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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印

(1955年3月至今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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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2年8月一1 993年1月历任院长及在任时间

陈元良
1 9 5 2年8月 1 9 5 6年7月
1 9 8 0年1月 1 98 2年3月

胡锡光
9 6 4年1月 1 9 6 8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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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益群
9 7 5#-t 2月一1 9 7 7牟7月)

陈振砸
98 2年5月一1 9 8 3#-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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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
9 7 7年1 2月

农
1 980#-1月

王成乐
1 9 8 3年4月 i 99 3年1月



1 949年5月10日，芜湖市人民政府设司法科，8月3月筹建芜湖市人民法院

950年1月4日芜湖市人民法院召开成立大会，图为全体成员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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溅
954年9月安徽省人民法院由吴大巷迁至段家祠堂办公。

1960年4月，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马锡五佑五}来安徽省法院视察．5N1日
在砀山县砀山果园场留影，时任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张瑞(右四)等陪同。

005

满器一N出蒿



安徽法院志

1965年11月，最高人民法院剜院长杨秀峰来安徽视察工作，图为杨秀峰副

院长在视察蚌埠中级人民法院司法工作合影。

1979年7N1日<刑法>、‘刑诉法)颁布施行，图为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

召开学习“刑法、刑诉法“座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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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在台肥市庐阳区安庆路与金寨路交口建造安徽省

高级人民法院审判法庭，称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大法庭”，建筑面积4794 49

平方米，图为“大法庭”照片。

l枞触脚呦燃磐
1984年开始，全省各级人民法院担任现职的审判员、助理审判员、书记员穿着统～的

法院制服。制服分春秋装、夏装、冬装三类，春秋装、冬装为藏青色，夏装为浅灰色，制

服佩戴肩章，并配有大沿帽。

图为1984年11月五河县人民法院全体同志换装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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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法院志

1984年5月，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林准(前排左五)到安徽检查“严打”案件质量。

2011年3月28日．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周溯和原院长王成乐、韩云萍

等领导就安徽省法院志(首轮)刊印问题座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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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印说明

《安徽法院志》(1 667一1985年)在以王成乐为院长的省高院

领导班子的重视下，克服资料短缺、人手紧张、办公条件艰苦等诸

多困难，集10余人之力历时7年，于1992年11月完成这部志稿。

《安徽法院志》(1 667一1985年)全书总计近50万字，综合反

映了自清代康熙六年安徽置省至1985年间安徽省司法机构和审

判工作发展的风雨历程，是第一部全面记述安徽审判工作历史的

专业志，这部志稿的编纂和定稿，饱含着所有参与修志工作的法院

干部殚精竭虑的学术探索和无私奉献的忘我精神，给我们留下了

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但由于多种原因，该部志稿未能刊印成书。

以周溯为院长的省高院领导班子高度重视人民法院文化建设

事业，在组织做好《安徽省志·审判志》(1986--2005年)编纂工作

的同时，决定刊印《安徽法院志》(1667—1985年)志稿，充分开发

利用其历史资料性文献价值，实现“存史、资治”功能，为今后留下

较为系统完整的全省审判工作发展历史的基础性资料。

本次刊印《安徽法院志》(1667—1985年)充分尊重原著，仅对

原志稿中的少数文字予以校对，其他不做修改。同时，征选了这一

历史时期的部分照片一并付印。

《安徽省志·审判志》编辑办公室

201 1年3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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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法院志》是全面记述安徽置省后各个历史时期法院审判工作历史

的第一部专业志，综合反映了全省各个时期司法机构和各项审判工作的

全貌。

1985年底。中共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党组在接受省政府地方志办公室

关于编纂《安徽省志·司法志》“法院篇”的任务后，决定成立院志编辑室，抽

调人员，进行篇目设计，开展资料征集和编写工作。到1990年底．历时五

载，完成了司法志法院篇的试写稿，并报经省志办省直编纂处、本院领导及

各庭处室负责同志审阅修改。在此基础上，院党组本着“存史、资政、寓教”

的原则，为详细了解各个历史时期的刑、民事案件审判活动，吸取其经验教

训，更好地开创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人民司法工作，决定编写一部法院专业

志。经过全体编辑人员的共同努力，奋战两年，三易其稿。于l 992年底《安

徽法院志》正式脱稿成书。

本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

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绳，遵照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制定的《新

编地方志工作暂行规定》，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不溢美、不掩过，不加政治

性定语，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记述安徽建省以来各个

历史时期法院的实际活动情况。记述中．遵循“立足当代。详今略古”的原

则。着重记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人民法院审判工作的建立与发展，用

可靠的历史事实，如实地记叙历史的经验与教训，力求达到存史、资政、寓教

的要求。

资料来源：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安徽档案馆。安

徽图书馆，本院档案室以及省内外的各类文史资料和本省各地市县人民法

院编写的志书资料。由于志书的内容涉及上述图书和原始档案资料达数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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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之多，所以在编写中未予一一标出。确需标出资料出处的，即作附件录于

每篇之后。

断限年代：上自1667年(清康熙六年安徽置省时间)下至1985年。有

的章节由于历史资料不全或保持某一事物发展全貌，起讫年代有的下降，有

的延长。特别是安徽省革命根据地和汪伪时期的法院工作以及民国时期的

特种刑事审判工作，资料搜集极感困难，无法与各个历史时期各项工作齐记

并述，仅将已有的资料，汇成长篇，作历史和参考之作。

本志以事分类，横排类目，统合古今，纵写史事，采取编年体与纪事本末

体相结合的体裁，用记、志、表、录几个表述方式，按篇、章、节、目次序排列。

纪年用"-3时的通俗称谓，并在括号内注明公元纪年。数字使用，除清代历史

纪年及引用原文稿用汉字外，其余均用阿拉伯数字。全志共八篇。

本志在编定过程中，得到省地方志办公室省直编纂处的指导。高级人

民法院党组对本志的编纂工作非常重视和关心，并在人员和经费方面给予

了充分保障。本院历任领导和各庭处室负责人为本志的编纂也给予了热情

的关心和工作方便，尤其是本院档案科给予了大力支持。致使院志的编写

工作得以顺利进行。在此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

编史修志，古已有之，唯编写法院专业志尚无先例。然经过几年的摸索

和拼搏，在院党组的领导和重视下，终于使《安徽法院志》与大家见面。但因

编写人员受政治思想水平、政策理论水平所限，加之方志理论知识浅薄，文

字修养尚待提高，本志无论在观点、体例、内容、文字结构等方面，均难免存

在缺点错误。恳请读者批评指正。

《安徽法院志》编辑室

一九九二年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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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审判权是国家权力的蓖要组成部分。历代封建统治者把司法审判

作为维持其统治地位和阶级特权的有力工具，实行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制，

司法与行政一体，行政长官即司法长官。清朝中央虽设有“三法司”与“九卿

会审”制度，fEl案件的处理不能有违王命；省设按察使。俗称臬台．属巡抚的

属官。负责司法事务。巡抚行使省最高司法审判权。府(直隶州)、县(州)人

民诉讼。由知府、知州、知县衙门审理。清康熙六年(1 667年)安徽建省始，

司法审判权即由巡抚、按察使、知府(州)、知县按级行使。上级机关有权审

理上诉案件和审核下级的判决，发现供词有异，可以驳回再审。按察使与巡

抚有权审判犯罪的地方官吏，但对于应判处流刑以上的案件。也只能提出意

见移送中央刑部处理。

为了维护各级衙门的封建权威，严格限制人民自诉权的自由行使。“凡

有奏告之人。在外者应先于各该管司道府州县衙门控诉．若司道府州县官不

受理。应于该总督、巡抚、巡按衙门控诉。”若越过本管官司径付上司申诉者，

即使案情属实也要笞五十，或将本人和代书诉状的人一并按“光棍”例治罪。

审理上诉案件，“所控事实如经核对与原案相符或字句小有增减无关罪名轻

重，照例驳同，毋庸再为审理”。对案件的审判，实行严刑峻法，滥施刑罚的

高压政策．察言观色、刑讯拷打是法定的审判原则；屈打成招、指名画供是法

定的判案证据。特别是以残酷的刑罚推行其文化专制主义。大兴“文宁狱”，

无辜人民或因一言而丧生，或闪一字而毁族。因而冤案丛生．民不敢言。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外国资本主义侵入中国．破坏r自给自足的封

建自然经济基础．刺激了城乡资本主义|大1素的增长．阶级关系因而出现新的

变化。除原有的封建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外．还出现r资产阶级与无产阶

级．特别足1 900年义和【才I运动被镇压以后．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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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主义与人民大众的矛盾不断加剧，严重威胁着清王朝的统治。为了缓和

国内外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继续维护皇权专制制度，清政府于光绪三十

二年(1906年)提出“仿行宪政”的口号，着手改革封建司法制度，仿照西方

资产阶级国家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的学说和制度，建立行政与司法分

立的体制。中央改大理寺为大理院，为全国最高审判机关；在县(州)设初级

审判厅，府(直隶州)设地方审判厅，省设高等审判厅，负责行使地方各级司

法审判权。清宣统二年(1910年)安徽省遵章设立高等审判厅和安庆、商埠

芜湖两地方审判厅及怀宁、芜湖两县初级审判厅，其余各府(直隶州)、县

(州)的地方审判厅和初级审判厅，拟于清宣统四年(1912年)成立，未成立

前，司法审判权仍由知府、知县衙门行使。审理案件程序实行四级三审制。

即向初级审判厅(县衙门)起诉者，对判决不服，可逐级向地方审判厅(知府

衙门)、高等审判厅上告；向地方审判厅(知府衙门)起诉者，对判决不服，可

逐级向高等审判厅、大理院上告。改革民、刑不分的原则，区分民事诉讼和

刑事诉讼。实行辩护、陪审、公开审判和二、三审判决由“合议议定”等资产

阶级国家的诉讼制度。但这些诉讼原则和制度，仅是计划或法律上的规定，

由于清朝的迅速灭亡，未能真正得到实施。

1911年辛亥革命，宣统帝退位，原设立的审判机关撤销，审判权仍由各

级行政衙门行使。民国元年(1912年)1月南京民国临时政府成立，中央设

立审判所，行使国家最高审判厅，依法审判刑事、民事案件。发布《文官试验

章程草案》，拟通过考试，“网罗天下英才”分发各省担任地方各级行政官吏

与司法官吏，掌握地方司法审判权。主张文明执法，宣布废除刑讯体罚和报

复主义的封建诉讼制度，提出“刑罚的目的在维护国权，保护公安”，“国家之

所以惩罚罪人者，非快私人报复之私，亦非以示惩创，使后来者相戒”，“故其

刑罚之程度，以足调剂个人之利益与社会之利益之平为准”。“不论行政司

法官署，何种案件，一概不准刑讯，鞫狱当视证据之充实与否，不当偏重口

供”。“如有不肖官司，日久故智复萌，重煽亡清遗毒者，除褫夺公权外，付所

司治以应得之罪。”提倡尊重法律，公正办案。是时，安徽省军政府在内务司

署设立临时法庭，处理全省诉讼事务。同年4月北洋政府成立，尽行废除民

国临时政府的司法改革措施，恢复清末的司法组织和诉讼制度。安徽省于

同年11月、12月分别恢复省城及商埠芜湖各级审判厅，未设初级审判厅的

县设司法科。审判制度仍实行四级三审制。司法审判权除普通司法机关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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