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魅力領袖：政治的盗火者？ 
                                                                                                     余創豪 chonghoyu@gmail.com  

 

 

死心塌地追隨魅力領袖 

很多政治評論家都指出：整體

來說，世界上民主正在退潮，如今

民粹主義在多個國家興起，很多人

都傾向於支持偏激的魅力領袖。什

麼是魅力呢？這很難解說。德國社

會學家韋伯（Max Weber） 將領袖的

權威基礎分為三類：傳統、法理、

魅力。韋伯將魅力型領導的屬性描

述為：「人們服從魅力型領導者不是憑藉傳統或法規，而是因為他們相信他。」 對於韋

伯的說法，我同意一半，不同意一半。不錯，魅力領袖的特徵之一，就是無論他做錯什

麼，其追隨者仍然會死心塌地為他護航，支持者絕對相信他！關於前美國總統特朗普的負

面消息不絕於耳，例如他可能有份煽動去年 1 月 6 日的國會暴動，他和自己的家族誇大資

產總值，他離任之後將機密文件運到海湖山莊。儘管機密文件事件已經是證據確鑿，然而

這一切卻完全無損其支持者對他的忠誠。面對非法拿走機密文件的指控，共和黨眾議員鮑

勃‧古德（Bob Good）的首選解決方案就是「解密所有文件」。  

共和黨參議員林賽‧格雷厄姆（Lindsey Graham）在接受福克斯新聞採訪時表示，如

果特朗普因處理機密文件不當而被起訴， 那麼美國將會發生街頭騷亂。不久之後，密蘇

里州參議員喬什‧霍利（Josh Hawley）也發表了類似的言論。今年九月，特朗普在接受電

台脫口秀主持人休斯‧休伊特（Hugh Hewitt）採訪時說，如果他被指控或逮捕，他的支持

者將不會接受這個結果，他們不會坐以待斃。我認為以上所說並不是危言聳聽，特朗普的

支持者大有可能會重演 1 月 6號國會事件。 

 

切割傳統還是恢復傳統？ 

現在回頭說韋伯，我不同意他將魅力權威與傳統權威對立。特朗普主義迷人的地方之

一，就是他高舉「令美國再次偉大」（Make America great again），這種美國版的「偉大



民族復興夢」正正是訴諸人們對傳統的嚮往，要令美國再次偉大，意思是美國在歷史上曾

經偉大。加拿大麥基爾大學希伯來文化教授大衛‧阿伯巴赫（David Aberbach） 曾經在一

篇論文中指出了政治魅力領袖的矛盾性，他說：「那個人（魅力領袖）可能是假貨，但人

們的渴望卻是真實的。」人們心底的渴求是什麼呢？  

美國政治學家露絲‧威爾納（Ruth Willner） 

一針見血地指出：魅力領袖就是政治圈子的普羅

米修斯！普羅米修斯是希臘神話人物，他從天神

宙斯手上偷取了火，然後傳送給人類，有了火之

後，人類文明出現了革命性的大躍進，希臘神話

中的神明都是喜怒無常、自私自利的暴君，普羅

米修斯令到人類有能力挑戰神明、挑戰暴政！無

論處身於任何時代，人們都總會不滿現狀，人們

期盼普羅米修斯的出現，人們期待能夠超越自

己，參與一項偉大事業，成為「大我」的一部

份， 甚至成為推翻強權的英雄。 表面上，很多

人口頭上表示願意躺平，但只要「盗火者」出

現， 人們潛藏於心底的渴望就會爆發出來。 

政治的普羅米修斯可以提供兩種出路，第一

種是跟傳統與現狀完全割斷的徹底革命，例如法

國大革命要以人本思想取代天主教信仰，布爾什

維克革命要推翻資本主義和東正教權威，但歷史事實證明，這種激進的目標和手段只會帶

來大災難，不難想像，在蘇聯解體、冷戰結束之後，這種破除傳統、徹底革命的進路已經

逐漸失去市場。第二種卻剛剛相反，「盗火者」主張恢復傳統，恢復一個高度美化、理想

化的歷史烏托邦。這類領袖的吸引力在於他好像是代表了一個深厚而優良的傳統，若果你

攻擊他，就是攻擊整個傳統！ 

在偷火之後，普羅米修斯受到宙斯嚴厲的懲罰，他被綁在一塊石頭上面，一隻鷹不斷

地吃他的肝臟，但不旋腫他的肝臟又再生長出來，跟着那隻鷹再來吃他的肝，這個酷刑周

而復始，永不終結。普羅米修斯的形象是為 人類這個弱勢社群犧牲的悲劇英雄。政治上

的普羅米修斯戴上了這種光環之後，任何對他的指控都被看成是他為民請命而受到政治迫

害。 

 

 



甘迺迪與列根高舉捍衛自由的美國傳統 

話又要說回來，其實魅力領袖並不一定是完全負面，除了特朗普，美國在二次大戰之

後亦曾經出現了好幾位魅力四射的總統，例如約翰‧甘迺迪和朗奴‧列根，前者是自由派

的民主黨人，後者是保守派的共和黨人，有趣的是，兩位總統的魅力基礎之一都是主張振

興或者恢復美國傳統。 

約翰甘迺迪熱衷支持對黑人平權，他與蘇聯的赫魯曉夫抗衡，令世界平安地渡過了古

巴飛彈危機， 1963年他在德克薩斯州遇弑身亡，舉國為他哀悼。他的 1961 就職演說留下

了許多傳頌千古的名言：「我們將付出任何代價，負起任何重擔，承受任何困難，支持所

有朋友，反對所有敵人，以確保自由可以存在和成功。……不要問你的國家能為你做什

麼。問問你能為你的國家做些什麼。」在這篇演說中，甘迺迪向聽眾申述了美國文化遺產

中最崇高的理念：為自由而犧牲。在冷戰期間，美國人生活在核子大戰的陰影下，前景並

不明朗，甘迺迪的演說恍如一支定海神針。 

朗奴列根在 1981 年的總統就職演說亦有異曲同工之妙，他說：「我相信，我們，今

天的美國人，已經準備好成為名副其實的美國人，準備做必須做的事情，來確保我們自

己、我們的孩子和我們孩子的孩子能夠得到幸福和自由。當我們在自己的土地上更新自己

時， 在其他人眼中，我們在全世界擁有更強大的力量。對於那些現在還沒有獲得自由的

人，我們將再次成為自由的典範和希望的燈塔。……對於那些分享我們自由理念的鄰國和

盟友，我們將加強彼此之間的歷史聯繫，並向他們保證我們的支持和堅定的承諾。……至

於自由的敵人，那些潛在的對手，我要提醒他們，和平是美國人民的最高願望。我們會為

之談判，為之犧牲；但無論是現在還是長遠來說，我們都不會投降。」在列根總統上任之

前，蘇聯大肆擴張，美國處於守勢。在演說中列根高舉美國決心捍衛自由的傳統價值。 

 

結語 

上面提及的阿伯巴赫指出，雖然魅力領袖可能是騙子，但人們心底的渴望卻是真實

的。我會說：無論魅力領袖是真貨還是假貨，人們強烈的渴望情緒令自己難以分辨真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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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載於澳洲《同路人》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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