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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翼民粹主义政党

在新冠肺炎疫情中的

危机话语策略分析

///以德国选择党*奥地利自由党与瑞士人民党为例"

唐!艋

摘!!要"本研究结合话语 历史分析法与语料库语言学方法'对德国选择

党*奥地利自由党与瑞士人民党在新冠肺炎疫情中的危机话语策

略进行了分析与比较'并探究了其危机话语策略相似与相异的原

因$研究发现'三个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危机话语策略存在很大

程度的相似性'它们均弱化公共卫生危机'致力于将新冠肺炎疫

情提升到经济危机或政治经济危机的维度+同时'瑞士人民党与

德国选择党及奥地利自由党在论证策略*危机负责人建构和语言

手段等方面又存在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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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机常被视为民粹主义兴起与发展的契机'但新冠危机不同于欧债危机和难
民危机'它既非人类设计'也不受人类控制'因此难以被政治化$同时'在疫情阴影
的笼罩下'曾占据西方政治话语中心的移民*身份认同等话题退居其次'民众比以
往更依赖政府领导$因此弗朗西斯0福山!Z489?<=Z3Q3G8;8#预言'(新冠肺炎也
许会真正终结民粹主义)$! 扬 维尔纳0穆勒!'89JM74974N\BB74#对此持不同观
点'认为疫情并不能终结民粹主义'反而会给民粹主义政治伎俩提供合法化渠
道$" 林红与玄理也认为'新冠危机可能增强收入不平等和地位下滑所导致的被
剥夺感'助推右翼民粹主义的发展$# 笔者认为'对此问题不能一概而论'正如有
学者指出'民粹主义具有多元性'民粹主义政党对新冠危机的反应并非一致$$

德国选择党*奥地利自由党与瑞士人民党被视为代表性的右翼民粹主义政党'

!"#0年的欧洲((国威权民粹主义指数中'瑞士排名第*位'奥地利第.位'德国第

#$位$% 三个政党均具有反移民和疑欧主义的特征'但在历史与地位上又有差异$

德国选择党成立于!"#(年'在欧债危机与难民危机的推动下发展迅速'!"#,年进
入联邦议院'目前是活跃的反对党$奥地利自由党成立于#$*0年'具有国家社会主
义的传统'曾四次参与执政'!"#,年与奥地利人民党组成联合政府'!"#$年(通俄
门)事件曝光后受丑闻影响不再执政'但仍是该国的第三大党$瑞士人民党成立于

#$,#年'#$$$年以来在国民院中一直拥有最多席位'如今在联邦委员会中拥有两个
席位$三个政党的相似性与差异性为本研究提供了比较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危机话
语策略的有益前提$本研究以新冠肺炎疫情为背景'对三个政党的危机话语策略
进行分析与比较'探究其相同与相异的原因'并试图从危机话语策略的角度对右翼
民粹主义在新冠危机中的失利进行解释$

一*民粹主义与危机

民粹主义起源于#$世纪中叶的俄罗斯和美国'直到上世纪$"年代在欧洲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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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是边缘现象'如今却已成为一种(时代精神)'统治着西方公共话语$! 学者们从

不同视角对民粹主义进行定义$它或被视为政治行为者的交际风格'"或被定义

为一种寻求或行使政府权力的政治策略'#或被视为能与不同意识形态相结合的

(薄中心意识形态)!>@<9J?79>47C<C75B5FG#$$ 尽管定义繁多'但学界基本上对民
粹主义的核心特征达成一致'即民粹主义将同质的*具有极高道义性的人民与腐败
精英对立起来'认为政治应是人民普遍意志的表达$右翼民粹主义除了纵向上将
人民与精英相对立'还在横向上将人民与移民等(他者)相对立'它还具有煽动恐
惧*反智主义*魅力型领导*国家民族主义等特征$%

危机常被视为民粹主义兴起与发展的根源或催化剂'但对于两者关系学界存
在较大争议$厄尼斯特0拉克劳!2497=>5]8?B83#认为危机是民粹主义产生的必要
前提'他指出"(民粹主义的出现与历史上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危机有关'而这种
危机反过来又是更普遍的社会危机的一部分$)&也有学者对两者关系持不确定态

度$如卡斯0穆德!:8=N3CC7#指出'关于民粹主义的研究常常强调两者的密切关
系'却缺少对(危机)的界定'危机这一概念在定义上与可操作性上均存在不足+尽
管如此'他承认民粹主义的成功确与政治经济变量!如经济不稳定*失业*犯罪率#

存在关联$' 克里斯托巴尔0洛韦拉0卡尔特瓦塞尔!:4<=>fU8BR5S<48e8B>O8==74#

也对两者关系持保留态度'他认为'那些认为民粹主义者的选票来自(现代化失败
者)的假说往往经不起实证分析'民粹主义激进右翼党派恰恰在那些几乎不存在民
粹主义崛起先决条件的欧洲地区取得了成功'如挪威*瑞士和意大利东北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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