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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9月21日，澳大利亚皇家空军飞行
员即将驾驶战机前往中东地区。之前，澳
大利亚阿博特政府应美国要求，决定参与
打击“伊斯兰国”极端恐怖组织的行动。

反恐棱镜下的澳大利亚穆斯林
文/胡 欣

在参与美国军事打击“伊斯兰
国”行动的“小伙伴”中，澳大利亚
可谓是十分积极的一个。澳大利亚总
理阿博特公开宣称，“伊斯兰国”是
对澳大利亚的威胁。9月10日，奥巴马
号召建立国际联盟，对“伊斯兰国”
实施系统性空袭。随后，澳大利亚宣
布将把战机和特种部队部署到美军在
阿联酋的基地，它也成为第一个明确
承诺为此出兵的国家。事实上，澳大
利亚最近也正为其国内极端穆斯林问
题头痛。不久前，一张恐怖图片在互
联网上被疯狂传播，图中一名澳大利
亚籍的“伊斯兰国”武装分子让年仅7
岁的儿子双手提着被杀害的叙利亚政
府军士兵人头拍照炫耀。还有个别澳
大利亚籍的恐怖分子扬言要在澳本土
发动“圣战”。一时之间，国际舆论
一片哗然，澳大利亚国内的穆斯林问
题也随之被置于聚光灯下。

“小熔炉”的移民烦恼

澳大利亚是南太平洋的“小熔
炉”，奉行多元文化和谐共处政策，

所有公民可以在一定程度内自由表现
各自的语言、宗教和文化传统，享有
平等权利和个人机会。从某些方面来
看，澳大利亚的外来移民状态与欧洲
比较相似：首先，外来移民基本来自
发展中或落后的国家及地区，且处于
社会的下层甚至底层；其次，虽然澳
大利亚禁止种族主义，但白人阶层掌
握着国家政治、经济和文化主导权，
“欧洲中心主义”、“白人至上主
义”一直有不小市场，白人阶层对外
来移民在就业、文化、治安等领域带
来的负面影响极为敏感；最后，少数
移民由于生活状况不佳，对社会结构
和国家信念产生不满，成为危害社会
甚至国家安全的不稳定因素。

当然，澳大利亚和欧洲之间也存
在很大不同，最显著的一点就是澳大
利亚地广人稀，地处偏远南太平洋，
因此积极鼓励移民，特别是用极其优
惠的政策广泛吸引技术移民。与之相
反，反恐斗争带来的压力、经济危机
造成的冲击等都使得欧洲对移民的态
度发生微妙变化，不少国家内部社会
对移民的宽容度也趋于保守。特别是

英、法、德等国近些年屡屡参与对伊
斯兰国家的军事行动，双方的隔阂日
渐加深。加之欧洲的东面、南面都紧
邻着信奉伊斯兰教的国家，欧洲民众
对穆斯林的渗透也始终心存忧虑。

然而，澳大利亚也有本难念的
经。随着移民的不断涌入，一些族群
之间的纠葛也随之增加。其中，穆斯
林群体由于其宗教和传统的独特性，
在融入现代社会进程中较难与主流社
会群体和谐同步。伊斯兰教的某些特
性常常被伊斯兰教中的激进势力所利
用，他们用“净化”、“圣战”的名
义残酷对待异己分子。特别是受9.11
事件的影响，很多宗教极端分子表现
出极强的战斗性。

穆斯林移民后代：从忍耐到进击

澳大利亚北部有印尼、马来西
亚、文莱等以穆斯林为主体的国家，
因此穆斯林踏足澳大利亚的历史比较
早，他们主要从事渔业或给殖民者当
廉价劳工。自20世纪初开始，澳大利
亚推行白澳政策，严格限制有色移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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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非欧洲背景人口的进入，直到战后
为满足人口增长和经济发展的需要，
澳大利亚才逐渐放宽了这一政策，接
纳了大批来自欧洲(土耳其占相当比
重)的穆斯林。例如，1967年至1971年
间，根据澳大利亚和土耳其之间的移
民协议，上万名土耳其穆斯林远渡重
洋来到澳大利亚。1972年，澳大利亚
最终废除了白澳政策，奉行以多元文
化为基础的开放政策，这也为世界各
地穆斯林来澳进一步打开了大门。

根据澳大利亚有关部门2011年的
统计，从2001年至2011年，澳大利亚
信奉基督教的人数从占总人口的68%下
降到61%，信奉伊斯兰教人数比重则
增长了69%。如今，澳大利亚的穆斯
林为47万左右，约占全国总共2366万
人口的2%，其中超过三分之一的穆斯
林出生在澳大利亚。穆斯林数量的增
加，给澳大利亚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心
态带来了较大影响。澳大利亚的穆斯
林基本都是外来移民或其后裔，具有
十分独特的多样性特点：它是一个多
种族、多民族的混合共同体，来自印
尼、阿富汗、孟加拉国、巴基斯坦、
伊拉克、伊朗、黎巴嫩、波斯尼亚、
土耳其等70多个国家，以逊尼派为
主，什叶派只占少数。对于澳大利亚
境内老一辈的穆斯林来说，由于人口
总数少，社会地位卑下，在白人为主
流的社会中只能发出微弱的声音。即
便面临社会压力和不公待遇时，他们
也大多选择埋头苦干，在夹缝中挣扎生
存，在苦难前容忍，在歧视前避让。

现在，新一代的穆斯林已经崭露
头角。与祖父辈、父辈不一样的是，
这些穆斯林接受过更好的教育，在继
承了伊斯兰宗教道德观念和家族生活
传统的同时，也吸收了不少现代文明
的新观念、新思维、新技术。更重要
的是，他们有着更为强烈的捍卫自身
权益、展示传统文化、消除宗教偏见

的意愿。澳大利亚伊斯兰关系协会前
会长库兰德·赛义特曾指出，新一代
的穆斯林彻底改变了穆斯林的社会形
象，他们融入社会，同非穆斯林有广
泛的接触，“我们在逐渐摆脱老移民
的心态，就像扔掉从老家带来的行李一
样，一切都从头做起，思想彻底转变，
成为地道的当地人”。这也构成了澳大
利亚穆斯林的主流思想，成为推动穆
斯林逐步融入当地社会的原动力。

不过，澳大利亚国内的穆斯林
和非穆斯林之间始终存留着根深蒂固
的差异性，彼此间的冲突总是不断出
现。例如，在2005年夏天爆发了大规
模骚乱，据媒体报道：几名穆斯林男
性来到悉尼东区海滩，借口当地白人
女性不遵守伊斯兰教规而进行侮辱和
挑衅，最终引发公愤，遭到当地民
众追打。此事随后演变得更为“丑
陋”，一些白人利用手机短信等散播
种族主义和排外主义，数千人迅速聚
集起来袭击穆斯林，有人背上还写
着：“我们生长在此，你们（中东裔
青年）迁徙至此”。悉尼附近的2000
多名穆斯林随即也上街抗议示威，不
少人趁机实施打砸抢，数千辆汽车被
砸，双方的冲突和骚乱持续了两周之
久。这一事件也让澳大利亚的穆斯林
和非穆斯林之间的矛盾暴露无遗，深
刻影响了双方对彼此的认知。

极端行为扰乱澳大利亚

总体来讲，穆斯林群体在澳大
利亚的社会、政治、经济地位相对较
低，大部分人的文化教育程度也不
高。澳大利亚白人群体则有着歧视穆
斯林的传统和历史，习惯于将穆斯林
和伊斯兰教看做是异类或落后文明。
如何捍卫伊斯兰教的尊严、改变穆斯
林的处境，是澳大利亚穆斯林长期面
临的难题。其中，一小部分人试图以

挑战法律、危害社会治安甚至威胁国
家安全的极端方式，为穆斯林争取自
己的“乐土”并赢得人们对伊斯兰教
义的“尊重”。这些做法包括：

过度宣扬伊斯兰教义，妄图强加
于人。不少穆斯林对世俗化进程和现
代化社会比较抵触，不仅自感与外部
世界格格不入，而且总是试图将自身
教义强行施加于外部社会。例如，澳
大利亚最高级别的伊斯兰宗教领袖曾
在一次教徒集会上为因轮奸妇女而被
判刑的穆斯林辩护说，那些没有按穆
斯林传统着装的女性是“没有遮挡覆
盖的裸露肉”，“穿着裸露放荡的衣
服，浓妆艳抹，给人暗示。当你看到
她，完全不会有任何同情怜悯之情。
因此我觉得问题在于，（这些强奸）
事件是谁引起的？”

借宗教之名行犯罪之实。一些
穆斯林借口捍卫伊斯兰教义，宣泄对
社会的不满，浑水摸鱼。他们时常打
着宗教旗号，用言语或行为挑衅周围
的普通民众，给社会安全带来较大冲
击。除了前面提到的骚乱，澳大利亚
一些穆斯林犯罪疑犯还堂而皇之地以
宗教为借口为自己开脱。

勾结境外极端势力，参与策划
恐怖袭击。近年来，有些澳大利亚籍
的极端穆斯林主动奔赴阿富汗、伊拉
克、叙利亚等战场，以同“圣战者”
们并肩作战为荣。据澳大利亚政府发
布的信息，目前至少有60名澳大利亚
公民正活跃在叙利亚和伊拉克，其中
15名已战死（包括2名“人弹”）。
此外，还有约100多名公民正在积极参
与“圣战”活动。国内极端穆斯林与
境外恐怖势力相勾结，给澳大利亚带
来了不小的反恐压力。2013年12月，
澳大利亚安全情报局曾吊销了本国20
名可疑男子的护照。今年9月18日，
澳大利亚在悉尼等地展开了有史以来
最大规模的反恐搜捕行动，共抓捕了



22

封面话题

15人，其中就包括“伊斯兰国”在澳
大利亚的最高级别成员、阿富汗裔澳
大利亚人穆罕默德·阿里·巴亚雷。
让人后怕的是，据说巴亚雷已指示极
端分子从街上任意绑架市民，在镜头
前实施斩首，然后再将图像传到“伊
斯兰国”。澳大利亚总理阿博特不得
不提醒民众，“伊斯兰国”恐怖势力
正在策划发动澳大利亚境内袭击，目
标包括国会大厦在内。如今对恐怖袭
击的担忧和恐惧正在澳大利亚蔓延开
来，这也让穆斯林和非穆斯林之间的
关系变得更为紧张。

反恐时代的“身份危机”

近期发生的一系列的事件，将
澳大利亚国内的穆斯林推上了风口浪
尖，穆斯林和非穆斯林间的矛盾也有
发酵之忧。导致这一局面最重要的原
因就是，反恐时代对澳大利亚国内族
群矛盾尤其是穆斯林自我身份认知的
影响。

9.11事件之后，反西方的
极端

伊斯

兰 势力倍受鼓舞，以“基地”组
织为代表的恐怖组织迅速在世界范围
内扩张繁衍。同时，以美国为首的西
方世界推行的反恐战略和对外宣传给
全球范围的穆斯林形象造成了不良影
响。在澳大利亚，一些人担心穆斯林
中的恐怖分子在这里发动袭击——他
们也确有担忧的理由：众所周知，澳
大利亚和美国是盟友关系，出兵参与
了在阿富汗、伊拉克的军事行动。因
此，“基地”组织等恐怖势力早就将
澳大利亚列为了袭击目标。在2002年
10月印尼巴厘岛的恐怖袭击中，伤亡
者多为美国和澳大利亚公民。

在境外恐怖主义的刺激下，澳大
利亚国内少数极端穆斯林蠢蠢欲动，
这也让澳大利亚国内非穆斯林和穆斯
林之间的隔阂不断扩大。一方面，澳

大利亚政府不断采取措施打击恐怖主
义苗头，虽收到一定的成效，但也不
可避免地导致公众对穆斯林的印象走
向负面。一些民众将穆斯林视为潜在
的安全威胁，排斥情绪明显上升。比
如，2008年5月，悉尼郊外卡姆镇上的
很多居民联合起来反对穆斯林在当地
修建伊斯兰学校，理由就是担心这里
成为恐怖分子的藏匿之处。在近期进
行的一次民意调查中，有超过60%的澳
大利亚人表示担心穆斯林移民。个别
人还曾打出“穆斯林是恶魔”、“伊
斯兰教是邪恶宗教”等偏激口号，公
然侮辱穆斯林。甚至有少数澳大利亚
人加入了以反对穆斯林为主旨的政治
团体，宣称要限制澳大利亚的穆斯林人
数，防止澳大利亚被“穆斯林化”。

另一方面，穆斯林团体在日趋
严格的反恐法规面前，人人自危。自
2001年以来，澳大利亚颁布、推行了
超过50项的反恐法规，国内穆斯林人
士指责这些法规威胁到了每一个穆斯
林的正常生活。比如，一些穆斯林妇
女抱怨说，由于自己的种族和宗教背
景，常在公众场合遭到“不合理”的

对待，很多人因此害怕外出或独自旅
游，甚至丧失了受教育和就业机会。
在今年9月的反恐浪潮影响下，澳大
利亚国内又出现多起针对穆斯林的恶
意袭击事件，数百名穆斯林为此举行
抗议活动，指责阿博特政府对穆斯林
进行恐吓。这种不满情绪很容易给极
端势力以可趁之机。澳大利亚“激进
伊斯兰中心”领导人之一维塞姆·哈
达德就公然号召澳大利亚境内的穆斯
林要“为了伊斯兰旗帜去生与死，而
不是为澳大利亚国旗”。哈达德出生
在澳大利亚，父母是黎巴嫩人，他与
“伊斯兰国”恐怖分子来往密切，阿
博特政府随即宣布撤销他的澳大利亚
公民身份。外交部长毕晓普9月29日
表示，为保障国家安全，政府已经撤
销了50名疑似海外“圣战者”的澳大
利亚人的护照。她还强调，政府将会
继续取消对国家安全构成潜在威胁的
“不安分子”的护照。 

澳大利亚要当反恐先锋吗

澳大利亚情报部门曾警告说：

2012年10月13日，印度尼西亚巴厘
岛，巴厘岛爆炸案十周年纪念仪式
在神鹰广场举行，澳大利亚总理吉
拉德出席。仪式有数千人参加，包
括遇难者亲友和普通民众。2002年
的巴厘岛爆炸案造成202人死亡，
其中有88名澳大利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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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面临的主要恐怖威胁来
自于暴力的圣战者，他们行动的信条
是，不管在哪儿，只要可能的话，每
个穆斯林都有宗教和道德的义务去袭
击‘十字军’——美国及其盟友——
以及穆斯林的叛徒。澳大利亚和澳
大利亚人则被看作是一个合法的标
靶。”如今，面对渗入到本土的恐
怖威胁，澳大利亚政府不得不主动出
击。不过，从国际形势和国内政治环
境来看，澳大利亚当前的反恐政策也
不得不屈从以下现实：

首先，澳大利亚的海外反恐军事
行动在规模和效果上都十分有限。作
为中等强国，澳军实力虽不弱，但也
仅限于维护本土安全，在执行海外军
事行动时明显捉襟见肘。它既没有能
确保进行力量投射的海外军事基地，
也缺乏足够的战机、战舰长期执行海
外行动，更没有像美国那样砸钱打仗
的家底。澳大利亚派军参战，更多的
是配合美国的行动，展示姿态，象征
意义大于实际功效。

其次，本土和周边地区极端穆斯
林是其反恐打击的重点目标。国内穆
斯林问题将在一段时间内困扰澳大利
亚本土安全。一方面，族群间冲突严
重影响社会治安，破坏澳大利亚的开
放多元形象；另一方面，外部恐怖主
义势力渗入澳大利亚，联合本土极端
分子发动袭击的可能性增大。因此，
澳大利亚的反恐战线主要在国内，境
外反恐的重心也不在中东，而是以印
尼为代表的周边穆斯林国家，主要对
象是类似“伊斯兰祈祷团”那样直接威
胁澳大利亚的恐怖组织或极端分子。

最后，澳大利亚反恐政策还将继
续引发国内争论。对于阿博特政府海
外用兵，不少澳大利亚人认为这会让
国内变得更不安全。专家也批评说，
澳大利亚参与对“伊斯兰国”动武，
也就是个跑龙套的，连奥巴马自己

都没拿出成熟战略，澳大利亚更不可
能大幅度卷入军事行动。有人甚至讽
刺说，不管未来“伊斯兰国”是被击
溃还是继续扩大，反正澳大利亚派出
的那点儿军力都产生不了什么重要影
响。此外，在国内反恐搜查和抓捕问
题上，尽管民众认为这能够扼杀恐怖
袭击于萌芽，但同时也担心政府扩展
反恐法律，会危害新闻自由、公民自
由等核心价值权利。此外，过度反恐
还可能引起穆斯林团体的持续不满，
催化原有的矛盾，越反越恐，酿成更
大规模的国内冲突。

澳大利亚的穆斯林无疑正处在
一个艰难时期。诚然，他们中的绝大
部分并不是恐怖分子，也不热衷“斩
首”、“人弹”等行动。但极端势力
的渗入、反恐形势的紧迫、对立情绪
的上升，使得他们不得不承受空前的
社会压力。

幸运的是，一些澳大利亚人已
经意识到了这一问题。今年10月，一
位澳大利亚电影制片人做了一个社会
试验：他故意设计了几个场景，分别
演示穆斯林妇女或男孩遭到骚扰，以
此来测试普通民众的反应。令人欣慰
的是，每次试验都有路人冲出来阻止
这种骚扰。他据此告诉人们，“这部
录像就是铁证：澳大利亚公众不会欢
迎针对穆斯林的恶行。虽然它确实会
发生，但它显然是不受欢迎的。”澳
大利亚昆州州长纽曼也警告说：“利
用当前事件诋毁任何团体、任何种族
和任何宗教的人，他们的行为实际上
让恐怖组织占便宜，他们实际上是在
帮助恐怖组织达到目的。”下一步，
如何调和穆斯林和非穆斯林之间的矛
盾，消除彼此间的猜疑，将是澳大利
亚政府面临的严峻挑战。

（作者为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国
际安全研究中心副主任）

“伊斯兰祈祷团”是以东南亚为

活动区域的恐怖组织，起源于印度尼

西亚的 激进伊斯兰 运动。1993年1月

1日，阿布·巴卡尔·巴希尔（该组
织精神领袖）和阿布杜拉·桑卡尔共
同正式建立了“伊斯兰祈祷团”，主

要基地在印度尼西亚，分支延伸到菲

律宾、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地。该组

织寻求建立一个包括印度尼西亚、马

拉西亚、泰国南部、新加坡、文莱以

及菲律宾南部在内的伊斯兰哈里发国

家，长期从事爆炸袭击、绑架、走私

等非法活动，是东南亚最活跃、最危

险的恐怖主义组织。美国情报机构指

出，“伊斯兰祈祷团”与“基地”组

织联系密切，曾将成员送到阿富汗等

地受训，成员学成后返回印尼，策划

对西方目标的袭击。自2002年以来，

在各国持续的反恐行动打击下，“伊

斯兰祈祷团”的不少骨干相继在印度

尼西亚、菲律宾、马来西亚、巴基斯

坦落网或被击毙，实力大为受损。美

国《2013年全球反恐报告》估计该组

织人数在500到数千之间，并认为它除

了有自己的商业活动收入外，还从中

东联络人和部分非政府组织那里获得

经济、后勤等支持。

主要暴行：

1、2002年10月，实施了震惊世

界的巴厘岛连环炸弹袭击，造成202人

死亡，包括88名澳大利亚游客。

2、2003年8月，对雅加达万豪酒

店实施自杀式炸弹袭击，造成12人死亡。

3、2004月9月，使用炸弹袭击澳

大利亚驻印尼大使馆，造成包括自杀

式袭击者在内的12人死亡。

4、2005年10月，对巴厘岛再次

实施自杀式炸弹袭击，造成包括3名袭

击者在内的26人死亡。

资料链接：

伊斯兰祈祷团
（Jemaah Islamiya，J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