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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兰经》作为伊斯兰首要的最根本经典，也是伊斯兰最权威的立法依据。《古兰经》作为全世界穆斯林的行动指南，它广泛地影

响了伊斯兰世界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等一切领域。从历史到现在，无论是穆斯林的世俗生活层面还是精神思想层面，《古兰经》

都产生了非常深远而强有力的影响。而从国际的宗教学、伊斯兰研究来看，“东、西方学者，也都将它视为研究伊斯兰的首要必读文

献，视为探索伊斯兰真谛的金钥匙”。① 

一、《古兰经》美学思想的来源 

    《古兰经》作为天启的经典，经典中的美学思想来源是真主的大能和创造力的完美体现，真主的启示和显迹。《古兰经》本身就

是优美的经典，是用优美的阿拉伯语降示，整部〈〈古兰经〉〉就是伊斯兰美学的思想源泉。 

    以《古兰经》为代表的伊斯兰美学的发生和发展，是建立在伊斯兰文化和美学思想的理论基础之上的，而《古兰经》是伊斯兰美

学思想和艺术理论的源泉。《古兰经》中蕴涵着伊斯兰文化特有的审美思想和审美意识，打开《古兰经》，处处突现着审美思维和意象，

比如，夜空灿烂的星光、朦胧的月色、云中降下的雨水、海枣树的花和串串的枣球、以及那田野吃草的牛羊、人的生命的繁育等等，都

无不透射着穆斯林坚信的独一的真主真主的真迹、迹象，并且它们又充满了绝对美的象征意味，是典型的艺术的“审美的喻象化”。从
内容到形式，《古兰经》都是一部美学和艺术的集大成者。 

    “古兰”（Quran）一词，阿拉伯语本意为“诵读”的意思，对穆斯林来说，《古兰经》伴随着他们的日常生活，贯穿他们生生死死的

时间流和生命流，通过经常性的在各种场合的诵读，使《古兰经》首先以其独特的语言和优美的韵律所包含的魅力，深深地感染、浸润

和教化着一代代穆斯林，指引着他们的信仰、提升着他们的精神追求，表达着他们对宇宙、审美、社会和人生的基本态度和理念，体现

了他们对世界真、善、美的价值观和取舍标准。《古兰经》日积月累、潜移默化的诵读和教化，不断培养着穆斯林高尚而丰富的审美体

验、审美情感、审美趣味等精神世界的美学意蕴。迄今为止，《古兰经》因其语言流畅有致，词汇丰富、结构严谨，言简意赅，因而在语

言、修辞、音韵方面，成为所有讲阿拉伯语的国家都遵循的阿拉伯语规范化的标准。《古兰经》的音乐美感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抑扬

顿挫的不同声调，不同段落的关系和正确连读，特定节文中应答和低声祈祷，诵读的停顿。所以，被世界语言学界称为“后世散文的典

范”、“阿拉伯语言规范方面的最高标准”。② 

    《古兰经》的另一个特点是运用押韵。阿拉伯人运用押韵的才能超过其他民族。押韵是指两句或两句以上其尾词的最后一个字

母相同，在阿拉伯语和《古兰经》中一般读作静音，便于阅读，增强文章气势，注重首尾的启承呼应。《古兰经》还运用阿拉伯语特有的

谐音，即在一句经文中或前后句中使用形式相同或相似、但意义不同的两词，由于读音接近，使表达妙趣横生、活泼新鲜。另外，《古

兰经》极大地丰富了阿拉伯语修辞学、韵律学，大量地运用比喻、排比、重复是其语言艺术的突出美学特征。 

    总之，《古兰经》的语言、韵律、修辞等方面构成了鲜明的独特艺术形式，表现了伊斯兰美学和艺术的基本理想和特征。正如著

名的东方学家H.M.菲里什金斯基评价的：“在中世纪，《古兰经》被穆斯林，甚至被那些卷入伊斯兰文化圈子里的异教徒视为艺术技巧

高超无比的杰作。《古兰经》是真宰真主的原话，大约在9世纪，伊斯兰义学家们开始使用适合《古兰经》的一种特殊术语‘伊扎兹’，意思

即‘独一无二性，无法模仿的美。’”③ 

《古兰经》中的主要美学内容    

    《古兰经》作为伊斯兰的最根本的言行指南和历史原典，以它为源泉形成的伊斯兰美学和艺术思想，不仅包涵着人的内在和外

在活动、物质需要和精神追求，以及现实世界、理想世界，而且包涵着个人生活和群体生活，还有人类的物质创造和精神创造，即包涵

人类生活内容的全部。《古兰经》中蕴涵丰富的美学思想，充分地体现了伊斯兰和穆斯林对宇宙、世界、审美、社会、人生的审美理想和

审美意识及其价值判断，也决定了伊斯兰美学与艺术同其它文明形态下的美学（如基督教美学、佛教美学、道教美学）发生、发展道路

和历程的不同。 

对绝对美“真主”的描写 

    每一个穆斯林在每天的礼拜和其他一切庄重的场合，都要诵念“除真主外，绝无真正应受崇拜者，穆罕默德是真主的使者。”这
一伊斯兰的信仰箴言，也是穆斯林表达自己绝对的“信主独一”观念的基本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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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真主的“独一”及至高至上性 

    真主是伊斯兰对宇宙间至高无上的主宰的尊称。《古兰经》中真主有很多名字。每一个名字都代表了真主的一个属性。因此，真

主一词所包含的意义，就不用上帝或真宰等名词称呼真主。《古兰经》中也常常提到“主”字，但是这两个名词也只能表达真主的一部分

属性。老子的《道德经》中说：“道可道，非常道。”同理，真主一词也不是可以用单纯的语言文字说明的。《古兰经》说：“他是真主，是创

造者，是造化者，是赋形者，他有许多极美的称号，凡在天地间的，都赞颂他  ，他是万能的，是至睿的。”（59：24）换句话说，真主一词

包涵了一切美好、伟大的意义。《古兰经》中真主一词一共出现了2790次；主（Lord）字出现了967次；大仁大慈出现了570次，大恕出现

了233次。真主有99个美名，这些名字概括了真主的独一、至仁、至慈、至善等许多属性。如圣洁者（Al-Quddus）、万能者（Al-Aziz）、完
美者（Al-Jahhar）、明断者（Al-Fattah）、公正者（Al-'Adl)、崇高者（Al-'Adhm）、监视者（Al-Raqib）、至睿者（Al-Hakim）、至爱者（Al-
Wadud）、真理（Al-Haqq）、隐微者（Al-Batin）、善慈者（Al-Ra`uf）、创造者（Al-Badi）、永恒者（Al-Baqi）等等，这本身就包含着信仰者对

真主的赞美和歌颂，敬畏和祈求。这99个美名，全面反映了真主的崇高和权威地位。在一些古老的清真寺中，礼拜大殿的墙壁上，曾经

镶嵌着99块用阿文艺术字体书写或雕刻的木版或方砖，每块上有一个真主的美称。在国外精制的一些《古兰经》印本上，卷首扉页和

封底里页，也常用特制方块或圆形图案分别衬托出这99个特殊美称。 

    通览整部《古兰经》，便会感到确认真主独一无偶，创造宇宙，超越万物，具有执掌一切的绝对权威，这是伊斯兰信仰的基础和

核心，比如：“你们所当崇拜的，是唯一的主宰；除他外，绝无应受崇拜的；他是至仁的，是至慈的。”（2：163）“你说：他是真主，是独一的

主，真主是万物所仰赖的；他没有生产，也没有被生产；没有任何物可以做他的匹敌。”（112：1-4）诵读《古兰经》的穆斯林，心灵中对于

真主有最深刻、最完美的概念，也会产生由衷赞颂的激情和丰富的想象。 

    任何人既不能肉眼看到，也不能去假设猜想真主的形象，但真主的概念却那么具体、完整、发人深省。美国著名记者托马斯·李
普曼对此说道：“在现世中，永远看不见《古兰经》中的真主，但永远能够感觉到，因为世上存在的每一样东西和发生的每一件事情，都

是他的迹象” ④ 

    《古兰经》中对独一真主的信仰，与基督教的一神信仰有原则性的区别。基督教承认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而《古兰经》坚

决否认主有妻室儿女，反对三位一体说。比如：“他是天地的创造者，他没有配偶，怎么会有儿女呢？他曾创造万物，他是全知万物

的。”（6：101）；“真主没有收养任何儿子，也没有任何神灵与他同等；否则每个神灵必独占他所创造者，他们也必优胜劣败。赞颂真主，

超乎他们的描述。”（23：91）作为贯穿《古兰经》全经的主线和核心，经文中总是强调真主独一无偶，至高无上，权能无限，是宇宙万类

的创造者；他无始无终，先于万有而永恒长存；他无形无影，一无所在而又无所不在；他广闻博知，明鉴详察。日月星辰的运行，风云雷

雨的变幻，寒暑昼夜的循环，山川草木的发展，乃至吉凶祸福、生死贵贱、成败兴衰的命运，都遵从他的意志。无论是宏观世界，还是

微观世界，无论是物质世界，还是精神世界，现实生活或末日报应，都听凭他掌握。他创造万物而又超绝万物，控制万物而不为任何物

所制约。 

2、真主的绝对权威性 

    《古兰经》中强调真主权威的至上性、权威性，因为“天地的国权归真主所有。真主对于万事是全能的。”（3：189）；“他是宰制众

仆的。他是至睿的，是彻知的。”（6：18）《古兰经》强调真主的创造力是无穷的，他是万物的本源，万物由他所派生。真主的无比权威

性、无限全能性，贯穿于《古兰经》始终。这是由于“他凭真理而创造了天地，他超乎他们所用以配他的。他用精液创造了人，而人却突

然变成了[他的]明显对手。他创造了牲畜，你们可以其毛和皮御寒，可以其乳和肉充饥，还有许多益处。你们把牲畜赶回家或放出去

吃草的时候，牲畜对于你们都有光彩。牲畜把你们的货物驮运到你们须经困难才能到达的地方去。你们的主确是至仁的，确是至慈

的。他创造你们所不知道的东西。真主负指示正道的责任。有些道路是偏邪的，假若他意欲，他必将你们全体引入正道。他从云中降下

雨水，你们可以用做饮料，你们所赖依放牧的树木因之而生长。他为你们而生产庄稼、油橄榄、椰枣、葡萄、和各种果实。对于能思维

的民众，此中确有一种迹象。他为你们而制服了昼夜和日月，群星都是因他的意旨而被制服的。对于能理解的民众，此中确有许多迹

象。[他又为你们而制服]他所为你们创造于大地的各色物品，对于能记取教诲的民众，此中确有一种迹象。他制服海洋，以便你们摄

取其中的鲜肉，做你们的食品；或采取其中的珠宝，做你们的装饰。你看船舶在其中破浪而行，以便你们寻求他的恩惠，以便你们感

谢。他在大地上安置许多山岳，以免大地动荡，而你们不得安居。他开辟许多河流和道路，以便你们遵循正路。他设立许多标志，他们

借助那些标志和星宿而遵循正路。”（16：3—16）经文以及其丰富的意蕴，审美意象的充分展示，表现了真主无所不能、创造无限的造

化之美。 

3．真主的宽容性和仁慈性 

    《古兰经》经文中也不断描述真主的恩惠、特性，强调真主普慈特慈，宽宏大量、降恩赐福，为人类和所有生物提供美好的生活

资源；他赋予人类以理智，使之具有思维辨析、言行举止的自由，而又强调善恶是非，责任自负，咎由自取。他赏罚分明，公断无私，允

许忏悔求恕，惩办顽逆不化。他启发人们用眼观察，用耳倾听，用心多思，不要陷入盲目性，要在大地上游历考察，动脑筋参悟，提高

辨识力。对于真主的宽容性和仁慈性的论述，是《古兰经》中的重点，经文中始终以“至仁至慈”（或译作“普慈特慈”）作为真主最基本的

定语，每章经文之前几乎都有被称为“太思米叶”的“奉至仁至慈的真主之名”就是明证，因此，可以说仁慈性是真主最本质的属性之

一，是至善至美的象征。 

    如《古兰经·开端章》就开宗明义地说：“奉至仁至慈的真主之名。一切赞颂，全归真主，全世界的主，至仁至慈的主，报应日的

主。”（1：1-4）；“游牧的阿拉伯人中有人想借信仰真主和末日，他们自己把所捐献的钱财当作媒介，以获得真主的亲近和使者的祝福。

当然，他们必定要借此而获得真主的亲近，真主将使他们进入他的慈恩之中。真主确是至赦的，确是至慈的。”（9：97-99）；“信道的人，

离别故乡并且为主道而奋斗的人，这等人的确希望真主的慈恩。真主是至赦的，是至慈的。”（2：218）  真主不仅是创造一切，掌管一

切，而且创造的一切，就恰好表现了真主对世人的仁爱、赐悯和关怀，是真主至善至美的最高表现。同时，《古兰经》中经常联系日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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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中的现象，以灵活奔放的语言，音韵铿锵的句式，大段铺陈真主的恩惠、仁爱，以发人深省。 

4、真主的玄妙、创造之美 

    《古兰经》中还说“真主是玄妙的”（33：34）从经典来看，真主的“玄妙”大概有四层含义：其一，真主是万物的创造者，“他在六日

之中创造了天地万物”（11：7）,“他是真主，是创造者，是造化者，是赋形者”（59：24）。其二、真主是无形无状的，“真主超绝万物”
（13：13），“除他所启示的外，他们绝不能窥测他的玄妙”（2：255）。其三、真主是全知的，“众目不能见他，他却能见众目。”（6：103）他
不用眼睛就能够看见，不用耳朵就能够听见，不用脑子就能够知道，因为世上所发生的一切都是他所参与的：“难道你不知道真主是全

知天地万物的吗？凡有三个人密谈，他就是第四个参与者；凡有五个人密谈，他就是第六个参与者；凡有比那更少或更多的人密谈，无

论他们在那里，他总是与他们同在的；然后在复活日，他要把他们的行为告诉他们。真主确是全知万物的。”（58：7）因此，世上发生的

每一件事情也就是真主的“迹象”。其四、真主预知未来的一切，也规定与指导着未来的一切：“我的主是全知幽玄的，天地间微尘重的

事物，不能远离他；比那更小的，和更大的，无一件不记录在一本明白的经典中。”（34：3）“幽玄”，经文中所指预言的目不能见、闻所未

闻的一切事物，大的如世界的末日，小的如每个人死后的复生等等。《古兰经》还说：“他预定万物，而加以引导。”（87：3）、“我们只遇到

真主所注定的胜败”（9：51）。同时，真主还规定着人们的死亡：“不得真主的许可，任何人都不会死亡；真主已注定各人的寿限了。”
（3：145） 

    通过以上对真主这些“玄妙”的美的属性的描述，使我们了解到：尽管伊斯兰与基督教都主张一神论，但基督教的一神论与伊斯

兰的一神论是完全不相同的。基督教主张上帝的“三位一体”。而在伊斯兰这里，真主的使者是穆罕默德，真主的旨意先传达给穆罕默

德，再由穆罕默德告诉世人：穆罕默德是凡人，穆斯林只尊敬他，并不崇拜他。佛教是以佛陀为主神的多神宗教，当然与伊斯兰就更不

同了。另外，伊斯兰的创世学说与中国古代老子学说也不同，老子推崇“无”，认为“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老子》第40章），老子

的“无”是无名无形的混沌状态下的精气，也并非人格神；而真主尽管无形无象，但他却是个实体，是“体用真实的”（20：114）。这就是伊

斯兰的真主，他既是无形无状的，但又是实体；他创造万物，又指导万物，他是独一无二的，他传达给穆罕默德之启示，以教化世人，

可天地人处处又有他的“迹象”。 

    伊斯兰美学观首先强调“认主独一”的宇宙观，认为宇宙万物都是真主创造的。他在六日之中创造了天地万物，他超绝万物。真

主本身是美的最高形式和体现。真主在造化审美万象的同时，也赋予它们以美的内在逻辑和意义。真主既是美的创造者，又是美的体

现者。不断寻求和发现事物内在的美及其意义，并由此体悟真主的存在，从而坚定自己的信仰，是每个穆斯林的天职。的确，美的内在

逻辑和意义存在并始终贯穿于真主创造的一切事物之中，大到宇宙天地，小到细胞粒子。从宏观的宇宙来看，无数天体按照真主设计

的轨道井然有序地运行，勾勒出一幅令人神往的壮观场面。从人类居住的地球来看，真主“从云中降下雨水，你们可以用做饮料，你们

赖以放牧的树木因之而生长。……他为你们而制服了昼夜和日月”（16：10-12）。从微观世界来看，“我（真主）确已用泥土的精华创造

人，然后，我把精液造成血块，然后，我使他变成精液，在坚固的容器中的精液，然后，我把血块造成肉团，然后，我把肉团造成骨骼，

然后，我使肌肉附着在骨骼上，然后，我把他造成别的生物。愿真主降福，他是最善于创造的。”（23：12－14）所有这些，对于能思维的

人来说确实是一种迹象。 

    这些迹象显示了宇宙的和谐美，折射出伊斯兰世界统一性原理的智慧之光。独一真主“真主”的绝对性和完美性是《古兰经》美

学思想的宗旨和核心内容。真主创造了宇宙的秩序美和和谐美。“他创造了七层天，你在至仁主的所造物中，不能看出一点参差。你再

看看！你究竟能看出什么缺陷呢？”（67：3）。天空中的尘埃、云彩和雨水；大地上的山岳、海洋、河流、小溪；还有禽兽、植物和人类，

所有的一切都蕴含着美。“难道你还不知道吗？真主从云中降下雨水，然后借雨水而生出各种果实。山上有白的、红的、各色的条纹，

和漆黑的岩石。人类，野兽和牲畜中，也同样地有不同的种类。真主的仆人中，只有学者敬畏他。真主确是万能的，确是至赦的。”
（35：27-28）。“真主以他所创造的东西做你们的遮阴，以群山做你们的隐匿处，以衣服供你们防暑[和御寒]，以盔甲供你们防御创伤。

他如此完成他对你们的恩惠，以便你们顺服。”（16：81）“他创造诸天，而不用你们所能见的支柱；他在大地上安置许多山岳，以免大地

动摇，使你们不安；他在大地上散布各种动物。他从云中降下雨水，而在大地上滋生各种优良的植物。”（31：10）“真主用水创造一切动

物，其中有用腹部行走的，有用两足行走的，有用四足行走的。真主创造他所意欲者，真主对于万事是全能的。”（24：45）“我确是能使

万物生，能使万物死的；我确是万物的继承者。”（15：23）。  诸如此类的经文多不胜举，  表明真主是宇宙的缔造者，天地万物是真主的

完美作品，是“大美不言”的绝对美的特性的显现，即真主的完美性的体现。他赋予世界万物以生命活力和运动，鸟翼上的每根羽毛，

都有柔和的色泽，精美的形状；刚出壳的小鸟，稚弱可爱；小溪潺潺，河流滂沛；大海汹涌；困倦的夜空一片宁静，夜色强弱变幻；黎明

时分，呼吸充满活力，所有这些，都是美，它们都遵循着宇宙的法则，是那样的有序、完美，都表现着特有的均衡和和谐。 

5、真主99个美名的分类 

    《古兰经》在论述真主的大能、独一、造化和养育万物的属性同时，在许多经文中也不断描述真主的恩惠、特性，强调真主普慈

特慈，宽宏大量，降恩赐福，为人类和所有生物提供美好的生活资源；他启发人们要细心观察，用耳听，用眼睛看，用心领会，要运用

自身的理智，来辨别、参悟宇宙万物，以提高认识能力。所以，真主又是人们敬畏和歌颂的美的对象，《古兰经》正文中曾经4次提到真

主“有许多极美好的名号”（7：180/17：110/20：8/59：24）。据经学家统计，真主  有99个美名，它们全面地反映了真主崇高无比的权威

和地位，并将其分为两大类：强调威严的尊名；强调仁慈的尊名。强调威严的尊名的，读之令人敬仰，如圣洁的、笃诚的、庄严的、尊大

的、至高的、卓越的、护善的、创始的、赐生的、高贵的、唯一的、万能的、崇高的、永存的、继承的、坚忍的。而形容真主仁慈的尊名，

则令人敬爱，如普慈的、独慈的、安宁的、造化的、起造的、赐予的、开恩的、广阔的、公道的、温柔的、慈祥的、广恕的、仁慈的、宽容

的、智慧的、慈爱的、报赏的、宽恕的、怜悯的、均衡的、光亮的、优秀的、博施的、维护的、受赞的。这些都是真主的“名称和属性”，真
主真主正是通过这些名称和属性与人类建立了相互关系的，表现出了真主的普慈特慈。99个美名总称为“美德”（al-Asma  al-Huana）,
真主与人的交往是一种美好的关系，而伊斯兰的美学源泉也因此而开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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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兰经》中对“真主”的美的属性的陈述，是全部经典中美学思想的核心，真主是最美的存在，真主以最优美的形态创造了人

类，真主创造的一切是和谐的、美妙的存在物，真主的属性和美名都时时处处体现出伊斯兰“认主独一”信仰的完美性、整体性和纯洁

性。真主之美决定了伊斯兰的和平、中正、和谐、美好，永远追求真善美相互统一的本质规律。也是我们研究伊斯兰美学思想的基本出

发点和立足点。 

注释： 

①(林松著〈〈古兰经知识宝典〉〉，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9月版，第5页。 

②刘开古著《阿拉伯语发展史》，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57页。 

③仝道章译：《古兰经中阿文对照注释本》，南京，译林出版社，1989年版，引得及注释第19页。 

④[美]托马斯·李普曼著，陆文亮、英珊译：《伊斯兰与穆斯林世界》，北京，新华出版社，1985年9月版，第7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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