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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2003年在

格鲁吉亚爆
发 玫 瑰 革 命

开始，“颜色革
命”成为国际社

会一个高频词语。
从乌克兰、伊拉克、

叙利亚，到吉尔吉斯斯
坦、突尼斯，“颜色革

命”频频上演，政权频繁
更迭。如今，动乱再度席卷

乌克兰，泰国也深陷政权更迭
的怪圈不能自拔。在这些“革

命”中，“街头政治”无处不在。
西方媒体往往将推翻他们不喜欢的领

导人的街头政治运动称为“追求民主
的伟大努力”。然而同样是街头政治，另

外一些事件却被冠以“无政府主义骚乱”
甚至“共产主义幽灵”的名号。

“街头政治”
到底是不是“民
主”呢？本报专
访了 3 位国际问
题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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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鹅绒革命是指捷克斯洛伐克发生的民主
化革命。从广义上讲，天鹅绒革命是与暴力革
命相对比而来的，指没有经过大规模的暴力冲
突就实现了政权更迭，借天鹅绒的平和柔滑来
比喻和平转移政权的政治主张和革命过程。后
来这一名词也泛指上世纪 80年代末在中东欧国
家先后发生的政坛剧变。

玫瑰革命是指格鲁吉亚发生的反对当时总统谢
瓦尔德纳泽及其所领导政府的一系列示威活动。由
于领导人、反对党领袖萨卡什维利每次公开露面都
拿一枝玫瑰花，因此又被称为玫瑰革命。最终，萨
卡什维利领导的反对党获得了胜利，建立了民主选
举的政府，其本人当选格鲁吉亚总统。玫瑰革命成
为后来的“颜色革命”的第一波。

▼1989年11月天鹅绒革命 ▼2003年11月玫瑰革命

乌克兰围绕 2004年总统大选中严重贪污、选举
舞弊等事件，发生一系列抗议和政治事件，统称

“栗子花革命””。栗子花革命又称“橙色革命”，之
所以取这样的名字是因为，一方面乌克兰首都基辅
的市花是橙色的栗子花，另一方面橙色是尤先科竞
选的代表颜色，因此这场运动使用橙色作为对尤先
科的支持。2005 年 1 月 23 日尤先科的就职，标志着
橙色革命的最终胜利。

▼2004年11月栗子花革命▼2004年11月栗子花革命

黎巴嫩前总理哈里里于 2005 年 2 月 14
日遇刺身亡，约6万名示威者聚集贝鲁特市
中心要求政府辞职，并要求叙利亚军队撤
出黎巴嫩。反对派领导人全部手举带有雪
松标志的黎巴嫩国旗，这场运动因此得名。

▶▶20052005年年22月雪松革命月雪松革命

2005 年吉尔吉斯斯坦议会选举中，西
方支持的反对派惨败，他们一方面指责选
举进程中存在舞弊和违法行为；另一方面
发动支持者走向街头。因吉尔吉斯斯坦首
都市花是迎春花，这场运动被称作黄色革
命，或者柠檬色革命。

◀2005年3月郁金香革命

泰国政府与黄衫军的冲突始于2005年。黄衫军因身着象征王权的黄色衬衫
进行示威游行而得名，是泰国民盟及其支持者的代称，成立于2006年2月。他
们的一个重要政治立场是反对他信政府腐败和滥用职权，为此开展了一系列的
和平集会。他信的支持者也举行大规模集会与之相抗衡，泰国政治局势因此陷
入混乱。2006年9月，泰国发生军事政变，他信政权被推翻。

▼2006年黄衫军革命

突尼斯于 2010年年底至 2011年年初，发生了要求总统本-阿里下
台的持续抗议活动，并演变为持续骚乱。总统本·阿里被迫选择离开突
尼斯，前往沙特避难。总理加努希出任临时总统。在阿拉伯国家，这
是第一次一个政权因民众抗议而倒台。因茉莉花是突尼斯国花，这次
政权更迭也被称为“茉莉花革命”。

▼2010年年底茉莉花革命

图片来源：经济观察报

黎巴嫩内阁宣布全体辞职后，反对派群众庆祝“革
命”的初步胜利。 图片来源：新快报

黎巴嫩内阁宣布全体辞职后，反对派群众庆祝“革
命”的初步胜利。 图片来源：新快报示威者焚烧印有前总统头像的书籍

图片来源：国际在线网

（陶一萍 李晓 吴亚博 整理）

无关民主

民主是一种社会制度，也是一种社会状态，其定义很多，
但其核心精神都是“平等、自由、法治”，基本原则包括：多
数原则、少数原则和程序原则。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政
治学系杨光斌教授认为，“我们讲的民主一般有两种含义，一
种是程序的民主即制度民主，即让人民以合法律的形式去参与
政治。一种是实质民主，即让人民享有善治的福利。”也就是
说，民主应当包含法定程序，应当代表大多数的意见，并且最
终结果是让人民享有善治的福利。

然而，从中亚到西亚北非再到东南亚，从格鲁吉亚、乌克
兰到埃及、叙利亚再到乌克兰，却给人另一种感觉。人们走上
街头，高举“人权”、“民主”、“自由”的旗帜，给当局施压，
甚至推翻政府，“民主”的外衣下，“街头政治”暗流汹涌。

今天美国也还在不断发生着类似“占领华尔街”运动、茶
党运动等“街头政治”，只是大多数参与街头运动的人并没有
说，让“街头的声音”取代选举结果、取代议会讨论、取代
法院判决。而乌克兰等国的“街头政治”绕过了法定选举议
程，就不符合民主的要求。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金灿荣教授认为，“乌克兰、
北非一些国家发生的政治运动并不符合西方的民主程序。西
方民主最显著的特征之一是一人一票，通过选举更换领导
人。但‘颜色革命’中发生的这些街头政治运动，是通过抗
议示威——比如格鲁吉亚，就是通过直接占领议会，逼迫现
任领导人辞职。”虽然有人将其称为“民主的胜利”，但这
种民主却和民主的本义是相悖的。

推翻当权政府之后，获胜的一方也会进行选
举，但金灿荣教授指出，“这实际上相当于提
前把一部分政治力量排除在外了。”这种
所谓的“民主政治”，只是部分人意愿
的表达。

乌克兰政坛一直不平静。2004
年 11月，乌克兰官方宣布亚努科
维奇赢得大选，但支持尤先科
的反对派指责选举存在舞弊，
国内爆发了大规模抗议。新一
轮大选中，尤先科在选举中胜
出，季莫申科出任总理。之
后，尤先科与季莫申科出现裂
痕，在之后遇到的街头抗议活
动中，尤先科又以此拉拢他的老
搭档季莫申科出任总理。

民主和人民的幸福生活息息相
关，但在一些国家，“街头政治”非
但没有迎来民主，反而带来政权的频
繁更迭，不断的暴力冲突。泰国从上世
纪 30 年代起已经历了 19 次政变；土耳其自
上世纪60年代已发生了4次政变……

金灿荣教授认为，“通过街头政治运动去推翻现
任政府，带来了非常不好的先例。因为只要有人开始不遵
守游戏规则去推翻政府、夺取政权，那么人人都可以不守规
则，这就造成政治局面的不安定。”因此，动乱成为这些国家

的宿命。

背后势力

“街头政治”愈演愈烈。人们浩浩荡荡
走上街头，表达诉求，甚至高举“民主”的
狼牙棒。但是，法国当年的“街头政治”
后来竟演变成了骚乱，这类例子也不少
见。

“除旧迎新”、惊天动地的街头运动
不一定带来理想的乌托邦——乌克兰于
2004年和2014年发生动乱；泰国和土耳
其的街头政治运动也与国内频繁的军事
政变有密切联系。

伴随政局变动的是不断的暴力流血
事件和经济损失。乌克兰卫生部称，2 月
以来，该国因骚乱和政权更迭造成的死亡
人数已经多达数百人。而泰国商会主席伊
萨拉日前表示，示威活动给泰国经济造成
的损失已经超过1000亿泰铢（约合200亿

元人民币）。
民主自古就和平等、幸福挂钩，街头政治高调叫喊的“民主”

却使国家恶斗不止、流血不停，这和民主的本义背道而驰。
但为什么它总能打着“民主”的旗号干违背民主精神的事

呢？这和推动“街头政治”背后的各大势力有关。这些发生
“颜色革命”的国家，背后不乏西方势力的影响。政权的反复
更迭，与是否符合西方国家的口味有极大关系。金灿荣说：

“街头政治是一把双刃剑。西方国家固然可以用它来推翻自己
不满意的政权，但别人也可以用来推翻自己不满意的政权。这
体现出西方国家在战略上的短视。”社科院西亚非洲所研究员
殷罡也指出：“在一些半成熟国家，由于变革程序和监督机制
存在一定的惰性，就为急不可耐的革命发动者，提供了借口。”

自己的路

殷罡指出：“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不同的国情、
不同的土壤会滋生出不同的本土化的民主机制。照搬
他国标准，就会导致某种机制的水土不服。”中国人
民大学的杨光斌教授也认为：“法治不但是一种制
度，更是一种文化。选举权容易移植、容易复
制，但是法治却难。一部分发展中国家搞的民
主只是一种选举民主，即事实上的党争民
主，但是缺少西方
民主最

核心的东西，即法治。”缺乏尊重规则的意识，又脱离本国
实际，这让街头政治取代真正的民主而大行其道。

一个国家要走什么样的道路，必须基于自身基本国
情和发展阶段，基于实现自己的国家繁荣和人民幸
福，不应该把希望寄托在赶走所谓的“独裁者”和照
搬他国民主模式上。“街头政治”之乱，就在于其
没有真正认识本国的社会矛盾，没有结束政治对
立，反而试图照搬某种西方民主模式的皮毛，
不尊重国内其他政治力量的利益。

民主的制度并不唯一。殷罡认为：“如
果能满足充分的民意表达，以严格的程序
性变更、周全的结构性监督、多数派的
否决，基本上可以保证各个群体适当
的利益和诉求。”民主政治的最终目
的，是要实现国家的安定团结，
保护和促进人民生活的幸福。
这也是判断一个政治制度好坏
的最终标准。

民主是一个崇高的理
想，各国都有权探索适
合 自 己 的 具 体 形 式 ，
但合法应是题中之
义。

英国《金融时报》

推翻暴君有时确实能带
来自由。但有时候，它只能
引来新形式的暴政。如果革
命者既热爱自由，又能有效
地组织起来，开展长期的政
治斗争，那么革命将迎来美
好的结局。如果人们在革命
中能够表达自己的观点，而
不受外部干涉，那就更好
了。如果缺乏上述两种条
件，那么我们很难对革命的
结果寄以厚望：在类似近期
基辅那样的欢快时刻之后，
尾随而至的必然是长期、艰
难、混乱的斗争。

新加坡《联合早报》

随着泰国大选近乎流

产，泰国的政治危机已经变
成越来越让人笑不出的“民
主闹剧”。由泰国亲王室势
力和传统统治精英支持的民
主党所发起的、持续多时的
街头抗争行动，不但伤害了
早已脆弱的国民经济，更进
一步撕裂社会共识，让国家
政治机制陷入瘫痪状态。在
野的民主党于街头抗争政治
中所表达的立场，缺乏基本
的正当性。反对派则怂恿支
持者用暴力阻挠投票过程。
这颠覆了民主政治的所有基
本原则，也难以得到国际社
会的认可。

英国《每日电讯报》网站

埃及的暴力活动扩大到
了开罗以外的广大地区，充
斥武器和圣战者的西奈半岛
上业已令人忧虑的安全局势
将会恶化。极端化的倾向正
在伊斯兰主义广阔阵营的每
一个角落里与日俱增：这对
于“基地”组织来说将是宣
传上的意外之喜。事实上，
有人正在怀疑是否这才是当
局一直以来的目的：引诱穆
斯林兄弟会进行暴力抵抗，
从而使他们在政治上永无翻
身之日——这是一项愚蠢至
极的策略。

西班牙《国家报》

原苏联国家近年来遇到
的困难使其革命的正确性受
到质疑。2003年格鲁吉亚的

“玫瑰革命”，2004年乌克兰
的“橙色革命”，2005 年吉
尔吉斯斯坦的“郁金香革
命”都没有像“十月革命”
一样给这些国家带来实质性
的改变。

《经济学人》

尽管强硬的反对派抗议
者很活跃，但局势仍停滞不
前。对泰国大多数人而言，
曼谷的政治僵局是次要的。
他们主要关心的还是开始下
滑的经济状况。对抗议者提
出英拉政府下台要求的支持
呼声，也许会变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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