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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刊總第102期「二十一世

紀評論」欄目中刊出了曾鏡濤

和劉雅章兩位博士的文章，全

面系統地介紹了聯合國政府間

氣候變化專業委員會（IPCC）

的最新研究成果，警示了全球

暖化危機的真實存在。2007年

10月挪威諾貝爾委員會宣布，將

2007年諾貝爾和平獎授予美國

前副總統戈爾和IPCC，以表彰

他們在改善氣候變化問題上作出

的貢獻。為此我們感到欣喜。

之所以欣喜，並非緣於我

們能洞察諾貝爾和平獎的走

向，而是因為全球暖化給全人

類帶來的危害已經廣為人知。

然而，在欣喜之餘，我們依然

憂慮重重。IPCC的工作已經證

明，全球暖化的事實在科學上

不容置疑。但是，應對這一危

機，單靠自然科學是不夠的。

當「節能減排」已經開始成為時

尚的口號之際，人類是否能真

正採取切實有效的行動以阻止

全球暖化，還要取決於各種政

治經濟利益的糾葛。對此，社

會科學家們的把脈和處方便顯

得非常必要。

——編者

革「憲政」命的俄國革命

金雁在〈俄國有過「十月

革命」嗎？〉（《二十一世紀》

2007年10月號）一文中，還原

了1917年俄國革命的真實面

貌。當年的俄國革命原來是以

「憲政」之名進行的革命。從這

個意義上講，俄國革命成功的

主要原因在於列寧的政治謀

略，而不是所謂的政治理想。

「革命憲政」最後失敗的標

誌是1918年的「一月劇變」。究

其原因，其實並不讓人感到意

外。法國大革命的遺產已經昭

示世人，革命與憲政原本就是

水火不相容，革命壓倒憲政是

一種歷史必然。試想一下，布

爾什維克即使是在「立憲會議」

選舉中獲勝，也只不過是暫時

披上一件有用的「憲政外衣」，

在以後的正式議會選舉中只要

出現一次失敗，它仍然會毫不

留情地摧毀憲政制度，恢復革

命合法性的本來面目。

俄國革命的歷史再一次提

醒我們，選擇改革，就不可能

不選擇憲政。那種以反對「西

化」為名，實際上是反對民主

憲政的所謂國家主義，是極其

短視的。只要改革的進程還在

繼續，作為民主派仍然必須堅

守拒絕革命的底線，否則革命

的潘多拉盒子一旦打開，憲政

理想的破滅與民主派的消亡一

樣是不可避免的。

嚴泉　上海

2007.10.29

能否站在普遍人權觀的
立場抵抗工具理性？

7月份筆者有幸在南潯聆

聽金觀濤先生的演講，此次又

得以拜讀演講稿〈現代性及其

面臨的挑戰——當代社會價值

基礎和問題的思考〉（《二十一

世紀》2007年10月號），「晴有

多雲」的第二次全球化圖景讓

人印象深刻。金觀濤指出第二

次全球化的兩朵烏雲，一朵是

生態問題，另一朵表現為伊斯

蘭教對西方的抵抗，他認為第

一朵烏雲是消費社會造成的，

第二朵烏雲的出現是因為工具

理性發生了問題。在我看來，

前者同樣跟工具理性有關，生

態問題產生的根源之一，就是

認為科學無所不能的科學主

義，而科學主義和工具理性是

密不可分的。

金觀濤指出亨廷頓（Samuel

P. Huntington）用「文明衝突」解

釋第二朵烏雲是有問題的，稱

之為恐怖主義更是錯誤，他認

為這是「伊斯蘭教對工具理性

的抵抗」。同時，他還表示：

「第二次全球化開始不久，特

別是科索沃戰爭以後，政治哲

學基本上確立了人權必須高於

主權的大原則。在某種意義上

講，這不能不說是現代價值的

一個大進步。」

當我們說人權大於主權

時，在很大程度上已經承認人

權的普世價值，無所謂「中國

特色的人權」、「伊斯蘭特色的

人權」或者「西方特色的人權」。

那麼，伊斯蘭教對西方的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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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隨�對左翼電影背後的權

力格局了解的深入，才能更好

地解讀左翼電影的生與死。

田應淵　昆明

2007.10.15

艱難的民主之路

秦暉〈孟什維克：正統馬

克思主義在俄國的失敗〉一文

（《二十一世紀》2 0 0 7年1 0月

號），給我感受最深的是：孟

什維克走的是一條艱難的民

主之路。成王敗寇，坐上權勢

寶座者對於歷史的書寫有所粉

飾，然而真正的學術研究，

應該實事求是，應該通過對於

歷史史實的研究，還原歷史的

本真。

秦文梳理和分析了強調政

治自由的孟什維克與注重人民

專制的布爾什維克的對立，由

於孟什維克「理論上堅持正統

馬克思主義觀點而不善權變，

行為上堅持道德自律而不願使

出辣手，對他人過份天真而不

諳世事險惡，對自己『潔癖』太

甚而處處循規蹈矩。⋯⋯最終

被自己過去的黨內『同志』消滅

了。」這些分析都基於其對於

歷史的細緻分析。孟什維克堅

持正統馬克思主義的觀點，把

列寧的「專政」看成內戰中的非

常狀態，期待在戰後能夠恢復

民主，但是內戰一結束他們就

遭到了嚴厲的鎮壓。

秦文使我們看到了正統馬

克思主義在俄國失敗的歷史，

也看到了追求民主之路的艱難

與坎坷，同時也看到了教條主

義式地運用馬克思主義的尷

尬，必須與時俱進地運用馬克

思主義發展馬克思主義，才能

真正尋找到一條民主之路。

楊劍龍　上海

2007.10.24

黨內鬥爭與反右運動

1957年的反右運動不僅是

一場整肅知識份子的運動，也

是一場黨內清洗運動。林蘊暉

先生的〈高幹右派：反右中的黨

內「戰場」〉一文（《二十一世紀》

2007年8月號），描述了反右運

動中清洗「高幹右派」的黨內鬥

爭，揭示了人們以往甚少關注

的反右運動的另一面相。

反右運動中的黨內清洗對

象，相當一部分是黨內具有民

主意識的領導幹部，且這些黨內

民主派多來自國統區城市的中

共地下黨系統，其中最著名者莫

如顧準。再如反右重災區的浙江

省，省長沙文漢因主張黨內民

主、黨政分工而與省委書記江

華生嫌隙。沙為中共上海地下黨

出身，江則為毛澤東井崗山中

央紅軍的嫡系，沙自然成了反

右運動的犧牲品。沙文漢夫人

陳修良（時任省委宣傳部代理部

長）也被打成右派，陳1940年代

曾任中共南京地下黨市委書記。

浙江被清洗的「沙（文漢）

楊（思一）彭（瑞林）孫（章錄）右

派集團」，四位省級「高幹右

派」中除彭瑞林外，均為白區

地下黨出身。中央機關最大的

黨內右派、時任監察部常務副

部長的王翰，亦因倡言黨內民

主而罹禍。王翰早年由上海交

大棄文革命，長期在上海、武

漢等地從事地下黨革命活動。

顧準和沙王的悲劇，不僅

由於其民主言論，而且有中共

黨內中央系與地下黨的派系背

景。以往關於反右運動的研

究，對源於城市地下黨系統的

黨內民主派關注不夠。

高力克　杭州

2007.9.27

抗，是建立在承認這一普世價

值的前提下，還是否認這一前

提呢？伊斯蘭教的人權和西方

的人權，究竟有多少共通之

處，又有多少無法通約之處？

伊斯蘭教對普遍人權觀的拒絕

和對工具理性的抵抗，幾乎是

同步的。這僅僅是巧合，還是

一種必然？普遍人權觀和工具

理性是甚麼關係？能否站在普

遍人權觀的立場上抵抗工具理

性？這是需要進一步思考的。

王曉漁　上海

2007.10.31

左翼電影的生與死

假如把二十世紀30年代想

像為左翼文化與反動文化激烈

交鋒、彼此不容的場景的話，

那麼左翼電影自然必不可少，

其政治功能則愈發凸顯；在此

後的追溯中，左翼電影也就具

有了天然的合理性，最終與左

聯一起構成了30年代左翼文化

戰線的堅實組成部分。

可是，左聯與其名義上的

導師魯迅一直關係緊張；其主

要領導者周揚、丁玲、胡風等

人之間的矛盾更在數十年後引

發了席捲整個中國文壇的風

波，這樁公案直到今天仍然疑

竇叢生。左聯尚且交織如此之

多的恩怨，如何讓我們相信更

鬆散的左翼電影就是鐵板一

塊？

將30年代的中國電影簡單

化約為左翼電影與「反動電影」

的鬥爭，未免忽略了30年代中

國在多種權力和意識形態交織

互動下的複雜，更忽略了人性

的複雜。因此，蕭知緯〈三十

年代「左翼電影」的神話〉一文

（《二十一世紀》2007年10月號）

的研究，對於重新解讀左翼電

影背後的政治性具有示範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