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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無政府主義與辛亥革命》是由碩士論文《辛亥革命時期的無政府主義運動》修改而成。近

代中國在西方勢力衝擊下，傳統體制無力抗拒，面臨整體結構必須全面性變革之境。其間歷經

器物、制度層改革的兩次嚐試，但皆無法有效挽回困局，革命遂因應而生。在救亡圖存的急迫

心理催促下，民族情懷固是革命產生的原動力。但是，西力衝擊卻是近代中國變動的主導力量，

故西方事物、學理及文化也就深深地吸引國人目光。當時盛行於歐美的社會主義思潮，也伴隨

著歐美勢力流向東方，於十九世紀後期，日本為東方首先受到影響的國家。至於中國，部分的

西方傳教士或商人，曾經由報刊點滴介紹，但影響不大。二十世紀初，一方面因中國社會不斷

遭受挫折而引發激進思潮孳生；另一方面則是出國留學人數激增，致使流行於歐美、日本的社

會主義也聚集國人之注目。無政府主義可謂是多樣的社會主義中最為浪漫、激進的一派，因此

分別吸引旅居歐洲、日本的留學生與革命黨人，陸續成立組織，發行刊物鼓吹之。由於鼓吹者

的環境及個人背景等因素，以致所倡導的無政府主義內容亦有所不同，並且該思想、主張生成

於西方社會，傳入中國後也會因中國主、客觀需求而產生變化，這些都是本文要處理的重點，

也可從此面向的探討，詮釋近代中國吸取學習外來事物的特質。又因無政府主義基本精神是反

對國家、政府及民族主義，因此若倡導無政府主義勢必會與革命主流民族主義派爆發衝突，此

一結果對革命會產生什麼影響及革命陣營又如何化解分合，對此部分的探討，也可提供我們從

另一角度觀察辛亥革命。本文附錄收入〈劉師復與中國無政府主義運動〉及〈五四運動前後的

無政府主義運動〉二文，可作為本書之延伸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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