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明報月刊  MING PAO MONTHLY  2018 / 5

思潮．動向／遠西近思

歷
經
五
個
月
的
組
閣
談
判
，
德
國
總
理

默
克
爾
領
導
的
新
一
屆
大
聯
合
政
府
於
三
月
中

旬
宣
告
成
立
。
為
了
避
免
重
新
大
選
，
默
克

爾
所
在
的
基
督
教
民
主
聯
盟
向
執
政
盟
友
做

出
了
「
痛
苦
」
的
妥
協
，
其
中
之
一
就
是
把

內
政
部
長
之
位
交
給
了
基
督
教
社
會
聯
盟
主

席
、
前
巴
伐
利
亞
州
州
長
澤
霍
費
爾
（Horst 

Seehofer

）
。
在
難
民
問
題
上
，
澤
霍
費
爾
與

默
克
爾
長
期
意
見
相
左
。
新
部
長
上
任
當
天
，

即
高
調
提
出
「
伊
斯
蘭
不
屬
於
德
國
」
，
要
求

重
新
建
立
邊
境
檢
查
機
制
，
阻
止
非
法
入
境
，

同
時
限
制
穆
斯
林
難
民
申
請
家
庭
團
聚
。
澤
霍

費
爾
的
言
論
與
德
國
政
府
的
一
貫
主
張
相
悖
，

在
德
國
社
會
引
發
了
一
場
大
辯
論
。

伊
斯
蘭
是
否
屬
於
歐
洲
，
在
德
國
政
界
早

有
共
識
。
在
二○

○

六
年
九
月
舉
行
的
德
國
伊

斯
蘭
會
議
上
，
德
國
前
內
政
部
長
、
現
任
聯
邦

議
會
議
長
朔
伊
布
勒
（Wolfgang Schäuble

）

就
曾
提
出
：
「
伊
斯
蘭
是
德
國
的
一
部
分
，
也

是
歐
洲
的
一
部
分
」
。
二○
一○
年
十
月
，
德

國
總
統
伍
爾
夫
在
德
國
統
一
二
十
周
年
紀
念
日

發
表
講
話
時
重
申
這
一
觀
點
：
「
基
督
教
屬
於

德
國
，
猶
太
教
也
屬
於
德
國
，
這
是
無
可
置
疑

的
，
但
如
今
伊
斯
蘭
也
屬
於
德
國
」
。

針
對
澤
霍
費
爾
的
發
言
，
默
克
爾
在
德

國
議
會
發
表
執
政
宣
言
時
特
別
指
出
：
「
毋
庸

置
疑
，
我
們
國
家
的
歷
史
傳
統
受
到
基
督
教
和

猶
太
教
的
規
範
；
目
前
約
有
四
百
五
十
萬
穆
斯

林
生
活
在
德
國
，
因
此
伊
斯
蘭
也
是
德
國
的
一

部
分
。
」
值
得
注
意
的
是
，
德
國
民
意
並
不
認

同
默
克
爾
的
觀
點
。
德
國
《
焦
點
》
（Focus

）

雜
誌
三
月
公
布
的
民
調
顯
示
，
百
分
之
七
十
四

點
三
的
德
國
民
眾
認
為
「
伊
斯
蘭
不
屬
於
德

國
」
。
基
督
教
社
會
聯
盟
的
議
會
黨
團
主
席
多

布
林
特
（Alexander 

Dobrindt

）
也
公
開
與

默
克
爾
唱
反
調
：
「
我
們
的
文
化
植
根
於
基
督

教
和
猶
太
教
，
未
來
我
們
要
繼
續
保
持
這
一
傳

統
，
因
此
無
論
以
何
種
形
式
，
伊
斯
蘭
都
不
屬

於
德
國
。
」

以
伊
斯
蘭
不
屬
德
國
論
爭
右
翼
選
票

德
國
憲
法
賦
予
公
民
信
仰
和
居
住
的
自

由
，
澤
霍
費
爾
要
求
限
制
穆
斯
林
難
民
申
請
家

庭
團
聚
，
有
違
德
國
憲
法
的
基
本
原
則
。
基
社

盟
高
層
近
期
頻
繁
發
表
挑
釁
性
的
言
論
，
主

要
是
基
於
選
舉
政
治
的
考
慮
。
二○

一
八
年
九

月
，
德
國
巴
伐
利
亞
州
將
舉
行
議
會
選
舉
。
自

一
九
四
九
年
建
國
以
來
，
基
社
盟
在
該
州
選
舉

中
一
直
保
持
絕
對
優
勢
。
但
是
，
隨

難
民
危

機
的
演
變
以
及
恐
怖
主
義
事
件
頻
發
，
民
粹
主

伊
斯
蘭
是
否
屬
於
歐
洲
？

美國前總統尼克遜在《抓住

時機》中指出，當歐洲處於

中世紀的蒙昧狀態時，伊斯

蘭文明正經歷黃金時代，

幾乎所有領域的關鍵性進展

都是穆斯林取得的，歐洲文

藝復興時期的偉人們之所以

能夠看得更遠，是因為他們

站在穆斯林巨人的肩膀上。

從這一意義上說，伊斯蘭文

化是歐洲文化的一部分……

黃
鳳
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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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
力
量
在
歐
洲
迅
速
崛
起
。
在
二○

一
七
年
九

月
的
德
國
大
選
中
，
基
社
盟
的
得
票
率
大
幅
縮

水
，
右
翼
民
粹
主
義
政
黨
德
國
選
擇
黨
以
第
三

大
黨
的
身
份
進
入
聯
邦
議
會
，
改
變
了
德
國
原

有
的
政
治
生
態
。
默
克
爾
主
導
的
寬
容
的
難
民

政
策
被
認
為
是
導
致
基
民
盟
和
基
社
盟
支
持
率

下
降
的
主
要
原
因
。
澤
霍
費
爾
提
出
「
伊
斯
蘭

不
屬
於
德
國
」
，
主
要
是
為
了
爭
取
右
翼
選

民
，
從
德
國
選
擇
黨
中
奪
回
失
去
的
選
票
。

關
於
伊
斯
蘭
是
否
屬
於
歐
洲
，
在
學
術

界
存
在
爭
議
。
歷
史
學
家
卡
爾
滕
施
塔
德
勒

（Wilhelm 
Kaltenstadler

）
在
著
作
《
歐
洲

的
猶
太
∣
基
督
∣
伊
斯
蘭
文
化
》
中
指
出
，
歐

洲
的
科
學
和
哲
學
受
到
伊
斯
蘭
文
化
的
影
響
，

歐
洲
文
化
不
單
是
基
督
猶
太
文
化
的
綜
合
體
，

也
是
猶
太
∣
基
督
∣
伊
斯
蘭
文
化
的
綜
合
體
。

公
元
十
一
到
十
三
世
紀
，
東
西
方
貿
易
和
十
字

軍
東
征
促
進
了
基
督
教
和
伊
斯
蘭
文
明
的
交
流

與
融
合
。
古
代
典
籍
經
由
阿
拉
伯
文
轉
譯
為
拉

丁
文
，
使
歐
洲
人
重
新
接
觸
到
古
希
臘
的
哲
學

思
想
。
伊
斯
蘭
文
明
在
數
學
、
藝
術
、
音
樂
、

建
築
、
醫
藥
、
農
業
、
天
文
和
航
海
等
領
域
的

成
就
，
為
歐
洲
文
藝
復
興
以
來
的
科
學
和
哲
學

發
展
打
下
了
基
礎
。
伊
斯
蘭
文
化
可
算
是
歐
洲

文
化
的
一
部
分
。

近
幾
年
，
隨

難
民
的
大
量
湧
入
，
穆

斯
林
移
民
的
融
入
問
題
日
益
凸
顯
，
有
關
歐

洲
社
會
伊
斯
蘭
化
的
擔
憂
不
斷
蔓
延
。
德
國

《
焦
點
》
雜
誌
主
編
克
羅
諾
斯
基
（Michael 

Klonovsky

）
認
為
伊
斯
蘭
教
不
適
合
歐
洲
有

八
大
原
因
：
一
、
伊
斯
蘭
教
試
圖
規
範
人
的
整

個
生
活
方
式
，
使
個
體
失
去
自
我
；
二
、
伊
斯

蘭
教
不
同
於
佛
教
，
不
能
容
忍
其
他
宗
教
；

三
、
伊
斯
蘭
教
壓
迫
婦
女
；
四
、
伊
斯
蘭
教
阻

礙
創
新
；
五
、
伊
斯
蘭
世
界
停
留
在
一
百
年

前
；
六
、
伊
斯
蘭
化
將
導
致
歐
洲
退
步
；
七
、

伊
斯
蘭
思
想
容
易
被
恐
怖
分
子
利
用
；
八
、
伊

斯
蘭
教
需
要
進
行
宗
教
改
革
，
否
則
其
落
後
的

價
值
觀
和
生
活
方
式
，
很
難
融
入
歐
洲
社
會
。

「
歐
洲
主
導
文
化
」
能
解
兩
者
矛
盾
？

為
了
解
決
歐
洲
民
眾
和
穆
斯
林
移
民
之

間
的
矛
盾
，
德
籍

利
亞
裔
政
治
學
家
惕
比

（Bassam 
Tibi

）
提
出
「
歐
洲
主
導
文
化
」

（Europäische 
Leitkultur

）
的
概
念
，
尋

求
在
二
者
之
間
建
立
價
值
和
規
範
共
識
。
斯
洛

文
尼
亞
哲
學
家
齊
澤
克
認
為
，
容
忍
不
是
解
決

問
題
的
辦
法
，
當
大
量
難
民
湧
入
歐
洲
時
，
歐

洲
的
文
化
傳
統
應
該
發
揮
主
導
力
量
，
與
那
些

違
背
歐
洲
人
道
主
義
的
生
活
習
慣
進
行
抗
爭
。

齊
澤
克
的
觀
點
在
歐
洲
思
想
界
具
有
一
定
的
代

表
性
：
基
於
人
道
主
義
的
精
神
，
應
該
同
情
難

民
，
接
收
難
民
，
但
是
反
對
穆
斯
林
將
其
生
活

方
式
帶
入
歐
洲
；
現
代
伊
斯
蘭
的
思
想
不
屬
於

歐
洲
，
穆
斯
林
移
民
應
該
融
入
歐
洲
文
化
。
針

對
移
民
融
入
問
題
，
德
國
前
內
政
部
長
德
邁
齊

埃
（Thomas 

de 
Maiziére

）
曾
在
二○

一
七

年
提
出
建
立
「
主
導
文
化
」
的
十
點
計
劃
，
旨

在
確
立
德
國
社
會
的
主
導
價
值
，
要
求
移
民
歸

化
認
同
德
國
的
核
心
價
值
觀
。
但
這
主
張
遭
到

哈
貝
馬
斯
等
學
者
的
反
對
。
哈
貝
馬
斯
認
為
，

用
主
導
文
化
對
個
體
生
活
進
行
規
範
，
有
違
德

國
憲
法
的
基
本
原
則
：
在
一
個
民
主
國
家
，
多

數
不
能
決
定
少
數
民
族
的
文
化
生
活
方
式
。

基
於
納
粹
大
屠
殺
等
歷
史
記
憶
，
有
關
宗

教
問
題
的
討
論
在
德
國
常
常
被
打
上
種
族
歧
視

的
印
記
，
但
是
禁
忌
與
迴
避
無
助
於
問
題
的
解

決
。
德
國
的
伊
斯
蘭
問
題
專
家
、
以
色
列
裔
學

者
曼
蘇
爾
（Ahmad 

Mansour

）
指
出
，
默
克

爾
的
結
論
和
澤
霍
費
爾
的
觀
點
皆
過
於
籠
統
，

缺
乏
實
質
內
容
；
德
國
需
要
突
破
禁
忌
，
對
伊

斯
蘭
問
題
進
行
深
層
次
的
和
區
別
化
的
討
論
。

他
認
為
原
教
旨
主
義
的
伊
斯
蘭
不
屬
於
德
國
，

伊
斯
蘭
屬
於
德
國
的
前
提
是
認
同
民
主
與
人

權
。
從
這
一
意
義
上
說
，
曼
蘇
爾
的
觀
點
並
沒

有
突
破
「
主
導
文
化
」
的
軌
道
。

（
作
者
為
上
海
同
濟
大
學
人
文
學
院
教

授
、
德
國
慕
尼
黑
大
學
哲
學
博
士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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