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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摘  要2民族主义是俄罗斯在历史擅变中形成的独特思想文化。西化改革失败后, 俄罗斯国力和国际地位日趋衰

弱,以追求国家利益为核心的民族主义迅速兴起,它压倒包括自由主义在内的各种意识形态, 成为当代俄罗斯最具影响力

的政治思潮。受各种主、客观因素的影响, 不同时期、不同政党、不同社会组织的民族主义思想千差万别, 因此有必要对当

代俄罗斯民族主义的类型进行科学地划分,使研究更趋于全面。

1关键词2俄罗斯;民族主义; 国家

1中图分类号2C95 1文献标识码2A  1文章编号21009- 6981( 2006) 02- 0049- 03

  当代俄罗斯民族主义是在俄罗斯社会转型过程中兴

起的。在世界第三次民族主义思潮到来之际, 俄罗斯民族

主义的兴起引起了国内外学者、政界人士的广泛关注。

一、当代俄罗斯民族主义概念界定

俄罗斯科学院社会科学信息研究所 E#A#纳罗奇尼茨

卡娅研究员指出/ 在社会生活中很难找到比民族主义更能

引发激烈争论和得到各种截然不同评价的现象。0 ¹所以在

研究当代俄罗斯民族主义之前有必要对其概念进行界定,

以避免使研究陷入盲目和混乱的境地。另外, 受各种主、

客观因素的影响,不同时期、不同政党、不同社会组织的民

族主义思想千差万别,因此有必要对当代俄罗斯民族主义

的类型进行科学地划分,使研究更趋于全面。

1990年 3 月,随着世界上最后一块殖民地国家纳米比

亚宣告独立、东欧分裂和苏联解体后, 世界第三次民族主

义浪潮来临。冷战结束后, / 只有以国家利益为核心、以国

家对抗形式表现出来的国家民族主义在国际政治中仍然

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成为当今世界上最引人注目的社

会政治现象之一0。º当代俄罗斯民族主义主要指苏联解

体、俄罗斯立国后, 围绕对俄罗斯民族国家的忠诚所形成

的政治思潮。它既是对西方思想文化的摒弃与排斥, 对传

统俄罗斯思想、价值观等文化的再认同; 又是为了摆脱西

方国家抑制俄罗斯的困境, 以国家权力为诉求、以重现俄

罗斯大国为目标而进行的政治运动。它与俄罗斯国家利

益是相一致的, 是俄罗斯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而在国际关

系中表现出来带有倾向性的思想和行为, 是通过国家形式

表现出来的当代民族主义。

二、当代俄罗斯民族主义类型

当代俄罗斯民族主义种类繁多, 具体包括以下几种类

型:

11 俄罗斯民族社会主义。这种民族主义特别强调历

史和文化传统, 常常把狭义的民族主义(种族主义)与村社集

体主义的宗法式价值观、社会公正为基础的社会主义意识形

态结合在一起,完全否定苏维埃历史,却对俄罗斯帝国的态度

比较宽容,主张回归俄罗斯文化传统,坚决反对以休克疗法为

代表的西式改革路线,主张建立/大斯拉夫国0,谴责原苏联国

家歧视、排挤俄罗斯人的行为。其代表人物是索尔仁尼琴, 它

实际上是一种文化性质的民族主义。

21 俄罗斯民族资本主义。该政治观点承认接受现代

文明、现代欧洲工业文明的必要性, 不接受原苏联。该民

族主义的拥护者不愿意与共产党人结盟, 不喜欢当今留有

很多痕迹的俄罗斯。强调俄罗斯的全民族利益高于私人

和阶级的利益, 要求放弃/ 帝国的浪漫主义0 , 并承认现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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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地缘政治现实,宣布技术治国的民族主义和经济上的实

用主义。其代表人物是格罗德尼科夫、霍米亚科夫等人。

31 俄罗斯民族左翼强国主义。该民族主义的拥护者

几乎都是俄罗斯共产党人, 他们认为要保持俄罗斯国家完

整,重建更新了苏联人民的联盟, 确保俄罗斯人民的民族

统一,恢复苏联在世界上的传统利益和地位, 巩固联盟的

政治独立和经济自主,以国家爱国主义和大国思想取代国

际主义原则 ,主张对内国家利益高于一切。这是一种典型

的温和的民族强国主义。其代表人物是俄共中央主席久

加诺夫。

41 俄罗斯民族右翼强国主义。这种民族主义主张在

政治、经济等方面保持/ 俄罗斯道路0的独特性。经济上,

实行保护性的关税制度和孤立主义的封闭政策; 军事上,

建立统一强大的军队,支持车臣战争, 反对裁军 ,力主扩军

备战, 具有极端民族主义情绪; 对外政策上, 俄罗斯应与世

界大国划分势力范围, 恢复/ 俄罗斯同其地缘政治使命相

符合的世界超级大国的作用0, 不许任何外国以/ 保护人

权0和/支持改革0为借口, 干涉俄罗斯内政。对内主张种

族主义, 对外主张沙文主义。支持独联体其他国家境内的

俄罗斯民族分离主义运动。这是一种典型的极端种族、沙

文主义。其代表人物是自由民主党党魁日里诺夫斯基。

51 俄罗斯民族超意识形态主义。该民族主义认为,

/ 共产主义0、/ 资本主义0、/ 帝国主义0 的俄罗斯并没有什

么区别, 只要它强大、独立、有主权、繁荣就行, 它仅仅围绕

/ 俄罗斯思想0和/ 大国地位0展开,是一种典型务实的民族

复兴主义。1999 年普京上台以来积极实施这种民族主义,

成为目前最重要的民族主义思潮。

三、当代俄罗斯民族主义的表现形式及其特

征

当代俄罗斯民族主义思潮不但类型繁多、复杂, 而且

表现形式多种多样:他们非常关注俄罗斯作为一个世界大

国的历史作用和现实地位, 主张以有效的手段保证俄罗斯

国家利益;坚持反西方的立场; 强调俄罗斯独特的发展道

路,否定现代化的西方模式; 当代俄罗斯民族主义者, 除个

别情况外,一般不称自己是民族主义者, 而是爱国主义者,

包括像日里诺夫斯基这样的极端民主主义者, 较以前的民

族主义(俄国、苏联民族主义)相比有如下特点:

11 外生性。俄国、苏联时期的民族主义是内生的, 主

要表现为主体民族的大俄罗斯民族主义和少数民族的地

方民族主义之间的矛盾和冲突。而冷战后的当代俄罗斯

民族主义是构建在俄罗斯民族国家基础上的民族主义,其

根源来自外部压力, 它以俄罗斯民族国家为忠诚对象, 维

护俄罗斯民族利益和尊严, 保持俄罗斯的历史、文化和民

族传统,恢复俄罗斯大国地位为政治诉求, 它更多地体现

在如何对待西方文明、如何探寻新时期的/ 俄罗斯思想0。

2. 冒险进攻性。众所周知, 前现代化国家的民族主义

在历史上更多地表现为一种不良的意识形态或政治运动。

对外总是强调文化及种族的优越性, 强调本民族利益高于

其他民族利益, 对内倾向于压制不同的文化话语, 压制社

会其他认同形式, 从而极具冒险性和进攻性。德、日在二

战前的民族主义就表现为这一特点。当代俄罗斯民族主

义同德、日二战前的民族主义一样, 表现出排他性特征,

/ 在历史和现实中, 它们无一例外地对内镇压, 对外扩张,

追求霸权主义的帝国。0»加之俄罗斯民族主义与俄罗斯国

家构建、制度变迁、经济转轨相联系, 是西方压力下的民族

情绪的非良性扩散, 因而表现出封闭性、进攻性和不宽容

性特征。

31 党团性。随着俄罗斯的自由主义者改革失败后, 新

俄罗斯在经济和政治上都依赖西方, 失望之余的俄罗斯民

众开始诉求民族主义。最先打出俄罗斯民族主义旗号的

就是一些党派组织, 如俄罗斯民族共和党、人民民族和民

族布尔什维克党、俄罗斯民族团结组织、俄罗斯民族主义

者党及俄罗斯自由民主党等激进的民族主义组织。除了

一些打着民族主义旗号的政党之外, 还存在一些民族主义

色彩浓厚的利益集团, 这些利益集团一般为在全球化进程

中处于不利竞争地位的传统农工企业, 这些企业为了生存

和发展, 反对全球化,主张实行国家贸易保护政策,免受西

方市场的冲击。目前几乎所有的政党、所有社会利益集团

都高举民族主义旗帜,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

41 阶段整合性。当代俄罗斯民族主义从苏联解体到

现在, 从叶利钦攫取政权到普京顺利连任, 大致经历了四

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苏联解体到自由民主党成为议会第一大

党( 1991年 12 月一 1993 年 12 月)。苏联解体后, 共产主义

意识形态消失, 新俄罗斯表现出严重的民族认同危机, 出

现了信仰真空状态。这个阶段, 民族主义还停留在精神和

文化层面上。此时的俄罗斯主流意识形态不是民族主义

而是自由主义, 民族主义还在扮演着亚意识形态的角色,

没有形成广泛的政治运动,尚未指向国家权力。

第二阶段从自由民主党成为第一大党到俄罗斯出现

金融危机( 1993年 12月- 1998 年 8月)。在这一阶段,俄罗

斯国家制度的构建告一段落, 西方议会民主制度已见雏

形。俄罗斯人原以为, 俄罗斯的政治制度、意识形态、经济

模式都发生了变化, 对西方文明也存在着广泛的认同, 西

方人肯定会在经济上慷慨解囊, 在外交上继续承认俄罗斯

的大国地位。然而, 俄罗斯人的希望落空了。经济上, 除

了少量的人道主义援助外, 几乎没有得到实质性的援助。

外交上, 西方人以北约东扩对俄罗斯步步进逼 , 普通民众

有一种被欺骗和侮辱的感觉, 而/ 这些情况对民族主义者

来说正中下怀。0 ¼因此, 民族主义情绪普遍高涨。199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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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在俄议会大选中, 主张极端民族主义的自由民主党一

举成为议会第一大党即是证明。当然这里有俄罗斯人受

辱后的非理性冲动因素。自此, 民族主义不再仅仅停留在

精神表面,而是形成了以国家权力为诉求的政治运动。

第三阶段从俄罗斯出现金融危机到叶利钦下台( 1998

年 5月一 1999 年 12 月)。1998 年 5 月,俄罗斯遇到了破坏

性的金融危机。金融危机引起了政府危机, 进而引起了全

面的社会危机。与此同时, 西方人不顾俄罗斯的强烈反

对,不断染指前苏联的势力范围 ) ) ) 东欧地区, 使俄罗斯

民族自尊心受到严重伤害, 民族主义情绪进一步高涨, 达

到了冷战后的最高点。

第四阶段从普京执政至今 ( 2000 年 1 月 ) ) ) )。此时,

普京带领俄罗斯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在经济上推行

自由主义,在政治上倾向国家主义, 在思想和道德上属于

保守主义,在外交政策上实行现实主义。½这是普京的治国

理念。他倡导的民族主义是温和的、激进的民族主义, 他

的价值观可以概括为/ 爱国主义是旗帜, 强国意识是核心

和支柱, 国家主义是手段和动力, 社会团结和稳定是基

石。0¾该阶段的民族主义同国家领导人的治国思想有机结

合起来,成为振兴国家的工具。

综观当代俄罗民族主义发展的几个阶段可见, 民族主

义走过了从消极到积极的阶段整合过程,表现出了阶段整

合性。

四、当代俄罗斯民族主义的发展趋势

俄罗斯立国后,因受西方对俄策略以及俄罗斯国内政

治经济的影响,以日里诺夫斯基为首的俄罗斯民族右翼强

国主义和以久加诺夫为首的俄罗斯民族左翼强国主义的

主张曾一度受到宠爱, 成为当时俄罗斯民族主义的主流思

潮。但随着西方不断修正对俄政策, 俄罗斯国内政治体制

和法律体系的逐渐完善, 经济的逐渐回升, 俄罗斯民族右

翼强国主义逐渐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壤。务实的民族复

兴主义 ) ) ) 俄罗斯民族超意识形态主义逐渐压倒其他民

族主义力量, 1999 年普京上台以来积极实施这种民族主

义, 成为当代俄罗斯民族主义的主流。自 2004 年、2005 年

以来, 美国在俄罗斯势力范围内的独联体国家先后策划

/ 颜色革命0并 逐一得逞, 不断打压、遏制俄罗斯。这种状

况使俄罗斯社会一直保持较高的反美情绪, 再加上俄国是

一个有着深厚民族主义传统的国家, 所以民族主义不会很

快消失, 这种博弈状况还将继续存在下去。

1责任编辑  袁树平2

注释:

¹[俄] E#A#纳罗奇尼茨卡娅: 5民族主义 ) ) ) 历史与

现实6 ,莫斯科 1997年俄文版, 第 5页。

º李兴: 5论国家民族主义概念6 , 5北京大学学报6 (哲

学社会科学版) 1995 年第四期。

»徐迅: 5民族主义6 [ M] 1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3

年版, 第 78 页。

¼[美]布热津斯基: 5大棋局6 [ M] 1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134页。

½张树华、刘显忠: 5当代俄罗斯政治思潮61M2, 新华

出版社 2003年版, 第 324- 325 页。

¾张树华、刘显忠: 5当代俄罗斯政治思潮61M2, 新华

出版社 2003年版, 第 328页。

Some Reflections on the Modern Russion Nationalism

Song Jianzhang
1  Huang Tian. e2

( 11Hebei Teacher. s University,Hebei, Shijiazhuang, 050091

21Hebei Economies and Trade University,Hebei, Shijiazhuang, 050061)

1Abstract2The nationalism is the unique ideology culture formed in the Russian. s historical changes. After the

failure of the westernization reform, Russian national power and international position gradually declined, while the na2
tionalism whose nucleus is to pursue national interest, rapidly rose. Overpressing other ideologies including liberalism,

Nationalism soon became the most influential political trend of thoughts. Influenced by various subjective and objec2
tive factors, the nationalism in different periods, part ies and social organization varies. It is necessary to divide the

modern Russian nationalism and make the research more comprehen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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