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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美国穆斯林群体人口规模不大， 内部构成多元， 需在异质

性、 多元化的社会文化环境中传承伊斯兰宗教文化， 其伊斯兰宗教实践的

外在表现和运行规律必然与典型伊斯兰国家有所不同。 美国清真寺或伊斯

兰中心的功能多样， 成为穆斯林群体举行宗教仪礼、 进行日常交际及开展

伊斯兰教育的平台。 美国穆斯林宗教领袖着力迎合穆斯林的实际需求， 角

色不限于宗教实践的指导者。 此外， 穆斯林群体在多元文化环境中注重与

其他宗教进行充分的跨信仰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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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东和南亚的穆斯林移民及黑人伊斯兰运动共同构成了当代美国穆斯

林群体的两大历史源流。 在迄今 １００ 余年的发展历程中， 美国穆斯林群体形

成了多样性的社会构成， 而伊斯兰教又为多元穆斯林群体提供了共有的宗

教认同基础。 穆斯林作为少数群体， 逐渐融入美国的主流文化之中。 伊斯

兰教在其形成、 发展的历史中一直具有广泛的社会参与属性， 对穆斯林群

体的身份认同、 社会生活， 以及伊斯兰国家的政治体制等诸多方面都有深

刻影响。① 美国穆斯林群体内部构成多元， 在美国社会所占人口比例也不

高， 需要面临完全不同于母国的宗教文化环境。 穆斯林群体在异质性的美

国社会文化环境中传承伊斯兰宗教文化， 因为缺乏伊斯兰世界广泛参与的

社会基础， 在美国社会， 伊斯兰宗教实践的外在表现也必然与母国有所不

同。 从穆斯林黑人奴隶时期美国社会对伊斯兰宗教实践的制度禁绝， 到 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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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 ６０ 年代以来伊斯兰宗教实践随人口规模增加而迅速发展， 美国穆斯林

群体的伊斯兰宗教实践经历了显著变化， 表现出多元文化背景下的融合和

适应特征。 美国穆斯林群体赋予清真寺更丰富的功能， 重视宗教领袖对穆

斯林个体发展的积极作用， 也在多元文化环境中强调与其他宗教进行充分

的跨信仰交流。

一　 多重功能的美国清真寺

据统计， 认为宗教非常重要的美国人占美国人口的 ６５％ ， 而近 ８０％ 的

美国穆斯林都认为伊斯兰教对他们的生活非常重要。① 清真寺是美国穆斯林

最重要的宗教实践场所。 ６５％ 的美国穆斯林每天都会做礼拜， 其中 ４８％ 的

穆斯林每天会完整地礼拜五次， 能保证每周至少去一次清真寺的穆斯林占

美国穆斯林总数的 ４１％ 。② 从穆斯林黑人奴隶的秘密宗教集会场所到今天全

美各地超过 ２０００ 座的现代化、 多功能伊斯兰中心或清真寺③， 美国穆斯林

的宗教实践场所发生了质的变化。 美国清真寺的发展印证了美国穆斯林群

体从制度禁绝， 割裂文化传承， 到边缘化的艰难维持， 再到多元文化视角

下对美国主流文化积极融合的发展历程。 美国清真寺从最初穆斯林在历史

文化环境中寻求精神寄托， 延续宗教传统的场所， 发展成为今天兼具多种

功能， 维系宗教传统， 促进穆斯林群体持续发展， 加强穆斯林与外界沟通

的重要平台和媒介。 综合来看， 清真寺之于美国穆斯林群体至少具有三重

意义和功能。
第一， 清真寺与美国穆斯林群体的形成与发展密不可分， 见证了穆斯

林群体融入美国社会的历史轨迹。 早期的穆斯林黑人奴隶主要来自西非，
除了普通穆斯林， 也包括一些在西非部族中具有一定地位， 受过良好伊斯

兰宗教教育的人。 他们身为奴隶， 被禁绝延续伊斯兰教传统。 但是在特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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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下， 穆斯林黑人奴隶在短时间内通过秘密活动延续了伊斯兰教传统。
不过整体上， 穆斯林黑人奴隶的宗教信仰没能传承下去， 他们与 １９ 世纪以

后形成的美国穆斯林群体切断了历史联系。
黑人穆斯林奴隶的秘密宗教活动场所缺乏持续存在的历史环境。 美国

清真寺的真正发展还是源于 １９ 世纪中叶以来陆续赴美的穆斯林移民。 一战

结束后， 奥斯曼帝国解体， 尽管移民限制依旧严格， 但赴美的穆斯林移民

基本上都是选择投亲靠友， 穆斯林移民的家族聚集趋势比较明显， 为穆斯

林人口聚居和清真寺的出现打下了基础。 美国穆斯林开始出现集中居住的

情况之后， 就有了建立固定场所维系伊斯兰信仰的必要。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之

后， 穆斯林开始以改建教堂或直接建设的方式， 建立固定的清真寺。 这一

时期最为著名的清真寺当属在阿拉伯裔穆斯林集中居住的艾奥瓦州锡达拉

皮兹市建立的 “美国清真寺之母”。 这座清真寺于 １９３４ 年 ２ 月 １５ 日落成，
是美国第一所非改建的清真寺建筑。 在 １９７１ 年锡达拉皮兹伊斯兰中心建成

之前， 这座清真寺在近 ４０ 年间都一直是当地穆斯林的活动中心。 艾奥瓦州

的穆斯林团体在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将这座一度被废弃的清真寺买下， 改建后将

其重新投入使用。 １９９６ 年， 这座清真寺被列入美国国家历史建筑名录， 成

为伊斯兰文化在美国传播的重要象征。
２０ 世纪初， 来自印度的艾哈迈迪亚派穆斯林将传教重点转向美国黑人

群体， 该教派也建立了一些具有宣教功能的清真寺。 这类清真寺对稍后伊

斯兰运动的兴起和黑人清真寺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
从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到 ６０ 年代， 较大规模的穆斯林新移民到来之前， 本

土黑人穆斯林群体建立清真寺的速度和规模要胜于穆斯林移民群体。 黑人

穆斯林的清真寺随着伊斯兰民族在某地设立分支机构而迅速成立。 黑人伊

斯兰运动在马尔科姆·Ｘ 的宗教思想发生重大转变之前， 一直表现出明显的

宗教杂糅特点。 这也体现在黑人穆斯林对清真寺的命名方式上。 １９３０ 年，
法尔德在底特律建立第一所清真寺并使用了 “ｔｅｍｐｌｅ” 而不是用伊斯兰教的

“ｍｏｓｑｕｅ” 或 “ｍａｓｊｉｄ” 命名。 此后， 各地的黑人清真寺有的使用 “ ｔｅｍ⁃
ｐｌｅ”， 有的则使用穆斯林移民通用的 “ｍｏｓｑｕｅ”， 并不统一。 黑人穆斯林的

清真寺除了数量发展迅速， 还提供音乐活动和其他交流活动， 为黑人穆斯

林增加凝聚力， 开展各类政治活动提供了平台。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以后， 穆斯林移民人数快速增长， 美国穆斯林多元化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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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加深， 不少清真寺开始以伊斯兰中心来命名。 清真寺的功能在整体上也

逐步趋向多元化， 成为穆斯林群体社区生活的中心， 为促进穆斯林群体的

整体融合和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 除了礼拜和聚礼， 清真寺在穆斯林生活

的多个方面为穆斯林提供服务和支持。 清真寺附设的伊斯兰学校提供针对

不同人群， 尤其是穆斯林青少年的伊斯兰课程。 清真寺还为穆斯林提供进

行社交活动的场所， 以及符合伊斯兰传统的丧葬服务等。 清真寺的组织与

领导方式也出现了新变化， ８０ 年代之前的美国清真寺大都由具有一定影响

力的伊玛目来领导。 ８０ 年代以后， 受到美国教堂管理体制的影响， 部分清

真寺开始通过类似董事会的管理委员会来行使清真寺的主要职能， 选聘的

伊玛目主要负责安排清真寺的宗教活动。① 截至 ２００１ 年， 多数以美国黑人

穆斯林为主的清真寺中伊玛目仍然具有最权威地位， 做出的决定也往往是

最终决定， 而由穆斯林移民主导的清真寺有超过 ６２％ 是由类似董事会的机

构来负责管理清真寺的相关事务。②

第二， 遍布全美的清真寺和伊斯兰中心既是美国穆斯林群体履行宗教

实践的固定场所， 也是美国穆斯林维系文化传统的精神家园。 《古兰经》 允

许穆斯林生活在非穆斯林社会， 只要这个社会不阻碍穆斯林坚持伊斯兰信

仰。③ 美国从宪法角度来说属于这样的社会， 但即便有宪法确认的宗教自

由， 穆斯林在对其存在疑虑的社会中维持宗教信仰还是有诸多不便。 在美

国， 延续伊斯兰文化传统的使命很大程度上转移到了家庭单位。④ 家庭要为

穆斯林儿童的宗教教育创造可能， 并且以家庭为基本单位为穆斯林个体提

供进行宗教实践的环境。 为了满足这一需求， 不同穆斯林家庭会发生聚合，
形成穆斯林社区， 进而产生对清真寺的需求。 在这样的社会基础上， 清真

寺成为穆斯林群体宗教实践不可或缺的场所， 是穆斯林内心自省， 向安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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祈祷与倾诉的地方。① 这也是清真寺成为美国穆斯林精神家园的首要原因。
除了满足穆斯林宗教实践需求， 清真寺在慈善、 教育、 社交等多个方面也

为美国穆斯林提供支持。 清真寺成为美国穆斯林社会生活必不可少的组成

部分， 有助于美国穆斯林尤其是第二代穆斯林移民维持对伊斯兰文化在精

神层面的认同。
美国的清真寺承担多种功能， 为穆斯林维持伊斯兰传统提供支撑。 凯

思林·弗雷认为这并非美国清真寺的创新之处。 在伊斯兰教早期， 乌玛的

教育、 政治、 司法及社区事务都是由先知在麦地那的家中处理。 伊斯兰教

诞生之初， 清真寺的功能就是多重功能的， 只是后来清真寺的其他功能被

逐渐剥离出来而已。 因此， 美国清真寺具有多重功能是具有历史基础的，
可以理解成对伊斯兰传统和本源的回归。②

第三， 以清真寺或伊斯兰文化中心为依托的宗教教育， 是美国穆斯林

延续宗教传统的重要保证。 伊斯兰教育关系着伊斯兰文化是否能在美国社

会传承下去， 对穆斯林的重要性毋庸置疑。 对多元美国穆斯林群体来说，
清真寺提供的伊斯兰教育至少在两个层面体现出重要性。 首先是清真寺针

对宗教活动提供特定的语言教育。 《古兰经》 对穆斯林是不可改变的宗教经

典， 初用阿拉伯语写成， 在传播过程中译成多种语言。 在清真寺的宗教活

动中， 部分清真寺使用英语， 但不少穆斯林移民的清真寺也使用民族语言，
如阿拉伯语、 乌尔都语、 波斯语等语种。 因此， 清真寺提供面向穆斯林青

少年的伊斯兰教育课程时， 往往会安排阿拉伯语及其他相应语言课程。
清真寺或伊斯兰中心通过提供伊斯兰宗教教育加强了青少年穆斯林对

《古兰经》 和教义的充分理解。 根据哈桑·巴格比在 ２０１１ 年的调查， 美国

８３％的清真寺或伊斯兰中心都设有宗教课程， ７６％的清真寺设有专门针对儿

童的周末学校， ５０％设有古兰经背诵课程， ３９％ 设有阿拉伯语课程， 还有

４６％的清真寺设有教义交流课程。 拥有全职伊玛目的清真寺往往开设主题不

９１１

①

②

Ｉｈｓａｎ Ｂａｇｂｙ，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Ｍｏｓｑｕｅ ２０１１ （ Ｒｅｐｏｒｔ Ｎｏ ２ ），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ｏｆ Ｎｏｒｔｈ Ａｍｅｒｉｃａ，
２０１２， ｐ ６
Ｋａｔｈｌｅｅｎ Ｅ Ｆｏｌｅｙ，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Ｍｏｓｑｕｅ： Ｂｅｈｉ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ｏｖｅｒｓｙ，” Ｐｏｌｉｃｙ Ｂｒｉｅｆ，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ｆｏｒ Ｓｏ⁃
ｃｉａｌ Ｐｏｌｉｃｙ ａｎｄ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ａｎｄ ｔｈｅ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Ｃｏｕｎｃｉｌ， ２０１２， ｐ 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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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同的系列课程， 满足不同群体的伊斯兰教育需求。① 青少年是清真寺或伊

斯兰中心开展宗教教育的主要对象， 有超过 ４０％ 的清真寺领导者认为为儿

童开设周末学校是清真寺的头等大事。 作为对伊斯兰教育的辅助支持， 清

真寺往往还建有小型图书馆， 另外在 ２０％ 的规模较大的清真寺中还设有全

日制的伊斯兰学校。② 全日制学校除提供伊斯兰教育， 还提供公立学校的基

础课程。 清真寺或伊斯兰中心为美国穆斯林提供的多种类型的宗教教育，
为多元构成的美国穆斯林群体延续自身宗教属性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　 多元角色的宗教领袖

在传统伊斯兰社会中， 不同派别、 不同类型的宗教人士引导穆斯林对

伊斯兰教形成相应的认识。 这为穆斯林提供行为和心理规范， 对穆斯林的

宗教生活和精神世界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 与传统伊斯兰社会类似， 宗

教领袖在美国穆斯林的宗教实践中同样发挥着促进者和组织者的作用。 在

美国， “穆斯林宗教领袖” 这一概念通常具有两种类型。 第一类是致力于通

过宣传并主导特定教派和组织， 在地区范围甚至是全国范围内推动自身的

宗教主张， 扩大穆斯林群体的规模和影响。 此类穆斯林领袖一般拥有较多

的社会资源， 具有较大社会影响力的宗教性或准宗教性穆斯林团体的领袖。
如黑人穆斯林领袖以利亚·穆罕默德、 马尔科姆·Ｘ、 沃利斯·迪恩·穆罕

默德， 以及致力于宗教发展的， 由穆斯林移民主导的伊斯兰宗教团体的领

袖， 如穆罕默德·马吉德、 穆扎米尔·松迪克、 扎希德·布哈里等。
第二类宗教领袖直接参与宗教实践。 他们通常在清真寺和其他宗教机

构中参与普通穆斯林的宗教实践， 在微观层面上给予穆斯林指导和帮助。
如果说第一类穆斯林宗教领袖确定了美国穆斯林宗教实践的理论、 思潮和

运动， 奠定了穆斯林群体形成认同思想基础， 第二类宗教领袖则是穆斯林

宗教实践在微观层面的参与者和组织者， 与穆斯林个体在宗教实践中接触、
交流， 对其产生的影响更为直观。 第一类领袖的影响更为直接地体现在穆

０２１

①

②

Ｉｈｓａｎ Ｂａｇｂｙ，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Ｍｏｓｑｕｅ ２０１１ （ Ｒｅｐｏｒｔ Ｎｏ ２ ），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ｏｆ Ｎｏｒｔｈ Ａｍｅｒｉｃａ，
２０１２， ｐ ７
Ｉｈｓａｎ Ｂａｇｂｙ Ｐｅｒｌ， Ｐａｕｌ Ｍ ａｎｄ Ｆｒｏｅｈｌｅ， Ｂｒｙａｎ Ｔ ， Ｔｈｅ Ｍｏｓｑｕｅ 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Ａ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ｏｒｔｒａｉｔ，
ｐ 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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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林群体整体的历史发展进程中， 在很大程度上他们在宏观层面上共同塑

造了美国穆斯林群体发展的现状和基本特点。 第二类穆斯林领袖同样在穆

斯林群体发展的不同历史时期发挥作用， 他们在穆斯林建立、 恢复伊斯兰

宗教传统， 争取融入主流社会的进程中扮演了多重角色， 下文主要就此进

行述评。
第一， 以清真寺的伊玛目群体为主的穆斯林宗教领袖参与并引领穆斯

林的宗教实践， 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穆斯林群体的社会生活方式。 １９２１ 年，
底特律建成的一所清真寺， 被命名为穆斯林清真寺。 侯赛因·卡鲁布成为

这座清真寺的首位伊玛目， 信仰逊尼派的卡鲁布受到了什叶派宗教学者卡

里尔·巴奇、 艾哈迈迪亚派穆夫提萨迪克等不同教派穆斯林领袖的支持。
卡鲁布在这座清真寺里所做的工作为美国清真寺和宗教组织的领袖开创了

一个新模式。 作为伊玛目， 卡鲁布灵活借鉴了基督教牧师甚至是犹太教拉

比的角色， 在穆斯林的宗教生活和社会生活中扮演了多元角色。 卡鲁布认

为在清真寺任职的伊玛目是宗教聚礼活动的组织者， 可以为信徒的婚礼和

葬礼提供宗教仪礼服务， 还需要针对特定的穆斯林个体涉及伊斯兰教义和

内心困惑的问题进行咨询与解答。① 不同清真寺的宗教领袖使用的称谓也不

尽相同， 根据美国伊斯兰关系委员会 （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ｏ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Ｒｅｌａ⁃
ｔｉｏｎｓ） 于 ２００１ 年的调查结果， 使用 “伊玛目” 一词的比例最高， 约有 ４１％
的清真寺使用， ３８％的清真寺使用 “主席”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 其他的称谓则包括

了 “埃米尔” （ａｍｉｒ）、 “秘书长”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ｓｅｃｒｅｔａｒｙ）、 “主任” （ｄｉｒｅｃｔｏｒ）
等。② 不论清真寺的主导族裔和教派如何， 由伊玛目或类似的基层宗教领袖

组织、 管理的运行方式成为美国清真寺的常见模式， 也成为穆斯林群体参

加宗教实践的主要渠道。
第二， 穆斯林领袖对加强穆斯林的宗教教育起到积极作用， 并在恰当

的历史环境下， 推动了穆斯林的社会参与， 维护了穆斯林的基本权益， 促

进了公众对穆斯林群体和伊斯兰教的理解。 １９６５ 年， 美国移民政策放松之

后， 随着穆斯林移民数量的增长， 穆斯林移民主导的清真寺数量也迅速上

１２１

①

②

Ｅｄｗａｒｄ Ｅ Ｃｕｒｔｉｓ ＩＶ ， Ｅｎｃｙｃｌｏｐａｅｄｉａ ｏｆ Ｍｕｓｌｉｍ⁃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Ｆａｃｔｓ ｏｎ Ｆｉｌｅ，
２０１０， ｐ ３８８
Ｉｈｓａｎ Ｂａｇｂｙ Ｐｅｒｌ， Ｐａｕｌ Ｍ ａｎｄ Ｆｒｏｅｈｌｅ， Ｂｒｙａｎ Ｔ ， Ｔｈｅ Ｍｏｓｑｕｅ 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Ａ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ｏｒｔｒａｉｔ，
ｐ ４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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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 同时期美国黑人穆斯林的清真寺发展较为迅速。 黑人穆斯林主导的清

真寺中， 伊玛目群体在这一时期仍然具有权威和决策权， 穆斯林移民主导

的清真寺则不少由类似董事会的机构掌权， 聘任专职的伊玛目负责日常事

务。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 美国文化思潮涌动， 社会矛盾突出， 黑人穆斯林群体

在伊斯兰民族等穆斯林团体的带领下， 在美国主流社会发出更强有力的声

音。 黑人清真寺的伊玛目或类似的宗教领袖， 往往受到以利亚和马尔科姆

等人的影响， 推动了这一时期黑人穆斯林的伊斯兰认同， 并以一种强调分

离主义的方式争取平等权利。
同一时期， 在以穆斯林移民为主体的清真寺中， 受过伊斯兰教育的专

职伊玛目参与到加强宗教教育和传承的工作中。 清真寺提供的周末伊斯兰

宗教教育， 以及以清真寺为中心的宗教交流活动更为频繁。 “９·１１” 之后，
穆斯林移民尤其是阿拉伯裔穆斯林的生存环境急剧恶化， 穆斯林青年受到了

强大的社会压力。 根据奥斯曼·阿里等人的调查， “９·１１” 之后， 伊玛目群

体普遍反映很多穆斯林因受歧视或压力需要伊玛目的心理辅导和劝解， ９０％
以上的阿拉伯裔穆斯林的伊玛目认为受到歧视和公众的压力， 南亚裔伊玛

目和黑人伊玛目的比例分别为 ６０％ 和 ５０％ 。① “９·１１” 之后， 伊玛目群体

在对穆斯林进行安抚和疏导之余， 积极进行协调， 促使不同种族、 派别的

清真寺基本形成了统一的态度， 即美国穆斯林首先明确反对恐怖主义， 强

调美国穆斯林群体对于美国社会的贡献， 明确穆斯林需要进一步加强社会

参与的态度， 同时承认需要在此基础上致力于发展与其他宗教的跨信仰交

流活动， 而所有穆斯林宗教领袖在这一过程中需要 “保持虔诚的信仰， 承

担沟通桥梁的角色”。②

第三， 除了清真寺， 穆斯林宗教领袖在军队、 监狱、 教育机构等非宗

教场所也发挥了积极作用。 除了清真寺的伊玛目群体， 在监狱、 军队、 教

育等领域还存在一些受雇的准教职人员， 他们在一定程度上发挥着穆斯林

领袖的作用。 这一现象既反映了穆斯林群体数量持续上升而逐渐引起官方

关注， 也反映了美国多元文化环境中， 穆斯林宗教实践的特殊需要。 在以

２２１

①

②

Ｏｓｍａｎ Ｍ Ａｌｉ ａｎｄ Ｐｅｔｅｒ Ｍ Ｍａｒｚｕｋ ， “ Ｔｈｅ Ｉｍａｍｓ Ｒｏｌｅ ｉｎ Ｍｅｅ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ｏｕｎｓｅｌｉｎｇ Ｎｅｅｄｓ ｏｆ Ｍｕｓ⁃
ｌｉｍ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Ｐｓｙｃｈｉｔｒｉｃ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Ｖｏｌ ５６， Ｎｏ ２， ２００５， ｐ ２０２
张欢、 王大骐： 《一个美国穆斯林领袖的 １０ 年———专访美国穆斯林前进协会执行会长黛

西·卡恩》， 《南方人物周刊》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２ 日刊， 第 ５７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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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机构任职的伊玛目， 不能等同于传统伊斯兰社会中任何类别的宗教领袖，
其设置理念借鉴美国军队、 学校、 医院等场所的配备牧师， 为无法经常到

教堂的人士提供面对面的宗教疏导与服务的惯例。① 与清真寺的专职伊玛目

不同， 这些穆斯林领袖并非专职的伊玛目， 他们通常在接受比较系统的伊

斯兰教育之后， 在上述机构担负领导礼拜， 为穆斯林提供心理咨询， 对涉

及 《古兰经》 和教义规范的问题进行解答等工作。

三　 日渐兴盛的跨信仰交流

由于阿拉伯半岛 “三洲五海” 的地理位置， 伊斯兰世界历史上一直处

于与其他信仰和文化形态或主动或被动的沟通过程之中。 伊斯兰文化在传

统上并不缺乏跨信仰交流的成功先例。 中世纪长达数百年的翻译运动就由

阿拉伯人主导。 古希腊经典经由阿拉伯人的 “智慧宫” 流转到西班牙伊斯

兰时期的托莱多和科尔多瓦的翻译中心， 最后流向西欧， 为西欧的崛起在

知识体系上做了储备。 这一时期也成为伊斯兰世界跨信仰、 跨文化沟通的

顶峰时期。 近代以来伊斯兰世界发展逐渐滞后， 在与西方世界的互动交往

中处于被动地位。 二战后， 美国在逐步获得中东局势主导地位的过程中，
与伊斯兰世界前后发生了多次摩擦， 伊斯兰文明对于沿袭西方文明的美国

社会来说属于异质文明， 美国公众也由于双方交往中的成见而对伊斯兰心

生恐惧。 总体来说， 当代的美国穆斯林群体开展跨信仰交流的社会条件并

不太好。
尽管环境不算有利， 但在不同历史时期， 美国穆斯林与其他宗教的信

众之间存在各种形式的跨信仰交流。 随着第五次穆斯林移民高潮到来， 近

５０ 年是美国穆斯林人口增长最快的时期。 出于融合主流社会的需要， 美国

穆斯林的社会参与意识增强， 开始注重与基督徒， 甚至是犹太教徒的跨信

仰交流。 特别是 “９·１１” 之后， 美国穆斯林群体被动走向前台， 遭到了比

以往更多的指责和怀疑。 美国穆斯林群体就此做出的最重要回应之一， 就

是以清真寺和伊斯兰宗教团体为依托， 开展多种形式的跨信仰交流活动，

３２１

① Ｅｄｗａｒｄ Ｅ Ｃｕｒｔｉｓ ＩＶ ， Ｅｎｃｙｃｌｏｐａｅｄｉａ ｏｆ Ｍｕｓｌｉｍ⁃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Ｆａｃｔｓ ｏｎ Ｆｉｌｅ， ２０１０，
ｐ ９８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版权所有



中东研究　 ２０１８ 年第 ２ 期 （总第 ８ 期）

增进美国社会对伊斯兰教和美国穆斯林群体的正确理解， 推进穆斯林群体

在保持文化传统的前提下融入美国主流社会。 盎格鲁 － 撒克逊的新教文化

传说是美国主流文化的源头， 因此穆斯林跨信仰交流的一个主要任务就是

实现 “不同场景下与基督徒的有效互动”。①

由于穆斯林历史源流比较模糊， 美国穆斯林与基督徒跨信仰交流的起

点难以确定。 奴隶贸易时期就出现了穆斯林黑人奴隶与基督徒进行跨信仰

交流的情况。 约伯·本·所罗门是在北美大陆最早留下历史印记的穆斯林

黑人奴隶之一。 他被贩卖到北美为奴， 以智慧打动了英国议员以及佐治亚

殖民地的创建者奥格莱索普和律师布鲁艾特， 并在他们的帮助下最终返回

非洲。 所罗门的曲折经历就是奴隶贸易时代北美大陆穆斯林和基督徒跨信

仰交流中罕有， 但客观存在的个案。 约伯之后， 在穆斯林与以基督徒为主

的非穆斯林进行的跨信仰交流中， 最为典型的个案是韦伯宣传伊斯兰教的

经历。 韦伯个人的亲身经历体现了两种宗教的沟通。 韦伯原本是基督徒，
在菲律宾皈依伊斯兰教， 他在出版业方面的活跃表现为伊斯兰教在美国的

传播做好了知识和信息储备。
１９ 世纪中后期， 赴美的阿拉伯裔移民也存在跨信仰交流的情况， 不过

这种跨信仰交流主要在同族裔的阿拉伯裔穆斯林和阿拉伯裔基督徒之间发

生， 而不是阿拉伯裔穆斯林与美国本土基督徒之间。 阿拉伯裔穆斯林和阿

拉伯裔基督徒两个群体同族不同教， 但在美国的陌生社会环境中， 彼此间

加强团结， 无疑是更好的生存之道。 因此在缺少延续宗教传统的环境的条

件下， 早期穆斯林移民， 尤其是散居的阿拉伯裔穆斯林与阿拉伯裔基督徒

的共性大过双方的差异， 部分穆斯林与基督徒的界限逐渐模糊， 出现了同

化现象。
黑人伊斯兰运动兴起之后， 黑人穆斯林的跨信仰交流主要集中于泛非

运动和黑人民权运动中。 在黑人民权主张的影响下， 黑人穆斯林和黑人基

督徒存在跨宗教的合作。 黑人穆斯林领袖利亚·穆罕默德和马尔科姆·Ｘ 死

后都葬在了黑人公墓， 而不是穆斯林墓地， 就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黑人穆

斯林对于跨越宗教信仰的黑人族群认同的重视。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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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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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 世纪后半叶， 美国穆斯林群体的多元化特征日渐明显， 跨信仰交流

的情况也趋向于多样。 但重点还是体现在美国穆斯林逐步融入主流社会的

过程中与基督徒和犹太教徒的跨信仰交流上。 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爆发的

数次中东战争让伊斯兰世界与以色列的关系异常紧张。 美国国内穆斯林与

犹太人两个宗教文化群体的关系也变得比较微妙。 美国犹太利益集团的院

外政治对美国中东政策产生的影响， 让很多穆斯林感到不公和气愤， 但犹

太人在美国社会取得的成功却也是穆斯林领袖希望美国穆斯林群体可以复

制的。 他们认为犹太人很好地将在经济领域取得的成功转化到对犹太文化

传统的保护和传承， 而这也是美国穆斯林可以借鉴的。① ２００７ 年致力于促进

跨信仰信任与理解的北美伊斯兰社会 （ ＩＳＮＡ） 邀请了犹太教改革联盟

（ＵＲＪ） 的主席埃里克·尤费拉比， 在该协会的年会上发表演讲。 北美伊斯

兰社会的主席英格里德·马特森随后也受邀在犹太教改革联盟发表演讲。
这次穆斯林与犹太人领袖互相示好的行为被视作美国穆斯林群体与犹太人

跨信仰交流的重要事件， 标志了后 “９·１１” 时代双方跨信仰交流的方向和

前景。
相比穆斯林与犹太人之间的跨信仰交流， 穆斯林与基督徒的跨信仰交

流更为重要， 双方跨信仰交流的程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盎格鲁 － 撒克逊

新教文化体系对伊斯兰文化体系的接受与认可程度。 “９·１１” 之后基督徒

“了解伊斯兰真相” 的意愿和美国穆斯林群体 “表明对宗教多元主义社会的

适应程度” 的意愿共同促生了双方跨信仰交流活动的增加。② 以芝加哥的清

真寺为代表的部分美国清真寺开始尝试清真寺开放活动。 这是 “９·１１” 之

后美国穆斯林加强跨信仰交流的典型个案。 有限的开放活动既不会干扰清

真寺的正常运行， 又可以让其他宗教的信徒和美国公众了解美国清真寺和

穆斯林群体的真实情况。 此外， 美国穆斯林加强跨信仰交流不只是在清真

寺内提供交流平台强调 “引进来”， 也包括积极地 “走出去”。 多数清真寺

和穆斯林团体都鼓励美国穆斯林积极参加美国主流媒体的活动， 积极发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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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斯林群体的声音。①

简·史密斯梳理了美国穆斯林和基督徒的跨信仰交流活动， 并按照参

与方式和交流内容， 将交流活动分为 “规劝模式” “了解模式” “教室模

式” “神学讨论模式” “道德讨论模式” “宗教仪礼模式”， 以及 “实用合作

模式” 等不同模式。② 穆斯林群体和基督徒针对具体的情况选择以上述模式

中的一种或几种进行跨信仰交流。 跨信仰交流对于特定的穆斯林群体来说

就是一个决策与方案设定的过程。 美国穆斯林针对社会环境和交流对象的

动态变化， 选择适合的跨宗教交流模式， 有助于与其他宗教群体的交流和

沟通。③

２００６ 年成立的美国伊斯兰大会 （ＡＩＣ） 致力于在穆斯林和非穆斯林之

间建立相互包容和沟通， 并与其他穆斯林团体携手促进美国穆斯林的跨信

仰交流活动。 美国伊斯兰大会仿效穆斯林的 “五功”， 提出了美国穆斯林在

加强跨信仰交流的过程中需要坚持的五个基本原则： 第一， 伊斯兰文明历

史悠久， 是动态发展的文明形态； 第二， 伊斯兰教不是一成不变的； 第三，
穆斯林要有打破沉默的勇气； 第四， 自我批评是强大内心力量的外在表现；
第五， 不要固守对基督徒和犹太教徒的成见。④ 这五个交流原则提出后被广

为引用， 引发了美国穆斯林群体热议， 也受到了美国公众的关注。 这五个

交流原则明确了穆斯林在交流过程中应该具有的基本认识和需要做出的调

整， 具有操作性， 为穆斯林跨信仰交流的深化创造了可能， 也反映了

“９·１１” 之后美国穆斯林积极参与美国社会的需求。

结　 语

美国穆斯林群体的 “多元构成” 特征赋予这一群体先天的差异性， 但

差异性却不都能动摇对美国穆斯林进行整体研究的理论和逻辑基础。 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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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主流社会而言， 美国穆斯林群体的伊斯兰信仰使其具有整体性， 区别

于其他族裔群体和宗教文化群体。 对美国穆斯林的差异性多元构成进行充

分研究， 梳理伊斯兰教在新大陆的传承和实践， 是深入了解美国穆斯林群

体整体发展及其与美国社会交往进程的重要基础。
美国穆斯林群体的宗教实践由于自身的多元构成和所处多元文化社会

的影响， 而表现出不同于传统伊斯兰社会的特点。 清真寺或伊斯兰中心功

能更趋多元， 既满足宗教活动所需也能为穆斯林提供日常交际和伊斯兰教

育的平台。 宗教领袖迎合穆斯林的实际需求而承担不同角色， 既涉及宗教

活动也涉及宗教教育。 多元构成的穆斯林群体在非同质性的多元社会里，
面临与以往不同的交往压力与需求， 既包括穆斯林内部的交流也包括跨信

仰交流， 其中针对基督教和犹太教的跨信仰交流为在不同宗教群体间增进

互信， 保证彼此持续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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