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編 後 語
韋伯（1864-1920）是現代社會學的奠基人物，一生見證了德意志第二帝

國步向威瑪共和國的歷史轉折時期，在國內外風雲變幻的時代環境下，多年

來在學術廟堂內思考世局的變化，給後人留下不容磨滅的豐富思想遺產。在

韋伯逝世百周年之際，本刊邀請了三位學者撰文反思韋伯學說的當代意義，

向這位一代社會學大師致敬。洪鎌德從中世紀以來歐洲專制集權、國家體

制的演變角度談起，結合韋伯散見於不同著作中的國家論述，力圖拼湊一幅

較完整的「韋伯國家觀」圖像，並揭示其深邃的洞見。楊尚儒認為韋伯對民

主制度的推崇，雖然出於工具性的考慮，但他對民主的想像與期許，在近年 

西方民主陷於退潮／「中國模式」凱歌行進的背景下，仍然不乏深刻的啟示。

郭志回顧了韋伯的經典著作《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的要旨，並在當下全

球化／反全球化的時代脈絡下，引導讀者反思資本主義精神的本質、潛存的

問題，以及對當代社會生活模式帶來的衝擊。

本期刊出的四篇學術論文均屬中國與周邊國家關係的重要研究成果（詳見 

編者按，頁44）。1925年，蒙古人民革命黨驅逐共產國際駐蒙古全權代表 

雷斯庫洛夫，揭開了蘇蒙關係鉅變的序幕。谷繼坤詳細剖析了此事件如何導

致蘇聯深度介入蒙古事務，徹底改組蒙黨中央，並最終將蒙古改造成蘇聯衞

星國的前因後果。根據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簽訂的《中蘇友好同盟條約》，國民

政府容許外蒙古舉行公民投票決定其獨立的主張。白林的研究指出，1945年
外蒙古獨立公投並非如當局所宣稱的「百分之百」贊成。所謂「百分之百」贊

成獨立的選舉結果，實際是通過記名投票、隱瞞、塗改以及謊報選票等一系

列的選舉操作而達成的。劉曉原對中蒙關係的歷史變遷作了深度的闡釋，從

歷史遺產、意識形態、國際環境、民族關係等不同方面條分縷析，揭示兩國

關係如何從界限不明的「同志」／「兄弟」關係，發展到互為「鄰居」的現代國家

關係（本期刊出上篇，下期待續）。郝江東細緻梳理了1936年中共在中國東
北成立的東北抗日聯軍的歷史研究情況，指出自1940年代以來，隨着中國、
蘇聯、朝鮮三國關係的跌宕起伏，東北抗聯史研究所呈現的五個階段的特

點、變化以及其背後的原由。

今年是中國抗日戰爭勝利七十五周年，本刊翻譯轉載方德萬（Hans van 
de Ven）一篇新近刊出的研究論文，以誌紀念。與傳統的政治史、軍事史的
研究關注不同，文章關涉「戰時日常性」（wartime everydayness）的討論，將
目光注視在抗日戰場以外艱苦度日的中國黎民百姓，如何被捲入這場空前 

的戰爭浩劫，以及殘酷的戰爭為他們的日常生活帶來怎樣的影響，饒富人文

關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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