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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兰经中的人  
 

第一章 伊斯兰世界观中的人 

在伊斯兰世界观中，人并不只是一个直立行走、具有手脚
和两条腿且能言会语的动物。在《古兰经》看来：人这个
存在物的概念要比这更深奥，是无法用这么几个简单的词
汇就能给人这一具有高深思维的高级动物下一个具体确切
的定义的。《古兰经》在赞扬人类的同时，也谴责了人类
。《古兰经》对人类给予了最高的赞扬，也提 

出了最严厉的指责。《古兰经》一方面称人类要比天地万
物、天使更优越，另一方面又称人类要比恶魔更可恶。从
《古兰经》的角度来看，人是一个能够征服世界，天使们
也为其顶礼叩首的存在物。与此同时人却又是低级趣味的
存在物。因此，这就需要人自己做出正确的选择，自己确
定自己的命运。让我们总结一下《古兰经》 

中赞扬人类的经文，以题为“人类的价值”开始我们的这一论
题。 第二章 人类的价值 一、 

人类是真主在大地上的代理人 

“当时，你的主对众天神说：‘我必在大地上设置一个代理人
，’他们说：‘ 

我们赞你超绝，我们赞你清净，你还要在大地上设置作恶
和流血者吗？’他（真主）说：‘我的确知道你们所不知道的
。’” （《古兰经》 ２：３０） 

“他（真主）以你们为大地的代治者，并使你们中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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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超越另一部分若干级，以便他考验你们如何享受他（真
主）赏赐你们的恩典。” （《古兰经》 ６：１６５） 

二、人类是万物之灵 

“他将万物的名称都教授阿丹，然后以万物昭示众天使说：‘

你们把这些事物的名称告诉我吧！如果你们是诚实的。’ 

他们说：‘赞你超绝，除了你所教授我们的知识外我们毫无
知识，你确是全知的、确是至睿的。’他说：‘阿丹啊！你把
这些事物的名称告诉他们吧！’当他把那些事物的名称告诉
了他们时，真主说：‘难道我没有对你们说过吗？我的确知
道天地的幽玄，我的确知道你们所表白的和你们所隐晦的
。’” （《古兰经》 ２：３１－３３） 

三、人类是认识真主的常道的，他们从内心底里是知道自
己的养主的。人类否认和怀疑真主的存在的最终结局就是
心里有病，误入歧途。   

“当时，你们的主从阿丹的子孙的背脊中取  
出他们的后裔，并使他们招认。主说：‘难道我不是你们的
主吗？’他们说：‘怎么不是呢？我们已作证了。’” 

（《古兰经》 ７：１７２） 

“在不可抗拒的日子从真主来临之前，你们当趋向正教。在
那日，他们将彼此分离。” （《古兰经》 ３０：４３） 

四、 

在人的生命中，除了象在植物，花草和动物中所具有的物
质因素之外， 生命的角度来说是一个组合体。 

“他精制他所创造的万物，他最初用泥土创造人，然后用贱



٣ 

 

 

水的精华创造他的子孙，然后使他健全，并将他的精神吹
在他的身体中，又为你们创造耳目心灵，你们很少感谢。” 

（《古兰经》 ３０：７－９） 五、 

创造人是有目的的，并不是偶然的，人是真主所选择的。 “ 

他的主挑选了他，饶恕了他，引导了他。” （《古兰经》 

２０：１２２） 六、 

人具有独立自由的人格，是真主的信托物，肩负有使命和
职责，真主要求人通过劳动和发明来繁荣大地，通过自己
的意志在幸福和倒霉这两条道路中作出选择：   
“我确已将重任，信托天地和山岳，但它们不肯担负它，它
们畏惧它，而人却承担了。” （《古兰经》 ３３：７２） 

  
“我确已用混合的精液创造人，并加以考验，将他创造成聪
明的，我确已指引他正道，他或是感谢或是辜恩。” 

（《古兰经》 １６：３） 七、 

人主观上有一种的尊严荣耀和优越性。真主使他优越于其
它所有被造物，只有人真正地认识到自己的真实地位，并
珍惜自己的尊严和荣耀，才优越于万物，才能成为万物之
灵。   
“我确已优待阿丹的后裔，而使他们在陆上或海上都有所骑
乘，我以佳美的食物供给他们，我使他们大大地超过我所
创造的许多人。” （《古兰经》 １７：７０） 八、 

人是具有道德良心，同时也是懂得廉耻的。 

“以人的灵魂及使它均衡，并启示他善恶者发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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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兰经》 ９１：７－１０） 九、 

人只有通过记念真主才能获得镇静，人的贪心是无止境的
。   
“他们信道，他们的心境会因记念真主而安静，确实，一切
心境因记念真主而获得安宁。 （《古兰经》 １３：２８） 

  “人啊！你必定勉力工作，直到会见你的主。” 

（《古兰经》 ８４：６） 十、 

大地上的一切恩惠都是为人类而创造的。 “ 

他为你们创造了大地上的一切。” （《古兰经》 

２：２９） “他为你们而制服了天地万物。” 

（《古兰经》４５：１３） 

十一、人被创造是为了只崇拜真主，只服从真主的命令。
服从真主的命令是人的天职。 

“我创造精灵和人类，只为要他们崇拜我。” 

（《古兰经》５１：５６） 十二、 

人只有在崇拜真主，记念真主的道路中才能够找到自我。
如果人忘记了真主就等于丢失了自我，他也不会知道，他
自己是谁，是为什么来到这个世界上，应该做什么，将回
到哪里去？ “你们不要象那些忘却真主， 

故真主使他们忘却自身的人们一样。” （《古兰经》 

５９：１９） 十三、 

当人离开这个世界之时，遮盖他生命的幔帐将被揭起，今
天对于他来说，被遮盖的事实在那时将被全部揭示。   
“你确已忽视了此事，现在我已揭开你的蒙蔽，所以你今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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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眼光是锐利的。” （《古兰经》５０：２２） 十四、 

人并不只为了物质利益而工作，或为了物质需求而生活。
人往往是为了追求自己崇高的目标和理想而努力奋斗的，
人完全可以只为了博得创造主的喜悦而加倍地努力工作。 

   “安宁的灵魂啊！你应当喜悦地， 

被喜悦地归于你的主。” （《古兰经》８９：２７）   
“真主向信仰正教的男女许诺，将让他们进入下临诸河的乐
园，并永居其中，他们在常住的乐园中将拥有美丽的住宅
，而真主的喜悦则高于所有一切，这就是伟大的成功。” 

（《古兰经》 ９：７２） 

综上所述，从《古兰经》的角度来说，人是真主选择专门
作其在大地上的代理者的。人的一半是精神的，一半是物
质的。人具有认识真主的天性；人是自由独立的；是忠于
真主的；人是自己的负责者；人也是大自然和天地的征服
者；人是懂得善恶的。人的存在从软弱无能开始到年富力
强和完美；人只有通过记念真主才能获得心灵 

的平静；人的工作能量是无穷尽的；人是拥有主观上的尊
严与荣耀的；人的一些动机往往是没有任何物质色彩的；
人具有享受真主赐恩的合法权利；人面对真主是负有责任
的。 第三章 违背价值观的人 

在《古兰经》中，人在得到真主的赞美的同时，也遭到了
真主最强烈的谴责。     
“人确是不义的，确是无知的。” （《古兰经》33：72）  
    “ 人对于自己的养主来说确实是辜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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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兰经》22：66）      
“绝不然，人确是悖逆的。因为，他自己是无求的。” 

（《古兰经》96：6-7）     “人是急躁的。”    

（《古兰经》17：11）    

“当人遭遇灾害的时候、便卧着、或坐着、或站着向我祈祷
，等我解除他们的灾害后，他们就继续作恶，仿佛不曾祈
求我解除他们的灾害一样。过分的人们是这样为他们的行
为所迷惑的。 ” （《古兰经》10：12） “人是吝啬的。” 

（《古兰经》17：100） “人是争辩最多的。” 

（《古兰经》18：54） 

“人确是被造成浮躁的，遭遇灾殃的时候是烦恼的，获得财
富的时候是吝啬的。” （《古兰经》70：19-21） 第四章 

美还是丑 

请问，从《古兰经》的角度来看人是一种美的存在物还是
丑陋的存在物？ 

人是否是一个具有两种性格的存在物，一半是光明，另一
半是黑暗。《古兰经》为什么在给予人以最大的赞扬的同
时，又对人进行强烈的谴责和贬低呢？    
事实上，《古兰经》对人的一褒一贬并不是因为人具有两
种性格，一半是值得赞扬的，另一半是应该受到指责的，
而是《古兰经》认为，人从根本上来说是具有所有完美与
美德的潜能的，必须把这些潜能挖掘出来，这就需要人自
己做出选择，自己应为自己的命运绘制蓝图。使人从根本
上拥有美德与完美的根本条件就是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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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通过信仰可以在真主的道路中保持敬畏感，并争先恐后
地做好事，为博得真主的喜悦而努力奋斗。只有通过信仰
才能使知识和科学免遭有着放肆本性的人的恶意利用，也
只有正确的信仰才能够使科学知识成为有益的工具。 因 

此，真正的人是真主的代理者，是值得天使为他顶礼叩头
的，天地间的一切都是为他而创造的，同时，他拥有所有
美德。人是需要信仰的，是不能缺少信仰的。没有信仰的
人是残缺不全的，这样的人是贪得无厌的，是好战的，是
吝啬的，是忘恩负义的，是不讲信义的，也是比牲畜更丑
恶的。     
《古兰经》已明确地告诉人们，哪些人是应该受到指责的
，哪些人是值得赞扬的。从这些《古兰经》经文中得出的
结论是，没有正确的信仰，背离真主的人是不真实的人。
人如果只信仰独一的真主，并以记念真主而获得心理上的
平静，这样的人才具有所有的美德。凡背弃这一真理，即
：背弃了真主的人，犹如一棵断了根的 

果树。在此我们可以用两节经文来说明这个问题：   
“以时光盟誓，一切人确是在亏折之中，惟信道而且行善，
并以真理相劝，以坚忍相勉的人则不。” 

（《古兰经》第103章）   
“我确已为火狱而创造了许多精灵和人类，他们有心却不用
去思维，他们有眼却不用去观察，他们有耳却不用去听闻
。这等人好象牲畜一样，甚至比牲畜还要迷误。这等人是
疏忽的。” （《古兰经》7：179） 第五章 多面性的存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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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我们已经明白，尽管人与其它动物之间是有着
许多共同的方面，但是，人与其它动物还是有着巨大的区
别。人是一个由物质和精神组合而成的存在物。尽管人与
其它动物之间有着许多共性，但是，人与其它动物之间仍
具有本质上的区别，这些区别可分三个方面： 1． 

理解和发掘自我与世界。 2． 控制着人的引力。 3． 

受引力和选择影响的质量。 关 

于认识和发现世界方面，动物的感官是它认识世界的途径
和工具。在这一方面，人与动物是完全相同的。有时，有
些动物在这方面要比人更强。人或动物通过感官而获得的
认识是很肤浅的，也是表面上的，它是无法认识到事物的
本质及其逻辑关系的。但是，人在认识和发现世界与自我
中所具有的能力是其它动物所不具备的，那 

一能力就是理智。人通过理智的力量可以认识世界的总的
规律和法则。在认识世界发现自然界的总规律和法则的基
础上充分地利用大自然。我们曾说过，理性认识是人存在
的最复杂结构，这一复杂的结构如果得到认真的重视，将
是认识人本身的大门。人可以通过这一认识直接达到通过
感官所认识不到的东西，人对具体事物之外 

的事物的认识，尤其是人对真主所具有的哲学性认识就是
通过这一奇异的潜能所获得的。 

关于引力方面，人与其它动物一样，均受到着物质和自然
引力的影响，饿了吃饭，渴了喝水，困了休息等均使人趋
向物质和自然，而人的精神引力则使人倾向非物质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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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没有轻重，没有体积的事物。迄今为止，被发现的认
识和得到肯定的精神引力的原则如下： 一、知识 人 

追求知识并不是只为了征服大自然和使其有益于自己的物
质生活。人具有着追求真理的特性。掌握知识和能力对于
人来说是一种享受。了解过去，可以使人能够更好地生活
和承担起职责来，其本身也是人的一种需求。人如果知道
宇宙和天体中所存在的奥秘，尽管知道与不知道对他的生
活都不会起到多大的影响，但是他更多的还 

是想知道那一奥秘。从根本上来说，人是厌恶愚昧而热爱
知识与科学的。因此，知识是人存在的一个精神支柱。 

二、良好的道德 人 

所做的一些工作不是只为了获得利益或消除损失，而是受
一系列被称之为道德感情的影响而完成的。他只所以完成
那一工作是他相信，人性是这样要求他的。比如，当人处
在恶劣的环境之中，或在茫茫的沙漠之中，前不见古人后
不见来者，周围除了自己之外一无所有，死亡随时都在威
胁着他，在这时忽然有一个人奔来向他伸出 

了援助之手，并把他从死神的手中拯救了出来，然后，这
两个人又分道扬镳，两个人在分别了多年之后又重新相见
，请问那位得到拯救的人面对自己的救命恩人会无动于衷
，丝毫不会有所表示吗？回答是肯定的。因为，善有善报
，对行善做好事的人表示感谢是一种义务。如果一个人在
困境中得到了别人的帮助，然而事过之后就 

忘了这个人对他的好处和帮助，或是对之没有做出任何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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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那么，他的良心到哪里去了呢？ 

当然，在第一种情况中，他的良心会赞扬他，说他做得对
。而第二种情况，则将遭到自己良心的谴责。正如《古兰
经》所言，人的良心将告诉人，“善有善报”。（《古兰经》
55：60）。同样，人的良心也命令人，应该以善报来感谢
行善的人，对知恩必报者也应给予赞扬，同时也必须谴责
忘恩负义的人。所有这一切，均出自于人的道德良心，因
为这种行为被称之为良好的道德。 人 

的许多工作其标准就是良好的道德。换句话说，人的许多
工作是因他所具有的道德价值观而完成的，并不是因为物
质利益。这也是人的一种特性，是与人的精神有关的，同
时也是人的精神的一个方面。而其它动物则绝对没有这样
的标准。良好的道德对于动物来说没有任何概念和意义，
道德价值观对它来说也是没有丝毫意义的。 三、美 爱 

美之心人皆有之，人生活的重要部分是由美所组成的。人
极力地把美带入自己的整个生活之中，无论是在冬天还是
夏天都喜欢穿美的服装，人尽可能地要把衣服做的得体，
同时对其颜色和质料也非常讲究。人在为自己建造住宅时
最重视的就是美观，甚至对自己吃饭时用的桌布、餐具都
极为讲究。人最喜欢与五官端正、英俊美 

貌、且有才华的人交往。 

但是动物却没有爱美之心，绝不讲究衣食住行是否美观大
方。 四、崇拜 人 

的精神的最持久最原始的体现之一，和人的存在的最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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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柱之一就是人的崇拜意识。对人类历史进行的研究证明
：无论在什么时候或什么地点，只要有人存在，就有崇拜
存在。只是崇拜的形式和被崇拜的对象不同。从崇拜的方
式来说，有人一边唱一些赞歌，念祈祷词，一边集体跳舞
和举行各种仪式；有做各种谦恭的动作，念 

最崇高的赞词和祈祷词等。从崇拜的对象来说，从崇拜石
头、木头开始，一直到崇拜无始无终的本体（真主）。 

崇拜真主是人的天性，而众先知们则给人们教授了怎样崇
拜真主的方式方法，并阻止人们崇拜除真主之外的任何物
。 根 

据宗教原理，以及在一些宗教学家们看来，人类一开始是
信仰一神论和崇拜独一的真主的，由于人慢慢地误入歧途
和迷误才开始崇拜起偶像、月亮、星辰等。人类并不是在
一开始就崇拜偶像，或崇拜人或其它被造物，后来随着文
明不断地完善才崇拜起独一的真主的。通常所称的宗教感
，也就是崇拜意识在所有人的心中都存在。 

正如著名学者艾利克 . 

富鲁姆所言:“人也许会崇拜动物、树木、或泥做的偶像、或
石头、或看不见的主宰、或贤人、或具有恶魔属性的领导
者。人也许会崇拜一些哲人、民族、阶级、自己的政党或
金钱。人也许会认为他对宗教所具有的信仰要强于非宗教
的信仰。也许正好相反，他会认为没有任何宗教存在。但
是问题的根本在于，并不是他是否信仰 

宗教，而是他信仰哪一种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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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廉.吉姆斯就所有的人都具有宗教感这一问题而说道： 

“人 

受到自己存在中的一个观察者之感觉的影响的程度有可能
不同，所以，人们相互之间的崇拜意识有所不同，一些人
要比另一些人更强烈一些。那些在这一方面比较强烈的人
们，一般来说更虔诚。但是，我敢肯定，那些完全否认宗
教的人们，他们是在欺骗自己。事实上，他们在一定程度
上是信仰宗教的。” 把 

一些勇敢的人、学者或宗教人士塑造成英雄式的人物就是
人类崇拜感的结果。人企图给自己树立一个值得崇拜的偶
像。今天人们对一个党派或一个民族的英雄人物过份的赞
扬，已变成了崇拜一个党、一种理想、一种主义，及在所
有这些道路中奉献自己的一切的倾向，均是这一崇拜感的
结果。祈祷感是人天性中对完美无暇者的一 

种需要感。无论以哪一种形式崇拜被造物都是偏离了这一
感觉的根本路线。 

人在崇拜的状态中力求从自己有限的存在中超脱出去，希
望能与那一完美无暇，既不消失，也不受到限制的实在（
真主）联系在一起。用著名科学家爱因斯坦的话来说： 

“在这种情况下，人会认识到人类的理想与目标的渺小，同
时他也会感觉到物质世界、自然现象与思维之外的存在物
（真主）的伟大。” 

崇拜和祈祷是人的一种天性人希望超出物质的范畴，并具
有达到更高、更宽阔、更完美的倾向。这样的倾向，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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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爱是只属于人的。因此，崇拜和祈祷是人灵魂的一个精
神部分。 第六章 人的不同能力 

力量是无需为其下定义的。人的各种行为就是受力量的影
响而产生的。世界上的任何一种存在物都是一种或几种特
性或迹象的发源地。因此，包括植物、动物或人在内的任
何一种存在物都有一种力量。而力量如果与理智、认识配
合在一起的话则被称之为能力。    
人与动物和植物之间的区别之一就在于，与植物相反，人
和动物的部分力量是受其愿望、爱好或惊吓，或需求的驱
使进行的。比如，磁铁具有吸铁的能力，它是不由自主的
、自然地把铁吸向自己的。磁铁即不认识自己，也没有任
何愿望和爱好与害怕，它之所以吸铁，是因为它本身就具
有这一功能。同样，火会燃烧、花草能从 

土壤中生长出来、树木能够茂盛、果实能够成熟，这一切
均是按照各自的自然规律进行的。   
但是，正在行走的动物则是知道自己在行走的。他是因为
自己想走路才行走的。如果他自己不愿意行走，他绝不会
强迫着自己走路。因此，动物是具有需求的。换句话说，
动物的部分力量是取决于它的需求的。同时，也是受自己
的需求所驱使的。动物可以任意使用自己的力量。 人 

的部分力量也是与此相同的，也就是说是依属于自己的需
求的，但不 

同之处则在于，动物的需求是它自己的一种本能和自然愿
望，动物面对自己的愿望是没有控制力的。动物是在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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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愿望的驱使下不由自主地向其靠近的。动物是不具有可
以抵抗自己内部需求和愿望的能力的。动物的行动并不是
经过它自己的深思熟虑之后进行的，而是在自己的需求和
本能的驱使下进行的。而人则与之截然不 

同，人完全具有抵制自己的愿望和需求的能力。人的这一
能力是受着他的另一种力量—

意志所控制的，而人的意志则是由人的理智所掌握的。也
就是说，理智在做出判断，意志在执行。 

综上所述，我们已经知道：人从两个方面具有其它动物所
不具有的一系列能力。    
第一是人具有一系列其它动物所没有的精神愿望和吸引力
。这些吸引力，可使人把自己活动的范围超越出物质的范
畴，而向着崇高的精神境界发展。但是，其它动物则无能
逃得出物质的枷锁。   

第二是人具有理智和意志的能力，因此人可以抵制自己的
各种愿望，并使自己摆脱那些愿望的强迫性影响，而最终
自己控制自己的愿望。人完全可以使自己的一切愿望服从
于理智的命令，绝不使任何愿望越过雷池一步。这是人所
得到的最有价值的一种自由。这一伟大的力量，只属于人
所有，任何动物也不具有这一能力。正就是 

人具有这一能力，因此，人才有资格担任职责和义务。也
正是这一能力才使得人成了一种真正具有自由、受到选择
和具有自由选择权的存在物。   

爱好和吸引力是人与把人引向自己一方的外部存在之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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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结合和斗争。人越是向爱好屈服就会更多地失去自己
，最终使自己变得一无所有和潦倒不堪。同时，也会使自
己的命运被外部力量所控制。只有理智与意志的力量才真
正属  
于人的内部力量，才是人真实人格的体现。因为人依靠自
己的理智与意志，并集中自己的力 

量抵制外在的影响，尽可能地解放自我，而使自已成为一
个独立的王国。所以，人只有依靠理智和意志才能成为一
个独立的自我，才能使自己的人格得到完善。成为一个独
立的自我。控制自我，抵制需求的吸引和诱惑是伊斯兰教
育的根本目标，而这样的教育目标则是使精神得到解放。 

第七章 认识自我 

伊斯兰对人认识自我、明确自己在世界中的地位这一点给
予了特殊的关注。《古兰经》中关于人做出了许多强调，
人应该认识本来的自我，了解自己在存在界中所占有的地
位，以此来达到更为崇高的境界。 

《古兰经》是一部塑造人的经典而不是一部理论性的哲学
典藉，《古兰经》努力使人发现自我，但这一自我并不是
象人的身份证那样，你的姓名是什么？父亲叫什么？是哪
一年生的？国籍是什么？你的配偶是谁？有几个孩子？ 

此处所指的自我，就是被称之为“神圣的灵魂的东西”。通过
认识那一使人感到荣耀，具有尊严的自我，会使人认识到
自己所具有的崇高神圣价值。 《古 

兰经》之所以称赞人是杰出的存在物，是为了告诉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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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是象原子相互碰撞发生爆炸一样偶然产生的，而是得
到真主选择的存在物。因此，人才肩负有神圣的使命。无
疑在这个世界上，人可谓是最有能力和强大的存在物。如
果把整个地球称作是一个地球村的话，人就是这个村的村
长。但是我们还要看，人是一个得到挑选和 

杰出的村长？还是被强迫来作这个地球村的村长的。 唯 

物主义哲学认为，控制着人的力量来源于人自身的力量之
中，并宣称：人是由于偶然的原因才获得了力量的。显而
易见，这种假设会使人的使命感变得毫无意义。是什么使
命？是谁交给他的使命？是针对谁的使命？但是，从《古
兰经》的角度来论，人是真主所选择的在大地上的治理者
，人是由最崇高的存在者——

真主所挑选的。用《古兰经》的话来说，人是真主的选民
。因此，人负有崇高的使命。这一使命是由万能的真主交
给他的，人在真主面前肩负有责任。 

信仰人是被选择的存在物，选择人的目的在于人的工作，
这会使每一个人受到精神和教育的影响。如果相信人是一
系列偶然和碰撞的结果，是毫无目的的，这会使每一个人
受到另一种不良的精神和教育的影响。 认 

识自我的意义是，人应该认识自己在存在界的根本地位，
并知道，人并不仅仅是产生于泥土的，而是有着神圣的灵
魂的。人应该知道，通过认识，人可以超越于天使。应该
知道，人是自由的，是具有选择权的，人对自己和对其他
人都负有责任，同时人也负有建设和繁荣世界、改良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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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要职责。人应该知道，自己应为真主 

而尽忠。同时也应该知道，自己并不是偶然产生的结果。
因此，人不应该残暴和专横，也不应该把一切具为已有，
更不应推卸和否认自己所肩负的职责和义务。 第八章 

发挥潜能 

伊斯兰的教导说明：这一伟大的宗教对人的各个方面，包
括人的肉体与灵魂、物质与精神、思想与感情、个人与社
会均给予了特殊的关注。伊斯兰教对这其中的任何一项不
但没有忽视，而且对培养和挖掘所有这些潜能给予了特别
的重视，在此我们概括地作一讲述：第九章 爱惜身体 

伊斯兰教强烈地谴责只追求享乐和唯情纵欲。因此，伊斯
兰教认为：所谓的爱惜自己的身体就是保持自己的身体健
康强壮，这也是人的一项义务。伊斯兰教认为，凡是有损
于人体健康的事都是被禁止的（哈拉目）。伊斯兰教甚至
还规定，如果斋戒这项义务对某人的身体健康有危害的话
，那他就没有履行这项义务的责任了。如果已 

经诊断斋戒对他的身体健康有危害，但他仍然固执地要把
斋的话，这样的斋戒对他来说是被禁止的（哈拉目）。因
此，伊斯兰教认为：凡是有损于人体健康的都是被禁止的
。在伊斯兰教中为保持人的身体健康而制订了许多礼仪和
法规。   
伊斯兰教反对煽情纵欲，因为它能导致灵魂生病，并使身
体虚弱。煽情纵欲可使人做出过份之事，导致精神颓废，
身体状况欠佳。 第十章 陶冶情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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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理智、追求思想独立、反对有违于理智独立的事、学
习良好的品德，这一切均是伊斯兰教所极力关注的。 

锻炼意志、获得控制私欲的能力、达到精神自由、摆脱各
种欲望的控制，这一切都是伊斯兰的功修。培养追求真理
和知识的热情，培养道德感情以及美感、崇拜感，这其中
的每一样均得到伊斯兰的极大重视。第十一章 

人在创造自己的未来中起的影响作用 

世界的存在物可分为两种—有 

生物和无生物。无生物对自己本身是不起任何作用的。水
，火，石头，土等都是没有生命的物质。它们对塑造自己
和完美自己，不但起不到任何作用，而且还受到外部因素
的影响。这些事物对其本身是不会作出任何努力的。但是
，有生物，如：植物、动物、人在保护自身的同时，通过
吸收其它物质而衍生自己的同类。 

在植物中存在着一系列自然能力，这在创造其未来中产生
影响。植物有从土壤或空气中吸取物质的能力，同时也有
利用所吸取的物质来使自身茁壮成长的能力，另外还有衍
生同类的能力。 

动物也有这一自然能力，除此之外它还有产生于视、听、
触等感官以及产生于欲望的本能。动物就是通过这些能力
而保护自己免遭灭绝，同时也为自己的生存和繁衍而创造
着必要的条件。 

人具有植物和动物所具有的自然能力和本能。除此之外，
人还具有一系列爱好，以及确定自己未来命运的非凡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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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与意志。     

综上所述，我们已经明确：一些存在物（矿物）在创造自
己的未来中起不到丝毫的作用。另有一些存在物（植物）
在创造自己的未来中起有作用。但这种作用并不是有意识
的，也不是自由的而是自然的。内部的力量促使它们无意
识地为了自己的生存和未来而 

努力。另有一些存在物则发挥着更大的作用，这一作用是
有意识的，尽管它不是完全自由的，也就是说它受自己感
官的一系列需求的影响，在对自身和自己的环境有所认识
的情况下为自己的未来而劳作（动物）。但是，人在创造
自己的未来中则发挥着更活跃、更具影响和更广泛的作用
。人的作用不但是有意识的，而且也是自由 

的。人既了解自己，而且也了解他周围的环境，同时他对
自己的未来给予着极大的关注。他在自己理智与意志的驱
使下可以任意地为自己选择自己的未来。  
人类发挥作用的范围要远远地超出其它动物的范围。对于
人的未来来说：人的生活范围源于人的三个特性： 一、 
人的认识范围广阔，人利用自己的知识的力量使自己的认
识超出自然水平而一直深入到其内部，并认识自然规律。
通过认识自然法规，人将更好地改造自然并为自己创造更
加美好的生活。 二、   
人的爱好和愿望的范围广阔。以下我们将以“多方面的存在
物”为题进行讨论。 三、   
人具有树立自我的特殊潜能，这是其它动物所不具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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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说明的一点是，有一些动物通过特殊的训练也多少有
点创造能力，这在植物和动物界是很常见的。但是无论如
何，这一切丝毫也不是它们自己的能力所为。而是人为的
结果。另外，它们的变化与人相比是微乎甚微的。人从其
性格方面来说是一个具有潜能的存在物。也就是说，人刚
一生下来是没有什么特殊固定性格的，与动 

物恰恰相反，动物在生下来就带有特殊的秉性。由于人刚
一生下是没有任何特殊的秉性和性格的，因此，人的性格
秉性是后来逐渐受环境和外部的影响而形成的。   

人是唯一能够塑造和主宰自我的存在物，他可以任意地为
自己设计自己的道路。 任 

何一种动物都有其独特的属性，比如所有的猫全部具有一
种属性。所有的狗也同样。所有的蚂蚁则具有它们自己的
独特的完全相同的属性。而人则完全不同，每一个人都有
自己独特的秉性和个性，而并不是所有的人均具有相同的
秉性和个性。因此，人是唯一可自己选择自己走什么样道
路的存在物。 

在伊斯兰的典藉中讲道：每一个人将被按照每一个人的特
殊的精神特性而复活，不是按照他的体形。也就是说，根
据每个人所具有的特殊品德，他的道德品质象什么动物，
就以那一动物的形象将他复活。只有那些具有良好的品德
和美德的人才会被完全按人的形象复活起来。 

人因为拥有科学力量而掌握了自然。人根据自己的需求而
改造着自然。他在塑造自我的力量的驱使下塑造着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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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就是以此来赢得自己未来的命运。 

所有的教育机构和道德理论以及宗教学说与教导都是为了
引导人怎样创造自己的未来，并告诉人：正确的道路就是
把人引向幸福的道路。而邪道则是把人引向自我毁灭和走
向不幸的道路。真主在《古兰经》中讲道： 

“我确已为人类指明了道路，他们要么走感谢我的道路，要
么走否认我的道路。” 我 

们曾经讲过，知识和信仰在人未来的生活中各自起着不同
的作用。知识的作用是为人指明创造的道路。知识可以使
人变成有能力的人，他可以任意地创造自己的未来。但信
仰的作用则是为人指明，人应该怎样创造自我和未来，以
便更有利于自己和社会。信仰会阻止人只以物质和个人为
核心和目的来创造未来，信仰会打破人的 

所好而冲出物质的范围，去选择和拥抱精神的东西。    
 
知识犹如人手中随心所欲玩弄的工具一样，按照人的意志
和命令而改造自然。但是，如何改造自然，是把自然变成
有益于人类社会的工业化产品呢？还是创造成被少数具有
扩张侵略野心的人用以乱杀无辜毁灭人类的武器呢？这一
点是与知识没有丝毫联系的，这就看掌握知识的人是些什
么人的问题了。而信仰则犹如控制着人 

的遥控器一样，他控制着人的各种愿望，使其向着真理与
道德的方向前进。信仰可以塑造和改造人。知识与信仰二
者兼备的人，可以利用自己的知识能力，把世界创造成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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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美好祥和的世界。 第十二章 人类自由与意志的范围 

显而易见，人在创造自己所期望的未来，并在按照自己的
意愿来改造自然环境中所具有的自由是非常有限的。他所
具备的自由是相对的自由，也就是说，内部的自由是一个
有限的范围，在这一有限的范围内，人既可以为自己选择
幸福的未来，也可以为自己选择不幸的未来。  
人的局限性产生于以下几个方面：    一、遗传 

人是带着人的本性而来到这个世界上的，因为父母是人，
所以他也就毫无选择地做为一个人而降生。另外，自己的
父母也会给子女遗传许多遗传属性，这些属性也是被迫和
无法选择的。如人的肤色、眼睛的颜色、身体的特征，这
些都是遗传下来的，是人所无法自我选择的。 二、 

自然和地理环境   

人的自然和地理环境，以及人所生活和成长的地区，无论
是人愿意与否都会使人的身心和精神受到那一地区的自然
环境的影响。寒带、热带、温带，每一带都会塑造出一种
特有的精神与性格。另外，山区与平原也一样。    
三、社会环境 

人的社会环境在培养人的精神和道德方面是一个重要的因
素。人的语言、个人和社会习俗礼仪，以及宗教信仰，一
般来说是社会环境强加给人的。 四、 历史和时代因素 

从社会环境的角度来说，人不只是受到着当时的影响，过
去所发生的各种事件也会对他产生很大的影响。从整体来
说，每一个存在物的过去和未来都有着不可割断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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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和未来并不是相互分开的两个点，而是两个相互联系
在一起的点，过去是未来的种子和根本。第十三章 

人与各种限制的抗争 

尽管人无能断绝自己与遗传、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和历史
与时代的关系，但是人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与这些限制进行
抗争，并力图从这些因素的控制中解放出来。人一方面凭
自己的理智和知识的能力，另一方面，以自己的意志和信
仰来尽可能地改变这些因素， 

并使其符合自己的要求，最终自己完全掌握自己的命运。 

第十四章 人与前定 

人们一般都认为：限制人的根本因素是前定。但是正好相
反，我们认为：前定并不是限制人自由的因素。为什么？
是不是没有前定？还是前定并不是限制自由的因素？事实
上，前定是必有无疑的事，但是，它不是限制人自由的因
素。真主的判定（格扎）指的是事情和事件的必然发生，
真主的定量（卡德尔）指的是事情和事件发生的形式和程
度。   

从神学的角度来说，真主对任何事件的判定绝对不可能毫
无原因而直接发生，而是任何一次事件的发生都是有一系
列前因与后果的。真主的判定使得整个世界的机制成为因
果关系的机制，人从理智和意志的角度来说是自由的，而
从遗传、环境和历史因素的角度来说是具有限制的。人是
完全遵循着真主的判定和因果关系的规律而 向前发展的。 

因此，真主的判定并不是人受到限制的因素。人因真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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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定而受到的限制只是来自遗传、环境和历史条件的限制
。人所具有 

的限制也同样在真主的判定之中。但是，正就是真主的判
定才使人成为一个具有理智和意志的人。人在自然和社会
条件的有限范围内，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摆脱那些条件的制
约而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和未来。 第十五章 人与义务 

人的潜能之一就是接受义务。人完全可以在所规定的法律
的框架内生活。除了人之外，其它任何存在物只能遵守自
然法则，而无法再遵行自然法则之外的法则。比如，绝对
不能为石头、树木、花草、牛羊制定法律，或告诉它们：
必须在为它们和它们的利益而制定的法律的框架内生活。
即便是这些存在物为保护自己或自己的利益行 

事，那也只是被迫和宿命式的。 

但是人是唯一拥有能力的优秀存在物，人的一切行为是在
一系列法规的框架内进行的，鉴于这些法规是真主为人类
制定的，遵守这些法规需要人付出一定的努力和辛劳，因
此这些法规被称之为义务。 

立法者在给人制订特定的义务之时，首先应考虑到几个条
件，也就是说：人只有在符合几个条件的情况下，方可承
担和履行自己的义务和职责。在履行所有义务时，所必备
的条件是： 一、 成熟 

当人达到一定的年龄时，他的身体、感情、思想会发生飞
跃式的变化，这一阶段被称之为成熟期。每一个人都会自
然而然地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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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切地说，我们无法为所有的人确定达到成熟的明确时间
。因为有些人成熟得早，有些人成熟得晚。另外，地区、
环境在加快或推迟人的成熟期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值得肯定的是，女性要比男性成熟得早些。从法律的角度
来说，必须制订一个中庸的自然成熟的年龄，或是最起码
的一个成熟年龄，以便所有的人都有一个可循的最起码的
标准。因此，有些人虽已达到了自然成熟的年龄，但还没
有达到法定的成熟年龄。      
在伊斯兰教中，大多数学者认为，男孩的法定成熟年龄是
十五岁末十六岁开始，而女孩的法定年龄为九岁末十岁开
始。法定的成熟年龄是承担义务的一个必要条件。也就是
说，如果一个人没有达到法定成熟年龄，那他就没有履行
义务的必要，除非是有证据证明他已完全达到了自然成熟
期，但还没有达到法定的成熟期。 二、 理智   承 

担义务的另一个条件就是要有理智。失去理智的傻子是不
承担义务的，同样没有成熟的人在未成熟之前不承担任何
义务，在成熟之后也不补偿未成熟之前的一切。比如一个
还没有成熟的人，在他成熟之后，没有责任补偿他成熟前
没有完成的礼拜。因为他未成熟之前，没有承担做礼拜的
义务。而傻子或神经受到损害而失去理智 

的人也一样，他没有履行义务的责任，在他恢复了理智和
康愈之后没有责任弥补他失去理智时期所没有完成的义务
，如拜功或斋戒等。但是另有一些与儿童或失去理智者的
财产有关的义务，在儿童童年期或人失去理智的时期，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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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没有责任履行这些义务。但是在儿童成熟或失去理智者
恢复了理智之后，他们必须得履行这 

些义务。如与儿童或失去理智者的财产有关的天课（泽卡
提）和五一课（胡姆斯），如果他们的法律监护人没有交
纳的话，在儿童成熟、失去理智者恢复理智后必须弥补和
交纳。 三、 明确义务     
显而易见，人只有在明白和了解自己所肩负的义务的情况
下，才可履行自己的义务和职责。换句话说：要告诉他应
该履行的职责和义务。比如说：立法者制订了法律，但却
没有将这条法律公诸于众，因此人就没有义务遵守这条法
律，因为他不知道怎样去执行这条法规，如果他在行动中
违犯了这条法规，立法者也不能法办 

他。法律原理学家们认为：惩罚不懂法律者是极为不妥的
行为，因此把这一原则称之为“惩罚无知者的丑陋。”《古兰
经》也反复地阐述了这一事实，即：真主绝不会因某一民
族触犯了某一条法规而惩罚他们，除非是真主对这一民族
的教诲达到仁至义尽的地步。也就是说真主绝不惩罚没有
听到天启的民族。 

当然，了解和认识自己的义务的条件就是人不能故意不去
了解和认识，并以此来作为自己不履行职责的借口。人必
须学习知识和了解自己，这对于每一个人来说都是一 

项应尽的职责和义务，然后根据自己所学到的知识来投入
工作和付诸于行动之中。有段圣训说：在复生日有一部分
犯罪者将站在真主公正的法庭上受到审判，他们将受到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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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为什么没有完成自己的部分职责和义务？他们回答说
：我不知道那些义务。审判者问：既然不知道，为什么没
有去学习和了解呢？因此，知道和懂得义务 

与职责的条件是，如果没有把这项义务告诉承担义务者，
承担义务者没有履行这项义务是没有罪过的，也就是说他
为了了解和认识义务而做出了必要的努力，但是却没有获
得那方面的知识，因此，他在真主面前将不会受到惩罚。 

四、 能力 人 

所要履行的义务和职责必须是人力所能及的工作，力所不
及的工作就不能成为义务。无疑，人的能力是有限的而不
是无限的。因为人的能力是有限的，因此人的义务也就理
所当然是在人的能力的有限范围之内了。比如，人有学习
和求知的能力，但应在一定的时间和有限的知识范围内进
行学习。一个人即便是有多么聪明，但他最 

终还是得循序渐进，一步步地渡过知识的里程。如果一个
人被迫一晚上学完几年的课程，这就是力所不及的义务了
。但是如果强迫一个人学习和掌握世界上的所有知识的话
，这更是力所不及的义务了。就如赶鸭子上架一样是不可
能的事。任何有理智、公正的领导人决不会发布这样的命
令，或让他的部下完成这样的义务。就如真 主在 

《古兰经》第二章第286节经文中所讲： 

“真主只依各人的能力而加以责成。”   
如果一个人溺入水中而我们有能力救他的话，那我们就有
义务救他。但是，如果有一架飞机正在坠落，真主绝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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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我们无能阻止飞机的坠毁而惩罚我们。 有 

一点必须说明，我们讲过，履行义务的条件之一就是了解
义务。我们有义务学习和了解我们所肩负的职责。而履行
义务的另一条件是具有能力。这一条件的意思并不是我们
可以坐享其成而不去获得能力。在许多地方耗费能力是非
法的，而获得能力是义务。比如说，面对强大的敌人，他
要侵犯我们的权利，向伊斯兰阵营发起进 

攻，但我们当前没有可抵抗的能力，任何形式的抵抗只能
削弱我们现有的能力而不会有丝毫结果。显而易见，在这
种情况下我们就没有抵抗的义务。但是我们却有养精蓄锐
获得更多能力的义务，而绝不能无所事事坐以待毙。《古
兰经》第八章第60节经文讲道：   

“你们应当为他们而准备你们所能准备的武力和战马，你们
借此来威胁真主的敌人和你们的敌人以及他们以外的别的
敌人。” 

一个人或一个社会将会因没有尽力去获得和掌握知识而受
到真主的惩罚。无知绝不能成为他免受惩罚的借口。同样
一个人或社会如果没有尽力去锻炼和获取能力，同样也将
受到真主的惩罚，因为他没有为获得能力而做出努力，无
能不能成为他的借口。 五、 自由和选择 履 

行义务的另一条件就是人有自由和选择权。也就是说，人
在履行自己的职责时，如果受到强迫或威胁的话，那他就
没有那份义务去做那项工作了。比如有一个残暴者威胁某
人说，如果你不开斋的话我就杀了你。或是对一个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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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去朝觐我将会杀害你或你的家人，在这种情况下把
斋和朝觐就不是应尽的义务了。先知穆罕默 

德说过：“在受到强迫的情况下，人就没有履行某项义务的
责任了。” 六、 特殊状态（紧急状态） 

特殊状态就是指并不是受到某人或某一势力的强迫或威胁
，而是由自己来做出选择。但这一选择是他所面临到的艰
难条件所造成的。如，一个人在沙漠中迷失了方向，他饥
饿不堪，除了吃死尸的肉之外再没有充饥的东西可寻，在
这种情况下，他完全可以吃死尸的肉。 因 

此，在强迫和特殊状态之间的区别就是，强迫就是人受到
了某人或某一势力的威胁而被迫做某项违法或违背道德的
事，否则，将受到某种惩罚。人为了避免这一损失或惩罚
，被迫做违背他的职责或义务的事。但是，特殊状态则不
是因受到威胁，而是因在某种严峻的艰难条件下，为了维
持自己的生命而被迫做违背职责或法律的 事。    
因此，在被迫和特殊状态之间有两种区别： 1． 

所谓强迫就是人受到了某种威胁。与特殊状态不同。 

2．在被迫的情况下，人为了渡过这一难关可以寻找解决途
径，同样在特殊状态下，人也必须要寻找解决途径。 

必须肯定的是，无论是强迫还是特殊状态都不能做有损于
他人利益和社会或宗教利益的事。有许多义务是必须得完
成的，那怕遭受到多大的损失和灾难也罢。 第十六章 

人的认识 

人既是认识自我的也是认识世界的。人尽可能地想更多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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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自己和世界。人的完美、进步、幸福均与这两种认识
息息相关。但这两种认识究竟哪一种是主要的哪一种是次
要的呢？要想对这一问题做出判断是不太容易的事。有一
些人偏重于认识自我，有些人则偏重于认识世界。也许这
二者之间的分歧是由于东西方的思维方式不同 

所产生的。另外，科学与信仰之间的区别就是：科学是认
识世界的工具，信仰是认识自我的资本。 当 

然，科学力求象认识世界那样来认识自己，在这方面心理
学就肩负着这一职责。但是，科学所展现出的认识自我是
僵化的，没有活力的，它既不会使人心旷神怡，也不会使
人的潜能得到发挥。与之相反，宗教所展现出的自我认识
则是一种具有信仰，与人的整个存在联系在一起的自我认
识。那一认识自我会使人消除疏忽而记起真 

正的自我，会使人的心中燃烧起一把烈火。而科学和哲学
则完全不同。科学和哲学往往会使人疏忽，使人忘记自我
。因此，科学家和哲学家对自我没有多大的认识，而那些
没有上过学的人却对自我有很深的认识。 

宗教对自我认识给予了极大的重视，真主在《古兰经》第
五十九章第19节经文中说道：   
“你们不要象那些忘却真主，故真主使他们忘却自身的人们
一样，这等人，确是悖逆的。”  先知穆罕默德曾说过： 

“认识自我者就能认识自己的养主。”    
伊玛姆阿里也曾说过： “认识自我是最有益的认识。”   
 他还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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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非常奇怪，有些人丢失东西会去寻找，但遗失了自我却
不去寻找”。只注重认识世界是西方文化的一大错误。因为
，西方文化认识了世界却丢失了自我。西方文化鼓励人们
去尽可能地认识世界，而人认识世界越深就越忽视自我。
在西方，人性丧失的根本原因就是忽视了自我，因此而使
自我受到了巨大的损失。在这种情况 

下，即便是掌握了整个世界又有何益呢？就此，对西方文
明提出最强烈批评的人就是印度杰出的领袖甘地。甘地说
：     
“在世界上只有一个真理，那就是认识本体。谁要是认识了
自我，那他就认识了真主和其他人。谁要是没有认识自我
，那他就不会认识任何事物。在世界上只有一个力量、一
个自由和一个公正，那就是控制自己的力量。谁要是控制
了自我，就等于是控制了世界。在世界上只有一个善，那
就是爱人如爱已，换句话说，应当象 

对待自己一样对待他人，其余的问题都是虚无的。    
无论如何，无论是更多地重视认识自我，还是更多地重视
认识世界，还是二者兼顾。值得肯定的是：扩大认识就等
于是在扩大人的生活。精神和生命就等于是新闻和知识，
这两者之间是相等的”。 （《我的宗教》一书的前言）  
  
因此，人越是对自己和世界有更深的认识，就越富有生命
力。也就是说， 

人的知识越高，人的生命的水平越高生命力就越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