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編 後 語
自2018年中美爆發貿易戰以來，兩國關係急轉直下，在外交、軍事、科

技等多個領域持續發生衝突，至今仍沒有緩和迹象。若從地緣政治角度看，東

亞地區無疑是當前中美角力的一個熱點。本期「二十一世紀評論」以「中美競逐

與東亞格局」為題，邀請專家學者從不同角度作出探討。

時殷弘指出，美國在連結日本、澳洲和印度的「四方安全對話」（QUAD）
基礎上，締結了一個以戰略性軍事協作為目標的「印太聯盟」，針對中國進行多

邊的軍事和經濟安全合作，影響力正與日俱增。如何削弱或破解聯盟對華構成

的重大壓力，勢將成為未來中國外交的一大挑戰。川島真認為，中日關係乍暖

還寒、時晴時雨，與日本對華政策面對一個悖論有關。在中美角力的背景下，

日本一方面緊跟美國步調，對中國提升威嚇；另一方面考慮到周邊國家的地緣

政治因素，樂意與中國保持溝通合作。岸田文雄政權的目標是維持中日關係現

狀，設法取得平衡。林泉忠回顧了四次台海危機的緣起和經過，分析中國和美

國在危機中扮演的角色。文章認為，未來台海一旦發生衝突，從歷史經驗看，

美國不但會強勢介入，甚至對危機的走向發揮關鍵作用。基於守護「第一島鏈」

和鞏固在印太地區的霸權地位，美國絕對不會冷眼旁觀。

在《朝鮮停戰協定》簽署七十周年之際，學界對於這場曾經牽動東亞以至

全球政治局勢的戰爭，持續進行有意義的學術探索，從不同的研究角度出發，

得出同中有異、別開生面的結論。金東吉認為，美軍越過「三八線」並不構成

中國出兵的原因，「出而不戰」才是介入朝鮮戰爭的目標；中方背後的考量主

要是出於實際利益，希望藉此遏止美韓軍隊前進，在不與美國直接交戰的情況

下，將國防線鞏固至朝鮮北部。沈志華指出，中國出兵的決策過程曲折，目標

和動機隨時局發展而有所變化，總的目的是借助中蘇聯盟鞏固新生政權的國家

安全；從後來的結果來看，雖然決策合理正確，達成所有預定目標，卻未能把

握有利時機及時收兵。陳兼強調，中國派兵入朝除了出於保衞東北邊境安全的

考慮以外，不能忽視的是，毛澤東希望通過高舉愛國主義和國際主義的大旗，

將一場對外戰爭轉化為國內廣泛持續的群眾動員運動，強化全國民眾對於新中

國社會改造的認同和支持。常成廣泛利用美國的檔案材料，解讀朝鮮停戰談判

中美方「自願遣返」戰俘政策的由來，亦屬新近重要的研究成果。

今年2月是唐君毅先生逝世四十五周年，8月是余英時先生逝世兩周年，
彭國翔苦心孤詣，仔細爬梳二人的日記、回憶錄等原始資料，重構和解說兩位

望重士林的當代學術大家自1950年起的交往和關係，值得後人緬懷追思。由
於篇幅關係，本期先刊出上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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