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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最高法院史》

内容概要

本书是按照年代组织的。除了有关不同首席大法官领导下的最高法院的章节之外，还有关于4个分水
岭案件的章节——这些分水岭案件既突出了最高法院是如何运作的，亦突出了重大判决对整个国家和
最高法院自身的影响。我希望这本书的读者不仅限于专研此一主题的专家。作者尽量以一种非技术性
的风格进行写作，以便本书不会让普通读者望而却步，法学教授撰写的著作通常都会使普通读者厌烦
。诚如一句格言所述，战争是如此重要的一个问题以至于不能交由普通大众。最高法院的工作在我国
同样如此重要，亦不能仅交由法律工作者和法学教授。最高法院的历史机能尤其如此。要是不理解最
高法院在历史中所起到的作用，就很难完整地理解美国的历史。在许多情形下，最高法院的判决成为
美国发展史中至关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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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伯纳德·施瓦茨（1923—1997），纽约人。曾执教纽约大学法学院45年，去世前任塔尔萨大学查普曼
杰出法学教授。施瓦茨被公认为行政法、比较法学、法律史和宪法方面的权威。一生著述有60余部，
文章无数，其中最为著名的是关于美国最高法院和最高法院大法官的著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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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前言
导言：“司法机关职责的真正本质”
第一章：早期最高法院(1790—1801)
第二章：马歇尔法院(1801—1836)
第三章：坦尼法院(1837—1864)
第四章：分水岭案件：德雷德·斯科特诉桑福德(1857)
第五章：战争与重建(1861—1877)
第六章：蔡斯与韦特法院(1864—1888)
第七章：富勒法院(1888—1910)
第八章：分水岭案件：洛克纳诉纽约州(1905)
第九章：怀特和塔夫脱法院(1910—1930)
第十章：休斯法院(1930—1941)
第十一章：斯通和文森法院(1941—1953)
第十二章：沃伦法院(1953—1969)
第十三章：分水岭案件：布朗诉教育委员会(19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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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美国法律文库”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江泽民在1997年10月访美期间与美国总统克林顿达
成的“中美元首法治计划”　（Presidential Rule of Law Initiative）项目之一，由美国新闻署策划主办、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翻译出版的一大型法律图书翻译项目。“文库”所选书目均以能够体现美国法律
教育的基本模式以及法学理论研究的最高水平为标准，该项目计划翻译百余种图书，全面介绍美国高
水平的法学著作，是迄今中国最大的法律图书引进项目。“美国法律文库”著作将陆续推出，以飨读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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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努力提升背景~以找到和邓峰GG相同的笑点.鄙视点.八卦点.嗯.很花痴.有木有有木有!!!
2、买了好长时间也没买到这本书，昨天终于在卓越上看到了，也不知道真有货还是假有货。美国最
高法院是美国法律的创造 者和监护者，还肩负社会迷失方向时要给出独立 的清醒的判断，感觉 有点
像先民社会里的先知一样，而不仅仅是法官，中国永远也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3、当年乘着boston legal的余兴三四口气读完了
4、　　同期买了不少法律法院的书，这是跳出来第一本看完的。
　　全书体例清晰。既可以从头又可以分章阅览。
　　你不会觉得文笔枯燥，因为施瓦茨平实的文字背后偶尔让人冷峻不禁一下。
　　文中很多长句，译者并未转化成中国式的文风，但是翻译还是很到位。
　　能看这书的应该都有点英语背景，长句反而更便于理解，非常满意。
　　虽然有不少章节是学生翻译，毕洪海统校的还不错，感觉不到明显差异。
　　更为重要的是，有些法律背后的道理国内法律书中看不到。
5、还行~~入门书
6、此书八卦甚多。 
7、豆瓣四处有说翻译差的，或许此书的金山式长句和一些低级错误也算不上严重了？
8、我推荐它因为它可读性真是太强了！而且我喜欢施瓦茨的不以成败论英雄~读完了！翻译太烂，所
以只有4星!
9、　　正在读这本书，很明显，我能感觉得到美国的最高法院之所以能对美国社会产生如此重大的
影响，不特有三权分立的宪法作支撑，更有大法官们在重大时刻充满智慧和勇气的抉择。
　　
　　坦白地说，美国的最高法院能有今天的地位和成就无不与它在三权的制约均衡中保持着足够坚韧
的力量，无不与它能在纷繁复杂的美国社会表象下作出的富有远见的决断有关。智慧、有力、坚定、
温和、勇敢，是我对美国历代最高法院及其功勋卓著的大法官们的印象。美国人民真的需要感谢一代
又一代富有远见、充满睿智以及拥有巨大勇气的大法官们。我们的最高法院呢？
10、书很好，但要配有美国判例选读才能看的透彻，如果能多些法官生平资料会更好些
11、毕业论文翻过
12、从最高院自身看最高院的宪政角色
13、法学阐释精确，简明扼要。更何况还涵盖了美国法律史的很多八卦。法律史写作的范本。
14、　　再加点有趣的吧
    　　
    　　在《美国最高法院史》中，美国的那群鼓吹组成联邦政府和三权分立的开国元勋们在努力争取
到了通过宪法并创建新的国家之后的表现，特别有意思。现在，先摘录几个小片断在这里：
    　　 　　
    　　美国法官为什么只穿法袍而不带假发？
    　　 　　
    　　看过香港电影或者电视剧的人都知道香港的法官审案子的时候是要穿法袍、带假发、敲法槌的
。这是直接移植自英国的法律传统。
    　　
    　　然而，作为英美法系的另一支代表，而且其法律传统同样是来自英国的美国。其法官审判案件
的时候，只穿法袍、敲法槌，而不戴假发。这是为什么呢？
    　　
    　　当美国最高法院首次开庭的时候，大法官的衣着是一个颇有争议的问题。正如所料，汉密尔顿
（《联邦党人文集》的主要作者）赞成英国式的假发和长袍。杰斐逊（《独立宣言》的主要起草人，
建国后的第一个公职是国务卿，后来出任美国第三届总统）对这二者都表示反对，不过他说要是穿长
袍的话，“看在上帝的份上，丢掉那些让英国法官看起来像透过麻絮做成的法官席进行窥视的老鼠一
样的假发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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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因为杰斐逊的这一动议，美国法官出庭的时候就只穿法袍而不戴假发了。
    　　 　　
    　　
    　　最高法院连在新首都办公的地方都没有
    　　 　　
    　　尽管这是一个强烈主张三权分立的国家，然而在创制初期，司法权显得如此的弱小和不被人重
视（甚至包括积极鼓吹司法权的人）。在建设新首都的时候，最高法院完全被忽视了，没有为其准备
任何的议事厅。当政府地址迁到华盛顿的时候，最高法院灰溜溜地搬进了国会大厦众议院下面一间不
像样子的委员会房间里。
    　　 　
    　　
    　　第一位首席大法官很在乎薪水
    　　 　　
    　　早期最高法院的软弱，也使得对提名最高法院大法官抱着十分认真态度的华盛顿总统遇到了麻
烦。他发现要让卓有成就的人接受提名是非常困难的事情。最高法院声威不彰导致他许多最初的人选
更倾向于其他的职位。
    　　
    　　华盛顿总统首席大法官的首选显然是约翰·杰伊（《联邦党人文集》的撰稿人之一）。杰伊接
受了这一职位，但是他在乎的是薪水。当这一选人尚悬而未决的时候，参议院议长写信给一位参议员
说，“守塔人（即杰伊）正在观望是首席大法官的薪水高还是国务卿的薪水高。”
15、讲案例，选取最高法院历史上重要的案例讲，理出司法权是如何一步一步由纸上变成实实在在的
三权中重要一极的历史脉络。
    文笔枯燥还是有趣，你自己去看。
16、翻译不敢恭维
17、文笔如何？枯燥的，还是饶有趣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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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正在读这本书，很明显，我能感觉得到美国的最高法院之所以能对美国社会产生如此重大的影响
，不特有三权分立的宪法作支撑，更有大法官们在重大时刻充满智慧和勇气的抉择。坦白地说，美国
的最高法院能有今天的地位和成就无不与它在三权的制约均衡中保持着足够坚韧的力量，无不与它能
在纷繁复杂的美国社会表象下作出的富有远见的决断有关。智慧、有力、坚定、温和、勇敢，是我对
美国历代最高法院及其功勋卓著的大法官们的印象。美国人民真的需要感谢一代又一代富有远见、充
满睿智以及拥有巨大勇气的大法官们。我们的最高法院呢？
2、同期买了不少法律法院的书，这是跳出来第一本看完的。全书体例清晰。既可以从头又可以分章
阅览。你不会觉得文笔枯燥，因为施瓦茨平实的文字背后偶尔让人冷峻不禁一下。文中很多长句，译
者并未转化成中国式的文风，但是翻译还是很到位。能看这书的应该都有点英语背景，长句反而更便
于理解，非常满意。虽然有不少章节是学生翻译，毕洪海统校的还不错，感觉不到明显差异。更为重
要的是，有些法律背后的道理国内法律书中看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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