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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欧洲的“伊斯兰挑战 ”集中反映了欧洲人面对大量外来族群和异质文化出现时的

焦虑与困惑。这一问题的形成是多种因素长期作用的结果 ,如何使日渐庞大的穆斯林族群融入欧

洲社会 ,是当前和今后较长一段时期内欧洲各国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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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伊斯兰挑战 ”近年来困扰欧洲 ,它一方面反映

了欧洲人面对大量外来族群、异质文化的出现感到

焦虑并进行自我捍卫 ,另一方面又反映了欧洲穆斯

林难以融入主流社会而产生的隔阂与矛盾。“伊斯

兰挑战 ”形成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既与穆斯林在欧

洲的生存状况不佳、难以对欧洲产生认同有关 ,亦与

欧洲政府长期以来缺乏有效的针对穆斯林族群的融

合政策有关。如何促使这一族群较快融入欧洲社

会 ,已成为当前欧洲各国面临的新难题。

一、欧洲人眼中的“伊斯兰挑战”

“9·11事件 ”后 ,尤其是近年来欧洲本土相继

发生穆斯林参与或制造的恐怖主义袭击后 ,“伊斯

兰挑战 ”引起欧洲国家的广泛关注。在欧洲人看

来 ,“伊斯兰挑战 ”主要表现在三方面。一是欧洲的

穆斯林人口增长迅速 ,欧洲有“穆斯林化 ”的危险。

欧洲穆斯林移民的大量出现始于 20世纪 50、60年

代 ,其主要背景是二战后欧洲劳动力匮乏 ,对穆斯林

以“客籍劳工 ”( guest worker)身份来欧的条件比较

宽松。这些穆斯林移民为欧洲战后重建起了积极作

用。然而随着穆斯林及其后裔数量增多 ,尤其是其

相较于欧洲本土人的高出生率 ,引发了欧洲的忧虑。

统计显示 ,欧洲本土人口一直处于低增长或负增长

状态 , 2005年德国人口增长率为零 , 2006 - 2008年

分别为 0. 02%、0. 03%和 0. 04% ; 2007年欧盟 27国

的人口增长率仅为 0. 48% , 2008年又降为 0. 11%。①

而欧洲穆斯林人口出生率很高 ,是非穆斯林的 3

倍。② 1982年欧盟 15国的穆斯林人口约占总人口

的 1. 9% ,而到 2003年已达 4%。③ 2008年在欧盟

27个成员国的总人口中 ,穆斯林人口占 5% ,预计到

2050年 ,这一比例将达到 20%。英国、荷兰、西班牙

等国的穆斯林人口所占比例更高。④ 此外 ,欧洲穆

斯林人口相当年轻 ,这与欧洲本土人口老龄化形成

鲜明对照。现在法国生活的 500万穆斯林中 ,年龄

在 20岁以下的占 1 /3,而法国本土人口的这一比例

仅占 21% ;在德国生活的 400万穆斯林中 ,年龄在

18岁以下的占 1 /3,而德国本土人口的这一比例仅

为 18% ; ⑤在英国 , 30岁以下的穆斯林超过穆斯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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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人口的 60%。① 穆斯林通过移民与人口繁衍成为

欧洲最大的少数族群 ,对欧洲单一民族的本土人构

成严重挑战。美国历史学家伯纳德 ·刘易斯认为 ,

到本世纪末 ,欧洲大陆将全面穆斯林化 ,欧洲将再一

次被伊斯兰征服。②

二是穆斯林引发的社会问题和暴力事件增多 ,

导致欧洲排外情绪蔓延。由于穆斯林人口的大量增

加 ,欧洲诸如住房、教育、养老金等社会问题开始凸

显 ,本土人怨言增多 ,排外情绪高涨 ,认为穆斯林

(移民 )抢占了其工作机会、挤占了社会福利资源 ,

影响了他们的富裕生活。调查显示 , 63%的欧洲人

认为少数族群的存在会导致失业率上升。③

“9·11事件 ”后 ,欧洲对穆斯林的猜疑与不信

任感更为增加 ,本土人与穆斯林之间的相互攻击事

件增多 ,欧洲人普遍出现“伊斯兰恐惧症 ”( Islamo2
phobia)。《华尔街日报 》2004年的一项调查显示 ,

大部分欧洲国家都存在强烈的反穆斯林情绪 ,其中

瑞典、荷兰和丹麦最为严重。④ 在德国 ,每 3人中就

有一人认为应当禁止穆斯林移民到德国。⑤ 德国官

方 2009年公布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 ,每 7位中学生

中就有一人认为“德国的外国人太多了 ”。在瑞士 ,

超过 50%的公民惧怕外国人 ,其中 30%的人对穆斯

林心怀恐惧。⑥ 欧洲的右翼势力利用民众对穆斯林

的排斥感 ,以扩大本土人就业、稳定社会秩序、严惩

暴力犯罪等为名 ,煽动反移民、反穆斯林情绪 ,使欧

洲一度出现多国政治朝右转的倾向 ,如 2002年法国

极右政党国民阵线在总统大选中获得 18%的选票 ,

荷兰的富图恩名单党成为荷兰议会中的第二大政党

等。2004年以来 ,欧洲本土相继发生穆斯林参与或

制造的暴力事件或恐怖袭击事件 ,加重了欧洲人对

社会秩序与安全稳定的忧虑。伊斯兰极端主义成为

当前欧洲面临的最大的恐怖主义威胁。⑦

三是伊斯兰文化对欧洲主流文化价值观形成冲

击。穆斯林的日常生活如祷告、衣着打扮、饮食习惯

等均与欧洲主流的基督教民众不同 ,欧洲国家难以

全盘接受。随着欧洲穆斯林移民的大量增加 ,两种

不同文化的碰撞开始显现 ,欧洲主流文化受到冲击。

2004年法国为捍卫世俗化、政教分离原则等价值

观 ,以压倒多数通过“头巾法 ”,禁止穆斯林女性在

公共场所佩戴头巾 ; 2004 - 2005年间 ,德国的 5个

州政府和柏林也相继通过禁止佩戴头巾的立法 ,以

示保护德国的基本公共价值。希伯来大学历史教授

拉法尔 ·伊斯拉里预言 ,伊斯兰将改造欧洲传统文

化 ,用不了半个世纪 ,人们将习惯地看到一个新词语

“欧拉伯 ”( Eurabia) ,在一代人之后 ,欧洲文明将发

生本质变化。⑧ 这是以基督教文化价值观为主的欧

洲难以接受的。

二、“伊斯兰挑战”形成的原因

欧洲的“伊斯兰挑战 ”是多种因素长期积累的

结果 ,其中欧洲穆斯林及其后裔难于融入欧洲社会

是“伊斯兰挑战 ”形成的主要原因。长期以来 ,欧洲

穆斯林受到贫穷、辍学、失业、歧视等问题困扰。在

德国 ,土耳其移民的受教育程度普遍低于其他外国

移民 ,其青少年中没有念完中学的比例达 30% ; ⑨在

荷兰 ,土耳其和摩洛哥裔的学生更容易辍学或者多

数只接受过初级教育。受教育情况不理想使得穆斯

林的就业情况也比较糟糕 ,在各国失业统计中穆斯

林失业人数高居榜首。荷兰穆斯林在劳动力市场上

的职位多不稳定 ,只有 1 /3的摩洛哥人和一半的土

耳其人拥有一份有固定薪水的工作。�λυ 在法国 ,穆

斯林不但比法国本土人更容易失业 ,而且也很难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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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一份长期或全职工作 ,他们大多从事本土人不愿

做的工作。在德国 ,土耳其裔的失业率高达 23% ,

其失业人数几乎占所有失业外国人的 1 /3。①

缺乏对欧洲社会的认同感是穆斯林移民难以融

入欧洲社会的重要因素。欧洲穆斯林大都受教育水

平不高、经济地位低下、政治上缺乏代言人 ,很多穆

斯林尤其是穆斯林年轻人没有归属感 ,遭遇挫折或

打击时 ,往往采取极端或激烈的方式报复社会 ,造成

极坏的影响。随着穆斯林移民的第二代乃至第三代

走上社会 ,他们的融入危机变得更为突出。法国

2005年巴黎郊区骚乱时 ,不少穆斯林年轻人虽然拥

有法国国籍 ,但强烈感到“他们北非色彩的姓名和

肤色把他们与法国分开 ”。在他们看来 ,真正的法

国人是“白皮肤蓝眼睛 ”。② 德国柏林人口发展研究

所最近一项调查显示 ,来自南欧国家如西班牙、葡萄

牙、意大利和希腊的移民普遍能够很快融入德国社

会 ,而土耳其人则难以融入当地社会。③ 这些年轻

的穆斯林一方面对上一代的母国有疏离感 ,另一方

面对欧洲社会又缺乏认同 ,在遇到挫折时从伊斯兰

教中寻求身份认同几乎成了他们的普遍选择。有些

人甚至选择极端伊斯兰主义 ,走上暴力犯罪道路 ,如

在英国恐怖事件中被拘留的嫌疑人几乎全是南亚穆

斯林移民家庭的第二代男性。近年欧洲伊斯兰极端

势力的发展 ,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穆斯林移民尤其

是穆斯林年轻人因对欧洲缺乏归属感而另觅它途、

寻求身份和心理认同的情况。

“伊斯兰挑战 ”形成的另一个原因是欧洲各国

政府长期缺乏有效的针对移民融入社会的政策。与

穆斯林移民相关的法律散落在移民法、劳工法、平等

机会法、反歧视等法律法规中 ,但由于缺少有效监

督 ,这些法令的实施情况不够理想。在对待穆斯林

移民问题上 ,欧洲各国在实践中形成了以法国为代

表的同化 ( assim ilation)融合模式和以英国、德国等

为代表的社区 ( community)融合模式。然而 ,这两种

融合模式都遭遇挫折。

法国的同化融合模式强调“来了就得像 ”,要求

移民全面接受移居国的价值观与生活方式。种族与

宗教作为公民的自然属性属于私人领域 ,不能进入

公共领域。外来移民应努力在语言、文化等方面融

入法兰西社会 ,形成与法国人一样的价值观 ,移民自

身的语言、文化和宗教等特性不得保留或曰不得进

入公共政治领域。继 2004年法国出台禁止穆斯林

女性在公众场合佩戴头巾的法律 ,穆斯林女学生上

学也不得戴头巾后 ,近期又有议员提议修改穆斯林

服装 ,要求在公共场合禁止穿着包住全身的罩袍 ,总

统萨科齐更曾公开称法国不欢迎穆斯林女性穿罩

袍 ; 2009年 8月 12日 ,媒体又报道法国游泳馆禁止

穆斯林女性穿布基尼 ( burkini)泳装。④ 这一“强制

性 ”同化模式在法国备受诟病 ,不断引发争议。

社区融合模式则采取“放任自流 ”的管理模式 ,

让穆斯林呆在自己的社区里 ,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 ,

不强行对移民提很多要求 ,也不主动关心他们的生

存状况 ,穆斯林亦本着“互不侵犯 ”的信条在欧洲过

自己的生活。奉行社区融合模式的英国一度被视为

融合外来移民的典范。然而这种模式在看似平静的

社会湖面下 ,隐藏着广大穆斯林长期被忽视乃至受

歧视 ,无法融进主流社会的怨恨。2005年随着英国

“土生土长 ”的年轻穆斯林制造的恐怖袭击的发生 ,

这一模式受到广泛质疑。

欧洲半个世纪以来的两种融合实践都不够理

想。如何使穆斯林更好地融入欧洲 , 成为塔里

克 ·拉马丹 ( Tariq Ramdan)一直倡导的、接受欧洲

基本价值观、生活方式的“欧洲穆斯林 ”,欧洲各国

政府仍在探索之中。

此外 ,欧洲出现“伊斯兰挑战 ”还与不同宗教、

文化之间的误读、摩擦 ,乃至冲突有关。基督教与伊

斯兰教虽然同源 ,但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出现了较大

差异。基督教经过长期世俗化过程 ,禁忌感在消减 ,

宗教逐渐退居私人生活领域 ,而伊斯兰教在历史发

展中已完全渗入穆斯林的日常生活 ,且未与政治完

全剥离 ;欧洲 18世纪启蒙运动让人人平等、解放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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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等思想深入人心 ,而伊斯兰教在性别问题上依然

较为传统。凡此种种 ,使得看似不起眼的事件也可

引发轩然大波。从上世纪的“拉什迪事件 ”到近些

年的“丹麦漫画事件 ”和“法国头巾事件 ”,都是不同

宗教与文化之间的差异碰撞的结果。

三、欧洲的应对措施及前景

欧洲的“伊斯兰挑战 ”是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 ,

涉及到欧洲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历史、外交等诸

多层面。但就其本质而言 ,主要还是欧洲内部的穆

斯林 (移民 )融合问题。面对“伊斯兰挑战 ”,欧洲各

国着重从促进穆斯林移民融合的角度来进行应对 ,

采取经济、社会、法律等手段促进这一少数族群融入

欧洲主流社会。其一是解决穆斯林年轻人的教育、

贫困等问题 ,改善其经济状况。法国政府 2006年颁

布了“首次雇佣合同 ”法案 ( First Job Contract,

CPE) ,鼓励企业大胆雇佣年轻人 ,缓解青年穆斯林

的高失业率。2009年 6月法国出台“支持青年就业

紧急计划 ”,重启“补贴上岗 ”政策 ,对雇佣年轻人的

企业给予税收优惠 ,采取公益服务方式创造工作岗

位等。德国 2007年通过《国家融入计划 》,每年为

促进移民融合拨款 7. 5亿欧元 ,主要用于改善年轻

移民的受教育机会 ,提高其德语语言能力 ,同时力争

在 2010年前为移民新增 1万个培训岗位。

其二是促进穆斯林移民的国家认同。一方面 ,

从移民准入入手 ,如荷兰的入籍规定包括所有申请

人必须学习 375小时的荷兰语 ,观看反映荷兰历史、

文化及日常生活的影片“To The Netherlands”等 ;英

国政府 2004年 2月宣布 ,所有未来申请英国公民资

格的移民必须展示熟练的英文 ,通晓英国历史文化。

另一方面 ,鼓励移民成为国家公民 ,荷兰 2003年推

出“新型融合政策 ”( Integration Policy New Style) ,鼓

励移民成为基于共同价值观和准则的荷兰公民。法

国为了捍卫世俗政体 ,坚持政教分离原则 , 2004年

通过“头巾法 ”法案 ,禁止在学校佩戴任何明显的宗

教标志。与此同时 ,欧洲各国加大打击境内分化、破

坏国家认同的极端势力 ,对煽动仇恨和暴力的伊斯

兰宗教极端分子进行驱逐、逮捕和起诉 ,切断伊斯兰

极端势力招募激进年轻人的“管道 ”。

其三是加强与境内穆斯林社团的对话与沟通。

法国 2003年成立法国穆斯林理事会 (CFCM ) ,它由

一个全国理事会和若干地区理事会组成 ,试图统一

法国穆斯林的宗教与政治意向 ,为伊斯兰教提供一

个活动平台。2006年英国政府成立“整合与凝聚委

员会 ”,以期帮助和化解穆斯林社区与政府之间的

矛盾。德国则通过每年一次的移民融合峰会促进与

穆斯林团体的交流。2007年德国第二届移民融合

峰会广邀各移民团体与相关协会 ,共商外国移民融

入德国社会的紧迫问题 ,并通过《国家融入计划 》。

其四是发挥欧盟在促进欧洲移民融合方面的作

用。在指导立法方面 ,欧盟部长理事会于 2000年先

后通过要求成员国立法遵守“不分种族予以同等待

遇原则 ”和“平等就业原则架构 ”两项欧盟种族平等

指令。在整合资源和统一行动方面 ,欧盟于 1997年

在《阿姆斯特丹条约 》中首次提出移民政策合作的

构想 ; 1999年欧盟在芬兰坦佩雷峰会上把避难政策

与移民政策纳入未来欧盟的“共同司法与安全空

间”; 2002年欧盟创制了“单一逮捕令 ”,加强在避难

法、警察和情报等方面的合作与协调 ; 2004年欧盟

通过“海牙方案 ”,为有效控制移民采取了如信息交

流、边境管制、安全的旅行证件、警察和司法合作等

一系列措施。

不过 ,移民的融合是个长期过程 ,欧洲国家的融

合措施在实施过程中不断遭到质疑、抵触、拖延或反

对 ,预期与实践之间存在较大的差距。首先是一些

融合措施引发穆斯林的误解与反弹。法国的“首次

雇佣合同 ”法案规定 ,法国 20人以上规模的企业在

与 26岁以下青年人签订雇佣合同后 ,最初两年内可

随意将其解雇而无需说明原因 ,这本来是想鼓励企

业大胆雇佣年轻人 ,但由于解释工作不到位 ,遭到法

国民众特别是年轻人的激烈反对 ,并引发大规模学

生游行和罢课乃至骚乱。欧洲国家鼓励穆斯林移民

成为本国公民 ,在日常社会生活中强调西方式的言

论自由、世俗化观念等 ,引发穆斯林对其宗教信仰得

不到尊重的不满。2004年荷兰制片人提奥 ·梵高

被刺杀、2005 - 2006年间“丹麦漫画事件 ”席卷欧

洲 ,就是双方沟通不畅、缺乏相互理解与尊重的极端

反映。 (转第 62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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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马列代表的左翼、尼大党和尼军代表的右翼 ,及

马迪西政党代表的少数族群政治势力。毛派以革命

起家 ,拥有广泛的群众基础 ,旨在改革尼泊尔旧有的

政治、社会、经济制度 ,是尼泊尔最大的变革力量。

联合马列虽是左翼政党 ,但意识形态“不够左 ”,党

内存在“亲毛派 ”和“反毛派 ”,发展路线不明确。尼

大党是老牌政党 ,主要代表城市中产阶级利益 ,与下

层民众严重脱节。一向标榜政治中立的军队 ,实际

上也具有很强的政治和意识形态色彩 ,其军官中婆

罗门出身的约占 74% , 而马迪西人比例不足

0. 5%。①以马迪西人民权利论坛为代表的马迪西政

党地域色彩浓重 ,主要代表德赖地区马迪西人的权

益。也就是说 ,各派力量背后都有自己的利益寄托 ,

变革者与既得利益者间存在结构性矛盾 ,各方分歧

难以彻底弥合 ,当然也就难以组建全国共识政府。

长期看 ,宪法制定与和平进程不会顺利完成。

新宪法的制定与和平进程的顺利结束是尼泊尔两大

政治任务 ,各大政党虽然彼此攻讦 ,却都不敢否认这

一点。但是 ,要想在预定时间内完成两大任务非常

困难。在制宪问题上 ,宪法起草委员会下设 11个主

题委员会 ,原定须在 2009年 9月 6日前提交“理念

文件 ”(Concep t Paper) ,迄今只有 5个委员会勉强完

成 ,多数委员会因缺乏共识几乎停止了该项工作。

目前 ,制宪会议的预定议程已经 5次延后 ,并可能再

次拖延。在和平进程问题上 ,失踪人员调查委员会、

国家重建高层委员会、科学土改研究委员会、国家和

平与复兴委员会等几个核心委员会运转效率极低 ,

尼军和尼人民解放军的整合、土地改革、战争期间被

夺取的财产归还等问题都毫无进展。而且 ,“印度

出于反对毛派的目的 ,改变了其最初支持和平进程

的政策 ”, ②和平进程的推进工作困难重重。○

(责任编辑 :黄昭宇 )

①　“Nepalπs Faltering Peace Process”, International Crisis Group,
Asia Report, No 163, February 19, 2009.

②　“Nepalπs Future: In W hose Hands?” International Crisis
Group, Asia R eport, No. 173, August 13, 2009.

(接第 20页 )其次是穆斯林移民的融合进程是个复

杂的过程 ,难免受到各种因素的干扰。此次爆发的

全球金融危机可谓“天不遂人愿 ”,欧洲国家受到较

大冲击 ,部分改善穆斯林移民就业状况的计划不得

不后延 ,旨在改善地中海沿岸国家经济状况、掐断移

民尤其是非法移民来欧源头的“地中海联盟计划 ”

的实施也大打折扣。从更长期观点看 ,移民的融入

需要欧洲国家、穆斯林社团与个人以及欧盟层面的

相互配合 ,然而在实践中 ,欧盟的指令有时难以迅速

在成员国中得到贯彻 ,如欧盟 2000年出台的要求成

员国立法遵守种族平等的指令 ,各成员国到 2004年

才将其提上议事日程。穆斯林社团在塑造穆斯林集

体认同方面起着较为重要的作用 ,但目前欧洲各国

的穆斯林社团大都处于分散状态 ,没有形成或刚刚

尝试形成统一的声音 ,在欧洲国家与穆斯林个体之

间的“桥梁”作用尚待进一步发挥。

此外 ,民族 (种族 )的融合是个长期过程 ,对于

不同宗教、文化的穆斯林与欧洲本土人而言更是如

此。一方面 ,二者在历史上曾多次发生战争 ,十字军

东征和欧洲殖民者长达 500年的殖民史为双方埋下

根深蒂固的不信任 ;近年来 ,由于穆斯林移民问题的

突出 ,他们之间又出现诸多的误解与冲突 ,两种文

化、宗教之间要真正实现谅解需要较长的时间。另

一方面 ,欧洲促进移民融合的措施取得成效也需要

一段时间。如 2008年 11月德国第三届移民融合峰

会对雄心勃勃的《国家融入计划 》的落实情况进行

总结 ,认为相关工作还需进一步深入基层。① 为防

止激进的外国伊玛目招募欧洲穆斯林年轻人从事暴

力恐怖活动 ,欧洲国家如英、德、荷等已开始培养

“本土 ”伊玛目 ,而“本土 ”伊玛目要取得宣传高地 ,

把清真寺的教育功能化为己用也需要时间。

总之 ,“伊斯兰挑战 ”作为欧洲社会近年凸显的

一种现象 ,将长期存在。对于以单一民族为主的多

数欧洲国家来说 ,如何正视、接纳、融合一个“异己 ”

的族群 ,是一个全新的课题 ,需要从心理到现实的双

重准备。○

(责任编辑 :蒋裕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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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移民融入德国社会高峰会议 ”, http: / /www. dw - world.
de /dw /article /0, , 3770635, 00. htm l, 2008年 11月 7日浏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