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浓厚，其最大贡献是对《民法大全》进行了详细注释，成功对罗马法作了合理分析，将法律从修辞学中分离出

来，使法律成为一门专门学科。欧内乌斯的学生个个出类拔萃，其中以布尔加罗、马尔蒂诺、乌戈和贾科玻最

为著名。“他曾这样描述这四位学生：‘布尔加罗有一张金嘴，马尔蒂诺通晓全部罗马法，最具有司法头脑的

是杰出的乌戈，而贾科玻与我一样’。”[33

继法学之后，波伦亚大学的逻辑学、天文学、医学、哲学、算术、修辞学及语法学都得到相应发展，并于

1369年建立神学院，中世纪的波伦亚大学已经向多样性、综合性的方向发展。

2．巴黎大学的学科特色。巴黎大学以神学学校的身份立足中世纪欧洲。12世纪末期，巴黎大学在巴黎

圣母院天主教学校中形成一个由教师和学生组成的法团组织，随之开始一场反对主教和教长，争取自治的斗

争，最终使1215年罗马教皇的使节代表教皇第一次正式颁布巴黎大学的章程，确认了教师的权利和特权。

巴黎大学的学术研究中心是大都会的大主教堂学校，神学是中世纪研习的最高学科。从基督教诞生时

期开始，神学本质上就是对圣经的解释，因而神学又被称为“圣经解释学”。对中世纪圣经解释而言，最重要

的基督教早期经典著作是圣·奥古斯丁的《基督教教义大全》。约12世纪中期，在宗教法律和神学中兴起了

编纂知识大典的热潮。在神学方面，这场运动的集大成者是彼得·隆巴德的《格言大全》，这本书几乎立刻成

为各学校研究注解的对象，并于1212年在拉特兰会议上作为学校的教材。

(二)组织形式

1．波伦亚大学的组织形式。波伦亚大学的组织形成与成熟经历了相当长的过程。1180年之前，波伦亚

的法学院还属于每个教师自己经营管理的私立学校，师生之间的关系主要体现为“交费上学”。1180～1190

年间，情况发生根本性变化。随着学生大量增加，教师之间、学校之间以及城市之间的竞争日益激烈。为防

止优秀教师流失，确保吸引众多的学生，城市当局要求教师宣誓不离开波伦亚。同时学生为争取自身权益，

纷纷成立同乡会，按出身地域划分的同乡会主要作用是提供相互保护和自我保护，免遭市民和城市当局的欺

负。随后，各同乡会又开始合并为规模更大的四个同乡会，并选举会长。“1200年前后，四个同乡会开始合

并成两个大规模的学生行会，经过一段时间的磨合，大约在1230～1240年间‘最后定型’为以意大利人为主

的‘山南大学(行会)’和以非意大利人为主的‘山北大学(行会)’。”[43学生行会会长就是波伦亚真正的校长。

波伦亚学院的基金规模相对较小，但坚持帮助贫困学子解决求学问题。“1267年，阿维尼翁主教佐恩·

腾坎纳乌斯在波伦亚创办了一所小型学院——阿维尼翁学院。学院一共资助8位学者，其中有3位都是来

自阿维尼翁主教座堂的教士。”“1326年，波伦亚执事长吉列尔莫·布雷西亚创建了布雷西亚学院，物理学家

里吉欧的吉多·巴格罗尼则于1362年创办了里吉欧学院。”[51

2．巴黎大学的组织形式。巴黎大学的教师和学生根据他们的原籍和语言方面的亲和性，自然组合成四

个同乡会：法兰西、诺曼底、庇卡底、英格兰——日尔曼同乡会。同乡会是一个独立团体，学监和会长领导着

同乡会，拥有行政和财政权力，某种程度上甚至拥有司法权。在巴黎大学，同乡会的学监任命信使、接受信使

的宣誓，并给信使付费，这些信使在同乡会的成员及其家人间传递信件和财物。中世纪后期，学监也任命首

席信使，承担金融家、银行家、货币兑换者的职责为大学服务。随着民族国家意识的增强，大学国际化式微、

大学问交流的减少，同乡会组织渐渐失去了存在的基础，其教学和行政管理职能为后来的学院取代。

中世纪早期的学院就是学舍，“最早创建学院的人目的仅在于为那些无力支付生活费的穷学生提供食宿

保障。”[6]后来演变成一个自治或半自治的教师和学生学术社团。巴黎大学最早的学院产生于1180年——

一个为来自法国以外的18名贫穷学生免费提供食宿的场所。1257年左右，由法国路易九世的忏悔教士索

邦的罗伯特建立了索邦学院，招收专攻神学的贫困子弟，由于神学长时间内是大学的主要学科，索邦逐渐成

为巴黎大学的代名词。1304年纳瓦尔学院的创立是为接纳七十位左右神学、艺学和修习文法的学生。

(三)管理模式

1．波伦亚大学的管理模式。众所周知，波伦亚大学是“学生大学”的代表。波伦亚大学最初由从事教学

工作的教授负责管理，对学生具有管理权。但是在慕名而来波伦亚学习法律的学生中，有些是有圣俸的教会

牧师，有些是律师，多数学生拥有富足生活，不需要学校保护，不愿放弃论政的权利和在一个城市里生活的公

民权利。他们最终在与教皇和国王的斗争中取得管理学校的权力，学生组成的同乡会内部产生领导人来对

学校进行管理。学生享有自己选举校长，任命教师的权力。中世纪末期，校长被授予特殊的学生教授职务，

受市民资助。尽管在波伦亚，校长由学生担任，但他在大学内的民事司法审判权得到所有大学成员宣誓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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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作为一名校长，他必须保证法令决策的执行和收取对品行不端的成员的罚款。他对向学生出租房屋的

房主收费，对出版书的工匠收费，他对大学成员或者服务人员的审判能否被执行取决于公共权威的认同。

学生依照规定对教师实施严格的管理，他们组织总理事会，颁布大学条例，教授的选聘、学费的数额、学

期的时限、授课内容以及授课的时数等均由学生来决定。

2．巴黎大学的管理模式。巴黎大学以“教师大学”著称，教师的组织拥有权威性地位，课程选择、教师任

用、校长选举及学位要求都由教师决定。

在巴黎大学，校长职务的产生有很大不同。1249年，四个同乡会的领导决定选举一位校长作为文学院

的首领。他的权力最初仅局限于他所属的学院，但因为文学院的学生人数众多，校长从各个学院中收取学

费，逐渐代表整个大学来管理这些钱财，保护大学的法人代表便获得了管理整个机构的权力。但大学校长的

权力遭到神学教授的抵制。13世纪末期，巴黎圣母院的教长只保留了任命文科主考官和颁发许可证的权

力。校长的司法审判权受到限制，章程只赋予他对大学成员和服务人员进行司法审判的权力。他被获准实

施的处罚包括罚款、停职和开除，他审讯的行为包括对旅馆租金的争议、对受大学管理工匠和商人提出控诉，

以及协调教师和学者之间的个人问题。

(四)学位制度

1．波伦亚大学的学位制度。在波伦亚，法律知识是指一些教科书和对其公认的注解知识。因此，听标准

教科书的课和根据教科书内容出题的某种考试，成了取得法学学位的必要条件。“在专心学习五年之后，学

民法的学生可以向校长提出申请，要求允许讲一本律法书中的一章，而在一年后讲授全书。在讲了一门课程

后，不经过任何考试就成为学士。两年后，即在七年的学习结束时，给予申请博士学位的权利。”[71考试前，他

必须在校长面前承诺完成所有法科学业，宣誓服从他，得到校长允许后，由自己的老师或证明其合格的老师

引见，向波伦亚副主教提出许可请求，接着进行个人考试。然后当众出席考试，考试在大教堂里伴随着非常

隆重的仪式举行，标志着允许他进入博士队伍的最后一步，然后从副主教那得到教学特许证，并正式任命为

教师。

2．巴黎大学的学位制度。在巴黎，相似的制度也逐渐发展起来。我们发现一张早在1215年制订的明确

的文科学位的学习课程表。课程表的基础，在形式上是大大修改过的七艺。“如按照亚里士多德的《工具论》

所阐述的逻辑学和波菲里的《导言》则是主要的学科。文法的学习则是狭隘的根据普里先的论文，并没有把

文学包括在内。修辞学和哲学被认为是次要的，只是在节日里阅读。修辞学制定的书，是多纳图斯的《芜杂

的语句》和包伊夏斯的《修辞学概论》。哲学包括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和四门高级学科。随后哲学的范畴

在各个时期被做了修改，明显增加了亚里士多德关于形而上学和自然哲学的著作。这些著作是在13世纪恢

复的，但起初却被当作信仰的危险被禁止了。”[71

13世纪末，课程的各个阶段都要对规定的作业进行考试。学士学位的考生，首先得通过逻辑学教师和

文法教师的辩论来证明自己的能力。然后他出现在由自己的同乡会委任的主考人委员会面前。假如主考委

员们了解到他听指定的讲课已有相当的时间，并且熟悉所学内容，他就进行判断，即看考生是否能阐述一个

论题，并能经受与反对者长达数天的辩论，如果成功通过考验，就被评为学士。之后，他进一步听讲课，并且

本人讲课，进行辩论，再向司法官申请许可，再一次接受口试，也必须讲课和辩论，这一次是在司法官和四个

主考人面前进行。即使现在被批准为硕士，仍须在取得硕士学位的仪式上得到教师的承认。他在得到自己

同乡会的通过和宣誓后，便在评议员教师们面前，以进行一次辩论结束。他头戴硕士帽，就任硕士讲座，正式

成为一名硕士。

三、结语

中世纪大学如同宪政王权、议会代议以及陪审判决等组织制度一样是中世纪最独特的制度之一。查尔

斯·霍默·哈斯金斯在其著作中说：“波伦亚和巴黎创造了现代世界的大学传统，这个传统同属于所有高等

知识机构，无论最老或最新，我们所有学院和大学的人都应感恩并珍惜这段历史。”嘲

然而，中世纪大学仍存在许多不足。“中世纪大学只是为男人的。教师是男的，学生也是男的。有时有

学问的女人住在大学中心作些教学工作，但她们并不被大学组织所承认。 (下转1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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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精英意识”作祟罢了，是因为思想家拥有意识形态的话语权，把自己认可的价值和理想强加给社会，凌

驾于社会。

四、总结

这个世界从质朴到华美，这个城市从花香鸟语到钢筋水泥，这是我们感受到的生活变迁，也是文化的变

迁。只是艺术孤立于生活的认识让我们丢失了审美的心态，而对变迁中的艺术漠然视之。艺术源于生活也

高于生活，脱离生活的艺术没有生命，而脱离艺术的生活更是枯燥，只有将艺术与生活完美结合，才能给消费

者带来高端生活品质的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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