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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美国8大冤案，ISBN：9787506338622，作者：（美）胡佳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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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8大冤案》

作者简介

胡佳，女，1956年生于重庆，1977年考入北京大学化学系，获学士、硕士学位。毕业后曾任大学讲师
。1988年赴美留学，1995年获博士学位，现居美国加州。曾出版纪实文学《美国8大名案》《美国8大
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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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推荐此书不是推荐他的文，而是他是内容。作者本身只是编撰，把信息收集在了一起成了集子。
案子都挺有意思，只是前几天太老了，时代性太强，而后几个又事实未完全透彻，只讲了过程没揭到
老底。可怜的是当事人，无论无辜与否，一个案子下来逃不过倾家荡产的命。
2、即使在法律制度比较健全的美国，还是难免会有冤案的产生，总结下来，偏见与民意以及媒体的
过度参与都会造成的。
3、印刷不知道怎么搞的，好几个字变成了方框；还有一行字整个字体都和上下文不一样。
其次作者文学水平实在堪忧，翻译能力也颇有欠缺（别人都译成罗纳德，就她要翻译成罗钠德）。

除去这些小错误，这本书还是值得一读的，起码让我们警醒：司法改革永远在进行中。
4、我觉得麦克马丁七人案那个最冤，背叛400多年的刑罚，到底谁是罪魁祸首。。。
5、印刷质量很好，很期待
6、这些冤案虽然可怕，但是因为公开以及大范围的讨论，也就有了警示的作用，让后来者不会犯同
样的错误。而中国的冤案，却永远只在黑暗或朦胧中。
7、相当好看，但这本比另外两本压抑好多⋯⋯另外庭辩也是很棒
8、速度不错,质量挺好,随便浏览了一下, 有点悶
9、冤不冤，你看了在说，推荐
10、读欲加之罪时，愤怒到忍不住哭了！不管是哪一个国家，都存在着冤假错案，但是作为一个法律
人，我们做的每一件事都应该对得起我们的宣誓！
11、感觉内容很好的一本书，让翻译给毁了。
12、死脑筋也好死胡同也好，他们到底急什么急⋯⋯（围观也是同罪）
13、联系现在发生的～有些悲哀有些期许，也许这些都是一个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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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正式评论前先吐槽。第一，作者真是学化学的，罗纳德非要写成罗钠德；第二，作者文笔也就是
中上，尤其是人名地名什么的翻译能力很有限，自己翻译得一般还不用公认译法，看得出没读过多少
文学作品。像巴特洛梅奥这样常见的意大利名字能翻译成巴特罗米欧，尼古拉翻译成尼可拉，数不胜
数，十分别扭。第三，作者不是学法的，所以法学术语也不太懂。米兰达（Miranda）规则（你有权保
持沉默⋯⋯），翻译成“蒙然达权利书”，碉堡了。第四，本书有好几个字变成了方框，并不是多么
冷僻的字，所以很神奇。第五，有一行字体和上下文不一样，但并不是整句都相同。这八个冤案，基
本上都是因为求快而出的问题。从这八个案件中总结出的冤案模式是：起源：诬告是很要命的压力来
源：报界和民众炮制者：法官和公诉方结局：除了家资巨万而且比较幸运的人之外，被告基本都是家
破人亡，人生被彻底改写。而诬告者却逍遥法外，得以终老。公诉方则大多名利双收。在这个模式中
，有的部分需要解释。如下：1、起源诬告者的动机各异，要么是为了获得金钱，要么是为了逃避惩
罚，减轻罪责。8个案例里，有4个由诬告者而起，在两例诬告强奸中，一例是浪女弗吉尼娅在酒会上
意外死亡，虔婆诬告酒会主人是为了在浪女死后获得欠款；另一例是司各勃洛9个黑人少年被两个白
人妓女诬告轮奸，因为那两个白人女人卖淫后残留的精液可能导致其被控告通奸，因此嫁祸黑人。另
外两例，大名鼎鼎的罗森贝格间谍案是因为诬告者夫妇都是间谍，检举“上家”能使丈夫减刑，妻子
免罪；性侵犯儿童案是一个规模巨大的冤案群，全国各地的幼儿园老师因为家长们发现孩子有伤而被
诬告，结局基本都是终身监禁。这些家长面临舆论和利益的双重压力：第一，自己的幼儿被鉴定受性
侵犯，如果不想被社会指责就只能推给别人，那无疑只能诬告幼儿园老师；另外诬告一旦成立，就能
获得大笔赔偿。诬告者的成本几乎为0。第一，这些案件由于是犯罪案件，所以一概由公诉方进行，
州政府出钱，私人无经济成本；第二，诬告者基本都借助于当时的社会风气和舆论：共产党罗森贝格
被诬告为间谍，发生于麦卡锡主义时期；司各勃洛诬告轮奸案，发生在种族主义甚嚣尘上的南方亚拉
巴马州；第一例诬告性侵犯幼儿案的家长有点精神不正常，但看到了这个案子的结果后，其他的家长
就都疯狂了。2、报界和民众发挥的作用是一种循环的模式：报界认定并描绘自己的事实，而民情为
之愤慨；民情愤慨后，再经由报界传达到法院和公诉方。庭审的过程经过报界加工再次到达民众，经
由民众再度向法庭施压。在司各勃洛案中，种族主义民情的影响极大，甚至有人威胁被告的律师不许
辩护，而且导致判决无罪的法官连任失败；谢普德被控杀妻，庭审还没有进行，调查还没有结束，报
纸几乎一致认定他有罪！3、炮制者之间的关系是很微妙的。法官（包括陪审团，因为有的案子是由
陪审团判决有罪无罪的。但因为陪审团还受到公众和舆论的影响，就更为复杂）、公诉方检察官、警
署的关系，对一个冤案能否成立来说至关重要。司各勃洛诬告轮奸案，警署授意诬告，检察官种族主
义倾向明显，虽然因为陪审团全是白人而判决有罪，但霍顿法官较为中立，所以至少能上诉；到了种
族主义倾向明显的卡拉汉法官这里，就认准了9个黑人都有罪了，只想尽快结案。在第一起诬告性侵
犯幼儿案中，虽然警署重视，检察官更想利用这个案子一举成名，但陪审团中立的态度，决定了被告
最终得以被无罪释放。在帕西·兰赛被控杀女案中，检察官和警署不合作，结果警署那边是逮捕批不
下逮捕令，搜查拿不到搜查证，而且揭发出众多警察的失职，最后这些警察不但扳不倒被告，自己也
不得不卷铺盖走人。4、所有冤案被告的结局都很惨。除了上文说的帕西·兰赛被控杀女案因为公检
不合作且家里经济有底子外，基本都跌到了社会或该行业最底层。这些被告人死的死，关的关，最好
的也丢了工作，沦为酒精和毒品的奴隶。一起冤案，毁了他们的一生。而那些诬告者和从中名利双收
的公检法，则令人齿冷。诬告者要么像罗森贝格案中一样获得减刑，要么像司各勃洛案、虔婆诬告案
和性侵幼儿案中一样干脆逍遥法外；炮制冤案的警察、检察官和法官，除了帕西·兰赛案中的警察纷
纷落马之外，往往在任上一直干到退休甚至死亡——当然身后名基本是臭了。至于陪审团，天哪，根
本没有人能追究他们的责任——我觉得，这才是最恐怖的一点。整个这本书向我们展示了“他人即地
狱”的最好范例。闭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你永远不会知道，警察会为什么会找上你。闯个小祸（
像中央公园强奸案，有些人就是在闲逛）当然不行，想想和说说（像罗森贝格）也决不可以，平白无
故都会有精神病诬告你（像第一起诬告性侵幼儿案），而且你受到伤害之后还要再受到司法不公的践
踏（谢普德妻子被杀，自己重伤，居然被控杀妻）。这一切你躲都躲不及。而且，一旦堕入地狱，便
永无宁日。为一个冤案，人们失去了工作、亲人、财富、地位、信誉、自由，甚至是生活的希望，他
们破财而不能免灾，借酒都无法浇愁。好好的一辈子，被一个意外摧毁（兰赛先生因为经常出庭，被
公司辞退；谢普德入狱后染上酒瘾和毒瘾，从此再也无法主刀动手术）甚至是猝然中止（南布任萃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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劫杀人案中，尼古拉和巴特洛梅奥都被处以死刑；罗森贝格案中，罗森贝格也坐了电椅）。读罢全书
，不由得长叹：天爷，我们到底应该有一个什么样的司法制度⋯⋯
2、这个标题貌似长了点，摘自中央公园强奸案中以被告尤瑟夫的律师巴比伯恩斯对于本案的总结。
“民情高度激愤，但证据相互矛盾，在这样的时候，人们很难保持冷静的头脑，去发掘事实的真相。
”即使在法律制度比较健全的美国，还是难免会有冤案的产生，总结下来，偏见与民意以及媒体的过
度参与都会造成的。先说说偏见和民意的问题，我看了下8个冤案的产生，其实这些冤案的被告多半
都有一些比较让人产生偏见的标签，从萨克维泽梯案的“无政府主义、意大利籍”到弗吉尼亚拉培命
案的“知名演员、酒精”到司各勃洛9少年案中的“黑人少年，地域偏见”到罗森博格间谍案中的“
共产主义同情者”到玛丽莲谢普德命案中的“婚外情”到麦克马丁七人案中的“猥亵幼童”到中央公
园强奸案中的“拉丁问题少年”到乔贝娜蓝赛命案中的“有钱人”。总结下来，政治信仰、外来人口
、有色人种、生活行为规范、甚至到知名演员、有钱人，这些标签结合了当时的情景都可能成为人们
对事情产生偏见的原因，并且可能会影响到大部分民众对事情真相的理性判断，如果再通过媒体无限
放大了很多倍，有很多的案件在进入审判前在人们的心目中就已经有了一个各自认为比较合理的判决
。想想我们作为一个普通老百姓接触的热点案件其实也多半通过媒体获得，近两年的文强案、飙车的
胡斌到后来的李庄到最近的药家鑫，我们其实在法院判决前根据媒体的宣传多多少少对这个事情都产
生了自己的偏见，为什么说是偏见，因为我们在法官的判决前或者说双方律师开始辩护前，再或者说
我们对双方证据的了解，对真相的了解前有了自己的一个主观判断，其实我认为应该就是偏见，当然
偏见有时候偏一点点，有时候偏的大了点。总的来说，这两年对媒体的关注度越来越小，因为希望自
己还是一个独立思考的动物，而不是一个民愤极大的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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