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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帝国主义概念的输入及衍化
!

曹龙虎

摘
!

要!在近代民族危机日益深重的背景之下#源自西方,后经日本转换的帝国主义一词

作为新名词进入中国#并迅速落地生根#政治!军事意涵是这一时期帝国主义一词的主要

义项&此后#随着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在
0"

世纪以后中国的传播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

中国革命在近代中国的兴起#在列宁那里基本意涵得到极大扩展的新的帝国主义概念在

0"

世纪
0"

年代以后的中国被广泛使用&这一时期#人们对帝国主义概念的使用呈现出

学理讨论与日常使用之间的分野&其中#学理讨论基本遵循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

想框架#但现实生活中的日常使用主要沿袭的还是原先帝国主义概念中的政治!军事意

涵&对帝国主义概念的梳理不仅有助于我们加深对其在近代中国传播状况的理解#也有

助于引起我们对词语#概念在历时性维度上究竟产生何种变化进行思考&

关键词!概念史'帝国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近代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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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近代中国#帝国主义可谓是最为人所耳熟能详的政治概念之一了&按照现行教科

书的叙述#自鸦片战争起#近代中国政治因为受西方帝国主义势力的侵略#才一步步沦为

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帝国主义概念与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半殖民地半封建等概念一起

成为界定近代中国社会性质的关键词汇&长期以来#学界对帝国主义议题的研究可以用

汗牛充栋来形容&不过#在纷繁复杂的帝国主义相关研究中#学界研究的主要着力点是挖

掘帝国主义的思想内涵!

#而针对帝国主义概念变迁问题的专门探讨较为少见&近年来#

随着关键词,观念史,概念史等方法的引入#相关学者也开始关注这一重要概念在近代中

国的兴起及其演变情况"

&大体来说#已有研究已经非常好地给我们厘清了帝国主义概

念在近代中国的兴起历程#即大约从
!4

世纪末期开始#帝国主义概念经由日本传入中国#

并成为影响
0"

世纪中国最为深远的政治概念之一&但已有研究较少关注该概念的后续

传播情况#尤其是该概念在传播过程中可能发生的义项转换,用法变化等现象&在前贤的

基础上#笔者重新对帝国主义概念在近代中国的传播状况进行考察#除了诸多史料的重新

!

"

国内最新关于帝国主义研究的代表性成果主要有!田文峰
#

列宁帝国主义理论及其当代价值研究
#

北京!中国社

会科学出版社#

0"!3

'姜安
#

列宁*帝国主义论+!历史争论与当代评价
#

中国社会科学#

0"!$

#(

$

)'顾玉兰
#

列宁帝

国主义论及其当代价值
#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0"!2

'栾文莲
#

论文化帝国主义!文化统治的政治经济学
#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0"!2#

一般来说#各类词典,工具书都会收录帝国主义一词#不过#囿于篇幅#很难谈得上细致,深入&研究性论文或者

著作方面的成果主要有旅日学者陈力卫的$帝国主义考源%一文5东亚观念史集刊(台湾)#

0"!0

#(

3

)6&另外#陈

力卫在$近代各种*主义+的传播与7清议报8%一文中也有对$清议报%中帝国主义一词使用情况的专门探讨(陈

力卫
#

近代各种*主义+的传播与$清议报%

$

孙江#陈力卫
#

亚洲概念史研究
#

北京!生活1读书1新知三联书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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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潘光哲在$*殖民地+的概念史!从*新名词+到*关键词+%一文亦简单涉及了帝国主义一词在

近代中国的使用情况5潘光哲
#

*殖民地+的概念史!从*新名词+到*关键词+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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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集,整理和解读之外#笔者还从概念史的问题意识!出发#对帝国主义概念的衍化情况进行了探讨&

笔者希望这一新的角度的引入#有助于引起我们对词语"概念在历时性维度上变化的重视#进而激发我

们对词语"概念使用过程中旧语义与新意涵之间的关系进行探讨#从而增进我们对词语"概念演变与社

会历史变迁之间复杂关系的认识&

一,帝国主义一词的输入

(一)帝国与
5B

L

9?5

的接轨

要想厘清中文语境中帝国主义概念的来源#我们首先需要从中国古代汉语中早已存在的帝国一词

说起&总的来说#在中国古典文献中#帝国一词虽然早已存在#但使用并不普遍&笔者根据中国基本古

籍库进行检索#得到的大部分结果都是*帝+和*国+两字并列但并非为合成词的例子"

#从合成词意义上

使用帝国一词的案例仅有少数&其中隋朝王通(

2%$5&!1

年)的$中说%(又名$文中子%)中有*强国战兵#

霸国战智#王国战义#帝国战德#皇国战无为+

#之语#这里的帝国与强国,霸国,王国,皇国并列#指以德

治为特征的五帝之制'由玄奘(

&"0a&&$

年)述说,辩机(生卒年不详)撰文的$大唐西域记%中也有使用

合成词帝国的用例#*池西派一大流#西至达摩悉铁帝国东界#与缚刍河合而西流#故此已右#水皆西

流+

$

&不过#根据相关学者的研究#所谓*达摩悉铁帝国+#指的是今天阿富汗的瓦罕地区#仅是一个地

理概念%

'另外#唐代的王勃(约
&2"a&1&

年)在$江宁吴少府宅饯宴序%中概述金陵历史的兴衰时也曾

使用过帝国一词#*蒋山南望#长江北流#伍胥用而三吴盛#孙权困而九州裂&遗墟旧壤#数万里之皇城'

虎踞龙盘#三百年之帝国+

&

&这里的帝国主要指帝王治下的国家&这些基本上是我们能查找到的中国

古典文献中在合成词意义上使用帝国一词的所有用例#从这些用例可以看出#作为合成词的帝国在中国

古代古典文献中用法还并不固定#含义也与今天有很大不同'

&

英语中的
A=

;

+?A

一词源于拉丁文
%*

C

59,)*

#后者在罗马共和国晚期和罗马帝国早期比较常用#

其起初的意思为罗马公民赋予执行官和军事长官等在特定范围内行使的权威#有执行权的含义#后来经

过演变#指代一种普遍的统治(

?-SA

)或者行使这种统治权的特定领土,疆域(

:A??+:>?

M

)

(

&著名的$牛津

英语词典%(

L

1

2

1

G

)为我们列举了英语中
A=

;

+?A

的详细用法&大体来说#

A=

;

+?A

指那些统治者称为

皇帝(

A=

;

A?>?

)或女皇(

A=

;

?A//

)的君主制国家#并进而泛指那些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并且统治,支配

多个民族或邦国的国家)

&其中#

A=

;

+?A

后一层含义在现代用法中更为普遍#也更为流行&例如#$布莱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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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概念史相关研究方法和旨趣的探讨#参见黄兴涛
#

近代中国新名词的思想史意义发微///兼谈对于一般思想史之认识
#

开放

时代#

0""3

#(

$

)'黄兴涛
#

概念史方法与中国近代史研究
#

史学月刊#

0"!0

#(

4

)'孙江
#

概念,概念史与中国语境
#

史学月刊#

0"!0

#

(

4

)'方维规
#

概念史研究方法要旨///兼谈中国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

黄兴涛
#

新史学!第
3

卷///文化史研究的再出发
#

北京!中

华书局#

0""4

!

350"

'方维规
#

概念史八论///一门显学的理论实践及其争议与影响
#

东亚观念史集刊(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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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在$汉书1韦玄成传%中#就有*孝文皇帝国为代王#诸吕作乱#海内摇动+之语&这句话的语境是汉元帝在褒奖汉文帝的功

勋时#提到汉文帝曾被封为*代王+#并在*诸吕作乱+平叛之后#被迎立为*帝+的往事&这里的*帝+,*国+显然不是一个合成词&

参见!汉书1韦玄成传
$

中国基本古籍库
#

访问日期!

0"!$5"%5"1#

中说1中说卷五
$

中国基本古籍库
#

访问日期!

0"!$5"%5"1#

根据中国基本古籍库的检索#*达摩悉铁帝国+共出现
!4

次&除了$大唐西域记1卷第十二%中的记载外#其他典型的例子还有$三

藏法师传1卷五%中的*行五百余里至达摩悉铁帝国&亦名护密也国&在两山间+等
#

访问日期!

0"!$5"%5"1#

冯其庸
#

玄奘取经东归入境古道考实///帕米尔高原明铁盖山口考察记
#

文艺研究#

!444

#(

3

)

#

王子安集1卷六
$

中国基本古籍库
#

访问日期!

0"!$5"%5"1#

汪晖通过考察也发现#在中国古代文献中#作为合成词的*帝国+用例极少#仅有的几处用法主要表现为以下三重含义!其一#*帝

国+与*封建+,*郡县+等表示政治制度的概念相并列#指包含特定价值与形式的政治共同体'其二#*帝国+是排列在三皇,五帝,周

王,春秋之霸和战国之强等序列之中的一种政治形式#指五帝时代#以*德+为特征'第三#*帝国+概念是对那些基于利益关系而耍

弄阴谋,推行武力的政治体制的否定&显然#这些用法与古代西方的
A=

;

+?A

概念以及
!4

世纪后期以后在亚洲广泛使用的*帝国+

一词有着明显的区别&参见汪晖
#

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上卷
#

北京!生活1读书1新知三联书店#

0""%

!

03502#

W#X#8+(.B?C/>)

考察了*

%*

C

59,)*

+在古罗马时代的使用及其变化#他认为在罗马帝国成长和建立起来的时期#大约从公元前
3

世纪到公元
!

世纪的时候#*

%*

C

59,)*

+的词义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

C

59,)*

+除了指罗马公民赋予执行官和军事长官的权威之

外#领土意识(

:A??+:>?+BS/A)/A

)开始进入*

%*

C

59,)*

+的用法#大约从公元
!

世纪中叶的时候#*

%*

C

59,)*1(*#+)*

+开始有了我

们今天所谓的罗马帝国(

8>=B)A=

;

+?A

)的含义&参见
8EUQ68\XJKWX#%*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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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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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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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就认为帝国(

A=

;

+?A

)是*一个统治若干超越其国境的领土,由不同的民族构成

的国家+

!

&美国学者威廉1弗格森(

R+SS+B=YA?

@

-/>)

)也认为*帝国是因一个国家对其他国家进行统

治而形成的一种国家+

"

&显然#$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和威廉1弗格森都没有从君主(帝王)之

国来定义帝国#而是从一个强大国家的角度来定义帝国&

那么#西文
A=

;

+?A

是怎样与汉语词帝国进行接轨的呢0

旅日学者陈力卫详细考证了汉语词汇帝国与英语词汇
A=

;

+?A

的对译问题&按照他的说法#帝国一

词与西方概念的接轨最早出现在日文材料里&他发现#随着$文中子%(文中有*强国战兵#霸国战智#王

国战义#帝国战德#皇国战无为+之句)在江户时代元禄八年(

!&42

)由深天厚齐(

!1!$a!1%$

年)施加训

点出版了和刻本后#在宽正元年(

!1%4

)#日人朽木昌纲(

!12"a!%"0

年)在$泰西与地图说%一书中便用

*帝国+一词去对译荷兰语词
VA?+]A?C>=

&之后#传教士麦都思(

RBS:A?QA)?

M

PAC.-?/:

#

!14&a!%21

年)在荷属巴达维亚出版的$英和1和英语汇%的英和部分也直接将英文
A=

;

+?A

翻译为日语词*帝国+&

到明治维新中期的时候#*帝国+一词在日本已经被广为使用#

&

美国学者欧立德(

PB?*U#7SS+>::

)在一篇追溯帝国概念滥觞的文章中也涉及了帝国与
A=

;

+?A

的对

译问题&他发现#在
!%0"

年来华传教士马礼逊(

8#P>??+/>)

)撰写的文章///$全地万国纪略%中#就出

现了与西方
A=

;

+?A

含义相当的帝国一词&在这篇文章中#马礼逊分析了非洲各国的政体类型#认为*亚

非利加之分#有候国,有王国,有帝国#又有多小国家未有一定的朝政者+#欧立德认为这是中文语境中

A=

;

+?A

与帝国对译的首例$

&另外#欧立德还提及了当时少数中国文人使用帝国一词的案例&他发现

清廷负责粤海防的梁廷
!

(

!14&a!%&!

年)在
!%2"

年的$夷氛纪略%中也在近现代意义上使用了帝国一

词#*窃思欧罗巴洲各国#即大国小邦帝国王邦#无分统属于+&不过#欧立德也承认#当时中国文人使用

反映西方
A=

;

+?A

词义的帝国一词还是非常少见的#*$夷氛纪略%梓后约二十五年#才在其他中国文人笔

下看到再次使用-帝国.一词#李圭是其中一人+

%

&而此时#一衣带水的日本已经经常以帝国日本,大日

本帝国等带有帝国字样的名字自称了&

根据现有的文献资料来判断中文语境中帝国一词近代意涵的获取(即用帝国一词指实行君主制的

强大国家)是否源于日本确实存在困难&

#毕竟这一词汇在中国古典的文献中早已存在#并且其近代意

义上的使用(指实行君主制的强大国家)也零星出现在近代来华传教士(如前文提及的马礼逊)和少数文

人(如前文提及的梁廷
!

,李圭等)的论述中间&

不过#反映
A=

;

+?A

词义的帝国一词在中国的广泛使用是从
!4

世纪末开始则是毋庸置疑的&这里

值得一提的是严复在$原富%中翻译的例证&严复将亚当1斯密的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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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ASSAZA?(+/AC=+S+:+B/>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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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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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LB)(+A):F?AA(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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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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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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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

#

:.AALLA=+)B:AB)C+SS

5

AZA?(+/AC=+S+:+B>L:.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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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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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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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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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C+/:+)(:B)C(+?(-=/:B):+BSB((>-):#

+

'翻译为!*夫希腊合众之民兵#于时称

最精#而斐立百战终克之&若波斯民兵#则息土之民#偷弱选耍#其克之也者#发蒙拉朽而已#岂有难哉&

1

!!!

1

!

"

#

$

%

&

'

米勒#波格丹诺
#

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
#

邓正来#宋新宁#王浦劬#等译
#

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440

!

00&#

威廉1弗格森
#

希腊帝国主义
#

晏绍祥#译
#

上海!生活1读书1新知三联书店#

0""2

!

!#

陈力卫
#

帝国主义考源
#

东亚观念史集刊(台湾)#

0"!0

#(

3

)

#

欧立德
#

传统中国是一个帝国吗0 读书#

0"!$

#(

!

)

#

欧立德
#

传统中国是一个帝国吗0 读书#

0"!$

#(

!

)

#

即使主张*-帝国.一词与西方概念的接轨最早出现在日文材料里+的陈力卫也只是以一种模棱两可的口气认为!*故该指称(帝

国)亦可能是受日语影响下的说法#当然33外国人对清朝的定位也是引发-帝国.出笼的重要因素&+参见陈力卫
#

帝国主义考

源
#

东亚观念史集刊(台湾)#

0"!0

#(

3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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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为欧洲兵制置用额兵之始#亦即为一国并兼数部号英拜尔之始#载诸史传#亦世运之一变局也&+

!在

这里#严复将
A=

;

+?A

音译成英拜尔&不过#令人惊讶的是#严复在这里又附加了一个特别的解释!*英拜

尔近人译帝国#亦译一统#或译天下&亚洲之英拜尔若占印度,波斯#今日本皆是&其欧洲则古希腊,罗

马,西班牙,法兰西#今俄,英,德,奥#其主皆称帝者也&+

"虽然严复没有接受用帝国去对译
A=

;

+?A

#但这

个说明可视为帝国一词在当时流行的一个旁证&

(二)帝国主义一词的输入情况

跟帝国与
A=

;

+?A

接引过程中难以辨明的复杂线索相比#

+=

;

A?+BS+/=

与帝国主义一词的接引相对

清晰&

首先#跟
A=

;

+?A

相比#西文语境中的
+=

;

A?+BS+/=

也是一个相当晚近的词汇&一般来说#英语中的

+=

;

A?+BS+/=

一词来源于法语&根据
8+(.B?CV>A<)A?

和
QAS=-:X(.=+C:

的考证#大约从
!4

世纪
3"

年

代开始在法文文献中开始频繁出现
,*

C

M9,#<,&$5

一词#特指妄图恢复拿破仑帝国政体和国家荣耀的*拿

破仑党人 (

C

#9$,,*

C

M9,#<,&$5

)+&

!4

世纪
$"a2"

年代#法语中正式出现了
,*

C

M9,#<,&*5

和

,*

C

M9,#<,&*

两个词汇#用于贬义地指拿破仑三世(

!%"%a!%13

年)的对外统治和扩张政策#

&根据$牛

津英语词典%#英语中的
+=

;

A?+BS+/=

一词最早出现在
!%2%

年著名的$威斯敏斯特评论%(

!5&$*,+&$59

15N,56

)杂志中一篇讨论法国政治的时事文章里$

&此后#随着西方列强瓜分世界进程的一步步推进#

+=

;

A?+BS+/=

一词开始频繁见诸报纸,新闻#成为人们经常使用的一个政治词汇&

其次#由于主义一词的现代用法形成于日本%

#且*帝国+一词的使用在日本更早流行开来#所以#汉

语中的帝国主义一词源于日语应无疑义&按照常理#由于*帝国+一词在日本明治维新以后就广泛流行#

而随着日语中
+/=

与*主义+一词对译的流行#*帝国+加上
+/=

的流行译法///*主义+连接成*帝国主

义+#似乎是自然之事&不过实际情况却没那么简单&根据陈力卫的考证#在日本早期的英和词典如明

治六年的$附音
"#

英和字%(

!%13

)里#

+=

;

A?+BS+/=

只是译成了帝位#其后的增补订正版一直到明治

二十年(

!%%1

)仍然维持原译&陈力卫认为#因日本自称*帝国+#与*主义+结合似乎易产生歧义#所以#大

约从
!%4%

年起#

+=

;

A?+BS+/=

才与*帝国主义+的译法挂钩&

&德国学者李博(

R>SL

@

B)

@

H+

;;

A?:

)认为日

文中*帝国主义+一词出现的时间应该更早#他根据中国著名出版人张静庐(

!%4%a!4&4

年)在$中国近

代出版史料%中提供的信息认为#*帝国主义+一词应该在
!%42

年之前就已经出现在日本学者浮田和民

(

!%24a!4$&

年)发表的相关*帝国主义+题材的文章中'

&

一般来说#我们把中文里最早使用帝国主义一词的例证追溯到
!%44

年由梁启超主编的$清议报%上

一篇名为$极东之新木爱罗主义%的文章(

!

极东之新木爱罗主义者#美国元老院议员某氏&传之于其太哑拉摩报馆也&其说曰!考之

文明与人道#可知美国所领比腊实群岛#其立约所附五欤&议曰!举用此议#使美,英二国操持

世界共通之新帝国主义#包含矮机罗煞利之平和公义&自主法制#以代古罗马帝国主义也&

)

该文由日本人片冈鹤雄翻译#这里所谓的新木爱罗主义就是新门罗主义&文章大致的意思是#美国某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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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主义+这一用法在近代中国的传播和使用情况#参见陈力卫
#

*主义+概念在中国的流行及其泛化
#

学术月刊#

0"!0

#(

4

)'王?
森

#

*主义时代+的来临///中国近代思想史的一个关键发展
#

东亚观念史集刊(台湾)#

0"!3

#(

0

)

#

陈力卫
#

帝国主义考源
#

东亚观念史集刊(台湾)#

0"!0

#(

3

)

#

李博
#

汉语中的马克思主义术语的起源与作用
#

赵倩#王草#葛平竹#译
#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0""3

!

!&!#

由香港中国语文学会统筹,近现代汉语新词词源词典编辑委员会编著的$近现代汉语新词词源词典%以及由国内语言学者黄河清

编著,姚德怀审定的$近现代辞源%都将汉语中帝国主义一词的词源追溯于此&参见香港中国语文学会统筹#近现代汉语新词词

源词典编辑委员会编
#

近现代汉语新词词源词典
#

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0""!

!

20

'黄河清编著#姚德怀审定
#

近现代辞源
#

上

海!上海辞书出版社#

0"!"

!

!22#

极东之新木爱罗主义
#

片冈鹤雄#译
#

清议报#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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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龙虎!近代中国帝国主义概念的输入及衍化

议员认为美国占领菲律宾为殖民地是*美,英二国操持世界共通之新帝国主义+的结果#而这新帝国主义

包含平和,公义,自主,法制等因素#是对古罗马帝国主义的替代&显然#这是一篇为美国帝国主义政策

辩护的文章&

之后#中文里面的各种刊物开始频频刊出以帝国主义为题名或者内容的文章&有研究者对$清议

报%上面的词缀为*

GG

主义+的构词形式进行统计#发现帝国主义一词出现的频率最多#其总数几乎占

了整个*

GG

主义+构词的
!

"

3

!

&

二,帝国主义概念的早期使用

!4"3

年#留日学生刊物///$浙江潮%#专门对帝国主义一词进行了释义&文章开篇即陈!*世界入

二十世纪#劈头一大问题#新闻杂志笔锋相抵#演其义#逞其说&儿童走卒#抉为谈助#而奔走相告#以为

喧语&为何曰0 帝国主义是也&+

"这句话典型反映了帝国主义一词的传播,容受轨迹#即帝国主义概念

自接引起#国人无论是理解还是使用#都显得非常自如&的确#从
!4

世纪末开始传入到
0"

世纪初广为

流行#帝国主义在非常短的时间内就实现了从新名词到人们耳熟能详之基本概念的转化&那么#在帝国

主义概念的早期使用过程中#人们究竟用它表达什么观点或者思想呢0 这中间是否存在一定的矛盾或

者冲突呢0 综观早期(

!4

世纪末到
0"

世纪
!"

年代左右)帝国主义一词的使用#以下三种语境或者使用

帝国主义一词时所传递出的思想倾向尤为值得重视&

(一)帝国主义与早期的民族危机想象

众所周知#在
!4

世纪末
0"

世纪初#忧心中国被欧美日等列强蚕食鲸吞,瓜分豆剖是当时知识分子,

士大夫阶层的共同关切&如此#体现列强扩张,侵略等思想内涵的帝国主义一词自然成为时人阐述国际

形势,分析中国处境时常用的一个重要词汇&

据笔者查考#这一时期有关帝国主义的文献中#对欧美日等西方列强的帝国主义扩张情况作介绍,

描述占了绝大多数&一般而言#这些文章在描述西方国家帝国主义侵略,扩张状况的同时#也会对当时

中国的处境进行分析&例如#

!%44

年#在$清议报%上刊登的一篇名为$扩张国势及列强协商论%的文章#

就用帝国主义概念阐述当时的国际竞争环境和列强的政策#*至十余年以来#环球国际#风云大变#列邦

幡然自省#以进取为志#又归向于帝国主义&凡大有为邦国#莫不为此帝国主义所诱导&此帝国主义者#

即鼓动世界之风潮也+&文章认为#今日中国*满洲既归俄国势力范围'广西,广东若干部分#归法国势力

范围'山东半部归德国势力范围'扬子江流域两涯流域#举归英国势力范围+#中国有被*列国+瓜分之趋

势#

&又如#

!4"!

年#$横滨1开智录%上一篇题为$论帝国主义之发达及廿世纪世界之前途%的文章#就

对即将到来的
0"

世纪帝国主义盛行的景象进行了描绘#*帝国主义(

+=

;

A?+BS+/=

)之名#何自窻乎0 乃起

于当时拿破仑之欲谋恢复帝政#故称其主义为
+=

;

A?+BS+/=

(

DL

C

,+,(+85&,*

C

M9,#<,&$5&

)#此真帝国主

义也#至今日之所谓帝国主义#实有大有不同#今世界之帝国主义#实狄塔偏
\+(*I-?

;

+)

主义&即强盗

主义也&狄塔偏生在十八世纪前半期#乃英国古来之大强盗#如我国所谓盗跖之类&虽难#亦姑可从俗

之称#名之曰帝国主义&33今日之世界#是帝国主义最盛#而自由败灭之时代也+

$

&再如#

!4"3

年#由

留日湖北留学生创办的革命刊物///$湖北学生界%在其创刊第
!

期的第一篇文章中就指出!*自民族主

义一变而为帝国主义#亚洲以外之天地一草一石无不有主人翁矣#鹰麟虎视者数强国#四顾皇皇无所用

其武#于是风飙电激席卷而东#集矢于太平洋#亚洲识微之士莫不深膑蹙额&+文章认为#*危哉中国2 其

为各国竞争之中心点+

%

&还如#晚清国粹派的代表人物邓实(

!%11a!42!

年)在其创办的$政艺通报%上

1

3!!

1

!

"

#

$

%

陈力卫
#

近代各种*主义+的传播与$清议报%

$

孙江#陈力卫
#

亚洲概念史研究
#

北京!生活1读书1新知三联书店#

0"!$

!

01!50%4#

酌癸
#

新名词释义!续第二期1帝国主义
#

浙江潮#

!4"3

#(

&

)

#

慕阿库斯
#

扩张国势及列强协商论(外论汇译)

#

清议报#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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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

论帝国主义之发达及廿世纪世界之前途
#

开智录1改良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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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撰文声称!*今日二十世纪初期之世界#何世界乎0 一帝国主义横风逆潮所破荡之世界也&+文章高声

疾呼!*吁嗟#我老大之中国为其舞台之中心点#俄人侵占满洲矣#英人势力范围扬子江流域矣#德人经营

山东矣#法人窥视两广矣#皆挟其帝国主义之政策以集注于一隅&+

!

在当时民族危机为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士大夫所深切感知的情况下#帝国主义一词为我们理解,描

述当时的国际形势提供了新的知识工具#也为国人的自我认知打开了新的局面&这样#在各式政治人

物,各类报纸杂志都借用帝国主义一词阐述国际形势,分析中国处境的情况下#帝国主义一词也旋即成

为当时最为流行的新名词之一&

(二)中国行帝国主义论

在当时的知识界#中国被帝国主义瓜分的言论不绝于耳#怎样避免中国被列强瓜分是时人思考的一

个重心&按照常理#既然西方列强奉行帝国主义#实现军事扩张,对外侵略政策#那么#作为受害者肯定

应该奋起反抗才是&例如#杨笃生在$新湖南%一书中就主张用民族主义对抗帝国主义#*今日地球诸国#

所谓凌厉无前者#帝国主义也#而此帝国主义#实以民族主义为之根柢#故欲横遏此帝国主义之潮流者#

非以民族主义#筑坚墉以捍之#则如泛挑梗于洪涛之上而已矣+

"

&不过#可能由于救亡图存的情绪太过

激奋#在当时的舆论界甚至出现一种要求中国效法列强,也行帝国主义的声音&

言论先锋梁启超针对民族危亡的急迫时局#主张发展民族帝国主义&在$论民族竞争之大势%中#梁

启超认为*民族帝国主义+为*十九世纪末一新之天地+#而*今日欲救中国无他术焉#亦先建设一民族主

义国家而已+

#

&在这篇文章中#梁启超使用了帝国主义一词(含民族帝国主义)超过了
0"

处&在$论新

民为今日中国第一要务%中#梁启超又对民族帝国主义的主张作了进一步阐释#认为实行民族帝国主义

是*为时势之所趋+*吾中国不幸而适当此盘涡之中心点+#所以#*今日欲抵当列强之民族帝国主义#以挽

浩劫而拯生灵#惟有我行我民族主义之一策+

$

&

!4"&

年#$申报%刊载了一篇名为$论女学宜注重德育%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作者援引日本为例#

认为帝国主义有助于强国#*东瀛自欧化主义#一变而为日本帝国主义#虽弱质裙钗#悉有爱国忠君之念&

故国势之强一日千里#其明证也+

%

&

此外#在清末士绅请呈清廷的公呈,请愿书中#要求清廷仿效列强之帝国主义政策,进而实现强国目

标的言论也非常之多&例如#$代拟浙江士民请开国会公呈%就曰!*十九世纪列国以武力为激烈竞争#谓

之帝国主义&至二十世纪#列国一变以财力为平和之竞争#谓之国民之帝国主义&+$全晋绅民请愿书%亦

云!*泰西诸国人民均参与政治事故#上下一心能挟持所谓帝国主义#披沥于世界人民&+

&一时间#为了

避免中国成为*帝国主义之目的物+#当时的舆论界,政界都出现了不绝于耳的艳羡帝国主义,要求中国

也奉行帝国主义政策的声音&

(三)帝国主义批判思想的初步形成

不过#就在国人于民族主义思潮影响下对帝国主义抱持或忌惮,或艳羡的复杂心态的同时#早期人

们关于帝国主义的批判思想也开始孕育&

!4"0

年#留日学生赵必振将日本社会主义活动家幸德秋水(

!%1!a!4!!

年)著的$帝国主义%一书#

以$二十世纪之怪物帝国主义%之名翻译成中文'

&这是一篇控诉帝国主义及其侵略行径的檄文&该书

认为!*帝国主义之所以勃兴与流行#非科学的智识#实迷信也'非文明的道义#实狂热也'非自由,正义,

博爱,平等#实压制,邪曲,顽陋,争斗也&+控诉帝国主义的盛行会使人类*堕无间之地狱+

(

&作为社会

1

$!!

1

!

"

#

$

%

&

'

(

邓实
#

政治通论外篇卷一!通论四(帝国主义)

#

政艺通论#

!4"0

#(

2

)

#

杨笃生
#

新湖南
$

辛亥革命前十年时论选集!第
!

卷下册
#

北京!生活1读书1新知三联书店#

!4&"

!

&3!5&3$#

梁启超
#

论民族竞争之大势力
$

饮冰室文集!卷一
#

上海!上海大通书局#

!4$%

!

0305022#

中国之新民(梁启超)

#

新民说!论新民为今日中国第一急务
#

新民丛报#

!4"0

#(

!

)

#

论女学宜注重德育(来稿代论)

#

申报#

!4"&5"$5"&#

常松涛
#

稿
#

全晋绅民请愿书
$

李浩#郭海#编
#

晋矿魂
#

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

0""!

!

0!&#

辛德秋水的日文原著完成于
!4"!

年&

幸德秋水
#

二十世纪之怪物帝国主义
#

赵必振#译
#

广智书局#

!4"0

(光绪二十八年)

#



曹龙虎!近代中国帝国主义概念的输入及衍化

主义思想的积极传播者#幸德秋水希望*以科学的社会主义#亡其野蛮的军国主义也'以布拉沙呼德之世

界主义#而扫荡刹除掠夺的之帝国主义也+#*惟能如此#而后吾人始得改造此-不正.,-非义.,-非文明

的.,-非科学的.现时之天地+

!

&几乎与此同时#幸德秋水另一部著作$广长舌%也由中国国民丛书社翻

译成中文#书中也对社会主义取代帝国主义的趋势作了说明#*工业之萎靡也#军备之烦黩也#贫富之悬

隔也#生活之竞争也#多数之困厄,饥饿,罪恶也#皆帝国主义之流弊#传播于世界者也&社会主义者#非

空论也#非粗暴过激也#是拔毒之圣药#生肌甚方也#是盖矫正帝国主义之弊#而为现今之救世主也&欧

美之志士仁人#烂舌秃笔#以提倡社会主义者#职是故也&吾人大声疾呼#以唤起我国民社会主义之感情

者#亦职是故也+

"

&

当时#旅日的章太炎也激烈批判帝国主义&

!4"1

年
$

月#章太炎与印度等国的爱国志士在日本建

立亚洲和亲会#提出了*反对帝国主义而保其邦族+的主张#

&此后#章太炎又在$送印度钵逻罕,保什二

君序%$驳神我宪政说%等文章中激烈抨击了帝国主义#直称帝国主义为*群盗+#认为其本质是*兼并主

义+

$

&

总的来说#由于晚清民族危机深重#而帝国主义一词恰好是描述这一语境之重要概念的缘故#所以#

帝国主义一词从进入中文语境起便成为中国知识分子信手拈来的词汇之一#这一点跟很多词汇"概念在

跨语际实践过程中出现水土不服乃至误用等情况有所不同&不过#时人在使用帝国主义一词时虽然没

有表现出跨文化接受的障碍#但是其对待帝国主义的态度却是非常矛盾!感伤亡国灭种的深重危机#痛

心疾首者有之'痛陈帝国主义强权,掠夺的本质#大势鞭挞者亦有之'而感慨帝国主义代表历史发展之趋

势#心生艳羡者还有之33需要说明的是#这一时期#国人接受的帝国主义一词之意涵主要集中在政

治/军事领域则是确定无疑的#本文下节论述的那种意涵将得到极大扩展#帝国主义一词开始取得某种

经济意涵的情况#在这一时期的概念使用过程中没有得到体现&

三,帝国主义概念的衍化

德国概念史大家瑞因哈特1考斯莱克(

8A+).B?:V>/ASSA(*

)曾在阐述语言"概念与事件"结构之间

的复杂关系时提醒我们#除了要细致考辨时人对已经发生的历史(

0

5&;"5"5+5/5&;",;"5$5

)在共时性层

面理解上的差异之外#还要把语言"概念变化的历时性因素考虑进去#*-共时性.的分析范式是指一个特

定事件的当下出现#而-历时性.的分析范式则指每一个当下事件中所包含着的丰富的时间之维&毕竟#

在历史推演的过程中#许多因素和条件不仅在短时段上影响历史#而且也在长时段和中时段上影响历

史&它们通过关闭或开放特定的选择空间和选择范围&从而划定人们的行动空间和行动范围33-概

念史.从理论上预设了-共时性.和-历时性.的关联性&所可以得到历史性探讨的正是-共时性事件.和

-历时性结构.之间的特定关联+

%

&本节即在帝国主义概念输入的基础上#从历时性的维度来考察帝国

主义概念在中国的传播问题&要想理解这个问题#我们首先要从西方语境中
+=

;

A?+BS+/=

"帝国主义概

念意涵的扩展说起#然后再探讨意涵扩展后的该概念在中国的传播状况和容受情况&

(一)西方
9B

L

5?9<(9CB

!帝国主义概念的意涵扩展

从逻辑的角度来说#词语"概念在历时性维度中有如下
$

种可能的变化趋势!(

!

)社会情境不变#词

语"概念的含义也不变'(

0

)社会情境不变#词语"概念的含义急遽变化'(

3

)社会情境急遽变化#词语"概

念的含义不变'(

$

)社会情境急遽变化#词语"概念的含义亦急遽变化&显然#如果考虑到现代社会的急

遽变化已经成为一种常态#那么#第
3

种和第
$

种情况应该是我们思考问题的主要范围#而其中*社会情

1

2!!

1

!

"

#

$

%

幸德秋水
#

二十世纪之怪物帝国主义
#

赵必振#译
#

广智书局#

!4"0

(光绪二十八年)

#

幸德秋水
#

广长舌
#

中国国民丛书社#译
#

北京!商务印书馆#

!4"3

(光绪二十九年)

#

章太炎
#

亚洲和亲会约章
$

朱维铮#姜义华#编注
#

章太炎选集(注释本)

#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4%!

!

$015$3!#

陈力卫
#

帝国主义考源
#

东亚观念史集刊(台湾)#

0"!0

#(

3

)

#

考斯莱克
#

*社会史+和*概念史+

$

汉普歇尔
5

蒙克
#

比较视野中的概念史
#

周保巍#译
#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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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急遽变化#词语"概念的含义亦急遽变化+这种情况又应该尤其值得我们重视&在
+=

;

A?+BS+/=

"帝国

主义概念的演化史上#就发生了*社会情境急遽变化#词语"概念的含义亦急遽变化+这种情况&前文已

经简述了
+=

;

A?+BS+/=

"帝国主义在西文语境中的初始含义和使用情况&根据英国著名历史学家霍布斯

鲍姆的说法#虽然从
!4

世纪
1"

年代开始
+=

;

A?+BS+/=

"帝国主义一词开始得到使用#但其成为一个政

治/社会概念则是从
!4

世纪
4"

年代开始的#而且#这时期
+=

;

A?+BS+/=

"帝国主义一词的内涵和外延还

发生了一个明显的变化#一个与其初始含义并无太多关联的经济意涵被注入该词#并被广为接受!

&质

言之#

+=

;

A?+BS+/=

"帝国主义一词的意涵结构发生了变化#一个传统上只具有政治/军事意涵的概念取

得了经济含义&需要说明的是#帝国主义概念的意涵扩展只是在原有涵义基础上的自然延伸#或者说深

化#并没有出现很多概念在意涵扩展过程中的偏移,甚至突变现象"

&政治/军事意涵依然是帝国主义

概念最核心的义项所在&

一般来说#人们普遍认为
!4"0

年英国学者约翰1霍布森(

W>.)Q></>)

)在$帝国主义%一书中对

+=

;

A?+BS+/=

的界定#可被视作这一时期
+=

;

A?+BS+/=

"帝国主义概念意涵扩展的一个总结#

&在该书中#

霍布森认为#相关国家采用帝国主义政策的根源就在于经济上的生产过剩#*到处都出现生产力的过剩#

出现过剩的资本寻求投资&所有实业家都承认他们国家生产力的增长超过消费的增长#生产的商品愈

多#就愈不能销售获利#而且现有的资本愈多#也愈不能找到有利的投资+

$

&所以#帝国主义的本质不

是军事征伐,侵略#而是为了投资#并且*利用廉价的外国产品优越经济#来代替他们本国的工业和维持

政治上和经济上的阶级统治+

%

&显然#这一界定与之前讨论的人们对
+=

;

A?+BS+/=

"帝国主义一词的认

知有很大差别#一个传统上被视作政治/军事范畴的概念#开始同商品生产,资本投资等经济现象联系

在一起#并且此种经济现象被视为该词所表征的相关政治/军事行为的基础或者根源&

霍布森的著作出版后#在西方世界产生了重大影响#对
+=

;

A?+BS+/=

"帝国主义概念在传播意义上有

重大贡献的列宁就曾给予霍布森的帝国主义理论高度重视和评价&

&众所周知#一战爆发后#出于领导

革命斗争的需要#列宁决定集中精力研究帝国主义问题#并最终于
!4!1

年在彼得格勒出版了$帝国主义

是资本主义的最新阶段(通俗的论述)%(

!"#$

%

&'(&)"

#

*'*+,-.'/01'2&/3'#&1'(&)"'

)一书&在该

书中#列宁在分析了垄断,金融资本形成,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竞争,资本主义先进国家对落后地区进行侵略

和瓜分等一系列当时西方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新现象生成的表现及其原因的基础上#作出了*帝国主义是

资本主义的垄断阶段+的著名论断&列宁认为帝国主义的形成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延续#*只有在资本主义

发展到一定的,很高的阶段33资本主义才变成了资本帝国主义+#而帝国主义具有垄断在经济生活中起

决定作用,银行资本和工业资本已经融合,商品输出不同的资本输出占据主导,资本家国家垄断同盟已经

形成,最大资本主义大国将世界领土瓜分完毕等五个特征'

&

整体而言#围绕列宁在该著中的理论贡献#学术界有很多争议&其中#持肯定态度的学者认为#列宁

1

&!!

1

!

"

#

$

%

&

'

霍布斯鲍姆
#

帝国的时代
!%12a!4!$#

贾士蘅#译
#

北京!中信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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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

在语言学中#词语"概念义项结构的*突变+是一个非常常见的现象&很多词汇#如*黄色+*小姐+等词汇都经历过词义的突变&具

体研究参见黄兴涛#陈鹏
#

近代中国*黄色+词义变异考析
#

历史研究#

0"!"

#(

&

)'张晓勤#鲁本芹
#

*小姐+称谓的社会认知度和使用

度考察
#

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0""4

#(

0

)'崔丽
#

*小姐+一词的语言学解读
#

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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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历史学者高岱就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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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

"帝国主义+作为一个社会/历史概念是在约翰1霍布森的名著*

%*

C

59,#<,&*

!

-:$)8

=

+问世

之后&参见高岱
#

帝国主义概念考析
#

历史教学(高校版)#

0""1

#(

0

)

#

霍布森
#

帝国主义
#

纪明#译
#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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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布森
#

帝国主义
#

纪明#译
#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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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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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最高阶段%

!4!1

年出版时的俄文版序言中#列宁这样评价霍布森的贡献!*论述帝国主义的一本主要英文

著作#即约1阿1霍布森的书#我还是利用了的#而且我认为是给了它应得的重视&+(列宁选集!第
0

卷
#

北京!人民出版社#

0"!0

!

212

)&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最高阶段%一书的正文中#列宁也是多次表示对霍布森对帝国主义分析的肯定和赞赏&比如#在

论述帝国主义的特点时#列宁说道!*

!4"0

年#在伦敦和纽约出版了英国经济学家约1阿1霍布森的$帝国主义%一书&作者所持

的是资产阶级社会改良主义与和平主义的观点33但是#他对帝国主义的基本经济特点和政治特点作了一个很好很详尽的说

明&+(列宁选集!第
0

卷
#

北京!人民出版社#

0"!0

!

2%3#

)西方一些学者在评述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时#甚至用*霍布森
5

列宁理论+

来形容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与霍布森的帝国主义理论之间观点的相似性和亲和关系(多尔蒂#普法尔茨格拉芙
#

争论中的国际关

系理论
#

阎学通#陈寒溪#等译
#

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

0""3

!

$1!5$10

)&

列宁选集!第
0

卷
#

北京!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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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帝国主义理论虽然受到霍布森,希法亭,卢森堡等人的影响#但他并不是对这些理论论述的庸俗化理

解和简单摘引#而是在吸收,扬弃的基础上作了发展和深化&并且#列宁的理论对当时的国际形势发展#

如一战爆发等具有很强的解释力!

&而持否定态度的学者则认为#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只是几种理论

观点的松散结合#在理论上并无创新和洞见"

&不过#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在政治传播方面的意义却是

无疑的#就像美国学者罗纳德1奇尔科特在其评述性著作$比较政治经济学理论%中指出的#*虽然它(列

宁的帝国主义理论)大部分在理论上并非创新而且有时在分析上并不连贯#但贬弃它则是不公正的#因

为列宁的目的是政治的而非学术的'这部著作旨在为政治行动提供一项基础#甚至一项号召+

#

&随着

共产主义运动在
0"

世纪的兴起#苏联(俄)的相关革命理念也在世界得到广泛传播#而作为苏联(俄)革

命理念或者革命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一种意涵得到扩展的
+=

;

A?+BS+/=

"帝国主义概念也开始被广为

接受并流行开来&

(二)新的
9B

L

5?9<(9CB

!帝国主义概念在中国的传播情况

从上文的分析可以看出#大约从
!4

世纪末期起#西方语境中的
+=

;

A?+BS+/=

"帝国主义一词开始超

越其政治/军事范畴的传统意涵#而具备一定的经济意涵#且这种经济意涵被视为
+=

;

A?+BS+/=

"帝国主

义一词传统政治/军事意涵的基础和根源&及至霍布森,列宁那里#

+=

;

A?+BS+/=

"帝国主义的这种经济

意涵开始得到系统阐明&而显然#同时期的中国还处在初识帝国主义并主要将之理解为一种政治/军

事行为的阶段&那么#这种新的
+=

;

A?+BS+/=

"帝国主义概念是怎样在中国传播开来的呢0 考虑到列宁

的帝国主义论在政治传播方面上的重大意义以及
0"

世纪以后苏联(俄)革命理念或者革命思想在中国

政治社会生活中的重大影响#我们似可以直接从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在中国的传播情况入手来考察这种

新的
+=

;

A?+BS+/=

"帝国主义概念在中国的传播情况$

&

得益于历史学界诸多前贤细致入微的梳理工作#如今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包括列宁主义)的相关著

作和思想在近代中国的整体传播状况已经有了非常清晰的了解%

&就列宁的相关思想来说#十月革命

胜利后的第三天#即
!4!1

年
!!

月
!"

日#上海的$民国日报%就对十月革命的相关消息进行了报道#并在

报道中提及了当时的革命领导人列宁的名字及其几项主张&此后#随着各地共产主义小组和马克思列

宁主义研究团体的成立#翻译,研究马列著作的工作更是得到系统展开&据统计#到中国共产党成立前#

中国报刊发表,翻译,摘录的列宁的著述就约有
!3

篇'

!40!

年
4

月#中国共产党刚刚成立#中共就在上

海创建了第一个出版机构///人民出版社#并确立出版包括$帝国主义论%在内的等
!$

种列宁的著作'

!403

年
!!

月#以中国共产党成立的第二个出版发行机构///上海书店为中心#中共在全国建立了传播

马列著作和革命书报的发行网&

&

!402

年
0

月#列宁的著作$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的中译单行本由李春蕃(即柯柏年#

!4"$a!4%2

年)翻译#以$帝国主义浅说%为名公开出版,发行&而在此之前#由于苏联(俄)革命思想在

中国的传播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等缘由#这种新的
+=

;

A?+BS+/=

"帝国主义概念已经初步为国人知晓&

1

1!!

1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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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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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

!44$

#(

!

)'刘淑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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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捍卫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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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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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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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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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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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如英国学者布鲁厄就认为#列宁*对帝国主义理论的发展做出了很少贡献#或者说没有贡献&他的理论内容是微不足道的#且来

源于希法亭,布哈林和霍布森&+(布鲁厄
#

马克思主义的帝国主义理论///一个批判性的考察
#

陆俊#译
#

重庆!重庆出版社#

0""3

!

!!%#

)国内也有部分学者认为中国的学术界对列宁帝国主义理论的原创性有夸大之嫌(姚顺良
#

第二国际关于资本主义现代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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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0""!

!

03$#

就笔者的目力所及范围而言#在
0"

世纪的最初十几年#国人的关于帝国主义的讨论依然是在传统的政治/军事范畴之内#直到相

关苏联(俄)革命理念或者革命思想进入中国之后#中国人才开始在一种新的范畴结构下论述帝国主义&

主要著作有!唐宝林
#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
!""

年
#

北京!人民出版社#

!44%

'彭继红
#

传播与选择///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

(

!%44

/

!40!

年)

#

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

0""!

'王刚
#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起源语境研究///

0"

世纪
3"

年代前马克思主义中国

的传播及中国化
#

北京!人民出版社#

0"!!#

张允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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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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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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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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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著作在中国的翻译出版和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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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5!050"

(

""$

)

#



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

!

第
!"

卷 第
#

期

!400

年
1

月#中国共产党在通过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宣称!*欧美资本主义的发展#多半是靠

掠取非洲和亚洲做大市场和大掠夺场&在最近一世纪内#资本主义侵略的积累#造成二十世纪血染遍了

的前世界资本主义巨大骨干'那些资本帝国主义者由竞争掠夺而出于战争#把他们自己造成的骨干从根

本上加以损毁'损毁之后#又想用原法巩固而且扩大资本主义的建筑物#同时他们新的损毁事业又正在

准备进行中///这种循环式的趋势#是近代资本主义发展进程中的必然现象&+

!

!403

年
$

月#李达在

$何谓帝国主义%一文中也认为!*帝国主义是由资本主义变化而来的#可说是资本主义的最终形式&+

"

同年#瞿秋白在$东方文化与世界革命%一文中对帝国主义的这一经济面向做了更多的论述#*东方诸国#

其在政治上经济上的发展既落后#及渐与先进(文明)国家相接触#迎受西方文化///资本主义#遂不得

不成为此等国家的殖民地'而西方-文明国.输入资本主义的形式#就是帝国主义+

#

&而在$中国资产阶

级的发展%一文中#瞿氏还对中国受帝国主义侵略所导致的政治,经济后果进行了分析#*中国的宗法社

会遇着帝国主义之政治经济的侵入#而起崩溃#方开始有真正的-资产阶级的发展.#亦可称-资本主义的

发展.&33帝国主义的侵略#割占领土#攘夺富源#投货投资#令中国农业破产#农民流离失所#变成兵

匪'然而#他即此就令农村之中起阶级的分化#并造成空闲的无产阶级-后备队.///劳动力极低廉的工

人#足以应资产阶级的需要+

$

&

李泽厚在$中国政治思想史论%中讨论近代中国的社会性质论战时曾言!*有着一套完备理论又能切

实行动的马克思主义不仅没有因
!401

年共产党的失败而淹没退缩#刚好相反#它在青年一代中反而更

加热烈地被接受,被传播,被欢迎&反射到思想学术领域#从历史学,经济学,哲学到文学艺术#马克思主

义的影响和声势从二十年代末到三十年代#愈益扩大&这次论战也正是在这样一种思想背景下展开的&

所以#论战各方#即使不属于中共或者托派#甚至是共产党的反对者#都大体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学

说#并以之作为论证的理论依据&包括胡秋原,方亦如等人也如此&论战中各方共同使用如-帝国主

义.,-封建制度.,-阶级关系.,-商品经济.等概念,词汇也基本上属于或遵循着马克思主义理论学说的

范围&+

%如此#我们大体可以认为#这种新的经过列宁诠释过的帝国主义认识是全社会性的#只不过在

具体的使用过程中存在具体语境方面的差异&以与共产党存在诸多理念分歧的国民党为例#虽然因政

治利益冲突等缘故#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的对外政策有很大差异#但其对帝国主义认知却有很多一

致的方面&例如#

!402

年#中国国民党的元老级人物戴季陶阐述三民主义的帝国主义观就说道!*帝国

主义是近代资本主义最后的一个阶段#以个人主义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发达到一定的程度#冲突了国家

的界限#便变成帝国主义了&所以帝国主义只是资本家的掠夺术的最高发展&+

&

这样#大约到
0"

世纪
0"

年代中期以后#一种新的帝国主义认知已经在中国传播开来&这一时期的

主要词典#无论是吴念兹主编的$新术语辞典%还是高希圣主编的$社会科学大辞典%#对帝国主义一词的

界定都有深深的霍布森/列宁思想的印记#即帝国主义一词不仅被界定为一种政治/军事行为#还被视

为资本主义发展的重要阶段'

&

(三)时人对帝国主义概念使用的概况及特点

跟很多含义复杂的基本概念一样#我们在使用帝国主义一词时也很少有人表述其全部的义项#一般

1

%!!

1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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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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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传播学的角度来说#一般而言#我们把字典,词典等工具书对词语"概念的界定看作该词语"概念已经被大众所认知,接受的一

个重要表现&



曹龙虎!近代中国帝国主义概念的输入及衍化

而言#我们都是使用其若干义项中的一个或者两个#或者在一个概念图景或者概念图示中使用它!

&而

作为一个基本概念#到这一阶段#

+=

;

A?+BS+/=

"帝国主义的含义已经基本确定了#差别只在于人们根据不

同情况或者语境对其使用了&综观
!40"a!4$4

年这段时期#人们对帝国主义概念的使用大致具有以下

几个特点!

首先#反帝是当时社会的普遍共识#其中尤以中国共产党方面表现得更为明显&一般认为#反帝口

号最早由中国共产党提出#但也为中国国民党所接受和吸收&

!400

年#在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

国代表大会宣言%中#中共中央就认为现阶段的革命任务之一是*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

族的完全独立+

"

&而这一时期的许多国民党人士也将反帝视为自己的政治态度#如戴季陶,朱执信,胡

汉民等人在著作中也都论及了帝国主义#并提出了一些反对外国(帝国主义)对中国进行政治,经济,军

事侵略的主张#

&以后#随着
!40$

年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展开#反帝开始成为国共两党的共同诉求$

&当

然#这种情势在
!401

年第一次国共统一战线破裂后又有新的变化&这里需要说明的是#由于反帝口号

的盛行#虽然学理讨论中使用帝国主义一词基本上遵循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框架#但作为帝国

主义一词最直观体现的,传统的政治/军事意涵一直被强调&

第二#随着具体国内,国际形势的变化#作为整体概念的帝国主义又经常与某个特定的国家联系在

一起&其中尤其突出的是日本帝国主义和美帝国主义两个合成概念#当然#在
0"

世纪
0"

年代#苏联的

赤色帝国主义也一度颇为流行%

&大约从九1一八事变开始#日本帝国主义就成为当时最为流行的与

帝国主义相关的合成词&中国共产党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

$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中国共产党为日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第二次宣言%$中国共

产党为反抗帝国主义,国民党一致压迫与屠杀中国革命民众宣言%

&等一系列宣言号召抗日#反抗日本

帝国主义的侵略&而国共内战期间#美帝国主义又成为当时较为瞩目的与帝国主义相关的合成词&

由著名历史学家费正清等主编的$剑桥中国晚清史!

!%""a!4!!

年%曾在导言中这样评价中国人对

帝国主义概念的使用!*当中国运用帝国主义的时候#它已被扩大了&回顾起来#从
0"

世纪
0"

年代以

后#无论是在国民党还是在中国共产党的思想中#帝国主义的作用有增无减&它是毛泽东思想的组成部

分&帝国主义从鸦片战争时代就活动开了#这比
!4

世纪
4"

年代列宁主义的金融/资本型的帝国主义

的兴起要早得多&毛泽东关于帝国主义的概念#不但远溯到包括维多利亚早期商业扩张年代的战争和

炮舰外交#它还把帝国主义概念扩大几乎包括
!4

世纪外国与中国的一切形式的接触#把基督教的传教

活动当作文化帝国主义就是一例&由于西方国家经常的侵略扩张活动在历史记载中是一目了然的#历

史学家一般认为有理由作出这一广泛的结论#即中国人民遭到了帝国主义的侵略,剥削和欺凌&作为一

般性的结论#这是几乎不容置疑的&+

'在政治动员的语境中#反帝作为一种叙事策略#可以将整个鸦片

战争以来的近代历史#包括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中法战争,甲午战争,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辛亥

革命,五四运动,北伐战争等等#都纳入进去描述,书写#进而被赋予特定的意义&这一特征构成了当时

帝国主义概念使用的基本底色&

1

4!!

1

!

"

#

$

%

&

'

考斯莱克认为#一个*概念+是一个已经*吸融其被使用时的全部意义语境+的*词语+&与*词语+相比#概念总是隐晦而多歧的#

*词语+只能被准确界定#而*概念+只能被阐释&鲍德克
#

概念1意义1话语!重新思考*概念史+

$

汉普歇克
5

蒙克
#

比较视野中的

概念史
#

周保巍#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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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内容参见廖光生
#

排外与中国政治
#

台湾!三民书局印行#

!4%%

!

41544#

!40$

年#孙中山就在鼓动将士挥师北伐的北伐宣言中对外国帝国主义与中国的军阀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反革命之恶势力所以存

在#实由帝国主义卵翼之使然&证之民国二年之际#袁世凯将欲摧残革命党以遂其帝制自为之欲#则有五国银行团大借款于此时

成立#以二万万五千万元供其战费&自是厥后#历冯国璋,徐世昌诸人#凡一度用兵于国内以摧残异己#则必有一度之大借款以资

其挥霍&及乎最近曹锟,吴佩孚加兵于东南#则久悬不决之金佛朗案即决定成立&由此种种#可知十三年来之战祸#直接受自军

阀#间接受自帝国主义#明明白白#无可疑者&+参见孙中山全集!第
!!

卷
#

北京!中华书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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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相关论者所言#词语"概念*可以充当认知变化中的社会结构的-指示器.+

!

#意即社会历史的

变化可以通过词语"概念反映出来#或者说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词语"概念的意涵也会发生某种程度的

变化&论者关于词语"概念与社会历史变迁之间复杂关系的洞悉值得我们重视#但考虑到词语"概念体

系的庞杂和社会历史变迁进程的错综反复#词语"概念与社会历史变化之间到底呈现何种关系#可能还

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本文试图通过对帝国主义概念在近代中国传播状况的考察#来呈现这一复杂变化情况中的一种&

具体来说#伴随着近代以来中西交流的增多#源自西方,后经日本转换的帝国主义一词作为新名词进入

中国#并迅速落地生根&这一时期#国人接受的帝国主义一词之意涵主要集中在政治/军事领域#时人

基于各自立场#或感伤亡国灭种的深重危机#从而痛心疾首'或痛陈帝国主义强权,掠夺的本质#对之大

势鞭挞'或感慨历史趋势之不可逆#从而心生羡慕33此后#由于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在
0"

世纪以后

的广泛传播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在近代中国兴起等缘故#在列宁那里基本意涵得到极大扩展

的帝国主义概念在
0"

世纪
0"

年代以后的中国得到广泛传播#并被广为接受&这一时期#人们对帝国主

义概念的使用呈现出学理讨论和日常使用之间的分野&其中#学理讨论基本上遵循的都是马克思/列

宁主义的思想框架#而日常使用体现的则依旧是原先帝国主义概念中的政治/军事意涵&

正如前文一再强调的#词语"概念与社会历史变迁之间的关系是非常复杂的&不同词语"概念的历

史演化轨迹存在很大的差异&本文的研究呈现了帝国主义概念的旧语义与新意涵之间的断裂,承接关

系以及旧语义与新意涵的各自使用情况&显然#考虑到词汇"概念与社会历史变迁之间的复杂关系#本

文对帝国主义概念的梳理不仅有助于我们加深对帝国主义概念在近代中国传播状况的理解#也有助于

激发我们对词语"概念在历时性维度上究竟产生何种变化进行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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