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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祝辭

這十年來，對於此後人類命運大有影響的項目，包括生命科學的進

展、資訊革命的擴大、地球生態的變化、世界經濟網絡的成型，及

學術與思想的反省。凡此諸項變化，自有互相牽動的效應，有些效

應已可觀見，而今後的互動，將更為劇烈，其引發的效果也將十分

深遠。此中尤其不容忽視者，當是我們思維角度的改變。

《二十一世紀》創刊十周

年，過去世事變化的速度徐

緩，已有「十年辛苦不尋常」的

感歎。更何況今日的世界，蒼

狗白雲，瞬息萬變！《二十一

世紀》以嚴肅的學術觀點，討

論各種思想課題，十年來秉

持一貫作風，已樹立知識性刊

物的標竿地位，同仁辛苦，彌

足欽佩，取得的成就，也十分

可貴。

十年來，正是世紀轉換之際。我們目睹世界真正的走入另一境地；許多變

化，為過去未見，甚至於二十年前預料所未及。我們一般視野常局限於眼前政

治及市場而不注意四周環境的迅速變化。這十年來，正在發展的一些事物，不

在報紙的頭條消息，而埋藏在科學、技術、文化⋯⋯等等專欄。對於此後人類

命運大有影響的項目，應當包括生命科學的進展、資訊革命的擴大、地球生態

的變化、世界經濟網絡的成型，及學術與思想的反省。凡此諸項變化，自有互

相牽動的效應，有些效應已可觀見，而今後的互動，將更為劇烈，其引發的效

果也將十分深遠。

此中尤其不容忽視者，當是我們思維角度的改變。在許多學科，已有後現

代、解構⋯⋯等等思潮。對於過去已建構的觀念，有所質疑，這一浪潮，表面

看來，有人以為激烈，有人以為空疏，是以常為人詬病。若從中國歷史找前

許倬雲教授（左）與陳

方正博士（右）在創刊

一周年酒會。



慶祝創刊十周年論叢 61

例，魏晉學風極有相似之處。畢竟魏晉玄學，終於為唐宋開啟了另一境界的中

國文化。

盱視今日的文化批判，其動能的來源相當複雜，不易釐清。若尋找一個較

為明顯的現象，則最受衝擊的焦點，當是十八世紀以來西方世界的思維：亦即

標榜科學與理性的思考方式。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這一西方文化的思想主

流，承受科技發展的驅迫及多元文化的檢驗，對於過去習以為常的一些觀念，

我們的確必須有所省思。甚至一些視為當然的價值（例如生命、快樂⋯⋯）都不

得不賦予另一層內涵。

《二十一世紀》是中文的知識論壇，兩岸三地不少知識份子借《二十一世紀》

的園地提出不少有意義的討論。《二十一世紀》的文章，課題多姿多采，也時時

有觸及上述省思的論著。尤於中國文化的立場，常有所討論。我們預見這種討論

會更多也更深入，也將更超越中國文化的範圍，關注人類社會的普世問題。

謹在《二十一世紀》十周年的專號，預祝下面十年，這一知識性的刊物，既

能保持現有水平，而且繼長增高，成為中文知識界的重鎮。

許倬雲　杜克大學西孟講座教授、中央研究院史語所特聘講座

學術與思想並重，

超越與參與兼顧

90年代的中國不是一個轟轟烈烈的精神昂奮時代，但卻是一個尤其

需要精神與思想的時代。十年來，《二十一世紀》參與思潮激盪，

洞悉時代先機，為90年代的中國思想留下了一尊亮麗的豐碑。我之

珍視《二十一世紀》是因為它能夠堅持學術與思想並重，超越與參

與兼顧。超越是指其思想與學術的多元，參與則指其針砭時弊、

社會批判與立德建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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