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十一世紀》網絡版 二○○四年十一月號 總第 32 期 2004年11月30日

編 者 按

本期「百年中國」欄目的三篇文章都是對中共歷史的檢討。袁盛勇的文章

分析了延安時期知識分子的自我改造過程，指出他們在中共鼓吹的批評和

自我批評的壓力機制下最終由「真誠」走向了「說謊」，從而產生和形成

了牢固的說謊心理以及一套相應的說謊機制。鄧智旺的文章研究了人民公

社初期的分配制度，該文認為人民公社所推行的工資制和供給制相結合的

分配制度並沒有給農民帶來共同富裕，相反嚴重挫傷了農民的生產積極

性，加劇了農村的困難局面。傅懷鋒的文章描繪了文革風暴初起時浙江鄞

縣的狀況，這對於我們更加具體更加深入地了解文革不無裨補。

「政治與法律」欄目中，方柏華的文章通過分析指出：自2004年2月底

始，中美關係進入了新一輪的向下調整期，未來一年的中美關係不容樂

觀。陳家琪的文章從「法的精神」的角度對斯特勞斯的「啟示神學」與施

密特的「政治神學」略作整理，並藉由這兩個概念，勾勒出他們如何在學

術上引導我們重新認識中世紀以來的思想線索。陳永苗的文章提供了對美

國憲政制度的一種有意思的解讀，該文認為在憲政之中隱藏著一個父親，

正是這種隱秘的父權支撐了美國憲政，美國司法審查制就是一種父權式安

排，父親由國王到總統，從總統到法院，這是一個逐漸走向理性化的過

程。

「經濟、社會與傳媒」欄目中，吳海清的文章是對中央電視台「焦點訪

談」節目的個案研究，該文指出「焦點訪談」節目表面上的事實性訴求其

實是一種意識形態重構的策略，意在為市場化進程、社會階層分化和社會

秩序重建提供話語支援，但是其整合敘事的努力卻是充滿著裂縫和歧義

的。

「人文天地」欄目中，楊際開的文章較為深入地探討了晚清變法思想中佛



學的影響，指出晚清變法家已開始走出漢學營壘，利用民間的佛教資源來

回收西方的文化衝擊，喚起內在的道義自信，進而更新政治，推動變法。

該文篇幅較長，擬分兩期推出。何新偉的文章分析了中國傳統思想中的

「天下觀」，指出這種產生於古代的、區域性的世界秩序觀，對於改造當

代民族國家體系雖有借鑒意義，但缺乏實際的可行性。

「隨筆和觀察」欄目裏，王少輝的文章借鑒人類學的視角，對中國城市邊

遠的城鄉結合部進行了分析，該文認為城鄉結合部是工商文明和農耕文明

的一個並接點，也是正在進行中的中國社會轉型的一個縮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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