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穷的麻烦! 中国人涌入租界是
上海外商自己的责任" 英国政
府 #希望看到所谓租界缩小其
范围"以排除中国人"而不希望
看到其扩张" 以容纳更多中国
人$%他指示麦华陀要按照他说
的这些原则来修改土地章程
&!

!"#$

年
%

月
"

日卜鲁斯致麦

华陀"'%显然"卜鲁斯对于上海
租界华洋杂居的情况非常不
满" 因为这将使外国租地人有
机会在中国的土地上对中国人
行使管理权% 他和上海防卫委
员会的商人们一样不满上海的
现状" 只不过他希望退回到华
洋分居的状态" 而上海外商则
希望管理更大的地盘%

上海租界租地人在看到麦
华陀公布的卜鲁斯来信之后 "

于
!"#$

年
$

月
$%

日召开会
议"推举金能亨(霍锦士等人组
成一个负责修改土地章程的委
员会% 金能亨等遂于同年

&

月
%'

日致信卜鲁斯" 信中指出"

卜鲁斯把华人涌入租界的责任
归于外商是不公平的" 土地章
程的修改不能只注重条约的字
句" 更应该注重的是条约中有
关保护外商生命财产的精神 %

在信的最后" 他们提出修改土
地章程应该符合以下四个原
则)第一"新章程应涵盖所有外
国租界"包括英租界(法租界和
美租界*第二"属地管辖权应该
得到中国皇帝或其代表的授
权*第三"各国领事管辖其国民
的民事和刑事案件*第四"为了
得到属地管辖的授权" 可以安
排中国政府向租界内的中国人
征税% 金能亨等人希望卜鲁斯
能够同意这些原则%

这些原则虽然比#自由市$

计划退了一步" 但主要目标非
常明确" 就是寻求对于上海租
界的属地管辖权" 也就是正式
的市政管理权% 卜鲁斯于

!"&$

年
"

月
&

日作出回复" 对于他
们提出的原则不予认可% 章程
修改之事遂陷入停顿%

!

!"#$

年土地章程"

的制定与市政权力

的攫取

卜鲁斯公使于
!"&(

年离
任" 上海租界租地人于是又看
到了攫取市政管理权的希望 %

在
%"&)

年
(

月
%)

日的租地人
会议上" 即将离任的工部局总
董典题谈到上海租界的市政制
度改革" 他认为首先需要回答
的问题是)#哪个团体具有像英
国市镇委员会那样的内在权
力+ $他的答案是"外国纳税人%

他还指出"英国每个市镇都用一
套特别的附则 &

*+,-./01

'来管
理市政"值得上海效仿% 他提议
成立一个委员会"来调查上海租
界的市政府应该进行哪些改革%

会议通过了典题的提议 "

并任命霍锦士(典题(汉璧礼等
七人为委员会成员% 委员们的
职责还是落实到对土地章程的
修改"他们在同年

23

月完成了
一个草案" 修改的主要内容包
括工部局的组成与选举( 纳税
人参与市政的规定( 土地章程
附则的修订( 对欠税追讨程序
的明确规定以及对于违反章程
者进行惩罚的授权等%

让委员们高兴的是" 卜鲁
斯的继任者是起草,

%")(

年土
地章程-的阿礼国"后者在担任
上海领事的时候" 因为其强硬

的对华立场而受到外侨社会欢
迎%

%"&)

年
%3

月
4"

日"阿礼
国赴任途中经过上海" 霍锦士
的委员会拿着新章程草案请他
提意见% 阿礼国虽然没有足够
的时间研究新章程" 但他表示
上海非常独特" 因为除了上海
之外" 世界上还没有哪个地方
尝试过建立一个国际性的 #市
政府$" 独立地行使治外法权%

他将支持委员会的工作%看来"

在离开上海十年之后" 阿礼国
仍然没有放弃在上海租界成立
#市政府$的理想%

这一次他遇到了一个有力
的盟友" 那便是英国驻中国和
日本高等法院首席法官霍恩
比% 这个高等法院成立于

%"&)

年"常驻上海"取代英国驻香港
高等法院成为在沪英国人的上
诉法庭% 霍恩比法官不仅在判
案时维护了工部局和土地章程
的权威" 还参与了新章程的起
草工作" 并撰写了探讨新章程
法理依据的备忘录%

霍恩比认为" 对于英国国
民来说" 土地章程的权威全部
来自英国驻华商务监督" 即英
国公使% 驻华公使的权威来自
%")$

年
&

月
%$

日的枢密院
令" 后者的权威来自主权所在
的英国议会%也就是说"驻华公
使作为英国的全权代表" 出于
维护 #和平 (秩序和好政府 $的
目的" 可以对在华英国国民进
行立法" 并保证其执行% 在上
海" 公使权威的主要代表是英
国领事% 而工部局的权力也应
该看作是来自英国公使以及其
他国家政府的委托% 值得注意
的是"#和平( 秩序和好政府$"

是英国殖民地宪法的典型用
语% 可见霍恩比是在英国殖民
法律的框架下来理解上海租界

土地章程的权威来源的" 这与
卜鲁斯对于中国领土权的顾
忌" 以及典题对于纳税人权利
的幻想形成了显明的对照% 不
过他的整个解释" 都只能说明
工部局对条约国国民属人管辖
权的来源" 不能说明工部局对
上海租界属地管辖权的来源%

%"&&

年
5

月"新章程草案
在经过租地人会议通过之后递
交给了阿礼国% 阿礼国于同年
%%

月
%)

日就新章程问题致信
驻沪领事温思达" 表示他已经
把草案送交英国外交部和其他
国家驻华公使审核了" 并指出
新章程的主要目标是建立一个
#实用的市政体系 $" #土地章
程$已经不再是其贴切的名称"

但是为了减少争议" 不必另换
名称%

由于法国公使迟迟不愿表
态 " 新章程草案直到

%"&6

年
73

月
4%

日才由条约国驻华公
使完成签字手续" 于是这个章
程就被称为 ,

%"&6

年土地章
程-% 对比新旧章程可以发现"

,

%")(

年土地章程 - 共有
%(

条 " 其中
%%

条直接与土地有
关"是名副其实的#土地章程$%

,

%"&6

年土地章程- 共有正文
46

条 "附则
(4

条 "只有
%3

条
与土地直接相关" 其主要篇幅
用于规定市政机构的设置 (市
政建设的规则( 城市环境的管
理和市民的行为规范% 前一个
土地章程着重于规范土地交易
和土地用途" 后一个土地章程
着重于市政体制的建立" 两者
具有明显区别%

% % %

虽 然 霍 恩 比 法 官 对 于

,

%"&6

年土地章程- 的法理依
据作了专门的解释" 但是公共
租界市政体制的法律定位始终
是个难题% 中国官方自然从未
正式批准这个章程% 美国领事
西华参与了 ,

%"&6

年土地章
程-制定的全过程"但是他并不
认同霍恩比的解释" 他认为土
地章程所规定的管辖权只能来
自中国的委托% 如果中国没有
履行委托的手续" 那么章程的
路基是脆弱的&郭泰纳夫!上海

公审会堂与工部局"'%当然"西
华并不是反对土地章程" 他的
意思是说" 租界土地章程的基
础不一定是权利" 而很可能是
强权...只要西方列强保持足
够的武力" 土地章程就能够实
施" 工部局就能行使市政管理
权...而缺少正当性的强权总
是脆弱的%

卜鲁斯 (霍恩比 (阿礼国 (

麦华陀都是英国维多利亚时
代帝国外交的代表性人物 "他
们在 ,

%"&6

年土地章程 -制定
问题上的观点极不一致 "可见
他们并不奉行统一的外交原
则% 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
英国外交浓厚的机会主义色
彩% 尽管卜鲁斯和蒲安臣的合
作政策看起来对中国政府比
较 #友好 $"实际上这个政策只
是他们在考量了外交成本与
国家处境之后的一个理性选
择% 卜鲁斯与阿礼国的区别只
是在于他们对于英国的国家
利益有不同的理解%/本文未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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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
歇根大学艺术史系教
授包华石在#关于中国

的艺术史研究...西方与中国
的视角$ 讲座中主要介绍了欧
洲( 美国艺术史研究的历史发
展情况%

包华石开宗明义地提出外
国艺术史家的观点一定会受到
文化政治的影响" 不可能纯粹
中立"并引用曹意强在,艺术与
历史-中的论点)#在

%6

世纪的
学术界" 艺术是开启往昔的一
把钥匙" 这一信仰激发了一股
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 欧洲各

国都想把自己的历史放在艺术
繁荣的中心地位"例如"米什莱声
称文艺复兴在法国而非在意大
利达到了巅峰 % $ 温克尔曼
&

89:/;; 89/<:=> ?=;<@,.>/;;

'

宣称每一种文化的艺术风格反
映其文化的基本特色" 譬如古
代埃及艺术风格一般很呆板 "

而古希腊的雕塑流畅而自然
&即写实'% 如何使自己民族的
文化显得比其他民族更为优
秀" 以艺术史来体现不失为一
个很好的办法% 黑格尔也是如
此" 他认为文化的巅峰是在德

国% 黑格尔民族精神的说法出
现后" 不少德国学者企图用艺
术史来证明欧洲的或者德国的
民族精神是全球最优秀的% 西
方艺术史学历来被用作民族主
义的武器% 从

!6

世纪
&3

年代
到

43

世纪
43

年代左右" 很多
西方学者对东方(中东(非洲的
态度是四海为家的观点%

包华石进一步指出 "自
!6

世纪中期以来 "研究艺术的学
科是与现代艺术的发展并行
的% 古典的欧洲绘画论认为艺
术的目标是模仿真实 " 到

!6

世纪中期有一批欧洲画家想
摆脱这种写实主义的约束 "其
中不少就借用了日本和中国
画家的技法% 比如惠斯勒后期
的绘画是现代化 ( 日本化 (国
际化的 *还有如卡萨特前后期
画风的变化 *罗特列克早期和
后期作品风格的改变 *喜多川
歌麿对莫奈的影响 *歌川广重
对

A,;B= C=D=,B,

的影响* 梵高
对歌川广重的 ,大桥骤雨 -直
接的摹写等% 然而"虽然有现

包华石谈中国的艺术史研究
包华石看到了艺术史研究的一个趋势!即从民族主义渐渐发展到比较性研究!并指出这个趋势跟欧
洲美术史的演变也分不开"""研究欧洲美术史的学者跟汉学家们差不多都是在

!"

世纪
#"

到
$"

年代开始研究社会#政治#经济的$

关于中国的艺术史

研究###西方与中国的

视角$北京大学人文社会

科学研究院 (艺术与人

文)系列讲座&

主讲 $包华石!

E/BF=;

8G H90,B1

"密歇根大学艺术

史系教授#

时间$

73

月
$3

日

地点$北京大学静园

二院
43"

$下转
&?

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