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編　者　按

近幾年，不少中外學者喜歡沿用「公民

社會」(civil society)的理論構架，來分析中

國社會在近現代乃至當今的發展變化。但

是，正如李歐梵所說，中國本來就沒有「公

民」及「社會」兩個名詞，中西有關「公」的概

念也十分歧異。因此，不妨先從「公共空間」

的具體問題p手研究。本期兩篇文章是個

案分析，均以報刊媒體——重要的「公共空

間」——為研究對象。

李歐梵研究的是清末民國時期有重要影

響的大報《申報》。但他不去分析社論、時

評、言論一類切中時事的重要欄目，而專挑

副刊「自由談」，重點又放在其中的「遊戲文

章」上。即使是做這樣小範圍的分析，也可

以清楚地看到報紙上「批評空間」的中國特色

和變化趨勢。謝泳則考察了40年代末自由主

義知識分子最重要的刊物《觀察》撰稿人的命

運。歷史已證明，當時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創

辦的這個發表政論、但絕不是政治鬥爭工具

的獨立刊物，不但生存空間相當狹小，而且

也是短命的，而撰稿人則多命蹇時乖。

























































































































































































































































































































































































































































































































































題　目 作　者 期-頁 題　目 作　者 期-頁

二十一世紀評論

關於批判思潮與建設意識 勞思光 15-4

鄉土中國重建與中國文化前景 甘　陽 16-4

香港與中國學術研究 余英時 17-4

「君子夢」：晚清的「自改革」思潮 朱維錚 18-4

文明的衝突？ 亨廷頓 19-5

西方中心論的破滅——評全球文化衝突論 金觀濤 19-22

利益重於文化 劉小楓 19-26

論中國民族主義與世界意識 陳方正 19-28

走向整合的世界 許倬雲 20-4

文化：世界衝突的來源抑或融合的起點？ 何信全 20-7

儒家思想與未來世界的相干性 劉述先 20-11

百年中國

天朝心態中的開放觀 葛劍雄 15-11

民族主義在近代農村 王　翔 15-16

民族主義興起前後的上海 葉曉青 15-22

衣冠之治的解體和民族意識 劉志琴 15-28

民族主義在國民黨歷史上的角色 張玉法 15-33

國共兩黨之外：曾琦及其《國體與青年》 李金強 15-38

自由主義與「反帝」意識的內在緊張 章　清 15-44

梁漱溟：文化民族主義者的反現代化烏托邦 許紀霖 15-50

文化革命中的新華夏中心主義 劉青峰 15-55

中國民族主義的特點及新階段 姜義華 15-60

百年來中國民族主義結構的演變 金觀濤 15-65

記「民族主義與現代中國」國際研討會 編輯室 15-73

民族主義的剖析：起源、結構與功能 陳方正 16-11

文化認同與民族自決 石元康 16-22

民族主義的幾種類型 姜新立 16-28

中華國族的形成及多元異質性 謝　劍 16-36

近代中韓兩國民族主義的類似性 胡春惠 16-42

建立民族國家的階段——從德國經驗談起 郭少棠 16-49

關於清末的民族主義 朱維錚 16-53

近百年中國精英文化的失落 陳平原 17-11

反右派鬥爭的歷史定位 李　尋 17-23

中國近代轉型時期的民主觀念 張　灝 18-11

清廷借洋債的政爭 唐文權 18-19

對四十年代籌建「聯合政府」的考察 張學繼 18-29

「批評空間」的開創 李歐梵 19-39

　——從《申報》「自由談」談起

《觀察》撰稿人的命運 謝　泳 19-52

〈實踐論〉與馬列主義儒家化 金觀濤 20-19

1958：毛澤東的教育模式雛形 袁振國 20-29

新舊毛澤東崇拜 周群　姚欣榮 20-37

中國先鋒文學與「毛語」的創傷 楊小濱 20-44

革命電影的修辭策略 馬軍驤 20-52

讀書：評論與思考

情感時代——讀克蘭．布林頓《革命解剖學》 高　毅 15-75

我看江青自傳 孫康宜 15-82

紀登斯與他的構建論 陳孟賢 15-87

現代世界體系理論及 邵東方 16-58

　《歐洲與沒有歷史的民族》

超越傳統與現代 雷　頤 16-63

　——柯文論王韜與中國晚清改革

為慈禧立傳的兩枝曲筆 梁元生 16-68

評論之評論——談朱大可的「迷津」 鄭　敏 17-33

謠傳的悖論 劉　東 17-39

鄒讜教授《二十世紀中國政治》序 甘　陽 18-40

「自由．民主．多元」三位一體 劉軍寧 18-47

維特根斯坦為甚麼是禁欲主義者? 還學文 18-55

文化與權力 雷　頤 19-64

多元文化與「靈活積累」 唐小兵 19-70

　——哈維《後現代狀況》評介

走出經濟主義和國家主義的兩難 童世駿 20-74

姓．性．政治——讀陳忠實的《白鹿原》 南　帆 20-80

湯因比和麥耐爾的「文明」概念 邵東方 20-85

科技文化

人或電腦會有靈魂嗎？ 王　浩 15-102

　I 心物對應說和物理程式主義

人或電腦會有靈魂嗎？ 王　浩 16-72

　II 論心靈程式主義及可行性問題

鄧稼先 楊振寧 17-56

缺陷不可缺 唐　臣 17-63

精益求精：機床的智能化 吳賢銘 18-69

尋找夏娃——現代智人起源的辯論 李逆熵 19-85

渾沌與偶然之間 湯家豪 20-90

景　觀

流亡文化．民族性——致栗憲庭的一封信 費大為 15-93

　附：栗憲庭致費大為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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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　目 作　者 期-頁題　目 作　者 期-頁

消費形象與「政治波普」 栗憲庭 16-79

不負古人告後人——張大千的繪畫藝術 高美慶 17-45

走向後現代主義的思考——致任戩信 高名潞 18-60

無聲的交響——評趙無極的畫 高行健 19-76

論毛澤東的大眾藝術模式 高名潞 20-61

人文天地

民族主義所塑造的現代中國電影 馬軍驤 15-112

雅羅斯拉夫．普實克： 高利克 15-120

　學生眼Æ的神話與現實

「五四」小說中的基督教色彩 楊劍龍 16-88

從德法之爭談到儒學現代詮釋學課題 傅偉勳 16-96

評中國先鋒電影理論 梁天明 16-107

廬山真面目——我們能不能了解別的文化？ 鐘鳴旦 16-115

蘇聯文學的光明夢 王　蒙 17-75

現代社會與道德原則的普遍化 何懷宏 17-82

士大夫政治演生史論 閻步克 17-93

由政治而心理的文化神學 孫　津 17-105

屈原和八十年代中國知識份子 卜松山 18-83

重建本體論對中國文化現代化的意義 尤西林 18-93

格物觀的轉變與清代考據方法 高　源 18-101

觀念的意義與功能辨析 羅多弼 18-108

文化革命與革命文化 高　毅 19-98

教士與帝國一致的制度 朱學勤 19-106

　——盧梭政治哲學分析

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在西方的轉型 劉　康 19-119

　——兼答林培瑞、杜邁可、張隆溪教授

昆德拉論媚俗 劉昌元 20-100

並非隕星的蘇聯文學 李國文 20-108

關羽文化簡論 隗　芾 20-116

隨筆．觀察

作揖的好處 韓少功 15-128

忘山居士的沉思 朱　正 15-130

初秋的聯想 童元方 15-132

何其芳的遺憾 邵燕祥 15-135

二○○○年後生活漫想 思　果 15-138

士風慨言 何滿子 16-119

史事求真舉例 汪榮祖 16-121

應該重寫中國近現代史 洪　民 17-111

閒話二則 丹　晨 17-113

從一元到多元 王曉毅 17-115

　——漢魏之際思想巨變鳥瞰

書孽 思　果 17-121

說不盡的複雜曲折 黃仁宇 18-114

激情退潮之後 謝　冕 18-119

　——中國新詩潮的堅持與調整

論無恥 舒　展 18-123

心靈潛語 劉心武 18-127

《隨想錄》的華蓋運 牧　惠 19-128

文壇趣話三題 從維熙 19-133

禪宗與馬勒的《大地之歌》 查瓦茨卡婭 20-125

風雪夜歸以後 童元方 20-130

禁書．盜印．避禍——《圍城》之外 蕭曉克 20-133

批評與回應

「強AI」論旨及其問題的性質 馮耀明 15-142

儒學與李澤厚「積澱說」 夏中義 16-124

李澤厚與劉曉波的美學歧見 陳　炎 16-133

古公亶父時代的先周 許倬雲 16-139

——謹答饒選堂教授

對「交易費用」的質疑——評張五常 陶　飛 17-124

　〈中國會走向「資本主義」的道路嗎？〉

批判思潮與建設意識之我見 張博樹 17-132

敬答何炳棣教授 孫國棟 17-138

「頑主文化」：傾斜的雙面刃 陸　山 18-130

對近代中日比較的思考 高申鵬 18-134

精英文化的自我拯救 許紀霖 19-137

面對近代中日的歷史 王中江 19-143

原始積累與發展模式 王家英 19-145

　——對〈危險的第一級火箭〉的省思

再論政治、理論與中國文學研究 張隆溪 20-138

　——答劉康

評王朔的一段話 吳甲豐 20-144

經濟與社會

個人本位、家本位與生育觀念 李銀河　陳俊杰 15-148

當代中國農村宗法組織的復興 何清漣 16-141

人口轉變的「中國大陸模式」 程超澤 16-149

台灣的個案研究 金耀基 17-141

　——後儒學文化中的民主探索

危險的「第一級火箭」： 卞　悟 18-138

　普魯士—沙皇俄國模式不能救中國

社會主義經濟的毛病在哪Æ？ 李維森 18-149

宗族重建的意義 錢　杭 19-151

傳統宇宙觀與經濟發展 李亦園 20-146



































































































































































































































































































































































































































































































































































































































































































































































































































































































































































































































































































































































































































































































































































































































































































































































































































































































































































































































































題　目 作　者 期-頁 題　目 作　者 期-頁

二十一世紀評論

中國政府汲取能力的下降及其後果 王紹光　胡鞍鋼 21-5

對「瀕危論」的幾點反駁 楊大利 21-15

「國家能力」辯證觀 崔之元 21-19

中國真將分崩離析嗎？ 饒餘慶　蕭耿 21-22

當代西方藝術往何處去？ 高行健 22-5

一個世界的終結 克萊爾 22-14

當代藝術在台灣的困境 吳瑪 22-20

中國農業發展的困境 卞　悟 23-4

制度創新與第二次思想解放 崔之元 24-5

以俄為鑒看中國 羅伯特．昂格　崔之元 24-17

第二次思想解放還是烏托邦？ 季Ì東 25-4

新集體主義與中國特色的市場經濟 王　穎 25-11

評〈制度創新與第二次思想解放〉 鄧正來 25-15

的論證方法

現代化與自由 棚瀨孝雄 25-20

甚麼是政治民主與經濟民主？ 林德布羅姆 26-4

「擴展秩序」與制度創新 汪丁丁 26-12

效率．公平．民主 王紹光 26-21

百年中國

鄉土社會與中國現代性 高力克 21-27

　——梁漱溟鄉村建設思想再評價

楊度和帝王之學 楊念群 21-36

兩個革命的對話：1789 & 1911（上） 孫隆基 22-25

在啟蒙與學術之間：重估《學衡》 孫尚揚 22-35

學衡派對現代性的反思 曠新年 22-46

近代上海的興起 1843-1862 朱　弘 23-17

1927：上海市民自治運動的終結 李天綱 23-24

士．娼．優——晚清上海社會生活一瞥 許　敏 23-34

兩個革命的對話：1789 & 1911（下） 孫隆基 23-42

近代上海的崛起與廣州的失落 樂　正 24-29

陳獨秀的民主神話及其思想資源 毛　丹 24-39

民國的中央集權主義和聯邦主義 杜贊奇 25-27

民國時期的縮省運動 張學繼 25-43

民國時期的紳權與鄉村社會控制 賀躍夫 26-37

華北村莊與國家 1900-1949 劉　昶 26-49

讀書：評論與思考

誰應對近代中國的價值迷失負責 高瑞泉 21-46

重提加繆與薩特之爭 郭宏安 21-52

評《內部的鴉片戰爭》 賀躍夫 22-84

荒原上甚麼事都會發生 康正果 22-92

　——漫議《為了告別的聚會》

讀韋政通《中國十九世紀思想史》 朱永嘉　蕭木 23-69

談溫德爾的女性主義神學 音　之 23-77

「風險社會」與現代化 劉小楓 24-94

法國近代知識份子的在野與參政 陳　彥 24-104

　——德雷佛斯訴訟案百年

《廢都》及其啟示：末世文士的歷史「覆影」 陳建華 25-83

愛默生與四書 錢滿素 25-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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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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　目 作　者 期-頁題　目 作　者 期-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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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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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8|李銀河、陳俊杰/個人本位、家本位與生育觀念

	【編輯室】
	158|三邊互動
	161|編後語
	162|圖片來源


	1993年04月號 第016期
	【二十一世紀評論】
	004|甘陽/鄉土中國重建與中國文化前景

	【百年中國：民族主義形態及比較觀（專輯之二）】
	010|編者按
	〔理論探討〕
	011|陳方正/民族主義的剖析：起源、結構與功能
	022|石元康/文化認同與民族自決
	028|姜新立/民族主義的幾種類型

	〔中外比較〕
	036|謝劍/中華國族的形成及多元異質性
	042|胡春惠/近代中韓兩國民族主義的類似性
	049|郭少棠/建立民族國家的階段——從德國經驗談起
	053|朱維錚/關於清末的民族主義


	【讀書：評論與思考】
	058|邵東方/現代世界體系理論及《歐洲與沒有歷史的民族》
	063|雷頤/超越傳統與現代——柯文論王韜與中國晚清改革
	068|梁元生/為慈禧立傳的兩枝曲筆

	【科技文化】
	072|王浩/人或電腦會有靈魂嗎？ Ⅱ 論心靈程式主義及可行性問題

	【景觀】
	079|栗憲庭/消費形象與「政治波普」

	【人文天地】
	088|楊劍龍/「五四」小說中的基督教色彩
	096|傅偉勳/從德法之爭談到儒學現代詮釋學課題
	107|梁天明/評中國先鋒電影理論
	115|鐘鳴旦/廬山真面目——我們能不能了解別的文化？

	【隨筆．觀察】
	119|何滿子/士風慨言
	121|汪榮祖/史事求真舉例

	【批評與回應】
	124|夏中義/儒學與李澤厚「積澱說」
	133|陳炎/李澤厚與劉曉波的美學歧見
	139|許倬雲/古公亶父時代的先周——謹答饒選堂教授

	【經濟與社會】
	141|何清漣/當代中國農村宗法組織的復興
	149|程超澤/人口轉變的「中國大陸模式」

	【編輯室】
	158|三邊互動
	161|編後語
	162|圖片來源


	1993年06月號 第017期
	【二十一世紀評論】
	004|余英時/香港與中國學術研究

	【百年中國】
	010|編者按
	011|陳平原/近百年中國精英文化的失落
	023|李尋/反右派鬥爭的歷史定位

	【讀書：評論與思考】
	033|鄭敏/評論之評論——談朱大可的「迷津」
	039|劉東/謠傳的悖論

	【景觀】
	045|高美慶/不負古人告後人——張大千的繪畫藝術

	【科技文化】
	056|楊振寧/鄧稼先
	063|唐臣/缺陷不可缺

	【人文天地】
	075|王蒙/蘇聯文學的光明夢
	082|何懷宏/現代社會與道德原則的普遍化
	093|閻步克/士大夫政治演生史論
	105|孫津/由政治而心理的文化神學

	【隨筆．觀察】
	111|洪民/應該重寫中國近現代史
	113|丹晨/閒話二則
	115|王曉毅/從一元到多元——漢魏之際思想巨變鳥瞰
	121|思果/書孽

	【批評與回應】
	124|陶飛/對「交易費用」的質疑——評張五常〈中國會走向「資本主義」的道路嗎？〉
	132|張博樹/批判思潮與建設意識之我見
	138|孫國棟/敬答何炳棣教授

	【經濟與社會】
	141|金耀基/台灣的個案研究——後儒學文化中的民主探索

	【編輯室】
	158|三邊互動
	161|編後語
	162|圖片來源


	1993年08月號 第018期
	【二十一世紀評論】
	004|朱維錚/「君子夢」：晚清的「自改革」思潮

	【百年中國】
	010|編者按
	011|張灝/中國近代轉型時期的民主觀念
	019|唐文權/清廷借洋債的政爭
	029|張學繼/對四十年代籌建「聯合政府」的考察

	【讀書：評論與思考】
	040|甘陽/鄒讜教授《二十世紀中國政治》序
	047|劉軍寧/「自由．民主．多元」三位一體
	055|還學文/維特根斯坦為甚麼是禁慾主義者？

	【景觀】
	060|高名潞/走向後現代主義的思考——致任戩信

	【科技文化】
	069|吳賢銘/精益求精：機床的智能化

	【人文天地】
	083|卜松山/屈原和八十年代中國知識分子
	093|尤西林/重建本體論對中國文化現代化的意義
	101|高源/格物觀的轉變與清代考據方法
	108|羅多弼/觀念的意義與功能辨析

	【隨筆．觀察】
	114|黃仁宇/說不盡的複雜曲折
	119|謝冕/激情退潮之後——中國新詩潮的堅持與調整
	123|舒展/論無恥
	127|劉心武/心靈潛語

	【批評與回應】
	130|陸山/「頑主文化」：傾斜的雙面刃
	134|高申鵬/對近代中日比較的思考

	【經濟與社會】
	138|卞悟/危險的「第一級火箭」：普魯士—沙皇俄國模式不能救中國
	149|李維森/社會主義經濟的毛病在哪裏？

	【編輯室】
	158|三邊互動
	161|編後語
	162|圖片來源


	1993年10月號 第019期
	【二十一世紀評論◎關於未來全球文化衝突的討論】
	004|編者按
	005|亨廷頓/文明的衝突？
	022|金觀濤/西方中心論的破滅——評全球文化衝突論
	026|劉小楓/利益重於文化
	028|陳方正/論中國民族主義與世界意識

	【百年中國】
	038|編者按
	039|李歐梵/「批評空間」的開創——從《申報》「自由談」談起
	052|謝泳/《觀察》撰稿人的命運

	【讀書：評論與思考】
	064|雷頤/文化與權力
	070|唐小兵/多元文化與「靈活積累」——哈維《後現代狀況》評介

	【景觀】
	076|高行健/無聲的交響——評趙無極的畫

	【科技文化】
	085|李逆熵/尋找夏娃——現代智人起源的辯論

	【人文天地◎法國「1793」二百周年祭】
	098|高毅/文化革命與革命文化
	106|朱學勤/教士與帝國一致的制度——盧梭政治哲學分析
	119|劉康/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在西方的轉型——兼答林培瑞、杜邁可、張隆溪教授

	【隨筆．觀察】
	128|牧惠/《隨想錄》的華蓋運
	133|從維熙/文壇趣話三題

	【批評與回應】
	137|許紀霖/精英文化的自我拯救
	143|王中江/面對近代中日的歷史
	145|王家英/原始積累與發展模式——對〈危險的第一級火箭〉的省思

	【經濟與社會】
	151|錢杭/宗族重建的意義

	【編輯室】
	159|三邊互動
	161|編後語
	162|圖片來源


	1993年12月號 第020期
	【二十一世紀評論◎關於未來全球文化衝突的討論 Ⅱ】
	004|許倬雲/走向整合的世界
	007|何信全/文化：世界衝突的來源抑或融合的起點？
	011|劉述先/儒家思想與未來世界的相干性

	【百年中國】
	018|編者按
	〔毛澤東百年〕
	019|金觀濤/〈實踐論〉與馬列主義儒家化
	029|袁振國/1958：毛澤東的教育模式雛形
	037|周群、姚欣榮/新舊毛澤東崇拜
	044|楊小濱/中國先鋒文學與「毛語」的創傷
	052|馬軍驤/革命電影的修辭策略


	【景觀】
	061|高名潞/論毛澤東的大眾藝術模式

	【讀書：評論與思考】
	074|童世駿/走出經濟主義和國家主義的兩難
	080|南帆/姓．性．政治——讀陳忠實的《白鹿原》
	085|邵東方/湯因比和麥耐爾的「文明」概念

	【科技文化】
	090|湯家豪/渾沌與偶然之間

	【人文天地】
	100|劉昌元/昆德拉論媚俗
	108|李國文/並非隕星的蘇聯文學
	116|隗芾/關羽文化簡論

	【隨筆．觀察】
	125|查瓦茨卡婭/禪宗與馬勒的《大地之歌》
	130|童元方/風雪夜歸以後
	133|蕭曉克/禁書．盜印．避禍——《圍城》之外

	【批評與回應】
	138|張隆溪/再論政治、理論與中國文學研究——答劉康
	144|吳甲豐/評王朔的一段話

	【經濟與社會】
	146|李亦園/傳統宇宙觀與經濟發展

	【編輯室】
	159|三邊互動
	161|編後語
	162|圖片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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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4年 第021–026期 總目
	1994年02月號 第021期
	【二十一世紀評論◎中國「國家能力」的辯論】
	004|編者按
	005|王紹光、胡鞍鋼/中國政府汲取能力的下降及其後果
	015|楊大利/對「瀕危論」的幾點反駁
	019|崔之元/「國家能力」辯證觀
	022|饒餘慶、蕭耿/中國真將分崩離析嗎？

	【百年中國】
	026|編者按
	027|高力克/鄉土社會與中國現代性——梁漱溟鄉村建設思想再評價
	036|楊念群/楊度和帝王之學

	【讀書：評論與思考】
	046|高瑞泉/誰應對近代中國的價值迷失負責
	052|郭宏安/重提加繆與薩特之爭

	【景觀】
	062|高行健/戲劇：揉合西方與中國的嘗試

	【科技文化】
	〔專論〕
	069|劉雅章/二十一世紀的環境危機：陽光與空氣Ⅰ

	〔訊息〕
	077|李遠哲出任中研院院長
	077|超導超級對撞機（SSC）之死
	078|化劍為犂：攻擊核潛艇作為北極探測船的嘗試
	078|打開微觀世界的「近場光掃描顯微技術」（NSOM）
	080|量子點上的單顆電子
	080|T細胞第二類共激發因子B7-2之發現
	081|人類胚胎克隆體的產生
	081|尼人祖先完整骸骨的發現

	〔專題報導〕
	082|蕭文強/到費馬定理之路


	【人文天地】
	085|溝口雄三/中國與日本「公私」觀念之比較
	098|李澤厚/關於「實用理性」
	103|張海平/審美烏托邦：溫克爾曼的文化意義

	【隨筆．觀察】
	107|木令耆/在哈佛聽亨廷頓演講
	109|趙園/讀王夫之說「一概之論」、「定論」
	111|從維熙/讀人——自悅篇

	【批評與回應】
	114|劉小楓/金耀基的「現代化」論及其問題意識
	126|劉軍寧/殊別價值與普世價值之間——文明衝突的另一面

	【經濟與社會】
	131|關信基/香港政治秩序的尋求
	146|何清漣/中國股份制：社會主義的免費午餐

	【編輯室】
	155|三邊互動
	158|編後語
	159|1993年 第015–020期 總目
	162|圖片來源


	1994年04月號 第022期
	【二十一世紀評論◎當代藝術：創新抑或撞騙？】
	004|編者按
	005|高行健/當代西方藝術往何處去？
	014|克萊爾/一個世界的終結
	020|吳瑪悧/當代藝術在台灣的困境

	【百年中國】
	024|編者按
	025|孫隆基/兩個革命的對話：1789 & 1911（上）
	035|孫尚揚/在啟蒙與學術之間：重估《學衡》
	046|曠新年/學衡派對現代性的反思

	【景觀】
	056|司徒立、金觀濤/當代藝術的危機——公共性之喪失　藝術與哲學的對話 Ⅰ

	【科技文化】
	〔專論〕
	069|劉雅章/二十一世紀的環境危機：陽光與空氣Ⅱ

	〔訊息〕
	078|楊振寧獲弗蘭克林獎章
	078|企圖解決温室效應的失敗嘗試
	078|超高温超導體
	079|人類起源之謎：改寫直立人世系
	081|人口結構轉變的新模式

	〔專題報導〕
	082|編輯室/死亡基因ICE的發現


	【讀書：評論與思考】
	084|賀躍夫/評《內部的鴉片戰爭》
	092|康正果/荒原上甚麼事都會發生——漫議《為了告別的聚會》

	【人文天地】
	100|劉再復/從獨白的時代到複調的時代——大陸文學四十年
	112|陳來/世俗儒家倫理與後發現代化

	【隨筆．觀察】
	121|翟墨/鍍金的劣貨
	123|翟學偉/「泥」與「沙」——為中國「國民性」之癥結求答案

	【批評與回應】
	129|王紹光/再論中國政府的汲取能力——兼答楊大利、崔之元、饒餘慶、蕭耿諸先生
	137|王曉明/在批判的姿態背後
	143|劉康/批評理論與中國當代文化思潮

	【經濟與社會】
	150|樊綱/中華文化、理性化制度與經濟發展

	【編輯室】
	159|三邊互動
	161|編後語
	162|圖片來源


	1994年06月號 第023期
	【二十一世紀評論】
	004|卞悟/中國農業發展的困境

	【百年中國】
	016|編者按
	〔上海城市研究專輯〕
	017|朱弘/近代上海的興起 1843–1862
	024|李天綱/1927：上海市民自治運動的終結
	034|許敏/士．娼．優——晚清上海社會生活一瞥

	042|孫隆基/兩個革命的對話：1789 & 1911（下）

	【景觀】
	054|金觀濤、司徒立/藝術真理存在嗎？　藝術與哲學的對話 Ⅱ

	【讀書：評論與思考】
	069|朱永嘉、蕭木/讀韋政通《中國十九世紀思想史》
	077|音之/談溫德爾的女性主義神學

	【科技文化】
	〔專論〕
	083|忻鼎亮/更快、更高、更強的奧妙

	〔訊息〕
	095|再一顆超新星的出現
	095|頂夸克的疑惑
	095|人類起源的證據
	Ⅰ 露西的頭
	Ⅱ 染色體12的alu-STRP變異段


	〔特稿〕
	097|曹宏威/生長激素是不老藥嗎？


	【人文天地】
	099|任海/春明哈和她的實驗電影
	105|陳順馨/中國「十七年」小說中的女英雄形象與男性修辭
	113|王潤華/試析《駱駝祥子》中的性疑惑

	【隨筆．觀察】
	125|王強/在那書的叢林裏
	132|辛采/以？為鑒
	136|劉元彥/傳統文化的融合劑

	【批評與回應】
	142|汪丁丁/也談中國「國家能力」
	147|吳亮/中國當代美術：圖像的匱乏

	【經濟與社會】
	149|蘇鐵丁/當今世界的利益結構衝突

	【編輯室】
	159|三邊互動
	162|編後語
	162|圖片來源


	1994年08月號 第024期
	【二十一世紀評論◎經濟民主．政治民主與中國】
	004|編者按
	005|崔之元/制度創新與第二次思想解放
	017|羅伯特．昂格、崔之元/以俄為鑒看中國

	【百年中國】
	028|編者按
	029|樂正/近代上海的崛起與廣州的失落
	039|毛丹/陳獨秀的民主神話及其思想資源

	【科技文化】
	〔專論〕
	050|陳方正、楊綱凱/在微觀世界深層：頂夸克的踪跡

	〔訊息〕
	063|中國科學院選出首批外籍院士
	063|果蠅死亡基因 rpr 的發現
	063|期待已久的天文奇觀
	064|超巨黑洞的發現
	064|生命第三支「古菌」的世系
	063|楊振寧/悼念施溫格


	【景觀】
	069|司徒立、金觀濤/理解就是創造——尋找新的方向　藝術與哲學的對話 Ⅲ

	【批評與回應】
	080|趙毅衡/格林伯格之死——論先鋒主義的「危機」
	092|舒群/後現代主義不再是自由的守護神

	【讀書：評論與思考】
	094|劉小楓/「風險社會」與現代化
	104|陳彥/法國近代知識分子的在野與參政——德雷佛斯訴訟案百年

	【人文天地】
	113|謝泳/中國文化中的寡母撫孤現象
	124|史書美/張愛玲的慾望街車：重讀《傳奇》
	135|陶東風/89後中國電影電視走向

	【隨筆．觀察】
	139|牧惠/異化的臘八粥
	142|吳甲豐/綠洲和石碑
	145|鄭凡/閒聊、閱讀和課題設計

	【經濟與社會】
	148|高汝熹、郁義鴻/上海經濟：停滯與再起飛（1953–1993）

	【編輯室】
	158|三邊互動
	161|編後語
	162|圖片來源


	1994年10月號 第025期
	【二十一世紀評論◎經濟民主．政治民主與中國 Ⅱ】
	004|季衞東/第二次思想解放還是烏托邦？
	011|王穎/新集體主義與中國特色的市場經濟
	015|鄧正來/評〈制度創新與第二次思想解放〉的論證方法
	020|棚瀨孝雄/現代化與自由

	【百年中國】
	026|編者按
	027|杜贊奇/民國的中央集權主義和聯邦主義
	043|張學繼/民國時期的縮省運動

	【人文天地】
	060|葛劍雄/大一統王朝劃分政區的兩難
	067|林劍鳴/中國真正統一於西漢
	073|許倬雲/一個整合過程的假設
	076|劉洪濤/沈從文對苗族文化的多重闡釋與消解

	【讀書：評論與思考】
	083|陳建華/《廢都》及其啟示：末世文士的歷史「覆影」
	094|錢滿素/愛默生與四書

	【景觀】
	105|袁仄、區偉文/服飾與社會變遷——讀民國初年的服制法令
	110|胡繼旋/科學與藝術之間——攝像機的自我凝視

	【科技文化】
	〔專論〕
	117|鄭天佐/觀察與操縱固體表面原子

	〔訊息〕
	129|為促進中國科技發展　香港捐贈兩項鉅額基金
	129|觀測遠古的宇宙背景溫度
	130|銀河內微型類星體的發現
	131|補天頑石依達（Ida）近照


	【隨筆．觀察】
	132|楊念群/我看《曾國藩》現象
	136|孫越生/貓吃公款

	【批評與回應】
	140|余虹/中國藝術現代轉型的問題
	145|丹晨/〈評《內部的鴉片戰爭》〉讀後

	【經濟與社會】
	147|李維森/亞廠商的內在結構與績效

	【編輯室】
	159|三邊互動
	161|編後語
	162|圖片來源


	1994年12月號 第026期
	【二十一世紀評論◎經濟民主．政治民主與中國 Ⅲ】
	004|林德布羅姆/甚麼是政治民主與經濟民主？
	012|汪丁丁/「擴展秩序」與制度創新
	021|王紹光/效率．公平．民主

	【百年中國】
	036|編者按
	037|賀躍夫/民國時期的紳權與鄉村社會控制
	049|劉昶/華北村莊與國家 1900–1949

	【讀書：評論與思考】
	063|馮象/雞生蛋還是蛋生雞，或中國干人權何事——評安．肯特的《自由與生存之間：中國與人權》
	070|倪梁康/生存危機與哲學的責任——兼論荷斯勒及其生態哲學

	【景觀】
	076|潘國城/城市：一個極複雜的個體

	【科技文化】
	〔專論〕
	086|周威彥、陳方正/尋找不可見物質

	〔訊息〕
	095|楊振寧獲鮑華科學成就獎
	095|拉米度南猿——人類根源的發現？
	096|哈勃測哈勃
	096|高温超導電纜原型的發展

	〔專題報導〕
	097|羅蔭權/以超短脈衝產生超高功率激光


	【人文天地】
	101|劉夢溪/紅學與百年中國
	110|陳海文/初論社會學與中國文化啟蒙

	【隨筆．觀察】
	123|王中江/從京都的「哲學之道」談起
	127|胡成/「遷延」的代價

	【批評與回應】
	132|梁培恕/請按本來面目作評論
	138|蕭昌建/評〈黃金分割也是對稱？〉

	【經濟與社會】
	143|盧邁/鄉鎮企業的產權制度與激勵機制——南海市 P 鎮調查

	【編輯室】
	156|三邊互動
	158|編後語
	159|1994年 第021–026期 總目
	162|圖片來源



	1995年 第027–032期 總目
	1995年02月號 第027期
	【二十一世紀評論◎評九十年代中國文學批評】
	004|趙毅衡/「後學」與中國新保守主義
	016|徐賁/「第三世界批評」在當今中國的處境

	【百年中國】
	030|編者按
	〔理想主義在中國〕
	031|孫隆基/世紀末思潮——前無去路的理想主義
	043|劉小楓/中國無政府主義與現代烏托邦思維
	053|金觀濤、劉青峰/理想主義與烏托邦——《大同書》中儒家與佛教的終極關懷


	【讀書：評論與思考】
	062|饒餘慶/法國學者看香港：《世紀末，還是一個世界的末日？》
	068|張鳳/從「陳柳情緣」看明清婦女詩詞
	073|雷頤/時代精神與話語轉變——讀《從理學到樸學：中華帝國晚期社會與精神變化面面觀》

	【景觀】
	080|森．山方/「現代藝術的危機」是一個假問題

	【科技文化】
	089|王鈴/李約瑟與我
	093|嘉當、陳省身、張奠宙/半世紀前的一封信
	〔訊息〕
	096|歐洲決定建造大型強子對撞機（LHC）
	096|孤島宇宙（星雲）之間的潮汐


	【人文天地】
	098|陳俊杰/明清士人階層女子守節現象
	108|張倩紅/中國開封猶太人被同化的原因新探
	116|鄭曉江/中華避邪文化之科學透視

	【隨筆．觀察】
	125|錢鋼/百年松筠庵
	129|賀承軍/誰說「我們」？

	【批評與回應】
	134|崔之元/再論「第二次思想解放」與制度創新——兼答各位評論者
	146|陳之藩/再談黃金分割

	【經濟與社會】
	151|喬健/中國人類學發展的困境與前景

	【編輯室】
	159|三邊互動
	161|編後語
	162|圖片來源


	1995年04月號 第028期
	【二十一世紀評論◎知識份子．傳媒與國家行為】
	004|陳方正/美國的芒刺與良心——論喬姆斯基和他的世界
	007|喬姆斯基/我看資本主義下的美國
	015|李金銓/跟隨權力結構起舞的傳媒
	024|紐邁耶/創造力與自由的追求——語言學家喬姆斯基側寫

	【百年中國】
	030|編者按
	031|高力克/《新青年》經濟倫理變革及其限度
	040|羅崗/歷史中的《學衡》
	049|象弘/評中國當前反科學主義的四種理據

	【讀書：評論與思考】
	058|錢乘旦/轉型社會中的平民百姓——讀E.P.湯普森《鄉規民俗》
	066|范捷平、徐艷/幻象和複製的世界

	【景觀】
	073|宋征時/文化雙城記：北京與巴黎

	【科技文化】
	〔專論〕
	089|劉兵/早期高溫超導體發現的歷史考察

	〔訊息〕
	099|在微觀世界深層：頂夸克的發現
	099|另一塊拼圖板的發現？
	100|另一個星雲核心的超巨黑洞
	101|類星體的新謎團
	101|到費馬定理之路Ⅱ


	【人文天地】
	103|周振鶴/假如齊國統一天下
	111|陳海文/「啟蒙」與「覺悟」——再論社會學與中國文化啟蒙

	【隨筆．觀察】
	119|朱學勤/城頭變幻二王旗
	123|蔡翔/廣告烏托邦

	【批評與回應】
	128|張頤武/闡釋「中國」的焦慮
	136|汪丁丁/與崔之元、王紹光再商榷

	【經濟與社會】
	141|劉創楚/中國知識社群的現代轉變
	149|黃平/當代中國大陸知識份子的非知識份子化

	【編輯室】
	159|三邊互動
	161|編後語
	162|圖片來源


	1995年06月號 第029期
	【二十一世紀評論◎中國國有資產：產權與腐敗】
	004|何清漣/九十年代的「圈地運動」
	012|汪丁丁/中國國有資產管理體制改革的困境

	【百年中國】
	020|編者按
	021|董劍平/維新與衛道：王先謙的文化心態
	028|金觀濤/〈矛盾論〉與天人合一
	041|謝泳/政治與學術之間：羅隆基的命運

	【讀書：評論與思考】
	049|藍樺/布魯姆的新著《西方經典》

	【科技文化】
	〔訊息〕
	056|深切哀悼王浩教授
	056|從夏娃到亞當——智人單源論的有力新證據
	057|人類在南太平洋興起的年代

	〔專題報導〕
	058|編輯室/中子雙星的死亡之舞


	【景觀】
	062|司徒立/「現代的混亂」抑或「現代的糾紛」：德朗和他的藝術世界

	【人文天地】
	073|何懷宏/「封建社會」概念的由來
	084|潘光哲/郭沫若治古史的現實意涵
	091|張釗貽/魯迅與尼采反「現代性」的契合

	【隨筆．觀察】
	097|陳平原/神輿與神社
	103|胡成/端士習與正學風——重讀蔡元培
	108|王強/關於索引

	【批評與回應】
	113|楊揚/先鋒的遁逸
	120|鄭敏/文化、政治、語言三者關係之我見
	125|吳炫/批評的癥結在哪裏？
	130|許紀霖/比批評更重要的是理解

	【經濟與社會】
	137|杜瑞樂/西方對中國宗教的誤解——香港的個案
	149|張小軍/儒學何在？——華南人類學田野考察

	【編輯室】
	158|三邊互動
	161|編後語
	162|圖片來源


	1995年08月號 第030期
	【二十一世紀評論◎宗教與公共生活秩序】
	004|貝拉/「公民宗教」與社會衝突——貝拉專訪
	015|劉小楓/中國當代倫理秩序中的宗教負擔
	024|費洛倫查/教會社群作為「話語倫理」的制度基礎

	【百年中國】
	032|編者按
	〔文革專輯 Ⅰ：紅衛兵現象〕
	033|王友琴/1966：學生打老師的革命
	047|唐少傑/清華井岡山兵團的興衰
	057|劉小萌/下鄉女知識青年婚姻剖析
	066|陳曉文/重慶紅衛兵墓地素描


	【景觀】
	076|王明賢/紅衞兵美術運動

	【讀書：評論與思考】
	089|艾曉明/重說「黃金時代」
	094|康正果/情慾的力量

	【科技文化】
	〔專論〕
	098|吉本斯/硅谷：公司創始、策略和斯丹福關係

	〔訊息〕
	108|物質第五態的製成
	109|來自黑洞的訊息
	110|太陽內部振動的觀測
	110|吳秀蘭獲得歐洲物理學會獎


	【人文天地】
	112|王坤/崇高的蛻變——新時期文學中的「文革」
	120|張燦輝/比較《羅密歐與朱麗葉》與《梁祝》的愛情觀

	【隨筆．觀察】
	130|胡文輝/說胡
	133|王一方/「胡鬧」的意義

	【批評與回應】
	136|林毓生/質疑三問——與李澤厚商榷
	139|劉東/「創造性轉化」的範圍與限制
	143|許紀霖/創造的張力：在理念與資源之間

	【經濟與社會】
	149|陳慎慶/教派的社會構成——香港牧鄰教會的個案

	【編輯室】
	159|三邊互動
	161|編後語
	162|圖片來源


	1995年10月號 第031期
	【慶祝創刊五周年論叢】
	004|陳方正/論中國現代化與文化建設問題
	008|王崧興/從周緣驗視「中華帝國」
	010|甘陽/外交不是內政的延長
	013|余英時/談中國當前的文化認同問題
	016|杜維明/開發中國傳統文化的人文精神
	018|邢慕寰/經濟法則確有證驗的適切性嗎？
	021|金耀基/中國新文明秩序的建構
	023|金觀濤/尋找批判的和開放的歷史精神
	025|韋政通/孔子的啟示
	028|張灝/不要忘掉二十世紀！
	031|許倬雲/中國史與世界史的結合
	032|湯一介/「文化熱」與「國學熱」
	036|劉小楓/「中國問題」與社會理論的牽纏
	038|劉再復/理性重評百年中國
	040|劉述先/對於激進主義的反思
	043|劉青峰/多元的對立還是多元的溝通？
	045|龐樸/仇必和而解

	【百年中國】
	048|編者按
	〔文革專輯 Ⅱ：群眾運動與派性〕
	049|華林山/文革期間群眾性對立派系成因
	061|印紅標/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造反運動的興起
	069|唐少傑/紅衛兵運動的喪鐘：清華大學百日大武鬥


	【讀書：評論與思考】
	079|徐友漁/西方學者對中國文革的研究
	092|王紹光/拓展文革研究的視野

	【景觀】
	103|熊秉明/書法和中國文化
	109|司徒立/傳統的批判與批判的傳統——談世紀末中國繪畫的歷史遺產

	【科技文化】
	〔專題報導〕
	117|麥繼強/生命的解碼

	〔訊息〕
	120|三種關鍵性人體基因的發現
	121|肥胖基因可能成為未來減肥藥
	121|死亡基因之謎
	122|肯雅發現新南猿化石
	122|核聚變工程：磁約束問題的解決？
	123|首屆國際華人物理學大會


	【人文天地】
	125|王毅/「萬物生長靠太陽」與原始崇拜
	133|卜松山/毛澤東詩詞：形式的意義

	【批評與回應】
	144|萬之/「後學」批判的批判
	147|趙毅衡/文化批判與後現代主義理論
	152|楊老玖/斯德哥爾摩大學的文革研討會

	【經濟與社會】
	154|薛天棟/我對中國經濟發展的體察

	【編輯室】
	161|編者的話
	162|圖片來源


	1995年12月號 第032期
	【二十一世紀評論◎「洋涇浜學風」還是「認識論特權」？】
	004|劉東/警惕人為的「洋涇浜學風」
	014|雷頤/「洋涇浜學風」舉凡
	019|崔之元/反對「認識論特權」：中國研究的世界視角
	021|甘陽/誰是中國研究中的「我們」？

	【百年中國】
	028|編者按
	029|楊念群/近代中國研究中的「市民社會」——方法及限度
	039|葉啟政/結構以外：歷史的社會學理路初探
	050|朱浤源/新四民與中國政治文化重建：廣西個案研究 1860–1937

	【讀書：評論與思考】
	063|徐賁/讀《現代中國的民眾抗議和政治文化》
	073|王強/書之愛

	【景觀】
	078|何培斌/紙上營構——清代繪畫中的建築

	【科技文化】
	〔專論〕
	090|李琳山/會聽國語的電腦

	〔訊息〕
	101|在分子層次看性別發育
	102|四川龍骨坡人——亞洲最古老的居民？


	【人文天地】
	104|徐國琦/越南戰爭的現代記憶及其影響
	117|夏皮羅/民主與市民社會

	【隨筆．觀察】
	123|廖名春/毛澤東郭沫若《孫悟空三打白骨精》唱和詩索隱
	127|朱正/秦檜的史學

	【批評與回應】
	132|陶東風/「人文精神」遮蔽了甚麼？

	【經濟與社會】
	137|孫隆基/缺乏「性」與「暴力」：非美國式人格
	149|翟學偉/中國人的面具人格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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