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穆斯林难民融入欧洲的问题与挑战
＊

陈昕彤 ＣＤ

．

内容提要 ： 近两年欧 洲遭遇 了严 重 的 难 民危机 ，
涌入欧盟地 区 的难 民 中穆 斯林人 口 占 到 了 绝大 多

数 ， 如何使难 民平 稳融入欧洲 社会成为 了 亟 待解决的 难题。 本文第 一部分从心 态层 面 、

政治 层面和社会层 面 总 结 了 欧 洲业 已存在 的 穆斯林移 民 融入 问 题 ， 第 二部分讨论此次

难 民危机给 欧盟和 欧洲 国 家带来 的新挑战 ， 并指 出 穆斯林难 民和 移 民群体融入问题是

整个欧洲所 共 同 面 临 的 问题 ，
对欧洲 多 元一体社会建构提 出 了 重 大挑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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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 ？ 莫 内 最佳 欧洲 研 究 中 心
”

研 究 员 。

近年来北非和 中东地区政治局势动荡不断 ， 致使受到战争冲击的大量人口逃亡到政治相对稳定 、

经济社会富庶的欧洲地区 。 涌向欧洲的难民人数呈快速上升趋势 ， ２０ １４年有 ２８ 万人非法进入欧盟境内 ，

２０ １ ５年初至 １０ 月期间 ， 这
一

数字已达 ７ １ 万。

①
涌人欧盟的难民 中穆斯林人 口为主体。

②
短期来看 ，

蜂拥而至的大量难民需要尽快得到妥善安置 ，
而接下来如何使这批以穆斯林为主的难民群体尽快融入

欧洲社会 ， 则成为难民涌人之后亟待解决的问题 。

事实上 ， 穆斯林移民群体的融人问题在欧洲业已存在 。 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中 ， 来 自北非 、 西亚

等地区的穆斯林移民以劳工、 避难和家庭团聚等形式源源不断地进入欧洲并定居下来 ，
加之这

一群体

远高于欧洲本地人口 的生育率 ， 欧洲的穆斯林人口 数量持续稳定增长 。 据统计 ， 当前欧盟境内 的穆斯

林人 口 已经达到 ２０００万
， 占到欧盟总人口 比例的约 ４％ ， 而这

一 比例在可预见的未来将会进一步上

升
③

。 有调査表明移民及其后代在接受教育程度和就业率等重要社会指标上与本地居民有明显差距
④

。

穆斯林群体并未成功融人欧洲社会已经成为公认的事实 。

一

、 当前欧洲所面临的穆斯林移民群体融入问题

穆斯林移民的整合已经成为欧洲最为显著的社会问题 ， 这一问题的成因及表现十分复杂且互为因

果 。 在此 ， 笔者将从大众心态层面 、 政治层面和社会层面等几个方面来梳理当前欧洲穆斯林移民融入

问题的各种具体表现 ， 并简单解析其成因 。

（

一

）心态层面 ：

＂

伊斯兰恐惧症
”

背后的宗教文化心理

基督教在欧洲 的社会文化发展历史上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 ， 尽管欧洲各国在现代化进程中大多

经历了
“

世俗化
”

和
“

政教分离
”

的过程 ， 欧洲人的思想中仍然存在大量基督教文化的烙印 。 当带有

＊ 本文系欧盟文化教育总司终身教育项 目 、

“

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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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

联盟中 的多样性 ： 欧洲一体化与欧洲社会发

展
”

（项 目编号 ＪＭＰ ２０ １ 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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ｑ
２０ １２５ １ ） 、 以及 四川大学中央髙校基本

科研业务费研究专项区域与国别研究项目
（
项目 编号 Ｓｋｚｘ２０ １５

＿

ｇ
ｂ ５０

）
阶段性研究成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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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明
“

他者
”

色彩的穆斯林移民大量进入欧洲社会时 ，
强烈的差异引起了欧洲 民众的心理不适感。 这

种不适感除了对社会环境改变和对不熟悉事物本能的恐惧之外 ，
更能在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历史发展

找到根源 。

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两者在起源 、 教义和世界观等方面有很多相似之处 ， 然而在其后的历史发展中

却分歧渐深。 历史上发生在基督教世界和伊斯兰世界之间的领土争夺不胜枚举 ， 最为突出 的有十字军

东征 、 西班牙光复运动以及现当代西方列强在北非和东方的殖民经历等 ， 这些事件对社会文化心理的

影响延续至今 。 西方人心 目 中对伊斯兰教的偏见很大程度上根源于历史上基督教世界对于作为假想敌

和
“

他者
”

的伊斯兰世界的刻意歪曲 。 关于伊斯兰教常见的误读包括认为伊斯兰教是狂热而暴力 的宗

教 ， 穆斯林信徒是天生的好战分子
①

， 将少数极端分子的言行推导至整个宗教和其信众 ；
此外 ， 在大多

数西方人的观念中 ， 伊斯兰教落后 、 缺乏变通 ， 穆斯林信众则顽固 、 保守 、 与现代社会格格不人 。 这

些观念使得一个新的词汇
一

－

“

伊斯兰恐惧症 （
Ｉｓ ｌａｍｐｈ ｏｂ

ｉａ ）

” ②
应运而生 ， 这

一

词汇及其定义极好地

诠释了现当代西方和欧洲对伊斯兰教和穆斯林的误解和敌意 。 如果说在经济稳定发展的时期 ， 这些偏

见还只是隐藏在人们的潜意识中 的话 ， 在经济下行 、 社会矛盾加剧 、 国际形势变化的时期 ， 它所能带

来的影响和破坏力则不容小觑。

（
二

） 政治层面 ： 右倾的欧洲

自 ２０世纪中后期大量接收移民以来 ， 欧洲各国的移民政策差别显著 ， 其中由法国奉行的
“

同化原

则
”

和英国 、 荷兰提倡的
“

多元文化主义
”

最具代表性。 然而从本世纪初期开始 ， 与穆斯林人口 和伊

斯兰信仰相关的争端 、 仇杀和骚乱频发 ， 暴露出 了上述政策在穆斯林群体整合问题上不同程度的失败。

经济发展乏力 ， 失业率居高不下 ， 移民 问题的凸显成为了欧洲极右翼政治势力发展的最佳契机 。 ２０ 世

纪末期 ， 极右翼党派在欧洲迅速崛起 ， 据统计 ，
８０ 年代初期能够在欧洲议会或欧洲各国议会占据议席

的极右翼党派只有 ６ 个 ， 到 ８０年代末增长到了
１０个 ， 在 ９０年代中期则进一步扩大到 １ ５个

？
。 除了绝

对数量和影响的上升以外 ， 极右翼党派还在活动范围上进一步扩大 ，
可以说

“

从斯堪的纳维亚到亚平

宁半岛 、 从不列颠岛乌拉尔山脉的广阔地区 ， 都有极右翼政党的活动
”

？
。 其中

一些公然鼓吹排斥移民 ，

反对欧洲
“

伊斯兰化
”

的政党甚至将影响力扩大到了超国家层面。 在 ２０ １４ 年的欧洲议会选举中 ， 法国

国 民阵线 （ ＦＮ） 、 英国独立党 （ ＵＫＩＰ
 ） 、 意大利北方联盟 （ ＬＮ） 、 奥地利 自 由党 （ ＦＰ６ ） 、 以及荷兰 自

由党 （ ＰＷ ） 等表现令人瞩 目 ， 获得了欧洲议会中相当数量的议席 。

尽管从政治影响力和执政经验来看 ，
极右翼政党在欧洲 的力量还无法与传统政党相匹敌 ， 但在过

去的 ２０
、 ３０ 年中 ， 极右翼宣传已经成功地将移民 、 宗教和文化冲突等问题带人了欧洲政治话语的中

心
， 成为各党派在竞选宣传中不得不触及的话题。 为了争夺选民 ， 欧洲政坛从中左到 中右的党派在移

民问题上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保守化趋势 ，
而这种

“

右倾化
”

已经在大部分欧洲 国家的移民政策中有

所体现。 部分南欧国家由于地缘因素承受了相对较大的非法移民压力 ， 激起民众反弹较大 ， 更易导致

右翼政党的上台 。 例如意大利北方联盟就在近十几年内数度与其他保守政党组成右翼执政联盟 ，
并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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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伊斯兰恐惧症 （ Ｉｓｋｍｐｈｏｂｉａ ）

—

词出现于 ２０ 世纪末期
，
具体起源有所争议

，
但
一

般认为英国朗尼迈德基金会 （
Ｒｍｍ

ｙ
ｍｅｄｅ

Ｔｒｕｓｔ
） 在 １ ９９７ 年的

一

份报告中使用了这
一词汇

， 使其正式被英语世界所接受。 欧盟基本权利事务处 （
ＦＲＡ ） 的前身一欧

盟监督种族主义暨外仇中 心 （ ＥＵＭＣ ）
在 ２００６年发布的一份报告 中

，
对伊斯兰恐惧症一词进行了 如下的定义 ：

１ ． 认为伊斯

兰教是保守而静止的 ， 无法对变化作出 回应
；

２ ． 认为伊斯兰教是不同的他者 ， 与其他文化没有共通 的价值观和相互交流影

响 ；
３ ． 认为伊斯兰教比西方文化低级 ， 是野蛮 的 、 非理性的 、 原始的和性别歧视的宗教 ；

４ ． 认为伊斯兰教暴力 、 有侵略性、

险恶 ， 支持恐怖主义 ， 并参与
“

文明 的冲突
”

；

５ ． 认为伊斯兰教实际上是用于进行政治和军事进攻所产生的政治意识艰态 ；

６ ． 不假思索地拒绝伊斯兰世界对西方的批评 ； ７． 利用对伊斯兰教的敌意来为对穆斯林的歧视行为和其在主流社会中受到的

排挤进行辩护
；

８ ． 认为反穆斯林的敌意彳
＂

Ｔ为是正常和可理解的 。 参见 ＥＵＭ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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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张英武 ， 陈永亮 ： 《 当代欧洲极右翼政党分析 》
，
《贵州师范大学学报 （ 社会科学版 ）》 ，

２００４年第 ２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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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細柄 仄 融入欧洲綱题与挑战

功地修订了移民法案 。 相比之下 ， 其他国家则采取了更为隐晦的措施限制和筛选移民人 口 。 丹麦 、 法

国 、 德国 、 荷兰 、 英国和西班牙等国都先后在移民申请长期居留和人籍的程序中增设了语言和公民文

化知识的培训和考试 ， 更有甚者 ，

一些国家所执行的人籍程序中存在着明显争议性的内容 。 例如荷兰

的人籍 申请人除了必须通过荷兰语和公民知识考试之外 ， 还被要求观看带有裸体和同性恋镜头的影片

片段
①

。 这些影片的内容严重违反了伊斯兰教戒律 ， 因此有观察者指出荷兰政府此举主要目的就是为了

吓退保守的穆斯林移民 。 这种对他人宗教文化缺乏尊重的做法受到了多方批评 ， 而其背后针对穆斯林

移民群体发出的不欢迎信号则更令人深思 。

（
三

） 社会层面 ： 步履维艰的融入进程

在民众对穆斯林持怀疑和拒斥 的态度 、 欧洲政治趋向保守排外的大环境下 ，
穆斯林移民在欧洲的

社会融人过程也显得艰难和缓慢 。 欧盟统计显示移民的教育水平、 居住环境和收入水平都低于本国人

口 。 更值得注意的是移民 中 常常存在
“

资质过高
”

Ｏｅｒｑｕａｌ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 的现象 ： 拥有高等学历但从事低

技术性工作 。 相比本国人口１ ９％ 的资质过高比率 ， 有 ４６％ 的高学历外籍人 口在欧盟无法找到与 自身能

力相称的工作
？

， 这背后的非经济因素值得令人深思 。

在宗教问题 日 益敏感的今天 ， 伊斯兰教徒的 日常起居 、 饮食习惯和斋戒祷告等习俗可能与西方社

会的常规相冲突 ，
摩擦时常出现 ， 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穆斯林妇女的头 巾问题。 头 巾常被赋予更多的

象征意义 ， 既反映了穆斯林群体对 自身宗教文化认同的表达 ，
也考验着欧洲社会对差异文化的包容度 。

在西方人的眼中 ，
头 巾象征着穆斯林妇女受到的压迫和从属地位 ， 以及伊斯兰教中无法和现代社会相

容的落后观念 ， 因此难以接受其出现在现代世俗国家的公共领域 。 法国率先于 ２００４通过了
一项法案 ，

禁止在学校佩戴包括头巾在内的显著宗教标志 ， 继而又于 ２０ １０年以高票在上议院通过了禁止妇女在公

共场合穿戴全身长袍 （ ｂｕｒｋａ ） 和面纱 （ ｎ ｉｑａｂ ） 的法案 。 这种明显带有针对性和歧视性的法规引起了巨

大的争议 ， 然而根据皮尤中心 ２０ １０ 年就此进行的调查显示 ， 大部分欧洲民众对此法案持支持态度 ， 法

国 、 德国 、 英国和西班牙都有超过半数的受访者表示应该在本国实施类似的禁令
？

。 头巾问题从一个侧

面暴露出穆斯林和欧洲民众之间 日趋紧张的文化矛盾 。

更为严重的是特定情况下的暴力行为 。
一方面 ，

“

伊斯兰恐惧症
”

和歧视使得针对穆斯林移民的暴

力袭击事件时有发生 ； 另一方面 ， 数起发生在欧洲和西方的恐怖主义袭击也被查明与穆斯林移民中的

极端分子有关联 。 从 ２００４ 年马德里地铁爆炸到 ２０１５ 年初新近发生的袭击法国 《査理周刊 》 等
一系列

事件 ， 极大地激起了民众对恐怖袭击的担忧 。 这些相互间的暴力行为尽管只是极端情况 ， 但由于性质

恶劣 ， 因此造成了相当大的社会影响 ，
也加剧了普通西方民众和穆斯林群体之间的心理隔阂 ， 使得真

正的接纳和融人更加步履维艰 。

二 、 大量涌入穆斯林难民可能带来新的冲击和挑战

上述情况表明穆斯林群体与欧洲 民众关系已经 日趋紧张 ， 在这样的背景下 ，
此次以穆斯林为主体

的难民危机对欧洲社会提出了更为严峻的挑战 。 这一 自
“

二战
”

以来欧洲经历的最严重的难民潮在短

期内没有停止的迹象。 大多数难民被迫以风险极高的偷渡形式到达欧洲 ，
很多人因此而命丧他乡 。 据

国际移民组织 ＩＭ０统计 ，
２０ １４ 年至 ２０ １ ５年上半年间有超过 ６０００ 难民在逃亡欧洲的路途上丧生

？
。 发

① 参阅福克斯新闻网
２００６

年 
０３

月１ ６日的报道 ：

“

Ｄｕｔｃｈ Ｉｍｍ ｉｇ ｒａｎ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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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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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１０月８日 。 ）

② 数据来 自欧盟统计局报告
＾

Ｍｉ
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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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
ｅ ： 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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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③ 皮尤中心该项调査显示 ， 法国 、 德国 、 英国和西班牙的受访民众对禁止公共场合佩戴面纱的支持率分别为 ８２％、 ７ １％、 ６２％

和５９％ （ｊ参见Ｐｅｗ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Ｃｅｎｔ
ｅ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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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在地中海的几起重大难民沉船事故吸引 了全球媒体的关注和报道 ， 欧洲被置于人道主义拷问的风 口

浪尖。 这种道德质问在 ２０ １５ 年 ９ 月丧生地中海的叙利亚男童艾兰照片曝光后达到了顶峰 ， 照片带来的

视觉冲击使得难民危机从抽象的数据和报道变成了直观的 、 可感知的灾难 ， 极大地激起了包括欧洲 民

众在内 的全世界的同情心。

至此 ， 难民危机已经演变为令全世界瞩 目的
“

人道主义危机
”

。 压力之下 ，
欧洲 和欧盟面临着重

大抉择。 比当下的人道主义道德拷问更为现实的 ， 是难民潮涌入后可能带来的长远社会问题 。 可 以说 ，

处理当前危机的每一个决策和选择 ， 都将在今后几年甚至几十年给欧洲社会带来难以预估的影响 。 加

之难民的主体为穆斯林 ， 这
一事实更易激化欧洲现有的社会矛盾 。 笔者大致推测 ，

有 以下几个方面的

问题和挑战尤其值得关注和重视 。

（

＿

）
人道主义和排外主义的分歧加剧

欧洲
一

直标榜 自身在人道主义和人权保护方面处于世界领先 ， 然而 ，
不断发生的难民偷渡遇难

事件暴露出欧洲在面临实质挑战时的保守和犹疑 。 男童艾兰照片的曝光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欧洲舆论

走向和民众心态 ， 在 ９ 月 底的欧盟峰会上 ， 各国首脑
一

致同意拿出大笔资金和整体行动方案来应对危

机 ， 德国总理默克尔更是表现出 了对难民极其大度和开放的接收姿态 ， 允许大批难民进入德国 ， 受到

了 国际社会的广泛好评。 同时 ， 在德国等西欧地区很多普通民众展示出了令人耳 目
一新的

“

欢迎文化
”

（ 附 主动帮助和接纳了为数不少的难民 ， 这里 ， 人道主义同情一度超越了宗教文化隔

阂 ， 更多的民众认识到 ， 不论是基督徒还是穆斯林 ， 都是有血有 肉的人 ， 都应拥有作为人的基本权利 。

然而 ， 并非所有人都将人道主义置于首位 ， 罗马尼亚 、 捷克 、 斯洛伐克和匈牙利等东欧四 国对欧

盟的难民分配方案投了反对票。 其中匈牙利态度最为强硬 ， 总理欧尔班 （
ＶｉｃｔｏｒＯｒｂａｎ ） 甚至公开声称

“

欧洲失去了理智 ，

……欧盟错误的移民政策将会面临严重的后果 ，

……涌入的穆斯林将对欧洲的基督

教认同产生威胁
”？

。 这些东欧国家加人欧盟时间较短 ，
经济水平相对较低 ，

也没有大量接收移民 的经

历 ， 因此社会心态相对保守 ， 对穆斯林移民表现出 了更直白的惧怕和排斥 。 东西欧之间对穆斯林难民

和人道主义危机在态度上的巨大分歧 、 以及政治经济背后更深层的宗教文化矛盾 ，
都借由此次危机显

现出来 。 即便在西欧 内部 ， 对人道主义的支持也并非一致 ， 默克尔的难民政策遭到了来 自执政联盟内

部的反对 ， 本人支持率也迅速下滑
②

； 在英国 ， 难民危机则很可能影响其脱欧公投的结果
③

。 这表明在

大批穆斯林难民涌人的压力下 ， 欧洲 内部对待穆斯林移民的不同态度分歧 日益显著 ，
人道主义和排外

主义之间的相互冲突和角力将更为激烈 。

（
二

） 欧洲极右翼势力的扩张和
＂

反伊斯兰化
”

当难民危机持续发酵的时候 ，
人道主义一度占据了媒体的关注 ， 然而对于穆斯林群体的排斥情绪

并没有消失 ， 而是一直潜伏在很多人心 中 ， 随着难民危机迟迟无法有效解决 、 涌人难民越来越多 ， 这

些情绪很可能将最终反弹和暴发出来 ， 促成极右翼排外势力和
“

反伊斯兰化
”

主义的迅猛发展 。

目前已经可以观察到反移民 、 尤其是反穆斯林移民情绪的抬头 。 在欢迎难民的人群背后 ， 更多人

由于担心难民对住房 、 就业 、 福利等生存资源的挤占而反对接纳更多难民 。 据报道 ， 截止 ２０ １ ５ 年 １ ０

月德国境内攻击难民收容所的事件激增到 ５００起 ，
是去年的 ３倍

④
。 德国 、 波兰等地的极右翼势力更是

组织民众进行了多次规模可观的反移民示威游行 。 成立于 ２０ １４ 年底的德国反伊斯兰组织
“

爱国欧洲人

反伊斯兰化
”

（ ＰＥＧＩＤＡ ） 在短短几个月 时间就从几百人的社交网站页面发展成为了拥有上万名支持者

① 参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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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阅读时间 ： ２０ １ ５
年１０月 １ １日 。 ）

② 新华网 ：

“

综述 ： 默克尔难民政策反对声 日益高涨
”

， 中国新闻网 国 际新闻 ，
２０ １ ５ 年 １ ０ 月 １０ 日 ＾ｈｔ ｔｐ：／／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ｎｅｗｓ．ｃｏｍ／

ｇｊ

／２０ １５／１０－ １ ０／７５６１ １６５ ． ｓｈｔｍｌ ．

（ 阅读时间 ： ２０１ ５年１ ０月１５日 。 ）

③ 姜红 ：
《 难 民危机影 响英 国 脱欧公投结果 》

， 《 中 国社会科学报 》 ，

２０ １５ 年 ９ 月 １ ６ 日 。 ｈｔ ｔ
ｐ

：／ ／ｉｍｔ
． ｃ ｓｓｎ． ｃｎ／ｚｋ／ｗ

ｊ ｙｙ
ａ／２０ １５０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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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３４３９ １４＿ ｓｈｔｍｌ？ （ 阅读时间 ：
２０ １５

年１０月２２日 。 ）

④ 中 国新 闻 网 ： 《德 国收容 ４０ 万难民 ， 攻击难 民事件激增至近 ５〇〇 起 》
，
中 国新 闻 网国 际新 闻 ，

２０ １５ 年 １０ 月 Ｕ 日 。 ｈｔ ｔ
ｐ

：／ ／

ｗｗｗ．ｃｈｉ ｎａｎｅｗｓ ． ｃｏｍ／
ｇｊ

／２０１ ５ ／１０
－

ｌ ｌ ／７５６３ １４６ ．ｓｈｔｍ ｌ， （ 阅读时间 ：
２０ １ ５年１０ 月 １４日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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獅巧＃＾＆ 融入欧洲的问题与挑Ａｆｔ

的抗议组织 。

？
德国极右翼政党

“

德国 国家党
”

（
ＮＰＤ

） 也有成员积极参与了ＰＥＧＩＤＡ 的活动 ， 试图通

过排斥穆斯林等主张来获得更多极端保守主义者以及新纳粹分子的政治支持。 在极右翼排外势力 的扩

张之下 ， 穆斯林移民作为辨识度较高的群体 ， 更加容易沦为威胁和排斥的对象 。 可以观察到 ， 欧洲的

极右翼政党也越来越趋向于将穆斯林群体作为针对性的 目标进行反移民宣传 。 可以说 ， 当前欧洲 的极

右翼势力已经出现了 明显的
“

反伊斯兰化
”

倾向 ， 更多的穆斯林难民极易进
一

步激化和加深这一趋势 。

（ 三 ） 穆斯林难民和宗教极端分子引发对安全问题的忧虑

如此大规模的穆斯林难民浦人欧洲不是凭某个国家
一

己之力可以解决的问题 ， 事实上 ， 由 于大多

数欧盟成员 国参加了
“

申根协议
”

， 自 由 的 内部边界使难民基本上可以 随时迁徙 ， 任何
一

个成员 国相

关政策和社会环境的变化都可能引起难民的再次流动 ， 对邻国产生直接影响 。 对于
“

申根国家
”

来说 ，

对穆斯林难民的排斥和相互推倭没有实际意义 。 目前有好几个国家在紧急情况下采取了临时边境管制

措施
？

。 如果受难民问题影响 ， 边界管控不得不持续下去的话 ， 对于欧洲
一

体化具有重大象征意义和实

际价值的内部 自 由流动最终将会名存实亡 。 穆斯林难民的数量
一

旦超过某些国家的心理承受极限 ， 将

可能直接威胁到欧盟赖以存在的根基。

更令人关注的威胁来 自安全领域 。 由于大量难民来 自叙利亚地区 ，
活跃于此的极端组织

“

伊斯兰

国
”

（ ＩＳ ） 极有可能安排恐怖分子潜伏于穆斯林难民之中进入欧洲本土。 此外 ， 难民本身又以穆斯林居

多 ，

一旦遭遇排斥 、 歧视和不平等的对待 ， 则容易滋生更多的宗教极端份子 。 欧洲舆论对此已有所忧

虑 ， 尽管欧盟官方称指纹登记系统可以有效阻挡恐怖分子混入欧洲
③

， 但鉴于欧盟境内的人员流通
一

般

不受阻碍 ， 极端分子在欧盟内部的行动将难以追踪和掌握 。 此外 ，

“

伊斯兰 国
”

等恐怖组织还
一

直通过

网络等媒体呼吁欧洲境内的穆斯林极端分子在当地直接
“

参与圣战
”

。

一旦穆斯林移民和难民相关的社

会问题出现激化 ， 欧盟和欧洲各国将面临巨大的安全防务压力 。

结论 ： 穆斯林难民和移民问题是对欧洲多元
一

体社会建构的重大挑战

本次难民危机成因复杂 ， 难民数量巨大 、 构成复杂 ， 持续时间长 ， 是欧洲近年来遭遇的最为严峻

的社会危机。 难民中大部分是穆斯林 ， 这将触动欧洲民众与穆斯林移民群体之间原本就相当脆弱的平

衡。 在欧盟境内 ， 至今还有大量未成功融人欧洲社会的穆斯林移民 ， 这一群体的人权 、 平等问题已经

备受诟病 ， 随着更多穆斯林难民的到来 ， 平衡各方面关系的难度大大增加 。 出于国际人道主义的压力 ，

欧洲 国家对部分符合避难条件的难民施与了相对慷慨的援助 ， 对这批已经被欧盟接纳的难民来说 ， 日

后在欧洲的融人情况还有待观察。 穆斯林人 口的快速增长 ，
考验着欧洲是否能以平等 、 开放的心态接

受穆斯林群体成为欧洲文化认同的
一部分。 如果要坚持欧洲引 以为豪的普适人权 ， 就必须对欧洲传统

的文化价值观进行重大调整。

目前看来 ， 欧洲各国对此还存在巨大的分歧。 国家利益与族群利益 、 经济利益与文化冲突 、 宗教

价值与宗教歧视等问题彼此交织 ， 使得欧盟很难发出强有力的声音 。 但就此次难民危机的规模 、 广度

和深度来看 ， 如果欧洲不能形成
一

个统一的行为体和利益体 ， 就难以从根本上妥善处理此次危机 。 可

以说 ， 穆斯林难民和移民问题是整个欧洲所共同面临的问题 ，
只能依靠欧洲各国共同的力量才能解决。

这意味着欧洲必须达成
一

致 ， 建立
一

个在宗教和文化上真正包容的多元
一体社会 。

（ 责任编辑 杜 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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