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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蒂文 ·维托维克教授 是德国马克斯 ·普朗克研究所

宗教与民族多元多样化社会研究所的所长 , 也是英国国会 、欧盟 、 、世界银

行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顾问 , 为欧洲移民政策提供了作为学者的专业知识和知

识分子立场。

欧洲社会正在经历一场 “移民转型 ”
— 对话德国移民研究专家斯蒂文 ·维托维克教授

采访 本刊特约记者 沈奇岚

《队会现祭 》 维托维克教授您

好 在您的书和过去的研究中 , 反复提

到欧洲社会的多样性和社会转型 , 并称

之为 “超多样性 ” 。

您可以解释一下其中的联系吗

维托维 克 我很坚信 , 欧洲现在正

在经历一个深刻的转型过程 。这个过程

是不可逆的 , 将会有个新的社会从中诞

生 , 移民是其中很大的因素 。现在的移

民情况和从前不同 , 年前有大量的土耳

其人到德国 , 有大量的阿尔及利亚人到法

国 , 有很多巴基斯坦人涌人英国。现在的

情况是 整个欧洲 , 在许多更分散的小地

方 , 有来自非洲、南美洲 、亚洲等不同国

家的不同移民人群。这显然对于欧洲的公

共政策与文化都形成了挑战。

这个转型过程 很困难 , 因为许多

欧洲社会认为他们的国家文化处在了被

攻击的状态。我所认为的 “超多样性 ”

, 是指无论人们以

后如何定义 “德国文化 ” “英国文化 ”

或者 “法国文化 ” , 不同的人们在这些

文化中 , 都可以有空间来实践他们自己

的文化传统 , 比如印度宗教 、非洲音乐

等。这个我称之为新的欧洲精神。

的一个政策 , 就是应当创造 一些社会空

间 , 让人们可以互相接触 、了解 。通过

一些共同的活动 , 比如帮助打扫社区 ,

或者办个集市 , 比如让孩子们 一起活

动 , 这些微型的个人层而 的接触 , 让

人更容易接受他们身处的超多样性的社

会 。这是一种多民族 、多种宗教 、不同

价值观都能和谐共处的社会。

反对这股新的移民浪潮的力量 。我觉得

不可能阻挡这个潮流。我们将继续看到

持久的移民流动 , 因为经济的全球化 ,

因为财富在全球的不均匀分布 , 另外欧

洲的社会在老龄化 , 需要可以替代的人

口来保待他们现在所有的生活质量。所

以移民将继续进行 , 超多样性却是新的

文化互动 , 这些因素正在使得欧洲社会

转型。

《钊会现察 》 这个过程形成的结

构原因是什么呢

维托维克 在不少欧洲国家仍然有

《州全观察 》 “超多样性 ”如何

应用到具体的社会政策与实践中

维托维克 我一直向欧盟政府推荐

《洲会现奈》 作为 一个学者 , 您

怎样和政府部门合作‘

维托维克 我和 不少政府机构合

作过 , 比如欧盟 、 什界银行。我不得不

说 , 这是很叫人沮丧的经历。政府的时

问表和学者是不一样的 。我们学者 曾、是

想 , 如果要好好研究的话 , 我们需要一

两年 。但是政府让我们写的报告 , 往往

就只有三个月的时间来完成 。其次 , 政

府的决策者寻找的都是非常确切的解决

方案 一 这种时候他们可以怎么做 , 当

卜该制订怎样的政策才能转变某个事

情 , 等等 。学 者总是坚持事情是熨杂

的 , 需要花时问来理清结构 。政治家们

没有那个时问。政治家必须做决定 , 他

们遵循时间表和预算 。所以这就是其中

的矛盾之处。

有时候我 们研究很 多课题 , 写报

告 , 做政策建议 , 但是政治家们往往忽

略了我们的 作 , 做出了以利益或者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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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意识形态为主导的决策。这当然是他

们的工作 , 所以 , 我们常常只能苦笑。

《社会现察 》 您觉得作为学者 ,

在政策决定中应当扮演怎样的角色

维托维 克 我在过去学到的一点

是 学者应该扮演的角色 , 不应该止于

回答政治家们的问题 , 不能止于 “有多

少人 ”“是不是该这样做 ”。我不喜欢

这个 “提供答案 ”的角色 , 学者的任务

应当是让政治家们学会去问更好的问

题 。学者可以改变政治家们对某个问

题的理解 , 让他们有不同的角度来看

待一些 问题 , 这样就能够制订更好的

政策 。但是这 个很花时间 , 他们往往

没有那么多的时间 。有时候 , 我们的

研究也未必一定要报告给政治家 , 而

是让公众知道 。同时 , 学者 自己也应

区分 “为政策所做的研究 ” 一

和 “与政策相关的研

究 ” 一 。当研究

是为政策所做的 , 那这研究就不是那么

自由了 , 就会很窄。

《社会观察 》 您的研究曾经影响

了哪些政策

维托维克 在英国 , 我的确改变了

一些政策决定者的想法 。比如 “超多样
性 ”这个词汇开始渐渐进人了英国政府

的讨论之中。政府当时的政策决定要和

不同的移民团体之间建立长期的联系。

我的报告中说 , 这如果能做到自然好 ,

但是现在大城市中人们之间的接触是在

更微观的层面上发生的 , 有时候只有几

秒钟 , 比如在街上借一份报纸看 , 问问

时间 , 在广场上和孩子一起玩 。所以不

能只重视和大的机构 、团体之间的长期

联系 , 更要重视那些小的 、微观的 、人

性化接触。

《跨国主义 》 新视野 , 新范式

在 欧 洲 的 移 民 问

题 研 究 中 , 跨 国 主 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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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起关注 越南人如何在德

国扎根 大量的非洲移民如

何融入欧洲社会 为什么那

么多德国人信仰印度教 一

个移民的欧洲正在形成 , 不

过 , 新世纪的移民和一百年

前不同 , 如今的移民充满了流动性。 自己的身份 移民团体如何

“跨国主义就像全球化的宣言一 使用网络工具进行宣传 新

样 它的过程和它的后果是多样化的 , 的媒体工具如何进入并影响

也是错综复杂的 , 跨国主义已成为了理 了民族意识 这些都为学者

解当代移民活动的基本方式之一 ” , 斯 提供了新的令人振奋的研究

蒂文 ·维托维克在他的 《跨国主义 》 可能性。

一书中写到。 跨国主义新视野下的宗

维托维克教授强调跨国主义的研 教研究是维托维克教授的重

究重点之一是在整个过程中的转化 要章节之一。宗教之于移民

。 。他认为过去重要 的意义不仅仅在于共享一份

的社会理论针对的基本上是 世纪到 文化认同 , 同时也是一个新

世纪的工业社会 , 世纪的研究起 的转化过程 。这些渐渐形成

点应当是全球化的转化 , 包括社会文 了跨国主义的宗教研究的新视

化的转化 、政治的转化 、经济的转 野。在这个新视野下 , 宗教旅

化、宗教的转化等等。 行、朝圣可以看作是跨国的宗

维托维克教授在本书中添加了许 教活动。宗教团体的适应策

多当下的前沿研究 , 比如跨国主义的 略 , 人们在普遍的适应和特

网络社区研究 。在虚拟世界里 , 人们 殊的传统之间的矛盾 , 成为

可以轻易地 “跨国交流 ”和 “跨国生 了学者们丰富的研究宝藏。

活 ”。在虚拟世界里 , 人们如何确立 图片提供 斯蒂文 维托维克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