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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工党的执政之道与当代英国的穆斯林问题

赵　枫

冷战结束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 ,虽然美国仍然是西方世界的主导国家 ,但英国却也吸引了世

界舆论越来越多的关注。2005 年是英国的大选之年 ,陷于“伊拉克门事件”中难以自拔的英国工党

面临席卷欧洲的和平主义运动的声讨 ,左支右绌 ,似乎民心尽失 ,难以为继 ,然而却毫无悬念地赢得

了大选 ,连续第三次担纲执政。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一结果 ? 同样与伊拉克战争相关 ,这场由美国

发起 ,英国积极追随的战争 ,给英国的民众 ,特别是英国的穆斯林带来了什么 ?

《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 2006 年第 2 期“当代西方研究”专栏以“聚焦英

国”为题 ,试图寻找到这些问题的答案。诚如本专栏主持人陈晓律教授在《主持人语》中所言 ,英国

曾经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主义国家。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 ,英国国力下降 ,殖民地纷纷独

立 ,大英帝国不仅在世界军事经济的舞台上地位下降 ,在政治舞台上的作用也在减少。随着欧盟的

逐渐壮大 ,它在新一轮的世界潮流中彻底消失 ,好像也只是时间问题了。不过 ,事物的发展从来都

不是单线的 ,“二战”后的英国并没有彻底跌进谷底。除不时地以英美特殊关系为由充当美国的小

伙伴外 ,它还在一些领域持续地发挥某种其他西方国家不可替代的作用。它的硬实力随着帝国的

瓦解而削弱 ,但软实力却没有受到多大损害 ,对当今世界政治乃至人类社会都还有巨大影响。这些

东西 ,包括它的政治制度、法律制度、文化观念、管理模式等等 ,都还没有失去其应有的价值[1 ] 。

胡昌宇、陈晓律的《试析布莱尔工党政府的成功之道》一文指出 ,工党在 2005 年大选中的成功

主要应归因于其经济、社会政策改革 ,特别是其兼顾社会公平与经济效率的宏观经济政策和社会福

利政策的改革与创新 ,对英国经济持续稳定发展 ,社会稳定、和谐起到了根本作用。撒切尔保守党

的“新自由主义”政策过分强调市场的作用 ,认为只有自由的市场才能使经济效率最大化 ,经济繁荣

的“溢出效应”最终能惠及全社会 ,因此把政府对经济的干预降到最低程度。事实证明经济增长未

必带来社会公平和共同富裕。“老工党”政府因过于追求以结果平等为主要目标的社会公平 ,严重

影响了经济效率。新工党曾经以介于“新自由主义”的自由市场和社会民主主义的社会公平路线之

间的“第三条道路”赢得众多选民 ,也引起学界的极大兴趣。尽管工党在第二任期内很少再提及“第

三条道路”概念 ,但工党执政以来经济、社会政策的显著特征是吸收了“新自由主义”和社会民主主

义的合理成分 ,摈弃了两者的缺陷 ,扬长避短 ,走出了一条符合英国国情的兼顾经济效率与社会公

平的新路 ,并因此赢得了国民的支持 ,也为其他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然而 ,布莱尔政府最吸引人的地方并不在上面这些政策性因素 ,而是透过这些表象显示出来的

执政能力。就本质而言 ,布莱尔政府代表着英国一种新的执政集团。正如安东尼·桑普森所说 ,40

年来英国统治集团好比是由一些大小不同的圆圈相交组成的一系列圆 ,每个圆代表不同的权力结

构 ,它们在一个空旷的中心周围松散地相互连接。英国政治制度的本质决定了英国不存在独一无

二的统治核心 ,大多数权力最终取决于设置和协助连接这些权力圈的人。而布莱尔政府证明是能

够最成功地玩弄这种政治游戏圈的集团。这种新执政集团最明显的一个标志是 ,政党的意识形态

观念对他们而言已经不再重要 ,他们关注的只是如何执政 ,甚至只是在“自己人”的圈子中如何执

政。只要有利于执政的观念、政策和措施 ,就立即毫不犹豫地执行 ,反之 ,则立即停止。布莱尔政府

的外交和内政方针出现如此之大的反差 ,根源即在于此。布莱尔政府本想“投资”伊拉克战争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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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大的执政红利 ,但事实证明这是一笔蚀本买卖。虽然布莱尔集团目前已经获得了相当程度的成

功 ,但英国经济、社会发展仍存在诸多问题 ,对工党的第三任期将构成严峻挑战。新工党集团能否

继续顺利地操控英国政治游戏的权柄 ,取得新的成功 ,还是一个有待继续观察的问题[2 ] 。

洪霞的《当代英国的穆斯林问题》一文首先给出了一个数据 :随着第三世界移民的大量涌入 ,

目前欧洲的穆斯林人数已达到 2 000 万之多 ,并有望在 2050 年超过非穆斯林人数。这意味着穆斯

林问题已成为欧洲各国不可回避的问题。由于文化、宗教、价值观念上的巨大差异 ,欧洲各国对穆

斯林无不持一种矛盾态度。一方面 ,传统的宽容精神使欧洲能接纳穆斯林 ;另一方面 ,欧洲各国又

希望穆斯林能接受主流文化价值 ,或多或少地融入到欧洲社会中去。最近几十年间 ,英国成为国际

移民的主要输入国之一。早在 60 年代 ,英国就放弃了美国社会推行的“熔炉说”,不再致力于同化

移民。1966 年 ,英国内政大臣确认了移民“文化的多样性”,逐渐开始推行多元文化模式。穆斯林

在英国享有的权利首先来自宗教和政治领域。英国现有 1 400 多个穆斯林政治组织和 1 000 多所

清真寺 ,许多组织和伊斯兰党派就是在清真寺组建的。英国的公立学校具有很大的宗教包容性 ,兼

收具有各类宗教背景的学生 ,允许穆斯林女学生带头巾上学。穆斯林教育取得了相当可观的成绩 ,

这为穆斯林融入主流社会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所以英国政府推行的多元文化模式政策 ,在穆斯林

问题上效果较好。与法、德等其他西欧国家相比 ,英国人与穆斯林移民之间的关系相对比较和睦。

尽管英国政府作出种种努力消除针对穆斯林的不公正现象 ,但是在英国社会中还是存在着对

穆斯林歧视的状况以及穆斯林与英国社会的冲突。长期以来 ,穆斯林基于宗教原因而受到的不公

正待遇都不在种族关系法的保护之列 ,这使得穆斯林所能得到的宽容权利相对有限。除此之外 ,作

为国际穆斯林的一部分 ,伊斯兰世界每有风吹草动 ,总会引起英国穆斯林与英国社会的矛盾 ,并一

步步升级。拉什迪事件、1991 年的海湾战争和次年的波黑战争、9·11 事件都使穆斯林与英国社会

之间的紧张关系加剧 ,2005 年 7 月初的伦敦爆炸案 ,则使穆斯林与英国社会的紧张关系达到了顶

点。这一系列事件表明 ,穆斯林并未真正融入英国主流社会 ,而英国社会也对穆斯林存有戒心。

尽管英国政府作了很多努力来推行多元文化模式 ,但在穆斯林问题上仍然遭遇巨大困境 ,近期

以来 ,冲突反而成了英国社会与穆斯林关系的主流。究其原因 ,一方面 ,英国社会实行对各族裔宽

容的多元文化模式 ,但实际上 ,英国不遗余力地教导移民适应其政治、经济和文化制度 ,推动着包括

穆斯林在内的所有移民团体真正融入英国社会 ,接受社会的主流价值观 ,从而稳定整个国家。这才

是多元文化模式的真正意图。另一方面 ,欧洲的穆斯林们也经常面临双重效忠问题 ,即选择忠于信

仰还是忠于国家的问题。在历次有关穆斯林的国际冲突中 ,欧洲的穆斯林几乎都选择了忠于伊斯

兰教。穆斯林的这种态度表明 ,一旦国家与信仰发生矛盾 ,欧洲的穆斯林就会与居住国发生冲突。

从中不难看出 ,穆斯林与英国社会之间的冲突 ,实际上反映了多元文化模式固有的矛盾 ,此外 ,

也是在一个多元文化社会中对国民身份认同与否的问题。英国社会中的穆斯林问题 ,正反映了国

民身份认同与族裔认同之间的契合与冲突。在国民身份认同能够化解族裔认同时 ,多元文化模式

的包容性优势就体现了出来 ,穆斯林与英国主流社会的关系就趋于和谐 ;而当内在的或外在的因素

导致族裔认同突破了国民身份认同的底线 ,双方的冲突也就一触即发了。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如何

突出国民身份认同的功能 ,从而解决族裔间的冲突 ,不仅对英国的国家稳定至关重要 ,而且可以为

全球多民族国家解决民族问题提供重要的借鉴[3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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