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我也有一个梦想>>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我也有一个梦想>>

13位ISBN编号：9787108012715

10位ISBN编号：7108012715

出版时间：2004-08

出版时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作者：林达

页数：428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我也有一个梦想>>

内容概要

　　《我也有一个梦想：近距离看美国之3》通过精彩动人的故事，展示了与美国种族问题相关联的
社会意识和法律演进史。
介绍了在契约社会里，立法的民众基础、法律对人性的思考、法律的变化与社会进步的关系等问题。
通过作者的叙述，读者能够看到：在法治国家里，民众、尤其是弱势人群怎样运用法律，经过长期抗
争，取得自身权益，并由此推动全社会认识的深化，使整个国家在消除不公正的历史进程中取得稳定
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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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林达为两名作者合用的笔名(本名均不详)。
他们都于1952年出生在上海，现居美国。
作品有“近距离看美国”系列。
译著有《汉那娜的手提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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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现代意义上的种族问题    卢兄：你好!    你在回信中提出的一些问题，几乎是我在打开你的信封之
前，就已经预料到的。
    首先是，你极为惊讶地看到一个谋杀罪居然能够在美国的法庭，以“侵犯民权”这样可以说是相干
、又可以说是完全不相干的罪名起诉定罪，而在这个法庭上，谋杀几乎就不存在了。
觉得很难理解。
    我只能说，我理解你的“难以理解”。
因为这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案例，也是一个特殊的地区在过渡时期的案例。
但是，它的存在，却是在“美国逻辑”之中，是从整个美国文化中一脉相承延续下来的。
你已经知道，像这样走上联邦最高法院的，又是与黑人民权运动这样的重大历史事件相联系的关键案
例，在美国就是一个公开的无穷无尽的研究和讨论对象。
没有人能够对整个案子，从发案过程到审理过程，遮遮掩掩一些什么。
人们通过学术文章、回忆录、法庭记录、专家分析，等等，对它进行层层解剖。
至今为止，虽然美国人对于未能按谋杀定罪是感到遗憾的，但是，对于这个结果的评价还是基本正面
的。
    并不是像居住在这块国土以外的人们有可能猜测的那样，认为可能这是白人社会刻意制造的结果，
只有他们感到满意。
记得在上封信里，我已经告诉过你，对这一案件最为关注的黑人民权团体，同样把它视为一个胜利。
这并不是说，这里的人们不懂得正义必须得到伸张，更不是他们不关心正义伸张。
而是他们理解，历史的前进、制度的完善、人性的醒悟都是渐进的。
对一个在人道原则上建立起来的公众契约，对它所包含的制度、游戏规则和运作方式的尊重，是共同
推进一个人道社会的基本保障。
    因此，来到美国以后，我们发现，无论在这个国家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我们能够听到的，并不是
大量居高临下的泛泛大评论。
美国人并不热衷于把一个事件往重大的路线、纲领、大方向等等高处上引。
我们听到最多的是，属于法律界、历史学界、新闻界等等的众多专家，一起来对这样一个事件和案件
进行忧心忡忡的细致入微的分析和跟踪。
以试图找出这样一个新的事件或是案件，给这个制度提了什么难题，揭示了这个制度的什么薄弱点或
者疏漏。
然后是完全专业地讨论如何修补的方案。
大量像我们这样的普通民众，也就在这样不断的收看电视中，了解了一个事件的来龙去脉、法律上的
历史依据、可能的发展方向，以及目前还不可能达到完美的原因。
    于是，生活在这里的人们都理解，伸张正义是一个极为艰巨复杂的历史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人们
只能得到一个阶段性的成果。
然而，有一点是基本的，就是这个制度必须是建立在寻求公正的基础上的，即使它没能百分之百地公
正，也是因为囿于历史的局限，而不是它的设计立意本身就非公正。
在一个具体事件发生的时候，人们必须能够看到，这个制度是在孜孜不倦地追求当时的最大意义上的
公正。
还有，就是对待一个具体事件的处理，它的整个过程是向全体人民公开的，是在新闻监督之下的，很
难有一手遮天的私藏猫腻。
只有这样，人们才可能对一个尚不完美的制度仍然持有信心。
假如人们发现，有一个足以超越制度的、凌驾在上的力量在暗中操纵的话，那么，这个社会的整个基
础和信心就会在顷刻之间烟飞灰灭了。
    美国人至今还不打算重起炉灶，就是他们对200年来的这个制度仍然持有信心。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假如你今天生活在这里，你会时时听到对这个制度的赞美。
恰恰相反，你在所有的文字中看到的，几乎都是批评、挑剔、责难，甚至是鸡蛋里挑骨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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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所有的专家教授们，他们自认自己是一种叫做“知识分子”的特殊地位的人。
这里的这种人，都有一个“毛病”，就是他们刻意和世俗拉开一定距离，不与广大工农群众相结合，
也不以自己是劳工阶级的一分子而欢欣鼓舞。
在这一点上颇有点修士的味道。
而拉开这点距离，他们认为就是为了能够对这个社会看得更清楚，更有利于他们横挑鼻子竖挑眼。
唱赞歌这样的好事他们总是认为那是夜莺的专利。
这个社会也习惯了他们的毛病，习惯了这种尽是一团漆黑，没有大好形势的指责甚至预言。
这只是一点题外话。
    我对于你第一个问题的回答，也有部分是对你第二个问题的回答。
就是佐治亚州的小镇陪审团在明显的开释了罪犯之后，为什么这里的人们在联邦地区法庭审理的时候
，依然坚持由原地居民组成的陪审团审理。
我记得在我们三年前讨论辛普森的刑事案审判的时候，已经大致地讨论过这个问题。
谈到过，任何法制的形式，都有“人”的困扰。
也许我们还可以做一些进一步的探讨。
    一个地方发生了一个刑事案件，当地的人们聚在一起，给一个涉嫌者定罪，并且决定如何处置，这
是最本原的法庭。
任何其他形式，都是这种原始民主形式的“权力收归”或者“转移”。
但是，在今天不可能案子一发生就让全体民众聚在一起判案的时候，相对来说，陪审团是最接近民主
和公平的原意的。
    以我们上封信谈到的故事来说，你一定会向我指出事实上已经发生的陪审团的不公平。
可是，假如不是这样，如果最后的判定是由一个法官说了算，即使这个法官具有“包公”的个人素质
，或者由一个政府机构一锤定音，大家就能高枕无忧了吗?美国人认为，那样的话，他们就更睡不着了
。
    很简单，法官也是人，如果由随机抽样找来的12个人都可能达成一致意见强行制造一件冤案的话，
那么一个人要这样做的可能性就更大了。
所以，在美国，只有在被告自己放弃由陪审团裁定的权利的时候，才由法官裁定。
至于由政府机构来定罪，美国人会告诉你，当年由于种族偏见，几乎把所有的犹太人都送进集中营甚
至毒  气炉的，都不是什么私人行为，都是由德国纳粹政府直接组织的。
这个道理对我们也好懂，“文革”过后，拿到冤假错案平反书的人们，他们当年手里的判决书，也并
不缺少公检法的大印。
    至于说这个小镇上的陪审团有不公平判定之嫌，就应该转移判定权的话，放大一点，就像外部世界
对某一个国家内部发生的司法审判不满，从此就要包办这个国家的司法权一样，这里面蕴含的复杂性
和危险性就更大了。
    当然，这是以最简单的方式探讨一个艰深的问题。
事实上，当然要复杂得多，以至于人们要建立庞大的司法制度，反复地平衡和制约各种权力。
这也是美国人现在仍然天天在做的试图修补和完善的工作。
    再者，一个制度的严肃性，也是契约文化的最基本特征。
既然在契约里规定了分权，就要清楚分开。
有权管的管，没权管的，只能坚决不管。
例如，既然大家同意，在契约里规定了在当地甄选陪审团更为合理。
那么，在这个契约没有被推翻的时候，只能继续实行这个契约。
假如要考虑推翻，美国人先考虑的应该是如何重订契约，而不是无视契约，自行其是。
联邦法庭上的“谋杀”二字也就是这样消失的。
既然契约中规定谋杀案是州一级才有司法权，那么，不管州一级判得下来判不下来，联邦法庭都无权
过问，不能随意越俎代庖，它只能审它的侵犯民权罪。
在美国，这叫做“司法自治”。
    这种契约文化的好处其实是一目了然的，就是在制度方面的每一点一滴的推进，都是可靠的，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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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扎扎实实的积累。
不会整个社会陪着几个强权人物，翻来覆去地烙饼。
所以，肯尼迪总统推进了1964年民权法，就会成为一个真实的社会进步。
进了就是进了，不会像跳探戈一样，摇三摇又退一步。
推动的时候是吃力的，因为要大家都理解不容易。
一旦通过，就是人民的契约，理解不理解的，就都得执行了。
    你的信中还说，假如这样，不是公正裁定的风险很大么?确实，说到底，最终这个国家不是在诉之于
它的立国理念，就是诉之于属于人类的真正特质：人道主义和人性。
他们试图做的所有努力，就是逐步完成一个从猿到人的过程。
就是在我们刚刚讨论的这个案子里，在联邦法庭审判时，用的还是当地的陪审团。
但是，我们已经可以看到他他们的良知正在被逐步唤醒......                                               P380-3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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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书评本书通过精彩动人的故事，展示了与美国种族问题相关联的社会意识和法律演进史。
介绍了在契约社会里，立法的民众基础、法律对人性的思考、法律的变化与社会进步的关系等问题。
通过作者的叙述，读者能够看到：在法治国家里，民众、尤其是弱势人群怎样运用法律，经过长期抗
争，取得自身权益，并由此推动全社会认识的深化，使整个国家在消除不公正的历史进程中取得稳定
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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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我也有一个梦想:近距离看美国之3》中介绍的种族问题可以说是美国几个最大的问题之一。
但是，它的复杂性使它成为一个十分‘艰难'的话题。
促使作者去正视它，重要原因之一显然是它的不可回避性。
如果要向介绍美国，就不可能躲避这个话题，一场是否应该取消平权法案的讨论正在美国热烈进行，
其核心就是种族问题。
这场讨论的重要性可以说一点不比总统大选来得逊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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