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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文化主义与欧洲移民治理

冯永利　王明进

　　［摘要］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进入欧洲的外国移民大量增加，形成了不同文化族群在欧洲共存的状态，也为移民的治理带来了难

题。自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欧洲一些主要国家相继采取了多元文化政策，尽管多元文化主义声称尊重文化的多样性、各种文化平等

共存，但其实施结果却与人们的期望相去甚远，甚至造成文化区隔，刺激了欧洲极端排外势力的增长，并导致了少数族裔长期居于弱

势地位，不能融入主流社会，成为引发社会骚乱的一大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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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上世纪８０年代以来，多元文化主义一直是欧洲

主要国家治理移民问题的基本原则之一，但是，近年来

不断涌现的与外来移民有关的骚乱和暴力恐怖活动在

欧洲的不断出 现，却 显 示 出 欧 洲 在 移 民 治 理 方 面 出 现

了某种偏差。２００５年７月伦敦“七七爆炸案”、２００５年

１０月巴黎骚乱以及２０１１年８月的伦敦骚乱等，都与外

来移民有 关，表 明 了 移 民 融 入 当 地 主 流 社 会 的 困 难。
另一方面，随着外来移民的增加，欧洲当地居民的排外

情绪也在增长，特别是２０１１年７月２２日挪威极右翼分

子布雷维克制造的有７７人死亡的爆炸枪击案，凸显了

欧洲右翼排外势力的猖狂和危险。这些事件都说明欧

洲各国当前面 临 严 重 的 文 化 冲 突 和 移 民 治 理 问 题，促

使人们重新思 考 欧 洲 自 上 个 世 纪８０年 代 以 来 执 行 的

多元文化主义政策。

移民情势变化与欧洲移民治理政策演变

就欧洲而言，并 不 是 由 所 有 的 移 民 都 会 带 来 因 文

化因素而产 生 的 移 民 治 理 难 题。欧 洲 内 部 的 移 民，特

别是申根协定 之 后 而 出 现 的 欧 盟 内 部 的 人 口 迁 移，以

及冷战结束之后出现的中东欧及南欧国家向西欧国家

的人口流动，由于都属于欧洲范围之内的人口迁移，文

化上的亲缘关系使这些移民并没有带来治理上的太大

难题。真正被 认 为 是 所 谓 的“问 题 移 民”的，是 来 自 以

前殖民地为主 的 发 展 中 国 家 的 移 民，特 别 是 来 自 中 东

地区的穆斯林 移 民。〔１〕这 些 来 自 不 同 地 区 的 移 民 来 到

欧洲，同时也带来了各自的文化，使欧洲逐渐成为一个

多种文化共存 的 地 区，巨 大 的 文 化 差 异 产 生 了 不 同 文

化背景的移民 如 何 融 入 当 地 社 会 的 问 题，推 动 着 欧 洲

的移民治理政策的变迁。
第二次世界 大 战 之 后，随 着 欧 洲 殖 民 体 系 的 崩 溃

和战后重建的 需 要，大 量 来 自 亚 非 拉 地 区 的 人 口 涌 入

欧洲，形成了一次次移民高潮，改变了欧洲的人口结构

和文化景观。２０世纪５０—６０年代，欧洲殖民主义体系

的崩溃导致原欧洲殖民地人口大量进入欧洲。进入法

国的外来移民主要来自其在非洲马格里布地区的前殖

民地国家特别 是 阿 尔 及 利 亚；进 入 英 国 的 外 来 移 民 则

来自于其遍及全球的广泛殖民地，包括加勒比海地区、
亚洲和非洲国 家；荷 兰 的 外 来 移 民 则 主 要 来 自 加 勒 比

地区以及摩洛 哥 和 土 耳 其；北 欧 诸 国 的 外 来 移 民 则 来

自伊拉克、伊朗、索马里以及埃塞俄比亚等地。６０—７０
年代，欧洲的战 后 重 建 和 经 济 发 展 产 生 了 巨 大 的 劳 动

力需求，进一步 促 使 其 向 来 自 亚 洲 和 非 洲 地 区 的 移 民

主要是穆斯林 移 民 敞 开 了 大 门，导 致 了 大 批 移 民 的 进

入。例如，英国、法 国、意 大 利 从 曾 经 为 其 殖 民 地 的 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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旦、巴勒斯坦、黎巴嫩、埃及、阿尔及利亚、摩洛哥、突尼

斯、利比亚等阿 拉 伯 国 家 招 募 了 大 批 劳 工，而 德 国、瑞

士等国则从土耳其招来大批打工者。
在８０年代之前，欧洲各国主要是从同化的角度来

处理外来移民的问题。英国是以处理种族关系的方式

来处理移民问题的，这里的种族特指“有色人种”，其基

本原则是针对个人而非群体，只提机会均等，反对种族

歧视，而没有出台积极的政策以提高少数民族的地位。
英国内务大臣在宣布《１９６８年种族关系法案》时表 示，
这个法案是为全体国民的，而不是只为少数群体的。〔２〕

法国处理 移 民 问 题 的 办 法 是 忽 视 多 民 族 社 会 现 实 的

“嵌入”式政策，要求移民“同化或者离开”，移民必须融

入居住国的 文 化，不 得 组 建 移 民 社 团。德 国 在 很 长 时

间里一直把 移 民 当 作“客 籍 工 人”，并 没 有 设 想 让 他 们

长久地居住下 来，而 是 希 望 他 们 在 工 作 一 定 时 间 之 后

回到母国。
但是，进入８０年代，特别是冷战结束之后，欧洲的

外来移民作为多样性文化群体存在的事实已经无法改

变。首先，二战 之 后 进 入 欧 洲 的 移 民 已 经 开 始 有 了 第

二代甚至第三代，这些移民实际已经成为常住人口，这

些人有的已经入籍，但很多人仍然是外籍人口，这些长

期居住在异国的外籍人已经具备了参与当地经济与社

会生活的条件。其次，８０年代后，欧洲一些国家出于人

道主义原则实 行 家 庭 团 聚 政 策，越 来 越 多 外 国 移 民 的

家庭成员，依据家庭团聚政策纷纷来到欧洲。最后，冷

战结束后，随着 全 球 化 的 发 展，移 民 更 加 便 利，越 来 越

多的发展中国 家 人 口 把 发 达 的 欧 洲 作 为 移 民 目 的 地，
追求更加美 好 的 生 活。也 就 是 说，越 来 越 多 的 移 民 把

欧洲作为他 们 定 居 的 目 的 地。另 外，中 东 和 平 进 程 的

停顿、伊拉克战 争 以 及 近 年 来 中 东 北 非 地 区 的 持 续 动

荡，也导致中东 和 非 洲 国 家 地 区 的 人 口 向 欧 洲 移 民 的

新浪潮，这些 移 民 的 目 的 就 是 在 欧 洲 生 存 下 来。由 于

文化上的近亲 性 和 经 济 条 件 限 制，这 些 移 民 通 常 扎 堆

居住在租金廉 价 的 城 区，或 者 居 住 在 由 政 府 提 供 的 廉

租房里，而文化上的隔膜促使当地人纷纷迁出，从而形

成移民相对集中的聚居区。
这些聚居区 里 的 移 民 一 般 政 治 和 经 济 地 位 低 下，

特别是对于外来移民第二代、第三代来说，他们虽然生

于斯长于斯，“但仍然有一些社会政治因素使他们未能

全面参与诸如住房修建规划、城市复兴计划、教育保障

以及文化政策等方面的公共事务”，〔３〕不能不让他们感

到愤怒。这时移民的心态已经与他们的前辈完全不一

样了，他们不再像他们的前辈那样隐忍，他们接受了西

方的自由平等教育，对自己所处的环境日益不满，从而

使移民与政府、移民与当地人的矛盾不断出现，移民的

治理成为日益重要的社会问题。此前治理外来移民的

政策模式已经 不 适 应 新 的 形 势，而 这 一 时 期 多 元 文 化

主义的兴起及其在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的实践，为欧

洲各国政 府 从 文 化 角 度 治 理 移 民 问 题 提 供 了 一 定 的

思路。

多元文化主义及其在欧洲的遭遇

多元文化概 念 产 生 于 美 国，这 和 美 国 是 一 个 移 民

国家，需要 处 理 不 同 族 群 之 间 的 关 系 有 很 大 的 关 系。
在多元文化 概 念 产 生 之 前，“熔 炉 论”大 为 流 行。１８４５
年美国著名的思想家和作家爱默生（Ｒａｌｐｈ　Ｗａｌｄｏ　Ｅｍ－
ｅｒｓｏｎ）在自己的私人笔记中明确以“熔炉”描 绘 他 联 想

中的美国，认为来自世界各地的白人和非白人，都将在

美国大陆融为一体，形成“美国人”。１９０８年 美 国 犹 太

裔作家赞格维尔（Ｉｓｒａｅｌ　Ｚａｎｇｗｉｌｌ）创 作 了 戏 剧“熔 炉”，
作者借剧中主 人 公 之 口 宣 称：“美 国 是 上 帝 的 熔 炉，伟

大的熔炉，所有 来 自 欧 洲 的 不 同 种 族 都 将 在 这 个 熔 炉

中熔炼重生！”“熔 炉 论”因 而 在 美 国 广 泛 流 行，并 得 到

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的肯定，成为２０世纪中叶之

前美国移民 治 理 政 策 的 主 导。〔４〕但 正 统 的“熔 炉 论”认

为能够熔炼成为新美国人的只有欧洲信仰新教的白人

（ｗｈｉｔｅ　Ａｎｇｌｏ　Ｓａｘｏｎ　Ｐｒｏｔｅｓｔａｎｔ，ＷＡＳＰ），其他有色人种

包括来自拉丁 美 洲 的 西 裔 移 民 都 是 不 可 融 合 的 族 群，
有强烈的种族主义色彩。

多元文化主 义 是 在 批 评“熔 炉 论”基 础 上 产 生 的。

１９１５年美国犹太裔哲学家卡伦（Ｈｏｒａｃｅ　Ｋａｌｌｅｎ）发表题

为《民主主义 与 熔 炉》的 论 文，认 为 文 化 差 异 与 民 族 自

尊是相辅相成的，保持民族多样性，尊重种族和民族差

异，只会更有 利 于 美 国 国 家 的 巩 固。美 国 应 该 成 为 各

民族文化的联邦。１９２４年卡伦出版《美国的 文 化 与 民

主》一书，正式 提 出 了“多 元 文 化 主 义”这 个 概 念，认 为

在民主社会的 框 架 内 保 持 各 族 群 的 文 化，将 使 美 国 的

文化更加丰 富 多 彩。作 为 一 种 社 会 思 潮，多 元 文 化 主

义在２０世纪中 期 以 后 受 到 世 人 的 关 注，特 别 是６０年

代以后，欧美民权运动蓬勃兴起，进一步推动了多元文

化主义由书斋走向社会治理的现实。尽管对多元文化

主义有各种各 样 的 理 解，但 是，从 那 以 后，弱 势 族 群 开

始以多元文化 之 名 维 护 本 族 的 权 益，优 势 族 群 也 开 始

以多元文化的 名 义 制 定 政 策，尊 重 或 礼 让 弱 势 族 群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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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益。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之后，加拿大、澳 大 利 亚 率 先 把

多元文化主义 作 为 重 要 的 治 国 方 略，而８０年 代 之 后，
欧洲一些国家也开始在一定程度上将多元文化主义应

用于移民治理，例 如 法 国 提 出 了“融 合 与 同 化”模 式 的

多元文化主义、英国提出了“互相宽容、互不干扰”模式

的多元文化主 义，荷 兰 则 提 出 了“绝 对 宽 容”模 式 的 多

元文化主义等 等，也 有 些 国 家 虽 然 从 来 不 提 多 元 文 化

主义，但也实施 了 一 些 具 有 多 元 文 化 主 义 意 涵 的 文 化

自治政策，例如德国。
多元文化主义主张社会所有民族和文化群体在保

留原有特色的 前 提 下 相 互 尊 重、和 平 共 处、协 同 合 作，
遵循以文化多 样 性 为 特 征，以 种 族 平 等、自 由、共 存 为

理想，以各民族 个 体 和 群 体 共 同 构 成 社 会 基 本 结 构 的

多元文化主 义 国 家 为 治 国 纲 领。经 过 多 年 的 发 展，多

元文化主义被 赋 予 了 越 来 越 宽 泛 的 内 容，归 纳 起 来 主

要涉及如下几个方面：（１）承认公民可以拥有双重甚至

多重国籍；（２）政府支持报刊、电视、电台使用各少数民

族自己的语言；（３）支持少数民族为本民族的节假日举

行特别庆典；（４）允 许 在 学 校、军 队 以 及 日 常 生 活 中 穿

着传统和宗 教 服 装；（５）支 持 少 数 民 族 音 乐 艺 术 发 展；
（６）制定专 门 政 策 鼓 励 少 数 民 族 在 政 治、科 技、教 育 等

机构都拥有自己的代表；（７）允许少数民族在本族群内

部适用特殊条 规。〔５〕欧 洲 各 国 在 推 行 多 元 文 化 主 义 政

策时强调不同 文 化 之 间 的 相 互 尊 重 和 宽 容，包 括 允 许

使用少数族裔 语 言 的 媒 体 存 在，支 持 他 们 的 民 族 节 日

和庆典活动，允许建立宗教活动场所，甚至提供经济方

面的支持，支持 少 数 族 裔 具 有 本 民 族 文 化 特 征 的 各 类

活动以及为移民子女开办用本民族语言授课的专门学

校等。多元文化主义为人们描绘了一个多元文化和谐

共存的美好图 景，但 其 实 践 并 不 如 其 理 论 上 描 绘 的 那

样美妙。
各国政府在推行多元文化主义政策的时候各取所

需，在形式和 内 容 上 都 存 在 缺 陷。英 国 实 行 的 多 元 文

化主义是建立在文化相对主义基础之上的。文化相对

主义主要针对 英 国 的 广 大 非 洲 殖 民 地，认 为 非 洲 社 会

具有不同于欧 洲 的 独 特 文 化 价 值 和 特 性，即 文 化 的 相

对性，应该有 自 己 独 特 的 发 展 道 路。该 理 论 成 了 英 国

对广大殖民 地 实 行“间 接 统 治 制 度”的 理 论 基 础。〔６〕这

种理论基础之上的多元文化主义在实践上就体现为地

方政府采取比 中 央 更 为 宽 松 的 政 策，允 许 少 数 族 裔 文

化自治，中央政府更倾向于不干涉文化的方式，〔７〕这就

是英国所谓的“互 相 宽 容，互 不 干 扰”多 元 文 化 主 义 模

式。法国在１９８１年社会党人密特朗上台之后，在移民

问题上采取了 相 对 宽 松 的 政 策，允 许 外 来 移 民 组 织 各

种文化和 宗 教 协 会，实 际 上 承 认 了 多 元 文 化 的 存 在。
但是，法国政府 却 不 愿 意 出 台 明 确 承 认 少 数 民 族 的 政

策，１９９１年发表的《关于融合建议》给出的解释是，法国

并不否认少数 民 族 的 存 在，但 是 认 为 承 认 少 数 民 族 则

暗含着某种歧视性态度，并认为传统的平等原则、承认

个人权利以及非歧视性原则能够更好地保证每个个体

的自由和机 会。〔８〕到９０年 代，法 国 的 移 民 政 策 再 次 收

紧，多元文化 政 策 在 很 多 方 面 流 于 表 面。例 如 多 元 文

化政策中的“语 言 的 多 样 性”，实 质 上 是 为 了 便 于 这 些

移民以及他们 的 后 代 迁 回 到 自 己 的 祖 国。〔９〕这 是 法 国

所谓的“融合与同化”的多元文化主义模式。德国的例

子从另一个方面说明了欧洲国家实施多元文化政策方

面的局限性。德 国 到６０年 代 后 期 才 开 始 关 注 移 民 的

治理问题，但 其 强 调 的 不 是“融 合 或 者 回 迁”，而 是“暂

时的融合然后回迁”，在欧洲其他国家开始探索用多元

文化政策治理移民问题的时候，德国却在１９８３年出台

了《促使外 来 工 人 回 迁 法》。德 国 政 府 很 少 提“多 元 文

化主义”概 念，而 仅 仅 强 调 改 善 移 民 的 经 济 和 社 会 地

位，只是基于移民回迁的目的，才使移民在一定程度上

享有文化自 治 的 权 利。到１９８９年 德 国 才 在 法 兰 克 福

设立了“多元 文 化 事 务 处”，但 其 在 改 善 移 民 的 处 境 方

面发挥的作用非常有限。
事实上，多元 文 化 主 义 在 欧 洲 的 实 施 一 直 遭 遇 着

强大的阻力，各 国 政 府 在 推 行 多 元 文 化 政 策 的 时 候 往

往谨小慎微。尽 管 欧 洲 不 少 国 家 政 治 精 英 自２０世 纪

８０年代以来倡导多元文化政策，但社会中下层民众所

认可的多元文 化 仅 仅 是 欧 洲 民 族 国 家 的 多 元 文 化，这

种多元文化共 同 构 成 了 欧 洲 文 化，这 种 欧 洲 文 化 来 源

于三种传统：基 督 教、古 希 腊 和 古 罗 马，这 种 文 化 被 各

种不同的独立 的 欧 洲 民 族 所 共 享，具 有 超 越 其 他 文 化

的优越性和独 特 性，而 欧 洲 之 外 的 宗 教 和 文 化 往 往 被

视为外来文化。〔１０〕２００６年，英国女记者梅勒尼·菲利

普所著的《伦敦斯坦》一书充分表明了一些英国民众对

于多元文化主义的看法。该书指出，英国政府“固执得

近乎愚蠢地奉 守 文 化 多 元 主 义 和 道 德 虚 无 主 义，……
结果导致伦敦沦为恐怖主义的国际神经中枢，”〔１１〕成了

作者所说的“伦敦斯坦”。在法国，８０年代中期兴起 的

极右翼政党国民阵线认为外来移民无法接受法国的价

值观念，接受 多 元 文 化 是 危 害 法 国 的 国 家 利 益。而 在

德语中，“多元文化”一词更多表达的是一种消极涵义，
因为德语中“文 化”是 一 种 具 有 纯 洁 性 的 东 西，某 种 只

能从一个国家 的 精 神 中 被 发 觉 的 东 西，从 根 本 上 排 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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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外国人的 参 与，多 元 文 化 是 对 文 化 的 一 种 损 害。由

“欧洲”和“阿拉伯”两词合成的“欧拉伯”一词在欧洲的

流行就反映了欧洲一些人的心态。〔１２〕“欧拉伯”论的事

实依据便是穆 斯 林 移 民 不 仅 源 源 不 断 地 进 入 欧 洲，而

且欧洲新出生的人口中有一半是穆斯林。欧拉伯论者

批评多元文化主义政策为伊斯兰教在欧洲的传播大开

方便之门，助长了伊斯兰政治观、价值观在欧洲的全面

传 播，威 胁 并 玷 污 欧 洲 文 明，最 终 导 致 欧 洲 的 伊 斯

兰化。
即便如此，多 元 文 化 主 义 在 欧 洲 的 实 施 对 改 善 外

来移民的生活 环 境 和 地 位，促 进 他 们 的 文 化 发 展 还 是

起到了积极的 作 用。自２０世 纪８０年 代 以 来，欧 洲 各

国在多元文化主义的口号下允许穆斯林兴建伊斯兰清

真寺，在移民祖籍国的大力支持下，以前在欧洲城市很

少见到的清真 寺 开 始 大 量 涌 现，成 为 欧 洲 各 大 城 市 一

道新的景观。有数据显示，１９６１年，西欧的清真寺总数

为３８２座，其中 有３５０座 位 于 历 史 上 与 阿 拉 伯 世 界 有

密切联系的希 腊 的 色 雷 斯 和 罗 德 岛 等 地，西 欧 其 他 国

家的清真寺极少。但是，在多元文化政策的鼓励下，到

１９９５年的时候达到了６０００座。〔１３〕在不少国家，少数族

裔可以拥有自 己 的 学 校 和 文 化 设 施，可 以 庆 祝 自 己 的

节日，等等。
但是，另一方面，欧洲各国多元文化主义政策的实

施不仅未能使 外 来 族 群 很 好 地 融 入 欧 洲，反 而 造 成 了

不同文化间的 区 隔，移 民 难 以 融 入 当 地 族 群 以 及 社 会

排斥的不 断 增 加，固 化 了 外 来 文 化 群 体 的 弱 势 地 位。
对于移民及他 们 的 后 代，欧 洲 各 国 虽 然 依 靠 资 金 投 入

养着他们，但却没有赋予他们政治、经济和社会地位认

同，使这些移民及其后代很难真正融入主流社会，成为

一个被日益边缘化的弱势群体，成为欧洲社会中的“孤

岛”。例如在教育方面，移民群体无法得到同等的教育

机会。欧洲国家鼓励移民开办使用本民族语言授课的

专门学校，但教学质量不能保证，例如德国甚至鼓励移

民祖籍国管理移民的教育事务，使移民虽然身处德国，
接受的却是祖 籍 国 的 国 民 教 育，这 就 使 移 民 的 子 女 难

以在欧 洲 接 受 更 高 一 级 的 教 育。接 受 不 了 良 好 的 教

育，这些移民的 后 代 就 不 能 很 好 地 融 入 当 地 的 主 流 社

会，这些移民的 聚 居 区 成 为 当 地 的 贫 民 窟，失 业 率 高，
犯罪率高，少女 怀 孕 率 高，社 会 治 安 问 题 严 重，成 为 动

乱甚 至 是 恐 怖 活 动 的 根 源。２０１１年 伦 敦 骚 乱 和２００５
年巴黎骚乱的原因都是因为生活在多种族聚居区的青

少年与警察接触过程中死亡，引发街头暴力和抢劫，参

与２００５年伦敦 地 铁 爆 炸 案 的 嫌 犯 也 同 样 来 自 失 业 率

高达３０％以上的移民聚居区。因此，“这些自命为少数

种族文化和下等阶层文化等弱势文化保护者的多元文

化主义者在导致处于劣势的少数种族居民和下等阶层

居民继续处于劣势方面却难辞其咎。”〔１４〕

２００５年巴黎骚乱发生之 后，欧 洲 各 国 就 开 始 反 思

欧洲多元文 化 主 义 治 理 移 民 的 政 策。很 多 人 认 为，将

贫穷地区与富裕的白人社区隔绝开来是法国移民政策

出现的严重错误。德国总理默克尔２０１０年１０月在基

督教联盟下属的青年团于波茨坦举行的一次集会上表

示，让来自不同 文 化 背 景 的 民 众 在 德 国 和 平 共 处 的 做

法没有取得成 果，德 国 试 图 建 立 多 元 文 化 社 会 的 努 力

已经彻底失败。〔１５〕英国首相卡梅伦、法国总理萨科奇以

及荷兰副首脑马古西姆·责尔巴哈等欧洲多国领导人

也相继宣布多元文化的失败。〔１６〕

对多元文化主义的若干反思

多元文化主义承认文化差异，坚持民族平等，鼓励

保持文化的多样性，相比于“熔炉论”等移民治理理论，
其进步性是 毋 庸 置 疑 的。但 是，其 在 欧 洲 的 实 践 效 果

证明，多元文化 主 义 政 策 不 仅 没 有 促 进 不 同 文 化 之 间

的和谐共处，反而造成了文化的区隔，固化了外来族裔

的弱势地位。多元文化主义政策对外来文化身份的强

化，激起了 当 地 民 众 的 排 外 情 绪，甚 至 引 起 社 会 的 动

荡。尽管这与欧洲各国推行的多元文化主义政策存在

缺陷有关，但多 元 文 化 主 义 本 身 也 有 诸 多 令 人 反 思 的

东西。
多元文化主义的基本原则是承认并促进文化的多

样性，是对文化同一性的反叛，力图为曾经长期受到排

斥破坏的原住 民 和 外 来 移 民 文 化 提 供 支 持，改 变 少 数

族群文化与主 流 文 化 之 间 的 不 平 等，主 张 一 种 多 种 族

共存的文化马赛克或者文化色拉碗模式。多元文化主

义相关的政策 注 重 的 是 单 一 群 体 的 文 化 传 承，严 格 要

求群体之内 的 纯 洁 性 与 群 体 之 间 的 区 域 性。因 此，少

数族裔若要获得多元文化主义政策的承认以及相关的

利益，必须加强民族教育，强化自己的民族身份。这种

争取文化认可及文化传承的工作是各族裔群体自己的

事，外人不能插手，只能袖手旁观。这样的多元文化主

义，虽然强调文化的多样性或者个别文化的特殊性，但

更容易利用文 化 来 筑 起 一 种 屏 障，对 外 以 文 化 为 界 来

区分异己，从而使多元文化只剩下名义上的说法。
首先，这种模 式 虽 然 有 创 造 一 个 更 加 包 容 和 公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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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社会的崇高 动 机，但 事 实 上 却 鼓 励 移 民 形 成 一 个 个

游离于主流文化之外、自我封闭的同族聚居区，并鼓励

语言上的种族 隔 离，导 致 了 鼓 励 种 族 分 离 的 灾 难 性 后

果。亚瑟·施莱辛格（Ａｒｔｈｕｒ　Ｍ．Ｓｃｈｌｅｓｉｎｇｅｒ）指出，放

弃同化、提 倡 差 异 的 多 元 文 化 主 义 可 能 导 致“族 性 崇

拜”被 无 限 放 大，从 而 导 致“种 族 中 心 主 义 和 分 裂 主

义”。〔１７〕塞缪尔·亨廷顿在其１９９６年出版的《文明的冲

突与世界秩 序 的 重 建》和２００４年 出 版 的《我 们 是 谁？》
两部著作中也 对 多 元 文 化 主 义 进 行 了 批 判，指 出 那 些

实施多元文化主义的西方国家领导人“非但没有成功，
反而 使 自 己 的 国 家 成 为 精 神 分 裂 的 无 所 适 从 的 国

家。”〔１８〕这些右翼学者一般都把多元文化主义视作分裂

的种子。
其次，多元 文 化 主 义 不 能 消 除 普 遍 主 义。普 遍 主

义相信万物背 后 有 普 遍 的 本 原 和 本 体，运 动 变 化 背 后

有某种永恒不变的东西。价值观上的普遍主义相信有

超越时空的、普遍而永恒的价值体系或制度规范，自己

的价值体系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世价值体系。基督

教和伊斯兰教 是 当 今 世 界 上 两 个 最 典 型 的 一 神 教，是

具有普遍主义性质的宗教。这种普遍主义性质是两大

宗教长期纷争不息的根本原因之一。〔１９〕多元文化 主 义

试图消弭不同 文 化 背 景 人 群 之 间 的 纷 争，但 事 实 并 非

像他们想象的那样。多元文化主义的思想基础是文化

相对主义，文化相对主义强调本文化的优越，强调本民

族文化的独立、纯洁和统一，忽略本民族文化可能存在

的缺失，拒绝与其他文化交往甚至采取文化隔绝政策，
导致文化孤 立 主 义，从 而 形 成 封 闭 和 排 他 性 格。欧 洲

主流文化族群以“照顾”的方式居高临下地实行多元文

化政策，往往导致“被照顾者”因屈辱而不满，因弱势而

对立，从而导致 针 对 西 方 主 流 社 会 的 极 端 主 义 和 暴 力

行为的发生。
第三，多元文化主义强调文化之间的差异，甚至将

维持和宽容这 种 差 异 作 为 目 的，但 这 种 宽 容 是 以 对 他

者的漠不关 心 的 姿 态 出 现 的，是“冷 漠 的 差 异”。其 结

果是只有承认和宽容，而没有文化之间的交流、对话和

团结，有可能加剧过去体制安排上的不平等，导致不同

族裔文化之 间 的 疏 离 和 圣 战。正 因 为 如 此，也 有 人 批

评多元文化主 义 是 一 种 阻 止 被 歧 视、被 压 迫 的 少 数 族

裔群体反对社会现实中不平等的隐形的种族主义。美

国学者迈克尔·伯 林 纳 和 加 力·赫 尔 就 认 为，多 元 文

化主义是种族 主 义 经 过 伪 装 的 托 词，因 为 按 照 多 元 文

化主义的逻辑，一个人的种族和民族属性是与生俱来、
不可改变的，这 就 无 异 于 在 不 同 种 族 之 间 构 筑 起 不 可

跨越的鸿沟，导 致 民 族 隔 阂 固 定 化。如 果 说 那 些 公 开

主张某一种族比其他种族优越的人是赤裸裸的种族主

义者，那么强调 个 人 种 族 属 性 至 上 的 多 元 文 化 主 义 者

则是改头换面的新种族主义者。〔２０〕一些来自欧洲 的 移

民后代也认 为，“多 元 文 化”认 为 他 们 仍 然 是 祖 籍 国 的

人，他们的母语是祖籍国的语言，并且应当保持父辈的

文化，使他们难以熟练掌握当地的语言，融入当地的社

会，实际上是试 图 将 他 们 置 于 肮 脏、危 险、低 贱 的 工 作

岗位。〔２１〕

多元文化主 义 存 在 的 上 述 特 点，很 容 易 被 政 客 们

用来方便地服 务 于 自 己 的 目 的，推 行 有 缺 陷 的 多 元 文

化政策，有些国 家 甚 至 把 多 元 文 化 政 策 作 为 区 隔 少 数

族裔的手段，以最终促使移民的回迁，从而完全背离了

多元文化主义的精神。随着多元文化主义在欧洲的实

践面临各种更加严重的问题，欧洲各国右翼逐渐抬头，
开始出现了各 种 反 对 多 元 文 化 主 义 的 舆 论，欧 洲 在 文

化政策上出 现 了 向 右 转 的 倾 向。从２００９年 瑞 士 全 民

公决反 对 在 该 国 境 内 新 建 清 真 寺 宣 礼 塔，到 比 利 时

２０１０年４月禁止在公共场所穿着遮蔽全身 的 服 饰，再

到同年８月法 国 大 规 模 驱 逐 罗 姆 人 以 改 善 社 会 治 安，
多元文化之间发生冲突的情况日渐增多。在民众反对

外来移民的情 绪 日 益 高 涨 的 情 况 下，政 客 们 也 为 了 迎

合民意，发表否定多元文化主义的言论。
多元文化主义在欧洲的遭遇反映了欧洲人对待外

来文化和外 来 移 民 的 真 实 态 度。但 是，在 全 球 化 的 今

天，文化间的 必 然 相 遇 使 文 化 对 话 不 可 回 避。极 右 翼

分子把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移民赶出欧洲的想法是荒

谬的，不论其采取怎样的恐怖活动，都改变不了世界不

同文化接触对话的大势。尽管欧洲各国领导人近年来

相继宣布多元 文 化 在 欧 洲 的 失 败，但 绝 不 能 由 此 转 向

排斥外来文化，从 文 化 多 元 主 义 的 倒 退 只 能 意 味 着 排

斥民族、宗教、语 言 以 及 生 活 方 式 的 多 样 性，这 必 然 违

背历史 发 展 的 潮 流。多 元 文 化 主 义 在 欧 洲 实 践 的 失

败，其根源在于 欧 洲 各 国 政 府 没 有 从 经 济 和 政 治 层 面

上切实解决外 来 移 民 问 题，只 有 通 过 文 化 宽 容 走 向 文

化团结，实现文化对话与价值整合，同时从政治经济上

采取措施，实现种族平等，给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更

多的机会，才能 防 止 极 端 分 子 利 用 民 族 感 情 和 文 化 来

从事恐怖活 动。欧 洲 各 国 现 在 要 做 的，就 是 走 出 对 欧

洲文化的自恋，走出欧洲中心主义，这样才能克服极端

的排外情绪，实 现 多 种 族、多 文 化 的 和 谐 共 存，实 现 欧

洲文明的不断进步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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