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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以來，中國的發展受到近鄰蘇俄和日本的巨大影響。「百年中國與世

界」欄中，沈宗武指出在蘇聯國家結構中，聯邦制服從於共產黨的中央集

權制是維繫穩定存在的命脈，一旦失去了管理黨和國家的權力，就注定了

蘇聯解體的結局。史達林當政時期，作家蕭洛霍夫因與權勢媾合，對「持

不同政見」者作出批判，導致後世對其人評價不一。「隨筆觀察」欄中，

向繼東認為至少在30年代，蕭洛霍夫作為一個有社會良知的角色，其不與

集權妥協的態度還是應該肯定的。長期以來，法國作家奔達被視為斯大林

主義份子。孫傳釗則指出，奔達在其小說《知識份子的背叛》的再版前言

中，從唯理主義的角度完全否定辨證唯物主義，明確地批評知識份子為了

共產主義意識形態背叛自己的職責；至於其在晚年傾向左翼，則和他是猶

太人、有一種需要自我防衛的潛意識有關。另一方面，臧一冰總結了福澤

諭吉的思想歷程，指出以外人為師時，應如福澤諭吉那樣全面、系統地瞭

解別人的情況，然後嘗試增長社會公眾的整體見識；但卻不宜懷著一種復

仇的心態去學習，從世界範圍來看用煽動民族主義的賭氣的方法來尋求發

展的動力。

「人文天地」欄中，李亞萍分析了美國華人英語作家和華裔作家熱衷書寫

中國故事的文化現象，提出他們之所以被認為善寫「人類學」或「政治

學」主題，與他們迎合主流讀者的閱讀興趣有關。為了個人和藝術的生存

發展，他們在作品中不得不強調民族文化特色，以凸現與美國主流文化的

差異。

「社會、經濟與傳媒」及「政治與法律」二欄，從各方面探討了中國農村

的問題。連連指出「浙江村」的地緣與業緣並存，很可能作為新的社會空

間長久存在；但其地域上的非穩定性以及內在組織程度的欠缺，使它難以



發育出類似村組織一級的「准地方政府」的結構和職能。黃波認為在中

國，非政府組織和基層政權之間既存在著合作與互補的關係，又有來自二

者各自的組織原則和文化關懷的不同而導致的衝突因素。發揮二者功能性

的合作，融合二者之間的衝突不僅對於非政府組織的發展與建設具有重要

的意義，而且對於中國鄉村社會的發展將產生很大的影響。郎友興總結中

國村民選舉與自治的經驗與理論意義，認為目前在中國農村所實行的村民

選舉是一個由政治精英/政府主導的民主化過程；但是人們對於促進農村

經濟發展的期望很高，而沒有認識到民主制度本身能力的有限性。

此外，本期諸欄也從舊刊中選取了一些關於俄、日政治思想文化以及中國

農村問題的專文，俾讀者配合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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