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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十九、二十世紀的中國所面臨的歷史困境，與十九世紀初的德國非常相似。從赫爾德伊始

的德意志浪漫主義，使得近代德國走上了不同於英國與法國的民族主義道路。他們突出德意志

文化的主體性，並以此來反思整個西方文明與「現代性」。而晚清以降的中國，特別是歐戰以後，

強調中國文化（或東方文化）的主體性的聲音不絕於耳。近代中國知識人所孜孜以求是一條具有

民族文化主體性、同時對於作為「現代性」的西方文明有所反思與超越的民族主義道路。由此，

德國的文化浪漫主義與近代中國的「民族精神」或隱或顯地聯繫在了一起。本書試圖以近代中

國思想史上的浪漫主義精神為背景，在晚清以來的關於「民族精神」（國魂、國性、民族性、民

族精神等）的論述中探索德國浪漫主義對於近代中國的民族想像與民族建構的影響或隱秘關聯，

從而建構出近代中國文化浪漫主義的思想圖景。

本書在結構上分為四章，分別從不同時段、不同主體來分析近代中國思想史上「民族精神」

論的複雜內涵。第一章所關注的問題是清末民初的「國魂」、「國性」論，著重分析近代中國「民

族精神」論發軔的思想背景與文化關懷；第二章著重論述 1920 年代醒獅派與學衡派知識分

子的「國性」論，二者多是對五四文化激進主義和世界主義思潮之反動；第三章嘗試闡釋在後

五四、後革命的思想語境下，1930 年代以降中國思想界多元競爭的「民族精神」論；第四章試

圖以中日戰爭為背景，從東亞現代性的視角呈現「天下」秩序崩解之後中日兩國知識分子在「民

族精神」論述中對於各自民族文化主體性與超越性的思考；第五章聚焦於抗戰時期國共兩黨圍

繞民族精神話語展開的思想宣傳與輿論構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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