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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欧級右翼政党駭他

意识形态摞断

李凯旋

【提 要 】 西欧极右翼党的核心意识形 态本土主义和权威主义的兴起 ,
既有欧洲 右翼保

守主义和 自 由主义传统的思想渊 源 , 亦有全球化和欧洲 一体化下 民众生计危机加剧和代议

制民主下政治信任危机加深等现实动 因 。 西欧极右翼的 内部政治影响主要表现在对西欧国

家的现实政策渗透上和对左翼的 阶级认同 意识的 冲击上 。 面对 西方世界极右翼意识形 态兴

起对我 国 经济与社会文化的 消极影响 , 我们要通过经济转型升级 , 提 高 自 身在 国 际产业链

中 的地位和培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等方式加 以积极应对 。

【关键词 】 西欧 极右翼 政党 意识形 态

〔中图分类号 〕
Ｄ 0 7

〔
文献标识码〕

Ａ
〔
文章编号〕

1 0 0 0
—

2 9 5 2 ( 2 0 1 5 ) 0 4
—

0 1 3 8
—

0 7

金融危机给欧洲经济与社会带来极大震荡ｒｉｇｈｔ ) 和
“

右翼激进主义
”

( ｒｉｇｈｔ
－

ｗ ｉｎｇｒａｄｉ
ｃａｌ

－

之际 , 宣扬和秉持平等观念的社会主义运动并 ｉ
ｓｍ ) 等 。 西欧极右翼近年来虽备受关注 , 但是

没有走出低谷 , 坚持不平等观的极右翼意识形
一直缺少一个明确的定义 。 国外学者认为 , 极

态与 民粹主义风格相结合 , 却再度兴起并成为右翼是
一

个令人感到
“

费解的术语 而且人

当代欧洲议题的 中心 , 迫使西方国家要
“

认真们
“

基于历史观念的定义与演绎很大程度上未

对待右翼民粹主义的发展
”

。

① 西欧极右翼的崛能提供
一

个令人信服 的
‘

右翼极端主义
,

概

起 , 离不开经济与社会动荡所提供的外部机遇 , 念
”

,

③ 以能无可辩驳地将每
一

个具体的政党归

但意ｉ只形态 、 纲领政策以及政治动员能力等则构

成了至为关键的内部因素 , 其中又以意识形态为


根本 。 因为意识形态既是各政党发展的主要依据 ,①Ｃｈ ａｎ ｔａ ｌＭｏｕｆｆｅ
,

“

Ｔｈｅ
＇

ｅｎｄｏｆ
ｐ
ｏｌｉｔ ｉｅｓ

＇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ｈａｌｌ
ｅｎ
ｇ
ｅ ｏｆ

也是其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本质 。 因此 , 西欧极右

翼力量的兴起 ,
可以说是其意识形态的兴起 。 2 0 0 5 , 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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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学界的标签众多 , 又被称为
“

右翼极端主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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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凯旋 ： 西欧极右翼政党核心意识形态探析


人或排除出 极右翼党的范畴 。 虽如此 , 但都认所主张的政治模式与社会秩序亦植根于务必将

为极右翼是一种特殊形式的
“

意识形态
”

,

？ 应社会与政治的不平等制度化的信念中 。
④ 极右翼

从意识形态的视角来探讨极右翼的边界 、 本质界定不平等的标准有 民族 、 种族、 宗教派别 、

以及类型 。国籍等等 , 这也进
一

步解释了为什么本土主义 、

(

－

) 西欧极右翼党的边界与本质排外主义 、 福利沙文主义 、 种族主义 、 文化主

在当前的西欧政党政治范畴中 ,

一个政党义等等带有不平等观的思想会成为极右翼政党

的属性往往是与其他各政党关系的总和 。 因此 , 的主要意识形态了 。 因此 , 极右翼的不平等观

我们可从极右翼党与主流右翼和左翼的意识形是其一大必要且根本的意识形态特质 。

态关系上来确定它的边界和本质 。综上 , 我们可以看出 , 西欧的极右翼党本质

西欧极右翼 的
“

极端主义
”

倾向 , 是其与上是主流右翼的极端化 , 与极左翼完全对立 , 从

右翼的最主要区别 。 但
“

极端主义
”

不是一种根本上坚持社会不平等的观念 , 要求强国家 , 有

意识形态 , 它意味着极右翼的意识形态是主流反代议制民主的倾向 , 半忠诚于西欧现行体制 。

右翼观念的激进化 、 极端化 。 极右翼与右翼的 (
二 ) 基于意识形态的极右翼政党分类

差异是程度上 的 , 并非本质上的不同 。 西欧主极右翼的核心意识形态是界定 自 身与主流

流右翼意识形态虽经历了古典保守主义 、 现代右翼和左翼的依据 , 也是学者划分极右翼党亚

保守主义 、 新保守主义和新右派等四个发展阶 类型的主要标准 。 如卡特以极右翼党的主要意

段 , 但其核心要素基本未变
——

包括尊重和保 识形态为依据 , 提出 了五分法 ： ( 1 ) 持有传统

护传统的观念 , 因持有人性悲观论而要求 的强 种族主义观 的新纳粹党 , 如英 国的 国 民阵线 ；

国家及严格的法律和秩序 , 提倡对社会团结至 ( 2 ) 坚持权威主义 、 反代议制民主的新法西斯

关重要的共 同价值和文化 , 主张等级制 、 不平 党 , 如意大利的民族联盟的前身——社会运动

等和权威观等 。 在当 西方政治生活 中 , 极右 党 ；
( 3 ) 兼有排外主义 、 文化主义和权威主义

翼的反政党制 、 反多元主义 、 反议会制 , 要求 特征的权威排外型极右翼党 , 如法国 的国 民阵

强国家 、 强领导和军国 主义等意识形态 , 都是 线和奥地利的 自 由党 ；
( 4 ) 兼有排外主义和新

对右翼保守主义中人性悲观论 、 等级观和权威自 由主义倾向的新 自 由主义
——

排外型极右翼

观的极端化 , 明显带有反宪政民主国家的基本 党 , 如意大利的北方联盟 ；
( 5 ) 持有极端新 自

价值 、 程序和机制色彩 。
② 不过 , 在现实中 , 极

由主义观的新 自 由主义
——民粹主义型极右翼

右翼政党很难做到完全反对现行的宪政民主体党 , 如丹麦的进步党 。

⑤

制 , 因为这样会
“

令他们听来过于极端
”

, 作为贝兹 ( Ｂｅｔｚ ) 以极右翼关注 的移民 、 种族
政党 , 越过政治讨论所允许和接受的界限 , 很
快

、

‘‘

会在公共舆论或议会选举 中受到 惩罚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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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 ) 主义和经济等三大主要议题为基础 , 将意识形态是
一

种对社会物质关系 的反映 , 是
一

西欧极右翼党分为两类 ： 新 自 由或古典 自 由民种具有行动取 向并指导和激发政治行为 的综合

粹主义和权威或民族民粹主义 ,

0 这两者之间的性思想观念。 而其作为一种观念所具备的力量

主要区别在于前者更关注经济的 自 由而后者纲也是巨大的 ：

一

方面可以使某种行为和安排合

领中突出 强调民族排他性和社会安全 。 正如穆法化 ； 另
一

方面 , 使得人们在某种 目标下凝聚

德所言 , 当前欧洲的极右翼党进人了 民粹主义和团结起来 。

⑤

时代 , 但民粹主义极右翼党只是极右翼党的一从其定义和功能来看 , 意识形态无疑是多

种特殊形式 , 并不能代表其他没有民粹主义风样且复杂的 。 西欧极右翼政党的意识形态也不

格的极右翼党 , 如新法西斯党等 。
②例外 。

一

直以来 , 学者们在西欧极右翼 的核心

在凯特和贝 兹的分类基础上 , 基于意识形意识形态 问题上 尚存分歧 。 例如 , 哈斯本 德

态特征和政治动员方式 , 我们可将西欧极右翼 ( Ｈｕｓｂａｎｄｓ ) 就认为西欧极右翼党共同的意识形

分为包括新法西斯党和新纳粹党在内 的传统型态核心是
“

种族 的排外主义
”

,

⑥ 而伊特维尔

极右翼党和右翼民粹主义党两大类 。 前者继承 ( Ｅａｔｗｅ ｌ ｌ ) 则认为是各种形式的
“

民族主义
”

。

⑦

了较多法西斯和纳粹意识形态传统 , 最为极端 ,
但绝大部分学者都不赞同极右翼政党的核心意

从根本上反对主权在民 的根本原则 , 在选 民 中识形态是单一的 。 意识形态是社会存在的反映 ,

的影响力较小或很小 , 如英 国的 国 民阵线和意西欧极右翼党所关注的议题的多样性 , 如移民 、

大利社会运动党
； 后者包括贝 兹所说的新 自 由种族 、 文化 、 代议制 民主等 ,

也决定了其主要

或古典自 由 民粹主义党和权威或民族民粹主义意识形态的多样性 。 如穆德 ( Ｍｕｄｄｅ
) 就发现

党 , 采取了民粹主义的政治动员方式 ,

一

般而至少有 5 8 种不同 的特质 曾出现在对极右翼的定

言在选民中的支持率较高 , 如法 国的 国民阵线 ,
义中 , 而且其 中 民族 主义 、 排外 、 种族主义 、

奥地利的 自 由党 , 德国的共和党等 。反民主的情绪和要求强 国家五种特质频频 出

现 。

？ 排外 、 种族主义等意识形态的根本乃是
二 、 极右翼政党的核心意识形态

意识形态作为
一

个概念 , 最早由法 国哲学
①

二 二 , 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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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德拉西 ( ＤｅｓｔｕｔｔｄｅＴｒａｃｙ ) 提出 , 迄今已有ｔ ｉ ｃｓ 1 9 9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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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百余年的历史 。 到 1 9 世纪 , 马克思用意识形② ＣａｓＭ ｕｄｄ ｅ
,

Ｐｏｐｕｌ ｉｓｔＲａｄｉｃａ ｌＲｉｇｈｔＰａｒｔｉ ｅｓｉｎＥｕｒｏｐｅ
,

态这
－

概念来分析资本主义社会 。 他在 《德意
③ 第了卷＾民＾社 2＿ 年版 , 第

志意识形态 》 中 曾指出 ,

“

统治 阶级的思想在每 5 5 0 页 。

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
”

,
③ 在资本主义④ Ａｎｄｒ ｅｗＨｅｙｗ。ｏｄ , Ｐｏ ｌ ｉｔ ｉ ｃｓ , ＮｅｗＹｏｒｋ ：Ｐａ ｌ

ｇ
ｒａｖｅ

,  2 0 0 2
,

社会 , 资产義＿、想纖躲会的颜雜 ,

且反映了
一

种 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 。 2 0 世纪 1 9 9 5 , ｐ
． 1 6 ． 转引 自燕继荣 ： 《政治学十五讲 》 , 北京大学

自 由主义者汉娜 ？ 阿伦特 , 基于对法西斯主义出版社 2 ｏｉ 3 年版 , 第 幻 、 8 2 页 。

的分析 , 认为意识形态是
一

种
“

封闭的思想体
⑤

‘ Ｐ
＇ 1 6 ＇ 转弓

丨

系
”

, 是保障社会服从 、 实现社会控制 的工具 。 ？Ｅｌ ｉｓａｂｅ ｔｈＣａｒｔｅ ｒ , Ｔｈｅ ＥｘｔｒｅｍｅＲｉｇｈｔｉｎＷｅｓｔｅｒｎＥｕｒｏｐｅ

：

现代政治学研究者力 图给意识形态下
一

个中立
Ｓｕｃ ｃｅｓｓ ｏｒＦａｉ ｌｕｒｅ ？ ｐ

－ ｗ －

的定义 , 以涵盖历史上的所有意识形态学说和
⑦

主义 ：

“

这种观念由
一

系列概念 、 价值和符号所Ｎ。
． 3 , ｐ．  4 1 2 ．

组成 , 从总体上表达了对人性的看法 、 对人类⑧ ＧｓＭｕｄｄｅ , Ｒ ｉｇｈ ｔ
－

ｗｉｎｇＥｘ ｔｒｅｍｅ Ａｎａｌｙｚ ｅｄ ：ＡＣｏｍ
ｐ
ａｒａ ｔ ｉｖｅ

行为的批评 、 对应然 问题酬释 , 以及对正确

安排社会 、 经济和政治生活 的意见
”

。

④ 可见 ,Ｐｏｌｉｔ ｉｃａｌＲｅ ｓｅａｒｃｈ
, ｐｐ

． 2 0 3
－

2 0 4 ．

1 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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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种形式的民族主义
”

, 其 目 的都是为 了维护拒绝给予法国本土 出 生 的外裔婴儿 以法国籍 。

本民族的利益和身份特征 。 相较于形式多样的在其他诸如家庭 、 健康 、 居住 , 或法律与秩序

民族主义 , 边界清晰的本土主义被不少学者接方面的政策均围绕此议题 , 也表现出 了强烈的

受为西欧极右翼 的核心意识形态 。
① 要求强 国排外的 、 限于本国的和欧洲 的偏好。

⑥ 奥地利 自

家 , 反对当前的代议制 民主 , 本质上是权威主由党在移民议题上 , 与法国的国 民阵线持有相

义的体现 。 此外 , 穆德还主张把民粹主义视为同的立场 。 在苏东剧变后 , 奥地利 自 由党不遗

极右翼的核心意识形态之一 。

②
但民粹主义在本余力地利用 国 内对中东欧移民的恐惧与敌视 ,

质上 , 更多的是一种政治风格 , 或者是政治策称外来移民会导致失业率上升 , 必须遣返移民 ,

略和政治动员方式 。 因为 , 它可 以摆 向右翼也并阻止大量移民入境 。

可以摆向左翼 , 可以是宽容的也可以是不宽容与排外主义相关联的还有福利沙文主义 , 它

的 , 依附于意识形态而非意识形态 。

③ 基于以上由沙文主义演化而来 。 沙文主义是一种极端的 、

分析我们可以将极右翼的核心意识形态概括为不合理的 、 过分的爱国主义 ,
也被认为是极端民

本土主义和权威主义 。族主义的
一

种形式 。 那么 , 福利沙文主义即意味

(

－

)
本土主义着 , 福利国家制度应倾向于或仅限于本国土生土

本土主义这一概念 ,

一直被广泛用于人类长的公民 , 本质是极端的排外主义 、 极端的民族

学 、 教育学 、 历史学 、 语言学 、 哲学和心理学主义在福利议题上的体现 。 如 2 0 1 4 年欧洲议会

等学科 。 在人类学 中 , 本土主义曾意味着
“

权选举中 , 勒庞就大力鼓吹福利沙文主义 , 力主

力 回归殖民地的土著 , 复兴本土文化
”

, 也指一 将福利与保障限于土生土长的法国人。

个社会排斥外来人员和文化 。

④ 穆德在此基础上2 ． 种族主义和文化主义

将极右翼 的本土主义界定为
——

国家只应限于种族主义 , 又分为传统种族主义 、 新种族

本土群体 ( 即民族 ) 的成员居住而那些非本土主义和文化主义 。 传统种族主义意识形态 , 即

的元素 ( 人员与思想 ) 都在根本上威胁着民族认为种族的优劣是由 自然和遗传等天然 因 素决
一

国家的同质性 。
⑤ 界定本土性的基准线可以是定的 , 在西欧极右翼政党 中所获得的认同 已经

有差异的 , 如 民族、 种族 、 人种或宗教等 , 但很少了 。 极右翼
“

审时度势
”

地对传统种族主

总含有某种文化成分 。 由 此可见 , 本土主义实义进行了修正 , 发展出 了新种族主义或 曰 文化

质上是排外主义 、 福利沙文主义 、 种族主义及主义意识形态 。 持有文化主义意识形态的政党

其变种文化主义等意识形态的综合 , 且并未把

极右翼党局限在单
一的反移民 、 或宗教 、 或文－ ①ＣａｓＭｕｄｄｅ ’Ｐｏｐｕ ｌｉ ｓｔＲａｄｉ ｃａｌＲｉｇｈｔＰａｒｔｉｅｓｉｎＥｕｒｏｐｅ

,

化议题上 。 下面从其所囊括的排外主义 、 福利Ｃａｍｂｒｉｄ
ｇ
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 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
 2 0 0 7

, ｐｐ
．  1 6

—

2 0
．

沙文主义、 种族主义及其变种文化主义等方面 ,

② ’ＰＯｐＵＵＳｔＲａｄｋａｌＲｉｇｈ ｔ＾
ｉＫＥＵｒ°Ｐｅ

＇

对极右翼党的本土主义展开进
一

步阐释。③Ｆｒａｎｃ ｅｓｃ ａＰｏｇｌ
ｉａＭｉ

ｌ
ｅｔ ｉａｎｄＦａｂｒｉｃｅＰＩｏｍｂ , Ａｄｄｒｅｓｓ ｉｎ

ｇ ｔｈｅ

1 ． 排夕卜主义和福利沙文主义Ｌｉ ｎｋ
ｂ ｅｔｗｅｅｎＳｏｃｉｏ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Ｃｈａｎｇｅ ａｎｄ Ｒｉ
ｇ
ｈｔ－Ｗ ｉｎｇ

Ｐｏｐｕ
－

排外主义主要表现在对外国人的恐惧、 憎
ＵＳｍ ａｎｄ Ｅ

, Ｈ

Ａ Ｃｒｉｔ ｉｃａ ｌＲｅｖｉｅｗｏ ｆ ｔｈｅＥｕｒｏ
ｐ

＾

ｎ Ｌｉｔ
－

ｅｒａ ｔｕｒ ｅ． ｉｎＪ ｏｒｇ
ｒ ｌｅ ｃｋｅｒ ｅｄｓ．  , ＣｈａｎｇｉｎｇＷｏｒｋｉｎｇ

Ｌｉｆｅ ａｎｄ

恶和敌视上 。 排外主义几乎是所有西欧极右翼ｔｈｅＡｐｐｅａｌｏｆ ｔｈｅＥｘｔｒｅｍｅＲｉｇｈ ｔ
,

Ｓｕｒ ｒｅｙ ：Ａｓｈｇａｔｅ
,

党的意识形态 , 但对不同的党而言其重要性有 2 0 0 7
, ＰＰ

＿  1 1
－

1 2 －

所不同 。 把移民问题作为优先议题的党 , 都是④ ｋＭ ｕｄｄｅ ’Ｐｏｐｕｌ ｉ ｓｔ—ＲｉｇｈｔＰａｒｔｉ ｅｓｉ
ｎＥｕｒ 0 ｐｅ ＇

ｐ
． 1 8 ．

有极端排外主义倾向 的 。 例如 , 法国的 国民阵 ⑤ＣａｓＭｕｄｄｅ ,
Ｐｏｐｕｌｉ ｓｔＲａｄｉｃａ ｌＲ

ｉｇｈｔＰａｒｔｉ ｅｓｉｎＥｕｒｏｐｅ ？

线 自上世纪 7 0 年代晚期以来 , 就要求驱逐所有Ｐ． ｌ 9 ．

非法移 民 , 并严格控制政治难民 。 到 9 0 年代 ,⑥ ｆｆｏｎｎａ ＭａｙｅｎＴｈｅ Ｐｒｅｎ ｅｈ ＰｒｏｎｔＮａｔｉｏｎａ ｌ ’ ｉｎ Ｈａｒ＾Ｇｅ＾ｇ

Ｂｅ ｔｚ ａｎｄＳｔｅｆａｎＩｍｍｅｒｆａｌ ｌｅｄｓ ．？ＴｈｅＮｅｗＰｏｌ ｉｔｉｃｓｏｆ ｔｈｅ

移民议题上升至该党政治纲领的第一章。 国 民Ｒｉｇｈｔ 
？
？Ｎｅｏ

－

Ｐｏｐｕ ｌｉ ｓｔＰａｒｔ ｉｅｓ ａｎｄ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ｓｉｎＥｓ
ｔ
ａｂｌ

ｉ
ｓｈ ｅｄ

阵线一直寻求缩短非欧洲人的雇佣合 同期限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ｉ ｅｓ ？ＮｅｗＹｏｒｋ
：ｓｔ ．

Ｍａｒｔｉ
ｎ

＇

ｓＰｒｅｓｓ
＊ 1 9 9 8

, ｐ
．
 1 6 ．

1 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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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 , 是文化而非种族决定了不同群体之间的减少 中 间层次 ,
但要加强总统的权力 。

④
因此 ,

差异 。 西欧人种和西欧文明更为优越不是因 为国民阵线党首老勒庞呼吁扩大直接民主的 目 的

他们是白种人 , 而是因为他们的文化 。 不同群并非促进民主的参与度 , 而是压制有组织的利

体之间的不相容也是 由于不同文化的存在 。 此益团体 , 弱化议会权力并强化国家元首的权威 。

外 , 文化主义政党同时还反对多种文化的融合 ,另一类极右冀政党的权威主义倾 向主要表

因为这会使得各个群体丧失 自 身 的身份特征 。 现在维护
“

市场的 自然秩序
”

上 。 他们认为 现

法国的国民阵线 , 就属于不坚持传统种族主义行宪政体制下的民主 , 不是太多而是太少 。 在

意识形态 , 而持有文化主义主张的极右翼党 。 个人权利方面 , 应该缩减公共机构的规模 , 国

该党
一

直主张坚持法兰西的民族传统和 民族身 家和公共权威应减少干预公民生活的机会 ；
在

份 , 且认为这两者 巳经在世界大同 中受到 了极 经济领域 , 公共部门应缩减比例并从规制活动

大的威胁 。 其前
,
党主席让

一玛丽 ？ 勒庞称 , 中退出 , 但要通过强化法律和秩序的手段保障
文化与人种的多元性是应受到保护的 , 但不是 市场的 自然秩序 。

⑤ 因此 , 他们实质上是个人主
在法国 。 法国Ｍ绝Ｓ格鲁

－

撒克逊＿国式 义与国家权威主义混合而形成的新右派意识形
＿！合 ’ＳＢ实且危＿选＠

”

。

①
細极靴 , 減是新 自 由 主义与新保守主义

麵共和党也持有相似立场 , 不再宣扬
ｐ
生ｔ／

的极端化 。 持有雌意识形态主张 的极右翼党
学理论为基础＿族主义 ’■■多兀文化

主要有丹麦的进步党 、 瑞士的提契诺联盟等 。

主义 , 认为文化多样性会威胁到民族身份 。

②

西欧极右冀党的文化主义观念还体现在对三、 西欧极右翼核七、意 1 ；只形态

欧洲一体化的态度上 。 西欧极右翼基本都持有兴起的深层动因
疑欧主义观 , 即认为 由于文化和 区域之间本来

就充满冲突 和不稳定 , 欧洲
一体化不但会加剧西欧极右翼核心意识形态本土主义和权威

这种冲突 ,
还会弱化各民族文化的特征 , 因此主义 , 并非无源之水 , 无本之木 。 它们一方面 ,

本国应退出欧元区或欧盟。 如 国 民阵线的前任 如前所述 , 有着欧洲右翼保守主义与 自 由 主义

领导人老勒庞称 《马斯特里赫特条约 》 是反对的思想渊源 ；
另一方面 , 是对社会存在的一种

＂

欧洲 国家和人民的阴谋
”

, 认为批准马约是对反映 , 其兴起 自然也有着经济 、 社会与政治等

法兰西民族的背叛 , 是对法国的 出卖 。

？诸方面的原 因 。 但所谓移民 问题 、 社会安全 ,

(
二

)
权威主义以及政治中间阶层的腐败与庇护主义等 , 都不

当前西欧极右翼的权威主义 , 主要体现在过是极右翼本土主义和权威主义兴起的表层原

他们要求强国家 、 强化法律与秩序上 。 但继承因 , 其深层动 因乃是全球化和欧洲
一体化给西

了较多传统法西斯党和纳粹党遗产的极右翼党

与 以新右派意识形态为主的极右翼党 , 对
“

强 ①Ｊｏｎａ ｔｈａｎ Ｍａｒｃｕｓ
？Ｔｈ ｅＮａｔ ｉｏｎａｌＦｒｏｎｔａ ｎｄＦｒｅｎｃｈＰｏｌ ｉ ｔｉ ｃｓ

：

国家
”

的理解与具体主张是完全不同的 。 前者Ｔｈｅ
Ｒｅｓｉ ｓｔ ｉｂｌｅＲｉ ｓｅｏｆＪｅａｎ

￣Ｍａｒ ｉｅＬｅＰｅｎ
, Ｂａｓｉｎｇｓ ｔｏｃｋ ：

的权威主义倾向 , 体现在主张加强国家权力与
所 ＾

ｃｍｉｌｌａｎ 1 9 9 5 , ｐ
1 0 6 ．

② ｉｉＵｓａ．ｂｅ ｔｈＣＪａ ｉｒｔｅｒ
＊ ／ ｈｅ ｔｈｘｔｒｅｍｅＭｉｇｈｔｉｎＷ£ Ｓｔ £ ｒｎ ｉＬｕｒｏｐｅ ：

国家元首的权威 , 限制个人 、 组织的 自 由 与权 ＳｕｃｃｅｓｓｏｒＦａｉ ｌｕｒｅ ？ｐ．  3 8 ．

利 , 弱化议会权力 , 减少民主与多元主义等方③ 吴志成 、 王杨 ： 《欧洲一体化进程中 的反一体化 》 , 周弘主

面 。 如有法西斯意识形态传统的意大利民族联〖
’

盟反对代议制民主 , 主张限制政党的作用 , 直 ④ Ｅｌ ｉｓａｂｅ ｔｈ Ｃａｒｔｅ ｒ , ＴｈｅＥｘｔｒｅｍｅＲｉ
ｇ
ｈｔ ｉｎＷｅｓｔｅｒｎＥｕｒｏｐｅ ：

选国家兀首 , 并赋予其超过五年的任期和更多Ｓｕｃｃ ｅｓｓ 。ｒ Ｆａｉｌｕｒｅ？ｐ． 4 5 ．

的权力 。 此外 , 还有法国 的国民阵线也谴责政⑤ Ｓｖｄｓａｎｄ
,

Ｓｃａｎｄｉ ｎａｖｉａｎＲｉｇｈｔ
－

ｗｉｎ
ｇＲａｄｉｃａ ｌ ｉｓｍ

,
ｉｎ

他 、 、, — 、 ？》 ＂ “ ＾ …Ｈａｎｓ
－

Ｇｅｏｒ
ｇ
Ｂｅｔｚ ａｎｄ

Ｓｔｅｆａｎ Ｉｍｍｅ ｒｆａ ｌｌ
ｅｄｓ

．

, Ｔｈｅ Ｎｅｗ Ｐｏｌ ｉ
－

治游说团体 , 认为他们与政党的利益相互交织 ,

ｔｋｓ ｏｆｔｈ ｅＲｉｇｈｔ ；Ｎｅ(ｙＰｏｐｕ ｌｉ ｓ ｔＰａｎｉｅｓａｎｄＭｏｖｍｅｎｔｓｉｎ

损害 了个体的 自 由与权益 , 呼吁扩大直接民王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ｄ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 ｉｅ ｓ
, ｐ

．
 8 3 ．

1 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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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劳动者带来的生计压力 以及代议制 民主下的出
一

些人组成代议机构 , 代表这个群体表达意

信任危机 。见或进行决策 , 它只是
一

种工具性的制度设计 ,

(

－

) 全球化和欧洲一体化带来的生计问题并不反映什么价值观念或道德观念 。 当前西欧

与文化认同悖论代议制民主实质上是民主的选举化 , 其基本功

经济全球化涉及到产品 、 服务 、 资本和人能是赋予政府以程序上的合法性 , 已经脱离了

员等四种要素的跨 国界流动 。 劳动力 的全球性价值意义上的民主 。 因为 民主最起码包含 了林

流动 , 尤其不发达国家和地区的低技能劳动力肯所提出的民有 、 民治和民享三个原则 ,

“

分析

向西欧等发达地区的大量涌人 , 给西欧福利 国民主必须坚持将民主绩效置于民主程序之上的

家的社会再分配带来了直接的影响和压力 。 与原则 。

”？ 但
“

选举不制定政策 , 选举只决定由

此同时 , 逐步深入的欧洲经济
一

体化 , 推动 了谁来制定政策 。 选举不能解决争端 , 它只决定

欧洲劳动者更为 自 由地流动 , 亦加剧 了 欧洲劳由谁来解决争端
”

。

③ 可见 , 西欧各国选举之后 ,

动力市场的竞争 。 可以说 , 经济全球化和欧洲政治 、 经济和社会诸领域的决策权落在了选举

经济一体化 , 都在不断瓦解和重塑西欧的劳动出的机构或代表手中 , 民众因不能直接参与决

者阶层 。 这种持续的瓦解与重塑 , 给劳动者带策事关己 身的各种公共事务 , 成为权力 客体 ,

来了生计的不稳定和竞争的压力 。 同时 , 获得在权力谱系中便处于弱势地位 , 不能对精英 的

社会保障的条件 , 是国民地位或居 民身份 。 所统治构成有效制约 , 亦不能保证选举出 的代表

以
, 在全球化和一体化进程的失利者中 或者面兑现其承诺 。 民主选举化所形成的政治 中间层

临生计不稳定问题的劳动者中 , 总有一种 内在次 , 如政党 、 代议机构 , 或 因利益交织而生的

倾向去借助非阶级 的排他性界限 , 如 国籍 、 民庇护主义 , 或因权力触角 的过度扩张 , 都成为

族 、 年龄 、 种族等 , 以作为他们要求保护避免极右翼诟病与质疑的对象 。 如法国 国 民阵线等

陷入灾难游涡的基础 ,

① 以要求资本对他们区别极右翼党力主削 弱政治 中 间层次的权力 , 因后

Ｘ才待 。 作为结果 , 排外主义 、 福利沙文主义成者存在的腐败和庇护主义问题 , 损害了个体的

为西欧极右翼社会运动不可分割的
一

部分 , 并自 由与权益 ； 丹麦进步党则反对行政和立法机

以这种或那种形式存在于他们的意识形态中 。关在公共领域权力 的扩张 , 但要在市场秩序领

劳动力在全球范围 内 的大规模迁徙和信息域加强政府权威 。

大爆炸 , 推动了地区文化的多样性 。 欧洲各 国此外 , 民众对代议制 民主不满情绪的滋长 ,

的民族文化也在全球化和欧洲一体化的背景下 ,

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民粹主义之风在西欧的兴起。

不断地进行着碰撞与融合 。 虽然欧洲各国或多极右翼很好地把握住 了西欧
“

民粹主义时代的

或少共享着同样的文化遗产或传统 , 从古希腊精神
”

, 将其核心意识形态主张披上
“

代表民众

罗马的古典文化 、 犹太
一基督教的伦理观 , 到意愿

”

的民粹主义外衣 , 从而贏得了较广泛的

人文主义 、 理性主义 、 工业文明及现代性等 , 支持 。

这些也都成为构建欧洲
一

体化与
“

欧洲认同
”

的文化基石 。 但是 , 西欧各民族 国家间的文化

差异也是显著的 。 ＃管构？
“

欧洲认同
”

科西欧极右翼党的核心意识形态 , 灵活巧妙
意味着排斥和否定民族文化 , 但也会对后者形
成一定的冲击 。 在西欧文化民族主义较盛的地。 「旧 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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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融合了全球化和欧洲
一

体化给 民众带来的生价值观 、 对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 目标

计压力 、 安全 、 民族文化认同 问题以及 民众对产生消极影响 , 甚至导致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潮

代议制 民主的不满情绪 , 同 时借助 民粹主义 , 上升 , 不利于我 国社会稳定 。

对西欧政坛产生 了较大的冲击力 。 由于西欧国对此 , 首先在经济领域 , 我们应继续推进

家多实行比例制选举制 , 极右翼政党虽 尚不足经济结构战略转型升级 , 提升 自 身在国 际产业

以直接威胁到西欧政坛稳定 , 但仍带来 了很消链中的地位 , 提高产品或服务质量增强差异化

极的影响 。 这主要体现在两方面 ：

一方面是 因竞争力 。 由 于 目前我国 国 内需求尚不足 以承担

极右翼力量上升及参加联合政府频率 的增多 , 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和国 民经济持续增长的任务 ,

其意识形态逐步渗透到西欧各 国 内部具体的政还必须充分发挥外部市场的作用 。 所以经济结

治 、 经济政策中 , 使得西欧政治文化总体呈现构转型升级过程中 , 要提高劳动力素质推动技

保守化 、 右倾化趋向 。 另一方面 , 极右翼意识术结构升级 , 提升 自身 国际产业链地位 , 弱化

形态中暗含的以 民族和文化认同 为维度的政治外部种种经济保护主义的不利影响 。 其次 , 加

分野 , 对左翼意识形态中阶级认同产生了冲击 。强对西方极右翼意识形态研究与批判的 同时 ,

极右翼在西方世界的兴起 , 对 中 国产生 的更为重要的是要坚定对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

影响 , 主要表现在经济和社会文化方面 。 全球心 , 发展和培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 不断增强

化国与国之间经济利益冲突加剧 , 欧洲近几年人民群众对包含 了和谐、 平等 、 公正等观念的

对华贸易保护主义走强 ,
也是西欧极右翼的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感 。

端民族保护主义影响 的一种体现 。 另外 , 极右

翼本质上是一种宣扬和坚持不平等的意识形态 ,本文作 者 ： 中 国社会科 学 院马 克 思主 义研

它反对主张平等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 , 反对对究院助理研究 员 , 中 国社会科学院研 究

亚文化 、 少数族群和外来弱势群体给予平等的生院欧洲研究 系 2 0 1 4 级博士研究生

地位 。 这种意识形态通过西方媒体 、 网络等媒责任编辑 ： 周 勤勤

介的扩散和输人 , 也会对我们 的社会主义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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