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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云：“以史为鉴，可知兴替"。盛世修志，已成传统，是承前启后，

服务当代，惠及子孙的千秋大业。值此，建国50周年，神州大地生机勃

发，国家建设蒸蒸日上之际，《金华法院志》历经数载笔耕，喜见问世，可

庆可贺!

众所周知，法庭、监狱、军队向为国家机器，是实行专政的工具。不

同的历史时期，有它不同的内涵和实质。在漫长的封建专制下，历代反动

统治阶级基本上后承前制，陈陈相因，行政与司法合一，“民刑不分，诸

法合体”，均以维护和加强剥削阶级的反动统治为宗旨。历史上虽有包拯、

海瑞这样为民请命的清官，但仍改变不了封建律例维护封建统治秩序的实

质。新中国成立之后，建立了人民法院，司法审判发生了质的变化。50年

来，金华两级法院和全国各地法院一样，在当地党委领导下，依靠人民群

众，依靠广大干警，忠实履行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职责，充分发挥人民法院

“打击敌人、惩治犯罪、保护人民、服务四化”的职能作用，特别是党的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社会主义法制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法院

工作取得了新的成就，审判工作不断提高，法学研究成果丰硕，队伍建设

日益加强，为社会主义建设，为依法治国作出了新的贡献。

《金华法院志》90万言，它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和

方法，坚持详今略古、以今为主、突出重点的原则，记述了金华审判机构

和审判制度的历史渊源、演变过程和当今现状。并且具有鲜明的地方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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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该志不仅全面系统地记载了司法审判工作的整个历史，而且还重点详

细地记述了金华市中级法院在法学研究领域中取得的新成果、新经验，这

对全国法院都有一定的启迪和借鉴作用。总之，((金华法院志》以其体例

格局之创新、文献资料之宏富、内容之翔实有据、文字之斟酌揣摩见长，

是一部融史料性、权威性、知识性、可读性为一体的司法专著，在我所拜

读的审判专业志中尚属上乘之作，是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对司法工作的一

大贡献。

百尺竿头，再进一步。在2l世纪即将到来的历史时刻，希望金华市

两级法院全体干警，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再接再励，真抓实干，严

肃执法，公正廉明，争创一流法院，为审判工作谱写新篇章。

应编者之嘱，有感而发，聊以为序。

注：作者刘家琛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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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华法院志》在金华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和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的

指导及各县(市、区)法院的大力支持协助下，经历了二个春秋，数易其稿，

终于编纂成书，即将付梓出版，这是金华法院建设史上的一件大事，可喜

可贺!盛世修志，是我国历史的优良传统，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一大创

举。编修社会主义的新志书，更是一项继往开来的千秋大业。“鉴古明今”，

通过对历史经验的总结和现状的研究，使之成为宝贵的精神财富，给人们

以智慧和启迪，有益当代，惠及后世。我有机会主持志书的编纂工作，感

到十分荣幸。

审判机关历来是国家机器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肩负着惩罚犯罪，调节

社会关系，维护国家和人民权益的神圣职责。依法治国、依法治市，是一

项长期的战略方针，也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之一。法院志全面系统

地记载司法审判活动的整个历史，它必将起到“存史、资治、教化、借鉴”

的良好作用，它对进一步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具有深远的意义。

《金华法院志》共14章，72节，90万字。卷首设概述、大事记，正文

为民国时期的司法工作、建国后法院建制沿革、审判制度、刑事审判、民

事审判、经济审判、行政审判、告诉申诉审判、执行、法学研究、综合治

理、队伍建设、司法行政、规章制度等。本志全面系统地记述了金华法院

80多年来的历史与现状，本着“详今略古”的编志要求，概略地记述了旧

中国的审判制度；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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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以来的审判工作，予以详述。本志编写过程中，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

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针，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

方法，全面审视历史和现状，承上启下，求真存实。在掌握大量资料的前

提下，又以地方志的共性和法院志的个性，进行体例的设计、章节的布局，

力求有所创新。在记述中，既以中级法院的工作为重点；又兼顾基层法院

的审判活动，使之点面结合，反映全貌。编写中，坚持横排竖写，纵不断

线，横不缺项。从谋篇布局到文句斟酌，力求做到观点鲜明、资料翔实、

文字简朴、体例合规，冀希本志能成为一部融史料性、权威性、知识性、

可读性为一体的富有地方特色的专业志书，给后人留下一份较为完整的珍

贵史料。

本志在编纂过程中，得到上级法院和金华市党政领导的重视和支持，

有赖于直接或间接参与其事的同仁精诚合作，恭敬其事，据实编修，秉笔

直书，字里行间倾注着全市法院每个干警的心血。借此，我谨向为志书提

供资料、撰写志稿和关心指导编写出版的所有老领导、老同仁及专家、学

者，一并表示深深的谢意。

修志是一项新的工作，虽尽全力，但因缺乏经验，水平有限，疏漏差

错之处在所难免，望读者指正、见谅。

注：作者高洪宾系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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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指导思想：《金华法院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

针，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科学态度，客观地记叙金华司法审判的历史和现

状。

二、体例：以志为主，兼容述、记、图、录、表等。全志采用章、节、目、子

目结构。卷首设概述、大事记，正文共分1 4章、72节，志尾为索引、后记。为

体现不同历史时期的司法审判制度、政治主张和阶级性质，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建

立前的司法审判，专设第一章为民国时期的司法工作；其它各章均记述建国后的

审判史实。

三、记述：坚持求真存实、详今略古的原则，横排门类，纵叙史实，按时序

记述。大事记采用编年体和记事本末体相结合的方法。

四、断限：上起民国元年(1 9 1 2年)，下至1 998年，大事记延伸至l999年6

月。编纂范围以金华市现有行政区域为界，以市中级人民法院为主，市中院建立

以前的史实，按当时法院辖区如实记载。

五、纪年：民国时期沿用历史纪年方式书写，夹注公元纪年。中华人民共和

国建立以后均用公元纪年，用阿拉伯数字书写。记述中所称“解放前”，概指1 949

年5月7日金华解放前；“建国前”，概指l 949年l 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前。

六、文体：采用语体文。除概述叙议结合外，皆用记叙体。数字、地名、计

量、标点符号等均以国家颁布的现行规定为准。

七、称谓：对机关、团体直书全称或简称。浙江省第八专员公署人民法院简

称专署法院；浙江省人民法院金华分院简称金华分院；浙江省金华地区中级人

民法院简称金华地区中院；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简称金华市中院。

八、人物：坚持生不立传、以事系人的原则。入志人物，不单立传，均以“表”

或“简介”记之。

九、资料：来自档案、典籍、史料、报刊及有关人士口碑，均经校核，不一

一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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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HuAFAYuANzHl金华法院志

J3年11月】2臼至15目，全国法院系统第五届学术讨诖

哓领导与全省中院院长台影前排左七为最高院副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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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AFAYUANZHI金华法院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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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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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华法腕：志JINHUAFAYUANZH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座谈会 -。。s。

【996年1月．市中脘高洪宾应邀参加全国人太法律委员会等部门召开的中华人民共和囱开l亭诉

讼法修正寨(草案)座谈会，围为与会人员台影．2排左ll为高洪宾．

19％年11月．币中院高；{{宾应连参加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等部门召开的中华』、民共和

国刑法恬订座谈会图为与台人员台影．3排左6为高洪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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