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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欄繼續選登「中國近現代思想的演變」

學術研討會的六篇論文摘要。與本刊去年

10月號的「自由主義與中國近代傳統」專題不

同，本期大致展現了二十世紀中國自由主義

的特殊理論形態和政治實踐面貌。

從童世駿觀察穆勒的多元自由觀念如何

影響中國早期馬克思主義者李大釗，高力克

分析五四運動前夕杜威來華訪問對中國知識

界產生的深遠影響，張允起談蕭公權所提倡

的自由社會主義，王中江對40年代末期以

《觀察》周刊為代表的自由知識份子團體的研

究，以至薛化元探討50年代台灣自由主義的

代表人物雷震試圖介入憲政設計的努力，這

些個案都不約而同地揭示出中國自由主義者

的若干特徵：具有理想主義與精英主義的取

向，同時又堅持「自由與平等」的思想努力，

這使得他們反對放任的資本主義、而傾向於

信奉「自由的社會主義」；身處專制的社會環

境和意識形態對壘之中而無力介入政治事

務，表現出自由主義者的「認同困境」和在

現實政治中的軟弱。劉季倫則分析1949年

以後毛澤東在中國大陸推行的「批評與自我

批評」，其道德目標不過就是「六億神州」的

「修齊治平」之道，毛甚至認為它可以代替民

主政治中的制衡功能；但事實是，在這個

「人民」的帝國中，自由主義思想和個人只能

淪為「毒草」，遭到被鏟除的命運。

90年代以來，台灣的民主政治實踐和大

陸的自由主義思潮及思想論爭，為自由主義

在中國增添了新內容。二十一世紀剛剛來

臨，我們有必要對照歷史經驗，反思中國在

當今世界的處境和思想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