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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当代德国右翼民粹主义

杨　军　盛舒洋＊＊＊

内容提要 德国右翼民粹主义本质上是一种右翼政党相对务实

的政治风格或政治 策 略。德 国 右 翼 民 粹 主 义 可 以 分 为 政 党 风 格、政

治风格两种类型，在 反 精 英、反 政 治、反 建 制，主 张 身 份 政 治，反 对 多

元文化等方面提出 了 很 多 主 张。近 年 来，德 国 右 翼 民 粹 主 义 再 度 兴

起的直接原因是欧元危机与难 民 危 机，间 接 原 因 是 德 国 主 流 政 党 所

奉行的“去意识形态化”的中间路线，以 及 国 内 政 治 权 力 在 欧 盟 一 体

化过程中日渐稀释。右翼民粹主义对德国民主制度及多元文化价值

观念造成一定威胁，但不同于法西斯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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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右翼风潮蔓延席卷整个欧洲，就连战后一直被视为反击右翼民粹

的大本营的德国也未能幸免。尤其是２０１３年 刚 刚 成 立 的 德 国 右 翼 民 粹 政 党

德国选择党（ＡｆＤ）的迅猛发展最为引人瞩目。虽然它目前尚未在德国联邦层

面胜出，但其支持民望已达１４．５％，仅次于目前德国执政联盟的前两大党而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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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第三，且在２０１６年陆续开始的德国地方选举中连创“佳 绩”而 快 速 扩 张，这

是德国战后所 从 未 有 过 的。考 虑 到２０１７年 是 德 国 联 邦 大 选 年，若 德 国 一 旦

“沦陷”，其必然会对德国乃至整个欧盟政治产生前所未有的深远影响。

本文将就德国右翼民粹政党所体现出的右翼民粹主义的内涵、发展现状、

产生根源及未来走向进行分析。

一、德国右翼民粹主义的兴起

如果要对德国右翼民粹主义的历史变迁进行划分的话，那么，第二次世界

大战的结束显然是重要分水岭。此前的德国不仅是两次世 界 大 战 的 策 源 地，

而且是左右翼民粹的滥觞之地，尤其是右翼纳粹所犯下的种族灭绝及 反 人 类

罪行更是令人发指。为此，战后历届德国政府不仅对纳粹行 径 进 行 全 面 而 深

刻的忏悔与反省，且对极右翼组织及右翼言行进行彻底清算，以防止其卷土重

来。然而，由于战后德国政治、经济、社 会、国 际 环 境 等 多 方 面 原 因，右 翼 民 粹

主义势力不但始终存在，而且随着形势变化时而呈现上升之势，甚至一度十分

猖獗。①

战后德国右翼民粹主义的发展大致经历如下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战后肃清纳粹主义影响的行动。其可 溯 源 到《雅 尔 塔 协 定》和

《波茨坦公告》所宣布的“非纳粹化”运动，该运动历经三个阶段，先后对８００万

纳粹党员进行清洗。② 此外，还有许多右翼民粹组织被取缔，如１９５２年１０月

的“社会主义帝国党”（Ｄｉｅ　Ｓｏｚｉａｌｉｓｔｉｓｃｈｅ　Ｒｅｉｃｈｓｐａｒｔｅｉ，ＳＲＰ）被德国联邦宪法法

院宣布违宪而遭查禁。

第二阶段，２０世纪６０、７０年代“德国国家民主党”的兴起。德国国家民主

党（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ｄｅｍｏｋｒａｔｉｓｃｈｅ　Ｐａｒｔｅｉ　Ｄｅｕｔｓｃｈｌａｎｄｓ，ＮＰＤ）在１９６９年以政党身份赢

得了联邦大选４．３％的选票，差一点越过德国《选举法》所要求的进入联邦议会

５％的门槛，但随后陷于党内混乱，从此一蹶不振，发展愈发式微。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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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阶段，２０世纪８０、９０代以“共和党”和“德意志人民联盟”的兴起为代

表。前者于１９８９—１９９２年多次在州议会赢得大量选票，尤其在１９９２年巴符州

的大选中得票高达１０．９％。后者于１９９８年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大选中得票

１２．９％。

第四 阶 段，希 尔 党”的 兴 起。２０００年，“法 治 国 家 攻 势 党“（Ｐａｒｔｅｉ　Ｒｅ－

ｃｈｔｓｓｔａａｔｌｉｃｈｅｒ　Ｏｆｆｅｎｓｉｖｅ）成立，因其创立人希尔（Ｒｏｎａｌｄ　Ｂａｒｎａｂａｓ　Ｓｃｈｉｌｌ）而得

名。该党在２００１年汉堡地方选举中凭借蛊惑人心的宣传，出人意料地赢得了

１９．４％而登上了德国政治舞台。该党主张加强 对 外 国 人 的 管 理 和 限 制，保 证

国家内部安全。①

德国右翼民粹主义的现状不仅令人担 忧，且 发 展 趋 势 尤 为 不 乐 观。一 个

不可避免的趋势就是右翼民粹党在不断发展壮大，而现在的德国主流 政 党 则

持续萎缩。② 目前，德国右翼民粹主义之发展毫无疑问当推２０１３年成立以来

发展迅猛的德国选择党。该党最初是于２０１２年９月 由 德 国《法 兰 克 福 汇 报》

（Ｆｒａｎｋｆｕｒｔｅｒ　Ａｌｌｇｅｍｅｉｎｅ　Ｚｅｉｔｕｎｇ，ＦＡＺ）前 编 辑 康 拉 德·亚 当（Ｋｏｎｒａｄ　Ａｄ－

ａｍ）、德国黑森州前州秘书亚历山大·高兰（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　Ｇａｕｌａｎｄ）和经济学家贝

恩德·卢克（Ｂｅｒｎｄ　Ｌｕｃｋｅ）等人联合发起成立“２０１３支持联邦选举另类选择协

会”（Ｖｅｒｅｉｎ　ｚｕｒ　Ｕｎｔｅｒｓｔüｔｚｕｎｇ　ｄｅｒ　Ｗａｈｌ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　２０１３），发起的直接原因是

反对“欧元救助政策”。③ ２０１３年２月６日，该协会在柏林正式变更登记为德国

选择党。④ 并在同年４月１４日召开第一次创党大会上宣布其竞选纲领，纲领

的首要内容是“解散欧元区”，并声称欧元已然失败，认为其不仅拖累各成员国

家的经济竞争力并且还将重负转嫁到下一代，从而严重威胁欧洲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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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张欧盟权力应向各成员国“回转”并要求更多的“直接民主”。① ２０１３年９月

２２日，在德国联邦议会大选中，该党首次参选就获得了４．７％的选票，距离《德

国选举法》的５％门槛限制只差０．３％，这是德国自１９５３年举行联邦议会大选

以来得票最高的右翼政党，也是在联邦层面得票最高的新设政党。② 在２０１４

年以后参加的十次 州 竞 选 中，德 国 选 择 党 都 顺 利 突 破５％的 选 票 而 进 入 州 议

会。特别是在２０１６年，该党初次 参 加９月１８日 的 柏 林 市 州 议 会 大 选 就 得 到

１４．２％的选票，一跃成为排名 第 五 的 政 党，获 得 州 议 会１６０议 席 中 的４０个 席

位，并使得柏林地方党派中排名前两位的社民党（ＳＰＤ）与基民盟（ＣＤＵ），得票

分别较往年下降了６．７％与５．７％。③

更令人震惊的选情是在２０１６年９月４日揭晓的德国梅克伦堡－前波莫瑞

州（简称梅前州）的议会选举中，原先做为第二大党的基民盟竟被首次参选 的

新兴政党德国选择党以２０．８％的成绩所取代。④

与２０１１年 上 届 选 举 的 选 票 得 失 比 较，主 要 政 党 基 民 盟、社 民 党、左 翼 党

（Ｄｉｅ　Ｌｉｎｋｅ）、绿党（ＧＲＮＥ）的选票均一致下滑，只有德国选择党获得２０．８％

的增长，如此强烈的反差可能在德国战后政治选情中也从 未 有 过。由 于 梅 前

州是默克尔总理的故乡，所以，这次选举对默克尔及基民盟而言可谓沉重的打

击。此外，这已是基民盟接连两次遭遇挫败了，２０１１年，在梅前州地方选举中

基民盟得票率刚过２３％，当时主要因选民不满默克尔应对欧元区经济危机的

政策所致。而这次则是“错上加错”，欧元区经济危机不仅未能解决，又新增难

民危机，从这个角度来看，德国选择党及时调整其竞选党纲确属“明智之举”。

即使在联邦层面德国选择党的支持民望也扶摇直上。根据德国民意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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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ＩＮＳＡ于２０１７年１月２３日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德国选择党的支持率以

１４．５％而位居第三，紧随德国两大政党基民党／基社党联盟的３２．５％和社民党

的２１％之后。可以说，今天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德国选择党不容小觑。①

二、德国右翼民粹主义的理论主张

事实上，尽管民粹主义这一概念使用广 泛，但 是，民 粹 主 义 的 定 义 却 莫 衷

一是。在伦敦经济学院所召开的一次学术研讨会上，与会学者认为，民粹主义

这个术语的涵义太过模糊以至于无法形成某种单一定义，而且这种状 况 延 续

至今。② 即使作为右翼民粹主义研究重镇的德国学界也大多持此观点，正如右

翼民粹研究专家、德 国 明 斯 特 大 学 社 会 学 教 授 卡 林·普 里 斯 特（Ｋａｒｉｎ　Ｐｒｉｅｓ－

ｔｅｒ）所言，很难对“右翼民粹主义”（Ｒｅｃｈｔｓｐｏｐｕｌｉｓｍｕｓ）下一个清晰的定义，因为

媒体和政治家过分滥用该词，甚至将其做为攻击政治对手的口号，以至于很难

在学术意义上对其提供准确的价值判断和定位。③ 英国萨塞克斯大学政治学

教授保罗·塔格特（Ｐａｕｌ　Ｔａｇｇａｒｔ）在书中将“右翼民粹主义”的定义形容如“变

色龙”般难以把握。④ 由此可见，右翼民粹主义尽管非常重要，但由于其“用途

广泛”且多变，因而难以明确界定。

民粹主义的复杂性在于它是一种“外围意识形态”，这在 德 国 也 表 现 出 相

似的形态。１９９８年，英 国 伦 敦 大 学 政 治 学 和 国 际 问 题 教 授 迈 克 尔·弗 里 登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Ｆｒｅｅｄｅｎ）提出意识形态有两种：“核心意识形态”和“外围意识形态”。

“核心意识形态”如自由主义、社会主义等；“外围意识形态”如民族主 义、环 保

运动、女权主义等。借助上述概念，德国明斯特大学社会学教授卡林·普里斯

特（Ｋａｒｉｎ　Ｐｒｉｅｓｔｅｒ）将“民粹主义”归为“外围意识形态”。外围意识形态的特点

是：只寻求一个具体的目标，在不同的政治领域经常会依托更加复杂的概念和

意识形态来达到其目标。因此，在不同的政治领域，民粹主义经常呈现不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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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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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德国各研究机构对各政党支持率民调情况，ｈｔｔｐ：／／ｗｗｗ．ｗａｈｌｒｅｃｈｔ．ｄｅ／ｕｍｆｒａｇｅｎ／。
Ｍａｔｔ　Ｓｔｅｉｎｇｌａｓｓ，“Ｗｈａｔ　Ｉｓ　Ｐｏｐｕｌｉｓｍ？”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ｓｔ，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１９，２０１６，ｈｔｔｐ：／／ｗｗｗ．ｅｃｏｎｏ－

ｍｉｓｔ．ｃｏｍ／ｂｌｏｇｓ／ｅｃｏｎｏｍｉｓｔ－ｅｘｐｌａｉｎｓ／２０１６／１２／ｅｃｏｎｏｍｉｓｔ－ｅｘｐｌａｉｎｓ－１８，２０１７－０３－２４．
卡林·普里斯特：《民 粹 主 义 成 为 反 抗 运 动》，德 国 社 会 学 出 版 社２００８年 版，第１９—３６页（Ｋａｒｉｎ

Ｐｒｉｅｓｔｅｒ，Ｐｏｐｕｌｉｓｍｕｓ　ａｌｓ　Ｐｒｏｔｅｓｔｂｅｗｅｇｕｎｇ，Ｖｅｒｌａｇ　ｆüｒ　Ｓｏｚｉａｌｗｉｓｓｅｎｓｃｈａｆｔｅｎ，２００８，Ｓ．１９—３６）。
〔英〕保罗·塔格特（Ｐａｕｌ　Ｔａｇｇａｒｔ）：《民粹主义》，袁明旭译，吉林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第３页。



貌，所以很难掌握其特性。

大体而言，德国学界对于右翼民粹主义的解释可分为两类：一类视右翼民

粹主义为一种“政党类型”，另一类则视其为一种“政治形式”或者“政治风格”，

且两种观点都自认为理由充分而相持不下。前者以德国波恩大学政治学教授

弗兰克·德克尔（Ｆｒａｎｋ　Ｄｅｃｋｅｒ）为代表，他的主要研究领域是政党政治，因此，

他对右翼民粹政党研究在德国具有一定影响力。德克尔教 授 认，右 翼 民 粹 主

义是战后欧洲国家出现的“新型政党”，其产生根源是现代化危机带来的后 遗

症，强调“与普通人民的联系”及“对建制派的批评”为主，因此，批评对 象 主 要

有大企业、政党、政府部门，以及其他权力集团等。① 德国柏林行政管理和司法

应用技术大学政治学教授汉 斯－格 尔 德·雅 舍 克（Ｈａｎｓ－Ｇｅｒｄ　Ｊａｓｃｈｋｅ）也 持 此

观点，并指出这类政党以反精英、反建制和同时动员各阶级为特点。② 它们同

右翼极端组织的区别在于其程度更温和，无论是在民族主义还是在反 民 主 方

面。换言之，德国 的 右 翼 民 粹 政 党 相 对 保 持 低 调，并 尽 可 能 远 离“纳 粹 主 义”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ｏｚｉａｌｉｓｍｕｓ），由此使德国右翼民粹政党享有更多的灵活性和空间。③

右翼民粹主义为体 现 自 己 和“右 翼 极 端 主 义”（ｒｅｃｈｔｓｅｘｔｒｅｍｉｓｍｕｓ）的 区 别，强

调自己对宪法的忠诚，尽管他们对宪法中的一些基本价值观（尊重 人 类 尊 严、

平等、保护弱势群体、禁止歧视等）并不认可。④

（一）作为一种“政党风格”的民粹主义

德国右翼民粹主义的兴起，主要表现就在于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兴起，这

使得德国的民粹主义出现了一种影响非常大的“政党风格”类型的民粹主 义。

综合德国右翼政党和学者的观点，可以对右翼民粹主义的理论内容和 相 关 特

征简要概括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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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兰克·德克尔：《民粹主义，民 主 制 度 的 危 险 还 是 良 性 反 应？》，德 国 社 会 学 出 版 社２００６年 版，第

９—１３页（Ｆｒａｎｋ　Ｄｅｃｋｅｒ，Ｐｏｐｕｌｉｓｍｕｓ，Ｇｅｆａｈｒ　ｆüｒ　ｄｉｅ　Ｄｅｍｏｋｒａｔｉｅ　ｏｄｅｒ　ｎüｔｚｌｉｃｈｅｓ　Ｋｏｒｒｅｋｔｉｖ？Ｖｅｒｌａｇ　ｆüｒ　Ｓｏ－
ｚｉａｌｗｉｓｓｅｎｓｃｈａｆｔｅｎ，２００６，Ｓ．９—１３）。

汉斯－格尔德·雅 舍 克：《右 翼 极 端 主 义 和 仇 外 心 理》，西 德 出 版 社１９９４年 版，第２３—８７页（Ｈａｎｓ－
Ｇｅｒｄ　Ｊａｓｃｈｋｅ，Ｒｅｃｈｔｓｅｘｔｒｅｍｉｓｍｕｓ　ｕｎｄ　Ｆｒｅｍｄｅｎｆｅｉｎｄｌｉｃｈｋｅｉｔ，Ｗｅｓｔ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ｒ　Ｖｅｒｌａｇ，１９９４，Ｓ．２３—８７）。

海因里希·伯尔基金会（Ｈｅｉｎｒｉｃｈ－Ｂｌｌ－Ｓｔｉｆｔｕｎｇ）下属政治数据库市政百科（ＫｏｍｍｕｎａｌＷｉｋｉ）刊登的

词条，参见ｈｔｔｐ：／／ｋｏｍｍｕｎａｌｗｉｋｉ．ｂｏｅｌｌ．ｄｅ／ｉｎｄｅｘ．ｐｈｐ／Ｒｅｃｈｔｓｐｏｐｕｌｉｓｍｕｓ，２０１７－０３－１５。
参见德国联邦公民教 育 中 心（ｂｐｂ）相 关 内 容，ｈｔｔｐ：／／ｗｗｗ．ｂｐｂ．ｄｅ／ｐｏｌｉｔｉｋ／ｅｘｔｒｅｍｉｓｍｕｓ／ｒｅｃｈｔｓｅｘ－

ｔｒｅｍｉｓｍｕｓ／１７３９０８／ｇｌｏｓｓａｒ？ｐ＝５１，２０１７－０２－２６。



第一，反对主流精英，自我标榜为人民的代表。右翼民粹主义反对主流精

英主义及政治道德化。在右翼民粹者眼中，主流精英常常被描绘成：“博学”的

理论家、傲慢的官 僚、冷 血 的 技 术 专 家、毫 无 同 情 心 的 中 央 集 权 者、拜 金 主 义

者，以及华而不实只追求前卫的思 想 家。他 们 腐 败、两 面 派、傲 慢、自 私、胆 小

和冷血，他们从来不相信人民，因为他们坚信人民是愚蠢而 又 迟 钝 的，智 慧 只

能属于专家和精英。德国内政部下属的联邦公民教育中心就指出右翼民粹主

义常常将自己塑造成反对“建制派”或“上层精英”的“小人物”或者“纯朴的人

民”，将自己标榜成最道德、最高尚的人，从而占据道德制高点。在他们看来政

府部门、大公司、政党或者院外游说集团皆是人民敌人。①

右翼民粹主义者宣称，自己是“真正人民的唯一代表”；②宣称自己是纯粹

的、道德的，而所有竞争对手都是腐败的或者是在其他方面不道德，因此，不可

能代表人民的真实利益。甚至不支持他们的人民，也不 是“真 正 的 人 民”。除

宣称对人民拥有唯一代表性外，右翼民粹主义还特别喜好“人民”这一集合 概

念，尤其是拉拢那些“纯朴的人”和“街头上的小人物”。因为“人民”最大的 好

处是它并没有具体指某个群体，因此，有很大的包容性，任何群体、阶层都能够

涵涉在内。此 外，民 粹 主 义 者 常 常 美 化 自 己 是 诚 实 的、认 真 工 作 的、有 道 德

的人。③

第二，强烈的反叛色彩，在各个领域提出反对派的主张。右翼民粹主义强

调一种更具体、真实的生活经历，尤其是不能被“现代怀疑主义”所 感 染，也 只

有这样，才能“没有误差的”、“健康”地接触到真理和事实。换 言 之，右 翼 民 粹

者将自己的观点标榜成是“真 正 的”“健 康 的”的 常 识，以 此 号 召 大 家 参 与 进 来

反对现状。这种对现状的反对包括了反精英、反政治、反建制等一系列主张。

右翼民粹主义有着明确的反建制色彩。右翼民粹者认为现有体制完全被

精英操纵在手中，因而表现出对由现有代议制所选出机构的不满，认为这些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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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ｈｔｔｐ：／／ｗｗｗ．ｂｐｂ．ｄｅ／ｐｏｌｉｔｉｋ／ｅｘｔｒｅｍｉｓｍｕｓ／ｒｅｃｈｔｓｅｘｔｒｅｍｉｓｍｕｓ／１７３９０８／ｇｌｏｓｓａｒ？ｐ＝５１，２０１７－
０２－２６。

蒂莫·洛 克 基：《右 翼 民 粹 者 削 弱 了 什 么？》，〔德〕《时 代 报》２０１６年１１月１８日（Ｔｉｍｏ　Ｌｏｃｈｏｃｋｉ，
Ｗａｓ　Ｒｅｃｈｔｓｐｏｐｕｌｉｓｔｅｎ　ｓｃｈｗｃｈｔ， Ｄｉｅ　Ｚｅｉｔ，２０１６－１１－１８），参 见ｈｔｔｐ：／／ｗｗｗ．ｚｅｉｔ．ｄｅ／ｐｏｌｉｔｉｋ／２０１６－１１／ｒｅ－
ｃｈｔｓｐｏｐｕｌｉｓｔｅｎ－ｐａｒｔｅｉｅｎ－ｗａｈｌｓｉｅｇ－ｅｕｒｏｐａ－ｌｅｈｒｅｎ／ｋｏｍｐｌｅｔｔａｎｓｉｃｈｔ，２０１７－０３－０５。

蒂姆·施皮尔：《人们如何理解民粹主义》，（Ｔｉｍ　Ｓｐｉｅｒ， Ｗａｓ　ｖｅｒｓｔｅｈｔ　ｍａｎ　ｕｎｔｅｒ’Ｐｏｐｕｌｉｓｍｕｓ‘？

ｂｐｂ，２０１４－０９－２５），参 见ｈｔｔｐ：／／ｗｗｗ．ｂｐｂ．ｄｅ／ｐｏｌｉｔｉｋ／ｅｘｔｒｅｍｉｓｍｕｓ／ｒｅｃｈｔｓｅｘｔｒｅｍｉｓｍｕｓ／１９２１１８／ｗａｓ－ｖｅｒｓｔｅ－
ｈｔ－ｍａｎ－ｕｎｔｅｒ－ｐｏｐｕｌｉｓｍｕｓ，２０１７－０３－２３。



操纵的机构对民众的真实意愿进行了“过滤”、加工。他们强烈要 求 取 消 这 些

夹在人民和最高权力之间的中间机构。尽管右翼民粹者抨 击 现 有 体 制，甚 至

呼吁更多直接民主，但事实上其真实目的是为了获得权力。

右翼民粹主义甚至表现出反政治的倾向。右翼民粹者认为所谓的“政治”

其实就是肮脏的交易，他们自己标榜为反政治的喉舌，以及“真正的常识”的评

定者。他们动员 的 是 那 些 受 教 育 程 度 不 高、地 位 低 下 的 民 众，如“街 头 之 人”

（Ｍａｎｎ　ｖｏｎ　ｄｅｒ　Ｓｔｒａｅ）和“纯 朴的家庭主妇”（ｅｉｎｆａｃｈｅ　Ｈａｕｓｆｒａｕｅｎ）。他 们 宣

称自己不是所谓的“政治家”，只是想说出大众真正的想法。

第三，以身份认同为核心。右翼民粹者通 过 贬 低 其 他 群 体 来 增 加 自 己 阵

营的身份认 同 感。① 对 此，德 国 锡 根 大 学（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ｔ　Ｓｉｅｇｅｎ）政 治 学 教 授 蒂

姆·施皮尔（Ｔｉｍ　Ｓｐｉｅｒ）进一步指出这种身份认同的具体操作：（１）纵向上将

“身份”划分为上层和下层。右翼民粹者提出：我们（下层者）去反对上层者（主

要指那些腐败、自私、傲慢的政治、经济或文化的精英），也就是德语中的“Ｗｉｒ”

ｇｅｇｅｎ“ｄｉｅ　ｄａ　ｏｂｅｎ”；（２）横向上将“身份”划为“我们（自己人）”和“他们”，常常

在反移民时出现的身份认同。② 同时，表现出对移民涌入后造成的“过度多元

化”的担忧并强烈要求同化移民。③

正是这种身份认同的观点，使得右翼民粹者经常宣 称 自 己 是 唯 一 保 护 民

族和国家价值的政党。尤其当保守派选民认为现有政党已不再能保护传统的

基本价值观时，他们就转而支持右翼民粹主义政党。④

第四，右翼民粹主义常常表现出比较激 进 的 一 面。他 们 敢 于 打 破 语 言 上

的禁忌，公然提出极具煽动性的、感性的口号。这不仅使得他们的文章和主张

迅即为更多地人所了解，且得到越来越多的支持，从而发展迅速。无论是美国

特朗普的“让美国再次伟大”或 者 英 国 独 立 党（ＵＫＩＰ）的“收 回 对 边 界 的 控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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蒂姆·施皮尔：《人们如何理解民粹主义》，（Ｔｉｍ　Ｓｐｉｅｒ， Ｗａｓ　ｖｅｒｓｔｅｈｔ　ｍａｎ　ｕｎｔｅｒ’Ｐｏｐｕｌｉｓｍｕｓ‘？

ｂｐｂ，２０１４－０９－２５），参见ｈｔｔｐ：／／ｗｗｗ．ｂｐｂ．ｄｅ／ｐｏｌｉｔｉｋ／ｅｘｔｒｅｍｉｓｍｕｓ／ｒｅｃｈｔｓｅｘｔｒｅｍｉｓｍｕｓ／１９２１１８／ｗａｓ－ｖｅｒｓｔｅｈｔ－
ｍａｎ－ｕｎｔｅｒ－ｐｏｐｕｌｉｓｍｕｓ，２０１７－０３－２３。

同上。
蒂莫·洛 克 基：《右 翼 民 粹 者 削 弱 了 什 么？》，〔德〕《时 代 报》２０１６年１１月１８日（Ｔｉｍｏ　Ｌｏｃｈｏｃｋｉ，

Ｗａｓ　Ｒｅｃｈｔｓｐｏｐｕｌｉｓｔｅｎ　ｓｃｈｗｃｈｔ， Ｄｉｅ　Ｚｅｉｔ，２０１６－１１－１８），参 见ｈｔｔｐ：／／ｗｗｗ．ｚｅｉｔ．ｄｅ／ｐｏｌｉｔｉｋ／２０１６－１１／ｒｅ－
ｃｈｔｓｐｏｐｕｌｉｓｔｅｎ－ｐａｒｔｅｉｅｎ－ｗａｈｌｓｉｅｇ－ｅｕｒｏｐａ－ｌｅｈｒｅｎ／ｋｏｍｐｌｅｔｔａｎｓｉｃｈｔ，２０１７－０３－０５。



等皆是一种情绪性的宣泄，但却给选民留下很深的印象。① 有 德国学者指出，

德国右翼民粹主义的核心是煽动性言论，并不断鼓吹种族偏见，主要是针对土

耳其人和穆斯林。右 翼 民 粹 者 将 社 会 弊 病 和 犯 罪 归 咎 于 其 他 种 族 和 文 化。②

为了实现其激进主张，右翼民粹主义往往会体现出比较强 势 的 要 求。右 翼 民

粹者经常要求“强硬制裁犯罪分子、吸毒者、无家可归者”，同时对 移 民 采 取 强

硬的同化策略。③

（二）作为一种“政治风格”的民粹主义

另一种解释视右翼民粹主义为政治风格，这类观点 认 为 其 重 点 是 充 分 利

用社会各阶层的偏见。德国联邦公共管理学院社会学和政治学教授阿尔明·

普法尔－特劳贝尔（Ａｒｍｉｎ　Ｐｆａｈｌ－Ｔｒａｕｇｈｂｅｒ）持 此 主 张，在 他 看 来，右 翼 民 粹 主

义的重点不是强调政治参与者应该如何遵守现代民主制和开明社会的规范和

规则，而是关注政治家或政党如何能够和“公众”保持联系，尤其是与目标群体

的联系。其重点在于引导公众对所有现实事件加上标签并 划 入 确 切 范 围，比

如，将所有实际发生的事件全部都用精英和大众两分法来归类，然后 以“所 谓

的大众”的名义来对抗、反对现有政府。④ 这种政治风格的具体内容如下：

第一，强调身份政治和民主政治主题。从横向上看，他们反对“陌生人”即

排斥其他种族，尤反穆斯林。他们认为，外国人导 致 犯 罪 率 上 升，甚 至 有 时 将

外国人称为“犯罪的外国人”。在身份上，右翼民粹者建立了一个所谓的“自己

人群”，专门反对其他种族和外国人。德国联邦公民教育 中 心 也 同 样 指 出，德

国右翼民粹主义在种族或文化偏见下，常常将社会弊病和犯罪归咎于 外 来 移

民和文化。⑤ 从纵向上看，反对“上层精英”，将自己和支持者的身份定位为“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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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蒂莫·洛 克 基：《右 翼 民 粹 者 削 弱 了 什 么？》，〔德〕《时 代 报》２０１６年１１月１８日（Ｔｉｍｏ　Ｌｏｃｈｏｃｋｉ，
Ｗａｓ　Ｒｅｃｈｔｓｐｏｐｕｌｉｓｔｅｎ　ｓｃｈｗｃｈｔ， Ｄｉｅ　Ｚｅｉｔ，２０１６－１１－１８），参 见ｈｔｔｐ：／／ｗｗｗ．ｚｅｉｔ．ｄｅ／ｐｏｌｉｔｉｋ／２０１６－１１／ｒｅ－
ｃｈｔｓｐｏｐｕｌｉｓｔｅｎ－ｐａｒｔｅｉｅｎ－ｗａｈｌｓｉｅｇ－ｅｕｒｏｐａ－ｌｅｈｒｅｎ／ｋｏｍｐｌｅｔｔａｎｓｉｃｈｔ，２０１７－０３－０５。

参见ｈｔｔｐ：／／ｗｗｗ．ｂｐｂ．ｄｅ／ｐｏｌｉｔｉｋ／ｅｘｔｒｅｍｉｓｍｕｓ／ｒｅｃｈｔｓｅｘｔｒｅｍｉｓｍｕｓ／１７３９０８／ｇｌｏｓｓａｒ？ｐ＝５１，２０１７－
０２－２６。

同上。
阿尔明·普法尔－特劳贝尔：《右翼极端主义，右翼激进主义和右翼民粹主义》（Ａｒｍｉｎ　Ｐｆａｈｌ－Ｔｒａｕｇｈ－

ｂｅｒ， Ｒｅｃｈｔｓｅｘｔｒｅｍｉｓｍｕｓ，Ｒｅｃｈｔｓｒａｄｉｋａｌｉｓｍｕｓ，Ｒｅｃｈｔｓｐｏｐｕｌｉｓｍｕｓｓ，ｈｐｄ，２０１６－０２－１５），参 见ｈｔｔｐｓ：／／ｈｐｄ．
ｄｅ／ａｒｔｉｋｅｌ／ｒｅｃｈｔｓｅｘｔｒｅｍｉｓｍｕｓ－ｒｅｃｈｔｓｒａｄｉｋａｌｉｓｍｕｓ－ｒｅｃｈｔｓｐｏｐｕｌｉｓｍｕｓ－１２７３８，２０１７－０３－１６。

ｈｔｔｐ：／／ｗｗｗ．ｂｐｂ．ｄｅ／ｐｏｌｉｔｉｋ／ｅｘｔｒｅｍｉｓｍｕｓ／ｒｅｃｈｔｓｅｘｔｒｅｍｉｓｍｕｓ／１７３９０８／ｇｌｏｓｓａｒ？ｐ＝５１，２０１７－０２－
２６。



层人民”，以此表明自己处于上层的对立面。右翼民粹者认为人民的意愿已被

精英操纵和修改，因此要求更多直接民主，如“全民公决”。德国联邦公共管理

学院社会和政 治 学 教 授 阿 尔 明·普 法 尔－特 劳 贝 尔（Ａｒｍｉｎ　Ｐｆａｈｌ－Ｔｒａｕｇｈｂｅｒ）

指出，右翼民粹主义通常会宣称一种“我们”和“他们”的对立，强调和 呼 吁、煽

动大家去排斥后者。这个“他们”也可以指那些“持有不同意见的人”。① 政治

学者德克萨斯Ａ＆Ｍ大学（Ｔｅｘａｓ　Ａ＆Ｍ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政治学教授梅拉妮·贝克

尔（Ｍｅｌａｎｉｅ　Ｂｅｃｋｅｒ）和杜塞尔多夫大学（即杜塞尔多 夫 海 因 里 希·海 涅 大 学，

Ｈｅｉｎｒｉｃｈ－Ｈｅｉｎ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ｔ　Ｄüｓｓｅｌｄｏｒｆ）社会学和政治学教授梅拉妮·雷迪希

（Ｍｅｌａｎｉｅ　Ｒｅｄｄｉｇ）指出，右翼民粹主义政治共同的核心特征是在身份政治的基

础上构建出一个受到威胁的群体。②

第二，宣扬集体认 同 正 在 不 断 缺 失，主 要 体 现 在：１．对 多 元 社 会 的 批 评。

右翼民粹者认为，“集体身份认同和特殊群体的身份认同”是无法并存的，因为

两者必然存在冲突，尤其在文化、教育和就业等方面，因此，移民应该主动调整

自己以适应当地文化。２．右翼民粹主义把现代化带来的问题（如 全 球 化 副 作

用、失业率提高、社会问题层出不穷等）统统归咎为移民和政治精英 们 的 决 策

失误。他们认为，有效解决办法就是“停止继续接受移 民”，并 要 求 移 民、少 数

民族调整自己以“适应主流社会”。３．宣扬“文化冲突”，以 此来获取 社 会 中 产

阶级的支持。自亨廷顿提出文化冲突以来，人们越来越关注 不 同 文 化 间 的 冲

突，尤其是西方文明和伊斯兰文明的冲突。如根据德国著名调查机构“阿伦斯

巴赫民意研究所”（Ａｌｌｅｎｓｂａｃｈ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ｓ）在２００６年做的一项问卷调查，５６％的

德国人认为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存在严重的对立冲突。

第三，寻求建立一个民族和文化高度同质化的共同体。不过，有的右翼民

粹政党是想要建立地区性共同体，有的是想要建立全国性 共 同 体。与 所 有 政

党一样，右翼民粹政党也宣称自己是“大众”的代表者，但不同的 是，右 翼 民 粹

政党对大众有自己的定义。换言之，这些政党只把自己的支持者定义为大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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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明·普法尔－特劳贝尔：《右翼极端主义，右翼激进主义和右翼民粹主义》（Ａｒｍｉｎ　Ｐｆａｈｌ－Ｔｒａｕｇｈ－
ｂｅｒ， Ｒｅｃｈｔｓｅｘｔｒｅｍｉｓｍｕｓ，Ｒｅｃｈｔｓｒａｄｉｋａｌｉｓｍｕｓ，Ｒｅｃｈｔｓｐｏｐｕｌｉｓｍｕｓｓ，ｈｐｄ，２０１６－０２－１５），参 见ｈｔｔｐｓ：／／ｈｐｄ．
ｄｅ／ａｒｔｉｋｅｌ／ｒｅｃｈｔｓｅｘｔｒｅｍｉｓｍｕｓ－ｒｅｃｈｔｓｒａｄｉｋａｌｉｓｍｕｓ－ｒｅｃｈｔｓｐｏｐｕｌｉｓｍｕｓ－１２７３８，２０１７－０３－１６。

梅拉妮·贝 克 尔、梅 拉 妮·雷 迪 希：《惩 戒 和 右 翼 民 粹 主 义》，《犯 罪 学》２００４年 第８期，第１７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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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ｏ．８，２００４，Ｓ．１７４）。



他们因而顺理成章地成为“真正人民”的唯一代表，①认为只有自己才是“真正

接近群众”。

上述两种观点皆有其道理，但毕竟都只是从一个方面来看右翼民粹主义，

未能看到右翼民粹主义往往也兼具二者的特性。从现实出 发，政 党 是 右 翼 民

粹主义至关重要的媒介与平台，甚至说是独一无二也不为过。同时，做为一个

右翼民粹主义 政 党，其 政 治 风 格 不 仅 是 不 可 或 缺 的，甚 至 是 清 晰 可 见 的。所

以，德语文献中也越来越多倾向于用形容词“右翼民粹的”（ｒｅｃｈｔｓｐｏｐｕｌｉｓｔｉｓｃｈ）

来代替“右翼民粹主义”（ｒｅｃｈｔｓｐｏｐｕｌｉｓｍｕｓ），通过用“右翼民粹的”（ｒｅｃｈｔｓｐｏｐ－

ｕｌｉｓｔｉｓｃｈ）来形容此类型的政党及其政治风格，从而将上述两种解释统一、糅合

在一起。也就是说，右翼民粹主义只是一种右翼政党相对务实的“政 治 风 格”

或“政治策略”，而不是某种意识形态。

三、当代德国右翼民粹主义的产生根源

如前所述，战后德国右翼民粹主义一直 存 在，且 时 有 上 升 之 势，而 它 产 生

的根源则无疑同战后德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国际环境等因素息息相关。

１．战后德国主流政党所采行“去意识形态化”的中间路线。战后德国主流

政党的中间路线使政党之间、政治精英之间不再有明显区别。对此，德国波恩

大学政治学教授 弗 兰 克·德 克 尔（Ｆｒａｎｋ　Ｄｅｃｋｅｒ）从 政 党 民 主 角 度 进 行 解 读。

他认为，２０世纪６０、７０年代，伴随着德国经济奇迹，物质极大丰富，德国政党开

始对自己的主张和执政能力信心大增、野心膨 胀，希 望 获 得 更 多 选 票。于 是，

德国渐渐形成倾向代表所有社会阶层民意为原则的“规模较大的人民政党”。

其快速发展开启了政党的“去意识形态化”，争相开始模糊其政党主张，以期望

获得社会各个阶层的支持。２０世纪７０年代遭遇经济危机后，德国政党又开始

在经济方面调整其主张和政策，由之前对凯恩斯主义坚信不疑到最后 变 得 不

断模糊，主要以强调平衡为主。简言之，“去意识形态化”及经济政策上调整均

模糊了政党之间在“基本纲领”上的差别，使其主张变得越来越中立、复杂和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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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明。① 这就使德国选民经常处 于选无可选，选不选都差不多的尴尬境地，于

是，部分选民会在无奈之下倾向选择右翼民粹政党作为替代，而且右翼民粹正

好满足选民“对纲领的清晰透明的需求”。所 以说，虽然规模较大 的 政 党 对 稳

定德国战后的政治格局有重要贡献，但随之而来的严重挑战是：其政治代表性

的不断下降，尤其是德国战后经济繁荣发展过程中的受益者和非受益 者 之 间

的差距不断增大，却又不能及时为主流政党所关注和妥善 解 决。最 终 导 致 那

些失意、底层的 人 民 认 为，主 流 政 党 已 经 抛 弃 了 他 们，不 再 代 表 他 们 的 利 益。

体现在选举方面主要有两点：一是不断下降的选举参与程度，愈来愈多的选民

干脆谁也不选，这 就 导 致 规 模 较 大 的 政 党 得 票 率 持 续 下 滑；二 是 大 量 选 票 流

失，变成“左、右翼民粹政党”的票源。因为毕竟从那里可以听到不同的口号和

政策，甚至是听到自己的声音。

德国选择党敏锐地注意到这一点，这仅从他们选定 的 政 党 名 称 上 即 可 见

一斑，他们就是为 自 由 选 民 提 供 选 择 的 政 党。② 该 党 的 发 言 人 贝 恩 德·卢 克

（Ｂｅｒｎｄ　Ｌｕｃｋｅ）就干脆将选择党称为“新型政党”，既不是左翼也不是右翼。③

２．随着欧盟一体化进展，德国民众觉得自己的政治权力被稀释。德国民

众普遍觉得国家的政治权力不仅让渡转移给欧盟等超国家体，同时又 让 渡 给

未经选举产生的专业官员，如技术官僚和法官。甚至德国民 众 愈 发 觉 得 他 们

的领导人和政治精英对欧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超国家体要比对民 众 更 有

责任心。因此，选民开始质疑和抱怨。④ 这 可以从德国选择党２０１３年 的 党 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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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可见一斑，该党纲中明确提出，要求欧盟的权力向各成员国回转并要求更多

的直接民主。

３．困扰欧洲的两大危机“欧元危机”和“难民危机”。某种程度而言，德国

选择党的成功崛起是离不开这两大危机的，尤其是后者，德国《图片报》（Ｂｉｌｄ）

直言不讳地指出，选择党的 意外崛起是对默克尔难民政策的惩罚。① 同时，在

难民危机持续发酵过程中，德国选择党的右翼民粹主义政治风格也尽显无遗。

不仅强调身份政治，而且大肆宣扬集体认同感的持续丧失。不 仅 从 横 向 上 反

对“陌生人”，尤其是反穆斯林难民为主，②而且从纵向反对“主流精英”，认为人

民的意愿已被默克尔代表的政客们操纵篡改，因而呼吁直 接 民 主。正 是 基 于

此，德国选择党才迅速将竞选党纲从“欧洲怀疑论”和“欧元危机”，全面转向对

身份政治及集体认同感的关注，严厉抨击德国的“移民政策”，从 而 大 获 成 功。

德国选择党副主席亚历山大·高兰（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　Ｇａｕｌａｎｄ）认为，“我们对难民问

题的立场非常清晰，我们不想接受任何难民”。③ 之后的“爱国欧洲人反对西方

伊斯兰化”更是突出体现出右翼民粹主义共同的核心政治特征，即在身份政治

的基础上构建出一个受到威胁的群体。④

４．战后右翼格局的改变。许多前右翼政党成员（如前共和党、希尔党和自

由党等党员）纷纷加入德国选择党。此外“自由民主党”（Ｆｒｅｉｅ　Ｄｅｍｏｋｒａｔｉｓｃｈｅ

Ｐａｒｔｅｉ，ＦＤＰ）的党内分裂对选择党也产生了重大影响，该党是德国政治上历史

比较悠久的政党之一，且 多 次 在联邦层面与基民盟联合组 阁 执 政 的 政 党。德

国选择党很多 高 层 都 是 来 自 于 该 党。在２０１１年，“自 由 民 主 党”党 员 表 决 投

票，尽管最终结果是以微弱优势确定自由民主党继续支持“救助欧元政策”，但

这导致党内的大分裂，许多党员退党转而加入选择党，这就使选择党在处理党

务及宣传方面完全有别于其他右翼民粹政党，而且随着愈来愈多的不 同 党 员

的加入，德国选择党发展神速，彻底扭转了战后７０年德国 右 翼 一 直 呈 碎 片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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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的格局。于是，德国选择党也逐渐从“以欧元为主题”转变成了“一个宽泛

的右翼民粹平台”。① 同时，也体现出右翼民粹主义积极寻求建立一个民族和

文化高度同质化的共同体的政治风格或政治策略。

由以上最后两个原因，可从另一个角度再次印证前 述 关 于 德 国 右 翼 民 粹

主义内涵的主张，即应将德国右 翼 民 粹 主 义 视 为 是“政 党 类 型”同“政 治 风 格”

的混合体。换言之，就是德国右翼民粹主义只是一种右翼政党相对务实的“政

治风格”或“政治策略”罢了。

四、对德国右翼民粹主义发展前景的展望

那么，已席卷整个欧 洲 的右翼民粹会否 让 德 国 重 蹈 纳 粹 的 覆 辙 吗？要 知

道，２０世纪肆虐整个世界的法西斯主义也是由一开始处于边缘的极端主义者

最后成为欧洲权力中心。② 尤其是德国有过历史教训，纳粹利用魏玛民主制度

的漏洞通过选举上台，然后，又反过来摧毁民主 制 度。但 这 种 情 况 不 会 发 生，

今日德国已大不同于魏玛共和时期，无论是从国际环境来看，抑或从国内的民

主、法治、联邦制度的构建并基本运行良好来看，纳粹主义卷 土 重 来 的 可 能 都

微乎其微。

从历史背景来看也大为不同，虽然此次欧债危机深受２００８年席卷全球的

金融危机的影响，但并不同于１９世纪末和２０世 纪 初 的 情 形。尤 其 是 爆 发 于

１９２９年１０月的世界经济大危机使本就举步维艰的德国经济雪上加霜，几乎使

德国中产家庭倾家荡产，失业率直线上升，以至于德意志社会陷入普遍穷困化

和丧失安全感的全面危机中。正是在这种社会心理状态的 影 响 下，越 来 越 多

的失业者加入各类“命运共同体”的倾向日趋强烈。传统手工业中的失业者最

初选择的往往是右翼保守政党领导的“钢盔团”，职员中的失业者、被斥退的小

官员、农业工人中的失业者和其他中间等级破产者加入的往往是纳粹 党 领 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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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冲锋队”。① 于是，那些自称有“解决之道”的新政治家出现了，迅速获得大

多数民众的支持，他们就是之前一直处于边缘的法西斯主 义 者。而 当 时 欧 洲

国家的政府及民主精英在处理上述经济危机、经济萧条时又举措不当，从而导

致人民对于所谓的“民主制度和精英”失去信心，这才是最终使法西斯主义 者

掌权的真正原因所在。②

与此恰成对比 的 是，目 前 德 国 的 经 济 发 展 则 可 谓 一 枝 独 秀，就 业 形 势 喜

人。据德国联邦统计局初步 数 据 显 示，２０１６年，德 国 就 业 人 数 按 年 增 加４２．５

万人或１％，总数约４３４０万人，为东西德统一以来最高，全年失业率由４．３％降

至４％。③ 所以，在这种经济形势下，民众大多只是担忧欧元政策及难民政策所

带来的危机，而还未达到生死攸关的程度。加之德国战后已 经 建 立 起 整 个 世

界最发达完备的失业保险及社会福利制度，所有这一切都不同于之前 的 魏 玛

共和时期愈演愈烈的经济、社会危机。因此，只要 德 国 政 府 举 措 得 当，逐 渐 化

解危机，右翼民粹的根基也将自然松动。

右翼民粹主义既不等同于极端排外、极 端 排 斥 民 主、自 由 的 法 西 斯 主 义，

而且德国也不太可能再重蹈纳粹的覆辙。然而，这并不是说 右 翼 民 粹 就 发 展

不成法西斯主义，毕竟前者是后者的温床沃土。如果右翼民 粹 组 织 继 续 煽 动

恐惧，而主流政治家和政党不仅对极端主义继续“保持沉默”，且依然不能更好

地解决社会和经济危机，不能更好地“接近所有公民”，那 么，天平 最 终 将 会 向

法西斯倾斜。因为法西斯的出现正是“民主制度遇到危机（而又处置不当）所

产生的结果”。④ 就德国而言，右翼民粹主义正是伴随政治经济危机应运而生、

如影随形的，一旦危机得以化解，德国右翼民粹主义必然将重归于沉寂或重被

排挤到政治边缘地带。例如，德国选择党崛起的重要因素之 一 是 欧 洲 难 民 危

机的发酵，也是德国选民对默克尔的严厉批评和最强烈的抗议。⑤ 所以，只要

德国主流政治家处置得当，右翼民粹主义发展必将式微。具体而言，德国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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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们能否妥善解决欧元危机及眼下的难民危机，尤其是能否更好地消 除 德 国

民众的恐慌和 不 安 情 绪。如 果 能，那 么，德 国 选 择 党 自 然 而 然 就 会 消 饵 于 无

形。诚如德国马歇尔基金政治专家蒂莫·洛克基（Ｔｉｍｏ　Ｌｏｃｈｏｃｋｉ）指出，选择

党存在基础是相对脆弱的，“目前选择党只是依靠人们讨厌默克尔的难民政策

来吸引支持者，如果下个月报纸开始报道默克尔的政策行之有效的话，他们的

选战主题很快就会变得毫无意义”。①

此外，随着许多前右翼党员加入德国选择党，也会带来他们的主张，因此，

德国选择党内部出现多种争论将不可避免。根据德国波恩大学政治学教授弗

兰克·德克尔（Ｆｒａｎｋ　Ｄｅｃｋｅｒ）的观察，目前，德国选择党的创始者们已经发现

自己对政党的控制力在不断减弱，并且还要面临党内选举 的 压 力，因 此，党 内

分裂的苗头已然出现。② 所有这些都会极大地减弱德国选择党作为一个全国

性大党而参与联邦执政的危险。因此，德国主流政治家如能 充 分 利 用 德 国 选

择党的内乱而分化之，即可使德国右翼民粹政党重新回归碎片化发展，就如同

之前德国国家民主党的情形一样。

综上所述，当代德国右翼民粹主义不同于法西斯主义，也不大可能会重蹈

纳粹覆辙，但必须高度警惕它的蜕变。尤其是德国主流政党 及 其 政 治 家 一 定

要认真、深入地反省其执政政策中的失当之处，理性且有建设性的切实化解欧

元危机及难民危机，重新赢得民心。反之，则必将引起德国乃至欧洲政治的剧

烈动荡与不安。

７６

浅析当代德国右翼民粹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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