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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百年中國與世界」欄目，李學峰的文章是對淮陰縣「大躍進」運動

的研究，指出「大躍進」運動雖然旨在發展生產，卻釀成了慘重的後果。

李若建的文章則研究了大躍進與困難時期的社會動盪與社會控制，指出造

成彼時社會動盪的主要原因是饑荒和一些幹部的惡劣作風，而當時採取的

強硬社會控制手段之所以能奏效，是因為社會控制嚴密、平均主義的分配

制度、救濟及時，以及對不得人心的幹部的處理，均起到了相當重要的作

用。

「政治與法律」欄目，郭宇寬的文章生動地描繪了印度毛主義分子的各種

活動，認為在印度這樣一個民主和憲政已經根深蒂固的社會裏，激進主義

思潮亦有其建設性力量。

「經濟、社會與傳媒」欄目，賈艷敏的文章回顧了20世紀五、六十年代毛

澤東對《人民日報》的幾次批評，揭示了1966年毛對《人民日報》的批評

實際上是兆示了文革的來臨。

「人文天地」欄目，王細榮的文章敘述了1920年代在上海法租界誕生的一

所由中法兩國政府合辦的實業學校的興衰史，指出這所中法學校的興衰，

折射出20世紀上半葉中國社會動盪、家國流離的畫面，閃現了當時國人追

求實業救國的夢幻，以及列強意欲鉗制中國工商業的野心。楊衛華的文章

以20世紀二三十年的一份傳教士刊物The Chinese Recorder為中心，考察

了在華新教傳教士對當時中共的觀察以及所做出的應對措施，指出在中共

的參照下，傳教士更清晰的知曉了自己對青年、工人、農民這三個社會群

體的社會責任，並促使他們對以往的工作有所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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