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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中)	近代中國思想史是一個多變且複雜的時代，因為當時中國面對的是一個三千


年未有之變局。近代中國知識份子在這場變局中，使用各種方法、援引西方諸家


學理，目的都是為了使中國富強。民族主義是影響近代世界的一個重要思潮，在


中國，它是許多運動與事件的發生原因，也同時是事件的結果，這說明了民族主


義在近代中國，同時做為一個工具概念與意識型態。這使得民族主義在中國存在


著下面的條件式：一個飽受侵略的近代中國，有民族主義的思想是理所當然的事


情，換言之，民族主義在近代中國，是不言可喻且不證自明的，這使得我們對於


民族主義的研究也就充斥著如是的情況：沒有確切的認識。


本研究以梁啟超為中心，他是近代中國知識界一位重要的啟蒙人物，梁啟超


的研究可謂汗牛充棟，但是，大部分的研究卻如同上面所描述的一般，將民族主


義視為是理所當然，而缺乏深入的研究。「民族」與「民族主義」一詞可能是梁


啟超首先使用並傳入中國的，本研究便旨在梁啟超對民族主義的認知，並注意到


梁啟超如何認識民族主義，並討論到梁啟超對於該詞彙的運用轉換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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