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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兰常识问答丛书》的编辑出版，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

情。

开放的中国希望更好地了解伊斯兰文化和伊斯兰民族；走

向世界的中国人民，学习研究伊斯兰文化意义十分重大。近年

来，胡锦涛总书记和温家宝总理多次提出，“应以平等开放的

精神维护文明的多样性”、“发挥宗教在促进社会和谐方面的

积极作用”，这些提法反映了我国政府对世界文明的基本立场。

伊斯兰文明和中华文明都是人类文化的瑰宝，都对人类社

会的进步和发展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作为一种文明和文化体

系，伊斯兰博大精深，其学理深刻反映了历史上人的现实生

活、人与现实世界的各种关系，是对人生真善美的探索和对理

想社会的追求。充分认识尊重文明多样性的重大意义，发挥宗

教在促进社会和谐方面的积极作用，在今天看来，确实是应该

认真对待的问题了。

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文化，需要相互尊重、相互包容、

相互学习。文化交流是推动人类社会前进的重大力量，不同文

追求人生真善美 传承文化大情怀

———《伊斯兰常识问答丛书》总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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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之间的沟通应该是人类生活的一个准则。通过沟通交流才能

消除误解，避免文化在传播过程中产生意义偏移，让文化共性

增进人们之间的合作和凝聚力。因此，我们国家提出的永远坚

持开放兼容，既珍视传统又博采众长，用文明的、和谐的方式

实现经济繁荣和社会进步的方针是非常正确的。而维护和加强

民族团结的一个很重要的基础，就是不同民族之间需要有心

灵、情感、文化上的交流、沟通、理解，共同培育坦诚、大

度、宽容、开放的社会心理，营造一种相互尊重、相互关爱、

相互体谅、相互帮助的社会风气。

然而，在尊重文明的多样性方面，我们明显感觉到理论的

不足、学习的不足。我们忽视了对人文知识的普及和人文精神

的弘扬，我们对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文明研究学习得不够，对

自己民族文化精神的教育，比如生命教育、美德教育、处世教

育、享乐教育、金钱教育和公民教育等严重缺失。那种充满激

情地探索人类灵魂的东西太少，概念化、原则性、空洞的说教

太多，使许多人对基本问题的看法模糊了，甚至缺乏基本的常

识。一方面是教育严重缺失，另一方面是学习严重不足，二者

相互作用的结果是，我们现在几乎什么都有了，却越来越缺乏

心灵的高度。当文明失衡、信仰缺失，社会环境及机制不能及

时有效地为所有人群提供应有的价值指向和生存意义时，必然

会有越来越多的人特别是年轻人产生迷茫、苦闷、空虚、困惑

乃至精神迷失，进而导致整个社会危机系数升高。

所以，加强精神建设，用知识塑造品格，用信仰主导心

灵，十分必要而紧迫。当前我们最重要的任务是学习。有了知

识才能开阔视野，开阔了视野自然也就开阔了心胸，你就能思

想，也就有了力量，才能与不同的文明进行对话和交流，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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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发挥文明对话和交流的功能，才有可能避免文明的冲突。

实际上，中国人选择接受优秀文化、享用文明成果的能力是很

强的。我们要挖掘整理宗教文化中主张和谐、和平的积极因

素，弘扬宗教中弃恶扬善的优良传统，用有研究、有说服力的

东西，更好地发挥宗教在促进社会和谐中的作用。伊斯兰文化

和中华文化共同的伟大之处在于文化传统，而继承传统最重要

的是靠学习和教育。人非生而知之者，熟能无惑？有了惑不要

紧，可以通过读书学习来解惑。为此我们要提倡不知则问、不

懂则学。学习，是文明传承之途。

这套丛书第一批先出版 7 册。丛书以古兰经、圣训为指

导，通过对经典的解释，用人们易于接受的问答方式展示伊斯

兰的基本内涵和文化常识，阐述伊斯兰高尚的文化精神，引导

人们观照自身的精神状态。不仅有益于穆斯林增长知识，学会

高尚，领略境界的高远和胸襟的开阔，而且也有助于非穆斯林

读者全面系统地了解伊斯兰文化的基本知识，让人们在阅读中

吸纳许多永恒的人间智慧。

伊斯兰一向提倡不同民族和群体、不同文化相互交流和沟

通。伊斯兰倡导的对话精神和共存理念，以及伊斯兰对不同文

明的开放心态和包容、宽容精神，是穆斯林认识和对待人类一

切文明的立足点。这套丛书正是本着文明对话和构建和谐社会

的宗旨编写的，作者大都是有在国外学习经历的优秀穆斯林青

年学人和国内伊斯兰教学实践研究者。在与主编孔德军阿訇的

几次交谈中，我体会到作者美好的愿望和正确的信仰以及对伊

斯兰文化的热爱，被他们的清醒、彻悟、成熟和勇于担当的精

神感动。他们是一批知识上有积累，思想上有认识，手底下有

真功夫的青年学者。他们宣传、指正和身体力行伊斯兰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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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古兰经、圣训经典有准确的理解，对相关问题的研究融会贯

通，这是非常可喜的。

为此，我向编写这套丛书的所有人员表示敬意和感谢！祈

求安拉回赐参与这项工作的每一位兄弟姐妹，使他们两世吉

庆、幸福。

感谢甘肃民族出版社刘新田社长、路文副社长等为打造

“让灵魂更美好”的精神空间所作的努力。

让我们共同学习，努力相互了解，实现心灵沟通，获取心

灵快乐。我们坚信，只要能做到这一点，人类的生活将会越来

越美好。

伊卜拉欣·马琦明

2011年 7月 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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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兰于公元 7世纪初兴起，23年中统一了阿拉伯半岛，

80年中传播到亚欧非三大洲，再后来遍布世界各地。今天的世

界上，每五个人中就有一个穆斯林，有 55个国家把伊斯兰作

为国教，有 22个国家把阿拉伯语———《古兰经》的语言———作

为国语。伊斯兰在国际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影响已是

不争的事实。虽然，由于国际霸权主义和由此催生的极端主义

乃至恐怖主义作祟，“曾经对世界文化作出慷慨贡献”的穆斯

林的声誉屡遭涂炭，伊斯兰的真谛对许多人恍若隔世，但据有

关资料显示，伊斯兰仍然是世界上发展速度最快的宗教。

你可以对穆斯林的现状作出自己的不同判断，发表自己自

由的观点，但你无法否认的是，即使在不利于伊斯兰和穆斯林

的形势下，伊斯兰一如既往地保持强劲的传播势头。在全球化

大潮席卷一切的今天，伊斯兰在世界诸多宗教中最为活跃，对

许多国家和地区文化生活乃至政治生活的影响最为明显。

穆斯林的文化有过昔日的辉煌，也有过近代的衰落，但它

衰而不亡，弱而不死，犹如强悍的植物，久旱后一遇甘霖即又

勃发生机。那么，伊斯兰的传播与影响，有什么内在的驱动力？

文明如斯 风范长存

———《伊斯兰常识问答丛书》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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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以针对这个问题列举经济、政治、历史等诸多因素，但如果

透过以“国际标准”名义的简约言说和话语霸权，我们不难看

出，伊斯兰经久不衰的生机主要在于它的对话精神和共存理念。

美籍华人学者杜维明先生提出“文化中国”的概念，并把

它解释为“以沟通理性为方式的，从想象逐步落实日常生活的

‘话语社群’，希望通过对话渐渐消解因不同语言、不同地域和

不同信仰乃至因性别、年龄、职业或阶层的差异而引发的异化

感”。令人惊奇的是，早在一千四百年前，伊斯兰教的先知穆

罕默德所受启示《古兰经》中就已指出，真主创造不同民族和

群体，旨在相互交流与沟通：众人啊！我确已从一男一女创造

了你们，我使你们成为许多民族和宗族，以便你们互相认识

（49：13）。这几乎可以称为最早的“文明对话”宣言。

之所以有“文明对话”这一提法，与各文明之间的差异不

无关系。伊斯兰是世界三大宗教之一，信仰占文明中的主导地

位，但伊斯兰坦然确认人类文明中的两大基本事实，它们对人

类的思想、行为以及与他人的关系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这两

个事实是：（一）人类在宗教及其他文化成分中的不同和差异，

是真主的意志，是真主睿智的选择；任何人无法阻挡真主的意

志，或改变真主赋予宇宙的常道（规律）。《古兰经》说： 假

如你的主意欲，他必使众人变成为一个民族，他们将继续分歧

……他为这件事而创造了他们）（11：118 － 119）。古兰经注家

们说：经文中的“为此”即指人类的差异。（二）人类的差异、

迷误或偏离，其清算权在于真主，而且是在后世，而在今世他

人无权清算。因此，针对反对者，真主说： 你应当召人于此

道，你应当谨守天命，常守正道，不要顺从他们的私欲。你

说：“我确信真主所降示的经典，我奉命公平待遇你们。真主是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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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主，也是你们的主。我们有我们的工作，你们有你们的

工作，我们不必和你们辩驳。真主将集合我们，他是唯一的归

宿” （42：15）。

有鉴于此，伊斯兰文明博大的胸怀中容纳了各种不同的宗

教，不同的国籍，不同的肤色，不同的语言，没有因为这些文

化成分的差异而把任何人逐出这一文明之外，体现了统一文明

之中的多元文化，使犹太教徒、基督教徒、萨比教徒以及信仰

其他各种宗教的人生活在这一文明的庇护之下，他们的信仰和

宗教活动不受任何干涉。大主教尔舒亚伯曾道：“上帝让阿拉

伯人做了我们的统治者，但他们对我们和蔼可亲，这已是众所

周知的事实。他们绝不是基督教的敌人，相反，他们不仅尊重

我们的宗教，尊重我们的牧师和使徒，而且支持我们修建教堂

和修道院。”而且，这些不同的宗教和民族并未生活在伊斯兰

文明的边缘，而是和穆斯林一起直接参与了这一文明众多领域

的构建。美国学者希提的《阿拉伯通史》（马坚译）一书提到，光

辉灿烂的阿拉伯 -伊斯兰文化不乏其他宗教信徒的贡献。如被

称作“翻译家的长老”的侯奈因·本·易斯哈格是景教徒，翻译

过阿基米德著作的撒比特·本·古赖是萨比教徒，天文学家白塔

尼原是萨比教徒，后改奉伊斯兰。这充分说明了伊斯兰对多元

文化的认可和倡导。伊斯兰文明并非如一些人所想象的仅是

“宗教神学文化”，而是一种博大精深、多姿多彩的文明，其中

包括宗教、语言、文学、哲学、自然科学、数理科学、人类

学、社会学及其他种种学科。其中既有艾布·哈尼法的法学及

见解学派，也有马力克的法学及圣训学派；既有沙菲仪的法源

学，艾什尔里的凯拉姆学（辩证认主学），泰伯里的经注，布哈

里的圣训辑录，也有贾希兹的文学，赫里勒的辞书，西伯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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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法，阿布杜·嘎希尔的修辞，伊本·西那（阿维森纳）的医学，

穆台奈比的诗歌，伊本·海赛姆的眼科医学，比鲁尼的数学，

安萨里的苏菲修行，伊本·鲁世德（阿威罗伊）的哲学，伊本·赫

尔敦的历史研究和社会学；既有伊本·泰米叶的回归思想和伊

本·阿拉比的苏菲意识，也有伊本·哈兹姆的表义论和沙蒂比的

宗旨论；既有哲学家的理性主义和法学家的遵循精神，也有维

新家的演绎和因袭者的固守……

由于对多元文化的这种首肯，我们既能在伊斯兰世界的各

大图书馆看到汗牛充栋、不胜枚举的各类图书，又可看到遍布

世界的五彩缤纷、各具风格的伊斯兰建筑艺术，如安达卢西亚

（今西班牙）的红宫，埃及的艾资哈尔大学，印度的泰姬陵……即

使作为敬拜真主的神圣地方———清真寺，有阿拉伯风格的，有

欧式风格的，也有典型的中国风格的（如西安的化觉寺、北京的

牛街寺等）。需要指出的是，鉴于伊斯兰文化的包容性、多元

性和现实性，虽然其中囊括了其实不宜作为普遍指导的一些文

化遗产，但如果将其否定或删除，一定不是客观之举，更与伊

斯兰对文化多元性的精神基调格格不入。所以，在伊斯兰文明

的遗产中我们可读到艾布·阿塔西叶的淡泊诗和艾布·努瓦斯的

吟酒诗，有《辞章之道》和《一千零一夜》，有朱奈迪的遵循经

训的苏菲思想，又有哈拉吉和伊本·赛卜因的奇谈怪论，有同

属穆斯林的不同信仰派别的著述，也有脱离伊斯兰的派别的言

论……这些思想遗产虽然不无问题，但你无法彻底否定它、涂

抹它，它是学者和专家们学术研究和学术比较的领域———专家

们自有慧眼，当然不怕受其中消极因素和极端思想的影响。因

为于多元之中汲取精华是《古兰经》的庄严教诲： 你向我的仆

人们报喜吧！他们倾听言语而从其至美的。这些人已受真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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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引导，这些人确是有理智的 （39：17-18）。

伊斯兰文化的多元性还体现在，《古兰经》和《圣训》虽然是

神圣的立法源泉，但除了信仰、功修、伦理等方面的少部分被

称为“断然”的内容外，大部分明文允许有不同的理解和看

法，因为它们属于“或然”的内容。著名的四大教法学派的产

生，乃是对经典明文多元理解的产物，是伊斯兰文化多样化、

多元性的具体说明。教法学派类似于诸子百家，不过属于多元

性、互补性的差异，并非是对立和冲突的关系。如果说，伊斯

兰文化允许对作为根本行为大法的《古兰经》和《圣训》有不同的

见解———这种多元理解始于先知穆罕默德生前、圣门弟子时代

并延续至今，那么，其他生活领域中的多元化自然是伊斯兰文

明中众所周知的事实。先知“对于你们的世俗之事，你们自己

最清楚”的教诲为文化的多元性提供了广阔的天地，中世纪由

阿拉伯人主导、各民族（包括非穆斯林）共同创造的独领风骚的

伊斯兰科学文化，乃是这一文明特性的直接结果。

开放性是文明多元化思想的自然延伸。穆斯林虽然以自己

的文化和使命而感到自豪，但他们却反对闭关自守，而是向所

有其他文明敞开胸怀，根据自己的价值取向，去吸收其他文化

中的精华。《古兰经》明确指出它的使命是证实以前各民族所受

的启示： 我降示你这部包含真理的经典，以证实以前的一切

天经，而监护之 （5：48）。即《古兰经》旨在证实前人所受经

典中的真理，肯定前人文明中的有益成分，并加以补充和完

善。可见，伊斯兰文明的根本使命是来补充和构建已有的人类

文明，而非抹杀和捣毁它。先知穆罕默德说：“我的使命是为

了完善一切美德。”从而对以前的犹太教文明、基督教文明及

一切天启宗教的文明给予肯定。故而伊斯兰要求穆斯林必须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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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所有天启经典和所有的先知，惟其如此，其信仰才算完美：

使者确信主所降示他的经典，信士们也确信那部经典，他们人

人都确信真主和他的众天使、一切经典和众使者。（他们说：）“我

们对于他的任何使者，都不加以歧视” （2：285）。

伊斯兰对所有人类文明（包括儒家文明和基督教文明）的包

容性在于，承认真主（上帝）给每个民族或文明群体派遣过使

者： 每个民族都有一个引导者 （13：7）。 没有一个民族

则已，只要有一个民族，其中就有警告者曾经逝去了 （35：

24）。 派遣使者之前，我不惩罚（任何人） （17：15）。根据

这些经文，真主不仅给以色列人和阿拉伯人派遣过使者（如穆

萨〔摩西〕、尔撒〔耶稣〕和穆罕默德），而且给一切人类文明

实体都派过使者。以宽容的学术风格而著称的现代伊斯兰思想

家纳迪姆·艾勒·基斯尔在他的名著《信仰的历程》中谈及古希

腊哲学家时说：“我更倾向于认为，在埃及、中国和印度，古

人的许多哲学是天启的遗迹，却被历史湮没；留下那些遗迹者

被列为哲学家，而或许他们就是先知，或先知的追随者。”关

于儒家文明的奠基者孔子、佛教文明的奠基者释迦牟尼等是否

是来自真主的使者，著名伊斯兰学者毛杜迪的观点既不悖穆斯

林的传统信仰，又展示其博大而宽容的胸怀：“我们相信一切

真主派遣给印度、中国、伊朗（波斯）、埃及、非洲、欧洲及世

界其他地区的所有使者。但我们无法具体断定他们中的某个人

是否来自真主的使者。因为我们尚未掌握这方面的任何线索。

然而，我们决不可贬斥或诋毁世界上各种宗教奠基者中的任何

一个。我们或许不知，他们曾经是来自真主的使者，而后人改

变了他们的宗教，一如先知穆萨和尔撒的跟随者改变了他们原

有的宗教一样。如果我们想发表自己的观点，也应当根据其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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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的宗教礼仪和宗教活动就事论事，而对这些宗教的奠基人则

要三缄其口，以免对真主的某个使者有所不恭。”作为穆斯林，

哪怕你不同意某个宗教和文明的一些局部内容，但你不可以对

那一宗教和那一文明的奠基者妄加评论，甚至出言不逊。这或

许就是对如下《古兰经》教诲的一种解读：“我们对他的任何使

者，都不加以歧视。”这种开放心态，是穆斯林认知和对待人

类一切文明的立足点。

因此，先知穆罕默德传播伊斯兰文明的时候，并没有完全

废除伊斯兰文明之前阿拉伯人的一切习俗和文化，而是去其糟

粕，取其精华。比如，朝觐仪式中保留了阿拉伯人由先知伊布

拉欣（亚伯拉罕）继承的索法和麦尔卧之间的奔走礼，取消了部

分阿拉伯人裸体巡游天房的做法；婚姻法中取消了阿拉伯人以

前的三种婚姻形式，而保留了另一种，即今天穆斯林的婚姻形

式；穆圣采纳部分圣门弟子的建议，采用了其他国王们所用的

印章，上刻“穆罕默德———主的使者”；联军战役时，采纳波

斯人赛里曼的建议，挖壕沟来抵御敌军；圣门弟子们曾吸收过

罗马人的行政管理制度和波斯人的田赋制度……

关于吸取其他文明的成果方面，没有以下圣训更能说明问

题的了：“你们求知，哪怕远在中国。”穆圣在世时，伊斯兰

尚未传播到中国，中国当然不会有伊斯兰的宗教学科，那么，

穆圣鼓励穆斯林去中国学什么呢？答案无疑是让他们去学中华

文明（包括儒家文明）的精华。何况根据大学者纳迪姆的观点，

中华文明中无疑存在着“天启的遗迹”，也就是说真主曾给这

块具有五千年文明的古老土地派遣过使者。孔子的许多名言如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与先知穆罕默德的圣训如“爱人如

己者才是真信士”等多有吻合，是最好的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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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知说：“穆斯林犹如蜜蜂，只汲取佳美的饮料，只储存佳

美的食物。”第四位哈里发阿里说：“知识是信士遗失的宝物，

应随时求取，哪怕它来自多神教徒呢！”中世纪的穆斯林，既

能恪守自己的信仰和文明特色，又能吸取波斯、罗马、印度诸

文明中益于自己的成分；同时他们汲取希腊学术遗产，加以翻

译、提炼，并注入新的内容。穆斯林的学者和领袖们支持他们

的这一行动，并参与其中。他们只是对希腊文化中有违自己信

仰和方法论的部分予以抵制，如希腊哲学中的形而上学等。希

提说：“柏拉图的学说和亚里士多德的学说，凭借伊本·西那

（阿维森纳）和伊本·鲁世德（阿威罗伊）两人而传入拉丁世界，

从而对于中世纪欧洲的哲学研究，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这

是伊斯兰文明开放性和包容性的典型例证。正是这一开放的文

明，启动了“百年翻译运动”及独占鳌头的伊斯兰科学文化。

美国学者希提说：“阿拉伯人所建立的，不仅是一个帝国，而

且是一种文化。他们继承了在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流域、

尼罗河流域、地中海东岸上盛极一时的古代文明，又吸收而且

同化了希腊-罗马文化的主要特征。后来，他们把其中许多文

化影响传到中世纪的欧洲，遂唤醒了西方世界，而使欧洲走上

了近代文艺复兴的道路。”

宽容是对话和共存理念的必然内涵。伊斯兰对异文化群体

的宽容性源于它的普世性价值。它的文明兴起之时即呼唤 众

人啊！ （2：21）而没有说“阿拉伯人啊！”它召人于 全世界

的主 （1：2），而没有说“穆斯林的主”或“阿拉伯人的主”；

它宣布自己的使命是针对全世界的，而非区域性的： 我派遣

你，只为慈悯众世界 （21：107）。

先知穆罕默德每次礼拜后所念的一段祷词，集中体现了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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