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編 後 語
朝鮮半島局勢近月持續升溫，本期「二十一世紀評論」以「東北亞安全結

構：回顧與思考」為題，刊出第五屆「陳克文中國近代史講座」（2024年3月）
的相關內容，透過歷史學者的深刻思考，為未來局勢發展提供啟示。沈志華

以「脆弱的聯盟」來總結中共創黨以迄1990年代初中蘇朝三角關係的變遷，
指出三方的立場和政策始終並不一致，中蘇關係友好時朝鮮受到擠壓，中蘇

關係惡化時朝鮮則如魚得水；弔詭的是，三國在條件合適的情況下都希望與

美國改善關係。李丹慧指出，1960年代中蘇同盟破裂後，曾經出現幾次緩
和兩國關係的機遇，不過由於雙方的意識形態矛盾甚深，最終引發珍寶島武

裝衝突；正是在中蘇進入敵對關係後中美迎來接觸的契機，從而開啟了中美

蘇三國之間的戰略博弈。1979年中美建交為影響世界的歷史事件，牛軍認
為兩國在實現關係正常化以前，已就重塑東亞秩序達成了某種地緣戰略的共

識，排除了蘇聯在東亞擴張的可能性，為區內國家推動市場經濟改革、實現

經濟增長締造穩定與和平的環境。張璉瑰應邀為朝鮮核問題的始末因由補上

一筆，文章認為在朝鮮確立擁核國地位的前提下，未來半島局勢存在三種可

能：美朝交戰，局勢丕變；美朝媾和，化敵為友；不戰不和，形成「北三角」

與「南三角」對峙之勢。

本期「學術論文」欄目刊出三篇文章，內容主要圍繞中共革命思想與實

踐的課題。高嘉懿探討中國化馬克思主義在戰後法國的傳播歷程，認為中國

革命思想的回流有三大現實原因：法國共產黨致力宣揚社會主義優越性、親

華左派以中國的馬列主義理論與實踐解決自身的困難，以及毛主義者借用反

權威精神來宣揚民主和人權。任耀星嘗試揭示國共內戰後期邊區中共基層黨

組織的運作情形，以河北容城私派地下黨員潛入北平為案例，說明在國共攻

守易勢的背景下，中共中央加快整合解放區資源、收攏地方權力，但基層黨

組織出於生存和自身利益的考量，存在違反城市工作指示私派地下黨員的情

況。1957年反右運動在城市持續升溫之際，農村同時進行了一場大型的社會
主義教育運動。李彤通過河北農村的研究個案發現，社教運動在對象、內容

等方面固然別樹一幟，但在內在目標和政治邏輯上卻與反右運動非常相似，

實質是一場在農村底層進行的反右運動。

今年8月適值余英時先生逝世三周年，周質平撰寫長文回顧錢穆與余英
時師徒的學思歷程和生平點滴，全文分兩期連載，以饗讀者。6月下旬，本
刊同仁欣悉編委許倬雲教授榮獲第六屆唐獎漢學獎（2024），無不額手稱慶。
陳方正特意撰文敬賀許教授榮獲不朽殊勳，並祝願他繼續說歷史、觀世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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