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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体安全” 与波兰右翼政府的
疑欧主义

———以欧洲难民危机为例∗

王弘毅
∗

【内容提要】 　 自 ２０１５ 年右翼政党 － 法律与公正党执政以来ꎬ 波兰政局和社

会加速右转ꎬ 疑欧主义声势愈演愈烈ꎮ 尤其在欧洲难民安置这一议题上ꎬ 波欧之

间围绕主权、 安全和身份认同等议题展开了激烈的叙事之争ꎬ 对欧盟内部团结和

欧洲一体化进程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冲击ꎮ 既有研究主要从 “经济 － 社会” 和

“文化 － 社会” 因素两个角度分析了波兰右翼政府疑欧主义政策的缘由ꎬ 缺乏将

两者相结合的综合性研究及理论升华ꎮ 基于此ꎬ 本文尝试从本体安全理论出发ꎬ
将 “基督教民主主义”、 “民粹主义” 和 “民族主义” 三种相互交织但又彼此独

立的意识形态进行有机融合ꎬ 作为解释波兰疑欧主义的核心因素ꎬ 提出一个更加

全面和系统的理论框架ꎬ 即 “本体安全” 的威胁感知程度是塑造波兰右翼政府

疑欧主义思想强弱变化的根本驱动力ꎮ 为了检验这一理论ꎬ 本文以 ２０１５ 年以来

的欧洲难民危机为案例ꎬ 重点分析了难民危机与波兰右翼政府的本体安全叙事建

构ꎬ 以及右翼政府如何调动本体安全叙事进行政治动员ꎬ 进而使其对于欧盟难民

政策的反抗合法化ꎮ 在此基础上ꎬ 本文还评估了波兰右翼政府疑欧主义政策在波

兰国内和波欧关系两个层面所产生的深远影响ꎮ 对这一案例的研究ꎬ 有助于我们

理解波兰疑欧主义的根源和波欧之间分歧的本质ꎬ 并对欧洲一体化的未来作出深

刻反思ꎮ
【关 键 词】 　 波兰　 法律与公正党　 疑欧主义　 难民危机　 本体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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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研究培育基地中东欧研究中心讲师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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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疑欧主义”① 作为一种政治思潮对欧盟的合法性带来了严峻的挑战ꎮ 在整

个欧盟内部ꎬ 波兰的疑欧主义程度仅次于前欧盟成员国英国ꎮ 一个显著的证据是

２０２１ 年 １０ 月ꎬ 波兰宪法法院宣布其国内法优先于欧盟法律ꎬ 此举在欧盟和波兰

国内引起了轩然大波ꎬ “波兰脱欧” (Ｐｏｌｅｘｉｔ) 问题成为学术研究的热点②ꎮ 冰冻

三尺非一日之寒ꎮ 波欧关系龃龉不断且分歧不断扩大的起点是 ２０１５ 年ꎬ 即右翼

政党法律与公正党对内推行具有民粹主义色彩的社会福利政策ꎬ 对外秉持民族主

义政策ꎬ 将 “捍卫民族身份、 保卫国家安全、 促进社会公平” 等作为执政纲领

的核心价值观ꎮ 波兰作为中东欧首批加入欧盟的新成员国ꎬ 一直以来不仅是欧盟

凝聚力基金的净受款国ꎬ 而且通过融入欧盟单一市场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成功ꎮ 参

考英国脱欧的经济逻辑ꎬ 波兰右翼政府不断扩大的疑欧主义声势不符合常理ꎮ 但

值得深思的是ꎬ 作为一个欧盟成员国中的经济和政治获利者ꎬ ２０１５ 年以来的波

兰缘何成为当前欧盟内部疑欧主义情绪最强烈的国家? 波兰疑欧主义的独特性体

现在哪里ꎬ 根源又是什么? 对上述问题考察ꎬ 不仅可以更加深刻地理解波兰疑欧

主义问题的本质ꎬ 亦可以洞悉波兰疑欧主义的限度以及波欧关系的未来趋向ꎮ 而

波欧关系趋向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欧盟内部的团结以及欧洲一体化的未来发展

方向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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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疑欧主义” (Ｅｕｒｏｓｃｅｐｔｉｃｉｓｍ) 泛指对欧盟和欧洲一体化的批评ꎮ 疑欧主义认为一体化会破坏国家
主权和民族国家ꎬ 认为欧盟是精英主义的ꎬ 缺乏民主合法性和透明度ꎬ 认为它过于官僚化ꎬ 过于浪费ꎬ 鼓
励高水平的移民ꎬ 是一个以牺牲工人阶级为代价为商业精英服务的新自由主义组织ꎮ 在概念层面ꎬ 民粹主
义和疑欧主义既密切相关又有着内在的区别ꎮ 值得注意的是ꎬ 民粹主义是一套关于民主运作的一般观念ꎬ
而疑欧主义则关注更具体的政治问题 (欧洲一体化)ꎮ 在实践中ꎬ 许多民粹主义政党是疑欧主义者ꎬ 许多
疑欧主义政党是民粹主义政党ꎮ

如孔田平: « “脱欧” 在波兰成为热门话题»ꎬ 载 «世界知识» ２０２１ 年第 ２２ 期ꎻ 程卫东: «欧盟宪
政秩序的挑战与危机———基于波兰法治危机案的考察»ꎬ 载 «欧洲研究» ２０２２ 年第 １ 期ꎮ 国外关于波兰脱
欧问题的探讨更是见诸于英国广播公司、 路透社、 德国之声 (ＤＷ)、 美国广播公司新闻网 (ＡＢＣ Ｎｅｗｓ)
等各大主流媒体ꎬ 以及诸多学术研究之中ꎮ 譬如: Ｋｈｍｉｌｅｖｓｋａ Ｐｏｌｉｎａꎬ “Ｓｔｒｕｋｔｕｒａ ｒｕｃｈｕ ｅｕｒｏｓｃｅｐｔｙｃｚｎｅｇｏ ｗ
Ｐｏｌｓｃｅ － ｓｋｒａｊｎｉｅ ｐｒａｗｉｃｏｗｉ ｐｏｌｉｔｙｃｚｎｉ ｉ ｏｂｙｗａｔｅｌｓｃｙ ｅｋｓｔｒｅｍｉｓｃｉ”ꎬ Ｒｏｃｚｎｉｋ Ｉｎｔｅｇｒａｃｊｉ Ｅｕｒｏｐｅｊｓｋｉｅｊꎬ ｎｒ １５ꎬ ２０２１ꎬ
ｓ ２３３ － ２４７ꎻ Ｏｌｉｖｅｒ Ｍａｄｅｒꎬ “Ｐｏｌｅｘｉｔ Ｈｕｎｇａｒｅｘｉｔ Ｑｕｏ ｖａｄｉｓ ＥＵ － Ｓｏｍｅ ｒｅｆｌｅｘｉｏｎｓ ｏｎ ｔｈｅ ｌａｔｅｓｔ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ｓ ｐｒｏｖｉｄｅｄ ｂｙ
ＥＵ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 ｉｎ ｔｈｅ ｆａｃｅ ｏｆ ａ ｐｅｒｓｉｓｔｅｎｔ ｒｕｌｅ ｏｆ ｌａｗ ｍｉｓｅｒｙ”ꎬ Ａｕｓｔｒｉａｎ Ｌａｗ Ｊｏｕｒｎａｌꎬ ２０２２ꎬ Ｎｒ １ꎻ Ａｌｉｃｉａ
Ｈｉｎａｒｅｊｏｓꎬ “ ‘Ｐｏｌｅｘｉｔ’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ＥＵ Ｌｅｇ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 Ｔｈｅ Ｃｏｕｒｔ ｏｆ Ｊｕｓｔｉｃ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ｓｈ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ｕｒｔ ”ꎬ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ｌａｗ ｒｅｖｉｅｗꎬ ２０２１ꎬ Ｎｏ ４ꎬ ｐｐ ４１３ － ４１４ꎻ Ｓｚｃｚｅｒｂｉａｋ Ａｌｅｋｓꎬ “Ｈｏｗ ｗｉｌｌ Ｐｏｌａｎｄ’ ｓ ｄｉｓｐｕｔｅ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ＥＵ
ａｆｆｅｃｔ ｉｔｓ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ꎬ ＬＳ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ｃｙ ( ＥＵＲＯＰＰ) ｂｌｏｇ ｈｔｔｐ: / / ｅｐｒｉｎｔｓ ｌｓｅ ａｃ ｕｋ /
１１３０６７ / ꎬ 访问时间: ２０２２ 年 ２ 月 １５ 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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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文献述评

近年来ꎬ 疑欧主义思潮逐渐成为欧洲研究的热点ꎬ 作为中东欧地区疑欧主义

典型代表之一的波兰也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ꎮ 通过对 ２０１５ 年以来国内外相关

研究成果的考察ꎬ 可以发现对波兰疑欧主义的兴起与不断扩大主要有两大类解

释ꎮ 一类立足于 “经济—社会” 维度ꎬ 认为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欧盟东西间发展

的不平衡ꎬ 以及波兰国内财富分布不均的扩大化导致社会分层的扩大ꎬ 为具有疑

欧主义倾向的右翼民粹主义政权的上台提供了动力ꎮ 另一类则从 “文化—社会”
角度揭示了波兰右翼政府疑欧主义的文化根源ꎬ 即保守的民族主义和天主教

文化ꎮ
持第一类观点的学者基本都将波兰右翼政府的疑欧主义思想根基归因于 “民

粹主义”ꎮ 波兰学者兹齐斯瓦夫马赫搭建了右翼民粹主义与波兰疑欧主义之间

的分析框架ꎬ 深刻地揭示了欧盟和波兰、 精英和大众之间的疏离感产生的本质ꎬ
即右翼民粹主义将民族看作一个文化而非政治性的共同体ꎬ 因而政治精英和欧盟

都将被划到他者之列①ꎮ 罗伯特塞希等人通过对比波兰和匈牙利两个案例ꎬ 阐

释了两国民粹主义与疑欧主义立场之间的逻辑关系ꎮ 以此逻辑ꎬ 欧盟被等同于与

“纯粹的人民” (波兰人) 发生冲突的 “腐败精英”②ꎮ 黄丹琼对民粹主义在中东

欧形成和发展的社会基础以及对中东欧国家疑欧主义倾向强化所起到的作用作出

了解释③ꎮ 彭枭则将重点放在了中东欧国家民粹主义兴起的社会基础上ꎬ 并着重

以保加利亚为案例④ꎮ 在这两篇文章中ꎬ 对波兰疑欧主义问题都一笔带过ꎮ 当

然ꎬ 两位学者在对中东欧疑欧主义的规律性阐释方面作做出了一定贡献ꎮ 但中东

欧国家之间异质性甚至要大于同质性ꎬ 单一案例无法回应中东欧其他国家民粹主

义兴起的特殊性及其疑欧主义立场的差异性ꎮ
持第二类观点的学者的分析视角集中在波兰的保守主义文化基因上ꎬ 这种

５２１

①

②

③
④

Ｚｄｚｉｓłａｗ Ｍａｃｈꎬ “Ｒｉｇｈｔ － ｗｉｎｇ ｐｏｐｕｌｉｓｍꎬ Ｅｕｒｏｓｃｅｐｔｉｃｉｓｍꎬ ａｎｄ ｎｅｏ －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 ｉｎ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ａｎｄ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Ｅｕｒｏｐｅ” ｉｎ Ｊｏａｎｎａ Ｓｏｎｄｅｌ － Ｃｅｄａｒｍａｓ ａｎｄ Ｆｒａｎｃｅｓｃｏ Ｂｅｒｔｉꎬ ｅｄｓ ꎬ Ｔｈｅ Ｒｉｇｈｔ －Ｗｉｎｇ Ｃｒｉｔｉｑｕｅ ｏｆ Ｅｕｒｏｐ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ｔꎬ Ｓｏｖｅｒｅｉｇｎｉｓｔ ａｎｄ Ｒｉｇｈｔ －Ｗｉｎｇ Ｐｏｐｕｌｉｓｔ Ａｔｔｉｔｕｄｅｓ ｔｏ ｔｈｅ ＥＵꎬ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ꎬ ２０２２ꎬ ｐｐ ２２ － ３１

Ｒｏｂｅｒｔ Ｃｓｅｈｉ ａｎｄ Ｅｄｉｔ Ｚｇｕｔꎬ “Ｗｅ ｗｏｎ’ ｔ ｌｅｔ Ｂｒｕｓｓｅｌｓ ｄｉｃｔａｔｅ ｕｓ: Ｅｕｒｏｓｃｅｐｔｉｃ ｐｏｐｕｌｉｓｍ ｉｎ Ｈｕｎｇａｒｙ ａｎｄ
Ｐｏｌａｎｄ”ꎬ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ｅｔｙꎬ ２０２１ꎬ Ｖｏｌ ２２ꎬ Ｎｏ １ꎬ ｐｐ ５３ － ６８

黄丹琼: «中东欧民粹主义兴起与欧盟内部分化»ꎬ 载 «国际观察» ２０１８ 年第 １ 期ꎮ
彭枭: «中东欧的民粹主义基础及其影响———兼论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关系»ꎬ 载 «国际展望» ２０２１

年第 １ 期ꎻ 彭枭: «投票行为理论视角下中东欧民粹政党的兴起»ꎬ 载 «国际论坛» ２０２１ 年第 ３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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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基因是由历史上的苦难与抗争记忆建构起来的民族主义情绪和浓厚的天主

教信仰ꎮ 从现有成果看ꎬ 该类研究的数量明显高于第一类ꎬ 这恰恰证明了 “文
化—社会” 结构在塑造波兰政治和外交思想方面的独特意义ꎮ 从民族主义归因

来看ꎬ 波兰学者艾娃罗基茨卡和英国学者杰里米利曼将疑欧主义的根源归

结于民族主义意识形态ꎬ 并强调 “多元文化、 多民族” 结构是导致欧洲国家内

部民族主义复兴的原因之一ꎮ 从根源上看ꎬ 这种民族主义更多地根植于新自由

主义和全球化带来的负面影响ꎮ 民族主义与民粹主义的合流ꎬ 强化了民众对于

未来的不确定和变化的恐惧感ꎮ 前者导向一种排外主义ꎬ 后者则是对政治和经

济精英的疏离及不信任①ꎮ 德国学者以欧洲难民危机和法治争端为研究案例ꎬ
指出波兰的疑欧主义被右翼政府当作一种政治工具ꎬ 即通过诉诸民族认同和认

同情绪来动员选民②ꎮ
天主教因素是 “文化—社会” 结构归因中的另一个重要方面ꎬ 即将保守或

极端的基督教民主主义视作波兰疑欧主义的动力之一ꎮ 英国学者西蒙娜格拉从

历史和宗教因素探究了波兰疑欧主义思潮的起源ꎬ 以及右翼政府与波兰教会的关

系ꎬ 及其在助长疑欧主义和支持严厉的堕胎法方面的作用③ꎮ 德国学者米哈尔
明克贝尔格认为波兰兴起的反自由主义和反西方的保守的天主教主义为右翼法律

与公正党的崛起创造了社会基础④ꎮ 对一些人来说ꎬ “欧盟是启蒙运动、 人权、
自由主义和个人价值的体现”ꎬ 但对另一些人来说ꎬ “欧洲只有当它是天主教ꎬ
或至少是基督教时才有意义”ꎮ 波兰人则将世俗欧盟视作是对其传统身份的威

胁⑤ꎮ 波兰学者巴托什纳皮拉尔斯基在其著作中考察了政治天主教作为一种政

治运动的性质ꎬ 讨论了传统上亲欧洲的政治天主教在何种情况下可能变成疑欧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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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者ꎬ 并认为波兰的政治天主教是一个特例ꎬ 带有 “天主教—民族主义” 性

质①ꎮ 荷兰学者艾娃史坦奇克认为自 ２００５ 年法律与公正党首次执政开始ꎬ 天主

教会就被作为重建波兰历史记忆的思想武器之一ꎬ 且这种重新建构起来的历史记

忆被转移到了欧盟的公共政策领域ꎬ 进而引发了关于欧洲基督教身份的叙事

之争②ꎮ
通过以上综述可以得出两点结论: 其一ꎬ 既有研究通常将 “基督教民主主

义” “民粹主义” 和 “民族主义” 三者之一归为波兰疑欧主义政策的驱动力ꎬ 但

缺乏综合分析ꎬ 未能将三者呈现出的共性特质上升到理论层面ꎮ 其二ꎬ ２０１５ 年

以来国内学者对于波兰疑欧主义这一重要问题的研究成果寥寥无几ꎬ 存在进一步

研究的空间ꎮ 基于此ꎬ 本文希望在以上两个方面作出一定的学术贡献ꎬ 一方面试

图从本体安全理论出发ꎬ 将 “基督教民主主义”、 “民粹主义” 和 “民族主义”
三种相互交织又彼此独立的意识形态进行有机融合ꎬ 作为解释波兰疑欧主义的核

心因素ꎬ 以期能够提出一个更加全面和系统的解释框架ꎻ 另一方面希望可以弥补

国内学界对于波兰国内政治思潮以及波欧关系研究的不足ꎮ

二　 理论框架

(一) 概念界定

“本体安全” (Ｏｎｔ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概念是在广泛借鉴社会心理学的基础上

提出的ꎬ 强调的是一种基于文化认同的身份安全ꎬ 它的相反面则是本体不安全ꎬ
即对身份遭受侵蚀的一种无所适从的焦虑ꎬ 甚至是恐惧感ꎮ 早在 １９３３ 年ꎬ 美国

心理学家哈罗德拉斯韦尔 (Ｈａｒｏｌｄ Ｌａｓｓｗｅｌｌ) 就提出了 “不安全感” 假设 (即
“本体不安全感”)ꎮ 在其代表作 «世界政治与个体的不安全感» 中ꎬ 拉斯韦尔将

不安全感界定为 “在工业革命的影响下ꎬ 或由于剧烈的社会变迁ꎬ 导致人们丧失

对于传统权威或价值的认同ꎬ 个体被剥夺了人身安全感ꎬ 也没有归属感ꎬ 这种情

况造成了大众的普遍性焦虑”③ꎮ 直接对本体安全概念给出定义的代表性学者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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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东尼吉登斯ꎬ 其将本体安全定义为 “事件的连续性和秩序感”①ꎬ 反映的是

大多数人对自我认同的连续性以及对周围社会环境的稳定性的信心ꎮ 换句话说ꎬ
本体安全的概念通常是指 “一种身份安全ꎬ 即对自己是谁的主观感觉ꎬ 并成为塑

造一个人的行动和选择的主要驱动力”②ꎮ 本体不安全感也指 “应对不确定性、
焦虑和恐惧感增加的特定叙事和话语ꎬ 并且这种叙事和话语通常与民粹主义政治

的后殖民想象相联系”③ꎮ 国内学者对此也有一定的研究ꎬ 余潇枫指出ꎬ “本体安

全是相对于 ‘物质性安全’ 来说的 ‘认同性安全’ꎬ 也是任何行为体所必然寻求

的安身立命之前提ꎮ ‘本体不安全’ 是生存性焦虑与前景性恐慌的 ‘在场’ꎬ 由

不确定风险的 ‘要素集合’ 所导致ꎬ 其实质是一种 ‘自我认同’ 难以稳定与持

续的 ‘结构性不安全’ꎮ”④

从实践角度来看ꎬ 本体安全理论认为ꎬ 某些行为是出于寻求维持或重建积极

身份的需要ꎮ 斯蒂尔认为ꎬ 当代理人 (即政府) 的行为反映了他们通过传记叙

事构建的自我认同感时ꎬ 本体安全就会出现⑤ꎮ 回到波兰的本体安全ꎬ 民族主

义、 记忆和安全化身份叙事的交叉性使得记忆政治和历史政治具有特别重要的意

义ꎮ 历史政治在波兰被理解为一种具有约束力的历史记忆的构建ꎬ 它通过在特定

的叙事结构中组织历史来帮助发展或维持一个突出的群体自我认同⑥ꎮ 换句话

说ꎬ 任何对于这种基于民族主义和历史记忆建构起来的身份的侵蚀都将被视为对

于波兰本体安全的威胁ꎮ

(二) 研究假设

本体安全是维系民族国家作为文化共同体区别于他者的身份认同感ꎬ 是塑造

一国对外政策的原始驱动力ꎮ 正如斯蒂尔 «国际关系中的本体安全» 一书中所

提出的核心假设: 国家践行的社会行为是为了满足自我认同 (即本体安全)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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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ꎬ 即使这些社会政策会损害实际的物质利益ꎮ 这种社会行为分别受到 “道
德、 人道主义和荣誉” 三种价值的驱动①ꎮ 其中ꎬ 道德强调的是社会和家庭伦理

观念ꎻ 人道主义在国内更多的是一种对于弱势群体的援助ꎬ 并通过社会改革来改

变这一现实ꎻ 荣誉对于一个民族国家则意味着对于身份的追求和民族复兴的

渴望ꎮ
对中小国家而言ꎬ 他们的文化软实力相对有限ꎬ 处在相对弱势的地位ꎬ 致使

民族身份在经济全球化不断深化的背景下越来越多地受到外来文化冲击ꎬ 这种冲

击带来的危机可称之为 “本体安全危机”ꎮ 以波兰为例ꎬ 其面临着双重的本体安

全危机ꎮ 其一是波兰在欧盟内部的身份危机ꎬ 对现任的右翼政府而言ꎬ 波兰民族

区别于他者的根本应该是一个基于共同语言和民族、 天主教信仰以及屡遭帝国蹂

躏的历史记忆所形成的文化而非政治性的共同体ꎻ 而以法德为核心所推动的欧洲

一体化进程中带来的文化多元主义被波兰右翼政府视为对其以单一种族和宗教信

仰为文化内核的本体安全的威胁ꎮ 因此ꎬ 当右翼政府感知到本体安全遭受威胁

时ꎬ 将坚决予以反击ꎮ 其政治策略则是通过调动和强化与建构波兰民族身份相关

的文化资源进行抗争ꎮ 这类文化资源主要涵盖了波兰与周边国家 (如德国) 的

历史记忆和保守的天主教信仰ꎮ
其二是波兰国内的本体安全危机ꎮ 准确地说ꎬ 这是在国内外双重作用下社会

两极分化不断加剧进而产生的身份危机ꎬ 即横在大众和精英、 天主教保守主义者

和自由主义者、 拥有国际化视野的波兰人和传统波兰人等多个二元矛盾之上的认

同危机ꎮ 在波兰国内民粹主义者眼里ꎬ 全球化、 欧盟等概念都只是精英创造出来

服务于自身利益的代名词ꎮ 这一观念产生的根源在于社会分化的扩大化趋势ꎬ 让

普通大众产生了一种相对剥夺感ꎮ 而所谓的剥夺者包括欧盟、 跨国公司和国内精

英阶层等ꎬ 该类群体也因此被大众从认同上归类为区别于 “我们” 的 “他们”ꎬ
这一文化意义的分类一旦完成ꎬ 就会建构出彼此不同的社会身份ꎬ 身份又将决定

双方的行为选择ꎮ
需要强调的是ꎬ 波兰国内的本体安全危机是波兰与欧盟之间本体安全危机的

加强剂ꎬ 即国内本体危机越严重ꎬ 波兰右翼政府对欧盟的反叛情绪越强ꎮ 而本文

的核心假设则是 “本体安全” 的威胁感知程度是塑造波兰右翼政府疑欧主义思

想强弱变化的根本驱动力ꎮ 与多数欧洲国家不尽相同的是ꎬ 构成波兰本体安全的

９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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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要素不仅囊括了民粹主义ꎬ 同时还包括了基督教民主主义和民族主义ꎮ 三者

是相互传导、 相辅相成的关系ꎬ 共同建构了波兰右翼政府的本体安全观ꎮ

(三) 概念操作化

如前所述ꎬ 本体安全危机是一种身份安全危机ꎬ 强调区别于他者的民族信

仰、 民族文化、 民族荣誉等身份性要素面临威胁的境况ꎮ 为了便于衡量本体安全

的受威胁程度ꎬ 本文将其拆解成以下几个衡量维度: 宗教保守主义和开放主义的

对立程度、 精英与人民的对立程度、 超国家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对立程度ꎮ 三个维

度分别对应经济全球化及区域一体化背景下民族国家出现的宗教信仰危机、 民粹

主义危机和民族主义危机ꎮ 对立程度越高的国家或地区ꎬ 本体安全受到的威胁程

度也越高ꎬ 即本体安全危机越严重ꎮ 为了进一步衡量 “宗教保守主义和开放主义

的对立程度、 精英与人民的对立程度、 超国家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对立程度”ꎬ 下

文将根据定性研究方法分别对三者的衡量指标进行可操作化处理ꎮ

１ 宗教保守主义和开放主义的对立程度

宗教保守主义是指恪守传统且严格的宗教伦理观、 宗教仪式及其他与之相关

的一切习俗ꎬ 并用其指导生活实践的方方面面ꎮ 宗教开放主义是指在经济全球化

背景下逐渐接受多元化的社会思想ꎬ 逐步放弃严格的宗教传统伦理ꎬ 如对 ＬＧＢＴ
持开放态度ꎮ 为了方便测量ꎬ 本文主要从定性角度设定衡量指标ꎬ 即欧盟中新老

成员国家在涉及传统家庭和社会伦理议题上 (如 ＬＧＢＴ、 堕胎问题、 媒体自由问

题) 的对立程度ꎮ 在当前欧洲基督教世俗化的大背景下ꎬ 一国宗教信仰群众比例

越高ꎬ 其宗教保守主义势力越大ꎬ 对建立在传统宗教伦理价值观之上的本体安全

感知越强烈ꎮ 以此逻辑ꎬ 以波兰、 匈牙利为代表的秉持宗教保守主义价值观的右

翼政府与以法德等为代表的宗教开放主义政府之间的对立程度也就越高ꎮ 这将导

致前者对后者的反叛态度更加强烈ꎬ 后者常常又被前者看作是欧盟的实际代言

人ꎬ 前者对后者的反叛ꎬ 实则是对于欧盟的反叛ꎮ 在欧洲ꎬ 绝大部分的基督教民

主政党均为保守主义政党ꎮ 波兰法律与公正党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之一ꎮ 基督教

民主主义通常被认为在文化、 社会和道德问题上中间偏右ꎬ 属于社会保守主义的

支持者①ꎮ 折射到与欧盟相关的公共政策领域ꎬ 该类思想往往导向与西欧自由主

义价值观相悖的家庭观和伦理观ꎬ 如反堕胎、 反 ＬＧＢＴ 等ꎮ

０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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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兰天主教内部主要分为两个阵营: 一是规模较小的 “开放式天主教”ꎬ 是

波兰进步运动的代表ꎬ 在历史上曾与世俗左派进行过激烈辩论ꎬ 是抵制波兰反动

天主教的主要力量之一ꎮ 这一派别的代表人物有前教皇约翰保罗二世ꎮ 另一类

通常被称为 “封闭式天主教”ꎬ 这一派别规模更大、 影响更广ꎬ 并与法律与公正

党有诸多共同点ꎮ 他们有自己掌控的新闻媒体ꎬ 并以此作为阵地ꎬ 广泛传播保守

的宗教民族主义思想ꎬ 甚至播放反犹主义和种族主义节目①ꎮ 天主教保守派和开

放派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分歧ꎬ 前者在小城镇和农村地区占主导地位ꎬ 而后者则在

华沙和克拉科夫这样的大城市中占主导地位ꎮ 年纪较大、 文化程度较低和财富较

少的人更倾向于投票支持法律和公正党ꎮ 富人和年轻人倾向支持自由的公民纲领

党联盟或左翼联盟②ꎮ 总体而言ꎬ 法律与公正党在经济上吸收了左翼的社会福利

政策ꎬ 在社会生活和文化方面却属于右翼ꎬ 并将天主教作为其捍卫执政合法性的

文化与精神武器ꎮ

２ 精英与人民的对立程度

在疑欧主义议题方面ꎬ 精英和平民则有双重指向ꎮ 一是欧盟官僚机构内

政治精英和欧盟主要大国同相对弱势成员国家之间的对立ꎬ 原因是欧盟被等

同于与 “纯粹的人民” 发生冲突的 “腐败精英” ꎻ 二是国内社会精英与人民

之间的对立ꎮ 两者发生的场景虽然不同ꎬ 但存在着内在的逻辑关系ꎬ 即民粹

主义趋向程度越高的成员国通常疑欧主义程度也越高ꎬ 换句话说成员国对欧

盟的反叛在某种程度上是国内精英和人民矛盾的转移ꎮ 两者本质都是两类群

体身份的二元对立问题ꎬ 因而也具有身份危机的特质ꎬ 构成衡量本体安全危

机的一个重要标尺ꎮ 精英与人民的对立程度越高ꎬ 该国的身份认同一致性程

度越低ꎬ 本体安全受威胁程度自然也就越高ꎮ 为了便于衡量精英与人民的对

立程度ꎬ 本文将一国民粹主义执政党的支持率高低作为测量指标ꎬ 可以分为

三类: 高支持率 (超过半数并取得独立组阁权) 、 中等支持率 (支持率排名

第一但未过半需要联合其他政党组阁) 、 低支持率 (未取得组阁权) ꎮ 参考

以上指标ꎬ 民粹主义政党支持率和 “精英与人民对立程度” 呈正相关关系ꎬ

１３１

①

②

Ｋａｓｉａ Ｎａｒｋｏｗｉｃｚꎬ “Ｒｅｆｕｇｅｅｓ Ｎｏｔ Ｗｅｌｃｏｍｅ Ｈｅｒｅ: Ｓｔａｔｅꎬ Ｃｈｕｒｃｈ ａｎｄ Ｃｉｖｉ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ｓ ｔｏ ｔｈｅ
Ｒｅｆｕｇｅｅ Ｃｒｉｓｉｓ ｉｎ Ｐｏｌａｎｄ”ꎬ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ꎬ Ｃｕｌｔｕｒｅꎬ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ｅｔｙꎬ ２０１８ꎬ Ｖｏｌ ３１ꎬ ｐ ３６２

Ｊｕｌｉａｎ Ｃｏｍａｎꎬ “Ｆａｍｉｌｙꎬ ｆａｉｔｈꎬ ｆｌａｇ: ｔｈｅ ｒｅｌｉｇｉｏｕｓ ｒｉｇｈ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ｂａｔｔｌｅ ｆｏｒ Ｐｏｌａｎｄ’ ｓ ｓｏｕｌ”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ｔｈｅｇｕａｒｄｉａｎ ｃｏｍ / ｗｏｒｌｄ / ２０１９ / ｏｃｔ / ０５ / ｆａｍｉｌｙ － ｆａｉｔｈ － ｆｌａｇ － ｃａｔｈｏｌｉｃ － ｒｅｌｉｇｉｏｕｓ － ｒｉｇｈｔ － ｂａｔｔｌｅ － ｐｏｌａｎｄｓ －
ｓｏｕｌꎬ 访问时间: ２０２１ 年 ６ 月 ９ 日ꎮ



　 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　 ２０２３ 年第 ４ 期

进而也与疑欧主义情绪高低呈正相关关系ꎮ
对于右翼政府而言ꎬ 其主要思想根基之一便是民粹主义ꎬ 强调的是代表和保

护与 “精英”① 相对立的 “人民” 的利益ꎬ 即自身作为 “人民” 利益的代言

人ꎮ 这里的人民从文化上象征着整个民族ꎬ 精英则被划到了民族之外ꎮ 换句话

说ꎬ 在民粹主义者的眼中ꎬ 他们的经济利益和社会地位普遍受到少数享有特权

的精英群体的压迫ꎮ 并且ꎬ 这类精英不仅包括经济融欧主义的支持者ꎬ 还包括

在本国投资赚取巨额利润的外国资本家群体ꎮ 因此ꎬ 加入欧盟只是给国内精英

群体提供了持续扩大利益的机会ꎬ 而不是人民ꎮ 经济差距的不断扩大加剧了人

民的这种相对剥夺感ꎬ 从而为右翼政府的疑欧主义取向创造了充分的社会经济

基础ꎮ

３ 超国家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对立程度

超国家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对立程度是衡量主权身份危机的一个重要维度ꎮ 两

者对立程度越高ꎬ 民族主义政府对法德倡导下的欧盟超国家主义趋向愈反对ꎮ 为

了方便测量超国家主义与民族主义之间的对立程度ꎬ 本文将欧盟成员国政府对在

欧盟超国家层面颁布的统一政策的态度作为衡量指标ꎬ 如对于难民统一摊派方案

的政策趋向ꎮ 具体而言ꎬ 可以将其分为四类: 坚决拒绝、 部分拒绝 (象征性接

收)、 有条件接收、 支持ꎮ 毫无疑问ꎬ 以上四类态度呈现出的超国家主义与民族

主义对立程度也依次递减ꎬ 持坚决拒绝态度的成员国ꎬ 其与欧盟在超国家主义和

民族主义之间的对立程度最高ꎬ 该类国家的疑欧主义情绪也最高ꎮ 原因是ꎬ 对于

具有强烈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国家而言ꎬ 主权安全被看作为是捍卫其身份安全至

关重要的一个支撑ꎮ 在其看来ꎬ 民族身份的独立性只有在传统的民族国家内部才

能得以体现ꎮ 该类国家更多支持的是政府间主义下的欧盟ꎬ 而不是超国家主义式

的欧盟ꎬ 因而坚决反对欧盟的联邦主义趋向ꎮ
民族主义强调对与本民族生存、 发展与复兴相关的一切地理、 经济、 文化、

宗教和制度等层面的利益予以捍卫的思想观念ꎮ 例如ꎬ 当前波兰右翼政府的执政

２３１

① 波兰学者兹齐斯瓦夫马赫认为精英在民粹主义者的世界观里ꎬ 指代的是那些自身享有优越感而与
人们疏远的群体ꎮ 他们在社会的各个领域享有特权ꎬ 并对人们加以剥削ꎮ Ｓｅｅ Ｚｄｚｉｓłａｗ Ｍａｃｈꎬ “Ｒｉｇｈｔ － ｗｉｎ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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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念深深地植根于波兰的屈辱的 “历史记忆”①ꎬ 他们格外强调波兰独立的国家

主权和民族身份ꎬ 即使在欧盟中亦是如此ꎮ 该党所倡导的主权至上原则以及对于

其单一种族身份认同的坚持ꎬ 与欧盟的联邦主义趋向和多元文化主义之间存在着

二元矛盾ꎮ 这种矛盾传导到对欧盟的政策倾向上ꎬ 主要体现在对来自不同种族和

不同文化背景的群体的排斥ꎮ 波兰国内的民族主义政党主要分为两类: 右翼民族

主义和中右翼民族主义ꎬ 前者即现任右翼政府ꎬ 后者则是上任融欧主义政府

(２００７ ~ ２０１５)ꎮ

三　 案例检验

保守的基督教民主主义、 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三种政治意识形态共同建构起

来的波兰右翼政府的 “本体安全观”ꎬ 一旦遭受到外力冲击ꎬ 对本体安全的保护

意识便会被激发ꎬ 疑欧主义的政策立场也将迅速强化ꎮ 难民危机之所以能够全方

位唤醒波兰对欧盟的抵抗意志ꎬ 原因在于这场危机同时冲击了波兰右翼政府建构

起的经济、 道德和政治秩序ꎬ 也意味着波兰的本体安全遭受到严重挑战ꎮ 而右翼

政府在 ２０１５ 年以来发生的席卷全欧的难民危机的本体安全叙事及其反欧盟移民

政策的坚定立场ꎬ 为此提供了具有说服力的证据ꎮ

(一) 难民危机与波兰右翼政府的本体安全叙事建构

１ 将穆斯林难民视为对基督教文明和民族身份的破坏

波兰右翼政府将来自中东、 北非地区的穆斯林难民视为对其民族身份和天主

教传统文化的威胁ꎮ 在一个近 ９０％ 的公民宣布自己为天主教徒的国家ꎬ 教会已

经不仅仅是精神信仰的符号ꎬ 更是一种区别于 “他—我” 的身份象征ꎬ 是一种

认同的力量ꎮ 右翼政府执政思想的渊源之一就是 “基督教民主”ꎬ 因而本届政府

３３１

① 历史恩怨导致欧盟国家内部不同政治团体的反欧盟情绪提高ꎮ 现任右翼政府的执政党党魁雅罗斯
瓦夫卡钦斯基 (通常被认为是波兰政府权力的实际操控者) 的德国 (欧盟) 观根植于波兰二战中屈辱
的抗争历史ꎮ 卡钦斯基的父母都曾参加了 １９４４ 年的华沙起义ꎬ 并将这份爱国主义精神传递给了他和他的
孪生弟弟莱赫卡钦斯基ꎮ 卡钦斯基每晚做完祷告后都会唱国歌ꎮ 而他的弟弟担任总统期间 (２００５ ~
２０１０) 对德国、 俄罗斯以及欧盟也存在深刻的不信任感ꎮ 在谈及波兰的抵抗历史ꎬ 他说波兰感谢欧盟的资
金ꎬ 但不意味着波兰失去了对历史和经济背景发表看法的权利ꎮ Ｓｅｅ Ａｄａｍｏｗｓｋｉ Ｊａｒｏｓｌａｗꎬ “Ｌｅｃｈ Ｋａｃｚｙｎｓｋｉ
ｏｂｉｔｕａｒｙ”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ｔｈｅｇｕａｒｄｉａｎ ｃｏｍ / ｗｏｒｌｄ / ２０１０ / ａｐｒ / １１ / ｌｅｃｈ － ｋａｃｚｙｎｓｋｉ － ｏｂｉｔｕａｒｙ 访问时间: ２０２１ 年
１０ 月 ４ 日ꎮ Ｎｉｋｏｌａ Ｐｅｔｒｏｖｉｃꎬ “Ｄｉｖｉｄ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ｅｍｏｒｉｅｓ ａｎｄ ＥＵ ｃｒｉｓｅｓ: ｈｏｗ Ｅｕｒｏｓｃｅｐｔｉｃ ｐａｒｔｉｅｓ ｍｏｂｉｌｉｚｅ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ｓ”ꎬ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ꎬ ２０１９ꎬ Ｖｏｌ ３２ꎬ Ｎｏ ３ꎬ ｐ ３６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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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捍卫基督教文明和波兰身份作为反对欧盟难民安置计划的思想武器ꎮ 况且ꎬ 波

兰天主教会本身存在开放和传统两种不同的分支ꎮ 传统派的论调具有明显的种族

主义色彩ꎬ 对异教徒有着历史和现实的排斥情绪ꎮ 正因如此ꎬ 在波兰社会占据主

流的传统派天主教会对难民的消极态度成为右翼政府引导公共舆论、 反对接受难

民的有力支撑ꎮ 此外ꎬ 右翼政府将与教会的合作视为其权威的基石ꎬ 也是加强波

兰身份和天主教之间联系的机会ꎮ
在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进行的一项关于反移民情绪的民意调查中ꎬ 反对接纳难民

的波兰受访者中有 ４４％ 表示波兰经济状况疲弱ꎬ 缺乏资源ꎻ 而 ４１％ 的受访者

提出了与安全有关的原因以及对移民后果的其他担忧ꎮ 一些观察家还引用了波

兰民族身份的宗教元素来解释对接纳北非和中东难民厌恶情绪的不断增强ꎮ 这

些反移民情绪的驱动因素可以归为以下五类: 第一ꎬ 基于个人身份认同受到威

胁的文化恐惧ꎮ 第二ꎬ 新移民涌入后引起的社会恐惧ꎮ 第三ꎬ 对公共资源分配

的经济担忧ꎮ 第四ꎬ 对政府失去信心而产生的政治恐惧感ꎬ 以及对超国家机构

(欧盟) 正在侵蚀国家主权的担忧ꎮ 第五ꎬ 对难民带来的犯罪和恐怖主义威胁

的担忧①ꎮ
２ 将欧盟委员会通过的难民安置方案视作对其国家主权的侵蚀

右翼政府推动的民粹主义叙事将难民视为入侵者ꎬ 将欧盟描绘成要把难民强

行推到波兰边境的霸主②ꎮ 这一矛盾折射的是 “超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 对立程

度的加剧ꎬ 从而为波兰右翼政府强化基于民族主义的本体安全叙事创造了契机ꎮ
该党还将此次难民危机归咎于德国倡导的多元文化主义政策ꎬ 因此对默克尔

奉行的移民开放政策予以指责ꎬ 认为这一政策可能破坏波兰的文化凝聚力ꎬ 侵犯

波兰的主权ꎮ 此外ꎬ 这一政策也在某种程度上重新唤起了波兰对德国曾经作为入

侵者的历史记忆③ꎮ 这种反德的历史叙事部分继承了二战前波兰著名政治家罗

曼德莫夫斯基 (Ｒｏｍａｎ Ｄｍｏｗｓｋｉ) 的狭义的民族主义假设④ꎮ 德莫夫斯基鄙视

４３１

①

②

③

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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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ａｔｉｓ Ｌｏｄｚｉｅｎｓｉｓ － Ｆｏｌｉａ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ｃａꎬ ２０１６ꎬ ｎｒ ５９ꎬ ｓ ５９ － ８０

Ｋｒｚｙｓｚｔｏｆ Ｊａｓｋｕłｏｗｓｋｉꎬ Ｔｈｅ Ｅｖｅｒｙｄａｙ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ｏｆ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Ｃｒｉｓｉｓ ｉｎ Ｐｏｌａｎｄ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ꎬ Ｆｅａｒ ａｎｄ
Ｅｍｐａｔｈｙꎬ Ｓｐｒｉｎｇｅｒ Ｎａｔｕｒｅ Ｓｗｉｔｚｅｒｌａｎｄ ＡＧꎬ ２０１９ꎬ ｐｐ ４１ － ４２

作为波兰元帅约瑟夫毕苏斯基的政敌ꎬ 德莫夫斯基倾向于让波兰成为他所称的 “民族国家”ꎬ
这个国家的国民都应讲波兰语ꎬ 信奉罗马天主教ꎮ 如果将毕苏斯基心目中的波兰说成是雅盖隆王朝时期的
多民族联邦 (海间联邦)ꎬ 那么德莫夫斯基心目中的波兰就是更早期的皮雅斯特王朝时期的波兰ꎬ 人人皆
属一族ꎬ 共奉一教ꎮ



“本体安全” 与波兰右翼政府的疑欧主义　

联邦的多民族结构和宗教宽容政策ꎬ 并将德国视为波兰最主要的威胁ꎮ 这种反德

的民族主义假设ꎬ 被当前波兰的极端民族主义者利用ꎮ 他们声称ꎬ 德国曾试图在

军事上征服波兰ꎬ 但没有成功ꎬ 而现在却试图在经济上支配波兰ꎮ 因此ꎬ 波兰极

端民族主义者将欧盟视为德国统治和扩张的工具①ꎮ
面对德国方面有关波兰是一个利己的民族ꎬ 只想从欧盟获得利益ꎬ 却拒绝履

行义务 的 指 责ꎬ 波 兰 前 外 交 部 长 维 托 尔 德  瓦 什 奇 科 夫 斯 基 ( Ｗｉｔｏｌｄ
Ｗａｓｚｃｚｙｋｏｗｓｋｉ) 驳斥称: “我们应该提醒他们ꎬ 我们每从欧盟拿走一欧元ꎬ 就有

８０ 美分返回西欧ꎮ 自波兰 ２００４ 年进入欧盟市场以来ꎬ 西欧的跨国公司和银行一

直在波兰赚取巨额利润ꎮ 如果是他们把我们从欧盟切断ꎬ 他们的损失是最大的ꎮ
值得提醒的是ꎬ 德国人在多少年后才允许我们进入他们的劳动力市场ꎮ” 这清晰

地揭示了法律与公正党政府在经济政策上的疑欧主义逻辑ꎬ 而这一逻辑也为其拒

绝承担保护难民的责任提供了基于经济民粹主义叙事的辩护②ꎮ

３ 将穆斯林难民与恐怖主义相联系

在 ２０１５ 年的波兰议会选举中ꎬ 移民接收问题成为了右翼法律和公正党与中

右翼公民纲领党之间辩论的一个关键议题ꎮ 从选举结果看ꎬ 右翼政党成功地主导

了社会领域的安全话语ꎬ 将移民和难民与穆斯林等同起来ꎬ 认为他们是国家的威

胁③ꎬ 最终取得了压倒性胜利ꎬ 成为冷战结束以来波兰第一个独立获得组阁权的

政党ꎮ 这一胜利背后也折射出波兰的反穆斯林传统和保守主义的社会文化基调ꎮ
值得注意的是ꎬ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ꎬ 即政策制定者对欧盟难民配额计划进行投票的月

份ꎬ 波兰民众对中东难民的接受率达到了 ４６％ 的峰值ꎮ 而在 ２０１５ 年底ꎬ 这一比

例首次下降到了自 １９８９ 年以来的最低水平ꎬ 仅为 ３０％ ④ꎮ
在欧盟难民配置方案投票前一周ꎬ 成千上万的波兰人在全国各地举行反移民

游行ꎮ 尽管媒体倾向于将这些反移民态度归因于种族主义或经济问题ꎬ 但情况却

５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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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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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非仅仅如此ꎮ 这种仇外情绪最终汇聚成了反欧盟和反移民情绪大趋势的一部

分①ꎮ 事实上ꎬ 民众反移民情绪的急剧升温与右翼政府的激烈言辞及其主导的主

流媒体舆论密不可分ꎮ ２０１５ 年华沙大学偏见研究中心 (ＣＢＵ) 的一项研究表明ꎬ
由于恐惧感ꎬ 穆斯林被视为波兰最不受欢迎的宗教团体ꎮ 在接受调查的互联网用

户中ꎬ 有 ４９％的人声称受到恐怖主义的威胁ꎬ 超过 ５０％ 的人认为穆斯林会威胁

波兰的经济安全ꎬ 约 ５５％ 的人认为伊斯兰教对波兰的价值观构成威胁ꎮ 大约

６６％的人宣称他们害怕与穆斯林接触②ꎮ
波兰公共舆论研究中心 (ＣＢＯＳ)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的调研报告显示ꎬ 波兰人普

遍反对接收难民ꎬ 尤其是来自中东和非洲的难民ꎮ 波兰国内对于来自以上两个地

区难民的敌意程度达到了该中心开始监测以来的最高水平③ꎮ 即使欧盟针对波兰

拒绝执行欧盟委员会推出的难民方案ꎬ 表示将以削减拨给波兰的欧盟基金作为惩

罚ꎬ 四分之三的受访者仍然认为波兰不应该接受来自伊斯兰国家的难民ꎮ 这种态

度的变化是右翼言论影响的结果④ꎮ 右翼政府的难民叙事建构了一种霸权式的伊

斯兰恐惧症话语: 穆斯林威胁的想法已经成为一种集体的 “常识”⑤ꎮ

(二) 波兰右翼政府坚决反对欧盟难民政策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以来ꎬ 为了缓解受难民危机影响最大的成员国ꎬ 特别是希腊、 意

大利和匈牙利的压力ꎬ 欧盟委员会建议将明显需要国际保护的 １２ 万寻求庇护者

进行重新安置ꎮ 随之ꎬ 欧盟委员会提出了以下方案来应对目前的难民危机: 委员

会提议将申请前往意大利、 希腊和匈牙利的 １２ 万需要国际保护的难民按照强制

性分配机制进行重新安置ꎮ 重新安置工作遵循可量化指标ꎬ 其中一国的人口规模

占比为 ４０％ ꎬ 国内生产总值占比也是 ４０％ ꎬ 过去难民申请庇护的平均数量和国

内失业率各占 １０％ ꎮ 根据该项配额计划ꎬ １２ 万难民中 ６０％ 将被安置在德国、 法

国、 意大利和匈牙利等国ꎬ 其他 １７ 国承担其余的 ４０％ ꎮ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２２ 日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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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体安全” 与波兰右翼政府的疑欧主义　

的欧盟内务部长会议ꎬ 以多数表决方式通过了 １２ 万难民的摊派协议ꎮ 然而以波

兰为首的维谢格拉德四国投了反对票①ꎮ 从上文所述的右翼政府对于本体安全叙

事的建构中不难看出ꎬ 宗教身份和主权身份成为了其强化本体安全威胁感知ꎬ 进

而率领人民反抗欧盟难民救济政策的主要政治和社会资源ꎮ
首先ꎬ 将穆斯林难民视为对基督教文明和民族身份的破坏的叙事建构ꎬ 加剧

了以波兰为首的宗教保守主义和以法德为首的西欧国家的宗教开放主义之间的对

立程度ꎮ 但对于波兰右翼政府而言ꎬ 其成功之处在于利用穆斯林难民涌入这一问

题ꎬ 唤起了人们对于信仰威胁的深度担忧ꎮ 因此ꎬ 在难民危机发生前后不到一年

的时间里ꎬ 右翼政府统治下的波兰天主教会对待难民的态度发生了显著变化ꎮ 即

使是波兰的天主教开放派ꎬ 也在右翼政府的叙事下不得不倒向反对难民救助的一

方ꎮ 他们一方面在公共场合表达了对难民所遭受痛苦的同情ꎬ 表示必须根据基督

教的仁慈原则对其提供救助ꎮ 而在另一方面ꎬ 他们又含蓄地流露出对于难民所带

来的恐怖威胁的担忧ꎮ 他们还表示ꎬ 援助难民最适当的方式是对他们的来源国进

行援助②ꎮ
这一论调恰好为右翼政府反对欧盟委员会的难民安置方案提供了说辞ꎮ 法律

与公正党主席卡钦斯基在接受 «法兰克福报» 采访时表示ꎬ “让大量难民进入欧

洲将导致一场对基督教文明的清算”③ꎮ 他还在 ２０１７ 年 ５ 月 ２６ 日接受 «波兰日

报» 采访时重申了对难民问题的立场ꎬ 同时警告波兰一旦接受难民 “将不得不

彻底改变我们的文化ꎬ 从根本上降低我们国家的安全水平”④ꎮ 时任波兰总理希

德沃在 ２０１６ 年 ９ 月也明确表达了反对态度ꎬ 她强调作为一个基督教国家ꎬ 波兰

无法与来自不同文化和价值观的人群共存⑤ꎮ
其次ꎬ 由代表欧盟声音的官僚机构精英和作为相对弱势成员国的波兰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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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 对立程度的加剧ꎬ 以及超国家主义与民族主义对立加剧所引发的主权身

份危机成为了波兰右翼政府反抗欧盟难民方案的又一个重要政治资源ꎮ 右翼政府

执政党———法律与公正党主席卡钦斯基在波兰下议院论及民族利己主义原则时强

调ꎬ “难民只是德国的问题ꎬ 不是我们的问题”ꎮ 在他看来ꎬ 默克尔试图迫使其

他欧盟成员国分担德国对难民奉行多元开放政策所带来的恶果ꎮ 此外ꎬ 卡钦斯基

在接受 «法兰克福汇报» 采访时强调ꎬ 欧盟总体上是成功的ꎬ 但其犯下的严重

错误之一就是 ２００７ 年 «里斯本条约» 扩大了欧盟在难民危机上的人道主义保护

权ꎮ 卡钦斯基还告诉法新社: “我们必须加强民族国家ꎬ 减少联盟的管辖权ꎮ”①

正如时任波兰外交部长维托尔德瓦什奇科夫斯基在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外交政策信息

报告中所强调的ꎬ “波兰外交政策植根于主权国家的政治意愿”②ꎮ 波兰政府坚决

反对欧委会新的难民配置提案③ꎬ 这个提案将迫使欧盟成员国为每个被拒绝的难

民支付 ２５ 万欧元ꎮ 这样的决定也将侵蚀欧盟成员国的主权④ꎮ 随后ꎬ ２０１７ 年 ５
月 １６ 日ꎬ 在华沙就难民接收问题召开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ꎬ 时任波兰总理希德

沃再次重申了波兰的立场ꎬ 称: “波兰拒绝在欧盟难民安置框架内接收难民ꎬ 并

再次强调波兰与维谢格拉德集团的其他三国均将不会因为欧盟的压力与要挟而对

其妥协ꎮ”⑤ 在 ２０１８ 年 ６ 月底之前ꎬ 波兰对欧盟委员会提出的强制性难民配额方

案仍然持否定态度ꎮ 波兰认为ꎬ 欧盟委员会关于建立一个固定的难民分配制度的

建议是不能接受的ꎮ 根据现行规定ꎬ 寻求庇护者抵达的第一个欧盟国家需要处理

该人的申请ꎮ 而改革之后的欧盟庇护政策引入了难民分配的固定机制ꎬ 用于危机

情况处理ꎮ 因此ꎬ 波兰强烈反对这一提议⑥ꎮ
另一个显著证据是法律与公正党上台前后的两届政府对难民态度的立场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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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ꎮ ２０１５ ~ ２０１７ 年间ꎬ 由埃娃科帕奇 (公民纲领党ꎬ ２０１４ ~ ２０１５ꎬ 持融欧主

义立场) 和贝亚塔希德沃 (法律与公正党ꎬ ２０１５ ~ ２０１７ꎬ 持疑欧主义立场)
领导的两届波兰政府就如何解决移民危机提出了立场ꎮ 两个政府都主张更好地保

护申根区的边界ꎬ 并对难民原籍国提供援助ꎬ 反对欧盟将难民配额强加给各个国

家ꎮ 但两者的不同在于ꎬ 科帕奇政府经过一番犹豫ꎬ 在背离维谢格拉德集团其他

成员国政策的情形下ꎬ 最终加入了欧盟难民援助计划ꎮ 科帕奇强调说ꎬ 波兰将只

接受来自中东和北非的难民ꎬ 而不接受经济移民①ꎮ 与此相悖的是ꎬ 在希德沃政

府执政的最初几个月中ꎬ 他们没有质疑前任政府接受的难民配额ꎮ 但在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２２ 日布鲁塞尔遭受恐怖袭击之后ꎬ 希德沃政府宣布退出科帕奇政府此前作出

的在两年内接纳 ７ ０００ 名难民ꎬ 并反对任何其他配额制度的承诺ꎮ 希德沃还强

调ꎬ 这一决定是出于安全方面的考虑ꎬ 也是出于在波兰社会反穆斯林情绪日渐高

涨的背景下捍卫民族认同的愿望考虑ꎮ 而刚刚被该党提名的科学和高等教育部部

长雅罗斯瓦夫戈文 (Ｊａｒｏｓｌａｗ Ｇｏｗｉｎ) 认为ꎬ 穆斯林难民 “会大大增加恐怖袭

击的威胁”ꎮ 另一位波兰社会党政治家在众议院辩称ꎬ “这些所谓的难民中有

７５％是来欧洲进行 ‘圣战’ 的壮汉”②ꎮ

四　 波兰疑欧主义的影响评估

２０１５ 年欧洲难民危机的爆发为右翼政党 (法律与公正党) 引导公共舆论、
煽动排外主义情绪、 赢得选举创造了一个有利时机ꎮ 右翼政府对于欧盟难民安置

计划的坚决反对和严厉谴责引发了来自西欧的欧盟成员国的强烈批评ꎬ 这与主张

和德法密切合作的融欧主义政党———公民纲领党的政策倾向形成鲜明对比ꎬ 一时

间引发波兰与欧盟围绕主权、 安全、 身份认同等叙事的冲突ꎮ 与此同时ꎬ 右翼政

府在移民危机中推行的疑欧主义政策立场ꎬ 反过来也加剧了波兰社会的极端民族

主义情绪和排外主义思潮ꎬ 尤其表现在 “伊斯兰恐惧症” 方面ꎮ 这一趋向直接

导致波兰社会朝着更趋保守化的方向发展ꎬ 反过来也进一步稳固了右翼政府的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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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合法性和执政根基ꎮ 下文将主要从对内和对外两个维度对波兰疑欧主义带来的

影响进行评估ꎮ
从对内层面来看ꎬ 右翼的疑欧主义政策是以煽动国内社会的排外主义情绪

为代价的ꎬ 这一情绪又壮大了国内的经济民粹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势力ꎬ 最终

导致国内以法律与公正党为代表的保守派和以公民纲领党为代表的自由主义—
保守派之间对立的扩大化ꎮ 以上两个派别代表了波兰社会的两种主流趋势ꎬ 而

这种对立趋势长此下去将可能撕裂波兰社会ꎬ 导致波兰社会陷入两极化的分裂

状态ꎮ 围绕 ＬＧＢＴ 问题的争论是一个典型例证ꎮ 法律与公正党声称信奉 “传统

价值”ꎬ 对堕胎、 同性恋、 家暴等议题特别反感ꎬ 宣称 ＬＧＢＴ 是一个 “意识形

态问题”ꎮ 来自法律与公正党的总统候选人杜达 ２０２０ 年在竞选总统时也宣誓要

“推动摆脱 ＬＧＢＴ 意识形态”ꎮ 该言论在波兰引发争议ꎬ 批评者认为杜达不应将

同性恋问题视作一种意识形态ꎮ 然而ꎬ 波兰当局在反对 ＬＧＢＴ 议题上走得较

远ꎬ 诸多自治地方竞相宣布为 “零 ＬＧＢＴ 区”ꎬ 到 ２０２０ 年 ６ 月已达 １００ 个之

多ꎮ 这些做法引发欧盟的批评和惩罚ꎮ ２０１９ 年 １２ 月ꎬ 欧洲议会对宣布为 “零
ＬＧＢＴ 区” 的地方政府进行了谴责ꎮ ２０２０ 年 ７ 月ꎬ 欧盟以违反 «欧洲人权公

约» 为由停止向这些地方政府提供欧盟凝聚力基金ꎮ ２０２０ 年 １０ 月ꎬ 反对新任

科学与高等教育部长普热梅斯瓦夫查尔奈克 (Ｐｒｚｅｍｙｓłａｗ Ｃｚａｒｎｅｋ) 的游行示

威在华沙举行ꎬ 理由是查尔奈克坚定反对 ＬＧＢＴꎮ 而在稍早前的 ９ 月ꎬ 欧盟委

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欧洲议会发表演讲时专门批评了波兰ꎬ 强调法律与公正党

的反 ＬＧＢＴ 政策违背欧盟理念ꎮ
从对外层面来看ꎬ 波兰在难民危机上表现出来的疑欧、 反欧立场彻底破坏了

过去八年历届政府通过与德法密切合作而在欧盟内部树立起来的良好信用和融欧

形象ꎮ 右翼政府的疑欧主义意识形态深刻地折射出波兰坚持的主权优先原则与欧

盟的超国家权威之间的二元张力ꎮ 这种张力已经成为横在欧盟老牌成员国与波兰

之间无法消解的矛盾ꎮ 按照德国和法国等西欧大国的主观意愿ꎬ 欧盟未来的发展

目标是不断提高一体化水平ꎬ 尤其在政治共同体的合作领域ꎮ 欧盟是以法德合作

为轴心ꎬ 基于主权让渡的原则建立起来的一个政府间国际组织ꎬ 未来将朝着高度

的政治共同体目标迈进ꎬ 一个可能性路径是从一个松散的 “邦联制” 形式逐步

迈向 “联邦制” 统一体ꎮ 欧洲一体化目标一直得到德法等国的积极主导与推动ꎮ
但波兰作为中东欧国家ꎬ 在历史上饱经主权沦丧之苦ꎬ 因此对国家主权独立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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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则性问题格外敏感①ꎮ 事实上ꎬ 波兰所期待的是: 欧盟继续维持单一市场内人

员、 货物、 资本和服务的自由流动ꎬ 恪守自由和平等ꎬ 坚持共同的权利和义务ꎬ
并在以上基础上遵循团结原则和辅助原则ꎬ 保证每个国家保留其主体性和符合国

家利益的发展模式ꎮ 具体包括以下几方面: (１) 多中心的欧盟ꎬ 避免 “中心—
边缘” 格局的形成ꎻ (２) 平等的欧盟ꎬ 避免成员国之间的等级制ꎻ (３) 一个放

松管制的联盟ꎬ 而不是连续的制裁、 禁令和命令ꎻ (４) 团结的联盟ꎬ 避免多速

欧洲的不均衡格局ꎻ (５) 民主的联盟ꎬ 尊重民族国家决策和发展的主体

性ꎻ (６) 一个开放的联盟ꎬ 总是为新国家的加入留下可能性②ꎮ
此外ꎬ 自 ２０１５ 年起ꎬ 法律与公正党在波兰发起的司法改革与欧盟宪法相抵

触ꎬ 从而遭到了欧盟的法律诉讼与制裁ꎬ 双方就此陷入长期争执之中ꎮ 该党甚至

将欧盟对波兰司法改革的介入指责为粗暴干涉波兰内政的行为ꎮ 以上纷争导致波

兰在欧盟内部日益孤立ꎬ 与其现实的国家利益导向相悖ꎮ ２０２１ 年 １０ 月 ７ 日ꎬ 波

兰宪法法院裁定ꎬ 欧盟法院拥有解释欧盟法律规范的专属管辖权ꎬ 而宪法法院对

宪法标准有最终决定权ꎬ 包括法官的任命和他们的任期ꎮ 这一裁决对欧盟法律的

优先地位和欧盟法院的权威性构成了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ꎮ 正如欧盟外交事务高

级代表约瑟普博雷利 (Ｊｏｓｅｐ Ｂｏｒｒｅｌｌ) 所强调的ꎬ 欧盟法律高于国家立法是欧

盟的支柱之一③ꎮ 就其本质而言ꎬ 波兰右翼政府与欧盟之间的法治争端的根源在

于双方的本体安全观念之争ꎮ
可以预见的是ꎬ 在右翼政党执政期间ꎬ 波兰在经济、 政治和文化等领域的疑

欧主义立场不会有明显转变ꎮ 相反ꎬ 随着波兰与欧盟在难民危机、 统一的能源政

策以及司法改革等诸多议题上分歧的不断扩大和增多ꎬ 波欧关系可能更趋紧张ꎮ
而波欧关系分歧的不断积累也会大幅度削弱和破坏双方的利益共识ꎬ 进一步扩大

波兰右翼政府的疑欧主义声势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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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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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语

保守的民族主义思想、 二战之后形成的单一种族结构ꎬ 以及天主教国家的宗

教属性和经济转型以来的社会阶层分化等因素ꎬ 共同构成了波兰当前社会和文化

底色ꎮ 这种底色催生了 “基督教民主主义、 民粹主义以及民族主义” 等相互交

织又各自独立发挥作用的意识形态ꎬ 进而建构了波兰右翼政府的 “本体安全

观”ꎮ 本体安全感越强ꎬ 波兰的疑欧主义信念越弱ꎻ 相反ꎬ 本体安全感越弱ꎬ 波

兰的疑欧主义信念越强ꎬ 进而对欧盟的政策抵制力度越大ꎮ
右翼政府的疑欧主义叙事建立在缺乏足够本体安全感的基础上ꎬ 即处在本体

不安全的状态之中ꎮ 通过分析波兰右翼政府有关难民带来的恐怖主义威胁这一叙

事ꎬ 可以发现ꎬ 这种本体不安全感更多是一种想象中的、 带有政治目的的有意识

的建构ꎬ 是对区别于他者的本我身份遭受侵蚀甚至是吞噬的焦虑和担忧感ꎮ 遵循

这一逻辑ꎬ 右翼政府怀有的本体不安全感就像一个处在休眠期的火山ꎬ 随时有可

能被重新唤醒和喷发ꎮ ２０１５ 年声势浩大的欧洲难民危机恰好成为诱发因素ꎬ 不

仅唤醒和激发了波兰和欧盟之间潜藏已久的固有矛盾ꎬ 而且引发了一场欧盟老牌

成员国与 ２００４ 年以来相继入盟的中东欧新成员国之间的本体安全之争ꎮ 虽然对

在经济、 政治或文化维度都处在相对弱势地位的中东欧国家而言ꎬ 其入盟进程必

然将伴随着不可避免的不适乃至阵痛ꎮ 但主权遭到削弱、 身份认同遭受侵蚀以及

民族文化遭受冲击等因素引发的本体不安全感ꎬ 正在触发以波兰为代表的新成员

国对欧盟在经济、 文化以及主权叙事上的反叛和抵制ꎮ 如果波兰右翼政府将挑战

欧盟权威作为增强国内凝聚力的政治工具ꎬ 那么可以想象的是ꎬ 此举可能引发区

域内其他国家的效仿ꎬ 长此以往势必将欧盟拖入合法性危机ꎬ 即欧盟存在的法理

根基将遭到严重侵蚀ꎬ 一体化进程也将面临不可逆的负面冲击ꎮ
作为一篇个案研究型文章ꎬ 本文旨在解释波兰为何成为了中东欧疑欧主义最

强烈的国家ꎮ 为了进一步揭示波兰在中东欧疑欧主义国家中所显示出的异质性ꎬ
笔者试图从历史和宗教两个维度上作出进一步阐释ꎬ 亦作为本文研究的一个问题

延伸ꎮ 从宗教因素来看ꎬ 在社会保守化趋向上最为强烈的波兰ꎬ 同时也是基督教

根基最深、 信教群众最广泛的欧盟国家之一ꎮ 波兰在 ９６６ 年就皈依了基督教ꎮ 据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欧洲晴雨表调查数据ꎬ ２０１９ 年波兰天主教教徒占比则超过马耳他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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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居欧盟第一位①ꎮ ２０１５ 年以来ꎬ 在宗教世俗化加速的背景下波兰国内天主教信

徒占比的相对攀升ꎬ 侧面佐证了右翼政府的社会保守化趋向ꎬ 与此同时ꎬ 这种趋

向反过来也进一步稳固甚至扩大了法律与公正党的群众基础ꎮ
从历史因素来看ꎬ 波兰在历史上不论从领土面积还是政治影响力来看都曾一

度是欧洲大国ꎬ 这些历史记忆在两个具有强烈民族主义色彩的疑欧政党的世界观

里依然闪耀ꎮ 从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波兰元帅毕苏斯基提出以波兰为中心建立联结

中东欧国家的海间联盟ꎬ 到 ２０１５ 年波兰法律公正党政府提出的三海倡议ꎬ 无不

流露出当前波兰民族 “小国的大国抱负” 这一民族心态ꎮ 作为帝国附庸与屡受

压迫的历史是中东欧所有国家的共同记忆ꎬ 这种记忆天然地使中东欧对大国心怀

警惕ꎮ 不过ꎬ 由于地缘毗邻性差异ꎬ 中东欧国家基于创伤记忆的恐惧来源对象并

不一致ꎮ 例如ꎬ 爱沙尼亚、 波兰、 匈牙利、 捷克、 斯洛伐克、 斯洛文尼亚等国的

民族意识里存在着 “恐德症” 记忆②ꎮ 这种创伤记忆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都会对

它们的 “德国观” 产生影响ꎮ 而波兰的 “恐德症” 在所有中东欧国家中最为严

重ꎮ 一个显著证据是ꎬ ２０２２ 年 ９ 月 １ 日ꎬ 波兰右翼政府发布了一份名为 «关于

１９３９ ~ １９４５ 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波兰因德国侵略和占领而遭受损失的报告»ꎬ
该报告的撰写历时五年 (２０１７ ~ ２０２２)ꎬ 参与者包括历史学家、 经济学家、 档案

管理者、 律师等 ３３ 名涉及相应知识领域的专家ꎮ 报告估算ꎬ 德国应赔偿波兰 １ ３
万亿欧元的战争损失ꎮ 这份报告一经发布便在波兰国内以及波德之间引发了广泛

的叙事辩论ꎮ 这段尘封已久的历史问题何以在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以及二战纪念

日来临之际提上波兰右翼政府的政治议程ꎬ 除经济补偿的本身意义之外ꎬ 安全和

政治层面的弦外之音或是其根本目标ꎮ 在更广泛的意义上ꎬ 波德矛盾背后折射的

是欧洲的记忆裂痕ꎮ
(责任编辑　 聂俣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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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２０１５ 年欧洲晴雨表数据显示ꎬ 马耳他天主教信徒占比为 ９５％ ꎬ 位居欧盟首位ꎻ 波兰天主教信徒占
比为 ９０ ７ꎬ 位居第二位ꎻ 而在 ２０１９ 年欧洲晴雨表调查数据中ꎬ 马耳他下降到了 ８３％ꎬ 波兰天主教信徒占比
也有所下降ꎬ 但下降幅度不大ꎬ 以 ８６％的占比取代马耳他成为了欧盟成员国中天主教信仰占比最高的国家ꎮ

１９４１ ~ １９４３ 年间ꎬ 纳粹德国在对苏联发起的巴巴罗萨行动中顺势占领了波罗的海三国ꎬ 并在占领
期间发起了一系列种族歧视、 强制迁徙ꎬ 甚至包括屠杀行动ꎬ 引发了当地民众的抵抗运动ꎮ 对波兰而言ꎬ
与德国之间的历史记忆更为沉重ꎬ 不论是三次瓜分波兰还是 １９３９ 年的闪击波兰行动ꎬ 都在波兰民族史上留下
了挥之不去的阴影ꎮ 参见: Ｍｏｊｃａ Šｏｒｎꎬ “Ｌｉｆｅ ｉｎ Ｏｃｃｕｐｉｅｄ Ｓｌｏｖｅｎｉａ Ｄｕｒｉｎｇ Ｗｏｒｌｄ Ｗａｒ ＩＩ”ꎬ ｉｎ Ｊｕｒｉｊ Ｐｅｒｏｖšｅｋ ａｎｄ
Ｂｏｊａｎ Ｇｏｄｅšａ ｅｄｓ ꎬ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Ｈｏｕｓｅ ｏｆ Ｈａｂｓｂｕｒｇ ａｎｄ Ｔｉｔｏ: Ａ Ｌｏｏｋ ａｔ ｔｈｅ Ｓｌｏｖｅｎｉａｎ Ｐａｓｔ １８６１ － １９８０ꎬ Ｌｊｕｂｌｊａｎａ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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