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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全国司法警官职业学院陆续创办之际，为适应三年制专科监狱管理专业教学计划的要求，并结合监
狱史教学的实际需要，我们在全国范围内组织较强的力量，编写了《中国监狱史》这本教材。
《中国监狱史》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思想，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
义的观点和方法，对我国监狱的产生和发展，狱政思想的形成及变化，监狱立法的基本内涵，以及各
代监狱管理制度的建立和完善，进行了科学的论述。
本书在编写过程中，广泛吸收了监狱史研究方面的最新成果。
同时，在内容和体例上予以创新，力求做到科学性、系统性和实用性的统一。
由于水平有限，在编写过程中一定存在着不少错误和不足，恳请批评指正。
本书由万安中任主编，梁民立、翁聚任副主编。
各章撰稿人（以章节先后为序）：万安中（导论、第二章）、许南云（第一章）、殷导忠（第三章）
、曹秀谦（第四章、附录）、梁民立（第五、六章）、鲁长岭（第七、九章）、翁聚（第八章）。
全书初稿经集体讨论，分别修改后，由主编、副主编统一修改，最后由主编审定。
本书的编写，得到了著名监狱史学家薛梅卿教授的指导和帮助。
同时也得到了中山大学、广东司法警官职业学院、浙江司法警官学院、吉林司法警官高等职业学院等
院校领导的关心和支持。
于此特表示衷心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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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监狱史》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及三个代表的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
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对我国监狱的产生和发展、狱政思想的形式及变化
、监狱立法的基本内涵，以及各代监狱管理制度的建立和完善，进行了论述。
本书稿在编写内容上强化基础知识和理论教育的前提下，吸纳了监狱研究方面的最新成果，并在体例
上力求做到科学性、系统性和实用性的统一。
除此之外，本书最大的特点是突出了职业教育教材的的“职业性、实践性及岗位性”的特点，适合我
国接受高等法律职业教育的人群对监狱法律史知识学习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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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此外，战争中对军纪的维护和对违纪军人及其族属的处置也需要一个可供关押的场所，对于部
落内部因争夺剩余产品和私有财产，伴随源源不断地涌现出来的“德衰”和“乱政”的社会现象而出
现的“杀人越货”的“寇贼”，其处分和惩治也不可能全部实现“刑狱既决”，仍可能有相当多的待
决、待质的当事人需要羁押于各种场所。
所有这一切，都呼唤着一种类似于当今的监狱机构的产生。
中国历史上有皋陶造狱的传说。
皋陶造狱传说的文字记述，最早见于汉代的《急就章》，据其所记：“皋陶造狱法律存也。
”《广韵》一书也说：“狱，皋陶所造。
”在民间，素有尊皋陶为狱神的习俗，古代监狱中也常设有狱神庙，其供奉的即是皋陶的造像。
传说皋陶善理诉讼，遇疑难案件时便让所豢养的神兽獬豸以角触不直者，并以此判善恶，辨是非。
皋陶所处的时代，已经是我国由原始社会进入奴隶社会的转折时期、即我国社会的原始氏族制度逐步
解体，奴隶制国家逐步形成的时期，这时，私有制业已成熟，阶级也已出现，因此作为国家的物质附
属物——监狱——随之逐步形成和产生也是顺乎自然的。
皋陶，这个集中了夏部落军事和司法权力于一身的代表人物，将监狱的创始权归依在他的身上，也就
很顺乎自然了。
（二）皋陶造狱的启示国家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
皋陶生活在我国原始社会末期，这个时期，私有制、阶级业已趋于成熟，作为国家的象征——公共权
力机关也由部落的办事机构转化而来，且日趋完善。
这一时期，社会的生产力有了长足的发展，生活资料有了剩余，私人占有剩余产品的现象逐步得到确
认和日益趋向巩固，贫富之间的差别越来越趋于明显，阶级和阶级斗争现象日趋激烈，标志着社会已
经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国家便呼之欲出了。
夏禹正是在这样的阶段，利用这一定阶段所提供的各种条件，顺应历史，创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奴
隶制的国家。
皋陶造狱的传说还告诉我们，监狱也不是从来就有的，它也和国家与法律一样，也是在社会发展到一
定阶段，随着私有制、阶级和国家的孕育产生而产生的。
皋陶造狱的传说印证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私有制、国家的学说。
原始公社在私有制的冲击下逐步解体、消亡，国家则在氏族的消亡过程中逐步孕育形成。
作为国家的物质附属物——监狱——便和国家的孕育和形成同步进行，出现监狱的原始形态或发挥监
狱的原始职能，也就成为顺理成章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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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监狱史(第2版)》：全国高等法律职业教育系列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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