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編 後 語
今年是五四運動八十五周年，這是一個從上個世紀起至今也說不完的話題。

李慎之逝世一周年之際，許紀霖撰文紀念他並指出，李慎之晚年皈依自由主義，以

一己之道德實踐，撐起自由主義這面大旗，是對五四狂飆傳統的繼承，而王元化則

是繼承了五四理性主義傳統。他認為，在五四和80年代，啟蒙的知識追求和道德實

踐是統一的，但到90年代二者卻分離了，以致出現當今的思想困境。另有邵建一文

分析李慎之由年輕時「尊五四，尤尊魯迅」，到晚年「尤尊胡適」的思想轉變。如果

說，90年代中共某些知識型官員放棄馬列主義，是回歸五四自由主義傳統，那麼，

金觀濤、劉青峰則要探討五四新青年群體為甚麼放棄自由主義，歷史似乎走了一個

輪迴。他們嘗試引進新概念（如觀念史圖像中的事件）和研究方法，為這種關鍵性思

想變化的原因尋找一個較客觀的答案。張寶明探討《新青年》雜誌同仁對國家、社

會、個人三者關係的認識及思想轉變歷程。其實，在中國改革開放二十多年的今

天，這三者間的關係問題也日益突出。嚴瑜正是從個體權利與國家權力關係入手，

力圖廓清、疏理90年代意識及其內在難題，並希望公眾與國家間，能夠就國家權力

及制度如何改革和重建這些核心問題建立起共識。

許多人認為中國近年來作為改革對象的計劃經濟和國營企業，是照搬前蘇聯的

經濟體制。但程麟蓀的研究指出，1949年後中國實行的計劃經濟並非一種全新模

式，抗戰期間國民政府的資源委員會無論在理論和實踐上，已為推行計劃經濟和國

營企業打下良好基礎。\春回則分析40年代一批自由主義學人，在探討甚麼是適合

中國的經濟制度討論中，雖然在採用計劃經濟及市場價格體系上存有分歧，但卻不

約而同贊成生產資料的公有制。

本期多篇文章都具有歷史的和國際的視野。陶德民以150年前引發日本開國的

《日美親善條約》以及「吉田松陰偷渡事件」為案例，展示在當時處理日美糾紛過程

中，美國就奉行其延續至今的外交思想——人權外交。盛邦和生動地刻畫出日本

二十世紀極端右翼思想代表人物北一輝，是如何從「左派」立場和「底層」主義，走向

極端民族主義和右翼軍國主義的思想脈絡。何偉業認為，中世紀的神哲學者伊本．

提米雅對以拉登為首的當代激進伊斯蘭主義有重大影響。任軍鋒介紹了西登托普的

新著《民主在歐洲》，討論美國的聯邦體制與歐洲的一體化實踐及其將會遇到的問

題。高天民的文章分析了二十世紀中外藝術的發展與政治糾纏不清的關係。此外，

秦暉談趙構和岳飛誰「愛國」與「賣國」的問題；周承人、李以莊則通過堅實的史料考

證，重新評價了黎民偉在香港早期電影事業上的貢獻，均是值得一讀的好文章。

最後需要說明的是，隨é本刊已列入中文社會科學引文索引（CSSCI），加上電

子文本流通、網絡繁榮的現狀，為了維護本刊發表原創論文和文章的精神，我們修

改了稿約文字，敬請作者、讀者細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