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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普慈特慈的真主之名 

 

伊斯兰教是讲究道德的宗教，我仅就伊斯兰教的厚德观念阐述一

下伊斯兰教的观点。 

      一、 教德：伊斯兰教以德立教，以

德传教，以德兴教，最为重视道德在宗

教中的作用，所以伊斯兰教认为，这个

宗教是个道德宗教，是以道德教化作为

首要任务的宗教。尤其在确认真主属性

和解释真主创造世界等问题上，更是高

举道德的旗帜。说到“教德”这个词，

并不是泛指宗教道德，而是在说明伊斯

兰教秉承着道德的传统和具有普世的道

德高位并具有道德属性。在古兰经中有

关伊斯兰教，尤其是对独一真主的描述，

代表了伊斯兰教的道德准则，真主不仅

仅是造物主，而且还是道德的化身，为

什么这么说呢，我们看看古兰经如何描述真主的德行，在《古兰经》

中，真主有 99 个尊名。也就是和真主安拉同义的名字，这些名字都

是指称真主的，《古兰经》中提到了真主安拉的许多美妙的名称，而

且在相应的语境中反复地出现。所以很有必要注意安拉尊名的概括意

义与综合含义。这些尊名的解析都从不同角度阐述了真主安拉的大德

与至高的品级。把伊斯兰教的道德归应为真主的品格。这就从根本上

解决的宗教的道德化归属，确立了伊斯兰教的道德属性，确立了以德

立教。在描述真主创造宇宙和世界和人类时，体现了道德的力量，号

召穆斯林遵从道德教化，学习真主的一切德行。 

    二、法德：伊斯兰教在确立了以德立教，真主是道德的最高表现

形式之外，在建立伊斯兰教法规方面也体现了以德立法和法中见德的

特性，伊斯兰教的教法来源于《古兰经》、圣训、类比和决议。具有

不同于其他的特点。第一，它的立法基础是天启的。伊斯兰教法区别

于其它人为法律在于它的立法来源，即安拉的《古兰经》与先知的圣

训。每一位致力于剖析教法论断的创制者，都必须依靠这两种源泉。

所有直接从这两个源泉中分支出现律例、原则也都是依照这两个源泉。

第二，它包含了生活所有的要求。伊斯兰教法区别于其它法律在于它

容纳了人类的三种关系：人与主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社会的

关系，它服务于家教、社会及整个人类：它既包括信仰、功修，又包

括道德、交往;它阐明权利和义务，并接收真主的明、暗的督察：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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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了生活的专门制度和普通制度。具体地说，它包括：1、宗教功

修如：清洁、礼拜、封斋、朝觐、天课、许愿、发誓等人与真主之间

的。 2、社会交往如：婚约、经商、惩罚、担保、礼节等人与人之间

的。第三，它在宗教上具有合法与非法判断的特点。其中包括人为裁

判和宗教裁判两种。第四，它与道德紧密联系。我们知道，任何法律

的设置，都会将宏扬高尚的社会道德置于较高的地位，因为这是维护

制度、安定社会的手段，而伊斯兰教法尤其重视道德方面的建设，它

重视美德，倡导高尚的典范;它制定各种功修目的是为了纯洁人们的

心灵，使其远离禁止：它禁止高利贷，目的是倡导人与人之间的合作、

宽容的精神，并保护需求者;它提倡友爱和互信，反对欺骗和不义;

它尊重人权，号召守约;它禁止饮酒，保护人区别善恶的标记——理

智。第五，它对于违法者实行今后两世的惩罚。一般法律对于违法者

只限定今世上的惩罚，而教法还要对人们内心的恶念如嫉妒、仇视等

进行惩罚，尽管这些内心的犯罪不足以得到今世的惩罚，因为伊斯兰

教法重视倡导使人行好，止人做恶。第六，它同时重视个人利益和集

体利益。当两种利益相冲突时，首先考虑集体利益，当两个人利益相

冲突时，首先考虑受损较大的一方的利益，例如：鼓励集体礼拜，鼓

励交易，反对高利贷等。第七，它是永久的、适于长期执行的法律。

原则性的教法是不会改变的，但涉及到推理、习俗等的利益时，可以

视环境、人文、时间等作适当的调整，但这种调整充其量也只是在社

会交往方面，而涉及信仰和宗教功修方面的教法是不会变更的。 

    通过以上对教法特点的描述，我们明晰的看到，教法的确立也是

体现了伊斯兰道德的属性，以德立法，具体的事例我们可以从宗教法

(念礼斋课朝)，社会法(婚姻法，继承法，经济法等)等条文中感受到。

以婚姻为例，婚姻对人类而言是十分重要的，通过婚姻，不仅能满足

人们的生理需要，而且在心理上、情感上、精神上，也能给人莫大的

快慰;同时还可以生儿育女，完成种族的繁衍，促进人类的发展与进

步。穆斯林的婚姻制度，是根据《古兰经》、圣训和教法而订的。 

    三、人德：我们最熟悉也最被重视的就是伊斯兰教的伦理道德建

设和相关的道德规范，因为是规范人类的行为，所以简称为人德。这

方面的论述实在是太多了，我们简单的论述一下，伊斯兰教的伦理道

德思想和相关规定。伊斯兰教不仅要求人们信仰真主，而且还要遵循

真主为人们制定的伦理道德规范，即《古兰经》所反覆强调的“信主

行善”。伊斯兰教义、教法与它所倡导的伦理道德密不可分，伊斯兰

教的有些伦理道德规范同时又是伊斯兰的教义和教法条款。《古兰经》

处处强调要行善，要公正，禁止作恶、霸道。穆罕默德也很重视道德，

他本人就是一位伦理思想家和道德实践者。他的言行是穆斯林伦理道

德的典范，成为穆斯林仿效的榜样，被尊崇为“逊奈”(圣行)。他说：

“后世之日，信世之功德，分量最重者，是美德，真主最厌恶者是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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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和野性。” “我的使命是为了弘扬一切美德。” 

    伊斯兰教道德观之范围可说是包罗万众，它包括对安拉(真主)

的信从、宗教的仪节、精神的遵奉、社会的行为、决策的制定、知识

的追求、消费的习惯、言谈的态度、以及人们日常生活的其它各方面。

对伊斯兰教的道德观，马明良先生做了十分全面的概括和梳理，本文

主要引述他的观点。他认为，伊斯兰教的道德观的内容主要包括三个

方面：一是调整人与真主之间关系的宗教伦理规范;二是调整人与人

之间关系的社会伦理规范;三是调整人与自然关系的生态伦理规范。 

    1.调整人与真主之间关系的宗教伦理规范。 

“伊斯兰”意为服从真主的意志，而“穆斯林”的意思是顺从者。自

然界的一切存在物都顺从真主的安排，都在真主的驾驭和控制之下。

人作为真主在大地上的“代治者”，应该赞美、崇拜、敬畏、感谢、

喜爱真主。唯有如此，才是“善”的。在伊斯兰教中，《古兰经》是

判断是非善恶的唯一标准或最高标准。其中关于敬畏真主的教训约有

250 处，如：“你们当中最高贵者为最敬畏安拉者。”“真主确是同敬

畏者和行善者在一起。”《古兰经》中关于顺从的教训有 100 处，如：

“顺从真主与使者的人，与真主所赐之先知、贤哲、烈士、义人同在。”

用 Muslim 的话来说，“介乎一位穆斯林与真主安拉之间的关系，乃是

一种爱与服从、全然的信任与关怀、和平与感念、坚定不移与积极主

动的侍奉之关系。” 

    2. 调整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社会伦理规范。 

    伊斯兰教在确定了人与真主之间纵向垂直关系(主仆关系)以后，

还确定了调整人与人之间横向平行关系(兄弟关系)。调整人与人之间

横向伦理关系的规范，就是社会伦理规范。伊斯兰的社会伦理规范内

容很多，但最主要的和最基本的原则有以下几点： 

    第一，真主面前人人平等。《古兰经》指出：“我以你们成为大地

上的代治者，以便我看你们怎样工作。”(10：14)全人类都是真主造

化的，人人都是真主的仆人。因此，人不分部落、民族、种族、地域、

语言、文化、门第、阶级、贫富、强弱，在真主面前一律平等。穆罕

默德更明确地指出：“你们的主是一个，阿拉伯人与波斯人毫无区别，

黑种人与红种人谁也不比谁优越;所不同者只在于敬畏真主，工作善

美而已。”又说：“谁伤害异民族，我便是他的敌人。”还说：“我对你

们而言，虽是圣人，但我们对真主而言，都是他的仆人，我们都是兄

弟姐妹。” “穆斯林是平等的，犹如梳齿一般。”以上种种都说明， 真

主面前人人平等，是伊斯兰教社会伦理规范的基础和根本。 

    第二，人道主义。伊斯兰教有关人道主义的主要内容有：孝敬父

母，慈爱子辈，抚养孤儿，善待奴隶，款待旅客，扶危济困，接济亲

属，亲爱近邻，泛爱众生。《古兰经》指出：“正义是信真主、信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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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天神、信天经、信先知，并将所爱的财物施济亲戚、孤儿、贫民、

旅客、乞丐和赎取奴隶，并谨守拜功，完纳天课，履行约言。”(2：

177)穆罕默德说：“有信仰的人们相亲相爱，相互同情，相互怜悯，

像一个身体一样，如果这个身体上的某个器官生病，其他器官便因此

而出现发烧、失眠现象。” 还说：“谁具有三种美德，真主就用荫影

掩护他，让他进乐园，慈爱弱者，孝敬父母，善待下属。”“不慈小孩，

不尊敬老人者，不是穆斯林;为救护寡妇和贫弱者奔波的人，相当于

主道上的战士和昼夜封斋礼拜的修士。”“你不慈悯人，主不慈悯你。

只有薄福的恶人才无仁慈，也得不到慈悯。”以上种种说明，人道主

义是伊斯兰教社会伦理规范的基本精神和主要要求。 

    第三，中正均衡。伊斯兰对任何事物都主张中正、均衡原则。无

过无不及。在人与人的关系上，既保证每个社会成员的基本权利，又

要他们承担起对社会应有的责任。对个人与集体，既提倡群体价值，

又不抹杀个人个性;等等。由于伊斯兰的社会伦理观强调中庸、均衡，

所以，穆斯林在处理诸如权利与义务、个人与群体等关系时，并不存

在二难选择，其中正、均衡的伦理观使他们能够较自如地处理这些对

立统一的关系。 

    第四，劝善戒恶。劝善戒恶是伊斯兰伦理道德观的重要内容。 

    3.调整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生态伦理规范。 

    伊斯兰教认为，真主创造了自然万物——日月星辰，整个大自然

气象万千、多姿多彩、和谐美妙，有高山、陆地、河流、海洋，还有

空气、阳光、水和生活在地球上的无数种动物、植物。所有这一切构

成了一个协调有序、生机盎然的宇宙大家庭。人类就是这个大家庭中

的一员，而且是真主在大地上的“代治者”。因此，人除了处理好与

真主和同类之间的关系以外，还得处理好同自身赖以生存的大自然之

间的关系。处理好同自然之间的关系，要求人们把握两点，一是接近

自然而不崇拜自然;二是改造自然而不滥用自然。 

    我们对伊斯兰教道德观的主要特点作一番总结：(1)在人与真主

的关系上，伊斯兰要求人们在牢固确立六大信条(信真主、信末日、

信天神、信天经、信先知、信来世)的基础上坚持五大功修(念功、拜

功、斋功、课功、朝功)，在所有领域都要体现人与主之间的主仆关

系。(2)在人与人的关系上，伊斯兰主张人人平等，相亲相爱，和睦

相处。此外，伊斯兰主张在个人与群体之间建立起一种均衡关系，既

保证每个社会成员的基本权利，又要他们承担起对社会应有的责任。

(3)伊斯兰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提出接近自然而不崇拜自然，改造自

然而不滥用自然的中正之道。接近自然为了领悟大自然的奥秘所在，

从而更好地把握宇宙的运动变化规律，坚定自己的信念;改造自然的

目的是通过辛勤的劳动，合理的开发自然来创造幸福美好的人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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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以上我们对伊斯兰教道德的解析和了解，我们知道，教德是伊斯兰

教的道德基础，法德是伊斯兰教的道德途径，而人德是伊斯兰教的道

德结果。完善人性，纯洁善行是穆斯林最终的追求和归宿。但是我们

清楚的看到，宗教倡导的高尚道德理念在社会生活中还远远没有被理

解和遵行，有的无德，有的缺德，有的薄德。离厚德的要求相差很远，

在伊斯兰教组织，在教职人员，在穆斯林信众中，都存在或多或少的

不足和缺憾。有的追求名利，有的卖名显夸，有的沽名钓誉，还有的

追求物质利益的享乐，追求浮华，表现出与一名纯粹和虔诚的信仰者

极大的差距。这些都要在弘扬社会主义道德和宗教道德，践行北京精

神的过程中加以完善和改变。我们深信，作为宗教界人士，一定会在

首都精神文明建设中，在发掘和继承优良的传统文化过程中，不断的

纯洁自身，立行善举，完善人生。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