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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飞：《柯恩  一位研究中国法的美国人》，载《法治周末》2011 年 12 月

27 日。  

柯恩 一位研究中国法的美国人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三十而立的他毅然投身到了当代中国法律研究中，开

欧美中国法研究之先河。尔后的近半个世纪，他一直坚守着这块阵地，为中美

之间的互相了解尽心尽力。他就是，美国纽约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法研究的

泰斗：柯恩 

  俞飞 

  如果借用金庸小说《射雕英雄传》中众英雄形象，为海外当代中国法研究

学者诸公推出一份排行榜的话，那么，东邪、西毒、南帝、北丐各为何人，或

许难有定论，但若论谁是笑傲江湖最高英雄“中神通”，则多数研究者认为：非

美国纽约大学法学院的资深教授柯恩莫属。 

  首席大法官助理弃政从教 

  1930 年 7 月 1 日，正值美国经济大萧条期间，新泽西州一个犹太家庭喜得

贵子，他就是后来的柯恩。青年时代的柯恩，就显露出过人的才华。他 21 岁加

入门槛极高的美国大学优等生荣誉学会，并顺利从耶鲁大学毕业。之后受富布

赖特奖学金资助，赴法国首都巴黎进修国际关系学。回国之后，他担任声誉卓

著、闻名学界的《耶鲁法律杂志》主编。 

  1955 年，他以最高分毕业于耶鲁大学法学院，备受法学界瞩目。此后他前

往首都华盛顿，成为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沃伦的助理。期满后，由于表现颇

佳，著名大法官法兰克福特对柯恩也很青睐，又聘请他任助理一年。那时柯恩

尚不到而立之年，可谓青年才俊春风得意，锦绣前程无可限量。 

  但随后，柯恩经反复考虑，最终选择放弃从政，进入学术界。1959 年，他

毅然挥手告别华盛顿，来到阳光明媚的美国西海岸，执教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

校法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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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洛克菲勒基金会委托柯恩代为遴选当代中国法专家，并出资帮助开

展相关研究。柯恩本以为小事一桩，一口答应帮忙。但与相关人选初步接洽，

略加攀谈后，方才发现华裔学者顾虑课题敏感，对合作研究望而却步。而美国

学者因汉语不通，无法深入研究。柯恩数月辛苦，四处寻觅，最后却两手空

空，一无所获。 

  柯恩最后横下一条心，自告奋勇向洛克菲勒基金会表示，他自己甘愿承担

研究重任。深知内情的洛克菲勒基金会高层人士如释重负，立刻首肯。 

  俗话说：“三十不学艺。”柯恩却不惜冒险一搏，毅然投身到当代中国法律

研究之中。 

  当得知柯恩准备从学习汉语开始研究中国法律时，妻子琼不无忧虑地说：

“今后没有一家美国公司会咨询你的。”师友同行对他的决定也不看好，纷纷婉

言劝阻。法兰克福特大法官也来信提醒柯恩，不要抛弃美国法研究的大好前

途。柯恩简单地答复：“前方是全新的学术领域，有机会独辟蹊径，我期待成为

开拓者。”他告诉恩师，学界里的死对头伯克利法学院老院长对中国法嗤之以

鼻。法兰克福特大法官立刻亲笔修书一封，收回前言，鼓励柯恩克服阻力，持

之以恒。信中有这样的话：“以中国的重要性，必有所成，让反对者见鬼去

吧。” 

  开海外当代中国法研究先河 

  作为一名美国人，在 50 年前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自然困难重重。

第一步，语言关就很难闯。柯恩下定决心，尽快掌握汉语。他坚持每周学习汉

语 30 个小时，从不松懈，结果进步神速。不过要真正融入汉语语言环境，较长

生活在中国社会则是不二法门。经过深入思考，他放弃大多数美国学者常去的

台湾，携全家来到当时与内地联系最为密切的香港定居下来。 

  经过数年学习和研究，1966 年他在《哈佛法律评论》杂志发表新中国刑事

诉讼学术研究长篇论文，并一举成名。1968 年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他的专

著，好评如潮，奠定了他在西方学术界的地位。 

  “春风得意马蹄疾”。柯恩此时“跳槽”到哈佛大学法学院，创建东亚法律研

究项目，开始了长达 17 年的哈佛岁月。这一段时间，柯恩在美国培养了大批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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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法英才。之后活跃在美国法学院，各有专攻的李浩、康雅信、安守廉、费能

文、贺诗礼、郭丹青等人，无不是柯恩当时的高足。 

  为改善中美关系尽心尽力 

  学术研究之外，柯恩还长期关注中美两国的建交问题，并为此积极努力。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他出任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等美国知名大学教授

所组成的学界中国小组主席，向曾为哈佛同事、时任美政府国家安全顾问的基

辛格提交了一份机密备忘录，建议尼克松派特使访华。他与基辛格多次在白宫

商谈，希望美国政府早日重新制定对华政策。1971 年，他在美国政界《外交》

杂志发表了题为“承认中国”的专文，指出美国已在错误方向浪费 20余年，决不

应一误再误，大声疾呼必须尽快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 

  1972 年，柯恩随美国科学家访华代表团来到北京，受到周恩来总理的热情

接见。访华之后，他与研究东方艺术的夫人合著了《今日中国与她的古代珍

宝》一书。该书一出版就受到读者的热烈欢迎，登上美国当年畅销书榜单。中

美两国建交前的 1977 年，他陪同美国参议员肯尼迪访华，破例获得邓小平的接

见，显示中国领导人对他多年推动中国法研究的礼遇和敬意。 

  此前，有一件影响中美两国关系的“唐奈间谍案”。朝鲜战争期间，两名美

国人唐奈和费克图空降中国东北被捕。美国政府一直否认两人是美国间谍。柯

恩与唐奈是耶鲁大学同学，科恩了解当年毕业时中央情报局确曾来校招聘情

况。他不惧阻力，在美国报纸发文，公开披露内情，呼吁美国政府承认真实情

况。1972 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时，终于承认二人系美国间谍。之后中国政

府提前释放唐奈，轰动一时的唐奈间谍案遂告一段落，中美两国关系中一道难

题随之破解。 

  柯恩首次访华后的第 7 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法制建设开始提上重要议

事日程。柯恩一展才华的时机终于到来。 

  1979 年中国财政部决定参与哈佛大学主办的国际税收政策培训项目。哈佛

大学校方对此相当重视，但面对洋洋两大卷的英文国际税收法条，有谁能将其

在短时间内翻译成中文？一时间，两国官员焦急万分。柯恩挺身而出，与同事

合作，承担了翻译工作，并附带推出数万字的中英文税收术语汇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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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后，柯恩对法律实践与法律交流兴趣愈发浓厚。1981 年，他毅然离开哈

佛大学舒适的学者生活，辞去法学院副院长的职务，成为宝维斯律师事务所的

专职律师。他回忆说：“我感觉无法离开中国。面对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如果

回到哈佛校园，到时就只有对昔日的 

  弟子、如今中国法律的研究权威艳羡的份儿了。” 

  柯恩此时焕发出人生的“第二春”，他成为新中国成立后首位获准执业的外

国律师，他大力协 

  助中国财政部国际税务方面的立法，同时与中国国际贸易促进会展开实务

交流，用中文为北京市政府官员讲授国际商法课程，忙得不亦乐乎。凭借扎实

的专业功底，柯恩受聘成为首批中国贸促会海外仲裁员。美国大公司更纷纷找

上门来咨询讨教，如著名的通用汽车公司就邀请他担任常年法律顾问，请他为

其对华投资献计献策。 

  1990 年纽约大学全球礼聘中国法专家，柯恩应聘重回学术界，担任了纽约

大学法学院教授。 

  古道热肠桃李满天下 

  如今柯恩先生早已桃李遍天下。全美各大律所中国业务的合伙人与中国法

教授多为他的弟子。前任美国驻中国大使雷德也是他在哈佛大学的学生。柯恩

先生素来热心助人，对后学提携不遗余力，留下不少动人故事。 

  美国律师罗斯曼回忆，他在密歇根大学本科主修中文时，对个人前途一片

茫然。一次，他听完柯恩一场学术讲座，贸然与柯恩联系寻求指导。柯恩异常

热心，强烈建议他毕业后报考法学院，并赠送若干相关书籍。罗斯曼听从了柯

恩的建议学习法律，从而改变了自己的人生轨迹。他颇有感慨地说：“很少有人

像柯恩一样耐心倾听我这样无名小卒的想法。” 

  除了为美国法学院培养大批中国法专家和律师，柯恩在哈佛大学时所指导

的诸多台湾弟子，如今不少也活跃在台湾政商学各界。现任台湾地区领导人马

英九就是柯恩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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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年逝世的韩国前总统金大中，也是柯恩的好友。1973 年 8 月，韩国铁腕

将军朴正熙，指示情报人员在东京秘密绑架金大中，准备到公海实施暗杀。金

大中助手急忙致电柯恩，柯恩立刻联系时任美国国务卿的基辛格，请求协助。

据金大中先生回忆，正当他被蒙住双眼，五花大绑，即将被丢向大海的千钧一

发之际，耳边猛听到美国军机之声，绑架者停住了手，他惊险获救，最终与死

神擦肩而过。 

  柯恩多年担任美国外交关系协会高级研究员，学术兴趣不仅限于中国法

律，还兼及越南和朝鲜法律。1972 年他通过中国访问朝鲜，成为第一位访朝的

美国法学家。上世纪 90 年代，他多次赴朝，就成立涉外商事仲裁委员会、允许

外国律师事务所开办分所、推进法学教育交流等提出建议。他告诉中国学者，

中国法律对朝鲜与越南影响很大，值得关注。通过研究越南和朝鲜法律，可以

更好总结中国法制发展的成功经验。 

  今年柯恩教授将迎来他的八十寿辰，回首往事，他倍感自豪。老人对中国

法治的前景很有信心：“40余年，中国的变化天翻地覆，法治大有希望。我的

一生贡献于此，小有所成，又有何遗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