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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移民社会冲突中的多元文化主义困境

陈天林

【摘要】　民族主义为欧洲移民社会中多元文化主义划定了边界，提出了挑战，使多元文化主义

面临一种两难困境：既希望通过多元文化主义，允许移民保持自身文化来增强欧洲的吸引力，以换

取移民的忠诚和贡献；又将移民群体与本土居民疏离，从而保护欧洲文化不失去自身地位和文化认

同。在这种困境下，欧洲移民社会冲突不断发生。这是欧洲亟需解决的一个重大现实问题，并对世

界其他各国移民社会的建设有较强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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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欧洲移民社会中多元文化主义的形成

在过去的几个世纪里，世界人口发生了三次大

的迁 移。在１５世 纪 末，世 界 发 生 了 第 一 次 移 民 浪

潮。大量的欧 洲 人 口 迁 移 到 了 美 洲 新 大 陆。从１９
世纪到２０世纪中叶，由于资本和战争等因素，发生

了第 二 次 移 民 浪 潮。１８２１至１９２４年 间，大 约 有

５５００万 欧 洲 人 移 居 海 外，其 中３４００万 到 了 美 国。

２０世纪７０年 代 以 来，由 于 信 息 技 术 和 交 通 运 输 等

科技的迅速发展，经济全球化使世界发生了第三次

移民浪潮。根据联合国人口与发展委员会的一份报

告，１９９０～２００５ 年，国 际 移 民 人 数 平 均 每 年 增

长１．４％。
与前两次移民相比，世界第三次移民浪潮有以

下三个特点：一是，从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的主动

迁移成为本次跨国移民的重点；二是，经济全球化对

移民发生的作用特别突出；三是，国际迁移的方向发

生逆转。１９９０年，５３％的 跨 国 移 民 生 活 在 发 达 国

家；２００５年，这一比例已经提升到６１％，其中１／３在

欧洲，１／４在北美。欧洲从移民移出国，成为移民移

入国。移民在 移 入 国 劳 动 力 中 的 比 例 达 到１０％以

上，其中瑞士为２５％，卢森堡约为４０％。
形成移居欧洲的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方面，

由于欧洲国家的各殖民地相继独立，原来居住在殖

民地的欧洲人作为回迁移民返回宗主国的时候，大

量来自殖 民 地 的 当 地 居 民 也 随 之 移 民 欧 洲。在 法

国，来自北非的移民占据多数；在英国，来自印度、巴
基斯坦和非洲的移民较多。另一方面，这也是欧洲

社会自身的需求。随着西方国家人口老龄化、投资

外移以及内需后续增长乏力，很多国家都把移民政

策作为刺激经济的重要手段。自上个世纪以来，欧

洲人口结构不合理，人口生育率非常低，人口数量出

现了负增长，已经步入了老龄化社会。欧洲不仅需

要大量年轻的劳动力，另一方面也使内需后续增长

乏力。而且，西欧发达国家的本土居民主要从事资

本、知识密集型的工作，因此需要大量的熟练、年轻

的劳动力承担劳动密集型的工作。同时，许多发展

中国家生存环境相对落后，人们迫切需要获得生存

空间和发展机遇。在欧洲人口需求拉力和发展中国

家人口迁移推力的相互配合下，大量人口向欧洲迁

移，于是形成了欧洲移民社会。
所谓移民社会，是指外来人口成为当地社会的

重要组成部分，并对本土居民生活产生深远影响的

社会。移民社会形成的一个显著标志，是不断增加

的外来人口定居数量、异质文化影响以及多民族、多
宗教的相互作用。在欧洲的移民中，阿拉伯人和穆

斯林的数量和影响不断上升。欧洲为了稳定经济发

展和社会稳定，吸引外来劳动力，各国纷纷倡导多元

文化主义。英国在１９６６年就确认了移民文化的多

样性，并在教育和文化方面逐渐开始推行多元文化

模式，各大城市都建立了伊斯兰中心，以供移民从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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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及社会公益活动。
多元文化主义的产生有其理论背景。它的理论

土壤是自由平等主义，或者说，多元文化主义是自由

平等主义在文化上的延伸。只有自由平等民主，才

能承认文化多元，才能尊重和保护文化的多样性；多
元文化主义产生的时代因素是二战后殖民体系的解

体以及民族文化意识的独立和解放。因此，多元文

化主义意味着生活和文化的多元化。“它是文化之

间的对话而不是分裂，是国家法律框架内和跨国家

法律框架内的文化融合。或者说，多元文化主义是

在一个多民族社会中对待文化多样性的一种指导政

策，承认少数民族的文化差异性，主张少数民族和边

缘群体的独立价值，主张文化认同和民族个性；主张

维护少数民族的权利，各民族和种族平等，反对民族

歧视以及同质化的文化霸权，反对文化帝国主义；主
张各民族都有权参与国家的政治经济生活，同时发

展和享用自己的文化传统，要求主流社会赋予少数

民族以更多的自由和权利。”① 欧洲一直自诩是自由

平等民主等理念的先行者。在这样的理念感召下，
欧洲以外的人们向往并涌入欧洲。因此，多元文化

主义使外来移民为欧洲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巨大贡

献，有力地促进了欧洲一体化进程。
二、欧洲移民社会中的多元文化主义困难及社

会冲突

２１世纪以来，欧洲移民社会倡导的多元文化主

义困难重重。２０１０年，法国总统萨科齐在民众的抗

议声中大批遣返了罗姆人（又称吉普赛人）。虽然许

多团体和政 府 以 侵 犯 人 权 的 名 义 对 法 国 进 行 了 谴

责，但在欧盟各国中，意大利明确表示支持法国的做

法，德国、丹麦、瑞典因为驱逐过罗姆人而保持了沉

默。２０１０年１０月，德国总理默克尔称，德国构建多

元文化社会、让拥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一起生活的

努力“彻底失败”，德国人和外国劳工能“快乐地并肩

生活在一起”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自２０１０年初

以来，德国 民 众 的 排 外 情 绪 持 续 高 涨。在２０１０年

１０月公布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１／３的德国人希望

定居德国的外国人回国。有受访者甚至指出，由于

外来移民的 数 量 已 经 占 据 了 德 国 总 人 口 的 近９％，
德国传统文化遭受外来文化影响的程度已经达到了

“危险等级”。而且，这种观点已不再局限于极右翼

团体及其支持者，它如今已经成为了德国的“主流民

意”，甚至有１／１０的德国人希望由希特勒式的独裁

领袖接管政府。

２０１１年２月，法国、英国、荷兰也相继宣布本国

多元文化主义失败。法国总统萨科齐表示，法国尊

重差异，但是来到法国的新移民必须让自己认可法

国所崇尚的价值。“法兰西的国民不能接受部分新

移民所提出的诸如男女不平等、让小女孩失去上学

自由等生活方式的改变。”英国首相卡梅伦表示，英

国多元文化政策的失败，一半归咎于国内伊斯兰极

端主义思潮的发展：“在多元文化政策指导下，政府

鼓励少数族群文化独立发展，导致一些年轻的英国

穆斯林走向个人极端主义。”荷兰副首相马克西姆·
费尔巴哈则说：“希望荷兰人像美国人一样首先说自

己是荷兰人，之后才是自己先前居住的国家。”他强

调，移民必须接受荷兰的价值观。６月，荷兰政府表

示，将改变现有移民政策，放弃多元文化社会政策，
继而重新推广以荷兰本土社会价值观为核心的文化

社会政策。
在宣布多元文化主义失败的同时，欧洲移民社

会冲突也在 加 剧。２０１１年７月２２日，位 于 挪 威 首

都奥斯陆以西约４０公里的于特岛发生惨案。一个

名叫安德斯·贝林·布雷维克的年轻人通过枪击和

爆炸，共造成了９３人死亡，大约１００人受伤。８月，
一个名叫马克·达根的非洲裔青年人，在乘坐出租

车时，遭到警察拦截盘查，被警察开枪打死。为“寻

求正义”，随后数百人与警察冲突，示威演变成骚乱。
上百名示威者在恩菲尔德地区焚烧车辆、洗劫店铺。
骚乱爆发区域从伦敦北部的恩菲尔德地区扩展至伯

明翰、利物浦、诺丁汉和布里斯托、曼彻斯特等城市。
骚乱持续了 一 周 时 间。英 国 英 格 兰 地 区 共 有２２００
多人因涉嫌参与骚乱、纵火和抢劫被捕。这场骚乱

使人想起了２００５年发生的法国巴黎骚乱。两名非

洲裔男孩在被警察追赶时触电身亡而引发的巴黎北

郊骚乱，蔓延到法国全境。法国有数十城镇发生骚

乱，近千辆汽车被焚，数十人被捕，当局甚至派出军

队进行镇压。
这几起事件不是偶然事件。挪威惨案的制造者

布雷维克声称，在２００２年４月，他在英国首都伦敦

与９名极右翼人士秘密会面，成立一个“十字军”性

质的组织。这 次 活 动 由 两 名 英 国 人 发 起，其 他“代

表”分别来自法国、德国、希腊、荷兰和俄罗斯，身份

是“成功的企业家、商业或政治领袖”。布雷维克仇

视多元文化，把不少欧洲国家政治人物、政党、媒体

和记者列入袭击目标“清单”，号称要杀死数万人，甚
至想获取核武器。布雷维克历时３年，完成了篇幅

超过１５００页的《２０８３：欧洲独立宣言》。他在《宣言》
中说，西欧有１５至８０名像他一样的“骑士”。这些

人单独行动，“完全不为敌人所知”，发动袭击可以出

其不意。他的目标是以日本和韩国为样板，在欧洲

实现“单一文化”。他想在挪威社会引发一场反对多

元文化主义的革命，计划在２０８３年赶尽欧洲的穆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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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种种迹象表明，布雷维克反对多元文化主义并

不是他个人的极端想法，欧洲各国政府对此也陷入

了无奈的境地。欧洲移民社会面临着分崩离析的危

机，多元文化主义面临着严重的困境。
三、欧洲移民社会中的多元文化主义的困境及

反思

按照自由平等民主的理念，欧洲多元文化主义

不应遭受挫折和失败。实际上，欧洲只是把多元文

化主义作为满足经济发展的一种策略。因此，欧洲

在对待移民的问题上，未能真正做到自由平等民主。
欧洲在接收移民时，把接收信奉基督教和天主教的

东欧移民作为首选，而最不愿意接收的是穆斯林。
由于发展中国家和欧洲之间存在的巨大经济、

环境等差距，刚刚移入欧洲的第一代移民还能比较

平和地忍受一些歧视和不平等对待。但是，出生于

欧洲的二代、三代移民具有不同于父辈的权利意识。
他们是在欧洲自由平等理念的熏陶下成长起来的，
他们必然要求各项自由平等权利。事实上，欧洲的

移民大多生活在移民聚居区。这些移民聚居区一般

是在城市的郊区，与主流社会隔离。例如，法国的阿

尔及利亚移民在城市郊区建立了许多棚户区，这些

地方没有水 电 和 排 污 设 施，道 路 常 年 被 污 泥 覆 盖。
棚户区周围大多有铁路线、工厂或高压电网将之与

法国人居住区相隔离。医院等公共设施也将法国人

与阿尔及利亚人做了区分。法国政府和警务部门对

棚户区基本 上 采 取 了 听 之 任 之 的 策 略，不 管 不 问。
可见，外来移民并没有充分享受到自由平等民主的

权利。外来移民从事的是欧洲国家国民不愿意从事

的繁重工作。在收入微薄的同时，这些移民大部分

不具有欧洲所在国国籍。在法国，移民工作权与长

期居留权、公民权相离；在德国，这些移民被称为客

籍工人。他 们 与 当 地 人 相 区 别，不 具 有 政 治 权 利。
这必然激起了年轻一代移民后裔的不满。由于缺乏

当地社会资本支持，不享有政治权利，再加上话语体

系中若隐若现的差别对待，以居高临下态势出现的

“关怀”或“恩惠”，因此，将年轻一代移民推向了主流

社会的对立面。他们是社会稳定方面的最大隐患。
实际上，欧洲真正实行多元文化主义确有很大

困难，因为民族主义为多元文化主义划定了的现实

边界。欧洲倘若真正实行多元文化主义，恐怕就要

失去自己的民族性。民族主义的实质就是认同，表

现为爱国主义。民族主义一经产生，就为推动民族

独立和解放发挥了社会凝聚作用。总体上讲，欧洲

长期以来有一个文化认同：一是，对希腊———罗马文

明的传承；二是，普遍信奉基督教；三是，语言具有同

根性。文化认同使欧洲具有一个单一文化的特征，

构成了欧洲一体化的基础。
多元文化主义给欧洲的民族主义带来了社会焦

虑，遭到了民族主义的抵制。这种焦虑来自于两个

方面。一 方 面，来 自 数 量 上 的 恐 惧。当 前，欧 洲

９０％的移民是穆斯林，大约有２３００万。虽 然，欧 洲

本土居民在数量上还占有优势，但是，穆斯林增长速

度很快。自１９９９年以来，法国一直以每年１５万穆

斯林入籍，２０万非法移民进入的速度增长。如果这

种趋势不能有效控制，迟早有一天，移民数量将要从

少数变为多数。
另一方 面，是 身 份 缺 失———文 化 认 同 的 恐 惧。

随着移民人口数量的增长，阿拉伯文化和伊斯兰教

也逐渐强势。截止到２００６年，法 国 共 有１５５０座 清

真寺，其 中 有１３座 是 能 容 纳１０００人 的 大 清 真 寺。
欧洲本土居民担心伊斯兰教的扩张，会同化基督教

和欧洲文化，从而丧失欧洲的希腊———罗马 文 化 认

同。几年前，有 人 甚 至 创 造 了“欧 拉 伯”（Ｅｕｒａｂｉａ）、
“德意志斯坦”、“阿非利加法兰西共和国”与“尼德兰

酋长国”等称谓。这些正是布雷维克在《欧洲独立宣

言》中所担心的。在他的祖国挪威，１０％的人口是外

来移民，在移民中又有一半左右是穆斯林。害怕被

同化的恐惧正是布雷维克反对在欧洲实行多元文化

主义的真正原因。
面对这样的困境，应该如何解决？吉登斯认为：

“成功的多元文化社会并不是要否定民族国家的认

同，不是要否定法律对于个体的普遍性适用，而是希

望把两者结合起来。人们只有在分享共同之处的条

件下才能在差异中彼此共存。”② 坚持在公民当中保

持一定程度的共同性，坚持一些重要的双重身份，不
要只顾自私自利地发展自己。多元文化主义是文化

之间的对话而不是分裂，是国家法律框架内和跨国

家法律框架内的文化融合，而不是认为每一种文化

都必须有其身份，必须得到严格的尊重和定位。在

创造一个有效的全球时代的同时，既成功地解决了

文化多样性的问题，同时也满足了身份认同的需要。
加强协商和 沟 通，求 同 存 异，从 而 使 多 元 文 化 能 够

并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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