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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宪政舞台上——美国最高法院的历史轨迹》与任东来教授先前出版的《美国宪政历程：影响美国
的25个司法大案》可谓是姊妹篇。
两书的写作风格类似，所不同的是，后者是“以案说法”的法院案例故事，本书则是“ 从法院说法”
的美国最高法院司法史。
美国最高法院不仅仅是一个政府机构，更是一个折射美国政治斗争、社会发展、权利保障的宪政舞台
。
这本书讲述的就是这个舞台何以搭建、巩固的故事，以及在这个舞台上演的那些精彩“戏剧”。
这些“戏剧”是社会的缩影，展现着人类寻求自由、权利、平等、秩序、稳定、繁荣、发展和公正这
些基本价值的不懈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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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北美殖民地的法律传统与美国革命　　到美国革命前，北美殖民地经过两个世纪的发展
，形成了诸多不同于母国英国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上的特点。
其中之一便是，在北美殖民地，法律知识不再像他们的母国英国那样，被极少数的律师所垄断，而成
为一般知识人的必备知识。
更为重要的是，这些知识人把法律的知识，应用到现实的政治，先是与英国进行斗争，维护自己的权
利，继之又在革命的基础上，建立起当时独一无二的宪政制度，就这样，美国人把法律与政治融合，
并最终将“可敬的法律框架视为社会赖以成长的骨骼”。
　　一、北美的法律传统　　17世纪欧洲殖民者殖民北美时，欧洲有两种法律体系，一是大陆法系，
也就是源自罗马帝国的民法；二是英国的普通法（又称习惯法或常法）。
北美殖民地兼收并蓄，但更多的是接受英国的普通法。
　　民法法系的特点是法律内容都由统治者编纂成为法典。
法官断案时将案情与法典的有关情况对照，做出相应的裁定。
因此，法官没有多少裁量权或自由处置权。
法官是在管理法律，而非解释法律。
法典需要不断更新，以跟上发展的形势。
现代世界最有影响的《法国民法典》，是由法国皇帝拿破仑下令编纂、并在1804年颁布的，故又称《
拿破仑法典》。
　　美国西部和西南部曾经是西班牙和法国的殖民地，因此一度适用过大陆法系，但至今只有路易斯
安那州还实行与其他州不一样的法律体系——《法国民法典》。
美国独立后，一些讨厌英国的法律人士，把反英情绪也扩大到英国的普通法，认为它是北美对英国“
依附关系残存的公开见证和耻辱的象征”。
1790年代，新罕布什尔最高法院的一位非职业法官，面对嘲笑其不知道英国法律经典的责难，不以为
耻，反以为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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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本书是美国宪政历程的“法院篇”，旨在从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这个视角，来展示美国法治及其最
高形式宪政的生成、巩固、发展和演化的历史进程。
在这一进程中，就制度建设而言，最高法院既经历了被人忽视、权威有限的孤独落寞，也体验了众星
捧月、高高在上的无限风光；就其作用影响而言，既有顺应潮流、迎合民意的皆大欢喜，也有抵制潮
流、阻止革新的众矢之的，更有引领潮流、倡导变革的高处不胜寒。
通过高超的司法技巧，利用宪法语言的开放性，最高法院发现了司法审查权，并在司法实践中把简洁
的宪法文本发展成为一门复杂的部门法——宪法法，使之成为法院拥有最高权威的领域。
在其二百余年创立和实践宪法法的历史上，最高法院既品尝了成功的喜悦，也体验了失败的苦涩。
在看似平静如水的最高法院，就何谓美国人的基本价值和根本利益，大法官同时经受着三个方面的煎
熬：大法官之间的争论妥协，大法官与其逝去的前辈之间的暗中对话，大法官和民意及民选官员的博
弈较量。
诚如著名大法官霍姆斯所云：“这里是风暴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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