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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殖民、 知识霸权与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构建∗

李启咏

[摘　 要] 制造、 控制和传播学术是西方统治精英占领知识分子和民众大脑、 实施对外思想文化征服的重要武器。

西方学术殖民通过理论操纵、 教育操纵、 舆论操纵、 语言操纵、 组织操纵等方式, 将其学术话语和战略意图传播到全

球, 形成以 “西方中心主义” 为核心的系统性知识霸权, 不仅深度控制全球学术系统, 还对政府行为和公众认知产生

重要影响。 认识、 清理、 抵御、 防范、 瓦解西方学术殖民和知识霸权, 是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基础和关键。

[关键词] 学术殖民　 知识霸权　 话语权　 自主知识体系构建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 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

系。”① 这为我国学术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和工作目标。 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 是一个打破

以 “西方中心主义” 为基础范式的学术体系的历史过程。 要完成这个历史性任务, 就应当对西

方学术殖民和知识构建传播的基本规律、 基本策略、 基本方法有清晰认知。 这既是成功构建中国

自主识体系的关键问题, 对维护国家文化安全也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 西方的学术殖民与系统性知识霸权

2008 年, 印度巴特那市曾举办一场以 “应对学术依附: 如何做?” 为主题的学术会议, 来自

亚非拉的 20 多位与会学者认为, 学术依附仍是非西方国家知识状态的核心问题②。 学术依附的

实质是尚未摆脱学术殖民的状态。 学术殖民是文化殖民的一种形式, 指特定国家的统治集团对其

他国家学术活动和知识体系构建传播工作的控制、 操纵和置换, 对被殖民国家或地区的学术话

语、 知识构建、 教育教材、 媒体舆论、 知识精英、 国民观念乃至政府行为产生严重影响。 西方学

术殖民是全方位的, 覆盖人类知识的方方面面, 涉及所有学科。
(一) 在基础学术范式上, 构建了 “西方中心主义” 话语体系

“西方中心主义” 又称 “西方中心论”, 是一种具有殖民主义、 种族主义性质的意识形态。
在 1700 年—1850 年间, 欧洲人按照想象把世界描述为两个对立阵营: 西方和东方, 或西方和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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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 “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 (202320) 的阶段性成果。
《坚持党的领导传承红色基因扎根中国大地　 走出一条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新路》, 《人民日报》 2022 年4 月26 日。
参见张杨: 《战后美国全球知识霸权与国际学术界的新批判浪潮》, 《光明日报》 2021 年 10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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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 在这一新的观念和话语体系中, 西方被定义为天然优于东方, 拥有理性、 勤勉、 节俭、 自

由、 民主、 先进、 富于独创性和活力等一系列优良特性, 而东方则被描述为与之对立的一方, 其

特点表现为武断、 懒惰、 放纵、 糜烂、 腐败、 落后、 非理性、 缺乏独创性, 且一直处于停滞的状

态①。 “西方中心主义” 系统夸大美化西方文明, 歪曲和矮化非西方文明, 把西方文明解释为全

球最先进的文明, 而其他文明和种族是低等的, 是 “野蛮人” 或 “半文明人”, 诱导非西方知识

分子崇拜西方文明, 使之丧失文化自信和斗争意识。 伴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和西方帝国主义在全

球的扩张, 这种 “西方中心主义” 观念逐渐成为所谓的 “全球共识”。
在知识框架上, 西方文化自诩具有 “现代性” 和 “先进性” 特征, 而非西方文化则被视为

是 “落后的” 和 “传统的”。 西方事物被贴上 “现代” “发达” “先进” 标签, 而非西方文明包

括中华文明则被贴上 “传统” “落后” “糟粕” 等标签。 “现代” 意味着 “先进、 发达、 理想”,
而 “传统” 则意味着 “过时、 落后、 原始”, 在这种语境之下, “传统” 被 “现代” 置换就具有

了 “天然合理性”, “现代化” 几乎就等同于 “西方化”, 并形成了系统性知识霸权。 在这种

“西方中心主义” 的知识霸权之下, 中国等一些非西方国家的历史传统和文化就遭到了系统性的

贬低。 如孟德斯鸠在 《论法的精神》 中根据西方传教士的一些书笺和杜亚尔德 (J. B Du Halde)
的 《中华帝国志》, 对中国政治文明、 法律礼制、 道德风俗进行歪曲性阐发, 称 “中国人是地球

上最会骗人的民族”②; 黑格尔在 《历史哲学》 中专门写了 《中国》 一篇, 对中国政治制度、 行

政管理、 道德伦理、 生育文化、 民族性格、 科学技术、 语言文字等进行贬低, 这些贬低多系歪曲

事实; 马克斯·韦伯的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则以对比方式抬高西方文明贬低非西方文明。
在 “西方中心主义” 话语霸权之下, 本是与时俱进、 博大精深的活的知识体系的中国本土学术却被

悄然 “史学化” “遗产化”, 其原有的独立学术地位遭到破坏, 逐渐成为西方学术话语的附庸。
(二) 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 构建体现西方垄断资产阶级利益的学术知识体系

西方垄断资本集团是西方教育和科研领域的主要资金提供者、 核心学术话语支配者。 因此,
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知识体系的构建, 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西方资产阶级统治集团对内统治和对外

征服的需要。 比如在西方政治学领域中, 西式民主被定义为人类社会唯一先进、 唯一正确的民主

形式, 西式政体被视为其他国家政治发展的 “彼岸”, 而社会主义及一切非西方式的民主制度则

都被视作 “专制” 制度的表现形式。 一些鼓吹西式民主而抨击社会主义的著作, 如哈耶克的

《通向奴役之路》、 福山的 《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 等, 都被视为政治学的经典著作而受到了

西方主流社会的广泛追捧。 在经济学领域, 代表垄断资产阶级利益的新自由主义在 20 世纪 80 年

代后成为西方经济学的主流话语,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西方被边缘化。 新自由主义以 “自
由化、 私有化、 市场化” 为核心特征, 本质上是大卫·哈维 (David Harvey) 所说的 “政治工

程”, 是西方垄断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和发展中国家的进攻和掠夺。 在新自由主义的影响下, 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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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 〔英〕 约翰·霍布森: 《西方文明的东方起源》, 孙建党译, 济南: 山东画报出版社, 200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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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社会两极分化严重扩大, 工人阶级的生活日益陷入困境, 广大发展中国家不断陷入经济危机与

社会动荡, 而西方垄断资产阶级则在这个过程中积累了巨额财富。 在史学领域, 西方长期意图控

制历史话语权。 他们只承认中国文明史有 3000 多年, 炮制了种种 “中华文明西来说”, 意在破

坏 “中华文明是独立发展的伟大文明体系” 的基本认知, 把中华文明描述为西方文明的次生、

从属、 支流文明, 解构中国人的历史自信和文化自信。

对于一些不符合西方利益和价值观的人文社会科学成果, 西方学术界就会对其进行系统性的

排斥与打压。 西方学者对中国 “夏商周断代工程” 的否定就很典型。 2000 年 11 月, 中国学者团

队发表 《夏商周断代工程 1996—2000 年阶段成果报告 (简本)》 和 《夏商周年表》 后, 立即遭

到西方媒体和汉学家的否定。 芝加哥大学教授爱德华·肖内西 (Edward Shaughnessy) 认为这是

“沙文主义” “民族主义” “有政治背景”①, 斯坦福大学教授倪德卫 (David S. Nivison) 则断言

“国际学术界将把工程报告撕成碎片”②。 他们对 200 多位中国学者数年研究成果不屑一顾, 有的

还宣称已经澄清其中所有问题, 自己的研究结论比中国专家团队更可靠③。 这些都是西方学术霸

权和根深蒂固的学术偏见的表现。

(三) 在自然科学领域, 炮制传播服务于资本利益的虚假 “科学知识” 和 “学术话语”
西方自然科学也不符合其所宣扬的 “价值中立” 原则, 而是服务于西方资本扩张和国家战

略利益的。 在利润的驱动下, 资本常常介入和干涉自然科学研究, 使之服务于资本增殖的需要。

曾在美国职业安全与健康管理局任职的戴维·迈克尔斯 (David Michaels) 写过 《怀疑的胜利:

暗钱与科学腐败的真相》 一书, 披露了美国烟草、 汽车、 食品、 医药等行业的科学家是如何被

金钱围猎炮制虚假学术论文的。 他指出: “在评估烟草、 食品、 化学物质及污染物风险时, 研究

中的 ‘经费赞助效应’ 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现象, 可以说, 如果哪一项研究的结果不符合赞助方

的预期, 那才令人惊讶。” “有些科学家只要能拿到钱, 让他说什么话都可以。”④ 在医学科学领

域, 一些顶尖学术期刊在一定程度上沦为了医疗资本的广告平台。 《柳叶刀》 杂志主编理查德·

霍顿 (Richard Horton) 曾说: “医学杂志已经沦为药企漂白 ‘信息’ 的运作场。”⑤ 《柳叶刀》

杂志曾调查, 不少知名科学家曾当过 “幽灵作者”。 医药公司为推销新药, 会写好论文找到某个知

名科学家, 向其支付巨额报酬, 并署上他的名字发表。 科学家大都乐于做这种 “幽灵作者”, 既能

大赚一笔, 又能增长学术名气。 2018 年 12 月, 美国加州法院裁决孟山都公司赔偿一名癌症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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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顾明栋: 《论跨文化研究的殖民无意识》, 《安徽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2 年第 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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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71、 272 页。
韩启德: 《医学的温度》,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20 年, 第 13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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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89 亿美元。 诉讼材料显示, 20 世纪 80 年代初孟山都内部实验就发现其产品草甘膦致癌, 但仍向

世界推销, 并开发推销大量抗草甘膦转基因作物。 孟山都无视独立科学家警告, 聘请知名科学家担

任学术 “枪手”, 在学术期刊和大众传媒发表 “学术论文” 和 “科普文章” 鼓吹草甘膦安全①。 为

占领市场, 西方医药资本还构建了吹捧化学药物、 贬低自然药物的知识架构。 在其知识系统中, 只

有西医才可以叫作 “现代医学” 和 “科学”, 中医被宣传为 “伪科学”。 中医基础理论、 诊疗方法

和中医人才, 长期被西方医药资本及其控制下的学术体系贬低。 在食品安全领域, 为让人们 “放
心” 吃有害物质, 西方化工产业、 食品产业渗透下的学术体系炮制出 “毒物每日安全摄入量” 的

概念, 流毒甚广。 毒理学家埃里克·米尔斯顿 (Erik Millstone) 教授指出: “ ‘每日安全摄入量’ 是

人们在 1950 年代凭空想象出来的, 后竟变成一条定律, 成为保障消费者安全的依据, 然而这个概

念完全不靠谱, 没人能够解释它的科学性。”② 但真相和常识却是: 千里之堤, 毁于蚁穴, 微小剂

量日积月累足以致病致癌。 美国学者迈科尔·伯伦 (Michael Pollan) 说: “庞大而复杂的所谓科学

性阴谋犹如一大团乌云, 将最简单的营养问题团团围住, 以便各方都能浑水摸鱼, 从中渔利。”③

二、 西方学术殖民的主要手段

冷战结束后, 西方的意识形态霸权达到了顶峰。 通过理论操纵、 教育操纵、 组织操纵、 语言

操纵、 舆论操纵等方式, 西方学术话语和战略意图传播到全球, 不仅深度控制全球学术知识系

统, 还对政府行为和公众认知产生了重要影响。
(一) 理论操纵

长期以来, 西方大规模精心构建各种 “理论范式”, 将其战略意图隐藏于学术理论包装之

下, 使之成为西方乃至全球主流学术标准, 并灌输给目标国知识分子和留学生, 使之转化为目标

国的官方学术理论。 如西方经济学界通过大量培养留学生以及操纵顶级学术期刊等手段, 使新自

由主义经济思潮得以广泛传播, 成为全球经济学共同的学术标准和学术范式。 与此同时, 在西方

国家和跨国资本对其他国家进行财富掠夺的过程中, 还有针对性地进行理论 “炮制”, 如美国在

拉美推行新自由主义并造成了灾难性后果之后, 他们炮制出了 “中等收入陷阱” 等理论, 将西

方帝国主义的掠夺行为所造成的经济灾难, 归结为一种 “客观” 的经济规律。 这种所谓的 “中
等收入陷阱” 理论被很多发展中国家的学者非批判地接受, 并通过这些学者在广大发展中国家

进行广泛传播。 这就是西方所进行的理论操纵和学术殖民的后果。
(二) 教育操纵

西方擅长利用其在高等教育领域的优势, 通过培养留学生等手段, 渗透、 控制其他国家。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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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 《孟山都被曝伪造论文为产品 “洗白”》, 《参考消息》 2017 年 10 月 7 日。
〔法〕 玛丽 - 莫尼克·罗宾: 《毒从口入: 谁, 如何, 在我们的餐盘里 “下毒”?》, 黄琰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3 年, 第 202、 403 页。
〔美〕 迈科尔·伯伦: 《为食物辩护: 食者的宣言》, 岱冈译, 北京: 中信出版集团, 2017 年, 第 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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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非西方的所谓知识精英接受西方教育后往往盲目崇拜西方, 对本国历史、 文明、 制度、 生活方

式充满鄙夷。 1946 年, 杜鲁门专门设立了 “富布赖特” 项目, 通过为各国培养留学生达到向他

国传播美国价值观念的目的。 1958 年, 艾森豪威尔曾向苏联建议帮助苏联培养 1 万名学生, 费

用全由美国负责, 他希望这批新人能有朝一日执掌苏联政权, 完成 “和平演变” 的目的。 被称

为 “苏联改革设计师” 的苏联科学院院士、 苏共中央宣传部长雅科夫列夫 ( Aleksandr
Nikolayevich Yakovlev) 就是美苏首批合作计划四名研究生之一。 他曾在哥伦比亚大学读书, 后

成为推翻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骨干力量。 1957 年—1970 年, 100 名智利学生被智利政府送到芝

加哥大学攻读学位, 由美国基金会支付学费和开销。 皮诺切特政变成功后, 这批 “芝加哥男孩”
回到智利, 掌握了智利的学术话语权和经济决策权, 将其在芝加哥大学学习到的新自由主义理论

付诸实践, 造成了大量财富被西方跨国资本鲸吞, 社会严重两极分化的后果。 与 “芝加哥男孩”
类似, “伯克利黑帮” 是一群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曾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受教育的印尼新

自由主义经济学者, 由福特基金会进行资助。 1965 年苏哈托政变成功后, “伯克利黑帮” 成员大

量进入了印尼政府, 并掌握印尼经济大权。 通过允许外资独资投资矿业等措施, 印尼石油、 铜、
镍等重要资源被西方跨国公司瓜分。 “伯克利黑帮” 也是导致印尼金融危机和社会动荡的主要原

因。 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院长乔·麦卡锡 (Joe McCarthy) 公开宣称, 该院不仅为美国, 而

且为世界其他地方培训公共部门的下一代领袖①。 该院 2003 年 330 名国际学生中有 270 人由索罗

斯基金会、 福特基金会等提供助学金。 美国不仅巧妙利用留学生, 还用政府部门、 大学、 基金会

以及跨国公司的培训、 交流等合作形式, 对外国知识精英进行拉拢和渗透。
近些年来, 伴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科研水平、 教育水平的提高, 到中国留学的外国留学生

日益增多。 但这些学生多来自亚非拉地区, 欧美学生相对较少。 这种状况一定程度上也是西方精

英进行教育操纵的结果, 他们不停为外国人才颁发学位, 但又防止自己的人才被他国教育 “洗
脑” 和策反。 德国学者裴德思 (Thorsten J. Pattberg) 披露, 中国的学位在欧美几乎得不到认可,
如果想要来中国学习, 就只能参加本国政府批准的交流计划, 而这些计划是他们培养符合他们意

识形态的 “中国专家” 计划的一部分。② 如果这些学生无视这些计划, 自主选择在中国大学学

习, 那么 “马上就会有美国中央情报局、 英国军情六处与德国联邦情报局的人盯上你”③。
(三) 组织操纵

中情局等西方情报机构善于把包括慈善基金会、 非政府组织、 高校、 企业、 媒体在内的各种

力量聚合起来, 形成对他国进行学术殖民的 “联合部队”。 他们常常挂着 “全球” “世界” “国
际” 的大牌子, 以慈善、 科研、 联谊、 交流、 合作等名义, 完成刺探情报、 学术操纵、 把控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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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田文林: 《美国为何热衷策动 “颜色革命”》, 《人民论坛》 2023 年第 9 期。
裴德思: 《西方的中国研究有多虚伪? 学习中国竟然不让去中国大陆》, https: / / www. guancha. cn / PeiDeSi / 2022_ 12_

31_ 673587_ s. shtml。
裴德思: 《西方的中国研究有多虚伪? 学习中国竟然不让去中国大陆》, https: / / www. guancha. cn / PeiDeSi / 2022_ 12_

31_ 673587_ s. 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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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等任务。 西方精英还善于利用国际组织, 如世界卫生组织、 联合国人口基金会、 国际食品法典

委员会等实现其战略目标。 与此同时, 一些貌似 “民间” 的基金会、 非政府组织等, 实际上由

西方政府资助和控制。 中情局常将经费拨给这些基金会, 再以基金会名义 “捐助” 给指定对象。

一些表面上的 “科学团体” 如美国医学协会等, 实际上是被垄断财团控制、 用以实现其利益的

工具。 比如在 20 世纪 40 年代杜鲁门号召建立 “人人都能负担的医疗保险” 的医疗制度时, 遭

到了美国医疗垄断资本和财团的激烈反对。 在其控制下的美国医学协会 1948 年 12 月在 《美国医

学协会杂志》 发表社论称: “全民健康保险体现了一切政治控制的罪恶, 违背了美国的传统, 是

走向全面国家社会主义的危险信号。 美国医学协会坚决拒绝执行这样的计划。”①

(四) 语言操纵

英语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张和在国际交流中的垄断地位是文化殖民的结果, 同时又加剧了西方

学术殖民。 西方早就认识到, 谁的语言更普及, 谁就更容易输出本国文化, 在国际竞争中占得先

机。 美国政府对内通过 “唯英语教育” 同化原住民与外来移民语言, 对外则以其综合国力为基

础, 促进英语的国际化。 国内教育领域对于英语的过分重视, 就是这种语言操纵和文化殖民的结

果。 国内个别高校甚至把不断扩大 “全英文教学” 视为 “国际化” 的表现。 语言是思维的工具,

也是学术的基石。 “全英文授课” 包含着用英语思维置换汉语思维的不良倾向, 必然侵蚀学生的

母语思维和学术创造能力。 同时, 若不提高对强势外语的警觉, 学习者会不自觉地滑入该语言所

承载的价值体系中, 最终被其同化和征服。 作为奴化中国学生的重要手段, 民国时期部分中国高

校就已实施 “全英文教学”。 上海圣约翰大学校长卜舫济 (Francis Lister Hawks Pott) 一贯倡导英

文教学, 曾鼓吹学习英语的 “四大好处”。 在他主导下, 该校将所有学科学生教科书和教师参考

书全用英语编印, 学校里所应用的一切文书全用英语, 教师授课和师生日常会话必须全用英语。

教育家林汉达当时就提出批评: “世界各国除附属国和殖民地外, 有哪一个国家, 像中国那样用

英语来教各种学科的? 有哪一个国家像中国那样用原版西书来作为课本、 教材? 大学教授与大学

生都有 ‘卑劣情绪’, 以为非用原版西书不可。”②

(五) 舆论操纵

西方国家的舆论操纵具有高度专业化、 系统化的特征, 他们善于通过诱导和信息源头控制,

不断向其他国家输送其意识形态话语。 在西方所构筑的信息围城里, 西方媒体控制着信息源头,

仅美联社就为世界 100 多个国家的 1 万多家新闻媒体供稿, 占全球 “国际新闻” 发稿量的大部

分。 除此之外, 他们还收买利诱相关国家主流媒体、 “意见领袖”、 媒体从业者、 公众人物充当代

言人, 结成一张牢固的全球话语网络。 西方牢牢控制信息源头, 也是我国在传播技术上并不亚于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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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李玲: 《从医改看美国意识形态和特殊利益集团》, 来自玛雅主编: 《美国的逻辑: 意识形态与内政外交》, 北京: 中

国经济出版社, 2011 年, 第 77 页。
林汉达: 《中国大学 (教会大学) 英文的畸形现象》, 来自李清悚、 顾岳中主编: 《帝国主义在上海的教育侵略活动资

料简编》,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1982 年, 第 5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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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媒体, 却无法做出全球传播的 “国际新闻” 的真正原因。 西方主流媒体还通过对其他地区的某些

记者进行免费培训等方式, 向其灌输西方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 进而操控其所在国的新闻报道。
对华舆论操控一直是西方舆论操控的重点。 2023 年 12 月, 欧洲学者扬·奥伯格 ( Jan

Oberg) 披露, 美国国会五年前曾通过法案, 决定支出 15 亿美元用于培训西方记者撰写有关中国

的负面报道①。 美国善于通过 “造星” “造势” “造知” “造乱” 等手段, 达到其对华舆论操控的

目的。 所谓 “造星”, 是选定 “棋子”, 包括媒体人、 专家、 官员等, 通过大量的媒体报道和颁

布荣誉、 奖项等手段, 为其 “棋子” 打造人设, 捧为相关领域的 “权威”, 使之成为舆论发生

器; 所谓 “造势”, 即在关键时刻, 操纵其控制的亲美主流媒体、 自媒体等实施轰炸性发稿; 所谓

“造知”, 即炮制颠倒是非的假知识, 以 “科学” “科普” 的面貌占领网络, 诱导崇拜西方的倾向;
所谓 “造乱”, 即无中生有挑起矛盾, 造成舆论领域和思想意识形态方面的混乱局面。 我国舆论领

域和意识形态领域的一些乱象, 在一定程度上就是西方舆论操控的后果。 对此, 我们要高度警惕。

三、 抵御西方学术殖民, 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底层逻辑

抵御西方学术殖民, 构建自主知识体系, 是中华民族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的伟大文化

觉醒、 文化变革, 是中国人民追求文化和精神独立性的时代要求。
第一, 在持久行动上, 保持充分的战略耐心和战略定力。 毛泽东同志在论述 “帝国主义是不是

真老虎” 问题时指出, “既是真的, 又是纸的, 这是一个由真变纸的过程的问题”②。 对西方学术殖

民也需要作出这样的评估。 一方面, 要视之为 “纸老虎”, 在战略上对其保持藐视, 认识到它终将没

落的必然趋势。 只要我们在党和国家的领导下, 坚定信心, 持之以恒, 久久为功, 中国学术必将随着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兴盛。 另一方面, 又要看到西方学术殖民的现实情况, 把它当作 “真老虎”,
在战术上高度重视。 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 不可避免地要面临激烈的文化角力和话语战争, 是文

化教育的拉锯战, 可能需要两代人甚至更长时间的努力, 需要我们保持充分的战略耐心和战略定力。
第二, 在基础范式上, 实现从 “西方中心主义” 到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转换。 在历史长河

中, 中华民族曾长期引领人类文明前进方向, 只是近代才暂时落后于西方。 经过百余年坚韧不拔

的艰苦奋斗, 如今的中国已然大踏步赶上时代潮流, 为人类文明作出新的贡献。 中国学人要在自

立、 自强、 自信的基础上, 树立充分的道路自信、 理论自信、 制度自信、 文化自信, 充分认识马

克思主义、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先进性, 看清世界大势, 破除形形色色的洋迷信、 洋教条, 增强

文化底气、 理论底气, 培养 “一览众山小” 的学术眼界和学术气质。 推动基础学术范式由 “西
方中心主义” 向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转换, 推动中国文化、 中国学术、 中国话语、 中国语言、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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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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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 《欧洲学者: 美国花 15 亿培训记者撰写有关中国的负面报道》, http: / / news. hnr. cn / rmrtt / article / 1 / 17370563422
91963906。

《毛泽东文集》 第 7 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9 年, 第 45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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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媒体在世界舞台争主流、 唱主角、 做主导。
第三, 在自觉意识上, 从 “被殖民无意识” 到主体自觉性转换。 树立中国学术的主体自觉

性, 牢记 “我是谁, 为了谁”, 抵御西方对中国学术话语的消解。 在当今中国学界, 有不少领域

还处于 “被殖民无意识” 状态, 这在一些名校海归学者那里表现得更突出。 他们默认西方人的

知识比中国先进, 甘当学术复印机, 迷信照抄已成为习惯。 有的洋理论付诸实践已产生不良后

果, 但仍缺乏有效反思, 跳不出认知误区。 他们往往无视中国国情和文化, 意识不到所传播扩散

的知识缺乏科学性和真理性, 有的不过是跨国资本的牟利工具。 我们要突破这种 “被殖民无意

识” 的状态, 破解对西方学术话语体系的迷信, 推动树立中国学术的主体自觉性。
第四, 在具体方法上, 充分学习借鉴西方的策略技巧。 近代以来的西方知识体系, 在一定程

度上服务于西方垄断资产阶级的战略利益, 符合其需要的知识会被构建并传播, 有悖其利益的则

会被边缘化甚至消灭。 “西方中心主义” 意识形态渗透于西方主导的教育、 学术、 知识、 传播体

系中, 并不断向全球扩张, 抢夺非西方国家的学术话语权, 破坏其学术独立性和自主性。 在构建

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过程中, 我们要充分了解西方构建其学术知识体系的一些技巧, 在认真研究

和批判性借鉴的过程中寻求破解之法。
第五, 在辩证实施上, 既要高扬自信也要防止故步自封。 人类社会发展历史是不同文明你追

我赶的竞争过程。 一个国家, 对本民族文明既要有充分的文化自信, 但也要防止故步自封。 中华

文化自古以来就有包容多样的特征, 对其他文明既要看到短处, 也要看到长处, 既不盲目迷信,
也不简单排斥, 而是以我为主, 正确看待中华文明与其他文明的关系。 既要有高度的文化自信,
抵御文化渗透, 维护文化安全, 也要有海纳百川吸收其他文明长处的胸怀, 这是辩证统一的。

四、 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基本策略

抵御学术殖民, 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 学界人人皆可作为。 当前可重点在六个方面发力。
第一, 坚持独立思考, 弘扬批判精神。 质疑批判是中国文化的精神, 更是马克思主义的鲜明

特征, 也是科学精神的基础。 学术创作传播中的无原则精神臣服是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大忌。 文

明互鉴不是以洋为正、 以洋为高, 也不是片面强调中西平等, 而是保持精神独立性和文化自信的

批判吸收。 对西方学术应努力做到 “尽信西方书不如无书”, 不盲从、 不迷信, 勇于质疑、 勇于

批判, 善于冲破西方 “信息围墙” 和 “学术陷阱”, 增强学术和知识的真理性, 在指导思想、 学

科体系、 学术体系、 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 中国风格、 中国气派、 中国精神。
第二, 认识西方本质, 树立斗争意识。 爱德华·萨义德 (Edward Wadie Said) 在 《文化与帝国

主义》 中说: “文化成为了一个舞台, 各种政治的、 意识形态的力量都在这个舞台上较量。 文化不

但不是一个文雅平静的领地, 它甚至可以成为一个战场, 各种力量在上面亮相, 互相角逐。”① 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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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文化、 学术、 舆论场从来不是百花齐放的花园, 而是思想角力的战场。 如果没有斗争意识, 构

建自主知识体系就会成为空话。 只有树立斗争意识, 勇于斗争、 善于斗争, 才能打破西方学术话

语垄断, 开启知识创新的大门。
第三, 培养领军人才, 发挥引领作用。 一是大力培养具有爱国主义精神的学术领军人才、 学

术传播人才。 钱学森、 李四光、 竺可桢、 苏步青、 华罗庚等老一辈学术领军人才忠于祖国, 敢于独

立思考, 打破西方的学术禁锢, 为中国学术发展进步作出榜样。 二是加强学术研究中的爱国主义教

育、 独立自主教育、 中华文化教育、 马克思主义教育、 国家安全教育。 三是发挥国家出版基金、 国

家社会科学基金、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的指挥棒、 风向标作用, 鼓励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和创新。
第四, 鼓励守正创新, 提升传播技巧。 坚守正道, 遵循实践检验标准、 实事求是标准、 人民

至上标准, 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不动摇, 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动摇, 坚持党的领导地位

不动摇, 坚持中华文化立场不动摇。 在守正基础上砥砺学术创新精神, 鼓舞学人 “敢为天下先”
的勇气, 善于打破 “西方中心主义” 思想禁锢, 敢于说前人没有说过的话, 敢于说洋人没有说过的

话, 让学术创新活力之泉充分涌流, 不断涌现新成果。 借鉴西方经验, 提升学术传播技巧, 调动各

方力量, 构建立体化、 全方位的中国学术对外宣传渠道, 加大中国主流学术思想的对外传播力度。
第五, 普及汉语应用, 打牢文化基础。 扩大全球汉语应用是低成本传播中国学术声音、 扩大

中华影响力的语言基础。 随着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 全球已有 180 多个国家开展中文教学, 81
个国家将中文纳入国民教育体系。 但中文推广普及与中国社会经济蓬勃发展的现实与博大精深的

中华文化还不相称, 还需要进一步开动脑筋, 借鉴英语推广经验, 加大中文推广力度。 加强与各

国政府、 学校、 企业和社会组织的合作, 以需求为导向, 推广国际中文教育标准, 制定教学大

纲, 开发体现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教材教辅和教学工具, 借助网络传媒, 利用信息化智能化手段

扩大教学, 加大中文出版物的国际推广, 创造中文教育新格局, 发挥中文在传播学术、 文明互

鉴、 沟通民心、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的基础作用。
第六, 抵御渗透操纵, 优化学术管理。 树立文化安全意识和忧患意识, 大力解决学术界存在

的缺乏精神文化独立意识和 “被殖民无意识” 的精神状态, 防范、 抵制和瓦解西方理论操纵、
教育操纵、 组织操纵、 语言操纵、 舆论操纵。 既要保障学术自由和正常学术交流, 创造 “百花

齐放、 百家争鸣” 的活泼氛围, 又要加强文化、 媒体、 舆论管理, 警惕和防范西方通过学术交

流、 慈善助学、 人员培训、 科技合作等方式进行不良渗透, 牢牢把控基础学术范式和正确话语导

向。 端正学术评价体系, 清理洋刊迷信、 洋高校排行榜迷信, 纠正学术活动中的西方化、 资本

化、 教条化、 买办化等不良倾向。

(李启咏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 福建江夏学院公共管理硕士

研究生兼职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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