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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宣言 

随着伊斯兰革命的胜利及时代的信息化，伊斯兰学者面临着

好多棘手的问题和严峻的挑战，给这个时代一个具有挑战性的考

验。曾经一个关联着宗教和传统的时期，很多国家都陷入其中。

因此，考察、研究及宗教领域的运用都必须根据世人承认的标准

和纯洁的思想本源阻止迷信思想及宗教领域的研究。应该受到所

有这一奠基人周全的照顾，尤其是伊斯兰革命伟大的创始人伊麻

目霍美尼（真主怜悯他）及伊斯兰的精神领袖（真主保佑他） 

国际穆斯塔法（真主赐福他及他的后裔）大学，为了完成这

一伟大的使命和穆圣的出版创建了《国际穆斯塔法翻译出版社》 

我们感谢为次著作的出版付出的每位尊敬的同胞，我们祈求

给予我们高贵的品级及珍贵的认识以便我们享用自己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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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 普 慈 特 慈 的 安 拉 之 名 

编 者 前 言 

伊斯兰伦理学强调，“育”与“教”是一对孪生姊妹。因此

，我们发现，从事宗教研究和教学的有识之士，无不认为“育”

对一个人道德的成长,其效果远甚于“教”的效果。 

尊贵的《古兰经》、光辉的圣训以及先贤们的教导中极力强

调“育”与性灵纯洁的重要性，甚至认为无“育”的“教”非但

不能成为人格培育中璀灿的夜明灯，反而可能成为人们走向完美

道路的“障碍”。 

由此可见，重视宗教的道德礼仪和纯洁人们性灵是伊斯兰教

育计划中的重要环节。反之，如果忽视了这一环节，将会给人类

的社会生活带来非常恶劣的后果。“礼仪”与“道德”,二者密

不可分，甚至在有的时候，二者表达的几乎是同一理念。当我们

仔细考究在诸多方面将人们导向可嘉行为、美好道德和高尚品格

的伊斯兰礼仪时，才会明确“礼仪”与“道德”二者之间仅仅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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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上有着微妙的差别。而且，我们将最终落实在一个更为广泛

的概念之上，那就是文化。文化比专门的宗教教育的内涵更为丰

富和广博，因为它囊括了赋予反映社会本质特征的、代表其精神

面貌的传统习俗和道德行为。 

作为肩负改造世界的使命的伊斯兰，它号召一切的人们必须

遵循与人类本性相适应的各项道德礼仪。它不会取消任何一个社

会中合理存在的社会习惯和传统风俗，除非它们与天启使命——

—伊斯兰的本旨背道而驰。因此，我们看到先知穆罕默德（祈主

福安之）在吉祥的圣地奉命传教之后，他认可、承袭、保留了不

少当时所流行的社会礼仪和风俗习惯。与此同时，他（祈主福安

之）将自己的使命阐释为“完善一切美好的道德”。 

文化，就其总体的概念而言，它在社会中所起到的作用类似

于血液在人的身体中流动的作用一样。因为它贯穿在大脑中枢神

经系统乃至于身体的各个肢体、器官中每个细小的部分。同理，

文化也渗透于社会的每个成员、组织、团体之中，从社会精英到

手工劳动者，从规模较小的组织到庞大的机构，概莫能外。文化

普及、渗透在社会一切人的观念之中，它遍布并且深深植根于整

个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当伊斯兰的使命带着它的光辉和真理传播

、席卷和覆盖阿拉伯半岛时，一个具有强大生命力的、由一种崭

新的精神——团结与友爱的精神主导其成员的社会就形成了。 

崇高的安拉晓喻： 

“穆罕默德只是真主的使者，在他左右的人，对外道是庄严

的，对教胞是慈祥的。”（古兰4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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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高的安拉说： 

“他曾联合信士们的心，假若你费尽大地上所有的财富，你

仍不能联合他们的心；但真主已联合他们了，他确是万能的，确

是至睿的。”（古兰8：63） 

当人们接受先知（祈主福安之）所传播的使命，并开始成群

结队地加入到安拉的宗教时，先知（祈主福安之）就着手建设伊

斯兰的新文化。与此同时，与那些不符合人们本性的风俗、习惯

和落后传统进行斗争，并且加以革除。于是，安拉的使者（祈主

福安之）命令人们举行主麻聚礼、集体礼拜、命人行善、止人作

恶，鼓励人们加深兄弟情谊和人们之间的友爱；号召人们善待父

母、加强亲戚之间的友好关系、尊重邻居的权利；责成人们具有

谦虚、守信、坚忍、互让、宽容、公平等美德；同时号召人们通

过逗人开心的、健康向上的幽默玩笑培养心胸开朗、乐观霍达、

奋发向上的精神；在人们中居间调解；承担对孤儿的抚养责任；

探视病人，分享他们的欢乐与分担他们的忧愁，与人们同甘共苦

；赞扬款待客人，同时，鼓励人们诚实守信，履行诺言····

··等，而且为人们制定了一系列的准则。 

除此之外，在另一方面，我们还注意到伊斯兰通过先知（祈

主福安之）及其后来的伊玛目们光辉的道德风范树立了与恶风陋

习、消极行为作斗争的榜样，比如反对背后诋毁、诽谤、中伤、

污蔑、嫉妒、嘲笑和愚弄他人等与人类的地位和尊严格格不入的

道德属性和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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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兰在展示其礼仪与文化时，并非在提出之后，将其束之

高阁，而是通过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教育手段和管理程序，致力于

将它深深的植根于人类的本性和社会实践中。在伊斯兰的文化范

畴里，我们发现了今生与后世的回赐和惩罚两个概念，它所集中

关注的是死后复生 ,即人类生活的不断持续。今生 ,确是后世的

播种场，人类明天在后世所收获的将是今天在今世所播种的。此

外，伊斯兰教法在人类的社会生活中起到指导和规范作用。 

在伊斯兰文化和礼仪中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它就是个人在为

自己而工作的过程中，能给自己带来益处的同时，还会产生相应

的社会效果。比如，一个穆斯林承担抚养孤儿的责任时，其目的

只在获取清高至大的安拉的喜悦和回赐，以期后世进入乐园。在

此时，他给这个孤儿带来的是安全的、高贵的、体面的生活，给

社会带来的利益则是培养了一名服务于社会和国家的清廉之人。 

由此可见，伊斯兰的文化和礼仪旨在为个人和社会生活实现

人类所讴歌和追寻的寓于安宁、富裕和幸福之中的最高目标——

道义方面的相互平等， 

亲爱的读者！摆在您面前的这本书是我校专门为高等宗教院

校基础阶段必修课《伊斯兰礼仪》编写的一本教材，用阿拉伯文

出版发行。值此之际，我们谨向参与本书编写的每位同仁致以衷

心的谢忱。祈求清高万能的安拉赐予编者、读者以及所有的穆斯

林们今生与后世的成功！ 

阿米乃! 

穆斯塔法大学教材编写委员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