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編 後 語
毋庸諱言，要理解今天台灣，不能繞開1947年的「二二八事件」。然而，

由於長時期的威權統治，這起影響巨大的歷史事件一直被定性為暴民叛亂，

無法得到公正對待，成為日後台灣本省／外省族群、黨內／黨外衝突矛盾的

根源。隨着上世紀80年代末解嚴，大量官方和民間史料公開，使得「二二八
事件」研究的深度和廣度得以拓展，對事件的解讀方式亦從以往壓迫／被壓

迫的二元視角轉移至更多元的理解。近年更有研究表明，「二二八事件」已不

只是台灣島內之事，還牽涉中國、日本，以及整個東亞區域之間的互動。歷

史總會產生現實效應，「二二八事件」到底怎樣形塑目下台灣的社會、政治生

活？這種歷史積澱又如何影響當前兩岸交流？而台灣過去的回歸經驗又能否

為今天的香港帶來啟示？這些問題，似乎是事件發生七十年後所應該思考的。

這期「二十一世紀評論」多少呼應上述關切。鄭鴻生從自身家族成員的具

體經驗出發，進而將「二二八事件」鑲嵌在東西文化碰撞、帝國主義侵凌、現

代化追求的分歧、文明位階落差與身份歸屬、國共內戰，乃至於東亞冷戰等

大歷史脈絡中予以釋讀，從微觀和宏觀兩個層面重構這起事件的複雜圖景。

在過去一段時間，有關追究「白色恐怖」造成的歷史不義與平反政治受難者的

「轉型正義」，具有很高的民意支持。葉浩文章梳理刻下台灣轉型正義的幾種

主要論述，藉此分析民進黨與其他在野黨、公民團體在轉型正義光譜上的變

與不變，以及這些變化的政治意涵，並指出轉型正義在理論和實踐上的可能

方向，為讀者就此議題提供一個極富啟發的概覽。

「學術論文」欄目發文四篇。黃江軍以1930年代《女子月刊》的主題徵文
為中心文本，嘗試勾劃近代中國普通女性的自我書寫和當時「覺悟」女性的生

成機制。滿永文章集中討論1950年代安徽省阜陽地區土改期間普遍出現的
自殺現象，通過梳理農民和地主的兩種自殺類型，揭示土改對鄉村社會造成

的心理衝擊。夏林有關1970年代末到1990年代初煤礦業結核病防治工作的
微觀研究，旨在指出在舊社會管理體制逐步瓦解而新社會管理體制仍未建立

起來的轉型期，中國公共衞生政策在實踐過程中所遭遇的重重困難。1990年
代以來，中國大陸民間經濟活力消退、社會結構失衡，是和日常生活的有序

化、正規化同時發生的。項飆以關注多年的北京「浙江村」為切入點，回顧其

批發市場經營、服裝加工以及大人物角色如何被正規化，揭示一些貌似現代

化的現象其實是一個強勢者區隔社會群體、攫取價值的過程。

最後，要跟讀者報告，敝刊今年新設「學人往事」欄目，不定期刊登學者

自傳、回憶，以及相關材料。蒙編委余英時先生惠稿作為本欄開篇，首先刊

出余先生少年時期在安徽潛山的鄉居生活回憶，此後分期連載，精彩可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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