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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国所处的国际国内形势，一些人乐观，说是现在至少是安稳的，二、三十年内不可

能有外敌入侵，国内也不会出什么大乱子；另一些人则悲观，认为国际形势严峻，国内也是矛

盾重重，看不出解决之道。这里有趣的是，那些反对民族主义的人，平时往往对于中国的局势

非常悲观，悲观到认为中国人、中国文明都烂透了，简直无可救药了，但如果民族主义者一说

中国面临的局势严峻，中国人应该振作起来，应对这种严峻的局势，他们马上又会破口大骂，

说是中国的国际国内--当然首先是国际--形势好得很，民族主义者在危言耸听。 

   我们认为，至少我们不应忘了《易经》上的话："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

更进一步说，民族主义者对于自己的民族和国家的期待是比较高的，如果期待比较高，而不是

得过且过就算了（更不能眼看着自己的民族慢慢被人家困死，只求自己带着几个家人能逃出

去），那么，中国所面临的挑战是相当严峻的。下面我想谈一谈对于中国的一些问题的看法，

并同时捎带回答一些对于民族主义的质疑。 

 

    1.简论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 

    关于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的关系，我在《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一文中有比较深入的探讨。

我在该文中提出了"人权是目的，族权是手段"，"要外争国权，就必须内修人权"等等观点。我

认为我把民族主义不但不反对，而且支持民主主义的意思已经表达得很清楚了。 

    中国的未来政治改革的大方向应该是民主制，这一点我是完全赞同的。第一点，为什么赞

同？论述民主之好处的文章甚多，我的观点和他们出入不大，故不在此赘言。第二点，更具体

一点，什么样的民主制？如何实现？也有很多论者，我有疑惑，但苦于未能有比他们更高明的

见识；我也正在思考，如能有一得之见，自会拿出来贡献给我们的祖国；然而，我又想，我们

的思考自然不是无谓的，但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的变迁取决于很多因素，其最终实现形式和实

现路径实非吾等所能逆料。我在这个问题上的思考，大致就是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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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是便有人出来诟病。说是民族主义对于中国国内的问题总是一带而过，叫我学学何清涟

女士，云云。又有人说，中国的"主要矛盾"是政治不民主，国际问题仅仅是"次要矛盾"，应该

先解决"主要矛盾"，民族主义谈国际问题，就是故意掩盖"主要矛盾"，云云。对此我的回答是，

何清涟女士写的反腐败的文章，我很同意，当一些主流经济学家围攻她的时候我写文章支持过

她，但我并不一定非要做和她一样的事，人本来就是各司其职的。至于"主要矛盾"、"次要矛盾

"，之类的话，我就打个比方：譬如说空气和水，你可以说空气是更重要的，是"主要矛盾"，因

为两分钟不呼吸你可能就活不成了，而不喝水还可以坚持一两天，但现在空气很多，而水却没

有，是不是你就不要喝水了？如果是那样，可以很有把握的预料，你也活不成。如果谈"解决"，

那么，现在"主要矛盾"、"次要矛盾"都没有解决，但我们现在讲民族主义也好，讲自由主义也

好，讲社会主义也好，只是一种思想讨论，并不是实际操作（如是先搞政治体制改革，还是先

解决两岸统一问题）。在思想讨论这个层面上而言，我认为民族主义是最少被表达的，但却并

不是不重要的，而自由主义则早已占据了 90％以上的出版物和讲坛。为什么仅仅因为"主要矛

盾"还没有解决，我们就没有权利谈民族主义了呢？ 

    要讲论述，每个人都有权利论述他认为自己所长并愿意论述的问题，用所谓"主要矛盾"来

封别人的口，毫无道理。当然，对于如民主主义这样的重要的问题，民族主义者还是应该表明

自己的立场的。这一点，我想《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一文已经做了。我这里还要强调的是，

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对于中华民族的昌盛和强大极其重要，这个问题不解决好，中国确实难

以实现富强的目标。一个真正的民族主义者对于自己的民族和国家有着很高的期待，故此当然

会致力于对于国家富强必不可少的国内工作。从某种意义上说，由于民族主义者对于自己的民

族和国家的高期待，他们对于国内政治的清明有着更为迫切的追求。 

 

    2.逆向种族主义与中国的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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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逆向种族主义"是我在发表在香港《明报月刊》的一篇文章中提出来的，用以概括中国人

自己认为中国人是劣等民族，中国文明是劣等文明的一些现象。 

    这个提法出来之后，遭到了许多人的批判。这些批判大致来自这么两个角度。（1）逆向

种族主义是一根棍子，打击、压制了中国人对于自身缺点的反省。（2）如果提逆向种族主义，

那么，鲁迅是始作俑者，提逆向种族主义就是反对鲁迅。 

    我根本不反对反省中国人、中国文化、中国文明自身的缺点，而且极力提倡中国人的危机

意识。我在本文之中就有对于中国人、中国文化、中国文明自身的缺点的反省（于是又有人说

我自相矛盾）。问题是怎样反省，逆向种族主义是不是一种反省？ 

    我们对于中国的情况都很不满意，我们对于中国发生的丑恶现象都十分痛恨，我们对于中

国文化中的缺点都应该好好反省。但假若进行明明白白的煽动种族歧视和种族仇恨，空前绝后

的是这种种族歧视和种族仇恨竟然是针对自己民族的，还叫反省吗?从这一点讲，我们这个民

族确实病得不轻，我们确实要好好反省，首先就要反省这个逆向种族主义。这里我不得不说到

鲁迅先生了。首先，鲁迅先生对于中国国民性的鞭挞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他对于本民族

的爱是明显的，这一点是五四时期鞭挞中国国民性的中国知识分子（不仅仅是鲁迅）与 80 年

代以来的逆向种族主义者根本的不同之处。其次，鲁迅先生对于中国国民性的鞭挞并非没有失

之偏颇之处。记得 90 年代初，我在互联网上与人辩论过这些问题。我反对逆向种族主义（当

时我称之为"民族自虐"）但维护鲁迅先生。在辩论中我收到过一封来自多伦多的电子邮件，寄

邮件者声称是鲁迅先生的亲戚。他告诉我说，鲁迅先生关于中国国民性的很多说法来自于日本

人当时的宣传，故此告诫我不应把鲁迅先生看得太高。姑且不论鲁迅先生关于中国国民性的说

法是否来自于日本人的宣传，我认为，五四时期的民族文化虚无主义，以及对于中国国民性的

鞭挞，有正面影响，也有负面影响。我曾在《中国的民族主义和中国的未来》一文中写到"'五

四'思潮有'民族文化虚无主义'的色彩却无'民族虚无主义'或'逆向种族主义'的半点位置，它恰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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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是民族主义的，⋯⋯。但是，从'民族文化虚无主义'到'民族虚无主义'或'逆向种族主义'

的发展还是符合逻辑的。"我认为这段对于历史的评论是恰如其分的 

    健康的反省不会是一种对自己民族的全盘抽象否定，不会丧失对于自己民族的爱，也不会

丧失内心深处的自尊。逆向种族主义绝不是对于自身缺点的一种健康的反省，而是一种民族自

虐狂热。10 年前我在互联网上就发过一个帖子说：有了错误改错误、有了病打针吃药，和躺

在地上哭喊和咒骂自己、捶胸顿足、抓破自己的脸、拿脑袋撞地，完全是两回事。实践证明，

20 年来逆向种族主义在中国主流思想、中国大众媒体中的大行其道，并没有起到任何提升中

国国民性的作用，反而使得中国人进一步丧失了自尊和自信，而丧失自尊和自信则很自然地导

致了国民精神的进一步滑落，当然也不可能像它的支持者们声称的那样，给中国的发展，中国

的民主与自由带来什么助益--从这个意义上说，逆向种族主义是自我完成的。 

    我对于逆向种族主义的批判不是针对个人的。我没有权力打什么棍子，有这个权力我也不

会打，因为我明白，这种问题绝不是能够依靠打棍子解决的。对于那些具有逆向种族主义思想

的个人，我是理解的：这 160 年来，中国人所受的挫折太多，被浪费的美好情感也太多，都

是中国人，他们感受到的东西我也同样感受得到。逆向种族主义深刻地反映出中国人精神深处

的认同危机，乃至作为个人的自尊生存的危机。对于民族生存而言，这是一种比其他任何危机

都更可怕、更深刻的危机。我们只有以超出其他任何民族的坚韧精神和优秀品格，才能克服这

一危机。 

 

    3.科技落后的危机 

    在近几个世纪以来，科技对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生存和繁荣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我们

现在总是说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其实，真正重要的是科技，而不是经济发展。一个国家科技先

进，在绝大多数情况下经济也会很发达，反之则不然。最明显的一个例子恰恰是中国的清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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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的经济力量不可谓不强大，仅就数量而言，鸦片战争前不久还在世界上数一数二，但其质

量已经远远比不上西方列强--这里经济的质量就是指其科技内涵。结果如何呢？我们大家都看

到了。到了今天，很显然，科技的重要性更大了，因为现代科技已经有了比那时可怕得多的力

量。比如说，生物学、计算机科学、纳米技术、新材料，等等，在这些方面的重大突破很可能

会使得首先掌握这一突破的人们获得对于其他人的绝对控制权。 

    从科技落后的角度讲，中国的危机也是非常深重的。这里更可怕的是我们的精英阶层、我

们的大众传媒自己意识不到中国科技落后的严重性，总是在那里用一些虚假的"好消息"来蒙骗

自己和大众。比如中国参加了人类基因组测序百分之一的工作就大吹大擂中国在生物遗传科学

上的水平，比如大吹大擂"中国的计算机技术只比美国落后几个月"，比如大吹大擂与科技基本

上不沾边的所谓"知识英雄"，比如大吹大擂所谓"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我丝毫不想贬低中国

科技人员所付出的艰辛劳动。我本来出身于理工科，我的许多同学都工作在中国科技的各个重

要岗位上，包括计算机科学、生物遗传工程、新材料、航天等，我知道他们是在怎样的不利条

件下工作的，我也知道就他们个人而言，在国外同行中也是佼佼者，我对于他们抱有深深的敬

意。然而，正是他们使得我对于中国科技的真实情况始终保持着一定程度的了解，我深深的知

道情况很不好。 

    然而，为什么我们中国人对此却仍然处之坦然呢？这里有一个重要的假设：地球村了，美

国人的科技就是我们中国人的科技。所以，一些著名的经济学家认为中国没有必要搞高科技，

安心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在国际分工中安于低技术劳动就行了。所以，大众传媒把买来的外

国高技术产品--我们往往只是做了一些技术含量极低的组装，甚至只是包装--的水平吹成了我

们自己的科技水平。 

    落后还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对于这种落后心安理得、麻木不仁，最后还编出一些谎

话来欺骗自己和别人。中国人必须在科技方面真正的振作起来，而不是热衷于搞一些花架子（最

- 5 – 
地 址：南京市汉中路 17 号 1028 座            邮 编：210005         电 话：025-84725180 
传 真：025-84725190      http：//www.china-xy.cn       E-mail：china-xy@ china-xy.cn 



行远顾问  专业咨询         CXYC         诚行天下  宁静致远 

近的最大的花架子就是在传媒上大肆吹嘘那些几乎没有任何科技含量的网络公司。我再强调一

遍，这些网络公司也许在使用一定程度的新技术，但这并不等于它们就是高科技公司：一个目

不识丁的人也可以买个卫星电话来使用，也可以服用最新发明出来的抗菌素，但这能说明这个

人已经掌握了高科技吗？）。而且时间很可能并不站在我们一边，仅举一个例子，那些大吹大

擂"中国的计算机技术只比美国落后几个月"、"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的人很少提到中国在大规

模集成电路，这个计算机工业的基石方面的水平。中国人都知道计算机工业的"摩尔定律"，即

每隔 18 个月硅芯片上集成的晶体管数就会翻一番，但中国人可能还很少有人听说过"第二摩尔

律"，它是说，随着芯片的复杂程度加高，每隔 4 年芯片生产成套设备的成本就会翻一番。这

一趋势必将使得技术和生产更加集中到在这个领域现有的赢家手中，而现在的输家在未来输得

更惨。这是一个在现代科技中，由于技术的特性所决定的，已经跑在前面的给你腿上绑上个风

火轮，已经跑在后面的给你腿上绑上个沙袋的典型事例。这个现实与"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的

臆想完全对立--当然，技术的发展具有非常大的不确定性，相反的拉平趋势也是有可能出现的。

科技落后完全可能危及到中华民族的生存。 

    总之，我认为中国面临着四个方面极为严峻的挑战。即：（1）生存空间的狭小、自然资

源的匮乏、环境的恶化。（2）科技的落后。（3）政治体制改革的难度。（4）民族精神的矮

化、民族凝聚力的丧失。 

    中国人必须在这四个方面都取得胜利，才有可能在将来维持一个体面的生存。而这既要靠

我们超出其他任何民族的坚韧精神和优秀品格，又要靠上天对于我们的眷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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