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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欧洲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
宗教话语与选举动员
———基于大数据的话语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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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近年来ꎬ欧洲右翼民粹主义政党日益偏好使用宗教话语开展选举动员ꎮ

本文通过相关性分析ꎬ发现欧洲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宗教话语既非用于回应虔诚基督教

选民的宗教诉求ꎬ也非宗教冲突加剧引起本土宗教神圣性反弹的结果ꎮ 基于对欧洲各国

右翼民粹主义政党近十年来竞选宣言的大数据话语分析ꎬ本文发现ꎬ各党在对待特定宗

教与世俗主义议题的态度上有所差异ꎬ但其宗教话语构建呈现出较为相似的规律与逻

辑ꎮ 各党宗教元素的使用并不关乎宗教本身ꎬ而是呈现出鲜明的政治目的与工具色彩ꎮ

欧洲各国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制造包括基督徒与世俗主义者在内的欧洲原住民同穆斯林

移民之间的对立关系ꎬ是其区别于主流政党、彰显批判性与反叛性的“抗议式”选举动员

的策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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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英国“脱欧”后ꎬ随着国民联盟(Ｒａｓｓｅｍｂｌｅｍｅｎｔ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跃升为法国第一大反对

党、北方联盟 ( Ｌｅｇａ Ｎｏｒｄ) 在意大利政坛的强势崛起ꎬ以及选择党 ( 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 ｆüｒ

Ｄｅｕｔｓｃｈｌａｎｄ)成为德国的第三大政治势力ꎬ右翼民粹主义政党作为一种新型政党家族ꎬ

正在以欧洲为代表的西方世界崛起为一支日益强大的政治力量ꎮ

欧洲政治研究学者凯塞尔(Ｓｔｉｊｎ ｖａｎ Ｋｅｓｓｅｌ)指出ꎬ凡是将“人民”视为无差别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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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ꎬ将自身描述为捍卫人民主权的反建制政党均可被视为民粹主义政党ꎮ① 按照英国

政治学者祖礼阿尼洛(Ｍａｔｔｉａ Ｚｕｌｉａｎｅｌｌｏ)的类型学划分与统计ꎬ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在欧

洲民粹主义政党中占据主体地位(６８.２％)ꎮ② 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包含“右翼”与“民粹

主义”的双重特征ꎬ在西方政党的意识形态谱系中有着特定的空间位置ꎮ 作为一种特

殊的政党家族ꎬ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强调“人民”的内在整体性和一致性ꎬ在民族主义、

全球化、多元文化等议题上持保守立场ꎬ试图解构公共理性的逻辑ꎬ建构非理性的直

观ꎬ并以泛道德主义来解构现存问题ꎬ主张实现“激进民主”目标ꎮ③ 荷兰学者穆得

(Ｃａｓ Ｍｕｄｄｅ)将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意识形态特征总结为独裁主义、民粹主义与本土

主义ꎮ④ 尽管现有研究大多认为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具有某种价值观上的保守性ꎬ但究

竟此类政党具有多大程度的保守性、其价值观与西方国家传统意义上的保守政党存在

何种异同等问题尚未在学界得到充分的研究ꎮ

事实上ꎬ与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异军突起同样值得关注的是ꎬ尽管此类政党与基督教

民主主义政党不同ꎬ大多并无深厚的宗教背景与传统ꎬ却日益偏好采用宗教话语开展政

治动员ꎮ 近年来ꎬ法国国民联盟不仅反复强调法国具有深厚的宗教根基ꎬ还推动各地于

圣诞节庆典时在公共场所再现耶稣降生的场景ꎮ⑤ 意大利北方联盟曾于米兰大教堂前

举行竞选集会ꎬ期间该党主席萨尔维尼(Ｍａｔｔｅｏ Ｓａｌｖｉｎｉ)高举福音书ꎬ誓言“将实施宪法所

预见但很多人所忽视之事ꎬ并通过遵奉神圣的福音书所包含的教义来实现”ꎮ⑥

尽管宗教话语构建仅是整个右翼民粹主义的政党动员策略中的一部分ꎬ但厘清这

一政党家族的宗教话语建构逻辑是探究其价值观与思想特征的重要抓手ꎮ 笔者认为ꎬ

面对上述此类政党日益偏好运用宗教话语的西方政治新现象ꎬ有必要重新审视宗教在

政治生活中扮演的角色ꎮ 传统上ꎬ有关宗教如何影响现代选举政治的研究存在两种视

角:一种探讨社会上出现的某种宗教需求ꎬ以及政党、政治组织等政治行为体如何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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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种需求ꎻ另一种则强调宗教在政治生活中的工具意义ꎬ将宗教元素视为一种动员策

略ꎮ 换言之ꎬ在后一种视角下ꎬ无论是选民的选举行为ꎬ还是政治行为体的动员行为ꎬ

其中出现的宗教元素往往并非关乎宗教本身ꎬ而是服务于世俗与政治目的ꎮ 当前ꎬ少

量注意到西方国家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宗教动员的著述大多着眼于第一个视角ꎮ

许多学者承袭了哈贝马斯(Ｊüｒｇｅｎ Ｈａｂｅｒｍａｓ)、伯格(Ｐｅｔｅｒ Ｂｅｒｇｅｒ)等学者对“世界

处于世俗化进程中”这一经典理论的反思ꎬ将右翼民粹主义政党使用宗教话语置于

“后世俗社会”的语境中解读ꎮ 按照英国宗教政治学者德汉纳(Ｄａｎｉｅｌ Ｎｉｌｓｓｏｎ ＤｅＨａ￣

ｎａｓ)与社会学者史特林(Ｍａｒａｔ Ｓｈｔｅｒｉｎ)的说法ꎬ右翼民粹主义带有某种神圣性的色彩ꎬ

通过采用宗教符号与隐喻ꎬ满足人们的归属感与道德感等需求ꎮ① 美国政治学者明肯

贝格(Ｍｉｃｈａｅｌ Ｍｉｎｋｅｎｂｅｒｇ)与社会学者布鲁贝克(Ｒｏｇｅｒｓ Ｂｒｕｂａｋｅｒ)从文化多元主义视

角出发ꎬ认为宗教语言逐渐成为右翼民粹主义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ꎬ是西方世界

人口结构中族群宗教异质性增强的结果ꎮ② 一些学者据此研究宗教因素在政党竞争

与政治动员中发挥的作用ꎬ并指出继世俗主义与反世俗主义、基督教的宗派差异之后ꎬ

基督教与伊斯兰教的信仰分歧逐步成为欧美国家第三个维度上的宗教分化ꎬ并成为影

响选民选举行为的重要决定性因素ꎮ③

本研究试图系统性地探究如下核心问题: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崛起ꎬ是否是欧洲

国家宗教复兴或者宗教冲突加剧的结果? 欧洲国家的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缘何使用宗

教话语开展选举动员? 宗教因素在欧洲国家右翼民粹主义政党抬头的潮流中ꎬ究竟扮

演着何种角色? 笔者发现ꎬ强调宗教实际意义的研究视角不足以涵盖右翼民粹主义政

党使用宗教话语的全部内在动力ꎮ 本文基于实证分析指出ꎬ此类政党构建宗教话语的

最终指向在于抨击主流政党与精英建制ꎬ进而实现“抗议式动员”的目的ꎮ 在话语构

建的过程中ꎬ宗教元素的工具意义大于实际意义ꎮ

本文尝试为理解右翼民粹主义提供新的思路ꎬ并基于欧洲各国右翼民粹主义政党

近十年来的竞选宣言ꎬ采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ꎬ尤其是运用大数据分析技术ꎬ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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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现有欧洲右翼民粹主义研究中较为缺乏的宗教话语进行系统性探究ꎬ以期丰富欧洲

右翼民粹主义研究的研究对象、数据与方法ꎬ深化对欧洲右翼民粹主义政党这一西方

新崛起力量的认识ꎬ为把握欧洲当代政治转向提供智力支持ꎮ

一　 欧洲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宗教话语构建:一种宗教复兴的潮流?

按照 １９ 世纪以来兴盛的世俗化理论ꎬ随着社会现代化程度的不断提高、科学技术

的高速发展ꎬ以及全球化与个性化消费文化的兴起ꎬ宗教将会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ꎬ并

在政治与社会生活中黯然退场ꎮ 然而ꎬ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基督教民主政党在欧洲政坛

的迅速崛起、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美国基督教右翼运动的风起云涌ꎬ以及以伊朗伊斯兰革

命为代表的伊斯兰复兴运动在中东北非与东南亚等地区的异军突起ꎬ引发学者从不同

角度质疑或修正经典世俗化理论ꎮ

一种日益流行的观点认为ꎬ现代化并不必然导致政教分离ꎮ 此种观点批判世俗化

理论框架将宗教构建为现代性的“他者”ꎬ并强调宗教迄今仍在公共领域中发挥一定

的功能与作用ꎮ① 利普塞特(Ｓｅｙｍｏｕｒ Ｍａｒｔｉｎ Ｌｉｐｓｅｔ)和罗肯(Ｓｔｅｉｎ Ｒｏｋｋａｎ)在研究现代

政党体系时ꎬ认为宗教分化与阶层差异共同构成了现代政党的成因ꎬ并深刻塑造着选

民的选举偏好ꎮ 二人将宗教分化划分为两种类型:其一为国家主要教派与少数教派之

间的分化ꎬ例如英国国教徒与天主教徒之间的分化ꎻ其二为崇尚政教分离和现代价值

观的世俗主义者ꎬ以及拥护传统宗教建制与价值观的反世俗主义者之间的分化ꎮ② 按

照这一思路ꎬ在探讨当代欧洲国家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宗教动员时ꎬ一些学者认为ꎬ宗

教分化至今依然存在ꎬ但各国传统的基督教民主政党在长期参与竞争性选举的过程

中ꎬ为争取更广泛的选民基础而呈现温和化与实用主义倾向ꎬ在涉教议题上与世俗保

守政党的立场分歧显著缩小ꎬ因而越来越难以满足基督教选民维护传统宗教建制与价

值观等需求ꎮ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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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Ｄａｖｉｄ Ｍａｒｔｉｎꎬ “Ｔｏｗａｒｄｓ Ｅｌｉｍｉｎａ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ｏｆ Ｓｅｃｕｌａｒｉｚａｔｉｏｎꎬ” ｉｎ Ｇｏｕｌｄ Ｊｕｌｉｕｓꎬ ｅｄ.ꎬ Ｐｅｎｇｕｉｎ Ｓｕｒｖｅｙ ｏｆ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ꎬ Ｐｅｎｇｕｉｎꎬ １９６５ꎬ ｐｐ.１６９－１８２ꎻ Ｊｅｆｆｒｅｙ Ｋ. Ｈａｄｄｅｎꎬ “Ｔｏｗａｒｄ Ｄｅｓａｃｒａｌｉｚｉｎｇ Ｓｅｃｕｌａ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ｏｒｙꎬ” Ｓｏ￣
ｃｉａｌ Ｆｏｒｃｅｓꎬ Ｖｏｌ.６５ꎬ Ｎｏ.３ꎬ １９８７ꎬ ｐｐ.５８７－６１１.

Ｓｅｙｍｏｕｒ Ｍａｒｔｉｎ Ｌｉｐｓｅｔ ａｎｄ Ｓｔｅｉｎ Ｒｏｋｋａｎꎬ “Ｃｌｅａｖｅｇ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ꎬ Ｐａｒｔｙ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ａｎｄ Ｖｏｔｅｒ Ａｌｉｇｎｍｅｎｔｓ: Ａｎ Ｉｎ￣
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ꎬ” ｉｎ Ｓｅｙｍｏｕｒ Ｍａｒｔｉｎ Ｌｉｐｓｅｔ ａｎｄ Ｓｔｅｉｎ Ｒｏｋｋａｎꎬ ｅｄｓ.ꎬ Ｐａｒｔｙ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ａｎｄ Ｖｏｔｅｒ Ａｌｉｇｎｍｅｎｔｓ: Ｃｒｏｓｓ－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ｅｒ￣
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ꎬ Ｔｈｅ Ｆｒｅｅ Ｐｒｅｓｓꎬ １９６７ꎬ ｐｐ.１－ ６４ꎻ Ｓｔｅｉｎ ＲｏｋｋａｎꎬＣｉｔｉｚｅｎｓꎬ 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ｓꎬ Ｐａｒｔｉｅｓ: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ｅｓ ｔｏ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 ｏｆ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ꎬ Ｄａｖｉｄ ＭｃＣａｙꎬ １９７０.

这方面的相关研究参见 Ｓｔａｔｈｉｓ Ｎ. Ｋａｌｙｖａｓ ａｎｄ Ｋｅｅｓ ｖａｎ Ｋｅｒｓｂｅｒｇｅｎꎬ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ꎬ” Ａｎｎｕ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ꎬ Ｎｏ.１３ꎬ ２０１０ꎬ ｐｐ.１８３－２０９ꎻ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Ｄ. Ｄｒｉｅｓｓｅｎꎬ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ｚａｔｉｏｎ: Ｆｒａｍｉｎｇ Ｒｅｌｉｇｉｏｕｓ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Ｉｄｅｎｔ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Ｍｕｓｌｉｍ ａｎｄ Ｃａｔｈｏｌｉｃ Ｓｏｃｉｅｔｉｅｓꎬ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２０１４ꎬ ｐｐ.６２－１３４ꎮ



鉴于目前日益偏好构建宗教话语的欧洲国家右翼民粹主义政党选举基础迅速扩

大ꎬ以及基督教民主政党的支持率大幅下滑的现状ꎬ①有理由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 １:选民的宗教虔诚程度越高ꎬ支持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意愿就越强ꎮ

面对宗教的复兴及其对政治的影响ꎬ除了质疑世俗化理论的基本假设ꎬ并探究宗

教神圣性的独特功能与宗教价值观的延续ꎬ另一种观点试图修正世俗化理论ꎮ 后者并

不否认随着现代化和理性化的推进ꎬ宗教或将退出公共空间ꎬ但认为当现代化发展滞

后或者遭遇某种挑战时ꎬ极易引发宗教神圣性的反弹与重塑ꎮ② 不少学者由此将当代

欧洲国家右翼民粹主义政党采用宗教话语归结于当地族群宗教异质性提高的背景下

外来信仰体系ꎬ特别是伊斯兰教对本土主流信仰体系冲击的结果ꎮ③ 鉴于近几十年来

欧洲国家穆斯林人口占比的持续升高ꎬ④有理由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 ２:宗教分裂程度越高的国家ꎬ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支持率就越高ꎮ

本研究基于欧洲社会调查(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ｕｒｖｅｙꎬ ＥＳＣ)２０１８ 年的民意调查数据

来验证第一个假设ꎮ 笔者采用祖礼阿尼洛的类型学标准ꎬ选取至少存在一个右翼民粹

主义政党的欧洲国家ꎬ并将选民在最近一次的全国选举中投票给右翼民粹主义政党计

为“１”分ꎬ将投票给其他政党或没有投票计为“０”分ꎮ

尽管“宗教选民”(ｒｅｌｉｇｉｏｕｓ ｖｏｔｅｒｓ)的讲法常见于政治学著述ꎬ但由于这一群体内

部具有异质性与复杂性ꎬ“宗教选民”与“非宗教选民” (ｎｏｎ－ｒｅｌｉｇｉｏｕｓ ｖｏｔｅｒｓ)或者“世

俗选民”(ｓｅｃｕｌａｒ ｖｏｔｅｒｓ)的界限并非泾渭分明ꎮ 为验证假设 １ꎬ笔者将是否在行为上践

行宗教活动与生活方式作为信仰虔诚程度的主要测量标准ꎬ例如是否高频参加礼拜、

读经等宗教仪式活动ꎮ 本文将 ＥＳＣ 数据库中受访者关于教堂出席率的回答作为一个

自变量ꎬ且仅保留基督教受访者的回答ꎬ剔除非基督教受访者的回答ꎮ 笔者将数据库

中教会出席率的打分进行逆向处理ꎬ分值“１”表示“从不前往教堂”ꎬ“２”表示“偶尔前

往”ꎬ“３”表示“仅在特别的宗教节日前往”ꎬ“４”表示“每月至少一次”ꎬ“５”表示“每周

一次”ꎬ“６”表示“超过每周一次”ꎬ“７”表示“每天”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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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以来ꎬ西方许多国家基督教民主政党的支持率大幅下降ꎬ政治影响力大不如前ꎮ 参见
Ｆｒａｓｅｒ Ｄｕｎｃａｎꎬ “Ａ Ｄｅｃａｄｅ ｏｆ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 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 Ｄｅｃｌｉｎｅ: Ｔｈｅ Ｄｉｌｅｍｍａ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ＤＵꎬ ÖＶＰ ａｎｄ ＣＤＡ ｉｎ ｔｈｅ １９９０ｓꎬ”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Ｏｐｐｏｓｉｔｉｏｎꎬ Ｖｏｌ.４１ꎬ Ｎｏ.４ꎬ ２００６ꎬ ｐｐ.４６９－４９０ꎮ

Ｐｉｐｐａ Ｎｏｒｒｉｓ ａｎｄ Ｒｏｎａｌｄ Ｉｎｇｌｅｈａｒｔꎬ Ｓａｃｒｅｄ ａｎｄ Ｓｅｃｕｌａｒ: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Ｗｏｒｌｄｗｉｄｅꎬ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
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２０１２.

Ｓｔｅｖｅｎ Ｋｅｔｔｅｌｌꎬ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ꎬ Ｍｏｄｅｒｎｉｓ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ｅｃｕｌａｒｉｓａｔｉｏｎꎬ” ｉｎ Ｊｅｆｆｒｅｙ Ｈａｙｎｅｓꎬ ｅｄ.ꎬ Ｔｈｅ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 Ｈａｎｄｂｏｏｋ
ｔｏ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Ｐａｒｔｉｅｓꎬ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ꎬ ２０２０ꎬ ｐｐ.４４－５４.

２０１９ 年关于欧洲穆斯林人口预测的一项新研究ꎬ参见 Ｐｉｅｒｒｅ Ｒｏｓｔａｎ ａｎｄ Ａｌｅｘａｎｄｒａ Ｒｏｓｔａｎꎬ “Ｗｈｅｎ Ｗｉｌｌ Ｅｕ￣
ｒｏｐｅａｎ Ｍｕｓｌｉｍ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Ｂｅ Ｍａｊｏｒｉｔｙ ａｎｄ ｉｎ ｗｈｉｃｈ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ＰＳＵ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Ｒｅｖｉｅｗꎬ Ｖｏｌ.３ꎬ Ｎｏ.２ꎬ ２０１９ꎬ ｐｐ.１２３－１４４ꎮ



为验证假设 ２ꎬ笔者采用皮尤研究中心(Ｐｅｗ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Ｃｅｎｔｅｒ)２０１６ 年穆斯林人口

统计数据衡量各国的宗教分裂程度ꎬ并选取竞选宣言项目数据库(Ｍａｎｉｆｅｓｔｏ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ꎬＭＰＤ)中最近一次全国选举中各国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得票率数据衡量各

党支持率ꎮ

笔者使用皮尔逊相关性分析法ꎬ通过 ＳＰＳＳ 软件对选取的数据进行分析ꎬ发现选

民的宗教虔诚程度与支持右翼民粹主义政党意愿ꎬ以及宗教分裂程度与右翼民粹主义

政党支持率的相关系数分别仅为 ０.１０１ 与 ０.１３２ꎬ表明两组变量均无显著相关关系ꎮ

有趣的是ꎬ在穆斯林人口占比仅为 ０.４％的匈牙利ꎬ２０２０ 年以前的最近一次全国选举

中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得票率高达 ６８.３％ꎬ远高于穆斯林人口占比分别为 ８.８％与

６ １％的法国与德国(两国的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得票率分别为 １３.２％与 １２.６％)ꎮ①

由此看来ꎬ虔诚的基督教选民并非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重要选举基础ꎬ后者的宗

教话语动员未必是以回应前者的宗教诉求为目的ꎮ 而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受欢迎程

度与欧洲国家穆斯林人口的增加存在并不直接关联ꎬ因此ꎬ前者近年来日益使用宗教

话语ꎬ并非宗教冲突加剧引起本土宗教神圣性反弹的结果ꎮ 这些发现与主流看法并不

一致ꎮ 那么ꎬ为什么欧洲国家右翼民粹主义政党日趋偏好采用宗教话语开展选举动

员? 这就需要学术界提供更有解释力的分析框架ꎮ

二　 欧洲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宗教话语构建:文本特征与叙事框架

(一)数据与方法

为探讨欧洲国家右翼民粹主义政党采用宗教话语的行为逻辑ꎬ本研究针对欧洲各

国 ２０１０－２０２０ 年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竞选宣言开展大数据话语分析ꎮ

本文采用全样本数据ꎬ各政党的竞选宣言主要取自 ＭＰＤꎮ② 该数据库由柏林社会

科学研究中心开发ꎬ包含 １９４５ 年以来 ５０ 多个国家中超过 １０００ 个政党的竞选宣言ꎮ

同时ꎬ笔者采用政治文件档案数据库(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 ＡｒｃｈｉｖｅꎬＰＤＡ)作为补充ꎬ完善

ＭＰＤ 数据库中没有包含的数据ꎬ从而丰富总样本数据库的全面性ꎬ并校准 ＭＰＤ 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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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Ｐｅｗ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Ｃｅｎｔｅｒꎬ Ｅｕｒｏｐｅ’ｓ Ｇｒｏｗｉｎｇ Ｍｕｓｌｉｍ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ꎬ ２０１７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ｐｅｗｆｏｒｕｍ.ｏｒｇ / ２０１７ / １１ / ２９ /
ｅｕｒｏｐｅｓ－ｇｒｏｗｉｎｇ－ｍｕｓｌｉｍ－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 ꎻ Ａｎｄｒｅａ Ｖｏｌｋｅｎｓ ｅｔ ａｌ.ꎬ Ｔｈｅ Ｍａｎｉｆｅｓｔｏ Ｄａｔａ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ꎬ Ｍａｎｉｆｅｓｔｏ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ＭＲＧ /
ＣＭＰ / ＭＡＲＰＯＲ)ꎬ Ｖｅｒｓｉｏｎ ２０２０ｂꎬ Ｗｉｓｓｅｎｓｃｈａｆｔｓｚｅｎｔｒｕｍ Ｂｅｒｌｉｎ ｆüｒ Ｓｏｚｉａｌｆｏｒｓｃｈｕｎｇ (ＷＺＢ)ꎬ ２０２０ꎬ ｈｔｔｐｓ: / / ｍａｎｉｆｅｓｔｏ－
ｐｒｏｊｅｃｔ.ｗｚｂ.ｅｕ / .

Ａｎｄｒｅａ Ｖｏｌｋｅｎｓ ｅｔ ａｌ.ꎬ Ｔｈｅ Ｍａｎｉｆｅｓｔｏ Ｄａｔａ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ꎬ Ｍａｎｉｆｅｓｔｏ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ＭＲＧ / ＣＭＰ / ＭＡＲＰＯＲ).



库的信息ꎬ确保资源的可靠性ꎮ① 这一数据库由德国曼海姆大学与英国伦敦政经学院

的学者联合开发ꎬ收录了来自 ２０ 个欧洲国家的选举宣言、联盟协议、政府声明等超过

３０００ 份政治文件ꎮ

大量比较政治学的研究成果表明ꎬ在不同的政治制度下ꎬ选举的功能及其对于选民

和候选者的意义可能迥然相异ꎬ由此催生出不同的选举逻辑ꎮ② 为了避免政治制度因素

可能对研究结果产生干扰ꎬ本文聚焦民主化程度较高的欧洲国家ꎮ 笔者根据英国经济学

人智库(Ｅｃｏｎｏｍｉｓｔ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Ｕｎｉｔ)发布的“２０２０ 年度全球民主指数”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Ｉｎ￣

ｄｅｘ)ꎬ筛选出完全民主国家(ｆｕｌｌ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与缺陷民主国家(ｆｌａｗｅｄ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ꎻ③然后

按照祖礼阿尼洛的分类方法ꎬ确定这些国家的右翼民粹主义政党ꎬ并在 ＭＰＤ 与 ＰＤＡ 数

据库中获取各党 ２０１０－２０２０ 年的竞选宣言ꎮ 如表 ２ 所示ꎬ本文的话语分析对象为欧洲 ２５

个国家 ３３ 个政党的 ６８ 份竞选宣言ꎬ共包含 ５７６５９ 个准句子(ｑｕａｓｉ－ｓｅｎｔｅｎｃｅ)ꎮ④

尽管 ＭＰＤ 数据库包含部分结构化信息ꎬ但并未对宗教相关主题进行编码ꎬ因此ꎬ

这项研究主要采用 ＭＰＤ 与 ＰＤＡ 数据库提供的竞选宣言文本原始信息ꎮ 笔者首先通

过谷歌翻译软件将表 ３ 所列政党 ６８ 份竞选宣言中的非英文文本转化为英文文本ꎬ然

后请翻译团队进行人工校对ꎻ进而采用话语分析方法研究文本ꎬ并借助谷歌云深度学

习平台ꎬ结合自然语言处理算法ꎬ分析欧洲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宗教话语建构特征ꎮ

(二)词频统计分析

话语分析的要旨在于ꎬ通过对语句或语篇中词汇和语法等语言结构及语句间衔接

关系的研究ꎬ厘清具体语境中语句的真实语义ꎬ并揭示话语的建构逻辑ꎮ⑤ 这项研究

提炼出文本中涉及宗教的重要词条ꎬ分析结果见表 １ꎮ 从各词条出现的频率来看ꎬ欧

洲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竞选宣言中提到的宗教主要包括伊斯兰教、基督教各教派与犹

太教ꎮ 其中ꎬ“伊斯兰教(的) /穆斯林”出现的频率最高ꎬ超过“基督教(的) /基督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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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Ｋｅｎｎｅｔｈ Ｂｅｎｏｉｔꎬ Ｔｈｏｍａｓ Ｂｒäｕｎｉｎｇｅｒ ａｎｄ Ｍａｒｃ Ｄｅｂｕｓꎬ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ｆｏｒ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ｎｇ Ｐｏｌｉｃｙ Ｐ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Ａｎｎｏｕｎ￣
ｃｉｎｇ ａｎ Ｏｐｅｎ Ａｃｃｅｓｓ Ａｒｃｈｉｖｅ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ꎬ” Ｇｅｒｍａ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ꎬ Ｖｏｌ.１８ꎬ Ｎｏ.３ꎬ ２００９ꎬ ｐｐ.４４１－４５４.

Ｓｔｅｖｅｎ Ａ. Ｂｌｏｃｋꎬ Ｋａｒｅｎ Ｅ. Ｆｅｒｒｅｅ ａｎｄ Ｓｍｉｔａ Ｓｉｎｇｈꎬ “Ｍｕｌｔｉｐａｒｔｙ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ꎬ Ｆｏｕｎｄｉｎｇ 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Ｃｙｃｌｅｓ ｉｎ Ａｆｒｉｃａꎬ”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ｅｓꎬ Ｖｏｌ.１２ꎬ Ｎｏ.３ꎬ ２００３ꎬ ｐｐ.４４４－４６８ꎻ Ｅｌｌｅｎ Ｌｕｓｔꎬ “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ｚａｔｉｏｎ
ｂｙ 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ｓ?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 Ｃｌｉｅｎｔｅｌｉｓｍ ｉｎ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ꎬ”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ꎬ Ｖｏｌ.２０ꎬ Ｎｏ.３ꎬ ２００９ꎬ ｐｐ.１２２－１３５ꎻ Ｊｅｎ￣
ｎｉｆｅｒ Ｇａｎｄｈｉ ａｎｄ Ｅｌｌｅｎ Ｌｕｓｔ－Ｏｋａｒꎬ “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ｓ Ｕｎｄｅｒ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ａｒｉａｎｉｓｍꎬ” Ａｎｎｕ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ꎬ Ｖｏｌ.１２ꎬ ２００９ꎬ
ｐｐ.４０３－４２２.

“Ｇｌｏｂａｌ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Ｈａｓ ａ Ｖｅｒｙ Ｂａｄ Ｙｅａｒꎬ”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ｓｔ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ｅｃｏｎｏｍｉｓｔ.ｃｏｍ / ｇｒａｐｈｉｃｄｅｔａｉｌ / ２０２１ / ０２ /
０２ / ｇｌｏｂａｌ－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ｈａｓ－ａ－ｖｅｒｙ－ｂａｄ－ｙｅａｒ.

包含一个信息或者一项陈述的语句被视为一个准句子ꎬ一个自然语句中可能包含多个准句子ꎮ ＭＰＤ 数
据库采用准句子作为编码单元ꎬ本文研究沿袭此种编码方法ꎮ

蒋红柳:«语用学综观论:话语分析的理论基础与应用»ꎬ载«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ꎬ２０１８ 年
第 ２ 期ꎬ第 １２２ 页ꎮ



徒”的两倍ꎬ而“犹太教(的) /犹太人” “佛教(的) /佛教徒”等其他宗教则极少出现ꎮ

值得注意的是ꎬ文本中 ４９％有关“基督教(的) /基督教徒”的表述出现在匈牙利青年民

主主义者联盟—匈牙利公民联盟同基督教民主人民党(Ｋｅｒｅｓｚｔéｎｙｄｅｍｏｋｒａｔａ Ｎéｐｐáｒｔ)

组成的竞选联盟宣言ꎬ以及匈牙利尤比克党与瑞士人民党的独立竞选宣言中ꎮ 作为基

督教民主党派的竞选伙伴ꎬ前者偏好采用更多基督教元素并不意外ꎮ 而尤比克党最初

发源于匈牙利罗兰大学的保守基督教组织ꎬ①自 ２００３ 年建立起ꎬ便长期自我标榜为

“一个爱国的、基督教的、保守的、关注社会事务的人民政党”ꎬ②并一直将基督教元素

作为其话语体系的重要基石ꎮ 瑞士人民党与基督教会或基督教团体的关联甚少ꎬ且初

建时也极少流露出宗教情结ꎮ 但自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特别是进入 ２１ 世纪以来ꎬ该党试

图将选票基础由原先的新教徒选区扩展至过去基督教民主人民党占据主导的部分天

主教徒选区ꎬ并为了减少竞争劣势而显著增加了宗教话语宣传ꎮ③ 相较于上述三个政

党ꎬ其他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竞选宣言对基督教提及的频次则明显偏少ꎮ 不过ꎬ在上

述三个政党与其他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竞选宣言中ꎬ“伊斯兰教(的) /穆斯林”词条出

现的频次并无明显差异ꎮ

表 １　 文本内容中与宗教相关的重要词条

关键词 频次 关键词 频次

基督教(的) /基督教徒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ｉｔｙ /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
８２

伊斯兰主义

(Ｉｓｌａｍｉｓｍ)
１９

天主教(的) /天主教徒

(Ｃａｔｈｏｌｉｃｉｓｍ / Ｃａｔｈｏｌｉｃ)
１１

清真寺

(ｍｏｓｑｕｅ)
２７

东正教(的) /东正教徒

(Ｏｒｔｈｏｄｏｘｙ / Ｏｒｔｈｏｄｏｘ)
４ 宣礼塔(ｍｉｎａｒｅｔ) ３

基督教会 /教堂

(ｃｈｕｒｃｈ)
２９

伊斯兰学堂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ｓｃｈｏｏｌ)
１４

受难节

(Ｇｏｏｄ Ｆｒｉｄａｙ)
２

古兰经

(Ｋｏｒａｎ / Ｑｕｒａｎ)
９

９０１　 当代欧洲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宗教话语与选举动员

①

②
③

Ｈｕｍａｎ Ｒｉｇｈｔｓ Ｆｉｒｓｔꎬ “Ｔｈｅ Ｊｏｂｂｉｋ Ｐａｒｔｙ ｉｎ Ｈｕｎｇａｒｙ: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ａｎｄ 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ꎬ”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５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ｈｕｍａｎｒｉｇｈｔｓｆｉｒｓｔ.ｏｒｇ / ｓｉｔｅｓ / ｄｅｆａｕｌｔ / ｆｉｌｅｓ / Ｊｏｂｂｉｋ－Ｐａｒｔｙ－Ｆａｃｔ－Ｓｈｅｅｔ－ｆｉｎａｌ.ｐｄｆ.

参见尤比克的原则宣言ꎬ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ｊｏｂｂｉｋ.ｃｏｍ / ｄｅｃｌａ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ꎮ
Ｄａｎｉｅｌ Ｂｏｃｈｓｌｅｒꎬ Ｓｅａｎ Ｍｕｅｌｌｅｒ ａｎｄ Ｊｕｌｉａｎ Ｂｅｒｎａｕｅｒꎬ “Ａｎ Ｅｖｅｒ Ｃｌｏｓｅｒ Ｕｎｉｏｎ?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Ｐａｒｔｉｅｓ ｉｎ Ｓｗｉｚｅｒｌａｎｄꎬ １９９１－２０１５ꎬ” Ｓｗｉｓｓ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Ｒｅｖｉｅｗꎬ Ｖｏｌ.２２ꎬ Ｉｓｓｕｅ １ꎬ ２０１６ꎬ ｐｐ.３３－３４.



圣乔治节

(Ｓｔ Ｇｅｏｒｇｅ’ｓ Ｄａｙ)
２ 伊斯兰教法(ｓｈａｒｉａ) ２４

犹太教(的) /犹太人

(Ｊｕｄａｉｓｍ / Ｊｅｗｉｓｈ / Ｊｅｗ)
７

伊玛目

(ｉｍａｍ)
５

合乎犹太教规的(ｋｏｓｈｅｒ) ２ 合乎伊斯兰教规的(ｈａｌａｌ) １１

佛教(的) /佛教徒

(Ｂｕｄｄｈｉｓｍ / Ｂｕｄｄｈｉｓｔ)
２

头巾 /面纱

(ｈｅａｄｓｃａｒｆ / ｈｉｊａｂ / ｖｅｉｌ ｎｉｑａｂ)
２６

伊斯兰教(的) /穆斯林

(Ｉｓｌａｍꎬ Ｉｓｌａｍｉｃꎬ Ｍｕｓｌｉｍ)
１５８

罩袍

(ｂｕｒｑａ)
１９

伊斯兰化

(Ｉｓｌａｍｉｚａｔｉｏｎꎬ Ｉｓｌａｍｉｚｅ)
１３

圣战

(ｊｉｈａｄ)
１７

　 　 注:表由作者自制ꎮ

由于宗教传统与人口信仰结构不同ꎬ欧洲各国对待基督教教派的态度有所差别ꎮ

在受新教影响较大、新教徒人口比例较高的欧洲北部国家ꎬ右翼民粹主义政党通常仅

笼统地提及“基督教”ꎬ而较少表现出对不同基督教派别的关注ꎬ试图营造对基督教各

派更为包容的形象ꎮ 而在天主教传统较为深厚的意大利、波兰等国家ꎬ一些右翼民粹

主义政党则会在竞选纲领中提及“天主教”ꎬ并指出天主教教义是该党重要的思想源

泉ꎮ 此外ꎬ在以希腊为代表的东正教占主导的国家ꎬ右翼民粹主义政党亦会重点强调

维护东正教的价值观ꎮ 不过ꎬ无论何种情况ꎬ此类政党对“基督教”的描述总体上较为

模糊ꎮ 除了多数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在竞选宣言中谈到“基督教会 /教会”ꎬ只有个别政

党提及受难节、圣乔治节等基督教节日ꎬ各党的竞选宣言中普遍缺乏有关基督教的其

他重要词条ꎬ甚至连“圣经”“十字架”等常见的基督教象征都未见诸文本ꎮ 这与欧洲

基督教民主政党差异显著ꎬ后者的竞选宣言中常常提及十字架、基督教传统节日、以

１５１７ 年宗教改革运动为代表的重要宗教事件等意向表达宗教情结ꎮ①

然而ꎬ文本中有关伊斯兰教的象征却颇为丰富ꎬ其中出现频次较高的词条包括

“头巾 /面纱”“清真寺” “伊斯兰教法”等ꎮ 由此看来ꎬ对基督教与伊斯兰教不成比例

的关注度构成当前欧洲右翼民粹主义政党构建宗教话语的一个重要特征ꎮ 在开展有

关伊斯兰教的话语构建时ꎬ这些政党不仅反复强调伊斯兰教与穆斯林ꎬ而且试图辅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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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例如德国基督教民主联盟 ２０１７ 年竞选宣言、奥地利人民党 ２０１７ 年竞选宣言ꎬ取自 ＭＰＤ 数据库ꎮ



以诸多宗教象征ꎬ勾勒出具象的涉教图景ꎮ 但在开展有关基督教的话语构建时ꎬ欧洲

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则有限谈论基督教及其信徒ꎬ似乎仅仅将基督教作为一种抽象符

号ꎮ

(三)情感分析

右翼民粹主义的发展本质上反映了欧洲社会的保守主义趋势ꎬ而在此问题上ꎬ右

翼民粹主义政治力量在思想观念上与各国保守主义思想力量ꎬ尤其与基督教民主主义

的传统有着重叠之处ꎮ 然而ꎬ尽管欧洲右翼民粹主义政党与基督教民主政党均宣扬对

基督教价值观的维护ꎬ但不同于后者ꎬ前者的宗教话语构建存在“重伊斯兰教轻基督

教”的现象ꎬ这是否说明这些政党并未出现崇尚传统价值观与宗教意识形态的趋势?

换言之ꎬ是否这些政党构建宗教话语未必服务于反对世俗化与复兴基督教的目的?

为了更精确地考察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对待宗教的态度及其构建宗教话语的目的ꎬ

本研究采取了语义情感分析方法ꎮ 为探究欧洲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宗教话语是否具

有反对世俗化的功能ꎬ本研究在考察此类政党对待基督教与伊斯兰教语义情感的同

时ꎬ也试图考察其对待世俗主义的语义情感ꎮ 此种研究方法又名文本倾向性分析ꎬ旨

在分析文本所传达的对于产品、事件、主题等实体的情感、评价、态度等主观感受ꎮ①

研究通过深度学习令计算机判断文本对基督教、伊斯兰教与世俗主义的看法或评论是

积极、消极或中性意见ꎮ

ＭＰＤ 数据库中提供了有关各政党对待贸易保护主义、国际主义、宪政主义等主题

的语义情感分析数据结构ꎮ 其分析路径是根据相关标准ꎬ通过计算每一份竞选宣言中

赞同、褒扬相关主题的准句子在全文准句子总数中占据的百分比ꎬ作为积极情感指数ꎻ

同时计算每一份竞选宣言中反对、贬低相关主题的准句子在全文准句子总数中占据的

百分比ꎬ作为消极情感指数ꎮ 鉴于数据库并未计算各党针对宗教与世俗主义的情感指

数ꎬ本研究遵循相同的逻辑ꎬ采用表 ２ 所示的评判标准ꎮ 笔者假定各党对待宗教本身、

宗教建制与宗教观念的态度未必一致ꎬ因而从这三个维度入手ꎬ根据涉及基督教与伊

斯兰教的高频词汇确定主题关键词ꎮ 鉴于文本中缺乏与宗教建制相对应的世俗主义

建制ꎬ本文仅探讨各党对待世俗主义本身与世俗主义观念的态度ꎮ 笔者在文本中检索

包含表 ２ 所列关键词的准句子ꎬ然后采用 ＴｅｘｔＢｌｏｂ 包计算出每份文本对待基督教、伊

斯兰教与世俗主义的积极与消极情感指数ꎬ测算出欧洲各右翼民粹主义政党近十年来

对待三个主题的积极情感指数与消极情感指数的平均数ꎬ进而用前者减去后者ꎬ得出

１１１　 当代欧洲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宗教话语与选举动员

① Ｂｉｎｇ Ｌｉｕꎬ Ｓｅｎｔｉｍｅｎｔ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ａｎｄ Ｏｐｉｎｉｏｎ Ｍｉｎｉｎｇꎬ Ｍｏｒｇａｎ ＆ Ｃｌａｙｐｏｏｌ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ꎬ ２０１２ꎬ ｐ.６.



各党针对世俗主义的综合情感指数ꎮ 为了便于比较ꎬ笔者对这些指数进行了标准化处

理ꎮ 综合情感指数为正数ꎬ说明政党对相关主题的态度为积极ꎬ且绝对值越大积极程

度越高ꎻ反之则说明政党对相关主题的态度为消极ꎬ且绝对值越大消极程度越高ꎮ

表 ２　 基督教、伊斯兰教、世俗主义语义情感指数的评判标准

主　 　 题 评判标准 主题关键词

对待基督教的语义情感 对待基督教本身的语义情感

基督教(的) /基督教徒ꎻ
天主教(的) /天主教徒ꎻ
东正教(的) /天主教徒

对待基督教建制的语义情感

基督教会 /教堂ꎻ
教皇(ｔｈｅ Ｐｏｐｅ)ꎻ
神职人员(ｃｌｅｒｇｙ)

对待基督教观念的语义情感

道德准则(ｍｏｒａｌｉｔｙ)ꎻ
家庭(ｆａｍｉｌｙ)ꎻ
婚姻(ｍａｒｒｉａｇｅ)

对待伊斯兰教的语义情感 对待伊斯兰教本身的语义情感 伊斯兰教(的) /穆斯林

对待伊斯兰教建制的语义情感

清真寺ꎻ
伊玛目ꎻ

伊斯兰教法

对待伊斯兰教观念的语义情感

头巾 /面纱ꎻ
罩袍ꎻ
吉哈德

对待世俗主义的语义情感 对待世俗主义本身的语义情感
世俗的 /世俗主义

(ｓｅｃｕｌａｒ / ｓｅｃｕｌａｒｉｓｍ)

对待世俗主义观念的语义情感

离婚(ｄｉｖｏｒｃｅ)ꎻ
未婚同居(ｃｏｈａｂｉｔａｔｉｏｎ /

ＰＡＣＳ)ꎻ
性少数群体(的)(ＬＧＢＴ /
ｓａｍｅ－ｓｅｘ / ｈｏｍｏｓｅｘｕａｌ)ꎻ

体外受精(ｖｉｔｒｏ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ꎻ

人工流产(ａｂｏｒｔｉｏｎ)ꎻ
安乐死(ｅｕｔｈａｎａｓｉａ)

　 　 注:表由作者自制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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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３ 显示ꎬ欧洲右翼民粹主义政党普遍对基督教的态度颇为积极ꎬ而对伊斯兰教

的态度相当消极ꎮ 这表明ꎬ这些政党对于两种宗教的叙事模式带有明显的主观感情色

彩ꎬ旨在构建某种特定的基督教与伊斯兰教意象ꎬ而非展现两种宗教的真实样貌ꎮ 而

对于两种宗教一正一负的语义情感表达ꎬ延续了传统东方主义话语体系中“东方”和

“西方”二元对立的核心内涵ꎮ① 此种话语特征与欧洲基督教民主政党形成鲜明对比ꎬ

为右翼民粹主义所特有的叙述模式ꎮ 以德国为例ꎬ尽管基督教民主联盟与选择党均宣

扬基督教价值观ꎬ但前者提出“在我们的学校里ꎬ宗教教育必须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ꎮ

根据宪法ꎬ我们‘不仅倡导在学校开展基督教教育’ꎬ还倡导在学校进行伊斯兰宗教教

育”ꎬ②并宣称“长期以来ꎬ居住在德国的穆斯林凭借他们的思想和工作为我们国家的

成功做出了贡献ꎬ因此他们属于我们的社会”ꎮ③ 此类话语呈现出对伊斯兰教极大的

包容度与积极情感ꎮ 相比之下ꎬ德国选择党表示:“宣礼塔和伊斯兰教唤礼与基督教

会、犹太社区和其他宗教社区在现代推行的宗教宽容共存相矛盾”ꎬ④充斥着对伊斯兰

教的消极情感ꎮ

表 ３　 欧洲国家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基督教、伊斯兰教、世俗主义情感指数

国　 　 家 政　 　 党
基督教

情感指数

世俗主义

情感指数

伊斯兰教

情感指数

奥地利 自由党(Ｆｒｅｉｈｅｉｔｌｉｃｈｅ Ｐａｒｔｅｉ Öｓｔｅｒｒｅｉｃｈｓ) ３.１２２ ０.７８５ －４.９７０

比利时 弗拉芒利益党(Ｖｌａａｍｓ Ｂｅｌａｎｇ) １.８２５ １.３９２ －４.７２６

保加利亚

“阿塔卡”联盟(Атака) ０.１２４ ０.２１５ －０.２３６

沃利亚运动(Движение Воля) ０ ０ ０

重塑保加利亚党(Презареди България) １.７３０ ０ ０

克罗地亚
斯拉沃尼亚和巴拉尼亚民主联盟

(Ｈｒｖａｔｓｋｉ ｄｅｍｏｋｒａｔｓｋｉ ｓａｖｅｚ Ｓｌａｖｏｎｉｊｅ ｉ Ｂａｒａｎｊｅ)
２.４８２ ０ ０

捷克
自由与直接民主运动

(Ｓｖｏｂｏｄａ ａ ｐｒ̌íｍá ｄｅｍｏｋｒａｃｉｅ)
１.２３５ ０.１２６ －２.１３４

丹麦 人民党(Ｄａｎｓｋ Ｆｏｌｋｅｐａｒｔｉ) ０.６２６ ０.４５８ －１.２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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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美]爱德华萨义德:«东方学»ꎬ三联书店 １９９９ 年版ꎮ
德国基督教民主联盟 ２０１３ 年竞选宣言ꎬ取自 ＭＰＤ 数据库ꎮ
德国基督教民主联盟 ２０１７ 年竞选宣言ꎬ取自 ＭＰＤ 数据库ꎮ
德国选择党 ２０１７ 年竞选宣言ꎬ取自 ＭＰＤ 数据库ꎮ



爱沙尼亚 保守人民党(Ｅｅｓｒｅ Ｋ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ｉｖｎｅ Ｒａｈｖａｅｒａｋｏｎｄ) ０.５９２ ０ －０.６５３

芬兰 蓝色未来(Ｓｉｎｉｎｅｎ ｔｕｌｅｖａｉｓｕｕｓ) ２.７７３ １.３８２ －２.９０９

法国 国民联盟(Ｒａｓｓｅｍｂｌｅｍｅｎｔ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１.２９３ ２.７９１ －３.４７２

德国 选择党(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 ｆüｒ Ｄｅｕｔｓｃｈｌａｎｄ) ３.５６３ ２.３９８ －４.１２５

希腊 独立希腊人(Ανεξρτητοι ′Ｅλληνες) ３.２５２ ０ －２.９６７

匈牙利

青年民主主义者联盟－匈牙利公民联盟

(Ｆｉｄｅｓｚ－Ｍａｇｙａｒ Ｐｏｌｇáｒｉ Ｓｚöｖｅｔｓéｇ)
３.９４０ ０ －１.０５３

尤比克党(Ｊｏｂｂｉｋ Ｍａｇｙａｒｏｒｓｚáｇéｒｔ Ｍｏｚｇａｌｏｍ) ３.３２４ ０.４８３ －１.７８２

意大利 兄弟党(Ｆｒａｔｅｌｌｉ ｄ’Ｉｔａｌｉａ) １.３２８ ０.４７５ －２.５２６

北方联盟(Ｌｅｇａ Ｎｏｒｄ) ３.７８５ ０.５３７ －４.６７５

立陶宛 秩序与正义党(Ｔｖａｒｋａ ｉｒ ｔｅｉｓｉｎｇｕｍａｓ) １.４２１ ０ ０

卢森堡
选择民主改革党

(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 Ｄｅｍｏｋｒａｔｅｓｃｈ Ｒｅｆｏｒｍｐａｒｔｅｉ)
２.８９７ ３.５２０ －３.４８３

荷兰 民主论坛(Ｆｏｒｕｍ ｖｏｏｒ 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ｅ) ０.７９５ １.３６５ －０.９５５

自由党(Ｐａｒｔｉｊ ｖｏｏｒ ｄｅ Ｖｒｉｊｈｅｉｄ) ０.５４６ １.３６２ －２.０７２

挪威 进步党(Ｆｒｅｍｓｋｒｉｔｔｓｐａｒｔｉｅｔ) ０.２９６ ０.３７９ －０.４７４

波兰
“库奇兹”运动(Ｋｕｋｉｚ’１５) ０ ０ ０

法律与公正党(Ｐｒａｗｏ ｉ Ｓｐｒａｗｉｅｄｌｉｗｏｓ'ｃ' ) １.６３５ ０ ０

塞尔维亚 塞尔维亚激进党(Српска радикална странка) ０ ０ ０

斯洛伐克 斯洛伐克民族党(Ｓｌｏｖｅｎｓｋá ｎáｒｏｄｎá ｓｔｒａｎａ) １.５８６ １.１８３ －１.９２８

斯洛文尼亚 斯洛文尼亚民族党(Ｓｌｏｖｅｎｓｋａ Ｎａｃｉｏｎａｌｎａ Ｓｔｒａｎｋａ) ０.７８３ １.３８９ －１.８９７

西班牙 声音党(Ｖｏｘ) ２.６７３ １.８５３ －２.８７２

瑞典 瑞典民主党(Ｓｖｅｒｉｇｅｄｅｍｏｋｒａｔｅｒｎａ) １.３７９ ０.７８９ １.７８３

瑞士
人民党(Ｓｃｈｗｅｉｚｅｒｉｓｃｈｅ Ｖｏｌｋｓｐａｒｔｅｉ) ２.９１８ ０.９５２ －２.４５９

日内瓦公民运动(Ｍｏｕｖｅｍｅｎｔ Ｃｉｔｏｙｅｎｓ Ｇｅｎｅｖｏｉｓ) １.６２５ ０.７９５ －１.８３５

提契诺联盟(Ｔｉｃｉｎｏ Ｌｅａｇｕｅ) ０ ０ －３.５２７

英国 英国独立党(ＵＫ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 Ｐａｒｔｙ) １.２２３ １.９０２ －２.７８４

　 　 注:表由作者自制ꎮ

１.表中所列政党为欧洲完全与缺陷民主国家的右翼民粹主义政党ꎮ

２.保加利亚的“沃利亚运动”原名为“自由联盟”ꎮ ２０１２ 年更名为“今天党”ꎬ２０１６ 年更名为现用

名ꎻ“重塑保加利亚党” (Презареди България)原名为“无审查的保加利亚党” (България без

цензура)ꎬ２０１７ 年更改为现用名ꎻ法国“国民联盟”原名“国民阵线”(Ｆｒｏｎｔ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ꎬ２０１８ 年 ６

月更改为现用名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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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值得注意的是ꎬ大部分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对待伊斯兰教的情感指数绝对值大于基

督教情感指数ꎮ 对待两种宗教的情感指数的绝对值差异一方面是由于欧洲右翼民粹

主义政党大多将宗教话语构建的重心放在抨击与批评伊斯兰教上ꎬ而将褒扬基督教置

于次要地位ꎻ另一方面则基于各党对待一切有关伊斯兰教的事物基本上持消极意见ꎬ

但一些政党对待基督教信仰体系的语义情感颇为微妙ꎮ 尽管各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均

表示拥护基督教及其信徒ꎬ多数政党也高度重视抽象意义上的传统基督教道德准则ꎬ

但各党在对待传统基督教建制的问题上分歧显著ꎮ 以匈牙利尤比克党、独立希腊人、

波兰法律与公正党为代表的少数右翼民粹主义政党高度赞扬基督教会ꎬ认为教会与基

督教信仰一样ꎬ共同构成本国身份认同的重要基石ꎬ一些政党还强调保护教会的财产

与文物ꎮ 但更多政党公开表达对教会的不满ꎬ例如挪威进步党表示“不接受教会(为

移民难民们)提供庇护”ꎬ①德国选择党呼吁“停止从税收收入中拨款支付主教等教会

代表的报酬”ꎮ② 此种差异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各国政教关系安排的不同ꎮ③

更耐人寻味的是ꎬ虽然多数政党对待世俗主义的情感指数绝对值低于基督教ꎬ但

大约三分之二的政党对待世俗主义持积极情感ꎬ其他政党几乎均为中立ꎮ 这说明许多

欧洲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在离婚、未婚同居、性少数群体、人工流产等话题上的态度并未

遵循传统的宗教价值观ꎮ 在各政党中ꎬ法国国民阵线对待世俗主义的语义情感最积

极ꎮ 这一现象可以归因于世俗主义在法国宪法秩序与政治生活中的根深蒂固ꎮ④ 卢

森堡、荷兰、德国、英国等其他欧洲西部国家的右翼民粹主义政党也普遍比欧洲东部国

家同类型政党呈现出更高的正面情感ꎮ 其中ꎬ卢森堡、荷兰等低地国家的右翼民粹主

义政党甚至提出“我们捍卫同性恋”“应当承认同性恋伴侣在抚养孩子时的‘事实父母

地位’”⑤等口号ꎮ 此种差别与各国的法律平权状况密切相关ꎮ 鉴于西欧国家率先开

展性少数群体的立法保护运动ꎬ且当前西欧社会与法律对性少数群体的包容度普遍高

于中东欧国家的事实ꎬ两者出现语义情感差异并不令人意外ꎮ 这也反映出欧洲各国不

同政治文化传统对右翼民粹主义对象和话语的影响ꎮ

有趣的是ꎬ将近一半的欧洲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在竞选宣言中宣称自身同时为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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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挪威进步党 ２０１７ 年竞选宣言ꎬ取自 ＭＰＤ 数据库ꎮ
德国选择党 ２０１７ 年竞选宣言ꎬ取自 ＭＰＤ 数据库ꎮ
Ｔｏｂｉａｓ Ｃｒｅｍｅｒꎬ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ｕｎｄｅｒ Ｇｏｄ: Ｈｏｗ Ｃｈｕｒｃｈ－Ｓｔａｔ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Ｓｈａｐｅ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ｓ ｔｏ Ｒｉｇｈｔ－Ｗｉｎｇ

Ｐｏｐｕｌｉｓｍ ｉｎ Ｇｅｒｍａｎ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ꎬ”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ｓꎬ Ｖｏｌ.１２ꎬ Ｎｏ.４ꎬ ２０２１ꎬ ｐ.２５４.
Ａｌｏｉｓ Ｍüｌｌｅｒꎬ “Ｗｉｅ ｌａｉｚｉｓｔｉｓｃｈ ｉｓｔ Ｆｒａｎｋｒｅｉｃｈ ｗｉｒｋｌｉｃｈ? Ｖｏｎ ｄｅｒ ｋäｍｐｆｅｒｉｓｃｈｅｎ ｚｕｒ ｏｆｆｅｎｅｎ Ｌａｉｚｉｔäｔꎬ” ｉｎ Ｍａｎｆｒｅｄ

Ｂｒｏｃｋｅｒꎬ Ｈａｒｔｍｕｔ Ｂｅｈｒ ａｎｄ Ｍａｔｈｉａｓ Ｈｉｌｄｅｂｒａｎｄｔꎬ ｅｄｓ.ꎬ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 — Ｓｔａａｔ — Ｐｏｌｉｔｉｋꎬ ＶＳ Ｖｅｒｌａｇ ｆüｒ Ｓｏｚｉａｌｗｉｓｓｅｎｓｃｈａｆｔｅｎꎬ
２００３ꎬ ｐｐ.６９－８２.

卢森堡选择民主改革党 ２０１３ 年竞选宣言ꎬ取自 ＭＰＤ 数据库ꎮ



教与世俗主义的捍卫者ꎬ比如 ２０１２ 年独立希腊人声称:“我们相信东正教的价值和永

恒ꎬ承认它对国家的贡献ꎬ同时我们保证每个公民的世俗主义和个人自决权”ꎮ① 又如

２０１７ 年德国选择党表示:“选择党致力于引领基于基督教、古典主义、人文主义与理性

主义价值观的德国文化”ꎬ并且坚决捍卫“国家法律优先于宗教诫条” 与“世俗国

家”ꎮ② 事实上ꎬ德国选择党领导人威德尔(Ａｌｉｃｅ Ｗｅｉｄｅｌ)并不讳言自身为女同性恋

者ꎮ 不同于右翼民粹主义政党ꎬ“世俗的”或“世俗主义”词条极少见诸同一时期欧洲

基督教民主政党的竞选宣言ꎮ

通过语义情感分析ꎬ不难发现ꎬ欧洲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对待伊斯兰教的负面情感

高度一致ꎬ但是在对待基督教和世俗主义的语义情感上则呈现出更多的复杂性ꎮ 许多

政党表现出既支持作为一个抽象符号的基督教ꎬ又反对传统基督教建制ꎬ而且在诸多

议题上赞同世俗主义观念的矛盾现象ꎬ表明这些政党构建宗教话语并不代表着反世俗

化与复兴基督教的趋势ꎮ 这也印证了法国政治学者罗伊(Ｏｌｉｖｉｅｒ Ｒｏｙ)对西方国家右

翼民粹主义政党宗教观的一个论断:“他们将(抽象而整体的)基督教世界置于(具体

的)基督教教义之上”ꎮ③

(四)语义网络分析

为了厘清诸多欧洲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存在支持基督教与世俗主义观念的“双重

话语特征”背后的逻辑ꎬ笔者借助于语义网络分析法ꎬ探究这些政党构建宗教话语的

意图ꎮ 此种方法可以直观地对词条之间的层次关系、亲疏程度进行分析ꎬ有助于了解

话语构建的模式与内容ꎮ

笔者首先通过 ｔｅｎｓｏｒｆｌｏｗ 框架下的词向量算法ꎬ分别用欧几里得空间距离计算与

“基督教(的) /基督教徒”“伊斯兰教(的) /穆斯林”“世俗的 /世俗主义”关系最密切的

关键词ꎬ进而生成由这些词条组成的语义网络图ꎮ 如图 １ 所示ꎬ该图揭示了基督教、伊

斯兰教与世俗主义所嵌入的文本语境与语境内容之间潜在关联ꎮ

(１)基督教、世俗主义与伊斯兰

有趣的是ꎬ图 １ 显示ꎬ同基督教与世俗主义密切相关的词条颇为接近ꎬ说明欧洲右

翼民粹主义政党构建基督教话语与世俗主义话语的逻辑高度相似ꎮ 二者的高关联词

条包含三类重要词簇:一是给二者定位的词簇ꎬ例如将基督教定位为“身份”ꎬ将世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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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定位为“价值(观)”“文化”ꎻ第二类是与伊斯兰教、移民相关的词簇ꎬ例如“伊斯

兰”“圣战”“移民”ꎻ第三类是针对移民特别是穆斯林移民的定位ꎬ例如“威胁”“犯罪”

“极端主义”等ꎮ

图 １　 欧洲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语义网络图①

注:图由作者自制ꎮ

结合上文的语义情感分析ꎬ可以看出ꎬ欧洲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宗教话语具有鲜

明的二元对立色彩ꎬ而在这套二元话语体系中ꎬ“伊斯兰教”被构建为区别于“自我”、

且对“自我”构成威胁的“他者”ꎮ 此种话语构建方式并不新鲜ꎬ其承袭了近代以来以

“东方落后论”为核心的传统东方主义与冷战结束以来以“东方威胁论”为基调的新东

方主义叙事框架ꎮ 有趣的是ꎬ在欧洲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话语体系中ꎬ基督教与世俗

主义均被纳入“自我”范畴ꎬ并被赋予相对正面的感情色彩ꎮ 一些学者将大量右翼民

粹主义政党赞同世俗主义观念的现象称为“同性恋民族主义”ꎬ在这些政党重新定义

７１１　 当代欧洲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宗教话语与选举动员

① 图中“伊斯兰教”(Ｉｓｌａｍ)包含同词根词“伊斯兰的”(Ｉｓｌａｍｉｃ)与“穆斯林” (Ｍｕｓｌｉｍ)ꎬ“基督教的”(Ｃｈｒｉｓ￣
ｔｉａｎ)包含同词根词“基督教”(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ｉｔｙ)ꎬ“政策”(ｐｏｌｉｃｙ)包含复数形式(ｐｏｌｉｃｉｅｓ)ꎬ“文化”(ｃｕｌｔｕｒｅ)包含形容词
形式(ｃｕｌｔｕｒａｌ)ꎬ“移民”( ｉｍ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包含同词根词“外来移民” ( ｉｍｍｉｇｒａｎｔ)、“移居”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和“移民” (ｍｉ￣
ｇｒａｎｔ)ꎮ 图中选取同类词汇中出现频次最高的词汇作为代表ꎮ



的“民族”中ꎬ性少数群体是本土民族的重要组成部分ꎮ①

自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民权运动爆发以来ꎬ流行于西方政坛的文化多元主义习惯于强

调强势群体对性少数群体、女性、少数族裔等弱势群体的歧视与伤害ꎬ主张贯彻旨在保

护后者的政治正确原则ꎮ 当代欧洲右翼民粹主义政党批判并解构了此种话语体系ꎬ试

图将政治正确原则抬升到“本土优先”的民族国家主义原则ꎬ强调所谓“弱势群体”并

非清一色的受害者ꎬ包括性少数群体与基督教徒在内的本土民众共同遭遇外来穆斯林

移民的威胁ꎮ 比如荷兰自由党认为ꎬ穆斯林移民的大量涌入导致荷兰社会的恐同情绪

显著上升ꎬ因此试图“捍卫同性恋ꎬ反对伊斯兰教崛起”ꎬ从而实现同性恋解放ꎮ②

(２)伊斯兰、欧盟与建制精英

在语义网络图中ꎬ与“伊斯兰教”一同呈现特别是距离该词较远的词汇包括 “安

全”“恐怖主义”“负担”“融合”“问题”等词汇(见图 １)ꎮ 在这些文本的构建下ꎬ穆斯

林移民群体被集中形塑在“外来威胁者”的语境之下ꎮ 通过分析这些词条及其与“伊

斯兰教”和“移民”的语义关系ꎬ可以总结出欧洲右翼民粹主义政党通过突出三种议题

导向ꎬ鼓吹“穆斯林移民威胁论”的三个理由ꎮ

首先ꎬ欧洲右翼民粹主义政党设置社会融合议题ꎬ强调作为“他者”的穆斯林移民

群体无法包容其他文化ꎬ他们往往会由于拒绝接受本土的价值观而难以融入本土主流

文化ꎻ其次ꎬ此类政党设置安全议题ꎬ将恐怖主义与移民来源地区的宗教信仰相重合ꎬ

进而将宗教政治化与安全化ꎬ鼓吹穆斯林移民给本土带来巨大的安全威胁ꎻ最后ꎬ财政

议题强调安置穆斯林移民群体与减少其带来的所谓“安全风险”需要大量的财政开

支ꎬ给本土造成沉重的经济负担ꎮ 在构建有关伊斯兰教的话语体系时ꎬ英国独立党、奥

地利自由党、比利时弗拉芒利益党等少数政党将以和平稳定为主旨的温和伊斯兰与打

着伊斯兰教旗号的宗教极端主义加以区分ꎬ而更多政党则煽动针对所有穆斯林群体的

仇恨言论ꎬ甚至将伊斯兰教称为“一种极权主义的意识形态”ꎮ③

值得注意的是ꎬ“伊斯兰教”的高关联词条还包括大量对于本国与欧盟建制的描

述ꎬ例如“国家” “政策” “政府” “欧盟”等ꎬ以及针对它们的定位ꎬ例如“腐败”和“失

败”ꎮ 这些词汇不仅与“伊斯兰教”距离很近ꎬ而且很多词汇同时分布在“基督教的”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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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俗的”周围ꎮ 美国社会学者本弗德(Ｒｏｂｅｒｔ Ｄ. Ｂｅｎｆｏｒｄ)与斯诺(Ｄａｖｉｄ Ａ. Ｓｎｏｗ)的

话语构建理论指出ꎬ政党与政治组织的话语构建需要完成的一项重要构建任务为诊断

式构建(ｄｉａｇｎｏｓｔｉｃ ｆｒａｍｉｎｇ)ꎬ即识别当前社会面临的问题ꎬ并诊断引发问题的原因ꎮ①

如果说欧洲右翼民粹主义政党构建二元话语体系、鼓吹“穆斯林移民威胁论”意在指

出社会问题ꎬ那么将本国与欧盟建制元素纳入宗教话语则旨在开展归因探究ꎮ

通过对“伊斯兰教”的高关联词条和文本解读ꎬ笔者发现ꎬ各党大体上将上文提及

的社会融合、安全、财政等领域的所谓“穆斯林威胁”归咎于两个原因:其一ꎬ本国的建

制政党与主流精英过度强调多元文化主义与政治正确ꎬ放弃了社会融合与文化同化ꎬ

从而为穆斯林移民的大量涌入创造了条件ꎮ 例如荷兰自由党声称:“强调政治正确的

一代精英们让荷兰人付出了巨大的代价ꎬ他们让成千上万的穆斯林进入了荷兰其

结果是灾难性的ꎮ”②而且ꎬ在欧洲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看来ꎬ多元文化主义过度包容文

化异质性与多样性ꎬ“鼓励具有不同族群与宗教背景的社会群体保持自身文化的所有

面向ꎬ而非融入主流文化”ꎮ③ 如此一来ꎬ不仅穆斯林移民群体与本国原住民群体之间

的隔阂加剧ꎬ而且这种隔阂引发的后果也成为“房间里的大象”ꎬ政坛主流声音往往对

此噤若寒蝉ꎮ

其二ꎬ基于欧盟在移民问题上的边境开放与难民安置等安排ꎬ指责此类安排无视

国家主权与本土利益ꎮ 比如奥地利自由党表示:“自从申根区扩大和边境开放以来

经济难民和虚假寻求庇护者的涌入自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以来有所增加ꎬ导致奥地利面

临外来人口犯罪的巨大问题ꎬ这也反映在伊斯兰恐怖主义等全新的威胁场景中ꎮ”④值

得注意的是ꎬ在欧洲右翼民粹主义政党涉及欧盟的宗教话语构建中ꎬ欧盟建制本身并

非唯一的指责目标ꎬ有关欧盟的批评常常伴随着针对本国主流精英的谴责ꎮ 同一文本

中ꎬ自由党进一步将奥地利穆斯林移民的上升归结于“欧盟与奥地利联邦政府均未做

好实施都柏林规则的准备”ꎮ⑤ 在另一份竞选宣言中ꎬ自由党的批判言论更富指向性:

“奥 地 利 社 会 民 主 党 ( Ｓｏｚｉａｌｄｅｍｏｋｒａｔｉｓｃｈｅ Ｐａｒｔｅｉ Öｓｔｅｒｒｅｉｃｈｓ )、 奥 地 利 人 民 党

(Öｓｔｅｒｒｅｉｃｈｉｓｃｈｅ Ｖｏｌｋｓｐａｒｔｅｉ)和绿党很少保护我们的奥地利身份ꎮ 他们正在与欧盟合

作建立统一的国家和统一的人民ꎮ 他们以错误的宽容和懦弱的态度对待激进的伊斯

９１１　 当代欧洲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宗教话语与选举动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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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地利自由党 ２０１７ 年竞选宣言ꎬ取自 ＭＰＤ 数据库ꎮ
同上ꎮ



兰主义ꎬ给人一种他们以自己的文化和传统为耻的印象”ꎮ①

综上ꎬ欧洲右翼民粹主义政党通过构建宗教话语体系结构ꎬ将欧洲原住民与穆斯

林移民之间关系置于“自我”与“他者”对立的立场上ꎬ强调基督教元素的目的并不在

于认同传统的基督教建制与价值观ꎬ而是在于凸显外来宗教对本土文化的渗透与威

胁ꎮ 这些政党宗教话语的另一个突出叙事风格在于ꎬ通过采用极度负面的语言宣扬

“穆斯林威胁论”ꎬ进而将其归结于欧盟与本国主流精英的政策失能ꎮ 尽管文本中呈

现的叙事模式充斥着大量混淆视听的不实论断ꎬ但并不妨碍这些话语实现其背后的目

的ꎬ即抨击本国政坛的建制政党与主流精英ꎮ

三　 欧洲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宗教话语构建:“抗议式动员”的行为逻辑

基于对各党宗教话语的分析ꎬ可以看出ꎬ近年来欧洲国家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出现

了积极构建宗教话语但思想观念未见宗教化的矛盾现象ꎬ这也是此类政党将宗教工具

化与政治化的结果ꎮ 值得注意的是ꎬ这种现象在欧洲政治史上并不鲜见ꎮ 在欧洲政党

政治与选举政治中ꎬ兴起于 １９ 世纪且影响延续至今的政治天主教主义 (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Ｃａｔｈｏｌｉｔｉｃｉｓｍ)便是宗教工具化的一个经典案例ꎮ １９ 世纪后期ꎬ在欧洲西部诸多民族国

家剥夺天主教会权力的背景下ꎬ以德国中央党(Ｄｅｕｔｓｃｈｅ Ｚｅｎｔｒｕｍｓｐａｒｔｅｉ)为代表的政治

天主教主义政党曾以维护天主教会与教徒的权利为主要目标ꎬ并将天主教徒作为主要

动员对象ꎮ 然而ꎬ２０ 世纪初ꎬ为扩大选票基础、增加选举优势ꎬ不少政治天主教主义政

党逐渐淡化天主教色彩ꎬ自称代表包括新教徒在内的各派基督教徒ꎮ② 此后数十年ꎬ

随着天主教会与政治天主教主义政党的分歧日益加剧ꎬ在一些欧洲西部国家ꎬ前者不

再充当后者的支持力量ꎬ维护天主教会的利益也逐渐淡出后者的核心纲领ꎮ③

有趣的是ꎬ当前欧洲国家右翼民粹主义政党频繁使用宗教元素的主要目的ꎬ在于

批评本国的建制政党与欧盟ꎮ 作为一种动员手段ꎬ欧洲国家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宗教

话语构建逻辑与中东北非国家伊斯兰主义政党( Ｉｓｌａｍｉｓｔ ｐａｒｔｙ)为吸引“抗议式选票”

而使用宗教话语有着某种异曲同工的效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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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学术界通常认为ꎬ成熟的民主制度下ꎬ选民的选举行为主要取决于三个因素:

社会因素、心理因素与经济因素ꎮ 受社会学结构功能主义理论的影响ꎬ社会因素决定

论强调社会结构与社会分裂影响选民的选举偏好ꎬ选民倾向于投票给政治纲领符合自

身阶层或者族群利益的政党ꎻ①心理因素决定论以密歇根学派为代表ꎬ强调对党派纲

领与立场的认同等心理倾向影响选民的投票选择ꎻ②经济因素论假定选民的选举偏好

是理性选择的结果ꎬ认为选民会基于政党的政治纲领与执政绩效进行成本—收益计

算ꎬ选择预期效用较大的政党ꎮ③ 无论是聚焦其中任何一种因素ꎬ还是研究三种因素

的互动关系与共同作用ꎬ上述视角的隐含假设在于ꎬ选民出于某种因素赞成某一政党

的纲领而投票给该党ꎮ

然而有学者发现ꎬ在一些民主化不成熟的案例中常常存在另一种选举行为ꎬ即

“抗议式投票”ꎬ指为了反对现有政治体系或主流政党而做出的选举行为ꎮ 根据这一

逻辑做出的投票选择并非“因赞同而投票”ꎬ而是“因抗议而投票”ꎮ④ 例如一些学者

在研究中东北非国家的混合政体(ｈｙｂｒｉｄ ｒｅｇｉｍｅ)时指出ꎬ由于执政者则常常利用行政

资源遏制反对派ꎬ致使选举缺乏竞争性与公平性ꎬ许多选民倾向于将选票集中投给某

个挑战执政党的反对党ꎬ无论是否赞成该党的意识形态与政治纲领ꎬ从而达到替换执

政党的目的ꎮ 鉴于这些国家政坛的大部分政党通常为世俗政党ꎬ伊斯兰主义政党常常

通过构建宗教话语表明自身与包括执政党在内绝大多数政党的区别ꎬ并通过猛烈指责

后者违背宗教原则的方式彰显自身对建制政党与现存政治体系的挑战者身份ꎬ从而吸

引不满于现状的“抗议式选票”ꎮ⑤ 这一方面解释了为什么选民是否支持政教合一、建

立伊斯兰国家的意识形态与是否投票给伊斯兰主义政党并无必然的相关关系ꎻ⑥另一

方面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以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突尼斯伊斯兰复兴运动党

为代表的一些伊斯兰主义政党通过选举上台执政后对于国家宗教生活的改变颇为有

限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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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认为ꎬ抗议式投票不只存在于混合政体中ꎬ在民主化程度较高的一些西方国

家ꎬ也出现了类似的选举逻辑ꎮ 尽管欧美国家的选举竞争性程度较高ꎬ但近年来建制

内政党出现了精英化与国家化的趋势ꎮ 此类政党一方面在内部组织结构上陷入了米

歇尔斯(Ｒｏｂｅｒｔ Ｍｉｃｈｅｌｓ)提出的“寡头铁律”( ｉｒｏｎ ｌａｗ ｏｆ ｏｌｉｇａｒｃｈｙ)困境ꎬ①致使党内精

英与基层党组织的隔阂日益加深ꎻ②另一方面在功能上逐渐与国家同构ꎬ并成为确保

“领导权在精英内部自行转移”的“统治机构”ꎮ 由此一来ꎬ建制政党与社会日渐疏离ꎬ

对基层社会的政治回应性不断衰减ꎮ③

在此背景下ꎬ欧洲国家的大量选民在抗议式投票的逻辑驱使下寻求替代性选择ꎬ

并将目光投向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等位于政治光谱边缘的非主流政党ꎬ这也解释了为什

么少量支持政治极化的选民可以获得与其人数不相匹配的选票力量ꎮ 除了少数偏好

意识形态极化的选民ꎬ许多选民支持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原因并非赞成其具体纲领与

政策ꎬ而是在于后者对规则、特权、精英建制与主流政党的批判与反叛ꎮ 而右翼民粹主

义政党增强动员能力的关键在于ꎬ通过刻画自身与主流政党的差异、展现自身的挑战

者身份来迎合抗议式选票ꎮ

除了将讽刺与抨击精英作为一种拉选票的方式ꎬ④笔者认为ꎬ近年来欧洲国家右

翼民粹主义政党日趋使用宗教话语ꎬ亦是其自我区别于主流政党、彰显批判性与反叛

性的选举动员策略ꎮ 如图 ２ 所示ꎬ欧洲国家的右翼民粹主义政党采用基督教话语ꎬ旨

在通过建立“自我宗教文化”(本土基督教文明)与“他者宗教文化”(外来伊斯兰教文

明)的二元叙事结构ꎬ从而区别于主流建制政党的政治正确话语ꎮ

自 ２０ 世纪欧洲国家民权运动兴起以来ꎬ多元文化主义所主张的弱势群体权利保

护、文化多样与包容成为自由主义价值观的重要诉求ꎬ政治正确也逐渐成为欧洲国家

主流舆论界的一条基本准则ꎮ⑤ 不仅如此ꎬ随着国际移民的不断增加ꎬ移民选票的力

量显著增强ꎮ 在移民人口较多的国家ꎬ主流建制政党为避免选票流失而失去议会大党

地位ꎬ不仅极力避免出现话语偏见与仇恨言论ꎬ而且常常构建有利于少数族群的话语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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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吸引移民群体的选票ꎮ 不同于主流建制政党ꎬ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原本是欧洲国家

政坛的边缘小党ꎬ并未将国际移民视为其重要的选举基础ꎬ而是将宣扬带有话语偏见

的“文明对立论”作为迎合“抗议式选票”的动员手段ꎮ 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在凸显“敢

言主流建制党之所不敢言”的同时ꎬ强调主流建制政党刻意回避移民群体及其宗教文

化所引发的社会问题ꎬ因此陷入执政失能ꎮ

图 ２　 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宗教话语与抗议式动员

注:图由作者自制ꎮ

由此一来ꎬ欧洲国家右翼民粹主义政党构建的“二元对立”宗教话语实际上成为

抨击主流政党与精英建制的一种“抗议式动员”ꎮ 在此过程中ꎬ宗教元素发挥着两方

面的重要作用:一方面ꎬ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将是否批评伊斯兰教与穆斯林移民作为自

身与政坛多数政党的重要区别ꎬ并刻意夸大与塑造穆斯林威胁论ꎬ谴责对此威胁视而

不见、继续与欧盟合作的主流精英ꎮ 例如ꎬ荷兰民主论坛进一步指责职业政客早已形

成利益固化的“卡特尔型政党模式”ꎬ他们遵循政党利益至上ꎬ“将民众的利益置于次

要地位”ꎻ①荷兰自由党甚至强调自身因敢于发表批评伊斯兰教的言论而受到主流精

英的打压与迫害ꎮ② 另一方面ꎬ运用基督教象征(ｒｅｌｉｇｉｏｕｓ ｓｙｍｂｏｌｓ)、强调对基督教文

明的捍卫有助于右翼民粹主义政党为其偏见言论增添合法性ꎮ 正如本弗德与斯诺的

话语构建理论所指出的ꎬ强调某个社会群体的文化符号、语言和宗教ꎬ往往能使话语发

３２１　 当代欧洲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宗教话语与选举动员

①
②

荷兰民主论坛 ２０１７ 年竞选宣言ꎬ取自 ＭＰＤ 数据库ꎮ
荷兰自由党 ２０１２ 年竞选宣言ꎬ取自 ＭＰＤ 数据库ꎮ



挥更大的效力ꎮ①

四　 结论

基于对欧洲右翼民粹主义政党近十年来的宗教话语构建研究ꎬ本文发现ꎬ尽管受

不同政治文化背景的影响ꎬ欧洲各国的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在对待基督教不同教派、教

会等宗教建制ꎬ以及特定世俗主义话题等问题的态度上有所差异ꎬ但各党的宗教话语

构建呈现出较为相似的规律与逻辑ꎮ 当前欧洲右翼民粹主义政党日益偏好采用宗教

话语进行宣传ꎬ并非宗教复兴与反世俗化潮流的结果ꎮ 各党的宗教话语体系结构呈现

出鲜明的政治目的ꎬ旨在将欧洲原住民与穆斯林移民之间关系置于“自我”与“他者”

对立的立场上ꎬ通过反复渲染后者在社会融入、安全与财政等方面带来的威胁与挑战ꎬ

抨击欧盟与本国主流精英面对此类威胁的视而不见与无所作为ꎮ 一些研究指出ꎬ民粹

主义的重要特征在于构建“自我”与“他者”在两个维度上的二元对立:垂直层面本国

民众与主流精英之间的对立ꎬ以及水平层面本国民众与外来人口之间的对立ꎮ② 本文

进一步指出ꎬ水平层面的二元对立话语旨在构建“现实问题”ꎬ最终指向推动与加剧此

类问题的“罪魁”———主流精英ꎬ从而强化垂直层面的二元对立叙事模式ꎮ

作为欧洲各国政治谱系中的保守主义力量ꎬ以右翼民粹主义政党与基督教民主政

党为代表的欧洲传统保守政党之间存在重叠的立场与理念ꎬ不过前者的话语建构逻辑

呈现出自身的鲜明特色ꎮ 就宗教话语而言ꎬ在欧洲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话语构建过程

中ꎬ宗教元素的使用既凸显了右翼民粹主义政党与主流建制政党的差别ꎬ也起到强化

话语合法性与说服力的作用ꎮ 如此看来ꎬ对于欧洲右翼民粹主义政党而言ꎬ宗教的工

具意义大于实际意义ꎮ 这项研究也由此印证了贝兹(Ｈａｎｓ－Ｇｅｏｒｇ Ｂｅｔｚ)和拜尔(Ｒｏｂｅｒｔ

Ｒ. Ｂａｒｒ)等学者将民粹主义作为一种政治战略而非意识形态的论断ꎮ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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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间选民定理(Ｍｅｄｉａｎ Ｖｏｔｅｒ Ｔｈｅｏｒｙ)ꎬ能否获得中间选民的支持往往成为候

选人能否赢得选举的决定性因素ꎬ这导致主要政党极易出现政策温和化与中间化的倾

向ꎬ政党之间的差异也逐渐缩小ꎮ① 不同于主流建制政党ꎬ遵循“抗议式选举”动员策

略的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将政治极化的立场作为彰显自身与主流建制政党区别的重要

手段ꎬ因而不仅在可预见的将来恐怕难以出现温和化趋势ꎬ而且或将在“抗议式选票”

的激励下强化极化的立场ꎮ

本文发现ꎬ欧洲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宗教话语构建与中东北非国家伊斯兰主义政

党的宗教话语构建具有一定的相似性ꎬ基于后者的案例研究提出的抗议式动员理论同

样适用于欧洲案例ꎮ 二者的区别在于ꎬ许多欧洲右翼民粹主义政党仅仅将基督教与世

俗主义共同作为“自我”文化的重要组成ꎬ因而总体上对基督教价值观的认同低于伊

斯兰主义政党对伊斯兰价值观的认同ꎮ 传统的比较政治学研究中ꎬ一种常见的研究路

径是将基于西方国家案例总结的理论套用至亚非拉国家ꎬ进而根据其适用性进行理论

的拓展与修正ꎮ 本文的一个启示在于ꎬ将基于亚非拉国家经验总结的理论沿用至西方

国家亦有可能产生重要的学术发现ꎬ这不失为一种值得继续探究的研究思路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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