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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二十一世紀第一期

《二十一世紀》雜誌，編者最大

的感觸是：作為傳統形式的學

術文化期刊，本刊如何面對電

子媒體的衝擊？網上閱讀使得

作者和讀者的界限日益模糊。

在新世紀中，作者、讀者和編

者又是一種甚麼樣的關係呢？

從1999年起，我們逐步做到每

期文章全部上網，並開設了網

上三邊互動；雖然網上讀者不

斷增加，但是，願意認真針對

本刊文章留言的讀者卻不多。

希望本刊讀者用傳統方式（投

書）和新興方式（上網），積極

參與本刊討論。

——編者

關於計量方法

貴刊1999年12月號刊登了

一組運用計量史學方法研究

「中國現代政治觀念形成」的文

章，應該說計量方法的確有助

於匡正那種浮面、主觀的印象

式的思想史研究。但同時也必

須意識到這種方法的限度，簡

單的數據統計到複雜的函數圖

式，乃至更加細化的頻率計算

和意義分類，都不能根本上改

變計量研究的「整體化」、「同

質化」趨勢。即使計算出某個

語詞在某本刊物中出現了多少

次，如果不進一步進行更具體

使用。由此看來，中國現代思

想研究要走的路還很長，計量

研究只不過邁出了一小步。

羅崗　上海

2000.1.7

計量統計與意義分析
相結合

貴刊1999年12月號金觀

濤、劉青峰的〈《新青年》民主

觀念的演變〉，此間讀者朋友

頗有佳評。幾十年來，學界談

五四言必稱「民主」和「科學」，

但對這兩個中國啟蒙運動的關

鍵詞，幾乎無人深究。金、劉

的論文既有反映宏觀趨勢的計

量統計，又有具體的意義分析，

追溯「民主」在近代中國的語義

矛盾和觀念轉化。該文揭示了

《新青年》的民主觀念從政治而

倫理而經濟、從憲政民主而平

民主義而社會主義的意義演化

脈理。此文無疑是近年來五四

思想史研究難得的佳作之一。

我認為，該文的另一啟示

在於方法學。中國近現代思想

史研究，一直襲用思想家個案

和思想文本的微觀研究方法，

而缺乏觀念史的中觀研究和思

想史系統的宏觀研究。金、劉

的論文以及相關一組文章，可

謂觀念史研究的新嘗試。

高力克　杭州

2000.1.12

犧牲與公平

一口氣讀完貴刊去年12月

號陳意新的文章，心情難以平

的文本分析，那麼也不能分辨

出這個語詞是作為一篇文章的

關鍵概念而存在，還是無關緊

要的修飾用詞。更何況一本刊

物就是使用若干篇文章「構建」

起來的「文本」，包含了那個語

詞的文章是代表了編輯方針的

「發刊詞」或「編者按」，還是為

了顯示刊物能夠容納異見而發

表的「讀者來信」？這篇文章是

用大字號刊發的頭條，還是小

字號勉強擠入「通訊欄」的消

息？⋯⋯這些細節都被統計的

數據忽略了，可對思想史研究

來說，注意這些細節，並且從

細節中分殊出概念的游移、變

化和滑動以及各種結合上下文

的策略性使用的情況，卻是大

有講究的。

另外，計量研究的統計對

象也需要慎重選擇，比如研究

《新青年》對「民主」一詞的使

用，當然要統計《新青年》和與

它立場相近的《新潮》、《每周

評論》等刊物中「民主」一詞出

現的頻率，但據此申論五四時

期人們對「民主」的理解還略顯

武斷。在我看來，要給《新青

年》的「民主」觀念在五四思想

史上予以恰當的定位，僅就計

量研究而言，還需要統計有�

更大讀者面的《東方雜誌》對

「民主」一詞的使用情況，以及

言路和思路迥異於《新青年》的

《甲寅》、《學衡》等對「民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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靜。因為，本人正屬於文章所

分析的「從下放到下崗」的一

代。多年來，我目睹同代人的

坎坷經歷，也在問為甚麼？怎

麼辦？但是，我找不到恰當的

語言來講清楚自己的感受，

陳意新的文章用極其簡明的詞

彙——「下放」和「下崗」，高度

概括出我們這一代人的主要經

歷，並呼籲為這一代人尋回一

個公道。

正如該文所概括的，我們

這一代人成為毛澤東革命時代

與鄧小平改革時代這兩個截然

不同歷史時期所卸下的包袱。

在前一時期，我們付出的是青

春、失學、理想破滅；在後一

時期，我們提早退休，被社會

淘汰。也可以說，我們這一代

為中國後半世紀的革命試驗與

社會全面轉型付出巨大代價，

作出犧牲。問題是，如何公

正、公平地對待這一代人？例

如，像楊帆這樣十分著名的經

濟學者，在升職問題仍要受到

「英文考試」的刁難。而我們這

一代中大多數默默無聞已下崗

的人，只有無奈地在公園中消

耗時光。我想，為這一代人尋

回公道，可能的途徑是在建立

新的社會保障制度時，如養老

金（這一代人已不可能再供

款）、醫療（這一代人正進入最

需要醫療費的年齡）制度，應

考慮給這一代人特殊的補償。

晉戎　武漢

2000.1.15

兼聽則明——我看格魯
克斯曼訪談

貴刊1999年10號刊登了格

魯克斯曼的訪談，使我們了解

到前南斯拉夫以及後來的南聯

盟是如何屠殺阿族平民的，而

北約以及美國是在何種情況下

不得已才出兵干涉的。國內媒

體幾乎眾口一詞地認定北約的

行為是為了自己的「私利」，而

不是甚麼捍�人權原則。此

外，貴刊登的幾篇有關文章，

都在學理層面討論主權與人權

這個非常複雜的問題。關於這

個問題的詳細闡述，他們的文

章已經做得十分出色，無須我

再多言。

我想說的是，為甚麼人權

紀錄不那麼好的國家政府一般

來說總是反對人權高於主權

說，而堅決主張主權高於人

權？他們難道真的是為了民族

的振興與國家的安定？或者真

的是為了謀求國家與國家之間

的平等？還是另有原因？甚麼

樣的國家在別國發生嚴重的侵

犯人權行為的時候保持沉默或

竟然暗中支持？我想這不難理

解。一個人權紀錄不佳的國

家，大概是不太可能譴責別國

的專制暴行的，因為它自己的

「門坎兒不清」。一方面別國的

政府會反唇相譏：「你的人權

紀錄又如何？」另一方面，國

內的人民也會借此來「以子之

矛攻子之盾」，感到政府「對人

馬列主義，對己自由主義」。

所以大凡自己不尊重人權的國

家，當然也決不會譴責別國的

踐踏人權行為（哪怕是觸目驚

心的行為）。

一丁　北京

1999.1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