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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欧洲右翼民粹主义复兴
运动的新趋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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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内容提要:近年来,全球金融危机导致经济和社会动荡之际, 欧洲右翼民粹主

义力量出现了新的政治复兴之势。在政治主张和策略方面, 它们利用 �伊斯兰恐

惧症�,以穆斯林移民作为主要攻击目标; 提出对欧洲一体化的怀疑,主张 �重新民

族国家化�,同时寻求建立右翼民粹主义势力的欧洲联盟。欧洲右翼民粹主义政

党的新变化从多重意义上影响了欧洲民主政治, 使文化价值认同成为政治分野的

一个重要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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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以来,全球金融危机重创了西欧经济。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恶化和

北非政局动荡带来的 �移民海啸 �,令欧盟建设出现新的危机。欧洲右翼民粹主
义政党利用欧洲社会民众中流行的穆斯林恐惧症和疑欧情绪, 掀起了一股新的

右翼民粹主义复兴运动。近年来,右翼民粹主义政党不仅在各种选举中取得进

展,而且其政治主张也通过一些中右翼政府的政策渗透到了现实政策中。一些

西方学者认为,右翼民粹主义表现出了新的思想和政治特征。它们把经济利益

和阶级政治转化为文化认同和身份政治, 并把文化认同和价值作为政治分野的

一个维度固定下来。如人们所评价的, �民粹主义论题成为当代欧洲的关注中

心 �并迫使西方民主政体 �认真对待右翼民粹主义的发展 �。�

*

�

本文得到中央编译局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 (项目编号 10C06)的资助。

C hantalMouffe, � The �End of Pol it ics� and the Chal lenge of R igh t- w ing Popul ism�, in F rancisco

Pan izza ed. , P opulism and th eM irror of D em ocracy, London, New York: Verso, 2005, p�50.



一 � 欧洲右翼民粹主义政治力量的复兴

近 20年来,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在西欧各国纷纷抬头, 并在世纪之交出现了

一个小的政治高潮。此后,欧洲右翼民粹主义势力虽一度受挫,但借助于全球金

融危机下动荡社会的形势,近年来再次显示出其日趋发展的政治影响力。

20世纪 80年代以来,欧洲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利用社会中部分人们的不安

全感,宣扬极端民族主义、排外主义和新种族主义思想,其主要政治主张包括反

对外来移民、反对腐败的政治阶级、怀疑和反对欧洲一体化和全球化。这些带有

蛊惑意味的政治主张引起一部分对现有的社会感到不安的选民的共鸣, 一些国

家的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在世纪之交相继取得一些政治突破。 1999年,奥地利人

民党与极右翼的自由党组成联合政府引发了欧盟的集体制裁。2002年, 法国国

民阵线党主席勒庞在第一轮总统竞选中击败了社会党候选人诺斯潘, 与希拉克

进入第二轮的对决,这在当时被视为法国乃至欧洲的政治大地震。同年,荷兰的

极右翼组织富图恩名单在其领导人富图恩遇刺身亡后分别在下议院和上议院获

得 26和 17个席位。而意大利的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北方联盟也在博西的领导

下,作为意大利第四大党和北方地区的第一大党,三次参与了由贝卢斯科尼领导

的右翼联合政府。不过,这一时期的右翼民粹主义政治力量在欧洲的发展并不

平衡, 而且很快这些政党因党内分裂、领导人更替、资金短缺等问题,除了意大利

北方联盟外,影响力一度下降。

近年来,由于欧洲经济和社会形势的不稳定,尤其是在全球金融危机的重创

背景下,欧洲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开始重新崛起。除了意大利的北方联盟继续保

持稳定的政治地位外, � 一些一度沉寂的右翼民粹主义政党重新显示力量。在

2010年的法国大区选举中,在执政的右翼联盟惨败的情况下, 国民阵线获得了

近 10%的得票,在 22个大区中的 12个进入了第二轮,并平均获得了 17. 8%的

选票, 显示其重返法国政治版图的趋势。奥地利自由党在 2002年大选重挫后逐

渐恢复了力量。 2008年大选中成为主要的赢家、在执政的社民党和人民党得票

率均下降的情况下,自由党得票率增长了 6. 5%。在 2010年举行的维也纳市政

选举中,自由党也获得了 27. 1%的选票,成为维也纳市议会第二大党。在荷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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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方联盟在 2009年的地区和市镇选举中赢得了 270万选民的支持,成为北方地区最受欢迎的地

区性政党,并成为贝鲁斯科尼领导的中右翼联合政府的稳定的合作伙伴。



继承富图恩衣钵的吉尔特 �维尔德斯 2005年组建了新自由党 ( PVV, Partij voor

vrijheid) ,它在 2006年首次参加议会选举就获得了 9个席位,被誉为荷兰政坛的

�一匹黑马�。在 2009年的欧洲议会选举和 2010年的国内选举中,该党均成为

荷兰的第三大党。此外,在一些国家本处于边缘地位的右翼民粹主义政党也异

军突起,实现了一定的突破。例如, 在素以包容性著称的瑞典, 长期处于边缘地

位、反对接纳更多外来移民的民主党以 5. 7%的得票率首次突破 4%的最低门槛

进入国民议会,并获得 20个议席。芬兰的正统芬兰人党 ( Perssuoma laise:t True

F inns)在 2011年四月的大选中也一举成为芬兰第三大党, 并打破了长期由社会

民主党、中间党和民族联合党联合执政的稳定格局。该党加入组阁谈判也引起

了欧盟以及其他成员国的担忧,担心芬兰政府拒绝批准欧盟对葡萄牙的援助计

划。甚至在英国,极右翼的英国国家党 ( B rit ish Nat iona l Party)也在 2009年的欧

洲议会选举中首次获得了 2个席位。

如果说早期的欧洲右翼民粹主义运动在地域和政治影响方面都带有明显的

边缘性特征的话,那么新的右翼民粹主义复兴正在突破这种边缘性,显示出一种

�泛欧洲 �的特征。

二 � 西欧右翼民粹主义政党政治主张的新变化

欧洲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上述政治复兴之势既得益于欧洲社会经济环境的

变化, 也受益于这些右翼民粹主义力量在政治主张和策略上的一些变化。它们

利用了经济衰退形势下人们的不安全感的加强和对政府的怀疑,在进一步宣扬

反对外来移民的政策的同时, 利用 �伊斯兰恐惧症 �,把伊斯兰移民当作主要攻

击目标;利用经济危机条件下欧盟的危机,突出疑欧论的观点。与此同时,这些

力量通过一些跨国政治联盟活动进一步渲染了欧洲右翼民粹主义的主张。

(一 ) 利用 �伊斯兰恐惧症 �,以穆斯林移民为主要攻击目标

种族主义和狭隘的民族主义是极右政治势力显著的政治特点。欧洲右翼民

粹主义的政治特点也是把欧洲各国的经济和社会问题简单归结为移民问题。右

翼民粹主义者利用了欧洲一体化和全球化中的不确定性和社会分化, 声称代表

在此过程中的 �弱势的 �、�被剥夺的 �群体,但他们却把移民作为这一问题的替

罪羊, 宣称正是这些外来移民滥用和偷盗了社会福利、造成了大量的失业以及犯

罪和社会不安全。他们借此煽动极端民族主义、福利沙文主义和排外主义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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勒庞竞选总统的口号就是 �为法国人民投票! �。

不过,勒庞、海德尔这些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早期领导人同时也带有强烈的

极端种族主义色彩,经常公开为纳粹辩护。而近年来新一代的右翼民粹主义政

党的领导人则改变了策略。一方面, 他们在一些种族主义问题上变得更为温和,

试图改变自己与社会主流价值不相容性。例如, 2011年 1月新当选法国国民阵

线主席的马琳�勒庞不赞同父亲勒庞否认大屠杀和反犹太的主张, 表示希望把

国民阵线改革成为一个强大而受欢迎的政党, 不仅受到右翼选民的欢迎,也能为

整个法国所欢迎。为此她努力改善国民阵线的形象,如穿着正装, 深入北部的加

莱工业区和工人亲切交流。另一方面, 他们在鼓吹狭隘民族主义方面更有针对

性。他们把主要的目标放在移民问题上, 尤其是利用了 � 9� 11�以来蔓延的 �伊

斯兰恐惧症 �,集中以伊斯兰教和穆斯林移民为攻击对象。他们发现, 利用这一

心理动员对伊斯兰移民的仇视要比笼统地仇视外来移民更加有效。这方面最为

典型的是荷兰的新自由党领导人吉尔特 �维尔德斯。他剪接了 17分钟的反对

伊斯兰教的电影 � Finta�� , 并因此成为西欧反对伊斯兰移民的代言人。

在煽动民众的反移民情绪时, 右翼民粹主义者诉诸一种文化差异理论。大

量移民涌入欧洲国家被视为是对后者 �文化认同�和 �民族特质�的挑战。例如,

曾经担任柏林市政委员会财政委员的社会民主党人蒂洛 �扎拉青 ( Thilo Sarra�

zin)就在其题为�德国在自取灭亡 �( D eutsch land schafft sich ab)的一书中, 指责

政府的民族融合政策是对德国 �文化认同和民族特质�的挑战。

在借用这一理论煽动反伊斯兰教情绪和攻击穆斯林移民时,右翼民粹主义

者刻意将伊斯兰教描绘为与欧洲文化和价值不相容并破坏了其传统和根基的一

种极端的宗教。他们把穆斯林罩袍、�古兰经 �和尖顶的清真寺等视为对欧洲文

化和民族认同的挑战,或直接把伊斯兰移民与恐怖分子、犯罪联系起来, 甚至极

端地要求禁止一切形式的穆斯林移民。维尔德斯以其煽动性的言论和禁止发行

�古兰经 �、禁止建造清真寺和禁止穆斯林移民的宣言而闻名。他认为伊斯兰教

是停滞不前的文化构成的思想体系, 并且把 �古兰经 �比作希特勒的 �我的奋

斗 �,主张禁止宣传�古兰经 �和穿穆斯林罩袍,对戴头巾的穆斯林妇女征收 �头

巾税�。他在 � Fitna�电影中把伊斯兰教和穆斯林移民描绘为将要毁灭西欧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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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映,引起了伊斯兰世界的强烈谴责,而维尔德斯因在荷兰煽动仇恨和种族歧视遭到起诉。



和文化的邪恶势力。而且马琳 �勒庞也谴责伊斯兰长袍和清真寺。比利时的弗

兰芒利益党则将毒品交易增多和社会不安全增加归咎于穆斯林移民, 强调采取

强硬的反对外来移民和打击犯罪的政策。反对穆斯林移民成为这些欧洲右翼民

粹主义政党动员的有效工具。

右翼民粹主义政党试图以文化差异和民族认同之说淡化其种族主义的特

征。但这种夸大外来移民与本民族的差别的理论实质上是一种新种族主义,正

如法国学者塔吉耶夫所说, �侮辱、歧视和彻底排斥从而借用价值和标准, 如宽

容、尊重他人、差别权等名义实施,所有这些都是新种族主义的高尚遁词��象

征性的或掩饰性的新种族主义是适合于反种族主义时代的种族主义,也就是说,

是适应以抛弃种族主义的共识为特征的后纳粹时代的种族主义�。�

(二 )从对欧洲一体化和全球化的怀疑到 �重新民族国家化 �

欧洲右翼民粹主义力量关注的另一个重要领域是欧洲一体化和全球化问

题。面对欧盟的不断扩大和经济全球化带来的一系列问题, 一些欧洲民众担心

本民族的利益有被忽视、被剥夺的危险,甚至担心会丧失本民族的特征。右翼民

粹主义力量利用人们对欧洲未来感到不确定和不安全的心理, 极力渲染一种欧

洲怀疑论。而近年来,随着金融危机在欧洲的蔓延,这样一种不安全感被右翼民

粹主义政党进一步放大,其政治主张也进一步转向了一种 �重新民族国家化�

( Renationalization)。

利用欧洲一体化扩大进程中人们对本民族利益的担心, 以捍卫本民族的文

化传统和价值为辞,渲染欧洲怀疑论,鼓吹排外主义,这是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另

一个重要的、共同的政治特点。随着欧盟范围的逐步扩大和一体化进程的逐步

加深,抵制欧洲货币联盟、欧洲一体化深化和欧盟扩大化, 而且拒绝承认欧盟的

许多权力等等成为欧洲各国右翼民粹主义政党政治活动的主要内容之一。意大

利北方联盟领导人博西把欧盟称为 �欧洲的苏维埃联盟 �, 认为欧盟的这些权力

已经蜕化为 �不民主 �、�腐败 �的布鲁塞尔和大企业家操作的 �法西斯 �阴谋。

同时他也以极富煽动性的语言表示全球化对意大利的冲击: �来自欧洲中心的

超级市场和巨型超级市场,它具有竞争力的价格和它们的全球商业销售网络,它

们可以给我们带来巴黎的蜂蜜、汉堡的熏火腿、巴伐利亚和法国的奶酪、比利时

和荷兰的牛奶。再见了,意大利的商业! 再见了,帕达尼亚的农业! 店铺将要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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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商业网络将要由外国大集团控制 �。� 同样, 欧盟也成为奥地利自由党的攻

击目标。近年来,经济衰退加剧了部分民众潜在的排外情绪和欧洲怀疑主义。

自由党借此指责社会民主党与欧洲的政治精英同流合污, 企图将奥地利带入险

恶的多元文化和国际化进程中,这将直接威胁到奥地利民族的生存。法国国民

阵线则以 �阴谋�的字眼来抨击全球化和欧盟一体化。勒庞宣称, �我们拒绝在

欧洲联盟 � � � �全球主义者 �乌托邦的祭坛上牺牲法国, 我们拒绝这些欧盟主义

者和全球主义者侵犯我们的领土,侵入我们的边境,拒绝他们掠夺我们宝贵的历

史遗产,破坏我们的公共社会安全, 拒绝让法国人深陷 �全球化 �的巨大泥潭之

中��法国的未来不在欧洲�。�

不过在此前一段时期里,这些右翼民粹主义政党还只是从对欧盟扩大担忧

的意义上表示对欧洲一体化的怀疑态度, 并没有从根本上反对欧盟的价值体系。

但随着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在欧洲的蔓延,右翼民粹主义的态度也出现了新的

变化。 2009年底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爆发,希腊、爱尔兰以及其他岌岌可危的 PI�

IGS国家�陷入了严重的经济危机。欧盟的经济援助没有缓解危机,而主权债务

危机的蔓延和加剧正演变为欧元危机和欧盟危机。一方面, 欧盟实施对希腊和

爱尔兰的巨额援助引起了欧盟其他成员国纳税人的担心和愤怒。他们认为自己

没有理由为那些负债沉重的国家的不当财政和金融政策买单, 并对欧盟和本国

主流政党及执政党控制宏观经济形势方面的无能为力感到失望,由此逐渐失去

对民主政治控制经济的信任。另一方面, 那些受援国家为了获得援助不得不接

受进一步缩减公共支出和削减政府赤字的欧盟援助条件, 这引发了国内的反对

浪潮。债台高筑的成员国民众拒绝缴纳更多的税费、反对国家资产的私有化和

大幅削减公共部门雇员的经济紧缩政策。以上种种使欧洲货币机制陷入严重的

危机之中。

在此形势下,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在国内进一步煽动民众对欧洲一体化的不

满情绪,强调作为一种政治精英化和中央集权化的政治方案,欧盟已经危及各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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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国家传统的价值和国家主权。为了维持自己本国的国民认同和独立的主权国

家的政治机构,它们甚至要求 �重新民族国家化 � ( R enat iona lizat ion), 即要求退

回到民族主义和国家保护主义的立场上来解决问题。具体来说就是不仅阻止欧

洲一体化的深化进程,甚至试图解构欧洲申根条约和统一货币体制。

为此,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强调, 欧盟正在走向可怕的 �转账联盟 � ( transfer

union) ,即节约且管理有序的国家要为管理不善且肆意挥霍的国家开出巨额支

票。它们宣称要把这些国家驱逐出欧元区,甚至主张废弃欧元,重新使用本国的

货币。正统芬兰人党党主席指责布鲁塞尔已 �成为黑暗的心脏 �, 提出要修改欧

盟政治内容,并表示芬兰不应该为别国的错误买单。瑞典民主党直接反对瑞典

使用欧元,反对土耳其加入欧盟,并提出要重新考虑瑞典是否留在欧盟中。法国

国民阵线党主席马琳 �勒庞也提出法国应该从欧元体系中退出,重新使用法郎,

并要求欧洲应该尽快恢复贸易关卡, 在保护就业问题上采用适当的保护主义。�

奥地利自由党还发动了大规模的将希腊逐出欧元区的运动, 得到了本国民众的

响应。

随着突尼斯和利比亚战事的发展,大批的北非难民涌入欧洲, 意大利对这些

难民发放了临时签证,这些以法语为母语的北非移民进入法国寻找工作和避难,

引发了欧盟成员国对申根协议国关于免签证的大讨论。法国国民阵线在国内掀

起了声势浩大的要求改革申根协议的运动。丹麦在这个问题上走得更远。作为

丹麦政府中右翼少数成员, 丹麦人民党以推迟批准 �政府 2020年经济计划�向

政府施压,丹麦政府最终单边决定加紧边界检查,计划在与德国和瑞典交接的边

界再次实施永久性的边界控制。 5月 13日, 丹麦宣布在与德国交接的边界, 包

括位于福伦斯堡市附近的主要交接处帕德博恩镇设置新的电网和车牌识别系

统,实施 �永久性控制 �。尽管丹麦政府坚持新的边界检查与申根协议不冲突,

但这一行为严重挑战了申根协议的自由原则, 也为其他成员国的右翼民粹主义

政党提供了效仿对象,德国 �明镜�称之为 �分裂势力在欧洲聚集�。�

(三 )试图使右翼民粹主义势力欧洲化

与此同时,欧洲右翼民粹主义政党也在不断谋求欧洲范围内的政治联盟,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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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反对欧洲一体化和全球化进程的力量。奥地利自由党主席施特拉赫积极地与

法国国民阵线、意大利北方联盟、比利时弗莱芒利益党、丹麦人民党等较为成功

的右翼民粹主义政党接触,希望建立长期的信息交流和协调合作的跨国联盟组

织。2009年欧洲议会选举中, 由于新的欧洲议会党团的极右翼政党组织标准的

改变, 原分属于两个欧洲议会党团均无法单独组成议会党团,经过谈判, 来自九

个国家的极右政党组成了一个新的名为 �自由和民主欧洲�的议会党团。�

不仅如此, 欧洲右翼民粹主义政党还试图在更广的范围内扩大其影响。

2010年 8月 14日,在法国国民阵线副主席戈尔尼施的安排下, 以勒庞为首的西

欧极右翼政党组团参拜了日本的靖国神社。此举意在借助经济危机将东西方的

极右翼势力联合起来。此后不久, 荷兰自由党主席维尔德斯于 � 9� 11�纪念日

在美国发表演讲,呼吁建立一个跨越大西洋的 �自由联盟�,联合起来反对美国、

加拿大、英国、法国和德国的穆斯林移民。维尔德斯还发起建立 �独立自由联

盟 �,其目的是保卫自由和禁止外来移民, 建立一个把伊斯兰教排除在外的统一

的世界。欧洲右翼民粹主义运动的欧洲化乃至国际化趋向引起了欧洲以及国际

社会的关注和担忧。

三 � 右翼民粹主义运动对欧洲民主政治的影响

上述欧洲右翼民粹主义运动的复兴之势正在多重意义上影响着传统的欧洲

民主政治的观念和政策。其中首要的表现是右翼民粹主义的一些观念和政治主

张已经通过各种途径渗透到了目前欧洲一些国家的现实政策当中。 1999年,奥

地利自由党参与由人民党领导的右翼联合政府之时, 欧洲政体曾为之震动。而

在今天的欧洲,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参与执政已不足为奇。迄今为止,奥地利、意

大利、荷兰、瑞士等国的右翼民粹主义政党都曾参与组阁。更为重要的是,这些

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一些主要政治主张已经在不同程度上为一些主流的右翼政

党所吸收,包括在移民、欧洲一体化以及民族国家保护主义政策等问题上。在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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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的欧洲国家选举中,欧洲保守主义的政治版图不断扩张,其中一个原因就是

主流的中右翼政党在不同程度上吸纳了这些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一些政治主

张,尤其是在移民问题上持更严厉的态度,从而整合了中右翼力量。其中最典型

的是法国的萨科齐领导的右翼政党和政府。 2007年大选中提出的零移民政策、

2010年驱逐罗姆人以及最近法国 �禁止在公共场合穿穆斯林罩袍�法令的正式

生效, 这些过去人们大都会与国民阵线联系的政策却已经成为右翼主流政党的

经常手段。 �由右翼民粹主义提出并成功运作的移民问题、文化自治主义和公

共安全问题,现在却在资产阶级主流政党那里得到发扬光大 �。� 正如穆德所言,

右翼民粹主义 �真正的威胁不在于他们的竞选纲领得以实现, 在最成功的范例

中,如在奥地利和意大利的联盟政府内,很难将右翼民粹主义和主流右翼政党区

分开来 �。�

右翼民粹主义运动对欧洲政治的另一个重要影响是它使得身份认同的问题

成为社会的关注焦点。过去几十年里, 欧洲中左和中右的主流政党的政策日益

趋同, 由此一些学者提出了 �政治终结 � ( end of po litics)的概念, 意指政治精英

达成的共识政治,其特点是缺乏真正的替代党,主流政党的政治原则和政策价值

都趋同。这种共识政治将政治功能减缩为仅仅是对政治讨论领域的所有社会和

政治问题进行管理和处理。在此意义上, 人们可以把欧洲右翼民粹主义势力的

复兴视为对这种政治终结的反击, 是对冲突政治的一种回归。� 右翼民粹主义

政党打破了主流政党在一系列问题上的政治禁忌, 利用 �伊斯兰恐惧症�煽动对

穆斯林移民的仇视,在退出欧盟、退出欧元等问题上放大欧洲怀疑主义情绪。受

这类社会情绪的影响,在目前北非突尼斯和利比亚政局动荡引发的 �难民海啸�

中,欧盟大部分成员国的执政党拒绝安置这些难民,并打算暂停执行申根区国家

人员自由流动的协定,以阻挡利比亚和突尼斯非法移民。受成员国的压力, 申根

协定也面临改革,它成为欧元之外的欧洲另一场危机。

由此可见,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成功之处在于把其狭隘、极端的民族主义和

种族主义与一种文化价值的认同联系起来。它们夸大不同民族、不同种族、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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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和地区的文化差异价值认同,将所有与自己不同的其他种族、民族或社会群

体视为对本民族、国家和地区认同价值的威胁。在 �文明冲突论 �的语境下, 不

同国家的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利用天主教与穆斯林的对抗 (如国民阵线 )、�世俗

的 /自由的�对穆斯林的对抗 (如荷兰自由党 )、或者 �我们 �与 �他们��、本民族

文化和价值与多元文化的对抗,把社会 -文化维度政治化。即如艾伯齐塔和麦

克唐奈在其 �21世纪的民粹主义: 西欧民主的幽灵�一书中所指出的, 民粹主义

的幽灵之所以在西欧甚至在整个欧洲徘徊,是因为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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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民众对代议制民主的不满联结起来从而发动了一场又一

场富有强烈个性色彩的较为成功的民主斗争�。�

这一特点也引发了人们对右翼民粹主义讨论的侧重点的转移, 即从欧洲右

翼民粹主义与民主政治的关系转向右翼民粹主义运动对西欧的文化和价值层面

的影响。齐格蒙特�鲍曼 ( Zygmunt B aum an)警告说, � 9� 11�事件后持续的 �身

份问题 � ( identity issues)加剧了 �认同战争 �( recognition wars),夸大和强调了他

们之间的差别。� 福山 ( Franc is Fukyama)认为, �愤怒的、难以同化的文化少数

民族对占绝大多数的民众产生对抗情绪, 这使多数的民众退回到他们自己的文

化和宗教的认同 �。� 穆德也认为, �民粹主义话语已经成为当代西方民主国家

的政治主流,而民粹主义所以能够成为主流政治恰恰在于它内在具有的民主的

时代精神��。右翼民粹主义政党通过反对伊斯兰选民、拒绝欧洲一体化和全球

化进程,颠覆了文化相对论价值,放弃不平等的主题而将文化差异绝对化,从而

否定混合,肯定各种 �文化 �相互之间的不可吸收性。� 正如意大利政治学者伊

格纳茨所评价的, �灵活多变地运用移民问题让后工业社会的右翼民粹主义政

党在不同国家达成普遍的共识,依据价值和认同,而非经济或阶级利益来划分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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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成员 �。�

�西欧政治�杂志在其 2010年的 �西欧政治竞争的结构 �专题中, 也从不同

角度和层面探讨了右翼民粹主义运动对西欧文化分裂和政治空间的两个维度形

成的重要意义。西蒙 �博恩席尔 ( S imon Bornschier)把 20世纪 60年代末的新

社会运动倡导的世界主义的价值和右翼民粹主义运动关注的不同共同体的差异

称为 �新文化的分裂�。右翼民粹主义运动反对主流政党支持的多元文化和欧

洲一体化,保卫文化传统和拒绝多元文化,它成为政治空间中与文化自由主义和

世界主义价值相对的另一极。两者的对立构成了文化和价值的政治分野。�安

德里因 �亨耶克 ( Andrija Hen jak)进一步指出, 移民是文化分野的主要因素,在

几乎所有的国家中,移民比社会福利和传统的经济分野发挥了更重要的作用。�

哈姆斯皮特 �克里西 (H anspeter K riesi)也指出, 由新社会运动和右翼民粹主义

运动所代表的体制外政党的调整造成了政治空间的转变, 它促使主流政党在这

个转型的政治空间中重新定位。�简而言之, 由于右翼民粹主义运动的复兴,文

化和价值作为欧洲政治分野的另一个维度,已深深地根植到了欧洲的政治竞争

的结构中,这已经远远超越了对西欧民主政治制度层面的影响范围。

(作者简介: 张莉,中央编译局博士后研究人员;责任编辑:张海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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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pplem ented by the developm ent of the latter.

52� An Analysis of the Neo- Populism during the Soc ia l T ransformation of t

he M idd le and East Europe

XU Gang

During the tmi e of the ThirdW ave, theN eo- Populism in theM iddle and East Eu�
rope not only bears som e smi ilarities w ith the tradit ional Populism, but at the sam e

tmi e carries the characterist ics of the new era. In the 1990s, theNeo- Populist par�
ties appeared in theM iddle and EastEuropean countries. H owever, they d idn� t be�
com e ama instream po litical force at that tmi e. Ever since the 21st Century, and es�
pecially after theM iddle and East European countries jo ined the European Union,

the prof ile of theNeo- Populist parties has been great ly heightened and they cam e to

pow er in m any countries successively. A lthough it is unknown how long the Neo-

Populism would be an active actor at the po litical stage, what is certain is that as a

new force in the social transform at ion process of theM iddle and EastEuropean coun�
tries, itw ill undoubtedly serve as a � barom eter� w ithin the fram ework of dem ocratic

po litics and a test standard for the tolerance of representative polit ics.

70� The Reviva l o f the R ight- w ing Populist Parties inW ester n Europe

ZHANG Li

Taking advantage of the fears and the sense o f insecurity that perm eate in W estern

Europe caused partly by the financial cris is, the right- w ing popu list part ies have re�
v ived inW est European countries in the past years. Some new characteristics have

been shown in their po litical ideas and strategies, especially extrem e Islam ophobia a�
gainst theMuslmi mi m igrants, refusing European integration and calling for renat ion�
a lization, and seeking for a � European Union� o f the right- w ing populist parties.

T he new developm ent of the right - w ing populist part ies has in m any aspects

changed the democratic po litics in W estern Europe, making cultural recognit ion and

identity polit ics a new dmi ens ion of po litical cleavage.

81� F rom the Lisbon S trategy to Europe 2020: An Analysis Based on the E�
vo lution of Governance

ZHENG Chunrong

One innovat ion of the L isbon Strategy is the introduct ion of the so ft governance tools

introduced � Open M ethod of Coordination� as an exam ple. How ever, the failure o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