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郑永年!从田野里"长出来#的学者
!"#$

年
$

月! 郑永年出生在浙江余姚县的一个

偏僻农村!并不识字的父母养育了
%

个孩子!他排行第

&

!"那时!常常吃不饱饭!乡下人去买肉!都是挑肥肉# $

!"&&

年
"

月!郑永年高中毕业!在家务农!直到
$

年后知道了有考大学这回事!"运气好!在县中补习一

年后考得不错进了北大# $此前余姚县有位陈寿灿考

入了北大哲学系#

$'()

年
**

月
*&

日傍晚! 记者拨通长途电话和

在广州开会的郑永年聊起这些往事#他说自己本质上

还是个农民!如看天种地!喜欢从经验中观察中国和

世界的变化% 尽管受过中西方社会科学理论良好训

练!但不喜欢空谈理论!"田野调查法!我是天生就会

了的# $电话那头!他玩笑着!一句话的末了总要露出

几句乡音%他说自己还像农民一样对新生事物保持着

好奇心! 互联网& 各种新生组织都是他的研究领域!

"中国问题专家'媒体贴的标签吧!我对国际关系也很

感兴趣啊($记得三年前相约讲堂时!他就说可以讲讲

中美关系#

郑永年做客讲堂的消息上微信后!

+%

小时内报

名就接近了
,-'

人而被迫关闭#

深受上海听众喜爱的他!履历很简单)求学于北

大&普林斯顿%供职也很干脆)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

究所&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政策研究所#

$'*)

年是他

写专栏和入职
$'

周年!东方出版社为他再版了"郑永

年论中国$系列丛书!浙江人民出版社也再版了修订

版的*保卫社会+!中信出版社为他再版有
,'.

更新的

*中国模式+# 在*中国民族主义的复兴+再版序言中!

他写道) 我
$'

年前提到的问题似乎越来越有现实意

义!有些当年设想的场景正在一一发生,,

读郑永年的观点! 如同在解读中国
*"&%

年改革

开放后融入世界的成长&委屈和趋于理性# 依然难以

摆脱农业大国气质的中国!被有农村经历的郑永年解

释&批判&建构着!时而入木三分而令人错愕!时而贴

切而又让人情感复杂#

学者的独立!理性地生产"有
效知识#

讲座报名消息一出!就有学者称)你们请了两个

左派啊#

爱贴标签! 似乎成了近几年中国知识界的 "爱

好$!有的甚至以此站队#身在新加坡!被冠以"著名的

中国问题专家$! 但因为是中国人! 郑永年常被贴标

签#赞者有之!疑者亦有之#一年前!

/0

中文网发表了

对郑永年的访谈!媒体的标题总是触目---*郑永年)

最让我失望的是中国的知识界+! 他认为大陆知识界

不少人的思想被殖民化!在做着"西方的命题
1

中国的

证据$这类假知识!一时间在大陆学界引起轩然大波#

有一种声音嘲讽他不囿于国内体制机制的束缚而可

以放言#郑永年对此笑笑!和以往一样!他很少去回应

这种质疑# 在记者的采访中!郑永年认为!作为学者!

重要的任务是生产知识!关怀社会!而知识一定是"有

效的知识$#"就像产业要讲究升级!我们的知识&思维

也要晋级# $

在普林斯顿!哈佛"改变对西方理

论的崇拜

在他看来!"有效知识$的反面有两种# 一种是盲

目地迷恋西方理论!一种是分不清是自己是学者还是

从政者#

对于西方理论! 郑永年有着别样的体会#

(""-

年!郑永年告别了待了
"

年的北大---

&

年国际政治

系本科和研究生&

$

年执教! 来到普林斯顿攻读政治

学博士# 在北大读研时!他对西方理论产生了浓厚的

兴趣!受浙江人民出版社之邀!主编了"政治学译丛$!

西方经典政治学名著*政治学)范围与方法+等一批书

从手中翻出#"那时代!还是处在.五四/之后的向西方

求真理的阶段!自然是崇拜#$然而!到了西方学界!他

发现即便是西方人!很少将理论视为真理#"实证科学

的发展就是要不断验证的#$他开始观察西方社会#他

发现! 在西方教科书上所说的民主和实际相差很远!

于是他深入学校&走访政党!换来的是反思)西方近代

产生了主权国家!民主是主权国家的产物%中国近代

之前有国家但并没有主权!民主如何移植过来' 在西

方!美国是两党制!德国有
)

个主要政党!那么政党越

多就越民主吗'美国是市民社会!因为她是移民社会!

但法国的国家很强大! 那么公民社会的作用会一样

吗' 他悟道)其不同的文化&不同的国家!必然会有不

同的制度!何以成为普世价值呢'由民主入手!郑永年

有了自己的思考# 进一步!他开始关注那些原创的伟

大理论产生的时代背景#马克思为何在英国而非德国

写出了*资本论+' 亚当0斯密要呼应哪些现象才发现

了"看不见的手$这样的市场规律'

"西方理论是西方学者观察他们的时代得出的思

考!概念本来是不存在的!观察多了!才上升成为概念

和理论#$有了这些反思!受过良好西方理论训练的他

开始理性对待一切社会事物# 所以!当亚洲四小龙腾

飞时!出于好奇心!

("")

年!即将结束哈佛博士后的他

留在了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这个智库做研究#

对于与"有效知识$相悖的第二点!郑永年认为 !

有些大陆学者看问题! 过于道德化或者意识形态化!

必然会失去客观性!学者当以专业性建言献策!因为

毕竟不是从政者# "这两个身份是不可替代的# $

#不要做应用社会科学家$

然而!破除了对西方理论的迷信!并不意味着马

上能产生理性的态度#郑永年向记者强调了作为学者

型的政策研究者具备复合性知识结构的重要# 他说!

比如!政治学只是进入观察社会的一扇小门!随后!还

要了解经济&文化&社会和人类学!一个建言者!他会

面对多个面向%要讲好美国故事!必然要知道欧洲故

事&拉美故事等各个视角# "这当然也会很辛苦# $其

次!和官僚机构的接触!了解具体运作方式!同样很重

要#在东亚所!因为做中国项目!他常常和各级中国政

府交流!而在英国!他也曾接触过英国议会&首相府等

机构!或者考察了解!或者采访他们# 最后!当然是深

入基层的考察和调研#

在郑永年看来!"任何社会问题都有其根源!也必

然有其解决方式# $这才是学者的理性态度# "如果没

有形成中国自己的社会科学知识体系!仅仅套用西方

社会科学的概念和理论!那必然会失去价值# $

其实!对于理论的迷恋也是一个全球学术界的共

性#郑永年告诉记者!西方很多学者!也热衷于把一种

既定的理论用来解释某种现实!"不如叫这些人应用

社会科学家!就是应用人家的概念和理论# 这样的学

者注定是二流和三流的!而不是原创# $郑永年分析!

这是学者的懒惰# 电话那头!郑永年信守拈来地论证

着)卡尔波普说!理论不要自我封闭%马克思创造了阶

级论!但他反对把自己奉为马克思主义者# 一种理论

成为了主义!就把这种理论的实践性封闭起来了#

经验的结论!解释中国是中国
人的责任

既然西方的理论是为了解释西方发展中的现象!

又如何能解释中国的复杂呢' 在郑永年看来!要解释

清楚中国!应该是中国人自己的责任# 虽然身在海外

$-

余年!但是他并没有入外国籍# "这不是简单的爱

国主义可以表达# $电话那头!他言简意赅划上句号#

农村记忆和#经验$方法论成了富矿

"中国还不能摆脱农业大国的特质!无论出身在

城市和农村!现在的学者如果不了解中国农村!就无

法真正了解中国# 而西方的社会科学是工业化的产

物# $这是郑永年拿起电话给记者说的第一句话#

("&&

年高中毕业后务农的四年经历! 让他一开

始就汇入了中国的改革开放大潮# 他当过会计&记工

员!农村责任田承包时!他在地里一块块仗量!为农户

分地# "责任田承包前!农民吃不饱肚子!经常为了偷

粮食而打架%那些抓计划生育的!在公共场地搭个简

易棚!就强行为妇女做节育# $他的记忆里多是灰色!

"刚开始一天才
23&

个工分!折合下来不到一元# $所

以!当听到那些对那个年代怀念的评价时!他总觉得

是没有"经验$的说法#

("%(

年!他在北大汲取了知

识!吸收了改革开放之后得以成为可能的西方主流思

想!随后的留学!使得他又分享了全球化交流的红利#

终究!农村出身和农村记忆!使得他这位时代的

受益者有了一个"富矿$#他更相信和享受自己调查得

出的经验#"简单讲!我们要讲好中国故事!进一步!就

是要把这些经验上升到理论# $

为了积累这种直观的"经验$!他一个月至少有两

次!每次
24,

天深入中国的农村去做调研!尤其是离

新加坡较近的南方#"佛山&顺德&南海&珠海&宁波!还

有云南省!很多地方有定点调研处# $这在国内学者!

很少能这样做#因此!他的论说不是"形而上$的#在论

及中央政府与地方关系&土地制度&基层治理&社会组

织等等问题上!他都有独到的发言权#比如调研中!村

干部愤怒而不解地说!为帮助脱贫!我买了羊送给农

户!农民竟然打电话告诉他!"你的羊病了!请来管一

下# $说到这个事例!电话那头有些沉默#

因此!"经验$ 使得他的方法论有别于其他学者!

以此"田野调查法$思维来分析国内外形势!是郑永年

的特点!他的书中!常常闪见这样的理性分析#

六年后再次修改%中国模式&

在今年新版的*中国模式+一书的序言中!他分析

了国内外的三种态度)西方有"捧杀者$!有些是出于

商业利益!有些是对西方模式深度失望%有"中国模式

威胁派$!那是把中国模式提升到价值论高度%很多人

则不把中国发展看成中国模式!有些看到了中国发展

的内部问题!有些意识形态上敌视中国#在国内!赞美

中国模式的左派话语!但评价过于意识形态化而失去

了解释中国的能力% 亲西方的自由派不承认中国模

式!因为他们认为中国应该发展出西方的道路!第三

派则是"中国模式未定论$!他们认为要以韬光养晦思

想看处在发展中的中国! 担心会造成不好的国际影

响# 自
$-*-

年!在西方金融危机发生后写就*中国模

式+一书后!

)

年的快速发展!让郑永年坚信经济混合

制&一党内部多元制的中国模式的确实存在!但他同

样认为进入中国世纪之际!改革也进入了"残局$!只

有进一步开放中深化改革!才是出路#

解释中国三部曲完成了两部

"有些问题是我一直在苦苦思索着的# 但要很久

才能理出头绪!说服自己#$郑永年说!比如!什么是中

国共产党'从进入北大国际政治系读*国际共运史+开

始!他就在思考这个组织的生命力!每个新的学习工

作的格局中!都让他有深入的思考%又如在中国的发

展与民主的关系上!经济&社会&民主究竟哪个在先!

别的国家是否走通了'诸多的有关中国的问题常常萦

绕在他心头#

*""-4*"",

年!普林斯顿读博期间!他就

萌发了"解释清楚中国$的念头#如同马克思源于那个

时代的问题写就了*资本论+!郑永年认为!这些复杂

的中国问题!"解释清楚一定是中国人自己的责任# $

这项工作!在他进入新加坡
$-

年后!开始有序展开#

"解释中国三部曲$已经完成两本!这是他认为最具有

原创性的著作!尽管此前他已经有了十余本中英文专

著# 三部曲的第一部是*作为组织化王者的中国共产

党)文化&再生产和转型+!

$-*-

年在欧美出版!描述

中国共产党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谈到皇权和党权的

关联%第二部是刚刚杀青的*嵌入国家的市场)中国的

统治政治经济学+! 是关于中国政府与市场之间关系

的研究%第三部计划在五年后出版!!下转第
!

版"

!

文
"

文汇报记者 李念

!

郑永年为新加坡#联合早报$写专栏

"

供职于英国诺丁汉大学时期的郑永年

#$-*,

年
**

月
$-

日%郑永年在&第六届世

界中国学论坛'上演讲

$

郑永年著作#中国模式(等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