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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种社会思潮，反智主义或“反智论”是与

“理智主义”或“理性主义的”相对而言的一系列的

思想倾向。这种思想倾向的原因非常复杂，其存在

的历史十分悠久，并且由于不同人群认知的差异，使

带有这一思想倾向的认识和行为渗透于社会生活的

方方面面。近年来，全球化的进一步发展受到影响，

逆全球化回潮。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突袭全世界，

使得在反智主义思潮下的反智主义行为成为一种突

出的政治文化现象，甚至成为一种特别的政治经济

操作。如何看待和应对这一思潮以及在此思潮影响

下的国家和民众行为，是需要认真对待的问题。

2020 年反智主义思潮的新动向表现

在对科学认知的全面否定、极端民主主义

泛滥、保守主义回潮等方面

在人类认识世界的过程中，“反智主义”的影子

从来没有消失过。人类对世界的认识是从蒙昧走向

理性、从经验走向科学、从片面走向综合的过程。在

这个过程中，始终存在着“理性”和“非理性”的斗争。

当我们能够从资本主义发展的大历史中去观察反智

主义的时候，就会清楚地认识到，反智主义的发展绝

不仅仅是由于信息技术的进步，绝不是因为谷歌或

推特以及各种娱乐 APP 所带来的认知的碎片化，而

是由于资产阶级为维护自己的统治和利益进行的有

目的的行动。尽管这一行动可以贴上“民粹主义”

甚至“爱国主义”的标签，甚至如特朗普竞选口号中

的“美国至上”或为拉选票而高喊的“我热爱教育程

度低的人”。一般而言，反智主义思潮似乎主要表现

为对于智性、知识的反对或怀疑，认为智性或知识对

于人生有害而无益，以及对于知识分子的怀疑和鄙

视。但从 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和国际关系

的走向看，对于知识的反对和对知识分子的怀疑已

经只是这一思潮的“原始状态”。反智主义思潮的新

发展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对科学认知的全面否定。新型冠状病毒

是全新的病毒毒株，全世界的病毒学家进行了深入

的研究，得出的基本结论是新型冠状病毒是冠状病

毒的新变异；同时，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方面的基

本共识是物理隔离和疫苗研制。但是，即便是世界

最权威的卫生机构世界卫生组织的警告、世界最权

威的病毒学家的研究成果，都没有能够使一些主要

国家的政府作出正确的防疫措施，也没有使相当国

家的民众掌握自我保护的基本规范。一些国家不断

宣称这只不过是一次比较严重的流行性感冒，以误

导民众。而这些国家的民众竟然深信不疑，并在自

由、人权等理念下违背科学家的警告，导致全球疫情

愈演愈烈。这已经不是对知识的怀疑和质疑了，而

是完全的不相信或全面否定。西方国家民众这样的

认知能力和认知方式，恰恰是政府错误引导的结果。

反智主义为何成为一种
突出政治文化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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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狭隘的、极端的民主主义泛滥。这一方面

是西方政党政治弊端的一种现实反映，也是长期积

累的深层次矛盾的总爆发。美国各地由于黑人被警

察虐杀而导致的种族冲突及其扩大化，至今没有相

应的可靠的处理手段。如果说总统竞选是“政治上

的需要”的话，种族冲突对美国社会的撕裂则实际

上是其内部矛盾长期积累的结果。美国的有色人种

在整体上处于社会下层或底层，实际上是受到剥削

和压榨的群体，但是由于这个群体认知上的不足，只

能将受到不平等遭遇的愤怒引向对其他有色族群，

从而导致社会动荡的加剧。因此，反智主义思潮的

新发展的另一个方面形成了“马太效应”——“穷

人之间的争斗”，而恰恰这成为了可以被政客利用的

工具。

最后，保守主义、麦卡锡主义甚至法西斯主义的

回潮。反智主义思潮在 2020 年的一个典型表现是为

资本主义世界发展面临的问题找“替罪羊”。在整个

资本主义世界面临着由于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的

措施不力而带来的一系列经济政治社会问题的时候，

一些国家将其内部问题外部化、政治化，甚至不惜动

用政治抹黑、贸易制裁、科技封锁、军事威胁等各种手

段，对别国进行全方位的极限施压，并利用西方资本

主义国家在新闻传播等领域“软实力”的优势进行舆

论压迫。这种情况说明，疫情这一导火索，已经将资

本主义内在的矛盾以一种特别的方式表现出来。

反智主义思潮在 2020 年显示出将愚

昧大众和培植精英结合在一起的新动向，

未来，这一思潮有进一步加剧的趋势

伴随着国际关系的复杂变化，反智主义思潮在

2020 年显示出新的动向可能会进一步蔓延。从反

智主义思潮产生和发展的条件上说，未来这一思潮

很可能有进一步加剧的趋势。

首先，愚昧大众和培植精英相结合。反智主义

思潮的新发展方向是将愚昧大众和培植精英结合

在一起，利用大众的“愚昧”来实现“精英”的利益。

这一结果显然不是短期实现的，而是长期对大众的

钝化教育，比如“娱乐至死”“自由至上”等观念的

长期灌输和实际上的具体操作，进一步将大众和精

英阶层隔离。而精英阶层有的上升为“精英阶级”，

有的也获取了较高的社会地位，为了维护自身利益，

将专业化的知识转变为蒙蔽大众的工具。随着科学

技术的发展，分工进一步细化和专业化，劳动者已经

深深地隶属于资本，金字塔型的社会结构使得绝大

多数的人只能接受基本的生存方面的知识，使得认

知能力难以提高，而居于金字塔顶的精英阶层，则可

以利用权力和专业知识对绝大多数的人进行思想引

导和控制。

其次，混淆视听和精准打击相结合。疫情期间，

欧美等媒体为了缓解防疫抗疫措施不利带来的负面

影响，将矛头指向中国。一方面，由于长期的信息屏

蔽和虚假信息的灌输，中国似乎不可能成为抗疫的

“模范生”；另一方面，尽管世界卫生组织多次指责

西方国家不能使用诽谤侮辱性字样，但是依然不能

阻止这一认识的扩散。所以，当反智主义思潮已经

从对知识的怀疑转变成“政治正确”的时候，恰恰说

明，这一思潮的新动向已经不是一种认知层面的东

西，而是切切实实成为了一种行为方式。

再次，孤立别国和巩固联盟相结合。一定程度

上，2020 年度的反智主义具有了政治操弄的色彩，

必然在行为上形成对某些国家的挤压和孤立。但是，

在全球化、信息化时代，信息的屏蔽以及反智主义的

行为并不是总能成功。

最后，破坏秩序和重构秩序相结合。2020 年度，

反智行为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对国际秩序的破坏。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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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西方国家以其经济军事实力向全世界施压，力图削

弱欧洲、搞乱中东、分离亚太。这些所谓的“长臂管辖”

成为反智主义思潮在政治层面的最新发展动向。

加快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在人才、科

技、金融等关键领域和环节形成安全可控

的系统，才能够从根本上消除反智主义思

潮及其行为的负面影响

当反智主义思潮已经由一种文化现象转变为欧

美国家的一种政治行动的时候，我们必须破除反智

主义思潮的负面影响。对此，在研究、宣传反智主义

思潮的来源、内容和本质的同时，还需要有具体的举

措，破除由于反智主义思潮及其行为对我国发展造

成的障碍。

保持战略定力，应时而动、化危为机。2020 年 9

月 1 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

会议时强调，“要继续用足用好改革这个关键一招，

保持勇往直前、风雨无阻的战略定力，围绕坚持和完

善中国特色社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推动更深层次改革，实行更高水平开放，为构建新发

展格局提供强大动力”。可见，在危机中育新机、于

变局中开新局，是破解反智主义思潮及其行动的最

好方法。“他狂由他狂，明月照大江；他横任他横，

清风拂山冈。”只要我们坚定“四个自信”，坚决做到

“两个维护”，保持战略定力，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

反智主义思潮及其行为就不会成为前行的障碍。

从 2020 年反智主义思潮的表现及行为方式来

看，借助于互联网等现代传播手段和长期形成的话

语霸权，在国际舆论场上对我国造成了一定的负面

影响，使我国处于不利的舆论地位。究其根本，除

了美欧肆意、故意的抹黑之外，对国际舆论话语权

的掌控是它们得以实现其政治目的的重要原因。

由于信息技术发展所导致的自媒体、融媒体的广泛

发展，口号式的宣传具有了更加“反智”但是却“有

效”的方式。无论是国外的推特还是国内的微博等

媒介工具，适应了标语口号式的简短宣传模式。而

更多的视频 APP 和信息交流工具的存在，使得碎

片化的认知可以迅速地得以传播。相反，理性的、

真正的事实被无情地忽视了，导致了造谣的成本远

远小于辟谣的成本。甚至由于公众对官媒普遍存

在的“不信任”和“忽视”，带有强烈的反智主义色

彩的内容更容易传播和记忆。作为媒体发展的这

一负面影响，客观上使反智主义思潮能够更加迅捷

地大行其道。所以，如何将真相传递给西方国家的

民众，是我们的外宣部门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因

此，突破互联网信息传播的“屏障”，将真实的中国

声音传递给西方民众，掌握或强化国际话语权，是

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应对反智主义思潮及其行为，最根本的还是综

合国力的强大。当前最极端的反智主义行为就是对

中国的全面遏制甚至扼杀，我们必须认识到，当反智

主义思潮已经在现实中成为一种实实在在的行为，

已经成为一些西方大国的战略的时候，只有用硬实

力才能够最好地进行回应。中国已经稳居世界第二

大经济体，具有世界最全的产业体系和最大的单一

市场，但是在一些关键核心技术领域仍然有很多短

板和弱项，必须在新型举国体制下，加快自主创新能

力建设，在人才、科技、金融等关键领域和环节形成

安全可控的系统，才能够从根本上突围，反智主义思

潮及其行为也才能真正地得到消除。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教授、博

导，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

学创新智库秘书长，转自《人民论坛》2020 年第 12

月下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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