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輝旗嶄忽岑紛蛍徨議房㌫蛍晒式凪屓嵶唹㍊

蕭 功 秦

〈XIAO Gongqin, 上海師範大学〉

従上世紀八十年代到本世紀初的二十多年里，中國知識分子経暦了両次思想分化，第一

次是八十年代末的自由主義與新権威主義之間的思想論戦，第二次是九十年代末以來的自由

主義與新左派之間的思想論戦。正是在這両次思想分化的基礎上，在当下中國的知識分子中

間，在中國応采取何種政治選択與發展目標以及一係列重要國際與國内問題上，形成自由派、

新保守主義與新左派三種不同的価値與思想傾向。

本文首先回顧了改革開放以來知識分子中分化出自由派與新権威主義派之争，再進一歩

分析九九十年代以后自由派與新左派的思想分化，以及新左派的主要学理資源、理論依据及

其内部的温和與激進派両大類型，最后，本文対中國知識分子的思想分化対于未來中國政治

可能的影響， 作出若幹判断。

改革開放以來的自由派與新権威主義之争 在八十年代，随着改革開放以及全社会対文

革災難的反思，知識分子率先呼喚人的尊厳、価値、自由、啓蒙與思想解放。中國知識分子

思想界首先呈現的是一種在価値態度、思維方式、政治取向上的同質性、共向性與板塊性。

到了八十年代中期以后， 中國知識分子内部出現了自由派與新権威主義之争。其原因在于，

上世紀八十年代中國知識分子中的自由啓蒙思潮本身在邏輯上就具有潜在的激進趨勢。到了

八十的年代后期，随着価格闖関的挫折與経済領域的 “官倒” 現象的泛濫，自由主義思潮也

随之日益激進化。這種情况下，強調政治秩序穏定的新権威主義，作為対自由主義激進化思

潮的反向運動而出現。這種自由與権威之争，実際上是二十世紀初期自由民主派與開明専制

派之争的暦史延続。自由派強調個人自由権利、民主化，而新権威主義者則強調秩序與権威。

但双方在中國最終的民主自由目標上並没有根本分愡。

九十年代自由派的温和化以及與新保守主義的合流 九十年代中期，由于蘇東激進民主

化的挫折，由于市場化過程中知識分子相対得益，由于英美政治哲学開始在知識分子中越來

越受到重視，中國自由派知識分子的主流開始走向温和化，中國知識界対激進自由理念的重

新反省。自由派知識分子中間派 （即温和化的自由派知識分子） 與新保守主義 （即新権威主

義） 逐漸合流，成為民間社会的思想基本趨勢。

対中國社会問題的三種不同態度 九十年代以來，随着市場経済的深入中國，在経済的

高速發展的同時，社会貧富分化、東西部地区之間的差距、権銭交易、腐敗與社会不公問題，

逐漸在中國社会突顕出來。在這種情况下， 知識分子開始出現三種不同思想価値趨向 : 一，

知識分子中的新右翼的観点認為，改革中的上述種種消極現象是現代化過程必須付出的不可



144

文化分組 Cultural Session

避免的代価， 只要経済發展，転型過程中出現的種種社会問題会逐漸化解 ; 経済發展過程中

的政治穏定高于一切。這種主張的人中有新権威主義者以及自由派右翼。第二種是自由派中

間派認為，進行民主化的政治改革，加強多元社会対権力的監督，以民主來制衡腐敗與両極

化，改変権力的壟断地位， 才是根本的出路。

新左派的基本立場 作為第三種観点，新左派把這一切経済發展中出現的不公平認為是

資本主義私有制必然伴随來的現象。他們認為，中國現在実際上已経進入 “資本主義社会”，

主張重新回到平等主義方式來解决 “社会公正” 問題。他們 “重新發現” 了毛沢東晩年發動

文化大革命的価値。新左派思潮是以西方左翼社会主義思想理論為基礎，以平等與公平為核

心価値，把中國走向市場経済的転型過程中的社会分層化、社会失範與社会問題理解為資本

主義社会矛盾的体現， 並以平等主義作為解决中國問題的基本選択的社会思潮。

新左派的両種類型 温和型新左派力図用西方新左翼思想運動的理論與后現代主義理論，

來対中國現実進行批判反思。他們是従西方發達資本主義造成的人的異化，従市場経済的過

度膨脹産生的消極后菓的角度，來表達建立一種不同于西方模式的新社会的訴求的。此類新

左派還従薩義徳的 “東方主義” 中獲得了重要的理論資源。他們認為，我們不幸生活在西方

人創造的東方主義的語境中，従而在根本上失去了中國的主体性。新左派以此來論説，來自

于西方的民主、自由、人権、現代化、市場経済、全球化、知識産権問題，統統可以帰結為

新殖民主義者従文化上來征服第三世界的概念工具，他們主張建立自己的 “抵抗話語” 並以

此拒絶中國通過向西方学習而走市場経済化、民主自由化與現代化的暦史選択。

與温和派相比，激進新左派具有更強烈的底層意識，反智主義與民粹主義傾向、強烈的

反西方的情緒、道徳優越感下的斗争哲学，以及類似雅各賓党的民衆動員衝動。新左派的話

劇 《切格瓦拉》 上演引起的轟動效応，可以看作是民粹主義新左派，即激進新左派在革命符

號下在社会上登堂入室的表現。它所体現的以暴易暴的情緒與価値傾向，将在未來中國現実

生活中具有越來越強的現実影響力。

知識分子思想之争的存在着三種前景 第一種前景是，民主化条件下的思想多元化。由

于以上三種思潮都部分與政府主導的価値観存在着部分重合，因而它們在当下可以擁有自己

的合法存在的空間。 由于自由派、 新保守主義與新左派分別主張自由、秩序與平等的価値，

這三者的互補與対峙在正常条件下，有利于中國民主化所需要的思想多元化。並有可能為未

來中國民主化作出自己的貢献。第二種政治前景，是激進新左派與現代化過程中失利的下層

絶望階層結合，以發動一場反対 “邪悪富人” 的運動，力求在中國土地上去重新建立一個理

想的没有人剥削人的公平世界。雖然二十世紀的暦史已経證明這種烏託邦実験只能導致対整

個民族的一場巨大悲劇。然而，従目前中國社会發展的情况下來，出現這種情况的可能性較

少。第三種可能的前景，是民粹主義民主與権威主義的両極震蕩。当権威主義的腐敗陷入深

重的危機，中國将可能会出現全社会的急劇民主化的浪潮。這種情况下，有可能出現一種民

粹主義式的民主與権威主義鉄腕政治相互交替的不穏定局面。這此種情况下，新左派鼓吹民

粹主義的劫富済貧的平等主義，迎合了大衆対権威政治腐敗産生的逆反心態，而取得了意識

形態的話語優勢，民粹主義的高福利、高就業的平等主義，就会成為社会大衆普遍的訴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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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精英為了獲是権力而力求迎合民衆的経済要求。知識分子的左傾化、政治精英的媚俗化，

與長期受腐敗精英政治圧抑的廣大民衆的平等主義訴求，這三者的結合，就会形成一場民粹

主義的民主政治浪潮。一旦出現民粹主義的 “劫富済貧” 運動，峇一部分中國知識分子又会

傾向于保守的権威主義，主張回到鉄腕式的精英政治，這様，就有可能在民粹主義的大衆政

治與権威主義的精英政治之間，形成鐘擺式振蕩的両極衝突模式。中國将陷入拉美化的政治

陷穽。 中國雖然充満矛盾， 但経済發展態勢基本良好， 出現現代化断裂 （Breakdown of

Modernization） 的可能性並不大，發生后両種趨勢的概率並不高，這一分析主要具有理論上

的警示意義。

当代中國知識分子的思想分化及其政治影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