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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次民族主义浪潮兴起根源初探

张国 , 吴雪
(国际关系学院 研究生部 , 北京 100091)

　　[摘要] 民族主义既是一种思潮 ,也是一场运动。冷战结束后 ,此起彼伏的第三次民族主义浪

潮席卷全球 ,成为影响当今国际形势安全与稳定的最重要因素之一。第三次民族主义浪潮兴起的

原因 ,从国际体系层次来看 ,是冷战格局的解体和不合理的国际经济体系的负面影响;从国家层次

来看 ,是有关国家民族政策的失误 、历史遗留问题的后遗症和外部势力介入造成的不良后果;个人

层次的原因是以个人认同为基础的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发生了不利于国家稳定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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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过去的 20世纪里 ,世界经历了民族主义三次

浪潮的冲击 ,其中尤以两极冷战格局结束以后的第

三次民族主义浪潮的兴起最为引人注目 。这次民族

主义浪潮不仅范围广 、规模大 、冲突烈度强 、形式多

样 ,而且几种新旧不同类型相互呼应 ,彼此影响 ,高

潮迭起 ,对当今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

对现实的国际政治格局形成猛烈冲击。关于第三次

民族主义浪潮兴起的原因 ,有许多不同的解释 。本

文拟从国际体系 、国家 、个人三个层次对此分析。

一 、国际体系层次的原因

从政治方面讲 ,冷战后两极格局的瓦解为民族

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兴起提供了契机。二次大战后

建立的雅尔塔体系中 ,一方面以联合国宪章的宗旨

和原则为基本确立了一系列指导国际关系的原则和

准则 ,如主权平等 、民族自决 、不干涉内政等 ,在这些

原则指导下 ,被压迫民族的民族解放运动蓬勃开展 ,

广大的亚 、非 、拉发展中国家赢得了民族解放 ,殖民

体系基本瓦解 ,民族主义的基本要求———建立民族

国家 ,最终在全世界范围得到实现。另一方面 ,以东

西方对抗 、美苏争霸和军备竞赛及美苏在第三世界

争夺为特征的两极格局维持了近半个世纪 ,两大集

团在军事 、政治 、经济等方面的全方位对抗使民族主

义受到压制 ,并一度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 ,特别是在

苏联直接控制的中东欧更为明显 。但事实上 ,民族

主义在两大集团内部暗暗滋长。

两极格局的瓦解造成国际力量对比严重失衡 ,

苏联作为超级大国的地位和作用不复存在 ,其在冷

战时期建立起来的凝聚力和吸引力随之迅速减弱 ,

而遭受其长期压抑的民族矛盾顿时上升为突出问

题 ,民族主义急速膨胀 ,最终导致在前苏联势力范围

内涌起一股势如狂飙的民族分离主义浪潮 。在中东

欧 ,南斯拉夫一分为五 、捷克斯洛伐克一分为二 ,整

个巴尔干地区因塞尔维亚 、克罗地亚 、阿尔巴尼亚 、

马其顿等民族跨国居住而形成的民族矛盾酿成了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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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复杂的边界争端 ,继续分裂或要求与母国合并 ,使

该地区再次成为欧洲的火药桶 。正如陈乐民指出的

那样 , “这次民族主义的兴起 ,是对社会主义制度在

东欧瓦解的情绪化反应 ,是冷战格局崩溃后新形势

的必然产物。”[ 1](P.273)

从事物的另一方面看 ,冷战的结束 ,苏美实力的

一消一长所造成的后果并非只在前东方阵营内出

现。在西方阵营 ,制约民族矛盾的冷战机制的瓦解 ,

“共同敌人”苏联的消失 ,使美 、欧 、日三大力量中心

争斗加剧 ,以贸易战 、投资战 、金融战形式出现的经

济民族主义高扬 ,因中东欧等地区大量难民和移民

的涌入而萌发的排外主义滋生。在西方国家内部 ,

由于苏东地区民族主义狂潮的辐射和刺激 ,地方分

立分权甚至分离主义浪潮普遍呈现于法国 、意大利 、

西班牙 、比利时 、英国等一大批国家 。冷战结束后美

国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 ,国际社会一时间未能有足

够强大的力量对其进行制约。美国到处以“世界领

袖”自居 ,以自我为中心和标准 ,到处插手干涉别国

内政 ,甚至武装入侵 ,扮演了“世界宪兵”的角色 ,严

重损害了这些国家的民族尊严 ,从而直接刺激了许

多国家尤其是伊拉克 、古巴等国民族主义的高

扬。[ 2] (P.301)目前伊拉克国内强烈的反美民族主义情

绪正是一个现实的例证。总之 ,“民族主义与国际关

系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 。从历史上看 ,民族主义的

每一次高涨都同国际政治格局的演进如影如随 ,它

是国际政治变革的结果 ,反过来又促进了这一变革

的进程。”[ 3](P.23)

从国际经济的角度来看 ,主要是旧经济体系不

合理性的负面影响激发了发展中国家的民族主义 。

在以不平等的国际分工 、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为内

容的国际经济旧秩序下 ,广大发展中国家在世界经

济竞争中明显处于不利境地。一是不合理的国际分

工体系的存在。发达国家垄断高科技产品的工业生

产 ,发展中国家则作为它们的原料 、低级工业品供应

地和产品销售市场。发展中国家由于殖民地时期形

成的单一性经济结构及薄弱的科技实力而长期处于

被动的依附地位 ,这样发达国家就获得了高科技垄

断利润。二是不合理的国际贸易体系的存在 。美国

著名经济学家克鲁格曼指出 ,80年代以后的贸易已

不再反映传统的比较优势 ,它反映的是因规模经济

或技术上的突出地位而带来的优势。这就剥夺了发

展中国家单一型初级产品在世界市场中获得平均利

润的可能 。在帝国主义时期 ,依靠剥削和掠夺发展

中国家及殖民地 ,发达国家经济规模和科技实力占

据绝对优势地位。规模效益和科技的高附加值使得

国际贸易利润滚滚流向发达国家 。发展中国家在国

际贸易中的份额及利润日趋萎缩 。三是不合理的国

际金融体系的存在 。发达国家以高价资本对抗发展

中国家低价的原料和劳动力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推

进 ,70 年代以来 ,多数新独立的殖民地国家“正式”

选择了资本主义 ,并向国际资本敞开大门 。国际资

本因此迅速扩张 ,资本运作能力空前加强 。全球性

吸纳资本竞争的加剧 ,使得资本在和劳动力及原料

的对抗中 ,变得越来越有利 ,而发展中国家的原料 、

劳动力价格则大幅下跌 。
[ 4] (P.21)

这种旧经济体系不合理性使得一些发展中国家

因贫困 、债务 、失业 、通货膨胀等陷于严重的社会经

济危机 ,从而为民族主义 ,特别是极端民族主义的滋

生蔓延提供了丰沃的土壤。

二 、国家层次的原因

1.有关国家民族政策的失误

目前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是多民族国家 ,各民

族在种族 、语言文化传统 、社会经济发展各方面千差

万别 ,彼此间往往存在错综复杂的矛盾纠葛 。许多

国家在处理民族问题时出现一系列严重失误 ,致使

民族矛盾加剧 。有的国家中央集权过重 ,少数民族

自治区自治权实际上被剥夺 。有的国家无视民族发

展规律 ,推行单一的主体民族同化政策 ,背弃民族平

等原则而执行大民族主义。对于民族矛盾的解决 ,

往往是简单粗暴 ,有时甚至采取武力镇压手段。在

经济发展方面 ,许多国家在资金调拨 、资源分配 、产

业结构 、贸易管理上存在排挤或偏袒某些民族倾向 ,

致使不同民族聚集的各地区经济发展上不平衡而引

起民族矛盾的增多和加剧。[ 5](p.56)在前苏联 ,自 20

年代末列宁过世后 ,逐步推行事实上的中央高度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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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的国家体制 ,使苏维埃联邦国家体制严重变形 。

在政治 、经济上 ,加盟共和国丧失应有的自主权。在

各加盟共和国与联盟中央的关系中 ,突出了俄联邦

共和国的特殊地位 ,实际上使其它加盟共和国党中

央仅相当于俄联邦的边疆区和州一级地方党组织 ,

其它加盟共和国中央政府仅相当于俄联邦的边疆区

和州一级地方政府 ,使俄罗斯民族处于特殊地位 ,背

离了民族平等和联邦制原则 。
[ 6] (P.98-102)

在土耳其 ,

历届政府和政治家都不承认库尔德作为一个民族的

存在 ,认为库尔德人是“土耳其”部落 , “不是少数民

族而是纯粹的土耳其人” ,“在这个国家里 ,只有土耳

其民族才可以要求民族权利 ,其他人不能有这种要

求” 。[ 7](P.89)而在前南斯拉夫 ,从铁托时期的抑塞分

权到铁托逝世后的扬塞集权走了两个极端 ,使少数

民族在心理上难以接受 ,结果激化了民族情绪 ,使民

族矛盾升级。

2.历史遗留问题的后遗症

“历史往往是现实的注脚 ,现实只有在历史的衬

托下才能进一步丰富其含义 。”[ 8] (P.327)冷战后第三

世界国家民族问题成为热点 ,大多是殖民主义和霸

权主义留下的祸根。在近现代 ,西方列强出于维护

殖民统治的需要 ,有意识地在殖民地采取种种分化

政策和转嫁危机的措施 ,往往起到挑拨离间 、制造仇

怨和相互制约的作用 。这一点不但体现在第一次世

界大战后中东欧和非洲地区的民族和领土划分方

面 ,而且还体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殖民主义

体系全面崩溃过程中对各殖民地 、半殖民地独立建

国运动的干预方面 ,其严重恶果便是今天许多发展

中国家存在着积怨甚深的民族矛盾和教派隔阂。这

在当今一些国家和地区冲突中十分明显 。欧洲巴尔

干地区历史上受到过几个帝国主义国家的肢解 ,多

次的战争造成诸多的领土问题和民族之间的纠纷 。

冷战结束后 ,由于失去了能控制该地区的主导力量 ,

这些纠缠不清的问题引发了民族之间的新冲突。同

样 ,南亚印巴因为英国殖民主义埋下的祸根 ———克

什米尔问题而冲突不断 ,成为两国关系中的一个“死

结” 。而西方殖民主义领土分割和边界划分 ,在非洲

留下部族冲突的恶果更加严重。历史上 ,西方殖民

主义者在争夺和瓜分非洲时 ,根本不考虑河川 、湖

泊 、山岭等天然边界及部族的分布情况 ,而是根据各

自的实力和利益 ,人为地划定势力范围 ,这些势力范

围的边界演变为当今非洲国家的边界 ,其结果形成

许多同一部族被分割在不同国家里 ,而有些国家又

不是按照民族聚居传统集中了许多原本差异很大的

部族 ,这就为日后这些国家之间 ,以及这些国家内部

的部族冲突埋下了祸根和火种。特别是 20世纪 80

年代以来 ,在西方民主化浪潮的影响下 ,非洲各国政

局更加动荡不安 ,邻国之间部族冲突也一直不断 。

3.外部势力的介入

冷战后民族主义纷争的兴起 ,从一开始就与一

些西方国家谋求政治和经济势力范围的意图联系在

一起 。它们从各自的利益和价值观出发 ,对相关地

区的民族事务横加干涉 , 致使民族冲突愈演愈烈。

在波黑 ,德国 、奥地利等出于加强自己势力范围的考

虑 ,率先承认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的独立;而美国

则出于对塞族社会主义性质政权的不满 ,积极支持

穆斯林的武装斗争 ,并不惜容忍伊朗 、阿富汗等国的

激进伊斯兰分子进入波黑协助作战;俄罗斯则出于

维护自己传统影响的考虑 ,尽力支持塞尔维亚。于

是一场本来是三兄弟分家的“内部”纠纷演变成为一

场血腥的种族战争 。时至今日 ,以美国为代表的西

方大国为了维护自己的势力范围 , 实现自己的利

益 ,不惜挑起相关地区的民族冲突和种族屠杀 ,甚至

肢解他国 ,以便从中渔利 ,为己所用。如美国的欧亚

战略是以强大的综合国力为基础 ,以地缘政治多元

化为手段 ,遏制中国 、俄罗斯等潜在对手 ,控制欧洲 、

日本等传统的盟友 。为了实施这一战略 ,美国对冷

战后欧亚大陆中间地带所出现的民族冲突 、分裂主

义运动等采取了不同的策略 。
[ 9] (p.32)

为肢解或削弱

原来的社会主义国家 ,在波罗的海三国同情 、支持甚

至制造民族冲突;为消除地区强权 ,在科索沃和伊拉

克支持民族分裂活动;为保护战略地区的稳定 ,在外

高加索地区 、中亚地区抑制民族分裂活动;为保护盟

友 ,在土耳其打击民族分裂主义势力 。这种外部势

力的介入有时虽然可以暂时缓解民族热点问题 ,但

并不有利于最终公正 、合理地解决民族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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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个人层次的原因

个人层次的原因 ,主要是相关国家的以个人认

同为基础的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发生了不利于国家

稳定的变化。

认同的概念出自于社会心理学 ,其定义可概括

为在某种情景下 ,行为体在与他者的比较中产生的

一种自我认知和自我界定 。认同可以有个体认同 ,

也可以有集体认同。根据社会学的研究 ,社会团体

通常建立在有利于其成员进行积极联系的一系列观

念基础之上 ,这些观念可以直接地通过成员间的话

语体系和他们交往 、沟通的方式中表现出来 ,也可以

间接地通过共有的象征 、符号和标志得到体现 。这

些观念的作用就在于使该团体区别于其他群体 ,从

而能够使其成员感觉到他们是相同的。[ 10] (P.19)

由上述定义可以看出 ,认同对于群体具有非常

重要的意义。它不仅是群体借以团结其成员的核心

力量 ,而且是一个社会组织机构凭以证明自身合法

性的依据。在现实社会中 ,由于个人常常同时归属

于多重社会群体 ,因此他的自我认同必然是多重性 、

多层次的 ,每个人的认同都是多重性的统一。在人

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上 ,民族国家只是诸多群体组织

形式中的一种 ,因此 ,国家认同始终只是人类多重性

认同中的一个层面。[ 11] (P.1-2)

从人类历史看 ,虽然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不是

一个重合的概念 ,但是两者却难以分割。国家具有

民族的特征 ,民族具有国家的要素 。国家的民族特

征表现为任何一个国家都必然植根于民族之中 ,从

民族中获得广泛的群众基础和牢固的文化认同。国

家的性质会发生历史的变迁 ,政府会更迭 ,但国家的

民族性却难以改变。反之 ,民族又依赖于国家 ,因为

只有国家 ,凭借其特有的力量与功能 ,才能真正维护

民族 的生存 与利益 , 捍卫 民族 的独 立与 尊

严。[ 12](P.470-471)这种关系表现在民族认同与国家认

同上 ,会出现两个方面的情况 ,一种是如果单一或主

体民族占绝对优势 ,这两个认同就容易成为一个认

同;一种是如果是多民族或几个强大的民族并存的

国家 ,这两个认同就会处在一个极其复杂的敏感境

地 。它或许会使国家与民族利益统一起来同仇敌

忾 ,或许会使国家与民族利益尖锐对立而分崩离析;

结果 ,或许会导致一个强大国家的出现 ,或许会使原

来强大的国家陷于分裂 。[ 13](P.9)

冷战后出现的民族分离主义 ,从个人原因看 ,大

多是相关国家的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关系没有处理

好 ,个人认同出现了“迷茫” 。如在苏联 74年的历史

中 ,其领导人从赫鲁晓夫到戈尔巴乔夫都一再声称

民族问题已经解决 ,赫鲁晓夫还认为“苏联已经形成

了具有共同特征的不同民族人们的新的历史共同体

———苏联人民 。”[ 14](P.9)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也曾

确实形成过苏联认同感 ,特别是在其国力比较强盛

时 ,在人们心中产生过身为超级强国一分子的骄傲。

但由于各方面原因 ,苏联没有成功地将不同的民族

融入苏联体系 ,大部分民族无法在人为构建的苏联

联邦体制中找到国家认同。在经济遇到严重困难 ,

特别是苏联共产党抛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和社会主

义 ,思想意识形态方面出现混乱后 ,这种根基不牢的

认同感就迅速消失了或淡化了 ,对“我是谁” 、“我们

是谁”进行了重新定义 。要构建新的认同的东西需

依赖他们记忆中的基本组织:家庭 、社区 、乡村的历

史 、甚至宗教 ,而最重要的 ,则是民族。这种民族认

同是在混乱世界中个人的自我认同:我是乌克兰人 、

我是俄罗斯人 、我是亚美尼亚人 。所以 ,有的学者认

为“人类历史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竟于 74年之后无

法创造国家认同” 。[ 15](P.43)在个人层次上对民族国

家的认同淡化或消失了 ,原来民族国家存在的基础

也就削弱甚至消失了 。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那

样 ,“如果一个民族的信仰受到挑战或者质疑 ,在民

族认同的范畴就会出现危机 。当民族认同不再是一

个国家整合社会的力量源泉 ,可能就会有新的社会

力量兴起 ,经过社会运动 ,或改良 ,或革命 ,以国家的

方式建立新的认同 。”[ 16] (P.38-39)

苏联解体后形成的国家中 ,国家认同与民族认

同的关系也没有处理好 ,其具体表现在这些多民族

国家中 ,民族矛盾并没有随着苏联的解体而化解。

民族分离的趋势以连锁反应的方式继续发展。如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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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鲁吉亚 ,阿布哈兹自治共和国和南奥塞梯自治州

要求脱离格独立 ,虽然冲突双方已经和解 ,但矛盾不

会在短期内得以解决 ,始终是困扰格当局的最大难

题。

民族主义在冷战后的大范围兴起是有着深刻而

复杂的国际和国内背景的 ,仅仅因为单一原因而导

致民族主义的产生的情形并不多见。对于不同地区

或国家的民族问题而言 ,其起因也是各不相同的 ,许

多问题既有体系层次的原因 ,也有国家和个人层次

的原因。当具体考察某一问题时 ,要从各种层次的

角度进行分析 ,才不致于以偏盖全 ,获得真正符合实

际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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