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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我的同事聂东平在她的“庆祝经济的重大转变”一文中所指出的，毛泽东在1949年宣告胜利之
时大声说道：“中国人从此站起来了。”毛泽东还宣布说：“中国从此将不再受屈辱”。在解放60周
年之际，我们不仅应该利用这个机会展望中国在国际背景下可能的前进之路，而且或许更需要
在建国大庆时回顾它的历史。 

当毛泽东声明中国将不再受屈辱时，身为一名中国民族主义者和卓越的历史学家的他深深了解
中国蒙受羞辱的历史。中国有许多与众不同的（或者说“独一无二的”）特色，当然还有着4000年
的历史，它的统一可以追溯到公元前2世纪的秦始皇时期。当然也不能忘记它在19世纪和20世纪
上半叶的急速衰落，确切地说是崩溃。  

从没其他哪个国家和文明是从如此高的水平以如此快的速度下落到如此低的地方的。作为中央
帝国，中国具有一切理由将自己看作世界文化的中心，而把世界上的其他地方或多或少地视为
蛮夷之邦。这一想法主要是针对中国的东亚“属国”，但也同样被应用于西方国家。光环笼罩下的
中国深深地吸引着西方世界，引发了对中国的想象和崇拜。这不仅从13世纪马可波罗的“游记”史
诗直至16和17世纪在中国的耶稣传教士的叙述中得到印证，而且也体现在18世纪欧洲启蒙运动
哲学家的作品当中。可以说，中国的文化和物质都很丰富。 

中国的急速下滑可以很容易地从它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看出来。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前夕的1820

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占全球的33％。60年前毛泽东入主北京时，中国的GDP占比
已降至3％左右了。其间，中国可谓是饱受“蹂躏”。自成为世界的中心开始，中国不断被侵略。
英国是最初的入侵者，而后的第二次鸦片战争也是由英国在法国的协助下发起的。接下来的几
十年间几乎所有的西方列强都加入了这一行列。到最后，从19世纪末开始，日本也成为侵略者
的一员，导致了1894－95年的中日战争和最恶名昭彰的1937年南京大屠杀。 

中国的边沿地带逐渐沦为殖民地：英国在1841年强占了香港，日本在1895年和1931年相继霸占
了台湾和东北满洲里，西藏也在1904年遭英国入侵。但与印度不同的是，中国本身并没有成为
殖民地，在理论上依然是一个主权国家。然而，正如1911年辛亥革命领袖、中国历史上第一个
共和国的创建者孙中山所说的，中国已经成为“多个国家的殖民地”。换句话说，中国实际上并未
成为哪一个国家的殖民地，但被多个国家划分了势力范围并成为它们的新殖民前哨。这种新殖
民前哨的一个特征就是“租让领土”——

由划分给西方列强（最后是日本人）、由西方国家而非中国行使管辖权的区域组成。据说有这
么一个故事（虽然有人说是杜撰），上海法租界旁边有个公园的入口挂着一个告示牌：“华人与
狗不得入内”。中国的“主权”基本上只有理论意义，事实上它是别人的傀儡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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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中国加入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协约国一方，在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关于民族自决言辞
的鼓舞下，中国人民期望能够重新实现领土完整。然而，在巴黎和会上，中国发现其德国租界
被秘密地移交给日本（日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也在协约国一方）而不是归还给中国。这引发
了无数的骚乱并使得中国的民族主义和改良主义知识分子团结起来，发起了五四运动（1919年
），而该运动为两年后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奠定了基础。从五四运动到中国的解放，其间历时30

年零几个月。  

许多人认为，虽然中国共产党至少在最初的创立阶段毫无疑问主张的是马列主义并最终是毛泽
东主义，但也许首先是民族主义。从马列主义再到毛泽东主义被当成是恢复中国的世界地位并
把中国人民从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压迫下解放出来的手段（而不是目的）。  

尽管解放后毛泽东掌权的最初30年中在所谓的“走资派”与原教旨主义毛派间发生了一些非常激烈
的意识形态的内部斗争，但这些斗争实质上仍是一种手段，即找出哪一条才是让中国重新强大
起来的最佳道路？毛泽东主义者担心如果中国选择资本主义道路，那么它恐怕会再度被新帝国
主义外资淹没和颠覆。1979年，改革主义先驱知识分子郑必坚指出：“中国作出的最重要的战略
性选择是融入世界而不是闭关锁国。”  

这看起来的确是一个非常明智的选择。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从几乎无足轻重急剧上升，现
今不但已经成为一个经济强国，而且具有了国际上的领导地位。曾饱受屈辱的中国如今备受尊
重。但是，尽管过去一个半世纪受屈辱的创伤也许已经愈合，但伤疤犹在。  

对于每个人来说，无论他是华人还是非华人，60周年国庆都是反思过往的一个适当时机。尽管
清楚前路仍布满荆棘（面临着世界经济、社会和政治事务，尤其是气候变化的挑战），但西方
和中国（当然还有其他国家）必须本着团结、谅解和尊重的精神相互协作。在寻求前进的过程
中，无视历史必定是危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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