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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美国黑人面临严重的种族歧视和社会矛盾，对身份

认同的渴求十分强烈，黑人民族主义思潮随之涌现。在这股思潮的推动下，一部分美国

黑人选择用伊斯兰教作为斗争的武器，兴起了美国黑人伊斯兰运动。该运动经历了摩尔

人科学圣殿——伊斯兰民族——西方伊斯兰团与新伊斯兰民族并行——主流化的黑人穆

斯林这样一个发展主线，各个阶段在组织形式和思想构成上均表现出自己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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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早在奴隶贸易时代就有西非黑人穆斯林被掳入北美的记录，但作为失去基本人身自由的奴

隶，谈不上保持自身的宗教信仰。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移民潮中，伊斯兰教才真正进入美国。亚

历山大·韦伯的宣教活动和来自印度的艾哈迈迪亚派穆斯林让美国黑人开始对伊斯兰教有所了解。与

此同时，杜波依斯、布莱登、加维等思想家掀起黑人民族主义思潮，黑人族群越来越强烈地表达出对

于种族歧视的厌恶，以及对于属于黑人的独特身份认同的极度期盼。正是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历史时

期，经过黑人领袖加工的伊斯兰教满足了部分黑人、尤其是底层黑人的诉求，美国黑人伊斯兰运动伴

随着黑人民族主义思潮兴起。

美国黑人伊斯兰运动的兴衰变化直接反映在黑人穆斯林团体的发展状况上，尽管20世纪黑人

穆斯林团体众多，但基本是按照摩尔人科学圣殿——伊斯兰民族——西方伊斯兰团与伊斯兰民族并

行——黑人穆斯林融合主流这样一个主线发展的。本文将分析该运动的动因，梳理运动发展的主线，

讨论各发展阶段的主要特征，以期加深对美国黑人伊斯兰运动的整体理解。

一、美国黑人伊斯兰运动的动因

首先，美国黑人对于身份认同的渴求为他们接近伊斯兰教提供了精神动力。19世纪末美国南部

的种植园经济开始衰退，黑人劳动力大量向北部城市迁徙，在纽约、芝加哥、底特律等北部大城市开

始出现黑人聚居区。黑人受教育程度较低，基本从事社会底层工作，经济地位十分低下。处处可见的

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使黑人很难融入主流社会，陷入了身份认同的矛盾。这正如杜波依斯在《黑人的

灵魂》中指出的黑人同时作为美国人和黑人具有的“两个灵魂和双重存在”，①在探寻身份认同的过程

中通常存在两种趋势，一种是融合主义的努力，一种是分离主义的尝试。杜波依斯提出了黑人面临的

双重存在的困境，并从思想层面明确了分离主义是确立黑人身份认同的可选道路。在这种情况下，伊

斯兰教提供了一个不同于白人信仰的基督教的另类选择，皈依伊斯兰教可以使美国黑人将自身区别于

美国主流文化，找到身份认同的归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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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美国黑人民族主义思想对早期黑人伊斯兰团体的发展提供了理论借鉴和斗争工具。杜波

依斯强调要改变黑人面临的双重存在问题既要改变白人的偏见，也要自身的努力。后期杜波依斯更倾

向于后者，提出了黑人的斗争路线和经济独立的必要性。此外被誉为“泛非主义运动之父”的布莱登

则认为基督教文明有悖于非洲传统，抑制了黑人个性的发展；伊斯兰文明则适宜于非洲社会的发展，

它增强了非洲社会的凝聚力，维系了非洲人的尊严，有益于非洲文化和黑人个性的完善与发展。① 美

国黑人民族主义反映了美国黑人的诉求，社会影响很大，这一思想为黑人穆斯林领袖吸收，并与伊斯

兰教教义相融合。

最后，20世纪初伊斯兰教在美国的传播为运动的发展进行了贮备。第一个将伊斯兰教义从穆斯

林世界带到美国的反而是白人亚历山大·韦伯。韦伯于1887年在菲律宾皈依伊斯兰教，1892年他前往

印度，受到艾哈迈迪亚派在内的印度穆斯林的影响。随后，在一些富有的穆斯林的资助下韦伯在纽约

成立了美国穆斯林兄弟组织，并于1893年创建世界穆斯林出版公司，出版宣传宗教知识的书籍。1893

年芝加哥世博会期间举办了“世界宗教议会”，韦伯作为伊斯兰教美国地区的主要代表出席。韦伯并

没有直接针对美国黑人传布伊斯兰教，他的主要贡献在于为现代伊斯兰教传布到美国设置了前哨基

地，努力纠正美国公众对伊斯兰教的偏见。②

此后，艾哈迈迪亚派将伊斯兰教的传布与美国黑人的种族问题相合，传向美国黑人族群。被派

到美国传教的穆夫提萨迪克起初并没有主要针对黑人，只是批评基督教的种族歧视。一些白人基督教

会的强烈反对使他将传教的重点转向黑人。与德鲁·阿里的摩尔人科学圣殿和随后的伊斯兰民族不同

的是，萨迪克并不强调种族主义和政治参与，但还是对黑人伊斯兰运动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萨迪

克翻译的《古兰经》英译本为以后数十年美国黑人穆斯林组织领袖，尤其是法尔德和以利亚提供了重

要的思想依据；艾哈迈迪亚运动的马赫迪思想直接影响到以利亚对于宗教组织领袖的角色定位。③

二、黑人伊斯兰运动的发轫——德鲁·阿里时期

黑人大量前往北方大城市后，贫民区的生活环境和严重的种族歧视使其产生强烈的心理、宗

教、政治需求，这一状况进而为新的宗教和政治运动提供了土壤。④ 在这样一个矛盾激增的时代，黑

人和白人的种族融合缺乏社会基础，韦伯的种族平等论对于底层黑人产生不了足够强大的号召力，黑

人伊斯兰运动的领袖们更多地接受了布莱登等人的思想，成立了有别于正统伊斯兰教义的黑人穆斯林

组织。德鲁·阿里的摩尔人科学圣殿，黑人伊斯兰运动就此发轫。

德鲁·阿里1886年生于美国北卡罗来纳州，家庭贫困，受教育程度不高。1913年他声称梦中受

到启示，要拯救堕落的人类，尤其是“迷失的美国黑人民族”。德鲁在纽瓦克创建了迦南人圣殿组

织，1918年正式更名为摩尔人科学圣殿，主要的活动区域在芝加哥、匹兹堡、纽瓦克、底特律等工业

城市，⑤ 在经历过两次分裂之后，德鲁·阿里本人活动的中心区域在芝加哥，直到1930年去世。

摩尔人科学圣殿运动将黑人民族主义思想与正统伊斯兰教思想进行融合，开创了黑人伊斯兰运

① 张宏明：“基督教、伊斯兰教对非洲社会发展的影响———爱德华·布莱登的宗教思想透视”，《西亚非洲》2007年

第5期，12-13页。

② Smith, Jane I. Islam in America,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9, p.65.

③ Berg, Herbert. Elijah Muhammad and Islam,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2009, pp. 18-19.

④ Marsh, Clifton E. From Black Muslims to Muslims, Metuchen: Scarecroe,1984, pp.16-17.

⑤ Berg, Herbert. Elijah Muhammad and Islam,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2009, p.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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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的先河，他的宗教及社会思想表现出一些独特之处。

第一，德鲁·阿里利用神话的方式将美国黑人与非洲和伊斯兰教联系起来，力图使黑人摆脱奴

隶制影响，确认全新的身份归属。他认为黑人的祖先是诺亚的儿子含（Ham）的后代迦南人，也是圣

经中的古摩押人后代，而美国黑人最近的祖先生活在西非，曾经建立过摩尔帝国，统治过亚洲和欧洲

的大块土地。美国黑人应该认同自己为摩尔人，他们与生俱来的宗教应该是伊斯兰教。

第二，德鲁·阿里的宗教思想杂糅了伊斯兰教和基督教思想，并非是正统的伊斯兰教。他将自

己用于宣讲的册子也叫《古兰经》，但其内容却相去甚远。他还认为自己是给美国黑人带来安拉意旨

的先知，就像穆罕默德当年给阿拉伯人降示一样。正是因为这样的原因德鲁·阿里被正统信徒认为是

伪信者，摩尔人科学圣殿的活动也始终与正统穆斯林保持距离。

第三，德鲁·阿里的黑人民族主义思想体现了精神层面的分离主义。但是他不主张黑人作为一

个民族返回非洲，而应从精神上回归非洲，① 形成全新的、区别于美国白人主流社会的身份认同。他

不关注正统伊斯兰教的权威，在某种程度上，他是一个“20世纪20年代精明的美国黑人领袖”，利用

伊斯兰教的某些原则来抗争美国的种族主义和白人中心主义，以确立黑人新的身份。②

虽然采用了礼拜、禁酒、禁食猪肉、控制娱乐等伊斯兰教法中的规定，但由于与正统伊斯兰教

的教义相差过大，正统伊斯兰团体并不承认德鲁·阿里的穆斯林身份。他的主要创新之处在于将伊斯

兰教义与美国黑人斗争的社会现实结合起来，以伊斯兰教为工具团结、组织美国黑人民众。

虽然德鲁·阿里时期摩尔人科学圣殿的成员人数超过1万人，提倡黑人种族自豪感、结合黑人民

族主义进行抗争的组织方式也基本确立，但就其影响来说还是小规模的宗教社会组织。德鲁·阿里死

后，摩尔人科学圣殿由于内部纷争，影响趋弱，但法尔德和以利亚继承并发挥了德鲁·阿里的核心思

想，将美国黑人伊斯兰运动推向高潮。

三、黑人伊斯兰运动的兴盛——以利亚·穆罕默德时期

法尔德最初是沿途叫卖的游商，在经商途中传教。他同样将黑人和白人基督教文化分割开来，

但采用的方式并不一样。他在宣教中自称马赫迪，说自己相当于白人基督教中的耶稣，所有的黑人都

是传说中沙巴斯部落的后代，黑人的宗教是伊斯兰教。他自称从麦加来，目的就是要解救沙巴斯部落

的后代，重塑曾经失落的伊斯兰民族。③ 法尔德的思想中包含了强烈的黑人种族主义思想，而他的言

论也导致他数次入狱。1934年法尔德神秘消失。

法尔德成立了伊斯兰民族，并且发展了为数不少的信徒。信徒中的以利亚·穆罕默德继承了他

的衣钵，并且在他失踪后成为伊斯兰民族的领袖。正是在以利亚领导时期，黑人穆斯林的影响力到达

顶峰。他整合了德鲁·阿里和法尔德以来的美国黑人伊斯兰思想，使之成为虽然偏激但较为完善的思

想体系。同时，以利亚还推进了黑人穆斯林的社会参与，通过马尔科姆·X等伊斯兰民族骨干成员的

努力让黑人在美国社会发出强有力的声音。综合来看，伊斯兰民族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征： 

第一，以利亚提出了黑人至上的种族主义，其种族观更为激进。他宣称黑人（沙巴斯人）是神

的选民，在白人文明兴起之前就拥有辉煌的古代文明，而肤色最浅的白种人是最为低劣、邪恶的种

族。伊斯兰教是黑人的宗教，而被逐出麦加的雅各布为了复仇制造了白色人种来奴役包括黑人在内的

① Berg, Herbert. Elijah Muhammad and Islam,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2009, p.17.

② Turner, Richard Brent. Islam in the African-American experience, Bloomington, Ind.: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03, p.94.

③ Smith, Jane I. Islam in America,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9, p.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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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种族。① 白人在过去的几百年间一直奴役黑人，但白人美国将会衰落，伊斯兰民族的使命就是帮

助黑人恢复种族自豪感，重塑黑人文明。② 以利亚赋予伊斯兰民族的种族主义特点是其与正统伊斯兰

教的一大区别，成为伊斯兰民族与正统伊斯兰教论争的主要问题。

第二，以利亚坚持黑人民族主义，倡导黑人社会和白人社会的分离，并付诸实践。他声称黑人

不应该是美国公民，因为他们从种族上就不是美国人。他所希望的分离是在美国建立拥有自治权的自

治领土。不过以利亚是一个现实主义者，他清楚这一目标实现的可能性，对此“不抱过多的幻想”。③

他基于种族优势论的分离主义态度其实恰恰是为了抵制歧视、追求平等而采取的防御性姿态。④以利

亚还成立了黑人武装组织伊斯兰之果，尽管这个组织只是用于黑人聚居区的治安维护，但也反映了他

的地域分离主义思想。发表关于黑人与白人圣战的激进言论也是伊斯兰民族实践分离主义思想的斗争

策略，这一策略的应用随着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初马尔科姆的激进言论达到顶峰。伊斯兰民族激进

的分离主义既让他们“远离了不是黑人的穆斯林，也远离了不是穆斯林的黑人”。⑤

第三，以利亚强化组织内部的等级制度，重视发展黑人实业和宗教教育。伊斯兰民族的领导层

由总牧师（即以利亚本人）、分管主要城市的牧师、最高队长、队长等层次逐级构成。申请加入组织

者需要向总牧师提出申请，获准后即意味着脱离了被奴役的身份，使用新的姓氏来表示未知的非洲祖

先，同时像正统伊斯兰教徒一样有缴纳天课的义务。⑥ 这种层级组织制度的形成为团结黑人、实现地

域分离主义提供了制度基础。大力兴办黑人实业则是旨在为黑人最终脱离白人社会提供物质基础，保

证黑人在白人主导社会的经济独立和经济安全。以利亚本人受教育程度不高，但他非常重视发展穆斯

林学校。早在20世纪30年代左右，伊斯兰民族所属的伊斯兰大学（实际是几所小型教会学校）就与伊

斯兰民族各地的分部合作，成立穆斯林学校，帮助黑人穆斯林完成中学学业。

由于德鲁·阿里、以利亚等早期黑人穆斯林领袖对伊斯兰教义的理解并不全面，又受到黑人民

族主义思潮的强烈影响，为了确立黑人种族的自豪感甚至是优越感只选择伊斯兰教义中对于自身组

织发展有益的内容。另外， 由于黑人经历了长期被奴役的历史，而且在美国社会受到种种歧视，20

世纪70年代以前的黑人穆斯林组织大多持比较激进的种族、宗教和社会思想，与正统伊斯兰教相差甚

远。而坚持正统教义的穆斯林移民团体也担心与黑人穆斯林过于密切的联系会影响穆斯林移民融入美

国主流社会。因此，在20世纪的大多数时候，美国黑人穆斯林团体与以移民为主的正统伊斯兰教团体

保持了一定的距离。⑦

总体来说，在1975年以利亚去世之前，由伊斯兰民族引领的黑人伊斯兰运动基本保持了激进的

分离主义思想和政策，力图提升伊斯兰教在黑人中的影响力，促进黑人通过皈依来寻找归属感，确立

身份认同，争取民权。在高峰时期伊斯兰民族在美国各地的成员人数超过了100万人，它发起的各种

活动使黑人穆斯林成为20世纪50、60年代黑人民权运动中非常重要的一支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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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黑人伊斯兰运动的嬗变——马尔科姆·X的转变与后以利亚时代的黑人伊斯兰运动

随着社会形势的变化，伊斯兰民族内部出现了不同的声音，其中最典型的就是马尔科姆·X后期

回归正统伊斯兰教的思想转变。马尔科姆·X是60年代中期以前以利亚最看重的亲信，1947年22岁时

成为伊斯兰民族的忠实成员。① 作为伊斯兰民族的全国发言人，他通过演讲、示威等公众活动在国内

和海外全力宣传伊斯兰民族的思想和主张，讲述黑人的遭遇，强调伊斯兰民族为解决美国黑人问题做

出的努力。1959年他拍摄了描述伊斯兰民族的电视纪录片《源于仇恨的仇恨》，② 随后名声大噪，成

为著名的黑人民权领袖。在他的影响下包括拳王穆罕默德·阿里在内的一些著名的公众人物也皈依伊

斯兰教，进一步扩大了伊斯兰教在美国黑人和美国社会中的影响。

早期的马尔科姆是以利亚坚定的追随者。他曾在演讲时这样表达了对白人的态度：“难道你们真

的认为只是来自南方的白人阻止了其它地区的白人给予黑人他们应该享有的权利？不是！没有白人真

正希望黑人享有权利。”③ 他本人曾经表示在超过12年的时间里一直敬仰以利亚，④ 他“跪地向安拉起

誓要向白人讲述他们所犯下的罪恶，要向黑人传授尊贵的以利亚·穆罕默德的教导，哪怕为此要付出

生命的代价。”⑤ 但后来一系列事件让两人之间出现裂痕，直到最后决裂。

马尔科姆与以利亚决裂的原因众说纷纭，但有以下几点比较明确。首先，伊斯兰民族内部的权

利纷争导致以利亚对马尔科姆有所猜忌。马尔科姆代表组织出现在公共场合的机会逐渐减少。⑥ 其

次，以利亚与前后两名女秘书曝出的性丑闻动摇了以往马尔科姆对他的敬仰。再次，通过1964年的麦

加朝觐之旅以及随后的非洲多国之行，马尔科姆开阔了视野，认识到自己对伊斯兰教理解的不足，并

通过泛非主义认定要为黑人争取权利，就要团结国内外所有的黑人而不只是黑人穆斯林。他对以利亚

一直奉行的排他性的、带有强烈种族主义和民族主义特点的教义产生了极大的怀疑。

1964年3月,马尔科姆离开伊斯兰民族，创立美国黑人团结组织,并将自己的名字改为马利克·艾

尔·沙巴斯，准备以不同的方式捍卫美国黑人的权益，但次年即被枪杀于纽约。马尔科姆死后，将黑

人穆斯林引领到正统伊斯兰教义的责任落到了以利亚的儿子沃利斯·迪恩·穆罕默德身上。

沃利斯与父亲很不相同，他学习过阿拉伯语，研读了许多关于伊斯兰教义的书籍，对以利亚的

宗教思想不很认同。1964年他受到父亲的训斥，并被逐出组织。不过以利亚在马尔科姆死后还是让沃

利斯回到伊斯兰民族，并在去世前建议让沃利斯继承自己在伊斯兰民族中的位置。

沃利斯成为伊斯兰民族新的领袖之后，伊斯兰民族内部形成了两大派系，一派以沃利斯为代

表，倡导改变以利亚的教义；一派是以路易斯·法拉汉为首，主张坚持以利亚的思想。为了表明这一

转变，沃利斯将伊斯兰民族改名为西方伊斯兰团。为了突出组织的美国特征，1978年又改名为美国穆

斯林传教会。1985年自觉已经完成对伊斯兰民族彻底改造的沃利斯又将他所领导的组织定名为穆斯林

美国社会协会。

无法容忍这些改革措施的法拉汉于1978年带领坚持以利亚思想的原伊斯兰民族成员分裂出去，

建立了自己领导的黑人穆斯林组织，还是命名为伊斯兰民族。自此美国黑人伊斯兰运动进入20世纪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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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两条主线平行发展的后以利亚时代。

总体来看，沃利斯对组织的调整主要在于修正教义、淡化种族论、弱化民族主义、调整与穆斯

林移民的关系几个方面。他改变了神化法尔德的做法，也否定以利亚具有任何神圣的地位。因为这正

是以往正统穆斯林将伊斯兰民族作为伪信者攻击的最大证据。沃利斯还对以利亚黑人至上的种族论进

行了驳斥，坚持安拉面前各种族平等的看法，他公开宣称白人也应该被当做人类看待，他们可以加入

伊斯兰民族。同时，沃利斯倾向于将伊斯兰民族转变为纯粹的宗教组织，淡化黑人民族主义思想。他

不再过度强调黑人的民族自立，表示接受美国宪法，①促使黑人了解美国主流社会。另外，沃利斯也

致力于调整黑人穆斯林与穆斯林移民的关系，与穆斯林学生会等组织进行了良好的沟通。这些积极变

革改变了以往的激进倾向，与美国社会20世纪70年代以后种族、社会矛盾趋向缓和的趋势吻合，正统

伊斯兰组织和美国主流社会开始逐渐接受黑人伊斯兰运动。

法拉汉领导的伊斯兰民族走了一条与沃利斯不同的道路。对于沃利斯不断进行的调整，法拉汉

表示“我不再能容忍他了，所以我就离开。我离开不是因为我要对他进行攻击，而是因为我无法再

接受他对自己父亲的批判”。②法拉汉整体上继承了以利亚的衣钵，不赞同黑人应该选择融入主流社

会，坚持认为黑人应保持种族优越感，白人的美国必将衰落。同时，法拉汉非常热衷于参与政治。他

关于美国时政和社会问题的偏激言论时常引起争议。1984年法拉汉称锡安主义是“垃圾宗教”，遂被

贴上反犹的标签。1995年出于对美国媒体过多塑造黑人负面形象的不满，他发起了华盛顿百万人大游

行。此后他又进行了世界友谊之旅，呼吁解决歧视、贫穷、战争等困扰人类的问题。通过这些活动，

法拉汉成为以利亚之后激进黑人穆斯林的又一个领袖。

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法拉汉对伊斯兰民族也进行了一些调整。法拉汉仿效沃利斯，否定了法

尔德和以利亚的神圣地位，减少与传统伊斯兰教的冲突以缓和与正统穆斯林团体的关系。但是法拉汉

更多地选择加强与中东和非洲穆斯林的联系。法拉汉与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的密切来往，引起了美国

政府的不满，对伊斯兰民族的审查与控制也变得更加严密。

20世纪90年代中期，法拉汉对沃利斯一派的黑人穆斯林和穆斯林移民的态度发生了明显的转

变。1998年起，伊斯兰民族开始按照伊斯兰教历、而非此前以利亚指定的时间庆祝斋月。法拉汉患癌

症以后，沃利斯主动在其生日时致电，黑人穆斯林的两大组织关系开始缓和。2000年两人在芝加哥两

万名穆斯林面前握手言和，承认彼此都是真正的穆斯林。随着法拉汉逐渐收回自己的锋芒，美国黑人

伊斯兰运动在进入新世纪之时表现出主流化的倾向。

结语

在身份认同需要、黑人民族主义、伊斯兰教传播三大动因的作用下，美国黑人伊斯兰运动贯穿

整个20世纪，为美国黑人提供了不同于白人主流文化的宗教信仰和身份认同，为争取黑人民权和伊斯

兰教思想的传播都作出了贡献。中早期的黑人伊斯兰运动受到黑人民族主义情绪的强烈影响，以利亚

为反击白人控制美国的社会现实甚至提出了黑人种族主义。黑人伊斯兰运动在美国民权运动时期是与

马丁·路德·金的融合主义相对应的分离主义力量，这一时期的运动可以理解成对以宗教为载体的黑

美国黑人伊斯兰运动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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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内部的纠纷常常纠缠着宗教教义和信仰、教会财产和利益等多方面因素，其中宗教事务性的

纠纷大都是经济纠纷，比如教会分裂时的教产纠纷等。前文中已经讲到，在这类案件中，美国法院本

着将案件中涉及教义冲突的因素降到最低限度的目的，按照“教会自决原则”和“法律中立原则”，

基本上可以较好地解决这些纠纷。而对于因宗教教义教规的特殊性引起的问题或纷争，最高法院并没

有在政教分离和宗教信仰自由之间找到一个很好的平衡点，在这类案件的裁决中也表明了这个矛盾。

比如，摩门教的一夫多妻制因同联邦法律冲突而被禁止，而门诺派基督徒拒绝让其子女接受法律规定

的义务教育与义务教育法相冲突却得到最高法院的认可；印第安人在宗教仪式中使用具有致幻作用的

草药因与联邦禁毒法律相冲突而被禁止，而基督教安息日会教徒拒绝在周六工作却受到法律保护，基

督教科学派因信仰问题拒绝让子女接受诸如输血之类的治疗并因此致死也不会受到法律的制裁。

此外，如何对待新兴宗教的兴起与发展也是美国目前面临的新难题之一。美国是世界上新兴宗

教运动最发达的国家之一，各种新兴宗教、膜拜团体种类众多，其中难免有对社会造成极大危害的

“邪教”，① 近年来，美国社会的一些保守势力特别是宗教右派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的消极影响，开

始游说国会制定法律来限制新兴宗教和膜拜团体的发展，反映宗教右派意愿的宗教人权立法提案也不

断出现，然而在反“邪教”问题上，美国仍有很长的路要走。

通过上述对美国政府宗教事务管理方面的介绍和归纳，我们可以看到：美国的以普通法律为主

处理宗教事务、以政府文件为辅规范宗教活动的宗教事务管理模式基本上是成功的，通过法人地位和

免税资格管理宗教团体、通过教会自决和法律中立原则解决宗教财产纠纷的方式大体上是可行的，美

国政府对宗教活动的管理、对宗教内部事务的干预虽然遇到一些难题，但也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认

可，契合了美国的历史传统和具体国情，在现实生活中较好地发挥着指导与调节作用。

                                                                                                              （责任编辑     段  琦）

美国政府对宗教事务的管理

① 由于最高法院认为政府无权判定宗教是否“正统”或“异端”，因此美国政府没有“邪教”的定义，也没有对“邪

教”采取任何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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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族主义社会思潮进行的实践。马尔科姆的转变和沃利斯对伊斯兰民族的改革开启了后期黑人伊斯

兰运动自我调整、自我适应的篇章。在全新的社会形势下，黑人伊斯兰运动淡化了黑人民族主义思

想，开始积极融入美国穆斯林社区。

法拉汉与沃利斯的和解让很多人看到了黑人伊斯兰运动融入美国穆斯林社区的可能性。1960年

后最后一波穆斯林移民进入美国的高潮来到，这些移民受教育程度较高，经济能力较强，移民组成的

穆斯林组织对黑人穆斯林产生了更大的影响。沃利斯的改革措施也让跟随他的前伊斯兰民族成员更靠

近逊尼派移民。20世纪末法拉汉为首的激进派对教义的调整，似乎也说明了这一融合正在发生。但与

美国社会的多元构成相似，穆斯林的多元族群构成是一个既定事实。美国的穆斯林社区不可能像一些

中东国家那样形成统一、同质的社区。即便目前黑人伊斯兰运动与持正统教义的穆斯林团体逐渐靠

近，由于在族群文化、经济条件等方面的差异非常明显，黑人穆斯林与穆斯林移民和其他穆斯林皈依

者实现同质性融合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或许根本就不可能发生。目前，融合趋势更多地体现在穆斯林

群体对伊斯兰文化和作为穆斯林的身份形成统一的认识。这一趋势在“9·11”事件为美国穆斯林形

成整体认同提供契机的情况下，前景相当乐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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