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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穆斯林族群命运初探

—《美国穆斯林 》介评

方金英 现代国际关系研 究院亚非所副研究员

长期以来穆斯林世界为全球众多学者和政治家

所关注
,

但针对美国穆斯林族群的著述和专题研究

文章却并不多见
。

以刃 年
“

连续统一体
”
国际出版

股份有限集团出版的由阿斯玛
·

古尔
·

哈珊撰写的

《美国穆斯林 新一代 》①一书
,

从一名美国南亚裔穆

斯林的角度
,

透视 自己族群及美国主流社会的穆斯

林观
,

弥补了学术研究领域的一项空 白
,

具有重要的

学术价值
。

阿斯玛先是简要介绍 了美国穆斯林的概况
。

如

今的穆斯林已发展成约 以 万人分布在美国全境的

大族群
,

全美国约有 座清真寺
,

清真寺及伊斯

兰中心的尖塔和弯顶十分夺 目
,

正在改变着美国的

城市及郊区面貌
。

分布全美国的约 所伊斯兰学

校
,

力求在伊斯兰教与美国文化
、

现代化之间找到平

衡
,

使学生有能力应对现代社会的挑战 同时开设阿

拉伯文
、

经文
、

祷告等课程
,

帮助年轻一代穆斯林继

承伊斯兰认同
。

穆斯林拥有或管理的企业达 万

家左右
,

刊物近 种
。

目前
,

穆斯林团体近 家
。

全国性团体主要有 美国穆斯林同盟
、

穆斯林公共事

务委员会
、

美国穆斯林委员会
、

美国一伊斯兰关系委

员会
、

北美伊斯兰社
。

他们当中有的专门参政议政

有的负责与媒体合作
,

纠正社会对伊斯兰教的偏见

有的管理经文学校
、

宗教场所
。

这些组织和团体成

员通过成为国会议员
、

媒体咨商的权威
,

影响力不断

上升
。

此外
,

还有一些由出生于移民家庭
、

在美国长

大的穆斯林成立的小团体
,

如美国穆斯林专心学识

与行动主义组织
,

它主张为政治 目的采取有力行动
。

作者认为
,

美国穆斯林族群具有以下六大特征
。

种族
、

文化背景多元化
。

美国穆斯林尽管共有一

个梦想 —
“

既是美国人
,

又是穆斯林
” ,

但因种族
、

文化背景多元化难以紧紧团结起来
。

他们来 自不同

地区
,

其中最大群体为非裔穆斯林
,

占美国穆斯林总

人口 的 南亚裔主要来 自巴基斯坦
,

位居第二
,

约占 第三位是阿拉伯穆斯林
,

约 占
。

此

外
,

还有阪依了伊斯兰教的美国白人
、

越南人
、

柬埔

寨人等穆斯林族群
。

早期赴美穆斯林是非洲黑

奴
。

年
,

首批大规模穆斯林移民是通过奴隶贸

易从非洲贩卖到美洲的黑奴
,

大多数来 自非洲西海

岸
。

美国没有
“

乌里玛
”

宗教学者 来指导穆斯

林解决神学问题
。

每个伊斯兰国家都有一批宗教学

者负责诊释《古兰经 》
,

而美国穆斯林必须靠 自己诊

释《古兰经 》
,

因此有些穆斯林移民十分宗教化
。

美国穆斯林的
“

圣战
”

指的是同自己灵魂深处的思想

作斗争
。

通常指的是抵制饮酒
、

婚外性行为等美国

生活方式的影响
,

坚持一天祈祷五次
。

而在中东
,

穆

斯林
“

圣战
”

指的是同西方国家的影响及强权作斗

争
,

强调 的是政治斗争
,

同非伊斯兰文化的对抗
。

美国的清真寺已演变成穆斯林男女老幼一齐祈

祷并开展其它加强社区活动的场所
。

而在伊斯兰国

家
,

清真寺不是社区 中心
,

妇女
、

儿童不得人内
。

另

外
,

美国穆斯林在宗教活动里充分利用现代科技
,

如

用电子表报时 祷告时间
,

在汽车里听《古兰经 》诵

经录音带及 或随身听
,

通过因特网
、

电视及录像

节 目弘扬伊斯兰教
。

穆斯林宗教团体规劝囚犯

阪依伊斯兰教的现象突出
。

在监狱里
,

囚犯们感到

绝望
,

伊斯兰教给囚犯带来希望之光
。

据 年美

国穆斯林委员会的调查研究
,

每年约有 万名囚

犯饭依伊斯兰教
。

过去十年里
,

囚犯阪依伊斯兰教

的速度更加惊人
,

如今 一 的在监穆斯林饭依

了伊斯兰教
。

而且
,

近年来由于联邦
、

州政府削减了

出狱囚犯重新安排生活所需资金
,

穆斯林社区
、

清真

寺
、

伊斯兰中心成了他们的唯一后盾
,

几乎每座大城

市都有小型穆斯林团体帮助出狱犯人开始新生
。

此

① 扭 工 公田
,

一
赫“垃 ,钻

过 日〕

如飞 《孙犯

了触 八 刁沼 及尹记 砚如刀 , 们

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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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
,

有越来越多的美国妇女阪依伊斯兰教
。

作者尖锐指出
,

美国主流社会对穆斯林的强大

偏见
,

使美国穆斯林深受其害
。

据美国穆斯林委员

会一项全国范围的民意调查显示
,

一 年
,

伊

朗人质危机和 年纽约世界贸易中心被炸后
,

美

国人最不喜欢的族群是穆斯林族群
。

因为绝大多数

美国民众对伊斯兰教及其历史知之甚少
,

媒体报道

成为他们获取相关知识的主要来源
。

而报刊头版头

条常刊登反伊斯兰观点
,

记者们总倾向于将伊斯兰

教与犯罪行为及
“

原教 旨主义分子
”

挂勾
,

对伊斯兰

教的引述总是断章取义
。

尽管参与伊朗人质事件
、

世界贸易中心爆炸案的是极少数穆斯林
,

但媒体将

罪责归咎于整个穆斯林群体
。

包括联邦调查局在内

的不少执法部门官员 因媒体这种负面报道
,

对穆斯

林都带有偏见
。

电影业也不例外
,

电影人可 以随心

所欲地消极描绘美国穆斯林形象
,

而 电影形象比媒

体报道影响更深更久
。

美主流社会的这种偏见使美

国穆斯林成为受害者 其宗教场所遭破坏 人身遭攻

击 匿名恐吓信不断 在机场
,

穆斯林要站到一旁接

受盘查 在商店买东西
,

一举一动都受 到店员 的监

视 服务员拒绝向戴头巾的穆斯林妇女提供服务 子

女在学校里被叫做
“

沙漠老鼠
”

等
。

可喜的是
,

近年来一些主流媒体已开始积极
、

客

观地报导美国穆斯林
。

《纽约时报 》
、

《基督教科学蔑

言报 》等刊登 了正面报导美穆斯林 的 系 列文章
。

年
,

就一年一度穆斯林赴麦加朝巍盛况进

行了现场专题报道
,

整个朝勤期间
,

每天有两

次半小时现场最新动态报道
。

华纳公司 年出

品的影片《三个国王 》
,

制作过程 中聘请了穆斯林顾

问
,

尽量使影片真实
、

不带偏见
。

穆斯林族群也在努力改善 自己的公共形象
,

提

高自己的社会地位
。

改善公共形象
。

美国一伊

斯兰关系委员会
、

加州穆斯林公共事务委员会等穆

斯林团体付出大量心血纠正教科书里有关伊斯兰史

的一些错误
,

改善电视节 目里的穆斯林形象
,

举办伊

斯兰问题研讨会
,

启动 项针对执法部门的培训项

目
,

等等
。

年 月
,

美国一阿拉伯反歧视委员

会与其他团体一道曾就主流社会的偏见举行了一场

全国范围的抗议活动
。

此外
,

穆斯林民众通过加人

当地组织
,

参加多信仰活动来向邻里街坊展示他们

的正面形象
。

致力于融人主流社会
。

年美

国政府正式承认伊斯兰教的合法宗教地位
。

如今
,

美国陆军中有一万名穆斯林军人
,

两名穆斯林牧师
,

空军中有一名穆斯林牧师
。

卯 年非裔穆斯林查尔

斯
·

比拉尔在白人
、

非穆斯林人 口 占多数的德克萨斯

州当选为市长
,

成为首位穆斯林市长
。

亚当
·

夏库尔

卿〕年初当选为底特律副市长
。

努力影响美国的

内政
、

外交政策
。

一是以最便宜
、

最民主的方式即每

位穆斯林都去投票施加影响
。

据佐格比国际民意调

查所一项抽样调查显示
,

侧火 年大选中
,

穆斯林

参加选民登记
,

其中 参加了投票
。

穆斯林甚至派

代表出席了两党全国代表大会
。

二是抗议对穆斯林

不公的立法
。

美国穆斯林委员会挫败《卯 年免于宗

教迫害法案 》在国会的通过
。

三是美国穆斯林委员

会
、

北美伊斯兰社
、

穆斯林公共事务委员会都参加了

卯 年白宫举行的
“

仇恨犯罪大会
” 。

四是为抗议种

族隔离政策
,

美国穆斯林委员会与
“

跨非洲
” 毛 拐

翔阮 组织联手推动国际社会制裁南非政府
。

通过不懈努力
,

自上世纪 年代以来
,

穆斯林

的社会地位及公共形 象得到了象征性提高
。

年秋
,

副总统戈尔成为美国高官中到访清真寺的第

一人
。

几个月后
,

第一夫人希拉里在洛杉矶向一群

穆斯林民众发表讲话
。

年 月 日
,

克林顿总

统就宗教 自由发表的讲话数次承认穆斯林的存在
。

非裔穆斯林领导人西拉
·

瓦哈与韦利斯
·

迪恩
·

默罕

默德在参众两院分别作过祷告
。

国会山为穆斯林职

员
、

联邦雇员
、

该地 区其他穆斯林举办周五祷告
。

年 月 日
,

白宫举行开斋节招待会
,

克林顿

成为任内会晤美国穆斯林领导人的第一位总统
。

最后
,

作者指 出
,

今后美 国穆斯林必须团结起

来
,

推动决策者作出实质性努力去更多了解伊斯兰

教及其相关知识
,

促进美国人对伊斯兰教及穆斯林

有更多的了解
、

宽容
、

接受
,

减少主流社会对穆斯林

的偏见和歧视行为
。

对研究世界范围的穆斯林族群学者来讲
,

《美国

穆斯林 》一书提供了有关美国穆斯林的方方面面详

细信息
,

是一本难得的参考书
。

该书尽管出版于

以 年
,

但因为 的 年发生 了
“ · ”

恐怖袭击事

件
,

所以书中所涉及到的美国主流社会对穆斯林的

强烈偏见
、

穆斯林族群消除这种偏见的努力以及提

升自己在主流社会中的地位等议题
,

在今天依然具

有重要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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