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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幾個月的熱烈討論，法國總統席哈克宣布支持有關政教

分離的世俗化立法。他認為法國公立學校內的穆斯林女生帶頭

巾、猶太人子弟戴小圓帽、基督教徒配戴大十字架，均違背法國

傳統政教分離原則。 
法國的此項措施，引起國內外許多反應。在法國內部，回教

組織認為立法禁止女生戴頭巾是一種主族及宗教歧視。其他團體

如政界、教育界、社會團體，贊成與反對的聲音皆有。在國外方

面，英國、美國、加拿大、土耳其、約旦、黎巴嫩、埃及及巴勒

斯坦等，政府與民間都有抗議法國政府這項決議的活動。甚至教

宗若望保祿二世在羅馬接見駐梵諦岡外交使節時，也未指明的批

評說：「最近我們在歐洲某些國家看到了一種可能危害尊重宗教

自由的情勢。世俗化並非世俗主義。」 
法國有五百萬穆斯林，是歐盟回教人口最多的國家，大多來

自北非的前法國殖民地。法國政府長期以來對於這些外來族群給

予很多照顧，許多人住在大城市四周由政府提供的市民住宅。而

這些社區近來都有嚴重的犯罪吸毒及失業問題，民眾及政府主管

都非常頭痛。 
回教已成為法國天主教之外的第二大宗教，也是對法蘭西共

和國傳統政教分離政策的一大挑戰。法國傳統上採政教分離政

策。早在 1905年，法國就頒佈世俗教育法，規定公立學校一律
採行世俗原則，以實現教育與宗教法，也為了體現及尊重個人宗

教信仰，但不能以自己的信仰影響他人宗教自由的共和原則。 
然而，近百年來，法國社會發生了巨大變化。由於信仰伊斯

蘭教的外來人口大量增加，法國人的思想及宗教都受到相當程度

的影響。為此法國社會在容納新宗教的同時，也考慮到如何使這

些外來人口在社會、政治、文化等方面，認同並融入法國社會。

為此，法國當局認為 1905年公布的世俗教育法已不合時宜，應
該制訂一部新的法律，以實現民族團結、尊重多元，確保不同種

族、膚色、宗教信仰及文化背景的人，得以在法國的共和體制下

共同生活。 
法國早期來自北非的回教移民，多半以改善生活為目的，並

不堅持自己的回教信仰及生活習慣，融入意願很高。但五Ｏ年代

以後來法國的回教青年，受到七Ｏ年代狂捲回教世界的伊斯蘭復

興運動影響，對宗教信仰轉趨狂熱，除了在各地興建清真寺之



外，與回教有關的各種協會也如雨後春筍般的成立。在此同時，

大量回教女學生開始配戴頭巾，公然向世俗化傳統挑戰，引發社

會長期爭論。 
不過，要解決法國回教問題，只從學校禁止配戴頭巾著手，

恐怕將問題過於簡化了。政府如果不能從回教社區近來所滋生的

諸多社會、治安，乃至政治、經濟等問題，尋求多方面，有實效

的解決方案，並徹底執行的話，縱使通過相關法律，恐怕也助益

不大。更何況，宗教已成為生活的一部份，無法說禁就禁，如不

能有效執行，不但政府形象受損，也賠上了國際聲譽。這些都是

必須審慎考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