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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们将迎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
说来也是巧遇，《检察风云》杂志恰逢公开出版第300期。
实际上“300”只是一个统计的符号，它并不能说明什么，但300期记载的内容，反映的正是中国改革
开放后的社会、法治发展和进步的历程。
我们不妨作些历史的回顾并与现状作一些比较。
如今的民众，对于法律知识知道得往往很多。
他们对于家庭、社区以及各种社会关系中的冲突、矛盾包括由此引发的社会热点问题，只要是关心的
，都会从法律层面说得头头是道。
这种法治观念的变化，是改革开放给社会带来的最有益的成果。
试想一下，我们今天在茶余饭后可以议论的东西，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头30年，是不可想象的。
有的可能只是在私下议论，有的是关了门也不敢讲的。
随着社会进步、思想解放，舆论环境得到了改善，对言论自由的认识标准也有了新的变化，或至少不
再有那种回避与忌讳，甚至对政府某些工作的批评，全社会也表现了一种欢迎的态度。
这在60年比较靠前的日子里，或者准确地说，在某些阶段是会导致灾祸临头的。
如今的出版内容，对待司法题材的报道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过去用阶级划分的年代，刑事犯罪分子都是我们的阶级敌人，大众对于被判刑的人，只有一个态度，
就是划清界限。
对于为他人作嫁衣裳的编辑而言，犯罪就是黑暗的，报道案件就是暴露阴暗面，无任何积极价值可言
。
遇案件文稿如见蛇蝎，避之惟恐不及。
融入法治观念的新闻意识如今发生转变，人们特别是媒体认识到，媒体不应该去热衷于案件的炒作。
出版物刊登一些有社会影响的案件的客观报道，目的是贴近群众的阅读需求，发挥媒体的信息传播和
引导功能，通过读者的具体了解和参与，宣传司法职能，维护公平正义，起到威慑犯罪和对社会一般
预防的效果。
而仅是这些，对于前辈编辑，也是不能够去做的。
如今科技的发展，使我们曾经在课堂上听老师讲的科学幻想的故事，成为验案时的工具；医学研究的
贡献，也帮助人们认识到，犯罪之人也有精神不健全的倾向，有性格的障碍；重温历史，掸去时间的
蒙尘，我们可以更清晰地看到我们的前人在曲折道路上留下的更真实的印迹；人权意识得到增强，至
少对犯罪之人的权利的维护，对他们人格的尊重，对他们生活的关怀，全社会是用心去体验，并在实
践中充满情感。
如今的法治进步，对我们的祖辈来说，是连做梦都不敢想的。
中国是具有长期农耕文明的社会，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人们的行为规范是依靠农耕社会的宗法规范、
道德规范和社会习俗规范来调整的。
在改革开放的社会，社会关系的调整必须用法制来规范，法制规范要远远高于农耕社会的宗法、道德
和社会习俗，一些过去可以通过政策、道德和社会习俗规范来调整的行为，现在往往是行不通的。
然而正是由于千百年来，我们的祖先从追求美好生活的愿望出发，通过一系列的规范来调整各种行为
，所以说，人民大众追求法治社会的理想，并不是现在才刚开始的。
60年一甲子，这种追求起始于无数的甲子以来，我们的祖先对美好生活和世间和谐永恒的企望。
这也充分显示了长期以来，中国的劳动人民具有追求法治文化的自觉和传统，也正是由于这种对美好
生活的渴望，如今的人民大众比任何历史时期都更具有时代赋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更充满热情地融
入法治建设的前进步伐。
当今社会的每一个中国人，都会鲜明地感受到“法治”这位时代巨人已经与我们的生活密切相关。
她让我们敬畏与尊重，她让我们充满期待地与之亲近，她必将用有力的臂膀热情地拥抱并伴随着我们
，共同去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
 我们要走向一个新的目的地，我们应该记住我们是怎样走过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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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察风云》杂志长期以来坚持弘扬廉政文化、传播法治文明的办刊宗旨。
特别是在杂志社主管机关党组和历任社长石祝三、漆世贵、俞云波的直接领导下，通过全体人员的热
情工作，使其出版内容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赢得了广大读者的好评。
 以上对社会发展与变化的点滴回顾，在杂志的二十几个栏目中，都有很精彩的报道内容。
为此，我们借《检察风云》公开出版300期之际，汇集出版《检察风云》集萃第二辑，共有《大案追踪
》、《权益纷争》、《科技鉴案》、《往事钩沉》、《风云杂谈》五册，并以此来纪念我们国家最重
要的节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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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精选全国唯一大型法治新闻半月刊《检察风云》深受读者喜爱的“史海钩沉”、“往事钩沉”栏
目文章，旧案重提，反省历史，以史为鉴，警醒世人。
具有很强的故事性和可读性。
本书包含“风云人物”、“往事回眸”、“旧案重提”三部分。
涉及的传奇人物既有二次复出时的邓小平、改革开路先锋任仲夷、也有真理标准讨论时的谭震林；列
数了不同历史时期的种种谜团，既有中山舰事件之谜，1943年的献九鼎闹剧，也有赵树理之死、以群
之死等。
讲述的旧案奇事，既有梅兰芳宅枪击案，中统的美人计，也有名噪一时的上海“行总舞弊案”、京都
戏院大血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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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吴元浩，1955年9月出生，祖籍江苏武进。
1993年11月任检察风云杂志社总编辑至今，二级高级检察官，副编审。
中国社会学会理事，华东政法大学兼职教授，上海市期刊协会副会长，上海市出版工作者协会理事，
上海慈善事业发展研究中心特聘专家。
曾主编《中国人民共和国刑法实施要义》、《法博士断案》、《检察风云录》、《检察风云》集萃丛
书四册等。
还在报刊上发表法学、出版学等专业论文及杂谈、收藏鉴赏类文章70余篇。

    检察风云杂志社2001年至2006年连续三次荣获最高人民检察院颁布发的全国检察机关精神文明建设
金鼎图书奖，2008年被中国期刊协会评为全国“抗震救灾宣传报道先进期刊“，并在全国行业评比中
获得其他多项殊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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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我们的纪念（代总序）第一篇　往事回眸  检察长黄火青  黄克诚在中纪委  吕正操三探张学良  改革先
锋任仲夷  真理标准讨论中的谭震林  左权之死与“托派”嫌疑  中山舰事件真相  苏区反腐故事  上海侵
华日军慰安所探秘  外交官王正廷与奥运会  抗日战争中的中国海军  抗日战争中的中国空军  1943年献
九鼎闹剧  1945年收复台湾始末  审判上海日军战犯  1945年香港回归梦  葫芦岛日侨大遣返  “太原五百
完人”的神话  叶以群之死  赵树理之死  1978年西欧五国行  真理标准大讨论的台前幕后  人民检察二十
六年风雨路-  1983年党中央决策“严打”始末  他在联合国阐述中国人权第二篇　旧案重提　熊希龄被
诬盗宝案　大律师义辩双凤奇案　北洋财长罗文干案　高等审判厅长张志冤杀案　1927年梅兰芳宅枪
击案　“顺天轮”被劫案　一位国民党省主席的意外猝死　耿湾镇三百长征红军命案　1939年刺杀丁
默村事件　吴昌硕家的两起绑架案　沪杭接收清查案　旧上海黄金风潮案　上海“行总舞弊案”　解
放区涉外刑事第一案　上海京都戏院大血案　1947年上海滩肃贪往事　女特务钮梅波落网记　建国后
上海首起警察腐败案　建国后上海首起法官腐败案　电影导演史东山自杀探秘　新中国第一次劫机事
件编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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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篇　往事回眸检察长黄火青2008年是改革开放30周年，也是人民检察院恢复重建30周年。
1978年3月五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恢复了在“文革”中被撤销的人民检察院，黄火青当选最高人民检
察院检察长，成为最高人民检察院恢复重建后第一任检察长。
作为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我国政法战线杰出的领导人，黄火青为中国检察事业作出了重大贡
献，在中国检察史上留下了重重的一笔。
恢复与建立高检机构“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从反面告诉我们社会主义法制的重要性，更加认识
到检察机关在国家法制建设中的重要性。
1977年10月，在征集修改宪法的意见中，全国各地、各部门纷纷提出重新设立人民检察院的建议。
1978年3月，叶剑英在五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作《关于修改宪法的报告》中指出：“鉴于同各种违
法乱纪行为作斗争的极大重要性，宪法修改草案规定设置人民检察院。
”会议通过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三部宪法，规定“最高人民检察院对于国务院所属各部门、地方各
级国家机关、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和公民是否遵守法律，行使检察权。
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和专门人民检察院，依照法律规定的范围行使检察权。
”“最高人民检察院监督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和专门人民检察院的检察工作，上级人民检察院监督下
级人民检察院的检察工作。
”大会通过了叶剑英所作的《关于修改宪法的报告》，并宣布恢复人民检察院。
在五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77岁的黄火青当选为最高人民检察院（简称高检）检察长，成为最高人
民检察院恢复重建后第一任检察长。
同年3月，中共中央政法小组成立，黄火青被任命为副组长。
1978年6月1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启用印鉴，正式恢复办公。
黄火青，原名贤佑，字民孚，1901年出生于湖北枣阳县一个没落地主家庭。
1924年考入襄樊省立第二师范，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1年秋进入中央苏区，到宁都暴动部队编
成的红十四军任政委。
翌年，他奉调红军学校，后任第一分校政委。
1945年他前往东北，任冀热辽分局副书记兼热河省委书记、军区政委，主管土改和支前。
新中国成立后，黄火青在天津先后担任市委副书记、市委书记兼市长9年。
在党的八大上，黄火青当选中央委员，后任辽宁省委第一书记长达8年。
1966年“文革”开始后，他受到冲击。
翌年春，经周恩来紧急安排，黄火青被接到北京居住，1969年回辽宁受“监护”。
“文革”结束之初，百废待兴，重建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各级检察院困难重重。
在没有干部和工作人员，甚至连办公地点都没有的情况下，黄火青白手起家，开始了重建最高人民检
察院的工作。
他建议中央组织部调来原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张苏、原东北局候补书记喻屏等几位同志参加筹建
工作。
在干部调配上，他尽可能将原最高人民检察院中，在“文革”期间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斗争表现
好的同志调回工作。
没有办公室，黄火青就因陋就简，先在中央办公厅招待所办公。
经过几个月的紧张筹备，在中央组织部的大力支持下；到1978年5月，中央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分别任命
了副检察长。
恢复重建初期，最高人民检察院设置了办公厅、信访厅、刑事检察厅、经济检察厅、法纪检察厅、监
所检察厅、研究室、人事厅等内设机构。
到1978年7月底，最高人民检察院的机构初步建立起来了。
1979年底，全国各级检察机关基本上重新建立起来。
1982年9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对有关厅、室机构设置进行了调整，设立了一厅（负责原刑事检察厅业务
）、二厅（负责原法纪检察厅和经济检察厅业务）、三厅（负责原监所检察厅业务）、信访厅、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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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人事厅、办公厅等。
197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检察院和所属各级军事检察院也随之恢复建立。
1980年4月，成立了全国铁路运输检察院筹备组。
1982年5月，全国铁路运输检察院及所辖分院建立并开始办公。
提出检察工作要符合国情重新建立我国的检察工作制度，不仅仅是机构的简单恢复，更重要的是确立
符合我国国情的检察工作基本原则，重新制定检察院组织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部检察院组织法，是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其中有些是照
搬苏联检察院组织法的内容，规定检察机关实行“垂直领导”和“一般监督”的原则，而这些原则并
不适合我国国情。
1978年3月五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的宪法，虽然对检察机关上下级的关系作了新的规定，但也未能
彻底摆脱苏联经验的影响，不能适应实际工作的需要，制定一部新的检察院组织法迫在眉睫。
黄火青和检察院的同志们，开始了新的检察院组织法的起草工作。
他亲自参加讨论，指导起草工作，提出了许多重要意见。
黄火青提出，我国的实际情况同苏联当年的情况不一样，列宁当时主张的检察机关实行垂直领导和一
般监督的原则，已不能作为我们今天检察机关的指导思想。
我国的检察工作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实行群众路线。
在检察机关管辖的范围上，既不是一般监督，也不是面面俱到，应限于违犯刑法、需要追究刑事责任
的案件；对人民法院民事审判活动的法律监督，也应限于法院是否依法办案，是否存在贪赃枉法、徇
私舞弊等问题上。
这些原则，都体现在检察院起草的组织法修改草案中。
1978年12月16日至27日，第七次全国检察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
这是恢复重建后的首次全国检察工作会议。
黄火青在会上作了《加强人民检察工作，为实现新时期的总任务而斗争》的报告，并传达了正在召开
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精神。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胡耀邦到会作了重要讲话。
他在讲话中指出：政法工作，特别是检察院的工作，要很好地总结历史经验，分析一下自己部门的路
线是非，提高思想认识水平。
检察机关的基本任务是维护宪法和法律的尊严，保护人民权利，同违法乱纪作斗争。
会议提出了新时期检察工作方针：党委领导，群众路线，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保障民主，加强专政
，实现大治，促进四化。
果断建议解散“学习班”最高人民检察院建立之初，正值十年“文革”刚刚结束。
全国各地都有大量的冤假错案，而各地方的检察机构还没有建立起来，来自全国的大批申诉信件，纷
纷集中到最高人民检察院。
1978年3月到8月，仅在最高人民检察院积压的人民群众来信就达28万件。
黄火青对人民来信非常重视。
他对林彪、江青一伙破坏法制、践踏人民民主权利的罪行深恶痛绝，对人民群众的不幸遭遇深表同情
。
8月，黄火青组织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人员，和从各省市的检察部门借调来的二十多名干部一道，全
力以赴处理人民来信。
与此同时，由最高人民检察院领导带队，分成三个调查组到各省，就人民来信反映的主要问题进行调
查研究。
对于人民来信中反映的问题，重大的案件由最高人民检察院直接处理，多数批转有关部门处理。
经一个多月的努力，积压的信件基本处理完毕。
在此基础上，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向中央写了专题报告，提出了需要认真解决好信访工作中几个问题
的意见。
这项工作，推动了全国平反冤假错案的开展。
通过人民群众来信和各地检察院的简报，黄火青感到各地所办的各种名目的“学习班”，实际上为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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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拘人乃至刑讯逼供等违法行为提供了场所。
他果断提出：这样的“学习班”必须立即解散，今后再办者要追究责任。
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决定，以黄火青的名义将这个问题报告中央。
1979年2月2日，黄火青将有关材料报送陈云并报党中央，建议明文规定，凡以办“学习班”或类似方
法变相拘人、捕人、刑讯逼供的，都是违法行为。
此类“学习班”，已办的必须立即一律撤销，今后严禁再办。
有违反规定者，应给予适当处分，直至追究刑事责任。
陈云阅后，认为问题重要，转请胡耀邦处理。
胡耀邦批示由最高人民检察院下达给所属系统参照执行。
此后，“学习班”及类似的违法行为得到了根本的制止。
把江青驳得哑口无言黄火青担任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后的一个重要工作，是参与林彪、江青反革命
集团案（当时简称“两案”）的诉讼工作。
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篡党篡国的罪行，是中国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是中国历史上前所
未有的历史大事件。
十名主犯中，有原中央委员九人，原中央政治局委员九人、原政治局常委三人、原中共中央副主席一
人、原国务院副总理一人，还有原“中国第一夫人”，级别之高，权力之重，都是前所未有的。
这是中国历史上重大的政治事件，不仅全国各族人民关心，世界各国人民也都在翘首关注。
1979年，党中央决定成立审理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领导小组。
胡耀邦建议黄火青担任组长。
黄火青考虑到此案重大，需各方配合，建议由胡耀邦兼任组长，自己和另外三位同志任副组长，得到
中央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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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出版这本书的最初设想是，《检察风云》的品牌和主打栏目——“反腐特别报道”和“案件聚焦”，
要出一套集萃，如果没有这两个栏目所刊登的案子支撑，无论是从“弘扬廉政文化”角度，还是从“
传播法治文明”办刊宗旨的角度看，都将会是一大遗憾。
考虑到在我国走向法治社会、公民社会、契约社会的过程中，从2003年到2008年这五年里，发生了很
多重大反腐案件和有影响的刑事、民事案件，而对这些案件《检察风云》几乎都作了较为详尽的追踪
报道，故经过精心筛选，将其中最具典型意义和社会反响的再度编辑后出版了这本《大案追踪》。
需要解释的是，虽然这本书汇集的37篇文章中，有不少跌宕起伏的情节或是扑朔迷离的内容，似乎是
演绎，但它们绝对不是虚构的文学作品，而是实实在在的新闻报道。
大干世界，无奇不有。
发生在生活中的真实事件远比想象中更纷繁复杂，更光怪陆离，更匪夷所思。
编辑此书时，我想的最多的一个问题是：读者在看完这本书后的收获是什么?我忐忑的心于是安慰自己
：也许您是位文学爱好者，您更喜欢散发着淡雅书香的优美文字，那么，没关系，择几篇案件看看，
它为您打开的也许是您以前很少接触的社会一角，那里有是非争端，有正邪交锋，有法治事件的波澜
与壮阔；也许您关心国计民生，您愤世嫉俗，您眼里容不了沙子，别急，慢慢地看下去。
当然，您先看我这篇后记也没关系，您会发现，步人制度反腐的中国，让您有很多的欣喜。
再高的官员，他贪腐，他犯法，他就得落马，就得接受法律的审判；任何一个公民，都可能成为推进
法治进步的名人志士。
也许您是位法律工作者，那么，这本书或许就是为您选择的最好的案例参考实用书，这些静静地等着
您阅读的案例，大多在当时是司法热点和舆论焦点，但许多细节却是独家报道。
本书内容的选择基本遵循这样的原则：反腐案聚焦政坛高官、企业高管，刑案民案聚焦大案、名案。
因为篇幅限制，一定还有这段时期发生的您想了解的要案未被纳入，但入选的案例还是会让您有种“
窥一斑，见全豹”的感觉。
当然，由于编辑水平有限，本书多多少少还存在瑕疵和不足，在您和广大读者的关心支持下，在今后
的编书过程中我们将更加努力，以报厚爱。
虽然我们未曾谋面，但您一旦成为本书的读者，我们就是朋友了。
是朋友，我们就要真心相处，所以，作为本书的编辑，非常希望听到您真实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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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检察风云》一直在高唱共和国的正气歌。
它是法治的最强音，是人民保护神的保护神。
在300期的变稿中，有两个字是特大号的：一个是“法”，一个是 “民”。
法大于权，法大子钱；民大于官，民大于亲。
    ——著名社会学家邓伟志十多年来，我一直是《检察风云》的忠实读者。
杂志刊出的惊天大案，断案的思路和细节，以及大小案情所折射出的社会世态、时代脉搏，往往引发
人们种种感慨。
现在《检察风云》又精心筛选，编辑出版了这套五本的集萃，相信一定会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
    ——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著名作家叶辛《检察风云》是一本颇具可读性的法制类杂志，从鲜为人
知的历史往事、最新前沿的司法科技到普通人的悲欢离合，其题材包罗万象。
收录进丛书的内容是这些年《检察风云》的精华，反映了在社会转型中法律是如何应对种种社会问题
，人们又如何以法律为武器捍卫自己权利的。
与此同时，它也是一本“醒世恒言”，提醒着人们在社会生活中应注意“合法”与“违法”的界限。
    ——华东政法大学校长 著名法学家　何勤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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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往事钩沉》：吕正操三探张学良、左权之死与“托派”嫌疑、外交官王正廷与奥运会、1945年收复
台湾始末、“太原五百完人”的神话、真理标准大讨论的台前幕后、熊希龄被评盗宝案、1927年梅兰
芳宅枪击案、耿湾镇三百长征红军命案、1947年上海滩肃贪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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