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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民粹主义:现象、根源与特点

关贵海　林文昕∗

内容提要 俄罗斯民粹主义既指称俄罗斯１９世纪激进社会主

义运动,也用以描述当代政治现象,这一现象既是表达民意的形式,

也是执政当局或体制内外反对派的政治工具.俄罗斯民粹主义是对

现代化进程所引发冲突的反应,它声张人民立场,把现代化进程中的

“受损”归结于资本主义,用区分“自己人”和“他人”的简单逻辑解释

复杂问题,依靠人民力量达到政治目的.俄罗斯民粹主义的这些共

性源于俄罗斯现代化发展道路的摇摆性、矛盾性,俄罗斯的现代化进

程鼓励追求正义,但现代化和全球化又使俄罗斯的民族独特性受到

冲击,非理性、矛盾性和宗教性的俄罗斯文化鼓励了民粹主义.俄罗

斯社会结构变化、知识分子与人民的互动趋于紧密,以及自由主义的

巨大影响,使当代俄罗斯民粹主义呈现出新特点,即民粹主义的主体

从知识分子变成中产阶级,重视利益政治,淡化道德理想政治.

关键词 世界政治　民粹主义　俄罗斯　现代化

“民粹主义”一词被用来指涉的政治现象广泛驳杂.作为激进社会运动,

它常被用来指称１９世纪末美国人民党反对垄断资本的运动和２０世纪阿根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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庇隆依靠“无套衫汉”的正义主义运动;作为对价值规范的描述,它强调大规模

民众参与政治和经济平等的合理性,是对现代精英主义的回应;作为对社会心

理的描述,它反映出现代化进程中受损人群的负面态度,因而被竞争性选举体

制的一派精英用来指责另一派精英的污名和标签.这种现象是人民所喜好

的,它以人民主权和多数决为原则,但缺乏对社会的全面、整体性认识,因此,

它很少被总结为独立的意识形态体系.

俄罗斯语境下的民粹主义具有研究价值,不仅因为它具有更加丰富的理

论、深刻的政治社会和历史文化印迹,也在于在一个多世纪里它在不同社会政

治背景下的断裂与续存.其中缠绕着几条主线:精英与大众、秩序与革命、知

识分子使命等等,它们是过去和现在共同的议题.

各国学者对俄罗斯民粹主义的研究蔚为大观.马克思、恩格斯、普列汉

诺夫对民粹主义观点有褒有贬;①斯大林时期苏联史学界认为,它站在马克

思主义的对立面;而有些涉足俄国史领域的专家如圣母大学教授安德烈

瓦利斯基(AndrjetWalicki)、曼彻斯特大学教授特奥多沙宁(TeodorShaＧ

nin)、哈佛大学教授理查德派普斯(RichardPipes)认为,它具有马克思主义

的基础或者正是某种程度上的马克思主义;②意大利史学家弗兰克温吐利

(FrancoVenturi)、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理查德沃特曼(RichardWortman)、以

赛亚伯林(IsaiahBerlin)等学者也各有专著或文章专门论述了俄罗斯民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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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参考马克思对车尔尼雪夫斯基、米海洛夫斯基等人作品的评价,参见«马克思恩格斯与俄国政

治活动家通信集»,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版,第６９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１版第１９卷,北京:人民出

版社１９６３年版,第１３０—１３１页.参考对民意党人的评价,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１版第３５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１年版,第１７３页;参考俄文版«共产党宣言»序言,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１版第１９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６３年版,第３２６页;参考恩格斯对民粹派的评价,参见«马克思恩格斯与俄国政治活动家

通信集»,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版,第４７４页,参考恩格斯与拉夫罗夫、丹尼尔逊的通信,同上书,第
５７０—５８９、６５２—６５４页;参考恩格斯«流亡者文献»里对特卡乔夫观点的评述,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１８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６４年版,第５９９—６０３页;普列汉诺夫本人的思想转变和对民粹派的评价主要参考

«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律和俄国社会主义的任务»«“土地平分”社宣言»,参见中央编译局国际共运研究室编

译:«俄国民粹派文选»,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３年版,第４８７、４９９页,参考«社会主义和政治斗争»«我们的意

见分歧»,参见〔俄〕格瓦普列汉诺夫:«普列汉诺夫文选»,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版,第１８、８３页.
主要见 AndrjetWalicki,A HistoryofRussianThought:FromtheEnlightenmenttoMarxism,

ClarendonPress,Oxford:ClarendonPress,１９８０,pp．２２２,４０６;AndrjetWalicki,TheControversyover
Capitalism:StudyintheSocialPhilosophyoftheRussianPopulists,Indiana:UniversityofNotredame
Press,１９８９,p．１３２;TeodorShanin,ed．,LateMarxandRussianRoad,MarxandthePeripheriesofCapＧ
italism,London:Routledge& KeganPaul,１９８３,p．２０;RichardPipes,“RussianMarxismandItsPopulist
Background:TheLateNineteenthCentury,”TheRussianReview,Vol．１９,No．４,Oct．,１９６０,pp．３３４—
３３５;RichardPipes,RussiaUndertheOldRegime,NewYork:CharlesScribnersSons,１９７４,p．２７３.



主义;①除此之外,一些学者在研究全球范围内的民粹主义现象时,把俄罗斯民

粹主义运动作为其中一种典型现象.② 我国学界着重研究它同马克思主义的

区别和联系、对列宁主义的形成和苏联与我国革命、建设的巨大影响,例如,曾

任中共党史研究室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的胡绳提出毛泽东１９５３年以后

的思想实质上已属于民粹主义范畴,引发了关注和讨论.近年来,中山大学夏

银平教授从宗教、社会、历史哲学特别是与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的关系等角度

进行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苏联东欧史研究室主任马龙闪等学者廓清了俄罗

斯民粹主义的演变过程,基于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评价提出正确认识其

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进步意义,阐述它对苏共、中共在建党思想、革命精神和

斗争策略的启发,尤其是“超阶段论”对苏联和中国革命与建设的深刻影响,形

成专著.③ 此外还有其他学者的从各个角度研究的文章,著述颇丰,但少见对

俄当代民粹主义现象的专门研究.

本文基于已有的研究成果,加上对当代俄罗斯政治社会的观察,搜集实证

数据,着力从历史角度比较民粹主义俄罗斯社会在１９世纪和当代的异同,寻

找其联系并探究原因.

一、“民粹主义”的涵义

在俄 语 语 境 下,“民 粹 主 义”一 词 用 来 指 称 的 现 象 有 两 种:一 是

народничество(民粹主义,其后衍生出拉丁化写法narodnichestvo),这个概念

滥觞于１９世纪知识分子发起的试图遵循无政府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路线、依

托村社制度超越资本主义而实现社会主义的运动;二是популизм(平民主义,

是根据populism衍生出的斯拉夫化写法),译法和涵义比附欧美学界对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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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社２００１年版,第２５１Ｇ２８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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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社２００７年版,第２０１—２１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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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再认识»,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版,第４—６页;马龙闪、刘建国:«俄国民粹主义及其跨世纪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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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美、西欧等地区社会现象的研究,被俄罗斯学者从西方“拿来”用以描述当代

俄罗斯反精英的社会政治形态.

在美国人民党运动现象进入研究视野后,西方学者首先使用的是“平民主

义”(populism),此后,这方面研究在理论和经验层面都发生萨托利所指的概念

“游移”和“延展”,①泛化到许多其他区域,包括回到俄语语境,甚至囊括了“民

粹主义”(narodnichestvo)所指称的现象.

以赛亚伯林和理查德派普斯的考察在语义学上为这种泛化寻找根

据:英文“populism”一词正是从“narodnichestvo”的俄语原词翻译而来,词根

“narod”(人民)相当于德语的“volk”,而形容词形式“narodnyi”相当于“demoＧ

cratic”“popular”的意思.② 据此,«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认为,俄罗斯

１９世纪民粹派和美国民粹主义运动作为激进运动“有很大的差异”,③但作为

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政治心态,都冠以“人民”的主张、活动、手段,仍将二者并

论;牛津俄语词典里“populism”词条的解释也是上述两种涵义兼具.④

在实践中,美国人民党运动在１９世纪９０年代兴起,而俄国立宪民主党创

始人、史学家帕维尔米留科夫(PaulMilyukov)在１８９５年已使用“populist”

来描述与马克思主义者论战的一派知识分子.⑤ 至２０世纪６０年代民粹主义

研究方兴未艾之际,伯林和派普斯等学者已经在相当程度上混用“populism”来

描述１９世纪俄罗斯的激进运动和思潮.

细究前者民粹主义(narodnichestvo),则这场运动的参与者彼此独立,其目

的、手段、理论各异.

按照列宁的划分,狭义的民粹派运动是指赫尔岑、车尔尼雪夫斯基影响下

的１９世纪６０、７０年代的“到民间去”运动、“土地和自由”运动和“民意党”人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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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NonＧEuropeanRootsoftheConceptofPopulism,”Sussex:SussexEuropeanInstitute,WorkingPa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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暗杀为主的活动,也称革命的民粹主义、旧民粹主义.在这一时期,拉甫罗夫

(P．Lavrov)、巴枯宁、米哈伊洛夫斯基(N．Mikhaylovsky)、别尔维 弗列罗夫

斯基(BerviＧFlerovsky)等出身平民的政论家、哲学家、文艺批评家的论述,后来

被称为经典民粹主义理论.其中,“到民间去”运动是平民知识分子基于巴枯

宁和拉甫罗夫的依靠农民、通过宣传鼓动培养农民的革命意识理论的一次唤

起人民的尝试.此后,出现了第一个民粹派的革命家组织“土地和自由社”,因

为对恐怖刺杀行为有意见分歧,分裂为普列汉诺夫的“黑土平分社”“劳动解放

社”和民意党.民意党人刺杀亚历山大二世和之后沙俄当局的镇压结束了这

一段时期的民粹派运动.广义的民粹派还包括列宁所指的“自由民粹主义者”

“新民粹主义者”,①他们在１９世纪８０、９０年代占了上风,②活跃到２０世纪前２０
年,主要观点是放弃武力革命而转向合法斗争,以村社抵抗资本主义和向农民

补“道德课”,代表人物是米哈伊洛夫斯基(N．Mikhailovsky)、丹尼尔逊(N．

Danielson)、沃龙佐夫(V．Vorontsov)等.它在与马克思主义的论战后陷入低

潮,但部分主张被社会革命党继承,并在土地社会化和自由民主政治纲领里体

现.苏维埃政权建立后,它们退出历史舞台.③

除按阶段划分外,俄罗斯学者别尔嘉耶夫认为,存在“左翼和右翼,斯拉夫

式和西方式,宗教式和无神论式等各种民粹思想”;④苏联学术界以温和(自由)

和激进来划分民粹主义,⑤后者按照程度又可分为保守的、改革的、自由 革命

的、社会主义 革命的、无政府的.

如前所述,在俄语语境下,与“民粹主义”(narodnichestvo)相比,“平民主

义”(populism)是个新概念,用来描述当代俄罗斯政治特别是选举政治,暗指它

是通过迎合人民来赢得竞争性选举的工具,或执政集团借以掩饰国家和公民

的隔阂、维持现状的手段.

芝加哥大学教授爱德华希尔斯(EdwardShils)认为,“针对被认为长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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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斯科:苏联百科全书出版社１９７４年,第２６２页).



垄断权力、财产、教养和文化的统治阶级,大众怨愤于他们所施加的社会秩序,

就存在着 民 粹 主 义”.① 艾 塞 克 斯 大 学 教 授 欧 内 斯 特  拉 克 劳 (Ernesto

Laclau)强调,“民粹主义开始于大众民主元素表现为支配集团意识形态的对立

面时”.② 以赛亚伯林将民粹主义分为“适当的民粹主义”和“虚假的民粹主

义”,前者含有民主的平等主义冲动,因为它反对贵族、反对等级制度;后者是

某些民粹主义情绪的动员,目的是为了创造一个精英政权.③

民粹主义和平民主义尽管有不同时代背景,但首先都是俄罗斯精英试图

替代人民大众发声,如迈斯纳所说,民粹主义“不是农民的思想,而是自认为代

表农村群众利益说话的知识分子”④试图表达农民大众;车尔尼雪夫斯基等人

在这个意义上苦恼于是否足以真实地表达了人民的愿望,因为他们自觉并非

人民的一员;⑤其次,都凸显了平民至上的价值取向.“民粹”意为将人民视为

“精粹”,是出于平民崇拜“把人民看做真理的支柱,这种信念一直是民粹主义

的基础”.⑥

因此,俄罗斯民粹主义是植根于现代化发展的不对称、出于平等主义冲

动、基于人民领导权高于精英的逻辑,由知识分子发起的社会运动和政治思

潮.借用英国基尔大学教授玛格丽特卡诺万(MargaretCanovan)的界定,这

里作为价值理念的“人民”,“非指专门的阶级或社会集团,而是一种表面上与

政治建制、社会主流思想价值对立的类别”.⑦

二、俄罗斯民粹主义在不同历史时期的表现

由于理论来源驳杂、组织体系经历多次变化并形成众多流派、主张和实

践,因此,民粹主义的范围并没有公认的界定.

０３

«国际政治研究»２０１７年 第２期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E．Shils,TheTormentofSecrecy．TheBackgroundandConsequencesofAmericanSecurityPoliＧ
cies,Glencoe:TheFreePress,１９５６,pp．１００—１０１．

E．Laclau,PoliticsandIdeologyinMarxistTheory,London:NewLeftBooks,１９７７,p．１７３．
I．Berlin,etal．,“ToDefinePopulism,”pp．１７６—１７８．
〔美〕莫里斯迈斯纳:«毛泽东与马克思主义、乌托邦主义»,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第

１１４页.
I．Berlin,etal．,“ToDefinePopulism,”p．１７９．
〔俄〕尼别尔嘉耶夫:«俄罗斯思想»,雷永生、邱守娟译,北京:三联书店１９９５年版,第１０２页.
M．Canovan,“TrustthePeople! PopulismandtheTwoFacesofDemocracy,”PoliticalStudies,

Vol．４７,No．１,Mar．,１９９９,p．３．



(一)１９世纪俄罗斯民粹主义

对于１９世纪６０年代以后崭露头角的平民知识分子的称谓,最初社会主

义、共产主义、激进主义和虚无主义等常混用,直到“随着‘土地自由派’的出

现,他们才称呼自己为‘民粹主义者’”.① 苏联历史学界继承了列宁的观点,以
“革命民主主义者”界定主张土地社会化、平均制度的赫尔岑和车尔尼雪夫斯

基,但认为他们不属于民粹派;②以赛亚伯林承认巴枯宁无政府主义思想和

别林斯基农民革命理论影响深远,但否认他们属于民粹派;③普列汉诺夫不承

认强调思想和舆论准备的拉甫罗夫一派为民粹主义者,且自身的思想和主张

也经历了从民粹派到马克思主义的转变;别尔嘉耶夫认为主张精英分子密谋

革命而敌视无政府主义的特卡乔夫并非典型民粹派;④主张暴力和恐怖刺杀的

“民意党”更是被普列汉诺夫认为是对民粹主义本质的否定.

虽然体系繁杂,但１９世纪民粹派运动总体上仍能归纳出一些基本表现,

按照列宁的经典论述,民粹派“相信俄国生活的特殊方式,相信俄国生活的特

殊制度,因此,相信农民社会主义革命的可能性”,主要包括以下两点:

１．从道德至上角度信仰理想化“人民”和理想化村社.俄罗斯民粹派“心

灵类型是道德化的,它对世间一切都采用特殊的道德评价”,⑤这群知识分子

认为自己得到知识是因为人民被剥夺了体魄和思想的灵巧性、失去了享受文

化教育的机会,因此,必须向人民“赎罪”.而人民在道德上是纯洁无暇的,“单
纯的人善良,相信腐化之因在于恶劣建制的摧残”,⑥人民中“潜藏着真理”.⑦

村社精神接近“人民的本性”,渗透到“人民的整个日常生活中”,是自然历史遗

留的“人民的本源”,它“是俄国人民梦寐以求的民族原则的内部天然合法的民

权保护者”.⑧

２．藉由村社制度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既然村社具有契合人民本性的高

尚,是社会主义的天然土壤,俄罗斯又“尚未走上放任工业主义之路的社会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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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⑥

⑦

⑧

马龙闪、刘建国:«俄国民粹主义及其跨世纪影响»,第２页.
中共中央编译局国际共运研究室编译:«俄国民粹派文选»,第２页.
〔英〕以赛亚伯林:«俄国思想家»,第２５７页.
〔俄〕尼别尔嘉耶夫:«俄罗斯思想»,第１１９页.
〔俄〕尼别尔嘉耶夫:«俄罗斯的命运»,汪剑钊译,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第７３页.
〔英〕以赛亚伯林:«俄国思想家»,第２５５页.
〔俄〕尼别尔嘉耶夫:«俄罗斯思想»,第１０２页.
中共中央编译局国际共运研究室编译:«俄国民粹派文选»,第３３—３９页.



经济发展阶段”,那么,就能够“可以发挥智慧与意志而避开工业主义的命运”,

以村社制度为桥梁,发挥农民“天生的社会主义精神”,避开资本主义的罪恶,

建设社会主义.

民粹派承认,“基础落后、僵化、思想一贯保守”的村社不等同于社会主义

本身,但它如同处在十字路口,具有走上正确道路的可能性.如果革命“及时

筑起一道堤坝来防止资产阶级进步的汹涌浪潮”“挡住它的潮流”,那么,“在很

好的照管下我们现在的村社将会逐渐转变为村社———公社”,“通向共产主义

的王国”.①

(二)当代俄罗斯民粹主义

在当代,总体而言,民粹主义在俄罗斯并未成为主流思潮,民众对“民粹”

一词的理解是支离破碎的,②在杜马中也尚未出现有影响力的典型民粹主义政

党.但是,民粹主义作为政治工具广泛存在于社会生活,其思想观点和政策主

张包括以下几点:

１．攻击现有建制的缺点.这常体现在在野政治人物与当权政府的博弈

里.例如,在苏联末期,叶利钦谋求俄罗斯联邦加盟共和国总统职位、与苏联

共产党分庭抗礼时采取一系列措施,包括反对苏共“花名册”特权制度,以刚正

改革者、说话算话的大国家长形象赢得了好感.

俄著名反对派人物阿列克谢纳瓦尔内深谙公众对腐败问题的不满,③经

常发布一些揭露报告,其对象包括现任高级官员.２０１７年３月,他声称总理拥

有多处秘密别墅、与寡头过从甚密等等.④ 他还称“统一俄罗斯党”是“骗子和

小偷”的政党,并且在自己的社交网络主页上动员人们选出最能代表“统一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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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编译局国际共运研究室编译:«俄国民粹派文选»,第４０８—４０９页.
据俄罗斯社会舆论基金调查,２００１年,只有１４％的受访者表示听说过“民粹主义”一词,同时,１４％

的受访者认为它是获取威望的努力,６％将之定义为“大众化”,２％对该词持负面评价,而７８％的受访者无从

回答.参见«民调:“民粹主义”»,社会舆论基金网站２００１年２月２８日(“ОпросНаселения:Популизм,”
http://bd．fom．ru/report/map/dd０１０７０７,２０１７Ｇ０３Ｇ１２).

据俄罗斯社会舆论基金调查,２０１１年８月,８１％的受访者认为俄罗斯腐败程度高,２０１４年１２月,
６６％认为腐败程度高.参见«俄罗斯的腐败和受贿情况»,社会舆论基金网站２０１５年１月１６日(“Коррупция
иВзяточничествовРоссии,”http://fom．ru/BezopasnostＧiＧpravo/１１９１２,２０１７Ｇ０３Ｇ１２).

〔俄〕Р．萨格吉耶夫、О．楚拉科娃:«纳瓦尔内指责梅德韦杰夫秘密持有昂贵不动产»,«新闻报»２０１７
年３月３ 日(Р．Сагдиев,О．Чуракова,“НавальныйОбвинил МедведевавСкрытомВладенииДорогой
Недвижимостью,”http://www．vedomosti．ru/politics/articles/２０１７/０３/０３/６７９７８７ＧnavalniiＧobvinilＧmedＧ
vedeva,２０１７Ｇ０３Ｇ１２).



罗斯党”的歌曲.①

２．摒弃复杂的政治设计.从叶利钦时期开始,魅力领袖试图与民众建立

起直接联系.相应地,民众也乐于直接诉诸最高领导人,心理上更依赖于非机

制性手段而忽略科层机构.例如,电视节目“普京连线”是已经机制化的总统

与民众直接联系的平台,社会影响十分广泛.②

领袖和民众的直接联系机制衬托出科层体系的相对低效、冗余,放大它的

缺点,甚至能够直接左右官僚的命运.在２０１６年普京连线直播里,萨哈林州

的渔业公司工人向总统抱怨工资问题并希望州总检察官能有所作为,后者果

真在半个小时之内便针对该案件提起刑事诉讼;鄂木斯克州的公民向普京抱

怨当地政府对糟糕的道路交通状况不作为,于是当地政府官员在节目里立刻

保证将修好２１条道路.③

对政治生活的简单化操作促进了魅力领袖树立权威.据调查,民众对普

京本人的支持率高于任何同期的总理、政府和议会上下院机构,特别是在他担

任总理时的民众支持率(即便中产阶级群体由于担忧民主化前景而对普京

支持率有所下降)也随之超过了总统.此后,随着梅德韦杰夫与普京在２０１２
年再次易位,支持率最高者又变成总统(普京).政府、议会的支持率远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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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А．纳瓦尔内:«支持任何党,反对统一俄罗斯党»,纳瓦尔内网络博客２０１１年７月６日(А．
Навальный,“ЗаЛюбуюПартию,противЕдинойРоссии,”http://navalny．livejournal．com/６０３１０４．html,
２０１７Ｇ０３Ｇ１２).

根据社会舆论基金的数据,２０１６年,２０％的受访者表示自己或朋友向普京提出问题,５１％表示有这

个想法,参见«“普京连线”节目总结»,社会舆论基金网站２０１６年４月３０日(“ПоИтогам‘Прямойлинии’с
В．Путиным,”http://fom．ru/Politika/１２６３４,２０１７Ｇ０３Ｇ１２);根据全俄舆论研究中心２００５—２０１６年间的跟

踪调查(２０１２年节目暂停一年,２０１１年和２０１３年的特殊年份满意度处于低值,为５７％和５４％),观众对总统

回答的满意度基本高于７０％,２０１４达到８４％满意的峰值.每年大多数受访者都表示对普京的回答部分感

兴趣或全都感兴趣,参见«新闻稿№３０９０:“普京连线”第一印象»,社会舆论基金网站２０１６年４月２２日

(“ПрессＧвыпуск№３０９０:‘ПрямаяЛиниясВладимиромПутиным’,ПервыеВпечатления”,http://wciom．
ru/index．php?id＝２３６&uid＝１１５６６６,２０１７Ｇ０３Ｇ１２).

«普京连线加速了萨哈林渔业公司工资欠账的偿付»,«新闻报»２０１６年４月１４日(“ПрямаяЛиния
сПутинымУскорилаВыплатуДолговпоЗарплатенаСахалинскомРыбокомбинате,”http://www．vedomosＧ
ti．ru/politics/news/２０１６/０４/１４/６３７７１２ＧzarplateＧsahalinskomＧribokombinate,２０１７Ｇ０３Ｇ１２);«普京连线期间

得到瞬间回应的五个问题»,塔斯社２０１６年４月１６日(“ПятьПроблем,Получивших МгновенныйОтклик
воВремя‘ПрямойЛинии’,”http://tass．ru/politika/３２０４４８３,２０１７Ｇ０３Ｇ１２);«普京连线»,俄罗斯总统网

２０１６年４月１４日(“ПрямаяЛиниясВладимиромПутиным,”http://www．kremlin．ru/events/president/
news/５１７１６,２０１７Ｇ０３Ｇ１２).



二人.①

３．推出迎合底层民众、倾向平均主义的政策.在财富分配上补偿“输家”,

以期短期内缓解危机或紧张、提高支持率.例如,为解决工资拖欠问题,叶利

钦总统设立总统专项基金;为解决退伍兵待遇的历史遗留问题,在第二次竞选

总统之际,叶利钦签署了老兵法案;为抑制大规模的影子经济,从２００１年按照

统一税率１３％征收个人所得税;为应对贫富差距过大问题,从２０１５年开征个

人财产税;②通过最低生活保障线动态管理制度和养老金指数化增长制度保障

低收入群体的收入.③ ２００５年夏,由于社会福利实施货币化改革导致普京的

支持率突降到执政以来的最低水平,于是俄政府立即采取补救措施,当年９月

便出台“优先国家项目”涉及教育、住房、医疗、农村四大领域,并成立专门委员

会.④ 同样,可能有损支持率的政策措施会审慎对待,例如,２００９年财政部提出

要增加３０％的酒精消费税,但普京表示拒绝.２０１６年９月,在长期经济低迷和

杜马选举落幕、总统竞选活动拉开帷幕之际,相关部门再次宣布下调伏特加的

消费税.⑤

无论是竞选纲领还是主持政府工作会议,普京都强调,尽管受到经济危机

的影响,但国家不会放弃自己的义务.的确,针对普通公民的社会开支不降反

增,稳定经济的开支主要投向民生领域,社会保障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超过

１０％,特别是在２００８—２０１０年间急剧上升了５０％,在２０１０年占比１３．６％,远

超«俄罗斯联邦２０２０年前长期经济社会发展构想»所预测的占国内生产总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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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全俄舆论研究中心的月份调查数据(自２００６年１月开始)分析,在普京两次担任总统期间,民
众对在位总统的支持率平均值是分别是７９．４％和７６．５％,总理４４．５％;２００８年５月—２０１２年７月期间,对
总统的支持率平均值是６７．９％,总理７０．８％;自２００６年１月开始,对政府机构支持率均值５１．３％,下院

３３％,上院３３．７％.参见全俄舆论研究中心的«国家各机构支持率»调查结果表(“ОдобрениеДеятельности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хИнститутов,”https://wciom．ru/news/ratings/odobrenie_deyatelnosti_gosudarstvennyx_
institutov/,２０１７Ｇ０３Ｇ１２).

«单一税和 累 进 税:世 界 经 验»,俄 新 社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８ 日 (“Плоскаяи Прогрессивная Шкала
Налогообложения:МировойОпыт,”https://ria．ru/spravka/２０１３１１０８/９７５５４１５７９．html,２０１７Ｇ０３Ｇ１２).

«“应当支持和巩固公民社会”:普京»,国际文传电讯社２０１３年１月３１日(“ГражданскоеОбщество
надоПоддерживатьиУкреплятьＧПутин,”http://interfax．az/view/５６４８６７,２０１７Ｇ０３Ｇ１２).

«俄罗斯总统第１２２６号总统令:关于国家优先项目实施委员会»(２００５年１０月２１日签署),«俄罗斯

报»２００５年１０月２５日(“УказПрезидентаРоссийскойФедерацииот２１октября２００５г．N１２２６Осоветепри
ПрезидентеРоссийскойФедерациипоРеализацииПриоритетныхНациональныхПроектов,”https://rg．ru/
２００５/１０/２５/presidentＧsovetＧdok．html,２０１７Ｇ０３Ｇ１２).

〔俄〕鲍里斯格洛佐夫斯基:«带着伏特加去投票»,«新时代»２０１６年第３２期(总第４２０期)(Борис
Грозовский,“НаВыборысВодкой,”НовоеВремя,№３２(４２０),０３．１０．２０１６,http://newtimes．ru/stati/
xroniki/naＧvyiboryiＧsＧvodkoj．html,２０１７Ｇ０３Ｇ１２).



的９％—９．８％.① 这当然有助于稳定居民收入、维护社会稳定,但长远看无益

于经济转型.

４．与民族主义思潮相呼应.俄罗斯民族主义按照其立场可大致分为右翼

极端民族主义和左翼亲政府爱国主义,均表现出冲突性、排外性.

与左翼爱国主义思潮结合的例子有“柳拜”(Любэ)乐队,它用摇滚歌曲宣

泄青年人的爱国情绪,颇为流行.一些组织与政府和政党有直接联系,包括由

总统办公厅直接领导的青年组织“我们的”(Наши),②由统一俄罗斯党控制的

组织“青年近卫军”(Молодаягвардия),以及２０１６年新成立的隶属于国防部的

“青年军”(Юнармия)等等,一些志愿者队伍甚至进入乌克兰东部参与当地武

装冲突.

右翼民族主义主张在各方面保持俄罗斯传统和发展道路的独特性、维护

俄罗斯族利益,哪怕诉诸暴力.他们提出“俄罗斯人的俄罗斯”(Россиядля

русских)“养够了高加索”(ХватиткормитьКавказ)等口号,敌视境内少数民

族、外国移民.根据列瓦达中心１９９２年以来的跟踪调查,该口号得到至少１/３
人的认同,２０００年以后从未低于５０％.２０１３年,多达７８％的受访者表示应该

限制外来人口.③ 最典型代表是“俄罗斯民族统一党”和黑社会性质团体“光头

党”,主张突出俄罗斯族的主体地位,更针对前苏联加盟国移民和犹太人提出

了“白人至上”的口号.此外,还有因突发事件激起的大规模种族骚乱,例如,

２０１１年高加索球迷被袭击案.据统计,种族主义暴力活动在２００７年达到巅

峰,造成７１６人受害.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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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俄〕Н．В．祖巴列维奇、Е．А．戈林娜:«俄罗斯的社会开支:联邦和地区预算»,高等经济学院网站

２０１５年 ５ 月 ２０ 日 (Н．В．Зубаревич,Е．А．Горина,“СоциальныеРасходы в России:Федеральныйи
РегиональныеБюджеты,”https://www．hse．ru/data/２０１５/０５/２０/１０９７２９２４４５/Выпуск％２０３．pdf,２０１７Ｇ
０３Ｇ１２).

２０１３年被解散.
«排外与民族主义»,列瓦达民调中心网站,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２５ 日(“Ксенофобияи Национализм,”

http://www．levada．ru/old/２５Ｇ０８Ｇ２０１５/ksenofobiyaＧiＧnatsionalizm,２０１７Ｇ０３Ｇ１２).
〔俄〕В．阿尔别洛维奇、Г科热夫尼科娃:«２０１０年秋:极右翼寻找新战略»,索瓦民调中心网站

２０１０年 (В．Альперович,Г．Кожевникова,“Осень２０１０:Ультраправыев Поисках НовойСтратегии,”
http://www．sovaＧcenter．ru/racismＧxenophobia/publications/２０１０/１２/d２０６０３/＃_ftn１９,２０１７Ｇ０３Ｇ１２).



三、不同时期的俄罗斯民粹主义的共同特征

在１９世纪和当代的俄罗斯都产生了民粹主义现象,其背后有一以贯之的

逻辑.

(一)跨越时代背景的共同特征

１．基于人民所喜好的价值观和愿景,声张人民立场.１９世纪俄罗斯民粹

派运动承接欧洲民主主义的浪潮,反对特权阶层和富人,主张实现人民做主、

权利与财富的平等和社会公正.对弱者、被边缘化、被现代化抛弃的人群的关

注是民粹主义现象的一个基本出发点.

不过,以大众名义喊出的响亮口号和描绘的美好未来常具有空想性,正如

企图依靠小农和村社跨越进入社会主义的路径极具理想化色彩,同样地,精英

占据优势也是无法否认的事实.自由民主党主席日里诺夫斯基在竞选中提出

“我们为穷人,我们为俄罗斯!”口号,和诸如“让每个婆娘找到一个汉子”“每个

汉子一瓶伏特加”等言论,作为政治家的承诺不切实际,却给社会底层人群以

安慰和幻想;他还提出 “让跪着的俄罗斯站起来!”的口号,在自己的书里描写

在未来让俄罗斯士兵“坐在印度洋海岸边,洗一洗脏污和磨损的靴子”,迎合民

众希望国家强盛和扩张的心理.①

２．把现代化进程中的“受损”归结于资本主义.民粹派把以村社为代表的

土地公有制、集体劳动、财富均分的生产生活方式涂上理想化色彩,认为资本

主义现代化带来了私有制、市场经济、代议制度并造成社会转型、破坏传统道

德、造成人与人关系的异化,这是西欧资本主义的“代价”.同样,在当代俄罗

斯社会,普通民众认为自己被资本家、社会精英剥削,没有分享到政治权利和

经济利益,认为现有的政治制度不能容纳广泛的政治参与、不能反映人民的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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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俄〕格列布库兹涅佐夫:«俄罗斯自由民主党正逐步把俄共挤到一边»,«独立报»２０１７年３月７
日(ГлебКузнецов,“ЛДПРУверенноОтодвигаетКПРФвСторону,”http://www．ng．ru/ng_politics/２０１７Ｇ
０３Ｇ０７/１４_６９４３_second．html,２０１７Ｇ０３Ｇ１２);〔俄〕安德烈李斯金:«西塞罗做梦也想不到这些»,«独立报»
２００３年２月３日(АндрейРискин,“ЦицеронуТакоеинеСнилось,”http://www．ng．ru/regions/２００３Ｇ０２Ｇ
０３/１２_orator．html,２０１７Ｇ０３Ｇ１２);日里诺夫斯基１９９６年竞选视频见 https://www．youtube．com/watch?
v＝V２mOzg９uTjo,２０１７Ｇ０３Ｇ１２;〔俄〕Ю．戈鲁布奇科夫等:«俄罗斯向印度洋进军:全球展望»,俄新社２０１１年

１２月２２日(Ю．Голубчиков,А．Собянин,К．Рахимов,“ВыходРоссиикИндийскомуОкеану:Глобальные
Перспективы,”https://ria．ru/online/２０１１１２２２/５２３４４２７４１．html,２０１７Ｇ０３Ｇ１２).



求,从而转向“广场政治”,以集体表达方式宣泄对现状的不满,例如２０１１—

２０１３年俄罗斯民众的数次反政府大规模集会.

不过,俄罗斯民粹主义者并不反对现代化本身.１９世纪的民粹主义知识

分子终极目标是推翻沙皇专制、实现社会主义;在当代无论是俄罗斯官方还是

民众都认同要有强大的国家、有效经济、人民生活水平的稳步提高.① 他们所

反对的,是资本主义发展之不对称的两个重大缺憾,即上述现代化成果未能惠

及普通民众,精神道德方面同物质方面未能同时进步,也即普京所指出的:“社
会行动的目的不在于获得国家权力,而在于人民的幸福”;“一方面使国家致

富,壮大国家的军事工业力量;另一方面破坏公民的健康、教育、道德、普遍文

化水平,这固然可行,但都是邪恶的做法”,②因为如果一个国家“人民生理和心

理都不健康、不能享受高等教育、缺乏专业知识,那么,这个国家任何时候都不

可能攀登到世界文明的顶峰”.③

３．依靠人民力量达到政治目的.民粹主义者认为,人民具有革命性和创

造性,是事业成功的关键因素.“社会是群众的行动,真正的革命力量是群

众”.④ 巴枯宁派甚至认为,人民在革命中具有自发性,以为群众一旦行动起

来,只要没有干扰,就不需要任何组织和个人的领导和指引便能把社会革命轰

轰烈烈地开展下去,直到“到民间去”运动遭到失败,才“在实践中不得不承认

农夫具有共产主义本能的想法是幼稚的”.⑤

当代俄罗斯的大众动员型政治更加明显地凸显“人民”这一群体在数量上

的绝对优势.民粹主义者能够凭借多数决在民主理论方面的天然合理性达到

种种目的.站到街头坦克上发表演说的叶利钦便是凭借民意的力量巩固权力

以赢得“府院之争”,虽然后来他并没有实现人民所期望的目标,反而在其任期

内形成了一批寡头集团,控制国家经济命脉和政治权力.

因此,民粹主义或集结民意对现有执政集团发起挑战;或形成绝对的精英

和权威,如伯林等学者所指,少数精英借大众分享政治权力却不信任大众的能

力,反而掌握独裁权力、更具有侵略性、更强大,“如一切独裁专政,不能自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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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俄〕В．普京:«千年之交的俄罗斯»,«独立报»１９９９年１２月３０日(В．Путин,“РоссиянаРубеже
Тысячелетий,”http://www．ng．ru/politics/１９９９Ｇ１２Ｇ３０/４_millenium．html,２０１７Ｇ０３Ｇ１２).

〔英〕以赛亚伯林:«俄国思想家»,第２７４页.
〔俄〕В．普京:«千年之交的俄罗斯»,«独立报»１９９９年１２月３０日.
陈之骅:«克鲁泡特金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版,第１５８页.
中共中央编译局编译:«列宁全集»第２版增订版第６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版,第２４２页.



有久贪其位之势”.①

４．以区分“自己人”和“他人”的简单逻辑解释复杂问题.在１９世纪,“自

己人”是农民,“他人”则是官僚贵族、社会上层、“旧文化人”.当代俄罗斯社会

的区分标准是模糊、变化的,一些是根据人的身份进行政治性预判和排斥.核

心在于臆想出一个 “自己 人”的 虚 构 群 体,而 所 有 不 同 意 他 的 人 都 是 “他

人”———暴富的“新俄罗斯人”,或性少数群体(LGBT)、“侮辱”了传统的艺术

家、非营利组织、反对派政治家、腐败官员等等.另一些则是基于地域、血缘、

族群、文化传统、大国历史,判定“俄罗斯人”并非根据国籍,而这个标准究竟如

何,莫衷一是.②

区分“自己人”和“他人”的逻辑在发生对外武装冲突时尤其突出.例如,

普京的支持率在２００８年８月俄格冲突时期达到８５％;③再次当选总统后长期

保持低位,但乌克兰变局急速攀升,④人们觉得国际政治局势令他们骄傲和

高兴.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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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英〕以赛亚伯林:«俄国思想家»,第２８２页.
根据全俄舆论研究中心的民调,关于判定俄罗斯人的标准,３５％的受访者认为是“在俄罗斯或俄罗

斯文化传统中长大的人”,１６％的受访者认为“这和血统相关”,１４％的受访者认为“以俄语为母语”,１１％的

受访者认为“为俄罗斯诚实工作”,５％的人认为“居住在俄境内”,参见«当代俄罗斯认同:维度,挑战,回应»,
全俄舆论研究中心网站２０１４年２月１９日(“СовременнаяРоссийскаяИдентичность:Измерения,Вызовы,
Ответы,”https://wciom．ru/fileadmin/file/reports_conferences/２０１４/２０１４Ｇ０２Ｇ１９Ｇros_identichnost．pdf,
２０１７Ｇ０３Ｇ１２);只有７％的受访者认为,达吉斯坦人、车臣人和印古什人属于“俄罗斯人”,却有４４％认为乌克

兰人是“自己 人”,参 见 «排 外 与 民 族 主 义»,列 瓦 达 民 调 中 心 网 站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２５ 日 (“Ксенофобияи
Национализм,”http://www．levada．ru/old/２５Ｇ０８Ｇ２０１５/ksenofobiyaＧiＧnatsionalizm,２０１７Ｇ０３Ｇ１２).

«十一月支持率和信任度排行»,列瓦达民调中心网站２０１６年１１月２３日(“НоябрьскиеРейтинги
ОдобренияиДоверия,”http://www．levada．ru/２０１６/１１/２３/noyabrskieＧrejtingiＧodobreniyaＧiＧdoveriyaＧ４/,
２０１７Ｇ０３Ｇ１２).

根据全俄舆论调查中心的民调,普京的支持率从２０１２年的６０％到２０１４年１月保持低位,２０１４年２
月起迅速上升:三月达７６．２％,四月至８２．２％,五月至８６．２％.参见«新闻稿№２９５８:普京的支持率创新

高»,全俄舆论调查中心网站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２２ 日(“ПрессＧвыпуск № ２９５８:РейтингПутина:наНовой
РекорднойВысоте,”http://wciom．ru/index．php?id＝２３６&uid＝１１５４３８,２０１７Ｇ０３Ｇ１２).

根据全俄舆论研究中心的民调,受访者认为那一段时期里克里米亚局势是最让人骄傲和高兴的

(６４％),远超过第二名索契冬奥会(３２％),参见«新闻稿№２５３６:普京的支持率达三年内最高»,全俄舆论调

查中心网站２０１４年３月１３日(“ПрессＧвыпуск№２５３６:РейтингПутина:МаксимумзаТриГода,”https://
wciom．ru/index．php?id＝２３６&uid＝１１４７４２,２０１７Ｇ０３Ｇ１２);在２０１４年第四季度,认为国家对外政策“总体

令人满意”的比例已达历史最高的６１％,参见«对当局的评价»,全俄舆论调查中心网站数据统计图和表格

(“ОценкаВластей,”http://wciom．ru/news/ratings/ocenka_vlastej/,２０１７Ｇ０３Ｇ１２);根据卡耐基中心的报

告,愿意走上街头支持政府的人数比２０１２年上升了５倍,参见〔俄〕亚历山大鲍诺夫:«到民间去,从民间

来:在专业人士与激情分子之间的俄罗斯政权»,卡耐基中心 ２０１６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АлександрБаунов,
“ХождениевНародиОбратно:РоссийскаяВластьмеждуПрофессионаламииЭнтузиастами,”http://carneＧ
gie．ru/２０１６/１０/２４/ruＧpubＧ６４８１５,２０１７Ｇ０３Ｇ１２).



比“自己人 他人”更鲜明的是划分“敌 我”.国家所面临问题必有西方干

涉的因素,“针对俄罗斯的遏制政策并非新鲜事物,已经进行多年,可以说,几

十年了,如果不以百年计算.总之,每当有人认为俄罗斯太强大自主,就立刻

启动这些手段”,①而国家所取得的成就归功于人民,“今天出现了多次改变命

运的历史时刻,我们的人民鲜明地表现出民族复兴的希望、对生活的坚强态度

和爱国精神”.② ２０１５年的调查显示,俄罗斯民众将美国看作是最大的敌人,远

超过排名第二位的欧盟、第三位的乌克兰和第四位的伊斯兰恐怖分子.③ 这样

划分具有强大动员力量,巩固了国家认同和政权合法性,在这方面,民粹主义

与激进民族主义的表现重合了.

(二)存在共性的原因

１．俄罗斯在发展道路选择上一贯具有摇摆性、矛盾性.几百年以来,地跨

欧亚大陆的俄罗斯困惑于自己究竟是西方文明还是东方文明的归属问题,延

伸到国家发展道路选择上,则分成西方派与斯拉夫派或曰现代派与保守派.

如果说一派主张俄罗斯欧化以求进步,那么另一派则相对保守地捍卫现存制

度、坚持传统价值观尤其是村社传统.分歧绵延至今,犹如俄国版的“体用之

争”.一百多年间,传统政治形态虽惯性巨大,政治现代化仍艰难前行:政治形

态最终发生从强人、集权、专制制度到宪政、分权、民主制度的转变,分别从帝

制、议行合一苏维埃制度转变为宪政民主制度.

民粹主义思想便是两派交锋、融汇的产物.农民社会主义思想的源头恰

是西方派寻求在西方尤其是空想社会主义里找到出路,而后对西方道路的失

望又促使赫尔岑等民粹派思想家把目光投向斯拉夫派所固守的村社,从而“越

出了西方主义的营垒而捍卫了俄罗斯的特殊道路”.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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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俄〕В．普京:«致联邦会议国情咨文(２０１４年)»,俄罗斯总统网 ２０１４年 １２月 ４日(В．Путин,
“ПосланиеПрезидентаФедеральномуСобранию (２０１４г．),”http://www．kremlin．ru/events/president/
news/４７１７３,２０１７Ｇ０３Ｇ１２).

同上.
«新闻稿№２８６２:周围世界敌对还是友好»,全俄舆论调查中心网站２０１５年６月２５日(“ПрессＧ

выпуск№２８６２:ОкружающийМир:ВраждебныйилиДружественный,”http://wciom．ru/index．php?id＝
２３６&uid＝１１５２９７,２０１７Ｇ０３Ｇ１２).

〔俄〕尼别尔嘉耶夫:«俄罗斯思想»,第６２页.



如今大多数俄罗斯学者认为,俄罗斯政治现代化进程不可逆转.不过,也

有学者指出,现今俄罗斯民主形式下的垂直管理体制继承了沙皇制度或苏联

集权制度的某些特点,具有威权主义色彩,甚至有愈发集权的趋势.自叶卡捷

琳娜二世时代自由主义思想进入俄国起,周期性地否定过去、在专制政体和自

由化改革之间来回摇摆,已成为俄历史规律.叶利钦所借助的民粹力量正是

试图完成又一次钟摆的回荡———回到西方化道路.

改革历来受到许多矛盾的牵制,例如,稳定与发展、权力与资本、行政效率

与市场,究其原因,巩固政权永远须置于第一位.当代俄罗斯的政治局面是叶

利钦在建政之初的特殊时期设定的“超级总统制”架构与普京改革的共同结

果.普京加强中央集权、强化三权非平衡态势、加剧行政集权,走出了一条“特

殊的俄罗斯道路”,这条道路上改革和转型的漫长曲折主要是因为“任何政治

变革都极其需要渐进性、稳定性和延续性”.① “没有一定的基础,民主根本无

从谈起.如果经济发展达不到某种水平,这种基础也就很难建立起来.”②对

“主权民主”或“可控民主”会存续相当长时间的预见引发了当代社会的不安与

不满.

据此,民粹主义运动的根源之一,在于运动的主体“皈依社会与经济正义

及民主自由的真理,相信一切权力都有腐化趋势、一切集权都会求永久集权,

而反对将绝对权力置于任一党派或团体之手”.③

２．现代化进程鼓励追求正义及其表达.在１９世纪的俄罗斯和当代,现代

化的推进以平等和公正为条件,也必然促进这样的结果.客观上,先进的生产

方式需要人摆脱宗法等级和人身依附的关系以实现劳力、知识、资本的自由流

动;主观上,人们通过亚历山大二世的改革窥见了自由化改革的美好未来,也

曾得益于全球民主化和自由主义价值传播,更加积极地追求平等和公正.

吊诡的是,现代化不可避免地加速贫富分化、带来新的不平等.卢梭早已

点明了法律和财产所有权的确立是不平等的第一阶段,让人离开了自然状态

下的自由平等,随着社会的进步,加剧着人的异化,一步步加深了社会不公.④

０４

«国际政治研究»２０１７年 第２期

①

②

③

④

«真理在我们一方»,«俄罗斯报»２０１１年１１月２８日(“СНамиПравда,”https://rg．ru/２０１１/１１/
２７/tekst．html,２０１７Ｇ０３Ｇ１２).

〔俄〕阿列克萨得:«为什么叶利钦选择了我»,«共青团真理报»２００４年３月１３日,转引自邢广程等

编:«２００５年:应对挑战»,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版,第３９页.
〔英〕以赛亚伯林:«俄国思想家»,第２６５页.
〔法〕卢梭:«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６２年版,第１３２页.



俄学者Б．Н．米罗诺夫通过人类学研究揭示,自彼得一世以来,俄罗斯的现代

化使部分群体受到冲击,导致社会紧张和冲突加深.①

俄罗斯人觉得今天的社会不平等、不公正.叶利钦时代的激进自由改革

并未把俄罗斯带向民主和富强,政治上也没有形成法治,国家失去对社会的控

制,秩序严重混乱,党派纷争,地方分离主义泛滥,国民经济衰退,贫富差距严

重,居民生活水平下降.民调显示,从１９９８—２０１５年排名第一的回答均为

“希望看到有市场经济、民主体制、人权、像西方国家一样但有自己的方式

的”国家.６２％的受访者认为俄存在民主,但１１％的人认为近年来民主越来

越少.②

现代化带来社会自由的增加,有利于人民的意见表达.民调显示,俄罗斯

人感觉社会中的自由程度在１９９６—２０１４年间曲折上升.③ 伴随着自由的增

加,人们更加希望表达意见和进行政治参与.因此,２０１１—２０１３年,俄罗斯国

家杜马选举和梅普易位前后持续发生大规模的群众示威,人民以此表达对民

主化和社会公正的诉求.

３．现代化和全球化令俄罗斯民族独特性受到冲击.令民粹主义者担忧的

是民族传统和民族认同遭到冲击.俄罗斯现代化是强行从外部引进的社会变

迁,它首先通过引进西方的经济组织形式与科学技术实施经济现代化,之后才

反映到社会的精神和制度层面,其间不可避免地发生物质和精神的脱节、

错位.

在这个过程里,“历史积淀的社会文化和经济力量一律被视为无用的、过

时的、不适应新情况的渣滓”,④导致原有价值共识被破坏.无论是１９世纪

的“体用之争”还是１９９３年宪法规定“承认意识形态的多样性”,只有价值冲

突碰撞而无共识性统合,便让整个社会陷入价值撕裂,造就了“一个四分五

裂、一盘散沙似的社会”.对政府等固有建制机构的信任骤减,出现了认同

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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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俄〕Б．Н．米罗诺夫:«帝俄时代生活史»,钟建平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３年版,第３—４页.
«俄罗斯民主»,列瓦达民调中心网站２０１６年１月１４日(“РоссийскаяДемократия,”http://www．

levada．ru/２０１６/０１/１４/rossijskayaＧdemokratiya/,２０１７Ｇ０３Ｇ１２).
«打击“第五纵队”和社会中的自由感»,列瓦达民调中心网站２０１５年１２月２８日(“Борьбас‘Пятой

Колонной’иОщущениеСвободывОбществе,”http://www．levada．ru/２０１５/１２/０８/borbaＧsＧpyatojＧkolonＧ
nojＧiＧoshhushhenieＧsvobodyＧvＧobshhestve/,２０１７Ｇ０３Ｇ１２).

杨心宇等:«变动社会中的法与宪法»,三联书店２００６年版,第６页.



作为对这种冲击的回应,民粹主义附着于左、右翼民族主义理念,一方面,

为了捍卫群体认同,造成了模糊的“人民”范畴与同样极富争议性的“民族”概

念相互替代,奠定了激进民族主义、爱国主义运动的心理基础;另一方面,试图

保留民族最本源的那部分价值、传统.诚然,相比起斯拉夫主义者,他们并非

“神秘的民族主义者”,①不过可以观察到,俄民粹主义现象里清晰地凸显了以

村社传统、宗教保守观点、原罪论等概念为代表的价值理念.

另外,在价值和认同外,民族利益受到侵蚀.正是在沙皇对外战争的失

利和随之而来经济危机的压力让知识阶层开始反思,这种反抗的升级构成

了激进运动诞生的土壤;及至当代,“美国式的全球化”在深度和广度上更胜

一筹,而俄罗斯在这个进程里成了受损一方,“很显然,它将面临牺牲品的

命运”.②

４．非理性、矛盾性和宗教性的俄罗斯文化鼓励了民粹主义.村社自然经

济和社会结构培育了平均主义、互助道德,俄罗斯人民自古否定财富、享受、物

欲,赞赏“纯朴的穷人”.在当代,俄罗斯民众对率先投入零售商业的“南方人”

即高加索、中亚诸国移民,以及善于“商业投机和欺诈”的犹太、亚裔移民不无

鄙视和仇恨,因此,对屡屡发生的排外事件漠不关心或报以默许态度.调查显

示,从２００２—２０１５年,对这些“南方人”群体,多数人表示“愤怒”“不快”或“没

有特别感觉”,抱有好感或同情的几乎从没超过２０％.③

东正教的聚合性特征与村社传统结合,除鄙视物欲外,还强调驯服、平等、

统一和整体,巩固着专制和威权统治传统.一方面,千年来威权领袖是创造

者、庇护者、裁判者,是正义和公正的化身,如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宗教大

法官”一般.威权统治内化于社会政治生活的方方面面,还与强力结合,用警

察制度、新闻检查制度等专制工具来统治国家;另一方面,民众崇尚和服从权

威,越是强权人物越顶礼膜拜.民粹主义思想家米哈伊洛夫斯基总结,群氓

“不自觉地或不自主地模仿”,他们在闭塞的环境里太久了,不能容忍单调贫乏

的生活,并经常地期盼英雄的出现,一旦出现,就会跟随他.④ 人口的政治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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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英〕以赛亚伯林:«俄国思想家»,第２５４页.
〔俄〕根安久加诺夫:«俄罗斯向何处去»,胡昊译,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版,第５３、１１页.
«排外与民族主义»,列瓦达民调中心网站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２５ 日 (“Ксенофобияи Национализм,”

http://www．levada．ru/old/２５Ｇ０８Ｇ２０１５/ksenofobiyaＧiＧnatsionalizm,２０１７Ｇ０３Ｇ１２).
中共中央编译局国际共运研究室编译:«俄国民粹派文选»,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３年版,第８６３页.



层次越低,越容易服膺于魅力领袖的绝对领导.２０１２年的总统选举和２０１６年

的杜马选举里均能观察到这一趋势.①

宗教狂热还与俄罗斯民族性格的极端性有关.“俄罗斯民族是最两极化

的民族,它是对立面的融合.”②“缺乏这种超自然约束力的道德制约和纪律就

使俄国人可能在激情突发时残酷无情,事先不加考虑革命中过分暴力的

行为因而或许能得到部分解释.”③一旦昔日的大国荣光不再,在面向未来和挑

战时,“不够重视过去,少见有意识地遵循传统,对(通常是从西方传来的)新思

潮十分敏感、极易接受”,④那些被抛弃的边缘化人群便容易体现出极端、激进

的特点.

俄罗斯人民灵魂深处孕育着无政府主义倾向.“真正的俄罗斯的、民族的

作家、思想家、政论家无一例外地全都是反对国家组织的人,全是我行我素的

无政府主义者.无政府主义是俄罗斯的精神现象.”⑤在别尔嘉耶夫看来,是因

为人民内心具有远离世俗事务的天性,所以他们否定任何国家政权和机构.

也许可以有另一种解释:强人政治究其本身的魅力而言自然是远大于制度化

政治的,“制度化是枯燥的、灰色的、机械的,而强人政治更能激发民众的政治

认同、政治热情和参与积极性民众对国家机器所持的是要么无所谓、要么

完全排斥的态度.”⑥因此,俄民众对国家的态度是奇特的:对领袖的崇敬和顺

从是一面,对包括科层制在内的国家机构(政府、法庭、议会、选举制度等)的否

定是另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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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２０１２年,普京得票率最高的地区是边远地区,在莫斯科普京的得票率仅４６．９５％,参见〔俄〕阿列克

谢德鲁日宁:«在统计全部选票后,普京在莫斯科获得４６．９５％的选票»,俄新社２０１２年３月５日(Алексей
Дружинин,“ПутинПолучилвМоскве４６．９５％ ГолосовпослеОбработки１００％ Бюллетеней,”https://ria．
ru/vybor２０１２_putin/２０１２０３０５/５８５１５００２２．html,２０１７Ｇ０３Ｇ１２);在２０１６年国家杜马选举中,“统一俄罗斯党”
最高得票率９９．５３％来自鞑靼斯坦共和国一个乡村,在莫斯科和彼得堡仅有３７．５５％和４１％,参见〔俄〕艾
拉兹娜缅斯卡娅:«乡村顺从,城市抗议»,«新时代»２０１６年 １０月 １０日第 ３３期(总第 ４２１ 期)(Эла
Знаменская,“ПокорнаяДеревня,ПротестующийГород,”НовоеВремя,№３３(４２１),１０．１０．２０１６,http://
newtimes．ru/stati/xroniki/pokornayaＧderevnya,ＧprotestuyushhijＧgorod．html,２０１７Ｇ０３Ｇ１２).

〔俄〕尼别尔嘉耶夫:«俄罗斯思想»,第２页.
〔苏〕赫克:«俄国革命前后的宗教»,高骅、杨缤译,上海:学林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第１５—１６页.
〔俄〕Д．古季缅科:«俄罗斯政治文化:历经时代的继承性»,«城邦»１９９４年第２期,第１５９页(Д．

Гудименко,“ПолитическаяКультураРоссии:ПреемственностьЭпох,”Полис,１９９４,No２,с．１５９).
〔俄〕尼别尔嘉耶夫:«俄罗斯的命运»,第４页.
关贵海:«俄罗斯政治变迁的历史和思想基础及其走向»,«国际政治研究»２０１０年第１期,第６０页.



四、俄罗斯民粹主义的新发展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国内在道路选择、个人与国家关系等问题出现矛盾,

呈现出“不合情理的抗议性意识形态”,俄罗斯民粹主义也有了新发展.

(一)当代俄罗斯民粹主义的新特点

１．运动的主体从知识分子变成了中产阶级.１９世纪民粹派运动是依靠

知识分子建构理论体系并试图启发农民.现代资本主义使人类和社会付出了

代价,民粹是对农民承受代价的抗议,是“自认为代表农村群众利益说话的知

识分子的反抗思想”.① 但少数人的理论没能动员大众,就没有能力支撑革命

性运动.这是民粹主义运动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当代民粹主义活动经常以公民社会组织和中产阶级为主体,出现在大城

市和经济发达地区,如２０１１—２０１３年在莫斯科与圣彼得堡持续发生抗议杜马

和总统选举结果的游行.他们的压力促使当局开启了一系列政治体制改革,

比如简化政党登记制度、变更杜马选举制度、恢复州长直选制度等等.即使如

此,仍有学者认为,在过去１０年里,俄罗斯当局公然无视这个庞大群体的诉

求,是当权者的一个重大错误.②

中产阶级能够利用现代科学技术,对现有建制构成更大压力.例如,

２０１１—２０１３年的抗议活动便是由网络自媒体组织起来的,报道抗议事件的也

大部分是推特(Twitter)等自媒体.③ 民意在这里获得几何级数爆发的表达,

促成虚拟和现实的双重“广场政治”.

２．从道德理想政治转向了利益政治.１９世纪俄罗斯的民粹主义活动家

具有格外突出的牺牲、奉献精神.民粹主义者毅然投入到艰苦运动中,其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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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美〕莫里斯迈斯纳:«毛泽东与马克思主义、乌托邦主义»,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第
１１４页.

庞大鹏:«俄罗斯的发展道路»,«俄罗斯研究»２０１２年第２期,第７３页.
莫斯科和圣彼得堡居民(３５％)、１８—２４岁年轻人(５０％)和受过高等教育的受访者(３２％)青睐互联

网.而活跃网民获取国内信息的首选是网络出版物(４８％),对这群人,电视已经退居第二(４０％).电视是

农村居民(６７％)、４５岁以上(７２％—７６％)和低教育水平(７４％)受访者的最主要信息来源.参见«俄罗斯社

会舆论研究中心调查:２０１３年哪些信息来源受俄罗斯人信任»,人文技术市场网站２０１３年８月２６日

(“ИсследованиеВЦИОМ:Какие Источники Информации Пользуются ДовериемсредиРоссиянв２０１３
году,”http://gtmarket．ru/news/２０１３/０８/２６/６１７７,２０１７Ｇ０３Ｇ１２).



绝非利己,而是为了赎罪,如车尔尼雪夫斯基笔下的殉道者拉赫梅托夫形象.

“作为７０年代民粹派成员的第一个条件,就是必须为运动或组织或政党牺牲

其整个生命”,①“加入完善世界和最终拯救世界的共同事业”.② 他们的理论也

具有强烈的理想主义色彩,如弗兰克温吐利指出,他们对社会主义的信仰不

是因为它是不可避免的历史发展趋势或合理有效的社会制度,“而是因为社会

主义是公平和正义的实现”.③ 他们一厢情愿地认为,俄罗斯具有跨越发展的

可能,甚至认为俄罗斯经验可以推广至全世界,拯救各个民族于资本主义的罪

恶深渊.

当代俄罗斯民粹主义淡化了道德理想气质,不再秉持“罪 死 复活”的末

世论理念、不追求建立完美的尘世天国,当代俄罗斯民粹主义进入了利益政治

的领域,可以说,降低了政治目标.

中产阶级的加入是由于利益被当局触动,引领他们的精英和领袖也有利

益考量,实际上双方在一定程度上是利益联合.例如,民众通过２０１１—２０１３
年数次抗议游行表达了政治诉求,反对派政治人物也借此获取政治声望.某些

政治人物通过在２０１１年“普京连线”节目中的表现,达到了政治投机的目的.④

普通公民的大规模排外行为,更多是因为涉及就业机会和人身安全受到

冲击,引发了冲突和不满.俄罗斯经济制造业薄弱、严重依赖资源,经济发

展不稳定,结构畸形、效率低下,难以应对国际市场变化,危机频发,加上分

配不均、社会贫富悬殊,让普通民众担忧自身利益.从２００１—２０１６年,俄罗

斯的国内商品的价格上涨(７２％)和贫困(４７％)始终是俄罗斯人最担心的

问题.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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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FrancoVenturi,RootsofRevolution:AHistoryofthePopulistandSocialistMovementsinNineＧ
teenthCenturyRussia,p．xxv．

〔英〕以赛亚伯林:«俄国思想家»,第３页.
FrancoVenturi,RootsofRevolution,AHistoryofthePopulistandSocialistMovementsinNineＧ

teenthCenturyRussia,p．xxiv．
在２０１１年“普京连线”活动里,一位姓霍尔曼斯基的车间主任向普京提出,要以革命方法绕开国家

对暴力的垄断来解决社会问题:“如果我们的警察应付不了,那么,男人们就准备自己走出去,捍卫自己的安

全,当然是在法律的框架内”.普京给予积极的回应,次年５月,这个没有任何政治资历和政治能量的人被任

命为乌拉尔联邦区全权代表.参见 Н．加里莫娃、М．鲁宾:«“乌拉尔车厢制造厂”的工人将领导国家»,«消息

报»２０１２年５月１８日(Н．Галимова,М．Рубин,РабочийУралвагонзаводабудетУправлятьГосударством,
http://izvestia．ru/news/５２４８３７,２０１７Ｇ０３Ｇ１２).

«新闻稿№３０９０:“普京连线”第一印象»,社会舆论基金网站２０１６年４月２２日(“ПрессＧвыпуск№
３０９０:‘ПрямаяЛиниясВладимиромПутиным’,ПервыеВпечатления,”http://wciom．ru/index．php?id＝
２３６&uid＝１１５６６６,２０１７Ｇ０３Ｇ１２).



在民粹主义运动中,个人利益是出发点,也牵制运动的发展.由于危机和

制裁让民众的物质生活水平显著下降,人们对未来的经济形势感到悲观和焦

虑,人们不得不减少日常消费、无限期推迟大的开支甚至缩减医疗费用.① 在

一年半的时间里(２０１４年４月—２０１６年１月),赞同并支持俄军直接干预顿巴

斯的比例已从７４％年急剧下降到２０％.②

(二)俄罗斯民粹主义呈现出新变化的原因

俄罗斯民粹主义呈现出新变化的原因与国内外形势的急剧变化密不可

分.从国际层面而言,工业化、现代化在一百多年里席卷全球,瓦解了帝国主

义体系,世界政治进入民族国家体系,经历了社会主义运动的高潮与低谷,以

及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保守主义的此消彼长;在国家和社会层面,现代化改

变了财富和权力分配方式,在思想领域带来了“祛魅”,人的自由和发展成为主

题,具体来说可归纳为以下三点:

１．俄罗斯的社会结构发生巨变.１９世纪俄罗斯社会结构类似金字塔,顶

层有贵族地主集团,并且中小地主阶层不断萎缩,土地和农奴向大地主贵族聚

集;③在下面是占人口绝大多数的、被农奴制改革“赤裸裸地解放”的农民.

当代俄罗斯叶利钦时期的激进自由化改革造成社会贫富差距严重,社会

阶层分化,中间阶级几乎不存在,但近年来首次出现了可称为“中产阶级”的群

体:按照教育水平和职业社会地位划分,２０１５年这个群体大约已占人口的

４４％,另有２１％是潜在中产阶级.④

“中产阶级”的划分具有强烈的认同政治特点.俄罗斯社会学家阿列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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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列瓦达民调中心２０１６年６月的调查显示,７７％的人认为国家处于危机中,３０％的人承认家庭经济

状况受到严重影响,４５％、１４％的人日常消费情况恶化或严重恶化,３７％的人甚至表示不知道下个月该如何

是好.参见«有尊严的贫穷»,列瓦达民调中心网站,２０１６年７月１９日.(“ДостойнаяБедность,”http://
www．levada．ru/２０１６/０７/１９/dostojnayaＧbednost/,２０１７Ｇ０３Ｇ１２).

〔俄〕列夫古特科夫:«过往的梦? 为何危机恢复了对苏联的想象»,“共和国”网２０１６年４月１４日

(ЛевГудков,“МечтыоПрошлом:ПочемуКризисыПриводяткРеанимацииСоветскихПредставлений,”
https://republic．ru/posts/６６６６５,２０１７Ｇ０３Ｇ１２).

〔俄〕克柳切夫斯基:«俄国史»第五卷,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３年版,第２１２页.
俄罗斯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编:«俄罗斯社会:危机和制裁下的一年»,莫斯科,２０１５,第 ４０页

(ИнститутСоциологииРАН,“РоссийскийСреднийКлассвУсловияхСтабильностииКризисов,”http://
www．isras．ru/files/File/Doklad/rezyume_ross_sred_klass_v_usloviyakh_stabiln_i_krizisov．pdf,２０１７Ｇ０３Ｇ
１２).



谢列文森(AlexeyLevinson)在此意义上质疑俄社会中是否存在中产阶级;①

俄评论家德米特里德罗布尼茨基(DmitryDrobnitsky)把“受过教育的、取得

了一定的成功的商务人士、未来计划进入中产阶级的学生、医生和大学教师,

从事脑力工作、不认为自己是下层阶级的人”归为一类.② 他们的论点部分得

到民调的佐证.根据２０１１年的调查,多数受访者认为,中产阶级的特质主要

与收入、文化需求等有关,并且有３５％的受访者认为自己属于中产阶级.③

社会结构的变化导致政治参与的扩大,推动了社会利益分配的调整.中

产阶级思维活跃、嗅觉敏锐、具有公民意识和群体权利意识.他们并不信任完

全政府和它的媒体,④因特网和自媒体的发展方便了中产阶级获取信息、抒发

己见、针砭时弊,加剧了某种“基于集体认同的集体兴奋”,动员了这个群体参

与到政治生活中.

２．知识分子与人民的关系发生重大变化.俄知识分子与人民曾有深刻隔

阂,导致“到民间去”究竟是为人民师还是向人民学习成为民粹派的一个论辩

议题.拉甫罗夫派持教化论,主张要宣传、要让人民做好革命准备.赫尔岑也

认为,在民众做好准备及懂得如何过自由生活之前就举行革命的结果,是民众

仍然保持着过去囚犯般的旧习惯毫无改变,毕竟,“不能用监牢的砖头为自由

的民众盖一所房子”.⑤ 反过来,知识分子也提出要向人民学习,“要去适应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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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俄〕А．列文森:«俄罗斯社会:走向“中产阶级”?»,С．尼克尔斯基、М．霍多尔科夫斯基编:«国家、社
会、管理:文集»,莫斯科:阿尔宾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版,第４０２页(А．Левинсон,“РоссийскоеОбщество:НаПути
к Среднему Классу ?”Под．ред．С．Никольскогои М．Ходорковского,Государство．Общество．
Управление:СборникСтатеи?,М．:АльпинаПаблишерз,２０１３,с．４０２．).

〔俄〕Д．德罗布尼茨基:«谁是“愤怒的市民”:对２０１１冬至２０１２年事件的思考»,С．尼克尔斯基、М．
霍多尔科夫斯基编:«国家、社会、管理:文集»,第 ４６３ 页 (Д．Дробницкии,“КтоТакие‘Рассерженные
Горожане’:РазмышленияоВыступленияхЗимы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годов,”Под．ред．С．Никольскогои М．
Ходорковского,Государство．Общество．Управление:СборникСтатеи?,М．:АльпинаПаблишерз,２０１３,
с．４６３).

根据列瓦达民调中心的调查,对于中产阶级特征,４１％的受访者认为是高收入,３２％的受访者认为

“有中等收入和典型文化需求的社会最大阶层”,２９％的受访者认为与工作性质有关,２５％的受访者认为与

消费水平和消费行为有关.参见«３５％的俄罗斯人说自己属于中产阶级»,列瓦达民调中心网站２０１１年２月

２０日(“３５％ РоссиянГоворятоСвоейПринадлежностикСреднемуКлассу,”http://www．levada．ru/２０１１/
０２/２０/３５ＧrossiyanＧgovoryatＧoＧsvoejＧprinadlezhnostiＧkＧsrednemuＧklassu/,２０１７Ｇ０３Ｇ１２).

根据列瓦达民调中心的调查,人们越来越不信任电视等传统媒体,４７％的人认为它常言不尽意,
３７％的人认为它含有虚假信息,人们对网络的信任正在增加.参见«俄罗斯人对电视的信任减少»,列瓦达

民调中心网站２０１６年１１月１８日(“РоссиянеСталиМеньшеДоверятьТелевидению,”http://www．levada．
ru/２０１６/１１/１８/rossiyaneＧstaliＧmensheＧdoveryatＧtelevideniyu/,２０１７Ｇ０３Ｇ１２).

〔伊朗〕拉明贾汉贝格鲁:«柏林谈话录»,杨祯钦译,南京:译林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版,第１６３页.



民,而不是用空虚的、书本的、进口的理想领导人民”,①他们认为,人民的生活

“本身比一切思想和原则都更丰富,更强有力”,人民“有他们自己的理想”.除此

以外,特卡乔夫一派认为人民思想保守、消极被动,怀疑和否定人民的进步能力.

他们的分歧反映了俄罗斯知识分子的“多余人”特质.他们不属于那些未

受过教育、逆来顺受的人民,他们不了解人民,也不被人民了解,所言所思在很

大程度上是基于浪漫主义的想象,并且一旦为西欧空想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

所吸引,便一头扎进而脱离了实际.出于对这一特点的担忧,格利高里耶夫和

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人倡导回归“人民精神”和“人民基础”的文艺精神,被称为

“根基主义”.

在当代,这个隔阂日益淡化.一方面,依据生活志趣、职业、收入水平形成

认同的中产群体本身便契合知识分子群体的属性.根据曼汉姆、希尔斯和李

普赛特等人的定义,知识分子是运用普遍性范畴和抽象性参考的象征符号去

解释人、社会、自然和宇宙,创造、传播和应用文化,对其所处世界的本质和统

治社会的规则具有非同一般反省的少数人,他们不构成一种社会上严格限定

的独立阶级,无归属,不依附于任何阶级,超越现存秩序,教育是连接他们的纽

带.② 观察近十几年的俄罗斯社会,可以得出结论:在自媒体发展和知识不断

再生产的现代,俄罗斯社会的知识分子群体显然极大地扩张了,它与“人民”不

再是互无交集的两个群体,而有很大一部分重合———这种重合,一定程度上体

现在中产阶级群体之中.因此,知识分子与民众的隔阂这一民粹派经典问题

部分地自然消解在社会结构的巨变中.

另一方面,在２０世纪的民族国家体系里,知识分子与人民的价值追求具

有部分共性,其中最突出的在于两点:第一,知识分子所追求的民族自立自强

需依托国家建构而达成,而民族国家建构无疑依赖于知识分子“既创造统一的

信条,又传播这种信条”.③ 曾为异见分子的利哈乔夫(D．Likhachev)和索尔

８４

«国际政治研究»２０１７年 第２期

①

②

③

RichardPipes,“Narodnichestvo:ASemanticInquiry,”SlavicReview,Vol．２３,No．３,Sep．,１９６４,
p．４４５．

〔德〕曼海姆:«意识形态与乌托邦»,艾彦译,北京:华夏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第２３５页;〔德〕曼海姆:
«文化社会学论集»,艾彦等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第１２１页;E．Shils,“Intellectual”,InterＧ
nationalEncyclopediaoftheSocialScience,MacmillanandFreePress,１９６８,Vol．７,pp．３９９—４００;〔美〕李
普赛特:«政治人:政治的社会基础»,张邵宗译,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版,第２９５页.

〔美〕安东尼M．奥勒姆:«政治社会学导论:对政治实体的社会剖析»,董云虎、李云龙译,浙江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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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尼琴(A．Solzhenitsyn)的“回归”部分地证明,“对于一个不发达国家的知识

分子来说,权力通常是某种或者他参加进去或者他进行反对的东西.他在做

自己的事情时,也难得中立地对待权力”.① 第二,人民所向往的物质财富,也
得益于民族国家积极投身全球化进程,在这时候民族的竞争以国家为行为体.

冷战格局的瓦解让制度和意识形态保护屏障消失,使各国都被卷入了跨国资

本和资源的直接竞争里,作为曾经的冷战当事一方,俄罗斯及其人民尤其明显

地感受到被猛然卷入全球化的残酷.

民粹主义既提供了知识分子表达民族忠诚感的方式,又是一种唤醒和动

员民众的策略,自然具有巨大吸引力.

３．自由主义观念更深入人心.在俄罗斯历史上,私有财产意识淡泊,集体

主义传统深厚,这植根于自然经济和村社结构的社会现实中.尽管赫尔岑、车

尔尼雪夫斯基、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人强调人权与人格,这反而佐证了一个事

实:个人从属于集体.

以宪法文本为例,１９０６年«俄罗斯帝国根本法»和１９３６年、１９７７年苏联宪

法体现的是专制主义和集体主义理念.前者将对沙皇忠诚为设为臣民权利的

前提条件,臣民(подданный)一词的词义甚至包括旧时所指的“奴仆、奴隶”之

意,“国家(而不是个人)具有普遍意义,它是宇宙的中心,不允许出现任何自我

价值及脱离国家的自治”;②而后者虽然是给予被压迫者以最高地位的宣言,但
列宁式政党的动员和意识形态灌输、战时经济和农业全盘集体化政策重现了

村社,对业已产生的个人权利予以毁灭性打击.其后的１９３６年和１９７７年宪法

均为体制内的调整,多少仍受了寓个人于集体的影响.

在当代,自由主义思想在苏联公开性、民主化和多元化的社会政治环境下

得以传播,伴随着叶利钦的激进改革登上历史舞台.虽然自由主义经济改革

失败了,普京时期的“新俄罗斯思想”仍借鉴市场经济、民主、人权和自由等原

则,“只有将市场经济和民主的普遍原则与俄罗斯现实有机地结合起来,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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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会有一个光明的未来”.①

除前文所述的促进对平等和公正的追求外,自由主义思想让个人主义在

俄罗斯历史上首次压倒了集体主义.

它体现在立国理念方面:“人的基本权利与自由不可被剥夺而且每个人生来

就具有”,“人、人的权利和自由是最高价值.承认、恪守和捍卫人和公民的权利

和自由,是国家的义务”.② “国家的任何发展、任何成就和理想,都不能以人的苦

难和损失为代价来取得和实现.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高于人的生命的价值”.③

这种变化也体现在社会个体的选择:人们越来越倾向于把个人价值和利

益置于集体之上.民调显示,在是否愿意为崇高目标而牺牲个人幸福的问题

上,越年轻的群体越表示不愿意;至于为了巩固国家地位和国际舞台上的自主

愿意牺牲个人生活哪些方面,大部分人都不愿意牺牲最切身的那些利益.④ 因

此,为捍卫个人权利———无论是政治的还是经济的———而起身抗议,成为当代

民粹主义现象的直接出发点.

结　　论

领袖人物站到首都街头的坦克上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群情昂扬,人民迅

速行动起来,释放出巨大的政治能量———这一经典画面出现在当代俄罗斯建

政初期,其历史却能上溯至１９世纪俄民粹派社会改造运动,延伸到新媒体时

代的中产阶级民主化抗议浪潮.其内在逻辑是一致的:对于对现代化冲击的

回应,精英与民众区分“自己人”和“他人”,把罪过归结于资本主义,凭借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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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场和人民力量掀起社会运动和思潮.

俄罗斯的现代化进程肇始于彼得一世改革,加速于亚历山大二世改革,让

俄罗斯经历着道路选择的反复和传统与现代的矛盾.传统依然强大:传统的

村社经济社会制度、东正教文化、强权政治和无政府主义并存的形态,周期性

出现的魅力领袖,以及对领袖缺乏制度性约束.

现代政治本应有分权制和代议制横亘于领袖和民意之间作“护栏”.权力

本该由权力来制约;普选制以选票赋予合法性、表达民意,本该由政党精英和

行政官僚的分野来平衡民意.但现实情况是,俄政治制度化进程缓慢:改变现

有的“超级总统制”权力结构、限制行政权力目前并无现实可能性;代议制度孱

弱,行政官僚无独立性可言.因此,在这长久的转型期里,人民意志反而成为

对抗最高权力的直接和最后屏障.它既可以是反抗性的,也可以是合作性的,

如同“载舟覆舟”:如果面对内外“敌人”的俄总统的支持率高举不下,使当权施

政得心应手,掩盖了大多数矛盾;若两者发生冲突,则政治系统由极端稳定变

成极端不稳定,反对派亦可直接推波助澜.

全球化进程既加速了现代化,也使得矛盾加剧,让现代化的冲突愈加激

烈.当代俄罗斯的民族独特性和民族利益在国际竞争里受到冲击,直接影响

到人民利益,而自由主义思想深入人心,中产阶级崛起,公民意识觉醒,加上集

体表达的狂热和自由宽松的环境,使得俄罗斯民粹主义现象更加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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