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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要問百年來讓國人最為關心的舶來品是甚麼，「民主」一定會位列三甲。俗

話說，關心則亂。對於「民主」，中國人不僅關心，而且感到鬧心。鬧心的事情真不

少。首先，「民主」是個甚麼東西？一時半會兒說不清楚；其次，「民主」究竟是不是

一個「好東西」，或換言之，我們究竟要不要「民主」？這個話題，百年之間已在中國

學人當中引發了數次爭論；再次，「民主」制度究竟會不會在中國實現？換言之，

「民主化」何時會在中國取得突破，這一問題不僅鬧心，而且還令人憂心。

本期「二十一世紀評論」欄目選刊的三篇文章，從學理的角度討論了民主與民主

化的諸多問題。聶露的文章對當代西方的民主理論進行了綜述，多多少少回答了國

人所關心的「民主是甚麼」的問題。當然，人類社會對於「民主」的理解多種多樣，依

照美國民主理論權威薩托利（Giovanni Sartori）的梳理，不下二十多種。然而，當今

世界均以「競爭性選舉」作為「民主」政治制度的核心。這種制度的實質，被歸結為

「精英民主」或「多重少數人的統治」。這樣的「民主」是不是「足夠民主」，自然也有眾

多看法，甚至有一種意見視之為「選主」。於是，各種替代精英主義或多元主義的民

主理論應運而生，其共同點都是試圖在現行「民主的」政治制度中增添公民參與的

因素。這樣的學術反思，在當今世界普遍痛恨金融炒家貪婪和政治玩家無能的大背

景下，更具有活生生的衝擊力。

儘管中國有體制內知識份子一再言說「民主是個好東西」，但卻依然不能讓眾人

信服。在中國內地，一批知名人士熱衷於爭論「一人一票」式的「競爭性選舉」是不是

「好東西」。大家憂心的事情，無非在於「民主」能不能帶來社會穩定。實際上，「民

主」制度本身能不能穩定，也是一個大問題。縱觀人類歷史，穩定「民主制」究竟是

如何煉成的，的確值得細細探究。包剛升之文間接回應了這一憂心。其歷史考察揭

示，民主化是一個充滿了不確定性的過程，經常呈現從民主突破到民主崩潰、再到

民主復興與鞏固的曲折性。在這一過程中，民主鞏固的必要充分條件是否能浮現出

來，依然是一個未知數。

毫無疑問，民主化是艱難的，而中國何時能實現真正的「民主突破」，也是眾所

憂心的課題。探究民主突破以及民主鞏固的條件和過程，是當今比較政治學界的

顯學之一。對於這一問題的解答，基本上可分為客觀條件約束說和主觀理性選擇說

兩大類。祁玲玲之文運用後一種論說思路，分析了蒙古走向民主鞏固的進程。對於

國人來說，關注那些與中國有�深厚歷史和文化淵源的鄰國如何走上民主化的道

路，無疑具有深遠的意義。

本期還刊載了兩篇紀念高華的文章。高華作品的一大深遠意涵，在於揭示了

一種在中國根深蒂固的組織文化對民主化的阻滯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