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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前　　言　　一　　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这是英国历史学家科林伍德的话，他提供了认识历史
的一个维度。
　　历史事件已经永远逝去，绝无可能在今天原原本本复现。
在文本和视像中复现的历史，是历史在学者心灵中的重演，科林伍德称之为&ldquo;历史的想象
性&rdquo;。
历史事件是人的思想对象。
　　比如，很长时间里，对王安石变法是赞颂的。
改革开放以来，新锐历史学者否定了王安石变法，指出他的路径依赖和增长模式问题严重，连一个梳
子、一把芝麻都必须由官方销售，对民间竭泽而渔。
在新锐历史学者的文本中，王安石变法的历史呈现出与过去完全不同的面貌。
再看抗日战争，究竟国内不同力量在抗日过程中起了什么样的作用，不同地域、不同时间段有不同的
解读。
因此，在不同地域、不同时间段，抗日叙述就呈现很大差异。
改革开放史也是如此。
在一些左派眼里，改革开放是&ldquo;劳动人民再吃二遍苦，再受二茬罪&rdquo;。
　　不同的历史叙述的背后是什么呢？
是认识和思考，是思想。
　　因此，认识历史思想，思考社会思潮的交锋，是我们理解历史的一把钥匙。
　　二　　改革开放以来，社会自由的初步扩展，为各种思潮面世提供了最低限度的宽容，使我们能
够触摸到各种思潮大致的逻辑和边界。
由此起步，中国思想界开始进入一个群雄初起的春秋时代。
　　由于本书篇幅所限，只能概要勾勒出当代中国八种社会思潮。
这八种思潮，包括了官方的和民间的思潮。
除了居于主导地位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即邓小平思想之外，还有老左派思潮、新左派思潮、自由
主义思潮、民主社会主义思潮、民族主义思潮、新儒家思潮和民粹主义思潮。
这八种思潮，或部分重合，或彼此分立，或激烈争辩。
透过这八种思潮，有助于我们认识中国的过去和现在，也有助于我们探知中国的未来。
这里要说明的是，八种思潮并非囊括了当代中国全部社会思潮，比如基督教思潮就没有包括在内。
本书讨论的八种思潮，是在当前语境下能够在大众传媒上公开进行论述和博弈的社会思潮。
　　三　　这八种思潮有两个特点：一是&ldquo;问题意识&rdquo;；二是这些思潮与西方社会思潮有
密切的联系。
　　先看第一点。
为什么这30年会出现八种思潮？
原因在于中国社会在转型过程中产生了各种问题、矛盾和冲突，这就促使人们的思考不断突破既有观
念框架，寻求对策方案。
打个比方说，这八种思潮，犹如八种药方。
从各路名医的主观意愿来看，都是意图展示平生绝学，对症施治，起沉疴于病体，致安康于民众。
但药方各不相同，少不了争执一番。
30多年来，不同发展阶段产生了不同的问题，变化的形势不断提出新的需求，各种思潮的起伏涨落也
就呈现出参差的状态。
　　再看第二点。
当代中国八种社会思潮与西方社会思潮有密切的关系。
比如，西方三大主流思潮自由主义、社会主义、保守主义，对中国都产生了很大影响。
　　自由主义传入中国百年，起起伏伏，有目共睹。
　　社会主义思潮传到中国，先后演变和产生了四种社会主义：一是根源于斯大林主义的毛泽东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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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如今老左派思潮即为毛泽东模式社会主义的遗存；二是邓小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三是
民主社会主义；四是新左派的社会主义思潮。
但是，新左派虽然激烈批评资本主义，他们主张的社会主义却比较模糊。
　　保守主义并非如有些人理解的那样是一种顽固的反动思潮。
保守主义是一种正常的文化选择，是一种面对挑战的历史性反应。
保守主义主张保存本民族的优秀文化（皇权专制制度、太监制度、凌迟制度和裹小脚风俗等当然不在
优秀文化范畴之内），试图用现代思维方式和文化精神阐释、保留传统文化的精髓，特别珍视伦理、
道德、审美、语言方面的宝贵遗产。
就此而论，海内外新儒家一些领军人物是为代表。
保守主义并非一味维持现状，也不排斥自由民主，而是致力于以自己的主张改进现状。
一般来看，保守主义比较审慎，不赞成剧烈突变的革命。
自由主义也反对人为建构乌托邦，主张逐渐演进，因此自由主义也含有保守的成分。
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是相通的。
　　至于民族主义思潮和民粹主义思潮，其定义、阐释和研究的理论框架也来自西方。
　　四　　由于中国是一个相对独立的政治系统，所以中国的左右之分，与国际上左右划分标准不一
样，在很多问题上甚至完全相反。
　　比如在欧美，左和右在政治上都支持代议制民主政治。
中国不是这样。
右支持宪政民主，而左不赞成宪政民主。
另外，中国的右也赞成完善社会保障，保护人权，这等于是干了欧美左派的事情。
　　再比如，在欧美，力主改革的往往是左翼。
但在中国，情况恰相反。
　　又比如民主社会主义思想，在欧美归于左的一路，在中国却被说成是右。
限制自由，限制工会农会的活动，在国际上常常是右翼作为，在中国被看成左的主张。
　　中国有人主张按照国际划分方式重新厘定中国的左和右。
但中国的左右分野早已约定俗成，尽人皆知。
一提左右，大家都知道你在说什么。
在这种情况下打乱重来，更添混乱。
　　本书是按照中国目前区分左右的标准展开评述的。
　　五　　曾有一个流行的理论说，什么是左？
超过时代，超过当前的情况，把将来才能实现的东西拿到现在来做，在行动上冒进乱斗，这是左。
落在时代后面，落在当前情况的后面，这是右。
　　这个说法显然有问题。
中国共产党多次代表大会都庄严承诺，将来一定会把中国建设为&ldquo;高度民主&rdquo;的国家。
为什么左的势力不把民主搬到眼下来做呢？
　　中国的左到底是什么？
高放在《左的来龙去脉》一文中说：&ldquo;封建社会遗留下来的众多消极因素成为滋生左的思潮的肥
沃土壤。
大量自然经济的手工劳动小生产、农民的平均主义、君主专制主义、个人集权制、领导职务终身制、
等级制、家长制、个人崇拜、官僚主义等，都使左的东西更加根深蒂固，更具群众基础，并成为左的
历史根源。
&rdquo;高放：《高放政治学论萃》，团结出版社，2001，第63页。
　　在这样的基础上生长出来的东西，肯定是向后看的。
左的势力所主张的&ldquo;残酷斗争、无情打击&rdquo;，无疑是落后的东西，毫无&ldquo;将来
性&rdquo;可言。
　　汪晖在《现代性问题答问》一文中曾经谈到左对自由权利的压迫。
他说：&ldquo;就以人们普遍关心的自由权利面临的危险而言，20世纪的历史证明，它既来自右的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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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40年代的德国、意大利&hellip;&hellip;也来自左的方面，如斯大林主义和当代中国历史中的让人难
以忘怀的悲剧。
&rdquo;汪晖：《去政治化的政治》，三联书店，2008，第502页。
　　综合以上两种意见，用一句话概括就是，中国的左，是压迫自由和民主权利的东西。
　　六　　萨特在20世纪60年代说，左和右已经是毫无意义的空壳了，左和右不再具有分类价值。
意大利政治理论家诺贝尔托&middot;博比奥在2010年最新版的《左与右&mdash;&mdash;政治区分的意
义》一书中说，直至今天，左和右的区分不但没有废止，而且还相当广泛地深入人们生活中。
这个说法站得住脚。
比如，2011年9月，丹麦选出第一位女首相赫勒，中外媒体都称她是左翼，会带领丹麦&ldquo;向左
转&rdquo;。
2011年10月17日，法国社会党选出该党参加2012年大选的总统竞选人奥朗德。
法国媒体称他为左派，中国媒体也说他是左翼。
　　能不能想象全国所有的人对复杂的政治思想问题都持同一种意见？
显然不可能。
有意见分歧，自然要分成派别。
分成派别，就要用简要的词汇概括，左和右就是这样的字眼。
当然，用左和右来描述政治见解的区别，来自一个契机，就是法国大革命时期不同观点的议员，分别
坐在左右两侧。
用座位排列的空间概念区分政治观点，纯属偶然。
但是，这个说法一旦沿袭下来被人们接受，就形成定式，不易更改了。
左和右具有描述性意义和评价性意义，正如很多政治术语一样，左和右不那么精确。
另外，左和右争执的问题不断更新。
一些冲突不再重要甚至消失了，新的冲突出现了。
比如西方现在的左和右不再向法国大革命时期那样，争论民主和共和问题，而是争论移民问题、堕胎
问题、税收问题、社会福利问题、政府干预程度问题等。
　　七　　春秋战国和五四运动时期是文化大突破、大发展的黄金时期。
至今人们回忆起这两个时期的思想文化成就，仍然充满自豪。
众所周知，这两个时期的思想文化环境比较宽松，百家争鸣，思潮活跃。
春秋战国时期诞生了诸子百家，然而自秦始皇焚书坑儒和汉武帝独尊儒术之后两千年，思想原创力逐
渐枯竭，一直到清末，中国思想没有越出先秦的范围。
历史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构建有利于思想创新的宽松环境，是促进文化发展的主要动力，也是建设
文化强国的必经途径。
　　当今中国各种思潮的交流、交锋、交融，是有利于中华民族文化创新的新气象，也是软实力喷涌
的源泉。
因此，贯彻&ldquo;双百&rdquo;方针，减少行政干预，避免用权力代替思想、压制思想，促进各种思
潮健康发展，并且形成制度化的竞争环境，实乃当前文化改革的要义。
　　八　　本书部分内容，曾以专栏文章形式，在2010年7月至2011年3月的《经济观察报》连载并上
网，引发海内外反响。
余英时、郑永年、葛兆光、王辉耀、徐友渔、雷颐，以及博源基金会的秦晓、何迪均对此项研究给予
肯定，并提出一些建议和意见，作者在此表示感谢。
另有一些台湾读者阅读之后，发来邮件讨论。
其中，一位署名渔父的读者来信说：早在20世纪初，孙中山、江亢虎、张君劢等人就引进了民主社会
主义思想即社会民主党的主张，希望在相关章节中补充进去。
我回答说，文章评述的大陆八种思潮起止时间，大体上是从1978年到2008年。
部分章节为了理清脉络，在时间的前后节点上有所突破延伸，但也以这30年起伏变化为主。
这一点，也应向本书读者说明。
　　作者　　2011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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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作为一位敏锐而深刻的社会政治评论家，马立诚对中国当代社会思潮的把握、分析和评论，具有
鲜明的时代性和批判性，同时也寄托着他本人的思考和忧虑。
本书呈现给广大读者的是他长期以来的思想结晶。
作者将当代中国的社会思潮归纳为八种，即除了居于主导地位的邓小平思想外，还有老左派思潮、新
左派思潮、自由主义思潮、民主社会主义思潮、民族主义思潮、新儒家思潮和民粹主义思潮。
通过作者对八种思潮的介绍和阐释，有助于人们理解中国的过去，认识中国的现在，探知中国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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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马立诚，曾任中国青年报评论部副主任、人民日报评论员、凤凰卫视评论员。
东京大学客座研究员，新加坡国立大学访问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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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6月2日，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上讲话说，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也只有放到社
会实践中去检验，才能证明正确不正确。
　　但是汪东兴坚守阵地。
6月15日下午，他在中央直属新闻单位的会议上直接点了“特约评论员”的名，并且几次点名批评胡耀
邦。
他严厉指责人民日报和新华社的负责人胡绩伟和曾涛，要他们二人接受教训，下不为例。
　　令汪东兴狂怒不已的是，就在他发出警告第二天，《人民日报》就发表了邢贲思的《关于真理标
准问题》，重申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6月24日，《解放军报》又发表《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原则》。
这篇文章是胡耀邦组织撰写的，得到中央军委秘书长罗瑞卿大将的坚决支持。
30日，《理论动态》和《人民日报》同时发表《历史的潮流滚滚向前》。
这些文章都是反击“凡是派”的。
　　中国社会科学院首任院长胡乔木在论战初期采取抹稀泥态度，实际偏向“两个凡是”。
他在社科院大会上讲话说：我可以负责任地讲，中央在这个问题上（指真理标准讨论）是一致的，谁
说中央内部有不同意见，就是造谣，就是分裂中央。
　　6月20日，胡乔木去了胡耀邦家里。
他对胡耀邦说，争论是党校挑起来的，我不同意再争论下去，要立即停止争论，再这样争论下去，势
必要造成党的分裂。
　　胡耀邦不同意胡乔木的意见。
　　到了7月，汪东兴仍然寸步不让。
他在山东视察时说，“文化大革命”成绩是主要的，是毛主席肯定的嘛。
不要砍旗，不要丢刀子，还是要以阶级斗争为纲。
　　华国锋则指示中宣部和《红旗》杂志，对真理标准讨论“不介入”、“不表态”。
这是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持保留态度。
　　7月21日，邓小平找张平化谈话，警告他不要对真理标准讨论设置禁区。
　　22日下午，邓小平找胡耀邦谈话，对他说：“你们的《理论动态》，班子很不错啊！
你们的一些同志很读了一些书啊，不要搞散了，这是个好班子。
这篇文章是马克思主义的。
争得好，根源就是‘两个凡是’。
”胡耀邦得到了强有力的支持。
　　此时，全国大部分媒介相继发表文章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形势有如火上浇油，一场
真理标准大讨论在全国展开。
理论界、科技界、教育界、文艺界的知识分子由于在“文革”中遭受惨重打击，纷纷冲上前线，批判
“两个凡是”。
　　但是，到了10月，上层的形势仍呈胶着状态。
3日，中央办公厅一位副主任在信访工作会议上讲话说：“现在有人要翻天安门事件的案，这不是又
在压中央嘛。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有些话有些问题⋯⋯有的人用主席的话批主席⋯⋯有的不
仅针对毛主席，也是针对华主席。
”　　最终，在11月11日到12月15日举行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解决了“两个凡是”问题。
　　华国锋为这次会议确定的主题是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这个议题很有价值，但当时
“文革”遗留问题堆积如山，压在人们心头，不解决这些问题，重点很难转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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