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黄帝
”

与
“

孔子
”

——

晚 清 报刊
“

想 象 中 国
”

的 两种 符 号 框架

姜 红

内容提要
“

黄 帝
”

和
“

孔 子
”

是 中 华 民 族 重 要 的 符 号 象 征 资 源 。 在 晚 清 中 国 ， 革 命

派 报刊 成 功 将黄 帝 符 号 由 帝 王 之起源
“

发 明
”

为 民 族 之 始 祖
，

而 保皇 派 报 刊 则 将 孔 子

从 天下 之 师
“

重 构
”

成 中 华教 主 。 黄 帝 和孔 子 成 为 晚 清
“

保 种
”

和
“

保教
”

两 个 巨 大

的 民 族 主 义 叙事 框架 中 的 耀 眼 元 素 。 作 为 现代 的 传 播 形 式
，

报刊 不 仅 在 新 的
“

文 化 心

理
”

构 图 上 重 新
“

想象
”

黄帝 和 孔 子 的 故 事 ，
而 且提供 一 个 故事 与 故事 之 间 相 互 竞 争

的 场域 。 符 号 斗 争 的 背 后
，

呈 现 的 是 种 族 民 族 主 义 和 文 化 民 族 主 义 两 套报 刊 话 语 体 系

的 观念碰 撞 。

关键词 黄 帝 孔 子 民 族主 义 符 号 想象

一

、 引 言

世纪初 的 中 国 ， 伴随着现代意义上民 族国 家观念 的形成过程
，

民族 主义开 始

勃兴 。 余英时指 出 ，
百年来中 国 历史发展最大 的 动力 ， 非 民 族主义莫属 。 张 汝伦

称 ：

“

民族主义不仅是近代 中国
一切现代化运 动的基本动力 ，

也构成了 现代 中 国 的基

本思想形态或意识形态
”

。 时至今 日
，

民族主义不仅成为现代 中 国思 想观念 的 引 擎
，

也是错杂丛生 的 当代 中 国思想观念谱系 中最基本的 原色之一

。

有关民族主义的研究
，
学界历来观点纷争 。 建构论民族主义 的代表人物本尼迪

克特 安德森 （ 将民 族做这样的 界定 ：

“

它是一种

想象的政治共同体——并且
， 它是被想象为本质上有限 的 ， 同 时 也享有主 权的 共 同

体 。

”

安德森指 出 ，
民族主义绝非天经地义的 自 然事物 ，

而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与 过

程 中
，
伴随着长期激烈 的 政治 、 经济 、 文化变迁

，
被 建构 出 来 的人为产物 。 民族 、

国家 、 社群等并非生而有之
，

它们可 以通过诸如仪式 、 旗帜 、 民族服装 、 歌曲 等具

体象征物被想象
，

而这一想象与 因文字出版而开辟的通讯方式有很大关系 。

另
一位民族主义的权威论述者史密斯 （ 认为 ， 现代 民族主义不可

■

新 闻 与 传播研 究 年 第 期



“

黄 帝
”

与
“

孔子
”

能凭空主观
“

想象
”

，
只 能在原有族群传统 的基础 上

“

重新建构
”

（

“

族群 的 过去 会 限制
‘

发 明
’

的 挥洒空 间 。 虽然 过去 可 以 被我 们 以 各种 不 同 方式
‘

解读
’

， 但过去毕竟不是任何过去 ，
而是

一

个特定共同 体的过去
， 它具有明 显 的 历

史事件起伏形态 、 独特的 英雄人物 以及特定 的 背 景 网 络 ， 我们 绝对不可 能任意取用

另 外一个共同体的 过去 以建构
一

个现代 国族 。

”

的 确 ， 任何有关民 族主义 的话语都不可能无 中 生有
，
凭空想象 ， 必须有 一个真

实存在 的
“

共同体的 过去
”

作为基础
；

同 时
，
环境和 时代 的变 化 、 情感 的亲 疏 、 利

益关系 的改变等 ， 也会影响一个民 族对共同 体的 认 同 与想象 。 所以
，

民 族主义 既非

自 然的 ， 又非虚构 的 ， 它是特定族群在传统 的基础上
，

在不断变化的 情境 中
“

重新

建构
”

的产物 。 本文所谓的
“

想象
”

， 正是在这一层面上使用 的 。

晚清 中 国 ， 内 忧外 困
，

民族主义产生伊始 ， 就 出 现不 同 主张 。 年
， 梁 启 超

在 《 保教非所以 尊孔子论》

一文 中 ，
已 阐发此意 ：

“

近十 年来
，

忧世之士
，

往往揭

三色旗帜 ， 以疾走呼号于 国 中 ，
曰 ： 保 国

，
曰 ： 保种 ，

曰 ： 保教 。

”

此三色旗帜 即

是学界后来所划 分的 国 家 民 族 主义 （ 、 族群 民 族主 义 （

与社会或文化 民族主义 （ 之先声 。 值得注

意的 是
，
在清末

，
特别是辛亥革命前十年间 ，

“

保种
”

、

“

保教
”

、

“

保 国
”

三种 国族

观念都凭借着安德森所说 的 文字 出 版等现代通讯方式广 为传播 ， 其 中
“

保种
”

和
“

保教
”

两种主张更是在报刊上产生激烈碰撞 。 在晚清 中 国 ， 这两种民族主义观念 的

交锋形成独特的 媒介景观
，

两 个阵 营不仅利 用报刊 争夺对 民族 国 家话语的 阐 释权 ，

更利用报刊挖掘 民族国家 的
“

共同 体神话
”

和
“

共 同体记忆
”

。 因 为
“

神话和记忆

是 国 民 国家的 必要条件
，
没有记忆就没有认 同 ，

没有神话就没有集体 目 标
，
认 同 和

目 标是国 民 国家概念的基本要素
”

。 这些神话和记忆
，

既 与
“

共同体 的 过去
”

相联

系 ，
又被重新诠释 ， 用 以解释不 同 民族主义观念 。

杜赞奇 （ 认为
，

在中 国 的历史传统 中
，

拥有 两种不 同 的 民族主

义思想资源 ，

一种是排他性 的汉族 中 心 的 种族 主义
，

另 一种是包容性的 以
“

天下
”

为价值诉求的文化主义 。 现代 中 国 民族主义思想 既受到外来观念的影 响
，

又接续着

本土 的思想文化渊源 。 排满 的革命派 与君主立宪派之间 的论战 ， 正是两种 民族主义

思想传统在现代背景下被
“

激活
”

后 的交锋 。 高举
“

排满
”

大旗的革命党人选择了

“

血系
”

与
“

种姓
”

作为 民族主义第一要素
，
形成

“

内攘蛮夷
”

以
“

自 强保种
”

的

种族民族主义思想 ， 黄帝这一

“

神 话
”

所想象 的正是一个血统纯正
，

以 汉族为 中心

的 国族 。 而在康有为 等看来
，

儒家思想作为特定 的道德 、 文化传统
，
是数千 年来 中

国赖 以生存的根基与命脉 。 文化 民族主义观念所崇奉 的
，

是对 中 国文化传统和道德

秩序 的认同 与守护 ， 孔子符号所象征的是一个重视礼仪 、 文明 和文化的 国族 。

在中 国报刊史上的第二次办报高潮 中 ，
两种报刊 的国族叙事框架逐渐成形

，
报

刊纷纷利用 各种既定资 源 展开 多方位 的 国族叙事 。 作为 民 族主 义观念建构 的 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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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 帝
”

与
“

礼 子
”

“

想象资源
”

或
“

象征 资本
”

，
黄帝符号与孔子符号被重新发现 、 包装 ， 频繁在报刊

中登场
，

成为晚清报刊
“

想象中 国
”

的两种路径 。

二 、 被发明 的传统 ：

“

黄 帝
”

神话与晚清报刊 的种 族民族主义叙事

虽然
，

种族观念是一个源 自 西方的 近代的概念 ， 根据沈松侨的研究 ，
到 世纪

晚期 ， 随着法 国大革命 、 工业革命等政治 、 经济 、 社会大变革
，

种族一词才充分概

念化 ， 成为西方区 分人群 、 解释世界的主 要框架 。 世纪 以 来
，

生物科学的发展与

西方殖 民 霸权的 扩张
，

种族论述更普遍化 而成为全球性 的概念范畴 。 世 纪后期 ，

种族概念通过 日 本汉学家 冈本监辅 《 万国 史记 》 等书 的介绍 ，
并结合

“

物竞天择 ，

适者生存
”

的 社会达尔文主义 （ 论述 ，
迅速流传于 中 国知识分子

群 中
，

“

种战
”

、

“

保种
”

等论调喧嚣一时 。

°

但是
，

作为一种辨析事物的分类方式 ，

中 国传统文化中 的
“

族类
”

观念甚为发达
，

导致中 国人在理解
“

种族
”

观念时 ， 很

自 然地与中 国 传统 的族类 、 家族 、 宗族 等观念联 系起来
，

如
“

非我族类
，

其心 必

异
”

。 传统 的种族 、 宗族与家族观念为 国人理解 民族与 民族主义提供了 本土资源 ，

使得中 国 现代 民族主义观念的 产生
，
并非全然来 自 西方的横 向移植

，
而是有着 传统

的 承继与延续 。

戈公振在 《 中 国报学史 》 中称 ：

“

殆清室徒有变法之名
， 无以 慰人民 之望

，
于

是种族之学说起 ， 与维新派立于对峙之地位 。 其纯一之 目 的 为排满
，

其主义以 先破

坏后建设为唯
一之手段

，
章炳麟实为此派 巨 子 。

”

晚清 中 国 ，

“

保种
”

成为最强势

的一种 民 族主义报刊话语。 此派报刊叙事 中 ， 叙事者追奉 的是建立一个血统纯正 的
“

汉族中 国
”

，
在文本中极力 强调 被统治的汉族与统治者满族之间 的对立 。 其时 的革

命报刊
，

如 《 国 民报 》 、 《 苏报》 、 《 警钟 日 报 》 、 《 江苏 》 、 《 民 报》 等皆有强烈 的排

满取向
，

以章太炎为代表的革命党人在报刊 中 的叙事多以
“

排满
”

为鹄的 。

晚清之际 ，

“

汉种
”

面临 着
“

灭种
”

之灾
，

在革命者看来
，

“

灭种
”

的危险远 比
“

亡 国
”

更为切近
，

因 为
“

国 亡可 以 再兴
，

种灭不 能再长
”

，

“
一空 间 不能容两物 ，

满汉不能两立
”

， 所以
“

保种
”

成为 首要的时代任务 。 激进 的革命者认为 ，
血系 纯

正之
“

种
”

是组成
“

国
”

、

“

群
”

之根源 。 章士钊 作为
“

血系论
”

的 代表人物
，

多

次在报刊 中 强调血统对于种族 的 重要性 。 年
，

他在 《 王船 山 史说 申 义 》 中 声

称 ：

“

种姓之辨
，

不外风习 、 血液二者 。

”

在 《 释仇满 》 中 也同 样定性 ：

“

凡种族

之别 ，

一 曰 血液 ，
二 曰 风习 。

”

年 ， 汪精卫在 《 民 报》 与 《 新民 丛报 》 的论

战 中 ， 发表 《 民族的 国 民 》
一文

， 将
“

民族
”

界定为
“

同 气类之继续的人类 团体
”

。

“

兹所云气类
”

，
条件有六 ， 其中

“

同血系
”

为
“

摄要件
”

。

以
“

种姓血系
”

之论为前提
，
保种 者选择了 血与剑 ， 为保全

“

汉皇人种
”

的叙

事找到了 正 当性依据 。 佴是 ，

“

血系
”

和
“

种姓
”

的 源头在哪里？ 革命者需要寻一

个中华 民族的 大始祖
”

， 这个
“

被发现
”

， 或者
“

被发明
”

的 民族偶像正是黄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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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 帝
”

与
“

孔子
”

之所以称黄帝为被发 明 的 人物 ， 是 因 为有关黄帝 的历史实 在近似 于神话 。 孙隆

基指 出
，
春秋 以前的 文献如 《 诗经 》 等所载最古之帝王 皆止于禹

，
不 曾 提及黄帝和

尧舜 。 《 论语 》 、 《 墨子 》 、 《 孟子 》 等 书上溯 至尧舜
，

也未及黄帝 。 黄帝成 为 《 史

记 五帝本记 》 之首 ，
乃 是

“

帝系 之始
”

， 并非
“

民 族 国 家
”

之始 。 有 意思 的 是 ，

黄帝这个在 年以后大红特红的 民族偶像在 维新时代 的 文献中都绝少 出 现 。 沈

松侨注意到 ， 在最早提及黄帝 的 《 史记 五帝本记》 中 ， 司 马迁一方面把黄帝 列 为

所有帝王之首 ， 另
一方面又说 ：

“

然 尚 书独 载尧以 来 ，
而百家言黄帝 ， 其文不雅 驯

，

荐绅先生难言之 。

”

由 于汉武帝 自 比黄帝 ， 司 马迁不能 畅所欲言 ， 字里行间 流露 出 难

言之隐
， 对黄帝传说的 可靠性抱持着 怀疑的 态度 。 由 此可见

，

“

黄帝在 中 国古史系统

中
，

实际上是个茫昧难稽的神话式人物
”

。 石川 祯浩也认为 ，
虽 然在 《 史记》 等史

书典籍中 ， 黄帝作为 中 国文 明之始祖屡被提及
，
但在漫漫 历史长河中

，
黄帝这 个人

物一直
“

晦暗不彰
，
未唤起世人关注

”

，
直到 世纪初 叶才

“

大放异彩 。

年 以后
，
革命派在报刊上掀起尊崇 黄帝 的 热潮 ，

目 的 是为汉族 中心 的 民族

主义主张寻找历史源头上 的正 当性 。 通过对黄帝神话的 发掘 、 描述和再度编织 ， 力

求让这 样一 套被发 明 的历 史成 为 重构 现实 的 依据 。 艾瑞 克 霍布 斯 鲍姆 （

富有 洞见地指 出 ：

“

那些表面看来或者声称是古老的
‘

传统
’

，
其起源 的

时间 往往是相 当 晚近 的 ， 而且有时是被发明 出来的 。

” ° “
一切被发明 的 传统都尽可

能地运用历史来作为行动 的合法性依据和团 体一

致的黏合剂 。

”

围绕黄帝神话 ， 报刊在多个层面展开此种
“

被发明 的 传统
”

叙事 。 其一是认祖

归宗 ，
确认和强 化汉人身 份 ，

将黄帝与种姓 、 族群 、 家国相联系 ， 为革命赋予合法

性 ，
为共同体制造黏合剂 。 报刊 中多见

“

吾同胞四万万黄帝之胤
”

，

“

四万万神 明

黄帝之华 胄
”

这样的称谓 。 在广为流传的小册子 《 革命军》 中
，
邹容正告同胞 曰

：

“

昔之禹 贡九州 ， 今 日 之十八省
， 是非我皇汉 民族 ， 嫡亲 同胞 ， 生于斯 ， 长于斯

，
聚

国族于斯之地乎 ？ 黄帝之子孙
，
神 明 之 胄 裔 ， 是非 我皇汉 民族

，
嫡亲 同胞之名 誉乎 ？

中 国华夏
，

蛮夷戎狄 ， 是非我 皇汉 民族嫡亲 同 胞区分人种之大经乎 ？

”

反清义士 陈

天华这样解释种族之争 ：

“

俗话说 的好
，

人不亲 外姓 。 两 姓相争 ，

一定是 帮 同 姓 ，

断没有 帮外姓的 。 但是平常 的 姓 ， 却 是从一姓分出来 的 ，
汉种是一个大姓 ， 黄帝是

一个大始祖
，
凡不 同 汉种

，
不是黄帝子孙 的

，
统统都是外姓 ， 断不可 帮 他 的 。 若帮

了他 ， 就是不要祖宗 了 。

”

白 话道人林懈在第五期 《 中 国 白 话报 》 中编 织 了 这样

一个有关黄帝和汉 民 族的叙事 ：

“

原来我 们 中 国 汉种从前是住 在西 方 帕米尔 地方 ，

昆仑山下 。 大家住 在一 块
，

因 起个混名 ， 叫做 ：

‘

巴枯逊
’

民族 。 后 来黄帝带 了许

多子孙移居 中 国 ， 这些 民 族还 是叫 做
‘

巴枯逊
’

。

…
… 我们 祖宗 因恐我这汉族共那

些异族混杂 了
，

到 后来不免认贼为父
， 所 以 口 口 声声呼 着 ： 巴 枯逊啊

！ 巴枯逊 啊 ！

后来说话太快了 ， 把
‘

巴枯逊
’

三字变作
‘

百姓
’

两字
，

又天天呼着 ： 百姓啊 ！ 百

姓啊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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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 帝
”

与
“

孔 子
”

其二
，

黄帝神话中所记载 的 开疆破土 、 披荆斩棘的历史也契合了 晚清革命者 的

现实诉求 ，
以 黄帝之伟业激励后世子孙承继祖业

， 推 翻清廷
， 光复大汉 。 年 ，

《 湖北学生界》 载文
“

回忆
”

黄帝之光辉历史 ：

“

中 国数千年以前 ， 苗 、 僮 、 僚 、 傜

者
，

神洲大陆之主人翁也
，

而黄帝率支那 民族 ， 沿黄河而南下 ， 旌旗所指 ，
无敌不

摧
，
逐一举而驱之于深 山 幽谷之内 。 即 中 古之世

，
秦皇 、 汉武犹能南征北伐

，
演轰

轰烈烈有 名誉有光彩之事业
，

此 岂非我 民族可赞可 叹可 歌可泣之历史
，

足令后世子

孙拔剑起舞 ，
而生继承祖宗盛业之雄心者乎 ？

”

同年
， 《 江苏 》 杂志刊载季子之文 ，

叹古扶今 ：

“

吁嗟吾黄胤兮
，

革命其可缓乎 ！ 维吾胤之在昔兮
，

乃最尊贵而有令誉
；

今何为而 自 菲薄兮
，

常怵惕 以 为奴 。 惟吾祖之雄伟兮
，

挥神 斧而荡 四 隅 ： 南登熊 耳

使三苗窜迹兮
，
北征涿鹿而排强胡 ； 爰建中而立极兮 ， 宅 幽冀以作都

”

。

其三
，
借助黄帝神话

，
推行黄帝纪年 ， 将国 族

“

发 明
”

直接楔入现实 。 为 了 与

康有为等人力倡 的孔教相抗衡 ， 激进派人士纷纷选择黄帝纪年
， 试图 通过报刊

“

复

大汉之国 号 ， 树大汉之旗帜
”

。 刘师培称 ：

“

民族者 ，
国民 特立之性质也 。 凡一 民族

，

不得不溯其起源 。 为吾四 百兆汉种 之鼻祖者谁乎 ？ 是为 皇帝轩辕氏 。 是则 黄帝者
，

乃制造文明之第一人
，
而开四 千年之化者也 。 故欲继黄帝之业 ， 当 自 用黄帝 降生为

纪年始 。

”

在 《 汉 帜 》 发刊序 中 ， 革命派主将章太炎将文末时间 标示为
“

汉人开国

之 四千六百五年一月 十有九 日
”

。

°

这一纪年选择的是黄帝纪年 。

有意思 的是 ， 黄帝纪年产生后 ， 不 同报刊计算的方法却很不一致 ， 研究者发现
，

“

于 年创刊 的 《 黄帝魂 》 将该年定为黄帝纪元 年 ，
而 《 国 民 报汇编 》 则

把该年推算为 年 ， 《 二十世纪之支那》 、 《 民报 》 、 《 洞庭波 》 、 《 汉帜 》 则用 同
一

系 统 ， 分别把创刊年 、 、 年改为黄帝纪元 、 、 年 。

年
，
宋教仁根据 《 皇极经世》 、 《 通鉴辑览 》 等典籍推定是年为 黄帝 即 位 年 ，

同盟会机关报 《 民 报 》 创刊时 即 以此署年
”

。 纪年上的 混乱昭示着黄帝这个
“

符号

资源
”

本身 的建构性 。

霍布斯鲍姆对英国工业革命以 来的
“

被发 明 的传统
”

做了 分类
，
认 为这些传统

属于三种相重叠 的 类型 ： 第一类是
“

那些使各个 团 体 （ 真实 的 或是虚假 的共 同 体 ）

的社会凝聚力或成员 资格得到确立或是象征化的传统
”

， 第二类是
“

那些使制度 、 身

份或是权力关系得以确立或合法化的传统
”

，
第三类则是

“

其主要 目 的是使信仰 、 价

值体系 和行为准则得到灌输和社会化 的传统
”

。 黄帝符号作为一项祖源性符号 ， 在

上述三个层 面均有交叠 ， 对于想象和建构
“

汉族中 国
”

， 激发爱国情绪 ， 推动民 族革

命 ， 都有着不可替代的 作用 。

在晚清的革命报刊 中
，

对中 国 的想 象实际上是 由
一套复杂 的 声部 、 叙事方式所

组成 。 除了通过
“

黄帝
”

神话 的模塑
， 建立民族起源

，
凝聚 民族认同 ， 晚清报刊还

通过
“

身体
”

叙事 ， 发掘 血系 、 种 姓和身体受虐 的 历史
，
强化族群创伤记忆 ；

通过

发辫 、 服饰特征等要素
，

辨析 、 识别 种族身份
；
通 过

“

民族英雄
”

谱系 的钩沉和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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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 帝
”

与
“

孔子
”

忆
，

强化种族抗争 的正 当 性 。 当 然 ，

“

黄帝
”

这样一个
“

被发 明 的传统
”

在革命 的

叙事声部中充当 了 铿锵激越 的 主音 。

三 、 被重构 的 记忆 ：

“

孔子
”

符 号与晚清报刊的文化 民族 主义话 语

在想象中 国 的话语方式 中 ，
以排满为 目 标的

“

汉族 中 国
”

叙事 固 然能够召 唤 同

种 同源反抗异族的 革命激情 ，
但这套报刊 叙事 实质上只 是一种政治手段

， 种族革命

的真正用意和 目 的 是政治革命 。 蔡元培在 年就一针见血地指 出
，

清末的
“

纷纷

仇满之论
”

乃是
“

政略之争 ， 而非种族之争也
”

。 孙中 山在 年 《 民报 》 纪元
‘

节庆祝大会上也讲得非常清楚 ：

“

最要紧一层不可不知 ：
民族主义

， 并非是遇着不 同

族的人便要排斥 他
”

，

“

惟是兄弟 曾 听见人说
，

民 族革命是要尽灭满洲 民族
，

这话大

错
”

。 民族主义推翻 的是
“

把持政权
”

、

“

实行排汉主义
”

、

“

谋 中央集权
”

、

“

拿宪法

做愚 民 的器具
”

的满清政府 。 他强调
：

“

我们推倒满洲政府
，
从驱除满人那一面说是

民族革命
， 从颠覆君主政体那一 面说是政治 革命 ， 并不是把来分做两次做 。

… … 照

现在这样的政治论起来
， 就算汉人为君 主

，
也不能不革命 。

”

即使排满风头最健之

章太炎
，
也在 年 《 民报》 的 《 排满平议 》 中解释说 ：

“

吾侪所执守者 ， 非排一

切政府
，

非排一切 满人
，

所欲排者
，

为满 人在汉之政府 。 而今之政府 ， 为满 洲所窃

据
，
人所共知

，
不烦别为标 目 ，

故简略言之
，
则 曰 排满云尔 。

”

以排满为 旨归 的
“

保种
”

与 以政治为框架的
“

保国
”

相互衔接 ， 似乎有 了 亲缘

关系 。 但这种立足政治正 当性 的话语难 以 为 民族国 家共 同体提供精神 。 对于
一个共

同体来说 ， 相近 的感受和 理解世界的 方式 、 发 自 内 心 的 生 命体验 、 共享 的文化传统

是联系社群的天然精神纽带 。 正如许纪霖所说 ：

“

在人性深处 ， 从古 以来就有一种对

根源感的追求 ， 对特定 的族群 、 文化或宗教的 归属感 。

”

辽 远茫昧 的 黄帝神话难解

中 国人的 文化乡 愁 。

在晚清 中 国 ， 与革命报刊张扬
“

汉族 中 国
”

的 民族主义诉求相对 ， 改 良主义报

刊发 出 另 一种声音 ，
立足 于

“

文化中 国
”

的 国族召 唤 。 尽管
“

保教
”

之声不及
“

保

种
”

那般振聋发聩 但
“

保教
”

者希望用一套普世性 的文化道德秩序来界定 民族边

界 ， 划分
“

我族
”

与
“

他族
”

，

“

中 国
”

与
“

夷狄
”

之别
，

开 出 另外一剂 药方——

所谓 的 中华 民族
，

不是种族与血缘的 共 同体 ，
而是文化与 精神道德的共 同 体

，
共享

的 是价值与文明 。 孔子 自 然成为这一派 的精神符号 。

与黄帝这个近 代 以 来
“

被 发明 的 传统
”

不 同
，

在 儒教 中 国 的
“

共 同 体记忆
”

中
，

孔子一直都是被崇奉的人物 ， 也一直都是为不 同 群体争夺的话语符号 。 历史记

忆是一种选择和遗忘的过程 ，
研究者认为 ： 记忆是一种 集体社会行为 ，

人们从社会

中 得到记忆
，
也在社会 中拾回 、 重组这些记忆 。 每一种社会群体 皆 有其对应 的集体

记忆
，
借此该群体得 以凝 聚和 延续 。 对于过去 发生 的事情

，
记忆 常常是选择性 的 、

扭曲 的或是错误的 ， 因 为 每个社会群体都有一些特别 的 心理倾 向 ，
或是心 灵 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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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帝
”

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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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

历史结构 。

〔

对于
“

保教
”

者来说 ， 如何将有关孔子的社会记忆从历史仓库 中提取

出 来
，

提取哪些 内容
，

如何根据现实情境进行重组 ， 是一个重要命题 。

在晚清文化 民族主 义的报刊话语中
，
孔子记忆重构 的 主要策 略是 ：

一方面
， 拾

回传统的
“

天下
”

观
，
重建孔子所代表的 文 明和 文化

，
以 文明 文化界定中 国

，
而非

以血系 种姓辨认中 国 。 另 一方面
，

将孔子宗教化
，

奉上
“

素 王
”

、 教主
”

之位
，

以

儒家道德和宗教作为共同体 的联系 纽带 。

中 国在近代以前并无现代 民 族国 家 ， 传统 的 中华帝国并非 以 法 ， 而是 以 文 明 与

儒家伦理为统治基础 。 在儒家
“

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 国 平天下
”

的
“

八条

目
”

之 中 ， 由 身
，

而家
，

而 国
，
而天下

，
是一个文化道德涵养木断外推 的 过程 。 传

统 中 国 的 文化观念体系 中 ，

“

天下
”

观念甚为发达 。 按照张灏的说法
，
传统 的天 下观

有两个层面 ： 第一个是哲学层面 ， 支配中 国 人世界秩序观的 ， 是天下大同 的 乌托邦

理想 ；
第二个是政治层面

，
中 国人对世界 的 理解是以 中 国 为地理中 心 的华夏 中心 主

义 （ 。 柯文 （ 也认为 ：

“

中 国人 的世界观是
‘

天下
’

，

这种世界观的关键因素 是毫不犹豫地坚信中 国 的 中心 性 ， 在地理层面上
， 普遍认为

地球是平的 ， 中 国居 中 央 。 这种地理 中心感有与之相应 的 政治 观
，

即在一个安排恰

当 的世界 中 ， 中 国将是权威的 终极源泉 。 这一 大厦建筑在这样一种信念的基础上
，

它相信中 国 的 价值观念和文化规范 是人类永久 的合理性
，

中 国 的标准就是文明 的标

准 ； 成为文明人就是成为中 国 人 。

”

在这个天下 主义 的 道德伦理体 系 中 ， 国家实际

上是被轻忽的存在 ， 所谓
“

国
”

，

“

是所谓朝代也
， 非 国也 。

”

孔子作为文化 中 国 天

下 主义 的灵魂人物 ， 其道德和思想似乎很难与现代民族国 家观念相联系 。

在这种 以华夏为 中 心的
“

天下
”

观中 ， 其他 国 家不是藩属 即 是夷狄 。 虽 然孔子

也说 ：

“

夷狄人 中 国 ， 则 中 国之
， 中 国入夷狄

，
则夷狄之

”

，
意 即华夷之辨不在乎血

统 ，
而在乎文化 ， 但孔子华夷之辨的核心思想仍然是内 华夏而外夷狄 。 到 了 世纪

末
，

空 间层面上 的
“

天下
”

早 已为
“

万 国 比邻
”

所取代 ，
文化道德层面 的华夏 中 心

主义也遭遇前所未有 的 危机 。 在这种情势下
，
康有 为对孔子的 天下 观和夷夏之辨做

出新 的解读
，
并与 当 时最流行的进化论联系 起来 ：

“

夫夷夏之别
，

出 于春秋 。 然孔子

春秋之义
，

中 国而为 夷狄 则夷之
，

夷而有礼义则 中 国 之 。
… … 孔子之所谓 中 国夷狄

之别 ， 犹今所谓文 明 野蛮耳 。 故 中 国夷狄 无常辞 ， 从变而移 ， 当其有德 ， 则夷狄谓

之中 国
，

当其无道 ， 则 中 国 亦谓 之夷狄 。 将为进化计
，

非为 人种计也 。

”

根据此

论 ， 满人入关后 ，

“

其教化文 义 ， 皆从周公 、 孔子 ， 其礼乐典章
，

皆用汉 、 唐 、 宋 、

明
”

， 既然满人已 经汉化 ， 排满之说 ， 顿失其据 ，
属于

“

不顾外 患
， 惟事 内讼

，
同

室操戈
， ’

。

年 ， 《 中外新报 》 的
一篇文章 《 论今 日 人心 宜重古道 》 开篇 即称 ： 治世之

道 ，

“

当 以 人心为本
”

。

“

国 家之兴 ， 视乎人心
，
人心所系

，
本乎德教

；
经世之政

，

弊极返本 ， 修心 之教 ， 迷乱益治 ；
正其本则 国 以 日 兴 ， 亡其本则邦 以 日 灭

”

。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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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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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么
，

人心如 何正 ？ 作者 的 回答是
，

以
“

古圣贤 道德之教
，

率先天下
”

，
方能立身正

事 。

⑷
作者的 意思 是

，
回到孔子的道德教化

，
重振天下 ， 方为 国家兴盛之本 。

孙隆基认为 ：

“

如果强调文 明 教化
，
其 中 心人物 自 然是孔子

，
在康有 为之流 手

里
，

就会把他变成教主
， 其言教既能榫之四海放之万世 ， 势必演为大同 之义 。

”

近代中 国 首倡孔子纪年论 ， 并力行尊孔者 ，
正是南海先生康有 为 。

“

甲 午 战后
，

康有为感于国 势阽危
，

亟思有 以 振济之 ， 因 默察西人富强 之术
，

在于有基督教为 之

本源 ， 遂发愤倡
‘

孔教
’

之议
，

奉孔子为教主
，
假此 以 为重整中 国 政治 、 文化秩序

之权舆
”

。 而
“

孔子纪年
”

也是对应于西方的
“

耶稣纪年
”

，
希望将孔教变成一 门

与佛教 、 基督教并立的宗教 。 年
，

康有为于上海创立强 学会分会
，

发刊 《 强学

报》 ，
他在报刊封面上大书

“

孔子卒后二千三百七 十 三年
”

字样
，
并在创刊号上刊

载 《 孔子纪年说 》
一文 ，

仿照西洋 的
“

公元纪年
”

， 正式提出 孔子纪年 。

在康有为将孔子立为
“

孔教
”

之教主
， 甚至

“

欲设教会 ，
立教堂 ，

定 礼拜之仪

式 ， 著信仰之规条 ， 事事模仿佛 、 耶
，

唯恐不 肖
”

之初 ， 梁启 超是与 他并肩作 战

的 。 梁任公于 至 年间 ，
两度撰文 ，

宣扬
“

孔子纪年
”

， 甚至称
“

以孔子为

纪 ， 似可为 至当 不易 之公典
”

。

°

年 ， 梁启 超在 《 新 民 丛报 》 发表文章 《 保教

非所 以 尊孔论 》 ，
虽 然改 弦 易辙

，
擎起保 国 之 大旗

，
但仍然认为

“

孔教无可 亡之

理
”

。 他所批评 的 并非孔子本身 ，
而是将孔子涂上金粉金沙奉为 天 神 的 后世趋 向 ：

“

孔子人也
，

先圣也
，
先师也

， 非天也
，
非鬼也

， 非神也 。

”

他认为 ，

“

孔教者 ， 悬

日 月 ，
塞天地

，
而万古不能灭者也

”

，

“

孔子实于将来世界德育之林
，

占一最重要之

位置
”

。 梁启 超对孔子符号的使用
，

是将孔子从神变 回到人
，

在孔子之德育 、 人格

思想 中寻找有益于现代精神之内涵 。

其后 ， 保教者仍不断颂孔子为至圣先师 。 年
，

《 中外 日 报》 载文 曰 ：

“

我 中

国者
，

为 四 千余年之文 明 古 国 。 大圣孔子
，

生 当春秋之季
，

拨乱而 反诸正
，

修明 六

艺之道 ， 俾我黄虞之裔 ， 群仰 日 月 而津江河 ，
盖可谓之至圣矣 。 治乱之道具见于六

经之中 ，

‘

传
’

言繁霜 ，

‘

书
’

陈 凶极 ，

‘

易
’

演鼎革
，

‘

春秋
’

书灾异 。

”

因此
，

改革之道
，

还需遵
“

古圣贤道德之教
”

为
“

大本大原之所在 。

”

菲利普 赛尔兹 克 （ 认为 ， 共同体的 主要联系 ，

“

最 明 显通常

也是最重要的是一种共享的 历史或
‘

共同体记忆
’

。

一种共享的历史可 以充满骄傲或

痛苦地指 向 神圣的渊源 、 阵痛或光荣 的 胜利 。 它 也可 能是 比较朴实 的和谦恭的 ， 诸

如珍藏在相框中 的 全家福
”

。 孔子 的 在场 ， 对于 中 国 人来说 ， 就如 同镶嵌在相 框

中 的共同体记忆 ， 在不断的 裁剪 、 镀金 、 装裱中
， 提醒着这个民 族的 文化身份认同 。

四 、 符号 的 斗争 ： 黄帝与孔子 的报刊论争

以黄帝为
“

祖始
”

的 种族民族主义
， 与 以孔子为

“

共主
”

的 文化 民族主义
，

在

晚清 中 国的报刊 中
，

发生了 激烈 的交锋 。 在这场符号斗 争中
，

黄帝符号挟中 华 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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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 帝 与
“

孔子
”

“

大始祖
”

之威 名
，
其声势 显然盖过了 作为

“

至圣先师
”

的孔子 。 但是 ， 黄帝这个
“

被发 明 的传统
”

在叙事上并非完美得没有缺 陷 。 在有关黄帝的叙事 中 ， 黄帝战蚩尤

逐三苗 的故事广为流传 ， 它既 可 以解读为 黄帝开疆辟土战功卓著
，
也能读 出 另 一番

意 味 ： 中 国 自 古 非汉人所有
， 是为 苗人所有 。 今 日 汉人之排满正义

，
苗人若排汉

，

亦属正义 。 此种质疑给黄帝叙事带来 了正当 性的裂痕 。 革命派如 何修补这个缺陷 ？

年
， 在 《 定复仇之是非 》

一文 中 ，
章太炎这样 回答质疑 ：

“

满洲 自 宁古塔

来 ， 历史之明文然也 。 汉族 自 帕米尔 高原来 ， 特以 冢书 神话之微文
，

辗转考索 比 度

而得之 ， 历史未 尝有其明 据 。 苗人之族
，

当 时果普遍中 国 以 否
，
蚩尤之族

，
当 时 果

即苗人以否
， 皆无左契证书 。 独据上世流传之书支离 9 触者

，
其类似之点 以 为 言 ，

乌有若满汉之章章者乎 ？

”

这段叙事很有意思
，

以
“

历史未尝有 明 据
”

为 由 ， 说明

汉人逐苗故事只 是一个传说
， 并无可靠史料为证 。 但是 ， 这也无异于 间 接承认 ， 有

关黄帝 的叙事 ， 同样如
“

冢书神话
”

， 非
“

历史之明 文
”

也 。

年 ， 章太炎在 《 民 报 》 发表 《 排满平议 》 ， 详尽征 引 古史 ， 再次考证
“

窜

三苗
”

的故事 ， 为排满寻 求正 当 性根据 。 文章先抛出 质疑者 的论点 ：

“

今之非排满

者 ， 稍异宪党 ，
盖谓支那 民 族 自 西方来 ， 略苗人之地而有之

，
汉人视满人为 当 排 ，

反顾苗人 ， 则 己 亦在 当排之数 。

”

根据反对排满者 的逻辑 ，
汉人的排满就失去 了正 当

性
，
所谓复仇

，

“

私言 也
，

非 公理也
”

。 对此
，

章太炎 的 回答是 ：

“

汉族 自 西方来
，

非有历史成证
， 徒 以考察 比拟 而得之 。 独 《 山海经 》 言身毒为轩辕所居

， 又异今说 。

非若满洲之侵汉土
，

其记载具在也 。

”

因 此
，

考证的第一个结果是
，

汉人苗人究竟谁

先据 中原 ，
二者

“

理证相等
”

。 其次
，

章太炎提 出
， 古之三苗与今之苗族是否 一

族
，
也有不 同说法 。 即使同为

一族 ，

“

其相宅神州 ， 与汉族孰先孰后
， 史官亦无以 质

言矣 。 如果二者 同 时到此 ，

“

互争 邑 落
”

， 则
“

两无曲 直 ， 得之则是
”

。

“

若汉人先

来此土
，
更千百年 ， 苗人随而东 下

， 以盗我 田 庐
，

窃 我息壤 ，
汉族复从后攘除 之

，

是则汉族之驱苗族
，

为光复也
，

非 侵略也 。

”

在多 方史料铺 陈之后 ， 文章 的 结论

是 ：

“

今以历史成证言之 ： 苗族之来 ， 先于汉族
，
非有符验可寻也

；
汉族之来 ， 先于

苗族
，
则犹有可 质成者 。

”

当然
，
此文的 目 的 绝非仅仅在于考据史料

，
作者 的指 向

性非常 明确 ：

“

今云汉人排满
，
对于苗则汉亦应排 ， 何所据依而作此辩难耶 ？

” °

虽

然章太炎力 图将黄帝史料 的
“

茫昧难稽
”

、

“

史无可考
”

化解成为辩驳对手的优势 ，

但有关黄帝 的叙事还存在较大的 漏洞
，

缺乏有力 的证据填充。

与黄帝符号本身存在着 史料 匮乏
，

历史真实性湮没难考相 比
，
孔子符号则 因 其

多元立体和丰 富
，

存在着 多 重解读的 空 间 和开 放性 。 孔子符号之不被革命者接受
，

固 然与孔子
“

忠君
”

之 旧训 与革命派意 图推翻满清 、 变革 中 国之诉求相抵牾不无关

系
，
更重要的原 因还在于满 清统治 者早 已将孔子奉 为圣贤 ， 将儒学置于尊贵之位 。

在革命者看来 ，

“

尊孔 无异 于 愚民
”

。

年 ， 刊于 《 童子世界 》 的
一篇文章很有代表性

，
作者发现今天 的 孔子 已 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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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 帝
”

与
“

孔 子
”

不是周朝 的那个孔子 ，

“

孔 子在周 朝时候虽 是很好 ， 但是在如今看起来 ， 也是很坏 。

‘

至圣
’

两个字 ，
不过是历代的独夫 民贼加给他 的徽号 。 那些 民贼为什么这样尊敬孔

子呢 ？ 因 为孔子专 门 叫人忠君 服从 ， 这些话都是很有 益于君 的 。 所以那些独 夫 民贼
，

喜欢他 的 了 不得 ， 叫百姓都尊 敬他 ， 称他做
‘

至圣
’

， 使百姓不敢一

点 儿不 尊敬他 ，

又立了诽谤圣人的 刑法 ， 使百 姓不敢说他不好 。 那百姓 到 了 日 久
， 自 然变做习 惯 ，

都人了那些独 夫 民贼的 圈套 ，

一个个都拿
‘

忠 君
’

当 自 己 的 义务 ，
拿

‘

法古
’

当最

大的事体 。

”

所以
，

“

孔子虽 好
，

必不能合现在 的 时候 了 。 我但望吾同 胞做现在革命

的
‘

圣 贤
’

，
不要做那忠君法古 的

‘

圣 贤
’

”

。

同年的 《 国 民 日 日 报 》 干脆称孔子为
“

奴隶学派
”

的发起人
，

认为孔 子为
“

养

育各项奴隶之乳妪 ， 生 息而不尽
”

，

“

孔子于君 民一关太看不破
”

。 章太炎也将尊孔

奉儒视为
“

愚 民之计
”

：

“

今彼满洲者
，

其为 归化汉人乎 ？ 其为 陵制 汉人乎 ？ 堂子妖

神
，
非郊丘之教

；
辫发璎珞 ，

非弁冕之服 ；
清 书国语

，
非斯邈之文 。 徒 以 尊事孔子

，

奉行儒术
， 崇饰观听 ， 斯乃不得 已 而为之 ， 而即 以便其南面之术

，
愚 民之计 。

”

林

懈在 《 国 民意见书 》 中 同 样认为 ， 民贼
“

利用 中 国 的 文字 ， 又利 用 了 孔夫子及各种

酸腐的道学家 ，
仗着什 么 圣贤古训

， 来压制汉族
， 那 些经传好象就是他杀汉人 的快

刀 利剑 了
”

。 章太炎在 《 演说录 》 中称 ，

“

孔教最大 的污点
， 是使人不脱富贵利 禄

的思想 ，

” “

我们今 日 想要实行革命 ， 提倡 民 权 ，
若夹杂一

点 富贵利禄的心 ， 就像微

虫细菌
，
可 以 残害全身 ， 所以 孔教是断不可用 的 。

”

到 了辛亥革命前
，
革命派排孔之论几乎达于极致 。 年 ， 《 新世纪 》 刊发 了

一系列文章 ， 如 《 国粹之处分》 、 《无父无君无法无天 》 、 《 排孔征言 》 等 ， 提 出
“

孔

丘砌专制 政府之基
，

以荼毒吾同 胞者
，

二千余年矣
”

，

“

欲支那人之进于幸福 ，
必先

以孔丘之革命
”

。 同 年 ， 《 河南 》 杂志称 ， 正 因 为数千年来对孔子
“

莫敢怀疑
”

，

故
“

思想滞阂不进 ， 学术凌迟
，

至不可救
”

。

可见
， 孔子的不得志

，
并不在于其符号 内容本身

，
而在于此符号 已 经被满清 和

历代统治 者过度诠 释 。 革命报 刊所批判 的 并 非
“

周 朝 的 孔 子
”

， 而是
“

现在 的 孔

子
”

，
批判的是利用 子推行 的忠 君 、 法古 、 专制 、 反 对革命 的 思 想 。 孔 子

，
作为

“

治世
”

之
“

圣贤
”

，
却非

“

乱世
”

之
“

救主
”

。

有关黄帝纪年和孔子纪年的 优劣
，

也是时人争论的 焦点 。 刘 师培在 《 黄帝纪年

论 》 中 ，

一针见血地指 出 ：

“

盖康梁 以保教为宗 旨
，
故用孔子降生为纪年

； 吾辈 以保

种为宗 旨
，
故用黄帝降生 为纪年 。

”

文章还举出 黄帝纪 年的 三 大好处 ： 第一

，
黄帝之

前历史事实少
，

而孔 子之前历史事 实 多
；
第 二

，
汉人均为 黄帝之苗裔

，
取法 日 本

，

中 国 之黄帝犹如 日 本之天 皇 ；
第 三

， 使用黄帝纪 年 ， 则 专 制 的 君 主年号不攻 自 破 。

所以 ，

“

欲保汉族之生存
，

必以 尊黄帝为急 。 黄帝者汉族之黄帝也
，

以之纪年
，

可 以

发汉族 民族之感觉
”

。

无论黄帝还是孔子
，

符号本身都有着 不 同 解读 的 空间
，

叙事者按 照各 自 的需 要

新 闻 与传播研究 年 第 期



‘ ‘

黄帝
”

与
“

孔子
”

描绘他们 。 晚清 不 同 报刊所载之黄帝像
， 有 时被塑造成平 民英雄 ， 有 时像个武士 ，

有 时则是高冠之帝王 。 年 月 ， 《 民报》 第一期 刊首所印 的黄帝像就是鼻梁

高挺 ， 浓须覆面
，

相貌堂堂 的英雄形象 ， 图 上文字说明
“

世界第一之 民族主 义大伟

人黄帝
”

。 其所寄予 的 ，
无非是造像者 自 己 的情怀 。 而孔子

，
在康有为那里是中 华文

化之
“

教主
”

， 在革命者那里又可 以被解读为
“

第一排满革 命家 。

°

曾经与 康有 为

并肩 尊孔 的梁启超也在 年作 出 新的选择 ：

“

虽 然 ，
吾爱孔子

，
吾尤爱真理

；
吾

爱先辈 ，
吾尤爱 国家

；
吾爱故人

，
吾尤爱 自 由 。

”

早在 年 ， 许之衡就在 《 国粹学报》 发文称 ：

“

愚谓黄帝而外 ，
宜并揭 孔子

，

而国魂始全 。 盖黄帝为政治之纪元
， 孔子则 为宗教之纪元 。 种 族不始于黄帝 ， 而黄

帝实可为种族之代表
；

宗教不始于孔子
，

而孔子实 可为宗教之代表 。 彼二圣者 皆 处

吾国 自 古迄今至尊无上之位 ， 为吾全历史之关键 ， 又人人心 中 所同 有者 。 以 之为 国

魂 ，
不亦宜乎 ！

”

可惜 ， 这样理性 的声音很快淹没在 时代激越 的 呐喊 中 。

五 、 结语

在哈布瓦赫 （ 看来 ， 存在着决定一些事件被记忆
，

另 一些事件

被遗忘 的核心力量或因 素
， 他将之统称为社会或社会框架 。 社会记忆活动并不是个

体完全 自 如随意支配的
，

个体的记忆要受到某种社会强制力 的控制 。

“

依靠社会记忆

的框架 ， 个体将 回忆唤 回 到脑海中 。 换言之 ， 组成社会的 各类群体在每时每刻都能

重构其过 去 。 但是 在重构 过 去 的 行 动 中 ，
这些 群 体往往 同 时 也将 过去 歪 曲

了 。

”

保罗 康纳顿则指 出
， 社会记忆是为 支持现存社会合法化而存在 的

，
现存社

会合法化决定着社会记忆 。

“

过去 的形象一般会使现在 的社会秩序合法化 。 这是一条

暗示 的规则 ： 任何社会秩序下 的参与者必须具有一个共同 的记忆 。 对于过去社会 的

记忆在何种程度上有分歧
，
其成员 就在何种程度上不 能共享经验或者设想 。

”

换言

之
，
社会记忆被建构 的 目 的 ， 是为 了使那些怀揣社会记忆 的 人服从社会秩序 。 权力

在这一过程 中起着决定性 的作用
，

社会记忆成为社会权力 竞逐 的重要场所 。 并且社

会记忆的建构具有强烈 的现实意义
，
是为

“

现在
”

的需要服务的 。

作为中华 民族历史上两个重要 的
“

象征资本
”

，
黄帝符号和孔子符号都存在着被

多重诠释 ， 呈现不同意义 和面向 的 可能性 。 在晚清 中 国
， 章太炎们 成功将黄帝符号 ‘

由 帝王之起源想 象为 民族之始 祖 ， 康有 为等则将孔子从天 下之师塑造成 中 华教主 。

这两个符号的 阐 释 、 争夺 、 斗争
，

都是在晚清 中 国特定 的社会历史条件下
，
为 不 同

的社会权力 、 社会秩序 和意识形态 竞逐服务 的 。 而这两个符号也 只 是晚清
“

保种
”

和
“

保教
”

两个巨大的 社会叙事框架 中 的耀眼元素 而已 。 在黄帝代表的 族群民 族主

义叙事家族中
，

还有着血系 、 种姓 、 着装等 身份叙事
，

“

扬 州 十 日
”

、

“

嘉定三屠
”

、

蓄辫留 头等身体创 伤叙事
，

岳飞 、 文 天祥等英雄主义叙事 。 孔子符号 的 背后
，

也有

着重视礼仪 、 道德 、 教育 、 文化 、 国粹 ， 抹去满汉之争的 文化民族主义叙事 系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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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德森指 出 ，
当盖尔纳判 定民 族主义不是 民族 自 我意识 的觉醒 ： 民 族主 义发 明

了
“

并不存在 的民族
”

时 ， 实际上是以一种粗暴的方式揭示民族主义被建构的本质 。

与其说存在的是被想象的 民族 ，
不如 说存在 的 是真实 的 共 同体 。 作为现代 的传播

形式
，

报刊在晚清 的国族想象中 扮演了 不可替代 的角 色 。 报刊不仅在新的
“

文化心

理
”

构 图 上重新建构黄帝和孔子的故 事
，

而且提供一个故事与故事之间 相互竞争 的

场域 。 于是 ，
晚清报刊上 的 黄帝和 孔子符号不断地被修补 、 解释 ，

又 不断被质疑 、

褒贬 。 从某种意义上说 ，
正是 由 于报刊展现 的这幅想象的 画 卷

，

“

保种
”

与
“

保教
”

两大阵营才能如此清晰地划分各 自 的共同体边界 ， 确立 自 己 的 民族认同 。 那些 能够

利用报刊讲述有分量的故事 ， 并且能直 面当 下 、 直指人心 的符号叙事框架
， 更容易

在竞争 中 获胜 。 那些在合适的 时机
， 被

“

恰当
”

地唤醒 ， 并且不着 痕迹地再书写的

历史和记忆 ， 成为报刊最有 力的武 器 。

一方面
，

报刊给不 同 的 共同 体提供 了表达和

论辩的话语空间 ； 另一方面 ， 恰恰是不 同共同体表达不 同 观念并力 图 引 导舆论的诉

求
，
催生 了 中 国新闻事业史上 的 第二次办报高潮 。

历史是现实 的遥远 回声
，

在当 下 ， 民族主 义 已经成为
“

我们 这个时代 的政治生

活 中最具合法性 的 价值
”

。 极端 民族主 义情绪也在一次次事件 中 通过媒体点 燃 。

回望百年前有关 国族的报 刊论争 ， 更值得反思的 ， 或许是那些 曾 经被放弃 的选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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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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