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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民事司法制度研究在法治社会的意义以及在中国方兴未艾的司法改革进程中的突出地位已毋庸赘述，
但民事司法制度改革的展开和逐步深化对于民事诉讼法研究需求的骤然增加，并没有使中国的民事诉
讼法学脱离“弱势学科”的地位。
由于长期在奉行“重刑轻民”、“重实体轻程序”的法律文化背景中，中国民事诉讼法学的积累严重
不足，特别是在外国民事诉讼法和比较民事诉讼法方面起步较晚，无论在研究资料收集、研究人员知
识储备，还是在研究手段和方法上，都显得明显不足和落后。
这种状况严重局限了学术视野和学术品位，无法适应法制变革和学科发展的需要。
因此，尽管在原版信息渠道发达、其他学科的翻译文献已汗牛充栋的今天，介绍一批权威的、体系化
的、原理性强的国外民事诉讼法学的学术作品，仍然必要而迫切。
特别是在民事诉讼法典修订之前，对于我国学界常常引为权威支持的现代西方国家民事诉讼法制度的
全面了解，能减少盲人摸象似的无谓争论和法律移植的断章取义；对于这些制度背景、功能、原理、
价值目标的深入考察，有助于形成以问题为对象、以语境为依托，立体和动态的比较研究氛围，避免
在法律移植中出现拾人牙慧的状况。
“民事诉讼法学精粹译丛”正是基于这些背景和需求应运而生的。
本套丛书在选题方面，充分考虑我国读者的法律文化背景和正在进行的司法改革的需要，追求法域范
围的全面性、题材的多样性、原著的经典性，并尽量避免与国内已有的翻译作品重复。
在入选的美国、德国、英国、法国、日本、俄罗斯著作中，分别突出了各自民事程序制度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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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戏剧开幕之前，有几句话可能有助于设置舞台。
对于本书从何处开始，试图涵盖哪些内容，以及如何服务于各类读者，读者应当有所了解。
    本书中有几页包含了笔者对上诉法院体系的反映，亦即那些在其中服务的——律师和法官——和其
为之服务的人们。
这些映像是透过两个镜头来摄取的：第一个镜头，基于上诉法官的经验，这个镜头将聚焦于口头辩论
（0ral argument）。
和上诉的判决（decision），这是以过程为取向的。
这是对我近30年来通过观察律师和与法官共事的所思所想的一次总结。
    第二个镜头是笔者在联邦政府的三大部门——作为一名国会议员、作为一名国际发展机构（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的副部长，以及作为一名上诉法院的法官——工作的阅历。
这个镜头的视野比较宽，是以制度为取向的。
它将目光投向了我们的上诉司法体制，拍摄这一体制在州法院和联邦法院作为一个整体中平等合作的
两部分之初始概念意义上，以及当这些法院的健康和独立受到威胁时，所体现的基本价值及其在与之
匹配的制度中所扮演的角色。
这一影像是对所有的公民——学生、律师、法官、新闻工作者，以及作为外行普通百姓——都会关切
的思想和概念的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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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问题：“在法官作出指示之后你提出过反对吗？
”回答说：“尊敬的法官大人，我是在上诉程序中才接受委托代理被告的，我没有参加本案的一审”
，这一答案似乎并没有给法庭留下什么印象。
再下一个案件比较有意思。
你们已经注意到有许多看起来相当有资历的律师坐在法庭里面，你们很快就明白了其中的缘由。
他们是保险公司的代理人，本案对于他们十分重要。
他们把地区法官的裁决看成是对他们行业的一面警示红旗。
一家小型的新英格兰工厂多年以来都把废水排放到河流中，州政府和联邦政府都起诉了这个污染者，
并要求一大笔钱，现在这家工厂想适用保险政策追回这笔资金。
该工厂所面临的明显障碍是：保险政策将环境污染排除在保赔范围以外。
然而该工厂感觉它能够克服这一障碍，因为在排除条款中有一项例外：如果污染是“突然”和“意外
”发生的，则在保赔范围之内。
该工厂说服了初审法庭，相信污染物是由于15年不遇的暴雨导致的意外事件。
现在保险公司和它的竞争对手们都提出抗议，如此解读政策将导致的结果是，小小的尾巴拖了大大的
狗的后腿。
但是，为什么这一案件提交到联邦法院呢？
尽管早期州政府和联邦政府的起诉主要依据联邦环境法，但本案在解释保险政策时仅仅依据了州法律
。
这是一件8“异籍”案件，亦即发生在州籍不同的公司之间，这种案件自第一届国会通过1789年司法法
案以来就已授权联邦法院管辖了。
因此，尽管该公司在州法院提起了诉讼，但被告的保险公司基于其在另一州注册的事实，而有权将案
件移送至联邦法院。
律师们提出了大量的理由，因为许多州法院都已解释过同类情形的保险条款。
人们可以感觉到警示灯闪烁之后的焦虑，这是表明警告时间快到了。
尽管两位律师紧张地控制着时间，但争议标的的技术性太强，简直无法听明白。
当你们观察下一件案件的特点时，你们就会提起精神来了。
因为站在发言席上的不是律师，而是一位黑人前任警官，他主张自己被错误地解雇的案件，他是自辩
／自辩（prose）的，他的妻子在旁边帮助他，她比他更加泰然自若，口齿伶俐。
法官们似乎不准备耗费这半个小时，然而当上诉人富有尊严地朗读他的辩论时——他妻子偶尔帮他一
两句，法官们开始身体前倾，饶有兴趣。
市政警察局的律师指出上诉人在工作中的大量表现受到了批评。
但是法官中有一位表现出不满，证据如此显而易见，地区法官本来应当将案件扔进即决判决里面的（
就象表达障碍那个案件一样）。
其他法官一直表情冷漠，当这位法官说话时，他们却竖起耳朵，把身体探到审判台前面来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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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美国上诉程序:法庭·代理·裁判》由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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