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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丁美洲史話 

 

從飄泊古籍 看兩岸拉美外交  

 
 

                

楊建平1 

致理拉美經貿研究中心研究員 

向  駿2 

致理拉美經貿研究中心主任 

中華戰略學會理事 

 

 

前言 

 

 

 

烏拉圭現任總統穆西卡(José Mujica)節儉成性，且捐出月薪 1,2500 美元的 90%，

因此獲得「最窮總統」的封號。傅建中先生在《中國時報》之「世界最窮的總統」

一文有深入介紹。但本文作者更感興趣的是該文後半部曾寫到:「烏拉圭總讓我想起

兩個人，一是毛澤東在湖南長沙第一師範學校的同學蕭瑜，…另一是愛蘭娜，蕭瑜

的女弟子，寫一手漂亮毛筆字的烏拉圭人，因為她很反共，上世紀六、七 O 年代大

名常出現在台灣的報上，我在雙橡園的酒會上見過此人。」
3本文除將探討蕭瑜和愛

蘭娜的中外師生因緣外，更將追溯國民黨大老李石曾於 1933 年在瑞士成立「中國國

際圖書館」，1951 年隨中國國際圖書館遷址，該批 10 萬冊藏書及珍貴文物遷至烏拉

圭，最後於 1993 年運抵台灣。古籍一甲子之飄泊，實見證中國近代史兩岸的外交變

化。 

 

毛澤東：「你們高陽出了個李石曾」 

據說毛澤東 1958 年 10 月到河北天津考察「大躍進」和人民公社時曾問當時河

                                                 
1楊建平，致理拉美經貿研究中心研究員，感謝作者惠允轉載，著有《尼加拉瓜桑定主義》(臺灣商務

印書館，1990 年)。 
2向  駿，致理技術學院拉丁美洲經貿研究中心主任，中華戰略學會理事，感謝作者惠允轉載。曾主

編《拉丁美洲研究》，(五南書局，2001 年)及《拉丁美洲軍人政權之回顧與前瞻》，(韋伯出版社，

2004 年)。 
3 傅建中，「世界最窮的總統」，《中國時報》，2013 年 1 月 11 日， A30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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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省委秘書長尹哲(1985 年任河北省政協主席)是哪里人氏?尹哲答是河北省高陽縣，

毛澤東說：「你們高陽出了個李石曾」4；毛澤東亦曾對尹哲說：「李石曾先生以前培

養一批法國勤工儉學人才，真是對我們新中國幫助很大，不然新中國之撐不起來」，

此番話表現了毛澤東對李石曾的感謝與尊敬。5 

 

李石曾為中國留學法國第一人，「世界社」及「留法勤工儉學」發起人、故宮博

物院與中法大學創建人，與吳稚暉(敬恆)、張靜江(人傑)、蔡元培(孓民)並稱中國國

民黨「四大元老」，在中國近代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李石曾，生於 1881 年(清光绪 7 年)，河北省高陽縣人，本名李煜瀛，筆名真民、

石僧，晚年自號擴武。出身晚清顯赫官宦之家，大學士李鴻藻的五公子，李鴻藻為

咸豐朝進士，曾任同治、光緒二帝太傅。當過禮部、刑部、吏部、兵部各部尚書和

軍機大臣；諡文正。李石曾三歲時曾隨其父入宮覲見慈禧太后，慈禧見他跪拜進退

行禮如儀，摸其頭誇獎「此子將來定成大器」。6李石曾被光緒皇帝賞賜戶部郎中、

道尹、鹽運使等官銜，惟一生未穿清服，且於 1906 年加入同盟會，為推翻滿清革命

工作貢獻心力，高風亮節，令人敬佩。 

 

李石曾推動之「留法勤工儉學」，無論在中國的政治、科技、教育、文化等領域，

皆造就眾多傑出人才。從 1919 年 3 月至 1921 年 1 月，中國共約有 20 批 1,549 個勤

工儉學生到法國，第一批 89 個學生於 1919 年 3 月 17 日由上海動身赴赴法，最後一

批 144 個學生於 1921 年 1 月 20 日到達馬賽。7中共第二代最高領導人鄧小平、中共

1949 年建政後擔任總理至 1976 年過世之周恩來、十大元帥中之陳毅及聶榮臻、與

毛澤東一起成立「新民學會」之蕭瑜(子升)及蔡和森、革命烈士王若飛、中共主要

創黨人之一李立三，以及中國青年黨主席李璜、原共產黨員後成為國民黨宣揚三民

主義健將之任卓宣等，兩岸在中國近代史上近百名人，均受惠於「留法勤工儉學」。 

 
李石曾（1881.0529－1973.0930）中國留法第一人 

                                                 
4 張哲蓀、張晶，高陽出了個李石曾，文史精華，2010 年，第 1 期(總第 236 期)，頁 43。 
5 殷之俊，毛澤東感謝李石曾， 世紀，2007 年，第 4 期，頁 40。  
6 楊愷齡，民國李石曾先生煜瀛年譜 (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民國 69 年)，頁 7。 
7 巴斯蒂(M. Basid-Bruguiere)著，陳三井譯，李石曾與中法文化關係，近代中國，民國 87 年，第 126

期，頁 173。 

TAO 

http://www.google.com.tw/imgres?imgurl=http://a2.att.hudong.com/40/09/01300000943300130200092492911.jpg&imgrefurl=http://tupian.baike.com/a2_40_09_01300000943300130200092492911_jpg.html&h=410&w=290&sz=16&tbnid=10TyeWmRhfLIXM:&tbnh=90&tbnw=64&prev=/search?q=%E6%9D%8E%E7%9F%B3%E6%9B%BE&tbm=isch&tbo=u&zoom=1&q=%E6%9D%8E%E7%9F%B3%E6%9B%BE&usg=__7ALp-XOsWTKjC2Gar5V3Ql7HedE=&docid=tTgZenL6lodJPM&hl=zh-TW&sa=X&ei=yAj9UIWHHcbqkgXUooGAAg&ved=0CEoQ9QEwBA&dur=4516


拉丁美洲經貿季刊第 14 期 

Revista Trimestral de Estudios Economía Latinoamericanos N°14 

The Quarterly of Latin American Economy and Trade N°14                               28 頁 

    1902 年，清廷駐法公使孫寶琦出使法國，時年 22 歲之李石曾以「欽差大臣」

隨員身份隨行赴法留學，張靜江亦以相同身份同行。李石曾抵法後欲學習軍事，後

改習農科，在 1903 年至 1906 年 8 月在法國蒙達集 (Montargis)農業實用學校(Ecole 

Pratique d’ Agricultule )學習農業 3 年，以第 4 名成績畢業。之後進入巴黎巴斯德學

院(Institut Pasteur)研習生物化學，以科學方法研究大豆之功用。 

 

   李石曾以法文發表「大豆，其栽培和營養、治療、農業及工業用途」(Le soja, sa 

culture, ses usages alimentaires, therapeutiques, agricoles et industriels)一書，是中國人最早

在法國發表學術論文者，引起西方人對豆製品的興趣。當時法國牛奶供應短缺，他

設法將豆腐介紹到西方，1909 年在巴黎西北郊區哥倫布(Columbes) 創設豆腐工廠，

從家鄉招募工人，以機器新法製豆腐。1909 年 6 月，國父孫中山先生至巴黎，曾參

觀豆腐公司。孫中山先生於「孫文學說」第四章知易行難中，述及「吾友李石曾…

李君設立豆腐製造所於法京，此巴黎豆腐公司之所由起也」。 

 

    李石曾立志不做官，1912 年民國成立後，國父孫中山先生就任臨時大總統於南

京，有意藉助李時曾在法國之人脈關係，任命李石曾為駐法公使，但因李堅持不接

受乃罷議。李石曾並發起「進德會」，即「八不會」
8；提倡「不官主義」，聲明「吾

為革命而來，非為加入政府而來」，
9且終生恪守不移。 

 

 
巴黎中國豆腐工廠 

「世界社」 

    李石曾 1902 年赴法留學前，與張靜江有成立「世界旅行團」之構想，此即為李

石曾廣義「世界社」之前身。「世界社」正式成立於 1906 年，由李石曾與張靜江及

在英國倫敦之吳稚暉共同發起，籌備發行「新世紀」周刊，由張靜江負責經費，吳

稚暉負責編排，李石曾、蔡元培(在德國柏林)、褚民誼等供給文稿。「世界社」以「傳

布正當之人道，介紹真理之科學」為宗旨，採「書報、研究、留學、傳布」為方法，

社址設於巴黎，並推廣至上海；國民政府遷台後，世界社總部社址之遷徙亦歷經台

北之武昌街、中華路、溫州街，中華路並為世界社聯合辦事處。 

                                                 
8 「八不」為不狎邪、不賭博、不置妾、不做官吏、不作議員、不吸煙、不飲酒、不食肉。 
9 上海革命週報社編，李石曾最新革命論著初刊 (上海：革命週報社, 1928)，頁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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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社三位創辦人(右起)李石曾、張靜江、吳稚暉 

 

     1907 年 6 月 20 日「新世紀」創刊，同時發行大型「世界畫報」。「新世紀」6

月發刊後，清廷外務部 10 月電令駐法公使查禁發行，但「新世紀」仍繼續出版，至

1910 年 5 月 21 日第 121 期出版後，終因虧損太多，與世界畫報同時停刊。 

 

    李石曾一生中所辦事業均歸屬於「世界社」，在其「石僧筆記」中，李石曾自述

世界社之各項事業區分為：著述與出版、學術與研究、教育與文化事業、社會與經

濟四大類。僅教育與文化事業一項，即涵蓋國外之留學運動如「儉學會」、「勤工儉

學會」、「海外大學」等；國內外之「中法大學」、「稚暉大學」等；國內之各項教育

文化機關：如上海之「世界學校」、「圖書學校」，北平與郊外之「孔德學校」、「法文

專修館」、「戲曲學校」、「西山學校」、「溫泉學校」，及 70 所農村小學等。其他如學

會、研究會…圖書館、重文館(文藝與文獻)等。10 

 

    1931 年「九一八事變」日本占領東三省後，李石曾為使國際社會關注日本隊中

國的侵略行為，在巴黎成立中國第一個海外通訊社，名為「世界中國學會」，簡稱「世

界電訊社」，法文名稱 Agence Chikiai；與法國通訊社 Agence Havas 簽訂交換電訊傳

播，並與國際聯盟新聞處聯繫，以報導我政府立場，呼籲世界與論為道義聲援。11此

段歷史中共光明日報於 2005 年 9 月 23 日以「李石曾：為抗戰活躍於於國際舞台」

為題加以報導。12 

 

  李石曾成立諸多以「世界」為名之國際性社團及事業，如「世界社團國際聯合

會」，曾在北京、紐約、烏拉圭首都(孟都)、巴黎舉行大會。其中 1942 年之紐約大

會在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舉行，美國羅斯福總統夫人以個人身分擔任大會主席之一；

1951 年孟都及 1952 年巴黎大會均在國民政府甫遷台不久，對聯繫國際友人助益甚

大。另有「世界文化合作中國協會」、「世界素食同志聯合會」、「世界互助旅行團」

等。 

 

    在台灣與「世界」為名之事業有關聯者為「世界書局」， 1921 年成立之世界書

局於 1946 年改組，由李石曾擔任總經理，創辦世界月刊。1949 年成立世界書局台

北分公司於重慶南路 1 段 99 號，1950 年 12 月世界書局董事會在香港召開，通過將

                                                 
10 中國國民黨黨史會，李石曾先生文集(下) (臺北：中國國民黨黨史會，民國 69 年)，頁 37-41。 
11 楊愷齡，民國李石曾先生煜瀛年譜，頁 81。 
12 光明日報，2005 年 9 月 23 日，9 版，光明網。

<http://www.gmw.cn/01gmrb/2005-09/23/content_30876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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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公司遷移台灣，改稱台灣世界書局。另 1956 年在台北成立於之「世界新聞高級職

業學校」(即後之「世界新聞專科學校」、現在之「世界新聞大學」)，創辦人成舍我

為李石曾任北平大學校長時之秘書長。李石曾於 1966 年 3 月將所持世界書局大部分

股票讓與成舍我及其創辦之私立世界新聞專科學校，成舍我因而當選為世界書局董

事，並經李石曾推舉為董事長。13 

 

「儉學會」、「勤工儉學會」至「留法勤工儉學會」 

 

    1912 年 4 月，李石曾和吳稚暉、蔡元培、汪精衛、張繼等人在北京成立「儉學

會」；11 月 24 日，留法儉學會資助的第一班 30 餘名學生啟程經西伯利亞赴法國；

1913 年 1 月抵法後，經李石曾安排進入巴黎南郊蒙達集學院就讀。「二次革命」失

敗後，國民黨重要幹部紛紛出國避難，李石曾及汪精衛避往法國，吳稚暉及蔡元培

則分赴英國及德國。 

 

    1914 年 7 月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後，德國攻陷法國北部，法國政府遷都波鐸

(Bordeaux)，留法中國學生亦紛紛南遷，且國內匯款未到，群起恐慌。李石曾與蔡元

培、汪精衛等組織留法西南維持會，接濟未收到匯款之學生度過難關。14 

 

    1915 年 6 月，李石曾和吳稚暉等發起「勤工儉學會」，號召留學生「勤於工作，

儉以求學」，推動半工半讀來維持生活和學業。與法國熱心教育者巴黎大學教授班樂

衛(Paul Painleve, 1863-1933，曾任法國總理)、穆岱(Marius Moutet)等人以及蔡元培、

吳稚暉等分別在里昂、北京等地設立分社，為國內青年赴法留學作好準備，「留法勤

工儉學運動」從此開始。 

 

    1916 年 3 月，李石曾在巴黎聯繫法國各界知名人士，發起成立「法華教育會」，

蔡元培為中國會長，李石曾任副會長；巴黎著名教授歐樂(Aulard)任法國會長，里昂

市國會議員穆岱為副會長，里昂市長赫里歐(Edouard Herriot, 1872- 1957，曾任國會議

長)任理事長。 

 

    1917 年 1 月，蔡元培返國就任北京大學校長，李石曾應蔡元培之邀回國担任北

大哲學系擔任生物學及社會學教授，教書之餘繼續為赴法勤工儉學奔走，在家鄉河

北省高陽縣設立勤工儉學預備班，名為「留法工藝學校」；亦在保定育德中學附設留

法高等預備班。1918 年，北京成立法文專修館。 

 

    由於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法國壯丁全被徵調，後方需用人力甚多，外國學生

在法易覓工作。1919 年 1 月，李石曾與吳稚暉發起組織「留法勤工儉學會」，學生

先去做工，再以所得報酬求學；或一面做工，一面求學。留法勤工儉學運動形成全

國規模的熱潮。 

                                                 
13 楊愷齡，民國李石曾先生煜瀛年譜，頁 148。 
14 楊愷齡，民國李石曾先生煜瀛年譜，頁 2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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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9 年 5 月第一批勤工儉學生約 90 人由上海經英國抵法，1920 年一年中到法

國之勤工儉學生逾 1 千人，1921 年初留法勤工儉學生總數達約兩千人，而當時許多

法國工廠關閉，不易覓工作，發生工學兩難問題。1921 年 1 月經蔡元培赴法國調查

勤工儉學生情形後，教育部發布停送勤工儉學生公告，最後一批到法國的勤工儉學

生約在 1921 年 2 月。 

 

 
1913 年 5 月 30 日第二批留法儉學會學生赴法前合影，三排右二為李石曾。 

 
 
中國共產黨與留法勤工儉學 

 

    中國共產黨與留法勤工儉學之關係，源於 1918 年 4 月，蕭瑜與毛澤東、蔡和森

等在湖南發起成立之「新民學會」，蕭瑜任總幹事，毛澤東為幹事。新民學會先後

共組織 360 多人赴法，包括 1919 年赴法的蕭瑜兄弟與蔡和森，湖南成為全中國赴法

勤工儉學人數最多的兩省之一(另一為四川)。留法勤工儉學運動對馬克思主義在中

國的傳播，和中共建黨建團活動產生了重要影響。15 

 

    蕭瑜(1894.8.22－1976.11.21)，又名子昇，字旭東，湖南湘鄉蕭家沖人，湖南第

一師範學校高材生，湖南地區赴法勤工儉學的主要策動者之一。蕭瑜曾任由蔡元培

和李石曾分別擔任會長及副會長之「法華教育會」秘書，在全國性勤工儉學運動中

亦扮演重要角色。 

 

    1920 年 7 月 6 日至 10 日，赴法國新民學會會員在蒙達集召開會議，决定學會

方針為「改造中國與世界」。討論改造方法時出現兩種對立主張；蔡和森等主張「激

烈的革命」—「組織共產黨，使無產階級專政」，蕭瑜則主張「溫和的革命」—以

教育為工具的革命，採用無政府主義的普魯東式的方法。會後，爭論各方均寫信給

毛澤東，毛澤東在 12 月 1 日回信指出：對蔡和森改造方法的主張「表示深切的贊同」。
16 

                                                 
15 新民學會成員留法勤工儉學，先鋒潮網站。

<http://www.xfc.gov.cn/html/xmxh/lshm/2008-4/10/10_38_37_23.html> 
16 新民學會赴法會員召開蒙達尼會議，風華正茂的歲月—紀念新民學會成立九十周年，先鋒潮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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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民學會會員於法國(前排中間為蕭瑜) 

 

    1921 年 3 月，周恩來等人在巴黎成立中共第一個共產主義小組，周恩來擔任書

記，領導 1920 年成立之社會主義青年團；1922 年 7 月，與上海中共取得聯繫後，易

名為「中共旅歐總部」，同時成立旅法支部、旅德與旅比利時支部，並出版由鄧小平

負責之「少年報」和「赤光」油印中文小刊物，宣傳馬克思主義。 

 

    1921 年間，社會主義青年團發動數次鬥爭事件：攻打巴黎的中國留法學生會館

(1 月)、聚眾至中國駐法公使館抗議(2 月)、大鬧里昂學生宿舍(9 月)。但是大鬧里昂

學生宿舍事件，却最终導致包括李立三、陳毅等约 30 名社會主義青年團成員在内的

105 名中國留學生，在當年 10 月底被遣返回國，周恩來因坐鎮巴黎指揮而免去這一

劫(周於 1924 年回國)。 

 
1924 年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旅歐支部部分成員在巴黎合影 

前排左 4 周恩來、後排右 3 鄧小平 

 

毛澤東與蕭瑜之友誼 

 

    蕭瑜與毛澤東為同鄉，比毛澤東小一歲，在湖南第一師範（1911-1915）比毛澤

東高三屆，兩人感情深厚，據說毛澤東曾幫蕭瑜取個「蕭菩薩」綽號，蕭瑜的弟弟

                                                                                                                                                 
<http://www.xfc.gov.cn/html/xmxh/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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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名詩人蕭三，為毛澤東於東山學堂、湖南第一師範同學與好友。蕭瑜、毛澤東、

蔡和森三人在湖南第一師範為楊昌濟老師得意弟子，號稱「湘江三友」，毛澤東夫

人楊開慧即為楊昌濟之女。 

 

    蕭瑜在 1924 年自法國回國後，先後任國民黨北平市黨務指導委員、「民報」總

編輯、中法大學教授、北京大學委員兼農學院院長、華北大學校長等職。1927 年，

國民黨實施清黨，國共雙方鬧翻後，蕭瑜和毛澤東就此中斷來往。之後，毛澤東成

為中共主要領導人物，而蕭瑜則在國民政府任農礦部次長(1928 年)等職。由毛澤東

及蕭瑜對新民學會之不同主張，即可瞭解當年分道揚鑣之緣由，但 1930 年 10 月楊

開慧在長沙被捕，蕭瑜曾想辦法營救但未成功。 

 

    繼 2007 年大陸長沙電視台與湖南電視台聯合以毛澤東在湖南第一師範五年半

讀書生涯為主要背景而製作之 23 集「恰同學少年」電視連續劇後，中央電視台為慶

祝中共成立 90 周年，於 2011 年推出「中國 1921」32 集電視劇，兩劇中在敘述中國

共産黨建立的歷程中，對毛澤東及蕭瑜間友誼均有詳細描述，將蕭瑜描述為民國初

期的英俊著名才子。 

 

「中國 1921」前 7 集敘述 1918 年 8 月毛澤東與 25 個「新民學會」成員，離長沙赴

北京和蕭瑜等人會合，拜訪在北京大學任教之前湖南第一師範楊昌濟老師。楊昌濟

經北大校長蔡元培協助聯絡，毛澤東一行與「華法教育會」會長李石曾會面(蕭瑜因

此機會受李石曾賞識而被挑選為該會秘書，之後李石曾擔任北平大學校長時，蕭瑜

曾任代理秘書長)，至毛澤東和蔡和森於上海碼頭送别蕭瑜先赴法國之歷史。劇中描

述毛澤東本亦欲赴法國參加勤工儉學，但為照顧生病母親終未成行；亦對蕭瑜的思

想和毛澤東等人産生很大分歧，有多場激烈論戲。17但認為「兩人雖然因為治國理念

不同各自堅持自己立場而分開，但仍然是患難見真心的好兄弟，相互之間情誼不會

改變」
18。「毛澤東早期文稿」中收錄 1915 年 8 月 3 日至 1916 年 7 月 25 日間，蕭瑜

從湖南第一師範畢業後，毛澤東寫給蕭瑜的 12 封信，信中顯見兩人感情深厚。19 

 
「恰同學少年」中蕭瑜劇照 

 

                                                 
17「中國 1921」，百度百科。<http://baike.baidu.com/view/5139253.htm> 
18「中國 1921」熱播 王仁君谷智鑫戲裏戲外哥倆好，2011 年 05 月 30 日，新華網。

<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ent/2011-05/30/c_121473522.htm> 
19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湖南省委「毛澤東早期文稿」編輯組編，毛澤東早期文稿(1912.6-1920.11) (長

沙：湖南出版社，1990 年 7 月)，頁 16-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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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9 年蕭瑜在國外出版「我和毛澤東行乞記」(毛澤東青年時代)一書，描寫他

青年時代與毛澤東倆人一文不名而徒步旅行湖南長沙、寧鄉、安化、益陽、沅江五

縣考察農民運動的往事的經歷：「1916 年暑假，蕭瑜臨時起意，決定以行乞的方式

到各地基層體驗生活。這項空前的作法引來毛澤東的高度興趣，兩人遂結伴而行」。

關於蕭瑜所述兩人結伴旅行之經過，毛澤東在斯諾(Edgar Snow)「西行漫記」中曾予

證實：「第二年夏天，我開始在湖南省徒步旅行，走過五個縣。一個叫蕭瑜的學生

陪我旅行，我們走過了五個縣」；文中還提及：「和我一起旅行的蕭瑜這個傢伙，後

來在南京成了易培基手下的一個國民黨官吏了，而易培基那時是湖南師範學院的校

長。他在南京當了高官以後，就派蕭瑜去當北京故宮博物院的堅守。蕭賣了博物院

裡一些最有價值的寶物，而於 1934 年捲款潛逃」20。 

 

   由於 1934 年 10 月 13 日，江寧地方法院以侵占、偽造、背信、妨礙公務等罪名

起訴易培基等 9 人，蕭瑜亦在名單內；10 月 24 日及 29 日之「大公報」及「申報」，

分以「曾任農礦次長、平大農學院長兼差顯赫一時的蕭瑜夫婦，竟有盜運古物百箱，

在法境馬賽被扣之說」、「前農礦次長蕭瑜夫婦私運古物十箱，被法海關發覺扣留」。
21由於毛澤東自述青年知己因盜賣故宫文物而流亡海外，而「西行漫記」一書風行出

版，使蕭瑜對「故宮盜寶案」視為終身遺恨，於 1957 年 8 月立下遺囑，表明對所謂

故宮盜寶案要徹底昭白天下的強烈願望。 

 

    1999 年 11 月 29 日，中共光明日報以「故宮盜寶案真相」為題，報導「解放後

人民政府對上述盜寶案做了甄別，並已確認是一場冤案」；此後大陸期刊多次以此為

題，為蕭瑜澄清真相，認為「1932 年 8 月製造、粉墨登場，1948 年 1 月草草收場，

喧騰一時，轟動中外所謂故宮盜寶案是一樁子虛烏有的冤案，是中華民國的一大政

治醜聞」。22 

 

    蕭瑜生前留下死後與夫人骨灰歸葬湖南湘鄉祖墳之遺囑，1994 年 11 月 11 日，

蕭瑜百年冥誕之時，終得所願骨灰歸葬故里。
23 

 

                                                 
20 Edgar Snow 著，陳雲譯，西行漫記 (出版地不詳 : 出版者不詳)，頁 142。 
21 楊濤，「故宮盜寶案」中的蕭子升，文史春秋，2009 年第 6 期，頁 62。 
22 劉立勇、朱與墨，故宮盜寶案真相及易、蕭蒙冤之白，湖南省社會主義學院學報，2008 年第 4 期，

頁 35-37。 
23 王業、劉韵桐，誰盜走了故宮的珍寶?——一件遲到了 17 年的平反案真相，世紀，2002 年，第 5

期，頁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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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法大學 

 

    1920 年初，李石曾返國與蔡元培、吳敬恆，將原設在北平碧雲寺之「法文預備

學校」擴大為中法大學，蔡元培及李石曾先後出任校長。1925 年中、法兩國政府達

成「拋棄法國庚子賠款餘額協定」，在北京設立中法教育基金委員會，李石曾任該委

員會中國代表團主席(蕭瑜兼駐會秘書及中國代表團幹事)；北京中法大學得中法教

育基金委員會之助，在北京城內購地建新校舍。 

 

    中法大學設「孔德學院」（社會科學院，以法哲學家 Comte 命名）、「服爾德學

院」（文學院，以法文學家 Voltaire 伏爾泰命名）、「居禮學院」（理學院，以法物理

學家 Curie 夫人命名）、「陸莫克學院」(生物研究所，以法生物學家 Lamarck 命名)，

後改為文、理、醫三個學院，孔德學院則照舊；醫學院僅設預科，畢業後送法國里

昂中法大學，再轉入里昂大學醫學院就讀。中法大學並與北平研究院合作，設立鐳

學研究所與藥物研究所，另在上海設中法大學藥學專修科。24 

 

    中法大學以法文為第一外國語，並附設等中學、小學、農場及療養院(如孔德學

校、溫泉中學、西山中學)。l926 年「三一八慘案」發生後，段祺瑞以「假借共產主

義，嘯聚群眾、率暴徒闖襲國務院」為名，下令通緝李大釗、李石曾、易培基等人，

李石曾避居東交民巷法國醫院。另中共元帥陳毅曾於北平中法大學就讀近一年。  

 
北平中法大學 

 
    1920 年冬，蔡元培、李石曾得到孫中山和廣州政府經濟支持，與法國里昂市長

赫禮歐，商議合作設立里昂中法大學協會，即里昂中法大學的董事會；中國會長為

蔡元培，法國會長為雷賓(Le’pine)教授。1921 年成立里昂中法大學，簡稱里大，乃

中法大學之海外部，北平中法大學各學院畢業生前五名滿 75 分以上者送里大深造。

1921 年吳稚暉親自率領由北京、上海、廣州招考錄取之第一批 127 名學生，於 9 月

                                                 
24 1949 年中共建政後，中法大學改稱為「國立北京中法大學」1950 年與華北大學工學院合併，1988

年華北大學工學院改名為北京理工大學；另中法大學醫學院與北京大學醫學院合併；文史系、法

國文學系，併入北京大學文學院；經濟系、生物系併入南開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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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日抵達里昂入學。自 1924 年後，中法庚子賠款部分資金開始資助該校。第二次

世界大戰德軍占領法國期間，里大曾改作軍用醫院，至 1947 年始收回，因無經費陷

於停頓。 

 

     里昂中法大學為中國培養許多優秀人才，1921 至 1947 年里大學生人數每年平

均 80 至 130 人，除戰時 5 年外，每年平均有 15 至 20 名學生畢業。25 25 年歷史中，

官方登記在冊共計有 473 名學生。中國學生有 131 人獲得博士學位，60 人獲得工程

師文憑。學成歸國後成為中國科學、教育、文化、藝術中堅。里大情形特殊，恐為

中國教育史中僅有之一例。26 

 

故宮博物院、中央研究院及北平研究院之成立 

 

    1924 年 10 月，馮玉祥發動「北京政變」，11 月取消溥儀帝號並逐出紫禁城。李

石曾建議成立「清室古物保管委員會」及「清宮善後委員會」，均由李石曾任委員長。

l925 年 9 月，「清宮善後委員會」制定「故宮博物院臨時組織大綱」及「臨時董事會

組織章程」；並於 l925 年 10 月 10 日正式成立國立故宮博物院，李石曾任院長。l931

年 918 事變後，故宮文物奉命南運上海，共裝 1 萬 3 千 4 百 91 箱，其他附運文物亦

有 6 千 64 箱，
27 使故宮珍貴文物得以保留至今。 

 

 
李石曾所題「故宮博物院」匾額 

 

    1927 年 4 月，國民政府中央政治會議第 74 次會議在南京舉行，李石曾提出設

立中央研究院案，會議決議推選李石曾、蔡元培、張靜江等人共同起草「中研院組

織法」；5 月成立中研院籌備處，1928 年中央研究院成立。 

 

    1928 年 9 月，李石曾出任三個(江蘇、浙江、北平)試行仿法國大學區制度「北

                                                 
25 陳紀瀅，一代振奇人---李石曾傳 (臺北：近代中國出版社，民國 71 年)，頁 172。 
26 陳紀瀅，一代振奇人---李石曾傳，頁 185-196。 
27 陳紀瀅，一代振奇人---李石曾傳，頁 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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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大學區」之「國立北平大學」28校長，但因困難重重及各方強烈反對，「北平大學

區」於 1929 年 7 月宣告結束；8 月，行政院會議通過設立國立北平研究院，聘李石

曾任院長；國立北平研究院於 9 月正式成立，並且維持長達 20 年之久。29 

 

    李石曾 1973 年於台北逝世前，將其在烏拉圭與中國國民黨有關之手蹟文獻，暨

平日鑑賞之書畫捐贈中國國民黨，經我駐烏拉圭大使館運回台灣，送交中國國民黨

處理。1976 年任職中國國民黨黨史會主委之秦孝儀，建議將部分書畫歸藏故宮博物

院。1983 年秦孝儀出任故宮博物院院長，故宮博物院將李石曾書畫計 31 類編錄成

冊，並於 1986 年出版「李石曾先生遺贈書畫展目錄」。30 

 

李石曾與國民黨 

 

    1906 年 8 月李石曾經張靜江介紹，加入同盟會巴黎分會；1907 年 6 月至 1910

年 5 月期間，在巴黎發行「新世紀」、「世界畫報」等刊物，為海外支持孫中山先生

革命最重要刊物之一。1910 年 12 月，李石曾並曾在巴黎接待孫中山先生於世界社

小住。1911 年夏，李石曾回國參加辛亥革命，在天津創立京津同盟會，任副會長(會

長為汪精衛)，並創刊「民意報」，在北方宣傳和組織革命。 

 

    1924 年 1 月，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廣州召開，李石曾和吳稚晖當

選為中央監察委員，之後李石曾連任第二至第六屆中央監察委員，以及第七至第十

屆中央評議委員，並任評議委員會主席團主席。1926 年，張靜江和蔡元培也入選監

委。李、吳、張、蔡四人因關系密切，並稱「國民黨四大元老」。 

 

    1927 年 4 月 2 日，李石曾參加通過清黨決議之國民黨中監委會議，並與吳稚暉

聯名通電呼籲「護黨救國」。抗戰期間，李石曾倡設「國際反侵略總會」，奔走各國，

冀聯合國際力量，阻止日本暴橫肆虐。 

 

    1940 年 3 月，汪精衛在南京成立偽政權，積極謀求國際社會承認，11 月 29 日，

日本正式承認汪偽組織並發表共同宣言。美、英兩國雖聲明不承認汪偽政權，但日

本用極大政治力量運動法國，促其承認汪偽政權(6 月間，法國已接受日本要求，封

閉滇越鐵路，切斷中越運輸線)。法國政府承認汪偽政權已如箭在弦，駐法大使顧維

鈞亦感棘手；1941 年 7 月 1 日，德國和義大利宣布承認汪偽政權。政府認為情勢迫

切，蔣委員長電召李石曾由香港至重慶共商機宜，李石曾立即搭機赴法，藉其與法

國政要多年友誼，最終扭轉法國不予承認汪偽政權。31 

 

  1948 年李石曾被聘為總統府資政。1949 年後，李石曾夫婦在烏拉圭孟都暫居，

                                                 
28 國立北平大學由合併包括北京大學在內之 9 個學校以及天津國民北洋大學而成，此因北京大學學

生欲保留歷史上之特性，反對成為北平大學之北京學院，並派代表至南京向政府請願。 
29 陶英惠，國立北平研究院初探，近代中國，第 16 期，民國 69 年 4 月，頁 90-91。 
30 國立故宮博物院編輯委員會，李石曾先生遺贈書畫展目錄 (臺北：故宮博物院，民國 75 年)。 
31 楊愷齡，民國李石曾先生煜瀛年譜，頁 90-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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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返於台北與烏拉圭孟都之間。1954 年 2 月 1 日林夫人病逝烏拉圭後，李石曾 1956

年自烏拉圭返抵臺北定居。1957 年 7 月，經在臺灣的河北高陽另一名人齊如山居中

介紹，以 77 歲高齡與田寶田女士結婚。1973 年 9 月 30 日在台北過世，享年 93 歲，

葬於臺北陽明山。 

 

 
李石曾與夫人田寶田(1958) 

 

中國國際圖書館 

 

    1932 年 9 月，李石曾出席瑞士日內瓦國際聯盟之文化合作年會，並發表「東西

文化有關問題」演講，當時有籌設「中國國際圖書館」之計畫。中國國際圖書館以

「介紹中國數千年之文化於世界，使各國多數人士對中國有真確之認識，並以中國

出版物之材料，供國際機關諮詢之用及溝通中西文化為宗旨」，1933 年 7 月 1 日在

日內瓦國際聯盟會址成立。圖書來源以李石曾家藏圖書珍本為基礎，加上各方熱烈

捐助；至 1934 年夏，館藏中文圖書約 10 萬餘冊，西文圖書約 1 萬餘冊，雜誌報紙

千餘種，儼然成為歐洲的漢學研究重鎮。
32 

 

    中國國際圖書館藏書分為三部份：(一)、中國重要書籍，如佩文韻府、太平御

覽及全套古今圖書集成；(二)、西文重要書籍，如英、法文百科全書，及德文、義

大利文書籍；(三)、與中國有關之西文書籍，自馬可波羅遊記至近代各國中國通著

作。此外，尚有當時重要日報(如上海申報)裝訂成冊。中國國際圖書館成立時，經

費充裕，館舍甚大，書報甚豐，館中職員及練習生多至二三十人，日內瓦遊覽指南

小冊亦將中國國際圖書館列為參觀景點。
33
 

                                                 
32 黃淵泉，中國國際圖書館六十年簡史，國立中央圖書館館訊，第 16 卷第 3 期，民國 83 年 8 月，

頁 15。 
33 蕭瑜，李石老與中國國際圖書館，藝文誌，第 118 期，民國 64 年 7 月，頁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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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內瓦中國國際圖書館 

 

    1949 年大陸變色後，瑞士即準備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建交後中國國際圖書

館所藏圖書將會被中國政府接收。當時李石曾自香港搭輪船轉赴南美巴西，擬集體

赴巴西做大規模之農業開墾，同輪遇烏拉圭孟都(Montevideo)大學教授何篤修博士，

相談甚歡，相約在烏拉圭登岸，與烏拉圭政府教育當局商談，將在日內瓦之中國國

際圖書館遷移至孟都事宜，頗受歡迎，允補助遷移費用兩萬美元。 

 

 
烏拉圭大學教授聯合國代表何篤修伉儷(左二、左三)拜會考試院長孫科(左一) 

     

 1951 年，瑞士日內瓦中國國際圖書館藏書陸續裝箱啟運，總計搬運 456 箱，中

國古版線裝書進 3 千部 5 萬冊，中西文普通圖書約 6 萬冊、雜誌 300 餘種，其他瓷

器、銅器、刺繡、中國書畫、中國樂器、平劇臉譜、戲服、家具等；34館長蕭瑜亦移

居烏拉圭孟都。中國國際圖書館在烏拉圭復館，李石曾並在當地中國茶樓舉行世界

社團大會。1954 年 2 月，中國國際圖書館在烏拉圭國家圖書館二樓特闢之中國廳開

館，典禮由李石曾親自主持。 

 

    李石曾夫婦孟都居所稱「李林書屋」，藏書室稱「重文館」，「世界社」總辦公處

亦遷設孟都。1953 年 10 月 31 日，吳稚暉辭世，李石曾在烏拉圭擇定 1954 年 2 月

28 日至 4 月 1 日為吳稚暉先生紀念月，在重文館舉辦吳稚暉先生文獻展、紀念月演

講會，中國國民黨孟都支部舉行追悼會等紀念活動。 

                                                 
34 黃淵泉，中國國際圖書館六十年簡史，國立中央圖書館館訊，第 16 卷第 3 期，民國 83 年 8 月，

頁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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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3 年我駐烏拉圭大使夏功權要求國內派員整理中國國際圖書館圖書，中

央圖書館派兩人赴烏拉圭，花半年時間將十餘萬本書（包括五萬本的線裝書）編目，

1983 年出版「中國國際圖書館中國舊籍目錄」。1988 年，我和烏拉圭斷交，烏拉圭

政府同意我將該批書運回臺灣。1992 年，我駐烏拉圭代表處再度要求中央圖書館派

員赴烏拉圭將書籍整理裝箱。1993 年 9 月 23 日，三大貨櫃烏拉圭中國國際圖書館

約十萬冊入藏中央圖書館，1994 年 5 月 19 日開放閱覽；此為中央圖書館在臺灣復

館以來最大一次入藏圖書。 

 

愛蘭娜 獻身中華文化終不悔 

 

 1953 年 6 月 19 日蕭瑜夫婦押運上述書籍抵達烏拉圭，愛蘭娜(Elena Ramirez)見

當地媒體報導後，於同月 25 日初次拜訪蕭瑜夫婦，並立即要求教授中國相關課程。

蕭夫人凌孝隱女士教導愛蘭娜中國繪畫三四個月後，雖抱病近四年但仍持續教學，

包括梅、蘭、竹、菊等，蕭夫人 1957 年 5 月 21 日過世後，由蕭瑜親自教授愛蘭娜

書畫多年，包括柳、松、牡丹、荷花，乃至成幅山水，書法中愛蘭娜尤愛小篆。愛

蘭娜因學習中國書畫頗有成就，曾被讚為「郎世寧第二」。張大千曾表示，「西洋人

擅中國繪畫者，早已有之，能作中國書法者，以我為初見。」其中我字指的是愛蘭

娜。
35 

 

 更難能可貴的是愛蘭娜父親哈美侯先生(Humberto Ramirez)以畢生積蓄加上變賣

部分房產在孟都市中心購屋，並於 1966 年 11 月 12 日正式成立「孟都中山學院」 

(Acadmia Artigas-Sun Yat-Sen)，蔣中正曾贈「慕義嚮道」匾額。 

 

兩度訪臺灣結善緣 

 

 1968 年 12 月 26 日愛蘭娜初抵松山機場時她曾告訴記者：「我來臺灣，不是遊

歷，而是回到我精神領域上的老家。我要認識我的老家，拜見我的家長，會晤我的

家人」。首度訪問到 1969 年 7 月 6 日方離台。 

 
1969 年 7 月 6 日愛蓮娜離台機場 

 

                                                 
35

 愛蘭娜，「論中國之書法」，今日中國，第 18 期，民 61 年 10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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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愛蘭娜首度訪台有兩件事對她日後的「反共」事業有相當的鼓舞作用，其一是

拜見義母任培道，其二是成為中國國民黨員。任培道(1895～1988)，字振余，湖南省

汨羅市弼時鎮人，曾參加毛澤東與蕭瑜發起之「新民學會」。1916 年畢業於北京師

範大學，獲美國堪薩斯大學教育學院碩士及伊利諾大學心理學碩士。早年曾任國民

黨天津市黨務指導委員會常務委員，抗戰期間及戰後曾任中央婦女運動指導委員會

委員(1938-1945)、國民黨中央黨部政訓設計委員。任培道是蕭瑜夫人凌孝隱女士民

國初年在湖南革命的老同志。 

 

 任培道在「偕愛蘭娜金門行」一文中，對愛蘭娜有如下之描述：「蘭慧敏絕倫，

好問，喜深思明辨；頻以見聞就詢，均不厭詳為解答。渠素以義母稱余，曾屢卻，

而又不忍拂抑其意。第思年逾古稀，洎憲身革命，憂患備嘗，茲獲結識此友邦後進

同志，時助其增進有關宣揚中華文化及反共事物之體認，亦於衷滋慰」，
36
 足見她

對愛蘭娜之期許。 

 

1969 年 2 月 27 日嚴家淦副總統接見愛蘭娜 

 另一大事是愛蘭娜於 1969 年 2 月 20 日蒙蔣總統伉儷接見，並於 5 天後正式成

為中國國民黨黨員。授頒證典禮於 2 月 25 日舉行，由中央黨部秘書長張寶樹主持，

三位副秘書長秦孝儀、謝然之、薛人仰等均出席，愛蘭娜因此成為中南美洲唯一的

外國籍黨員。 

 

 1970 年 5 月 24 日至 9 月 12 日，愛蘭娜二度訪台，重要行程包括 7 月 31 日至 8

月 30 日赴菲律賓宣揚中華文化及三民主義。9 月 7 日愛蘭娜獲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

會頒發獎狀，獎勵其在菲律賓宣揚中華文化、闡揚三民主義的勞績。 

 

中華文化實踐者 

 

 愛蘭娜自幼對中國感到好奇，她企圖瞭解任何和中國有關的事情。1974 年臺灣

商務印書館出版愛蘭娜所著「我愛中國」一書，她在自序中寫到：「我生在南美洲

烏拉圭共和國，論國籍，我是烏拉圭人。但二十年來，精神的我，是吃中國文化長

大的，中國實在是我第二個國家。我身上雖無中國人的血，但我心中有中國人的氣

--精神。」37 

                                                 
36 愛蘭娜，我愛中華，(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4 年 6 月)，頁 21。 
37 愛蘭娜，我愛中華，頁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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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愛中國」一書充分展現愛蘭娜之中文造詣，儘管以今日兩岸關係觀之其中

部分內容或有阿諛奉承之嫌，但也相當程度反映蔣中正主政期間之官場實情!如她曾

自吟「他年淺酌評功酒，淡施胭粉一謁陵」，表達對反攻大陸的信心。38 又如引用

唐太宗的詩句「疾風知勁草，板蕩識忠臣」，自我期勉做中華民國的忠臣。39  

  

 1969 年 2 月 20 日(農曆正月初四)愛蘭娜參加過春節茶會後，由曾寶蓀、曾約農

及其義母任培道陪同晉見蔣宋美齡女士。稍晚蔣公回家後對曾氏姊弟說：「好久不

見，好吧！過年的時候，我沒有送你們一些禮物，很是失禮!」，曾先生答：「屢承

總統和夫人厚賜，已經是不敢當了！」，語畢愛蘭娜插話：「總統，您老人家不必

送禮。您領導人民，為國辛勞，有一天反攻復國成功，不就是您送給所有老幼最大

的禮物麼！」此語一出逗得蔣總統爽朗一笑。40 

 

 當晚回到住處，義母任培道委員告訴她，「中國國民黨黨內及黨外許多人士對

於蔣總統的稱呼，常避去『總統』這一名詞，而稱為『領袖』，這是因為『總統』

祇是行政上的元首，而『領袖』則為眾望所歸，眾心之所向，是永恆的，不可移易

的」。41義母任培道不僅傳授中華文化，連對蔣氏的忠心耿耿亦一併傳授給這位友邦

後進同志。 

 

結語 

 

 中國國際圖書館書籍於 1994年5月19 日在中央圖書館正式對外開放的前一天，

中國時報記者林照真在專題報導中寫到:「如今藏書的主人已經不在人世，古書在經

歷一甲子的漂泊後，也為自己添上了歷史的外衣」。轉眼間該批書籍抵台又過了 20

年，此期間兩岸關係從李登輝總統任內的飛彈危機、兩國論，到陳水扁總統任內的

去中國化、烽火外交，到馬英九總統任內拒做麻煩製造者、乃至今(2013)年 1 月 11

日前外長程建人率團在北京與大陸前副外長周文重等人座談，其進展令人鼓舞。下

次座談會如在台灣舉行，若能安排該批古書展出，則其漂泊世界的辛酸當更具歷史

意義。 

 

探討台灣國際空間座談會，由台灣前外長程建人(左)，以及中共前副外長周文重、                             
駐日大使徐敦信(中)等共同主持。(2013 年 1 月 11 日，中國時報，白德華攝) 

                                                 
38 愛蘭娜，我愛中華，頁 2。 
39 愛蘭娜，我愛中華，頁 6。 
40 愛蘭娜，我愛中華，頁 23。 
41 愛蘭娜，我愛中華，頁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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