由法院自行调查收集有关证据后再开庭

审理的作法。在行政审判工作中，推行由被告行政机关负责举证的审判方式。

以上经验，得到省高院的肯定和推广。随着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行政诉

讼法的相继颁布实施，以强化当事人举证责任、强化庭审功能、强化合议庭职

责和公开审判为重心的审判方式改革，在全区法院普遍开展，并且走向规范

化、法制化。

再次是加强人民法庭工作，方便群众诉讼o 1982年4月，中共贵州省委、

省高院充分肯定了遵义县法院抓人民法庭建设的经验，1988年7月，省高院在

遵义县法院召开首次“贵州省人民法庭工作经验交流会”，推广遵义县等法院

工作经验。全区法院以遵义县为样板，不断从组织、业务、制度和基础设施上

加强人民法庭建设，人民法院工作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到1997年12月，全区

各基层法院共建立人民法庭131个，并把50％以上的审判人员充实到人民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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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每个法庭基本上保证在3人以上，改变了以往1庭1人或2人的状况，从

而有效地解决了群众诉讼难的问题。

第四是改革干部人事制度，大力提高审判人员的素质。从1984年开始，

国家几次给政法队伍增编。为了保证进人质量，改变传统的选人用人方式，全

区法院实行面向社会，公开招考，择优录用，先后于1985年、1994年、1997年

大规模的招考干部，保证了法院干警的数量和质量。为加强人民法院的政治

工作，遵照最高法院的指示，全区法院扩大政工机构，中院政工科改为政治处，

后又改为政治部，各基层法院政工员改为政工科，对干部管理由条(法院系统)

块(同级党委)结合、以块为主改为条块结合、双向管理，并对人员的考核、选

拔、任用、辞退等方面进行改革，尤其是1995年《法官法》实施后，对审判人员

的管理走向了科学化、法制化和规范化。同时建立健全纪检监察机构，推行错

案追究制，防止司法腐败。为了提高审判人员的政治和业务素质，加快审判人

员培训的步伐，按照省法院的部署，1985年，中院建立业大分部，对全区法院

没有大专学历的干警进行学历和专业证书的培训，到1997年，全区法院有571

人参加了培训。同时还选拔干部到全国高级法官培训中心学习，培养高层次

的法学人才。

第五是加强人民法院物质装备建设。为了适应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

的需要，全区法院在各级党委、政府的关心和支持下，大力加强审判法庭和人

民法庭的建设，加强交通、通讯和办公设备的建设。1997年底，全区“两庭”面

积已达31524．29平方米，基本做到了每个法庭有独立的审判法庭，有自己的

办公室，有自己的住宅楼，人民法庭的办公条件和生活环境得到了很大改善。

法院的档案建设也走在全省的前列，1996年中院获得“全国法院系统档案达

标先进单位”表彰。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全区法院拨乱反正、改革开放，各方面的工作大

踏步前进，受理的案件类型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到1997年，全区两级法院共受理各类一审案件379631件，各类二审案件

25094件，各类再审案件36018件，执行案件61815件。通过对这些案件的审

理和执行，有力地维护了社会的稳定，保护和推动了全区经济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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