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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徬徨英雄路》

内容概要

本書是作者近十年來所寫的關於近現代文史方面論文的合集。作者關注的重點是近代中國思想、學術
和文學的轉型，尤其致力於探討從戊戌變法至五四運動期間中國的文學、學術和思想的變遷，以及知
識份子的心靈史。作者認為，「戊戌變法 」這一代知識分子——康有為、梁啟超、譚嗣同等人和「五
四運動」這一代知識分子——魯迅、胡適、陳獨秀等人，均處於文化基本價值之轉型期，他們在創造
性地汲取傳統資源和開放地面對西方文化之後，以生機勃勃的思想文化學術建設及政治活動、社會參
與，對中國近代化和現代化進程發揮了重大作用、作出了重大貢獻。因此，研究這兩代知識份子的寫
作風格、思想傾向、學術脈絡及生命歷程，對於百年之後的當代知識界來說，極具不可忽視的啟示意
義。
這本論文集之研究對象，集中在從「戊戌變法」到「五四運動」這一革命性的時間階段，亦有上溯至
清代中期及延伸到當代的部分內容，因為歷史是不可分割的一個整體。在這本論文集中，既有對單個
人物、單部作品或特定報刊「解剖麻雀式」的個案研究，也有在更為寬廣的時空視野中的古今、中西
的比較研究；既有若干相對純粹的對文學史本身命題的深入討論，也有諸多跨越文學研究領域而具有
新聞史、思想史意義的獨特思考。「從戊戌到五四 」是一段迫切需要重估的傳統，也逐漸為當今學人
所重視。這本論文集較為充分地展現了作者在學術研究方面的才華和潛力，同時也為對相關問題有特
殊興趣的讀者提供了充滿刺激性的思想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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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余杰，1973年10月生於四川省成都市蒲江縣。13歲開始嘗試文學創作，1992年考入北京大學中文系
，2000年獲得文學碩士學位。在北大求學期間，創作了近兩百萬字的文化評論和思想隨筆。1998年，
部分作品結集為《火與冰》出版，被視為九○年代以來大陸知識分子批評立場回歸的標誌。
近年來，寫作的主題主要集中於近代思想史和學術史、基督信仰與文化使命、知識分子的精神變遷、
現行教育制度的弊端、美國的憲政制度、俄羅斯的文學傳統以及中日關係等方面。
1998年，處女作《火與冰》被席殊讀書俱樂部評為「十大好書」（文學類）之一；2000年，評論《為
自由而戰》獲《亞洲週刊》（英文版）「年度最尖銳評論獎」；2002年，獲紐約萬人傑基金會之「萬
人傑文化新聞獎」；2003年，入選美國國務院「國際訪問者計畫」；2004年，入選法國外交部訪問學
者；2006年，長篇小說《香草山》獲香港湯清基督教文藝獎基金會之「年度文藝獎」；2008年，入選
德國外交部訪問學者。先後赴歐美及港臺數十所大學訪問和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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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知識分子研究知識分子（張灝序）
人文知識分子的學術思考（夏曉虹序）
上卷 分水嶺前的思索
盜火者與殉難者——論譚嗣同思想體系及生命實踐中的基督教因素
（一）西書、傳教士與教案
（二）耶、孔、佛三教同一說
（三）向死而生的烈士精神
「秦制」：中國歷史最大的秘密——論譚嗣同對中國專制主義傳統的批判
（一）政治傳統：「秦制」的核心是君權之神聖化
（二）文化傳統：「秦制」的學術淵源是「儒表法裏 」
（三）中國歷史的二元結構：「秦始皇」與「孟薑女」的對立
「拚卻名聲，以顧大局」——從曾紀澤與慈禧太后的對話看晚清改革開放與道德倫理之衝突
（一）最高統治者的西學知識
（二）士大夫參與外交事務所面臨的道德壓力
（三）外語教育的滯後與外交人才的匱乏
「清流」不清——從《孽海花》看晚清之「清流政治」和「清流文化」
從士大夫到當代知識分子
（一）「知識分子」的概念和緣起
（二）中國的士大夫傳統
（三）中國近現代知識分子的產生與發展
中卷 文學內部的奧秘
最是文人不自由——論章學誠的「業餘」文章
（一）「撰著于車塵馬足之間」——章學誠之生平
（二）「儒林內史」——章學誠傳記中的清代士人群像
（三）「毛」與「皮」之間的尷尬——從章學誠給畢沅的兩封信看章氏對自由的追求
棋局已殘，吾人將老——論劉鶚之《老殘遊記》
（一）政治·寓言·讖緯
（二）史傳·酷吏·清官
（三）遊記·散文·小說
（四）舊情趣與新思維
何處蒼波問曼殊——略論蘇曼殊小說《碎簪記》中尷尬的敍述者
狂飆中的拜倫之歌——以梁啟超、蘇曼殊、魯迅為中心探討清末民初文人的「拜倫觀」
（一）梁啟超：「民族」的個人
（二）蘇曼殊：「浪漫」的個人
（三）魯迅：「現代」的個人
肺病患者的生命意識——魯迅與加繆之比較研究
（一）肉體與精神的疼痛
（二）被隔離的「局外人」與回不去的「故鄉」
（三）「肩住閘門」與「推石頭上山」
下卷 《知新報》研究
提要
第一章 晚清報刊熱中的《知新報》
第一節 晚清的報刊熱與《知新報》的創辦
第二節 《知新報》的命名、發行與報頭變化
第三節 《知新報》的報刊意識
第四節 《知新報》的影響
第二章 《知新報》的核心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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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知新報》的主要作者和譯者
第二節 《知新報》與康有為
第三節 《知新報》與梁啟超
第三章 新舊之交的詩文
第一節 論說
第二節 詩歌
結論
跋：未完成的轉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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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这书的个人色彩可强了，里面就是各种喷~~当然余华大人的一贯风格如此~~
2、大杂烩。看到张灏的序言我很郁闷。张灏老糊涂了。
3、後半本不如前半本，尤其認同作者對秦制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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