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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室報告

「真實與倫理之間：精神分析與文化理論」專題，集結

沈志中、黃宗慧與劉紀蕙等三篇研究論文的專題能夠實現，我

要謝謝劉紀蕙編委的策劃與執行。我附和她的看法：精神分析

理論牽涉了西方哲學史、思想史與知識論的脈絡，對當代廣泛

議題有著持續相干的影響力。我們召喚日後更多的相關學術對

話。

近十年來有關資訊社會、媒介或通俗文化研究的刊物上出

現為數眾多的論文，雖未必具有深入世故的理論脈絡，主題卻

常具有開拓性與即時性，因此有著受同好參考引用的需求。吳

偉明〈從《街霸》與《拳皇》：看日本電子遊戲在香港的本地

化〉是一篇「研究紀要」，期待日後能有類似主題更為深入周

延的研究論文出現。

宋家復〈魔鬼就藏在細節裡：註腳、當代史學與（無關）

後現代〉，以一種特殊的評論方式吸引讀者的興趣。這篇評論

論文不合「書評論文」的常態期待。兩位評審對其評論方式

都有保留的意見，卻也都珍惜這篇評論可能帶出學術討論的旨

趣而願意破格推薦刊登。我們徵得原匿名評審之一邱德亮的同

意，將其評審意見公開，構成「批評與回應」，以供讀者對於

評論論文體裁問題的進一步思考與認識。〈魔〉文評論的是黃

進興教授近著《後現代主義與史學研究》，編委會基於學術討



Editorial

論的平衡也鄭重邀請黃進興教授回應，雖一時未獲黃教授應

允，來日本刊若獲得回應大文我們將於續期刊出。

朱元鴻〈保羅復興：當代基進政治的新聖像〉，批判

地評論近年出現於哲學與政治思想的三部保羅新論。原為匿

名評審之一的蘇哲安願意公開貢獻批評意見，因此得以構成

「批評與回應」的系列討論。審查過程中，也身為編委的作

者迴避，由其他編委同仁執行匿名送審程序，我要謝謝他

們。當今歐陸哲學界展開了關於政治神學許多豐富而深入的

思想議題，我們希望能引出相關的研究與討論。

王宏志〈 �0年代香港中文大學的香港文化研究項目〉，

是篇「報導」，對於香港文化研究的在地性格、具體狀況，

例如香港的「後殖民」、「再殖民」、「類殖民者」、「北

進殖民」等交錯狀況，作了有趣的介紹。本刊既然試圖作為

全球華人讀者的學術刊物，保留一個不屬於研究論文的「報

導」類目，或許日後其他各地區的文化研究或任何具有特殊

性格的學術社群，可以藉期刊一隅提供其歷史、現況與事件

的報導評析，那會是很有意義的。

封面與封底的攝影，瓦礫的作品，捕捉了本期獨特的當

代。孤寂的凱道、紅的夜事件、潛在的利刃拒馬，瞬間卻永

恆的影像將與本期一同見證歷史。

朱元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