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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与“公民”之间：citizen在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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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心提示】在学术界，“公民”被视为理解所有异域文化中诸多近似概念与角色的术语，甚至成

为统领百余年来汉语语境表达相关“民”角色的元概念。这表明，在国家的政治主体性确立之后，个人

的政治主体性开始进入讨论范畴。 

  

  citizen的汉译问题自19世纪后半期以来就进入中国知识分子的视界，反思一个半世纪以来的引入历程需

要兼顾输出方与接收方不同的语境。 

  citizen：从西方到东方 

  进入19世纪之后，除了英法老牌帝国早已成熟并开始走下坡路之外，民族—国家形态进入鼎盛时期，公民

概念已有明显的国别差异，并且越来越法律化和非政治化，公民角色对国家主权的有限服从转为对民族主权的

绝对义务。不仅如此，美国作为后来者开始挤入帝国的世界体系，而德国这个后起之秀要求光复“神圣罗马帝

国”，用民族国家的外壳来捍卫德意志文化。各帝国向亚非拉地区输出的citizen均带有各自的价值观念与民

族文化特质，也共享着人种进化论、文明/野蛮二分法等西方中心主义和个人中心主义的认识论。因此，作为

角色，citizen与individual、national之间出现交叉与重叠；作为概念，其语义逐渐被现代化、国家化、形

式化、空洞化和普遍化，只是消极享有权利义务的角色。 

  citizen在母体文化内在分化的大背景下开始进入东亚各国的语境，在东亚如中国、日本、韩国等国家呈

现出不同的变形。影响citizen在输入国变形的主要因素有：1.主要受制于母体文化的特质，比如，英国版本

把臣民与市民结合在一起；法国版本更为激进、爱国，重视参与；美国版本重视自由、自主、理性、独立；德

国版本强调文化与民族血统，输入国对这些差异进行阶段性的侧重与有意的多元糅合，形成新的公民概念与角

色形态。2.地缘政治结构的差异、帝国侵入的时间顺序不同、各种突发事件对既定政治结构所产生的影响程度

不同，使得输入者运用citizen进行的政治想象以及组织秩序与价值秩序重组有差异。3.但最为决定性的是，

在面对外来的citizen时，诠释者与应用者是否已经或正在丧失文化与政治的主体性。一旦丧失主体性，诠释

者与运用者自甘贬低传统，抽离、移植并复制外来强势文化中的观念与制度，不断借用或套用视若珍宝的话语

与概念。但主体性重建的紧迫感与使命感又使之不断转换其内涵来适应自己的社会政治语境。 

  话语系统的断裂与弥合 

  具体到中国语境，纵观百年来对译citizen的主流语词，大致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其一是1895年之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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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臣民时代。citizen是通过国际法文本进入汉语语境，主要译为“庶民”、“臣民”、“草民”、“子

民”。其二是1899—1915年前后的“国”与“民”首次重构与想象时代。随着日本在甲午战争与日俄战争中的

胜利以及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主权者开始进入新的文化与政治主体性摸索时期。但新的主体性并没有随

着辛亥革命与新文化运动而确立，相反，“国民”语义收缩与使用频率锐减意味着主体性首次重建的失败。其

三是1915年至“文革”结束，这是一个政治主体性再想象与再构建的意识形态竞争时代，国民语义被新青年、

同志、新人、人民/群众等术语所稀释、分解和取代。其四是改革开放至今的“公民”时代。“公民”用来对

译citizen，早在新中国的宪法上得到完整界定，在法律条文中也因民事权利的保障而广泛运用，但迄今难以

进入政治话语。相反，“公民”语词在民间社会开始井喷式涌现，深入人心；在学术界，“公民”被视为理解

所有异域文化中诸多近似概念与角色的术语，甚至成为统领百余年来汉语语境表达相关“民”角色的元概念。

这表明，在国家的政治主体性确立之后，个人的政治主体性开始进入讨论范畴。 

  显然，在过去一个半世纪的中国，citizen比较集中的汉译词是“国民”与“公民”。“国民”侧重于对

民族国家的心理归属与地理隶属，意味着国家主体性的想象与确立，但“公民”由于“公”的开放性与不确定

性而容易引起歧义。显然，citizen在中国社会的表述语境是多面的，主要是介于“国民”与“公民”之间。

二者在观念想象和制度设计上相互作用而非排斥，应该可以被政治话语所接受而非一并摒弃。那么，“公民”

在法律话语与政治话语之间、官方话语与民间及学术话语之间的语义断裂，以及“公民”语词如今所承载超负

荷的价值理念，是否可以在重启“国民”语词之后得到部分缓解呢？ 

  （作者单位：华南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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