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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有三篇論文，分別討論二十世紀初

中國社會及思想轉型時期的問題以及文革。

胡成指出，清末新政期間（1907-1911）

社會上瀰漫O焦慮緊張的情緒，地方勢力擴

充引致政治鬥爭加劇、權力失衡、行政紊

亂，平均每兩天半就發生一次民變。但引發

這些頻繁民變的，並不是傳統王朝末期的社

會問題，也不僅是新政施行引起的具體問

題，而多是由於清廷拖延政治體制改革從而

造成社會矛盾激化的結果。楊國榮側重分析

二十世紀初期科學觀念在中國近代思想轉化

中的地位和作用。他認為，隨O經學獨尊時

代的結束，科學的影響從學術重建、知識

統一，到入主人生觀，再到政治和社會制度

的變革，可以說涵蓋了社會的各個方面；隨

O科學的信仰化，它本身也逐漸取得了權威

形式，成為類似於「新經學」的普遍價值信仰

體系。

何蜀一文寫民主黨派及其高層人士在文

革中的遭遇及態度，這是以往文革研究中較

被忽略的一面。文章引用豐富的史料描述文

革初期禁止民主黨派活動，以及統戰人士被

揪鬥抄家的具體情況，還披露並分析了幾份

中央擬定的「應予保護的幹部名單」。另外，

文章還道出民主黨派高層人士在文革初期

如何努力理解緊跟，其後漸漸不滿，但直至

林彪事件後乃至1972年，才敢私下串連，

10月向毛澤東和中央晉言，作出曲折抗爭。

由此，可以窺見民主黨派在當代中國政治制

度和現實生活中的角色和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