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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着"未来#前进
###梁启超$新中国未来记%新解

贾立元

摘!要! 本文通过对'新中国未来记(,&)#"-的细读!分析其中正文与批注之间的时态对话关系!以说明作品既非单纯地
叙述#未来$!亦非仅仅评论#现在$!而是在两者之间往复运动!由此构成其根本性的叙事特征) 此外!通过考察其中此
前未被关注过的多处时间错误!来讨论梁启超在试图穿行中西纪元"现在与未来时的困难!并对这一作品在中国近代文
学史上的位置和意义做出评价)
关键词! 梁启超+!'新中国未来记(+!未来+!新小说
作者简介! 贾立元!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后!清华大学文学博士!主要从事晚清及民国时期科幻小说的研究"中国当
代科幻文学批评!同时也从事科幻小说的创作) 电子邮箱% 2̀4-XI;264-b&%(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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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照进"小说#

&*)* 年(戊戌政变发生(改良派的政治实践
惨遭覆灭* 梁启超逃往日本* 为了排遣他的旅途
忧闷(日本军舰舰长把东海柴四郎的政治小说
$佳人奇遇%推荐给他* 到日本后(梁把这部小说
翻译成中文(在其创办的$清议报%上刊载* 此
后(出于新民的目的(梁启超把日本的政治小说选
作中国&小说界革命'的范本(并在 &)#" 年创办

的$新小说%上连载自己生平写下的唯一一部小
说) $新中国未来记%*

梁启超声称) &余欲著此书(五年于兹矣(顾
卒不能成一字* 0112顾确信此类之书(于中国
前途(大有裨助(夙夜志此不衰'(但梁因事务繁
忙(迟迟无法动笔(最后决定通过报刊连载的方式
逼迫自己(&得寸得尺(聊胜于无* $新小说%之
出(其发愿专为此编也' !&新中国未来记绪言'
'&"*

小说开篇就出手不凡(畅想六十年后(中国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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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荣昌盛(世界各国齐聚首都南京(召开和平会
议(此时正赶上中国维新五十周年纪念(上海举办
博览会(盛况空前(孔子后人孔觉民老先生为两万
名听众讲演过去六十年的中国史* 按照作者构
想(故事将以十年为一个阶段(到小说发刊之日的
&十年后'即 &)&" 年(维新成功(广东独立,建设
共和立宪政府,与世界各国建交(继而各省独立(
形成联邦大共和国(举国同心(国力强盛* 接着(
以西藏,蒙古主权问题而与俄国开战(联合英美日
击败俄国* 随后(英美荷兰诸国殖民地虐待华人
事件(引发黄白争端* 最后有匈牙利人调停(化解
战端* 可见这是一部从&未来'追忆的&革命往
事'(故事的终点处正是小说的起点*!

这种开场方式不同寻常* $新民丛报%如此
解释) &虚构今日以后之事(演出如锦如荼之中
国* 但发端处最难(盖从今日讲起(景况易涉颓
丧(不足以提挈全书也* 此回乃作为六十年以后
之人追讲六十年间事(起手便叙进化全国之中国*
虽寥寥不过千言(而其气象万千(已有凌驾欧美数
倍之观'!&中国唯一之文学报$新小说%第一号'
广告页"* 虽有过誉之嫌(但如夏晓虹所言) &中
国文学中从未有过以.未来记/形式出现的小说(
即使偶尔记述对理想社会的构想(也必将其置于
同一时代存在的海外异域或与世隔绝的桃花源(
而绝没有超越时间限隔的未来社会提前出现'
!&觉世' """"* 这自然与对时间和历史的理解
有关* 不论是分久必合,一治一乱或者六道轮回(
古典中国的时间总带有循环的特征(而其憧憬的
理想世界(不是已然失落的三代之制(就是时间静
止的世外桃源* 直到 &) 世纪西学东渐(进化论被
视为普世&公理'(铺平了时间无限线性延展的通
途(&未来'才能在视野中展开*

因此(以&未来记'形式出现的政治小说先在
日本风靡(又经由任公在二十世纪初引入汉语世
界(实在意义非凡(难怪历来受到众多论者称赞(
确乎值得大书特书* 小说开篇即引出新的时
间观)

话表孔子降生后二千五百一十三

年$ 4今年二千四百五十三年$5即西历
二千零六十二年!4今年二千零二年$5
岁次壬寅!正月初一日!正系我中国全国
人民举行维新五十年大祝典之日$

"-新中国未来记绪言. '(#

邹振环认为) &传统中国的纪年法(无论是王
朝年号的纪年还是天干地支的纪年(都是始而复
终(终而复始(逝去的王朝像一个个大圆圈(而接
替的皇帝也像一个个小圆圈(王朝告终或皇帝死
去(纪年即重新开始* 它们不像公元纪年法以一
个年份将历史截然分成两段(又不断指向未来的
直线和屡加迭进的性质' !)'"* 如此看来(不论
是以孔子还是耶稣作为起点(时间都不再于传统
的帝王年号中打转(而变成可以无限叠加,持续延
伸的(&未来'因此成为可能* 这个开篇不无深
意(不过(梁启超却犯了个大错误) 心里想的明明
是六十年后(落笔却成了 "#%" 年* 由于同时使用
了两套纪年系统(生怕当时对西历还很不熟悉的
读者弄不清楚(夹批里还特意解释) &今年是两千
零二年'* 在今天看起来如此奇怪的错误(不但
作者本人,当时的排印者和评论者们视而不见(就
连后世的梁启超作品编选者和研究者也大多安之

若素*"

实际上(直到民国政府(才开始实行西历(并
以运动的方式向民众推广普及(甚至上升到用旧
历是反革命的高度* 而晚清的各种报刊(经常是
阴历和西历时间并列* 就梁启超而言(早在 &*))
年从日本启航前往檀香山的旅途日记中(就开始
用西历标注时间(这在当时是一种可能被指责为
不爱国的行为(因此梁解释说) &且吾今所游者(
乃行用西历之地(吾若每日必对翻中历乃录日记(
虽此些少之脑筋(吾亦爱惜之也'!&夏威夷游记'
&*"'"*#

可见(即便对梁启超这样学贯中西的大
家(要想在两套时间系统自由穿行(也不是一件轻
松事儿(这在故事中另一处从未有人注意的错误
中也有所体现) &楔子'中说孔觉民&择定每来复
一,来复三,来复五日下午一点钟至四点钟为讲
期* 二月初一日(正是第一次讲演' !&新中国未
来记绪言' '%"* 然而(&)%" 年的旧历二月初一
!( 月 % 日"是星期二("#%" 年的旧历二月初一!(
月 && 日"是星期六(都不该是演讲时间* 至于
&)%" 年和 "#%" 年的 " 月 & 日(都尚在&正月初
一'大庆典之前(所以也不可能* 在不到一千五
百字的&楔子'里(作者就犯了两次时间错误(可
见在西历和旧历,现在和未来之间的换算(给作者
制造了何其大的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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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梁启超又是一个有着强烈&世纪
情怀'的人*%&世纪'这一来自西方的时间单位背
后(蕴含的是一种向前运动,更新和自我实现的
&世界历史'观念* 汪晖认为) &在 &) 世纪欧洲的
历史,哲学,法律,国家和宗教论述中(帝国#国家
二元论不仅构成了结构性的对比关系(而且也被
纳入到一种时间的目的论之中(从而欧洲.世界
历史/可以被概括为一种以政治形式的演进为基
本线索建构起来的时间叙事'!(+"* 民族主义崛
起的&十九世纪'改变了世界格局(冲击了晚清的
知识分子(使他们对&新世纪'产生了种种热望和
猜想* 在梁启超心中(尽管现实一片疮痍(&新中
国'却会在&二十世纪'里复兴强盛(从&老大帝
国'蜕变成&少年中国'(在民族国家为主体的世
界史中占有重要一席* &二十世纪'歌颂得多了(
自然可能一不留神把当年想成&二零零二年'(这
或许要比&一九零二年'要更为熟悉和得心应手
得多*'

"现实#与"未来#的竞赛

可惜(尽管梁启超那其舍我其谁的气魄极大(
小说却只勉强写了五回*(

两位青年才俊游学归

来(意气风发(正准备联络同志开始一番事业(就
戛然而止(王德威称之为&一个神秘的时间黑洞'
!(+'"* 旧中国如何从&现在'穿越这条时间的黑
洞(出落成&未来'的新中国呢+ 故事中提过) 宪
政党们人数众多(有一千四百余万(&同声一呼(
天子动容(权奸褫魄(便把广东自治的宪法得到手
了* 随后各省纷纷继起(到底做成今日的局面'
!&新中国未来记绪言' %'"* 这种不妨称为&同
心协力###如愿以偿'的修辞(即使展开来写(估
计也不好看(有敷衍之感(不过在后来受到梁启超
影响的众多晚清科幻小说中却颇为常见(而到了
鲁迅为代表的&五四'一代(这种轻快的思路已不
再有效了*

写作$新中国未来记%期间(正是梁启超一生
中立场最为激进的阶段(言辞之间流露出种族革
命的排满倾向(并曾一度和孙中山往来甚密(甚至
谋划与革命派合并组党(但因惹怒康有为而被迫
于 &*)) 年赴美组建保皇会(合作之事遂流产* 小
说的第三回是全书最重要的部分(两个主角(主张
平和稳妥改革的黄克强(与主张暴力革命的李去

病(反复辩驳几十个回合(内容几乎涉及后来二十
世纪中国所有重大的政治命题(最终却只留下一
个&临机应变做去(但非万不得已总不请容易向
那破坏一条路走'的调和结论!&新中国未来记第
三回' $%"(充分显露了作者其时内心的矛盾和
纠结*

关于小说的虎头蛇尾(同时代的孙宝瑄当时
就认定) 小说只有符合情理才好看(&演中国之未
来(不能不以今日为过渡时代* 盖今日时势为未
来时势之母也'(然而梁启超明知&今日'时势绝
不可能生长出小说中那种&未来'(一定要写成那
样(必然不合情理而无法完成!$#)"* 后世学者
更以后见之明(给出种种&必然'解释* 于润琦认
为(既然作者的目的旨在发表政见(而政见又已发
表完毕(小说也就没必要再写下去!&&&"* 夏晓
虹分析(根本原因在于梁启超 &)#( 年的美洲之行
使他看到了民主制度的黑暗面(归来后已彻底放
弃革命论(小说自然没法写了!&觉世' %)"* 王
德威对梁启超预设了历史前进的轨道(目的先行
地把原本丰富多彩,充满无限可能,值得多方探索
的&未来'固定为&已然确定'的单一归宿而感到
遗憾) &梁启超对未来的看法(也可能是要完成一
个单一的,直线式!却不一定是革命性的"时间发
展(它使像梁启超这样的小说家耽于其中(无法进
一步想象未来各种不同的方向(以及进化过程本
身的变数0112不妨讽刺地理解为.新中国没有
未来/* 没有未来) 不只因为小说根本没有完成(
也是因为在尝试建立叙述未来的意识形态和概念

的模式时(小说包含了对时间展示无限可能的一
种根本敌意'!(+'#+%"*

这些说法都有道理(不过笔者认为有必要在
文本细读的基础上做些更深入的分析* 这关系到
如何看待这部作品的属性*

在同期刊发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梁
启超把小说分为&理想派'和&写实派'(前者&导
人游于他境界(而变换其常触常受之空气'(后者
&摹写其情状0112和盘托出(彻底而发露之'
!&论小说' "#("* 那么他自己的这部&政治小
说'到底属于&写实'还是属于&理想'+ 对此各家
也有不同意见* 孙宝瑄视其为&乌托邦之别名
也(不能不作此想(而断无此事也' !$#)"* 孙楷
第却认为(此作&虽系寓言(然自云) .以发表政
见/(则亦为时事而发* 且文中所演多指当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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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演当代事之讲史书亦有相近之处(今故入讲史
目'!%("*

其实(&写实d讲史'与&理想d预言'并非截然
对立* 夏志清就认为( &理想'必然要包含 &未
来'($新中国未来记%便属于&理想'派) &梁启超
可能不喜欢.超自然的人物/!柯立基语"(但他的
小说世界必然包括外国爱国志士与对未来世界乌

托邦式或科学性的预测' !%*($*"* 夏晓虹也认
为(此作兼具政治小说与理想小说的特征) &要改
变现实(势必要树立一个理想的典范* 作家尽可
能运用自己对西方社会,政治制度的了解(权衡利
弊(以幻想的形式(将其择优移入中国* 晚清中国
知识分子的政治热情与对现实的极度不满(便借
助.政治小说/的形式喷发出来' !&觉世' %("*
但她同时也认为(作品的未完成影响到对它所选
取的&理想小说'样式的估价) &除倒叙开头部分
关于 &)%" 年的新中国的铺写渲染外(书中对于
.中国近六十年史/的历史叙述(最晚的情节发生
在 &)#( 年(与小说的创作时间同步* 中心事件既
未超前进入未来世界
"""""""""

(仅凭短短的一个开头(是无
法断定这部理想小说的创作能否成功的' !&觉
世' %*"*)

的确(粗眼一看(除了开篇(小说全无 &未
来'* 不过(前三回的正文(在形式上存在双重叙
事者) 身在 &)%" 年的孔觉民和聆听他讲演的记
录员* 正文之外的眉批和夹批(则保持与 &)#" 年
的读者处于同一时空* 正文与批注之间构成了
&未来'与&现在'之间有趣的对话关系* 例如(第
一回中(当正文说孔觉民&今年已经七十六岁'(
夹批则补充) &先生今年十六岁了'3第二回中(听
众在正文中恭候孔觉民演讲(夹批则说) &我却候
了六十年'3之后(孔觉民讲到) &现今各处图书
馆(岂不是都有那洋装六十大厚册名字叫做$今
鉴%的一部书吗+ 到现在时过境迁(这部书自然
没甚用处(亦没多人去研究他'(夹批则说) &我尚
急欲一看'3正文又说) &还记得那时老夫正在日
本东京留学'(夹批说) &原来老先生却在这里(明
日定要奉访领教'!&新中国未来记绪言' '','$,
$"#$(,$+"* 可见(批注在作者与读者之间架起
桥梁(帮助彼时对未来叙事相当陌生的读者进行
时空转换(并起到一定的幽默效果* 因此(笔者认
为(不是单纯的想象&未来'或评议&现在'(而是
叙事在两者之间不停地运动(构成了这一作品根

本性的时间特征*
意识到这一点(就可以进一步注意到文中两

处非常重要但此前一直被人忽视的细节* 小说第
三回发表于 &)#" 年 &" 月的$新小说%第二号(其
中写到两位主人公游学归来(&直到光绪壬寅年
年底(便从俄罗斯圣彼得堡搭火车返国'(夹批
称) &两君现在

""
谅来已经动身了(我们预备开欢迎

会罢'(而&到了明年
""

癸卯(暮春初夏的时节(这两
位早已来到山海关了*'这是开篇之后故事时间
又一次进入&未来'(即 &)#( 年春* 可惜(二人在
此只是进行了一次冗长的论辩!&新中国未来记
第三回' ((,(+"* 到了第四回!$新小说%第三
号"(二人在&三月廿八日礼拜六'到达旅顺!&新
中国未来记第四回' +""(故事时间尚且保持在
&未来'(*

可是人物所谈论的不过是现实中发生

不久的时事(并且仿佛生怕读者认为自己凭空虚
造(&著者案'强调) &以上所记各近事(皆从日本
各报纸中搜来(无一字杜撰(读者鉴之'!&新中国
未来记第四回' '("* $新民丛报%上的广告亦宣
称) &第四回0112内中所言事实(乃合十数种
之报,数种之书而熔铸之者(以数日之功(搜辑材
料(煞费苦心* 读之如欲觉闻钟(发人深省'
!&$新小说%第三号要目'&+#'"* 到了实际刊发
于 &)#+ 年 & 月以后的第五回(一度超前的故事时
间再次落后于现实时间(一闪而过的&未来'被真
实的历史进程追赶并抛在身后*+

看得出来(梁启超原本有心在正文里演义一
出&虚构之未来'的戏目(故事的重心却一再落回
到&真实之今日'(部分原因则在一条眉批有所透
露) &此种近事(随处补叙(故读一书便胜如读数
十种书* 处处拿些常识教给我们

""""""""""
($小说报%之擅

长(正在此点'!&新中国未来记第四回' '*"* 正
如夏晓虹指出的) &小说前三回(梁启超还注意到
让孔觉民和速记员同时出场(而到第四回(大约觉
得这样写太麻烦(有成为老套子之嫌(于是打发两
位叙述人一齐隐退* 并且(讲演词这时也变成了
著述稿(由作者代替二人直接叙事(.听众/也就
被.看官/所取代* 随着双重叙事解构的消失(由
主要叙述人孔觉民所造成的叙事限制因而取消'
!&觉世' %*"* 实际上(同时消失的还有那个&未
来'与&现在'的时间运动(叙事也就真的成了&老
套子'了*

这种在叙事上跟&未来'的纠缠和决裂(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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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着&未来'前进

了多处时间混乱* 在第五回中(黄克强对新登场
的郑伯才说(自己与李去病的论辩&都登在$新小
说%的第二号(谅来老先生已经看过'!&新中国未
来记第五回' +)"* 此前我们已知道(黄,李二人
的辩论发生于 &)#( 年的春末(由 &)%" 年的孔觉
民口中道出(并由速记员记录成文(寄给$新小
说%报社* 问题在于) 速记员用了什么方法(才能
穿越&时间的黑洞'(将稿件寄给 &)#" 年的$新小
说%报社(以便让郑伯才看见呢+ 身为书中人物
的黄,李(对于自己的谈话尚未发生就已公开发
表(又何以安之若素+ 在这段&出戏'式的写法之
后(另一位人物杨子芦介绍官运亨通的秘诀) &最
低的本事(也要巴结得上荣中堂'(批注称) &那时
荣禄未死' !&新中国未来记第五回' '%"* 实际
上(&)#( 年 + 月 && 日(荣禄去世* "* 日(东京各
报详细报道所谓&中俄密约'* ") 日(留日学生集
会拒俄* 而第五回开头已讲到(黄,李二人回到京
时正好听说留日学生集会拒俄之事(之后又急奔
上海(在这里遇到的人(怎么可能还说要巴结荣
禄+ 凡此种种(都表明作者在初次尝试未来叙事
时的种种生涩与艰难*

在梁启超诸多惊人的庞大写作计划中(还有
$新中国未来记%的两个姊妹篇) $旧中国未来
记%(写中国如不维新将会遭受的国破家亡(最终
不得不革命(这算是反写3$新桃源%(写二百年前
出逃海外的一批中国人在荒岛上建立文明国度(
并在后来支援大陆同胞维新大业(这算是补写
!新小说报社(&中国唯一'广告页"* 如此构想(
不正恰好说明(一直以思想不断变化著称的梁启
超(或是无法,或是不愿把&未来'纳入到一个既
定的轨道上吗+ 哪怕在当时他确信由&新'国民
而通往民族国家的新中国是必然趋势(也仍对通
往这一前景的历史运动方式感到难以把握) &非
信其必可行也* 国家人群(皆为有机体之物(其现
象日日变化(虽有管葛(亦不能以今年料明年之
事(况于数十年后乎4 况末学寡识如余者乎4 但
提出种种问题一研究之(广征海内达人意见(未始
无小补(区区之意(实在于是'!&新中国未来记绪
言' '&"*

总之(不论是有意还是无意(偶然还是必然(
除第一幕的远景外(梁启超都一直不能d不想d不
敢超前&现在'太多(展开些许不寻常的&未来'想
象(他几乎只能等待着 &未来'一点点沦为 &过

去'(然后以和现实时间同步的姿态将其记录而
已* 果然如此(照着&月出一册(册仅数回'的速
度!&新中国未来记绪言' '""(就算能坚持下去(
估计说不定真要写到现实中的 &)%" 年才能收尾(
于是也就变成&中国现在记'了* 这也是作品无
法完成的又一深层原因吧*

穿越黑洞之旅并不轻松* 孔老先生的演讲戛
然而止(虚拟时空的人们永远地失去了&历史记
忆'* 虽如此(这部未竟之作却打开了一扇窗(窗
外透出了远山的风景(尽管通往那里道阻且长(无
数后来者却决意启程* 任公骑着&小说'这匹快
马(哪怕无法追上&未来'(时间却开始了*

结语

尽管明显受到日本&政治小说'的影响(尽管
没有涉及任何超越现实的想象(叙事时间也总在
&现在'与&未来'间挣扎($新中国未来记%仍然
是一个新的作品* 它处处投射着新的公理世界
观,世界历史中的民族竞争图景与进步观(并开启
了一个基本的方向和想象路径* 此后直到民国(
光是在题目含有&未来'字样的小说就有数十种(
其中的不少也同样是怀揣雄心出发(想要去往
&未来'却很快搁浅* 比如(&悔学子'的$未来教
育史%(似乎要写理想中的未来新教育(结果写了
四回沉闷的现实便不了了之* 又如(萧然郁生的
$乌托邦游记%(声称要带主人公前往&乌托邦'(
可惜还未抵达(就再无下文* 而梁氏在故事中涉
及的黄白种族大战,纪元争论,乌托邦畅想,少年
强则国强的路径等等(都在后来的$新纪元% $电
世界%$新中国% $新石头记% $新野叟曝言%等晚
清科幻小说中获得了展开*

总之(它更像是一个由梁氏写下&草稿'(后
来者纷纷参与修正,改写,续写而始终未能完成
&定稿'的大文本(或元文本*

当然(使它有别于之前更早的,在情节中引入
大量西洋军事科技发明的$荡寇志% !&*'&"等作
品的(依然是它那明晰的&未来主义'(那背后是
一整个时代的观念巨变)

公理世界观逆转了天理世界观的历

史观!将未来而不是过去视为理想政治
和道德实现的根源$ 这一逆转瓦解了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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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世界观内部所包含的历史中断或断裂

的意识!以及由这一意识而产生的接续
道统的意志!代之以一种历史延续和无
穷进化的意识!以及由这一意识而产生
的与过去决裂的意志$ 在这一历史意识
的支配下!不是以个人的道德d政治事件
重构道德谱系!而是以一种投身未来事
业的方式体现历史意志!构成了新的伦
理$ "汪晖 +*#

这就是所谓的&现代'*

注释(F"-%.)

! 这一情节构想出现于$新民丛报%所做的广告中(梁启
超实际并未完成* 见新小说报社) &中国唯一之文学报
$新小说%'(载$新民丛报%&+!&)#"") 广告页*
" 夏晓虹,赵毅衡等人曾指出这一错误* 夏晓虹以&梁启
超多加了一百年'一笔带过!&觉世' +""* 赵毅衡则认
为) &未来小说是从未来倒推叙述成为已然的未来(而不
是纯然的预言* 这个并不复杂的时间圈(会把初试者搞
糊涂0112梁启超不仅搞错了西历(甚至弄错了康梁派
力主采用的.孔子纪元/'!&二十世纪' &#("* 从未来倒
叙的形式确实让写作者迷乱(但赵未深究背后更根本的
是则中西两种时间系统交错的麻烦* 此外(梁启超并未
搞错孔子纪元的时间*
# 关于近代的历法,纪年等时间问题(还可参见湛晓白)
$时间的社会文化史###近代中国时间制度与观念变迁
研究%!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年"*
$ 关于这个错误(笔者推测) 梁启超是以 &)#" 年的二月
初一!( 月 &# 日"星期一为准(认为一个甲子后的二月初
一仍然是周一* 不过(到了小说第三回的结尾(速记员在
记录完孔觉民的第二次演讲后(却又说下一次演讲要等
到&礼拜六'!&新中国未来记第三回'($*"(似乎作者已
经忘了此前设定的演讲时间了*
% 有关梁启超的&世纪情怀'(见闾小波) &梁启超的世纪
情怀'($二十一世纪%"!&)))") "'#(&*
' 有关梁启超何以会犯这个错误(笔者曾当面向夏晓虹
先生请教(她推测与&二十世纪'这一概念在当时的流行
有关*
( 第五回是$新小说%杂志上唯一一篇未署作者名的小
说(曾有人将这一点作为证据之一认为此回并非梁启超
所做(但根据夏晓虹的考辨(现有的怀疑都证据不足(本
文采纳夏的观点(认同第五回的作者是梁启超* 参见夏
晓虹) $谁是5新中国未来记6第五回的作者%($阅读梁启
超%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 年"
")%#(#(*

) 本文中的所有着重号皆为笔者所加*
* &)#( 年 " 月 &+ 日(上海$游戏报%就已经出现$新小
说%第三号到货的广告(见陈大康) $中国近代小说编年
史%!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年"'$#* 梁氏的故事
却已进展到 ( 月 "* 日之后(属于&未来'*

+ $新中国未来记%第五回载于$新小说%第 $ 号(出刊时
间标为 &)#( 年 ) 月(但据夏晓虹考证(实际出刊时间当为
&)#+ 年 & 月 &$ 日以后!&谁是'( "))"*

引用作品(A"&C.!)-%5)

&中国唯一之文学报$新小说%第一号要目预告'(载$新
民丛报%&$!&)#"") 广告页*

0&A6R45?;C-32?;-IU425 ,-53;53.-I3=;Y28.3Z..7;-I3=;
P51H@23;848HM-7854125 ,=254) C;KY2?32-5D'X-.A-.
,(.E8/(7/G#':&$ !&)#"") A6R;832.;/;53D2

陈大康) $中国近代小说编年史%*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
社("#&+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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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 &夏威夷游记'($饮冰室文集点校%(吴松等点
校* 昆明) 云南教育出版社("##&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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