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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變的十年

目前中國各大城市的精神生活十分匱乏，因此必須重視人文教育與

人的品質方面的問題。缺乏自由的氣氛，人文教育與人的品質是很

難提高的。在這一點上，今日中國與改革開放的形象是很不相配

的。不能容忍批評的政府，它的體質必定虛弱；靠Ý軟弱馴服的人

民，終究無法建成一個現代化的國家。

青峰來電話，提醒我《二十一世紀》已屆滿十周年。在香港這個商業氣氛濃

厚，文化氣氛淡薄的小社會，一本高水準的大型雜誌，在經濟困窘的條件下，

竟然挺過十年，主持人陳方正兄和青峰、觀濤暨其他工作人員長期所付出的心

血，以及為中國文化的建設所表現的那份強烈的使命感，實在令人敬佩！

從1990到2000年這十年中，中國的兩岸三地都起了巨大變化，《二十一世

紀》恰躬逢其盛，扮演了歷史見證者的角色。這一角色不只是對將來研究這段歷

史的人有重要的參考價值，它對當代知識份子也起了引領風騷的作用。

就香港而言，這十年中最大的變化自然是中國收回香港。收回本身這件

事，不過是結束中國人的恥辱，我們關心的，是為了收回香港，在制度上的創

新構想。這方面我完全同意陳方正兄在〈從「一國兩制」看二十一世紀〉一文所

說：「『一國兩制』的意義其實遠遠超過它所解決的香港回歸這一現實政治問題；

而且，它對二十一世紀中國發展的重要性，也許是設計和推行這一制度的人所還

未曾完全意識到的。」除此之外，在我看

來，這一制度上的創新構想還有一重要的意

義，就是突破了中國幾千年來「天朝型的世

界觀」，使「天朝」認識到中國的邊陲地區，

也能創造出高於中原的價值，並回饋中原。

在中國歷史上，香港是一個很奇特的

地方。1932年孫中山先生在香港演講，已

慨歎英國竟把這片小荒島建設成現代化的

商埠。假如孫氏能看到二十世紀中葉以後

被世人目之為「東方明珠」的香港，其金融

業之發達幾可與紐約、倫敦、東京並駕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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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上，右一為韋政

通，左一為傅偉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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驅，真不知又將發出何等的驚歎！正因為如此，所以當「九七回歸」前後，香港未

來的命運一時成為世人關注的焦點。無可諱言，世人（尤其是台灣）對「一國兩制」

下所作的「高度自治」、「五十年不變」的承諾，確存有相當大的疑慮。因回歸引發

的香港內部的信心危機，如北京當局對港府的強勢態度不能收歛，這樣便很難解

除心理上的焦慮。進入二十一世紀，海峽兩岸的統一問題，必將成為世人關注的

又一焦點，香港「一國兩制」的成敗，嚴重關涉到兩岸統一的進程。

這十年中，台灣最大的變化是政黨輪替。號稱歷史超過百年的中國國民

黨，1949年被中共奪取政權，流亡到台灣，2000年又被民進黨擊敗，不論國民

黨如何腐敗，也不論台灣的民主是多麼的不健全，政權能經由選舉和平轉移，

總是為中國政治史的發展立下新的里程碑。

國民黨雖然失敗，但無人能否認過去五十年它在台灣的成就。不客氣地說，

就是因為它獨立於中國大陸之外，才免於「不斷革命」之禍，憑}中國人自己的才

智，開創了一個多元自由的社會。香港與台灣的例子，應該很有力地反證了中原

文明確實涵藏}妨礙中國邁向現代化的不利因素。鄧小平排除萬難，堅決推動改

革開放的政策，我相信其中一部分的動力是受到香港與台灣成就的刺激。

目前台灣社會治安惡化，拼裝車式的新政府上台，還在蜜月期，民調已下

滑。由於前總統李登輝的私心自用，一再修改憲法，使一部原可把社會導向長

治久安的根本大法，如今卻成為政治、社會的亂源。

當前台灣面臨的最大問題，是來自中國求統的壓力。自1987年台灣對大陸

採行開放政策以來，大概誰都沒有料到，每年往來於兩岸的人以百萬計，可是

在社會心理上卻漸行漸遠！造成此一現象，雙方都有責任，都有問題。大陸方

面的問題是姿態過高，缺乏寬容，對台灣一百多年來充滿悲情的歷史尤其缺乏

設身處地的了解。台灣人的普遍心聲是：一百多年前，中國不要我們，就任意

拋棄，現在我們經過一百年千辛萬苦的努力，經濟、政治、社會、文化各方面

都比你強，如今你想收回，那有那麼容易。台灣方面的問題是坐井觀天，把自

己的命運寄託於美國的支持。

未來兩岸的統一問題如何解決很難預測，我的看法是，兩岸問題既是由長

遠歷史形成的，要解決它就必須有耐心，只要中國經濟繼續發展，接下來認真

從事政治改革，使大陸的精華地區在各方面的水平與香港、台灣接近，對問題

的解決便可收水到渠成之效。萬一不幸必須訴諸戰爭的方式，那不只是台灣，

連同大陸，都將是中國人民的又一場浩劫！

在這十年中，中國最大的變化，是由十一年前天安門的悲劇中重新站了起

來，令世人刮目相看。經濟方面的快速成長，精華地區的現代化建設，真是一

日千里，但嚴峻的挑戰才剛開始。中國既日漸融入國際社會，那麼她就很難長

期躲避而不面對國際普遍認同的人權、自由、民主等價值；更何況，這些價值

本來就是百年來孫中山革命和新文化運動一直追求的目標，不能說是由外面強

加於我們。依據台灣民主發展的經驗，我實在不敢想像，中國一旦進入民主時

代會是怎樣的景象。我的建議是，在已發展的精華地區實施局部的民主，等到

將來那些落後地區的民生、民智問題提昇後再逐步推廣。海內外熱切盼望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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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日民主的人士一定要知道，民主建設要有成效只能漸進，不能急躁。民主建

設的難度遠高於革命，當年毛澤東「一萬年太久，只爭朝夕」的急躁心態，帶給

中國人民的巨大災難，這個教訓我們不應該忘記。

今日中國經濟能快速成長，與二十年來不斷開發經濟特區有莫大關係。快速

成長，也會很快遭遇到發展的瓶頸。因這些特區已造就了不少既得利益者，他們

原先的創意已漸趨僵固，削弱了應付挑戰的能力。不只是在經濟領域，在政治、

社會方面，也都產生了類似的問題。要從根本上解決這方面的問題，必須吸取新

觀念，運用新方法，採取新步驟，真正用心在各領域去建立能促使不斷更新的機

制。建立這種機制最主要的條件，是權力分散、下放，提昇各自的自主權，因為

只有在能獨立做決策的單位和組織�，革新的觀念才有機會湧現。

目前中國各大城市的建築物越來越大，但精神生活卻十分匱乏，這本是邁

向現代化的國家普遍存在的現象，但因中國改革開放的步調很猛，使物質與精

神的失調格外嚴重。因此必須重視人文教育與人的品質方面的問題，使那些在

市場經濟中淪為弱勢群體的人文學者和人文知識份子，也有發揮他們才智的空

間。富有獨立性和創造力的人文人才，對物質的需求並不高，他們最需要的是

研究和發表的自由環境。缺乏自由的氣氛，人文教育與人的品質是很難提高

的。在這一點上，今日中國與改革開放的形象是很不相配的。

不能容忍批評的政府，它的體質必定虛弱；靠}軟弱馴服的人民，終究無

法建成一個現代化的國家。

韋政通　台灣中國思想史學者

讓讀者成為公眾

「讀者」是一個消費概念，而「公眾」則是一個社會概念。前者牽涉

到的是流行或暢銷，後者則是問題探討和共識形成。任何特定的

刊物公眾都只是相對於其他特定公眾而言的，即便與普遍公民社

會問題相當貼近的公眾也不是「普遍公眾」的代言人。他們的社會

作用不在於設計某種宏大圖景，而在於以其關心問題的特定方式

來幫助形成民主的、理性平等的公民社會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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