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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地那下降，共麦地那下降，共麦地那下降，共麦地那下降，共计计计计286节节节节 

    奉普慈特慈的安拉之名奉普慈特慈的安拉之名奉普慈特慈的安拉之名奉普慈特慈的安拉之名 

    黄黄黄黄黄黄黄黄1-25节节节节注释 

 ا�م   .1    

ِ	�نَ    .2     
� ذَِ�كَ اْ�ِ�َ��بُ �َ رَْ�بَ ِ��ِ� ھُدًى ��ْ�ُ

    3.    ِ�رَزَْ'َ$�ھُمْ ُ�$ِ&	وُنَ ا�
ذِ�نَ ُ�ؤُِْ$ونَ ِ#�ْ�َ"ْ�بِ وَُ�ِ	�ُونَ ا�!
 ةَ وَ 
  

 وا�
ذِ�نَ ُ�ؤُِْ$ونَ ِ#َ� أُ$زِلَ إِ�َْ�كَ وََ� أُ$زِلَ ِ$َ	ْ#ِ�كَ وَِ#�*ِ(رَةِ ھُمْ ُ�وِ'ُ$ونَ    .4    

ْ&�ُِ.ونَ    .5    ُ�ْ�1ِمْ وَأوَُْ�ـِ/كَ ھُُ �# 
ن ر � أوَُْ�ـِ/كَ 2َ�3َ ھُدًى 

    译文： 

    [1] 艾里弗•俩目•米目。 

    [2] 这部经典，其中毫无怀疑，是敬畏者的向导。 

    [3] 

他们信仰未见，立行拜功，施舍我赐给他们的（恩惠）。 

    [4] 

他们确信降示给你（的经典）和降示给你之前的（使者）

的（经典），他们坚信后世。 

    [5] 

这些人得到了来自他们养主的引导，只有这些人是成功的。 

      

    注：艾里弗•俩目•米目。 

    

这节经文是几个阿拉伯字母，被称为“被分开的字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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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兰经》中以字母开始的章节共有29章，多的五个字母，少

的一个字母。经注家对此持有不同的观点，其中最著名的有

以下几个观点：[] 

    

1、这些字母是《古兰经》的一大奇迹。也就是说《古兰经

》是用阿拉伯语字母组成的，其中包含着无穷的真理。如

果人们怀疑《古兰经》不是从全能的安拉那里降示的，那

么，就用这些常用的字母作出类似的一章或数节。 

    2、用字母开头，是提示听者注意倾听。 

    3、这些字母代表安拉的名称和德性。 

    

4、在用字母开头的29章经文中，有24章在字母开始后，紧

接着描述《古兰经》的伟大和真实，如本章在艾里弗•俩目•

米目三个字母之后，紧接着说：“这部经典，其中毫无怀疑

，是敬畏者的向导。”从中可以看出，这些字母与《古兰经

》的含义有着紧密的联系。 

    

也有的经注家主张，这些字母隐含机密，人类到现在还不

能够揭示这些秘密，因此不宜做更多的解释。 

    《古兰经》是敬畏者的向导 

    

《古兰经》是引导世人的经典，但为何此处却说是敬畏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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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导，而没有说是世人的向导呢？因为只有敬畏安拉的人

经常诵读《古兰经》，信服《古兰经》的真理，遵循《古

兰经》的教导。因此，《古兰经》对他们的一言一行起到

了重要作用。而那些不敬畏安拉的人，他们不但不研究《

古兰经》，即使读了《古兰经》也会由于私欲和固执而不

去遵循和诚信。他们从《古兰经》中没有受到任何裨益，

很自然，《古兰经》就不是他们的向导。所以，此处说《

古兰经》是敬畏者的向导。 

    敬畏者的特征    

    

人类分三种：一种是敬畏安拉的虔诚信士，另一种是不信

教的非信士，最后一种是口是心非的伪信士。安拉在本章一

开始描述了信士的特征，紧接着描述不信者的特征，最后

描述伪信士的特征。敬畏者的特征是： 

    

一、诚信玄妙（看不见也感觉不到的存在，如：安拉、天使

、复生、天园、地狱等等）。 

    二、履行拜功。 

    三、把安拉赐给他们的恩惠施舍给别人。 

    

四、信仰安拉降示给伊斯兰先知穆罕默德以及在他之前的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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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知的经典，如：《讨拉特》、《引之勒》和《宰布尔》

等。 

    五、坚信后世。 

    

凡具备这五大特性的人，都是得到安拉引导的人，都是成

功的人。 

    五大特性对人的生活起到的重要作用 

    

第一、信仰玄妙。信仰安拉、后世等看不见摸不着的存在，

使人的精神打破了物质的界限，朝着精神完美的方向发展

。使人从肤浅的感性认识过渡到深奥的理性认识。 

    

宇宙浩瀚广大，深不可测，许多自然现象用实践是不可能验

证的。作为万物之灵的人，仅用物质的现象和实践理论去

观看如此浩瀚的宇宙是井底之蛙，只看到眼前的东西，看

不到那些更深奥、更伟大、更广阔的存在，此乃人生一世

的一大遗憾。因此安拉描述敬畏者的第一个特性就是信仰

这些看不见的玄妙存在。 

    

第二、履行拜功。信仰安拉、后世等玄妙世界后，应在实际行

动中体现出来。礼拜就是信仰安拉的充分体现，没有这一

体现只是口头上的信仰，不是虔诚敬畏者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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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拜有很多好处，它不但能使人的精神得到升华，而且对

社会的健康发展能起到重要作用。天天礼拜的人，他心里

随时都赞念安拉，因此，他无论是在光天化日之下，还是

在没有任何人的时候都不会做对自己和对社会有害的事，

因为他知道，安拉时刻都在监督着他的一举一动，他所做

的一切都将在后世受到清算。《古兰经》说：“你应当宣读

启示你的经典，你应当礼拜，的确拜功能防止丑事和作恶

，赞念安拉是件更大的事，安拉知道你们所做的一切。” 

    

如果人们都信仰安拉，都礼拜，那么，社会一定是安宁的

。[] 

    

第三、施舍安拉赐予的恩惠。敬畏者的另一特征是认为自己

所得到的一切财富都是安拉赐给的，并把自己的财富施舍

给穷人，让他们与自己一道分享安拉的恩惠。毫无疑问，

这是最高尚的人道主义。如果人们都这样去做，那么，社

会就不会有贫富之分，社会也不会出现腐败和犯罪现象。 

    

此外这节经文用的是泛指，即安拉所赐予的恩惠不仅仅是

钱财方面的，还包含人力和知识方面的。也就是说，作为

一位虔诚敬畏的信士，如果在物质方面富足，就在物质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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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施舍，如果是一位有知识的学者，就应该在知识方面施舍

，把自己的知识贡献给人类。 

    

第四、信仰安拉降示给众使者的经典。伊斯兰教不是极端的

宗教，而是一个中庸的宗教，对以前的众使者不加以否认

，而是认为他们也是安拉派遣来引导世人的使者，他们的

经典也是安拉下降给的启示，只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有的

使者的经典已散失，有的已被后人篡改，因此安拉把《古

兰经》降示给伊斯兰的先知，废除了以前的所有经典。 

    

第五、信仰后世。死不是人生终点，而是从一个阶段过渡到

另一个阶段，从一个状况转变到另一个状况。人类在今世

的一切行为都将在后世受到清算，善者将得到善报，恶者将

自食其果。 

    

信仰后世对人的行为能起到自我克制的作用，一旦要犯罪

的时候，他就会想起后世复生清算的状况，而不敢去犯罪

，生怕自己所犯的罪在后世受到严厉的惩罚。 

      

َ�1ُمْ أََْ�مْ ُ�$ذِرْھُمْ �َ ُ�ؤُِْ$ونَ إنِ
 ا�
ذِ�نَ َ�َ&رُواْ 6َوَاءٌ 1ِ�َْ�3َمْ أأََ$ذَرْ     .6      

َ(َ�مَ ّ=ُ 2َ�3َ 'ُ�وُِ#1مْ و2َ�3ََ 6َِْ;1ِمْ و�3َََ:9َْ#َ!�رِھِمْ �7َ8ِوَةٌ و1َُ�َمْ 3َذَابٌ     .7    

 3ظِ�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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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逆主的人，无论你警告他们或者不警告他们，对于他们都是

一样的，他们都不信主。 

    [7] 

安拉已封闭了他们的心和他们的耳，并在他们的眼上蒙上

一层翳障，他们将遭受重刑。 

      

    注释： 

    逆主者的特征 

    

逆主者与虔诚的信士是对立的，以上两节经文概述了逆主

者的特征。首先逆主者顽冥不化，无论用善言相劝，还是

用安拉的刑罚警告，对他们都是一样的，他们绝不会皈依

安拉。即使真理像白天一样明显，他们也因固执而不肯接

受。《古兰经》是虔诚者的向导和路标，对引导逆主者毫

无作用。对这些人，无论对他们警告与否，劝告与否，都

不会产生任何作用，他们的心就像磐石，滋润万物的雨水

落在上面，连小草都不会生长。他们的灵魂已顽逆到了极

点，不肯接受安拉的正教。[] 

    

第7节经文谈到了逆主者顽固不化将导致的结果：既然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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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肯接受劝化，安拉就封闭他们的心灵和耳朵，并在他们

的眼睛上蒙上一层翳障，让他们永远在迷误中徘徊。安拉

将用最严厉的刑罚惩治他们。 

    

此处《古兰经》用的是对比手法，先介绍虔诚的信士，他

们用眼观察安拉的造物，从中领悟安拉的大能，用耳倾听

安拉的教导，并牢记在心，然后体现在实际行动中。而逆

主者却恰恰相反，他们有眼如盲，有耳不闻，有心不思，

在物质生活方面，也许他们是精明鬼，能看，能听，能算

，但在接受和领悟安拉的真理方面，他们却像瞎子、聋子

，连最基本的洞察力都没有。这主要是他们作恶太深，顽

固不化，已被罪恶包围，什么也看不见。 

    

无疑，任何人如果还没有达到如此顽冥的程度，都有救。虽

然深陷迷误之中，但通过引导，最终可以摆脱迷误，回到

正道上。但是当一个人因作恶多端、罪孽深重而失去辨别

真伪的能力，或因固执而不肯接受真理，那么，这种人已

无可救药，正如一个患结症的人，任何药理对他起不到作

用，像这种人注定要遭受安拉的严厉惩罚。再举一个例子

，这种人就像一位不学习、不听讲的学生，到考试时，他

注定要得零分，注定要遭受无知的惩罚。鉴于此，伊斯兰

教要求人们，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言行，千万不要犯罪，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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旦因无知或疏忽犯了罪，就应当立即向安拉忏悔，绝不要

让罪恶的痕迹遗留在心灵上。伊玛目巴基尔说：“信士的心

是洁白、明亮的，当他犯罪时，在洁白的心灵上就会出现

一个污点，不过只要他虔诚向安拉忏悔，那一污点就会消

失，如果不忏悔，而是继续作恶，那一污点就会渐渐扩大

，直到覆盖整个心灵，一旦心灵被罪恶的污点吞噬，这人

就难于获得安拉的慈悯和幸福的生活，正如《古兰经》说

：‘绝不然，而是他们所犯的罪恶象锈一样蒙敝着他们的心

。’” 

    逆主的含意 

    

“逆主”一词，阿语是“ر&?”（库夫尔），原意为“遮盖、隐藏”，

宗教术语指否认安拉、先知和后世等原则的人。谁否认伊

斯兰教的原则，哪怕是否认其中一项，他就是“克菲 ”（逆

主的人）。之所以把逆主的称为“克菲 ”是因他们的正信被

罪行掩盖了。 

    

逆主是一种错误和肮脏的思想，如果我们把逆主比喻为一

棵树，那么其树干就是肮脏的思想，其枝叶是罪恶，其花

果是地狱。如果我们把信主比喻为一棵树，那么，其树干

就是正确的信仰，其枝叶就是善举，其花果就是天园。正

如《古兰经》打的一个比喻：“难道你不知道安拉是怎样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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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喻的？一句美好的语言，犹如一棵优良的树，它根深蒂

固，它的枝条高耸入云。它奉安拉之命，随时结出果实。安

拉为世人打了许多比喻，以便他们参悟。一句恶言，好比

一棵劣树，被从大地上连根拔出，没有任何固定之处。” 

� ِ#�ّ@ِ وَِ#�ْ�َ�وِْ�*ِ(رِ وََ� ھُم ِ#ُؤِِْ$�نَ           8     
$�سِ َن َ�	وُلُ آَ 
 وَِنَ ا�$

    9           َِ�
 أَ$&1ُ6َُم وَC$َد3َُو)ْ�َ �� 7ْ�َُ;رُونَ ُ�َ(�د3ُِونَ ّ=َ وَا�
ذِ�نَ آَُ$وا وََ [] 

رَضٌ َ�زَادَھُمُ ّ=ُ َر�Dًَ و1َُ�َم 3َذَاٌ#9َ�ِ�مٌ ِ#َ� َ��ُ$وا َ�ْ�ذُِ#ونَ       10     
 F�ِ 'ُ�وُِ#1ِم 

� َ$ْ.نُ ُْ!ِ�ُ.ونَ       11    َ 
 وَإذَِا ِ'�لَ 1ُ�َمْ �َ ُ�ْ&6ِدُواْ F�ِ اGرَْضِ َ'��وُاْإِ$

    [] 

    12       ُ1 
مْ ھُمُ اْ�ُْ&6ِدُونَ وََ�ـِ�ن �
 7ْ�َُ;رُونَ أَ� إِ$  

1ُمْ       13     
َ&�1َء أَ� إِ$ H6نَ ا��سُ َ'��وُاْأَُ$ؤِْنُ َ�َ� آَ 
وَإذَِا ِ'�لَ 1ُ�َمْ آُِ$واْ َ�َ� آَنَ ا�$

ونَ ُ�َ;ْ�َ
َ&�1َء وََ�ـِ�ن � H6ھُمُ ا� 

    14       ُ$َ;ْ�مْ وَإذَِا َ�	وُاْ ا�
ذِ�نَ آََ � 
� وَإذَِاَ(�وَْاْ إ2َ�ِ 7ََ��طِ�ِ$1ِمْ َ'��وُاْ إِ$ 
$واْ َ'��وُاْ آَ

6َْ�1ْزِؤُونَ ُ$ُ.ْ$َ �َ 
 []إِ$

1ُونَ       15    َ;ْ�َھُمْ F�ِ طُْ"1ِ$ِ��َْ Hد ّ=ُ 6ْ�ََ�1ْزِىءُ ِ#1ِمْ وََ�ُ

    16       َJ�ََ 
Dرُوُاْ ا��ذِ�نَ ا7َْ
�Kَرَُ�1ُمْ وََ� َ��ُ$واْ  أوَُْ�ـِ/كَ ا� ِ#�1ُ�ْدَى َ�َ�رَِ#َ.ت ��

1َْ�دِ�نَ ُ 

    [] 

    译文： 

    [8] 

有些人说：“我们已信仰安拉和末日了。”其实，他们绝不是

信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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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他们欺骗安拉和信主的人们，其实，他们只是在欺骗自己

，他们没有意识到。 

    [10] 

他们心里有病，安拉加重他们的病。他们将因说谎而遭受

痛苦的刑罚。 

    [11] 

当有人对他们说：“你们不要在大地上为非作歹。”他们就说

：“我们只是调解的。” 

    [12] 

真的，他们确是为非作歹的人，但他们没有意识到。 

    [13] 

当有人对他们说：“你们应当象众人那样信主。”他们就说：

“难道我们要象愚昧的人那样信主吗？”其实，他们才是愚昧

的人，但他们不知道。 

    [14] 

当他们遇见信主的人们时，他们就说：“我们已信主了。”当

他们与自己的魔类私下相会时，他们又说：“我们确是与你

们在一起的，我们只是愚弄（他们）罢了。” 

    [15] 安拉将愚弄他们，将让他们在悖逆中彷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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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这等人，以正道换取迷误，他们的交易并未获利，他们本

是不肯接受引导的人。 

      

    注释： 

    伪信者 

    

以上几节经文简单扼要地论述了伪信者的特征。在伊斯兰

教初期，有一些人既没有胆量反对伊斯兰教，也不愿意皈

依伊斯兰教，而是当两面派，阳奉阴违，他们就是伪信者

。由于伪信者深藏穆斯林中间，表面上信仰伊斯兰教，暗

地里却策划阴谋破坏伊斯兰教，从表面上很难辨别，所以

他们对伊斯兰教构成了严重威胁。他们虽然善于伪装，但

却瞒不过安拉，安拉在不同的场合降启示给先知，揭露他

们的丑陋行为和心态，让他们频频曝光。 

    

经文指出，有一些人，表面上说，我们信仰安拉，信仰后

世，但是他们内心根本不接受伊斯兰教，他们绝不是信信

士，他们两面三刀，阳奉阴违，并自作聪明，以为这样可

能蒙骗安拉和信士，其是他们是在自欺欺人，而自己却没

有意识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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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文接着指出，伪信是一种心病。心灵健康的人，心口如

一，表里一致，绝不会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不会当

面一套，背后一套。而伪信者却不是这样，他们的内心和

灵魂遭受矛盾的折磨。《古兰经》把他们的这一矛盾心态

称作一种病。[] 

    

一般来说，人的每一种行为都会产生作用与反作用，这是

安拉的规律。如果信主，安拉就引导他，开阔他的视野，如

果逆主，安拉就让他执迷不悟。伪信者也如此，正如前面

的经文所说，伪信是一种病，如果伪信者继续阳奉阴违，

安拉就将使他们的病加重，痼疾难愈。伪信者由于心口不

一，满嘴胡话，谎言连篇，故“他们将因说谎而遭受痛苦的

刑罚。” 

    

伪信者总是自作聪明，自以为是，明明是在作恶犯罪，是

在破坏社会稳定，但是当有人奉劝他们放弃作恶，不要为

非作歹时，他们却辩解道： 

“我们只是调解的人。”是为了改良社会。《古兰经》告诫穆

斯林，不要被他们的花言巧语而迷惑，他们绝不是善良的

人，而是作恶多端的害马之群，但他们没有意识到自己的

罪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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伪信者自己愚昧无知，反而嘲讽信主的人愚昧无知，头脑

简单，轻信别人，当有人对他们说：“你们应当象众人那样

信主。”他们就说：“难道我们要象愚昧的人那样信主吗？”《

古兰经》肯定地回答说，伪信者才是真正的愚昧的人，但

他们不知道。因为，安拉的正道已摆在他们面前，真理已

昭然若揭，但他们却弃明投暗，放弃真理，难道世界上有

比他们更愚昧的人吗？ 

    

伪信者的另一特征是自以为聪明过人，即能与信士相处，

又能与多神教徒为伍。当他们遇见信主的人们时，就说：“

我们已信主了。”但他们内心没有半点诚意，说这番话的目

的是企图不要遭到穆斯林的排挤。所以，当他们与自己的

魔类私下相会时，他们又说：“我们确是与你们在一起的，

我们只是愚弄（他们）罢了。” 

    

愚弄和嘲讽伊斯兰教，必将遭到安拉的惩罚：安拉将愚弄

他们，将让他们在悖逆中彷徨。他们永远看不到真理的光

亮，他们的内心永远遭受阳奉阴违的折磨。 

    

最后，《古兰经》对伪信者做出了判断：在今后两世，他们

都得不到幸福，首先在今世，伊斯兰教将发扬光大，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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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奉阴违的劣迹终将暴露，届时他们将无地自容。在后世

更要遭受安拉的惩罚。《古兰经》把伪信者阳奉阴违的罪

恶比喻为一种交易，即“以正道换取迷误”的交易，这种交易

注定是要亏本的。因为信仰正教、追求真理是人的精神资

本，而伪信者却用这一宝贵的财富和资本去换取迷误。所

以，《古兰经》说：“他们的交易并未获利，他们本是不肯

接受引导的人。” 

    重点提示： 

    产生伪信者的根源 

    

伪信者阳奉阴违，外表堂皇，内心肮脏、狠毒，对社会构

成的危害远远大于敌人。因为他们表面上装扮成好人，而

暗地里却干一些破坏社会、伤人害人的勾当。在伊斯兰初

期，穆圣在麦加传教期间，由于穆斯林人数少，没有出现

伪信者。但自穆圣迁移麦地那，并在那里建立伊斯兰政府

后，穆斯林队伍日渐强大，尤其拜德尔战役胜利后，伊斯

兰教像闪电一样，迅速传播，许多麦地那贵族，尤其是一

向受阿拉伯人仰慕的犹太贵族的利益受到了伤害，他们对

伊斯兰教可谓恨之入骨，既不愿接受伊斯兰教，也没有能

力反对，只好选择第三条路，即阳奉阴违。表面宣布信仰

伊斯兰教，混入穆斯林的队伍，而暗地里则煽动幼稚无知

的人反对伊斯兰教，破坏穆斯林社会。但安拉随时降示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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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揭露他们的诡计，责备他们的病态心理，他们犹如热锅

上的蚂蚁，坐立不安。 

    

阳奉阴违的伪信者的主要特征正如《古兰经》所说“他们心

里有病”，再也没有比阳奉阴违病更严重的了，这种病虽然

是隐藏在“患者”的心灵深处，别人难于觉察，但在某些时候

这种病会体现在“患者”的言谈举止中，很容易被别人识破。 

    

伪信者表面上信仰伊斯兰教，站在穆斯林的一边，而暗地

里却勾结敌人，从事破坏穆斯林社会的活动，并在穆斯林

这间挑拨离间，制造分歧。所以，《古兰经》对这种卑贱小人

进行了严厉谴责，《古兰经》中有一章叫《伪信章》，专

门描述了伪信者的心理特征，揭露他们的恶行劣迹。此外

，还有许多圣训严厉斥责伪信者。据伊玛目萨迪格传自先

知穆罕默德的圣训说：“具备以下三种恶行的人属于伪信者

，即使他每天礼拜、把斋也罢。这三种恶行是：背信弃义

、编造谎言、食言违约。”[] 

    

伊玛目阿里说：“真主的仆民们啊!我忠告你们敬畏真主，我

警告你们谨防伪信者，因为他们是迷误者，也使别人迷误

；他们是失足者，也使别人失足；他们变化多端，口是心

非；他们使用种种手段来损害你们；他们随时随地在监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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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他们的心是患病的，而他们的表面是清洁的；他们

行踪诡秘；他们随时准备暗算你们；他们的陈述如良药；

他们的言论如医治；而他们的行为是不治之症。别人富裕

他们嫉妒；别人遭灾他们高兴；他们使有希望的人失望，

处处有他们的受害者；他们表现出富有同情心，并悲伤地

流泪；他们互相赞扬，彼此等待报答；他们要求时强求；

他们责备人时公布对方的缺点。”（《辞章之道》演说195） 

� أ�Dََءتْ َ�َ.وَْ�ُ� ذَھَبَ ّ=ُ ِ#ُ$ورِھِمْ وََ�ر1ُ�ََمْ .17     
1ُُ�Nَمْ َ�َNَلِ ا�
ذِي ا6َْ�وَْ'دَ َ$�راً َ��ََ

 F�ِ ظُ�َُ�تٍ �
ُ�ْ#ِ!رُونَ 

 ُ!مP ُ#ْ�مٌ 3ُْFٌ 1ُ�َمْ �َ َ�رKُِْ;ونَ .18    

    19. �ء ِ��ِ� ظُ�َُ�تٌ وَر3َْدٌ وََ#رْ'Kْ�ٌََ;�وُنَ أَْ!�ِ#َ;1ُمْ F�ِ آذَاِ$1ِم  أوَْ َ 
نَ ا�6 �َ�َ!��بٍ 

وَا3ِقِ َ.ذَرَ اْ�َوِْ�وّ=ُ ُِ.�طٌ ِ#�ْ���ِ�رِ�نَ  
نَ ا�! � 

    20. 7َوْاْ ِ��ِ� وَإذَِ  
� أ�Dََء �1ََُ
ا أظََْ�مَ 1ِ�َْ�3َمْ َ'�ُواْ َ�َ��دُ اْ�َ#رْقُ َ�ْ(طَفُ أَْ#َ!�رَھُمْ ُ��


 2َ�3َ ُ�ل� Fْ7َءٍ َ'دِ�رٌ = 
 []وَ�وَْ �7َء ّ=ُ َ�ذَھ6َ#ِ#ََِْ;1ِمْ وَأَْ#َ!�رِھِمْ إنِ

    译文： 

    [17] 

他们犹如（在漆黑的郊野）点火（照路）的人,当火光照亮

他的周围时,安拉夺去了他们的光亮，把他们抛在重重的黑

暗中,他们无法看见。 

    [18] （他们是）聋子、哑巴和瞎子，他们积重难返； 

    [19] 

或象一个人（遭遇）从天空(降下)的倾盆大雨,重重黑暗，夹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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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声闪电，他们怕死,用手指塞住耳朵,以防雷声震耳。安拉

彻知逆主的人们。 

    [20] 

闪电几乎夺去了他们的视觉。每当闪电照亮他们(的道路)时

,他们就借闪光前进(数 )。当黑暗（笼罩）他们时，他们就

驻足。若安拉意欲,一定夺去他们的听觉和视觉,安拉对于万

事确是大能的。 

      

    注释： 

    

经文仍围绕伪信者而论，并用两个比喻形象地描述伪信者

所处的环境和他们的心理状况。第一个比喻说，伪信者就

像一个人在漆黑的夜晚，在道路崎岖的郊野，点着微弱的

火光，步履蹒跚地前进。“他们犹如（在漆黑的郊野）点火

（照路）的人”，当火光照亮时，突然一阵风起，火光熄灭

，陷入了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茫然不知所措。“当火光照

亮他的周围时,安拉夺去了他们的光亮，把他们抛在重重的

黑暗中,他们无法看见”。在这个比喻中，“点火照路”比喻伪

信者假装信仰伊斯兰教；“火光照亮他们的周围”比喻他们的

表面信仰使他们与穆斯林享有同等的权利，他们的生命和

财产得到了保护；“安拉夺去他们的光亮”比喻安拉下降启示

揭露他们阳奉阴违的罪恶行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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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这一比喻，伪信者表面信仰伊斯兰教，但这一信仰就

像微弱的火光，他们企图借此前走，观望伊斯兰教的发展

，当伊斯兰教的发展对他们有利时，他们继续装作穆斯林

，深入穆斯林社会；当伊斯兰教的发展对他们不利时，他

们便卸下伪装，与敌人狼狈为奸，从事破坏活动。但是，

当他们自以为可借此蒙骗信士，正得意忘形的时候，安拉

下降启示揭露他们那不可告人的阳奉阴违的行径，此时他

们就像站在漆黑的郊外，迷茫不知所措。 

    

在第二个比喻中，伪信者犹如在漆黑的夜里遭受倾盆大雨

的人一样，大雨中夹杂着雷声和闪电。由于雷声太大，他

害怕震死，用手指塞住耳朵。闪电光非常强烈，几乎夺走

他的视线。在这恐怖而又漆黑的夜里，他只能借助闪光前

进。每当天空一道闪光划过，便借光前进数步，闪光过后

大地恢复漆黑，他又站在原地不动。 

    

在这个比喻中，“倾盆大雨”比喻伊斯兰教；“重重黑暗”比喻

穆斯林在传播伊斯兰教的道路上面临的重重困难和遭受多

神教徒的磨难与迫害；“雷声和闪电”比喻《古兰经》中惊骇

与喜悦的经文；“疾雷”比喻穆斯林抵抗不信者的圣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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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这一比喻，伊斯兰教给阿拉伯半岛带来了无穷的恩惠

，使阿拉伯人摆脱了愚昧和无知，但伪信者在伊斯兰的宏

恩之中，却不愿成为虔诚的穆斯林，而是做一些阳奉阴违

的事。穆斯林为抵抗不信者的袭击而进行的圣战，犹如雷

声一样，使伪信者感到担心害怕。他们用手指塞住自己的

耳朵，不想听到伊斯兰教的圣战，更不愿听到穆斯林凯旋

而归的欢呼声。 

    

伊斯兰像闪电一样迅速在阿拉伯半岛传播开来，使伪信者

们感到惊奇和恐慌。安拉又随时下降经文，揭露他们内心

的阴谋诡计，令他们坐卧不安，正如经文说：“伪信者害怕

（安拉）针对他们下降一章经，把他们心中的（秘密）告

诉给信士们。你说：‘你们嘲笑吧！安拉必定揭露你们所畏

惧的事情’” 

    

从另一方面，伪信者随时都担心，阳奉阴违的罪恶行径一经

被暴露或识破，就将在穆斯林社会中失去地位，甚至引来

杀身之祸。尤其《古兰经》第三十三章第60- 

61节经文，更是明显向伪信者挑战：如果他们再继续作恶

，必将遭到应有的惩罚。经文说：“如果伪信的人们，以及心

中有病的人们和在城里散播谣言的人们不停止（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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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必定让你控制他们，然后，他们在城里与你们为邻的日

子不会太久。（他们是）被贬责的人，无论他们在哪里被

发现，就被抓捕，被杀死。”[] 

    

除了安拉针对伪信者降示经文，揭露他们的罪行外，穆圣

也向穆斯林大众描述了一些伪信者的特征，如穆圣对阿里

说：“阿里啊！信士有三大标志：礼拜、把斋、纳天课；伪

信者也有三大标志：说谎、食言、背信。” 

	وُنَ  «21»     
ُ�مُ ا�
ذِي َ(َ�َ	ُ�ْوَا�
ذِ�نَ ِن َ'ْ#�ُِ�مْ �ََ;�
ُ�مْ َ�� 
�سُ ا3ُْ#دُواْ رَ# 
�1َ ا�$ H�َأ ��َ 

�ء َ�ء  ا�
ذِي Kََ;لَ �َُ�مُ اGرَْضَ  «22»     َ 
�ء ِ#َ$�ءوَأَ$زَلَ ِنَ ا�6َ 
ِ�رَا�7ً وَا�6

ِ أَ$دَاداً وَأَ$ُ�مْ َ�ْ;َ�ُونَ  َ& َ َ�Kَْ;�وُاْ ِ@ّْ�ُ
رَاتِ رِزْ'�ً �َ 
Nنَ ا� 9�ََْ(رَجَ ِ#ِ� ِ

     [21] 

人们啊！你们应当崇拜你们的养主，他创造了你们和你们

之前的（人），以便你们虔敬。 

    [22] 

他为你们把大地造成席毯，把天造成穹庐，他从天空中降

下雨水，借雨水生长出许多果实，作为你们的给养。故你

们不要明知故犯地把偶像与安拉并举。 

    注释： 

    

前几节经文讲述了虔敬者、悖逆者和伪信者的特征和结果

，经文强调，虔敬者将得到安拉的引导和慈悯，《古兰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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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他们的向导。而悖逆者因顽固不化作恶深重，他们的

心灵被安拉封住，不明事理，不循正教。伪信属于一种不

健康的心理病症，他们越犯罪，伪信病就随之增加。 

    

对于虔敬者来说，仅仅信仰安拉是不够的，而是要把信仰

的价值体现在实际行动中。这节经文为虔敬者指出了获得

幸福和得救的途径：“人们啊！你们应当崇拜你们的养主，

他创造了你们和你们之前的（人），以便你们敬畏。”[] 

    崇拜独一的安拉 

    

安拉是独一的主，是宇宙的创造者、维护者、施恩者，所以

，只有安拉应受崇拜，人类作为安拉在大地上的代治者，

除安拉外不能崇拜任何人或物，否则就是对安拉的悖逆，

将遭到安拉的严惩。“你们只崇拜安拉”是《古兰经》的中心

思想，是人类生存价值的充分体现，是区分正道与迷途的

标准。 

    

穆圣说：“认识自己者，认识安拉。”认己是通向认主的途径

，认己首先要认识自己来自何处，将归于何处。认己就是

承认自己是宇宙创造者安拉的仆人，承认自己的一切都是

安拉赐予的，如果没有安拉的仁慈和恩惠，人类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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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富，一切的一切都不复存在。面对安拉，人们必须像仆

人一样必恭必敬，服从命令，履行他交给的义务。 

    重点提示 

    

1.在以上经文中首先用的是“人们啊！”这一呼唤词，在《古

兰经》中有许多地方使用了这一呼唤词，这是安拉对全人

类发出的呼唤，呼唤所有人放弃一切迷信思想，全体崇拜独

一的安拉。这一呼唤词同时也说明，《古兰经》是安拉降示

给全人类的经典，而非专属某一民族或某一部落。 

    

2.经文指出了崇拜安拉的原因，即：安拉是人类和宇宙的创

造者，无论是现在的人，还是未来的人，或是过去的人，

都是安拉创造的，无论任何时候，只有创造者才应受崇拜

，所以，人类作为安拉的创造物只能崇拜安拉，不能崇拜

他之外的任何人或物。不崇拜安拉的人，是因为没有正真

认识到宇宙的创造者，他们所崇拜的都像人类一样是被造

物，既不能降福，也不能挡灾。 

    

“崇拜安拉”包含了深奥的哲理，首先，创造显示了安拉的大

能和全知，其次拜主观反驳了宇宙自然论，认为，宇宙万

有都是安拉从无中创造的，而不是自然而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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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崇拜安拉的目的是为了“虔敬”，正如经文说：“以便你们虔

敬”。安拉不需要人类的崇拜，而是人类需要崇拜安拉，人

类无论崇拜安拉与否，对安拉没有丝毫影响。但若不崇拜

安拉，就将遭到安拉的惩罚，因为他没有认识自己的主宰

。“虔敬”一词是《古兰经》的专用术语，意思是对主虔诚敬

畏，对人对己认真负责，不违背安拉的命令，不做害人之

事。 

    

第22节经文谈到了安拉赐予人类的诸多恩惠，这节经文中

提到了以下恩惠： 

    1.他为你们把大地造成席毯，把天造成穹庐。 

    

在这节经文中安拉把大地创造成象“席毯”一样，以便适合于

人类生存。 

    

伊玛目桑嘉德在解释这节经文时说：“安拉把大地创造成适

合人类生存的场所。大地的气温不特别热，也不特别冷，

这样人就不会被热死或冻死；不象水一样的软，也不象磐

石一样的硬，这样人们就可以在上面建屋、种庄稼、安居

和生活。” 

    安拉把天创造成穹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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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在《古兰经》中有几种意思，有时指天体，有时指天空

，这里指的是保护大地的大气层，即天空。因为，天空就象

房子的顶一样，保护着大地。另一节经文明确说道：“我把

天空造成保护（你们的）顶蓬。”天空象屋顶一样保护着地

球免遭太阳紫外线直射和陨石的碰击。 

    

此外，天空的颜色也是安拉的一大迹象。伊玛目萨迪格对他

的学生穆法泽尔说：“穆法泽尔！你观察天空，你看安拉把

天空创造成蓝色，适合人的视觉，甚至你经常观看天空，

能增加视力。” 

    

根据科学研究，我们看到的蓝色天空是因为光在空气中传播

时，不可避免要遇到空气中的气体分子和其他微粒。这些

微粒对光有吸收、反射和散射等物理作用，正是这些物理作

用使得晴日里天空成为蔚蓝色。  

    2.“他从天空中降下雨水”[] 

    

雨水是生命之源，地球之所以有生命就是因为有源源不断的

雨水。这节经文强调了雨水与天空的密切联系，而且经文

说，天空似穹庐，像屋顶，既保护地球免遭紫外线的毁灭

，同时有效阻止被太阳照射生成的水蒸气散发在太空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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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便形成雨降在地上。雨的形成是空气中的水蒸气在高空

受冷凝结成小水点或小冰晶，小水点或小冰晶相互碰撞、

并合，变得越来越大，大到空气托不住的时候便会降落下

来，当低空温度高于O℃时，便是雨。 

    

伊玛目桑贾德：“安拉从天空中降下雨，所有高山、峡谷、山川

、平原都得到滋润。雨点的大小恰到好处，有时细，有时大

，雨水柔软细腻，容易渗入地下，被植物吸收。安拉没有

把雨水像洪水一样从天空倾注大地，若是这样，地上的一

切都将被洪水毁灭。” 

    3.“借雨水生长出许多果实，作为你们的给养” 

    

生活资源是人类生存的保障，安拉创造人类，把人类安置

在地球上，赐予地球循环再生的自然规律，即：太阳照射

地球产生水蒸气，上升到一定的高度形成雨，雨降在地上

滋润万物，产生各种果实，供人类享受。 

    

此外，雨水的下降、万物的生长、果实的产生都体现了安拉

的大能和周密的安排。 

    

结论：前面经文指出，安拉创造了人类和宇宙，赐予人类

生存空间，给人类提供生活资源，所以，安拉叮嘱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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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不要明知故犯地把偶像与安拉并举”。也就是说，你们

明明知道一切恩惠来自安拉，为何还要舍安拉而另觅主宰

呢？在宇宙间，除安拉外，有谁能赐予人类这么丰富的资

源和恩惠呢？ 

      

Nِْ�ِ� وَاد3ُْواْ «23»      �ن  �ْ�َ$� 2َ�3َ 3َْ#دَِ$�9�َُْ�واْ ِ#6ُورَةٍ  
� َ$ز 
 �وَإنِ ُ�$ُ�مْ F�ِ رَْ�بٍ 

ن دُونِ ّ=ِ إِْ$ُ�ْ$ُ�مْ َ!�دِِ'�نَ  � 1َ7ُدَاءُ�م 

�رَ  «24»      
	وُاْ ا�$ 
تْ C�َنِ �
مْ َ�ْ&َ;�وُاْ وََ�ن َ�ْ&َ;�وُاْ َ��� 
�سُ وَاْ�ِ.�Kَرَةُ أ3ُِد 
ا�
ِ�F وَ'وُدُھَ� ا�$

 [] ِ�ْ�َ��ِ�رِ�نَ 

     [23] 

如果你们怀疑我降示给我的仆人的（经典），你们就拿来

像它一样的一章，如果你们是诚实的人，就舍安拉另祈你

们的见证者。 

    [24] 

如果你们没有作，你们绝不能够作，你们应当谨防以人和

石头为燃料的火狱，它早已为逆主的人们准备好了。 

    注： 

    

这两节经文强调了《古兰经》是安拉降示的天经，而非穆

圣个人的作品。而且经文挑战人类，如果人类怀疑《古兰

经》的真实性，就试着作出类似的一章。“如果你们怀疑我

降示给我的仆人的（经典），你们就拿来像它一样的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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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节经文说，你们试作十章。《古兰经》最短的一章是

第108章，如果人类敢于面对《古兰经》的挑战，就群策群

力，作出类似的一章。 

    

人的作品无论有多精湛，多美妙，都经不住时间的考验，

更不敢挑战整个人类。但《古兰经》由于是宇宙的创造者

安拉降示的，就敢挑战人类。《古兰经》已过去十多个世

纪了，无论是《古兰经》下降时代的人，还是现在的人，

或者是未来的人都不敢面对这一挑战。尤其在《古兰经》

降示的年代，《古兰经》那优美的修辞和旋律像磁力一般

，吸引了无数的人，无论是普通百姓，还是文人文墨骚客

，只要听到《古兰经》的声音，就被《古兰经》折服。 

    “如果你们是诚实的人，就舍安拉另祈你们的见证者。” 

经文中的“见证者”，指所有否认《古兰经》真实性的人。当

时阿拉伯贵族首领的确这样做了，他们为了维护自己的地

位，阻止伊斯兰教的发展，号召文学巨匠，企图从文学方

面挑战《古兰经》，但他们的努力遭到了彻底失败，没有

人敢能够作出与《古兰经》媲美的文章。最后多神教徒采

取暴力手段，迫害穆圣及其追随者。这一点足能说明《古

兰经》不是人的作品，而是安拉降示的真理。 

    

任何挑战都要付出代价，《古兰经》教导穆圣，如果否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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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兰经》的人们有能力作出类似《古兰经》的章节，穆

圣就放弃伊斯兰教宣传。如果他们不能够——

《古兰经》断定他们不能够——

，也不接受古兰真理，就将遭受安拉的惩罚，进入火狱受刑

。火狱是专门为那些否认安拉、作恶多端的人预备的，他

们和他们崇拜的偶像是火狱的燃料。 

    

关于火狱的然“石头”，注疏家们有不同的解释，有的说是用

来雕刻偶像的石头（参见21:98），有的认为此处为比喻手法

，比喻火狱的烈火特别强烈，石头都被烧得通红，好像燃

烧一样。正如《古兰经》第104章5-

7节经文说：“你怎能知道粉身碎骨的火狱是什么？是安拉燃

烧的烈火，能穿透心脏。” 

    《古兰经》的奇迹 

    

“奇迹”，阿语为“穆阿吉泽”，有“使……没有能力”之意，即人

类绝不能做到的超凡之事。安拉给人类派遣的先知都必须有

证实其为圣真实性的超凡奇迹，没有超凡奇迹就是伪先知

。先知耳萨的奇迹是医治各种疑难杂病，先知穆萨的奇迹

是能变成巨蟒的手杖，而《古兰经》则是穆圣为圣的永恒

奇迹。在穆圣之前，所有先知显示的奇迹都不是永恒的，

只局限于当时代。穆圣是封印万圣的先知，在他之后，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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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不再派遣先知，所以，他的奇迹具有永恒性、普遍性，

不受时间地域的局限。 

    我们从以下几个方面论述《古兰经》的奇迹： 

    1、《古兰经》是安拉的启示和真言 

    

众所周知，先知穆罕默德是个孤儿，在出生前，父亲就与世

长辞，出生后不久，母亲也告别人世，由祖父阿布笃•穆塔

利布抚养。穆圣从未上过学，不识字，正如《古兰经》说

：“他们追随使者，就是那位不识字的先知。”（7:157）。像

穆圣这样从示上过学的人，怎能作出如此优美的《古兰经

》呢？所以，《古兰经》的一大奇迹就是它是来自安拉的

启示，“他没有随私欲而言，《古兰经》只是他所受的启示。

”（古兰：53：3-4）[] 

    2、《古兰经》向人类的挑战 

    

任何人的作品都不敢向别人挑战，因为，人的思想受到时

间、空间、环境、地域的限制，再精妙绝伦的文章和理论，

都经不住岁月的检验，人的思想和理论也许在特定的时间

内和环境下能够产生深远影响，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人类

的进步与发展，这一思想和理论就漏洞百出，前后矛盾重

重。但《古兰经》则不然，因为它不是人的作品，而是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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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创造宇宙之主的启示，它不受时间、地域、环境的限制

，所以敢向人类挑战。 

    《古兰经》中挑战的经文有好几处： 

    

（1）你说：“如果人类和精灵联合起来创作类似这部《古兰经

》的经典，即使他们互相帮助，也绝不能够拿出类似它的

经典。”（17:88） 

    

（2）难道他们要说他伪造天经？你说：“如果你们是诚实的人

，你们也伪造类似的十章吧！你们舍安拉而祈求你们所能

祈求的！” 

如果他们没有答应你们，你们应当知道这是凭安拉的知识

而降示的，（当知道），除他外，绝无主宰。” 

    

（3）难道他们说这是他伪造的。你说：“你们试拟类似的一章

吧！你们可以舍安拉而呼求你们的同类帮助吧！如果你们

是诚实的。”(10:38) 

    

在穆圣时期，就有一些反对者诬蔑穆圣是伪先知，伪造了

《古兰经》，《古兰经》针锋相对，提出挑战，既然他们

认为《古兰经》是穆圣杜撰的，就召集所有文人骚客，参

考所有历史典籍，试着作出类似的一章，或数节经文。这



٣٢ 

 

 
 

些挑战的经文不仅仅局限于穆圣时代，而是适合于所有时

代，直到末日都，《古兰经》的挑战之门向所有人类敞开

，谁怀疑它不是安拉的启示，谁就大胆地站起来面对这一

挑战。 

    

在历史上的确出现了一些不自量力的所谓思想家、文人，

他们企图挑战《古兰经》，仿照《古兰经》文体，创作文

章，与《古兰经》比高低，但他们的努力均遭到失败，在《

古兰经》面前，他们所创作的文章犹如小学生的作品。比

如伪先知穆赛勒麦就是其是有一位，他曾在叶玛麦妄称先

知，声称得到了安拉的启示。他仿照《古兰经》第51章文

体，作了一篇，声称是安拉的启示，以此迷惑众人。但他的文

章幼稚而又滑稽，怎能与《古兰经》相比。且看他作的文章

：“指播种的农民起誓，指收割的农民起誓，指将麦秆从麦

粒分离者起誓，指把麦粒与麦秆分离者起誓，指用麦面作

成面包者起誓……。”请看另一篇仿照《古兰经》文体的文章

：“青蛙呀，青蛙！你尽情地喊叫吧，你一半在水里，一半在

泥土里，你既不能把清水弄混，也不能阻止人们饮水。” 

    3、历史伟人的见证 

    

在历史上有许多伟人被《古兰经》那美妙的言辞和深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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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理折服，他们对，古兰经》做出了高度评价，下面列举

几位： 

    

（1）伊历5世纪著名阿拉伯诗人艾布•阿拉伊•穆阿里说：“无

论是穆斯林还是非穆斯林都一致认为，先知穆罕默德给人

类带来的《古兰经》征服了人类的理智，直到现在没有任

何人能作出类似《古兰经》那样优美的文章。《古兰经》

具有独特的风格，与阿拉伯文学风格截然不同。如果把《

古兰经》中任何一节经文放在人的作品中，它就像一颗明

亮的星星在黑夜里闪闪发光。” 

    

（2）瓦里德•本•穆干叶勒是穆圣时代口齿伶俐的雄辩家、哲

人，享有“阿拉伯之秀”和“阿拉伯哲人”的称号。当他听到穆

圣诵读《古兰经》第40章开头几节经文时，被《古兰经》

深深吸引住。他对人们说：“以安拉的名义起誓，我从穆罕

默德那里听到的，即不是人类的话语，也不是精灵的言辞

。《古兰经》的风格美妙感人，意义深奥无比，修辞登峰

造极，犹如一颗参天大树，它的枝叶茂盛，果实累累，根

深蒂固，没有任何人能战胜它，没有任何作品能超越它。”[

] 

    （3） 19世纪英国著名历史学家卡莱尔(Thomas Carlyle 

1795－1881)说：“《古兰经》优越于一切科学、政治、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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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许多著作都能对读者产生影响，但这种影响绝不能

与《古兰经》在人们中产生的影响相媲美。这是因为《古

兰经》是真理，这是毋庸置疑的。《古兰经》包含的内容

是人类走向幸福与完美的保障。” 

    

（4）德国著名诗人康德说：“《古兰经》这部经典，当你读懂

它的意思时，你会不由自主地被它深深吸引住。”他还说：“

多少年来，教皇阻止我们认识先知穆罕默德给人类带来的《

古兰经》真理及其伟大。但是随着人类在知识的大道上前

进，随着愚昧的幔帐被撕破，终有一天《古兰经》将吸引

整个人类，成为人类思想的轴心，对人类的科学发展产生巨

大作用。” 

�تٍ َ�Kْرِي ِن َ�ْ.ِ��1َ  «25»      
$Kَْ1َُ� 
��َِ.�تِ أنَ 
رِ ا�
ذِ�ن آَُ$واْ و3ََِ�وُاْ ا�! و�7#ََ

 َ�زْ'�ً َ'��وُاْ ھَـذَا ا�
ذِي رُزِْ'َ$� ِن َ'ْ#لُ وَأُُ�واْ 1ِ#ُِ رَةٍ ر�َNَ$ِ �1َ$ْ� رُزِ'وُاْ َِ
�7َِ#�1ً اGَْ$�1َرُ ُ��

رَةٌ وَھُمْ �1َ��ِ َ(�ِ�دُونَ  
ط1َ H و1َُ�َمْ �1َ��ِ أزَْوَاجٌ 

    [25] 

你应当向信主而且行善的人报喜，他们将享受诸河流于其

下的天园，每当他们被赐予天园里的一种果实作为给养时

，他们说：“这是我们以前(在尘世)所受赐的。”他们受赐的

果实的确（形象）相似，（但其味更美）。他们在天园中

还享有纯洁的配偶，他们将永居其中。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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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一节经文警告怀疑《古兰经》的人，如果不遵循《古兰

经》就将遭受火狱的惩罚。这节经文向那些信主且行善的

信士们报喜，他们将在后世进入永恒的天园，享受无穷无

尽的幸福生活。经文简要描述了后世天园的状况：天园里

溪水潺潺，绿树成荫，果实累累，还有纯洁的配偶陪伴。

天园的恩惠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不受限制，永不消失。[] 

    “这是我们以前(在尘世)所受赐的” 

    注疏家们有两种解释： 

    1. 

天园里的果实与今世的果实形状极其相似，但味道不同，

不能同日而语。 

    2. 

当天园里的信士第二次得到果实时，他们说，这些果实与

前一次不是一样的吗？其实每次吃到的果实，形状基本相

似，但味道迥然不同， 种特殊和鲜美的感觉。 

     “他们在天园中还享有纯洁的配偶” 

    

后世天园里的配偶纯洁无暇，既指精神方面的纯洁，也指

身体方面的纯洁。 

    重点提示 

    信与行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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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主）与行（善）是一对孪生兄弟，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

可。《古兰经》有许多经文提到信仰之后，紧接着提及行

善。信仰与行善犹如树与果实，有信而无行，就像一棵不

开花结果的树，毫无用处。信仰对行善能产生重要影响，

一个信仰虔诚坚定的人，他的信仰肯定会体现在行动中，

肯定会促使他行善。信仰犹如光亮，无论在哪里，都会闪

闪发光，照亮四周。行善就是信仰之光的外在体现。 

    

至于行善而不信主的人为何不能进入天园，却要被投入火

狱呢？那是因为安拉是宇宙的创造者，是唯一应受崇拜的

主，如果不信仰安拉，不崇拜安拉，或举伴安拉，或崇拜

安拉之外的人或物，都是对安拉的悖逆，都是不可饶恕的大

罪，像这种人，即使行善，他们的善行怎能弥补所犯的大

罪呢？其次，他们行善的目的不是为安拉，有的人行善是

为了沽名钓誉，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有的行善是受良心

和道义的促使，有的行善是为了得到他们崇拜的伪神的回

赐。到后世安拉对他们说：“你们舍安拉而祈求你们妄称的

（主宰）吧！”[1]“他们就祈求它们，但它们没有应答，他

们却看见刑罚。他们希望自己当初曾遵循正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