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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冬較暖，但寒流不斷襲

來。天氣冷是正常的，而人為

製造的寒流，則令人心冷。

1月24日，《中國青年報》「冰

點」周刊，因發表了令當局反

感的文章，被勒令停刊整頓。

「冰點」追求的「民主、法治、

思考、自由和權利」等價值，

是普世的，也是落實於香港人

現實生活中的價值和權利。本

刊十五年來並沒有因為發表某

篇文章而受到壓力。對照那些

堅持理念、有道德感和職業精

神的大陸同仁，我們更加珍惜

香港在一國兩制下享有的言論

和學術自由。

這正如下面一位老讀者所

說，本刊「是內地學者能夠發揮

自由思想並能呼吸到境外學術

氣息的一個窗口」。我們也希

望像裴毅然呼籲的那樣，「關

心中國事務的學界同仁」，主動

地聯絡我們，貢獻你們對辦好

本刊的建議和想法。

寒流總會過去。過兩天就

是春節，我們期待Û萬象更新

的春天來臨。

——編者

一位老讀者的聲音

我也算是《二十一世紀》的

老讀者了，1996年第一篇投稿

（〈拒絕與接受：沈從文的命運〉）

即被選用。90年代前期，由於

該刊是國內唯一能夠方便找到

的境外刊物，有一點內地讀者

渴望的「不同聲音」，並且選稿

前k先鋒，編輯嚴謹，學術氣

氛濃郁，保持沉穩理性，故而

迅速為寰內學界所關注，尤其

為中青年學子重點追蹤。

我覺得《二十一世紀》不僅

是內地學者能夠發揮自由思想

並能呼吸到境外學術氣息的一

個窗口，更深一層的意義還在

於引導學人走向理性化，轉衝

動的愛國激情為沉穩的理性分

析，化簡單的否定為深入的剖

因，使國人看到我們走向民主

自由所遇到的方方面面的實際

牽絆。辛亥前的時代風氣為：

「被髮大叫，抱書獨行，無淚

可揮，大風滅燭」，雖然激蕩

風雷鼓舞民氣，但畢竟未能看

到革命伴隨的危險及「革命後」

的艱難。較之「先破後立」的五

四式激情思維，《二十一世紀》

所凝含的理性分量遠遠掂手得

多。

本期發表拙文〈文革狂濤

中的知識份子〉時，我恰巧訪

學香港中文大學，親睹親感該

刊的認真負責。責編將全文數

十條註釋逐一核對，糾正了粗

疏所致的錯訛，令我感動不

已。當我再三感謝時，責編真

誠表示：「這是我的工作！」 劉

青峰則說：「還有比我們做得

更細更嚴的呢！」

當然，隨P時間的推移，

《二十一世紀》所刊文章愈來愈

專業化，幾位當家人也承認

「尋找公共話題一天比一天困

難」。作為老讀者，我還是清

晰感受到他們那份嘆息腸內

熱。當然，中文大學領導層，

以實際財力長期支撐這一份精

英學術文化刊物，可謂具有高

瞻遠矚大眼光。至於公共話

題，我想在此呼籲：關心中國

事務的學界同仁， 如有了想法

就向編輯部發一封email，熱點

也就容易「形成」。比如筆者正

在研究的「中國當代知識份子

所存在的問題」，似乎就是一

個足以容納各種內容的大題

目，也有點公共性。

裴毅然　上海

2006.1.24

先治「恐選症」

周其明〈對中國《選舉法》

2004年新修改的批評〉（2005年

12月號），怎麼看也算是「善意批

評」、「建設性批評」。周的批評

集中在兩點：一是該改的基本

沒改，二是所改者「敷衍塞責」。

由選民直接選舉的正式候選人

的確定，歷來實行名單提出以後

須經「反覆醞釀」、「討論、協

商」之法，周文指出它「是選民

對選舉意見最大的一個環節，

也是最易被暗箱操作或操縱的

地方」，可是對它的修改卻是刪

去「反覆醞釀」，保留「討論、

協商」，真不知改了以後怎樣

能夠防止「暗箱操作或操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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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文明」的提法，並向全國

各省市自治區傳達了自己的幾

點理由，但卻遭到了以鄧力

群、胡喬木等為代表的「極左」

人士強烈反對，並由此引發了

一系列路線方針上的爭論。由

路線方針上的爭論又間接引發

了黨內權力之爭，以至於胡耀

邦受到批判、檢討，並被迫辭

去黨中央總書記的職務。

胡耀邦作為中共最高領導

人，對自由化思潮的政治包容

顯示了其高度的政治智慧和大

度寬容的領袖風範。「自由化

思潮」實際上是80年代以後中

國官方及民間掀起的一種呼籲

政治改革、開放黨禁報禁、實

現言論自由、追求憲政民主的

社會思潮和政治思潮，它是對

國內「極左」思潮和政治保守主

義的批判，這不但有利於中國

改革開放的順利進行，而且也

有利於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

的建立健全。從文章披露的史

實中可以看到，胡耀邦當年已

經意識到這個問題的嚴峻，並

且P手啟動政治改革。遺憾的

是，由於「極左」力量的極力反

對，政治改革被扼殺在搖籃之

中。

朱中原　北京

2006.1.16

互聯網正在改變中國

如果說改革開放至今二十

多年來有甚麼事情真正深遠地

影響了中國，那麼，當推上個

世紀末開始的互聯網的興起。

短短十年之間，中國網民的數

量，光是官方的統計，就達到

一億以上。中國進入了一個名

副其實的信息時代。

互聯網意味P一種新的交

正如周其明所指出，現行

《選舉法》的根本缺陷，乃在它

不能保障公民自由而公平的選

舉權和被選舉權；因此對它的

所謂修改，應當首在改此根本

弊端。我相信歷次負責「修改」

選舉法的專家和領導，對此非

不懂也，非不能也，是不願

也，是不敢也。為何不願？源

於不敢；為何不敢？源於害

怕。害怕甚麼？害怕選民認真

選起來會「失控」。說到底，不

過害怕自己信任的人被選掉，

自己不放心的人被選上來。

選舉必須認真，和害怕選

舉認真，顯然是兩種對立的態

度。前者來自《中華人民共和

國憲法》的莊嚴規定，來自中

國共產黨建設高度民主社會的

承諾；後者的來源不明，但卻

分明迭有表現，此次對《選舉

法》的「修改」，就是一例。

黃一龍　成都

2006.1.16

歷史深處的沉痛記憶

胡耀邦是中共黨內有史以

來最受人尊敬、最有政治聲望

的黨的領導人之一，被譽為

「黨的良心」。嚴平的〈懷念胡耀

邦——關於「精神文明建設」的

一場爭論〉文章（2005年12月

號），以豐富的文獻和對客觀

歷史的尊重為依據，披露了中

共高層當年關於「精神文明」及

「資產階級自由化」爭論的一段

鮮為人知的史實。

80年代，關於「精神文明」

的爭論也凸顯出來，中共高層

出現了以胡耀邦等為代表的開

明派力排眾議，堅決主張用

「精神文明」而不用「共產主義

流方式的誕生，這種交流方式

的基本特點是：平等，自由。在

某種程度上，互聯網承擔P廣

場的功能。在廣場上，每一個人

的聲音都可以自由地發出，每

一個交流群體都靠語言與思想

的魅力吸引聽眾。廣場造就了

「意見領袖」，甚至可以這樣說，

互聯網廣場在中國，已經造就

了一群新興的公共知識份子。

胡泳在〈博客在中國〉

（2005年12月號）一文中，區分中

國的三類博客，第一類是「憤青」

博客。「憤青」一詞，在一開始

特指「懂得社會的／道德的／

文化的義憤、有一定見識的青

年，而不是只會發泄情緒的無

理取鬧者」。但是一連串的民族

主義網絡義憤興起之後，「憤

青」一詞的含義已經發生了變

化，現在主要指那些無理性宣

泄民族情感的民族主義者了。

胡泳指的「憤青」，基本上是思

想青年，這些人構成了網絡知

識份子的最主要部分。許多紙

媒無法發出的聲音，都能夠在

他們的個人博客中聽到，他們

的言論，佔據P互聯網廣場的

一角，構成了真正的「輿論」。

在只有報紙、廣播、電視

的時代，只要有足夠的管治，

控制輿論還是可能的。到了互

聯網時代，對輿論的控制，則

不啻於用白紙包住燃燒的火

焰。互聯網已經滲透到這個時

代的生活Ó，它激發的表達欲

望、獨立精神，已經滲進每一

個網民的神經Ó，假以時日，

它必定能夠促進一個公民社會

的形成。

陳壁生　廣州

2006.1.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