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骚乱是一种社会失序现象，经常表现

为 一 种 无 组 织 的 力 量 以 一 种 突 然

而又剧烈的方式从事针对政府、 财产和

民众的暴力活动。 骚乱经常会导致严重

的政治后果， 一些国家的政权就是因为

社会骚乱而倒台的。 像沙皇俄国政府、美

国邦联政府、英国在印度的统治、突尼斯

本·阿里政权和埃及的穆巴拉克政权，都

是因为社会骚乱而崩溃的。 骚乱还具有

强大的传染性， 不仅仅会感染治理不良

的发展中国家， 就连西方发达国家中的

大国如法国和英国等， 也时常受到骚乱

事件的困扰。 前不久发生的英国骚乱事

件，就是其中一个重要的例证。

2011 年 8 月 6－10 日，英国爆发了一

起大规模的骚乱事件。 起因是 29 岁的北

伦敦居民马克·达根被警方开枪打死。 死

者亲友质疑警方的行动及其合法， 并组

织了小规模和平示威。 但随着谣言四起，
示威规模不断扩大， 和平示威也变成了

暴力骚乱。 并且，这些骚乱并不局限于伦

敦一地。 在持续 3 夜骚乱之后，从 8 月 9
日晚开始骚乱蔓延到曼彻斯特、 索尔福

德、西布罗米奇、伍尔弗汉普顿等地。 直

至 8 月 10 日 英 格 兰 中 部 的 一 场 大 雨 才

使骚乱突然停止下来。 在骚乱期间，成千

上万的青年砸毁店铺橱窗、劫掠商品、焚

烧车辆和建筑物、袭击警察局，并有人驾

车撞死了几名市民。 这起骚乱造成 5 人

死 亡、16 名 市 民 和 186 名 警 察 受 伤， 造

成的财产损失超过 2 亿英镑。 骚乱结束

以后，英国当局采取了严厉的惩罚措施，
逮捕了 3000 多名暴徒， 其 中 1000 多 人

被判处各种刑罚。

这起骚乱事起突然， 在让英国蒙受

耻辱的同时，世人更多的是不理解：为何

这么多遵纪守法的公民会突然转变为暴

徒，并持续了 5 天之久。 据统计，年轻、男

性、失业和贫困是暴徒的主要特征。 根据

英 国《每 日 电 讯》报 网 站 的 统 计 ，暴 徒 中

年龄在 18 岁以下的占 23.5%，18 岁到 24
岁的占 50.7%。 根据《每日邮报》网站的数

据统计，91.8%的骚乱参与者是男性。 虽

然 我 们 可 以 发 现 暴 徒 们 的 一 些 普 遍 特

征， 但是骚乱者并没有表现出任何政治

目标。 在骚乱过程中没有标语、 没有口

号、没有要求，仿佛只是在发泄自己的某

种不满与仇恨情绪，是一种典型的“无根

源、无领导、无组织”型骚乱。 正因为此，
这起骚乱才会来势汹汹， 但又很快云消

雾散；也正因为如此，我们才很难预测这

种骚乱是否会再次发生， 更不用说去预

测其会在何时、何地以何种形式再现了。

第一， 经济低迷是这次骚乱的主要

根源。 进入 2011 年以来，英国经济持续

低迷， 第二季度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

仅为 0.2%，失业率自 2009 年以来一直维

持在 7.5%至 8%之间，青年失业率更高达

20.6％，创历史最高。 这种状况迫使英国

各级政府削减开支， 特别是减少社会福

利方面的开支。 在骚乱的起点托特纳姆，
当地政府今年把青年服务项目预算削减

了 75%，很多无业青年被推向街头、游手

好闲。 高失业率导致了高犯罪率，而少数

族裔的失业率更高。 在少数族裔聚集的

托特纳姆区，犯罪率是英国平均水平的 3
倍以上。

第二，全球化时代阶级分层的固化，

贫富差距的日益严重是导致这起骚乱的

大背景。 在全球化时代，不同阶级群体之

间的差距日益扩大。 在消费主义盛行的

今天， 个体所消费的消费品成为标志个

体身份的主要象征。 这种人与商品之间

关系的异化， 使得底层年轻人把高档商

品视为自身价值的重要组成部分。 但由

于收入差距剥夺他们改善生活、 提高自

身地位的希望，一旦骚乱发生，这些人就

很快投入到骚乱浪潮之中。 手机和运动

鞋 等 经 常 被 用 来 标 志 青 年 人 的 物 品 ，也

成为这次骚乱中被抢劫的热门目标。
在最富有的人和企业充分享受全球

化便利的同时， 另外一些人也正在失去

自己的工作和发展机会。 这种现象过去

主要发生在蓝领阶级之中， 但现在白领

群体也面临不断加剧的生存压力。 同时，
全球化时代的社会世俗化， 也正在破坏

着资本主义经济体系所建立时的社会道

德基础。 这种状况不仅引起底层民众的

不满，中产阶级的反感情绪也在上升。 去

年 12 月，为 抗 议 大 学 学 费 上 涨 ，伦 敦 就

已爆发大规模抗议，以大学生、中学生为

主的抗议者与警方爆发严重冲突并酿成

打砸抢事件；今年 6 月底，数十万英国公

务员、教师走上街头，抗议政府的养老金

改革计划，也最终演变成暴力事件；伦敦

地铁、民航等部门员工也在工会领导下，
为抗议裁员举行多次罢工。

第三，社会破碎和教育失败。 经过多

年 极 端 自 由 主 义 和 个 人 主 义 教 条 的 教

育，当代很多年轻人成为不受管教、不尊

重权威的一代。 另外，很多年轻人甚至没

有受到过良好的正规教育。 英国有 9.4%
的未成年人在 15 岁至 19 岁之间甚至没

有接受过任何教育。 这些人生活依赖福

利、没有道德意识和感恩之心，又受到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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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网络暴力文化的感染而模糊了是非标

准。 例如，英国青年中流行的说唱文化中

就 带 有 颂 扬 暴 力 和 厌 恨 权 威 的 内 容 ，尤

其厌恶警察和父母的权威。 这种不良文

化不仅促进了年轻人物质主义情绪的高

涨，还助推毒品滥用等社会问题。 这些因

素都使得很多年轻人在权利意识急剧膨

胀的同时，责任意识的培育严重滞后。 在

这次骚乱中，暴徒只有一种商店不洗劫，
那就是书店， 很多暴徒连布娃娃和廉价

货都抢。 这表明在骚乱中，很多人只是为

了寻找发泄自我的乐趣。
第四，民族宗教矛盾。 二战结束以后

到 1983 年英国国籍法生效前，凡是前殖

民地公民只要付得起船票就可以前往英

国，就可以自动成为英国公民。 结果来自

南亚、中东、非洲乃至加勒比地区的移民

大批涌入英国，开始占据公交司机、纺织

工等底层工作职位。 这一状况导致英国

犯罪率上升，而警方在巡查、安检等领域

的做法又让很多少数族裔民众感到了压

力和歧视。 据 2010 年伦敦政治经济学院

的一份调查显示， 在英国平均每位黑人

遭遇盘查的次数要高出白人 26 倍，亚裔

被盘查的次数高出白人 6.3 倍。 这种状况

使得英国的有色人种对警察部门产生严

重的反感和愤怒。 特别是在这次骚乱的

发源地， 警车经过时经常会引来民众的

嘘声。
第五， 现代社交传媒手段在骚乱中

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黑莓手机、推特

网和脸谱网等新社交手段在骚乱期间被

广泛利用。 特别是在骚乱初期，各微博网

站上出现信息爆炸现象， 其中很多是不

实的传闻和谣言， 还有一些甚至直接煽

动暴力活动。 虽然在这些社交传媒中，良

性 的 信 息 要 远 远 多 于 谣 言 和 煽 动 言 论 。
但是在骚乱的混乱状态中， 越是极端的

言论往往越有市场。 更重要的是，这些新

社交媒体的出现， 改变了传统的自上而

下或中心－边缘式的精英媒体传播模式。
在今天，只要拥有可以上网的手机，任何

人都可以成为信息的获得者、传播者，传

统的信息获得、 编辑与接受模式已经被

颠覆。 在这种信息民主化、 草根化的时

代， 大多数国家的信息管控体系都落伍

了。

英国骚乱事件向人们揭示了一个日

益分裂、分散、多元且矛盾频发的当代社

会， 各国面临的不确定性威胁在不断上

升。 这种状况也随之带来了世界恐怖主

义状况的新变化。 如果说在“9·11”事件

爆发以后， 世界各国将基地组织视为主

要的恐怖主义威胁来源的话， 那么在今

天， 恐怖主义威胁更是全天候、 全方位

的。 再完善的国土安全措施和边境防御

措施， 也无法应对全球化背景下被不断

边缘化、异化的潜在危险人群。 从这个视

角出发， 当代恐怖主义也出现了一些新

的趋势与变化。
第一， 意识形态型恐怖主义呈上升

趋势。 自从上世纪 70 年代末以来，宗教

极端主义在世界恐怖主义中的地位不断

上升，并最终占据主导地位。 这种地位虽

然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但是自 2008 年

全球金融危机以来，随着各国经济停滞、
失业率上升以及政府削减财政开支的计

划，右翼和左翼群体都对现状不满，意识

形态型恐怖主义又呈上升趋势。 2010 年，
印度就有 1174 人死于极左恐怖活动，占

当年印度恐怖活动死亡人数的 62.1%，创

历史新高。 欧洲的西班牙、希腊和意大利

三国也于 2009 年报告了 40 起左右的 极

左和无政府主义暴力活动，比 2008 年上

升了 43%，是 2007 年的两倍。
与此同时，将失业压力、社会福利问

题归罪于少数民族、 有色人种和外来移

民 的 极 右 恐 怖 主 义 势 力 也 呈 上 升 趋 势 。
特别是在美国，仅仅在 2009 年就新增了

363 个新爱国主义组织， 总数上升 244%
达到 512 个。 这些组织反对当前美国政

府的关于社会福利、移民、税收等方面的

政策，认为国家正在剥夺人民的权利，走

在错误的道路上。 现在，美国不断发生或

破获极右恐怖活动及其阴谋。 在欧洲，极

右 势 力 也 呈 上 升 趋 势 。 2011 年 7 月 22
日，一名挪威极右分子杀害了 90 多名平

民，制造了北欧恐怖活动第一大案。 这充

分反映了在欧美发达国家中社会分裂状

况的严重性。

第二，恐怖组织的小型化、分散化和

草根化趋势比较明显。 “9·11”事件以后，
在国际反恐怖阵营的高压之下， 恐怖组

织 维 持 大 规 模 等 级 制 结 构 的 难 度 上 升 ，
分散的、 小型的恐怖组织成为当今世界

恐怖主义的重要特征。 以基地组织为例，
目 前 既 包 括“基 地 在 阿 拉 伯 半 岛 ”和 “基

地在伊拉克”等比较大的、结构紧密的组

织， 也存在一些散布在世界各地的潜伏

组织或睡眠组织。 这些组织成员很少，且

以亲威、 朋友、 同学或教友等关系为纽

带，很难预防也很难破获。 其他类型的恐

怖主义运动中也出现了类似的草根化趋

势。 希腊极左恐怖组织已活动两年多了，
至今没有发现大的组织迹象。 挪威恐怖

分子布雷维克在被逮捕以后， 曾声称全

欧洲有 80 名和他一样的独行 “烈士”准

备效法他发动袭击， 暗杀目标包括德国

总理默克尔、法国总统萨科齐、英国前首

相布朗和王储查尔斯等欧洲政要。 这些

说话虽然可信度不高， 但足以表明当代

恐怖主义的草根化、分散化趋势。
第三， 恐怖活动的当地化趋势比较

明显。 “9·11”事件以后，国际社会长期将

反恐怖的目光放在国际恐怖主义势力身

上。 特别是在全球化背景下，人们往往很

自然地认为世界恐怖主义的主要特征就

是国际化。 这在恐怖主义的根源、动机、
活动策略等方面也许是正确的， 因为互

联网和其他现代通信手段的存在， 各恐

怖组织和恐怖分子可以方便分享或复制

相关信息或思想。 但事实上，在过去几年

中， 恐怖活动的当地化趋势反而日益明

显。 西班牙马德里火车连环爆炸案，其实

是由被国际恐怖组织招安的本国贩毒组

织成员， 利用自有资金在西班牙当地购

买恐怖活动材料所从事的； 英国伦敦的

地铁连环爆炸案的主要成员， 也是在英

国本土出生、 受到国际恐怖主义思想影

响或受到国际海外恐怖活动技能培训的

本国公民所为。 美国胡德堡军营枪击案

的制造者哈桑少校，也是美国公民。 这表

明即使是欧美发达国家， 恐怖主义也不

再仅仅是一种外来威胁，而是自身社会、
政治秩序失调的一种表现。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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