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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弹指一挥间，共和国检察事业已经走过了六十个春秋。
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北平召开，决定成立最高人民检察署；10月1日，中央人民
政府任命罗荣桓为最高人民检察署检察长；10月22日，最高人民检察署检察委员会议在中南海勤政殿
举行了第一次会议，共和国首任检察长罗荣桓庄严宣布——最高人民检察署成立。
新中国检察制度是伴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而诞生的。
这不仅是新中国检察史的第一页，也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检察事业翻开了新的篇章。
共和国的检察工作经历了初创阶段的艰难摸索，经历了波折阶段的中断取消，经历了恢复重建后的创
新发展，正以前所未有的稳健步伐不断迈进，迈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检察制度蓬勃发展、社会主义法
治不断完善的春天。
共和国的检察工作与共和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事业同呼吸、共命运，共和国的检察人肩负着保障人权
、惩治犯罪、守护法律、维护公正的历史使命。
使这种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植根于每一个检察人的头脑中，是做好检察工作的重要思想保证。
60年来，共和国检察制度走过了不平凡的历程，形成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检察制
度。
新中国成立后，新建立的检察机关在党的领导下，积极投入到当时的社会改革、镇压反革命、“三反
”、“五反”等重大活动中去，依靠群众，以有限的人力和物力，抓重点，办大案，察纠要犯，平反
冤狱，在巩固新生的人民民主政权中发挥了应有的作用。
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确立了检察机关的宪法地位，检察机构和队伍有了很大的发展，检察
制度站在了历史的新起点上。
“文化大革命”期间，社会主义法制特别是检察制度遭受空前的劫难，检察机关一度被撤销。
人民检察的历史，尤其是人民检察在社会主义法制发展进程中遭遇严重挫折的历史告诉我们，人民检
察是社会主义法制体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和重要环节。
忽视检察工作意味着对法制的削弱和破坏。
1978年6月1日，最高人民检察院恢复重建，人民检察制度重新走上了全面发展之路。
回望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人民检察事业走过的光辉历程，我们清晰地触摸到了人民检察的发展脉络：它
诞生于战火纷飞的革命年代，形成了光荣优良的传统，服务于党和国家在各个历史时期的工作大局，
为巩固国家政权、保护人民、打击犯罪、惩治腐败、维护国家法制统一发挥了重要作用。
人民检察的历史是一部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领导人民检察工作的历史；是一部马克思
主义法学理论在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与中国检察工作实际相结合的历史；是一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检察制度不断完善发展的历史。
人民检察史，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探索符合国情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权力监
督制度走过的道路，承载了几代检察人的探索和艰辛、光荣与梦想。
今天，我们倡导传承检察文化，弘扬检察精神，正是为了激发广大检察官对检察事业的认同与热爱，
培养广大检察官强化法律监督的责任意识和执著追求公平正义的历史使命感。
这是一项复杂而艰巨的系统工程。
从梳理、研究中国检察制度尤其是人民检察的历史着手，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摸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检察制度的科学规律，是检察人的责任。
最高人民检察院组织编写的这套《共和国检察60周年丛书》，从不同角度，以不同形式探寻检察制度
产生发展的源流，寻找人民检察制度历史变迁的印迹，揭开尘封岁月中的往事，还原历史长河中的事
件，拾掇检察事业发展历程中的珍珠，怀念为检察事业呕心沥血的老一辈检察人，回味在履行神圣的
法律职责中所经历的那些挫折与成就。
这套丛书形式各异，文体有别，在翔实的史料和精辟的评点之外，也不乏令人动容、欷歔感慨的文字
，这是一部严肃客观而又生动鲜活的历史，它积淀着检察往事的厚重与沧桑，又渗透着法制进步的信
息和足印。
所有这些，都在传递同一个信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检察制度是中国政治、法律制度的有机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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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与我国历史文化传统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相适应的，它根植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
特别是法制建设的实践，是真正具有中国特色的制度创新。
检察历史，对于我们检察人来说是财富，是人民检察制度跌宕起伏、波澜壮阔的发展历程，是检察事
业的耕耘者们励精图治、甘于奉献的伟大气节，让我们更加深刻地懂得现在、懂得坚持，让我们能站
得更高、看得更远！
我们今天盘点检察历史，是为了让历史启迪未来，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检察制度，是历史发
展的必然选择。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检察制度具有科学性和优越性，充满了生机与活力。
展望未来，我们更加坚定信心，从巩固党的执政基础、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维护宪法和法律尊严
出发，树立理性、平和、文明、规范执法的新理念，强化对自身执法的监督制约，切实履行好宪法和
法律赋予检察机关的神圣职责，真正做到敢于监督、善于监督、依法监督、规范监督。
在共和国六十华诞来临之际，谨以此作为共和国检察官对祖国的庄严承诺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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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共和国检察人物》内容简介：回望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人民检察事业走过的光辉历程，我们清晰
地触摸到了人民检察的发展脉络：它诞生于战火纷飞的革命年代，形成了光荣优良的传统，服务于党
和国家在各个历史时期的工作大局，为巩固国家政权、保护人民、打击犯罪、惩治腐败、维护国家法
制统一发挥了重要作用。
人民检察的历史是一部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领导人民检察工作的历史；是一部马克思
主义法学理论在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与中国检察工作实际相结合的历史；是一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检察制度不断完善发展的历史。
人民检察史，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探索符合国情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权力监
督制度走过的道路，承载了几代检察人的探索和艰辛、光荣与梦想。
　　检察历史，对于我们检察人来说是财富，是人民检察制度跌宕起伏、波澜壮阔的发展历程，是检
察事业的耕耘者们励精图治、甘于奉献的伟大气节，让我们更加深刻地懂得现在、懂得坚持，让我们
能站得更高、看得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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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言留得丰功万古存——共和国第一任检察长罗荣桓一、革命熔炉铸就“党内圣人”二、被拖垮的身
体三、为新中国检察事业打下第一块基石四、结语一蓑烟雨任平生——共和国第二任检察长张鼎丞一
、检察生涯二、革命生涯三、主政福建四、华东局和中组部工作时期炭来炼就丹心赤——共和国第三
任检察长黄火青一、往昔峥嵘岁月稠二、历史重任扛肩头三、一个平凡的共产党员白头唯有赤心存—
—共和国第四任检察长杨易辰一、从黑龙江第一书记调任共和国检察长二、检察机关动了真格儿的三
、反渎职：检察工作新的突破四、不拘一格用人才，打造一支过硬的专业队伍五、他是这样的人侠骨
铁肩担大任——共和国第五任检察长刘复之一、奔赴延安二、太行山抗日三、投身政法事业四、在历
次“运动”中五、“文革”中遭受磨难六、三年冤狱七、主持文化部常务工作八、到中央政法委做彭
真副手九、参加审判“林、江反革命集团”工作十、中央点将，临危受命十一、再写传奇半个世纪同
命运——共和国第六任检察长张思卿一、共同的起步二、担任副检察长的岁月三、上任之初与“八字
方针”四、狠抓队伍建设五、全面构建检察格局六、退隐时刻事须经过始知难——共和国第七任检察
长韩杼滨引子：一次“大跨度转轨”一、整顿二、基层三、大局四、办案五、预防六、监督七、改革
八、起点后记：他是一个这样的人忠诚铸就——共和国第八任检察长贾春旺一、自古英才出寒门二、
留校十八年三、从北京市到中央政法机关四、首席大检察官五、“对得起党和人民”从法学家到首席
大检察官——共和国第九任检察长曹建明一、从学徒到大学生二、从出国留学到出国讲学三、突破法
律禁区的探索四、两次走进中南海讲课五、从大学老师到大法官六、从一级大法官到首席大检察官七
、坚定政治方向更新执法理念八、切实在“三个强化”上下工夫见实效九、服务大局科学发展十、心
系基层狠抓基础筚路蓝缕垦新田——最高人民检察署副检察长、党组书记李六如一、反清志士二、寻
找新路三、加入共产党四、苏区斗争五、奔赴延安六、任职东北七、为检察事业奠基八、对检察理论
的梳理九、理论基础上的实践十、最后岁月千磨万击还坚韧——人民检察理论主要奠基人王桂五一、
初入高检二、黄金时期三、波折时期四、恢复工作五、最后的时光六、一个永远让人想念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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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新中国成立前夕，正在养病的罗荣桓得到消息，中央准备让他出任即将成立的共和国第一任检察长，
筹备最高人民检察署。
“这个时间是1949年8月。
”谈起这件事，罗荣桓的儿子、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炮兵原副政委罗东进中将很是感慨。
1955年9月，已卸去检察长职务的罗荣桓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和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
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
从一名怀抱实业救国理想的爱国学生，成长为新中国首任检察长、共和国元帅，罗荣桓走过了波澜壮
阔的一生。
一、革命熔炉铸就“党内圣人”南礼士路头条毗邻长安街，与周围的繁华相比，这里稍显幽静，北京
八路军山东抗日根据地研究会就位于一座普通的招待所的楼上。
已是满头华发的罗东进语带沧桑地回顾起父亲在革命道路上走过的风雨征途。
(一)“老实是罗荣桓的一个很大的特点”1902年11月26日，罗荣桓出生于湖南省衡山县一个叫南湾的
山村。
这一年，是八国联军攻进北京城的第三年。
腐朽的清王朝，正经受着内乱外侮，处于风雨飘摇之中。
1914年，辛亥革命爆发后的第三年，罗荣桓进入罗氏岳英小学读书。
在这所小学，校长罗炳文不仅注意向同学们传播新学科、新知识，而且还注意对孩子们进行爱国主义
教育。
在这些具有新思想的老师的教导下，年少的罗荣桓开始关心国家命运了。
1919年夏，罗荣桓到长沙去读中学。
时任湖南督军的军阀张敬尧滥发纸币，横征暴敛，对学生和工人运动残酷镇压，激起了各界人士的强
烈愤慨，于是各界群众联合起来，举行了声势浩大的“驱张运动”。
进入中学的第一学期，罗荣桓便参加了抵制日货和“驱张运动”，第一次经受了反帝反封建斗争的洗
礼。
1923年6月1日，日本水兵在湘江边向爱国群众开枪，制造了震惊全国的“六一”惨案。
罗荣桓积极投身到反日爱国运动中。
接连几天，他参加了游行示威、追悼大会和向当局的请愿活动，结果被列入“不法学生”的黑名单，
不得不离开长沙。
“他在这一时期接受了一些进步思想的影响，已经在思考如何救国的问题。
但是他还没有认识到要走武装斗争这条道路，还是抱着科学救国、实业救国的理想四处求学。
”罗东进介绍道。
为了继续求学，罗荣桓先后到了青岛和广州。
在广州，他看到了迅速发展的革命形势和工农大众在革命中表现出来的巨大威力，思想发生了巨大变
化。
同时，他也看到国民党左派和右派之间正在发生分化。
1926年11月，罗荣桓返回农民运动开展得风起云涌的湖南。
这时，湖南全省已有50多个县成立了农民协会，会员发展到130多万。
他的故乡衡山又是湖南农民运动发展得比较好的县，农民协会已普及全县大部分地区。
由于罗荣桓是从革命的中心——广州回来的，因此，对于他的到来，当地农会表示出极大的欢迎。
罗荣桓都没有回家抱一抱刚满月的女儿，就把全部精力投入到动员农民参加农会的工作中去了。
就这样，高涨的革命形势推动着罗荣桓在革命道路上迈开了步伐，为他日后成为一名坚定的革命家提
供了初步而又有重要意义的经验。
1927年4月中旬，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消息还没有传到偏僻的南湾，但当地的土豪劣
绅已经蠢蠢欲动，罗荣桓处于危险之中。
一天夜里，他在一名农会积极分子的护送下，秘密离开南湾，前往武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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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武汉从外表看革命气氛依然浓厚，但实际上已经危机四伏。
军事上，武汉国民政府处于新旧军阀的包围之中。
经济上，由于帝国主义的破坏和资本家的敌对，商品奇缺，粮食紧张，物价飞涨，陷于严重的经济危
机之中。
武汉国民政府也在积极策划反共，而中共党内的右倾投降主义分子却在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面前步步
退让。
就在这山雨欲来之际，革命队伍中许多不坚定分子纷纷脱离了革命，而罗荣桓却在这年5月，加入了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不久转为中共党员。
在最危险的时刻，他毅然投入了革命的洪流。
1927年7月初，罗荣桓被党派往湖北通城开展农运工作。
几日后，“七·一五”事变爆发，汪精卫公然叛变革命。
罗荣桓赶到通城后，认识到你死我活的武装斗争已经提上议事日程，于是开始进行农民自卫军的组织
工作。
之后，带着这支自卫军参加了秋收起义。
起义的受挫加上部队条件的艰苦，导致很多人开了小差。
罗荣桓走在队伍的后面负责收容。
他和大家一样饥饿疲惫，加上眼神不好，夜里走起山路来非常辛苦，腿脚经常受伤。
这时，入党仅仅4个月的罗荣桓，革命信念虽然没有动摇，可是这样一支起义队伍，处在敌人的重重
包围中，能不能坚持下去、要到哪里去，他和大家一样，都没有明确的答案。
1927年9月，罗荣桓随起义部队来到文家市，第一次见到了毛泽东。
9月22日，部队到达江西永新三湾村，人数已不足千人。
在这里，进行了有名的“三湾改编”，部队由一个师改编为一个团，下设一营、三营和特务连。
毛泽东宣布，为了加强党的领导，要把支部建在连上，连以上设党代表，营、团建立党委。
他还提出，在部队内要实行民主制度，连队经济公开，官兵待遇平等，为了保障士兵的民主权利，建
立各级士兵委员会。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工农革命军共编了7个连队，罗荣桓任特务连党代表，成为我军最早的7个连党代
表之一，也是最早同毛泽东相识、唯一一位从连党代表做起的共和国元帅。
对于选罗荣桓任党代表这件事，毛泽东后来这样解释：“为什么让荣桓当党代表呢？
就是因为老实。
”关于罗荣桓的老实，还有一个笑话。
农民自卫军成立后，队伍里缺一个管账先生。
大家考虑到罗荣桓是大学生，就建议由他兼管财务。
罗荣桓一贯不善于也不喜好理财，但是考虑到管账也是革命的需要，就没有推辞。
于是，除了做党代表外，他还兼管一只盛钱的小箱子，走到哪里就提到哪里。
这一天，天气真热，山路又崎岖。
罗荣桓提着沉重的箱子，一路上不断地倒手。
刚走了十几里路，就热得唇干舌燥。
下午，在翻一座大山的时候，有两个农军士兵跑到罗荣桓跟前说：“先生，我们帮你扛吧。
”罗荣桓摇摇头说：“不用，我自己可以提。
”两人坚持要帮着扛，罗荣桓看着两人很面熟，知道确实是队伍里的弟兄，挡不住他们连说带抢，箱
子便被他们拿去了。
傍晚，队伍宿营时，罗荣桓去找这两个士兵，却不见了他们的踪影。
丢了箱子里的二三百块钱，罗荣桓心情非常懊丧。
他后来对妻子林月琴说：“那个时候，思想单纯得很，以为大家都是来革命的，都是一样的同志嘛！
其实，并不都是来革命的，混饭吃的、找出路的，大有人在。
那个时候，我们都是'秀才'造反，脱不了书呆子气。
一个知识分子要成为坚定的革命者，不经过一番磨炼是不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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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延安，有一次，毛泽东见到林月琴，说：“老实是罗荣桓一个很大的特点。
”听了毛泽东的话，林月琴就讲了罗荣桓丢钱的事。
毛泽东听了哈哈大笑，又对林月琴说：“你看，他非常老实，可又很善于总结经验，他从这件事就悟
出了一个真理。
因此他对是非、对正确和错误，鉴别得特别分明。
”毛泽东还告诉林月琴，第四次反“围剿”以后，罗荣桓被调离部队改任总政的巡视员和动员部长，
仍然老老实实为党工作。
毛泽东说的老实，不只是对罗荣桓的性格特点，也是对他坚定的信念及对党、对革命的忠诚的准确概
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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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共和国检察人物》是“共和国检察60周年丛书”之一，该丛书是由最高人民检察院组织编写的，书
中从不同角度，以不同形式探寻检察制度产生发展的源流，寻找人民检察制度历史变迁的印迹，揭开
尘封岁月中的往事，还原历史长河中的事件，拾掇检察事业发展历程中的珍珠，怀念为检察事业呕心
沥血的老一辈检察人，回味在履行神圣的法律职责中所经历的那些挫折与成就。
书中除翔实的史料和精辟的评点之外，也不乏令人动容、欷歔感慨的文字，这是一部严肃客观而又生
动鲜活的历史，它积淀着检察往事的厚重与沧桑，又渗透着法制进步的信息和足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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