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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党的历史文献集和当代文献集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十册 

在军事检察院检察长、军事法院院长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五七年三月十八日）

董必武

【字号 大 中 小】 【打印】 【关闭】 

  这次会开得很好，总结了一九五六年的工作。在过去的一年里，你们的工作是有成绩的，这些成绩应当巩固下来，并

加以发扬。工作中间也有过一些缺点和错误，这些缺点和错误，有的已经改正，有的正在改正。经过这次会议以后，我们

军队中的司法工作将会做得更好。这是很有意义的一次会议。这次会议可以称是研究性质的，每年都应该举行一次这样的

会议。 

  我们军队中的司法工作，不是现在才有的。从我们军队建立的时候起，军队中的司法工作也就开始有了萌芽。它是军

队工作的一个组成部分，有助于军队纪律的巩固。没有它，军队的建设就是不完备的。我们的军队是逐步发展起来的。全

国解放以后，军队正规化了。军队中的司法工作、法律工作也要正规化。我们军队的司法工作与法律工作，根据国家法律

组织起来的时机已经成熟了。 

  你们这次会，是在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后召开的。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不仅总结了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

会以来我们党领导人民民主革命斗争的经验，并且总结了全国解放以来，我们党在领导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基

本经验。这些经验，应用到军队司法工作方面来，有其特殊的意义。 

  对待我们过去所做的工作，要有历史的观点，要从解放生产力的观点来看我们过去所做的工作。过去我们为了解放生

产力，就要搞群众运动。群众运动是什么性质的呢？群众运动是一种风暴式的革命运动，它主要是依靠群众的直接行动，

而不依靠法律。过去土改、镇反、三反、五反，都是依靠群众运动，不是先有了法律才搞起来的。我们的法律是从群众运

动中产生的，例如土地改革法、惩治反革命条例、惩治贪污条例，都是在群众运动中总结了群众斗争的经验才制定出来

的。当时党估计到不这样搞，就不能解放全国的生产力。土地改革如果不是从上而下、从下而上地开展群众运动，彻底推

翻地主阶级的统治，农民的生产力就无法解放。镇压反革命也是这样。在解放初期，有些地方反动势力仍然很大。像北京

天桥那个地方，有四个大恶霸，号称“四霸天”，实际上统治着那一带的人民，老百姓有事情，得先向他们打个招呼，他

们说动，老百姓才敢动，他们说不动，老百姓就不敢动，一切事情全听他们摆布。那时有些地方的工厂里面，还有封建把

头在剥削压迫工人。对这些反动势力，如果不发动群众起来把它们扫荡掉，那么生产力就无法解放。当时老百姓有句话：

“解放只翻了一半身，镇反才真正翻了身。”在老百姓头上压着的反动势力大得很，不搞群众运动是不行的。 

  过去依靠群众运动把这些妨碍生产力发展的障碍扫除了。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我们为扫荡那些东西，就要用排山倒海

的力量，一下子把它搞垮。它是一阵风，总是八级以上的风，大得很。要解放生产力没有群众运动是不行的，而法律就没

有这样大的力量。搞群众运动是完全必要的。现在情况变了，国家的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发展和保护生产力。我们

要保护群众运动的果实，要保护和发展生产力，就必须进一步健全人民民主法制，这在八大的决议中已经明确地向我们指

出来了。我们国家在过去不是无法，开国之初有一个《共同纲领》，一九五四年，又在《共同纲领》的基础上制定了《中

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这是根本大法。另外还有一些法律。我们现在的法律是不是完备呢？应该说是不完备的。为什么我

们还没有完备的法律呢？因为法律不可能一下子完备起来，只能随着革命事业的发展逐步完备起来。没有法律或法律不完

备是不是就不能办事呢？当然不是这样，像我在上面说过的，过去我们依靠群众运动做了许多事情，取得很大的成绩。群

众运动是个法宝，是创造法的。但不能经常搞运动，因为震动太大，八级以上的风，刮一阵是自然现象，经常刮就受不

了，把树吹倒了，人不能出门，经常刮是不行的。情况变了，我们的工作方法也要随之改变。 

  在近代国家里，只有国家立法机关有权制定法律，其他机关只可以发布决议、命令。从广义来说，法令、命令、决议

也是法律一类的东西。另外，我们通常说依据党和国家的政策办事，这里所指的政策也起着法律的作用。我们已经有了宪

法和其他一些法律，但是，有些必要的法律，如刑法、民法、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人民政府组织法等，现在还没

有，要依靠我们在工作中创造和积累经验去制定。从历史上来看，任何法的制定，都是要经过相当长的时间的。我国保留

下来的古代的成文法，较完备的首先要算唐律，叫永徽律，这个法律是经过唐朝高祖、太宗、高宗三个朝代历时三四十年

的时间才制定出来的。苏联十月革命后，那是一个新的情况，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全苏联的刑法到现在还没有。他们

 

  本栏目所有文章仅供在线阅

读及学习使用。任何媒体、网站

或个人不得转载、转贴或以其他

方式使用。违者将依法追究其责

任。

本书目录



好的地方是十月革命后，马上公布了一个刑事指导大纲，有一二十条。我们在这方面有单行法，如镇反条例、惩治贪污条

例。但没有刑法指导大纲。我们并不是没有在这方面做工作，在宪法公布前，法制局草拟了一个刑法指导大纲的草稿，以

后经各方面努力，搞成一个初稿，还不能作为一个草案。所以创立法律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有人问，究竟什么叫做法制？现在世界上对于法制的定义，还没有统一的确切的解释。我们望文思义，国家的法律和

制度，就是法制。什么叫制度，制度就是在一个国家里面，不仅国家而且社会的组织，大家都要遵守的一定的秩序。制度

有的是成文的，有的是不成文的。譬如我们军队，从红军、八路军到现在的人民解放军，都规定有一定的制度，否则就成

为乌合之众，无法打仗了。中国共产党的党纲、党章，也就是党的活动的准则和制度。法制这个东西，是人制定的，不是

天生的。你们看，宪法不是我们制定的吗？国家是统治阶级的工具，法是统治阶级的意志。现在中国是人民占统治地位，

对帝国主义分子、封建地主、官僚资本家实行专政。过去是他们统治人民，人民受他们的压迫剥削，他们的法律，都是不

利于人民的。我们是以工人阶级为领导、工农联盟为基础组成的国家。我们的意志，就是工人阶级为领导、工农联盟为基

础，团结一切赞成、拥护社会主义的阶级、阶层和其他爱国民主人士，来建设社会主义。这在我们的宪法中大家都可以看

到。 

  我们的法制体现了我们国家最大多数人的意志。法制有什么作用？没有它行不行？上面说过没有它是不行的。中国二

千多年以前有位大贤，叫孟轲，他曾说过：“上无揆道也，下无法守也，朝不信道，工不信度，君子犯义，小人犯刑，国

之所存者，幸也。”又说：“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这个道理对不对？我看很有道理。人类从进入文明社会以后，说

到文明，法制要算一项，虽不是唯一的一项，但也是主要的一项。简单地说，国家没有法制，就不能成为一个国家。法制

不一定要有成文，无成文法也可以。有些国家到现在还没有成文宪法，但不是没有法制。当然，有了成文法法制更完备。

是不是有了成文法就说明那个国家的文明就高一点呢？这倒不一定。 

  我在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发言中提到，目前我们法律工作方面的问题，一个是法律不完备，一个是有法不遵

守。这两者哪一种现象较严重呢？应当说有法不守的现象比较严重。为什么说有了法就要守呢？我上面说过，法是统治阶

级的意志，我们立法是表达了我们的意志。我们自己制订的法律，自己不守，怎么叫别人守呢？现在不守法、不依法办事

的是社会上一般公民多呢？还是国家机关干部多？我看是机关干部较多。在国家机关工作的人如果不守法，问题就更加严

重。有法不依，法就是空的东西，起不了作用。中国历史上有个商鞅变法的故事，商鞅从卫国到了秦国，在都城的南门口

放了一根三丈长的木杆子，说谁如果把这木杆子从南门移到北门去，就赏以十两金子。人们听了很奇怪，不知他是什么意

思，不敢去移动。他又说，谁能移去，就赏五十两金子。后来果真有一个人把木杆子从南门移到北门去了，他真的赏了五

十两金子。这个故事说明什么呢？他的意思表示说了就算数，赏罚严明。有法不依就等于无法。没有法，做事情很不便。

有了法，如果不去了解法律条文的精神实质，在处理案件的时候又不去深入地研究案件的具体情况，只是机械地搬用条

文，也是不能把事情办好的。在依法办事的时候，还要注意防止形式主义。司法活动要具备一定的形式。世界上任何实质

的东西，没有不以一定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大至山和海，山有山的形式，海有海的形式；小至原子、电子，都有它一定的

形式。形式主义与形式是两回事。所谓形式主义，就是不问实质，只讲形式，不管条件如何，硬要来搬弄一套形式。官僚

主义者也会把依法办事当成挡箭牌，借口说这也不合法，那也不合法，不给老百姓真正解决问题。依法办事有许多好处，

但是，如果思想不对头，做得不得法，也可能犯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错误，这是值得引起我们注意的。 

  上面是讲的国家、法制、法制的作用、依法办事等等。现在来讲讲人民解放军的法制问题。 

  过去在军队中没有单独设立惩罚机关，违反纪律由政治部处理。有时是开个会批评一下，顶多是坐禁闭。这种作法解

决简单的问题是可以的。现在部队正规化了，如果不按照法制的要求单独建立惩罚机关就不行了。因此，部队里要设置军

事法院，它的作用在于巩固人民解放军。当然，要使我们的部队更加巩固，主要是依靠政治工作的说服教育和全体指战员

政治觉悟程度的提高，但有了惩罚机关，效果会更好。几百万人的部队，不发生问题是不可能的。发生了问题，如果没有

惩罚机关来处理，也是不行的，因为有些问题是不能单靠说服教育来解决的。要巩固人民的武装力量，就要巩固纪律，巩

固已经公布的一些条例、决议、法令，保证它们的贯彻执行。有了法律，没有惩罚机关保证执行是不能设想的。 

  我们人民解放军是从人民中间产生的，和人民的关系很好，但有没有个别的与群众关系不好的呢？还是有的。有了惩

罚机关以后，当然不能根绝这个别现象，但可以保证少犯或不犯。彭德怀同志和谭政同志在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上讲过，

我们的官兵关系依靠民主生活，违犯纪律要说服教育，但是说而不服，最后仍要惩罚。因此，为了巩固人民解放军的纪

律，军事审判机关也要按照宪法和人民法院组织法的规定进行审判活动。法院是唯一的审判机关，别的机关不能审判。为

什么呢？因为国家的审判权没给他们，只给了法院。有审判权的机关是特定的机关，国家任命一些人代表国家进行审判。

别的机关不能作判决，因之法院和别的机关处理问题不一样。法院主要的工作就是审判活动。 

  顺便讲一讲，许多法院工作人员还不十分了解审判工作的重要，也不了解法院工作主要是搞审判。我曾经对一些人讲

过，法院主要是搞好审判。公开审判是审判活动的重心。什么叫公开审判呢？有人把公开审判理解为公审大会。公审大会

是审判过程中可以采用的一种形式，但不是法定的形式。法律规定的形式是公开审判，开庭要公开，准许旁听，要传唤当

事人到庭，事先要把案情通知当事人，让他准备公开的辩论。就刑事案件来说，被告人有的逮捕，有的不逮捕，先要经过

预审。预审和公开开庭不同，预审不是公开审判。预审庭主要是解决犯罪事实是否已经弄清楚，证人提的证据是否充分，

是否传唤证人到庭，等等。对于决定交付审判的案件，法院就要通知当事人，并在法院门前贴出公告，说明本院于某月某

日审判某某一案，可以旁听。旁听不像看马戏一样，开庭有开庭的规矩，如果不经过一定的程序，就把案子判了，那么这

个判决就是违法的。法院的工作是审判，而审判工作的重心就是公开审判。军事法院的案件与一般法院有所不同，它常常

涉及国家机密，法律规定不公开审判的案件当然不公开，但依法应该公开审判的案件，必须公开审判。审判机关的工作不

是以惩罚为目的，应与教育工作相辅而行，惩罚是作为教育工作的最后的一个手段。同时，通过公开审判，可以进行法制

宣传教育，使当事人知道犯了什么罪，为什么犯罪，使旁听的人深刻认识犯罪行为的危险性，从而警觉起来，预防犯罪。

法院有责任教育人民遵守法律，这就要多做一些法制宣传工作，可以结合部队首长的讲话进行宣传教育工作。法制宣传工

作要结合具体事例，就更生动，更富有教育意义。有许多事情在平时不算犯罪，可以处理得轻一些，而在战时就算犯罪，



处理得就可能重一些。也有些事情在地方上可能处理得轻一些，在军队里就可能处理得重一些。因为有些犯罪在军队里危

害更大。当然不是说任何犯罪在军队里都要从重处理。军队里面需要法制，法制的作用在于巩固军队纪律。军队中的审判

机关（法院）是惩罚机关，惩罚机关必须与教育机关（政治部）互相配合起来做工作。在公开审判的同时，可以配合进行

法律的宣传教育。 

  在会议讨论中，大家普遍提到我们过去审判工作质量不高的问题。这个毛病不仅在军事审判机关有，普通法院也同样

存在。要提高审判工作质量，主要的是提高审判人员的政治思想水平。审判工作质量不高，有好几方面的原因，政治方

面、思想方面和业务方面，主要应该从政治和思想两方面来解决。当然这并不否认业务的重要性。 

  大家已经听到过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主要讲的是怎样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毛主席教导我们，

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种矛盾，处理这两种矛盾，要用不同的方法。过去，我们在肃反斗争中，

个别搞错了的是有的，把人民内部矛盾当作敌我矛盾来处理，这就是政治思想不高的缘故。错案不能光按百分数计算，因

为错案虽然只占法院全部案件的百分之几，但是对每一个被冤枉的当事人来说，则是百分之百的错了。判错了案就是对敌

我关系和是非关系没闹清楚，就是政治问题。 

  怎样提高我们的思想呢？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有很要紧的几句话，值得我们很好的领会。他说：一切问题都要想

到我们是一个六亿人口的大国，不要自己想什么样子就是什么样子，要想到六亿人中间有各式各样的想法，所以对事情不

要凭自己主观猜想，认为大概是这个样子吧!必须把客观情况了解清楚，然后加以分析、研究。我们要学会用辩证唯物主

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来分析问题。纵然是很复杂的问题，经过正确的分析，也总会分清敌我与是非关系的。对

反革命要镇压，如果是人民内部的是非问题，就不能用这种办法。对人民群众的意见，要采取各种办法使他们能够表达出

来。我们可以采取各种办法征求大家的意见，总不要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不管怎样，总要给群众表达意见的机会。我

们认真考虑群众的意见，哪些做得通，哪些做不通，做得到的事情就要做，做不到的事情要向群众说清楚，只要做到这一

点，问题总是可以获得解决的。 

  我们目前在业务方面的困难是没有现成的刑法、军法。但是，有了刑法、军法，是不是就不会犯错误了呢？彭真同志

在第三届全国司法工作会议上讲过“事实是根据，法律是准绳”，对事实要分析，要用脑筋。不然，有了法也依然要犯错

误。当然有了法更好些，更便利我们作为准绳。拿判刑的畸轻畸重来说，与我们没有刑法是有关系的，在这方面不能过多

地责备同志们。但在同一个法院里，处理情节相似的两个案子，一个判十年，一个判三个月，这样畸轻畸重是不能一般地

以没有法律根据来推脱的。总结审判经验是一项很好的方法，我们总结的审判经验可作为考虑问题的尺寸。所以，要提高

审判质量，就要把总结审判经验和经常的业务学习重视起来，对于已经公布的法律、法令、条例要很好地阅读，正确地应

用。总之，提高审判质量，要从政治、思想、业务这三个方面努力。 

  审判工作不仅是惩罚，也有教育作用。审判工作人员要把法制宣传教育工作担负起来。要宣传教育别人，首先自己应

该是遵守法纪的模范。党决定还要搞一次整风运动，这次不是疾风暴雨，而是和风细雨。在我们目前的审判工作中，要反

对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思想上的主观主义在司法工作中的反映，常常表现在办案中对待被告人总要差一点。至少认为

“你是被告，怎能无罪”。有的审判人员往往注意对被告不利的方面，不注意对被告人有利的方面，甚至删改供词。再就

“坏人”这个名词讲一下，这不是法律上的名词。有人说坏人犯罪，我看坏人不一定都犯罪，当然坏人犯罪比较多。好人

有时也会犯罪的。好心好意，动机也好，何在某件事上办坏了。我们不能以好人坏人判罪，主要是看事情的结果。“欲加

以罪，何患无辞”，我们不能采取这种方法。“坏人”“坏事”是社会上流行的名词，不是法律科学上的名词，不能有

“这个人是坏人，整他一下子”的想法。对被告不利的东西留下来，有利的东西排除掉，这是不全面的。这种想法和作法

都是不正确的，都会出错的。如果我们把这些错误的思想反掉了，我们的审判工作就能够大大提高一步。 

  党的领导问题。党是我们国家的领导核心，我们一切工作都是在党的领导下进行的。但党的领导不是每个具体案件都

要党委管，如果这样，那还设法院这些机构干什么。党是依靠机关里的党组来领导。整个工作的原则、方针、政策，那是

党委应该考虑的，法院如何把政策应用到具体工作中去，那就应该向党委请示，请党委考虑。对党的领导有丝毫动摇都是

不好的。 

  惩罚机关在司法系统中还有公安机关（公安工作不完全是司法工作）。检察、法院、公安机关是分工负责，互相制

约，共同对敌。检察院是监督机关，不管哪一机关犯了法，它都可以提出来。公安机关维持社会秩序，它特别注意同反革

命作斗争。公安机关捕人，要经检察院批准，没经批准就逮捕人，是违法的。检察院本身没有判决权，人逮捕起来以后

（有些轻微的刑事案件，也可以不捕人），就要侦查，如果认为应该判刑，就向法院起诉。判刑或不判刑是法院的职权。

法院在审判过程中如果认为需要捕人时也可以捕人。法院审判不合法，检察院可以抗议；公安部门发现法院判错了，可以

经过检察院来抗议。这叫做分工负责、互相制约。 

  关于院长、审判委员会、合议庭的相互关系。按照人民法院组织法，审判委员会的任务是总结审判经验，讨论重大的

或者疑难的案件和其他有关审判工作的问题。审判委员会讨论重大、疑难的案件，从最高人民法院来看有两种情况：一种

是由合议庭审查了案情，认为是重大、疑难的案件，经审判庭再经院长，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另一种是院长发现本院判

决的案件在认定事实或适用法律上有错误，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究竟哪些人组成审判委员会呢？这在法律上没有规定。

根据我们的经验，审判委员会由法院院长、副院长、庭长、副庭长和审判员等人组成。书记员不能成为审判委员会的成

员，按照人民法院组织法的规定，检察长有权列席法院的审判委员会。 

  审判委员会与合议庭的关系。我们最近听到有的人说，审判委员会的决定，合议庭可以不执行。合议庭是审判庭下面

的一个组织，它是以特定的案子临时组成的，而且合议庭的重大、疑难案件要经过审判庭提交院长，再由院长提交审判委

员会的，所以，合议庭对抗审判委员会是不合理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的经验是这样的：承办案件的审判员可

以参加审判委员会陈述意见，审判委员会有责任听取他们的意见。虽然承办审判员不一定是审判委员会的委员，但他有发

言权，只是没有表决权。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开会的时候，一般不采取少数服从多数的表决方式，如果有了不同意



 

见，我们是慎重的，让大家再考虑。当合议庭的审判员已经在审判委员会上陈述了自己的意见，审判委员会已经就某一案

件或某一问题作出了决议，这时候合议庭就不能对抗审判委员会的决议。如果审判委员会讨论后，合议庭又发现了新问

题，合议庭可以报告院长，院长再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而不是对抗审判委员会。合议庭认为不是重大、疑难的案件，可

以不提交审判委员会，自己决定了也就算了，如果有错误，院长可以提出纠正。这个问题，大家应该有清楚的认识。 

  制约审判工作有几个方法：一是公开审判，辩护人出庭辩护，检察长出庭支持公诉；二是当事人对第一审判决不服提

起上诉；三是检察长提起抗议；对于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如果发现有错误，本法院院长、上级法院、检察院都有监

督权。党委如果发现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确有错误，可以提交检察院或法院院长依法纠正。这不是党的规定，是我个

人的意见。中央要开会讨论司法工作，我准备建议中央讨论这个问题，作为司法工作人员，不能因独立审判对党闹独立，

一切方针、政策都需要党的领导，要向党请示报告，请示党检查工作。 

  关于处理申诉问题。处理申诉案件，是法院与群众密切联系的形式之一，是实行审判监督的重要方法之一，应该认真

做好。现在你们有许多的申诉案件没有处理，希望你们领导上下个决心，想办法清理一下。首先要分类排队，分别轻重缓

急处理，大概也不困难。不过要和同志们说清楚，原来判决错误的就要改，并且从中接受经验教训，来改进我们的工作，

不要在这一问题上追究责任。对被告人是劳动人民的申诉要首先清理，对监管中的疾病老弱犯人也要尽快清理。有错误的

就要改，该放的就要放，当然不能轻纵。这是一项很重要的工作，必须以既严肃又慎重的态度把它做好。 

  根据《董必武选集》刊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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