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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印刷版自六月號推出「反思改革二十年」的專題討論，引起關注。今

期網刊側重於從政治穩定性和政治思潮方面深入這一專題討論，發表康曉

光對政治穩定性研究的長篇論文，徐友漁剖析近20年政治文化演變的文

章，以及謝岳對近年來政治思潮的評論。其中，康曉光的論文在八月號的

印刷版上刊出過一個較短的刪節稿。現經作者同意，我們在今期網絡版發

表其完整的全文。

本期〈百年中國與世界〉介紹兩位分別對民國時期的社會史學及外交事業

有重要貢獻的人物──陶希聖及金問泗。由於他們與國民黨的關係密切，

自1949年以後便鮮有研究，以至被曲解或遺忘。翁賀凱的文章指出，陶希

聖的思想並非如一般研究者所認為只是站在國民黨的立場，雖然他在政治

上有反對赤化的一面，但我們也可以發現他對當時當權派的官僚腐化更強

烈不滿的一面；陶氏強調實現民權的重要性，表現出獨立自主的精神。去

年中國加入「世貿」，成為國際注目的大事。但現在大多人都不知道，第

一位促成中國接觸關貿總協議（「世貿」的前身）是民國時期的外交家金

問泗。在劉相平看來，媒體對金問泗的報導或是失實或是偏頗，而史學界

對他的工作一直缺乏介紹和研究，以致埋沒了他對中國外交發展的貢獻，

作者試圖對金問泗的貢獻做出正本清源的梳理。

〈人文天地〉刊登兩篇文學評論。其一是毛正天分析二十世紀上半葉，中

國性愛題材文學批評經歷西方精神分析學影響下的發展；另一篇是王力堅

評論從70年代發展至今的知青文學出現了話語權誰屬的爭論與要求懺悔的

批評。

早前，我們發表了崔效輝研究農村內捲化的文章，今期重載張小軍的〈理

解中國鄉村內捲化的機制〉以豐富讀者的閱讀材料。此外，〈經濟、社會



與傳媒〉首發吳理財的田野研究，他認為農村稅費改革無疑旨在令農民受

惠，但由於鄉鎮政財的結構改變，村民、鄉鎮政府與上級或中央政府的關

係同樣會出現變化，這樣對鄉村的政治發展會產生複雜的影響。

今期首次發表的書評還包括孫傳釗評論多爾的《文憑病──教育、資格和

發展》，及陳岩鋒介說楊顯惠今年5月出版的新書《夾邊溝記事》。

最後，我們需要向讀者說明「二十一世紀」在編輯策劃上的一個新設想。

基於印刷版的篇幅限制，在得到作者同意的前提下，我們將對優秀的長篇

文章做如是安排：在印刷版上刊登較短的刪節稿，而全文版本則安排在網

絡版上隨後發表，充分利用網絡不受篇幅限制的優勢。今期我們首次試行

這一辦法，這在日後將成為常用的安排方式，希望得到作者與讀者的關注

與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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