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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级是近代中国政治文化与社会生活中广

泛使用的概念。随着革命时代的结束，阶级概

念所蕴涵的斗争之意在社会大众的视线中渐渐

模糊。“阶层”这个含义相近但更温和的概念

取代“阶级”，成为社会差别秩序的主流话语。

随着阶级话语消退与概念史范式冲击，学界看

待阶级概念的方式也发生变化，近代阶级概念

与阶级话语本身的演变，开始成为史学探究的

新课题。

历史学者张文涛先生之新著《国民革命前

后的阶级观念研究》，是阶级观念史研究的最

新力作。张文涛在这部长达 40 万字的著作中，

向我们展现了清末以来阶级观念的生成、传播

与衍化。全书聚焦于近代阶级观念形成的关键

时期——国民革命时期，梳理大革命前后各政

派与知识界关于阶级观念的认识与争论。作者

借鉴概念史与观念史的研究方法，但未局限于

对观念进行追踪，而是将思想文化与政治实践

结合起来考察，探究政治思想上的分歧如何导

致政治认同与政治路线分殊，揭示出阶级观念

对国民革命前后政治进程的影响。

“阶级”一词古已有之，与“等级”意义

相近，用来描述传统政治等级秩序。在近代西

学东渐大潮下，“阶级”被用来对译英文“class”

一词。20 世纪初，社会主义思想的译介催生了

具有经济意涵的新阶级观念。新文化运动时期，

知识界对阶级问题的认识更加全面化。陈独秀

等发现中国阶级制度的根源深植于传统儒家伦

理纲常之中。五四运动前后，马克思主义理论

范畴下的阶级观念流行起来，早期的共产党人

接受了阶级斗争与无产阶级专政的革命理论，

发起劳工调查，开展劳动节纪念活动，唤醒劳

工的阶级意识。

国民革命时期，国共两党合作推动革命，

共同接受了相近的阶级观念，并运用同一套阶

级话语开展运动。合作之中亦有竞争与分歧，

冲突的焦点集中在阶级斗争问题上。中国共产

党坚定地把阶级斗争作为革命的主要方式，动

员工农阶级充当革命主力军，并将民族革命与

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联系在一起。国民党则以三

民主义为信仰，推崇具有阶级调和色彩的民生

主义，不能完全接受阶级斗争理论，反对将民

族革命纳入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之下，主张建立

基于民族主义的民族国际。作为国共革命事业

最主要的竞争者，青年党以国家主义作为思想

根基，彻底反对阶级分析方法，认为阶级斗争

的革命方式不符合国情，反对世界革命，主张

全民革命。

由此可见，三大党派在阶级观念上的分歧

促成了各自的政治认同。因此，作者指出，阶

级观念成为理解国民革命前后各政派选择不同

政治路线与结成敌友关系的关键所在。

该书的一大亮点是继续追踪了国民革命之

后阶级观念在近代中国社会产生的深远影响。

国民党在清党反共之后，继续在理论领域对阶

级话语进行清理，引起党内外质疑，造成政治

思想混乱。思想界中的“智识阶级”虽然反对

中共的阶级斗争理论，但却与国共两党共享着

相似的政治思维方式。作者指出，这是新文化

运动之后逐渐成型的“新政治文化”，而社会

主义乃是其中关键。

阶级观念是近代中国革命的核心观念。透

过书中思辨的分析、详尽的叙述，作者用阶级

观念的扁舟引领我们再次回到那个波澜壮阔的

革命年代，得以近距离观察革命家的彷徨与抉

择、成功与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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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森林之花》中，玛格丽特·米

真实地记录这一次次的探险历程，

讲述了她作为植物学画家的工作：

如何在原始森林艰难寻觅美丽的

“森林之花”，创作了大量的科学

性与艺术性兼具的植物学画作，同

时对沿途遇见的花卉、树木、鸟类、

动物、原住民做了诗意而细致的描

述，生动再现热带雨林瑰丽的面貌、

迷人的魅力与原始的风土人情。

　　书中还收录了玛格丽特·米

160幅精美的植物手绘、素描以及

相关照片。

《森林之花》

革命年代的阶级观念与政治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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