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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年代以來，前蘇聯的國家機密檔案被公開披露，讓近代中俄關係的研究

推陳出新，中蘇關係一再成為國際史學界關注的課題。今期兩篇首發在

「百年中國與世界」的論文，便以這些第一手的檔案作為研究史料。沈志

華撰文回顧蘇聯對中國以「大躍進」和人民公社為主的國家建設方案的反

應，詳細地剖析毛澤東與赫魯曉夫對中國當時這個最重要的發展策略的意

見分歧，並探討這個分歧如何導致兩國關係決裂。此外，韓戰也是中蘇關

係的重要課題。林曉光指出，西方學者多數將促使韓戰的發動和停止的責

任完全歸因於中國之上，卻忽略了蘇聯與朝鮮的因素。作者將分析蘇、

中、朝三國的政策如何造成韓戰結束的困難。

「政治與法律」則刊登兩篇有關中美關係的文章。朱聽昌與黎翔合著回顧

中美自蘇聯解體以後的發展，說明經濟利益促使兩國朝向平穩發展的作

用。作者特別注意到國內群體為爭取自身利益而對兩國政治互動的影響。

朱毓朝則評論哥倫比亞大學在2001年出版的《中美外交密辛》（China

Confidential: American Diplomats and Sino-American Relations,

1945-1996）──一本對於美國駐華外交官的採訪紀錄，當中不乏中美外

交關係的啟示。

本刊曾於雙月刊2001年12月號及2002年6月號的網絡版上，刊登過袁偉時

對孫中山在辛亥革命與護法運動中的活動所作的歷史評述，今期潘惠祥會

延續這個討論，重新評價晚年時期的孫中山。作者指出中國近代史因兩岸

問題而分成兩部，對國父的重新評價便是合併這兩半歷史的一個關鍵。

「人文天地」另收錄了白春超及潘瑛的文章，分別剖析古典主義對現代中

國文學的影響及解讀林語堂的小說《紅牡丹》。

最後要介紹今期「二十一世紀評論」內的一篇文章，作者黃瑞成從傅柯



（Michel Foucault）的著作《古典時代瘋狂史》（Folie et deraison）

入手，剖析瘋狂為何一直是西方思想家所關心的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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