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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当代中国人的民族主义行为并不仅仅是洗脑的结果，在更大程度上

它还是社会边缘人群自己的选择。在极权主义体制中，社会边缘人最容易

成为民族主义的载体。这是因为民族主义可以成为边缘人实现社会流动的

手段。尤其在当代中国，作为操纵民众手段的民族主义是中共政权敢于在

一定程度上向民众开放的唯一的公共空间，所以生活于社会底层、苦于被

剥夺了社会流动机会的边缘人，就更加希望表现自己具有爱国意识。但社

会边缘人却无法意识到其中的二律背反的逻辑关系：他们为了摆脱边缘人

的社会地位而配合当局的民族主义的行为，只会促使当局为了生产更多的

社会边缘人而制造更多的社会不平等。

序 言

2023年7月28日晚，在成都召开的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开幕式上，当局终于给

了小人物们一次得以在独裁者面前通过民族主义来表现自己的大好机会：

不知道是不是提前安排，轮到日、美、韩三国运动员出场时，提前8小时按

大学集体入座、刚刚还在山呼海吼的大学生们却突然变得燕雀无声，很多

人笑喻说这是“安静如鸡”。1 大家都以为，他们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不喜

欢日美韩的习近平在场，其实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这些小人物们明白，这

是一次千载难逢的给可能主宰自己命运的各路人等说“我很听话”和“我

很能干”的机会。

这些年来，许多人一有机会就会通过民族主义的表演来表现自己。2022

年8月佩洛西到台湾“窜访”、却没能看到中共军队做出一些实质动作之

后，小粉红们开始争先恐后地公开饱含眼泪抽自己脸的视频。到了2023年

1月下旬，我们又看到更多的中国青年纷纷抽脸的报道。但这次，他们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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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自己的脸。当时，由张艺谋执导、描述岳飞死后岳家军残部筹划刺杀秦

桧的历史悬疑喜剧片《满江红》上映了。尽管剧情纯属虚构，但在大陆官

媒的民族主义鼓吹下，不仅电影票房不菲，还引起了一场怀念民族英雄和

痛打“卖国汉奸”的热潮。在岳飞故乡的岳庙前，有人铿锵有力地背诵传

说由岳飞所做的“满江红”：“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而

在某个传说与岳飞有关的地点，为抽打秦桧雕像的人们撸起袖子排起了长

队。其实，打“秦桧”不过是当地的一种传统习俗，寓意祈福消灾；在大疫

尚未完全过去时人们热衷于此，更是无需过度解读。而岳飞庙前背诵“满江

红”也是汤阴县官方借电影而想出的一个促进旅游的手法：只要能够背出

即可免费游览岳庙。虽然在官媒的笔下，这些事实能够被绘声绘色地描述

成在习近平时代中国人越来越爱国的表现；但很清楚，影视界、政府、官

媒与民众之所以缠纠于“满江红”，其实各有目的。在民族主义的招牌之

下，他们却可以合演一场对谁都有实际利益的大戏。

影视界看穿了一个事实：鼓吹民族主义可以讨好当局，进而大发横财。大

量官僚将自己的子女和财产转移到海外，在中国已经是一个公开的秘密，

所以作为个人的中共官僚也不可能是民族利益至上主义者。其实，出于政

治目的、为攫取统治正当性，中共对“民族”的解释一向都是任意的。因

为岳飞要吃的“胡虏肉”、要喝的“匈奴血”都是女真人的，而女真的后

代满族现在又被说成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所以2003年中国教育部编

写的‘中学历史课教学指导’，曾经一度把岳飞和文天祥等人剔除出了“民

族英雄”的行列。但是在2015年，由于习近平提出“一个有希望的民族不

能没有英雄，一个有前途的国家不能没有先锋”，号召全社会崇尚英雄、

学习英雄，岳飞又被当局拿回到民族英雄的行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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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的中共政权之所以鼓励宣传民族英雄，其目的也是为了能够利用民族

主义操纵民众，尤其是占人口大多数的汉族人民。但是，只要看到以下数

字，就会知道中国的民众也不是一个视国家民族为绝对价值的群体。根

据日本法务省的统计，1984年时在日本的中国人和台湾人合计只有67895

人，2而在2022年时不包括台湾的中国人就已经达到了761563人，3其中

还不包括取得了日本国籍和偷渡者。至2021年以各种方法移居美国的中

国人已经达到238万人之多，4而最近几年“润”到美国的人数也在急剧增

加，2023年1-9月就有22148名中国人通过墨西哥边界进入美国，是去年同

期的13倍。5

但问题是，在中国的确有很多人热衷于民族主义。如果说这是因为长期被

洗脑，已经变成民族主义的忠实信徒，那么就无法解释佩洛西访台之后小

粉红们只能在视频中自己抽脸的现象，因为即使他们感到无比的民族耻辱

时，也没有看到他们中间有人走上街头向政府和军方提出抗议。如果说这

些人只是为了贪图一些个人的蝇头小利而迎合民族主义，似乎也无法解

释，中国社会中何以能够在一些特定的时刻迅速汇聚出巨大的民族主义阵

势。笔者认为，一定有更深刻的社会结构上的原因，才使很多并没有身处

战争环境中的中国民众成为了当代民族主义的载体。 

中国社会中的民族主义之所以表现得尤其激烈，与中国有着庞大的

民族主义载体直接相关。那么，究竟是一些什么的中国人、在什么样

的情况下，愿意给民族主义推波助澜呢？在此，我想以自己常年生活

过、并把它作为研究对象的地区——新疆的汉人社会为例，来对此问

题作一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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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边城小镇塔什库尔干的汉人们的爱国主义

这是一段在网上广泛流传的录像。2022年夏季，一个美国女青年在塔什库

尔干塔吉克自治县（简称塔县，新疆喀什地区的一个边境县城）里骑行，

记录下了街上的汉人们与她的几段对话。

“中国好不好？” ——“好，好的。”

“这是哪个国家的小美女？英国的吗？美国的吗？” ——“美国的。”

“美国的拜登坏得很嘛，我们中国现在要把他收拾掉了。” ——“你们要

收拾他啊。”

“我们中国有四亿退役军人，我们都是退役军人，打仗了，要把他干掉。拜

登他妈的坏得很，拜登不是他妈的全世界放毒嘛。”“你要到中国来，到这

里成家立业，美国不能呆了。”“普京已经在发话了，他要把美国灭了。”

之后她来到了一家她所熟悉的饭店，惊讶地发现，饭店凳子的凳面竟然全

是美国国旗。

“你看这些椅子，我的天啊，这是一面美国国旗！”

“你知道它是什么意思吗。” ——“是他们喜欢美国吧？”

“它的意思是：我们要把美国坐在我们的屁股底下。”——“那好，加油吧。”

令这位美国女青年感到有趣的是，为什么生活在这个塔吉克人占80%以上的

边境小城镇上的汉人们，包括她所熟悉的中国内地来这里开饭馆的“小王”

在内，都会热衷于以各种手段表现自己的爱国主义？其实，正是因为他们是

生活在这样一个地区的汉人，他们才更热衷于表现自己具有爱国的热情。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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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来自以平等、自由、民主和法治为价值的美国的人难以了解的。

塔吉克人，人称是中国唯一的一个白色人种集团（另一为以后迁居而来的

俄罗斯族），其民族的历史可以上溯到公元前居住于帕米尔高原东西的塞

种人，语言属于朗语族，信仰伊斯兰教,属于什叶派分支的伊斯玛仪派，另

有生活在喀什地区莎车县境内的一部分维吾尔人信仰什叶派主流的十二伊

玛目派。中国塔吉克族人口在1978年、1990年和2000年时分别是22,000

人、33,700人和41,056人，其中60%以上生活在塔县境内。按照塔县政府

的介绍，塔县位于中国最西端，国境线长888.5公里，邻接巴基斯坦、阿

富汗、塔吉克斯坦三国。2020年总人口约41,000余人，由塔吉克、维吾

尔、汉、柯尔克孜等多个民族组成，其中塔吉克人占80.9%。虽然近年观

光收入和矿产资源开发收入有一定发展，但主要产业仍为畜牧业和兼营农

业，2020年县生产总值为17.75亿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2,769元，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9,325元。6

可以看出，城乡之间存在巨大的经济收入差距。塔县政府按照习近平的“指

示”，在2021年时“实现了”让全县44个贫困村4045户16593名贫困人口全

部脱贫的目标，贫困发生率也由前几年的55.88%很快就降至0%。但从县政

府2022年6月16日公布的一份“困难群众救助补贴公示表”中可以看出，这

里依然有大量的贫穷人口存在。补贴对象为ABC三等，城市居民分别为每

月616、540和470元，农村居民分别为每月441、380和320元，县一年支

出的补助金额共计1839万人民币。所以即使按照B等平均计算，需要补助

的贫困人口也是在3200人左右，占全县人口的7.8%。7

当然，生活在这里的汉人的经济状况一定会好一些。一位其父亲曾为塔县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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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官员的朋友告诉我，塔县的汉人在1952年其父赴任时不足100人，1971年

他们离开时不足1000人。上述这位美国女青年的录像证实，现在这里已经

生活着更多的汉人。但可以肯定的是，他们的绝大多数都不会是农牧民。

我们看到了一张塔县政府在其官网上公布的“干部任免通知”（塔政任字

〔2021〕1号），所任命的25名“领导干部”中，只有四位是少数民族，仅占

16%，而塔县人口的80.9%却是塔吉克族。8也就是说，生活在塔什库尔干的汉

人的政治地位和经济收入，普遍高于土生土长的“自治民族”的塔吉克人。

塔什库尔干在城乡人口比例和职业结构显示出的民族不平等，其实在新

疆是一个普遍的现象。这一点甚至可以从中国政府所公布的各民族居民

的职业构成看出：1990年、2000年、2010年新疆的党政企业领导干部

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分别为2.46%、2.29%、1.73%，而在汉人中分别为

4.48%、3.99%、3.37%，维吾尔人中则分别为0.87%、0.83%、0.45%。公

务员在总人口中的所占比例分别为2.59%、3.00%、4.11%，而在汉人中分别

为4.54%、6.51%、6.81%,维吾尔居民中则分别为1.07%、1.93%、1.92%。

也就是说在新疆，2010年汉人公务员在汉人中所占比例，是维吾尔人的9

倍以上。在2010年，新疆城镇人口大多为汉人，70.28%的汉人居住在城

市， 21.97%的维吾尔人居住在城市。9

表1、新疆维吾尔人自治区党•政府•国有企业负责人的民族人口比

新疆总人口 汉人人口 维吾尔人口
1990 年 2.46% 4.48% 0.87%
2000 年 2.29% 3.99% 0.83%
2010 年 1.73% 3.37% 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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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公务员的民族人口比10

新疆总人口 汉人人口 维吾尔人口
1990 年 2.59% 4.54% 1.07%
2000 年 3.00% 6.51% 1.93%
2010 年 4.11% 6.81% 1.92%

但是新疆的大多数汉人不仅对政府的这种民族歧视政策置若罔闻，而且对

镇压维吾尔等当地民族的做法表示理解和支持，即使在国外，我们也几乎

见不到愿意为受难中的维吾尔人发声的来自新疆的汉人。由此可以肯定，

新疆的汉人之所以比当地的维吾尔人塔吉克人“爱国”，与这个国家的民

族歧视政策给他们带来了比当地民族高人一等的感觉、让他们在当地感受

到自己才是“国家主人公”的心态有关。

2、当代中国民族主义的载体与汉人社会的边缘人

然而，我们还可以看到这样一种现象，即新疆的汉人不仅比新疆当地的少

数民族、甚至比起更能够享受到经济发展红利的内地汉人来，都更加具

有“政治觉悟”、更加愿意告诉他人自己是多么爱国（其实是爱政府）。

笔者曾做过一个小实验，把一段反映中国国内荒唐防控的视频传给了许多

朋友，结果是大多数人都一笑了之，只有两位至今生活在新疆的儿时的朋

友反应强烈，直接质问：“老同学，你传这段视频是啥意思？”汉语中

的“啥意思”，就是指责对方的做法不怀好意，他们显然认为我是在讽刺

中国政府，于是就要反击，就要告诉我伟大的祖国是多么值得骄傲。

但是，因为新疆汉人的高人一等的感觉和国家主人公的心态是以民族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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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社会基础的，只能产生于与其他民族集团对峙的社会状态中，而不可能

出现于新疆的汉人社会与内地的汉人社会之间。也就是说，给新疆的汉人

们带来了实际利益的民族政策，显然不是促使新疆的汉人表现得比内地汉

人更“爱国”的唯一的精神要素。因为即使存在严重的民族歧视政策，也

很难想象生活在这里的汉人能通过政府所允许的经济活动积累起与内地的

汉人社会、尤其是沿海地区居民相等的财富。

我认为，正是这样一群与其他人之间存在着显着差距、明显意识到自己处

于社会边缘的人群，才是当代中国民族主义的载体。这种民族主义思想和

个人社会地位、经济状况相关的情况，不仅可以通过2011年的蔡洋事件得

到确认，塔什库尔干汉人的愚昧无知的爱国行为具有同样的背景关系。在

2012年9月的反日游行中，狂热的蔡洋用U型锁将一位日本车车主打成了终

身残废。当时在西安做泥瓦工的21岁的蔡洋，由于家庭贫困，小学五年即辍

学由亲戚带领外出打工，常常遭到亲戚训斥，也没有朋友，只能在QQ空间

上哀叹其“悲催的人生”，“想上学……”、“想出家做和尚，可是连和尚

也要大学生”，“想找个老婆过日子，不想再这样晃荡下去了……”。

塔什库尔干的意思就是“石头城”，这里自然环境恶劣，过去被人称为是除

了满地滚的石头以外什么都没有的地方。1960年代的县城只有一条街道，

号称是“一个馕饼滚到头，一个交警管全县”。按照“百度百科”上的“塔

什库尔干镇概述图”来看，县城今天已经扩大了许多。11但是这里的高山缺

氧的自然环境却是无法改变的。塔县总面积2.5万平方公里，但是位于帕米

尔高原东南部，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境内有世界第二高峰乔戈里峰。不

仅农业生产受到很大的限制，因为缺氧而高山反应强烈，外地人一般无法在

这里生活，全县人口一直在41000人左右徘徊。但凡有能力在其他地区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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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体面工作的汉人，一般都会很快离开这里。在各种意义上，生活在塔县这

个中国边缘地区的汉人们，无疑是一个处于中国社会最边缘的人群。然而，

这里的汉人却口口声声说中国要收拾美国，说中国“有四亿我们这样的退役

军人”。但是我们也看到，这些人实际上只是在口头上爱国，却不会在了解

国际政治局势和是非正义上花费一点儿时间和精力，即使新冠病毒早在拜登

上台之前就已开始，然而他们却说是源于拜登放毒。

新疆的汉人比内地汉人更愿意表现爱国，无疑也与这种社会边缘人心态有

关。新疆的汉人社会，由于其形成过程中的特殊历史背景，造就了比内

地汉人社会更多的边缘人。1884年新疆“建省”之前，这里几乎没有汉

人。建省后新疆的居民成分和社会结构开始发生变化，首先是内地来的汉

人官僚，他们霸占了整个政治领域，掌握了新疆地区的全部政治权力，从

省长到县长无一不是由汉人出任，这种政治领域与民族社会脱钩的“二重

结构的新疆社会”并由此带来的民族压迫，是促使以维吾尔族为首的当

地民族发起反抗运动的根本原因。12其次是随着左宗棠、刘锦堂“收复新

疆”时来的部分湘军、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通过西伯利亚辗转来到新

疆的部分东北军，以及在城镇中精英商业的内地商人，但是这部分人口

数量并不大。1944年时国民政府进行过一次人口调查，据说当时新疆总

人口为3,953,424人，维吾尔人占73.8%（2,917,076人），而汉人只占6%

（234,946人）。13总之1949年以前的汉人数量有限，不足以对传统的、尤

其是农村的维吾尔社会造成冲击，且汉人社会的内部构造也比较单纯。

1950年后新疆的汉人社会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其特点是，在不同时期和

不同政策下大量进入新疆的政策移民，分别固化为不同的职业集团和社会

阶层。第一是1949年底进入新疆的中共部队的中高级军官，他们以后转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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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的中高级官僚；第二是以后各个时期新疆驻军的退役或转业军人，基

本上成为了中低级官僚或国营工矿企业职工；第三是由1949年投诚中共

的国民政府军人，以及部分中共部队普通军人转业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职

工；第四是1950年代以后各个时期因为内地生活困难而自己“跑”到新疆

寻找活路的“盲流”，早期多到城镇成为企业职工，文革以后则多是去农

村务农；第五是各个时期被中共政权在各个时期从上海、北京和天津等大

城市“下放”来的青年（以后大部分“返城”）；第六就是2000年以后随

西部大开发而来的商人和农民。

但是很明显，除了第一和第二的一部分之外，其他的集团基本上都是不为

中国政府所完全信任的职业集团，他们所受到的政治待遇和生活待遇也截

然不同。因此，央企对地企、城市对乡村、农工对农民、农区对牧区、地

方对兵团、南疆对北疆、小城市对大城市、“老新疆”对“新新疆”等

等，新疆汉人社会内部产生了许多内地汉人社会所不存在的攀比竞争关系

和社会等级意识。而在严格的户籍制度和单位制度之下，这些社会等级又

都是难以逾越的。因此，在长期的生活过程中，除了人数有限的属于第一

集团的特权阶层之外，许多的新疆汉人在不同的意义上都会感受到自己实

际处于整个中国社会的边缘。这就是，新疆的汉人社会是一个在中共各种

不同的政策之下形成的移民社会，因此产生了比内地的汉人社会更加丰富

和复杂的社会阶层，随之使更多的汉人处于社会的边缘、产生了边缘人的

危机意识。

在中国导入了改革开放政策以后，大部分新疆汉人心中的这种边缘人意

识，变得更为突出。尽管他们依然会在当地民族面前以为自己高人一等，但

是他们的经济实力开始大大落后于内地、尤其是沿海地区的汉人。这使得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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疆的大部分汉人，在内地、尤其是沿海地区的汉人面前都会有一种自卑感。

于是，新疆的汉人社会中就出现了一句旧谚新编：“孔雀东南飞”。14说的

不是像刘氏那样与焦仲卿被棒打鸳鸯后“自挂东南枝”，而是说有才能的

新疆汉人都会像孔雀一般飞到东南沿海大城市去另攀高枝。反而言之，留

在新疆当地的也就是一些碌碌无为的麻雀了。总之，他们将能够生活在沿

海地区视为人生事业成功的一个标准。就好像是在应对这一说法，2022年

深圳将它从全国各地招揽人才的计划命名为“孔雀计划”，丝毫不遮掩他

们根据经济状况而对其他地区汉人的歧视。

3、民族主义的魔力在于可以对并不高尚的个人欲望和行为进行合法化

正是通过造就像蔡洋和生活在塔县的汉人这样一群与其他人之间存在显着

的经济格差、因而能够清楚意识到自己处于社会边缘的人群，中共政权造

就出了当代中国民族主义的载体。关于这种社会边缘人的心态，中国社会

有一个很形象的说法：“吃地沟油的命，操中南海的心。”

当然，按照官媒的说法，这种社会边缘人的民族主义是“位卑不敢忘忧

国”。今天中国的社会边缘人所面对的社会现实和所处的社会地位根本无

法与陆游相比，而且陆游在诗中透露出的是今天中国的社会边缘人想都不

敢想的希望进入权力中枢的政治野心，15但陆游之所以在仕途受挫时、在病

中生出爱国之情，无疑具有个人的原因，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并不反对将

社会边缘人与陆游相提并论。但是要说今天中国的社会边缘人的民族主义

举动完全是出于爱国之心，在逻辑上是讲不通的。因为从以上蔡洋、新疆

汉人社会等事例中都能看出，民族主义的行动是无法与个人目的完全脱钩

的。但今天中国社会边缘人的民族主义举动与当年陆游的爱国思想有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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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本的不同就是，他们的民族主义行动一定是顺当局的指挥棒转的。其中

表现最典型的，莫过于今天在网上拼命表现自己爱国心的小粉红和自干五

们。

笔者在以往研究中曾多次提起从民族主义的角度认识“社会边缘人”的意

义。16在当代中国，小粉红和自干五其实就是最典型的社会边缘人。他们

可以对钓鱼台（日本称尖阁群岛）问题盯住不放，但却能坚定支持当年侵

占中国领土最多的俄国去发动新的侵略战争。今天中国的社会边缘人的民

族主义或爱国主义，其实一直是在中国政府感到需要时才会出动的；在当

局认为不需要的时候，甚至陆游的“位卑不敢忘忧国”也可以给予新的解

释：“只要立足自身的岗位辛勤工作了，多奉献，不添乱，就是爱国，就

是忧国。”17这真是令人啼笑皆非。与个人目的无法脱钩的社会边缘人的民

族主义，未必是以所谓民族利益为最高目标的。甚至当他们在当局的默许

和鼓励之下爆发出狂热的民族主义热情时，也具有同样的性质。支撑他们

走向狂热的，是他们终于得到了一个机会，可以积极表现自己是虔诚爱国

者、与主流意识形态价值观相同。

其实，在一个社会构造发生剧烈变化的时代，被边缘化的人更热衷于民族

主义，在世界近代史上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关于这一点，可以参考汉

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极权主义的起源》（1951年）中的Mob

论。19世纪是代议制民主主义发展的黄金期，随着选举权逐渐扩大，逐

渐形成代表资产阶级和劳动者阶级的政党，和由作为各阶级代表的政党所

组成的议会政治体制。但是阿伦特却敏锐地看到，正是在这个时代中，出

现了大量的阶级社会的落伍者即Mob。Mob在中文翻译中多为“暴民”，

实际上并不准确，更确切地说，Mob其实就是一种社会边缘人。因为议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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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没有他们的代表，所以他们反对议会民主制度。阿伦特通过对Mob的分

析，尤其是通过对Mob与“人民”、与“群众”的对比，发现了Mob在心

理上具有一些特点。

1，崇拜强人。“对于这些在哪里都找不到自己所属的集团的人来说，代议

制除了欺瞒之外什么都不是。感到自己的声音无处诉说的人大量出现后，

他们抛弃了议会民主主义，开始寻找能够领导自己的“强人”、“伟大领

袖”。18

2，采用占主导地位的阶级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甚至不惜通过扭曲的方

式。“群众与暴民只有一个共同特点，即两者都站在一切社会分支和正常

的政治代表性之外。暴民继承了——尽管以一种扭曲的形式——占主导地

位的阶级的标准和态度。而群众则只反映、并且多少有些歪曲一切阶级对

公共事务的标准和态度。”19

3，热衷民族主义：“就群众而言，部族民族主义和反叛的虚无主义都既非

其特征，又不适合于它的意识形态，但符合暴民的特点和意识形态。”20

蔡洋、新疆的爱国汉人以及中国的小粉红们，其心理状态与阿伦特笔下的

Mob极其相似。日本学者宇野重规指出：“这些Mob们，都争先恐后地聚

集到了反犹太主义和种族主义的旗帜下。因为这是一个通过个人努力所无

法得到、而通过种族集团的力量来看待和区别他人、从而可以确认自我优

越感的一个最为便利的手段。”21像蔡洋这样一位经济状况不佳、心灵空

虚、具有强烈的自卑感、对未来充满不安的青年，自然也会对社会现状心

存不满。2011年，他在项目经理的奥迪车上撒了一泡尿，并在QQ空间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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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感觉很爽”，因为这暂时满足了他的仇富心理。正如哈耶克曾指出

的那样：“人们赞同一个消极的纲领，即对敌人的憎恨、对富人的嫉妒，

比赞同一项积极的任务要容易些，这看来几乎是人性的一个法则。”22

无疑，社会边缘人都希望找到一个能够让他们摆脱自卑感和确认自我存在

价值的渠道和空间。正是这种发自内心的渴望，让社会边缘人群自然而然

地成了中国民族主义的载体。因为在没有游行集会罢工罢课的自由、没有

思想自由、更没有批评政府权利的中国，只有民族主义的领域，才被政府

允许用来作为宣泄个人情绪的公共空间。我们看到，在发生于大城市的各

次反美反日民族主义狂潮中表现最为狂热的，就是那些没有到过美国、日

本，根本不了解美国和日本的农民工和出身寒门的外地大学生们。23 因为

在中国政府的默许和支持下，披上了爱国主义的外衣就可以占领道德制高

点，这不仅可以让他们“合法”地尽情宣泄对社会的不满，还可以让他们

在精神上确认自己的存在价值，摆脱因经济拮据而造成的自卑感。所以，

蔡洋才敢于义正严词地斥责批评他使用暴力的姐姐：“我鄙视你。”

按照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人类只有得到了生理和安全上的满足，才会

追求精神上的满足，它与人的向上的社会移动同步。其实，中国的社会边

缘人群之所以能够成为民族主义的载体，也与当代中国的社会移动机制有

关。在一些极权主义国家中，对强人的崇拜、对主导阶级的意识形态和价

值观的臣服、对民族主义的热衷等表现，不仅可以向社会宣泄不满和确认

自我存在的价值，更重要的是它还能够向当局输诚以换取生存和生命的安

全。因此在很多时候，它还被广泛视为实现个人的社会移动的手段。

2019年8月，《环球时报》记者付国豪在香港反送中游行队伍中被其他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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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怀疑是国安特务，喊出“我支持香港警察，你们可以打我了”；他一举

成名，被《人民网》誉为“真汉子”、得到《环球时报》十万元人民币奖

金，但仍然无法转为正式记者而换上了抑郁症，以至贫病交加。他在2021

年4月不得不离开了《环球时报》，并在六个月后月离世。虽然死因出在中

共兔死狗烹，但更令我们注意的，应该是付国豪通过在香港主动邀打而得

到的“爱国”符号中的密码。很多中国人其实早已明白：在中国实现完美

的人生需要一个能够贴在自己身上、并且让他人看得见的“爱国”符号，

所以在上大学期间，这位日后成为“爱国记者”的人就已经将自己的名字

从“付豪”改成了“付国豪”。

结语：当代中国的民族主义是以社会边缘人为载体、以社会不平等为

社会基础的

诚然，一部分中国人之所以沉浸于民族主义，是因为受到了洗脑的原因。

但即使如此，我们也要思考为什么会有人接受洗脑，有人却不接受洗脑？

因为，仅仅从同样的民族主义的洗脑却能够得出不同的效果这一点就可以

令人看出，一个人是否接受民族主义、接受民族主义影响的程度，都与这

个人所处的社会状况有关。

中国的民族主义，其实可以分为作为理念的民族主义与作为工具的民族主

义。在没有遭受侵略和战争威胁的年代里，后者的性质自然更为重要。无

论是对于统治者、还是对于被统治者，在这一点上是相同的。“民族大

义”、“国家利益”之类的口号，不仅能被缺乏统治合法性的极权主义体

制用来作为控制社会的手段，也能够被个人用于作为宣泄对社会和本人处

境的不满、感受精神胜利、宣示存在价值的工具；同时，由于社会进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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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的时代，雁过留声、人过留名的理想已经不再是高不可及，这让他们

进一步意识到了把表现（表演）民族主义作为规划人生、实现社会移动的

可能性。

因为中国民族主义建立在“被害妄想”基础之上，能够把攻击他人的行为描

述成受害者进行的自卫，所以在20世纪以后的中国，很多人认为只要举起

民族主义的招牌，就可以将自己本来其实并不高尚的个人欲望和行为进行合

法化，这是社会边缘人群能够对民族主义产生兴趣的重要原因，因此使得社

会边缘人自然而然地成为了当代中国民族主义的载体。虽然民族主义甚至能

够让一些社会边缘人变得失去理智，但大量小粉红在挨了社会主义铁拳之后

仍不“醒悟”的事例说明，当代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思想并不仅仅是洗脑的结

果，在更大程度上它还是社会边缘人群自己的选择，一群“精致的利己主义

者”选择一条百利而无一害的道路，因为社会地位使其然也。

越是生活于底层的社会边缘人，就越是要想方设法表现自己具有爱国意

识；在许多极权主义国家中，我们都能看到这种趋势。社会边缘人之所以

会成为民族主义的载体，前提是他们看出当局对挂着爱国主义招牌的民族

主义的默认和暗中鼓励。当代中国政权消灭反对声音和反对者的最有效方

法，就是亮出汉奸论，指责对方“给美国递刀子”，而社会边缘人群恰恰

成为了配合这种民族主义操作的载体。正因为民族主义载体的存在，中共

当局在它认为需要通过民族主义镇压反对者和控制广大民众的时候，就会

鼓励民族主义。民族主义也是中共政权敢于向民众开放的唯一的公共空

间，因此也被许多人看做是个人实现社会移动的必要的、甚至是唯一的手

段。因为当权者知道：民族主义事实上已经成为一个他们和社会边缘人可

以共有和默契合作的领域，在这里他们心照不宣地结成了一种共犯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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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的民族主义的性质，与世界史意义上的Nationalism完全不同。起

于法国革命的 Nationalism 是以追求平等、打破不平等社会为目标的，而

中国的民族主义在许多时候却成了社会边缘人向当局表忠的工具，是以作

为民族主义载体的边缘人生存的不平等社会为社会基础的。民族主义之所

以在中国生机盎然，与存在着大量的感到社会没有公平地给予自己应有地

位、被社会边缘化了的人群有着直接的关系。因此，一个以民族主义为控

制社会重要工具的极权主义体制，可能它嘴上会喊着人人平等，而实际所

做的，必然是通过建立和保持各种制造社会不平等的制度、例如城乡二元

化等，持续生产出社会边缘人群、即民族主义的载体。换言之，一个以民

族主义为控制社会重要工具的极权主义体制，是不可能真正致力于实现社

会平等，不可能接受民主、自由、法治和人权等普世价值的。

注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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