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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以「羅爾斯與當代政治哲學」作為首欄評論文章，希望通過疏理羅爾

斯對二十世紀自由主義的獨特貢獻，引發對當代政治哲學和現實問題的思

考。錢永祥認為，將正義而不是權利或自由作為核心概念來表達自由主

義，正是羅爾斯理論的原創性所在；羅氏以正義優先原則，重新安排了自

由主義諸多基本價值之間的關係，為解決民主制度中自由與平等之間的持

久緊張提供了新的理論可能。謝世民評論指出，羅爾斯的政治自由主義是

一種「後啟蒙的哲學計劃」；在現代性條件下，任何啟蒙式的整全性學說

都無法解決多元價值之間的分歧，也就無法為憲政民主制度提供「政治證

成」的公共根據；而羅爾斯的政治自由主義，正是通過建立一套能夠獲得

「交疊共識」支持的政治性正義觀，為憲政民主社會整合尋找哲學基礎。

周保松則圍繞一個特定的問題：「在自由民主社會中，何種經濟不平等才

具有道德正當性？」展開分析討論，他細緻比較「右派」與「左派」自由

主義對此問題的不同論述，闡明了羅爾斯正義理論的優越之處，同時也指

出了其內部存在的張力。

本期「百年中國與世界」欄目，黃琨的文章探討了1927－1929年間中共領

導的革命及其運行與個體生存性感受之間的關係，認為農民積極參加革命

以及革命領導人對革命運行方式的選擇，都與個體的生存性感受有密切的

關係。曹英的文章探討了毛澤東得以確立中共軍事領袖地位的原因，認為

毛澤東之所以能夠成為中共軍事統帥，主要在於他在軍事、政治與領導能

力上具有超群的智慧和高超的謀略，此外也得力於共產國際的支持和一批

忠誠共產黨人的幫助。

「經濟、社會與傳媒」欄目，王成軍的文章考察了美國歷史上的捐贈現

象，認為私人資本慈善捐贈的集聚和擴散對於美國著名大學的成長有重大



影響，也促進了美國社會的穩態定型。龐昌偉的文章認為俄羅斯在二十一

世紀面臨著人口銳減和歐亞兩部分人口分布失衡的壓力，從西部、前蘇聯

加盟共和國或鄰國引入必要的人口是其東部地區發展的先決條件和相關條

件。

「人文天地」欄目，莊森的文章講述了當年蔡元培作假聘陳獨秀為北大文

科教長的往事。

「書評」欄目，許雅棠的文章是對金耀基的兩本論文集《中國社會與文

化》和《中國政治與文化》的長篇評論，他認為金耀基文集中有兩條值得

思考的線索，一是自覺的文化路徑，一是不自覺的治理路徑。其中文化路

徑恐怕難以成立，而金氏原本不太以為意的治理路徑卻可能含蘊著「西方

以外」或說「中國獨特」的思想意義。另外兩篇文章則分別是對周永生的

《經濟外交》以及何新的《泛演化邏輯引論》的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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