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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以後中國知識份子的思想改造是近十餘年來思想文化史研究的熱點

之一，積累了大量的個案研究。本期「百年中國與世界」欄目陳夏紅的文

章勾畫了著名政治學家錢端升在歷次思想改造運動中的思想軌跡，對幫助

人們認識這段歷史不無裨補。

「政治與法律」欄目，賈慶軍的文章探討了二十世紀20年代中期以後美國

共產黨提出的另一種「美國例外論」的產生與共產國際和蘇共內部權力鬥

爭之間的關係，指出美共的「美國例外論」是順從共產國際的結果，也是

後來共產國際批判它的原因。辛本健的文章指出，美國政府已愈來愈依賴

於軍事來實施其外交政策，這種傾向也給中國的國家安全帶來相當嚴峻的

壓力。

近年來，憲政問題是知識界的一個思考熱點。本期王人博通過描述中共領

導人在「五四憲法」制定過程中的主導性和意圖，來揭示憲法的中國特

色。數十年來，憲法與中國民眾生活幾不相關的現象，近年來開始出現變

化。陳弘毅的文章分析指出，儘管2004年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對現行《中華

人民共和國憲法》的一系列修改有某些進步可喜之處，但在國體理論上和

人民實質權利上都沒有突破；揭示「齊玉苓案」和「孫志剛案」所帶出的

創立違憲審查機制等憲法學議題，並思考把憲政發展作為中國政治改革關

鍵環節的可能進路。

「經濟、社會與傳媒」欄目，楊振傑的文章考察了減免農業稅後農地經營

方式的轉變，認為從「代耕代種」到「轉包租種」現象的出現表明在減免

農業稅後農民土地權屬觀念增強了，也顯示農村土地開始按市場原則流

轉。袁瑾的文章以《南方都市報》策劃的大型城市文化專欄《廣州地理》

為研究對象，通過解讀該專欄對城市地理的書寫方式來分析歷史民俗以及



文化因數在資訊傳播中的繼承、擴散、蛻變、發現的過程，由此透視出城

市空間在大眾傳媒的資訊生產鏈中具有的地方特質和文化再生個性。王雅

瑋的文章分析了房地產市場背後的社會決策過程，指出房地產市場各利益

主體間的博弈，主要是地方政府與中央之間的遊戲博弈。

「人文天地」欄目，顧紅亮認為梁漱溟的「鄉村」理論是具有原創性的思

想。這一理論的著眼點在於生活世界的重新建構，以復興中國文化與改善

中國人的精神狀態。張長虹的文章梳理了清中期以來石濤形象重構的幾個

過程，通過對於石濤接受現象這一典型個案的分析，揭示出三百年來藝術

觀念史的發展與國家政治形勢，與變遷中的社會思潮之間剪不斷、理還亂

的複雜關係。劉晨光的文章通過擇取施特勞斯早、中、晚不同時期的三本

著作，闡明施特勞斯的著作和思想中一容易為人忽視的意旨，即要解決現

代性問題必須拯救「歷史」。

「批評與回應」欄目，方維保的文章是對王曉華批評文章的回應，闡明了

自己對於文學與人民性之間關係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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