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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斯林移民难以融入欧洲探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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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摘� 要: 穆斯林移民宗教信仰难以调和、历史记忆难以忘却、政治利益群体意识几个因素导致其难以融入欧洲,根

源在于穆斯林身份本身。推动穆斯林移民融入欧洲,对于建设和谐世界具有巨大的意义, 要展开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构建与本土社会友好相处的新型伊斯兰文明,给予穆斯林群体深切的关怀与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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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9� 11事件后, 长期存在的欧洲穆斯林移民

问题再次浮出水面, 引起了国内外学界的关注,相

关文献陆续出现。葛壮 2002年在 当今西方社会
中的穆斯林!中对西方穆斯林移民的生存现状尤

其是 9 � 11事件后的处境变化, 王昕 2007在 透

视阿拉伯移民在欧洲社会的历史嬗变!中对穆斯
林移民的历史和现状、对欧洲本土社会的影响,胡

雨 2008年在 欧洲穆斯林问题研究: 边缘化还是

整合!中对欧洲主要国家穆斯林移民相关政策及

其效应、解决欧洲穆斯林移民问题的前景等研究,

更多地重视∀欧洲#的因素,认为穆斯林移民影响

了欧洲社会的整合、欧洲一体化的进程和欧洲身

份的确定。

本文认为穆斯林移民难以融入欧洲, 不仅仅是

一个∀欧洲#问题,更是一个∀穆斯林#问题,尝试从

∀穆斯林身份#出发探析欧洲穆斯林移民难以融入的

原因,对推动穆斯林移民融入欧洲谈谈自己的想法。

1.
� � 欧洲中世纪就有穆斯林存在,近代欧洲

大陆出现了真正的穆斯林移民潮[ 1] 21。二战

后,欧洲经济腾飞拉动了作为劳工的穆斯林移民

浪潮,这些穆斯林移民部分在欧洲定居,他们的后

代构成了新生的穆斯林移民群体, 这一群体几乎

在所有的欧洲国家都有分布, 保守估计有1 000多

万人
[ 2] 46
。与此对应, 伊斯兰教在欧洲也具有了

重大影响力。有学者估计,合法的穆斯林移民目

前仍以每年 100 万人的速度进入欧洲, 非法穆斯

林移民每年大约也有 50万人左右。预计到 2020

年,穆斯林人口将占欧洲总人口的 10%
[ 3]
。

穆斯林移民对欧洲社会与其自身而言, 都是

由来已久的问题。9 � 11事件后, 这一问题更为

突出。

对于欧洲本土居民而言, 穆斯林人口的增长,

伊斯兰教影响的扩大, 移民对社会福利、教育机

会、就业机会的分割,对本土公民生活方式、社会

治安的影响,无不构成并加深了欧洲人观念中的

∀伊斯兰化#威胁。

对于欧洲穆斯林移民而言,他们生活水平、政

治地位低下, 在教育、就业机会上深受歧视,在婚

姻上闭塞保守;在身份认同上,他们在国家认同与

宗教认同之间艰难抉择; 在社会承认方面,绝大多

数穆斯林移民遭遇了与极少数极端分子的∀连

坐#。无论在现实生活还是在身份认同上,欧洲穆

斯林移民都面临难以融入主流社会的困境。如

今,战后的穆斯林移民已进入第二代、第三代,他

们在这片长辈们试图融入的土地上, 大多数处于

茫然中,他们对自身境遇的反思与失望,导致了对

主流社会的叛逆乃至极端的态度, 近些年来爆发

的一些极端事件无不体现了这一难题。

欧洲本土居民对穆斯林移民的恐惧、怀疑和

排斥,穆斯林移民自身的自我封闭、勉强融入,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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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者交互作用, 加剧了穆斯林移民难以融入欧洲

的困境。对于这一困境,欧洲国家政府做了一些

政策方面的探索和尝试,但是欧洲穆斯林移民的

状况依然不容乐观。

2.
� � 移民对目标社会的融入问题,是一个传

统问题。与一般移民问题相比,欧洲基督徒

眼中的∀异教徒# ∃ ∃ ∃ 穆斯林对于欧洲本土社会的

融入,在宗教、历史、政治方面,更具有复杂性。

1. 宗教信仰难以调和

∀穆斯林身份#最直观的表现就是宗教信仰,

这一点是构成欧洲穆斯林移民问题之独特性最为

关键的因素。欧洲本土占主导地位的基督教,与

伊斯兰教积怨已久, 两者尽管在宗教渊源上有相

通之处,但在长期的自我发展与相互竞争中, 互相

给对方贴上了∀他者#的标签。然而,与经济利益、

政治利益相比,信仰,是人类生活的全部层面中,

最最难以调和的因素。

宗教本身具有极强的象征性、煽动性、狂热

性。一些极其细微的象征性的事物能够触及教徒

的精神内核。以近些年的∀丹麦漫画事件#为例,

欧洲媒体对穆罕默德的侮辱性漫画触犯了伊斯兰

教教规,激起了欧洲穆斯林移民以及全球穆斯林

的广泛、持久的抗议
[ 4]
。与此类事件相似的, 还包

括巴黎学校的头巾事件,以及法国总统萨科齐抛

出的∀法国不欢迎穆斯林罩袍# [ 5]的言论。

从伊斯兰教与欧洲主流宗教基督教的固有差

异、冲突来看,欧洲穆斯林的难以融入证明了亨廷

顿∀文明冲突论#一定程度上的合理性。正如他所

言: ∀这两种宗教都是一神教, 与多神教不同, 他们

不容易接受其他的神;他们都用二元的、非我即彼

的眼光看待世界;它们又都是普世主义的,声称自

己是全人类都应追随的唯一真正信仰; 它们都是

负有使命感的宗教, 认为其教徒有义务说服非教

徒皈依这唯一的真正信仰。# [ 6] 232
由此, 宗教的排

他性被强化。在基督教占统治地位的欧洲,穆斯

林移民带来了伊斯兰教的扩张。两种不相容的、

二元的、普世主义的宗教相互争夺着有限的世俗

空间、相互怀抱着歧视与偏见, 造成欧洲人的恐

慌、穆斯林的彷徨。

也正是因为两种宗教的差异和冲突, 在欧洲

基督徒中存在着对伊斯兰教严重的曲解与误读。

∀一开始, 伊斯兰教就是一个面向全体人类并强烈

反对任何种族主义和部落主义的宗教。# [ 7] 17它本

是一个和平、中正、宽容、仁爱、进步的宗教,并且

在人类历史上起到了沟通东西方文化、促进全球

化的神圣作用。但是在西方人眼中, 这一宗教被

贴上了恐怖、暴力、封闭、保守、专制等标签,宗教

被利用成为政治领域的话语霸权。西方传媒在这

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受之影响的西方民众,对伊

斯兰教也渐渐衍生出∀谈虎色变#的心态。这进一
步迟滞了欧洲穆斯林融入主流社会的脚步。

从宗教与世俗的关系来看, ∀国家认同#显然

是世俗层面上的, 而欧洲国家相对于穆斯林移民

的母国而言,是相当世俗化的。以法国为例,大革

命时期就已确立了自由、平等、博爱的思想和政教

分离的原则,在教育领域,也严格奉行着政教分离

的原则
[ 8]

,这是∀头巾事件#激化矛盾的重要成因。
世俗化的欧洲抗拒宗教的过分影响, 更何况被视

为∀异教#的伊斯兰教。然而对于伊斯兰教而言,

世俗化恰恰是难以接受的, ∀伊斯兰教其实是代表

了生活全貌的宗教。伊斯兰教并不认可宗教领域

以外的世界,同时也拒绝承认任何真主之道和亵

渎或世俗、或是精神和俗务之间二分对立的存

在。#[ 7 ] 27
并且,西方现代社会的价值观念以及伴

随现代化而出现的毒品泛滥、同性恋等现象,更是

为伊斯兰教难以容忍。欧洲穆斯林坚守着宗教的

神圣地位,对世俗社会难以融入。

伊斯兰教在欧洲, 尤其是被政府不恰当地利

用、整合,使得宗教对融入进程的迟滞作用非但未

缓解,反而被强化了。这一点依然在法国的例子中

得到证明。法国曾努力推动建立一个能够代表全

法穆斯林的伊斯兰机构,干预境内穆斯林的宗教活

动与习惯,并且自行训练∀伊玛目# [ 9] ,着力塑造∀法

国伊斯兰教#。此类举动影响了宗教自发、原生的

发展,这也是穆斯林难以接受的。

宗教认同与国家认同, 是欧洲穆斯林移民最

主要的两种认同, 尽管不能轻率地认为这两者此

消彼长, 但可以认为,宗教认同高于国家认同,显

然不利于穆斯林移民对欧洲本土社会的积极融

入。在异乡的悲凉境遇,使穆斯林移民更多地向

伊斯兰教回归,伊斯兰教成为欧洲穆斯林移民的

精神慰藉,伊斯兰教的精神场所 ∃ ∃ ∃ 欧洲清真寺,

甚至扮演了∀ 精神孤岛# [ 2] 47- 48的角色。伊斯兰

教,不仅为穆斯林提供了一种不同于国家认同的

∀替代选择#,并且将这种替代精神性地∀凝固#下

来。

2. 历史记忆难以忘却

若单纯考虑宗教因素,会陷入∀文化决定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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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误区。宗教属性绝不是∀穆斯林身份#的全部内

涵。穆斯林这一群体,与任何人类群体一样, 是具

有∀历史记忆#的一群人。欧洲与伊斯兰世界波澜

壮阔的历史,成为另一条分析途径。

在对∀文明冲突论#进行批判的众多观点中,哈

拉尔德�米勒的观点值得关注: ∀我认为这种仇恨
绝对不是在伊斯兰教和基督教、穆斯林文化和西方

启蒙运动之间的遗传性敌意的基础上产生的。其

更大程度上是源于一个最初充满自信的伊斯兰世

界,在和现代西方社会的接触中,近百年来五代人

经历了无穷的痛苦和屈辱之后形成的。#[ 10]

这位学者的观点在史实中得到了说明。亨廷

顿曾提及, ∀伊斯兰文明#是唯一使西方的存在受到
过威胁的文明[ 6] 231。从伊斯兰历史的时间轴来看,

四大哈里发时代, 穆斯林世界向罗马帝国挑战,将

伊斯兰教推向世界;倭马亚时代奠定了伊斯兰国家

版图的基础,西部边界就在北非、西班牙一带;阿巴

斯时代,穆斯林世界到达极盛时期;奥斯曼帝国时

代,穆斯林征服小亚细亚和东南欧,攻克君士坦丁

堡,先后征服了塞尔维亚、阿尔巴尼亚、伯罗奔尼撒

半岛,伊斯兰教随即在这些地区传播[ 11]。

十字军东征,是欧洲和伊斯兰世界关系的历

史中非常重要的事件。这场因复杂宗教矛盾引发

的、由多次战争组成的宗教性军事活动成为基督

教徒、穆斯林两大群体难以抹去的悲情记忆。

历史性的重大转变发生在 19世纪末,在经历

了力量显著的此消彼长之后, 欧洲的崛起与伊斯

兰世界的衰落同时发生,最终伊斯兰世界的大部

分沦为欧洲列强的殖民地。具体说来, 法国统治

了北非、西非和中非,在奥斯曼帝国解体以后继而

统治了叙利亚和黎巴嫩;英国控制了大多数穆斯

林非洲国家、埃及、印度和大部分操马来语的地

区、伊拉克、巴勒斯坦、约旦、亚丁和波斯湾诸公

国;荷兰统治了爪哇、苏门答腊和今天的印尼的大

部;俄国攻下高加索、中亚等地; 西班牙人占有部

分北非,同时也统治着菲律宾南部的穆斯林; 葡萄

牙人也控制着人口稀少的穆斯林殖民地 [ 7] 146。

从较晚近的历史来看, 海湾战争、波黑战争、

科索沃战争以及近些年来兴起的恐怖主义活动和

西方世界的反恐战争, 无不直接或间接地反映了

西方世界与穆斯林世界的矛盾。

在历史的脉络里, 双方力量的此消彼长非常

明显,伊斯兰世界整体上是一个受挫者的形象,近

代以来,双方的关系主要体现为相互对抗的张力。

对于这样的历史的集体记忆, 自然使得欧洲穆斯

林面对欧洲的时候, 容易抱有一种怀疑、自卑的消

极心态,这样的心态显然不利于穆斯林移民融入

欧洲社会。

3. 政治利益群体意识

近代以来穆斯林世界与西方世界的对抗中,

∀穆斯林身份#被赋予了越来越明显的政治内涵。

与历史相对应,当前的政治状况也是造成欧洲穆斯

林移民难以融入的原因之一, 甚至可以认为, 其重

要性很可能超过了以上提及的两种解释因素。对

这一点,美国学者 Graham E. Fuller曾经提及, 如

果中东属于基督教而不是穆斯林世界,那么地区紧

张局势虽然可能不会完全一致, 但可能由于历史、

石油、权力、侵略和地缘政治引发的紧张关系而非

常相似。伊斯兰教只是充当了一个载体[ 12] 。

首先,欧洲穆斯林移民问题表面上是宗教问

题,更大程度上是民族(政治)问题。这两个方面

几乎是重合的。这不仅依据穆斯林移民本身的民

族属性,而且, 尽管欧洲穆斯林移民在各自民族属

性、移民母国、移民途径上有差异, 但在欧洲,共同

的命运和宗教信仰强化了他们彼此联系的纽带,

西方与伊斯兰世界的政治矛盾使这一纽带越来越

具有政治性, ∀穆斯林#在欧洲成为一个自在发展

的∀民族#。并且, 欧洲各国政府也不同程度地将

本国的穆斯林视为一个单独的少数族群。∀穆斯

林身份#的政治性,是我们在此讨论难以融入的政

治原因的前提。

其次,居住国的移民政策,是影响穆斯林融入

当地的重要政治变量。移民政策的作用在于,将

∀穆斯林身份#从官方层面予以界定, 并处理它与

国民身份的关系。从纵向剖析来看, 欧洲国家的

移民政策随国家利益的演变而变化, 从来没有将

穆斯林群体本身的利益作为最主要的关切。以法

国为例,一战后初期,由于一战中阿尔及利亚士兵

的突出贡献, 法国当局欢迎他们移居法国; 20世

纪六七十年代,为补充本国劳动力缺口,法国从北

非招募了大量移民劳动力; 70年代石油危机爆发

后,为克服经济危机和缓解失业压力,法国开始限

制移民进入 [ 13] ; 9 � 11事件以后, 各国移民政策愈

加趋于严厉[ 1] 26。从横向比较来看, 欧洲国家移

民政策大体可归类为: 以∀同化#为特征的法国模

式,以∀多元文化#为特征的英国模式, 以∀客籍工
人#为特征的德国模式[ 14]。这几种模式, 特别是

前两者,都力求让穆斯林移民融入本国社会,但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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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有局限性。就法国模式而言,人为的同化文化、

恪守政教分离难免会让虔诚的穆斯林生发抵触情

绪。英国模式表面上为穆斯林移民提供了相对宽

松的环境,英国与穆斯林移民之间的关系相对也

比较和睦。但这并不意味着多元文化模式的∀一

劳永逸#。伦敦地铁爆炸案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
子。政策越宽容,穆斯林群体越独立,自身认同感

越强,冲突的可能性甚至可能增加。多元文化模

式过多地强调少数族群的特殊性, 而忽视了社会

整合,可能是年轻一代穆斯林排斥主流社会的主

要原因之一[ 15] 。而客籍工人模式将穆斯林移民

当作暂时现象, 更不利于穆斯林移民的融入。

再次, ∀穆斯林身份#决定了欧洲穆斯林与全
世界穆斯林的深层关联。这一关联首先是通过宗

教信仰的纽带实现的, 而共同的历史记忆巩固了

这一关联。穆斯林自身自然意识到了这一关联,

欧洲本土居民也没有忽视、甚至人为地强调这一

关联。在当代西方世界与穆斯林世界的现实政治

利益纠葛之中, 欧洲穆斯林移民面对自身置身的

西方社会,融入的进程自然艰辛。西方世界每每

与伊斯兰世界的矛盾激化,欧洲穆斯林的处境则

急剧恶化。这在拉什迪事件、海湾战争、波黑战争

中都表现得非常突出
[ 16]
。最为突出的是, 9 � 11

事件成为了欧洲穆斯林命运的转折点。9 � 11事

件以后, ∀反恐#的行动和观念自然地内生于西方

社会,这也不可能不对欧洲穆斯林移民产生影响。

近些年来欧洲发生的个别极端分子发动的恐怖事

件证实了欧洲社会的恐惧和预言。对于广大的欧

洲穆斯林移民而言, 可谓∀城门失火, 殃及池鱼#,

对于欧洲本土居民而言,可谓∀ 风声鹤唳,草木皆

兵#。

3.
� � ∀穆斯林#这一特殊身份本身,带来了宗教

方面的价值观念、历史方面的集体记忆、政治

方面的群体意识。∀穆斯林身份#是给定的、不易改
变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欧洲穆斯林问题不可解决。

事实表明,欧洲穆斯林移民的融入状况有改善趋

势[ 17] ,难以融入并不是问题的全貌。但穆斯林移

民的融入进程必定是一个长期的、艰难的进程,需

要多方共同努力。推动穆斯林移民融入欧洲,对于

建设和谐世界具有重大的意义。其途径有:

展开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穆斯林身份#最

直接的体现就是伊斯兰信仰, 而文明间的隔绝、冲

突正是穆斯林移民难以融入的现实表现。历史的

悲情记忆会被时间冲淡, 政治利益也可以调和,而

文明的隔阂则必须用∀对话#来应对。多元文化的

并存,是欧洲乃至世界都无法逃避的事实。穆斯

林移民的渐增也使穆斯林不可逆转地成为欧洲社

会的重要组成部分。面对这一事实, 文明间的对

话,相较于文明的冲突或∀老死不相往来#,必然更

有利于欧洲穆斯林的融入、欧洲社会的进步和人

类文明的共同繁荣。文明间的对话, 是解决欧洲

穆斯林移民问题的一种迫切、积极的探索。理论

上,伊斯兰教与基督教并非没有相通之处,文明的

对话是可以展开的。现实中,与欧洲穆斯林的文

明对话一定程度上已经开启, 有媒体报导,英国一

东正教堂曾借用给穆斯林进行祈祷[ 18]。只有在

文明的对话中,欧洲穆斯林与欧洲基督徒才有可

能摒弃偏见,真正了解对方,走出∀文明的冲突#的

困境。

构建与本土社会友好相处的新型伊斯兰文

明。莱斯勒人权组织主席 Ism ail Patel认为:欧洲

穆斯林移民当前的状况很容易让人联想到 20世

纪初英国犹太人的悲惨境遇, 但一个世纪以后的

今天,犹太人很好地融入了欧洲社会,在各个阶层

都有广泛影响和可观的社会地位。穆斯林移民应

当学习犹太人成功融入的经验 [ 19]。犹太人融入

欧洲的成功一定程度上也预示了穆斯林移民融入

欧洲的可能性。对于伊斯兰文明本身而言,应当

探索与本土社会友好相处的新发展。伊斯兰教本

身不是自我封闭的、毫无革新精神的信仰,它完全

可以自我调适而不致成为融入欧洲本土的严重桎

梏。穆斯林完全可以在自身信仰被尊重的前提

下,尽可能融入欧洲社会、强化国家认同。英国的

∀国家穆斯林学校#正在就此进行尝试: 对穆斯林

儿童进行文化上∀可接受的#、社会许可的教育,强

化他们对英国的归属感[ 20] 。

给予穆斯林群体深切的关怀与理解。这也正

是前两点的现实基础。要做到这一点, 应将绝大

多数穆斯林与欧洲内外极少数极端分子区分开

来。在欧洲,作为∀弱势群体#的大多数穆斯林还

是积极争取融入主流社会的。然而欧洲本土社会

对穆斯林群体片面的歧见,断送了那些希求积极

融入的穆斯林移民的融入前景。欧洲应当做的远

远不止文化上表象的∀宽容#和政策上的∀一视同

仁#, 而应当在现实生活中给予穆斯林群体更多情

感上的关怀和现实的机会和利益, 让公平、美好的

现实去化解文明冲突的坚冰, 去昭雪历史的悲情

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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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廷顿曾经提及: 国民身份或国家特性的来

源通常包括疆域因素、归属性因素、文化因素、政

治因素、经济因素、社会因素[ 21] 。这在理论上昭

示了移民融入目标社会的复杂性。结构性的同化

并不能对刚性的、深深植根于社会的∀ 穆斯林身

份#进行改变,需要改变的是具有∀穆斯林身份#的
穆斯林移民的内心世界, 这一责任,最为直接地须

由距离欧洲穆斯林移民最近的欧洲的民间来担

负,当然, 也要依靠欧洲穆斯林移民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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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nalysis of the Difficulty of Integrating into the European Society for Musl im Immigrants

H UANG Xin�rui

( S chool of Intern at ional Studies ,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 hina)

� � Abstract: W hile the follow ing factors ∃ the conf lict ing religious bel ief s, the miserable exp eriences and the collect ive

consciousness of polit ical interest ∃ make it hard for Musl im imm igran ts to integrate into the locals in Eu rope, th e i ssue is

fun dam entally rooted in Mu slim ident ity. T herefore, it is of great signif icance to the cons tru ct ion of harmonious w orld by

w ay of promot ing Musl im im migrants to veritably integrate into Europe. In addit ion, it is als o requ ired to open dialogu es

am on g dif feren t civil izat ions , bu ild a Musl im civiliz at ion w ith a new style friendly to the local community and deliver g enu�

ine at tent ion as w ell as bet ter un derstanding to Mu slim groups.

Key words: Musl im im migrants; integrat ion into Eur op e; harmonious w 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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