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CC 7.1 — Sections Editorials 

 

1.–世界 

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世界媒体将目光投向“新兴经济力量”或者“新工业化国家”在国际社会许多主

题所扮演的角色。在冷战结束后数年之际，一个新的时代在它们的影响之下拉开帷幕。正如嘉亚拉穆在文

中所述的“当中华人民共和国在 2009 年隆重庆祝成立 60 周年之际，作为拥有同样巨大人口的邻邦印度，

迎来了成为独立国家的第 62 个年头。”由于这个因素，这一部分将展现关于“印度和平崛起”的两个不

同的观点，第一篇作者作为一位印度人，可以清晰地分析其家乡的优缺点。通览其民主进程，以最近的第

十五次议会大选和经济的“稳定的增长”为例，他并没有忽视他所谓的“对开发的激烈反应”，根据他所

看到国家的大部分情况，他非常人性地提出结论，“一些希望，更多绝望。”在另一篇来自中国的文章

中，来自著名大学国际关系专业教授时殷弘和宋德星提出作为局外人的观点，阐释他们如何理解印度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的发展。他们将重点放在印度领导人为在国家的困境中展现最好的数据表现而实施的强

力政策以及印度崛起对国际社会政治秩序的影响。 

 

2.– 社会 
在危机期间，每个人的经验都表明个体性格能够清晰展现出优缺点。如果相似的展现会出现在社会或者国

家这一集体的层面，想必这并不令人吃惊。现在世界所面临的困境毫无疑问就是金融危机以及其为领导人

和市民所带来的各种挑战。下面的两篇文章将表述关于这个“危机”时期对中国的影响的两种不同但又有

相似之处的观点。第一篇文章之中，一位著名的中国记者赵静用他对一个具体故事的分析，从而描述中国

数百万失业农民工的情况。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正如一位来自四川的年轻人小张，刚刚进入就业市场就远

离家乡前往遥远的工厂，如在例子中的广东。接着经济衰退突然袭来，就业岗位大量减少等等。小张问他

自己：那以后能怎么办呢？ 伴随着这个问题，阅读第二篇文章将能够产生进一步的反思。就像作者清华大

学的孙立平在博客中所阐述的，这种混乱多半将会在各地发生，中国社会的稳定性并不是问题的根源。其

根源是“社会的腐败”，随后他解释了为什么这更为危险。 

 

 3.– 艺术与文学 
艺术和文学是安慰和鼓舞处于历史衰退之中人们必不可少的资源，尤其是在今年这种危机时期。这是为什

么 2009 年与 2010 年之交，文学和音乐的爱好者非常热衷于纪念过去伟大的艺术家。这部分的文章提出几

位：2009 年是普希金(1799–1837)的 210 周年诞辰，他被认为是俄罗斯最伟大的诗人和现代俄罗斯文学的创

始人。2010年是契诃夫(1860–1904)的 150 周年诞辰，他是一位短篇小说家和剧作家，他被认为是世界文坛

历史上最伟大的短篇小说作家。这一年也是肖邦 (1810 年 3 月 1 日 –1849年 10 月 17 日)的 200 周年诞辰，

他是一位具有世界声望的作曲家和古典钢琴家，是一位西方浪漫主义音乐大师。下面的文章中，两位艺术

爱好者将与读者分享他们的体验：第一篇澳门高等校际学院的弗勒代斯库·图多尔跨越时空表现澳门的忧

郁，正如普希金和契诃夫在他们的诗歌和故事中所展现的。随后一位来自意大利帕多瓦的作曲家和钢琴家

鲁卡·乌加斯率领读者发现肖邦的天才：他是一位创造者。 

 

 

4.– 历史与文化 
 

翻阅世界新闻的大字标题，年代久远的主题仍然是人类对思想无止境的探索中的热门主题。当代文化也不

例外，除了有新的信息技术使这些主题在某种程度上被繁多的事件湮没，或者像这几年一样被长时间危机

的阴影遮蔽。在中国，如同西方一样，在保持传统和呼吁创新之间存在一种张力。这一部分将为此提供两

个不同类型的例子。第一篇文章之中牛津大学的天主教神父约翰·莫菲特基于他与三位科学家谈话的反应，

探索基督教信仰和现代科学（包括人文科学）之间对话情况，并且展示出两者对加深“理性”作用的好

处，及对加深圣子在圣经传统中珍贵地位的好处。在一个颇为不同的背景下，一位在互联网世界使用环境

领域具有名望的作家尼古拉斯·卡尔，分析了谷歌这些互联网搜索引擎对人类思维模式和思维结果的潜在

影响。假如现存危险就是模仿人工智能，正如一些信息概念者试图证明的，那我们可以摒弃对思想的追求

吗？这是一个现代的问题。 

 

 

 



 

 
  

5.– 思想与人本 
在 2010 年伊始之际，也正值阿尔贝·加缪在 1960 年 1 月 4 日午夜在一场交通事故中去世 50 周年之际。当

年他只有 46 岁。他的死亡事件被报道为一场不幸的事件，此事在当时并没有给他以其他影响。但是一种

悲剧性的讽刺因这场意外死亡而得以隐藏。他在《西西弗的神话》中写的“为之生存的理由同时也是为之

死去的最好理由。” 阿尔贝·加缪曾经多次拒绝将他与当时流行的存在主义相联系。事实上，在他许多著

作中他努力去克服人类生活的“荒谬的”悖论。基于这个观点，在这部分的第一篇文章中上海大学的牛竞

凡纪念了阿尔贝·加缪在中国的最新影响。随后是阿尔贝·加缪和与他联系的卫理公会牧师霍华德·穆玛

之间的一次对话。他们在 19 世纪 50 年代巴黎那几个夏天中进行了精神探索。 

 

 

6.– 争鸣与特写 
 

世界媒体偶尔会提及澳门的城市发展，但是这并不是为了阐释其在世界舞台的作用，也不是为了展示其在

大航海时代的重要历史地位。事实上这种发展并没有避免一种潜在的紧张关系，这种紧张存在于最近确认

为“世界文化遗产”的地方传统和在许多新旧赌场及它们提供的设备之间激烈竞争之中。这一部分两篇差

异明显的文章试图解决这个危险的问题。澳门大学的何伟杰在文章详细描述了这块葡萄牙飞地里在修复和

保养历史遗迹和古老建筑领域的过往努力和现今成就。正如许多诗人、作家和艺术家所知道的，澳门的

“忧郁”在最近的银行业世界混乱中并没有被改变。因此第二篇文章非常合适，这是一篇使人清醒的报

告，它选自安德烈斯·贝略天主教大学（加拉加斯）的劳尔·冈萨雷斯最近在巴黎出版的著作《资本主义

改革的 20 个建议》。 
 

Two Profiles 
 

Jose DUARTE 

约瑟夫·杜华德是一位基于澳门的经济学家。他在葡萄牙的科英布拉大学获得经济学学位，在英国帝国理

工学院在环境经济学领域获得理学硕士学位。他是一个经济学和国家政策课程的讲师，也是在澳门经济和

政治主题领域的媒体评论员。 

 

Tudor VLADESCU 

弗勒代斯库·图多尔在布加勒斯特文学部完成文学专业的本科学习，随后在英国获得现代罗马尼亚文学领

域硕士学位和助教奖学金。在他准备关于宣传活动虚构文本中畏惧的使用这个主题的博士论文之际，他在

布加勒斯特政治学国家学院获得文化人类学和地区发展硕士学位。从 2002 年起他是国际比较文学学会成

员。当完成他的博士论文以后，他的研究兴趣转到融合文学、人类学、社会心理学和其他人文科学学科领

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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