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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论从内部世界还是外部世界来看，中国缺失自己的知识体系的现状令人担忧。从内部来看，

因为没有自己的知识体系，无论是执政者还是知识精英都无法解释自己的社会，对社会的发展趋势

认识不清，更不知道如何解决越来越多的问题。

　　更为严重的是，中国的知识界并没有努力来构建自己的知识体系，或者自己的社会科学，而是

拼命地使用外在的知识体系来解释中国，结果往往是曲解。也很自然，官方意识形态已经和社会现

实严重脱节。意识形态是内部统治的软力量，缺失了有效的意识形态，中国的统治成本在迅速提

高。

　　就外部世界来说，随着中国的崛起，人们对中国抱有越来越巨大的不确定性。其中，对中国的

误解扮演了一个关键的角色。从前，外界对中国的误解多半是因为中国的封闭。但现在搞改革开放

已经数十年，中国已经相当开放。当然，中国体制运作很多方面仍然很不透明，这种不透明在继续

阻碍着世界对中国的客观认识。透明度越高，越能帮助外国人理解中国。中国在这方面的确还有很

多的空间需要改进。

　　但是，透明度提高并不能帮助中国本身产生自己的知识体系。现实的情况是，知识体系的缺失

使得中国的国际“软空间”非常狭小，和中国所拥有的硬实力(如经济力量)毫不相称。中国的决策

者也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这些年来，在很多方面下手，狠抓中国的“软力量”建设。

　　孔子学院和媒体“走出去”是其中两个显著的例子。不难理解有关方面的这种努力，同时这个

方向也是对的。中国不仅自己要了解外在世界，而且也需要外在世界了解自己。不过，情况不容客

观。

　　从总体上看，中西方之间的误解不仅没有在减少，反而是在越来越深。无论是孔子学院还是媒

体“走出去”，都具有工具性，即中国所说的“外宣”。不过，外宣方面往往是空洞无物，这种情

况是尽人皆知的。

　　“外宣”在很多时候反而会起到相反的效果。当然，这个责任也并不在外宣部门。在没有自己

的知识体系的情况下，中国不可避免要面临一个“对外宣传什么”的问题，而知识体系的创造责任

并不在外宣部门。如同内部统治，如果中国在国际社会的“软空间”继续收缩，那么其对外交往的

成本会继续提高。

APP 微信

资本主义精神的三个代表 | 共识APP

慈禧的手机没有充电器 | 共识APP

最可怕的是“正义的化身”可能不会

真的认错丨共识APP

微博 会员 投稿

三天 七天 一月

新媒体专区

龙应台：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化沙文主义”丨共识APP

排行榜

于幼军首课：我有任务让大家自觉拒绝文革

李克军：应尽快启动县政综合改革

何帆：有人宣布改革成功，众人为何嗤之以鼻

财政部刘尚希：部委忙于发文件，难落地

雾满拦江：制度是国家的良知，规则是群...

郑振清 ：台湾民主将亡于蔡英文时代？

安志文：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的决策背景

温铁军：中国若完成“三个差别”再平衡...

清华院长王名：拱卫统治还是改革体制？

光谷客：武钢减员5万人背后 一个普通钢...

用户名：   密码：   验证码：    登录

一旦思想成为物质利益的奴隶时，思想就不再是思想;一旦思维被控制时，
不管是被政治权力所控制，还是被物质利益所控制，那么就不再具有想象和创
新的能力。这里的逻辑就是：国家越富有，统治者掌握的金钱就越多，思想就
越贫乏，文明就越衰落。这是中国的现状。

摘要

微信

首页 中国 世界 思潮 经济 历史 文化 艺术批评 English 博客 活动 周说

http://www.21ccom.net/
http://www.21ccom.net/html/china/
http://www.21ccom.net/html/china/ggqz/
http://www.21ccom.net/html/xmt/
http://www.21ccom.net/html/xmt/
http://www.21ccom.net/html/2016/xmt_0617/5056.html
http://www.21ccom.net/html/2016/xmt_0617/5056.html
http://www.21ccom.net/html/2016/xmt_0614/4956.html
http://www.21ccom.net/html/2016/xmt_0614/4956.html
http://www.21ccom.net/html/2016/xmt_0612/4876.html
http://www.21ccom.net/html/2016/xmt_0612/4876.html
http://weibo.com/ccom
http://www.21ccom.net/articles/dtxw/news_20150608125567.html
http://www.21ccom.net/html/about/tougao/
javascript:void(0)
javascript:void(0)
javascript:void(0)
http://www.21ccom.net/html/2016/xmt_0607/4807.html
http://www.21ccom.net/index.php?m=poster&c=index&a=poster_click&sitespaceid=1&id=21&url=http%3A%2F%2Fwww.21ccom.net%2F
http://www.21ccom.net/html/2015/ggqz_1211/2.html
http://www.21ccom.net/html/2016/ggqz_0616/5005.html
http://www.21ccom.net/html/2016/ggqz_0616/5019.html
http://www.21ccom.net/html/2015/ggqz_1216/126.html
http://www.21ccom.net/html/2016/ggqz_0611/4864.html
http://www.21ccom.net/html/2016/ggqz_0424/3596.html
http://www.21ccom.net/html/2016/ggqz_0606/4782.html
http://www.21ccom.net/html/2016/ggqz_0612/4890.html
http://www.21ccom.net/html/2016/ggqz_0412/3223.html
http://www.21ccom.net/html/2016/ggqz_0315/2444.html
javascript:void(0)
http://www.21ccom.net/
http://www.21ccom.net/html/china/
http://www.21ccom.net/html/world/
http://www.21ccom.net/html/thought/
http://www.21ccom.net/html/economics/
http://www.21ccom.net/html/history/
http://www.21ccom.net/html/culture/
http://www.21ccom.net/html/ArtCriticism/
http://www.21ccom.net/html/English/
http://blog.21ccom.net/
http://www.21ccom.net/html/hdbd/
http://www.21ccom.net/html/zhoushuo/


9/13/2016 郑永年：中国为什么没建立起自己的知识体系？  改革前瞻  共识网—在大变革时代寻找共识

http://www.21ccom.net/html/2016/ggqz_0618/5061_all.html 2/5

　　什么原因导致了思维的“被殖民”

　　“软空间”缺失的因素有很多，但最主要的根源在于中国缺失一个可以说明和解释自己的知识

体系。中国有古老的文明，有当代的最优实践，但没有知识体系来解释。对中国历史传统和现实经

验的解释权似乎永远在外国人手中。

　　中国努力借用外在世界的尤其是西方的知识体系来认识自己、解释自己。借用他人的话语权来

向他人推广自己，这是中国知识界所面临的一种困境。很多人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经济学家意识

到西方的经济学解释不了中国的经济实践，社会学家意识到西方社会学解释不了中国的社会实践，

政治学者发现西方政治学解释不了中国的政治实践。但是在实践上怎样呢?

　　他们不是努力去发展中国自己的知识体系，而是继续使用西方的概念和理论。在中国这块土地

上生存着无数的西方经济学家、西方社会学家、西方政治学家，但却没有自己的经济学家、社会学

家和政治学家。结果呢?大家越说越糊涂，越解释越不清楚。当然，也有一些人想关起门来，搞知

识层面的“自主创新”。其结果也只是自说自话，说一些除了自己之外谁也听不懂的东西。

　　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现状?简单地说，这是一种思维、思想“被殖民”的状态。从“五四运

动”以来，中国就一直处于这样一种状态。进入近代以来，旧中国被西方所产生的新形式国家所打

败。遭受连续的失败之后，中国的精英们开始向西方学习，即所谓的向“西方寻求真理”。西方就

是真理，就是科学，这是一个根深蒂固的心理状态。学习西方，便是政治上的正确。在这一点上，

中国的政治精英们并没有大的分歧，他们的分歧在于向哪一个西方学习，或者向西方的哪一个方面

学习。

　　总体上说，自由派学欧美，左派学苏俄。很显然，无论是自由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都是西方

的产物。尽管在一定的历史时期，也有类似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意识运动，但这里主体

还是西方，而不是中国。视西方为真理，为科学，那么非西方的包括中国本身的就是“非真

理”、“非科学”了。长期以来，知识界那些追求“非西方”的知识的努力被视为是政治上的“不

正确”。

　　改革开放不仅没有改变这种趋向，反而变本加厉。无论左右派，都想把一些西方的教条道德

化。左派主张公平正义，自由派主张自由民主。不管他们的思想如何对立，都是从西方进口，在中

国的知识市场上竞争。这类似于在经济领域，中国本身没有什么技术创新，而是基于西方技术之上

的各种产品在中国的市场上竞争一样。

　　所不同的是，知识界往往能够站到更高的高度，把一些西方的概念提高到价值观层面，这样就

可以永无止境地“妖魔化”其它一些价值，无论是西方的还是中国的。

　　中国的很多知识分子只知道，也只会用他们所认同的价值观来评判中国的实践，而不是基于经

验地研究中国实践。很多人像被西方的知识体系洗了脑一般，非常满足于思维、思想被殖民的状

态，掌握了几个西方概念就老是觉得掌握了真理。真理在手，就高人一等。用西方概念来训斥人是

很多中国知识分子的高尚职业。[page]

　　解释世界是改造世界的前提

　　但在中国，知识分子人人都想充当公共知识分子，都想改造世界。他们没有能力来解释世界，

却有高度的自信来改造世界。结果呢?越改造，这个世界就越糟糕。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很多的问

题和很多的政策失误，决策者要负责，但提供知识体系的知识界也有很大的一份责任。

　　一个文明，如果没有自己的知识体系，就不可能变得强大。自近代以来，西方文明是随着自己

的知识体系的出现而开始强大的。任何一个知识体系都是基于自身的实践之上。正因为如此，其有

能力解释自身，有能力聚合各种力量。实践是开放的，知识体系也是开放的，这就决定了基于实践

之上的知识体系具有无限的创造能力。在国际舞台上，则表现为强大的软力量。

　　人们所看到的近现代知识体系由西方产生和崛起。社会科学中的“西方中心论”成为必

然。“西方中心论”说明了近现代知识体系起源于西方这个事实，其本身并没有错。当人们说“社

会科学”时，这里的主体是社会，而科学只是认识这一主体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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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样产生于西方的科学方法帮助了西方人确立了自己的知识体系。然后，西方学者也开始用他

们的知识体系来解释其它社会，这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不可避免的。意识形态、文化、习惯等因素都

会影响西方学者对其它社会的看法。

　　不能过分谴责西方学者对中国的偏见，主要的责任在于中国知识界本身。解释自己生活的世界

是自己的责任，而不是他人的责任。不过，很显然，只要中国的知识界生存在思维和思想“被殖

民”的状态下，就不可能产生这样一种知识体系。要生产和发展这样一种知识体系，首先要意识

到“被殖民”这一点，然后，再努力从这种状态中解脱出来。

　　现代中国的大转型并没有造就中国自己的知识体系，这应当是中国知识界的羞耻。很显然，在

能够确立自己的知识体系之前，中国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大国。单纯的GDP成就不了中国的大

国地位。更重要的是，没有自己的知识体系，可持续发展也会受到制约。

　　没有自己的知识体系，中国可以应用西方体系，但不会创新。一个严酷的现实是，一旦涉及创

新，人们在中国看到的最多的是山寨文化、山寨概念和山寨理论。抄袭知识、复制知识，做大量毫

无附加值的知识复制是中国知识界的大趋势。这和中国制造业的情况没有任何差别。实际上，知识

和知识的实践(制造业)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只有拥有了自己的知识体系，才会拥有真正的原始创造

力。

　　要摆脱思想“被殖民”的关键是政治

　　“被殖民”状态本来就是政治的产物，也必须通过政治而得到解放。中国传统上就没有知识创

新的能力。中国数千年所拥有的只是一种依附性的知识体系，即一种依附于王权的知识体系。秦朝

统一中国之前，中国产生了百家争鸣的局面，确立了中国的思想体系。但是，秦朝统一中国之后，

这种思想体系很快就演变成为王权依附体系。

　　数千年里，只有当王朝解体的时候，或者当王朝控制不了社会的时候，才会导致一些新思维和

新思想的出现。而在近代“向西方寻求真理”以来，王权依附就演变成为西方知识依附，知识体系

的本质并没有什么变化。无论是哪一种依附，本质是一样的，就是维持政治在意识形态方面的控

制。

　　而对统治者来说，相比之下，前一种依附要比后一种更有效。前者毕竟还是基于自身政治实践

的知识体系，尽管保守，但为社会所接受，因此能够实现有效的软性统治。而后者呢，作为一种外

来的知识体系，既不能解释现实，也不能为社会所接受，因此在实现统治过程中反而扮演着负面的

角色。这也就是当代中国的统治权表现得越来越刚性的主要根源。

　　很显然，要创造知识体系，创造者就必须摆脱政治因素的控制，政治控制从思维领域退出变得

不可避免。作为当政者，不应当也不可能来有效控制人们思维的空间。当然，这并不排除用法治形

式对思想领域进行规制。这一点连自由主义也是承认的。世界上不存在完全的自由，那些可以对公

共生活产生非常负面的影响的思想领域，必须加以规制。

　　只有规制，才能确立知识的社会责任。传统社会，因为其他的控制较少，意识形态的控制(表

现在一种统一的文化和价值)对政治统治来说就变得非常重要。但是，在现代社会，统治者拥有了

包括组织在内的各种现代化控制机制，就没必要通过思想的控制来实现统治权。

　　对思想意识的控制也必然体现在行政管理方面，也就是体现在一些具体的机制上。尤其是知识

生产领域，即教育和科研领域。就是说，中国的教育和科研的核心不是知识创新，而是控制。举例

来说，如果百分之八十五的收入是基本工资，而百分之十五的收入来自于研究经费或者其它的资

源，那么知识创造者就可以不用为生活所担忧，可以凭借自己的兴趣来做思考、做研究，这样才会

有创新。但中国目前的局面是，不到一半的收入来自基本工资，而大部分要来自于申请研究经费

等。

　　为了生存，教育者和研究者不得不花大量的精力来向掌握资金者(往往是政府部门或者政府代

理人)申请资金。实际上，即使申请到了基金，他们也要为生活着想，想着如何把基金的一部分转

化成为自己个人的消费。而掌管资金的权威和机构并不是为了研究和创新，而是为了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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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所掌握的钱越多，可申请的项目也就越多，对教育和研究者的吸引力也就越强。这哪里是

研究创新机制，这明明是控制机制。对掌管金钱者而言，你要向我申请资金，你就必须听我的，我

叫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你越听话，你所能得到的钱就越多。当然，你越听话，表明控制就越有

效。

　　这种体制用来控制和管理人们的思维和思想。不管这个体制的初衷如何，其最终的结果就是思

想和思维的被殖民。例如，在这一体制下，现在的专业经济学家大多是技术性工匠，他们不用对中

国的经济问题作任何形式的思考，只需专门找一些有关中国的数据，放入西方提供的技术模子里

面，就可以产生研究结果。

　　整个经济界视这样的研究结果为科学，研究者们可以毫无困难地在中外杂志上出版他们的“研

究成果”。这也类似于制造业的“外国技术、中国原料”的生产过程。评审制度的高度制度化必然

导致思维、思想殖民状态的高度制度化。当被殖民者主导这个体制的时候，谁也别想改变这个体

制，中国也永远别想产生自己的经济学家。

　　一旦思想成为物质利益的奴隶时，思想就不再是思想;一旦思维被控制时，不管是被政治权力

所控制，还是被物质利益所控制，那么就不再具有想象和创新的能力。这里的逻辑就是：国家越富

有，统治者掌握的金钱就越多，思想就越贫乏，文明就越衰落。这是中国的现状。

　　今天，在当人们开始讨论起中国文化体制改革的时候，中国的决策者们是否可以直面这个现状

的症结呢?现实是，如果文化体制的改革不能促使中国摆脱这个逻辑，那么创新便是空谈，建设自

己的知识体系便是空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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