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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
“海因里希十三世”
鼓吹阴谋论

据报道，“帝国公民”心向往
之的德意志帝国是1871至1945
年以来德国的正式国号，尽管中
间经历了魏玛共和国，但正式的
外交场合也依然使用这个名称。
但随着1949年德意志联邦共和
国的建立，议会制民主政体取代
先前的君主政体，德意志帝国的
国际法权地位不复存在，而联邦
德国的《基本法》实际成为流行有
效的宪法。1990年两德重新统
一，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作为一个
独立完整的主权国家被国际法
认可。

按照计划，武装暴动成功后，
“帝国公民”组织负责人、自称为
海因里希十三世的罗伊斯出任德
国元首。罗伊斯现年71岁，出生
于图林根州的一个旧贵族家庭。
他长期鼓吹阴谋论，散布反犹太
人观点，称德国基本法是战胜国
压迫德国人的工具，并不是德国
的宪法。德国联邦总检察长彼
得·弗兰克说，海因里希十三世是
一名企业家，是德国旧贵族罗伊
斯家族的后裔，这个家族曾统治
德国东部地区。不过早在上个世
纪，德国就已废除君主制。海因
里希十三世一直坚称自己是“亲
王”，他曾在演说中批评德意志联
邦共和国的政治制度，并盛赞历
史上罗伊斯家族统治时期的行政
体系。而海因里希十三世的家人
称，这个71岁的老人是一个持

“疯狂阴谋论”的“糊涂的老人”，
已经与家族断绝了联系。

这次行动中被捕的一个重要
人物是比尔吉特·马尔萨克-温
克曼，她是上届联邦议院选择党
议员。她不仅了解联邦议院的各
种内部信息，而且仍然拥有可以
出入议会机构的权力。卸任议员
后，她现在是柏林的一名法官。
如果政变成功，她将是司法部长
的人选。按照“帝国公民”的行动
计划，她负责打开联邦议院的大
门，引导武装小组进入议会驱散
议员并绑架人质。

背景
德国极右翼极端主义
暗流涌动

看似平静的德国，这样的政
变阴谋和反恐行动似乎并不常
见。但实际上，暗流一直在涌动。
近年来，德国一直在努力控制极
右翼极端主义。

例如在2019年6月，德国黑
森州卡塞尔行政区政府主席吕布
克遭枪击身亡，疑为极右翼分子

所为。吕布克生前因支持德国接
收移民的政策而知名，曾多次受
到死亡威胁。

同年10月，德国东部城市哈
雷一犹太教堂外发生恐怖袭击，
据称嫌犯持极右翼观点。“帝国公
民”也一直因为有关种族主义的
阴谋论，甚至暴力行为而受到德
国警方关注。

实际上，为应对涉极右翼暴
力袭击事件多发的现实，近年来
德国联邦和地方政府曾着手加强
监管，包括加强互联网管控和枪
支管控。但事实证明，隐患仍未
被根除。今年夏天，德国情报部
门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政治极
端主义对德国构成的威胁越来越
大，其追随者（主要是极右翼分
子）更愿意诉诸暴力。据德国官
方统计，2021年当地出现了3万
多起政治动机犯罪，同比略有增
加。有德国媒体直言，极右翼极
端势力是该国面临的“最大威
胁”。

据报道，2020年2月，德国警
方开展针对右翼恐怖组织的突袭
行动，逮捕十余名犯罪嫌疑人。
当时，德国当局称，该组织策划对
德国政客等发动攻击，在德国制
造“内战”状态。今年4月，德国
警方重创一个极右翼组织，该组
织试图绑架德国卫生部部长，反
对政府采取新冠肺炎疫情封控措
施。据称也正是这一阴谋令该组
织露出更多马脚。今年早些时
候，德国内政部还宣布将取消
1500名疑似恐怖组织成员的持
枪资格，并加强购枪背景审查。

反思
一群“疯子”铤而走险
足够危险

路透社指出，鉴于德国有纳
粹历史，政治极端主义是一个非
常敏感的话题。二战过后，当时
的德国受到清算，东部领土全部
丧失，剩下的被划分为四个地区，
分别由苏联、美国、英国和法国占
领。德国人仿佛已经为纳粹时期
犯下的种族屠杀和战争罪行买了
单，但政治和文化层面究竟有多
少右翼保守政治势力躲过了清
算，潜藏到阴暗角落中伺机而动，
这一直是德国民主政治的噩梦。
不过，德国情报主管托马斯·哈尔
登旺指出，这些极端分子之前只
是举止怪异，但随着互联网的发
展，他们变得越来越极端，各种极
端主义活动在虚假信息和阴谋论
的推动下滋生。

一些议员、警察、军人等出身
的“体制内的人”加入“帝国公民”
这样的组织，充当反体制的先锋，
背后的原因留给人们许多思考。

之前，德国从社会到政界并
没有严肃对待“帝国公民”这样的
组织，甚至认为其听起来非常可
笑。很多人对“帝国公民”这样的
组织所秉持的观点不以为然，甚
至只是嘲笑那不过是一群疯子。
然而，此次事件让人们意识到，

“帝国公民”这样的组织对于社会
的危害程度越来越大。过去两年
里，“帝国公民”在社会上已经不
再是孤立无援，他们与类似的各
种反社会、反国家的人和组织越
发接近，相互呼应。他们与国家
对抗，早已不再停留在口头上，近
几年中不断制造暴力事件，打死
打伤警察。

据报道，如今事态朝着“武装
政变”发展，德国政府将案件的性
质定位为恐怖主义，而大多数德
国人也拥护警方对“帝国公民”采
取措施。对于这起最新事件，德
国绿党议员萨拉·南尼评论说，

“帝国公民”运动似乎还没有成功
策动政变的能力，但仅“尝试”本
身就已足够危险。

趋势
右翼浪潮抬头
改变欧洲政治平衡

据报道，伴随着早年的难民
潮，德国社会的右翼势力节节上
升。2017年，极右翼的选择党越
过议会门槛，成为近60年来第一
个赢得德国议会席位的极右翼政
党。随着移民等问题日益引起关
注，选择党的支持率在2017年的
德国大选中位居第三，成为议会
最大反对党。此后，选择党在地
方选举中的表现也有提升。但相
较德国主流政党，选择党仍处于
边缘地位。在去年举行的德国大
选中，选择党得票率仅为10.3%。

舆论还注意到，最新事件发
生在欧洲政治和社会生态发生变
化之际。近一年来，欧洲经济、民
生受到新冠疫情和乌克兰危机等
因素的较大冲击。尤其是在德
国，随着能源价格飞涨，生活成本
危机加剧，民众对于政府的不满
情绪日益滋生。

在新形势下，随着经济、移民
等问题引发的右翼浪潮抬头，这
种趋势不仅可能改变欧洲内部政
治平衡，也可能会对欧洲国家安
全及社会稳定造成不可忽视的影
响。最新事件也在大西洋彼岸引
发回响。舆论注意到美国也存在
类似问题——— 在一些政客散播阴
谋论、虚假信息、种族主义和极端
主义言论的情况下，仇恨犯罪激
增，否定科学之风盛行，甚至上演
国会骚乱一幕。

■ 新闻分析

欧洲极右翼崛起
映射经济民生之困

近日，德国警察部门对
德国极端右翼组织展开紧急
逮捕行动，很难想象，数十人
的右翼队伍，意在与议会发
生冲突，发动政变，推翻现在
的德国政府。这种异想天开
的极端立场引发世界一片哗
然。如今在欧洲，包括意大
利兄弟党、瑞典民主党在内
的欧洲极右翼政党崛起，与
传统政党无法应对多重危
机、多国经济和民生处境艰
难密切相关。
何去何从 政治迎来改变

政坛的潮起潮落，折射
出整个欧洲的现实——— 越来
越多的选民认为传统政党无
法解决他们的问题。当传统
政治理念令人失望时，极端
主义政党则应运而生。

德国柏林欧洲政治学者
奥利弗·福克斯表示，欧洲极
右翼政党的历史可以追溯到
二战时期，战后经过几十年
的风风雨雨，极右翼政党在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恢复了活
力。进入21世纪后，“9·11”
事件等恐怖主义袭击又给极
右翼政党提供“养分”。不
过，真正让极右翼政党崛起
的是2015年难民危机。这一
危机成了“欧洲问题的熔
炉”，许多民众希望通过支持
极右翼政党改变现状。

在经济层面，部分欧美
民众对经济全球化的憎恶也
是极右翼政党生长的“土
壤”。有研究显示，在过去半
个世纪里，欧洲各国左翼和
右翼的中间派政治人士都接
受了经济全球化，但这一现
象并没有为欧美相当大部分
的工人和固定收入者带来多
少好处，这些人感觉自己被
抛弃了，从而开始鄙视整个
政治精英阶层，而极右翼抓
住这个机会，将这些被时代
遗留在后面的人聚集在周
围。此外，2008年的经济危
机，以及现在的新冠肺炎疫
情和俄乌危机进一步加深了
欧洲民众对社会现状的不
满，进而表现为对传统政党
的反感。
推波助澜
政客逐渐“特朗普化”

同时，美国民族主义的
兴起以及英国“脱欧”，也对
欧洲极右翼势力发展起到助
推作用。不少欧洲领导人被
拿来和特朗普作比较，在外
媒的报道中，他们在移民问
题、本土化问题上的政策口
号都逐渐“特朗普化”。在外
媒的报道中，他们的政策都
被拿来与特朗普的各项保守
主义政策相比较。

比如意大利首位女总理
梅洛尼在竞选中多次将矛头
对准移民问题，在大选初期，
她呼吁海军将移民遣返非
洲；她还建议实施“海上封
锁”，阻止非法移民从地中海
流入欧洲。这些提议让人联
想到美国前总统特朗普上台
时的移民政策，他当时承诺
要在美国和墨西哥之间修建
一堵墙来阻隔移民进入。

本报综合

极极右右翼翼策策划划““复复辟辟””？？
德德反反恐恐行行动动抓抓获获““亲亲王王””

25名来自极右翼组织“帝国
公民”的企图政变者不仅仅想要
推翻现在的德国联邦政府，甚至
还想要复辟王室？这不是电视
剧的情节，而是发生在现代德国
的真实事件。德国联邦检察机
构几天前的这场大规模抓捕行
动，登上世界各大媒体的头条。
尽管德国官方试图将这群人描
述为不太可能成事的“杂牌军”，
但德国社会极右翼势力的崛起
正在引起越来越多人的关注。

自称为海因里希十三世的罗伊斯（右）在反恐行动中落网。

德国极右翼组织“帝国公
民”发布的所谓“帝国护照”。

22001199年年33月月，，德德国国极极右右翼翼
组组织织成成员员示示威威要要求求驱驱逐逐非非法法
难难民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