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矗’’《常德地区、惠·法院态》是在党政领导妁重视和关怀

A下，在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和濒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的具体指

导下，以及采编人员积极努力下完成的。。t在工作中，始终

、x贯彻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针，，以党的“关于建国以

来党的若币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绳，运用历史唯物主义

的观点．，本着0羊今略．古。。的原则，实事求是的科学态

度，记述历史事实．，力求使志书真正发挥存史i一资政，教

．育的作用． j。。，j．。 一。二，’。，。·， ·，；．。 ． ：

土．本志记载t-百四十多年常德地区的审判史实，1特嬲

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地、．县』(市)人民法院三十多年的审判

历史．对旧中国的审判机关，着重揭露其镇压劳动人民的

本质，对新中国成立后的人民法院，重点记述了打击敌

人，惩罚犯罪，保护人民服务四化的职能，形成新旧社

会审判机关的鳞明对照。



：州簌中国成立以后，三十多年人民法院的审判工作历

史，令入感奋，也发人深思．人民法院通过办案，有力地

。保障和促进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对巩固人民政权，安

定社会秩序，繁荣社会主义经济，保障公民合法权益作出

了应有的贡献。在前趔道路上蚩：曾出现过一些失误，但除

了“文化大革命”中法制被严重破坏外，人民法院的审判

工作成绩是巨大的。尤其在中国共产党的第十一届中央委

。．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以后，‘拨乱反正，‘清除。左”。的错误

‘思想影响，同’时排除右的干扰，走上实事求是依法办案的

正确轨道．本志着重记述了常德地区地、县(市)人民法院

所走的道路，。本着不溢美、：7不隐过的求实精神，’记载了成

功与挫折，经验与教训，有比较才有鉴别，这将有助于人

民法院工作开创新的局面。5’。’，：’，· ： 、

： 编史修志，内容十分广泛，：从历史到‘现状；’从行使审

判职能封参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从贯彻执行政策法律剜

指导人民调解业务；从实事求是依法办案到有错必纠维护

法律尊严；从组织机构到队伍建设_⋯，门类之多，层次

之多，非原想像所及，然而，经采编人员的拼搏努力，特

别是领导韵高度重视和同志们的大力支持，终于便志成

稿，印刷出版。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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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意匿萌

去幕锍癌匠恚‘妻蕊蕙：妻：延藉谚鼋菇谍列宁主母罨黼穗遣区志I法黉恙：》：整捌：冯舞．螓列宁主
”义．毛泽东思想为指针，以《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

题的次议》为准绳i：坚擀“腰璜蓦率原则。，坚持实事求
是原则，运用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原理，专门记述

常德地区各级法院(司法机关)．各个历史时期工作实况，

并对社会主义时期法院工作的宦‘大成就作了重点记述．

二、法院专业志。本着详今略古≯继承历史，反映现

实，服务四化，有益后世的原则：以：体现时代特点和法院

审判特色． ．。一’ ；遗 k

三、本志断限，哼般上至1融。年飞道光二十年)，下

至1987年．但有个别情况记述至搁笔之日．

四，以图、志、表、录、人记等几种表述形式，构成

章、节框架，以志为主，史在其中．

五、历史纪年，按当时通用。韵哥惯称谓，再在括号内

注明公元几年。正文二律厢汉字≯数字用阿拉伯字。

六、各个时期魄审判机构，按一般习惯称谓，未另加

政治性定语。
“

七、本志设有概述、大事记，并冠以金志之首，以起提纲

要领作用，使读者开卷了然。志束设有附录，以补正文不足．

八、本志编纂，以类莱事，横瓣类目，纵写史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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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概 述

清代，常德地区的审判制度沿袭明制，地方各级主要一

行政官吏集行政司法于一身，诸法合体，刑民不分。审理

案件实行察言观色，刑讯拷打，把刑讯逼供作为法定原

则。县，府、道、省、中央形成一整套五级五审制。死刑

案件或其他重大案件处理，一般都要上报中央核准。光绪

三十三年(1907)实行官制改革后，依据《各级审判厅试

办章程》和《法院编制法》，常德试办地、初两级审判。

厅j刑民诉讼开始区分。以初级厅为初审者，如不服初

审，可逐级向地方审判厅、高等审判厅上诉，以地方审：判

厅为初审者，对判决不服，可逐级向高等审判厅、大理院

上诉。开始采用辩护、陪审、公开审理等诉讼原则，以及

二、三审．判决需合议决定，并由大理院执行复判等制度。

在清代，常德地区的审判制度具有以下特点：一是司法行

政合一，皇权至上；二是刑民掺合，重刑轻民，以刑罚处

罚为主；三是断罪重口供，审案以刑讯逼供为法定原则；

四是引礼入法，分血缘亲疏的“NN"，为断罪量刑的重

要依据，以维护封建宗族制度；五是刑罚严酷，分笞，、

杖、徒、流、死五刑，还有刺配充军等。死刑中，又分斩
． 1



绞立决和斩绞监候，杀头之后，将头颅吊在木杆上示众。

凌迟处死者，以零刀碎剐使之慢慢致死，若在处死前病

亡，仍需戳尸。光绪三十三年(1907)虽进行了官制改

革，但也只是在维护封建纲常的基础上，。仿效了一些资本

主义国家的审判制度。然而，清代已临末期，加上统治者

主观上的原因，对改革后的审判制度并未认真执行。

中华民国成立后，常德地区的审判机构设置紊乱，名

目繁多，体系不～。常德府曾设地方审判厅，后又改地方

法院。民国二十四年(1935)，湖南高等法院第三分院又

建院于此。各县也先后建立过初级审判厅，县知事兼理司

法公署，司法委员公署，县司法处等机构，常德、桃源，

澧县也建立过县地方法院。既沿袭清代封建的审判制度，

又仿效欧美大陆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司法制度，是封建和

资本主义的混合物。北洋军阀政府的法院实行四级三审

制，民国二十四年(1935)《法院组织法》公布以后，改

四级三审制为三级三审制。民国时期，常德地区的司法审

判有如下一些特点：一是民国初期，北洋军阀政府沿袭了

晚清司法审判制度，但因军阀纷争，地方割据，地方官吏

操权很大，而中央权力消减，同时，与北洋军阀政府对峙

的广州，武汉的国民政府亦各自立法对抗，故沿袭清末改

革后的审判制度，各地在执行中也不一致。二是常德地区

政权大都操于军人之手，军人利用权威任意综缆司法与行

政事务，有些法律和审判章程制度实际上为军人所破坏。

三是由于国民政府在各个领域贯串“攘外必先安内”的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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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方针，把矛头指向中国共产党人和其他爱国人士，除实

施法律审判外，还有军事镇压，特务机关也插手于司法审

判，如“湘西绥靖处”、“军宪警联合稽查处"等，根据

反动统治需要，撇开司法、检察机关，不办任何手续，随

意监视、搜查、，殴打、扣押、绑架、逮捕和暗杀共产党人

及其他爱国志士。这些特务组织设立了自己的法庭，采取

灭绝人性的酷刑，他们的罪恶历史，戳穿了国民政府所谓

“严禁法外侵扰"的虚伪性。四是审判中，虽规定有上

诉、审级等制度，但在审判实践中又推行“官无悔削’’的

原则，上一个审级对下一个审级的判决，既不进行调查研

究，也很少实事求是更改，因此，这种制度仅有利于有产

者借助反动法律，任意迫害人民。五是民事诉讼程序繁

琐，障碍重重，有理无钱者，只能望而生畏。

1926年至1927年、1929年至1932年期间，常德地区的

中国共产党组织领导了轰轰烈烈的工农革命运动，进行了

开辟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的艰苦斗争。在常德、桃源、石

门、安乡、澧县、临澧、汉寿、慈利等县，先后建立了惩

治土豪劣绅特别法庭或铲除土豪劣绅委员会，惩办了一大

批罪大恶极的反动分子，为创建苏维埃红色政权，实现土

地革命扫除障碍。

1949年!o)l 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一切

反动统治阶级的灭亡。但是，旧中国遗留下来的“污泥浊

水’’还不少，残存的反动势力很雄厚，不断向新生的人民

民主政权反扑，残杀我干部、战士和革命群众。据《新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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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报》1950年3月10日刊载，常德地区从1949年7月解放起

至1950年2月，仅8个月时间，被匪特残杀韵干部达103

人，被杀群众5000余人。桃源、慈利、石门，澧县、临

澧、汉寿、安乡、常德等县的摸底，1952年时，还残存土

匪(指惯匪、匪首)7730人，特务4429人，恶霸8064人，

反动党团骨干6373人，反动会道门头子858人，其他残反

2841人。旧中国遗留的“污泥浊水’’还有娼妓、流氓、赌

棍以及贩运烟毒者。特别在常德市和津市，鸦片烟毒危害

严重，如常德市1949年7月至1952年8月期间就查获制造、

贩运、买卖鸦片的达795人，计鸦片91852两，吗啡18808

两。对于旧社会遗留下来的这些极其严重的社会问题，必

然成为人民政府和人民司法机关彻底摧毁和革除的主要对

象。为此，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发动群众，胜利地进

行了清匪、反霸、镇反、禁烟禁毒、取缔反动会道门、三

反、五反等政治斗争，沉重地打击了反革命和刑事犯罪分

子的破坏活动．

人民法院的审判工作，历经了崎岖曲折不平凡的里

程，现作以下几个阶段分述：

1949年8月至1953年，在新中国建国初期的近五年

中，国家进行经济恢复，地、县(市)人民法院运用审判

武器，配合党和政府各项中心工作和社会改革运动，打击

敌人，惩罚犯罪，保卫人民革命成果。1949年8月湖南和

平解放后，常德地区以南下工作队为主体接管了湖南高等

法院常德分院及各县司法组织。同时，在地，县(市)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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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政府内设立了司法科，作为临时的人民审判机构，配合

剿匪、反霸、减租退押等斗争。打击了一批罪大恶极的反

革命分子。1950年地、县(市)普建人民法院，并以县

(市)为单位建立了“镇反"、 “土改”特别法庭，发动

群众，开展了镇压反革命运动，保卫了土地改革的顺利进

行。着重打击了土匪、特务、恶霸、反动党团骨干分子和

反动会道门头子等五个方面的敌人。为保卫国家经济恢复

和社会改革，地、县(市)人民法院与公安机关密切配

合，围绕“禁烟禁毒”、 “三反”、 “五反”等政治运

动，充分运用法律手段，依法惩办了一批刑事犯罪分子和

经济犯罪分子。在这一历史时期，全区共审结刑事案件

45642件，办结民事案件38715件。此外，还认真宣传和贯

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废除包办、强迫、男

尊女卑、漠视子女利益的封建婚姻制度，实行男女婚姻自

由，男女平等，一夫一妻等新婚姻制度。1953年内，在人

民法院系统内部进行了司法改革，整顿了组织，纯洁了队

伍，批判了旧法观念，建立了新的规章制度。 ，

1954年至1956年，这是发展中的三年。这一时期，国

家开始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1954年9月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第一次会议制定和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及其他重要法规，这

标志着人民法院开始进入以社会主义法制进行审判的新阶

段。常德地区地、县(市)人民法院积极贯彻法律规定的

各项审判原则和程序制度，开展以公开审判为重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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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人民陪审、辩护、回避、合议、上诉等审判制度，提高

了办案质量。随着大规模经济建设和对农业、手工业、资

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反革命和刑事犯罪分子活

动嚣张，阶级斗争显得十分尖锐复杂，1955年5y]14日中

共中央发出了第二次镇压反革命的指示，常德地区地、县

(市)人民法院在党委统一领导下，配合公安机关，充分

发动群众，开展了第二次镇压反革命运动。这次镇反着重

打击了那些隐藏很深的阶级敌人和公开进行破坏的反革

命分子以及其他刑事犯罪分子。在审判中，贯彻“少杀长

判”的原则，一判处了一批犯罪分子。对坦白自首、忠诚悔

改或有立功表现的，给予从宽处理，促进敌人内部分化。

这一时期，全区共审结处理了刑事案件1511 3件、办结民

事案件18227件。在这期间，常德地区社会秩序良好，案

件大幅度下降，人们道德风尚、精神面貌发生了根本的变

化，许多地方出现了“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可喜局

面，这是历史上常德地区社会秩序最好的年份。

1957年至1965年5Y]，是人民法院在曲折道路上前进

的九年。期间，F}{于“左”倾错误思想指导，人民法院审

判工作曾发生许多失误、受到严重挫折，但仍在继续前

进。1957年后，地、县’(市)人民法院在审判中，正确执

行了“三少"政策(即杀、关、管三少)，审理了大量案

件。据1957年至1965年的统计，共审结刑事案件36054件．

办结民事案件28792件。但足，这一时期的挫折和教训是

极其深刻的：一是1957年法院系统反右派斗争的扩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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