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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的新式司法制度创建于清末，其突出特点是强调司法审判的程序化和司法人员的专业化。
这种新式的司法制度无疑具有许多优点，但由于中国近现代社会的动荡与复杂，加之这种制度本身固
有的问题，因而在运行的过程中，也暴露出了许多明显的不足，如程序过于烦琐，司法人员与民众和
社会脱节等，从而受到许多人的诟病。
    诞生于20世纪30年代末期的陕甘宁边区政府，在司法制度的建设上，抛弃了自晚清以来历届政府所
推崇的新式司法制度，开始了大众化的尝试，如简化审级和程序，强调司法从业人员必须与民众在情
感上保持一致、生活方式等方面打成一片，甚至直接发动大众参与司法活动本身，以及将大众对司法
机关的评价作为评判法审判优劣与否的唯一标准等。
这种大众化司法的尝试，不仅给中国的法制现代化建设带来了全新的理念，而且开创了中国法制近代
化进程的新阶段。
    陕甘宁边区所尝试的大众化司法，不仅没有现成的理论，更与源自于西方的现代“法治”学说相迥
异，也没有可资借鉴的对象，在世界法制的发展史上可能都是独一无二的。
或许就是因为其“独一无二”，所以从其产生的那天起，对其的评价就聚讼纷纭，赞扬者将这种做法
称为司法民主，批评者称其为是游击作风，但都一致解释说导致这种做法的原因是边区动荡的战争环
境和农村条件。
    大众化司法的形成和确立，既是陕甘宁边区政府为适应环境、条件的一种决策，又是边区政府出于
理论上的自觉选择。
边区政府之所以选择大众化司法作为法制建设的方向，从政治上讲，是为了得到民众的拥护，夺取政
权；从法律上讲，是为了解决公共权力与社会、民众的脱离问题。
但由于司法知识的不足，最终导致在解决问题的思路上出现了某些偏差。
    本课题是在已有研究基础上的一次新尝试，是在对前人研究成果充分尊重和借鉴的前提下所做的一
种新努力，它力求在史料、方法、结论几个方面都有所突破：在研究时段上，本文主要集中于抗战时
期的陕甘宁边区，对原苏区和解放战时期的陕甘宁边区司法制度只作一般的考察和介绍，不作为重点
；在研究对象上以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为主，兼顾县司法处和延安地方法院。
这种选择不仅是由边区高等法院地位之重要所决定的，同时也是材料的局限所决定的；在资料运用上
以第一手资料为主，包括陕西省档案馆馆藏的陕甘宁边区司法诉讼档案，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陕甘
宁边区参议会材料，公开出版的当事人日记、回忆录和文集、媒体材料等，力求在史料新颖性上较之
以往的研究有所突破；在考察对象上，以政府、民众、司法从业人员为主，论述陕甘宁边区司法制度
的形成，指出大众化司法的形成是政府、民众和司法人员三方面平衡的结果。
在尽可能勾勒陕甘宁边区大众化司法制度形成、发展、演变过程和规律的同时，阐述了大众化司法的
基本含义和内容，并从政治与法律的角度对陕甘宁边区大众化司法制度进行了评价；在研究方法上，
本文运用法学、史学、政治学等跨学科结合的方法进行研究和分析。
具体而言，即以史料为依据，用历史归纳、分析、组合等方法，梳理出陕甘宁边区司法制度建立的基
本轮廓，再运用法学、政治学等方法进行分析和佐证，力求探索陕甘宁边区司法制度的历史真相，还
原历史。
    本文在结构上共分六章。
其中第一章侧重于对晚清以来中国移植西方现代司法制度过程的描述和分析，为了与以往学术界已有
的研究不至于形成雷同，同时也是为了紧扣本文的主题，本文对中国近代司法制度的介绍与分析，侧
重于专业化司法制度的建立过程，以期为后续的研究提供一个基本平台。
    第二章开始进入本题，但研究的重点为1942年以前的陕甘宁边区司法制度。
笔者以为，陕甘宁边区大众化司法制度的发展，可以明显地分为前后两个阶段。
前后两个时期同样都强调司法为民，但前者主要从形式方面着手，如简化程序等，而后者则更多地是
从实质层面做起。
这一现象出现的原因，固然与边区司法制度本身的发展和演变有着直接的关系，但同时又是边区政府
在指导思想方面的变化所导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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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章以边区司法系统内部对司法制度建设方向问题的争论为研究的重点。
l942—1943年之间，在边区司法系统内部发生了一场围绕着边区司法制度建设方向问题的争论，争论
的结果曾一度改变了边区司法制度的走向，即试图放弃大众化司法，朝着专业化司法而努力，但由于
某种原因，这种努力终被放弃。
    第四章研究的重点从时间上讲为l943年以后的陕甘宁边区司法制度。
经过l942—1943年的争论之后，大众化司法制度在陕甘宁边区最终得以确立。
本章从各种角度对大众化司法所涉及的问题进行梳理和分析，探寻大众化司法的表现和最终确立的原
因，从而使本文所谓的大众化司法概念得以明晰。
    第五章通过陕甘宁边区所推行的人民调解制度这一具体的个案，从另一角度，即微观角度对大众化
司法问题进行研究。
笔者认为人民调解制度与大众化司法两者之间关系极为密切，是边区大众化司法的一种具体表现形式
。
加强对人民调解制度的研究，有助我们对大众化司法的理解。
    第六章从理论上对陕甘宁边区大众化司法问题进行必要的评价。
延安时期是中国革命从挫折走向胜利的转折点，因而新中国成立后，有关延安的一切自然而然地容易
被人们视为胜利的法宝而继承。
笔者既不同意把延安时期的一切都视为特定时期的特定产物的说法，但也不赞成对延安时期的一切均
要一味地继承的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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