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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مفهوم السلام في الإسلام وأثره
 أحمد جمال علي محمـد خليفة

قسمممل الدراسمممات الإسمممغمية صاللةمممة الاممماتيةا تليمممة اللةمممات  ال    مممةا  ام مممة 
 الأزه ا القاه ةا ما 

  AhmedGamal.1021@Azhar.edu.eg البريد الإلكتروني:
 الملخص:  

البشممم مة مرطمممىرة  لمممم وممما السمممغ   الأمممماحا    ممم   صطب  ممما ال ممم   
 الدمارا من ثل و ص الإسغ   لم  أصال هذ  الارة الإنسانية من خغل 
د ممىة   ممى  التممان رلممم نشمم    مم  مم ثقا ممة السممغ  تممان الأ مم اد  ال ج   مماتا 
ذم  صممم   مممم   يممما أن ممما  ال ممماللا أدهممم  ا خممم    أ طمممم ماممماري و مممارميا  ب   مممم
امية  رو  ممم  البالةمممةا  مممأق لىا  لمممم ا  تاقممم   ص بادئممم  السممم  ة  أخغايا ممم  السممم 
اه ثممل ا مم ت اد مما ات  ا  امممات صاسلممة  مم  ل أح الإسممغ    دخلممىا هيمم  أ  ىا ممي
ي اا  أنمم  دأممن الإرهمما ه رر أح الأ مما   ان شمم  تممان التممان صممالإح ا ا  ي ممد السمم 

اا  ر  ممم ال   شمممث أح همممذ  ار  اممممات   لممم    ال ىاقمممث أث  مممس ال مممم    اممممي
غ   ارد مما ات ممما هممم رر د مما   مة ءممة  اد مما ات صاسلممةه    تممد أح السمم 
أود الجىانا ال  ائة  م ال  ارة الإسمغميةا  ممن الامر ات ال شم قة  مم 
سمممجل ال مممارمم الإسمممغمم ال ا مممل صالأدلمممة  ال ممم اهان ال مممم   تمممد  لمممم ممانمممة 
غ   م الإسمغ   و صم   لمم   هيقم   لمم أرا الىاقماه  م جلمم مر مى   الس 
السممغ   ممم الإسممغ   صممىر  ممما أ بمماع الممد انات الأخمم    ممم م  مم  ال  مما   
السممل مح واممي ر  ق امم  م تمما   لممم  ممد  ال مم    قمملاا   ن مما قممد  الإسممغ  

ا للسغ   ش ل مجارت ال ياة ال خ لرةه  أن ىذ ي
ــة: الاقا ممة الإسممغميةا السممغ ا الإسممغ   ممم الاممانا الهمميل  الكلمــاا المفتاحي

 الإنسانيةا ال  مة الدأتية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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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cept and Impact of Peace in Islam 
Ahmed Gamal Aly Mohamed Khalifa 

Department of Islamic Studies in Chinese, Faculty of 

Languages and Translation, Al-Azhar University, Cairo, 

Egypt 

E-mail: AhmedGamal.1021@Azhar.edu.eg 

Abstract:  

Humanity is inherently inclined towards the love of 

peace and security, and naturally abhors war and 

destruction. Thus, Islam was keen to instill and reinforce 

this human trait by calling upon all people to spread and 

promote the culture of peace among individuals and 

societies. Islam has provided a civilizational model that is 

worthy of emulation across the world, astonishing others 

with its principles of tolerance, noble ethics, and 

profound mercy, leading many to embrace it and enter 

into Islam in large numbers. However, false accusations 

and claims later emerged, alleging that Islam spread 

through coercion and by the sword, and that it is a 

religion of terrorism. Yet, time and circumstances have 

proven the exact opposite, continuously revealing that 

these accusations and claims are nothing but malicious 

fabrications and baseless allegations. Everything affirms 

that peace is one of the shining aspects of Islamic 

civilization, and one of the bright chapters in the rich 

history of Islam, filled with evidence and proofs 

confirming the prominence of peace in Islam and its 

dedication to realizing it in practice. The concept and 

manifestations of peace with followers of other faiths are 

evident through the principle of peaceful coexist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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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us, peace in Islam does not only mean the non-war 

state. Rather, Islam has provided a comprehensive model 

of peace that covers all aspects of life. 

Key words: Islamic Culture, Peace, Islam in China, 

Human Values, Religious Freed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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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兰教和平观及其影响 
Ahmed Gamal Aly Mohamed Khalifa  

（艾哈迈德·杰马勒·哈利法） 

Department of Islamic Studies in Chinese, Faculty of 

Languages and Translation, Al-Azhar University, Cairo, 

Egypt 

邮箱：AhmedGamal.1021@Azhar.edu.eg 

摘要： 

热爱和平、崇尚安全是人类的本性，不论任何国

家、任何民族都强调要止恶扬善，要摒弃战乱。伊斯

兰教是一个热爱和平的宗教，在方方面面都教化民众

要弘扬和平的、中道的文化与思想，并以宽容的原则

、崇高的道德为世人树立文明的榜样。正是在这样的

前提下，人们欣然接纳伊斯兰教，笃信伊斯兰教。当

前，一些虚伪、扭曲的观点无端曲解和指控伊斯兰教

，声称伊斯兰教是通过刀剑和枪炮向人们传播的，将

伊斯兰教错误地描述成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随着时

间的推移和一些明证的出现，那些无端的指责、猜忌

和谣言不攻自破。伊斯兰教和穆斯林对和平做出的不

懈努力，坚定地证实了和平是伊斯兰文明的亮点。纵

观千年伊斯兰文明史，历代贤哲都对和平做出了详尽

阐释，人们都珍视和平，希望和平是世界发展大势的

主流。伊斯兰教和平观及其与其他宗教信仰者和平共

处的现象随处可见。其意义不仅在于避免战争，而且

为不同生活领域提供了和平模式的典范。 

关键词：伊斯兰文化，和平，中国伊斯兰教，人类价

值观，宗教信仰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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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目的 

撰写有关伊斯兰教和平观的研究论文可以实现以下几个目

标：第一，通过研究伊斯兰教涉及和平的定义和原则，加深人

们对伊斯兰教独特的和平理念的理解；第二，凸显伊斯兰教的

真实面貌及其对个人和社会（无论是穆斯林还是非穆斯林）安

全与和平的影响；第三，展示伊斯兰教如何倡导和平与和谐，

如何促进不同文化和宗教之间的相互理解与尊重；第四，通过

提供基于伊斯兰教义的真实信息，纠正人们对伊斯兰教负面认

知的误解或偏见；第五，研究伊斯兰教如何在历史时期和现代

社会实践和平原则，并分析这些实践对社会的影响；最后，文

章希望通过宣传伊斯兰教的和平理念，鼓励个人或群体在日常

生活中实践和平理念，促进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前言 

在先知穆罕默德（愿主福安之）奉命为圣之前，世界处于

完全的动荡和混乱之中，并渗透到生活的各个方面。阿拉伯人

对真主的宗教一无所知，崇拜偶像，相信迷信和妄想。那个时

期，他们一盘散沙，不知道如何团结，没有一个国家来保护他

们并将他们聚集在一起。每个部落都认为自己是一个独立的国

家，一个与其他部落分离的民族，对他们来说没有其他部落是

不可侵犯的，他们认为让别人流血是允许的，占有他们的财产

是允许的，他们中的强者奴役弱者。他们心狠手辣，一个男人

因为害怕贫穷或羞辱而杀死了他的儿子并活埋了他的女儿。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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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以孤儿无法携带武器和保卫部落为借口，不公平地侵吞孤儿

的财产。 

迁士的代表贾法尔·本·阿比·塔利卜1（愿主喜悦之）站

出来向阿比西尼亚国王纳贾希描述了他们的处境，他说道：

“国王陛下，我们曾是一伙蒙昧的人，我们崇拜偶像，吃死

物，干丑事，割断骨肉，欺压邻里，弱肉强食，这就是我们当

初的行径。后来，真主给我们派遣了同族的使者，我们很熟悉

这位使者，他出身高贵，说话诚实，忠于信托，宽容大度。他

号召我们只崇拜独一的真主，放弃我们的先人崇拜的石头和偶

像。他命令我们说话诚实，忠于信托，接恤骨肉，善待邻里，

放弃罪恶和仇杀。他禁止我们干丑事、说谎言、侵吞孤儿的财

产、诽谤贞节的妇女。他命令我们崇拜独一的真主，不举伴真

主，要礼拜、封斋、缴纳天课等等。我们相信他，接受他，皈

信了他所传达的真主的宗教。我们只崇拜独一的真主，不以任

何物举伴他，我们认他禁止的为非法，认他提倡的为合法。就

因为这些，族人们仇视我们、折磨我们、迫害我们，他们竭力

阻挠我们，企图让我们重新崇拜偶像，放弃崇拜真主，重归过

 
1
 贾法尔·本·阿比·塔利卜：圣门弟子，迁士，是先知穆罕默德（愿主

福安之）的堂弟，他在外貌和性格上与先知穆罕默德（愿主福安之）相

似，而且比他的兄弟阿里·本·阿比·塔利卜（愿主喜悦之）大十岁。

他是最早皈依伊斯兰教的人之一。他是曾经两次迁移到非洲的阿比西尼

亚避难的穆斯林之一，为免遭麦加多神教徒迫害，曾奉先知穆罕默德

（愿主福安之）之命，同少数穆斯林一起迁居阿比西尼亚（今埃塞俄比

亚）。享年 35 岁。参见扎哈比：《贵族人物传记》，出版社：贝鲁特的

信息基金会 1990 年，第一册，第 206-21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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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的恶行。他们一再强迫、残害我们，干涉我们的信仰，我们

只好来到贵国，投奔您，希望能得到您的保护，不受歧视。”1 

先知穆罕默德（愿主福安之）为圣之前，地球上的所有人

都生活在压迫、重重黑暗、无知和迷信之中。所以真主派遣先

知穆罕默德（愿主福安之）以使者的资格去教化众人并使他们

从重重黑暗中走向光明。清高的真主在《古兰经》中说：“他

们在自己所有的《讨拉特》和《引支勒》中发现关于他的记

载。他命令他们行善，禁止他们作恶，准许他们吃佳美的食

物，禁戒他们吃污秽的食物，卸脱他们的重担，解除他们的桎

梏。”{高处章：157}2此节经文中“命令他们行善，禁止他们作

恶”一词，是很多古籍对先知穆罕默德（愿主福安之）特征的

记载。事实上，先知穆罕默德（愿主福安之）就是这样的，他

只命人行善，止人作恶。3此节经文中“卸脱他们的重担，解

除他们的桎梏”一词，即他将带来宽容大度和简易而行的法

律。4 

清高的真主在《古兰经》中说：“你们本族中的使者确已

来教化你们了，他不忍心见你们受痛苦，他渴望你们得正道，

他慈爱信士们。”{忏悔章：128}
5此节经文中“他不忍心见你们

 
1 
萨菲·拉赫曼·穆巴拉克夫勒：《尘封的天醇》，出版社：卡塔尔宗教基

金和伊斯兰事务部 2007 年版，第 95 页。 
2
 《古兰经》：马坚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 年版，第 170 页。 

3
 伊本·凯西尔：《古兰经注》，中国社会出版社，2010 年，第一版，第

461 页。 
4
 伊本·凯西尔：《古兰经注》，中国社会出版社，2010 年，第一版，第

461 页。 
5
 《古兰经》：马坚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 年版，第 20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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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痛苦”一词，就是每当先知穆罕默德（愿主福安之）他的民

族遭受困难时，他就难以忍受，由阿布·胡莱勒1（愿主喜悦

之）传述，真主的使者（愿主福安之）说：“这个宗教是简而

易行的。”2这个宗教的一切法律都是简单、宽容而完美的。

此节经文中“他渴望你们得正道”一词，即先知穆罕默德（愿

主福安之）希望众人走上正道，并获得今后两世的幸福。 

先知穆罕默德（愿主福安之）带来了一项适用于所有人的

法律，无论其种族、国家、语言、阶级和环境如何。清高的真

主在《古兰经》中说：“我派遣你，只为怜悯全世界的人。”

{众先知章：107}
3先知穆罕默德（愿主福安之）是真主派遣的最

后使者﹐他的使命是怜悯全世界的人类﹐怜悯的意思是保护和

同情被压迫人的处境﹐帮助他们反抗一切形式的压迫。伊斯兰

有和平的意思﹐真主的使者传播伊斯兰﹐是和平的使者﹐给全

人类带来和平的希望。先知穆罕默德（愿主福安之）给我们树

立了榜样﹐服从真主的启示﹐同情弱者﹐帮助他们获得解放﹐

消除人间的不平等﹐支持全世界的正义事业。 

 

 

 
1
 阿布·胡莱勒：他的名字叫阿卜杜勒·拉赫曼·本·萨赫尔，著名的圣

门弟子，圣训背诵家和传述家。因其喜爱小猫，故以阿布·胡莱勒（小

猫之父）的绰号著称。也门道斯部落人，跟随先知穆罕默德（愿主福安

之）宣教多年。参见扎哈比：《贵族人物传记》，出版社：贝鲁特的信

息基金会 1990 年，第二册，第 578 页。 
2
 《布哈里圣训集》，第 39 段。参见伊本·凯西尔：《古兰经注》，中国

社会出版社，2010 年，第一版，第 553 页。 
3
 《古兰经》：马坚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 年版，第 33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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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和平在伊斯兰教中的地位 

有一些奇怪的指控试图将伊斯兰教及其教义教理和教法冠

以暴力之名，认为《古兰经》的内容和先知传记在世界上宣扬

和煽动暴力。这些指控还试图证明伊斯兰教与和平没有关系，

尽管伊斯兰教所给出的真理、现实和教诲，证明伊斯兰教最重

要的特征就是将和平放置在信仰的重要位置。笔者将通过以下

几点来解释这一点： 

先知穆罕默德（愿主福安之）迁移到麦地那意味着在地球

上第一个伊斯兰社会的诞生。为此，先知穆罕默德（愿主福安

之）的首要工作，是为这个社会奠定重要的基础，这些基础体

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修建清真寺。先知穆罕默德（愿主福安之）抵达麦

地那后，就马上致力于建立一个稳固的伊斯兰社会，这个社会

主要由聚集在麦地那的穆斯林、迁士和辅士1组成。缔造伊斯

兰社会的首要措施就是修建一座清真寺，即“库巴清真寺”

2。由此可知，修建清真寺是建立伊斯兰社会的重要环节，此

外，穆斯林社会要得到巩固，就必须要坚持伊斯兰原则和道德

 
1
 迁士是阿拉伯历史中与辅士相对应的说法，从麦加迁移到麦地那的穆斯

林被称为迁士（ Muhajirun ），而麦地那的穆斯林则被称为辅士

（Ansar）。 
2
 库巴清真寺：是伊斯兰教最古老的清真寺。又译“库巴伊清真寺”。位

于沙特阿拉伯麦地那西南距城约 3 公里处。因附近一水井名“库巴”，

故名。库巴清真寺是由伊斯兰教创始人、先知穆罕默德奠基，并亲自主

持建造而成的。清高的真主在《古兰经》中说：“从第一天起就以敬畏

为地基的清真寺，确是更值得你在里面做礼拜的。那里面有许多爱好清

洁者；真主是喜爱清洁者的。” 《古兰经》：马坚译， 中国社会科学

出版社，2013 年版，第 20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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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这一切都来源于清真寺的精神及其生命活力对穆斯林的

教育。众所周知，增进人与人之间的友爱纽带并传播人人平等

与公正的精神被认为是建设社会和平的主要基础，所有这些都

是伊斯兰教的原则和礼仪之一，而这些精神的传播只有依靠清

真寺才能完成。先知穆罕默德（愿主福安之）为了实现在穆斯

林社会中上述的种种崇高精神，首先的行动便是积极修建清真

寺。1 

第二，在穆斯林之间建立普遍的兄弟情谊，特别是在迁士

和辅士之间。这是先知穆罕默德（愿主福安之）为建立一个充

满和平、友爱和仁慈的伊斯兰社会而采取的第二个基础。这个

基础的重要性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任何一个国家的建立

和兴旺，必须要以民族的团结和社会和平为基础。这只能通过

在这个社会生活的人们从各个方面实现合作和兄弟情谊的原则

来实现；二、先知穆罕默德（愿主福安之）在圣门弟子们之间

建立的弟兄精神的原则。这些原则并非是空洞的口号，而是与

现实生活以及迁士和辅士之间现有关系的总结。2 

先知穆罕默德（愿主福安之）使这一弟兄精神成为穆斯林

之间真正的责任，并且使这种责任以最佳方式实现。正如先知

穆罕默德（愿主福安之）让赛尔德·本·拉比尔3（愿主喜悦

 
1
 穆罕默德·萨义德·拉马丹·布提：《圣传解析》，出版社：贝鲁特当

代思想之家，1991 年版，第 214 页。 
2
 穆罕默德·萨义德·拉马丹·布提：《圣传解析》，出版社：贝鲁特当

代思想之家，1991 年版，第 217-220 页。 
3
 赛尔德·本·拉比尔：他是圣门弟子，辅士，由艾奈斯·本·马利克

（愿主喜悦之）传述：“阿卜杜·拉赫曼·本·奥夫到达麦地那后，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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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与阿卜杜勒·拉赫曼·本·奥夫1（愿主喜悦之）之间所

建立的弟兄关系2。当时，阿卜杜勒·拉赫曼·本·奥夫（愿

主喜悦之）与赛尔德·本·拉比尔（愿主喜悦之）德平分家

产，但阿卜杜勒·拉赫曼·本·奥夫（愿主喜悦之）对赛尔

德·本·拉比尔（愿主喜悦之）表示感谢，并要求他给自己在

麦地那市场中找份工作。这便是在辅士与迁士之间实践弟兄精

神的例子。这是圣门弟子间在相互关系与合作上的普遍责任，

尤其是在迁移之后，彼此结为弟兄之时。3 

值得一提的是，先知穆罕默德（愿主福安之）在让迁士与

辅士之间缔结这种弟兄关系之前，就曾经在麦加的迁士之间缔

 
者（愿主福安之）就让他和麦地那的辅士赛尔德·本·拉比尔（愿主喜

悦之）结为异性兄弟。赛尔德本有二位太太，他就向刚结为兄弟的阿卜

杜·拉赫曼·本·奥夫建议，要把自己的一位太太和一半财产送给阿卜

杜·拉赫曼·本·奥夫，阿卜杜·拉赫曼·本·阿卜杜·奥夫听后说：

愿真主多多回赐你财富，并赐予你家人吉庆！你只要把我领到市场上就

可以了。”《布哈里圣训集》：第 5072 段。参见扎哈比：《贵族人物传

记》，出版社：贝鲁特的信息基金会 1990 年，第一册，第 318-320 页。 
1
 阿卜杜勒·拉赫曼·本·奥夫：他是圣门弟子，迁士，生于麦加，出身

于古莱什部落的祖赫拉家族。为免遭麦加多神教徒迫害，曾奉先知穆罕

默德（愿主福安之）之命，同少数穆斯林一起迁居阿比西尼亚（今埃塞

俄比亚）。因其在艰苦条件下信教，信仰虔诚、坚定，而成为穆罕默德

以乐园相许诺的十大弟子之一。622 年随穆斯林大众迁徙至麦地那后，即

以其早年经商经验做生意，盈利资助伊斯兰教事业，享年 75 岁。参见扎

哈比：《贵族人物传记》，出版社：贝鲁特的信息基金会 1990 年，第一

册，第 68-92 页。 
2
 伊本·希沙姆：《先知传》，出版社：埃及哈拉比图书馆，1955 年版，

第一册，第 505 页。 
3
 穆罕默德·萨义德·拉马丹·布提：《圣传解析》，出版社：贝鲁特当

代思想之家，1991 年版，第 22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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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过弟兄关系，伊本·阿卜杜勒·巴尔1说：“缔结弟兄关系

是两次：一次是在麦加的迁士之间进行，另一次是在迁士与辅

士之间。”2 

迁士和辅士之间、迁士彼此之间以及辅士彼此之间的兄弟

情谊被认为是在一群人之间建立熟悉感的形式，更是个人感情

纽带的缔结。这是社会熟悉度和群体纽带的基础。除此之外，

还必须有一个部落或家庭关系的组织，旨在结束部落冲突，以

便早日实现和平，达成国家的复兴。3因此，我们不能忽视伊

斯兰教出现之前麦地那的状况，当时，麦地那经历着奥斯部落

和哈兹拉吉部落之间的内战，当时总共发生了十多次战争，两

个部落之间的战争持续了一百多年，其中最后一次也是最血腥

的一场战争是“布阿斯”战争4。1这些战争发生在先知穆罕默

 
1
 伊本·阿卜杜勒·巴尔：他是阿布·奥马尔、尤瑟夫·本·阿卜杜

拉·本·穆罕默德·本·阿卜杜勒-巴尔·本·阿西姆·尼姆里·安达卢

西，库尔图比（伊历 368- 463），遵循马利克教法学派。他是最伟大的

圣训背诵家、历史学家、文学家之一。他被称为“摩洛哥的背诵家”，

他出生在科尔多瓦。他在安达卢西亚西部和东部进行了长途旅行，担任

里斯本和辛特伦法官。参见扎哈比：《贵族人物传记》，出版社：贝鲁

特的信息基金会 1990 年，第十八册，第 154-161 页。 
2
 参见伊本·哈吉尔·阿斯卡拉尼：《造物主的启迪》，出版社：贝鲁特

知识之家，第七册，伊历 1379 年版，第 270 页。 
3
 穆罕默德·阿布·扎赫拉：《众先知的封印（愿主福安之）》，出版

社：埃及阿拉伯思想图书馆，2012 年版，第二册，第 494 页。 
4
 “布阿斯”战争：“布阿斯”一词适用于麦地那附近的一个地方，这就

是伊斯兰教前的历史时期（蒙昧时期）奥斯部落和哈兹拉吉部落之间发

生的最后事件。伊斯兰教兴起前，奥斯部落和哈兹拉吉部落的生活是建

立在敌意、仇恨和战斗的基础上的，这就是他们没有大规模从事贸易或

农业的原因。他们一直处于这种状态，直到先知穆罕默德（愿主福安

之）迁移到麦地那并命令他们停止敌对和战斗。此后，和平在麦地那社

区蔓延，他们和平、安全地生活在一起。伊本·阿西尔：《历史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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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愿主福安之）迁徙之前五年，造成了许多叛乱和紧张局

势。当他们信奉伊斯兰教后，信仰使他们忘掉这一切，作为穆

斯林，他们不仅仅要承认先知穆罕默德（愿主福安之）的精神

领袖地位，同时还要承认他的现世领导权，自觉地消除宗族观

念，友好地把对方作为兄弟。2 

人类历史见证了这一切，先知穆罕默德（愿主福安之）在

阿拉伯人中间带来的变化是举世无双的。所有这一切，让我们

很自然的把它与先知穆罕默德（愿主福安之）的智慧联系起

来，在短的时间内，先知穆罕默德（愿主福安之）把他的定居

地变成了一个和谐的社会。 

第三，制定“麦地那宪章”。先知穆罕默德（愿主福安

之）在迁士与辅士之间建立了兄弟情谊后，他的下一步措施就

是建立一个和平、安定的环境，他（愿主福安之）想在穆斯林

与非穆斯林之间培养友爱与和睦的基础。这是先知穆罕默德

（愿主福安之）制定有关崭新社会的宪法价值最重要的基础。

根据伊斯兰教著名历史学家、先知穆罕默德（愿主福安之）传

记作者伊本·希沙姆所著《先知传》，“先知穆罕默德（愿主

福安之）在麦地那住了不久，麦地那的阿拉伯人基本上都信奉

 
全》，出版社：贝鲁特科学书籍之家，1987 年版，第一册，第 519-538

页。 
1
 穆罕默德·巴尤米·马赫兰：《古代阿拉伯历史研究》，出版社：开罗

的大学知识之家，第一版，第 426 页；又参见伊本·阿西尔：《历史大

全》，出版社：贝鲁特科学书籍之家，1987 年版，第一册，第 538 页。 
2
 穆罕默德·阿布·扎赫拉：《众先知的封印》，出版社：埃及阿拉伯思

想之家，2012 年版，第二册，第 490-491 页。 



 

伊斯兰教和平观及其影响

1668 

了伊斯兰教，除了奧斯部落寥寥无几的几个人之外，所有的辅

士家庭都信奉了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愿主福安之）在迁

士和辅士的前面就制订了条约，在此项条约中，先知穆罕默德

（愿主福安之）与当时麦地那的犹太教徒签订条约，承认他们

的信仰并承诺保护他们的财产，在条约中规定他们应履行自己

的义务也可享受自己的权利。”1 

当时，麦地那内部及周围有三个较大的犹太部落，它们

是：巴努·盖努嘎尔部落、巴努·奈迪尔部落和巴努·古赖兹

部落，由于他们认为，他们在麦地那享有统治权，权力的失落

使他们失去了往昔的荣耀，尽管如此，他们仍然常觉得比辅士

们优越。2为此，考虑到他们是一种威胁，先知穆罕默德（愿

主福安之）决定和他们签约。这是穆斯林与非穆斯林之间的第

一个条约，在伊斯兰的精神指导下，它给多民族杂居的社会带

来了和平之光。 

总而言之，在解决麦地那社会内部存在的层层矛盾中，

“麦地那宪章”凭籍伊斯兰教“求同存异”的指导精神从制

度、组织和舆论方面整合穆斯林和非穆斯林，在伊斯兰文明史

上创建了为历代穆斯林奉为圭臬的典范时代，其精神和模式对

建设和维护现代多元社会不乏指导意义。这部宪法将这个新生

国家转变为一个协商一致的国家。由此我们清楚地看出，先知

 
1
 伊本·希沙姆：《先知传》，出版社：埃及哈拉比图书馆，1955 年版，

第一册，第 501-504 页。 
2
 陶菲克·布罗：《古代阿拉伯人的历史》，出版社：思想之家，2001 年

版，第 186-18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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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罕默德（愿主福安之）充分意识到，除非通过在麦地那人民

之间传播和平和建立和谐来铺平道路，否则不可能传播使命或

建立健全的社会。 

二、《古兰经》中的和平 

笔者查考了《古兰经》中“和平”一词，发现它被提及了

四十二次。1《古兰经》中的“和平”一词有五个方面的含

义：第一，至高无上的真主；第二，善言；第三，赞美；第

四，安全；第五，问候“道赛俩目”。2 

值得一提的是，上述五个方面都表明伊斯兰教始终追求共

同利益，寻求人民的安全，免受一切邪恶的侵害，并鼓励一切

维护人民安全的事情。但是，也有一些东方学家和追随他们的

人说，伊斯兰教是一种暴力宗教，是通过武力和刀剑在各国人

民中传播的。这是对伊斯兰教及其给所有人带来的和平的明显

疑惑，都是无谬，与伊斯兰教无关。 

第一，《古兰经》中“和平”一词指的是“真主”或“真

主的尊名和属性之一”。例如： 

 
1
 穆罕默德·福阿德·阿卜杜勒·巴奇：《古兰经索引词典》，出版社：

埃及书籍之家，伊历 1364年版，第 356 页。 
2
 穆凯特勒·本·苏莱曼：《 ال  يل الق آح  校对：伊拉克巴，《الى ى   الت ائ   م 

格达的哈特姆·萨利赫·达门，出版社：利雅得 Al-Rushd 图书馆，2011

年，第二版，第 162-164 页；又参见：哈伦·本·穆萨：《  الى ى   الت ائ   م
ال  مل 校对：伊拉克巴格达的哈特姆·萨利赫·达门，出版社：文，《الق آح 

化传媒部，1988 年版，第 342-34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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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清高的真主在《古兰经》中说：“他是真主，除他

外，绝无应受崇拜的。他是君主。他是至洁的，是健全的，是

保佑的，是见证的，是万能的，是尊严的，是尊大的。赞颂真

主，超绝万物，他是超乎他们所用以配他的。”{放逐章：23}
1 

伊斯兰教著名经注学家伊本·凯西尔2说：“这节经文中

‘是健全的’一词意为真主是全美的，就是清高的真主没有任

何缺陷，因为他的本体、属性和行为，都是完美的。”3 

伊斯兰教著名经注家拜达维4说：“清高的真主从任何缺

陷、灾难上是安全的。‘和平’在阿拉伯语上是词根，用作形

容词，是为了夸张。”1 

 
1
 《古兰经》：马坚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 年版，第 548 页。 

2
 伊本·凯西尔（伊历 701-774 年），他是伊斯兰经注学家、教法学家、

史学家。曾担任过大马士革伊斯兰学校教师。通晓《古兰经》，对教义

学、圣训学、历史学颇有研究，奉逊尼派教义。参见穆罕默德·祖海

里：《大马士革伊本·凯西尔》，大马士革达尔卡拉姆出版社，1995

年，第一版，第 15-70-71-72 页。 
3
 伊本·凯西尔：《古兰经注》，中国社会出版社，2010 年，第一版，第

1349 页。 
4
 拜达维（？-伊历 685 年），他是伊斯兰教经注家、教法学家、逻辑学

家。曾任设拉子（ Shiraz，今伊朗境内）法官。后迁居大不里士

（Tabriz，今伊朗境内），死于该地。主要著作《启示光辉和经义奥

秘》，被逊尼派赞为最好的《古兰经》注释本，近乎视为宗教经典。因

拜达维曾是设拉子（Shiraz，今伊朗境内）的法官（Qadi，中国旧译“戛

尊”），故又称该注释本为《戛尊》。中国伊斯兰教用作经堂教育的读

本之一。还著有《教法根源学正道指南》 （Minhaj al-Wusul ila Ilm al-

Usul）、《真境初显时的光辉闪耀》（Tawali al-Anwar min Matali al-

Anwar）和写至 1275 年的世界史《历史汇编》（Nizam al-Tawarikh）

等。参见金宜久主编：《伊斯兰教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97 年

版，第 417 页；又参见拜达维：《启示光辉和经义奥秘》校对：穆罕默

德·阿卜杜勒·拉赫曼·马拉什利，出版社：贝鲁特阿拉伯遗产复兴之

家，伊历 1418 年，第一版，第 9-10-11 页；又参见任继愈主编：《宗教

大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98 年版，第 5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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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兰教经注学家塔赫尔·本·阿舒尔2说：“清高的真主

使受造物免受不公正和压迫，并确认他在对待受造物时实现了

正义。”3由艾布·伍玛迈4（愿主喜悦之）传述，真主的使者

（愿主福安之）说：“与真主最亲近者，是先道赛俩目的

人。”5 

这节经文强调，清高的真主向全人类保证，他就是和平，

一切和平都从他身上散发出来，传播到整个世界。 

（2）清高的真主在《古兰经》中说：“他们在主那里，

将为自己的善行而享受安宅，真主是他们的保佑者。”{牲畜

章：127}
6这节经文中“安宅”一词的意思是“平安的住宅”。 

伊斯兰教著名经注学家伊本·凯西尔说：“真主在这节经

文中以‘平安’形容乐园，说明他们将在后世会得到‘平安的

 
1
 拜达维：《嘎最经注（光明的启示）》，校对：穆罕默德·阿卜杜

勒·拉赫曼·马拉什利，出版社：贝鲁特阿拉伯遗产复兴之家，伊历

1418 年版，第五册，第 202 页。 
2
 穆罕默德·塔赫尔·本·阿舒尔（1879-1973），他曾在突尼斯担任首席

穆夫提，突尼斯宰图纳大清真寺的大长老，其最著名的著作有：《伊斯

兰教法的目标》、《伊斯兰教社会制度的基础》、《古兰经解释中的解

放与启蒙》，已出版十卷，和（修辞学概要）等，他编辑并出版了该书

（迪万·巴沙尔·本·伯德），分为四部分。参见凯鲁丁·齐尔克里：

《人物》，出版社：数百万人的知识之家，2002 年，第十五版，第 174

页。 
3
 塔赫尔·本·阿舒尔：《古兰经解释中的解放与启蒙》，突尼斯：突尼

斯之家出版社，1984 年版，第二十八册，第 120-121 页。 
4
 艾布·伍玛迈·巴赫里：圣门弟子，圣训传述人，据说他参加了向先知

穆罕默德（愿主福安之）宣誓效忠的协定。卒于伊历 86 年左右。参见扎

哈比：《贵族人物传记》，出版社：贝鲁特的信息基金会 1990 年，第三

册，第 360-363 页。 
5
 《阿布·达伍德圣训集》：第 5197 段。 

6
 《古兰经》：马坚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 年版，第 14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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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园’，因为他们在今世追随众先知的道路，走上了正道，也

没有陷入歪斜的灾难之中。”1 

伊斯兰教经注学家白格维2说：“这节经文中‘安宅’一词

指的是‘乐园’。大部分经注学家认为这节经文中‘平安’一

词就是‘真主’，‘住宅’一词就是‘乐园’，它之所以被称

为安宅，是因为凡是进入其中的人都能够免受灾祸。据说：之

所以这样称呼，是因为它的所有状态都与和平相关，清高的真

主在《古兰经》中说：‘你们平平安安地进入乐园吧！’{石

谷章：46}
3，又说：‘众天使从每道门进去见他们，（说）：

祝你们平安！’{雷霆章：23-24}
4又说：‘他们在乐园里，听不

到恶言和谎话，但听到说：祝你们平安！祝你们平安！’{大

事章：25-26}
5，又说：‘他们在乐园里的祝辞是平安。’{易卜

拉欣章：23}
6，等等。”7 

 
1
 伊本·凯西尔：《古兰经注》，中国社会出版社，2010 年，第一版，第

402 页。 
2
 白格维（伊历 433-516 年）：伊玛目阿布·穆罕默德·侯赛因·本·麦

斯欧德·本·穆罕默德·本·菲达·白格维·鲁肯·阿尔丁，绰号“逊

奈的复兴者”，白格维 (Al-Baghawi) 以呼罗珊省的一个城镇命名，他

是经注学家、沙非仪法学派法学家、圣训学家。主要著作：《白格维注

释“启示的解释”》、《逊奈注释》、《麦萨比哈》等。参见扎哈比：

《贵族人物传记》，出版社：贝鲁特的信息基金会 1990 年，第十九册，

第 439 页。 
3
 《古兰经》：马坚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 年版，第 264 页。 

4
 《古兰经》：马坚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 年版，第 252 页。 

5
 《古兰经》：马坚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 年版，第 535 页。 

6
 《古兰经》：马坚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 年版，第 258 页。 

7
 白格维：《白格维注释“启示的解释”》，出版社：伊本·哈兹姆之

家，2002 年，第一版，第 442-44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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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兰教著名经注家拜达维说：“这节经文中‘安宅’一

词指真主的乐园，将它与‘真主’组合起来，是为了提高它的

地位。”1由此可知，“和平”就是真主。2 

前面提到的所有这些《古兰经》经文都表明并证实了“和

平”是真主的尊名和属性之一；真主将乐园被称为“和平的住

宅”；真主所选择的宗教是“伊斯兰教”，“伊斯兰”的词根

是阿拉伯语音译，原意为“顺从”、“和平”，即顺从真主意

志的宗教。所有这些都凸显了“和平”是伊斯兰教普遍的传教

口号，也证实了伊斯兰教是“和平”的宗教。 

第二，《古兰经》中“和平”一词指的是“善言”。例

如： 

（1）清高的真主在《古兰经》中说：“你应当原谅他

们，你应当说：‘祝你们平安！’”{金饰章：89}
3 

伊斯兰教著名经注学家伊本·凯西尔说：“这节经文中

‘他们’一词指多神教徒，真主劝告先知穆罕默德（愿主福安

之）在对待多神教徒时不要以恶言回击他们的恶言，而要与他

们融洽相处，从言行方面原谅他们，感化他们。”4 

 
1
 拜达维：《嘎最经注（光明的启示）》，校对：穆罕默德·阿卜杜

勒·拉赫曼·马拉什利，出版社：贝鲁特阿拉伯遗产复兴之家，伊历

1418 年版，第二册，第 182 页。 
2
 伊本·杰维兹仪：《经注学中路径的旅费》，出版社：伊本·哈兹姆之

家，2002 年，第一版，第 467 页。 
3
 《古兰经》：马坚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 年版，第 495 页。 

4
 伊本·凯西尔：《古兰经注》，中国社会出版社，2010 年，第一版，第

1210 页；又参见伊本·杰维兹仪：《经注学中路径的旅费》，出版社：

伊本·哈兹姆之家，2002 年，第一版，第 128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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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清高的真主在《古兰经》中说：“至仁主的仆人是

在大地上谦逊而行的；当愚人以恶言伤害他们的时候， 他们

说：‘祝你们平安。’”{准则章：63}
1 

伊斯兰教著名经注学家伊本·凯西尔说：“这节经文给我

们讲述信道的人们‘穆民众仆’的一些特征，即他们走路时要

显示他们的谦逊。而且如果无知者对他们恶言呼唤时，他们不

要以相同的恶言回击，而要宽宏大量，只说善言。正如先知穆

罕默德（愿主福安之）就是这样，无知者的态度越恶劣，他

（愿主福安之）越宽容。另一段经文说：‘当他们听到恶言的

时候，立即退避，他们说：我们有我们的行为，你们有你们的

行为。祝你们平安！我们不求愚人的友谊。’{故事章：55}
2
”3 

（3）清高的真主在《古兰经》中说：“他说：“祝你平

安！我将为你向我的主求饶，他对我确是仁慈的。”{麦尔彦

章：47}
4 

在这节经文中先知易卜拉欣（愿主福安之）用亲情和礼貌

的语言与他父亲（非穆斯林）进行讨论。伊斯兰教著名经注家

拜达维说：“这节经文中‘平安’一词意思是先知易卜拉欣

 
1
 《古兰经》：马坚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 年版，第 365 页。 

2
 《古兰经》：马坚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 年版，第 392 页。 

3
 伊本·凯西尔：《古兰经注》，中国社会出版社，2010 年，第一版，第

922 页。 
4
 《古兰经》：马坚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 年版，第 30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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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主福安之）对其父亲说：我不会强迫你，从今往后我不会

再说伤害你的话。”1 

在《哲俩莱尼经注》一书中“这节经文中‘平安’一词意

思是：我不让你受到委屈。”2 

伊斯兰教著名经注学家伊本·凯西尔说：“先知易卜拉欣

（愿主福安之）对其父亲说话的意思是：无论你怎么办，我都

不会对你做出可憎或有害的事情，因为你拥有做父亲的尊

严。”3 

（4）清高的真主在《古兰经》中说：“我的众使者确已

带著喜讯降临易卜拉欣，他们说：‘祝你平安！’他说：‘祝

你们平安。’”{呼德章：69}
4
 

伊斯兰教著名经注学家伊本·凯西尔说：“这节经文中

‘喜讯’一词，一说指易斯哈格的出生，一说指鲁特民族的毁

灭，下列经文可以证明第一说法：‘当畏惧离开易卜拉欣，而

喜讯降临他的时候，他为鲁特的宗族而与我的众使者争论。’

{呼德章：74}
5众天使向先知易卜拉欣（愿主福安之）说：‘祝

 
1
 拜达维：《嘎最经注（光明的启示）》，校对：穆罕默德·阿卜杜

勒·拉赫曼·马拉什利，出版社：贝鲁特阿拉伯遗产复兴之家，伊历

1418 年版，第四册，第 12 页。 
2
 贾拉勒丁马赫利、贾拉勒丁苏尤提：《哲俩莱尼经注》，出版社：贝鲁

特知识之家，1987 年，第一版，第 400 页。 
3
 伊本·凯西尔：《古兰经注》，中国社会出版社，2010 年，第一版，第

783 页。 
4
 《古兰经》：马坚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 年版，第 229 页。 

5
 《古兰经》：马坚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 年版，第 23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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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平安’他（愿主福安之）回答说：‘祝你们平安’。修辞学

家说：这是最好的祝贺方式。”1 

伊斯兰教著名经注家拜达维说：“这节经文中‘他们说：

祝你平安’意思是众天使真诚地祝福先知易卜拉欣（愿主福安

之），向他说：‘赛俩目’，所以他回答说：‘祝你们平安’

意思是你们的事情也是平安的，向他们回答说：‘赛俩目’。

先知易卜拉欣（愿主福安之）用最好的方式给予回答。”2 

第三，《古兰经》中“和平”一词指的是“赞美”。例

如： 

清高的真主在《古兰经》中说：“在各民族中，都有人

说：‘祝努哈平安！’”{列班者章：79}
3
又说：“祝易卜拉欣

平安！”{列班者章：109}
4又说：“祝穆萨和哈伦平安！”{列班

者章：120}
5又说：“祝易勒雅斯平安！”{列班者章：130}

6 

在这些经文中“平安”一词，意为受到人们的赞美，即将

永享祝福和美誉。7 

 
1
 伊本·凯西尔：《古兰经注》，中国社会出版社，2010 年，第一版，第

595 页。 
2
 拜达维：《嘎最经注（光明的启示）》，校对：穆罕默德·阿卜杜

勒·拉赫曼·马拉什利，出版社：贝鲁特阿拉伯遗产复兴之家，伊历

1418 年版，第三册，第 141 页。 
3
《古兰经》：马坚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 年版，第 449 页。 

4
《古兰经》：马坚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 年版，第 450 页。 

5
《古兰经》：马坚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 年版，第 450 页。 

6
《古兰经》：马坚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 年版，第 451 页。 

7
 伊本·凯西尔：《古兰经注》，中国社会出版社，2010 年，第一版，第

1110，1115，1116 页；又参见贾拉勒丁马赫利、贾拉勒丁苏尤提：《哲

俩莱尼经注》，出版社：贝鲁特知识之家，1987 年，第一版，第 5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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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古兰经》中“和平”一词指的是“安全”。例

如： 

（1）清高的真主在《古兰经》中说：“有人说：“努哈

啊！你下船吧！从我发出的平安和幸福，将要降临你和与你同

船的人的部分后裔。”{呼德章：48}
1 

伊斯兰教著名经注学家伊本·凯西尔说：“船平稳地停泊

在朱迭山时，有声音对先知努哈（愿主福安之）和船上的信士

们致以平安问候，这祝词将与世共存。”2每个信道者男女都

永远进入了这个平安的祝贺之中，直至末日。3 

伊斯兰教著名经注家拜达维说：“这节经文中‘你下船

吧！从我发出的平安’的意思是：你走下船梯吧！你从我的磨

难上是平安的，或你将受到人们的祝福。”4 

（2）清高的真主在《古兰经》中说：“我（真主）说：

火啊！你对易卜拉欣变成凉爽的和平的吧！”{众先知章：69}
5 

 
页；又参见伊本·杰维兹仪：《经注学中路径的旅费》，出版社：伊

本·哈兹姆之家，2002 年，第一版，第 1189 页。 
1
 《古兰经》：马坚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 年版，第 227 页。 

2
 伊本·凯西尔：《古兰经注》，中国社会出版社，2010 年，第一版，第

591 页。 
3
 阿布·贾法尔·本·贾里尔·泰伯里：《泰伯里经注》，出版社：开罗

伊本·泰米叶图书馆，2001 年版，第十五册，第 353 页。 
4
 拜达维：《嘎最经注（光明的启示）》，校对：穆罕默德·阿卜杜

勒·拉赫曼·马拉什利，出版社：贝鲁特阿拉伯遗产复兴之家，伊历

1418 年版，第三册，第 137 页。 
5
 《古兰经》：马坚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 年版，第 32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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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兰教著名经注学家伊本·凯西尔说：“伊本·阿巴斯1

（愿主喜悦之）说：假若真主没有说‘和平的’，先知易卜拉

欣（愿主福安之）必定受凉而得病。”2 

伊斯兰教著名经注家拜达维说：“这节经文的意思是：你

变成温凉不伤人的吧！有人说，火没有发生变化，但真主抵御

了它的伤害。”3 

在《哲俩莱尼经注》一书中“这节经文的意思是：由于清

高的真主所说‘平安’二字，先知易卜拉欣（愿主福安之）才

没有被冻死。”4 

（3）清高的真主在《古兰经》中说：“那末，一般幸福

的人将对他说：‘祝你平安！’”{大事章：91}
5
 

伊斯兰教著名经注学家伊本·凯西尔说：“这是众天使对

他报喜时所说的话。即他们将对他说：祝你平安！你没事了，

 
1
 伊本·阿巴斯：他是阿卜杜拉·本·阿巴斯·本·阿卜杜·穆塔里布，

先知穆罕默德（愿主福安之）的堂弟和弟子，经注家，圣训传述家，被

先知穆罕默德（愿主福安之）誉为“《古兰经》的解释者”，晚年双目

失明，他一生传述圣训 1660 段。参见扎哈比：《贵族人物传记》，出版

社：贝鲁特的信息基金会 1990 年，第三册，第 332-352 页；又参见白格

维：《白格维注释“启示的解释”》，出版社：伊本·哈兹姆之家，

2002 年，第一版，第 840 页。 
2
 伊本·凯西尔：《古兰经注》，中国社会出版社，2010 年，第一版，第

827 页；又参见伊本·杰维兹仪：《经注学中路径的旅费》，出版社：伊

本·哈兹姆之家，2002 年，第一版，第 934 页。 
3
 拜达维：《嘎最经注（光明的启示）》，校对：穆罕默德·阿卜杜

勒·拉赫曼·马拉什利，出版社：贝鲁特阿拉伯遗产复兴之家，伊历

1418 年版，第四册，第 55-56 页。 
4
 贾拉勒丁马赫利、贾拉勒丁苏尤提：《哲俩莱尼经注》，出版社：贝鲁

特知识之家，1987 年，第一版，第 427 页。 
5
 《古兰经》：马坚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 年版，第 53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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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应当获得平安，你属于幸福的人。”1这节经文与下面的经

文相似：“凡说过‘我们的主是真主’，然后遵循正道者，众

天使将来临他们，说：‘你们不要恐惧，不要忧愁，你们应当

为你们被预许的乐园而高兴。’在今世和后世，我们都是你们

的保护者。你们在乐园里将享受你们所爱好的一切，你们在乐

园里将享受你们所要求的一切。那是至仁至慈的主所赐的款

待。”{奉绥来特章：30-32}
2 

在《哲俩莱尼经注》一书中“这节经文的意思是：发自幸

福者对他的祝福是：‘但愿他从惩罚上平安！’”3 

（4）清高的真主在《古兰经》中说：“你们平平安安地

进入乐园吧！”{石谷章：46}
4
又说：“你们平安地进入乐园

吧！这是永居开始之日。”{戛弗章：34}
5 

伊斯兰教著名经注学家伊本·凯西尔说：“他们没有遭受

真主的惩罚，众天使也向他们道赛俩目致安。”6 

 
1
 伊本·凯西尔：《古兰经注》，中国社会出版社，2010 年，第一版，第

1321 页。 
2
 《古兰经》：马坚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 年版，第 480 页。参

见伊本·凯西尔：《古兰经注》，中国社会出版社，2010 年，第一版，

第 1321 页。 
3
 贾拉勒丁马赫利、贾拉勒丁苏尤提：《哲俩莱尼经注》，出版社：贝鲁

特知识之家，1987 年，第一版，第 718 页。 
4
 《古兰经》：马坚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 年版，第 264 页。 

5
 《古兰经》：马坚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 年版，第 519 页。 

6
 伊本·凯西尔：《古兰经注》，中国社会出版社，2010 年，第一版，第

127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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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哲俩莱尼经注》一书中“你们从每一种恐惧上平安，

或伴随着平安地进入乐园吧！即：你们道安‘道赛俩目’而进

入乐园吧！”1 

伊斯兰教著名经注家拜达维说：“这节经文的意思是：你

们从刑罚、恩典的失去上是安全的；或真主、众天使是给你们

道‘赛俩目’的。”2 

第五，《古兰经》中“和平”一词指的是问候“道赛俩

目”。例如： 

清高的真主在《古兰经》中说：“你们进家的时候，你们

当对自己祝安——真主所制定的、吉祥而优美的祝词。”{光

明章：61}
3
 

伊斯兰教著名经注学家伊本·凯西尔说：“赛义

德·本·朱拜尔4、哈桑·巴士里5等学者说：你们要相互道赛

 
1
 贾拉勒丁马赫利、贾拉勒丁苏尤提：《哲俩莱尼经注》，出版社：贝鲁

特知识之家，1987 年，第一版，第 691 页。 
2
 拜达维：《嘎最经注（光明的启示）》，校对：穆罕默德·阿卜杜

勒·拉赫曼·马拉什利，出版社：贝鲁特阿拉伯遗产复兴之家，伊历

1418 年版，第五册，第 143 页。 
3
 《古兰经》：马坚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 年版，第 358 页。 

4
 赛义德·本·朱拜尔：他是先知穆罕默德（愿主福安之）的再传弟子之

一，圣训背诵家、经注学家、教法学家，他跟着阿卜杜拉·本·阿巴斯

（愿主喜悦之）学习《古兰经》。参见扎哈比：《贵族人物传记》，出

版社：贝鲁特的信息基金会 1990 年，第四册，第 322 页。 
5
 哈桑·巴士里：他是先知穆罕默德（愿主福安之）的再传弟子之一，圣

训学家，教法学家。生于麦地那，后迁至巴士拉，由于他信仰虔诚和学

术上的声誉，赢得了逊尼派和苏菲派的尊敬。参见扎哈比：《贵族人物

传记》，出版社：贝鲁特的信息基金会 1990 年，第四册，第 564-57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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俩目。”1贾比尔·本·阿卜杜拉2（愿主喜悦之）说：“这节

经文的意思是：你去见家人时要给他们道赛俩目，献上来自真

主的吉庆和纯洁的祝贺。”3 

在《哲俩莱尼经注》一书中：“这节经文的意思是：你们

进入你们的无人居住的家里的时候，你们当对自己祝安——

说：‘平安是降临我们和真主的善仆’。因为众天使会回答你

们的道安。如果其中有人，你们就应当向他们道安。说祝安词

‘道赛俩目’是会得到回赐的，这是真主的命令而确立，是真

主制定的。”4 

前面提到的所有这些《古兰经》经文都表明，《古兰经》

非常重视“和平”，以建立一个“和平”、“安全”、“和

谐”的社会。《古兰经》还有很多经文强调伊斯兰教只是呼吁

和平，并敦促其在社会中传播，使爱与和谐的精神在所有宗教

之间和社会不同潮流之间盛行。例如： 

清高的真主在《古兰经》中说：“信道的人们啊！你们当

全体入在和平教中，不要跟随恶魔的步伐，他确是你们的明

 
1
 伊本·凯西尔：《古兰经注》，中国社会出版社，2010 年，第一版，第

907 页。 
2
 贾比尔·本·阿卜杜拉：他是圣门弟子，圣训传述人之一，教法学家，

毕生传述圣训 1540 段。参见扎哈比：《贵族人物传记》，出版社：贝鲁

特的信息基金会 1990 年，第三册，第 190 页。 
3
 伊本·凯西尔：《古兰经注》，中国社会出版社，2010 年，第一版，第

907 页。 
4
 贾拉勒丁马赫利、贾拉勒丁苏尤提：《哲俩莱尼经注》，出版社：贝鲁

特知识之家，1987 年，第一版，第 46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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敌。”{黄牛章：208}
1清高的真主命令信仰他和他的先知穆罕默

德（愿主福安之）的信士们，要力所能及地遵循伊斯兰教的制

度、法律和命令，正如清高的真主在《古兰经》中说：“真主

的确命人公平、行善、施济亲戚，并禁人淫乱、作恶事、霸

道；他劝戒你们，以便你们记取教诲。”{蜜蜂章：90}
2由此可

知，真主要求信道的人们履行所有的宗教功课，全方面地做好

事。3 

伊本·阿巴斯认为，这节经文中“和平”一词，指“伊斯

兰教”。4这表明伊斯兰教是和平的宗教，真主命令穆斯林进

入和平，这里的事情是不可避免的。为了实现伊斯兰教法维护

社会的愿望，进入和平是必须的。5 

三、“圣训”中的和平 

  “圣训”非常注重和平理念在社会中传播，因为这是

伊斯兰教法的宗旨之一，许多圣训和先知立场都表明了这一

点。笔者将引用先知穆罕默德（愿主福安之）的言论和行为中

的一些例子来说明“和平”的重要性。 

 

 
1
 《古兰经》：马坚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 年版，第 32 页。 

2
 《古兰经》：马坚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 年版，第 277 页。 

3
 伊本·凯西尔：《古兰经注》，中国社会出版社，2010 年，第一版，第

127 页。 
4
 伊本·凯西尔：《古兰经注》，中国社会出版社，2010 年，第一版，第

127 页。 
5
 阿布·贾法尔·本·贾里尔·泰伯里：《泰伯里经注》，出版社：开罗

伊本·泰米叶图书馆，2001 年版，第四册，第 251-25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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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先知穆罕默德（愿主福安之）的言论。例如： 

（1）“伊斯兰”的本意就是“和平”，伊斯兰教带给人

类的首要目的就是“和平”，要求穆斯林不用自己的言行伤害

他人。 

由阿卜杜拉·本·阿木尔1（愿主喜悦之）传述，真主的使

者（愿主福安之）说：“使得其他的穆斯林从自己的舌头和手

上得到平安的人才算穆斯林。”2 

由阿布·穆萨·艾什尔里3（愿主喜悦之）传述，他说：人

们问真主的使者（愿主福安之）：“谁的伊斯兰最好？”真主

的使者（愿主福安之）回答说：“就是那让穆斯林兄弟从自己

的语言和行为上得到安宁的人。”4 

这段圣训向我们明确表示，信仰完美的穆斯林是善待他

人、寻求真主喜悦的人，因为这样他就能维护所有人的权利，

避免伤害他人或为他人做坏事。他坚信伊斯兰教是人与人之间

的相处，所以他必须善待所有人，他的言行不会伤害任何人。

 
1
 阿卜杜拉·本·阿木尔·本·阿斯：圣门弟子，先于其父阿木尔接受信

仰，在绥芬之战中，作为穆阿维叶的右翼军事成员参战。伊历 63 年卒于

叙利亚。参见扎哈比：《贵族人物传记》，出版社：贝鲁特的信息基金

会 1990 年，第三册，第 80 页。 
2
 《布哈里圣训集》：第 6484 段。 

3
 阿布·穆萨·艾什尔里：圣门弟子，教法学家，诵经家，生于也门，出

身于盖哈坦部落，少年时在麦加信奉伊斯兰教，曾奉先知穆罕默德（愿

主福安之）之命迁徙埃塞俄比亚避难，后被派往家乡宣教，第二任哈里

发欧麦尔执政时期被任命为巴士拉军政长官，后任库法军政长官，曾应

库法穆斯林的请求，作为阿里一方的代表，出席绥芬战役后的裁决会

议，擅长《古兰经》读法。毕生传述圣训 355 段。参见扎哈比：《贵族

人物传记》，出版社：贝鲁特的信息基金会 1990 年，第二册，第 381-

402 页。 
4
 《布哈里圣训集》：第 11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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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段圣训中我们可以了解到，伊斯兰教非常重视人与人之间

的交易和关系，它要求人们不要互相伤害，要善待彼此。并敦

促穆斯林这样做，因为穆斯林不会伤害任何人，即使他是异教

徒，由阿卜杜拉·本·阿木尔（愿主喜悦之）传述，真主的使

者（愿主福安之）说：“谁杀害了一位与穆斯林签有协约的

人，则他不会闻到乐园的馨香，尽管乐园的馨香在四十年的路

程的距离就可以被闻到！”1由此可知，这段圣训是伊斯兰教

要求其追随者要做的事情的实际证据，伊斯兰教将和平思想作

为穆斯林的道德修养，要求穆斯林以和平原则对待真主的一切

造化物，善待他人，保护环境，维护自然界的生态平衡，从而

营造一个和谐的社会环境。 

（2）人们彼此之间传播“和平”。 

由艾布·伍玛迈（愿主喜悦之）传述，真主的使者（愿主

福安之）说：“与真主最亲近者，是先道赛俩目的人。”2 

由阿卜杜拉·本·阿木尔（愿主喜悦之）传述，他说：一

个人问使者道：“在伊斯兰看来，哪种行为最好？”使者说：

“就是那让人分享你的食品，以及为你认识和不认识的人祝安

的（行为）。”3 

 
1
 《布哈里圣训集》，第 3166 段；《伊本·马哲圣训集》：第 2686 段。

参见哈姆扎·卡西姆：《布哈里圣训集的简要解释——读者的灯塔》，

校对：阿卜杜勒·卡德尔·阿诺特，出版社：叙利亚达尔巴彦图书馆和

沙特阿拉伯阿尔莫艾耶德图书馆，1990 年版，第一册，第 85-86-87 页。 
2
 《阿布·达伍德圣训集》：第 5197 段。 

3
 《布哈里圣训集》：第 12 段；《穆斯林圣训集》：第 39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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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阿卜杜拉·本·色俩目1（愿主喜悦之）传述，真主的使

者（愿主福安之）抵达麦地那时，人们彼此奔走相告，说：

“真主的使者（愿主福安之）抵达！”于是，我随着人群前来

观看穆圣，当我看清真主使者（愿主福安之）的面容时，我便

认定他的面容绝不是撒谎者的面容。他（愿主福安之）首先讲

的是：“人们啊！你们当传播色兰，施物济人，并在夜间人们

熟睡之际力行拜功，你们将会平安进入乐园。”2 

由阿卜杜拉·本·阿木尔（愿主喜悦之）传述，真主的使

者（愿主福安之）说：“你们敬拜仁主、出散食物、传播赛俩

目，你们一定平安进入乐园。”3 

由阿布·胡莱勒（愿主喜悦之）传述，真主的使者（愿主

福安之）说：“誓以我的生命在其掌握的真主！你们不能进入

天堂，除非你们拥有信仰；你们的信仰不会完美，除非你们互

相友爱。我指导你们一件工作好吗？如果你们奉行了，就会相

互友爱的：你们当在彼此之间传播赛俩目。”4 

先知穆罕默德（愿主福安之）敦促穆斯林在他们之间传播

和平，并把“和平”（赛俩目）宣读给相识和不相识的人。和

平是人与人和谐的第一因，是人与人之间产生感情的关键。通

 
1
 阿卜杜拉·本·色俩目：圣门弟子，辅士，在接受伊斯兰之前是犹太教

徒，卒于伊历 43 年。参见扎哈比：《贵族人物传记》，出版社：贝鲁特

的信息基金会 1990 年，第二册，第 414-424 页。 
2
 《伊本·马哲圣训集》：第 1334 段。 

3
 《提尔米兹圣训集》：第 1855 段。 

4
 《穆斯林圣训集》：第 194 段；《伊本·马哲圣训集》：第 68 段；《阿

布·达吾德圣训集》第 5193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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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传播和平，可以增加穆斯林彼此之间的熟悉和友爱，并成为

展示他们区别于其他宗教人士的特征。这段圣训也表明穆斯林

必须坚持谦逊并尊重穆斯林的神圣性。1由此可知，穆斯林之

间互致赛俩目，实际上就加深了友谊，一个“赛俩目”可以增

进穆斯林之间的友谊，使互不相识的穆斯林也可亲如一家，一

个“赛俩目”可以化解穆斯林之间的分歧与隔阂，穆斯林只要

以“赛俩目”为精神指导，并加以实践，就一定会获得永久的

和平。 

总而言之，传播“和平”清楚地凸显了和平文化在多大程

度上增强了伊斯兰教的使命，以至于说出“祝安辞”（赛俩

目）一词已经成为世界各地所有穆斯林的普遍而全面的口号。

“和平”问候有更广泛的含义，不仅仅是一种问候，也是增进

社会成员之间友爱的纽带。先知穆罕默德（愿主福安之）热衷

于促进和传播社会和平，因为“和平”对于加强社会内部的和

平具有重大影响，以实现社会和谐增强社会凝聚力，从而减少

社会中各种因狭隘而产生的不和谐、暴力和敌意的循环。 

（3）禁止一切令人不安的事情以维护和平。 

先知穆罕默德（愿主福安之）热衷于建立和维护和平，传

播和谐、友爱与同情的精神，并加强社会中的感情纽带。他

（愿主福安之）的改革措施要么是建设和平，要么是通过防止

损害和破坏和平建设的行为来治疗社会道德弊病。他（愿主福

 
1
 纳瓦维：《穆斯林圣训实录全集》，埃及出版社，第一版，1929 年，第

2 册，第 35-3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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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之）禁止一切冒犯他人并带来敌意和不良行为的行为，例如

讽刺、流言蜚语、背谈、嫉妒、欺骗、撒谎和其他不良道德。

所有这些不良道德都会导致生活腐败、敌对、争论、争吵和暴

露私处，并激怒真主、他的使者和信徒。清高的真主在《古兰

经》中说：“信道的人们啊！你们中的男子，不要互相嘲笑；

被嘲笑者，或许胜于嘲笑者。你们中的女子，也不要互相嘲

笑；被嘲笑者，或许胜于嘲笑者。你们不要互相诽谤，不要以

诨名相称；信道后再以诨名相称，这称呼真恶劣！未悔罪者，

是不义的。信道的人们啊！你们应当远离许多猜疑；有些猜

疑，确是罪过。你们不要互相侦探，不要互相背毁，难道你们

中有人喜欢吃他的已死的教胞的肉吗？你们是厌恶那种行为

的。你们应当敬畏真主，真主确是至赦的，确是至慈的。”

{寝室章：11-12}
1 

由阿布·胡莱勒（愿主喜悦之）传述，真主的使者（愿主

福安之）说：“你们应远离猜测，因为猜测是最大的谎言。你

们不要窥探（他人）、不要侦探（他人）、不要欺骗、不要相

互嫉妒、不要相互怨恨、不要相互背毁！你们都是真主的仆

人，彼此间都是兄弟。”2 

 
1
 《古兰经》：马坚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 年版，第 516-517

页。 
2
 《布哈里圣训集》：第 6064，6066，6724 段；《穆斯林圣训集》：第

6536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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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阿布·胡莱勒（愿主喜悦之）传述，真主的使者（愿主

福安之）说：“穆斯林的一切对穆斯林神圣不可侵犯，包括他

的财物、名誉和生命。轻视穆斯林弟兄乃为人之大罪。”1 

由阿布·胡莱勒（愿主喜悦之）传述，真主的使者（愿主

福安之）说：“你们不要相互嫉妒，不要相互憎恨，不要相互

仇视，不要与人共谋，不要相互争抢买卖。你们都是真主的仆

人，同为弟兄。穆斯林是穆斯林的弟兄，不能亏待他，不能背

弃他，不能轻视他。敬畏就在这里（穆圣手指自己胸脯，连说

三次）。轻视穆斯林弟兄，乃其人之大罪。穆斯林对于穆斯

林，其生命、财产和名誉神圣不可侵犯。”2 

总而言之，所有这些不良道德行为都会破坏社会安宁，危

害人民群众的大平安状态。因此，先知穆罕默德（愿主福安

之）热衷于在穆斯林心中灌输能够建立友爱与和平的良好道

德，使人们之间的合作精神得以持久，从而实现社会的和平与

和平共处。 

第二，先知穆罕默德（愿主福安之）的行为。例如： 

（1）《麦地那宪章》：先知穆罕默德（愿主福安之）率

穆斯林迁移麦地那后，他（愿主福安之）制定了《麦地那宪

章》，致力于两方面：第一，协调并巩固了穆斯林之间的关

系；第二，制定了穆斯林与其他信仰群体交往的章程，使麦地

 
1
 《阿布·达伍德圣训集》第 4882 段。 

2
 《穆斯林圣训集》：第 6541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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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多元文化和谐共处，从而有效化解了民族与宗教矛盾，在短

期内恢复了麦地那的安和。 

《麦地那宪章》包含许多呼吁社会和平的内容，笔者将提

及其中的两份章程如下： 

1、犹太人及其支持者可以保持自身的宗教信仰，穆斯林

也有自己的宗教信仰。除非暴虐和犯罪者，危害其自身及其家

属。1这一章程证实了先知穆罕默德（愿主福安之）热衷于建

立一个和谐、和平共处的社会。但这并不是对方的共同感情，

他们开始并继续了一场针对伊斯兰教和穆斯林的狡猾战争，这

场战争始于谣言和阴谋，后来变成了与当时麦地那城内的伪信

士合作来伤害穆斯林。最后，由于犹太人的阴谋和背叛圣约，

爆发了战争，导致他们被驱逐出城。2因此，我们清楚地认识

到，和平共处的基础之一是没有侵略性，和平、团结和同情是

共存的基础。 

2、凡离开或留居麦地那城者，均可获安全，惟暴虐或犯

罪者除外。3这一章程证实了一个人安全地留在祖国的权利，

以及在遵守法律的情况下安全地外出、旅行和走动的权利。安

全是每个人的目标，因此使者热衷于让所有社会成员对自己、

 
1
 伊本·希沙姆：《先知传》，出版社：埃及哈拉比图书馆，1955 年版，

第一册，第 503 页。 
2
 伊本·希沙姆：《先知传》，出版社：埃及哈拉比图书馆，1955 年版，

第二册，第 47 页。 
3
 伊本·希沙姆：《先知传》，出版社：埃及哈拉比图书馆，1955 年版，

第一册，第 50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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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产和孩子有安全感。这实现了社会和平，使社会变得强大，

有能力保护其成员免受敌人和腐败分子的侵害。 

（2）《候代比亚和约》1：此次和约的意义是人类历史上

第一个伊斯兰政权得到了承认，它对当时穆斯林的力量和数量

的增加产生了重大影响，而这一切都是在和平的情况下发生

的，没有发生任何战争。该和约最重要的条款如下：“双方休

战十年。在此期间，彼此和平相处，不再发生战争。”2该条

款强调了和平的重要性及其对建立社会安全、稳定和凝聚力的

影响，所有这些都是通过双方之间的休战实现的。当时的穆斯

林并不知道这次休战有多么重要，也不知道他们和当时的古莱

什部落的非穆斯林之间的这段和平时期能够取得什么成果。但

 
1
 《候代比亚和约》：（公元 628 年初- 伊历 6 年），先知穆罕默德（愿

主福安之）同麦加古莱氏部落签订的一项具有战略的意义的和约。因在

麦加近郊候代比亚村签订，故名。和约的主要内容有：（1）双方休战十

年。在此期间，彼此和平相处，不再发生战争；（2）未经主人允许而投

奔先知穆罕默德（愿主福安之）信奉伊斯兰教的古莱氏人，由先知穆罕

默德（愿主福安之）负责退回。古莱氏人不负责退回来自先知穆罕默德

（愿主福安之）方面的人。（3）愿与先知穆罕默德（愿主福安之）缔结

盟约者可自便；愿与古莱氏人缔结盟约者也同样可自便；加入任何一方

的部落，就是该方的一部分，它所遭到的任何一种侵犯即是对该方的整

体的侵犯。（4）先知穆罕默德（愿主福安之）今年要撤离，要改在翌年

进行。届时进入麦加只能停留三天，但只可携带骑士的武器和入鞘的佩

剑，古莱氏人不得有任何形式的阻挠。《候代比亚和约》的签订，集中

体现了先知穆罕默德（愿主福安之）在策略上的灵活性。参见中国伊斯

兰教百科全书编委会编：《中国伊斯兰百科全书》，四川辞书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219-220 页；又参见伊本·希沙姆：《先知传》，出版

社：埃及哈拉比图书馆，1955 年版，第二册，第 317-318 页；又参见萨

菲·拉赫曼·穆巴拉克夫勒：《尘封的天醇》，出版社：卡塔尔宗教基

金和伊斯兰事务部 2007 年版，第 293 页。 
2
 伊本·希沙姆：《先知传》，出版社：埃及哈拉比图书馆，1955 年版，

第二册，第 317-32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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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主在这方面有哲理，《胡代比亚和约》是开启解放麦加1大

门的钥匙。过了不久，穆斯林便开始领悟出这次和约的重要

性，和约不仅给双方带来了彼此的安宁，而且双方可以互相交

往，穆斯林还可以向非穆斯林进行宣教。2这样一来，仅仅在

两年期间，信仰伊斯兰的人民就是原来信士人数的一两倍之

多。休战前，穆斯林人数不足三千，在停战后的两年里，到解

放麦加时，穆斯林已增至一万人。3 

由此可知，如果一个社会的成员之间实现了和平；无论是

穆斯林彼此之间，还是穆斯林与其他宗教信仰者之间，没有一

方开始攻击另一方。这使得社会享有安全与和平的福祉，这对

于一方面实现社会和平，另一方面改革社会以实现各种安全和

经济稳定都有着巨大的影响。 

 
1
 麦加的解放发生在先知穆罕默德（愿主福安之）迁移麦地那后第八年的

斋月里。这次解放的历史背景是：前文笔者已经叙述过，候代比亚和约

规定：愿与先知穆罕默德（愿主福安之）缔结盟约者可自便；愿与古莱

氏人缔结盟约者也同样可自便；加入任何一方的部落，就是该方的一部

分，它所遭到的任何一种侵犯即是对该方的整体的侵犯。根据这一内

容，胡扎阿族同穆圣缔结了盟约，而白尼·伯克尔族同古莱氏族缔结盟

约。自此，两部族间相安无事。蒙昧时代，这两个部族间宿有积怨，关

系一直很紧张。伊斯兰的来临和停战的实现，穆斯林和古莱氏族双方的

关系随之缓和。白尼·伯克尔族人想趁机向胡扎阿人报复。麦加古莱氏

人支持白尼·伯克尔部落同信奉伊斯兰教的胡扎阿部落作战，公然破坏

了《候代比亚和约》。参见穆罕默德·萨义德·拉马丹·布提：《圣传

解析》，出版社：贝鲁特当代思想之家，1991 年版，第 386 页；又参见

萨菲·拉赫曼·穆巴拉克夫勒：《尘封的天醇》，出版社：卡塔尔宗教

基金和伊斯兰事务部 2007年版，第 339 页。 
2
 穆罕默德·萨义德·拉马丹·布提：《圣传解析》，出版社：贝鲁特当

代思想之家，1991 年版，第 346-349 页。 
3
 萨菲·拉赫曼·穆巴拉克夫勒：《尘封的天醇》，出版社：卡塔尔宗教

基金和伊斯兰事务部 2007年版，第 29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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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解放麦加》：在那一天，先知穆罕默德（愿主福

安之）没有以非正义换非正义，也没有以恐怖主义换恐怖主

义，而是向敌人行善，赦免了他们，宽恕了他们的缺点和过

犯。在他们进入麦加之前，先知穆罕默德（愿主福安之）命令

他的士兵以下事情：1、谁进入阿布·苏富扬1的家，谁就获得

安宁；2、谁关闭自己的家门，谁便获得安宁；3、谁进入清真

寺（即禁寺），谁便获得安宁。2正如由伊本·阿巴斯（愿主

喜悦之）传述，真主的使者（愿主福安之）说：“谁躲入艾

布·苏福扬庭院，谁有安全保障；谁闭门不出，谁有安全保

障；谁进入禁寺，谁有安全保障。”于是，人们纷纷散开，或

闭门不出，或进入禁寺。3 

解放麦加的那一天，有许多立场强调实现社会和平和巩固

伊斯兰社会安全的重要性，其中包括：先知穆罕默德（愿主福

安之）为争取以和平方式进入麦加，他除明令确保那些闭门不

出者的安全和禁止与那些没有武器的抵抗者作战外，明确阐明

了保障古莱氏入教后原有地位的立场，指出：凡进入阿布·苏

 
1
 阿布·苏富扬：圣门弟子，他在伊斯兰教兴起之前是麦加古莱什部落贵

族统治集团的代表人物和多神教徒的头领之一。在解放麦加后接受伊斯

兰教，卒于伊历 34 年，享年 90 岁左右。参见扎哈比：《贵族人物传

记》，出版社：贝鲁特的信息基金会 1990 年，第二册，第 106-107 页。 
2
 参见中国伊斯兰教百科全书编委会编：《中国伊斯兰百科全书》，四川

辞书出版社，2011 年版，第 165 页；又参见伊本·希沙姆：《先知

传》，出版社：埃及哈拉比图书馆，1955 年版，第二册，第 403 页；又

参见萨菲·拉赫曼·穆巴拉克夫勒：《尘封的天醇》，出版社：卡塔尔

宗教基金和伊斯兰事务部 2007 年版，第 345 页；又参见穆罕默德·萨义

德·拉马丹·布提：《圣传解析》，出版社：贝鲁特当代思想之家，

1991 年版，第 389 页。 
3
 《阿布·达吾德圣训集》：第 3022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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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扬家和清真寺（即克尔白天房）中者，均可保障其安全。1

正如由阿卜杜拉·本·拉巴赫2（愿主喜悦之）传述，真主的

使者（愿主福安之）说：“凡入艾布·苏福扬庭院者，有安全

保障；凡放下武器者，有安全保障；凡闭门不出者，有安全保

障。”3 

尽管古莱氏人背弃了与穆斯林的盟约，但真主的使者（愿

主福安之）引导他们采取什么措施来保护他们的生命免受杀戮

和伤害，并给予他们安全。在非穆斯林眼中的先知穆罕默德

（愿主福安之），英国作家乔治·伯纳德·萧4说：“如果世

界由一个像穆罕默德一样的人来统治的话，他就可以解决这个

世界存在的问题，并且将带给世人其最需要的和平与幸福。”

5总而言之，这次解放为麦加人民打开了一扇宽阔的安全之

门，人们通过这扇门成群结队地信奉了真主的宗教。 

四、伊斯兰教和平原则的主要基础 

 
1
 参见中国伊斯兰教百科全书编委会编：《中国伊斯兰百科全书》，四川

辞书出版社，2011 年版，第 165 页 
2
 阿卜杜拉·本·拉巴赫：他是再传弟子，圣训传述人，巴士拉人。参见

贾迈勒·丁·阿布·哈贾吉·优素福·马齐：《人物简介（  ذأا ال  ال  م  
ال  ال 出版社：贝鲁特的信息基金会，1980，《（أس ا   年，第十四册，第

488 页。 
3
 《穆斯林圣训集》：第 4624 段。 

4
 萧伯纳：全名乔治·伯纳德·萧（1856—1950），爱尔兰剧作家。生于

都柏林，1879 年移居英国伦敦。1879 年开始文学活动，写作剧本 51

部、小说 5 部和其他著作多种。1925 年因作品具有理想主义和人道主义

而获诺贝尔文学奖，他是英国现代杰出的现实主义戏剧作家，是世界著

名的擅长幽默与讽刺的语言大师。参见阿巴斯·马哈茂德·阿卡德：

《萧伯纳》，出版社：欣达维基金会，2014 年版，第 13-88 页。 
5
 乔治·伯纳德·萧：《穆罕默德——人类的救世主》，出版社：光明杂

志，1933 年 1 月 24 日版，第 1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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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人类出于同源： 

根据伊斯兰教宽容的信息建立共存原则的最重要基础是人

类与人类之间的兄弟情谊，他们之间有一个共同的纽带，那就

是人类兄弟情谊。这种纽带通过与一位父亲和一位母亲（即人

祖阿丹和哈娃）的关系将人们聚集在一起，真主将他们创造为

人类的起源，并且从他俩繁衍了许多男女。清高的真主在《古

兰经》中说：“众人啊！你们当敬畏你们的主，他从一个人创

造你们， 他把那个人的配偶造成与他同类的，并且从他们俩

创造许多男人和女人。”{妇女章：1}
1伊斯兰教著名经注学家伊

本·凯西尔说：“真主由人祖阿丹和哈娃创造了许多男女，让

他们分布世界各地，尽管他们种族和特征不同，肤色和语言各

异，但最终的归宿都在真主那里。”2 

地球上所有人类都来自同一个祖先——阿丹，这被认为是

在相互尊重的规则下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并在人与人之间

运用仁爱原则的更大动力，即使他们之间存在信仰和观点的差

异。由阿布·胡莱勒（愿主喜悦之）传述，真主的使者（愿主

福安之）说：“人类皆为阿丹后裔，阿丹源于大地泥土。”3

尽管如此，真主还是把人类分成了不同的民族和部落，清高的

真主在《古兰经》中说：“众人啊！我确已从一男一女创造你

们，我使你们成为许多民族和宗族，以便你们互相认识。在真

 
1
 《古兰经》：马坚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 年版，第 77 页。 

2
 伊本·凯西尔：《古兰经注》，中国社会出版社，2010 年，第一版，第

237 页。 
3
 《提尔米兹圣训集》：第 3956 段；《阿布·达伍德圣训集》：第 5116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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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看来，你们中最尊贵者，是你们中最敬畏者。”{寝室章：

13}
1这段经文昭示我们，人类同源是一个祖先——阿丹，真主

为了考验人类而把人们组成若干民族，并通过人们交往，互相

认识、彼此沟通，而使人们达到伊斯兰教所追求的和睦相处的

目的，从而取悦于真主。2“就其来源——泥土方面来讲，同

属阿丹和哈娃的人类，都是一样尊贵的，人的区别只取决于其

信仰，即对真主和使者的服从程度。”3清高的真主在《古兰

经》中说：“假若你的主意欲，他必使众人变成为－个民族。

他们将继续分歧，但你的主所怜悯的人除外。他为这件事而创

造他们。”{呼德章：118-119}
4但是，真主注定人类永远处于宗

派矛盾之中，他们的信仰、观点和学说都不相同。5真主创造

了不同肤色的人类，使人类相互认识，人们在相互识认的过程

中就产生了友爱。 

《古兰经》将人类划分为许多民族和宗族，是为了人们互

相认识和互相合作，而不是为了仇恨和冲突。这种相互认识是

基于以下主要原则：第一，人与人之间的相会必须是在充满同

情、仁慈、安全、和平的气氛中进行，而不是在充满战争、纷

争的气氛中进行；第二，合作，让每个人都能受益于地球的一

 
1
 《古兰经》：马坚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 年版，第 517 页。 

2
 阿巴斯·马哈茂德·阿卡德：《古兰经中的人》，出版社：欣达维基金

会，2014 年版，第 44-45 页。 
3
 伊本·凯西尔：《古兰经注》，中国社会出版社，2010 年，第一版，第

1262-1263 页。 
4
 《古兰经》：马坚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 年版，第 235 页。 

5
 伊本·凯西尔：《古兰经注》，中国社会出版社，2010 年，第一版，第

60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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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恩赐，即每个地区的人民都可以从另一个地区中受益，通过

无相交换各自土地上富余的产品而互利互惠。如果地球生产的

东西不同，那么生产就是为了全人类，使人无论相隔多远，都

能从各地的土地中受益；第三，尊重地球各地的人类，如果一

个地区的人民鄙视另一地区的人民，就不会相互认识，这种认

识必须建立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每个国家都以他们认为适合

自己的方式管理自己，并且可以信仰任何他们想要的宗教。伊

斯兰教强调尊重宗教信仰自由并保护他人的宗教信仰免受攻

击。1 

众所周知，人的本性在于与人相遇、交往、相互认识，延

伸至更大范围，民族之间的交往就会发生分歧、冲突和竞争。

毫无疑问，人类将生活在和平、安全、稳定的环境中，这是人

性所向往的，也是理智者所赞同的。因此，历史上这些不同的

民族和宗族都在寻求稳定和安宁。为了这一切，伊斯兰教法的

目的是为全人类带来幸福，它的一切都考虑到整个人的利益，

包括考虑到这个人与其他人的关系，无论是个人还是集体，一

个人所追求的最伟大的事情就是正义和安全，以及消除不公

正，证实真理，破除虚妄。 

伊斯兰教法带来了人们所寻求的所有和平与安全。它组织

所有民族之间的关系，呼吁保护个人和群体的权利，并禁止不

公正和侵略，无论是其追随者之间，还是与不信仰伊斯兰教的

 
1
 穆罕默德·阿布·扎赫拉：《伊斯兰教统治下的人类社会》，出版社：

沙特之家，1981 年，第二版，第 51-5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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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民族之间，因此它保证并授予这一点给地球上的人民。这

在伊斯兰教法为那些不信奉该伊斯兰教的人所提供和授予的内

容中显而易见。真主派遣先知穆罕默德（愿主福安之）为使

者，是通过先知来实现对全世界的仁爱。因此，先知自始至终

肩负着倡导“怜悯全世界的人”的光荣使命。对此清高的真主

在《古兰经》中说：“我派遣你，只为怜悯全世界的人。”

{众先知章：107}
1上述有提到过圣训和先知传中的许多例子，讲

述了先知穆罕默德（愿主福安之）的仁慈以及他如何寻求实现

社会的和平与和平共处。 

《古兰经》关注人类兄弟情义中的这种纽带，并以此为出

发点，呼吁所有人实行仁慈，以实现和平。先知穆罕默德（愿

主福安之）也热衷于将其作为消除全人类因民族和种族不宽容

而产生冲突和分裂的起点，并将其作为建立平等人权的基础。

由艾奈斯·本·马利克2（愿主喜悦之）传述，真主的使者

（愿主福安之）说：“你们勿相互怨恨、勿相互嫉妒、勿相互

背毁！你们都是真主的仆人，彼此间都是兄弟。”3先知穆罕

默德（愿主福安之）在著名的辞朝演讲中说：“众人啊！你们

的主是同一个主，你们的祖先是同一个祖先——阿丹。（须

 
1
 《古兰经》：马坚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 年版，第 331 页。 

2
 艾奈斯·本·马利克：圣门弟子，圣训传述人，麦地那人，辅士。在伊

斯兰教传播过程中随穆罕默德历经大小战役 8 次，故对他的思想主张和

道德风貌都有很深的了解。先知穆罕默德（愿主福安之）归真后，他在

麦地那致力于圣训的传述和研究，为早期圣训教法提供了不少经典性资

料。参见扎哈比：《贵族人物传记》，出版社：贝鲁特的信息基金会

1990 年，第二册，第 396 页。 
3
 《布哈里圣训集》：第 6065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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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阿拉伯人不比非阿拉伯人优越，非阿拉伯人不比阿拉伯

人优越；红种人不比黑种人优越，黑种人也不比红种人优越。

在真主看来，你们中最尊贵者，是你们中最敬畏者。”1然后

先知（愿主福安之）决定公共权利，说：“的确，你们的生命

和财产对你们彼此来说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恰如这天、这座城

市和这个月份一样神圣不可侵犯。”通过学习以上经文及圣

训，可以看出我们应该充分认识到无论你身属哪个民族、宗

教，其实都是真主创造的，是天下一家亲。伊斯兰教对消除种

族偏见、肤色歧视以及促进各民族的平等团结、相互包容、稳

定社会秩序都具有积极的意义。 

（2）宗教信仰自由： 

宗教信仰自由是人类最基本的自由之一，仅次于生命权，

每个人都有完全的信仰自由，不受权威或个人的强迫。任何人

都有权实行自己宗教的宗教仪式，只要不损害他人的权利和自

由。伊斯兰教在保护和保障宗教信仰自由方面发挥了巨大作

用。清高的真主在《古兰经》中明确指出了一条基本原则，

说：“对于宗教，绝无强迫；因为正邪确已分明了。”{黄牛

章：256}
2伊斯兰教著名经注学家伊本·凯西尔说：“这段经文

中的‘对于宗教，绝无强迫’的意思是：你们不要强迫人皈依

伊斯兰教，因为伊斯兰教是明确的，其证据和依据是清楚的。

伊斯兰教不需要被迫者皈依它。如果真主引导一个人，使他心

 
1
 《艾哈迈德按序圣训集》：第 23489 段。 

2
 《古兰经》：马坚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 年版，第 4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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胸开阔，慧眼识珠，让他感到伊斯兰教是光明的，并给他力

量，使他容易皈依伊斯兰教；如果真主使一个人的心变瞎，封

闭他耳目，那么，他即便被迫皈依了伊斯兰教，也是没有意义

的。”1 

伊斯兰教认为，人与人之间敌对的最重要原因之一是缺乏

对宗教自由的尊重。“和平”是每个和平人士的权利，即使他

的信仰不同。通过自由选择自己的信仰来实现和平是建立社会

和平的重要原则。清高的真主在《古兰经》中说：“你当教

诲，你只是教诲（他们的），你绝不是监察他们的。”{大灾

章：21-22}
2这段经文说明先知穆罕默德（愿主福安之）的职责

只是传达他所带来的使命，以此劝谏他们，伊本·阿巴斯（愿

主喜悦之）说：“这段经文的意思是：你不能在人们心中制造

信仰”3，正如清高的真主在《古兰经》中说：“你（先知穆

罕默德）只负传达的责任，我（真主）自负清算的责任。”

{雷霆章：40}
4又说：“难道你要强迫众人都做信士吗？”{优努

斯章：99}
5即先知穆罕默德（愿主福安之）没有这个权利，也

不应该这样去做6。这些经文和其他经文确立了信仰自由的原

 
1
 伊本·凯西尔：《古兰经注》，中国社会出版社，2010 年，第一版，第

156 页。 
2
 《古兰经》：马坚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 年版，第 592 页。 

3
 伊本·凯西尔：《古兰经注》，中国社会出版社，2010 年，第一版，第

1472 页。 
4
 《古兰经》：马坚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 年版，第 254 页。 

5
 《古兰经》：马坚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 年版，第 220 页。 

6
 伊本·凯西尔：《古兰经注》，中国社会出版社，2010 年，第一版，第

57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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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信奉伊斯兰教只能是自愿的，完全拒绝强迫人们皈依伊斯

兰教，并且没有遭受任何尘世的惩罚，而是将惩罚推迟到来

世。因为真主会清算那些有选择自由的人的责任，而不是那些

被迫的人。同时，它肯定了伊斯兰教的宽容及其人道主义方

面，始终将其立法以实现思想、社会、经济和政治安全，从而

实现社会的彻底和平。 

先知穆罕默德（愿主福安之）知道选择宗教自由对于实现

社会和平与稳定的重要性。因此，他（愿主福安之）和圣门弟

子热衷于维护宗教信仰自由的原则，因此他给予非穆斯林选择

信仰的自由，前提是人们相互尊重彼此的宗教信仰。先知穆罕

默德（愿主福安之）善待当时麦地那的犹太教徒，并没有强迫

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放弃自己的宗教而皈依伊斯兰教。相反，

他（愿主福安之）批准在一个社会中除了伊斯兰教之外还有另

一种宗教的存在。正如《麦地那宪章》关涉‘迁士’和‘辅

士’，以及以犹太人为主的非穆斯林。指出，穆斯林和犹太人

等虽信仰有别、民族不同，但对外则是同一整体。强调麦地那

社会属于所有麦地那人——穆斯林或非穆斯林。在此项条约

中，“先知穆罕默德（愿主福安之）与当时麦地那的犹太教徒

签订条约，承认他们的信仰并承诺保护他们的财产，在条约中

规定他们应履行自己的义务也可享受自己的权利。”1 

 
1
 伊本·希沙姆：《先知传》，出版社：埃及哈拉比图书馆，1955 年版，

第一册，第 501-50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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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 641 年，征服完埃及1的阿拉伯指挥官阿木尔·本·阿

斯2（愿主喜悦之）在担任埃及总督后，就决定消除对埃及科

普特人的一切压力和胁迫痕迹，因为他们不同意罗马教会所遵

循的教义，而受到罗马人的压迫。阿木尔致信科普特族长本杰

明，邀请他在躲藏了很长一段时间后返回教堂。他热情地接待

了族长，并授予他管理与他遵循相同教义的教派事务的权力。

3基督徒对征服埃及的穆斯林表示感谢和赞赏，因为他们尊重

宗教信仰自由，说：“穆斯林们啊！你们对我们比罗马人更亲

爱，即使他们与我们信奉相同的宗教，你对我们更忠诚，对我

们更富有同情心，更不压迫我们，对我们有更好的监护。”4 

 
1
 公元 641 年（伊历 20 年），阿拉伯军队在进军埃及的途中，积极宣传伊

斯兰教的和平、宽容和公正的理念。他们鼓励当地人民接受伊斯兰教，

尊重他们的文化和传统，并给予他们平等的地位和权利。这种包容和尊

重的态度，使得阿拉伯军队在征服埃及的过程中，得到了当地人民的支

持和欢迎。他们开始在当地推广伊斯兰教的教义和文化。他们建立了清

真寺，传播伊斯兰教的教义和文化，同时还开展了各种教育和文化活

动，提高了当地人民的文化水平和思想觉悟。这些举措不仅巩固了阿拉

伯帝国在埃及的统治地位，而且促进了伊斯兰教在埃及的广泛传播和深

入发展。参见伊本·凯西尔：《开始与结束》，出版社：贝鲁特的知识

图书馆，1992 年版，第七册，第 97-100 页。 
2
 阿木尔·本·阿斯：圣门弟子，穆斯林军事领袖，参与伊斯兰征服沙目

地区（今叙利亚）的领导人之一，伊斯兰征服埃及的领导人，也是埃及

征服后第一位穆斯林总督。参见扎哈比：《贵族人物传记》，出版社：

贝鲁特的信息基金会 1990年，第三册，第 55-77 页。 
3
 哈桑扎因：《奥斯曼帝国征服之前基督徒和犹太人在伊斯兰土地上的法

律状况》，出版社：贝鲁特的现代思想之家，1988 年版，第 57 页。 
4
 阿卜杜勒·莫奈姆·巴拉卡：《伊斯兰历史时期和现代时期的伊斯兰教

以及穆斯林和非穆斯林之间的平等》，出版社：亚历山大的大学青年基

金会，1990 年，第一版，第 18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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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近代教育家托马斯·阿诺德1强调伊斯兰教是和平的宗

教，说：“自伊斯兰历一世纪以来，胜利的穆斯林就以极大的

宽容对待基督教阿拉伯人，这种宽容在此后的几个世纪中一直

持续至今。可以说，信奉伊斯兰教的基督教部落是出于个人的

自由选择和意志而信奉伊斯兰教的。这样每个人都相信，随着

伊斯兰在这些国家的存在，和平将会继续下去。”2 

总而言之，宗教信仰自由是指每个人在维护社会秩序的前

提下，都有权信奉和保护自己所愿意的任何信仰。伊斯兰教致

力于尊重宗教信仰自由，以封闭所有冲突渠道，寻求加强所有

人之间和谐与和平的基础。此外，穆斯林对非穆斯林的宽容和

善待，使他们接受了伊斯兰教，他们在伊斯兰教中看到了他们

在以前的宗教中所不习惯的简便易行。 

 

 
1
 托马斯·阿诺德（1864-1932）：他于公元 1864 年出生于英国，进入剑

桥大学学习。他对东方研究很感兴趣，在剑桥大学四年级时，他学习了

伊斯兰教的历史。由于他对伊斯兰研究的兴趣，他被选在印度北部联合

省的阿里加尔伊斯兰学院教授哲学，并在那里度过了十年（公元 1888-

1898 年），这对他的伊斯兰教观的形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898 年，他

被任命为拉合尔政府学院哲学教授，他在该学院最杰出的学生是诗人穆

罕默德·伊克巴尔。1904 年，他返回伦敦，担任行政职务，同时在伦敦

大学学院教授阿拉伯语。1917 年伦敦大学东方研究学院成立时，他是第

一位担任阿拉伯语言和所有伊斯兰研究系主任的人，并被誉为奠定了该

系的基础，直到它成为阿拉伯和伊斯兰研究的主要中心之一。1930 年代

初，当时的埃及大学（现开罗大学）邀请他到历史系任教，教了一个学

期，然后他回到伦敦，并于 1930 年去世。参见阿卜杜勒·拉赫曼·巴达

维：《东方学家百科全书》，出版社：贝鲁特的数百万人的知识之家，

1993 年，第三版，第 9-10-11 页。 
2
 托马斯·阿诺德：《宣教》，出版社：埃及文艺复兴图书馆，1947 年，

第一版，第 5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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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和平”理念对伊斯兰教在中国传播的影响 

自唐高宗永徽二年（651“伊斯兰教教历 31 年”）伊斯兰

教进入中国以来1，和平始终是伊斯兰教在中国发展的主流和

主线。我们可以将伊斯兰教进入中国的 1300 多年分阶段来考

量其和平传播的特点： 

第一阶段，唐代（618-907）。有唐一代，伊斯兰文化与

中华文化的交往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商品贸

易，第二个方面在宗教文化。 

商品贸易，主要依托丝绸之路。当时，伊斯兰教主要通过

阿拉伯商人和外交官传入中国。早期的传播者多为商人，他们

通过丝绸之路和海上贸易将伊斯兰教带到中国沿海城市如广州

和泉州。唐朝政府对外来宗教持开放态度，允许穆斯林商人和

传教士在中国自由活动。 

宗教文化，主要依托两种文化的政治交往和民间交流。唐

朝时期，阿拉伯和波斯的使节和商人与中国的交流频繁，他们

不仅进行经济活动，还进行宗教交流。唐朝政府对这些外来宗

教持包容态度，促进了和平的交流。 

 
1
 651 年，即唐高宗永徽二年，阿拉伯第三任哈里发奥斯曼派遣使者到中国

通好，正式架起了阿拉伯与中国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桥梁。史学界

大多以此作为伊斯兰教传入中国的开端。有学者认为，在此之前，已有

穆斯林“番商”前来中国。由于唐代时中国对伊斯兰教的传入时间缺乏

可靠的记载。参见杨桂萍、马晓英：《清真长明——中国伊斯兰教》，

宗教文化出版社，2007 年 11 月，第一版，第 23 页；又参见李兴华、秦

惠彬、冯今源、沙秋真：《中国伊斯兰教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8 年 5 月版，第 5 页。 



 

伊斯兰教和平观及其影响

1704 

值得一提的是，伊斯兰教进入中国并不像其与其他文化交

往过程中那样，依靠传教士的推波助澜，而是通过阿拉伯、波

斯等地商人的经济活动。另外，当时的伊斯兰教也仅在穆斯林

商人内部存在，尚未对外传播。后人曾形象地评述：“伊斯兰

教是阿拉伯商船和骆驼运进来的。”1伊斯兰教传入中国，就

是这些从事商业活动的穆斯林以个人行为的方式，和平地把伊

斯兰文化的种子移植于中国大地上。此外，伊斯兰教初入中

国，主要在中国东南沿海港口，如泉州、广州等地。这些来华

的穆斯林为了保持自己的信仰和生活习俗，以家庭为单位进行

着伊斯兰教育，以适应他们在中国的生活环境需要。与此同

时，来华的穆斯林还在广州、泉州等地，在地方政府支持下，

出资兴办了学习中国文化的“蕃学”（即古代供外国留学生就

学的学堂），说明这些穆斯林在异国坚持自己信仰的同时，也

主动与自己所处国家的主流文化相适应。而蕃学中培养的饱学

之士，可以参加廷试，考取功名，为来华侨居的外来穆斯林融

入中国社会提供了成功之路。如唐时大食人李彦升（生卒年不

详）一例：“大中初年，大梁连帅范阳公得大食国人李彦升，

荐于阙下，天子诏春司考其才。二年，以进士第明显，然常所

宾贡者不得拟。”2从唐初开始至宋代结束的 500 多年间，以

经商为目的来华的穆斯林，以东南沿海各地及交通要冲为侨居

 
1
 余振贵：《中国历代政权与伊斯兰教》，宁夏人民出版社 1996 年 11 月

版，第 9 页。 
2
 （清）董诰.全唐文[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2024 年 12 月总第 34 期                           مجلة قطاع الدراسات الإنسانية 

 

1705 

地，过着集体的宗教生活，修建了清真寺。1不少人在中国娶

妻生子，永久定居，并学习中国文化，置产任官。这样就把伊

斯兰教传播到中国，成为中国伊斯兰教的源流。而这个过程是

与中国社会和平相处的过程。 

第二阶段，宋代（960-1279）。宋代时期，穆斯林到中国

生活、贸易的人变得更多，其从事的行业也更丰富。越来越多

的穆斯林商人和工匠移民至中国生活。在宋朝，伊斯兰教的传

播主要依靠商人和技术人员。这些穆斯林商人和工匠在南宋的

城市如泉州和杭州建立了社区，融入当地社会。宋朝政府对穆

斯林社区采取宽容政策，允许他们在中国进行宗教活动。这一

时期，穆斯林在中国的文化交流也越来越频繁。宋代的穆斯林

不仅进行宗教传播，还积极参与中国的社会经济活动。他们在

教育、医学等方面对当地社会做出了贡献，促进了伊斯兰教的

和平传播。 

第三阶段，元代（1271-1368）。元代是中国民族融合、宗

教多元呈现的典型时期。蒙古人建立了地跨亚欧大陆的政权，

不少来自西亚和中亚的穆斯林被编入蒙古人的作战部队，他们

被称为“探马赤军”2，为蒙古人四处征战。不少穆斯林军

 
1
 杨桂萍、马晓英：《清真长明——中国伊斯兰教》，宗教文化出版社，

2007 年 11 月，第一版，第 26 页。 
2
 成吉思汗带领蒙古大军于 1258 年消灭阿巴斯王朝后，裹挟大量的中亚、

西亚各族人前来中国，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是穆斯林。其中有军士、商

人、工匠、医生、贵族及传教士等统一被编为“探马赤军”，被迫参加

蒙古征服中原的战争，战争结束后这些“探马赤军”留居中国各地屯

田。参见杨桂萍、马晓英：《清真长明——中国伊斯兰教》，宗教文化

出版社，2007 年 11 月，第一版，第 3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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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工匠、知识分子成为蒙古人军政的中坚力量。因此，伊斯

兰教得到了官方的支持。这些穆斯林的到来进一步促进了伊斯

兰教在中国的传播，并帮助构建了伊斯兰教和当地社会的良好

关系。此外，在元代，伊斯兰教、景教、祆教、佛教、道教均

有所发展，这得益于元朝对宗教采取的包容态度，当然，这其

中也有一些不和谐的事例，但包容与和平是当时各宗教发展的

主流。1 

著名中国史学家白寿彝2在《中国伊斯兰之发展》一文中就

曾讲到，元代回回人“差不多完全在中国境内定居下来，认为

中国就是他们的家。在这里，他们娶妻生子，置产立业。他们

不能或不肯再回老家去，慢慢地变成中国人了。”3随着穆斯

林遍及全国各地，清真寺也普遍在各地建立起来。故有“元时

回回遍天下”4的说法。 

第四阶段，明清时期（1368-1911）。明清两代是伊斯兰教

在中国发展的重要时期。当时，中国穆斯林的社区已经渐趋稳

 
1
 杨桂萍、马晓英：《清真长明——中国伊斯兰教》，宗教文化出版社，

2007 年 11 月，第一版，第 30-35 页。 
2
 白寿彝（1909- 2000 年）：回族，河南开封人。历史学家、教育家、思

想家、社会活动家。他在中国交通史、中国伊斯兰教史、回族史、中国

民族关系史、中国思想史、中国史学史、中国通史和史学理论方面都做

出了突出的贡献。尤其是在中国通史、中国史学史和民族宗教领域取得

了重要的开创性成果。他一生著述颇丰，它编著的《中国通史纲要》、

《中国史学史》、《回族人物志》等在学术界产生很大影响。在北京去

世，享年 91 岁。参见中国伊斯兰教百科全书编委会编：《中国伊斯兰百

科全书》，四川辞书出版社，2011 年版，第 87 页。 
3
 白寿彝：《中国伊斯兰教史参考资料》上册，宁夏人民出版社，1985 年

版，第 55 页。 
4
 （明）宋濂等：《元史》，北京：中华书局，1976 年版，第 297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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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中国穆斯林参与社会生活和文化生活的机会也越来越多。

在明清两代，伊斯兰教在中国逐渐稳定下来。穆斯林社区建立

了许多清真寺，并继续进行宗教活动。清朝政府对伊斯兰教采

取了相对宽容的政策，允许穆斯林社区在中国各地发展。1穆

斯林在中国社会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参与了经济、文化和社会

服务。通过这种方式，伊斯兰教继续以和平的方式融入中国社

会。 

明代中国伊斯兰教发展的重要事件即陕西人胡登洲创立了

中国伊斯兰教宗教教育体系——经堂教育。2明代，受明太祖

“禁胡服、禁胡语、禁自相嫁娶”等政令影响，中国穆斯林饱

受影响，宗教传承遇到危机。胡登洲等经师意识到伊斯兰教传

承的危机，试图通过结合中国社学、学堂等教育方式，培养中

国伊斯兰教的经学人才。经堂教育从明代中后期开始，延续至

今，用中国特色的伊斯兰教育，培养出一代又一代传播并实践

伊斯兰信仰的经学人才，使伊斯兰教在中国，以符合中国社会

的实际，培养伊斯兰本土人才的方式传承、扎根，从根本上改

变了伊斯兰教传入中国后，由外来穆斯林传教的历史。内地穆

斯林社会通过经堂教育的方式，使伊斯兰教逐渐走向本土化，

成功解决了自身的信仰衰微，并维系巩固了中国穆斯林社会及

其伊斯兰教的信仰。此外，中国穆斯林学者主张“以儒诠

 
1
 杨桂萍、马晓英：《清真长明——中国伊斯兰教》，宗教文化出版社，

2007 年 11 月，第一版，第 35-39 页。 
2
 冯增烈：《明清时期陕西伊斯兰教的经堂教育》，《清代中国伊斯兰教

论集》，宁夏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第 217-219 页。 



 

伊斯兰教和平观及其影响

1708 

经”，即用儒家学说对伊斯兰教进行本土化的诠释，其方式采

用儒家学说的概念、素材，并加以融合、改造，以阐发伊斯兰

教要义，其目的是赢得中国传统文化主导下的社会各阶层对伊

斯兰教的了解、理解和认同，以求自身发展的和谐社会环境，

从而促进了穆斯林与中国社会的相互了解和和谐相处。无论是

“经堂教育”还是“以儒诠经”，在一定程度上加深了伊斯兰

教在中国走向本土化以及和平之路的进程。1 

及至清代，中国穆斯林在全国分布日广，伊斯兰教在中国

本土化的特点愈加稳固和呈现。越来越多的中国榫卯建筑样式

的清真寺拔地而起。清代的伊斯兰教，越来越多地融入中国社

会，穆斯林在保持自己信仰体系的前提下，国民身份的特征愈

加突出。各地穆斯林与所在地的民族和谐相处，共同推动着当

地经济社会的向前发展。2 

第五阶段，20 世纪至今。自 20 世纪起，中国伊斯兰教全

面呈现自身发展的特点，特别是在宗教与国家关系的认识和实

践上，有了前所未有的突破与发展，伊斯兰教在中国的和平之

路呈现新的时代特点。我们能看到，中国穆斯林在外敌入侵

时，祖国危难之时，他们总是毅然决然同中华各民族一道捍卫

祖国的尊严和统一。这揭示了中国各族穆斯林作为中华民族大

家庭中的重要成员，是在中华大地上形成并发展起来的，他们

 
1
 丁士仁主编：《中国伊斯兰经堂教育》（上），甘肃人民出版社，2013

年 12 月第一版，第 122-129 页。 
2
 杨桂萍、马晓英：《清真长明——中国伊斯兰教》，宗教文化出版社，

2007 年 11 月，第一版，第 47-5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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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衍生息的这片土地，是固有的家园。爱国爱教也就自然成为

中国各族穆斯林历史的积淀和走向未来的原动力，并反映出中

国穆斯林从教民到国民身份主体意识完全确立的历史性跨越。 

总而言之，伊斯兰教在中国的传播主要依靠商贸交流、外

交接触和官方支持等和平方式。这一过程展示了伊斯兰教如何

在中国通过和平的方式建立和谐的宗教关系。“和平”是伊斯

兰教的基本宗旨，和平也是当今世界的主旋律，是人类的共同

愿望，也是穆斯林毕生的追求。中国穆斯林历来就有倡导和

平、实践和平的优良传统，这种传统是从伊斯兰教传入中国，

形成中国穆斯林民族前后，在中国大地上逐步发展起来的。中

国穆斯林热衷于做一个热爱和平的好穆斯林，同时做一个遵纪

守法的好公民。 

六、和平对当代社会的影响 

人们需要和平，因为“和平”意味着仁慈，事关所有人民

的生命，也意味着安全、免受各种伤害。如果所有这些意义都

能实现，一个人就可以充分地发挥他的能力，以实现他的个人

梦想和他的国家的繁荣。“和平”是能给每个人带来好处的文

明必需品。人类只有在和平共处的氛围中才能发挥全部创造

力，这就是和平的目的，而这一切都体现在文明进步中。但

是，当战火蔓延，国家陷入混乱之时，无数家庭的幸福、稳定

和安宁都会被彻底摧毁。如果人们无法和平共处，就会导致他

们发展武器，互相残害，从而导致人类的灭绝。也许那些发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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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的人认为这些战争造成的痛苦不会降临到他们身上。然而

他必须知道，那些战争的痛苦将不可避免地降临在他的身上，

他所取得的文明和进步也将在那些战争的祸害中消失。 

人们迫切需要寻找最合适的方式来建立和确保和平的世界

秩序，并努力创造有利于文化发展的氛围，因为战争只会造成

全面破坏。只有经历过战争、饱受战火之苦的人才能懂得和平

的可贵。20 世纪爆发的两次世界大战给全球造成了深重的灾

难和深远的影响：“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 1918 年）持续了

四年，夺走了近千万人的生命。第二次世界大战（1939- 1945

年）持续了六年，这场战争造成了人员伤亡、财产和城市建筑

的巨大损失。第二次世界大战造成的真实死亡人数尚不清楚，

军人死亡人数可能接近 1700 万人左右。至于平民死亡，除了

伤员和囚犯外，还有因饥荒、袭击、炸弹、屠杀、流行病和其

他与战争有关的原因造成的死亡。战场几乎延伸到世界各地，

留下了许多社会和经济问题。”1两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各大

参战国废墟林立、遍地狼藉，没有像样的房屋和充足的食物来

源，街头到处都是衣衫褴褛、无家可归的流浪者，饥寒交迫是

战后世界最真实的写照。所以，战争是对人类文明成果的摧残

和破坏。 

大家必须知道，“和平”符合所有人的利益，如果人们携

手走向未来，他们所创造的进步和文明将造福于全人类。清高

 
1
 《国际阿拉伯语百科全书》，出版社：利雅得的百科商业基金会，1996

年，第二版，第九册，第 196-21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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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真主在《古兰经》中说：“要不是真主以世人互相抵抗，那

末，大地的秩序必定紊乱了。但真主对于全世界是有恩惠

的。”{黄牛章：251}
1由此可知，如果真主没有通过好人的斗争

击退恶人的邪恶，生活就会被败坏，因为如果邪恶占上风，就

会导致摧残和破坏。 

“和平”不仅仅意味着冲突和分歧的消失，还需要建立一

套基于充分尊重主权、基本自由和人权原则以及多个民族和文

化之间对话与合作的价值观、态度和习俗。“和平”文化为全

人类带来善良文化，而暴力文化则为人类带来邪恶文化。当人

们在社会中实现和平并在彼此之间实践和平时，他们就致力于

实现真主的权利并尊重人权。但如果暴力和仇恨行为在整个社

会蔓延，那么它们就违背了真主的权利和人权。或许，通过建

造鸟巢，这种差异就会变得清晰可见。除非鸟儿想要筑巢的地

方周围有安全、和平和稳定的环境，否则它就无法筑巢。这同

样适用于人类的生活；如果我们想在生活中完成任何创造性的

工作，就必须在和平与安全的情况下。 

总而言之，“和平”是智者的道路，暴力是愚者的道路。

走和平道路的人提高了人性，提高了道德水准，而走暴力解决

问题的人则走向毁灭和灭亡。“和平”是人类之福，而暴力和

战争则是人类之祸。“和平”是爱与共存，而战争则是敌对与

分裂。“和平”能够激励人们发挥创造力，增加美感和生产

力，不像战争会造成破坏、毁坏和腐败。“和平”使人们团结

 
1
 《古兰经》：马坚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 年版，第 4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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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起，使人们相爱、共存，而战争则使人们分裂、仇杀、灭

绝。“和平”使人类走向文明，而战争则使人们滑向野蛮。所

以我们可以说，暴力摧毁生活，永远无法建设生活。 

结语 

结论可以总结如下： 

第一，伊斯兰教强调和平与和谐作为其核心价值观之一。

它教导信徒要追求内心的平静与社会的和睦，倡导通过理性、

对话和仁爱来解决冲突。《古兰经》和“圣训”，都强调了和

平的重要性，并教导信徒对待他人要充满尊重和善意。因此，

伊斯兰教不仅仅是一种宗教，更是一种促进和平、正义和人道

主义的生活方式。 

第二，和平对于实现稳定与安全至关重要。只有在和平的

环境中，人们才能够专注于发展经济、改善生活质量以及解决

社会问题。和平不仅仅是要减少战争或冲突，更是建立在相互

尊重、合作与公正基础之上的状态。通过促进和平，国家和社

区可以建立信任，增强国内外的稳定，从而确保长期的安全与

繁荣。 

第三，伊斯兰教保证了他人的信仰自由，毫无疑问也保证

了他们进行宗教仪式的自由，并且还保证了对宗教活动场所的

保护。 

第四，伊斯兰教认为整个人类出于同源，即伊斯兰教的和

平观是基于人类同根同源的信仰。伊斯兰教让人们坚信，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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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都是人祖阿丹的子孙，真主由泥土创造了阿丹，然后由阿丹

创造了其妻子好娃，全人类都是由这对夫妻繁衍而来的。通过

这种方式，伊斯兰教消除了对他人偏见和傲慢的根源，而这些

在人类社会中制造了种族主义。此外，有可能会导致侵犯他人

的权利，因为无论谁认为自己比其他人优越，无论这种种族主

义的根源是由于狂热、肤色、阶级还是种族，他都授予了自己

超越他人权利的权利，从而这种增加的权利侵犯了他人的权

利。因此，人与人之间可能会发生冲突，而人类从上帝所设定

的高层次下降到丛林法则，因此，伊斯兰教制定了实现人类人

性的规则。 

第五，和平是指没有战争、冲突或暴力的状态，它对现实

世界有着深远的影响。以下是和平对现实的几个重要影响：

（1）和平是经济繁荣的基础之一。战争和冲突往往破坏基础

设施、打击生产力，而和平则创造了一个稳定和可预测的经济

环境，有利于投资、贸易和经济增长；（2）和平有助于维护

社会秩序和公共安全。缺乏和平会导致社会动荡、不安全感和

人们的生活质量下降。和平能够促进人们之间的合作与团结，

从而建立更强大的社会结构；（3）战争和冲突通常会对环境

造成严重破坏，如破坏森林、污染水源和土地。和平有利于保

护自然资源和生态系统，促进可持续发展。 

总而言之，深入理解伊斯兰教对和平的理念不仅有助于促

进全球间的相互理解和尊重，还能为建设更加和谐与包容的社

会做出积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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