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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是个挺大的事情。  

金然：以引起大家的思考。  

方菲：我想主要是想引起大家的思考，那另外

呢，在这其中，你要想认清它也很不容易，所以有时

候还是要（与党文化）保持一种距离。  

唐柏桥：因为我记得哈威尔（捷克前总统）说

过一句话：如果你要反对它的话，反对共产党的话，

你要用共产党的思维方式和语言方式，你是永远战

胜不了它。所以你只有恢复自然，恢复你的本性，

人性的东西才能战胜它。  

方菲：感谢唐柏桥先生做我们的嘉宾，我们也

多谢我们的观众，下次节目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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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上帝的话，上帝说了，人人平等。  

金然：嗯，要博爱。  

唐柏桥：天主教连打胎都反对的。是吧，怀了

胎了，他就是生命了，所以这样的话，你就不会认同

这种东西。我觉的重要的是，当你有了信仰的时候，

你就会对“阶级斗争”这种词啊，“无产阶级专政”，

你听到这种“专”啊，“政”啊，什么“国家镇压机

器”啊，“掀起一场什么革命新高潮”啊，什么要“深

揭狠批”等，什么“拨开别人的画皮”啊，就是这种

话在人民日报经常会看到。当你有信仰，一般来说，

你对这种词本能就会反感。  

第二个，我觉的就是海外，尤其是港台，保持了

很传统的文化，你看我们到 chinatown（中国城），

你看中华公所，耍狮子啊。他们保持的这种文化，

这种文化对中国大陆人的冲击很大。大陆人一见到

什么东西就说：“这不咋的”。什么东西都是：这有

什么了不起啊？小心啊，小心啊，他会整你。  

金然：长此以往，这个社会的氛围就会……  

唐柏桥：台湾人永远不会讲“整”，你从来不会

听台湾人说，“你小心啊，有人会整你啊”，因为台湾

人不会这么揣测的。  

方菲：我想我们今天讲到党文化这个话语系统

只是相当表面，浮光掠影讲了一下，因为这个事情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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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使这个人放弃了希望，人开始变得不严肃，对一种

邪恶，或者对一种不正确的东西，抱着一种自暴自弃

的态度。比如说，你这样了，那我不理你了。好象

有名的一句话，“我是流氓我怕谁？”它有一篇作品

叫《顽主》，那种词，就是那种“我是流氓我怕谁？”，

如果当你有这种心态的时候，当你面临流氓的时候，

你就不想采取任何措施。反正大家都是流氓嘛。所

以真正的态度-- 正确的态度应该是，面对这种邪恶

和面对这种不正确的东西的时候，应该有一种理性

的姿态，我们去批评它，我们指出它的不正确，然后

我们用一种正确的方式代替它。  

方菲：我想很多人如果它意识到这种话语系统

的不好，他想自动的去摆脱，这样做，尽管也是很难。

可是有很多人他如果是认同这种价值观，或者是他

不认为这套语言系统不太好，那些人怎么去摆脱这

个话语系统呢？  

唐柏桥：一个就是信仰的力量，因为多数人，

我总结出来：都是无神论者，所以无神论者讲话都

是带有很多暴力之情，残忍，比如关于镇压法轮功，

镇压六四。他们说：那我们也是可以原谅，可以理

解的嘛，中国这么大，有些人要作出牺牲的嘛，为了

换来稳定，换来国民经济发展。但是如果你有信仰，

 3 

 
【漫谈党文化】--新唐人电视台   

――《侃侃而谈》节目 

第九集： 很多人的“对政治不感兴趣” 

 就是政治 
【明慧网二零零七年一月三日】 

在给一些人传《九评》、劝三退时，常常听到一

些中国人说：“我对政治不感兴趣”，甚至说：“你离

我远一点，不要跟我说这些。”  

他真的对《九评》不感兴趣吗？他连里边的内

容都没看，怎么就知道与他无关呢？如果与他有关，

怎么就能说不感兴趣呢？其实这话只是在重复中

共告诉他的话而已。  

他说他对政治不感兴趣，可是他在中共搞的政

治运动中或者重大事件中必须口头和书面表态和

中共“保持一致”；  

他说他对政治不感兴趣，可是他说的、他写的、

在网络传递的消息都不敢超出中共所允许的范围；  

他说他对政治不感兴趣，可是他必须和中共的

敌人（包括他的亲人）划清界限，甚至助纣为虐、

落井下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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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他对政治不感兴趣，可是他已经不知不觉

的习惯于不明是非、不想当自己的家，自己都不能

决定要看什么、听什么……。这叫“不感兴趣”吗？  

其实，他所说的他对政治“不感兴趣”，是唯恐

自己一不小心就触了中共埋的雷，这种“不感兴趣”

的本身就是中共搞政治所希望看到的结果，而这“不

感兴趣”的人本身又在起着维护中共邪恶专制统治

的作用。可笑的是：这些人一面自己在维护着中共

的邪恶政治，另一面却在指责帮助他了解真相的人

在搞政治。真是被邪恶中共弄的黑白颠倒，自己还

浑然不知。  

有人说西方国家的人也有对政治不感兴趣的

呀。是的，西方是有对政治不感兴趣的人，可是他们

拥有参政、议政的权利；他们拥有维护自己权益的

权利；他们拥有了解真相的权利；他们拥有自由表

达自己意愿的权利，只是他们不想去操政治的心而

已。这与在中共统治下的百姓，什么权利都没有的

所谓“不感兴趣”根本就不是一回事！  

有人说我为什么要感兴趣啊？中共干坏事跟

我有什么关系，我自己做个好人就行了。也许你没

有直接的去杀人、迫害人，可是你为了眼前的利益

和安宁，置良知、道德、正义于不顾，听任中共杀害

 13 

贝尔奖里面主要是自然科学，然后社会科学只有文

学，诺贝尔和平奖挂点边。其他都是自然科学，而中

国社会科学院非常发达。社会科学院里面主要部份

就是马列所，政治所，这个所，那个所。而这些所的

人基本上就是用来研究这一套系统，怎么使用这套

系统，怎么美化这套系统。这是第一个，系统化进行

学术研究和理论研究，创造这一套词。  

第二个，它有整个国家机器归它所用，整个国家

机器都来为这些词进行宣传。所以它一旦创造了一

种新词，比如说“三个代表”，一出来。现在胡锦涛

叫什么，我都忘了，什么八…  

方菲：“八荣八耻”，听起来像日本人进村一样。  

唐柏桥：这个东西，我相信没人能背得出来，

但它就简称“八荣八耻”，所以我们过去小时候上

学时讲--“五讲四美三热爱”。一种运动要起来了，

它想要做某件事情，它就通过全国的文宣机器，散

布出去。  

金然：还有一种现象，就是社会上来看，普遍的

有一种调侃的现象，像王朔那种，小说里面的那种语

言。你是不是认为也没有什么问题？因为它好象有

些都是反意了，和原来的意思是相反的。  

唐柏桥：我觉的这个要从两个层面。一个层面

讲，它起到一定的进步作用，那个东欧，灰色文学，

但是这个从长期来讲它是有害的。为什么呢？因为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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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你要想回忆那段时间的时候，你就必须回忆起那

段音乐，而且当你回忆起那段音乐的时候，你就必

须回忆那些生活。它结合起来。每个人都会对自己

的过去回忆，当你回忆的时候，你就会回忆起“东

方红”那种歌曲，想起来“伟大领袖”毛主席等类

似的歌曲。然后，它就是强迫你去回忆对它有利-- 

歌颂它的那些文艺作品。  

方菲：你说这个重复性，那是肯定的，因为都在

这个环境中，肯定会受到它的宣传的影响。  

唐柏桥：然后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它的系统化。

它能够把这个49年以后，可以说是创造一个庞大的

党文化的系统，这是非常难的，因为从这么短的历史

时期，而且这么多人很快接受它。所以它这个系统

性，主要是从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从学术上，从理

论上，它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去进行研究，就象当时

把繁体字变成简体字一样的，就象那种历史工程，

大家都知道中国有两大科学院，一个是自然科学院，

一个是社会科学院， 这两个都属于部级的，社科院

和自然科学院的规模一样大，这样大的规模在全世

界是极少的。  

方菲：是吗？  

唐柏桥：因为科学这个角度，主要现在来讲是

自然科学占主要部份，你 比方说诺贝尔奖，你看诺
 5 

无辜，这能否算一个好人呢？就算你无能力制止中

共杀人，那么中共在干着杀人、迫害人的勾当，你却

不肯退出中共，你不就是其中的一员为它站脚助威

吗？再说了你已经向共产邪灵发过毒誓要将终身

献给它，天要灭中共的时候，你怎么脱离干系、逃脱

惩罚？  

其实，如果只对眼前的利益感兴趣，看起来很

“现实”，其实并不现实——如果你的命都要没有

了，你眼前忙乎、关注的那些利益都给谁忙乎啊！

如果你对自己的命都不感兴趣了，你还能对什么感

兴趣呢？天要灭中共了，你还在用“不感兴趣”去

推脱、搪塞，那不是在害你自己吗！不要再自欺欺

人了，赶快找真相、明真相、赶快退出邪灵中共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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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集：党文化的话语系统 

方菲：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侃侃而谈”

的漫谈党文化系列节目。  

金然：这一集我们谈什么内容呢？我们还是先

按惯例看一段场景，然后我们再来聊。    

----------------------------  

场景：被采访人（面对采访镜头）：在各级领导的

直接关怀下，我们的儿童乐园终于建成了。这是党对下

一代关心的体现。是政府为人民币办事。  

女记者（手持提示板）：错了，是人民，不是人民

币。再来一遍。预备，开始。  

被采访人：在各级领导的直接关怀下，我们的儿童

乐园终于建成了……  

------------------------------  

方菲：刚才这个场景中这人说的话，对我们来

说听上去都挺可笑的。但是在中国大陆，他们可是

天天都听类似的话。  

金然：这也就属于党文化中的一些套话。那今

天我们就正好谈这个话题。我们请来的嘉宾是哥伦

比亚大学的国际事务学者唐柏桥先生。  

方菲：唐柏桥先生，你刚才也看了这个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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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暴乱，所以这个是重复性的。这个方面，我们看，

过去 明显的，

就是文革以后的

八个样板戏，你

看文艺作品的时

候，它不让你看

其他东西，它就

让你看样板戏，

看什么“我家的

表叔有无数…”（样板戏“红灯记”台词），然后就

是革命亲情，然后就是什么大义灭亲，然后你就无形

中感到生活中只有这个东西，你就认可这个价值观。  

方菲：你说到样板戏，我自己是满有感受，因为

有时卡拉 ok，自己的亲朋好友，他们就会自己唱样

板戏，其实对他们来说不是说这个多么好听啊，或怎

么样，我觉的那是一种怀旧心理的情绪。实际上人是

很受音乐，文艺这种形式的影响，那么在那个年代，

样板戏给他一个怀旧的情绪。他本身也是一定受到样

板戏内容的影响。  

唐柏桥：共产党也确实在这方面很厉害，在“长

征”的时候，它们就有文宣队伍，它就把音乐，把艺

术，把你生活中的时段，给你占有了。占有了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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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革命强加进去了。所以它就认为杀人啊，镇反，

三反，五反，这一切，它就变成革命的一种方式或一

种内容，它就把它正确化了。  

所以当年 89 年的时候，我当时是学生，被抓进

去的时候，它们说我是反革命，我说我承认是反革

命，因为什么呢？革命本身不好，你要杀人，我反对

你杀人。所以现在不是我是罪人，是你们是罪人。

所以你们现在把我抓进来是黑白颠倒。所以当时那

些干部都觉的无话可答。  

方菲：唐柏桥先生，这个党文化的话语系统是

相当庞大的系统，而且，很多人好象在生活中都不自

觉都在用它的一些词汇，那这个过程都是怎么形成

的？你能不能讲一下？  

唐柏桥：我觉的它主要就是两种方式，一个就

是反复重复，就是我们经常听到一句话：“谎言说了

一千遍，就变成了真理”，这个是共产党 善于用的

东西，比如林彪当年很有名的一句话，叫“毛主席语

录要天天讲，天天学”。所以“早请示，晚汇报”。它

要把一种东西强化给你，然后你慢慢变，从开始不接

受，变成怀疑，变成接受。所以它就天天要这么讲。

比方说反革命暴乱，89年，开始的时候，没有一个人

心里能接受，它讲久了以后，人家就觉的好象是反革

 7 

能不能请你简单的先讲一下这个话题。  

唐柏桥：党文化这个特征主要是两个方面的问

题。一个是形式上的。形式上，我们经常听到说党

八股，也就是党文化的那一套形式。你比如说人民

日报的文章，我们经常会看到，一开头就说形势一片

大好啊，然后就说我们这次开会的伟大意义啊，然后

就说什么七五计划？八五计划，我们有宏伟的目标

啊，然后就说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加强思想领导啊。

这是党文化的格式。另外一个就是党文化的语言体

系有一套内容。它的内容概括起来说，这套体系就

是用来美化他们，美化共产党和它们的领导人。比

如说，伟大领袖啊，伟大光荣的政权，共产党的辉煌

成果等等，新社会，旧社会啊，把这种政权合法化-- 

美化。另外一种就是强调一些它们所作所为的正确

性，比如说无产阶级专政啊，这“专政”本来不是个

好东西，是一个负面的政治概念，但是加上无产阶级

专政以后就变成了一个正确的概念。所以主要是形

式上，内容上这样一个角度。我们把党文化这个语

言体系归纳起来的话，就是这么一个角度。  

金然：但是现在的人，我看很多人用那些词，

刚才你提到的这些词，他是觉的好玩，并不是真把它

当真，是不是如果这样用，也未尝不可，没有什么影

 10 

力革命强加进去了。所以它就认为杀人啊，镇反，

三反，五反，这一切，它就变成革命的一种方式或一

种内容，它就把它正确化了。  

所以当年 89 年的时候，我当时是学生，被抓进

去的时候，它们说我是反革命，我说我承认是反革

命，因为什么呢？革命本身不好，你要杀人，我反对

你杀人。所以现在不是我是罪人，是你们是罪人。

所以你们现在把我抓进来是黑白颠倒。所以当时那

些干部都觉的无话可答。  

方菲：唐柏桥先生，这个党文化的话语系统是

相当庞大的系统，而且，很多人好象在生活中都不自

觉都在用它的一些词汇，那这个过程都是怎么形成

的？你能不能讲一下？  

唐柏桥：我觉的它主要就是两种方式，一个就

是反复重复，就是我们经常听到一句话：“谎言说了

一千遍，就变成了真理”，这个是共产党 善于用的

东西，比如林彪当年很有名的一句话，叫“毛主席语

录要天天讲，天天学”。所以“早请示，晚汇报”。它

要把一种东西强化给你，然后你慢慢变，从开始不接

受，变成怀疑，变成接受。所以它就天天要这么讲。

比方说反革命暴乱，89年，开始的时候，没有一个人

心里能接受，它讲久了以后，人家就觉的好象是反革

 7 

能不能请你简单的先讲一下这个话题。  

唐柏桥：党文化这个特征主要是两个方面的问

题。一个是形式上的。形式上，我们经常听到说党

八股，也就是党文化的那一套形式。你比如说人民

日报的文章，我们经常会看到，一开头就说形势一片

大好啊，然后就说我们这次开会的伟大意义啊，然后

就说什么七五计划？八五计划，我们有宏伟的目标

啊，然后就说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加强思想领导啊。

这是党文化的格式。另外一个就是党文化的语言体

系有一套内容。它的内容概括起来说，这套体系就

是用来美化他们，美化共产党和它们的领导人。比

如说，伟大领袖啊，伟大光荣的政权，共产党的辉煌

成果等等，新社会，旧社会啊，把这种政权合法化-- 

美化。另外一种就是强调一些它们所作所为的正确

性，比如说无产阶级专政啊，这“专政”本来不是个

好东西，是一个负面的政治概念，但是加上无产阶级

专政以后就变成了一个正确的概念。所以主要是形

式上，内容上这样一个角度。我们把党文化这个语

言体系归纳起来的话，就是这么一个角度。  

金然：但是现在的人，我看很多人用那些词，

刚才你提到的这些词，他是觉的好玩，并不是真把它

当真，是不是如果这样用，也未尝不可，没有什么影



 8 

响。  

唐柏桥：实际上影响是很大的。我们 90 年代

的，我们叫E时代的一些年轻人。他们就觉的，你看

我们从小没有受文革的影响，我们也觉的文革不好。

但是我们用这些词的时候，比如说，毛主席啊，伟（伟

大）光（光荣）正（正确）啊，等等这些东西。他

觉的无可厚非。实际上不对。为什么呢？  

你在用这个词的时候，你的大脑就潜移默化的

受影响。比方说我刚刚提到的旧社会，如果你在用

“旧社会”的时候，“旧”本身就是个不好的概念。

所以你只要用“旧”的时候，你本能的就认为是个

反面的东西。比如“新社会”，你用“新”的时候，

就是个好的东西。所以尽管你觉的 49 年这个政权

是不好的，但如果你天天用“新社会”的话，你就会

觉的这个政权不是不好的。  

所以我们说，话语体系其实是一种概念，当你用

某种话语体系的时候，你就跟着创造这种话语体系

的人的这种概念走，它实际上就是强迫你接受它的

价值观。比如“阶级斗争”，你如果天天用“阶级斗

争”，”“纲举目张”，你天天这么讲的话，你就会认可

阶级斗争这种概念。  

金然：那么你刚才提到说这是个系统--话语系

 9 

统。那既然是个系统，那么就是个完整的东西。能

不能比较系统的讲一讲它具体有什么？  

唐柏桥：话语系统，它主要就是有几个方面。

一个方面就是把它的行为合理化。像我刚才提到的

“无产阶级专政”，“革命”。  

比方说，他们一般都是喜欢暴力，比方说镇压。

镇压，在从古到今，在英文里讲都是不好的。都是负

面的，一个统治者对人民的镇压。但是比如说镇压

反革命的时候，就变成正确的，比如 89 年，镇压反

革命暴乱，其实它是镇压学生运动，它只是把学生革

命变成反革命暴乱，前面的镇压就变成了一个正确

的词。  

方菲：其实你说到“革命”这个词，其实这个

词本身不是什么好词，你想，革人的命。但是它现在

是个正面的词--在党文化里。  

唐柏桥：对，革命这个词，是翻译过来的，

revolution，不是革人的命，但翻译的时候就用了一

个很血腥的词。revolution的意思就是一个本质的

变化，而且是一个正确的飞跃，信息革命，电脑，一

个旧的形式到了一个新的形式，往前发展的一个形

式。但是呢，革命在中文里，就是因为共产党，它们

发明革命这个词以后，就是革人的命，所以它就把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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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柏桥：话语系统，它主要就是有几个方面。

一个方面就是把它的行为合理化。像我刚才提到的

“无产阶级专政”，“革命”。  

比方说，他们一般都是喜欢暴力，比方说镇压。

镇压，在从古到今，在英文里讲都是不好的。都是负

面的，一个统治者对人民的镇压。但是比如说镇压

反革命的时候，就变成正确的，比如 89 年，镇压反

革命暴乱，其实它是镇压学生运动，它只是把学生革

命变成反革命暴乱，前面的镇压就变成了一个正确

的词。  

方菲：其实你说到“革命”这个词，其实这个

词本身不是什么好词，你想，革人的命。但是它现在

是个正面的词--在党文化里。  

唐柏桥：对，革命这个词，是翻译过来的，

revolution，不是革人的命，但翻译的时候就用了一

个很血腥的词。revolution的意思就是一个本质的

变化，而且是一个正确的飞跃，信息革命，电脑，一

个旧的形式到了一个新的形式，往前发展的一个形

式。但是呢，革命在中文里，就是因为共产党，它们

发明革命这个词以后，就是革人的命，所以它就把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