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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大宪章》750年的历史不是出版此书的唯一理由。
对这部宪章最近的综合性研究属于麦克契尼（McKechnie），出版于1905年，修订于1914年。
自从麦克契尼以来，还做了许多工作，包括研究这部宪章以及出版对于恰当地理解《大宪章》很重要
的财政署和御前会议（Curia Regis）的记录。
因而本书的一个目标是，提供最新的对于这一问题的研究。
但是并不遵循先前著作的模式。
麦克契尼付出努力的那将近300页的评注，不再实用。
此外，它包含了通过之后的法律发展探究《大宪章》条款的法律家的进路。
结果是一本富有学识的著作，但它并不总是与《大宪章》产生的环境密切相关。
例如，麦克契尼分配了更多篇幅描述《大宪章》第36章，关注相对微不足道的人身伤亡令状，而不是
规定返还国王侵占的财产的第52、53和55章。
后面这些条款属于约翰王和他的贵族反对者们之间最关键的问题。
它们的实施把英格兰拖入了内战。
本书的进路不同于麦克契尼，因为本书是历史学者而非法律学者的作品。
其目标是在英格兰和欧洲12与13世纪的政治、管理和政治思想的背景中展现《大宪章》。
在第一章和最后一章我讨论了《大宪章》之后的历史的某些方面，但是本书主要是关于1215年的宪章
及其随后的重新发布，不恰当地理解其起源和当时的意义就无法理解其随后的历史。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大宪章>>

内容概要

　　《大宪章(第2版)》提供了全新的和更加全面的索引。
新版在许多方面不同于第一版。
首先，增加了一章，名为“司法和司法管辖权”。
这填补了第一版的空白，因为在1965年的时候，我感到对于这一话题我对于别人已经做的工作没有什
么好补充的。
　　我还希望这个版本填补二十年来关于英格兰12世纪后期和13世纪早期的法律史作品的空白，因为
它把贵族视为诉讼当事人，而不是法庭的主宰。
第二，我补充了一些新的附录。
其中一些是全新的证据或者1965年之后出现的问题；一些关注于书的主体部分没有很好讨论的困难的
和有争论的问题。
我没有试图通过这种方式讨论所有当前的争论。
在“价格革命”、“可继承性”和一些类似的问题上，我仅仅指示读者去看该问题的参与者们著作的
一个合理典范，并参考Holt(1991a)，在该文中我简要讨论了这些问题，但是更直接。
第三，我通篇修正了文本，修修补补，添加了一些短的段落，反映了我自己的新思考或研究。
脚注中的参考文献做了更新；我希望，我已经囊括了所有过去四分之一世纪里的相关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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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二版前言 前言 致谢 缩略语 第一章 《大宪章》及其历史 第二章 12世纪的政府与社会 第三章 特权与
自由 第四章 习惯与法律 第五章 司法和司法管辖权 第六章 危机和内战 第七章 准和平(QUASIPAX) 第
八章 《大宪章》的性质 第九章 1215年的成就 第十章 从扣押财物到战争 第十一章 重新发布和神话的开
始 附录1 贝里圣埃德蒙兹(BurySt Edmunds)集会，1214 附录2 佩尔什的托马斯伯爵的通告，1215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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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7月16—23日 附录11 揭示1215年《大宪章》历史的文献节选 附录12 1225年《大宪章》 附录13 1225年
森林宪章 附录14 永远的自由 参考文献 索引 《大宪章》中译 译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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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大宪章》及其历史1215年的《大宪章》是个失败。
它的目标是和平，但却引发了战争。
它伪称为国家的习惯法，却激起了不和谐和争论。
它在法律上的有效期不超过3个月，甚至在此期间，其条款也不曾得到恰当地实施。
1216、1217和1225年的重新发布又修改了它。
最后一个版本成为法律，由国会确认和解释，由法院实施。
其中三章仍旧保存在英国成文法汇编中。
这些包含了1215年原初规定中的四项，有一些微小的修改。
没有其他英国法律的实施持续了这么长时间。
其中的一些措施存活下来，因为它们似乎具有独特价值。
例如，直到1970年，第23章禁止建鱼梁的规定依旧试图维持泰晤士河和其他河流上的航行。
一些存留下来，是因为它们是对通过其他手段传递的权利和特权的无害的确认。
《大宪章》依旧规定，英国教会应该自由，还确认但是没有界定，伦敦市和其他城镇的特权。
但是另一个存留下来的条款表明了更深刻的原则和更少约束的特权。
与第23章鱼梁相对的另一个极端，是第39章，规定未经同侪或王国法律的合法裁判，不得使自由人被
逮捕、监禁、没收财产、剥夺法律保护权、流放或加以任何其他侵害。
第39章把其持续存在归功于立法者和律师的德性，而这一条现在并非关键，甚至通常与个人的自由无
关。
但这种德性却是长期斗争的产物，人们诉诸这项原则对抗权威。
个人自由可以通过许多方法得到证成。
但是在《大宪章》中找不到合乎逻辑的理由。
1215年存留至今的一些条款反映了英国法和行政管理的持续发展。
《大宪章》一度不是作为博物馆文件去封存，而是作为英格兰普通法的一部分得到维护，并且根据法
律需要的功能而保持或废止。
现在存留下来的多数条款都与个人自由相关，这反映了1215年原初法案的性质。
它是具有可适用性的。
这是它最大和最重要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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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本书前言、第二版前言、致谢、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第九章、附录、索引、《大宪章》中译由
毕竟悦翻译，第四章、第五章由李红海翻译，第六章、第七章、第八章、第十章、第十一章由苗文龙
翻译。
最后由毕竞悦统稿。
书中较为生僻的、不大重要的人名、地名保留了英文，未作翻译。
本书附录涉及与《大宪章》有关的重要文件和背景，对于资料性的段落、而非说明性的段落，译者保
留原文。
其中译者还对一些重要词语添加了译者注。
感谢杨立范副总编辑为宪政经典译丛包括本书所给予的支持，也感谢贺维彤先生为本书设计了精美的
封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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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一本杰出的著作，展现了精湛的学识以及生动的手法。
主要探讨了大宪章在英格兰历史中的地位，本书是对行动中的政治思想史的重要贡献。
　　——《政治科学季刊》关于这一著名问题的最杰出著作之一。
　　——《历史杂志》这是把大宪章放入历史背影中考察的第一本全面的著作。
这本兼具学术性和可读懂的著作将流传多年。
　　——《周日电讯》霍尔特对于诉讼形式和政府机制高层建瓴。
他为人们最熟悉的英国历史事件给出了全新视角。
　　——《英国历史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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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大宪章(第2版)》：大宪章制定于1215年，是英国历史上的重要事件，因其对西方政治、法律产生过
深远而具体的影响，使得大宪章的订立成为人类走向文明的重要标志之一。
霍尔特在《大宪章(第2版)》中把1215年的事件和大宪章本身放到12、13世纪英格兰以及欧洲法律、政
治和管理的背影中进行研究，用详细的史料分析了大宪章制定的前后过程，同时也指出其历史局限。
《大宪章(第2版)》是历史研究与写作的典范。
《大宪章(第2版)》于1965年首次出版，1992年的第二版进行过大幅度的修订和扩展，自1994年起至今
又加印多次。
本中译本依据最新版本译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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