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邊互動 159

三邊互動

三邊互動

三 邊 互 動

二十一世紀雙月刊　2000年4月號　總第五十八期

本刊自總50期（1998年

12月號）開始全文上網，至今

已有8期。令我們高興的是，

本刊文章經常被下載轉貼，

並引起討論。我們也了解

到，國內讀者，特別是那些

要通過所在高校主網頁轉到

本刊網頁的年輕學人，往往

要用數分鐘甚至數十分鐘才

能夠閱讀本刊。如何克服上

述困難？請各地朋友給我們

意見。更希望對本刊文章有

興趣的讀者，及時在網上三

邊互動留言，這也是對我們

的支持。

——編者

「自由」地思考「自由主義」

讀完貴刊二十世紀最後一

期刊物，誠如編者編後感言，

真是千頭萬緒，不知該從何說

起。該期內容的豐富多彩毋庸

贅言，「政治與法律」專欄的增

設更令人耳目一新。其中石元

康的〈海耶克論自由與法治〉一

文，尤其讓人感慨無限。記得

1992年海耶克仙逝，當年最後

一期《二十一世紀》刊出了傅鏗

先生所撰〈僭妄的理性與卑微

的自由——海耶克的自由主義

理念〉，對這位以92歲高齡辭

世的思想大師的自由主義理路

作了較為全面的描摹。其時，

一股「海耶克熱」正伴隨¥自由

主義理念在大陸知識界的勃

興、熾盛而逐步形成。確乎，

海氏思想深邃博大，恰如曾受

業於海耶克的林毓生所指，

「氣象籠罩¥整個自由世界的

存亡，思域概括¥整個自由制

度的經緯」，何等的氣勢恢

弘。

或許是與大師疏離太久，

「海熱」（另有「海德格爾熱」）的

背後也透出了知識界的一絲浮

躁之氣——「言必稱海耶克」，

實際上卻未完全了悟其思想的

精髓。職是之故，石元康的文

章就顯得彌足珍貴。他令人信

服地論證了海氏「自由」概念的

混亂，「法治」作為「自由」基礎

的脆弱以規避訴諸「自然權利」

作為「自由」基礎所遭致的邏輯

上不能自洽的困境，其結論持

平、公允。然而在我看來，該

文的重要性毋寧說在於它所展

示給我們的那種理性的批判與

反思精神。

丁為　西安

2000.3.18

資訊時代與信息泛濫

貴刊2000年2月號〈電子報

在資訊時代的社會功能和影

響〉一文認為，屬於「開放符

碼」的電子報將朝向有利於受

眾而不是傳播者的方向發展，

據此工業社會新聞界的知識及

言論壟斷狀況將被打破。

然而不容樂觀的是，資訊

時代的受眾將要面臨日益嚴重

的信息泛濫，對互聯網上可以

無限複製和極速傳播的大量新

聞進行辨偽、分類、選擇及接

受需要耗費大量的時間和心

力。忙碌的現代人最後勢必求

助於權威傳媒機構或所謂的信

息分析組合軟體等技術手段。

於是工業社會中新聞工作者的

權威地位將被專長於信息分析

處理的技術人員取代，這將導

致更為嚴重的文化工業化傾

向。

看來，如何建立一種兼顧

人文關懷的信息整合手段和制

度，將不僅是本世紀新聞業將

要認真考慮的，對於資訊時代

的整個文化前途來說，這無疑

也是一個至關重要的問題。

點點　上海

2000.3.22

該給誰補償

讀了貴刊1999年12月號

〈從下放到下崗 1968-1998〉一

文。這篇文章雖然引證了大量

材料，但卻使人感到主要是為

那些對中國了解極少的美國人

而寫的。文章描述了知青群體

在過去的毛時代和隨後的鄧時

代直至今天的後鄧時代，不斷

受到不公平的待遇，承受了三

十多年來中國所有的苦難，並

因此認為他們有理由得到對此

負有責任的政府的特別補償，

讓作為舊日苦難的承受者和後

來改革的成本負擔者的知青群

體，得到以政策或基金形式的

回報。

誠如作者所確定的，知青

一代從下鄉到回城，從待業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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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147　古一多．克洛卜著，周健、彭志華譯：《希特勒的

追隨者》（海口：海南出版社，1999），封面。

頁150　王觀泉：《被綁的普羅米修斯——陳獨秀傳》（台

北：業強出版社，1996），封面。

頁153　岡田英弘：《現代中國 日本》（東京：新書館，

1998），封面。

頁156　陳東有：《走向海洋貿易帶——近代世界市場互動

中心的中國東南商人行為》（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
1998），封面。

封三　Albrecht Dürer, The Madonna with a Multitude of Ani-

mals (1503).

封底　Jacob van Ruisdael, Bleaching Fields near Haarlem

(1665).

下崗，從自身的教育到子女的

教育都踫到了種種困難。這

些可能都是事實，但如從中國

人的角度回顧一下就不難看

出，雖然在任何時代都有特權

階層，都有日子過得好的個人

和群體，但在苦難的年代，社

會中大多數人得到的都是苦

難。一方面，作者也承認知青

並不是最苦難的群體；另一方

面，即便是沒有下鄉而留在

大城市的人，在那個年代p的

物質和精神生活又如何？更不

用說佔人口絕大多數的中國農

民的命運了。如果說補償，經

歷過那個年代的中國人，又有

多少人沒有理由要求這樣或

那樣的補償呢？同樣，凡是生

於亂世、生於貧窮落後、生於

社會快速發展前夜的人群，是

否都應該要求這樣或那樣的補

償呢？

我們期望於政府的，應當

是它能為發展社會經濟盡最大

的努力，從而讓現在社會上最

大多數的人過更好的日子。社

會的經濟水平提高了，過去文

革的知青群體必然也能從中受

益。如果一定要說補償，這就

是最好的補償。

曉彥　上海

2000.3.23

關於計量研究的一點說明

《二十一世紀》雜誌1999年

12月號「百年中國」欄刊登一組

有關中國現代政治觀念形成計

量研究的論文。這些文章的發

表引起人們的興趣和討論，我

們十分高興。在此必須補充說

明，這些論文均為香港研究資

助局（RGC）資助的研究課題：

A Quantitative Study of the For-

mation of Certain Modern Chi-

nese Political Concepts 的一部

分成果。由於疏忽，這組文章

在發表時大多沒有注明這一

點，在此對香港研究資助局表

示感謝並致歉。

金觀濤　香港

2000.3.23

新編 1990-99 年索引現已發行

本刊最近編成1990至99年總第1至56期文章索引，分中文

版和英文版，各包括分類索引（Subject Index）及作者索引

（Author Index），並將於稍後寄贈各地機構訂戶。讀者也可按

以下價格（中、英文版同價）訂購：

有意訂購者請另紙寫明個人資料和訂購數量，連同劃線支

票抬頭「香港中文大學」（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

逕寄本刊刊務室收。

香港 東南亞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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