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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多元制衡视角下的新左派思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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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左派 

  关注度 ★★★ 

  关注理由：“新左派”人士从批判资本主义全球化出发，反对新自由主义，坚持主张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应占主体地
位，关注工人农民群众和弱势群体的命运。2004年以来，“新左派”思潮借助于网络实现了力量聚集和思想传播而成为时
代的热点之一，具备了一定影响力。 

  主要观点：目前，被归为这一阵营的成分十分复杂，其中既有人以坚持马列主义理论原则和毛泽东思想为旗帜，提出
公平、正义和平等的价值诉求，也有一部分人把当代中国的现实问题当作资本主义问题来给予评说，并对“文革”的理念
抱有某种肯定。主要观点有：第一，官僚的腐败和社会的不公，其根源在于“国际资本主义在中国的扩张”。第二，主张
重新回到平均主义方式来解决“社会公正”问题。新左派认为人欲横流、贪污腐败是“私有制”的必然产物，因此主张实
行平均社会主义的公平分配，并在公有制前提下发展参与式民主管理。第三，“重新发现”毛泽东晚年发动“文化大革
命”的意义与价值。 

  新左派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出现的一种社会思潮。如果说，新权威主义是从“右”的权威主义的立场来批判自由主
义，那么，新“左”派则是从左的平等主义的立场来攻击自由主义。它把改革开放中的贫富分化等不公平现象，看作是与
“私有制”相伴而来的必然恶果；它从“左”的意识形态与西方新左翼理论中(如依附性发展论、罗马俱乐部与法兰克福学
派的理论)，寻找对改革中出现的矛盾与问题的解释框架，并由此而形成批判改革开放的一种思潮。 

  新左派关于“改革就是受资本家剥削，开放就是受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剥削”的观点虽然过于简单与极端，但却相当
鲜明地表达了其价值取向。可以大体上把新左派定义如下：新左派思潮是以“文革”理论或西方左翼社会主义思想理论为
基础，以平等与公平为核心价值，把中国走向市场经济的转型过程中出现的社会分层化、社会失范与社会问题，理解为资
本主义社会矛盾的体现，并以平等主义作为解决中国问题的基本选择的社会思潮。 

  新左派的思维误区 

  实际上，新左派的思维路径就是对“文革”思维路径的一种复制。新左派把改革开放过程中产生的社会矛盾，即那些
本应该用发展政治学或发展社会学来解释的现象与问题，如干部在缺乏制度约束的条件下的腐败，市场经济中形成的阶层
多元化现象，一律用“阶级斗争论”加以解释。新左派对问题和矛盾产生的原因的认识，缘于特殊的路径与心态相结合的
认识机制。 

  一旦用“文革”极左意识形态中的“阶级斗争”“资本主义竞争”“修正主义路线”“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等宏
大概念，把腐败分子定位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那么我们民族中原已有之的教条主义思维，在
这一解释过程中就会被重新激活。新左派的陷阱就在于，“文革”意识形态已经在我们民族心理与潜意识结构中形成一种
政治文化定势与民族心理积淀。这种思维一旦被激活，就会因“阶级斗争”、“资本主义复辟”、“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
续革命”这些极左概念的特定关联，而连成一片。新左派之所以对相当一部分青年人有吸引力，就是因为青年人富于浪漫
热情，而且他们没有经历过“文革”的苦难。正如一位研究生对笔者所说，他们从小学的政教课中接受的就是“兴无灭
资”的正统教育，到了大学时代就用在小学教科书中所接受的那一套东西，来评价当今现实中的不公平现象。新左派思维
就是通过社会教育中的“左”的理论成分的激活而影响青年一代的。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对“文革”思维的路径依赖？这是因为，由于我们用以认识改革转型过程的学术理论资源不足，不



能用发展社会学的理论来解释改革开放中形成的“改革综合症”；而“意识形态思维”或“类意识形态思维”以及相应的
“左”的政治文化，由于全能主义时代普遍宣传教育的潜移默化，在人们思维中根深蒂固，它们总是以“死的抓住活的”
的方式，在一些人身上不自觉地表现出来。例如，发展中产生的由于新旧游戏规则均失效而出现的脱序现象(即没有足够的
制度制衡而产生的脱序现象)本来应该通过有效的制度创新来解决。更具体地说，某些当权者之所以胆敢与商业贿赂者相互
勾结，形成权钱交易，是因为制度约束不够，因而不当得利的风险极小，成本极低，收益极大，于是意志薄弱者就变成了
犯罪者；相反，如果通过制度约束，使权钱交易的风险极大，成本极高，收益极少，这样，这个“走资本主义道路”的
“阶级敌人”也就作为理性的博弈者，不得不规规矩矩，就范于文明秩序，这个“阶级敌人”也就变成公民了。这里面不
需要什么阶级斗争理论，如果用左的意识形态框架取代常理，来对这种转型时代出现的腐败综合症做出解释，难免要进行
“文革”了。 

  一旦阶级斗争思维被激活，革命者的道德优越感与“斗争哲学”就油然而生。明明是可以用有效的制度创新来制衡的
腐败与两极分化，在新左派的眼里，统统被解释为资产阶级复辟、垄断财团打击劳工等。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新左派由于
立足于“左”的意识形态思维而具有强烈的斗争的道德激情。 

  新左派与文化浪漫主义 

  用《安徒生童话》里的一个故事来解释文化浪漫主义再形象不过了。童话里的主人公不满意他的生活环境，总是向往
富有田园诗意与牧歌色彩的中世纪时代。后来他无意中穿上了一双魔鞋，于是真的回到了中世纪的一个小镇。然而，那里
却没有路灯、满地泥泞，到处充满私刑、绑架、恐怖与黑死病。到这时，他才意识到那个中世纪才是真正无法容忍的世
界，他再也不愿回到中世纪了。这也就是马克思曾经批评过的中世纪“浪漫社会主义”。 

  对“文革”进行诗化、美化，目的其实是为了满足心理上的一种移情与寄托的需要。更具体地说，浪漫主义者往往作
为主体，把自己的热情、理想、愿望不自觉地投射到另一类事物上去，而并不关注客体本身的属性。通过这种投射来抒
发、宣泄主体长期被现实压抑的深层愿望，从而达到审美意义上的升华。其实，不同民族、国家、文化背景的知识分子中
都存在对异国情调的浪漫情怀，并由此生发文化浪漫主义情怀。 

  为什么处于一种受到批判的文化中的人们会对另一种他们并不真正了解的文化做出过于美化的理解？为什么会出现这
种“文化误读”？其实，这种“文化误读”实际上是人类思想史上常见的现象。原因就在于，人们对这种异质文化所做出
的想当然的赞美，是不自觉的愿望投射的产物。这种投射并不是为了认识该种文化的客观属性，而是为了主体抒发内心积
聚的深层愿望的需要，是为了更有力地表达自己立场的坚实性，也是为了达到一种心理宣泄、安慰与精神平衡。 

  新左派思潮的未来前景 

  某些激进的新左派与反对改革的老左派复旧势力相结合而形成的反对改革、颂赞“文革”的思想浪潮，赢得了不少网
上“愤青”的支持，新左派在网络世界里，确实有相当大的表达空间。但在整个知识界，他们仍然是少数，并不足以影响
中国改革开放的大格局。 

  当然，新左派的一些观念与对现实的批判，也并非没有参考价值。从多元制衡的角度来说，新左派思潮反思、批判甚
至挑战改革开放大方向的思想言论，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起到对改革决策层的警示与借鉴作用。它对底层利益的关注，
对公平与平等的价值诉求，也是民主社会珍视的价值。而且，在多元化的思想文化环境中，新左派思潮自然会受到自由
派、文化保守主义与新权威主义的多元制约。作为一种在多元时代生存的思想潮流，它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活动，自有其
存在的权利。在一个法治化时代，随着社会的正常发展，它的激进化趋势会消退，要经历一个也许十年到二十年以上的文
化修炼期，才能摆脱幼稚与不成熟，通过理论上的脱胎换骨与价值转型，在未来中国多元思想文化中占据一席之地。 (作
者为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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