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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所谓民族主义其名，灌输西方价值观念其实 

作者：长乐

文章来源   《中华魂》2010年第3期 

2009年第12期《同舟共进》刊登刘再复和李泽厚两人就“民族主义”的对谈，题目是“提倡一个并不清
楚的东西是危险的”。这是一篇倾向错误的文章。 
对话对民族主义作了一点分析。认为民族主义是一把双刃剑。认为“民族主义这一概念只是在非常有限
的、特定的历史时间中和特定的意义上才能起积极作用。若是越过有限的时间和特定意义而加以普遍
化，形成一种国家的普遍原则，就很危险”。文章的重点放在对民族主义的批判上，涉及这方面的内
容，按照“双百”方针的要求，进行探讨，属于正常。我们大家都反对狭隘民族主义、地方民族主义、
民族沙文主义……这是我们党始终如一、矢志不移的传统。但是我们在反对上述种种的同时，一贯强调
要弘扬、振奋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并将其视之为立国兴国的瑰宝。但对谈者对此却未有片言只语提
及。对谈中充溢着的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攻击，对西方价值观念的推崇，特别是对德、法两国消弭世仇，
在世界一体化的趋势下走到一起给予了极高的评价，等等。这些，应该引起人们足够的注意和警惕，其
中有许多内容是藏着露骨的祸心的。 

刘、李两人攻击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观念，“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就呼吁‘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
来’，我们也喊了几十年这样的口号，唱了几十年的国际歌，结果还是看到了中苏战争、中越战争、柬
越战争。而让马克思失望的西欧资产阶级联合了起来。这一历史现象说明，意识形态靠不住，意识形态
消解不了民族主义”。这里提到 的“资产阶级联合了起来”，显然指的是德法两国从“以前的所谓‘德
法世仇’，今天居然为了共同的经济利益，克服种种困难和障碍走到一起来了，开始组织一个和平的、
超民族的社会”。刘再复认为，德法联合“在世界历史上是非常重大的事件”，“西欧是两次世界大战
的发源地，今天它的发展方向我觉得才是真正化解民族主义、民族仇恨最为健康的历史方向”。他还认
为：“如果中国注意吸取西欧的经验……大陆和台湾的统一问题也好解决。如果两岸都抓住经济这个
本，关怀国计民生，淡化政治和意识形态，那末，双方自然就会形成统一的经济共同体，然后便自然过
渡到政治共同体”。作者把德法两国同大陆和台湾相比，使人感到“牛头对不上马嘴”。德法两国是两
个主权国家，谁也不属于谁。大陆和台湾历史上同宗同文，台湾从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只是
由于美国的粗暴干涉，才长期处于分裂状态。当然，中国人民是有足够的智慧解决两岸统一问题的。经
济是一个渠道，还有许多其他渠道。两岸统一是大势，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挡得住这个势头。而
德法两国当前在经济上联合了，但仍然保持着两个主权国家的政治、外交、军事、领土等方面的独立。
欧元取代马克和法郎，只是两国联合的一个表征，整个联合的前景如何，尚有待进一步明朗，谁也说不
准。现在就急着要把德法联合作为一个范本引入中国，以解决两岸问题，如此迫不及待，如此振振有
词，意欲何为呢？当然，这个“意欲”，其实也在对谈中明白地透露出来了。那就是世界一体化(这个名
词本身就是一个可疑的概念，什么一体化，怎么一体化)。作者认为：“这种发展的潮流，正在打破各种
地域、国家、宗教、种族、文化、意识形态的隔阂与限制，使世界逐渐走向一体化。”这就是两位对谈
者的“肺腑之言”。无论地域、国家、文化、意识形态，一切的一切都不分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让
位给资本主义，也就是福山、布热津斯基、撒切尔夫人等那些资本主义辩护士们叨叨不休地声称历史已
经终结，共产主义已于20世纪退出历史舞台，资本主义将一统全世界那一套梦呓吧。尽管那套梦呓已经
破碎，世界上涌起了一浪浪对资本主义的批评，但辩护士们怎么舍得放弃他们心中的那套主张呢？他们
还是急盼着社会主义国家、一切发展中国家的人民彻底解除思想武装，乖乖地接受资本主义老爷们的奴
役和盘剥，如此而已，岂有他哉! 

刘、李两人是多年来倡言“告别革命，躲避崇高，消解主流意识形态”的始作俑者。不要认为他们只是
做梦。他们通过《同舟共进》这块阵地又在向人们喊话了，而这一切也正是《同舟共进》自诩的“思想
光芒、理论勇气、探索精神和还原历史的努力”。正是凭着这股子努力，《同舟共进》构建了对中国知
识分子所谓的“深具吸引力和长久魅力”。中国知识分子是不会受《同舟共进》这样一种刊物的蛊惑和
愚弄的。可是，人们要警惕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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