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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重點是當今世界自由與民主的多元理念。劉擎指出，90年代以後，左

翼所有重要制度性方案均告失敗，因此西方左翼知識份子如何調整理論策略，

恢復政治批判，已成當務之急。他評介了法國政治學家墨菲的觀點：西方新左

翼一方面「放棄革命」，另一方面卻「保持激進」，通過超越自由主義與社群主義

論爭，力圖重新界定政治社群和公民觀念，建立新的社群模式，落實「人人自

由平等」的激進原則。長期以來，代表所謂第三種選擇的東亞模式，受到熱烈

鼓吹。但井上達夫則尖銳指出，這只不過是資本主義與「亞洲價值」的結合，是

歐美中心主義的依附品，其實質是奉行「沒有政治自由的經濟自由」體制。他認

為，那種認為發展中國家必須先有生存權而後才有政治權利的「亞洲價值」觀，

在邏輯上本末倒置；而比歐美更多元化的亞洲各國在推行民主化過程中，將對

自由民主主義作出重大貢獻。普特的論文從多種理論側面，比較了共和主義和自

由主義的兩種不同自由觀。顯然，對於中國知識份子來說，了解這些差異不是無

關緊要的。在當前，歐美左翼政黨和新興政治運動如何面對世界全球化的大形

勢？陳亦信的文章疏理了在西方炙手可熱的「第三條道路」的多種理論和實踐。另

外，在讀書欄中，徐友漁介紹了英國左翼政治理論家柯亨的新著，並對之提出尖

銳批評；劉小楓則評述了西方新右派如何將施米特的政治—法學理論，解讀為一

種權威的自由主義。這兩篇書評正好配合自由與民主的討論。

科索沃危機已引起中國思想界的大震盪、大反思，本期「隨筆．觀察」欄發

表了三篇立場各異、觀點鮮明的來稿。蕭功秦批評五八事件中所表現出的激進

民族主義。他指出，如果任其發展到極端，中國就將走向閉關鎖國的老路。韓

毓海和曠新年的觀點與蕭功秦截然相反：兩人都激烈抨擊西方資本主義文明的

霸權性質，並檢討中國知識份子對其失去思想抵抗的局面。本刊一向是個開放

的、公共的論壇，歡迎讀者就有關問題繼續來稿，深化討論。

在今年5月楊振寧教授榮休晚宴上，著名理論物理學家戴森教授宣讀了一

篇充滿感情的精彩講詞。他認為，科學如同政治一樣，也有兩類革命領袖：

一類是「破」多於「立」的，諸如羅勃斯比爾、列寧；另一類則「立」多於「破」，諸

如富蘭克林和華盛頓，而楊振寧則正是後者那樣的「保守的革命者」。「景觀」欄

目是一組有關當代上海巿民生活的新聞攝影，形象地反映出上海人這幾年的心

態和價值演變。郭保剛的論文則涉及一個過去較少受注意的當代中國勞工權利

的問題。作者指出，如何在經濟轉型的今天確保勞工權益和維護社會安定，已

經成為中國勞工政策的首要目標。此外，「人文天地」、「書介與短評」中的文章

也豐富多彩，讀者可依興趣各擇所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