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兩岸國際

發佈：2021-10-29, 週五 16:11
點擊數：5560

一群身穿仿製紅軍

軍裝的遊客站在紅色的錘子鐮刀展板前。他們舉起右拳，宣誓效忠中國共產黨。在1948年以前的

革命根據地延安

，這群人站在一座巨大的毛澤東雕像旁自豪地宣誓：「隨時準備為黨和人民犧牲一切，永不叛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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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共官方大力宣傳下，「紅色旅遊」帶動起成千上萬的中國遊客湧向延安等地，感受中國共產

黨的「偉大崛起」。在這些「紅色景點」

，許多年輕人被灌輸中國共產黨的豐功偉業；早在2012年上任前，習近平曾說過，每一個紅色旅

遊景點都是一個「常學常新的生動課堂，蘊含著豐富的政治智慧和道德滋養」。習上台後，中國

共產黨不斷傾力宣傳

，讓黨重新回到人民的生活中。由於擔心中國共產黨失去在人民心中的威信與畏懼感，尤其是對

年輕人，習近平要求，革命教育應該從娃娃抓起，「使紅色基因滲進血液、浸入心扉，引導廣大

青少年樹立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讓「紅色血脈」透過黨和國家的力量不斷綿恆下

去，向下紮根出「苗紅根正」的數十代人。

一、「生在共和國，長在紅旗下」的紅色血脈

對比胡錦濤之前的歷代領導人，習近平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誕生後的首代領導人。這股被稱

為「生在共和國，長在紅旗下」的紅色血脈，打從出生以來就只聽得懂中國共產黨的語言和思

想：中國必須要強大，才不會被挨打；中國共產黨才是能讓中國強大的唯一選擇。

因此，自詡為「紅色血脈」的正統領導人，習近平的心中只想要讓黨和國家變得富強。為此，

他訂下「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

目標。2012年10月，中共十八大結束當天，筆者曾以記者的身分，體驗到習近平就任當天所展

現的雄心壯志。當時，習近平在10分鐘的「就職宣言」中，提到了11次和民族和中華民族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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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字眼，他強調「中國共產黨成立後…

把貧窮落後的舊中國變成日益走向繁榮富強

的新中國」，並預告著，「堅持黨要管黨、從嚴治黨，切實解決自身存在的突出問題」的集權治

理。自此，「中國共產黨

帶領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從嚴治黨」成為

貫穿他執政時期的主旋律。綜觀過去9年，習近平確實高唱著這條主旋律，並要求14億中國人民

和中共黨員跟著他同聲唱和，不得出現一絲不協調的走音或雜音。

在習近平的眼中，江澤民和胡錦濤這兩代前領導人都只是中國這家曾經輝煌過的公司集團的「

專業經理人」。在歷經20多年的經理人治理後，中國企業集團早已弊端叢生，作為企業家族董

事的「正統後代」，有責任和使命感整頓這家公司，使其榮光再現。

在掌權之

前，習近平目睹了

江澤民和胡錦濤執政期間的「身不由

己」和叢叢問題。六四「天安門事件」

時，上海幫的江澤民被緊急拉上台。上台初期，綜觀四方，皆非自己人馬；北京市委書記陳希

同對江處處作梗，檯面下的鬥爭暗潮洶湧；鄧小平仍是幕後掌權的影武者。權力交替時，表面

上，鄧小平請楊家兄弟幫江澤

民「扶上馬，送一程」，實則是確保「鄧小平路線」不致走偏

。到了2002年的十六大，江澤民也如法

炮製，牢牢抓住中共中央軍委主席權力不放，看似仍走「扶上馬，送一程」的老路，實際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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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保江的權力基礎不容撼動。

胡錦濤時期「九龍治水」的困境，讓中共中央九常委各管一攤，胡錦濤面臨權力難以集中的掣

肘。這些綁手綁腳，有權無法施展的困境，習近平必然點滴在心頭。作為「紅色血脈」的傳人

，他絕無法坐視權力被割裂、「令不出中南海」

的坐困愁城。上台後，習決心重返高度專制集權的老路。這標示著，從1978年改革開放後，權

力交替制度化及與之而來的黨內權力制衡，在習近平時代嘎然而止。

持平而論，執政初期，習近平刻意和毛澤東保持距離。他不大談左右意識形態，甚至被認為是

「忽左忽右」，政治底色一度令外界感到困惑，難以捉摸。很長一段時間，習也都未前往湖南

韶山紀念毛澤東。無論是2013年11月份，還是在此後的2018年4月、2020年9月，習近平任內三

過毛澤東家門而不入。2013年11月份，習近平在考察湖南正值毛澤東誕辰120周年前夕，甚至

留下一句「隆重、簡樸、務實辦紀念活動」的指示便離開。

盡管如此，習近平仍藏著一絲「毛澤

東路線」的蛛絲馬跡。2013

年1月5日，他在中央黨校的講話中就提到「不能用改革開放後的歷史時期否定改革開放前的歷史

時期

，也不能

用改革開放前的歷

史時期否定改革開放後的歷史時期」

的「兩個互不否認」。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召開前，《人民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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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刊

登長篇文章，

重申此一論述。這與鄧小平

掌權後，中共黨內集體否定文革災難的共

識，有著明顯的扞格。這也標示著，習近平在接下來幾年，將逐漸循著毛澤東路線，走出自己的

一條新專制集權道路。

二、瓦解黨內制衡，造就出超級總書記

9

年來，習近平不斷複製和毛澤東的歷史連結，結合中國帝王文化的血脈論，讓熟捻中國歷史和

中共黨史的人總有一種「似曾相似」之感

。逐漸地，習近平恢復了毛澤東的某些舊策略，建立圍繞個人崇拜的意識形態紀律。為此，中

國人必須接受「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中的「中國夢」、「四個自信」、「四

個全面」和「五位一體」等內容。

在官方排山倒海的海量宣傳中，習近平被高舉為無所不知、親切、總是面帶微笑的偉大領袖，

他總是準確無誤地指引著中國走向必然的歷史性偉大，如同毛澤東或北韓金氏家族的帝王般地

位。中共黨員們被迫參加各種習近平思想和理論學習活動，認真記錄習近平的談話，複述習近

平著作中的金句，宛如半世紀前，對著毛澤東瘋狂的小紅衛兵一樣。

學術界在教學中必須遵從黨的路線，什麼該講、什麼不該講，都被中共官方嚴厲地規範著；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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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則熱衷於宣揚官方的意識形態。在習近平治理下，司法變得越來越嚴厲和專斷，其所依靠的

做法，包括法外拘禁、在調查和監禁期間施以酷刑，及侵犯人們獲得公平審判的權利；在中國

共產黨內部，黨員們面對越來越高的紀律要求，必須服從中央權威，否則就會被以腐敗為由清

洗。而中央的唯一權威就是習近平。

習近平曾說，由於監督缺位和乏力，少數「一把手」習慣了淩駕於組織之上、淩駕於班子集體之

上，權力沒有約束，因而「權力導致腐敗，絕對權力導致絕對腐敗」，因此要加強對「一把手」

的監督，確保領導幹部做到位高不擅權、權重不謀私。但黨內卻沒人可以監督習近平這個全中國

最大的「一把手」。

自從2012年底中共召開十八大以來，目前上至正國級，下至省部級，至少有數百名中共「一把手

」等高官被查辦，包括前主管政法委的政治局常委周永康、重慶市委書記孫政才、國資委主任蔣

潔敏、

科協黨組書記

申維辰、河北省委書記周本

順、天津市委代理書記黃興國等等。今年6

月28日，中共中央中紀委副書記肖培曾統計，十八大以來（即習近平執政後），中共中央

紀檢監察機關共立案審查案件385萬宗，查處408.9萬人，其中省部級以上官員392人。這

樣的數據，令所有官員為之寒蟬。

中共中央黨校校刊《學習時報》前副編審鄧聿文形容，中國

共產黨天生缺乏民主的制度制衡。鄧小平就曾立下規矩，中國不可能走西方民主三權分立、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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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輪替的道路；但又目睹了毛澤東毫無制衡的統治下所帶來的巨大災難。因此，在後毛澤東時

期，中共元老們以集體共識，通過各種制度安排和建立接班梯隊，形成不同派別的相互制衡。

諸如：

鄧小平有同樣身為大老陳雲的權力掣肘；江澤民在前期受制於鄧小平和其人馬，在後期受制於其

他派系；到了胡錦濤時代，不但有江澤民在背後制衡，更有其他領導人分權。

然而

習近平執政後，他大舉藉由反貪腐、政治肅清、軍改和權鬥等運動，整肅異己，造就出有別於鄧

、江、胡的新型獨裁

集權

，瓦解了

中共過去30多年來

好不容易建立的內部權力制衡格局；過

程中，連同樣身為「紅色血脈」的

中共紅二代也成為被鬥爭的對象。聚集紅二代最多的軍隊、國有企業或金融業等領域，都在過

去8年間被習近平一一收服。不服者，則淪為殺雞儆猴的案例，如撰文反習的任志強。「東西南

北中、黨政軍民學」，習近平要求黨管一切，自己也成為中共黨史以來，掌握最多權位的第一

人，並約束全黨凡事都要和黨中央「相向而行」，不得妄議中央（習近平）。

習近平還對政治局常委進行收權，讓常委權力變成「階梯制」，乃至於常委的權力不再平分秋

色，如其他常委要向習近平進行工作報告；下層官員也要向習近平述職等等，這些都是在江、

胡時期是不可能出現的景象。8年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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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解決了胡錦濤時期的「九龍治水」，其結果卻造就了一個中共黨內無人匹敵、無人可管

的「超級總書記」。「習核心」把黨和國家的命運緊緊相連，如同毛澤東一般，乃至於讓全中國

陷入在「黨國命運全繫一人」的最大風險中。毛澤東曾帶給中國的巨大災難，如今在習近平的「

兩個不容否認」下，卻不許再論；中國也從原本還看摸得到一絲自由空間的威權體制，重新走回

專制極權的曲折道路。

 

中共十八屆六中全會後，中共以黨內法律的形式確認了「習核心」地位。其「核心」地位形式上

雖然是黨賦予的，實際卻是他自我賦予的。從權力實際受到的制衡的角度來看，習決心要勝過江

、胡，僅次於毛。他把「兩個百年」（建黨百年、建國百年）和自己的功績緊密相扣，因而提出

了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目標。為此，他必須通過各種宣傳、塑造出來的政績，把自己

的地位提昇到和毛澤東比肩相齊的層次。在

中共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編寫的《中共百年大事記》

中，中共五代領導人毛澤東、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習近平的名字分別出現138次、75次、

40次、32次、184次。習近平的名字出現次數比毛澤東多，也比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三人出

現次數之和（147次）還要多。這種瘋狂、幾近法西斯般的宣傳手法，當今除了北韓的金正恩，

應很難再找到第二人。

三、缺乏「糾錯機制」，為中國帶來高度不確定性風險

歷經9年的執政後，北韓金氏家族和俄羅斯普丁的長年掌權也成為習近平仿效的對象。繼2018年

3月，中國全國兩會取消了國家主席任期制後，2022年的二十大預期也將不會有新一代領導人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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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若是如此，鄧小平努力建立的制度化權力交替將正式崩解。對獨裁領導人而言，一旦打破

了權力交替，並大舉整肅清除政敵，意味著他必須要用盡一切代價，確保長期執政，避免下台

後被清算。史達林如此、毛澤東如此，習近平更不會成為例外。

不難想見的是，為了確保權力「永保安康」

，中共高層菁英的鬥爭必然是改革開放後之最；「政治零和」遊戲比鄧、江、胡這幾任領導人

更為慘烈。例如，中共長期以來「刑不上常委」的政治慣例，在2014、2015年前常委周永康被

開除黨籍，被判處無期徒刑後，就被打破了。習近平通過高度集權、毀掉政治慣例來告訴中共

高層菁英官員，「若不聽話，你們將被抄家滅族」，如同中國的皇朝時代一樣。

然而，習近平的專制獨裁也為中國政治帶來另一層面的「附加傷害」：一、破壞了中共政治的

糾錯機制」；三、官員為了怕做錯事，官員寧可怠政、懶政，不做不錯，一切只求安全過關，甚

至有更強烈的動機掩蓋錯誤。反觀民主國家，權力制衡下的「糾錯機制」，是避免領導人帶領國

家走向災難覆滅的防範機制，也防止國家命運全繫於一個人的決定和利益。

為了永保「紅色江山」、共黨萬世執政，習近平高舉民族主義大旗，推動國家富強運動，卻把

自己和江山的安危緊緊相連；習近平在追求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過程中，嚴重缺乏了人文關懷

和核心信仰，只想追求國家的財富和權力，讓中國社會變得愈來愈虛無化；中國從上到下只想

獲得壓倒性勝利，卻不願正視過程中，國家必須付出何種難以承受的代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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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中國社會出現「內卷、躺平」的次文化，都是對「做大、做強」的中國夢的強大反撲和

消極抵抗。或許，中國共產黨已經成功塑造了一種全新的發展模式，貌似可以拋開西方文明世

界自豪的自由、正義和自由的價值觀。但近代歷史表明，缺乏這些價值靈魂的下場，可能危害

國家的前途，回頭看看法西斯義大利和德國、日本帝國、佛朗哥西班牙、蘇聯，都是獨裁專制

下，因缺乏內部「糾錯機制

」，一味餵食民族偉大榮光的迷幻藥，

最後導致慘劇下場的負面案例。而這些悲劇的最大受害者永遠都是無辜的人民和鄰近國家。

 

 

 

 

 

作者 林琮盛   為 民進黨中國事務部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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