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没能见证历史，我应该失望吗？ 

随着某大国众议院议长的飞机降落在亚洲某小岛上，我相信有不少人是失望

的，包括在君*酒店门口抗议的岛内民众。 

  其实我是不看好真的会发生战争的，同时我也是不希望发生战争的，但是受过

十数年的民族主义教育的我的脑海中必然会有一部分思想是留给统一祖国的。如果

能和平统一最好不过，但是武力解决也是完全可以接受的，自然是对于一个未曾见

过的“敌人”没有同理心，同时又是同胞的“国人”而期望解救他们于“水深火热”。 

  有个叫 Doug Stanhope 的人对民族主义的定义很多人应该听过或者至少听过

类似的表达： 
Nationalism does nothing but teach you to hate people you never met, and to 
take pride in accomplishments you had no part in. 
  用我的翻译来说就是： 民族主义只是让你去讨厌从未见过的人，和以从未参

与过的成就来骄傲。 
  也许这样说有点不太合适，比如对于那些在上世纪欺压我们的帝国主义我们也

从未见过，不过我们是应该不会喜欢他们，至少我的祖父辈也受过由他们造成的苦

难。又或者现在，“也许”他们打压着我们的国家的各个方面让我们的日子不太好

过，他们也应该是被讨厌的。 

  又比如在遥远的 72 年前，我们的祖父辈经历了一场伟大的同时惨烈的战争，

我们以某种难以说好或者坏、小或者大的代价击退了企图把战火烧到我们领土的帝

国主义，那时候的领导者大声地喊出“一切帝国主义都是纸老虎”。这个成就是我们

的吗，大概在数年前的某一天我意识到，这不是我们（以年轻的一代的视角来看）

的，这是我们的祖辈们的伟大成就。我们应该为我们祖辈有这样伟大的成就和牺牲

精神而 为他们 骄傲，而不是我们自己。 
  我们自己只是躺在他们用血泪甚至是生命创造的这个新中国上享受的人，更进

一步用《人民的民义》中高亚麟饰演的刘新建的话来说：我们只是他们的父辈用命

打下来的江山的受益者。诚然，红二代们比我们更有资格享受共和国的红利，而现

实也确实如此。 

  再或者以华为为首的所谓“民族企业”，他们的奋斗大家都能看到，尝试从全球

市场上分某大国一杯羹，是国内绝大多数企业的榜样（特别是某讯）。但是我们应

该以有华为这样的公司而 为自己 作为一个中国人而骄傲吗？至少我认为我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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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我几乎没有为这样的公司做出任何贡献，我没能成为它的一名员工或研究员，

我也几乎不会去使用他的产品。 
  这里可能会有人说，我为什么不去买华为的产品支持华为？我想说它有它的骄

傲但与我无关，我要做的就是以我自己的方式为国家的做出贡献。企业的民族性的

最高点应该是收割海外市场，同时给自己的国民以福利，用海外市场的利润降低国

内用户的使用成本。而以华为手机的目前性价比我是不会做出考虑的。 

   
  这次事件国内的态度我大概分成三部分：想打，为什么还不打，已经骑在脸上

了；无论打不打，支持国家的选择；还是别打了，对大家都不好，不要面子要里

子。 

  这里我的态度是：无论打不打，都支持国家的选择。 

  我总觉得： 民族主义不转向法制建设，要么被推着走向民族主义的极端，要

么会被民族情绪反噬。 
  尽管我经常吐槽中国的法制是校花（谐音），但是我确实是认为法制是中国能

够更进一步发展的重要条件之一（另一个是文化自信）。表面一套背后一套和各种

给法律留后门获得最终和实际解释权的方法让很多方面的交易成本大到了不可想象

的程度。也许地方上没法做到按法律来，毕竟中国的确还是一个人情社会，但是不

少大的方面，社会事件的处理也完全和法律不沾边，事后用相关法律来套，这对法

律社会的建设冲击太大。 

  就举一个例子，荷兰（谐音）某银行前清场的整队白衣人的出现又是按照哪一

条法律呢？ 

  这次就是推进民族主义到一定顶点导致的，各种媒体纷纷渲染这是一个“耻
辱”，大内宣把各方面的情绪调动起来，再辅以部队转移希望给某大国的老太婆施

压，若要有用也罢，可现在她似乎也被各种丑闻、压力压到不惜老命来这一趟，可

真是一点脸面也不给国内媒体或者实际事件处理者。 

  群嘲开始了，就和之前的每一次一样，人民群众的艺术总是令人意外的。“威
胁一次是威胁，威胁十次是什么？”“炸鱼”“大家都给蔡某坤面子，因为今天他生日”
等等，还有一张老妖婆穿粉色套装挥手表示回去睡觉的表情包流传。 

  如果大家都“理智”一些，这种所谓的访问真的是一种嘲讽吗？也许是一种嘲

讽，是在嘲讽谁？是在嘲讽对这件事情没有任何掌控力的你我吗？如果不是，那么



强烈希望把老妖婆的飞机打下来或者占领小岛的情绪是为了什么呢？是民族认同

吧，但当那一天我意识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就释然了。 

  民族认同当然可以有，但是以武力征讨的方式出现是不是在一步步走向极端

呢？要我说，和平解放还算是合理的范围，武力解决也许就过了，至少现在还过

了。目前国内的经济压力已经不小了，真要武力解决，即便解决了也会面临的各方

面的压力，特别是如何去统治一个和我们已经有了至少 73 年的不同领导者的领

土。 

  必定又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这样的损失不言而喻。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某大

国还欠我们 9808 亿美元国债 （截止 7 月），国内的一些企业和姥爷以及他们的家

属可不答应。 
  这么说就没有一点好处吗？有的，满足了一些人的情绪，或者是转移了他们对

于生活压力的注意力自然会有更高的宜居度（文明 6 用词），以一部分民族主义者

的角度来看，他们会觉得“骄傲”，应该能在一定程度上忍受更多的压力。另一点就

是年底就是二十大了，尽管不会觉得有任何其他可能，但是对于获得各个领域老前

辈的支持还是相当重要的了。 

   
 
  反噬的意思就是矛盾没法向外转移，最终在国内爆发，导致（）更迭。不过我

认为大概率是不会发生了，那么就只有一条路，一路前进加速了。 

  加速的终点在哪里呢？上世纪的日本和德国，为了手上的 power（公权力），

往往有能力者都会向外转移矛盾。对于降低物理上消灭敌人的心理压力，极端者往

往会强化上述两种情况。德国就有臭名昭著血统论（来自某大国），日本就有对面

的敌人。 

  某大国也在向外转移矛盾，只不过他们的方式更加隐蔽和温和，所以至少他们

不会快速地到达最高点进而走向疯狂和灭亡（不过就现在局势来看，就在不久的将

来，而且川宝一定会是重要参与者）。 

  多少年都过去了，内宣还是一如既往的拉胯。禁言封号架墙都无所谓，但是每

一次的失败的内宣都会让不少青年意识到“某些人能力不足”或者“自己被当成傻子

了”。有时候我也挺心疼胡锡进之流的，每次必须得绞尽脑汁从各个角度给一些不

太好的事情找理由，模糊事情的本质，这真的挺累的吧。 

https://www.oklabuy.com/21905.html


  和学校校长一样，他们到底是怎么了要总是做出这样或者那样好像一点脸都不

要的事情。到底是他们真的没有了一点信仰，还是我们单纯而伟大祖辈的成就就不

是通过信仰达成的，只是经过了一次又一次的忽悠而在为之奋斗继而达成的？这类

问题真的很难去做出判断，只有更多的去了解那个时代和成为他们的一员也许我才

能得到一个更加接近真相的答案。 

   
 
  最后用一段马前卒的话结束吧， 近代以来的历史证明，人民，或者只是人民

的一部分拒绝当乌合之众的时候。 新时代就要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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