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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现代文学的发展与无政府主》

内容概要

该书研究的目的，在于从史实和理论两个层面上澄清中国无政府主义思潮与中国文学之间的复杂关系
，为中国文学研究提供新的视角，拓展新的领域。本研究是系统研究“主义”话语与中国文学关系的
一次重要尝试，对推动和深化中国文学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本成果分为整体研究和个案研究两个部分。
 整体研究部分系统考察了从晚清到五四时期中国无政府主义思潮与重要文学现象之间的复杂关系，目
的是为了彰显在中国文学现代性生成的过程中，无政府主义思潮发挥的重要作用。
 晚清文学一个引人瞩目的现象是虚无党小说译介和创作的广泛流行，这一现象长期以来没有引起研究
者的注意。事实上，这一现象是无政府主义思潮涌动的结果。无政府主义理论满足了落后国家小知识
分子对未来的浪漫幻想，而“民意党”人的极端行动，契合了他们渴望革命速成的迫切愿望。因此，
晚清文人对无政府主义的“误读”，倒是真实反映了“中国式”无政府主义的基本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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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全之  1966年3月生，山东沂南人，文学博士，重庆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文学
研究，已出版著作《突围与变革——20世纪初期的文化交流与文学变迁》、《火与歌——中国现代文
学、文人与战争》等多种；在《文学评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韩中言语文化研究》(韩
国)、《鲁迅研究月刊》、《明清小说研究》等国内外学术期刊发表论文80余篇；研究成果获5项省部
级奖励；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山东省社科基金项目、重庆市社科基金项目、重庆市教学改革重大
项目等多项；人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在曲阜师范大学工作期间曾被评为“山东省
教学名师”；兼任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理事、中国鲁迅研究会理事、中国近代文学学会小说分会理事
、重庆市现当代文学研究会秘书长等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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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进入“文明境界”，先要经过“体检”，“若验得性质带点野蛮，便要送他到改良性质所
去，等医生把他性质改良好了，再行招待。内中也有野蛮透顶，不能改良的，便仍送他到境外去。”
贾宝玉“性质晶莹”，在外来客中难得一见，被誉为“铁中铮铮，庸中佼佼”，获得了游历“文明境
界”的资格。“文明境界”有着高度发达的科技水平，能够“制造天气”，有春夏秋冬四个花园，供
人欣赏；童子报时的钟表，发音器官系根据人的肺管制成，声音婉转悦耳； “文明境界”的食品，全
是用化学方法从食物中提取的精液，养人而无害；医院里设有“验病所”，通过一面镜子，可以随意
查看人的骨头、骨髓、血液、内脏等，让宝玉叹为观止；在交通工具方面，天上有飞车，地下有隧车
，隧车有磁力，靠近便相互排斥，所以不会相撞，水里有来去自如的水靴和潜艇。天下珍宝都汇集在
一起，建成珍珠仓、珊瑚林，聚宝堂，供人欣赏。这些宝贝不为私人所有，也不用于买卖和交换。“
文明境界”工业繁荣，所有机器在第一次发动时烧一回火，放出蒸汽，蒸汽出来运动机器，生出电火
，电火制造蒸汽，如此循环下去，形成“永动机”式的能源结构。在文化上，“文明境界”的人谦和
礼让，“娼”、“妓”、“嫖”、“盗贼”、“偷窃”等字眼都从字典上删除，人们不仅不为，而且
都从来没有听说过。衙门、刑政官、捕吏都已废除，因为留着已经没有任何用处。宝玉不禁赞叹： “
讼庭草满已是佳话，今更删除刑政衙门，真是千古盛治了。”贾宝玉在“文明境界”确实享尽了文明
之福：乘飞车坐潜艇，海底渔猎，南极探险，不一而足，再现了刘姥姥进大观园时的陌生与好奇。 “
文明境界”没有宗教，只将孔子之教作为行为指南，“那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人人烂熟于心”。在
政治体制上，“文明境界”实行的是“开明专制”，引导贾宝玉游历的老少年认为，共和制造出无数
政党，政府为党派所控制，“有一天那党派衰了，政府的方针也跟着变了。就同荡妇再醮一般”。立
宪政体虽然设有议院，但权力都为贵族所把持， “那百姓便闹得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终非长久
太平之局”。：‘文明境界”也曾经采用立宪政体，当时一位叫万虑的英雄，重视教育，临死时留下
了八个字：“德育普及，立宪可废”。他死后不久，听说外国闹“均贫富”（指无政府主义）的风潮
，国人召开大会，一直认为“都是富家为政的祸根”，“于是各议员都把政权纳还皇帝，仍旧是复了
专制政体”。据说专制政体的好处都在《大学》中的两句话中：“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
。”从此之后，这“文明境界”愈发文明，真正进入了国康物阜、夜不闭户的理想境地。贾宝玉深有
感触，叹服不已。后来得知这文明境界的皇帝东方文明不是别人，乃是当年的甄宝玉。贾宝玉大吃一
惊，知道自己的补天之愿已被甄氏抢占，干脆自己“托在他的庇荫之下”，不再作补天之想，便将随
身携带的宝玉赠与一直陪同他的“老少年”。这老少年不胜惊怪，坐在飞车上，不停把玩，结果偶一
失手，通灵宝玉跌落在一个山洞中，这山叫灵台方寸山，洞叫“斜月三星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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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近现代文学的发展与无政府主义思潮》从学理方面为人们更加深刻地认知无政府主义思潮提供
了足够的启发，从史识方面为人们更加准确地理解无政府主义与文学的关系提供了珍贵的导引。张全
之教授的这项研究起步较早，单篇论文影响也较大，只是因为需结合国家项目的结题要求，推延了出
版时间，但其学术深度较为明显，学术创新力度较大，因而其学术锋芒并没有因前述其他著作的行世
而灰暗隐钝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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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因为在写无政府主义的论文所以一直在找这个作者的论文和书看，怎么说呢~觉得无政府主义是个
很酷的东西，翻开书看到照片有点幻灭....我到底在想啥啊
2、看了下编，涨姿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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