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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法国社会的信仰多元及其价值冲突

张金岭
 

摘� 要: 作为一个主张世俗主义的现代民族国家, 法国早在 1905年就确立了政教分离的

原则, 天主教日渐式微, 但人们的宗教信仰则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 信仰观念的价值诉求也因

此面临着诸多问题, 尤其表现在穆斯林群体的社会与文化融入中。在当下的法国社会中, 世俗

主义日益成为法国现代性历程的主导意识形态, 天主教信仰更多地作为一种文化传统沉淀下

来, 外来宗教信仰群体与法国主流社会的矛盾则又折射出信仰差异所带来的价值冲突。从对法

国社会的考察来看, 宗教是一个历史范畴, 但信仰或许永远伴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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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以政教分离原则为核心的世俗主义是法兰西
共和国的基石, 它建立在 3种不可分离的价值观

之上! ! ! 信仰自由、精神与宗教选择权的平等和
政治权力的中立, 法国社会的世俗化主要是指每

个公民有信或不信上帝的自由, 以及公共领域的

非宗教性质。自从法国于 1905年立法确立政教

分离的原则以来, 公民的信仰自由在思想与现实

两个维度上均得到了保证, 并呈现为多元化的倾

向 ! ! ! 不仅仅是宗教信仰的多元, 同时世俗主义

也越来越成为当代法国所积极谋求的价值体系的

核心, 代表着一种现代性信仰体系, 其合法性源

于现代理性的自觉, 前提条件则是要求每个公民

维护和遵守包括政教分离法在内的共和国的法

律。

与涂尔干 ( Durkhe im ) 认为宗教在社会中

的地位是协调性的观点不同, 格尔茨 ( C liffo rd

Geertz) 则在对爪哇宗教观察的基础上得出宗教

在社会中既有协调也有冲突的看法。 我们也在

法国社会中看到了类似的现象, 信仰多元与价值

冲突似乎是一对无法完全调和的矛盾, 一方面是

不同宗教之间的冲突, 另一方面又是世俗主义与

宗教之间的冲突。

一、作为 ∀公民宗教 # 的世俗主义

在法国, 人们普遍认为政教分离向来不是对

抗宗教的武器, 相反它使不同宗教信仰的和平共

存成为可能。在当下的法国社会中, 我们看到的

是, 一方面世俗主义日益深入人心, 另一方面宗

教信仰多元共存, 但也带来了诸多社会问题, 尤

其表现为外来穆斯林群体的融入问题。

(一 ) 深入人心的世俗主义

法国的世俗主义思想源于启蒙运动, 是法国

大革命与争取共和的产物。关于世俗主义的含

义, 无论是学界内部, 还是社会各阶层, 对它的

理解不一而足, 但可以达成共识的是: 它首要所

指的是 ∀非宗教性#。世俗主义强调的是社会公
共领域的非宗教性, 并非与宗教完全格格不入。

法国世俗化的发展在沈坚看来并不是一种自

然形式, 而是历史、理念、政治斗争交汇产生的

结果, 在西欧国家中, 法国是世俗化表现最为激

烈的国家。法国社会的世俗化并不是教会本身参

与或适应宗教的社会影响相对和逐步减小的过程

( s�cularisation) , 而是世俗政权在反教权政治力

量的支持下, 用政治手段逼迫宗教退出公共领

域, 从而减少其政治与社会影响力 ( la�c isat ion)
的过程。∃

巴尔提莱米 (M artine Barth�lemy) 与米歇拉

( GuyM ichelat) 对法国人关于世俗主义的意见与

态度进行过调查分析, 他们发现在法国人对于世

俗主义历史的认知中, 有几个观念是非常重要

的: 居于首位的是共和国与公民的理念, 其后还

有独立于宗教的世俗国家、宪法、公立教育、

∀自由、平等、博爱# 的理想、人权与公民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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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促使所有人融入国家、

保护少数族裔的话语权等。尽管如此, 法国所强

调的世俗主义也被有些人理解为一种针对伊斯兰

与外来移民的自我保护。另外, 法国人对待世俗

主义的态度存在着代际差异, 越是年龄大的一代

人越是能够接受世俗主义原则, 接受教育程度越

高的人对于世俗主义的认同度越高。 

世俗主义对法国社会的影响是多维度的, 一

方面是观念的认同, 另一方面则是制度的安排。

政治与社会制度的规范当然是非常明确地强化着

这一原则, 同时也有很多其他制度发挥着强化与

规范的功用, 比如说婚姻制度、时间制度等。对

于要结婚的法国公民来说, 世俗婚姻及其仪式是

一种法律义务, 宗教婚姻只是一种文化情怀而

已。在田野调查中, 一位 30岁的女性声称, 尽

管自己小时候受过天主教的洗礼, 但如今很难说

自己还有天主教信仰, 不过她认同教会或宗教所

宣扬的婚姻观念与价值, 只是教堂于她而言是冷

冰冰的, 她从来没有在教堂中感受到过婚礼中应

有的那种热情。

时间制度是现代民族国家保障公民权利的一

种社会化手段, 比如在享有各类权利、履行各种

义务时, 总是会有时间上的约束的, 这既是国

家、社会组织与管理的一种维度, 也是人们生活

的一种标识。在法国, 每一个公民一年之内均可

享受 11天的法定节假日, 其中有 5个是世俗节

日, 即法国现代民族国家的纪念日, 另外还有 6

个是宗教节日, 如今后者都已失去了原有的宗教

意义, 更多地沉淀为一种文化传统。透过这样的

时间安排, 我们可以理解到其特定的文化隐喻与

价值观念, 它潜移默化地巩固着世俗主义的价值

观念与信仰体系, 并渗透法国人的日常生活中。

(二 ) 世俗主义作为法国现代价值体系的核心

在世俗主义意识形态与现代民族国家建构思

想的影响下, 如今法国人诉求的是与 ∀平等、
自由、博爱#、共和政体、市场经济、民主、文
化多元等一系列理念相关的价值体系, 并对之表

现出一种崇拜的情绪。换句话说, 在法国, 世俗

主义已成为贝拉 (Robert B ellah) 所说的 ∀公民

宗教#。∃

所谓 ∀公民宗教#, 实际上是一种准宗教或
代宗教, 它能为民族国家共同体中的成员提供共

识 (基本价值 )。( 贝拉是将所谓的 ∀公民宗
教# 当作一种文化现象来看待的, 它与传统宗

教没有直接的因承关系。在他看来, ∀公民宗
教# 是精心设计且被很好地制度化了的, 他选

用 ∀宗教# 一词, 并非认为被描述的现象是一

种宗教 (仅是用了一种形象的说法而已 ), 从其

在现实社会中所产生的影响来看, 它的存在充其

量表明了一种宗教维度 ( relig ious dim ension ),

这种现象有其存在的严肃性与整体性。贝拉的

∀公民宗教# 理论所描述的对象是现代社会公共
生活中普遍存在的、半宗教化的现象, 是 &圣
经∋ 信仰传统的衍生物, 被现代意识形态用于

获取民族国家及其社会生活的合法性。依照这一

理论, 民族国家 (尤其是美国 ) 本身恰恰就是

一种 ∀公民宗教#, 美国借用神圣、世俗的神话
般的虚构故事所带有的力量来让自己合法化, 并

表明了其现代意识形态中的实用主义倾向。实际

上, 即使是在美国社会中, 社会学家与政治人物

对于 ∀公民宗教# 的理解与定位也是不一样的。
对于其支持者来说, ∀公民宗教# 是一种社会黏
合剂, 有助于把各地方社会聚合在一起; 而它的

批评者认为, 它是一种被用于政治人物的花言巧

语中的工具, 出现在各类民族国家的庆典、纪念

等仪式中, 是一种宗教式的民族主义的崇拜形

式。)

不难理解, 所谓 ∀公民宗教# 是现代西方
国家取得政治合法性、建构现代公民身份的一种

手段, 现代社会中的公民宗教实际上建构了一种

意识形态与价值体系。法国人所坚持追求的

∀世俗主义# 就是 ∀公民宗教# 的一种表征形
式, 因为它集中地体现了作为一个现代民族国家

的法国不断完善自身建构所依赖的意识形态。依

照利奥吉尔 ( R apha�l L iog ier) 的理解, 世俗主

义的高尚之处在于, 它并不将先验道德化, 共和

政体的伟大之处, 在于它对诸多差异手足般的接

纳, 即使是那些最明显的差异。∗ 这也是自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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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来法国人价值观的写照, 以及法国社会多元性

的思想源泉之一。

二、天主教信仰式微

早期学界对世俗化的理论性理解将宗教与现

代性完全对立, 实际上世俗主义思想强调的是社

会公共领域的非宗教性, 并没有反对任何宗教信

仰。 不过, 随着世俗主义的深入发展, 宗教开

始出现日益式微的趋势, 尤其是天主教丧失了权

力影响, 逐渐地以法国民族历史文化代表的身份

而存在, 教会组织也史无前例地面临着一些现代

性危机。

(一 ) 天主教式微

今天的法国社会是多元的, 社会阶层的分化

自然不必说, 尤其是从宗教和文化的范畴来看,

有欧洲文化 (当然这是主体, 不过由于欧洲移

民很多, 欧洲各国的文化均通过这些来自各国的

移民体现出来 )、非洲文化、亚洲文化、阿拉伯

文化等多种族裔文化, 有天主教 (基督教 )、伊

斯兰教、东正教、犹太教等多种宗教信仰。

有学者认为公民社会中的宗教有两大功能,

一是加强道德秩序, 二是维护社会秩序。∃ 这种

观念认识到了公民社会对于道德秩序与社会秩序

的需求, 但在今天的法国社会中, 宗教在这两大

功能的实现方面所扮演的角色并没有到如此重要

的程度; 而且宗教的影响并非覆盖于所有的人,

受其影响的人口比例越来越小, 但这一逐渐缩小

的比例却也从另一层面让人们意识到了宗教的重

要性。不过, 这种宗教的重要性不再是对人的精

神的影响, 而主要集中在对宗教所代表的社会文

化积淀的怀念上。

天主教对当代法国社会的影响已成为一种文

化的积淀, 成为法国人文化身份认同的一个要素

之一。法国人很积极地将天主教文化视为一种法

兰西民族的传统与记忆, 将之融入自己的日常生

活中, 尤其是在出生、结婚、葬礼等很多人生的

过渡仪礼中, 他们都会选择宗教仪式, 以示其对

于文化身份认同的诉求。此外, 教堂里的神职人

员越来越少, 甚至出现了兼职者 (如同教会的

志愿者 ) , 人们选送孩子进入神学院或成为神职

人员的想法已不再流行, 那些兼职主持弥撒的人

仍旧是天主教的忠实信徒, 但却没有人愿意成为

∀上帝的仆人#。
当今的法国人正在感叹文化习俗丢失的缺

憾, 他们常常谈及过去的传统、习俗与节日, 过

去的价值观念 (尤其是家庭的价值 ) , 而这些习

俗与价值往往是与宗教实践密切关联的, 它们体

现在宗教信仰、宗教仪式、宗教节日等一切宗教

实践的环节中。在今天的世俗社会中, 人们已经

意识到了宗教在一定程度上对人的精神的束缚

(尽管仍然有很多人在宗教实践中体验到的是无

限的自由 ) , 从而不再成为天主教信仰的实践

者, 但他们对于宗教所代表的文化, 却抱有深深

的怀旧情结。这一情感很自然地流露于他们的言

行中, 尤其是那些在青年时代曾经由于父母、家

庭的原因而切身地感受过这些文化传统的人, 但

在日常生活实践中他们并没有要恢复这种传统的

强烈意识, 只是寄希望于社会 (社会的群体 )

能够保持, 并在特定的时刻营造这样一种文化氛

围。

沈坚认为, 如果因为法国人参加礼拜宗教活

动的人数减少、神职人员的补充成为问题等而得

出法国天主教已经在法国失去影响的结论, 有可

能以偏概全, 失之简单。在他看来, 法国天主教

在 20世纪进行过调整, 对其在现代社会中的定

位进行了重新认识, 以逐渐适应现代社会和现代

文化, 它在组织、信仰和文化方面仍然发挥着不

可忽视的作用, 其适应具体表现为组织志愿化和

社会化、信条现代化、宗教泛文化化。( 政教分

离后, 教会不再成为公共制度的一部分, 转而成

为志愿性的社会团体, 甚至还有些天主教徒建立

了政治组织。实际上, 早在 1901年法国就颁布

了社团法, 保证了公民自由结社的权利, 这一世

俗权利也为宗教组织所得以利用, 保证了自己的

组织生存。

依照韦伯的理论, 天主教是一种理性宗教。

在当下法国社会中, 我们看到的是, 它逐步形成

了一种开放的话语结构, 把一切人类社会的发展

纳入其意识形态之中, 也就是说, 一切归于宗

教, 甚至包括在宗教历史上未曾预见到的东西。

从笔者的田野经验来看, 尽管法国天主教积

极适应现代社会, 但由此认为天主教 ∀在组织、
信仰和文化方面仍然发挥不可忽视的作用# , )

则显得有些过于乐观, 天主教的式微体现出人们

思想诉求的转移, 宗教信仰的多元化也表现了天

主教思想在新一代法国人观念中 ∀正统# 地位
的弱化。最为重要的是, 世俗主义观念成为法国

人现代性思想的核心之一, 是它统领了现代法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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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思想观念, 起到了贝拉所谓的 ∀公民宗教#
的社会角色。随着现代理性在人们心中扎根愈

深, 传统的天主教思想在新一代法国人中间越来

越没有了 ∀市场#, 教会组织的生存也出现了不
少问题。

(二 ) 作为文化的天主教

如今, 无论是普通的法国民众, 还是知识分

子, 都承认在法国存在一种不可抗拒的世俗主义

意识形态, 并受到政治力量的支持, 但他们仍旧

不愿放弃将天主教视作一种文化传统的情感归

宿。

法国总统萨科齐 ( N icolas Sarkozy) 曾在面

对一些天主教神职人员以及来自罗马教廷、在天

主教中影响较大的一些人物讲话时提到 ∀法国
乡村教区的逐渐式微、城市郊区精神追求的荒

漠、寻求上帝庇护之观念的消失, 以及天主教士

的贫困# 等问题。在利奥吉尔 ( Rapha�l L iog i�
er) 看来, 尽管事实不可争辩, 但作为国家总

统, 萨科齐的此番言论是不合适的, 在这样的场

合中, 即使是庄严地宣称宗教传统是不可替代

的, 或是讲到世俗的伦理 ( morale la�que) 不完
整等, 都是不合适的。 这表明, 法国人一方面

承认传统宗教的式微, 认识到且不否认现代世俗

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力量, 另一方面却又不愿丢

弃这一文化传统, 希望社会至少能够 ∀自然地#
继续传承这一文化遗产, 因为 ∀只有宗教才带
有无限的希望#。∃

法国曾有一个绰号! ! ! ∀教会的长女 #
( fille ain�e de l, �g lise), 足以说明法国与天主

教的关系。如今几乎在法国的任何一座城镇、村

庄都至少有一座教堂, 且最高的建筑也基本上是

教堂, 尽管有些已经不再开放。不过, 作为一种

建筑文化遗产, 教堂的存在展示着法国历史的厚

重, 同时也向人们展现着它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在法国, 教堂大多作为文化遗产归属国家所有,

只是交由教会使用, 可以在其中公开组织各类宗

教活动。出了教堂则就是世俗空间的范畴, 宗教

失去了它原有的掌控权限, 而且在很多情况下,

教堂的维护也是由国家来负责的。显然, 在教堂

这一空间中呈现着教会与世俗权力间的张力, 既

有冲突又有合作。

天主教为法国人提供的不仅是一种文化情

感, 还包括道德情感, 比如天主教中有关博爱、

慈善等理念对法国人的影响较深。( 如上文所提

到的, 法国有不少宗教节日如今已被纳入公共节

日体系, 成为世俗社会中的公共假日, 这些节日

虽然已经不再有多少宗教内涵, 但却是法国文化

与历史的承载者, 是法国人家庭团聚的时间。法

国节假日体系正是以制度的形式延续了作为文化

的宗教传统, 同时也通过世俗节日创造了一种新

的认同情感。

这些现象所阐释的更多是作为文化传统的天

主教在当今社会中的表征。如果说天主教在当代

法国社会中仍然具有重要的影响力量的话, 那也

主要是集中在文化身份认同的范畴上, 它已不再

会成为一种影响世俗的现代民族国家之权力! ! !
尤其是政治权力 ! ! ! 的力量。随着法国世俗化的
发展, 天主教退出了公共领域, 丧失了原有的主

导权力, 以一种文化影响力融入现代世俗社会

中。与此同时, 就教会组织自身的生存能力而

言, 它也逐渐地表现出式微的趋势, 尤其是从公

众的支持意愿与实践方面而言。

(三 ) 天主教会的现代性危机

田野调查期间, 笔者在法国里昂某个社区的

圣%布吕诺教堂 ( Sa int B runo) 里发现了一份以

∀天主教堂以何生存# 为题的宣传单。这份传单
是以里昂大教区的名义印发的, 意在向人们展示

里昂教区各教会的经济状况, 使其了解支持教会

的重要性。在这份宣传单的蓝色封面上, 醒目的

白色字体标出这样一句话 ! ! ! ∀没有您的捐献,

教会将无法生存下去#。如同很多神职人员与活
跃的教徒所不断宣传的那样, 他们还宣称人们的

慷慨解囊是教会惟一的经济来源。不难理解, 教

会宣扬的是他们的生存得依赖于世俗社会的财政

支持。

实际上, 在法国社会中, 乃至整个欧洲社

会, 天主教所面临的现代性危机并非仅仅是在其

财政支持方面, 现代公民社会中宗教认同的日益

溃败才是最为根本的原因、最为本质的危机。

三、信仰多元与伊斯兰教问题

百余年来, 政教分离与世俗主义在法国的深

入发展, 使得在天主教退出公共领域的同时, 宗

教信仰也出现了多元化的倾向。从宗教范畴的角

度来看, 天主教 (基督教 )、伊斯兰教、东正

教、犹太教、佛教等都活跃在法国社会的宗教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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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 尤其是随着外来移民中穆斯林人口所占比重

的逐步增加, 伊斯兰教成为法国社会中仅次于天

主教的第二大宗教。从历史与文化的角度来说,

法国社会是没有伊斯兰传统的, 并已烙上了深刻

的世俗化印记, 但因为伊斯兰这一外来宗教所持

有的文化与天主教影响下的文化不同, 由此给法

国带来了诸多与之关联的社会问题。

尽管法国社会中的宗教信仰出现了多元的倾

向, 但是法国社会对穆斯林移民带来的伊斯兰教

文化却保持着高度的敏感。在大多数人看来, 原

因在于后者在法国社会的公共场合中大量的、突

出的在场。近年来, 尤其是萨科齐就任法国总统

以来, 极力反对 ∀族群倾向主义# ( communau�
tarisme) , 认为它不利于法国的社会团结, 这种

思潮与现象主要与法国社会中的伊斯兰运动有

关。在他看来, ∀族群倾向主义# 是法国民族身
份认同的威胁之一, 处于 ∀共和国价值# 的对
立面。 尽管法国社会中出现了宗教信仰的多元

并存, 但这并不代表主流的意识形态 (尤其是

政治意识形态 ) 在民族国家认同的范畴内对天

主教信仰之外的其他族裔群体 (甚至是已经入

籍的外来族裔公民 ) 保持同样的开放态度。他

们强调的其实是一种纯粹的 ∀法兰西身份#。
另外, 这种敏感还源于这样一种社会事实:

随着法国社会中的天主教逐渐式微, 宗教观念逐

步让位于世俗主义, 而穆斯林群体的扩大却强

化、巩固着伊斯兰信仰的宗教实践, 这种对比则

使得普遍接受了世俗主义的法国主流意识形态难

以接受穆斯林群体的宗教热情。

实际上, 法国主流社会与穆斯林群体的冲

突, 集中体现在价值观诉求的差异上。前者强调

的是自法国大革命以来所建立的一系列与世俗主

义、共和政体等相关的现代性价值, 而后者强调

的是对他们自身伊斯兰族裔文化的把持。这种价

值诉求在一些方面与前者有一定的矛盾与差异,

比如说在保持公立教育等公共领域的世俗性方

面, 不少穆斯林群体将自己的宗教文化置于在法

国被普遍认可的世俗性价值之上, 发生矛盾与冲

突自然是不可避免的。

当然, 法国社会中对于持有其他宗教信仰的

外来族裔群体的社会歧视也是存在的。有学者认

为, 法国社会中存在着这样一种情绪, 即借所谓

的普遍被接受的 ∀法国价值# 来表达对外来族
裔群体的歧视。诺利埃尔 ( G�rard N oirie l) 曾经

有过一段深刻的论述: 很多想来法国的人必须要

参加一个考试, ∀以证明他们讲法语, 并且认同

共和国的价值#, 恰恰是以这些所谓 ∀价值# 的
名义, 很多具有歧视性的措施被证实为是正当

的, 在法国共和国的历史上, 没有哪一届政府曾

经将这些措施强加于过去那些成千上万的在法国

安身的移民。∃

自 20世纪 70年代以来, 穆斯林成为法国最

大的外来移民群体。( 有学者认为, 他们所把持

的伊斯兰文化因表现出封闭性、自我完善性和宗

教非世俗性, 一直与法国强烈的民族文化、民族

情感、民族认同感的国家主流文化和基本价值观

不断产生冲突, 从而造成法国社会中的文化断

裂。普通的法国民众认为, 伊斯兰教如今成为反

法兰西文化的文化力量, 与法国的天主教文化不

同的是, 它既没有实现宗教的世俗化, 个人信仰

在很大的程度上依然不是纯粹个人的事情, 而是

属于穆斯林世界公共生活的一部分, 也没有倡导

男女平等, 更不讲求民主。)

在法国, 政教分离的原则首先是从确保学校

教育的非宗教性开始的。早在 1881年, 先于

1905年的政教分离法, 法国就颁布了关于教育

体系世俗化的法令, 结束了教会对教育的监管。

因此, 确保公立教育的世俗性对于法国人来说,

是捍卫政教分离原则的重要一环。在法国民众看

来, 公立学校是传授知识的地方, 其中立性理应

得到维护, 人与人的平等也应被捍卫, 为此有必

要在公立教育中捍卫政教分离的原则, 有必要重

申法国公民的身份资格不取决于他归属哪一种文

化、哪一个民族或宗教团体, 而是他是否赞同那

些被普遍接受的原则。本着这一理念, 法国组建

了一个特别委员会就此做了大量的咨询与考量工

作, 随后于 2004年 3月通过了禁止公立学校中

出现有宗教属性的显著标志的法案。尽管这只是

一项针对公立教育而言的法案, 它却被一些人士

(尤其是穆斯林 ) 理解为反对穆斯林女性佩戴面

纱的法令。实际上, 在笔者的田野调查中, 有不

少人强调这条法令没有针对穆斯林, 也没有针对

任何一个民族或宗教派别, 它仅仅是法国捍卫政

教分离原则的一种方式。此项法案是由国民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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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各党派代表提出的, 他们认为实施这样的法律

是为了捍卫共和国的纯洁性, 并体现其基本价值

观, 即共和国所有公民一律平等, 彻底实现政教

分离, 实现穆斯林移民与法国社会一体化的社会

目标。尽管这项法案得到了法国最大的穆斯林组

织 ∀法国穆斯林宗教委员会# 的支持, 但一些

穆斯林和其他宗教群体却对此强烈不满。 

由此, 我们也能够体察到, 法国社会中的伊

斯兰教文化与既有的法国文化, 以及自法国大革

命以来所确立的世俗主义、共和体制等诸多观念

之间存在着一定的误解, 或者说是目前看来难以

调和的矛盾。至少, 穆斯林群体认为法国没有切

实做到确保文化的多样性; 而在法国社会的主流

话语来看, 穆斯林群体没有遵守在法兰西共和国

体制下所被普遍接受的原则, 尤其是世俗主义、

政教分离、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等原则, 甚至表现

出不想接受的情绪。

对于伊斯兰教与世俗主义之间的矛盾, 法国

社会中的很多言论都认为, 伊斯兰教内部应当进

行一场改革, 吸纳进更多的自由、自治与理性。

世俗主义应当在保持国家的宗教中立与政教分离

原则的同时, 保证各类宗教信仰公共实践的自

由。在这样的挑战中, 世俗的国家应当扮演一个

作为宗教自由担保人的角色, 并保证各类宗教信

仰间公共实践的平衡。∃

四、小结: 法国经验的启示

(一 ) 信仰多元与合法性边界的流动

在谈及社会与文化的变迁时, 弗里德曼认为

其中 ∀变化的是认同和意义赋予的方式#。( 这
种方式的变化反映在社会实践中便是社会中合法

性边界的变动, 法国人理念的变化必然地影响到

他们的实践方式, 进而影响到社会的变迁。

现代状况下的社会变迁必然牵涉一些规范的

放弃和另一些规范的确立, 造成身处其中的人们

的团结问题或道德问题。在涂尔干的思考中, 道

德准则是内在于社会的组成部分, 是一种社会现

象而非个体良知的表征现象, 在根本上和总的趋

势上会随着社会结构的变化而变化。如果一种社

会生活消失了, 那么内在于其中的道德生活终究

也会随之消失, 因为它再也没有了相应的社会基

础。)

从合法性边界的建构与流动的视角来看, 在

法国这样一个有着悠久的天主教传统的西方发达

国家中, 其地方社会的实践已经表明, 在这个社

会中宗教正在逐渐式微, 失去其存在的社会根

基。人们信仰的多元化, 一方面冲淡了天主教在

法国民众中的主导地位, 另一方面宗教越来越成

为人们建设世俗社会的实践中所努力摒弃的对立

目标。教会组织的生存危机已经为我们展示了这

一社会领域变迁的过程。而如今, 在新一代的法

国人中间, 天主教徒越来越少, 宗教已经退化为

人们所追求的一种美好的社会道德的代名词。它

所宣扬的人文价值观念能够被人们所接受, 但其

间所掺杂的唯心主义思想越来越不被认可, 更多

地成为法国乃至欧洲文化传统的载体。

(二 ) 世俗主义与宗教信仰的纠结

法国人如今所追求的是世俗主义意识形态下

所涵括的一系列现代性的价值, 它与宗教并不是

完全对立的, 尤其自宗教退出公共权力领域以

来, 尽管我们看到了法国社会中天主教的式微,

但与之对应, 也看到了其他宗教的多元存在, 而

且天主教作为一种民族历史与文化记忆的表征,

有越来越多的法国人把它视为文化遗产, 并积极

地将之在文化范畴内保存下来。由此, 世俗主义

与宗教在互动中各得其所, 只不过对于这样的现

时状态, 传统的天主教会看到的可能是一种没落

的悲哀, 而当代普通法国人看到的则是 ∀公民
性# 诉求在法国社会中的深入发展。

不过, 也应当看到, 世俗主义的意识形态是

所谓 ∀传统# 法国社会演变的产物, 是法国这

个现代民族国家 ∀公民宗教# 的表征之一。面
对全球化时代的到来, 以穆斯林为代表的外来人

口所带来的其他宗教信仰和文化实践与这种已经

被普遍认可的世俗主义还存在着价值观的冲突,

如何协调这两种观念力量, 是法国需要认真对待

的问题, 它关涉到所谓法兰西共和国基本原则与

价值诉求的维护。当然, 在这对矛盾范畴内还夹

杂着诸多复杂的政治与经济利益问题, 使得衡量

这两种观念力量的问题变得更加复杂。我们相

信, 法国在处理这一问题上的理论、制度与实践

探索, 将会为其他国家提供可资借鉴的经验。

从世俗主义意识形态所建构的信仰体系日益

取代宗教信仰的法国经验, 或许可以得出这样的

判断: 宗教是一个历史范畴, 但信仰或许永远伴

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

(责任编辑 洪 � 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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