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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者 按

本期「百年中國與世界」與「人文天地」二欄著眼於民國時代的思想、教

育問題。董國強審視五四前後的「問題與主義」之爭，認為李大釗、胡適

的論戰是從學理討論的層面展開的，而且胡適對李大釗研究「主義」採用

的方法論、理解和評價各方面都有深刻影響。段懷清考察胡適與梅光迪由

志同道合而漸行漸遠的原因，是在於胡適所選擇「實踐」、「嘗試」的主

張與他一直思考的學術方法問題有著邏輯上的直接關聯，而梅光迪卻在抗

戰的顛沛流離中逐漸失去思想光輝。羅明分析了李叔同斟酌自傳統思想的

審美教育觀──以「藝德」為宗旨，以自然修身、藝術陶冶為「成人之

德」的養成途徑。此外，這兩欄也涉及江青與樣板戲的話題。梁家貴重新

詮釋了相關史料，指出抗戰至建國期間的江青雖有不少缺點，依然思想較

上進、行動較進步，不可因其文革的作為而將之全盤否定。林榮基看到，

樣板戲發揮了強大的政治渲染力，使得無產階級專政論更為鞏固。何立慧

則論述樣板戲作為文革政治話語的載體，起到傳播和加強這一話語的作

用；其對敵我矛盾的絕對化，就是文革批鬥會情景的原型。

進入秋冬時分，人們又對SARS提高了警惕。本期「社會、經濟與傳媒」欄

中，李慶四深入探討了中國政府在SARS初期的被動反應、後來的果斷決

策、危機公關的成功及其啟示。劉永謀則指出SARS討論開始後，學者紛紛

依托學科理論尋找寫文章的視角，把各種理論往SARS頭上扣，然而這種情

況卻暴露出當前知識界在批判性思維方式、追問前提的精神、問題意識、

理論原創力四方面的缺乏。

「政治與法律」一欄中，田湘波探討了一個過去被人忽略的課題

──1927-37年間國民黨中央與地方的黨政關係。他分析當時的情況是：

中央黨黨部高於政府，而地方黨部又低於省縣政府，故要以黨治國，糾紛



在所難免。張允美梳理了49年後工會與黨、國的關係，得到這樣的結論：

傳統時期，工會因表達勞動者的要求而受到批判；改革時期，工會卻因

「經濟主義」的攻擊下而影響日微，這種情況使工會淪為服務於國家利益

和社會穩定的工具。

「隨筆觀察」欄以新詩為主題。沈奇以為，只有品味、語言特性等本質，

才能支撐新詩作長久而深入發展；其危機並非市場、時尚、商業化、物質

化多媒體衝擊等外部際遇，而在於自身內部，如根性的缺失、典律的渙散

以及心理機制的各種病變。而潘靈劍則專論穆旦的詩歌，指出穆氏在對歷

史與人生不斷的沉思中，作品內容也從歷史輪回感和人生悖謬之表現轉向

痛苦思辨的主調。

本期「讀書、評論與思考」欄中，王金玉對《道德經》與近代政治文明二

者的聯繫作出有特色的清理。另外三篇書評曾刊於本刊印刷版，分別就論

現代文學、近代史和革命話語，可與本期各文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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