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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法国极右翼势力“国民

阵线”（Front National）可谓风光

无限，它首先在 3 月份的法国地方大

选中赢得 11 个市镇，战胜执政的法

国左翼大党“社会党”；接下来又在

5 月的欧洲议会选举中获得 25％的

选票和 24 个议席，远超两大主流政

党——执政的左翼社会党和在野的右

翼大党“人民运动联盟”[1]，震惊朝野，

成为 2014 年法国和欧洲政坛的一大

焦点。

国民阵线的“发家史”

国民阵线成立于 1972 年，由当

时法国的极右组织、鼓吹法西斯主义

的“新秩序党”在整合新纳粹主义等

一些极端民族主义势力的基础上组建

法国极右政党
“国民阵线”
缘何强劲崛起

□   彭姝祎祎／文

而成。在最初的十来年间，国民阵线

只是个边缘小党，从 1984 年欧洲议

会选举起崭露头角 [2]，此后凭借在“移

民”、“失业”、“精英的腐败”等问题

上大做文章而时不时赢得两位数的选

票，逐步在法国政坛占据了一席之

地。在 1986 年议会选举中首次进入

法国国民议会；在 1988 的总统选举

中一举成为第三大党。此后由于内讧

而沉寂了一段时间，直到在 2002 年

的总统选举中出人意料地进入了第二

轮投票，引起法国政坛的高度警惕。

此后，国民阵线一度偃旗息鼓，但在

2010 年的地方选举中凭借不俗的成绩

重返政治舞台 [3]，之后一路高歌猛进。

2011 年进入省议会；在 2012 年的总

统选举中仅排在左右两大主流政党

之后，位列第三名；在同年的立法选

举中获得两个议席，重返国民议会；

2014 年 3 月和 5 月接连在法国地方

选举和欧洲议会选举中取得佳绩，特

别是在两场选举中均战胜执政的左翼

社会党，再次震惊法国乃至欧洲政坛。

目前，国民阵线已稳坐法国政坛

的第三把交椅。国民阵线的蹿升在一

定程度上把法国政坛由左右翼两大政

党主导的格局变成了左翼、右翼、极

右翼三足鼎立的格局，其对法国社会

的影响不容忽视。

在 2011 年之前，国民阵线的领

袖是让—玛丽·勒庞，俗称老勒庞；

从 2011 年起，老勒庞把权力移交到

了其女玛丽娜·勒庞手中，俗称小勒

庞。父女俩的“执政”风格有着显著

2014年5月29日，学生在法国首都巴黎参加游行，抗议法国极右翼政党国民

阵线在欧洲议会选举中获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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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不同：老勒庞经常露骨地发表带有

明显极右色彩的反动言论，如排犹、

否认对犹太人的大屠杀等，但不以上

台执政为主要目的；相形之下，小勒

庞要收敛得多，对“反犹”等敏感话

题三缄其口，可谓更聪明。不过她热

衷于研究选举战略，从地方选举初试

牛刀起，不断在各种选举中练兵，目

标直指爱丽舍宫，可谓更有抱负。

国民阵线的主要主张

国民阵线作为极右政治势力，有

以下三大特点：即经济上奉行民族主

义和贸易保护主义，社会文化上奉行

极端民族和种族主义，政治上奉行民

族—民粹主义。

国民阵线在经济上奉行民族主义

和贸易保护主义，即反对自由市场经

济、反对全球化。具体到欧洲范围内，

则表现为反对欧洲一体化、反对欧元，

叫嚣民族利益至上，主张法国人优先

就业等。如老勒庞常常宣称，“法国

是欧元的受害者”、“法国是全球化的

牺牲品”等，号召民众予以抵制，特

别是抵制欧洲一体化进程。

作为反全球化的必然结果，国

民阵线在社会领域奉行极端种族主义

和民族主义，排外仇外。在老勒庞时

期，主要表现是反犹和反对外来移民，

把法国失业率高企、治安不佳等问题

统统归咎于移民等，如老勒庞曾毫不

掩饰地宣称“移民是社会不安定的根

源”。小勒庞当权以后，把反犹变成

了反阿拉伯人，并把移民的“危害”

上升到了“文化”的高度，渲染“伊

斯兰威胁论”，称法兰西的民族和文

化特性正在伊斯兰移民的侵蚀下陷入

危险的境地，并耸人听闻地预言：“钟

楼和小咖啡馆将消失在清真寺和伊斯

兰快餐后面。”[4]

在政治领域，国民阵线奉行民

族—民粹主义，反对精英政治，拒绝

并对抗主流政党，指责精英为全球化

和欧洲大市场所迷惑而出卖了国家；

法国当今之衰退，责任全在他们。若

把法国继续交在精英手中，法国会进

一步走向衰亡。

概括而言，“移民”、“治安”、“购

买力”、“失业”等传统议题，如今再

加上“民族特性”和“文化安全”这

两项，这便是国民阵线的主要议题。

其中“移民”是重点，所有其他问题

均由此而生，换言之即“移民”是所

有其他问题的根源；而“移民”的根

源是全球化和欧洲一体化，即全球化

和欧洲一体化是“万恶之源”，这便

是国民阵线的主要逻辑。

国民阵线的选民基础

国民阵线的选民基础是中下层民

众，其主张在这部分人中颇具煽动性

和蛊惑力。原因在于，最近几十年来，

法国在全球化的冲击下陷入全面衰

退，经济持续低迷，失业率高企，福

利不断削减，引起民众特别是其中的

弱势和边缘群体的强烈不满。底层民

众本来就在全球竞争中处于劣势，经

济的持续萧条又凸显了他们与外来移

民在就业、社会福利等领域的矛盾，

进一步激发了他们的挫败感、对移民

的排斥情绪及对政府至民众利益于不

顾、治国无方的愤懑。而国民战线高

举“反全球化、反移民、反政治精英”

的大旗，恰好符合他们的心理。

不过，自小勒庞执政以来，国民

阵线在继续吸引中下层民众的同时，

其选民基础有不断扩大之势，呈现出

如下特点：首先，选民日益年轻化。

在 2014 年的欧洲议会选举中，30％

的极右翼势力选民年龄小于 35 岁 [5]，

导致这一现象的主因是年轻人失业率

偏高。近些年法国的平均失业率已接

近两位数，而缺乏工作经验的年轻人

失业率更高，长期徘徊在两位数以

上。他们看不到未来，对主流政党失

望乃至绝望，纷纷跑去支持极右翼政

党。其次，在职业和社会阶层上日益

多元化。经济的持续低迷冲击了原本

生活较为安稳的中间阶层，特别是在

竞争力不如大城市的中小城市中，中

产者和乡村地区的公务人员的生活质

量和社会等级被削弱，使他们投向了

勒庞的怀抱。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在

巴黎、里昂、图卢兹等大城市及其近

郊，左右两大传统政党的得票远超国

民阵线。第三，在煤炭、纺织等传统

工业基地和开放程度差、在全球竞争

中处于弱势的地区，国民阵线的“拥

趸者”明显多于其他地区。原因是伴

随着经济转型和去工业化进程，法国

的传统工业纷纷倒闭或外迁至劳动力

较为低廉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造成

了大面积的结构性失业。失业者认为

这都是全球化惹的祸。所以，在法国

东部和北部，即传统上的煤钢和纺织

基地，勒庞的影响力要远远大于其他

地区。

一言以蔽之，年轻人、经济困难

地区的中间阶层，以及其他一些经济

危机中的“受害者”正成为国民阵线

的新“粉丝”。

国民阵线蹿红的原因

极右势力在近几年的强势复兴有

着深刻的经济、社会和政治背景。

第一，这是国民阵线转变策略、

不断漂白自身形象的结果。小勒庞自

接管国民阵线以来，一直着力洗刷党

的形象，通过各种方式来淡化它的极

端色彩，把一些非法的主张努力掩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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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合法的言辞之下：首先是去反犹化，

即不再提反犹、否认二战期间对犹太

人的大屠杀等明显“政治不正确”的

话题，把矛头瞄准当下法国民众普遍

较为反感的阿拉伯裔移民，提出反阿

拉伯人，并把“反对阿拉伯移民”的

说法变为强调“世俗化”。其次，重

新肯定民族国家，即把“置疑并反对

欧洲一体化”变成为挽救在全球化和

欧洲一体化浪潮中不断丧失的法兰西

民族特性而“重新肯定民族国家”或

“民族国家至上”；用“本国优先”、“率

先照顾本国国民的利益”等说法取代

“反对移民”；第三，“去妖魔化”。即

利用各种场合表明国民阵线是一个正

常政党，反对被扣上“极端势力”的

帽子。上述措施十分奏效。民调表明，

已有过半数的法国人对国民阵线的看

法发生了质的变化，认为它不再是极

端势力而是跟其他党派一样“正常”

的政党。

第二，持续的经济萧条为极端势

力的泛滥提供了温床。在经济全球化

特别是最近几年来的金融危机、欧洲

主权债务危机的接连冲击下，法国遭

遇了二战以来最为严重的经济衰退，

为极右势力的泛滥提供了温床。不少

法国民族主义情绪严重，对未来充满

担心，把所有问题都归结到移民和外

国人头上。国民阵线的“反全球化”、

“反移民”等主张引起了他们的强烈

共鸣。不少人甚至认为国民阵线讲的

都是大实话，在他们眼里，这种“坦

诚”与主流政党的“虚伪”和“不敢

正视现实”相比实属可贵，这反而为

它加了分。

第三，传统右翼政党客观上起

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近年来为争取选

民和打压对手，传统右翼政党或对极

右翼加以利用或向它靠拢，无形中助

长了它的气焰。典型的例子是，在

2007 年和 2012 年两次总统大选中，

主流右翼、当时执政的人民运动联盟

为吸引选民而不断推出带有极右色彩

的言论或政策，包括立法禁穿伊斯兰

罩袍，就伊斯兰教和政教分离话题发

起全国性辩论，鼓吹法兰西文化受到

伊斯兰教的威胁，指责移民难以融入

法国社会从而埋下了治安隐患等等。

美国《新闻周刊》甚至专门对此撰文

指出，萨科奇 [6] 为了政治目的正在

疯狂地对少数族裔发难，把“世界上

最民主的地方变成了极右翼势力的温

床”。[7] 另一个典型例子是，目前主

流右翼为反对执政的左翼社会党而和

国民阵线频频联手，如共同签署法律

提案，共同提交法律修正案，共同举

行示威游行，在议会辩论中破天荒地

互相鼓掌祝贺等，尽管两者从未公开

结盟。凡此种种，无异于为极右翼势

力的合法化推波助澜。

第四，主流政治危机火上浇油。

自 2012 年总统大选之后，法国便陷

入了深重的政治危机：执政的左翼一

方面对民众最为关心的就业、购买力

等问题束手无策，难以有效改善民生；

另一方面步右翼后尘，紧缩财政、削

减福利，引起民众的普遍不满。右翼

则陷入分裂：人民运动联盟内两大头

面人物为争夺党主席职务互相攻讦，

闹得热火朝天。民众对两大主流政

党的糟糕表现深感失望，对政治精英

的不信任感空前增强，其中一部分人

为表达对主流政党的不满和惩罚而投

票给国民阵线。如欧洲议会的投票结

果表明，69％的选民为反对政府而投

票给国民阵线。还有一部分人则把国

民阵线视作最后一根救命稻草，对它

寄予期望。他们认为“国民阵线是法

国唯一一个迄今尚未尝试过的政治试

验”，它没准能打破左右两大政治力

量轮流坐庄而毫无建树的状况，为法

国带来一丝改变。[8]

由上文可见，国民阵线的强劲崛

起是法国经济、政治和社会危机不断

积累和叠加的结果。虽然国民阵线不

断改头换面，但是其闭关自守、仇外

排外的本质没有改变，目前它已经是

法国第三大政党，从游走在主流政治

的边缘转向靠近舞台中间。尽管舆论

普遍认为，短期内国民阵线基本上没

有上台执政的可能，但对法国半个世

纪以来左右两大党派轮流执政的格局

构成了有力挑战。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

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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