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 “欲新民”到打造 “舆论之母”
———20 世纪初中国文学批评转型的一个环节

殷国明

内容提要 进入 20 世纪，中国文学批评被带入一个新的社会场域和文化语境之中，其

社会性和变革意识越来越趋于强烈和突出，从梁启超的 “欲新民”之说，进一步转为

提出打造“舆论之母”，接以痛失“舆论之母”的地位，为革命党人所接替。这体现了

中国社会变革对于文学批评新的诉求，不仅为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发生呐喊出了先声，

营造出了氛围，也为重新思考和把握中国 20 世纪文学发展的历史脉络，提供了某种从

文化和意识形态切入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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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纪中国文学批评之所以具有先声夺人的

效应，应当说是由多方面因素造成的。它其实是

一种历 史 文 化 的 “合 奏”，是 多 声 部 的 交 响 乐，

不仅有社会和时代变迁的历史积累，也有经济与

文化发展失衡的思想落差; 不仅可视作对西方文

化冲击、启发之应对，还饱含中国人自身长期受

压抑的心理郁结之内蕴。如此等等，都为中国进

入一个 “发声”时代提供了契机和机遇，使文学

批评在 文 化 和 意 识 形 态 领 域 的 异 军 突 起 成 为 可

能。
当然，这一切也促使文学批评本身发生了变

化和转型，似乎以往温柔敦厚的面目，在一刹那

间就变为满面肃杀，义正辞严; 从过去偏于内敛

的精神气质，一下子调转方向，转为勇于、乃至

急于参与社会生活的外放型模式。在观念选择、
言说方式和话语形态、修辞方式等方面，都出现

了很大 变 化。换 句 话 说，无 论 是 所 谓 “批 评 时

代”的来临，还是文学批评之能够先声夺人的态

势，都是通过特定的思想、话语和逻辑方式得以

践行和实现的，其中所蕴含的时代、历史征兆和

奥秘，就隐藏在这些具体的批评实践和展演之中。
因此，对中国 20 世纪文学批评文化功能和效应的

探究，就不能不立足于文化和批评之间的关系加

以推展，继而深入到文学批评的论述策略和话语

方式之中。

一 政改诉求的驱动:

走向意识形态的文学批评

从中国历史变迁的角度着眼，文学批评之崛

起，实为中国近代以来社会变革要求之应和与共

奏，以一种特殊方式迎合和反映了中国特殊的文

化状态和历史要求。这就是说，尽管中国已经处

于大变革的前夜，甚至已经聚集了足够的社会、
历史和文化心理资源和能量，但是，一时还未能

产生有足够感召力的思想和文化力量，构成改变

中国思想状态的文化契机，为社会变革提供整体

性转型的选择和方向。这时候，如果没有西方列

强的破门而入，使得中国陷入被动挨打的困局，

甚至于陷入 “被开除球籍”之焦虑的危机状态，

中国社会变迁很可能会继续在以往 “农民起义”
和“改朝换代”中循环往复，难以真正进入 “天

下至变”的时代。
所以，在这种历史语境中，西方文化的进入

促使中国打破了这个瓶颈，不仅对中国社会的整

体性变革产生了刺激和催生作用，而且为未来中

国的发展提供了想象和建构的蓝图。其中，最显

著的表征无疑就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以

及其在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主导地位的形成和确

立，而这个过程亦典型体现了 20 世纪中国变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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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显著的特点，即 “政改驱动”自始至终在文化

和意识形态场域扮演着激发、驾驭和掌控一切的

角色。
“政改驱动”显示了诸多问题背后的推力———

其时，政治是所有文化变动的推进器和发动机。
所谓政治，用最通俗的话来说，就是关于治国理

政和权力机制的学问和实践。而关于政治在人类

文化，尤其是学术和思想发展中的核心价值与意

义，恐怕在孔子和苏格拉底时代就已经成形，历

经近三千年，至今依然没有失去意义和效应。
急于变革社会的政治激情，无疑是促使文化

意识形态日益膨胀和文人热切发声的思想激素。
于是，在 20 世纪中国文学批评发展中，出现了明

显的“政改诉求”与 “意识形态先导性”相互支

撑和相得益彰的情形。由于政治变革首先需要文

化和意识形态的支持和造势，才使得文学批评能

够脱颖而出，成为社会变革的 “马前卒”和 “敢

死队”。也正因为文学批评能够担当如此重任，才

使得自己能够在 20 世纪风光一时，经历诸多历史

磨难，亦谱写了如此多的故事和传奇。
文学批评和政治之间的这种契合和互动关系，

也为人类政治和意识形态的转型提供了新的契机。
就世界范围来说，随着公民政治、社会民主和大

众流行文化的崛起，传统的文化意识形态的经典

化和精英化意识逐渐淡化，甚至变得不合时宜，

而政治的文学化，乃至娱乐化倾向则日益加剧，

蔚然成风。很多政治家借助艺术创作和文学作品

阐明己见，甚至以此作秀，用文学性的修辞方式

来宣传政治主张，推广执政理念; 至于在公共场

合借助各种媒体，来一番激情演说，已经成为现

代社会司空见惯的文化景观。这股潮流在世界范

围内催生了众多能够激发人们的理想主义和浪漫

主义，进一步发挥实践效力，从而影响甚至改变

现实走向的文化产品和作品，它们既是政治的、
意识形态的显明表征，也是文学的，甚至文学批

评的精彩展演。
“新”的文学批评，正是在这种语境和潮流中

应声而起。其实，在近代中国，文学批评的先声

夺人，最初实从政论开始。它源自对于政治变革

的诉求，既迎合了中国近代以来社会变迁的现实

要求，也符合中国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实践和实际

状态，同时不断向 “文学化”靠拢，借用文学方

式和元素发声和立言。这种 “政改诉求”的表现

和表达，在不同社会状态中，有不同的文化和意

识形态重心，如果是在国泰民安的太平盛世，其

可能以治国理政为要务，但在社会变革的非常时

期，则会转移到对权力及其体制的质疑、颠覆等

诸多方面，在整个文化和意识形态的领域，形成

了尖锐乃至极端的话语权争夺、对峙甚至战争状

态，随时可能从思想、观念和话语范畴，转换到

用行为、肢体和暴力方式继续进行。
在这个过程中，文学批评亦不断强化其社会

责任和历史担当意识，从过去注重文学鉴赏、品

味和知人论世的视域，开始转向注重社会效应、
思想传播和宣传方面。对于这种转向，梁启超、
刘师培、鲁迅、茅盾、朱自清等，都有不同角度

和层面的认识和论述。从文学本体来说，这种转

向不仅意味着对于文学功能、效用，乃至价值的

新的发现，还表现了一种文化立足点的转移，即

不再过于注重文学作品和现象本身的质地与特点、
以及其艺术承传和美学效果，而是关注其外在社

会品相和思想意义，并由此评价和判断文学及文

学现象。
自然，在中国传统文论资源中，不仅有注重

鉴赏、品味的特点，同样也有与文化意识形态，

乃至政治互动的诉求。例如孔子文学思想就讲究

兴、观、群、怨，就体现了一种文学与政治相互

融通、互动的意识。而在梁启超的文学思想中，

同样融注了这种中国传统文论意识。即便在一个

社会剧变的时代，梁启超的学术文化创新依然体

现了古今文学的交接和传承，其不仅开启了中国

文学批评社会化和意识形态化的先河，而且在 20
世纪初成功构建了一种把政治与文学、社会效应

和艺术诉求密切粘连在一起的批评模式，在高扬

文学和艺术价值和效应的同时，把社会变革诉求

和政治价值观，推展和镶嵌到了文学之中，实现

了文学 与 意 识 形 态 在 新 的 文 化 语 境 中 的 互 动 和

融合。
这种情景，在梁启超倡导的 “诗界革命”“文

界革命” “小说界革命”中皆有展演，是 20 世纪

中国文学批评向政治化、社会化和意识形态化转

型之滥觞。
这是因为经历了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失败之

后，梁启超的思想发生了巨大变化，开始把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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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变革的焦点从政治体制转向了社会文化，从

过度依赖上层权力阶层转向了社会大众，尤其是

期待国民素质的培养和建设———也就是 “欲新民”
学说的提出。正是为了实现这种 “欲新民”的企

图，1902 年 2 月 8 日，梁启超继 《清议报》后，

在日本创办了《新民丛报》，大力推广和宣传自己

的思想主张。从其办刊宗旨即可看出，这是一份

宣扬和推广“欲维新吾国，当先维新吾民”的报

纸，而所开出的药方就是，用 “中西道德以为德

育之方针，广罗政学理论以为智育之本原。……
本报以教育为主脑，以政治为附从。……惟所论

务在养吾人国家思想”①。这种依仗公共传播媒体，

以“为吾国前途起见，一以国民公利公益为目的，

持论务极公平，不贪偏于一党派”②的公共价值理

念，凸显了当时中国变革的文化转向，一方面显

示出从政治和实业向文化与意识形态转移的趋势，

另一方面也为文学批评的社会功用化、功利化乃

至工具化提供了新的滋生空间。
从《新民丛报》第 1 期推出的 《新民说》可

以看出，梁启超完全打破了传统的崇圣尊经的模

式，不再托古以求改今，而是开门见山地提出了

自己的主张，由此一改过去把中国未来之希望寄

托于政制变法，甚至最高统治者一人之意愿的想

法，把中国不能 “屹然强立，有左右世界之力”
的原因，一 下 子 转 移 到 了 国 民 素 质 方 面，认 为

“未有其民愚陋怯弱涣散混浊而国犹能立者”，所

以“新民”不能不是中国当时由弱转强的 “第一

急务”。
这种转变积淀了梁启超从事政治变革事业的

切身体验和切肤之痛，不能不说在某种程度上包

含了深刻的社会认知，具有跨越文化局限和历史

时空的价值和意义。但是应当注意，在这种以政

治意图先入为主的论说和论述中，潜藏着过度阐

释的危险。由于过度强调 “欲新民”的作用，不

仅有可能忽略，甚至遮蔽了自己以往强调的政治

权力和体制的重要性，对于当时风起云涌的革命

风潮有所漠视，对于时下风波诡谲的时势变幻缺

乏必要的理解，且显示出了在阐释文本乃至一切

可供阐释之物时，已然先存 “意图先行”“观念先

行”的思维定势。
在这种思维定势中，不仅文学，而且几乎所

有文化资料和现象都有可能被 “征用”，成为实现

“欲新民”的手段和途径，用以证明预先设定，不

容质疑的观点和意图。
“新史学”之说就蕴含着这种不容分说的极端

逻辑，一方面，它破除了既定的旧的历史观念的

禁忌，突破了传统的历史叙述框架。另一方面，

为了突出其“新”，采取了简单的二元对立判断方

式，几乎完全切断了新旧之间的历史联系。例如，

对于所谓新史学与传统史学之间的分野，梁启超

的判断难免有过度和偏激判定之嫌:

一曰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
二曰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
三曰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
四曰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③

在这篇文章中，梁启超对于 “旧史学”的弊

害和“新史学”的价值，采取了最大限度的由己

心出发的 目 的 性 阐 释，不 仅 认 为 中 国 史 学 著 作

“难读”“无感触”，更指出其“无有激厉其爱国之
獉獉獉獉獉獉獉獉

心
獉

，团结其合群之力
獉獉獉獉獉獉獉

，以应今日之时势而立于万

国”的功能和作用，继而呼吁: “呜呼! 史界革命

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
獉獉獉獉獉獉

，悠悠万事
獉獉獉獉

，惟此为大
獉獉獉獉

。”④

( 文中着重号为原刊所加) 从文中作者所加着重号

就可看出，梁启超之所以倡导 “新史学”，甚至可

以推广到其他学说，都是为激起人们爱国激情，

达到振兴中国之目的。由此，学术价值判断几乎

完全以政治效用为唯一依归，文学价值评判几已

全然与政治诉求化为同体。

二 互动与变体: 关于文学

批评的文化担当

此时，梁启超不仅意识到学术在促进社会变

革中的重要意义，也开始关注到文学，并极力促

成政治与文学的结合和联姻，期待用学术、学理

和文学的方式打开中国社会变革与进步的新天地。
正是在这种语境中孕育和隐藏着中国思想学

术的转机，文学批评的蜕变也在悄然无声中进行。
随着体制内政治变法的夭折，梁启超开始借助文

化和学术来助推社会变革，他从日本等国家的实

践中，意识到了文学在政治变革中的效应，并不

断开掘其中的文化能量，大力张扬 “诗界革命”
“小说界革命”的意义，进一步拓展、引进和介绍

西方学术思想的广阔面相，注重政治理性与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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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评的互动效果。
马克思和尼采或许就是在这种情境中进入梁

启超眼帘的。1902 年 10 月 16 日，梁启超在 《新

民丛报》第 18 期上发表的 《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

学说》一文中，就关注到这两位当时在西方最有

影响、也最具叛逆性的思想家，他称马克思 ( 文

中译为“麦喀士”) 为 “社会主义之泰斗也”，称

尼采 ( 文中译为 “尼志埃”) 为 “个人主义”，说

马克思认为 “今日社会之弊，在多数之弱者为少

数之强者所压伏”⑤，即为当时学界所瞩目。
而就在 《新民丛报》第 1 号上，梁启超还用

诗表达了自己励志改革的决心:

献身甘做万矢的，著论求为百世师;

誓起民权移旧俗，更揅哲理牖新知;

十年之后当思我，举国犹狂欲语谁;

世界无穷愿无尽，海天寥廓立多时。⑥

这首诗正好附在 《论学术之势力左右世界》
一文之后，表明梁启超变革社会的思想此时发生

了一次重要转换，即从直接的政治改革路径转向

了借助思想学术的力量，因为他从历史中发现了

新的“文明进化之迹”，例如就欧洲近世以来社会

变革来说，梁启超就认为，其首先来自于文化学

术之兴盛，人们“乃大从事于希腊语言文字之学，

不用翻译，而能读亚理士多德诸贤之书，思想大

开，一时学者不复为宗教迷信所束缚，卒有路得

新教之起，全欧精神，为之一变”⑦。
于是，《新民丛报》不仅成了梁启超推广自己

政治主张、以学术之力推动社会变革的平台，而

且也是积极谋求与文化意识形态场域的互动，增

强传播效 应 的 通 道。梁 启 超 不 仅 推 出 长 篇 政 论

《新民说》，大力倡扬和宣传独立、自由、平等、
公正，以及爱国、爱社会、爱民族的思想，从正

面激励人们树立自尊、进步、利群以及进取冒险、
奋发图强的意识，而且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消极、
没落和腐朽因素进行了反思和批判，可说已然早

于“五四”话语，开启了“国民性批判”的先河。
不仅如此，梁启超还与韩文举、蒋智由、马

君武等人，于 1902 年 11 月，创办了附设于《新民

丛报》的文学刊物《新小说》，并在其创刊号上发

表了《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把文学批评

为社会变革造势的功能，提高到了观念和理论层

面加以阐释，进一步打开了文学政治化、社会化

和意识形态化的空间。
在这个过程中，文学批评体现出更为激烈的

革命诉求，并以过度甚至极端的阐释方式，开始

从政治变法的层面向整个文化和意识形态场域蔓

延，逐渐渗透和扩展到了更为边缘和细末的领域，

并通过学术研究表现出来———由此，也形成了文

学批评在中国独特的 “泛化”现象，出现了文体

多样化、杂文化的情景，批评意识几乎无孔不入，

与各种非文学现象、话题和文体纠合在一起，其

中既有政论性文章，理论性阐发，对时下民心的

呼吁，对未来国况的诉求，亦有通过随感、杂记、
书信、日记、回忆、甚至诗文创作中的直抒胸臆、
借题发挥，几乎都能够以批评面目呈现，或者发

挥批评的功能，与所谓 “对文学文本的阐释”难

解难分，完全跨越了学科、领域和文体类型的界

限，以多种文体的千钧之势直接突入社会变革的

大潮之中。
在 20 世纪初，这种情形不仅体现在文学批评

领域，而且也开始扩展到整个文化和学术研究范

围，即便在文章学、文字学等看似与当下社会实

际相隔甚远的领域，也出现了相应的反应，由此，

以学术变革带动文化思想和意识形态领域的转变，

又以此类“转变”作为“反作用力”，促使治学理

念在变革之路上再行推进。即便是在看似 “沉潜

往复，从容含玩”的治学领域之中，也不时以耸

人听闻或激动人心的话题和论辩方式，在学界带

动，在现实层面搅动着中国社会思想和文化神经。
而一向不被注意的是，这种过度或极端阐释

的论述定势，不仅表现在倾向西化、鼓吹新思想

的激进和激烈言说中，也出现在主张恪守传统、
倾向守成的文化论说中。或许可以把后一种呈现，

理解为一种文化思想的反弹和回应，意欲通过立

足本土文化的学术建树，来驳斥和矫正前一种倾

向的滋生蔓延。为了使论说显得更加有力，后者

在思维定势和论辩推演方面毫不承让，丝毫不减

过度乃至极端阐释的力度。
例如，在 20 世纪初，由于西学和新观念、新

话语、新名词的引进，语言文字之学一度成为学

界热点和焦点，章太炎、刘师培、邓实等人都投

入了论辩，实际上，可说在此时便已拉开了中国

新文化语言文字变革的大幕。之所以这样说，不

仅在于这场论辩是在中西文化交流碰撞、新旧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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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开始分庭抗礼的新语境中进行的，而且在于其

所显示出的，是与以往中国传统文章学、文字学

截然有别的思维方式和价值理念。在 20 世纪初，

此种论说一开始就毫无温柔敦厚的中庸色彩，极

力渲染中国社会和文化所面临的危机状态，一下

子就把语言文字推到了关乎 “种姓存灭”、 “国家

兴亡”和 “文化复兴”的境地，继而也赋予相关

语言文字的研究和守护以 “悠悠万事，惟此为大”
( 梁启超语) 的政治决定意义，渲染出一种不能不

就此决一死战的悲壮气氛。
由此，历来被视为“小学”，在古籍中孜孜寻

求推衍历程的语言文字也一跃成为文化意识形态

的敏感话题。1903 年，邓实⑧在 《政艺通报》上

发表的 《鸡鸣风雨楼独立书》就显示了这种论辩

气势。首先，这是一篇充满危机、忧患，甚至恐

惧意识的论文，为整个论文的过度阐释提供了思

想氛围; 其二，在这篇论文中，“独立”成了决定

中国命运的关键所在，“不独立则苦海酷酷沦地狱

而永幽，能独立则铜像巍巍于青云而直上”⑨。其

三，正是因为将之与整个国家命运紧密勾连，借

助“中国独立”的重要性，语言文字的 “独立”
就变得非常重要，不仅是文化家园的根基，关乎

中国人种的纯灭，而且在全球化文化竞争中，亦

是最终决定胜负的必争之地。
把语言文字之争，直推到如此重要、决定性

的文化前台———这似乎比西方 20 世纪 60 年代才出

现的语言学转向早了很多年，不能不说为日后五

四新文学运动的发生营造了氛围。正是因为邓实

意识到，这种语言文字的危机可能会直接影响中

国文化和精神元质，使得后者有可能不断被消磨，

从而使得国人在现实生活层面 “堕入苦海”，所以

意欲激起学界对于语言文字状态和问题的重视。
不仅如此，也正是在这种由先置的危机和忧患意

识诱发的论述中，语言文字的文化和社会意义被

层层放大、节节拔高，甚至被带入了文化和意识

形态场域的战场，成为 20 世纪中国乃至全球化

“文化战争”中的一个关键环节。
例如，邓实就特别强调: “其亡人国也，必先

灭其语言灭其文学以次灭其种姓”，并把这种危机

直接落实到了当时的世界情势中: “哀哉! 是故古

之灭人国者，伤百万之兵，縻大万之财，龙争虎

战，相屠响戮数十载，然后仅乃克之; 今之灭人

国也，不过变易其国语，扰乱其国文，无声无臭，

不战而已。湮人国圯人种矣。此欧美列强所以多

灭国之新法也。”⑩

这或许是中国学术界把 “文化” “文字”与

“战争”“人种”直接联系起来的最早提法，也是

最早把“文化”“文字”拖入战争和战斗思维态势

的学术表述。而令人有点匪夷所思的是，竟然是

语言文字、文学，成了引发这场决定国家民族生

死存亡的文化战争的导火线。既然是关系到生死

存亡的文化战争，那么使用何种激进和极端的论

述和论辩方式，把论题及其意义强调到何种程度

和高度，皆不再有任何推论的底线和界限，由此

也成为此后文学批评和论辩中 “无限上纲上线”
的动因之一。

此时的邓实不过 25 岁，比 1918 年写《狂人日

记》时的鲁迅年岁还小。
新文学运动终于在十几年后，将此类观念在

整个文化领域全方位引爆。实际上，后来的白话

文运动不过是从相反方向，重现或重演了这种过

度或极端阐释的逻辑。例如鲁迅，尽管用一种极

其决绝的方式来反对一切 “保存国粹”的论调，

但是他的恐惧却与邓实、章太炎当年有相通之处:

“许多人所怕的，是 ‘中国人’这名目要消灭; 我

所怕的，是中国人要从‘世界人’中挤出。”瑏瑡此类

论述背后的推演逻辑，同样是将 “语言文字”直

接与“国家命运”相勾连，这实则与早年的邓实

并无二致。
由此可见，20 世纪中国文学批评中过激、激

进和极端的思维模式，并非最早来自于 “五四”
激进、极端和激烈的文学思潮，更非肇端于 “白

话文”运动中激烈的反传统论说，而是在十余年

前便已然浮现出的极端的文化危机和忧患意识中

孕育和产生的。这不仅表现在倡导引进西方文化、
打破传统文化禁锢的思想和思潮中，也体现在拒

斥西方文化、誓死捍卫中国 “国粹”的挣扎和抗

争意识中。

三 打造 “舆论之母”: 关于文学

批评的使命意识

可见，在从“政治驱动”向 “文化先导”、继

而向“思想和意识形态先导”的转换中，不仅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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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与政治的关系开始变得密切，语言文学的意义

和价值开始变得醒目，而且文学批评在文学与中

国社会变革，尤其与政治之间的链接和桥梁作用，

也变得愈发突出，最终催生了一个史无前例的文

学批评时代。
从这个角度来说，借助批评 “造势”，不仅与

中国近代社会和文化巨变相伴而生，而且体现了

一种新的精神气象和文化策略，这就是借助和依

仗公共文化平台和载体，以最醒目的方式，谋求

在公共文化场域生成最大效应; 其不同于个人的

“怒吼”、“长啸”甚至 “呐喊”，而是通过一种群

体和团体的形式，发出声音，营造氛围，以 “群”
共建合力，逐渐在文化和公共文化场域凝聚人心，

形成共识，图求占据文化思想高地，在社会现实

生活中引起更大反响。
这或许是人类进入文化传播时代的产物，体

现了一种社会化的、多种文化因素参与的综合呈

现和联动效应，使舆论建构和传播成为社会变革、
乃至革命的推进器和发动机。显而易见，通过政

治与文学的结缘和互动，并以文学批评方式来造

势，以获得政治、经济、军事等方式无法达到的

文化效应和效果，这是 20 世纪历次社会变革和政

治变动的前奏。
因为要造势，要影响人心，要形成气候，就

意味着在公共文化场域搭台唱戏，就要办学会，

办报刊，搞演讲，发宣言，聚人气，首先要形成

一种整体性的氛围。实际上，社团与办刊之结合，

或者说同生共长，相得益彰，是近现代中国社会

与文化变革的创新之举，其不仅打破了以往专制

政治权力对于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垄断，而且意味

着一批文化人从以往政治和权力框架中的脱颖而

出，开始谋求属于自己的声音和地位。
期间，社会和报刊的兴起，以及它们之间的

密切关系，原本就表达了一种通过公共传媒造势

的欲望。在 20 世纪初，诸种因素的共同参与形成

合力，使得此类机遇不断涌现，渐成气候，造就

了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结社和办报的第一次热潮。
1903 年，黄兴在长沙与刘揆一、章士钊、宋教仁、
陈天华等人秘密集会，发起组织华兴会，他在讲

话中就指出，在当时 “军学界革命思想日见发达，

市民亦潜濡默化”， “炸药既实，待吾辈引火线而

后燃”的情况下，最需要的就是 “审时度势，或

由会党发难，或由军学界发难，互为声援”瑏瑢。而

到了 1903 年 3 月，他在 《〈国民〉月刊出世词》
中强调，在 “登高丘而四望，专制黑雾既弥漫于

神州，雨晦风潇，长夜不旦”的情形中，刊物一

定要成为 “为传播文明之利器，趋世界之潮流，

救中国之危弱”，起到“发挥党纲，指导国民”瑏瑣的

作用。
打造 “舆论之母”的意识，正是在这种语境

中应运而生。1902 年，梁启超于 《新民丛报》上

发表《舆论之母语舆论之仆》，其中这样道:

故世界愈文明，则豪杰与舆论愈不能相

离。然则 欲 为 豪 杰 者 如 之 何? 曰: 其 始 也，

当为舆论之敌; 其继也，当为舆论之母; 其

终也，当为舆论之仆。敌舆论者，破坏时代

之事业 也; 母 舆 论 者，过 渡 时 代 之 事 业 也;

仆舆论者，成立时代之事业也。非大勇不能

为敌，非大 智 不 能 为 母，非 大 仁 不 能 为 仆。
具此三德，斯为完人。瑏瑤

包蕴于如此 “过渡时代”之中，众人汲汲以

求破旧立新，争作“舆论之母”，试图以自身观念

指引时代思潮的未来走向。尽管在后人分梳时看

似碰撞交融，多元共存，但就当时情景来说，打

造舆论之母，首先就要抢夺文化思想高地，获取

文化意识形态场域的话语权，所以论战激烈，分

寸不得容让。如果说，批评的崛起，本身就反映

一个多种声音、多种观念和多元文化碰撞和交融

时代的到来，那么，在文化论争、思想论辩和观

念争执中，双方从自身出发。 “发声”何以 “洪

亮”，何以营造 “共振”，就是其为扩大效应和影

响力的鹄的。
在这方面，作为 20 世纪初为社会变革造势的

时代喉舌，《民报》无疑不仅有比 《新民丛报》更

明确的政治主张，而且采取了更具革命性、更善

于造势的策略，再加上更具有文化激情和想象力

的批评文字，创造了前所未有、难与匹敌的宣传

效应。
作为中国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前身是宋

教仁在东京创办的 《二十世纪之支那》，1905 年

11 月同盟会成立后，就将其作为革命造势的阵地，

不仅以宣传“三民主义”为己任，大力宣扬中国

进行民主革命的紧迫性、必要性和可行性，而且

还发表了很多大力介绍世界各国的资产阶级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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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以及西方社会新文化和新

思潮的文章，其中包括激进的社会主义思潮和无

政府主义思潮，来为中国革命运动和风潮造势。
《民报》并不是一家一般的文学或者文化批评

的报刊，而是一家有明确政党归属和思想宗旨的

机关报刊。正如当时的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

三所资料编辑组在 《影印民报说明》中所言，在

辛亥革命以前，《民报》 “以鲜明的中国革命民主

派立场领导中国民主革命; 它同中国改良派作了

尖锐的斗争，在这一场斗争中成为中国革命民主

派的旗帜”瑏瑥。
值得注意的是，《民报》上发表的虽然多是政

治性文章，所传达的也多是革命思想和观念，但

是其叙述和言说气象和语调，却不乏文学性，甚

至可说富于文学色彩，充满激越的情感诉求和感

染力———这不仅是实现其 “舆论之母”效果的必

要条件，也是文学批评何以能够介入意识形态和

公共文化场域，实现其社会价值的缘由。正是在

这里，文学与政治再次体现了唇齿相依、相得益

彰的关系，二者日益密不可分，文学由于政治变

革的欲求而介入社会，表现出愈来愈强烈的政治

色彩。而政治诉求由于文学的推助和渲染，变得

越来越充满文学性，甚至时常借助文学想象和张

扬的方式，来扩大自己的影响力。
这在 1905 年 10 月 《民报》第 1 期上的 《发

刊词》和 1906 年 12 月 2 日孙中山在 《民报》在

东京召开的周年纪念大会上所作 《三民主义与中

国前途》演说辞中就有表现。就以 《发刊词》为

例，其一开始就以做 “舆论之母”为己任，力求

“缮群之道，与群俱进”， “求其斟时弊以立言”，

实现用 “革新之学说，其理想输灌于人心，而化

为常识”，进而付诸实践和实行的目的，字里行间

无不洋溢着为革命、为新时代造势的气息，例如:

今者中国以千年专制之毒而不解，异族

残之，外邦逼之，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殆

不可以须臾缓。而民生主义，欧美所虑积重

难返者，中国独受病未深，而去之易。是故

或于人为既往之陈迹，或于我为方来之大患，

要为缮吾群所有事则不可不并时而弛张之。
嗟夫! 所陟 卑 者 其 所 视 不 远，游 五 都 之 市，

见美服而求之，忘其身之未称也，又但以当

前者为至美。近时志士，舌敝唇枯，惟企强

中国以 比 欧 美，然 而 欧 美 强 矣，其 民 实 困。
观大同盟罢工与无政府党社会党之日炽，社

会革命其将不远。吾国纵能媲迹于欧美，犹

不能免于第二次之革命，而况追逐于人已然

之末轨者之终无成耶! 夫欧美社会之祸，伏

之数十年，及今而后发现之，又不能使之遽

去; 吾国治民生主义者，发达最先，睹其祸

害于未萌，诚可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

功于一役。瑏瑦

既然有了“舆论之母”，那么 “舆论之仆”也

就相继出现，一起在文化意识形态场域拓疆扩土，

形成浩浩荡荡的蓬勃革命之势。在这种气势带动

下，革命与文学得到了进一步的交织与互动，文

学批评自然也充满革命的使命意识，当仁不让担

负起了鼓吹革命的重任。
例如，由柳亚子 ( 1887—1958 ) 主编的 《复

报》瑏瑧则更接近文学刊物，其以 “发扬民族主义，

传播革命思潮”为宗旨，发表诗文、歌谣等，正

如柳亚子在发刊词中所言，刊物就是 “想靠文字

有灵，鼓动一世的风潮”，以实现 “救出我庄严的

祖国来”的梦想。
也许正是因为这种具有普泛性的梦想和社会

担当意识，文学批评渐渐远离了以作品鉴赏为基

础的范式，进入为社会和公众事物呼号的场域，

其评判和欣赏文学作品的标准和依据，也转向了

对于自由、民族、民主、平等、进步等体现社会

发展预期和要求的价值追求。这无疑营造了一个

更大的文化空间和趋势，为文学批评发挥其推动

社会变革效能提供了可能性。这样，20 世纪初的

《复报》不仅为革命造势立下汗马功劳，也成就了

为革命造势的很多新的诗人和批评家。
柳亚子就是其中一位。在 《复报》上，柳亚

子就先后发表 《立宪问题》 《民权主义! 民族主

义!》《吴日生传略》《中国灭亡小史》 ( 署名 “中

国少年之少年”) 《云间张女士传》 ( 署名 “焉

是”) 等论著和诗篇，传播革命理念，抒发革命激

情，鼓吹革命思潮。从 1903 年初经陈去病等介绍

加入上海的中国教育学会，到受教于章太炎，与

邹容等 为 友; 再 到 与 陈 去 病、高 旭 等 一 起 创 建

《南社》，柳亚子都在竭力鼓吹革命，为革命 “悲

歌慷慨千秋血”，谱写了中国 20 世纪 “文采风流

一世宗”的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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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还不够，要真正成为“舆论之母”，占据文

化领导地位，就不仅要掌握意识形态话语权，抢占

理论观念的思想高地，还要争获一呼百应的效果，

这样才能使革命主张化为社会行动，进一步实现

“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的目的。
于是，一场与 1902 年 2 月创办、由梁启超主办的

《新民丛报》的论战必不可免，因为此时的 《新民

丛报》在文化意识形态场域依然占据显要位置，依

旧是鼓吹社会变革的主要喉舌和 “舆论之母”，在

公共文化场域掌握着舆论话语权。这不能不对《民

报》的发展形成了一种限制和限定，在一定程度上

堵塞了革命思想的张扬，遏制了革命思想的传播，

使孙中山等革命党人的思想和理念，难以得到更有

效的宣传效果，在社会上获得更广泛共识和响应。
于是，《民报》此时要成为新的 “舆论之母”，

就不能不打破这种限制和限定，攻取已经被 《新

民丛报》占据的舆论高地。为此，《民报》开办不

久就发起了与 《新民丛报》的大论战。1905 年 11
月，《民报》创刊号即开始展开对保皇派的批判和

驳斥，矛头直指仍占据意识形态高地的梁启超等

人。梁启超不甘示弱，在 《新民丛报》上连续载

文反击，于 1906 年 1 月出版的第 73 号起连续登载

《开明专制论》和《申论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之得

失》等文章，伸张自己反对暴力革命，主张先实

行“开明专制”的理由。但是，这正好为 《民报》
创造了扩大战果的机会，1906 年 4 月 18 日的 《民

报》第 3 号上用号外形式公布了 《〈民报〉与〈新

民丛报〉辩驳之纲领》，并宣称 “第四期以下，分

类辩驳”，就“如《新民丛报》所云，则可以立亡

中国”的大问题，把论战推向如火如荼的状态。
此举大大推升了 《民报》在意识形态和公共文化

场域的影响力。
这实际上是一场争夺如何推进中国变革之话

语权的论战。梁启超并不保守，但是由于在某种

程度上仍然谨守和拘泥于 “持论务极公平，不贪

偏于一党派” “不为灌夫骂座之语，以败坏中国

者” “不为危险激烈之言，以导中国进步当以渐

也”等原则，不是以革命方式而是依赖学术和学

理的方式议政参政，所以显得如同 “小脚女人”，

迎战仓促且放不开手脚，无论从观念和言辞都不能

脱离旧的思路，不能拿出更有号召力的思想、口号

和话语; 尤其缺乏充满激情的感染力，所以不能满

足当时人们久被压抑和压制的、日益高涨的革命欲

望和要求。而《民报》诸人则激情澎湃，不仅不惧

专制权力的恐吓威胁，不拘于传统思想框架的禁锢

和限制，不断在气势、话语和思想方面占据上风，

而且抓住梁启超 “借名保皇而行革命”之间的缝

隙，穷追猛打，夸大“保皇”与“革命”之间的分

歧，以“革命、保皇二事决分两途，如黑白不能混

淆”的逻辑，直指对方 “失其初心，背其宗旨”，

一下子就把梁启超和《新民丛报》推到了不容辩解

的革命“公敌”，甚至“伪君子”境地。
如孙中山在《敬告同乡书》中所说:

梁为 保 皇 会 中 之 运 动 领 袖，阅 历 颇 深，

世情浸熟，目击近日人心之趋向，风潮之急

激，毅力不足，不觉为革命之气所动荡，偶

尔失其初 心，背 其 宗 旨。其 在 《新 民 丛 报》
之忽言革命，忽言破坏，忽言爱同种之过于

恩人光绪，忽言爱真理之过于其师康有为者，

是犹乎病人之偶发呓语耳，非真有反清归汉、
去暗投明之实心也。何以知其然哉? 夫康梁

同一鼻孔出气也，康即刻心写腹以表白其保

皇之非 伪，而 梁 未 与 之 决 绝，未 与 之 分 离，

则所言革命焉得有真乎? 夫革命与保皇，理

不相容，势不两立。瑏瑨

面对这种激烈论述和质问，梁启超很快就感

到，在这一轮关于国家命运、“争舆论之动力”的

论辩中，其自身的学术乃至政治诉求，在对方的

同声呼号之下，已然声音渐弱，难以分梳，更难

于为外在于论战场域的 “观看者”们所信，自己

不仅很难继续占据上风、把控话语权，在思想上

再无险可守，无理可据，而且很可能在道义上彻

底落败，失去过去已经获得的 “改革家”“舆论先

驱”的名声。
就这样，在创办《新民丛报》之初踌躇满志，

想“献身甘做万矢的，著论求为百世师”的梁启

超，很快就偃旗息鼓，接受败局。他万万没想到，

才过了不几年，他的文化壮志，连同他的报纸和

学说，皆成为新起的 《民报》革命派同仁的 “革

命对象”，成为被迎头痛击的 “万矢的”，此时似

乎也唯有与论战者妥协和解，让出文化和意识形

态领袖及其话语权，才能全身而退。
1906 年 5 月，梁启超感到大势已去，就写信

给徐佛苏寻求妥协，想停止与 《民报》的论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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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又有他想不到的结果，当时浩浩荡荡革命思

想洪流，早已经冲毁梁启超诸如所谓 “持论务极

公平，不贪偏于一党派”的禁忌与规则，以摧枯

拉朽之势浩荡前行，容不得他说辩就辩，说停就

停，因此他接连几次努力都遭到拒绝，包括孙中

山、胡汉民、黄兴等革命领导人，皆采取了类似

“痛打落水狗” “宜将胜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

王”的态度，坚持把论战进行到底。
这种穷追猛打式的论战方式，当然有过度阐

释、夸张与造势的批评倾向，但是，在当时语境

中，或许只有通过夸张方式，由小见大，上纲上

线，才能置对手于“遗臭万年”的死地，在思想、
观念和话语上完全缴械投降，从此退出文化和意

识形态的历史舞台。
至此，梁启超所秉承的以 “学术之势力”左

右中国 社 会 变 革 的 期 许，变 得 渺 茫 且 显 得 “落

伍”，而“革命”则成为中国社会变革的主题词。
可见，所谓打造 “舆论之母”的意识，最早

发端于文化与意识形态场域的变化，体现为一种

有组织、谋划、有共同社会诉求的集体或团体文

化实践。在这种新的结合中，社团和报刊不仅是

文化造势得以实施的胚胎和襁褓，也是文学批评

得以新生和施展身手的地基和底座。在这个过程

中，随着公共文化场域日益扩大和活跃，在近代

以来吸引了更多文化人和民众的注意和参与，为

顺应、迎合和满足“改良”“变法”“革命”实践

的造势活动，也越来越多样化，不仅促进了文化

社团和公共传播事业本身的发展，而且也为文学

批评施展本领，扩大效应提供了用武之地。
这也是文化和意识形态先导性形成的基础和

原因。在中国 20 世纪，所谓 “批评的时代”，所

谓文学批评在社会变革中先声夺人的效应，实际

上都在传达和强化文化学术的传播功能和应用效

力，不仅把文化学术及文学批评，推到了历史变

革的前端和高地，赋予其无与伦比的社会和时代

重任，同时意味着对时下猛士的呼唤和对文化英

雄的造就———而文学批评无疑首当其冲，一直充

当了造势、呐喊和冲锋陷阵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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