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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 研究動機 

 

法國以「嘲諷」出名的查理周刊雜誌社日前發生恐怖襲擊事件，相關報導

的標題大都是「恐怖份子」、「捍衛正義」、「言論自由」……等等字眼，將穆

斯林這起以「先知不可褻瀆」為訴求的恐怖攻擊視為對言論自由的挑戰。甚至，

在不久之後，西方各國的總理、總統手牽著手，帶領人民在巴黎街頭遊行。法國

總理歐蘭德在哀悼時表示：「法國被擊中了心臟」，一方面指法國的立國信念之

一 ：政教分離，另一方面則指言論自由和宗教自由面臨的困境。 

 

中東戰事不斷，不管是內戰抑或是和西方國家的衝突，敘利亞、伊拉克……

等國家，幾十萬幾百萬位難民和罹難者，鮮少能看到西方一位總統或總理為他們

發聲、走上街頭踏出一步，但這次槍擊事件，為了十二位雜誌編輯，他們站出來

了？這不禁讓我們思考西方世界和伊斯蘭世界之間文化的衝突和包容，也開始探

討言論自由的界限，以及穆斯林在西方文明下對自己身分的認同：我是法國人還

是穆斯林？我該享受被賦予的言論自由還是捍衛宗教的表態權利？ 

 

二、 研究方法及目的 

 

  我們希望透過上網查詢相關資料及論述、觀看相關新聞片段及閱讀書籍等方

式，來釐清查理周刊槍擊案的事件始末及其發生的遠近因，並探討穆斯林在世俗

法國中的特殊性，期能得出一個法國多元民族更好的公共領域相處模式。 

 

貳●正文 

 

一、查理周刊槍擊案事件始末 

 

〈一〉 槍擊案事件始末 

 

法國以「嘲諷」、「Second degree」出名的查理周刊雜誌社日前發生恐怖

襲擊事件，兩名穆斯林持槍闖入查理周刊編輯室，大喊：「我們為先知復仇了！」

便朝著編輯們開槍，共造成 12 死 11 傷。查理周刊多年以來都以嘲諷的方式評論

時事，除了伊斯蘭教之外，天主教、政治人物也是他們著筆的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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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穆罕默德被基本教義派打敗了 

 

（圖一資料來源：新浪讀書（2015）。嘻笑怒罵無上限 《查理周刊》漫畫挑戰

禁忌。2015 年 8 月 23 日，取自

http://book.sina.com.cn/news/c/2015-02-28/0917726656.shtml） 

 

西方諷刺漫畫歷史悠久，在攝影技術發達之前，諷刺漫畫是各大報紙、雜

誌表達其政治立場的一種形式。對宗教及文化開放的西方國家來說，這樣的諷刺

文化是自我解嘲的方式，也是他們享有言論自由的一種表徵。但對多數伊斯蘭國

家來說，他們並沒有這樣的文化。查理周刊對先知的褻瀆以及對伊斯蘭教義的諷

刺，無疑激起了部分穆斯林的不滿。在十幾年間，他們嘗試各種方法，包括法律

途徑，來表達他們的宗教自覺被侵犯的感受。例如，2006 年查理周刊就因轉載

了日德蘭郵報上諷刺穆罕默德的漫畫，而遭到法國的「穆斯林信仰理事會」(The 

French Council for the Muslim Faith) 提告，但最終以周刊以言論自由、維護世俗

主義為訴求勝訴而收場。法國秉持「自由、平等、博愛」，這使法國的言論自由

幾乎可以無限上綱。在不斷的訴求失敗以及查理周刊持續的嘲諷之下，在 2015

年 1 月 7 日終於爆發了震驚全球的查理周刊槍擊事件。 

 

（二）後續影響及行動 

 

法國政府將此事件定調為恐怖攻擊行在動，1 月 7 日晚間，西方各國總統、

總理帶領超過十萬法國人上街，1 月 10 日法國各大城市亦舉辦遊行，人們高舉

著「我是查理」、「無畏」等標語，聲援查理周刊的言論自由，包括德國、美國、

英國、俄羅斯等各國政府皆齊聲譴責恐怖攻擊的行為。而在事件發生一周後，查

http://book.sina.com.cn/news/c/2015-02-28/0917726656.shtml
https://translate.googleusercontent.com/translate_c?depth=1&hl=zh-TW&prev=search&rurl=translate.google.com.tw&sl=zh-CN&u=https://zh.wikipedia.org/wiki/%25E6%2597%25A5%25E5%25BE%25B7%25E8%2598%25AD%25E9%2583%25B5%25E5%25A0%25B1%25E7%25A9%2586%25E7%25BD%2595%25E9%25BB%2598%25E5%25BE%25B7%25E6%25BC%25AB%25E7%2595%25AB%25E4%25BA%258B%25E4%25BB%25B6&usg=ALkJrhgiY8G0XxeDbjjMOr8FPLpwuxl84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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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周刊再度發行，銷售量破百萬本，其封面為穆罕默德手持「我是查理」的標語，

標題是「一切都被原諒」，編輯並表示，查理周刊不會因此而沉默。 

 

這場盛大的遊行除了悼念在此次槍擊事件中喪生的查理周刊編輯們之外，

也讓全世界看見了法國對於言論自由、世俗主義的堅信。但這場遊行不禁讓我們

思考，近年來西方國家直接或間接的在伊斯蘭世界掀起一陣陣波瀾，戰事不斷，

死傷人數已達數百萬人，從來沒有一位西方國家元首站出來捍衛受戰火之苦的穆

斯林的人權，但這次他們卻因十幾名法國人而走上街頭。這場遊行是否可能更加

激化穆斯林及西方國家間的衝突？而穆斯林長年以來被冠上「恐怖份子」的現象

是否也會更加鮮明？ 

 

 

圖二：法國人民於 2015 年 1 月 10 日為捍衛言論自由走上街頭 

 

（圖二資料來源：林詠心（譯）（2015）。誰是查理？ 再思查理事件後的集體狂

熱與言論自由。2015年 8月 23日，取自 http://www.coolloud.org.tw/node/81723） 

 

幾個月之後，查理周刊發行人索瓦索圖（Laurent Sourisseau），宣布查理周

刊將不會再以諷刺穆罕默德為題材。索瓦索圖接受訪問時表示：「這個想法有點

奇怪，但我們是藉刊登穆罕默德的漫畫捍衛創作自由，現在任務完成，我們不會

再刊登先知的漫畫。」（索瓦索圖，2015）和不久前那盛大的遊行引起的撻伐、

怒火相比，查理周刊這次的行動是一種退讓、尊重及妥協，暫時為查理周刊槍擊

事件畫下句點。 

http://www.coolloud.org.tw/node/81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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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穆罕默德手持寫有「我是查理。（Je suis Charlie）」的牌子。 

 

（圖三資料來源：李奧納多卡布奇諾（2015）。我們如何能是查理。2015 年 1 月

14 日，取自 http://www.thinkingtaiwan.com/content/3616） 

 

二、穆斯林在法國的身分認同及地位 

 

〈一〉 法國穆斯林的政治經濟現況 

 

法國穆斯林的歷史大約可回溯到 19 世紀初，但是要一直到二戰後，由於經

濟重建時期需要大量勞動力，因而放寬移民限制，才開始出現大規模的北非穆斯

林移民潮。現今法國穆斯林人口為全歐洲國家中最多，佔全法國近一成人口。但

為數眾多的北非穆斯林和其他歐洲移民比起來，經濟方面的困境卻是相對嚴重，

例如，法國穆斯林青年失業率就高達百分之四十。 

 

〈二〉 法國穆斯林的宗教認同及言論自由困境 

 

對法國境內的穆斯林來說，有兩個時而會產生角色衝突的身分，分別是法國

公民及穆斯林，主張世俗主義（Laïcité）及政教分離的法國認為在社會生活及政

治活動中都該擺脫宗教的控制，舉例來說，2004 年法國通過的《禁戴宗教飾物

法》，明文禁止公立學校學生在校內配戴突顯自己宗教的服飾，包括如伊斯蘭教

的面紗、猶太教圓帽皆屬之，2010 年又再通過的《禁戴蒙面頭巾法案》，則明

文禁止婦女在公共場合佩戴頭巾，儘管法國總統薩科奇宣稱：「蒙面長袍不是信

仰問題，而是關係婦女的尊嚴和自由。我們不能接受婦女被切斷所有社會交往、

剝奪身分。」（尼古拉‧薩科吉，1955）對於部分伊斯蘭婦女來說，佩戴頭巾卻

http://www.thinkingtaiwan.com/author/3615
http://www.thinkingtaiwan.com/content/3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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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實現自己宗教信仰的方式之一，「伊斯蘭信仰在進入法國，法國也在以世俗社

會的標凖規訓伊斯蘭信仰。」（王詩聰，2015）  

 

三、法國穆斯林的言論自由及宗教表達自由 

 

〈一〉法國的宗教自由：世俗主義與政教分離及其爭議 

 

自法國大革命以來，法國主張自由、平等、博愛，在公共生活中去除一切

符號、歧視。以自由、平等的面向來探討，英國作家喬治．雅各布．霍利約克（George 

Jacob Holyoake）提出的世俗主義可說是法國立國最重要的根本之一。世俗主義

簡單來說就是政教分離。對法國人而言，宗教自由是私人的，不應該被帶入公

領域中，宗教應該要跟公眾生活保持距離。 

 

而隨著法國境內穆斯林人口增加，最初針對天主教的政教分離政策也逐漸

轉向了伊斯蘭教及其他宗教。如在 2004 年通過的《禁戴宗教飾物法》便是一例。

（見上文，〈二〉法國穆斯林的宗教認同及言論自由困境）對法國人來說，立法

消除在公領域的一切宗教符號是他們捍衛世俗主義的方式，他們仍然尊重每個人

私下的宗教自由，但同時維護其他非信仰者在公共場合中的宗教自由。另一方面，

反對相關法律的人們認為，這樣的世俗主義其實是侵犯了宗教表達自由。也有人

認為，伊斯蘭教並沒有經過世俗化的過程，不應該將西方的自由觀念強加在穆斯

林身上。 

 

〈二〉西方世界的普世價值及伊斯蘭體制的特殊性 

 

自三十年宗教戰爭以來，西方國家便確立了政教分離制度，而「伊斯蘭教既

為西方社會最為熟悉的非西方宗教，自然成為了宗教「他者」（the other，又譯

「異己」）的代表。」（蔡源林，2011）並且由於大部分伊斯蘭國家政教合一的

體制未曾經歷世俗化的分離，對許多穆斯林來說，其宗教與政治生活是密不可分

的，穆斯林身分形塑了個人身分認同的一部分，這核心的差異塑造了「西方文明」

對「東方文明」的感受與評價。 

 

由美國政治學者杭亭頓的文明衝突論可略觀一二。在 1990 年代冷戰結束後

不久，杭亭頓提出了文明衝突論，認為以文明為單位的世界秩序正在建構中。「在

比較大的衝突中，全球『真正的衝突』在於文明和野蠻的衝突。」（杭亭頓，1997）

西方文明必須團結起來，以保護自身不受其他非西方文明——尤其伊斯蘭文

明——的挑戰。「世界各大文明的核心國家都捲入全球戰爭，最可能的情況是回

教徒對上非回教徒。」（杭亭頓，1997）這和日裔美籍學者福山所認為的「歷史

的終結」，意即自由民主已經克服君主制、法西斯主義與共產主義，並將取代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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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形態的衝突。「自由民主可能形成『人類意識型態進步的終點』與『人類統治

的最後型態』，也構成『歷史的終結』。」（法蘭西斯．福山，1993） 

 

然而我們認為，「普世」自由民主的世界尚未來到，現今意識形態的衝突，

亦非文明對野蠻。伊斯蘭文明某方面來講的確是可以與西方文明「抗衡」的，但

以「文明」為單位界定衝突似乎不夠全面。舉凡資源、利益的爭奪，或政治權力

的角力，無論是不是在檯面上，都在世界性的衝突中扮演著相當的角色。這些都

不單以文明衝突簡化之，或企求民主自由的空洞理想，未來仍有待更真誠的互信

互重才能開啟更深遠的對話空間。 

 

此外，就如同巴勒斯坦裔美籍學者薩依德所論，東方主義者，也就是過去研

究東方伊斯蘭世界的西方學者，對東方的理解往往是充滿想像的，並且將之視為

和「我們」不一樣的「他者」。在薩伊德看來，杭廷頓的文明衝突論「譁眾取寵，

只能夠強化人們防衛性的傲慢自大，但卻無助於批判性的理解我們這個時代中，

複雜的相互依存關係。」（薩伊德，2002），似乎對薩伊德來說，將龐大的群體

分為只有文明與文明間的對決，是太過簡化且限縮的。此外，自 911 事件以來，

美國日益增長的反恐意識化為在各方面對伊斯蘭顯隱性的歧視，挾帶傳播媒體的

巨大力量，加以歐洲反移民潮某種程度上顯現出來的歐洲極右派主義的興起，都

不知不覺的在西方世界人民的心中，勾勒出一幅反恐、反伊斯蘭的巨大形象。 

 

參●結論 

 

綜合以上，從西方世界和伊斯蘭世界之間歷史的發展，到近代的互動，我們

或許可以想見，查理周刊槍擊案所涉及的議題，恐怕不僅止於表面所見宗教表達

自由而已。伊斯蘭與西方世界之間複雜的關係，以及兩方不對等的言論身分，在

這樣的狀態下，我們必須思考，若公共領域的討論中，發表言論的機會與權利實

際上並非平等，言論自由的界線是否應該重新設定？主張「自由、平等、博愛」

的世俗法國，是否該更仔細思考事件背後拉扯出來的脈絡？我們認為，「自由」

應是建立在不傷害他人權益的基礎之上，就如美國大法官霍姆斯（Oliver Wendell 

Holmes）所說的：「我揮舞雙拳的權利，只到你的鼻子前為止。（My right to swing 

my fist ends where your nose begins.）」（霍姆斯，1841）而宗教及政治上的衝

突，更應該以互相包容、尊重為展開討論的起點。 

 

這樣一個悲劇並不是個別的單一事件，它帶出的是後殖民時期歐洲國家引進

的大量穆斯林勞動力及其家庭，長久以來與世俗法國社會共存的困境。儘管法國

萬人遊行聲援查理，我們卻認為，以「言論自由」來框架問題讓人們太輕易的略

過了許多事件背景，因此我們要說：「我不是查理。」並非因為我們不認同言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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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的重要性，而是因為我們希望能藉由跳脫這個輿論媒體訂出的討論框架，進

而更廣遠的看待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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