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提    要

儒家思想所安排的秩序體系在近代遭遇挑戰並最終解體導致了中國社會終極理想的缺失，

各種關於完美社會秩序的烏托邦思想由此產生。本書從分析烏托邦的基本內涵出發，對近代中

國的典型烏托邦個案進行細緻研究，選取洪秀全的「塵世天國」、康有為的「大同社會」和無政

府社會三個典型個案，分析了他們所描繪的理想藍圖及其所依存的理論基礎，指出它們的主題、

特徵以及存在的差異。在此基礎上分析了烏托邦精神在現實社會中建構秩序的能力，指出烏托

邦精神對於現有不合理政治秩序的解體有著積極的意義，但對新的政治秩序的重建卻無能為力。

進而從社會、思想、人三個角度分析了近代中國烏托邦思想形成的原因。結語部分進行反思，

指出需要在烏托邦與政治現實之間保持適度的張力。烏托邦對人類政治生活的意義在於其對未

來美好可能性的探索以及對現存社會政治狀況的批判，但烏托邦作為人類對「應然」狀態的期

許也因其科學理論基礎的缺失而成為一種想象而非現實的存在。因此，它是不能被現實化

的，它必須恪守自己的邊界，也只有當它存在於可能和思想的領域中時，它才保有其豐富的生

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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