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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的電子版每期都有

兩千多位忠實的讀者光臨。網

上交流已經成為這個電子時代

的最新趨向。為了更好地與作

者、讀者溝通，最近本刊的電

子版將有重大改進，除了全部

內容上網之外，還將增設讀者

留言、二十一世紀論壇等新功

能，以便給網友們更大的參與

空間。敬請各位留意。

——編者

仍需認真研究五四

貴刊1999年4月號的兩篇

五四再反思的論文頗有價值。

張灝先生的〈中國近代思想史

的轉型時代〉一文，關於文化

取向危機之價值取向、精神取

向、文化認同諸層面的分析，

關於新思想即危機意識之三段

結構及其內在思想理路的概

括，頗具思想史家的氣勢和深

度。其中尤有見地的，是對儒

家規範倫理解體和德性倫理解

紐的分析，以及對危機意識內

蘊的「歷史理想主義」心態的探

討。張先生的論文提供了一份

架構嚴整、意蘊深邃的五四思

想史研究的提綱。

金觀濤和劉青鋒先生的

〈新文化運動與常識理性的變

遷〉一文，通過對《新青年》之

新觀念形成的計量研究和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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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以中國文化之常識理性

的轉型為線索，重新闡釋新文

化運動的思想結構及其演變脈

理。並通過對《新青年》「科

學」、「民主」理念的分析，揭

示了以現代常識理性為基礎的

中國科學主義、自由主義與西

方之異，以及中國文化之理性

化模式的限度。在學界五四研

究沉寂多年之後，作者提出了

一個闡釋五四的新思想史範

式，新文化運動由此而展示了

一幅全新的思想圖景。「常識」

是中國思維模式的一個重要取

向，杜亞泉曾謂中國人是重事

實而忽於原理的「現實的國

民」。梁啟超在《新民說》中，

曾讚譽盎格魯撒克遜人最富於

「常識」。比較中西文化的常識

理性結構，是一個有意義的課

題。而五四知識份子雖由「常識」

而體認科學和民主，但中國式

重事忽原理、知其然不知其所

以然的常識理性，卻使科學民

主流為「賽菩薩」和「德菩薩」，

而未能在中國文化中植根。

高力克　杭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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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主義」是「虛構」的
嗎？

貴刊1999年2月號推出評

論「全球化浪潮衝擊下的世

界」，讀後受益良多。然對佐

伯啟思教授把「全球主義」看成

是一種「虛構」，我想表示點不

同意見。「全球主義」是「全球

化」的反映。「全球化」是現代

社會和文化在世界性範圍內的

「密切」聯繫過程中所產生的一

種時代特徵和趨勢，正如佐伯

啟思所承認的那樣，它在許多

方面都表現了出來，只此就不

能說是「虛構」。根據人類社會

從古代以來的「聯繫」程度，可

以分成三個等級，即古代的

「封閉性」社會（關門拒絕交

往，城堡、城牆具有象徵

性），現代的「開放性」社會（開

放國交往）和當代的「一體化」

社會。「全球化」既意味j時間

的加快，也意味j空間的縮

小；既意味j我們共享大量的

資源，又意味j人類要承擔全

球性的共同風險。「全球化」使

我們的生存方式變成了誰也離

不開誰的「相互依賴」或「相互

依存」，人類只能「共生」、「共

存」。如果真正能夠達到「普世

價值」的「全球化」，那麼，「利

益」、「文化」、「民族和國家」

的衝突將會得到最大程度的克

服，而不是相反。

王中江　鄭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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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份子與科索沃危機

關於「誤炸」事件，這次官

方通過輿論操縱民心，表現得

相當露骨。哈貝馬斯論述「公

共領域」，特別強調公民掌握

訊息的自由，因為他發現「公

共領域」的「再封建化」，其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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誌就是輿論被操控。大江健三

郎在《廣島札記》中指出，美國

和日本政府從不同的方向阻撓

了對原子彈事件的深刻反思。

中國知識份子是否有這樣的胸

襟面對科索沃危機？有人說中

國每天都有比這更卑鄙的事情

發生，為甚麼知識份子沉默無

聲？一旦官方允許，卻又如此

熱烈。難怪要對知識份子失

望。的確，這次事件應該讓知

識份子好好反省一下。一個朋

友曾描述一個在示威人群前拾

垃圾的小女孩，他問：「我們

知道這個女孩的世界嗎？」我

想到許杏虎的作為農民的父

母，面對大人物和電視鏡頭，

他們很明顯地被告誡不准失

態，那木然的表情背後隱含怎

樣的心痛？形成鮮明對照的是

朱穎的父親，他的悲傷是真誠

的，但表達悲傷的方法卻非常

程式化，甚至有意迎合媒體宣

傳的需要。在他全家接受楊瀾

採訪時，表現得更突出，而楊

也有意逗引。從這個意義上

說，媒體都「好萊塢化」了，只

管有「料」，別的不顧。對傳播

管道的控制，中外皆然。知識

份子應該關注無聲的階層，並

且尋找發聲的可能。離開了這

點，知識份子也就活該被稱為

「利益集團」。

李娃　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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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在中國是甚麼

在中國，到處看到上層與

中層聯合起來壓迫底層，到處

看到改革的危機向底層轉嫁，

到處看到國有資產被特權偷

盜，到處看到警察、鄉鎮「幹

部」飛揚跋扈。資本主義永遠

是伴隨j掠奪而開始的，在西

方如此，在中國同樣如此。自

由主義在這樣的環境中高呼自

由，因為據說他們的自由可以

使中國擺脫專制。而他們的自

由又是甚麼呢？據說是在不影

響他人的前提下可以作一切事

情，而為了實現這種自由，就

必須搞私有制。特權階級把人

民的財產偷盜得差不多了，自

由主義的私有制的口號也提出

來。

自由如果不與民主、平等

結合起來考慮，自由這個美麗

的詞就必然墮落為上層人的保

護傘、遮羞布，甚至幫兇。自

由的價值不是由自由本身來衡

量的，而是要看它在多大程度

上包含了平等與民主。同樣，

平等的價值也在於看它容納的

自由的空間有多大。在當代語

境下，必須使三者保持互相衡

量、互相質問的張力。現代社

會往往造成非此即彼式的兩難

選擇，這是現代極權話語設下

的陷阱，當人們認定平等作為

第一性的社會導致了極權的時

候，實在遺忘了非平等的所謂

自由導致的人類生存危機。同

樣，以主權為藉口排斥人權，

與以人權為藉口排斥主權，都

是現代極權社會的擴張行為。

同樣，民族主義可以導致極

權，而反民族主義、鼓吹全球

化巿場的資本行為不正在把世

界送向一個新的極權體系嗎？

弱小國家的民族權利和弱小國

家內部的個人權利之間難道要

作非此即彼的選擇嗎？

薛毅　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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