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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主权(概念在中国的传播与影响!

!

!

万齐洲

摘
!

要%'主权(!

2,1)&)%

N

*+

3

"是国际法学的核心术语之一$

#-

世纪中期#美国传教士丁

韪良在翻译西方国际法著作时#将
2,1)&)%

N

*+

3

译定为'主权(#并译介了其内涵和外延$

随着社会危机的日益加深#'主权(概念在近代中国广为传播#影响深远$

关键词%

2,1)&)%

N

*+

3

-主权-传播与影响

'主权(是英文'

2,1)&)%

N

*+

3

(的对译词#是国际法学的核心术语之一$长期以来#学术

界没有回答'主权(如何成为'

2,1)&)%

N

*+

3

(汉语对译词的问题$本文试图对此予以探讨#

并论述'主权(概念在近代中国的传播与影响$

一,西方
='+2/2.

B

34

@

概念的起源

英文
2,1)&)%

N

*+

3

!法文
a,B1)&;%*)+W

,德文
a,B1)&c*%+c+

"源于拉丁文
2B

L

&)G%+;2

或

2B

L

&)G;

L

,+)2+;2

#意为'最高权力(#今译'主权($

最早提出
2,1)&)%

N

*+

3

概念并予以论述的#当首推文艺复兴时期法国著名政治思想家

布丹!

Q);*:,C%*

#

#7O"

+

#7-D

"$他认为%

2,1)&)%

N

*+

3

是'不受法律约束的,对公民和臣民

进行统治的最高权力(

"

$第一#它是永恒的$第二#它是非授予的$第三#它是不能转让

的$第四#它是不受法律的约束#因为主权是法律的来源$随后#荷兰法学家格劳秀斯

!

?B

N

,8&,+%B2

#

#7/OS#DE7

"也提出%'所谓2主权1!

2,1)&)%

N

*+

3

"#就是说它的行为不受

另一种权力的限制#所以它的行为不是其他任何人类意志可以任意视为无效的$(

#他将

2,1)&)%

N

*+

3

划分为对内主权和对外主权#其属于国家者#称之为对外主权-其属于一个人

或者多数人者#则称之为对内主权$国家对外主权体现在派遣使者,决定战争与和平,缔

结国际条约等方面$

主权的归属决定了政体的形式#一人掌握主权的称之为君主政体-主权归少数人掌握

称之为贵族政体-主权归多数人掌握的称之为民主政体$布丹与格劳秀斯都鼓吹主权在

君$与之相反#卢梭提出了人民主权理论#即每一个人都有参加决定社会一切事务的权

利#社会应该是一个完全的人民主权的社会#最高权力属于人民$这种主权有两个特点%

一是不可转让%'2主权1!

2,1)&)%

N

*+

3

"既然不外是公意的运用#所以就永远不能转让-主权

者既然只不过是一个集体的生命#所以就只能由他自己来代表自己-权力可以转移#但是

意志却不可以转移$(

$二是不可分割%'2主权1!

2,1)&)%

N

*+

3

"也是不可分割的$因为意志

!

"

#

$

!

谨以此文献给冯天瑜教授七十周年诞辰$

吕世伦,谷春德%)西方政治法律思想史*#辽宁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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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齐洲%近代'主权(概念在中国的传播与影响

要么是公意#要么不是-它要么是人民共同的意志#要么就只是一部分人的$在前一种情形下#这种意志

一经宣示就成为一种主权行为#并且构成法律$在第二种情形下#它便只是一种个别意志或是一种行政

行为#至多也不过是一道命令而已$(

!

综合
#-

世纪的主权理论#它有如下特征%!

#

"最高性!对内属性"%国家对其领土内的人和物享有唯

一管辖权$!

!

"独立性!对外属性"%不允许其它国家干涉本国的自主活动$

二,

A'+2/2.

B

34

@

入华与'主权(概念翻新

'主权(一词#中国古已有之#早见于)管子.七臣七主*%'藏竭则主权衰#法伤则奸门$(其后#历代

史书多有此语例$如)新唐书.列传第三十二*%'今其徒矫托#皆云由佛#攘天理#窃主权$()明史.列传

第七十六*%'自古奸臣欲擅主权#必先蛊其心志$(很显然#古词'主权(#相当于一个偏正词组#意为'君主

的权力($时值近代#西方的
2,1)&)%

N

*+

3

概念传入中国$古老的'主权(一词与之发生'语言接触(#衍为

新名$这种'语言接触(最早是在入华传教士丁韪良的译业中发生的$

丁韪良!

PMTMA<;&+%*

#

#/!.S#-#D

"#是将近代国际法系统译介到中国的第一人#其代表作首推

#/DE

年同文馆出版的)万国公法*$该书所据原本为美国法学家,外交家惠顿!

?)*&

3

P>);+,*

#

#.-7

(

#/E/

"所著作
;(#)#0+4&

.

=0+#%0*+,&0*(5*>

$'主权(与
2,1)&)%

N

*+

3

的对接#首见于该译著!参见表
#

"$

表
%

!

丁韪良)万国公法*'主权(语例中英文对照

汉
!

译
!

文 英
!

原
!

文

治国之上权#谓之主权$!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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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待内乱既甚#或外敌征服#而致其主
权全灭#始视其国为亡矣$!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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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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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B+2;*)*C+,+>)9)%*

N

,4+>)a+;+)M

!

A!.

"

一国遇事#若偶然听命于他国#或常请
议于他国#均与其主权无碍$但其听
命,请议#如已载于约#而定为章程#则
系受他国之节制#而主权自减矣$!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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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中'汉译文(据丁韪良译#何勤华点校%)万国公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O

年-'英原文(据
?)*&

3

P>);+,*M;(#)#0+4&

.

=0+#%F

0*+,&0*(5*>Gd@4,&C

%

T+U>)H6;&)*C,*A&)22

#

#-ODM

在随后翻译的)公法便览*!

#/..

年",)公法会通*!

#//"

年"等几部国际法著作中#'主权(一词随处

可见$在翻译过程中#丁韪良也将
2,1)&)%

N

*+

3

译为'自主之权($如惠顿原著第二章题名
H*+,&04*02

4&I#%#,

:

0/+*+#4

"

#丁译)万国公法*译曰'论邦国自治自主之权(

#

$何谓'主权(或'自主之权(& 丁韪良

在)公法便览*卷一中译云%

所谓自主之权者#乃一国政权所属#外而交邻#内而治民#罔不自我主之#而为他国所不能

节制也$

冯天瑜先生指出%'近代汉字新语不少是由汉语古典词衍生而成的#历经了从古典义向现代义的转

换(#这种转换称为'古典翻新(

$

$毫无疑问#'主权(一词#亦在此列$经过'语言接触(,文化碰撞#'主

权(之义从古代的'君主之权(蜕变为近代的'自主之权(#并成为国际法核心术语$

在译介近代西方国际法的过程中#丁韪良还展示了新'主权(的多方面内容#即概念外延!参见表
!

"$

对于中国这个古老国度而言#这些内容是前所未有的$可见#发生在'主权(一词的'古典翻新(#远不

止于一般层面的词义更新#而是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学术及思想意义$概念外延的展开即是理论体系$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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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将上引'主权(语例加以整合#则分明呈现出近代国际法中'主权(理论的基本架构$

表
#

!

'主权(概念的外延

概
!

念 语
!!!!!!

例

一,对内自主统
治权

!!

!

#

"一国必有专辖土地#以行其统驭之主权#有土地即有物产#可据民间私产为国家公用#可
置产于他国境内而输纳赋税#可贷其财与外国君民#皆属邦国所操之主权也$!览卷

#

"

!

!

"邦国之主权有五%自立政体#一也-自定律例二也-自行治理#三也-自选臣工#四也-自遣
使臣#五也$!通卷

#

"

!

O

"募兵系属邦国之主权#是以擅行于他国境内者#实为犯其主权$!通卷
-

"

二,领土不受侵
犯的权力

!!

!

#

"凡一国有意侵占小国土地#于邻国主权国势不无妨害者#他国得群起阻挠之$

盖其所恃以无禁者#或常例#或明文#而此国之主权仍在焉$!览卷
#

"

!

!

"战国不得侵犯局外之境#亦不得干冒其主权也$

有以商船作本国疆土论者$果尔#则战国搜查局外商船#即是侵犯其国主权#而不可行矣$

!览卷
E

"

!

O

"邦国之主权就辖地而论之#谓之辖地之权$征服他国之地而归并者#事虽勉强#其主权
自随之$!通卷

O

"

三,领海不受侵
犯的权力

!!

!

#

"本国船只在他国海口犯法逃逸#他国可以追缉#虽逾其海界#亦无冒犯本国主权之嫌#非
若追捕罪犯#或过其疆而于邻境获之#则为大犯其主权$所谓民船有与地域略同者#如船行大
海#苟不在他国海界以内#则本国主权法律常与之俱$!通卷

#

"

!

!

"上文所论盘查商船#乃国家平世主权所得为#故必以本国海界为限$!通卷
E

"

!

O

"若于大海截阻#即为犯其边界#损其主权$此论尚属未足#缘于所禁海面距岸相近#则敌
国尚争其主权$!览卷

-

"

四,对外交往的
权力

!!

!

#

"以公法主权而论#凡一国与他国交接#其所用章程#当惟本国主裁$推而言之#虽竟拒绝
往来#亦无不可$邦国交接之道#除以上各条不得违背外#凡遇交涉异邦客商一切章程#均由各
国主权自定$!览卷

#

"

!

!

"邦国简派公使#原凭国权#非国君之私遣$故国君薨逝禅位#其国之主权仍存$!通卷
!

"

五,司法不受干
涉的权力

!!

!

#

"遇有公案#将何所从乎& 有一简法#案出何处#即归何处之律断之$其坚执主权而不让
者#必遵此例$!览卷

#

"

!

!

"国君公使等既免于外国法律所制#彼国如虑有妨碍本国主权及损伤国体之举#则设法防
范以杜祸萌#可也$!通卷

!

"

!

O

"至交还逃犯一事#则无故代人追捕#恐至碍于主权#况彼此法律不同#焉知其果否秉公审
讯$!通卷

E

"

!!

#M

表中语例后括弧内#'览(即)公法便览*#

#/..

年同文馆聚珍版-'通(即)公法会通*#

#//"

年同文馆聚珍版$

!M

)公法便览*译自美国法学家,耶鲁大学校长吴尔玺!

U>),C,&)(K%

N

>+K,,62)

3

"于
#/D"

年出版的著作
=0+%&26-+,&0+&+"#/+62

7

&

.

=0+#%0*+,&0*(5*>

$)公法会通*译自瑞士法学家,海德堡大学教授步伦!

:6B*+2=>6%

"的专著
=0+#%0*+,&0*(5*>

$

三,新名'主权(的流布

随着丁韪良)万国公法*等国际法译著的传播#新名'主权(进入中国人的语用实践$

较早运用'主权(概念论事者#当首推郑观应$

#/.E

年#他撰成)易言*

OD

篇#后删并为
!"

篇#

#//"

年由中华印务局出版$其
OD

篇本中)论税务*一文#言及清廷为镇压太平天国等农民起义#'创榷货抽厘

之制#藉给军资(#而'洋人(多方阻挠$对此#该文论道%

洋人遂执洋货免厘之说#以为要挟#显违条约#欲挠我中国自主之权$即使厘捐果累商民#

亦须俟国用稍裕时自行酌裁#渐次停免#断非局外人所得而干预也$

!

后来#其
!"

篇本里)公法*一文又论及通商中的'税饷(问题#同样坚持了'主权(观念%

税饷通例#皆由本国自定#客虽强悍#不得侵主权而增减之者也$

"

郑观应认为#税务制度!包括关税"乃在中国'主权(范围之内#他国不得干涉$可见#近代'主权(概念#为

中国抵制列强强加给自己的不平等关税等#提供了法的依据和思想武器$

时值清末'新政(#中国人使用'主权(一词的频度剧增#对'主权(概念的认知更趋深入和丰富$

.

"7

.

!

"

郑观应%)易言.论税务*#载)郑观应集*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
#-/!

年#第
D-

页$

郑观应%)易言.公法*#载)郑观应集*上册#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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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齐洲%近代'主权(概念在中国的传播与影响

)译书汇编*

#-"#

年
E

月第三期刊载德国伯伦知理著)国法泛论*#其开篇即'论主权(#首明'主权

之义(%

所谓主权者#外以列国之权利为限#内以官民应得之权利为限#非专横无制之谓也$

主权有四要焉%独立不羁#一也-尊严不可犯#二也-至尊无上#三也-独一无二#四也$四者

缺一#即失其为主权#是不可以不知也$

!

继而将'主权(分为'国家之主权(和'国家元首之主权(

"

#并对两者做了简明系统的论说$

最需注意的是#这一时期#新名'主权(是与近代'国家(概念连带呈现的$兹举三例%

#-"#

年
7

月)国民报*第一期载)原国*一文有云%

若夫所谓中国者#其主权何在& 谓主权在民#则民无权-谓主权在君#则君无权-谓主权在

诸侯,王大臣#则诸侯,王大臣僻处于万山之中而不敢出-谓主权在疆臣#则疆臣雍坐镇于各省

之中#而待国之亡-则中国之主权#外人之主权也$大地之上#焉有主权亡而犹得谓之国者&

#

#-"!

年
#

月)外交报*!

U?̀ (5AId<TU5HJ̀ [5̀ P

"第
#

号载)外交报叙例*有云%

吾国言排外数十年#撤藩#割地#偿兵费#租界#势力圈#主权尽失#而转为世界诟病#皆排外

之效!!人与人有伦理#国与国有外交#要之以保有自主权不受凌侮劫夺为解说$

$

$

#-"O

年
O

月)大陆*杂志第三,四号连载)中国之改造*一文有云%

邦土,住民及主权三要素具备#而始成国家!!主权者#固保护自由#不使个人有不平等之

事#以维持安宁者也$主权云者#权力之最高发源也$权力者#威力也$于团体中之个人背理

行为将发之时#及其团体被暴击于他团体之时#国家主权则出其权力以抵制之#是为主权之本

能#而国家组织之目的亦在是$

%

这种语用状况#表明了人们摆脱外来压迫,建设独立自主的近代国家,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精神

趋向#预示着中国将正式进入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

四,余
!

论

丁韪良)万国公法*等国际法译著#不仅绍述了近代'主权(的对外属性#也提到了这一概念的对内

属性%

治国之上权#谓之主权$此上权或行于内#或行于外$行于内#则依各国之法度#或寓于

民#或归于君$论此者#尝名之为'内公法(#但不如称之为'国法(也$

&

'主权(的对内属性涉及国家的政体#它包括国家最高权力的取得,行使,制约等内容#从更长的历史

时段来看#其意义或可谓更大,更深远$然而#近代中国处于有亡国灭种危险的千古未有之变局#中华民

族与帝国主义的矛盾成为主要矛盾#'主权(的对内属性似乎在一定程度上被'主权(的对外属性遮蔽了#

殊为可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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