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英国穆斯林问题对英国

脱欧影响 的社会学分析
‘

？ 汪 波 黄晓虎

［ 内容提要 ］
２０１ ６ 年英 国 脱欧公投 中

，
英 国 民众

选择 了 退 出 欧盟
， 其 中 原 因 众 多 ，

英 国 社会长期存在

的穆斯林 问题就是一 个 不可 忽视 的 因 素 。 英 国 穆斯林

问题是指英 国社会 中地位相对低 下 的穆斯林群体与 主

流社会之间 的 冲 突 ， 加之欧洲传统的
“

伊斯兰 恐惧症
”

和穆斯林群体 中 的伊斯兰 原教 旨 主 义之间 潜在 的 文化

矛盾
，
还有叙利 亚 内 战 以 来冲 击 欧洲 的穆斯林难 民潮

所带来的一 系 列压 力 的 综合 。 在 ２０ １ ６ 年英 国 民众脱欧

公投之前
，
穆斯林难民潮 已造成 了 英 国政治 的保 守化

倾 向
，
还有伊斯兰极端分子 恐怖袭击造成英 国社会对

安全问题的焦虑 ， 都在心理上加剧 了 民众退 出 欧盟 的

意愿 。 为深入分析导致英 国 脱欧 的 复杂原 因
， 本文尝

试从社会 冲 突论 的 视角 对英 国 穆斯林问题进行考 察 ，

＊ 本文受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 目 资助 （ 项 目批准号
：

１
６
ＪＪＤＧＪＷ０ １２ ＞

，

并受上海髙校 智库及上海高校
一流学科项 目资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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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隐性的 历 史矛盾到 显性 的现 实 冲 突来分析穆斯林问

题对英 国主流社会的 心理影响 ，
进 而探讨穆斯林 问题

如何影响 了 英 国脱欧的选择 。

［关键词 ］ 英国 脱欧 穆斯林 社会冲 突论

２０ １ ６ 年 ６ 月 ２ ３ 日
，
英国脱欧公投结果公布 。 在 ５ １

．
９％ 的

微弱 多数赞同下
，
英国人决定退出欧盟 。 根据 ２００９ 年生效 的

欧盟 《里斯本条约 》 第 ５０ 条之规定 ， 从 ２０ １ ７ 年 ３ 月 ９ 日 开

始
，
英国和欧盟正式步入脱欧谈判阶段 ，

准备结束 １ ９７ ５ 年公

投后与欧盟之间 ４０ 多年的联盟关系 。 通常来说 ， 英 国脱欧的

原因涉及政治 、 经济 、 社会等多个宏观方面 。 经济上 ， 英 国

每年要向欧盟缴纳数十亿英镑的会员 费 ， 继续维持欧盟成员

国身份的成本较高
；
政治上

，
英 国在很多 问题上不得不 向 欧

盟让渡部分 国家主权 ，
不仅对外行动 受限

，
而且招致欧盟对

英国 内部事务的 干涉 ；
社会方面 ，

主要是 面对近年来的 难民

危机
，
英国不得不接受欧盟分配 的难民安置配额 ，

这一点令

英国 民众尤为不满 。
？
因此 ，

在谈到难 民问题对英 国脱欧的影

响时
，
就必然要 涉及到英 国穆斯林问题对于英 国 民众选择脱

离欧盟时构成的心理倾向 ， 这是研究英 国脱欧原 因时值得重

点关注的 问题。 所谓英 国穆斯林 问题 ，
主要包括 ．

？ 英 国 社会

中穆斯林群体因 长期处于低下社会经济地 位所引 发 的社会矛

盾 、 穆斯林群体与主流社会之间 深层 次的文化心理冲突 ，
以

及近年来从 中 东和北非涌人欧洲 的穆斯林难 民潮 。 这些现象

共 同构成了安全威胁 。 这些问题虽然不是导致英 国脱欧的直

①
“

英 国为何脱欧 ？ 专家 ： 难 民危机坚 定 英 国脱欧决心
”

， 中 国新 闻网 ，
２０ １ ６ 年 ６

月２４日 ，
ｈ ｔｔ

ｐ ：／／ｎｅｗ ｓ， ｓｉｍｕｃｏｍ ．ｃｎ／ｏ／２０ １ ６
－

０６
－

２４ ／ｄｏｃ
－

ｉｆｘｔｍｓｅ ｓ０９ １ ５ ８２ ５ ．ｓｈｔｍ ｌ（ 登录

时间 ：
２０ １

９ 年 １ 月 ３ 日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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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原 因
，
但在社会氛围 和 心理情绪上深刻影响 了英国 民众公

投肘的选择 。 本文主要从社会学视角分析英 国穆斯林问题如

何影响英 国民众 的脱欧选择 。 在研究方法上 ， 社会学视角 能

够超越独立的个体或单一个体之间 的联系
，
强调从社会关系

和社会结构来解 释社会政治 问题 。 通常而言
，
社会学研究有

两种视角 ，

一种是功 能主义视角 ， 它强调社会的每个组成部

分都会对整体发 生作用 ， 共 同维护社会稳定
；
另 一种是冲 突

论视角 ，
它强调社会各部分之间 由 于资 源 、 权力 和声望所产

生的 冲突是一种始终存在 的社会现象 ，
也是社会变迁的 主要

根源 。 社会学家达伦多夫认为 ：

“

社会冲突 的程度分为冲突 的

强度和 冲突的烈 度 。 冲突 的强度是衡量社会群体在 冲突 中投

入 的深度和能量 的标准 ， 它 的大小取决于 冲 突 的 根源状况 ，

并与社会群体在 冲突 中 的投入成本呈正相关关系
；
冲突的烈

度是关于社会 冲 突的表现形式的 衡量标准 ， 它涉及 冲突群体

在冲突中为实现 自 身利益所使用 的冲突方式和方法 。

” ？ 对穆

斯林问题影响英 国脱欧的研究
，
本文主要采用 的就是冲突论

的社会学研究视角 。 本文认为 ，
穆斯林群体与英 国主流社会

之间长期存在 的 民族与宗教文化之间 的冲 突是这种社会矛盾

的根源
，
而英国 民众做 出退 出 欧盟的选择 ， 正是在这种冲 突

中维护 自 身利益的方式 。

一

、 與 图 ＃ 斯 林 闵 短 的办 含疤療

英国是以盎格鲁 － 撒克逊人为主体的 民族国家 ， 但穆斯林

① 庞文等著 ： 《西方社会学理 论概要 》 ， 哈尔滨 ： 东北 林业 大学 出版 社
，

２０ １
１ 年

版
，
第 １ ８７

－

１ ８８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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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体在英国的存在有着同样漫长的历史 。 穆斯林人 口 移民英国

的历史可以追溯到 １ ７ 世纪 ， 但大规模移民主要在第二次世界大

战以后。 当时 ，

“

基于欧洲 国家在战后重建中对劳动力 的迫切需

求以及西亚 、 北非等地穆斯林对美好生活 的 向往
，
西亚 、 北非

国家大量穆斯林通过劳工以及非法移民等方式进人欧洲 。

”？ 随

这一波移民潮来到英国 的穆斯林主要来 自 英国原来的殖民地南

亚地区 。 总体来说 ，
英国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大致经历了

三次穆斯林移民潮 。 第一次是 ２０ 世纪 ５０ 至 ７０ 年代 ， 随着英国

殖民体系 的瓦解
，
数以 万计 的穆斯林从原殖民地印度和 巴基斯

坦所在的南亚次大陆地区 ，
以 劳工的形式进人英国 ，

参加战后

重建
；
第二次是 ２０ 世纪 ７０ 至 ８０ 年代

，
大批先前穆斯林移民的

亲属 ，
以家庭团聚 的形式涌人英 国

； 第三次是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

以后
，
穆斯林以难 民和 申请庇护者的身份 、 或是通过非法移民

途径不断进入英国 。 近半个世纪以来
，
穆斯林移民不断增加

，

在英国国 内逐步形成一个规模 日 益庞大的穆斯林群体 。 进人 ２ １

世纪以来
，
英国穆斯林群体的人 口迅速增长 ， 从 ２００ １ 年的 １ ７０

万左右增加到了
２０ １ ５ 年的 ３００ 多万

，
达到了英国总人 口 的 ５％

左右 。 在此期间 ， 英国穆斯林对英国政治的参与和影响也 日 渐

突 出 。
２０ １ ６ 年 ５ 月 ，

４５ 岁 的 工 党候 选人萨迪克 ？ 汗 （
Ｓａｄｉ

ｑ

Ｋｈａｎ
） 当选为伦敦历史上 的首位穆斯林市长

，
这就是英国穆斯

林深度参与并影响英国政治的重要标志 。

然而 ， 在英国 社会 中 ， 穆斯林群体的社会经济地位一直是

一个令人困扰的 问题
，
主要表现在穆斯林群体的高失业率以及

普遍低下的社会经济地位 。 在英 国的社会经济结构中 ， 穆斯林

群体通常处于社会底层 ， 是最无力抵抗经济危机的群体 。 根据

① 李立 ：

“

英法樓斯林移民政治参与 的政治机会分析
”

，
载 《阿拉伯世界研究 》 ，

２０ １ ８

年第 ２ 期 ， 第 ３４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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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 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 ，

２ １ 世纪的前 １０ 年中
， 约 １／３ 适龄英国

穆斯林没有获得就业资格证。 该比例在英 国少数族群 中最高 ，

加剧了就业市场对穆斯林群体本就存在的歧视 。 此外
，
穆斯林

群体获得学历人数的 比例也是英国少数族群 中最低的 。 这导致

穆斯林群体成为英国失业率最高的群体 ，
通常约有 １ ３％ 的穆斯

林男性和 １８％ 的穆斯林女性长期处于失业状态 。 在经济收入方

面
， 即使与其他少数族群比较 ， 英 国穆斯林依然属于低收入群

体 。

？
另外 ， 英国穆斯林大多集 中居住在大型工业城市较为贫困

的周边地区 ， 大约 １２％ 的房屋没有供暖系统和卫生设备 ， 居住

条件普遍较差 。

英国穆斯林群体社会经济地位低下的现象已成为英国社会

重要的现实问题。 英国 国家统计办公室 ２０ １４ 年发表的一系列统

计数据表明 ， 英国穆斯林面 临的就业歧视 比英国其他少数族群

更为严重
，
他们获得就业机会或是担任管理职务的机会也更少 。

英国研究者发现 ：

“

与年龄和资历条件相同的英国 白人基督徒男

性相比
，
穆斯林男性获得工作机会的可能性只有前者的 ７６％

；

而穆斯林女性在 同样情 况下 ， 获 得工作 机会 的 可能性 只 有

６５％
。

”

另外 ，

“

即使在那些找到工作的人当 中 ，
也只有大约

２３％ 的孟加拉裔穆斯林和 ２７％ 的 巴基斯坦裔穆斯林拥有 固定薪

金的工作 。

”②

阿拉伯裔学者 哈塔 卜博士对英 国穆斯林 问题有着深人研

究 ， 他发现
，
英国穆斯林在就业方面面临着种族和宗教的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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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歧视。 他认为 ， 出 现这种情况的原 因 主要是英国主流社会

针对穆斯林的
“

伊斯兰恐惧症
”

所带来 的敌意正在不断加强 ，

从而使得穆斯林在整体上处于社会种族和文化体系 的最底层 。

不仅如此 ， 他们还被视为对 国家不忠诚 以及对现代社会的
一

种威胁 ， 而未被视作一个处于不利地位 的少数族群 。 在这 种

情况下 ， 很多雇主尤其不愿意雇佣穆斯林求职者 ， 特别是在

面临 和雇主 同一族群 ， 或是那些被认为没有威胁性的族群求

职者竞争的情况下 。

？

英国穆斯林群体在社会经济方面的低下地位 ， 使得他们和

英国主流社会的融合同样极为艰难 。 长期以来
，
英 国政府在处

理主流社会与少数族群之间的关系时
，

一直奉行多元文化主义

的政策 。 多元文化主义虽然认可穆斯林族群的文化和宗教差异 ，

尊重他们的生活 习 俗和宗教信仰 ， 但并不能促使外来的穆斯林

群体融人本地的文化和 生活 。 因此
，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 ， 英国

穆斯林群体与主流社会之间 的融合并不顺利 ， 两者之间 的差异

反而 日益明显。 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

一方面 ， 穆斯林文化

色彩的服饰 、 饮食 、 街头礼拜 、 宣礼塔和清真寺在英 国公共生

活 中不断增加 ； 另
一方面

，
英国 的宗教多样性导致了穆斯林群

体的封闭和 固化 ，
不仅没有促使他们融人英 国主流社会 ， 反而

制造了一个孤立在外 的平行社会 。 这使得穆斯林群体对英国 的

国家认同度远低于对伊斯兰教的认同度 。

由于和主流社会融合艰难 ， 近年来 ， 英国穆斯林群体 中的

极端化倾向也在不断增强 ， 这种现象在青年一代 中尤为 明显 。

对于思想激进的年轻人来说
，
英 国大城市中 的部分清真寺 ，

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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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伦敦的一些监狱 ， 都是传播伊斯兰激进主义思想的主要场所。

例如
，

“

９
．

１ １

”

事件 中的第 ２０ 名劫机者穆萨维 （
Ｚａｃａｒｉａｓ Ｍｏｕｓ

－

ｓａｏｕｉ
） 以及 ２００ １ 年 １ ２ 月 试图在 巴黎飞往美 国的一架客机上发

动
“

皮鞋炸弹
”

攻击的里德 （
ＲｉｃｈａｒｄＲｅｉ ｄ

） 等人 ， 都曾在这些

地方被灌输过伊斯兰极端主义思想 。

？ 甚至还有一些英国穆斯林

青年前往他们父辈 的母国 巴基斯坦 ， 在那里接受极端组织的恐

怖主义训练 。 随着 １ ９８９ 年拉什迪事件 、
２００ １ 年

“

９ ？１ １

”

事

件 、
２００５ 年 ７ 月 伦敦地铁爆炸案等事件的发生 ， 英 国的伊斯兰

极端化趋势也急剧升温。 特别是 ２０ １ １ 年叙利亚内战爆发后
，
大

约有 ７００
—

１０００ 名英国穆斯林 中的极端分子前往参战 ， 很多人

加人了
“

伊斯兰国
”

， 成为斩首人质的凶手 。

二
、 與 ？ 穆 斯林群 （本 扃 圭 汰＃ 含的深眉 孑 屑

从心理层面来说
，
英国穆斯林问 题的形成原 因是双 向 的 ，

既有来 自 主流社会的排斥
，
也有来 自穆斯林群体对主流社会的

抵制 。 从主流社会来说
，
长期的历史阴影形成了

“

伊斯兰恐惧

症
”

，
而在穆斯林方面

，
则是他们伊斯兰原教 旨主义影响下抵制

主流社会 。

事实上 ， 英国穆斯林群体和主流社会之 间在心理层面上的

矛盾 ，
源于更为深层 的 、 伊斯兰和基督教文 明间基于不同

“

文

明 内核
”

所形成的排斥力量 。 这种心理上的矛盾是导致英国穆

斯林群体难以融人主流社会的根本原 因 。 此外 ， 文明冲突 的内

在逻辑也具有一定解释力 。 亨廷顿认为
，
未来世界的冲突就是

①
“

伊 斯 兰 极 端 主 义 的 欧 洲 疯 长
”

，
和 讯 网 ，

２０ １５ 年 １ 月 ９ 日
，

ｈ ｔｔ
ｐ ：／／

ｎｅｗ＆ ｈｅｘｕｎ ．ｃｏｍ／２０ １ ５ 
－

０ １ 
－

１ ９／ １７２５０５０６ ６ ．ｈｔｍｌ （登录时间 ：
２０ １９

年
１月６日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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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之间的冲突 ， 这种说法虽然过于片面 ， 但也要看到其中一

些值得关注的因 素 。 就文明本身而言
， 作为文化的实体 ，

其 内

涵的构成方式各有不同
，
这是导致某一文 明与其他文明是易 于

融合还是易于冲突 的重要原因 。

一般而言
，
文 明这一实体的外

壳主要是它所体现的行为方式 ，
而其 内核则是决定该文明性质

的关键 。 在多种现存文 明 中
，
很多文明 的 内 涵都是某种具体的

宗教信仰 。 但相 比较而言 ，
以 多神教为 内核的文明往往比一神

教文明更具包容性 。 具体到伊斯兰和基督教文明而言 ，
这两种

文明 的 内核宗教都是一神教 ， 故具有更为强烈的排他性 ， 两者

冲突在所难免 。 亨廷顿虽然指 出 了基督教文 明 与伊斯兰文 明 间

的冲突现象 ， 但缺乏深入分析 。 其实 ，
这两种文 明 的冲突 ， 并

不在于历史上的基督教狂热和伊斯兰原教 旨主义等现象
，
而在

于两者本质和 内涵上 的差异 ， 这才是冲突产生的根本原 因 。 基

督教倾向政教分离观念 ， 伊斯兰教观念则试图将宗教和政治相

结合 。 然而 ， 相似性也是造成冲突 的另一个原因 。 首先 ， 基督

教和伊斯兰教都是一神教 ， 都用
“

非我 即彼
”

的眼光看待世界 ，

无法接受其他神 的存在 。 其次
，
两种宗教都负有使命感

，
规定

教徒具有传教的义务 。 因此 ， 在以盎格鲁一撒克逊 白人基督徒

为主体的英国 ，
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之间的文明本质上是冲突的 ，

且这种冲突难以调和 。

具体来说 ，
欧洲人的

“

伊斯兰恐惧症
”

主要是一种广泛存

在于西方社会的心理现象 。 他们一旦谈论起伊斯兰 ， 就会产生

某种无法控制 的负面情绪
，
尤其是恐慌和拒绝等。 从历史角度

来说 ， 这种心理现象产生的根源可 以追溯到公元 ８ 世纪穆斯林

对欧洲的入侵。 从现实角度来说 ， 自 ２０ 世纪伊斯兰复兴运动兴

起
，
尤其是 １ ９７９ 年霍梅尼领导的伊朗伊斯兰革命以来 ， 西方传

媒对伊斯兰复兴运动和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报道不绝于耳 。 这
１７５



宗教与美国社会

些报道不仅有意无意地构建了伊斯兰 的负 面形象 ， 还将其不断

渲染为西方正面临着的来 自 伊斯兰 势力 的严重威胁 。 在欧洲 ，

包括英国在内 ， 许多穆斯林移 民与其伊斯兰母国之间保持着宗

教上的密切联系 ，
欧洲 国家的很多清真寺也接受伊斯兰 国家的

海外资助 。 这些往往被认为是伊斯兰势力对欧洲 的渗透 。
２０ １ ５

年 ， 随着伊斯兰极端组织
“

伊斯兰国
”

势力 的兴起及其不断在

各 国发动的恐怖袭击 ，
西方国家民众心理上的

“

伊斯兰恐惧症
”

进一步加剧 。 他们越来越倾向于将穆斯林视为
“

极端分子
”

或
“

潜在恐怖分子
”

， 排斥情绪 日趋强烈 。

与此同时
，
当英 国主流社会由 于

“

伊斯兰恐惧症
”

而 引发

的排斥情绪 日 益加强时 ， 在穆斯林群体中 ， 伊斯兰原教旨 主义

的影响也在不断蔓延。 尽管原教 旨主义的概念最初来源于基督

教 ， 但如今 ，
人们往往把该术语和伊斯兰主动联系在一起 。 其

结果是
，

“

这种人为造成的伊斯兰和原教旨主义的联系 ， 就使得

普通人把伊斯兰和原教 旨主义视为完全等同 。

”？ 作为穆斯林群

体中的一种思潮和观念
，
伊斯兰原教 旨主义强调宗教经典的绝

对可靠性 ， 认为其世界观源于宗教经典 ， 并相信宗教经典的真

实性构成了检验真理的基本原则 。 同 时 ， 伊斯兰原教 旨主义还

运用宗教经典解释其信仰 、 规范其生活方式 。 近年来的调查表

明 ， 英国穆斯林中原教 旨主义的影响极为明显。 首先
，
无论是

出生在 国外的穆斯林移民 ，
还是在英国 出生 的穆斯林移民后代 ，

他们中有 ６０％ 的人认为 ， 穆斯林应该回归伊斯兰教本源 。 其次 ，

７５％ 的穆斯林认为 ，
《古兰经》 只有一种解释

，
所有穆斯林都应

该遵循 。 最后 ，
６５％ 的穆斯林认为 ， 伊斯兰 的宗教规则对于他

们来说比居住国 的法律更加重要 。 在英国穆斯林 中
，
认为 以上

①ＥｄｗａｒｄＡ ．Ｓａｉｄ
，
Ｃｏｖ ｅｒｉｎ

ｇ
Ｉｓｌａｍ ．Ｈｏｗｔｈｅ Ｍｅｄｉａａｎｄ

ｔ
ｈｅＥｘｐｅｒｔｓ Ｄｅ

ｔ
ｅｒｍｉｎｅＨｏｗＷｅＳｅｅ ｔｈｅ

Ｒｅｓｔｏｆ

ｔ
ｈｅＷｏｒｌｄ （

ＮｅｗＹｏｒｋ ：Ｖｉｎｔａ
ｇ
ｅＢｏｏｋｓ ，１

９９７
）

，ｐ
．ｘｖ 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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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种观点是原教旨主义并表示认同的穆斯林人数达到 了
４４％

。

？

根据英国 《每 日 电讯报》 的调査 ，

“

６１％ 的英国穆斯林希望生

活在伊斯兰教法 （
Ｓｈａｒｉａ ） 之下 ，

４０％ 的英国穆斯林赞成在穆斯

林聚居区优先适用 《古兰经》 。 这势必加强了英国 的伊斯兰化程

度
，
也是世俗背景下 的英 国政府和英国 民众所不能容忍的 。

” ？

另外 ， 对于英国穆斯林青年来说 ，
他们在生活和心理上的挫折

也促使他们从伊斯兰教中寻找慰藉
，
甚至更容易受到伊斯兰极

端主义思想的蛊惑 。 制造英国历史上最骇人听闻的伦敦
“

７
？

７
”

地铁爆炸案 的 ４ 名 主谋当 中
，
就有 ３ 名是在英 国长大的 巴基斯

坦裔穆斯林 。 英 国 穆斯林极 端分子阿耶姆 ？ 乔德里 （
Ａｎ

ｊ
ｅｍ

Ｃｈｏｕｄａｒｙ ）
不仅公开鼓吹本 ？ 拉登是英雄

，
还把恐怖分子袭击

美国 的
“

９
？

１ １

”

事件说成是一场
“

壮举
”

。
２０ １ ４ 年极端组织

“

伊斯兰国
”

兴起之后
，
他更是时常发表为其摇旗呐喊的言论 。

据英国卫报公布的视频显示 ，
２０ １ ２ 年 ， 阿耶姆 ？ 乔德里曾上街

抗议英国警察 ：

“

你阻挡不 了英国 的伊斯兰化 ！

” ？

三 、 ＃ 斯林４ 久 锎 对 與 ？ 晚玫的 响

２０１ １ 年叙利亚 内战爆发后 ， 大批民众流离失所沦为难 民 。

①ＲｕｕｄＫｏｏ
ｐ
ｍａｎｓ ， 

“

Ｒｅ ｌ ｉ

ｇ
ｉｏｕ ｓ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ｉｓｍａｎｄＨｏ ｓｔｉｌｉ ｔ

ｙ 
ａｇａｉｎｓｔＯｕｔ

－

ｇ
ｒｏｕｐｓ ： ＡＣ ｏｍ

ｐ
ａｒｉ ｓｏｎ

ｏｆＭｕｓｌｉｍｓａｎｄＣｈｒｉ ｓｔｉａｎｓ ｉｎＷｅｓ ｔｅｒｎＥｕｒｏ
ｐ
ｅ

，

Ｍ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
ＥｔｈｎｉｃａｎｄＭｉｇｒａｔ ｉｏｎＳｔｕｄｉｅｓ

ｔ
ｖｏｌ ． ４ １

（
２０１ ５

） ，ｐ
＿４３

，
ｈｔ

ｔｐ ：／／ｗｗｗ．ｔａｎｄｆｏｎｌｉｎｅ＞ ｃｏｍ／ｄｏｉ／ ａｂｓ／ １０． １０８０／１ ３６９ １ ８３ ）Ｃ ２０ １４．９３５ ３０７（登录时间 ：

２０ １９ 年 １ 月 １２ 日 ）
。

②
“

盘 点 伦 敦 穆 斯 林 人 口 比 例
”

，
ＺＡＫＥＲ 新 闻

，
２０ １ ７ 年 ６ 月 ５ 日 ，

ｈｔｔ
ｐ ：
／／

ｗｗｗ ．ｍ ｙｚａｋｅ ｒ
， ｃｏｍ／ ａｒｔ ｉｃｌｅ／５９３５７ １ ３ ｄ ｌ ｂｃ８ｅ０５６５ ３００００ １ ｃ／（ 登录时间 ：

２０ １９ 年 １月１ ２日
）

０

③
“

英国 穆 斯 林 要 女 王 皈依 伊 斯 兰
”

，
观 察 者

，

２０ １７ 年 ３ 月 ３ １ 日 ，
ｈｔｔ

ｐ
ｓ

：／／

ｗｗｗ ．

ｇ
ｕａｎｃｈａｃｎ／ ｅ ｕｒｏｐ

ｅ／２０】
７
＿０３＿ ３ １—４ ０ １５７ ３ ．ｓｈｔｍ Ｊ（ 登录时间

：

２０ １ ９年 １月１ ２日 ） 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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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２０ １ ５ 年开始 ， 数百万难民 自叙利亚及其他 中东和北非穆斯林

国家涌向欧洲 ， 形成 了 自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全世界最大

的难民潮 ， 给英 国社会带来深刻影响 。 由于历史与地理原因 ，

英国与欧盟之间原本就存在着各方面的矛盾 、 利益冲突 ， 相互

之间猜忌不断 。 现如今 ， 英国政府迫于社会压力 ， 拒绝接受欧

盟分配给英国 的难民安置数额 ， 由此加剧 了英国和欧盟之间业

已存在的矛盾 。 英 国穆斯林难民的治理问题 ， 以及脱欧公投前

欧洲发生的一系列伊斯兰极端主义恐怖袭击事件 ， 都进一步加

深了英国社会对穆斯林问题的忧虑 ， 最终促使英国 民众做出脱

离欧盟的选择 。

首先
，
在安置穆斯林难民问题上

，
英 国政府很难和欧盟达

成一致 。 根据联合国难 民署 ２０ １ ５ 年 ９ 月公布的数字 ， 仅仅这一

年就有 ４４ 万穆斯林难民进人欧洲 。 他们 的最终 目 的地主要是西

欧发达国家 ， 因为这些 国家有较为浓厚的移民文化 ，
且经济发

展水平较高 、 社会福利好
，
历史上曾经有过多次接收难 民 的记

录 。 英国就是其中之一 。
２０１ ５ 年

，
欧盟领导人布鲁塞尔紧急峰

会上通过了
“

摊派
”

难 民法案 。 尽管英国政府不赞成难 民配额

制 ， 但首相卡梅伦仍不得不承诺
“

将在 ５ 年内接受 ２ 万名来 自

叙利亚周边国家的难民
”

。

？ 事实上
，
英国人害怕业已存在的激

烈社会竞争 ，
担心英 国社会没有能力接纳更多外来的难民 ， 因

此也就决定了主流民意是难以改变的 。

其次
， 对于欧盟各国来说 ， 人数庞大的难民潮无疑对其长

期宣扬的
“

人权价值观
”

提出 了重要考验。

一些欧盟官员声称
，

穆斯林难民进人欧洲是多多益善 。 德 国外长伊布勒居然认为 ，

①
“

卡梅伦
： 英国将展示 同情 心 ５ 年内接收 ２ 万难 民

”

，
新华 网

，

２０ １５ 年 ９ 月 ９ 日 ，

ｈｔ ｔ
ｐ ：／／？ ？^ ． ＼１１｜１１１１ ＆１１６１ （ ：〇１１１／／对〇１ ：１以２０ １ ５

－

０ ９／０９ ／ ＊ ：
＿１２８２０８７４４ ． ｈｔｍ（ 登 陆 时 间 ：

２０ １９年
１

月 ２ ０ 日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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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 自穆斯林国家的难民会改善欧洲 的人种品质 。 为此 ， 欧盟于

２０ １ ５ 年 ５ 月 以强制方式推 出方案
，
分摊滞留在意大利 、 希腊境

内约 ４ 万难民 。
２０ １ ５ 年 ９ 月 ， 欧盟又再次推出方案 ， 分摊匈牙

利 、 意大利和希腊境内的 １２ 万难 民 。 然而 ， 对于欧盟提出 的接

受更多穆斯林难民的要求 ， 英国政府明确表示 ， 拒绝接受摊派

任务 。 卡梅伦声称
，
欧盟关于在欧洲大陆分派难民的做法极不

妥当 ， 会鼓励更多难民踏上潜在致命的旅程 ，
甚至鼓励偷渡行

为 。

？ 综上所述 ， 我们不难看出 ， 德国外长伊布勒接受难民并非

出于
“

人权价值观
”

的考虑 ，
只是一种族主义幻想 ；

而英国在

难民问题上
，
既没有考虑与其他欧盟成员 国共同分担 的责任 ，

也未能想到
，
难 民即使被拒绝

，
依然会 冒各种风险实现

“

欧洲

梦
”

。 英德官方的态度都不是
“

人权价值观
”

的体现 。

由于英国社会对穆斯林问题的忧虑
，
英 国政府在接纳穆斯

林难 民时极为谨慎 。 直 到 ２０ １ ５ 年 ９ 月 叙利亚 难 民儿童艾 兰

（
Ａ
ｙｌａｎ Ｋｕｒｄｉ

） 遇难的照片在全球引起关注后 ， 英国才在道义和

欧盟 的双重压力下 ， 接受了小部分难民 。 根据英 国广播公司 的

数据 ，
２０ １ ５ 年欧洲总共批准了２９ 万份难民 申请 ，

而英国批准的

只有 １ ． ３ 万人 ，

？ 与德 国接受的 １ ４ 万相差甚远 。 为了 防止滞 留

在欧洲 的难民从法 国经英吉利海峡偷渡到英 国
， 英国政府还于

２０ １ ６ 年 ９ 月 拨出资金 ， 在法 国加来地区修建城墙
，
阻止难民和

非法移民进人英国 。 这就是人们俗称的
“

加来城墙
”

。

英国 民众对于穆斯林难 民潮 的担忧 ， 还推动 了 国 内鼓吹反

欧盟和反移民 的政治保守势力 的发展 。 代表英国 民粹主义的政

①ＢｕｒｃｕＴｏ
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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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英国独立党 （
ＵＫＩｎｄｅ

ｐｅ
ｎｄｅｎｃｅＰａｒｔｙ ） 获得 了 民众更大 的支

持 。 作为极右翼政党
，
英国独立党反对泛欧主义

，
其主要政治

理念就是推动英国脱离欧盟
，
被认为是

“

当代英国政治中最为

成功的新政党
”

。

？ 在 ２０１ ４ 年的欧洲议会选举中
，
英国独立党击

败保守党和工党 ， 成为英国在欧洲议会 中的第一大党
，
表明英

国政治正在逐步 向 右翼发展 。 值得注意的是 ，
独立党的崛起

“

正是导致 ２０ １ ３ 年英国首相卡梅伦承诺就英国是否继续 留在欧

盟举行公投的关键因素
”

。

？

２０ １ ５ 年 ３ 月
， 在应英国独立党之邀所发表的演说中 ，

比利

时右翼政党——比利时人民党的议员声称 ：

“

穆斯林难民潮不是

移民潮 ，
而是侵略 。 欧洲 已经完全无力应付这种局面 ， 这是一

场对欧洲
‘

特洛伊木马
’

式 的人侵
”

。 英国独立党发言人不仅

对这种说法大加赞赏 ，
而且强调

“

欧洲 的穆斯林难 民潮 已经失

控
”

。

＠ 英国独立党坚决反对接受穆斯林难 民
，
其立场获得 了大

量英国 民众的支持 ，
也强化了脱欧公投前英国社会普遍存在的

一种心态 ，
其中包括 ： 英 国 民众对穆斯林群体抢 占就业机会的

不满 、 对穆斯林极端分子发动暴力袭击的恐惧
，
以及传统欧洲

社会的
“

伊斯兰恐惧症
”

等等 。 英 国独立党甚至承诺
，
在英国

脱离欧盟后
，
将会进一步解决英国的伊斯兰极端化问题 。

最后 ， 对于英国很多普通 民众来说 ，
穆斯林难民潮不仅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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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了他们的忧虑 ，
而且强化 了他们要求脱离欧盟的情绪 。 这些

民众担心 ， 大批涌入的穆斯林难 民会加剧英 国主流社会与穆斯

林群体之间业已 存在的矛盾 。 对于英 国主流社会来说
，
移民问

题已经不仅是移 民问题本身
，
而且还

“

关系着英国 的 民族及文

化认同感
”

。
？ 因此

， 在脱欧公投前 ， 移民群体的话题 已经成为

十年来最重要的议题 ， 这在英国历史和社会中 尚属首次 。

？

英 国民众对穆斯林难 民的这种忧虑进一步加深了英 国主流

社会对穆斯林群体的负 面认知 。 他们担心 ， 这些不断涌入的穆

斯林难民会争抢他们的工作机会 、 影响他们的社会福利 。 英 国

民众还担忧 ， 新来的穆斯林移 民难以 融入英国社会 ， 成为社会

麻烦和暴力事件的制造者
，
他们甚至怀疑

，
穆斯林难民 中可能

混杂着具有极端主义思想的恐怖分子 。 英国 ２０ １ ５ 年 ９ 月 的
一次

民意调査发现 ，
在这种对于穆斯林难 民潮担忧情绪的影响下 ，

５ １％ 的民众希望英国脱离欧盟 。

？ 英国 肯特大学政治学教授马

修 ？ 古德温认为 ：

“

移民问题是欧盟怀疑论者的核心 ， 是影响脱

欧公投的关键 。 那些认为不断涌入英 国 的移 民将对英 国经济 、

福利及文化带来负担的人更有 可能支持退 出 欧盟 。 而近期难民

危机的发酵可能使这种担忧进一步加剧
，
从而加重英 国 民众的

脱欧倾向 。

”
？

在这种背景下 ，
２０ １ ５ 年 １ １ 月 发生在 巴黎的特大连环恐怖袭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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击事件加重了英国 民众对穆斯林移 民问题的担忧
，
促使他们在

２０ １ ６ 年的公投中选择 了脱离欧盟 。

”

在这次恐怖袭击中 ， 伊斯

兰极端组织的枪手和 自 杀式炸弹携带者在 巴黎的酒吧 、 餐馆 、

音乐厅和体育场等地点同时发动袭击 ， 造成 １ ３０ 人死亡 、
３ ５０ 多

人受伤
，
其中 ９９ 人伤势严重 。 这起骇人听闻的恐怖袭击使英 国

民众对穆斯林难 民 的忧虑情绪接近峰值 。
２０ １５ 年 １ １ 月 ２６ 日

，

英国 《独立报》 发布 了一项针对 ２０００ 位英国 民众的调查 。 结果

表明 ， 由于担心继续留在欧盟可能带来安全问题 ， 超过半数英

国人希望能够脱离欧盟。 与先前的民调相 比 ， 支持英 国继续留

在欧盟的人数比例下降了７％ 。 《独立报 》 民调负责人约翰尼 ？

希尔德指出 ，

“

这是 ６ 个月 来我们首次看到投票倾向上有如此大

的变动 紧接着
，
在 ２０ １ ５ 年 １２ 月 ３ １ 日

，
德国科隆发生了集

体性侵事件
，
涉案人员正是住在难民营里 的阿尔及利亚难民 。

这起犯罪事件震惊了整个欧洲 ，
无疑再次刺激 了英 国 民众对穆

斯林难民的担忧情绪 。 最终 ， 在 ２０ １ ６ 年 ６ 月 的脱欧公投中 ， 多

数英国 民众投了赞成票 。

０ 论

德国社会学家达伦多夫认为 ，

“

社会现实既有稳定 、 和谐的

一面
， 又有变迁、 冲突和强制 的

一面 。

” ？英国的穆斯林问题正好

印证了达伦多夫的观点 。 多年来 ，
经过多元化移民政策的调适 ，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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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难民危机加剧英 国脱欧倾向上升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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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穆斯林群体和主流社会之间 固然有着稳定和谐的一面 ， 但

冲突和强制 的一面从未消失 。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
来 自南亚地

区伊斯兰国家的大批移民及其家属构成了 占英国人口约 ５％ 的穆

斯林群体 。 在英国较为宽松的政治环境和多元文化主义氛围下
，

穆斯林群体一直在努力融入英 国主流社会 ，
但由 于族际差异等

种种原因 ，
穆斯林群体在英国社会始终处于底层

，
沦为一种非

主流的存在 。 这种情况在穆斯林群体的政治参与程度和经济社

会地位等方面都有所反映 。 不仅如此 ， 英国主流社会和穆斯林

群体之间还存在着由
“

伊斯兰恐惧症
”

与伊斯兰原教 旨主义共

同构成的文化心理 冲突 。 这也是双方融合过程 中难以逾越的障

碍。 近年来 ， 中东动乱尤其是叙利亚内 战导致大批穆斯林难民

逃亡欧洲
，
更加剧了英国 民众对于欧盟难民安置配额 问题的担

忧 ，
而伊斯兰极端主义分子在欧洲制造的多起恐怖袭击事件又

使英国 民众对国家和社会安全深感不安 。

在一系列因 素的交互作用下 ，
穆斯林问题导致 了英 国政治

的保守化 ，
也加剧了英国社会的反移 民倾向 。 在英国脱欧公投

之际
，
穆斯林难民潮 的出 现、 欧盟强行摊派方案的压力 ，

以及

伊斯兰极端主义分子的恐怖袭击都大大挫伤了英国普通民众的

留欧信心 。 以此为背景 ， 英国 的右翼保守政治势 力 不断宣传 、

夸大穆斯林难民问题 的负面影响 ， 使英国 民众形成了一种心理

上的显著倾向 。 总体而言 ，
英国脱欧的结果表明 ，

英国主流社

会和穆斯林群体之间 的心理隔阂正在不断加强 。 这也是英国 民

众对欧洲穆斯林问题的一种消极回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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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

３６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