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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春时  

民粹主义与
当代中国社会

民粹主义是后发现代化国家发

生的一种反现代性思潮，它具有大

众崇拜、推崇民间思想，反对精英

主义等思想内涵。民粹主义也是当

代中国一股重要的反现代性的社会

思潮，应该对这股思潮进行深入的

研究和批判。

一、改革开放后精英体制的形成

改革开放首先是对“文革”的

拨乱反正，然后是对五六十年代形

成的传统社会主义体制进行改革。

早在五六十年代时，就有刘少奇代

表的精英社会主义路线和毛泽东主

张的民粹社会主义路线的矛盾。刘

少奇遵循苏联的精英社会主义模式，

主张依靠党的干部、企业管理者和

知识分子，发展生产力。毛泽东则

依然遵循革命时期的民粹路线，政

治上依靠工人、贫下中农搞阶级斗

争，从工农兵中选拔干部；经济建

设上搞群众运动、总路线、大跃进、

人民公社，搞群众管理企业的“鞍

钢宪法”；文化上打击知识分子，

搞思想改造，知识分子劳动化，工

农兵文艺等，最终发动反对所谓刘

少奇代表的“修正主义”的“文革”。

在“文革”中，民粹主义思想泛滥，

所谓“大民主”“群众运动”“夺

权”“三结合”以及“上层建筑领

域的全面专政”“打倒封资修文化”

等都是民粹社会主义的实践。这一

实践把中国推入空前的动乱，几乎

毁灭整个社会文化。

改革开放后，恢复和重建了精

英体制：第一是干部重新成为政治

精英。把造反派从权力部门清除，

恢复了被打倒的干部们的权力，而

且把从工农兵中选拔干部变成了从

知识分子中选拔干部。这是政治领

域的精英化。第二是知识分子成为

文化精英。“文革”前，知识分子

被定性为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

属于被改造对象；“文革”期间，

又被诬蔑为“臭老九”。三中全会

后的政策发生变化，承认“知识分

子也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知识

分子的政治地位提高了，待遇也相

应提高，并且成为社会文化的骨主

导力量。这是文化领域的精英化。

第三是企业家产物经济精英。改革

开放之前没有独立的企业家，国企

干部与行政官员没有太多区别。经

济改革首先是放权，政府对企业的

干预减少，企业有了独立性，企业

干部有了自主权，成为企业的真正

主管，成为企业家，在经济领域有

了发言权。另一方面，改革后民营

企业合法化，民营企业家也成长起

来，成为合法的公民，并且具有了

相应的政治地位，这意味着企业家

阶层的形成。这是经济领域的精英

化。政治精英、文化精英、经济精

英，上述这三种力量实际成为了现

代社会的中坚，中国社会结构发生

了转型。传统社会主义体制与民粹

主义所有的交集，如工农干部为主

体，而现在的社会则明确的是精英

体制，由社会精英主导。这种社会

结构的变化，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

果。社会结构是分层次的，精英阶

层主导，社会才有秩序，才有发展，

而民粹化的社会必然产生混乱和停

滞。精英阶层主导，但精英阶层与

大众之间不是压迫与被压迫的关系，

而是合作的关系，而且互相之间可

以流动。比如通过上大学获得知识，

可以向上流动，进入政界或者进入

经济界当企业家，也可以当学者。

合理的社会具有阶层间流动性，如

奥巴马的父母是底层社会的黑人，

他却可以通过接受教育，成为精英，

成为总统。

在中国精英化的社会中，执政

党的性质也发生了变化。在江泽民

主政的年代有一个提法，叫“把革

命党变成执政党”，就是一种理论

上的自觉。建国前，国民党是执政党，

它依靠资本家、知识分子以及农村

绅士这样一些精英，很多大知识分

子如胡适等都被国民党利用。共产

党是革命党，革命党与执政党不同，

他依靠的是社会底层、边缘的力量，

发动他们造反、夺取政权。共产党

最初的领导阶层是陈独秀、李大钊、

瞿秋白、王明等大知识分子，后来

都被淘汰掉，掌权的换成了毛泽东

那样的出自民间的小知识分子。为

什么高知阶层不能当革命的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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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一点是，中国革命需要依靠

穷人特别是贫苦农民，要熟悉农民，

很大程度上要接受他们的观念，才

能把他们发动起来。因此，革命意

识形态里就有了民粹主义的基因，

如大众崇拜，对知识分子的贬低，

等等。陈独秀、李大钊在书斋里，

他怎么能了解农民？革命党要依靠

贫下中农、城市贫民这些社会边缘

的人，革命给他们带来了利益，他

们得到了土地，甚至还可以跻身领

导阶层。当然也有一部分知识分子

出身很好，文化程度较高，但出于

理想主义，也参加了革命，但革命

的主体还是这些底层穷人。革命把

社会秩序打乱，但精英阶层最初大

部分还是跟国民党走的，后来国民

党搞得太糟了，腐败无能，他们失

望了，转而倒向共产党。共产革命

消灭了传统社会的精英。中国农村

是家族体制，有族长、族规，是士

绅统治。土改后，农村士绅被打倒了、

杀了，穷人掌权了。城市里的精英，

一部分跟着国民党跑了，留下的民

族资本家，经过公私合营也失去了

资产和社会地位；知识分子经过思

想改造，向工农兵学习，从文化精

英位置跌落，“文革”中更被打成“臭

老九”。但建国后要建立新的社会

秩序，客观要求是依靠新的精英，

不能总革命造反，这样社会不稳定，

也不能发展生产力了。俗话说“当

家不闹事”，执政党还革谁的命？

刘少奇就主张把精英体制建立起来，

依靠企业管理者和知识分子，发展

生产力。毛泽东说这样就官僚化了，

还是要依靠群众，在无产阶级专政

条件下继续革命。“文革”是民粹

社会主义的实践，干部、知识分子、

企业家都被打倒，造反派上台。在

政治上搞群众专政，造反派夺权，

三结合等；在经济上搞绝对平均主

义，割资本主义尾巴；在文化上搞

打倒封资修文化，搞工农兵文艺，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

再教育，工农兵学员上、管、改大

学等，使中国社会全面崩溃。“文革”

后，中共吸取历史教训，转变执政

理念，提出“变革命党为执政党”。

执政党要依靠谁？当然是社会精英。

从历史上看，农民革命胜利以后，

维持政权也要依靠那些儒家知识分

子，不能依靠造反农民。李自成为

什么失败？他还是依靠农民造反，

不用知识分子。结果农民意识膨胀，

进了北京城，贪图享乐，几十天就

完了。现代化建设还是要依靠精英。

政治精英，就是党政干部；经济精

英，就是企业家，包括国营企业也

包括民营企业的管理者。文化精英，

就是上层知识分子。

中共领导集团在 90 年代以后，

已经意识到地位的改变，所以提出

了“三个代表”理论。有人认为三

个代表就是为人民服务、群众路线，

没有什么新意。我认为不对，这是

执政理念的转变。中共意识到由革

命党变成执政党后，地位变了，依

靠的社会阶层变了，这才是“三个

代表”的真义。首先看第一个代表，

“代表全体人民的根本利益”，这

是指由阶级党变成了全民党，扩大

了党的社会基础。革命成功以后，

阶级消灭了，但毛泽东认为阶级敌

人还在，反动思想还在，所以就提

出“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

命”。苏联建立以后，他们的党章

就改了，共产党不是无产阶级的先

锋队了，而是全体人民的先锋队了。

当时我们说全民党是修正主义，搞

反修斗争。现在中共顺应历史潮流，

把党章修改为“中国共产党既是工

人阶级的先锋队，也是全国人民的

先锋队”，就是承认在新的历史时

期党的性质发生了变化，由代表穷

人的阶级党，变成了全民党。所谓

先锋队并不仅仅是一个道德范畴，

更是一个社会阶层的范畴，这就是

说要依靠哪个社会阶层来管理国家，

于是就提出了另外两个代表。第二

个代表，“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

方向”，这是说要依靠企业家。代

表先进生产力的是谁？农民是旧生

产力的代表，工人作为体力劳动者

也不具有现代知识和管理能力，企

业管理者才具有现代知识和管理能

力，直接促进生存力的发展。随之

而来政策发生变化，资本家可以入

党了，而且承认企业家的社会地位，

允许这些人进入人大、政协，给了

他们一定的政治权利，在经济上依

靠企业家。第三个代表，“代表先

进文化”，建设先进文化靠谁？工

农兵文化层次不高，要靠知识分子。

科学、哲学、文学艺术、思想道德

方面的建设的主体是知识分子。再

搞工农兵改造知识分子、学生斗教

授，怎么能行得通？还有一个不言

自明的，政治精英主要是党的干部，

也有非党干部。总之，经过改革开放，

中国形成了精英体制，并且在理念

上得到了确认。

二、民粹主义是对精英体制的反动

民粹主义是对精英主义的反动，

但精英体制并不必然带来民粹主义

的泛滥。为什么民粹主义在中国会

形成一种社会思潮？有历史的、社

会的原因。总起来说，现在的精英

体制是不健全的，特别是政治体制

改革的滞后，导致精英阶层的腐化、

权贵化，造成精英阶层与底层民众

的对立，从而导致民粹主义的泛滥。

1992 年邓小平南巡，市场经济

形成。市场经济意味着利益多元化，

社会阶层开始分化。以前阶层划分

不是建立在市场经济的基础上，而

是制度性的划分。首先是农民、城

市居民的划分，这是经济身份的划

分。农民不吃商品粮，不可以进城

当工人，没有社会保障。其次是干

部和工人（群众）的划分，这是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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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身份的划分，干部是管理者，有

特权；群众是被管理者，缺乏政治

权利。市场经济以后，由于民营企

业的出现，新的阶层分化就出来了，

就是富裕阶层、中产阶层的出现，

也出现了贫民阶层。社会分层就会

有社会矛盾，不同的阶层有不同的

利益诉求，中上层要求自由多一些，

底层要求平等多一些。底层经济地

位低，有民粹情绪，这是社会不平

等带来的。当下中国民粹主义的社

会基础主要是改革中受到损害的那

些阶层，比如下岗工、失地农民、

农民工、找不到工作的大学生等。

在改制过程中，下岗工人群体利益

受损，买断工龄，社会保障很差，

他们认为改革就是政府官员、老板

企业家，还有替政府说话的知识分

子把他们的利益剥夺了。他们往往

怀念毛泽东时代，认为那个时代平

等、生活有保障。群体性事件的原

因多是利益分割问题。比如征地，

是政府行为，没有市场定价，而政

府收入多靠土地财政，对农民可能

不公。农民不满就强征，就发生群

体性事件，产生官民冲突。中国还

有个特殊的情况，由于城乡分割，

产生所谓农民工。他们工作在城市，

但身份还是农民，没有城市户口，

买房、孩子上学都被限制。这些人

有怨言，有怒气，认为社会不平等，

他们没有出路。这其实是改革过程

中一些失误、改革不彻底，特别是

体制改革滞后造成的。还有许多大

学毕业生，特别是那些非重点大学

的毕业生，漂在城市，没有门路，

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工资低，买不

起房，结不起婚，产生极端情绪，

容易接受民粹思潮。中国经济改革

走在前面，但有些问题仅仅经济改

革是解决不了的。比如权力不受制

约，腐败现象惊人，贫富悬殊，这

很容易让底层产生民粹主义情绪。

中国的贫富差距问题在世界上也是

比较严重的。基尼系数超过 4.0 就

是不合理了，超过 4.5 就很严重，我

们很多年前就超过 4.5 了，这意味着

社会矛盾很尖锐。网上的、民间的

民粹情绪非常突出，非常暴戾。以“杨

佳事件”为例，他受到不公正的对待，

无处说理，值得同情；但他报复社会，

大开杀戒，暴戾残忍，枪毙合理合法，

但网络上却一面倒地为他喊冤，甚

至还鼓噪向他学习，把他当作英雄，

这种情绪泛滥，说明社会矛盾很尖

锐，民粹主义很猖獗，这就很可怕了。

民粹主义的泛滥，还有一个原

因，就是对“左”的意识形态没有

彻底清算。“文革”以后，三中全

会拨乱反正，曾经对极“左”思潮

进行批判，但不够彻底。民粹主义

不仅在上层有残留，在底层影响也

很大。改革开放后，就有一部分民

众头脑中的极“左”思想流毒没有

肃清，出于对现实的不满，就把“文

革”前甚至“文革”想象得很好，平等、

没有腐败，对改革有抵触，甚至认

为是在走资本主义道路，从而接受

民粹主义思想。

民粹主义理论来自国外“左”

倾思潮，它对知识界，特别是青年

学子的影响巨大。现在知识界国际

化了，过去是面向苏联，接受苏联

理论，现在是面向西方，接受西方

理论。西方的哲学、社会学、文学

等领域的知识分子的思想大都是

“左”倾的，是批判资本主义的，

他们对中国的改革持批判立场，把

“文革”想象成人民革命。这些思

想传播给了留学、访学的中国学生、

学者，带回国内，传播开来，形成“新

左”思潮。“新左”思潮在青年学

者中很有市场，讲自由主义，在西

方没发言权，不新鲜，现在讲新左

理论就很新鲜，就有话语权，于是

他们就宣扬改革开放是西方化，“文

革”是人民革命，等等。学生们年轻，

本来对现实不满，就容易接受这些

经过包装的新左理论。这样一来，

民粹主义在知识界就有很大影响。

再有，就是主流意识形态未能

与民粹主义切割。执政党跟革命党

有很大不同，依靠的社会力量不同，

意识形态也有不同，却又不能大张

旗鼓地去批判民粹主义。这是因为，

主流意识形态与传统革命意识形态

有传承关系，而革命意识形态本身

就包藏有民粹主义因素，因此难以

切割。中国改革开放有个特殊现象，

不是理论先行，而是少说多做，甚

至不说先做。我们看邓小平的“三

论”：“猫论”，不管黑猫白猫，

不管姓社姓资，看实际效果。“摸论”，

摸着石头过河，不要理论指导，实

践中摸索。“不争论”，非意识形

态化，专注实际工作。这些策略应

该说符合中国国情，使改革绕过了

意识形态的浅滩暗礁。这种策略取

得了成功，但也付出了代价。由于

没有彻底批判极左思潮，没有与民

粹主义切割，留下了思想上的隐患。

实际上也不是没有争论，对自由主

义的打击力度很大，但对极左思潮、

对民粹主义却不愿或不敢批判。这

就导致极左势力和民粹思潮极为猖

狂，左派网站公开批邓，反对改革

开放，为“文化大革命”和“四人帮”

翻案。

精英阶层的腐败堕落也助长了

民粹主义思潮。精英阶层占据主导

地位，要在道德上做出表率，民粹

主义才没有市场。官员要廉洁奉公，

老百姓对你信任，你的统治才有效。

你不亲民，贪污腐败，你就没有公

信力，老百姓就会认为无官不贪。

企业家要有功德心，有社会责任心，

洁身自好，民众才会信服你。但中

国企业家的形象很差，很多国企老

总高薪、挥霍、贪污，而民营企业

家不走正道，官商勾结、花天酒地

包二奶。老百姓就仇富，认为为富

皆不仁。过去知识分子一直都很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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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市场经济一来，也有腐化堕落，

如许多医生收红包；一些中小学教

师靠补课收学生的钱；有的大学教

授也为了名利，干了很多不名誉、

不道德的事；有些专家丧失良知，

为不法商人说话，为政府遮丑。总之，

知识精英形象很坏，被网民称为“砖

家”“叫兽”。这当然以偏概全，

但确实存在问题，助长了民粹主义。

精英腐败堕落，民众自然鄙弃他们，

认为自己比精英高尚、道德。

网络传媒的兴起，助长了民粹

主义思潮，成为其主要的传播方式。

传统媒体是由知识分子主导，有发

言权的是官员、学者等精英，而一

般底层人民没有发言权。但网络媒

体是底层民众的文化载体，什么人

都有发言权，天然的就是民粹主义

的温床。在传统媒体上，知识分子

发言要有理性，你不能胡说八道，

你不能骂人。大众是网络文化的主

体，他们没有什么理论支持，也没

用理性制约，要表达不满，要有一

个发泄途径，因此网络意见大都很

极端、语言都很暴力，一争论就骂人。

网络文化的价值取向和主流意识形

态保持很大距离甚至对立。主流意

识形态在网络也是没有权威、没有

市场的，基本上是反其道而行之。

学者一般不会到网上说话，学者的

话网民也不听，甚至成为嘲弄对象。

网络意见领袖是“微博大 v”、网

络明星之类，他们知识程度也不高，

但因其民粹思想情绪而受到民间认

可，能够左右网络。不能说网上言

论都错，网民提出的问题很多是真

实的，但他们声音大都带有偏激性、

非理性、狂欢性，搞语言暴力。

底层民众的民粹情绪不能放纵，

更不能错误地利用。民粹主义是潘

多拉魔盒，你一打开就控制不了。

比如钓鱼岛事件，民间游行，民粹

主义出来了，砸车，烧日企，口号

偏激极端。在极端化的民族情绪后

面其实潜藏着民粹主义，是对国内

现实的不满，是反社会的行为。但

是不能说网络文化是完全负面的，

它有其存在的理由。网络作为民间

媒体是个安全阀，社会出现问题时，

让民众有途径发泄，不能一直憋着，

否则就会变成暴力行为。因此我不

主张封网，也不主张网络媒体国有

化。要根本上消除民粹主义，还要

深化改革，改造社会，铲除民粹主

义的土壤。

三、当代民粹主义思潮的表现

和危害

民粹主义在当代中国的主要表

现形式是“左”的思潮，借助“左”

的理论表达民粹情绪。但民粹是一

种底层民众的情绪表达，因此右派

中也有受民粹主义影响者，他们把

民主政治民粹化，只讲多数人的意

志，不讲个体权利、保护少数，网

络上甚至有人对对手叫嚣“民主后

杀你全家”。民粹主义危害性很大，

主要有以下几种：

第一，民粹主义左派反对市场经

济，主张恢复计划经济。民粹主义夸

大市场经济的缺陷，甚至把由于市场

经济不完善产生的问题归咎于市场经

济本身，认为是贫富悬殊的原因就是

市场经济。他们美化计划经济，鼓吹

回到计划经济时代，主张消灭民营企

业，恢复国有企业的一统天下。这是

开历史的倒车，把改革开放取得的经

济成果毁于一旦。

第二是主张“大民主”。他们

反对民主化，也反对当前的精英政

治，而主张“文革”的“大民主“即

所谓“人民民主”。所谓“大民主”

不是民主，而是民众暴力，它没有

法律保障，主张暴力夺权。而且所

谓“大民主”实际上也是受操纵的，

不允许反对意见的存在，没有自由

的讨论，是极“左”思潮和野心家

操纵的群众运动。民粹主义者鼓吹

再来一场“文革”，打倒“资改派”，

企图把中国再次推入腥风血雨中去。

民粹主义的第三个表现是反精

英主义。所谓“仇官、仇富、仇精英”，

仇视官员、富人和学者。左派和右

派的一些人都有这种民粹情绪。政

府说什么，他们肯定不相信；富人

倒霉了，他们叫好；知识分子说的，

都是假的。网络上一些极端的青年

人，认为精英都不好，要打倒这些

人，让底层民众主导社会。不管社

会精英有多少问题，不能一味排斥，

无论如何精英应当是社会的中坚，

打倒了精英社会就垮掉了。

民粹主义的第四个表现是强人

崇拜。民粹主义虽然崇拜大众，但

大众只是一团散沙，要有强人来统

领，因此民粹主义必然导致独裁政

治，比如拉美一些民粹政权就是如

此。这种强人崇拜，很危险，很可

能导致法西斯独裁。民粹主义在历

史上很不光彩，曾经助长法西斯主

义。希特勒怎么上台的？由于国际

范围的经济危机，巨额的战争赔偿

等原因，使德国当时政治、经济上

都遭遇困境，导致工人、农民、下

层知识分子的不满。希特勒就煽动、

利用这些人的民粹情绪，声称国家

是被官僚、大资本家、犹太人搞坏

的，要打倒这批人，搞国家社会主

义。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的主要成

员都是底层的工人、市民、小知识

分子和青年学生。于是希特勒靠民

意上台，搞法西斯独裁。日本也有

这样的情况，少壮派军人声称代表

底层民众，反对官僚和大资本家统

治，结果上台后扩大侵略。“文革”

很大程度上也是靠民粹主义煽动，

说官僚腐化，走资本主义道路，要

紧跟伟大领袖造反。

民粹主义是当前社会发展的主

要危险之一。首先，它阻碍改革深化，

导致经济和政治倒退，葬送改革成

果。改革进入深水区，阻碍改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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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很多，如既得利益集团、极左

思想、保守主义等，民粹主义也反

对改革，把社会问题都归结为改革

的恶果。因此，要建立市场主导的

经济体制，要建立精英主导的民主

政治体制，都会引起民粹主义的反

弹，使改革难以深化。

其次，它激化社会矛盾，危及

社会稳定。当前社会矛盾尖锐，群

体事件很多，最好的办法是深化改

革，完善法制，建立社会保障，消

解社会矛盾。民粹主义不是主张用

对话、沟通、改革解决，而是要走

极端，煽动贫富对立、官民对立、

民众与知识阶层对立，主张颠覆一

切现代社会制度，建立一个“穷人

说了算”的乌托邦社会，这是对社

会稳定的很大的威胁。

更有甚者，他们鼓吹二次“文

革”，企图把中国拉向万丈深渊。

民粹主义在社会矛盾激化的时候，

更具有危害性，会被像薄熙来那样

的野心家利用，祸国殃民，甚至把

中国引向法西斯化。薄熙来贪污腐

败受到制裁，但他的政治路线更危

险。他以民粹主义煽动底层群众，

利用改革开放中产生的社会矛盾，

炒作唱红打黑，引起对改革开放前

的旧时代的怀念，形成社会舆论的

压力，而树立其民意领袖的形象，

以实现其政治野心。所谓重庆模式

就是反对改革开放，走回头路的模

式。如果真的极“左”派上来，再

来一次“文革”，中国就万劫不复了。

这种危险不能说不存在，必须在思

想上消除隐患，做好预防。

四、深化改革，消解民粹主义思潮

要在根本上要铲除民粹主义的

社会土壤，唯一的途径是深化改革。

第一，真正地让经济规律发挥作用，

把市场经济规范化，打破利益集团

的控制，消除贫富悬殊现象，建设

中产阶层为主体的社会。现在的社

会是金字塔形，富人极少，占有很

多财富，而穷人占绝大多数，中产

阶层很小。这样的社会必然是不稳

定的，搞民主就会导致民粹政治。

如泰国，多数人是穷人，他们控制

选票，结果产生民粹主义的政府，

它偏向底层大众，侵犯中产阶层和

上层利益，导致反弹，结果社会动荡，

国家发展不了，底层反而最受损害。

合理的社会结构应当是橄榄型的，

富人和穷人的都是少数，多数是中

产阶层。中产阶层有政治参与的意

愿，有民主的意识，要求稳定，是

民主社会的主体。我们中产阶级的

比例占人口比例很低，实现民主还

有很长的路要走。一般认为中产阶

级最少要 40%，才能有社会稳定、

才能真正实现民主。因此要深化改

革，让多数人占有财富，扩大中产

阶级，使其成为社会的中坚。

第二，要克服社会阶层固化倾

向。底层民众接受民粹主义，是因

为在当下社会中，由于政治腐败、

市场经济不规范导致的阶层固化，

他们没有出路，没有发展，没有希

望。要让社会阶层流动，避免由于

阶层固化使底层民众产生绝望感，

从而走向民粹主义。特别是要解决

由于官僚制度造成的政治精英权贵

化，以及政治权力与资本结合造成

的经济精英权贵化，也要防止上层

知识分子与资本、权贵结合造成的

文化精英依附权贵的倾向。这一切

都要通过深化改革特别是政治体制

改革来解决。政治清明、经济规范，

才能形成一个阶层非固化、流动性

的社会，这是避免民粹主义的泛滥

的根本保证。

第三，要彻底批判极“左”思

潮，清算民粹主义。主流的意识形

态对自由主义的思潮批判的比较坚

决，但对“左”的、民粹主义思潮

的批判比较弱，对“文革”的清算

甚至成为禁区。“文革”错误不仅

是打倒老干部的问题，不仅是毛的

错误问题，要害是“左”的思潮、

民粹主义思潮，必须彻底批判。对

民粹主义，你不批判它，甚至还包庇、

纵容它，民粹主义就借尸还魂，号

召民众，祸乱社会。要让民众明白，

社会是个共同体，你把精英打倒了，

穷人只会更穷。出路不是打倒精英，

而是改造社会。可以说，将来的社

会动乱之源就是民粹主义。只有彻

底清除极“左”思潮，批判民粹主义，

才能拆除这个定时炸弹的引信。

第四，要使精英阶层自律。精

英阶层的腐化堕落，导致民众的反

感。要通过深化改革，建立社会规范，

提高精英自身的素质，树立社会中

坚的威信。政界、企业界、知识界

都要自律，建立职业道德、行为规范，

改变形象，才能改变底层民众“仇官、

仇富、仇精英”的心理，才能让民

粹主义没有土壤。

第五，以积极、渐进的方式实

现民主化。首先要积极进行政治体

制改革，迟缓下去只会加重社会矛

盾，给民粹主义以可乘之机。但改

革不能激进化，激进的改革主张一

步到位，但社会条件不成熟，也会

导致民粹政治，造成社会失序。应

该通过加强法治、逐步的扩大民主，

最终完成现代社会的建设。西方也

是先实行有限民主，经过一两百年

逐步才实现全民民主：早期是要求

有一定财产、交税达到一定额度的

男性才有选举权。后来中产阶级增

多、扩大了，于是所有的男性都有

了选举权。再后来妇女参与社会生

活，有知识了、有工作了，也才有

选举权。中国也需要在经济发展的

基础上，扩大中产阶层，逐步健全

法制，逐步扩大民主。这段路程很长，

不能急切，欲速则不达。通过渐进

的民主建设，消除激进主义的土壤，

民粹主义才没有机会得逞。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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