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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几年来，民粹主义越来越成为理论界热议的焦点问题。人民论坛问卷调查中心从2010年开

始，连续五年推出了年度最受关注的十大思潮的调查评选。根据调查结果，民粹主义的排名呈逐年上

升趋势，从 2010年还没有进入十大最受关注的思潮行列，到 2014年一跃进入前五，排到了第四位[1]。

与此同时，该调查中心在 2012年还进行了一项关于中国公众民粹化倾向的调查，调查数据显示，有

49.5%的受访者具有民粹化特征，其中的31.3%属于民粹特征显著群体[2]。可以说，这两个调查都从一

个侧面表明了民粹主义在当代中国的确是一个比较值得关注的问题。

一、民粹主义的内涵与特征

民粹主义是一个极具争议的术语，带有很大的模糊性和歧义性，以至于学界至今还没形成一个比

较明确并受到普遍认可的民粹主义的概念和理论体系。国内学者对民粹主义的定义大致可分为三

类：情境型概念，复合型概念和类型学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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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人民论坛问卷调查中心：《2010-2014社会思潮动向调查分析报告》，〔北京〕《人民论坛》2015年第1期。

[2]人民论坛问卷调查中心：《中国公众的民粹化倾向调查报告（2012）》，〔北京〕《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2年第1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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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境型概念通常是基于民粹主义产生的两个源头——俄国民粹派的实践和美国的人民党运

动——来定义民粹主义，进而形成两种语境下的民粹主义：社会主义语境中的民粹主义和西方语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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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时代使得大众同时具有信息接受者和发出者的身份，大众的意见和诉求可以在网络上得到充

分地表达。同时，不同于传统媒体对政府官员等精英群体通常下正面和正规的报道，网络中有关政府

和官员的信息多是争议性的甚至是消极负面的，诸如无视人民诉求、与人民预期不符的政策，官员的

丑闻以及某些缺乏诚信和仗权欺民的事件等等。网民也会将在现实中对官员等精英群体的不满借助

网络表达和宣泄出来。

不可否认，某些官员、富豪或知识分子确实存在言行失当，甚至违纪违法的问题，对其进行谴责和

批评也是理所应当的。同样的，站在人民一边，为人民的利益奔走呼号也符合“为人民服务”这一价值

观。但问题就在于民粹主义的极端性——很多情况下人们攻击的对象常常由“问题精英”或“问题官

员”变成了全体精英和全体官员，倾向于把精英等强势社会群体一棍子打死。当前在网络上“凡商必

奸”，“凡官必贪”，“当官的没有好东西”等诸如此类的偏激观点随处可见，而“砖家”、“叫兽”这种戏称

更是对知识精英群体最常见的贬损。这种极端和偏激色彩也正是民粹主义的一个核心特征。在问题

面前，极端的民粹主义情绪不仅无益于问题的解决，而且还人为地制造了平民大众和精英群体之间的

对立，很容易导致社会矛盾的激化和阶层分裂。

2. 文化民粹主义 文化民粹主义是由一些通俗文化专业学人所作的知识分子式的界定，认为普

通百姓的符号式经验与活动比大写的文化更富有政治内涵[1]。文化民粹主义无限度地抬高民众文化

活动的地位，贬低和摒弃精英文化的教化与影响，认为普通百姓的文化活动比精英文化更有价值。它

忽视了文化的精神内涵和教化功能，使文化丧失了真正的批判精神[2]。

文化民粹主义在当前中国主要包括各类山寨文化、恶搞文化以及三俗文化。山寨文化通常是对

一些知名品牌以及官方电视节目的仿冒，比如山寨春晚，山寨新闻联播以及一些山寨品牌。恶搞文化

最常见的是对一些经典的文学、艺术作品或者历史人物的窜改或者恶意加工。三俗文化主要指只为

了追求收视率或博人眼球而粗制滥造的低俗、媚俗、庸俗的电视节目和文学作品，比如某些选秀、真人

秀节目以及网络小说。诸如此类的文化民粹主义多追求感官刺激和娱乐，不仅没有任何内涵和价值，

甚至挑战了文化的底线和尊严。

当前文化民粹主义产生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消费主义的流行。消费主义认为只要是大众需要

的、喜欢的就是合理的，就应当满足。消费主义造成了一种大众文化繁荣的假象，既然大众都喜欢，那

么就一定有其存在的合理性。有学者指出，文化民粹主义是一种极端平民化的“大众式狂欢”。“拜民

主义”的媒介生产，从经济角度讲虽然是行之有效的，但从文化内涵建设角度讲，它在需求层次的底端

求得了受众文化消费的“最大公约数”，但结果却导致文化内涵的低质循环[3]。

3. 民族民粹主义 民族民粹主义可以理解为是一种激进的民族主义。民族主义简单地讲是指以

自我民族的利益为基础而产生的思想或运动。有理性、温和的民族主义和偏狭、激进的民族主义之

分。可以说，任何一个国家都存在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密不可分。民粹主义将人民视为

一个整体，强调人民的团结统一，当这一基本价值遭到外敌威胁或人民主观地认为遭到外敌威胁时，

民粹主义就会很容易转变成民族主义，即强调民族统一和民族认同，本民族成员共同抵抗外国势力的

侵犯。这时民粹主义反对的重点也由国内转移为国外。尽管民粹主义有很大的模糊性，但不含糊的

是，所有形式的民粹主义都有一种民族关怀。因此，所有民粹主义或多或少是一种民族主义。基于

[1]转引自山小琪：《麦克盖根的“文化民粹主义”研究》，〔北京〕《国外理论动态》2008年第9期。

[2]杨东篱：《伯明翰学派与文化民粹主义》，〔济南〕《山东社会科学》2009年第3期。

[3]陈龙、陈伟球：《民粹化的媒介文化：从大众崇拜到“大众”文化崇拜》，〔太原〕《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3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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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民粹主义也可称为民粹民族主义，或民族民粹主义[1]。

在我国，民族民粹主义通常指对待民族问题的极端态度和行为。即在面对复杂的民族矛盾或国

际争端时，不是理性地思考并寻求解决矛盾的办法，提供有价值的建议，也不是以包容的心态寻求更

多的认同资源，而是通过极端、偏激是暴力手段来表达内心的不满以及所谓的爱国热情。通常情况

下，民粹主义主要是对内，即反对国内的官员、富豪、知识分子等精英群体，民族主义主要对外，诸如反

对外来移民以及那些敌视和威胁本国利益的外部势力。但很多情况下外部的负面影响会和内部因素

结合起来，成为引发或激化民粹情绪和行为的导火索。

三、当前中国社会中民粹主义的实质

尽管当前中国的民粹主义规模不大，缺乏足够的社会影响力，但是它的出现还是值得我们关注。

那么，当前中国社会出现的民粹主义，是不是像俄美历史上那样对社会主流价值和秩序的反叛呢？它

在中国的出现到底意味着什么呢？

1. 它是一种非制度化的政治参与 当前中国社会中的民粹主义在网络上主要表现为人民至上、

反对权势和精英群体的极端情绪和言论，走下网络，就是那些带有对抗性色彩的群体事件。这实际上

是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一种。这一方面与互联网的兴起和发展有关，网络空间相对的自由度激发了

民众前所未有的政治参与热情，但由于网络上缺乏相应的监管和责任审查机制，再加上网民的虚拟身

份，网络话语通常较为随意，比较感性化和情绪化，有时甚至是某种情绪的宣泄，比如网络泄愤。可以

说网络政治参与本身就是一种非制度化的参与方式。

另一方面，民粹主义作为一种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出现，与制度化参与的局限性有关。尽管近年

来公民参与的渠道迅速增加，但增加的主要是网络等非制度化渠道，常规的公民参与渠道依然明显不

足。甚至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这些法定的“民意代表”与其所在地民众之间也缺乏健全的联系机制。

当人民权益受损寻求救济和补偿时，制度化其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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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极端的民粹情绪和民粹行为。

3. 它主要反映的是对共同发展的渴望 中国目前正处于改革和发展的关键期和转型期，社会经

济的飞速发展既创造了大量机遇，也产生了很多矛盾和社会问题；既大大激发了所有群体快速发展的

愿望，但是又不能同时满足所有群体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也就是说，很多人民的绝对生活水平

和经济条件虽然有了改善，但是在改革中承受了较大压力或者并没有充分享受改革的红利，反而感受

到了自身发展面临的困境和压力。他们认为自身是底层人民群众的一员，希望通过民粹主义反映自

身的要求。当前引发民粹情绪或民粹行为的主要因素通常是快速发展带来的社会问题，它们多与人

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密切相关，主要是因为某些群体的经济利益受损或公共服务不足造成的，比较典型

的是涉及衣食住行的民生问题，如住房问题、医疗卫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