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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以伊斯兰慈善文化内涵作为切入点，深度剖析了伊斯兰慈善文化之内涵，并将伊斯兰慈善文化划分为器

物文化、精神文化、行为文化、制度文化四个类型。在此基础上从利己、利他、利众三个维度深度探究伊斯兰慈善文化

的深层要义，进而揭示了利己乃伊斯兰公益慈善的重要动机，利他乃伊斯兰公益慈善的重要理念，利众乃伊斯兰公益

慈善的重要取向，三者共同构筑了伊斯兰慈善文化的认知维度。
关键词: 慈善文化; 利己; 利他; 利众

10． 16023 / j． cnki． cn64 － 1016 /c． 2017． 01． 018

中图分类号: B968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2 － 0586( 2017) 01 － 0111 － 04

伊斯兰教是一个具有浓厚慈善思想和伦理规范的宗教，伊斯兰慈善从思想到实践形成一个自然过渡，引

导着穆斯林将善心转换为善行，在转化中形成了伊斯兰独有的慈善文化。伊斯兰慈善文化是伊斯兰教固有

的生活形态和思维方式，慈善文化又使慈善成为穆斯林的一种生活常态。有学者认为伊斯兰文化是“以《古

兰经》、‘圣训’为核心，以阿拉伯、波斯文化为基础，并吸收其他各种文化中的积极因素而形成的一种庞大的

文化体系”［1］，涉及社会行为、政治经济、伦理道德等哲理，“敬主爱人”则是伊斯兰慈善文化之核心。伊斯兰

慈善文化是一套完整的伦理道德体系，蕴含着深邃的道德规范、丰富的慈善伦理思想，是一种包罗万象的文

化形态。伊斯兰慈善文化内涵丰富，从其慈善对象分析，包括人与神、人与人、人与物、人与自然等主体间的

慈与善。从其慈善形式上分析，可分为善功、善行、善心、善念、善言等。从具体内容分析，它是一种生活方

式、一套制度规范，为穆斯林积极向善指明了方向，从思想到行为提供了现成的慈善方式，如尊老扶幼、扶贫

助学、救助孤儿等等。

一、伊斯兰慈善文化的类型

伊斯兰慈善文化内涵和行为形态将其分为器物文化、精神文化、行为文化以及制度文化四个类型。
( 一) 器物文化

器物文化是伊斯兰慈善文化的物化表征。在宗教中器物都被视为宗教精神之载体，经传播和演化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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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的客体。它们的创制经历了对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世俗性器物的继承与改造，并融注伊斯兰文化思

想。清真寺乃其慈善文化器物之典型，是圣与俗慈善文化的物化书写。“圣”是指清真寺的宗教慈善文化的

物化，清真寺是穆斯林洗涤心灵、完成宗教功修的重要场所，而与其相关的事与物均彰显出伊斯兰慈善之韵

味，对唤起穆斯林的善念、善心、善行产生着重要影响，成为伊斯兰宗教慈善文化的重要载体。
俗则是清真寺的现实性所赋，具体表现为清真寺的各项社会功能和社会管理活动。现实中清真寺是穆

斯林开展社会、文化、经济等社会事务的重要场所，担负着扶危济困、慷慨解难之责。基于宗教的吸引力和感

召力，清真寺成为穆斯林完成善愿的重要平台，吸引着穆斯林自觉自愿地到寺内开展各种善举。因此，清真

寺成为穆斯林的行善之地，其所象征的慈善意蕴也成为共识。
( 二) 精神文化

宗教信仰实质是一种精神的寄托和表达，信仰伊斯兰教则是穆斯林内心对真主的虔诚敬畏，慈善则是表

达和实践信仰的重要方式。因此，伊斯兰慈善成为了穆斯林的重要精神支柱和心灵寄托。伊斯兰慈善文化

不仅直接表现在物质层面，更为关键的是体现在精神层面上。信仰所蕴含的精神力量是穆斯林积极向善之

根源，经传承与积淀形成了特有的慈善精神文化，能准确、深刻地表达精神理念和民族的本质特征，在穆斯林

慈善意识形态中占据着核心地位。因此，慈善在穆斯林精神层面形成了多元化的表达方式，既有虔诚履行宗

教功修，也有热衷社会公益之举。不论顺境还是逆境，穆斯林们通过慈善施舍后精神上很容易得到宽慰和满

足，内心里也更加充实，心灵的安慰和满足也使得穆斯林更乐于采用多种形式行善。换言之，慈善为穆斯林

的精神诉求提供了可依托的范式，经理论和实践的积淀内化为穆斯林生活中的共享价值，经世代传承与积

淀，形成了穆斯林社会中固有的慈善精神文化。
( 三) 行为文化

在生活中穆斯林以实际行动诠释着慈善理念，经代际传承和实践积淀，慈善行为形成定势，并内化为共

同遵守的共享价值和规范，久而久之在慈善理论与实践中培育出了特有的慈善行为文化，使慈善成为一种

常态。
伊斯兰慈善行为文化其内涵有三个方面。其一，善行贵在举意，即善行付诸之前心中须有明确的行善意

念和动机。伊斯兰认为一切善行凭借举意，举意乃百善之钥匙，是一种自觉主动遵守的文化规范。其二，慈

善是一种以尊重为条件的纯洁善行。伊斯兰主张行善时应怀有一颗纯洁的善心，不能沽名钓誉，更不能炫耀

张扬，谋取世俗利益，否则善行将受损，乃至无效。其三，慈善行为是穆斯林生活之惯习。伊斯兰慈善对象广

泛，形式多样，不论是宗教慈善还是社会公益均成为穆斯林不可或缺的生活习惯，并内化为自觉恪守与遵行

的规范，深深影响着穆斯林的慈善价值取向和方式。
( 四) 制度文化

伊斯兰慈善文化不仅是一种文化现象，还是一种制度规范，制度的积淀则成为伊斯兰特有的制度文化。
伊斯兰慈善制度按其性质可分为强制性慈善制度，即穆斯林在日常生活中必须按其规定进行财物、服务等方

面捐赠的制度，是一项每一个穆斯林都必须履行的慈善责任，如天课制度等; 自愿性慈善制度，即教义中并无

硬性规定，鼓励穆斯林自愿付诸的善行，不做也不违背交易规范，如“索德格”等。实际上，不论是强制性善行

还是自愿性善行，都已深深融入穆斯林生活中，成为他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是他们自觉、自愿的常态化

行为，与二者相关的规范业已成为他们自愿恪守的慈善规范与制度。

二、利己—利他—利众: 伊斯兰慈善文化之维

( 一) 利己: 伊斯兰慈善的重要动机

古代思想家荀子认为“凡人有所一同。饥而欲食，寒而欲暖，劳而欲息，好利而恶害是人之所生而有

也”［2］。实际上，利己乃行为之动机，而动机是人类付诸行动的重要因素，由于动机的出现使人们做出各种行

为，并规范了行为方向。古人意在说明利己并无善恶之分，关键取决于行为动机及其实现方式，如果利己行

为对他人、对社会的影响是正面的，那么利己实则为善，反之为恶。
伊斯兰视阈下的利己是穆斯林积极向善的重要动机，利己的实现是以其行为对他人、对社会产生积极效

用或影响为前提。“教人向善、止人作恶”乃伊斯兰教义之重要取向，获得两世幸福是伊斯兰慈善行为的终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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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求，《古兰经》道:“如果你们行善，那么你们是对自己而行善”( 17∶ 7 ) 。可见，伊斯兰慈善的最终落脚点是

利己，是伊斯兰慈善有效开展的重要激励机制。伊斯兰教视域下的利己并非是世俗所言的自私自利、损人利

己行为，相反是一种能产生正能量的公益行为，是伊斯兰慈善文化的重要维度。
利己是穆斯林行善的出发点，是其慈善行为付诸实践的根本动力。伊斯兰慈善文化倡导利己要以爱家

人、爱弱者、爱世人为取向，应由小爱到大爱，由家庭到社会，从社会到自然，并通过固定的仪式逐渐在情感上

被社会接受。利己是穆斯林行善之初衷，公益慈善乃是穆斯林实现利己的重要途径。伊斯兰教义说明行善

越多自己获得的报酬也就越大。对穆斯林而言，慈善具有双重效用: 一是为末日审判时减轻惩罚，二是为自

己在今生获得幸福生活而做的“投资”，使自己心灵得到净化。利己同时也是利他，慈善乃利己价值的实现方

式，利己能有效培育穆斯林的善念、善心、善行。
( 二) 利他: 伊斯兰慈善的重要理念

“利他”意为“一种为他人而生活的愿望或倾向。利他主义所强调的是他人的利益，提倡那种为了增进他人

的福利而牺牲自我利益的奉献精神”［3］。利他在现实社会中因其动机和结果被赋予了高度的评价和赞许，成为

人类社会的一种共识。同时人们也给予“利他”更多的内涵，“利他”就是要设身处地的为他人考虑，关爱他人。
具体而言，伊斯兰慈善文化中的“利他”思想包含三层含义。
1． 基于血缘的利他，如兄弟姐妹、至亲骨肉等。《古兰经》说: “你们当敬畏真主……当尊重血亲。真主

确是监视你们的。”( 4∶ 1) 此节经文突出血亲的地位和重要性。《古兰经》又说:“你当把亲戚、贫民、旅客所应

得的周济分给他们……”( 17∶ 26) 经文字面上将施舍对象顺序进行了排列，亲戚排首位，这也证明了有血缘关

系的弱势者是伊斯兰慈善中“利他”行为的重要对象，是慈善之首选。换言之，伊斯兰慈善文化中的“利他”
首先是要设身处地为与自己有血缘关系的直系或旁系亲属，如父母长辈、兄弟姐妹等谋福利，解难题。“圣

训”中也多处提及接济骨肉对穆斯林是重要的善行。穆圣说:“谁想增加丰富的给养和长寿，就让谁联系骨肉

吧!”( 《布哈里圣训集》) 。
2． 非血缘性的利他，如隔壁邻居、陌生人等。伊斯兰倡导的慈善是一种广博的利他主义，其蕴含的慈善

价值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慈善。《古兰经》说:“你们当崇拜真主，不要以任何物配他，当孝敬父母，当优待亲

戚，当怜恤孤儿，当救济贫民，当亲爱近邻、远邻和伴侣，当款待旅客，当宽待奴仆。”( 4∶ 36) 利他也是“圣训”
倡导的重要慈善思想。穆圣说“自己饱食而他的邻居却饥肠辘辘的人不是穆民”［4］，明确告诫穆斯林要关爱

与他相邻之人，若他们饥肠辘辘也不关爱他们者不是穆斯林。圣训中的邻居是一个广义的概念，泛指与行善

者相近的居住者，不仅仅局限于穆斯林，也包括其他不同肤色、不同语言、不同地域，具有不同信仰的他人。
不关爱饥肠辘辘之人不是穆斯林，证明利他思想与行为是穆斯林信仰的重要衡量标准，尤其是利他行为的实

践。“圣训”将爱他人和爱自己相提并论，且将其上升到信仰层面，倘若缺乏对他人之爱，信仰就不完美，甚者

就不是一名真信士，这就失去了穆斯林最重要的价值，这足以说明利他主义是伊斯兰的重要主张，利他行为

是伊斯兰教义中的重要善行。
3． 对物的利他，对所有有生命之物，如动物、植物的关爱。宇宙万物皆为真主的被造物，真主赋予动物与

人一样的生存权利，人类与其他有生命之物共同分享真主给予的福利，这就要求穆斯林积极践行伊斯兰利他

思想。穆圣说:“善待每一种动物，都能得到真主的回报。”《穆斯林圣训》中先知又说:“凡有生命之物，给其

饮水，皆得回赐。”这说明善待有生命之物是伊斯兰主张的善行，施舍的人每施舍一次，均能使自己、使他人受

益，随着施舍的增多，人的性灵也会到达一个崇高的境界。
清代伊斯兰学者马注对伊斯兰慈善作了深入研究，指出: “能慈骨肉者，谓之独善，能慈同教者，谓之兼

善，能慈外教者，谓之公善，能慈禽兽、昆虫、草木者，谓之普善。”［5］指明伊斯兰慈善包括对禽兽、昆虫、草木等

物的怜悯和慈爱，对他物的怜爱乃属利他行为之善举。而虐待他物是伊斯兰所禁止的行为，据记载本·欧麦

尔传述:“有一个妇女虐待一只猫，将它关押起来，不给食吃，不给水喝，也不放它吃地上的小动物，将它虐待

致死。最后，这妇人因此而进了火狱。”［6］( 364)

( 三) 利众: 伊斯兰慈善的重要取向

伊斯兰慈善意蕴深远，是一种超越民族、超越地域的善，受众广博，包括穆斯林、非穆斯林、动植物等，是

一种广善，利众则是广善之凝练表达和具体表现。穆圣说:“你向大地上的人们表现仁慈，你将得到从天而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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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仁慈。”［7］利众实则乃利他行为之延伸、利己行为之升华。
利众思想源于《古兰经》的教导。《古兰经》说:“我派遣你，只为怜悯全世界的人。”( 21: 107) 全世界是一

个广义的概念，涵括真主所造的诸多世界的人，受益者并非唯一的，人类、精灵、花草、虫鱼、鸟兽等都能享受

到真主的恩泽，真主对世界万物的怜悯是对世间万物的普慈，是伊斯兰利众思想的现实表达。穆斯林在今生

有限的时间里肩负着“敬主爱人”的使命，这要求穆斯林跨越民族、地域界限对人、对物皆要怀有慈爱之心，极

力践行“不以善小而不为”的慈善思想理念。总而言之，利众是利己、利他行为的直接表现，穆斯林善行的过

程实则是利他过程的实现，利他过程实际上又是一个爱心传递的过程，经爱心的传递让小爱汇集为大爱，集

点滴之善为普善，最终在社会中形成利众之善行，进而利众的慈善思想也成为伊斯兰慈善文化的重要组成

部分。
现实中伊斯兰慈善文化思想是穆斯林的慈善行为的重要指南，穆斯林在实践中将伊斯兰慈善思想伦理

规范无形地浸润到社会生活中的每一个角落，经世代传承与积淀使伊斯兰慈善文化不断发展，内涵不断拓

延，方式不断丰富，使之成为我国社会公益慈善事业发展的有效增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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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ing for the Benefit of Oneself，Others and All:
The Cultural Dimension of Islamic Cha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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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uthor analyzes the Islamic charity from cultural dimension，and divides the Islamic charity cul-
ture into artifacts，mentality，behavior and system． Then the author explores the essence of Islamic charity culture
from three dimensions— being for the benefit of oneself，others and all． “Being for the benefit of oneself”is the
motivation of Islamic charity; “Being for the benefit of others”is the essence of Islamic charity; “Being for the ben-
efit of all”is the orientation of Islamic charity． The three aspects help understand Islamic charity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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