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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1月，美國哲學家諾齊克和法國社會理論家布迪厄相繼去世，3月中旬

德國哲學大師伽達默爾以102歲高齡與世長辭。本期特邀潘德榮、陸興華、徐

賁、周保松對這三位二十世紀思想家的傑出學術貢獻和珍貴精神遺產作出生動

闡釋，相信仍然可以啟迪我們在新世紀對生命與道德、知識與方法、知識份子

與社會的思考。

本期「二十一世紀評論」邀請三位經濟學家對全球經濟發展及其對中國的影

響作出分析評論。曉曉指出，自90年代以來，一種可以稱之為「賭博新經濟」正

在迅速興起：投資行為已經演變為與企業實際經營業績脫³的純粹賭博性投

機，貨幣流通速度之快、交易額之龐大，不僅使得原有以控制貨幣供應量作為

調解經濟的手段開始失效，而且對主導二十世紀的宏觀和微觀經濟學理論也提

出前所未有的難題。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將對中國產生甚麼樣的後果？胡鞍鋼

通過具體數據和分析指出：中國農業將遭受最嚴重的衝擊，而農民將是經受風

險最高的人群；政府必須採取有效的政治和經濟手段來調整農業結構、增強其

競爭力，否則，不僅中國農業發展困難重重，而且會加速擴大原有的城鄉、貧

富差別，從而引發危險的社會衝突。何清漣尖銳指出，1999年以來，政府在主

導改革走向的政策選擇上，明顯地向既得利益集團傾斜而漠視弱勢族群的利

益。她認為，當今中國正處於關鍵時刻，其問題核心不再是「需不需要繼續改

革」，而是「需要甚麼樣的改革」，如果再不及時推行政治改革，中國種種不穩

定因素將引發極大的社會危機。中國改革開放二十多年來持續高速的經濟增

長，令世界刮目相看；特別是在當前世界經濟陷入困境時，中國又獲得「一枝

獨秀」的美譽。但本期三篇充滿批評性思考和危機意識的文章，卻發出另一種

聲音，這是否可以視為新世紀初的盛世危言？

今年是楊振寧教授80歲華誕，本期刊出他撰寫的對另一位世界級物理學家

海森堡的評論文章，同時也刊出楊綱凱教授的賀壽短文，借此之機本刊編輯室

同人由衷地感激楊振寧教授長期不渝地熱情支持本刊各項工作。此外，「百年

中國與世界」探討中國現代思想轉型問題的三篇文章；金雁與左鳳榮談東歐與

俄國左翼政治思想界對十年前崩潰的反思及當前自身的定位；管郁達試圖分析

當代中國先鋒藝術與公共空間的複雜關係；凌燕對備受關注的中國電視新聞評

論節目的新穎解讀；殘雪和雷頤各具風格的隨筆短文以及內容豐富的長短書評

書介，都值得向讀者推薦一讀。

最後需要向大家報告的是，針對本刊來稿數量大增，我們決定4月份在本

刊網頁上開闢擴增版，刊登那些達到本刊評審標準、而又受版面篇幅和雙月刊

刊期所限未能刊出的長篇佳作和各類文章，使之早日與讀者分享。請各地讀者

關注《二十一世紀》網頁的這一重大變動，並繼續支持我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