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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慶澍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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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孟慶澍，1975 年生，河南湯陰人。首都師範大學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老舍研究會

副會長、常務理事，中國近代文學學會理事，中國茅盾研究會理事。著有《無政府主義與五四

新文化──圍繞〈新青年〉同人所作的考察》、《歷史．觀念．文本──現代中國文學思問錄》、

《激流中的文本、主義與人》等，主編《報刊史料與 20 世紀文學史（現代卷）》。在《文學評論》、

《文藝研究》、《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文藝理論研究》等國內外學術刊物發表論文 70 餘篇。

主持兩項國家社科基金項目，兩項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子課題。獲省級社科優秀成果二等獎

一次。

提    要

以章士釗為靈魂人物的《甲寅》雜誌出現於新文化運動之前，在辛亥革命至五四前夕的中

國思想文化界扮演著相當重要的角色。一方面，章士釗本人以政論文著稱，其文風上承桐城、

湘鄉，又融嚴復、章太炎之長，自成一體，《甲寅》雜誌成員包括陳獨秀、李大釗、高一涵、易

白沙等在文體上均受其影響。因此，在從《新民叢報》、《民報》到《新青年》的近代報刊政論

文發展鏈條中，《甲寅》雜誌承上啟下，是極為重要的一環，在中國散文文體從古典向現代轉變

的過程中起到了相當關鍵的作用。對《甲寅》政論文進行研究，不僅可以從文體學角度辨析「甲

寅派」的存在，從中見出大眾傳媒對文體形態的影響方式，更可由此揭示中國近代報章文學從

「策論」模式向「輿論」模式的轉變正是白話散文興起的內在動力，從而再現新舊文學之間的複

雜辯證關係；另一方面，《甲寅》對《新青年》影響深遠，《新青年》所討論的許多話題如憲政、

孔教、邏輯、翻譯等都可追溯到《甲寅》。更重要的是，《甲寅》代表了民初中國知識分子一種

新型的社會參與方式。章士釗、黃遠庸、張東蓀、李大釗、李劍農等人雖然以論政為主，但他

們在鼓吹憲政的同時，也不遺餘力地將社會文化批評引入報刊，促進了民初公共輿論空間的發

展。以《甲寅》為代表的政論刊物的興起，為《新青年》等現代大型綜合性文化批評雜誌的出

現奠定了良好的輿論基礎；同時也為新文學的參與主體──新知識分子確立了一種介入社會文

化的有效模式。本書共分六章，分別對《甲寅》的組織與作者群、《甲寅》與《新青年》的關係、

「甲寅文體」與新文學、章士釗與民初文化思想、《甲寅》與新文學的思想淵源、民初公共空間

的興起等問題進行深入探討，這些研究不僅可以彌補民初政論文學研究不足的缺憾，發掘清末

民初中國散文現代轉型的內在結構，釐清《甲寅》雜誌與新文學運動之間的淵源關係，而且對

解決散文文體與現代「文學」概念的生成和限定、民初公共輿論空間與現代知識分子社會參與

方式的起源與形成等問題，都有重要的理論價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