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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民与立国!

中国现代国家构建中的话语选择
!

郭忠华

摘
!

要!随着近代中国越来越陷入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深渊"知识分子日益认识到必须取

道国民性改造的路径来建立中国的现代国家"翻译西方
(-:-f).

概念则是实现国民性改造

的重要手段之一#从
5<

世纪中期到五四运动前夕"

(-:-f).

在中国的翻译大致经历过三个

发展阶段!翻译术语多元化的阶段$国家主义的国民观阶段和个人主义的国民观阶段#在

这些阶段中"不仅
(-:-f).

被翻译成不同的术语"而且还被赋予不同的涵义#这些术语和

涵义后面隐含着知识分子对于中国现代国家的不同构想#

(-:-f).

在当时的汉译方式表

明"术语翻译并不仅仅是一个从文本到文本的过程"而且是一种重要的政治活动"具有明

显的(翻译现代性)含意#

关键词!

(-:-f).

%现代国家%话语%翻译%现代性

尽管当下中国知识界很少有人会对
(-:-f).

应该翻译成何种术语和具有何种涵义产

生怀疑"但其在近代历史上的情况却远非如此"它不仅被翻译成不同的术语"而且被赋予

不同的涵义#翻译术语的选择和涵义的赋予具有深刻的含义#它既反映了政治学意义上

的(翻译现代性)思想"又反映了翻译学意义上的(翻译目的论)现象#本文以
5<

世纪中期

至
01

世纪早期知识分子对于
(-:-f).

的翻译作为研究对象"透视知识分子对于该概念的

翻译方式以及由此反映出来的政治现代性想象#

一$现代国家构建的早期话语策略

中国的现代性想象和追求是在鸦片战争之后#鸦片战争中中国的败局为西方现代技

术和现代性思想的输入创造了条件#这种输入既有开明绅士自主选择的因素"也有西方

传教士强制灌输的因素"是一种主动追求和被动驱使相结合的结果#

西方
(-:-f).

概念的最初引入更多是被动灌输的结果"而且只是当时现代性巨流中的

涓涓细流#

52RA

年"美国传教士丁韪良翻译的,万国公法-最早将
(-:-f).

概念翻译成(人

民)

&万齐洲"

0155

'

#例如"(他国被害"并他国人民受屈)$(自主之国"莫不有内治之权"皆可

制律"以限定人民之权利$分位等事)

&惠顿"

0113

!

3A

'

等文本中的(人民)所对应的均为
(-:-

I

f).

概念#除此之外"通过翻译,星轺指掌-,公法便览-,公法会通-等著作"丁韪良还使

(人民)概念系统地建立在
(-:-f).

内涵的基础上"使之完全成为一个表达政治现代性含义

的术语#例如",星轺指掌-第
A

卷指出!(按美国律法"美国人民在外国生有子女"其子女

亦作为美国之民"惟欲传民籍之权利于子女者"必身曾居住美国方可#)(人民)从而与(国

籍)联系在一起#,公法便览-指出!(人民迁徙之权利"自不可夺"除有牵涉官事及未完亏

累"别无可以拘制之#)(人民)从而与(权利)$(行动自由)等涵义联系在一起#,公法会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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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指出!(人民侨寓某国"应恪遵其法律"盖虽未入民籍"仍当钦服其主权#)(人民)从而与遵守法律

等(义务)联系在一起#,公法会通-第
51

卷指出!(律法之设"原为保护人民之权利起见#人民无论贵

贱"其在律法之权利几同#)(人民)从而与(平等)观念联系在一起#归纳起来"通过与
(-:-f).

的涵义对

接"(人民)成为一个表示(国籍享有者)$(权利拥有者)$(义务承担者)和(地位平等者)涵义的概念#

但在当时"除(人民)之外"

(-:-f).

概念也存在其他对译术语"尤其以(国民)和(公民)两个最为重要#

例如"在翻译救国论思想的指导下"

52<2]5<1<

年间"严译名著源源问世#在,法意-中"严复大部分时

候将
(-:-f).

翻译成(国民)#例如"在(盖聚中材之众以成国民"以言其小己"往往其人虽不足举"而以举

则有余)$(故用阄之制"于人无心"若虚舟之运物"而国民人人怀事国之意)

&孟德斯鸠"

5<25

!

5A

$

54

'

等表述

中"(国民)所对译者皆为
(-:-f).

#其次"(公民)也表达
(-:-f).

的涵义#例如"康有为在,公民自治篇-中

指出!(77但其以立公民之事"望诸政府"又以立公民为筹款一法门"则与记者所见"不无异同#记者以

为公民者"自立者也"非立于人者也"苟立于人"必非真公民"征诸各国历史"有明验矣#至公民之负担国

税"则权利义务之关系"固当如是"非捐得此名以为荣也#)

&康有为"

5<QQ

!

5Q3I5QR

'

与(人民)一样"此处的

(国民)$(公民)与
(-:-f).

的涵义基本等同"表示独立$自治$权利$义务$选举$参与等现代政治涵义#

当然"

(-:-f).

在那一时期还存在被译为(民)$(齐民)$(臣民)$(私家)等情况#在诸如(夫一国之民"

固多庸众"然使之举人而畀以权"其智尚足任也)$(尝以二万户之齐民"拒波斯之侵暴)$(假使有之"将使

私家之权畸重"是其制所大不利者)

&孟德斯鸠"

5<25

!

53

$

5A

$

54

$

35

$

30A

'

等表述中"(民)$(齐民)$(私家)所对

译者皆为
(-:-f).

概念#其实"正如某些学者所言"在传统与现代接驳的历史关头"通行于西方文献中的

(-:-f).

概念甚至必须翻译成(籍民)$(草民)或者(臣民)才能为当时的知识和官僚阶层所接受
&刘禾"

0112

!

30A

'

#但是"我们很难理解为什么历史没有选择它们作为现代性转型的对象"而是单单选择了(人

民)$(国民)和(公民)等三个同样潜含着中国传统政治底蕴的术语#因为只有后三者才在此后的历史中

流传开来"成为知识分子进行现代国家想象的凭借"其他则悄无声息地遁入于历史之中#

实际上"不要说(齐民)$(臣民)$(私家)$(草民)等概念早已存在于中国古汉语词汇库中"成为中国

传统政治关系的写照"即使是(人民)$(国民)$(公民)等后来成功实现现代性转型的概念"在古汉语词汇

库中亦可见其踪迹#(人民)由(人)$(民)连缀而成"含义基本与(民)一致"表示君主$官员之外的(庶

民)"因此与臣民的涵义大致吻合#例如"(上自朝廷"下至人民"得以接欢喜"合殷勤"非此和说不通"解

泽不流)

&司马迁"

5<4<

!

55QQ

'

%(臣伏思汉夷交易"系属天朝丕冒海隅"以中原之货殖拯彼国之人民"非利其

区区赋税也)

&金观涛$刘青峰"

011<

!

453

'

#(国民)在中国古代主要表达以下几种涵义!一是一国或一藩所

辖之百姓"如(先神命之"国民信之)&左传*昭公十三年'$(威行於国"国民多属"窃自立为王)&史记*东

越列传'等%二是指外国人"如(国民经营希利"算悉锱铢"亦多情普济之意#崇奉世主耶稣之教"舍身捐

财"以招教师"颁文劝世)

&魏源"

5<<2

!

5RRQ

'

%三是分指(国)$(民)#如秋瑾在,赠浯溪女士徐寄尘和原韵-

中写道!(今日舞台新世界"国民责任总应分#)(公民)在中国古代则主要表示(为公之民)$(公家之民)或

(居住于公地之人)#例如",韩非子*五蠹-写道!(是以公民少而私人众矣)%,列女传*齐伤槐女-写道!

(&婧'对曰!4妾父衍"幸得充城郭为公民/#)康有为,大同书-写道!(凡未辟之岛皆为公地"居者即为公

民#)由此可见"无论是(人民)$(国民)还是(公民)"在中国古代都不具有(国籍)$(平等)$(义务)$(权

利)$(参与)$(自治)等现代含义#正是通过外国传教士和本土知识分子的翻译和改造"它们才与西方

(-:-f).

涵义联系在一起"从而成功地实现现代性转型#

知识分子对于
(-:-f).

的最初翻译尽管带有几分非计划性"但由此形成的对译术语却依然为知识分

子进行现代国家想象提供了空间和武器#

5<

世纪末"伴随着(人民)$(国民)$(公民)等术语的流行"知

识分子不仅开始懂得何谓国家"而且开始使用它们来想象中国的现代国家#

例如"梁启超对于国家的定义是!(夫国也者"何物也3 有土地"有人民"以居于其土地之人民"而治

其所居之土地之事"自制法律而自守之%有主权"有服从"人人皆主权者"人人皆服从者#夫如是"斯所谓

之完全成立之国#且我中国畴昔"岂尝有国家哉3 不过有朝廷耳#)

&梁启超"

5<<<

!

A51

'

这种国家观和对中

国国家现状的认识不啻是知识分子认识上的一场哥白尼革命#这场革命同样发生在陈独秀身上#根据

*

Q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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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庵自传-记载"直到
5<10

年"陈独秀才知道世界(是分作一国一国的#77我们中国也是世界万国中

之一国#77我生长二十多岁"才知道有个国家"才知道国家乃是全国人的大家"才知道人人有应当尽

力于这大家的大义)

&唐宝林$林茂生"

5<22

!

5Q

'

#严复则从(三民主义)的角度构想应当如何来建立中国的

现代国家"即(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

&严复"

5<R1

!

A3IAA

'

#

5<10

年梁启超发表,新中国未来记-"提

出未来中国的理想国号为(大中华民主国)#所有这些表明"伴随着
(-:-f).

的翻译及相关术语的流行"

知识分子不仅习得了现代政治知识"而且开始按照人民$国民$公民的新语义来想象中国的现代国家#

当然"从话语权力角度来看"这种多元化的话语策略尽管催生了丰富的现代国家想象"但多元化的

话语能量终究不如单一话语策略来得那么有力和集中#因为多元化的话语不仅容易分散人们的注意力

和混淆人们的思想"而且容易形成话语之间的内耗和相互抵消
&王树愧"

5<R<

'

#这种情况在
5<10

年之后

发生了明显的改变#

二$国民$国家主义与现代国家

梁启超在
52<2

年戊戌政变之后逃亡日本#一是变法败亡的经历迫使他思考个中原因"二是环境变

化使他接触到经由日本所翻译的大量西方近代政治学著作"三是切身濡染在经由明治维新而建立的现

代国家中"为反思中国现状提供了便利#梁启超的认识一时大变"深感中国现代转型所缺乏者并非戊戌

变法时致力推行的(新制度)"而是支撑这些制度的新(国民)#因为(国也者"积民而成)"(国民之文明程

度低者"虽得明主贤相以代治之"及其人亡则政息焉77国民之文明程度高者"虽偶有暴君污吏虔刘一

时"而其民力自能补救之而整顿之)

&梁启超"

5<<A

!

0I3

'

#国民问题被看作是中国问题的总根源"并由此得

出结论!(欲其国之安富尊荣"则新民之道不可不讲#)

&梁启超"

5<<A

!

0

'

梁启超后来在回顾当时的认识陡变

时说道!(自东居以来"广接日本书而读之"若行山阴道上"应接不暇#脑质为之改易"思想言论"与前者

若出两人#)

&梁启超"

5<<A

!

R

'

认识的转变很快便转化为行动的动力#

5<10

年"梁启超在日本创办,新民丛报-"取,大学-的(新

民)之义"从(欲以维新吾国"必先维新吾民)的政治立场出发"(以教育为主脑"以政论为附从)作为办报

原则"为国家前途起见"培养和创造新国民#通过梁启超以及各派政治势力的共同号告!

"(国民)迅速

超过(人民)$(公民)而成为当时最重要的政治词汇#作为宣传(国民)的主要媒体"(尽管清廷一再严令

禁止,新民丛报-在国内流行"但它仍能畅销无阻"几乎成为士子们的必读教材)

&宋志明"

5<<A

!

Q

'

#章士钊

在描述当时(国民)概念的兴盛状况时说道!(近世有叫号于志士"磅礴于国中之一绝大名词"曰!国

民#)

"同时"以(国民)命名的报刊和革命团体也显著增多#相关统计表明"

5<11]5<10

年左右"(人民)$

(国民)$(公民)的使用次数都较多"但在
5<13]5<54

年期间"(国民)的使用频率明显增多"其他二者则

明显减少#其中"(

5<13

年"4国民/的使用次数达到顶峰"此后直到
5<54

年"使用次数都较多)

&金观涛$刘

青峰"

011<

!

455

'

#

尽管梁启超是一名翻译家兼(翻译救国论)的主要倡导者"亲自翻译过,十五小豪杰-等诸多政治小

说"但由于其(译意不问词)的(豪杰译)风格"我们已很难通过文本对比的方式指明
(-:-f).

的英汉对译

关系"而只能根据其赋予(国民)的语义来加以推断#梁启超之所以选择(国民)而不是其他概念"相关推

断或许言之不谬!(国民)建构出一种符合历史和未来发展的民族身份
&黄兴涛"

0110

'

%(国)混合了作为文

明天下的空间$作为人民生存空间的国家$作为体制的王朝等几种认识"(民)则包含了作为中华文明之

民$作为天下之民和作为满$汉$蒙$藏$维吾尔等五族之民"因此具有广泛的包容性
&勾口雄三"

5<<<

!

43

'

#

但更重要的原因或许还在于本土现代国家构建的需要!选择(国民)"将(国)置于(民)前"一者突出(国

*

24

*

!

"

当时"梁启超尽管在推动(国民)建设工程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取道(国民)来建构中国现代国家的路径却几乎是各政治派

别的共识#经由(保皇派$革命党人及其他人士的共同努力$鼓荡"4国民/一词才流行起来"成为知识界最常用的词汇之一"4国

民/问题也才成为4天下第一等议论/的热点问题)&载郭双龙$龙国存!,(国民)与(奴隶)!对清末社会变迁过程中一组中坚概念的

历史考察-"载,中国文化研究-

0113

年第
5

期'

#

章士钊!,箴奴隶-"载,国民日报汇编-&第
5

集'"光绪二十九年五月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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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与(奴隶)$(臣民)等(有君无国)之人的对比"二者以一种直接和直观的方式说明国民翻译的目标乃

在于(国家)#

那么"当时知识分子倾力打造的(国民)话语后面又隐含着一幅什么样的国家建设蓝图3 其实"伴随

着
01

世纪转折时期发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和西方政治知识的大量引入"知识分子对于现代国家的知

识$世界政治的形势$满清政府的本质和中国国家建构的方向等问题已具有越来越清醒的认识#对于他

们来说"问题的关键在于以何种方式来建立类似于西方的民族国家#正是在这一目标的规范下"晚清知

识分子从三个方面做出努力#

第一"将(国民)与国家契合在一起"用国家观念来塑造国民#梁启超对民众的国家观念进行检讨"

认为"中国的教育历来以(独善其身)$(忠孝仁德)为本"以这种方式培养出来的国民从而成为(知有天下

而不知有国家)$(知有一己而不知有国家)的(有君无国)之民"他们唯(一身一家之荣瘁是问)"即使是

(其上焉者)"也无非是(高谈哲理以乖实用)之人"其(不肖者)则更是为虎作伥$卖国求荣
&梁启超"

5<<A

!

02

'

#以这种国民为基础的国家如何能与(有一民即有一爱国之人)的西方国家相竞争3 在这种认识的

基础上"国家思想成为其(新民)之道的基础#,清议报-

5<11

年载文指出!(国民者"与国家本为一物"异

名同实"不能离而为二者也#)

&伤心人"

5<11

'

国家与国民从而被看作是同一件事情#同样的情况也反映

在当时出版的教科书上!(须知国民二字"原是说民人与国家"不能分成两个#国家的名誉"就是民人的

名誉%国家的荣辱"就是民人的荣辱%国家的利害"就是民人的利害%国家的存亡"就是民人的存亡#)国家

与国民的关系被比作鱼水和枝干的关系#(国家譬若一池"民人就是水中的鱼#水若干了"鱼如何能够

独活3 国家又譬若一棵树"民人就是树上的枝干#树若枯了枝干如何能够久存3)

&陈宝泉$高步瀛"

5<14

!

5I0

'

诸如此类论述传递出来的共同信息是!国家重于国民"国家乃国民之本"国民建设以国家为依归#

第二"在确立(国家至上)的前提下"通过正反两方面措施来建立现代国家!一是以
(-:-f).

的涵义来

改造国民"二是以奴隶的镜像来反衬国民#从前一个方面来看"例如"梁启超把(公德)$(国家思想)$(进

取冒险)$(权利思想)$(自由)$(自治)$(进步)$(自尊)$(合群)$(生利分利)$(毅力)$(义务思想)$(尚

武)$(私德)$(民气)$(政治能力)等
5R

个方面作为国民必须具备的精神
&梁启超"

5<<A

!

00I013

'

%邹容把独

立$自由$平等$法律$进取$公德$冒险$互助等观念作为国民教育的基础
&邹容"

0110

'

%陈天华把(除党

见)$(讲公德)$(重武备)$(务实业)$(兴学堂)$(立演说)$(兴女学)$(禁缠足)等
51

个方面作为实现与

英美并驾齐驱的(妙计)等
&陈天华"

5<<A

!

00I02

'

#从这些作者的话语策略可以看出"新的价值体系主要以

(-:-f).

的核心价值为基础"包括权利$义务$责任$自由$平等$独立$自信$自治$尚武$进取$合群和爱国

等
&梁景和"

5<<<

!

52IA3

'

#

把国民与奴隶对立起来"通过奴隶的镜像来反衬国民"则是晚清知识分子构想中国现代国家的另一

种策略#他们认为"中国有的只是(奴隶)而非(国民)"(奴隶性)是造成中国问题的根本原因#梁启超说

道!(吾国之大患"由国家视其民为奴隶"积之既久"民之自视"亦如奴隶焉#)

&梁启超"

0151

!

5Q<

'

,国民报-

也把(奴隶)看作是中国之大弊!(中国之无国民也久矣#驯伏于二千年专制政体之下"习为佣役"习为奴

隶#始而放弃其人权"继而自忘其国土"终乃地割国危"而其民几至无所附属#)

&佚名"

5<15

'

奴隶弊害如

此深重"国民自然必须与其划清界限"树立自己的高大形象#章士钊指出!(奴隶者"国民之对点也#民

族之实验"只有两途"不为国民"即为奴隶"断不容于两者之间"产出若国民非国民"若奴隶非奴隶"一种

东倾西倒不可思议之怪物#)与奴隶相对立的国民则是一幅如火如荼$势如破竹的形象#(如火如荼者"

国民之气焰也%如风如潮者"国民之势力也%如圭如璋者"国民之价值也#吾安得不顶礼膜拜"馨香祝之"

而愿我国民之早日出世"以增进我同胞之幸福也#)

&佚名"

0113

'

在他们看来"这种充满力量感和神圣感的

现代国民将不可避免地导致中国现代国家的新生#在这种国家里"(国民之全体及其个人"皆非统治权

之目的物#盖国民非奴隶"乃人格者"为权利义务之主体#其服从统治权"乃义务之主体"非统治权之目

的物"明甚也#在民权国"国民全体"为国家之最高总揽机关%其非统治权之客体"固不待言#)

&精卫"

5<1R

'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晚清知识分子倾力打造的以(国家主义)为基础的国民话语策略并没有唤来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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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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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中的崭新国家#辛亥革命尽管终结了千夫所指的满清政权"建立起具有共和$民主外观的中华民国"

但国家的本质没有改变"中国仍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从翻译现代性的角度衡量"晚清的(国民)

翻译和本土化打造尽管极大地激发了知识分子关于中国现代国家的想象力"但这种想象却没能兑现在

现实社会中#在这种背景下"同样以(国民)作为话语策略和以(现代国家)作为目标追求的民国知识分

子掀起了新一轮的翻译和话语改造运动#

三$国民$个人主义与现代国家

5<5A

年"一场涉及社会方方面面的(新文化运动)在中华大地隆重登场#这场囊括了文字$文学$政

治$性别$社会生活$意识形态等诸多方面的运动尽管可以归结到(民主)和(科学)的总标题下"但从(国

民)的角度衡量"它显然有着具体得多的内容#在许多民初知识分子看来"晚清知识分子的(国家主义)

方略之所以壮志未酬"关键在于国权掩盖了民权"国民没有真正得到发展
&沈松侨"

0110

%勾口雄三"

0155

!

52<

'

#要建立中国的现代国家"关键还在于回到根本"培育出真正的现代国民#在未培育出现代国民从

而奠定现代政治之基础的条件下"过于强调国家显然是一种操之过急的做法#在这一方面"胡适的言论

代表了当时知识分子的共同看法!(在民国六年"大家办,新青年-的时候"本有一个理想"就是二十年不

谈政治"二十年离开政治"而从教育思想文化等非政治的因子上建设政治基础#)

&胡适"

5<<2

!

522

'

从这一立场出发"民初知识分子同样将现代国家建设的话语策略瞄准(国民)"但把其置于(个人主

义)的基础上"国民$个人主义$国家等形成一个概念群#与晚清知识分子对于
(-:-f).

的翻译一样"我们

很难从文本的角度考察(国民)与
(-:-f).

的对译关系#实际上"民初知识分子对于(国民)的重塑是在综

合吸收
(-:-f).

$

(-:-f).D;-

%

$

-.?->-?+'&

$

-.?->-?+'&-D8

等诸多概念涵义的基础上形成的#民初知识分子的

(国民)话语策略主要在三个层面上展开!一是在(国民性)批判的标题下"继续揭露中国的国民性问题%

二是适度分离(国民)与(国家)"强调(只有先救出自己)"才能有益于社会%三是将个人主义$自我利益等

改造成积极的价值"使之成为实现自由$平等$权利等价值的基础#个人空间的增长$个性主义的发展成

为民初知识分子新一轮(国民)建设的重点#

在肯定(国民性)与现代政治之间的关联的前提下"民初知识分子对中国传统文化展开猛烈的批判"

把它看作是造成国民劣根性的根源#鲁迅以其卓越的文学笔法塑造出阿
b

$孔乙己$祥林嫂$润土$华老

栓$华小栓$七斤$九斤老太$鲁四老爷$赵大爷$假洋鬼子等一系列人物肖像"以鞭辟入里的文学笔法挞

伐国民的奴性$羸弱和愚昧#,狂人日记-更是把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描写成(吃人)的历史#在陈独秀

看来"传统文化是(尚谦让以弱民性)"(儒者作伪干禄为吾中华民德堕落之源)"(全部十三经"不容于民

主国家者盖十之九九)

&陈独秀"

5<<3

!

5R0

$

5Q4

$

301

'

#在李大钊看来!(77两千多年来支配中国人精神的

孔门伦理"所谓纲常"所谓礼教"所谓道德"所谓礼义"哪一样不是牺牲被统治者的个性以事统治者77"

尊奉封建伦理首先不是使他完成他的个性乃是使人牺牲他的个性#)

&李大钊"

5<2A

!

5Q2

'

通过从文化深处

挖掘个性压制和国民劣根性的根源"传统文化从而成为必须抛弃的东西"个性则成为国民建设必须张扬

的重点#

当然"除向传统文化展开猛烈批判外"民初知识分子没有忘记晚近(国家主义)方略的问题#因此"

大部分知识分子主张适度分离国家与个人的关系"给个性以自由发展的空间"甚至把国家与国民的关系

倒转过来"把前者看作是实现后者利益的手段#例如"陈独秀认为!(举一切伦理"道德"政治"法律"社会

之所向往"国家之所祈求"拥护个人之自由权利与幸福而已)"(国家利益"社会利益"名与个人主义相冲

突"实以巩固个人利益为本因也)

&陈独秀"

5<<3

!

5RR

'

#从这种关系伦理中不难看出"国家成为实现个人自

由$权利和幸福的手段#与晚清知识分子把国民与国家的关系比作鱼水和枝干关系的做法相反"在胡适

看来!(社会国家没有自由独立的人格"就如同酒里少了酒曲"面包里少了酵素"人身上少了脑筋!那种社

会国家决没有改良进步的希望#)

&胡适"

5<<RB

!

A4R

'

独立自由的人格被看作是酒里的酒曲$面包的酵素$

身体的脑筋和国家进步的希望#在国民与国家的关系中"孰重孰轻不难看出#

在批判传统文化和倒转国民关系之后"以个人主义为基础的个性发展成为民初知识分子重塑国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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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忠华!立民与立国!中国现代国家构建中的话语选择

话语策略的重点#在此之前"个人主义负载的主要是一种负面的价值"被看作是自私自利$离散国民$漠

视公益等的同义词
&郭忠华"

0150

'

#但经过民初知识分子的语义改造"个人主义不仅负载正面的价值"而

且还被看作是西方政治文明的基础和中国政治现代性的希望#例如"胡适认为!(欧洲有了
52

$

5<

世纪

的个人主义"造出了无数爱自由过于面包"爱真理过于生命的特立独行之士"方才有今日的文明世界#)

&胡适"

5<<R*

!

A4R

'

陈独秀提出!(不以自身为本位"则个人独立平等之人格消灭无存#)

&陈独秀"

5<<3

!

535

'

鲁

迅认为!(盖惟声发自心"朕归于我"而人始自有己"人各有己"而群之大觉近矣#)

&鲁迅"

5<25

!

0AI04

'

在正

名个人主义价值的基础上"民初知识分子继续阐发其内容"把它看作是(个人自身的充分发展)和(个人

对社会责任)的有机结合#例如"陈独秀主张"个人主义的发展在于(内图个性之发展"外图贡献于其群)

&陈独秀"

5<<3

!

52R

'

%胡适提出!(发展个人的个性"需要两个条件!第一"须使个人有自由意志"第二"须使

个人担干系$负责任#)

&胡适"

5<<RB

!

ARR

'

但是"随着五四运动的出现和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这种以个人主义为基础的现代国家想象没能走

得更远#自此之后"以阶级$政党$集体等为基础的话语策略取代了以个性$权利$平等$自由等为基础的

话语策略#国民话语从此黯淡下去"或者逐步退出政治话语的舞台"或者与政府&如国民政府'$党派&国

民党'$革命&国民革命'$武装&国民革命军'等联系在一起#一时高扬的个性发展$个人权利$个人自由

等旗帜不仅不再成为话语的主流"而且重新被污名化为危险的修辞#

由此可见"清末民初的
(-:-f).

翻译始终与中国现代国家构建的进程结合在一起"这是一个集文本

翻译$语义改造$政治想象于一体的过程#鸦片战争后的政治形势为西方
(-:-f).

的引入和翻译提供了

契机#这一时期的
(-:-f).

翻译尽管表现出偶然性和对译术语多元性的特征"但它依然催长了本土知识

分子的政治现代性知识及其关于本土政治现代性的初步想象#戊戌变法后"晚清知识分子有目的地在

(-:-f).

涵义的基础上翻译和改造(国民)概念"旨在在(国家主义)的基础上构建中国的现代国家#晚清

国民话语策略的失败激发了民初知识分子的进一步思考#在总结(国家主义)话语策略的经验和教训的

基础上"在综合
(-:-f).

$

(-:-f).D;-

%

$

-.?->-?+'&

和
-.?->-?+'&-D8

等概念涵义的基础上"民初知识分子重新

翻译和改造(国民)的语义"企图在(个人主义)的基础上重绘中国现代国家的蓝图#以
(-:-f).

为基础的

术语翻译在华夏故地尽管历经波折"但中国(现代国家)的追求却是其中一以贯之的旋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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