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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不少媒體報導，中國政

府因應人口老化、勞動力短缺

的壓力，正在醞釀全面廢除計

劃生育政策。全面開放生育限

制會否為中國社會迎來「嬰兒

潮」？決策者在改革生育政策

的同時，是否需要從教育、醫

療、社會服務以至戶籍制度等

方面進行深入檢討？敝刊計劃

明年組織專輯，邀請海內外學

者對此等問題作全方位探討，

也歡迎各界賜稿參與討論。

——編者

「一帶一路」：美好願景，
還是甜蜜陷阱？

當下中國外交戰略有兩個

關鍵詞，一是「新型大國關係」， 

二是「一帶一路」。前者針對中

美關係，展現了進入習近平時

代，自信的中國試圖改革冷戰

後美國領導的「單極」世界體

系，為中美關係、乃至中國與

其他國家關係建立新框架。後

者雖然在地緣上包括西歐發 

達國家，但是更偏重亞洲、非

洲，甚至拉丁美洲在內的、傳

統意義上的發展中國家，這裏

集中了世界上近三分之二的人

口，擁有最具活力的經濟體，

也是種族、宗教、政治矛盾交

織的地區，中國將這一區域作

為外交戰略的重要支點，也在

情理之中。在過去的五年間，

中國外交建立「新型大國關係」

的道路並不順利，美國顯然不

準備為接納崛起的中國而改變

現有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

在中美關係波詭雲譎之

際，王賡武的〈絲路與歐亞舊

大陸的中心地位〉（《二十一世

紀》2018年8月號）提出「一帶

一路」可以協助中國避免「修昔

底德陷阱」（Thucydides Trap）， 

因為「此倡議不是要挑戰原有

大國，而是為了滿足地方和地

區的需要，目前更要依靠參與

其中的國家共同協作，結成夥

伴」。但是，近來的中美外交

博弈似乎並不支持上述觀點。

剛剛離任的美國國務卿蒂勒森

（Rex W. Tillerson）年初在德克

薩斯大學發表演講，警告拉美

國家「不需要新的帝國強權」，

要格外小心中國的資本輸入。 

及至8月初，美國參議員致函

美國現任國務卿蓬佩奧（Mike 

Pompeo），指責中國「一帶一

路」項目破壞國際貨幣基金組

織（IMF）貸款規則，用經濟手

段攫取外交利益。在籠罩着敵

意和猜忌的華盛頓，「一帶一

路」非但未能減緩、反而加劇

了中美關係從「互疑」到全面戰

略競爭的轉型。

那麼「一帶一路」究竟是美

好願景，還是甜蜜陷阱？這並

非王文要解決的問題。他做了

另一件更有意義的研究，即回

到長時段的「絲路」（包括陸上

與海上）歷史之中，探索孕育

「一帶一路」戰略的四種歷史經

驗與教訓。中國的「絲路」歷史

可以分為「官」、「民」兩路，前

者集大成於明代鄭和下西洋，

後者可以從盛唐時代的絲路交

通以及南宋以降的海上貿易中

獲得例證。但是，「鄭和式」的

「絲路經驗」缺乏必要的戰略目

的性，而單純的經濟動機和完

全個體化的貿易活動也難以抵

禦地緣政治風險。近代以來的

西方殖民歷史提供了第三種

「絲路經驗」，可是這種建立在

征服與剝削基礎上的交往， 

已經不見容於二十一世紀。毛

澤東時代的革命外交是第四種

嘗試，在國際主義的旗幟下，

「亞非拉大團結」構成國際「反

帝反殖」新戰線，但是改革開

放的中國已經無法回到革命外

交的老路。如何處理上述四種

歷史經驗，將決定新時代「一

帶一路」戰略的現實發展與未

來影響。

馬釗　聖路易斯

2018.8.19

「水利大躍進」遺患未消

大躍進是新中國一段極為

特殊的時期。一提到大躍進，

人們多想到大煉鋼鐵、大辦公

社；官史也把大躍進視為中共

意在加速工業化和農業集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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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次不成功的嘗試。不少研

究都忽視大躍進其實涉及到當

時中國的多個角落，包括軍事

和外交領域，1958年的台海危
機和金門炮戰很難說與大躍進

沒有關係；而大躍進對中國的

影響也遠不止於大饑荒。

趙筱俠的〈「水利大躍進」

的歷史考察——以江蘇省為例〉 

（《二十一世紀》2018年8月號）
聚焦1950年代後期中國的農田
水利建設運動，明確提出「水利 

大躍進」的概念，並分析了這

場運動的起始、發展和後果。

趙文指出，在粗暴的大興水利

中，政府徵用土地，強制拆遷， 

使無數家庭傾家蕩產；而佔用

的大量勞力和摧毀的土地又嚴

重影響了農業生產，是為大饑

荒原因之一。

趙文思路清晰，既有大局

眼光，也有實證個例，很有說

服力，但讀後有些意猶未盡。

這場運動的思想根源是甚麼？

趙文簡單地歸咎於1950年代中
期中共的極左思想，但筆者認

為，根子在於中共缺乏對自然

的敬畏。自建黨伊始，中共即

有「人定勝天」的意識，延安時

期大肆鼓勵開荒，在陝西、山

西造成很大的水土破壞。建國

後各級政府在應對黃河、淮河

水災中的治理也錯誤頻出。中

共對水利工程的認識局限於短

期的防治旱澇和促進農業生

產，缺乏對長期效用的考量，

尤其忽略其對環境的影響。 

趙文在這方面的論述也比較 

粗略。

作者認為中共的水利建設

相比大躍進其他工程，有值得

肯定的一面，具有合理性。但

筆者認為，水利工程的遺患可

能比其他工程更長久，也更難

治理。相當一批半吊子項目改

變了原有的水域結構和地方生

態，對當地民眾的衣食住行甚

至地方政治，都有實質性的衝

擊。例如，江蘇與山東就兩省

交界的微山湖的歸屬權問題打

官司打了幾十年，至今無解；

而湖邊民眾自1960年代以來為
爭湖田湖產連年械鬥，死傷逾

千，這些都與大躍進時期倉促

上馬的微山湖二級壩工程息息

相關。

時至今日，大躍進被認為

是國史上一段短暫的錯誤，人

們篤信如此荒誕的悲劇不會再

發生。然而趙文描述的一些看

似荒唐的事件在中國一直悄悄

地重複着。悲哉！

侯曉佳　加州

2018.8.18

延安陰影的又一個側面

陳永發的《延安的陰影》、

高華的《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 

延安整風運動的來龍去脈》都

是研究延安時期的私人撰寫的

力作。正是私人性質的著述使

作者能夠跳出國共兩黨的意識

形態束縛，為讀者提供一種較

為客觀的敍述。中共高層的明

爭暗鬥無疑是研究延安時期的

重要內容，但是延安的陰影也

不僅僅止於權力鬥爭。陳永發

的〈延安的「革命鴉片」：毛澤

東的秘密武器〉（《二十一世紀》 
2018年8月號）一文通過對延
安時期鴉片種植、製造、販賣

的史實梳理，為我們提供延安

陰影的另一個側面。

陳文理清三個問題：第一

是中共種植和販賣鴉片的歷史

背景，即1940年後國民黨對根
據地實行經濟封鎖和共產國際

減少援助，中共作出此決定是

為了解決當時的財政困難。第

二是作者在佔有大量史料的情

況下，力圖說明毛澤東支持鴉

片種植，並且毛的態度在中共

內部關於此問題的爭論中得到

強化。第三是討論了作為「塞

北江南」的南泥灣也曾種植和

販賣過鴉片。可以說中共在延

安時期種植、製造、販賣鴉片

是鐵的事實，儘管中共以「革

命」需要為之辯護，但歷史不

容抹殺，史學家更需要有秉筆

直書的精神。

這篇文章的特色還在於對

史料的搜集、運用和辨析上。

陳文使用的史料相當豐富，並

且注重運用中國大陸出版的 

第一手檔案資料。作者對史料

的辨析相當用力，並通過對史

料的辨析發現其背後潛在的 

邏輯。由於種植、販賣鴉片經

常受到輿論的譴責，所以中共

對此諱莫如深，在相關的文獻

中盡量避免直接使用「鴉片」一

詞， 取而代之的是「特貨」、

「土特產」、「肥皂」等詞。一般

人很容易被弄得雲裏霧裏，但

是它依然逃不過史家的慧眼。

例如南漢宸強行沒收十三箱

「肥皂」就可解決財政極為困窘

的難題。作者對此提出質疑：

如果沒收的真的是「肥皂」，怎

麼能夠發揮如此巨大的財政 

作用？作者還進一步推理，南

漢宸是有後台撐腰才敢如此

「妄為」。文中類似的見解還有

不少，不一一列舉。

延安作為「紅太陽」升起的

地方，值得研究的課題還較

多，願後繼者能如陳永發一樣

揭露出更多類似於「革命鴉片」

的陰影，從而深化對延安時期

的認知。

王琛　合肥

2018.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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