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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初秋送爽，收到一

位編委朋友來信：「我剛剛讀

了8月號的《二十一世紀》，感

覺這期編得很好，好文章較

多：魯利玲談中國改革，叢小

平談30年代師範學校與中國革

命，關信基談香港政治發展，

郭永勝談蘇聯不同政見者，以

及孫隆基、羅志田等文章，都

是上選的好題材和好文章。」

一期之中，能有兩三篇文章引

起讀者的重視，對編者已是很

大的安慰，更遑論這位朋友一

口氣列出六篇文章稱讚。

實際上，編者的緊張感不

僅是來自外界對刊物的評論，

更來自於編者內心的壓力：在

一個據說思想已失去吸引力、

甚至人們也不再希望有堅定信

仰的時代，更需要堅持刊物的

思想性和言論自由，謹此與各

地作者、讀者朋友共勉。

——編者

香港政治發展的示範作用

關信基在〈政治發展的釋

義與對香港的思索〉（《二十一

世紀》2006年8月號）一文中提

出，發展內含進步取向，其最

終之意在於「人的尊嚴的保障」

和「人的價值位階的提升」，這

種發展觀的實現最終落基於自

由民主的制度安排。在真正的

自由民主制度下，個人自由平

等，但並非自由到純粹個人本

位，也不平等到極端民粹立

場，而是維持溫良中道的政治

秩序。公民具有公共關懷和參

與意識，對共同體認同關愛，

並且能夠實現「認同視野的不

斷擴大」，而不是「收縮於狹窄

的社群之中」。這便是作者的

政治發展觀。由這樣的政治發

展觀參照當下的香港社會，作

者期望自由民主制度下的香

港，能保有自身基於自由與秩

序的獨特性，實現從「爭生存」

到「求認同」的跨越，並走向認

同視野的擴張，起到政治發展

示範作用，甚至可以作為整個

中國政治發展的借鑑。

政治哲學層面的理論圖

景，猶如澄明的鏡子，告知人

們永遠不能放棄努力的理想訴

求。只是當理論照進現實，一

切卻全都複雜起來。「九七」後

的香港，如何保持自身的獨特

性，本身就是一件需要智慧和

勇氣的事情。2003年以來的香

港政局可謂跌宕起伏，但並不

影響理論圖景的參照意義，也

不應就此消退人們的努力追

求；或許更需要人們實實在在

的具體行動。

梁旭日　南京

2006.9.2

「邊緣知識份子」的橋樑
作用

叢小平的〈通向鄉村革命

的橋樑：三十年代地方師範學

校與中國共產主義的轉型〉（《二

十一世紀》2006年8月號）引起

我極大興趣。該文分析論述了

鄉村師範學生作為「邊緣知識

份子」所起到的橋樑或紐帶作

用。從馬克思主義「階級分析」

的觀點看，這個群體的社會身

份是十分特殊的，他們所受到

的教育使得他們不同於一般的

工農大眾；但是由於自身的和

社會的種種因素的限制，他們

又無法進一步融入當時的上層

社會。這種特定的社會身份在

常態的社會條件下似乎顯得十

分尷尬，但是在革命年代卻成

為一種不可多得的優勢：他們

的家庭出身、社會地位使他們

與社會底層有t千絲萬縷的聯

繫，而他們所受到的教育又使

他們在智識和能力方面脫穎而

出，最終得以成為底層民眾的

領導者和代言人。

中國歷史上的農民運動真

正以貧苦農民為領袖的似乎很

少，絕大多數農民運動的領袖

都是一些「邊緣人物」——如破

落鄉紳、落第秀才、中下級軍

官、幫會首領、小商小販等

等。近代以來社會運動的一

個突出變化是「主義」的引入。

但正如叢文所展現的，所謂

「中國化」其實再次凸現了「傅

高義命題」：究竟是「主義」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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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8月號）一文的目的是從

市場化的改革方向和經濟學理

論兩個角度為主流經濟學家提

出辯護，但我認為這種辯護卻

沒有找準目標。

如果說經濟學和經濟學家

可以影響社會公平，那麼它只

可能通過影響經濟政策的方式

來影響社會分配格局。在中

國，經濟學家提供的知識並非

主流經濟學理論，而是關於經

濟轉型的理論，是關於經濟改

革的政策支持。

於是〈自由競爭市場與如

何分享繁榮〉一文的問題出來

了，如果說中國的主流經濟學

家造成了不適當的影響，造成

了社會公平的闕失，那麼其原

因除了人格方面，在知識方面

體現在他們關於轉型的理論上

的問題，而不是主流經濟學理

論的問題。主流經濟學沒有問

題，市場化改革方向也沒有問

題，問題出在他們提供的知識

與現實之間出現偏差。

對於轉型國家而言，市場

均衡僅僅是目標，而改革政策

必然要結合現實。如果轉型是

為了公平，為了人民的福利，

那麼在改革過程如何保障已有

的福利，維持現有的社會公正

水平，則正是轉型理論研究的

重點。但我們卻看到，中國的

主流經濟學家在否定計劃經濟

體制時，順便把一個現代政府

的基本義務：提供國民基本生

存保障也一併否定掉了，並美

其名曰陣痛。

改革需要轉變分配方式，

這個過程中必然會有部分在知

識、技能等方面準備不足的群

體會因收入減少而陷入困境，

如何幫助這些群體渡過困難，

融入市場環境應該是改革過程

所涉及的重點問題，也應該是

經濟學家考慮的核心問題，但

造了中國人，還是中國人改造

了「主義」？

董國強　南京

2006.9.2

國家與社會的博弈

從2004年開始，便有一個

民間自發的「改革共識是否已

經破裂」的爭論，這個爭論最

終以政府的「繼續改革」口號告

終，但是，最重要的問題是，

要怎樣繼續改革。

魯利玲在〈中國改革的歷史

抉擇〉（《二十一世紀》2006年

8月號）一文中提出來的解決辦

法——「推進政治體制改革」，應

該是大多數中國知識份子的共

識，也是大多數弱勢群體意識

到自己的合法權益正在遭受剝

奪之後的共識。事實上，中國

的改革可以表達為國家與社會

的博弈過程。國家權力是一隻

有形的手，這隻手借助1949年

以後建立的政治體制，伸向社

會的方方面面，而在1978年之

後的改革開放中開始放鬆，放

出一塊叫「市場」的生機勃勃的

領地。隨t中國社會的日益分

化，民主已經從以前的一句政

治口號，一個政治理想，轉化

成一種社會需要。因此在今

天，這隻手只有更加放開，讓

市場化在法治的環境中自發地

催生一個成熟的公民社會，才

能保障弱勢群體的利益，保障

國家的穩定。

陳壁生　廣州

2006.9.4

主流經濟學的失靈體現在
哪H？

文貫中〈自由競爭市場與

如何分享繁榮〉（《二十一世紀》

他們完全忽視了這一點，改革

變成了一個只有結果沒有過程

的「事件」。正是在這種思想的

指導下，才導致中國社會觸目

驚心的現實，而主流經濟學的

失靈也體現於此。

楊濤　湖北

2006.9.7

改革之路的困境

文貫中的〈自由競爭市場

與如何分享繁榮〉一文對當前

的改革提出尖銳問題。確實，

雖然大陸曾有過崇高的社會理

想和實踐的「試驗」，但最終還

是重新建立市場體制並再融入

世界經濟之中，並分享由此帶

來的繁榮。

近三十年的市場化改革成

績斐然，然而經濟增長卻出現

更大更多的腐敗，低收入群體

仍然相對貧困，教育、醫療、

社會保障和住房方面的支出與

收入之間的對比形成更大的生

活壓力。改革中出現的問題也

就增加了某種「政治正確」的正

確性，出現反思改革、質疑改

革甚至反對改革的「強大」力量。

本來，改革會影響社會的

利益格局，在牽涉到自身利益

的時候，人們會權衡取捨，爭

取自己的權益，這本來是經濟

學的基本原理。那些反對西方

經濟學「理性人」假設來阻礙市

場化改革的人，也不過是出於

利益之爭而已，不管其有甚麼

利益或代表甚麼利益。因此，

其本身就已經違背了自己的

「正確」觀點了。

孔善廣　佛山

2006.9.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