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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编史修志，是中华民族特有的一种优良文化传统，也是一项益于今人，惠及子孙和服务

四化的基本建设。我院为了总结过去，指导现在，服务将来的目的，遵照上级人民法院关于．

编纂地方法院志的部署，于1 9 9 0年8月成立了《南丰县法院志》编纂委员会。在院党组

的领导下，编纂人员用了近二年的时间，克服了任务繁重、时间紧迫、资料短缺、人员不足

等困难，经过多次修改，于1 9 9 2年6月完成了送审稿工作。

《南丰县法院志》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I以《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

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绳，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为准则。运用辩

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比较全面、系统，真实、客观地记述了1 8 4 0年至

1 9 9 0年南丰县审判工作的历史和现状。在编写时，本着详今略古的原则，对晚清和民国

时期的审判史从简，重点记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审判工作经验和教训，并采用大量案

例和统计表穿插章节之中，加以充实，力求突出时代特点，地方特点和审判特点。全志书共

分概述，大事记。五大审判，司法行政等1 1章4 3节，约2 0万字。本志书如以“观点正

确，资料翔实，特点鲜明，体例完善，文风端正’’五条标准和要求来衡量，尚有一定差距，

未免有些粗浅。但还是比较真实地重点记述了我院自成立后通过审判活动，在打击敌人，惩

罚犯罪，保护人民，调整民事，经济法律关系，保护法人，公民的合法权益和维护社会治安

秩序．国家安定团结，以及保障经济建设，改革开放的顺利进行等方面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为今后的人民法院工作提供了一部值得借鉴的较为翔实的审判史料和经验教训。

编纂法院志，在历史上是史无前例的一项新的工作。由于编纂人员都是初次接触这项工

作，缺乏经验，水平有限，资料不全，故难免存在疏漏，不足和错误之处，敬请批评指教，

不胜感激之至。

在编纂本志书过程中，上级领导和有关单位，人员给予了大力支持与帮助。值此，特表
＼一

尔衷心的感谢。

千 寺●J_●～

1 9 9 2年6月2 0日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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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

方针、政策，、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进行编纂，力求

思想性，“资料性和科学性的统二。’’1
“ ”’’。’

’ “

。三，本志时限和编纂原则是l上自l 8 4 0年下至1 9 9 0年I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后，南丰县人民法院的审封活动为重点，详今略古，通合古今，实事求是地反映本县1 5 0

年来司法工作的历史和现状，力求体现时代特点：地方特点和审判工作特点。”7

三，本志所记述的区域，以南丰县现行行政管辖区域为准，1本县所辖区域1 5 0年来基

本上未变动。
。 一

、

‘

四、本志采用编年体与记事本末体相结合的体裁，以述、记、表、照片等多种形式，叙

事，：{_童人、写物，通篇以志为主。方法则以时序为经，事件作纬，横排竖写，纵横交错，分

门别类，以昭全貌。

五，本志中的有关称谓，均采用历史原称，如用简称，在第一次出现时，便有注释。

六，本志资料主要来源于南京市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江西省档案馆、抚州地区中级人

民法院，本县档案馆等单位和本院档案室，各庭室，亦有少数资料由个人提供。

●

■



概 述

．- 南丰县建于三国时期吴太平二年(公元2 5 7年，；初称丰县，时因徐州有丰县，敬改

南丰；隶于临川郡，至晚清时属建昌府。民国初属豫章道，1‘9 2 6年隶于省，i 9若名隼

改属第七行政区。1 9 4 9年8月i 7日，南丰县解放后，属抚州地区至今。

南丰县位于江西省东部；抚州地区南部。北毗南城县，东邻黎川县，西接宜黄县，东南

界福建省建宁县，西南靠赣州地区宁都县i南连广昌县。东西长约6 o公里，南北宽约5 5

俗里，总面积l，9 0 9．2 8平方公里。1 9 9 0年，全县有1 4个乡、§个镇和一个县办

综合垦殖场，有1 7 6个村公所，7个居民委员会，1，2 gi 5个村民委员会，5 2，4 g 7

户，2 4杏．7 0毫人。

晚清时期，清朝政府实行行政与司法合一制度，知县集司法、行政于一身。审理案件诸

法合体，刑民不分。诉讼程序实行纠问式和控告式，采用口供主义的证据原贝Il，故而刑讯逼

供成为法定的，普遍的审讯方法，以致屈打成招，冤狱遍地。民间纠纷，因收取名目繁多，

且十分昂贵的诉讼费用，贫苦民众无力缴纳，县衙拒收，诉讼权利被剥夺。即使受了案，因

知县与典吏串通一气，贪赃枉法j劳动人民往往倾家荡产，深受其害。

民国初，北洋军阀政府基本上沿袭清末司法旧制，县一级将知县改为知事，由知事兼理

司法；谖承审贵一人，‘协助知事审理痢、民诉讼案件。民国十六年(I 9杰7年了国民革命

军北伐告成i北洋军阀政府被推翻后f南京国民党政府，成立最高法院0高等法院(包括分

院)‘、地方法院或司法处等三级司法机构。‘初期，县一级政知事为县长，仍由县长兼理司

法，置承审员一人协助县长办理刑，民案件。‘民国二十五年(1：9每6f年)国民政府颁布

《县司法处组织暂行条饼》。南丰县因未设地方法院，于民国：二十六年(1 9 8 7年)d月

1日成立县司法处，7隶属江西高等法院第四分院管错后先后改属黎川临时法庭、江西高等
法院第六分院管辖。司法处设审判官e i g 4 5．年后增至二人，其中一人为主任审判官)．

书讵官，硷硷贵：飘达员：录事，庭丁j法警等职，主任审判官或审判官主持工作，审理
荆．民案样f县长兼理司‘法行政和检察事劣e壬9’4 8年1 6身，司法行政事务改由审封官

掌理)。县政府男设有军法处?县长兼军法官，置承审员-二人i书记睫一人，协助县长审理

军警犯罪和土匪抢劫、‘吸毒贩卖毒品等类案件o，

国民党攻府时掰，司法机关实行三级三审?诉讼程序繁琐，诉讼费用。昂费，且法鲆有

法，广巍法外乏剥。为了对付共产党釉革命人民，颁布了特另lJ法，’设立特另IJ刑事法庭和翩定
一人"酌占粤卡；木盎逮住宿裢蓐，‘便把兵
笥渤苄菠砉辱薪，关稀夫犯确碰瘌匏入。
清，大疽美摔省索j篮额o 1富墨g年留苯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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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丰县系老革命根据地之一，1 9 2 9年8月，江西红军独立二．四团进驻南丰县西南

部，同年1 1月、1 2月相继建立了洽村和高池两个苏维埃政府。1 9 8 0年4月，成立了

南丰县苏维埃政府，驻上古村。县，区二级苏维埃政府下设裁判部，裁判部置有部长，裁判

员、书记员，看守员等职，谢水生任裁判部长。1 9 3 2年2月，南丰．广昌两县合并为南

广县苏维埃政府，驻广昌县城，裁判部长石细生。1 9 8 8年4月2 6日，南、广两县仍分

设，成立南丰县革命委员会，驻白舍村，内设裁判部。

根据裁判都的暂行组织及裁判条例之规定，裁判部受上级裁判部和同级苏维埃政府的双

重领导，执行司法机关的一切权利，审理刑事和民事案件。南丰县裁判部的审判业务归江西

省苏维埃裁判部领导，县，区裁判部通过审判活动，为巩固工农革命政权，维护革命根据地

人民的合法权益，保障苏区各项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作出了应有贡献．1 9 3 4年1 0月

同，红军北上抗日，国民党军队疯狂进犯苏区，南丰县二级苏维埃政府和裁判部随之消失。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历了2 8年的艰苦卓绝的斗争，掀掉了压在全国人民头上的

三座大山，推翻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1 9 4 9年8月1 7日，中国

人民解放军解放了南丰县城。随即正式成立了南丰县人民政府，内设民政科，调处一般民事

案件，刑事案件由公安局办理。1 9 5 0年2月，增设司法科，由民政科科长姚岚兼科长，

办理民事和普通刑事案件。
1 9 5 0年6月，在司法科的基础上，成立了南丰县人民法院，县长刘健兼任院长。院

址。初设下前街黄家祠堂，几经搬迁后，1 9 9 0年在新建路3 2号办公。县人民法院遵照

中共中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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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中国人民政治

协商会议共同钢领》，开展司法工作。

●

●

1 9 5 0年7月2 3日，政务院、最高人民法院发出：《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
’

是年1 1月，全县开展了第一次第一阶段的镇压反革命运动。为了配合镇压反革命运动，成

立了县人民法庭，内设审判委员会，由县长刘健兼审判长，全县6个区设8个分庭，区长兼

任分庭正副审判长。1 9 5 1年冬，全县开展土地改革运动和第二阶段镇压反革命运动。为

配合土改，加强县人民法庭，增设了3个分庭，全县6个区，每区建一分庭，配备了法庭专

职干部9人。1 9 5 2年1 1月，第三阶段镇压反革命运动开始，至1 9 5 8年6月结束。

1 9 5 2年冬，土地改革运动结束，人民法庭随之撤销。

县人民法院和县人民法庭在镇压反革命、土地改革两大运动中，以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和

人民政府发布的各种钢领、法律、条例，决议为依据，并执行“镇压与宽大相结合"， “首

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的方针政策。在运动中，运用审判职能，依法重点打击匪首，

恶霸、特务、反动党团骨干和反动会道门头子等五方面的敌人，以及抗拒，破坏土改的不

法地主。与此同时，也惩办了一批杀人，抢劫、强奸等严重刑事犯罪分子。从而，有力地打

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惩罚了犯罪，保护了人民，巩固了人民民主专政，稳定了社会治安秩 ．

序，保卫了土地改革运动的顺利进行。

1 9 5 2年》全县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一、 “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

盗窃国家资财、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简称三反、五反)运动。县人民法院 ·

依照中央政策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关于处理贪污，浪费及克服官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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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的若干规定》等法律，惩办了一批偷税漏税，贪污，盗窃国家资财和投机倒把分子，打。

退了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保卫了全县经济建设的顺利进行。

1 9 5 2年1 0月，遵照上级指示，县人民法院进行了司法改革运动，成立县司法改革

委员会，由县委书记张桂南任主任，县长刘健、代院长刘云科任副主任。运动的目的是彻底

批判旧司法观念和作风，树立新的马列主义的法律观。当时，全院干警9人，除一老千部

外，都是年轻的新干部，多为学生出身，大多未曾经过专业培训，业务不熟悉，对新旧法律的

界线认识不清。在这次司法改革运动中，经过学习文件，结合思想谈认识，联系案件对照检

查思想作风。提高了思想认识，划清了新旧司法制度的界线，认识到旧范观念和旧法作风的

危害性。深知坐堂问案，主观臆断，不凋查研究的旧法作风是造成错案的主要原因之一。，使

全院干警树立了吃苦耐劳，大公无私，执法如山，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观念。

1 9 5 0年5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颁布后，全县开展了宣传贯彻婚姻法运

动，1 9 5 3年又开展了宣传贯彻婚姻法运动月活动。在旧社会时，广大妇女深受“三纲五

常一， 搿三从四德力、 “男尊女卑，，等封建伦理道德观的束缚，婚姻设有自由，由父母包

办，嫁鸡随鸡，嫁狗随狗，从一而终。封建主义的婚姻制度，阻碍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新

中国成立后，我国婚姻制度发生了根本变革，废除了1日的封建主义婚姻制度，建立了新的社

会主义婚姻制度。县人民法院在宣传贯彻婚姻法运动中，积极配合有关部门，运用文字，口

头、图画，幻灯等各种形式，广泛开展了婚姻法的宣传运动。与此同时，充分运用审判职

能，审理了大批婚姻案件。1 9 5 0年至1 9 5 7年审理婚姻纠纷案件9 9 7件，大多数系

妇女提出离婚的案件，都通过调解或判决，离了婚。为广大受封建礼教束缚的妇女解除了痛

苦，给封建婚姻制度以有力打击，促进了新的社会主义婚姻制度的建立与发展。

1 9 5 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

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等重要法律。法院组织法规定了公开审判，陪审、合议，辩

护、回避等项审判制度。省高院对贯彻实施各项审判程序和制度下达了实施细则或意见。县

人民法院及时组织全院干警学习，领会其精神实质，从实际出发，积极创造条件，逐步实施

了上述各项制度，使审判工作走上了健康发展的轨道，办案质量也随着有所提高。

经过第一次镇压反革命运动，基本上肃清了浮在面上的反革命分子之后，反革命活动已

从公开转向隐蔽。阶级敌人千方百计寻找机会进行反革命破坏活动，给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和

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造成很大损失。针对这种情况，1 9 5 5年中央发出了坚决、彻底、干

净、全部地肃清一切反革命分子的指示，全县开展了第二次镇压反革命运动。重点打击那些

坚持反动立场，进行破坏镭动的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和在第一次镇反运动中漏网的有严重罪行

和民愤大的反革命分子，以及经过宽大处理后仍进行反革命活动的反革命分子。县人民法院

在这次镇压运动中，继续贯彻执行“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者受奖’’和“抗拒从严，坦

自从宽"的政策。1 9 5 5年1月至1 9 5 6年9月，共判处反革命罪犯2 1 5人，其中对

一些向人民政府投案自首和坦白交代较好的，。按政策从宽处理，起到了分化瓦解敌人的作

用．经过这次镇压反革命运动，比较彻底地推毁了国民党在大陆的社会基础，社会治安情况

大_孥萼05 7年'中。国营ji：党在全国_围_开-整风运动_反“右"斗争。_院系统：不伪／多
1 9 5 7年，中国共产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整风运动和反“右"斗争。法院系统也不伊J ，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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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因受“反右"斗争扩大化的影响，虽没有人被打成右派分子，但t_些业务较熟的骨千节

卿人员因一般的历史问题，受到错误的批判，被调离法院或下放劳动√这场运动导致千警恩

想混乱，极左思想泛滥，．民主生活受压抑。 ．

I 9‘5 8年，全国开展了社会主义。大跃进一运动。法院系统在保卫总路线，大跃进、

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的l--I号下，搞司法工作“大跃进"。在审判工作中推行“多，快、好，。．

省一的力针。县公安，检察．法院实行联合办案，统一指挥，统一行动，采取“一长代二

长芹． “一员代三员"， “下去一把抓，．回来再分家"的工作方法，把公，检、法三家互相

制约的关系废除了，多年来建立起来的各项审判制度也冲掉了，办案质量亦随之下降。

1 9 6 1年1 1月3日，。省高级人民法院发出了《关于加强人民法院工作若干规定(初

稿)》，强词公、检，法三家应实行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制度和侦查、起诉、审判分工负

责的原则。并强调人民法院必须坚决执行人民法院组织法规定的各项审判制度。最高人民法

院于1 9 6 2年1 2月I 5 IEI，1 9 6 3年8月2 8日先后下达了《关于人民法院工作若千

问题的规定》和《关于民事审判工作若干问题的意见》，强调遵守法制，依照规定的制度、

程序审理案件，重申： “人民法院独立进行审判，只服从于法律，，的原则。人民法院审理案

件只能以事实根据，以法律为准绳。从此，县人民法院审判工作的优良传统和实事求是的审

判作风以及各项审判程序制度才得以恢复，办案质量也随之提高。

1 9 6 6年冬，“文化大革命，，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自后县人民法院的审判工作受大批

判、大字报和武斗的影响，。基本上处于停顿状态。1 9 6 8年3月，公、检、法被接管，县

人民法院干部被诃离或下放。在“文革，，期间，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取消原有的法律制

度，以《公安六条》为依据，颠倒敌我，调转专政矛头，搞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办案人员

置国家法律与审判程序子不顾，+不调查研究，草率下判，不给当事人上诉权，实行“一审终

审一。他们以《公安六条》定罪判刑，把一些无辜的人或有落后言行的一般违法的人认定为

反革命罪，出现了大批冤假错案，’在人民群众中造成极坏影响。
l 9 7 2年9月，中共江西省委(4 8号)文件决定恢复全省各级人民法院。同年l i

月2 8日，南丰县人民法院恢复。但由于“四人帮，，的干扰和极“左"思想的影响，各项审

判程序制度并未恢复。。

l 9 7 6年1 0月， “四人帮"被打倒，县人民法院全院干警，响应中央的号召，’彻底

批判“四人帮，，砸烂公，检．法，迫害法院干部，践踏社会主义法制的罪行，开始着手清除

“极左’’思想在法院系统的影响。 ．

1 9 7 8年i 1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确立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为主要内容

的基本路线j端正了党的指导患想0j．司法战线援乱反正，擗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指导思
想j不断清除“左一的镨误影响‘j社套主义法制建设开始发生大转折。1 9 7 9年7月，颁

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删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讼诉法》，重新制订了中华人民共和
V 国人民法院组织法》等重要法律。i舀密1年． 1 9 8 2年又先后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

国经济合同法雾_《中华人民共和目民事诉讼法(试行)》等法律。从此，．县人民法院认

真学jif?深刻领会?边学匀边实跋：组织庭审观摩和总结经验，全面贯彻实施了谚公开审

判为重心的各项审判程序和制度。与此同时，从1 9 7 9年中共中央下达6 4号文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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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 9 8 0年始，取消了党委审批案件的制度。自l 9 8 0年以来，县人民法院审判案‘～

件，进入了既有实体法可依，又有程序法可循的新阶段。因而办案质量有了较大提高。

l 9 7 9年冬至1 9 8 8年，县人民法院根据中央的指示，对“文革’’十年动乱期间

的刑事案件和1 9 7 7年至l 9 7 9年因受林彪、 “四人帮，，极“左一思想影响所办的案

。仔，进行了反复多次的全面复查。此后；又对起义、投诚人员、统战对象和“文革"前的

塞件进行了复查。在复查案件时，本着“实事求是∥． “有错必纠"的原则，平反纠正了．

太批冤、假，错案。
’‘1 。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实行经济体制改革，对外开放和搞活经济的政策，社会主

义经济建设取得了较大的发展。但由于“文革一期间的遗毒尚未肃清，一些人的法制观念

淡薄，遵德水准低下，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刑事犯罪活动甚为猖獗，恶性案件时有发生，

莓会治安秩序处于非正常状态，严重危害人民的生命，财产的安全。1 9 8 3年$月，遵

照中共中央的指示和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决定，县人民法院与公安、检察机关密切配合，在

中共南丰县委的统一领导下，开展了声势浩大的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活动的斗争。打击的

罩真是：杀人，强奸、抢劫，流氓集团、重大盗窃，贩卖人1：1．投机倒把等七个方面的犯罪

分子。在“严打一期间，县人民法院充分运用审判职能，’坚持实事求是，依法定罪，划清罪

每非罪，此罪与彼罪的界线，不枉不纵，不错不漏，确保所办的每一件刑事案件，都做到事
謇清楚，证据确凿，定罪准确，量刑得当，程序合法。“严打，，斗争，经历三大战役(计
1 0、仗)，到1 9 8 7年2月结束，推毁了一批各类犯罪可伙，惩办了一大批严重刑事犯罪

分子，促进了社会治安的明显好转。自1 9 8 7年以后，社会治安状况时有起伏，县人民法

院坚持“严打?斗争，继续依法从重从快严惩严重刑事犯罪活动，经常性地开展专项斗争，

积极参与社会治安的综合治理，预防和减少犯罪，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社会主义文明建设

作出了应有贡献。

县人民法院自成立至l 9 9 0年止，共审结刑事案件8，6 1 0件，其中反革命案件

1，5 1 4件，普通刑事案2，0 9 6件。为履行“打击敌人，保护人民，巩固人民民主专

政力的职责，作出了很大成绩。
。

民事审判工作是人民法院的一项重要且又繁重的任务，县人民法院一向重视这项工作，

审结了大批民事纠纷案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由于改革开放，商品经济发展很快，

民事案件大幅度增长，受案范围，案件种类、争执内容都有了新的变化。在新的历史时期，

县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试行)》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贝lJ》乏

规定，更加注重保护诉讼当事人的诉讼权利，。执行依靠群众，调查研究，就地解决，着重调

解的方针，使大部分案件得到及时、‘正确的调处，防止亍矛盾激化，‘增强了人良内部团结，

促进了社会治安秩序的稳定，加强了对民事案件的执行工作。建院4 1年来，共审结各类民

事案件4 5 8 0件。通过审理民事纠纷案件，调整了当事人的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有效地

保PT国家，集体和公民的的合法权益，促进了安定团结。”’‘’一“
。一

。

、障着党和国家工作重点转移，‘改革?井放：’搞活政策逐步实施和经济建设的迅速发展，
各类经济纠纷案件逐年增多。县人民法院于1 9 8 1年2月成立了经济审判庭，积极开展经

济审判工作，截止l 9 9 0年审结各类经济纠纷案件8 8 1件，诉讼标的金额为6，020，88 7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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