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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卷首语就像一个学者总会有自己的人格一样，一本学刊也总会有自己的整体形象。
正由于这种潜能，一本杂志(尤其是一本民间杂志)，才有可能大于其全部发表文章之总和。
只是，这种烘托成整体的可能，并不让人沾沾自喜，倒更让人战战兢兢，因为它反过来又意味着，一
旦哪家杂志失却了总体的公信力，那么此后不管它还能发表多少文章，即使其中仍不乏好文章，却终
不过是些孤零零的单篇文章罢了。
 　　论文栏第一组，集中于古今政治理念的思考。
克雷格·卡洪指出，上世纪九十年代盛行的全球化设想，一反此前对于认同政治或群体凝聚力的宣传
，而鼓吹全球社会对于地方问题的人道主义干预，并盛赞混合、多元和重叠的政治身份。
然而却很少有人注意到，当前民族国家间的普遍斗争，实乃少数几种反抗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可行方式
之一。
缘此便应看到，世界主义和民族主义是相互建构、而非相互对立的。
这种相互关系表现在：一方面，当然应该记取世界主义中许多值得承继的价值，比如对人人平等的认
可，以及对文化和社会多样性的认可；另一方面，也应该试图改善现行的世界主义，因为依据其通常
的建构，尤其是其最个人主义的形式，它系统地阻挡了人们的视线，使之看不到人们所依靠的团结体
的多种形式，以及这些团结体对那些较少特权和较多受到资本主义全球化排挤的人们的特殊意义。
夏洞奇指出，以往多有学者认为，奥古斯丁的国家定义刻意排除了“正义”的因素，而异于古典政治
思想之主流。
在此基础上，著名历史学家R.A.马库斯遂以“尘世神学”来诠释奥古斯丁，认为其国家概念是世俗化
的。
但作者却通过对《上帝之城》中关键文本的分析，以及对西方学者之解经过程的回溯，提出奥古斯丁
虽认识到国家不可能摆脱某种“世俗性”，却亦不主张切断政治生活与信仰、道德的联系；他虽确有
某些承认国家之中立性的观念，可马库斯等人对此的理解却不够准确。
 　　下一组聚焦于中国北方农村的婚姻问题。
阎云翔基于纵向的田野调杏，探讨了彩礼收取活动怎样在中国北方农村转变为新郎家庭的财产分割形
式，而新娘又怎样取代其父母而成为彩礼的接受者。
这种转变经历了漫长的代际协商，而在此过程中，对西方个人主义的误解则为年轻人向父母的索取提
供了意识形态辩解。
作者强调了个体对于转变彩礼收取的能动作用，认为这是被多数现有婚姻交换研究所忽略的重要现象
；同时也检查了这些个体的特定策略，认为正是由此，个体才实现了其能动性，从而在获得更多婚姻
自主权的同时，不是选择放弃收取彩礼的传统风俗，而是选择去创造性地利用它。
王跃生立足于基层社会考察，分析了二十世纪三十—九十年代冀南农村婚姻的空间范围和社会范围之
变动。
作者指出：土改前，主流婚姻行为特征是既要避免村内结婚，又将近村婚姻作为首选，表现出若即若
离的特征；土改后，婚姻圈并未伴随着私有制的取消和经济平等程度的提高，而表现出扩大的趋向，
相反倒是村内婚的比例明显上升。
土改前，通婚的社会范围基本上循门当户对观念进行，相同经济背景的婚姻比重较高；而土改虽然消
灭了财富悬殊的基础，阶级标识却被突出强调，并对人的社会地位和发展前途产生了重要影响，遂将
婚姻的门户原则演变为阶级原则，并左右着民众的择偶行为。
直至改革开放以后，阶级成分观念始得淡化乃至逐步消除。
 　　再一组集中于民国时代的跨国互动。
对外文化政策作为政府有组织地向外输出和普及本国文化的行为，乃是较晚出现的民族国家时代的一
个特征，或许正因此，才由民国而非晚清开始了这个过程。
巴斯蒂借助于原始外交档案的爬梳，还原了民国初年在这方面的短暂尝试。
正是这种尝试，至少成功地为欧洲汉学增添了一个长期存在的研究机构——位于巴黎的中国学院，并
使民国政府进一步赢得了法国政治精英的积极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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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法作为文明内部号令步调的准绳，其象征性权威既来自天文，更来自人文，缘此在被迫转型的现代
中国，整个国族都势必要被拧上世界时钟的发条。
左玉河通过回顾南京国民政府的废除旧历运动，以及这场激进运动在民间遭到的顽强抵抗，突显出了
中西碰撞所造成的文化失序。
也许时至今日才能看得清楚：中国人由此失掉的不仅是原有的文明时间表，还有跟这种时间表息息相
通的文化生活步调。
 　　评论栏对翻译作品进行了讨论。
段晴指出，鸠摩罗什所译《妙法莲华经》被认为有“天然西域之语趣”，那语趣正是指今日读翻译作
品时所能领略到的“洋味”，也就是说，它不是那么地道的汉语。
那么，是什么语言成分令人感悟到所谓“西域之语趣”呢?作者从两部《法华经》中择出三个词汇，从
梵汉对译，探讨它们真实的含义，认为这些词汇是在两种语言接触的背景下产生的，因此表现出不同
的异域韵味。
由此可知，西域之语趣实乃异域文化之藤蔓的延续。
杨立华指出，中译本《存在与时间》的出版，曾对当代汉语思想及学术产生过令人瞩目的影响，功不
可没；然而细细对读，仍可发现此一译本存在着多处漏译和误译，有必要提出建设性的商榷。
由此不免令人想起，对于海德格尔这样一部奠基性的作品来说，也许汉语世界应当像其他语种一样，
拥有不止一个相互竞争和相互参校的的译本。
 　　最后再回到开头的话题。
《中国学术》杂志从无到有，经过长达七年的努力(包括它的筹备期)，仿佛也开始有了自己的总体形
象。
只是，这形象同样并不好玩，反倒构成了巨大的压力——既然无论照编者还是读者看来，只要是拿到
这里发表的文章，就应当具备理所当然的学术质量。
可惜谁又知道，这种质量从来都不是天上掉下的馅饼，而需要挤出教学和研究之余的时间去苦苦寻求
，不管那剩余的时间原本就怎样少得可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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