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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述

综 述

怀化地区位于湖南省西部。西与贵州省毗连，南与广西壮

族自治区接壤。省内自东南至西北，与邵阳地区(现邵阳市)，

娄底地区、益阳地区、常德地区(现常德市)、大庸市和湘西土

家族、苗族自治州相邻．总面积26700平方公里，人口440万

(1989年)．辖怀化、洪江两市和沅陵、辰溪、溆浦、黔阳，会

同五县及通道、靖州、芷江、薪晃、麻阳五个民族自治县。居

住着汉、侗、苗、土家、瑶、回等20多个民族。境内多高山大

川．雪峰山脉，武陵山脉沿地区两侧向东北伸延。沅水于流由

西南向东北穿过。渠水、7舞水、巫水，溆水，辰水．酉水把地

区12个县市连结在一起。

怀化地区有悠久的历史，早在公元前三四千年就有人群栖

息。公元前成书的《尚书》、《战国策》，《史记》对怀化地区就

有片段的记载，2000多年前怀化就有行政管理机构。明清时期

境内设置辰州府、沅州府和靖州直隶州。民国11年(1922年)，

民国政府将行政区划改为省、县两级，废除了辰沅道。民国24

年(1935年)设立的湘西绥靖处，相当恢复道的职能。民国27

年(1938年)绥靖处改为沅陵行署。民国29年(1940年)．全

省设立lo个行政督察区，现怀化地区的沅陵、辰溪、溆浦、麻

阳属第九区．黔阳、芷江、晃县、会同、靖州、通道属第十区

(当时的洪江属会同县，怀化尚未建立)．1949年10月，中华人

民共和国建立后，1950年在沅陵建立湘西行署，将第九区改为

沅陵专区，第十区改为会同专区，洪江镇升格为县级市。1952

年8月，行政区划作了一些调整，湘西行署撤销会同专区改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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芷江专区。沅陵专区撤销，沅陵、辰溪、溆浦、麻阳并入芷江

专区。1958年8月，绥宁县划邵阳专区，此后行政区划基本稳

定。

司法审判机关的设置，在封建时代，只有中央和省有专门

的机构和人员，道、府、县不设专门机构，都由道员、知府，知

县兼理，这种形式一直延续到清末。民国时期，整个湘西地区

设了一个二审专门机构。大部分县保留行政长官兼理司法的形

式，只在少数县建立了基层法院。

民国时期的法律，大多数是装璜门面，欺骗群众，并不实

行。民国初年，邵阳经营大烟的奸商，有数万克烟土在沅陵遭

抢劫，由于货主有背景，限期破案。抢劫犯被捕后均放判处死

刑，而货主不仅不受惩罚，反而将烟土全部发还。有一次沅陵

驻军抓了一起偷运烟土犯罪案，人赃俱获，烟土达三千多两。沅

陵地方法院受理之后，因为货主是某县县长，他的叔父是国民

党中央委员、司法院副院长．凭这个来头，就不了了之。民国

时期新晃县有两任县长离任时，都带走鸦片数千两，这样的禁

烟禁毒，结果只能治那些一般吸毒的烟民，小打小闹的烟贩，反

而使毒品经营被官僚和封建势力头面人物所垄断，成为他们升

官发财的资本。

怀化地区的匪患，持续了一百多年。人民吃尽了苦头。国

民政府总是明剿暗抚，那些罪恶累累，民愤极大的土匪头子，不

仅不受到法律制裁，因为他们不触动封建统治者的利益，政府

毫不在意，反而互相勾结，委以高官，互相利用，作为巩固反

动统治的工具。

在对待人民革命斗争方面，民国政府始终不遗余力。20年

代镇压人民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30年代追剿红军，千百万

爱国志士牺牲在国民党的屠刀之下。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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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述

沅陵、溆浦、辰溪、芷江、麻阳都发生严重的流血事变。他们

置法律程序于不顾，秘密审判，不审就判，滥施刑罚，法院判、

政府判、军队判、警察判、特务机关也判。1935年红军长征经

过怀化地区，各县政府处死的革命者就有一百多人，都是采取

先行正法的形式，这个数字只不过是真实数字的几十分之一．

1939年8月，国民党在怀化推行所谓“训政”，遭到群众的反对．

国民党的宪兵司令部聚集重兵，实行血腥镇压，杀害100余人。

对带头的几个匪首，却给予宽容。无辜群众大部分遇难，充分

暴露了国民党时期法的本质。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广大人民在中国

共产党的领导下，成了国家真正的主人，《中国人民政府协商会

议共同纲领》决定．“废除国民党政府一切压迫人民的法律，法

令和司法制度。制订保护人民的法律、法令，建立人民的司法

制度”。40年来，经过不懈的努力，人民司法工作逐步走上法制

化、规范化的轨道。各项法律、法令及司法、审判制度，日臻

完善。人民法院真正成为保护人民，打击敌人。惩治犯罪，纠

正违法，调整法律关系。巩固人民民主专政，保卫社会主义制

度，保障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忠诚卫士。

40年来怀化地区的司法审判工作的发展也不是一帆风顺

的，曾经过几次迂回曲折，不过每次迂回曲折之后，就向前跨

出一大步。

解放初期，各级人民法院，积极支持人民的革命斗争。杀
了一批罪大恶极的地主、恶霸、特务、±匪和其他反革命分子，

为群众参加各项民主改革扫除后顾之忧。这些处理对象在解放

前，身份是公开的，·犯罪是明目张胆的，被害人和谈害人的家

属都还健在。惩罚这些人，必须采取群众路线的方法，充分发

动群众，召开各种规模的群众大会，揭发、控诉，并听取群众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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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报上级批准后处理。这不仅是群众当家作主的一种形式，

而且是进一步宣传和教育群众的有效方法。这种直接依靠群众

办案的形式，在当时非常必要。几年以后，仍然采取这些形式

就不完全正确，有些案件还可能出现错误。10多年后在“文化

大革命”期间再采取这种办法，就成一种灾难。

50年代的“大跃进”，对司法审判工作也造成一些严重影

响。那时期望在一两年内，消灭犯罪，提出“几无几灭”的口

号。为达到这些不切实际的目标，采取了一些不当措施，为打

破司法机关分工负责，‘各司其职的互相监督机制，采取一缆子

办案的形式，搞分子集训和有轻微犯罪人员的集训，让他们交

心交罪，以为这样就可以掌握犯罪分子，使社会情况如玻璃、水

晶一样透明。这种以加剧阶级斗争的办法来解决犯罪问题，不

可能收到圆满的结果。。文化大革命”期间，提出以“阶级斗争

为纲”，这本来是政治思想上广义白J概念，形而上学地把它运用

在所有的案件上，因而在革命胜利后二十多年，成为反革命案

件成倍增长的根源。这些问题，从具体案件上不应该全盘否定。

从路线上分析，是极左思潮的影响，决不能让它继续。各级法

院在每次大的行动之后，都认真进行复查，陆陆续续作了一些

纠正。

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党的历史上的伟大转折。通

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解放思想，拨乱反正，人民法

院的审判工作，也迅速回到严肃执法的轨道上来。从1979年起，

刑法、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民法通则、森

林法、经济合同法以及许多专门法律陆续颁行，法院审判工作

有法可依。同时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对“文革”期间的反革

命案件，起义投诚人员被审判的案件，以及“文革”前有申诉

的历史老案，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全面进行复查，全错全平，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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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错部分平，不错不平，为调整社会关系作出了应有贡献。人
民法院的审刿人员，工作条件，职级待遇，受到党和国家的高

度重视，较1978年以前有了明显的改善，审判人员的素质有了

明显的提高，办案质量绝大部分准确、合法、及时，受到人民

的信任。地县各级领导并不满足已经取得的成就，而是着手解

决急待解决的问题，使人民法院更好地适应深化改革，发展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形势。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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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记述，上起清末道光二十年(1840)，下至1992年，

是怀化地区历史上第一龌童业审判志。

二、本志采取述、表形式记述审判机构的演变和发展。以

综述为全书之经，审判机构、人员、程序和各项审判为全书之

纬。并载入部分典型案例，使文、表、例相互照应。

三、为了加强志书的整体性，在各篇、章之首，安排概述，

便于揭示兴衰起伏，成败得失，沟通内外联系，彰明因果关系。

如审理反革命案件一章，时间夸度大，各个对期的政治形势不

同，采取的措施和打击的重点不一．溉述可以帮助理解当时各

种变化的缘由。

四、本志资料，清末及民国时期部分资料来自湖南省高级

人民法院院志办。新中国成立后，资料均来自本院档案室。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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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几千年封建统治的结束．人

民当家作主的时代已经到来，中国历史的新纪元从此开始。旧

中国一切压迫人民的法律、法令和司法制度被永远废除，新的

保护人民的法律、法令和司法制度，逐步建立、键全和完善。人

民法院作为国家审判机关，一贯忠实于国家人民的利益，忠实

于人民自己的法律，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发挥保护人民、镇

压敌人、惩罚犯罪、调处民事纠纷的职能作用。40多年来怀化

地区中圾人民法院为巩固人民民主政权，支持各项社会改革，保

障公民的民主和人身权利，调整社会关系．促进社会主义经济

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人民法院的发展，不是一帆风顺的，它经历过几次兴衰起

伏的过程．40年来的司法审刿工作，既取得巨大的成就，也出

现一些失误。50年代初期，在镇压反革命，土地改革和对农业、

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之后，立法工作未

能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没有统一的稳定的诉讼程序以及刑事、

民事、经济和行政审判的成文法律。司法审判工作依靠文件、指

示指导，加上1958年后，党内。左”的指导思想反复出现，在

审判工作中出现一些执法不严或者混淆是非，误我为敌的不正

常情况，。文化大革命”更达到顶峰，造成大批冤假错案。审判

工作人员与实际任务很不适应，只占总人口万分之零点四或五，

而且调动频繁，很不稳定，每次运动都要从党政机关、企业、学

校借人，没有稳定性，就不可能有连续性，法律的制度化、规

范化更无从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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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12月，邓小平同志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向全

党提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方针，果

断地把全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四个现代化建设上来，对。左”倾

错误思想进行认真的清理，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

号。三中全会指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一特别需要民主。为

了保障人民民主，就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使民主制度化、法

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具有稳定性、连续性。法律具有稳定

性、连续性和极大的权威，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

必严，违法必究”，保证人民在自己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允

许任何人有超越法律之上的特权。三中全会后，立法工作迅速

跟上，修改了《宪法》、制定了刑事、民事、行政诉讼程序法和

刑事、民事、经济等各方面的专门法律，并陆续颁布实施。为

使各项法律的正确实施，司法部门普遍得到加强，人民法院的

编制，到90年代初，较70年代末增加了5倍。工作条件也得

到显著改善。审判业务70年代只有刑事、民事审判，到90年

代已全面展开，有刑事、民事、经济、行政、告诉申诉．林业、

执行等专门审判庭，人民法院切实掌握了严肃执法的主动权。三

中全会后的10多年，法院依照法定程序和历史上正确的政策规

定，复查数以万计的历史老案，特别对“文化大革命”期间的

所有反革命案件都进行复查，平反了大批冤假错案；严厉打击

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严重犯罪分子和经济犯罪分子，依照法律

规定审理大批经济、民事纠纷。10多年的审判工作，超过了三

中全会前30年刑、民案件的总和，虽然未能保证百分之百的准

确，有时也出现少数适用法律上的错误，一经发现就严格依法

实行再审，很快得到纠正。

从总的方面说，各级人民法院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废

除了几千年来压迫人民的封建轻：制，建设一个以人民民主专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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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司法审判制度，受到广大人民群众拥护和支

持，尽管遇到过许多困难和挫折，出现过一些错误，却没有停

止它前进的脚步，历史的经验教训，使我们更加成熟。回顾解

放后40多年人民法院发展的历史，兴衰起伏，成败得失，都离

不开当时的历史环境和社会影响。三中全会以后，通过解放思

想，拨乱反正，对40年来路线是非有了明确、统一的认识，人

民法院对40年的历史，有必要认真地记述，成就不可否定，应

当记全、记够；错误不能忽视，更不应掩盖，所谓。前事不忘，

后事之师”。纂写本志的目的，就在于存史资洽，为后人提供完

整的史料，成为审刿工作一件划时代的依据。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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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三年四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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