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系級：財三忠 

學號：497D004 
姓名：劉慧玲 
 

「經典研讀：梁啟超《新民說》」學期報告 
 
題目:《新民說》的時代意義 

 

《新民說》中的觀念與思想，對清末的中國人來說，可能是一個從未想過，

也沒有涉入過的全新領域。《新民說》雖然批判論說傳統舊中國的腐敗，但並非

要將儒家思想全部捨棄，而是希望接受西方國家文化的優質部分，二者融會貫

通，改善個體與群體的思想觀念，促使中國逐漸進步，讓國家從逐漸衰敗而轉為

興盛。 

 

譬如《新民說》提倡的私德與公德，就與群體有相當密切的關係。設想，國

民不為國家著想，只想著自己的利益，這樣的國家不會強盛，因為國民各走各的

路，這樣只會導致國家的滅亡。假如一個人的私徳慢慢的改進提昇，漸漸的，身

邊的人也會受其影響，身邊的人的私德也會慢慢提高，而由個人形成的群體，也

會跟著進步，國家當然就上軌道了。再以義務責任來說，如果當時的國民盡到自

己應盡的責任，爲國家著想，也許當時的中國就很難任由外界的侵略，由此來看，

就可以看出個人與群體有著相當重要的關係。 

 

就整體而言，私德與公德、責任與義務，都要從個人做起，進而推展到群體，

所以個人的行為與群體，乃至國家的進步與發展，有非常重要的關聯。所以《新

民說》所言，是當時國人最欠缺的群體意識，從這個觀點來講，《新民說》的思

想，對當時清朝危急的局勢來說，很有提醒國人要重視國家群體利益的警惕作

用，也能讓一些知識份子認知到世界的潮流與走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