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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中國的文化建設 陳方正 1-4

展望二十一世紀
理想幻滅，歷史不會終結 許倬雲 1-6

世界各華人社區的文化發展 高　錕 1-7

盼中國民主生根，走出歷史循環 張　灝 1-9

發揚中國文化的人本精神 李亦園 1-11

從三岸互動，到和平競爭與合作 金耀基 1-13

多元開放的啟蒙教育與中國文化的 傅偉勳 1-14

　繼往開來

愚人天問 陳　原 2-4

待從頭，收拾舊山河 余英時 2-5

民族國家觀念的反思 陳其南 2-7

科技、貿易和「天人合一」 張光直 2-9

人類與環境的共生 梁　怡 2-11

化解啟蒙心態 杜維明 2-12

東西方文化的轉折點 季羨林 3-4

走向二十一世紀 劉述先 3-5

揚棄「民主與科學」，奠定「自由與秩序」 甘　陽 3-7

一個夢想：多元化的統一 韋政通 3-11

東亞現代化與二十一世紀前景 羅榮渠 4-4

克服歷史 李弘祺 4-6

同情的了解．對比的自覺 沈清松 4-9

我對二十一世紀的希望 張岱年 5-4

「一統」和「統一」 喬　健 5-5

中國人最短的世紀 劉夢溪 5-7

社會研究的西方理論泛濫 杜祖貽 6-4

創造新的文化 丁守和 6-7

多元秩序與文化整合 謝　冕 6-8

文化研究應輕裝前進 劉志琴 6-10

未來總是好的 葉秀山 7-4

亞洲四小龍經濟發展的歷史意義 廖柏偉 7-5

根在苗先——中國如何進入二十一世紀 林山木 7-7

再拜陳三願 吳甲豐 7-9

現代化進程中的中國科學技術 周光召 8-4

自由的真諦 熊　偉 8-6

二十一世紀的國際競爭方式 閔建蜀 8-8

發展、進步與和平 徐中玉 8-10

百年中國
迎接1900年——中國怎樣走近二十世紀 劉廣京 1-19

二十世紀儒學在中國的重構 姜義華 1-28

《點石齋畫報》中的上海平民文化 葉曉青 1-36

中國文化的烏托邦精神 金觀濤 2-17

自由主義與中國 汪榮祖 2-33

新民主主義中的領導權問題 魯亦冬 2-38

激進主義在中國 林　崗 3-17

中國近代社會性質之商榷 胡　成 3-28

清末新興商人及民間社會 朱　英 3-37

從周學熙集團看官僚資本的轉化 李　林 3-45

中國發展成現代型國家的困境： 金耀基 3-56

　韋伯學說的一面

賽先生、德先生的轉形 郭穎頤 4-15

弗洛伊德學說在中國的傳播：1914-1925 林基成 4-20

二十世紀中國科學主義的兩次興起 劉青峰 4-32

從《大同書》看中西烏托邦的差異 馬悅然 5-11

革命家與啟蒙者的雙重身份 陳萬雄 5-16

　——五四時期的安徽知識份子

陳獨秀和尼采的比較 陳鼓應 5-27

中國知識份子的邊緣化 余英時 6-15

戊戌知識份子改革中國的模式 楊念群 6-26

中國自由主義知識份子的參政 1945-1949 許紀霖 6-37　

辛亥後帝制復辟思潮平析 馬　勇 7-15

甘地和孫中山對傳統文化和現代化道路 王輝雲 7-28

　的選擇

民國初期的經濟法制建設 虞和平 7-41

「問題與主義」論辯的歷史意義 林毓生 8-15

還「問題與主義」之爭的本來面目 李　林 8-21

自由的失落：科玄論戰的演變 嚴搏非 8-27

從抗爭到妥協：人權論戰的困境 姜義華 8-32

全盤西化與本位文化論戰 王中江 8-39

民主與獨裁的兩難 周質平 8-46

胡適批判的反思 胡　明 8-50

自由主義的兩代人：胡適與殷海光 章　清 8-58

記「胡適與現代中國文化」研討會 編輯室 8-66

台灣專輯：社會與文化
台灣威權政治的傘狀結構 胡　佛 5-36

台灣社會的歷史性挑戰 杭　之 5-41

台灣社會的開放化與多元化 楊國樞 5-53

出現中的市民社會及其限制 王振寰 5-57

簡論儒家倫理與台灣經濟 韋政通 5-68

市民城市之浮現？ 夏鑄九 5-73

台灣工業化模式的觀察 文崇一 5-86

台灣文化的現象與檢討 何懷碩 5-90

台灣當代美術 倪再沁 5-95

讀書：評論與思考
哈維爾的啟示 李歐梵 1-48

建築現代的幻景——雷畢諾《法國現代》評介 唐小兵 1-54　

艾森斯達特對現代化理論及 李　強 1-60

　中國文化的再檢討

歷史學家的經線：編織中國現代思想史 孫隆基 2-47

　的一些問題

世界之鏡中的日本文化 王崧興 2-66

戲劇．社會．人生——再論哈維爾 李歐梵 3-73

中國的香港：初評《一國兩制與香港 翁松燃 3-80

　基本法律制度》

冥冥中的輪迴——讀《中國民間諸神》 王　毅 4-48

自由與深淵：德里達的兩難 鄭　敏 4-57

「士魂商才」——《中國近世宗教 余英時 5-107

　倫理與商人精神》日譯本自序

斯皮瓦克與女性主義批評 張京媛 5-110

回到人間的魯迅形象——讀《鐵屋中的吶喊》 汪　暉 6-47　

以「詞語」為生的人 杜小真 6-55

艾利亞斯：人生、文明和權力 梅　奈 7-53

價值尺度的非歷史闡釋 夏中義 7-65

　——評《傳統與中國人》

文化相對主義與普遍主義 康　丹 8-68

企業的本質 鄒　剛 8-73

評《中國近代鐵路事業管理的研究》 梁志強 8-76

《市場環保主義》推介 鄧文正 8-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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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　目 作　者 期-頁 題　目 作　者 期-頁

科技文化

二十世紀的物理學 楊振寧 1-67

探索永恆：哥德爾和愛因斯坦 王　浩 2-71

世界是必然還是偶然的？ 郝柏林 3-85

　——混沌現象的啟示

無序、耗散與時間箭頭 楊綱凱 4-65

玻色：第三世界科學家的彗星現象 劉　兵 5-117

對稱和物理學 楊振寧 6-69

中國數理科學百年話舊 張奠宙 7-72

僕人與皇后——談談數論和它的應用 王　元 8-83

景　觀

從空間的政治經濟學看香港： 黎錦超 卡思伯特 1-79

奇¬與幻象

寫實——從技法到精神 戴士和 2-85

畫家中的畫家之一——莫蘭迪 司徒立 3-101

　附錄：莫蘭迪的沙漏

當代大陸新潮美術 高名潞 4-79

畫家中的畫家之二——亞希加訪談 司徒立 6-58

中國當代建築文化思潮 雪　語 7-89

畫家中的畫家之三——賈克梅第 司徒立 8-91

人文天地

文學史的悖論 劉再復 1-90

八十年代台灣作家怎樣寫歷史 周英雄 1-98

人生令人Ä迷的地方 劉紹銘 1-104

論禪宗思想中的內在性與超越性 湯一介 1-108

流亡話語與意識形態 劉小楓 1-113

法西斯主義引起的哲學反思 趙敦華 1-121

五百年前的中國與世界 王賡武 2-91

伊甸園的黑暗——《舊約．創世記》 王　強 2-101

　中的一種女權主義解讀

文化言談中的「性」——中國新電影 張　寧 2-110

蘇醒的夏娃——新時期女作家的創作傾向 季紅真 2-117

「現實主義」可能嗎？ 劉　東 2-126

流離的記憶女神——論中國人和 舒衡哲 3-107

　猶太人的民族記憶

科學政治家的角色衝突 顧　昕 3-123

兩種文學史觀：玄學的和解構的 鄭　敏 3-130

法國大革命中的謠言現象及其政治功能 高　毅 4-92

性別表象與民族神話 孟　悅 4-103

大眾文學．ö事．文類 鄭樹森 4-113

　——武俠小說札記三則

中國哲學的言說問題 馮耀明 4-120

告別諸神——中國當代文學理論 劉再復 5-125

　「世紀末」的掙扎

小說與新聞：當代中國的知識、文化、 黃子平 5-135

　權力和媒介

憂樂圓融——中國的人文精神 龐　樸 6-83

尼采與李贄 張世英 6-97

市民社會與重本抑末——中國現代化 石元康 6-105

　道路上的障礙

毀滅與新生 I ——奧圖曼帝國的現代化歷程 陳方正 7-102

轉型期的中國文化發展 湯一介 7-119

從《紅高粱》到《菊豆》 馬軍驤 7-123

關於「市民社會」的幾點思考 王紹光 8-102

無邪的虛偽：俗文學的亞文化式道德悖論 趙毅衡 8-115

批評與回應

走出形式主義的迷霧 杭　之 2-136

先理解，後批評：回應姜義華 劉述先 2-143

關於《中國意識的危機》——答孫隆基 林毓生 3-136

就教於金觀濤先生——〈中國文化的 孫國棟 4-128

　烏托邦精神〉讀後

略論中共的烏托邦思想——對金觀濤 張　灝 4-133

　論旨的幾點回應

文學史觀漫議 嚴家炎 4-137

「回到未來」的文學史 王建元 4-140

重寫文學史論題 殷國明 4-143

與林毓生先生商榷 孫隆基 5-146

「非」未必「超」：回應馮耀明先生 王　煜 5-154

武俠小說、大眾潛意識及其他： 陳平原 5-155

　回應鄭樹森先生

流氓政治及張鐵生現象 王　毅 6-132

盎格魯自由傳統與法蘭西浪漫精神 顧　昕 6-138

就《二十世紀中國科學主義的 還學文 7-142

　兩次興起》與作者商榷

答還學文先生 劉青峰 7-147

「克己復禮」真詮——當代新儒家 何炳棣 8-139

　杜維明治學方法的初步檢討

從既驚訝又榮幸到迷惑而費解 杜維明 8-148

　——寫在敬答何炳棣教授之前

讀〈告別諸神〉 伍曉明 8-151

經濟與社會

越南的政治經濟改革及其對中國的啟示 鄒　剛 1-125

中國對外經濟的非均衡分析 厲以寧 1-131

亞洲四小龍經濟快速成長的政治條件 劉平鄰 2-147

「經濟人」與「道德人」——洛克與 何清漣 2-154

　王船山的勞動財富觀比較

中國當代企業文化與儒家經濟倫理 張鴻翼 3-151

中國大陸的「人口危機」 李少民 4-146

集權政治與自由經濟——拉丁美洲模式 趙穗生 4-154

評勞動價值論 楊小凱　黃有光 6-141

香港與廣東經濟的再整合 傅高義 6-153

法團主義與中國經濟改革 李南雄 7-150

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變的問題 王躍生 8-164

隨筆．觀察

花都之會 陳方正 6-121

關於成吉思汗陵 張承志 6-127

我祖父的自勉詞 冰　心 7-133

腳註、尾註、剖腹註、追註 劉紹銘 7-134

火焰山小考 張承志 7-137

記十力先生二三事 王元化 8-130

遊戲族及其滅苦心法 朱大可 8-135



題　目 作　者 期-頁 題　目 作　者 期-頁

展望二十一世紀

新國際格局與亞太秩序 廖光生 9-4

道德理想重建之夢 陳丹晨 9-7

科技危機與人文世界 胡道靜 9-8

「發展」的發展——面面觀與百年觀 關信基 10-4

憧憬和希望 蔣孔陽 10-6

和平研究及人類的信心 王德祿 10-8

貞下起元 陳　來 10-10

大同新夢 李澤厚 11-4

對歷史學前景的遐想 林劍鳴 11-5

真誠團結　同心協力 丁日初 11-6

向大同世界演進 許　傑 12-4

中國哲學與二十一世紀 李慎之 12-5

朝鮮半島和解的意義 趙全勝 12-8

重訪哥倫布 陳方正 13-4

獨立之精神　自由之思想 唐振常 13-6

知識競賽的新世紀 胡如雷 13-8

東西文化　勢將會合 傅高義 14-4

期待更高的綜合 陳伯海 14-6

應向新加坡學甚麼？ 鄭赤琰 14-8

儒學與世務 柳存仁 14-10

百年中國

中國民族主義與現代化 白魯恂 9-13

中國文化的意識形態牢籠 金觀濤　劉青峰 9-27

中國區域發展的差異：南與北 孫隆基 10-15

社會變革中的文化制衡——對五四文化 劉夢溪 10-29

　啟蒙的另一種反省

白話文的得與失 黃國彬 10-39

市民意識與上海社會 唐振常 11-11

近代尚力思潮述論 郭國燦 11-24

王國維的內在緊張：科學主義 楊國榮 11-34

　與人本主義的對峙

正確的黨史從哪Æ來？ 塞　奇 12-13

清末留日學生與立憲運動 張學繼 12-25

中國共產黨為甚麼 金觀濤　劉青峰 13-13

　放棄新民主主義？

紅Ì兵運動的兩大潮流 印紅標 13-26

中日傳統士階層的近代變遷 賀躍夫 14-15

福澤諭吉和張之洞的《勸學篇》 王中江 14-27

讀書：評論與思考

難言之隱——評《走向十字架上的真理》 孫　津 9-43

《與魔鬼交往》和心理史學 邵東方 9-49

重構空間意識：後現代地理研究 唐小兵 10-76

評介《儒家之天道觀》 陳　寧 10-83

「歷史」的民主與民主的「歷史」 鄒　剛 11-44

歷史的終結和最後一個人 李弘祺 11-49

　——福山新著簡介

　附錄：歷史結束了，世界還繼續下去 麥耐爾

仁學結構的整體分析 夏中義 12-37

　——評《中國古代思想史論》

世界史研究的興起 邵東方　杜小亞 12-45

寧可蹣跚，不要僵化 許倬雲 13-61

中德關係與中國現代化模式 陳意新 13-64

經濟史研究的新範式 王　焱 13-73

從經濟史到制度變遷理論 黃一乂 13-76

經濟學與主體性 方紹偉 13-81

制度變遷與意識形態 劉世錦 13-84

亞洲又一個巨人——南朝鮮與晚工業化 王小強 14-37

地獄Æ的思考——讀顧準遺著 陸　山 14-43

　《從理想主義到經驗主義》

談西周文化發源地問題 饒宗頤 14-51

　——與許倬雲教授書

「現代化」的代價 梁治平 14-53

我在的呢喃——張志揚的《門》 劉小楓 14-59

　與當代漢語哲學的「言路」

科技文化

從計算到思維？ 趙挺偉 9-53

　——談並行電腦的發展與前景

數學大師陳省身 張奠宙 10-50

陳省身先生與我 楊振寧 10-62

我看人工智能辯論 李逆熵 11-57

原子核、恆星與宇宙 王榮平　呂南姚 12-52

馮達旋　提爾曼

碳60：分子結構的新天地 李榮基 13-53

人造太陽——聚變：未來文明的希望 曾鏡濤 14-67

景　觀

當前中國藝術的「無聊感」 栗憲庭 9-69

　——析玩世現實主義潮流

回到新石器時代：二十一世紀的產品設計 關善明 10-69

黑人藝術和我們 熊秉明 11-69

士大夫眼中的西方繪畫 吳甲豐 12-69

畫家中的畫家之四——森．山方的選擇 司徒立 1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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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　目 作　者 期-頁題　目 作　者 期-頁

造化弄人，我弄造化 余光中 13-45

　——論劉國松的玄學山水

時間的良知——布列松的藝術 司徒立 14-85

人文天地

毀滅與新生 II 陳方正 9-77

　——土耳其的威權體制與民主歷程

沒有身體的戲劇——漫談樣板戲 王墨林 9-93

現代小說研究在中國 嚴家炎 9-99

文化傳播中的形變 許理和 9-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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雞生蛋還是蛋生雞，或中國干人權何事 馮　象 26-63

　——評安．肯特的《自由與生存之間：

　中國與人權》

生存危機與哲學的責任 倪梁康 26-70

　——兼論荷斯勒及其生態哲學

科技文化

專　論

二十一世紀的環境危機：陽光與空氣 I 劉雅章 21-69

二十一世紀的環境危機：陽光與空氣 II 劉雅章 22-69

更快、更高、更強的奧妙 忻鼎亮 23-83

在微觀世界深層：頂夸克的Ò跡 陳方正　楊綱凱 24-50

觀察與操縱固體表面原子 鄭天佐 25-117

尋找不可見物質 周威彥　陳方正 26-86

科技訊息

李遠哲出任中研院院長 21-77

超導超級對撞機（SSC）之死

化劍為Ú：攻擊核潛艇作為北極探測船的嘗試

打開微觀世界的「近場光掃描顯微技術」（NSOM）

量子點上的單顆電子

T細胞第二類共激發因子B7-2之發現

人類胚胎克隆體的產生

尼人祖先完整骸骨的發現

楊振寧獲弗蘭克林獎章 22-78

企圖解決溫室效應的失敗嘗試

超高溫超導體

人類起源之謎：改寫直立人世系

人口結構轉變的新模式

再一顆超新星的出現 23-95

頂夸克的疑惑

人類起源的證據 I 露西的頭 II 染色體12的alu-STRP變異段

中國科學院選出首批外籍院士 24-63

果蠅死亡基因 rpr 的發現

期待已久的天文奇觀

超巨黑洞的發現

生命第三支「古菌」的世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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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促進中國科技發展　香港捐贈兩項鉅額基金 25-129

觀測遠古的宇宙背景溫度

銀河內微型類星體的發現

補天頑石依達（Ida）近照

楊振寧獲鮑華科學成就獎 26-95

拉米度南猿——人類根源的發現？

哈勃測哈勃

高溫超導電纜原型的發展

專題報導

到費馬定理之路 蕭文強 21-82

死亡基因ICE的發現 編輯室 22-61

以超短脈衝產生超高功率激光 羅蔭權 26-97

特　稿

生長激素是不老藥嗎？ 曹宏威 23-97

悼念施溫格 楊振寧 24-63

景　觀

戲劇：揉合西方與中國的嘗試 高行健 21-62

當代藝術的危機——公共性之喪失 司徒立　金觀濤 22-56

　藝術與哲學的對話 I

藝術真理存在嗎？ 金觀濤　司徒立 23-54

　藝術與哲學的對話 II

理解就是創造——尋找新的方向 司徒立　金觀濤 24-69

　藝術與哲學的對話 III

服飾與社會變遷 袁仄　區偉文 25-105

　——讀民國初年的服制法令

科學與藝術之間——攝像機的自我凝視 胡繼旋 25-110

城市：一個極複雜的個體 潘國城 26-76

人文天地

中國與日本「公私」觀念之比較 溝口雄三 21-85

關於「實用理性」 李澤厚 21-98

審美烏托邦：溫克爾曼的文化意義 張海平 21-103

從獨白的時代到複調的時代 劉再復 22-100

　——大陸文學四十年

世俗儒家倫理與後發現代化 陳　來 22-112

春明哈和她的實驗電影 任　海 23-99

中國「十七年」小說中的女英雄形象 陳順馨 23-105

　與男性修辭

試析《駱駝祥子》中的性疑惑 王潤華 23-113

中國文化中的寡母撫孤現象 謝　泳 24-113

張愛玲的欲望街車：重讀《傳奇》 史書美 24-124

89後中國電影電視走向 陶東風 24-135

大一統王朝劃分政區的兩難 葛劍雄 25-60

中國真正統一於西漢 林劍鳴 25-67

一個整合過程的假設 許倬雲 25-73

沈從文對苗族文化的多重闡釋與消解 劉洪濤 25-76

紅學與百年中國 劉夢溪 26-101

初論社會學與中國文化啟蒙 陳海文 26-110

隨筆．觀察

在哈佛聽亨廷頓演講 木令耆 21-107

讀王夫之說「一概之論」、「定論」 趙　園 21-109

讀人——自悅篇 從維熙 21-111

鍍金的劣貨 翟　墨 22-121

「泥」與「沙」——為中國「國民性」 翟學偉 22-123

　之癥結求答案

在那書的叢林Æ 王　強 23-125

以？為鑒 辛　采 23-132

傳統文化的融合劑 劉元彥 23-136

異化的臘八粥 牧　惠 24-139

綠洲和石碑 吳甲豐 24-142

閒聊、閱讀和課題設計 鄭　凡 24-145

我看《曾國藩》現象 楊念群 25-132

貓吃公款 孫越生 25-136

從京都的「哲學之道」談起 王中江 26-123

「遷延」的代價 胡　成 26-127

批評與回應

金耀基的「現代化」論及其問題意識 劉小楓 21-114

殊別價值與普世價值之間 劉軍寧 21-126

　——文明衝突的另一面

再論中國政府的汲取能力——兼答 王紹光 22-129

　楊大利、崔之元、饒餘慶、蕭耿諸先生

在批判的姿態背後 王曉明 22-137

批評理論與中國當代文化思潮 劉　康 22-143

也談中國「國家能力」 汪丁丁 23-142

中國當代美術：圖像的匱乏 吳　亮 23-147

格林伯格之死——論先鋒主義 趙毅衡 24-80

　的「危機」

後現代主義不再是自由的守護神 舒　群 24-92

中國藝術現代轉型的問題 余　虹 25-140

〈評《內部的鴉片戰爭》〉讀後 丹　晨 25-145

請按本來面目作評論 梁培恕 26-132

評〈黃金分割也是對稱？〉 蕭昌建 26-138

經濟與社會

香港政治秩序的尋求 關信基 21-131

中國股份制：社會主義的免費午餐 何清漣 21-146

中華文化、理性化制度與經濟發展 樊　綱 22-150

當今世界的利益結構衝突 蘇鐵丁 23-149

上海經濟：停滯與再起飛 高汝熹　郁義鴻 24-148

　（1953-1993）

亞廠商的內在結構與績效 李維森 25-147

鄉鎮企業的產權制度與激勵機制 盧　邁 26-143

　——南海市 P 鎮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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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一世紀評論

「後學」與中國新保守主義 趙毅衡 27-4

「第三世界批評」在當今中國的處境 徐　賁 27-16

美國的芒刺與良心 陳方正 28-4

　——論喬姆斯基和他的世界

我看資本主義下的美國 喬姆斯基 28-7

跟隨權力結構起舞的傳媒 李金銓 28-15

創造力與自由的追求 紐邁耶 28-24

　——語言學家喬姆斯基側寫

九十年代的「圈地運動」 何清漣 29-4

中國國有資產管理體制改革的困境 汪丁丁 29-12

「公民宗教」與社會衝突——貝拉專訪 貝　拉 30-4

中國當代倫理秩序中的宗教負擔 劉小楓 30-15

教會社群作為「話語倫理」的制度基礎 費洛倫查 30-24

警惕人為的「洋涇�學風」 劉　東 32-4

「洋涇�學風」舉凡 雷　頤 32-14

反對「認識論特權」：中國研究的世界視角 崔之元 32-19

誰是中國研究中的「我們」？ 甘　陽 32-21

慶祝創刊五周年論叢

論中國現代化與文化建設問題 陳方正 31-4

從周緣驗視「中華帝國」 王崧興 31-8

外交不是內政的延長 甘　陽 31-10

談中國當前的文化認同問題 余英時 31-13

開發中國傳統文化的人文精神 杜維明 31-16

經濟法則確有證驗的適切性嗎？ 邢慕寰 31-18

中國新文明秩序的建構 金耀基 31-21

尋找批判的和開放的歷史精神 金觀濤 31-23

孔子的啟示 韋政通 31-25

不要忘掉二十世紀！ 張　灝 31-28

中國史與世界史的結合 許倬雲 31-31

「文化熱」與「國學熱」 湯一介 31-32

「中國問題」與社會理論的牽纏 劉小楓 31-36

理性重評百年中國 劉再復 31-38

對於激進主義的反思 劉述先 31-40

多元的對立還是多元的溝通？ 劉青峰 31-43

仇必和而解 龐　樸 31-45

百年中國

世紀末思潮——前無去路的理想主義 孫隆基 27-31

中國無政府主義與現代烏托邦思維 劉小楓 27-43

理想主義與烏托邦 金觀濤　劉青峰 27-53

　——《大同書》中儒家與佛教的終極關懷

《新青年》經濟倫理變革及其限度 高力克 28-31

歷史中的《學衡》 羅　崗 28-40

評中國當前反科學主義的四種理據 象　弘 28-49

維新與Ì道：王先謙的文化心態 董劍平 29-21

〈矛盾論〉與天人合一 金觀濤 29-28

政治與學術之間：羅隆基的命運 謝　泳 29-41

1966：學生打老師的革命 王友琴 30-33

清華井岡山兵團的興衰 唐少傑 30-47

下鄉女知識青年婚姻剖析 劉小萌 30-57

重慶紅Ì兵墓地素描 陳曉文 30-66

文革期間群眾性對立派系成因 華林山 31-49

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造反運動的興起 印紅標 31-61

紅Ì兵運動的喪鐘：清華大學百日大武鬥 唐少傑 31-69

近代中國研究中的「市民社會」 楊念群 32-29

　——方法及限度

結構以外：歷史的社會學理路初探 葉啟政 32-39

新四民與中國政治文化重建： 朱浤源 32-50

　廣西個案研究1860-1937

讀書：評論與思考

法國學者看香港： 饒餘慶 27-62

　《世紀末，還是一個世界的末日？》

從「陳柳情緣」看明清婦女詩詞 張　鳳 27-68

時代精神與話語轉變——讀《從理學到樸學： 雷　頤 27-73

　中華帝國晚期社會與精神變化面面觀》

轉型社會中的平民百姓 錢乘旦 28-58

　——讀E.P.湯普森《鄉規民俗》

幻象和複製的世界 范捷平　徐艷 28-66

布魯姆的新著《西方經典》 藍　樺 29-49

重說「黃金時代」 艾曉明 30-91

情欲的力量 康正果 30-96

西方學者對中國文革的研究 徐友漁 31-79

拓展文革研究的視野 王紹光 31-92

讀《現代中國的民眾抗議和政治文化》 徐　賁 32-63

書之愛 王　強 32-73

科技文化

專　論

李約瑟與我 王　鈴 27-89

半世紀前的一封信 嘉當　陳省身　張奠宙 27-93

早期高溫超導體發現的歷史考察 劉　兵 28-89

硅谷：公司創始、策略和斯丹福關係 吉本斯 30-98

會聽國語的電腦 李琳山 3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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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訊息

歐洲決定建造大型強子對撞機（LHC） 27-96

孤島宇宙之間的潮汐

在微觀世界深層：頂夸克的發現 28-99

另一塊拼圖板的發現？

另一個星雲核心的超巨黑洞

類星體的新謎團

到費馬定理之路 II

深切哀悼王浩教授 29-56

從夏娃到亞當——智人單源論的有力證據

人類在南太平洋興起的年代

物質第五態的製成 30-108

來自黑洞的訊息

太陽內部振動的觀測

吳秀蘭獲得歐洲物理學會獎

三種關鍵性人體基因的發現 31-120

肥胖基因可能成為未來減肥藥

死亡基因之謎

肯雅發現新南猿化石

核聚變工程：磁約束問題的解決？

首屆國際華人物理學大會

在分子層次看性別發育 32-101

四川龍骨坡人——亞洲最古老的居民？

專題報導

中子雙星的死亡之舞 編輯室 29-58

生命的解碼 麥繼強 31-117

景　觀

「現代藝術的危機」是一個假問題 森．山方 27-80

文化雙城記：北京與巴黎 宋征時 28-73

「現代的混亂」抑或「現代的糾紛」： 司徒立 29-62

　德朗和他的藝術世界

紅Ì兵美術運動 王明賢 30-76

書法和中國文化 熊秉明 31-103

傳統的批判與批判的傳統 司徒立 31-109

　——談世紀末中國繪畫的歷史遺產

紙上營構——清代繪畫中的建築 何培斌 32-78

人文天地

明清士人階層女子守節現象 陳俊杰 27-98

中國開封猶太人被同化的原因新探 張倩紅 27-108

中華避邪文化之科學透視 鄭曉江 27-116

假如齊國統一天下 周振鶴 28-103

「啟蒙」與「覺悟」 陳海文 28-111

　——再論社會學與中國文化啟蒙

「封建社會」概念的由來 何懷宏 29-73

郭沫若治古史的現實意涵 潘光哲 29-84

魯迅與尼采反「現代性」的契合 張釗貽 29-91

崇高的蛻變——新時期文學中的「文革」 王　坤 30-112

比較《羅密歐與朱麗葉》與《梁祝》的愛情觀 張燦輝 30-120

「萬物生長靠太陽」與原始崇拜 王　毅 31-125

毛澤東詩詞：形式的意義 卜松山 31-133

越南戰爭的現代記憶及其影響 徐國琦 32-104

民主與市民社會 夏皮羅 32-117

隨筆．觀察

百年松筠庵 錢　鋼 27-125

誰說「我們」？ 賀承軍 27-129

城頭變幻二王旗 朱學勤 28-119

廣告烏托邦 蔡　翔 28-123

神輿與神社 陳平原 29-97

端士習與正學風——重讀蔡元培 胡　成 29-103

關於索引 王　強 29-108

說胡 胡文輝 30-130

「胡鬧」的意義 王一方 30-133

毛澤東郭沫若《孫悟空三打白骨精》 廖名春 32-123

　唱和詩索隱

秦檜的史學 朱　正 32-127

批評與回應

再論「第二次思想解放」與制度創新 崔之元 27-134

　——兼答各位評論者

再談黃金分割 陳之藩 27-146

闡釋「中國」的焦慮 張頤武 28-128

與崔之元、王紹光再商榷 汪丁丁 28-136

先鋒的遁逸 楊　揚 29-113

文化、政治、語言三者關係之我見 鄭　敏 29-120

批評的癥結在哪Æ？ 吳　炫 29-125

比批評更重要的是理解 許紀霖 29-130

質疑三問——與李澤厚商榷 林毓生 30-136

「創造性轉化」的範圍與限制 劉　東 30-139

創造的張力：在理念與資源之間 許紀霖 30-143

「後學」批判的批判 萬　之 31-144

文化批判與後現代主義理論 趙毅衡 31-147

斯德哥爾摩大學的文革研討會 楊老玖 31-152

「人文精神」遮蔽了甚麼？ 陶東風 32-132

經濟與社會

中國人類學發展的困境與前景 喬　健 27-151

中國知識社群的現代轉變 劉創楚 28-141

當代中國大陸知識份子的非知識份子化 黃　平 28-149

西方對中國宗教的誤解——香港的個案 杜瑞樂 29-137

儒學何在？——華南人類學田野考察 張小軍 29-149

教派的社會構成——香港牧鄰教會的個案 陳慎慶 30-149

我對中國經濟發展的體察 薛天棟 31-154

缺乏「性」與「暴力」：非美國式人格 孫隆基 32-137

中國人的面具人格模式 翟學偉 32-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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拒絕成為自己，也拒絕成為他人 賀照田 84-131

我們的危機還沒有到來 鄧　廣 86-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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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亞歷史教科書和歷史教育 白永瑞 90-4

靖國是日本的文化嗎？ 高橋哲哉 90-14

如何理解「戰後」東北亞問題 孫　歌 9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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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異邦文化的不同態度：理雅各與王韜 段懷清 91-58

南來文化人：「王韜模式」 王宏志 91-69

執政的道德困境與突圍之道 張　鳴 92-46

　——「三反五反」運動解析

工人、資本家與共產黨 胡其柱 92-59

　——1952年「五反」運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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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社會與傳媒

大壩對移民與文化遺產的影響 蕭亮中 87-64

　——以虎跳峽為例

遮蔽赤裸之軀──工廠民工 馬傑偉、鄭巧玲 90-63

　男女關係探索

「利益鏈」如何形成──城市吸納外來 陳映芳 9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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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像與現實的反思 許江、高士明 88-88

　——2004年上海雙年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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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想像——一九三○年代 曹清華 89-119

　「文藝大眾化」的討論

重建「中國」的歷史論述 葛兆光 90-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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懷念胡耀邦——關於「精神文明建設」 嚴　平 92-123

　的一場爭論

胡耀邦的民主思想 何家棟、王思睿 92-129

批評與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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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立化進程（1925-19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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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懷」：1949年前後的書生與政治》

「何必舊」與「何必新」——評卞僧慧纂 段　煉 149-114

　《陳寅恪先生年譜長編（初稿）》

冷戰格局操控下的地區命運 何志明 149-123

　——評Michael Szonyi, Cold War Island: 

　Quemoy on the Front Line

西方憲政生長的史學追尋 于　民 149-132

　——評顧鑾齋主編《西方憲政史》

「記憶寫作」與知青寫作新路向 黃　勇 149-144

　——評徐小棣《顛倒歲月》

社會主義政權的彈性 周陸洋 150-107

　——評Martin K. Dimitrov, ed., Why Communism 

　Did Not Collapse: Understanding Authoritarian Regime 

　Resilience in Asia and Europe

胡耀邦及其時代 李湘寧、楊龍 150-120

　——評高勇《我給胡耀邦當秘書》

美國華人知識界的「小文革」 梁加農 150-132

　——評邵玉銘《保釣風雲錄：一九七○年代

　保衞釣魚台運動知識分子之激情、分裂、抉擇》

在日本能否找到中國？——評吳偉明編 賈慶軍 150-141

　《在日本尋找中國：現代性及身份認同的

　中日互動》

革命與文化符號的重塑 霍炫吉 151-135

　——評Chang-tai Hung, Mao’s New World: 

　Political Culture in the Early People’s Republic

民間文藝異質空間的改造 黎心竹 151-145

　——評張煉紅《歷煉精魂：新中國戲曲改造考論》

光影折射中主體意識的辯證法 龔浩敏 152-113

　——評Yiman Wang, Remaking Chinese Cinema: 

　Through the Prism of Shanghai, Hong Kong, and 

　Hollywood

抗戰史的區域角度——評Tim Luard,  鄺智文 152-126

　Escape from Hong Kong: Admiral Chan Chak’s 

　Christmas Day Dash, 1941和陳瑞璋：《東江

　縱隊——抗戰前後的香港游擊隊》

清代全真道的全景式研究——評尹志華 謝一峰 152-137

　《清代全真道歷史新探》

在《二十一世紀》銀禧晚宴上的講話	 	 152-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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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一世紀雙月刊總目
2016　第153–158期

題　目	 作　者	 期–頁 題　目	 作　者	 期–頁

二十一世紀評論

宣傳邏輯與市場邏輯——新媒體時代 陳秋心、胡泳 153-4

　中國新聞倫理的「兩難困局」

台灣完成第三次政黨輪替 陳芳明 154-4

第一次世界大戰及一戰華工的世界意義 徐國琦 155-4

「手段」比「目的」更重要——從毛澤東 秦　暉 156-4

　發動文革的「思想史研究」談起

文化大革命的記憶戰場 魏格林、崔金珂 156-29

　——共識與和解

從「新清史」到滿學範式 項飆、劉小萌、歐立德 157-4

哲學與公共文化：台灣的經驗 錢永祥 158-4

爭鬥式民主與公共文化：關於香港政治的 葉蔭聰 158-19

　觀察

流沙狀態的當代中國政治文化 周　濂 158-28

學術論文

村經濟合作社股份制改革與土地生存 潘學方 153-18

　保障問題

一座共產主義領袖的神廟：韶山毛澤東同志 董　哲 153-33

　舊居陳列館的營造

「打土豪」：紅軍早期糧食的獲取及其困境 任　偉 153-56

金日成走上權力頂峰：「八月事件」正劇 沈志華 153-71

「文學旗手」的樹立——解放區語境中的 郭國昌 153-82

　高爾基形象建構

進擊的世界風險社會挑戰 周桂田、徐健銘 154-13

　——紀念貝克逝世一周年

中國勞動關係集體化轉型中的兩種力量和 常　凱 154-30

　兩種路徑

學術的主體性與話語權：「華語電影」爭論 張英進 154-47

　的觀察

宗教與戰爭——1930年代日本「回教圈」 王　柯 154-61

　話語的建構

金日成走上權力頂峰：應對中蘇共同干預 沈志華 154-79

巴黎公社原則在文革中的蛻變 李　遜 155-15

文革初期復旦大學的「黑材料」 樊建政、董國強 155-29

　風潮

官僚派系政治與群眾組織的產生 王　芳 155-46

　——以上海柴油機廠為例（1966-1967）

政治運動中的集體暴力：「非正常死亡」 嚴　飛 155-61

　再回顧（1966–1976）

文革期間的國民經濟 楊繼繩 156-42

文革初期農村的造反運動——安徽老瞿村 陳意新 156-61

　和定遠縣的案例

文革時期京滬知青階層化的個人閱讀 孫沛東 156-78

魂歸何處：中印僑民探微 黃紹倫 157-27

再現「不可見」之物：中國科幻新浪潮的 宋明煒 157-41

　詩學問題

吏紳共謀：中國抗爭政治中 李連江、劉明興 157-57

　一隻隱蔽的手

金日成走上權力頂峰：毛澤東轉變 沈志華 157-68

　對朝方針

聽電視：文革後期新媒體文化初探 黃心村 157-84

背叛、離散敍述與馬華文學 沈　雙 158-38

無鬼之國——中共與陝西地區的「鬼戲」 王　英 158-51

　之爭（1949–1966）

從「第三人效果」理論看中國 果蕾、蘇超、李昊 158-67

　大學生眼中的反腐新聞報導

金日成走上權力頂峰：志願軍撤離北朝鮮 沈志華 158-86

研究筆記

拓展知青研究的幾點探討 胡悅晗 153-110

　——兼評潘鳴嘯《失落的一代》

廣西文革中的吃人狂潮 宋永毅 155-76

文革中的幽靈：作為「牛鬼蛇神」的 彭麗君 157-101

　知識份子

文人與信徒的雙重靈魂——再解丁玲之謎 許紀霖 158-102

景觀

香港文化創意產業再思：以流行音樂為例 朱耀偉 153-95

古巴：一頁獨特的華僑史 雷競璇 154-98

《杜鵑山》改編過程之考察 楊小彥、鄭梓煜 155-96

文革中的地下藝術——無名畫會 王愛和 156-99

全球化、當代藝術與中國社會變革 魯明軍 157-117

劉大鴻「政治風俗畫」中的革命記憶 張　閎 158-116

　及其修辭

書評

底層之「苦」與文明之「惡」——評郭于華 孫沛東 153-128

　《受苦人的講述：驥村歷史與一種文明的邏輯》

中國社會抗爭的起源、策略與影響 徐書鳴、李湘寧 153-139

　——評裴宜理、塞爾登編《中國社會：

　變革、衝突與抗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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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　目	 作　者	 期–頁 題　目	 作　者	 期–頁

自由主義作為一種底線政治學說 陳曉旭 154-111

　——評錢永祥《動情的理性：政治哲學作為

　道德實踐》

諸眾政治抑或歷史實踐——巴利巴爾 趙　文 154-120

　《斯賓諾莎與政治》與奈格里政治實踐

　方案的對話

語言作為共同體以外——評文潔華編 黎國威 154-132

　《粵語的政治——香港語言文化的異質與多元》

如何管控中國的「紅領俸祿」？ 游　宇 154-142

　——評Alfred M. Wu, Governing Civil Service 

　Pay in China

閱讀地圖裏的全球史秘密——評卜正民 蔣竹山 155-111

　《塞爾登先生的中國地圖》

改造的政治——評學愚《中國佛教的 李瀟雨 155-123

　社會主義改造》

國際化視野下的太平天國史 吳盛杰 155-133

　——評裴士鋒《天國之秋》

求真何其難——評楊天石《找尋真實的 王成勉 155-142

　蔣介石：蔣介石日記解讀（三）》

社會主義中國的危機與轉型 宋國慶、董國強 156-119

　——評Yiching Wu,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t the Margins: Chinese Socialism in Crisis

新版毛澤東傳記中的俄國史料 梁加農 156-132

　——評Alexander V. Pantsov with 

　Steven I. Levine, Mao: The Real Story

身份認同和世界秩序的追求 吳翎君 156-143

　——評王立新《躊躇的霸權：美國崛起後的

　身份困惑與秩序追求（1913–1945）》

從化人到劃界——評劉曉原《邊疆中國： 毛　昇 157-131

　二十世紀周邊暨民族關係史述》

從東北亞重建有關中國的歷史論述 曹　寅 157-142

　——評Evelyn S. Rawski, Early Modern China 

　and Northeast Asia: Cross-Border Perspectives

當人類學家走進歷史——讀Helen F. Siu,  程美寶 158-128

　Tracing China: A Forty-Year Ethnographic 

　Journey

中國墮入威權統治的路徑 袁偉時 158-141

　——張朋園《從民權到威權》讀後

新書推介

訂購詳情，請瀏覽當代中國文化研究中心網頁 http://www.cuhk.edu.hk/ics/rcccc/publish/pub_business_main.html

或向當代中國文化研究中心查詢，電話：（852）3943 7382　傳真：（852）2603 5202　電郵：rcccc@cuhk.edu.hk

香港企業家傳記系列（已出版五種）
中華書局、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當代中國文化研究中心　聯合出版

《白手興家：香港家族與社會 1841-1941》
鄭宏泰、高皓　著

本書作者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當代中國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鄭宏泰博士及清華大學全球家族企

業研究中心主任高皓博士。作者透過分析不同商業家族包括周壽臣、何東、何啟、嘉道理等家族的起替興

落，探索各富家大族如何在香港開拓經濟環境、參與社會建設和在政治問題上發揮深遠影響力，以及大家

族之間的聯姻、合作、傳承，如何維繫家族力量並與社會產生互動。

2016年7月　23×17 cm　356頁　平裝　定價：HK$118 / US$15

《利來利往：金融家族的開拓與創新》
鄭宏泰、周文港　主編

本書由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當代中國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鄭宏泰博士及名譽副研究員周文港博士

主編。書內研究個案包括東亞、恆生、永隆等港人熟悉的銀行，窺探個人或家族如何能在商業經營上取

得成功後，把積累的財富、開創的企業、高效的制度和人脈關係等傳承下去，並結合經濟領域的頂層建築

（金融）與社會組織的核心單位（家族），作為思考與討論的焦點。

2016年11月　23×17 cm　236頁　平裝　定價：HK$98 / US$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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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　目	 作　者	 期–頁 題　目	 作　者	 期–頁

二十一世紀評論

「二二八事件」可以避免嗎？——重看台灣 鄭鴻生 159-4

　光復的歷史複雜性

從過去的執拗低音到今日的主旋律 葉　浩 159-24

　——關於台灣轉型正義論述的側寫

分權式威權制與中國改革的制度障礙 許成鋼 160-4

尷尬的香港，仍在準備中 呂大樂 161-4

「一國兩制」與國家整合 鄭　戈 161-17

喚回四十一年夢 陳方正 162-4

走過半個世紀，「中國研究」何去何從 梁元生 162-8

1917年俄國革命的歷史坐標 秦　暉 163-4

構想二十一世紀的「蘇維埃」？——共和主義 崔之元 163-24

　視角下的一種紀念

馬丁路德與現代世界 李弘祺 164-4

學術論文

「覺悟」女性的自我書寫：以1930年代的 黃江軍 159-39

　《女子月刊》為中心

身份的恐懼——安徽省阜陽地區土改中的 滿　永 159-53

　自殺現象

轉型時期的公共衞生與社會管理 夏　林 159-68

　——以煤礦業結核病防治為例

正規化的糾結：北京「浙江村」和 項　飆 159-81

　中國社會二十年來的變化

中國共產黨國家疆域觀的淵源與發展 劉曉原 160-13

　（1921-1949）

流動與邊界：南海漁民的跨界互動 王利兵 160-35

科學．實踐．未來——新中國兒童科學教育 王　瑞 160-51

　（1949-1966）

為己之學與為人之學：從後現代重新審視 沈清松 160-67

中共如何確立新聞體制？ 賀碧霄 161-37

　——建國前在香港的公開與地下討論

第三條戰線：「六七暴動」中的「經濟戰」 黃震宇 161-53

「火紅年代」與香港左翼激進主義思潮 羅永生 161-71

「獅子山」：歷史記憶、視覺性與國族寓言 黎國威 161-84

民國人物自畫像史料的價值評估 張玉法 162-11

台灣時期蔣介石的思想變化及其「革新」實踐 楊天石 162-30

顧孟餘與香港第三勢力的興衰（1949-1953） 黃克武 162-47

冷戰電影與「真理運動」：新馬的個案 許維賢 162-64

湯普森工人階級形成理論的批判 李錦峰 162-79

　——一項歷史唯物主義的研究

俄共的戰略與中國之命運——「十月革命」 袁偉時 163-38

　百年祭

從民族主義到一黨獨裁：俄國革命的魅力 王　柯 163-58

「北京時間」：1950年代中共對西藏改革的 劉曉原 163-73

　等待方針

張愛玲的「超文典」表演書寫 劉曉原 163-91

反右派鬥爭與中國基督教 邢福增 164-21

滅資興社：反右後期中國高校的 祝猛昌 164-36

　社會主義教育課程

願者上鈎：湖北省宜都縣右派摘帽初探 孟強偉 164-48

　（1959–1964）

香港青年的中國觀：民族認同與 林芬、林斯嫻 164-66

　學生運動

「主義之軍」的崛起——近代中國軍人 王　鴻 164-87

　形象的變遷

學人往事

余英時回憶錄（一）——安徽潛山的鄉村生活 余英時 159-98

余英時回憶錄（二）——共產主義與抗日戰爭 余英時 160-80

恂恂儒者，不知老之將至——歲暮憶湯公 陳方正 160-91

余英時回憶錄（三）——中正大學和燕京大學 余英時 162-109

有幸與君同斯世：敬悼李亦園大兄 金耀基 163-117

落日照大旗，馬鳴風蕭蕭——冬日懷馬臨 陳方正 164-115

景觀

台灣攝影史意識的荒蕪和覺醒 簡永彬 159-110

中國「色彩」：從李叔同到羅爾純 顏　榴 160-95

過眼雲煙裏兜轉——黃勤帶香港影像 李世莊 161-102

　的沉思

重塑藝術介入社會的美學立場 周彥華 162-95

　——以貴州「羊磴藝術合作社」為例

生活的藝術與抵抗的形式——俄國先鋒派的 周　密 163-103

　藝術實踐

水墨美學的全球化想像：M+水墨藏品展 馬唯中 164-103

觀察‧隨筆

站在十字路口上：朝鮮半島與東亞和平 李南周 160-119

歷史棋局、棋手與棋子 張　鳴 160-129

與民共議——反思東九龍啟德發展計劃 鄭炳鴻 161-111

反右派鬥爭六十年 朱　正 164-119

絕望政治與尼采的啟示 黃國鉅 164-122

con159-164_2017.indd   153 17年12月4日   上午10:34



題　目	 作　者	 期–頁 題　目	 作　者	 期–頁

書評

禮讚背後的省思——評楊儒賓《1949禮讚》 林桶法 159-125

歷史經驗與「自我—他者」問題 白承旭 159-135

　——評鈴木將久主編《當中國深入世界

　——東亞視角下的「中國崛起」》

參軍動員與鄉土倫理——評齊小林《當兵： 李興勇 159-144

　華北根據地農民如何走向戰場》

雲南之外的「雲南」——評Wen-Chin Chang,  馬健雄 160-133

　Beyond Borders: Stories of Yunnanese Chinese 

　Migrants of Burma

中國領土爭端的回顧與展望——評Eric Hyer,  夏亞峰 160-143

　The Pragmatic Dragon: China’s Grand Strategy 

　and Boundary Settlements

間接統治、虛擬自由與交叉投票 魯　南 161-119

　——評羅永生《殖民家國外》

歷史轉折中的香港——評張潔平、 嚴　飛 161-124

　鍾耀華編《香港三年》

當歷史成為「歷史」——評王明珂《反思史學 王　柯 161-132

　與史學反思：文本與表徵分析》

釐清「高饒事件」的政治迷霧——評林蘊暉 慕　躬 161-142

　《重考高崗、饒漱石「反黨」事件》

文明的末梢、碎屑與崩解——評胡嘉明、 田　松 162-122

　張劼穎《廢品生活：垃圾場的經濟、社群

　與空間》

追尋「新天下主義」的中國之路 段　煉 162-134

　——評許紀霖《家國天下：現代中國的

　個人、國家與世界認同》

藉語言建構和理解科技 李立峰 162-142

　——評Nicholas A. John, The Age of Sharing

撥開中朝關係的迷霧——讀沈志華《最後的 任　曉 163-119

　「天朝」——毛澤東、金日成與中朝關係

　（1945-1976）》

社會學視域中的毛時代——評Andrew G.  董國強 163-128

　Walder, China under Mao: A Revolution Derailed

移民與生態交織下的印度洋區域史 朱　明 163-141

　——評Sunil S. Amrith, Crossing the Bay of 

　Bengal: The Furies of Nature and the Fortunes of Migrants

徘徊在國家與市場之間的法律職業 吳洪淇 164-132

　——評劉思達《割據的邏輯：中國法律服務

　市場的生態分析》

左翼知識人與中國革命——評夏濟安 唐小兵 164-141

　《黑暗的閘門——中國左翼文學運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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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浪淘沙：家族企業的優勝劣敗》
鄭宏泰、周文港　主編

　　華人家族企業在近代中國歷史上扮演重要的角色，故相關的研究也非常火熱。然而，此類出

版物大都圍繞着成功的個案進行探索，鮮有探討失敗的個案。為甚麼坊間有這麼多成功案例，失

敗的卻特別少？

　　為了讓我們有機會與有志於企業發展的朋友，分享不同家族企業優勝劣敗的經驗；我們綜合

了十二篇論文，輯成《大浪淘沙：家族企業的優勝劣敗》一書。當種種困難迎面而來時，洶湧的

巨浪給一眾家族企業帶來嚴峻考驗，看看誰是真材實料屹立不倒，誰是濫竽充數被淹沒吞噬。

　　本書基本以家族企業發展的所在地——即內地、台灣、香港和澳門——分佈排序，配以發展

時期的先後，讓讀者可以較好地掌握各個案例的發展環境與條件。這些個案，有部分分析整個商

幫群體，大部分仍以個別家族的個案分析為主。書中各篇也有高低起伏的格局，不一定全部都是

失敗、甚至是一沉不起的徹底失敗個案。

　　大浪淘沙，看華人家族企業的優勝劣敗，都付此書中！

香港企業家傳記系列六
中華書局、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當代中國文化研究中心　聯合出版

2017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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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家與自我

「地勢寫真畫」：民初風景照中的民族認同 陳　陽 165-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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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不熄滅的火焰：紀念韋政通先生 金觀濤、劉青峰 169-120

家國之間：白先勇的歷史書寫 翟志成 169-123

書評

現代、上海與上海美專——評鄭潔《美術 范　楨 165-134

　學校與海上摩登藝術世界——上海美專

　1913-1937》

國殤？河殤？——評Micah S. Muscolino,  侯曉佳 165-144

　The Ecology of War in China: Henan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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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視野下的中國社會主義革命——評賀蕭 佟　靜 166-134

　《記憶的性別：農村婦女和中國集體化歷史》

革命內外，書寫成都 樂桓宇 166-143

　——評Kenny Kwok-kwan Ng, The Lost Geopoetic 

　Horizon of Li Jieren: The Crisis of Writing 

　Chengdu in Revolutionary China

馬克思主義與社會自由 李敏剛 167-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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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wards a Renew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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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掌難鳴——評Stein Ringen, The Perfect  黃偉豪 168-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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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組織與中國政權的韌性 鄧燕華 168-142

　——評Timothy Hildebrandt, Social Organizations 

　and the Authoritarian State in China

伊斯蘭與民主相容嗎？ 包修平 168-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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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評Gordon Mathews with Linessa Dan L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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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fricans and Other Foreigners in South China’s 

　Global Marketpl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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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劫後「天堂」：抗戰淪陷後的蘇州城市生活》

首都建設與民族國家建構 胡悅晗 169-148

　——評Charles D. Musgrove, China’s 

　Contested Capital: Architecture, Ritual, and 

　Response in Nanjing

冷戰與當今世界——評Odd A. Westad,  夏亞峰 170-135

　The Cold War: A World 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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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當代中國文化研究中心集刊（六）

中文大學出版社 出版

中外學者談文革
~~~~~~

熊景明、宋永毅、余國良 主編

　　文革是整個民族慘痛而沉重的教訓。本書作者大多為國內外資深的文革研究者，大部

分經歷過文革，其中不少以文革研究為畢生志業；合力寫下這部書，旨在記錄文革，引證

事例，講述過程，提供佐證，以反省制度、人性以及文化，希望藉歷史的燭光照亮未來。

　　正如中國人對日本人所言，一個國家必須直面歷史，才能進步。中國領導人在1981年 

對黨的若干歷史問題作出決議。然而，以文革為高潮，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的

三十年，發生過十六次大規模的政治鬥爭，期間的種種問題從未得到認真梳理。本書編者

和作者從不同的側面，描述了十年文革之鬥，對前因後果作出深思熟慮的審視。本書對幫

助中國從歷史中得到借鑒以邁向未來做出重要貢獻。

——傅高義（Ezra F. Vogel）哈佛大學榮休教授，《鄧小平時代》作者

2018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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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紀念五四運動一百周年

探索五四歷史的兩條線索 王汎森 172-18

中國現代文學：傳統與現代的弔詭 李歐梵 172-32

當前中國最大的潛在危險 趙鼎新 17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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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運動在鄉村：傳播、動員與民族主義 卞冬磊 172-90

五四新文學場域與劉半農的思想轉向 邵　棟 172-103

現實政治中的五四運動 方德萬 173-30

文化冷戰在香港：《中國學生周報》與 傅葆石 173-47

　亞洲基金會，1950–1970（上）

文革時期「極左思潮」個案： 董國強、樊建政 173-63

　上海「反復辟學會」（上）

中國「新紀錄運動」理論獻疑 王　遲 173-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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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比較政治角度理解澳門的政體穩定 楊鳴宇 176-44

回歸前後澳門華商家族政治策略的 方木歡、黎熙元 176-61

　轉變

澳門人身份認同研究 王佳煌、詹傑勝 176-78

　——與香港比較

澳門的傳媒生態變遷與網絡新聞 林仲軒、劉世鼎 176-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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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真相時代」的藝術與政治 魯明軍 171-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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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守兒童與鄉村教育的思考——紀錄片 蔣能杰 174-109

　《村小的孩子》

單位美學——「雙百工作室」三十年踐行記 劉大鴻 175-120

回歸前澳門申報世界文化遺產及其影響 呂澤強 176-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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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　目	 作　者	 期–頁 題　目	 作　者	 期–頁

觀察‧隨筆

西方如何誤解了中國？ 洪源遠 171-127

學人往事

歷史轉折點：「四二六社論」和「四二七」 王超華 173-110

　大遊行

學術綜述

近代中國城市的公共領域 王　笛 173-129

從敵情到學術：英文學界之北韓史研究 毛　升 174-95

書評

「山中人」對「山外人」——評《王賡武談 葛兆光 171-131

　世界史：歐亞大陸與三大文明》

近代日本國族轉型心史——評吉田茂 許章潤 171-146

　《激盪的百年史》

從閱讀文化看知識資源——評潘光哲 區志堅 172-134

　《晚清士人的西學閱讀史（1833–1898）》

文本、圖像與視野——評陳建華 劉進才 172-145

　《文以載車：民國火車小傳》

「五四史」的另一種書寫——評陳學然《五四 申博聞 172-153

　在香港：殖民情境、民族主義及本土意識》

公共的微言大義——評任劍濤《公共的政治 文明超 173-141

　哲學》

逆流中的全球正義——評葉家威、曾瑞明 郭　志 173-150

　《全球正義與普世價值》

心理治療與基層治理——評 Jie Yang,  安孟竹 174-141

　Unknotting the Heart: Unemployment and 

　Therapeutic Governance in China

中國國家資本有何獨特之處？ 方然、張躍然 174-149

　——評Ching Kwan Lee, The Specter of 

　Global China: Politics, Labor, and Foreign 

　Investment in Africa

比較中俄革命——評Lucien Bianco,  周陸洋 175-141

　Stalin and Mao: A Comparison of 

　the Russian and Chinese Revolutions

社會主義饑荒的多維透視 董國強、林小靜 175-151

　——評文浩《饑荒政治：毛時代中國

　與蘇聯的比較研究》

賭博資本主義的夢魘——評 Janet Ng,  蘇　常 176-138

　Dreamworld of Casino Capitalism: 

　Macao’s Society, Literature, and Culture

漂泊的主體——評史唯《澳門移工：漂泊 陳如珍 176-148

　在中國的拉斯維加斯》

新書推介

訂購詳情，請瀏覽當代中國文化研究中心網頁：http://www.cuhk.edu.hk/ics/rcccc/publish/pub_business_main.html

或向當代中國文化研究中心查詢，電話：（852）3943 7382　傳真：（852）2603 5202　電郵：rcccc@cuhk.edu.hk

《香港園丁——李耀祥傳》
梁元生、卜永堅　著

　經商靈活  起家潔具  成就非凡
　古道熱腸  關懷基層  回饋社會

1933年元旦，《東方雜誌》舉辦「新年的夢想」專號，訪問當時中國的文化界名流，請他們談

自己的中國夢。當時任教暨南大學的周谷城教授說：「我夢想中的未來中國首要之件便是：人人

能有機會坐在抽水馬桶上大便。」為香港社會實現這一夢想的，正是李耀祥先生！從1920年代開

始，李耀祥的李耀記成為香港主要的水廁及潔具工程公司之一，為香港城市衞生的改進，作出巨

大貢獻。李耀祥先生還是熱心的慈善家，效力東華三院多年，畢生服務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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卜永堅　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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