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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任何形式的对立情绪都被解读为
“颜色革命”可能卷土重来的征兆。即便只有
几十人上街游行也会令统治者感到恐慌。哪
怕是偏远的符拉迪沃斯托克或加里宁格勒出
现集会，莫斯科也会惊惶不安。

各前苏联国家的当局仍在指责西方策动
“颜色革命”，怀疑地方反对力量和非政府组
织可能会发动革命。也许正是出于这一原
因，它们将反对派看得比激进极端主义分子

或恐怖分子还可怕。实际上，它们真正该害
怕的不是非政府组织或政党，而是为数众多
的影子集团和派别，因为爆发“颜色革命”的
可能性还不如宫廷政变大。 罗拉

“颜色革命”，又称“花朵革命”，是指21
世纪初期一系列发生在独联体国家和中亚
地区的以颜色命名、以和平和非暴力方式进
行的政权变更运动。这些有着明确政治诉
求的活动，背后一般都有外部势力插手的因
素，经过社会动员，往往导致持久的社会对

立和动荡，给执政者形成强大压力 。参与
者们常通过非暴力手段来抵制他们所认为
的独裁政府。他们通常采用一种特别的颜
色或者花朵来作为他们的标志。

格鲁吉亚的“玫瑰革命”：发生于 2003
年，因格鲁吉亚盛产玫瑰，故得名。

乌克兰“橙色革命”：发生于2004年，尤
先科的选举活动中使用橙色作为其代表色，
因此这场运动使用橙色作为抗议的颜色。

吉尔吉斯斯坦的“郁金香革命”：发生于
2005年，因吉尔吉斯斯坦首都市花是迎春花，
为黄色，发生革命的时间正是迎春花开的季

节，故又称“黄色革命”，或者“柠檬色革命”。
首先，“颜色革命”的发生地大多为资本

主义国家，因为宪法的规定，一个国家有多
个政党，并都可以参与选举，因此“颜色革
命”主力往往是现任政权的反对党。

张军

“颜色革命”：前几年在独联体很流行

绝对绝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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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英内斗是“颜色革命”成因

4月7日，吉尔吉斯反对派支持者在示威中抢夺警察装备。

“颜色革命”精英并不高明
吉尔吉斯斯坦现政府因腐败横行和派系林立而从内部被吞噬

所谓“颜色革命”是外部势力阴谋导致
的说法不过是前苏联地区统治精英推脱自
身过错的借口。

这类说法都揭露了西方在策划政变时
的阴险狡诈，但其实这只是描述“颜色革
命”的具体实现方式，而不是其成因。显而
易见，倘若没有相应的客观前提，任何事都
不会无缘无故地发生。

5年过去了，人们能清楚地看到，外部
因素在格鲁吉亚、乌克兰和吉尔吉斯斯坦

“颜色革命”中的作用被过度夸大。实际

上，该革命是上述国家统治精英的正常更
迭：当局软弱、腐败、分崩离析，社会需要变
革。

上述国家的大部分普通民众如今一定
明白了，革命后掌权的新精英未必与前任
有多大区别，革命并没有也不可能在一夕
之间改变国内局势。尤先科在不久前举行
的乌克兰大选中得票率极低，这即是民众
对“橙色民主”理念备感失望的有力证明。
吉尔吉斯斯坦也出现相似情况，现政府因
腐败横行和派系林立而从内部被吞噬。

革命没有带来预想中的变化，只不过
加剧了旧有矛盾：政府合法性不高，权力频
频更迭，人事结构不稳定；新精英内部的权
力争斗永无宁日，新骚乱随时可能爆发；财
产重新分配，腐败滋生，犯罪率居高不下；
外交政策乱无头绪；经济下滑，社会贫困，
失业率升高。

“颜色革命”虽然被描述成民主社会取
代专制政权，但实际上仍是统治精英内部
权力斗争的结果。如果库奇马在总统大选
前夕确保精英阶层在接班人问题上达成共
识，那么乌克兰“橙色革命”也许就不会发

生。吉尔吉斯斯坦前总统阿卡耶夫纵容亲
属操控国家资产，致使自己众叛亲离，特别
是失去了强力部门的支持；而在“郁金香革
命”后上台的巴基耶夫也陆续失去了所有
盟友，看来他指望通过巩固总统权力避免
重蹈前任的覆辙。

然而，对“颜色革命”心存畏惧的不只
是那些借“颜色革命”浪潮上位的精英，还
包括那些不曾遭遇革命的人。尽管革命在
格鲁吉亚、乌克兰和吉尔吉斯斯坦已经失
去了光环，但前苏联地区的统治精英的“颜
色革命”恐惧症业已根深蒂固。

革命没有带来预想中的变化
新骚乱的爆发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