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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近九七，有不少朋友

關心本刊在今後的取向、特

色和立場是否會有變化。本

刊同仁一方面感謝各地朋友

的關心，另一方面也請大家

放心，本刊將一如過去7年中

所堅持的學術與思想並重、

致力於全球中國知識份子的

交流溝通和公開、開放的立

場，希望在各地讀者、作者

朋友的支持下，進一步提高

本刊的質量。

——編者

尋找海內外的對話焦點

對於大陸學者來說，《二

十一世紀》在過去幾年最主要

的作用是提供了一個窗口，提

供了海內外學者對話的機會。

現在，國內刊物數量很多，但

有兩類文章是在大陸刊物上讀

不到，而為《二十一世紀》所特

有：一是關於某些禁忌的題目

（如文革、反右），二是海外學

者的文章。這是《二十一世紀》

的特色所在。

香港與大陸儘管一河之

隔，而且7月1日以後又要回

歸，但兩地的語境還是存在�

某種差異。國內辦的雜誌主要

是針對國內的語境，我們希望

《二十一世紀》要繼續兼顧到兩

種語境的溝通。所以，我認

為，最主要的還是要尋找一些

對話的焦點，而不是僅僅與國

內語境相關的題目。

季林　上海

97.5.13

「新左派」的「有學識的
無知」

有時我覺得貴刊給「新左

派」的篇幅太多。前幾期有讀

者來信對劉康、崔之元痛駁

的，很痛快！我覺得他們的東

西看上去很「規範」，卻偏偏沒

有「常識」，是一種「有學識的

無知」，甚至不值得一駁。「新

左派」的觀點與現在中國實際

的社會進程有何相干？！

希望貴刊在九七後至少能

保持目前的立場，香港應當還

是香港。

文輝　廣州

97.4.23

「反右40年」一組文章
非常好

剛讀了貴刊今年4月號，

反右這一組文章組得非常好！

尤其是金觀濤、劉青峰的論

文，將反右與延安整風作了一

個比較，指出它們的同構性，

對於理解反右提供了一個很有

意思的新視界。每當毛澤東在

黨內的地位或權威發生某種動

搖或不確定時，毛總是借助黨

外的知識份子（紅0兵也算青

年知識份子）向既存體制發動

衝擊，隨後再借助體制的力量

反過來將知識份子打下去。超

越於官僚體制與知識份子之

間，保持它們之間的平衡，是

中國歷史上幾個厲害的、有作

為的皇帝的通用策略，到了現

代，也成為了毛澤東的重要政

治遺產。這篇文章中有一個觀

點我以為特別重要，即在中

國，意識形態的合法性不僅來

源於理論，而且在於立場，那

種道德化的階級立場。立場問

題是摧毀知識份子自由主義

思想最見效的一招，50年代初

的思想改造就是圍繞�這一

中心展開，到反右鬥爭，更是

如此。

譚芝　上海

97.5

90年代文化轉型：
由老年本位到青年本位

貴刊97年2月號的「二十

一世紀評論」是討論中國90年

代的學術文化思潮。我認為，

這個討論忽略了90年代文化轉

型的某些重要特徵。事實上，

90年代中國存在一個文化上的

轉型，也即是由老年本位文化

向青年本位文化的轉型。這種

文化轉型的歷史，最早應在晚

明萌芽，其次是晚清；而五四

時期老年本位文化向青年本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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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的轉型達到一次高潮；

80年代這種轉型又重新開始，

通過整個80年代的不斷衝擊，

到90年代這種青年本位文化轉

型已經完成。

90年代青年本位文化有哪

些特徵呢？首先，老年本位的

文化是一種倫理型的文化，而

90年代青年本位文化則是一種

身體型的文化。青年本位文化

重視每個個人的身體性存在，

以「我存在」為中心來認識世

界，是一種注重每個個體生

存、注重每個個體存在的文

化。其次，青年本位文化是一

種充分開放的文化，強調創新

和發展的文化，不以民族中心

觀念看待世界。

為甚麼說青年本位的文化

要到90年代才完成了它的轉型

呢？我認為，80年代由於市場

經濟不發達，人們還處於一個

共名的時代，這時期人們用一

種統一的人道主義話語來說

話。80年代是向�青年本位文

化過渡而沒有達到青年本位文

化的地步。因為社會在總體上

還必須依靠群體力量，依賴一

種長者地位來統一社會意志。

比如說在政治上就依靠老一輩

無產階級革命家出來主持正

義，在文化上我們依賴老一輩

作家唱「歸來者之歌」。80年代

是一個過渡時期，社會依然有

意志統一的存在準則，而90年

代則是一個真正的青年本位文

化時期，每一個獨立的個體都

以自己的本位的面貌出現在社

會中。

葛紅兵　南京

97.4.8

研究國情，應重視材料
的辯偽

讀了王旭的文章（9 7年

4月號），有一種似是而非的感

覺。用一個朋友的話來說，是

又有人編了一件「皇帝的新

衣」。王旭對材料來源的「辯

偽」功夫差勁，對中國新聞傳

媒的現狀缺乏常識。這可能是

由本身經歷決定的，我認為他

根本就沒去農村真正生活過。

試想想，傳媒幾乎每天都要接

到各種各樣的訓示，這不讓

報，那不准報，某數字要如何

報，某消息應怎樣寫，只要暴

露一個問題，整個報社都不安

寧，要應付種種騷擾。基層政

府材料的虛假性，更是搞基層

工作的人都心知肚明的。因此

我一直以為，今後要研究自

1949年以後的中國國情，材料

「辯偽」的功夫是必不可少的。

讀者　廣東

97.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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