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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金融危机后南欧民粹主义

政党的兴起与发展前景

李凯旋

【提　要】２００８年金融危机后，新的民粹主义力量从南欧政治边缘强势兴起。与西欧右

翼民粹主义不同，南欧新兴民粹主义反对新自由主义，反对狭隘的民族主义，追求社会平

等。南欧民粹主义兴起的直接动因是经济危机与紧缩政策造成的巨大社会创伤，而自由市

场对社会的 “脱嵌”则构成了更深层的经济与社会根源，同时代议制民主形式与内容的不

一致更是给民粹主义提供了不竭的政治动力。民粹主义在南欧不会销声匿迹，但新兴民粹

主义政党，未来是发展成具有稳定的政治支持结构和连续性的政治纲领主张的主流党，还

是随着民粹浪潮退却衰变为使节党，主要取决于它们能否在理论与社会政策平衡体系上形

成新的突破，以及能否提出有效应对当前经济困境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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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０８年 金 融 危 机 之 后，欧 洲 再 次 掀 起 了 一

股民粹主义 风 潮。在 西 欧，改 头 换 面 后 强 势 回

归的法国 国 民 阵 线 以 及 欧 洲 议 会 选 举 中 表 现 不

俗的英国 独 立 党 等 右 翼 民 粹 主 义 政 党，颇 为 引

人注 目；在 南 欧，西 班 牙 “我 们 能”党、意 大

利五星运 动 等 民 粹 主 义 政 党 短 期 内 获 得 了 传 统

政党或激 进 政 党 经 营 多 年 才 可 取 得 或 甚 尚 未 取

得的选举成 绩 和 影 响 力，重 塑 了 意 大 利、西 班

牙和希腊 等 国 政 党 格 局。南 欧 民 粹 主 义 政 党 也

引起了欧 洲 政 界 和 学 术 界 的 关 注，但 必 须 指 出

的是，这些 新 兴 民 粹 党 与 长 期 盘 踞 西 欧 政 坛 的

右翼民 粹 主 义，有 很 大 的 不 同———它 们 兴 起 于

金融危机 后 南 欧 反 紧 缩 情 绪 高 涨 的 政 治、经 济

与社会背景下，持有激进左翼意识形态或议题，

对外来移民持相对宽容的态度。

南欧新兴 民 粹 主 义 与 西 欧 右 翼 民 粹 主 义 一

样，值 得 我 们 关 注。对 南 欧 民 粹 主 义 的 特 性、
兴起根源 进 行 深 入 研 究，有 助 于 我 们 进 一 步 了

解全球化 和 欧 洲 经 济 一 体 化 背 景 下 国 家 间 经 济

竞争对国 内 社 会 冲 突 的 影 响，有 助 于 我 们 对 发

达资本主 义 国 家 的 代 议 制 民 主 以 及 政 党 政 治 的

缺陷有更 清 醒 的 认 识。本 文 将 首 先 在 与 西 欧 右

翼民粹主 义 适 当 比 较 的 基 础 上，对 南 欧 新 兴 民

粹主义的主 要 类 型 和 特 性 作 出 分 析；然 后，对

南欧民粹主 义 兴 起 的 根 源 进 行 探 析；最 后，将

对南欧民粹主义的未来走向进行探讨。

一、南欧新兴民粹主义的主要特性

（一）什么是民粹主义？

　　民粹 主 义，无 论 是 在 西 欧 还 是 南 欧 的 政 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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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台上及 媒 体 眼 中，总 体 上 都 是 一 个 富 含 贬 义

和令人厌 恶 的 名 词。民 粹 主 义 被 大 量 运 用 于 缺

乏责任感、富 于 煽 动 性 和 机 会 主 义 等 含 义；而

其修饰语还有 “充满敌意”、 “野蛮的”等 充 满

贬损意味的 词 汇。因 此，几 乎 没 有 政 党 或 政 党

领袖会 公 然 宣 称 自 己 是 民 粹 派 或 民 粹 主 义 者，

都是用在 政 治 对 手 身 上。如 意 大 利 前 总 理 马 里

奥·蒙蒂 （Ｍａｒｉｏ　Ｍｏｎｔｉ）请求人民，不 要 “回

到 过 去 和 民 粹 主 义”， 法 国 总 统 奥 朗 德

（Ｆｒａｎｏｉｓ　Ｈｏｌｌａｎｄｅ）则 提 醒 人 们 警 惕 “危 险 的

民粹主义的泛滥”， （“就 像 在 意 大 利 那 样”），①

英国 工 党 的 新 领 袖 杰 雷 米·科 尔 宾 （Ｊｅｒｅｍｙ
Ｃｏｒｂｙｎ）因持有激 进 左 翼 主 张 被 英 国 主 流 媒 体

称为 “民粹主义者”。但在学术讨论中，还是应

把民粹主 义 作 为 一 个 中 性 的 概 念 来 分 析，因 为

这样才能 更 加 客 观 和 真 实 地 认 识 当 今 南 欧 面 临

的经济、社会 与 政 治 危 机，以 及 民 粹 主 义 为 何

获得了部分激进左翼力量的 “青睐”。

纵观民 粹 主 义 的 历 史，它 首 先 表 现 为 一 种

围绕在富 于 魅 力 的 领 袖 周 围 的 跨 阶 级 的、极 端

主义群众 运 动，针 对 的 往 往 是 腐 败 的 政 治 精 英

及其强势的 政 治 安 排。其 次，民 粹 主 义 还 表 现

为一种极富魅力的领导人进行政治动员的方式，

如今包括 广 场 政 治 和 借 助 电 视、互 联 网 等 广 为

普及的新 媒 体 进 行 的 “视 觉 政 治”活 动。民 粹

主义本质上，是 一 种 意 识 形 态，只 是 虽 然 历 经

一百多年 的 发 展，在 不 同 历 史 情 境 下 集 合 了 不

同流派的主 张，却 依 然 缺 乏 理 论 的 连 贯 性，内

核空洞，还远 远 称 不 上 一 种 学 说。民 粹 主 义 作

为意识形态，无论其表现形式为何，其核心的、

无法回避的关键问题总是人民与精英的关系问题。

它将社 会 分 裂 为 两 个 同 质 的 对 抗 性 群 体———即

“纯洁 的 人 民”与 “腐 败 的 精 英”，矛 头 指 向

“不道德且腐朽”的精英阶层，且认为政治是公

意的表达。② 可以说，作为意识形态的民粹主义

其内核是虚 弱 的，在 实 际 的 政 治 生 活 中，总 是

需要依附于更为激进的或饱满的意识形态力量，

比如狭隘的 民 族 主 义，或 追 求 公 正、平 等 的 社

会主义，从而 表 现 为 右 翼 民 粹 主 义，或 左 翼 民

粹主义。

（二）南欧新兴民粹主义的主要类型

在对南欧 新 兴 民 粹 主 义 的 主 要 特 性 进 行 分

析之前，不 应 忽 视 其 备 受 关 注 的 欧 洲 “同 仁”

西欧右翼 民 粹 主 义 的 特 性。它 们 之 间 有 差 异，

但也有共 性。最 大 的 共 性 就 是 都 声 称 自 身 代 表

着 “纯洁 的 人 民”，都 反 对 “腐 败 的 精 英”。但

最大差 异 也 在 于 此———即 在 不 同 的 民 粹 主 义 者

眼中，“纯洁的人民”指的是谁，而 “腐败的精

英”又是哪些人？

右翼 民 粹 主 义，可 谓 欧 洲 最 为 “显 赫”的

民粹主义 力 量，包 括 新 自 由 民 粹 主 义 和 民 族 民

粹主义 两 个 亚 类 型。新 自 由 民 粹 主 义 者 的 “人

民”是 辛 勤 工 作 的 纳 税 人 和 受 到 政 治 与 官 僚

“精英”压制的企业家。而民族民粹主义是民族

主义与民 粹 主 义 的 结 合。此 处 民 族 主 义 指 的 是

一种狭 隘 的、排 外 的 民 族 主 义———国 家 与 民 族

是一体的，非 本 民 族 的 元 素 （人 和 观 念）都 是

对本民族 同 质 性 的 威 胁。民 族 民 粹 主 义 话 语 中

“民 族 国 家”与 “人 民”的 同 质 性 是 高 度 契 合

的，人民与民族的界限也是模糊的；“腐败的精

英”主要指 政 客、政 党 等 政 治 中 介。法 国 国 民

阵线、英国 独 立 党 等 都 是 典 型 的 民 族 民 粹 主 义

党；在南欧地 区，意 大 利 的 北 方 联 盟 也 是 一 支

长期盘 踞 本 国 政 坛 的 右 翼 民 粹 主 义 力 量———既

有新自由 主 义 主 张，又 有 排 外 的 狭 隘 民 族 主 义

意识形态。

南欧新兴 民 粹 主 义 力 量 与 西 欧 右 翼 民 粹 主

义截然不 同。持 有 激 进 左 翼 意 识 形 态 的 希 腊 激

进左翼联 盟 和 西 班 牙 “我 们 能”党，属 于 左 翼

民粹主义党，或 民 粹 主 义 的 激 进 左 翼 党；而 拒

绝任何左 翼 和 右 翼 意 识 形 态 的 意 大 利 五 星 运 动

党，则属于议题民粹主义。

左翼民粹 主 义 意 味 着 民 粹 主 义 与 新 左 翼 力

量的意识形 态 的 结 合。可 以 说，南 欧 的 左 翼 民

粹主义 党 一 方 面 谴 责 “第 三 条 道 路”的 妥 协 与

共享权力的战略，抛弃了工人阶级；另一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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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自身也抛弃了传统马克思主义，放弃革命，
倡导改良。左 翼 民 粹 主 义 话 语 下 的 “人 民”是

被压迫的 劳 动 阶 级，精 英 是 国 际 和 国 内 的 金 融

寡头和垄 断 资 本 家。希 腊 激 进 左 翼 联 盟 的 意 识

形态最初 起 源 是 希 腊 共 产 党 的 国 内 派，后 由 于

希腊左翼 力 量 的 不 断 碎 片 化，一 些 左 翼 人 士 倡

议组建一个新的左翼行动组织，最终在２００４年

选举前形 成 了 遭 遇 希 腊 共 产 党 抵 制 的 “激 进 左

翼联盟”。希腊激进左翼联盟对自身的定位是既

非共产党 也 非 社 会 民 主 党 的 左 翼，它 具 有 现 代

新左翼 党 的 一 些 特 征：意 识 形 态 不 统 一———有

生态 社 会 主 义、欧 洲 共 产 主 义、女 权 主 义 等，
组织形式分 散，选 民 集 中 在 中 间 阶 层 等。激 进

左翼联盟反 资 本 主 义，但 不 反 欧 洲 一 体 化，主

张寻求一 条 替 代 全 球 化 的 道 路。普 遍 认 为 成 立

于２０１４年３月的西班牙 “我们能”党是愤怒者

运动组织 化 的 结 果，目 前 是 西 班 牙 议 会 第 三 大

党。就意识形态而言，“我们能”党的最重要领

导人如伊 格 莱 西 亚 斯 等 都 对 拉 美 的 左 翼 民 粹 主

义政治进 行 过 深 入 研 究，并 曾 明 确 指 出 拉 克 劳

和墨菲的 新 葛 兰 西 霸 权 理 论 以 及 前 者 的 民 粹 主

义理论是该党的理论假设之一。①

议题民 粹 主 义 拒 绝 接 受 任 何 强 意 识 形 态，
无明 确 的 价 值 观，反 建 制，反 政 党，反 代 议 制

民主，追 求 直 接 民 主。议 题 民 粹 主 义 者，随 时

会根据有 利 原 则 在 右 翼 与 左 翼 之 间 摇 摆，并 利

用民粹主义 言 论 来 吸 引 各 阶 层 选 民，所 以，很

难把他们放在传统的左右翼政治类别中去衡量。
议题民粹主义的 “人民”是没有加入任何政党，
利益没 有 被 任 何 政 党 代 表 的 人。而 他 们 的 “敌

人”，主 要 是 指 现 存 主 流 政 党 和 “腐 败”的 政

客。成立于２００９年１０月的五星运动党，某种意

义上也是 大 型 抗 议 活 动 组 织 化 的 结 果。但 它 与

“我们能”党的不同之处在于，坚称自身不属于

左翼也不属 于 右 翼，不 是 政 党 也 非 联 盟，而 是

一个沟通的平台和载体。② 五星运动党一方面反

新自由主义，坚持反战、反核的立场，关注左翼

的议题———如环保、公共教育和公共卫生等，并

持有彰显 左 翼 平 等 观 念 诸 如 财 富 再 分 配 的 主 张

———提出建 立 全 国 最 低 收 入 保 障 制 度；另 一 方

面还同时 持 有 部 分 与 右 翼 民 粹 主 义 相 近 的 主 张

如减税和维护国家主权的疑欧主义③等，却并不

坚持狭隘的民族主义和完全意义上的反移民观。④

二、南欧新兴民粹主义

　　崛起的根源　　　

　　学术界对民粹主义的兴趣一直集中在两点，

一是对民 粹 主 义 的 概 念 和 类 型 的 阐 述，二 是 对

民粹主义兴 起 根 源 的 探 寻。而 目 前，很 多 学 者

都在尝 试 回 答 这 样 一 个 问 题，即 “我 们 如 何 说

明这一事 实：尽 管 传 统 政 党 不 仅 拥 有 持 久 的 思

想传统、相 当 可 观 的 政 治 技 巧 和 巨 大 的 财 政 资

源，而且它 们 往 往 受 到 那 些 阻 碍 新 生 力 量 进 入

的常规的 有 力 保 护，但 是……民 粹 主 义 者 却 为

何总能挑 战 这 些 传 统 政 党 并 占 据 它 们 一 度 所 占

据的地盘？在 欧 洲 的 政 治 场 景 中 发 生 了 什 么 样

的变 化 促 成 了 新 民 粹 主 义 政 党 的 出 现 及 其 成

功？”⑤ 从民粹 主 义 的 核 心 问 题———即 人 民 与 精

英之间的 对 立 关 系 来 看，民 粹 主 义 的 生 存 条 件

从未 消 失 过，只 要 存 在 差 距、分 化、危 机 感 和

被剥夺感，就有大众的反抗，就会有民粹主义。

但基于民 粹 主 义 的 情 境 特 性，南 欧 民 粹 主 义 自

然又有其特殊的经济、社会和政治根源。
（一）经济与社会根源

南欧新民 粹 主 义 政 党 的 崛 起 与 金 融 危 机 几

乎在同一时 间 发 生，这 并 非 偶 然 现 象，而 是 卡

尔·波兰尼在 《大转型》中所说的 “双向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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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星运动党的疑欧主 义 与 西 欧 极 右 翼 不 同：党 首 格 里 洛 猛

烈抨击欧元却不主张 意 大 利 退 出 欧 盟，且 曾 在 公 开 场 合 对

欧洲一体化的 “总设 计 师”让·莫 内 及 其 他 奠 基 人 表 达 敬

意，认可欧洲一体化的早期成就。
“我们能”与希腊激进左翼联盟，总体并不持有反移民的观

念；五星运动党反对给 予 在 意 大 利 出 生 的 移 民 后 代 以 意 大

利籍，反非法移民，但承 认 合 法 移 民 的 合 法 权 益 以 及 难 民

申请避难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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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结果。所谓双向运动，意味着 “一方面是市场

不断地扩 张，另 一 方 面 是 这 个 倾 向 遭 到 一 个 相

反的倾 向———把 市 场 之 扩 张 局 限 到 一 个 特 定 方

向———的对抗”。① 波 兰 尼 认 为，在 人 类 漫 长 的

历史中，市 场 从 来 不 是 人 类 经 济 生 活 的 主 要 形

式，而是 “嵌 含”在 社 会 之 中。他 把 市 场 意 欲

脱离社会，并试图 把 一 切 生 产 要 素———劳 动 力、
土地和 货 币———都 商 品 化 的 现 象，称 之 为 市 场

对于社会之 “脱嵌”。将劳动力、土地商品化对

人类社会 造 成 的 冲 击 是 巨 大 的，也 是 可 怕 的。
这不仅 仅 体 现 在 剥 夺 了 人 “免 于 匮 乏 的 自 由”，
还使人们 陷 入 文 化 真 空 之 中，危 及 了 人 类 社 会

的有机形 式，所 以 自 我 调 节 市 场 的 每 一 步 扩 张

都遭到社会 的 反 抗。如 果 说，如 今 欧 洲 高 度 发

达的经济 一 体 化 是 资 本 主 义 自 由 市 场 的 扩 张 结

果，那么，与 其 交 织 前 行 的 福 利 国 家 建 设，就

是欧洲社会力量与自由市场力量之间的平衡器。
而此轮金融危机以及主要政党的福利瘦身措施，
给社会层 面 带 来 了 极 大 的 破 坏 性 影 响，进 而 激

发了源自社会的抵抗和民粹主义的繁盛。
南欧左翼民粹主义与议题民粹主义的繁盛，

从经 济 与 社 会 根 源 上 说，是 波 兰 尼 意 义 上 的

“脱嵌”的后果，也是南欧在欧洲经济一体化进

程中所处 的 边 缘 性 地 位 造 成 的。 “一 体 化”与

“不平等”是包括欧盟在内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

体的两个 最 主 要 特 征。一 体 化 的 经 济 使 得 人 类

历史具有 了 真 正 的 全 球 性，但 是 一 体 化 不 等 于

均等化。自由 资 本 主 义 的 全 球 扩 张，不 断 把 外

围地区融 入 世 界 经 济 体 系，并 使 之 在 其 中 边 缘

化。由 此，世 界 经 济 呈 现 出 了 中 心———半 边

缘———边缘 的 层 级 结 构，而 欧 洲 整 体 上 虽 处 于

全球经济 的 中 心，但 其 内 部 也 有 类 似 的 层 级 结

构。北欧和西欧诸国，显然是占据了中心位置；
希腊、西 班 牙、葡 萄 牙、包 括 意 大 利 在 内 的 南

欧国 家，则 处 于 中 心 之 外 半 边 缘、近 边 缘 的

位置。
南欧如 希 腊 等 国，都 或 主 动 或 被 动 地 进 入

了核心国所 主 导 的 欧 洲 经 济 一 体 化，都 在１９８０
年代以 来 加 快 了 对 自 由 市 场 “脱 嵌”的 驯 化，
即福利国家 的 建 设。但 是，南 欧 各 国 在 欧 洲 统

一大市场 中 相 对 于 中 心 国 的 劣 势 竞 争 地 位，决

定了它们 构 建 福 利 体 系 资 源 的 有 限 性 和 举 债 提

高社会保 护 水 平 的 不 可 持 续 性。当 下 在 希 腊 执

行的 “财 政 紧 缩”与 “福 利 瘦 身”更 多 地 是 被

代表核 心 国 家 自 由 市 场 的 力 量，即 所 谓 的 “三

驾马车”———欧盟委员会、欧洲央行和国际货币

基金组织所 “胁迫”的。在经济困境未得到任何

缓解、失业率攀升、劳动者生计危机迫在眉睫的

情况下，此种急进的、源自外部压力下的福利瘦

身改革，成为大规模左翼民粹主义运动的导火索。
而左翼民粹主义政党希腊激进左翼联盟在２０１５年

历次选举中的胜利，表明了相当一部分希腊民众

希望借助国家力量对中心国垄断资本主义力量进

行反抗的决心和寻求保护的愿望。
（二）政治根源

代议制民 主 的 制 度 设 计 与 内 容 表 达 的 不 一

致，是包括 南 欧 地 区 在 内 的 民 粹 主 义 繁 盛 的 重

要政治根 源。代 议 制 民 主 被 视 为 在 人 口 众 多、
分工细致 的 现 代 社 会 难 以 实 施 直 接 民 主 时 的 一

种合理选择。代 议 制 民 主，本 以 代 表 民 意 和 表

达民意为己 任，但 在 实 际 的 代 议 中，因 民 意 需

通过若干 中 介 组 织 和 中 间 阶 段 才 能 被 表 达，或

被稀 释，或 被 延 迟，甚 或 被 扭 曲。代 议 制 的 政

治实践和 代 议 者 权 力 的 行 使，不 可 避 免 地 需 要

依赖政治组 织。政 党 或 职 业 团 体 等 组 织，要 在

政治博弈 中 占 据 优 势，很 自 然 地 会 选 用 或 培 养

精英人才，并 争 取 具 备 优 势 资 源 的 个 人 或 利 益

集团的支持。所 以，西 欧 代 议 制 实 质 上 是 民 粹

主义所反 对 的 精 英 政 治。政 治 精 英 在 反 映 和 表

达民意时，受 自 身 能 力、价 值 偏 好 和 政 治 环 境

限制，很可能过滤、扭曲民意。
南欧民粹 主 义 政 党 的 兴 起 还 与 主 要 政 党 的

代表性危 机 有 很 大 关 系。政 党 本 是 代 议 制 民 主

最为重要 的 中 介 组 织，但 如 今 被 民 粹 主 义 者 们

视为真正民 意 表 达 的 障 碍。在 南 欧，无 论 是 构

成欧洲议 会 社 会 党 党 团 的 各 中 左 翼 党，还 是 构

成欧洲议 会 人 民 党 党 团 的 各 大 中 右 翼 党，随 着

苏东剧变 和 共 产 主 义 意 识 形 态 的 式 微，为 了 在

政治博弈 中 提 升 支 持 率 以 赢 得 选 举，愈 来 愈 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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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和制定 讨 好 中 间 选 民 的 纲 领 政 策，嬗 变 为 所

谓的 “全方 位”党。但 在 南 欧 这 样 一 个 异 质 化

社会，“全方位”党的纲领并不能全方位讨好所

有人。而民粹 主 义，反 映 的 往 往 是 主 流 政 党 议

题之外的民 众 的 关 切。如 塔 格 特 所 言，欧 洲 民

粹主义反 对 的 并 不 是 议 会 政 治，而 是 主 流 政 党

及其强势的政治安排。① 此外，主流政党的代表

性危机 还 体 现 在 自 身 存 在 的 严 重 腐 败 问 题 上。
如２０１２年初，意大利民主党和北方联盟的财务

主管深陷非法挪用选举补偿金丑闻；同年９月，
自由人民 党 的 拉 齐 奥 大 区 主 席 因 滥 用 公 共 资 金

被弹劾。根 据 一 项 针 对 五 星 运 动 的 支 持 者 所 做

的调查，４１％的 人 选 择 五 星 运 动 是 因 为 对 旧 党

不再抱有任何幻想或者想要改变现状。②

民粹主义 运 动 在 南 欧 与 激 进 左 翼 意 识 形 态

或议题的 结 合，还 与 中 左 翼 的 右 转 以 及 传 统 左

翼的衰落 有 很 大 关 系。南 欧 主 权 债 务 危 机 的 发

生，对大部 分 人 口 尤 其 是 公 私 营 部 门 的 工 薪 阶

层、自雇者和 小 商 人 产 生 了 巨 大 影 响。作 为 这

些社会阶 层 的 主 要 代 表 者，南 欧 中 左 翼 政 党 如

意大 利 民 主 党、希 腊 的 “泛 希 腊 社 会 主 义 运

动”，以及西班牙工社党不但没有提出维护其选

民利益的 举 措，反 而 致 力 于 推 动 紧 缩 政 策 的 合

法化，这引发 了 社 会 层 面 的 强 烈 不 满。意 大 利

中左翼民 主 党 政 府 改 革 的 新 自 由 主 义 色 彩 更 是

浓重，五星 运 动 党 党 首 就 此 曾 指 出 意 大 利 民 主

党 （ＰＤ）和右 翼 自 由 人 民 党 （ＰＤＬ）之 间 的 差

异不过 是 少 了 一 个 字 母 “Ｌ”。在 这 种 背 景 下，
南欧新兴 民 粹 党 有 效 地 利 用 本 国 民 众 对 经 济 现

状尤其是 紧 缩 政 策 的 不 满，而 提 出 了 系 列 反 紧

缩、去私有 化、推 行 直 接 民 主 等 “赢 得 民 心”
的主张。可 以 说，危 机 之 下 中 左 翼 政 党 “右”
转而留下 的 政 治 真 空，为 左 翼 民 粹 党 或 议 题 民

粹党的崛起 提 供 了 机 遇。此 外，南 欧 各 国 原 本

拥有深厚 的 社 会 主 义 运 动 传 统 和 比 较 强 大 的 共

产主义政党 组 织，但 金 融 危 机 以 来，它 们 都 未

能以相当 的 远 见 卓 识 为 弱 势 群 体 勾 勒 出 一 个 可

信的共同 未 来，以 抓 住 潜 藏 在 危 机 乱 象 中 的 政

治机 遇。共 产 主 义 政 党 的 衰 落，如 意 共、希 共

和西共等 “护 民 官”功 能 的 丧 失，使 得 他 们 的

部分选民也转向了民粹主义政党。

三、南欧新兴民粹主义的

　　未来走向　　　　　

　　从 民 粹 主 义 的 核 心 问 题———即 人 民 与 精 英

之间的对 立 关 系 来 看，欧 洲 民 粹 主 义 的 生 存 土

壤从 未 消 失 过，只 要 差 距、分 化、危 机 感 和 被

剥夺感在 当 今 资 本 主 义 社 会 存 在，就 有 大 众 的

批判 和 反 抗，就 有 民 粹 主 义。金 融 危 机 后，民

粹主 义 似 乎 已 经 成 为 整 个 欧 洲 的 “政 治 新 常

态”，南欧自然也不例外。只是此番南欧民众反

抗的不仅 仅 是 本 国 的 政 治 与 经 济 精 英，还 有 从

欧洲经济 一 体 化 中 大 大 受 益 的 中 心 国 垄 断 资 本

家与金融寡 头。从 这 个 意 义 上 说，民 粹 主 义 在

南欧不会 销 声 匿 迹，它 只 会 随 着 社 会 危 机 的 加

剧而高涨，随 着 危 机 的 缓 解 而 趋 于 平 缓。由 于

民粹主义 几 乎 总 与 激 进 政 治 和 激 进 政 党 紧 密 相

连，所以，剖析南 欧 新 兴 民 粹 主 义 政 党 面 临 的

挑战及其 未 来 走 向，既 不 能 忽 视 民 粹 主 义 本 身

的特点，又不能忽视激进政治的特性。
（一）新兴民粹主义力量面临的主要挑战

首先，左 翼 民 粹 主 义 和 议 题 民 粹 主 义，都

不可避免 地 要 在 现 实 政 治 生 活 中 面 对 并 克 服 民

粹主义 固 有 的 缺 陷———即 潜 在 的 偏 执 性、非 理

性和 反 智 性。正 如 后 马 克 思 主 义 者 齐 泽 克 在

《抵御民粹诱惑》中发出的警告———民粹主义具

有 “长期的原 始 法 西 斯 主 义 倾 向”。③ 所 以，对

于激进左 翼 而 言，面 对 “民 粹 诱 惑”时，最 大

的挑战莫 过 于 如 何 避 免 成 为 偏 执 的、反 智 的、

非理性的 民 粹 主 义 者，而 是 以 左 翼 的 方 式 应 对

现代社 会 危 机———民 众 的 就 业 压 力、安 全 担 忧

以及种族的、民 族 的、文 化 的 危 机 特 别 是 身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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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同的焦 虑 等。对 于 意 大 利 议 题 民 粹 主 义 者 而

言亦然，其 “为了反对而反对”策略的偏执性和

非理性是十分明显的，并不利于解决现实问题。
其次，左翼民粹主义和议题民粹主义都面临

理论创新和社会政策平衡体系创新的挑战。如前

所述，左翼民粹主义既谴责 “第三条道路”，又放

弃了马克思主义；而议题民粹主义更是拒绝了所

有意识形态理论。但是，每个时代又都需要能与

之相适应的理论与政策体系。就目前南欧左翼民

粹力量和议题民粹力量而言，它们的指导理论是

多元的，而且并没有对其所反对的建制力量的理

论体系形成 真 正 的 突 破。在 实 际 的 政 治 实 践 中，
包括目前执政的希腊激进左翼联盟在内的所有南

欧新兴民粹党，虽都凭借民粹主义口号煽动起了

民众的愤怒情绪，却未能提出有效的且富于创新

的措施，去应对 欧 盟 的 措 施 和 国 家 的 经 济 困 境，
去推动真正的反新自由主义进程。

福利国 家 一 直 是 传 统 左 翼 的 政 治 议 程，某

种程度上 实 现 了 社 民 党 所 追 求 的 社 会 平 衡。但

自１９８０年代以来，追求效率的新自由主义不断

破坏着这种 平 衡。对 此，传 统 左 翼 似 乎 是 束 手

无策的，此次金融危机更是证明了这一点。“我

们能”党 等 民 粹 主 义 的 左 翼，也 面 临 着 同 样 的

挑战———即 尽 快 构 建 新 的 社 会 政 策 平 衡 体 系，
以实现经 济 的 发 展 与 福 利 国 家 的 再 平 衡。意 大

利的议题 民 粹 主 义，也 要 解 决 将 其 注 重 具 体 议

题以及左 右 逢 源 的 实 用 主 义 政 治 活 动 方 式，与

更为抽象 却 至 为 重 要 的 理 论 体 系 创 新 相 结 合 的

问题，不能一直对意识形态立场采取回避态度。
新兴民粹 力 量 对 这 一 挑 战 的 应 对，将 在 很 大 程

度上决定其未来发展方向和前景。
最后，南 欧 新 兴 民 粹 党 大 都 面 临 创 建 稳 定

政治联盟的 挑 战。目 前，南 欧 各 国 的 政 党 制 度

都是多党制。在 这 种 政 党 体 制 下，政 府 往 往 需

要以多党联 盟 的 方 式 进 行 组 织。在 西 班 牙２０１５
年的议会选举中， “我们能”党 成 为 第 三 大 党，
其他大党 也 都 未 能 获 得 绝 对 多 数 的 支 持，因 而

必须组建 联 合 政 府。在 长 达 两 个 月 的 谈 判 中，
各党组阁的努力均告失败。２０１６年， “我们能”
党与１６支力量大小不一的左翼党结盟，以期在

两次议会 选 举 中 击 败 中 左 翼 西 班 牙 社 工 党。但

因党派过多，思 想 过 于 多 元 复 杂，加 之 联 盟 的

稳定性欠佳，远未能达到 “我们能”党的预期。
意大利五星运动党，在２０１３年大选后也未能达

到议会绝对多数，但拒绝了与中左翼民主党的联

合组阁提议，迫使后者转而寻求与右翼政党结盟。
五星运动拒绝结盟和反对所有政党的态度，一直

备受诟病。２０１６年意大利政局的变化———主流政

党在地方选举中的接连失利，民主党总理伦奇推

动的修宪 公 投 失 败，使 得 五 星 运 动 党 短 期 内 成

为执政党 的 可 能 性 已 经 大 大 增 加，但 凭 一 己 之

力获绝对 多 数 支 持 的 难 度 还 是 比 较 大 的，未 来

依然要面对创建政治联盟问题。政治联盟问题，
影响着南欧新兴民粹力量在短期内的发展。

（二）新兴民粹主义力量的未来走向

南欧民粹 主 义 兴 起 的 直 接 动 因 是 经 济 危 机

以及紧缩 政 策 所 带 来 的 巨 大 社 会 创 伤，而 这 一

机会窗口 仍 会 敞 开 一 段 时 间，所 以 短 期 内 南 欧

新兴民粹 主 义 力 量 的 政 治 影 响 力 和 支 持 率，不

会有巨大波 动。从 中 长 期 来 看，南 欧 新 兴 民 粹

主义政党 未 来 能 否 赢 得 更 大 的 政 治 空 间，主 要

取决于它们能否自如应对上述三大挑战。
南欧新兴 左 翼 力 量 具 备 发 展 成 主 流 政 党 的

潜力。所谓主 流 政 党，主 要 指 那 些 代 表 主 流 价

值观念、政治 特 色 明 显 且 具 有 连 续 性、支 持 结

构稳定、具备被认可的执政能力或潜力的政党。
希腊的激 进 左 翼 联 盟 已 经 取 代 了 早 年 泛 希 腊 社

会主义运 动 的 角 色 和 地 位，成 为 当 前 希 腊 最 大

的左 翼 政 党，也 是 支 持 率 最 高 的 政 党。但 是，
它创造 的 奇 迹 是 难 以 复 制 的。西 班 牙 的 “我 们

能”党目 前 虽 具 备 发 展 成 主 流 政 党 的 潜 力，但

一方面，须 应 对 理 论 创 新 和 社 会 政 策 平 衡 体 系

创新的挑战；另 一 方 面，还 须 应 对 在 中 间 阶 层

具有坚实 选 民 基 础 的 人 民 党、工 社 党 以 及 新 兴

中间派 “公 民 党”的 两 面 夹 击。因 此，西 班 牙

的新兴民 粹 力 量 短 期 内 更 有 可 能 继 续 作 为 一 种

制衡力量 或 反 对 力 量 而 存 在。意 大 利 五 星 运 动

党在２０１６年地方选举尤其是修宪公投后，风头

强劲，未来新 选 举 法 的 出 台，也 恐 将 为 它 的 进

一步壮大 提 供 机 遇。虽 然 五 星 运 动 最 大 的 特 征

也是最大 的 缺 陷 就 是 拒 绝 任 何 意 识 形 态，仅 仅

靠议题来 吸 引 选 民，难 以 形 成 具 有 连 续 性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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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信的政治纲领。但在主要政党力量政绩欠佳，
民意汹涌之下，“反对一切政党”的五星运动已呈

现出了超越主流中左和中右大党之势，很可能在

２０１７年提前进行的议会选举中成为最大赢家。
当然，也 不 能 完 全 排 除 南 欧 新 兴 民 粹 力 量

在未来会 有 遭 遇 重 大 挫 折，并 被 边 缘 化 为 使 节

党的可能。所 谓 使 节 党，是 意 大 利 政 治 学 家 萨

托利提出 的 概 念，指 的 是 在 政 府 甚 至 议 会 之 外

的政 党。不 过，就 目 前 的 情 势 来 看，短 期 内 发

生这种情况的可能性很小。

四、结语

从 民 粹 主 义 的 核 心 问 题———即 人 民 与 精 英

之间的对 立 关 系 来 看，欧 洲 民 粹 主 义 的 生 存 土

壤从 未 消 失 过，只 要 存 在 差 距、分 化、危 机 感

和被剥夺感，就会有民粹主义。鉴于２００８年后

南欧民 粹 主 义 兴 起 的 直 接 动 因———经 济 危 机 与

紧缩政策 给 社 会 带 来 了 深 层 创 伤，背 后 的 深 层

经济社 会 根 源———自 由 市 场 给 南 欧 福 利 国 家 带

来的巨大 冲 击 和 南 欧 国 家 在 欧 洲 资 本 主 义 自 由

竞争中 的 弱 势 地 位，以 及 政 治 根 源———代 议 制

形式与内 容 的 不 一 致 等 因 素 短 期 内 都 不 会 迅 速

消失，南欧 新 兴 民 粹 主 义 力 量 依 然 有 不 可 小 觑

的政治成长空间。
值得注意的是，当下南欧的新兴民粹主义力

量，与西欧右翼民粹主义力量有很大不同———它

们反对新 自 由 主 义 和 狭 隘 的 民 族 主 义 观，持 有

左翼的意 识 形 态 或 议 题 主 张，追 求 社 会 公 正 与

平等。它们的 崛 起，使 得 南 欧 左 翼 力 量 进 入 了

新的分化 改 组 期，并 重 构 了 南 欧 地 区 的 政 党 格

局。随着南欧新兴民粹主义力量的进一步壮大，
它们还将 对 该 地 区 的 对 外 政 治 与 经 济 关 系 产 生

复杂且深刻 的 影 响。对 这 些 影 响 的 评 判，主 要

取决于南 欧 新 兴 民 粹 力 量 未 来 对 欧 洲 一 体 化 和

经济全球 化 的 态 度 是 否 会 有 重 大 的 转 变，是 否

会与西欧右翼民粹主义的相关认识趋同。对此，
我们应继续密切关注，以未雨绸缪。

本文作 者：中 国 社 会 科 学 院 马 克 思 主 义 研

究院助 理 研 究 员、中 国 社 会 科 学 院 研 究

生院欧洲研究系２０１４级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周勤勤

Ｏｎ　ｔｈｅ　Ｒｉｓｅ　ａｎｄ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ｓ　ｏｆ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Ｐｏｐｕｌｉｓｔ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Ｐａｒｔｉｅｓ　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Ｃｒｉｓｉｓ

Ｌｉ　Ｋａｉｘｕａｎ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　ｏｕｔｂｒｅａｋ　ｏｆ　ｔｈｅ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ｃｒｉｓｉｓ　ｉｎ　２００８，ｐｏｐｕｌｉｓｔ　ｐｏｗｅｒｓ　ｒｏｓｅ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ｅｄｇｅ
ｏｆ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ｔａｇｅ　ｉｎ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Ｅｕｒｏｐ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ｒｉｇｈｔ－ｗｉｎｇ　ｐｏｐｕｌｉｓｍ　ｉｎ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Ｅｕ－
ｒｏｐｅ，ｔｈｅ　ｎｅｗ－ｒｉｓｉｎｇ　ｐｏｐｕｌｉｓｔ　ｐｏｗｅｒｓ　ｉｎ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Ｅｕｒｏｐｅ　ａｒｅ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ｎｅｏｌｉｂｅｒａｌｉｓｍ　ａｎｄ　ｎａｒｒｏｗ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ａｎｄ　ａｒｅ　ｐｕｒｓｕｉｎｇ　ｓｏｃｉａｌ　ｅｑｕａｌｉｔｙ．Ｔｈｅ　ｄｉｒｅｃｔ　ｉｎｃｅｎｔｉｖｅ　ｏｆ　ｔｈｅ　ｒｉｓｅ　ｏｆ　Ｐｏｐｕｌｉｓｍ　ｉｎ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Ｅｕｒｏｐｅ　ｃｏｎｓｉｓ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ｔｒｅｍｅｎｄｏｕｓ　ｓｏｃｉａｌ　ｔｒａｕｍａ　ｃａｕｓｅｄ　ｂｙ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ｃｒｉｓｉｓ　ａｎｄ　ｔｉｇｈｔｅ－
ｎｉｎｇ　ｐｏｌｉｃｙ，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ｅｅｐｅｒ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ａｕｓｅ　ｒｏｏｔｓ　ｉｎ　ｔｈｅ“Ｄｉｓｅｍｂｅｄｄｉｎｇ”ｏｆ　ｔｈｅ　ｆｒｅｅ
ｍａｒｋｅｔ　ｆｒｏｍ　ｓｏｃｉｅｔｙ．Ｆｕｒｔｈｅｒｍｏｒｅ，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ｉｍｐｅｔｕｓ　ｉｓ　ｓｕｐｐｌｉｅｄ　ｓｔｅａｄｉｌｙ　ｂｙ　ｔｈｅ　ｉｎｃｏｎ－
ｓｉｓｔｅｎｃｙ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ｆｏｒｍ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ｏｆ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ｖｅ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Ｐｏｐｕｌｉｓｍ　ｉｎ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Ｅｕ－
ｒｏｐｅ　ｗｉｌｌ　ｎｏｔ　ｄｉｓａｐｐｅａｒ．Ｗｈｅｔｈｅｒ　ｔｈｅ　ｎｅｗ－ｒｉｓｉｎｇ　ｐｏｐｕｌｉｓｔ　ｐａｒｔｉｅｓ　ｗｉｌ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　ｉｎｔｏ　ｍａｉｎｓｔｒｅａｍ
ｐａｒｔｉｅｓ　ｗｉｔｈ　ｓｔｅａｄｙ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ｕｐｐｏｒｔｉｎｇ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ｃｏｎｓｉｓｔｅｎｔ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ｐｒｏｇｒａｍｓ，ｏｒ　ｔｈｅｙ　ｗｉｌｌ
ｄｅｃｌｉｎｅ　ｉｎｔｏ　ａｍｂａｓｓａｄｏｒ　ｐａｒｔｉｅｓ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ｆａｌｌ　ｏｆ　ｐｏｐｕｌｉｓｍ，ｄｅｐｅｎｄｓ　ｏｎ　ｗｈｅｔｈｅｒ　ｔｈｅｙ　ｃａｎ　ｍａｋｅ
ｎｅｗ　ｂｒｅａｋｔｈｒｏｕｇｈｓ　ｉｎ　ｂｏｔｈ　ｔｈｅｉｒ　ｔｈｅｏｒｉｅｓ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ｐｏｌｉｃｙ　ｂａｌａｎｃｅ　ｓｙｓｔｅｍｓ，ａｓ　ｗｅｌｌ　ａｓ　ｗｈｅｔｈｅｒ
ｔｈｅｙ　ｃａｎ　ｐｒｅｓｅｎｔ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ｉｎ　ｃｏｐｉｎｇ　ｗｉｔｈ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ｉｅ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ｃｒｉｓｉｓ；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Ｅｕｒｏｐｅ；ｐｏｐｕｌｉｓｍ
４４１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　　　　　　　２０１７年第１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