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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得雄:中国只有走出自己的路才能救自己

一 中国共产党是博采众长、以我为主的楷模。中国走上革命的道路，中国共产党应时代大潮而生，并不是偶然的，是中国人

民为了避免亡国灭种的危险，经过清末民初的种种探索和碰壁之后，经受了“老师(帝国主义国家)怎么总是打学生”的惨痛反

思之后，看到了西方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黑暗之后，受到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的鼓舞，才走上了一条新路。今天有人

说，中国当时若走改良的道路多好啊，那是对历史缺乏了解。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周恩来等等都是有献身精神的大知识

分子，他们走这条路是一时冲动吗？中国共产党自建立至今92年了，既没有全盘“苏化”，也拒绝全盘“西化”，倒是有点像

前面那位法国哲人说的，把自己的特质与别人的特质化合，“产生出第三种更好的特质来”。试问：清朝时有“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吗？欧美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吗？中国今天有，那是有别于专制和西方议会的适合中国的更好的东西，虽然西方不

肯承认这一点。用我们的办法，60多年前，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近30多年来，西方承认中国“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的奇迹”，为

什么就不能继续不断改进和完善，用它来创造新的奇迹呢？思考问题的出发点应该是实际而非理念。有人宣扬说，中国今天已

矛盾尖锐，民怨沸腾，如果不赶紧像他们主张的那样走西方多党议会民主道路，中国马上就要崩溃了。说这话的人是生活在中

国吗？我们不否认中国今天面临分配不公、贪污腐败、一些干部作风不良、贫富差距拉大、环境污染、食品不安全等等严重问

题，但这些都是前进中的问题。我们的态度是正视它们，努力解决它们。但解决是要有个过程的，需要大家尽心尽力，不可能

一蹴而就。社会上一些丑恶现象，如贪污腐败，是可以遏制而无法根除的，它的存在同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以来的历史一样长。

有人说，只有搞西方多党议会民主才能消除腐败，只要睁开眼睛看看今天的西方和其他一些民主国家，例如印度，那里的腐败

肯定比中国厉害得多。去年印度人民为了反腐败发起了声势浩大的街头抗议，结果最后落到议会里去讨论一个草案，至今没有

结果。可以预见，即使议会里通过了一个什么决议，社会上也不会有大的变化。有些人思考问题只从理念出发，认定西方民主

是唯一真理，只要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没有改得像他们希望的那样或改得像美国一样，他们就认为一切都黑暗无光。真希望这

些人早上也到公园里去跟那些唱歌跳舞的老人聊聊，跟搬出棚户区的人谈谈，跟中关村科技园区的创业者交换交换意见，那样

他们的看法或许才会公正一点。只有比较一下各国的实际情况，才会得出切实的看法。还需要提醒的是，2000多年前的亚里士

多德和他的老师柏拉图就认为：基于不同的正义理念就有不同的政权类型。要想全世界政体一律，那是做不到的。 二 西方的

多党议会民主制正面临严峻考验。一些西方国家一直要全世界都相信，只有西方的民主才是真正的民主，而他们有权把西方的

民主强加给别人。这种本身就很不民主的做法有时被称作“白人的责任”，有时被称作“上帝的意志”。西方给非洲的难民送

一点粮食，也先要这些国家答应实行西方的民主。非洲国家许多是部落统治，有部落民主，也许有人认为这很落后，但那是当

地的办法，改不改是当地人的事。但西方人说不行，你们必须马上实行“一人一票”的民主，其结果是原来的制度及办法不用

了，新的制度及办法又无法真正实行，因而导致社会动乱和兵变频频。等到这些国家闹得不可开交，西方人便耸耸肩说：“你

们太落后了。”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就是他们亲自上马用武力推行西方民主的实例，结果怎么样呢？那些国家死了那么多

人，现在还在爆炸不断，是谁造成的呢？又有谁能把发动战争的人送到国际法庭去接受“反人类罪”的审判呢？再看看西方发

达国家自身的民主吧。西方很多知识分子指出它现在至少有三大毛病：一是金权政治，没有钱你能竞选吗；二是政党恶斗，每

个政党都以上台执政为最高目标，精力都消磨在内斗之中；三是只顾眼前，每个政党都向选民许诺好处，最后只能靠借债(向

外国借和向子孙后代借)来维持高福利。这种现实使人思考一个深层次的问题：一人一票就一定能选出最好的领导人吗？每个

投票的人都是理性的吗？“我”选出来的那个人能真正代表“我”吗？这是蕴含在民主选举中的内在难题。现在有西方人士指

出，美国选出来的领导人缺乏中国领导人经历过的长时间的工作磨练和人品考察，这话有没有道理呢？在同封建主义和宗教权

威长期抗争之后形成的今天的西方议会民主，是历史的进步，几百年来它大大发展了经济，同时也造了不少孽(殖民地、黑

奴、两次世界大战，等等)，在本次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它更暴露了许多弊病，目前正在受到严峻的考验，西方国家要想搞



点改革看来很难。希望这些国家会有所改进，不要搞不下去，如果哪天搞不下去了，希特勒式的人物就会登场了，这是世界人

民不愿看到的。民主与集中是对立的统一，缺一不可。西方国家批评中国不民主。这么说是不对的。我们有民主，我们的民主

就是民主集中制，这种制度在中国的实践证明效果很好，是克敌制胜、化解难题的法宝。中国发展到今天，凡是民主集中制实

行得好的时期，发展就快，社会就和谐；凡是实行得不好的时期，就会带来失误和灾难。只要尊重历史的人，都会承认这一

点。经过“文化大革命”的教训，中国共产党更牢记这一点，并已制定章程保证民主集中制的贯彻实施。民主与集中是对立的

统一，不能只讲民主不讲集中，反之亦然。今天西方一些国家口口声声讲民主，似乎到了议会里就可以通过正确的提案。实际

上议会往往是清谈馆，真正能“集中”的是幕后的权势集团。美国攻打伊拉克是幕后早就作出的决定，到议会里没怎么讨论，

战争就发动了。我们讲的民主集中制是在作决定之前，先要广泛征求人民群众意见，让大家讲透了，再作集中。但集中之后，

要雷厉风行地贯彻执行，不能爱实行就实行，不爱实行就不实行。实践证明这个办法好。西方也有人士指出，在本次金融危机

中，中国人认识快、决策快、行动快，让西方望洋兴叹。看看当前的形势，世界已进入了一个很不确定的时代，大家普遍有一

种感觉：旧秩序动摇了，新秩序还没建立起来。面对金融与经济危机、生态危机、核危机、恐怖主义、互联网难题……在这种

时候，哪个国家认识快、决策快、行动快，哪个国家就抢得先机，抢占有利地位。中国很有希望，我们不要把自己的优势丢

了，把宝贝丢了。最近美国学者鼓吹对中国打“凉战”，即经济上尽可能利用中国，生意是一定要做的；同时，他们要搞“民

主同盟”，以压促变。如果他们能用软的手段改变中国，则是“一本万利”的好买卖。台湾的民进党要员曾不无得意地说：

“我们上街喊喊叫叫，就把政权拿过来了。”这是美国教给他们的办法。美国做梦都希望用这个办法在中国大陆也能成功。对

此，一切善良的、富有正义感的人们不能不有所警惕。最近，89岁高龄的李光耀先生在接受美国两位知名学者采访时说：“美

国人相信他们的思想具有普遍性——人人言论自由的至高无上性。但实际上美国人的思想并不是这样——从来不是。美国之所

以长期取得成功，不是因为这些思想与原则，而是因为特殊的地缘政治所带来的财富：丰富的资源和大量的移民，来自欧洲的

大量资本和技术，以及让美国与世界上其他地方的冲突分隔开来的两大海洋。”在谈到美国认为新加坡独裁时，他的回答是：

“(这是因为)我们没有听从他们有关我们应该如何治理的建议。我们不能让别人拿我们的生活做试验。他们的想法是理论，未

经证实的理论。” 三 如何看待历史和历史人物。按照有些人的说法，中国近百年来压根儿走错了路，在这段历史中的伟大人

物都得否定。这种态度有点可笑。也许某些人头脑中所谓的“正确道路”非常美妙，合乎正义，可是历史的进程并没有听你们

的！再说，你们今天可以这样发表如此高论，也是历史进程提供了舞台和条件，并不是你们个人有多大能耐。历史确实有很多

偶然性，但一连串的偶然性便形成了必然性，并不是某个人可以随意更改的。伟大的人物可以在历史上发挥一己的主观能动

性，或做对了，或做错了，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但他也脱离不开当时、当地的客观环境。越是伟大的人物，越是会在身后留下

巨大的、长久的争论。看历史，主要还是要看大的结果；看历史人物，主要还是看他的事功，看他是否让最广大的人民得到好

处，是否推动了历史的前进。这里包含着一个常识：如果把一个人的优点集中起来宣扬，他就是一个圣人；如果把他的缺点和

错误集中起来批判，他就是一个恶魔。西方总结搞垮苏联的心理战有两个要点：一是全盘否定苏联领导人；二是进而否定这些

领导人走过的历史。这两点做到了，苏联就彻底垮了。既要高瞻远瞩又要脚踏实地。人类的文明只有几千年，资本主义的西方

文明史也才500年，望天地之悠悠，谁也别太骄傲。千万不要以为只有自己掌握了绝对真理，别人就都得听我的。人民如何当

家作主？国家怎么治理？应该允许各国根据各自的情况自行探索，不要强加于人。西方国家认为自己的多党议会民主好，大可

在自己的国内去实践和改进，别人并不干涉。而别人要走自己的路，西方国家也不要干涉。社会是复杂的，人心是难测的。民

主不等于民粹主义。每个人都不是完美的、理性的，都有缺陷，西方人说人“一半天使，一半魔鬼”，所以他们的政治理念是

“一个秩序井然的国家，需要一个绝对而具备正当性的主权中心”。我们的理念是积极的，我们讲群众路线，“从群众中来，

到群众中去”，重要的是相信人民，教育人民，引导人民。哪个国家在这方面做得好，做得有效，哪个国家就兴旺发达，幸福

安定。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在正当性方面受西方的批评久矣，令他们无奈的是越批评中国越强大。世界上还有好多明白人。

阿联酋前议员娜杰拉•阿瓦迪2012年11月14日在《海湾新闻报》上撰文说：“在将近200年的时间里，衡量一个国家进步的标准

是其西方化的能力。今天，中国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这种观念。” 我们既要高瞻远瞩，又要脚踏实地。今天的世界有趋同

性，每个国家负责任的领导人都面临类似的问题：大家要吃饭，因而要保证就业，因而要发展经济，因而要保持稳定，因而要

合理分配以照顾各方利益，因而要公正处理矛盾和纠纷，同时要同外国保持双方可以接受的关系……社会就是在处理和解决这

些看来日常和琐碎的事务中前进的。不要幻想动不动就彻底革命，推倒重来。那样的变革，老百姓承受的损失太大，也决不会

答应。与其构想宏大蓝图，不如亲身参加几次村委会选举，积累一些解决问题的实际经验。我们也不愿意甘心当别人的试验

品，最后让别人看笑话。苏联的殷鉴不远，我们也决不会重蹈覆辙。 网络编辑：岚河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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