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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一」周年之際，人們對世界新格局的描繪十分混亂：繼「文明與野蠻」

對立說之後，又有所謂「新羅馬帝國」、「美國世紀」之論。在本期再度反思這一

重大事件的專題討論中，法國社會思想家莫蘭接受本刊的專訪指出，反對霸權

主義與單一化世界的關鍵，在於建立一個具有新的文明政治的「社會世界」。所

謂文明政治，就是要承擔和解決由全球化了的西方文明所帶來的問題，而新的

歐洲意識與歐盟的崛起，正是出於對這種全球命運共同體的共識。許紀霖與吳

冠軍認為，應該從現代性的內在品質和困境來探討恐怖主義根源：全球性世俗

化潮流對伊斯蘭文明的宗教情懷造成了毀滅性衝擊，但現代性所期許的同一

性，並不能填補信仰的缺失和不同文化間的差異。馮紹雷則分析了近一年來

中、美、俄三大國之間關係的微妙變化和趨勢，指出美國的單邊強勢與缺乏國

際體制的支撐，將對三者之間的平衡構成潛在威脅。辛本建認為，不能僅從國

際實力的對比來看美國的國際戰略，如果沒有全球公共產品的支撐，單憑超強

軍事力量，將無法應付所謂「美國世紀」所面臨的諸多挑戰。

五年前，香港主權回歸之際，本刊曾發表了劉兆佳討論香港華人身份認同

的論文（1997年6月號）。今天，隨著香港和大陸兩地經濟和政治環境的急遽變

化及快速整合，香港華人身份認同發生了甚麼樣的變化呢？如果說鄭宏泰與黃

紹倫是用十多年來的社會調查來理性地分析這一問題，那麼，鄭瑞琴解讀香港

導演陳果的「回歸三部曲」則是對這一問題的感性探討；陳果電影中大陸妓女與

香港嫖客的關係，從依附到操縱的轉換，是否暗喻了大陸與香港關係的微妙變

化？事實上，近十年來，大陸、香港和台灣這三個最重要的華人社會都處於鉅

變之中。感謝瞿海源為我們組織了研究台灣新興宗教的專題。這四篇文章，揭

示在社會劇變（如解嚴帶來的自由化）、科技高速普及（如互聯網）、魅力領袖、

心理及人格因素、另類知識（如中醫）以及都市化、社區文化等諸多因素影響

下，新興宗教如何勃然興起、儼然形成社會運動。這些研究，對考察相對晚起

的大陸民間信仰復興現象，也許有參照意義。

本期佳作甚多，如陳彥的書評對理解現代歐洲問題大有裨益；把林濟與鄭

起東兩篇考察民國時期鄉紳的論文放在一起讀，可以更深入了解這一時期國家

權力與基層政治的運作。此外，劉曉慶偷稅被捕已被傳媒炒熱，而王怡卻從國家

徵稅的法理基礎入手，剖析徵收個人所得稅、政府財政危機與社會轉型的關

係，進而提出推動「稅收法定」的修憲而帶動憲政轉型的可能性。江曉原通過對

史料的考據和分析，重評明清之際耶穌會傳教士在華傳播西方天文學，認為他

們是有功無過，反駁流行已久的「阻撓說」，立論鮮明有力，值得一讀和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