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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纪 20—30 年代旅德俄侨的
法西斯运动

郝葵

【 内容提要】 20 世纪 20—30 年代旅德俄侨的法西斯运动是世界法西斯运动中的一例特殊

现象。旅德俄侨在精神和肉体的双重危机中选择了法西斯主义。这些由年轻俄侨组成的法西斯

组织，表面看来与德国纳粹党有诸多相似之处，甚至可以说是对其的高度模仿，但他们无不怀

着强烈的“对祖国的责任感”，身陷民族利益、国家利益和意识形态矛盾的旋涡之中，偏激的

思想与特殊的社会环境使得他们只能在德国、苏联、俄罗斯三者之间游离，最终无法摆脱被解

散的命运。旅德俄侨法西斯组织在历史的特殊时期自编自导自演了一场狂热的民族主义悲闹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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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纪 20 年代产生的一系列社会思潮绝不是

偶然的。刚刚结束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可谓第一次

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危机，给人类社会的进步造成

了巨大打击。许多人陷入了对现存制度的绝望。

正如一位历史亲历者所述：战争牵动了人类的神

经、心理和思想。战争加深了对理想的渴求。（战

争）一个接一个地推翻了所有现存的对权力的理

解。（战争）创造了新的人类心理学，从而演绎

着接踵而至的历史①。人类对于这场全球危机最大

的反应就是对理想社会模式的更加迫切的追求。

而此时，激进主义者的号角响彻全球，其中就有

席卷欧洲的法西斯运动。

法西斯运动在 20 世纪 20—30 年代的欧洲得到

了不少知名人士的积极评价，现在看来也许是不可

思议的，但在当时，法西斯运动被一些人看作是可

以涤新世界的新鲜力量。在这股潮流中有一支特殊

的、不可忽视的力量——俄罗斯侨民法西斯运动。

饱经战争和革命之痛的俄罗斯侨民，尤其是年轻

人，从法西斯主义的意识形态中找到了自己精神的

寄托。于是，俄侨法西斯组织一时间遍布世界各地。

其中规模最大的要数 20 世纪 20 年代建立于中国哈

①  Волин А. Молодая Россия: конец русского погрома. Берлин: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В. Сияльской и А. Крейшман，1923. С. 207-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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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滨的俄罗斯法西斯组织①。该组织在 1937—1938

年间成员数量达到 2 万人，共有 48 个分支遍布 18

个国家，包括欧洲国家②。而活跃于德国，尤其是

1933 年之后的俄侨法西斯组织因其所处环境的典

型性成为国外学者关注的对象，但目前我国学者对

该题目的研究还不多见，本文在此浅探一二以求引

起关注。

一、国内外学术界的相关研究

俄罗斯学术界对该问题的研究以苏联解体为界

分为两个阶段。苏联时期对该问题虽然有所涉及，

但研究带有明显的意识形态色彩，角度也过于单一，

仅限于对俄罗斯法西斯反革命行径的批判，该问题

在苏联学术界甚至未能形成专题③。苏联解体后，

俄罗斯学术界对侨民问题的研究日渐升温，加之大

量侨民文献解禁、苏联档案解密，该领域的学术成

果颇丰。俄罗斯侨民中的法西斯问题也成为侨民问

题的一个方面受到学术界的关注，此时的研究呈现

出多角度、内容丰富等特点，出现了一些有影响力

的成果。例如奥科罗科夫的专著《法西斯主义与俄

罗斯侨民（1920—1945）》④是一部将俄侨法西斯

问题作为专题研究的作品。该书在使用大量原始文

献的基础上，较为详细地介绍了分布于世界各地的

俄罗斯侨民法西斯组织，包括组织建立存在的时间、

领导人、主要活动等，尤其是书中收录了一些俄侨

法西斯组织领导人写于 20 世纪 20—30 年代的关于

法西斯主义意识形态的文章以及当时俄侨法西斯组

织的组织纲领。这些可以使读者较为清晰地理解当

时的俄侨法西斯主义者的思想、政治主张等。此

外，由圣彼得堡国立建筑大学⑤2011 年编辑出版的

《俄罗斯侨民与法西斯主义》⑥，是一部集多国历

史学家的学术论文和回忆录的文集。文集以 20 世

纪 20—50 年代俄罗斯侨民的命运为主线，分述了

不同侨民群体的代表人物对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

的思想和实践的态度，同时探讨了二战中部分俄侨

的叛国主义（коллаборационизм）问题和俄侨对法

西斯主义的认识过程——从幻想、希望到失望、绝

望。此外，文集还涉及一些鲜为人知的历史细节，

如墨索里尼接见俄侨法西斯组织“青年俄罗斯党”

的领导人卡泽姆 - 贝克和澳大利亚的俄侨法西斯组

织代表，俄罗斯东正教教堂在拉丁美洲的状况及东

正教对法西斯主义的态度，以及俄侨内部在对待战

争和法西斯主义问题上的分歧，等等。俄罗斯学界

对该问题的研究角度不再限于政治领域，而是扩展

至社会领域、思想领域等。

西方学者对俄侨法西斯问题的研究兴趣不亚于

俄罗斯学界。美国学者约翰 • 史蒂芬的专著《俄

罗斯法西斯主义者：流亡的悲剧与闹剧 1925—

1945》⑦以美国的俄侨法西斯组织领导人和哈尔滨

的俄侨法西斯组织领导人为主要对象，侧重对人物

个体、俄侨法西斯组织和侨民背景三者相互关系的

研究，但带有西方学者一贯的偏见，例如刻意强调

反犹内容等，优点是使用大量原始文献，研究方法

严谨缜密。英国学者史蒂芬 • 沈菲尔德的专著《俄

罗斯法西斯主义：传统、趋势和运动》⑧，虽然重

点在于当代俄罗斯，但基于“评估法西斯主义在当

代俄罗斯可能带来的威胁”的目的，作者首先探讨

了俄罗斯法西斯的历史背景：从 19 世纪俄国保守

主义思想家萨马林、达尼列夫斯基、列昂季耶夫的

政治哲学思想，到 20 世纪初的俄罗斯侨民思想及

其不同类型的法西斯主义潮流⑨，直至苏联解体。

此外，还有不少研究白俄侨民问题的作品中也涉及

该问题，例如保罗 • 罗宾森的《流亡中的白俄军队

1920—1941》⑩等。

① 该组织的名称在不同时期分别是：俄罗斯法西斯组织（1925—

1931 年），俄罗斯法西斯党（1931—1934 年），全俄法西斯党（1934—

1937 年），俄罗斯法西斯联盟（1937—1943 年）。引自《俄国报刊发表

有关“俄罗斯法西斯党”的资料和文章》，载《国外理论动态》1994 年

第 8期。

②  Жданов Д.Н. Русские национал-социалисты в Германии (1933-
1939 гг.) // Россия и современный мир. Выпуск 3 (20). - 1998

③  相关作品有：Чистяков Н. Разгром семеновшины//Сб. Неотвратимое
возмездие. М.，1973; Самойлов Е.М. Процесс над атаманом Семеновым. 
Сб. Верховный суд СССР. М.，1974; Афанасьев А. Полынь в чужих полях. 
М.，1984.

④   Окороков А.В. Фашизм и русская эмиграция (1920–1945 гг.) М.: 
«РУСАКИ»，2002.

⑤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ски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архитектурно-
строительный университет

⑥   Жуков В.Ю. Русская эмиграция и фашизм:Статьи и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СПб.: СПбГАСУ，2011.

⑦  John J. Stephan: The Russian Fascists. Tragedy and Farce in 
Exile，1925–1945.N.Y. 1978.

⑧  Stephen D. Shenfield: Russian Fascism: Traditions，Tendencies，
Movements. M E Sharpe Inc，2001.

⑨ 作者列出四种俄罗斯法西斯主义潮流：纯粹法西斯主义者、志同

道合者、民族布尔什维克、欧亚主义者。

⑩  Paul Robinson: The White Russian Army in Exile，1920-1941.
Clarendon Press-Oxford，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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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俄侨法西斯问题在国外学术界可谓

是一个热点专题，目前的研究趋向多角度、内容细

化、对历史真相的发掘与思想源流探究并重，但对

20 世纪 20—30 年代在德国境内活动的俄侨法西斯

组织的专题研究为数不多，而笔者认为这一专题极

具典型性，是俄侨法西斯问题的一项不可忽视的内

容，但国内学术界在这方面的研究相对不足。

二、俄侨对法西斯思想的接受

俄侨法西斯组织出现于 20 世纪 20 年代，年轻

的侨民是这些组织的创建者和积极参与者。他们思

想尚武，十分清楚老一代侨民在与布尔什维斗争中

蒙受的损失，但对“父辈”们的政治活动不甚满意。

虽然这些年轻人中有一部分已经被其所处的国外环

境同化，但是绝大多数人还是无法忘却丧国之痛。

尽管他们有各种各样思想观念，但多近似于法西斯

主义。他们的观念与行动可以用一个词来概括：准

革命。俄罗斯侨民中的“法西斯”组织有：“民族

社会主义”和“民族极端主义”、“俄罗斯团结者”、

“青年俄罗斯”等等。他们知道复辟革命前的俄罗

斯已经不可能。但无论怎样，他们还是看到了自己

所肩负的对民族和国家的责任，要使俄罗斯朝着新

的、反对布尔什维克的方向发展。如果说这些年轻

的侨民在思想上的求索和对俄罗斯未来发展道路的

憧憬是一种精神上的折磨的话，那么在生活境遇上

他们同样忍受着折磨：贫困的生活条件、繁重的工

作、微薄的收入，同德国人的不平等竞争、“无国

籍身份”导致的权利缺失，失业和对未来生活的绝

望。精神和肉体上的双重重负锐化了他们对道德、

精神、心理上“平反”的渴望。而此时，随着纳粹

化经济的发展，希特勒战争经济体制不断完善，德

国经济逐渐复苏，失业人数逐渐减少，1936 年底

实现了充分就业，同时“一锅饭日”、“劳动美化”、

“欢乐生产力量”等活动，“不仅使底层民众的物

质享受略有上升，还使人们产生一种社会地位提高

的错觉”①。这些又给年轻侨民的极端民族主义注

入了一剂强心针，使他们似乎找到了振兴俄罗斯民

族的途径，自觉地把法西斯思想作为对自己心灵最

体贴的关怀。

在俄侨亲法西斯组织的思想意识里，反犹主义

占据着重要地位。在俄国内战争期间就已经打起了

反犹的旗号。一位侨民中的精神领袖、白色运动的

积极参与者舒利京（В.В.Шульгин）曾写道：“在

白与红的争斗中，那些不反犹者是认识不到事情的

本质的，因为他们没能理解一个非常明显的事实：

犹太人是红军的组织和主导力量。”②这个传统被

带入了侨民中，在旅德俄侨不平等的社会环境中生

根、开花、结果。在当时，侨民中的民族主义思想

并不少见，甚至在一些与政治、民族主义毫不相关

的商业文件中也常常会显现出反犹情绪。例如，在

股份公司董事会选举中常常带有族籍的注释（犹太

人、亚美尼亚人）。而且这种注释也往往成为各种

决定的理由和依据。另外，人数众多的俄罗斯侨民

因分处于不同的社会阶层，生活境遇上的巨大反差

使得反犹主义情绪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轻而易举地

被点燃。在德的俄罗斯侨民企业中，尤其是在金融、

珠宝、医药、法律领域，有一大部分属于犹太族俄侨。

这个事实与难民营中的赤贫状况形成鲜明对比，加

之俄国犹太人联合会的一些毫不遮掩的奢侈行为，

如乘船游玩、在高档餐厅就餐，更加引人注目③。

因此，希特勒所宣扬的种族不容忍政策很轻易地就

在一部分侨民中得到支持。可以说，俄侨探索布尔

什维克革命原因和白军失败原因的脚步正是停留在

了犹太人的问题上，与民族社会主义所提供的反犹

主义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十分有说服力的思想

体系，促成了俄侨对法西斯主义的心理接受。

德国民族社会主义运动不仅吸引着热血方刚的

年轻人，其积极的反共反犹意识对老一代俄侨同

样具有很大的“魅力”。他们在希特勒身上看到

了实现自己未圆之梦想的希望，即消灭苏维埃制

度，在俄罗斯恢复民族国家。1933 年 10 月 26 日

白军少将拉姆别（А.А. фон Лампе）在一封信中写

到与德国民族社会主义工人党会谈的情况：“德

国 1 月 30 日变革④后，我和我的朋友们建议在反

共斗争中协助德国当局。最近，我在与德意志民族

社会主义工人党对外联络部代表的私人交谈中，讨

① 陈祥超等：《法西斯运动和法西斯专政》，中国青年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288 页。

②   Шульгин В.В. Что нам в них не нравится.СПб，1992.С.72
③   Руль (Берлин). 8 июня 1922г.
④  指 1933 年 1 月 30 日，希特勒被兴登堡任命为德国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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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了关于联合进行反布尔什维克行动的事项。”值

得注意的是，上述交谈发生于拉姆别的案件调查尚

未结束之时。此时，他因间谍案刚刚结束 42 天的

囚禁而重获自由。但是他的信中没有表现出对德国

当局的不满。此外，他还写道：“42 天的囚禁不

会改变我的观点，那是已故的弗兰格尔男爵（Пётр 

Николаевич Врангель）①托付给我们的遗言：俄罗

斯的症结将在柏林得以解开。”② 

三、旅德俄侨法西斯组织的外部特征

俄侨法西斯组织从表面看与德国纳粹党有诸多

相似之处，甚至可以说是对其的高度模仿。1933

年 4 月 9 日成立的俄侨组织“俄罗斯解放民族运

动”（Российское Освободительное Национальное 
Движение，РОНД）最初有约 200 名积极参与者，

他们的装扮类似于德国纳粹冲锋队员，身着黑裤白

衫制服，肩章为白色的纳粹万字符和蓝色方框红

色底料（白蓝红为俄国国旗的三种颜色）。其领

导者斯韦托扎罗夫（А.П. Пельхау-Светозаров）在

外表上极力模仿阿道夫 • 希特勒，留同样的小胡

子，令属下称其“领袖”。该组织首次出现于公

众视野是在 1933 年 5 月 1 日的劳动节庆典上，他

们组成了一支 200 人的队伍，穿着自己的制服，

打着自己的旗帜，编入第 20 冲锋队（SA20）。

另外一个较为知名的俄侨法西斯组织是“青年俄

罗斯”（Младороссы）。该组织 1923 年 2 月成

立于德国慕尼黑，时名“青年俄罗斯”（Молодая 
Россия），1925年改称“俄罗斯青年联盟”（Союзом 
младороссов），1935 年重组为“青年俄罗斯党”

（Партия младороссов）。该组织拥有法西斯组织

的所有外部特征——制服、军事纪律、领袖崇拜：

集会时追随者高举右手，有节奏地高呼“首领”，

以表达对领袖的崇拜，并绝对服从之。

同德国纳粹党一样，俄侨法西斯组织很重视宣

传工作，办有自己的刊物。组织中的宣传部长往往

被认为是要职，通常由具有一定影响力的人担任。

如“俄罗斯解放民族运动”拥有自己的出版物《俄

罗斯解放民族运动之声》（«Голос РОНДа»）、

《俄罗斯的觉醒》（«Пробуждение России»）和

《第九波巨浪》（«Девятый вал»），其宣传部长

由俄侨中的知名人士亚历山大 • 梅列尔 - 扎科梅

利斯基男爵（Александр Меллер-Закомельский）
担任。20 世纪 20 年代他曾经自称为“欧洲问题

的内行”，是十月革命犹太领导论的推崇者，认

为未来俄罗斯的政治和经济生活应当排除犹太

人。“俄罗斯解放民族运动”解散后，出现了一

些新的俄侨法西斯组织，成员大都是该组织的前

成员，梅列尔 - 扎科梅利斯基与他人合办了“俄

罗斯文化政治研究小组”（Кружок российских 
культурно-политических исследований） 和“ 俄

罗斯民族社会主义研讨会”（Русский Национал-
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ий Семинар）两个组织，主要活

动是从事培训和讨论报告。1935 年，在前俄罗斯

解放民族运动普鲁士地区之外的一个分支机构的

基础上建立了新的俄侨组织“俄罗斯民族和社会

运 动”（Российское Национальное и Социальное 
Движение，РНСД），由前俄罗斯解放民族运动德

累斯顿分部的领导人斯卡隆（Н.Д. Скалон）领导。

该组织在德国22个地区建立了分部，包括莱比锡、

奥格斯堡、布雷斯劳、汉堡、达姆施塔特等重要地区，

出版了《俄罗斯民族和社会运动公报》（«Вестник 
РНСД»），并组织各种主题讲座，例如：俄罗斯种

族与民族问题系列讲座（Расовый и национальный 
вопрос в России）等。1938 年 7 月 4 日梅列尔 -

扎科梅利斯基将自己建立的“俄罗斯文化政治研究

小组”并入“俄罗斯民族和社会运动”，成为该组

织的宣传部长。他任职后组织了很多讲座和晚间的

聚会。“青年俄罗斯”则办有《朝气》（«Бодрость!»）、
《青年俄罗斯星火》（«Младоросская искра»）、《致

青年俄罗斯》（«К молодой России»）、《哥萨克

之路》（«Казачий путь»）等刊物。

四、俄侨法西斯组织的意识形态特征      
           —— 矛盾中突显民族性 

（一）俄侨法西斯意识形态中的矛盾性

俄侨法西斯组织的意识形态具有很大的矛盾

性，这表现在他们一方面崇尚法西斯主义，进而崇

①  俄国军事指挥官，中将军衔，参加过日俄战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

俄国国内战争（1918—1920 年）期间白军主要领导人之一。

②   ГА РФ.Ф.5853.Оп.1.Д.54(1).Л.12-14.

20 世纪 20—30 年代旅德俄侨的法西斯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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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希特勒；另一方面，作为知识分子群体，他们对

法西斯主义的接受，其原动力是为了探索俄罗斯的

出路，因此，他们既希望德国反布尔什维克，又担

心德国借机反俄。

梅列尔 - 扎科梅利斯基曾以“俄罗斯民族和社

会运动”代表的身份在一场报告会上说：“是的，

我们在德意志民族领袖阿道夫 • 希特勒面前俯首称

臣，视其及其盟友墨索里尼为世界精神领袖，拯救

人类于布尔什维克的黑暗地狱。阿道夫 • 希特勒不

是用金钱买到了我们的心，而是用他精神的力量和

思想的真谛。”①“青年俄罗斯”对法西斯主义的

崇尚体现在 1928 年出版的第一部纲领集《致青年

俄罗斯》中：“法西斯主义越来越能吸引所有人的

注意。人们从中看到了能够战胜共产主义和社会主

义以及可能复兴欧洲的力量。因此，法西斯主义对

于我们俄罗斯人来说益处是很明显的。”②“法西

斯主义的优点在于其健康的意识形态基础：对祖国

历史的热爱，对人民的热爱，对祖国的责任感以及

解决社会问题需要做的一切的总和。”③“俄罗斯

解放民族运动”则在其主题曲中明确表示对德国法

西斯的支持：“在那最后的决战中，给予雅利安人

强有力的支持，两个巨人民族，力抗可怕的争斗，

摒弃战场上的恩怨，升起兄弟的霞光！！！”在该

组织的一份传单上画着一个经过改动的俄罗斯帝国

的国徽：在双头鹰中间加入了一个纳粹万字符，这

个徽章形象成为俄国民族主义思想与纳粹意识形态

的表现。该组织对前景的期望十分乐观，他们在传

单上誓言：“俄罗斯应当并且将在 1933 年成为法

西斯的。”

在崇尚德国纳粹的同时，他们对希特勒的野心

也忧心忡忡。在一份写于 1933 年 12 月名为《国际

政治中的几个问题的想法》的文件中，在德国进攻

苏联的可能性问题上，拉姆别认为：“我们应当尽

全力增加德国进攻苏联的可能性，如果真的发生，

就要好好利用。要尽一切可能给德国指出全面解决

‘俄国问题’对他们的好处，而不是在拆分俄罗斯

的方向上。我们的观点是：1. 与苏联为敌，但不

与民族俄罗斯为敌的都是我们的盟友……2. 如果

某大国在反苏的同时没有做出不反俄的保证（例如

企图拆分俄罗斯），我们应当竭尽全力维护俄罗斯

的利益，但是不能用我们的民族主义旗帜包庇外国

的反俄行为。”④“青年俄罗斯”的领导人卡泽姆 -

贝克则在《十字路口上的俄罗斯与德意志》（Россия 
«и Германия на перепутье»）一文中极力论述德俄

双方应避免冲突。“双方尽管在历史命运、民族性

格、文化和生活习惯上有很大的不同，但都是非常

强大的国家，一旦发生争斗将造成震撼世界的悲剧

性结果。”⑤此外，“青年俄罗斯”曾为意大利侵

略埃塞俄比亚开脱，宣称：“世界各国是分等级的，

因此在强国与半附庸国之间、意大利与非洲部落之

间是存在差别的。”⑥卡泽姆 - 贝克认为只有白种

人有权侵略其他种族的人，并宣扬黄种人威胁论。

意大利进攻的方向与俄罗斯的利益不相矛盾。因为

如果这扇门是关闭的，那么意大利就不得不在其他

方向上，在地中海沿岸寻找出路，从而危及我们的

友邦，也可能进一步向东，危及俄罗斯自身⑦。  

（二）俄侨法西斯意识形态中的俄罗斯性

俄侨法西斯意识形态中的俄罗斯性表现为他们

对在东正教核心价值观基础上建立统一的民族国家

的追求以及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

俄侨法西斯组织均推崇东正教，他们认为，“俄

罗斯教会为统一的俄罗斯民族国家提供了产生、

发展和成长的基础”⑧，并且“东正教多次拯救了

俄罗斯，在关键时刻唤醒了消逝的力量，凝聚了

散乱的力量，永远无愧于我们的恩谢”⑨。“俄罗

斯解放民族运动”在其向俄罗斯人民的号召书中展

示了他们的思想：“兄弟们——不是苏维埃俄国，

也不是侨民在号召你们，是俄罗斯需要你们建功立

业……我们俄罗斯的民族社会主义（法西斯主义）

在每一个俄罗斯人心中！是时候揭开伤口了……我

们的救星是握在我们自己手中的俄罗斯法西斯主

义，俄罗斯人民的最后一张地图不会再被敌人撕

①   Материалы по истории русского освободительного движения.
М.,1998.Вып.2.С. 33.

②  К Молодой России: Сборник младороссов. Париж，1928. С. 
130.

③   Там же. С. 141.
④   ГА РФ.Ф.5853.Оп.1.Д.54(1).Л.37.
⑤  Казем-Бек А.Л. Россия и Германия на перепутье. Дружба или 

вражда // Бодрость! 1937. 21 февраля. № 120.
⑥  Только сговор великих наций обеспечит мир // Бодрость! 1935. 

6 октября. № 49.
⑦   Там же.
⑧  Окороков А.В. Фашизм и русская эмиграция (1925-1945). М.: 

Русаки，2002. С. 294.
⑨   К Молодой России… С.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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碎！”这篇带有很多感叹号和拼写错误的号召书的

核心思想是呼吁在东正教、反犹主义、反布尔什维

克斗争基础上的民族觉醒和国家统一①。该组织还

将白色十字架的形象引入俄罗斯人民的精神导向

中，寓意俄侨在与布尔什维克斗争中的主导作用。

他们的队歌如此唱道：“大地上飘扬着我们的旗帜，

用我们充满力量的手缓缓升起，红色的土地上闪耀

着白色的十字架，太阳的十字架，神圣的真理。”② 

与德国纳粹不同的是，他们对民族（nation）
概念的理解不拘于血统。在康斯坦丁 • 罗扎耶夫

斯基（Константин Родзаевский）③编纂的《法西

斯入门》（«Азбука фашизм»）中如此解释民族的

概念：以保持历史命运的统一性，共同的民族文

化和民族传统等以及追求未来生命延续为基础的

精神统一体④。《青年俄罗斯的意识形态》（«О 
младоросской идеологии»）一书写道：“民族属

性取决于民族思想信仰。……民族可以由接受核心

文化的不同血缘的个人和群体构成。”⑤也就是说，

俄罗斯法西斯党人把精神上的姻亲关系视为民族的

标准。这一点不同于德国民族社会主义党人把血统

的纯洁性视为民族属性的主要标准，因此侨民中的

法西斯主义者更接近墨索里尼，同样不十分在意血

统的纯洁性。

二战使俄罗斯侨民陷入了艰难的境地。此时他

们的思想中的俄罗斯性表现为强烈的爱国主义。希

特勒对捷克斯洛伐克的攻占改变了“青年俄罗斯”

先前的许多看法。该组织内的一份文件写道，“现

在的法西斯主义已经与先前那个受我们欢迎的法西

斯主义相去甚远”，“我们绝不是如今的法西斯分子。

我们自称为法西斯主义者并欢迎法西斯主义思想，

指的是在法西斯主义的旗帜下，没有种族利己主

义、在思想和行动上同德国民族社会主义相对立的

运动”⑥。二战爆发后，该组织领导人卡泽姆 - 贝

克致电法国总理爱德华 • 达拉第时表示，他本人及

其领导的组织全体成员完全听从法国政府的指挥，

与法国一同参加对德作战。

由俄侨法西斯意识形态的特征可以看出，法西

斯主义实际上是俄侨实现其“俄罗斯梦”的思想工

具。他们的言行表现出以俄罗斯利益为先的功利主

义立场，因此他们既可以为法西斯侵略美言，又可

以为对抗法西斯侵略而献身。这种矛盾性是建立在

俄罗斯性的基础上的。“青年俄罗斯”的领导人亚

历山大 • 卡泽姆 - 贝克最具典型性。其思想中包

含了君主制、俄罗斯民族主义、东正教救世论、欧

亚主义、民族布尔什维克主义、意大利法西斯主义

和德国民族社会主义，仇视斯大林主义，称赞苏俄

的成就。该组织的口号是“沙皇和议会”⑦。他们

认为布尔什维克革命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把共

产党政权看作是通向“人工合成型”社会制度的

过渡阶段。他们承认议会和经济国有化，认为君

主是总的裁决人和宪法的保障者，君主的合法权

力应当得到人民的认可，通过议会制来保障民众

参与治理国家。他们的主张实际上是希望结合不

可结合的思想：君主制与布尔什维主义。这种思

想来源于 19 世纪的俄罗斯哲学家康斯坦丁 • 尼古

拉耶维奇 • 列昂季耶夫（Константин Николаевич 
Леонтьев）的思想。该哲学家曾断言：斯拉夫东正

教的沙皇有一天将把社会主义运动置于手中……

并从教堂的祝福仪式开始在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

的地方建立社会主义的生活方式⑧。卡泽姆 - 贝克

后来承认：法西斯主义，作为一种社会组织和纪

律架构，能够保障良好的世界秩序，对我和我们

整整一代人来说产生了巨大影响⑨。

五、纳粹当局对俄侨法西斯组织的态度

德国纳粹当局对待旅德俄侨法西斯组织的政策

总体较为谨慎。“俄罗斯解放民族运动”在建立之

①  Недбаевский В.М.: Духовные и организационные проявления 
фашизма в среде российйской эмиграции в Германии. //Новый 
историческиий вестник №2，2000.

②   Там же.
③  建立于哈尔滨的俄侨法西斯组织的领导人。

④   Окороков А.В. Фашизм и русская эмиграция (1920–1945 гг.) М.: 
«РУСАКИ»，2002. С. 210.

⑤  Елита-Вильчковский К. О младоросской идеологии. Париж，

1936. С. 15.
⑥  Косик В.И. Молодая Россия в эмиграции // Славяноведение. 

2000. № 4.
⑦  Алексеев И.Е. На страже Империи//Выпуск III: Статьи и 

документы по истории черносотенства，русского национализма，
дворянства，политического сыска и белого движения. - Казань: ООО 
“Астория”，2009. С.137 - 138.

⑧   Леонтьев К.Н. Избранные письма:1854-1891. СПб.: Пушкинский 
фонд，1993. С. 473.

⑨   Массип М. Истина – дочь времени. Александр Львович Казем-
Бек，русский эмигрант (1902-1977) // Звезда. 2000. №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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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与德国纳粹冲锋队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其首秀便

是以冲锋队的形象出场的，而且是在 1933 年 5月 1

日的劳动节庆典上与德国冲锋队同台亮相。不仅如

此德国冲锋队还隆重地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被

德军缴获的俄罗斯军旗转交给了该组织。然而，纳

粹当局对俄侨法西斯组织的定位是让他们在反布尔

什维克的基础上联合起来并将其置于德国国家的监

控之下，以达到稳定侨民中不安定因素的目的，对

纳粹德国来说这些组织的意义并不大。同时，1815

年沙俄操纵欧洲列强制定的《德意志联邦条例》和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凡尔赛条约，让德意志人耿耿

于怀了一百多年，对于《德国农庄继承法》规定“继

承人必须具有 1800 年以来的纯雅利安血统”①的

纳粹德国来说，一个多世纪以来的耻辱是不会一笔

勾销的。对颠覆沙俄帝国的政治集团，德意志人可

以慷慨解囊；对于“热爱祖国”的俄罗斯侨民，德

意志人是不情愿支持的。“两个巨人民族，力抗可

怕的争斗，摒弃战场上的恩怨，升起兄弟的霞光”

只是俄侨法西斯主义者的一厢情愿而已。1934 年 3

月拉姆别在一封信中几次困惑地提到关于已经开始

的谈判意外终止的问题。拉姆别被告知直接原因是

民族社会主义领导尽管非常愿意，但是无力分出时

间给该（俄国）问题②。此外，俄侨法西斯组织在

德国的活动招致了苏联政府的频频指责。苏联政府

把俄侨法西斯组织视作威胁，担心德国当局支持他

们。因苏联的多次指责，德国当局终止了“俄罗斯

解放民族运动”的活动。一份德国报纸对于终止的

原因做了如下叙述：“由俄罗斯侨民创办的俄罗斯

解放民族运动因德国的民族主义革命而起，德国社

会最初对其抱有很大好感。遗憾的是，该组织领导

人没能按照民族社会主义的精神发展该组织。已经

证实：随着时间的推移，加入该组织的大部分成员，

在血统上不是俄罗斯人，在信念上不是民族社会主

义者。为达到某些鼓动者的利益，他们试图在组织

中推广一些歪曲的、虚假的信息以达到我们不愿看

到的对外政治诉求。出于国家安全的考虑，应当禁

止该组织的存在，将其解散，但同时对其最初的善

意目的和动机表示认可。”③最终，1939 年《苏德

互不侵犯条约》的签署终结了这些组织。“青年俄

罗斯”因主要活动于法国，二战爆发后，该组织的

许多成员都被法国当局拘留，罪名是亲苏（因当时

欧洲普遍认为苏德是盟友），其他成员并未因此抱

怨而是同法国并肩战斗，继而在法国沦陷后，参与

了法国抵抗运动（French Resistance）。但是其领

导人卡泽姆 - 贝克还是于 1942 年“为了让每一位

组织成员能够按照自己的意图报效祖国”而宣布解

散该组织④。

六、俄侨法西斯组织的内斗

俄侨法西斯组织存在着内斗情况。以“俄

罗斯解放民族运动”为例，该组织发起人是

德米特里耶夫（Н.П. Дмитриев）和谢尔比纳

（Щербина）以及来自波罗地海地区的以里辛格

尔（Ф. Лищингер）为首的一些俄罗斯德裔。组织

成立不久领导权就从德米特里耶夫处落入了谢尔

比纳和里辛格尔之手。谢尔比纳和里辛格尔将斯

韦托扎罗夫（А.П. Пельхау-Светозаров）推为组

织领导人。德米特里耶夫则被他们告发而遭德国

当局逮捕，很快被开除出该组织。“俄罗斯解放

民族运动”被关闭之后不久，出现了一个新的组

织——“俄罗斯解放者党”（Партия Российских 
Освобожденцев，ПРО），由贝尔蒙特 - 阿瓦洛夫

（Бермондт-Авалов）领导，1934 年春，该组织内

出现严重的矛盾冲突。在给全体党员的公开信中

梅列尔 - 扎科梅利斯基等重要成员声明退出该组

织，他们认为贝尔蒙特 - 阿瓦洛夫偏离了党的总

路线，失去了民族社会主义的方向，笼络不良分子。

在这些事件发生之后又出现了贝尔蒙特 - 阿瓦洛

夫与来自远东的俄罗斯德裔莫列霍夫（Фрицем 
Мёлленхофф）的矛盾冲突。最终，贝尔蒙特 - 阿

瓦洛夫解散了“俄罗斯解放者党”。

此外，俄侨法西斯组织之间也存在互相攻击

的现象。在博特金⑤（С.Д. Боткин）与时任德国

① 陈祥超等：《法西斯运动和法西斯专政》，第 283 页。

②  Недбаевский В.М.: Духовные и организационные проявления 
фашизма в среде российйской эмиграции в Германии. //Новый 
историческиий вестник №2，2000.

③  Там же.
④  Никитин В. Прощеное воскресенье младоросса // Русский мир. 

2002. 4 марта 
⑤ 1919—1920 年间高尔察克与邓尼金政府派驻柏林的大使，

1920—1930 年间俄罗斯旅德侨民驻柏林的官方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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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部长康斯坦丁 • 冯 • 纽赖特男爵（Konstantin 
Freiherr von Neurath）的谈话中可以找到相关内容。

这次谈话被博特金写入了给马克拉科夫①（В.А. 
Маклаков）的信中：“我们的交谈涉及俄罗斯难

民以及难民中众多党派地位问题。我找到了对我们

有利的内容，再次（我以前已经与他谈过此事）向

部长指出：一些俄罗斯党派根本无足轻重。这样的

党派在德国每天都以各种名目出现，以求迎合德国

民族社会主义党。”之后博特金非常满意地补充说，

纽赖特男爵很不熟悉这些没有前景的党派或流派，

只是知道他们彼此仇视……告发那些更加严肃的组

织和团体。博特金用纽赖特的话作为这次谈话的结

语：“荒诞的告发和无足轻重的政治团体我们是知

道的，在当前的条件下对这些事情根本不值得去关

注。总之……现在最好是规规矩矩，不要冲动，如

果我能给出建议的话，就是这些了。”②

七、结论

俄侨法西斯主义在自身社会经济层面与德国

法西斯主义有很大区别。俄侨中占多数的是知识

分子，这一点不同于希特勒的社会基础。德国学

者赖希指出：“法西斯主义运动之所以能成为一

场群众运动并能掌握权力，这应归因于它从中产

阶级那里获得的充分支持。”③20 世纪 20—30 年

代的旅德俄侨，作为德国社会的一个特殊群体，

还停留在“社会适应过程中的难民”的层次上，

根本谈不上中产阶级。他们虽有报效祖国的壮志

和满腹经纶的才华，但却被窘迫的生活所困；既

想依靠纳粹当局摧毁苏联，夺回自己失去的天堂，

又怕伤及自己的祖国；既要想方设法坚持自己的

主张，为祖国贡献才智和力量，又要忍辱负重忍

受德国当局的猜疑。纳粹德国极端民族主义虽然

为具有法西斯思想的旅德俄侨注入了兴奋剂，但

随着纳粹从反犹、排犹到屠犹进而发展到试图灭

绝和根除吉普赛人、黑人和斯拉夫人，同样使旅

德侨民们不寒而栗。置身于德国、苏联、俄罗斯

三者之间，在民族利益、国家利益和意识形态矛

盾的旋涡中，以俄侨法西斯团体的经济、政治地

位和社会环境，只能成为一群“理想法西斯主义

者”。从 1815 年沙俄和奥地利操纵五国委员会签

署《德意志联邦条例》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凡

尔赛条约，从《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到1941年的“巴

巴罗萨”计划，德国、苏联、俄罗斯，每个都是

他们不可逾越的鸿沟。法西斯运动是俄罗斯侨民

民族主义情绪的一种表现，是他们在俄国危机与

全球危机的双重背景下对俄罗斯发展道路的探索。

俄侨法西斯团体的独特身份、地位和生存环境，

决定着其只能是德国法西斯运动的一个附属物，

也只能是旅德俄侨中的一股反动势力。但法西斯

思想无疑是危险的、难以控制的。俄侨法西斯运

动虽然随着二战的结束而销声匿迹，但是它毕竟

参与了德国法西斯运动，践踏了世界和平和人类

文明，对世界法西斯运动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对后世也产生了深刻影响。当苏联解体、俄罗斯

再次站到了历史命运的十字路口时，这种思想随

之复活，直至今日都是俄罗斯社会的一个热点问

题。还需指出的是，当前国际地区形势动荡频繁，

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和新干涉主义上升，恐怖主义、

分裂主义、极端主义活动猖獗，无不折射出新法

西斯运动的魔影，而这种新法西斯运动正是通过

侨民——这一特殊群体为主渠道，向不同国家、

地区渗透，并进而达到其反人类、反和平、反社

会之目的。因此，剖析旅德俄侨的法西斯运动对

于深刻认识并进而防范新法西斯主义在侨民这一特

殊群体中的滋生和蔓延兼具理论与现实意义。

（责任编辑 靳会新）

①  沙皇俄国律师，政治活动家，第 2、3、4届国家杜马成员。

②  Недбаевский В.М.: Духовные и организационные проявления 
фашизма в среде российйской эмиграции в Германии.

③ [ 德 ] 赖希：《法西斯主义群众心理学》，张峰译，重庆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39 页。

20 世纪 20—30 年代旅德俄侨的法西斯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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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Аннотация】Явление русского фашизма в среде российской эмиграции в Германии в 20-30-е годы 20-
го столетия – особое явление в мировом фашистском движении. Фашистская идеология появляется в среде 
российской эмиграции в Германии в период ее духовного кризиса и тяжелого социально-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положения. Российские “фашистские” организации, создателями и активными участниками которых 
были молодые эмигранты, на первый взгляд казались похожими на Национал-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ую 
германскую рабочую партию /НСДАП/, однако все они без исключения были преисполнены “сознанием 
своего долга и чувством ответственности перед родиной”,  они оказались в  водовороте противоречий 
между национальными интересами,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ми интересами и идеологией. Однако вследствие их 
радикальных идей и особой социальной среды, эти организации могли независимо существовать лишь 
между Германией, СССР и Россией, и, в  конечном счете, им не удалось избежать ликвидации. Русский 
фашизм в Германии, формировавшийся в особый 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период, разыграл собственную бурную 
националистическую трагикомедию.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Россия; эмигранты; фашизм; Германия

Явление русского фашизма в среде российской эмиграции в Германии в
20-30-е годы 20-го столети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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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fascist movement of Russian emigrants in Germany during 1920s-1930s is a special phenomenon 
in the world fascist movement. Russian emigrants in Germany chose fascism under the dual crisis of spirit and 
flesh. The fascist group was made up of young Russian emigrants. On the surface, it had many similarities with 
the German Nazi party, and even had the high level imitation. But they all had "a strong responsibility to the 
motherland". Troubled in the national nation’s interests, national interests and ideological contradictory, extreme 
thoughts and special social environment makes they wander among Germany, the Soviet Union and Russia. Finally, 
they couldn't get rid of the fate of being dissolved. In the special historical period, Russian Emigrants fascist group 
directed a fanatical nationalism tragic far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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