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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百年中國與世界」欄目，金東吉的文章根據當事人韓青未發表的回

憶錄，探討了1945年10月中共領導下的朝鮮義勇軍先遣縱隊進入朝鮮又旋

即受挫返回東北這一罕為人知的史實。徐霞翔的文章以二十世紀五十年代

的江蘇省為例探討了新中國選拔、培訓農村電影放映員的相關工作，認為

通過農村電影放映員的工作，新政權的意志得以快速地傳達到偏遠的農

村。黃駿的文章藉助檔案文獻探討了五十年代中期江蘇省的「幹部審

查」，由此映現當時的「審幹」在全國的大致面貌。

「經濟、社會與傳媒」欄目，李開盛的文章從網絡輿論來分析中國網民的

民族悲情，認為這種悲情意識固然有提升民眾對國家的認同感、激勵奮發

圖強、團結愛國的精神等方面的積極作用，但也有著負面的影響，應當把

這種民族悲情逐步轉化為正常的民族感情。

「人文天地」欄目，王柯的文章對「漢奸」一詞進行話語梳理，認為只有

在多民族國家中，不顧現實追求單一民族國家形式的民族主義思想才可能

出現「漢奸」的話語。清末民初革命派的「漢奸」話語最終不過是強化了

民族意識而已。

「讀書、評論與思考」欄目，艾仁貴的文章是對查爾斯‧蒂利的《強制、

資本和歐洲國家，西元900-1992年》一書的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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