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編 後 語
今年是中國共產黨建黨九十周年。對於大多數人來說，九十周歲基本上已經到

了生命的晚期。但是，對於很多政黨來說，九十周歲尚屬中年。無論政治觀點如

何，大家都會承認，一個政黨僅僅花了二十八年時間，就從誕生走上了執政之路，

這的確是一趟非凡之旅。為了探究其中的非凡之處，本期「百年中國與世界」設立專

題，刊發四篇文章，記錄了中共在建黨初期和中期的點滴經歷。

中國共產黨自稱是代表工人階級或無產階級的先鋒隊，而中國共產主義革命也

就成為旨在推翻「資產階級統治」的階級革命。然而，中國紅色革命中最令人困惑的

事情，莫過於中國工人階級極為弱小，革命者大多非工人階級出身。中共領導人中

屈指可數的工人出身者，大多叛變投敵了。那麼，中共如何在其成員中成功塑造出

對組織的認同，這不僅是歷史之謎，而且也是社會科學之謎。尹鈦、張鳴從有關社

會運動的論著汲取了分析視角，通過精細的史料爬梳，揭示出暴力活動對於組織認

同塑造的重要意義。這ä的「暴力」，既包括對組織外「敵人」的鬥爭，也包括組織內

對「異己份子」甚至「異己因素」的清算；既包括以消滅肉體為目的的殘酷鬥爭，也包

括以轉變思想為目的的無情打擊。

暴力鬥爭滲透在權力鬥爭之中，這在革命政黨中自是家常便飯。然而，革命政

黨高層中的權力鬥爭，往往體現為爭奪政黨自身和革命歷史的解釋權。在1994年，

美國知名政治學家阿普特（David E. Apter）同英國知名中國問題專家賽奇（Tony

Saich）合作，出版了《毛氏共和國中的革命話語》（Revolutionary Discourse in Mao's

Republic）一書，以精緻而龐大的理論框架，分析了革命與政黨歷史話語對於確立毛

澤東在中國黨內領導地位的重要意義。在本期中，阮思余則以短小精悍的史論文

章，簡明地展示了關於路線清算的歷史話語對於中共黨內權力鬥爭的重要性。

歷史話語的建構固然屬於意識形態鬥爭的一部分，而成員之間核心理念的衝突

更影響i一個組織的形成、生存與發展。曾慶榴記錄了在廣州共產黨建立期間，共

產主義者與無政府主義者的共同努力和思想分歧及其對組織成長的影響。無論是革

命理念還是組織認同，都不能當飯吃。革命是一種「資本密集型」的活動。裴毅然記

載了中共早期經費來源的國際性，這與中國革命的民族性，形成了一定的張力。

「與時俱進」曾是一個時髦的官方口號。在當今世界，最需要與時俱進的事情莫

過於理解互聯網時代的政治、經濟與社會。本期「二十一世紀評論」欄目刊發了三篇

文章，分別討論了互聯網時代社會動員的新模式、「推特」在政治中的作用以及公共

知識份子的網絡話語。看起來，需要與時俱進的不僅是執政黨黨員，也包括學者。

學者們不能滿足於發發電郵、打打手機，也要接接博客、編編「圍脖」（微博），

更要留神不被風起雲湧的雲計算搞得雲ä霧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