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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者 按

中國共產黨緣何能由弱到強、由小到大地發展起來？很多人認為是因為中

國共產黨實現了中國農民耕者有其田的願望，把土地分配給了農民，因而

獲得了廣大農民在人力上、經濟上的積極支援。本期「百年中國」一欄中

張凱峰的文章對中國共產黨進行的土地改革提出了另外一種分析思路。他

認為土改運動的目的不單純是進行土地的再分配，而是通過土地改革建立

起政權，對農村基層進行權力滲透，從而實現現代化國家對農民的緊密控

制。這正是中共得以崛起並走向勝利的法寶。

蕭樓的文章通過對棲村一樁訴訟案件的解讀，指出現有的地方自治制度尚

不夠完善，政治制度的設計亦存在內在的衝突，要避免出現類似棲村訴訟

案所引發的法律自身的悖論，需要在立憲選擇的層次上建立起村級地方自

治制度。

周國文的文章探尋了公民倫理這一核心概念的歷史淵源，指出從亞里士多

德的公民概念，到社群主義者泰勒、桑德爾對公民的社會角色闡釋，以及

西歐社會市民生活的實踐，都在普遍準則的尺度上反映了公民倫理是在社

會共同體的複合生活中形成的。作為公民社會的自然法，它體現了公共體

成員對共同的善與共同利益的一致追求。

吳業苗的文章觸及當下一個嚴峻的社會問題，即農村社會空巢家庭正在迅

猛增多，他認為這是政治制度、經濟形態、思想文化、代際關係等諸因素

合力的結果，而要維護社會的穩定，需要建立多層次、立體化的社會支援

網路，從政策和制度上解決空巢家庭的社會支援和社會保護問題。

本期「人文天地」裡的兩篇文章讀來都饒有趣味。劉明的文章概述了民國

時期以北京大學、清華大學為代表的大學教員聘任制度的變遷，聯繫到目

前中國大陸對大學制度改革的種種議論，這種回顧不無諸多啟示。魏萬磊



的文章則借助埃里克森同一性理論對洪秀全的政治人格的形成過程和結構

進行了研究，採用心理分析方法對太平天國起義進行政治心理學的解釋，

其間頗多奇思妙想。

北大「德懷門」事件是前一陣子輿論的熱點，葉勤和吳勵生文章所提出的

批評大概是能夠代表網絡上相當一部分人的聲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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