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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主要讨论晚清、民初“个人一家一国一天下”体系的变迁。晚清、民初之际，中国内忧外患，诸
多士人希望调整上述体系，以应对时艰。黄遵宪、康有为、谭嗣同等人主张进取，希望扩展“天下”
，认为中国应为新的“天下”立法，于是主张废除家庭，发动群众，建立起个人与天下的直接联系，
但是这种思路在现实中受挫。于是，梁启超、蔡元培、秋瑾等人主张顺应现实，认为中国应从“中国
即天下”退到“中国是国家”。为了实现这一目标，需要去掉家庭，建立起个人(男人和女人)与国家
之间的直接联系，于是“个人一家一国一天下”体系演变为“个人一国家”体系。然而，未必所有的
人都关心国家大计，部分则将能量放在了爱情之中，于是“个人一家一国一天下”体系演变为“个人
一情”体系。上述诸种体系各有利弊，本书也将对此作一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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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刘涛，1982年生，山东胶州人，现任职于中国艺术研究院办公室。复旦大学中文系博士，哈佛大学东
亚系访问学者，中国现代文学馆客座研究员。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当代思想史与文学史。已出版
《当下消息》、《通三统——一种文学史实验》，发表论文及评论一百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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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第一章 个人与天下
第一节 “外史氏”的报告书
——黄遵宪《日本国志》解
第二节 以“大同”为天下立法
——康有为《大同书》解
第三节 仁运即大同
——谭嗣同《仁学》解

第二章 个人与国家
第一节 去家界以建国家
——梁启超《新民说》、《新中国未来记》解
第二节 中国一民的建国梦
——蔡元培《新年梦》解
第三节 死国而非死情
——徐枕亚《玉梨魂》解

第三章 女人与国家
第一节 男女平权
——秋瑾《精卫石》解
第二节 小女创世纪
——吴稚晖《上下古今谈》解

第四章 无家无国唯有情
第一节 “更定婚制许人自由”
——符霖《禽海石》解
第二节 守情而非守节
——包天笑《一缕麻》解
第三节 离家出走，追求爱情
——胡适《终身大事》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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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个人-家-国-天下”序列的变动，不仅表现在“天下”或“家”的销退，而且会以“个人-情”的
形式极度内转。当“儒学‘万世法’同时沦为一种不合时宜的‘地方性知识’”（汪晖语）时，伦理
体系的萎缩与认识边界的撤退，会如同树木年轮一般在立法者的文字中遗留剧寒时骤窄的痕迹。小说
者，可为理论的出场扬威而摇旗呐喊，如《新中国未来记》之于《新民说》，亦可于《玉梨魂》《禽
海石》式的浅吟低唱中不惟言情而别有致意。作者的“考古发掘”卓有成效，不在材料之独步，而在
读解之新见。所谓“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信口开河故不可取，为证据所役而淹没研究主体的能
力更是可惜。此作即展现研究者的眼界与驾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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