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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2008年的马来西亚大选, 出现了所有政评家都意想不到的结果, 即执政的国阵失去数十年以来一直保有的

多数国会议席和五个州政权。本文运用混沌理论对此 /不规则0 现象进行解读, 先后分析选前形势, 印度人示威及其对其

他族群选民的影响, 网络传播与政治动员的关系等。本文认为, 政治领域和其他领域一样, 也存在 /混沌0 或 /不规则 0,
/网络政治0 特点, 使当代政治的 /不规则0 日渐增多, 传统定常的政治分析方法面临着新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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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Tw elfth Genera lE lect ion ofM alaysian in 2008 reached an unexpected resu l:t the ruling party BN

lost the leading posit ion in parliament and the reg imes in five prov inces w hich has been ho ld by BN for dozens o f

years. The paper ana lyzes the / irregu larity0 by theory of Chaos Science theory. The paper stud ies the situation be2
fo re the General E lection, theH indu demonstrat ion and its influence on o ther ethnic group vo ters, the relat ions be2
tw een the netw ork communication and po liticalmobilization. The paper argues that there are / chaos0 or / irregular2
it ies0 in the po litical fie ld as in other fields. / The network po litics0 w ill causemo re andmore po litical / irregulari2
t ies0. The traditiona l regular politic study methods is facing the new cha llenge.

马来西亚是一个较早实行议会选举的多元族群

国家, 虽然政治斗争和族群争议均非常激烈, 但

1957年建国以来的历届大选, 巫统为首的政党联

盟 (联盟 /国阵 ) 都赢得绝对多数的国会议席, 迄

今已连续执政 50年。然而, 在 2008年 3月 8日举

行的第十二届全国大选中, 国阵席位比上届的 198

席少了 58席, 仅赢 140席, 占 222个国会议席的

63106%, 失去了数十年以来保持的 2 /3国会议席

的强势地位; 在州议席选举中, 国阵也比上届的

453席少了 146席, 仅获 307席, 占 505个州议席

的 60179%, 不但没有收复反对党早已控制的吉兰

丹州政权, 还丢失了槟城、雪兰莪、霹雳和吉打等

四个州政权。反对党的国州议席则分别是 82席和

196席, 比上届大幅增加了 62席和 145席, 且控

制了五个州政权
[ 1]
。是届大选, 被当地评论称之

为 /政治大海啸0, 不仅因为该国政治版图因之发
生巨变, 影响深远, 还因为选举结果, 出乎意料!

马来西亚政局突变是如何发生的? 怎么解释它的

/无法预测 0? 它对我们诠释当代政治有何启示?

大选结束后, 新马两地探讨是届大选朝野阵营

得失利弊的评论不少, 如马来西亚的郑丁贤 5政
治海啸改变大马政治面貌 6, 邓开平 5非战之罪,

国阵 /自己打败自己 06, 5南洋商报6 社论 5大
马出现新的政治局面6, 新加坡 5联合早报6 社论
5马国政治风云突变 6 等, 朝野各党也对大选进行

了总结, 如 5巫统领袖总结六大败选因素 6, 等
等。有关评论就通胀、贪污、族群矛盾、施政弊

端、示威游行等诸多原因进行的种种论述, 对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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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届大选的各种情况无疑颇有帮助, 但鲜有从理论

上, 或从 /混沌学 0 的视角探讨马来西亚大选结
果 /无法预测0 的著述。作为当代重要的理论之
一, /混沌学 0 理论的应用已从气象学、物理学、
数学等学科拓展到生物、信息、医学、经济和管理

等多个学科领域, 研究国际经济关系一些论文, 也

采用了 /混沌学 0 的一些概念, 如林珏的 5论国
际经济关系中的 /蝴蝶效应06, 赵联宁 5/蝴蝶效
应 0 与东南亚金融危机 6 等, 但在政治研究应用

该理论的成果则不多。本文拟从 /混沌 0 理论的
视角探讨马来西亚政局突变的原因, 希望能比较客

观地解读马来西亚大选结果的 /无法预测 0, 并从
中获得某些启示。

一 近年马来西亚政经局势

国阵为什么在是届大选遭受重大挫败? 大选

后, 有关国阵大选失利的原因, 众说纷纭, 例如,

物价上涨, 治安恶化, 贪污严重, 贫富悬殊, 族群

矛盾尖锐, 族群分治架构失败, 民心思变, 多元政

治战胜族群政治, 国阵内部矛盾爆发, 等等。所有

这些, 对国阵无疑都是不利的。然而, 大选前, 国

阵政府虽然面对各种挑战, 首相阿都拉的民调支持

度也有所下滑, 但总的来说, 并没有出现引致政治

巨变的情况, 如经济严重衰退或社会极度动荡等;

部分选民有不满情绪, 但也还没到达 /爆发的临界
点 0 [ 2]

, 比起执政联盟曾蒙受较大挫折的 1969年、

1990年和 1999年大选, 2008年大选前的形势, 相

对稳定。

政治上, 大选前朝野力量对比非常悬殊, 执政

联盟国民阵线拥有 198个或 90%以上国会议席,

且控制了除吉兰丹州外的全国 12个州政权
[ 3 ]
。国

阵最大政党 ) ) ) 马来人的巫统拥有党员 340万, 占

全国人口 2700多万的 1215%或 1600多万马来人的

21%, 第二大执政党, 华人的马华公会也拥有近

100万党员, 占总人口的 5%或 600万华人的 16% ,

加上其他各党党员, 国阵党员有 400多万, 约占马

来西亚 900多万选民的近一半。反对党方面, 由于

政治目标差别较大, 人民公正党、民主行动党和伊

斯兰教党等三大反对党一直没有建立长期稳定的联

盟, 三党仅拥有 20个国会议席, 吉兰丹是反对党

控制的唯一州政权, 但在 45个州议席中国阵拥有

22席, 反对党仅以微弱的 1席优势执政, 地位岌

岌可危。反对党党员人数没有确切披露数字, 大选

前估计应在 100万左右, 比国阵少得多。 2007年

11月在首都吉隆坡发生的两场示威游行, 确实对

国阵造成一定的冲击, 但当天就给驱散的示威, 无

论从规模, 或从冲击的力度, 似乎都很难与摇动国

阵的政治优势划等号¹。而且, 根据 2007年 12月

独立民调中心的调查, 65%的被调查者满意政府应

付示威活动的方式
[ 4]
。

经济上, 2003年阿都拉政府掌政以来, 马来

西亚经济一直平稳发展, 2004年增长高达 711%,

2005年和 2006年略低, 但也分别增长 512% 和
519% , 2007年经济增长再上 613% , 高于政府和

民间机构的预测。由于经济的平稳发展, 马来西亚

贫困率持续下降, 失业率也继续维持 311% )
315%的低水平。政府的 /九五大马计划 ( 2006)
2010年 ) 0 和近两年连续推出的 /柔南经济特区 0
等几大经济特区发展计划, 得到普遍欢迎, 2008

年首季制造业投资总额激增 248% 达 226亿林吉

特。物价确实上涨, 但通胀压力比其他邻国轻得

多, 有关统计显示, 越南 4月份的通胀率升达

2114% , 印尼 5月份的消费价格上升了 1014%。
马来西亚的通涨率 2007年约 2% , 2008年第 1季

度按年仅增长 216%, 3月份同比也仅增长 218%。
至于其他原因, 同样也很难与动摇国阵的政治

优势划等号。如民心思变, 多元政治战胜族群政治

等原因, 民心思变和多元政治论述一直都有, 如

1999年大选前后 /政改运动0 所反映民心思变情
绪之强烈, 当时在野联盟 /替代阵线0 联合竞选
宣言所表述 /多元政治 0 理念之系统与明晰, 都

远远超过 2008年大选; 又如巫统或国阵内部矛盾,

贫富悬殊、贪污腐化、治安恶化、族群分治弊病等

问题, 固然会引起选民的不满, 但这些都不是什么

新问题, 一般来说, 难以在短期内产生轰动效应。

而且, 针对各种社会问题, 国阵政府也采取了各种

应对措施, 如针对人们对警察的不满, 政府在

2004年成立警察皇家委员会, 并在 2007年底将全

国商业罪案局总监南利尤索夫控上法庭, 这也是历

来被控贪污的最高警阶警官; 针对 /林甘短片 0
披露的司法丑闻¹, 政府也于 2007年底设立皇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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¹

1999年大选前后, 因前副首相安华被罢黜逮捕引发的 /政改运动 0, 规模要大得多, /政改运动 0 从 1998年 9月开始, 一直持续
到 1999年大选及之后, 其形式包括聚会演讲、示威游行、参与者从数千到数万不等, 掀起过好几拨高潮, 并引发街头冲突甚至外交风波,
但国阵在 1999年大选中依然赢得 2 /3多数席位的胜利。

/林甘短片 0 是由反对党领袖安华于 2007年 9月公开的揭发司法部公正的一段录像, 短片显示律师维卡纳伽林甘与一名据说是前
首席大法官阿末法鲁斯的资深法官通电话, 参与游说任命法官。



调查委员会进行调查。据 2007年 12月的独立民调

中心调查, 将近一半的受访者满意政府解决社会问

题的努力, 其中包括非常满意的人
[ 5 ]
。

为了争取华印选民支持, 国阵也一如既往地采

取 /发糖果 0 方式, 密集地答应华社和印度族群

长期争取的多项要求。如给各级华印学校发放拨

款, 同意增建 6所华小和搬迁 13所华小, 给华人

农民发耕地地契, 列印度人的大宝森节为吉隆坡和

布城的公共假期, 承认印度国大党创办的亚洲医

药、科学与科技大学医学系文凭, 等等。据估计,

大选前的短短两个月里, 政府给华社及印度社群的

拨款总数高达 1亿 3000万林吉特
[ 6 ]
。这些都是历

届大选争取华印两族选民屡试不爽的成功绝招。还

有, 和往届大选一样, 执政的国阵拥有各种选举优

势, 如庞大的选举资源和有利的选区倾斜, 以及种

族政治架构下进行种族政治动员的便利, 等等。

因此, 和自然海啸一样, 2008年 3月 8日的

这场政治海啸没有明显的预兆。大选前, 尽管不少

政治评论, 以及马来西亚的朝野政党, 包括最大执

政党巫统本身, 都估计到国阵的席位和支持率会有

所减少, 但几乎没有谁能够预测, 国阵的 2 /3强势

地位将会动摇。国阵领袖也承认将面对更多的考

验, 但却 /确认应处理的课题已获得妥善处理。0
表示有信心赢得 2 /3多数, 并从回教党手中重夺吉

兰丹州政权
[ 7]
。正是基于对形势比较乐观的判断,

政府提前宣布大选, 并慷慨地提供了长达 13天的

竞选期, 2月 24日提名, 3月 8日投票¹。反对党

对否决国阵的国会优势也没有把握, 投票前一天,

马来人反对党 ) ) ) 伊斯兰教党领袖聂阿兹, 还

/有感于党面临功败垂成、彷徨无助 0 而流泪 [ 8 ]
。

按照常规分析, 一般认为国阵可以拿到 80%的席

位, 远远超出 2 /3的底线。然而, 大选结果却出乎

意料: 马来西亚在没有严重经济衰退或极度社会动

荡的情况下, 却爆发政治海啸, 出现政局突变。

/执政党最终会输得这么惨, 在野各反对党则会赢

得这么多, 因此, 大家都感觉意外和惊愕。如果就

选民大举背弃国阵而言, 大选的结果更像是一次火

山的爆发0
[ 9 ]
。

二 /混沌 0 理论与马来西亚的众
多 /蝴蝶 0

应如何解读马来西亚的政局突变的 /不可预
测 0, 笔者认为混沌学的有关理论, 可以为之提供

一个较好的理论工具。因为, /混沌 0 特指 /不规
则性 0, 即一种确定的系统中出现的无规则的运
动, 或某种应该有的秩序却没有出现

[ 10 ]
。

(一 ) /混沌0
/混沌 0 理论的创始人洛伦茨, 是美国麻省理

工学院教授, 气象学家, 他用计算机作天气仿真运

算, 由于初始数据的微小偏差, 第二次仿真计算的

结果和第一次完全不同。洛伦茨把这个发现写成论

文 5确定性非周期流 6 于 1963年发表, 指出初始

条件十分微小的变化经过不断放大, 能带动整个系

统的连锁反应, 造成未来状态极其巨大的差别。这

种情况又称为 /对初始条件敏感依赖性 0 和 /并
非随机而貌似随机 0 或 /不规则性 0 [ 11]

。 1972年

洛伦茨发表第二篇论文 5可预报性: 在巴西一只

蝴蝶翅膀的拍打能够在美国得克萨斯州产生一个龙

卷风吗? 6, 进一步论述 /对初始条件敏感依赖
性0, 他指出, 像巴西一只蝴蝶扇动翅膀这个看似

微不足道的现象, 有可能改变大气运动的方式, 引

发美国德州出现龙卷风, 更不用说无数个更强大的

动物 (包括我们人类自身在内 ) 的活动了。他还

指出, 蝴蝶翅膀的影响, 将在湍动的空气中扩展,

而不是在静稳的空气中扩展
[ 12 ]
。这种说法后来被

形象地称为 /蝴蝶效应0。随着 1975年美籍华人

学者李天岩和美国数学家约克发表题为 5周期 3

意味着混沌 6 学术论文, 以及美国科普作家格雷

克的科普作品 5混沌: 开创新科学 6 中采用 /蝴
蝶效应0 为首章题名后, /混沌学 0 和 /蝴蝶效
应0 至今已广为人知。

根据混沌理论和 /蝴蝶效应0, 造成政局 /非
规则 0 巨变的条件起码有几个, 一是敏感的初始

微小变化或轻拍翅膀第一只蝴蝶, 二是可以引起连

锁反应的因子或更多的蝴蝶, 三是湍动的空气。在

马来西亚政局突变的分析中, 前者是不太起眼的社

会事件, 中者是各种潜在的矛盾, 后者则是选前的

政治氛围。

(二 ) 拆除印度庙与最初拍翅膀的蝴蝶

导致马来西亚政局突变的最初社会事件, 应是

拆除违章建筑, 这确实不可思议。虽然马来西亚宪

法规定宗教信仰自由, 但在 2006年 2月初到 2007

年 7月底短短的一年四个月间, 却有 80座印度庙,

因 /违章建筑 0 而被拆除、烧毁、迁移到化粪池
附近、或接到通知即将被拆除

[ 13]
。马来西亚的印

度教徒为阻止拆庙而奔走求援, 上书请愿, 甚至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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禀法庭。马来西亚的社会矛盾, 一向以占人口约

90%的马华两大族群的矛盾为主线, 印度人仅占人

口的 7%, 虽然生活相对贫困, 但却一直是国阵的

忠实支持者, /比较听话 0。因此, 他们的反应没

有引起相应的关注, 拆除印度庙的事件仍层出不

穷。2007年 10月底, 雪兰莪州当局在镇暴警察的

协助下, 在拆除一个非法木屋区的同时, 又拆除了

一座百年印度庙, 并逮捕十多名试图阻止拆庙的印

度教徒
[ 14]
。

此举最终激起印度人的强烈不满。因为宗教是

各族群传统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影响族群和

睦或造成族群冲突的重要因素
[ 15]

, 拆除百年老庙,

被视为是对印度人传统文化的严重亵渎, 属于相当

/敏感的初始条件 0。 2007年 11月 25日, 在印度

教徒权益委员会 (简称印权会 ) 号召下, 印度教

徒举行了独立 50年以来的首次大示威, 上万印度

人顶着警察的催泪弹及水炮, 上街示威, 警方则援

引内安法令扣留五名印权会领袖, 并一度逮捕和提

控不少示威者
[ 16]
。印度人的示威虽然没有升级,

但政府的强硬态度激起了印裔选民的普遍不满, 示

威游行后, 印裔的请愿抗议连续不断, 对国阵的支

持从 2007年 10月的 80% , 下降到 2008年 2月的

30%
[ 17]
。印权会领袖呼吁所有印度人在大选中对

国阵还以颜色, /把选票投给在野党, 无论是人民

公正党、民主行动党还是伊斯兰教党。0[ 18]
大选前

夕, 马来西亚上下已普遍认为印裔选民会大量投向

反对党。

(三 ) 其他蝴蝶与湍动的空气

印度人的 11月示威, 特别是示威之后连续不

断的请愿、抗议呼吁, 在多元族群并即将举行大选

的马来西亚, 同样是 /敏感 0 的。马来西亚当时
有不少矛盾, 政治氛围有所湍动。如该国第二大族

群华人, 为了争取各种公民权益, 特别是改变政府

长期奉行的马来人特权与新经济政策, 华社一直进

行着长期不懈的努力和抗争。虽然, 上世纪 90年

代政府推行 /小开放政策 0 以来, 华人选民对国

阵的态度已从抗拒逐渐走向合作, 并在最近的三届

大选 ( 1995年、 1999年和 2004年 ) 给国阵以全

力支持, 但马华两大族群的根本矛盾并没有解决。

2004年国阵获得大选胜利后, 一些巫统领袖在国

会和巫统代表大会上发表各种偏激的种族性言论,

巫青团长希山慕丁还连续三年在巫统大会上高举马

来剑。期间, 各种种族课题层出不穷, 马华两族围

绕 /种族输赢论 0, /槟城马来人边缘化 0, /华人
被邻国系统边缘化0, /土著股权报告 0, /马来西

亚是 -伊斯兰教国 . 还是 -世俗国 . 0, 以及一连
串宗教纠纷, 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华人选民的不安

与不满日渐增加。印度人的遭遇与抗争, 再次凸显

了非马来人的困境与无助, 华人选民的抵触情绪骤

然升高, 拟利用选票加以宣泄抗议者也与日俱增。

再如马来人, 作为最大的族群, 马来选民的投

向在大选中一直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这不仅因为马

来人选区占多数, 还因为 /巫统就是马来人, 马

来人就是巫统 0 [ 19]
, /只要马来族群不思变, 国阵

的执政地位几乎难以撼动。0 [ 20 ]
成立于 1946年的马

来人执政党巫统, 因高调捍卫马来人特权而被视为

马来人的政治代表, 一直得到广大马来选民的高度

信赖和倾力支持, 巫统及其为首的政党联盟也因此

在历届大选中屡屡获胜且组建强势政府。 1998年

到 2001年, 在 /安华事件0 引发的 /政改运动 0
的推动下, 大批马来选民曾一度转向支持反对党。

之后, 马来人寄望于阿都拉, 但政府近四年的表

现, 各种社会弊端和民生课题, 特别是燃油价格的

上涨引起不少选民, 特别是城镇马来中产阶级等有

车一族的不满, 重新激起了马来人的变革要求, 并

发起两次请愿示威, 即 2007年 9月底由律师公会

发起 2000多名律师参加的游行请愿, 和 2007年 11

月 10日由 /净选盟 0 发起约 3万人参加的集会游

行。后者也是 1998年 /政改运动0 以来的最大规
模的反政府示威, 不过两次游行的群众在递交请愿

书后都陆续解散。11月底的印度人示威, 特别是

随后发生的警民冲突, 逮捕审讯等一连串事件, 以

及印度选民日益增长的反国阵情绪, 连续不断地刺

激着人们的神经, 加上马来人反对党主导的各种课

题争议, 马来人对政府的大小不满遂迅速升温。

三 网络传播与政治动员

虽然中国有不少关于小事导致重大变故的典故

与成语, 如 /千里之堤, 毁于蚁穴 0 和 /星星之
火, 可以燎原 0 等, 但按照以往的政党政治发展

规律, 导致重大政治变局的往往要经过朝野阵营较

长时期的较量, 像马来西亚朝野实力对比如此悬

殊, 反对党要获得重大突破, 难度更大。事实上,

马来西亚过去也不乏 /敏感 0的事件、诸多的矛盾
和湍动的政治氛围, 但反对党却始终无法挑战国阵

的强势政治地位。然而, 从 2007年 11月 25日印

度人上街示威, 到 2008年 3月 8日大选投票, 仅

100多天, 马来西亚反对党就获得了令人 /意外和
惊愕 0的巨大胜利。原因何在? 是届大选和以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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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有何不同?

是届大选和以往大选的一个重要区别, 是网络

科技的迅速发展与普及, 反对党的胜利与其充分利

用网络传播进行政治动员有直接关系。

在政治动员方面, 传统的方法主要是人际动员

或利用印刷和电子媒介进行动员, 前者包括集会演

讲和登门拉票等, 后者包括在报纸、广播、电视上

宣传鼓动, 以及发宣传品、张贴海报等。由于缺乏

资金及媒体资源, 加上各种限制, 反对党的宣传声

势往往不如执政党, 政治动员的范围和效果均大受

到影响。但 21世纪是一个网络时代, 不受资金限

制, 且政府难以控制的网络传播, 使 /新闻信息
跨空间流动加速, 可以在瞬间传遍全球 0 [ 21]

。作为

亚洲小虎的马来西亚, 互联网普及率非常高, 1999

年大选时, 该国互联网用户不到 100万, 2008年却

增加到 1200万, 使用率为 45%, 特别是城市地区,

如首都吉隆坡、雪兰莪及槟城等经济发达的州, 互

联网使用率更高达 70%, 乡村互联网的覆盖率虽然

偏低, 但马来西亚手机使用率超过 70%, 网上消息

可以通过手机迅速传遍全国城乡。当时倾向反对党

的电子网站有好几家, 如英文网站 /当今大马 0
(M alaysiak in i1com ), /今日马来西亚0 (M alaysiato2
day1com ) , /票选大马 0 (M alaysia vo tes1com ), 以

及中文网站 /独立新闻在线 0 (merdekareview1com )

等, 各个反对党和一些主要的非政府组织还设有自

己的网站。反对党可以充分利用了网络科技, 通过

互联网、电邮、手机简讯及个人博客等途径, 向广

大选民传递信息。反对党领袖, 如公正党的安华和

民主行动党的林吉祥等人都设有个人博客, 伊斯兰

教党, 除了领袖个人的博客外, 还设有网上电台及

电视台。据统计, 大选成绩公布当晚, 英文网站

/当今大马0 的点击率突破了百万, 对人口仅 2000

多万的马来西亚而言, 比率是相当高的, 这些网站

受关注的程度也可见一斑。

网络信息的迅速传播, 使反对党的各种政治主

张广为人知, 赢得共鸣和支持。如反对党强调公平

正义 (公正党 ), 改变国运 (行动党 ) , 福利国

(伊斯兰教党 )
[ 22]
等多元政治主张, 特别是伊斯兰

教党淡化一直坚持建立 /伊斯兰教国 0 的理念,

不仅克服了以往反对党政纲 /南辕北辙 0 的痼疾,

为三大反对党的建立了超越种族藩篱的竞选合作扫

清了障碍, 也为各族选民支持整体在野战线, 提供

了政治基础。另外, 反对党提出改善治安、缩减貧

富差距、打击贪污等诉求, 承诺执政将提高燃油津

贴, 提供从小学到大学的免费教育等有针对性的具

体主张, 比政府的一连串大型发展计划, 更容易引

起普通选民的共鸣。同样的, 由于网络信息的跨空

间迅速流动的特点, 政府与国阵成员党的各种弊端

和矛盾的负面效应, 也随着反对党在网络的连续猛

烈抨击, 呈几何级数不断放大。

网络信息传播还使 /安华效应0再次发挥重要
影响。前副首相暨巫统署理主席安华在 1998年被

革职后, 曾领导掀起轰轰烈烈的 /政改运动 0, 致
使巫统在 1999年大选遭受重创。但随着局势逐渐

向有利于国阵的方向发展, 特别是 2004年大选公

正党只以微弱多数赢得 1个席位后, 很多政治评论

认为安华效应已经消失, 影响有限。然而, 2008

年大选, 特别是网络信息的迅速传播在政治动员发

挥的巨大作用, 却为安华施展政治才华提供了最佳

平台。因为, 互联网新闻传播不仅为传播者传播新

闻提供了超越时空局限的种种便利, 同时也为受众

获取新闻提供了超越时空局限的种种便利。在新闻

网站丰富的纵横链动结构中, 受众完全可以根据自

己的需求选择接收新闻的内容种类, 决定浏览新闻

的时间顺序, 对接收新闻的过程实施全方位自由调

配
[ 23]
。安华的个人魅力, 特别是他特殊的从政历

程, 自然使他成为选民关注的焦点。从 2007年 9

月推出 /林甘录像 0 到 当年 11月 /净选盟 0 发
起的示威游行, 从主导竞选议题到协调在野阵营,

从演讲听众挤得水泄不通到网络个人博客人气急

升, 处处突显安华的影响。虽然安华没能参选, 但

其妻女出征双双胜出, 夫人旺阿茲莎 2004年仅以

590张多数票险胜, 2008年的多数票却增达 13000

多, 女儿虽然首次参选, 却一举击败连任三届国会

议员的巫统政府部长, 其夫人旺阿茲莎领导, 安华

为实权领袖的人民公正党, 赢得的国会议席更从

2004年的 1席猛增到 2008年的 31席, 一跃成为最

大的反对党
[ 24 ]
。凡此种种, 无不显示了 /安华效

应0 的威力。
正是由于网络传播为政治动员, 特别是为反对

党的政治动员提供了超乎想象的便利快捷, /跟着
煽动翅膀的蝴蝶越来越多0, 三大族群不少选民的
不满情绪在短短三个多月时间, 就迅速地转化为对

反对党的支持。往届大选, 印度人选民始终是国阵

的忠实支持者, 马华两族则有所选择, 1990年大

选华人倾向对抗国阵, 但寻求马来人结盟却没有成

功。 1999年大选, 马来人掀起反政府的 /政改运
动0, 华人选民却担心局势动乱而全力支持国阵。
2008年大选却是三大族群共同反戈, 气势排山倒

海, 国阵便难以招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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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结论与启示

马来西亚大选结果令人 /意外和惊愕 0 的出
乎常规, 它的 /不规则性 0, 在某种程度上, 是对

传统政治学相对静态定常分析方法的一种挑战。传

统政治学把政治看成是各个政治群体的利益博弈,

这种博弈遵循一定的规则, 在一定系统模式中循

环。政治系统就像一台复杂的机器, 装备着各种功

能的大小部件, 大部件发挥大作用, 与大部件联系

密切的大事件导致大影响, 中小部件和中小事件的

作用和影响则依次递减, 博弈的结果因而是可以预

见的, 甚至是可以控制的。马来西亚不符常规的大

选结果却显示, 和气象、物理、数学、生物、信

息、经济和管理等多个领域一样, 政治领域也存在

/混沌0, 存在 /不规则性0, 事件大小与其影响的
程度, 再不是常规的或机械的, 某件开始看来并不

太大的事件, 通常只会产生较小的影响, 但也有可

能导致重大的政治变故, 事件与结果的联系由此变

得模糊, 结果也变得无法预测。马来西亚大选结果

的 /不规则性0, 既有其特殊性, 也有一定的普遍

性, 在不少亚洲国家, 都程度不同地存在导致当代

政治博弈 /不规则性 0 的几个要件, 如 /敏感的
初始条件0、 /诸多矛盾和湍动的政治氛围 0、 /网
络信息的瞬间传播 0 等, 都有可能演变为 /不规
则性0 的结果或重大的政治变故, 如韩国, 从同

意 /进口美国牛肉0, 发展到声势浩大的 /倒李风
潮 0, 也不过 100天时间, 当前亚洲某些国家局势

动荡, 也呈现一定的 /不规则性 0。
政治博弈的 /混沌 0, 和其他自然世界和社会

生活的 /混沌 0 一样, 应该早已存在, 但依据不

同的博弈条件和生产技术水平, 应有不同的发展阶

段。历史上, 由于政治博弈对硬实力, 如武装力量

和经济资源的要求, 以及政治动员的局限, 政治发

展基本处于一种定常发展状态, 即使偶有 /不规
则性 0 现象, 也被视为是偶然因素导致的偶然事

件。但当代政治就不一样, 一方面, 在越来越多的

国家中, 民意等软实力已成为政治博弈的胜败关

键, 并成为社会稳定风向标。在实施议会选举的国

家, 民意利用选票宣泄, 将有可能导致政权频繁更

替; 在非民主选举国家, 没有选票宣泄的民意, 如

果得不到疏导, 则有可能引发骚乱, 导致社会危

机。另一方面, 随着网络科技的发展, /网络政
治0 已成为当代政治的主要特征之一, 随着网络

信息传播的异常快捷广泛, 特别是在 /同一瞬间
捕捉或掌握到同一新闻信息 0 [ 25]

的信息共享影响

下, 辅以有效的策略, 公民意向, 包括各种层次不

同范围的群体情绪, 都有可能在极短的时间内出现

意想不到的大规模转向, 政治博弈的各方实力随之

发生巨大变化, 从而导致政治博弈的 /不规则 0
结果。因此, 当代政治发展不仅是定常、周期的运

动, 同时也存在无序的 /混沌 0 或 /不规则性 0,
后者呈日趋频密的态势。这不仅要求为政者关注一

切有可能是 /敏感 0 的初始小事, 也要求人们研

判当代政治发展时, 更新思维, 采用更多元的研究

方法, 包括应用 /混沌学理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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