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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记述断限，上溯清朝末年，下至1989年，少数事实

记至1990年。 ．

’

二．本志编纂体例，以类系事，横排类目，纵写史实，唯

刑事审判分两章纵写。 ．

三．本志以图(包括照片)，述．记．志，录等几种形式

表述，以志为主。大事记以编年体为主，辅以记事本末体。志

内按章．节，目，子目次序排列。 ：
．‘

‘

四．本志记事，用语文体，直叙其事，述而不论。须加

评论之处，力求观点鲜明，褒贬得当．。

五，本志记述的地域，以湘乡t989年行政区划实辖范围

为限，1951年9月以前的史实包括划出的双峰和涟源部份地

域。1987年县改市前称县。公社．大队改为乡．村前，沿用

公社，大队名称。’
‘

．

六，本志纪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用当时历史

纪年，在括号内加注公元纪年。地名．官员职称用当时的称

谓。地名知今名者，．在括号内注今名。 ： ．

七．本志中的历史朝代，一律沿用旧称，如“清朝奠．“民7

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文中简称解放前后。

+八．本志所用度量衡单位，在统一公制前，沿用市橱。

1954年底以前的人民币值以“万元”1(等于新币1元)计。文中

所记数字，一律用阿拉伯数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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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本志记述案例较多，所涉及的案犯和当事人，部份

直用其名，部份以“张某”．“李X X”代之。

十、志内有些内容需加说明者，在括号内或文后加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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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l

‘

序

湘乡的司法审判，清末同治剁《湘乡县志》未予记述．。1959

年鳊修县志时，未入定稿，所收资料全部散失。此次编纂《湘

乡法院志》，可说是空前创举。志书问世，值得庆贺。

《湘乡法院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针，坚持四

项基本原则，遵循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记述各个历史时期

司法审判工作的兴衰成败和经验教训。对旧社会的审判机关，

着重反映其奴役和镇压劳动人民的本质；对解放后的人民法

院，重点体现其打击敌人，惩罚犯罪、保护人民的职能。新

旧社会的审判机关形成鲜明对照，展现了人民法院秉公执法、。

依法办案的庄严形象。
。

《湘乡法．院志》按照“立足当代，详今略古”的原则，以大

量的篇幅，比较全面地记述了解放后40年特别是后10余年审

判工作的历史。40年来，湘乡人民法院通过审判案件，有力

地保护了公民和法人的合法权益，保障了社会的稳定和经济

的发展，保障了社会主义政权的巩固。但在前进的过程中，也

受过挫折，有过失误，发生过冤假错案。中国共产党十一届

三中全会以后，拨乱反正，总结经验，吸取教训，开拓前进，

为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开创审判工作新局面，作出了重要贡

献。志书重点记述新的历史时期审判工作的时代特点和地方

特色，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湘乡法院志》，仃类较齐全，内容较丰富，结构较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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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于一体，集事实，数据，案例之

大成，可读性强，是一部具有“存史、资治、教育”价值的好

书。鉴古知今，继往开来，愿志书在今后的审判工作中，在

宣传社会主义法制中，发挥其功能作用。

“修史之难，莫过于，6-”。经编纂人员艰苦努力，广征博

采，伏案耕耘，终成此书。并得到有关领导和湘乡市地方志

办公室同志的支持和帮助，在此表示感谢。

由于历史的原因，资料匮乏，清朝末年几乎是空白，民

国时期亦残缺不全，解放以后也欠完整。且水平有限，缺点

错误难免，恭请各级领导、志界同仁及法律工作者批评指教。

奴塘抟
1992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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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湘乡，位于湖南省中部偏东，居涟水中游，历史悠久，文

化发达，素为人文荟萃之乡，词讼繁博之地。

历代封建统治阶级，都把司法审判机关作为奴役和镇压

劳动人民的重要工具。司法从属于行政，地方行政长官兼掌

司法事务。清代，知县兼理司法，聘请刑名幕僚办理刑事判

牍，有时帮助坐堂审案。县官每被地方势力挟制把持，流弊

丛生；诸法合体，民刑不分；刑讯拷问，指名画供被作为法

定原则普遍施用，以致屈打成招，冤案层出；诉讼费用昂贵，

“衙门八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广大劳动人民深受刀笔诉

讼①之苦。清末，推行新政，订定《法院编制法》，于宣统元

年(1909)奏准公布，饬地方各级成立审判厅，欲使司法与行

．政分离，县内未及施行。

中华民国元年(1912)，南京临时政府颁布《中华民国I隘时

约法》，规定法院审理案件实行法官独立审判和公开审判。是

年7月1日，成立湘乡初级法院，民国3年(1914)4月奉令

裁撤。继由县知事兼理司法，设帮审员(后改称承审员)数名

辅助。民国12年(1923)，湖南实行“省宪”，推广司法计划，成

立湘乡初级审判厅，恢复司法独立制度。民国16年(1927)，农

民运动蓬勃兴起，一度成立湘乡县惩治土豪劣绅特别法庭，审

决了一批罪大恶极的土豪劣绅。是年9月，依全国新体制改

组司法机构，设立湘乡司法委员公署。民国18年(1929)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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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日，改为县政府兼理司法。兼理司法的湘乡县政府奉行“清

乡铲共”政策，一批中共党员和革命人士被惨遭杀害。民国25

年(1936)9月1日，成立湘乡县司法处，名日独立行使审判

权，实则仍受县长控制。“特种刑事”案件由县政府直接审判，

司法处无权过问。民国35年(1946)，成立湘乡县政府军法室，

县长兼任军法室主任，以处理军人犯罪案件为名，秘密侦查

和审判中共地下党员和爱国人士的革命活动。民国36年(1947)

lO月1日，正式成立湘乡地方法院，较邻近湘潭地方法院的

成立晚了12年。
’

民国时期的司法审判，实行“法定证据”②和q自由心证"

③原则。在刑事审判中，滥施法外之法，任意出入人罪①，冤

案甚多。民事诉讼程序烦琐，‘一般平民无从捉摸，当事人受

累不已。民国后期，经济萧条，政治腐败，司法官吏贪赃枉

法，徇私舞弊，屡见不鲜。 ．．

1949年8月13日，县境和平解放。9月1日，成立湘乡

县人民政府司法科，接管原湘乡地方法院和县政府军法室。翌

年3月1日，正式成立湘乡县人民法院，担负起打击敌人、惩

罚犯罪，保护人民的重任。在清匪反霸、减租减息运动中，依

法审结了一批罪大恶极、阴谋暴动的匪特，恶霸和不法地主

案。1950年冬，成立湘乡县人民法庭，以区为单位设10个分

庭，审理反革命案件和违抗土地改革法令的案件。在镇压反

革命运动中，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严惩

了土匪、特务，恶霸、反动党团骨干分子和反动会道门头子，

处决其中的首恶分子，社会秩序迅速稳定。随后，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惩办“三反”．，“五反”⑤中揭露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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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的贪污受贿．盗窃公共财产和国家经济情报．偷税漏税等

．犯罪分子，保护了公共财产，维护了经济秩序。与此同时，参

与宣传和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审结一批因反对封

建婚姻制度而提出的离婚案件，依法惩办杀害，虐待妇女的

犯罪分子，支持妇女的翻身解放，促进新婚姻制度的建立和

发展。嗣后，以打击现行反革命破坏和严重刑事犯罪活动为

重点，开展审判活动，保卫各项中心工作：

人民法院成立初期，贯彻《人民法院暂行组织条例》，执

行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严禁刑讯逼供和彻底

废除肉刑等审判原则，试行公开审判，就地审判，邀请各界

代表参加陪审等制度。1952年冬，进行司法改革，批判旧的

司法观点和旧的审判作风，纠正主观臆断、强迫调解等旧的

衙门习气，逐步建立起一套保护人民利益、便利群众诉讼的

新型诉讼原则和制度。1955年春，．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

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法院组织法》，贯彻“人民法院独立审

判只服从于法律”，“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和公，检，法

机关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等原则，实行公开审判、回避、辩

护，陪审，合议、上诉等审判制度。通过短期培训和工作实

践，审判人员的业务水平逐步提高。 ．

1955年8月，全县开展第二次“镇反”，按照严肃，．谨慎

的原则，执行“少杀长判”的方针，．审结一批反革命案和严重

刑事案，社会秩序进一t步稳定。1956年9月，按照“有反必

肃，有错必纠"的方针，对第二次“镇反”中审结的案件进行全

面检查。通过检查，肯定此次“镇反”的成绩是主要的，基本

的，实事求是的纠正部份错判案件，并从中总结经验教训，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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