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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翼民粹主义政党

德国另类选择党的

思想基础与政治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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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本文首先对有关民粹主义和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德国另类选择党

!

!"#

"的研究进行了梳理#并介绍了现今研究与讨论中的几个分

歧与论点$其后澄清了尚具争议的民粹主义和右翼民粹主义概

念#并说明了将德国另类选择党归入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理由$

本文的论点是#德国另类选择党是一个具有右翼民粹主义性质的

政党#其指导思想源于在联邦德国历史上很长时间以来颇具影响

的思潮$在此基础上#本文认为#德国另类选择党在主题方面主

张重新调整和设置界限#并将一个新的分歧线政治化#即支持关

闭边境者与支持开放边境者之间的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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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法伊特#赛尔克$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德国另类选择党的思想基础与政治意义

一"引言!选题意义与研究现状

弗兰克#德克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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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人在'右翼的暴动(一文中写道$)右翼民粹

主义如今已在近乎所有北欧及西欧国家中占据高地*+

! 事实上,右翼民粹主义在

欧洲与美国的崛起已十分明显+这一概念不仅在德国受到热议,在美国及欧洲,右

翼民粹主义早已来势汹汹,在民间与学界引起了激烈的辩论+在欧洲的右翼民粹

主义中,德国一直是个特例,因为右翼民粹主义政党至今仍未能在德国联邦层面取

得任何成功+尽管从选举研究与选民态度研究的结果来看,长期以来右翼民粹主

义党派具备充足的潜力争取到选民,但它们至今仍未能在全国范围内站稳脚跟+

而这一现状很有可能在
&),*

年秋季的大选中,被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德国

另类选择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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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称德国另择党&打破+如

今,德国另择党在全国范围内的民意调查中获得了
,)?

"

,+?

的选票.它有望凭借

这一得票率加入下一届联邦议院+

# 在这一发展趋势下,政治公众舆论与政治学界

都针对如何解释德国另择党的成功以及这一成功具有何种政治意义进行了讨论+

在政治学研究中,最初关于
&),(

年建立的德国另择党是否可以被定性为右翼

民粹主义政党尚存争议+

$ 如今讨论这个问题可能显得有些多余,但厘清这个问题

曾经在一段时间内是有必要的,因为德国另择党在其建立阶段在纲领上几乎仅专

注于秩序自由主义,且表现出了克制而格外可信的政治风格,几乎没有提出任何排

外的口号+此外,当时在领导层中,自由派经济学教授主导了党的形象+现如今,

德国另择党在纲领/人事及其政治风格方面向右翼民粹主义方向发生了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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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另择党迄今为止已经进入了
'

个州的州议会+德国上一次选举是
&),$

年
'

月
%

日梅克伦堡

前波莫瑞州的州议会选举%联邦议院大选时安格拉#默克尔的选区便在梅克伦堡 前波莫瑞州&+在此次选举

中,所有党派都丢失了选票,只有德国另择党轻而易举地获得了
&)-.?

的选票+它以这样的成绩仅输社民党

%

()-$?

&一跃成为全州第二大党,第一次超过了基民盟+德国另择党在选战中获胜的决定性议题便是难民

政策+虽然目前还不能完全预知此次选举的后果,然而基社盟在选举结束后立即发起了关于基民盟0基社盟

未来方针路线的讨论,要求两党的政治路线右转+编者注$德国另择党在
'

月
,.

日的柏林州州议会选举也

成功进入议会,由此在德国
,$

个州中已经进入
,)

个州议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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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历山大#豪斯勒再现了德国另择党的发展过程,参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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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德国另择党中

可见的/但还比较边缘化的右翼极端倾向是否会进一步增强,这一点将在未来显现+届时是否将该党归入右

翼民粹主义政党将再一次成为问题+在政治现实中,从右翼民粹主义向右翼极端主义的过渡并非总是十分

清晰+现今的调查显示,在德国持右翼极端态度的选民中,支持德国另择党的选民人数高于平均水平,参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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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德国另择党定性的讨论虽然并未因此而平息,但目前在政党研究/右翼极端主义

以及民粹主义研究中几乎一致将其归类为右翼民粹主义政党+

!

值得注意的是,德国另择党虽然有一些主题和思想与右翼民粹主义相近,但右

翼民粹主义并没有一个清晰的主题范围+因此,没有办法对德国另择党的纲领从

意识形态的角度进行明晰的归类,它甚至没有明确的世界观+因此,在现有的研究

中,学者们指出了德国另择党内存在不同的思想与纲领流派,它们或多或少都与右

翼民粹主义有着紧密联系+这其中主要包括保守主义/民族主义以及秩序自由主

义思想+此外,还包括一些在现有研究中被认为能反映出德国另择党性质的主题,

如反对欧元/反对欧洲一体化的深化/反伊斯兰主义/抵制宽容的移民和难民政策/

反对社会性别主流化举措及其他性别政策改革计划/反对自由主义的家庭和社会

政策+

右翼民粹主义与德国另择党的成因是当今研究中所辩论的重点+至今为止,

学界已经找出了一系列有利于或促成德国另择党形成的缘由+这些解释因素都指

向了机会结构%

[4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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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由于德国政党体系的变化%基民盟0基

社盟与社民党组成大联合政府/各个全民党纲领的靠拢/尤其是基民盟的自由化以

及社民党转向)新中间道路*&,危机性的或被视为危机的事件%欧债危机/难民危

机/极端伊斯兰主义&,以及社会变化进程%全球化/个体化/传统生活方式的动摇/

政治的媒体化&而产生的机会结构+

在学界讨论中偶尔还能听到关于代议制政治面临根本性危机的声音,

认为这一危机为德国另择党打开了一扇机会之窗+此外,还有人指出德国

另择党在建立之初拥有的组织及人事资源的重要作用,其中包括各大党派

资深战略家及政治家的加入,他们主要来自基民盟,还包括右翼网络---

如公民联盟%

Z89864CF16878F2

&---的支持+德国另择党的政治家贝娅特丽

克丝#冯#施托希%

@41708V9F2N7F05=

&就是公民联盟的成员+)扎拉青辩论

%

N1001]82J#4G1774

&*带来的德国相关话语氛围的转变,关于后民主时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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