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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百年中國與世界」欄目，高力克的文章認為，儒學大致可分為以禮

為基礎的倫理規範和以仁為基礎的德性原則這兩個層面，五四倫理革命主

要聚焦於孔教與自由民主和工業化相違的社會倫理，並未染指儒學超越性

的德性與生命層面，儒家「仁」的道德理想亦未曾在知識分子的意義世界

中失去影響，遂使得五四倫理革命呈現出一幅矛盾的思想圖景：在社會公

共領域倡言個人本位的、以「利」為基礎的現代市民倫理，而在個體精神

領域，信奉的則是人倫本位的、以「仁」為基礎的傳統君子道德。梁景和

的文章回顧了1920年上海《民國日報》副刊《覺悟》上展開的一場「廢

婚」大論戰，指出論戰雙方與五四時期的各種思想學說之間有著複雜的思

想聯繫。吳潤凱的文章以1919年的一起女性自殺案為例，揭示了五四婦女

史觀的製作過程和生產機制。

「政治與法律」欄目，劉祖華的文章回顧了中共曾推行的四種不同財稅體

制對鄉鎮政府產生的影響，以及鄉鎮政府如何受這種影響而發生的行為模

式轉化與角色變遷。

「經濟、社會與傳媒」欄目，劉兢、劉瓊的文章探討了1980年代中國大陸

的新聞內容法制話語及其在實踐中所碰到的問題。范士明的文章討論了以

互聯網為代表的新媒體在中國政治表達中所起的作用，認為新媒體雖然促

進了咨詢流通和更多的政治討論，但還不能證實它能侵蝕政府的權力。

「人文天地」欄目，李海燕的文章通過分析黃春明的小說《呷鬼的來

了》，指出在現代社會中宗教仍能用來表達人們的經驗，它與現代文明並

非絕對對立的。

「讀書、評論與思考」欄目，許建明的文章是對沈洪濤、沈藝峰的《公司

社會責任思想起源與演變》一書的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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