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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08年3月，为《纽约时报》做了30年最高法院报道的记者琳达·格林豪斯宣布退休。
3个月后，这位普利策奖得主发表了一篇名为《2691个判决》的文章，系统回顾了自己的司法报道生涯
。
在格林豪斯眼中，联邦最高法院每年9个月的开庭期是一座“山峰”，记者的工作就像在“爬山”。
9月的第一个星期一，新的开庭期开始。
从此时到年底，山峦坡度平缓，大法官们忙着挑选新案，安排庭审，新判决还不会那么快出来，记者
们也相对轻松。
次年l至2月，山路渐陡，大量新案被受理，庭审逐渐密集，偶有零星判决发布，报道量开始增加。
春天过去时，庭审已基本结束，大法官们忙着埋头撰写判决，记者们终于可以稍稍歇口气了。
6月是“冲顶”的时刻，绝大多数重要案件会在当月宣判，任何一起判决，都可能成为报纸头条，记
者的工作强度自然可想而知。
此后，最高法院将进人为期3个月的夏季闭庭期，不再审理案件。
记者们也开始分析、总结上一开庭期的审判情况，着手为攀登下一座“山峰”做准备。
为什么这么多记者要围着联邦最高法院转呢？
格林豪斯解释道，因为大法官们裁判的案件，多与宪法争议有关。
宪法问题，既关乎政治，又涉及人权，牵扯到每个团体、每位公民的利益，自然会受到各方关注。
更重要的是，不管这些争议有多重大，多棘手，多纠结，最终仍由大法官说了算。
最高法院下判后，无论你是总统财阀，还是传媒大亨，内心再不乐意，也得乖乖执行判决。
否则，就会被认为僭越了政治界限，触犯了宪政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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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您对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认识，是不是还停留在马伯里诉麦迪逊案、米兰达诉亚利桑那州案、纽约时
报诉沙利文案发生的那些时期？
您了解现任九位大法官的背景、经历、个性与司法立场吗？
在这个Twitter、Facebook与Myspace盛行的年代，九位大法官如何思考、办案？
他们使用维基百科吗？
他们还阅读法学期刊吗？
他们有自己的律政偶像吗？
他们为何在审判中扮演历史学家角色？
他们如何处理判决书中的“脏话”？
他们退休之后，如何发挥余热？
这本书尝试在回答上述问题的同时，告诉您一个最新、最In的联邦最高法院。
　　2007年至2010年，最高法院大法官们做出了一系列判决。
他们加大了对在校学生言论自由的限制，但又宣布校方对学生的“光身搜查”违法；他们认为处决奸
淫幼童者违宪，却又确认了注射死刑的合宪性；他们要求民选法官必须在一方当事人为本人捐助者的
案件中回避，又放开了企业、工会对政治选举的资金介入：他们要求CSI专家必须出庭作证，还命令
不雅词汇退出电视节目。
有人说他们与时俱进，顺应时势；有人骂他们祸国殃民，开历史倒车。
真相到底如何？
这些判决背后，到底有什么样的力量博弈与法理智慧？
这本书将为您揭开谜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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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联邦司法系统之所以对直播问题持保守态度，主要基于两个原因：一是负责制定政策的联邦法
官们大多没有主持庭审直播的经验，而一个人对陌生事物多少总会抱有抵触情绪。
二是因为1994年的辛普森案直播曾引起很大争议。
主持该案庭审的兰斯·伊藤成为全美最知名的法官，也因此遭受不少非议，其他法官实在不愿蹈此覆
辙。
其实，除了上述原因，反对庭审直播者，大多认为直播会影响被告公平受审。
然而，越是受人瞩目的审判，通过直播，反而越能防止法官恣意专断，偏袒一方。
也有人认为，案件一旦直播，被告人被判无罪后，容易被人认出，可能无法轻易融入社会。
其实，辛普森的辩护律师罗伯特·夏皮罗当年的一段答辩，可以作为对上述理由的最好回应。
当时，一架摄像机意外拍到陪审员的面孔，兰斯·伊藤法官气得要停止直播，将摄像机逐出法庭。
夏皮罗辩称：“我们建议允许摄像机留在法庭内，因为我们相信，证据将显示辛普森先生并未犯罪。
为了让辛普森先生与他的小孩在此案后能够一起生活，有必要让美国大众了解他的无罪判决是基于提
交给法庭的证据所形成，而非建立在律师操纵证据或那些已经被法律排除的证据之上。
在未听到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几乎所有人都会对这个案件产生某种意见，对此，我们希望当辛普森先
生被判无罪而回到社会后，社会大众对本案中真实的证据情况能有正确的看法。
”法官最终同意了继续直播的请求。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大法官说了算>>

后记

2009年4月，译完《九人》，对联邦最高法院这个话题，仍觉得言犹未尽，很想再说点什么，却不知从
何说起。
朋友说：你这是用力过度，无法自拔，患了“译书综合症”，可以考虑换换脑子，读点古书中和一下
。
5月初，圣贤书还未翻开，戴维·苏特大法官突然宣布辞职。
我的第一反应是：演出开始了。
因为随之展开的，将是民主党总统15年来第一次大法官提名、驴象两党新一轮政治角力、最高法院两
种意识形态的此消彼长⋯⋯这些连锁效应，是《九人》故事的现实延伸，更是治愈“译书综合症”的
灵丹妙药。
一年来，观察、记叙、思考上述变化，成为智识上的一次愉悦体验。
新任大法官索尼娅·索托马约尔上任后，我将陆续完成的部分文字交朋友、同事征求意见。
没想到，大家普遍对宏大叙事、具体规则不感兴趣，反而建议我在写作时尽可能少摆学术腔，少讲大
道理，少拾人牙慧，要像调查报道记者一样，选取有趣角度，多挖八卦掌故，用最新的材料说事。
至于写作风格，有人说该学林达、薛涌，有人说该学刘瑜、吴澧，也有人说得向任东来先生看齐。
最后讨论的结果是，既然是中国法官“观察”美国最高法院，还是保留法律人独有的风格比较好，在
注重专业性的前提下，兼顾可读性与趣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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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大法官说了算:美国司法观察笔记》编辑推荐：美国有民主，广大民众热热闹闹四年一度选总统；美
国很自由，高擎火炬的自由女神算得上国家形象，但是，当民主陷入僵局（计票争议导致总统“难产
”，企业资金介入政治选举被讥讽为花钱“买总统”），当自由发生冲突（有人在市政厅门口焚烧国
旗，政府官员指控新闻媒体诽谤名誉），当民意难以衡量（处死强奸犯是否违宪，到底该不该判处未
成年人终身监禁），怎么办？
这个时候——大法官说了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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