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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奖 

 

作者：陶业 

 
 

 

 
中国现存制度不是一个传统的专制帝国主义制度，也不是一个

威权主义制度，而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极权主义制度。 

 
全面解构中国极权主义制度，这一行动具有主动意义和积极意

义。 

解构极权主义的一切：解构极权主义意识形态，解构极权主义

政治，解构极权主义经济，解构极权主义文化，解构极权主义社

会，解构极权主义伦理，解构极权主义审美，等等。解构一切属于

极权主义的生活方式。总之，反对极权主义，必须从解构极权主义

入手；深入地全面地解构它，直至它彻底垮台。 

解构行动的特点，并不是全民动员去实施一个共同的行动方

案，而是在各个特定领域分别动员，以实施所在特定领域和行业的

解构方案。解构就是拆卸和拆解极权主义的零部件，促使它解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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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构极权主义的先锋部队必然是由政治反对派组成的精英队

伍。这是解构极权主义的特种部队，由一大批有思想、有智慧、有

毅力、有创造力的人组成，他们是解构行动方案的制定人。他们

好是各个领域的专家，比如政治学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文学

家、艺术家；即便不是这个领域的专家，至少也是精通业务、懂得

在自己所熟悉的领域如何去解构极权主义的内行人，因此他们了解

哪里是解构的 佳突破点，哪里 适合首先拆卸；他们有理论，有

实践，是智者，更是勇士；他们知道如何将行动风险降到 低，如

何保护民众；他们有牺牲精神，有担当人格，哪里有危险，哪里就

会有他们挺身而出，挡在极权势力与民众之间；他们具有侠肝义

胆，敢于奉献。由于对手是凶残的，因此即便是非暴力行动，依然

存在牺牲的危险；为了避免民众付出牺牲，他们是首先承担危险的

人。 

这支精英队伍其人才从哪里来？从组织中来。只有组织中的人

才，才能被凝聚，才能专注于行动。即便该组织后来离散了，失去

了生命力，但个人会依然忠实于早年的奋斗目标。 

比如民联，它是中国民主运动之同盟会，它贡献了孙中山先生

一般的人物——王炳璋，我们不同意王炳璋先生所计划使用的手

段，但我们敬仰他艰苦卓绝的创党精神和坚韧不拔的行动能力。民

联还贡献了胡适一般的人物——胡平先生，他是中国民主运动的思

想家，他关注着民主运动的每一步发展，警醒着民运的每一步挫

折、弯路与起伏；他呕心沥血，如“子规夜半犹啼血，不信东风唤

不回”一般坚韧。 

比如全美学自联，如同黄埔军校，它的第一次代表大会，有

360名正式代表和 600多名与会者，代表着全美各大院校八万硕博研

究生和访问学者。它向海外民运输送了大量的精英人物，如杨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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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韩连潮、余茂春、黄慈萍、任松林、刘永川、杨大力、殷鼎、

时和平、贺保平、赖安智、陆文禾、陈兴宇、陈师众，等等，一个

个都是叱咤风云般的人物，90%以上是博士。当全美学自联遭到中

共破坏之后，他们依然不屈不挠，各自在不同的领域发挥着重要作

用。 

魏京生先生主持的海外民运联席会议，团结着全球民主力量；

王军涛先生主持的中国民主党，在艰难中成长为海外街头抗争活动

的主力。这都表明了行动需要组织，有组织才有人才。因此建议立

即筹备成立“解构极权主义行动委员会”，以统筹各路解构方案的

制定和实施；又可分设下属工作委员会：方案制定委员会与方案执

行委员会。 

 
解构极权中国，人人有责。解构极权主义的主体力量当然是全

体中国人。但凡不堪忍受极权主义压迫的人们都可以参与进来，参

与到适合自己的那个解构方案中，只需要默默地实行，就像在大街

上散步，悠闲地，带着微笑地；就像在下棋，在心里琢磨着下一步

棋如何走，但不露声色；就像在给孩子唱催眠曲，安静地，安然

地，带着对未来的憧憬；就像春蚕吐丝，持续地奉献着微薄的努

力。作为解构极权主义的主体力量，那是亿万之众，大家都挺直脊

梁，对极权主义说不，大家都将尊严不仅仅藏在心里也刻在脸上，

让极权主义知道你不接受羞辱，你的尊严神圣不可侵犯；大家都高

昂自己的人格，蔑视极权主义权力的卑劣和猥琐。但是面临恶劣的

环境时，能敷衍时则敷衍，不得不妥协时则要妥协，保护自己且又

不伤害他人时可以保持沉默，作长期行动的打算。 

如何唤醒亿万人一起行动？考验着政治反对派的智慧，但基本

原则是作韧性抗争，避免直接对抗，不需要民众付出牺牲，不需要

民众为此坐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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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理性、非暴力，不合作。非暴力原则是甘地留给我们的

政治遗产。作为原则，我们今天依然要遵守；作为手段和形式，则

可根据现实予以必要的提升。不要误解，一说提升就意味着暴力，

提升可以也应该是非暴力，取决于抗争者的智慧。 

迈克尔·纳伯格在他的《非暴力手册》中有一段描述：“从情

感上说，我们既没有因为害怕而逃跑，也没有因为愤怒而攻击，我

们因爱而抵抗。从意图上说，我们既没有寻求胜利，也没有害怕失

败，我们的目标是成长。如果可能的话，我们甚至要与那些反对我

们的人一同成长。”这里“一同成长”的意思，就是期待对手会被

感化，因而放弃暴力。 

甘地说：“非暴力不合作不是压制理性，而是把理性从麻木中

解放出来，让理性统治偏见、仇恨和其他低级的激情”，非暴力不

合作原则“不是对理性进行奴役，而是使理性获得自由”。甘地寄

希望于双方理性的成长，以理性战胜其他。 

马丁·路德·金说：不断努力说服对手“你是错的”。这个意

思是说，指望对手终究会被说服。 

既然非暴力首先张扬的是理性，那么就让我们来理性地回顾一

下历史： 

著名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是甘地领导的独立运动，它使印度

终在二战之后摆脱了英国殖民统治。印度的独立有三方面的因

素：1.内因：它是甘地非暴力不合作运动长年坚持的结果；2.外

因：它是二战后民族独立运动的一个部分；3.它的对手是殖民帝国

英国。这个帝国虽然对外殖民扩张，但对内却实行宪政民主。甘地

曾经期望人民以非暴力抗争启迪殖民者的“善性”，虽然经历了几

度暴力镇压，但 后还是取得了胜利，迫使英国殖民者理性地撤

出。 



如何终结专制——全民非暴力不合作行动方案文集 

196 

具借鉴意义的非暴力抗争是波兰格但斯克地区的造船工人实

行的总罢工，它催生了团结工会，一个可以合法活动的独立工会。

其领导人莱赫·瓦文萨还当选为波兰总统。团结工会政治地位的提

高同样归结为三方面因素：1.内因，格但斯克造船厂的工人们所展

示的力量，受到天主教的鼓励，并迅速蔓延至全国，将近有一千万

工人加入，并在全国性选举中获胜；2.外因，美国的资金支持与梵

蒂冈的道义支持；苏联解体，东欧社会主义阵营解体；3.对手，由

波兰统一工人党所领导的波兰政府并不是一个强势政府，对团结工

会的镇压使其失去了民众支持， 终失去了政权。 

再看美国的例子，由马丁·路德·金领导的非暴力公民抗争运

动，为非裔美国人成功争取了基本人权，实现了种族平等的理想。

1.马丁·路德·金长期致力于基督教神职工作，有着关心整个人类

的情怀；2.深受列夫·托尔斯泰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影响，深受甘地

非暴力思想的影响，甘地的成功鼓舞了马丁·路德·金；3.马

丁·路德·金的对手是美国政府，一个在平权运动中成长的美国政

府。 

以上三个例子的共同之处在于，1.非暴力是一个长期坚守的思

想运动；2.有利的国际环境和道义支持；3.对手都是威权国家，或

民主国家，即便是波兰团结工会所面临的共产主义政权，更多像是

一个威权国家，而不是极权国家。威权国家多多少少还依赖民心的

支持，但极权国家即便民心丧尽也不会倒台，它依靠恐怖手段维持

统治。 

符合理性的分析是：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传统的非暴力不合作行

动更适合于对付威权国家，但是甘地、瓦文萨和马丁·路德·金的

抗争模式是否适合对付极权中国，我们不得而知，历史并没有给出

明确的启示。由于对手不同，因此我们不能沉溺于历史的经验，在

我们继承甘地、瓦文萨和马丁·路德·金对付威权专制的抗争模式

并用以对付极权专制的同时，我们需要创建性地给出自己对付极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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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非暴力不合作行动方案。 

甘地、瓦文萨和马丁·路德·金的抗争模式都有一个共同的特

点：寄希望于对手还有一点人性，寄希望于对手的道德升华，寄希

望于对手的 终让步和改变。甘地曾寄希望以非暴力抗争启迪英国

殖民者的“善性”，他做到了；马丁·路德·金曾寄希望于美国政

府能尊重基本的人性，尤其是能尊重非裔美国人的基本人权，他做

到了；瓦文萨曾寄希望于波兰政府能有基本的觉悟，即尊重工人的

选举结果，他做到了。但是，极权中国不具备这些特点，中国政府

不具备基本的善性，不具备基本的道德觉悟，不具备基本的对人性

和人权的尊重，因此你感化不了极权中国的政府，它不可能对人民

作出任何让步。相反，对于和平抗争，它一定会给予残酷的镇压，

并且镇压没有止境：肉体杀戮，思想杀戮，人格杀戮，人性杀戮，

阶级灭绝，种族灭绝，政治灭绝。 

有人把共产党放弃清零归结为白纸运动施加压力的结果，不否

认有这样的因素。但是如果以为共产党在如此小规模的抗议下就能

改邪归正，那也过于乐观了。共产党放弃清零乃是因为清零已经焦

头烂额走投无路，故就此而下了台阶而已。白纸运动无疑是一次伟

大的实践，并无贬低之意，但她需要时间成长。 

 
消极非暴力抗争之所以消极，因为它属于等待型抗议，等待对

手被感化，等待对手改变策略，等待对手放下屠刀，等待对手 终

觉悟。前提是对手有可能被感化，对手有可能发生内讧，对手有可

能发生转型。 

积极非暴力抗争之所以积极，因为它是主动但和平地出击；不

寄希望于对手能被感化、被觉悟，更不寄希望于对手会放下屠刀，

立地成佛，因为对手的性质决定了这是不可能的；积极抗争在于主

动地改变对手的机体，和平地解构它、拆卸它、肢解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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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地、瓦文萨和马丁·路德·金的抗争模式：游行，静坐，绝

食，罢工，举旗抗议，它并不触及极权主义政权的机体改变，这样

的抗争模式属于消极抗争；而解构是主动的积极的抗争，它以解构

极权主义政权的机体为己任，和平地解构它的神经，解构它的大

脑，解构它的心脏和血液、肌肉和骨骼。 

从消极状态进入积极状态，从被动状态进入主动状态。或者消

极状态与积极状态根据需要相互切换，但始终坚持着和平和非暴力

抗争模式。 

 
面对极权主义不再消极，而是采取积极的攻势。在所有领域展

开对极权主义政权的解构，和平地、全面地，见缝插针，随时随

地，随机地抵制极权主义，在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领域各尽所

能，实施解构方案。 

解构极权主义行动可以大略粗分为两个层次：1.解构极权主义

话语，包括极权主义价值、信仰、伦理、道德、审美、文化等等；

2.解构极权主义制度：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 

解构方案的来源：1.来自民间，自发的；2.来自政治反对派，

刻意设计的；3.或者两者交融的。 

中国民间一直就存在自发的解构行为。民间对此多有创造，比

如不婚不育，直接反抗中共的生育政策；比如在家拒绝看中央台新

闻联播，拒绝进电影院看战狼电影，以此反抗虚假新闻和虚构的历

史；比如十·一长假，不出门，出了门也不花钱，使其刺激消费成

空谈；比如自发地躺平，无所事事，无所作为，让习近平的中国梦

成为海市蜃楼。在民间自发的解构行为中， 有启发也 有效果的

是民间社会的话语反抗，我们把彭立舟在四通桥上挂出的横幅，把

白纸运动中的白纸，都可视作是话语反抗的形式，它已显示出凝聚

民心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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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极权社会里，民间社会没有自己的话语权。民间社会对极权

社会的反抗首先从争取话语权开始。为了争取民间社会的话语空

间，必须在所有领域对极权话语进行积极反抗。 

底层社会使用反讽话语。一个使用反讽和流氓话语的底层社会

正悄悄地从后台走向前台，从边缘地带迫近中心地带。一场对极权

话语的反叛和挑战，在文学、艺术、音乐、影视和网络等领域悄然

推出。反讽话语和流氓话语的使用，不一定就具有道德的贬义，恰

恰相反，它是对极权道德的对抗，是对极权话语的突破。 

从王朔的流氓话语叙述“我是流氓，我怕谁”，王小波的荒诞

叙事《黄金时代》，到贾平凹喷薄而出的情欲《废都》；从崔健坦

荡的摇滚叙述“一无所有”，到何勇的摇滚直白“我们生活的世

界，就象一个垃圾场”；从张艺谋的流氓电影叙事“妹妹，你大胆

地往前走”（张后期堕落为帝国美学的鼓吹者），到胡戈的反讽影

视语汇《大话西游》；从方力钧的北京大院泼皮组画，到丘敏君的

社会傻人脸谱系列；从刀郎的《罗刹海市》，到躺平歌《我在财神

殿里长跪不起》，句句如刀直扎人心；从网络愤青的流氓秽语和色

语叙事，到手机里的黄段子、黑段子和灰段子，都不胫而走，充斥

在社会的每个角落……他们笔下的街痞社会、市井社会、犬儒社会

和躺平社会是对官方粉饰的有序社会、官本社会、和谐社会和伪道

德社会的反讽和反叛。他们以反讽话语和情色张扬的叙事方式，从

国家主义正谕话语叙事的领地夺得一份空间。 

山寨话语叙事是反讽话语叙事的延续和进一步深化。如果说反

讽文化是从正统剥离，那么山寨文化则是对正版颠覆，其手法是偷

粱换柱：保留外壳，篡改核心。以民间艺人的嘻笑怒骂取代御用文

人的歌功颂德。山寨版国骂“草泥马河蟹”与“法克釉河蟹”正是

网民对当局封锁网络言论自由的强烈反弹，把反讽话语对“和谐”

社会的反抗发展到极至，而成为名噪一时的经典。山寨话语不仅仅

具有草根文化的一些特征，关注民间疾苦、触摸社会底层的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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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隐含对权利和尊严的追求，其潜台词常隐含政治色彩。 

这是一场极权社会晚期反讽话语叙事的民间抗争形态，虽然它

仅仅是一种弱者策略，但却是离经叛道的姿态，以反讽、戏谑、恶

搞等喜剧语汇排斥和挤压极权话语对民间社会的控制，具有对极权

话语进行解构和破坏的作用。在与体制的博弈中，底层社会能够敏

捷地找到自己的定位和话语，并且创造出特色鲜明的语汇，比如一

句简单的“你为什么哭泣？”，在社会底层立即就有积极的呼应和

共鸣，因而也就对极权具有了一定的杀伤力。它是弱者的反抗，来

自底层，自发，带着嬉笑怒骂，带着哭泣，带着揪心的痛。 

维权社会使用悲剧话语。在与体制的博弈中，中国的维权群体

迟迟找不到自己的定位，也没有掌握应有的维权话语。弱势群体通

常把角色定位在体制尚能容忍的边缘游走，而维权群体虽然也是弱

势群体，但由於中国维权运动的终端立场是反体制的，因而维权群

体往往在萌芽中就被镇压；遗憾的是，本应拿出强者姿态的他们至

今还站在弱者的地位上，处於零散的、自发的、游离的状态；他们

被侵犯、被剥夺、被侮辱的地位使其话语多具悲伤、悲情、悲愤和

悲剧色彩，尚不具备公民社会的话语品质，当然也就无法摆脱被一

再打压和边缘化的命运。 

遗憾的是，中国的维权群体至今还处在自发和相对盲目的阶

段，多数案例所关注的仅仅是经济利益。处在维权浅意识状态的维

权群体缺乏公民的主体意识和参与意识，当他们的权利受到侵犯

时，对什么是社会深层的原因，什么是制度深层的原因，哪些能从

法律层面解决，哪些则要从制度上解决，还不甚清楚；对人的独立

尊严和公民权利，还倍感陌生，当然更谈不上参与国家政治的社会

责任和公民责任。中国的维权群体在提升维权的层次时难免困惑。 

因此，中国的维权运动面临一个悖论：即维权语汇的缺失。维

权律师基於职业道德，必定通过对具体个案的辩护来为被侵权者讨

回公道，因而他们不得不借用现有的司法语汇；但是现实的司法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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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就是极权的寄生体或派生物，它能给予维权胜诉的空间极小。如

果背离侵权具体案件，维权则被抽象化，司法从中淡出，政治从中

突显，被侵权群体的利益和权利在空泛的政治口号中被忽略，从而

无以凝聚社会资源。 

维权是一场公民运动。维权力量的聚集是公民力量的聚集，维

权的 终指向是公民社会的建立。维权语汇必定从两个语境中同时

走来：维权意识和公民意识，在追求司法公正时突显公民权利，在

提升公民意识中提升维权品质，并从这个意义上衍生出公民政治和

公民不合作运动。只有当维权进入公民社会的现代语境时，维权才

能摆脱上述悖论的困扰。民间社会的话语反抗及其发展与公民素质

和公民社会的成熟过程同步，更与公民政治的发展息息相关。在大

量的维权诉讼中正义得不到声张的事实，促使维权话语向公民话语

提升，街头抗争向司法博弈过渡。维权的组织规模只能是被侵权者

在寻求司法公正的过程中利益一致的群落横向整合的结果。但是维

权的组织效应决不是被侵权者个体的简单迭加，它是在公民力量的

基础上维权群体的集合与社会资源的凝聚。维权不具有政治诉求，

不具备政治斗争的品质，这是维权应有的定位，也是维权斗争应有

的话语定位。同体制话语剥离，对国家话语进行颠覆与反抗，坚守

公民权利，被实践证明是维权有效的抗争形式。 

当中国人的权利都被剥夺时，维权就不再是个案。当整个社会

充斥着邪恶与病态，比如拖欠工资者不坐牢，讨薪者要坐牢；强拆

他人房屋者不坐牢，捍卫家园者要坐牢；贪污腐败者不坐牢，要求

官员公示财产者要坐牢；制造冤假错案者不坐牢，维权律师要坐

牢；碰瓷诈骗者不坐牢，搀扶跌倒老人要坐牢；……。当整个社会

正邪颠倒，社会正义和公正得不到伸张时，维权运动便会从个体向

群体凝聚，向着公民社会运动行进。维权的语汇也会随之提升。 

解构现有的极权司法语汇，撕开当前司法与宪法的虚伪，以赢

得民心，这需要维权人士和法律精英们共同努力，以普世价值的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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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构建法治文明。 

精英社会使用正剧话语。文革后中国自由知识分子在体制外开

始重新聚集，这是西单民主墙和八九民运被极权镇压之后留下的政

治遗产。正是这两场运动将 1949 年后中断了的自由知识分子的传统

薪火重新点燃。从那时候起，中国的自由知识分子又重新挺直了脊

梁，开始了旷日持久的话语反抗和政治博弈，孜孜不倦地传播普世

价值。逃亡之路，铁窗生涯，丝毫不减锐气。不少体制内的知识分

子在体制外自由知识分子的影响下其话语也在发生改变，对极权话

语偷粱换柱，抽象肯定，具体否定，人们看到普世价值在他们的话

语中也在频频出现。极权话语的疲软已出现无可挽回的颓势。 

自由知识分子群体在体制外聚集，他们的话语带有鲜明的政治

博弈色彩，但由於极权体制对舆论的控制而将其与社会底层隔离，

其语汇虽然如阳春白雪，但由於缺乏社会大众的理解却难免不被束

之高阁。因而一场突破话语封锁，扫除话语障碍的攻坚战就不可避

免的发生了，这时《零八宪章》出现了。 

《零八宪章》为自由知识分子的聚集和整合提供了一个凝聚

点；《零八宪章》为维权实践和政治博弈两军汇合提供了一个可行

的结合面，促成政治精英与公民力量的结盟；《零八宪章》是对民

间社会话语抗争的一个归纳和总结，集其大成者；《零八宪章》向

维权群体提供话语和思想储备，进而提供公民意识、公民权利和公

民政治的现代语境。《零八宪章》在提升公民品质和政治智慧中，

著重公民社会的构建，这符合中国民主运动的百年大计。 

《零八宪章》不该被束之高阁，而应该把它的语汇，逐步镶嵌

到国家层面的政治博弈中去，镶嵌到普通百姓的政治生活、经济生

活和社会生活中去。将话语反抗从底层社会和维权社会提升到全社

会，这才是解构极权主义的正路。不一定需要高举什么旗帜，但一

定要灵活运用它的语汇。话语反抗要变成全民的自觉行动，一些听

似简单的话语，只要老百姓拿来便用，那就是不可忽略的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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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当权力黑化时，要求“把权力关进笼子里”“请问你手

中的权力来源合法吗？”； 

比如，推动县市普选，“还我选举权”“参政议政是公民权

利”“请领导定期向人民述职”； 

比如，《治安管理处罚法》将人的情感和服饰罪名化，可以提

出“我的情感我做主”“请公权远离私人空间”； 

比如，当警察和军人镇压民众时，可以打出旗号：“文明警

察，文明执法”“解放军不是私家军”； 

比如，当面对贪官污吏时，要求“官员公示财产”“公权不是

用来谋私利的”； 

比如，当用人单位拖欠工资时，可以质问“我们的工资都到哪

里去了？”“享受财富的人，不是创造财富的人；创造财富的人，

却被剥夺了享受财富的权利”； 

比如，当政府停发社保，可以质问“我辛苦了一辈子，老无所

依！”“如何对待自己的公民，决定政府的性质”。 

比如，当老百姓得了重病，可以要求进住高干病房；遇到天

灾，可以要求特供，为什么不？ 

比如，当有人宣传三个代表时，可以发问，“包二奶，这是代

表谁啊？”“去许家印的第 42 层红楼，这又是代表谁啊？” 

比如，当有人宣传四个自信，可以发问“巴铁都不铁了，还跟

谁铁啊？”“外资都撤了，都是因为外资太自信啦”，等等，等

等。 

虽然，话语反抗是初级阶段的行动，但是，只要坚持长期且韧

性的抗争，就会见效。 

 
解构极权主义的行动，在必要时，需从话语反抗逐步向解构极

权制度提升。话语反抗可以依靠民间的创造力，但如何解构极权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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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制度则需要一批有思想、有经验、有实干能力的精英来制定方

案，那是文章开始时所说的“解构极权主义的先锋部队”的使命，

是《解构极权主义行动委员会》的使命。我个人的经历和能力有

限，真正好的方案，看大家的。我个人只起个引子。 

 

1.  
全美学自联向美国贡献了一个处理中美关系的高级智囊——余

茂春先生。由于他的努力，得以教育美国政府高层如何深刻认识极

权中国的本质；在他的说服下，美国政府得以纠正过去对极权中国

的错误判断，并得以制定相对合理的对策。这就是近期解构极权中

国外交的一大重要成果。以外交逼迫政治，这对中国政治必然会产

生连锁影响。人才是解构的前提，因此要广纳天下精英参与解构方

案的制订。 

我个人建议，通过推动县、市一级县长和市长选举，争取老百

姓在行政基层的选举权，是解构极权中国政治的可行的突破口。 

（期盼专家们提出更缜密的方案） 

2.  
全美学自联向我们贡献了经济学家陆文禾和许小年，他们对解

构极权主义经济有着卓越的贡献，是不可多得的经济学人才。相信

可以挖掘出更多的经济学人才，令其在解构极权主义经济中发挥作

用。 

我个人建议，首先要打击权贵资本。以要求官员公示财产为突

破点。官员贪污腐败是在计划经济和财产公有制的掩护下进行的。

官员公示财产，可以防止腐败，从而为市场经济开辟健康的经济环

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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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盼专家们提出更缜密的方案） 

3.  
极权主义社会是封闭的，病态的，死寂的，因为人被奴化，人

没有尊严，没有人格，没有基本的公民意识。要解构极权主义的社

会制度，需要每个人找回自己的尊严与人格。 

找回尊严，就要对极权主义说“不”！既可消极地说“不”！

即保持沉默，保持蔑视，不合作，不听命；也可积极地说“不”！

可以据理力争：“凭什么啊？”“为什么啊？”，驳斥极权主义意

识形态的荒谬，以人道主义为武器，与兽道主义进行思想搏斗。以

公民的姿态揭露谄媚的卑劣，告密的丑陋；在具体的社会行为上，

解构极权主义的社会行为。 

不论前路如何艰险，都要像许志永、丁家喜那样坚持不懈地推

动中国公民运动，展示公民觉醒、公民素质，落实公民自治、公民

权利，争取社会正义。 

（期盼专家们提出更缜密的方案） 

4.  
解构极权主义文化，首先需要解构极权主义审美。帮助民众认

清所谓的“高，大，上”，皆为低俗，丑陋，猥琐。应该鼓励音乐

家、美术家、雕塑家和文学家们以不同流派、不同风格创作优秀的

作品，并对极权主义文化进行批判和抵制。 

比如，创作更多的像《我在财神殿里长跪不起》这样易于吟诵

的通俗歌曲，或作词，或作曲，让人们口口相传。 

比如，对于陈凯歌的爱国大片《志愿军》，一部极权颂歌，号

召民众拒绝进电影院看它，令其票房冷落。 

（期盼专家们提出更缜密的方案） 

解构极权主义行动实质是公民抗争；分两个层次，一是解构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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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主义话语，包括解构极权主义的价值、信仰、伦理、道德和审

美，话语抗争是初级反抗形式，容易推广和铺开，且风险相对较

小；二是解构极权体制，包含解构极权的政体基础、经济基础和社

会基础，这是深入的解构形式，需要探索如何拆卸、如何肢解，这

是一份艰苦卓绝的工作。 

不依赖暴力，不依赖金钱，只期待众人群策群力，亲历亲为。 

不寄托于极权中国有一日会轰然倒塌，不寄托于一次两次街头

运动能迫使极权政体让步，寄望于长期的坚忍不拔的公民抗争。 

解构本身不是目的，解构的目的是建构民主制度，建构公民社

会。 

2023/10/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