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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穆斯林 �头巾事件 �: 代际
差异与社会融合

郭灵凤

  内容提要 :自 20世纪 80年代以来,穆斯林移民的融合问题就成为欧洲各国政

府面临的难题。穆斯林妇女坚持佩戴 �头巾�挑战了 �学校乃世俗场所�的欧洲主

流社会价值观。但是, 欧洲穆斯林并不等于伊斯兰极端分子, 他们的举动与其生

存状况密切相关。欧盟各国普遍存在着移民家庭子女受教育程度低、失业率高、

遭受歧视严重、街区贫困化加剧等问题。在欧洲长大的穆斯林移民子女追求更为

�纯洁�、更 �正统�的伊斯兰运动, 不仅是出于对父母传统的拒绝, 更是对边缘化的

社会经济地位的一种抗议。穆斯林移民的融合之路异常艰难, 欧洲各国政府均在

探索之中。欧盟委员会认为移民 �融合�是一个双向过程, 其基础是合法移民和客

居国之间相互的权利和相应的义务。而金融危机使移民就业遭到歧视, 宗教问题

与经济发展问题纠结在一起, 使社会矛盾格外复杂。此时,提出 �平等�、�文化对

话�、�文化多样性�的倡议尤为可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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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11�之后,伊斯兰和穆斯林研究成为西方的显学。马德里和伦敦爆炸

案、穆罕默德漫画、荷兰电影导演提奥 !凡高被刺等事件更使人们的关注点聚焦

到了欧洲的穆斯林极端分子和反恐安全方面。而事实上, 穆斯林移民的融合问

题早在 20世纪 80、90年代就成为欧洲各国政府的难题。穆斯林极端主义只是

冰山一角,在水面之下欧洲的穆斯林问题牵扯范围之广非单独的移民政策所能

覆盖, 涉及矛盾之深也非简单的反恐联合行动所能解决。 �头巾事件 � ( l∀ affaire

du foulard, the headscarf a ffair)为我们观察和理解欧洲穆斯林融合问题的复杂

性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切入点。这是温和穆斯林的一个看似 �温和 �的举动,却引



起了欧洲主流社会如此剧烈的反应, 这一现象折射出的种种问题值得深思。

1989年,坐落于法国小城克凯尔 ( Creil)的嘉博瑞 !哈维兹 ( G abriel H avez)

学院勒令三位佩戴头巾的穆斯林女孩退学,理由是校方认为她们的行为违背了

�学校乃世俗场所 �这一信条。随后, 法国行政法院判决学校的处罚违反了法

律。 �头巾事件�在欧洲社会引起了广泛的争议。欧洲各地几乎都出现了类似

的穆斯林妇女佩戴头巾的抗议性举动, 迫使欧洲各国政府和欧洲公众必须直面

穆斯林群体在欧洲的存在。在德国, 一位阿富汗裔的女教师费蕾斯塔 !鲁丁女

士因拒绝摘下头巾而被教育部门禁止从事教师职业。# 在英国, 一位穆斯林女

教师因为坚持带着面纱上课而被停职。∃ 在比利时,一位女议员佩戴伊斯兰头

巾到布鲁塞尔大区议会宣誓就职。经过激烈的辩论,比利时司法部决定推出允

许公务员佩戴头巾的提案。这两件事在比利时引起舆论强烈反响, 有关国家是

否应在宗教问题上保持中立的论战再起。% 2009年 9月,比利时北部弗朗德勒

地区属于弗莱芒语族群的大约 700所公立学校的校长决定全面禁止学生在校园

里佩戴伊斯兰头巾。& 在关于 �头巾事件 �的争论过程中,穆斯林移民在欧洲的

处境、欧洲公众对伊斯兰教和穆斯林问题的看法、移民融合的途径等等问题纷纷

被引发出来。

然而,为什么这些穆斯林女孩要佩戴头巾? 这个问题涉及穆斯林在欧洲的

社会、文化和经济处境。

一  身处欧洲的穆斯林 :从客居到定居

二战之后,西欧各国面临重建而国内劳动力短缺。因此, 20世纪 60年代开

始劳工移民纷纷涌入欧洲。第一批进入欧洲的穆斯林移民是来自北非、土耳其

和印度 -巴基斯坦的劳工。法国和英国主要从南亚和北非前殖民地吸收劳工,

而德国主要吸收来自土耳其的客居工人。在这一过程中, 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

是,对于客居国和移民来说,双方都拥有共同的关于殖民地过去的记忆, 即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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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的关系曾经是统治者和被统治者。

但是,此时的欧洲公众并不认为穆斯林是个问题,因为对于第一代穆斯林来

说,欧洲只是暂居之地。伊斯兰首次成为西欧主流社会和穆斯林团体之间的问

题,是在 20世纪 70年代西欧各国政府出台了允许客居工人的家属移民以实现

家庭团聚的政策之后。因为这就意味着, 穆斯林移民要在一个陌生的外国环境

中抚养下一代,他们的孩子不能直接从外部的社会环境中学习到关于本民族的

社会规范和价值观。因此,随着穆斯林家庭在欧洲社会的出现,穆斯林移民的子

女就学、穆斯林公民要求官方承认其宗教信仰等等问题就出现了。一位土耳其

移民在谈到子女教育时,这样说道: �那些参加可兰经课程学习的孩子和不参加

的孩子区别很大,因为教养 ( upbring ing )包含在学习过程中,包括对他们父亲的

尊重、对客人的尊重。客人到访时, 学习了可兰经的孩子会尊敬他。但是,没学

习的孩子却唧唧喳喳,惹人生厌∗∗所以,这关系着我们的传统和习俗。孩子们

在学习可兰经的过程中学到这些,他们从学校里学不到。�#简而言之,正是这种

移民处境迫使穆斯林要强化其社会规范和价值观。正如约瑟琳 !西塞瑞 ( Joce�

lyne C esari)所说: �当他们的父亲和祖父的社会地位被其经济地位决定的时候,

在欧洲出生并受教育的第二代穆斯林, 强迫西方政府和社会面对移民带来的文

化和政治结果。�∃

这个 �文化和政治的结果�首先体现在修建清真寺上。清真寺是穆斯林在

外国环境中保存、维系其自身价值观和社会生活的重要场所。 1961年西欧清真

寺总数仅 382座, 其中有 350座清真寺位于希腊的西色雷斯和罗得岛等地,西德

和英国各有 10座清真寺,荷兰为五座,法国为四座, 意大利、瑞典、奥地利则分别

只有一座,其他欧共体成员国没有清真寺。而到 1971年全西欧的清真寺已达

607座, 1981年增至 2124座, 1991年又增至 4845座, 1995年更增至 6000座左

右。其中,穆斯林人数集中的法国、德国和英国在 1991年分别就有 1500座、

1000座和 600座清真寺。而荷兰、希腊、比利时等也分别有 400、400和 300座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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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的清真寺。#

其次是各种穆斯林社团的组建。 1963年法国成立了 �法兰西穆斯林学生协

会 �和 �伊斯兰教协会 �,西班牙于 1971年在格拉纳达省由穆斯林留学生组建了

伊斯兰教组织,不久西班牙境内各主要城市相继成立该组织的分支机构, 1963

年比利时穆斯林青年成立 �伊斯兰教总董事会 �。20世纪 80年代以后,伊斯兰

组织更为活跃,纷纷在欧洲各国组建社团。其中,既有官方机构,如英国的穆斯

林委员会、法国穆斯林宗教委员会、德国伊斯兰教协会、德国穆斯林大会、欧洲伊

斯兰理事会;也有民间机构,如荷兰、比利时、奥地利等国的伊斯兰协会。这些穆

斯林组织的建立,团结了当地穆斯林移民, 也提高了穆斯林参与政治的积极性。

2004年 9月法国中期议会选举, 2名阿拉伯裔候选人赢得参议院议席;在英国下

院 659名代表中就有 2名穆斯林移民代表、上院则有 4名穆斯林代表;奥地利穆

斯林在政府常设代表机构中,负责向政府反映穆斯林民意。∃

今天,生活在欧洲的穆斯林大约有 1500- 2000万人,鉴于穆斯林移民人数

的不断增加和他们的高生育率, 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 ( US N ational Intelligence

Counc il)预计到 2025年欧洲穆斯林的人数将会翻番。% 同时, 由于近十几年来,

穆斯林社团在欧洲的迅速增长,伊斯兰教已经成为欧洲许多国家的第二大宗教。

二  公众的疑虑: �他们 �能够成为 �我们 �吗?

穆斯林人口作为移民在欧洲的社会文化处境, 为我们理解欧洲公众对待穆

斯林妇女佩戴 �头巾�事件提供了一个背景, 但是,仍然不能解答 �头巾 �事件引

发的一个疑问:为什么欧洲主流社会对穆斯林妇女佩戴 �头巾 �这桩小事反应如

此剧烈?

米瑞安 !费尔德布隆 (M iriam Feldblum )的观点有助于回答这个问题。他

认为, �头巾事件 �折射出法国公众对于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恐惧, 使人们更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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忧虑身处欧洲的穆斯林移民团体未来的走向。# 长期以来, 学校、教会和军队被

认为是培养社会认同的重要机构。在现代社会中, 学校在公民社会化的过程中

更是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民族差异则应该被留在校门之外。 �头巾�事件却

挑战了这一欧洲主流社会价值观,使欧洲公众感到,穆斯林更尊重伊斯兰信仰,

而拒绝认同客居国的价值观。也就是说, 头巾事件使欧洲公众感到,穆斯林虽然

与 �我们 �同在欧洲,但一直是 �我们�中的 �他们 �。

1989年 10月, �头巾事件�在法国引发了关于移民控制和强化国籍法的讨

论。法国的左派和右派似乎在这一问题上观点趋同。社会党人一直以来反对种

族政策,认为这种政策是人为制造地理和文化上的 �少数民族聚居区�,是一种

变相的种族隔离形式。∃ 这一次,他们与右派政党加强移民控制的倾向, 殊途同

归。1990年,在总理办公室移民融合秘书长 ( a Secre tary- General for integ ra�

t ion)领导下成立了一个思想库 �移民融合高级顾问委员会 � (HCI, H aut Conseil

� l∀ Int�gration)。这个委员会于 1991年出台了第一份报告,宣称 �法国的移民

融合模式�遵循的是平等的逻辑而非少数民族的逻辑。在法国国家与穆斯林人

口的关系问题上,左右两个政治派别共同担心的问题是穆斯林对法国国家的忠

诚度。他们忧虑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潜在的对法国国家认同的破坏性。

这种担心并不是没有根据的。事实上,欧洲的许多清真寺、穆斯林学校和伊

斯兰文化中心都受到沙特阿拉伯和阿尔及利亚等穆斯林国家政府的资助,它们

都倾向于支持正统伊斯兰教。欧洲的许多伊玛目 (清真寺大教长 )是从穆斯林

世界 �输入�的。欧洲地方穆斯林团体为建立清真寺筹集资金, 并从他们的来源

国邀请一位伊玛目来主持欧洲的清真寺。这些伊玛目通常并不了解欧洲现代文

化,甚至不能讲客居国的语言,因此, 在与欧洲社会进行交流的过程中会出现各

种问题。

另一方面,极端伊斯兰意识形态所倡导的 �全球化伊斯兰 �观念, 更是使欧

洲人感到忧虑。但是,极端伊斯兰意识形态能代表伊斯兰文化吗? 法国学者奥

利弗!罗伊 ( O livier Roy)在其 2004年的著作(全球化的伊斯兰 ) ( G lobalised Is�

lam )中明确提出,当代极端伊斯兰主义是身份政治的表现。在罗伊看来,极端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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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兰的根源不是文化,也就是说,不是伊斯兰内在本质或者该宗教产生出来的文

化的副产品。相反,他认为极端伊斯兰思想是因为伊斯兰的 �去地域化� ( deter�

ritorialised)威胁到穆斯林身份认同的根本问题。# 在(穆斯林与欧洲公民权 )一

文中, 埃米利奥!帕拉提 ( Em ilio P latt i)指出, 泛伊斯兰运动是在反对阿拉伯国

家民族主义的基础上产生的。事实上, 从 17世纪开始,西方的影响已经逐步渗

入伊斯兰世界。奥斯曼帝国甚至开始借鉴法国的法律系统来进行本国司法体系

的现代化。埃及、叙利亚和伊拉克的法律体系均不同程度受到西方的影响。因

此,大多数穆斯林逐渐意识到他们不再单独生活在 �伊斯兰屋宇 � (House o f Is�

lam )中,伊斯兰世界的大部分地区开始走向文化分裂。在 1958年的开罗戏院

中,没有一个妇女观众佩戴头巾。而现在激进伊斯兰分子所要做的就是在政教

合一的古老传统基础上重建这座屋宇,在全球重建伊斯兰律法,而无视伊斯兰世

界其他分支的发展。∃

因此,我们的结论是, 穆斯林并不等于伊斯兰极端分子。虽然,迄今为止,西

欧各国政府推行的融合政策是失败的。穆斯林移民没有很好地融入西欧社会,

而是形成了一个个对外界封闭, 对内自有一套规则的 �平行社会 �, 缺乏对主流

社会的认同。% 但是,这并不表明穆斯林不可能改变。欧洲公众所疑虑的极端

伊斯兰意识形态不是伊斯兰文化的必然产品, 也不是欧洲穆斯林必然的归宿。

欧洲社会更多地应该从穆斯林的生存处境出发去寻找原因, 而不能被激进主义

的表象所迷惑。

三  被边缘化的欧洲穆斯林 :激进的移民后代

欧洲学界已经对穆斯林的生存状况有了更多的了解。学者们的研究表明,

在欧洲并没有一个统一的穆斯林社会。根据来源国的不同, 穆斯林移民生活在

不同国家的社会团体中。因而, 也没有一个共同的对欧洲穆斯林公民的理解。

同时, 伊斯兰在欧洲不仅仅是一种移民的宗教, 而且常常是工人、生活在社会底

层的人、主流社会之外的人和居住在贫民窟的人信奉的宗教。这两个方面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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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兰在欧洲作为少数民族宗教与世界其他地方的不同。# 移居荷兰阿姆斯特

丹的布鲁斯 !巴威尔发现, �这个城市被分成两个截然不同的几乎是完全隔离

的两个世界。一个世界基本上由种族上的荷兰人组成,世俗的, 自由的, 由于婴

儿出生率低而人口持续下降。另一个世界主要由穆斯林移民组成, 生活在由传

统联系在一起的、自我分割开来的飞地,他们独裁的领袖蔑视民主, 人口迅速增

加 (由于婴儿出生率高,移民增加 ) �, 而且 �这个区分在整个西欧普遍存在。�∃

欧盟各国普遍存在着的移民后代及贫困家庭子女受教育程度低、失业率高、

难以融入主流社会、遭受歧视严重、街区贫困化加剧等问题, 同样困扰着欧洲的

穆斯林社区。这些问题日积月累导致这些被边缘化的青年群体对国家、对未来

绝望, 产生强烈的反社会心理与暴力倾向, 2005年秋冬巴黎郊区暴乱、2009年希

腊青年暴乱都是这种社会心理作用下的结果。因此,虽然许多法国的骚乱者具

有穆斯林背景,但是这种反抗更多的是社会 -经济问题驱动的,而非单纯的宗教

问题。%

那么,同样身处欧洲社会的边缘,与第一代穆斯林移民相比,为什么移民后

代对欧洲主流社会会有如此激烈的反抗态度和行动呢? 在欧洲长大的穆斯林移

民第二代、第三代,虽然从小在家庭中接受了传统的伊斯兰教育,但是特殊的移

民社会生活处境使得他们与父母的关系不同于传统的穆斯林家庭模式。在传统

的穆斯林家庭中,父亲是绝对的权威,子女在家庭中和社会上都要依赖父母。然

而,现在由于子女掌握了移居国的语言,对于他们身处的社会比父母有着更多的

了解, 他们成为父母的 �翻译�。在许多场合,比如诊所、医院、社会服务机构,子

女不仅比他们的父母更能干、更容易与主流社会沟通,而且他们也清楚地意识到

了父母在社会经济处境中的弱势。这种代际关系中的权力转移反映在穆斯林家

庭中, 就是年轻的穆斯林质疑父母一辈所遵从的伊斯兰传统,他们追求的是更为

�纯洁�、更 �正统 �的伊斯兰运动。而且他们的追求不仅是出于对父母传统的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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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更是对边缘化的社会经济地位的一种抗议。# 比如,移民德国的土耳其客籍

工人的第二代,尤其是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的第二代移民,正是通过佩戴头巾、

要求在大学中增加穆斯林神学课程等等活动, 来重新定位自己在一个非穆斯林

社会中的的民族 -宗教认同,这种认同既不同于欧洲国家主流社会的世俗化概

念,也不同于他 /她们父母一辈的传统伊斯兰教信仰。∃

事实上,穆斯林妇女坚持佩戴头巾,不仅是对自身文化传统的尊重, 还反映

出她们对抗西方主流文化的态度。正如许多穆斯林女权主义者指出的, 头巾具

有多重功能,在当代社会中它代表了穆斯林妇女独立于西方时尚的愿望,是一种

社会、宗教和政治的识别符号。%

但是,在大多数欧洲人眼中,头巾是妇女受压迫和穆斯林男人暴政的象征。

在法国和德国关于头巾问题的公众讨论过程中,就有人认为,头巾首先是政治而

不是宗教的象征。伊斯兰妇女的头巾标志着女性对男性的依赖和附属关系。比

如,德国巴登符腾堡州的绿党议员本德尔女士提出: �在包头巾后面是这么一种

观念: 女人不能裸露。不能裸露的包括头发。因为裸露会激发男人的性联想。

我觉得这是 2003年也许应该让孩子们讨论的问题,但不能够以女教师为榜样来

讨论。我们也知道,许多女孩子被她们的父母逼着包上头巾。假如她们的女教

师头上戴着这样的东西,她们又凭什么反抗她们的父母呢? �&

因此,根据不同人的不同解读, 头巾既可以是压迫的象征, 也可以是革命的

象征。加里奥提 ( Ga leotti)提出,戴头巾也就是在宣称 �我想成为我自己, 并且我

以此为荣�。这代表了穆斯林妇女的自我理解 ( se lf- understanding )。事实上,

这里的 �我�表达了一种强烈的归属感, �我�属于 �我们�, 一个具有鲜明文化认

同的群体。+ 正是属于穆斯林社会一分子的这种归属感,使戴头巾在内的服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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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成为穆斯林妇女的一种义务和自我认同不可分割的部分。而这种归属感也

正是引起欧洲国家政府和公众担忧的症结。列文 !考克 ( Levent K�ker)认为,

穆斯林妇女的这种归属感使得戴头巾这一行为不再局限于私人领域, 不是什么

个人的选择自由,而是具有了政治含义。这一行为挑战了欧洲民族国家统一的

国家认同。#

四  穆斯林移民融合之路:同化、平等和文化对话

欧洲穆斯林移民的融合之路是艰难的。这种艰难首先表现在欧洲移民受制

于自身的经济社会条件往往不能融入主流社会,但是,在欧洲各国政府和公众看

来,更为艰难的是许多穆斯林移民并不想成为欧洲人。戴头巾不再是一个关于

遵守公共社会准则还是尊重个人宗教自由的问题; 而是认同欧洲主流社会价值

还是认同穆斯林社团价值的一种抉择。

围绕着穆斯林妇女的头巾问题, 法国在社会大众和政治精英两个层面展开

了长达 14年的激烈争论。 2004年 2月,法国国民议会最终以 494票赞成、36票

反对、31票弃权的压倒性多数票结果一读通过了 �禁戴头巾法�。该法案严禁在

公立学校配戴明显的宗教标志,包括穆斯林头巾、犹太教小帽、基督徒的大型十

字架等。违反此法者,可能被学校开除。之后, 这项颇有争议的提案, 在参议院

通过, 经法国总统希拉克签署后成为法律。国民大会的党派代表认为, 这一法律

是捍卫了共和国的纯洁性, 体现了共和国的基本价值观, 即所有公民一律平等,

彻底实现政教分离,以此打击伊斯兰 �原教旨主义 �,实现穆斯林移民与法国主

流社会一体化的社会目标。民意调查显示,超过 60%的法国人都赞成该法案。

其中, 教师中支持这一法案的比例高达 70%。法国最大的穆斯林组织 �法国穆

斯林宗教委员会 �也支持这项法案。但也有许多穆斯林对此表示强烈不满。法

国政府收到了一份署名为 �摩夫萨尔 -巴拉伊夫突击队 �组织的恐怖威胁信件,

该组织声称,法国政府颁布的有关禁止在公立学校戴头巾的法律是 �以伊斯兰

教为敌 �的行为, �法国已决定将自己置于伊斯兰教最危险的敌人一方 �, 如果不

废止该项法令, �在撒旦同伙的土地上,将会发生一起大规模的进攻, 我们将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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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拖入恐怖与懊悔的境地�。#

其他欧洲国家也出现了类似情形。1998年, 德国巴登符腾堡州一名老师在

学校上课时佩戴伊斯兰头巾,被学校开除, 这位年轻老师告上法院, 指称德国宪

法应保障她的宗教自由。最后联邦宪法法庭裁定 �这位老师可以戴头巾 �,但是

也指出,各邦可以自行决定新的相关法规。这项但书引起德国 320万穆斯林强

烈抗议。2003年 9月,德国最高法院裁定,各州有权禁止老师戴头巾。 2006年,

德国至少已经有 4个州禁止教师在学校佩戴头巾和面纱。

继头巾、面纱问题之后, 伊斯兰罩袍问题也成为欧洲政府和公众讨论的话

题。2010年 4月,一名浑身套在伊斯兰罩袍下、仅露出双眼的驾车女子, 在南特

大街上被摩托骑警拦住,并被处以罚款。之后,坐在驾车女子一旁的男子被怀疑

非法一夫多妻,可能有诈骗社会补助金行为, 法国内政部长奥尔特弗说会考虑

�撤销其法国公民籍�的问题。这就是近来轰动法国的 �南特案 �。围绕是否禁

止穿着全身罩袍问题, 报界评论、左右派人士辩论、政府要员纷纷发表言论。

2010年 4月,萨科奇总统作出裁决, 让政府考虑全面禁止法令。罩袍问题并不

局限于法国,丹麦已于 2010年初作出决定,在公众场合下不许穿戴只露出双目

窄条的全身罩袍 ( n iqab)和连眼目部位都被网罩遮盖的长罩袍 ( burqa)。因为考

虑到不能违反宪法,丹麦才没有作出彻底禁止的决定。比利时议员也在 2010年

4月一致通过了不得在公众场合如此着装的提案。∃

显然,要贯彻政教分离的原则,消除穆斯林移民宗教文化与欧洲世俗社会文

化的冲突,实现二者的融合,欧洲国家依然任重道远。

但是,不论多么艰难, 认真了解穆斯林移民的经济社会生活状态和心理状

态,通过积极的融合政策和宗教对话来解决问题,应该是欧洲各国政府面临的唯

一选择。简单地采取社区隔离政策, 对穆斯林社区日益贫困化的状态不闻不问,

或者对少儿婚姻、女性歧视等陋习听之任之,已经是不可能的了。欧洲各国政府

和欧盟都在积极地努力寻求移民,尤其是穆斯林移民, 融合问题的解决之道,尽

管他们努力的方向也许并不相同,他们的政策趋势也会随着经济社会形势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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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气候的变化会有所波动。

修改国籍法,给予移民合法身份是一种办法。 1999年 1月,德国南部巴伐

利亚州政府将一个 14岁的土耳其裔男孩驱逐出境, 理由是他犯有一系列违反法

律的轻微罪行。这个孩子的父母是土耳其移民, 他出生在慕尼黑, 在德国长大。

这个决定引起了德国公众全国范围的大讨论。当时执政的社会民主党政府因此

提出建议,改革 1913年的国籍法,即只有纯粹的日耳曼血统的人才能获得德国

公民权,而让来自不同民族、信仰不同宗教的少数民族在保留他们原有国籍的同

时也可以获得德国国籍。施罗德政府的这项提案遭到了很多人的反对, 但是经

过修改最终还是通过了。 2000年 1月, 新法律出台,规定所有在德国出生的外

国人,只要父母一方具有合法的德国居留权, 就可以在 14岁或更小的年纪获得

德国公民权,同时他们在 23岁的时候必须选择母邦或移居国一种国籍。#

英国的移民融合政策遵循多元文化路线, 政府承认不同少数民族社群的存

在,反对将个人同化到国家文化中。这一路线体现在 1968年和 1976年的 (种族

关系法 ) (R ace R elations Acts)中。但是,英国政府对于宗教作为种族和民族认

同的一个方面并没有给予足够重视。∃

法国则推行 �平等逻辑 �,积极回应移民子女教育问题对社会融入政策的挑

战。2008年 12月,法国总统萨科奇在巴黎综合理工学大学讲坛上,宣布从 2009

年 9月起, 每个高等名牌学校预科班将提供 25%的名额给 �优秀助学金学生 �。

2010年,这个 �配额�将提高到 30%。萨科奇说: �真正的机会均等首先应透过

教育来实现 �,必须向少数族群开放 �培训精英的场所�,方便他们进入高等名牌

专科学校。此外,他还向电视等优越行业和 100家大公司发出倡议,敦促提高高

端就业市场中少数族群的比例。%

针对伊斯兰极端主义的 �全球化伊斯兰�倾向,法国政府提出了伊斯兰本土

化策略,即建立 �法国的伊斯兰 �。在 1994年, 强硬派内政部长查尔斯 !帕斯库

( Charles Pasqua)提出: �谈论伊斯兰在法国 ( Islam in France)已经不够了。现

在必须是法国的伊斯兰 ( a French Islam ) �。 2001年市政选举之后,法国总统希

拉克会见来自法国各地的新任市镇长官, 其中讨论的一个话题就是如何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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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的伊斯兰�。#

欧盟的政策导向是在 �文化对话 �的机制下, 促进包括移民在内的社会融

合。 �融合�并非单行道, 欧盟委员会将 �融合� ( integ ration)定义为一个双向过

程 ( tw o- way process) ,其基础是合法移民和客居国之间相互的权利和相应的义

务,鼓励移民积极参加社会生活。∃ 主流社会与少数民族团体之间的交流对话

和积极理解应该倡导。客居国的责任是保证移民享有参与经济、社会、文化和公

民生活的正当权利,与此同时,移民必须尊重客居国的基本规范和价值观,在不

放弃自身认同的同时,积极参与融合过程。移民团体和主流社会都应该积极、持

续地参与融合过程。%

但是,从 2008年下半年开始,金融危机蔓延欧洲, 经济衰退、劳动力市场受

到冲击、失业率上升, 移民就业遭到歧视,成为金融危机的 �替罪羊 �。欧洲右翼

势力以极端民族主义、排斥外来移民、反对伊斯兰教等为宣传口号, 将经济和社

会问题归咎于少数族裔和外来移民, 赢得了一些激进的失业和社会底层民众的

支持。&

正是在这种艰难的时刻, �平等�、�文化对话�、�文化多样性 �的倡议才显得尤

为可贵。经济全球化冲击着欧洲的劳动力市场和金融市场, 面临老龄化社会威胁

的欧洲,从长远发展的角度,需要移民劳工。而全球化的移民潮带来的文化多样性

挑战着欧洲民族国家的认同、挑战着欧洲社会的稳定与繁荣。宗教问题与经济发

展问题纠结在一起,使社会矛盾格外复杂、移民融合异常艰难。但是, 挑战无法回

避。欧洲人,如同身处全球化进程中的其他国家的人们一样,必须学习在全球化背

景下的知识经济时代与世界各国竞争、在全球化背景下的多元文化社会中与操着

不同语言、信仰不同宗教、来自不同民族和文化背景的人们共同生活。

(作者简介: 郭灵凤, 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副研究员; 责任编辑: 莫

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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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unched its � East Partnership� P rogramm e onM ay 7, 2009 and receives a warm

we lcom e from the 6 countries concerned. A lthough th is P rogramme is underlined by

strong external and internal driving forces, in view of the cons iderat ions such as the

Russian factor, the EU ∀ s own lmi itations and the gaps in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
ic condit ions between the 6 countries, it w ill still take a long tmi e for th is Pro�
gramm e to be fully mi plemented.

83 The Impacts of EU Antidumping Actions againstChina on Its Ow n Con�
sumers∀ W elfare

ZHANG Yongan XU M in

This paper, based on the o fficial data published by both the StatisticalO ffice of the

European Comm iss ion and other o fficial agencies, takes a pragmatic approach to the

anti- dumping actions init iated by the European Union aga inst Chinese products,

argu ing that it w ill produce tw o negat ive results. Such actions w ill not only cause

the European consumers to face the welfare losses and the compan ies in the Europe�
an Union to strugg le w ith the increas ing costswh ich w ill in turn w eaken the ir com�
petet ive edge, but be harm ful to Chinese compan ies.

101 The Headscarf A ffa ir: In tergenerationa l D ifferences and Socia l Inc lu�
sion of the European Muslmi s

GUO Ling feng
The social inclus ion of the European Muslmi s has becom e a priority on the agen�
das of the European states since the 1980s. TheM us lmi w om en∀ s ins istence on

wearing headscarves is interpreted as a relig ious challenge to them ainstream Eu�
ropean social value, that is, � secularism in schoo ls�. Isolated from theEuropean

m ainstream societies, theMuslmi communit ies have the ir own va lue of rules, but

they are not equal to the Is lam ic radicals. The mi m igrant fam ilies have been com�
m only suffering from be ing poorly educated, h igh unemploym ent rate, discrmi ina�
t ion and poverty. Therefore, the m ovem ent of many young M uslmi s tow ards a

m ore pure and orthodox form of Islam is based not only on a rejection of their par�
ents∀ traditions, but on theirm arg ina lization in the European society. The Euro�
pean states are now exploring d ifferent approaches to integrate theM us lmi s.

113 A S tudy on Russia∀ s S tate Governance

PANG Dapeng

F rom a social science perspective, Russ ia∀ s trans form ation w ill undoubtedly pro�
vide rich and fresh materia ls for the progress of the political sc ience, espec ially for

the � transit ion political science�. On the occas ion of the 20th anniversary o fRu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