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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移民专论·

移民社会的文化整合问题与统一后
联邦德国文化多元主义的形成

岳 伟，邢来顺

( 华中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9)

摘 要: 德国统一后成为一个非典型移民国家。为应对外来移民文化与本国主流文化的整合问题，联

邦德国形成了一套文化多元主义政策: 一方面尊重和包容移民文化，另一方面要求移民必须在文化上融入

主流社会。文化多元主义在文化机构、文化传播机构和宗教领域中的贯彻促进了德国非典型移民社会的文

化整合。
关键词: 移民; 德国; 文化多元主义

随着大量外来移民的涌入，统一后的联邦德国出现了较为严重的文化整合 ( Integration) 问题。①

文化多元主义②是德国为应对这一问题而逐渐形成的政策。学术界对联邦德国移民问题已有较多研

究，③但专门研究其移民文化政策和文化整合问题的著述却还比较少见。本文将对统一后德国 “非典

型移民社会”的形成和文化整合问题的出现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论述德国文化多元主义的理念以

及这一政策在解决移民社会文化整合问题时所显现出的效果与不足。

一、联邦德国 “非典型移民社会”的出现与文化整合问题的提出

二战之后，大量外来移民进入欧美发达国家。这些移民大都来自非西方文化圈，且本身经济地位

和受教育程度较低，他们的到来给西方社会带来了严重的文化碎裂和文化冲突，进而使包括联邦德国

在内的当代西方移民国家面临着迫切的文化整合问题。文化整合是与经济 ( 就业) 整合、社会 ( 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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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 整合、政治整合等问题并列的移民社会整合问题之一，它包括移民在文化上融入主流社会和主

流社会对移民的文化认同两个方面，其本质是如何在保持社会文化多元性和统一性之间寻求一个平

衡，以达到整体社会文化的和谐发展。
战后联邦德国先后经历了三次大规模的移民迁入浪潮: 一是战后初期逃离或被迫离开家园的、来

自苏占区和东欧的德意志难民; 二是为弥补战后劳动力缺乏而引进的土耳其和意大利等国的外来务工

人员，如今很多人都已经有了第三、四代子孙。自 20 世纪 70 年代经济危机开始后，联邦德国像西欧

其他国家一样收紧劳工准入政策，禁止外国人在德自谋职业，劳工移民数量遂大大减少; 三是苏东剧

变之后来自原社会主义国家、包括俄罗斯车臣地区的政治避难者和难民，以及得到德国政府允许从苏

东地区返回母国定居的、几乎没有任何德国文化背景的德意志侨民。① 目前，在德国 8500 多万人口

中，共有外来移民 700 多万，占总人口的 8. 9%。庞大的移民使统一后的德国成为一个事实上的移民

国家。但是，与美国、加拿大等由外来移民建立的典型意义上的移民国家不同，德国并非建立在外来

移民的基础上，因此，它只是一个“非典型移民国家”。
外来移民在融 入 德 国 主 流 社 会 的 过 程 中 存 在 着 严 重 的 障 碍，此 即 所 谓 的 移 民 “融 入 问 题

( Eingliederungsproblem) ”。相关研究表明，与英、法、荷兰等西欧国家相比，德国的移民融入率非常

低。② 外来移民在文化上融入德国的障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意识形态上的。对来自东德等原

社会主义国家的德国侨民和难民来说，资本主义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模式是完全陌生的，半个多世纪以

来形成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习惯很难在短期内被根本改变; 二是语言、文化上的。在西德侨居的外国

人以及几乎没有德意志文化痕迹的 “返回家园者”，都存在着严重的语言障碍和文化认同障碍; 而来

自土耳其等落后国家的移民，则常常因为文化教育水平的低下而无法找到工作和融入主流社会。
除“融入问题”外，庞大的外来移民带来的另一个严重的问题是滋生了少数德国人的极端民族

主义和排外主义。从 19 世纪末期的德意志帝国政府到臭名昭著的纳粹政权，德国曾多次对外来移民

采取限制、歧视、驱逐乃至清洗的政策。尽管战后西德对自己在二战中所犯下的种族主义罪行进行了

忏悔和赎罪，但统一之后，由于大量原社会主义国家难民的涌入和失业率的居高不下，德国接二连三

发生多起排外事件。2000 年时排外暴力犯罪案甚至达到了创纪录的 15 651 起。③ 极右政党，如共和

党、德意志人民联盟等则抓住民众的恐慌性排外情绪，纷纷突破选举门槛，进入州议会。新纳粹主义

的滋生固然与德国居高不下的失业率有直接关系，但其后背所隐藏的文化冲突因素也不容忽视。极右

的共和党就将保护日耳曼文化特性作为其推行排外主义的主要理由之一。④ 暴力排外事件和极右政党

的崛起勾起了世人对法西斯暴行的回忆，严重损害了统一后联邦德国的国家形象。总之，移民问题已

经成为一个严重的文化和政治问题。
面对二战后的移民浪潮，西方各主要移民国家采取了不同的对策。荷兰、澳大利亚等国主张

“多元文化主义”⑤ 模式，要求“对不同民族、文化群体得到承认的要求给予充分肯定”。⑥ 而以法国

为代表的国家则提出了 “共和模式”或“同化模式”，要求外来移民放弃本民族的文化习惯、生活方

式，融入接受国主流社会，认同其文化和价值观。
与上述国家相比，联邦德国虽然也长期受到移民问题的困扰，但它却一直不肯承认自己是一个移

民国家。⑦ 在移民政策方面，它一直采取被动的隔离政策和 “福利国家”模式，其特点是: 只有少数

德裔难民和被驱逐者才能享受到全面的社会文化融入待遇，而大多数非德裔难民则被置于完全不能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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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的“被隔离”状态; 占移民大多数的客籍劳工只能在社会福利和劳动就业方面有限地融入德国社

会，在语言、教育和文化方面的融入则受到明显的忽视。实际上，直到 20 世纪 80 年代时，联邦德国

才意识到并开始讨论有关移民融入的问题。
联邦德国之所以在移民融入政策方面处于消极被动状态，既有历史的因素也有现实体制的制约。

其一，德国具有按照血统界定民族的传统。根据 1913 年 7 月 22 日颁布的、并为联邦德国所继承的

《帝国国籍法》，只有拥有德意志民族血统的人才可能拥有德国国籍。① 结果就出现了“从小居住在德

国，通晓德语和德国文化、但不拥有德国国籍的土耳其人和从小居住在外国、不懂得德语和德国文

化、但拥有德国国籍的德国人”。② 基于血统原因，德国民众和政府都不愿将非德国血统的人视作可

以获得德国国籍的移民，而一直将他们当作客居德国的外国人; 其二，文化联邦主义的消极作用。在

联邦德国，与移民融入密切相关的文化教育事务都属于州政府的管辖范围，联邦政府只能起协调指导

作用。受这一体制影响，联邦政府难以对移民文化整合问题做出快速有效的反应; 其三，对移民国家

的偏见。在德国人心中，移民国家的内涵应是 “外来移民通过和平或战争的方式，驱赶或同化了土

著民族，并最终在原民族居住的土地上建立的国家”。显然，只有美国、加拿大这样的国家才符合这

一标准，而德国则不是一个典型的移民国家。直到 20 世纪末，这种观念还一直在德国民众和政府中

根深蒂固，严重阻碍了移民问题的政治化和移民融入政策的出台。
由于缺少相关移民政策，尤其是相关移民融入教育课程的不健全，移民社区 ( Einwanderer － Communi-

ties) 日益边缘化，造成了严重的社会和文化问题。显然，仅仅依靠所谓的“福利国家”模式来解决移民问

题，范围只能限于物质生活领域，这是远远不够的。对于德国来讲，如何适当地将传统的国家文化教育政

策扩展到移民群体，将跨文化思想包含其中，实现主流文化与外来移民文化的有效沟通，成为摆在人们面

前的重要问题。这里不仅涉及保护多元文化的问题，也涉及重新构建社会主流文化，防止整个国家文化因

主流文化与外来移民文化冲突而形成碎片化 ( Fragmentierung)。就此而言，“移民问题不仅是社会机构和就

业部门的问题，也是公共教育与文化政策的核心议题”。③“多元化问题的解决和整合的实现首先取决于如

何对待移民的‘异质’宗教和文化，社会、经济和政治手段对此常常都束手无策”。④

出于以上原因，统一后的联邦德国根据联合国和欧盟的相关要求，在吸收其他西方移民国家经验

的基础上，结合本国实际，逐渐形成了以 “和而不同、和谐为本”为主要特征的文化多元主义

( Kultureller Pluralismus) 政策。

二、统一后德国文化多元主义政策的形成及理念

所谓“和而不同、和谐为本”，就是一方面承认德国已成为移民社会的事实，尊重和保护少数族

裔的语言、文化和宗教，为非主流文化的延续和发展创造必要的法律框架条件和教育支持条件; 另一

方面，要求所有外来移民必须融入德国社会，必须学习德语和接受德国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如人权、
民主、法制及正确的爱国主义。德国现在已基本放弃了多种文化独立共存、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一起快

乐生活的“多元文化主义” ( Multiculturalism，Multikulturalismus) 理念。2010 年 10 月，默克尔总理

在波茨坦发表的一场演说中明确表示，在德国构建多元文化社会是 “彻底失败”了，德国依然欢迎

移民，但穆斯林移民也必须同时做出努力融入德国社会，学习德语。⑤ 文化多元主义的本质是要在保

持德国文化多元性和统一性之间寻求一个平衡，使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在德国和谐相处。相对其他

国家所奉行的“多元文化主义”和“文化同化”政策来说，这一政策理念可以更好地避免移民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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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所出现的文化碎裂和文化冲突问题，实现全社会的文化整合。
移民准入、居留及入籍政策的制定和修正是统一后德国文化多元主义政策形成的第一步。在两德

统一前，与英、法、荷兰等西欧国家相比，联邦德国的国籍获得率是非常低的。① 统一之后，随着社

会民主党、绿党、基督教民主同盟 /基督教社会同盟、自由民主党等主要政党的观念的转变，德国降

低了外来移民准入、居留和加入德国国籍的难度，承认了德国已成为一个 “非典型移民国家”的事

实。1990 年，联邦德国通过《外国人法》，降低了外国人加入德国国籍的难度。② 1999 年 7 月，联邦

议会修订了 1913 年颁布的《帝国国籍法》，有限地打破了德国一直以来坚持的血统原则而引入了出

生地国籍原则 ( ius soli) 。③ 2001 年，前议长丽塔·聚斯穆特 ( Rita Suessmuth) 领导的委员会发布

《塑造移民，促进融入》报告，不仅承认了德国是一个移民国家的事实，而且对新世纪德国移民政策

调整提出了完整的理念和措施建议。2005 年，德国新移民法终获通过。该法案为德国移民准入、管

理和入籍提供了法律基础，明确了德国各级政府、尤其是联邦政府在移民方面的权力，为移民管理机

构和移民救助机构的设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改善支持文化发展的框架条件是德国文化政策的主要任务。而改善移民文化发展的法律框架条件

则是这一政策的重要扩展。通过在移民准入和居留政策方面采取更为灵活的制度，如简化准入的手续

和种类，实行投资移民政策，放宽高科技人才、留学生和难民的居留条件等，④ 德国将接受更多的来

自其他国家和其他文化背景的移民，并为他们进入德国和在德国生活提供各种便利，保障他们应有的

文化权利。这样做在客观上有利于实现移民社会的文化整合。“只有通过互相理解以及建立一种法律

框架，将移民作为国家群体合法组成部分并赋予其平等权利，而不是将其视为只适用于外国法律的

‘外国人’或客籍人，移民对政治、社会和文化上的要求才能被有效地勾勒出来”。⑤ 但与此同时，德

国也试图通过制订和修改相关法律来引导移民在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融入主流社会。如 《移民

法》规定外国人在申请德国签证并居留德国时必须符合一系列基本条件，如要有合法的目的、稳定

的收入及一定的德语水平等，不能无缘无故地给德国社会增加负担。⑥ 《移民法修正案》则规定土耳

其妇女如申请赴德与丈夫团聚，必须掌握至少 200 至 300 个德语单词。因此，《国籍法》的修订、《移

民法》的通过为统一后德国文化多元主义的兴起铺平了道路。
跨文化教育政策的形成与发展为统一后德国文化多元主义的形成提供了重要支撑。有关移民子女文化

认同教育问题在联邦德国由来已久。20 世纪 60 年代，联邦德国对外国劳工子女采取的是一种同化教育政

策。1964 年 5 月和 1971 年 12 月，德国教育主管部门曾两次提出，外国劳工子女在义务教育期间应有权在

学习德语的同时学习母语。但是，由于当时的联邦德国没有形成明确的移民政策，只将外来劳工子女看做

是临时客居在德国的人，这些建议并未被付诸实施。1977 年 6 月，欧洲共同体发布指导纲要，主张出身于

欧共体成员国的移民子女有权在学校学习本民族的语言和文化。根据这一要求，联邦德国政府才于 1979 年

9 月首次提出了专门针对外国劳工子女的综合教育计划。此后，随着学术界和政界关于移民政策的讨论逐

渐展开，联邦德国各州开始进一步为来自非西方文化圈的移民制定相应的教育政策和课程计划。北莱茵—
威斯特伐利亚州就率先向穆斯林学生提供了伊斯兰教义课。在汉堡州，为给信仰不同宗教的孩子提供平等

的宗教教育机会，促进各种宗教之间的交流与融合，政府将不同宗教信仰结合起来设立一门宗教课。柏林

在 80 年代中期开始允许土耳其学生接受传统的伊斯兰教育。⑦ 1987 年，联邦及州教育促进委员会还发起

了一系列以“推动外国儿童和青少年融入德国教育制度”为主题的教育模式推广活动，对移民子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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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学的正常化”起到了较大的促进作用。① 1996 年，德国“各州文教部长联席会议”第一次明确将跨

文化主义 ( Interkulturalismus) 纳入一般教育政策，对跨文化教育的内涵和外延进行了详细的阐释。
跨文化教育政策要求生活在德国的所有居民都要尊重和包容不同类型的文化，它不仅鼓励移民学习自

己母国的语言和文化，还积极倡导德国人学习不同国家的语言，了解其他文化的特点，并和当时日渐重要

的反种族主义教育政策结合起来。与移民教育政策不同的是，反种族主义教育是针对全体德国人，尤其是

德裔德国人而展开的，它要求受教育对象包容和尊重不同的文化。例如，在柏林工业大学开设的跨文化交

流课程中，该校大学生就将与外国留学生及外国合作大学学生一起学习、体验和实践跨文化交际。2004 年

5 月，德国“文化政策协会文化政策研究所”受联邦教育科研部委托启动了一项跨文化教育工程。这项工

程的核心是让德国的德裔年轻人和移民中的年轻人通过艺术和文化活动互相了解，增强跨文化交往能力。②

跨文化政策不仅针对外来移民，也针对德裔德国人，它集中体现了德国保护移民非主流文化的理念。
跨文化教育还特别重视移民融入教育，这也是统一后德国社会能否成功实现文化整合的关键。

2005 年通过的《移民法》在《居住法案》第三章“融入要求”部分明确设立了专门针对移民的融入

课程。③ 2007 年默克尔政府通过的《国家融入计划》则对移民融入课程进行了评估与完善。④ 2010 年

9 月，联邦政府又出台《联邦境内融入方案》，对《国家融入计划》中的移民融入教育目标进行了细

化和拓展。⑤ 目前，几乎所有的德国联邦州都打算采取特殊措施来帮助那些刚刚从外国移民到德国的

儿童和青少年融入德国学校。⑥ 德国政府将自由民主和西方的价值观纳入移民的母国语言和文化教育

中，试图在不伤害移民宗教感情的前提下，帮助移民理解和接受德国的社会价值和道德规范，以解决

由于宗教信仰、风俗习惯和道德原则差异所带来的社会紧张等问题，促进社会文化整合。
总之，德国的跨文化教育与一般意义上的多元文化教育 ( Multicultural Education) 不同。多元文

化教育突出文化差异性、要求不同文化平等相处，互相学习。而跨文化教育则要求关注不同文化之间

的相互作用，在尊重文化差异性的基础上实现文化和社会整合。因此，通过十几年的努力，跨文化教

育已经广泛渗透到德国社会，这是文化多元主义在德国兴起的一大表现。
在宽松移民政策和跨文化教育政策的支撑下，德国开始逐步在文艺、思想、宗教、文化传播、文

化遗产等领域贯彻文化多元主义，形成了针对“非典型移民社会”的文化政策。其特点是: 在尊重、
包容、保护、传播移民文化传统、文化遗产和宗教信仰的同时，特别强调文化、宗教在移民的文化融

入和社会文化整合方面的作用。联邦德国向来非常重视保持文化的多元特性。这主要表现在: 对各种

思想和价值观采取包容态度，在不违反法律的基础上，允许不同宗教信仰和价值观自由传播; 发展形

式多样的文化和艺术，如创办各种不同类型的文化机构，在文化传播机构中开设跨文化、多语种节

目，举行 多 种 多 样 的 文 化 活 动 等; 奉 行 文 化 联 邦 主 义 和 文 化 代 表 多 元 主 义 ( kutureller
Trgerpluralismus) ，文化事务主要由各州的“课程与文化部” ( 巴伐利亚) 、“文化部” ( 黑森州) 等

部门来负责，包括联合国在内的各种国际组织、各非官方文化组织也积极参与其中。此外，联邦德国

还奉行文化民主政策，强调文化的社会性，提出了“文化为所有人”的口号。
统一后的德国联邦政府则将调整移民文化与主流文化关系摆在重要的位置，并希望文化在移民社

会整合中发挥重要作用。1999 年施罗德政府在联邦总理府内设立由国务部长 ( Staatminister) 领导的

文化与媒体专署 ( Beauftragter für Kultur und Medien) ，开始对联邦各州的文化政策给予统一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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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 年，文化与媒体专署出版了以跨文化文化工作为主题的 《文化政策年鉴》，关注移民社会的文化

多元性问题和文化整合问题。2003 年 6 月 26 － 27 日，德国召开了每两年一次的文化政策联邦大会。
围绕着“跨文化政策”的主题，大会明确要求全面检查德国的文化政策，以便把文化多元主义纳入

其中。“尽管作为交流和理解的媒介来讲，文化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但实际上，整合政策并没有

在各种文化之间架起一座桥梁，因为它一直仅仅被看做是移民就业和社会管理问题……因此，将文化

政策作为整合的重点考虑、并把它当做整合的要素来对待，是未来的一个任务”。①

有关联邦德国政府对移民文化与主流文化关系的看法，也可以从 《国家融入计划》中得到答案。
该计划一方面将移民的文化多元性背景看做是推动德国经济和社会进一步向前发展的潜在推动力，②

它要求政府和民众接受、包容德国文化多元性的事实。与此同时，它也强调了移民在文化上融入德国

社会的必要性。“移民社会现状同样也意味着文化挑战———只有对话才有宽容。因此，对我们整个社

会来说，以宽容平等的态度对待文化多元性是一种非常重要的能力。融入包括对文化多元性的承认。
成功的融入要求将文化包容与合作作为德裔和移民互相面对形成宪法价值观的基础”。③ 《国家融入计

划》还专门提出了针对文化传播领域的文化多元主义发展目标: 如在承认文化多元性的基础上，文

化传媒必须考虑不同族群的需求，并在主流文化与移民文化之间架起一座桥梁等。④

三、文化多元主义对联邦德国 “非典型移民社会”文化整合的影响

文化多元主义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联邦德国文化多样性的发展，同时也为外来移民与主流社

会的文化整合创造了条件。文化多元主义政策的推行大大促进了移民文化机构的发展。文化机构一般

包括图书馆、博物馆、少年科技馆、歌剧院等。在这些机构中贯彻文化多元主义对实现德国文化整合

意义重大。一方面，它可以帮助保护移民文化宗教传统和文化遗产; 另一方面，它也有助于增进主流

社会对移民文化的了解，从客观上促进德国社会的文化整合。
长期以来，联邦德国在移民文化传统和文化遗产保护方面缺乏得力措施，效果欠佳。最典型的一

个例子就是，联邦德国的各类大小博物馆都是表现德意志文化的，而绝少有专门的移民文化博物馆。
如今，在文化多元主义政策之下，德国开始重视对移民文化传统和文化遗产的保护。为了从制度上保

证移民历史与文化的传承，在国家及社会团体，尤其是移民团体的支持下，人们开始认识到移民博物

馆或“移民历史文化中心”的重要性，广泛搜集一切有关移民的档案、文献、艺术品等。移民博物

馆的建立越来越受到重视。1990 年，“土耳其移民档案中心暨博物馆”在科隆建立，重点搜集与土耳

其劳工相关的历史资料。2002 年起，该机构开始收集来自其他国家，如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
希腊、前南斯拉夫、摩洛哥、突尼斯、韩国、越南、莫桑比克和安哥拉的移民资料及文化遗产，并更

名为“在德移民档案中心暨博物馆”。该机构的目标是为移民后裔保存文化遗产并使其为德国公众所

接受。2001 年，由犹太建筑师设计的纪念柏林犹太人历史与文化的博物馆向公众开放，并成为原柏

林博物馆的组成部分之一。2002 年 10 月，德国召开了“移民历史遗产保护: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需要

移民博物馆”论坛。2008 年 8 月 8 日，欧洲最大的移民主题博物馆在不莱梅成立。该博物馆主要有

三个功能: 一是移民史展览; 二是对以联邦德国为核心的当今世界各地区移民状况的展示; 三是

“移民论坛”，其收藏有大量数据，为每个想了解自己家族移民经历的人提供帮助。此外，还有相当

多的博物馆都开始对移民文化进行保存和展示，如波恩的德国历史博物馆、柏林的世界文化博物馆、
奥博豪森的莱茵工业文化博物馆等。其中，世界文化博物馆还曾经组织过德国主流文化和各移民文化

之间的“多元对话”。普鲁士遗产基金会的国家博物馆则注重移民起源的研究。
建立移民博物馆既体现了德国社会对移民文化权利的尊重与肯定，也增进了德国主流群体对移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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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的了解，为移民融入德国主流社会创造了条件。 “文化上的认同，亦即主流社会在文化多元性

( kulturelle Pluralitt) 方面的开放，为有效的、平等的融入提供了前提。这种认同超越了狭隘的、单

方面的包容概念，站在了不同群体互相支持的、平等的角度之上”。① 移民博物馆成为德国在文化机

构中贯彻文化多元主义的缩影。《国家融入计划》要求联邦德国的文化机构在 “各个层次”上开展所

谓的“文化间对话”，联邦和各级地方政府要在制度上和财政上采取措施提高文化机构的跨文化能

力，鼓励移民文化团体参与，实现社会文化整合。
文化多元主义政策也推动了文化传播领域中的文化整合。广播、报刊、影视剧、出版社、互联网

等文化传播机构都呈现当代德国 “非典型移民社会”的文化多元性，相关节目和内容设计带有明显

的文化融合色彩，从而为德国社会的文化整合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德国主流媒体非常关注移民问题，

制作了大量的反映移民生活的节目。德国公共广播电视工作协会在所有节目中都把文化多元性看做反

映移民社会现实的主要内容之一。具有移民背景的德国人不仅积极参与德国媒体节目和影视剧作品，

还自己创建了具有本民族特色的文化传播平台，诸如犹太人创办的 《犹太汇报》、《犹太报》和出版

社等。② 德国甚至还允许主要移民来源国在德宣传本国文化。德国各类媒体还积极培训移民媒体工作者。
公共广播电视工作协会通过特殊政策，为移民出身的编辑、记者、制片提供特别支持。而私营广播及电子

媒体联合会则表示，不论是否具有移民背景，所有年轻人都可以获得平等的受训和提拔机会。
联邦政府文化与媒体专署在 2008 年的媒体发展报告中明确指出，鉴于媒体对大众思维方式的影响，

在其中贯彻多元文化整合政策意义重大。媒体将影响德国人对自己文化的看法及其欧洲意识，也将影响

“跨文化传播和对待外国价值观、生活方式及思维模式的态度”。③为了促进文化整合，许多德国媒体都

拥有反映文化多元性社会的跨文化多元语言 ( Multilingual) 类节目。“这些节目可以提供符合移民母

国习惯的信息，帮助其学习所欠缺的德语……它还可以在包括德裔德国人在内的不同族群之间架设一

道连接的桥梁。因此多元语言媒体不仅帮助移民，还能成为德国多元性管理的基础之一”。④ 德国之

声甚至计划在一些主要对德移民输出国家开设地方化的德语课程，以帮助未来的移民融入德国社会。
文化多元主义也推动了宗教领域的文化整合。统一之后，联邦德国承认和尊重多种移民宗教文化在德

国存在的现状，在一定程度上允许移民群体保持本民族的宗教信仰和习惯，甚至在特定教育机构内可以开

设非基督教宗教课程。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出于历史原因，德国对犹太移民和犹太教给予了特殊的包容地

位。20 世纪90 年代初，德国曾一度成为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犹太移民的主要目的国。德国有着类似于基督教

教会税的犹太教教会税，由国家征收并用于资助犹太教会的发展。在国家的积极支持下，犹太教文化发展

迅速。犹太教教堂和文化组织在德国纷纷成立，其中以柏林最为集中。“犹太人中央委员会 ( Der Zentralrat
der Juden)”和一些犹太教牧师在全德范围内得到了政治上的认可。犹太人还有权开办自己的宗教学校。

对最大的非基督教宗教———伊斯兰教，德国也采取了适度的接纳和包容态度。20 世纪 80 年代之

后，大量清真寺和伊斯兰活动中心在联邦德国得以建立，许多伊玛目从土耳其等国来德主持一般性宗

教事务。土耳其移民中间还出现了代表特定阶层利益的伊斯兰组织，它们主要扮演社会支持与物质援

助者角色。这些伊斯兰组织保护和稳定了穆斯林社区，维持和传承了移民文化。1987 年，联邦德国

城市迪伦 ( Düren) 成为西欧最早允许穆斯林通过广播等公开祈祷的城市之一。德国许多城市的公共

墓地都对穆斯林开放。联邦内政部长沃夫冈·朔伊布勒 ( Dr Wolfgang Schuble) 在 2006 年接受 《明

镜周刊》采访时表示: “在我们的国家生活着 300 万穆斯林，我们不是多元化的穆斯林共同体，但它

肯定是我们社会的一个组成部分。”⑤ 伊斯兰教育在德国也进一步受到重视。2010 年 5 月 17 日，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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届德国穆斯林大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召开，重点解决在各级各类教育系统中设置伊斯兰宗教课程的问

题。负责就大学发展向政府提供建议的德国科学委员会于 2010 年初完成了题为 《在德国高校进一步

发展神学与宗教学的建议》的报告，要求在公立大学中建立伊斯兰神学教学研究体系。
除了接受和包容异质宗教外，德国政府还试图调解这些宗教与基督教之间的矛盾，促进社会文化

整合。联邦内政部于 2006 年 9 月 28 日召开了以“穆斯林在德国———德国穆斯林”为主题的德国首届

穆斯林大会 ( Deutsche Islam Konferenz，简称 DIK) ，试图“改善国家与穆斯林之间的沟通，为穆斯林

的宗教与社会融入作出贡献，促进德国社会整合，避免社会极端化和碎片化”。① 伊斯兰组织也为促

进穆斯林融入德国社会而提供了一系列社会服务，如举办夏令营、运动俱乐部等。通过为其成员融入

主流社会提供帮助，这些伊斯兰宗教组织在某种意义上充当了沟通穆斯林社区和德国社会的桥梁。
必须指出，文化多元主义政策的推行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外来移民文化与主流文化之间的冲

突，促进了相互之间的包容和整合，但在短期内还无法彻底消除移民文化和德国主流文化之间的矛

盾。穆斯林依然是德国社会中相对贫困和知识文化水平低下的群体，并受到主流社会的歧视。许多穆

斯林习俗，如男权主义、包办婚姻等，都与西方男女平等的人权观念格格不入。人们经常把家庭暴力

和歧视妇女事件与伊斯兰文化联系起来。穆斯林礼拜的时间和形式仍然受到严格限制。许多地区仍然

不允许穆斯林按照自己的习俗不带棺材进行土葬。一名右翼议员在一次萨克森州议会有关移民和避难

的讨论中公然发出一连串种族主义的侮辱性言辞，声称那些 “傲慢的黑人”以及亚洲人家庭绝不会

融入德国社会。而德国东部一所犹太人幼儿园的墙上则被新纳粹分子喷上了 “犹太人滚开”字眼。
甚至有德国政治家曾忧心忡忡地表示，“每 4 个德国人中就有一个人有敌视外国人的情绪”。② 总之，

德国社会依旧面临着巨大的文化整合挑战。要想全面贯彻 “和而不同、和谐为本”的文化多元主义，

实现移民社会的文化整合和社会和谐，德国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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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Germany became a non － typical immigration country after unification． In order to resolve cultural inte-
gration problem of the immigration society，FRG established policy of cultural pluralism，which required immigrants
to accept main － stream social culture while respected and tolerated cultures of immigrants． The implement of cul-
tural pluralism in cultural institutions，media and religion areas promoted the cultural integration of German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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