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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文革爆發30周年和結束20周年。從年初到盛夏，在海外以文革為議

題的報刊文章和學術會議一直隨D氣候在不斷升溫。本刊也不例外，今期與文

革有關的文章就有八、九篇之多。

事隔二、三十年，人們已普遍認識到文化大革命是二十世紀下半葉世界上

最重大的歷史性事件之一。它不但影響到當時的中國與世界，也左右了其後中

國與世界的發展趨勢。鑒於這種認識，我們在年初就開始聯絡本刊的熱心支持

者，以「文革與世界」為中心議題組稿。很高興，我們得到了日、法、美等國學

者的支持。本期我們先刊出「文革對世界的衝擊」一組評論文章。日本學者橋爪

大三郎和加加美光行兩位教授的文章，使我們不僅可以了解日本60年代的新左

翼運動及其組織演變的具體情況，而且可以從戰後日本社會及思想傾向這一角

度來了解文革時期日本的擁毛派、禮讚派及反對派，以及這些派別出現的原

因，和它們在文革後怎樣演化歸一。杜蘭和加斯托兩位教授是法國當今十分著

名的社會學者，他們都曾寫過有關法國1968年五月運動的著述。杜蘭接受本刊

的專訪，加斯托為本刊撰寫的專文，D重談了他們對法國1968年五月運動以及

知識份子在此運動中的表現與作用的反思，很值得我們借鑒。

相對於海外的熱鬧，國內的文革研究顯得比較冷清。雖然文革發生在

中國，但國內至今仍未開放文革研究。在這樣的狀況下，一些有文革經歷

的人——不論他們現在是居住大陸還是海外——從事文革研究就更彌足珍貴。

本刊去年8月、10月的兩期「文革專輯」就是以這樣的作者為主。今期和10月

號，我們將推出第三、四個「文革專輯」。本期「百年中國」有印紅標、華林山

和宋永毅三位作者的文章；另外，還有吾遠在「景觀」欄撰文評介文革後期繪畫

風格；敬請讀者留意。

除了上述文革的重頭文章外，其餘各欄還有不少值得一讀的文章。「讀書」

欄有四篇文章，分別談法律史研究（陳方正）、比較哲學文本（劉東）、科學史

（饒毅）和經濟增長速度與生態協調（李工有）等四個題目。另外，卞悟再答崔

之元、徐賁談甚麼是中國的「後新時期」、劉為民指出「人文精神」討論的誤

區，則將本刊已展開的討論進一步深入下去。

最後，報告大家一個好消息，本刊從8月起開始上網，請參閱「三邊互動」

的介紹並轉告你的親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