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法国穆斯林的尴尬
●王宇洁

目前 ,法国大约有四到五百万穆斯林 ,约占全国人口的十分之一。这些人中的近一半

拥有法国国籍。在法国这个以天主教徒为主的国家里 ,穆斯林的人数已经超过了新教教

徒和犹太教徒 ,伊斯兰教已经成为法国的第二大宗教。

本世纪以来 ,大量的外来移民、特别是来自法国前北非殖民地的穆斯林移民涌入法

国。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 ,规模很小。大批穆斯林的到来还是 60 年代以来的事情。

当时 ,法国为了保护在 1954 - 1962 年阿尔及利亚独立战争中站在法国一边的阿尔及利亚

人 ,允许他们移居法国 ,提供庇护。同时 ,法国为了适应经济发展需要 ,补充劳动力的缺

口 ,也为移民打开了大门。10 年以后 ,几乎所有的法国城镇中都有穆斯林居住。只有很

少一部分穆斯林回到自己的祖国。

从 70 年代开始 ,法国开始限制移民。但是 ,穆斯林的人数仍然在持续增长 ,主要是由

于高出生率和非法入境 ,以及法国政府为了使家庭团聚而实行移民特例有关。法国承认

穆斯林社团的合法性 ,并努力使之融入整个社会。但由于种种原因 ,法国的穆斯林在社会

生活的各个方面仍面临着许许多多的问题。

谁是他们的代言人

　　尽管法国政府跟穆斯林团体打交道 ,

除了处理各种事宜以外 ,也是出于安全的需

要。那么 ,谁最合适充当全法穆斯林的代言

人呢 ? 伊斯兰教中没有所谓教阶制度 ,而且

各穆斯林社团又相当分散 ,要选择出一个政

治上的代表还是让法国政府颇费了一番心

思。

政府最终选中了巴黎清真寺来代表全

国的穆斯林。巴黎清真寺比法国任何一个

穆斯林组织的历史都要长。更重要的是 ,政

府考虑到原教旨主义的威胁和国家安全问

题。以巴黎清真寺对伊斯兰教那种宽大的

解释 ,以及它同阿尔及利亚政权长期的联

系 ,它就显得更为重要了。

法国政府认为 ,大部分穆斯林并不对阿

尔及利亚的原教旨主义活动持同情态度。

法籍的阿尔及利亚穆斯林对法国政府支持

阿尔及尔武装政权反映极其冷淡。而非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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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及利亚的穆斯林约占全国穆斯林的一半 ,

他们根本不想让阿尔及利亚的政治问题卷

入到穆斯林社团的生活中来。

法国政府是努力想助巴黎清真寺一臂

之力的。1995 年 ,政府许诺把一项获利丰

厚的食品监督合同给巴黎清真寺。这项合

同所带来的好处大约在每年一亿美元左右。

但这一措施却激起了广大穆斯林的抗议 ,政

府只能悲叹 ,依然没有一个穆斯林权威好同

它对话。

头巾之争

　　从传统上说 ,穆斯林妇女都应该佩戴

头巾。它虽然是一个非常细小的社会习俗 ,

但却代表了穆斯林最基本的价值观念。头

巾作为一种象征 ,深深地触及到了伊斯兰文

化的内核。在法国 ,因为头巾 ,就引发了一

场争端。

1989 年巴黎附近的一座小镇上。3 个

十多岁的女穆斯林学生被校方以她们佩戴

的头巾是宗教标志为由把她们开除了。在

许多社会学家看来 ,法国出生的第一代穆斯

林在成长的过程中开始佩戴头巾 ,这是她们

寻求自我认同的一部分。但在法国历史上 ,

政教之争却是个老问题。它从伏尔泰时代

开始 ,一直到 1905 年明确地把宗教排除在

所有国家机构之外时才多少成为定局。政

府同当地学生的协商持续了 3 年之久 ,但毫

无结果。最终 ,政府下令禁止佩戴头巾 ,但

穆斯林界的领袖人物们并没有妥协 ,他们将

之诉诸公堂。

在许多普通穆斯林看来 ,头巾并不只是

宗教的象征 ,它还反映了一种文化特点 ,它

所体现的是与西方不同的美的观念。那些

坚决捍卫头巾的人士们说 ,年轻人可以穿着

超短裙和满是破洞的牛仔裤去上课 ,为什么

就不能带着头巾去学校呢 ? 这似乎是在限

制穆斯林学生得到一种人人都享有的自由。

而反对一方强调 ,学校负有调和学生中

各种宗教信仰的差异、灌输法国文明的使

命。法国知识界有些人士把头巾和部落主

义联系起来 ,把它视为穆斯林同法国社会融

为一体的障碍。还有些人引用法国大革命

时期的纲领 ,宣称“法国的教育与保留移民

文化是不相容的”。而一些天主教、新教和

犹太教的神职人员组织起来 ,站在穆斯林一

边 ,批评有些法国人纠缠于穆斯林的服饰问

题 ,是蓄意在开宗教与教育分离的倒车。

可是 ,法国的内政部却是从国家安全的

角度来考虑这个问题。在法国的高等学校

中 ,约有穆斯林少女 300 ,000 人 ,据估计其

中有 15 ,000 人佩戴着头巾。不过 ,教育部

把这个数字压缩到了 2 ,000 人 ,并说她们与

原教旨主义并没有多少联系。而穆斯林界

的领袖人物则声称任何统计数据都低估了

佩戴头巾这一习俗的影响力 ,因为许多女孩

羞于抛头露面 ,根本就不去上学。

一直到 1994 年 ,法国政府终于制定了

一项制度 ,规定学生有权展示自己的宗教信

仰的标志 ,当然如果他或她粗暴无礼、或是

为了炫耀卖弄、或是为了诱劝别人改宗时例

外。当局的这一措施似乎为解决头巾的问

题留有余地。实际上 ,它把责任推卸给了各

个学校 ,是否禁止佩戴头巾取决于学校有关

方面对规定的解释。头巾之争至今没有能

让任何一方满意 ,争端依然存在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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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市与教育

　　在关于头巾问题的争论中 ,穆斯林一

方的公开发言人是法国伊斯兰组织联盟

( the Union of French Islamic Organization) ,

它在全法有二百多个分支机构 ,总部设在巴

黎郊区。它出版自己的读物 ,发行录象带和

磁带 ,还开设课程 ,强调伊斯兰传统和价值。

联盟的重要活动之一是举行一年一度

的伊斯兰大集市。集市设在一个废弃的机

场 ,市场里满是蓄着胡子的男人和带着头巾

的女人。许多妇女戴着头巾 ,披着面纱 ,从

头到脚裹得严严实实。穆斯林们在这里互

致问候 ,吃自己的传统食品 ,欣赏着大喇叭

里播放的阿拉伯音乐。摊棚中摆放着各式

的商品 :祈祷用的小毯、宗教性的招贴画 ,还

有著名诵经家的录音带。另外 ,还有人在为

修建清真寺 ,或帮助巴勒斯坦、波斯尼亚难

民筹集资金。

在众多的摊棚中 ,有一个是属于欧洲伊

斯兰研究协会 (the European Institute of Is2
lamic Studies) 的。这个名字是直接从阿拉

伯语翻译过来的。它的法文名称是“欧洲人

文科学协会”,之所以取掉伊斯兰这个词 ,是

为了避免带来不必要的麻烦。这个机构实

际是一个伊斯兰神学院。1990 年一群与法

国伊斯兰组织联盟有关的穆斯林知识分子

接受沙特王国的援助 ,买下了勃艮底附近一

个小村子里的一座旧建筑。包括两个古老

而美丽的别墅 ,协会的办公机构、教室、图书

馆都位于其中。住读的学生一般不超过百

人 ,还有一些学生则通过函授学习。学习期

间 ,学生的生活和学习都可得到海湾国家的

资助。学生中不光有男性 ,还有近一半是女

性。所有的妇女都戴着头巾。

大多数学生在这里学习四年之后都可

获得有关伊斯兰神学的学位。还有些人学

习两年 ,以便以后担任法国各清真寺的伊玛

目。协会的领导者认为这是欧洲第一所伊

斯兰大学 ,他们的目标是把它建成欧洲的爱

资哈尔大学 ,培养出法国穆斯林社团需要的

领袖人物。

许多到这里来学习的学生几乎不会说

一句阿拉伯语 ,对自己的宗教也所知甚少。

因此 ,课程通常从教授阿拉伯语开始 ,然后

像普通的伊斯兰大学一样 ,讲授《古兰经》、

圣训和教法学。不过它与别的伊斯兰学校

不同的是 ,虽然所有的教师都深受阿拉伯习

俗的影响 ,但他们手里拿的却大多是法国高

等学府的学位。学校当局非常清楚地知道 ,

他们必须在西方的现实环境下讲授伊斯兰 ,

也就是能够“适应”,而不是“削弱”或“妥协

于”西方生活的伊斯兰。不少学生声称自己

不会改变法国国籍 ,并会成为好公民 ,但他

们必须拥有实践自己宗教的自由。

面对与故土文化迥然不同的法国文化 ,

穆斯林必须面临众多的问题。这些问题的

解决也许还需要很长时间。而伊斯兰世界

的各种矛盾与冲突很可能将持续下去 ,法国

也不例外。某些人预言 ,文化的冲突将是下

个世纪的主题 ,但法国的事例告诉我们 ,这

种冲突或许并不发生在各种文化实体交汇

的前沿 ,而是在各个国家的边界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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