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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法西斯主义在 20 世纪上半叶给全世界人民带来了巨大毁灭和灾难，战火蔓延到全世界 60 多个国家和地区，死亡人

数高达 6000 多万，其中绝大部分为平民。而在 21 世纪的今天，恐怖主义的悄然发展和各类恐怖活动的层出不穷已然成为了

人类文明社会的最大威胁。从 2001 年“911”事件起，恐怖主义这个词开始更多地攫取了人们的关注。之后的伦敦地铁爆炸案、

孟买恐怖袭击事件等一系列层出不穷且性质恶劣的恐怖袭击事件将人们对恐怖主义的关注和憎恨都 推向了高峰。论文拟就法

西斯主义和恐怖主义的概况和二者之间的联系做一点尝试性的比较和分析。

Abstract: Fascism brought great destruction and disaster to the people of the world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20th century. The war 
spread to more than 60 countries and regions worldwide, and the death toll reached more than 60 million, most of which were 

civilians.In today’s 21st century, the quiet development of terrorism and the endless emergence of various terrorist activities have 

become the biggest threat to the human civilized society.From the 2001 September 11 incident, the term terrorism began to grab more 

attention. A series of endless and bad terrorist attacks, including the London subway bombings and the terrorist attacks in Mumbai, 

have brought the concern and hatred for terrorism to a peak.This paper plans to make a little tentative comparison and analysis on the 

overview of fascist and terrorism and the connection between the tw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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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法西斯主义是一个较为宽泛的概念，同时也是未被明确

定义的概念。它的典型代表有 20 世纪意大利法西斯政党、

德国的纳粹党、日本的军国主义法西斯专政等。这三国法西

斯政党都有各自的主张和纲领，但侧重点均各有不同，也并

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19 世纪末和 20 世纪上半期，

西方民族主义的基本特征是以社会达尔文主义和种族主义

世界观为基础的极端民族沙文主义，法西斯主义者所宣扬的

“民族主义”正是以此为基础，同时以极端保守主义和种族

主义作为其理论支撑。

2 法西斯主义
20 世纪，法西斯主义可谓是给世界带来了一场毁灭性

灾难。它的苗头初现是在欧洲大陆，意大利是第一个出现

自称为法西斯政党的国家，19 世纪末，西西里硫磺矿的作

业工人们将“fascio”一词用作自己的联盟名称。第一次世

界大战后，意大利组织战斗分队的右翼民族主义团体也利

用了这个词，而后该团体于 1922 年组建了第一个法西斯政

党。第一次世界大战开战后，迅速转向极端民族主义的本尼

托·墨索里尼（1893—1945）组织成立了法西斯政党，采用

束棒（Fasces）作为政党徽章。对于墨索里尼及其支持者而言，

“Fasvio”意味着棍棒、团体、团结一致，法西斯党徒如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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棒束一样紧密结合在一起 [1]。

1928 年，墨索里尼在意大利全面建立了法西斯主义极

权体制。意大利法西斯主义“斥责和平主义、民主主义、人

道主义、社会主义和自由主义。他们宣扬“暴行的美和必要”

及意大利血液的无穷活力。他们高唱战争赞美诗，歌颂战争

是“世界上仅有的卫生术、高贵的英雄主义浴场””等等。

用墨索里尼自己的话来表述，即为“对法西斯主义来说，

帝国的倾向，即各民族扩张的倾向，是一种生命力的表现；

而其反面，或守在家里，则是一种没落的标志。新兴或复兴

的民族是帝国主义者，正在死亡的民族是放弃自己利益的民

族”[2-4]。

1920年，德国法西斯主义的鼻祖阿道夫·希特勒（1889—

1945）在慕尼黑宣布德意志工人党改名为民族社会主义德

意志工人党，即日后臭名昭著的“纳粹”（Nazi），同时公

布了该党的“二十五条纲领”。其核心精神主要有两点：激

烈地反对垄断资本和坚持强烈的民族社会主义。希特勒提出

了他的“民族社会主义”，并对此作出如下解释：“任何人

只要准备以民族事业为己任，再没有高出民族利益之上的理

想；任何人只要了解中国伟大的国歌《德意志高于一切》的

意思是在自己心目中世界上没有东西高于德国、德国人民和

德国土地，这样的人就是社会主义者。”纲领中提出：“要

求领土以养活本国人口和外迁过剩人口；要求非德意志人立

即离开德国；要求建立强大帝国的中央集权体制和绝对权

威；提出只有具有日耳曼血统的人才能成为本国公民等。”

这些严苛的纲领折射出了其构建法西斯极权体制的基础：推

崇一种极端民族主义，即德意志民族利益拥有至高无上的地

位。在这种邪恶思想的驱使下，德国法西斯不仅将战争的炮

火燃烧到欧洲大陆和北非的许多国家，更是将矛头直指他们

所谓的“低等民族”“劣等民族”，对他们进行非人的折磨

和残酷的屠杀。

日本法西斯主义同样产生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自

1918 年北一辉、大川周明等人成立法西斯团体犹存社后，

日本的各类法西斯团体便相继纷纷诞生。北一辉的《日本改

造法案大纲》和大川周明的《日本及日本人之道》《日本

二千六百年史》等成为了日本法西斯主义思想的代表作。对

内实行专制独裁，对外实行扩张侵略，维护和强化天皇专制

主义制度是日本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和行为准则。而后，日本

法西斯逐渐登上政治舞台，确立了军部法西斯体制的统治地

位。在此过程中，日本法西斯主义者也竭力对民主言论、自

由思想进行残酷的打压，对持进步思想言论的知识分子进行

残忍的迫害。1933 年，《资本论》的日文翻译者，马克思

主义经济学家河上肇被捕入狱；1934年，马克思主义理论家，

日本共产党领导人野吕荣太郎惨死于品川警察署。1937 年，

日本法西斯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犯下了包括利用中国平民做

活体生物实验以及虐杀平民、屠城等在内的滔天罪行。后又

于 1941 年发动了太平洋战争，扩张侵略的野心毕露无疑。

除德、意、日三国外，其他国家在同时期也出现过法西

斯主义的身影，如西班牙“长枪党”和佛朗哥建立的法西斯

独裁统治、法国由退役军人组成的法西斯政党“火十字团”、

葡萄牙萨拉查建立的“国民同盟”及其独裁统治等等。纵观

各国法西斯政党的主张、纲领和行径，可以发现，法西斯主

义因国家、派别、领导人而各有异同，它并没有完全统一思

想体系和基本主张。法西斯主义者的言论和行径对本国或本

种族人民而言，通常极具蛊惑性和煽动性，他们宣扬本民族

最优论和并鼓吹强烈的民族优越感，排斥甚至迫害、虐杀其

他种族人民。而对于他国或其他种族人民而言，法西斯主义

者的种种行径无疑是极具侵略性和迫害性的，给他们肉体和

精神都带来了巨大的无法愈合的创伤和毁灭。

虽然法西斯主义占国家统治地位的时代早已被终结了，

但是它给世界人民带来的巨大灾难和心理阴影却难以磨灭。

同时，值得警惕的是它的部分政治主张和相关的组织、团体

等依然隐藏在世界的部分角落里。虽然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

结束了法西斯主义统治国家、称霸世界的历史，但这并不代

表着对法西斯主义的彻底铲除。

3 恐怖主义
恐怖主义者制造的各类恐怖袭击事件不胜枚举。恐怖分

子手段之残忍、影响范围之广时常令人联想起上个世纪法西

斯主义者的所作所为。

关于恐怖主义，各国及各个组织机构并未对其给出统一

的定义。在现有定义中，较通用的定义大多来自西方学者，

例如：“恐怖主义”在《不列颠百科全书》中被定义如下：

“对政府、公众或个人蓄意使用恐怖手段或令人莫测的暴力，

以达到某种政治目的。各种右翼和左翼的政治组织、民族主

义团体、民族集团、革命者以及军队和政府秘密警察都有利

用恐怖主义者。”美国国务院认为，恐怖主义就是为了影响

观众由此国家集团（sub-national group）或秘密代理人针对

非战斗人员基于政治动机而有预谋地使用暴力的行为。在欧

盟委员会 2001 年的《打击恐怖主义框架决定建议书》里，

恐怖主义被定义为：“由个人或组织故意实施的反对一个或

多个国家、其制度或人民，以达到恐吓人们或极大地改变或

摧毁一个国家政治、经济或社会结构的行为。”在中国颁布

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恐怖主义法》中对其的定义为“通过

暴力、破坏、恐吓等手段，制造社会恐慌、危害公共安全、

侵犯人身财产，或者胁迫国家机关、国际组织，以实现其政

治、意识形态等目的的主张和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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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当代国际社会对恐怖主义有很多种定义，且立场和

侧重点各有不同，不过对于构成恐怖主义行为的必备要素，

各方通常能够达成以下共识：首先，恐怖主义通常伴有暴力

行为的使用。并非所有的暴力行为都是恐怖主义的衍生品，

恐怖主义的暴力行为不同于国家拥有的合法性暴力。恐怖组

织实施的暴力行为并非一时冲动带来的激情犯罪，而是有预

谋，有策划，且有特定目的的暴力行为。其手段之残忍，影

响范围之广常常令人发指。恐怖组织实施的暴力活动的目的

并不仅仅限于暴力事件本身，同时也在于其所带来的社会影

响，以及恐怖分子可以通过此次事件获取的利益或可达到的

目的。

2004 年 9 月，在俄罗斯南部北奥塞梯共和国别斯兰市

发生了一起震惊世界的人质劫持事件，此次恐怖活动手段狠

辣，人质数量众多，堪称人类历史上最残暴，规模最大的劫

持事件之一。别斯兰人质事件中，恐怖分子选择少年儿童作

为目标，开启了向最弱群体大开杀戒的先例，这一残忍行径

不仅给当地的学生及家长带来不可磨灭的心理伤害，同时也

令世界人民陷入巨大的震怒和恐慌。

其次，引发强烈的恐惧情绪。承受恐怖主义带来的伤害

的受害者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受到恐怖分子直接暴力袭击

的受害者，另一类是间接受害者。间接受害者本人不一定在

恐怖事件发生现场，但却受到了恐怖行为的影响。恐怖分子

的暴力活动不仅仅是为了打击或恐吓直接受害者，他们更重

要的目的在于威胁或震慑更大范围的人群，即间接受害者。

通过新闻媒介的报道、转播，恐怖组织所策划、实施的活动

会引起更大范围内的注意。同时，由于恐怖活动发生的无规

律性和目标不确定性，人们无法判断恐怖袭击的下一个目标

会是谁，地点在哪里，由此产生的恐惧情绪就会更加剧烈。

可以说，恐怖分子最看重的不是直接受害者本身，而是施加

给间接受害者的压力和影响。恐怖主义研究专家詹金斯有一

句名言“恐怖主义是一个剧场，恐怖分子想要很多人看，而

不是很多人死。[5,6]”

再次，受害者普遍具有特定性。恐怖袭击从来都不是恐

怖组织或恐怖分子的一时冲动之举，其在付诸实施前必然经

过了严密的计划和部署。虽然恐怖分子的意图并不仅在于目

标本身，但是选择非常具有代表性的目标仍然是他们的必要

功课。目标被选中是因为他们的身份、所处地点或代表立场

等象征着恐怖分子想打击、对抗的事物。1972 年 9 月 4 日，

巴勒斯坦恐怖组织“黑九月”成员在慕尼黑的奥运村袭击了

以色列的 12 名运动员，是因为他们的国籍以及两国间的巨

大冲突矛盾。1981 年 10 月 6 日，埃及总统萨达特在阅兵典

礼中遇袭身亡，其原因是他象征着阿拉伯世界与以色列的

和解。

4 法西斯主义和恐怖主义比较分析
法西斯主义和恐怖主义的渊源从 20 世纪初期甚至更早

就已经开始了，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这二者的结合更

是将恐怖活动开展到了极致。种族主义是法西斯主义的重要

理论基础，以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德国为例，德国法西斯

精心构造了一个关于民族特性和民族文化优越的理论体系，

重新制造了关于历史、民族和国家的“文化”：只有金发碧

眼的雅利安人—特别是雅利安人中的日耳曼民族是最为高

贵的，属于“文明的奠基者”；那些受到雅利安文明影响或

改造的民族（如日本人）属于“文明的支持者”；而犹太人、

黑人则属于“文明的破坏者”。这种从生物学角度对人类进

行优劣、贵贱划分的手段，通过对维护本民族“高贵血统”

这一理论的宣传成功地使法西斯主义建立了民众基础，并在

“铁血政策”的政权控制下形成了国家恐怖主义的意识形态。

此外，对暴力的崇尚和对渲染恐怖气氛的热衷使得法西斯主

义者在对待他们要“铲除”的目标时无所不用其极。纳粹宣

传部部长戈培尔在德国多地组织大规模的焚书活动，将犹太

人所著书籍及其他“非德意志”书籍（如共产主义书籍）付

之一炬。许多世界知名的作家、音乐家、艺术家的著作也难

逃一劫，如海涅、塞尚、毕加索、门德尔松等。爱因斯坦、

弗洛伊德等人更是被迫背井离乡，流亡海外。

1938 年 11 月 9 日夜，纳粹发动了全国性的反犹暴力恐

怖活动，这就是被称为“水晶之夜”的排犹暴力恐怖事件。

为了强化暴力恐怖特征，在法西斯主义政党中常设有专门的

暴力组织或军队，其所到之处无不笼罩着浓重的恐怖气息，

令人色变。例如臭名昭著的德国“盖世太保”、意大利黑衫

党人组成的冲锋队、法国“法兰西行动”中的“国王的宫

殿”“英国法西斯联盟”中的黑衫卫队，以及罗马尼亚铁卫军，

等等。此外，纳粹当局又通过颁布一系列法令对犹太人的日

常活动和生存条件进行了严苛的限制，使他们不但丧失了生

存的权利，精神上也时刻禁受着严酷的折磨。

例如，在公共场合下犹太人必须佩戴黄星，犹太人的护

照上必须被加以特殊标识，犹太医生也被强制吊销了许可

证，彻底失去了行医资格。与此同时，波兰的几百万犹太人

全部被剥夺家当，之后被驱赶进市郊的犹太人隔离区，过

着朝不保夕的生活。华沙的 50 万犹太人被集中到仅 2.71 平

方公里的隔离区，成千上万的犹太人不堪饥寒交迫而死去。

在维也纳，纳粹建立了“犹太移民总处”，这里有专人负责

先将犹太人的全部家当榨取干净，然后将他们驱逐出境。从

1938 年 3 月至 1939 年 9 月的一年半时间里，有近 10 万奥

地利犹太人为了换取一张出境许可而倾尽家产。在柏林同样

设立有作用相同的“犹太人出境中央办事处”。1933—1939

年间，被迫离开德国本土的犹太人超过 28 万，占 1933 年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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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境内 52.5 万犹太人的 53.3%。纳粹建立的集中营里最骇

人的毒气室就是在他们对犹太人进行“快速解决”的时期，

为了提升“解决”速度而设计的。战争期间，大批犹太人被

纳粹从欧洲各地搜捕而来，被榨干财产后又被统一押送进集

中营。纳粹以“淋浴”之名将他们骗入毒气室屠杀。1942 年，

纳粹德国官员召开了会议，会议上就“犹太人的最后解决办

法”进行了讨论。根据会议的指示，“在实际贯彻最后解决

计划的过程中，必须对欧洲从东到西进行彻底搜查。”由此

可见，纳粹并不满足于只在东欧和苏联对犹太人进行屠杀，

而是要在欧洲范围内进行彻底的搜查。直到战败前的最后一

刻，他们依然在欧洲其他区域对剩余的犹太人进行着持续而

仔细的搜捕。战争后期，西欧和巴尔干地区的犹太人也纷纷

落入纳粹之手，被押送到集中营残忍屠杀。盟军在战争接近

尾声时取得的大规模胜利使他们迅速挺进集中营密集的波

兰和德国本土，从而保住了集中营中幸存的犹太人的性命。

以德国法西斯对犹太人采取的态度和手段为例，纵观全程，

其采用的完全是恐怖主义的惯用手法：残忍、暴虐，首要采

用甚至倾向于只采用暴力手段。同时释放恐怖气氛的烟雾，

对犹太民族进行精神上的严重羞辱和折磨，使他们陷入无尽

的恐惧中 [7,8]。

5 结语
法西斯主义掌控国家政权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但它的潜

在隐患并未完全消除。一些新法西斯主义团体依然蛰伏在世

界各地并时而有活跃行动。而恐怖主义虽然不像当年的法西

斯主义一样执掌一方天地，但潜伏在暗处的恐怖分子就像一

颗颗定时炸弹，随时有贻害一方的可能。而今，各国人民在

面对逞凶的恐怖主义时，都该从法西斯主义横行的时期汲取

教训、取得共识并通力协作，采取有效行动，为告别战火并

开启和平篇章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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