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丸田孝志 

全球化在21世纪初的发展造成的国际竞争激化和现有社会构造的崩溃带给人们的不安情绪， 

催生了世界各地狭隘国族主义(nationalism)均趋高涨的状况。在此背景下，亦可见国旗、国歌、纪 

念日等国家象征(national symbo1)已经成为在爱国的名义下将各种不满、不安情绪套入固定模式， 

并以此作为对外释放敌意的工具而使用的情形。在亚洲区域内部国族主义仍互相激烈冲突的今 

日，探究国家象征作为国族主义表达工具如何成立，对理解由历史所塑造的国族主义的原本形态， 

以及思考与现今国民国家关系密切的各种问题无疑都具有重要意义。 

近代国家象征的研究，随着国民国家研究和社会史研究方法的盛行，不仅在西方史、日本史领 

域，在克服了革命史观并已将国民国家建设作为中心课题的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也倍受关注。本 

书著者小野寺史郎是活跃于日本的中国近现代政治史、思想史研究第一线的学者，其研究范围自清 

末至 20世纪50年代，以通观中国近现代史的广阔视野和扎实的实证研究见长。《国旗 ·国歌 ·国 

庆——近代中国的国族主义与国家象征》(周俊宇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4年版；原著『国 

旗 ·国歌 ·国度一于三／j-)-1J艾厶 、／水，L， 中国近代史』、束京大学出版会、2011年)是在其 

博士论文基础上充实而成，以实证手法考察了近代中国的国家象征形成和演变的过程，对近代中国 

国族主义研究甚有裨益。 

当下国际学术交流日益活跃，有关中国研究的最新 日文著作不断被译介到中国国内，以国家象 

征为主题的本书，此次亦作为日本中国近代史学界颇具特色的成果被介绍到中国，这必将使两国学 

界有关国族主义研究的交流范围更加拓展，值得庆贺。另外，本书的译者周俊字是正在日本留学的 

台湾年轻学者，他主要研究与国民政府和台湾的纪念日相关的问题，曾出版《党国与象征：中华民 

国国定节日的历史》(台北，“国史馆”2013年版)一书。此书与本文所评小野寺著作关系密切，并 

且对其有所补充，还望读者一并参照。本译作的刊行也是日本、中国大陆和中国台湾地区学术交流 

有所进展的象征，而译者由该领域专家担任，也可谓甚得其人。 

本书章节及概要如下： 

序 章 国族主义研究与象征的历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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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 清末、北京政府时期的象征与仪式 

第一章 中国的首面国旗 

第二章 国旗的论争 

第三章 纪念革命 

第四章 从国乐到国歌 

第五章 共和国体与五色旗 

第二部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象征与仪式 

第六章 国民革命与青天白日旗 

第七章 党旗与国旗 

第八章 党歌与国歌 

第九章 历书上的“革命” 

终 章 从国家象征所见的中国近代史 

序章论述研究目的和研究方法。中国自与欧美各国接触后，即面临着迅速实现近代化的巨大压 

力。而国家、政党及知识分子对于“创造国族主义的仪式或象征”的重要性，极具自觉性。① 在这些仪 

式或象征中，本书尤其就代表国家本身的国旗、国歌及使用国旗、国歌的国家纪念日进行了分析。 

著者以西方史、日本史等有关“仪式”“象征”的研究成果为据，主张探讨这些问题有助于分析 

中国的国族主义。他特别介绍了梅里亚姆(Charles Edward Merriam)有关政治学象征研究的经典论 

述，指出利用“仪式”和“象征”的“大众国民化”进程中存在两种要素，即诉诸大众知性的“理性面 

支配”(Credenda)和诉诸大众情绪与情感的“感情面支配”(Miranda)。② 本书在讨论中华民国的国 

民统合原理及国家象征的操作时，就从共和及革命的理念，还有其与传统、民俗等的关系出发具体 

论述了以上两要素所处的地位。著者认为，因为近代国家皆遵循一定形式制定国家象征，故其可与 

同期或早先其他国家的状况作共时I生比较。且国家象征问题 自清末以来备受关注，故也可以长期 

视点分析其历时陛变化，而通过这些手法可以为中国近代史研究提供新的见解。另外，为弥补社会 

史研究往往偏于对问题作结构性把握的弱点，本书利用了政治史、思想史的研究方法，并将分析的 

重点置于说明象征被使用的具体政治环境、与此类象征紧密相关的权力以及知识分子等的认识及 

其主体性选择之上。 

正文由两部分组成，分别论述了清末至北京政府时期和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国家象征的成立及 

演变过程，文中并对各个时期象征本身的特征给予了关注。 

作为国家间的交换仪式和军队仪仗而于清末引进的国旗、国歌，和新政时期引进的各种新兴仪 

式一起被应用于日常生活，并起到了整合国民的作用。 

革命派为避免由主导权之争导致的内部分裂而未规定统一的国旗样式，因此辛亥革命时曾出 

现过各种“国旗”。通过立宪派和革命派之间的妥协，放弃了“排满”主张而成立的中华民国构建了 

为所有势力都接受的标榜“共和”与“文明”的象征体系。其采用象征“五族共和”的五色旗为国 

旗，并以继承清末追悼仪式的形式确定了国庆 日。 

但是，在北京政府内部，利用这些象征动员民众的意识非常淡薄，发挥该作用的主要是民间知 

① 小野寺史郎著，周傻宇译：《国旗 ·国歌 ·国庆——近代中国的国族主义与国家象征》，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4年版， 

第8页。 

② Charles EdwardMerriam，PoliticalPower：Its Composition andIncidence(WhittleseyHouse，1934)．齑藤真 ·有贺弘歆『政治榷 

力一奄 耩造 技街(上 ·下)』、柬京大学出版会、197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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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分子和社会团体。五色旗在反对复辟运动中是“共和”的标志，而在民众运动中则是“爱国”的象 

征。因其意识形态上的中立性，直至北伐前夕，国民党的支持者中也有继续使用五色旗的。与此相 

对，在国歌的制定过程中却曾出现激烈的争论，其焦点问题是西方音乐要素的引进、歌词通俗性以 

及民族主义的唤醒等。 

国民党成功地将已去世的孙中山塑造为“民族象征”，并通过北伐实现了国家象征在党国体制 

原则下的统一。与北京政府以代表民意的制度为其政权正当性依据相比，训政时期的国民党不得 

不将政权正当性归结于其作为前卫政党的革命性，并在向国民宣传时亦积极地利用了蕴含 自身革 

命历史的象征符号。通过北伐及其后的宣传工作，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取代了作为国旗已被广泛认 

知的五色旗，但它实际上却是在左上方镶人国民党党旗图案的“国民党之旗”。此外，国歌也被党 

歌所取代——尽管曾引起各种争议，且令一些人感到难以接受。 

纪念 日体系是由国民党对其自身历史重新建构而创出的。在贯彻新历的政策下，国民党曾追 

求纪念日体系的序列化和单一化。为使象征更加庄严神圣，当局还曾制订一系列规定，以规范日常 

生活为目的进行了党员教育和民众的动员。 

“终章”为全书总结部分，兼论中日战争时期及战后国家象征的转变①，并得出结论。 

立宪派和革命派在制订国家象征时都以实行共和制的美国及法国为模仿对象。近代中国的知 

识分子并未特意将近代以前的共同体象征或集团归属意识应用于国家象征，比起诉诸情感的方式， 

他们更倾向于理性的说服。这种倾向也来 自历史。继承清朝版图、主张“五族共和”的北京政府和 

采取劳资协调、安内攘外路线的南京国民政府，都无法过多地依靠排除特定阶级和民族“敌人”以 

推动国民统合的手法。由于每经革命其象征都会被更改，许多象征都被打上特定时期的历史烙印， 

故而革命的正当性要求更多地述说其起源，而非“忘却起源”。因此，国家和政党既不能完全垄断象征 

的解释权，也无法彻底禁止其用于商业活动。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在操作国家象征时一直维持民国初 

年的“文明”指向，此一做法，较之共产党政权有选择地利用民俗和大众文化，显然缺乏灵活眭。 

关于近代中国各类象征的个案研究，学界已有丰富积累。但该书以清末至南京国民政府时期 

三个政权的国家象征为研究对象，并将其置于中国近代政治史的长期变化中予以定位，这一点该领 

域内其他著作未曾具备，是为本书最突出之处。 

本书充分汲取了既有研究成果 ，通过档案调查等细致的实证研究，详细叙述了近代中国国民国 

家建设过程中国家象征的形成及其继承与转换。且这些叙述着眼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一系列重要 

课题，如清末立宪改革及其在民国的继承、为在国际社会确立主权而进行的内政外交尝试、党国体 

制的确立及近代城市文化的产生和发展等。通过如此叙述，本书提示了重新对中国近代史研究作 

整体性检讨的框架。 

此外，本书还吸收了西方史及 日本史有关象征研究的理论和实证性成果，并结合同期国际社会 

的状况进行了考察，其明确了近代中国国家象征的特点，从而为深化象征研究发挥了重要作用。 

以下就几点疑问和今后研究的课题作一述论。 

著者提到，就有关国族主义的言论来看，中国知识分子比起诉诸情感更热心于理性的说教，且 

① 关于抗 日战争以后国民党政权下各纪念 目的演变，著者另有如下论文加以考察：r日中戟争期 ·戟後内戟期 国民党政榷 

言己念日政策c二一)0、 j、石川祯浩编『现代中国文化 深屑耩造』、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20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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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指明‘敌人’为何便呼吁统合的国族主义言论，是缺乏魄力与魅力的”①，在此指出了其在政治 

动员上存在的消极一面。 

但是，如果把知识分子此类“重视理性的倾向”置于近代中国思想史、政治史中重新思考其意 

义，则如下看法是否也可成立。即这种“理性”在促使民众理解共和的价值，并在为将来实行宪政 

提供理论根据方面，是否也曾发挥积极作用? 

与此相关，如果中国国民整合的重心不在固有传统及民俗，而是首先追求对理念的认同，且近 

代中国的国家和知识分子一贯保持“文明”指向的话，则此类形式的国民统合和追求文明的方式在 

中国政治史、思想史上具有怎样的意义? 

比如，一般认为，法国模式的国民统合并不以其已然明确的成员为前提，国民资格乃所谓后天 

获得，故而他们更在意推动民意的集约和统一。② 而中国的传统伦理规范则认为，社会整体的协调 

比个人自立、意识自由更重要，通过个人修养能够实现与天理合为一体。以“理性”的整合为前提， 

当凝聚民心的压力与认为个体能与天理融合的伦理规范合而为一时，权力试图统制人们思想的压 

力，岂非可以获得更加稳固的结构? 

当然，国民政府未能具备行使此类强制性统治的能力。但是，更加积极主动地提倡传统和民俗 

的共产党政权，在向社会渗透此种理念和传统伦理规范的过程中，是否会导致如下结果。即一面对 

大众要求其进行“触及灵魂的革命”，另一面对各少数民族则以自己负有“使其文明化”责任的意识 

而待之? 

其次，著者认为，近代中国国家象征的制定中未采取积极利用传统和民俗的形式。该评价的对 

象或不应超出本书所分析的“国家象征”本身。在近代中国，政权正当性理念中占主导地位的是共 

和理念和前卫政党理论，要在这些理念中找出对传统、民俗的积极评价原本就不容易。 

但是，无论国民整合的形式如何，任何国民国家都是建立在对一定传统文化和历史记忆的共有 

这一基础之上的。近代中国的政党和知识分子面对民族存亡的危机，对基于成员“自明性”而能从 

情感方面进行大众动员的传统、民俗的象征及仪式，绝非无动于衷。 

在该时期内，下述传统仪式、象征曾发生过重组。孔子祭祀(祀孔)在清末新政时期被改为依 

明代旧制在仲春、仲秋的上丁日举行，北京政府对此则予以继承。清代的武庙祭祀(祀武)亦被北 

京政府作为国家追悼仪式的关岳庙祭祀所吸收整合。 

此外，在北京政府时期，包括祭孔、祀孔、春节、清明植树节等在内的农历节庆形成了与象征共 

和的新历纪念日并存的另一节假体系。此外，虽然政府宣扬“五族共和”的理念，但将黄帝塑造为 

民族象征的进程并未曾停止，儒教国教化的讨论也仍在继续。著者对北京政府的评价——以“文 

明”指向为基础，在构建国家象征并将其用于民众动员方面都很消极——似有进一步探讨的余地。 

上述仪式、节庆后来在“满洲国”及华北 日本占领地区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被重新采用，以适应 

日本统治的需要。⑧ 

本书也论及国民政府的孔诞纪念。但是，2O世纪 30年代后半期以后又制定有清明节的黄帝 

祭祀、立春的农民节等农历节庆仪式，黄帝这一象征也为中共所继承。国民政府也曾允许公务员 

在农历节庆日休假，但其实际状况不明之处尚多。此外，国民党也有诸如像编辑了《中华民国生 

活历》的陈果夫那样，试图建立包括传统节庆在内的国民节假体系的人。所以，近代中国各政权 

① 小野寺史郎：《国旗 ·国歌 ·国庆》，第295页。 

② 关于国民统合的分类，请参照谷川稔『国民国家匕于 j于lJ艾厶』、山川出版社(世界史lJ 、y )、1999年。 

③ 丸田孝志『革命 镬礼一中国共座党根挺地 政治勤员匕民俗』、汲古害院、201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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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依据传统和民俗确立国族主义象征，以试图加强其统治的正统性和正当性，这一问题尚需进 
一 步探究。 

民国成立后的各政府 ，依据国民国家的单一原理几乎原封不动地继承了清朝基于中华的天 

命思想，以及对周边各少数民族的宗教、政治权威等多种原理所维持的疆域。本书围绕“五族共 

和”和“五色旗”问题对由此产生的矛盾作了考察，但并未涉及国民革命和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 

后的情形。国民党秉持以汉族为核心同化国内其他各民族而形成中华民族的理念，并以此为前 

提促进国民整合，因此民族特性无法反映在国家象征之中，其结果，该问题也就被排除在对国家 

象征 自身进行分析的范围之外。但是 ，以同质化为指向的国家象征在民族整合中起到了何种作 

用的问题 ，对思考中国的统一至今仍极其重要。国民党、国民政府在这方面的经验今后仍值得 

探讨。 

另外，直至清代，中央政府都对广阔疆域实行粗放式管理，以此统治方式为前提，地方权力在近 

代化过程中表现出独立倾向，围绕象征的统一和权力正统性、正当性问题而产生的中央与地方的关 

系，是需要探讨的另一课题。本书在论述辛亥革命、复辟、国民革命时期的国旗等问题时虽然对此 

有所涉及，但仍需就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在国家象征方面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作更深入的考察。本书 

评者曾就此问题主要对中共根据地和日本占领地区进行过研究。① 据此，评者认为，通过分析地方 

权力、社会对国家象征的态度和应对方式，应可进一步明确中国的国家整合问题。 

中国社会状况的特点是，阶层间流动性较大，基层社会基于地缘关系形成的共同体性质的规范 

力量虽然较弱，但依据其当时处境而发展出来的各种战略性网络却发挥着功能。这对国民政府操 

纵国家象征并以其进行大众动员、推进国民整合的政策产生了怎样的影响?② 本书的结论似乎是， 

国民党取得统治权后，较之将这些社会特征用作动员力量，更害怕这种能量失去控制，故而在象征 

操作方面也更加致力于正规化和制度化。 

中共在根据地召开追悼会以及动员群众实施土地改革时，采用了依据这种社会的、人们心性的 

特征确立其权威的方法。③ 中共把破坏既有社会秩序以推动革命设为优先课题，而国民党作为统 

治者须以维持秩序为前提，两者在操作国家象征时出现差异，或许并非偶然。 

总之，权力破坏或利用民俗、习惯及社会关系以渗透近代政治意识，而在此过程中社会却常常 

对象征和仪式进行另外的解读。在充分认识中国社会状况的特征有异于西欧、日本的基础上探究 

社会与象征的关系，必将进一步丰富有关国民整合、国族主义的研究。 

就国家象征的国际影响言之，除美国、法国的共和制外，共产国际和苏联的象征体系对国民党 

构建象征体系应也有巨大影响，但其许多方面尚不明了。就20世纪30年代的象征操作而言，或还 

需探讨其与法西斯主义之间的关系。此外，留日学生及留日归国者曾如何认识、参考近代日本的象 

① 丸田孝志『革命 饿礼』。 

② 关于此点，-b,T研究着眼于日本和中国基层社会结合原理的差异，描述了日中战争至战后国共 内战时期总动员体制下的 

社会变化和政治变动的区别。整川裕史 ·奥村哲『铳後 中国社会一 日中戟争下 鲶勤员 衷村一』、岩波言店、2007年(中文版 

为林敏、刘世龙、徐跃译：《抗战时期中国的后方社会——战时总动员与农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3年版)；釜川裕史『中荤人 

民共和国诞生 社会史』、请谈社、2011年；奥村哲鳊『变革期 基屑社会一鲶力戟 中国 ·日本一』、劁土社、2013年。另，高椅伸 

夫『党 震民一中国震民革命 再检讨一』(研文出版、2006年)中指出的中共农村基层组织为各种社会关系所侵蚀的状况，也正 

反映了上述中国基层社会的特质及此种情境下权力掌控社会的具体方式。 

③ 丸田孝志『革命 伍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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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操作和仪式，也是值得思考的课题。① 

关于历书，本书虽论及国民政府的《国民历》，但其作为能够体现象征操作特征的媒介，还期待 

有进一步的研究。关于官历，清末即有将其视作普及国家象征工具的主张，清末至民国时期通书 

(民间历)亦被注意，从而产生了印制有各种国家象征的历书。通过考察各政权、各时期历书中象 

征的特点，将可明确近代中国国民整合的各种取向。而且，通书也给我们提供了了解社会曾怎样接 

受这些象征的线索。② 

本书评所指出的问题或非本书研究范围和著者的意图所在，不少看法亦属强人所难，还请著者 

海涵。中国的象征研究一般参照政治学的理论和方法，并将中共党史纳入探讨对象。但有些研究 

套用有关象征作用的一般性理解和理论来评介具体政策的“效用”“过失”，而对研究对象的历史背 

景和中国的特殊情况等缺乏关注。此种脱离历史脉络的所谓象征研究，无疑难以呈现和充分发挥 

该领域研究固有的魅力。最后须强调的是，作为史学专著，本书悉心挖掘史实，直面被置于不同时 

代状况下的人的主体性选择，同时论述近代中国的象征问题，这使该书兼具了政治史和思想史研究 

的厚重感。 

[作者丸田孝志，日本广岛大学研究生院综合科学研究科教授；译者袁广泉，江苏师范大学外 

国语学院副教授] 

(责任编辑：郭 阳) 

① 关于20世纪初在 东京作为爱国民族主义团体活动的革命派如何参照明治天皇等伟人、名人的写真 肖像创制同类风格的 

黄帝像 ，请参照石川祯浩F2o世纪初颈 中国忙挡f于为『黄帝』热一排满 ·肖像 ·西方起源说一j、r2o世纪研究』第3号、2002年。 

与小野寺著作一样，该文也采用历史分析方法来解读创制象征的时代脉络。 

② 关于清末至民国历书的改编、演变，请参阅如下研究：lJ手中一 ·J·灭三灭著、三浦固雄益识、加藤千患龊『通言 世 

界一 中国人 日遂 一』、凯凰社、1998年；进佐微『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 峙问 ·空JIjj·表象』、同山大学文学部研究鬟害、2012 

年；丸田孝志r满州国『畸意吉』匕通吉一位统 ·民俗 ·象徵 再鳊 变容j、『7， 7，社会文化研 究』第 14号、2013年；丸田孝志 

f中荤民国期 通害忙兄为峙脚 象微j、『7，≯7，社会文化研究』第 15号、201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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