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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晚清革命志士，曾以民間文學為宣揚革命之形式。本論文以社會學歷史視角，將知識菁英對時代思潮
之回應，作文學現場的體現，由此體察菁英文化與大眾文化之聯繫與互動。陳天華、秋瑾對民間文學
形式的運用，以彈詞小說、歌體詩之形貌，寓託政治理想與民族意識，以動人之筆觸而慷慨沈吟，激
勵社會基層民眾支持革命，予革命事業無形助益。此外，結合新式大眾報刊傳媒，使民間文學形式結
合媒體力量，迅速有效地對時代發聲。
本論文共分六章，第一章「緒論」，說明革命思潮源自晚清西學衝擊下的主體意識，在現代化與民族
性的抉擇中，知識菁英為調和傳統及現代，透過新式學會及平民教育，達成喚起國魂、啟迪民智的歷
程，作歷史輪廓的觀察。第二章「時代之聲—陳天華的彈詞小說」，則以《警世鐘》、《猛回頭》及
《獅子吼》為軸心，針對白話散文、彈詞及通俗小說的思想表現及文學形貌，逐章演述其蘊藏之革命
意識。第三章「吶喊之歌—秋瑾的革命歌謠」，則分析秋瑾秋瑾特有之「歌體詩」以及詩樂合一的創
作模式，對於中西近代文學變革的取法及融貫。另一方面，持續探索《中國女報》、《精衛石》之女
權意識，此為研究秋瑾文學成就時必須特別關注的重心之一。第四章「革命之流—菁英與民間文化」
，則藉章太炎先生儒學「內聖外王」實踐中「始則轉俗成真，終則迴真向俗」的概念，將晚清時代菁
英對時代的文化建構、知行合一理念的闡述，陳天華、秋瑾對民間文化的選擇，追求民族國家的理念
作演繹。另一方面，當菁英融貫中西文化傳統後，基於歷史傳承使命，運用民間文學中的小說、戲曲
及善書形式，將文化符號與庶民思想作結合，轉化革命意識及時代學思，以民俗控制的角度引導平民
朝時代潮流前行的轉折逐一剖析其關鍵。第五章「到民間去—民間文學與革命」，則論述政治小說、
新式戲曲，結合新式報刊傳播後，對於民間思想所產生的啟蒙之效。對於「文學之用」的追求，成為
晚清知識菁英的共有認知，而以醒世為目標的民間文學，也在某種程度上對映文化自覺而出現新文化
的建構，間接促成五四時期中國新文藝復興的契機。第六章「結論」，提出三項總結。其一綜理陳天
華及秋瑾對民間文學居於民眾立場的文藝宣傳模式，闡發其民族精神及教化價值；其二則整理了風俗
民情及文化內涵的衝突與調適歷程，中國文學須轉成以白話為主流的「活文學」狀態，方能成為思想
武器。其三則歸結文學傳播與革命啟蒙之牽繫，文學成為教育社會的經驗歷程，開民智、鼓民力、新
民德的思索，必從以群體出發的「人的文學」為基準，方能以文學作為時代的聲音，引領新中國人民
朝時代潮流前尋。
革命思潮為十九世紀過渡到二十世紀的主流思想，西方的啟蒙立於工業革命的基準，產生物質文明的
大幅突破，而中國的啟蒙，則著眼於喚起民族意識的思想根基上，乃受外力壓迫而出現的總體變革。
革命思潮與民間文學之間，經由文化建構與融通，結合報刊傳播之影響力，在世紀之交出現了不容忽
視的現代啟示。在此思潮中，陳天華及秋瑾對民間文學內涵的重新提煉，使後世無論在平民教育或文
藝復興的實踐上，獲得了文化建構上的啟發，此亦為歷史文化的時代抉擇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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