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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明冲突 !,还是种族主义?
∀ ∀ ∀ 试析法国政府的穆斯林移民政策

魏 秀春

内容提要 # 自 20世纪 60年代北非穆斯林大规模移民到法国以来,法国政府坚

持以  共和模式 !为标志的移民政策,促使穆斯林移民完全融入法国社会。然而,由
于经常与穆斯林移民的宗教活动和宗教习俗  纠缠不休 !,  共和模式 !成为穆斯林移
民融入法国社会的  瓶颈 !; 与此同时,法国社会对穆斯林移民及其后代的歧视与偏

见,使得  共和模式 !面临破产的境地。在新的形势下,法国的  共和模式 !和穆斯林
移民政策应该与时俱进。

关 键 词 # 法国 # 穆斯林 # 移民政策 #  共和模式 !# 种族主义

2005年 10月 27日晚在巴黎北部郊区的克利希苏布瓦市,两名非洲裔穆斯林少年为躲避

警察追捕而触电身亡。次日,该镇数百名青少年走上街头抗议,焚烧汽车和垃圾桶,打砸店铺

和政府机关,并与警方发生冲突,引发严重的社会骚乱。可以说,自 20世纪 80年代以来,这样

的城市骚乱在法国不断地上演。然而,这次城市骚乱却从巴黎迅速蔓延至全国和部分邻国,是

数十年来法国最严重的骚乱。

长期以来,穆斯林移民问题受到了法国国内外舆论及专家、学者的严重关注和热烈讨论。

这次骚乱发生在有大量北非穆斯林移民的社区,凸显了那里的移民对自身正在被边缘化、被割

裂于社会繁荣之外的不满。目前,除了一些简介性的文章外,我国学术界很少有专文对这一问

题进行全面介绍和讨论。本文将从法国穆斯林移民的历史和现状出发,探讨法国政府的穆斯

林移民政策。

一、法国穆斯林移民的历史与现状

法国是西方国家中接纳穆斯林移民最早和最多的国家之一。由于法国的法律禁止进行各

种基于宗教与种族的数据统计,故无法获得更精确的数字。一般认为,法国有 400万 ∀ 500万

穆斯林,几乎是法国总人口的 1 /10,其中近一半的人已是法国公民。在这个以天主教徒为主

的国家里,穆斯林的人数已经超过了新教徒和犹太教徒,伊斯兰教已经成为法国的第二大宗

教。法国穆斯林绝大多数是来自法国前北非殖民地 (阿尔及利亚、摩洛哥和突尼斯,统称马格

里布地区 )的移民及其后代,而来自西非国家、土耳其、印度次大陆的穆斯林移民只占很小一

部分。据统计, 2000年时法国穆斯林居民的原籍构成如下: 阿尔及利亚裔为 155万人 ,摩洛

哥裔为 100万人,突尼斯裔为 35万人,黑非洲裔为 25万人,土耳其裔为 31. 5万人,亚洲裔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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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万人,皈依者为 4万人,难民或非法移民为 35万人。∃

20世纪以来,大量的外来移民特别是来自法国前北非殖民地的穆斯林移民涌入法国。穆

斯林移民到法国的原因可以追溯到 19世纪 30年代法国对阿尔及利亚的征服战争。第一次世

界大战之后,由于阿尔及利亚士兵在一战中的贡献,法国当局欢迎他们移居法国。二战后初

期,法国对阿尔及利亚采取了特殊的政策,取消了对阿尔及利亚人进入法国的种种限制,阿尔

及利亚人可以自由进入法国并享有公民待遇。大批穆斯林的到来则是 20世纪 60年代以后的

事情。 1962年阿尔及利亚独立战争结束后,在战争中支持法国的阿尔及利亚人无法继续呆在

国内,法国当局允许他们随法军一同撤回法国,为其提供庇护。马格里布三国独立后,作为法

国前殖民地的臣民,三国的居民仍然可以自由进入前宗主国。同时,为了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

和补充劳动力的巨大缺口,法国政府从北非等前殖民地招募了大量移民劳动力。这样, 20世

纪 60∀ 70年代,法国的穆斯林移民数量直线上升。 1962∀ 1968年间,来自马格里布地区的移

民从 41万人上升到 61. 9万人,平均每年约增加 3. 5万人; 1968∀ 1975年,平均每年有 70万名

穆斯林进入法国。%

1973∀ 1974年,西方石油危机结束了二战后西方工业的迅速扩张,法国经济发展的  辉煌

三十年 !也随之终止了。为克服经济危机和缓解失业压力,法国开始限制移民进入。至德斯

坦总统执政时,法国当局完全摈弃自由移民政策。& 1974年 7月法国当局宣布暂时禁止外国

劳工入境,并中止外籍工人家庭的  团聚 !。 1975年法国最高行政法院推翻了政府的决定,继

续允许移民家庭的团聚。随后,法国政府便以提供巨额补偿金为条件鼓励移民返回母国,但收

效不大。由于担心以后不能再回到法国,绝大多数移民工人选择留在法国。当时在法国境内

的 100多万名马格里布移民中,只有约 10万人返回了母国。∋

由于受到法国当局的种种限制, 1975年后来自马格里布地区的移民数量跌落至每年 4. 3

万人左右。然而,由于高出生率和非法入境,以及法国政府为家庭团聚而实行的特别政策,法

国穆斯林的人数在 20世纪 90年代后仍然持续增长, 1989年法国的马格里布移民总数达 141. 6

万人,到 1995年上升至 190万人。( 目前,几乎所有的法国城镇中都有穆斯林居民。根据法国

内政部的文件,法国的穆斯林人口主要分布在以下地区: 巴黎及其所属地区 (占 38% ),马赛、

尼斯和利维拉地区 (占 13% ),里昂和格勒诺布尔地区 (占 10% ),里尔地区 (占 5% )。) 20世

纪 80年代,以马格里布阿拉伯人为主体的穆斯林移民已成为进入法国的最大移民群体。

二、 共和模式 !的困境

从历史、文化和传统上看,法国在西方国家中不仅是接纳移民最早和最多的国家之一,也

属于对移民较为宽容的国家。对于移民,法国政府一贯坚持以  共和模式 !为标志的移民政
策,强调外来文化与法兰西文化的融合。这一政策是建立在共和、世俗和平等公民资格基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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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旨在平等地对待外国移民,使其完全融入法国社会。∃ 因此,承认穆斯林移民社团的合

法性,促使穆斯林群体完全融入法国社会,是法国当局重要的社会政策。法国的这一政策显然

不同于英国和德国:  德国的政策是遣返穆斯林移民,英国则忽视他们的存在,只有法国采取

积极措施促使其融入社会。!%

实际上,上述政策并非是从穆斯林移居法国之初就开始的。在 1989年之前,法国政府  容

忍 !阿尔及利亚、沙特阿拉伯、摩洛哥、利比亚等穆斯林国家和跨国组织世界穆斯林团 ( MW I)

等资助与支配法国境内的穆斯林社团,  消极地包容 !穆斯林基本的宗教活动与习惯; 政府的

政策往往受  实用主义、国家安全和地缘政治 ∀ ∀ ∀ 特别是与阿拉伯世界的贸易关系和外交策
略 !& 的影响。 1989年后,法国政府的政策才趋于明朗,逐步把与伊斯兰教的关系纳入国内政

教关系的框架,法国当局才真正地以实现穆斯林与法国社会的一体化作为主要政策。明显的

变化是,法国政府开始干预境内穆斯林的宗教活动与习惯。一个突出的例子是里昂清真寺的

建设。经过长达十余年的争论,直到里昂的穆斯林社团最终同意降低清真寺尖塔的高度和搁

置每天五次召唤信徒祈祷的传统做法,法国当局才准予这座由沙特阿拉伯资助的清真寺开工

建设。在 1994年 9月的竣工典礼上,该寺的阿訇称其是  可兰经教义与笛卡儿 (法国政治家和

哲学家 )智慧相结合的产物 !。∋ 代表政府出席典礼的法国内政部长帕斯格瓦宣称,法国坚决

不会将自身的共和传统与任何宗教相妥协,法国的穆斯林必须将共和国的法律置于伊斯兰教

教法之上。  只讲法国国内存在伊斯兰教是远远不够的, (更重要的 )它必须是 −法国的 .伊斯

兰教。!(

为了塑造  法国伊斯兰教 !,法国政府努力推动建立一个能够代表全法穆斯林的伊斯兰机

构。长期以来,许多穆斯林社团各自为战,独自处理与法国政府间的关系,这使得法国当局很

难从整体上与穆斯林社团进行对话。法国当局曾经试图以巴黎大清真寺作为全法穆斯林的代

表,却遭到其他穆斯林社团的反对,因为该清真寺主要受阿尔及利亚政府资助,阿訇也是由其

任命。所以,法国政府在设法使穆斯林社团的资金来源多样化的同时,积极筹组由法国当局支

配的全国性穆斯林组织。  9, 11!事件促使法国政府加快了这一进程。在时任内政部长萨尔
克奇的努力下,  全法穆斯林理事会 ! ( CFCM )和 25个地区理事会 ( CRCM )于 2003年 4∀ 6月

相继完成了代表选举。在当选的代表中,大部分来自  穆斯林全法联合会 ! ( UO IF)和  法国伊
斯兰同盟 ! ( FNMF )。统一伊斯兰机构的组建无可置疑地对法国当局与穆斯林的对话产生了

直接的影响。法国穆斯林亦对它寄予了很大的期望。民意测验表明, 有 81%的穆斯林认为

 全法穆斯林理事会 !足以代表全法的穆斯林和伊斯兰教,有 74%的人认为  全法穆斯林理事
会 !有助于解决穆斯林在斋月、祭杀动物、麦加朝拜、阿訇培训、清真寺建设等宗教活动上的困

难。) 然而,法国当局的初衷并不是要解决这些问题,而是基于自身的利益将  全法穆斯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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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会 !作为  缓冲器 !,以平息国内穆斯林的各种不满情绪,更重要的是促进第二代和第三代穆

斯林移民与法国社会的融合。

法国当局试图改造伊斯兰教的又一行动是制定  头巾法 !。催生该法律的是法国社会对
 头巾 ! ( h ijab)问题长达 10余年的争论。 1989年法国大革命二百周年纪念日之后,在巴黎附

近的一座小镇上, 3个十多岁的穆斯林女学生宣称她们是  伊斯兰教信徒而不是原教旨主义

者 !,坚持佩戴头巾。校方以头巾是宗教标志为由把她们开除了,因而引发了法国社会对  头

巾 !问题的政教之争。显然, 1989年  头巾事件!是一个转折点,直接导致了  头巾法!的出台。
2003年 7月,希拉克总统下令组建专家委员会,研究政教分离原则∃ 是否在学校等公共机

构中受到侵犯。该委员会向法国总统和议会提交的最终报告建议,在尊重宗教自由的前提下,

应当禁止在公立学校展示任何宗教标志,因为法国的教育体制负有调和学生中各种宗教信仰

的差异,灌输法国政教分离原则、共和主义和公民原则的使命。 2004年 2月 10日,法国国民议

会以绝对多数 ( 494 /36)通过了禁止在公立学校佩戴明显宗教标志的法案 (俗称  头巾法 ! ),

同年 9月 1日参议院通过了该法案。穆斯林妇女的头巾被视为一种明显的宗教饰物,显然亦

在禁止之列。该法律被通过后,遭到穆斯林团体的强烈抗议。一些穆斯林领袖认为,佩戴头巾

被伊斯兰教女信徒视为一种宗教责任,强行禁止她们在公立学校佩戴头巾就等于阻止她们进

入公立学校。  穆斯林全法联合会 !要求游行示威,抵制  头巾法 !,而  全法穆斯林理事会 !的

主要领导人则希望通过制度手段影响该法的  内容与适用 !。显然,  全法穆斯林理事会 !的领

导人发现自身处于  穆斯林的锤子与法律的铁砧之间 !而无所适从。尽管当时法国有关机构
正在设法解救在伊拉克境内被绑架的两名法国记者, % 但法国当局仍拒不妥协,表示不会以牺

牲价值观换取人质的获释,坚持将  头巾法 !付诸实施。

至此,我们不禁要问,是什么使法国政府要强行制定一项法律禁止穆斯林女生在公立学校

佩戴头巾呢? 佩戴头巾虽是一个非常细小的社会习俗,却代表了穆斯林最基本的价值观念,深

深地触及了伊斯兰文化的内核。然而,法国内政部官员认为在法国中学读书的 30万穆斯林女

生中,据估计有 15万名女生佩戴头巾,这是  伊斯兰原教旨主义 !的示威。校方也宣称,是一

些伊斯兰好战分子招募穆斯林女生佩戴头巾,并强迫其他同学也这样做。& 显然,在法国当局

看来,穆斯林女学生佩戴头巾,是在现代世俗社会有意无意地传播自己的宗教信仰,是对法国

公共机构的公然挑衅,有悖于 1905年确立的政教分离原则。

笔者认为,  头巾法 !实际上是法国当局坚持依照  共和模式 !同化穆斯林群体的产物。与

组  全法建穆斯林理事会 !一样,法国当局的根本目的是试图以法国价值观改造国内的伊斯兰

教,使其逐步实现本土化。法国当局相信  只有将伊斯兰教置于共和制度之下,消除其 (传统

的 )思想,穆斯林才能与共和国而不是与其社团保持一致 !。∋  共和模式 !本质上是坚持文化

的同质性和单一性。这种本质使它在实际操作中常常与穆斯林的宗教活动和诸如佩戴头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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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习俗纠缠不休。正如大革命时代克莱蒙特在辩论犹太人是否算作法国国民时所言:  我

们必须拒绝犹太人作为国家的任何东西,但是我们应该接受作为个人的犹太人的任何东

西。!∃ 事实上,法国政府顽固推行移民必须完全融入法国主流文化的政策,不但没有产生团

结,反而孕育了分化和反作用,导致穆斯林移民的年轻一代更加坚定自身的宗教认同。正如一

些分析家所认为的那样,  头巾法 !名义上是在维护政教分离原则,实际上是间接地将反伊斯

兰教和反阿拉伯的情绪合法化,与其说是阻止种族主义,还不如说是在放纵种族主义。% 可以

说,  共和模式 !恰恰是穆斯林移民融入法国主流社会的  瓶颈 !。

三、种族歧视与偏见

基于同化外来移民的  共和模式 !在第二代移民身上遭遇到了极大的挫折。第二代移民,

即在法国出生或长大的穆斯林移民后代,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聚居在巴黎、里昂等大城市郊区犹

如贫民窟一样的街区。他们当中的大部分人已经是法国公民,能说流利的法语,比较容易接受

法国的主流文化,但他们却仍然不受法国主流社会的欢迎,而被排斥在社会、经济活动之外。

他们的失业率远远高于其他移民和全国平均水平。据调查,在同等标准下,阿尔及利亚移民中

持有中学文凭的、30岁以下的穆斯林青年的失业率是 32% ,而全法国的平均失业率为 15%。&

由于长期处于失业状态或者被学校遗弃,移民青年的偷、打、砸、抢等违法活动屡见不鲜,有的

甚至还从事贩毒、洗钱等犯罪活动,成为法国社会的  问题少年 !。而且,他们也开始成为伊斯

兰极端分子注意的对象。

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是一名阿尔及利亚裔移民青年 (名为 Khaled K elkal)的遭遇。他出

生在阿尔及利亚,在法国长大。 1990年,他父亲失业了。曾经是一位优秀学生的他,因为行窃

而被捕入狱。获释后,他从来就没有找到稳定的工作。后来,他曾陪同母亲回到阿尔及利亚。

法国警方认为,在阿尔及利亚期间伊斯兰极端分子招募了他。 1995年 8月,警察在里昂附近

铁路旁的爆炸装置上发现了他的指纹,于是在全国通缉他。同年 9月 29日他被法国安全人员

包围,由于拒不投降,在交火中被打死。在法国一家电视台摄制的录像中,一位警察猛踢他的

尸体,另一位警察大声嚷着:  毁了他! 毁了他! !到达现场的阿尔及利亚籍移民认为警察的行

为太过分了,他们激动地说:  他们把他像狗一样杀死了,对我们大家是一个很大的教训。!∋

警察的恶劣行径引起了穆斯林青年的愤慨。他们走上街头,焚烧汽车,哄抢商店,攻击警

察,巴黎和里昂的郊区陷入一处混乱。如此规模的骚乱在法国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1990年同

样规模的骚乱首先在里昂郊区爆发,后来扩展到巴黎。最严重的莫过于本文开始时所述的骚

乱。这场骚乱是法国自 1968年学生运动以来最严重的一次,法国当局不得不在全国实行  紧
急状态 !,才使事件得以逐渐平息 (  紧急状态 !直至 2006年 1月 4日才取消 )。  紧急状态 !始

自 1955年阿尔及利亚战争之初法国当局实行的旨在应对  阿尔及利亚解放阵线 !的一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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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阿尔及利亚战争期间在巴黎实施过两次  紧急状态 !。 1984∀ 1985年在法属海外领地新

喀里多尼亚为了镇压当地人的独立运动也实施过  紧急状态 !。为了平息 2005年这场全国性

的骚乱,同年 11月 15日法国当局不得不再次实施  紧急状态 !,而且是在全国实施,足见这场

骚乱对法国当局的冲击达到何种程度。

穆斯林青年的骚乱使法国  共和模式 !的缺陷暴露无遗。尽管许多穆斯林非常努力,在艺

术、体育方面取得了成功,有的人甚至进入法国政府机构,但大多数穆斯林移民仍处在法国社

会的最底层,每天都在为生计而挣扎。缺乏必要的文凭和足够的技能固然是失业的重要因素,

但社会歧视因素不可忽视。社会歧视与偏见在第二代穆斯林移民身上呈现严重化的趋势。他

们陷入了  失业、种族歧视直至与警察冲突 !的恶性循环中。  种族主义在共和国的许多地方

公然推行着,以至于少数族裔公民仅因为黑色的皮肤或阿拉伯名字而失去工作和住房的权利,

甚至于被剥夺进入娱乐场所的权利。!∃

笔者认为,法国穆斯林面临的诸多问题中,最重要的莫过于法国社会普遍存在的反阿拉伯

和反穆斯林的情绪。由这种情绪发展而来的种族歧视与偏见几乎使  共和模式 !陷入破产的
境地。导致这种状况的因素是多方面的:

首先,穆斯林这一信仰伊斯兰教的群体与法国社会文化传统之间隔着一道不易逾越的鸿

沟,这是导致种族偏见的宗教与文化因素。 20世纪 60年代,由于穆斯林移民承担了大量在当

地人眼里被视为最困难、肮脏、危险的工作,为促进社会、经济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因而穆

斯林移民的宗教信仰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法国社会的尊重。然而,长期以来,法国社会对伊斯

兰教的认识多为负面的。法国 �世界报 �的一项专门调查说明了这一点: 60%的受访者将伊斯

兰教与  暴力 !相联系, 66%的受访者认为伊斯兰教是  落后 !的象征, 71%的人认为伊斯兰教

徒的  狂热行为 !多于  宗教宽容 !,更有高达 76%的受访者认为伊斯兰教  压迫女性 !。传统

穆斯林社会的祭牲、多妻制等习俗更为普通法国人所不容。在拥有近 500万穆斯林的法国,只

有为数不多的清真寺。据统计, 2003年全法国只有 1554座清真寺、礼拜堂和祈祷室,且绝大

多数是由地下室、店铺或仓库改建而成,设施简陋。% 但是,在建造清真寺问题上, 1989年进行

的民意测验表明,只有 33%受访者表示支持,而表示反对的达 41% ,说明法国社会上对此问题

基本上持否定的态度。&

其次,法国对北非穆斯林的殖民统治和种族迫害是当今法国社会反阿拉伯情绪存在的历

史原因。殖民化时期,北非穆斯林已经开始向法国移民,当时移民纯属向宗主国输出廉价劳动

力,遭受着赤裸裸的歧视和迫害。 20世纪以来,随着法国势力的衰落,法国的种族歧视有所淡

化,穆斯林的地位有所改善。阿尔及利亚战争前后,法国的种族主义沉渣泛起,穆斯林移民特

别是阿尔及利亚裔移民在法国的处境再度恶化。这段时间是法国种族主义极端化时期。法国

新闻界中的右翼势力和在阿尔及利亚当过警察的法国人从各自的  阵地 !向阿尔及利亚裔移
民发起挑衅,引发了法国各界民众的种族主义情绪和恶劣的种族歧视行为。最令人刻骨铭心

的是 1961年的  十月大屠杀 !。当时,法国警察对阿尔及利亚裔移民的围捕、殴打和屠杀,使

法国的种族主义达到了顶点。令人忧心的是,对于  十月大屠杀 !,法国社会至今并没有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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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真的反思,种族主义仍在法国社会中阴魂不散。∃

第三,法国经济长期低迷不振和极右翼  国民阵线党 ! ( FN )兴风作浪,是产生反穆斯林移

民情绪的社会原因。 1972年,种族主义分子勒庞创立了  国民阵线党 !。为了在法国大选中赢

得选票, 20世纪 80年代初勒庞便将矛头指向外来移民。勒庞鼓吹极端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

说外来移民加剧了法国的失业状况和犯罪率,增加了法国人的不安全感,对法国的价值观构成

了  威胁 !,是法国社会的痼疾。勒庞的这种论调,植根于法国根深蒂固的排外主义。历史上,

外国移民初到法国时期,由于不能享受法国公民的劳动保护和基本权利,他们时常因被认为来

抢  饭碗 !而受到法国同行的排挤、驱赶和骚扰。当经济危机和失业严重时,法国工人与外来

劳工的对立就会愈加尖锐,甚至会导致流血冲突。 1893年 8月,在法国南部埃格莫尔特的盐

场,法国工人与意大利劳工之间曾发生大规模械斗,一度影响到两国的关系。 20世纪 70年

代,法国出现了长期的经济萧条和失业问题。外来移民,特别是北非穆斯林移民成为经济衰退

的替罪羊。 1979年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 在回答  什么方式最有助于解决失业问题 !时,有

44%的人认为应该遣返移民,高于其他方式的支持率 (在公共事业中创造新的工作岗位占

40% ,削减工作时间和工资占 33% ,增加购买力占 24% ,降低企业的社会性税收占 14% )。%

法国日益加剧的失业率、社会排斥和种族关系紧张使国民阵线党吸引了许多追随者,特别

是原来支持共产党和社会党的蓝领工人。 1988∀ 1995年间,社会党的工人支持率从 42%降至

21% ,而国民阵线党的则从 16%上升到 27%。 1995年法国总统大选时,勒庞在一些地区竟获

得了高达 20%的选票。更有甚者, 2002年法国总统大选时,勒庞在第一轮投票中竟击败了社

会党,得票数仅次于属于传统右翼的竞选人希拉克,令国际社会哗然。显然,  该党的意识形

态影响力是巨大的,因为三个拥有投票权的法国人中就有一个赞同勒庞的一些观点,换言之,

就是要驱逐境内的全部阿拉伯人 !。& 当然,法国社会对国内伊斯兰教的关切也是国民阵线党

声势得以壮大的重要原因。勒庞和国民阵线党的种族主义言论在法国社会中掀起的波澜非同

小可,它为法国社会的反穆斯林情绪提供了  养分 !。同时,法国的主要政党也不得不在其政

治活动中打  移民牌 !,致使法国当局加快了对移民政策的修订。

第四,法国当局对穆斯林移民的歧视性政策,助长了国内的反穆斯林情绪; 与此同时,伊

斯兰极端分子的恐怖活动则为法国当局提供了口实。

20世纪 70年代始,北非穆斯林移民不再享有任何入境优待,并遭到严格的审查乃至排

斥。法国当局经常以维护国家安全为由,大量地拘捕和遣返穆斯林移民。同时,由 1989年事

件引发的  头巾之争 !亦导致了伊斯兰激进分子与法国当局的对立。他们在法国制造了不少
恐怖活动。 1994年圣诞前夕, 4名阿尔及利亚籍的伊斯兰武装分子劫持了一架法国客机,最后

降落在马赛。法国当局不得不动用特种部队发动突袭,击毙了劫机分子。作为报复,  伊斯兰

武装团 ! ( G IA )杀害了 4名天主教牧师。 1995年 7月至 9月间发生的一系列暴力事件,致使

35名法国人死亡, 200多人受伤。这些事件被怀疑是由  伊斯兰武装团 !参与和制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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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媒体的不实报道和过分渲染, 1994年劫机事件后,  伊斯兰原教旨主义 !简直就成了

法国穆斯林的代名词,国内穆斯林的存在被视为一种威胁。  莫名的恐惧支配着很多法国人
的思想与行动。!∃ 从 1993年 11月 9日开始,接着又在 1994和 1995年反复进行的搜捕中,法

国警察拘捕了大量所谓的  伊斯兰拯救阵线 ! ( F IS )的支持者和普通的阿尔及利亚人,怀疑他

们是潜在的恐怖分子。 1995年发生暴力事件后,法国政府动员了 4万名警力,其中包括 5000

余名士兵,在全国进行安全检查。如同阿尔及利亚战争时期一样,全法国共发生了两百万起基

于肤色和长相的个人身份检查,具有北非穆斯林移民背景的人首当其冲。  9, 11!事件后,法

国当局更是强化了对境内穆斯林的管制,警察被授予更多的权力,有权监视可疑分子的邮件和

通信。法国当局的歧视政策助长了国内业已存在的社会歧视与偏见。

然而,多年来左翼和右翼的政治家们却不肯承认法国存在着种族主义,他们一再辩解,认

为法国 1958年宪法和 1972年制定的法律已经明文禁止种族歧视,在法国社会中已经不可能

发生种族歧视行为。事实上,法国的种族歧视并不是法律层面上的,而是行政、经济和社会层

面上的。正是这样的种族主义,导致了第二代穆斯林移民的生存环境日益恶化。在对 2005年

骚乱的反思中,法国学者埃里克 , 马塞写道:  我认为,最关键的因素,也是法国所特有的,是

全欧最高的移民青年失业率、种族歧视、少数族裔居住区的扩大与孤立,以及对其青年恶意的

描绘。具体来说,移民青年已被视为法国社会的陌生人,并且日益被视为一种不断扩大的威

胁。其过程是这样的: 首先这些青年被视为小偷,接着又被当作一伙强奸犯,在头巾问题争论

中,又成为 (其姐妹的 )压迫者,最后被认为是社会的渣子,应当被清除。这样,移民青年已经

无法忍受了。!% 由此,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孤立的突发事件往往会引发穆斯林移民青年的

群体骚乱了。

法国社会对第二代穆斯林移民日益严重的歧视与偏见,还会把他们推向法国社会的对立

面。上述阿尔及利亚裔青年为什么堕落成极端分子? 法国 �世界报 �在他死后不久刊发的一

篇采访录中做出了很好的回答。这是一位研究法国种族冲突的德国学者于 1992年对这位穆

斯林青年的采访。在采访中,这位穆斯林青年抱怨,法国给予他的生存机会远远少于其他法国

孩子,结果是他由偷窃发展到吸毒,最终选择了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他向采访者坦言:  我既

不是阿拉伯人,也不是法国人,而是一名穆斯林。当走进清真寺时,我如释重负。他们握着我

的手,他们对我犹如对待一位老朋友。当我走在大街上遇见另一位穆斯林时,没有猜疑,没有

偏见。他笑了,我们都停下来,谈了起来。虽然我们以前从来没有见过面,却感觉到像兄弟一

样亲切。!&

综上所述,法国政府坚持以  共和模式 !促使穆斯林移民融入法国社会的政策面临着诸多

问题。历史上,法国人曾成功地将大量的比利时人、德国人、意大利人、西班牙人、波兰人、葡萄

牙人甚至犹太人都很好地融入到法国社会,然而对于穆斯林移民, 自阿尔及利亚战争以来,

 伴随着优越与耻辱相互交错的复杂感情,法国人一直苦恼着 !。∋ 法国当局以自身价值观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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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伊斯兰教的努力至今仍未取得明显的效果,而且在一定程度上适得其反。比如, 20世纪 90

年代以来法国所遭受的暴力活动,  好像是 1992年以来阿尔及利亚内战的延伸,事实上,法国

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如同法国的高失业率一样,不是从阿尔及利亚输入的。在很大程度上,它

是法国的北非政策,特别是数十年来 (针对北非穆斯林 )移民政策的产物 !。∃ 在  头巾之争 !

中,对于许多穆斯林女孩及其父母而言,佩带头巾不是  张扬性的 !宗教标志,而是对她们遭到

 排斥和边缘化 !的消极抵抗。%

在法国穆斯林中,第一代移民最初只想在法国多挣一些钱,然后回到祖国。虽然后来他们

当中的大多数人选择留在法国,但他们对于成为曾经统治过自己的这个国家的公民从来就没

有兴趣。如果说第一代移民由于近代以来长期遭受殖民统治而形成了执着的宗教信仰和族裔

认同的话,那么第二代移民由于受到法国文化的熏陶,他们的伊斯兰意识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这些  新穆斯林 !正在将  伊斯兰教世俗化,就像天主教徒曾将天主教世俗化一样 !; 对于他们

来说,伊斯兰是一种  文化或民族的 !认同,而与繁琐的宗教仪式和活动则渐行渐远。& 法国的

伊斯兰教是和平的伊斯兰教。这一点,正是法国穆斯林走向融入法国社会的重要特征。不幸

的是,许多法国人却错误地将和平的伊斯兰教与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相联系。

可见,导致法国人  苦恼 !的,正是其自身。一个崇尚文化多样性的国家,怎么能够在自己

的教育和人才结构中拒绝接受种族和宗教的多元性? 一个主张博爱的国家,怎么能够一次次

地把  绝望 !的移民青年  丢给 !警察,而不是从根本上解决他们所面临的生存与发展问题? 一

个强烈遣责种族主义的国家,怎么能够犹如  穿着新衣的皇帝 !一样拒绝解决国内的种族歧视
与偏见呢? 法国的  共和模式 !到了应该与时俱进的时候了。因此,如果只把法国发生的事件

看作亨廷顿  文明冲突!理论的法国版的话,就很难反映法国穆斯林移民政策的全貌。

Abstract# There have been mass imm igra tions of M uslims from north A fr ica into

France since 1960. s. The French governm ent upheld an imm igration policy marked by the

 republican pattern! which spurred the Muslim imm igrants to be integrated w ith the

French society comp lete ly. Th is  republican pattern! becam e a  bottleneck! in the

integra tion ofM uslim imm igran ts in the French socie ty due to the constant  tangles! w ith

relig ious activ it ies and custom s ofM uslims; It is even facing bankruptcy because of the

discrim ination and b ias against M uslim imm igrants and their descendants by the French

society. The French  repub lican pattern! and the imm igration policy towards M uslim s

should be improved in the new situation.

(魏秀春,讲师,临沂师范学院社会发展学院,临沂, 2760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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