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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容 摘  要 

 本报告依照人权委员会 2002 年 4 月 15 日第 2002/9 号决议提交。委员会在该

决议中请当代各种形式种族主义、种族歧视、仇外心理和相关的不容忍问题特别

报告员“探讨穆斯林和阿拉伯人在世界各地的情况，特别是 2001 年 9 月 11 日事

件之后对他们的礼拜场所、文化中心、企业和财产进行攻击和袭击的情况”。  

 本报告探讨对穆斯林和 /或阿拉伯人的各种歧视行为。本报告发现，在世界一

些地区，特别是在美利坚合众国和欧洲，对穆斯林和 /或阿拉伯人、他们的财产及

其礼拜场所的袭击和攻击现象重新抬头。本报告还探讨一些国家为加强国家安全

和打击恐怖主义而通过的立法对穆斯林和 /或阿拉伯人的不利影响。特别报告员还

注意到，在一些非穆斯林国家，存在着一种与伤害穆斯林和 /或阿拉伯人的暴力相

关的意识形态，其表现形式为知识界、政界和媒体人士公开诋毁伊斯兰教，并将

伊斯兰教与暴力、恐怖主义及文化和社会落后现象等同起来。  

 特别报告员感到关切的是，非穆斯林国家的穆斯林和阿拉伯人面临的严重状

况――这种状况是“9.11 事件”造成的直接的、得到证明和公认的后果――可能标志

着不同文明间的冲突的开始和冲突危险的出现，因为这一状况带有此种冲突的所

有特征：在迫切需要打击恐怖主义的情况下，在国内政策和国与国之间关系上采

取过于坚决的态度，从而不利于国际合法性和尊重人权与人道主义法；人身和财

产不断遭受暴力侵害；通过并执行特别的歧视性立法；受害者有着共同的宗教、

文化及种族背景；一种使这种暴力和歧视变得正当和合理的意识形态正在逐步形

成；公开发表憎恨、抵制和排斥的言论；对他人抱有成见并诋毁他人；以带有敌

意的方式将多样性特别是宗教、文化和种族多样性解释为一种根本的、无法消除

的差异；主管机构对自己言行不一作模糊的解释；新闻界、书籍、电视和电影向

公众渲染一种暴力、歧视和对他人的惧怕的氛围；视外国人为异族人的观念重新

出现。  

 鉴于上述，特别报告员提出以下建议：  

• 人权委员会今后应当高度优先重视如何对付恐怖主义，并在同时充

分、审慎地遵守国际法、人权及人道主义法文书和原则这一问题；  

• 在这方面，委员会应当推行双重战略：在法律上严格执行相关国际文

书；同时开展宣传教育，消除歧视、仇外和不容忍氛围和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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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此，委员会应当提倡这一主张：本着反对种族主义、种族歧视、仇

外心理和相关的不容忍现象世界会议通过的《宣言和行动纲领》的精

神，并在执行该《宣言和行动纲领》的前提下打击种族主义、歧视、

仇外和不容忍现象，与急需进行的提倡不同文化、文明和宗教之间的

对话工作相关，并且对这项工作起着补充作用；  

• 不同文化、文明和宗教之间的对话应当围绕三个主要目标进行：既提

倡不同文化、文明和宗教之间的相互了解，又提倡承认它们之间的相

互作用和交流；从承认、保护、尊重及倡导多样性这一角度出发，鼓

励多种文化、宗教及多个种族并存；创造条件，使信奉宗教者能够思

考共同的价值观，并且共同采取行动促进和平、发展、人权、社会公

正及民主；  

• 在进行这种对话过程中，应当特别注重历史的编写和教授的方式、不

同文化间的交流学习、交流和传播的道德规范，以及科学和技术的宗

旨与优先事项等；  

• 具体来说，委员会应当作为优先事项，鼓励所有国家――特别是与这

份初步报告所述的穆斯林和阿拉伯人的状况直接相关的国家――采取

防范措施，确保穆斯林和阿拉伯人充分、不受阻碍地行使宗教权利和

文化权利，确保他们的文化场所和礼拜场所受到保护，以便保护被拘

留者，使其不遭受任意处置和长期关押，并确保法律面前一律平等权

利，享有人身安全权利以及得到公正审判的权利等基本权利受到保

护；  

• 鉴于穆斯林和阿拉伯人的状况表明人权和国际关系能否得到尊重令人

关注，而且还带有不同文化、文明和宗教之间发生冲突的危险，委员

会应当不断关注这一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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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言 

 1.  在关于打击对宗教的诽谤的 2002 年 4 月 15 日第 2002/9 号决议中，人权

委员会请当代各种形式种族主义、种族歧视、仇外心理和相关的不容忍问题特别

报告员“探讨穆斯林和阿拉伯人在世界各地的情况，特别是 2001 年 9 月 11 日事

件以后对他们的礼拜场所、文化中心、企业和财产进行攻击和袭击的情况，

并……提交初步研究报告，供委员会下届会议审议”。  

 2.  根据特别报告员收集的资料——这些资料主要由公认的人权组织和政府间

机构提供，并通过对相关国家的媒体进行定期审评得到――本初步报告围绕以下看

法展开：  

许多非穆斯林国家的穆斯林和阿拉伯少数群体和团体的财产、礼拜场

所和文化场所普遍遭到实际攻击和袭击；  

上述实际攻击和袭击与 2001 年 9 月 11 日在美利坚合众国发生的事件

有着直接的、时间顺序上的、明显的联系；  

非穆斯林国家特别是美国和西欧国家的知识界、政界和媒体人士直接

和公开诽谤伊斯兰教，并将伊斯兰教等同于暴力、恐怖主义及文化与社会

落后现象的做法涉及意识形态问题；  

上述国家的主管机构采取的立场不明确：它们一方面公开发表声明，

谴责攻击和袭击行为，一方面又颁布歧视穆斯林和阿拉伯人的立法措施和

安全措施，不论他们是否为相关国家的公民；  

相关国家的穆斯林和阿拉伯少数群体感觉自己的处境极不安全，并且

认为遭受了不公正待遇；  

非穆斯林国家的穆斯林和阿拉伯人面临的严重状况――这种状况是

“9.11 事件”造成的直接的、得到证明和公认的后果――源自这一点，即

它标志着不同文明间的冲突的开始和冲突危险的出现，因为这一状况带有

此种冲突的所有特征：在迫切需要打击恐怖主义的情况下，在国内政策和

国与国之间关系上采取过于坚决的态度，从而不利于国际合法性和尊重人

权与人道主义法；人身和财产不断遭受暴力侵害；通过并执行特别的歧视

性立法；受害者有着共同的宗教、文化及种族背景；一种使这种暴力和歧

视变得正当和合理的意识形态正在逐步形成；公开发表憎恨、抵制和排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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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言论；对他人抱有成见并诋毁他人；以带有敌意的方式将多样性特别是

宗教、文化和种族多样性解释为一种根本性的、无法消除的差异；主管机

构对自己言行不一作模糊的解释；新闻界、书籍、电视和电影向公众渲染

一种暴力、歧视和对他人的惧怕的氛围；视外国人为异族人的观念重新出

现。  

一、对阿拉伯人和穆斯林的歧视和敌对行为的增加 

 3.  在 2001 年 9 月 11 日的袭击事件之后，许多政府机构和政界人士都发出具

体呼吁，要求人们抵制基于民族或宗教的成见，以便设法阻止仇外和种族主义倾

向。例如，在袭击事件之后，美国前总统老乔治·布什立即表态，呼吁保护生活在

美国的阿拉伯人和穆斯林。现任总统则在电视讲话中表示，必须设法“以应有的

尊敬态度”对待阿拉伯人和美籍穆斯林。在 2001 年 9 月 17 日访问华盛顿的伊斯

兰教中心过程中，乔治·W·布什总统补充说，“那些以为为了发泄怒气可以对阿

拉伯和穆斯林同胞进行恐吓的人并不代表多数善良的美国人民，他们只代表人类

少数邪恶分子，他们应当因这种行为而感到羞耻”。美国参众两院也立即发出呼

吁，要求人们制止针对阿拉伯人、巴基斯坦籍人、印度籍人或穆斯林的言行。1 

 4.  遗憾的是，上述表态和声明没有产生想要达到的效果。在袭击事件之后的

几天中，对原籍近东、中东和东南亚的人的不容忍言行变得更加频繁。在容易孳

生仇外言行的极端恐惧的气氛中，世界各地的阿拉伯人和穆斯林成了暴力行为的

受害者。男子、妇女和儿童显然因其宗教信仰或种族而遭受恶毒行为和犯罪行为

的伤害。许多非穆斯林国家的穆斯林和阿拉伯群体受到普遍、持续的猜疑。世界

各地的穆斯林尤其遭到各种歧视和言行骚扰。据人权组织提供的许多报告，在美

国、加拿大、西欧和非洲及亚洲某些地区，一些男子、妇女和儿童遭到攻击，受

攻击的原因不是因为他们作了什么，他们的行为举止的方式或他们说了什么，而

是因为他们属于或被认为属于一个特别的宗教或种族群体或团体。不过，这种现

象的程度很难衡量，因为种族主义行为和暴力行为并不总是为人知晓，造成这一

状况的原因在于受害者往往处于孤立地位或在社会和经济上属于弱势群体，因而

他们并不总是敢于提出申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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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说在 2001 年 9 月 11 日的袭击事件之后在总体上出现了一股针对阿拉伯人

和穆斯林的攻击浪潮，是不确切的，但是，在美国和许多欧洲国家的确发生了针

对这些群体的具体的敌对行为。毫无疑问，在美国，阿拉伯人群体，或者简单地

说穆斯林男子和妇女最为深切和广泛地感受到了“9.11”事件产生的影响。不过，

在欧洲，出于多种原因(例如袭击事件造成的心理冲击没有那么强烈)；必须对 9.11

事件后随即发生的事情与往往同重新风行的针对某一特定群体的歧视性言行密切

相关的事件和“反响”区别开来。美洲和欧洲的许多组织指出，这些歧视言行

有：多次发生辱骂或袭击阿拉伯人以及亚洲(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等国)

穆斯林的事件，甚至发生极端的谋杀事件。  

A.  北   美  

 6.  毫不夸张地说，在 2001 年 9 月 11 日袭击事件发生后不久，美籍阿拉伯人

倍感恐惧。美国当局怀疑数以百计或数以千计的美籍阿拉伯人与恐怖主义运动尤

其与“基地”组织有关联。数百美籍阿拉伯人或穆斯林在经简短审问后获释，但

有些人并无任何罪证却被长期拘押。许多刊物报道了合法性颇成疑问的拘留事

件。经常有人仅因外表而遭到怀疑，甚至布什总统的一位阿拉伯裔保镖也曾遭到

怀疑。  

 7.  美国报刊、人权组织以及许多美籍阿拉伯人组织多次报道了歧视行为。一

非政府组织――人权观察社在 2002 年 8 月发表并于 11 月修订的一份报告中详述了

对“可能知悉恐怖主义活动或与恐怖主义活动有关联的人”进行的数以千计的审

讯情况。2 

 8.  人权观察社的报告列出了一长串据说因族裔和宗教而遭任意逮捕的案件。

所有涉案者无一例外，均为来自中东、北非、南亚或欧洲的穆斯林，他们有着同

样的身体特征或“民族”特征。  

 9.  这些人大多纯粹是因为外表 (看起来像阿拉伯人或中东人)或因信奉伊斯兰

教 (如戴头巾或去清真寺祷告等 )而被捕，并常常遭到各种歧视。在几乎每起案件

中，缺乏有效居留证显然被当作长期拘留的理由，有时拘留期长达数周之久。嫌

疑人遭单独监禁 (这对违反移民法的案件来说实属反常)，还有许多人被驱逐出境。

许多被迫离开美国的人显然未能行使美国法律所授予的辩护权，更未获得律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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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助。有时，光是来自某一中东国家并在一“敏感”场所附近晃悠就足以引起警

察的怀疑，而被带到警察局审问。  

 10.  据报在美国全国，数以百计的人由于同任何恐怖主义活动毫无关系的原

因而只因“长相”遭到任意逮捕。许多机构公布的数据表明，这些人遭到有系统

的歧视性待遇，他们的唯一罪过是长相“不对”。他们遭受了种种不公正待遇，

从受到搜身骚扰，到短期或长期违法拘留不等。有关人权组织列举了许多例证，

例如因 9 月 11 日袭击事件而接受调查并为此被捕的人遭到辱骂或殴打，警方不让

所拘留的穆斯林遵循宗教礼仪，并拒绝向他们提供不违背其宗教信仰的饭食。另

外，在等待移民和规化局或联邦调查局身份检查或进一步调查结果的许多被拘留

者据说被同普通犯人关在一道。  

 11.  仍然难以查明数以百计或甚至数以千计的人的遭遇。这些人可能是证

人，充其量也只是可能会对 9 月 11 日袭击事件调查工作有所帮助的嫌疑人。外界

不知道所有这些人的姓名、所受的确切指控及其律师的姓名。有关人权组织称，

多数案件属于违反移民法或涉嫌使用假证件案件。  

 12.  尽管布什总统、政界人士以及一些大报呼吁人们保持平静和宽厚待人，

但全国各地据说仍发生了程度不等的各种袭击阿拉伯裔或穆斯林的事件。在个人

生活或工作地点以及公共场所中，用美国一些评论员的话来说，多数阿拉伯人或

穆斯林成为因种族特征而遭歧视的对象(“racial profiling”)。应指出的是，9.11 之

后，美国一些航空公司完全按长相或穿着对阿拉伯人(不论其是否美国人)和穆斯林

实行歧视性措施，如将他们强行赶下飞机。  

 13.  许多组织 (如美国公民自由联盟 )纷纷谴责这类歧视性做法。美国公民自

由联盟的一位领导人 Harvey Grossman 在 2001 年 10 月 16 日《芝加哥论坛报》一

篇文章中质问为何命令被拘留者的律师不得透露被拘留者的身份、拘留原因或监

狱条件。他称这是在正式指控前采取的极不寻常的措施。在珍珠港遇袭翌日，几

百名日本移民未经任何指控即遭秘密逮捕和关押。此后，直到不久前再也没有发

生过这样的事情。  

 14.  美国移民法基金会会刊于 2002 年 10 月刊登了一份研究报告，与那段历

史时期进行了对比。这篇文章题为“我们汲取了历史教训了吗？第二次世界大战

期间关押日裔与今天的秘密拘留”。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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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文章几位作者列举了几十例阿拉伯人和穆斯林遭任意逮捕和拘留的案

件：“……自 2001 年 9 月 11 日以来，司法部……在完全隐密的情况下逮捕、拘

留、有时还驱逐了 1,200 名阿拉伯人或穆斯林”。他们就当局对这些人采取的秘密

司法程序表示关注。文中提到，某些权力机构发出指令，例如移民事务首席法官

Michael Creppy于 2001 年 9 月 21 日下令法官禁止人们进入正在审理“特殊”案件

的法庭。事实上，作者们称，大多来自巴基斯坦、埃及和也门的 1,200 名以上的非

公民均因涉及这类特殊案件而遭关押。  

 16.  针对这些情况，许多人权组织对正等候美国驱逐或选择自愿离开美国国

境者的处境深感震惊。三个人权组织 (国际人权法律小组、宪法权利中心、公正与

国际法中心)于 2002 年 6 月 20 日向美洲人权委员会提交了一份申诉，其中列举了

被美国移民和归化局关押的来自阿拉伯国家和南亚的几十位穆斯林的人身安全与

保障遭到侵犯的案件。  

 17.  这三个组织在申诉中呼吁美洲人权委员会确保采取预防措施，保护个人

免遭任意和长期拘押，并维护其各项基本权利，例如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权

利、人身完整的权利和获得公正审判的权利。美洲人权委员会在收到了申诉方提

供的进一步材料和美国政府的答复之后，在 2002 年 9 月 26 日的函件中确认，无

论是根据国内法，还是根据国际法，这些长期拘留均无任何法律依据。另外，美

洲人权委员会承认，它不知道拘留条件究竟如何或是否有任何机制监督拘留条

件。它报告说，在遭拘留后离开美国的人称遭到了非常恶劣的待遇。  

 18.  因此，美洲人权委员会吁请美国政府依法行事，在 30 天之内采取必要措

施，保护正等驱逐的被拘留者以及已同意离开美国国境者的各项基本人权。从美

洲人权委员会目前采取的行动至少可以看出，人们对 9.11 袭击事件之后美国境内

具有阿拉伯或穆斯林背景的人屡遭歧视深感不安。  

 19.  有关人权组织通过新闻媒体或法律渠道在国家或国际范围内采取了行

动。另一方面，美国当局在穆斯林和阿拉伯人遇袭事件发生后作出了极为迅速的

反应。早在 9 月 17 日，布什总统就在访问华盛顿伊斯兰中心时安慰美国的穆斯林

居民：“美国公民有几百万人是穆斯林，穆斯林对我国作出了不可估量的宝贵贡

献……他们都需要得到尊重……在我国，遮盖头部的妇女必须能够放心地走出家

门。佩带面纱的母亲在美国绝不应当担惊受怕。担惊受怕的美国不是我所知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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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担惊受怕的美国也不是我所珍视的美国”。4 美国总统是在收到美籍阿拉伯

人研究基金会和美籍阿拉伯人反歧视委员会等代表机构的申诉后，为安抚美籍阿

拉伯人而讲这番话的。  

 20.  从暴力行为的范围来看，肇事者成心找岔，专整美国人口中或非美国居

民中阿拉伯裔或穆斯林。事实上，美籍阿拉伯人组织披露的情况与人权机构公布

的情况大同小异。吐唾沫、争吵、就业歧视是最常见的恶劣的暴力举动，另外，

还有更赤裸裸的暴力行径。赤裸裸的暴力行径可能严重到人身伤害的程度，例如

一些警官动粗，甚至是往死里打人。即使这种极端情况实际上极为罕见，但这显

现了美国全国许多美籍阿拉伯人感受到的普遍不安全气氛。美籍阿拉伯人或穆斯

林公民也未能逃脱歧视性待遇，遭到殴打或辱骂，据说有人还想杀害他们。不管

他们是住在有 220,000 名阿拉伯裔或穆斯林的底特律市或有近 280 万阿拉伯裔或穆

斯林的洛杉矶市，还是住在约有 160 万阿拉伯裔的纽约市，美籍阿拉伯人都受到

了 2001 年 9 月 11 日事件的影响。如果说不能光凭几千次审问、几百例秘密拘

留、几十例遭航空公司歧视案件、几百例就业歧视案件就宣称所有 300 万名美籍

阿拉伯人(占美国穆斯林总数的 25%)遭到威胁，但说其中多数人遭受巨大压力大概

并不为过。  

 21.  9.11 袭击事件后最初几天和几周的忧虑感和恐惧感已有所缓解，但穆斯

林和美籍阿拉伯基督徒仍担心遭到歧视。考虑到可能会对伊拉克开战，他们更感

不安。美籍阿拉伯人反歧视委员会对外联络事务主任 Hussein Ibish 在 2002 年 11

月 11 日《费城调查报》的一篇文章中谈到了美籍阿拉伯人在穆斯林斋月期间以及

在圣诞节之前的恐惧心理。他还提到某些福音教派领导人抨击阿拉伯人和穆斯

林。例如，南部浸礼会的知名领导人 Jerry Falwell 牧师在接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

Bob Simon 主持的“60 分钟”节目的采访时，将先知穆罕默德称为“恐怖主义分

子”，而基督教广播网络创始人 Pat Robertson 据说大骂先知穆罕默德为“杀人

犯”和“强盗”，并称《可兰经》宣扬了暴力。  

 22.  在反阿拉伯人和反穆斯林人情绪高涨的气氛中，美国官员一直支持和同

情被列为打击对象的阿拉伯人和穆斯林。布什总统和国会正是这样做的。司法部

还采取严厉措施对付犯罪活动和一切形式的歧视行为。国务院制作了一部记录片

描述美国穆斯林居民如何融入社会并获得接受的情况。据说在许多穆斯林国家中



    E/CN.4/2003/23 
    page 11 

播放这部记录片的目的是消除许多人关于美国是在与伊斯兰为敌的看法。有人批

评说，这部记录片只是针对穆斯林国家进行宣传而已。而特别报告员认为，这是

教育活动的一部分，因此应予欢迎。这部影片还间接证实了美国在此方面确有严

重问题。特别报告员建议应优先在美国国内广泛播放这部记录片，不仅在电视上

播放，而且在公共场所和大学等地播放，并就此在整个社会中开展一场有益的关

键辩论。  

 23.  在加拿大，从来自多伦多、哈利法克斯、蒙特利尔、卡尔加里和温哥华

的报道来看，9.11 事件在全国引发了多起敌意行为。多伦多警察局仇恨罪行科的

年度报告称，2001 年期间共发生了 338 起袭击事件。据这份报告，2001 年 9 月 11

日发生的恐怖事件是仇恨犯罪发案率激增 66%的主要根源。5 加拿大种族关系基金

会指出，在 9.11 袭击事件发生后三周内，据报发生了若干起种族主义事件，如扬

言炸毁清真寺、纵火、殴打、骚扰以及威胁穆斯林学生等。6 

B. 欧   洲  

 24.  在欧洲，针对来自非洲和亚洲的阿拉伯人和穆斯林的种族主义或歧视行

为虽没有美国境内那么严重或那么普遍，但也时有所闻。由于 9.11 袭击事件造成

的心理冲击没有像美国境内那样强烈，种族主义行为主要有辱骂、殴打、损坏祷

告场所等。有时新闻界也参与其中，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25.  根据欧洲监督种族主义和排外现象中心 2001 年 10 月 10 日在维也纳发表

的报告，欧洲联盟各国境内据报发生的歧视行为的规模无疑小于美国国内。在

9.11 袭击事件发生后紧接着的日子里明显可以感受到的紧张气氛很快化解了。但

这并不意味着阿拉伯人和穆斯林就能逃脱不得不经常面对所谓“常见”的种族主

义歧视的问题。不过，欧盟各国当局均大力抨击将阿拉伯人和穆斯林与恐怖主义

分子等同起来的任何企图，并谴责了反穆斯林态度。许多报纸也持类似态度，在

报道与 2001 年 9 月 11 日袭击事件直接或间接相关的各种事件时呼吁人们保持平

静。虽然这种温和做法最终占了上风，但仍有某些极右翼欧洲政党和出版物不时

显露出公然敌视伊斯兰教的态度。  

 26.  在 9.11 事件发生一个月以后，欧洲监督种族主义和排外行为中心（欧洲

监督中心）根据国别报告反映的情况，宣称“……出现了一股诋毁伊斯兰教的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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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有人借机……谩骂和从事人身暴力行为。”7 所有的国别报告均提到，有人反

复抨击穆斯林以及伊斯兰教的一切象征和标志。欧洲监督中心在 2002 年 5 月 22

日的一份报告中指出，“许多穆斯林妇女欢喜围的头巾（ hijab）是其最常见

的……[外表特征]。”在欧洲联盟各国中，“穆斯林妇女的头巾似乎已成招人敌视

的主要外表特征，穆斯林妇女经常为此遭到羞辱和袭击”。8 在欧洲联盟的大多数

地区，许多佩带头巾的男子亦经常遭到袭击。另外据报，清真寺也多次遭到袭

击，遇到了从轻微破坏、乱涂乱画到纵火和炸弹袭击等问题。欧洲监督中心指

出，欧盟各国穆斯林在 9.11 事件后遭受歧视，欧洲境内最近种族主义和排外暴力

行为的抬头就是一个明证。在不同国家中，反穆斯林行为很不一样。  

 27.  当代各种形式种族主义、种族歧视、仇外心理和相关的不容忍问题前任

特别报告员莫里斯·格莱莱·阿汉汉佐先生向人权委员会第五十八届会议提交的报

告  9 以及欧洲监督中心的各份报告阐述了欧洲各地反阿拉伯人和穆斯林的事件，

例如威胁并在充满敌意的邮件中谩骂穆斯林组织，在街头以及在公共场所(如学校)

辱骂穆斯林、在穆斯林的祷告场所和清真寺纵火并捣毁财物、进行人身伤害等

等。  

 28.  据报欧洲境内发生的暴力行径有：英国发生数起极端严重的人身伤害事

件；10 在德国，据穆斯林核心委员会报告说，对阿拉伯人和穆斯林尤其是对围着

面纱的妇女的袭击事件普遍增加；11 在丹麦，穆斯林与其他居民之间原已相当对

立的关系进一步恶化；12 在荷兰，据荷兰的《Volkskrant 报》称，“在美国遇袭事

件发生后，在欧洲，荷兰境内的穆斯林最胆惊受怕。几乎每天都有清真寺遭人涂

抹和纵火……在 Apeldoorn、The Hague、Gorinchem、Heerlen、Rijssen、Uden、

Venlo 和 Vlissingen 等地，穆斯林目标均遭袭击”。13 反歧视中心协会于 2001 年

10 月 2 日公布了一组统计数字，称荷兰境内据报共发生了 90 多起反穆斯林事件，

“其中多数案件(31 起)涉及街头辱骂、威胁和吐唾沫”。14 

 29.  在欧洲以外的地方，据报在澳大利亚也发生了反穆斯林的种族主义和排

外行为。清真寺据说遭人纵火，其中一处清真寺被完全烧毁。另外据说，一所黎

巴嫩人的教堂遭洗劫。还有人指出，穆斯林社团注意到，自从 2002 年 10 月 12 日

发生巴厘岛事件之后，种族主义威胁和暴力行为有所增加。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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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美国和欧洲境内据报发生的多数暴力和歧视行为看来纯属孤立事件。即

使如此，我们仍有必要探究一下，在一些政客和新闻界人物公开怂恿下孳生的怀

疑和不信任气氛是否助长了这类行为。另外，某些知识分子老调重谈，为不容异

己行为辩护，这在思想上也许发挥了更恶劣的影响。  

二、新闻界和知识界助长不容异己气氛 

 31.  新闻机构对 9.11 事件的处理方式大大损害了阿拉伯人和穆斯林的形象。

一些新闻媒体在一般公众的感情上大做文章，利用人们的无知或抑制不住的讨伐

异族的心理，或者纯粹利用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忧虑或者身份认同，重新唤起人

们已消逝多时的恐惧感。加拿大人权基金会的一份报告称，“[北美]新闻媒体的有

关报道在总体上起到了不良作用。新闻界一直将‘阿拉伯人’与‘穆斯林’混为

一谈，看不到种种差别，作出了极不负责的类比和概述。甚至一些所谓‘专家’

有时也犯下几近可笑的差错。”16 这样报道新闻事件起了怂恿作用，致使西方普

通人反伊斯兰情绪高涨或致使反伊斯兰情绪在西方被视为常态。某些精英也竟然

公然宣扬反伊斯兰情绪。他们有时在思想上呼应这一思潮，或以此为美。  

 32.  9.11 事件发生后，美国新闻媒体随即大谈特谈美国政治学者 Samuel 

Huntington 写的一本题为《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的专著  17。该书作者

预计西方和阿拉伯――穆斯林世界这两个文化上彼此敌对的集团将会发生冲突。顺

着这一思路，2001 年 9 月 11 日事件被一些人视为这一文明“冲突”的最初信号。  

 33.  同时，在 9.11 事件发生后的一些日子里，新闻媒体在图象轰炸和连篇累

牍的评论中犯下的错误使西方人较难将伊斯兰教与恐怖主义区分开来。例如，一

些电视台不停播放 9.11 事件发生后成群巴勒斯坦人兴高采烈的情景。这些图象给

西方普通公众留下的印象是，仿佛全世界许多阿拉伯人和穆斯林均对恐怖主义袭

击事件表示欢迎，好像伊斯兰教纵容恐怖主义似的。这些图象增加了文明冲突论

的分量。事实上，所播放的只是加沙地带一些青年的举动，这在巴勒斯坦领土上

纯属一起孤立事件。但后来无人出来加以纠正。  

 34.  在此种敏感情况下，需质问政治领导人发表的可能加剧怀疑和恐惧气氛

的言论是否妥当和造成了何种影响，并质疑有关善恶之争以及文明民族对野蛮民

族的责任等言论。许多组织为此谴责意大利总理西尔维奥·贝鲁斯科尼先生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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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 年 11 月 26 日星期三举行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所讲的一番话。他当时宣称

“我们必须认识到我们文明制度的优越性。我们的制度保障了福利……和对宗教

权利和政治权利的尊重。理解差异和力求宽容是西方文明制度的价值观。西方文

明的优越之处表现在，自由是其最大的核心价值观，而伊斯兰文化遗产并无此种

观念”。他确信，“就像征服了共产主义一样，西方将继续征服异族人民”即使

这意味着“与还死死停留在 1,400 年前水平上的另一种文明――伊斯兰文明产生冲

突”，也在所不惜。18 

 35.  不过，政界人物如此出言不逊仍属罕见，其他领导人则反复公开呼吁将

伊斯兰教与伊斯兰恐怖主义区分开来。另一方面，某些知识分子迫不及待地跳出

来宣称本能地敌视伊斯兰文化和价值观，在知识分子于政治生活中发挥任何其他

国家的知识分子无法企及的举足轻重作用的法国，情况更是如此。敌视伊斯兰教

倾向渐被接受为正常现象的一个典型例子是，知识分子纷纷跳出来撰写文章，大

力宣扬新的“十字军东征”。  

 36.  一位颇为流行的小说家 Michel Houellebecq 最近写了一本书，书中称

“伊斯兰教其蠢无比”，结果引起轩然大波。由于作者的知名度很高，这番话在

新闻界广为流传。竭力抨击整个伊斯兰教，而不是把炮火对准某一团伙的某种过

激行为，为风行一时的反伊斯兰教倾向增添了可信度和合法性。  

 37.  Daniel Lindenberg 恰如其分地将此称为“审判伊斯兰”。19 在这场大审

判中，不仅一些作者，而且有时一些报纸也直接加入叫骂的行列。例如，在 9.11

袭击事件一周年纪念日，《快报》 (L’Express）的标题是“ Islam：ce que l’on n’ 

ose pas dire”(“伊斯兰教：人们不敢说出口的话”)。20 Lindenberg 探究了这一“伊

斯兰和阿拉伯人被妖魔化”现象的真正根源，他称许多欧洲人认为遭受“三重压

力”，按不满程度排列依次为穆斯林移民、欧洲技术官僚体制的建立、全球化进

程。这显然是源于犹太教――基督教传统的寻找自我定位的新尝试，它摒弃多元

化，认为一旦有多元化，即意味着西方文明的终结。一些新的政治安排可能也已

渐渐成形，国家把人人平等原则抛在一旁，而接受源于某种明确的、早已定型的

宗教的共同价值观。这样做将引致新式排斥行为。  

 38.  在这里还可提一提另一作家 Pierre Manent。此君反对基督徒与穆斯林之

间的任何对话，甚至说根本不愿看到在基督徒的土地上有任何穆斯林。 21 Oria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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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llaci 在 2001 年 9 月 11 日袭击事件几个月后出版的 La rabbia e l’orgoglio(《狂怒

与自豪》)一书中最猛烈地抨击了阿拉伯人和穆斯林。22 

 39.  据法国知名度极高的一位知识分子 Alain Finkielkraut 说，这本“反穆斯

林书籍”根本不是在宣扬种族主义，而是通过羞辱“像老鼠般迅速繁殖的”“真

主的子孙”，逼迫我们“直面现实”。作者放言无忌，打破了禁忌，“敢想敢

说，没有被人吓住”。23 

 40.  这可能是思想、政治、宗教领域的一种分化趋势。我们应联系这一点评

判在欧洲宪法起草工作中人们就欧洲对基督教认同感问题开展辩论的重要性。24 

 41.  美国也存在这样的现象。美国人来自世界各国，人口极为庞杂，被人称

之为“有史以来首个各民族大熔炉”。考虑到这一点，并考虑到该国的传统，任

何不容异己倾向应无立身之地才是。但事实却并非如此。例如，约有 60 位美国知

识分子在 2002 年 2 月发表了一封“我们为何而战”的公开信。25 这封公开信自称

从美国《独立宣言》中获得灵感，坚称 2001 年 9 月 11 日袭击事件后发动的反恐

战争是一场正义的战争。包括 Samuel Huntington 在内的作者们宣称是在捍卫体现

了“自然法则和主宰自然的上苍旨意”的美国价值观和理想，并称这些是放之四

海而皆准的原则。  

 42.  许多人摇唇鼓舌，不仅挑战对《可兰经》的某种解释或某些穆斯林的某

种态度，而且把矛头指向整个伊斯兰教，号召穆斯林背弃自己的信仰，认为只有

这样，他们才能进入“摩登”时代。  

 43.  在关于欧洲境内伊斯兰问题的辩论中，我们不禁要问过于从政治和意识

形态的角度解释伊斯兰教是否有失公允。伊斯兰教被看作与政教分离不相容；伊

斯兰传统被视为无法跟上现代化步伐；伊斯兰文明被想象成原则上不容异己，只

是口头尊重民主和人权而已，实际上根本不是那回事。有人认为伊斯兰教的观念

和做法事实上充满了矛盾，一旦穆斯林在非穆斯林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发挥显著作

用，或一旦自称以《可兰经》为行动指南的政党在伊斯兰国家中上台，这些观念

和做法确难让人接受。目前在土耳其加入欧洲联盟问题上的辩论即反映了当前的

气氛，例如，有人在质疑土耳其欧洲身份时就大谈特谈伊斯兰教在该国举足轻重

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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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安全措施与反恐措施对阿拉伯人 
和穆斯林造成的影响 

 44.  历史表明，在一场危机中，出于公共安全考虑采取的措施往往会损害个

人自由。在 2001 年 9 月 11 日袭击事件发生后数月内，若干国家加强了反恐怖主

义法规。这样做合情合理，是可以理解的。但问题是，在愤怒和恐惧气氛中匆忙

采取的措施可能会损害公民尤其是外国居民的各项基本权利。这些措施显然有系

统地专门针对阿拉伯裔或穆斯林。在有关活动中以种族特征为由进行歧视是十分

常见的现象。  

 45.  例如，在美国，有关民权组织提到，有些法律措施和管制措施可能会限

制个人自由。布什总统在众议院和参议院通过后于 2001 年 10 月 26 日签署生效的

反恐怖主义的《美国爱国法令》尤其可能会限制个人自由。26 

 46.  这项法令的适用范围极为广泛，从恐怖主义的定义，到保护边境以及联

邦调查局聘用阿拉伯语翻译等。其中最有争议的规定是，警方可将涉嫌参与恐怖

主义网络的外国人的拘留期限从 48 小时延长至 7 天。恐怖主义的定义相当模糊，

可被加以广泛解释，实际上可以适用于犯下轻微违法行为的外国人或甚至政治异

己分子。执行这项法令的结果是，共有 1,200 多人被捕，其中绝大多数是外籍阿拉

伯人或穆斯林。其中 500 多人据说遭无限期拘留。而且，虽然其中多数人后来获

释或因违反移民法而遭驱逐出境，但美国政府拒绝披露这些人的姓名，并且不准

公众参加将这些人驱逐出境的法律审讯。27 

 47.  除了《美国爱国法令》之外，美国总统和司法部长也发布了多道命令。

2001 年 11 月 13 日，司法部长 John Ashcroft 先生下令情报机构审讯 5,000 名合法

进入美国境内的、大多来自阿拉伯国家或中东地区的人。同天，总统下令设立紧

急时期“军事委员会”，由它们根据军事法庭规则来审判非美国公民的嫌疑人，

这引发了人们对此项决定是否具有歧视性的一番辩论。 28 在设立了“敌方战斗

员”这一新类别之后，任何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的人均可被无限期拘押，既见不到

律师，也享受不到美国司法制度的任何保障。  

 48.  情报和安全机构也作了大幅度调整，例如它们可派人在公共集会中收集情

报，联邦调查局证实它可能会派特工人员进入清真寺活动。2002 年 6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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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hcroft 先生宣布将根据这套制度每年追踪 100,000 名“高风险”的外国访问者。29 

将会对这些人的照片和指纹与所通缉的恐怖主义分子的照片和指纹进行核对。 

 49.  据说有关方面广泛利用这些措施对一部分人进行歧视。这些措施遭到人

权非政府组织的一致谴责。美国公民自由联盟的一位主管 Laura Murphy 指出：

“这项法案[《美国爱国法令》]中的一些规定允许虐待移民，允许压制不同意见，

并允许调查和监视完全无辜的美国人。这项法案将给予行政部门巨大的、没有必

要的权力，且不受有效的司法审查的制约。多数新的权力可能会被用来在与恐怖

主义完全无关的常规刑事调查中对付美国公民”。30 

 50.  加拿大反恐怖主义法《C-36 号法令》于 2001 年 12 月 24 日生效，其中

规定涉嫌策划恐怖主义行动者可被预审拘留 72 小时。警察只要稍有疑问就可采取

行动。该国还加强了移民程序和边境管制。阿拉伯人和穆斯林代表对这些规定可

能会特别针对某些少数民族或宗教少数群体并纵容歧视而感到关注。  

 51.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议会不顾上议院的反对于 2001 年 12 月 14

日通过的反恐怖主义法律规定了以下两项措施：有关当局只要有怀疑就有权无证

拘押外国人，另外，警察在监督互联网、电子邮件和电话方面享有更大的权力。

这项反恐怖主义法律的第一项规定违背了《保护人权与基本自由公约》中关于禁

止在未经司法调查的情况下进行长期拘留的第 5 条的规定。联合王国政府还按照

该项《公约》第 15 条，要求克减有关规定。第 15 条规定可在公共紧急状态期间

克减有关规定。不管怎么样，这项法律进一步混淆了非法移民与恐怖主义的关

系。31 

 52.  法国国民议会于 2001 年 11 月 15 日通过了一项关于“日常安全”的法

律。根据对这项法律的一所谓“反恐”修正案，应将任何违法者的指纹记录在

案。  

 53.  德国联邦议会通过了由联邦内政部长 Otto Schily 先生提交的一项反恐怖

主义法案。根据这项法律，如果申请人涉嫌“危害基本的民主和自由秩序”，可

拒发居留证，或居留证到期后不予延长。因此，德国的外籍居民如涉嫌从事恐怖

主义活动或支持恐怖主义分子，可遭到驱逐。所有寻求庇护者的指纹将保留 10

年，有关方面将有系统地把这些指纹与警察在犯罪现场发现的证据进行核对。这

项法律还禁止其目标或活动可能损害或危害德国根本利益的外国人社团。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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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  据大赦国际的一份报告称，在新加坡，9.11 袭击事件发生后，开放式收

容中心中的阿富汗寻求庇护者被转送到严加防范的特别拘留中心。33 同时，在大

韩民国，正当穆斯林少数遭到越来越大怀疑之际，政府通过了可被用于限制言论

自由和集会自由权的一项反恐怖主义法律。34 

 55.  如果世界各地都对本国法律作出类似修订的话，国际社会中的法治将大

大倒退。当然，诚如各人道主义组织均认可的那样，国家可以在面临严重威胁时

采取紧急措施，但持续挑战全球法律秩序的基本原则，尤其是故意针对首先根据

外表辨别得出的某些群体进行歧视，将危害社会根基。例如，长期行政拘留显然

违反《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九条。不应忘记，这项《公约》对 148

个国家具有约束力。 35 该《公约》第九条规定：“任何因刑事指控被逮捕或拘禁

的人，应被迅速带见审判官或其他经法律授权行使司法权力的官员，并有权在合

理的时间内受审判或被释放”(第三款)，此外，“任何因逮捕或拘禁被剥夺自由的

人，有资格向法庭提起诉讼，以便法庭能不拖延地决定拘禁他是否合法以及如果

拘禁不合法时命令予以释放”(第四款)。这是一项人身保护原则，也就是说，自称

实行法治的国家在不得不采取紧急措施的情况下至少也应做到这一点。对 162 个

国家 36 有约束力的《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第五条规定，人们享有

“在法庭上及其他一切司法裁判机关中平等待遇的权利”。  

四、结论与建议 

 56.  在 2001 年 9 月 11 日事件发生后，由于事件的背景和事件本身的象征性，

如果不顾国际法、各国人民之间关系的伦理标准以及不出于推动不同文明间真正对

话的愿望而紧急采取应对措施，穆斯林和阿拉伯人的境况很可能会引致长期、广泛

地扰乱国际秩序。在思想意识上过于偏重恐怖主义问题、全球化人类发展目标和伦

理目标问题的极端重要性和合理性、以及新的、特别血腥的文化或宗教冲突的出现

是造成穆斯林和阿拉伯人困难处境的背景，这是与文化、宗教、政治之间敏感、深

刻、关键的联系分不开的。这一状况最终反映了冲突的逻辑和动态。 

 57.  特别报告员愿在其职权范围内寻找必要的解决办法，以缓解本初步报告

所述的穆斯林和阿拉伯人目前的困境。他为此提出如下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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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权委员会今后应在充分、认真遵守国际法、人权及人道主义法文书

和原则的前提下高度优先重视如何对付恐怖主义问题；  

 委员会为此应采用双管齐下的战略：一是在法律上严格落实有关国际

文书，二是在思想上铲除歧视、排外和不容异已的文化和意识；  

 为此，委员会应当提倡，本着反对种族主义、种族歧视、仇外心理和

相关的不容忍现象世界会议通过的《宣言和行动纲领》的精神，并在执

行该《宣言和行动纲领》的前提下打击种族主义、歧视、仇外和不容忍

现象，与急需进行的提倡不同文化、文明和宗教之间的对话工作紧急相

关，并且对这项工作起着补充作用；  

 不同文化、文明和宗教之间的对话应当围绕三个主要目标进行：既提

倡不同文化、文明和宗教之间的相互了解，又提倡承认它们之间的互动

作用和交流；从承认、保护、尊重及倡导多样性这一角度出发，鼓励多

种文化、宗教及多个种族并存；创造条件，使教徒和信徒能够思考共同

的价值观，并且协力促进和平、发展、人权、社会公正及民主；  

 在进行这种对话过程中，应当特别注重历史的编写和教授的方式、对

文化多元性的尊重、交流和传播的道德规范、以及科学和技术的宗旨与

优先事项等；  

 具体来说，委员会应当作为优先事项，鼓励所有国家――特别是与这

份初步报告所述的穆斯林和阿拉伯人的状况直接相关的国家――采取防范

措施，确保穆斯林和阿拉伯人充分、不受阻碍地行使宗教权利和文化权

利，确保他们的文化场所和礼拜场所受到保护，保护被拘留者，使其不

遭受任意处置和长期关押，并确保法律面前一律平等权利，享有人身安

全权利以及得到公正审判的权利等基本权利受到保护；  

 鉴于穆斯林和阿拉伯人的境况表明人权和国际关系能否得到尊重令人

关注，而且还带有不同文化、文明和宗教之间发生冲突的危险，委员会

应当不断关注这一事项。委员会应为此请特别报告员根据从各国政府、

国际组织、政府和非政府组织、有关社区那里收集到的资料、相关的实

况文件以及政府对与其相关的各种指控作出的答复，为委员会下届会议

编写一份更全面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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