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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儒学新变与“新小说”的国家想象

朱　 军　 孙　 逊

摘　 要： ２０ 世纪初“新小说”的国家想象，是现代小说的重要开端，更是现代意义上民族国家叙事的一个重要起点。 这既

与西方现代性的传入有关，更是晚清儒学突围的结果。 公羊学朴素进化论与西方进化论的化合，改变了中国小说的传统

时空结构，三代、桃源叙事转向了指向未来的“新中国”的想象。 政治小说在引入西方政治理念的同时，以文明和道德的

理想主义重构了现代国家的符号体系。 “华夷之辨”与民族国家意识的相互激发，在“新小说”建构民族国家认同中扮演

了关键角色。 “新小说”东方式的国家想象，渗透着对现代性的反思，揭示出儒学现代转型对人类文明的贡献所在。
关键词： 新小说；　 国家想象；　 儒学转型；　 现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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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清时代是国家转型、儒学转型和文学转型

的关键时期。 数千年未见之大变局下，现实的家

国危机与儒学的天人危机交织在一起，激发了文

人重构国家理想的努力。 以《新中国未来记》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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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的 “新小说”，将 “中国前途” 的想象置于中

心，①初步建构了一套有关现代民族国家的文学

话语体系。 这是 ２０ 世纪中国小说发展的重要起

点和原动力，目前这一研究多被置于西方“现代

性”与“乌托邦”的视域之下。 但溯及本源，晚清

小说家主要还是根据儒学传统沿袭下来的那套独

特的关怀和问题，对西方的冲击作出回应的。
“新小说”的国家想象，不仅来源于域外思想和文

类的导入，更深受晚清儒学新变的影响。 本文试

图从政治小说、科学小说、种族革命小说、立宪小

说、殖民小说、理想小说等具体文本切入，进一步

揭示出“新小说”对国家未来的设计和想象与儒

学现代转型的深刻联系。

一、 公羊学新变与“新小说”
现代国家想象的展开

　 　 “三代之治”一直是传统儒家文人理想的国

家治理原型，以公羊学转型为核心的晚清儒学新

变中，对“三代之治”的崇法发生了重要偏移。 古

文家一般主张回归“三代之治”，而今文家则主张

继周损益的制度创新。 晚清今文家制造的“大地

震”和“大喷发”，更源于他们融合中西的“改制”
思想和“新”的意识（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
７９—８２）。 公羊学朴素进化论与西方进化论的化

合，展现了人类未来的美好前景（皮锡瑞 ８—９）。
康有为首倡“小说学”，梁启超等领衔的“小说界

革命”和“新小说”，首先着眼于“新民” “新国”
“新世界”的想象和创构，为从时间和空间上重新

定位中国拉开了序幕。
《公羊传》不仅是一份解经文本，更是一套有

关儒家体制、哲学和宇宙论的经典论述。 “张三

世”是春秋公羊学的核心要义。 《公羊传》提出

“三世异辞”———“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

辞”，表现出“书法义”对三世历史编纂取舍的不

同态度。 董仲舒把《春秋》所记载的鲁国十二公

分别划入“所见世、所闻世、所传闻世”，此为“书
法义”。 何休将此义生发为“据乱世、升平世、太
平世”的系统性的历史哲学，此为“史观义”。 在

历史书写的背后，是孔子政治意识的渲染，“书法

义”“史观义”最终都归结为“政治义”。 公羊学定

义了三世交替循环的秩序原理，以及宇宙本位的

政治观，隐藏着中国政治、历史和文学的深层

结构。
今文公羊学说在西汉大显其世，其后沉寂千

年。 １７７０ 年前后公羊学复兴，迅速成为知识界

“当者披靡”的力量。 １９ 世纪末 ２０ 世纪初，公羊

学逐渐演变出一套新的政治哲学和世界观，成为

中国人沟通西方进化论的捷径。 从本质上说，公
羊学是一种循环论的历史观。 三世有兴衰更替，
但社会秩序最终仍由先在的宇宙秩序决定，此即

董仲舒所谓历史存在于“天人感应”之中。 此循

环论并不具备现代性的“时间性格”，或曰缺少未

来意识，这一情况在晚清公羊学新变中获得扭转。
晚清公羊学因时而变与其改制、变易哲学和

“以经议政”的学术风格有关。 乾嘉年间，经过庄

存与等人的重新发掘，在刘逢禄身上，以三世说为

中心的变易观点“大张其军”。 受其影响，龚自

珍、魏源等人进一步将“进化和变革”的哲学观系

统化。 魏源直指，“三代以上，天皆不同今日之

天，地皆不同今日之地，人皆不同今日之人，物皆

不同今日之物” （４７—４８）。 至康有为，“三世说”
进一步附丽于西方民主共和制度和进化论政治学

说，“人类进化，皆有定位，自族制而部落，而成国

家，而成大统；由独人而渐立酋长，由酋长而渐正

君臣，由君主而渐至立宪，由立宪而渐为共和

［……］盖自据乱进为升平，升平进为太平，进化

有渐，因革有由，验之万国，莫不同风［……］孔子

之为《春秋》，张为三世［……］盖推进化之理而为

之”（２８）。 儒家典籍中包含了最重要的“进化之

理”，这也是“万国之公例”，这意味着中国理应变

法图强“与世渐进”。 中国传统的“古” “今” 不

分、面向理想“三代”永恒复归的时空观走向裂

变，政治想象因此出现种种新的可能。
晚清公羊学新变以及由此引发的儒学时空意

识的重要转变，回应了西方“现代性”的首要特

征———时空分离。 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
认为 “ 现 代 性 ” 的 首 要 特 征 是 “ 时 空 分 离 ”
（ｓ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ｉｍｅ ａｎｄ ｓｐａｃｅ），这是现代国家形成

的首要“动力品质”和“因素” （１８）。 现代性断裂

中最深刻的部分是“过去”转向“未来”的断裂。
中国现代小说的重要开创者梁启超如此阐发三世

说与“未来”的关系：“《春秋》之立法也，有三世，
一曰据乱世，二曰升平世，三曰太平世。 其意言世

界初起，必起于据乱，渐进而为升平，又渐进而为

太平，今胜于古，后胜于今，此西人打捞乌盈（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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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尔文）、士啤生氏（即斯宾塞）等，所倡进化之说

也。 支那向来旧说，皆谓文明世界，在于古时，其
象为已过。 《春秋》三世之说，谓文明世界，在于

他日，其象为未来。 谓文明已过，则保守之心生。
谓文明为未来，则进步之心生”（《梁启超全集》卷
１ ２６４—６５）。 公羊学朴素进化论与西方进化论

交融汇通，给“新小说”的创作带来了深远影响，
激发中国小说的家国想象从三代、桃源叙事转向

现代国家叙事。 黄金世界不仅仅在唐虞三代，也
可能出现在未来的“新中国”。 “进步”则成为儒

学新的“天意律令”。
碧荷馆主人《新纪元》开篇谈到：“我们从前

的小说家，只晓得把三代、秦汉以下史鉴上的故

事，拣了一段作为编小说的蓝本，将他来描写一番

［……］或是把眼前的实事，变作了寓言，凭空结

撰了一篇小说。 从来没有把日后的事仔细推求出

来，作为小说材料的”（２）。 这些小说在作者看来

“不是失之于附会，便是失之荒唐”，反而近来外

国人两部小说《未来之世界》和《世界末日记》才
算是“别开生面的笔墨”，“编小说的意欲除去了

过去、现在两层，专就未来的世界着想，撰一部理

想小说”（碧荷馆主人 ２）。 如“新小说”发刊词

《中国唯一之文学报〈新小说〉》所言：“著者欲借

以吐露其所怀抱之政治思想也。 其立论皆以中国

为主，事实全由于幻想”。②夏晓虹因此指出，“未
来记”形式的小说具有破天荒意味，中国文学即

使偶尔构想理想社会，而绝没有将其置于未来社

会提前出世（２２２）。 “新小说”首先将文学的新意

聚焦于未来国家想象，起源于对文学传统的叛逆，
也是对传统儒学的一个最深层的挑战。

随着“时间开始了”，中国小说现代国家想象

开启。 小说中涌现出多种纪年方案，有“孔子纪

年” “干支纪年” “黄帝纪年” “西历纪年”等等。
不同纪年并举背后映射不同国家道路的选择。
《新纪元》“黄帝纪年”彰显了小说家的民族主义

革命要求；“大清帝国纪年”表明了东海觉我、陆
士谔等人保守的维新思路；蔡元培《新年梦》和高

阳氏不才子《电世界》中西历法并用，体现了小说

家援西入中建设现代国家的意愿；梁启超《新中

国未来记》等力推“孔子纪年”，则更凸显了对于

文化和儒学兴灭继绝的使命感。
空间上的“新中国”对应时间上的“新纪元”，

构成了“新小说”国家想象的叙事主线。 传统儒

学循环论的时空观已经破裂，西方线性的时间进

化和民族国家观念对小说创作产生根本性影响，
并且深刻影响 ２０ 世纪至今的政治秩序、世界观和

人生观。 对于小说创作而言，如何弥合新旧时间

的断裂，实现据乱世与太平世的空间转换是一个

前所未有的挑战。
“新小说”往往采用两种空间叙事套路：“梦

游新中国”和“域外漂流记”，并且两种叙事手法

经常叠加使用。 “梦游新中国”的代表作包括《新
中国未来记》《新石头记》《狮子吼》《新中国》《新
年梦》《痴人说梦记》等等。 《中国唯一之文学报

〈新小说〉》评《新中国未来记》 “全用幻梦倒影之

法，而叙述皆用史笔”。 《新石头记》唤醒宝玉梦

游晚清中国和“文明境界”，突出文明与野蛮、科
学与愚昧、富强和落后的新旧对比之维。 《新中

国》第一回“一枕皇梁乾坤新造”，“我”和李友琴

梦中来到“盛极了”的新中国。 陈天华《狮子吼》
是现代“醒狮论”的先声。 小说描绘了混沌 梦醒

光明的三部曲，是据乱世到太平世的转译。 卷首

楔子直言“运用影射、象征、梦幻诸手法，阐明光

复中华的创作主旨”。 在现代精神分析的视野

中，匮乏感激起的梦境是一种心理补偿机制的体

现。 福柯《梦与存在》认为，具有预言力量的梦是

同一真相的另一种经验，梦的形象世界连接着超

越界（３２）。 小说主人公从逃避“据乱世”进而破

除之，睡狮的“混沌之梦”转化为“日月光华”之

境，寓意国家意识的觉醒和民族精神的升华。
《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梁启超说：“凡人

之性，常非能以现境界而自满足者也。 而此蠢蠢

躯壳，其所能触能受之境界，又顽狭短局而至有限

也。 故常欲于其宜接以触以受之外，而间接有所

触有所受，所谓身外之身，世界外之世界也。 此等

识想，不独利根众生有之，即钝根众生亦有焉。 而

导其根器，使日趋于钝，日趋于利者，其力量无大

于小说。 小说者，常导人游于他境界，而变换其常

触常受之空气者也”。③夏志清认为，梁启超这一

美学立场可能来源于坪内逍遥“理想派”与“现实

派”的两分（夏志清 ８６）。 梁启超推崇“理想派”，
“理想小说”因此成为重要文类，此“理想”又以

“新中国”想象为核心。 导游于“他境界”的梦想

之旅有效化解了“现实”与“理想”的断裂。
与“梦游新中国”相对应，《月球殖民地小说》

《乌托邦之豪杰》 《瓜分惨祸预言记》 《新野叟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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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冰山雪海》 《电世界》 《狮子血》等都可归到

“域外漂流记”叙事。 “新小说”发刊词中即要求

“新小说”能“如《鲁滨逊漂流记》之流，以激励国

民远游冒险精神”。 故国“无国无史”，能人志士

报国无门，只能选择另立新邦。 《黄金世界》 《狮
子吼》《月球殖民地小说》和《电世界》中，从远游

海外到殖民月球海底，各种“域外漂流记”叙事层

出不穷。 旅生《痴人说梦记》最为典型，公羊三世

进化观变异为“愚村” （传统中国）———“仙人岛”
（世外桃源）———“镇仙城” （现代国家）的时空递

进叙事。 现代“镇仙城”对阵传统“仙人岛”和“愚
村”，不仅充满了挑战的意味，而且形象地展现了

从愚昧到启蒙、进化，再到现代完美国家的过程。
梦想式和鲁滨逊式的出走、重建、归来，对应

了“新小说”从旧中国到新世界，再转回改造现实

中国的叙事模式，公羊学三世进化论与西方进化

论在“新小说”中构成了潜在的沟通。 一方面，
“梦游”和“漂流”强化了新旧时空分裂；另一方面

“新小说”延续了从“据乱世”（救亡）到“升平世”
（富强）再到“太平世”（大同）的三世进化叙事结

构。 分裂与传承的二元对立叙事，催生出现代意

义上的国家想象，一种进化的天道观支配下的国

家想象。 正如浦嘉珉所指，达尔文的 “进步”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和“完美”（ｐｅｒｆｅｃｔｉｏｎ）在晚清儒学中逐

渐内化为一种近乎神秘的信仰（浦嘉珉 １５）。
“新小说”的国家想象，取新旧对立之意，依

三世递进之法。 作为进化之道的文学具象，“未
来记”是“新小说”有别于中国小说传统的特质所

在，是对中国小说传统的重要突破。 晚清儒学与

西方现代性的化合发挥了至关重要作用，其中核

心的推动力来自于西方进化论与公羊学进化论的

会通。 晚清公羊学中的进化与大同观念是“新小

说”创作的摹本。 以“梦游新中国”和“域外漂流

记”为叙事手法，保群进化、救亡启蒙等现实关怀

与新儒学视野下的三世进化观形成对应，构筑了

“新小说”国家叙事的深层结构。

二、 政制与文明：“新小说”
国家想象的“旧邦新命”

　 　 １９０２ 年被小说史家定位为政治小说年。 “新
小说”成就最大、影响最大者是政治小说和科学

小说两大新文类，国家想象主要围绕民主和科学

的理想化而展开。 一方面，现代政治词汇迅速被

“新小说”奉为新的名教；另一方面，转型时代知

识人和小说家多主张“提倡新政制，保守旧道德”
（包天笑 ３９１），试图以新儒家的“文明”观念改造

西方政制，体现出对道德理想主义的坚守。 晚清

政治小说因此多具文化保守主义和文化民族主义

的色彩。
清季以降，由龚自珍和魏源发出先声，邵懿

辰、王闿运形成关键枢纽，最终在廖平和康有为身

上，公羊学及其政制乌托邦思想蔚为大观，深刻影

响了一代知识人的思想与创作。 钱基博《现代中

国文学史》 “魏晋文”开篇云，“王闿运治学初由

《礼》始，考三代之治度，详品物之体用，然后通

《春秋》微言，张《公羊》，申何休，今文家言于是大

盛也”（２７）。 通过魏源与王闿运等人的努力，公
羊学的历史变易观念与清季的实学传统相互促

进。 工具理性复苏的主要倡导者之一魏源进而提

出“师夷长技”，以至于歆慕西方的民主制度。 晚

清公羊学“理势合一”的实学观，注重“实用”与

“时务”，是对“饾饤为汉、空腐为宋”陈腐学风的

有力反拨，转变了中国传统中把历史看作道德衰

替的循环观念，将历史看作世俗人事长期发展、客
观演进的过程。

从廖平到康有为，春秋公羊学和春秋董氏学

所代表的“真孔学”复兴，其核心是重拾孔子的圣

人改制立法精神。 万古不易的历史循环论，改写

为“时王（素王）立法”的时代意识。 公羊学进一

步将“新”与革命、改制相联结。 所谓“周虽旧邦，
其命维新”，冯友兰解释说，“就是旧邦而有新命，
新命就是现代化”（卷 １ ２）。

“新小说”国家想象被种种现代政制科学理

念所左右。 对未来国家的命名主要有： 联邦共和

国、大中华民主共和国、兴华邦独立共和国、新中

国、立宪国、镇仙城、民权村、自由村、汉山、女中

华、女子世界、乌托邦、黄金世界、文明境界等等，
集中反应了新的政制价值趋向。 独立、共和、自
由、民权、立宪、革命等现代政制词汇充当起“新
小说”重新想象中国的符号体系，成为新的“救世

的神符”。 事实上，小说家并没有深刻理解现代

政制符号的能指和所指，但却往往任意夸大其效

用。 譬如报癖《新舞台鸿雪记》有一“植物园”，形
象地以文明菜、自由果、平等草、独立树、革命花等

代表对西方政制的认同，但“国粹药”才是消弭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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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隔阂的药方。 新小说家有

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所有政制理念都趋于道

德 政治关怀，一种对“文明”的憧憬。
“新小说”对“文明”的描绘是新时代内圣与

外王的接合，旨在重塑意义体系，其中内涵有价值

形态、生活方式、礼法制度的重新取向。 如吴趼人

所说，“兼理想、科学、社会、政治而有之者，则为

《新石头记》” （魏绍昌 １９４）。 《新石头记》的理

想国名为“文明境界”。 在空间布局上，每区用一

个字作符识，即礼、乐、仁、义、智等儒家教义。
“东方强字文明”先生居住在“仁字第一区”，宝玉

初到此地进入的是“强”字区。 这一空间性的结

构寓言，首先指涉了作为传统中国“文明”的空间

结构。 宝玉作为“补情”的情种在晚清转而“补
天”，红楼梦从此幻化成富强梦。 “文明境界”的

一大特色是“文明专制”政体。 吴趼人的“文明专

制”设想来源于晚清流行的“开明专制”设想，④但

他在构想富有启蒙精神的中央集权之外，更为强

调道德和文明的救世力量。
“新小说”对现代政制习惯以“文明”为标尺

重新分类，譬如有“文明专制”与“野蛮专制”、“文
明自由”与“野蛮自由”等。 对“自由”的区分和反

思最为典型。 《黄绣球》《自由结婚》 《新石头记》
《新中国未来记》都有两种“自由村”。 《新石头

记》中，一个“自由村”中“除却跑马车、逛花园、听
戏、逛窑子，没有第五件事”，无疑是“野蛮自由”；
另一个“自由村”是“东方文明”诞生的地方，充满

“文明自由”。 第二十三回宝玉道：“自由也分别

文明、野蛮么？”老少年道：“越是文明自由，越是

秩序整饬；越是野蛮自由，越是破坏秩序。 界乎文

野之间的人，以为一经得了自由，便如登天堂。 不

知真正能自由的国民，必要人人能有了自治的能

力，能守社会上的规则，能明法律上的界线，才可

以说自由”（吴趼人 １７４—７５）。 《新中国未来记》
第三回言“爱那平和的自由，爱那秩序的平等”，
自由不是“不读书、不上讲堂，日日去嫖去饮”，而
是能明群己的界限，是内在的公共自由意识。 革

命的理想不是“自由之俗”，即听任意志与欲望的

奔泄实现 “所有人都是自由的”，而是 “自由之

德”，不以侵犯他者的自由作为自己追求自由的

目标（《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五 ４５）。
“新小说”甚至将“文明”本身也划分为“假文

明”和“真文明”。 单纯依靠政治自由、科技昌明、

军事强盛的文明不是“真文明”。 《新石头记》中
“动不动讲文明的国”，以保护之名任意欺凌，割
人土地，侵人政权。 这是“发下个号令来吞并各

国”的“假文明”。 第三十八回“东方文明”以仁的

精神重构现代家国理想， “组织成一个真文明

国”。 现代性往往表现为神魔同在的英雄主义，
即史华慈总结的近代世界的“歌德精神”或“浮士

德 普罗米修斯精神”（Ｓｃｈｗａｒｔｚ ２３７—３９）。 此浪

漫精神有一种魔性在。 “东方文明”所创造的“真
文明”，恰恰是要超越政治科学上的戡世精神，淘
汰政治上的使命感，剩下文教上的使命感。 最终

德育普及、世界大同、“补天”成功。 魔性的浪漫

被素王的德性所驯服，国家、世界被境界所超越，
生命在文明中充满了趣味。

总之，“文明国家”作为一个完整的“意义世

界”，具有向善的典范性。 自由、财政、军事、维新

等等政制理念皆为标，被小说编入“文明”之本的

脉络。 陆士谔《新三国》中，魏蜀吴皆行变法，但
是魏国吴国只从财政军事入手，这些都是末，最终

都以失败告终。 立宪模范国吴国从教育立政入手

才是治本之策。 第十七回孔明点出关键：“标者，
在夫理财、经武、择交、善邻之间，本者，存乎立政、
养才、风俗、人心之际。 势急，则不能不先治其标；
势缓，则可以深维其本” （张正吾编 ２４４）。 孔明

这段对严复思想的引述表明，道德教育风俗人心

是晚清小说家心中国运昌盛的本源。⑤国家当深

维文明之本。
进而言之，对于“文明国家” 具体的实现路

径，“新小说”往往回归到儒家的道德救世主义。
墨子刻精辟地指出，传统国家的现代转型一是围

绕工具理性（世俗化）的现实需要，二是以“道德

性语言”或“人文主义”作为文化社会的基础。⑥

“新小说”对于民主政制的铺陈对应了工具理性

和宗教世俗化的需要，对于文明和道德的强调应

该被理解为一种新的人文主义，两者是传统社会

走向现代文明社会的基石。
“新小说”中，此“道德性语言”贯穿于从批判

到治理再到重建国家的全过程。 譬如《月球殖民

地小说》构想了“透光镜”，洗涤因为八股教育缩

小的心房以及糊涂病。 《新中国》中苏汉民发明

“催醒术”“醒心药”医疗“病夫国”的黑心病。 如

此“中国之心”才能有救。 《女娲石》 “白十字会”
创立“洗脑院”洗涤国民性。 小说揭示出从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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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手医治国家痼疾的重要性，可谓开现代文学

“国民性”批判之先声。
对于“道德性语言”的重建，《黄绣球》将道德

具体分解为“公德”和“私德”。 第二十五回中，在
黄绣球的女学堂里，女学生年纪虽小，意识却开

通，说道：“把祠堂改为学堂，极是好事。 祠堂尽

私德，学堂任公德，公德不明，私德就不能表现”
（阿英编 ３４９），此“公德 私德互补论”体现出超

越同时代的远见。 《新中国未来记》第二回进而

总结：“诸君啊，须知一国所以成立，皆由民德、民
智、民气三者具备，但民智还容易开发，民气还容

易鼓励，独有民德一桩，是难养成。 倘若无民德，
则智气两者亦无从发达完满，就使有智，亦不过藉

寇兵赍盗粮；就使有气，亦不过一团客气，稍遇挫

折便都消灭了”（１１—１２）。 与严复“鼓民力、开民

智、新民德”的吁求一致，“开民智 鼓民气 养民

德”是梁启超定义的国民道德律的内在结构，也
是作为“觉世之文”的“新小说”指出的终极救世

道路。
晚清政治小说显然是大于“政治”的，“政制”

与“文明”构成了政治小说国家想象的两大维度。
这源于晚清“实学”的推动。 “实学”的宗旨在于

化合中西现代政制，推动儒家理论与道德 政治关

怀的重新结合。 这一新时代的圣道王功，在晚清

“新小说”中突出表现为一种道德理想主义的改

制诉求。 这是对乾嘉学问在道德性命上内敛保守

的反动。 “新小说”不再自我规定为“羽翼经史”，
而追求“时王立法”，指导新时代的改革。

三、 民族与国家：“新小说”
国家想象的“华夷之辨”

　 　 １８９５ 年后，“合群救亡”和“保国保种”成为

最急迫的需求，现代“民族国家”意识开始形成。
儒家的“华夷之辨”发生重要转型并成为“新小

说”民族国家想象的重要资源。 “民族国家叙事，
借由国族化的历史、文学、媒体与通俗文化，不断

地被重述。 在这些故事中，民族国家认同被呈现

为一种根基性的、本质的、统一的、连续的事物”
（ＭａｃＣｒｏｎｅ ５２）。 “新小说”临危受命，在重建民

族国家认同上扮演了关键性角色。
《中国唯一之文学报〈新小说〉》谈《新小说》

的宗旨是“专在借小说家言，以发起国民政治思

想，激励其爱国精神”。 而此时的中国恰恰是“无
国无史”之国，梁启超在《中国史叙论》中再三垂

叹：“吾人所最惭愧者，莫如我国无国名之一事。
寻常通称，或曰诸夏、或曰汉人、或曰唐人，皆朝名

也；外人所称，或曰震旦、或曰支那，皆非我所自命

之名也。 以夏汉唐等名吾史，则戾尊重国民之宗

旨；以震旦、支那等名吾史，则失名从主人之公

理”（《梁启超全集》卷 １ ４４９）。 梁启超此言点出

了传统的“华夷之辨”难以适应现代国家发展的

症结所在。 “华夷之辨”多强调一种共同的文化

根源和纽带，更像一种“文化主义”，而非坚固的

血缘、地缘和政治纽带。
从魏源等人对“夷夏界限”的跨越始，晚清儒

学的历史文化认同观念发生了急速转向。 如牟宗

三总结清末儒学第三期转型：“自历史文化言，民
族国家之自觉的建立以丰富普遍之理性。 由道德

形式转进至国家形式，由普遍理性之纯主体性发

展出客观精神。 此皆为儒家精神所易函摄或所易

转至者。 只须吾人一意识到儒家学术之实践性，
则在发展之逼迫中即必然转到此。 盖孔孟荀立

教，本自人性人伦历史文化而为言。 夷夏之辨为

儒家所固有”（牟宗三 １３）。 此中可见，儒家理性

精神与西方国家理性存在相互契合的基础，由历

史文化之夷夏之辨又最易转至民族国家之自觉

建立。
无论是温和的立宪小说还是激进的种族革命

小说，都试图从“华夷之辨”中找寻资源重新展开

国家论述，并且常与“人禽之辨”相互叠合。 正如

牟宗三言：“人性人伦所以辨人禽，历史文化所以

辨夷夏。 此两义最为儒学之本质” （牟宗三 １３）。
康有为弟子韩文举的《人肉楼》被梁启超认为是

民族主义精神最为炽烈的作品之一。 所谓“人肉

楼”，堪为活地狱的写照。 “人肉楼”上坐一少年

（光绪），后坐一老妪（慈禧），十余年间，啖“须陀

人”数百万，理想的国家和国人对应“华胥国”和

“天治子”，现实的中国人却是被吃的“须陀人”，
满人则是食人不尽的“扪焦人”。 华胥帝最终问

罪：“吾种不同须陀，非易烹也。 岂有野蛮烹文明

者乎？”⑦韩文举仇满情绪如此激烈，自然激怒了

以保皇为己命的康有为等人，以至于梁启超《与
夫子大人书》特意为之辩解（丁文江等 １４４），折
射出新小说家“民族国家”意识的崛起以及知识

人内部的撕裂。 事实上，梁启超《新中国未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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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猛烈抨击皇帝是“杀人不眨眼的强盗”，“不
知五伦不识文字的夷狄贱族”。

在新的“华夷之辨”视野下，晚清政权被《痛
定痛》《女娲石》《新年梦》形容为“盗主国体”“贼
民国体”，洋人的入侵则被理解为“二次亡国论”。
帝国主义的入侵，直接激发了小说“无国”之叹。
此“国”已经不同于传统的“夏”或“华”，而是现

代世界版图中的“民族国家”。 《瓜分惨祸预言

记》哭诉：“世界上便无他的国名了”，“地图上再

不能看见我中国的影子了” （岭南羽衣女士等

３０２）。 第四回详说有九国洋人如何约定来分中

华。 《卢梭魂》的黄宗羲虽“姓黄”，却是个“亡国

之民”；《黄金世界》数十万旅外同袍同呼“无国之

惨”；《女娲石》中翠黛泣歌“棲身何处”，亡国之痛

构成晚清文人心中最深处的创伤意识，又进而投

射为“新小说”民族国家意识的崛起。
重新召唤华夏的精神起源，是“新小说”建构

民族国家意识的开始。 这集中表现为黄帝神话、
女娲神话纷纷在小说中复兴。 本宁顿认为“在国

族的核心处，我们无疑可以找到一堆叙事。 这些

叙事包括国族起源的故事、建国先祖的神话，以及

（国族）英雄的系谱” （Ｂｅｎｎｉｎｇｔｏｎ １２１）。 《狮子

吼》借“汉人始祖轩辕黄帝”演说一套民族系谱，
“狮子”象征黄帝，虎狼是“逆胡”。 与《狮子吼》
借梦境隐喻国族起源不同，《瓜分惨祸预言记》更
像是对历史的忠实记录。 第八回华永年见到璇潭

乡独立后狂欢场景，不禁悲从中来，细为乡民讲述

了黄帝子孙的起源。 神话凝固为历史，晚清小说

重新将黄帝立为邦国的命符。
女娲神话也是“新小说”民族国家想象所借

力的题材。 此类题材的兴起原因有二： 一是以

“补天”隐喻救国救民。 《情天债》非常经典地演

绎了这一时期小说美学中“情”与“天”的冲突。
苏华梦自小立志“嫁给全国人”“他日决不受男子

压制”，所有人“为之绝倒”。 书中人物都以言自

由、黄爱种、真理、罗慕兰、杨国权等等命名，不再

是林黛玉、薛宝钗、晴雯，而是时代的新人。 他们

既承受了女权主义、民主主义等西潮的洗礼，同时

也继承了某种精神历史的遗产。 《红楼梦》中秉

情的石头本来并非石头，而是匡世济民之心、天伦

仁爱之情。 以《情天债》《女娲石》 《新石头记》为
代表的晚清“补天”叙事回到了民族精神史的源

流处。

二是女娲“造人”对应着新时代“国民之母”
想象，隐藏着从造人到国家再造的叙事结构。 索

子（鲁迅）译《造人术》的跋文中，萍云（周作人）
欢呼：“新造物主之徽号，乃不能不移之以赠我女

子，人生而为造物主。 快哉！ 吾国二万万之女子，
二万万之新造物主也。 文明种子，于是乎萌芽；祖
国人才，于是乎发育。 昔有一造物主，而天地清

明，今吾国有二万万焉，其结果之宏大，又安可最！
华严世界，会心不远”。⑧《女蜗石》序言中说，“我
国今日之国民，方为幼稚时代，则我国今日之国

女，亦不得不为诞生之时代” （岭南羽衣女士等

４４２）。 新时代的“国女”强调自己不仅是“天生

的，娘养的，自己受用的”，而是 “党中的，国家

的。”民族国家的意识覆盖了自然的女性意识，身
体成为政治符号。 第九回“春融党”甚至要求女

性“以色救国”，不忌酒色，不惜身体，专要一般国

女，喜舍肉身，在花天酒地演说文明因缘。 设有百

大妓院三千勾栏，勾引得一般“睡狂学生”，腐败

官场，无不消魂摄魄，乐为之死（岭南羽衣女士等

４９０）。 这未尝不是“新小说”过度宣扬国家主义，
将民族国家观念庸俗化、极端化的产物。

霍克海默、阿道尔诺《启蒙辩证法》对启蒙与

神话的关系有一经典论断： 神话就是启蒙，启蒙

会随时退化为神话（５）。 神话与现代民族国家意

识形态融为一体，并且经过文学想象的 “自然

化”，历史与现实的鸿沟被填平了。 借助神话和

科学的魔力，“新小说”塑造了一套新的民族英雄

系谱。 譬如《黄绣球》中的黄绣球、《电世界》中的

黄震球、《瓜分惨祸预言记》中的华永年和夏震

欧、《新纪元》中的黄之盛、《新中国未来记》中的

黄克强、《新石头记》中的“东方强（文明）”“华兴

（必振）”、《狮子吼》中的狄必攘等等。 这些民族

英雄都是智慧与勇气并具、撼天动地的时代新人。
从“抵抗外辱”到“宣扬国威”，将自身投射于黄

帝、华夏“渺远的过去”，将新中国引向“无边无际

的未来”，一个“克敌” “振兴” “强盛” “锦绣”和

“文明”的理想国。 黄帝女娲神话的复活以及新

的民族英雄谱系的植入，都充当了世俗宗教的功

能。 “新小说”将松散的华夷身份符号凝固为既

定的宿命，激发出了国族成员最为深沉壮阔的

热情。
“黄白大战”是“新小说”中最引人入胜的题

材之一。 这从《新纪元》１９３６ 年前重版八次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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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出，其中寄予了华夏复兴路线图，可总结为：
“被压迫 反抗压迫 独立 压迫别人”。 一方面是

国家神圣不可侵犯；另一方面因为黄帝的命符神

圣不可侵犯，才有了因为“黄帝纪年”而引发的世

纪大战。 黄帝是作者建构现代民族国家意识的最

大公约数。 在民族英雄黄之盛的带领下中国大胜

白种诸国。 白种被迫签订十二条城下之盟： 中国

同种诸国均以黄帝纪元，其他有愿以黄帝纪元者

不能干涉；华人侨居之地方俱划作华商租界，中国

政府拥有治外法权等等。 《新纪元》写成于“民族

国家”崛起时代，深层的“华夷之辨”心结依然存

在，并且隐然有朝贡体系的意味。 “新小说”试图

在狄夷交侵的时代重建军事、文化的话语权，乃至

在民族国家和全球意识下重新界定、解释诸夏与

四夷。
《新纪元》 《电世界》的“黄白大战”之惨烈，

折射出“华夷之辨”和现代民族主义的局限性。
其中蕴含着强烈的“中国中心论”和社会达尔文

主义倾向。 与之相对，《新石头记》 《新中国未来

记》《新中国》 《新年梦》 《痴人说梦记》等都预想

了“万国和平会议” “弭兵会” 的情节，“华夷之

辨”深处的共同体意识最终战胜了种族主义的狂

暴。 《新石头记》第四十回“东方文明”说：“和平

会不仅求万国国家和平而已，单求国家和平，是国

际上问题，范围未免太小，达于极点，不过免兵衅

而已。 此和平会当为全球人类求和平，而各国政

府，当担负其保护和平之责任。 如红色种、黑色

种、棕色种，各种人均当平等相待，不得凌虐其政

府及其国民。 此为人类自为保护，永免苛虐。 如

彼族程度或有不及，凡我文明各国，无论个人、社
会，对于此等无知识之人，均有诱掖教育之责

任”。 又说：“不得以彼为异族、异种，恃我强盛，
任意欺凌！ 故自此次开会之后，当消灭强权主义，
实行和平主义”。 在军事上，“文明境界”不仅发

明了不致命的“仁术”作为武器，更强调对弱小民

族的文明化成。 帮助弱小国家“脱了羁绊之后，
还要设法教育他，开他的知识，教得他具了自立的

资格，方算大功成呢” （吴趼人 ３０６—１６）。 经过

现代民族国家意识形态的洗礼，“华夷之辨”内部

的“文明国家”信仰焕发出真光彩。
“新小说”复述并重构了“华夷之辨”的叙事，

从中发掘出了新的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并且建

构了一套新时代民族英雄的神话谱系。 种族革命

小说以及“黄白大战”叙事有力地激发了国人的

爱国热忱，同时也夸大了种族歧视和社会达尔文

主义狂暴的一面。 另一部分“新小说”则试图从

“华夷之辨”之中找寻到文化认同的资源，以文

明、道德的、普世的关怀建构起一套“文明国家”
的叙事。 全球化的今天，这一“文明融合论”对民

族冲突和国家争端的化解有启发意义。

结　 语

１９ 世纪末 ２０ 世纪初，“新小说”的国家想象

徐徐展开波荡及今。 公羊学朴素进化论与西方进

化论的沟通重塑了中国小说的时空结构，开启了

文学现代性的旅程。 三世进化说新变将儒家向后

看的世界观转化为“进步”的“未来记”，沉淀为

“新小说”国家叙事的深层结构。 大同乌托邦的

创构则将“天下”人间化，借道德理想主义统合救

亡与启蒙，建构出“完美”的“仿西方 超西方”国
家想象。 近代中国文学因此在“被压抑的现代

性”之外孕育了独特的“东方现代性”。 其主要特

质包括：
第一，“新小说”所欲建构的是一个“道德 政

治 科学”理想国。 政治小说、科学小说将独立、
自由、平等、民权、科学、民族等等现代政制理念凝

聚为新的符号体系，并在文明和道德的层次上展

开重构和反思。 依据道德理性的实践，政治科学

的外在超越与儒学的内在超越相互应和，外部制

度与内部人格彼此激发。 传统儒学的道德形式转

进为国家形式，现代国家也因此获得价值性和理

想性。
第二，与民族国家意识的崛起相对，“新小

说”建构了一套“文明国家”的话语体系。 “华夷

之辨”与民族国家意识在“新小说”中汇流，续写

了新的民族英雄谱系并且重建了民族国家认同。
“文明国家”强调在夷狄交侵中守护华夏道德文

化传统，民族国家最终归于道德的与文化的，现代

性方能不堕落不物化。
第三，“新小说”折射的中国知识人共通的国

家远景是一个文明、普世、道德的大同盛世。 大同

主义与民主主义的交融、社会主义与素王革命的

会通，激发出“新小说”对国家和人类终极愿景的

关怀。 民族国家与世界大同在文学想象与书写中

统一起来，人类远景展现为一种超国家的道德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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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这一秩序涵括了统一世界共同体中的人类

整体。

注释［Ｎｏｔｅｓ］

① 《新中国未来记》绪言中梁启超说：“顾确信此类之书，
于中国前途，大有裨助，夙夜志此不衰，既念欲俟全书卒

业，始公诸世，恐更阅数年，杀青无日，不如限以报，用自

鞭策，得寸得尺，聊胜于无。 《新小说》之出，其发愿专为

此编也”。 梁启超： 《新中国未来记》（桂林： 广西师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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