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編 後 語
舉世矚目的美國大選曲終人散，特朗普（Donald J. Trump）重掌白宮勢將 

帶領世界步向「不確定」的年代，有識之士為此憂心忡忡。本期「二十一世紀 

評論」以「美國大選的啟示」為題，邀請三位學者為我們進行深入的探討。 

郝志東認為，特朗普之所以能夠勝出總統選舉，乃是由於通貨膨脹、移民問

題、階級、種族、性別等一系列因素，以及利益與價值的博弈一起構成的 

完美風暴，可以預期利益（而非價值）將主導未來四年特朗普政府的國內外

政策。令人擔憂的是，美國向來引以為傲的民主制度將會受到前所未有的

挑戰。伍國指出，現實中的美國由於氣候、交通、產業轉移和教育程度等

原因，不同的社會階級和群體的確存在嚴重的分化；儘管特朗普再次執政難

免導致國家進一步撕裂，但美國憲法的制約、重視法治傳統等因素，仍將使 

美國社會沿着巨大的歷史慣性而維持其「超穩定」狀態。陳偉信認為，特朗普

回朝將對國內外政經秩序帶來巨大衝擊：國內方面會重塑美國的政治秩序，

大力推行傑克遜主義（Jacksonianism）的管治實驗；外交方面會重構美國的霸
權體系，將所有外交關係視為「交易式」關係。美國再不是無條件地提供共善

的慈善家，而是管理風險機制的服務提供者。

本期刊出三篇學術論文，涉及中共建國初期教育、政治和宗教等問題。

曹子尼、董國強以1954年北京市委制定的一份基礎教育改革文件為切入點，
深入考察中央教育部、北京市委及市教育主管部門與各中學負責人之間引發

的爭議，揭示不同持份者對「全面發展的教育方針」存在迥異的理解；在一

元化的黨國體制下，無論是黨政系統抑或央地之間的權屬關係仍然十分模

糊。張君龍嘗試對現有的浙江文革敍述提出新看法，指出1967年1月中央發
出「支左」決定後，浙江支左部隊的介入不僅沒有促成「大聯合」，反而引發

更大規模的武鬥，不久根據中央指示對群眾組織進行「軍事包圍」，較後來旨

在軍事制止廣西、陝西武鬥的「七．三」、「七．二四」布告為早。劉瓊的研究

發現，隨着1958年大躍進運動興起，江蘇許多寺院被工廠和機關單位佔用，
不少僧尼被迫還俗回家。然而，江蘇的經懺佛事並未因政治、經濟鉅變而中

輟，在1960至1965年間，許多寺廟更經歷了大規模的佛事復蘇，與當地基
層幹部和城鄉商業部門的經濟利益有一定的關係。

從上世紀80年代一路走來的中國知識份子，大概無人不知在「文化熱」
背景下催生的《走向未來》叢書。今年是叢書出版四十周年，當年的編委會 

成員朱嘉明撰文回顧叢書出版的來龍去脈，剖析其在知識界產生巨大反響的

緣由，與讀者一同緬懷前人未竟的啟蒙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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