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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對國際法歷史研究的興趣引發了一大批詳細記載了國際法體系錯綜複雜歷

史文章的湧現。牛津大學出版社的“國際法理論與歷史系列”和 Brill 教授的“國

際法史研究”是這場文學復興的傑出例證。然而這個蓬勃發展的時代中出現了一

個普遍的擔憂。許多學術工作仍然帶有著歐洲中心主義的視角，而這樣的視角註

定會限制對歷史力量的全面理解。 

 

這場會議對於歷史的探索強調了超脫歐洲中心主義視角的必要性，並深入挖掘來

自中國歷史、政治和文化經驗的多元全球敘事。為了應對這一關鍵需求，香港城

市大學法學院的中國與比較法中心與武漢大學法學院和復旦大學法學院展開合

作舉辦了本會，彙集了一群專注於中國和國際法律史的傑出學者。 

 

Ignacio de la Rasilla 教授在他的演講中揭示了中國與國際法領域之間不斷演

變的動態，深入探討了歷史視角的重大轉變，探討了中國在國際法全球框架內作

為一個重要參與者的地位。 

 

Professor Rossi致力於探討國際法領域內中美之間歷史動態的錯綜複雜。他的

演講旨在闡明視角的重大變化，探索定義中國在國際法全球舞臺上角色的微妙歷

史互動。 

 

Huang教授深入研究了中國與國際法領域之間不斷演變的動態。他的見解承諾揭

示歷史視角的關鍵變化，深刻理解中國如何在全球國際法複雜的格局中戰略定位

自己。 

 

Ryan Martinez Mitchell 教授聚焦於歷史的複雜性，剖析中華民國與國際聯盟

之間的錯綜複雜關係。他的演講承諾揭示歷史視角的重大變化，闡明中國在國際

法全球框架內如何定位自己。 

 



Qu Wensheng教授和 Wan Li教授探討了歷史主義與國際法翻譯之間的相互作用。

在解開歷史背景的錯綜複雜線索時，他們的演講承諾提供對當時中國學者如何應

對傳統中國思想與國際法新興領域複雜交織的深刻洞察。 

 

Cai Congyan教授和 Liu Jie教授深入研究了中國共產黨的奠基時期，揭示了在

戰間期政治意識形態和國際法之間的有趣交匯。具體而言，他們闡述了國際法馬

克思主義理論引入中國的深遠影響，為如何意識形態因素塑造了國家法律風景提

供了獨特的視角。 

 

Li Mingqian教授講述了中國、西方文明標準以及 1899年和 1907年海牙和平會

議之間引人注目的歷史交匯。在探索中國在這一變革時期如何在西方標準框架內

航行時，他闡述了海牙會議對中國外交格局產生的深遠影響，提供了對中國參與

國際規範的微妙視角。 

 

Jacques deLisle教授深刻洞察了中國開放和改革政策的變革時代。他的演講深

入研究了中國在這一關鍵時期重新融入國際法秩序的過程，揭示了政策轉變如何

塑造了國家在全球法律舞臺上的立場的錯綜複雜。 

 

在 Pasha L. Hsieh 教授引人入勝的演講中，他揭示了在民國時期國際法學科專

業化的歷史複雜性。在探索這一變革時代時，他的演講深入研究了國際法在民國

背景下的發展，揭示了學科的關鍵發展、挑戰和專業化的崛起。 

 

Wang Jiangyu 教授揭示了中國、冷戰和國際法領域之間錯綜複雜的關係。在他

引人入勝的演講中，他探討了中國法律風景是如何在冷戰時代動盪的背景下塑造

的。從地緣政治的變化到法律框架，Wang 教授深入研究了中國在這一關鍵時期

的演變位置和國際法秩序之間微妙的相互作用。 

 

Luigi Nuzzo教授深入研究了租界協議與國際法之間的錯綜複雜關係，特別是在

20 世紀關鍵時期的過渡期。通過深入探討西方殖民主義在中國的歷史，Nuzzo

揭示了塑造這一關鍵時代法律框架和地緣政治變化的法律維度，為法律框架與地

緣政治變化之間的交匯提供了細緻入微的理解。 

 

從國家的奠基時刻到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排斥，Su Jinyuan 教授的見解旨在提供

對中國在全球外交舞臺上不斷演變的角色的微妙理解。為了迎接對歷史動態、地

緣政治變化以及對中國國際關係影響的引人入勝的探索。 

 

Straton Papagianneas 教授深入研究了文化大革命及其後期的有趣時代，探討

了中國在這一變革時期與國際法之間錯綜複雜的關係。他的演講揭示了法律景觀，

提供了對中國在文化大革命社會政治動盪和其持久影響中對國際法的態度轉變

的見解。 

 

Eva Pils 教授解開了連接中國與民主、人權概念的歷史線索，揭示了國家在這

些基本原則方面演變的關係。這場演講作為對中國歷史的深刻探討，提供了對塑

造國家在民主和人權問題上立場的歷史背景的微妙理解。 



 

在由 Lauri Mälksoo 教授引領演講中，焦點轉向了蘇聯與中國的複雜關係，這發

生在冷戰國際法的歷史背景下。深入研究外交錯綜複雜和法律糾葛的歷史檔案，

Mälksoo 教授的演講揭示了定義冷戰時期蘇聯與中國之間複雜關係的微妙之處。

這一探索為地緣政治動態的法律維度提供了新的視角，為這一關鍵時期的歷史、

政治和國際法的交匯提供了新的視角。 

 

George R.B. Galindo 教授和 Louis Felipe Yonezawa 教授深入研究了英國國際

法對中國歷史的歷史學。在解開歷史敘述的層層面紗時，他們的演講提供了對英

國視角如何塑造了對中國與國際法相互作用的理解的微妙探究。從殖民主義的影

響到外交的錯綜複雜，他們引導觀眾穿越歷史敘述的錯綜複雜，揭示了英國解釋

和中國在全球法律舞臺上角色的演變之間複雜的動態。 

 

Frederic Megret教授和 Cong Wanshu揭開了清朝歷史的歷史線索，探討了中國

移民和跨國保護的早期階段。通過精心的考察，他們揭示了中國對其僑民政策的

根源，為國際關係的演變中歷史環境與國際關係的動態相互作用提供了寶貴的見

解。 

 

Chen Yifeng教授深入研究了動盪的 1950年代至 1960年代中國外交舞臺的迷人

探索。演講揭示了中國在全球事務中航行的錯綜複雜歷程。陳教授闡明了中國在

國際動態變化中如何努力制定超越傳統國際法的外交政策辭彙，標誌著國家外交

演變的重要時期。 

 

Luo Guoqiang 教授和 Wang Chao 教授介紹了周庚申教授的深刻貢獻。作為中國

法律史領域的傑出人物，周庚申教授在晚清到中華民國時期對國際法的貢獻得以

揭示。 

 

Zhuo Zenghua 教授詳細介紹了項浙君教授的生平和貢獻。作為中國國內國際私

法領域的奠基人，項浙君教授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際私法的建設中發揮了重要作

用。他在宏觀法、統一實體法和國家法直接適用於對外民商事關係等方面的成就

構成了一個複雜的敘述，交織著衝突法、統一實體法和國外法律在中國的直接適

用。 

 

He Chi教授深入挖掘了著名法學者王鐵崖的一生，他於 1913年出生，成為國際

法領域的一位巨人。在中國實施開放政策的背景下，王的影響力超越了國界。他

在 1980 年至 1989 年間成為哥倫比亞大學法學院的訪問學者，於 1984 年在海牙

國際法學院任訪問教授，1988年在英屬哥倫比亞大學任教授，隨後在 1989年轉

至加利福尼亞大學，這段非凡的旅程鑄就了他在國際法領域的非凡地位。 

 

Wang Chao教授介紹了裘劭恒教授的歷程，他在 1946年 2月至 12月擔任東京遠

東國際軍事法庭中國代表團秘書和檢查組助理檢察官。值得注意的是，他在 1980

年 11月至 1981年 1月擔任最高人民法院審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特別法

庭的顧問。 

 



在會議激動人心的思想交流之後，會議達到了高潮，Wang Jiangyu教授、Ignacio 

de la Rasilla教授和 Cai Congyan教授發表了重要的結尾致辭。這個思維碰撞

的會議以三位主持人的衷心感謝結尾。他們真誠地感謝所有發言者的寶貴見解，

使本次會議言之有物，為挖掘來自中國歷史、政治和文化經驗的多元全球敘事提

供了有力的挖掘與洞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