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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國知識份子對國家過去和未來的思考，為思想史寫下了輝煌的一

章。本期「百年中國與世界」欄的三篇文章，就從不同的角度探析了近代

中國知識份子的思想活動。劉練軍對晚清溫州孫衣言、孫鏘鳴、黃體芳等

人的維新思想和實踐活動作出了爬梳整理、認識評價。陳鵬分析了1894年

甲午戰爭爆發前七個月的《申報》輿論，認為當時報館主筆雖表現了愛國

精神，但也呈現出中國知識份子見識上的一些錯謬淺陋之處，如誤判當時

中國最大威脅為俄國、對日本帝國主義侵略本質的惘然不覺等。武增鋒、

韓春的文章則探索洋務派領袖張之洞與梁鼎芬的關係，指出梁鼎芬對張之

洞成就功業的輔佐功勞。

本期「人文天地」欄目有四篇文章。前三篇中，蘇萍探討晚清士紳怎樣以

性話語來詆毀洋人傳教士的品格，作者指出事件不單反映造謠者的男權失

落，還有國人的亡族之憂。代迅分析鄉村文學壓倒城市文學、大眾文學壓

倒精英文學等現當代中國文藝思潮的重要特點，是受到俄國的民粹主義的

影響。朱崇科以王錦樹和王潤華的論著為例，剖析馬華文學的「去中國

性」傾向；本土意識覺醒、騰漲，確立馬華文學主體性的訴求，是這種傾

向產生的背景。于奇智在四月號發表了論薩特與造反理性觀的文章，因雙

月刊的篇幅有限，該文是經過壓縮的版本，完整版本則刊於本期內。

「政治與法律」欄目中，蕭武梳理了全球化與憲政之間的聯繫，指出憲政

只能由憲法實現，而不是任何現實價值的實現工具。秦鐵錚則就當前中國

法治化路程的誘因和困難作出了論析：對於外國來說，中國制約公權力的

濫用、維護產權執行契約，可能比優惠政策更有價值；而在國內，程序相

對實體、以及權利（權力）主體在交互過程實現對彼此的權利（權力）意

識的反思，道路依然漫長。



前蘇聯對世界七十多年的影響是極其鉅大的。以普列漢諾夫為例，他長期

以來都是以列寧的對頭、孟什維克的形象出現。1999年，俄國發表了據稱

是普氏的政治遺囑。靳樹鵬在「隨筆觀察」欄目提出，這份遺囑值得學者

們深入的探討，以窺見其晚年思想的進一步完善。而嚴兆軍從《雅克和他

的主人》說起，論述昆德拉是如何在蘇聯控制之下，把強加的政治壓迫消

解在幽默和荒誕之中。

本期的書評有三篇。《靜如文存》體現出張靜如作為一個正直的知識份

子，在數十年動盪的政治環境中的心路歷程。而《晚清七十年》、《晚清

學部研究》二書，讀者自可與本期「百年中國與世界」欄目的內容相互參

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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