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編 後 語
正當我們懷&各種期待迎接2005年來臨之際，南亞大地震及海嘯掀起的巨浪頃

刻間吞噬了逾二十萬人生命，大自然的毀滅性威力再一次震撼世界，摧裂人心；

公元79年龐貝城為火山灰活埋和1976年唐山大地震傷亡四十餘萬慘劇的景象，重又

浮現眼前。這些威脅每一個人生存的力量是如此巨大、猛烈和突如其來，不但今日

似乎如此發達的科技仍然絕無可能控制它，甚至也還未能夠充分了解它、預測它的

來臨。在它面前，人類真是太渺小、軟弱、無能了！本期首欄六篇評論文章的主題

是「生態問題與中國環保」，另外科技文化專論文章〈在大氣與海洋之間〉和蕭亮中描

述面臨淹滅的虎跳峽的遺作（他在2004年12月30日完成最後修訂，1月5日瘁死，告

別了32齡的年輕生命），則從不同角度反省自然環境和生態問題。正如陳方正在開篇

短評中所說，代表消費衝動的商業力量與代表長遠思慮的反省精神這兩者之間的平

衡點尚游移未定，未來諸多問題也仍然未曾有答案。當我們直面生命價值、死亡尊

嚴和大自然和諧的時候，自不難認識世間的硬道理應不止於經濟發展。　　

本期編輯將竣之際，陡然傳來趙紫陽先生逝世消息，編者不勝哀痛，長嘆當

哭！六十餘年前，新文化運動旗手也是中國共產黨創始人陳獨秀在四川江津孤苦辭

世。他在黨內鬥爭中未能「主沉浮」，甚至被開除黨籍，卻從未檢討認錯，而以其自

由無礙的思想，民主坦蕩的作風，給當代中國留下寶貴的思想遺產。本期有郭德宏

從多個方面論述陳獨秀對中國革命的貢獻，洗刷多年來潑在他身上的污垢；唐寶林

介紹國內學者頂&阻力掀起的「陳獨秀研究熱」；王福湘評介陳氏晚年對蘇俄經驗的

反思和超越。陳獨秀和趙紫陽都是不會被歷史遺忘的，公道自在人心。　　

何謂歷史？許慎釋「史」為以手執中，即歷史作用在於裁定是非，王國維則矯正

曰「史」為手執竹簡，即歷史乃記錄也。然而，記錄的意義和作用又何在呢？林同奇

的長篇論文把中國學界熟悉的柯文的中國研究與執後現代史學大纛的懷特放在同一

平台上比較和梳理，柯文則以反對標籤暴政為題作出簡短回應，這都涉及了由「後

現代」思潮所激起的歷史哲學與方法論爭論。

此外，要向各位報告一個好消息。為了保持本刊編委會陣容與活力，去年年底

我們經過討論，決定邀請姚期智教授和孫江教授出任本刊編委。姚教授是蜚聲國際

的電子計算理論專家，2000年圖靈獎（Turing Prize）得主，他原來任教普林斯頓大

學，於2004年9月回北京定居，出任清華高等研究中心教授，並且從今年開始，同

時出任香港中文大學博文講座教授。孫教授於1999年取得東京大學博士學位，目前

在日本靜岡文化藝術大學任教，從事中國思想史與社會史研究，並熱心公共文化事

業。我們非常高興，兩位教授都已經惠然俯允接受邀請，從2005年開始出任本刊編

委。最後，在春節佳節到來之際，讓我代表本刊同仁在此謹祝各位新春愉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