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摘要

    从政治史角度看，法国历来是一个政治至上的国度;从宗教史角度看，法国长期是

一个天主教占统治地位的国家。这种情况使法国政治与宗教长期紧密相连，也使我们对

法国宗教问题的认识必须从历史开始、从政治入手、从政教关系进行分析。现代法国是

一个典型的多宗教信仰国家，其中天主教具有绝对优势。在法国居民中，有79%的人信

奉天主教，第二大宗教是伊斯兰教，现代法国有穆斯林约200 万人(指拥有法国国籍者)，

其中75万人集中在巴黎。其次是新教、东正教、伊斯兰教和犹太教等边缘宗教。法国

宗教多元化特点是:政治革命与宗教信仰密切关联;民族认同与宗教认同不可分割;宗

教多元化与世俗化并驾齐驱;宗教教派与政治党派相互依托;外来移民与宗教多元化相

辅相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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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egardingthe issueofPoliticsFranc eal认raysisUlecoun朽wllichPoliticsisfirst;

regardingtheissueofhistoryofreligionFranceisthecotlntythatCatholicityholds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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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一、关干法国宗教信仰历史问题的研究

    自古代克洛维时代饭依天主教以后，法国宗教信仰的历史就与基督教各个流派密切

地联系在一起.14— 16世纪欧洲宗教改革运动发生后，法国也出现了加尔文教、胡格

诺教等新教教派，但法国还是以“反改革”为主。在巧98年亨利四世颁布《南特救令》

给予新教胡格诺教自由以后，法国宗教信仰多元化的趋势己经出现。但是，1685年路易

十四颁布了法令撤消了《南特救令》，法国又出现了宗教迫害的问题，所以宗教多元化

受到了限制。

    但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许多移民来到法国，法国宗教信仰多元化的现象越

来越明显，对这方面的研究也开始出现了。只可借我们现在还没有读到有关法国宗教信

仰多元化的英文或法文论著。

    二、关于法国政治历史的演变与宗教信仰的发展历程

    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对法国政治历史和宗教信仰问题的整体研究和发展历程的追述

有很多，例如，夏德维克在 2000 年出版的《20世纪法国天主教、政治与社会》(Kay

Cha湘ick，cathollcl引耳 Poljtjcs a!7d socje妙 z’n 介‘nt丁ethwe及劝tl左了 凡刁刀ce，

Liverpooluniversitypress，Liverpool，2000)一书中对法国天主教、政治和社会

发展历史进行了整体回顾和论述。该书特别对20世纪法国天主教现状进行了描述，对

天主教在法国政治和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也进行了分析。书中提出，据2000年的一个

统计，现在已经有400万穆斯林移民居住在法国，其中有100万己取得法国国籍。法国

穆斯林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新的概念。也就是说，穆斯林是法国人或已经成为法国人这

个概念是一个近期发生的现象。但总体来说，该书基本上没有对法国宗教多元化问题进

行说明。

    巴东在1990年出版的《欧洲社会的正统宗教与大众信仰》(EllenBadone，Relj盯ous

orthodo」少澄只，刀“lar 殆1th1’n El，r叩翻刀匆cle尔 PrincetonUniversityPress，

Princeton，Ne贾Jersey1990)一书中对欧洲社会的宗教信仰问题进行了分析，其中对

基督教各个流派的描述更为清晰，对大众宗教信仰的揭示更为具体一些。书中提出，法

兰克国王克洛维大约在493年与勃良第的信仰天主教的公主克洛提尔达结婚，后来又接

受了东罗马皇帝阿纳斯塔修斯授予的荣誉执政官称号，此后就定居巴黎，并为信徒们建

造了天主教教堂。可见，法国自5世纪末法兰克国王克洛维时代就己阪依天主教，是有

悠久天主教历史的国家，向来被称为“教会的长女”.在该书中，作为虽然把欧洲一些

国家，其中包括法国，宗教信仰和大众信仰趋势进行了描写，但有关宗教信仰多元化的

问题并没有深入探讨。

    卡斯特尔斯和米勒在 《20世纪:移民 与国际人口的流动》(Stephen Castlesand



MarkJ.Miner，肪eA那of拍诊ratj叽 Inter刀刁盯ona l八邓，u1atz’如加F己功‘刀ts初 动e

加亡勿朔胶甘了试MacmlllanPresslnc.，HongKongl99s)一书中对移民与人口流动进

行了很具体的论述，并把宗教信仰多元化与移民和人口流动问题有机地联系在一起。该

书提出，到1970年，伊斯兰教己经成为法国(包括外来移民)的第二大宗教;到1990

年，伊斯兰教成为法国人参加的第二大宗教。1996年，西欧共有伊斯兰教徒900一1000

万人，其中有300多万居住在法国。后来欧洲和法国都出现的恐怖主义行为都与北非和

其他某些穆斯林有关，法国政府由此认为，穆斯林要使法国政局不稳。1990伊拉克占领

科威特以后，使更多的欧洲人担心伊斯兰人的颠覆行为，同时，在法国的穆斯林却比法

国社会其他人更加支持伊拉克。当然，许多穆斯林是反对伊拉克的侵略行为的。许多法

国人对伊斯兰有恐惧感，他们说穆斯林秘密集会宣传反西方观点，暗中组织武装自卫队，

如同黑社会，这是没有任何根据的猜测。 实际上，穆斯林移民在这个国家希望保持信

仰的传统，他们每天都必须礼拜，而且每个星期有一次集体礼拜，是宗教教规的要

求。 那些只是普通的精神和信仰祈祷，没有任何政治目的，或黑社会性质的活动。伊

斯兰合法化，清真寺公开化以后，可以消除许多神秘和恐惧的误解，因为清真寺是一个

公开场所，不拒绝任何人进入，但进入的人只须尊重穆斯林的信仰习惯.这些分析对我

们的研究很有借鉴和参考意义。但是，该书并没有对法国宗教多元化问题进行具体描述。

    诺瓦里在《法国熔炉、移民、公民和民族认同》(GerardNoiriel，The卢分即ch价1叮ng

Po心几姗j翻叨t1’叽 C1’t1z即sh1’pI a!7dNatjona 1人龙ntl尔 ThanslatedbyGeoffroy

deLaforcade，universityofMinnesotapressMinneapolisl996)一书中也对法国

移民问题进行了探讨，其中对移民宗教信仰对法国民族认同和融合问题进行了一些比较

客观的分析，是很有见地的。书中谈到，法兰克国王克洛维大约在493年与勃良第的信

仰天主教的公主克洛提尔达结婚，后来又接受了东罗马皇帝阿纳斯塔修斯授予的荣誉执

政官称号，此后就定居巴黎，并为信徒们建造了天主教教堂.可见，法国自5世纪末法

兰克国王克洛维时代就己饭依天主教，是有悠久天主教历史的国家，向来被称为“教会

的长女”。这些分析对于我们分析移民与法国宗教信仰多元化问题的研究很有参考价值。

但是该书对法国宗教问题没有专门论述。

    雷蒙德在《现代欧洲的宗教与社会》(ReneRemond，鹿了丁宫了朋朋dsocz’e妙z’n加旅2’n

及汀即已TranslatedbyAntonlaNevill，BlackwellPublisher，MaldenMassachusetts，

1999)一书中对欧洲宗教现状进行了描述，其中包括法国，但具体研究不够。

    祁 伯 尔 在 (历 史 的 轨 迹 一 一 二 千 年 教 会 史 》

  (http://卿 .介ance一en一chine.co田/contents/hotpoint/articlejeneral/article--

over--IDoo03.html)一文中对欧洲天主教的历史进行了很系统、较全面的介绍，其中对

法国天主教的历史有比较客观的描述，特别是现代法国天主教的状况写得很细致，对本

论文写作有很重要的参考价值。但是，该问仅仅是互联网上的一篇文章，还不足以为证，

    在中国学术界，我们还没有见到有关法国宗教信仰多元化的专门论著。所以，国内

有关法国宗教多元化的问题主要散见在一些其他方面的论著中。

    张丽、冯棠在‘法国文化与现代化》中提出了自己对法国宗教问题的看法，很有参



考价值。例如，书中认为，自大革命开始，法国各界从不同角度，以不同的方式，对天

主教特权发动攻击。在 1789年大革命时代的雅各宾派统治期间，曾经掀起了法国历史

上第一次也是惟一一次“非基督教化”运动。1793年n月底，巴黎公社封闭了所有的

教堂。所有这些措施在政治上反映了当时雅各宾派恐怖政策的扩大化和下层群众对封建

君主制的痛恨，在宗教上是天主教乃至基督新教的悲剧，是对宗教信仰自由的裹读。根

据两位作者的说法，在1940we1944年德国法西斯占领法国期间，由贝当领导的维希傀

儡政权曾经制定了种族排斥法令和反对犹太人的政策，在宗教信仰上又一次也是迄今为

止最后一次违背大革命以来的信仰自由的法律原则。1946年第4共和国宪法和1958年

第5共和国宪法再度重申了各个宗教一律平等、国家不介入宗教和精神生活等原则，使

政教分离的制度得到巩固和确认。从20世纪70年代早期开始，法国政府给予那些向它

提出要求的宗教社区以教派或修道院群的合法地位，大约200多个社区在当时得到了合

法地位。它的应用范围甚至扩大到没有进入立法者头脑中的宗教，例如佛教团体。由此

可见，法国宗教多元化己经是一个事实存在，这一存在是在法律条文的保护之下的，是

无法否定的。

    三、关于现代法国宗教多元化的表现和基本状况

    国内外学者对现代法国宗教信仰多元化的表现和基本状况的研究也比较广泛，有些

具体的研究已经深入到某一种宗教内部。例如，夏德维克在《20世纪法国天主教、政治

与社会》诺瓦里在 《法国熔炉、移民、公民和民族认同》、卡斯特尔斯和米勒在 《20世

纪:移民 与国际人口的流动》、

    傅乐安在1996年出版的《当代天主教》提出，如同其他欧洲国家一样，法国人的

世俗化思想十分明显，这突出表现在参加教会活动的人数越来越少。据统计:法国每星

期日去教堂参与弥撒的教徒人数比例为:1946一1964年间:37%;1964一1972年间:25%;

1979年:12%。20世纪70年代法国的神父减少了7既，但80年代初，有1300多所教

堂缺少神职人员，700多所教堂星期日没有神父举行弥撒，除了死亡和退休等原因外，

还有相当一部分人放弃神职，另谋职业。仅在1950一1976年间，就有2000多名法国神

职人员向教会提出申请，要求还俗。

    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的 《世界知识年鉴1985一1986》介绍说，法国的天主教会在教

育方面仍占有极大优势，教会小学约占全国小学总数的84%，教会中学约占全国中学总

数的60%。据法国《天主教文献》杂志1984年2月19日公布的资料，法国天主教办的

大学和高等院校的学生占全国同类学校学生人数的13.7%，专科学校学生人数占同类学

校学生人数的19.既。宗教研究中心编辑并有东方出版社1996年出版的《世界宗教纵览》

提出，据20世纪90年代的统计，约有巧000多人，另有12000多法国人阪依佛门。这

些佛教移民主要来自越南。众所周知，越南曾经是法国的殖民地。在法国的佛教组织主

要有:越南海外佛教徒联合会、法国佛教联合会、欧洲佛教联盟等等。此外，近年来还

有大批来自中国西藏的喇嘛移居法国，他们带来了藏传佛教。

    同时，互联网上我们也可以查到一些有关现代法国宗教信仰多元化的文章，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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祁伯尔的《历史的轨迹— 二千年教会史》(http刃访ww丘ance一印‘肠ne.叨n灯contenl习

hotPOin灯artic】e一general/articleeeover--IDoo03.html)提出:如果要确认法国宗教信仰多元化
的开端，那么1598年的《南特救令》应该是一个里程碑，因为它使胡格诺派获得许多

自由，并开始了多基督宗教派别共存的历史。在法国居民中，有79%的人信奉天主教，

第二大宗教是伊斯兰教，现代法国有穆斯林约200万人(指拥有法国国籍者)，其中75

万人集中在巴黎。其次是新教、东正教、伊斯兰教和犹太教等边缘宗教。现代法国有95

个教区，38000多个教堂区，大小教堂45000多座。据统计，在20世纪90年代，法国

人口中有79%的人自称是天主教徒。法国的新教徒以加尔文教(即归正派，或称改革派)

和路德教为主。现代法国有70万“复原教徒’夕，既宗教信仰自由恢复后，又重新回到自

己的信仰，其中约有63万属于归正派，其它则为路德派.这些具体统计数字是很有价

值的。

    此外，中国宗教研究中心的《世界宗教纵览》等，都有一些专门研究.

    上述分析可以看出，根据我们所了解的上述情况，国内外学者对现代法国宗教信仰

多元化问题的探究虽然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还有很大的研究空间。特别是对法国

宗教信仰变迁的历史性回顾、对现代法国宗教信仰多元化的比较具体的分析等，还都很

必要。



一、法国政治历史的演变与宗教信仰的发展

    从政治史角度看，法国历来是一个政治至上的国度;从宗教史角度看，法国长期是

一个天主教占统治地位的国家.这种情况使法国政治与宗教长期紧密相连，也使我们对

法国宗教问题的认识必须从历史开始、从政治入手、从政教关系进行分析.

    (一)早期法国的宗教状况

    早在2世纪，基督教就从意大利传入高卢地区，并具有相当一批信徒。但法国人真

正信仰基督教是从法兰克人占领高卢以后的事。所以，法国宗教信仰的历史可以从法兰

克王国开始谈起。

    在统一法兰克的过程中，法兰克国王克洛维大约在493年与勃良第的信仰天主教的

公主克洛提尔达结婚，后来又接受了东罗马皇帝阿纳斯塔修斯授予的荣誉执政官称号，

此后就定居巴黎，并为信徒们建造了天主教教堂。可见，法国自5世纪末法兰克国王克

洛维时代就己阪依天主教，是有悠久天主教历史的国家，向来被称为“教会的长女”。④

(二)中世纪法国的宗教状况

    但是，自中世纪开始，法国宗教信仰问题就与国家的政治运动与变迁相关联。由于

法国王权不断加强，国家教会受到国王的控制，这就与天主教的教权发生冲突。为了控

制王权，教皇在1296年颁布“教俗救谕”，该救谕规定:未经教皇同意，禁止教士向国

王交税，否则开除教籍;1320年，教皇又颁布“神圣一体救谕”，该救谕提出，教会只

有一个元首，教皇权力高于任何帝王的主张。面对教皇的强硬态度，法国国王并没有退

缩。为了与教权相抗衡，国王排力在1302年召开具有广泛代表性的会议，共同商讨对

抗教皇之策，这就是法国历史上的第一次“三级会议”。结果双方互不相让，教皇宣布

革除胖力四世的教籍，胖力四世则监禁教皇并最后惊吓致死。至此，法国王权与教权之

争以王权的胜利而告一段落。新教皇完全在法国国王的控制之下长达70余年。但与此

同时，法国封建王权正处于加强和巩固时期，或者说王权专制还没有建立起来，三级会

议的召开也就为法国王权专制的确立留下了一个重要的制约因素。16世纪初期，法国国

王法兰西斯一世建立了封建专制统治，在政治上独揽大权，教皇利奥十世不得不屈从法

王，与之签订了《波伦亚条约》，使法国天主教会成为国王的专制工具。从此，法国社

会运动主要围绕王权专制的存废问题而展开，天主教成为王权的碑女，法国社会政治运

动更加与宗教之间建立起一种难以割舍的因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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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近代法国的宗教状况

    如果说在14一16世纪欧洲宗教改革以前法国还是天主教的一统天下，那么宗教改革

运动则对法国产生了巨大冲击。换句话说，宗教改革运动中兴起的新教对法国天主教造

成了巨大威胁，从而也开始了法国宗教多元化的历史进程。

    欧洲宗教改革运动发生后，路德教很快传入法国，瑞士人加尔文则在法国创立了自

己的新教教派，并形成了相当的势力。北部的新教运动和新教徒遭到国王的镇压并纷纷

逃亡国外，但南部的新教运动却有很大发展。1559年，49 个加尔文教教会在巴黎举行

全国会议，正式确认了加尔文教信条，形成了法国特有的新教教派— 胡格诺派。由于

该教派与法国传统的天主教持对立观点，导致在1562年发生了历时30余年的宗教战争，

史称“胡格诺战争”。在那场战争期间，波旁家族的亨利 (那瓦拉国王)阪依新教，并

成为新教首领。1574年，法王查理九世逝世，其信仰天主教的弟弟亨利三世继位，此后，

另一个信仰天主教的亨利(介斯家族)与亨利三世为争夺王位而发生战争。但是，由于

亨利三世确定的王位继承人安茹公爵死去，亨利三世确定了信仰新教的波旁家族的亨利

  (那瓦拉国王)为王位继承人，同时要求他阪依天主教，波旁亨利表示接受，于是，新

教亨利也加入了战争并向巴黎挺进，这就形成了法国历史上著名的“三亨利之战”。后

来，亨利三世派人刺死了介斯。但亨利三世与信仰新教的亨利之间的矛盾仍没有解决.

此前，为了使新教亨利重新阪依天主教，亨利三世曾囚禁新教亨利3年，但新教亨利没

有屈服并成功逃走。最后打败了信仰天主教的亨利三世。1598年8月，亨利三世遇刺身

亡，信仰新教的亨利继承王位，称亨利四世，开始了波旁王朝的统治。

    为了彻底平息法国的宗教纷争，安定国家秩序，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1598年4

月13日，即亨利四世正式登上王位以前，他就在布列塔尼省的南特颁布了一个给胡格

诺教徒以信仰自由的法令，这就是对法国政治和宗教历史都产生重大影响的、著名的《南

特救令》。该法令规定:在宗教上，保证胡格诺教徒的信仰自由，允许他们在巴黎以外

的任何地方举行公开的礼拜仪式;在政治上，给予他们与天主教徒一样的可以担任公职

的权利，有权向国王进谏;在经济上，胡格诺派牧师的薪傣由国家支付，并免除一些义

务;在军事上，允许胡格诺教徒保留他们自1597年控制的144个要塞，为期8年，戍

守费用由国王支付。同时，救令还规定，恢复被迫中断了天主教活动的地区恢复天主教

活动。从该救令的内容可以清楚看出:亨利四世虽然给予胡格诺教徒信仰自由，但同时

又恢复了天主教徒的活动自由，显然是一个平衡各个教派力量、平息教派恩怨的办法。

但是，这个救令在事实上是一个限制胡格诺教徒活动的法律文件，由于登基后的亨利四

世阪依了天主教，不但过去胡格诺教徒在南部的一些特权不复存在，后来的一些胡格诺

教徒的活动遭到镇压，他们的不少据点也被收回。1685年，法国路易十四宣布撤消《南

特救令》，胡格诺教徒从《南特救令》中得到的一切宗教信仰自由和权利全部丧失。于

是，胡格诺教徒纷纷逃亡国外，直到大革命期间国民议会宣布宗教信仰自由后，胡格诺

教徒才重新开始在国内的宗教活动，并在1802年得到国家承认。也就是从路易十四开



始，法国进入高度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主义国家时期，天主教取得了不可动摇的地位。。

    如果要确认法国宗教信仰多元化的开端，那么1598年的《南特救令》应该是一个

里程碑，因为它使胡格诺派获得许多自由，并开始了多基督宗教派别共存的历史。从巧98

年《南特较令》颁布到1685年被废除时止，法国大约有100万胡格诺信徒、800个教会

和800多位牧师。胡格诺信徒包括社会的各阶层，有贵族。士绅、工匠、专业人员与农

·夫，但大多数人属于中产阶级，他们都是商业界、银行界、工厂及专业的领袖人物，在

各社区中，胡格诺信徒往往是少数人，却具有很大的影响力，因此“像胡格诺那么有钱”

成为当日流行的一句话。胡格诺派聚会的地方大部份是简单的木造房屋，有的很大，可

以容纳七、八千人聚会，而且总是挤满听众。在每周的圣事活动中，往往在一天内有多

场讲道。他们总是慷慨奉献，支持当地工作及外地受逼迫的圣徒。教会里实行严格的惩

治措施，举凡触犯安息日及轻浮行为都被严厉禁止。这时期的胡格诺派共有4个学校，

分布在色当(sedan)、蒙托邦(Montauban)，尼姆(Nimes)，及苏墨尔(Saumur)。这些学

校规模庞大，不但设备完善，而且有当时最好的师资。可见，在宗教信仰自由的氛围中，

新教获得了存在的权力和发展的空间。但是，在 《南特救令》废除以后，更大的宗教迫

害再次发生。法国归正宗教会有上千信徒为主殉道，有几百人放弃信仰，约有 50万到

80万胡格诺信徒逃到德国、荷兰、英国及美国，他们的离开使法国工商业遭受重大打击。

这次迫害使法国归正宗教会几乎失去所有信徒，余下的人重新把自己组织起来。17巧

年，路易十四去世后，迫害暂时中止。1724年，宗教迫害再度以新的形式出现:参加复

原派崇拜的男人被抓去当军舰厨房里的奴隶，女人终生监禁;不把儿女送进天主教学校

就读的父母，课以重罚:凡是让复原派举行聚会的市镇，全体需缴罚款。令人发指的宗

教迫害和天主教垄断直到18世纪启蒙运动和1789年大革命后才再次发生变迁。。

      (四)启蒙运动对宗教的挑战

    在历史上，欧洲曾经具有政教合一的传统，各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国教，而且国教的

地位一般是不可动摇的。自中世纪开始，法国就是一个政教合一的国家，天主教是国教，

国王是专制君主，僧侣阶级是特权等级，在这种政治体制下，王权、神权和特权等级结

合在一起，形成了神圣不可侵犯的3角互助关系:国王是特权等级的代表，等级制度为

僧侣阶级确立了特权地位，教会上层直接参与国家政治决策，天主教成为政府的统治工

具和精神支柱。在18世纪，法国天主教会总资产达40亿里弗，占法国总财富的1/3，

教会地产占全部土地总面积的1/5。教会的最大权力是垄断教育，利用教育途径向人们

灌输宗教思想和知识，培养教士和信徒，因而形成了宗教信仰不能自由选择的境况。

    但是，王权、教权和特权的神圣组合带来了严重的社会后果，人权和人性遭到践踏。

于是，从启蒙运动开始，启蒙思想家们针对宗教信仰问题向法国君主专制和教会神权发

起挑战.

。参见《简明不列颇百科全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南海出版公司，海口1991年版，第176一18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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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期间的一些著名启蒙思想家如伏尔泰、卢梭、梅叶等，都站在

世俗大众的立场上攻击教会。针对天主教会长期以来垄断教育和侵犯人权的社会现实，

这些思想家提出了自己对宗教的认识和主张。卢梭在其《社会契约论》、《日内瓦手稿》、

《山中书简》等书中，多次论及“公民宗教”问题。他认为，就宗教与社会的关系而论，

宗教可分为三种:人类的宗教:公民的宗教:给人以两套立法、两个首领、两个祖国，

使人们须尽两种互相矛盾的义务，因而使他们不可能同时既是信徒又是公民的宗教.在

卢梭看来，这三种宗教各有自己的优缺点:第一类是纯粹的福音书宗教，只限于对上帝

的崇拜，是个人的神圣权利，但与政治体没有任何具体关系，远不能使公民全心附着于

国家，因而是违反社会精神的;第二类是某一国家特有的、写在典册之内的，它规定了

该国的守护神，它把对神明的崇拜和对法律的热爱结合在一起，使国家成为公民崇拜的

对象，但这种宗教是神权政体，是建立在谬误和谎言的基础之上的，因而它欺骗人民，

使人民盲从、迷信，并使真正对申明的崇拜沦为虚伪的仪式:第三类的坏处是明显的、

无须加以证明的。最后，他提出应该发表“一篇纯属公民信仰的宣言”，以具体条款确

定一种公民宗教，“这篇宣言的条款应由主权者规定;这些条款并非严格地作为宗教的

教条，而只是作为社会性的感情，没有这种感情则一个人既不可能是良好的公民，也不

可能是信仰坚定的臣民。它虽然不能强迫任何人信仰这些教条，但是它可以把任何不信

仰这些教条的人驱逐出境，它可以驱逐这种人，并不是因为他们不虔敬而是因为他们的

反教会性·一 。”①启蒙思想家的宗教观具有两个明显特征:第一，带有世俗特征;第二，

鼓励信仰自由。这些思想为后来在大革命期间发生的反天主教运动奠定了基础。

    (五)1789年大革命对夭主教的冲击
    自大革命开始，法国各界从不同角度，以不同的方式，对天主教特权发动攻击。在

1789年大革命时代的雅各宾派统治期间，曾经掀起了法国历史上第一次也是惟一一次

“非基督教化”运动。在那场运动中，巴黎圣母院被巴黎公社接管，并改名为“理性庙，’，

强制人们去那里搞无神论的“理性崇拜”:1793年10月5日，国民公会通过了由罗姆提

出的从共和国的第一天，即推翻君主制的1792年9月22日起实行共和历法的决议，否

定了长期以来法国实行的基督教公历纪年法，共和日历给每年12个月起了名字，依次

为:葡月、雾月、霜月、雪月、雨月、风月、芽月、花月、牧月、获月、热月、果月:

1793年n月7日，巴黎主教高贝尔被迫辞职，并被迫率领属下到国民公会声明放弃自

己的宗教信仰;1793年n月底，巴黎公社封闭了所有的教堂。所有这些措施在政治上

反映了当时雅各宾派恐怖政策的扩大化和下层群众对封建君主制的痛恨，在宗教上是天

主教乃至基督新教的悲剧，是对宗教信仰自由的裘读。。

    天主教作为国教是法国政治与宗教相结合的标志，所以，法国政治革命从一开始就

涉及到国教的存废问题.1790年4月，法国国民公会通过了一个决议，拒绝把天主教作

。卢 梭〔法):《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16卜177页
。张丽、冯棠:《法国文化与现代化》，辽海出版社，沈阳2o00年版，第57一63页，姜德昌:《世界大事典，，南海出
  版公司，海口1991年版，第360页，另见吴于魔、齐世荣:《世界史.近代编》.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199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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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国教来巩固自己的统治，而且规定，在将来，为了使公民享有相应的政治权利，任何

人不必证明自己对天主教的忠诚。事实上，几个月过后，当国民公会授予所有公民权利

时，首先授予的是新教教徒，然后在1791年授予犹太教徒。这就是说，按照国民公会

的规定，在法律上，无论他们的宗教信仰如何，所有法国人是平等的。这一规定不但把

公民权从宗教问题中解脱出来，更重要的是确认了宗教信仰的自由。这一规定所建立的

原则深得民心，大受欢迎，在此后的法国历史发展过程中，即使在最反动时期或在极端

主义的鼓动下，任何复辟王朝都无法否认这一事实，难以扭转这种发展趋势。

    1792年8月10日，法国国王被推翻，立法议会采纳了通向世俗化社会的伟大措施:

实行公民登记制度。在法国历史上，公民的个人记录都是由教会的牧师通过各种宗教仪

式来从事和完成的，如出生洗礼、婚丧嫁娶等等。公民登记机构的建立和活动成为剥夺

牧师们很久以来已具有的社会功能的一个重要体现，同时也剥夺了宗教组织的合法性。

公民登记处的官员们所保留的登记薄取代了夭主教记录，洗礼不再是进入社会生活和国

家社区的标志，人们的合法身份只要在出生地的市政大厅宣布一下就可以了.当然，在

欧洲宗教研究中人们一般认为，在历史悠久、高度中央集权的国家，宗教通常是保护宗

教文化的，特别是保证一些小个体的存在的，因此，宗教没有必要要求忠于整体，而且

小宗教在反抗外国统治上也同样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法国是历史最悠久的、可能是最

团结的国家之一，在大革命期间，天主教教会保留了地方传统和地方语言，以反对雅各

宾的非基督教化统治。非基督教化宣布了一个新时代的到来，因为它在宗教和民族性之

间的关系史上，开始了宗教与民族性的分离。但事实上，两者是很难分离的，既使今天

的法国，在某些情况下两者也没有完全分离。将来是否会分离还无法确定。前面己经谈

到，在法国，宗教与民族性的关系是最密切的，教会社区和民族认同并存的原则很少有

例外。法国大革命在某种意义上宣布了那种并存的结束。至少对于法国是这样。分离是

那场从教派与公民为开端的运动的必然结果;因此，就像国教崇拜者一样，人们可以成

为完全公民，即使他信仰不同的宗派，宗教也不再成为国家的一部分或政治统一原则的

标准。对宗教多元性的简单认同把信仰变成为一个区分的因素，甚至成为区分公民的一

个因素。在一个民族多元化的社会里，共同的宗教信仰仅仅成为人与人之间相互区别的

一个特征而己。信仰那个宗教与拥有不同的工作没有太大差别。过去，宗教曾经一直是

团结统一的基础，而现在，宗教不过是无数的臣民或者公民相互区别的标志之一。现在，

是国家而不是信仰，把信仰不同宗教的个体团结成一个整体。国家取代了教会并构成了

整个社会，这个社会不再需要更高的权威，它从对宗教的所有依赖中解脱出来，成为了

一个世俗的现实。。
    1789年开始的政治大革命持续了几十年，其间不仅在实践行为中发生了对天主教权

威的挑战，而且在立法问题上也没有被忽略。在大革命期间颁布的几部宪法都明确提出

了信仰自由的主张，1795年宪法更提出了政教分离的规定。在拿破仑时代，拿破仑在

1801年与罗马教皇签订了《教务专约》并从1802年4月颁布实施，该文献规定:宗教

ReneRemon氏Re!lti朋朋J及祀ie办认材。de朋石.仰〔，Tr胡51瞅dbyAntoniaNevin，BlackweUPUblisher，M目den
MaS浓husen‘，1999，PP.38礴0，44，118一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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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自由;国家支付教士薪水，天主教为“大多数法国人的宗教”但不是国教:主教由

第一执政任命，经教皇授职。拿破仑第一次被推翻、波旁王朝复辟后，人们已经认识到

新国王路易十八是不会接受大革命期间颁布的那些针对天主教的、对宗教信仰自由作出

法律认可的宪法的。所以，1814年5月，由一个专门委员会起草了一个带有宪法草案性

质的“1814年宪章”。该宪章在规定恢复天主教为国教的同时，在第五条中还规定保证

已确定的信仰自由。这种自相矛盾的规定反映了复辟王朝无法改变大革命形成的事实，

但同时也说明了法国天主教复辟势力的野心。18巧年波旁王朝复辟后，天主教的国教地

位和政教合一体制正式恢复，从那时开始的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法国天主教势力大

为增长，直到1901年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时期的激进共和党提出“反对教权主义、保卫

共和国”的口号，当年7月政府颁布了结社法，其中规定:宗教团体的建立必须经过议

会批准:已获得批准的宗教团体如需要建立新的机构要经过行政法令的批准;禁止未获

批准的宗教团体办学和任教等等。1902年以后的法国政府积极贯彻1901年结社法，并

在1904年n月正式向议会提出政教分离的议案，1905年7月3日，政教分离草案得到

议会批准，1905年12月，法国议会宣布:从此以后，法兰西共和国绝不承认任何宗派，

也不资助或支付牧师的薪水:在没有同教皇磋商的情况下，法国单方面废除了一个世纪

前教皇与大革命中出现的政权签订的 《教务专约》;共和国保证信仰自由，保障宗教仪

式的自由进行;取消一切用于教会活动的国家、省、市镇的拨款，教会占用的公共建筑

归还国家;教会不得干预国家事务，只有管理宗教组织的权利，教会管理的中小学校的

费用要登记入册;学校只能在课外进行宗教活动。在1940ee1944年德国法西斯占领法

国期间，由贝当领导的维希傀儡政权曾经制定了种族排斥法令和反对犹太人的政策，在

宗教信仰上又一次也是迄今为止最后一次违背大革命以来的信仰自由的法律原则。1946

年第4共和国宪法和1958年第5共和国宪法再度重申了各个宗教一律平等、国家不介

入宗教和精神生活等原则，使政教分离的制度得到巩固和确认。从20世纪70年代早期

开始，法国政府给予那些向它提出要求的宗教社区以教派或修道院群的合法地位，大约

200多个社区在当时得到了合法地位。它的应用范围甚至扩大到没有进入立法者头脑中

的宗教，例如佛教团体。由此可见，法国宗教多元化已经是一个事实存在，这一存在是

在法律条文的保护之下的，是无法否定的.。
    从5世纪末法兰克国王克洛维饭依天主教到16世纪历时30余年的“胡格诺战争”，

从巧98年南特救令的颁布到1685年的废除，从18世纪政治大革命中的国民公会和立

法议会的规定和法令到19世纪初期拿破仑的《教务专约》，从1901年结社法到1905年

政教分离，从第四共和国到第五共和国，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法国政府的宗教信仰自

由政策的实施，法国宗教的历史始终与政治纠葛在一起，信仰自由问题始终与政治自由

联系在一块。当我们回顾法国宗教发展历程的时候无疑会发现:尽管几经周折，信仰自

由和多元化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

。此上内容见:张丽、冯棠:《法国文化与现代化》，辽海出版社，沈阳200。年版，第63，142一147页。(法)乔治·勒
  费弗尔:《拿破仑时代》，中山大学《拿破仑时代》翻译组翻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350--351页。R即eRen10n氏

Rel心10”and交c殆即认人了匕山rn
PP乃8一40，190

仰认人了匕山rnEu月叨e，
豁要说明的是，张、

TranslatedbyAntoniaNevill，BI朗k叭它】lpublisher.MaldenMas卿husetts，1999，
冯的《法国文化与现代化》中把“1814年宪章.说成为“1814年宪法”，并

认为该宪法是法国大革命以来惟一没有规定宗教信仰自由的宪法，这种说法似乎有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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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现代法国宗教多元化的表现和基本状况

    现代法国是一个典型的多宗教信仰国家，其中天主教具有绝对优势。在法国居民中，

有79%的人信奉天主教，第二大宗教是伊斯兰教，现代法国有穆斯林约200 万人(指拥

有法国国籍者)，其中75万人集中在巴黎。其次是新教、东正教、伊斯兰教和犹太教等

边缘宗教。。

    (一)天主教
    在历史上，天主教曾经作为法国的国教达100多年，天主教在法国人心目中的地位

之重要是可想而知的。所以，天主教在法国有着坚实的基础，现代法国仍然是一个以天

主教教徒为主体的国家。现代法国有95个教区，38000 多个教堂区，大小教堂45000

多座。据统计，在20世纪90年代，法国人口中有79%的人自称是天主教徒。由于1905

年政教分离法案确立了法国是一个世俗化国家，国家一般也不再经济上资助教会，学校

教育也逐渐与宗教教育相分离和相区别，法国天主教的影响和作用明显减少和降低。特

别是二战以后，如同其他欧洲国家一样，法国人的世俗化思想十分明显，这突出表现在

参加教会活动的人数越来越少。据统计:法国每星期日去教堂参与弥撒的教徒人数比例

为:1946一1964年间:37%; 1964一1972年间:25%:1979年:12%.20世纪70年代法

国的神父减少了70%，但80年代初，有1300多所教堂缺少神职人员，700多所教堂星

期日没有神父举行弥撒，除了死亡和退休等原因外，还有相当一部分人放弃神职，另谋

职业。仅在1950--1976年间，就有2000多名法国神职人员向教会提出申请，要求还俗。。

    尽管如此，很多历史上形成的惯例还是保留下来。例如，天主教在教育方面的许多

特权就无法根除。直到现代，法国的天主教会在教育方面仍占有极大优势，教会小学约

占全国小学总数的84%，教会中学约占全国中学总数的60%。据法国《天主教文献》杂

志1984年2月19日公布的资料，法国天主教办的大学和高等院校的学生占全国同类学

校学生人数的13.7%，专科学校学生人数占同类学校学生人数的19.3%。1984年1月，

法国政府提出“私立学校改革方案”，意欲把教会学校改为公立，引起全国各界的强烈

反对，6月24日，巴黎发生了150万人参加的游行，迫使密特朗总统宣布撤消该项法案，

并导致代表左翼执政党的英鲁瓦政府于7月17日辞职。⑧

    (二)伊斯兰教
    二战以后，法国的外来移民呈现不断上升的趋势，法国外来移民的最大特点之一是

穆斯林人数的明显增长，其中大多数来自历史上的马格里布地区，即北部非洲，包括现

httP:刀洲叨如nce一即一hin已co耐conte川夕卜d即in口articleesgen盯all洲icleesover-ID0003.卜加口
傅乐安:《当代天主教》，东方出版社，北京，19%年版，第375一376页
《世界知识年鉴1985一1986》，世界知识出版社，第361页，转引自傅乐安:《当代天三
1996年版，第371页



在的阿尔及利亚、摩洛哥、突尼斯和利比亚等国.在来自北非的移民中，以阿尔及利亚

人为最多。这也毫不奇怪，因为阿尔及利亚过去曾经是法国殖民地。到1982年，阿尔

及利亚人移民法国的数量超过了葡萄牙人，成为法国外来移民最多的群体。这种移民类

型的变化是与移民特点的变化是相一致的.1974年，法国出现了要求限制非欧共体移民

的呼声，此后，法国的移民浪潮发生很大变化，从当初主要由单身男子青年工人移民转

变为群体移民，即以妇女和儿童居多的移民浪潮，被称为“家庭组合”。据2000年的一

个统计，现在己经有400万穆斯林移民居住在法国，其中有100万已取得法国国籍。法

国穆斯林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新的概念。也就是说，穆斯林是法国人或已经成为法国人

这个概念是一个近期发生的现象。然而，这个新现象对现代法国民族认同的限定来说却

很重要，因为随着这些移民的第三代及其后代在法国的出生，其群体人口也将大量增加。

而过去那个时代，即成为法国人就意味着成为白人、天主教徒、和欧洲人的时代早已去

了。。

    其实，法国很久以来就存在一个意义重大的伊斯兰少数民族，只不过是在1947年

以后穆斯林人数大量增加而己。到1970年，伊斯兰教己经成为法国的第二大宗教;到

1990年，伊斯兰教成为法国人参加的第二大宗教。1996 年，西欧共有伊斯兰教徒

900一1000万人，其中有300多万居住在法国。但是，在1970年以前，法国的伊斯兰教

并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因为那时伊斯兰教教徒居住分散。后来，伊斯兰教清真寺和穆

斯林祈祷建筑多了起来，这表明，伊斯兰教在法国正在寻求自己的地位。应该说，法国

政府对穆斯林还是十分忍让的，因为在20世纪60一70年代，法国政府一直鼓励建立清

真寺和穆斯林祈祷室。但是，后来欧洲和法国都出现的恐怖主义行为都与北非和其他某

些穆斯林有关，法国政府由此认为，穆斯林要使法国政局不稳。但事实上真正卷入破坏

性活动的只是极少数原教旨主义者.20世纪80年代开始，沙特阿拉伯和利比亚等伊斯

兰国家大力支持在欧洲国家建立清真寺，力图形成一个所谓“西欧伊斯兰住51阳 of

脆sternEuroPe)”。尽管法国实行政教分离政策，但许多地方政府还是积极支持建立清

真寺，以便贯彻团结少数民族的政策。其他西欧国家政府也基本上都是实行的支持伊斯

兰的政策。因此，伊斯兰势力在西欧的发展很快，一些使用“双语教学”的学校开始使

用阿拉伯语言教学，结果使法国的一些学校被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所控制。多数西欧的

穆斯林认为，他们的宗教信仰是自己个人的私事。鲁什戴(Rushdie)事件更使许多欧洲

穆斯林感到宗教问题的政治意义。鲁什戴是一个出生在印度的英国穆斯林公民，因为他

写了一本名为《撒旦诗篇》(Thesatanicverses)的书而遭到了许多穆斯林的谴责，伊

朗宗教领袖霍梅尼甚至宣判了他的死刑。。1990伊拉克占领科威特以后，使更多的欧洲

人担心伊斯兰人的颠覆行为，同时，在法国的穆斯林却比法国社会其他人更加支持伊拉

克。当然，许多穆斯林是反对伊拉克的侵略行为的。⑧

    作为法国历史的一个特征，穆斯林宗教与政治联系在一起。这突出表现在有人把伊

KayCb目wi氏自功olrc。用，尸。扭纪，口月J而cie印in知心ntieth一Ce陀翻。声)口月ce，LiverpoolUniversity阮55，Liverp00I，
200()，PP.183一184
Ibid.即.259一62
stePhenC时lesandMark J.Miller.刀比Ageof月了19朋“on，Inte尸n口t滋0朋1尸qp‘Iat扩。月
M朗mill幼Presslnc，HongKO目91998，PP25弘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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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兰教作为政治变迁的工具和手段。由于在学校、政府机关等部门工作的人数不断增加，

这些人在1981年后结成新的协会，并促使建立清真寺，他们中绝大多数是穆斯林逊尼

派成员。依靠他们，本地的穆斯林文化协会已经作为其成员的代言人在社会福利事务、

学校、政府机构和城市大厅等方面进行参与活动。同时，穆斯林也在工厂的外国工人中

间扩张，要求有祷告的空间.例如，从1981年到1983年早期和1989到1990年间，曾

由移民领导的雷诺、雪铁龙公司的工人大罢工在法国许多地区发生。由于穆斯林移民的

第二代和第三代大多数并不拒绝法国的政治体系和共和价值观，法国的穆斯林原教旨主
义者并没有在北萨哈拉非洲人和土耳其背景的人中赢得很大数量的转变。随着在法国他

们的经济和社会整合的拖延，许多年轻的一代已经把穆斯林变成口头上的东西并作为在

痛苦的整合过程中进行抗议的谈判工具。官方建立一个 ‘高卢人的’穆斯林的努力—

沿着国家由法国犹太人和反对者所构成的路线— 己经遇到了一个混合型的结果，并且

己经常常加深了穆斯林人口中的紧张状况。。

    根据法国穆斯林社会调查报告.截止到2003年年底，法国全国公开与合法的清真

寺总共 1554座，其中有许多清真寺过去没有登记，不公开。自从法国全国穆斯林协会

成立后，并且议会通过法律承认伊斯兰教合法化，许可穆斯林自费建立清真寺，许多过

去被埋名的清真寺显露出来，主动向政府登记，并且在大门外挂牌。。

    夏维尔·特尔尼斯是法国《世界报》的著名记者，专门关注伊斯兰的发展。这是他

的调查成果，在他发表的最新资料中说，有些地方的穆斯林人口特别集中，例如巴黎郊

区圣丹尼斯镇，那里有97座清真寺，法国北部有73座清真寺。 在伊斯兰成为合法

宗教之前，法国人说伊斯兰是这个国家的“地下宗教”，人们对这个宗教迅速蔓延感到

既神秘又恐惧。当时的穆斯林也把他们的宗教活动隐蔽起来，例如星期五在一栋房子里

聚集数百人做礼拜，房子的外表没有任何特征，而人们都默默地来默默地走开，给周围

的人以和平集会的印象。在公开登记时，政府才发现，许多地方的穆斯林集资购买了公

共房产，把内部改装为清真寺和清真小学，而外人一无所知，因此他们登记的清真寺都

变成了宗教公产。在巴黎周围穆斯林聚集的区域，那里的清真寺都很小，每一个地方在

星期五聚礼日都是人满为患，许多人都铺地毯在门外人行道上做礼拜。夏维尔说，许多

法国人对伊斯兰有恐惧感，他们说穆斯林秘密集会宣传反西方观点，暗中组织武装自卫

队，如同黑社会，这是没有任何根据的猜测。 实际上，穆斯林移民在这个国家希望保

持信仰的传统，他们每天都必须礼拜，而且每个星期有一次集体礼拜，是宗教教规的要

求。那些只是普通的精神和信仰祈祷，没有任何政治目的，或黑社会性质的活动。伊

斯兰合法化，清真寺公开化以后，可以消除许多神秘和恐惧的误解，因为清真寺是一个

公开场所，不拒绝任何人进入，但进入的人只须尊重穆斯林的信仰习惯。。

    过去几十年，第一代穆斯林都各自在宿舍里做礼拜，后来他们集中在工地的餐厅做

礼拜，后来才发展成购买房产，建造本地区的公共清真寺。现在进入清真寺学习伊斯兰

RundK阅pmansandPaulstalham吧Challenginglmmigrationand〔山njc肚Iations POlitics，ComPara.iveEuroPeao
PersPectiv栽OxfordUniversityPressNewyo氏2000，p.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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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做礼拜的大多数是在法国出生的第二代，或第三代，他们生活在法国，与祖国文化比

较，有强烈的文化回归感。1991年的海湾战争是对法国穆斯林青年的第一次精神冲击，

两年前巴勒斯坦人民的起义对法国穆斯林产生了第二次精神冲击，每次冲击都促使更多

的学生和穆斯林青年进入清真寺寻找种族和信仰的认同感，他们看到世界对伊斯兰的攻

击感到不平和愤怒。法国的种族歧视也表现在有清真寺的地方，当地的极右势力和新纳

粹主义集团，向清真寺发泄他们的种族主义歧视的怨恨，例如他们半夜三更在清真寺的

外壁上图写法西斯标志和仇恨外来种族的口号，甚至有两所清真寺遭到放火焚烧。法国

穆斯林人口的迅速增长，形成了一个明显的民族和信仰集团，他们的宗教伊斯兰成为法

国社会的一部分。政府承认伊斯兰合法，承认清真寺合法，给法国的穆斯林更大的发展

机会，穆斯林将有能力保护自己。①

    2004年8月，法国国民议会以绝对多数的表决结果，通过了不久前由法国政府提出

的有关在公立学校禁止佩戴明显宗教标志的法律草案(俗称“头巾禁令”)，并在2004

年9月新学年开始前颁布实施。届时，穆斯林的头巾、犹太人的圆顶小帽以及特大号十

字架等等，在公立学校都将被禁止佩戴。虽然新的法律草案得到了法国各大政党和多数

法国人的普遍支持，但围绕这项法案的争论，却自它被提出的那一天开始就没有停止过。

支持者认为法案体现了法国的“共和理念”和“世俗原则”精神，反对者则指责其违背

了宗教信仰自由和法国社会文化多元化的传统。这项法案更提出了一个深层次的问题，

即对不同的文化和宗教，是宽容还是兼容?宗教与世俗如何相处?

    对于法国立法禁止头巾，很多西方国家认为它完全是小题大做，感到难以理解。但

是从历史的角度看，“头巾禁令”在法国却有其深刻的社会政治背景。自18世纪以来，

世俗主义一直是法国社会激进思潮的基石.法国在大革命后成立了共和国，权倾一时的

天主教会的财产被没收充公，教士们亦被勒令宣誓效忠共和国。1905年，法兰西第三共

和国制订了政教分离法。这项法律规定，政府在宗教事务中采取绝对中立的态度，在政

府建筑物内也不容许举行任何宗教活动和出现宗教符号。同年，法国还通过了一项世俗

教育法，它明确规定，法国的公立学校奉行世俗原则，学生和教师可以保持自己的宗教

信仰，但不能以“炫耀”的方式进行表达和宜扬，也不能以自己的信仰影响他人。法国

社会极其强大的世俗主义传统，正是由此而来。

    2004年n月，法国总统希拉克专门就立法禁止在公立学校佩戴明显宗教标志的问

题发表电视讲话。他表示，法国世俗主义原则基础是“不容妥协的”.希拉克在讲话中

赞扬了外来移民对促进法国发展和繁荣所做的贡献，但同时强调，绝不容许任何宗教挑

战法国的核心价值，即自由、平等和博爱的原则。希拉克指出，确保政教分离的世俗主

义是法国价值的基石，它为不同宗教的和谐共处提供了一个广大的中立空间。来自世界

各地的移民应该与法国社会“完全融合”。。

    由“头巾禁令”引发的争论也向人们传达了一个信号，那就是法国存在的宗教问题

不容忽视.法国现有600多万穆斯林，占其总人口的十分之一。但是，长期以来，穆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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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在法国社会中的经济地位一直比较低下。大部份穆斯林居住在城市周边由政府提供的

福利房里。在这些地方，犯罪、吸毒和失业问题都很严重。目前，每 10个法国人中就

有1名穆斯林，而法国至今只有一位刚刚被任命的穆斯林省长。耐人寻味的是，这位省

长还没有走马上任，他家的汽车就在家门口被人纵火烧毁了。由于这一事件具有明显的

政治目的和特殊的敏感性，它在法国社会引起了强烈的震撼，并再次引发了人们对外来

移民融入法国问题的关注。有关“头巾禁令”的争论，更是直接触及了这一问题的实质。

法国的第一代穆斯林移民并没有对法国的世俗社会造成大的冲击。20世纪70年代，伊

斯兰复兴运动席卷穆斯林世界，在法国的第二代、第三代穆斯林移民开始更加倾向于公

开地表达自己的宗教信仰和生活方式，“头巾”问题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自那以

来，如何处理“法国穆斯林妇女在公众场合佩戴头巾或面纱”的问题，一直是法国社会

最棘手的难题之一。对于“头巾禁令”引发的争论，多数非穆斯林法国人认为，在法国

的穆斯林应当接受法国人的价值观，积极融入法国社会。但分析人士指出，这一看法反

映了那些非穆斯林法国人担优在法国出现某种形式的伊斯兰极端势力。也有不少法国人

认为，“头巾禁令”的出台，是法国社会不包容其他宗教和文化的表现。一些人甚至警

告说，这种法律只会加深穆斯林的反感情绪，使他们更加认为自己在法国社会中不受欢

迎。0

    (三)基督新教
    虽然1685年路易十四废除了《南特救令》，使法国的新教徒失去了与天主教徒同样

的地位，许多新教徒不得不背井离乡，移民欧洲大陆其他新教国家或英美国家，但新教

势力在法国并没有根除。在18世纪大革命时期，除了“非基督教化运动”期间所有基

督宗教都受到打击和限制外，《人权宣言》所规定的信仰自由还是使新教具有生存的条

件。拿破仑虽然把天主教确定为法国的主要宗教，但后来还是正式承认路德教、加尔文

教等宗教的合法性。特别是20世纪以后，其他大量的新兴基督教教派进入法国，使法

国的基督新教势力不断增长。

    法国的新教徒以加尔文教(即归正派，或称改革派)和路德教为主。第二次世界大

战以后，新教开始在法国的恢复工作，重建教会，恢复礼拜仪式，完善教区生活，传播

福音，取得很大进展。据说，在现代法国有70万“复原教徒”，既宗教信仰自由恢复后，

又重新回到自己的信仰，其中约有63万属于归正派，其它则为路德派.②现在，法国

新教归正派中主要有两个教派:一个为卫理公会派，另一个为公理会派。这两个教派在

1938年合并，成为当时除了天主教之外的法国第二大教派。在两派合并时还有一些归正

派不愿意合并，也形成了归正派的其他教派。法国路德教主要有两个组织:一个是阿尔

萨斯一洛林奥格斯堡派教会，另一个是法国福音路德教会。除了归正派和路德教派外，

法国的新教教派还有:1929年传入法国的“神召会 (TheAssembliesof God)”，现己

成为法国第五大新教教派，此外还有1832年建立的福音浸礼派联合会、1844年建立的

。加p:刀朴 几怕gUO.ne比uaxu200402，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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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利茅斯兄弟会、1874年建立的基督复临安息日会、1865年成立的救世军以及五旬节

派等等。在组织上，法国的新教主要有1913年成立的“法国新教联盟”、“巴黎福音宣

教协会”等等。。

    (四)其他宗教

    法国东正教教徒人数不是很多，主要是一些来自希腊、亚美尼亚和俄罗斯的移民。

此外还有来自罗马尼亚、塞尔维亚、乌克兰、格鲁吉亚等国家的东正教组织.自19世

纪末期以来，在法国还出现了一些新兴教派，如摩门教从美国传到了法国，耶和华见证

会、非罗马天主教教会等也有一些宗教组织活动。

    二战后法国犹太社区是除了苏联之外欧洲最大的犹太人社区，法国的犹太人主要来

自北部非洲国家。据20世纪90年代的官方统计，1979年法国犹太人为70万人，1970

年有犹太人社团600个。犹太教中的3大主要派别:正统派、改革派和保守派，在法国

都有自己的组织。1860年成立的“世界犹太人联盟”总部就设在巴黎。法国国内的犹太

教组织主要有:法国犹太教总教务会议、法国犹太人代表大会、犹太人统一社会基金会

等等。

    法国还有一些来自东南亚的佛教徒。据20世纪90年代的统计，约有15000多人，

另有12000多法国人阪依佛门。这些佛教移民主要来自越南.众所周知，越南曾经是法

国的殖民地。在法国的佛教组织主要有:越南海外佛教徒联合会、法国佛教联合会、欧

洲佛教联盟等等。此外，近年来还有大批来自中国西藏的喇嘛移居法国，他们带来了藏

传佛教二

。宗教研究中心:《世界宗教纵览》，东方出版社，
.宗教研究中心:《世界宗教纵览，，东方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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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法国宗教多元化特点分析

    (一)政治革命与宗教信仰密切关联

    在西方社会乃至全世界，宗教与政治向来具有不可分割的联系，这是许多学者都有

论证或考证的。但在法国，这种联系不但十分突出，而且具有特殊性。首先，由于天主

教长期作为法国的国教，天主教至高无上的地位和社会存在价值使它成为社会关注的焦

点:不论是专制君主手中的工具还是社会地位的象征，也不论是雅各宾派的“非基督教

化”行为还是第五共和国的“政教分离”政策，天主教的政治意义都不可低估;其次，

法国历史上的政治革命往往与宗教信仰自由紧密相连，或者说任何宗教事务都具有政治

意义，这个问题从《南特救令》和1789年大革命可以清楚看到;再次，如同其他国家

一样，法国在宗教信仰自由问题上也经历了曲折的发展道路，但在西方国家中，像法国

这样宗教问题至今仍然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的国家并不多，进入21世纪以来在法国发

生的所谓“头巾”问题，就是一个明证。

    宗教信仰是个人价值观念的表现。由于宗教信仰的差别，西方社会存在众多宗教团

体的现象十分普遍，这些宗教团体的社会地位往往代表这个国家信仰自由的程度。但是

在现代法国，人们在看价值观念的时候常常不区分信仰哪种宗教，而仅仅是把信仰者和

不信仰者区分开来，因而形成所谓世俗团体和宗教团体的的划分，而且许多人认为两个

团体之间是敌对的。在法国历史上，世俗社会与宗教团体之间曾经围绕教育问题发生重

大分歧，形成了两个敌对的阵营。有关教育问题的争论在1959年德布雷法(DebreL盯)

中找到了答案。这一法律向公共资助私人教育放开了权力(其中十分之九是天主教徒)，

法律规定，作为回报，政府将承担教育费用，以承担使它们与国家教育拉近的义务。也

就是说，法国政府在教育问题上没有宗教歧视。在把公民社会分成世俗团体和教会团体

问题上，典型例证是 1983 年所采取的措施。当时创立了一个 “生命道德咨询委员会”

(consultativeComInitteeofbioethics)，其职责是为政府的决定和立法者的审议提
供一些问题的解决办法，其中包括:为解决重要的“情感问题(sensibihties)”的代
表们提供基本文件条款。“情感问题”是用来特指一些精神团体的委婉说法，因为其中

可能潜在世俗化这个僵硬定义的难题。因此，自从这个委员会创立以后，作为精神团体

成员的天主教徒、新教徒、犹太教徒、穆斯林和总体上的马克思主义者都被包括在这个

委员会中.这样，传统上被认可的宗教宗派都得到了扩大和现实化了。。可以看出，历

史上法国政治与宗教的密切关联在现代得到了首肯和发扬。

    但是，法国宗教信仰自由的问题并没有最后解决。例如，尽管涉及到极少数人，但

目前却引起更多焦虑的现象是，政府对宗教事务并不是完全不感兴趣，政府干涉宗教事

务的显现还时有发生。由于法国各种各样的小教派在不断形成，这些小教派往往保守秘

。ReneRemond，辰了心滋。月口扭，勘‘约沪in人匆凌州。尸弓龙，Tr胡slatedby灿toniaNevill，BI朗kwellPublisher，Mald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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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并且要求追随者无条件的顺从，这就不能不引起社会的关注，这些小教派的社会地

位应该怎样确定的问题一直困扰法国。在1983年和1986年两个议会报告中，专门探讨

了小教派的要求问题，也就是是否应该立法授予它们欧洲国家传统宗教所拥有的自由权

利。在法国，没有客观理由解释为什么这种法律是否适用于他们。教派在哪里产生?又

在哪里停止?这种问题的解决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此，尽管历史上多次发生政治与

宗教关系的变迁和论证，但现实中政治革命与宗教自由的问题仍然是法国面对的社会问

题。。

    (二)民族认同与宗教认同不可分割

    1789年革命之前，法国的民族和宗教认同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皇权和天主教会的

互相依靠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宗教的统一。法国在18世纪对新教的最终承认和拿破仑

在1801年同教皇庇护七世(PiusVll)签订宗教协定之后，天主教被确定为法国大多数

人的宗教，但不再是国教。前文已经说明，1905年12月9日，法国颁布了《政教分离

法案》，将法国定位世俗共和国，即宗教不再得到国家的公开认可和资助，但作为个人

的行为宗教言论自由得到保护。由于官方不承认任何单一信仰，而是允许多种信仰，随

着世俗原则的形成，多元主义的法国在事实上已经形成。当代法国社会复杂性的一个突

出表现就是信仰多元化，在多样性的宗教框架下，天主教同国内其它代表性的宗教信仰，

包括新教、犹太教 (都在法国有很长的历史了)以及伊斯兰教和平共处，这在客观上就

已经形成了法国民族对宗教信仰多元化的认同。。

    20世纪初，围绕着是否应该把世俗主义界定为好斗的、分裂主义的概念问题，天主

教会和法国政府之间发生了尖锐的冲突。尽管1905年的政教分离法案是针对所有信仰

而言的，但天主教会还是认定这个法案的主要目标针对的是天主教.所以，法国天主教

会持有一种怀疑与敌视的态度，同时，在教会论坛中也充满了了排他、压迫等论题。法

国政府对此的反映也同样充满了敌意，在决定完成1870年第三共和国开始的世俗计划

的同时，也就等于是解除反对革命的、不妥协的天主教长期以来对法国社会的控制。但

是20世纪以来，天主教会本身也发现了世俗主义的积极价值，尽管1905年作为多数人

信仰的宗教地位丧失了，但它却取得政府给予的社会和政治的独立自主的权利。从它本

身在当代法国的作用和地位出发，天主教会会接受甚至会保卫世俗主义，因为这种做法

是符合天主教自身的利益的二 在这种情况下，不论是世俗社会还是世俗化了的教会，

不把某一种宗教作为法国民族象征在事实上己经形成了共识

    但是，作为一个公认的天主教国家，天主教在法国民族认同中的价值和地位是不可

忽略的。纵观整个20世纪，如同历史上一样，天主教会在法国公众舞台上都扮演了重

要的角色，因此，不仅在历史上，即使在现代，天主教也是法国民族认同中的一个重要

的组成部分。当然，在某些特殊时期，如维希政府 (1940一1944年)，阿尔及利亚冲突

:巍三蕊、catholic一，尸oliticJ、50*，一动tleth一、France，LivopolUn*一ityP一LiverP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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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一1963)和1968年5月事件中，天主教会都扮演了令人注目的、有时是易引起争

论的、有疑问的角色，天主教会所扮演的角色引起许多人的不满。但法国的体制对 20

世纪的政治发展和法国国内的意识形态都很宽松，不论是左派的，还是右翼的，都可以

在法国生存和发展，包括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国家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潮和代表。在

犹太问题上也是一样，过去那种歧视和明显的宗教阪依行为已经减少了，有证据表明，

现在正朝着相互理解的方向转变。事实上，天主教政治行为本身也在多样化，例如，在

1900年后，大量的“天主教灵性运动(Catholic一inspiredmovements)”、组织和协会

试图以各种方式和思想来推动和促进天主教的活动，足以说明天主教政治功能的加强。

到20世纪末，天主教成为法国政治形势的重要代表之一，尽管在世纪末没有天主教政

党出现，但天主教的社会地位和作用是不可低估的，宗教在法国民族认同中的价值也是

不可遗忘的。①

    (三)宗教多元化与世俗化并驾齐驱

    有关宗教多元化的问题，前面己经有许多说明。而宗教世俗化的现象早在中世纪就

已经有所发生，但世俗主义的滥筋却是在 19世纪达尔文进化论问世以后的事。尽管世

俗化具有很大影响和发展，但宗教问题仍然是一个重要的政治问题。例如，1995年，法

国的一些世俗主义者在巴黎游行，向教皇保罗二世提出挑战:1996年1月，一些人认为，

前总统密特朗(PrancoisMitterrand)的葬礼由法国天主教会举行这件事说明，这是

埋葬世俗化和恢复天主教为国教的信号;在同年晚些时候，教皇约翰，保罗二世访问法

国，以庆祝法兰克国王克洛维 (clovis)接受天主教洗礼巧00 周年，这事引起法国报

界的激烈争论。②这些事件说明，宗教世俗化本身就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

    有西方学者认为，法国的天主教教会不仅渐渐承认世俗主义，承认法国是一个现代

的、多元化的社会，而且也利用世俗主义保护自己，天主教不但利用这一点维持自己的

生存，还用来对付其他宗教，尤其是伊斯兰教.教会有能力进行运做在总的说来成功的

基础上，而且是世俗政府呼吁伊斯兰也适应世俗环境，因此在国内地位和运作方面同天

主教保持一致，伊斯兰不能也不应该要求特殊的地位和待遇，统一意味着合作，适应法

国大环境是关键。。

    (四)宗教教派与政治党派相互依托

    早在大革命时期，法国天主教象征着右派政治势力、雅各宾派代表左派政治集团，

这是许多学者都认可的。在19世纪法国走向共和的道路上，试图维护君主制的右派势

力组织与天主教教会关系密切，而共和派自然成为教会的敌对势力。有西方学者认为，

二战期间法国的傀儡政府曾遭到法国人民的强烈反对并爆发了内战，这个时期被认为是

法国天主教会和政治生活之间关系的分水岭，人们认为，在此期间，教会断绝了与“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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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西行动”组织。 的联系，至少接受它必须在共和国范围内活动。如同过去一样，教

会的目标仍然是将法国重新基督教化，所不同的是这次要通过传播福音的方式，而不是

采取政治行动的方式来反对“无神论”共和政府，天主教活动的出发点是的教派而不是

政党。这种重新定位的受益者是天主教徒，他们长久以来就认为，重新基督教化必须断

绝天主教与社会保守主义和右翼国家主义的联系。。

    法国左派有自己的历史，其历史可以追溯到1789年革命;左派还有自己的一套价

值观、传统和亲缘关系，但这种关系是不能用可定义的活动或政党来比喻。在1900年，

左派的历史价值观中包括一种对宗教的仇视，这种态度源于政教分离的共和派主张，这

种主张采取最致命的反教权主义形式和军事无神论主义。但是左派也强调一种道德上的

重要性，这种道德观的强调延续了一个世纪并包含了一系列精神方面的价值观。左派中

最明显的多样化趋向表现在不同政治派别的形成:不但有社会主义者、共产主义者，还

有更温和的自由派、民主派、和共和派，更激进的无政府主义者、托洛茨基主义者和其

他一些派别。20世纪是以天主教会与法兰西政府之间的激烈冲突为开端的。因德雷福斯

案件所造成的两极分化而激化，以1905的政教分离为标志。20世纪20年代法国出现了

极端保守主义的政府，这些政府的试图恢复教会与国家的关系。一方面他们遭到了左派

的反对，左派不愿意像对付财富和金钱那样去对付教会:另一方面他们也遭到一些法国

主教的反对，这些人不打算与共和派打交道，因为共和派的信条，包括民主主义、世俗

主义、社会主义，在罗马教皇的神谕中是被诅咒的。“人民阵线”政府选举期间，天主

教左派政治活动的主要途径是组织少量的团体在政党外活动，这些团体很复杂，有政治

的、社会的、文化的，也有思想的，其中有两个直接卷入选举政治，其中一个因支持人

民阵线而在1936年的议会选举中赢得4个席位.其它的左派天主教团体主要集中在思

想评论上。。

    整个19世纪和进入20世纪后，法国社会形成了建立在两种对立的意识形态基础上

的学校教育系统— 天主教会学校和公立学校。而公立学校越是在反教士特权和世俗自

由主义教育上取得成绩，由于贵族和保皇派的影响天主教的保守色彩在法国政治中也就

越来越浓。19世纪后半叶，法国各个政党间斗争的主要焦点之一就是教育系统应由教会

控制还是由国家控制.19世纪80年代的《朱尔斯·费里法》(JulesFerryLaw)使得

这场辩论达到顶点。这个法案承认公立学校系统，对学生实行免费义务教育，突出世俗

化特征，撤销教会势力对公共教育的控制。1905年法国实行政教分离，天主教会的社会

政治力量进一步受限。早在19世纪，法国许多城市的天主教与共和反教士主义两种对

立意识形态的斗争反映到政治上就变成市长们— 世俗力量的代表们和教会力量的代

表们之间的权力斗争 。牧师们和他的信徒们个人信仰上的冲突也对促成反教士运动起

。法兰西行动:20世纪上半期法国的一个有影响的右翼反共和派别，该派别从19世纪末开始活动，表达该派观点
  的日报名称也为《法兰西行动》。他们最初支持反议会、反犹太主义和强烈的民族主义观点，首领莫拉斯提出一套
  完整的民族主义理论，他要求恢复君主制，认为只有君主制才能统一四分五裂的法国。该派主要主张以暴力推翻
  第三共和国(1870一1940)，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法国右翼党派中占有重要地位，一战期间达到熬盛，1926年遭
  到教皇的公开谴责，后又因与维希政府有联系而名声扫地，二战后销声匿迹。见:《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中国
  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5年版，北京。 第2卷，第8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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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催化剂作用。这方面的敌对情绪在某些地区包括布列塔尼的部分地区流传下来，直到

二战后。。

    自从大革命之后，庞大的雅各宾模式已经作为一般性模式统治着法国。在此之下，

国家的成员要自愿的为共和国和其价值观奉献。宗教，民族，语言，地区，包含的文化

特征已经被接受但是被降低到了私有的范畴。有西方学者认为，“这一方法对于国家的

影响各一个合理的反映是在授予法国国籍时，法国的对于出生地决定国籍而非其祖先是

法国人的强调。”同化法律被设计用来是法国人脱离外国人。确保那样这个苦难和痛苦

的过程是一系列的重要的同化的动因，就像Eugenweber所描述的:军队，工业，法国

共产党 (PCF)，贸易联盟，天主教，集中化的教育系统。在二战以后，人口的不足和经

济恢复意味着有比法国工人能够满足的要多的工作，尤其是非技术性的。所以，法国第

一次接受了更多样的国家来源的移民:除了意大利人之外— 他们直到1959年底还是

数量最多的，伊比利亚人 (Iberians)，塞尔维亚人 (Serbs)，撒哈拉沙漠南北两侧的

非洲人 (Northandsub一SaharanAfricans)以及土耳其人的移民浪潮在20世纪60年

代和70年代早期此起彼伏，越来越多的人来自于落后的没有教育的背景中。一般的来

说，战前时期的融合机器在战后对于南欧的仍然发挥作用。即便是现代化的进程正在侵

蚀着传统的诸如教堂和家庭这些权威结构的时候，仍然有不断增长的民族、种族、和宗

教的多样性提出了特殊的挑战，并且很快的都被战胜了。外国工人没有返回他们的国家，

也没有被同化进入法国社会。。

      (五)外来移民与宗教多元化相辅相成

    移民带来的一个重大社会问题是信仰多元化.针对二战后移民数量的不断增加，法

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包括建立专门的政府机构。)法国天主教教会同样在1996年

建立了新的机构，“移民主教委员会”及其所属组织“国家牧师移民协会”。但是这些机

构对于移民没提供任何实际帮助，具体行动也进展缓慢。这一时期天主教教会基本没有

为移民提供什么支持，只是对天主教移民有所引导，而大量支持工作主要是由移民所在

地区的教会代表所作的。与此同时，非天主教区(主要是北非穆斯林)多半在按照自己

的计划行事。但是，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法国天主教教会卷入的移民事宜的问题己

经发生变化，并随着移民特点的变化而变化:由于家庭移民已经超过并取代了工作移民，

而且伊斯兰范围内的移民明显增长，所以，对不同的人进行不同的必要安置问题给法国

社会经济结构提出了新的要求，即所谓的“接纳地(terred’accueil)”。教会曾试图

对这种变化采取应对措施，方法是发展和拓宽教会在移民领域的活动范围，对影响移民

的问题，不论是天主教移民还是非天主教移民，都提出自己的见解。在20世纪90年代，

天主教教会没有就移民问题发表意见。以埃杜瓦尔·巴拉杜尔(EdouardBallad盯)为

首的“右翼共和联盟”提出的关于限制移民与国家立法的草案引起了激烈的争论。在1993

年夏天，教会代表法国移民介入并在很大程度上维持局面。1996年夏天，媒体广泛刊登

。EllenBadone，Rellki必口”人口故均产违尸叩ularFoith访.哪祀朗Soc几。、Princetonuniversitypress，阳ncet00，N‘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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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无身份移民问题再次使教会成为关注对象，教会就像一个登上移民舞台的演员一样。

当300多个非洲人处境不妙并面临被驱逐出境的危险时，他们到巴黎的两个天主教教堂

寻求庇护，但最后都被法国政府强行赶走了。①

    实际上，教会是按照移民不同的宗教与文化背景提出不同的看法，也就是说，把他

们分为基督徒与非基督徒。尽管法国的许多不同移民群体可以通过宗教信仰来区别，如，

天主教、新教、犹太教、佛教、穆斯林以及其他教派等等，但很明显，在天主教的文献

记载的“基督徒”主要是指天主教移民，而且主要指来自于西班牙、意大利与葡萄牙的

天主教移民，而非基督教徒则主要指的是穆斯林移民(主要来自于北非)。天主教与穆

斯林移民问题之所以会成为焦点，是因为他们分别代表了法国两个最大的移民团体。但

关于基督徒与非基督徒移民的差别需要进一步解释。因为这个问题涉及到教会对移民问

题的解释和教会在移民问题中所扮演的角色。从多方面看，把移民分为天主教和穆斯林

的做法是合乎逻辑的，道理很简单，因为法国天主教教会有一整套机构网络系统，很容

易为天主教移民提供帮助.。

    二战以前，在法国的移民主要是欧洲天主教移民。1931年的人口普查显示，在法国

的271万外国人中，有245万人是欧洲人。他们中的许多人可以直接断定是天主教徒，

因为人口普查显示，居住在法国的外国人中有808038个意大利人，351864个西班牙人，

507811个波兰人，48963个葡萄牙人，这些国家都是天主教国家。从教区角度出发，天

主教移民最初主要是依靠他们所在地的教会。正如1920年和1922年建立的“教区移民

管理委员会”所证实的那样，天主教教会对天主教移民的态度长期以来就是积极的。这

一机构鼓励建立新使命基金，以安置在法国的天主教教徒。但是法国天主教教会没有足

够的或适量的人力为外国天主教教徒提供基本精神支持。所以这项工作主要由来自国外

的传教士来完成，同时这些人也具有相关的使命。这种情况在1952年的罗马教会己经

形成。在罗马教皇在一个文告中指出，每一个地区的教会都有义务把传教士派往任何合

适的地区，目的是为了满足那些持同一信仰的移民者的精神需要。在法国，这意味着事

实上成百上千的天主教移民者的宗教思想依靠的少量来自于他们母国代表的帮助。例如

在60年代中期，法国只有10个来自葡萄牙的牧师和8个来自西班牙的牧师。毫无疑问

数量的缺乏导致无法完成这一使命.伴随着罗马教皇文告“教会移民救令”(Pastoralis

耐gratorulncura) 的发布，这种情况在1969年开始转变，救令指出每一个合适的接受

教会今后要为各个教区天主教移民承担共同的牧师责任。在法国这一救令的实质性后果

在于随之而来的不断扩张的“移民主教委员会”。自从1969年以来，这个委员会具有两

项职能:一是天主教会的移民问题代言人;二是把法国20个天主教会组织联合在一起

以完成自己的使命，这些组织分别代表着不同的民族集团。。

    法国的移民多数是跨过边境非法进入法国的。从20世纪20年代起，法国的移民人

数不断上升。1930年，法国人口中的外来移民所占比重在全世界是最高的，每100，000

人中有5巧人是外来移民，而美国的比例则为每100，000人中有492人为移民。到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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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60年代末，法国仍然是发达国家中移民人口比例最高的国家。从移民家庭看，在

法国生活3代人以上的移民人数比美国多。按照1975年的统计，1970年美国人口中的

外来人口比例为不到5%，而法国为12一14%;据 《华尔街日报》报道，在90年代中期，

外国出生的人口比例美国为7%，澳大利亚为2既，加拿大为16%，法国为11%。。

    从19世纪80年代起，法国周边国家的大量移民就不断涌进法国。来自意大利、德

国、波兰、捷克斯洛伐克、比利时、西班牙和葡萄牙的移民进入法国后的身份成为历届

法国政府十分头痛的事情，采用一般的身份证已经无法解决这个问题，例如，外来人口

的名字就很成问题，当地政府官员有时无法区分谁是谁。1984年7月17日，法国政府

颁布了一项法律，对外来移民建立了两种身份证制度:一种为一年期的临时身份证，另

一种为10年期限的并可以延长的长期居住证.但这也没有彻底解决这些非法移民，或

者叫难民的问题。这期间，为了同化外来人口，法国政府采取了诸如让他们改为法国姓

氏等办法，但并没有完全解决问题.。

    法国的外来移民人数的增长:1851年:40万，1891年:100万，1921年:150万，

1931年:270万，1981年:380万。由于外来移民来自许多不同的国家和民族，随之而

来的问题就是民族和种族差别与矛盾的问题。但是，外来移民与法国人通婚的情况非常

普遍，这可能与移民想尽快得到合法身份有关。据统计，在20世纪60年代，外来移民

男性与法国女性结婚率为大约 14%，其次是法国男性与外来女性结婚率为13%，再次为

外来男性与外来女性结婚率为7%左右。外来移民带来了他们本民族的文化，并使这些具

有明显地方和民族特色的文化融入法国文化当中，加强了法国文化的发展，例如，来自

波兰的具有“斯拉夫精神”的音乐和文学作品、来自非洲的移民也对法国的爵士音乐产

生重大影响，而来自阿根廷的“探戈文化”在巴黎也随处可见。在宗教方面，移民对法

国的作用是双重的。一方面，移民的不同宗教信仰与当地法国人的传统宗教发生冲突，

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宗教活动的衰落，但有些移民则为来自意大利的宗教信徒的“宗教觉

醒”做出了贡献。更为重要的是，移民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法国长期以来面临的“宗教

职业危机”的问题。自从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以来，特别是两次世界大战以后，政治在

法国的地位远远超出宗教。而来自意大利和波兰的移民进入到法国的天主教领域，来自

中欧和北非的犹太教徒也起到了同样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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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语

    法国是一个具有丰富民族文化、历史发展多彩多姿的民族。就欧洲历史而言，法国

自日尔曼民族迁到现化社会在欧洲舞台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就世界历史而言，法国历

史上先后经历了启蒙运动、1789年大革命、巴黎公社运动，1848年革命等影响世界的

历史事件。对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产生了极其深远的推动作用。

    在西方社会乃至全世界，宗教与政治向来具有不可分割的联系，这是许多学者都有

论证或考证的。在法国，这种联系不但十分突出，而且具有特殊性。天主教长期作为法

国的国教，其至高无上的地位和社会存在价值使它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法国历史上的

政治革命往往与宗教信仰自由紧密相连，或者说任何宗教事务都具有政治意义，;如同

其他国家一样，法国在宗教信仰自由问题上也经历了曲折的发展道路，但在西方国家中，

像法国这样宗教问题至今仍然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的国家并不多。尽管历史上多次发生

政治与宗教关系的变迁和论证，但现实中政治革命与宗教自由的问题仍然是法国面对的

社会问题。

    作为一个公认的天主教国家，天主教在法国民族认同中的价值和地位是不可忽略

的。纵观整个20世纪，天主教会在法国公众舞台上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到20世纪

末，天主教成为法国政治形势的重要代表之一，尽管没有天主教政党出现，但天主教的

社会地位和作用是不可低估的，宗教在法国民族认同中的价值也是不可遗忘的。

    法国的体制对20世纪的政治发展和法国国内的意识形态都很宽松，不论是左派的，

还是右翼的，都可以在法国生存和发展，包括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国家主义和社会

主义思潮和代表.在犹太问题上也是一样，过去那种歧视和明显的宗教阪依行为已经减

少了，有证据表明，现在正朝着相互理解的方向转变.

    法国宗教多元化既是一个宗教问题，也是一个历史问题。我们从历史的角度来分析

和探讨法国宗教多元化问题得出的结论应该是:法国从早期开始就是一个基督教，严格

说从中世纪开始应该是天主教，占绝对统治地位。但是从现代开始，法国宗教逐渐走向

多元化。这既是法国历史发展的结果和表现，也是法国宗教发展和变迁的表现。宗教多

元化既表明了法国信仰自由的进步，也说明了法国社会在人权问题上的进步.



参考文献

一、英文参考书目:

[1〕EllenBadone，Religi口uso月hD改叮，违尸印“如r矛’aith认￡阴气岁c团Socie饥Princetonunivers ityPress，

Princeton，Newjerseyl990

[2〕GerardN。沉el，角eFte’留hMelt正飞Po乙加m妙ation，Ot仁e舫hiP，a刀d入公t矛0”alI’le)2t协{Thanslated勿

Geoffioyde助forc司e，UniversityofMinneSOtap邝ssMinneaP01isl996

[3〕KayChadwick. 〔’atholic拈m，Politics口ndSOC论办in知阴tieth一Cent切甲凡切盆‘e，LiverpOOIUniVersity

Press，LiverPOOI，2000

[4〕P出rvan VeerHartmut块bma几氏人乞“d”口扛才Rel州0月尸旧代解c了扣曰onE“代少eandAsia，Prince怕n

Univ比ityPress洲nCeton，Newjerseyl999

[5〕RalPhD.Grill。，‘，的才才口;”助J‘，。君￡”加五断叩e:Anthro，心吻纪‘尸‘即“‘，“口Londo氏Academic

PreSS，1980

[6〕RenoRemond，Religiona”dsoc犯勺衍几叼山刀盆￡妙叩亡，Transla妞d妙AntoniaNevill，
肋ysH.铂lliams，Revlew 及5母叮左刁心初盆，〔乞功功胡伽 刃心尸左reLocati门gtheTr口”ce矛肠沦”t，《Religion

即dAm州can Culture:AJoumaloflnterprelall叽 Sunlmer2002，VolumelZBI那kwellPublish眠Malden

Massachuse创匕，1999

[7〕形chardMunc叹肠已。为icsof入勿de用才办:Fo侧口“仍.朗汀升口峨痴尹脚口“如勿刀产。口动，声)团ce，Ger功口珍:

团dtheUn左edstate‘，RO，八nan&LittlefieldPublishe巧，Inc.Laztham，Boulde杭Newyor权ox允rd，2001

[8〕stePhencastles耐 M敏J.Miller，几e注岁of五雌”“0找众阳”;口“口加lp叩“翻“口”人为飞吧功ents in而

九匆山阴”份以MacnllllanPresslnc.，HongKOngl998

二、中文参考书目:

仁9〕《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第7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北京:1986年版.

〔10〕姜德昌:《世界大事典》南海出版公司，海口:1991年版

【11〕祁伯尔:《历史的轨迹一一二千年教会史》，第39章.

【12〕卢 梭 (法):《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

〔13〕张丽、冯棠:《法国文化与现代化》，辽海出版社，沈阳2000年版.

〔14〕傅乐安:《当代天主教》，东方出版社，北京:1996年版

【15〕宗教研究中心:《世界宗教纵览》，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

【16〕陈文海:《法国文化史》，华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17〕《当代世界民族宗教》编写组:《当代世界民族宗教》，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2年版

【18」《基督教词典》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4年版.

【19〕宗教研究中心:《世界宗教纵览》，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

[2川(苏)约·阿·克雷维列夫:《宗教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

[21]张广智:《世界文化史》(三卷本)，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22〕裔昭印:《世界文化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23〕董小川:《世界文化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

[24〕刘蕙孙:《中国文化史述》，文化艺术出版社，1997年版.

[25]沈福煦:《现代西方文化史概论》，同济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25



[26]启 良:《西方文化概论》，花城出版社，1999年版.

[27〕于 可:《当代基督新教》，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

[28〕金宜久:《当代伊斯兰教》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

[29]刘蕙孙:《中国文化史述》，文化艺术出版社，1997年版.

[3川沈福煦:《现代西方文化史概论》，同济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三、中文网站:

〔31〕http:护www‘丘朗Ce七n一hine一co耐contents小创卯访内nicle--generaUarticl受-over-ID0003.btml
[32」http:/厄，n从norislam.con刃re目洲icle角t耐25反0046 182141.h加11



后 记

  本文在梳理国内外学者关于法国宗教多元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力图对法国宗教与

治的关系、宗教对法国社会的价值、不同宗教在法国的社会地位进行研究，从而形成

法国社会宗教多元化的初步认识。

  在这里我要感谢在论文撰写过程中给予大力指导和帮助的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

院的董小川教授、梁茂信教授、李哗教授，尤其十分感谢我的导师董小川教授，在论

的选题、指导、修改上都倾注了大量的心血。

  由于本人水平有限，资料匾乏，来源单一，时间仓促，对欧洲宗教问题的一些理论

识尚欠缺，论立肯宁存在着一些不足，敬请前辈、老师、同仁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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