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迎春】

“迎春” 是立春时节的一项传统习

俗。 旧俗立春前一日由两名艺人顶冠饰带

沿街高喊“春来了”， 就是传统的“报

春”。 在今日， 一些地方仍会在立春日祭

祀土神、 句芒神 （春神）， 占风向， 望云

气， 占岁成等。

【咬春】

明 《酌中志》 里说： “立春之时， 无

贵贱嚼萝卜， 曰咬春。” “咬春” 取的是

古人“咬得草根断， 则百事可做” 之意，

现在多是吃春饼和春卷。 简简单单一个

咬， 不单是动作， 更在人心底埋下了一种

吃得了苦、 扛得住风雨的韧劲儿。

《立春》 诗云： “东风带雨逐西

风， 大地阳和暖气生。 万物苏萌山水

醒， 农家岁首又谋耕。”。

2 月 4 日是虎年的首个节气———

“立春”。 立春之时有哪些习俗， 二十

四节气又有怎样的文化内涵和历史积

淀？ 今天， 让我们走进中国古代时间

文化体系———二十四节气， 一起感知

立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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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说当年法学所（12）———东吴学士的“桑榆情”
□尤俊意

“莫道桑榆晚， 人间重晚晴”。 唐人刘

禹锡的名句“莫道桑榆晚， 微霞尚满天” 和

李商隐的名句“天意怜幽草， 人间重晚晴”，

合在一起， 不仅可以形象地说明东吴大学法

学院的学士们在 20 世纪 80 至 90 年代对我

国法学事业的贡献， 同时也为各自的曲折人

生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上海社科院法学

研究所同东吴大学法学院这些有识之士、 有

用之才有着非同一般的密切关系， 其中主要

有三层关系， 或曰三种因缘。

其一， 法学所许多老教授出自东吴大学

法学院。

在法学研究所的正式编制人员中， 出身

于东吴法学院学士的有民法学与国际私法权

威卢峻教授 （留美博士）、 国际公法学著名

教授丘日庆 （留美博士）、 宪法学教授何海

晏 （留美博士）、 著名大律师姜屛藩、 著名

编译徐俊民和余振龙、 著名宪法学教授浦增

元、 刑法学者武彪、 民法学者陈企中等人。

此外， 法学所还有许多特约研究人员也主要

来自东吴大学法学院， 比如徐开墅、 戚维

新、 蔡晋、 卢绳祖、 许之森、 吴天荫、 林孟

乔、 吴之英、 秦镜、 周鲲、 李婉焉 （女 ）

等。 特别是徐开墅教授， 如同正式编制一

样， 一直在法学所上班、 开会、 带教研究

生， 直至在审阅论文过程中不幸突发疾病而

去世。

其二， 东吴大学法学院毕业的老教授、

老学者和许多特约研究人员为法学所的科

研、 教学和编译工作作出了巨大贡献， 值得

点赞。

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开启了法学研究的

新纪元， 老东吴学士们发挥了专业和外语的

比较优势， 在科研工作中取得了可圈可点的

成绩。 科研成果比较突出的有宪法学的浦增

元、 民法与国际私法学的卢峻、 民法学的徐

开墅、 经济法学的陈企中、 刑法学的武彪

等； 担任研究生导师的有卢峻、 丘日庆、 浦

增元、 徐开墅等， 为研究生上课的就更多

了。 为法律翻译工作、 为 80 年代至 90 年代

几套著名的法学丛书的编译出版作出贡献的

几乎囊括了上述所有的老东吴先生们。 《国

外法学知识译丛》 一套 12 分册、 《各国宪

政和民商法要览》 5 卷 6 分册、 《香港法例

翻译参考》 3 册等几套法学丛书的出版， 填

补了我国改革开放初期法学书籍特别是域外

法学发展研究的空白， 为广大教学与研究机

构及法律实践部门提供了宝贵的研读和参考

的资料。 紧接着， 在香港回归前， 从 1992

年至 1995 年， 东吴学士们充分展示了既谙

熟英美法系、 又精通英语的硬实力， 历时 3

年， 为审查部分香港原有法律的效力及其存

废修改问题、 因而为香港顺利回归作出了贡

献， 其中裘劭恒 （外经贸大学名誉校长） 和

法学所的浦增元、 蔡晋、 许之森等 4 人还受

到国务院港澳办的表彰。 此外， 李婉焉女士

担任了上海政治学会初创时期的专职副秘书

长， 为政治学会工作作出了贡献。 接着， 擅

长于英美法的老东吴又为编撰我国第一部有

关世界两大法系之一的英美法系的巨型辞典

竭尽全力， 填补了法律词典领域的空白。 这

就是由 90 年代初中国政法大学青年法学者

薛波发起中青年学者编撰、 而后到上海一一

上门寻访东吴学士并组织他们一一审定词

条， 由我国著名比较法权威学者、 中国政法大

学比较法研究所所长、 东吴法学院校友的潘汉

典教授担任总审定， 由法律出版社于 2003 年

出版的 《元照英美法词典》。 在著名的 18 位东

吴学士编撰者与审定者中， 法学所的人士就有

卢绳祖、 许之森、 蔡晋、 徐开墅、 浦增元等 5

位。 在作为总审定的 4 位年高德劭大学者中，

就有法学所的卢峻教授。 该词典有词条 4.5 万

个， 650 多万字， 词条数量是日本同类词典的

3 倍多。 他们没有报酬， 不讲条件， 无私奉

献， 冒着酷暑和严寒， 克服了年老体衰甚至病

倒等种种困难， 终于修成正果， 还有两位老先

生在审定词条过程中不幸去世。 这部词典的问

世， 是几代人合作的结果， 更是东吴老学士们

留给人间的最后杰作。

其三， 法学所和东吴大学上海校友会创办

的“东吴比较法进修学院” 的关系尤其密切，

值得一书。

东吴大学于 1900 在苏州建立， 而东吴大

学法学院则是于 1915 年在上海成立， 初创时

名称是“中华比较法律学院”， 可见东吴大学

法学院的比较法学的教学与研究是具有独特优

势、 富有深厚的历史传统的。 新中国成立后，

由于 1952 年的全国高等学校院系大调整， 东

吴大学法学院并入新生的华东政法学院。 1982

年苏州大学恢复法律专业教育， 1986 年成立

法学院。 在著名校友、 生物学家谈家桢教授努

力下， 1984 年成立了东吴大学上海校友会。

鉴于国家改革开放事业的需要， 以谈家桢、 顾

念祖、 黄履申、 向平等为主， 一批平均年龄

70 岁以上的老东吴法律人士， 克服种种主客

观困难， 几经努力， 终经上海市高教局批准，

依托上海社科院淮海中路本部和法学所的条

件， 1990 年创办了“东吴比较法进修学院”。

进修学院成立董事会， 名誉董事长为曾任东吴

大学校长的盛振为， 董事长为著名生物学家谈

家桢， 院长为曾任上海市高级法院院长、 市人

大常委会副主任的顾念祖， 副院长为曾任卢湾

区教育局局长的向平和法学所的徐开墅教授。

他们就这样因陋就简、 白手起家办起了一所进

修学院。 学院向社会招生， 收费极其低廉， 办

学者非但没有薪酬， 还经常自己掏腰包贴钱。

为了不影响社科院上班和学员工作， 上课时间

定在傍晚五点半开始到晚上九点半， 老人们轮

流值班。 他们聘请法学所和沪上高校教师和法

律实践部门资深人士来上课， 获得学员们和社

会上的认可与赞赏。 上海文汇报、 香港文汇报

和上海教育电视台等媒体对此都做了报道。 经

过 10 年努力经营， 学院培养了一批人才， 为

各界输送了优秀人才。 但终因“软件过硬， 硬

件过软”， 本身非学历教育的短板无法解决，

加上民办高等学历教育日渐发达， 两相比较，

相形见拙， 生源就日益枯竭。 1999 年 3 月下

旬， 最后经董事会慎重商议， 决定割爱停办进

修学院。 为了感谢社科院及法学所的大力帮

助， 董事会决定将约 600本有关英美法原版图

书赠送给社科院图书馆。 如今这批可爱可敬的

东吴老学士随着硕果仅存的高文彬先生去年

99 周岁去世而损失殆尽， 但是历史将永远铭

记他们！

立春：人随春好 春与人宜

【打春】

立春时节， 还有以“鞭打春牛” 来

“催农耕作” 的习俗， 带有典型的农耕特

质。 立春时， 民间制作春牛， 鞭打之， 意

在提醒人们一年之计在于春， 要抓紧春耕

生产， 莫误农时， 同时也祈盼新的一年五

谷丰登。

【贴士】

立春时节， 全国大部分地区仍然较为

寒冷， 要缓减衣物， 注意保暖， 宜早睡早

起， 舒畅身体， 调达情志。 也可顺应时节

变化， 适当地进行户外活动， 克服倦怠思

眠， 达到身心和谐， 气血充盈的状态。 在

饮食上， 需忌酸辣护阳气。

【诗词】

汉宫春·立春

[南宋]辛弃疾

春已归来， 看美人头上， 袅

袅春幡。 无端风雨， 未肯收尽余

寒。 年是时燕子， 料今宵梦到西

园， 浑未办黄柑荐酒， 更传青韭

堆盘。

却笑东风从此， 便熏梅染

柳， 更没些闲， 闲时又来镜里，

转变朱颜。 清愁不断， 问何人会

解连环？ 生怕见花开花落， 朝来

塞雁先还。

(综合整理自三联节气、 百

度百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