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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海 交 通 大 学 学 报 （哲 学 社 会 科 学 版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ＪＴＵ（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Ｏｃｔ．，２０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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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法东渐中的知识自主：
以里昂中法大学法学博士培养为例

朱明哲
（中国政法大学比较法学研究院，北京　１０００８８）

　　摘要：学界常视近代西方法学知识传入为被动接受欧美知识的过程，忽略了我国

知识精英的自主性。然而，里昂中法大学所见之博士论文写作过程显示，近代留法法

学博士不仅对自己所欲学的知识以及学到这些知识的最佳途径有明确认知，而且为了

实现心目中的最佳学业选择，不断与指导教师和中法大学管理层沟通乃至争执。他们

的论文中普遍表达了对近代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和政府解决社会问题之方法的

关注。这种选择既受到里昂法学院学术氛围的影响，又是当时留法学生共性的体现。
他们延续了里昂倾向于社会科学研究和同情社会主义的特点。与此同时，他们又像其

他留学生一样，时刻关注祖国时局的发展，对当时的中央集权的政府抱乐观态度。
关键词：里昂中法大学；法学教育；中法交流；自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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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论

里昂中法大学（１９２１—１９５１，下简称“中法大学”）的建立是“争回里大”运动的导火索之一，
但其在中国近代史上的意义远不止于此。一方面，该校开办的３０年正是２０世纪法学变迁的关

键时刻；另一方面，我国也在这段时间里完成了法制和法学的现代化。① 所以，这一机构对于理

解我国法制近代化尤其重要。中法大学第一次在世界范围内形成的法律共同体，提供了一个超

越地理限制的舞台，让追求近代化的中国精英与同样寻求变革的法国法学家相遇在里昂这个独

特的地点。中法大学为中国培养了７６名法学专业学生，其中包括２５名法学博士。② 通过解读

他们的档案，我们可以辨认出这些法学博士的身份、理论关怀、与 里 昂 法 学 院 和 法 国 法 学 的 关

系，从而进一步揭示中国知识精英们的本土意识。
诚然，中国法制近代化以“西法东渐”为重要特征，而且表现出高度的西方中心主义倾向，③

但研究此过程仍然不该忽略那些亲身参与者的自主性。④ 此前，大部分研究主要把法制近代化

表述为外国法律在我国的移植或我国学界对外国学说的继受。晚近研究则同时关注两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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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被迫接受西方现代法律；西方通过对中国的叙事而构建自身。⑤ 在此基础上仍有必要继续

追问参与法学知识传播的中国青年精英如何在不同的现代化道路中进行选择。在他们学习国

外的理论、观察他乡的实践时，恰恰是对本国命运的关心影响了他们的观察、评价、阐释。⑥ 本

文希望延续以上思路，通过检视中法大学法学博士论文的撰写过程和实质内容，说明中国青年

精英在法学知识移植方面的自主性。
跨国史为理解这些材料提供了一种视角。⑦ 传统上理解中外法文化交流主要有两种范式：

继受移植范式和殖民批判范式。继受移植范式视法律交流为中国实现现代化的手段。⑧ 这种

范式强调不同法学知识的等级秩序，文明程度较低的国家只能向更文明的国家学习，断然没有

文明“互鉴”的可能。⑨ 出于对继受移植范式的不满，殖民批判范式试图揭示隐藏在文明等级观

念背后的“权力—知识—话语”三者之间的重叠关系，最近在学界引发热议的“法律东方主义”就

是其中的代表。瑏瑠 两种主流范式都假设了主体—客体的二元对立，既忽视了双方的互动，又忽

略了每一个行动者与其所处的社会条件之间的互动。为此，本文采取一种“跨国史”的新视角，
消解国界和世界 经 济 政 治 秩 序 所 固 化 的 中 心 与 边 缘 关 系，把 重 点 放 在 各 区 域 之 间 的 沟 通 本

身。瑏瑡 它把每一个时期法学的形成看作不同区域的法学家群体互动的结果，并因而关心不同行

动者根据自身利益采取的策略性行动。瑏瑢 为了重构法学交流中发生的“事件”，研究者就必须理

解行动者的观念、可以选择的策略，以及他们的社会关系。
本文主要运用中法大学档案与该校法科学生的博士论文，拟厘清他们在里昂所见、所学、所

感之具体内容。把中法大学的法学教育置于中法两国变革背景中，有助于从跨国法律史的角度

揭示中法法学交流复杂而微妙的内涵，从而进一步呈现当代法学知识之国际化特征。本文将先

展示中法大学法学博士论文的作者、写作时间、导师人选。然后，利用学生档案、特别是其中通

信往来，还原他们为了争取主导地位与法方管理人员的谈判过程，从而突出留学生在知识生产

过程中的自主性。他们的论文则体现了两个交织着的主题：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和国内

社会问题。可见他们对知识生产的内容也有自觉的意识。最后，留学生博士论文创作过程将在

里昂法学院的特性和中国留学生的共性两个背景中得到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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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里昂法学院里的中国青年

中法大学本身只负责学生的饮食起居，而不组织教学。中国学生考试合格后进入里昂大学

的各个学院学习。所以，想学习法律的中法大学学生需要在里昂法学院注册。在中法大学取得

法学博士学位的２５名学生中，除了入中法大学前便在巴黎大学取得了博士学位的张祖庚，历经

波折最终转学去巴黎的夏晋熊和陈绍源，以及转学去格勒诺布尔的钱翔孙４人，有２１人在里昂

完成了学业。从中法大学第一名法学博士、日后成为汪伪政权外交次长的吴凯声于１９２１年１０
月正式注册，瑏瑣到魏登临于１９４４年５月３１日博士答辩通过，这２１人于２３年间在里昂法学院的

怀抱中成长为独立的法学家。据考证，１９６２年以前在法国取得法学博士学位的中国学生人数

在２３０人左右。瑏瑤 其中获益于中法大学者竟超过了十分之一，可见中法大学法学博士生在选题

和写作方面的经验应当较为具有代表性，能 够 折射出 其他 留 法 中 国 学 生 的 共 同 意 识。与 此 同

时，中法大学为学生提供的校舍和生活补助让他们相较其他留法学生而言经济负担更小。中法

大学的秘书处作为学生管理机构负责学生的课程组织、学业安排、奖学金发放，在一定程度上限

制了他们的选择。所以，他们为了坚持自己的立场，中法大学的学生必须花费更多的时间和精

力，以期获得校方首肯。其结果是他们留下了更多的信件可供研究，而反过来也可以佐证其他

留学生能更容易地坚持知识拣选和阐释方面的自主性。
中法大学取得博士学位的程序和其他法学院一样。根据１８９５年４月３０日的法律，法学博

士学位（Ｄｏｃｔｏｒａｔ　ｅｎ　ｄｒｏｉｔ）包括法律科学博士（Ｄｏｃｔｏｒａｔèｓ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ｊｕｒｉｄｉｑｕｅｓ）和政治经济学博

士（Ｄｏｃｔｏｒａｔèｓéｃｏｎｏｍｉｅｓ　ｐｏｌｉｔｉｑｕｅｓ）。希望取得博士学位的学生必须先通过至少两门科目的

口试，才能开始博士论文写作。与现在动辄４年起步的论文写作周期不同，当时的博士论文写

作时间一般在１到３年之间。在此期间，学生没有必修课的要求。完成论文后，博士生需要先

取得院长授权，然后在出版社打印一定数量的论文，并交到答辩组成员手中。答辩组主席一般

是论文的指导教授。即便在每年申请人数少于十人的外省法学院，每年仍然都有无法通过答辩

的候选人。
不同于档案大部分已经散佚的其他法学院，中法大学的档案较为完整地保存在里昂市立图书

馆。它们打开了一扇窗口，让今人了解这些中国青年的考试、上课、选题和受指导的情况。在翟俊

千、曾锦春和黎国材的档案中，留下了他们在进入博士论文写作阶段前必须通过的口试的成绩单。
其中，翟 俊 千 的 档 案 最 为 全 面，在１９２５年７月１５日 的 口 试 中，他 选 择 了 国 际 公 法（Ｄｒｏｉｔ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ｕｂｌｉｃ）、比较宪法（Ｄｒｏｉｔ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ｎｅｌ　ｃｏｍｐａｒé）、经济学说史（Ｈｉｓｔｏｉｒｅ　ｄｅｓ　ｄｏｃｔｒｉｎｅｓ
éｃｏｎｏｍｉｑｕｅｓ）作为口试科目。瑏瑥 他的口试委员会（不同于最后的答辩委员会）成员分别是国际公

法教授皮克（Ｐａｕｌ　Ｐｉｃ）、比较法和民 法 教 授 朗 贝 尔（ｄｏｕａｒｄ　Ｌａｍｂｅｒｔ）和 政 治 经 济 学 家 戈 纳 尔

（ＲｅｎéＧｏｎｎａｒｄ）。这名细心的学生还在档案中留下了他从１９２３年到１９２４年所学课程的记录。
从中我们看到他在法学院分别上了戈纳尔的经济学说史和政治经济学、朗贝尔的比较法、皮克

的国际公法，还有布维耶（ｍｉｌｅ　Ｂｏｕｖｉｅｒ）的比较宪法和财政学（Ｓｃｉｅｎｃｅ　ｆｉｎａｎｃｉèｒｅ）。除此之外，
他学习了文学院的社会学和道德哲学课程。瑏瑦 科目和教授人选与留学生们的知识获取联系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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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后文将详细讨论。翟俊千在三门口试科目（满分是２０分，只要取得１０分就及格）分别取得

了１５分、１５分和１２分的成绩。曾锦春于１９２６年７月１５日通过口试时的成绩分别是：国际法

１４分、行政法１５分、政治经济学１２分。瑏瑧 同一日，黎国材也口试通过，其科目分别是国际公法、
比较宪法和经济学说史，三科总分４３分。可见这几名中国学生的口试科目选择也比较集中在

国际法、公法和经济学这几门课程。当时法国学生最热衷的民法却乏人问津。他们的成绩不分

伯仲，而且正如大部分人学位论文只能拿到“良”（ｂｉｅｎ）或“中”（ａｓｓｅｚ　ｂｉｅｎ）的评语一样，不算很

糟糕，但说不上多好。无论如何，他们已经因此通过口试，可以开始准备写论文了。
如前所述，大部 分 学 生 一 直 在 里 昂 完 成 学 业。就 连 实 际 上 是 在 巴 黎 接 受 爱 斯 嘉 拉（Ｊｅａｎ

Ｅｓｃａｒａ）指导的于振鹏，也最终于１９３９年８月回到里昂答辩。瑏瑨 只有在极个别的情况下，学生可

以前往外地，在其他大学注册。于是，这２１名中国青年也像翟俊千那样，来到中法大学通过测

试、请法方秘书代为与法学院沟通，前往法学院注册、上课，申请博士论文写作资格，通过由里昂

法学院组织的口试，在里昂教授的指导下完成论文，在 里 昂 的 出 版 社 印 刷 论 文，在 里 昂 答 辩 通

过，最终取得学位回国。换言之，这些中国学生在留法期间与里昂法学院关系相当密切。下文

将具体分析与里昂的联系对他们思想形成的意义。
与留学生们互动最多的法国学者，自然是他们的导师。有时候，博士论文本身提供了相应

的信息。刘懋初、赖国高、陈荣生等人的论文扉页上都印有答辩委员会的名单，其中答辩委员会

的主席便是导师。曾锦春、翟俊千、于振鹏、陈延进等人的论文没有提供这些信息，但是他们在

致谢中实际上也告诉了我们导师和答辩委员会的组成。那些既没有明示委员会信息也没有前

言可以利用的博士论文，有时也在档案中留下了线索。比如，里昂当地报纸Ｔｏｕｔ　Ｌｙｏｎ曾经报

道：“我们的同行吴凯声……刚刚出色地完成了论文答辩。委员会主席是朗贝尔教授，成员是拉

梅尔（Ｉｒéｎéｅ　Ｌａｍｅｉｒｅ）和古恒（Ｍａｕｒｉｃｅ　Ｃｏｕｒａｎｔ）两位教授。”瑏瑩其他人则在与秘书长古恒的通信

中报告了自己的论文选题和指导教师等情况。远在巴黎，最终决定进入巴黎法学院并如愿以偿的

夏晋熊，就在１９３６年６月２６日的信中向古恒报告自己在巴黎法学院阿尔及利亚裔教授瓦利德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Ｏｕａｌｉｄ）的指导下完成论文的计划。瑐瑠 除了很早就因为政治参与而被除名的陈绍源和此

前已经取得博士学位的张祖庚以外，几乎所有中法大学学生的导师信息都可以还原。

表１　中法大学法学博士的选题与指导

姓　名 题　　　目瑐瑡 答辩年份 导　师 委　员　会

刘懋初 《１９２２年英国宣言以来的埃及国际地位》 １９２５ 皮克 朗贝尔、拉梅尔

吴凯声 《中国的宪法问题：１９２３年１０月１０日的宪法》 １９２５ 朗贝尔 拉梅尔、古恒

曾同春 《中国的丝绸生产与销售》 １９２８ 戈纳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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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翻译基本沿用了葛夫平的翻译，只是在少数法律术语的用法上做了一些修改。



续　表

姓　名 题　　　目 答辩年份 导　师 委　员　会

黎国材 《对移民的国际管制》 １９２８ 戈纳尔 布维耶、菲利普

曾锦春 《中国工人运动》 １９２９ 菲利普 比耶、特雷武

翟俊千 《中外条约所致中国国际地位之历史与分析》 １９２９ 皮克 戈纳尔、拉梅尔

符传钵 《中国海关制度的历史研究》 １９３０ 戈纳尔

陈耀东 《中国的土地制度》 １９３３ 菲利普 戈纳尔、佩鲁

彭礼端 《１９１２—１９３１年间中国行政组织历史与批判研究》 １９３３ 尼古拉 巴斯蒂、拉梅尔

陈延进 《美国宪法中的间接立法》 １９３４ 朗贝尔

卢干东 《中国都市生活与市政学》 １９３４ 尼古拉

钱翔孙 《对上海港的经济研究》 １９３４ 勒布

赖国高 《上海外汇市场与中国收支平衡的关系》 １９３５ 戈纳尔 菲利普、沙茨

徐复云 《国际联盟对难民的保护》 １９３５ 巴斯蒂

祝修爵 《法国公务员录用与提拔程序研究》 １９３５ 尼古拉 巴斯蒂、拉梅尔

陈绍源 《在孙中山及其学说影响下中国宪政生活演变》 １９３７

夏晋熊 《当代中国货币与银行体系的重建》 １９３７ 瓦利德

陈　廪 《现代中国公立教育体系的组织与运作研究》 １９３９ 尼古拉

刘先伟 《抗战前后中国的货币与金融问题》 １９４０ 佩鲁／瓦利德

于振鹏 《中国习惯法中的贷款》 １９４０ 爱斯嘉拉

张祖庚 《论中国国籍》 １９４１

赵崇汉 《法国行政法上公务员的定义及其法律地位》 １９４２ 巴斯蒂

陈荣生 《１８７５年宪法的连署及其在当今法国的运用》 １９４３ 佩鲁 巴斯蒂、里夏多

龙　吟 《中国预算监督：与英法体系的比较》 １９４３ 特雷武瑐瑢 尼古拉、佩鲁

魏登临 《法国法上的行政裁量权及司法监督》 １９４４ 佩鲁 巴斯蒂、尼古拉

二、我手写我心：知识生产过程的自主性

在厘清了这些年轻法学家的选题和指导后，随即产生的问题是：导师人选和题目选择由谁

决定？以下将从导师选择、题目选择、游学巴黎三方面入手回答，并揭示中国学生在法国教师和

管理者面前掌握自己学业的强烈意愿。
（一）导师：行政对学生意志的尊重

不同于主要选择民法的法国学生，留学生们倾向于公法学和当时居于边缘地 位 的 政 治 经

济学。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艰难岁月中，里昂法学院常任教师也不过只有１５人左右，基 本

上一个学科只有一名教授。所以写国际公 法 的 论 文，在 早 年 必 然 接 受 皮 克 指 导，稍 后 又 肯 定

会成为巴斯蒂（Ｓｕｚａｎｎｅ　Ｂａｓｔｉｄ）的学生；经济学 的 论 文 几 乎 肯 定 会 由 戈 纳 尔 指 导；尼 古 拉 会 指

３４１朱明哲　西法东渐中的知识自主：以里昂中法大学法学博士培养为例

瑐瑢 龙吟的导师本来是菲利普，但后者在１９４２年离开里昂前往伦敦加入戴高乐领导的自由法国运动，成为抵抗组织

的一员。所以，最后完成指导工作的是特雷武。



导公法的论文，而菲利普几乎包揽了财政学的选题。教师的指导几乎肯定与选题是交织 在 一

起的。
在选择导师的阶段，中国学生、管理层和教师三方面的互动已经清晰可见。和其他大学（学

院）的学生不同，中法大学学生在确定导师并与导师正式见面以前，往往先由法方主管写信给教

授介绍学生，并咨询教授的意见。在大部分的档案中都可以看到秘书长古恒以行政主管身份给

教授写的信件。但是，并不是每位教授都会接受以中法大学名义向他们推荐的学生。比如，古

恒曾致信皮克，盛赞曾锦春是一位“严肃、勤奋、永远不会让您失望的学生”。瑐瑣 但是，曾锦春关

于中国劳工运动的论文最终并未由法国劳动法的先行者皮克指导。倒是由曾锦春自己在没有

问过古恒的情况下选择了导师。瑐瑤 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彭礼端的案例中，古恒不得不主动询问

他选择导师的情况。瑐瑥 虽然古恒最初向他推荐的导师是朗贝尔，瑐瑦最后实际指导的人却是尼 古

拉。可见，管理层对学生的指导教师人选只有建议之权，最终跟随何人写作博士论文还要看学

生和教师之间的沟通情况。而且在大部分情况下，学生可以说还占据了主动。朗贝尔就曾回忆

１９２４年吴凯声敲开他办公室的大门要求得到帮助时的情景。瑐瑧

相比于留在里昂的学生，要求转学的学生更能表现出中国学生掌握自己学业的愿望。由格

勒诺布尔法学院院长勒布（Ｐａｕｌ　Ｒｅｂｏｕｄ）指导的钱翔孙、由巴黎法学院教授瓦利德指导的 刘先

伟和夏晋熊为我们提供了足够的例证。刘先伟还引用法国民法学巨擘卡皮唐（Ｈｅｎｒｉ　Ｃａｐｉｔａｎｔ）
在１９２６年出版的《如何写作法学博士论文》中所说“博士论文写作最难的部分是保持和导师的

直接联系”，为自己转学到巴黎大学背书。瑐瑨 由此可见，中法大学的留学生对于自己选择的学科

和导师有相当的自我意识，并会尽自己所能要求管理层接受。管理层也确实在大部分情况下接

受了他们的选择。
（二）选论题：学生与教师的合作

既然导师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选题，那么决定博士论文选题的人可以说是决定整篇论文写作

过程的人。留学生在选题方面，因为知识、资历的不对等，无法保持选择导师与科目时那种高度

自主性也在所难免。卡皮唐在《如何写作法学博士论文》中主张，应该由学生自己根据兴趣和能

力主动选择题目。但是，他也承认大部分的学生没有利用好这种学术自由，而只是“请求讲授法

学或政治经济学某个部门的教师给他们提供题目，并请他出任答辩主席”。其结果是“答辩主席

有时遭遇相当大的尴 尬，因 为 他 实 际 上 根 本 不 认 识 学 位 候 选 人，而 且 对 其 研 究 的 价 值 知 之 甚

少”。瑐瑩 对于中法大学的学生而言，协会内部的指导又为他们增加了知识不对等之外的另一层

行政限制。例如，在古恒写给戈纳尔的信中，他说自己“建议 曾 同 春 选 择 一 个 和 中 国 有 关 的 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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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因为中国学生往往能在这些方面做出原创性的贡献”。瑑瑠

即便如此，为数不少的中法大学学生自己选定了研究主题，并获得导师的背书。在１９２３年

９月２８日写给里昂法学院比较法学所创 始 人朗 贝 尔的 信中，古恒写道：“我相信您已经认识吴

凯声先生了……他想以最近几部中国宪法的比较研究作为博士论文题目。他已经准备了一些

材料，并殷切希望知道 您 对 这 一 选 题 的 看 法。”瑑瑡卢 干 东 的 确 在 论 文 的 前 言 部 分 说 导 师 尼 古 拉

（Ｍａｘｉｍｅ　Ｎｉｃｏｌａｓ）鼓励他写有关中国市政学的论文，并解释了该选题的重要性。瑑瑢 但是在正式

开始写作前，他致信古恒解释自己“向朗贝尔和尼古拉提出了数个选题，最终由尼古拉确定了中

国城市生活的题目”。瑑瑣 古恒本人则在回应中也写道：“对于尼古拉是否认可您的选题，我无缘

置喙……只要听您导师的指导就可以了。”瑑瑤同样感谢了导师的指导，但是暗示作者本人才是选

题人的，还有皮克 的 学 生 翟 俊 千 关 于 中 国 国 际 地 位 的 论 文、瑑瑥曾 锦 春 关 于 中 国 工 人 运 动 的 论

文。瑑瑦 因此，我们应该可以看出，有些留学生利用了当时法国教授对学术自主性的尊重，并且自

己决定了研究的主题。
当然，有些学生则或是在导师的建议下改变了题目，或是接受了导师的选题。皮克的另一

名弟子刘懋初在他关于埃及国际地位的论文中感谢导师为他指定了一个对中国亦有启发的题

目。瑑瑧 龙吟也坦白，他最初打算写法国财政体系的论文，但是菲利普认为龙吟无法在这个选题

上做出富有创见的 成 果，于 是 建 议 他 写 了 现 在 的 题 目。瑑瑨 赵 崇 汉 也 说 是 尼 古 拉 为 他 建 议 了 选

题。瑑瑩 然而就连在教师推荐的选题之中，仍然可以看见学生自己的影子。比如刘懋初把埃及的

国际地位与中国相比，强调皮克推荐的选题对于一名中国学生的特殊意义。瑒瑠 虽说黎国材国际

移民规制的选题来自刚写完《国际移民史》的戈纳尔的推荐，却也动情地自比备受法国恩泽的国

际知识移民。瑒瑡 可见，在大多数情况下，题目的选定是学生、管理者、导师三方沟通与交流后的

产物。
古恒和班乐卫（Ｐａｕｌ　Ｐａｉｎｌｅｖé）等人视中法大学为培养中国之亲法人士，在中国推广法国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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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之工具，只要导师和学生双方对选题的看法形成了一致意见，管理方大多选择顺其自然。纪

律权威和学生的自主性真正发生剧烈冲突的，还是在涉及学生在何处完成论文这种实际上无关

于学术的问题上。
（三）去巴黎：学生、导师、管理人员的复杂平衡

在里昂的中国法科学生对自己立场的坚持有时令人印象十分深刻。在广东女生黄明敏的

档案中，我们看到了她不顾管理方劝阻，执意前往巴黎，也看到了她与古恒就中法大学是否要支

付其在巴黎的生活费将近８年的争执，档案最后结束于她告知学校她已经成为广东上诉法院的

法官，要求学校寄送学位证书的信件。瑒瑢 在江苏男生陈洪的１０５份文件组成的档案中，前半部

分是他把盖有大学和协会印章的通知掷于地上受纪律处分引起的各种申辩、听证、商议，后半部

分是他因为请病假而给古恒寄去的数十份假条，最终结束于他告知自己已经受聘为南京中央大

学副教授，并要求学校寄送学位的来信。瑒瑣 留法博士们的生活虽然没有那么强的戏剧色彩，但

其中一些人也多次以个人名义与以古恒为代表的法方管理人员和法学院各教师交涉，其中非常

明显地体现了他们自己掌握学习的科目、地点、材料和时间安排的愿望，并折射出了学生、管理

人员、教师三个群体之间虽非平等，但绝不能以“支配—服从”一概而论的微妙关系。
其中又以离开里昂，前往巴黎赴自由政治学院（ｃｏｌｅ　ｌｉｂｒｅ　ｄｅｓ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ｐｏｌｉｔｉｑｕｅｓ）学习最

能体现学生的能动性。自１８７７年福州船政局学生马建忠、陈季同入学后，自由政治学院在中国

学生中声望很高，瑒瑤所以中法大学学生中也常见申请前去游学者。１９３１年，陈耀东、卢干东和赖

国高一起提出前往自由政治学院攻读政治经济学课程的申请。奖学金的管理者很快拒绝了他

们的申请，并致信里昂法学院若斯兰（Ｌｏｕｉｓ　Ｊｏｓｓｅｒａｎｄ）院长，强调里昂法学院所提供的课程已

经能够满足他们的需 要。瑒瑥 但 是，在１９３２年 赖 国 高 通 过 了 资 格 考 试 以 后，古 恒 的 态 度 有 所 转

变，并在面谈之后立刻致信自由政治学院的秘书处，询问赖国高前往巴黎考试的时间。瑒瑦 而且，
管理层最终决定不但资助他参加考试的１５００法郎的费用，而且为他在巴黎赶考的半个月提供

伙食费。瑒瑧 赖国高顺利通过入学考试以后，又取得了整个学年留在巴黎进修的许可。瑒瑨 甚至在

仅仅以及格成绩通过了第一年的考试后，他仍能再次说服古恒允许他留在巴黎学完第二年的课

程。瑒瑩 夏晋熊则是先以学习法语为理由前往巴黎，然后要求在自由政治学院学习 外交 学。瑓瑠 而

主管方竟然也没有对经费问题过多争论，就提出只要夏晋熊获得录取，自然可以获得学费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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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费的资助。瑓瑡 夏晋熊在政治学院的表现不如 赖 国高，在第二学年结束时有３门考试不及格，
必须再延期一年。瑓瑢 即便如此，他继续在巴黎学习的申请仍然获得批准。

但是，同样希望前往巴黎的徐 复 云、陈 延 进 就 没 有 那 么 幸 运 了。其 中 又 以 陈 延 进 的 经 历

最为曲折，在学完了国际 公 法 和 国 际 私 法 的 课 程 后，他 于１９３２年 申 请 去 政 治 学 院 学 习 外 交

学，并详细解释了自 己 的 心 路 历 程，还 承 诺 中 山 大 学 将 会 在 经 费 上 给 予 协 助。瑓瑣 此事后因其

本人财政困难而作罢。随后，古恒与朗贝尔联系，说服后者指导陈延进写作关于美国宪法的博

士论文。瑓瑤 但陈延进并未灰心，于１９３３年９月旧事重提。瑓瑥 秘书处最终以其应首先完成论文写

作为由拒绝了他的要求。瑓瑦 于是陈 延 进 先 完 成 了 论 文，并 于１９３４年４月 写 了 一 封４页 的 长

信，信中列举夏晋熊、赖 国 高、陈 耀 东 等 人 的 先 例，要 求“循 例”允 许 其 入 学 政 治 学 院，甚 至 在

信中指出夏晋熊可能连学习证书都拿不到，居 然 也 能 获 得 学 校 支 持，从 而 反 证 自 己 要 求 的 合

理性。瑓瑧 可惜，他的诉请最终既未能得到管理方的认可，亦未能说服导师朗贝尔为其背书，所以

仍未能如愿。
在学生是否能前往外地的问题上，管理方的决定往往出于纪律考虑而非学术必要。中法大

学规定学生的住所在里昂，所以管理层认为拒绝他们前往巴黎的请求理所当然。瑓瑨 对于那些导

师本人无法发挥太多影响的事项，如考勤、住宿，管理者表现得更为敏感和严格。任何一次前往

外地的申请，任何一次延期回国的尝试，就算无关于额外的费用，也会首先在管理者眼中变成对

权威的挑战，从而招致制裁。就连那些最终获得批准的申请也不例外。顺利获得批准，如愿在

巴黎常住的赖国高，也因为在１９３３年９月１９日离开里昂时没有向古恒报告而受到纪律警告。瑓瑩

管理方对学生的纪律要求是具体而微的，独立于其学业进展状况的。他们希望全面掌握学生身在

何地，与哪些老师来往，所学科目等各方面的信息。但是，在学业问题上，如果教师与学生达成一

致，管理者一般也只好听之任之。例证之一就是当巴黎的教授瓦利德先后致信古恒，表示认可夏

晋熊和刘先伟的学术水平、愿意指导他们的论文后，瑔瑠中法大学方面便未再加阻拦。

７４１朱明哲　西法东渐中的知识自主：以里昂中法大学法学博士培养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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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国的命运：知识生产内容的自主性

在中法大学学生所撰写的２５本博士论文中，有１５篇直接以“中国”作为研究对象，就连“中

国”并没有直接出现的论文中，“中国”的形象仍然隐约可见。这些研究中，两个主题尤为明显：
其一，是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其二，是经济发展导致的社会问题。

（一）国际秩序中的中国

“我们的祖国长期经历着不幸，如今正在迈向新的地平线，我们为它争取‘存在的权利’。”瑔瑡

在表达了对巴黎和会未能彻底废除中国与列强之间的不平等条约的失望后，翟俊千以这句话结

束了他关于中国国际地位的博士论文。一个不平等国际秩序之中的文明古国———这就是翟俊

千在不厌其烦地逐条讨论中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后，向读者展示的形象。但是，这一饱受屈辱

的古国在世界大战中是胜利的一方，并且以自身的努力和牺牲证明其有能力，也有权利要求他

国之平等对待。瑔瑢 此时，中国站在了两种不同命运的门槛前，中国青年的任务便是帮助这一文

明古国摆脱过去的屈辱，成为国际社会的平等一员。同样的主题在刘懋初关于埃及国际地位的

论文中也有回响：“法国一直是埃及真诚的朋友。而中国和埃及一样作为文明古国，也对后者抱

有深切同情，毕竟两者处境之间有不少相似性，所以中国也希望这位‘长妹’可以早日实现其国

家独立的合法愿望。”瑔瑣两篇论文关于中国和埃及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及巴黎和会中命运的叙事

结构高度一致。同样在战前是列强支配下的文明古国，同样希望把握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机会谋

求独立自强，同样在巴黎和会中经历建设平等国际社会理想的幻灭，最后仍处于半殖民状态。瑔瑤

国际秩序本身的不平等岂不昭然若揭。
然而，正是在这种不平等的现实中，中法大学的留学生开始构想一种更加公平的国际合作

秩序。黎国材意识到“勤勉、坚毅而适应性强”的中国劳工只能在欧洲各国或者殖民地“从事最

为艰苦的劳动，领取微薄的工资，以至于这些劳工对情况颇为不满，一旦合同期满就迫不及待要

回国”，但雇主又不愿意失去这么高效的 劳 动力，所以强迫劳动、黑工等现象时常发生。瑔瑥 为了

解决这种矛盾，有效的国际合作平台便必不可少，而国联则提供了一个可能的机制，因为这一机

构的发展已经揭示“民族国家的主权并不是绝对和不受限制的，而是相对的、受限制的、由道德

和法律的一般规则所调整的”。瑔瑦

在当时留法学生眼中，虽然“大国政治有时导致国际联盟的崇 高理 想 落空”，瑔瑧虽 然 中 国 在

巴黎和会中并未得到公正对待，却也不妨继 续 沿 着 现 有 的 道 路 建 设 国 际 社 会，而 且 中 国 最 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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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把巴黎和会看作对“不正义”一方的惩罚，而是延续了１９世纪末国际法的观点，认为战胜方有权要求战败方

赔偿。这种立场不能说在两次世界大战 之 间 完 全 没 有 市 场，但 它 确 实 无 法 说 明 为 何 中 国 可 以 要 求 同 为 战 胜 方

的其他国家放弃在中国之特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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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在其中谋得与其贡献相符的地位。易言 之，从 国 际 层 面 看，致 力 于 建 设 一 个 有 力 协 调 各 国

行动的机构，以正义的国际法保证和平和公 正 的 想 法 本 身 是 值 得 努 力 的，所 需 要 考 虑 的 只 是

具体细节上的技术问题；从中国的角度看，通过国家的现代化参与新的国际社会建设，也无 疑

是青年人所需要实现的目标。张祖庚很好 地 总 结 了 这 种 乐 观 主 义 观 念：“中 国 为 了 成 为 一 个

世界性的强权，就必须在完成其他任务的同时，继续追随着国际私法的新发展，因为这一法 律

部门在国与国关系的发展当中扮演着异常重要的角色。”瑔瑨此时是１９４１年，且不说抗日战争早

已爆发，法国本土 也 早 已 陷 入 了 战 争 的 泥 潭，如 此 情 境 下 仍 能 保 持 乐 观 情 绪，实 在 令 人 印 象

深刻。
这种乐观情绪自然反映了欧洲法学界在战争阴云之下仍未消散的理想主义思潮，但强权政

治的阴影始终挥之不去。在这个意义上，学生倒是比他们的导师更清醒。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

经济史充斥着衰退、萧条和贸易保护主义，然而这些坏消息似乎从未传入法学家那里，特别是国

际法学家的书房。法国的国际法学家继续高谈阔论建立欧洲联盟以实现永久和平的可能，瑔瑩前

往各个国家讲课的民法学家则仍以为国际贸易的发展会让国家放弃战争，并让各国法律进一步

趋同，瑖瑠而法律统一则能进一步促进国际的合 作 而非战争。相比之下，中国学生的论文则在高

声表达对这种理想的赞同后，往往再提醒人们，以上正义国际社会的理想必须建立在各国实力

相近的前提之上。正因为如此，钱翔孙一方面强调上海港能够联通中国与世界市场本身是不平

等条约的结果，另一方面试图说服人们相信自由贸易才是最好的政策。因为如果其他国家贯彻

贸易保护主义，不向中国的产品开放他们的市场，那么通过国际商业合作实现共同繁荣就不过

是画饼而已。瑖瑡 他也意识到，如果中国国力孱弱，又如何使他国开放市场。国家力量的不平等

最终会让由平等国家组成国际社会的理想成为镜花水月。
正是对国家间力量对比不平等的意 识，引导前 往 里 昂 的 中 国 学 子 关 心 财 政 学 和 政 治 经 济

学，并自然而然地进入２０世纪法国法学讨论的另一个议题：社会问题。
（二）中外比较下的“社会问题”
在法国的语境下，“社会问题”指的往往是贫困、贫富差距拉大、罢工、社会不稳定性增强等

现象。２０世纪初中国的工业化程度、城市化程度远低于法国，所以那些“因工业化而生”的社会

现象未必真的在中国特别具有代表性。但是，中法大学的学生们认为中国不仅同样面对贫困、
犯罪、劳资冲突等问题，甚至可能因为其不利的国际地位而无力面对这些挑战。于是，对欧美各

国有利的自由贸易就可能成为中国进步的桎梏。曾锦春就说：“让中国获得完美的商业环境，发
展工业并迅速成为可以与之竞争的力量并不符合欧洲列强的利益。他们致力于通过殖民条约

让中国受制于最极端的重商主义政策。”瑖瑢于是，中国欲自强，必致力于摆脱列强所加之枷锁，也

就必先自强。卢干东也指出，中国城市虽然发展程度远低于欧美，却也面临着公路和市政建设、
街区发展不均衡、医疗与公共卫生等问题。瑖瑣 然而这名日后执教于中山大学和武汉大学的留学

生或有意或无心地隐去了相似的问题在欧美和中国出现的不同背景。在法国，人们把社会问题

归咎于自由放任主义的经济和社会政策。而在中国，至少卢干东所指出的那些社会现象更像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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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刚开始迈向现代化时能力不足所致。然而对于这些年轻人，重要的或许不是现象背后原因

的不同，而是现象本身的相似。
至于如何用法律解决社会问题，留学生们提出了两种表面上颇为不同的主张。最早的学生

对国家更多抱有一种不信任的态度，更晚一些的学生则倾向于认为强国即可富民。
作为中法大学最早的学生之一的曾锦春 曾 指责 辛 亥 革 命 以 来 历 届 政 府“不 稳 定、弱 小、分

裂，对维持权力以外的事务毫不关心，也既不会考虑，又 无 力 推 行 为 工 薪 阶 级 谋 利 益 的 干 预 政

策”。瑖瑤 而且通过建立强大政府来规制社会也不值得期待，因为“一个管理个人之间关系的中央

集权国家概念对于中国实在太陌生，不可能在大范围内马上得以落实”。瑖瑥 既然政府贫弱，那么

工人就只能指望自己和发动社会运动的工会组织。瑖瑦 他进一步指出中国工人缺乏组织，四分五

裂，所以需要一个全国范围内的总体组织者———国民党。瑖瑧

到了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在曾锦春笔下还无疑是一个革命政党形象的国民党已经演变为似乎

可以掌握权力的执政党了。他认为，国民党不但是社会问题的解决者，也是社会理想的定义者，
所需要问的不过是通过何种渠道可以增强其解决问题的能力而已。陈耀东主张：“私人的土地

所有权只不过是一种社会事实，和其他所有社会事实一样服从进步律。”瑖瑨现在，社会进步要求

民生主义之“平均地权”的主张在国民政府的推动下实现。瑖瑩 一旦地权平均，财富分配不均这一

中国最大的经济问题也就可以解决。瑘瑠 不过，他也强调，“到底中国土地产权何时才能回归共产

主义的黄金时代，完全取决于国民政府的效率”。瑘瑡 这种建立强大的中央政府，以法律为工具实

现人民呼声的想法相当具有代表性。陈延进也认为正是由于美国国会的立法权远远超过了最

初联邦制宪法的设计，美国才终于有能力贯彻致力于提高道德、公共卫生和整体福利的一系列

立法政策。瑘瑢 在他看来，这一系列规制商业和社会生活的立法正是民心之所向。所以，他指责

联邦最高法院仍坚持自由放任法律传统，倾向于判决这些社会立法无效，并建议法院应该和立

法机关一样追随“公共意见和全国权力集中化的潮流”。瑘瑣

于是，提高行政和财政能力不但成了强国的法宝，同时也是富民的良方，所以他们论文中的

两个主题在提高国家能力方面找到了交汇点。更何况，虽说社会问题是一国之内的问题，人们

仍然认为解决社会问题可以依赖于国际合作。从曾同春的论文中可以看出，丝业的成功不仅是

中国在国际市场地位的问题，还关涉“千千万万从事丝绸工业的不同领域之人民的生计”。瑘瑤 而

为了改良中国丝绸的制造和丝业工人的生产生活条件，又不得不加强国际合作，特别是中法之

间的合作。法国可以通过合作获得优质的产品和情报，从而与美国分庭抗礼，而中国则可以借

０５１ 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瑖瑤

瑖瑥

瑖瑦

瑖瑧

瑖瑨

瑖瑩

瑘瑠

瑘瑡

瑘瑢

瑘瑣

瑘瑤

Ｔｓｉｎｇ　Ｃ　Ｃ．Ｌｅ　Ｍｏｕｖｅｍｅｎｔ　ｏｕｖｒｉｅｒ　ｅｎ　Ｃｈｉｎｅ［Ｍ］．Ｐａｒｉｓ：Ｐａｕｌ　Ｇｅｕｔｈｎｅｒ，１９２９：１４６　１４７．
Ｔｓｉｎｇ　Ｃ　Ｃ．Ｌｅ　Ｍｏｕｖｅｍｅｎｔ　ｏｕｖｒｉｅｒ　ｅｎ　Ｃｈｉｎｅ［Ｍ］．Ｐａｒｉｓ：Ｐａｕｌ　Ｇｅｕｔｈｎｅｒ，１９２９：１５０．
Ｔｓｉｎｇ　Ｃ　Ｃ．Ｌｅ　Ｍｏｕｖｅｍｅｎｔ　ｏｕｖｒｉｅｒ　ｅｎ　Ｃｈｉｎｅ［Ｍ］．Ｐａｒｉｓ：Ｐａｕｌ　Ｇｅｕｔｈｎｅｒ，１９２９：１５１．
Ｔｓｉｎｇ　Ｃ　Ｃ．Ｌｅ　Ｍｏｕｖｅｍｅｎｔ　ｏｕｖｒｉｅｒ　ｅｎ　Ｃｈｉｎｅ［Ｍ］．Ｐａｒｉｓ：Ｐａｕｌ　Ｇｅｕｔｈｎｅｒ，１９２９：１５５　１５７．
Ｃｈｅｎ　Ｙ　Ｔ．Ｌｅ　Ｒéｇｉｍｅ　ａｇｒａｉｒｅ　ｅｎ　Ｃｈｉｎｅ［Ｍ］．Ｌｙｏｎ：Ｂｏｓｃ　ｆｒèｒｅｓ，Ｍ．＆Ｌ．Ｒｉｏｕ，１９３３：２１２．
Ｃｈｅｎ　Ｙ　Ｔ．Ｌｅ　Ｒéｇｉｍｅ　ａｇｒａｉｒｅ　ｅｎ　Ｃｈｉｎｅ［Ｍ］．Ｌｙｏｎ：Ｂｏｓｃ　ｆｒèｒｅｓ，Ｍ．＆Ｌ．Ｒｉｏｕ，１９３３：２１３．
Ｃｈｅｎ　Ｙ　Ｔ．Ｌｅ　Ｒéｇｉｍｅ　ａｇｒａｉｒｅ　ｅｎ　Ｃｈｉｎｅ［Ｍ］．Ｌｙｏｎ：Ｂｏｓｃ　ｆｒèｒｅｓ，Ｍ．＆Ｌ．Ｒｉｏｕ，１９３３：２１０．
Ｃｈｅｎ　Ｙ　Ｔ．Ｌｅ　Ｒéｇｉｍｅ　ａｇｒａｉｒｅ　ｅｎ　Ｃｈｉｎｅ［Ｍ］．Ｌｙｏｎ：Ｂｏｓｃ　ｆｒèｒｅｓ，Ｍ．＆Ｌ．Ｒｉｏｕ，１９３３：２１４．
Ｃｈａｎ　Ｙ　Ｃ．Ｌａ　Ｌéｇｉｓｌａｔｉｏｎ　ｐａｒ　ｒｉｃｏｃｈｅｔ　ｄａｎｓ　ｌｅ　ｄｒｏｉｔ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ｎｅｌ　ａｍéｒｉｃａｉｎ［Ｍ］．Ｌｙｏｎ：Ｂｏｓｃ　ｆｒèｒｅｓ，Ｍ．＆Ｌ．
Ｒｉｏｕ，１９３４：９．
Ｃｈａｎ　Ｙ　Ｃ．Ｌａ　Ｌéｇｉｓｌａｔｉｏｎ　ｐａｒ　ｒｉｃｏｃｈｅｔ　ｄａｎｓ　ｌｅ　ｄｒｏｉｔ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ｎｅｌ　ａｍéｒｉｃａｉｎ［Ｍ］．Ｌｙｏｎ：Ｂｏｓｃ　ｆｒèｒｅｓ，Ｍ．＆Ｌ．
Ｒｉｏｕ，１９３４：８２．
Ｔｓｉｎｇ　Ｔ　Ｃ．Ｄｅ　ｌａ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ｅｔ　ｄｕ　ｃｏｍｍｅｒｃｅ　ｄｅ　ｌａ　ｓｏｉｅ　ｅｎ　Ｃｈｉｎｅ［Ｍ］．Ｐａｒｉｓ：Ｌｉｂｒａｉｒｉｅ　ｏｒｉｅｎｔａｌｉｓｔｅ　Ｐ．Ｇｅｕｔｈｎｅｒ，

１９２８：１９５．



此获得更好的技术和对法国市场的占有率，从而在与日本丝业的竞争中保持优势。瑘瑥 于是，在

中法大学学生的笔下，国家成了国际社会和国民之间的中介，它参与国际合作以求自强，并同时

在国际合作中增进人民的福利。这种观念显然也是和上文所述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乐观主义

情结分不开的。

四、里昂与中国之间的法学教育

（一）理解学术史中的“交流”
现有文献在强调中国与西方的对立关系时，既淡化了西方思想之间的竞争关系，又简单地

把中国学子看作知识权力的被动客体，忽视其在互相竞争的西方思想之间主动拣选的功夫。其

实，中国知识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已经意识到“西方”的分裂和多元性。瑘瑦 蔡枢衡也早就指

出，留学不同国家的中国学生在回国后以其留学目的国的知识互相竞争，希望成为中国各新法

典权威的解释者。瑘瑧 再者，中国留学生到底接受何种知识，其实既取决于外国教师为他们提供

的选择，又取决于他们对中国和世界之状况的体验与反思。瑘瑨 关于东方的知识对于欧美学者巩

固当时以西方秩序为蓝本建立的法学体系确实有所帮助，但不同法律体系的比较毕竟也有限地

促进了对欧美法律之局限性的反思。瑘瑩

所以，中法法学史上的“交流”无法简化为一方强加、另一方被动接受的过程。它是一场发

生在具体历史语境中的对话。对话双方虽然可能并不平等，但他们都对自己所处的位置有所省

察，并且努力理解对方话语传达的意思和弦外之音，同时根据双方的关系以及与语境中其他言

说者的关系，策略性地回应。他们的对话又不断改变着言说者在作为客观结构之权力关系中的

地位。一言以蔽之，在法学交流中，各种作者以言行事的特征尤为明显。所以，要理解中法大学

留学生的经验，我们就要知道他们所学究竟由哪一种声音诉说，他们所感又是出于何种考虑。
（二）里昂法学院：法学变革中的异类

１８７５年才成立的里昂法学院在１９世纪末的法国法学变革中，有着独特地位和作用，以至于人

们不应把它等同于其他法国外省法学院。从其建立开始，里昂法学院就以其激进色彩闻名，今日

亦然。瑝瑠 ２０世纪初，法国法学革新因应对社会、政治、知识三重挑战而生，置身其中的里昂法学院

持斗争法律观。中法大学学生之所以倾向于社会主义与进步主义，正是因为这一斗争法律观。
斗争法律观主张以社会改革法律，强调对政治生活的参与，并支持法学对社会科学的开放，

从而不同于在其他法学院占优势的一种“平息斗争”的法律观。瑝瑡 法国法学在１９００年前后面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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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批判”和“社会学批判”时，瑝瑢在法律渊源理论上抛弃了立法至上主义，在法律解释理论上

抛弃了文义主义。瑝瑣 当时刚成立的里昂法学院首先因其社会主义的政治倾向不同于其他法国

法学院。在巴黎法学院，占据支配地位的 是 那些主张 法 律 无 关 于 道 德 和 传 统 的 共 和 主 义 法 学

家。瑝瑤 在外省法学院，大部分的教授都是虔诚的天主教徒。瑝瑥 前者为第三共和国的自由放 任经

济政策辩护，而后者则试图维护《民法典》的权威，双方都不认为任由阶级斗争实现无产阶级的

民法是一个好的选择。相反，里昂法学院 则 集中 了 当 时 几 乎 所 有 同 情 社 会 主 义 的 法 学 家。在

１９１３年到１９３５年间出任院长的若斯兰 就提 倡 以权 利相 对理 论 取代 个 人 主 义色彩过浓 的所有

权绝对和合同自由观念。瑝瑦 在１９０１年到１９３６年间担任民法学教授的莱维（Ｅｍｍａｎｕｅｌ　Ｌéｖｙ）更是

公开的社会主义者、法律社会主义最重要的倡导者、工人国际法国分部的省代表。瑝瑧 而且，就在中

法大学创立之初，以吴凯声为代表的中国学生已经常常去旁听莱维的课程。瑝瑨 刘懋初和翟俊千

的导师皮克虽然 是 国 际 法 学 家，但 也 是 法 国 最 早 主 张 保 护 工 人 利 益 的 法 学 家 和 社 会 法 的 先

驱。瑝瑩 不同于其他意识到需要改革法学以回应社会问题的法学家，他们共同的认识是要从根本上把

法律从个人本位转变为社会本位，而且这种社会化应该由群众、人民引导法学家完成，而非相反。
在这种独特的法律观指引下，里昂法学院自然也接受了一种对社会科学更为开放的态度。

与意图引导和规制社会的法学不同，社会科学观察社会运动、聆听社会呼声，并提倡用社会需要

改造法律。其中最激进的莱维认为根本不存在法学，法律无非是社会的信念而已，法学家唯一

的工作便是观察社会信念，并将其以法律的公式表达。 皮克不同意莱维的立场，他认为真正

的法学仍然存在，只不过无法独立于社会科学而已。 院长若斯兰虽然在关于法学和社会科学

的论战中保持沉默，但他明确对古恒表示赖国高等从政治经济学毕业的学生也可以写作法学博

士论文。 里昂的法学家们对社会问题的反应 如 此独特，以至于他们共同认为，法学家在科学

实践中可以借道社会科学。为了最大程度增进其学说研究，里昂法学院及其成员自愿与社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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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和学科联姻。

中法大学设在里昂本身有希望学生远离政治活动的考虑。然而事与愿违，中国留法学生在

里昂遇到的却是一个以激进社会主义为标志的教授群体。例如，指导了４名中国博士的戈纳尔

左右了整个２０世纪上半叶该校经济学的发展。这名经济史学家认为理论来自对社会事实的观

察，而且本身就是一种社会事实，在实践中发挥着作用。他还主张最有效的经济政策就是国际

自由贸易。 菲利普在经济学上支持社会主义学说和政府干预的立场，同时他也是工人国际法

国分部的地区代表。 巴斯蒂则是法国第一名取得公法学教授资格的女性，１９４６年成为巴黎法

学院第一名女性教授，在指导徐复云的时候比学生还要年轻。这位国际组织法权威同时也是一

名进步主义者，特别是在对妇女权利的国际法保护方面贡献颇多。 可见，当时与中国学生接

触最多的教授都是对国际合作持乐观态度，认为国家应该干预经济以解决社会问题的学者。当

时给多名中国学生上课的朗贝尔和院长若斯兰更是上述观念在法国学界的重要代表。
作为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法国法学变革中的异类，里昂的法学家们对社会变革和社会科学

都表现出了更开放的心态。他们的思想和偏好又通过体制性的关系影响学生。比较法学研究

院主管朗贝尔和法学院院长若斯兰自不待言，其他的教授则通过授课和论文指导，具体而微地

引导中国学生接受他们的知识体系和政治倾向。就在这一过程中，中国留学生接受了社会主义

和进步主义的思想意识。
（三）投向祖国的目光

留学生们往往急于论证他们在里昂学到的进步思想就是当前中国问题的解决之道。本来，
中国留法学生的博士论文选题大部分都与 中国的法 律 实 践相 关。 吴凯声和郑毓秀几乎同时

完成了关于中国宪法的博士论文，而且主要研究的都是在论文刚写完就失效的１９２３年《中华民

国宪法》。甚至如果不是朗贝尔劝阻，吴凯声的论文题目也会和郑毓 秀 一 样 是“中 国 的 宪 法 运

动”。随着留法学生人数的增多，可以发现他们的博士论文对中国政治的变迁极其敏感。比如

在１９３６年分别于图卢兹和里昂答辩通过的有关宪法的两篇论文，都一直写到了１９３５年的宪法

发展。 对时局的关心甚至可能左右论 文 选题 和 导师 的 选择。彭礼端在给古恒的信中详细解

释了自己为何最终没有选择在皮克的指导下写作国际法的论文。 按照他的说法，本来皮克已

经决定指导他，但是正当自己要把已经写好的两章拿给皮克看的时候，日本侵华战争爆发。而

皮克认为南京政府无力应对日本侵略，所以主张彭礼端如果要在论文中讨论战争问题，必须把

进一步割地赔款以求议和作为解决方案。这种建议令他无法接受，遂决定更换导师和题目。
留学生普遍表现的另一个特点是对政治立场的敏感。在２０世纪３０年代，留学生在博士论

３５１朱明哲　西法东渐中的知识自主：以里昂中法大学法学博士培养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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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中常常混淆法律规范和意识形态。这种敏感性背后同样折射出当时法科留学生对法学的理

解。对于他们而言，法学恰恰不像当时占主流地位的巴黎教授所强调的那样，由一系列规则和

解释技术构成，而是政治、经济、社会等各方面不断变化的产物。对于那些在里昂的学生而言，
他们所能接触到的那些对国际化开放程度较高，对社会科学有更多包容性的教师逐渐将他们引

向了政治经济学和财政学等“因时置变之实学”。就连那些前往巴黎，以法律整体秩序解释某个

条文为选题的学生，往往也受外省法学院那些更少法条主义色彩的理论吸引。 其中，里昂法

学院所推崇的“法律社会化”就是一个相当吸引人的主张。

实际上，留学生们对时局的看法往往既不同于西方的主流学界，又不同于当时国内的同胞。
他们对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讨论最酣的领事裁判权撤废的观点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鸦片战争

之后，列强通过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在中国领土上确立了领事裁判权。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作

为战胜国的中国意欲恢复司法主权，１９２１年的华盛顿会议也承诺组织“中国调查法权委员会”，
然而该委员会直至１９２６年 方 成 行，而 且 以 中 国 司 法 尚 未 独 立 为 由 拒 绝 了 国 民 政 府 的 要 求。

诚如前文所言，中法大学的博士生既对中国无法成为国际社会平等一员，彻底收回司法主权感

到失望，又仍然相信国联主导之下的国际秩序终归会承认中国已经成为强大的文明国家，从而

恢复其应有的地位。相比之下，中国法政和舆论界反应更加激烈，普遍把领事裁判权的存续看

作国耻，并且对委员会的调查结论普遍持 失望 与 痛恨 之情。 而对于欧美学者而言，对这种国

耻当然难以共情，甚至大部分人关心的仍是以欧洲为中心的国际秩序。所以作为国民政府顾问

的法国法学家宝道才会建议中国法学家和 司 法人员多 一些 耐 心，采 取渐 进 的 方 法 收 回 司 法 主

权。 威格莫尔甚至十分困惑为什么中国留学生竟然如此急迫地要废除这一帮助中国文明开

化的制度。 对于留学生而言，在这两种立场之间找到一个平衡，从而让自己的声音能够为导

师接受，无疑是十分重要的。
中法大学的学生对祖国命运的讨论更多表现出留学生的共性。他们即便在沐浴欧风美雨

的同时，眼光仍然时刻投向国内的政治和社会变革。而这一选择背后的原因，自然有关于中国

法的研究相较于其他议题更容易完成，也更容易获得教授的首肯，但或许也有助于他们自己回

国后发展的考虑。本文所关注的中法大学博士生为公费生或受中法大学委员会资助，他们毕业

后有回国的义务，所以不得不为在国内的前途做打算。以最新的欧美先进理论来解决最前沿的

中国实践问题，显然就成了一个相当具有吸引力的方案。

结　　论

吴稚晖等人选择里昂是对当时里昂经济、社会、文化生活之通盘考虑的结果。当时在里昂

交汇的并非抽象、不需要加任何历史限定的“中国法学”或“法国法学”，而是正在寻求最先进之

西方法学理论的中国法学和正在重新构建自身的法国法学。两种学术追求的交汇最终通过一

４５１ 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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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希望通过外国知识既改革祖国，又为自己在新社会中谋得一席之地的年轻人实现。
他们绝非不平等国际社会中西方知识权力的被动客体，也非仅为谋一纸速成博士文凭的投

机分子。他们对自己在法国可以学到的知识，学习的方法和过程，可能付出的代价都有所认识。
为了学到他们认为可以实现国家富强的财政、行政、外交学等知识，他们不得不用尚未臻于完美

的法语与管理方争执，争取教授们的支持。从他们抵达法国到最终取得学位，往往需要七八年

的时间。在这段时间里，他们不得不时刻关注着祖国瞬息万变的局势发展。他们的目光流转于

欧亚大陆两端，不断向自己，也向法国法学提出关于祖国之命运的问题，并在回答这些问题的过

程中选择研究的主题、完成这些选题最佳的导师和途径。他们既在世界体系内思考中国，又希

望通过一个强大的政府解决社会问题，从而同时实现国富民强。与此同时，里昂法学院对新兴

社会科学的开放 态 度 和 对 社 会 主 义 的 支 持，则 为 他 们 提 供 了 一 种 表 达 自 己 政 治 关 切 的 理 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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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５１朱明哲　西法东渐中的知识自主：以里昂中法大学法学博士培养为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