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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极端民族主义思潮与“光头党”现象
赵 龙 庚

内容提要　近年来以“光头党”为主要表现形式的新纳粹主义思潮 ,是俄罗斯社

会转型过程中传统的大俄罗斯民族主义朝向极端民族主义政治演进的结果。俄罗斯

民族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的发展有着深刻的民族历史原因、社会现实原因及国际背

景 ,在短期内是难以被遏制的。但俄罗斯并不存在法西斯兴风作浪的政治大环境 ,俄

罗斯民族主义一旦摈弃极端民族主义成分 ,吸纳自立、自强和自信的民族爱国主义因

素 ,将成为振兴俄罗斯的伟大精神力量。

关 键 词　俄罗斯　极端民族主义　“光头党”现象

俄罗斯民族一直为在二战中战胜德国法西斯而感到自豪 ,然而在今天的俄罗斯土地上 ,以

“光头党”为主要表现形式的新纳粹主义思潮正在崛起和蔓延。俄罗斯新纳粹主义的产生和

发展并非偶然 ,它是俄罗斯社会在转型过程中传统的大俄罗斯民族主义朝向极端民族主义政

治演进的结果。本文试就这一问题做初步探讨。

一、新形势下的俄罗斯民族主义

冷战结束后 ,原苏联、东欧多民族的社会主义国家长期被压抑、掩盖的民族情绪和民族矛

盾凸显 ,并由此引发了以民族分离为主要特征的第三次世界民族主义浪潮。在这次民族主义

浪潮中 ,民族极端势力、宗教极端势力和国际恐怖主义势力相结合 ,制造民族冲突 ,分裂国家 ,

危害人民。苏联解体后 ,俄罗斯境内的民族分裂活动仍在持续 ,车臣等民族分离势力表现出强

烈的极端性。面对苏联“帝国”的分崩离析和国内动荡的社会局势 ,处于式微状态的俄罗斯民

族主义开始强劲反弹 ,尽管其与民族分离主义有着本质上的区别 ,但它却是历史上大俄罗斯民

族主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再度复活和滋长。

俄罗斯独立之初 ,面对国内民族地区兴起的“主权风”、“独立风 ”,俄罗斯人①的民族意识

和自尊心随之增强 ,一些以俄罗斯人为主体的边疆区、州等联邦主体也开展了力图扩大主权的

运动 ,如经济上谋求独立自主 ,要求控制和管理境内的工业企业和自然资源 ,主张自主地开展

对外贸易活动 ;在政治上要求将边疆区、州、自治州和自治专区升格为俄罗斯联邦境内的“国

家实体”,有的联邦主体则干脆自行升格为“共和国”。与此同时 ,俄罗斯社会中鼓吹俄罗斯民

族至上、排斥其他民族的民族主义情绪也愈演愈烈。俄罗斯民意调查显示 , 1996年至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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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本文所说的“俄罗斯人”专指俄罗斯联邦境内的俄罗斯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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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赞成“俄罗斯应成为俄罗斯人的国家”的人由 11·3%增至 53% (1996年初 , 64. 9%的人认

为“俄罗斯是不同民族的共同家园”) ;赞成“俄罗斯人应在多民族的俄罗斯拥有更多的权利 ”

的人由 13. 8%增至 43%。① 另据俄罗斯尤里 ·列瓦达分析中心 2005年 11月 14日公布的民

意调查报告 ,有 59%的俄罗斯人要求限制外来移民 , 46%的人主张限制中国移民 ;“俄罗斯人

的排外情绪存在于各个年龄层 ,与政治信仰无关 ,民族主义情绪如今几乎已经成为普遍现

象”,“俄罗斯人的俄罗斯”这一口号在俄罗斯越来越受欢迎。② 美国《新闻周刊 》2006年 11月

6日的评论说 :“随着俄罗斯沉迷于石油财富和新获得的自信 ,这个国家重新出现民族自豪

感”,“新民族主义正进入主流”,其突出表现是“反非法移民运动 ”和“外形与斯拉夫人不同的

人越来越频繁地受到警察的盘查”, 2005年仅莫斯科就有 30万人“因违反移民规定被罚款 ”,

2006年这个数字还要“高好多倍”。

二、俄罗斯极端民族主义的产生与发展

尽管苏联解体之初“绝大多数俄罗斯人都具有族际主义思想 ”,爱国主义思想占上风 ,但

由于俄罗斯“正处在过渡状态 ”,“危机严重而持久 ”,因此 ,“政治进程完全可能 ”使俄罗斯民

族主义“日益具有极端民族主义的色彩 ”。③ 在俄罗斯独立之初各种政治力量的较量中 ,一股

极右势力积极利用俄罗斯民族主义 ,与其他政治力量争夺“俄罗斯人民保护者 ”的身份和争取

保障俄罗斯人在俄罗斯的应有地位 ,并为此在组织上成立了持极端民族主义立场的极右翼政

党 ,从而为极端民族主义思想奠定了组织上的基础。持极端民族主义立场的极右翼政党有以

弗拉基米尔·日里诺夫斯基为首的“俄罗斯自由民主党 ”、以亚历山大 ·巴尔卡绍夫为首的

“俄罗斯民族统一党”、以亚历山大·伊凡诺夫为首的“俄罗斯人民民族党 ”、以尼古拉 ·李森

科为首的“民族共和党”等。其中 ,“俄罗斯民族统一党”是俄罗斯最大的极端主义组织。该党

的主要纲领是确立俄罗斯民族在俄罗斯国家中的统治地位 ,其成员中有许多军人 (主要是原

先的内务部成员 ) ,一些持民族主义立场的企业家对其予以资助。“俄罗斯民族统一党 ”把德

国法西斯党的党徽略加变形后作为该党的标志 ,主张对“非俄罗斯人 ”采取暴力手段 ,把反犹

太主义作为自己的意识形态。“民族共和党”则宣扬“俄罗斯民族爱国主义”。④

值得注意的是 ,近年来 ,极端俄罗斯民族主义有了恶性发展 ,一些极端民族主义政党和组

织从宣传激进思想到公然建立武装组织。俄罗斯《新消息报 》2005年 10月 7日报道称 , 2005

年 2月由退役将军伊瓦绍夫领导的“军事强国联盟和反对非法移民运动 ”宣布建立“民兵 ”。

该组织的中央委员会在决议中声称 ,将建立以 5人为单位的秘密活动小组网络 ,该组织的网站

还就武器和阅读哪些关于游击战的书籍向其成员提出建议。“斯拉夫联盟 ”领导人捷穆什金

呼吁自己的支持者弄到允许个人收藏的武器。“褐色时光”组织 (2004年 12月成立 )宣布自己

的目标是“发动武装起义”。2005年 6月 ,“俄罗斯全民族联盟 ”举办了“爱国主义夏令营 ”,向

其成员教授徒手格斗和在极端条件下生存的方法。“俄罗斯民族团结运动 ”也散发传单 ,呼吁

其成员设法搞到武器 ,其活跃分子还涉嫌参与了一些恐怖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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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俄罗斯《劳动报》, 1996年 1月 10日 ;俄罗斯《新消息报》, 2005年 10月 7日。

参见俄罗斯《新消息报》, 2005年 11月 16日。

参见俄罗斯《劳动报》, 1996年 1月 10日。

《外国理论动态》, 2002年第 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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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光头党 ”是严重仇外、排外的极端民族主义团体

在极端民族主义的政党和组织中 ,最突出、影响最恶劣的是严重仇外、排外的极端民族主

义团体“光头党”。“光头党”并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政党 ,也没有全国统一的组织 ,而是带

有黑社会性质的各自为战的极端民族主义团体 ,其成员多半是十几岁到二十几岁的年轻人。

1999年之前 ,“光头党”成员多是家境贫寒的学生 ; 1999年莫斯科发生楼房爆炸和其他爆炸事

件后 ,排外情绪开始向富裕阶层蔓延 ,一些富家和中产阶级家庭子弟也加入“光头党 ”队伍。

相关资料表明 ,“光头党”组织从俄罗斯欧洲部分一直蔓延至远东 ,莫斯科、圣彼得堡、诺夫哥

罗德、沃罗涅日等大城市是“光头党 ”活动的中心。在这些城市中 ,几乎每天都发生攻击非斯

拉夫人的事件。

俄罗斯“光头党”最早出现于上世纪 90年代初。当时 ,该团体还没有形成什么气候 ,仅仅

是成员佩戴着纳粹标志招摇过市。在第一次车臣战争期间 (1994—1996年 ) ,“光头党”演变成

好斗的团体 ,其成员剃光头 ,身着超短无领夹克和黑色牛仔裤 ,脚穿军用靴 ,行纳粹式举手礼。

在他们佩戴的标志上 ,常常可见“克尔特人十字架 ”(画在圆圈内 )和字母“W P”(“白色政权 ”

的英文缩写 )及数字“88”,意即“Heil H itler”(向希特勒致敬 )。

“光头党”的思想宗旨是俄罗斯主义 ,该组织鼓吹用极端手段建立纯粹的俄罗斯民族社

会 ,崇拜希特勒 ,拥护法西斯 ,反对犹太人 ,排斥外国人尤其是非洲黑人和亚洲黑发人。

从第一次车臣战争起 ,“光头党”分子不仅加入政治派别 ,还纷纷建立自己的组织 ,如活跃

在莫斯科的“光头军团”、“鲜血与荣誉 (被取缔的德国纳粹组织 )俄罗斯分队 ”、“88联合旅 ”;

活跃在圣彼得堡的“俄罗斯拳头”、“漩涡 ”、“舒尔茨—88”、“贾姆布勒—88”等 ;活跃在诺夫哥

罗德的最大组织是“北方”。①

俄罗斯“光头党”频频制造种族主义袭击事件。综合各种报道 , 2004—2005年间 ,种族主

义袭击造成 500多人受伤 ,至少 54人丧生 ; 2006年上半年 ,受“光头党 ”袭击的受害者人数为

231人 ,死亡 20人 ; 2007年上半年 ,受害者人数为 280人 ,死亡 34人 ; 2008年头三个月 ,俄罗斯

发生 86起受排外思想驱使而袭击异族的案件 ,造成 49人死亡 , 79人受伤 ,比上年同期增长一

倍。据统计 , 2007年俄罗斯约有 7万名新纳粹分子。②

四、俄罗斯民族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发展的背景

苏联解体后 ,俄罗斯民族主义特别是极端民族主义的发展并非偶然 ,它有民族历史和社会

现实的原因 ,也有国际背景。

(一 )民族历史根源 :大俄罗斯主义情结

20世纪末苏联解体后 ,俄罗斯政治、经济和社会急速转型 ,对公众的思想和心态产生了巨

大影响 ,俄罗斯人的民族意识受到极大震动 ,也发生了一些变化。沙皇时期 ,俄罗斯民族拥有

高于其他民族的统治地位 ,俄罗斯人的本民族认同定位于“大俄罗斯”。“十月革命 ”后成立的

苏联极力强调国家的阶级属性 ,淡化民族属性。在长达 70年的时期内 ,苏联当局为了加强国

家的统一 ,大力培育“新的历史共同体———苏联人民 ”,并力图以此来涵盖和取代原有的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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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参见俄罗斯《新消息报》, 2005年 10月 7日。

参见英国《金融时报》, 2005年 12月 30日 ;《环球时报》, 2007年 7月 6日 ;俄罗斯《新消息报》, 2008年 3月 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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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念。苏联当局推行的民族一体化政策忽视了各民族的特性和特殊要求 ,淡化和抹杀了各民

族在宗教信仰、历史传统、民族心理等方面的差别。因此 ,“俄罗斯”的概念被包容在“苏联 ”概

念之中 ,俄罗斯的特性与苏联的特性混为一谈 ,它们的混合表现在苏共的意识形态中。苏联当

局为了培育苏联意识形态 ,便把俄罗斯民族主义树为“敌对意识”,并一直加以压制和打击。

淡化俄罗斯民族意识使大多数俄罗斯人习惯于把自己看作“苏联人 ”。苏联解体后 ,在原

苏联加盟共和国各民族人民纷纷回归本民族认同的浪潮冲击下 ,俄罗斯民族重新确立自己的

民族认同自然成为其民族感情所需。俄罗斯独立后 ,俄罗斯民族经历了自我审视的过程 ,对俄

罗斯的历史道路、民族精神和民族属性等重要问题有了新的认识 ,民族认同思想随之发生了转

化 ,即重新确立“俄罗斯人”的民族认同。社会调查表明 , 1995年至 2000年 ,自认为是“俄罗斯

公民”的人由 53%增至 67. 5% ,而自认为是“苏联公民”的人则由 15·5%减至 11. 2%。① 另有

统计数字表明 ,有 60%的俄罗斯人已放弃了自己对“苏联人”的认同 ,并转而确定了自己是“俄

罗斯人”的民族认同。② 目前 ,俄罗斯社会中有越来越多的人宣扬“俄罗斯是俄罗斯人的国

家”,这实质上是俄罗斯人要求重新回归和认同自己是“俄罗斯人”的民族感情的发泄。

(二 )社会现实原因 :俄罗斯民族自豪感的失落

在俄罗斯民族情感中 ,民族自豪感尤为强烈。历史上的俄罗斯作为强大的帝国存在于世

界版图上使俄罗斯人引以为豪 ,横跨欧亚大陆的超级大国苏联更使俄罗斯人感到无比的骄傲。

1991年底 ,苏联在一夜之间从世界版图上消失 ,使俄罗斯人的民族自豪感遭到了巨大打击。

苏联解体使俄罗斯从一个超级大国跌落为二流国家 ,无法与美国平起平坐。加之俄罗斯独立

之初当局推行亲西方的政策 ,对西方列强过于软弱 ,使俄罗斯人备感失落。另外 ,在原苏联其

他加盟共和国独立后 ,当地俄罗斯人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受到压制和歧视 ,这使他们在俄

罗斯的同胞感到忿忿不平。叶利钦时期实行的“休克疗法 ”使俄罗斯经济遭到严重破坏。

1991年至 1999年 ,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几乎下降了一半 ,人口减少了 400多万 ,失业人数增

加 ,大多数人陷入贫困之中。普京总统执政以后 ,俄罗斯的经济状况有了一定的好转 ,人民的

生活有所改善 ,但俄罗斯的腐败现象严重 ,贫富差距越来越大 ,民众对此深表不满。这一切使

俄罗斯人心里逐渐产生了仇外、排外情绪 ,特别是把生活贫困和社会问题归咎于外族人和外国

人 ,认为外族人在俄罗斯经商、工作抢走了他们的工作机会 ,使他们失业。可以说 ,俄罗斯民族

主义的抬头是俄罗斯民族自豪感失落的一种逆反心态。

除了民族自豪感失落外 ,社会问题严重和意识形态混乱也是极端民族主义发展的一个重

要因素。苏联解体后 ,许多俄罗斯人对前途失去信心 ,离婚率陡增 ,大量家庭解体 ,大量儿童因

失去家庭关爱而造成了性格缺失。这类儿童是“光头党 ”成员的主要组成部分。另外 ,苏联解

体后 ,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否定 ,造成了人们思想的混乱和迷茫 ,于是各种思潮迅速泛起。

“光头党”所信仰的法西斯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也利用这一时机发展、壮大。

另一方面 ,俄罗斯民族一贯崇尚的爱国主义教育被弱化。俄罗斯独立后曾推行以崇尚

“全人类价值”和“人的个性”为核心的社会人文教育。普京执政后也要求将全人类的普遍价

值观和俄罗斯的传统价值观结合起来 ,大力宣扬爱国主义 ,将全社会统一在包含爱国主义的

“俄罗斯新思想”的旗帜下。但是 ,俄罗斯各类学校普遍不重视爱国主义教育 ,爱国主义不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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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参见冯绍雷、相蓝欣主编 :《转型理论与俄罗斯政治改革》,上海人民出版社 , 2005年 ,第 332页。

参见英国《金融时报》, 2005年 11月 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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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所接受。这导致学生的集体主义观念和集体荣誉感淡漠 ,斗殴之风日盛 ,新纳粹主义在广

大青少年中蔓延。

此外 ,在意识形态缺失的情况下 ,大量外来文化、变形的“爱国主义 ”、急速发展的财阀和

黑道的敛财手段都对不谙世事的青少年产生了负面影响。还有一些政客的极端言论也蒙蔽了

那些没有是非分辨能力的未成年人。日里诺夫斯基曾公开宣称要向整个伊斯兰世界宣战 ,要

求把“所有形迹可疑的人驱逐出境”。他在杜马 (议会下院 )竞选的宣传片中指责“亚洲人和南

方人带来坏影响”,号召“对南方来的客人关闭莫斯科的大门 ”,主张“让莫斯科成为俄罗斯人

的城市”。① 这些极端言论对思想不成熟的青少年具有很大的煽动性。所有这些因素都为极

端民族主义思潮的滋长和极端行为的蔓延创造了客观条件。

(三 )国际背景 :极右势力抬头的推波助澜。

从上世纪 80年代开始 ,在西欧和东欧就刮起了一股民族主义狂风 ,新纳粹组织和“光头

党”势力发展很快。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和种族主义极右派在一些国家的重大选举中相继取

得了胜利。在德国 ,种族主义极右派在每次选举中都获得 5% —14%的选票。在 1992年 ,他们

制造了 2184起暴力事件。20世纪 90年代初 ,在奥地利 ,由二战后的老纳粹分子组成的奥地利

自由党不断壮大 ,成为该国的第二大党。在北欧的挪威、丹麦和瑞典也出现了类似情况。在东

欧国家中 ,民族排外情绪也很明显。如捷克的“光头党 ”经常对吉普赛人和越南人采取暴力行

动 ;在匈牙利和波兰 ,犹太人的坟墓和犹太会堂经常被亵渎。在极右势力抬头的大国际背景

下 ,俄罗斯境内的极端民族主义团体“光头党”也随之发展、壮大。

五、俄罗斯极端民族主义发展的影响和趋势

俄罗斯民族主义恶性发展为极端民族主义的消极后果已经显现。首先 ,排外主义影响了

俄罗斯的形象 ,损害了俄罗斯的国际声誉。早 2004年 10月 , 37个非洲国家的驻俄大使就联合

向俄罗斯外交部提出照会 ,请求俄罗斯当局切实保护旅居俄罗斯的非洲国家公民的安全。

2006年 5月 8日总部设在伦敦的人权组织“大赦国际 ”发表报告称 ,俄罗斯当局“极度纵容 ”

“种族主义和仇外情绪”。该组织秘书长艾瑞尼 ·科汉说 :“俄罗斯的种族主义记录与该国的

国际地位不相称⋯⋯俄罗斯必须履行对国际人权法的承诺义务。”②其次 ,排外主义损害了俄

罗斯国家的经济利益。外国舆论指出 ,俄罗斯“充满民族主义和排外情绪 ”的“政治环境不利

于吸引外国直接投资”,俄罗斯“无法像西方那样从吸纳移民中获益 ”。③ 第三 ,极端民族主义

的排外思想有可能影响国家政治。近年来 ,一些俄罗斯政党和政客为了选举目的发表排外言

论。在 2005年莫斯科市议会选举中 ,俄“自由民主党 ”提出“将莫斯科从移民手中解放出来 ”

的仇外口号 ,“祖国”党也提出了所谓“把垃圾从莫斯科清理出去 ”的排外口号。④ 俄罗斯右翼

力量联盟主席尼基塔认为 ,需要利用法西斯分子来使国家在 2007年议会和 2008年总统选举

时做出选择 :“是要他们还是要我们。”⑤俄罗斯社会学家认为 ,“光头党 ”社会结构的变化 ,为

该组织“变成一支强大的选民队伍提供了保证 ”,如果说先前“贫穷 ”的“光头党 ”只因吃不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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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本能地排外 ,那么 ,如今“富裕 ”的“光头党 ”则是有“思想和见解 ”的排外主义者 ;“贫穷 ”的

光头党在生活状况改善后有可能脱离组织 ,但“富裕 ”的“光头党 ”“未必会因生存状况的改变

而背叛原则”。①

俄罗斯极端民族主义除有深刻的历史和社会现实根源外 ,在俄罗斯社会中还有较广泛的

生存基础。俄罗斯社会调查显示 :有 53%的人支持“俄罗斯是俄罗斯人的国家 ”的口号 , 60%

的人主张限制外来移民进入 ;俄罗斯有 100多家报纸和杂志带有种族主义倾向 ,为极端民族主

义分子提供舆论阵地。② 此外 ,“光头党 ”背后还有政治势力的支持。俄罗斯科学院社会学研

究所极端主义预防中心主任艾米尔·帕伊内教授指出 :“光头党 ”的一些头目公然声称他们是

在按国家杜马某些议员的意愿行事 ;“光头党 ”只不过是更大灾难的“报春鸟 ”,如果极端民族

主义拥有了自己的组织 ,并武装了自己的思想 ,其结果便是法西斯横行。③ 需要指出的是 ,俄

罗斯执法机关对极端民族主义的猖狂活动至今未能给予足够的重视。这一切为极端民族主义

的发展、壮大提供了环境。

总体上而言 ,尽管俄罗斯极端民族主义思潮的蔓延在短期内难以被遏制 ,但俄罗斯并不存

在法西斯兴风作浪的政治大环境。普京早在 2002年国情咨文讲话中就指出 :“极端主义的泛

滥是国家稳定和社会安定的重大威胁 ”,“所说的首先是那些高喊法西斯、民族主义口号并拿

着它们的标志的人 ,那些制造浩劫、毒打和谋杀人的人 ”。④ 近年来 ,俄罗斯当局和社会已开始

向排外主义宣战 ,包括舆论抨击和相关法律的出台。2006年 ,俄罗斯一些著名政治家和社会

活动家还专门成立了一个反法西斯组织 ,目的就是要与任何形式的种族歧视和法西斯主义作

斗争。可以相信 ,经过一番艰苦斗争后 ,俄罗斯人民终将能遏制极端民族主义的发展。曾为战

胜德国法西斯和把苏联建成第二个世界超级大国做出伟大贡献的俄罗斯人 ,一旦摈弃俄罗斯

民族主义中的极端成分 ,使民族主义蕴含自立、自强、自信的爱国主义因素 ,俄罗斯民族主义就

必将成为振兴俄罗斯的伟大精神力量。

Abstract　Neo - Nazism, with“skinhead”as its rep resentative, is the result of

political evolution from traditional Russian nationalism to extreme nationalism during the

social transformation in Russia. Due to the p rofound historical, social and global factors,

the development of extreme nationalism can’t be supp ressed in a short period, however,

the political environment in Russia can’t nourish the Neo - Nazism either. By taking the

elements of self - reliance, self - strength, and self - confidence in national patriotism

instead of the part of extreme nationalism , Russian nationalism will be the great force in

rejuvenating Russia.

(赵龙庚 ,研究员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 ,北京 , 100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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