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編 後 語
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全球，確診感染人數持續迭創新高，在有效疫苗面世

以前，人們只能夠在「半正常」狀態下生活。毋須諱言，疫情對全球政經格局 

以至社會不同層面造成至深且鉅的影響。本期「二十一世紀評論」以「疫情下 

的中國與世界」為主題，兩篇評論文章分別從不同的思路就此課題展開探討。 

姚洋認為，由於中國業已深度全球化，未來在全球經貿領域上「去中國化」

可能性很小，不過在地緣政治、意識形態和科技產業領域，新冷戰已然掀開

幃幕，中國政府需要嚴肅看待國際社會追查病毒起源的呼籲，同時改變目前

「戰狼式」的外交方針。朱嘉明以近乎紀錄片式的敍事手法，扼要回顧了人類

與病毒互相依存的悠久歷史。文章指出是次疫情影響之廣泛實屬前所未見，

徹底改變了人類社會的成本觀念和結構，迫使人們直面現代化的脆弱性，認

真思考疫情帶來的長遠影響以及未來的因應之道。

本期選刊的四篇學術論文，可謂學術與現實意義兼備。抗疫措施與人 

權保障之間的張力，是近來國際媒體的熱議話題。尹淑鉉以《甲寅》月刊、

《新青年》知識群體為中心，梳理了五四運動前後中國民權概念的起源和演

變，以及該概念如何因應政治社會思潮的發展，從早期側重天賦人權至後期

關注基本人權。1962年中國政府與蒙古政府締結《中蒙邊界條約》是冷戰史上
濃重的一筆。劉曉原利用豐富的中外檔案文獻，重構了兩個社會主義兄弟國

家劃定邊界的前因後果、最終由「兄弟」變為「鄰居」的全過程，並進一步深

入剖析在地緣政治方面的深刻意涵。計迎春探討的是中國轉型過程中家庭制

度變遷的問題，基於長三角地區一個縣級市進行的女兒養老研究，進一步發

展其所提出的「馬賽克家庭主義」理論；強調在代際親密共生的雙系家庭模式

產生的過程中，傳統和現代規範雜糅並存，體現了與西方社會不同的中國家

庭再制度化進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為中國最高的權力機關，立法權是其主

要職能之一。郭輝的研究指出，中共對全國人大的「嵌入」，構成了中國特色

的立法體制。其中，中共的領導通過全國人大相應的黨組織及其成員（黨員） 

來實現，具體呈現在立法過程中通過顯性和隱性的雙重政治操作，確保中共

依法施政的國家意志得以兌現。

近年來，醫療史、身體史研究領域備受學界關注，在疫情肆虐下，相關

著述更引起非專業讀者濃厚的閱讀興趣。本期刊出的兩篇書評，分別評論 

劉紹華的《麻風醫生與巨變中國》和深町英夫的《教養身體的政治》，在刻下

各國政府全力抗疫之際，對於有興趣思考權力馴化身體問題的讀者，相信會

帶來一些啟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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