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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与“中国文学”概念的现代发生

郑焕钊

( 暨南大学 文学院，广东 广州 510632)

［摘 要］ 梁启超从“中国小说”到“中国文学”概念的提出，是他塑造以“国民”为主体的民族主义意识

形态的重要方式，开启中国现代“国民文学”的先河，是中国文学现代性的重要标志。其中，“中国小说”以一

种强烈的断裂性，宣布一种以“国民”为主体的文学内涵的产生，“新小说”与“新国民”的同构关系正是“中国

小说”的现代内涵的政治隐喻; 与之相比，“中国文学”则试图以进化论的逻辑为想象中的“中国小说”的崭新

局面寻找历史的依据，建构一种小说总体性视野下的“中国文学”传统，尤其重视“精心结构”的艺术荣誉与

“民族主义”的自觉意识对于“中国文学”的中国性与文学性的意义。从这一意义上，梁启超“中国文学”的概

念提出，已经具备了“文学性”与“国族性”的双重内涵。梁启超是“中国文学”现代意义的创造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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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民族国家观念的出现，并作为一国文学的整体命名，是文学现代性的一个重要事件，它使

一种超越朝代和文类的整体性命名和描述成为可能，并为一种与之相关的意识形态的建构奠定观

念的基础。作为一个整体的概念，“中国文学”长期为人们所习以为常、不加反思地加以应用，却很

少在“中国”与中心词之间做出必要的界定与厘清。但由于晚近西方民族主义理论和后现代理论

的影响，尤其是相关的“话语”理论，加之中国自身所面临的地缘政治、内部的民族关系等问题，使

得关于“中国”———在历史认同、政治认同与文化认同———的诸种关系之间的复杂性日益成为人们

不得不关注的对象。与之相关，“中国文学”的概念也成为学界反思的一个问题①。
由于涉及历史、政治、民族与文化的各种处理，并且涉及历史上不同时期的“中国”与当今政治

主权的“中国”之间的错位关系，学界关于“中国文学”的讨论，往往也针对此而展开。但是，“中国

文学”概念的产生，必须基于两个条件: 其一为现代以想象虚构为概念的文学观念的出现; 其二为具

有现代民族国家意义的“中国”观念的产生②。而这两者的联系，却需要从根本上论证“想象性的，

虚构的文学”与“中国”这一具有强烈政治和文化认同色彩的词汇之间的关联———实际上也即是文

学与国族意识形态关系的建立。作为一个被建构的概念，现代意义上的“中国文学”概念是由梁启

超最早提出。他从“群治”功能出发，重构和论证文类秩序，并进而从现代国民意义上展开启蒙的

逻辑，正是这一联系建立的一个关键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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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以往相关研究中，梁启超的作用却被一笔带过。真正揭橥梁启超“中国文学”观念产生历

史过程的是日本学者斋藤希史，他在《近代文学观念形成期的梁启超》一文中，对梁启超如何接受

日本“国民文学”的影响而形成“中国文学”的观念进行实证研究，指出“‘中国文学’这一观念的出

现，在梁启超小说论的发展过程中是一个自然的归宿，无疑同时也是对明治三十年前后开始盛行的

‘日本文学’这一观念的一种反应。”①但由于论者着重于日本的影响，所以忽视了梁启超“新民”思

想与“中国文学”之间的内在逻辑，及传统文学观念在梁形成这一概念过程中的作用。鉴于此，本

文将对梁启超与“中国文学”概念发生的关系进行专门的探讨，尤其着重从梁启超“新民”思想的逻

辑出发，以梳理“中国文学”概念创构的长期为人们所忽略的内涵，以期对学界有所助益。

一、作为“民”与“国”关系隐喻的“中国小说”

“中国文学”观念的建构，起源于“中国小说”概念的发生。考察晚清从“小说”到“中国小说”
的概念变化，是考察“中国文学”观念发生的一个重要前提。作为知识普及的一种通俗方式，小说

的功能在晚晴得到了广泛的强调，尤其从小说与传统经史教育的效果对比中，来突出小说对于普通

老百姓的民智开启的意义。如康有为在《日本书目志》的识语中就强调在中国这样一个识字率不

高的国家，小说在启童蒙，导愚俗方面的积极意义。而严复和夏曾佑合写的《本馆附印说部缘起》②

对历史与小说在知识普及方面的特征进行具体的探讨，突出小说在语言、人物刻画等方面的“五易

传”的具体效果，进而指出小说把持风俗的意义。③ 如果我们将晚晴小说实用功能的凸显与整个晚

晴经世致用思潮联系起来考察，则可发现: 晚晴文类秩序的重构，乃至小说地位的提升，首先不是来

自文学的内部而是由外部的实用思潮所引起的。因为近世民族危机的刺激，社会思潮整体趋向经

世实用，在“去虚化”的时代精神的主导下，传统诗文的地位陡然下降，其变革也确立了以“实用”
“救时”“经世”为核心的新标准，在近代“开民智”的这一主导诉求之下，通俗文体因其实用功能获

得了发展的契机，小说作为最有效的通俗知识普及的载体，获得了进入文学秩序的可能，从而促使

传统文学格局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小说作为实用通俗的文类，在近代获得了人们的重视，正是围绕

着“实用经世”的轴轮发生根本性的转变，小说与民智之间的关系构成了新的论述重心。梁启超早

期的小说论述，如《变法通议·论幼学》中论及“说部书”的教育意义，从文字与语言的分合角度，认

为小说的读者多于六经的读者就在于其专用俗语。他以日本文字改革所带来的识字、读书、阅报之

人增多为例，提出“专用俚语，广著群书”④的主张，以借助说部之力，“上之可以借阐圣教，下之可以

杂述史事，近之可以激发国耻，远之可以旁及夷情，乃至宦途丑态，试场恶趣，鸦片顽癖，缠足虐刑，

皆可穷极异形，振厉末俗”⑤。在《〈蒙学报〉〈演义报〉合叙》中也同样强调了小说与童蒙之间的关

系，指出，“西国教科之书最盛，而出以游戏小说者尤夥。故日本之变法，赖俚歌与小说之力。盖以

悦童子，以导愚氓，未有善于是者也。”⑥以之对比中国，“其仅识字而未解文法者，又四人而三乎，故

教小学教愚民，实为今日救中国第一义。”⑦对小说与俚歌的重要性的肯定，同样是放在通俗教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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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度，其认识并未超越之前康有为和夏曾佑等人。
梁启超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意味着将小说作为知识普及手段的方式的功能发生变化。

在该文中，梁启超提出:“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 欲新宗

教，必新小说; 欲新政治，必新小说; 欲新风俗，必新小说; 欲新学艺，必新小说; 乃至欲新人心、欲新

人格，必新小说”①的著名论断，并指出小说具有如此效力的原因在于它“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

道。”②以往人们容易由此展开对梁的小说“不可思议之力”的研究，而忽视“群治”一语与小说之间

所具有的独特关联。鉴于“群”在梁启超的思想中所具有重要地位和 1902 年梁发表《新民说》时

“群”的概念的变化———从早期混合着国群与天下群转向了明确的“民族国家”的单一含义，则《论

小说与群治之关系》的“群治”的含义显然与“民族国家”密切相关: 这既可从前述“欲新一国之民，

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的表述得到证明，又可从“群治”在这一年的密集出现———如《新民说》中

“论进步”一篇的副标题“论中国群治不进之原因”，同年又发表《论佛教与群治之关系》———得到印

证。实际上，早在《译印政治小说序》中，他已经提出“中土小说”的概念，指出小说为“国民之魂”;

而在《新民丛报》第十四号《中国唯一之文学报〈新小说〉》中又提出“中国小说界革命”的口号。
“中国小说”已经开始作为一个整体出现。在这篇论文中，梁启超还提出“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的

观念，从小说的感染力等角度对小说的至上性予以论证，但其逻辑却指向小说与国民总体的意识形

态情形———小说为群治腐败之源。在此之后《新小说》杂志上刊载的“小说丛话”中，梁启超进一步

提出“中国文学”的概念，通过从诗歌、戏曲到小说的进化视野论证了小说的至高性，形成“中国小

说”作为“中国文学”的最高点的意识。所有这些都显示出梁启超“小说”论与民族国家之间的强烈

意向。考察梁启超从“小说”到“中国小说”的提出，实际上正与梁启超从对小说的“实用知识普及”
的理解到“意识形态”的转变有关。而在这中间，“国者，积民而成”的国民观念和民族主义思想的

建立形成这种转变的中介。
由于受到日本民权思想的影响，梁启超这一时期( 流亡日本后至 1902 年间) 大量阅读西方启蒙

运动时期以来的政治理论译著。其中福泽谕吉的“一人独立，方能一国独立”的思想，中村正直翻

译的《西国立志篇》和《自由之理》，以及由中江兆民所翻译的卢梭人民主权思想，都对梁启超的“新

民”思想产生重要的影响。③ 梁启超通过将近世民族的竞争界定为“人人争自存”的“国民竞争”，突

出国民权利思想与国家竞争实力的关系，“国者积民而成，舍民之外，则无有国。以一国之民，治一

国之事，定一国之法，谋一国之利，捍一国之患，其民不可得而侮，其国不可得而亡，是之谓国民”。④

在他看来，中国历史上只有“国家”( 即以国为“一家私产”的称谓) 而没有“国民”( 将国视为“人民

( 的) 公产”) 的观念，而国与国之间的竞争体现为“国家”之竞争和“国民”之竞争两类: 前者指“国

君糜烂其民以与他国争者”，而后者则是一国之人“各自为其性命财产之关系而与他国争者”⑤。
“国家”竞争的本质是像秦始皇、亚历山大、成吉思汗、拿破仑等野心家出于“封豕长蛇之野心”和

“席卷囊括之异志”而不惜“驱一国之人以殉之”的“一人之战”，而非“一国之战”，在这种情况下，

从战者迫于号令而战，唯求能够规避获免。通过对欧美诸国的考察，梁启超指出当今欧美竞争原动

力起于“国民之争自存”，正是物竞天择优胜劣败的公例不得不然。因此这种竞争的本质也就并不

属于“国家”“君相”和“政治”之事，而是属于“人群”“民间”和“经济”之事。前者未必“人民之所

同欲”，而后者由于与人民的性命财产密切相关，而能够万众一心。当今民族争竞的实质就是国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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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国民的竞争，但由于中国“国民”观念的缺乏，在面对外来入侵时，仍以“国家”竞争的观念去应

对，“民不知有国，国不知有民，以之与前此国家竞争之世界相遇，或犹可以图存，今也在国民竞争最

烈之时，其将何以堪?”①由于欧美诸国深刻地认识到中国缺乏“国民”观念，因而在策略上，一方面

“以其猛力威我国家”，使中国无法与之对抗; 而另一方面却“以暗力侵我国民”，使中国国民永无觉

悟之日，从而达到殖民中国的目的。梁启超由此认为，中国唯有使国民“知之”今日民族竞争的本

质是“国民争自存”的“国民竞争”，并通过“我自有之而自伸之，自求之而自得之”的“行之”，才能

寻找到中国的前途。② 由此建立起“民”与“国”之间的一体关系，“不有民，何有国? 不有国，何有

民? 民与国，一而二，二而一者也。”而“今我民不以国为己之国，人人不自有其国，斯国亡矣。国亡

而人权亡，而人道之苦，将不可问矣。”③因此国家存亡的根本在于“国民”意识的觉醒并进而获得国

民权利，做真正的国民:“国者何? 积民而成也。民政者何? 民自治其事也。爱国者何? 民自爱其

身也。故民权兴则国权立，民权灭则国权亡。为君相者而务压民之权，是之谓自弃其国。为民者而

不务各伸其权，是之谓自弃其身。故言爱国必自兴民权始。”④

在 1901 年发表的《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中，梁启超通过对以卢梭的民约论为代表的平权派和

以斯宾塞的进化论为代表的强权派的利弊进行比较分析，指出前者是民族主义的原动力，而后者则

是新帝国主义的原动力。十八九世纪之交是“民族主义飞跃之时代 ”，其功绩就在于造成今日欧洲

之世界。“民族主义者，世界最光明正大公平之主义也。不使他族侵我之自由，我亦毋侵他族之自

由。其在本国也，人之独立，其在于世界也，国之独立。”⑤而民族主义的根本就是以民权为基础，

“盖民族主义者，谓国家恃人民而存立者，故宁牺牲凡百之利益以为人民。”⑥尽管欧洲如今已经走

向民族帝国主义，但是以卢梭民约论的思想为基础的民族主义思想，视民权高于君权，这种价值适

合中国的现实需要，并因此，这一民族主义思想构成梁启超此一时期政治启蒙思想的关键内涵。
“民”的重要性在梁启超的论述中具有最为重要的地位，并由于梁启超的影响而使“‘民’意识在清

季十年处于思想论说的中心”⑦。
日本政治小说对梁启超将“小说”与以“民权”为中心的民族主义联系起来的逻辑叙述有着直

接的影响。日本学术界一般将明治时期的自由民权运动看作一场“民权 = 国权”型的政治思想运

动，产生于这次政治运动末期的政治小说，意在通过政治的宣传而达成“民权 = 国权”的民族主义

思想，“政治家们利用小说这一载体来进行政治宣传，从而争取在政治的层面上来寻求与西方国家

的对等”。⑧ 这种借政治小说以启迪国民“民权 = 国权”意识的行为，及其所获得的民族国家意识的

目的，对梁启超的小说论述发生了重要的影响，梁启超在《饮冰室自由书》中专门谈及日本明治政

治小说的情形，尤其指出《经国美谈》和《佳人奇遇》两部政治小说对于“浸润”“国民脑质”的效力。
《译印政治小说序》中指出:“彼美、英、德、法、奥、意、日本各国政界之日进，则政治小说，为功最高

焉。”并借用英国人的说法，视“小说为国民之魂”。⑨ 而这些国家政界的进步，有赖于国民整体的觉

醒，“兵丁”“市侩”“农氓”“工匠”“车夫马卒”“妇女”“童孺”“靡不手之口之”，并进而“全国议论为

之一变。”在为自己翻译的《佳人奇遇》所写的“序言”中，梁启超将前述这段原话照搬，可见梁启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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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梁启超:《论近世国民竞争之大势及中国前途》，载《梁启超全集》，北京: 北京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311 页。

梁启超:《论近世国民竞争之大势及中国前途》，载《梁启超全集》，北京: 北京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311 页。

梁启超:《爱国论》，载《梁启超全集》，北京: 北京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272 页。

梁启超:《爱国论》，载《梁启超全集》，北京: 北京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273 页。

梁启超:《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载《梁启超全集》，北京: 北京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459 页。

梁启超:《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载《梁启超全集》，北京: 北京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459 页。

柯继铭:《理想与现实: 清季十年思想中的“民”意识》，载《中国社会科学》2007 年第 1 期。
［日］山田花尾里:《日本近代文学研究新视角初探———坪内逍遥与政治小说》，载《东北师大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5 年第 5

期。

梁启超:《译印政治小说序》，载《清议报》1898 年第 1 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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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自己这一观点的坚持。由此可见，小说之通俗性，与国民的整体性，国民灵魂觉悟的变化，在此构

成了一体的关系。
梁启超又在小说之丰吝与文明程度高下之间建立了关联:“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近世学于域

外者，多能言之”①，而所学之“域外”显然是文明程度高于中国之国家，那么小说之盛衰也就直接是

国家强弱的呈现，由是“小说”与“中国”之间就具有了因果关系。联系到梁启超《国家思想变迁异

同论》中，通过对欧洲和中国的国家思想的古今差异的对比，所提出的中国古代国家与人民分离，人

民的盛衰与国家的盛衰无关，而欧洲新思想则认为，国家与人民一体，人民的盛衰与国家的盛衰如

影随形②的观点，则我们可以看到，“小说”与“人民”之间在关于“国家”这一点上具有了对等性，两

者在梁启超的小说理论视野中，构成了一对隐喻，是可以相互替换的，其基本表现在于“小说”盛衰

与“群治”好坏的对接。
但是梁启超建立“小说”与“群治”之间的联系，却还同时受到中国传统小说观念的影响。因为

后者关于“小说”文类观念的混杂性、小说地位的鄙俗性，都鲜明地显示出儒家精英与大众底层之

间的暧昧关系，这就不仅使“小说”需要一个“正名”的过程，还因其含混性而成为一种必须加以限

制的话语。在中国传统目录学中，“小说”是最难以归类的。《汉书·艺文志》将其归在“诸子略”，

与儒家主流话语的“经”区别开来，它如同道法墨阴阳诸家，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儒家主流话语的异

端，构成对儒家经学话语的抗衡。班固的这种分法受到后世官修史书的继承，从 7 世纪唐代编修的

《隋书》直到 20 世纪初的《清史稿》，都视“小说”为“子”类，被放置于子类的末端; 但另一方面，小说

又始终与“史”难以剥离，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指出“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猜测小说家的

身份为“稗官”，这种论述成为后世论述小说源泉的基础和“补正史之阙”的小说功能论的滥觞。
“小说”既源出于“史”，却又并非官方正史，而是“稗官野史”。因此，后世小说家一本正经地认为自

己就像史撰家一样，是本着客观的历史记录，不是自己的杜撰，如干宝在《搜神记》的前言对其“志

怪小说”所持的态度。但是这并不为正统史家所认可，刘知几在《史通·采撰》中就以一种轻蔑的

态度将包括“小说”在内的各种异质和异端进行贬斥，表示自己对“道听途说之违理”和“街谈巷议

之损实”的厌恶。事实上，小说这种既是“子”又是“史”的含混性，既非“子”又非“史”的难以规范

性，正与其内容的驳杂、思想的异端有关。这与中国传统以思想的雅正和征实为史的文类规范意识

构成了冲突。正如鲁晓鹏所言，“中国小说是一种反文类( anti － genre) 和反话语，因为它打破了文

学经典的等级秩序，它一向是文学固定格局中的不安定力量。”③实际上，无论古今中外，无法被规

范也就意味着对社会秩序具有颠覆性，小说在文类规范中的这种含混性成为其被视为反叛性的根

源，也成为历来统治者禁制小说的依据所在。
而从根本上言，这种反叛性又植源于小说与民众之间的关系。余嘉锡详实地考证了小说家源

出“稗官”的确凿性，并指出“稗官”就是中国古代的“士”，他引《春秋》“襄公十四年”传文: “史为

书，瞽为诗，工诵箴谏，大夫规诲，士传言，庶人谤，商旅于市，百工献艺”，和贾谊的《贾子新书》“保

傅篇”中“天子有过，史必书之，史之义不得书过则死，而宰收其膳，宰之义不得收膳则死。于是有进

善之旌，有诽谤之木，有敢谏之鼓，瞽史诵诗，工诵箴谏，大夫进谋，士传民语。习与智长，故切而不

愧，化口心成，故中道若性。是殷周所以长有道也”，证明小说家“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

所造”正是“士传言”“士传民语”这一职能的体现，这里的“街谈巷语”“道听途说”即为“庶人谤”的

内容，也是所谓士传之“言”或“民语”。④ 也即是说，“小说”与老百姓的情绪息息相关，反映着民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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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梁启超:《〈新小说〉第一号》，载《新民丛报》1902 年第 20 号。

梁启超:《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载《梁启超全集》，北京: 北京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457 页。

鲁晓鹏:《正名之二: 中国的“叙事”、“史”和“小说”》，载《文化·镜像·诗学》，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184 页。

余嘉锡:《小说家出于稗官说》，载《余嘉锡论学杂著》，北京: 中华书局 2007 年版，第 256 ～ 27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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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态，这与《诗》的“国风”正具有同样的功能，只不过“国风”是经过孔子的删定，已经被儒家所规范

化了，所以称为“温柔敦厚”，可以“曰无邪”，并因其脱离原本语义而具有的被“引”“称”言志的功

能，能通于大志大道。“小说”却不同，《汉书·艺文志》曰:“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

听途说者之所造也。孔子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弗为也。’然也弗灭也，

闾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缀而不忘。或如一言可采，此亦刍荛狂夫之议也。”《论语》中子夏对小道

小艺的评价，原不是对小说的评价，但由于班固将其与小说联系起来，视其无法“致远”，并借助于

“诗可以观”的诗学话语，使得小说的地位早早就被固定了下来: 它可以观，但是并非“致远”之道，

所以君子不为。但另一方面，小说又是民间情绪的体现，所以采纳“刍荛狂夫之议”也可稗补政治。
实际上，中国传统对“小说”的态度，也就是对民众的态度。对小说混乱的恐惧，实际上正是对民众

所可能引发的各种动乱的恐惧。士人对作为“民语”的“小说”的暧昧态度，反映出中国文士阶层对

“民”的暧昧姿态: 民声既是需要被重视的，但又是必须加以限制的。
中国传统小说观念与“民”之间的关系，显然不同于晚清以来人们利用“小说”的通俗性进行知

识普及的工具性理解，在中国传统小说观念中，无论是“小说”的文类含混性还是与“民”之间所具

有的声气想通的关系，它是“民”的文化身份和地位的象征。梁启超提出“小说界革命”的口号，将

“小说”与“革命”联系起来的做法就相当审慎，他从 1898 年提出“诗界革命”后，“革命”“破坏”等

语词频频出现在他的言论中，但直到 1902 年才提出“小说界革命”，这种姗姗来迟正是考虑到“小

说”在晚清“群众时代”人们对“小说”所具有的颠覆性和破坏性的理解，一旦将“小说”与“革命”联

系起来，人们非常容易联想到义和团的拳祸①和法国大革命后期的群众暴乱，这对于人们接受这一

观念是具有相当的难度的。因此梁启超对“小说界革命”的提倡，需要以这一时期的历史条件为基

础，“一方面他初步完成了关于理想的中国民族国家以及与之相应的‘新民’品格的蓝图，这为开展

‘小说界革命’提供了理论上的保证; 另一方面由于‘诗界革命’的实践显示出利用杂志这一现代印

刷媒体使文学成为民族启蒙之具的潜力，这为进行‘小说界革命’准备了物质上的条件”②，这从侧

面显示出中国传统小说观念与“民”之间所具有的独特逻辑。梁启超的“群治”“民权”显示出其自

觉地意识到一个“群众时代”的到来的不可避免性，但是“群氓”作为群众时代所可能带来的后果，

又是其不得不注意的事情。梁启超只有在具备“新民”的设计之后才可能提出“小说界革命”的口

号，而这一关联就在于“群治”———民族国家的新的想象———的出现。
正是在“国者，积民而成”的观念下，梁启超重视了“民”的主体性，又是在传统“民”与“小说”

一体的观念下，梁启超建立了“小说”与“中国”之间的关联。“中国小说”概念的提出，本身就是对

于“民”与“国”之间关系的一种隐喻，是呼吁着以民为主体的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如果我们把

“意识形态”理解为一套“信仰体系”，那么梁启超以民为中心的民族主义思想正是一种与传统不同

的意识形态。“小说界革命”意味着通过“小说”在传统社会所具有的象征秩序的“革命”性颠倒，获

得小说作为文学之最上乘的地位，从而确立小说与现代中国之间的想象关系。但是，“中国小说”
却并不是传统中国的各种小说的延续和继承，而是一种需要被重构的对象，如同“新民”所揭示的

国民公德是中国本来所无一样，现代“国民”主体条件下的“中国小说”也是一种有待建构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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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被后人视为信史看待的《庚子西狩丛谈》，就认为义和拳之乱的根本症结在于“民智之过陋”和“生计之窳薄”两端，其中第一方面

就以小说戏剧的影响作为祸因的根本:“北方人民，简单朴质，向乏普通教育，耳目濡染，只有小说与戏剧之两种观感。戏剧仍本于

小说，括而言之，即谓之小说教育可也。小说中之有势力者，无过于两大派: 一为《封神》《西游》，侈仙道鬼神之魔法; 一为《水浒》、

侠义，状英雄草泽之强梁。由此两派思想，浑合制造，乃适为构成义和拳之原质。故各种教术之系统，于北方为独盛。自义和团而

上溯之，若白莲、天方、八卦等教，皆不出于直、鲁、晋、豫各境。据前清嘉庆年间那彦成疏中所述教匪源流，盖无虑数十百种，根深蒂

固，滋蔓已遍于大河南北，名目虽异，实皆与拳教同一印版。被之者普，而入之者深，虽以前清之历代铲刈，而根本固不能拔也。”
( ( 清) 吴永( 口述) ，刘治襄( 记) :《庚子西狩丛谈》，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216 页。)

陈建华:《从革命到共和: 清末至民国时期文学、电影与文化的转型》，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6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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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新小说”与“中国小说”的未来

仔细考察梁启超“中国小说”的概念，我们可以发现，“中国小说”都是处于一种强烈的断裂的

语境中被阐述的。在最初具有“中国小说”雏形的《译印政治小说序》中，梁启超指出“中土小说，虽

列于九流，然自《虞初》以来，佳制盖鲜，述英雄则规画《水浒》，道男女则步武《红楼》，综其大较，不

出诲淫诲盗两端。陈陈相因，涂涂递附，故大方之家，每不屑道焉。”与泰西政治小说“每一书出，而

全国议论为之一变”的情形相比，中国小说显然是形式陈旧，内容腐朽。而在《中国唯一之文学报

〈新小说〉》中，梁启超在介绍《新小说》“论说”栏的情形时，两次提到“中国小说”的概念:“大指欲

为中国说部创一新境界”以及“中国小说界革命之必要及其方法等”两处。两者出现的情形都是放

在“新旧”这一语境下，突出中国小说之旧与新的强烈对比。最后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梁

启超虽然没有连用“中国”“中土”与“小说( 界) ”的用法，但从“小说”与“群治”的连接则可见出其

蕴含的也还是“中国小说”的内涵。在这里，一种新旧剧烈对比的情况更易给人以深刻的印象。所

有这些，都显示出梁启超“中国小说”观念与其从“少年中国说”到“新民说”之间的思想联系。“中

国小说”有一个需要被摒弃的过去，还有一个需要被重建的未来，而“新小说”就是建构新的“国民”
共同体的认同方式，就是“中国小说”的未来。
“新小说”之“新”，同时包含着时间和空间的双重含义。首先，在时间上，“新”是与“旧”相对

立的。“新”意味着一种希望、一种进取、一种冒险，它是以未来为导向，是一种现代性的时间观。梁

启超在《少年中国说》中以“老大中国”与“少年中国”的对立，来突出其认同于“新”的时间观的价

值导向，他说:“老年人常思既往，少年人常思将来。惟思既往也，故生留恋心，惟思将来也，故生希

望心。惟留恋也，故保守; 惟希望也，故进取。惟保守也，故永旧; 惟进取也，故日新。”①以新旧来衡

量中国，在梁启超看来对于中国前途具有重要影响，他指出“我中国其果老大矣乎? 是今日全地球

之一大问题也。”因为如果中国是“老大”的，则“中国为过去之国，即地球上昔本有此国，而今渐澌

灭，他日之命运殆将尽也”。而如果中国并非“老大”，那么“中国为未来之国，即地球上昔未现此

国，而今渐发达，他日之前程且方长也。”也就是说，“新”与“旧”意味着中国在未来的可能性。但要

明白这一问题，首先需要明确“国”的意义。如果“国”指的是一家一姓之朝廷，则中国确然已是“老

大”的，但是在以“国民”为主体的民族主义的观念下，“国”则是“有土地，有人民，以居于其土地之

人民，而治其所居之土地之事，自制法律而自守之; 有主权，有服从，人人皆主权者，人人皆服从者。
夫如是，斯谓之完全成立之国。”以此定义为观照，“地球上之有完全成立之国也，自百年以来也。”
以人的成长为喻，则完全成立之国，即为人的壮年，而“未能完全成立而渐进于完全成立者”则为“少

年”，以此为判断，梁启超得出“欧洲列邦在今日为壮年国，而我中国在今日为少年国”②的结论。
对“少年中国”的认定，确立了中国在列强争竞时代，在危机四伏中进行自我认同的合法性依

据。其关键就在于以“国民”为主体的民族主义既不需要对腐朽老旧的中国进行辩护，又能够为亡

国绝望情绪中的国民带来希望。“中国”在长期的专制统治下是冥而未明之物，打破专制统治正是

使“中国”获得崭露的前提。梁启超正以其磅礴的气势，通过一种极其强烈的对比修辞，将“老大中

国”的种种弊端与“少年中国”的种种希望渲染出来，感动了一代又一代力图改造中国的人们。
“新”与“旧”的对比修辞，既是梁启超对于中国的过去与未来的定性，又是一种面向现代性的价值

追求的体现。正如老旧的“中国”一样，老旧的“国民”连同老旧的“小说”都应该得到改造。梁启超

创办《新民丛报》与《新小说》两份刊物，正是这种“新”的“中国”想象的意识形态实践，“新民”与

·821·

①

②

梁启超:《少年中国说》，载《梁启超全集》，北京: 北京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409 页。

梁启超:《少年中国说》，载《梁启超全集》，北京: 北京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41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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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小说”互为表里。正如他在《新小说·论进步》中所指出，群治不进的根本途径就是破坏，才能

进步，同样小说也只有革命，即从根源处翻新，才能使国民获得根本改造。只有自治、自由的国民才能

使民族获得更新。《新小说》意图通过一种新的“中国小说”的创造，来实现以国民为主体的民族主义

意识的建构，因此国民精神成为小说革命的根本任务。在绍介《新小说》的宗旨时，梁启超说道:“本

报宗旨，专在借小说家言，以发起国民政治思想，激励其爱国精神。一切淫猥鄙野之言，有伤德育

者，在所必摈。”①而以未来为导向，以宣传民权思想为内涵的政治小说就成为“新小说”的落脚点。
正如杨义先生在对比谴责小说与政治小说时所言，“谴责小说的特点与政治小说不同，它的成

就在于痛斥黑暗现实，它的缺陷在于缺乏理想光辉。它折断了政治小说那种扶摇而上的理想翅膀，

蹭蹬于强盗官场和畜生人世的泥泞浊水之中。政治小说是愤世而济世者的文学，谴责小说是愤世

而厌世者的文学，它们从不同的角度显示了爱新觉罗王朝殿宇的坼裂与崩毁。”②政治小说的理想

翅膀，使其具有乌托邦的色彩，正代表着梁启超对未来中国的想象，“其立论皆以中国为主，事实全

由于幻想。”③由之，也呈现出一个与“老大中国”不同的“少年中国”的新的镜像。梁启超的政治小

说的创作设想，事实上正是围绕着新旧中国的对比与想象。作为“《新小说》之出，其发愿专为此

编”的《新中国未来记》，梁启超最初的设想即以义和团事变为起点，叙述此后五十年中国朝民族国

家革命建设的发展想象。在梁启超的设想中，全书以倒叙的方式，叙说中国从南方一省的独立到全

国建立一联邦大共和国，产业教育国力都得到高度发展，冠绝全球; 在外交上，因西藏、蒙古主权问

题而与俄罗斯开战，中国以外交手段联合英、美、日而打败俄罗斯，更借助民间力量协助俄罗斯推翻

专制政权; 后又因种族矛盾，黄白人种各建联盟准备开战，因为匈牙利人调停而于南京开万国和平

会议。故事以中国宰相作为万国会议的议长签署人种权利平等、互相和睦种种条款作为结束。与

《新中国未来记》通过国民的自我争竞最终获得全球格局中的平等地位不同，《旧中国未来记》则以

不求思变的中国的将来惨状为内容，描述各强国置北京政府和各省大吏为傀儡，剥夺国民权利无所

不至，人民也以奴隶之状伺候列强，然而做奴隶也无法获得生存，遂使得暴动频起，外国人借机平

乱，瓜分中国，五十年后方有革命军起来反抗，但只能保障一两省的独立，作为以后复国的根基。从

梁启超对政治小说《新中国未来记》等的构想中就可以看到，政治小说正是以虚构为基础，对中国

未来蓝图的建构，对民族共同体的展望。而实际上，他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所描述的旧小

说的中种种腐败情形，正是一幅幅老大中国的图景: 迷信、才子佳人……因之在“新小说”与“旧小

说”之间，建立了“少年中国”与“老大中国”的对比映像。事实上这种对比修辞始终贯穿于梁氏的

各种论述之中，形成其意识形态冲突的效果。梁启超正是借助于“变”与“不变”、“新”与“旧”的对

比修辞，来唤起国民的权利意识，并借助“建国”与“亡国”的民族想象来唤起国民共同体建构的未

来希望。
其次，梁启超还通过他者的历史视野来建构中国的主体性。他者的历史性是外在于中国的物

质性存在，但因为与中国自身命运的关联———或者他们已经成为中国的威胁，或者与中国分享着同

一命运，或者预示着中国所可能出现的命运———而使得这些与中国处于共时空间并置的他者，其历

史性命运闯入了中国本身的“新旧”的历史隐喻之中。梁启超在为《新小说》设计“历史小说”一栏

中，就将中国置于世界各民族命运的总体视野中，来发起国民的全球想象和民族国家共同体的想

象:《罗马史演义》是古代文明国民兴衰的见证录，《十九世纪演义》则为当今各文明国成立的历史，

《自由钟》为美国独立史演义，激发国人的“爱国自立之念”，《洪水祸》则以法国大革命的历史为内

容，并从中发明启蒙思想家卢梭、孟德斯鸠的学理，以“发人深省”。《东欧女豪杰》将俄罗斯民党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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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小说报社:《中国唯一之文学报〈新小说〉》，载《新民丛报》1902 年第 14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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饮冰室主人:《〈新中国未来记〉绪言》，载《新小说》1902 年第 1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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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豪的故事搬入小说，“以最爱自由之人，而生于专制最烈之国，流万数千志士之血，以求易将来之

幸福，至今未成，而其志不衰，其势且日增月盛，有加无已。中国爱国之士，各宜奉此为枕中鸿秘者

也。”①事实上，梁启超的历史人物传记，也可以纳入历史小说的范畴，叙写匈牙利亡国与未来的《匈

牙利爱国者噶苏士传》，意大利打破专制分裂实现统一复兴的《意大利建国三杰传》，还有倡导法国

大革命的《近世第一女杰罗兰夫人传》，此外还有他亲自创作的传奇小说《新罗马传奇》《十五小豪

杰》等，无不是以叙写他者的历史来隐喻中国的命运。
他者的“建国”与“亡国”同样可以成为主体未来建构的一种认同方式，并且因为他者作为历史

的真实存在，而比政治小说的理想性更具有“不可思议之力”以使人信服和感动。《新民丛报》1902
年第 6 号在“绍介新著”中就指出了他者历史的意义: “读建国史，使人感，使人兴，使人发扬蹈厉。
读亡国史，使人痛，使人惧，使人怵然自戒。”并联系到中国处境的恶劣，而更倾向于亡国史，“虽然，

处将亡之势，而不自知其所以亡者，则与其读建国史，不如读亡国史。”借助于对他者的“建国史”与

“亡国史”的情感认同，在这一过程中，完成了主体对他者位置的嵌入，将中国置于他者的位置进行

认同想象，就成为晚清以降民族国家意识发生的一种空间视野。
梁启超从“桃源人”“国人”向“世界人”的认识的深入，正是这种空间视野的转换所带来的。在

《夏威夷游记》中，他向我们描述了这一过程: “余自先世数百年，栖于山谷，族之叔伯兄弟，且耕且

读，不问世事，如桃源中人。……曾几何时，为十九世纪世界大风潮之势力所激荡、所冲激、所驱遣，

乃使我不得不为国人焉，浸假将使我不得不为世界人焉。是岂十年前熊子谷( 熊子谷吾乡名也) 中

一童子所及料也! 虽然，既生于此国，义固不可不为国人，既生于世界，义固不可不为世界人。夫宁

可逃耶? 宁可避耶? 又岂惟无可逃，无可避而已，既有责任，则当知之，既知责任，则当行之。为国

人为世界人，盖其难哉! 夫既难矣，又无可避矣，然则如何? 曰学之而已矣。于是去年九月，以国事

东渡，居于亚洲创行立宪政体之第一先进国，是为生平游他国之始。今年十一月，乃航太平洋，将适

全地球创行共和政体之第一先进国，是为生平游他洲之始。于是生二十七年矣，乃于今始学为国

人，学为世界人。”②从“为国人”“为世界人”到“学为国人”“学为世界人”之间，存在区别，前者是一

种不得不然之势，而后者则是如何真正地去成为国人和世界人。在这段叙述中，梁启超揭示了地理

空间的转移对于“国人”“世界人”意识及其行为的影响，“学为国人 /世界人”就是从被动到主动自

觉之间的转化，这种转化有赖于对本土的疏离和对他国和他洲的地理的摄入———也就是，超脱本土

地理空间的限制，而把中国置于全球空间的整体格局中，去看待中国所处的位置。中国与他者之间

的关系，需要在不断地相互辨认和观看的过程中逐渐建立。张灏所说的“天下大同”的价值观和

“中心意象”的世界观的拆解，正是出现在这种互动的过程之中。这种全球空间的整体格局，是一

种时间上的同一性，已经不同于原来梁启超在“公羊三世说”观念下的时间差序———据乱世、升平

世和太平世———而成为空间并置上的不同国家的强弱的表现，并且在这一格局中，列强与弱国之间

的差别就在于“民族主义”的有无强弱。因此，在“中国”之外，全球空间的整体格局呈现着强弱的

不均匀性。如果说强国以其咄咄逼人之势已经并将持续成为中国外在的威胁的话，那么其他弱国

甚至亡国则事实上呈现或者预示着中国所可能具有的命运。因之，对“西方”的认同是建立在对

“弱小”命运国家的认同的基础上。“中国”对自我位置的确认，正是在这一迂回的过程中达成的。
诚如瑞贝卡所指出:

在晚清，中国的全球性概念( 地缘政治 + 地理) 和它与晚清中国的关系的理解不能仅仅被

诠释为对翻译成地理概念( “西方”) 的地缘政治空间的认知、默许甚或是反抗的行为，即，如果

我们承认“西方”在十九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并没有在这个意义上被承认———它是一个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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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中国唯一之文学报〈新小说〉》，载《新民丛报》1902 年第 14 号。

梁启超:《夏威夷游记》，载《梁启超全集》，北京: 北京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121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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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舞台”，正在被创造出来，但是并不真正存在———如果我们同样也承认，在那个时候“中国”
也并不是一个已经形成的民族国家概念( 但不可否认清王朝已经明显是而且是被看作是一个

政治实体) ，那么对“西方”和“中国”等等属于全局性范畴的历史概念的形成过程的探讨必须

是历史学家的一个中心任务。这个任务要求探讨民族主义与全球的历史化的概念是如何在具

体的时间和空间中同时被指明的这一过程。……晚清全球性和民族主义可以被合理地看作是

一个需要把不均衡的全球空间挪用到重新定义中国和世界这一未完成的历史工程上的层叠过

程。①

现代“中国”的建立是同时在“西方”意义被创造的过程中产生，而“西方”意义的创造又是在

“弱小”与“列强”的并置中被构造出来。“中国”“弱小国家”和“西方”之间，正是共享着一个意义

产生的“共同舞台”。《江苏》杂志 1903 年 4 月 27 日上的《哀江南》中就以当时为国人所关注的波

兰亡国史来揭示中国身份建立的这种他者性:“支那而不自立也，则波兰我，……支那人而自立也，

则美利坚我，德意志我。”瑞贝卡对此进行分析，“它既通过语言把世界限制在一个舞台上，同时又

把一个完整的世界作为中国的舞台背景。从小处着眼，它同样显示了中国晚清的危机四伏的环境

开始与地理上相距遥远、但是心理上相近的同样共处于一个历史危机与变革的他者的想象联系在

一起。从而在这个意义上，波兰的败亡故事也是有其适合这类戏剧处理的: 它在地理上被其他国家

分割，从此完全消失于世界地图上，然而仍作为一个关于某个可能会有将来的地方的想象呈现着，

而这个将来是由现在决定的。”②事实上，这也可以看做梁启超“历史小说”对于“中国”建构所具有

的意义。而正是这种由空间并置所带来的他者镜像，构成了对“中国”现实的深深“抛弃”。

三、作为“中国小说”历史根源的“中国文学”的现代发生

与“中国小说”概念所具有的剧烈的断裂性不同，在梁启超的“中国文学”的表述中，“中国文

学”始终是与荣誉联系在一起的:

本报所登载各篇，著、译各半，但一切精心结构，务不损中国文学之名誉。
———《中国唯一之文学报〈新小说〉》《新民丛报》十四号( 1902 年)

本篇自著本居十之七，译本仅十之三。其自著本，处处皆有寄托，全为开导中国文明进步

起见。至其风格笔调，却又与《水浒》《红楼》不相上下。其余各小篇，亦趣味盎然，谈言微中，

茶前酒后，最助谈兴。卷末附《爱国歌》《出军歌》诸章，大可为学校乐奏之用。其广告有云: 务

求不损祖国文学之名誉。诚哉其然也!

———《〈新小说〉第一号》《新民丛报》第二十号( 1902 年)

寻常论者，多谓宋元以降，为中国文学退化时代。余曰不然。夫六朝之文，靡靡不足道矣。
即如唐代，韩、柳诸贤，自谓“起八代之衰”，要其文能在中国文学史上有价值者几何? 昌黎谓

“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余以为此即其受病之源也。自宋以后，实为祖国文学之大进化。何

以故，俗语文学大发达故。
———《小说丛话》《新小说》第七号( 1903 年 9 月)

吾辈仅求之于狭义之诗，而谓我诗仅如是，其谤点祖国文学，罪不浅矣。
———《小说丛话》《新小说》第七号( 1903 年 9 月)

并且倾向于文学的“精心结构”“处处皆有寄托”“风格笔调”“趣味盎然”等审美层次上的内涵。与

“中国小说”的“新旧”的决绝性相比，“中国文学”充满着续接历史的意识，自觉地追溯中国文学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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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发展、探寻文学民族主义源头。从“中国小说”到“中国文学”的这种差异究竟是如何发生? 注

意到“中国小说”与“中国文学”出现的时间基本重叠，如在《中国唯一之文学报〈新小说〉》《〈新小

说〉第一号》中就基本并列出现，两个语词之间的冲突究竟是如何造成的? 不理解这一点，我们就

难以理解梁启超“中国文学”观念的发生的过程及其确切内涵。而理解这一点就不得不与梁启超

的历史思想相结合。
正如林志钧在《饮冰室合集》的“序”中写道，“知任公者，则知其为学虽数变，而固有其坚密自

守者在，即百变不离于史。”①在梁启超那里，撰写历史，与建构现实有着必然的联系。一方面，在梁

启超的早期学习和阅读中，“历史”就一直成为其鉴照现实，实行政治变革的重要依据; 而另一方

面，通过对历史的重构，对于建构新的国民意识，形成新的认同政治，具有重要的意义。他在《国家

思想变迁异同论》中强调了思想对于建构现实的关系，“思想者，事实之母也。欲建造何等之事实，

必先养成何等之思想。”②而在梁启超的视野中，历史就是建构现实的必要方式，“本国人于本国历

史，则所以养国民精神，发扬其爱国心者。”③但是中国过去的历史却并没有形成中国人的“国民精

神”和“爱国心”，中国历史显示出中国政治的真相不过是“纪一姓之势力圈”④。以“国民”为主体

的民族主义视野来观照中国历史，则中国实没有历史:“史也者，记述人间过去之事实者也。虽然，

自世界学术日进，故近世史家之本分，与前者史家有异。前者史家，不过记述事实; 近世史家，必说

明其事实之关系，与其原因结果。前者史家，不过记述人间一二有权力者兴亡隆替之事，虽名为史，

实不过一人一家之谱牒; 后世史家，必探察人间全体之运动进步，即国民全部之经历，及其相互之关

系。以此论之，虽谓中国前者未尝有史，殆非为过。”⑤因此，历史的重构就成为建构国民意识的基

础，而这就需要“史界革命”:“今日欲提倡民族主义，使我四万万同胞强立于此优胜劣败之世界乎?

则本国史学一科，实为无老、无幼、无男、无女、无智、无愚、无贤、无不肖所皆当从事，视之如渴饮饥

食，一刻不容缓者也。然遍览乙库中数十卷之著录，其资格可以养吾所欲，给吾所求者，殆无一焉。
呜呼，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⑥梁启超提倡“史界革命”与“文学界革命”，都是为了发扬

国民爱国精神，历史的重构与小说的重构，都立足于思想可以建构现实这一前提。在这一意义上，

历史实际上带有着观念构造的成分，与小说的虚构性之间就具有了重要的关联。新的“中国”的

“历史”，与新的中国的“小说”，都昭示着一种新的中国“政治”。“中国小说”所蕴含的政治和历史

的巨大含量，由此建立起其共同的基础。于是，“小说”“历史”与“政治”显示出民族国家共同体建

构的共同作用。
新中国虽然只是新的“中国”，是在“旧中国”的基础上新生的个体，但是“新中国”需要通过“新

史学”来确立其认同的基础，同样，新的小说也需要在中国文学的重新叙述中来建立其根源。在叙

述新小说的历史的起源的时候，与新史学的进化逻辑相一致，梁启超也借用进化论来进行，从中来

探索民族国家意识建立的历史进化逻辑。进化的逻辑作为当时的公理，是任何论证所必须采用的

依据。进化是民族国家形成的基础，也是小说进化为文学最上乘的条件。进化同时关联着民族国

家与小说文类。梁氏对小说地位的进化论证体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他从俗语文学进化的视野，突出一切文体向俗语进化的必然性，不独小说为然。而俗语

文体的特征就是言文合一，实际上正隐含着民权意识。“文学之进化有一大关键，即由古语之文学，

变为俗语之文学是也。各国文学史之开展，靡不循此轨道。中国先秦之文，殆皆用俗语，观《公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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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楚辞》《墨子》《庄子》，其间各国方言错出者不少，可以为证。故先秦文界之光明，数千年称最

焉。……宋以后，实为祖国文学之大进化。何以故? 俗语文学大发达故。……苟欲思想之普及，则

此体非徒小说家当采用而已，凡百文章，莫不有然。”①

第二，他从文体进化的视野，强调文体进化由简到繁的趋势，以戏曲为中介实现两次转变: 其

一，将戏曲与诗歌联系起来，突出戏曲在表现功能上对于诗歌的优势，建立戏曲的至高位置。必须

注意到，他是在“小说丛话”中比较中国之诗与泰西之诗，这一点具有特别的意义。在这里他表明

了自己比较视野的转变，此前他在比较中西诗体的长度时，将荷马、但丁、拜伦和弥尔顿用来与中国

诗比较，认为他们的著名之作，“率皆累数百页，始成一章者也”②，而中国的诗，最长的也不过《孔雀

东南飞》《北征》《南山》之类，很少超过二三千言以外者，并因此认为这是东方文学家才力薄弱的表

现; 现在他认为这种比较是成问题的，因为这仅仅是从狭义之诗而言，而诗则有广、狭义之分。泰西

之诗实则诗体不一，如果以此为参照，则中国的骚、乐府、词曲都属于诗，从这一意义上，“数诗才而

至词曲，则古代之屈、宋，岂让荷马、但丁? 而近世大名鼎鼎之数家，如汤临川、孔东塘、蒋藏园其人

者，何尝不一诗数万言耶? 其才力又岂在拜伦、弥尔顿下耶?”③通过广义诗的定义，他最终使得戏

曲进入了诗歌的系统之中，并以之确立中国文学在诗体上的荣誉。
但梁氏的做法并不到此为止。他认为斯宾斯所言的“宇宙万事，皆循进化之理，惟文学独不然，

有时若与进化为反比例”的说法并不完全正确，那种“谓文学必带有一种野蛮之迷信，乃能写出天

然之妙; 文明愈开，则此种文学愈绝”的观念，实只是从文学风格上言，但是从文学体裁上论，却并不

是如此。梁启超以此来对比体裁进化的合理性，“凡一切事物，其程度愈低级者则愈简单，愈高等者

则愈复杂，此公例也”④，从这一意义上，从诗进化到戏曲就成为一种高级的演化，“故我之诗界，滥

觞于三百篇，限以四言，其体裁为最简单; 渐进为五言，渐进为七言，稍复杂矣，进而为长短句，愈复

杂矣，长短句而有一定之腔一定之谱，若宋人之词者，则愈复杂矣; 由宋词而更进化为元曲，其复杂

乃达于极点。”⑤如果在上一则丛话中，梁启超以广义之诗的定义，把戏曲纳入诗的系统，那么在这

里他又借助于体裁进化的视野，将戏曲确立为诗体进化的顶点，从而，原先以《诗》为根本标准的诗

体概念，就转变为以《诗》为起点的进化轨迹，作为刚刚被收编入“诗”系统的戏曲一下子成为“诗”
的至高形态。

其二，在论证完戏曲作为体裁进化上是“诗”的至高形态之后，梁启超又将戏曲的表现力与小

说的感染之力联系起来，从而将戏曲纳入小说的视野之中，确立小说在文类上的总体性。梁启超突

出戏曲胜于其他诗体的四个体征，即体唱白相间、可写多人意境、体例可以无限延展而又可任意缀

合诸调，从而具有较为自由而广阔的表现功能。从中国韵文进化的角度确立“以曲本为巨擘”的地

位，而在曲本之中，梁氏又独推《桃花扇》作为“冠绝前古”之作，从其结构、文藻和寄托三个方面，进

行论述，尤其突出了《桃花扇》沉痛之调的感人力量，“文章之感人，一至此耶?”⑥然梁氏至此，笔锋

一转，他写道“蒋藏园著《临川梦》，设言有俞二姑者，读《牡丹亭》而生感致病。此不过为自己写照，

极表景仰临川之热诚而已，然亦可见小说之道感人深矣。”⑦尽管在梁启超的观念中，小说与戏曲传

奇往往被视为同一事物，这也为众多论者所同道，但是在上述关于“诗”与“戏曲”的关系论述中，却

也并没有见出梁启超插入或混用“小说”的情形，如此我以为在这里梁启超恰恰是一种有意识的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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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他首先将“戏曲”纳入“诗”的范围，再借用体裁进化的依据，确立“戏曲”的至高位置; 在此基础

上，又通过“感人之力”这一点，将小说与戏曲联系起来。实际上，从《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开始，

梁启超就已经形成了小说是依靠其“不可思议之力”而成为“文学之最上乘”的观点。而在这则“小

说丛话”中，梁启超还举出《泰晤士报》所登载的“读小说而自杀”的例子，来加以证明，并发出“小说

之神力，不可思议，乃如此耶”①的赞叹!

事实上，梁启超对戏曲的体裁的表现力的论述，在两年前《中国唯一之文学报〈新小说〉》中已

经将之应用到小说上:“小说之道感人深矣。泰西论文学者必以小说首屈一指，岂不以此种文体曲

折透达，淋漓尽致，描人群之情状，批天地之窾奥，有非寻常文家所能及者耶!”②这种观点在当时

“新小说”的作者群中，也已经形成了共识，比如曼殊就指出，相对于史书受到历史上固有人物事迹

的限制，小说享有更大的自由性，“吾有如何之理想，则造如何之人物以发明之，彻底自由，表里无

碍，真无一人能稍掣我之肘者也。”③从这一意义上“由古经以至《春秋》，不可不谓之文体一进化; 由

《春秋》以至小说，又不可谓之非文体一进化。”④从文类体裁进化角度所确立的小说的至高性，也就

成为“中国文学”的荣誉之处。梁启超对“中国文学”的荣誉的评价标准，就在于“中国文学”的“精

心结构”“风格笔调”等审美层次，由此出发，他认为《桃花扇》“结构之壮丽，寄托之遥深”可谓“冠

绝千古”⑤。加之《桃花扇》令读者“读此而不油然生民族主义之思想者，必其无人心者也。”⑥则《桃

花扇》显然成为“中国文学”的最高典范。
很显然，这已经不同于梁启超此前对“中国小说”的传统的断裂性的民族主义视野。从“中国

小说”到“中国文学”，实际上基于梁启超对于现代性理解的变化。如果说前者意味着中国与传统

的彻底的断裂和否定，则后者主要建立在梁启超思想中的“文化民族主义”思想，是梁启超对民族

主义的深入理解的阶段。“国民—国家”有机体的建立不仅仅需要政治的想象，还需要历史的根源

为其建构认同的情感基础，历史成为民族建构所无法迈越的对象。梁启超要寻求“中国小说”的地

位，不能脱离开中国文学的传统格局，而这也就使得梁氏的文学思想，逐渐开始返回历史中的文学，

去寻找古典文学中的精神依据，而这种依据正是在于他民族的文学的比较中逐渐确立的意识。小

说地位的这种“挣脱”和“占据”，需要对传统文学的谱系进行新的言说。另一方面，“中国小说”的

建立，实际上也正是力图建构一种新的“中国”文学的历史。由此一种“中国文学史”的观念也开始

萌生，以小说总体性为视野的俗文学进化的历史建构，正是从“国民—国家”有机关系及其民族主

义精神中发生出来。这里的“中国”既是历史中所无的，需要从“少年中国”中创生，但是，这里的

“中国”似乎又是有的，“中国”意识被激活，中国之所以可能重新占据全球舞台，就在于中国具有它

历史的源流。“凡一国之能立于世界，必有其独具的特质，上自道德法律，下至风俗习惯、文学美术

皆有一种独立之精神。祖父传子，子孙继之，然后群乃结，国乃成。斯实为民族主义之根源也。”⑦

于是，“中国小说”这一面对未来的现代性诉求，就不得不在传统的“中国文学”中寻找它的合法性。
《桃花扇》作为历史与现实交接的最佳点，它是文学认同的最佳时刻，也正是民族精神最为饱满的

时刻。这是因为，作为“国民文学”，它既是文类最高点的呈现，拥有无愧于“文学”的方面，又是民

族国家认同的最佳代表，其本身就蕴含代表着强烈的民族精神。两者在建构民族的尊严和荣誉上

联结在一起，民族认同意识和民族权利精神在这里得到最深刻的呈现。民族精神最为饱满的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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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是艺术构造最为独特的时刻，审美性与民族性正由此而发生。
如此，从“中国小说”到“中国文学”，尽管其立足点仍然是“小说”，但是对于历史与现实关系的

理解却完全不同。“中国”的含义发生游走，一个是未来的，一个是过去的。而这里的“民族”也发

生了变化: 前者是民族主义，而后者是文化民族主义。“19 世纪末以后，西方民族主义固然给中国

人送来了一份追求民族独立的礼品，然而，它同时也带来了一个最大的麻烦。因为根据它的说法，

非西方民族之所以在近代不能获得迅速的发展，关键就在于这些民族的文化本根与西方民族的文

化有巨大的差异。也就是说，非西方民族要想获得像西方那样的发展，就必须彻底地改造自己的民

族文化基因。而对一个民族的文化本根的改造，又恰意味着对这个民族的根本否定，这是一个让人

无法适从的严重的二律背反。更何况，西方民族主义是裹挟着达尔文的进化论传入中国的，优胜劣

汰，适者生存的警世名言，更是让中国人万分焦躁，对西方民族主义敬之而又畏之。”①民族主义与

文化民族主义的冲突，事实上难以调和。中国人在历史中建立进化的传统，既同时应对现代性，又

能够克服内心文化的焦虑，就成为一种模式。梁启超“中国文学”观念必然包含的史学重构，也即

是对于“文学史”新传统的建立，这种思想受到后来胡适的继承，从而成为我们长期以来理解中国

文学的基本视野。
梁启超从“中国小说”到“中国文学”概念的提出，是他塑造以“国民”为主体的民族主义意识形

态的重要方式，开启中国现代“国民文学”/“国族文学”的先河，是中国文学现代性的重要标志。其

中，“中国小说”以一种强烈的断裂性，宣布一种以“国民”为主体的文学内涵的产生，“新小说”与

“新国民”的同构关系正是“中国小说”的现代内涵的政治隐喻; 与之相比，“中国文学”则试图以进

化论的逻辑为想象中的“中国小说”的崭新局面寻找历史的依据，建构一种小说总体性视野下的

“中国文学”传统，尤其重视“精心结构”的艺术荣誉与“民族主义”的自觉意识对于“中国文学”的

中国性与文学性的意义。从这一意义上，梁启超“中国文学”的概念提出，已经具备了“文学性”与

“国族性”的双重内涵。尽管“中国文学”这一语词并非梁启超第一个使用，然而，与晚清学制改革

过程中，“中国文学”被用以指称中国古代的文章流别，尤其作为写作课程的名词不同②，梁启超是

“中国文学”现代意义的创造者。

［责任编辑 吴奕锜 责任校对 王 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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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皮明勇:《民族主义与儒家文化———从梁启超的民族主义理论及其困境谈起》，载李世涛主编:《民族主义与转型期中国的命运》，长

春: 时代文艺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254 页。

光绪二十九年( 1903 年) 《奏定高等小学堂章程》中设有“中国文学”科目并解释道:“其要义在使通四民常用之文理，解四民常用之

语句，以备应世达意之用。读古文每日字数不宜多，止可百余字，篇幅长者分数日读之，即教以作文之法，兼使学作日用浅近文字。

篇幅宜短，总令学生胸中见解言语郁勃欲发，但以短篇不能尽意为憾，不以搜索枯窘为苦。蕴蓄日久，其颖敏者若遇不限以字数时，

每一下笔至数百言矣。并使习通行之官话，期于全国语言统一，民志因之团结。”而在其后的课程程度上，第一年规定为“读浅俗古

文，即授以命意遣词之法，兼使以俗语翻文话，写于纸上约十句内外，习楷书，习官话。”而后第二年、第三年、第四年程度提升，但其

内容都还是读书识字写作。( 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中册，人民教育出版社 1961 年版，第 435、437 页。) 同一年所颁布

的《奏定中学堂章程》中，也设有“中国文学”一科，但与高等小学学习以识字疏通文理不同，中学的“中国文学”科重心放在“作文”

上，认为“入中学堂者年已渐长，文理略已明通，作文自不可缓”，并指出学文次序为“文义”“文法”和“作文”三步。此外，还“次讲

中国古今文章流别。文风盛衰之要略，及文章于政事身世关系处。其作为之题目，当就各学科所授各项事理及日用必需各项事理

出题，务取与各科学贯通发明; 既可易于成篇，且能适于实用。”( 同上，第 508 ～ 509 页。) 而在 1902 年的《钦定高等学堂章程》中，则

没有“中国文学”的科目，而只有“词章”一科，其讲授内容为“中国词章流别”，同年颁布的《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设有“文学科”，

其内容包含经学、史学、理学、诸子学、掌故学、词章学和外国语言文字学。这一定义不脱传统“文章博学”。1903 年《奏定高等学堂

章程》中，设有“中国文学”一科，与小学和中学重在文字作文的实用相同，它主要是“练习各体文字”，到了第三年往往“兼考究历

代文章名家流派”。1903 年的《奏定大学堂章程》中设置了“文学科大学”，其下分为九门，第四门为中国文学门，第五门为英国文

学门，第六门为法国文学门，第七门俄国文学门，第八门为德国文学门，第九门为日本文学门，在“中国文学门”中，设置了文学研究

法、说文学、音韵学、历代文章流别、古人论文要言、周秦至今文章名家等等课程，才基本上接近于今天的大学中文系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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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re are great discrepancies about ac-
tion system in securities tort relief among different
countries． To select and construct group action
mode in securities tort in China，we should pay
weve attention on the tapping and using of native
resources． The representative action system with
undetermined number of plaintiffs in China's legis-
lation meets the solution and demand of modern
group disputes in the concept of design． The rea-
son why the system is not applied in securities tort
action is the restriction of judicial policy，but not
the unconquered barriers is technical． Differing
from concurrent action fundamentally，but similar
to class ac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value pur-
suit，the representative action system with unde-
termined number of plaintiffs in China balances
the interests of the parties，and is a reasonable
mode for group action in securities tort in China，

whose specific rules need to be perfected neverthe-
less．
Key words: securities tort; group action; repre-
sentative action with undetermined number of
plaintiffs

A Study on the Effect of WOM on Social
Media: Focus on Construal Level

Theory and Ｒegulatory Focus Theory

CHEN Bai-lin

Communicatio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33，China

Abstract: This study investigated how social dis-
tance and regulatory focus affect persuasion and e-
valuation toward WOM recommendation presented
on SNS． The results show that significant interac-
tion effect between social distance and regulatory
focus． Specifically，promotion focus oriented con-
sumers think that the message is more persuasive
and have a more favorable evaluation than preven-

tion focus consumers when the social distance of
the message is distal． On the contrary，prevention
focus oriented consumers think that the message is
more persuasive than promotion focus oriented
consumers when the social distance of the message
is proximal，while product attitude is not different
between the two regulatory focus types．
Key words: social media; WOM; social distance;

regulatory focus

The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and Cultural
Import of the“Middle-Aged Generation”:

Fu Tianhong's Poems as a Case Study

WANG Xiao-ping

College of Humanities，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361005，China

Abstract: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historical sig-
nificance and cultural import of the poems by the
so-called “Middle-Aged Generation”，with Fu
Tianhong's poems as its object of study． It tries to
apply historical hermeneutics to look into the
peot's works and his life experience，with the lat-
ter ( a refraction of the historical experience per
se) working as the subtext of the literary texts．
Through this study，it aims to show the literary
value and historical repercussion of the“Chinese
new poetry”after 1949．
Key words: Fu Tianhong; Chinese new poetry;

Middle-Aged Generation; critical consciousness

Liang Qichao and the Generation of
the Concept of Chinese Literature

ZHENG Huan-zhao

College of Liberal Arts，Jina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32，China

Abstract: The arise of the concept Chinese Lit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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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re from Chinese Novel is an important way for
Liang Qichao to shape the nationalist ideology，

which opens China Modern national literature's
precedent and becomes an important symbol of
chinese literature modernity． With a strong frac-
ture，Chinese Novel announces the generation of a
kind of literature with national as its subject． The
isomorphic relationship between New Novel and
New National is the political metaphor of the mod-
ern connotation of Chinese Novel ． By contrast ，

Chinese Literature is trying to find historical basis
for the imaging Chinese Novel's new situation with
the evolutionary logic，constructing the Chinese
Literature traditional in the totality perspective of
fiction ． In this sense，Liang is the creator of Chi-
nese Literature in the modern sense．
Key words: Liang Qichao; Chinese Novel; Chi-
nese literature; New Novel; new national; nation-
alism

Zheng Xian-Fu's Theory and
Commentary on the Eight-Part Essay

CHEN Wei-zhao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Ancient Chinese Literature
Fudan University，Shanghai 200433，China

Abstract: Zheng Xian-Fu not only had created
many Eight-part essays，but also written the book
Zhi Yi Za Hua which about the theory of the
Eight-part essay and commented many other
writer's Eight-part essays． His theory and com-
mentary on the Eight-part essay has distinct char-
acter． The examination form of proposition of the-
sis has limited the idea and method of the Eight-
part essay． One person's knowledge about Confu-
cian classics and history has determined the value
of his idea and method． The successful application

in the rhetoric method can made an Eight-part es-
say into an artistic essay．
Key words: Zheng Xian-Fu; theory and commen-
tary on the Eight-part essay; rhetoric; artistic es-
say

On Shu Xiang's Literacy Achievement

LAI Sen-hua

College of Literature，Northwest Normal University
Lanzhou 730070，China

Abstract: According to research，Shu Xiang was
born in 593 B． C and died in 514 B． C at the lat-
est． The literacy achievement of Shu Xiang mainly
includes three aspects，namely poetics activity，

article and literacy theory． The first one includes
citing poetries to prove something，interpretation
of poetry discourse and understanding of poetic
meaning，in which especially it has a huge impact
on later poetry interpretations to interpret Hao
Tian You Cheng Ming( 《昊天有成命》) holistical-
ly． His articles can be divided into letter and lan-
guage appropriate to the occasion，which both
have the value of literacy style． Especially，lan-
guage appropriate to the occasion can be also di-
vided into diplomatic one and discussional and
propositional one． In terms of literacy theory，he
has some idea and concept about words，such as
advocating propriety，integrity and evidence，not
trespassing etiquette，believing in the words and
not advocating appearance and so on． Shu Xiang
has attention to highlighting etiquette and morality
in his literature materials．
Key words: Shu Xiang; birth and death dates;
poetics activity; poetry interpretation; letter; lan-
guage appropriate to the occasion; words concept

［责任编辑 丛 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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