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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交往视野下的美国穆斯林移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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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１９世纪中叶，来自今叙利亚和黎巴嫩地区的穆斯林移民开始进入美国，美国穆斯林移民群体肇始并延续

至今。穆斯林移民群体在美国社会发展进程中的变化与演进，实为特定群体跨文明交往的个案。美国穆斯林移民

既承载着伊斯兰文明的文化基因，又在整体上逐渐形成对美国的公民认同。在穆斯林移民与美国主流社会的交往

进程中，文化差异、身份认同、国际环境等诸多因素都可能成为 这 一 群 体 融 入 美 国 社 会 的 负 面 因 素，但 经 过 交 往 与

碰撞的过程，穆斯林移民整体上还是体现出社会参与增加的融合倾向。“９·１１”事件的发生，对于美国穆斯林移民

来说，既是冲击也是契机：一方面，恐怖袭击对美国社会的冲击 让 穆 斯 林 移 民 与 美 国 社 会 的 融 合 难 度 增 加；另 一 方

面，美国穆斯林移民群体也再次明确了与美国社会主动沟通的重要性，增加了深入文明交往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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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历史和地理因素，１９世纪以 前，伊 斯 兰 文

明没有真正进入美国，早期来自南美的西班牙穆斯

林水手后裔和来自非洲的穆斯林黑奴并没有在美洲

大陆留下深刻的文化印迹。直到１９世纪中后期，来
自“大叙利亚地区”的穆斯林移民才引领了第一次穆

斯林进入美国的浪潮，以移民文化为基本特征的美

国社会这时才真正迎来了承载着伊斯兰文明基因的

定居者。

一　穆斯林移民在美国———文明交往还是文明

冲突？

美国穆斯林群体具有多元构成的特点，就美国

穆斯林形成的历史源流来说主要有三大类别：１９世

纪中叶起分批自中东、南亚等地区而来的美国穆斯

林移民群体，１９世 纪 末２０世 纪 初 随 黑 人 伊 斯 兰 运

动发展起来的美国黑人穆斯林群体，以及近年来逐

渐增加的皈依穆斯林群体。尽管就历史意义而言，

除印第安人外的美国人皆属移民，但一般所指的穆

斯林移民为１９世纪中叶以来逐渐形成的穆斯林“新
移民”群体。

奥斯曼帝国后期，来自今叙利亚和黎巴嫩地区

的穆斯林移民开始进入美国，构成了穆斯林移民美

国的第一次浪潮，随后直到２０世纪中期共形成了先

后四次移民浪潮。１９６５年，约翰逊总统签署的新移

民法案打破了美国建国以来努力维系西北欧人口比

例的移民传统，取消了按国籍分配移民配额的做法。

因此，来自世界各地的穆斯林移民形成了第五次、也
是迄今最大的一次穆斯林移民浪潮。与此同时，穆

斯林世界时而发生的政治危机也“加快了穆斯林进

入美国 的 步 伐”［１］５２，美 国 穆 斯 林 移 民 群 体 逐 步 形

成、扩大。经过数十年的发展，穆斯林移民群体已经

成为美国少数族裔的重要组成部分，伊斯兰教也成

为新教、天主教、摩门教等传统宗教类型之外美国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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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一个重要的新兴宗教。目前，美国穆斯林移民及

移民后代主要聚居在纽约市及加利福尼亚、密歇根、
得克萨斯等州，但在美国多数州都可见到穆斯林移

民。
美国穆斯林移民人口规模逐渐扩大，但这不能

说明穆斯林移民融入美国主流社会的过程很顺利。
由于二战后，尤其是１９６７年第三次中东战争以后，
美国基于中东地区重要的地缘政治地位和能源经济

价值，一直在寻求对中东地区的战略控制，采取了偏

袒以色列的政策，美国和伊斯兰世界尤其是阿拉伯

国家的关系受到了严峻的挑战。随后，慕尼黑惨案、
洛克比空难、伊朗学生占领美国大使馆等美国与伊

斯兰世界的冲突事件，深化了西方世界对穆斯林群

体乃至对整个伊斯兰文明的思维定势，而美国媒体

也出现了更多对伊斯兰世界的负面宣传。对此，萨

义德做出了准确的界定：“在西方，自从１９６７年战争

以来，对阿拉伯世界的表述是粗劣的、简单化的、粗

暴的和种族主义的，正像欧洲和美国的批评文学所

证明的那样。”［２］４８

“９·１１”恐怖袭击后，反恐政策成为小布什政府

的核心对外政策，美国媒体和美国社会对伊斯兰世

界的描述也更加负面。哈佛大学已故的亨廷顿教授

提出的文明冲突论，其中对于冷战后不同文明的传

统认同与文明圈实质竞争关系的强调，被广泛地用

于解释西方文明与包括伊斯兰文明在内的其他文明

类型的共存与发展模式。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国内

的穆斯林移民群体也受到影响，穆斯林移民成功融

入美国主流社会的可能性受到了怀疑。“９·１１”事

件后不久，美国国内不断出现的针对美国穆斯林的

言语攻击和 暴 力 行 为，以 及 以“爱 国 者 法 案”（ＵＳＡ
Ｐａｔｒｉｏｔ　Ａｃｔ）为代 表 的 一 些 可 能 导 致 歧 视 穆 斯 林 群

体的法案及政策，似乎表明国际关系体系中的被显

化的美国与伊斯兰世界的文明冲突将要在美国国内

以排斥穆斯林移民的冲突形式出现。这说明了文明

体系之间冲突、竞争的实质关系，还是文明交往中融

合、发展的固有特点呢？

无论是在亨廷顿所谓的文明圈之间，还是在一

个国家内部不同文明背景的民族或群体之间，不同

文明间的关系并非只在循环往复、此消彼长的冲突

中艰难前行。文明的生命在交往，交往的价值在文

明，文明交往形成的交往力，同生产力相互作用，分

别组成了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的纵线和横线。在社

会历史中，人、自然、他人构成了一个“主体—客体—
主体”交互对称和稳定的哲学三角形对称的整体文

明系统［３］５－６。而 且，这 并 不 是 一 个 封 闭 的 系 统，人

类历史中所有的成员都是这个系统的参与者，稳定

的是文明交往系统的存在，演进的是文明交往的形

式和层级，交往中的矛盾与冲突会在历史进程中客

观存在，但交往系统的发展与演进也会逐渐化解这

些问题。
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旨在解释美国在国际关系

中的立场与选择，他认为“亚洲的自我肯定”和“伊斯

兰教的复兴”等因素会对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形成

挑战［４］１２５，并有 可 能 导 致 西 方 和 非 西 方 的 冲 突。而

在美国国内，亨廷顿同样的“冲突逻辑”则体现在亨

廷顿对于美国传统国民特性丧失的担忧，即对盎格

鲁－萨克森新教文 化 在 美 国 文 化 体 系 中 的 中 心 地 位

受到多种因素挑战的担忧。亨廷顿认为，若要“化解

各种威胁”，美国人应该“重新发扬盎格鲁－萨克森新

教文化传 统 与 价 值 观，发 扬 前 辈 所 树 立 的‘美 国 信

念’”［５］３。亨廷顿的理论逻辑在于为主流社会的逐步

融合提供由盎格鲁－萨克森新教文化设定的框架。
在冲突理论的研究视野中，穆斯林移民群体在

美国国内，一如国际体系中的“儒家文明圈”和“伊斯

兰文明圈”一样，带有与西方文明差异最大的异质文

明基因，再加上美国与伊斯兰世界时有冲突且一些

穆斯林移民具有母国情结，穆斯林移民最易被认为

会给盎格鲁－萨克森新教文化带来挑战。“９·１１”事

件的发生，之后诸如胡德堡枪击事件和奥拉基等极

个别拥有美国国籍的穆斯林进行的恐怖活动，也的

确影响了部分公众对穆斯林群体的判断。
但是，穆斯林移民在美国社会融合、发展的整体

进程，却并非如亨廷顿的文明冲突理论所预见的那

样。文明体系间碰撞、冲突及其引发的疑虑，并没有

阻碍穆斯林移民的交往进程，也没有确定穆斯林移

民的身份认同方向。在稳定存在的交往系统中，开

放的交往形式并没有停止，穆斯林移民和主流社会

的交往整体上并没有体现出冲突加深的迹象。美国

社会在基本保 持 盎 格 鲁－萨 克 森 新 教 主 流 文 化 的 前

提下，自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以来出现了强大的多元文

化倾向，多元化不仅仅体现在社会思潮和学术研究

领域，也体现在族群构成、宗教构成等多元社会的物

质基础上。包括美国穆斯林移民在内的少数族群和

宗教文化群体，面临的是在多元文化格局中寻求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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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认同的形式，穆斯林在保留自身文化属性的前提

下寻求公民认同、实现社会融合成为可能。在这样

一个交往体系中，穆斯林移民通过加强与主流社会

的联系，增加社会参与来实现文明交往；美国主流社

会文化体系则通过肯定多元社会的价值、加强了解

和跨信仰交流来实现文明体系的交流，化解交往中

时而存在的冲突与矛盾。这样的交往形式，也促生

了“９·１１”事件的动荡期过后双方文明交往深化的

积极现象。在穆斯林群体增进交流、加强融合的努

力下，美国主流社会也认识到穆斯林群体作为美国

社会组成部分的重要性，小布什和奥巴马都在公开

场合肯定了穆斯林群体对美国做出的贡献，奥巴马

还于２００９年９月在白宫举办晚宴庆祝穆斯林进入

斋月，称赞美国穆斯林为丰富美国文化做出了巨大

贡献［６］。
误读与冲突在穆斯林融入美国社会的历史过程

中客观存在过，文化间的差异也很可能不会完全消

失，但随着交往形式的丰富和交往层级的提升，具备

异质文明特征的美国穆斯林群体在主客观因素的作

用下，在全球化的时代，能够和美国其他文明背景的

民族和群体通过文明交往实现互通有无、融洽相处、
和谐发展。

二　文化差异中的文明交往环境

虽然美国文化体系天然具备“多元”的特征，但

并不意味着美国社会就是具有各种文明背景的民族

随意组合在一起。除了“多元”，美国的开国元勋们

同样强调白人新教文化主流的“一统”。不论是强调

归附与同化的“熔炉论”（ｍｅｌｔｉｎｇ　ｐｏｔ），还是在６０年

代的民权运动后提出的更加宽容、强调保留民族文

化特色的“拼盘论”（ｍｏｓａｉｃ），都 不 能 否 认 美 国 社 会

文化体系演进 的 过 程 主 要 是 以 盎 格 鲁－萨 克 森 白 人

新教文化为主体的主流文化不断接受并试图同化其

他非主流文化的过程［７］。
在美国社会这样一个容纳、接受、同化的社会演

进过程中，越晚进入美国社会、早期移民人数越少、
文化差异越大的移民群体越容易遇到困难，越容易

被主流社会视作具有“异质”因素的移民群体，而来

自伊斯兰文明的美国穆斯林移民正是符合所有这些

因素的群体。不同于其他文明体系，伊斯兰文明是

在具有广泛社会参与性的伊斯兰教基础上创造的综

合文化体系，它 对 穆 斯 林 个 体 的 身 份 认 同、社 会 生

活、伊斯兰国家的政治体制等诸多方面都具有广泛

而深刻的影响力［８］。
虽然美国人一般认为宗教信仰是私事，宪法也

保证宗教 信 仰 的 自 由［９］２８－２９，但 伊 斯 兰 教 具 有 其 严

密的信仰体系和严格的教法规定，非常强调信徒的

身份认同和广泛的参与性，因此它“很难为一般美国

人接受，不容易进入主流”［７］。和所有的移民群体一

样，美国穆斯林移民也要面对怎样适应白人信教文

明为主的社会文化环境、如何保持民族和语言等困

惑。但有一点不同的是，穆斯林移民要适应的是一

个对伊斯兰文明存在疑虑和担忧的社会。因此，穆

斯林移民群体要加大社会参与程度，从起点上讲就

比较困难，穆斯林移民群体面临诸多融合挑战也就

不难理解了。
穆斯林移民的身份认同问题则是这一群体易被

主流社会边缘化和较难提高社会参与的一个重要因

素。美国穆斯林移民来自众多国家和地区，民族构

成非常复杂，不同族裔的穆斯林移民群体的身份认

同区别明显，这是由历史发展、政治处境、经济条件

和对美国文化的接受时间与程度等因素决定的。另

外，由于美国和穆斯林世界的关系多有波折，美国穆

斯林的宗教身份认同有时会和公民身份认同产生冲

突［１０］１９－２５。
无论如何，穆斯林群体并没有像中世纪欧洲的

犹 太 人 那 样 成 为 社 会 的 边 缘 群 体，生 活 在 格 托

（ｇｈｅｔｔｏ）之中。相 反，尽 管 美 国 穆 斯 林 群 体 确 实 存

在易被美国社会边缘化的因素，在起起伏伏的文明

交往过程中穆斯林群体还是逐渐进入美国社会，并

在越来越多的领域参与美国文明的演进。
三　文明交往中渐进的社会参与

边缘化与主流化是移民社会中少数群体社会发

展进程的主题。边缘化意味着隔绝、排斥和被否定。
当然主流化并不一定就是被同化，被置入“熔炉”，也
可能是被肯定，成为“拼盘”中个性鲜明、不可或缺的

一块。这个意义上的主流化就是美国穆斯林群体的

发展目标，即保留伊斯兰文化特征、得到主流文化认

可、文明交往、和谐共处、积极参与美国社会。这一

发展目标的实现，主要取决于穆斯林群体对美国社

会的参与程度。美国穆斯林逐步提高社会参与程度

的过程，则表现在文明交往中美国穆斯林经济地位

的提升与政治参与的加强。
（一）交往中经济地位的变化

来自叙利亚和黎巴嫩地区的早期移民教育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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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高，经济、社会地位低下，多从事体力劳动和零售

业。经过勤苦劳作与经营，再加上后续移民的到来，
美国穆斯林得到在美国的社会立足之本。在美国的

数十年经历逐渐抹去了初到新大陆的神秘，生活逐

渐由不稳定转向定居，出于保持自身信仰的目的和

对缺乏维持信 仰 的 社 会 环 境 的 忧 虑，２０世 纪 初，穆

斯林移民开始发展了一些以民族、教派为中心的社

区［１］５６，穆斯林 在 一 些 地 区 集 中 居 住 的 情 况 也 开 始

显现。
二战后尤其是第三次中东战争后来到美国的穆

斯林，普遍具备专业知识和技能。而这一时期正是

美国经济高速发展的时期，就业机会很多，因此新移

民较快地适应了美国生活，对于提升美国穆斯林的

经济地位发挥了重要的作用［１１］。
如今的美国穆斯林移民群体已有成为中产阶级

的倾向。以美国阿裔穆斯林为例，１９９９年阿裔男性

的年均收入为４．２７万美元，超出全美平均水平０．５
万美元以上；阿裔女性年均收入为３．１８万美元，超

出全美女性平均水平；中等阿裔家庭收入为５．２３万

美 元，超 出 全 美 中 等 家 庭 收 入 ０．２ 万 美 元 以

上［１２］１４－１５［１３］。
与美国穆斯林移民已在整体上偏向于中产阶级

相比，欧洲穆斯林多半还是以底层劳工为主。美国

穆斯林与欧洲穆斯林占总人口的比例相当，经济地

位的差异也可以从一个侧面说明为什么美国社会的

穆斯林群体相对稳定，公民认同感较强，融合程度也

较高。
（二）交往中政治意识的觉醒

美国穆斯林移民从来不是美国政坛的主角，穆

斯林在美国政坛的政治参与是“很不稳定的”［１４］１０９。
有多种因素可能造成穆斯林政治参与的薄弱：穆斯

林群体的多样性，可能导致穆斯林的政治参与缺少

整体性；政治参与经验的缺乏，会影响穆斯林群体的

政治力量；基督教右翼和犹太利益集团的负面效应，
也使穆斯林群体无法在美国社会发挥主流群体的作

用［１５］９１－１０２。
然而，更重要的因素是不同穆斯林群体内部所

持的文明交往观存在重大差异。虽然伊斯兰教是强

调普世参与的宗教，但伊斯兰文明是美国文明体系

的异质文明，无法发挥主导作用，这在有些穆斯林看

来是不可接受的，于是这些穆斯林就选择了与美国

主流社会隔离开来。

与主流社会的隔离当然会削弱穆斯林群体对政

治活动的参与，但如果这种隔离强调的是群体的团

结，是以抗争的方式维持的隔离，那么反而会促进穆

斯林群体政治意识的觉醒。早期的黑人穆斯林团体

就属于这种隔离抗争的群体类型。创立于２０世纪

３０年代的“伊斯兰民族”（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ｓｌａｍ），是 影 响

最大的美国黑人穆斯林组织。该组织在以利亚·穆

罕默德的带领下，强调自我救赎、努力工作、道德自

律，认为白人是邪恶种族，强调黑人民族主义，主张

与主流社会 隔 离，认 为 黑 人 应 该 在 精 神 上“返 回 非

洲”。
虽然在很长时间内穆斯林移民整体上并不认可

黑人穆斯林的宗教思想，与之来往并不多，但是，黑

人穆斯林的活动客观上为穆斯林移民提供了加大社

会参与的行动样本。随着６０年代民权运动的开展

和中东战争的结果对穆斯林移民群体的冲击，美国

穆斯林移民的社会和政治参与意识都大大提高。８０
年代，美国社会矛盾趋向缓和，黑人穆斯林原先偏向

激进的斗争方式逐渐被大多数穆斯林放弃，美国穆

斯林的社会和政治参与走上稳定发展的道路。美国

穆斯林移民起初在教育文化等领域，随之在政治领

域发挥了作用。同时，穆斯林移民与黑人穆斯林的

接触增多，逐渐认可了不少回归正统教义的黑人穆

斯林团体。
（三）交往中政治参与的加强

９０年代以后成立的美国主要穆斯林组织，一般

都认可穆斯 林 应 该 加 强 政 治 参 与，融 入 美 国 社 会。
这里以两个影响较广泛的、以穆斯林移民和移民后

代为主要成员的组织为例，来分析一下美国穆斯林

组织的发 展 情 况 和 政 治 参 与 的 主 要 特 点。成 立 于

１９９２年的美国穆斯林联盟（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Ｍｕｓｌｉｍ　Ａｌｌｉ－
ａｎｃｅ），强调政治 权 利 对 于 穆 斯 林 的 重 要 性，认 为 美

国穆斯林应该“释放能量，改变困境，让穆斯林迈出

争取政治权利的有意义的一步”；它的主要目标是在

全国范围内组织穆斯林参与主流社会的公共活动，
帮助优秀的穆斯林当选国会议员，协助穆斯林竞争

各个级别的政府职位，发展美国穆斯林长期的政治

参与策略［１６］６５。成立于１９９４年、由巴勒斯坦伊斯兰

协会的成员组 建 的 美 国－伊 斯 兰 关 系 委 员 会（Ｔｈｅ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ｏ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Ｉｓｌａｍｉｃ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则主要 寻

求解决穆斯林群体的民权问题，通过媒体关系、游说

活动和教育项目来表达伊斯兰视角下穆斯林对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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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事务的关注，帮助穆斯林社区，鼓励社会和政治

参与，从而提高美国穆斯林社会与其他文明背景群

体的交往，并进而提升其社会参与程度。
尽管不同组织在运行机制和关注重心上各有不

同，不同文明背景群体间的矛盾冲突仍时有发生，但
在这些伊斯兰政治组织的推动下，美国穆斯林的政

治参与热情提高。美国穆斯林选举投票率保持了较

高 的 水 平，又 有 不 少 的 穆 斯 林 当 选 为 各 级 议 员。

２００６年１２月，明 尼 苏 达 州 民 主 党 人 凯 斯·艾 里 森

（Ｋｅｉｔｈ　Ｅｌｌｉｓｏｎ）成 为 历 史 上 第 一 位 穆 斯 林 国 会 议

员；在他的坚持下，美国最高法庭同意他在宣誓就职

时手抚他所信仰的伊斯兰经典《古兰经》。
四　“９．１１”事 件———文 明 交 往 的 危 机 还 是 契

机？

人类文明的生命在于交往，人类文明的交往史

是和平和暴力两种交往形式的交织史。文明交往的

任务是消灭暴力交往的根源，将历史交往引向法治

秩序和道德规范上来［４］１５－１７。暴力交往的形式不会

阻碍历史的前进步伐，但特定的暴力交往会给一个

群体、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甚至一种文明带来重大

的挫折或者变革的转机。
“９·１１”恐怖袭击是美国穆斯林移民群体尤其

是阿拉伯裔穆斯林社会融合进程中前所未有的重大

事件，给穆斯林群体带来了巨大的冲击。民调显示，
“９·１１”以后，在美国的所有宗教团体中，穆斯林因

其信仰的伊斯兰教而成为遭遇最多歧视和不公的教

徒，比如机场对穆斯林进行更为严格的安检，穆斯林

社区时有伤害穆斯林的暴力事件发生，工作场所歧

视穆斯林的情况日趋严重，俄勒冈州甚至明令禁止

穆斯林教师在上课时穿着传统服饰等等［１７］。

２００１年１０月２６日，小 布 什 总 统 签 署 了“爱 国

者法案”。该法案以防止恐怖主义为根本目的，减少

了对于美国本土外情报单位的限制；扩张了美国财

政部长的权限，以控制、管理金融方面的流通活动，
特别是针对与外国人士或政治体有关的金融活动；
加强了警察和移民管理单位对于居留、驱逐被怀疑

与恐怖主义有关的外籍人士的权力。这个法案也延

伸了恐怖主义的定义，使之包括国内恐怖主义，扩大

了警察机关可管理的活动范围。一些警察在爱国者

法案执行的过程中侵犯了穆斯林的公民权利，穆斯

林的政治参与热情受到影响。
暴力交往形式带来危机，但通常也孕育着转机，

不过这需要文明交往主体积极的参与。恐怖袭击使

穆斯林群体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这成为穆斯林群

体表明态度、主动沟通的好时机。在初期的困惑与

无助之后，穆斯林群体意识到只有充分交往、积极参

与美国社会，才能让公众走进穆斯林群体，认同伊斯

兰文明类型的存在。“９·１１”事件之后，众多穆斯林

组织迅速行动起来，表达了美国穆斯林对“９·１１”事
件的反对态度，加大了宣传力度，让公众增加对伊斯

兰教和穆斯林的正确理解，同时鼓励穆斯林通过法

律渠道保护自己的公民权利。另一方面，美国公众

与政府也逐渐认识到穆斯林群体对于美国的意义。
《时代》杂志称：“美国不可效仿欧洲，而是应该展开

双臂欢迎穆斯林，同时这也是响应奥巴马总统声明

的举动。”［１７］

作为具有伊斯兰文明基因的特殊群体，穆斯林

移民群体进入美国并留下文化印记已有百余年了。
在这一群体融入美国社会的过程中，两种文明类型

以特殊的方式汇聚。由于伊斯兰文明在美国历史中

是作为美国主流的白人新教文明的异质文明，又具

有对个人认同及普世性的强调等特征，在交往的过

程中更易被主流文明排斥，产生文明的误读和冲突。
但交往才是文明间关系的主题，这种表象的冲突和

发展中的反复，并不影响文明的发展趋势和文化的

进步动力，也不能影响美国穆斯林逐渐增强的社会

参与。在各类穆斯林组织的推动下，穆斯林移民通

过提高经济地位、积极参与政治生活和热心公共事

务等方式，逐渐摆脱“９·１１”事件的阴霾，与美国主

流社会进行更为密切的交往。当然，交往的主题中

还会有碰撞的插曲，２０１０年纽约市政府批准在世贸

遗址附近建立清真寺所引发的美国国内大论战，也

只是美国穆斯林移民增加社会融合所需面临的种种

挑战的一个缩影。反恐战争的发展趋势，公民认同、
族群认同和宗教认同的平衡等，这些都是未来美国

穆斯林移民群体持续发展中需要应对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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