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产生及原因

源于 19 世纪中晚期，
同工业化、城市化和全球化
进程息息相关，在其中扮演
反对者的角色。有研究认
为，社会不平等和教育落后
是滋生土壤

闫润鱼：关于民粹主义，目前还没有

被广为接受的权威定义。但总的来说，

民粹主义强调惟“民”是从，即万事皆以

顺从民意为依归，突出“平民大众”与“精

英”的对立。依据精英主义的理论，大众

与精英之间，总处于对抗的状态，以大众

对抗精英为特征的“民粹”思想和行动，

在任何历史时期都可能出现。不过，现

代意义上民粹主义的兴起，是在人类社

会发展步入快车道之后的 19 世纪后半

期。这时，在俄国、美国西南部、东欧的

一些国家和地区，几乎同时兴起了一股

要求改变现状的民粹主义思潮。

赵晨：民粹主义的产生与发展同工

业化、城市化和全球化进程息息相关，

并在其中扮演反对者的角色。

民粹派中的“人民”代表的是农民和

农场主。俄国民粹派认为农村中的“村

社”是实现社会主义的基础，主张发动农

民反对沙皇专制制度和地主统治，跳过

资本主义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美国这一

时期也在南部和西部农业地区出现美钞

党、亨利·佐治的“土地单一税”、脩义·龙

领导的“分享财富”等民粹激进运动，这

些民粹主义思潮主要反映的是美国乡村

中独立农场主对大银行、大土地投机商

和铁路公司的反抗。20 世纪 30 至 60 年

代，巴西和阿根廷等拉美国家一些政府

被西方称为“民粹主义政权”，原因是瓦

加斯、庇隆等军人背景的政治领导人依

靠城市化过程中被政治边缘化的城市下

层民众上台，修改宪法长期执政，在执政

期间实行国有化经济政策，反对欧美公

司对拉美的经济殖民和盘剥。

韩冬临：在全球范围内，19 世纪俄

美的民粹主义通常被称为第一代民粹

主义，20 世纪中期，在西亚、北非以及拉

丁美洲建立了一系列民粹主义政权，其

中尤在拉丁美洲最为兴盛，被视为第二

代民粹主义复兴的象征。上世纪 80 年

代以来，民粹主义在欧洲和北美发展，

体现在民粹主义政党的壮大和各种民

粹主义运动的爆发。相较而言，民粹主

义的魅力型领袖在拉美、西亚和北非取

得国家政权，将民粹主义理论变成了现

实政治；而北美和西欧的民粹主义虽然

有公众的支持，并没有获得国家政权。

有研究认为，社会不平等和教育落

后是滋生民粹主义的土壤。拉美地区

的不平等始于历史上以大庄园为基础

的土地所有制度，随后是现实生活中巨

大 的 收 入 差 距 。 相 比 西 欧 和 北 美 ，拉

美、西亚和北非的教育显得极为落后。

20 世纪早期，美国的识字率约为 90%；

而民粹主义兴盛的拉美地区普遍识字

率 低 下 。 同 期 阿 根 廷 的 识 字 率 只 有

52% ，玻 利 维 亚 仅 为 17% ，哥 伦 比 亚 是

32%，古巴是 41%，墨西哥是 22%。来自

拉美的社会调查数据显示，民粹主义情

绪在低教育水平和贫困人群中有更多

的支持者。落后的教育使公众缺乏政

治素质，从而更加期盼魅力型的领袖出

现，也更加容易相信民粹主义。

内涵和特征

反对代议制民主，要
求 结 果 均 等 而 非 机 会 均
等，在政治不稳定的国家
和地区，不时采取违反宪
法的激进手段，缺乏定型
的执政纲领

王义桅：民粹主义没有特定的思想

内涵和政治特征，基本上可以与任何意

识形态结合。在政治类别上，既可被归

类为右派，也可归为左派，但多数民粹

主义领袖通常自称为左派或中间派。

民粹主义在不同国家、不同历史阶段

有不同表现形式。民粹主义常常打出“人

民”的旗号，否定精英在社会发展中的作

用；反对间接民主基础上的代议制民主，

要求普通民众直接参与政治决策过程，要

求实现财富均等。民粹主义注重的不是

起点平等即机会均等，而是结果均等，因

此不惜以无偿没收等暴力手段实现均富目

标；视革命至高无上，认为“群众运动是天

然合理的”，鼓吹革命高于法律，高于程

序，特别崇拜那些从底层崛起的道德型、

魅力型领袖，激进的甚至诉诸暴力。

赵晨：民粹主义是一种复杂的政治

思潮，其核心特征有三点：第一，片面主

张人民性，反对精英政治，认为政府、政

客都不道德，而且现有政治体系效率低

下，背离人民的意志和利益，自己才是

民众唯一的真正代表。但是民粹主义

政党代表的“人民”却只是人民中的一

部分，有的民粹主义带有种族主义、大

民族主义倾向或反犹色彩，如欧洲的极

右民粹政党歧视来自中东北非的黑人

和穆斯林移民，要求驱逐罗姆人等少数

民族；美国茶党的民粹主义者质疑左翼

自由主义者和美国有色人种联合起来

压迫美国内陆地区的白人。

第二，民粹主义在政治上缺乏宽容

精神，在政治不稳定的国家和地区，不时

采取违反宪法的激进手段，煽动民众进

行街头抗议，甚至以暴力推翻现政权。

第三，民粹主义政党是典型的“异

见党”，缺乏定型的执政纲领，执政经验

不足，常被认为“只知批评，不懂建设”。

韩冬临：随着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

变化，世界各地都先后出现过民粹主义

运动或思潮。很多情况下，民粹主义被

用作一种政治策略，如发表消除不平等

的 激 烈 言 辞 来 吸 引 选 票 ，或 是 发 表 迎

合、美化民众的政治呼吁，把反对者斥

责为敌对的、不民主的精英等。

同民主的关系

二者共享某些价值和
目标，但政治逻辑和运作方
式不同。本质上，民粹主义
是民主投射下来的一片阴
影，有可能损害人民的利益

闫润鱼：民粹主义虽然对于精英主

宰的代议制怀有根深蒂固的厌恶感，但

前者的产生和发展，都离不开民主政治

这个机体，二者有某些共享的价值和目

标，如界定民主政治时提出的“民有”“民

治”“民享”原则，在民粹主义那里也能获

得共鸣。至于如何落实民意，民粹主义

认为，只要在为人民争利，就站在了道德

制高点上，可以用尽各种手段，甚至突破

宪法约束。而在民主政治下，权力必须

在宪法和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行使。

民粹主义是一种集大众情绪、政治

策略、社会思潮以及政治运动等于一身

的复合体，在一些国家和地区，民粹主

义色彩浓重的所谓参与型政治文化，对

民主政治的影响利弊兼有，一方面，它

推动民主化浪潮的兴起，使民主的基本

理念和精神得以彰显；另一方面，也使

民主化过程中建立的民主制度因大众

民主、直接民主甚至专制暴力等手段的

运用而难以持续。

英国学者保罗·塔格特在对民粹主

义的研究中发现，“哪里有代表民意的

政治运动，哪里就有一种作为潜在的政

治运动或者政治观点的民粹主义。”在

一些国家和地区，受制度完善程度、人

民政治理念和习惯等因素的影响，民意

的表达往往少不了运动的形式，民粹主

义因此而大行其道。

由于“民意”会因时因事而变，所以

作为回应经验事实而产生的民粹主义，

不仅在观念上难以抽象出确切的内涵，

其 运 动 方 式 也 不 会 有 固 定 化 的 模 式 。

根据民意或社会基础的不同，会相应地

产生诸如“左翼”或“右翼”、“平民”或

“百万富翁”、“保守”或“革命”、“政治”

或“经济”等不同名号的民粹主义。

韩冬临：在 世 界 政 治 的 发 展 过 程

中，民粹主义与民主政治如影随形，但

二者的真实运作却不尽相同。正如民

粹主义理论家卡诺婉认为，本质上，民

粹主义是民主投射下来的一片阴影。

民粹主义表面以人民为核心，实际

却缺乏公民个人尊严与个人基本权利

的观念。民粹主义者崇拜的“人民”是

一个抽象整体，对组成“人民”的具体的

“人”则持蔑视态度。与民主政治的运

作相反，民粹主义往往进行广泛的政治

动员，把全体平民无一例外地纳入统一

的政治过程，破坏已有的政治权威、政

治制度和社会秩序。同时，民粹主义者

往往也是坚定的民族主义者，强烈地反

对全球化，反对自由贸易，反对外来文

化 与 移 民 。 可 以 说 ，民 粹 主 义 在 维 护

“人民”利益上走向了极端，不但可能背

离民主政治的初衷，而且可能走到民主

的对立面，损害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闫润鱼：2011 年春天起始于突尼斯

的剧变，将上世纪 60 年代中东、北非地

区一些国家独立后建立的具有民粹主

义特性的政权相继推翻。从掌控政权

的政治强人来看，他们多以“人民”代表

自居，并以此作为长期执政的合法性依

据。但当“阿拉伯之春”的火焰燃烧起

来的时候，其政权的合法性顷刻间化为

乌有。

不过，这些地区的民粹主义政权像

多米诺骨牌一样倾倒，是否意味着民粹

主义的影响也随之消减，有待持续的观

察和思考。首先，在这个过程中，不排除

有新的民粹主义政权产生的可能；其次，

在冲突过程中建立起来的所谓民主政

体，依然要接受民粹主义的挑战。华盛

顿讲过，“道德是民意所归的政府所必需

的原动力”，在政治文化长期被民粹主义

所浸染的冲突地区，民主政权为了获取

“道德”这个原动力，就必定会让“人民至

上”的旗帜继续飘扬。受国内国际多重

因素的制约，它的政治动员和社会控制，

也很难彻底告别民粹主义的方式。

现状与前景

民 粹 主 义 在 欧 美 发
酵，显示了其复杂多变性和
对国际政治的深刻影响力，
但民众政治理智的上升将
抑制“反体制”力量的影响

韩冬临：2010 年以后，民粹主义的

发展出现了反向运动。一方面，是上世

纪 60 年代以来民粹主义政权的集体溃

败 。 民 粹 主 义 曾 在 西 亚 、北 非 建 立 政

权 ，却 又 成 为 颠 覆 这 些 政 权 的 内 在 动

力。在“阿拉伯之春”政治运动中，由民

众 自 发 组 织 的 草 根 力 量 通 过“ 街 头 政

治”，最终颠覆了埃及穆巴拉克、利比亚

卡扎菲政权。然而，由于新政权并没有

进行民主制度建设，民众也并非有明确

权利与责任意识的公民，民粹政治运动

让这些国家陷入了长期的不稳定。

另一方面，虽然传统观点认为欧美

发达国家已经“驯服”了民粹主义，然而

在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之

下，民粹主义的幽灵时隐时现，在欧美

发酵。2011 年，欧洲数个国家的首相或

总理下台，同时，民粹主义政党发展壮

大。在美国，“占领华尔街”运动也因其

草根性被打上民粹主义的标签。民粹

主义的新发展显示了其复杂多变性和

对国际政治的深刻影响力。

王义桅：欧洲是民粹主义发源地之

一。极右势力和反欧政党是民粹主义

在欧洲政治舞台上的具体表现。艾伯

齐 塔 和 麦 克 唐 纳 在《21 世 纪 的 民 粹 主

义：西欧民主的幽灵》一书中曾指出，民

粹主义的幽灵“巧妙地把欧洲一体化和

全球化浪潮所引发的就业压力、安全担

忧以及种族的、民族的、文化的危机，特

别是身份认同的焦虑和民众对代议制

民主的不满联结起来”。

今年的欧洲议会选举成为极右翼和

反欧政党的“狂欢节”——从波罗的海到

地中海，从英伦三岛到巴尔干，“反欧”的

极端民粹主义政党所获选票远超预期。

极右翼政党异军突起，在欧洲议会赢得

的席位陡涨 3 倍，占据欧洲议会近 1/5 的

席位，仅次于欧洲社会党，创下 1979年欧

洲议会实行直选制度以来的最高纪录。

种种迹象表明，被誉为欧盟年度最重要

的政治活动，已化身为反对欧洲一体化、

反对欧盟党派的“政治大秀场”。

欧洲绝大多数国家都存在形形色

色的极右翼组织。欧债危机爆发 5 年

来 ，欧 洲 极 右 翼 势 力 把 自 己 打 扮 成 紧

缩政策、欧洲一体化、民主体制和全球

化 的 受 害 者 ，利 用 民 粹 主 义 、民 族 主

义 。 他 们 反 对 外 来 移 民 和 多 元 文 化 、

反对经济全球化和欧洲一体化。这些

组 织 通 过 攻 击 执 政 党 腐 败 来 争 取 选

民；打着解决社会难题的幌子，将犯罪

和 失 业 归 咎 于 外 籍 移 民 ，以 掩 盖 煽 动

种 族 仇 恨 的 排 外 主 义 ；它 们 公 开 或 者

隐 晦 地 赞 赏 法 西 斯 的 政 策 主 张 ，却 小

心 地 不 留 下 违 法 把 柄 ；它 们 知 道 利 用

合法身份，经过合法程序去夺取政权，

具有极大的欺骗性。

赵晨：身处全球化的世界，不论是

一国之内，还是国家之间，全球化受益

者的分布都不均匀，这引发了新一轮民

粹主义浪潮。突尼斯、埃及、叙利亚等

中东北非国家，经济增长乏力，青年失

业率高企，日益积累的经济贫困和受挫

感，再加上宗教和民族因素，致使民粹

主义情绪一点即燃；泰国、土耳其和巴

西等亚洲、拉美国家也发生了民粹主义

社会动乱，主要是国内不同阶层之间矛

盾迸发、难以调和的结果；今年 5 月的欧

洲议会大选，极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在法

国、英国和丹麦排名榜首，为欧洲的主

流政党敲响了警钟。

王义桅：欧洲极右翼、民粹主义政

治 势 力 的 异 军 突 起 ，是 欧 洲 各 国 反 欧

盟情绪的集中宣泄。对欧盟国家竞争

力 不 断 流 失 的 忧 虑 、对 欧 盟 和 现 行 体

制 认 同 的 下 降 ，是 反 体 制 政 党 在 欧 洲

议 会 选 举 中 支 持 率 激 增 、引 发 欧 洲 地

震 的 重 要 因 素 。 经 济 上 ，全 球 金 融 危

机 和 主 权 债 务 危 机 相 叠 加 ，欧 洲 整 体

经济竞争力下滑，失业率高企，移民问

题 凸 显 ，民 众 不 能 切 身 感 受 到 欧 盟 的

好 处 。 政 治 体 制 上 ，民 主 合 法 性 遭 到

质疑，欧盟近年饱受“民主赤字”困扰，

已不再是一个“多文化”“准社会主义”

的堡垒了。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马

克·马佐尔认为，一些欧洲人或倒向极

右，或抛弃政党政治，失去了对政治阶

级 的 信 任 ，也 即 将 失 去 对 民 主 制 度 的

信任。由此而来的政治危机不仅会损

害 欧 洲 一 体 化 ，而 且 还 会 危 及 欧 洲 民

主秩序本身的合法性。

“后危机”时代，纵然极右翼政党的

民粹情绪会赢得一些追随者，但随着选

民 政 治 理 智 的 上 升 ，“ 反 体 制 ”政 治 力

量、非主流或非传统政党所赖以生存的

群众基础被弱化，不足以演化为撼动欧

洲一体化大业的政治危机。

（本报记者王远采访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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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伯之春”引发的西亚北非地区的持续动荡，美国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巴西、泰

国等国的街头政治运动，欧洲议会选举中极右翼政治势力的异军突起，都显示出民粹主

义不容小觑的影响力。民粹主义思潮及其引发的社会运动对有效治理构成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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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④ ：今 年 1 月 10
日，上千名曼谷市民在市

区 召 开 集 会 ，表 达 对“ 封

锁曼谷”行动的反对和对

2 月 2 日如期举行大选的

支持。

图⑤：2013 年 9 月 17
日，数百名“占领华尔街”运

动支持者在纽约曼哈顿参

加游行，纪念该运动两周

年 。 图 中 是 一 名 支 持 者

佩戴着写有“占领华尔街：

为你的下一代而做，他们的

未来处于危急”的牌子。

图⑥：今年 7 月 6 日，

利 比 亚 的 黎 波 里 的 一 辆

汽车残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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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今年 5 月 28 日，法国极右

翼政党国民阵线主席玛丽娜·勒庞

（左三）与欧洲议会中其他极右翼党

派代表出席欧盟总部的记者会，表示

对欧洲极右政党在新一届欧洲议会

成立党团充满信心。

图②：今年 1 月 3 日，一名前总

统穆尔西的支持者在埃及首都开罗

参加集会。

图③：今年 5 月 29 日，学生在法

国斯特拉斯堡游行，抗议法国极右

翼政党国民阵线在欧洲议会选举中

获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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